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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产者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互动模式研究：基于东亚生产网络的框架分析》基于制造业生产分
割方式的背景，主要研究了生产者服务贸易发展的特征规律以及该类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而对生产者
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互动模式进行了深人分析。
本文选取了发展最为快速的生产网络框架即东亚生产网络作为考察样本，所得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东亚
生产者服务贸易，在整体上仍然延续了制造业以边际产业转移为特征的“雁阵”发展模式，同时引力
模型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也证明商品贸易的决定因素对生产者服务贸易同样适用且有效。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一般均衡角度对生产者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的互动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
东亚地区和主要发达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生产者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互动模式研究：基于东亚生产网络的框
架分析》分为七章：第一章引言，此部分提出全书的选题背景、研究思路和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书中
的创新点；第二章对生产者服务贸易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第三章对东亚生产者服务
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快速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四章研究了生产网络框架下东亚国家和地区间生产
者服务出口的增长状况和竞争结构；第五章研究了东亚地区生产者服务贸易结构变迁和产业结构转移
特征；第六章对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第七章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深入研究了生
产分割框架下生产者服务与各类商品的互动贸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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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二：顺贸易导向型FDI——边际产业转移模型5.1.3 模型三：协议型分工模式第二节 分析指标、方法
以及数据介绍5.2.1 显性比较优势指标5.2.2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第三节 东亚生产者服务贸易结构变迁
及产业转移结果分析5.3.1 东亚生产者服务业贸易结构变迁分析5.3.2 东亚地区整体产业转移情况分
析5.3.3 行业细分的产业转移情况分析5.3.4.聊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分析第四节 小结与启示第六章 生产
者服务贸易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第一节 世界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6.1.1 生产者服务贸易成为发展
最快的服务部门6.1.2 生产者服务贸易地区分布的新趋势第二节 生产者服务贸易决定因素研究的国内文
献综述第三节 贸易引力模型介绍及计量模型的建立6.3.1 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和理论模型文献6.3.2 本文
计量模型的建立6.3.3 数据来源说明第四节 生产者服务贸易决定因素的计量结果分析6.4.1 东亚生产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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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6.1.1 基于对国内经济结构作用的研究6.1.2 基于国际贸易的角度研究第二节 生产分割框架下生产者
服务与商品贸易模式的理论分析7.2.1 基本模型假设7.2.2 两国贸易情况分析第三节 生产分割框架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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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产品内分工的贸易基础、模式及福利效应方面，国外学者延续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式
对该领域进行了理论分析，Amdt（1997）通过对传统贸易模型的修正，立足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角度
，证明产品内分工在提高其最终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改善了该国的福利。
他提出对于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而言，如对与进口品相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实施产品内分工，将劳
动密集型更高的生产阶段外包给劳动丰富的国家进行生产，对参与产品内分工的两个国家而言，都会
增加就业和工资。
但是，如果发达国家对资本密集型的出口产品实施产品内分工，该国的工资则会下降。
　　Deardorff（2001）分别利用李嘉图模型和H－0模型，分析了产品内分工对国家福利、专业化分工
和贸易模式及要素价格的影响，结论认为，一个开放的小国以其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中间
投入品的价格成为决定其生产与贸易模式的主要条件，对于一个开放的大国，由于其供给的增加能改
变市场价格，降低贸易条件，从而不利于国家福利的改进，因此商品需求量的大小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H-O模型的分析框架中，他认为，即使一国因为生产过程分离化而受益，该国的某些要素所有者也
可能会受损，因为生产过程分离化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推动力。
　　国内学者卢峰（2004）指出，产品内分工作为一种更为细致深人的国际分工形态，其分工基础和
源泉是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并提出了决定产品内分工强度的四大因素，即生产过程不同工序的空间
可分离性，不同生产工序要素投入比例差异性，不同生产区段的有效规模差异度和跨境进行生产活动
的交易成本。
　　在经验分析方面，Feenstra和Hanson（1999）对传统的回归模型进行了修改和重新解释，并引人结
构变量，分两种情况（结构变量独立和不独立）对大国条件下贸易与技术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研
究。
其中贸易用中间投入品的外包来衡量，技术进步以在高技术资本品（如电脑）上的投入来衡量。
作者选取美国1979-199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外包和高技术资本品投入都会对非生产性工人
的工资有影响，高技术资本品对工资率的影响较外包大。
在结构变量不独立的情况中，二者的影响力分别为40％和75％，比结构变量独立的情况放大了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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