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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匹配国 内 外行业价格数据和 贸 易数据 ，测算分行业人 民

币 实 际有效汇 率 。 结论表明 ， 中 国不 同 行业 间 的 实 际有效汇率存在显著差别 ， 传

统方法测 算的加 总 国 家层 面的 实 际有效汇率忽视了其 中 的异质性特征 。 随后
， 本

文讨论 了名义有效汇率与相对有效价格对实际有效汇率的贡献 发现 虽 然在加总

层面名 义有效汇率对实 际有效汇率 变动 的贡献超过 但是针对某些具体的

行业
，
相对价格却是实际有效汇率变动 的主要原 因 。 最后 ， 为解决分行业 实际有

效汇率指标运用 于计量经济分析时潜在的 内 生性 问题 ，本文提 出修正后 的指标 ，

并将之运用 于讨论汇率与 贸 易 关 系 ，
发现分行业 实际有效汇率指标明显优于加总

层面的 实际有效汇率 ，
能够更加准确地揭 示汇率与 贸 易 的关 系 。

关 键 词 实际有效汇率 行业 贸 易

引言

近年来 有关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争论很多 绝大多数研究采用加

总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标 。 但是 ，不同行业的国 内外价格变化以及对外贸易结

构不同 它们面临的实际有效汇率也是不同的 。 如果仅测算加总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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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 无法厘清不 同行业的异质性竞争力特征 ，很容易带来
“

加总谬误
”

，引致研究结果的偏误。

遗憾的是 ，现有的主流机构仅公布基于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 。 例如 ，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 、国际清算银行 （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等机构每年

都公布基于不同方法测算的全球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标 。 国内研究中 ，李亚新

与余明 、万正晓 等计算了基于消费物价指数的实际有效汇率 ， 巴曙松等

对现有估算方法进行评估 ，试 图构建适用于中 国 的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 。

王慧敏等 、马丹和许少强 、黄薇和任若恩 利用单位劳动成本作为

价格指标测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 以期更准确 的度量 中 国 的相对国际竞争力 。 但

是 上述研究都着眼于加总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 。

真正将实际有效汇率的度量转向行业方向 的研究始于 ，
作者利用

美国的分行业贸易数据构造了 个产业的实际有效汇率
，
以此度量美国不同行业的

相对国际竞争力差异 。 但是 ， 仅在贸易加权时选择行业层面的数据 ，

价格水平的选取仍然是加总层面的 ， 因此也无法准确邊量行业竞争力 。 和

明确批评了这一点 ，认为仅仅利用贸易差别估算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是不充

分的 ，他们利用行业层面的生产者价格指数而不是加总价格指数 ，估算韩国 的分行业

实际有效汇率 ，发现韩 国不同行业之间的实际有效汇率存在显著差异 。 在相关研究

中 等 、 等 利用分行业的汇率数据研究产品价格偏离
一价

定律的异质性效应 。 和 用分行业实际汇率数据检验价格黏性

与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 。 由此可见 ，分行业的实际汇率已经在国际经验研究中得到广

泛应用 。 但是 ， 国 内相关研究较少 。 李宏彬等 （ 利用贸易权重差异构建企业维

度的实际有效汇率 并以此为基础对汇率与贸易关系进行研究 但是他们仍然采用加

总层面的国 内外 指数 ，没有考虑行业间的价格特征 ，从而也未能准确识别行业间

的国际竞争力差异 。

本文通过匹配国 内外分行业的价格和贸易数据 首次估算人民币分行业实际有效

汇率 ，指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国内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这意味着 ，伴随

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化 中国不同行业国际竞争力 的变化是不 同的 。 为了说明构造分

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对经验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还分别估算了加总实际有效汇率与分行

业实际有效汇率对中 国进出 口 的影响 ， 发现后者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 因此 构建分行

业实际有效汇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需要指出 的是 ，本文测算年度的分行业有效汇率 ，
目标在于提供分析有效汇率的

世界经济 年第 〗期



徐建炜 田 丰

一

种更加微观的思路 并指出这一指标可以更好地理解汇率对 中 国经济的影响 。 当

然 在理论上 实际有效汇率指标还存在时间维度的
“

加总谬误
”

，更加精确的估算应

该利用高频数据 。 但是 ，考虑到绝大多数经验研究 （包括本文后面关于汇率和贸易关

系的讨论 都是基于年度汇率数据 ，本文也仅提供年度结果 。 本文提供的计算方法

很容易推广至月度乃至 日度 ，
以解决相关问题 。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 ： 第二部分诠释实际有效汇率的
“

