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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理论分析了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并选取%"";&%"!;

年中国出口到世界$;个国家的 G:3$位贸易数据!构建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验证"主要结论是!国

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提升中国的出口种类和数量!贸易伙伴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提升

中国的出口种类$没有证据表明!国内或国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会影响中国的出口价格$

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更强时!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种类的促进作用都有所增强!反之则

二者作用都不显著$分国家类型的研究表明!双向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加强更有益于中国向发展

中国家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但对发达国家则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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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L言

知识产权制度在法律层面上是一种严格受到地域限制的规制&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有充分的重

视和完备的体系&但各国制定并施行的知识产权规则或法律在保护范围和程度上存在差异'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国签署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Y:"在客观上推动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进程&但直

至今日&很多出口国仍然难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进口国形成有效的衔接&由此频繁引发对方的贸易制裁&

阻碍了贸易增长'尽管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起步较晚&但我国正从重要的知识产权消费国转变成重要的

知识产权生产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不断加强&无疑有利于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本文在理论层面梳理了出口国与贸易伙伴国知识产

权保护对出口国出口三元边际影响的作用机理&并选取%"";*%"!;年中国出口到世界$;个国家的G:3$位

贸易数据&实证探究了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边际的作用效果&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差异-贸易

伙伴国经济水平差异探究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异质性影响'在现实层

面&依托实证结果&提出能够促使中国通过调整本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来实现开放条件下的对外贸易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早在%"世纪就有学者研究了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DJ., 和 [(Q-DC&!44!"

+!,

'通

常&进口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完善的司法立法和便利化的行政执法&可以降低出口企业用于维护产权的成本

!\./(-&!44#"

+%,

&提升出口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打消其对进口国仿制威胁的顾虑! :OD2M&!444"

+#,

&有助于

削减非关税壁垒中知识产权措施造成的成本'然而&在既有的实证结果中&学者们发现进口国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的提升对出口国企业出口额的影响是无法确定的 !\./(-&!44#%Z.SCRS和 Y+,RV.-2D&!44; "

+%&<,

'

Z.SCRS和 Y+,RV.-2D!!44;"

+<,

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当知识产权保护作用于国际贸易时&会存在#市场扩张

效应$与#市场势力效应$这两种作用效果相反的影响机制'由于市场扩张效应与市场势力效应是两种互

相抗衡的力量&在各国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发展水平不同的条件下&其作用力度不尽相同'若是产生的市

场扩张效应大于市场势力效应&那么进口国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将会促进出口国企业出口额的增加%反

之&若是产生的市场扩张效应小于市场势力效应&那么进口国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将会抑制出口国企业

出口额的增加'

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逐渐从研究整体转向研究局部'除了对影响机制的深入

分析!:./DO等&%"!<%jRP,.-和 =(/F.S&%"!5% .̀D等&%"%""

+;39,

和对具体行业的差异化研究!郭小东和吴宗

书&%"!<%8.OUD和 ?R+,.S&%"!$%LM(R 等&%"!5%Z.SCRS和 6.,N&%"!5"

+53!!,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知识

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增长路径的影响'在实证层面&最早把知识产权保护和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边际联

系起来的 @TRS!%"!""

+!%,

研究发现&美国提升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行为对本国货物出口的扩展边际

增长和集约边际增长都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TRS!%"!%"

+!#,

借助 GROO+/S和 j/+,(J!%"";"

+!<,

的三元

边际框架&认为一国的出口可能会对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化产生种类-价格-数量三种反应&并通

过实证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会显著促进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产品价

格增长&但会削减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数量'=(S2+-!%"!<"

+!;,

研究了出口目的国知识产权保护对

%!个 0H8?经济体向!"4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作用&证实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的提升将增加各 0H8?成员国对该进口国的出口总额和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抑制各 0H8?成员国对该

进口国的出口集约边际增长'

关于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贸易增长边际影响的实证研究&被解释变量大体上经历了从二元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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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元边际的转换&部分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外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贸易增长边际的影响'如余长

林!%"!;&%"!$"

+!$3!9,

分别从产品层面和企业层面研究得到了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增

长影响为正-对中国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影响为负的结论'亢梅玲!%"!$"

+!5,

对出口贸易额进行了三元分

解&得出了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提升增加了中国的出口种类-减少了中国的出口数量-降低了中国的

出口价格的结论'与之不同的是&翁润和代中强!%"!9"

+!4,

的研究发现&国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中国出

口的种类-数量增长&但对价格不显著'由此可见&学术界公认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对中国的贸易增长边际

产生影响&无论是将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分解为二元边际还是三元边际&国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都

会促进中国出口种类边际的增长'

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贸易增长边际的影响方面&学者们多从二元边际的角度展开分析'最

初研究这一问题的李昭华和杨林燕!%"!;"

+%",

选取了时间跨度!5年<"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

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出口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增长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对中国出

口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远远强于对中国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效果'此后&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内知

识产权保护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边际'例如&黄先海等!%"!$"

+%!,

借助引入知识产权

保护变量的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了理论框架&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提升使得企业自发地从生产进口

模仿产品转换为生产自主创新产品&从而使得企业的出口扩展边际上升&解释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种类

