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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附加值率影响中国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研究 
 

艾洪山,王晨愉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79） 

 

摘要：我国出口企业越来越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一大趋势下，本文利用中国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 

2000-2010 年的匹配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行测度，基于测度结果，在考

虑国内附加值率与不考虑国内附加值率两种情况下，实证研究我国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的变化。研究

发现：在不考虑国内附加值率的情况下，一般贸易较加工贸易表现出较强的出口 PTM 特征；在考虑国内

附加值率的情况下，国内附加值率越大，汇率出口传递效应越完全，依市定价程度越小，竞争力越强，

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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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依市定价行为即企业出口为维持价格或目的地市场的份额保持稳定，不得不蚕食自身

的利润如在面对升值时，依市定价行为高意味着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甚至可能会出现出

口企业无法承担本币的升值压力而濒临倒闭的现象。因此,在人民币不断升值且升值幅度较

大，又恰逢中美贸易战的国际环境下,日益艰难的出口行业发展环境下，弄清企业出口的依

市定价程度有重要意义。 

对于中国出口企业而言，有一个趋势需要重视,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分工

模式逐渐朝产品内分工转变，进一步加深的全球化贸易进程又使我国出口企业日益融入进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这意味着，出口产品的生产已不再是在一个国家内完成，各个国

家（地区）开始专注于产品价值链的某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某种产品，即对外贸易品生产中,

我国企业会进口一定比例的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能够通过成本的变化来一定程度抵消

汇率的波动对产品出口价格的影响，进一步的会直接影响企业在出口时的按市定价的方

略。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此种效应主要在于出口价值中,进口中间产品所占的比

例，而该比例可以通过国内附加值这一衡量指标来体现。基于此，作者在本文中试图探究

以下问题：中国逐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这一趋势对企业出口按市定价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不同贸易方式对依市定价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别？ 本文将使用 2000-2010年的我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及海关贸易数据库的数据匹配，基于贸易方式、行业类别两个层面对国内附加

值率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内附加值率对企业出口按市定价行为的影响。 

1 理论分析 

1.1 依市定价理论分析 

根据标准的市场供需理论：假设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一国的出口厂商向 N个市场有

效分割的目的国（以 i表示）同时出口同一商品，并且进行价格歧视，出口厂商在第 个目i
的国市场面临的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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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式中， 为目的国 的需求，
fPit 为出口商品的外币标价，

dPit 为出口商品的人itQ i

民币货币标价， ite 为出口国与目的国的间接标价汇率， it 为影响目的国市场需求的其他

因素，如市场势力规模、竞争者价格等。 

（2）式中， it 为影响厂商成本的其他解释因素，如单位劳动成本、国内外重要的中

间投入品价格等。由（1.1）（1.2）式可以推导出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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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的一阶导为出口厂商的定价规则，如（1.4）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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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4）、（1.5）式中 为外币表示的价格的需求弹性绝对值， 表示为厂商出t
i itMC

口的边际成本函数。从（1.4）、（1.5）式可知以出口国货币表示的出口价格等于边际成

本乘以加成，边际成本不随目的国市场变化但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加成由目的国市场

的需求弹性决定，而需求弹性随目的国货币表示的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即加成不随时间变

化，但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即由出口厂商的最优化定价策略可以看出，成本加成不是常数，而是汇率 的函数。ite

当出口目的国的货币贬值时，以目的国货币表示的进口价格将会上升，如果此时需求是有

弹性的，那么出口厂商以本国货币衡量的最优加成将随之下降，即汇率波动会通过影响目

的国货币表示的价格来影响加成。 

对（4）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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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6）式改写成如下可用于估计的固定效应模型的形式，即 Knetter(1989)的范

式： 

  (1.7)
                

 ititiitit eP   lnln
本文中定义汇率传递效应（EPT)指数为本币标价的出口价格

dPit 与汇率 ite 之间的弹性

关系，而外币表示的出口价格
fPit 与汇率 ite 之间的弹性关系被定义为依市定价（PTM）指

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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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ite 为间接标价法时，则 。若汇率传递效应（EPT）指数为 0，1 ii PTMEPT

