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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即日起施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

子货币进行调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从1美元兑8．2765元

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人民币上调幅度为2％。也正是此次汇率制度改革，

拉开了人民币升值的序幕，截止到2009年3月和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上维持在1

美元兑6．83至6．84元人民币的区间内。我们不难发现在过去的3年间累积的升值幅度是

十分显的著。

汇率作为调节一国贸易收支的重要工具，其变动对一国的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运行都

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学者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虽

然实证研究的结果各不相同。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上的局限性，

以及汇率对贸易的影响有时滞性等原因，这些研究都很难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作出全面而

准确的分析。本文力图以传统理论为框架，以Mel itz(2003)模型为基础，构建出汇率变

动及其影响的理论模型框架。

在本文分析中，主要运用了理论模型的构建及推导，得出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

的影响的结论如下：(1)一般情况下，汇率发生变动后，会对出口行业及出口企业产生直

接和间接影响。我国本币升值后，出口行业中更少的企业可以参与出口，他们可以获得的

利润也更少，只有生产率更高的生产企业才能够生存下来。当然，这是一般情况下的结论，

因为汇率变动对一个行业的影响，与该行业产品的需求弹性和行业内企业的生产率分布情

况有关。当以本文的分析路径对所有行业进行分析汇总后，便可得出汇率升值对一国的的

整体影响结果。(2)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使得本国出口行业内更少的企业参与出口，并相

应降低出口企业的获利能力，在技术升级不可逆的条件下，会有更多的采用先进技术企业

只能服务于国内市场。企业采用的生产技术固化，进而会影响行业在长期的技术升级。(3)

在政策方面，我们可以考虑运用经济政策抵消掉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但这也是一个两难

的选择，因为政策目标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保证就业为目标的经济政策会对行业转

换，长期的技术升级带来阻碍作用；而促进技术升级的经济政策又会在短期造成失业的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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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uly 2 1 st，2005，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declared that China moved into a managed

floating exchange rate regime based on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with reference to a basket of

currencies．On the same day,the RMB exchange rate to U．S．dollar,adjusted from 8．2765 to 8．1 1，

appreciating 2％．After the reform of its exchange rate system，RMB has begun its appreciation

period．Until March and April，2009，RMB exchange rate to US dollar has been fluctuating

between 6．83 and 6．84 yuan．and its appreciation is significant in the past 3 years since 2005．

Exchange rate is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to adjust the trade balance of one country,and

also influences both the pattern of foreign trade and the operation of domestic economy

significantly．Scholars of domestic academia have already made numbers of research about the

effects of the fluctu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on Chinese trade，though their results

demonstrated different．From those researches we notice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ll—round

and accurate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the fluctuation ofRMB exchange rate，for the reasons of

the limitation of data used in their researches，the time lag of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ng

on trade,and SO on．This paper tries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of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traditional theory and Melitz(2003)model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e of RMB

exchange rate。

In this article，through the analysis with theoretical models，we get following conclusions

aboutthe impact of the RMB appreciation on our country：

(1)Generally,changing of exchange rate has direct Or indirect effects on exporting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As to Our country,the appreciation of RMB reduces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 able to export in the exporting industries，and meir profit gained from expoa is also

getting much less at the same time，but only the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productivity can survive．

Of collrse，this is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conclusion， because the influence．of change of

exchange rate on industry is related to the demand elasticity of the product produced by this

industr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vity rate of the 6u'ms in the industry．As to one country,

we can get overall outcomes of the impacts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ng on trade after analyzing

all exporting industries with this analytical path．

(2)As RMB appreciation reduces the number of exporting enterprises in ex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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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 and also their ability of obtaining profits from export，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is nonreversible，there will be more enterprises adopting advanced

technology only able to serve domestic market，and give up theft export done before the

change of RMB exchange rate．The technology adopted by enterprise will be solidified，which

would obstacle the upgrade of technology of industry in the long term．

(3)As to polices，we can consider to counterbalance away the negative effect of RMB

appreciation by applying other economic polices．But there is also a dilemma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policy target producing different results The economic policy with the target of

ensuring employment will be an obstacle to the technological upgrade and to the conversion of

industry in the long run．While the economic policy that take technological upgrade as the target

will causemore unemployment in short period．

Keywords： Exchange rate RMB appreciation

Trade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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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导论

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即日起施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

子货币进行调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从l美元兑8．2765元人

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人民币上调幅度为2％。也正是此次汇率制度改革，

拉开了人民币升值的序幕，到2007年12月末，人民币汇率已升为l美元兑7．3046元人民

币，累计升值11．7％。截止到2009年3月和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上维持在1美元

兑6．83至6．84元人民币的区间内。通过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人民币升值步伐目前虽已有所

放缓，但在过去的3年问累积的升值幅度还是十分显著。不论是基于何种原因，人民币汇

率升值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汇率作为调节一国贸易收支的重要工具，其变动对一国的

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运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根据古典贸易理论，各国微观企业国际交易行为的汇总形成了国家问的贸易流，贸易

企业无意间进行了比较优势的研究。不论产生优势的根源是什么，但我们会发现反映在企

业上的就是生产率的差异。生产率的差异使企业拥有了参与国内贸易或是国际贸易的绝对

优势。但我们应当注意到，此处的绝对优势只是提供了微观企业进行贸易的可能。微观企

业行为的收支汇总后，形成国家的国际收支，而国际收支的平衡决定了汇率。汇率作为微

观企业进行国家贸易的重要参考因素，对一国的国际贸易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我国作为

世界贸易大国，既是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那么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

将会有重要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自2005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企业会受到

怎样的影响?出口行业的动态变化如何?企业采取技术升级的情况会怎样?国家的相关

经济政策的作用如何?这些都是本文的出发点，也是本文力图解释的。本文的研究目的在

于分析人民币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影响，出口行业内企业的优胜劣汰的动态变动情况，

出口企业采用技术升级的情况，以及国家实行的贸易相关政策的作用等。

1．1．2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汇率作为调节一国贸易收支的重要工具，其变动对一国的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运行都

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论是基于何种原因，人民币汇率升值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人民币兑

美元进入“6时代’’的背景下，分析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宏观方面

众所周知，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汇率升值必然会对贸易产生

影响。在宏观层面上，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力求探知汇率升值后对于本国市场供求，出

口行业调整等方面的影响，在整个分析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家经济政策的作用。失业率

与技术水平在一国的经济指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对于国家经济政策对二者的影

响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了解政策的实际意义和作用。

(2)微观方面

通过分析汇率升值作用于微观企业经营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人民币升值对

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进而了解出口企业在行业中的退出或发展情况，行业整体生产率的

变化情况，企业采用技术升级的情况，这些分析对于在人民币的升值背景下，微观企业的

生存与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相关理论发展和文献综述

1．2．1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的理论研究

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的古典理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Thomas Mun的汇率变动观点

和David Hume的价格一黄金流动机制。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Thomas Mun认为贸易差额

会影响汇率变动，而汇率变动也同样会影响贸易差额的变化，但基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Thomas Mun未能对他所处的金本位时期的货币贬值对贸易的影响机制作出清晰的解释，

也未能分析汇率变动对贸易数量上的影响。古典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David Hume，关于

“物价一硬币一流动机制”的论述揭示了汇率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自动调节贸易收支的机

理，并对早期重商主义者不注重外贸平衡，盲目追求顺差的行为进行了批判。DavidHume

关于汇率变动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而自动调节贸易收支的论述，对后来的汇率和贸易

相互作用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谈及古典理论时，我们不得不涉及另一位古典经济学

家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通过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

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就能提高双方的福利。如果汇率按购买力平价理论

可表示为两国的相对价格水平。因此汇率贬值，可出口的产品增多；汇率升值，可出口的

产品减少。所以汇率贬值一方面可通过可出口产品品种的增加改善贸易收支，另一方面则

可通过对外价格下降，增加同一出口产品的国外需求量改善贸易收支。

但David Hume和David Ricardo的理论结论，即汇率贬值能改善贸易收支，是需要众

多的前提条件成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进出口价格弹性要满足一定条件。对于价格弹性条



件的研究，先后经过了J．Robinson、L．A．Metzler、Marshall和Lemer等人逐步完善并建立

了国际经济学的弹性理论后才日臻完善的。但其中影响最深，使用最广泛的是

Marshall．Lemer条件。

弹性分析方法主要是从汇率弹性和收入弹性的角度来分析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机

制，它之所以被广泛用于分析贸易平衡是因为：可用其检验相对价格以及收入对贸易往来

的影响程度。Marshall．Lemer的意义可表述为：假定供给具有完全的弹性，那么贬值的效

果就取决于需求的弹性。只有当进口商品需求弹性和出口商品需求弹性的绝对值之和大于

1时，汇率贬值才能改善进出口贸易状况，反之则会恶化进出口贸易状况。不过

Marshall．Lerner条件成立时，一国虽然可以通过汇率贬值，来改善外贸收支，但该国贸易

条件则恶化了，因此贬值在改善贸易收支的同时有可能使该国的福利下降。但以局部均衡

为基础进行分析的弹性理论对汇率变动的贸易收支效应分析是不完善的，弹性分析法无法

对汇率变动后的贸易调整过程进行分析，也没有将汇率变动后可能引发的国内收支变动、

价格变动、货币供应量变动、国际资本流动等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纳入考虑范围，对这些问

题的研究又形成了时滞效应分析法、吸收分析法和货币分析法等等。

时滞效应分析法认为，货币贬值后，企业会根据汇率的变动调整其进出口商品价格、

产量和贸易量。Charles Mackay将其分为货币合同、汇率传递和产量调整三个阶段。在这

三个阶段的整个过程中，贸易收支与汇率的关系在时间上呈“J”曲线形态。但时滞效应分

析法并没有跳出弹性理论的框架，只是对汇率调整贸易收支的过程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

吸收分析法认为，一国要想通过贬值来改善贸易收支，必须满足两个条件：要么贬值

可以带来本国收入的增加；要么贬值可以使本国的实际支出减少，否则，贬值只会带来通

货膨胀和其它经济问题。SidneyAlexander认为贬值的支出减少效应比收入增加效应在平衡

一国的国际收支时更为有效，因为贬值的支出减少效应所需要的条件要更少。贬值的支出

减少效应意味着吸收的减少，也就是贬值的吸收效应。与弹性分析法不同的是，吸收分析

法是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一国的收支平衡，更强调国内的需求水平调节，以及收入效应。但

吸收分析法仍没有离开弹性分析，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和弹性条件的成立影响收入和支出

的变动。

货币分析法认为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实际上是因为一国国内货币供应量超过名义货

币需求量所导致的。在价格完全弹性、资本在世界市场完全流动，一国国内货币供给不影

响产出和利率的前提下，贬值是否能改善国际收支，取决于实际货币供求的变化。贬值会

导致名义货币需求量上升，若国内货币供给等比例增加，实际货币需求则不变，那么贬值



就不能改善国际收支。所以国内名义货币不随之增加，就成为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的先决条

件。

事实上，时滞分析法、吸收分析法、货币分析法基本上仍以弹性理论为中心，这些分

析虽然认为汇率贬值改善外贸平衡的条件相当复杂，但基本上认为汇率贬值可以改善贸易

收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被大多数国家采用，在各国的实践中，汇率变

动对贸易平衡似乎也没有确定的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对汇率与贸易平

衡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如引入交易成本、时间偏好、理性预期、跨时动态分析等等对

传统的理论进行扩展和完善，或是对新的现象进行解释。

1．2．2贸易与技术升级

在古典经济学中的，Adam Smith的绝对成本理论，以及David Ricardo的比较利益理

论均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产品的价格差异，这种

价格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异。David Ricardo则认识到，一

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能够用来解释比较优势，一国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过程可能会改变一

