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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技术产业贸易模式的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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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
a+b

指数&

S'c0C1('/

边际产业贸易指数&

!1E5 ^ V,TEW0CC

指数$对中美

$%

类高技术产业贸易模式测度显示!中美信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

武器和核技术贸易模式为产业间贸易或低水平产业内贸易'生命科学&电子科技&集成制

造和高新材料贸易模式为高水平产业内贸易$而以信息通信技术贸易为核心$使
#%%#K

#%$#

年中美高技术贸易模式和增量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未根本转型为能使中国获得

高附加收益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中国应对不同高技术产业贸易模式采取差异策略分别

治理$使其向高层次产业内贸易升级$增加实际贸易利益%

关键词!贸易模式'高技术'

a+b

指数'

S'c0C1('/

指数'

!1E5 ^ V,TEW0CC

指数

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扩大的中美贸易失衡一直是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虽然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很多$但随着高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影响的提升$中美高技术

贸易失衡成为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来源之一%高技术贸易顺差是中美贸易间一种

"反常#现象$作为世界头号科技创新强国的美国$在高技术产品(

3DB(),0D!0,1)ECE

4Q

"'EDX,/

$简称
3!"

)上却对中国出现贸易逆差$据美国普查局(

P)-/0DL/(/0*@0)*X*SX

+

'0(X

)统计$

#%%#K#%$#

年$中国对美国
3!"

贸易顺差从
$$JH$

亿美元持续增加到
$$&%H7

亿美元$扩大近
$%

倍%同时$中美
3!"

贸易差额占货物贸易差额的比重也从
#%%#

年的

$$8

增加到
:O8

%要分析中美高技术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首先需检验其具体产品的贸

易模式$尤其要研究在中国经济与技术研发实力增强的背景下$中美各类高技术贸易是否

如传统理论的预测$随着时间推移$逐步从产业间贸易升级为产业内贸易$中国是否真的

实现了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

一&产业贸易模式测度方法综述

(一)产业贸易模式的静态测度方法

二战后$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测度指数测算各国间产业贸易模式$早期的方法主要

是静态测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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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进出口额为基础判断两国贸易模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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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越接近
%

$两国贸易模

式越近似为产业间贸易$反之则偏向产业内贸易%但学术界认为该指数忽略了产业权重和

贸易失衡的影响$低估了两国间产业内贸易的实际水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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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数的临界值为
%H7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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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H7

$两国贸易模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反之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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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贸易为主%但在研究中$

a'XZ0C

等发现一国贸易失衡数值较大会导致
:;

*

值降低$可能产生统计误

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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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CE

Q

D

又提出了调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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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虽然在一定程度消除了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但在对具体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衡量上仍有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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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衡量双边产业内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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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指数能够对

a+b

指数做出部分改进$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测度误差%而
a+b

指数具有较好的计量可操作性$并且

多类实证研究检验了其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黄卫平&韩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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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仍将使用
a+b

指数进行

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模式的静态测度%

(二)产业贸易模式的动态测度方法

由于上述静态测度方法及指数主要测量的是一国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产业贸易类型$无法反映动态

贸易流量变化引起的贸易模式变化及其调整成本$也不能反映各国产业结构及贸易的动态调整过程

(万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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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许多学者提出了动态产业贸易模式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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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首先提出了边际产业内贸易概念$衡量一国在特定时期产业内贸易增值在其贸

易增值中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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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为动态贸易模式测度指数设立的理论基

础%此后许多学者提出边际产业内贸易测度指数$其比
a+b

指数能更好地反映贸易增量类型%目前学

术界主要使用
S'c0C1('/

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和
!1E5 ^ V,TEW0CC

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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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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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动态化$利用贸易增量代替总量$将产业贸易

分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衡量其对一国进出口调整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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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间贸易增加在其贸易增量中的比重越大$

8;

*

越接近

$

$产业内贸易增量所占比重越大%其次$

!1E5 ^ V,TEW0CC

(

$&&&

)认为
S'c0C1('/

(

$&&6

)指数只能衡

量水平型产业贸易贡献$无法区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增加的贡献$低估了产业内贸易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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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产业贸易分为产业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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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型产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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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若
V>>!

$

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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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贸易增量以边际产业内贸易增加为

主$反之以产业间贸易增加为主'同时如果
;>>!

$

'

M>>!