依市定价（PTM）指数为１，则汇率完全传递。而当汇率传递效应（EPT）指数为-1时，则

汇率完全不传递，也就表示出口厂商通过改变自身成本加成，完全吸收了汇率变动带来的

不利影响。此时，依市定价（PTM）指数为 0。当汇率传递效应（EPT）指数介于-1至 0之

间时，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此时依市定价（PTM）指数介于 0至 1之间。这表明出口厂商

通过改变成本加成，部分吸收了汇率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将部分影响传递出去。汇率

传递效应（EPT）指数也可能大于 0，即依市定价（PTM）指数可能大于１，表明出口厂商

在短期内存在超调行为。 

1.2 国内附加值率对 PTM 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国贸易品的单位价值可以表示为：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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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生产一单位的出口产品 所需要国内要素投入所实现的增加值，即iDVA X

国内增加值部分； 表示 t时期 i企业的最终品总产出。 表示生产一单位的出口产𝑌𝑖𝑡 itFVA

品 所需要国外要素投入所实现的增加值，即国外增加值部分（以本币表示），具体可以X

表示为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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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生产一单位出口产品 所需要的第 种进口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成本（以进口来源X j
国 国的货币表示）。结合（1.4）式和（1.9）式，我们可以求得进口中间产品投入条件j
下的需求价格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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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为加入了国内附加值率模型下需求价格弹性系数，该弹性系数不仅受到传统因素

的影响，还受到出口 DVAR的影响。 

  为进一步检验 DVAR是否通过影响汇率的传递进而影响我国企业依市定价的行为，本

文在模型（1.9）的基础上加入了 DVAR与汇率的交叉项，以此作为对这一机制的检验，建

立计量模型如下：即加入国内附加值率的 Knetter(1989)的范式： 

  (1.12)
      

 itiiitkitjitiitit eddeP   lnvarvarlnln
模型（1.12）中的系数 是关注的重点，体现的是贸易附加值率对企业依市定价行为k

（即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按照前面的理论推导，贸易附加值率会影响汇率传递系数，

而这种影响又会由于贸易附加值率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鉴于此，本文预期 在k

各行业的回归结果中具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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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出口企业的国内附加值率测算 

2.1 模型介绍 

本文主要是借鉴 Upward(2013)提出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测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

根据张杰（2013）的建议，对方法进行一些改进，使计算结果更加精确。 

进口产品投入到出口产品中的比例（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国外产品附加值）即表示一

国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垂直专业化水平。 

  =(      (2.1) 𝑉𝑆𝑖𝑡

𝑀𝑖𝑡

𝑌𝑖𝑡
) ∗ 𝑋𝑖𝑡

其中 i表示企业；t表示时期。 表示 t时期 i企业的进口中间品； 表示 t时期 i𝑀𝑖𝑡 𝑋𝑖𝑡

企业的最终品出口， 表示 t时期 i企业的最终品总产出。但是在（2.1）式子中，假设𝑌𝑖𝑡

出口和国内销售的产品中使用的进口品比例是相同的。但是在实际贸易中，首先，根据贸

易方式的不同，企业在出口产品中可能更加密集地使用进口产品；再者，中国企业进出口

存在依靠中间贸易商的普遍现象，即生产企业自身并不直接通过海关进口企业资本品及中

间品，而是通过委托外贸公司、外国采购商的在内的贸易中间商进口中间投入品，由此造

成部分企业的中间投入品进口额大于企业总体的中间投入品额，由此直接使用海关记录的

层面数据来进行测算，必然会造成结果的偏差。 

基于此，结合 Upward（2013）和张杰（2012）的方法，将贸易方式分成三大类，一类

用于一般贸易、一类用于加工贸易、一类用于混合贸易。则 i企业在 t时期国外增加值占

出口的比例可以用下式来表示，其中 k表示贸易方式。（k＝1表示加工贸易，k＝2表示一

般贸易，k＝3表示混合贸易；）                 

  (2.2) 𝑉𝑆𝑖𝑡 = 𝑀𝑖𝑡1 +
𝑀𝑖𝑡2

𝑌𝑖𝑡 ‒ 𝑋𝑖𝑡1
𝑋𝑖𝑡2

 