加总谬误
”

；第三部分对

中国 年的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估算 ；第四部分将实际有效汇率分解

为名义有效汇率与相对价格因素 并且比较二者在实际汇率决定中 的相对重要性 ；
第

五部分试图解决实际有效汇率应用于计量经济分析时的内生性问题 ，并将之运用于汇

率与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 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

二 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中的
“

加总谬误
”

自 年汇率并轨改革以来 ，
人民 币实际有效汇率

一路攀升 ， 虽然在

年出现过
一

段时间的下降 ，但在 年重启
“

汇改 后 ，实际有效汇率继续迅速

上涨 。 直到 年 ，实际有效汇率才变得平稳 上涨趋势变缓 （ 图 。

从人民 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走势来看 很容易推断出 中 国 的产业竞争力在

年汇率钉住美元期间由于实际汇率贬值而提高 ，
这也成为 国 内外经济学家诟病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主要原因 。 但是 ，这种单
一的 、 国别层面的趋势图实际上掩盖

了行业间 国际竞争力的差异 ，造成
“

加总谬误
”

。 毕竟 ， 中 国行业之间的进出 口 份额 、

价格水平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 。

不妨回归 国家层面实际有效汇率的基本定义 ：

巧
石

其中 ，
腿民是 国的实际有效汇率 ， 是 国与 国之间的贸易额

，
是

国与 国 的双边实际汇率 ， 是 国与 国的当期双边名义汇率 ， 是 国与

① 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
一

点 。

② 实际有效汇率的定义通常有两种形式 算术平均法与几何平均法 。 目前 包括 和 在内 的主流机

构都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 原因有二 （ 它可以对称的反映各国货币的升值和贬值 ，
而不会引人估值效应 （

给定 贸易权重之后 几何平均法的测算结果不依赖于指标的基期选择 —
。 因此 本文也采用几何平

均法的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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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的基期双边名义汇率 和 巧分别是 国和 国的价格指数 。
①

由于 和 、巧都是国
。

家加总层面的数据 ，行业之间的 一

§

厂
信息难免在加总时被平均甚至

相互抵 消 ， 文献称为
“

加 总谬

误
”

。 为 了说明这一点 ，分别考

虑两种情形 ：

情形 假设世界上存在

甲 、 乙 两 个 国 家 以 及 、 两 种 側 明 咖 細 年

产品 。 如果 曱 国 相对 乙 国 的 产

品 价格上涨 个 单位 ， 甲 国 图 人民币加总国家层面有效汇率走势

相对 乙 国 的产品 价格下 降 数据来源 的 数据库 。

个单位 。 在短期 内 ，进 出 口 贸 易

量保持不 变 。
此时 ，

国 家层面的 实际有效汇率没有发生变化 。 但是 ， 产品 和产 品

的 实 际有效汇率已经发生变化 ， 甲 国 产品 的 国 际竞争力下降
，
产品 的 国 际 竞争力

上升 。 但是 在加总的过程 中 ， 两种效应相互抵消 而消失 了 。

情形 假设世界上存在甲 、 乙 、丙 个国 家 以及 、 两种产品 ， 曱 乙 两 国 的双边

名义汇率升值速度快于 甲丙 两 国 的双边名义汇率 。 如果 甲 国与 乙 国之间 的 产 品 贸

易增加 ，
而 甲 国 与 丙 国之间 的 产品 贸 易下降

； 今
此 同 时 ， 曱 国 与 乙 国之间 的 产品

贸 易下降 而 甲 国与 丙 国之间 的 产 品贸 易 增加 ； 甲 国 和 乙 国 、 丙 国之间 的 总 贸 易水

平没有变化。 此时 ，
若是测算国 家层 面的 实际有效汇率 ，

结果不会有任何变化 。 可是
，

如果仅仅考虑 产品或者 产品的 实际有效汇率 ，
由 于 甲 国 与 乙 国之间 的 产品 贸

易增加、与 丙国之间 的 产品 贸 易下降 理应赋予 甲 乙之间 的双边名义汇率更 高的权

重
，
而赋予 甲丙之间双边名义汇率更低的权重 ，

结果是甲 国产品 的 实 际有效汇率进

一步上升 ， 甲 国 产品 的 实际有效汇率进一步降低 。

以上两种情形中 ，情形 表示
“

价格
”