$

$其贸易增量以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增加为

主$反之以垂直型边际产业内贸易增加为主%

二&中美高技术产业贸易模式的测度

(一)高技术产业贸易模式的静态测度

据美国普查局的分类$高技术主要分为
$%

类!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光电技术&信息通信技术&

电子技术&集成制造技术&高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武器技术&核技术%我们将利用美国普查局的

数据$分别对
#%%#K#%$#

年中美高技术整体贸易及
$%

类高技术贸易模式进行测度%首先利用
a+b

指

数对其贸易模式进行静态测度$结果如下表
$

%

第一$

#%%#K#%$#

年中美整体高技术贸易
a+b

指数逐年下降%

#%%#

年其
a+b

指数为
%H7J

$自

#%%:

年其值均低于
%H7

$

#%$$

年与
#%$#

年下跌至最低的
%H#O

$据表
#

中
a+b

指数判定标准$中美高技

术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在逐步下降$正从产业内贸易向产业间贸易转变%而按照一国产业贸易调整的

正常周期$随着技术模仿和持续创新带来的两国产业发展差异的缩小$其产业贸易模式应逐步从产业间

贸易升级到产业内贸易$因此$二者相悖%

第二$从表
$

的中美
$%

类高技术贸易
a+b

指数看$其贸易模式存在明显差异%首先从纵向分析$

以
#%$#

年为例$中美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集成制造技术&高新材料技术&核技术等贸易模式均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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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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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产业内贸易$其他属产业间贸易或低水平产业内贸易%其次从横向分析$

#%%#K#%$#

年$中美生命

科学和高新材料技术贸易一直是高水平产业内贸易$其
a+b

指数均大于
%H7

$曾分别高达
%H&O

和

%I&%

'中美电子技术贸易的
a+b

指数在多数年份都大于
%H7

$也偏向高水平产业内贸易'中美集成制造

技术和核技术贸易的
a+b

指数分别从
#%%:

年和
#%$#

年超过
%H7

$转化为较高水平产业内贸易'而在中

美高技术贸易中占主体的光电技术&信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贸易的
a+b

值则一直接近零$表现为

产业间贸易$这也导致中美高技术贸易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而中美生物技术和武器技术贸易的
a+b

值则分别从
#%$$

年和
#%%7

年下降到
%H7

之下$转变为低水平产业内贸易或产业间贸易%

表
%

!

#$$#F#$%#

年中美
%$

类高技术贸易的
GHI

指数

高技术产品组
#%%# #%%: #%%6 #%%7 #%%N #%%O #%%J #%%& #%$% #%$$ #%$#

生物技术
%H&$ %H&: %HJ: %HJ7 %HJ: %HJN %HON %H76 %H7# %H:J %H:J

生命科学技术
%H&O %HJ7 %HJ& %HN: %HO& %HJ# %HJN %HJJ %HJO %HJN %HJ6

光电技术
%H$$ %H$6 %H#% %H$: %H$$ %H$$ %H%J %H%N %H$# %H%J %H%&

信息通信技术
%H#% %H$6 %H$% %H$% %H%& %H%J %H%& %H%& %H%J %H%N %H%N

电子技术
%HN7 %H7: %HN6 %HO$ %H7N %H7: %H6O %H6& %HN% %HJ$ %HJO

集成制造技术
%H:7 %H6& %H:7 %HN# %H76 %H76 %HNJ %HO6 %H67 %H7: %HN%

高新材料技术
%HJ# %HO% %HN7 %HN# $H%% %HNJ %HN& %HN$ %HJO %H&% %HJ6

航空航天技术
%H%N %H$% %H$N %H%O %H%J %H%& %H$6 %H$6 %H$N %H$J %H$7

武器技术
%H&& %HJ& %H&$ %H%: %H%# %H%: %H%: %H%# %H%$ %H%# %H%$

核技术
%H$7 %H$6 %H## %H#N %H7% %H#7 %H$N %H%N %H%7 %H6% %H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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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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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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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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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GHI

指数判定标准

a+b

指数 .

%

$

%H#7

) .

%H#7

$

%H7

) .

%H7

$

%HO7

) .

%HO7

$

$

)

产业内贸易水平 低 较低 较高 高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杜莉(

#%%N

)等的相关资料整理%

(二)高技术产业贸易模式的动态测度

$H

利用
S'c0C1('/

指数对中美高技术贸易模式的测度

尽管
a+b

指数可以反映两国产业贸易现状$但他只是一个静态指标$主要衡量某个特定时间点的

产业内贸易水平'而对产业内贸易类型及产业贸易变化的增量来源$难以真实衡量%我们可以利用

S'c0C1('/

指数对中美高技术贸易增量变化及其类型进行测度$结果如表
:

%

表
J

!