其中国内附加值 的份额为： 𝐷𝑉𝐴𝑖𝑡

  (2.3) 𝐷𝑉𝐴𝑖𝑡＝𝑋𝑖𝑡－𝑉𝑆𝑖𝑡
 

                      

则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为： 

  (2.4) 𝐷𝑉𝐴𝑅𝑖𝑡＝
𝐷𝑉𝐴𝑖𝑡

𝑋𝑖𝑡
＝

𝑋𝑖𝑡－𝑉𝑆𝑖𝑡

𝑋𝑖𝑡
＝1－

𝑉𝑆𝑖𝑡

𝑋𝑖𝑡
 

               

当 k＝1时，即加工贸易方式下， 即一般贸易最终品出口为 0，在这种贸易方式𝑋𝑖𝑡2

下，进口品全部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所以垂直专业化份额 ，此时 如下： 𝑉𝑆𝑖𝑡＝𝑋𝑖𝑡1 𝐷𝑉𝐴𝑅𝑖𝑡1

  (2.5)                  𝐷𝑉𝐴𝑅𝑖𝑡 = 1 ‒
𝑉𝑆𝑖𝑡1

𝑋𝑖𝑡1
= 1 ‒

𝑀𝑖𝑡1

𝑋𝑖𝑡1
当 k=2时，即一般贸易方式下，此时 即加工贸易最终品出口为 0；但一般贸易方式𝑋𝑖𝑡1

下，进口品并非是完全投入到生产出口产品中，应对进口品中根据用于国内销售或者出口

来进行区分。由于本文使用的海关贸易数据库及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是 Harmo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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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HS)编码，因此需要采用 Broa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BEC)与 HS对照表，将

作为生产投入的进口品区分出来。本文主要参照沈琪和周世民（2014）的做法，运用国际

通用的 BEC编码对进口产品进行分类，将 BEC代码为“111”、“121”、“21”、

“22”、“31”、“322”、“42”、“53”八类确定为本文研究的中间品，结合 HS编码

识别企业进口中间品行为。据此得到的垂直专业化份额 ,此时𝑉𝑆𝑖𝑡2 =
𝑀𝑖𝑡2|𝐵𝐸𝐶

𝑌𝑖𝑡
∗ 𝑋𝑖𝑡2 𝐷𝑉𝐴𝑅𝑖𝑡2

如下： 

  (2.6) 𝐷𝑉𝐴𝑅𝑖𝑡2 = 1 ‒
𝑉𝑆𝑖𝑡2

𝑋𝑖𝑡2
= 1 ‒

𝑀𝑖𝑡2|𝐵𝐸𝐶

𝑌𝑖𝑡
当 k=3时，即混合贸易方式下，垂直专业化份额为： 

  (2.7) 𝑉𝑆𝑖𝑡3 = 𝑀𝑖𝑡1 +
𝑀𝑖𝑡2

𝑌𝑖𝑡 ‒ 𝑋𝑖𝑡1
𝑋𝑖𝑡2

此时 如下： 𝐷𝑉𝐴𝑅𝑖𝑡3

  (2.8) 𝐷𝑉𝐴𝑅𝑖𝑡3＝1－
𝑉𝑆𝑖𝑡3

𝑋𝑖𝑡3
= 1 ‒

𝑀𝑖𝑡1 +
𝑀𝑖𝑡2

𝑌𝑖𝑡 ‒ 𝑋𝑖𝑡1
∗ 𝑋𝑖𝑡2

𝑋𝑖𝑡3
由于我国在 2004年前，存在着对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限制以及企业自身能力和资金的