因素导致的加总谬误 ，
情形 表示

“

贸易权

① 这里使用的计算权重与 和 的公式略有不同 但却有助于比较出 口加权和进 口加权的实际有效

汇率 。 另外 本文没有考虑第三方市场效应 但即便如此 ，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的优势在后文也将得以体现 。 考

虑第三方市场效应的测算结果不会影响本文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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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因素带来的
“

加总谬误
”

。 无论是情形 还是情形 ，加总 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

率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但是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巳 经显著变化 。 这就表明 如果价

格水平或者对外贸易水平在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
加总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会

忽视行业间的变异性
，
仅仅提供平均值 。 当这两个关键变量在不同行业之间反 向运动

时 基于相互抵消 的作用 ，计算出 的加总实际有效汇率不能准确反映行业竞争力 ，反而

会传递错误的信息 。

三 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测算

―

数据描述

在公式 （ 的基础上增加行业维度
，
可以很 自然地得到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的

测算公式 ：

“

⋯ 叫 遞广
； ；

其中 ，
础视 是中 国在行业 的实际有效汇率 是中 国与 国在行业 中

的贸易额 ，
腫 是中国与 国在行业 的双边实际汇率 ， 是中国与 ） 国 的当

期双边名义汇率 ， 。是中国与 国的基期双边名义汇率 和 分别是中国

和 国行业 产品的价格水平 。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如下 ： （ 国 内外分行业贸易 数据 （ ，
来 自

世界贸易数据库提供的 年各个国家的 位数产品的进 口和 出 口数

据 中 国的分行业价格数据 ，来 自 数据库提供的 位数工业行业生产者价格

指数 （ 国外分行业价格数据 ） 来 自 的 数据库提供的 个主要国

家 工业分行业 增加值的价格平减指数 中 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名

义汇率数据 是作者根据宾大数据库 里中美双边名义汇率数

据换算得到的 。 数据合并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国内行业分类标准与国外的 分类

并不一致 ，需要通过对照合并 ， 重新进行统一 。 参考毛 日 昇 （ 的研究 本文采用

合并至九大行业分类的匹配方法 ，具体参见表

① 个国家分别是奥地利 、比利时 、捷克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意大利 、卢森堡 、

荷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美 国

、加拿大 、冰岛 、 日 本 、 以色列 、韩 国 、墨西哥 、新西

兰 、挪威和瑞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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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国 内行业分类和 分类合并对照表

合并后的分类 中国行业标准分类

食品 、饮料 、烟草制造业

纺织 、服装 、皮革及鞋类制造业

木材加工制造业

造纸 、印刷 、 出版制造业

化工 、橡胶 、塑料及燃料制品业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基础金属及压延金属制造业

机械及设备制造业 （ 、 、 、 、 、 、 、 、

运输设备制造业

需要指出 的是 ，本文的样本并未包括一些重要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 第
一

， 中 国香

港未能包括在样本中 。 内地与香港特区的贸易 占到中 国贸易总额的约 。 但是 与

香港贸易 中大部分是转 口 贸易 ，即产品 出 口到香港的 目标是为 了再出 口 到其他国家 。

实际有效汇率的经济学含义是度量国家之间的价格竞争力 需要测度的是与最终进 口

地或出 口地的贸易 ，香港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 。 理论上严格的办法
，
应是将转 口贸易

分解 然后重新测度中国的真实对外贸易结构 。 但是 ， 出于数据所限 只能 留待今后研

究 。 第二 ，南亚国家未纳入样本范围 。 与它们的贸易对中 国而言也是重要的 ，但是这

些南亚国家并未公布分行业的价格指数
，
从而无法计算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 ， 只能在

测算中略去 。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 表 年主要国家的分行业价格上涨率 ％

问题是价格指数的选取 。 行业 美国 欧洲国家 日本

文献 中 关于究 竟 使 用 食品 、饮料 、烟草制造业

— —

还县 —官存亦
纺织 、服装 、皮革及鞋类制造 ：业

‘

木材加工制造业

很多争论。 本文使用来 造纸 、印刷 、出版制造业

自生产面的增加值平减 化工、橡胶 、塑料及燃料制品业

指数 （ 即 而非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

进行计算 ，原因有以下两
基础金属及压延金属制造业

机械及设备制造业
点 ：⑴行业 数据相

运输设备制造业

对更加难以获得 ，使用行

业 将会为我们提供更大的样本选择 较之 更容易受到零售商定价的影

响
，
不能完全度量一 行业面临的国际价格竞争力 。 基于此 ，本文采用 进行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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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 ，本文得到 中国与 个主要 国家共计 个行业的数据 。 从估算结果来看 不

