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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竞争力是竞争力在产业层次上的体现，!""# 年 ##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

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成为国内学术界、产业界乃至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测评体系的设计则是产业竞争

力研究的核心内容。静态竞争力评价、竞争力潜在变动趋势估计，以及竞争力影响因素对竞争力变动的

贡献分析是产业竞争力测评的三个层面。从这三个层面出发，通过一系列指标与模型，可以构建产业竞

争力实证研究的系统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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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是对传统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和突破。关于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概念及它

们之间的关系，国内已经有许多相关论述的资料。简单地说，比较优势是一种成本上的竞争力，它

是在所谓“前贸易环境”（456 $ 75896 6:;<5=:>6:7）下国家或地区间因为资源禀赋的差异而表现出来的

产品成本差异。而竞争力的概念则更为广泛，它反映了包括成本和其他非价格因素对贸易的影响，

与前者相比，它更易于在多因素作用的、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被观察。但由于成本竞争在国际

贸易竞争中的特殊重要性，以及数据资料的可掌握性，在现今关于竞争力的计量研究中，比较优势

仍然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一、产业竞争力的静态估计

产业竞争力的静态测定指标与模型主要有：显示比较优势模型、国内资源成本法、社会净收益

评判、利益成本分析、净出口指数与产业内贸易指数等，它们分别从贸易实绩、资源转化、规模经济

等方面反映产业竞争力的现有状态。

（一）贸易绩效所反映出的产业竞争力

从总体上看，某一产业的竞争力最终总要表现在产品的贸易绩效上，因此对贸易绩效的直接观

察能够“显示”出产业竞争力的程度。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用显示比较优势模型揭示竞争力的状

态。显示比较优势系数（*()）是指一国某种商品出口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种产品出口占

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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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 " 国在 # 时期对 ! 商品的出口额，%!"’为 # 时期 ! 商品的全世界出口总额。

虽然 !"# 系数是为了揭示比较优势而提出的，但是，由于它是从贸易数据计算得出，而贸易数

据可以说是在多因素（包括成本因素和非成本因素）影响下的一种贸易表现，因此，与其说 !"# 系

数“显示”的是比较优势，倒不如说其是一国在某商品生产出口上的综合竞争力的体现。

（二）从资源转化效率和社会收益情况衡量产业竞争力

由于资源在产业间和地区间的流动性，某一产业经济活动的资源转化效率及其对社会总收益

的影响与该产业的竞争力态势密切相关。$%&’(、")*’*%+、,*-%.(’ 在国内资源成本的理论框架中提

出了国内资源成本和社会净收益指标，前者揭示了国内资源以什么样的比率被转换成外汇，而后者

则说明产业经济活动对社会总福利带来的影响。可行性分析中的利益成本比率也可以从产品边境

价格与总成本之比的角度，比较直观地反映产业的成本收益情况。

（/）国内资源成本

国内资源成本（0!"）可以定义为：某项商品的生产贸易活动，每赚取（或节约）一边际单位外汇

所消耗的国内资源成本的价值。国内资源成本与汇率相比得到国内资源成本率（0!"!）。

0!" 的理论方程写作：

()*" $ " 生产活动所消耗的国内资源成本
净外汇所得（或净外汇节省） $

!
+

, $ 1
-."/. 0 1"

2" 0 +" 0 )"

其中，-."指 " 产品生产活动所需第 . 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将外汇视为第 / 种生产要素，因此 . 从

1 开始取值），/. 为第 . 种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1" 为 " 产品生产的外部效果，2" 为以边境价格计算

的 " 产品的产值，+" 为以到岸价格计算的 " 产品生产中可进口中间投入，)" 指 " 产品生产中所有外

国直接拥有的生产因素的机会成本。

但在实际操作中，考虑资料的可掌握性以及资金的时间价值等情况，有研究［/］将公式变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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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7. 为单位产品边境价格（以美元计算），4.、8. 分别为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成本（以本币

