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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ＨＳ⁃６ 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计算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进

一步分析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产量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

规制政策对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相对

产量对二元边际有负面影响。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的逐步弱化，应加强对稀

土产业的生产规制，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变；并积极开

拓新的出口市场，促进稀土产业的良性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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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美国、欧盟、日本就我国限

制稀土产品出口的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提
起诉讼。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ＷＴＯ 裁定我国限制稀

土产品出口的做法有悖于其相关规则（萧达 等，
２０１４）。 同年 ４ 月，我国提出上诉请求。 经过近四个

月的审查，ＷＴＯ 于日内瓦时间 ８ 月 ７ 日公布了上诉

机构报告，维持原判，称中方涉案产品的出口关税、
出口配额措施不符合有关世贸规则和中方加入世

贸组织承诺。 为了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配合国内稀土等资源类产品管理制度改革，在
综合考虑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裁决的基础上，商务部

决定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取消稀土产品出口配额

管理，同时保留出口关税直到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 日（栾
国鍌，２０１５）。

那么，我国稀土产品出口配额、关税这两种规

制政策是否是有效的？ 取消出口配额、出口关税之

后，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

有关部门从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出发，对现有稀土

产业规制政策进行修正，使其既符合国际规则，又
能促进我国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此，国内学

者看法不一。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稀土产品出口规

制政策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出现了量增价涨的喜人

局面；而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稀土产品配额实际

上并未对国际市场产生想象中的深远影响（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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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２０１４）。
在我国稀土产品出口规制的有效性方面，现有

文献主要从价格变化、数量变化、产业结构、企业行

为等方面进行研究。 刘慧芳（２０１３）从稀土产品价

格变化、国外相关方反应和国内产生的效果等几个

方面分析了我国实行稀土产品出口规制的效果，结
果表明，出口规制的实施产生了政策措施所预期的

效果。 杨小娟（２０１４）对我国稀土产品出口外贸管

制面临的几大瓶颈———内外贸政策的一致性、价格

传导机制影响实体经济、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问

题进行了分析，发现出口限制有效地改善了出口的

价格劣势，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但也损害了行业

利益，同时也让环境污染问题有加重趋势。 王利清

等（２０１２）通过分析我国 １９８５ 年以来的稀土产品关

税政策及稀土行业出口产品结构情况，指出出口关

税提高了稀土产品的出口门槛，遏制了国内稀土资

源乱采滥挖畸形出口，保护了战略性稀土资源不被

过度快速消耗，优化了我国稀土产业结构，促进了

稀土产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 方辉（２０１３）通
过对稀土行业协会与企业的决策及行为进行调查，
发现在出口规制导致外贸受阻的情况下，稀土行业

开始谋划远期内销市场。
上述研究为我们了解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

的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信息。 但遗憾的是，这些研

究大多数依照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研究，且大多数

是定性分析，很少借鉴新新贸易理论的思想，用定

量的方法从微观视角更加深入地探讨出口规制对

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作用及机理。 虽然国内

外文献对出口规制政策的有效性、出口增长的二元

边际及其影响因素都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现有文

献较少对出口规制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定量研究，也
较少对某个具体的行业进行二元边际的测算，更没

有就出口规制对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

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中国

的稀土产品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
并通过探讨出口规制相关变量对该二元边际的影

响来判断规制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的研究对现有文献做了有益补充，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本文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

出口的主要稀土类产品的 ＨＳ－６ 位数贸易数据为基

础，首次从国家层面测度了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

的二元边际，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稀土产品出口

增长的微观结构。 另一方面，利用微观贸易数据测

算了中国稀土产品出口规制的两大手段———出口

配额与关税影响的主要因素，并将其作为自变量，
测算了出口规制对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