的影响'祝树金等!%"!5"

+%%,

的研究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对出口贸易边际影响的直接机制

是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产生正效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对出口贸易边际影响的间接机制

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来增加一国在原有出口市场的贸易额&并在二元边际的定义方面给出了与主

流研究者不同的解释'

整体而言&同时考察国内-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魏浩!%"!$"

+%#,

分析了

样本来源涵盖!"$国-时间跨度为!;年的产品层面数据&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总额进行了三元分解&

指出国内-国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提升都显著提高了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种类-进口数量':.D2(!%"!5"

+%<,

认

为在任何一个国家加强专利保护&都会增加中间产品进口品种的范围&并刺激加强专利保护的国家的经济

增长&但对专利权进行合理维护只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方面&不能类比一国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所产生的

整体效果'黄先海和卿陶!%"%""

+%;,

选取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出口总量-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

三# 研究假设

事实上&无论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都会通过#市场扩张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的

作用机制对企业出口产生影响'这两个影响机制对种类-数量-价格边际的作用情况各有侧重'就拉动出口

而言&市场扩张效应更多地作用于种类边际和数量边际&而市场势力效应更多地作用于价格边际'具体地&

首先分析本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本国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国内企业创造良好的

制度和市场环境&将激励其对出口产品的创新与研发&消除国外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夏先良&

%""9"

+%$,

&出口种类-数量方面的市场扩张效应将更为突出&这有助于促进出口国企业出口种类-数量边际

的增长'对于价格边际&从市场扩张效应出发&固定成本的降低可能使得出口企业选择#薄利多销$&这使

得出口价格边际下降%从市场势力效应出发&出口企业在进口国市场上拥有了更强的垄断势力&出口企业

将因此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此外&由于仿制产品的价格低于同类的正常产品&仿制产品占比的下降可能

会提升正常产品与之共同构成的同类产品集合的平均价格&也会提升出口价格边际'因此&反映在价格方

面&出口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市场扩张效应与市场势力效应孰强孰弱不能确定'本文从而提出以下

研究假设(

假设!#提升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促进本国出口种类边际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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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提升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促进本国出口数量边际的增长"

假设##提升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本国出口价格边际的作用不确定"

其次&关于贸易伙伴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第一&对于种类边际来说&从市场扩

张效应出发&贸易伙伴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降低出口国的固定贸易成本&从而使出口临界生产率下

降&促使出口国的企业出口更多的产品种类&显著促进了种类边际的增长'第二&无论是价格边际还是数量

边际&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在数量边际方面&从市场扩张效应出发&随着进口国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出口国企业不再担忧自主研发产品被进口国的企业仿制&从而希望尽快收回对既有产品

的研发成本&因此将增加该产品的出口数量%同时&模仿成本的攀升逼迫进口国企业积极开展自主创新-研

发新产品&侧面地缩减其仿制的出口国产品的数量&短期内会扩大进口'然而&从市场势力效应出发&若出

口国企业出口的产品以高研发程度的新兴产品为主&基于垄断竞争理论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口企业将因

此减少出口产品的数量%若出口国属于研发程度较低的#制造工厂$&其出口的产品以仿制产品为主&那么

进口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显著地使出口国企业出口产品数量下降'因此&反映在数量方面&贸易伙伴国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市场扩张效应与市场势力效应孰强孰弱不能确定'在价格边际方面&从市场扩张

效应出发&随着进口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出口国的出口企业为规避进口国模仿的支出得以削减&从而降

低了出口固定成本&进一步降低了出口价格'从市场势力效应出发&若出口国企业出口的产品以高研发程

度的新兴产品为主&基于垄断竞争理论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口企业将因此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若出口

国属于研发程度较低的#制造工厂$&其出口的产品以仿制产品为主&那么模仿成本的上升将促使出口国

企业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因此&反映在价格方面&贸易伙伴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市场扩张效应与市

场势力效应孰强孰弱不能确定'本文从而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贸易伙伴国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促进本国出口种类边际的增长"

假设;#贸易伙伴国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本国出口数量边际的作用不确定"

假设$#贸易伙伴国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本国出口价格边际的作用不确定"

四# 实证分析

$一% 模型的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反映双边经贸活动的数据&因此借助贸易引力模型的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模

型的具体设置如式!!"(

&&&&/,O

.)4

b

#

"

d

#

!

/,B6Dt>

.4

d

#

%

/,B6Dta

)4

d

#

#

/,T]6ta

)4

d

#

<

/,6a6ta

)4

d

#

;

/,]*+4-("2

.)

d

#

$

/,P3227$)

.)4

d

#

9

&*(t"3*+*+d

#

5

P8̂

.)4

d

&

.)4

!!"

其中&

#

"

为常数项&脚标 .和 )分别代表中国和贸易伙伴国&4代表年份&

&

.)4

为残差项'O

*)4

为被解释变

量&分别代表中国出口的种类边际!'C

.)4

"-集约边际!BC

.)4

"-价格边际!6

.)4

"-数量边际!d

.)4

"&其原始数

据是 8HY@@的 W>8@数据库当中 G:4%编码的双边 G:3$位数贸易数据'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等问题&本研究

选择了除中国以外&在%"";*%"!;年价格数据和下文所述的两种知识产权保护数据都齐全的国家&共计$;

个'

!在样本年份内&中国与这$;个国家两两之间的贸易额加总可占到全球%""余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总额

的9"_以上&比较具有代表性'本文采取 GROO+/S和 j/+,(J!%"";"

+!<,

-施炳展!%"!""

