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贸易自由化、有偏的学习效应
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异 3

潘士远

　　内容提要 :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

资差异的影响 ,从而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差异之谜。在贸易自由化之后 ,发展中国家接触

和学习到相对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 ,因此 ,和生产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

术知识相比 ,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也就是说 ,

学习效应是有偏的。因为技术知识的生产是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 ,所以学习效应会导致

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扩大工资差异。同时 ,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

技能密集型 ,从而进一步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扩大工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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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Li and Xu (2003)的经验研究表明 ,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提高了中国的工资差异。

②　Goldberg and Pavcnik (2006) 介绍了贸易自由化增加发展中国家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六种机制。

一、前 　言

传统的赫克歇尔 —俄林理论认为 ,在贸易自由化之后 ,发展中国家会出口非熟练劳动力生产的

产品和进口熟练劳动力生产的产品 ,这会缩小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异 (在本文中 ,

工资差异就是指两种劳动力的工资差异) 。可是 ,许多经验研究表明 ,在贸易自由化之后 ,一些发展

中国家的工资差异有着上升的趋势 (Robbins , 1996 ; Feenstra and Hanson , 1996 ;Wood , 1997 ; Hanson

and Harrison , 1999 ;Attanasio et . al . , 2004) 。例如 ,在 1995 年 ,中国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

工资比为 1117 ;在 2000 年 ,这一比值则上升为 1164。也就是说 ,在 5 年之间 ,工资不平等以每年 9 %

左右的速度增长。①这些经验研究的结果与传统的赫克歇尔 —俄林理论的预言相矛盾 ,成为经济学

中的一个谜。

经济学家们大都同意 ,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

差异之谜的关键。但是 ,就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机制 ,经济学家间存在着

分歧。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 (Skill - 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导致了发展

中国家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Wood (1995) , Thoenig and Verdier (2003) 等指出 ,在贸易自由化

之后 ,为了应对来自国外的竞争 ,发展中国家会进行防御性的创新 (Defensive Innovation) ,这会使技

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 ,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Krusell et al (2001) 指出 ,从 20 世纪 70 年

代的早期开始 ,资本设备价格的下降使得发展中国家增加对与资本设备互补的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Acemoglu (1998 , 2003)指出 ,在贸易自由化之后 ,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等与熟练劳动力相匹

配 ,这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Pissarides (1997)则认为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学习效应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差异之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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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通过进口机器等 ,贸易自由化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先进技术 ,这有利于发展中

国家学习新技术 ,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① 由于技术知识的生产是熟练劳

动力密集型的 ,因此 ,技术知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扩大工资差异。

但是 ,在 Pissarides (1997)中 ,技术进步是没有方向的 ,也就是说 ,他没有与 Acemoglu 等一样 ,把技术

分为两类 :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和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因此 ,他没有研究学习效应对

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

Acemoglu (1998 , 2003)认为 ,在贸易自由化之后 ,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等与熟练劳动力

相匹配。即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接触到更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先进技术。Krusell et al

(2001)的经验研究表明 ,资本设备价格的大量下降使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

术。Fuentes and Gilchrist (2005)的经验研究也表明 ,在贸易自由化之后 ,智利进口的技术主要与熟

练劳动力匹配。也就是说 ,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学习到相对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

技术 , ② 因此 ,和生产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技术知识相比 ,发展中国家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

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因此 ,与 Pissarides (1997) 不同 ,在本文中 ,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

学习效应是有偏的 ,更有利于熟练劳动力。

本文的目的就是 :把Acemoglu (2003)和 Pissarides (1997)结合在一起 ,研究有偏的学习效应对发

展中国家工资差异的影响。在本文中 ,贸易自由化扩大工资差异的机制有两种 :第一 ,由于技术生

产是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 ,因此 ,学习效应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从而扩大工资差异 ;第

二 ,有偏的学习效应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的 ,进一步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扩大工

