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与新新贸易企业异质性理论的说测不同的是，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

没有显著地高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对于“企业的生产率之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研究系列·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企业异质性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这是由于中

国存在大量加工贸易。加工出口企业比一般出口企业生产率低。剔除加工贸易后，出口企业

生产率要高于一般贸易企业的生产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加工贸易与中

国企业生产率：企业异质性理论和实证研究》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宏观的角度探讨改革以

来中国外贸概况和我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情况。第二部分是全书的核心，首先介绍了 21

世纪以来国际贸易理论在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上所取得的主要前沿研究成果，其次从不同的角

度论证了我国的企业生产率和不断深化的自由贸易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和出口行为，最后分

析了企业生产率是如何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部分是国际比较，通过分析中、印、

东盟各制造业生产率的不同来理解三地之间的贸易模式。由于中美双边贸易是当前我国国际

贸易的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

企业异质性理论和实证研究》也为人民币升值是否会降低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提供了实证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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