+%9,

的方法分解得到中国

出口的三元边际&并在回归过程中参照亢梅玲等!%"!$"

+!5,

-翁润和代中强!%"!9"

+!4,

-刘钧霆等!%"!5"

+%5,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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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家按照 8HY@@EW>8@数据库的国别编号依次是(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

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芬兰-法国-德

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肯尼亚-韩国-立陶宛-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摩洛

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印度-新加坡-斯洛伐

克-越南-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埃及-英国-美国-乌拉圭-委内瑞拉'



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 9!; 3")%9#9! ")!#4$< 3")4";!" 3")"%!$$

/,BC 9!; 3!)4<;$% ")$<$95 3#)5!4$9 3")!9$"4

/,6 9!; 3")"%<"9 ")%#<$" 3%)9;<5! ")9%!;5

/,d 9!; 3!)4%!;; ")9%5%5 3#)49;4# !)%54"!

/,B6Dt> 9!; !)#;%!4 ")"9<9" !)!9$"# !)<<945

/,B6Dta 9!; !)#9$$< ")#"9!; ")<599< !)59!5"

/,T]6ta 9!; !%)<9;## !);%"95 5)9$#%; !$)9!944

/,6a6ta 9!; 9)94#54 !)<!!<5 #)$45<% !!)95#"9

/,]*+4-("2 9!; 5)49!5< ");;4<< $)5$%#4 4)5$99#

/,P3227$) 9!; ")%"%%$ ")!;9$4 3")<%4<9 ");#;4"

&*(t"3*+*+ 9!; ")"4"4! ")%59$5 " !

P8̂ 9!; ")!;4<< ")#$$#< " !

用的方式&对被解释变量的原始值取自

然对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所示'

B6Dt>和 B6Dta是本文的核心解

释变量&前者代表 4年中国的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后者代表 4年贸易伙伴国的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由于在学术界应用

最广泛的 *3Y指数 !*D,.22+和 Y.-C&

!449"

+%4,

存在五年发布一次-数据年份

不连续的问题&且该指数过多地关注立

法层面-未涉及执法层面&近年来学者们

更为青睐 .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发布的

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该指数的原始

数据为被调查者对于特定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情况的实际感受&可以统筹考虑一国的司法-立法-执法情况&较为全面地反映一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

护水平'考虑到原始数据的更新频率-覆盖国家的多寡&以及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普及程度&本文选择以世

界经济论坛给出的%"";*%"!;年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展开研究&个别缺失值使用插

值法补齐'与原始数据相同&这两个变量的数值下限为!&数值上限为9&数值越大代表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越高'此外&本文使用移动平均法对 *3Y指数进行改进&将其作为重新测度的核心解释变量&对计量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控制变量包括#类&第!类是贸易伙伴国的消费状况&包括贸易伙伴国的收入水平!T]6ta"和贸易伙

伴国的市场规模!6a6ta"&其原始数据为世界银行 ]?@数据库的各国 *?Y与各国人口量数据&在本文的

回归模型中二者都取自然对数'第%类是贸易成本&其中可变贸易成本!]*+4-("2"的数据来源是 8HY@@的

*H0?@:\数据库中提供的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取自然对数'用来衡量固定贸

易成本!P3227$)"的是贸易伙伴国经济自由度与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比值!钱学峰和熊平&%"!""

+#",

&其原始

数据是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各国经济自由度 (T+-.//列的得分&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取自然对数'第#类

是外生冲击与贸易协定&包括表示%""5年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冲击的 &*(t"3*+*+&以及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

之间是否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 P8̂ &其中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是否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是根据中国

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官方文件来进行认定的'

$二% 基础回归

为防止在后续回归时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对所有非虚拟变量的解释变量进行Y+.-S(, 相关性分

析'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 Y+.-S(, 相关数值都不超出+ 3")#&")#,的范围&体现出较强的不相关性&一定

程度上规避了序列相关'进一步地&使用 `̀8方法-@Y: 方法-=DSM+-E>?=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平稳性检

验'得到各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_时都是零阶单整的结果&有效防止了伪回归的发生'

在对贸易增长的三元边际分别进行分析之前&先要验证基本的理论模型&即用混合 0̀ : 方法考察双

向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到贸易伙伴国的总额的影响'由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增强中国国内的知识产

权保护还是贸易伙伴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都可以显著地提高中国的出口额!限于篇幅未报告&备索"'如表

%的!!" a!#"列所示&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到贸易伙伴国的种类边际的影响都是正向且

显著的&验证了研究假设!和假设<'其中&中国每将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_&中国出口的种类边

际就可增加")!!4_&而每当贸易伙伴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_&中国出口的种类边际便增加

")"$#_'这意味着一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通过签署贸易协议的方式要求中国提升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制造的产品实现出口种类多样化'贸易伙伴国的收入水平-市

场规模对中国出口种类边际的提升都能起到促进作用&且二者都在!_的水平上显著'在贸易成本方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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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贸易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种类边际的作用都不甚明显'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种类边际的影

响也不甚明显&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签署 =\>对中国出口的种类边际仍然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表%&种类边际#集约边际的 0̀ : 回归结果

#!$ #%$ ##$ #<$ #;$ #$$

/,'C /,'C /,'C /,BC /,BC /,BC

/,B6Dt>

")!!!

