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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外贸体制的改革，使得中国出口
增长贡献主体替代的过程不断演进，出口贸易高速增长。
在国有企业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民营企业在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上替代国有企业成为出
口增长的主要贡献者，逐渐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发动机。
因此，在寻求这一时期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原因时，就不能不研究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这一经
济现象。
    本文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考虑变量，纳入到中国出口增长研究中。
从经济体制比较这个研究角度去考察中国出口增长，发现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这一重要的经济现象
。
研究这一经济现象对于理解、评估、分析中国出口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侧面具有普遍意义。
　　从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这一研究角度出发，考察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原因，就必须同时考
察一系列问题：谁是影响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主要决策者？
其所处的环境有哪些特性？
二元经济结构及要素市场分割对主要决策者形成何种约束？
是否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影响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主要决策者？
如果存在，不同时期主要决策者之间的角色互换是如何完成的？
这样的角色互换如何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增长？
中国的出口贸易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制度环境是如何演变发展的？
能否从其演变发展中了解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原因？
 本文的研究表明，出口贸易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经济现象。
在世界市场商品价格一定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这种经济现象通常取决于出口商品生产增长速度与进
口商品生产增长速度。
在商品需求和生产技术一定时，这又取决于出口商品密集使用生产要素供给增长速度与进口商品密集
使用生产要素供给的增长速度。
在中国资本缺乏、劳动力剩余的现实要素禀赋条件下，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出口劳
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
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表明能够被纳人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去的劳动力可以大幅度
增加，中国具有大幅度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增长速度的潜力。
　　但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赶超战略使得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实际利率被压制在一个较
低水平，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分割，企业采取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进行生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闲
置，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增长缓慢，生产缺乏效率，市场商品短缺。
20世纪70年代末期，政府为改变这种局面，开始推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
一方面允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合法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允许劳动力流动，并使生
产要素价格体系向由资源禀赋决定的均衡相对价格趋近。
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分割、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宏观环境下，民营企业采用劳动密集
型生产技术生产的产品，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到产品生产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
能力不断增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
　　而国有企业继续在资本相对便宜而劳动相对昂贵的传统宏观环境下进行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并
使其产量得以维持或增长。
作为推进贸易型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民营企业替代国有企业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本文对二元经济结构与要素价格扭曲、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对优势发挥及中国出
口增长进行理论研究和技术分析，并在逻辑一致的框架内，使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种种经济现象形成一
个彼此衔接的有机整体。
　　笔者对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机制进行了计量经济学的估计，并验证表明了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
代机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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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的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在模型进行多余变量的删除性检验过程中被剔除掉，而作
为另一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的民营企业工业产值则被保留下来并且在系数估计中为正，表明国有企业对
我国出口增长的影响力远不及民营企业对我国出口增长的影响力，民营企业对我国出口增长的推动作
用远远超过国有企业。
　　同时，资本和劳动对两类企业出口都产生了正向推动作用。
在样本标准误差存在的前提下，本文对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对两类企业出口产生的作用进行了联
合假设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对国有企业而言，资本对出口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劳动对其出口的推动作用，而对民
营企业而言，劳动对出口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资本对其出口的推动作用。
实证结果，完全符合两类企业目前在我国各自所具有的不同资本劳动比例生产结构。
　　另外，劳动力是促进民营企业出口的主要生产要素，引进外资、民营企业自有资金也对民营企业
出口产生了正向推动作用，但国家及相关部门的下拨资金、从其他渠道筹资对民营企业的出口都产生
了负面作用，金融机构贷款则对民营企业的出口作用不太显著。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本文是有关1978-2002年间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口增长贡献主体
替代的最初系统研究。
通过对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的研究，揭示中国出口高速增长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各个侧面和主要原因
，以总结出推动出口增长的有益经验。
　　（2）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研究通常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基础上
，强调对出口函数进行讨论和分析。
而本文则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分析前提，并注重分析二元经济结构与要素价格扭曲、农村劳
动力流动与民营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与国有企业出口增长缓慢等深层次问题。
　　（3）注重逻辑实证分析，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二元经济结构、要素价格扭曲、农村劳动
力流动、金融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等等经济转型过程的经济现象纳入到一个逻辑一致的框架中，并力
求把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种种经济现象贯穿成一个彼此衔接的有机整体。
　　（4）重视调查研究和检验实证分析。
在搜集了大量调查和统计资料基础上，运用包括因素分析法、计量分析在内的多种数量分析方法，力
求对逻辑实证分析所获得的命题给出定量测度和分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研�>>