#$$#F#$%#

年中美
%$

类高技术贸易的
K7L6)=978

指数

高技术产品组 #%%#K

#%%:

#%%:K

#%%6

#%%6K

#%%7

#%%7K

#%%N

#%%NK

#%%O

#%%OK

#%%J

#%%JK

#%%&

#%%&K

#%$%

#%$%K

#%$$

#%$$K

#%$#

#%%#K

#%$#

生物技术
%H&J %H6& %HJO %HO: %H%7 %H66 %H%% %H6N %H%% %H:J %H::

生命科学技术
%H6% %HJ7 %H%% %H7% %H&6 %H&& $H%% %HO& %HJN %HO6 %HJ#

光电技术
%H%: %H:6 %H%: %H%J %H%J %H%% %HO7 %H6% %H%% %H%% %H%J

信息通信技术
%H%$ %H%: %H%J %H%J %H%: %H## %H$: %H%6 %H%% %H%# %H%6

电子技术
%H## %H&& %H&# %H#& %H$J %H%% %H6$ %H&6 %H%% %H:# %H&&

集成制造技术
%H%% %H#$ %H%% %H:& %H7N %H%% %H7% %H#6 %H%% %H%% %HN&

高新材料技术
%H7# %H7% %HJ: %HN# %H%J %HO# %HJ& %H%% %H7O %HN% %HOJ

航空航天技术
%H%% %H%% %H%% %H$% %H$7 %H%% %H#O %H:7 %H:# %H%O %H##

武器技术
%HN$ %HJ% %H%% %H%$ %H%% %H%% %H%% %H%% %H6: %H%% %H%%

核技术
%H%% %H%% %H%% %H%% %H%% %H%7 %H%%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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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K#%$#

年中美整体高技术贸易有
J%8

的年份
S'c0C1('/

指数小于
%H7

$并在
%H#7

以下$

说明其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仅有
#%%JK#%%&

年和
#%%7K#%%N

年$其
S'c0C1('/

指数分别达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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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H&7

和
%H7O

%而从表
:

看!

#%%#K#%$#

年中美信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和核技术的边际产业内

贸易指数均小于
%H7

$说明其贸易变化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或低水平产业内贸易'中美生物技术&光电

技术&集成制造技术和武器技术的
S'c0C1('/

指数在
J%8

以上的年份小于
%H7

$甚至接近
%

$其贸易变化

也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仅有生命科学技术和高新材料技术的贸易增量来自高水平产业内贸易%而电

子技术贸易的
S'c0C1('/

指数波动虽然频繁$但其
#%%#K#%$#

年的整体贸易
S'c0C1('/

指数达到
%H&&

$

增量类型主要表现为高水平产业内贸易%

同时$如果仅从
#%$#

年(相比
#%%#

年)的
S'c0C1('/

指数分析$中美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集成

制造技术和高新材料技术贸易的
S'c0C1('/

指数分别为
%HJ#

&

%H&&

&

%HN&

&

%HOJ

$表明其基于
#%%#

年的

贸易增量主要来自高水平产业内贸易$而以中美信息通信技术为主的其他
N

类高技术贸易增量主要来

自产业间贸易或低水平产业内贸易$这也导致
#%$#

年中美高技术贸易的
S'c0C1('/

指数接近为
%

$增量

以产业间贸易增加为主$与
a+b

指数结果一致%

#H

利用
!1E5 ^ V,TEW0CC

指数对中美高技术贸易模式的测度

由于
S'c0C1('/

指数没有明确划分产业内贸易增量的具体种类$为了进一步评估中美高技术产业贸

易模式$我们采用
!1E5 ^ V,TEW0CC

(

$&&&

)提出的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对
#%%#K

#%$#

年中美高技术贸易的动态变化及增量类型进行测度%

表
&

!

#$$#F#$%#

年中美高技术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年份 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
(

V>>!

)

边际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
(

;>>!

)

边际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
(

M>>!

)

#%%#K#%%: %H#J %H%6 %H#6

#%%:K#%%6 %H$O %H$$ %H%O

#%%6K#%%7 %H6$ %H$$ %H:%

#%%7K#%%N %H7O %H$: %H6:

#%%NK#%%O %H:$ %H%J %H##

#%%OK#%%J %H:% %H$O %H$:

#%%JK#%%& %H&J %H7% %H6J

#%%&K#%$% %H#J %H$N %H$:

#%$%K#%$$ %H$# %H%7 %H%O

#%$$K#%$# %H67 %H%O %H:J

#%%#K#%$# %H#$ %H$$ %H%&

!!

数据来源!