资差异。本文和 Pissarides 一样强调了贸易自由化扩大工资差异的第一种机制 ,但他没有强调贸易

自由化扩大工资差异的第二种机制。由于 Acemoglu (2003) 没有注意到技术生产是人力资本密集

型的 ,因此 ,他就没有注意到贸易自由化扩大工资差异的第一种机制。Acemoglu (2003) 也强调了贸

易自由化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 ,从而扩大工资差异。但是 ,在贸易自由

化如何导致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的机制上 ,他的看法和我们有些不同。Acemoglu 认为 ,在

贸易自由化之后 ,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等与熟练劳动力相匹配 ,这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对熟

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本文认为 ,有偏的学习效应使发展中国家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

的生产力水平提升相对较快 ,从而使得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

本文的框架如下 :第二节介绍模型的设定 ,本文最重要的假设是 ,学习效应是有偏的 ,这一假设

使本文得出了与Acemoglu (2003)和 Pissarides (1997)不同的结论 ;第三节是模型的分析部分 ,在这一

部分 ,本文分析贸易自由化扩大工资差异的两种机制 ;第四节是本文的结论。

二、模型的设定

(一)偏好

在发展中国家 ,所有消费者都无弹性地提供 1 单位劳动来获得收入 ,从而最大化效用 :

U =∫
∞

0
[ ( C

1-ε
- 1) / (1 - ε) ] e

-ρt
dt (1)

其中 , C ( t)代表 t 时期的消费量 ,1Πε和ρ分别表示跨时消费替代弹性和时间贴现率。由消费者的

偏好可知 ,最优消费路径满足 :

ÛCΠC = ( r - ρ)Π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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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果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学习到绝对更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 ,那么本文的结论会更成立。

Pissarides (1997)的第二节详细说明了贸易自由化和学习效应的关系。



其中 , r 表示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水平。式子 (2)表明 , r、ρ和 1Πε决定了最优的消费增长率。高跨时

替代弹性和低时间贴现率意味着消费者更偏好于未来的消费 ,这会提高储蓄率 ,促进经济增长 ;反

之 ,亦然。

总量消费是技能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总 ,具体说 ,本文定义总量消费为 :

C = γ( Cl )
ε- 1
ε + (1 - γ) ( Ch )

ε- 1
ε

ε
ε- 1 (3)

其中 , Cl 表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消费 , Ch 表示技能密集型产品的消费 ,ε∈(1 , ∞) 表示两种产品之

间的替代弹性。① 由式子 (2)可知 ,在封闭经济中 ,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为 :

p =
ph

pl
=

1 - γ
γ .

Ch

Cl

- 1
ε

(4)

其中 , ph 和 pl 分别表示技能密集型产品价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 , p 表示这两种产品的相对价

格。

(二)最终产品生产

技能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熟练劳动力和与其匹配的机器 ,其生产技术为 :

Yh =∫
N

h

0
xh ( i)

1-β
d ( i) ·( HY )β (5)

相应的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非熟练劳动力和与其匹配的机器 ,其生产技术为 :

Yl =∫
N

l

0
xl ( i)

1-β
d ( i) ·L

β (6)

其中 , Ns 表示与 s 类型劳动力匹配的机器种类数 , xs ( i) 表示 s 类型劳动力使用的第 i 种机器 , s =

h , l , HY 表示生产技能密集型产品的熟练劳动力人数 ,L 表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非熟练劳动力

人数。与传统的观念相同 ,机器 (中间产品) 种类数的扩大表示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说 , Ns 的大小

表示与 s 类型劳动力匹配的技术水平 , s = h , l。N hΠNs 越大 ,技术进步越是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密

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技术表明 ,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都只能使用与其匹配的

机器。当然 ,在现实中 ,不同种类劳动力会使用相同的机器 ,假设不同种类劳动力只能使用与其匹

配的机器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技术还表明 ,对于机器

投入和劳动力投入 ,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在本文中 ,由于机器种类是内生的 ,因此 ,整个经