作者简介

　　杨海余，男，1962年2月出生，湖南长沙人。
经济学博士，高级工程师。
曾在高校和民营企业从事教学和企业管理工作20余年；先后主持和参与过省级和国家级社科基金课题
多项；在相关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现任教于长沙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研�>>

书籍目录

摘要英文摘要导论　0.1　问题的提出　0.2　基本框架　0.3　时间跨度　0.4　研究方法与特征第1章　
出口增长的理论与实证：文献综述　1.1　国际贸易理论概要　　1.1.1　古典贸易理论　　1.1.2　新古
典贸易理论　　1.1.3　新贸易理论　1.2　贸易增长：理论与实证　　　1.2.1　贸易增长：理论前沿与
经验实证　　1.2.2　中国出口增长的研究综述　1.3　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国际贸易　　1.3.1　公有制经
济的国际贸易　　1.3.2　赶超战略下的国际贸易第2章　民营经济与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的必然趋势
　2.1　中国出口增长：一个简要描述　　2.1.1　中国出口增长的历史轨迹　　2.1.2　出口增长的国际
比较　2.2　民营经济的发展：一个简要描述　　2.2.1　民营经济的界定　　2.2.2　有关民营经济的政
策沿革　　2.2.3　民营经济发展现状　2.3　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主体分析　　2.3.1　改革开放以来民
营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2.3.2　我国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分析第3章　基于发展战略、劳动力市场分
割与两类企业职工收入差异的分析　3.1　劳动力市场分割　　3.1.1　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状态　
　3.1.2　赶超战略、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3.2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两类企业职工收人差异　
　3.2.1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国有企业职工高工资　　3.2.2　比较优势战略、新兴劳动力市场与民营企
业职工低工资　3.3　国有企业职工高工资与民营企业职工低工资　　3.3.1　货币工资、工资与收入　
　3.3.2　国有企业职工工资高　　3.3.3　国有企业职工高工资、民营企业职工低工资　3.4　小结第4章
　基于金融二元主义与两类企业利率差异的分析　4.1　市场利率与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低利率政策　
　4.1.1　市场利率及其衡量、变动　　4.1.2　货币政策与市场利率　　4.1.3　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经济
管理者对利率的认识　　4.1.4　赶超战略下的低利率政策与传统金融管理体制　4.2　金融二元主义与
两类企业利率差异　　4.2.1　金融二元主义　　4.2.2　金融二元主义与两类企业利率差异　4.3　改革
开放以来，正式金融市场上的低利率　　4.3.1　改革开放前后正式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比较　
　4.3.2　正式金融市场上的两类企业利率差异　4.4　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式金融市场上的高利率　
　4.4.1　民营企业融资难　　4.4.2　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式金融市场的形成　　4.4.3　改革开放以来
，非正式金融市场上的高利率　4.5　小结第5章　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的形成机理　5.1　要素市场
分割与两类企业产品选择差异　　5.1.1　要素价格与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　　5.1.2　要素市场分割
与两类企业产品选择差异　　5.1.3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资本一劳动比率　5.2　要素禀赋与资本密
集型商品生产增长　　5.2.1　要素禀赋与自生能力　　5.2.2　要素禀赋、自生能力与两类企业资本形
成差异　　5.2.3　自生能力与两类企业劳动力投入差异　5.3　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机制　　5.3.1　
偏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经济增长　　5.3.2　偏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经济增长推进贸易　　5.3.3　出口
增长贡献主体替代机制：图示及其意义第6章　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的经验实证　6.1　已有实证研
究的回顾　　6.1.1　出口需求影响因素　　6.1.2　出口供给推动因素　6.2　出口增长主体替代的经验
实证　　6.2.1　模型建立　　6.2.2　数据选取　　6.2.3　回归分析　　6.2.4　小结语　6.3　要素投入
与两类企业出口的实证检验　　6.3.1　模型构建及数据选取　　6.3.2　回归估计及经验分析　　6.3.3
　模型的联合假设检验　　6.3.4　小结语　6.4　要素投入与乡镇企业出口的实证检验　　6.4.1　模型
建立及数据选取　　6.4.2　回归估计及经验分析　　6.4.3　模型的联合假设检验　　6.4.4　小结语结
论　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