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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变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分析

李艳丽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 1999 年第一季度到 2010 年第一季度中国对 8 个国家( 地区) 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面板数据，考虑进口国的收入水平、国内的劳动力成本等控制变量，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与主要竞争

对手货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出口并无显著

影响，而主要竞争对手欧盟货币汇率的变化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货

币汇率对中国出口也没有显著影响，而且各因素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具体影响在 2005 年人民币汇

改前后存在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就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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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

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球

经济复苏艰难，如何保证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

出口是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汇率是影响一国出口的

重要因素，本国货币和出口竞争对手货币汇率的变化都

会给本国的出口带来影响，在中国出口面临世界经济衰

退的约束时，汇率政策的重要性显得越发突出。
从人民币汇率的安排来看，次贷危机后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在 6． 83 水平左右，直到

2010 年 6 月中国重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出现了小幅升值。与此同时，欧元在美国次

贷危机和欧盟主权债务危机后出现大幅贬值，一直以来

欧盟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上占据着相当高

的份额，欧元的贬值可能给中国劳动密集性产品的出口

带来更大压力。另外，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及泰国

等国家在纺织、服装和制鞋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具备

很强的竞争力，这些国家货币汇率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衰退、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和出口竞争

对手货币贬值的多重压力下，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因素

究竟给中国的出口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是汇率因素

还是其他因素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起着主要

的影响? 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中国汇

率、产业、和贸易政策提供合理的依据。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

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过得到的结果不尽一致。一种观

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化能够对对外贸易起到调节作用。
戴祖祥( 1997) 对中国 1981 ～ 1995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

得出，中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的绝对值之和为1． 3，满

足马歇尔 － 勒纳条件，因此人民币贬值可以改善中国的

贸易收支。卢向前、戴国强( 2005 ) 运用协整向量自回

归分析方法对 1994 ～ 2003 年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中

国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波

动对我国进出口存在显著的影响。Pingfan Hong，Rob
Vos 和 KePing Yao( 2008) 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中

国应该通过人民币升值和刺激本国消费来改善目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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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不平衡的状况。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的进出

口贸易没 有 显 著 影 响。谢 建 国、陈 漓 高 ( 2002 ) 采 用

1978 ～ 2000 年的数据，利用双边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

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并没有明

显影响。Mann 和 Plück ( 2005) 使用分商品的动态面板

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价格弹性符号为正，

而从美国进口的价格弹性也并不显著，因此推导出汇率

变化 对 中 国 对 美 国 进 出 口 不 会 产 生 预 期 的 影 响。
Cheung et al． ( 2007) 运用动态 OLS 分析方法发现，人民

币的升值会增加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但是并不影响中国

对美国的出口。
考虑到汇率变化对不同部门价格的影响可能存在

差异，对不同类商品进出口的影响也可能存在较大差

异，一些文献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不同类别商品进

出口影响的差异。封思贤、吴玮( 2008) 分析发现，相对

于工业制成品，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对初级产品的进出

口形成较大的负面冲击。许梅恋( 2008) 探讨了在多种

贸易方式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本币升值对进出口的影响

机制，证明了本币升值对不同贸易方式的影响程度不

同。
虽然关于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研究已

经非常丰富，但鲜有文献深入研究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仅在一些就人民币汇率对不

同行业进出口影响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曾铮、张亚斌，

2007; 巴曙松、沈姗姗，2009) 。此外，现有关于汇率与中

国进出口贸易的研究均忽略了出口竞争对手货币汇率

变化的作用，这不利于全面了解汇率因素对进出口的影

响。本文针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建立一个简

单的分析模型，解析本国汇率和竞争对手货币汇率在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的作用，并结合中国 1999 年以来

的季度数据，通过分国别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汇率变化

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最后对中国的相关

政策提出建议。

二、基本模型、数据说明和分析方法

1． 基本模型

在生产者货币定价的条件下，本国对于任何一个出

口目的地国家 i 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 Xi，等于其

出口价格与出口量的乘积，即:

Xi = Px × Ei × Qx，i ( 1)

其中，Px表示出口商品的本币价格，Ei 表示间接标

价法下本币与出口目的地国家货币之间的双边汇率，Qx

则表示对该出口对象的出口数量。
对于出口价格，Campa 和 Golddberg( 2005) 指出，在

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出口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出口

商面临的需求结构和成本状况，具体表现为在边际成本

上再加上一个加成，即:

Px = Cx ×Mkupx ( 2)