限制，中国企业进出口中，依赖中间贸易商的现象较为普遍，即生产企业自身并不直接通

过海关进口企业资本品及中间品，而是通过外贸公司、外国采购商等在内的贸易中间商来

进口中间品投入，而这种进口行为无法在海关贸易数据库中得到体现，则部分企业的海关

贸易中进出口数据并非实际的进出口。由于以上情况的存在，为了得到更准确的测算结

果，根据张杰（2013）的建议，参照 Ahn,Khandelwal和 Wei(2010)的方法将海关贸易数据

库中包含“进出口”、“经贸”、“贸易”、“科贸”、“外经”等信息的企业归为中间

贸易商。并由此构造下式进行估算： 

  (2.9) 𝑀𝑡𝑜𝑡𝑎𝑙
𝑖𝑡𝑘 = 𝑀𝑐𝑢𝑠𝑡𝑜𝑚

𝑖𝑡𝑘 + 𝑀𝑖𝑛𝑡𝑒𝑟
𝑖𝑡𝑘 ⇒1 =

𝑀𝑐𝑢𝑠𝑡𝑜𝑚
𝑖𝑡𝑘

𝑀𝑡𝑜𝑡𝑎𝑙
𝑖𝑡𝑘

+
𝑀𝑖𝑛𝑡𝑒𝑟

𝑖𝑡𝑘

𝑀𝑡𝑜𝑡𝑎𝑙
𝑖𝑡𝑘

 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k表示贸易方式； 表示企业实际所使用的进口𝑀𝑡𝑜𝑡𝑎𝑙
𝑖𝑡𝑘

中间产品额； 表示海关记录的企业进口中间产品额； 表示企业可能从中间贸𝑀𝑐𝑢𝑠𝑡𝑜𝑚
𝑖𝑡𝑘 𝑀𝑖𝑛𝑡𝑒𝑟

𝑖𝑡𝑘

易代理商所购买的间接进口额。 同 共同构成 。经过张杰（2013）研究中𝑀𝑐𝑢𝑠𝑡𝑜𝑚
𝑖𝑡𝑘 𝑀𝑖𝑛𝑡𝑒𝑟

𝑖𝑡𝑘 𝑀𝑡𝑜𝑡𝑎𝑙
𝑖𝑡𝑘

进行的可靠性测试，采用海关贸易数据库中统计所得的 来替代∑𝑛

𝑘 = 1
𝛽𝑘𝑡𝐼𝑁𝑇𝐸𝑅𝐴𝑇𝐸𝑘𝑡

𝑀𝑖𝑛𝑡𝑒𝑟
𝑖𝑡𝑘

𝑀𝑡𝑜𝑡𝑎𝑙
𝑖𝑡𝑘

，其中 为 t 期 k种贸易方式的进口额权重， 表示企业在中间贸易代理商处𝛽𝑘𝑡 𝐼𝑁𝑇𝐸𝑅𝐴𝑇𝐸𝑘𝑡

进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由此可得，企业实际进口中间产品额为： 

  (2.10) 𝑀𝑡𝑜𝑡𝑎𝑙
𝑖𝑡𝑘 ＝

𝑀𝑐𝑢𝑠𝑡𝑜𝑚
𝑖𝑡𝑘

1－∑𝑛

𝑘 = 1
𝛽𝑘𝑡𝐼𝑁𝑇𝐸𝑅𝐴𝑇𝐸𝑘𝑡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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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𝐷𝑉𝐴𝑅𝑖𝑡𝑘＝{ 1－
𝑀𝑡𝑜𝑡𝑎𝑙

𝑖𝑡1

𝑋𝑖𝑡1
,𝑘 = 1

1 ‒
𝑀 𝑡𝑜𝑡𝑎𝑙

𝑖𝑡2|𝐵𝐸𝐶

𝑌𝑖𝑡
,𝑘 = 2

1 ‒

𝑀𝑡𝑜𝑡𝑎𝑙
𝑖𝑡1 +

𝑀 𝑡𝑜𝑡𝑎𝑙
𝑖𝑡2|𝐵𝐸𝐶

𝑌𝑖𝑡 ‒ 𝑋𝑖𝑡1
∗ 𝑋𝑖𝑡2

𝑋𝑖𝑡3
,𝑘 = 3

�
基于企业出口 DVAR的测度结果汇总至商品、行业层面时，借鉴 Upward(2012)的研究

方法。将不同商品的出口 DVAR以出口份额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具体公式如下： 

