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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长期增长

%%%基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

庄嘉霖
!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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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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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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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经验#实证探讨了国际贸易对国内区域

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近代出口贸易显著促进了
:;:$

%

!$:$

年区

域人口长期增长&本文利用近代条约口岸的时空分布构建工具变量#并采取多

种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保持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出口贸易的长期影响主要

来自工业集聚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与历史沉没投资的要素禀赋塑造效应&本文

研究证明国际贸易的影响具有路径依赖性#揭示了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

重要历史原因&

$国际贸易'区域经济增长'近现代中国

!"#

$

:$7:"<!:

(

>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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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F

一!引
!!

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内区域经济差距呈扩大趋势#如何统筹

兼顾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重要议题&不少学者基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

验#发现由于地理区位 !陆铭等#

!$:;

"或开放政策 !

B3.01

O

3132*4Y

#

!$$!

"差异#

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起到关键推动作用&但事实上#我国的区域经济差距相

当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前就已显现#可能与
:;:$

%

:;"$

年代的出口贸易快速发展相关&

历史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密度基尼系数在
:;:$

年后大幅增长#人口密度与近代出口规

模的相关系数也同时显著提升&

! 由于近代出口发展水平的差异#即使如厦门和宁德这

样地理区位非常相似的地区之间也可能长期存在明显的经济差距&但现有文献因时间窗

口限制#未能充分解释上述现象&

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区域经济增长不仅与地理)政策相关#还可能受历史因素影

响 !

b10

O

.*)

#

:;;:

'

L443)*)JB-)*4JP-)

#

!$:<

"&近代出口贸易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空

间布局#引发初始经济集聚#进而通过路径依赖效应形成集聚与增长相互促进的循环因

果关系#使近代出口较发达地区在经历战争)经济体制变革以及区域政策调整等一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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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后仍保持经济领先#其领先优势可能在经济恢复开放和市场化后进一步强化&可

见#为厘清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历史脉络#我们有必要对近代出口贸易的长期影

响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发展受到诸多外生历史事件冲击#且受政策干扰较少#为因果识别

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利用近代口岸贸易数据构建 *出口可达性+指标#采取长差分

!

]-)

O

B(II313),3

"策略实证探讨出口贸易对国内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近

代出口贸易显著促进了我国区域人口长期增长#该影响在利用近代条约口岸的时空分布进

行工具变量识别#并采取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保持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近代出口贸易一方

面通过工业集聚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历史沉没投

资塑造地区要素禀赋#促进当代比较优势产业发展#两种渠道共同推动区域经济长期增长&

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

:

"现有文献主要从地理或政策视角探讨当代国际贸易的短

期影响#本文则创新性地从历史视角探讨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验证其

路径依赖机制&!

!

"现有经济史文献主要考察近代口岸被动接受外来制度)技术)文化

的长期影响#较少关注贸易活动的空间效应 !

9(*

#

!$:#

'张川川等#

!$!:

'张妍等#

!$!:

"#本文则聚焦于中国自主的出口贸易发展#构建 *出口可达性+指标刻画出口规

模的空间差异及其溢出效应'以工业化为线索#检验出口贸易如何持续引导资源空间配

置#对近代开放的历史影响评估进行有益补充#也为国际贸易的路径依赖效应 !

L4(̂G

A*1,(**)JQ344*1P

#

!$!$

"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

"

"本文借助近代条约口岸被迫开放的

外生性特征构建出口的工具变量#为相关经验研究处理国际贸易的内生性问题提供参

考&!

#

"本文揭示历史因素在经济空间变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当今中国区域经济不

平衡增长提供一个符合历史演化规律的解释#也为优化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推动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二!文 献 综 述

国际贸易对国内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出口贸易在供给侧的

影响尤其引人关注&理论上#出口能够促进比较优势产业的区域专业化分工#带来贸易

福利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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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本国企业的市场规模#促进经济集聚与

规模经济效应发挥 !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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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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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劳动力从业结构转型#推动发展中

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

R*

>O

34E*0.*)JS3JJ()

O

#

!$!!

"&

!$

世纪
;$

年代以来#中国实施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力 !黄玖立和李坤望#

!$$F

'刘修岩

和吴燕#

!$:"

"#同时也成为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东部沿海)

沿江港口天然具备对外贸易的地理成本优势#并在要素流动性有限的条件下进一步获得

劳动生产率优势#得以率先发展 !陆铭等#

!$:;

'

a-.E3*)JK'0

#

!$:;

"'另一方面#

出口加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政策及各种配套优惠政策也为目标地区创造丰厚的

政策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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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献从地理和政策的角度解释了出口贸易短期

内扩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机制#但尚未结合中国近代开放的历史基础#深入探讨出口贸易

对经济空间变迁的长期影响&

长期视角下#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历史因素通过 *路径依赖+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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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某些历史事件可能偶然决定经济集聚的初始位置#进而引导后

续要素流动和积累#不断强化原有的空间均衡 !

b10

O

.*)

#

:;;:

'

L443)*)JB-)*4JP-)

#

!$:<

"&相关经验研究表明#路径依赖效应能够在战争)政策或技术进步等后续冲击下

保持稳定#不因初始区位优势消失而衰减 !

B*d(J*)J_3()P2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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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关键机制在于外部规模经济和历史沉没投资&一方面#历史上的经济集

聚可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等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提升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实际收入 !

B0G

1*)2-)*)JC0

O

*

#

!$$#

"#形成集聚与增长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 !

M*12()*)J\22*d(*)-

#

!$$:

"'另一方面#历史事件带来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初始投资#通过规模报酬递增 !

93JG

H*E32*4Y

#

!$:%

"或知识溢出)观念塑造 !张妍等#

!$!:

"等渠道不断累积#形成沉没

投资#为地区产业结构演化与经济长期增长提供要素禀赋支持&

根据上述理论#国际贸易可能深刻影响区域经济长期增长&已有学者发现历史上的

国际贸易能够使贸易枢纽成长为今天的区域经济中心 !

L4(̂GA*1,(**)JQ344*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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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缺少对贸易流量空间分布的细致考察&中国近代贸易开放的长期影响受到学界重点关

注#

9(*

!

!$:#

"实证发现近代通商口岸人口与人均
ABC

长期增长显著优于非口岸地区#

主要原因在于前者的服务业部门发育更加完善'张川川等 !

!$!:

"和张妍等 !