际的影响。 因此，本文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

稀土产品贸易流量及贸易方向的主要影响因素及

其途径，进而为完善我国稀土产品贸易政策提供

参考。

二、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测算方法及影

响因素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一国的出口增长可以分解

为源自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贡献，但具体到扩展

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含义及计算方法，学术界现在还

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按研究的视角大体上可分为

三类：一是从产品层面进行界定和测算。 在产品层

面，扩展边际指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集约边际指

出口 产 品 在 数 量 上 的 扩 张。 如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将扩展边际界定为其他国家出口的对象国

同类产品占其他国家出口的所有产品价值的比，将
集约边际界定为对象国出口给参考国的产品价值

与其他国家出口给参考国的同类产品价值的比。
Ａｍｕｒｇｏ⁃Ｐａｃｈｅｃ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将扩展边际界定为新产

品老市场、老产品新市场和新产品新市场之和，将
集约边际界定为老产品老市场。 施炳展（２０１０）将

扩展边际界定为对象国与世界出口到进口国重叠

商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的比重；将集约边际界

定为在重合商品出口量中，对象国出口占世界总出

口的比重。 钱学峰等（２０１０）将扩展边际界定为老

产品新市场和新产品新市场之和。 二是从企业层

面进行界定和测算。 在企业层面，扩展边际指新企

业的出口增长，集约边际指老企业的出口增长。 如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将集约边际界定

为 ｔ－１ 期和 ｔ 期都存在于出口市场上的企业的贸易

增长率，将扩展边际界定为在 ｔ 期新进入出口市场

或退出出口市场的企业的贸易增长率。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将扩展边际界定为贸易企业数量变化的影

响，将集约边际界定为贸易企业出口变化的影响。
三是从国家层面进行界定和测算。 在国家层面，扩
展边际指对象国对其新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长，集
约边际指对象国对其原有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长。
如 Ｋｏｈ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将扩展边际界定为出口国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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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将集约边际界定为

已有的双边贸易关系的贸易增长。
深入研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决定因素，本质

上是探讨这些因素对贸易流量或贸易方向的影响

（陈勇兵 等，２０１１）。 对此，国内外学者也做了很多

尝试，所研究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１）贸易成本，现有文献大多将贸易成本分为固定

成本与可变成本。 其中，固定成本一般用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中所提供的指数来表示，可变成

本一般用两国之间首都的距离来表示。 Ｍａｒｔｉｎａ
（２０１０）利用美国的 １５６ 个出口目标市场贸易数据

研究发现，距离对二元边际有较强的负面影响，且
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钱学峰等（２０１０）的研究也

表明距离与集约边际负相关。 （２）贸易阻力，包括

来自贸易伙伴国之间贸易政策的阻力、语言文化差

异所造成的贸易阻力等。 Ｃｒｏｚｅ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利用法

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共同语言对扩展边际有正向影

响，而殖民关系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有正向影

响。 （３）外部冲击，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所造成

的影响，如 ２００１ 年的“９·１１”事件、２００９ 年的金融

危机等。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研究发现 １９９７ 年亚洲

金融危机对美国出口的集约边际有较大的负面影

响；钱学峰等（２０１０）研究表明 １９９８ 年的东南亚金

融危机和 ２００１ 年的“９·１１”事件对集约边际有着

显著负面影响。 （４）其他因素。 如 Ｃ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８）、
李淑贞（２０１３）认为产品的替代弹性对二元边际有

一定的影响；Ａｍｕｒｇｏ⁃Ｐａｃｈｅｃ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钱学峰等

（２０１０）研究发现产品属性对二元边际有一定的作

用；宗毅君（２０１１）研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对中国出

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有促进作用。

　 　 三、我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１．产品种类的定义及数据说明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找到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出

口稀土产品的名称及 ＨＳ 编码，取其前六位，将具有

相同 ＨＳ－ ６ 位数级商品代码视为一个产品种类。
如：氯化镨的 ＨＳ 编码为 ２８４６９０２５００，氧化铒的 ＨＳ
编 码 为 ２８４６９０１９２０， 氧 化 镱 的 ＨＳ 编 码 为

