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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丝绸出口贸易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其数值一直保持在 $)
以上，说明我国的丝绸出口与其他出口商品相比仍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我国丝绸出口的相对价格弹性

系数为 # ".-/!,，属于低弹性的商品。降低丝绸出口价格，不但无益于丝绸出口量的增加，反而会引起

出口创汇额的明显下降，引起丝绸“出口贫困”现象的产生。稳定我国丝绸出口价格，是我国蚕丝业和丝

绸贸易稳定发展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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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蚕丝业的发源地，至今已有 ,,"" 多年的悠久历史。从公元前 ! 世纪开始，我国的

丝绸就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出口国外，我们祖先发明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也随后被传

播至世界各国。现在我国的丝绸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依然具有垄断地位。从 $%," # $%%% 年的 ," 年

间，我国的丝绸出口创汇总额达 22+ 亿美元［$］（4.!--），在我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蚕丝业在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迅速衰退，

而在印度、巴西和泰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较快的发展，蚕丝业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 世纪

/" 年代末 %" 年代初，在世界性的丝绸消费热的刺激下，我国以及印度等新兴蚕丝生产国的生产规

模明显扩大，导致了世界丝绸市场供求失衡，丝绸价格大幅度下跌。$%%+ 年以来我国蚕丝业遭遇

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产业危机，同年我国蚕茧生产量比上年下跌 -/5［$］（4. !,$）。经过 2 年多的调

整，!""" # !""$ 年我国丝绸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生丝出口价格的回升带动蚕茧收购价格的大幅度

提高，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再次引发栽桑养蚕热潮。但进入 !""! 年后我国丝绸出口再

次滑坡，使丝绸对外贸易和蚕丝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我国的丝绸商品是否依然具有出口竞争力，选择怎样的竞争策略有利于我国丝绸商品的出口，

进而有益于我国蚕丝业和丝绸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成为蚕丝界和经济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历以宁

和秦宛顺曾运用生丝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了 $%+, # $%/" 年中国生丝出口模型［!］（44. -- # /!），但由于

该模型研究时期较早，对于当前我国丝绸出口贸易缺乏实际指导意义。为此，本文以联合国粮农组

织的丝绸贸易统计数据为依据，运用“显示”比较优势法和丝绸出口的经济计量模型，测算了我国

丝绸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丝绸出口价格弹性，分析了我国丝绸出口贸易的经济学特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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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了我国丝绸出口的价格政策。

一、“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是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 $%&’ 年首先用于测算部分国家贸易

比较优势时的一种指标，后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普遍采用［(］（)* $+）。所谓的“显示”比较优势

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占世界出口份额的

比率。

其数学表达式为：

!"#$% ,
&$% ’ &$(
&)% ’ &)(

,
&$% ’ &)%
&$( ’ *)(

式中：!"#$%!! $ 国第 % 种商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 $ 国第 % 种商品的出口额；