  (2.12) 𝐷𝑉𝐴𝑅𝑗𝑡 = ∑
𝑖

𝑋𝑖𝑡

𝑋𝑗𝑡
∗ 𝐷𝑉𝐴𝑅𝑖𝑡

 

其中， 为 t时期 j商品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表示 j商品的出口额。 𝐷𝑉𝐴𝑅𝑗𝑡 𝑋𝑗𝑡

将不同行业企业的出口 DVAR以出口份额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可以得到行业层面的出口

国内附加值率，具体公式如下: 

  (2.13) 𝐷𝑉𝐴𝑅𝑤𝑡 = ∑
𝑖

𝑋𝑖𝑡

𝑋𝑤𝑡
∗ 𝐷𝑉𝐴𝑅𝑖𝑡

其中， 表示 t时期 w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表示 w行业的出口额。 𝐷𝑉𝐴𝑅𝑤𝑡 𝑋𝑤𝑡

2.2 数据的处理及分类 

2.2.1 数据的处理 

本文的研究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工业企业数据库（the Chinese Annual Survey of 

Industrial Firms,CASIF）; 贸易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编制的海关数据库（the 

Chinese Trade Statistices,CCTS）。 

对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异常值作出如下处理：1、剔除与本文研究相关变量中赋值明显不

合理的样本观测值（主要包括工业销售额、销售收入、总资产、固定资产、出口额、中间

投入品总额）；2、剔除未达到“规模以上”标准的企业，即产品销售收入 500万元以下，

职工人数小于 8（缺乏有效的会计系统）；3、上下 1%极端值处理（缩尾处理，样本量很大

时，为了防止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4、剔除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总资产小于固定

资产净值、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观测值；5、对重复的企业数据仅保留一条。 

对海关贸易数据库作出如下处理：1.将月度数据加总为年度数据并保留一般贸易和加

工贸易数据，然后将相同年度、相同企业代码、相同贸易方式的进出口额分类汇总；2.将

数据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混合贸易三大类，对于一般贸易进口，由于进口中间品的

识别需要利用 BEC－HS对照表，需要将海关数据与对照表进行匹配并保留中间品；3.按照

相同企业代码的进出口额进一步分类汇总。 

2.2.2 数据的分类 

按照戴觅、余淼杰（2014）的方法将国家统计局 2000-2010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

据库以及中国海关总署产品层面交易数据库，采用企业的中文名称进行合并。合并后的数

据库总共包括 108390个企业，主要包括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两种主要贸易方式，其中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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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方式主要包括进料加工贸易与来料加工贸易，此外还有极小一部分企业从事易货贸

易、补偿贸易等。为方便尽心研究，本文将企业归类为三种类型：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以

及同时参与两种贸易的企业即混合贸易企业。考虑到从事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在经

营方式上的巨大差别，本文选择了纯粹从事一般贸易与纯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进行测

算。 

2.3 测度结果及分析 

2.3.1 总体变动趋势分析 

考虑到从事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在经营方式上的巨大差别，本文选择了纯粹从

事一般贸易与纯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进行测算。加工贸易 DVAR较一般贸易低，这主要是

由于加工贸易大部分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由国外企业提供主要原材料或者从国外进口

主要原材料，国内企业只负责加工并收取加工费，国内创造的价值较低，只占到加工贸易

总额 35.8%至 45.13%。一般贸易的 DVAR 较高，可以达到 63%到 81.64%左右。 

不管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我国企业出口 DVAR呈现的趋势都是：上升后下降再上

升，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相一致，即中国刚刚加入 WTO 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国内

产业出现一轮调整，竞争力较弱的企业会退出市场，而竞争力较高的企业能够适应激烈的

国际竞争并生存下来；随后，经过调整，国内产业会逐步与国际接轨，发展出自身的竞争

优势，从国际市场获益。 

 