２８４６９０１９７０，氧化钇的 ＨＳ 编码为 ２８４６９０１１００，氧化

钆的 ＨＳ 编码为 ２８４６９０１９３０，是不同的产品，但其 ６
位数级 ＨＳ 商品代码均为 ２８４６９０，在本文中，将其视

为同一个产品种类。 然后在 ＵＮＣｏｍｅ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中，查找这些产品类别的微观贸易数据。 按照这种

方法，本文一共搜集了 ７ 大类稀土产品的数据，其
ＨＳ－ ６ 位数级商品代码分别为 ２５３０９０、 ２８０５３０、
２８４６１０、２８４６９０、３６０６９０、７２０２９９ 和 ８５０５１１。

２．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我国稀土产品出口基本

情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我国 ７ 大类稀土产品出口额呈

波动性上涨趋势（图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稀土产品

总体出口额逐年上涨；２００９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稀
土产品出口额急剧下跌；２０１０ 年恢复增长并在 ２０１１
年达到峰值；２０１２ 年相比 ２０１１ 年虽有减少，却仍然

高 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各 年 水 平。 稀 土 金 属 矿

（２５３０９０）、含稀土铁合金 （７２０２９９）、稀土永磁体

（８５０５１１）的出口额变化与总体基本保持一致，其他几

种产品出口波动较为频繁，但总体也处于增长态势。

图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额 ／美元

　 　 我国目前的稀土产品出口结构还不够合理，中
低端产品仍占主导地位。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中等附加

值产品（如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等）出口量占稀土产

品总出口量的平均比例在 ７８％以上，而高附加值产

品（如稀土永磁材料等）出口量占比平均为 ２２％（叶
仁荪 等，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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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稀土产品对外贸易地理方向较为集中，主
要是日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但也在不

断地向一些新的市场扩张。 例如，相较于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中国稀土永磁体出口地（８５０５１１）新增了阿

尔及利亚、斯里兰卡、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
科特迪瓦、约旦、马达加斯加岛、毛里求斯、马耳他、
摩洛哥、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和也门 １４ 个国家，
２００２ 年又增加了缅甸、厄瓜多尔、加蓬、加纳、科威

特、老挝、拉脱维亚、纳米比亚、尼泊尔、巴拿马、斯
洛伐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 ２０ 个国家。

３．扩展边际的测算方法

如前文所述，现有文献对于扩展边际的定义和

测算方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将扩展边际看成是开

拓新市场，有些则将扩展边际看成是出口产品种类

的增加；有些从产品层面来测算扩展边际，有些从

企业层面来测算，也有些从国家层面来进行测算。
鉴于本文选取的样本是固定的 ７ 大类产品，但贸易

对象国每年都在不断变化，因此以老产品新市场来

衡量扩展边际。 借鉴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的测算

公式，并对其稍作变化，将产品种类的变化换成国

家种类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ＥＭｃｉｔ ＝

ｉ∈Ｉｃｍｔ

Ｖｗｉｍｔ


ｉ∈Ｉｗｍｔ

Ｖｗｉｍｔ

（１）

其中，ＥＭｃｉｔ为对象国在 ｔ 年的扩展边际，ｃ 代表

对象国，ｉ 代表进口国，ｗ 代表参考国，ｔ 代表年份， ｍ
代表产品种类，Ｉｃｍｔ代表 ｔ 年从对象国进口 ｍ 产品的

国家种类，Ｉｗｍｔ代表 ｔ 年从参考国进口 ｍ 产品的国家

种类，Ｖｗｉｍｔ代表 ｔ 年参考国向进口国出口的 ｍ 类产

品价值。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世界的二元边际，因

此，将中国作为对象国，将世界作为参考国。 （１）式
的分子为 ｔ 年世界向中国所有稀土产品贸易伙伴国

的出口价值，分母为 ｔ 年世界向所有国家出口的稀

土产品价值。 ＥＭｃｉｔ值越大，代表中国在越大比例的

国际市场上实现了出口。
根据公式（１），利用 ＵＮＣｏｍｅｔｒａｄｅ 中的中国对

世界稀土产品出口的全部 ６ 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
就可以计算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稀土行业 ７ 种产

