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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正文未报告部分 

附件 II参数校准与数据处理 

1.外生变量 

在对模型参数和外生变量的区分上，本文将根据统计资料可逐年查得的部分一律划为外生

变量，使模型求解尽可能贴近现实。选取的外生变量及数据来源见表 1： 

表 1：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及数据来源 

符号 含义 数据来源 

h

tL  H 国就业人数 WIOD 数据库 

f

tL  F 国就业人数 WIOD 数据库 

tEx  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汇率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h

t  H 国一般贸易部门的资本投入比例 WIOD 数据库 

f

t  F 国一般贸易部门的资本投入比例 WIOD 数据库 

( )1 1 h

t−
 H 国一般贸易部门内的中间品替代弹性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 )1 1 f

t−  F 国一般贸易部门内的中间品替代弹性 历年《美国统计年鉴》 

注：①世界其他地区（F国）就业人数，借鉴Kehoe et al(2013)  ，由各年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劳动力人数与对应国家同中国双边贸易

额占中国进出口（含服务）的比重加权得到； 

② 人民币汇率被设定为外生，模型封闭时无须设定国际收支平衡条件（这意味着本文的模型是一般（非）均衡模型）； 

③ WIOD数据库未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用两国所有部门各年资本投入的平均比例替代一般贸易部门的资本投入比例。 

④ 两国中间品的国内替代弹性 ( )1 1 h

t− 和 ( )1 1 f

t− ，前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换算得到，后

者根据历年《美国统计年鉴》中的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换算而得。 

2.固定参数 

通过借鉴相关文献得到。对于国内外消费品之间的阿明顿弹性，参照 Brunner and 

Naknoi(2003)，取 6，即
( )1 1 6− =

，也即 5/6 = ；考虑到中间投入的“专用性”，通常认

为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比制成品要小（Furusawa and Lu，2007 等），但不同文献取值迥异。

参照彭支伟和佟家栋(2012)的折中做法，取 1.5，即
( )1 1 1.5− =

，或者 1/3 = ；消费者跨

期效用函数中的贴现因子和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均参考 Kehoe et al.（2013），分别取 0.9600 和

1.3300；资本折旧率参照张军等（2004），取 0.0960。另外，本文模型假定加工贸易部门不同工

序中间品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差异是决定跨国生产分割的重要依据。根据WIOD Socio Economic 

Accounts 数据库计算出中国在样本起始年份（1995 年）所有行业的平均资本投入比重为 0.4540，

将该值设为加工贸易部门不同工序中间品资本投入比重的均值，并将位于加工贸易GVC 中资本

密集度最低和最高工序环节的资本投入比重设分别设为 0.1050 和 0.8000，则对应的 h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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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50。总结如表 2： 