##

")!!4

##

%);$4

###

%);$5

###

#")";;$ #")";;$ #")%;!$ #")%;%$

/,B6Dta

")"$!

###

")"$#

###

3")";# 3")"";

#")"%%$ #")"%%$ #")!"4$ #")!"%$

/,T]6ta

")"#!

###

")"%$

###

")"%;

###

3")!9$

###

3")!;!

###

3")!9$

###

#")""<$ #")"";$ #")"";$ #")"%"$ #")"%<$ #")"%%$

/,6a6ta

")"%%

###

")"%9

###

")"%9

###

")#"%

###

")%54

###

")#"!

###

#")"";$ #")"";$ #")"";$ #")"%#$ #")"%$$ #")"%;$

/,P3227$)

")"<# 3")"!# 3")"!9 ")%$;

")#;9

#

")%9"

#")"#$$ #")"<%$ #")"<%$ #")!$;$ #")%"<$ #")!4!$

/,]*+4-("2

3")"!% 3")""9 3")""5

3")"5"

##

3")"$4

#

3")"5"

##

#")""5$ #")""5$ #")""5$ #")"#;$ #")"#4$ #")"#$$

&*(t"3*+*+

")""9 ")"!< ")""5

3")%!5

###

3")!"$

3")%!4

###

#")"!<$ #")"!<$ #")"!<$ #")"$<$ #")"$5$ #")"$<$

P8̂

")!#!

###

")!#<

###

")!#%

###

")#45

###

")<<$

###

")#45

###

#")"!%$ #")"!%$ #")"!%$ #")";<$ #")";5$ #")";<$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9!; 9!; 9!; 9!; 9!; 9!;

>QB)[

%

")<!" ")<!# ")<!$ ")<#% ")#<4 ")<#%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表示 @n"Q"!"

##

表示 @n"Q";"

#

表示 @n"Q!

表%的!<" a!$"列分别展示了国内-国外-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到贸易伙伴国集约边际的影

响'中国每将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_&出口集约边际就可增加%);$5_&而贸易伙伴国知识产权

保护对中国出口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验证了研究假设%和;'与亢梅玲等!%"!$"

+!5,

的研究一致&

贸易伙伴国的收入水平对中国出口集约边际的提升起到阻碍作用&贸易伙伴国的市场规模对中国集约边

际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二者都在!_的水平上显著'在贸易成本方面&固定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到贸易伙

伴国的集约边际的作用不甚明显&而代表可变贸易成本的地理距离则明显展示出对中国出口集约边际的

阻碍作用'此外&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的集约边际造成了较大程度的负向冲击&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签

署 =\>对中国出口的集约边际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将集约边际细分为价格边际-数量边际并进行回归&得到表#所示的结果'由表#的前三列可知&

无论是增强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还是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对中国出口的价格边际影响并不显著&这从实证

角度体现了市场势力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的相互抵消&验证了研究假设#和假设$'由表#的后三列可知&中

国每将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_&出口数量边际就可增加%)<#<_&而贸易伙伴国知识产权保护对

中国出口数量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验证了研究假设'与亢梅玲等!%"!$"

+!5,

的研究一致&贸易伙伴国

的收入水平和贸易伙伴国的市场规模对中国数量边际的作用都在!_的水平上显著&但二者的系数符号相

反'这体现出贸易伙伴国国民收入的增加会使其转向少而精的消费模式&而其市场需求的增加会拉动中国

向其出口更多的商品'在贸易成本方面&固定贸易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数量边际的作用都不甚

明显'此外&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的数量边际造成了较大程度的负向冲击&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签署

=\>对中国出口的数量边际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综合对比中国出口的种类边际-集约边际-价格边际以及数量边际可知&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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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出口种类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其中将集约边际细分为价格边际-数量边际进

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出口价格边际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中国出口数

量边际的影响十分显著'从作用的程度来说&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影响集约边际&尤其是数量

边际的增长来拉动中国出口的整体增长'外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对中国出口集约边际以及通过分

解集约边际获得的价格边际-数量边际都无明显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表#&将集约边际细分为价格边际#数量边际的 0̀ : 回归结果

#!$ #%$ ##$ #<$ #;$ #$$

/,6 /,6 /,6 /,d /,d /,d

/,B6Dt>

")!#4 ")!#<

%)<%4

###

%)<#<

###

#")!"%$ #")!"%$ #")%5!$ #")%5%$

/,B6Dta

3")"<$ 3")"<< 3")""9 ")"#4

#")"<!$ #")"<!$ #")!!4$ #")!!<$

/,T]6ta

")"44

###

")!";