品对世界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如图 ２ 所示）。

４．集约边际的测算方法

现有文献对集约边际的界定虽然略有差异，但
基本上都是指现有出口企业和现有出口产品在单

一方向上量的扩张。 借鉴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的

方法，并对其稍作变化，将产品种类的变化换成国

家种类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ＩＭｃｉｔ ＝

ｉ∈Ｉｃｍｔ

Ｖｃｉｍｔ


ｉ∈Ｉｃｍｔ

Ｖｗｉｍｔ

（２）

其中，ＩＭｃｉｔ代表中国稀土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
Ｖｃｉｍｔ代表 ｔ 年中国对其贸易伙伴国所出口的稀土产

品的价值，Ｖｗｉｍｔ代表 ｔ 年世界向中国所有稀土产品

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值。 集约边际表示在给定的

稀土产品贸易伙伴国中，中国的出口占世界总出口

的比重，该值越大，意味着中国在相同的市场上实

现了越大比例的出口。
采用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中的中国对世界出口稀土的

ＨＳ－６ 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基于公式（２），就可以

计算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稀土行业 ７ 种产品对世

界出口的集约边际（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

３０１

张群卉：政府规制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５．二元边际乘积的意义

在计算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基础上，我
们可以将两者相乘，得到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占世界

稀土产品总出口的比重：


ｉ∈Ｉｃｍｔ

Ｖｃｉｍｔ


ｉ∈Ｉｗｍｔ

Ｖｗｉｍｔ

＝ ＥＭｃｉｔ × ＩＭｃｉｔ （３）

（３）式的左边表示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占世界稀

土产品出口的比重，右边表示中国稀土产品出口扩

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乘积。 从该式可以看出，中国

的贸易伙伴国越多，或者中国在给定贸易伙伴国市

场份额越大，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就越高。 也就

是说，从动态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要

中国增加贸易伙伴国的数量（增加扩展边际），或者

对同一贸易伙伴国增加出口数量（增加集约边际），
就能扩张贸易份额。 因此，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找出我国稀土产品出

口扩张的原因，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促进稀土产业

的良性发展。

　 　 四、实证模型与检验结果

１．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现有研究认为，贸易伙伴国间的距离、经济规

模、进入贸易伙伴市场所需的沉没成本、外部冲击、
多边贸易阻力、本地市场效应、劳动生产率、资本劳

动比等因素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一国出口增长

的二元边际。 考虑到中国稀土产品出口的特点，笔
者认为，这些因素或许对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

二元边际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考虑到本文主要

目的是找出影响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因素，并
为制定稀土产业的合理规制政策以及促进其可持

