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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标 准 与 制 造 业 出 口 竞 争 力
———基于中国 11 大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宋玉华 江振林

摘要： 本文在科学统计中国 11 大类主要行业标准规模的基础上， 尝试以面板模型来实证研究影

响中国行业出口竞争力的主要经济因素， 以期衡量历年中国行业标准的实施对提高相关行业出口竞争

力的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行业标准是除了行业劳动力投入之外对行业出口竞争力最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素， 尤其是信息产业、 机械工业和轻工行业的行业标准在提高行业出口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最后根据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 就中国各大行业应该如何利用行业标准来不断提高中国行业

的出口竞争力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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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国际经贸领域， 技术标准作为一种保护本国产业的手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 成为非关税壁垒

的主要形式。 在产业层面上， 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产业优势与标准优势、 产业主导权与标准主导权相辅

相成。 作为国家技术标准体系的重要环节和技术标准战略的关键实施领域， 研究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实

施对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对当前中国主导产业发展和技术标准战略实施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相关学者对行业标准影响相关行业的贸易和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诸多研究。 美国国家标

准学会 （ANSI， 2000） 指出技术标准在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Semejian 和

Watters （2000） 指出行业标准是推动国际贸易和消除技术贸易壁垒的重要工具， Swann 等 （1996） 对

技术标准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标准能促进贸易和增强竞争优势。 赵英、 龚绍岳、 倪

月菊等 （2007） 研究了技术标准对我国家电、 钢铁、 机械、 汽车、 ICT 和纺织等行业出口产品竞争力

的影响； 赵树宽等 （2004） 分析了行业标准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 龚艳萍和周亚杰 （2008） 以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实证分析了技术标准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发现技术标准是产业国

际竞争力重要的影响因素。 刘冰和侯俊军 （2008） 利用协整方程研究了轻工行业标准、 行业出口和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标准、 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中国轻工行业标准的实

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 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 由于行业技术标准在量化上的困难， 国内

外学者关于行业标准影响贸易和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还相对较少。

二、 中国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和指标

目前国内外研究一国或地区相关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学者们设计的用来衡量行业出口竞

争力的影响因素层出不穷， 从创新能力、 技术水平、 劳动力投入、 资本积累、 外资引进到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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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内贸易、 规模经济等。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他们倚重的经

济指标也有所不同， 因而最终进行回归的计量模型往往大相径庭。 本文在科学统计中国 11 大类主要

行业标准规模的基础上， 尝试以比较完整和严密的面板经济模型来实证研究影响中国行业出口竞争力

的主要经济因素， 以期衡量历年中国行业标准的实施对提高相关行业出口竞争力的作用和影响程度。
1.行业出口竞争力 （EX）
由于行业出口贸易额和行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非常紧密， 如果行业出口竞争力较强， 那

么该行业的出口额将会持续上升， 反之亦然。 因此本文的面板模型将中国 11 大主要行业的出口贸易

额作为中国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有效替代变量， 行业分类分别为信息产业 （XX）、 医药卫生 （YY）、 交

通 运 输 （JT）、 汽 车 工 业 （QC）、 能 源 工 业 （NY）、 纺 织 工 业 （FZ）、 石 油 化 工 （SY）、 冶 金 行 业

（YJ）、 机械行业 （JX）、 轻

工 行 业 （QG） 、 建 材 行 业

（ JC） 。 中 国 11 大 行 业

2001-2007 年的出口贸易额

如 图 1 所 示， 可 以 发 现 21
世 纪 初 以 来 中 国 主 要 行 业

的 出 口 贸 易 额 是 逐 年 不 断

提高的。
2.行业标准 （BZ）
行 业 标 准 是 一 国 技 术

标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 定 行 业 的 技 术 标 准 水 平

对 该 行 业 的 产 品 技 术 水 平

和 出 口 竞 争 力 具 有 决 定 性

影响。 行业标准通过数量、
质 量 和 实 施 效 果 等 多 方 面

影 响 行 业 的 出 口 竞 争 力 ，
因 此 如 果 要 准 确 衡 量 行 业

标 准 对 行 业 出 口 贸 易 额 的

影 响 力 ， 那 么 需 要 构 建 一

个 包 括 行 业 标 准 数 量 、 质

量 、 技 术 水 平 、 国 际 领 先

程 度 、 实 施 效 果 、 企 业 采

标率等多方面的评价体系，
绝 大 多 数 的 数 据 都 是 很 难

获 得 的 。 技 术 标 准 战 略 的

实 施 是 浙 江 直 面 国 际 技 术

壁 垒 、 提 高 出 口 竞 争 力 的

最 佳 选 择 。 因 此 ， 本 文 仅

以 中 国 历 年 出 台 行 业 标 准

的 数 量 为 应 用 指 标 ， 来 研

究 行 业 标 准 对 行 业 出 口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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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的影响。 中国 11 大行