同行业的价格上涨率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结构都存在较大差异 。 表 列出 了

年美国 、 日本 、欧洲国家的分行业年均价格增长率数据 。 可 以看出 ， 世界主要

国家的化工橡胶塑料及燃料制品业 （ 日本除外 ） 、基础金属及压延金属制造业的价格

上涨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而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的价格还存在下降

趋势 。 表 列出 了 年中 国对美国 、 欧洲国家及 日本的出 口 和进 口结构比

例 从中同样可以发现 不 同行业的外贸结构相差较大 ， 中 国的食品饮料烟草制造业对

美国的 出 口 占行业总出 口 比例的 而造纸印刷 出版制造业对美国 的出 口 比例为

；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造业从美国的进 口 仅占行业总进 口 比例的 ，而造纸

印刷出版制造业的进 口 比例达到 。 由此可见 ，在中国 价格和进出 口结构都存在显

著的行业间差异 测算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对于理解中国 的行业国际竞争力非常必要 。

表 在 年期 间中国与主要国家的分行业贸易结构比例 ％

美国 欧洲 国家 日本 其他国家 美国 欧洲国家 日本 其他国家

食品 、饮料 、烟草制造业

纺织 、服装 、皮革及鞋类制造业

木材加工制造业

造纸 、印刷 、出版制造业

化工 、橡胶 、塑料及燃料制 品业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基础金属及压延金属制造业

机械及设备制造业

运输设备制诰收

二 测算结果

基于 巳整理的数据库 可通过式 测算人民币的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 。 首先以

贸易总额为权重测算行业实际有效汇率 。 图 绘制 了基于贸易权重的中 国分行业实

际有效汇率指数在 年期间的变化趋势 ，基期是 年 （ 。

图 的测算结果显示 ，在 年期间 ，
中国不同行业的实际有效汇率走势

虽然在趋势上具有
一定相似性 ，但具体的波动幅度仍然存在显著差异 。

年
，
化工橡胶塑料及燃料制造业 、机械及设备制造业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最高 ，

增

长了超过 其次是食品饮料烟草制造业、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造业、木材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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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基础金属及压延金属制造业、造纸印刷和出版制造业 它们只是出现小幅度升

值 ；而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实际有效汇率不仅没有提高 ，反而略

微有所降低 。 不同行业实际有效汇率的具体走势也迥异 。 以 年国家层面

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下降的期间为例 这段时间绝大多数行业的实际有效汇率都出现贬

值 ，但是化工橡胶塑料及燃料制品业 、基础金属及压延金属制造业和机械及设备制造

业的实际有效汇率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

：

通軋 明 出腥 朞 化工 棰 容 其 金厲矿 纛

■
■

■

、
！ ；

基確金 余肩 逢章 析械 设备 癯炎

功

图 基于贸易权重的 中国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 年

数据说明 作为基期 。

在利用贸易总额测算实际有效汇率时 ，实际上只考虑了进出 口企业平均的国 际竞

争力 。 由于中国的出 口与进口 贸易 目 的地结构存在较大差别 ，有必要分别将出 口额和

进口额作为权重 测算基于出 口权重和进 口权重的实际有效汇率 ， 以准确反映出 口企

业和进 口企业面临的不同 国际竞争力变化 。 在表 ，我们分别计算了 年

以 贸易总额 、出 口 和进 口作为权重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年均增长率 以此比较不同

权重对最终测算结果的影响 。 结果显示 尽管出 口加权和进 口加权的实际有效汇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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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走势相差不大 ，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差异 。 例如 ，在食品饮料烟草行业 ， 出 口加

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速度快于进口加权实际有效汇率 ， 而在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造

业 ，结果正好相反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 对此的一个解释是汇率传递效应在行业

间的差异 伴随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 如果某行业主要出 口 目的地的价格上涨幅度小

于主要进 口来源 国价格的上涨幅度 ，会导致出 口 加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大于进 口