其中，Cx为出口商用本币衡量的边际成本，Mkupx为

出口成本价格的加成比率。
在成本加成比例不变的假设下，出口商品的价格主

要取决于成本。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工资是其生产成

本的主要构成，如果本国有从产成品出口目的地国家进

口的投入品，边际成本有以下表达式:

Cx = C( W，Ei ) ，且 C'w ＞ 0，C'Ei ＜ 0 ( 3)

其中，W 为本国的工资水平，Ei同样为汇率。( 3) 式

表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边际成本主要由工资和汇率两

个因素决定，并随着本国工资增加而上升，随着本币升

值而下降。
此外，进口国 i 对本国劳动密集型商品的需求 Qx，i

有以下形式:

Qx，i = Q( Px，Ei，Pf，Yi ) ( 4)

且有 Q'Px ＜ 0，Q'E ＜ 0，Q'Pf ＞ 0，Q'Y ＞ 0，，其中，Pf为

国际市场上该出口品的替代品或竞争对手产品的价格，

Yi为进口地的收入。( 4) 式表明，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

求取决于 4 个要素: 出口品的本币价格、汇率、替代品的

价格和国外需求者的收入状况，且出口需求随出口品本

币价格的上升和本币的升值而下降，随替代品价格和国

外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替代品价格 pf 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该产品的生

产地本币价格和生产者本币汇率水平。假定产品的生

产者本币价格不变，则替代品价格主要受生产者货币的

汇率水平 E*
i 影响，在间接标价法下，Pf 会随着 E*

i 增加

而增加。此时( 4) 式可以变形为:

Qx，i = Q( Px，Ei，E
*
i ，Yi ) ( 5)

把( 2) 、( 3) 、( 5) 式代入( 1) 式，可以得到:

Xi = C( W，Ei ) ×Mkupx × Ei

× Q( C( W，Ei ) ，Ei，E
*
i ，Yi ) ( 6)

( 6) 式显示，商品的出口最终取决于 4 个基本要

素: 国内工资、本币汇率水平、出口竞争对手货币汇率水

平和进口国收入状况。其中，进口国收入的增加和竞争

对手货币的升值均会使得本国出口收入增加，工资变化

对出口收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该出口品的需求价格弹

性。本币汇率变化对出口收入的影响与工资相似，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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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值使得出口的外币价格上涨，但是又会使出口需求下

降。另外，本币的升值还会引起进口投入品成本的下降，

从而使出口品的本币价格下降和出口量有一定上升。
根据理论模型( 6) 式，本文利用 1999 年第 1 季度至

2010 年第 1 季度中国对主要出口对象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的面板数据，分析人民币汇率、竞争对手货币汇

率及其他因素对中国出口的具体影响。初步设定的对

数线性计量模型如下 :

lnXi，t = α0，it + α1 lnEi，t + α2 lnE
*
i，t + α3 lnYi，t + α4 lnWt ( 7)

其中，i 表示主要出口目的地。t 表示时期，跨度从

1999 年第 1 季度至 2010 年第 1 季度共 45 期。Xi，t为本

国在 t 期对第 i 个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总额，

Ei，t为 t 期人民币对第 i 国货币的双边名义汇率，E*
i，t为 t

期的竞争对手货币与第 i 国货币之间的汇率，Yi，t为 t 期

第 i 国收入状况，Wt为 t 期国内工资水平。根据理论模

型的分析，Xi，t 与本币汇率 Ei，t 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关

系，所以无法先验性地确定系数 α1 的符号。而出口收

入与竞争对手货币汇率 E*
i，t负相关( 间接标价法) ，与进

口国收入 Yi，t正相关，与劳动力成本 Wt 负相关，所以应

该有 α2 ＜ 0，α3 ＞ 0，α4 ＜ 0。
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1) 分国别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季度数据 Xi，t。
本文根据联合国 HS 分类法来界定劳动密集性产品①，

这些商品主要包括纺织品、鞋帽、提包、家具、玩具等产

品，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是中国出口的主要

产品。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本文从近

年来中国十大贸易伙伴国中选定 8 个国家和地区: 美

国、欧盟、日本、中国香港地区、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俄罗斯，这 8 个国家和地区占据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市场份额的近 80%。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

集型产品分类出口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 2) 国内工资水平 Wt、人民币汇率 Ei，t 与进口地产