国的分工和贸易模式，这其实就隐含了技术创新影响国际贸易和分工的思想。之后，许多

古典经济学家，包括Mill、Torrens，Malthus和Cairns等都特别指出了技术的不同是一国

比较优势的潜在的来源，技术的差异会改变国际贸易的格局。此后，真正从动态角度看待

技术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是1961年由M．Posner提出的技术差距模型，以及1966年

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关注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多样化、垄断竞

争、技术创新与模仿、分工与专业化等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Romer,Lucas等人将这些

因素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而这些因素正好是基于内生技术升级的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内

容。此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扩散实现对发达国

家的经济赶超也是增长理论家们关注的问题之一，CJrossman，Helpman，Romer等人在此方

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内生增长的贸易理论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

贸易和增长，把技术创新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

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及技术创新作为生产和

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和国家福利的影响，赋予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以崭新的内容。总体来



说，现代内生增长贸易理论沿着南北贸易、R&D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两个方向扩展。

现代内生增长贸易理论重要方向之一是南北贸易∞。在内生技术变迁的框架下研究技

术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南北贸易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在Krugman、Vernon、

Grossman、Helpman等技术外生的南北贸易研究基础上，Segerstrom．Ananl＆Dinopoulos

在技术升级内生的基础上讨论产品周期和南北贸易问题。在Segerstrom等人的模型中，产

品创新是依次发生在现存的各个产品上，每一次新产品的发明都会淘汰一种旧产品。一种新

产品变成一种标准化的常规产品以后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北方国家由以前该产品的出口国

变为进口国。此后，在Grossman＆Helpman(1991)的研究说明了，南北方的竞争经济表

现为这种创新一模仿一再创新一再模仿的形式，产品质量也在这种竞争中不断提高。近几

年，虽然该方向的理论发展加快，但是，基于产品周期的南北贸易模式并没有得出一个统

一的结论。

现代内生增长贸易理论另一个重要方向是R&D和国际贸易。R&D的重要性已经成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期新增长理论的基本共识：持续的技术升级需要企业内部对R&D的

投入甚至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来推动，而企业有目的的要素投入又必须借助不完全竞争市场

的某种垄断力量所获取的垄断租金予以补偿和激励。在这一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

Grossman&Helpman(1991c)的水平创新模式，Aghion&Howitt(1992)的垂直创新模式。在

Grossman&Helpman(1991c)建立的以技术创新而非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式

(水平创新模式)中认为，投资决策取决于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前者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以

及企业获取的知识，后者则为出售发明的新产品新技术所取得的利润。一国要获取和保持

长期的竞争优势，必须顾虑国内的投资。Aghion&Howitt(1992)的模型(垂直创新模式)

主要强调通过部门专门研究新技术并加以实际运用。为了激励活动，创新者应该在创新中

获得某种补偿，在封闭经济中，通常假定一国政府通过某种制度来保证创新者获得的垄断

①这里的南北贸易，与传统的南北贸易的含义有所不同。南北贸易尽管被用于发达与发展中两类国家之间的贸易，但传

统的南北贸易常是用于表明“垂直型”贸易结构，甚至作为代名词而存在。而此处的南北贸易主要是根据Grossman，

Helpman等人的研究所给出的定义，在他们的研究中大多设定有同一行业的两个生产企业，且二者分别在北半球和南半

球，这样设定使得两个企业在生产在特征上有所不同，在北半球的厂商属于资本密集型厂商，其创新能力更强，而南半

球厂商属于劳动密集型厂商，其模仿能力更强。这样的结构，使得贸易在国家间产生，并促使了行业的产品创新。



利润足以补偿其创新成本，即被开发的新产品在该国的垄断期限无限长。但是，在开放经济

中，外来同类产品的竞争会使得一部分新产品从垄断变成竞争，而且技术的模仿也会使得

新产品的垄断期缩短，因而激励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创新的削弱。

1．2．3 Melitz模型及发展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贸易理论中，研究人员将产品差异化和垄断竞争所产生的产业

内异质性作为两个重要因素引入了分析中。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异质性并不是用来解释

企业间生产效率或规模之间的不对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研究的目的是解释拥有相

似要素构成的国家间的大流量贸易，以及产业内的大流量贸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生产

效率和生产规模之间的差异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其结果则是，多数模型假定了在某一产

业内，企业间在技术的可获得性方面是对称的，这同时也意味着相似的生产效率水平和相

似的对外贸易参与程度，这一结论显然与现实不符。

2003年，Melitz建立了关于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理论模型。目前，对于异质性企业

在国际贸易中和FDI中发挥的作用的研究飞速的发展着，而该模型已成为此领域研究的奠

基石。其主要结论是与传统理论相一致的是：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比非出口企业高。而在

此基础上Melitz模型揭示了行业内企业进入与退出，贸易自由化等方面的内容。

在随后时间里，Melitz模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Melitz＆Ottaviano(2005)把Melitz

(2003)的提供方面的特征和Ot-taviano，Tabuchi＆Thisse(2002)的需求方面的特征结合

起来考虑，建立了具有不同加成率的国际贸易模型，在该模型里市场规模对平均价格、价

格分布的分散度和企业规模都有影响。

Bernard，Redding&Schott(2005)扩展了Melitz(2003)模型，引入可变要素比例变

量，从而构建了一个关于差异产品的比标准的Helpman&Krugman(1985)版本更加完整

的模型。其结论为：部门问的贸易模式是赫克歇尔．俄林类型：每个国家是相对更密集地使

用本国更多的要素察赋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净出口国。每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即那

些相对密集使用本国较丰裕的要素的部门，平均生产率提高的比例更大。在这种情况下，

要素构成获得的赫克歇尔．俄林式的比较优势也生成了李嘉图式的比较优势，这两种形式的

比较优势具有正相关关系。

Helpman，Melitz&Rubinstein(2004)对Melitz(2003)进行了改进，引入了贸易流

量的引力方程式，可以解释存在贸易潜在可能性的国家之间贸易缺失的原因，并且经改进

的理论框架为深入研究零贸易流现象所包含的信息的估计程序提供了指导。特别是，他们

论证了贸易缺失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经济条件所导致的。
矗



Bustos(2005)为研究贸易自由化对阿根廷的技术升级的影响，将技术选择引进了Melitz

的模型中。其结论是：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使用越先进的技术，但是有些生产效率比较高

的出口商使用传统技术。在加入贸易自由化的因素后，该模型预测只有那些中等生产率水

平的企业对其使用的技术进行升级。

1．3本文创新、研究内容及框架

1．3．3本文的创新

关于中国汇率变化对贸易的影响，我国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虽然实证研究的结果

各不相同。而本文力图以传统理论为框架，以Melitz(2003)模型为基础，构建出汇率变

动及其影响的理论模型框架。具体创新点如下：

1、汇率作为调节一国贸易收支的重要工具，其变动对～国的出口企业都有着重要的

影响。本文中我们将汇率因素引入Melitz模型，进而分析人民升值后对出口企业的直接和

间接影响。这包括了生产量，价格，获利水平，生存企业生产率等方面。

2、运用动态分析方法对引入汇率因素的Melitz模型进行分析，以探究汇率生值对出

口行业的影响，并分析影响产生的路径。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对行业中企业的进出，行业

整体生产率变化等加以分析。

3、通过引入技术升级，对人民币升值后企业可能采用的技术升级进行分析。并探究

完成技术升级后的出口企业，出口行业的情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家相

关经济政策的作用及影响。

1．3．1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及框架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框架如图1．3．1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图1．3．1



第2章中国汇率及贸易的演变过程

2．1中国汇率的演变过程

2．1．1 1980．1993年的人民币贬值阶段

1981．1984年，人民币汇率进入逐步贬值阶段，人民币外汇变化参见表2．1．1。在这

一阶段，我国将发展目标定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当时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国民经济的

发展需要大量进口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和消费品。为了

保证国家的外汇支出需要，我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高估。我国从1981年开始，实行人

民币双重汇率的时期，期间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内物价的调整，出口额出现大

幅上升，但是，由于一些独立核算经营出口的单位受到高估的人民币汇率影响，且该影

响越来越大，出口亏损问题日益突出。为此，我国自1984年1月1日起，实行了贸易内

部结算价，这个价格是根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再加上外贸部门的利润形成的，定为

1美元兑换2．80元人民币，其他外币的内部结算价根据人民币兑美元内部结算价为基础

进行套算。与此同时，对外公开的人民币对外币牌价主要适用于非贸易的外汇收支结算，

按照原牌价汇率折算，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1．5元。实际上，这时我国人民币汇率出现

了双重汇率。双重汇率的使用历时4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双重汇率制度

愈加显现其对贸易发展的局限性。随着美元汇率的持续上浮，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人

民币汇率有意向贸易内部结算价靠拢，进而逐步调低，汇率降幅达36％。直至1984年

底，我国彻底取消了内部结算价，又重新实行了单一的盯住汇率制度。

1985．1993年，人民币汇率进入大幅度贬值阶段，人民币外汇变化参见表2．1．1。1985

年重新实行单一汇率制度后，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讨

论，认为人民币汇率定价偏高，不利于扩大出口和解决外贸亏损问题，要求必须贬值。

因此，这一时期，人民币先后经历了4次大幅度的贬值，即1985年1月、1986年7月、

1989年12月和1990年11月，贬幅分别达到12．5％，13．6％，21．2％和9．57％，由l美元

兑换2．80元人民币不断下调，直到1美元兑换5．00元人民币。这几次人民币汇率大幅度

贬值是以外贸出口换汇成本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美元汇率的变动情况。人民币几次大

幅度贬值对短期内扩大出口确实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其长期效果并不明显。这种现象

是由于每次人民币贬值后的水平都是接近当时的出口成本，一些过去不亏或低亏的出口

商品有了赢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外贸出口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刺激只能维持较短的

一段时间，原因是当某种商品由于汇率下跌、换汇成本降低，从亏损转为盈利时，外贸
． 9



部门就竞相提高收购价格，这样就抵消了汇率下调的效果，换汇成本重新上升，迫使汇

率再次下跌，从而形成了“汇率下调一收购价上升一出口换汇成本提高一汇率再下调

一⋯⋯"的非良性循坏。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几次大幅度的贬值都不同程度地提

高了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对于一些高价进平价出的商品，财政补贴增加财政

负担，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对于那些高价进高价出的商品来说，就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

上升，加重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对于国内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的关税、产品税税

额绝对上升，而销售价格不变，经营单位赢利减少甚至出现亏损，影响了生产企业的经

营积极性。从1991年4月开始，汇率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微调，在91，92，93年1美元兑

换人民币的年平均价分别为5．32，5．51，5．76元。尽管官方汇率不断进行小规模的调整，

1993年初，官方汇率和平均调剂汇率的差价也扩大到45％左右，为此政府试图在市场上

控制溢价，由于这样会产生把大部分交易从调剂中心驱赶到黑市作用，这种控制方式己

于1993年6月取消。1993年中，所采取的立即调整措施，使得溢价又扩大到80％，但

是其后汇率只有渐进的波动。总之，从1985年开始到1993年底，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

是人民币汇率以持续贬值为主。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了96．21％，人民币兑美元

的实际汇率贬值了26．44％。

表2．1。1 1980-1993年人t是i：fi名义汇率平均值@

年份 汇率平均值 年份 汇率平均值

1980 1．4984 1987 3．7221

1981 1．7050 1988 3．7221

1982 1．8925 1989 3．765l

1983 1．9757 1990 4．7832

1984 2．3270 1991 5．3233

1985 2．9366 1992 5．5146

1986 3．4528 1993 5．7620

资料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2．1．2 1994．2001年的升值阶段

1994年是中国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变动最大的一年，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发生了重

大的变化。1994年1月1日起，实行汇率并轨。此前，我国实行的是人民币官方汇率和

@按照直接标价法计算，即1美元兑换人民币数量．以下各汇率表均采用此标价方法，不另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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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新的汇率制度的特点是：外汇供求关系是决定汇率