!$!:

"则

分别发现近代口岸开埠有效促进了当代进出口贸易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然而#现有研

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

"现有文献均以开埠事件构建虚拟变量#既不能有效区分口

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渠道#也忽视了各口岸的经贸发展水平差异'

!

!

"现有文献主要考察开埠对口岸自身的影响#较少考虑口岸经济活动对周边地区的空

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估计偏误'!

"

"多数文献以口岸引进西方先进制度或文化作为解

释机制#较少关注出口贸易对工业化转型与资源空间配置的重要影响&

三!历史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历史背景

中国近代贸易开放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 !

:<#$

%

:<#!

年"&近代早期对外贸易以进

口为主#出口贸易则在
:;::

年后才迎来快速发展&

:<;;

%

:;:$

年中国出口年平均增长

率仅为
#7!=

#

:;::

%

:;!<

年快速上升至
:!7$=

!杨端六和侯厚培#

:;":

"&该时期出

口繁荣的原因包括$!

:

"辛亥革命为出口贸易营造有利的社会制度环境'!

!

"第一次世

界大战 !

:;:#

%

:;:<

年"使西方国家生产贸易停滞#缓解国际市场竞争压力' !

"

"战

争)国际银价持续下调和西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共同驱动出口需求大幅增长'!

#

"近代

航运业兴起和长途运输技术进步的助推作用 !郑友揆#

:;<#

"&

近代出口贸易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利润增长吸引

企业家扩大工业投资#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高额贸易成本也促使出口厂商通过工业化

提高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 !郑友揆#

:;<#

"&上述影响直观反映在出口产品结构变迁中#

:;:!

%

:;""

年间#中国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出口占比均显著下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代表的轻工业出口占比从
::7$=

上升至
!D7<=

#重工业出口占比也从
"7%=

上升至

D7:=

!久保亨#

:;;$

"&

近代出口贸易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短期内#出口引发经济空间秩

序的重大调整#促使上海)天津等本居于次要地位的沿海口岸城市成长为工业中心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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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区域经济中心#还催生了青岛)汕头等新兴工商业城市 !袁为鹏#

!$$%

'吴松弟#

!$$;

"

!

&在长期#近代出口贸易进一步导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图
:

对比了不同近代

出口规模的地级市人口增长轨迹&

:<!$

%

:;:$

年间#由于出口发展尚不充分#各地区人

口密度和增速的差距相对较小'

:;:$

年后#出口规模与人口增速的正相关性显著增强#

各组别人口密度差距逐渐扩大#且在
:;;$

年后更加明显#说明近代出口贸易对区域经

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在改革开放后有所增强&上述发现也在
ABC

统计数据中得到印证$

:;D!

%

!$$<

年中国各省人均
ABC

差距保持波动上升趋势#改革开放整体上延续并强化

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空间布局 !武鹏等#

!$:$

"&

图
$

!

近代出口贸易与区域人口长期增长 $

$&'(

!

'($(

%

!!

注$图
:

按照
:;::

%

:;!#

年平均出口规模的每
!D=

分位数#对近代口岸及其接壤地级市进行分组&近代出口数

据来自杨端六和侯厚培 !

:;":

"#

:<!$

%

:;:$

年)

:;D"

%

!$:$

年人口数据分别来自曹树基 !

!$$:

"和新中国历次人

口普查&

!二"理论分析

近代出口贸易如何推动区域经济长期增长1 根据历史背景#出口引发经济空间变

迁#并通过工业化加强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属性#可能因此形成路径依赖&本文从外部

规模经济与历史沉没投资两种视角展开理论分析&

从外部规模经济视角来看#近代出口较发达地区拥有较大市场规模和较多盈利机

会#能够吸引大量工业企业集聚&工业集聚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等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提升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实际收入#促使更多企业和人口迁入&随着集聚规模扩大#外

部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增强#形成集聚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事实上#中国近代

工业的出口导向集聚趋势不断加强#

:;""

%

:;D!

年间#沿海省份的工业资本占比从

!

附录表
L:

对比部分省份的传统政治中心和近代口岸的人口增长趋势#印证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空间变迁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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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

上升至
%$=

!

&上海等近代工业中心在生产成本)基础设施和工资报酬等方面长期

拥有突出优势 !袁为鹏#

!$$%

"&

从历史沉没投资视角来看#近代出口贸易集中推动工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兴

起#这些产业不仅带来厂房)机械设备等丰富的物质资本#还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吸纳

劳动力#通过知识溢出)*干中学+和建立新式教育机构等渠道促进相关生产技能或管

理知识的人力资本投资 !欧阳和易思维#

!$!:

"#进而长期积累形成历史沉没投资#

塑造地区要素禀赋&

!$

世纪
;$

年代后#随着中国比较优势逐渐转向劳动密集型产业

!鲁晓东和李荣林#

!$$%

"

$

#获得较多历史沉没投资的地区可充分发挥其要素禀赋优势#

从事比较优势产业的专业化生产#在新一轮贸易开放中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近代出口贸易通过外部规模经济与历史沉没投

资推动区域经济长期增长&

&

四!变量构造与实证策略

!一"主要变量构造

被解释变量
!

本文利用人口密度变化度量区域经济长期增长&该指标反映地区资源

容量扩张或劳动力收入增长#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史研究 !

L,3.-

O

4032*4Y

#

!$$:

'

9(*

#

!$:#

"&中国近现代人口数据纵跨百年#且更新频率稳定#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本

文结合
A[Q

地图与行政区划沿革记录将不同时期的人口数据统一匹配至
!$$#

年地级市&

核心解释变量
!

考虑到近代出口贸易在空间维度上不平衡发展#口岸与非口岸地区

间建立紧密的市场分工关联 !吴松弟#

!$$;

"#本文利用近代口岸贸易数据和地理距离

构建 *出口可达性+!

*J

2

=7+

.

;NN@>>

#

"指标$

*J

2

=7+

.

;NN@>>

#

#

+

'

#

-

,

;

*J2=7+

-

#

+

Q#>+;BN@

#

#

-

# !

:

"

其中#

*J

2

=7+

-

#

+

表示口岸府
-

在
+

年的出口总值 !单位$海关两"#反映该口岸的国际

市场规模'

;

为口岸府集合#包含近代中国
:F

省
##

府共
D!