业 2001-2007 年 每 年 出 台

的 行 业 标 准 数 量 如 图 2 所

示， 从 中 可 以 看 出 近 几 年

中 国 出 台 行 业 标 准 的 数 量

波 动 较 大， 各 个 行 业 之 间

存 在 较 大 的 差 异 。 交 通 、
机 械、 冶 金、 能 源、 信 息

等 行 业 出 台 的 行 业 标 准 相

对 较 多， 且 历 年 的 波 动 幅

度 较 大 。 而 医 药 、 汽 车 、
纺 织、 建 材 等 行 业 出 台 的

行 业 标 准 相 对 较 少， 且 历

年波动幅度较小。
3.行业资产规模 （ZC）
一 个 国 家 对 不 同 行 业

资 产 投 入 的 不 同， 会 造 成

不 同 行 业 之 间 资 金 实 力 的

差 异， 因 而 会 对 行 业 的 国

际 分 工 地 位、 制 成 品 的 技

术 水 平、 企 业 的 创 新 能 力

以 及 产 品 的 出 口 能 力 等 一

系 列 指 标 产 生 影 响。 本 文

以 行 业 的 累 计 资 产 总 额 为

行 业 资 产 规 模 的 有 效 替 代

变量，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
中国 11 大行业的历年资产

规模基本上都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但是各个行业之间差异较大。 资产规模最大的能源工业， 其资产

规模自 2004 年以来急剧增加。 机械、 轻工、 冶金、 石油化工等行业的资产规模也比较大， 而建材、
医药、 汽车、 纺织等行业的资产规模则相对较小， 且增长也比较缓慢。

4.行业劳动力规模 （LDL）
劳动力投入是除了资产规模之外另一个影响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基础因素。 中国是劳动力比较丰富

的国家， 因此劳动力投入在行业发展中的作用比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工业化国家要高很多。 中国的绝

大多数行业都是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本文以累计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为行业劳动力投入规模的有效替代变量，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 与行业资产规模类似的是， 11 大行业

劳动力投入规模基本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而行业之间差异较大。 轻工行业是劳动力投入规模最大

的， 远远高于第二位的机械和第三位的纺织。 而医药卫生、 汽车、 交通运输、 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劳动

力投入规模则相对较小。
5.实际利用外资 （FDI）
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和跨国公司投资理论以及众多的实证研究都表明， 进出口贸易和国际直接投

资具有相互促进的效应， 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和公司内贸易的重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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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国 承

接 了 发 达 国 家 大 量 的 产 业

转移， 尤其是自 21 世纪初

中 国 已 经 超 越 美 国 成 为 全

球 接 受 国 际 直 接 投 资 最 多

的 国 家 ， 因 此 中 国 各 行 各

业 实 际 利 用 的 外 资 应 该 在

中 国 相 应 行 业 的 出 口 发 展

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 于 行 业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的

数 据 无 法 找 到 ， 因 此 FDI
将 是 一 个 共 同 变 量 而 不 是

一 个 截 面 变 量 。 如 图 5 所

示 ， 中 国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数

量 呈 现 逐 年 增 长 的 态 势 ，
因 此 我 们 预 计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与 行 业 出 口 竞 争 力 具 有

正相关的关系。
6.研发投入 （RD）
研 发 投 入 是 一 个 行 业

整 体 及 行 业 内 企 业 进 行 技

术 创 新 、 实 现 产 业 和 产 品

的 转 型 升 级 、 提 高 产 业 和

产 品 的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重 要

因 素 。 尽 管 目 前 中 国 绝 大

多数行业的研发水平不高， 行业研发投入占行业利润的比例比较低， 但是在比如信息产业、 医药、 石

油化工等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中， 研发投入可能会扮演比较关键的角色， 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影响

中国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因素之一。 如图 6 所示， 中国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态

势， 因此我们预计研发投入与行业出口竞争力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在进行面板模型的计量回归之前， 首先需要对各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自相关。 根据 EViews 提

供的序列自相关检验方法 “相关图和 Q 统计量”， 找出原始数据中各个时间序列的自相关和偏自相关

系数以及 Ljung-Box Q 统计量， 来判断这些序列是否存在自相关。 检验结果显示， 46 个序列各阶滞

后的自相关和偏自相关值都接近于零， 并且 Q 统计量的 P 值都比较大， 因而可以判断这些系列不存

在自相关问题， 可以进行 OLS 回归。

三、 回归模型及实证结果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含有横截面 （个体）、 时间和指标三维的信息， 因此利用面板模型可以构造和