计算）。当 7. 取值市场价格，4.、8. 取值实际成本，而!取值官方汇率时，公式反映该产品的竞争力

情况；而当 7.、4.、8. 取值影子价格和影子成本，!取影子汇率时，公式可以反映该产品的比较优势。

6 为折现率。

事实上，0!" 可以看作该项产品生产贸易活动的“自己的汇率”，或者说国内资源通过该产品

贸易活动转化成外汇的实际比率。将 0!" 与官方汇率（影子汇率）比较，若比值 0!"! 3 /，则说明

该产品的生产贸易活动具有竞争力（比较优势），反之则不具备；0!"! 2 / 则该产品生产在资源转

化效率上处于平均水平，既无优势，也无劣势。

（1）社会净收益（45,）

社会净收益与国内资源成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表示某项产品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净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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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值上，当 "#$# % & 时，’() 肯定大于 *，说明该项经济活动取得正的社会净收益；反之则

’() % *，该项经济活动会产生社会净损失；当 "#$# + & 时，’() + *，说明该项经济活动刚好达到利

益平衡，社会收益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可以更直观地反映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对国内资源成

本有辅助说明的作用。

（,）利益 - 成本分析

同样，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等情况，利益 - 成本比率（.$#）的估计公式可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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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6,、5,、71, 分别取值每单位产品及其国内资源成本、国外资源成本和总成本的市场价格

时，得到反映该项经济活动竞争力的“财政利益成本比”（/.$#）；当它们取值影子价格时，得到反映

该项经济活动比较优势的“经济利益成本比”（0.$#）。

在 .$# 的计算公式中，之所以把国内与国外资源成本分开，是为了显示 .$# 比率与 "#$ 之间

的内在联系。在实际操作中，总是直接用总成本折现计算的。

一般而言，.$# 1 &，说明该产品的生产贸易活动的成本能够为收益所补偿；.$# % &，则说明该

项活动不经济，根据 .$# 指标大小对不同的商品生产贸易活动进行排队，其结果可以相应地反映

从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哪些产品的生产贸易活动是最优或较优的，从而为竞争力和比较

优势的主要计量指标的计量结果提供参照，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

（三）产业竞争力中的规模经济因素

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突破之一是发现产业优势不仅来源于资源禀赋，而是同样可以来源于制度

因素。规模经济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来源。产业内贸易指数（233）可以用来反映源于规模经济

的产业内贸易的水平。

事实上，233 指数是用来说明反映竞争力来源的贸易类型的指标，而非度量竞争力强弱程度的

指标。(456789:; 在对二战后发达国家的贸易进行研究之后发现，由于多数工业品的生产具有规模

报酬递增的特点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存在产品差异），因此，资源禀赋近似的发达国家之间，

可以通过发展产业内贸易、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赢得竞争性地位。这种

趋势尤其表现在固定成本和 #<" 费用高昂、规模经济效果显著的产业领域内。

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877 + & -
= 9:$ - (:$ =
9:$ > (:$

+ & - = !/ =

其中，!/ 为净出口指数，!/$: +
9:$ - (:$
9:$ > (:$

，9:$、(:$分别表示 : 国 $ 商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233 指数的值在 * ? & 之间变动，233 + * 说明完全是产业间贸易，233 + & 说明完全是产业内贸

易，233 + *@A 表示产业内贸易的份额与产业间贸易的份额相等。233 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一国的贸易选择和产业竞争力是否基于资源禀赋或是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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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潜力与变动趋势

由于多种贸易条件的影响，产业可能具有不同于其现有竞争态势的潜在竞争力或变动趋势。

衡量这种潜在竞争力或竞争力变动趋势的指标有：有效保护率、比较价格指数、比较优势变差指数

等。

（一）贸易保护政策下的产业潜在竞争力

贸易保护政策会对产业真实的竞争力水平造成扭曲，这种扭曲可以用商品的有效保护率来测

量。有效保护率是指在贸易保护的作用下，产品生产的附加值比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所产生的附加