&$(!! $ 国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

&)%!!世界第 % 种商品的出口总额；

&)(!!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

如果 !"#$% - $，则说明 $ 国 % 种商品具有“显示”比较优势，即具有出口竞争力；如果 !"#$%"$，则说

明 $ 国 % 种商品生产上没有“显示”比较优势，也就是该商品没有出口竞争力。

二、丝绸出口模型

影响我国丝绸出口的因素主要包括价格和市场需求状况两大因素。由于影响需求的因素较

多，其中有些因素不能量化，另外变量过多易引起多重共线性问题，且以上影响需求的因素最终都

能反映到需求量的变化中，因此本文把价格和需求量作为两大解释变量，引入一个经济计量模型：

&+( ,（,+( ’ ,)(）!$·-(!.·+!$ / ..($·+/(

其中：

&+( 代表第 ( 年中国对某市场丝绸的出口量。

,+( ’ ,)( 代表第 ( 年中国对某市场丝绸出口平均价格与世界丝绸出口平均价格的相对价格，用

于测度由于价格因素变动引起中国对某市场丝绸出口量的影响。

-( 代表第 ( 年某市场的丝绸总进口量，用于测度某市场经济变动对中国丝绸出口的影响。

.($（ $ , $，.，⋯，0）是虚拟变量，用于区分某丝绸市场对中国丝绸需求的异常时期和正常时期。

/( 是第 ( 年的随机扰动项，代表了除模型中所包含的主要影响因素外其他非主要因素（例如

战争、自然灾害等）的联合影响。

!$ 为中国对某市场丝绸出口的相对价格弹性系数。如其绝对值小于 $，说明对某市场来讲，丝

绸是低价格弹性的商品，降低对该市场的丝绸出口价格，未必能相应增加丝绸的出口量；反之，如其

绝对值大于 $，说明对某市场来讲，丝绸是高价格弹性的商品，降低对该市场的丝绸出口价格，可相

应增加对该市场的丝绸出口量。

!. 为中国丝绸出口量对某市场丝绸需求量变化的弹性系数。说明的是某市场丝绸需求量的

变化引起的中国丝绸出口量变化的程度。如其值大于 $，说明中国丝绸在该市场的竞争力在提高；

如其值等于 $，说明中国丝绸在该市场出口竞争力没有变化；如其值小于 $，说明中国丝绸在该市场



出口竞争力的弱化。

三、计测结果

本文利用 !"#$ % &’’’ 年间的相关贸易统计数据（表 ! 和表 &），运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的计算公式，计算了我国丝绸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我国和世界出口额统计（!"#$ % &’’’）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世界出口总额 中国出口总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委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年版，第 /", 页。

表 & 我国和世界丝绸出口统计（!"#$ % &’’’） 单位：吨，千美元，美元 0吨

年份
世界丝绸出口 中国丝绸出口

总 量 金 额 价格（12） 总 量 金 额 价格（13）
13 0 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4556：0 0 7668. 97:. :;< 0 67<= 0 9:;>？ ):??=35@:A B C;7D=. );:68E@F=85:3G1;:DH358IJ:>7@A B C;7D=IK=;F?=5 B !IE7A<H7<= B

LAI4:85A7>= B 7668. 97:. :;<IM=;8@:A B D=97H?5



表 ! 中国丝绸出口“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 ’(((）

年份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年份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样，运用 ,-,, !& ’& 统计软件对丝绸出口模型的各参数进行计测，得到了我国丝绸出口模型

的相对价格弹性系数，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丝绸出口模型参数估计

参 数 计测值 标准偏差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 . &’*#)% &’!"&"% . &’+"#%( &’&**%(

!) & ’"*#! &’&&$)# &’")((* &’"%!+#

!* & ’!!#$ &’&%%+& . &’&&)#) &’)*"")

由此，得到我国丝绸出口模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在 !"#$ 年和 !"#+ 年由于天然纤维热的兴起，引起次年世界丝绸消费增加，因此，取 )#! 等于

!；其他时期为零。

上述模型的样本数为 !%，自由度为 !!。进行 # . 检验，查 # 分布表，取!/ & ’!，则得临界值为

#! %) / ! ’+"$，由于 0 . ) ’&& 0 1 #! % )，!(" ’(* 1 #! % )，) ’ !* 1 #! % )，所以在显著性水平!/ & ’ ! 条件

下，"!，")，"* 都是显著的；进行 , 检验，取!/ & ’&%，查 , 分布表，得临界值为 ,! / * ’%"，由于 !)2")
1 ,!，所以丝绸出口模型是显著的，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 ’ "/；进行随机扰动项有无自相关的

- . .检验，取!/ & ’&!，查 - . . 检验上下界表，得到 ! ’)% 3 - . . 值 3 ) ’+%，表明在 & ’&! 的显著

水平上，随机扰动项也没有表现出自相关。

五、讨 论

根据“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丝绸出口模型各参数的计量结果可知：

!2!"#$ . )&&& 年间我国丝绸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年际间有所波动，总体呈逐年下降趋

势，但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456 均大于 !+；说明我国丝绸出口仍具有十分明显的出口比较优

势，我国丝绸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2 从“显示”比较优势指数（456）计算式中可见，假定我国丝绸在世界丝绸市场上占有率不变

（也就是分子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出口竞争力的商品种类在

不断增加，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的上升（即分母增大），也会引起我国丝绸出口的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下降。同样，在假定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变的条件下，



如果我国丝绸出口在世界丝绸市场上的占有率下降，将会引起我国丝绸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指

数的下降。表 ! 所示的 "#$% & ’((( 年间我国丝绸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这

是上述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 对我国丝绸出口模型参数值的计测，得到世界丝绸市场需求量对我国丝绸出口影响的弹性