PHLH@0)*X*SX'0(X

$载
1//

2

!**

WWWH,0)*X*H

4

EB

*

.E'0-

4

)

+

/'(D0

*

*/(/-*/-,*

*

2

'EDX,/

*

(/

2

*%

首先从表
6

看$

#%%#K#%$#

年中美高技术整体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为
%H#$

$说明其贸易模式边

际增加量以产业间贸易增加为主$与
S'c0C1('/

指数结论一致%

其次从年度贸易变化量分析$中美高技术贸易的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边际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

数和边际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值都较小$基本在
%H7

水平之下$说明其贸易增量类型以产业间贸易为

主%仅有
#%%7K#%%N

年和
#%%JK#%%&

年出现明显变化$其指数值均增加到
%H7

以上$此时贸易增量来

源从产业间贸易升级到较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其中$

#%%7K#%%N

年的边际产业内贸易增量表现为垂

直型产业内贸易$

#%%JK#%%&

年则升级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增量$这反映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

构升级确实存在$但其并未持续出现$中美高技术产业间的结构性差异依然存在%

三&结论及调整建议

(一)主要结论及解释

$H

中美高技术贸易模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垂直型分工对其影响显著

从
a+b

指数&

S'c0C1('/

指数和
!1E5 ^ V,TEW0CC

指数分析得出相似结论!中美高技术整体的产

业内贸易水平较低$其正从
#%%#

年的高水平产业内贸易退化为产业间贸易$这与现代贸易理论的"新兴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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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贸易一般应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升级#的观点矛盾%尤其是在中美高技术贸易中占主要份

额的信息通信技术和光电技术$其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贸易增量也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或低水平产业

内贸易%据徐世勋等
(徐世勋&张静贞&林恒圣$

$&&#

!

$+$%

)

&杜莉
(杜莉$

#%%N

!

&%+&O

)

的研究"

$这种贸易模式是

以中美两国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础!一方面美国为了追求技术领先的优势利益$将技术研发和市场营

销等生产环节留在美国$向中国出口高技术类中间产品'另一方面$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中国$主要从

事高技术中间产品的加工装配生产工序$进口中间品$并将生产的最终制成品返销到美国$从而在中美两

国及其他经济体间$形成高技术中间品行业和最终高技术行业间的垂直型分工和贸易%

#H

中美部分敏感技术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与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密切相关

中美高技术贸易模式从产业内贸易向产业间贸易转变$与部分高技术受到美国技术出口管制分不

开%主要涉及四类高技术!第一$生物技术%由表
$

的生物技术贸易
a+b

指数看$其从
#%%#

年的高水

平产业内贸易转变为
#%$#

年的较低水平产业内贸易$从
S'c0C1('/

指数看$

#%%#K#%%N

年中美生物技

术贸易增量主要来自高水平产业内贸易$说明其产品技术差异较小$其增量从
#%%N

年转变为产业间贸

易或较低水平产业内贸易$则说明美国开始减少对中国的同层次生物技术出口$双边贸易中的技术差异

出现%第二$航空航天技术%基于争夺太空资源$保持其在航空航天技术领域的优势考虑$美国一直限

制其对中国的航空航天技术出口$导致
#%%#K#%$#

年的中美双边贸易的
a+b

指数及增量的
S'c0C1('/

指数都非常低$基本在
%H#7

水平以下$表现为产业间贸易%第三$武器技术%出于安全利益的需要$美

国一直对中国实施严格技术出口限制$甚至于
#%%O

年大幅度修改,出口管理条例-中的对华高技术出口

管制部分$在其影响下$从
#%%7

年开始中美武器技术贸易模式从高水平产业内贸易转为产业间贸易%

第四$核技术%

#%%#K#%$#

年中美核技术贸易从产业间贸易升级到较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说明双方

的技术差距在减小'但从
S'c0C1('/

指数看$其基本接近为
%

$贸易增量主要为产业间贸易$说明美国并

没有真正放开对中国的同层次技术出口$其高技术出口管理依然存在%此外$

S'c0C1('/

指数和
!1E5

^ V,TEW0CC

指数都表明!