处贸易数据可得的口岸+

'

Q#>+;BN@

#

#

-

表示地级市
#

到口岸府
-

的直线距离 !单位$千米"#反映两地间贸易成本&

考虑到近代出口快速发展与工业化趋势均主要发生在
:;:$

年后#而国民政府于
!$

世纪

!$

年代后期开始加强贸易政策干预#本文取
:;::

%

:;!#

年出口可达性的年平均值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

出口可达性以各口岸的国际市场规模为权重#对地级市通过该口岸出口的便利度

!即贸易成本之倒数"进行加权平均#度量近代出口贸易对该地级市的全局性影响&该

指标数值增长反映国际市场规模扩大与贸易成本下降#不仅意味着实际出口可能较发

!

$

&

+

根据刘大钧 !

:;"%

"和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综合进出口产品结构判断#近代中国的比较优势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改

革开放后才逐步确立&

:;;$

%

!$:$

年#中国出口增长以集约边际为主#比较优势保持稳定#直到金融危机后才出现

比较优势 *换挡+趋势&

附录图
L!

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了描述性统计证据&

口岸详细信息见附录表
L!

&这些口岸的出口规模约占
:;!#

年全国总出口的
;"7;=

#能够较好反映近代出

口贸易发展的整体情况&由于部分口岸难以精确定位#本文将口岸贸易数据加总至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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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而且基于出口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特质#还可能引导初始经济集聚形成&相比关

注 *是否开埠口岸+的经济史研究#该指标的优势在于$!

:

"聚焦于贸易活动本身'!

!

"细

致量化各口岸出口规模差异'!

"

"刻画全国各口岸出口对某地区的全局性影响#捕捉非

口岸地区受出口贸易的间接影响&

工具变量
!

本文利用近代条约口岸的时空分布信息构建工具变量以克服内生性问

题&首先对条约口岸定义指标
%=7+

.

@BF=6

-

$

%=7+

.

@BF=6

-

U

:;::VI7@;+1

.

1@;7

-

5=;>+

.

F#>

-

# !

!

"

其中#

I7@;+

1

.

1

@;7

-

表示口岸
-

的开埠年份#

5=;>+

.

F#>

-

表示该口岸到海岸线的直线距

离&结合
%=7+

.

@BF=6

-

与地级市
#

到口岸
-

的直线距离#构建工具变量
I7;F@

.

@BF=6

#

$

I7;F@

.

@BF=6

#

'

#

-

,

;

%=7+

.

@BF=6

-

Q#>+;BN@

#

#

-

7

!

"

"

构建
I7;F@

.

@BF=6

#

的原因如下$相关性方面#较早开埠的条约口岸往往具备更完

善的海关制度)贸易基础设施以及海外市场信息优势#更便于开展出口贸易 !苏基朗和

马若孟#

!$:"

"'到海岸线的距离则进一步区分了同一时期开埠口岸的对外贸易成本差

异&外生性方面#条约口岸选址与设立时间受西方国家殖民扩张进程影响#具有一定外

生性和随机性$第一#为便利殖民者倾销商品和军事控制#条约口岸优先设于清政府旧

*海关+和 *常关+所在地#这些设施在近代前主要用于边防或征收国内贸易关税#其

选址也可能受地方行政机构调整变动等偶然因素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较弱 !滨

下武志#

!$$F

"&

! 第二#由于殖民者对中国经济地理缺乏深入了解#条约口岸选址具有

一定随机性#部分条约口岸并未设立在最理想的地点 !

9(*

#

!$:#

"&第三#

:;

世纪下半

叶#条约口岸设立时间受国内战乱)中外政府博弈以及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等诸多外生历

史事件影响 !陈诗启#

:;;"

"&

$ 最后#由于明清实行 *海禁+政策且国内贸易依赖内河

航运#到海岸线距离这一外生地理因素也对近代前区域经济发展影响较弱&综上#

I7;F@

.

@BF=6

#

能够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预期该指标与出口可达性正

向相关&

控制变量
!

本文利用经纬度 !

,

.

N==7F

)

&

.

N==7F

"控制地理位置'利用到航运河流

直线距离 !

H#O@7

.

F#>

"和 *

:;#;

年时是否已通铁路+ !

H;#:

"控制国内水陆交通条件'

利用地级市到省会的直线距离 !

5;

2

#+;:

.

F#>

"以及 *是否副省级城市或直辖市+的虚拟

变量 !

H;B4

"控制行政因素的影响&为有效区分近代出口贸易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当代

新一轮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本文还控制地区
#

在时期
+

已设立的经济开发区数量 !

"*Z

"

和 *入世+冲击指标 !

$IW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附录表
L"

&

&

!

$

&

例如#近代前厦门作为同安县下辖海岛#曾被地方官员评价为 *地方偏僻#耳目难周+&

:F<#

年#为加强

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控制#清政府于厦门设立海关&

:%!%

年#随兵备道衙门变更#闽海关总署从福州迁往厦门#厦

门因此得以率先开埠&相反#苏州)杭州等部分近代前的区域经济中心并未优先开埠&

例如#

:<D<

年 ,天津条约-拟将南京设为口岸#但因清政府整治太平天国余乱#南京实际开埠时间晚至

:<;;

年&大连)青岛等租借地均在列强势力范围争夺中陆续开埠&

本文主要变量的数据来源如下$近代)当代人口数据分别来自曹树基 !

!$$:

"和新中国历次人口普查'近

代出口贸易数据来自杨端六和侯厚培 !

:;":

"'口岸设立时间和地级市通铁路时间来自严中平 !

:;DD

"'

:;""

年)

:;<D

年和
!$$#

年工业企业数据分别来自刘大钧 !

:;"%

")

:;<D

年工业普查和
!$$#

年经济普查'经济开发区数据来

自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

!$:<

年版"-'*入世+冲击指标参考周茂等 !

!$:F

"#利用
_a\

关税数据和工业企

业数据库测算'其他地理变量利用
&ZA[QdF7$

和
!$$#

年中国行政区划矢量图获得&



第
#

期 庄嘉霖等$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长期增长
:D:;

!

!二"实证策略

本文实证样本包含中国
!D

省共
!#F

个地级市 !含直辖市)地区)自治州和盟"

!

#

参考
B(̂G&*1)3(1-*)Jb-d*?

!

!$:%

"采取 *长差分+!

]-)

O

B(II313),3

"策略进行基准

回归#该策略通过区域经济指标的当期与基期差分缓解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

同时保持截面回归形式#便于结合历史工具变量进行长期因果识别&回归方程如式 !