出水平 Yi，t。Wt用中国全部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

表示，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Ei，t用 t 期人民币对

第 i 国货币的双边名义汇率反映，双边名义汇率数据来

自美国 oanda 网站( www． oanda． com) 。Yi，t 用根据不变

价格计算的 GDP 表示，香港地区 GDP 数据来自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站( www． censtatd． gov． hk) ，其他

国家和地区 GDP 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 3) 竞争对手货币与第 i 国货币之间的汇率 E*

i，t。
由于一直以来欧盟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上

占据着相当高的份额，因此，欧元与中国主要出口对象

货币间的双边名义汇率 EURi，t是竞争国汇率 E*
i，t构成之

一。虽然欧盟占据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的份额很

高，不过其出口的部分产品与中国的替代性不是很高。
与中国出口产品替代程度较高的是来自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出口产品，包括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东盟的

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从具体数据看，这些国家中

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出口在世界市场占据的份额都非

常低，所以其货币汇率的变化应该不会给中国的出口带

来明显的影响。不过，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国家也占据

了相当的出口市场份额，所以本文将其中的 6 个主要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作为一个整体，视为中国劳动密集

型产品出口的竞争对手②。我们用 WERi，t表示这 6 个主

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对进口地货币的加权平均汇

率( 直接标价法) ，作为竞争国汇率 E*
i，t的另一个构成部

分。对于每一个出口对象，汇率水平 WERi，t 根据 t 期六

国中各国对进口地货币的双边名义汇率和各国在该进

口地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份额简单加权平均得到。
3． 分析方法

考虑到进出口受各因素的影响会存在滞后期，解释

变量都取滞后一期数据。另外，当期出口还会受到前期

出口惯性的影响，我们在解释变量里再加入出口量的滞

后一期，最终建立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模型如下:

lnXi，t = α0，i + α1 lnEi，t － 1 + α2 lnEURi，t － 1 + α3 lnWERi，t － 1

+ α4 lnYi，t － 1 + α5 lnWt － 1 + α6 lnXi，t － 1 ( 8)

由于面板数据包含了指标在不同截面及时间上的

信息，如果模型形式设定不正确以及由此造成的参数估

计方法不当，将对参数估计结果造成较大的偏差，因此

在采用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前，首先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

行检验。检 验 结 果 显 示，应 采 用 变 系 数 固 定 效 应 模

型③。在本文的数据中，由于时序个数( 45) 远大于截面

个数( 8) ，因此在估计模型时本文选择横截面 SUR( 似

不相关回归) 方法。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 整个样本期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 1 是使用 1999 ～ 2010 年的季度面板数据对( 8)

式进行实证估计的最终结果，可以看出，方程的整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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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包括第 8 类、11 类、12 类商品和第 9 类中的 46 章、第 20 类中的

94 章和 95 章商品。
6 个国家具体包括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和马

来西亚，各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数据均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

计算得到，本文略。
由于篇幅所限，此处省略具体检验过程，读者若有需要，请与笔者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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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效果较好，大多数系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

著。
表 1 中第 2 列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本币

汇率弹性，可以看出，人民币对外双边名义汇率对劳动

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在 8 个国家( 地区)

中，受人民币汇率影响显著的只有中国香港、美国及韩

国。其中，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 1%，中国对美国的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增加 1． 1%，这一结论显然和一般

的经济理论不符，但也说明了人民币名义汇率不是决定

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原因。
表 1 中第 3 列数据表明，除了加拿大外，欧元汇率

的变化对中国向其余 7 国( 地区) 出口受到的影响均非

常显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国香港、韩国及俄罗斯。
受欧元汇率影响最小的是对美国出口，欧元对美元每贬

值 1%，中 国 对 美 国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的 出 口 下 滑

1． 26%。这表明，相比较而言，美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

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高。与欧元影响不同，六国加权

平均汇率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 表 3 第 4
列) 非常小且不显著。对 8 个国家( 地区) 出口中，受六

国汇率影响在 10% 水平上显著的只有中国香港和韩

国，而且其符号与理论所预示的相反，这表明，虽然其他

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比中国出现更低的成

本优势，但由于其在世界市场的份额相对太低，到目前

为止尚未对“中国制造”产生明显的冲击。

表 1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1999． 1 ～ 2010． 1)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国家( 地区) lnEi，t － 1 lnEURi，t － 1 lnWERi，t － 1 lnYi，t － 1 lnWi，t － 1 lnXi，t － 1 其他

美国
－ 1． 102606＊＊＊ － 1． 259815＊＊＊ 0． 466265 1． 549063＊＊＊ － 0． 348560＊＊＊ 0． 432644＊＊＊