的主要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前一天的外汇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参照国际金融市场

主要货币的变动情况，公布人民币汇率。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货币政策、利率政

策调节外汇供求，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

1993年12月31日，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8元，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

换人民币8．7元左右。从1994年1月1日起，将这两种汇率合并，实行单一汇率，人民

币对美元的汇率定为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但是从1994年4月起就逐月开始小幅

度升值，1994年12月达到1美元兑换8．29元人民币。同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

划，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度，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

通，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这次汇率并轨后，我国建立的是以

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1996

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后仍保

留的经常账户下非贸易非经营性交易的汇兑限制；1996年7月，又消除了因私用汇的汇

兑限制，扩大了供汇范围，提高了供汇标准，超过标准的购汇在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

批准后即可购汇；1996年7月1日，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也全面纳入全国统一的银行结

售汇体系，从而取消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尚存的经常项目汇兑限制。1996年1 1月

27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将不再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

定第14条第2款所规定的过渡性安排，并正式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我国将接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

兑换，从此不再限制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不再实行歧视

性货币安排和多重汇率制度。

2001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指出，根据中美1998年签订的有关协议，中国

承诺将扩大人民币弹性。中国坚持以稳定汇率为主，同时用足每日3％o的汇率浮动区间，

使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同时，还积极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

程度，如有效利用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调整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政策，进一

步完善结汇制度。



表2．1．2 1994-2001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平均值

年份 汇率平均值 年份 汇率平均值

1994 8．6187 1998 8．2791

1995 8．35lO 1999 8．2783

1996 8．3142 2000 8．2784

1997 8．2898 2001 8．2770

资料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2．1．3 2002．2005年的贬值阶段

这一阶段，名义汇率不变，但实际汇率，尤其是对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贬值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生的很大的改变。一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贸易额大幅度增加，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进出口贸易额增长速度分别为

21．80％，37．09％，35．67％，23．16％，随之而来是贸易摩擦的增加，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和

日本。二是在这一时期随着美国经济的疲软，美国政府实行了弱势美元政策，而我国实

际上执行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虽然名义汇率保持不变，但由于美元的不断贬值，人民

币也在贬值。通过表2．1．3我们可以看出，以100单位的外币表示的人民币的值，对日元、

美元、港币走势都很平稳，但是欧元的币值在上升，相对于人民币来说，就是人民币实

际上在贬值。

表2．1．3 2002—2005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平均值

资料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2．1．4 2005年至今的升值阶段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即日起施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

篮子货币进行调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从1美元兑8．2765

元人民币调整为l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人民币上调幅度为2％。也正是此次汇率制度

改革，拉开了人民币升值的序幕，截止到2009年3月和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上

维持在1美元兑6．83至6．84元人民币的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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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2005-2009．4．人民币对主要经济体货币汇率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通过图2．1．1，我们不难发现，自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世界主

要经济体的货币基本上都保持了升值的态势，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是复杂，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在外因方面，近年来的世界经济一直处于相对低迷的状

态，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洲经济步履维艰，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十年"，在这种背

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在内因方面，由于汇率的低估，使得近几年中国经济增

长逆风飞扬，出口强势增长，外商投资源源不断，外汇储备一再创出新高。但同时也损

害了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限制了进口，抑制了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造成了对资源的低

效配置和环境的破坏。此外，人民币币值低估必然会带来国际收支顺差，这种长期顺差

会在市场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进而引发短期投机资本流动，使得国内的贸易和投资行

为都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威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国际资本的角度看，我国大

量持有美国低息国债，这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遭到严重挑战，而且货币供应的

过快增长，还会诱发投资扩张、通货膨胀压力、资产泡沫等问题。简而言之，人民币升

值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不论是怎样的原因，人民币升值已成为事实和趋势。

2．2中国贸易演变过程

2．2．1出口贸易变化

在回顾了我国汇率变化过程后，接下来我们将着重考察1980年以来我国的贸易变化

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加强，出口额

增长迅速，进而带动了国家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整个发展进程中，我国商品的出口



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体现为初级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减少，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成为

我国出13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的出口迅猛增加。总体上说，

我国出口贸易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获得了长足的升级，商品结构在朝着良性的方向上

发展。从表2．2．1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来，我国出口总额始终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由1980年的181．19亿美元到2007年的12177．76亿美元，而从1980年后我国初级产品

的出口份额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到2007年只占总出口额的5．05％，其中食品及主要供食

用的活动物，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材料的出口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从

占出口总额的16．47％，9．44％，23．62％下降为2．52％，0．75％，1．64％。而相应的制成品的

出口份额却成逐年增长趋势，从1980年不到50％增长2005年为93．56％，其中机械及运

输设备的增长最为明显：从1980年的占出口总额4．65％增长为2007年的47．39％，份额增

长了lO多倍。并且从表出也可以看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是逐年呈递增趋势，其

从1980年的占出口份额的10．83％上升为2007年的52．34％，占据了总出口的半壁江山，

而由于我国仍然处于转型经济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也占到相当的比重，一直

保持在40％左右。

在出口市场结构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己经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在保持和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同广大发展中国

家如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的贸易额度也大幅度增加，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我国对主要贸

易伙伴的依赖，拓展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市场。下面主要通过表2．2．2反映我国从2000-2007

年出口市场结构的变化。从表2．2．2上可以看出：按照大洲划分，在2005年汇率制度改

革之前和之后，我国对亚洲市场的出口份额都有所减少；对于北美洲的出口份额在2005

年之前基本保持不变，而在2005年以后略有下降；而对欧洲市场、非洲、拉丁美洲及大

洋洲及太平洋群岛的出口份额，从2000年至2007年保持了增加的态势。从国别地区上

来看，从2000年至2007年期间，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中国香港、日本出口份

额下降幅度较大，而对一些新开发的市场的出口增加较多，减少了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

口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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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我国出口地区结构

洲别(地区) 2000年2005年2007年 国家(地区) 2000年2005年2007年

亚洲 53．09％48．09％46．63％ 美国 20．91％21．38％ 19．1 l％

北美洲 22．1 8％ 22．92％ 20．70％ 香港 17．86％ 16．34％ 15．15％

欧洲 18．25％ 21．74％ 23．64％ 日本 16．72％ 1 1．02％8．38％

拉丁美洲 2．88％ 3．1l％ 4．23％ 韩国4．53％ 4．16％4．61％

非洲 2．02％ 2．45％ 3．06％ 德国 3．72％4．27％4．00％

大洋洲及太平洋洲 1．57％ 1．69％ 1．73％ 其他 36．26％42．83％48．75％

员料米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2．2．1进口贸易变化

相对应于出口，我国进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表2．2．3中看出初级产品

的进口份额从1980年的34．77％下降为2007年25．43％，其中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

下降份额最为显著：从1980年的14．62％下降为2007年的1．20％，非食用原料的份额则经

历了一个先下降然后上升的过程，大概在10％左右徘徊。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材料的

进口份额则是逐渐增加的，从1980年增加到2007年的10．98％。其他类别则变化不大。从

表2．2．3中可以看出，我国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重，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总出

口额的百分比持续增加，从1980年占进口份额的25．57％上升到2007年的43．15％，增加

了十几个百分点；而化工产品的份额则有所下降，到2007年只有11．25％；从总体上看，

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份额在稳步上升，保持在50％左右的份额，而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

进口则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这主要和我国各时期采取经济政策有关。

在进口地区结构方面，从表2．2．4可以看出：按照洲别来划分，2000年至2007年期间，

我国减少了从北美市场的进口份额；2000年至2007年期间，对从欧洲市场的进口份额则

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变化；对于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及太平洋群岛的进口份额，在2005

年汇率制度改革前后都保持了增加的态势。从国别地区上来看，我国对主要进Vi贸易伙伴

如日本、台湾、韩国、美国、中国香港的进口份额都有下降，尽管下降幅度有所不同，而

对其他进121贸易伙伴国的进13份额有所增加，这说明了减少了对主要进13贸易伙伴的进口

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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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2．2．4 我国进口地区结构

洲别(地区) 2000年2005年2007年 国家(地区) 2000年2005年2007年

亚洲 62．79％ 66．90％ 64．85％ 日本 18．44％ 15．21％ 14．01％

北美洲 18．12％ 14．61％ 8．41％ 台湾 11．33％ 11．32％ 10．57％

欧洲 11．60％ 8．5l％ 14．61％ 韩国 10．31％ 1 1．64％ 10．85％

拉丁美洲 2．6l％4．06％ 5．35％ 美国 9．94％ 7．37％ 7．26％

非洲 2．47％ 3．1 9％ 3．80％ 香港 4．19％ 1．85％ 1．34％

大洋洲及太平洋洲 2．40％ 2．73％ 2．97％ 其他45．79％ 52．61％ 55．97％

资料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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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人民币升值与Melitz模型

3．1 Melitz模型的理论框架@

3．1．1传统Melitz模型

通过上一章的内容可以了解到，我国汇率制度以及贸易变动情况。我国学者对于中国

汇率变化对贸易的影响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虽然实证研究的结果各不相同。但这些研究中

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大多是2005年以前的数据，并以这些数据为样本，建模、分析、预测，

这实际上已经铸就了这些研究成果的局限性。一方面因为人民币汇率在上述四个阶段的变

动都是有各自的背景和特殊原因，对贸易的影响也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很难用他们解释人

民币升值的影响，以及人民币汇率在未来的走势。另一方面，从2005年人民币升值以来

至今的时间并不长，由于时滞等原因，人民币升值的长期影响还并未显现。也正是由于以

上两个原因，目前我们很难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通过现有的条件作出全面而正确的分析。

而本文力图以传统理论为框架，以Melitz(2003)模型为基础，构建出汇率变动及其影响

的理论模型框架。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采用理论模型的分析思路，来进一步的探讨汇率变化对出

口部门的影响，本文中，我们将引用J．Melitz的垄断竞争理论模型作为进行分析的基础。

Melitz(2003)建立了关于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理论模型，目前，对于异质性企业在国

际贸易中和FDI中发挥的作用的研究飞速的发展着，而该模型已成为此领域研究的奠基石。

其实，关于企业的异质性和和垄断竞争，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贸易理论已被引用。然

而，在早些的研究中，异质性并不是用来解释企业间生产效率或规模之间的不对称，当时

研究目的主要集中在解释拥有相似要素构成的国家间的大流量贸易，以及产业内的大流量

贸易。

而近年来的许多国内外是实证研究表明，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或规模之间是存在不对

称性的。在现实情况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一个行业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出口，并且

出口企业也不是该行业中任意的某些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实证证据越来越多地证明

@本节内容参见Meli戗The impact oftrade∞jn_昀．indus时realloc撕。璐锄d嬲如illdus时p∞dIIcdvi够2003及H嘶啦觚
and Elhannan．Trade,FDI，mad me Organization ofFinm．2006



了行业内只有很少的企业出口，这些出口企业相比非出口企业而言，规模更大、生产效率

也更高。Eaton，Kortum和Kramarz(2004)发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只有17．4％

的法国制造企业出121，其出口量也只占所有制造企业总产出的21．6％。Helpman，Melitz

和Yeaple(2004)指出，在1996年的大样本调查中，美国出ISI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非出

口企业高39％。Bernard，Jensen和Schott(2005)的数据也显示美国出口行业中只有少

部分的企业出口，并且他们的出口只占他们自己的产出的很小一部分。面对这些发现，

Melitz模型被设计用来解释上述数据显示的特征内涵。Melitz模型将模型与贸易理论有效

地联系起来，使我们可得到丰富的、能够经受数据检验的预测结构，并且到目前为止，该

模型一直都运行得极为良好。

Melitz模型的主要结论得自研究不同公司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出口固定成本这二者的相