济的生产可能性集是规模报酬递增的。

用χs ( i)来表示 s 类型劳动力使用的第 i 种机器价格 , s = h , l。由式子 (5) 可知熟练劳动力使

用的第 i 种机器的需求函数满足 :

xh ( i) =
(1 - β) ph

χh ( i)

1Πβ

HY (7)

相应地 ,由式子 (6)可知 ,非熟练劳动力使用的第 i 种机器的需求函数满足 :

xl ( i) =
(1 - β) pl

χh ( i)

1Πβ

L (8)

　　(三)知识生产

由于发达国家处于世界技术前沿 ,因此 ,只能通过发明新技术来保证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

持续增长。可是 ,与发达国家不同 ,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进、模仿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来促进技术进

步。当然 ,为了促进技术进步 ,发展中国家需要投入资源来进行消化吸收 ,从而转化为适合于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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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说明技术进步方向的问题 ,本文只考虑ε> 1 的情形。



的技术。沿着 Romer (1990)的思路 ,假设在封闭经济中 ,发展中国家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

的生产函数为 :

ÛN h = <N h HR (9)

其中 , <表示在封闭经济中 ,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的生产力水平 ,ΗR 表示知识生产中的熟

练劳动力投入量。相应地 ,假设在开放经济中 ,发展中国家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函

数为 :

ÛN h = φNh HR (10)

其中 ,φ表示在开放经济中 ,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的生产力水平。本文假设φ> <。这一

假设描述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学习效应。在开放的经济中 ,由于国际贸易等 ,发展中国家可以接触

和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有溢出效应。因此 ,开放经济中的技术

知识生产力水平高于在封闭经济中的技术知识生产力水平。

为了分析的方便 ,且不失一般性 ,假设不管是在封闭经济中 ,还是在开放经济中 ,发展中国家生

产一种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新机器 ,都需要投入η单位最终产品。① 因此 ,发展中国家与非熟练

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函数为 :

ÛN l =
X
η (11)

其中 , X 表示发展中国家生产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投入。本文假设发展中国家生产

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只需要投入熟练劳动力 ,生产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只需

要投入最终产品。这一假设描述这样的事实 :和生产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相比 ,生产与

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是更为人力资本密集型的。

假设在新机器发明之后 ,生产两类机器的边际成本都为 (1 - β) 2 。由式子 (7) 和式子 (8) 可知 ,

两类机器的价格都为 1 - β。把χ=χh ( i) =χl ( i) = 1 - β代入式子 (7)和式子 (8) ,熟练劳动力使用

的第 i 种机器的需求量为 xh = xh ( i) = p
1Πβ
h HY ,非熟练劳动力使用的第 i 种机器的需求量为 xl = xl

( i) = p
1Πβ
l L 。这样 ,由式子 (5)和式子 (6)可知 ,技能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分别为 :

Yh = ( ph ) 1-β/β
N h HY (12)

和

Yl = ( pl )
1-β/β

N lL (13)

这样 ,根据式子 (3) 、式子 (12)和式子 (13)可得 :

p =
ph

pl
=

1 - γ
γ

-ε N h

N l
·

HY

L

-
β

1+β(ε- 1)

(14)

式子 (14)表明 :当熟练劳动力相对丰富时 ,技能密集型产品 (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产量相对供给较

大 ,因此 ,技能密集型产品 (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的价格越低 (越高) ;反之 ,技能密集型产品 (劳动力

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越高 (越低) 。当与熟练劳动力匹配技术相对先进 (即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越是

技能偏向型的)时 ,熟练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 ,技能密集型产品的产量相对较大 ,价格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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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 ,由于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学习效应 ,在开放经济中生产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成本小于在封闭经济中

的模仿成本。但是 ,Acemoglu (2003)认为 ,贸易自由化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机器、办公用品、资本品主要与熟练劳动力匹配 ,所以 ,