系数为 ( *#!$"，其绝对值也小于 "。该系数说明，世界丝绸市场的需求量每增加 "+，我国的丝绸出

口量仅增加 ( *#!$"+。但这并不表明我国丝绸在世界丝绸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处于弱化状态。

进一步分析表 ’ 的数据可知，我国丝绸出口量占世界丝绸出口总量的比例由 "#$% & "##( 年平均的

,")"+，下降至 "##% & ’((( 年平均的 -!)%+；而我国丝绸出口额所占的比例由 "#$% & "##( 年平均

的 .!)$+，上升至 "##% & ’((( 年平均的 ..),+；表现为我国对世界丝绸市场贸易量占有率的下降

和贸易额占有率的上升。这是我国丝绸出口商品结构在 ’( 世纪 #( 年代得到明显改善，丝绸服饰

等高附加值商品出口比例大幅度提高的结果［"］（/*’!,）。

-) 我国丝绸出口的相对价格弹性系数为 & (*!$’,，其绝对值小于 "，可见丝绸是一种低价格弹

性的商品。在保持世界丝绸市场的需求等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每提高或降低丝绸出口价格 "+，我

国丝绸出口数量只能相应地减少或增加 ( * !$’,+。由此可见，降低我国丝绸出口价格，对增加我

国丝绸出口量的作用十分有限，并将导致丝绸出口创汇效率的降低，引起丝绸“出口贫困”现象的

产生。

,)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 年中国丝绸的出口量占世界的 %- *,+。由于中国的丝绸

出口量在世界丝绸市场上占有较高的比例，从理论上讲，中国丝绸出口量和出口价格的变化对世界

丝绸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会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我国丝绸出口贸易中存在的制度安排等问题

尚未解决，导致各出口公司间的“竞相压价”现象普遍存在，世界丝绸市场价格的主导权并没有掌握

在我国手中，我国仅仅是丝绸出口大国，并不是出口强国，丝绸出口价格对丝绸出口量乃至丝绸业

生产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要使我国成为丝绸出口大国和出口强国，需要解决丝绸出口贸易中的

制度安排等问题，以避免“竞相压价”现象的普遍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丝绸生产和出口国，保持相

对稳定的丝绸出口价格，有利于世界丝绸市场和我国丝绸业的健康发展。当前，根据丝绸生产经营

成本，制定最低出口限制价格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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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经济与销售包装

目前，在欧美的发达经济社会中，正逐步大规模地开展以服务经济为基础的体验经济活动。体验经济已被称

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的第四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其理念也已扩展到工业、农业、商业、旅游

业、DE 业和因特网等行业。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提出需要层次的理论，他把人的需要分为 : 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

与爱的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

迫切追求。这种需要主要是靠人的自身奋斗和事业的成功来实现的。但在现代娱乐业中，“自我实现”的许多内容

是通过人为设计出的“体验环境”（准真实的或虚拟的）来实现的，如“探险旅游”、“蹦极”、电脑游戏中的“赛车狂飚”

或充当“某军事集团的司令官”等。人们企图从这些准真实或虚拟的活动、游戏中去体验一种自己从前很想体验但

很难体验到的感觉。

现代人的消费活动中，除生理需求外，相当多的是为满足心理需求，而这种心理需求是以一种“体验”的方式来

满足的。购买商品和使用商品的过程中，消费者实际上也是在体验一种“境况”、一种“感觉”、一种“时尚”、一种“文

化”。其中，销售包装（区别于贮运包装）往往扮演了这种体验的媒介或载体。包装是人通过有目的实践的文化产

物。包装包文化则是文化与商品相结合、相融汇而创造出来的体现于产品包装活动中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

和。单就销售包装而言，就同时含有艺术和技术含量。人们在使用商品时，有意或无意地会体验到销售包装所包

含的文化，并从这种体验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所以，在销售包装设计中，完全可以进一步引入“体验经济”的理

念，加强“体验设计”。一方面可以加强“文化体验”的设计。包装的造型、图案和文字可以是几千年文化的载体，在

我国传统产品中，酒、茶叶、文房四宝、中草药等都可以表现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让消费者在品赏或使用产品时，也

同时品尝历史文化的韵味；另一方面，可以加强“情感体验”的设计。礼品包装是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可以针对不

同的送礼对象，在包装上充分表达爱情、亲情、友情，使人们在赠礼和受礼的过程中体验这些珍贵的感情。总之，在

体验经济中，加强销售包装的“体验设计”是大有可为的。

（万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