互作用。出口固定成本可理解为在外国市场发生的分销和服务成本，出口公司在其出口的

每个国家都必须承担该成本。因此出口公司选择进入的国家越多，总固定出口成本就越大。

根深与传统理论的Melitz模型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模型本身并有将汇率的变

动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在实际贸易中，汇率作为贸易重要的调节工具，应当被展示出

来。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在介绍Melitz的模型的基础上，将会把汇率变动的因素作为变

量引入该模型，以分析汇率变动对出口行业及出口企业的影响。

3．1．2生产率异质性和Melitz模型

首先，我们假定市场中典型消费者的需求函为U=【f。g(u)’dw]“P，这种形式的需求
t，‘Utlf

函数是典型的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在上式中，tad代表了连续的商品；W代表

了可获得的商品集；需求弹性被假定为固定不变的，并且0<p<l意味着盯=1／(1-p)>l。

另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消费预算线为E=f．p(w)q(w)du。
t，utl；

其次，我们设定某个提供差异化产品的行业，构成这个行业连续体的每个企业都生产

不同品牌的产品。其中，我们设定企业u的产品品牌的需求函数为g(u)=和(u)一，其中g

是数量，P是价格，么是需求水平的度量@，仃是需求弹性。由于我们模型的前提是建立

叠这里A：E／r p(u)’9du，其中E是这些产品的总支出，Q是可获得的商品集，此公式可从不变替代弹性
．，wEn



在垄断竞争行业基础上的，所以需求水平A对于该行业是内生的，对于某一个生产企业则

为外生，因为相对行业的规模而言，每个企业的规模可以忽略不计。

再次，我们还要假定企业生产中只需要一种要素，并且其供给是无弹性的。要素使用

量和产量间是线性函数：C=石+qlO(co)。其中，钗功为企业u的生产效率，此效率只

有在进入行业后，才能被确定下来；乃测量了生产所需的要素的固定成本。如果设定C测

量了要素成本(例如，生产要素为劳动投入，则c代表工资率)，则c／o(<o)为该企业单位

产出可变生产成本， 蜕为固定成本。

最后，如果该企业选择在国内市场出售产品，它的利润最大化战略将是定价

p(缈)=c／pO(a>)，并且获得的营业利润乃p)=口p)”1B一仍，这里B=(1一p)A(c／p)1-4。

、

．／舭 ．

0 ．∥。 。

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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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生产企业和非生产企业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图3．1．1刻画的是作为生产效率测量因子e=p”1的函数的利润。在图中，纵轴表示企

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利润，横轴表示企业各自不同的生产率。乃则表示了拥有不

同生产率的企业，对本国市场进行产品供应所获得的利润情况。由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同，

(CES)效用或者生产函数中推导出来。



那么企业的利润只取决其生产效率的情况，因此将利润函数一般化后，即将∞一般化后，

可得出企业的利润函数如下：

％(e)=OB-圻 (3．1)

正如图中所示，该函数给我们的重要结论是：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其产品价格越低，

销售量越高，获得的利润也越大；生产效率水平低于od的企业将选择不生产，因为它们的

可变利润不足以抵补它们的固定成本，他们所获得的是负利润；而对于生产效率高于o。的

企业而言，市场内也只有这些企业将在市场上提供它们的品牌产品。如果能够给出企业的

生产率分布G(Od)，我们就能够计算出对国内市场进行产品供给的企业比率数，也就是生

产率能够高于停止营业点@d的企业比率数。 ．

3．1．3出口与Melitz模型

现在，我们设定上一节中得出的利润函数乃(e)为国内市场销售收入，因此，对应的A

就是国内市场的需求水平。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要将市场进一步扩大到国际的范围内，也

就是说，企业除了会面对国内市场，还有可能面对国外的市场。因此，我们还将进一步设

定企业也能够在国家z出售其产品，而对应的国家粤的需求函数为：g(∽)=A。p∞)一。此

需求函数的假定包含了一个假定，即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需求弹性是相同的，但两者的需求

水平却不一定相同。

另外，我们还要设定贸易中在本国运送每种产品到国家z的过程中是存在冰上贸易成

本的，即由于该成本的存在使得要从本国运输l单位产品到国外，则要有丁>1单位的产品

必须运送出去。这里的冰上贸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各种费用，保险，税收，以及其他由

于语言障碍，司法系统差异等因素所带来的各种交易成本负担。当然当企业进行出口贸易

时，是存在固定出口成本呒的。

在此设定条件下，运用前述的推导过程，我们可以推出生产效率e>ed的企业在国外

市场提供自己的品牌产品后，所能获得的利润函数：

7乙(e)=TI-90B。一畈(3．2)，这里B‘=(1一p)A‘(c／p)1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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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在作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假定国内外的市场需求水平相同，即彳。=彳，因此

我们也就得出召‘=B⑦。通过图3．1．2，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在7．川六>厶的条件下@，企

业供给国内和国外Z市场的收益函数分别为％(e)和q(e)。并且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贸易

成本的存在，使得乃比t更陡峭，这也就意味着企业的出El停止营业点大于企业在国内进

行供给的停止营业点，即e。>ed。

通过图3．1．2，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如下结论：(1)生产效率e<e。的企业，只能选

择关门停业，因为不管它们选择对国内市场进行内销供给，或是对国外市场进行出口供给，

所获得的可变收益都无法弥补内销或是出口所对应的固定成本，最终的结果都是亏损的。

那么，此类企业最终的利润为0；(2)而生产效率中等的企业，其e介于eJ和e，之间，

⑦虽然现实中的情况不一定如此，但我们这样的设定便于我们进行分析和对比，有利于由浅到深的了解模型的意义和作

用，当然即使没有这种设定也并不会影响模型的运作。

@关于此条件，即贸易成本相对于一般生产成本要高，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固定贸易成本为0，即如果阢：0，不论可

变贸易成本丁取何值，我们的结论都不能成立；但如果存在一个极大的固定贸易成本矾>矾，即使7-=O我们的结
论任然成立．



能够且只能够选择对国内市场进行内销供给，才能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因为他们在国内销

售，可以获得正的利润。他们同生产效率小于e。的企业一样，都无法对国外市场进行出口

供给，因为在他们国外市场上所能获得的可变收益是无法弥补出口固定成本的。那么，此

类企业最终的利润为71"d(e)；(3)生产效率e>e，的企业，除了可以通过在国内市场上内

销供应获得利润外，还可以通过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这些

高生产效率的企业会选择在供给国内市场的同时，也会通过将产品出口到国家粤的市场，

进而供给获利，他们最终所获得利润为71"t=乃(e)+《(e)。如果存在类似需求的其他Ⅳ多

．Ⅳ

个国外市场，那么其可获得的利润合计为：丌f=乃(e)+∑《(e)。
￡=l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简要的结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要比非出口企业

高。此外，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的企业，其产品的供给数量会更多，产品的供给价格也更

低，他们在对国外市场出口供给并获得利润的同时，在本国国内市场也会销售的更多的产

品。

3．2汇率因素与Melitz模型

3．2．1引入汇率因素的Melitz模型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已经了解了Melitz模型的基本内容及相关结论。在本小节中，我

们会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将着重分析汇率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的模型中汇率将作

为外生变量引入Melitz模型中，以进一步分析汇率变动对出口行业及行业内企业的影响。

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要更深入的理解一国货币升值对该国出口行业的影响，以及行业

内生产企业的反应，这样的分析路径是十分必要，而且对于我国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汇率作为微观企业参与国际贸易行为需要考虑重要参考因素，会对出口企业的行为有

所影响，进而对一国的国际贸易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而这种调节是存在时滞的现象的，

即气期的国际收支，外汇供求等因素汇总后，决定了‘期的汇率el，而岛进一步对出口企

业毛期的贸易产生影响，毛的各种因素汇总后又会决定下一期的汇率，这样的“决定一调

节—再决定"过程会一直继续下去。

为阐述上面说描述的过程，我们会将汇率因素引入Melitz模型。首先，我们将汇率表



示成：P=办／只，岛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见表示同一产品的出口价格。此外，我

们假定，企业的出口固定成本(玩)、单位产出可变生产成本elect)、以及出口销售利润

以(e)将仍以本国货币计量。

接下来我们将确定气期的价格及需求情况，在t。期下本国价格为刃，国外价格

pO=rp：／eo，本国需求为口：(∽)=斛(∽一，外国需求为口：(∽)=A。【丁所o(∽)】-4；在‘期下，

本国价格为一=pO，国外价格E=丁∥／eI，本国需求为g：(u)=彳g：(u)～，外国需求为

玩(u)=Ae(q l eo)17．刃(u)】一。。

在上述设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推出在气期，生产效率e>eD的企业在国外市场提供

自己的品牌产品后，所能获得的利润函数：

矿(e)=Ti--c70B。一虻 (3．3)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公式(3．3)与公式(3．2)，我们发现在Melitz模型中的公式(3．2)

只是当汇率没有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出口企业通过出口所能获得利润函数，公式(3．2)只

是特殊条件下的结论。在考虑汇率变化因素及其滞后一期的影响因素考虑后，我们就会发

现引入汇率因素后的Melitz模型与公式(3．2)的不同之处。我们设定在^期，汇率发生了

变化为q，生产效率e>eD的企业在国外市场提供自己的品牌产品后，所能获得的利润函

数：

7C(e)=(q／eo)9 7-卜。e口。一呒 (3．4)

通过观察公式(3．4)，我们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汇率的变化会对出口企业

的可变收益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出口企业的最终获利。由于or>1，且其值在^期相对于气期

下没有变化，则fl期下的汇率q相对于气期下的汇率％变化越大，那么对于出口企业的可变

收益影响也越大，而且在这里的影响是在这里是成幂函数关系的。下面我们将分别详述，

本币贬值及升值所带来的直接影响。

(1)本币贬值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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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本币贬值条件F的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资料来源：作毒编制

首先，我们先看看本币发生贬值后的情况。通过图3．2．1我们可以对本币贬值后的影

响来进行分析。与上一小节的分析过程相同，我们首先假定国内外的市场需求水平相同，

即A‘=A，即得出曰。=B。通过图3．2．1，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本币贬值会使得q／eo>1，

出口企业在气期和t。期供给国外市场的收益函数分别为7r：(e)和7r：(e)。并且显而易见的

是，由于本币的贬值，使得《(e)比71-，o(e)更陡峭，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在气期的出口停止营

业点大于企业在t，期的出口停止营业点，即e：>e：。在图3．2．1中，供给本国市场的企业

生产率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ed，因为本币的贬值并没有对供给本国市场的企业所获得

的利润产生直接的影响。

通过图3．2．1，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无论在气期或f。期，生产效率为e<e。的

企业，仍只能选择关门停业，因为内销供给或是出口供给，对于它们所获得的可变收益都

无法弥补内销或是出口所对应的固定成本，最终的结果都是亏损的。(2)无论在气期或f．

期，而生产效率e介于ed和e：之间的企业，能够且只能够选择对国内市场进行内销供给，

才能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由于他们在国外市场上所能获得的可变收益是无法弥补出口固定

成本的，因而不会对国外市场进行出口供给。那么，此类企业最终的利润为％(e)；(3)

在tl期，生产效率e介于e，l和e：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内销供应获得利润的同时，还可
卯



以通过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相对于to期的出口企业，他们是行业

内出口的新参与者。(4)在tl期，生产效率e>e：的企业仍会在国内市场上内销供应获得

利润的同时，通过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获得的利润，但在tl期产品价格会有所下降，相应

的低销售量和利润会有所升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简要的结论，本币发生贬值之后，出口产品的国外价

格会被降低，同时销量会有所上升，因此会增加先前的出口企业的可变收益，进而获得更

多的出口利润。原先接近出口停止营业点的部分出口，在本币贬值后，也会参与出口，进

而获得出口利润，即在本币贬值后参与出13的企业数量会增加。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本币