值增加的百分比，因此，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处于贸易保护下的某产品的竞争地位在自由贸易条件

下的潜在变化趋势。其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 +-

$）. + -
$，为 $ 产品的名义保护率；+,

$ 、+-
$分别为 $ 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价格；*)$表示

自由贸易条件下，每单位 $ 产品生产成本中可进口性投入要素 ) 所占的比例，&) 为可进口性生产要

素 ) 的名义保护率。如果 $%& ’ (，说明 $ 产品生产受到正保护，潜在竞争力低于现有竞争力水平，

如果 $%& ) ( 则说明 $ 产品受到负保护，具有高于目前竞争力水平的潜在竞争力。

（二）价格指数体现的产业竞争力变动

价格指数反映产品价格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情况，因此可以用来说明产品竞争力的变化。比

较价格与比较价格指数分析［*］正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为基础，利用比较价格代替比较成本

说明产品的比较优势，并用比较价格指数说明比较优势的变动趋势。用公式说明：

/#0)*( "
#)* . #)1
#&* . #&1

（!）

/#20)*! "
#2)* . #2)1
#2&* . #2&1

（*）

/#0)*! "
#)* + #2)*
#)1 + #2)1

#&* + #2&*
#&1 + #2&1

" /#0)*( + /#20)*! （,）

其中，#)*、#)1、#&*、#&1——— ) 国与 & 国 *、1 产品基期的贸易前价格；#2)*、#2)1、#2&*、#2&1——— ) 国与 &
国 *、1 两产品的报告期价格指数；/#0)*(——— ) 国 * 产品基期比较价格；/#0)*!——— ) 国 * 产品报告

期比较价格；/#20)*!——— ) 国 * 产品报告期比较价格指数。

/#0)*( ) !，说明基期 ) 国 * 产品具有比较优势；/#0)*( ’ !，则基期 ) 国 * 产品不具比较优势。

/#20)*! ’ !，则 /#0)*! ’ /#0)*(，说明 ) 国 * 产品竞争力在报告期下降；/#20)*! ) !，则 /#0)*! )

/#0)*(，说明 ) 国 * 产品竞争力在报告期上升。

能够真实反映成本的贸易前价格在实际中是难以取得的。但在农产品，特别是谷物等主要粮

食作物的竞争力测评中，可以考虑用政府收购价格或保护价格来取代。而比较价格指数（/#20）的

应用具有独立性，它不需以比较价格的计算为前提，生产者价格指数的数据也容易取得，具有较强

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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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口增长速度体现的产业竞争力变动

仅从出口增长速度出发，还有人提出用出口优势变差指数来描述一定时期内不同产品的出口

竞争力变化状况：

! !（"# " "$）# $%%
其中，"#、"$ 分别为 # 商品和全部商品的出口增长率。经验上，! & %，说明 # 商品竞争能力在报告期

上升；! ’ %，说明 # 商品竞争能力在报告期下降。

三、因素贡献研究

考察各种因素对产品竞争力的贡献是竞争力研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它可以提供有关

竞争力来源的信息，为设计有关创造、提升竞争力的具体措施提供线索和依据，从而达到竞争力研

究的根本目的。现有的因素贡献研究大致集中在成本要素贡献和生产率变动的贡献这两个领域。

（一）成本要素对竞争力变动的贡献

要素投入影响总成本继而影响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很多，这里只介绍一个简单的模型，这一模型

可以考察成本结构、要素价格、投入量等因素对竞争力的综合影响。

将总成本分为若干组成部分，建立联立方程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国 $ 时期内第 # 种（劳动、资本、燃料）成本，& 表示生产和加工的部门（或某产品）；

*———时间趋势变量；!、"———待估参数。#为随机扰动项。用最小二乘法估计。

"
&
#’为反映 ’ 国 & 部门（产品）第 # 种成本成分的年际变化的参数，"

&
’ 则为 ’ 国 & 部门（产品）总成

本年际变化的参数，因此可以用"
&
#’ +"