###

")!"#

###

3")%9;

###

3")%;$

###

3")%94

###

#")""5$ #")""4$ #")""4$ #")"%%$ #")"%$$ #")"%;$

/,6a6ta

3")"9%

###

3")"9$

###

3")"9$

###

")#9<

###

")#$;

###

")#99

###

#")""4$ #")"!"$ #")"!"$ #")"%$$ #")"%4$ #")"%5$

/,P3227$)

")"#< ")"5" ")"9$ ")%#! ")%99 ")!4<

#")"$9$ #")"95$ #")"95$ #")!5;$ #")%%<$ #")%!<$

/,]*+4-("2

3")"%#

3")"%$

#

3")"%$

#

3")";9 3")"<# 3")";<

#")"!<$ #")"!;$ #")"!;$ #")"<"$ #")"<#$ #")"<!$

&*(t"3*+*+

3")"%9 3")"%% 3")"%5

3")!4%

###

3")"5<

3")!4!

###

#")"%$$ #")"%$$ #")"%$$ #")"9%$ #")"9;$ #")"9%$

P8̂

")";!

##

")";#

##

")";"

##

")#<9

###

")#4#

###

")#<5

###

#")"%%$ #")"%%$ #")"%%$ #")"$!$ #")"$<$ #")"$!$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9!; 9!; 9!; 9!; 9!; 9!;

>QB)[

%

")%5# ")%5% ")%5# ")<#5 ")#95 ")<#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表示 @n"Q"!"

##

表示 @n"Q";"

#

表示 @n")!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对部分出口产品实行严格的出口配额政策'虽然在中国&受出口配额管制的货物

种类在逐年递减&但如部分中药材-活动物等出口产品仍出现在近几年的配额总量表当中'这就意味着如

果中国把这些产品更多地出口到 >国&那么除 >国以外的国家将在该年度得到来自中国的更少的出口

额&显然将导致本文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截面相关'此外&一些贸易协定的签署也会使得中国对某一

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影响到中国对第三国的出口情况!翁润和代中强&%"!9"

+!4,

&故而不能简单地使用面板

模型对混合 0̀ : 得到的基础回归结果进行验证'

为解决这一潜在的问题&本文先对中国出口的种类边际-集约边际-价格边际以及数量边际进行面板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并对其进行 G.RSO., 检验'在!_的检验水平上&四个回归方程的 G.RSO., 检

验结果均建议放弃随机效应模型&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数据可能存在的截面相关问题&本文使

用 ?-DS1(//和 j-..̂!!445"

+#!,

提出的 I\:88命令&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表%和表#中使用混合 0̀ : 得到

的基础回归结果'如表<所示&使用 I\:88命令的面板效应模型估计出的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边

际的影响&与表%-表#中给出的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边际作用的显著程度-数量关系均未发生较

大变化'此外&各列回归结果的自相关检验-异方差检验-截面相关检验的 @值都小于")";&这意味着使用

I\:88命令的面板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比混合 0̀ : 的估计结果更为可靠'因此&本文也将基于该方法展开

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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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使用 I\:88命令估计的回归结果

#!$ #%$ ##$ #<$

/,'C /,BC /,6 /,d

/,B6Dt>

")!!"

#

!)#<"

###

")"#5

!)#"%

###

#")"$"$ #")%<"$ #")"$$$ #")%"#$

/,B6Dta

")"!5

#

")"#! ")"$$ 3")"#;

#")""5$ #")!";$ #")"$<$ #")"9#$

/,T]6ta

")";4

##

")##;

###

")%"!

###

")!#;

##

#")"%%$ #")"<<$ #")"##$ #")";"$

/,6a6ta

")!%4

##

!)#;"

###

3")%5<

!)$#<

###

#")"<#$ #")##5$ #")%#;$ #")!9#$

/,P3227$)

")"$<

3")55;

###

3")#%$

#

3");$"

###

#")"<%$ #")!5#$ #")!;4$ #")!$!$

&*(t"3*+*+

")"";

3")!;%

###

3")"%5

#

3")!%<

###

#")"";$ #")"#%$ #")"!<$ #")"%;$

P8̂

")"$<

###

")"45

###

")"%;

##

")"9#

###

#")"!#$ #")"!5$ #")"!"$ #")"!#$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 9!; 9!; 9!; 9!;

>QB)[

%

")!!% ")$9" ")"4! ")<;#

&&注&括号内为 ?-DS1(//Ej-..̂标准误"

###

表示 @n"Q"!"

##

表示

&@n"Q";"

#

表示 @n"Q!

$三% 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的

影响机制可能有市场扩张效应和市场势力效

应这两种&此二者是否存在则有待验证'若将

中国国内和贸易伙伴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视为

一个整体&那么市场扩张效应对价格边际的

作用是负向的&对种类边际和数量边际的作

用是正向的%而市场势力效应对价格边际的

作用是正向的&对种类边际和数量边际的作

用效果则不确定'其中&市场扩张效应可以直

接地体现为一国商品在他国市场占有率的增

加!李巧明等&%"%!"