贬值后，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仍会高于只供给本国市场的企业。当然是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的，即本币贬值对行业影响很大，使得出13停止营业点与本国生产停止营业点相重合，那

么本国所有生产企业都将参与出口，不过这种现象是一种极端的情况，现实中很难在一国

全部行业中发生，即使发生了，也是短期现象或是局部产业现象，因为贬值国政府是要考

虑到国际收支的平衡与长期稳定的。

(2)本币升值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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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本币升值条件下的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图3．2．2描述了在本币升值后的情况，通过以上对本币贬值的影响分析，我们可以得

出在本币发生升值的条件下的结论。本币发升值之后，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E1产量

会有所下降，因此会减少先前的出口企业的可变收益，进而减少出口利润，这使得原先接

2R



近出口停止营业点的出口企业，将会选择不再出口，因为他们通过出口所获得的可变收益

无法抵补出口的固定成本。在充分调整后，参与出口的企业数量会减少，出口停止营业点

会上升，本币的升值意味着行业内想出口的企业要具有相对于汇率没有变化时的更高的生

产效率，只有这样才能继续通过出口获得利润。当然是存在一种极端现象，即本币升值过

大致使出口停止营业点向右移动，并且最终超过了所有本国出口企业的出口停止营业点，

那么本国所有生产企业都将不能参与出口，这种极端的现象，现实中很难在全部出口产业

中出现，有可能的是会涉及某一个或某几个产业，或只是一种短期现象。

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不论是本币升值或是贬值，其对于企业获得利润的影响程度都

与产品的需求弹性盯有着直接的关系，即由于我们设定盯>1，也就是说or越大，汇率变

动带来的最终影响也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需求弹性较大的出口产品更容易受汇率变化的

影响。另一方面，汇率变动对行业的影响还与出口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分布的情况有关，汇

率变化前后，两期出口停止营业点间的企业愈多，该行业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越

小。例如，在e：和e：之间不存在企业，则汇率升值或是贬值对该国的出口行业就不会产

生影响，在我们下面的分析中将不以此种情特殊况作为分析对象。

我们上述分析的结论与传统理论汇率理论的结论相一致，当一国货币贬值，进、出口

产品需求弹性大于1时，会使得该国出口相对增加，进口相对减少，而贸易伙伴国由于自

己的货币相对升值，而使得出口相对减少，并且进口相对增加，当一国各行业的变化汇总

后，相对应的两国的国际收支也会发生变化。但现实中的汇率变化要更复杂一些，有的时

候汇率变动不是对所有的贸易伙伴国都同方向，同步，同程度变化的，比如人民币汇率在

07和08年的表现就是如此，人民币在对美元升值的同时，对欧元却在贬值。而我们的分

析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加入汇率的Melitz模型只是提供了一般化的影响分析，他可以是

针对某一国家或是某一行业进行深入的分析，汇总后便可一窥汇率变动对一国贸易收支的

影响。

另外，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上述分析中不论本币升值或是贬值，多国内生产停止营

业点均没有发生直接影响，但并不表示没有间接的影响。现实的情况是，在本币贬值的情

况下，本国市场上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及产品品牌种类都会减少，则会使得本国该行业中的

企业数量增加，最终会使的本国国内生产停止营业点发生左移，这也就意味着在国内有更

多生产企业来供给国内的需求，相对应的就业也会有所改善。而在本币升值的条件下的，

情况刚好相反，会使得国内生产停止营业点发生右移，能够供给国内市场的企业的数量会

减少。然而，因为在本币贬值条件下的生产规模扩张要比在本币升值下的生产规模紧缩要
29



更容易一些，所以在本币升值条件下的调整要更复杂一些，过程也更繁琐一些，这也正是

我们下面所要分析和介绍的内容。

3．2．2汇率升值与Melitz模型

事实上，一国货币发生升值后所带来的影响会是一系列，且复杂的，因为除了上述直

接影响外，还会产生连锁的间接效应，这些都是本节内容中所力争分析及解释的。首先，

我们要对上述分析中的结论和公式进行一下梳理，见表3．2．1。表3．2．1反应了我们上述分

析的阶段性结论，通过该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汇率变化前后的供给国内市场及粤国市

场的情况，to期与tl期间的变化是汇率变动直接效应的体现。之所以列出该表一方面是对

上述内容的回顾与总结，另一方面是为我们下面的分析提供参考依据。

表3．2．1汇率变动及其直接效应

、＼ 时期

市场＼＼ 气期 ‘期

汇率。 ％=P：／苁 et=P：／一

价格 刃 露=pO

对 需求量 g：(u)=彳g：(∽)一9 qla(w)=彰(u)=彳g：(u)一4
本
国
市 单位可变成本 c／O(co) c／秒(缈)
场
供
给 固定成本 玩 呒

收益 砖(u)=p(u)。_1B一呒 一(叫)=9(u)”1B一呒

价格 武=T芘|e。 ∥=7．力／ea=7．Z／q

对 需求量 g：∞)=A17．pO(∽)r 玩∞)=A。(q／eo)9[7-所0@)r4
Z

国
市 单位可变成本 rc／#(w) rc／O(w)．
场
供
给 固定成本 以 矾

收益 《(e)=7．～OB‘一呒 t(e)=心／eo)4 7．～OB‘一阢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汇率变动后除了会带来直接影响外，还会对国内、外市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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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系列的间接影响，汇率的变化会通过相关途径影响一国的需求水平，贸易成本，生产

企业的成本及获利情况等方方面面，下面我们就将对这些因素一一展开分析论述。

(1)汇率升值与国内供给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从结论中发现，不论本币贬值或是升值，对供给国内市场的

企业，都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对国内进行供给的企业的获利情况不会发生变化，

这显然与现实情况不符。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是汇率变动，对于国内市场所产

生的间接影响我们并没有加以考虑。而事实上，伴随着由于本币升值导致本国出口供给减

少，供给国内的生产企业也会面临经营上的困境。下面我们就将从短期和长期的角度分析

汇率升值后对出口企业及其所在的行业的影响。

首先，当一国货币发生升值后的短期内，出口企业无法立刻调整其生产规模，但只要

其出口产品价格能够高于可变成本，出口企业就会坚持在原有的出口生产规模基础上继续

对国外市场进行供给，其收益函数而表示为如下公式：

7《(e)=丁卜4e(q／％一p)A。(c／p)1_4一钣 (3．5)

通过式子(3．5)我们可以发现，短期内只要t1期与to期的汇率比值大于给定的P值，

即PI／eo>P，那么原先的出口企业就会继续进行出口。虽然在这个时候的出口不一定能够给

出口企业带来利润，甚至他们还可能会出现亏损，但只要能抵补一定得出口固定成本，那

么出口企业就会以to期的出口价格和出口量继续出口供给国外市场。如果出口企业在其不

能够充分调整生产规模的时间期限内，预测汇率还会不断升值，那么出口企业会尽可能的

提高生产量，提前将要出口的产品出口，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有出口合

同约束的条件下。这也就成为为什么我国人民币在2005年升值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国出口额仍然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实际的情况是当时不是所有出口企业都能获得利

润，甚至有的是在亏损的条件下进行出口。

当然，在汇率发生升值的短期内，出口企业的生产规模无法得到调整的情况下，他们

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减少出口供给，相应的增加对国内市场的供给。毕竟出口供给要比供给

本国市场承担的成本更高，相应的贸易成本对于处于出口停止营业点的边际企业十分重

要。那么在气期下出口企业的出口商品会有多少在‘期转为内销呢?我们设定存在

a E[o，1】，则在tl期转内销的b期出口商品数量为：aqto(国)。当然，针对某一个出口企业，

其口值定为多少，这则与其所能承受的利润减少(甚至为承担短期亏损)额度，市场策略，



调整速度，生产效率有关。例如，一般最求收益最大化的企业，将会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上

获得的边际收益相等的点上，即万R4=万R‘，分配对于两个市场的产量。当然，在此种情

况下，有可能存在一个企业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上都出现亏损的情况。另外还可能存在一种

情况例如公式(5)中，行业内生产率极高的企业，即使在‘期下按照原产量，原国外价格

对国外市场进行供给任能获利的企业， 即其利润函数如下情况的

《(e)=丁卜4e(q／‰-p)A。(c／p)1_4一玩>o企业，可能会从占领国外市场的市场策略出发，

不会减少国外市场供给。当然，因为口∈10，1】，所以相关的可能情况会很多样，这里对于a

值的决定，涉及到了微观企业的决策机制，但就此类企业经营决策问题由于不会对我们的

结论产生根本性影响，所要在本文中就不加以分析了。这里，我们只需得到的结论就是：

在汇率升值后的短期内，原有出口企业不能立即完成生产规模的调整，会将口g：(缈)的数量

的气期出口产品，会在t。期转为内销。

接下来的情况是，对于国内市场供给而言，由于部分f0期出口商品在‘期转为内销，

而事实上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在行业内本就具有生产率和价格上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降

价的方式在本国市场上销售更多的商品，而国内需求水平又不会增加的前提下，当产品的

降价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充分发挥效用后，将会迫使处于国内生产停止营业点的生产企

业出现经营困境，甚至使接近国内停止营业点的企业倒闭，一段时间后，国内该行业的国

内停止营业点的边际企业会被行业淘汰掉，行业内的商品品牌数量减少。行业内品牌减少

的情况在行业内充分调整后的长期内会有所改观，因为国内品牌的减少，相当于增加了对

于现有每个国内供货企业的需求水平，但最终行业内产品品牌的减少已成为必然。另外，

在f0期下的原出口企业，虽然会通过缩减生产规模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绝不会缩减到我

们预测结果的规模，同样是因为国内品牌的减少，增加了对于现有每个国内供货企业的需

求水平@。

。供给～个市场的同行业企业的数量也会影响每个企业所能够获得的利润水平，其原理可参考需求水平彳的决定因素，

即企业数量愈多，每个企业所面对的需求水平越低；企业数量愈少，每个企业所面对的需求水平越高．因此，能够影响

行业内企业数量的因素，也会影响每个企业的获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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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本币升值条件下的行业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上述整个调整过程后的长期内，如图3．2．3所示。通过该图，我们可以清楚的得出，

在本币升值后，行业充分调整后的情况：(1)同本币没有发生升值的情况一样，生产率为

0：>0的企业只能选择关门停业，此类企业最终的利润为0；(2)相对于本币没有发生升

值情况下，供给国内市场的本国企业数量会减少，有更多的国内供应商被淘汰出行业，即

生产率处于0：>0>0：的企业，将无法多国内市场进行供给。这些被淘汰的企业，并非

本币升值的直接结果，而是本币升值引发的国内市场调整后的间接结果；(3)生产率居于

e!>e>e：的企业，会继续其在本币没有发生升值的情况，只对国内市场进行内销供给；

(4)生产率处于e：>0>0：的生产企业，会从气期的内销兼出口企业，转变‘期的国内

供给企业，因为他们发现‘期在进行出13供给是无利可图的；(5)生产率为0>0：的企业，

除了可以通过在国内市场上内销供应获得利润外，还可以通过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进而

获得更多的利润。
．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简要的结论，即本币汇率发生升值后，行业内出口企

业的生产率要更高，相应的出口企业数量会减少，这是汇率升值的直接效应。升值后供给

本国市场的本国企业的生产率也要更高，与之对应的本国企业数量会减少，可供选择的产

品品牌也相应减少，这是汇率升值的间接效应。但我们不难发现，汇率升值使得该行业的

整体生产率提高了，出口企业的整体生产率也相应提高了。



(2)汇率升值与外国供给

接下来，我们要将国外同行业供给情况考虑进来。在本币发生升值后，对于贸易伙伴

国而言，他们的货币就相当于发生了同比例的贬值，通过3．2．1中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