贸易自由化对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所带来的学习效应大于对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所带来的效应。Fuentes and Gilchrist

(2005)的经验研究表明 ,在贸易自由化之后 ,智利进口的技术主要与熟练劳动力匹配。这样 ,假设对于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

术 ,贸易自由化也会带来学习效应并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较低。①

三、模型的分析

(一)封闭经济

由式子 (7) 、式子 (8)以及χ=χh ( i) =χl ( i) = 1 - β可知 ,发展中国家在τ时期生产与熟练劳

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利润πN
h (τ)和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利润πN

l (τ)分别为 :

πh (τ) = β(1 - β) ( ph (τ) ) 1Πβ
HY (15)

πl (τ) = β(1 - β) ( pl (τ) ) 1Πβ
L (16)

本文考虑各种中间产品之间完全对称的情形 ,这样 ,生产每一种新机器在时期 t 所能获得的垄断利

润流都为 :

Vs ( t) =∫
∞

t
e

-∫
τ
t

r(ω) dωπs (τ) dτ, s = h , l (17)

为了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新机器 ,厂商需要从其他经济主体那里购买新产品设计 (或自己进行

新产品设计) 。同时 ,由于技术知识市场是自由进出的 ,因此 ,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市场

价格应该等于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新机器所能带来的垄断利润流。据此可知 ,与熟练劳动力

匹配的技术知识的价格 P 为 :

P ( t) = Vs ( t) (18)

式子 (18)的两边对时间 t 求导 ,可以得到 :

πh ( t) = r ( t)∫
∞

t
e

-∫
μ
t

r( m) dmπh (τ) dτ (19)

由式子 (15) ,式子 (17)和式子 (19)可得 :

P ( t) = πs ( t)Πr ( t) (20)

把式子 (15)代入式子 (20)可知 ,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价格为 :

P = πhΠr = β(1 - β) ( ph ) 1Πβ
HYΠr (21)

　　在经济中 ,一部分熟练劳动力在最终产品部门生产 ,另一部分熟练劳动力在生产与熟练劳动力

匹配的技术知识。由式子 (10)可知 ,在封闭经济中 ,熟练劳动力在知识生产部门的报酬为 :

wN = <PN h (22)

由式子 (5)可知 ,在最终产品部门 ,熟练劳动力的报酬为 :

wh = ( ph ) 1/β
N h (23)

当经济达到均衡时 ,熟练劳动力在两个生产部门的报酬相等 ,即 :

w
N
A = w

N
h (24)

把式子 (21) 、式子 (22)和 (23)代入式子 (24)可得 :

<HY = rΠβ(1 - β) (25)

同时 ,当经济达到均衡时 ,总消费、总产出的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 ,所以 ,由式子 (2) 、式子 (9)

和式子 (25)可知 :

<ΗR =
<β(1 - β) ( H - HR ) - ρ

ε (26)

从式子 (27)求出 HR 和 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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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下文的分析表明 ,当市场达到均衡时 ,如果熟练劳动力越多 ,那么生产技能密集型产品的熟练劳动力人数也越多。



HR =
β(1 - β) H - ρ/ <
ε+β(1 - β)

(27)

HY =
εH +ρ/ <

ε+β(1 - β)
(28)

把式子 (27)代入式子 (9)可知 ,均衡的经济增长率为 :

g =
<H - μρ
εμ + 1

(29)

其中 ,μ=
1

β(1 - β) 。在均衡的经济增长路径上 ,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和与熟练劳动力

匹配的技术知识的增长率相同 ,都等于 g。

由于技术知识市场是自由进出的 ,因此 ,生产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新机器所能带来的垄断利

润流应该等于其固定成本 ,即 V l ( t) =η。这样 ,结合式子 (16)和式子 (17)可得 :

( pl )
1/β

=
ηΗY

L
=

η(ε<H +ρ)
<βL (1 - β) (εμ + 1)

(30)