+#%,

&因此市场扩张可用

中国出口到一国的贸易额占该国总进口的比

重!!#-32"来表示'测度市场势力的方式不胜

枚举&如产业规模-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等

!8(O.,(-和 ]D/S(,&!4$9 "

+##,

'本文借助占

明珍!%"!!"

+#<,

的方法&用改进的基尼系数

!T*(*"来体现出口国的市场势力'其计算公

式为(

T*(*b

中国工业就业人数

全体样本国工业就业人数
3

中国就业人数( )全体样本国就业人数

%

!%"

前者根据 8HY@@3W>8@数据库当中 G:4%编码的 G: 3$数据计算获得&后者的原始数据由世界银行

]?@数据库的各国劳动力总数-女性劳动力百分比-工业男性就业人员占男性就业的百分比-工业女性就

业人员占女性就业的百分比这<个统计项目计算得到'!#-32-T*(*的数值都介于"和!之间&!#-32的数值越

大&则中国的市场扩张产生的效果越明显%同理&T*(*的数值越大&则中国的市场势力产生的效果越明显'

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市场扩张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的方法是将中介变量 !#-32-

T*(*分别加入回归&并与表<对应各列的结果进行对比'观察表;-表$中!!" a!#"列中介变量 !#-32-T*(*

的系数&得到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种类边际存在市场扩张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对中国出口价格

边际不存在任何效应&对中国出口数量边际存在市场扩张效应的结论'此外&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时&有必

要进行核心自变量对中介变量-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以确认该传导路径是畅通的'由表;-表$的

!<" a!9"列可知&需关注的各变量系数显著&由此验证了市场扩张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的存在'

表;&影响机制检验!市场扩张效应

#!$ #%$ ##$ #<$ #;$ #$$ #9$

/,'C /,6 /,d !#-32 /,'C /,6 /,d

/,B6Dt>

")"4!

#

")"!%

")5<!

###

")%%9

###

#")"#;$ #")"5<$ #")!"#$ #")"#4$

/,B6Dta

")"!<

#

")"$"

3")!<$

#

")";#

##

#")"<#$ #")";9$ #")"9<$ #")"!9$

!#-32

")%<5

###

3")##9

$)""4

###

")#!#

##

3")#59

$)<"5

###

#")"%9$ #")<"!$ #")$5!$ #")!"!$ #")#5#$ #")$4$$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9!; 9!; 9!; 9!; 9!; 9!; 9!;

>QB)[

%

")!!$ ")"4% ")$%; ")#5" ")!!! ")"4" ")<;!

&&注&括号内为 ?-DS1(//Ej-..̂标准误"

###

表示 @n"Q"!"

##

表示 @n"Q";"

#

表示 @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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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影响机制检验!市场势力效应

#!$ #%$ ##$ #<$ #;$ #$$ #9$

/,'C /,6 /,d T*(* /,'C /,6 /,d

/,B6Dt>

")!"4

##

3")"5;

!)%;!

###

3")!!5

###

#")"#"$ #")!9#$ #")#;9$ #")"%<$

/,B6Dta

")""%

#

")"54 3")"$#

3")"!"

#

#")""!$ #")"5;$ #")"<5$ #")""<$

T*(*

3!)#%;

##

!)<59 3!)5"4

3")<5%

##

")5$< 3#)4##

#")<#<$ #!)94;$ #%)<5!$ #")!$#$ #!)!$<$ ##)!#4$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9!; 9!; 9!; 9!; 9!; 9!; 9!;

>QB)[

%

")!%$ ")"4< ")<;; ");9< ")!"9 ")"4" ")#44

&&注&括号内为 ?-DS1(//Ej-..̂标准误"

###

表示 @n"Q"!"

##

表示 @n"Q";"

#

表示 @n")!

$四% 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全样本情况下&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对中国出口种类边际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本文

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差异进行分组&分析其对种类边际的影响效果'如表9所示&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比国

外更强时&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种类边际的促进作用比全样本情况下都有所增强&且显著程度更高%国内

知识产权保护比国外更弱时&知识产权保护对种类边际的作用都不显著'由此可见&保持较高的国内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更利于推进中国出口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同时还可促使国外知识产权保护更好地发挥促进

中国产品出口的作用'

表9&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差异分组的种类边际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C

全样本 国内 @Y[更强 国内 @Y[更弱

#!$ #%$ ##$ #<$ #;$ #$$

0̀ : I\:88 0̀ : I\:88 0̀ : I\:88

/,B6Dt>

")!!4

##

")!!"

#

")!%<

#

")!$$

###

")"$$ ")"$$

#")";;$ #")"$"$ #")";4$ #")";!$ #")"$4$ #")"44$

/,B6Dta

")"$#

###

")"!5

#

")"4!

##

")!"9

##

3")""$ 3")"<"

#")"%%$ #")""5$ #")"<!$ #")"#$$ #")"<#$ #")";"$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国家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9!; 9!; #;% #;% #$# #$#

>QB)[

%

")<!$ ")!!% ")<%! ")!<$ ")<;# ")!%;

&&注&#!$(##$(#;$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列括号内为 ?-DS1(//Ej-..̂标准误"

###

表示 @n"Q"!"

##

表示 @

n"Q";"

#

表示 @n")!