表 2：模型中的固定参数及取值 

符号 含义 取值 

( )1 1 −  两部门国内外消费品间的阿明顿弹性 5/6 

( )1 1 −  
一般贸易部门中两国复合中间品的替代弹性，以及加工 

贸易部门内不同生产环节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1/3 

  消费效用贴现因子 0.9600 

  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 1.3300 

  资本折旧率 0.096 

h  加工贸易部门不同环节间要素密集度差异系数 0.6950 

0  加工贸易部门劳动密集度最高工序环节的资本投入比重 0.1050 

3.调校因子 

除上述固定参数和外生变量以外，模型还涉及 17 个需要赋值的参数（见表 3）。这类参数

难以依据现实数据校准，或者通过参考现有文献得到。但正如“卢卡斯”批评所指出，由于经

济环境不断变化，描绘经济主体行为的许多参数事实上并不稳定。因此本文参照 Kehoe et al

（2013）的做法，以数据样本期间中国和 ROW 的现实生产和贸易结构为锚，通过调校的方法

来为上述参数逐年赋值（这些参数被称为“调校因子”，Scaling Factors），直至模型数值解能

够精准再现事实。 

表 3：模型中的待调校因子 

符号 含义 符号 含义 

prhh

t  
H 国加工贸易部门制成品生产中， 

国内投入的平均密集度系数 

prC

t  
F 国国内生产的加工消费品 

效用权重 

prff

t  
F 国加工贸易部门制成品生产中， 

国内投入的平均密集度系数 

prI

t  
F 国国内生产的加工投资品 

权重 

h

t  
H 国一般贸易部门制成品生产中，国内 

投入的密集度系数 

C

t  
F 国居民总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 

加工消费品的比例 

f

t  
F 国一般贸易部门制成品生产中，国内 

投入的密集度系数 

I

t  
加工制成品在 F 国投资品中所占 

比例 

ch

t  
H 国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国产消费品的 

效用权重 

h

tA  
H 国一般贸易部门的中间品生产 

效率 

cf

t  
F 国一般贸易部门的复合消费品中，国产 

消费品的效用权重 

f

tA  
F 国一般贸易部门的中间品生产 

效率 

Ih

t  
H 国投资品形成过程中，国产品的相对 

权重 

qprh

ta  
H 国加工贸易部门的中间品生产 

平均效率 

If

t  
F 国投资品形成过程中，国产品的相对 

权重 

qprf

ta  
F 国加工贸易部门的中间品生产 

平均效率 

*(n )t  H 国生产的加工中间品区段边界值对应的中间品在两国生产的相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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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数据样本期间中国和ROW 各年度GDP 及贸易的规模和结构特征，对模型施加额

外约束，将部分待调校因子转由模型决定，也即在使模型数值解“再现”事实的同时，解出上

述因子的最优值。根据数据可得性并遵守各约束相互独立的前提，本文为模型引入的约束共计

13 个：①两国历年GDP 和用用投资占比表示的GDP 结构（4 个）；② H 国各年度加工贸易余

额和一般贸易余额占 GDP 的比重、H 国贸易依存度、H 国消费品及投资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

率、加工贸易中间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率、F 国消费品及投资品进口占其总进口的比率（8 个）。

以上约束均基于事实数据构建，其中加工贸易数据根据历年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报告整理而得，其他数据均由WIOD 提供的 1995-2014 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整理得到。总进（出）

口额减去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一般贸易进（出）口额。③模型假定加工制成品可在两国

同时生产，且无贸易成本，对应的均衡条件为H 国提供的中间品在两国制成品单位产出中获得

的收益份额相等（1 个）。通过上述处理，可将 13 个调校因子当作内生变量来求解。另外剩余 4

个，须通过逐年调整寻值。本文选择的是两国一般贸易部门和加工贸易部门的技术效率，即
h

tA 、

h

tA 、
qprh

ta 和
qprf

ta 。为降低上述 4 个参数取值可能存在的随意性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替代

弹性进行敏感度检验（附件 III），对比模拟结果在不同的弹性值场景下是否稳健。 

4.对加工贸易数据的处理 

由于WIOD 数据库不提供加工贸易数据，需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加工贸易数据。本文模拟所

用的各年度加工贸易数据采自历年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其他贸易数据根据WIOD 数据库整理得

到。但不同来源数据统计口径可能存在差异，为此本文采用如下处理方法：① 历年商务部和海

关总署将公布的货物贸易数据分为“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三部分，将“一

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合并为一般贸易，计算各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占货物贸易总进（出）

口的比重；② 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将公布的货物贸易数据不包含服务贸易，而根据 WIOD 可以

计算中国与 ROW 之间各年包含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包含服务贸易能更全面体现现实中两

国的产出和贸易结构，且附录表 1中的其他外生变量，比如就业人数、资本投入比重等，也均

包含服务业各部门，贸易数据的口径应当与之统一），因而根据 WIOD 数据库计算各年货物贸

易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③用各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占货物贸易总进（出）口

的比重乘以货物贸易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得各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总进（出）

口的比重，余下的部分全部视为一般贸易（将服务贸易也归入一般贸易）。 

正文文献综述部分提到，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将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进行区分，分别估

算不同贸易方式带来的国际分工收益，需要依据投入产出平衡的原理设计一定的优化算法，将

加工贸易数据“分配”至各行业。这种“人为的”处理方法可能并不与现实一致，影响估算结

论的准确性（包括分行业计算后汇总得到的结论），而运用本文的分析框架，无须将加工贸易进

行人为分解，直接将统计数据代入模型进行估算，结论可能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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