检验比以往单独使用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更为真实的行为方程， 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因

此， 本文利用中国 11 个主要行业 2001-2007 年的面板数据， 全面分析行业标准、 行业资产规模和劳

动力投入、 FDI、 研发等因素对中国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基本的面板模型如下：
EXit=αi+β1iBZit+β2iZCit+β3iLDLit+β4FDI+β5RD+uit i=1， 2， ...11， t=1，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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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设定形式检验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便是检验参数 α 和 β 系数是否 DSD 对所有个体样本点和时间都是常

数， 即检验样本数据究竟符合那种类型的面板模型， 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 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

性。 根据高铁梅 （2006） 提供的模型形式设定检验方法， ①分别计算两个 F 统计量：

F1= （S2-S1） /[（N-1） k]
S1/[NT-N （k+1）] 荠F [（N-1） k， N （T-k-1）]

F2= （S3-S1） /[（N-1） （k+1）]
S1/[NT-N （k+1）] 荠F [（N-1） （k+1）， N （T-k-1）]

其中 N 表示横截面个体的个数 （11）， k 表示解释变量的个数 （5）， T 表示时间序列的长度 （7），
S1 表示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S2 表示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S3 表示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

型的残差平方和。
根据以上两个公式计算， 得到两个 F

统计量的值分别为：
F2=28.807， F1=2.354
查 F 分布表， 在给定 5%的显著性水

平下， 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
F （50， 11） =2.5066， F （60， 11） =

2.4901
由于 F2>2.4901， 因此模型不 能 采 取

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形式； 又由于 F1<
2.5066， 因此模型将采取变截距形式而不

是变系数形式。 模型形式为：
EXit=αi+β1iBZit+β2iZCit+β3iLDLit+β4FDI+

β5RD+uit i=1， 2， ...11， t=1， 2， ...， 7
2.固定和随机效应检验

变 截 距 面 板 模 型 根 据 截 距 项 个 体 影

响的不同， 可以 分 为 随 机 效 应 和 固 定 效

应两种情况。 根 据 样 本 抽 取 的 不 同， 如

果数据包括了全 部 总 体， 那 么 固 定 效 应

比较可能； 而如 果 样 本 只 是 从 总 体 中 随

机抽取的某一部 分， 那 么 随 机 效 应 更 有

可能。 因此在进 行 了 模 型 设 定 形 式 检 验

之后， 还需要对 面 板 模 型 应 该 采 取 固 定

效应还是随机效 应 进 行 检 验， 标 准 的 检

验方法就是 Hausman 检验。
Hausman 检验显示， 不管是截面还是

时间序列都拒绝 固 定 效 应 的 零 假 设， 说

明截面和时间序列都应该采用随机效应，
回归应该采用随机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

3.模型回归结果

在 完 成 面 板 模 型 设 定 形 式 检 验 和 固

定效应随机效应 检 验 之 后， 本 文 将 以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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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的形式进行计量

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4.回归模型的检验

在完成随机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的

回归之后， 需要对回归结果进行相关检

验， 具体包括自相关检验、 单位根检验

和 White 异方差检验。 面板的自相关检

验一般采用相关图和 Q 统计量的方法，
残差序列的相关图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模

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
单位根检验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残差

序列是平稳的， 这就表明变量之间的关

系是协整的， 回归具有意义。 检验结果

如表 3 所示， 在分别检验共同单位根和

个体单位根的三种检验方法中， 均有两

种检验方法得到的统计量的 P 值都比较

小， 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 因此本文

的随机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的残差序列

是平稳的， 不存在共同单位根和个体单

位根问题， 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关系。
面板 模 型 的 white 异 方 差 检 验 方 法

与一般 OLS 回归的检验方法类似。 将回

归残差的平方作为因变量， 将原来的因

变量、 自变量及其平方作为自变量而构

建一个辅助回归以计算 R2。 White 证明

出： N*R2荠χ
2

k， 其 中 N 为 时 间 序 列 长

度， K 为辅助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个数

（不包含截距项）。 如果计算的 χ2 值大于

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则得出存

在面板模型存在异方差的结论。 检验结

果显示， 7×0.9689=6.7823， 小于自由度

为 12 的 5%显 著 性 水 平 对 应 的 临 界 值

21.03， 因 此 面 板 模 型 不 存 在 异 方 差 问

题。 同时 12 个解释变量的绝大多数 t 值

都不显著， 回归模型的 F 统计量也较小

（见表 4）， 这些都说明随机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随机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行业的劳动力投入规模是影响中国主要行业出口竞争

