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企业家 2020.36

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检验
胡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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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大，国际贸易在一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产业结构代表了一国的工业发展水平。本

文先构建了贸易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再通过实证检验证明贸易确实对产业结构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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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未停止过对产业结构的研究，要紧扣

“三大变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三大变革分别是推动经济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其中质量变革是首位，以效率

变革是导向，动力变革是关键。

14世纪开始，全球便进入了贸易的时代。进入 21世纪之后，全
球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而贸易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最

重要的一项内容。贸易可以调节国内外市场的供求关系，促进全球

生产要素的配置，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各

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最终推动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2 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
国际贸易分为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从出口方面来看，某一产

品的需求会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当某一产品的出口需求很大，则

生产该产品的产业规模就会扩大，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自然就会缩

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从进口方面，当一国从国外引进

一种新的产品时，会引起国内市场的波动，出现新的市场和需求。当

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没有明显的替代品，高昂的关税和重重贸易

壁垒也难以阻挡商品的进口时，国内的生产者就会得到市场信号。

此时，替代商品的生产规模就会扩大，该商品的产业也随之发展起

来。[1]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放眼世界，开拓国际

市场。那么就要面临国外企业的竞争冲击，通过参与到激烈的市场

竞争之中，完善市场机制，提高自身竞争力，完成优胜劣汰，改善行

业环境，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2]

3 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此次实证分析采用以下方法：第一步：选取了 20 个国家从

1998-2016年的 7个贸易相关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综合因子
表示贸易发展水平。这 20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
坡、中国、瑞士、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印度、美

国、以色列、埃及、摩洛哥、阿根廷、墨西哥。7个指标分别是货物和
服务出口（年增长率%）、货物和服务进口（年增长率%）、货物和服
务对外贸易差额（占 GDP%）、服务业等附加值（占 GDP%）、贸易额
（占 GDP%）、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燃料净出口（占商品出
口%）。其中燃料净出口为逆指标。再得出综合因子的计算公式后分
别计算出 20个国家 1998-2016年的贸易发展水平。

第二步：选取这 20个国家有关产业结构的指标设计出表示产
业结构水平的指标。根据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一般用各产业的产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各产业的结构，本文选取第一产业增

加值占 GDP的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 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用结构优
化率=第二三产业产值/GDP来表示。

第三步：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贸易水平与产业结

构的计量关系。

3.1 寻找贸易发展水平综合指标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现有的软件还不能对面板类型的数据进行

直接的主成分分析处理。对于相应的主成分分析处理，一般采用每

个截面进行单一的主成分回归或者将面板数据在时间维度取均值

将其缩减为二维。本文采用时间维度取均值来将面板数据缩减为二

维。这种做法会损失一定信息，但若相关指标呈现出比较平稳的变

化方向趋同之时，则损失在数学上是可以接受的。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对数据是否具有线性关系进行考察，进行

KMO和 Bartlett检验。结果 KMO值大于 0.5存在相关性且 sig值为
0.000，显著性通过检验。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然后进行尝试性分析，根据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采用主

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结果提取值都大于 0.8，所以变量可以很好的
被表达。

之后进行主成分分析可以从总方差图和碎石图综合得出共提

取 3个公因子可以很好的表达出多有变量，解释率达 91.7%。且特
征值大于 1的共 3个因子 姿1=2.837、姿2=2.391、姿3=1.196。综上分子
选取 3个因子作为主成分。

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正交旋转，对因子进行命名：

表 1 因子旋转矩阵

由旋转矩阵可以看出，第一个主成分表示为贸易增长指标 F1，
第二个主成分表示贸易结构指标 F2，第三个贸易的可持续指标 F3。

可以由上表可知：

F1 =0.327X1 +0.379X2 +0.038X3 -0.383X4 +0.045X5 -0.020X6 +
0.065X7

F2 =0.054X1 +0.033X2 +0.375X3 +0.029X4 +0.370X5 +0.338X6 +
0.044X7

 
Component 

1 2 3 

货物和服务出口（年增长率%） .899 .082 -.403 

货物和服务进口（年增长率%） .962 -.015 -.100 

货物和服务对外贸易差额（占 GDP%） -.066 .921 .218 

服务业等附加值（占 GDP%） -.907 .209 -.245 

贸易额（占 GDP%） .010 .931 -.019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 -.086 .889 -.251 

燃料净出口（占商品出口%） -.088 -.002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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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227X1+0.018X2+0.214X3-0.280X4+0.032X5-0.166X6+
0.774X7

可以计算出：

F=姿1/（姿1+姿2+姿3）*F1+姿2/（姿1+姿2+姿3）*F2+姿3/（姿1+姿2+姿3）*F3
3.2 模型回归
分别计算各个国家从 1998-2016年的贸易综合指标将标准化

的数据带入后得到面板数据。用 Y表示结构优化率，F表示贸易水
平。除此之外，为防止内生性遗漏变量，引入科研投入指标 R=研发
指出百分比。考虑到模型可能产生内生性遗漏，建立 GMM动态面
板回归模型：Yit=琢1Yit-1+琢2Fit+琢3Rit+滋it

得到结果：Yit=0.739Yit-1+0.109Fit+0.001Rit
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Sargan检验：P值大于 chi2通过检验，工

具变量都是有效的。扰动项检验：扰动项一阶、二阶都不存在自相

关，即扰动项无自相关。

4 结束语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可以得出贸易确实会影响产业结构，

但是可以看出 F的系数为 0.109，说明贸易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
较小。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贸易指标选取不

全面，二是模型选取了一阶滞后项，而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能

滞后较多。但是，贸易对产业结构确实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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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1 2 3 

货物和服务出口（年增长率%） .327 .054 -.227 

货物和服务进口（年增长率%） .379 .033 .018 

货物和服务对外贸易差额（占 GDP%） .038 .375 .214 

服务业等附加值（占 GDP%） -.383 .029 -.280 

贸易额（占 GDP%） .045 .370 .032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 -.020 .338 -.166 

燃料净出口（占商品出口%） .065 .044 .774 

 

表 2 因子得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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