( － 4． 23) ( － 5． 88) ( 2． 04) ( 7． 22) ( － 3． 39) ( 6． 84)

欧盟
－ 0． 261349 － 2． 225752＊＊＊ 0． 106642 1． 641091＊＊＊ 0． 115654 0． 433983＊＊＊

( － 1． 44) ( － 3． 89) ( 0． 46) ( 5． 42) ( 1． 06) ( 6． 58)

日本
－ 0． 213624 － 3． 640203＊＊＊ 0． 201882 0． 972760＊＊＊ － 0． 188687＊＊ 0． 545142＊＊＊

( － 1． 49) ( － 3． 64) ( 1． 49) ( 5． 32) ( － 2． 31) ( 6． 71)

中国香港
0． 997993＊＊＊ － 5． 351245＊＊＊ 0． 702812＊＊＊ 0． 890293＊＊ － 0． 546061＊＊＊ 0． 306842＊＊＊

( 4． 67) ( － 5． 35) ( 2． 84) ( 2． 48) ( － 3． 62) ( 3． 30)

澳大利亚
－ 0． 167279 － 3． 365920＊＊＊ 0． 013535 1． 237579＊＊＊ 0． 116563 0． 269064＊＊＊

( － 1． 02) ( － 3． 37) ( 0． 07) ( 4． 98) ( 1． 09) ( 2． 71)

加拿大
－ 0． 218538 － 1． 538835 － 0． 180186 1． 069149＊＊＊ 0． 158064 0． 484035＊＊＊

( － 1． 00) ( － 1． 54) ( － 0． 66) ( 2． 91) ( 1． 13) ( 7． 32)

韩国
－ 1． 321141＊＊ － 5． 144888＊＊＊ 3． 281171＊＊＊ 5． 828951＊＊＊ － 2． 489531＊＊＊ － 0． 109465*

( － 2． 49) ( － 5． 14) ( 4． 89) ( 9． 77) ( － 7． 01) ( － 1． 69)

俄罗斯
0． 022962 － 4． 906919＊＊＊ 0． 636058 1． 954820＊＊＊ － 0． 993134＊＊＊ 0． 505500＊＊＊

( 0． 06) ( － 4． 90) ( 1． 77) ( 4． 91) ( － 4． 077) ( 6． 90)

珚R2 = 0． 996

DW =2． 002

注: * 表示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表 1 中第 5 列显示的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的收入弹性，8 个国家( 地区) 的收入弹性在 5% 的显著

性水平上均显著地异于 0。其中，收入弹性最大的为韩

国，达到了 5． 829，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及加拿

大的收入弹性紧排在韩国之后。这些国家的收入弹性

均大于 1，表明其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速

度大于其收入的增长速度。
第 6 列显示的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劳动密

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对于往美国、日本等五地的出口，

国内工资成本的上升使得出口有显著下降。工资成本

上升对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出口的影响虽然符号为

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长期以来中国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主要源于中国劳动力成本

的优势或“人口红利”，也表明，如果未来中国劳动力成

本出现持续上涨，则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可能会

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2． 考虑人民币汇率制度变化的分析

由于 2005 年 7 月中国进行汇率改革，汇改前后人

民币汇率的水平和形成机制有较大变化，本文将总样本

期分成 1999 年 1 季度至 2005 年 2 季度及 2005 年 3 季

度至 2010 年 1 季度两个阶段，表 2 是这两个阶段的回

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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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模型分阶段估计结果

国家( 地区) lnEi，t － 1 lnEURi，t － 1 lnWERi，t － 1 lnYi，t － 1 lnWi，t － 1 lnXi，t － 1

1999 年

第一季

度到

2005 年

第二

季度

美国
－ 5． 756355＊＊＊ － 1． 332287＊＊＊ 1． 017314＊＊＊ 4． 935100＊＊＊ － 0． 659078＊＊＊ － 0． 102848

( － 6． 27) ( － 6． 64) ( 3． 94) ( 6． 67) ( － 5． 34) ( － 1． 22)

欧盟
－ 0． 448428 － 3． 914365＊＊＊ 1． 114605＊＊＊ 2． 193891＊＊＊ － 0． 266351 0． 250142＊＊

( － 1． 54) ( － 5． 12) ( 3． 28) ( 5． 64) ( － 1． 56) ( 2． 26)