力最显著的因素。 在本文的中国 11 大类主要行业中， 尽管信息产业、 医药、 石油化工、 汽车等行业

已经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型升级， 但是从总体来看中国的绝大多数行业依旧是劳动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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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中国的绝大多数行业的发展依旧主要依靠大量劳动力的投入。 具体的定量关系是， 11 大行业

的劳动力投入每增加 1 个单位 （1 万人）， 那么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额将增加约 5.6 亿美元。
与劳动力投入的显著影响相比， 行业资产积累对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不太显著， 且负向影响与

传统的经济理论不太符合。 行业资产规模对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为， 11 个行业的总体资产规

模每增加一个单位 （1 亿元）， 那么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额将小幅下降 0.0074 亿美元。 由于国家经济

安全、 产业特征以及经济发展规划等因素的影响， 行业资产积累的规模与行业出口贸易额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错位， 能源、 冶金、 石化等资产规模较大的重工业并不是出口贸易较多的行业， 而纺织、 机

械、 信息等资产规模较小的轻工业却是出口贸易较多的行业， 这一错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业资产积

累对行业出口贸易额影响不显著且方 向

为负向。
中国 总 体 的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和 研 发 投

入都没有对 11 大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

显著影响， 实际利用外资的影响为正向，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每提高 1 个单 位

（1 亿美元）， 11 大行业的出口贸易额将

小幅增加 0.86 亿美元， 而研发投入的影

响为负向， 中国总体研究与实验发展 经

费支出每增加 1 个单位 （1 亿元）， 11 大

行业的出口贸易额将下降 0.043 亿美元。
这两个因素的不显著的影响很可能与 数

据的不完整性有关。 由于无法找到分 行

业的实际利用外资和研发投入， 而中 国

总体的外资和研发数据无法全面完整 地

反映外资利用和研发投入在这 11 个行业

中所发挥的作用， 得到这样的回归结 果

也是可以理解的。
行业 标 准 在 提 高 中 国 主 要 行 业 出 口

竞争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行业标准是出了行业劳动力投入之外 最

显著的正向影响因素， 11 大行业的行业

标准每提高 1 个单位 （1 个）， 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额将提高 0.89 亿美元， 这是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
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分析各类行业标准对相关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程度， 本文进一步将行业标准这

一变量作为变系数变量进行面板模型的回归， 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行业标准的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信息产业 （XX）、 机械工业 （JX） 和轻工行业 （QG） 的

行业标准对行业出口贸易额存在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影响程度分别为这三个行业的行业标准每提高

1 个单位， 行业出口贸易额将显著增加 4.72、 4.33 和 15.69 亿美元。 同时， 能源工业 （NY） 和建材工

业 （JC） 的行业标准对行业出口额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 影响程度分别为这两个行业标准每增加

1 个单位， 行业出口额将减少 3.66 和 5.94 亿美元。 除了这五个行业的行业标准之外， 其他六个行业

的行业标准对行业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影响的方向也是有正有负。
基于以上的计量回归结果， 本文认为中国各大行业应该积极制定相关政策， 利用行业标准来不断

提高中国行业的出口竞争力。 首先需要大力加强以行业标准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技术标准体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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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 国家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 可以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有技术支持、
有标准指导、 有战略保障的和谐发展环境， 是以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出口竞争力提高的基础。 其次， 加

快行业协会的角色转型和结构重组， 使得行业协会在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主要作用。 推动行

业协会从大企业的代表向整个行业的代表转型、 需要从松散的组织向有纪律性的组织转型、 需要从行

业标准的生手向行业标准的能手转型。 再次， 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和加快企业标准的制定速

度， 将在行业内具有技术领先和指导意义的企业标准升级行业标准， 对推动行业标准制定和实施工作

表现优异的企业实施一定的奖励和政策优惠。 最后， 充分利用中国各地的产业发展特色， 因地制宜地

为行业标准的发展服务。

注释：

①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s 应用及实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305-3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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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 Standard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Pro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a 11 Industries

SONGYu-hua JIANG Zhen-lin

Abstract: This paper quantifies the occupation standards of China 11 main industries, and uses
panel data model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ementation of occupation standards and ex-
port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product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 occupation standards are
the most prominent elements besides labor force that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industrial export com-
petitiveness. The occupation standards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machinery industry and light industry
are playing key roles in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products export. In the end,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use occupation standards to improve China export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Occupation standar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Panel data model;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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