一国货币贬值会使得该国出口行业内的出口企业数量有所增加，从而增加出口品品牌数量

以及产品供给数量。即使是气期下的出1：3商，在‘期也会增加其出1：3产量，同一样会导致

外国出口产品数量有所增加。这一变化结果是，在本币升值后，本国市场内外国产品品牌

数量以及每个品牌的供给数量都会有所增加。这将使得本国所有供给国内市场的企业利润

都将受损，本国市场上的国内供应企业的数量会再度减少，即图3．2．3中的无线，会进一

步向右方移动，国内停止营业点被进一步提高。因此，本国该出口行业内，只有生产率更

高的生产企业才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要明确的是，这一过程所导致的结果也该是间接的影

响，本币贬值并没有直接影响本国出口行业对于国内市场的供给情况，而是通过国外同行

业企业的出口增加来影晌国内企业对于本国市场的供给。

(3)汇率升值与贸易成本

现在，我们的讨论将集中于冰上贸易成本。对于发生本币升值的国家而言，贸易中的

贸易成本支出如：运费，税费，保险费等，相对应会减少，即使得该国家的贸易成本丁按

某个比例下降。

坌乏冬垒：(1一仃)7-一Be(q／％)一e<o (3．6)

鲁却柚7．越Brl(eo／e,)4◇。 (3．7)

通过式子(3．6)和式子(3．7)，我们可以看出，贸易成本与生产企业收益反向变化，

与出口停止营业点同方向变化，即贸易成本的下降能够提高出口企业的利润并且降低了出

口停止营点。因此，本国出口行业内有更大比例的企业将会选择出口。但是，一个市场上

更大数目的出口商的存在降低了每个商品提供者所面对的需求，结果是不论本国的出口商

还是∥国的国内供给企业的利润都受到了一定损害。在允许一般均衡效应自发地发挥作用

之后，贸易成本的下降最终结果会形成更低的出口企业停止营业点e：，虽然该点不会像我

们从影响效应中预测到的那样低。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出口商品的贸易成本会影响出口产品价格，进而影响需求量

及企业出口利润，但我们也应注意到，贸易成本的变动最终对于出口企业所获利润的影响，



需要视不同的产品来做考察。在出口产品价格为Px=cf／poe条件下，那么f的变动所产生

的影响，主要看其在P构成中的比重如何，如果比重较大则影响会较显著，如果比例较小

则影响相对也就小些。

(4)汇率升值、就业和需求水平

现在我们再看看Melitz模型中的需求水平A：E／r，p(u)1～du，其中E，即支出水平

为消费者的消费预算，一般情况下，该支出水平与收入水平正相关。换句话说，一个行业

产品在一国市场上的需求水平是要受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影响的，且需求水平对支出水平求

导后，筹：1／￡。。p(oJ)hd国>o，二者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即消费者预算水平越高，对产
品的需求水平越高，反之，则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一国货币升值后，会使出口行业出现出口商的困境，即销售

价格上升，产量减少，利润下降，这一系列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允许间接作用发挥作用后，

出口行业中的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都会遇上经营上的困难，产量减少，利润下降。产量

的减少，也就意味着雇佣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最终还会导致劳动力的要素

收入减少。在劳动力市场重新达到均衡后，不论是就业率，还是工资率都会下降，而这两

者的下降直接的影响就是国民收入以及商品需求水平的下降，如果允许乘数理论发挥作用

后，下降的程度会更大。当然，在这了不同的部门，行业，企业，在劳动力使用上和工资

率方面下降的程度可能会不那么一致(这与所提供的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有关)，但最

终都会多多少少的受到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得出的简单结论是，汇率升值后，在允许一系

列的传导路径发挥作用后，E和彳值都有趋于下降的趋势，这个下降的趋势几乎会影响到

各个行业，虽然由于产品需求和供给弹性的不同，会使得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因此在国

内市场一般均衡后，供给国内市场的企业利润会受损，供给国内市场的企业数量会减少，

国内停止营业点会有所提高。

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在本币升值的同时，国外市场的需求水平也下降的情况下，那

么对货币升值国的出口行业的影响会更大。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对于分析目前的经济状况

很重要，因为不论是基于何种原因，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困难，这一现象的直接结果就是

各国消费能力的下降，那么出口国出口行业的出口企业，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在这种影

响下，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出口量会下降，所获利润会减少，行业内出口企业数量会

更少一些，出口行业的出口停止营业点将会上升的更高。

总的来说，汇率升值会使得本国出口部门收入下降，以至整个国民收入的下降，从而
蚯



减少消费支出以及对商品的需求，进而影响供给本国市场的所有企业的利润。如果出V1国

的贸易伙伴国，存在经济不景气的现象，将会对该国出口行业内的所有出口企业也会产生

不利影响。

(5)汇率升值与贸易政策

如前所述，在汇率升值情况下会对一国就业，内需，国民收入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

尤其对于就业方面指标，是一国政府相当重视的关于民生的重要衡量工具，也是考核一国

政府关注民生及作为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一般情况下各国政府对于就业都会给与相当的

重视。在汇率升值的背景下，如果一国政府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汇率升值再就业等方面所

造成的压力，就会相应的出台了一些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例如：增加出口退税、出口补

贴、出口信贷、调低出口税收、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出口企业贷款等。这些政策在短

期内确实会增加出口企业的利润，这就提高出口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会加大出口的力度。

另外由于利润的提高行业内出口停止营业点会降低，出口行业内也会有更多的企业出口。

其影响类似于贸易成本降低所带来的影响，影响方向会是相同的，影响只是力度上要视政

策的力度而定。但其长期影响将会是复杂的，因为这些政策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在

长期中这些政策对于出口企业所采用的技术以及行业调整都会产生影响，关于这一点的讨

论我们会在下一章分析完技术升级后再进行详细的分析。

3．3本章结论

本章在介绍了Melitz模型的基础上将汇率等因素引入了该模型，并综合进行了分析，

这对于分析人民币升值条件下出口行业及企业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通过本章中分

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出口行业中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要比非出口企业高。此外，拥有更高的生产效

率的企业，其产品的供给数量会更多，产品的供给价格也更低，他们在对国外市场出口供

给并获得利润的同时，在本国国内市场也会销售的更多的产品。

(2)本币汇率发生变动后，会对出口行业及其企业产生直接的影响：本币发贬值之

后，出口行业中更多的企业可以参与出口，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本币发升值之后，

出口行业中的情况刚好相反。此外汇率变动对企业获利的影响程度与产品的需求弹性仃有

着直接的关系，仃越大，汇率变动带来的最终影响也就越大。汇率变动对行业的影响还与

出口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分布的情况有关，汇率变化前后，两期出口停止营业点间的企业愈

多，该行业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所受影响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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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币升值除了会带来直接影响外，还会产生一系列的间接影响，即本币汇率发

生升值后，只供给本国市场的本国企业的数量会减少，可供选择的产品品牌也相应减少，

汇率升值使得该行业的整体生产率提高了，出口企业的整体生产率也相应提高了。

(4)本币升值后，如果再考虑了国外出口行业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以及国内国民收入

下降带来的影响，那么国内停止营业点被进一步提高。本国出口行业内，只有生产率更高

的生产企业才能够生存下来。虽然，本币升值更够带来贸易成本上的减少，但这与贸易成

本在出口产品价格中的比重有关，如果比重较大则影响会较显著，如果比例较小则影响相

对也就小些。



第4章人民币升值与技术升级

4．1技术升级与Melitz模型

4．1．1技术升级相关概念界定

狭义上的技术升级主要是指生产工艺、中间投入品以及制造技能等方而的革新和改

进。具体表现为对旧设备的改造和采用新设备改进旧工艺，采用新工艺使用新的原材料和能

源对原有产品进行改进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等。从广义上讲，技术升级是

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改进。在开放经济中，技术升级的途径主要有三个

方面即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

在本文中我们将把技术升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研究，即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升级、

产品升级的技术升级、行业转换。对于企业而言，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升级可以提高生产效

率，进而降低单位工资，即降低了生产的可变成本，但相应的会提高固定成本，行业内生

产率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采用这种技术升级己获得更高的利润。而产品升级的技术升级是

指通过对所生产的产品进行更新换代，或赋予其新的功能等方式，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使

得生产企业面临的需求水平上升，进而可使得生产企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更多的产品。

上述两种技术升级在我下面的分析中，都会基于一种设定，即这两种技术升级是具有不可

逆性的，也就是说，一旦企业选择了采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生产，就不会再退回使用传统技

术，这一点对于我们后面的分析很重要。对于行业转换是指，长期内行业间的更新交替，

兴起与衰落。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引用Bustos模型作为分析的基础，该模型将技术因素引入

了Melitz垄断竞争理论模型，建立了关于异质性企业的技术选择模型，此模型为我们进行

汇率与技术升级的模型关系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事实上，Bustos(2005)模型的目的是为

了预测贸易自由化对阿根廷技术升级的影响，该模型很好的将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升级

引入了Melitz的模型中。而Bustos对于阿根廷的实证研究最终也证明了表明该模型的有效

性。在结论方面，Bustos(2005)认为，一个行业内不是所有企业都会采用同样等级的技

术来进行生产，那些生产效率很高的企业往往会采用较为先进，更有效率的新技术，他们

生产技术水平往往会较高；而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的会采用较为保守，效率较低的传统技

术，他们对于生产技术水平的要求也不高。

在对Bustos模型进行了简要介绍后，我们会对第2和第3种技术升级进行分析，并将

汇率变化以及相关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一同阐述。
勰



4．1．2技术升级与提高生产率

在Bustos(2005)的模型中，将技术选择引进了Melitz的模型中，实际上，这里的技

术选择，是以提高生产率为基础技术选择。模型假设某一企业可以服务于国内市场，或者

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并出口到国外市场。但是这里，与Melitz的模型不一样的是，一旦

进入生产，并且在获得自己的生产率口后，该企业可以选择使用先进技术h或者传统技术三。

选择先进技术要求承担更高的固定成本，使得厶>厶并且厶>厶，但是其优势在于它

使得生产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了，进而使得可变成本更低。该企业如果选择先进技术日，其

单位可变成本为caⅣ／0；如果选择传统技术L，其单位可变成本为ca￡／0，aH<a。。那么

相对应不同技术的总生产成本为：TC，(口)=昕+crq／0，这里，T：H，L

接下来，将技术因素引入Melitz模型，可以得到如下三个利润函数式：

丌也(u)=aLl-9口(u)4～B一∥么 (4．1)

7k(u)：[aLI-‘rp(u)4叫B一∥盖】+【7．卜9aLl-ap(u)”1B‘一∥二] (4．2)

叮坍(u)‘--[altl-crp(u)4一B一∥名】+【丁卜9at／I-ap(u)9_1 B。一彰0】 (4．3)

上述3个式子中，式子(4．1)表示的是运用传统技术三，并只供给国内市场的利润函

数；式子(4．2)表示的是运用传统技术三并同时供给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利润函数；式子

(4．3)表示的是先进技术日并同时供给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利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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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图4．1．1企业采用提高生产率的技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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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分析前，我们设定@。Ⅳ>o虹，即用先进技术的出口企业，其停止营业点高于

传统技术出口企业的停止营业点⑩。那么，通过上述3个式子，我们可以绘制出图4．1．1，

该图清楚的描绘了出口行业内的生产企业对于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技术的采用及获利情况。

通过图4．1．1，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生产效率e<e。的企业，只能选择关门停业，

因为不管它们选择怎样的生产技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是对任何一个目标市场进行供

给，最终的结果都是亏损的。那么，此类企业只有选择关门，其最终的利润为O；(2)生

产效率中等的企业，其0介于e。和e“之间的，能够且只能够采用技术L，并选择对国内

市场进行内销供给，才能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因为他们在国内销售，可以获得正的利润。