#

"$

!

4)Q@B>#+

1#

#

+

V4)Q@B>#+

1#

#

:;:$

"

UN=B>W

(

+

4)*J

2

=7+

.

;NN@>>

#

!!!!!!

W

&

+

!

4)Q@B>#+

1#

#

:;:$

V4)Q@B>#+

1#

#

:<D:

"

W

)

+

T(

#

#

+

W

#

+

T!

#

W

.

#

#

%

W

*

#

#

+

# !

#

"

其中#

Q@B>#+

1#

#

+

为地级市
#

在
+

年的人口密度#

+

取
:;D"

)

:;F#

)

:;<!

)

:;;$

)

!$$$

和

!$:$

这
F

个人口普查年&本文设定
:;:$

年为基期#通过差分度量基期到上述年份的人

口密度增幅#并对每个年份独立进行截面回归&

*J

2

=7+

.

;NN@>>

#

为地级市
#

的
:;::

%

:;!#

年平均出口可达性#其系数
(

+

反映地级市
:;:$

年至
+

年间人口增长受近代出口贸

易的累积影响&式 !

#

"还利用人口密度的前定差分 !

4)Q@B>#+

1#

#

:;:$

V4)Q@B>#+

1#

#

:<D:

"

控制基期前的经济增速差异'

(

#

#

+

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含经济开发区数量

!

"*Z

#

#

+

"以及 *入世+冲击指标与 *是否
!$$:

年后+的交互项 !

$IW

#

g%=>+!$$:

+

"'

!

#

为其余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

.

#

#

%

为省份固定效应&所有回归标准误均聚类到省

份层面&

五!实 证 分 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

汇报了基准
\]Q

回归结果&

:;D"

%

!$:$

年间#

4)*J

2

=7+

.

;NN@>>

#

的系数保持显

著为正#说明近代出口可达性提升显著促进了区域人口长期增长&例如#

*J

2

=7+

.

;NN@>>

#

每

增长
:=

#可使
:;:$

%

!$$$

年人口增幅平均扩大约
$7F$=

&从时间趋势来看#该影响强

度在
:;<!

年前后先减后增#这可能与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区域政策导向调整有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为保障国防安全和增强区域经济平衡性#实施 *三线建设+

等政策主导沿海经济大规模内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近代出口贸易的累积影响&

!$

世纪

<$

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扩大对外开放#劳动力流动性不断增强#促

使近代出口较发达地区重新发挥其产业比较优势与劳动生产率优势#引导人口集聚向历

史路径回归#使
*J

2

=7+

.

;NN@>>

#

系数逐期上升#与路径依赖性的 *自我强化+特征相吻

合&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良好的水路交通条件 !

4)H#O@7

.

F#>

#

"和当代经

济开发区政策 !

4)"*Z

#

#

+

"亦可促进区域人口长期增长$

&

!

$

由于近代人口数据缺失#样本未包含东北三省#同时排除了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较特殊的新疆)青海)西

藏)香港)澳门)台湾
F

省&

本文还采取动态
B[B

回归考察近代出口贸易对区域人口长期增长的影响变化趋势#结果保持稳健#见附录

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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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基准回归#近代出口贸易与区域人口长期增长

被解释变量

4)Q@B>#+

1#

#

+

V4)Q@B>#+

1#

#

:;:$

:;D"

年
:;F#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

" !

!

" !

"

" !

#

" !

D

" !

F

"

4)*J

2

=7+

.

;NN@>>

# $7F:D<

"""

$7D#!F

""

$7D$;!

"""

$7D::<

""

$7D;;#

"""

$7%!;"

"""

!

$7:FF<

" !

$7!$!%

" !

$7:<$%

" !

$7:<#<

" !

$7:<D;

" !

$7:<$$

"

4),

.

N==7F

#

"7""D; #7!F:: "7"!;; "7:;<! :7!;#: V:7"%D;

!

"7$":$

" !

"7F<$F

" !

"7DF$"

" !

"7DD#F

" !

"7<;$$

" !

"7;;%<

"

4)&

.

N==7F

#

$7:"!F $7:!F; V$7$F<% V$7:#<D $7$$"$ $7:";D

!

:7:<!%

" !

:7"F"%

" !

:7$<#"

" !

:7$#F:

" !

:7$;!D

" !

$7<<:$

"

4)H#O@7

.

F#>

#

V$7$D$$

"

V$7$#;F

"

V$7$#"D

"

V$7$#%D

""

V$7$DFF

"""

V$7$D!!

"""

!

$7$!%$

" !

$7$!DF

" !

$7$!:<

" !

$7$:%#

" !

$7$:D#

" !

$7$:DF

"

H;#:

#

V$7:"%# V$7:#F% V$7:### V$7:""; V$7:!$# V$7:$!"

!

$7:$D#

" !

$7:$<F

" !

$7:$#F

" !

$7::$#

" !

$7:$;D

" !

$7::$"

"

4)5;

2

#+;:

.

F#>

#

V$7$F$< V$7$D%F V$7$D;# V$7$##< V$7$#%% V$7$!#:

!

$7$#%<

" !

$7$D!!

" !

$7$#:;

" !

$7$#F$

" !

$7$D"!

" !

$7$D%F

"

H;B4

#

V$7:$%! V$7$$$$ V$7"F!! $7::$F $7!F;# $7!;#"

!

$7!:::

" !

$7:;";

" !

$7"$FD

" !

$7:%%#

" !

$7!:FD

" !

$7!:%D

"

4)"*Z

#

#

+

$7F%D<

"

$7:DF:

$7:!<;

""

$7!"<F

"""

!

$7"D#"

" !

$7:$;D

" !

$7$DF!

" !

$7$%$:

"

$IW

#

g%=>+!$$:

+

$7$:$#

!

$7$:!$

"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F !#F !#F !#F !#F !#F

调整
H

!

$7D;#$ $7D;D: $7F:<D $7D;;D $7D#!; $7DF%$

!!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

2

'

$7$:

#

""

2

'

$7$D

#

"

2

'

$7:

&

基准
\]Q

回归可能因内生性问题出现估计偏误&一方面#初始经济基础较好的地

区更有能力参与出口贸易#也更可能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特征也

可能同时影响近代出口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本文通过构建工具变量应对该问题&表
!

第一阶段结果显示#

4)I7;F@

.

