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 

文/王薇薇 宋书灵 

   环境与贸易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类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巨
大威胁，同时可持续发展观的出现，使人们对环境的更加关注，给世界贸易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目前学者们大都借助于Grossman和Krueger(1991)对NAFTA的环境效应的研究，把贸易的环境
效应分解为三部分：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是由于各国之间开展贸易活动之后，国家会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品而进口其他产品。规模效应，是指在生产活动的污染系数一定和产业结构的布局一定的情况下，
国际贸易促进了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从而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技术效应，是指随着收入水平的
提高，对洁净环境的偏好增加，愿意支付更多的钱购买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
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引入要素禀赋差异以及收入差异后表明：贸易对世界污染的
作用取决于要素禀赋差异以及收入差异的相对程度。 
   二、建立计量分析模型 
   1、建立模型及指标说明 
   我们借鉴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的模型，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SO2=a0+a1GP+a2TR+a3KL（SO2-二氧化硫排放量，GP-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R-贸易开放度，KL-
资本劳动比） 
   2、对外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 
   针对方程进行回归检验（年限为1992-2005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整个方程以及每
个变量都通过了检验： 
   SO2=0.2504-1.4043GP+0.1114TR+0.2504KL (1) 
   （0.000）（0.000） (0.051) (0.000) 
   3、欧美日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 
   美国、欧盟和日本是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在2006年，美国、欧盟和日本三者的份额达
43%。单独分析同这三个国家的贸易对我国环境的影响是有意义的。 
   针对方程SO2=a0+a1GP+a2ATR+a3ETR+a4JTR+a5KL回归，结果表明整个方程和每个变量都通过
检验： 
   SO2=0.2315-0.6884GP-3.6310ATR+1.5853ETR+1.3830JTR+0.2907KL (2) 
   (0.000) (0.000) (0.017) (0.083) (0.081) (0.000) 
   其中，ATR、ETR和JTR分别为中美、中欧和中日贸易开放度。 
   4、回归结果分析 
   （1）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 
   方程（1）（2）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系数为负，说明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SO2排放量有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我国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中技术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表明随着我国人均GDP
的不断增长，人们收入大幅增加，对于清洁产品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促使厂商采取清洁生产的行
为，这些对于我国环境的影响都是极为有利的。 
   （2）结构效应 
   方程（1）中贸易开放度的系数为正，说明了贸易开放度与SO2排放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这验证了“污染天堂”的假说，即在贸易自由化程度加大时，由于各国环境标准差异，导致污染产
业从标准高的发达国家转移到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从回归分析说明我国已有成为污染转移目的地
的趋势。 
   方程（2）考查了同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贸易同中国环境的关系。美国贸易对中国的SO2排放
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与美国贸易过程中，不存在污染转移的问题，相反，贸易降低了环
境污染程度。但是中欧贸易和中日贸易与SO2排放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欧盟和日本两国的
贸易已经使得其污染向我国转移。而整体贸易与环境污染是正相关关系，表明同发达国家的贸易
中，其污染向我国转移的影响已经大于通过贸易来促进清洁产品技术发展的影响。 
   （3）要素禀赋 
   方程（1）（2）中资本劳动比的系数为正的，说明我国资本劳动比与SO2排放量之间存在正相
关关系。资本劳动比反映我国的要素禀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这主要是

 



由于引进大量外资的结果。当收入差异大于要素禀赋差异时，贸易使得污染密集产业向低收入、环
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转移，而我国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异远大于贸易禀赋差异，因此资本劳动比的上
升体现了污染密集产业的比重的上升，外商通过对我国的投资将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必将引起我
国环境质量的下降，这是值得警惕的。 
   四、我国发展贸易的对策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重视污染转移问题。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应该鼓
励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先进技术及生产工艺的投资，同时应该适当控制和调整污染密集领域的产
业的投资，尤其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以解决引进外资扩大开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按照不同贸易国家的环境效应，实施不同贸易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速环保产
业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建立健全环保产业发展机制。政府应该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促
进相关环保产品的市场的发展，建立合理的价格体制，实现以经济调节为主、法律和行政手段为辅
的环保产业发展机制（作者王薇薇系北京大学在读硕士；宋书灵系中国人民大学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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