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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生产分割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内容简介：国际生产分割是指将产品生产过程分割成不同的环
节，而这些环节可能发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这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过去二三十年的一个决定
性特征。
中国很多企业正成为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一部分。
这个生产网络的特点是：8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出口中间产'品到中国，然后在国进行组装，完成最
后制成品，而出口目的地最主要的不是日本、韩国而是美国和欧洲市场。
这个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发展的过程，正是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过程。
可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断融入这个国际生产网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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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军，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现就职于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兼任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经济学季刊》匿
名评审人。
曾先后在《财贸经济》、《改革》等CSSCI期刊发表多篇有关国际生产分割研究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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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还有学者研究生产分割在不同区域的发展情况。
奥色科罗拉（2010）对1992～2006年的东亚贸易模式和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了生产分割对东
亚贸易，特别是零部件贸易的影响，并指出零部件贸易对相对价格的变化不太敏感，中国在东亚生产
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
木村、高桥和早川（2007）研究发现东亚各国在区域内从事的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而欧洲各国在区
域内从事的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基于这两种不同贸易模式，早川、郑和大桥（Hayakawa，Zheng&Obashi，2009）对东亚各国之间的生
产分割现象与空问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东亚各国之问在电子机械类产品生产上存在空间相关性，
而欧洲各国之间在电子机械类产品生产上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国际生产分割程度的度量问题。
国际生产分割程度的度量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trade classification，SITC），根据研究目的需要选择特定分类或者研究者自己定义的中间产
品或者零部件的分类范围来直接度量生产分割的程度。
耶兹（Yeats，2001）发现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7）类产品的零部件（parts and components）贸易占到
了世界制造品贸易的50％，因此可以通过测算这类产品的中间产品贸易比例来近似地估计国际生产分
割程度。
但是，由于受到当时SITC（Revision2）的分类限制，他们无法区别出诸如化学品和其他类型制造品的
中间产品贸易，因而他们认为这种估计方法存在低估国际生产程度的情况。
类似地，奥色科罗拉和山下（Athukorala&Yamashita，2006）则分析了1992～2003年的世界零部件贸易
，基于SITC（Revision3）分类，将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7）和杂项制品（SITC8）两类产品的中间产
品贸易，作为生产分割贸易的替代性测度（proxy），近似地估计了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并着重分析
了东亚、北美和欧洲的国际生产分割情况，同时指出国际生产分割在东亚的经济发展和东亚各国相互
依赖的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是通过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来估计中间产品贸易。
汉森、马特罗尼和斯洛特（Hanson，Mataloni&Slaughter，2005）就是利用企业级数据分析跨国公司母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中间产品贸易，发现如果贸易成本较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企业所得税
较低，那么子公司进口中间投人品的需求就越高。
三是通过投入产出表估算生产分割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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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生产分割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主要考察国际生产分割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影响。
《国际生产分割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联系中国日渐融入的国际生产分割网络的特点，关注其对涉及
到这个生产网络的16个制造业行业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国际生产分割理论出发，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
分析国际生产分割的三个方面的宏观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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