@BF=6

#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地级市
#

越接近早开埠)接近

海岸线的条约口岸#则出口可达性越高#该结果符合本文预期&第二阶段结果与基准回

归保持一致#近代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稳健成立&

! 对比表
:

)表
!

回归

结果可知#内生性问题导致
\]Q

回归低估近代出口贸易的积极影响#可能的解释是$

!

表
!

及后续实证表格中#有部分
bGC_*4JK

值小于临界值 !工具变量数量为
:

时#临界值为
:F7"<

'数量

为
!

时#临界值为
%7$"

"#说明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本文对此采取 *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

43*P2()I-1.*G

2(-).*̂(.0.4(?34('--J.32'-J

#

][M]

"#该方法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性质优于
[6G!Q]Q

&

][M]

回归结果与
[6G

!Q]Q

没有明显差异#说明弱工具变量对因果识别的干扰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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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出口可达性较高的地区也是晚清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战争破坏对后续人口

增长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其二#区域人口增长与本地市场需求正向相关#在有限资源

约束下#本地需求扩张可能促使潜在出口厂商以内销替代出口&

进一步考虑到部分早期条约口岸选址可能内生于不可观测的经济地理因素#这些因

素也有利于区域经济长期增长#表
!

还采取两种补充识别策略$其一#剔除部分选址内

生性较强的条约口岸地级市样本!

'其二#由于口岸选址在自然地理特征较接近的地区

间具有一定随机性 !

9(*

#

!$:#

"#本文以地理特征作为协变量#对口岸和非口岸地级市

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以上两种策略的
!Q]Q

回归结果均保持稳健&

本文进行如下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

$首先#在工具变量构造中剔除选址内生性较

强的条约口岸数据&其次#进行 *半简化式+回归 !

L,3.-

O

4032*4Y

#

!$$:

"#即在
\]Q

回归中控制工具变量#若解释变量保持显著且工具变量不显著#则说明工具变量的影响

主要通过解释变量传导#与误差项不相关&最后#针对工具变量与一系列地区初始经济

特征变量进行相关性证伪检验&以上检验结果均支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成立&

考虑到近代出口结构及方向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过较大变化#本文还从时间)产品

类型和出口目的地等维度构建不同的出口可达性指标展开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工

业化在近代出口的长期影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表
'

!

处理内生性问题

:;D"

年
:;F#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

" !

!

" !

"

" !

#

" !

D

" !

F

"

第一阶段 被解释变量$

4)*J

2

=7+

.

;NN@>>

#

4)I7;F@

.

@BF=6

# $7D$;F

"""

$7##!%

"""

$7#"!<

"""

$7#F#;

"""

$7##F#

"""

$7#D:F

"""

!

$7:!#%

" !

$7:!#%

" !

$7:!:D

" !

$7:#::

" !

$7:"$!

" !

$7:!F#

"

第二阶段 被解释变量$

4)Q@B>#+

1#

#

+

V4)Q@B>#+

1#

#

:;:$

4)*J

2

=7+

.

;NN@>>

# :7$;D$

"""

:7$#$D

"""

$7%#:<

""

$7<":<

"""

:7:#D#

"""

:7!#"$

"""

!

$7!F$D

" !

$7":%!

" !

$7!;D"

" !

$7"$#:

" !

$7"$<%

" !

$7!%F:

"

bGC_*4JK

统计量
:!7F$ :!7F$ :!7F< :$7<F ::7%D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F !#F !#F !#F !#F !#F

调整
H

!

$7DF;# $7DF<D $7F$DD $7D<:% $7D$FD $7D"<:

!

$

&

+

被剔除的条约口岸包括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天津)九江)汉口#以及近代前已成为长江中上

游商业重镇的芜湖和重庆&本文也尝试在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中剔除上述样本#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本文采用
:

;

"

近邻匹配#匹配协变量包括经纬度)地理面积)到航运河流的直线距离)到海岸线的直线距

离)平均坡度和农业种植适宜度#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见附录表
LD

&此外#本文还尝试卡尺匹配)核匹配等方法#

结果均稳健&

限于篇幅#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结果见附录表
LF

&

异质性分析结果见附录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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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

年
:;F#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

" !

!

" !

"

" !

#

" !

D

" !

F

"

第二阶段$剔除选址内生

性较强的口岸
被解释变量$

4)Q@B>#+

1#

#

+

V4)Q@B>#+

1#

#

:;:$

4)*J

2

=7+

.

;NN@>>

#

:7$<F!

"""

:7$:!#

"""

$7%#<#

""

$7<F!D

"""

:7!!<#

"""

:7""<!

"""

!

$7!<%D

" !

$7"##"

" !

$7":"!

" !

$7"!!"

" !

$7"D$$

" !

$7""!F

"

bGC_*4JK

统计量
:"7%! :"7%! :"7%! ::7!" :!7<%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F !"F !"F !"F !"F !"F

调整
H

!

$7DF<: $7DFF$ $7D;<" $7D%#% $7#<%% $7D:"F

第二阶段$匹配样本 被解释变量$

4)Q@B>#+

1#

#

+

V4)Q@B>#+

1#

#

:;:$

4)*J

2

=7+

.

;NN@>>

# :7":<"

"""

:7"!<<

"""

:7$!F:

"""

$7;D:"

"""

$7;F$!

"""

:7$#<#

"""

!

$7!!!#

" !

$7!<$D

" !

$7":D"

" !

$7!;<F

" !

$7!<:D

" !

$7!:<%

"

bGC_*4JK

统计量
<7#" <7#" <7F" <7:$ <7!"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D" :D" :D" :D" :D" :D"

调整
H

!

$7F$#! $7D<;% $7FF%$ $7F"$$ $7F!#F $7FF##

!!

注$!

:

"

"""

2

'

$7$:

#

""

2

'

$7$D

#

"

2

'

$7:

'!

!

"限于篇幅#只报告基准回归的第一阶段结果#未报告控制变量

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7

竞争性假说

附录表
L<

排除一系列可能干扰长期因果识别的竞争性假说$一方面#出口可达性

包含地级市到近代口岸的距离信息#可能反映除贸易成本以外的地理区位差异&例如#

邻近沿海)沿江口岸的地区通常水陆交通较便利#国内贸易发达#也有利于经济长期增

长&本文对此采取两种稳健性检验$其一#将样本限定在近代口岸及其接壤地级市#考

察口岸
:;::

%

:;!#

年平均出口总值 !