但此类企业同生产效率小于e。的企业一样，都无法对国外市场进行出口供给，也无法采用

先进的技术日。那么，此类企业最终的利润为对应的上述利润函数中的式子4．1；(3)生

产效率介于o。：和o。D之间的企业，会采用传统技术L，并且他们除了可以通过在国内市场

上内销供应获得利润外，还可以通过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进而获得更多出口利润。其中，

生产效率介于e’和o，D之间的企业可以采用先进技术生产，并获得正利润，但其采用先进

技术所获得利润不及采用传统技术所获得利润，因此他们人会采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他

们最终所获得利润为对应的上述利润函数中的式子4．2；(4)生产效率高于o。H的企业会采

用技术日，他们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也进行出口，并且此类企业会通过在国内外市场上，

通过更富竞争力的价格，销售更多的商品，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为对应的

上述利润函数中的式子4．3。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简要的结论，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使用越先进的技术，

并且他们所面对市场越广泛既能在本国供给也可以出口供给国外市场；但也有部分生产效

率比较高的出口企业使用传统技术，但他们的整体生产率水平低于使用先进技术的出口企

@另外一种情况是e坩<e儿，即用先进技术的出口企业，其停止营业点低于传统技术出口企业的停止营业点，这

表明在该行业中所有出口企业均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在图中表现为7k和可坩的焦点在横轴的下方，e埘则是7r矗

与横轴的焦点。由于此情况是特殊的，在本文中不专门进行分析，这并不会对我们的结论产生影响，即使进行分析也只

是多了几种可能的情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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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并且所能获得的利润也要更少；当然整体上，出12企业的生产效率要比非出口企业高，

获利能力也更强。

4．1．3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

在本小节中，我们将讨论能够使产品升级的技术升级，并将其作为要素之一引入Melitz

的模型中，来分析出口行业内的生产企业采用技术及供给市场的的情况。同上面的分析相

似，我们假设出口行业内的企业可以服务于国内市场，或者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并出口

到国外市场。该企业在生产技术的选择上使用先进技术日或者使用传统技术￡。选择先进

技术要求承担更高的固定成本，使得厶>厶并且厶>厶，但是其优势在于它使得生产

企业面临的需求水平上升了，进而可使得生产企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更多的产品。之所

以这样的设定是因为如下事实，采用是产品升级技术的生产企业，其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

并且可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当然这些需求可以来自其他企业所拥有的买家，也可以是对

市场的开拓，将潜在需求变为真正的需求。

在将此类技术因素引入Melitz的模型中后，可以得到如下三个利润函数式：

7fdL(u)=pLp(u)。-1B一∥五 (4．4)

7rxL(oJ)=[矽。p(u)。～B一∥盖】+[丁卜。碰p(u)9。1B‘一吮】 (4．5)

叮坍(u)=[风口(u)4一B一(岁0】+[丁卜8群p(u)9_1B‘一CfxH】 (4．6)

上述3个式子中，式子(4．4)表示的是运用传统技术三并只供给国内市场的利润函数；

式子(4．5)表示的是运用传统技术三并同时供给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利润函数；式子(4．6)

表示的是先进技术日并同时供给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利润函数。在上述3个式子中的屏，

M，日代表了分别采用了传统和先进技术的企业所面对的市场需求水平系数，这里

o≤危≤l，1<如<oo，且(，矾+嘛)肋+朋)>l(n代表行业内采用传统技术的企业数量，m

代表行业内采用先进技术的企业数量)。

在我们设定e坩>e虹后，通过上述3个式子，我们可以绘制出与图4．1．1相似的企业

利润图，并且我们能够得到结论也会和4．1．2节中的结论相似。这是因为通过对比式子(4．1)

一(4．3)和(4．4)一(4．6)，我们不能难发现，对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升级，他们的

工作原理基本相似，即都是通过提高企业的可变收益进而提高总利润。因此，在下面的分

析中，我们就以式子(4．1)一(4．3)为基础进行分析即可。



4．2汇率变动与技术升级

4．2．1汇率变动与企业技术升级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将会把汇率变动因素和技术升级因素同时引入Melitz的模型，来

分析汇率变动对生产企业选择技术升级的影响。要明确的是，为了简化分析，我们本节的

研究只在汇率变化后直接效应的基础上进行，对于汇率变动间接作用的影响不予考虑。

(1)本币贬值与技术升级

通过第3章的分析，我们知道，一国货币贬值后使得一国出口行业的出口停止营业点

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生产企业可以参与出口并获利。同样的道理，货币贬值后也

将使得先进技术的出口停止营业点也跟着降低，这意味着，行业内有更多的企业可以使用

先进的技术出口并供应国内市场。在fl期，出口停止营业点ok和先进技术停止营业点00

会有三种可能的变化，下面我们将逐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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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4．2．1本币贬值后企业采用技术的情况一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第一种情况是：0也<o二<@l<o羔<o譬，图4．2．1是对这种情况的图形描述。通过

图4．2．1，我们可以对汇率变动后的第一种情况总结出如下结论：(1)生产效率为O<o也的

企业，只能选择关门停业；(2)生产效率中等的企业，其@介于。也和ek zr训J，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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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只能够采用技术厶并选择对国内市场进行内销供给；(3)生产效率介于@三和o_之间

的企业，会采用传统技术上，并且他们除了可以通过在国内市场上内销供应获得利润外，

还可以通过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4)生产效率高于@0的企业会采用技术日，他们不仅

服务于国内市场、也进行出口。

在对图4．2．1和图4．1．1进行比较后，我们可以概括出简要的结论，本币贬值使得更

多的企业参与出口，即生产率处于。三和。羔之间的企业，也使得有更多的出口企业会选择

技术升级，即生产率处于o-和o_之间的企业。在这些进行技术升级的企业中，生产率

处于o_和。羔之间的企业是在在汇率升值后的出口企业的新成员，而生产率处于。羔和

o_之间的企业这是原有的出口企业。简而言之，本币贬值的第一种情况是使得出口行业

的整体技术水平有所提高，这是出于企业自发的行为，因为这种转变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第二种情况是：@以<ok<o兰<o_<o名，此种情况是一种较为极端的现象，在此

种情况下，虽然本币贬值使得，出口停止营业点ok和先进技术停止营业点o-都有所下

降，但f1期的新出口企业都不会选择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只是部分

原有的出口企业。

第三种情况是：o比<@_<ok<o羔<o_，此种情况也是一种较为极端的现象，在

此种情况下，本币贬值使得，出IZI停止营业点。二和先进技术停止营业点o≥都有所下降，

且o_的下降幅度要更大一些，tB此t,期的所有新出口企业都会选择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

那么，在fl期下，所有的出口企业都会进行技术升级，并且供应国内市场的部分企业也会

进行技术升级。

总结了下来，不论是上述三种情况的任意一种，本币汇率的贬值都会使得本国出口行

业内的企业主动地进行技术升级。当然，对于采用技术升级的程度，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

不会都相同，这主要取决于该行业产品对于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产品的需求弹性等因素。

(2)本币升值与技术升级

在对本币贬值的情况作出分析后，我们不难得出在本币升值后的情况。首先，一国货

币升值后使得一国出口行业的出口停止营业点升高，进而导致只有更少的生产企业可以参

与出口并获利。另一方面，货币升值后也将使得先进技术的出口停止营业点也跟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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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行业内有更少的企业可以使用先进的技术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会选

择采用传统技术进行出1：3，因为我们设定在此模型中企业选择了技术升级后是不可逆的。

那么，本币汇率升值后的‘，出口停止营业点ok和先进技术停止营业点o_会有三种可能

的变化，下面我们将逐一介绍：
甜

～
'11"4f"

37：12◆n。
O◆’乩乩 7

可。

弋{j

弋{

o

图4．2．2本币升值后企业采用技术的情况一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第一种情况是：0皿<o羔<o二<o％<o-，图4．2．2描述了此种情况。通过图4．2．2，

我们可以对汇率变动后的第一种情况总结出如下结论：(1)生产效率为0<0。，的企业，只

能选择关门停业；(2)生产效率中等的企业，其0介于0北和。二之间的，能够且只能够

采用技术￡，并选择对国内市场进行内销供给；(3)生产效率介于。二和e譬之间的企业，

会采用传统技术厶并且他们除了可以通过在国内市场上内销供应获得利润外，还可以通

过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4)生产效率介于e譬和o_之间的企业，会采用先进技术日，

只能够通过在国内市场上内销供应获得利润，由于运用先进技术出口会出现亏损，且生产

技术升级是不可逆的，所以他们在本币汇率升值后将无法通过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5)

生产效率高于ol的企业会采用技术凰他们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也进行出口。

在对图4．2．2和图4．1．I进行比较后，我们可以概括出简要的结论，本币升值使得能

够参与出口的企业更少，即生产率处于@竺和。二之间的企业，以及生产率处于@量和略



之间的企业，也使得有更多的出口企业会选择技术升级，即生产率处于o!H和o：Ⅳ之间的

企业，所不同的是前一范围内的企业会采用传统技术进行国内供给，而后一范围的企业会

采用先进技术进行国内供给。在本币汇率升值后，行业内所有出口企业的收益将受到影响。

一方面，所有出口企业，即不论运用传统或是先进技术的企业，都会因为受到汇率变动带

来的产品价格上升和销量减少，以至最终受益受损的影响。另一方面，部分原先使用先进

的技术的出口企业因为汇率的升值将无法出口，进而退出国外市场，进而影响获利能力。

简而言之，本币贬值的第一种情况是使得出口行业的出口企业数量减少，且行业内没有任

何范围内的企业会主动对生产技术进行升级，并且由于获利能力的下降也将影响出口企业

在长期对于先进技术的研发和采用，对行业长期的技术升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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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本币升值后企业采用技术的情况二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第二种情况是：o也<oo<oo<02<o_。通过图4．2．3，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二种情

况下，本币升值使得，出口停止营业点@二和先进技术停止营业点ob都有所上升，，‘变

化较大，7匕变化较小其结果是：(1)生产效率为o<0比的企业，只能选择关门停业；(2)

生产率处于彳区域的企业，能够且只能够采用技术三，并选择对国内市场进行内销供给；

(3)生产效率处于B区域和C区域的企业，会采用先进技术日，并只能够通过在国内市

场上内销供应获得利润。生产效率处于口区域的企业，在本币汇率升值后的^期，不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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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统技术或是先进技术都无法进行出口，加之技术升级不可逆的设定，他们会选择运用

先进技术进行国内供给。而生产率处于C区域的企业，如果运用传统技术是可以实现出口

供给获利的，但由于生产技术升级是不可逆的，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运用先进技术进行国内

供给；(4)生产率处于D区域的企业，会采用技术日，他们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也进行

出口。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本币汇率的升值会使得本国出口行业内的企业采用的生产

技术固化，那么由于本币汇率升值减少了企业出口获利，进而会影响行业在长期的技术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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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本币升值后企业采用技术的情况三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第三种情况是： o也<@羔<@名<o-<o乏。通过图4．2．3，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二种

情况下，本币升值使得，出口停止营业点@l虹和先进技术停止营业点。二都有所上升，但，‘

变化较小，，也变化较大，其结果是：(1)生产效率为o<o以的企业，只能选择关门停业；

(2)生产率处于彳区域的企业，能够且只能够采用技术三，并选择对国内市场进行内销供

给；(3)生产效率处于召区域的企业，会采用先进技术日，并只能够通过在国内市场上内

销供应获得利润。(4)生产率处于C区域的企业，会采用技术日，他们不仅服务于国内市

场、也进行出口。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三种情况之中的任意一个，本币汇率的升值会使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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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口行业内的企业采用的生产技术固化，那么由于本币汇率升值减少了企业出口获利，

进而会不利于行业在长期的技术升级。

4．2．2汇率升值与行业转换

在以上各章节的分析后，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本币汇率升值给一国出口行业获利情

况、出口企业变化情况、以及出口行业采用技术升级情况等方面的内容，以上的分析是从

微观个体企业角度进行的。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转换角度，从较为宏观的入手，进一