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本文基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水平差异对样本进

行分组&使用 I\:88命令的面板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相较全样本的情况&双向知识

产权保护对向发达国家出口的种类边际影响不显著&对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种类边际影响且二者的系数

都明显增大'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明显丰富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种

类&而对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有较强的作用'此外&由!%"-!<"两列可知&发达国家提升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会阻碍中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尤其是数量边际的增长'因此&中国要注意甄别一些发达国家提

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到底是为了完善规制-促进贸易&还是为了设置隐形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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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基于经济水平差异分组的 I\:88命令回归结果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 #%$ ##$ #<$ #;$ #$$ #9$ #5$

/,'C /,BC /,6 /,d /,'C /,BC /,6 /,d

/,B6Dt> 3")"%"

!)5<!

###

")!;4

!)$5%

###

")%;4

###

!)!;9

###

")!#9

!)%4<

###

#")"59$ #")%#9$ #")!!5$ #")!<<$ #")"#4$ #")#<"$ #")"5$$ #")#%"$

/,B6Dta ")"%#

3")%<9

###

3")"$;

3")!5%

##

")"%5

##

")!"# ")!!4 3")"!$

#")"<$$ #")";$$ #")"#9$ #")"$!$ #")""4$ #")"44$ #")"95$ #")"99$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5$ %5$ %5$ %5$ <%4 <%4 <%4 <%4

>QB)[

%

")!"% ")$"% ")%!# ")<$" ")!#< ")9%< ")"49 ")<9;

&&注&括号内为 ?-DS1(//Ej-..̂标准误"

###

表示 @n"Q"!"

##

表示 @n"Q";"

#

表示 @n")!

$五%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移动平均法计算得到每一年的 *3Y指数&并使用 I\:88命令的面板效应模型进行估计&验

证了前文得到的结论'如表4所示&与使用.世界竞争力报告/数据的回归结果相比&使用 *3Y指数重新核

算得到的双向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出口种类边际的作用保持不变'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知识产权保护

的增强对中国出口数量边际增长起到了微弱的阻碍作用'通过前文的异质性检验可以看出&经济水平更高

的发达国家更可能拥有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些国家将更方便地借助对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的调整来影响出口国企业向自身出口产品的决策&而这种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会导致内生性问题'

延续亢梅玲等!%"!$"

+!5,

-黄先海和卿陶!%"%""

+%;,

的思路&本文选取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小学入学率作为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工具变量展开研究'如表!"所示&实证结果充分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4&稳健性检验!*3Y法重新测算核心解释变量

#!$ #%$ ##$ #<$

/,'C /,BC /,6 /,d

/,T6t>

")"<%

##

#)!!"

###

")#$$

%)9<<

###

#")"!<$ #");$"$ #")#<!$ #")$%%$

/,T6ta

")"$9

##

3")!;$ 3")"#<

3")!%%

#

#")"%%$ #")!#4$ #")!<;$ #")";;$

/,T]6ta

")"9"

#

")#$!

###

")!54

###

")!9%

###

#")"#%$ #")"<#$ #")"<#$ #")"#9$

/,6a6ta

3")"44

")5;4

##

3")##5

!)!49

###

#")"$9$ #")#9!$ #")%99$ #")!<%$

/,P3227$)

")"4"

#

3")<#!

#

3")#!9

#

3")!!<

#")"<!$ #")%!"$ #")!;$$ #")%"%$

&*(t"3*+*+

")"!% 3")"!<

3")"%"

#

")""$

#")""9$ #")"%%$ #")"!!$ #")"#!$

P8̂

")"$!

###

")"5<

##

")"%<

")";4

###

#")"!<$ #")"%$$ #")"!;$ #")"!5$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 9!; 9!; 9!; 9!;

>QB)[

%

")!"$ ")$99 ")"4! ")<<$

&&注&括号内为 ?-DS1(//Ej-..̂标准误"

###

表示 @n"Q"!"

##

表示 @n"Q";"

#

表示 @n"Q!

&&

&&&表!"&稳健性检验!以小学入学率作为 @e

#!$ #%$ ##$ #<$

/,'C /,BC /,6 /,d

/,B6Dt>

")";5

##

!)9!%

###

3")";<

!)9$9

###

#")"%!$ #")!;#$ #")!#"$ #")!4<$

/,B6Dta

")#44

##

3")$%< ")!5%

3")5"$

#

#")!$<$ #")9"5$ #")#"!$ #")<<4$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 9!; 9!; 9!; 9!;

>QB)[

%

")"55 ")!5" ")!;# ")!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表示 @n"Q"!"