*J

2

=7+

#

"的长期影响'其二#利用口岸基期人口

与直线距离构建 *国内市场可达性+指标进行安慰剂检验#证明距离因素并未通过国内

贸易影响区域经济长期增长&另一方面#出口规模不同的口岸也可能在制度)基础设

施)文化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 !

9(*

#

!$:#

'张川川等#

!$!:

"#并通过这些渠道影响区

域经济长期增长&本文通过控制竞争性假说代理变量排除其潜在干扰&

!7

近代出口贸易与经济集聚水平

由于近代人口数据缺失#本文基准回归样本没有纳入东北地区# *长差分+策略也

未能直接考察近代出口贸易对经济集聚水平的影响&事实上#大连)牛庄等东北口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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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遗漏东北地区可能导致样本选择性偏误&

! 鉴于此#

附录表
L;

在纳入东北地级市样本后#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人口密度水平值和夜间灯光

平均强度两种指标#考察近代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集聚水平的长期影响&回归结果表

明#近代出口贸易在不同时期均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

$

"7

后续事件冲击

本文研究纵跨近现代百年#在此期间发生的许多事件也可能深刻影响区域经济长期

增长#降低长期因果识别的准确性&例如#抗日战争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破坏#还迫使

工业迁移#改变地区产业结构'*三线建设+推动一批内陆工业城市兴起'改革开放后#

除经济开发区和 *入世+外#当代出口贸易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也有力推动区域经济

增长&本文为此采取两种稳健性检验#其一是构建交互项#考察上述事件 !

*O@B+

"对出

口可达性的调节效应'其二是直接控制事件变量&附录表
L::

回归结果显示#

4)*J

2

=7+

.

;NN@>>

#

系数保持显著为正#说明近代出口贸易的长期影响并未受到后续事件冲击的严重

干扰&

#7

其他稳健性检验

附录表
L:!

还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

:

"仅保留
*J

2

=7+

.

;NN@>>

#

#并将固定效应从省

份替换为八大经济区#以缓解解释变量数量过多造成的样本自由度损失&!

!

"对
*J

2

=7+

.

;NN@>>

#

进行前后
D=

缩尾处理#缓解异常值影响&!

"

"利用距地级市
#

最近的前五个口岸

数据构建
*J

2

=7+

.

;NN@>>

#

#以避免该变量对近代出口影响的系统性高估& !

#

"在构建

*J

2

=7+

.

;NN@>>

#

时剔除选址内生性较强的口岸数据#若其余口岸的出口可达性影响仍显

著#则说明该影响并非由少数口岸的经济领先优势所主导&!

D

"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中国进口受阻而出口快速增长的事实#将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
:;:#

%

:;!$

年进)出

口可达性的年平均增长率#以排除进口贸易对出口影响的混淆&!

F

"利用空间误差模型

回归缓解由于横截面空间相关性导致的估计偏误&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保

持一致#验证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六!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研究假说#本文从外部规模经济与历史沉没投资两方面探讨近代出口贸易推动

区域经济长期增长的机制&

!一"外部规模经济

近代出口贸易通过引导工业集聚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在集聚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中持续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据此#表
"

利用 ,中国工业调查报告- !刘大钧#

:;"%

"数

!

$

长期来看#东北地区似乎并未受益于近代出口贸易#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经济衰退和人口外流现象#这

不仅是因为该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偏离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还可能与其近代出口产品结构有关&,中国旧

海关史料 !

:<D;

%

:;#<

"-数据显示#

:;!#

年东北口岸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占比分别达到
%D7#=

和
:$7#=

#工业

制成品出口占比远低于其他地区口岸#故该地区近代出口贸易难以发挥外部规模经济和历史沉没投资两种长期影响

机制&

本文主要关注区域经济长期增长趋势#而非静态的经济空间分布#故人口密度与夜间灯光强度仅用于稳健

性检验&此外#本文还实证发现近代出口贸易可促进地级市实际人均
ABC

长期增长#见附录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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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验证出口对工业集聚的短期影响&

! 列 !

:

")!

!

"分别以工业企业密度 !企业数(平方

千米"和工业资本密度 !元(平方千米"度量其近代工业集聚水平#列 !

"

"则以劳均工

业产值 !元(人"度量其工业劳动生产率&回归结果表明#近代出口贸易在短期内显著

促进了工业集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该结果初步验证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历史基础&

表
+

!

近代出口贸易与历史工业集聚

被解释变量

:;""

年工业企业密度

!取对数"

:;""

年工业资本密度

!取对数"

:;""

年劳均工业产值

!取对数"

!

:

" !

!

" !

"

"

4)*J

2

=7+

.

;NN@>>

#

;7;%!F

"""

:<7:%$D

"""

:"7"##;

""

!

"7D%::

" !

F7<#F;

" !

D7%"%%

"

bGC_*4JK

统计量
:"7%: :"7%: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D !$D !$D

调整
H

!

$7$"F" $7$<:D $7:<<;

!!

注$!

:

"

"""

2

'

$7$:

#

""

2

'

$7$D

#

"

2

'

$7:

'!

!

"表
"

控制变量不含
:<D:

%

:;:$

年人口密度的前定差分'!

"

"限

于篇幅#未报告第一阶段和控制变量结果&

表
#

构建出口可达性与历史工业企业密度 !

K#7-F@B

#

#

:;""

"的交互项#考察外部规

模经济的长期效应&表
#C*)34L

关注该机制对当代经济集聚与经济效率的影响#列 !

:

"

利用
!$$D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外地流入劳动力占本地级市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度

量劳动力集聚水平$

'列 !

!

"参考
B(̂G&*1)3(1-*)Jb-d*?

!

!$:%

"构建 *地区收入溢

价+!

S3

O

(-)*4+*1)()

O

PC13.(*

"指标#该指标可在控制劳动者个体特征)行业特征的

基础上准确度量地区劳动力平均收入水平&回归结果显示#

4)*J

2

=7+

.

;NN@>>

#

和

4)*J

2

=7+

.

;NN@>>

#

g4)K#7-F@B

#

#

:;""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近代出口贸易通过历史工业集

聚显著促进当代劳动力集聚与收入增长&列 !

"

")!

#

"分别以
!$$D

年工业企业密度和劳

均工业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发现近代出口贸易通过历史工业集聚促进当代工业集

聚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列 !

D

"利用
M*4.