&
’ 表示第 # 种成本的变动对总成本变化趋势的贡献，亦即第 #

种成本成分的变动对 ’ 国 & 产业部门成本竞争力的影响。

该模型的前提是将竞争力定义为一种成本上的优势，通过计量模型来测定各项成本因素对总

成本变动（即竞争力变动）的贡献，而没有考虑生产率对成本变动的影响。

（二）全要素生产率在竞争力变动中的贡献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研究经济增长时发现了经济增长和要素投入之间的“增长余值”，并将这

一“余值”归结为技术进步的作用（当然，“余值”的构成是有争论的）。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认为可以

采用乔根森的超越对数法，在总量和部门两个层次上对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度量，并

用比较产出价格和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家间的产业竞争进行研究。

第一步，从总生产函数和部门生产函数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从总生产函数进行估计：

总生产函数 , ! -（.，/，$）
总增长计算公式 0 ,-1 ! 0 ,-, " 2&0 ,-. "（$ "!&）0 ,-{ /

其中：,———实际总增加价值（./0,，011./102/，30,4/ " 055/5）；.、/、$———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和技术

水平；1———全要素生产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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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门生产函数进行估计：

第 ! 个部门的
生产函数 "! " #!（$!，%!，&!，’!，(）
增长计算公式 ) #$*! " ) #$"! %!+!

) #$+! %!%!
) #$%! %!&!

) #$&! %!’!
) #$’{

!

&’()* 合并：) #$* , !
-

+
.! #$*










!

其中，"!———产业部门的总产量；$!，%!，&!，’!，(———初始投入（,*-()*. -$/01）资本、劳动，与中间投

入的能量与物资，技术水平；*!——— ! 产业部门的生产率。

.! 为 &’()* 权数，其计算公式为 .! "
/!"!
/0 。值得注意的是，/!"! 为 ! 部门的总产值，/0 为总增

加值，因此各产业的 &’()* 权数合计并不等于 +，即!
-

+
.! " + 。研究数据表明，通过部门生产函数

和 &’()* 合并法得出的 23, 增长率，与利用总生产函数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第二步，用比较产出价格和比较 12/ 水平对竞争力格局进行描绘［4］。

566 和 2)$7 根据加、美两国各产业部门的商品价格资料构造了各产业的购买力平价，以“产出

的购买力平价除以汇率”得出比较产出价格，用以代表竞争力相对水平，并在单边生产函数全要素

生产率估计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双边生产函数和价格方程对加、美两国的比较 12/ 水平进行了估

计。

在价格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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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建立比较 23, 水平估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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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 个产业部门的产出价格；#$<3! ———指｛#$/$
! ，#$/%

! ，#$/’
! ｝，是 ! 产业资本、劳动、中间

投入的价格对数的矢量；(———作为技术变动指标的时间变量；5———90((. 变量，加拿大为 +，美国

为 :；705
! ———加拿大对美国的比较 23, 水平；703

! ———为加、美第 ! 产业部门的第 3 种投入的平均补

偿份额（);6*)76 <’(/6$=)1-’$ =>)*6），703
! " +

!［03!（89-）8 03!（:;）］。

得出比较产出价格和比较 23, 水平后，可以通过绘制散点图，根据各产业在图中的分布位置，

直接观察加美之间各产业的竞争力和 23, 水平的比较状况。

图中，由比较产出价格等于 + 和比较 23, 水平等于 + 的线，将整个图形分为四个象限。分布在

!、"象限的产业，加拿大竞争力低于美国，在#、$象限的产业，加拿大竞争力高于美国；分布在

"、#象限的产业，加拿大 23, 水平高于美国，在!、$象限的产业，加拿大 23, 水平低于美国。

如果以比较产出价格、各项比较投入价格、比较 23, 水平等作纵轴，时间变量为横轴绘制折线

图，还可以得到各项指标的变化趋势，和趋势之间的直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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