步进行分析，此部分的分析将从两方面展开，首先是进行汇率升值带来行业调整影响分析，

其次是进行相关经济政策的运用及影响的分析。

在汇率升值带来行业调整影响方面，通过本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本币升值

后会使得国内停止营业点附近的企业被迫退出给行业，也会使得部分出口企业不得不缩减

规模。在调整后的长期内，这些流出的资源并不会消失，而是会进入获利能力更强的行业，

这一行业可能是出口部门，也可能是非出口部门，有可能是高新技术产业，也可能是传统

技术行业。对于此行业调整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将不在本文中进行讨论了，但我可以在本文

上述内容得到思路，即将本国汇率变动前的各行业情况进行汇总与汇率变动后的情况进行

比较，从而发现哪些行业得到了发展。当然，对于贸易部门的调整我们还要考虑国际收支

平衡的约束。

现在，我们将对国家贸易政策的运用及其效果进行分析。通过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应

该了解到汇率升值后并不有利于一国的技术升级，即使在长期的行业调整后，也有可能无

法达到我们想要的行业布局，甚至情况还要糟糕。因为被行业挤出的生产资源会流入获利

能力更高的行业，而这样的行业不一定是有发展潜力的朝阳行业，这就会影响国家在将来

的国际市场上比较优势的形成。因此，国家的经济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下面表4．2．1

中，我们针对汇率升值后，对不同的行业带来的不同效果给出了政策建议。

表4．2．1本币汇率升值后对不同行业的政策建议

汰 企业集中于国内停止 企业集中于出口内停止
营业点与出口停止营 营业点与先进技术停止

企业集中于先进技术停
止营业点以上的行业技术情况＼ 业点之间的行业 营业点之间的行业

高新技术型行业 (I)政策选择性扶持 (2)政策重点扶持 (3)不用扶持

(4)不用扶持或适当 (5)不用扶持或适当传统技术型行业 (6)不用扶持
约束 扶持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对类型(1)的行业，我们的政策应该是选择性的，因为即使没有本币升值的情况，



该行业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具备优势可言，因此对于他的扶持要考虑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

水平，以及该行业的发展的本土适应性的情况；对于类型(2)的行业，我们应该重点给

于扶持，因为，本身该行业是有发展前途的高新技术行业，而在本币生之前，该行业在国

际竞争中也具备一定的优势，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抵消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对

该行业的发展是能够有积极作用的；对于类型(3)的行业，我们基本上不用扶持，因为

产业在本国已形成产业优势，汇率升值的影响有限，而行业自身是可以抵御这种汇率升值

的不利影响的；对于类型(4)的行业，该行业在国家整个产业框架中，科技水平较低，

未来发展前景一般，在本币升值后影响也较大。针对这样的行业我们没有必要进行扶持，

反而应适当进行约束，使该行业占据的资源快速流转到其他行业；对于类型(5)的行业，

该行业一般是一国汇率升值前出口的主力军。针对这样的行业可以不用扶持或进行适当的

扶持，这样可以保证一国的出口，也可以在长期内逐步完成行业调整；对于类型(6)的

行业，即使没有更多的政策扶持，他们在汇率升值后任然能够保持出口。

当然，我们上述的政策建议是基于技术发展为目标的，毕竟技术升级是一国经济增长

的重要动力。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在发生本币升值后类型(4)和(5)的行业受到了很

多的政策支持，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一类型的行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如果过

快的进行行业调整，此两类行业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导致会短期内失业率激增。因此，目

标锁定在保证就业的政策也是可取的，只是这种政策在长期不利于行业的调整与升级。保

证

4．3本章结论

本章在介绍了Bustos模型的基础上将汇率及技术升级因素引入了Melitz模型，并综合

分析了，汇率变动对一国出口行业采用技术情况的影响。并在最后对相关经济政策的影响

及运用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对于出口行业及国家经济政策运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通过本章中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使用越先进的技术，并且他们所面对市场越广泛既能在本

国供给也可以出口供给国外市场；但也有部分生产效率比较高的出口企业使用传统技术，

但他们的整体生产率水平低于使用先进技术的出口企业，并且所能获得的利润也要更少；

当然整体上，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要比非出口企业高，获利能力也更强。

(2)本币汇率贬值后，会使得本国出口行业内更多的企业参与出口，提高了出口企

业的获利能力，也使得有更多的企业主动地进行技术升级，采用先进技术从事生产活动。

进而提高了出口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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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币汇率升值后，会使得本国出口行业内少的企业参与出口，相应的降低了出

口企业的获利能力。在技术升级不可逆的条件下，会有更多的采用先进技术企业只能服务

于国内市场。汇率升值后，企业采用的生产技术固化，并且由于本币汇率升值减少了企业

出口获利，进而会影响行业在长期的技术升级。

(4)在政策方面，我们可以考虑运用经济政策抵消掉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但这也

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政策目标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保证就业为目标的经济政策

会对行业转换，长期的技术升级带来阻碍作用；而促进技术升级的经济政策又会在短期造

成失业的产生。



总结与前瞻

对于中国汇率变化对贸易的影响，我国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虽然实证研究的结果

各不相同。但这些研究中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大多是2005年以前的数据，并以这些数据以

样本，建模、分析、预测，这实际上就已经对这些研究产生了局限性。这是因为，一方面

中国人民币汇率在四个阶段的变动都是有其背景和特殊原因的，对贸易的影响也是错综复

杂的，因此很难用他们解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以及人民币汇率在未来的走势。另一方面，

从2005年人民币升值以来至今的时间并不长，由于时滞等原因，·人民币升值的长期影响

还并未显现。也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原因，目前我们很难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通过现有的条

件作出全面而正确的分析。而本文力图以传统理论为框架，以Melitz(2003)模型为基础，

构建出汇率变动及其影响的理论模型框架。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的影响概括如下：

(1)汇率发生变动后，会对出口行业及其企业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对于我国本币

升值后，出口行业中少的企业可以参与出口，他们可以获得的利润也更少。如果再考虑了

国外出口行业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以及国内国民收入下降带来的影响，那么国内停止营业点

被进一步提高，这就意味着，本国出口行业内，只有生产率更高的生产企业才能够生存下

来。当然，对于不同的行业，汇率升值的影响程度会不同，这与产品的需求弹性仃以及行

业内企业生产率分布的情况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我们可以以此分析路径出发对所有行业进

行分析汇总后，便可得出最终的整体影响结果。

(2)人民币汇率升值后，会使得本国出口行业内少的企业参与出口，相应的降低了

出口企业的获利能力。在技术升级不可逆的条件下，会有更多的采用先进技术企业只能服

务于国内市场。汇率升值后，企业采用的生产技术固化，并且由于本币汇率升值减少了企

业出口获利，进而会影响行业在长期的技术升级。

(3)在政策方面，我们可以考虑运用经济政策抵消掉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但这也

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政策目标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保证就业为目标的经济政策

会对行业转换，长期的技术升级带来阻碍作用；而促进技术升级的经济政策又会在短期造

成失业的产生。

在本文中，我们力图构建出汇率变动及其影响的理论模型框架，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后

对我国贸易以及技术升级的影响。虽然论文完成了，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本文还不完善，

文中的理论框架还不完整，有待本人继续深入进行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待数据的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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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允许后，本文的研究路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研究生是从学生向研究者过渡的阶段，通过这次论文的写作，我真正领悟了“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本人知识积累不够，收集到的材料有限，分析问题不够深

入，论文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老师给予批评、指正。



附录

(1)公式3．1推导过程如下：

利润函数式：％@)=p(w)q(w)-cC

=p(u)口(u)一cg(∽)／p(u)一玩

=和(u)卜4一cAp(w)一4／p(u)一叽

帆膊P(硼导：鬻=AO--0"荆1+fcAp(国)-,,-I i0(咖。

求出利润最大化下的p∞)值： p(国)=ccr／(o"一Oo(co)=e／pO(o)

将p(国)带入利润函数式： 乃p)=pp)”1(1-p)A(c／p)卜4一玩

令B=(1一p)A(c／p)卜4 则％(u)=臼(u)4-1召一玩

令e=p(叫)”1 得出公式3．1％(e)=OB一玩

(2)公式3．2推导过程如下：

利润函数式：tp)=p(w)q(w)-cC

=p(∽)g(u)一zcq(w)／O(w)一织

=Ap(w)卜4--TcAp(w)～／O(w)一玩

gClzrx(嘴P(啪导：鬻刊(1-咖(矿～cAp(co)-口-I／0(咖。
求出利润最大化下的p∞)值： p(缈)=rc,x／(o"一DO(co)=fc／pO(彩)

将p(aO带入利润函数式： qp)=丁卜9口(∽)”1(1-p)A(c／p)1-4一玩

令B=(1-p)A(c／p)卜盯 则qp)=T1_99p)”1B一呒

令e=p(∽)”1 得出公式3．2几(e)=7-1-90B-阢

(3)公式3．3推导过程，与公式3．2推导过程基本相同，请参考附录(2)

(4)公式3．4推导过程如下：

利润函数式：tp)=或@)巩(u)一哎



=e。。。i，．，i、03，T。，l(叫)／p(u)一呒

=彳。7．卜9pl／eo)9pO(u)卜9一"rcA。(el／‰)。[7-胁o(u)】一4 IO(w)一织

对丌：(u)求刃(u)的导：

鬻=(1叫舻‰㈨诽沙～丁～川el㈨诽圹Ⅶ(沪。
求出利润最大化下的刃o)值： 硝p)=ctz／(o--1)O(w)=c／矽(∽)

将硝∽)带入利润函数式：

令B=(1一p)a(c／p)卜9

令0=p(u)”1

砣(u)=彳。丁1—9(巳leo)9(c／p)卜矿(1一p)p(u)4～一玩

则7r：(u)=(el／eo)4丁卜。9(∽)9叫B一畈

得出公式3．4砣(e)=(q／％)。7．卜。0”1B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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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光飞逝，弹指一挥间，攻读硕士学位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回首过去的三年，我仿佛

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天地，一个充满睿智的世界，我为自己在求知路上的所获而感到骄傲。

在求学路上的点点滴滴，我不仅收获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他们在

各方面给我以指导和帮助，对我的成长影响至深。得益于很多不吝给予我关爱、支持和鼓

励的A．411，经历了半年多的努力，毕业论文终于完成，即将付梓之际，感慨良多，在此对

所有的良师益友谨致谢意!

我在研究生期间的成长及升级，主要得益于院里的众多良师。所以首先我要感谢在过

去的求学生涯中，传授知识和教授人生道理的所有老师。特别的是，我要把最深切的感谢

献给我的导师罗小明教授。罗老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终日繁忙的罗老师对本文的写作

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选题到开题到定稿无处不是在罗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三年中，罗

老师在学业上对我严格要求，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在日常生活中也给与我许多的关怀，尽

显师长之情，从罗老师身上学到的将使我受益终身。

此外，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和我相处了3年的同学、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感谢你们，

从你们身上学到的是我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三年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让我难以忘怀，

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和关怀，感谢他们在我的生命里存在。有了你们，我的生活才是精彩

的和完整的。

最后，把我最深的敬意献给我的父母，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没有你们默默的

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我。感谢父亲，您为家里已经付出太多：感谢母亲，您总是忙里忙外。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我欠父母的太多太多，惟有今后能有所作为方能回报父母

恩情之万一。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吾虽不才，研读三年得此一文，尚不甚完善，却用破我心。

唯水平所限，负众师所望，不足之处，望各位老师、专家不吝指正。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不尽情，唯记于心，以图后报。

搁笔掩卷，仔细思量，感慨万千，学海无涯，幸得指点，意气风发，上下求索，不论

成败，壮心不已。

金璐

2009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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