@

0(P2

法测算地级市
aRC

#回归结果仅有交互

项显著为正#说明近代出口贸易对
aRC

的积极影响主要由历史工业集聚传导&在

表
#C*)34L

的基础上#表
#C*)34X

进一步考察外部规模经济在区域人口长期增长中发

挥的作用&

4)*J

2

=7+

.

;NN@>>

#

和
4)*J

2

=7+

.

;NN@>>

#

g4)K#7-F@B

#

#

:;""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

明近代出口贸易可通过历史工业集聚发挥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推动区域人口长期增长&

交互项在改革开放前也保持显著#说明外部规模经济是出口贸易得以稳定持续发挥影响

的重要机制&

!

$

,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包含民国
:%

省份共
!#"D

家拥有动力设备#且工人数在
"$

人以上的工业企业&由于

不含甘肃)宁夏)云南)贵州)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局部地区数据#表
"

)表
#

)表
D

回归样本有所删减&删减后样本

的基准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本文将人口抽样调查中 *近
D

年内来本乡镇街道居住+且来自 *本省其他地级市+或 *其他省+的
:<VFD

岁人口定义为外来流入劳动力&



第
#

期 庄嘉霖等$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长期增长
:D!D

!

表
,

!

近代出口贸易"外部规模经济与区域经济长期增长

C*)34L

被解释变量

!$$D

年流入

劳动力占比

!

:

"

!$$D

年地区

收入溢价

!

!

"

!$$D

年工业

企业密度

!

"

"

!$$D

年劳均

工业产值

!

#

"

!$$D

年

地区
aRC

!

D

"

4)*J

2

=7+

.

;NN@>>

#

$7!":;

"""

$7!;;<

"""

!7$D$"

"""

$7DD"!

"

$7$;!F

!

$7$D<$

" !

$7$<$:

" !

$7F""%

" !

$7"$:#

" !

$7$F":

"

4)*J

2

=7+

.

;NN@>>

#

g4)K#7-F@B

#

#

:;""

$7$:F:

""

$7$:%%

"

$7$$DD

"""

$7$$!<

"""

$7$$:#

"""

!

$7$$F;

" !

$7$:$$

" !

$7$$:"

" !

$7$$$F

" !

$7$$$#

"

bGC_*4JK

统计量
%7;! %7;! %7;! %7;! D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D !$D !$D !$D !$"

调整
H

!

$7"<%D $7D<;# $7D;$! $7"<;! $7<<D"

C*)34X

4)Q@B>#+

1#

#

+

G4)Q@B>#+

1#

#

:;:$

被解释变量
:;D"

年
:;F#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

" !

!

" !

"

" !

#

" !

D

" !

F

"

4)*J

2

=7+

.

;NN@>>

#

$7F##;

""

$7D;$%

"

$7"$#! $7#""!

$7<:D;

"""

$7;D$!

"""

!

$7!F<%

" !

$7"!"$

" !

$7"#%F

" !

$7"$;!

" !

$7!#;<

" !

$7!!!"

"

4)*J

2

=7+

.

;NN@>>

#

g4)K#7-F@B

#

#

:;"" $7$$"D

"""

$7$$"!

"""

$7$$""

"""

$7$$""

"""

$7$$"!

"""

$7$$#$

"""

!

$7$$$F

" !

$7$$$F

" !

$7$$$D

" !

$7$$$F

" !

$7$$$%

" !

$7$$$<

"

bGC_*4JK

统计量
F7!% F7!% F7!" F7:" D7<# F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D !$D !$D !$D !$D !$D

调整
H

!

$7F%<! $7F<%: $7%:%D $7F;;; $7F##F $7FF!"

!!

注$!

:

"

"""

2

'

$7$:

#

""

2

'

$7$D

#

"

2

'

$7:

'!

!

"表
#

回归均控制机制变量的一次项#

C*)34L

控制变量不含

:<D:

%

:;:$

年人口密度的前定差分'!

"

"限于篇幅#未报告第一阶段和控制变量结果&

!二"历史沉没投资

近代出口贸易通过历史沉没投资塑造地区要素禀赋#促进当代比较优势产业发展&

表
D

列 !

:

")!

!

"利用
:;""

年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度 !

!

.

#BO@>+

#

#

:;""

"和资本占比

!

H!

.

#BO@>+

#

#

:;""

"考察近代出口贸易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空间分布的短期影响!

#发

现近代出口贸易显著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与区域专业化&列 !

"

")!

#

"实证检验

!

对比不同时期的工业调查数据可知#近代存续至今的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故本文参考

袁其刚等 !

!$:D

"界定当代国民经济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根据主要产品类型将其匹配至近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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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出口贸易能否在长期形成历史沉没投资#考虑到沉没投资以企业为主要存续载体#

本文利用
:;<D

年)

!$$#

年工业普查数据计算各地级市在
:;::

%

:;#;

年间建立#且在普

查年正常经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固定资产密度 !

R#>+

.

#BO@>+

#

#

:;<D

#

R#>+

.

#BO@>+

#

#

!$$#

"度

量历史沉没投资水平&

! 根据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规模报酬递增属性可推测#这些企业的

固定资产存量应与其沉没投资规模高度正相关&回归结果表明#近代出口贸易显著促进

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历史沉没投资积累&

表
-

!

近代出口贸易与历史沉没投资

被解释变量
4)!

.

#BO@>+

#

#

:;""

H!

.

#BO@>+

#

#

:;""

4)R#>+

.

#BO@>+

#

#

:;<D

4)R#>+

.

#BO@>+

#

#

!$$#

!

:

" !

!

" !

"

" !

#

"

4)*J

2

=7+

.

;NN@>>

#

;7DD"$

"""

$7D<<"

""

#7"!#D

""

:7F#$"

"""

!

"7#!"F

" !

$7!F$:

" !

:7<%"!

" !

$7D##:

"

bGC_*4JK

统计量
:"7%: :"7%: :"7!;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D !$D !#F !#F

调整
H

!

$7$D#! $7:"FD $7"<"% $7#$:F

!!

注$!

:

"

"""

2

'

$7$:

#

""

2

'

$7$D

#

"

2

'

$7:

' !

!

"表
D

控制变量不含
:<D:

%

:;:$

年人口密度的前定差分'

!

"

"限于篇幅#未报告第一阶段和控制变量结果&

表
F

构建出口可达性与沉没投资密度 !

R#>+

.