0

0.2

0.4

0.6

0.8

1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图 1 不同贸易方式下中国工业企业出口 DVAR 

2.3.2 行业层面变化趋势 

加工贸易方式下，各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测算结果如图 3所示。几乎所有的行业

的 DVAR 整体都处于上升趋势，出现个别行业先下降后上升的情况，如农副食品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行业呈现先上升后又缓慢下降

的趋势，而这些行业大多集中于知识技术密集行业，如仪器仪表制造业从 2000的 45.45%

上升到 2005年的 50.5%，再下降为 2010年的 48.29%，这说明中国出口大量的知识技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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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的产品，但并未从中获得较高的国内附加值。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4 食品制造业

17 纺织业

18 纺织服装、鞋、帽制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0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1 家具制造业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6 汽车制造业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41 其他制造业

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010

2005

2000

            图 2 加工贸易下 2000、2005及 2010年分行业 DVAR 

一般贸易方式下，各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测算结果如图 3.4所示。我国出口 DVAR 

整体上升的趋势并不明显，可见我国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政策并没有起较大的作用，一般贸

易的出口商较加工贸易接受了更大国际市场的考验，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个别行业出现了

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如食品制造业（14）、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造业（19）

等，这说明这些行业虽然具有较高的国内附加值率，但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也容易随着

国际市场环境产生较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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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 0.4 0.6 0.8 1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7 纺织业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

21 家具制造业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3 金属制品业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41 其他制造业

2010

2005

2000

图 3 一般贸易下 2000、2005及 2010年分行业 DVAR 

综上所述：不同贸易方式下的行业出口 DVAR与上一小节的不同贸易方式下总体出口

DVAR的结论保持一致，一般贸易较加工贸易国内附加值率高。对此的解释是，加工贸易往

往会收到原材料供应商与购买商的双重挤压，企业获利更难，而一般贸易则收到双重挤压

概率较小，相应的会具有更高的国内附加值率。比较同一种贸易方式下我国出口 DVAR，发

现不同行业发展现状不一致，这可能是行业业技术水平和适用的贸易政策也有很大差距，

这导致各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有很大不同。 

3 国内附加值率影响中国出口企业依市定价行为的实证研究 

3.1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择 

为了检验行业附加值率差异对行业出口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程度。本节在计量模型中

加入了汇率与国内附加值的交叉项，以此作为对这一机制的检验。基于以上分析，构建计

量模型如下：
 

  (3.1) 1 2 3 4ln ln var var lnit t i it it it ii hg itP e d d e D X              

其中 为出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出口商品的定价由两部分因素来解释：第一部分是itP

基于汇率变化，出口企业为实现其销售战略而进行的价格调整，这也正是因市定价行为

(PTM)。我们用 来描述这一信息。 为人民币与出口国的间接标价法名义汇率；
 

为1 ite hgD

人民币汇改的虚拟变量。第二部分是产品本身的生产成本波动，我们以企业特征变量 X来

对其进行控制。对于 X企业特征变量，本文选择了 Debt表示企业的负债率；Scale表示企

业的相对规模；Sub表示补贴收入；PCL表示资本劳动比；所有制：用虚拟变量表示， GJ

表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GR表示私营企业虚拟变量； WZ表示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为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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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虚拟变量，用于表示不同企业的特征。本文采用了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回归，并且采用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表示随机误差项。 𝝁𝐢𝐭

3.2 模型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模型添加了 变量及 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交叉项，主要目的是看 是否vard vard vard
影响到汇率的传递系数。对模型 3.1两边关于汇率求导，可以得到出口价格关于汇率波动

的静态反应方程： 

  (3.2) 1 3
ln var
ln

d
it

it
it

P d
e

 
 


该方程假设其他变量条件不变，通过考察汇率波动对出口价格的直接效应和国内附加

率对汇率传递的偏效应，进而来考察汇率波动对出口价格的综合弹性系数。在此，本文根

据模型 3.1的回归结果给出不同行业的出口价格对汇率波动的静态反应方程，见表 1。 

表 1  行业层面依市定价模型反应方程估计结果 

贸易方式 
行业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农副食品加工业  itd var*(-0.269)+0.965-  itd var*0.428+1.240-