加权实际有效汇率 。 这意味着 同样是名义汇率升值 ，并不一定总是有利于该行业的

进口 而不利于该行业的出 口 。 如果主要进 口来源地的产品相对价格出现大幅下降 ，主

要出 口 目的地的产品相对价格出现大幅上升 ，那么出 口企业和进 口企业在国 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都会增强 因此可能同时从名义汇率升值中获益。

表 基于不同权重计算的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堆长率 年

贸易加权 进 口加权 《￡￡

变化率 变化率 变化率

食品 、饮料 、烟草制造业

纺织 、服装 、皮革及鞋类制造业

木材加工制造业

造纸
、
印刷 、出版制造业

化工 、橡胶 、塑料及燃料制品业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基础金属及压延金属制造业

机械及设备制造业

运输设备制造业

四 分解 ： 名义汇率变化还是相对价格变化

实际汇率的变动有两个来源 ：名义汇率变化和国 内外相对价格变化 。 究竟哪一方

面因素更加重要 ？ 的早期研究发现 ，实际汇率波动的主要来源是名义汇

率波动 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价格变化的黏性 使得名义汇率的过度波

动传导至实际汇率 。 、 的两篇论文证实了这一发现 但是他怀疑

颠倒 了二者之间 的 因果关系 ， 因为 即便是在一个价格灵活调整的世界 ，

只要存在技术和偏好冲击 实际汇率也会呈现出 高度的波动性 ，而这会传导至名义汇

率 。 尽管存在解释上的争议 但是经验事实已经得到公认 ：较之国 内外相对价格 ，名义

世界经济 年第 期



中 国行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测算

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化更加
一

致 。 为 了叙述方便 ，本文延续 的说法 将

名义汇率视为实际汇率波动的源泉 。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 上述结论是否仍然适用于分

行业的汇率研究？ 由于不同行业的价格黏性以及面临的偏好和技术冲击都不
一致 ，是

否在某些行业可能存在名义汇率变动与实际汇率变动不同或者
一致性较弱 ？ 本节试

图探讨这一问题 。

利用公式 的对数形式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实际有效汇率分解为名义有效汇

率与相对有效价格 即 ：

—

—

為 石

其中
，

￡￡
，

是行业 的对数名义有效汇率 ， 是行业 的对数

相对有效价格。 在两边取一阶时间差分 ，得到
：

’ ’

分别计算 ￡
：

⋯和 即 占 的比例在不同时间的

平均值 即可以得到分行业的名义汇率与相对价格对实际汇率的贡献 。

测算的结果参见表 。 最后一行是利用 数据库提供的加总国家层面的名义

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计算的结果 。 与 、 、

的结论
一致 ：在加总国家层面 ，较之相对有效价格 名义汇率的波动都与实际汇率更加

接近 。 但是 ， 细致到行业层面 结果则有所不同 如表 中第 行到第 行所示 。 以贸

易加权的实际有效汇率分解结果为例 在 大行业中 的 个行业 名义有效汇率对实

际有效汇率的贡献都超过了 。 但是在化工 、橡胶 、塑料及燃料制 品业 、基础金属

及压延金属制造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 ，相对有效价格的变动贡献了实际有效汇率变动

的绝大部分 ，名义有效汇率的贡献相对较小 ；也即是说 这 个行业的实际有效汇率主

要是由相对有效价格驱动的 。 由此可见 ， 等人发现的事实并非适用于所有行

业 ，需要根据行业特征加以 区別对待 。 另外 这
一

结论也表明 和李宏

彬等 仅仅利用贸易份额进行加权 ， 而没有利用行业相对价格特点 ，对于那些相

① 考虑一种极端情形 在 时期 如果名义汇率大幅度升值 而国 内外相对价格恰恰大幅度下降 从而实 际

汇率仅仅是略微升值
一

个无穷小的数值 。 若按照此方法分解估算贡献率
，
会得到名义汇率水平的贡献率接近正

无穷 。 即便是在所有的 时期 名义汇率的贡献率都很小 在对不同时 间取平均值之后 仍然会得到正无穷 的

贡献率 从而错误的估算平均贡献率。 为避免极端值对测算结果的影响 这里剔除单期贡献率的绝对值超过

的极端样本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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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效价格做主要贡献的行业会产生 明显偏误 。 以进 口 和出 口加权测算的贡献率分