#BO@>+

#

"的交互项#考察历史沉没投资

的长期效应&表
FC*)34L

关注该机制对地区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的影响&具备

专业生产技能或管理知识的人力资本是当代中国比较优势产业所需的关键生产要素#近

代出口贸易带来的历史沉没投资可能成为该要素禀赋的重要来源&列 !

:

"利用地级市

!$$#

年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拥有技术职称的工人占比 !

".#::

#

#

!$$#

"度量技能型人力资本

存量#列 !

!

"参考孙浦阳等 !

!$:<

"测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管理效率指标 !

S*

#

9

#

!$$#

"

进行企业层面识别#该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管理知识)经验的积累&

4)*J

2

=7+

.

;NN@>>

#

和
4)*J

2

=7+

.

;NN@>>

#

g4)R#>+

.

#BO@>+

#

#

!$$#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近代出口贸易通过历史

沉没投资为当代比较优势产业提供专业技能和管理知识的人力资本要素支持&

$ 列 !

"

"

测算
!$$#

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位熵指标 !

*B+7=

21#

#

!$$#

"

&

#发现近代出口贸易通过历

史沉没投资显著促进了当代比较优势产业的区域专业化&考虑到比较优势产业与出口贸

易紧密相关#列 !

#

"利用出口依存度指标 !

*J

2

.

F@

2#

#

!$$D

"发现历史沉没投资机制有

利于地级市当代出口贸易发展&在表
FC*)34L

的基础上#表
FC*)34X

进一步考察历史

沉没投资在区域人口长期增长中发挥的作用&由于缺乏
:;<D

年前的历史沉没投资数据#

我们仅关注
:;;$

年)

!$$$

年和
!$:$

年三个年份&回归结果表明#近代出口贸易能够通

过历史沉没投资显著推动区域人口长期增长#这既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有

!

$

&

:;<D

年工业普查的企业信息仅限于大中型国企#考虑到该数据可能存在固定资产价格扭曲问题#本文还利

用雇佣工人密度度量历史沉没投资#结果保持稳健&

附录表
L:"

还利用近代新式学堂数据#验证近代出口贸易在短期内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激励人力资本投资&

区位熵的测算方法见附录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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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关#也是因为历史沉没投资促进当代比较优势产业发展与出口福利提升#进而吸引人口

集聚&

总之#本部分实证分析表明#近代出口贸易通过外部规模经济与历史沉没投资两种

路径依赖机制推动区域经济长期增长#该发现与研究假说相吻合&

表
O

!

近代出口贸易"历史沉没投资与区域经济长期增长

C*)34L

被解释变量
".#::

#

#

!$$#

!

:

"

S*

#

9

#

!$$#

!

!

"

*B+7=

21#

#

!$$#

!

"

"

*J

2

.

F@

2#

#

!$$D

!

#

"

4)*J

2

=7+

.

;NN@>>

#

:7F::F

"""

$7:%#:

"

$7"#!#

""

$7"F$"

""

!

$7F$#:

" !

$7$;"#

" !

$7:F%;

" !

$7:#%D

"

4)*J

2

=7+

.

;NN@>>

#

g4)R#>+

.

#BO@>+

#

#

!$$#

$7$$#$

""

$7$$":

"""

$7$$:%

""

$7$!!D

""

!

$7$$!$

" !

$7$$::

" !

$7$$$%

" !

$7$:$;

"

bGC_*4JK

统计量
D7D; ":7!F D7D;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观测值
!#F <%$%" !#F !!!

调整
H

!

$7%<"; $7!"$% $7F"DF $7#%:#

C*)34X

4)Q@B>#+

1#

#

+

V4)Q@B>#+

1#

#

:;:$

被解释变量
:;;$

年
!$$$

年
!$:$

年
!$:$

年

!

:

" !

!

" !

"

" !

#

"

4)*J

2

=7+

.

;NN@>>

#

$7%!D:

"""

:7$:%"

"""

:7:D%!

"""

:7:"D$

"""

!

$7!%":

" !

$7":;#

" !

$7!;%D

" !

$7!;::

"

4)*J

2

=7+

.

;NN@>>

#

g4)R#>+

.

#BO@>+

#

#

:;<D

$7$$"%

"""

$7$$":

""

$7$$"$

""

!

$7$$:!

" !

$7$$:D

" !

$7$$:D

"

4)*J

2

=7+

.

;NN@>>

#

g4)R#>+

.

#BO@>+

#

#

!$$#

$7$$#:

""

!

$7$$:<

"

bGC_*4JK

统计量
#7!# #7"" #7D" #7D;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F !#F !#F !#F

调整
H

!

$7F$$# $7D!%" $7DD": $7DD:F

!!

注$!

:

"

"""

2

'

$7$:

#

""

2

'

$7$D

#

"

2

'

$7:

' !

!

"表
F

回归均控制机制变量的一次项#

C*)34L

控制变量不含

:<D:

%

:;:$

年人口密度的前定差分'!

"

"

C*)34L

列 !

!

"为企业层面回归#控制省份)行业固定效应以及企业个体

特征变量#包括企业年龄)雇佣规模和劳均产值'!

#

"限于篇幅#未报告第一阶段和控制变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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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国内区域经济增长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近

代口岸贸易数据与近现代人口数据#实证探讨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及其

机制&研究发现#近代出口贸易显著促进了
:;:$

%

!$:$

年我国地级市人口长期增长#

该影响在工具变量识别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中保持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近代出口贸易

一方面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持续促进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历史沉没

投资为当代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提供要素禀赋优势&本文研究揭示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增

长的影响具有路径依赖性#说明当今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不仅来自改革开放后经济全球化

的深入参与#还在路径依赖作用下延续并逐渐强化了近代出口贸易所塑造的经济空间布局&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我国政府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应对

历史因素加以重视&首先#应注重发挥近代出口贸易的历史基础优势#通过产业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市场准入标准等措施增强优势地区的空间辐射能力#培育带动区域

经济协同增长的 *增长极+&其次#鉴于国际贸易影响的路径依赖性#应紧密结合各地

区历史上的对外贸易基础以及产业结构特征#合理规划区域间产业分工布局#发挥规模

经济优势与要素存量优势&同时#对历史上对外贸易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应重点补足其

要素禀赋与市场开放度的短板&最后#政府资源空间配置应与历史路径依赖及其背后的

市场机制相协调#确保由市场力量主导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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