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因此，本文根据出口规制的

两大手段———出口配额和关税影响的主要因素来

选择自变量。
从理论上讲，出口配额主要通过制定出口的最

大限额以及企业获得配额的条件来影响产品的出

口数量和价格，关税直接通过税收影响企业出口价

格，而产品出口的价格、数量及利润率又会与产品

的产量相互影响。 因此，本文选用中国稀土产品与

世界稀土产品的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出口价格

和相对产量作为自变量，对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

元边际进行研究。 如果稀土产品的出口价格上涨，
而出口数量却没有下降①，或者下降的幅度小于价

格上涨的幅度，使得稀土产品出口以集约边际或者

扩展边际的形式扩张，则政府规制是有效的；如果

出现价格下降、数量上涨、二元边际扩张的情况，则
政府规制是无效的。

由于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产量与出口增长

的二元边际相互影响，相互决定，建立单一计量模

型难以真实反映三者的相互关系。 因此，本文用联

立方程模型来进行模拟。 其中，出口增长的二元边

际由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出口价格和相对出口

数量等因素决定；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由上年相对出

口规制程度以及同年相对出口价格、相对产量等因

素决定；相对产量由上年相对出口价格以及同年相

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出口价格等因素决定。 具体

模型如下：
ｌｎ Ｙｔ ＝ ｃ１＋β１１ ｌｎ ｒｔ＋β１２ ｌｎ ｐｔ＋β１３ ｌｎ ｑｔ＋μ１ｔ （４）
ｌｎ ｒｔ ＝ ｃ２＋β２１ ｌｎ ｐｔ＋β２２ ｌｎ ｑｔ＋β２３ ｌｎ ｒｔ－１＋μ２ｔ （５）
ｌｎ ｑｔ ＝ ｃ３＋β３１ ｌｎ ｒｔ＋β３２ ｌｎ ｐｔ＋β３３ ｌｎ ｐｔ－１＋μ３ｔ （６）
其中， ｃ、β 是待估参数，μ 代表随机误差项，ｔ 代

表年份（ 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其他各变量的含义及计算

方法如下：
（１）Ｙｔ 代表扩展边际或集约边际。 若进一步细

化，则扩展边际用 ＥＭ 表示，集约边际用 ＩＭ 表示。
（２） ｒｔ 代表相对出口规制程度。 从理论上讲，

一国政府既可以通过实施出口配额来直接影响产

品出口数量；又可以通过征收出口关税等措施来增

加产品出口成本，削弱产品出口价格竞争力，间接

影响产品出口数量。 当影响出口的其他条件不变

时，一国出口规制越严格，其出口的产品数量就越

少；一国出口规制越宽松，其出口的产品数量就越

多。 即一国的出口规制程度与其产品的出口数量

高度负相关。 因此，本文用 ｔ 年中国的 ７ 种稀土产

品出口数量比世界同类稀土产品的出口数量来衡

量中国稀土产品的相对出口规制程度。 该值越大，
代表中国相对世界的出口规制越宽松；该值越小，
代表中国相对世界的出口规制越严格。

（３）ｐｔ 代表相对出口价格。 用 ｔ 年中国稀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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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出口价格比世界同类稀土产品的价格来衡量。
该值越大，代表中国相对世界的出口价格越高；该
值越小，代表中国相对世界的出口价格越低。

（４）ｑｔ 代表相对产量。 用 ｔ 年中国稀土产品的

产量比世界同类稀土产品的产量来衡量。 该值越

大，代表中国相对世界的产量越多；该值越小，代表

中国相对世界的产量越少。
（５）Ｙｔ－１、ｒｔ－１、ｐｔ－１分别为 Ｙｔ、ｒｔ、ｐｔ 的滞后一期变

量，它们与常数项 ｃ 均为本联立方程模型的工具

变量。
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进入模型，原始数据均来

自于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２．检验结果与分析

将各变量数据代入方程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如表 １、表 ２、表 ３ 所示。

图 ３　 中国与世界稀土产品的相对规制程度、相对价格与相对产量

表 １　 方程（４）中各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ｃ ｌｎ ｒｔ ｌｎ ｐｔ ｌｎ ｑｔ Ｆ 值 Ｒ２

ｌｎ ＥＭ 回归结果
－０．１２

（－４．０９）
０．０７

（４．４２）
０．００８
（０．８６）

－０．３２
（－６．５８）

２６．０４ ０．９９

ｌｎ ＩＭ 回归结果
０．１４

（２．３４）
０．９９

（２５．６０）
１．１０

（－０．６６）
－０．１０

（－０．６６）
６３９．７ ０．９９９

表 ２　 方程（５）中各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ｃ ｌｎ ｒｔ－１ ｌｎ ｐｔ ｌｎ ｑｔ－１ Ｆ 值 Ｒ２

ｌｎ ｒｔ 结果
７６６．４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５８）

－０．６２
（－７．３８）

－０．５６
（－０．１７）

７．８４ ０．９８

表 ３　 方程（６）中各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ｃ ｌｎ ｒｔ ｌｎ ｐｔ ｌｎ ｐｔ－１ Ｆ 值 Ｒ２