解结果列在最后 列 ，结论与前述类似 ，亦存在明显的行业间差异 。

表 名义有效汇率 、 国 内外相对有效价格与实际有效汇率的贡献率分解 ％

贸易加权 出 口加权 进口加权

名 义汇率 相对价格 名义汇率 相对价格 名义汇率 相对价格

食品 、饮料 、烟草制造业

纺织 装 、皮革及鞋类制造业

木材加工制造业

造纸 、印刷 、出版制造业

化工 、橡胶 、塑料及燃料制 品业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基础金属及压延金属制造业

机械及设备制造业

运输设备制造业

加总 国家层面

五 内 生性问题

一

修正内生性的测算

前面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用于理解行业间 国际竞争力差异性是合适的 ，但是对于

许多试图将汇率作为解释变量且研究它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分析 ，就

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 正如 指出 ，在测算实际有效汇率的时候 ，通

常使用当期的贸易权重对当期的实际汇率进行加权 ， 因此双边汇率贬值较多的国家 ，

出 口增加也就多 ，此时若以出 口为权重 ，
会进一步强化该国汇率贬值情况 ；

相反 若是

以进 口为权重 ，则会弱化该国 的贬值情况 因为进 口增加会带来有效汇率升值 。 因此 ，

如果以前述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解释变量 ，研究汇率对贸易 、企业利润等其他变

量的影响 ，则很难厘清其中的反向 因果关系 。 基于此 ， 建议使用滞后

期的贸易额作为权重测算实际有效汇率 以解释内生性问题 。

为提供方便应用于计量经济分析的指标 ，本文试图采用两种不同的滞后期办法测

算修正内生性的实际有效汇率 。 第一种办法是利用滞后 期的出 口 、进口 和贸易总额

作为权重 ￡￡ 第二种办法是利用滞后 期的平均出 口 、进 口 和贸易总额作为权

重 ￡
。 指数计算的方法同公式 。 表 列 出 与第三节测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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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都超过了 。

表 修正内生性的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与原始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关系数

贸易加权 出 口加权 进口加权

与原始 的相关系数

与原始 的相关系数

需要指出 的是 ，
修正内生性的实际有效汇率仅仅是在利用汇率作为解释变量的研

究中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 如果将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考察究竟是何种因素导

致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发生变化 ，笔者仍然建议使用前文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标，

二 应用 汇率与贸易

我们试图利用修正内生性的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指标 讨论汇率与进出 口 的关

系 。 汇率与贸易失衡的关系是近年的热点话题 。 理论上 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将会带来

出 口 的增加和进 口 的减少
，但是经验研究的结果却是不确定的 （ ，

。 关

于 中国 的研究也是如此 例如 和 、卢 向 前和戴 国 强

、 刘尧成等 （ 、 李宏 彬等 （ 。 其 中
， 和

、李宏彬等 的研究虽然采用分产业和分企业贸易数据进行研究 ，但是都

未利用行业价格特征严格测算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 存在显著的
“

加总谬误
”

问题 ；而

且
，
他们的研究也没有讨论实际有效汇率的内生性问题 。 基于此 本节试图利用前面

测算的数据 ，讨论汇率与贸易之间的关系 。 利用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的
一

个好处是 ，

计量分析可以应用面板模型昨标准处理方法 ，通过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以剔除不随时间

改变的因素 ，从而尽可能地减少遗漏变量问题。 而在使用加总实际有效汇率变量的时

候 由于这
一

变量本身不随时间改变 是无法采用标准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的 。

本节采用下面的基本计量经济模型设定 ：

其中 ，。分别表示行业 在第 年的出 口额和进 口额 是实际有效汇率指

标 ， 代表行业固定效应 ，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 则是相应的控制变量 。 遵循

等 的建议 ，这里仅仅采用各个行业的增加值作为控制变量 。 其中 ， 中 国

① 在计算实际有效汇率时同样采用滞后期作为权重的处理办法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保证汇率指标的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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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来源如下 ： 年和 年的分行业工业增加值数

据来 自 中经网数据库 年分行业工业增加值数据来 自 数据库 。 通过面

板单位根 检验 ，发现所有的变量在绝大多数设定下都是平稳序列 ， 因此标准的面

板计量经济回归在此处适用 。 由于增加值的数据仅仅囊括 年 ， 所以这

里的总样本是 个 。

表 列出 了 出 口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结果 。 第 列采用加总国
：

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解释变量 ， 发现这
一

指标与 出 口 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关
：

系 。 第 列以后的回归分别采用
一维固定效应 （仅控制行业效应 、不控制时间效应 ）

和二维固定效应 （ 同时控制行业效应和时间效应 ）模型 ，分析分行业有效汇率与贸易

的关系 。 第 列是出 口对 回归的结果 ，发现汇率对贸易的影响仅仅在
一

维 ‘

固定效应模型 中才显著 ，在二维固定效应模型中并不显著 。 但是 ，诚如前文所述 ，这里
丨

采用的实际有效汇率 指标明显会受到内生性的影响 。 因此 ，在第 列 中 ，
，

我们分别采用修正 内生性后的 ？別冗和 础 指标 ， 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指标以及无
；