##

表示

@n"Q";"

#

表示 @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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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和启示

本文选取%"";*%"!;年中国出口到世界$;个国家的 G:3$位贸易数据&使用引力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

国内和贸易伙伴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分析表明&对于中国&在出口种类方面&国内

外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带来的市场扩张效应比市场势力效应更为明显%在出口数量方面&国内提升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带来的市场扩张效应较为明显&贸易伙伴国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产生的市场扩张效应与

市场势力效应大致相当%在出口价格方面&不存在市场扩张效应及市场势力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国内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中国出口的种类和数量&但对出口价格没有明显作用%国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可以增加中国的出口种类'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进行研究发现&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更强时&双向知识产

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种类的促进作用都有所增强&反之则二者作用都不显著%分国家类型进行研究发现&同

时加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更有益于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

本文的启示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为发挥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国应继续

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着力调整国内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升知识产权执法效率&进一步提高国内各行业

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特别地&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加强&有助于出口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尤其

是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加&对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二&结合市场扩张效应与市场势

力效应&贸易伙伴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过深将出现垄断问题&而保护力度不足则无法激励出口国的创

新'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一方面&积极推进签署双边及多边

协议&商定保护程度适宜的知识产权条款&使贸易伙伴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出口增

长'另一方面&要积极地向企业提供便于获取的知识产权服务&敦促企业在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时&着重考虑

贸易伙伴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使自身产品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也要注意甄别对方是否设置了隐形的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第三&从出口增长结构看&目前中国还是更加依赖数量边际来拉动出口增长&说明现阶

段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对我国出口技术含量及价值更高的尖端产品的出口促进作用有限&因此需要积极

从知识产权保护入手&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营造#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改变#以量取胜$的出

口模式'

参考文献!

+!,?@]>'@&[0?[@j?)Y.2+,2S&.UU-(U-D.2+2+1M,(/(N̂&.,Q ,(-2MES(R2M 2-.Q++7,)7(R-,./(F@,2+-,.2D(,./H1(,(OD1S&!44!&#"

!!A%"(%93<9)

+%,\>̀ 0[Z :)\[@YS&2-.Q+.,Q 2+1M,(/(N̂ 2-.,SF+-+7,)8.,.QD., 7(R-,./(FH1(,(OD1S&!44#&%$!#"($%;3$#5)

+#,:Z@\GY7)>-+J+.C U.2+,2-DNM2S.V.--D+-2(K):)+iU(-2S) +7,)7(R-,./(F@,2+-,.2D(,./H1(,(OD1S&!444&<5!!"(!;!3!99)

+<,Z>:jK: jH&YH'KW>[\@Z)G(J2-.Q+E-+/.2+Q .-+D,2+//+12R./U-(U+-2̂-DNM2S) +7,)7(R-,./(F@,2+-,.2D(,./H1(,(OD1S&

!44;&#4!#A<"(%%93%<5)

+;,:>̀ @Z[&>̀ Z>]>̀ @'&@: >̀Z>)?(2M+D,2+//+12R./U-(U+-2̂-DNM2S(FDOU(-2+-SO.22+-F(-U-(O(2D,N.RS2-./D., +iU(-2S) +7,)

>RS2-./D., H1(,(OD1[+TD+J&%"!<&<9!#"(%943%54)

+$,jKL'>[>&=0̀ =>: Y)G(JQ(+SU-(2+12D(, (FD,2+//+12R./U-(U+-2̂ -DNM2S.FF+12MDE2+1M +iU(-2SF-(O 2M+O(S2.QT.,1+Q

+1(,(OD+S) +7,)>-NRO+,2.0+1(,(OD1.&%"!5&<!!%"(%993%4$)

+9, >̀@G&Z>:jK: jH&6>'* )̀@,2+//+12R./U-(U+-2̂+,F(-1+O+,2&+iU(-2S.,Q U-(QR12DTD2̂(FM+2+-(N+,+(RSFD-OSD, Q+T+/(UD,N

1(R,2-D+S(+TDQ+,1+F-(O8MD,.+7,)HR-(U+., H1(,(OD1[+TD+J&%"%"&!%#!<"(!3%#)

+5,郭小东&吴宗书)创意产品出口-模仿威胁与知识产权保护+7,)经济学!季刊"&%"!<!#"(!%#43!%$")

+4,8>ZY@Z&?KH'>: Z)@,2+//+12R./U-(U+-2̂-DNM2S.,Q D,2+-,.2D(,./2-.Q+(F.N-D1R/2R-./U-(QR12S+7,)](-/Q ?+T+/(UO+,2&

%"!$&5"!<"(!3!5)

+!",LG0KZ&:GH̀?0'@&HKZ7)\M+-(/+(FD,2+//+12R./U-(U+-2̂-DNM2SD, S++Q 2+1M,(/(N̂ 2-.,SF+-2M-(RNM 2-.Q+(+TDQ+,1+F-(O

K):)FD+/Q 1-(U S++Q +iU(-2S+7,)>N-D1R/2R-./H1(,(OD1S&%"!5&<4!<"(<%#3<#<)

;4

&第 !" 期 &&郎丽华&袁晓晖(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



+!!,Z>:jK: jH&6>'* )̀?(O+S2D1U.2+,2-DNM2S&.11+SS2(2+1M,(/(ND+S.,Q 2M+S2-R12R-+(F+iU(-2S+7,)8.,.QD., 7(R-,./(F

H1(,(OD1S&%"!5&;!!%"(<5#3;"4)

+!%,@eK: Z)?(D,2+//+12R./U-(U+-2̂-DNM2SO.22+-F(-2M+D,2+,SDT+.,Q +i2+,SDT+O.-ND,S(F2-.Q+(+OUD-D1./D,T+S2DN.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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