日本
－ 0． 006285 － 1． 691578＊＊＊ 0． 916369＊＊＊ 0． 935043＊＊＊ － 0． 687797＊＊＊ 0． 700527＊＊＊

( － 0． 03) ( － 6． 19) ( 5． 25) ( 4． 23) ( － 6． 23) ( 8． 07)

中国香港
1． 486483＊＊＊ － 3． 078981＊＊＊ 1． 491248＊＊＊ － 0． 040132 － 0． 748978＊＊＊ 0． 315618＊＊＊

( 5． 86) ( － 7． 56) ( 5． 80) ( － 0． 08) ( － 4． 41) ( 2． 69)

澳大利亚
－ 0． 468992* － 2． 002537＊＊＊ 0． 677783＊＊ 1． 586773＊＊＊ － 0． 102839 0． 101749

( － 1． 67) ( － 4． 08) ( 2． 28) ( 4． 56) ( － 0． 58) ( 0． 84)

加拿大
－ 1． 466936＊＊＊ － 3． 212735＊＊＊ 1． 415540＊＊＊ 2． 931883＊＊＊ － 0． 303762 － 0． 127662

( － 3． 79) ( － 4． 67) ( 3． 51) ( 5． 05) ( － 1． 47) ( － 0． 92)

韩国
1． 076081＊＊＊ － 9． 876108＊＊＊ 6． 541026＊＊＊ 5． 946761＊＊＊ － 5． 691613＊＊＊ 0． 348337＊＊＊

( 2． 76) ( － 16． 12) ( 16． 62) ( 12． 58) ( － 21． 66) ( 7． 83)

俄罗斯
－ 1． 813684 － 2． 830575＊＊＊ 1． 168181* 3． 208953＊＊＊ － 1． 296015＊＊＊ 0． 418778＊＊＊

( － 1． 63) ( － 2． 91) ( 1． 87) ( 4． 91) ( － 3． 37) ( 3． 33)

2005 年

第三季

度到

2010 年

第一

季度

美国
－ 0． 817576 － 1． 269374* 0． 303148 1． 782356＊＊＊ － 0． 389247＊＊ － 0． 030996

( － 1． 22) ( － 1． 84) ( 0． 69) ( 3． 45) ( － 2． 45) ( － 0． 23)

欧盟
0． 937716＊＊ － 10． 09648＊＊＊ 2． 311227＊＊＊ 3． 073187＊＊＊ 0． 172652 － 0． 075119

( 2． 10) ( － 3． 75) ( 2． 82) ( 4． 61) ( 1． 24) ( － 0． 48)

日本
－ 0． 395570 － 1． 169329＊＊ 0． 475856 1． 059421＊＊＊ － 0． 121439 0． 329611*

( － 1． 22) ( － 2． 08) ( 1． 29) ( 3． 37) ( － 0． 94) ( 1． 77)

中国香港
1． 789472＊＊＊ － 1． 859811* 0． 326743 － 0． 296702 － 0． 242722 0． 346305＊＊＊

( 3． 74) ( － 1． 80) ( 0． 54) ( － 0． 58) ( － 1． 26) ( 2． 93)

澳大利亚
－ 0． 129417 － 2． 181650＊＊＊ 0． 292343 1． 832704＊＊＊ 0． 024182 － 0． 112752

( － 0． 81) ( － 3． 70) ( 1． 11) ( 6． 34) ( 0． 19) ( － 0． 89)

加拿大
0． 660448* － 0． 952025 － 0． 457512 0． 893490＊＊＊ 0． 090246 0． 093941

( 1． 67) ( － 0． 80) ( － 0． 87) ( 1． 42) ( 0． 44) ( 0． 66)

韩国
－ 1． 995043＊＊ － 8． 775501＊＊＊ 5． 414133＊＊＊ 6． 739357＊＊＊ － 2． 957765＊＊＊ 0． 002965

( － 2． 26) ( － 4． 06) ( 4． 59) ( 6． 18) ( － 5． 49) ( 0． 03)

俄罗斯
0． 628358 － 2． 649621＊＊ 0． 523847 1． 920693＊＊＊ － 1． 106999＊＊＊ 0． 352574＊＊

( 1． 18) ( － 2． 11) ( 0． 90) ( 3． 43) ( － 3． 10) ( 2． 26)

注: * 表示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分阶段得到的分析结果与前面结论基本相同，不过

两阶段这些因素影响的具体表现存在差异。
从汇率因素看，相对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人民币