论是否控制时间维度的固定效应 ，
二者之间的关系都为负且高度显著

；
也即是说 在采

用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并且考虑 内生性问题之后 经验数据支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带

来出 口增加的传统理论预测 。

我们在表 中采用类似方法研究实际有效汇率与进 口 的关系 。 在采用加总国家

层面实际有效汇率的时候 汇率与贸易之间同样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 。 但是 ，采用

和修正内生性的 以及 进行回归研究则发现 绝大多数的模型设定

都支持汇率与进 口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 即货币升值反而会带来进 口减少 。 这一结论虽

然与传统理论的预测不同 但与李宏彬等 利用 年海关企业数据的

研究结果一致 。 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由于中国特殊产业链结构的影响 很多进

口产品是为出 口 提供原材料和中 间品 ，人民币升值带来出 口 需求的减少 会间接影响
丨

对进 口产品的需求 ，从而减少进口 。

‘

六 结论
丨

本文通过匹配国 内外分行业的价格和 贸易数据 ，测算人民 币分行业实际有效汇

率 。 结论显示 中 国行业间的实际有效汇率存在显著差别 。 从 年 ，化工橡

① 除 了增加值变量在没有添加时间趋势项时未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外 其他变量无论是否添加时

间趋势项 ，都能在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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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塑料及燃料制品业 、机械及设备制造业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最高 ，增长超过了

其次是食品饮料烟草制造业 、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造业 、木材加工制造业 、基

础金属及压延金属制造业 、造纸印刷和出版制造业 ，只出现小幅度升值 而其他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 、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实际有效汇率不仅没有提髙 反而略微有所降低 。 若

是采用加总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标 ，会忽视其中的差异性 。 进
一

步 ，本文发现以 出 口加

权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和进 口加权的实际有效汇率在总体趋势上是一致的 ，但是具体

升 贬 值幅度仍有
一

定的差异 。 例如 ，在食品饮料烟草行业 出 口加权实际有效汇率

升值速度快于进 口加权实际有效汇率 而在纺织服装皮革及鞋类制造业 结果正好相

反 。 由此可见 ，准确理解不同行业出 口企业和进 口企业的国际价格竞争力 ，需要测算

不同行业的实际有效汇率 。

本文还分行业讨论了名义有效汇率与相对有效价格对实际有效汇率的贡献 。 结

果表明 ，虽然在加总 国家层面名义有效汇率对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解释超过 但

是在化工橡胶塑料及燃料制品业 、基础金属及压延金属制造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 ， 相

对有效价格的变动贡献了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绝大部分 ，
名义有效汇率的贡献相对较

小 ；也即是说 这 个行业的实际有效汇率主要由相对有效价格所驱动 。

本文讨论实际有效汇率指标应用于计量经济分析的内生性问题
，
提出两种修正 内

生性的指标 然后以此为基础研究汇率与贸易关系 。 结果表明 ，
运用分行业实际有效

汇率指标的研究表现优于加总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 。 如果采用加总实际有效汇

率 很难发现汇率与贸易之间存在合理的显著关系 。 但是 若采用分行业实际有效汇

率 ，则会发现汇率与出 口的关系与理论预测完全
一

致 ：实际汇率贬值会带来出 口增加 。

同时 本文发现货币升值也会带来进口下降 ，这一结论与李宏彬等 应用企业层

面数据的研究结果一致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 国 目前所处的产业链地位 ，很多进

口产品是为出 口提供原材料和 中间品 人民 币升值带来出 口需求的减少 ，会间接影响

对进 口产品 的需求 ，
进而减少进 口 。

综上所述 ，本文通过测算分行业实际有效汇率指标 ，为政策制定者理解不同行业

国际价格竞争力 的变化提供更加准确的基本资料 ， 同时也为研究工作者研究汇率问题

建立 了新的数据来源 ，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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