这表明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随着非熟练劳动力人数的增加 (减少)而下降 (上升) ,随着熟练劳动

力人数的增加 (减少)而上升 (下降) 。非熟练劳动力人数的增加会增加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产量 ,

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 ;反之 ,亦然。熟练劳动力人数的增加会增加技能密集型产品的产量 ,

因此 ,技能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上升 ;反之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下降。

由于最终 (加总)产品的价格为 1 ,因此 ,根据式子 (3)可知 :

γε( pl )
1-ε + (1 - γ)ε( ph ) 1-ε 1/ 1-ε

= 1 (31)

把式子 (30)代入式子 (31) ,再经过简单的计算可知 :

ph

pl
=

( pl )
ε- 1

- γε

(1 - γ)ε
1Π1-ε

= p ( HYΠL ) (32)

其中 , pl 满足式子 (30) , p′(·) < 0。这表明 ,当熟练劳动力相对丰富时 ,技能密集型产品的产量相对

较多 ,其价格相对较低 ;反之 ,亦然。把式子 (32)代入式子 (14) ,再经过简单的计算可知 :

N h

N l
=

ph

pl

- [1+β(ε- 1) ]Πβ
1 - γ
γ

ε

·L
HY

= N ( HYΠL ) (33)

其中 ,N′(·) > 0。这表明 ,当熟练劳动力相对丰富时 ,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机器的需求相对越大 ,生

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收益相对越高 ,因此 ,技术进步相对偏向于与熟练劳动力相匹

配 ;反之 ,技术进步相对于偏向于非熟练劳动力。

由式子 (6)可知 ,在最终产品的部门 ,非熟练劳动力的报酬为 :

wl = ( pl )
1/β

N l (34)

根据式子 (23)和式子 (34)可知 ,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比值为 :

whΠwl = ( phΠpl )
1/β ( N hΠN l ) (35)

这表明 ,技能密集型产品价格越高 ,工资差异越大 ;技术进步越是技能偏向型 ,工资差异越大。

由式子 (35)可知 , HΠL 的增加会降低两种最终产品的相对价格 ,降低工资差异 ,但同时会使得

技术进步偏向于与熟练劳动力相匹配 ,扩大工资差异。那么 , HΠL 的增加对工资差异的影响如何 ?

由式子 (14) 、式子 (30)和式子 (31)可知 :

wh

wl
=

ph

pl

1-ε
1 - γ
γ

ε
L
HY

=
ηHY

L

β(ε- 1)

- γε γε ·
HY

L
(36)

其中 , HY 满足式子 (28) 。与 Acemoglu (2003)相同 ,本文假设β(ε- 1) > 1。此时 ,由式子 (36)可得 :

5 ( whΠwl )
5 ( HΠL ) > 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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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ε- 1) > 1 表明 , HΠL 增加所导致的工资差异扩大的效应超过其所导致的工资差异缩小的效应。

(二)开放经济 :有偏的学习效应与工资差异

在开放经济中 ,发展中国家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由世界产品市场所决定 ,记两种产品的相对价

格为 p = �p。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比值为 :

wh

wl
= ( �p) 1Πβ N h

N l

(38)

由于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相对丰富 ,而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富 ,因此 ,在贸易自由化之

后 ,技能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会下降 ,即 �p < p′,其中 p′表示开放之前的相对

价格。此时 ,比较式子 (35)和式子 (38)可知 ,如果技术进步的方向不发生改变 ,那么贸易自由化会

缩小工资差异。

为了说明有偏的学习效应对工资差异的影响 ,本文先来探讨贸易自由化之后生产技能密集型

产品的熟练劳动力人数的变化。由于在开放经济中 ,发展中国家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

识的生产函数满足式子 (9) ,因此 ,贸易自由化之后生产技能密集型产品的熟练劳动力人数为 :

�HY =
εH +ρ/φ

ε+β(1 - β) < HY (39)