食品制造业  itd var*(-0.035)+0.988-  itd var*(-0.031)+0.930-

纺织业  itd var*(0.433)+1.231-  itd var*(0.516)+1.461-

纺织服装、服饰业  itd var*(-1.056)+0.820-  itd var*(-1.674)+0.530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itd var*1.463+3.269-  itd var*0.754+2.637-

家具制造业  itd var*(-0.138)+0.546-  itd var*(-0.295)+0.59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itd var*(-0.060)+0.755-  itd var*(0.036)+0.79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itd var*(-0.482)+2.016  itd var*(-0.184)+1.46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itd var*(-0.316)+0.833  itd var*(-0.3692)+0.833

通用设备制造业  itd var*(-0.225)+1.125-  itd var*2.710+3.244-

专用设备制造业  itd var*(-0.096)+0.792-  itd var*(-0.299)+0.836-

汽车制造业  itd var*2.069+0.191-  itd var*.290)(0+0.70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itd var*(-0.933)+1.028-  itd var*(-0.908)+0.469-

仪器仪表制造业  itd var*0.161+1.591-  itd var*(-1.55)+0.338

注：括号中数值为相应系数的 t-Statistic，*、**、***分别表示 10%、5%和 1%水平下显

著 

总体看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对各行业出口汇率传递普遍存在一个正vard
向（从绝对值上看）的偏效应，即国内附加值越大，这种偏效应越明显，反之亦然。从贸

易方式比较来看，加工贸易较一般贸易的偏效应要大（从绝对值上看）。从行业横向比较

来看，这种偏效应又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其中，纺织服装、服饰业和铁路、船舶、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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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两个行业表现最为明显，两者平均接近-1个单位。比较而

言，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国内附加值率所形成的偏效应明显

较小，主要是因为这些产业的贸易附加值比重较低，在考虑进口中间产品投入的情况下，

人民币升值对行业出口价格的影响将进一步被削弱，进而表现为较低的汇率传递系数。 

4 结论 

在考虑国内附加值率的情况下，总体看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附加值率

对各行业出口汇率传递普遍存在一个正向（从绝对值上看）的偏效应，即国内附加值越

大，这种偏效应越明显，反之亦然。从贸易方式比较来看，加工贸易较一般贸易的偏效应

要大（从绝对值上看）。从行业横向比较来看，这种偏效应又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其

中，纺织服装、服饰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两个行业表现最

为明显，两者平均接近-1个单位。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各

行业企业贸易附加率的不同使得各行业出口价格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产生差异。国内附加

值率水平是影响企业出口汇率传递效应的重要变量，不管是从贸易方式来看还是从行业层

面来看，国内附加值率越大，汇率出口传递效应越完全，依市定价程度越小，竞争力越

强，反之亦然。 

国内附加值率越高使企业拥有更大的依市定价能力，从而使我国出口企业不倾向于通

过维持出口目的地价格来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因为它可以把汇率变动造成的不利影响通

过改变目的地价格的方式传递出去，以减小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冲击。但是通过我们也要看

到，我国出口企业在世界贸易链条中依然处于贸易低端，大量企业出口的产品附加值较

低，有的企业甚至丧失了定价权，这将会极大影响我国企业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也大大影

响我国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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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export companies increasingly take part in the trend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is 
article will utilize Chinese industry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matched 2000-2010 China Customs 
database to measure and analyze Chinese export companies’ additional value from firm heterogeneity 
aspect. The article would analyze in two conditions, considering domestic value added or not, which 
could study, by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Chinese export enterprises are followed changes of market fixed 
price. In research, normal trade always represents stronger PTM export features without inland 
additional value rate consideration when comparing with processing trade. However, in another 
condition of within domestic additional value rate, continuously higher domestic additional value would 
lead to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fficiency in high with more drastic competition rather than fixing a 
price followed market tendency, vice versa.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export value added; global value chain;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作者简介（可选）:艾洪山（1982-），男，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

经济学、技术经济等；王晨愉( 1993-) ，女，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

济与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