汇率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明显增强，且其

符号的经济含义更合理。从表 2 中第 2 列我们可以看

到，在对 8 个国家( 地区) 出口中，在第二阶段受人民币

汇率影响在 10%水平上显著的有欧盟、中国香港、加拿

大及韩国，而在汇改前，受人民币汇率影响显著且符号

符合经济理论的只有中国香港和韩国。这一差异说明，

在人民币汇改前，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

出口基本无影响，然而，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

革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劳动密集型

产品的出口开始产生影响。欧元汇率的影响在人民币

汇改后有所下降，对加拿大的出口变得不再显著，对美

国和香港地区影响的显著性有所降低，这说明在人民币

汇率钉住美元的时候，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更多

地受到主要竞争国汇率变化的影响，在人民币汇率灵活

性增加后这一现象有所缓解。6 个发展中国家综合汇

·82·





汇率变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

《世界经济研究》2011 年第 4 期

率的变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虽然在第一个阶段变得显

著，但其符号不合理，汇改后虽然这些国家汇率对中国

出口的影响不显著，但相对汇改前的逆向影响而言，已

经变得相对合理。
从收入和成本因素来看，香港地区的收入弹性在两

个阶段变得都并不显著，收入弹性下降的有美国、加拿

大和俄罗斯，增加的有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劳

动力成本对出口的影响在汇改后显著性下降，汇改前受

国内劳动力成本影响显著的有 5 个国家( 地区) ，而汇

改后仅有 3 个( 美国、韩国、俄罗斯) ，且影响程度下降

幅度较大，这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下

降趋势。

四、主要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 1999 年第一季度到 2010 年第一季度的

国别面板数据，考虑进口地的收入水平、国内的劳动力

成本等因素，对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主要出口竞争对手

货币汇率的变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进

行了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 1) 就整个样本期而言，人民币对进口国货币双边

名义汇率的变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没有

产生显著的影响。从中国对美出口来看，人民币升值伴

随的是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这一结果不支持美国提出

的中国对美出口增加是由于人民币低估了其汇率水平

导致，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以缓解这一现象的主张。
( 2) 从中国出口主要竞争对手来看，欧元汇率的变

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

印度、土耳其等六国汇率的变化并没有对中国的出口产

生显著影响。欧元汇率变化对中国出口的显著影响说

明，由于欧洲一直占据劳动密集型产品最大的世界市场

份额，而且欧元汇率的长期升值①，使得中国的劳动密

集型产品挤占了部分欧盟在世界市场的份额，这也是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快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 3) 进口地的产出水平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

出口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产出的增加有

力地刺激了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而这些地区经济的

衰退则会导致中国出口的下降，这一结论很好地解释了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全球经济衰退以后中国劳动密

集型产品的出口下滑现象。
( 4)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

出口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劳动力平均工资的上升，中国

的出口会出现下降。这说明，中国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

产品的出口确实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是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下而不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导致

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
( 5) 2005 年 7 月人民币汇改前后各因素对中国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对出口的影响明显增强，

且其符号的经济含义更合理; 欧元汇率对中国出口的影

响依然显著，但影响程度降低; 6 个发展中国家综合汇

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相对于汇改前而言变得更为合理。
二是汇改后国内劳动力成本对出口的影响程度和显著

性在下降，这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下降趋势。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对中国的汇率政策以及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 1) 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

口没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出口。因此，一方面，中

国可以不受外部压力影响而依本国经济发展需要主动

地调整汇率政策; 另一方面，中国应该从更长远和全面

的角度出发来制定人民币汇率政策，包括增加其他外汇

在人民币参考的篮子货币中的比重、稳步推进汇率形成

机制的市场化，而不仅是考虑对贸易的影响。
( 2) 欧盟不仅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最大出口

对象，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竞争对手，欧盟的经济发展

和欧元汇率水平对中国出口会起到重大的影响，这一影

响远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影响大。中国应该更重视对

欧盟经济趋势的研究，扩大对欧盟的贸易洽谈和往来，

保持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产品的同时，增加与欧盟相关产

业的合作。
( 3) 进口国( 地区) 收入的水平和国内劳动成本是

影响中国出口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的前景不容乐观。一方面，全球经济衰退局势在相当

时间内难以恢复; 另一方面，近年来在中国许多地区开

始出现的用工荒现象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

进入下降通道。要减小经济低迷以及劳动力成本增加

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生产的影响，中国从长期应该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品的技术和知识含量，创造

本国的自 主 性 品 牌，而 在 短 期 则 应 该 扩 大 国 内 有 效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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