有偏的学习效应提升了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 ,这会使更多熟练劳动力

投入到技术知识的生产中去 ,从而减少生产技能密集型产品的熟练劳动力人数。根据式子 (14) 可

得 :

N h

N l
= ( �p) - [1+β(ε- 1) ]/β 1 - γ

γ

ε

·
L

�HY

(40)

比较式子 (35)和式子 (40)可知
Nh

N l
>

N h

N l
。虽然生产技能密集型产品的熟练劳动力人数的减少会

降低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收益 ,从而使技术进步相对偏向于非熟练劳动力。但同

时 ,有偏的学习效应会增加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收益 ,从而使技术进步相对偏向于

熟练劳动力。最终 ,技术进步偏向于熟练劳动力的效应大于技术进步偏向于非熟练劳动力的效应。

因此 ,在贸易自由化之后 ,技术进步更偏向于熟练劳动力。

把式子 (40)代入式子 (38)可得 :

wh

wl
= ( �p) 1-ε 1 - γ

γ

ε L

�HY

(41)

比较式子 (36)和式子 (41)可知 ,开放经济中的工资差异大于封闭经济中的工资差异 ,即 :

wh

wl
>

wh

wl

(42)

在贸易自由化之后 ,技能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 ,这会缩小工资差异。但

是 ,学习效应会使发展中国家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扩大工资差异。最终 ,工资差异扩大的效

应大于工资缩小的效应 ,因此 ,贸易自由化会扩大工资差异。

实际上 ,在本文中 ,贸易自由化扩大工资差异有两种机制 :第一 ,由于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

技术知识是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 ,因此 ,学习效应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从而扩大工资

差异。式子 (41)中
L

�HY

>
L
HY

表示了这一机制 ;第二 ,有偏的学习效应使技术进步偏向于熟练劳动力 ,

从而扩大工资差异。式子 (41)中 ( �p) 1 - ε
>

ph

pl

1 - ε

表示了这一机制。比较 Pissarides (1997) 的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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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和本文的式子 (41)可知 ,本文和 Pissarides 一样都强调贸易自由化扩大工资差异的第一种机制 ,

但他没有强调贸易自由化扩大工资差异的第二种机制。比较 Acemoglu (2003)式子 (34)和本文的式

子 (41)可知 ,Acemoglu 没有注意到贸易自由化扩大工资差异的第一种机制。当然 ,在贸易自由化如

何导致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偏向于熟练劳动力的机制上 ,他和我们不同。Acemoglu 认为 ,在贸易自

由化之后 ,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等与熟练劳动力相匹配 ,这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对熟练劳动

力需求的增加。而本文认为 ,有偏的学习效应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

识的收益 ,从而使得技术进步更为技能偏向型。

四、结 　论

许多经验研究表明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之后 ,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

异有着上升的趋势。这些经验研究的结果与传统的赫克歇尔 —俄林理论的预言相矛盾 ,成为经济

学中的一个谜。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如何通过有偏的学习效应来影响工资

差异 ,从而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差异之谜。在贸易自由化之后 ,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学习到相对多的

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 ,因此 ,和生产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相比 ,生产与熟练劳

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也就是说 ,学习效应是有方向的。因为技术知

识的生产是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 ,所以学习效应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扩大熟练劳动力

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同时 ,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 ,从而进一

步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扩大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异。

本文为了分析的方便 ,假设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模仿技术时 ,不需要向发达国家支付技术转移

费用 ,例如专利费、许可证费等。在现实中 ,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向发达国家支付一些专利费、许可

证费等。由于有偏的学习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引进、模仿更多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 ,因此 ,贸

易自由化后 ,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向发达国家支付更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转移费用 ,这会

增加发达国家发明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收益。也就是说 ,有偏的学习效应会通过技术

转移费用使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方向更为技能偏向型的。这样 ,如果考虑技术转移费用 ,那么本文

的简单框架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之谜 ,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工资差异不断上

升的事实。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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