ｌｎ ｑｔ 结果
－１８１．１９

（－９．４０Ｅ－０５）
０．２２

（３．３５）
０．０６

（２．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６）

４．５２ 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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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１、表 ２、表 ３ 的回归结果来看，Ｆ 和 Ｒ２ 值

都较高，说明模型拟合的程度较好。 解释变量相对

出口规制程度（ ｌｎ ｒｔ）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说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相对出口规制程度与出口增长的二

元边际、相对产量总体上呈同向变化。 从该变量所

代表的含义来讲，意味着当中国的出口规制比世界

严格时，不利于中国稀土产品的出口扩张，也会使

中国相对于世界的稀土产品产量减少；当中国的出

口规制比世界宽松时，有利于中国稀土产品的出口

扩张，也会使中国相对于世界的稀土产品产量增

加。 这是因为当中国的出口规制比世界严格时，其
他国家会预期中国稀土产品供不应求，担心买不到

足够的稀土产品或要为同样的稀土产品付出更高

的价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本国的稀土产品产

量，并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当中国的出口规制比世

界宽松时，其他国家预期会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大量

的中国稀土产品，从而更倾向于减少本国的稀土产

品产量，增加从中国的进口。 美、日、欧就稀土产品

出口规制问题将我国告上 ＷＴＯ 就是很好的证明。
虽然我国一直在采取出口规制策略，但出口配额每

年都没有用完，从数量上来说根本不影响他们的使

用，他们去 ＷＴＯ 起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出

口规制政策所导致的价格上涨，无法继续以较低的

价格采购到中国的稀土产品。 此外，比较相对出口

规制程度对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回归系数可知，
出口规制对集约边际影响更大，也就是说当中国的

出口规制比世界宽松时，企业更倾向于向现有市场

扩张。
相对出口价格（ｌｎ ｐｔ）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系数均

为正但不显著，对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的影响为负且

显著，对相对产量的影响为正且显著。 这说明我国

稀土产品二元边际的价格弹性大于零，相对出口规

制程度的价格弹性小于零，相对产量的价格弹性大

于零。 结合图 ３ 中呈波动性上涨的价格趋势，可以

看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我国出口规制政策从总体上来

讲是有效的：通过减少直至取消出口退税、征收出

口税以及减少出口配额，使得我国稀土产品在相对

出口价格总体回升、相对出口数量总体减少的同

时，出口总价值在总体上保持增长。 但相对出口价

格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只对相对出口

规制程度和相对价格的影响系数显著，说明相对出

口价格的变化对稀土产品的相对出口数量和相对

产量影响更大，而对出口额的影响较小。 这是因为

相对出口价格上涨后，中国厂商虽然更有生产积极

性，其他国家却在纷纷寻找应对策略，如开启本国

矿山、动用本国储备、从他国进口、到国外稀土资源

地投资设厂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中国稀土

产品的依赖，加上中国通过出口规制策略总体上减

少了稀土产品的出口，此消彼长，相对出口量自然

变化更大。 此外，相对出口价格对相对产量的系数

为正且显著，也说明了中国稀土产品的价格供给弹

性要高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供给弹性。
相对产 量 （ ｌｎ ｑｔ ） 的 系 数 均 为 负。 这 说 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我国稀土产品相对产量与二元边际

总体上呈反方向变化。 可能的原因是，当政府对稀

土产品实施出口规制策略时，企业是否能出口以及

能出口多少一般都已经由政府作出了明确规定，过
多的产量只能导致国内市场上稀土产品供过于求，
或者走私量增加。 当通过走私流向国外的稀土产

品达到一定数额时，就会对国际市场价格带来负面

影响。 而走私量是不会反映到海关统计上的，这就

会出现官方统计的产量增加了，出口数量没有增加

甚至减少，价格反而下跌，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减

少的情况。 据海关统计，我国每年走私稀土产品至

少 ２ 万吨，约占实际出口量的 １ ／ ３（邱林，２０１５），这
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相对规制程度对二