#%%JK#%%&

年的贸易增量由产业内贸易主导引致$这和
#%%&

年美国将以往

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逐个审查$调整为向中国民用企业发放出口许可执照的政策行为明显同步%因此在

中美高技术贸易中$对华敏感技术出口管制影响很深%

:H

动静态测度结果表明中美部分高技术贸易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其技术差距在缩小

从
a+b

指数和
S'c0C1('/

指数看$有
6

类高技术贸易反映中美两国技术差异在缩小%首先$

#%%#K

#%$#

年中美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高新材料技术贸易的
a+b

指数一直大于
%H7

$表现为高或较高水

平的产业内贸易$而
S'c0C1('/

指数也显示在
&%8

的年份$其贸易增量来自高水平产业内贸易$说明中

美两国在这些高技术上的差距较小'其次$中美集成制造技术贸易的
a+b

指数从
#%%7

年上升到
%H7

以

上$表明其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两国在这一技术上的差距正逐步缩小$而从

S'c0C1('/

指数看$

#%%#K#%$#

年其贸易增量已主要由高水平产业内贸易提供$也说明两国的技术差距

正缩小%

(二)调整建议

虽然$近年来中国对美高技术贸易顺差增长迅速$但从其产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技术和

光电技术贸易$与垂直型国际分工密切相关%同时从中美
$%

类高技术贸易模式测度结果看$中国在对

美高技术贸易中并未获得与美国同等的贸易地位$在主要高技术上的差距依然存在%因此需要从具体

的高技术产业贸易模式治理入手$有针对性地调整高技术产业结构$增加中国实际收益%

$H

重点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和光电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中美两国并非在所有高技术产品贸易上是不对等交易$由于占主要份额的信息通信技术和光电技

术的贸易模式和增量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导致中美高技术整体贸易模式为产业间贸易$且其垂直型分工

+

N$

+

"

在产业内贸易中$如果
a+b

指数低于
%H#7

$他通常伴随着产业间高度垂直型国际分工'

%H#7K%H7

代表产业间有垂直分工'

%H7K

%HO7

代表产业间有水平分工$

%HO7K$

代表产业间有高度水平分工%



刘
!

威 等!中美高技术产业贸易模式的测度研究

特征明显%因此改善中美高技术贸易模式$增加中国实际利益$应主要从信息通信技术和光电技术产业

入手$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其知识产权保护$力争将其创新中心转移到中国'同时通过扩大内需$

增加国内对两类高技术最终产品的消费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美高技术贸易模式以产业间贸易为

主的现状%

#H

加强游说$降低美国对中国生物技术&武器技术及核技术的出口管制

美国一直明确将其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国家利益的首位$其对敏感高技术的保护和出口限制影响了

中美部分高技术的贸易模式%但从
#%%#K#%$#

年中美生物技术&武器技术及核技术贸易的
a+b

指数

和
S'c0C1('/

指数演变看$美国在这些高技术上并不总是实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

#%%#K#%%7

年$美国

的高技术出口管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所放松$使二者间贸易模式和增量来源主要表现为产

业内贸易%因此$游说美国政府及相关利益集团放松在这些高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是有可能的$尤其是

在生物技术和核技术上放松的可能性更大!前者从
a+b

指数和
S'c0C1('/

指数演变看$一直处于产业内

贸易水平相对较高或接近产业内贸易的阶段$后者从
#%$#

年的
a+b

指数看$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升相当

快$说明美国愿意将这些领域的同层次技术与中国进行出口贸易$因此可以将这两个产业作为加强中美

双方协调$减少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突破口$重点游说美国相关利益集团$改变美国政府决策%

:H

增加航空航天技术的进口来源地$维持中国在该技术上的创新优势

无论从
#%%#K#%$#

年中美航空航天技术贸易的
a+b

指数$还是从描述动态贸易增量的
S'c0C1('/

指数看$中美航空航天技术贸易模式一直维持为产业间贸易'同时
a+b

指数一直较小$显示美国对中国

航空航天技术出口相对进口增额非常小%两者共同说明!美国对中国航空航天技术出口偏少$层次偏

低%而这与美国在这一产业的出口限制密切相关$由于航空航天产业的竞争力关系到包括美国在内的

世界各经济体的安全&经济和政治等利益$未来美国仍难以放松这一领域的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因此

中国需要在维持自身航空航天技术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加强与俄罗斯&欧盟等航空航天技术大国的合

作$增加更多进口来源方$以扩大对这些经济体的技术进口$弥补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不利影响%

6H

强调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集成制造技术和高新材料技术的产品差异化建设

通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国在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集成制造技术和高新材料技术

等领域$已经实现了与美国同类高技术产业的水平型分工$双方的技术差异不断缩小$高水平产业内贸

易成为这些高技术双边贸易的主要特征$中国也真正从中获得了利益%未来中国需要继续保持这些高

技术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并着重进行产品差异化建设$保持与美国同类高技术的错位竞争$确立自身的

竞争优势$稳定扩大在上述高技术上的对美贸易顺差和实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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