元边际的影响为正，而相对产量对二元边际的影响

却为负。 此外，相对产量对扩展边际的影响较为显

著，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 这意味着中国更多

的稀土产品出口到了老市场，只有一小部分稀土产

品出口到了新市场。 这也与我国稀土产品的对外

贸易地理方向较为稳定的现实相符①。
相对出口规制程度滞后一期变量（ ｌｎ ｒｔ－１）的系

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政府上一年的相对出口规制

程度对本年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影响不大。
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在不断的博弈中调整各自的稀

土产品出口战略：当上一年的相对出口规制政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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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格时，中国政府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本年

度出口规制政策，适当扩大出口；或其他国家可能

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本年度出口规制程度，适当减

少出口。 从图 ３ 可以看出，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稀土产品

出口相对规制程度的数值一直在 ０．１７ 上下波动，幅
度较小，且有下降趋势。 这与样本期间中国不断小

幅度调整稀土产品出口规制程度（减少直至取消出

口退税、征收出口税、增减出口配额等）、其他国家

随着中国供给量的变化不断调整本国稀土产业战

略（关闭或开采本国矿山、增加或减少储备等）的现

实状况相符。
相对产量滞后一期变量（ ｌｎ ｑｔ－１）的系数为负但

不显著。 说明上一年的稀土产品相对产量对本年

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影响不大。 具体说来，当上

一年稀土产品相对产量较多时，政府在本年度就可

能会加强相对出口规制程度，以引导企业减少本年

度的稀土开采和产品生产；当上一年稀土产品相对

产量较小时，政府在本年度就可能会放松相对出口

规制程度，以引导企业适当增加稀土开采和产品生

产，从整体上保持本国稀土资源合理的开采规模和

生产速度。
相对价格滞后一期变量（ ｌｎ ｐｔ－１）的系数为正但

不显著。 说明上一年的稀土相对价格对本年的相

对产量具有正面影响，但影响较小。 这一回归结果

符合理论预期。 从理论上讲，厂商在年初制定生产

策略时，会参考往年的稀土相对价格，价格高就愿

意多生产，价格低就会少生产。 且在相对价格较高

的上一年，生产厂家更愿意多签订销售合同，这些

销售合同有一些也需要到本年才能执行完，这就又

增加了本年的稀土产品产量。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主要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借鉴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的方法，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

国 ＨＳ－６ 位数级稀土产品对外贸易数据，对中国稀

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相对出口规制程度、
相对出口价格、相对产量进行测算，分析相对出口

规制程度、相对出口价格、相对产量对出口增长二

元边际的影响，探讨稀土规制政策对稀土产品出口

扩张的影响及其机理。 从检验结果来看，中国稀土

产品出口规制政策通过影响出口价格和数量，对稀

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

过减少直至取消出口退税、征收出口税以及减少出

口配额，使得我国稀土产品在相对出口价格总体回

升、相对出口数量总体减少的同时，出口总价值在

总体上保持增长。
虽然我国在 ＷＴＯ 稀土案中败诉后，已于 ２０１４

年底取消了出口配额制，关税政策以后也会取消，
继续通过出口规制来促进稀土产业的良性扩张已

基本不可行，但是仍然可以充分利用资源税、环境

税、行业准入门槛等措施来代替出口配额政策，继
续约束我国稀土产品出口量，影响稀土产品出口价

格，促进稀土产业的良性发展。 此外，中国稀土产

品相对世界稀土产品的产量对稀土产品出口增长

的二元边际有负面影响，因此，对稀土资源开采和

产品生产进行合理的生产规制将有利于促进稀土

产业的良性扩张。 而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出口

价格对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均有正向影响，一定程

度上说明市场竞争正逐步由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

转向以非价格因素为主的竞争态势。 目前，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

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我国应抓住这一有利

时机，进一步优化稀土产业结构，增加高附加值稀

土产品出口比重；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加大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投入，提高稀土

产品技术含量，并减少开采、生产和加工环节所造

成的环境污染；同时，还应优化稀土产品出口市场

结构，积极开拓新市场；进而加快实现稀土产业从

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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