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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些年来 ,我国对外移民的数量增加迅速 ,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国际贸易是其中较为突出

的一个方面。在总结前人对贸易和移民关系的文献基础上 ,一方面基于传统的 H2O理论建立模型 ,并得出结论 :

我国与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移民和贸易关系 ,会因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利用 1980

年 - 2006年的数据 ,并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 ,对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移民的总体关系进

行了检验。结果表明 :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移民之间不仅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而且二者呈现出双向的因果联

系 ,由此引申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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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 ,不仅商品贸易愈加自由 ,而且国际移民浪潮也一浪高过一浪 ,移民数量

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 ,全世界的国际移民数量已从 1985年的近 1亿人 ,迅速增加到

1990年的 115亿人 ,并且有 60%的国际移民生活在占总人口约 9%的发达国家 ,如美国、加拿大、欧盟、澳

大利亚等。2006年 6月 ,联合国发布了有关世界移民趋势的报告 ———《国际移民与发展 》。该报告不仅被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誉为“移民新时代的早期行程图 ”,而且强调指出 , 2005年全球移民数量已经扩展至

1191亿 ,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2194%。

国际移民的迅速增加不仅对全球政治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且由于国际移民自身附带着相关产

业 ,因而对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国际移民与发展 》报告所指出的 ,移民并不是一个“零和 ”

游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它可以使接受国、原籍国和移民者本人都得到好处。移民的外流与最终回归

一样 ,对振兴国家经济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移民的各种经济影响中 ,国际贸易是较为突出的一个 ,

而且贸易与移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 ( Schiff, 2006) ①。

一、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关系的相关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 ,关于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三种不同观点的交锋 :替代型、互补型、替代兼

互补型。

替代型的观点是由著名经济学家 Mundell(1957) ②提出的 ,他在 H2O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规模收益不

变和完美竞争市场等假设条件 ,并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减少国际要素价格差异 ,因而得出对外贸易与国际

收稿日期 : 2007 10 26

作者简介 : 綦建红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 (济南 250100) ;鞠磊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济南 250100)。

①　Schiff Maurice, “M igration, Investment and Trade: Substitutes or Comp lements?”, W orld B ank, U niversidad de Chile and IZA , October, 2006.

②　Mundell R.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Mobility”, Am erican Econom ic Review , (47) , 1957, pp. 321 - 335.

69



移民之间呈替代关系的结论。Straubhaar(1988) ①则对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和国际移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检验 ,结果发现由于个人、社会、历史、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限制 ,欧洲内部的商品流动替代了劳动力移动 ,

因而作者也支持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结论。

虽然这一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是 Markusen (1983) ②却对此提出了挑战。他对

Mundell理论假设所反映情形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 ,并由此在改变 H2O理论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检验了所形

成的五种模型 ,结果发现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之间呈现明显的互补关系。以此为转折点 ,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学者倾向于国际移民有助于增加贸易这一观点。例如 ,在理论研究层面 , Gould (1994) ③证明了国际移民

可以通过共享信息知识和提升商品价值来促进贸易的发展。Head和 R ies (1998) ④认为 ,国际移民担当了

贸易中介的角色 ,其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的主要原因不仅基于较低的交易成本 ,而且源于移民在市场进入

的机会和知识方面具备特殊优势。Ranch (2002) ⑤则指出 ,国际移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移民对母国的

产品偏好和移民流动所创造的国际网络 ,来降低贸易的边境效应 ,并由此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实证检

验层面 , Clarke和 Sm ith (1996) ⑥采用美国和加拿大的相关数据发现 ,这两个国家的移民输入、人力资本流

入与其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而不是所谓的替代关系。Parsons ( 2005) ⑦否定了 Morrison ( 1982) ⑧关

于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关系是间接且不明显的结论 ,断言国际移民和双边贸易流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 ,并且通过实证发现 ,国际移民对欧盟国家进口的影响大于对其出口的影响。Murat和 Pistoresi

(2006) ⑨、Bacarreza和 Ehrlich (2006) �λυ分别采用意大利与玻利维亚的数据 ,也发现移民的大量外流 ,极大地

促进了其对外贸易的发展。

与此同时 ,国际移民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因国而异 ,主要体现在国际移民对不同国家进出口贸易影响的

弹性方面 ,其影响弹性相差很大 ,如表 1所示。

表 1　有关国际移民对进出口贸易影响弹性的研究成果

作者 样本和时间 出口弹性 进口弹性

Gould (1994) 美国及其 47个贸易伙伴 , 1970 - 1986 0. 02 0. 01

Head、R ies (1998) 加拿大及其 136个贸易伙伴 , 1980 - 1992 0. 10 0. 31

Dunlevy、Hutchinson (1999, 2001) 美国及其 17个贸易伙伴 , 1870 - 1910 0. 08 0. 29

Girma、Yu (2002) 英国及其 48个贸易伙伴 , 1981 - 1993 0. 16 0. 10

Combes等人 (2003) 95个法系国家 , 1993 0. 25 0. 14

Rauch、Trindade (2002) 综合 63个国家 , 1980, 1990 0. 47 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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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W agner等人 (2002) 加拿大 5省及其 160个贸易伙伴 , 1992 - 1995 0. 16 0. 41

B ryant等人 (2004) 新西兰及其 170多个贸易伙伴 , 1981 - 2001 0. 05 0. 19

Parsons (2005) 欧盟 15国及其扩充后的国家 , 1994 - 2001 0. 12 0. 14

由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是基于总量层面的分析 ,因此部分学者将贸易和移民类型细分 ,得出

了第三种观点 ———互补兼替代型。例如 , Stark等人 (1988) ①的研究表明 ,如果贸易自由化有助于移民收入

分配水平的提升 ,就会降低国际移民的规模 ;反之 ,则会扩大其规模 ,即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间存在互补或

替代的关系。Bohning和 Paredes(1994) ②对比了韩国、马来西亚及我国台湾省的情形 ,发现当一国处于低

收入水平时 ,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间存在着互补关系 ;而当其收入水平提高时 ,二者则变为替代关系。Lop2
ez和 Schiff (1998) ③将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国际劳动力移动、移民成本和金融限制四个因素添加到标准的

H2O模型中 ,得出结论 :存在低关税的国家是非熟练劳动力的输出国 ,此时国际贸易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移

动是互补关系 ,而国际贸易和熟练劳动力的移民则是替代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 ,一方面 ,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在不同的国家会得出不同

的结论 ;另一方面 ,目前许多学者都将目光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很少有学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进行研究。事实上 ,联合国《国际移民与发展 》特别指出 ,中国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全球移民最多的一个

重要国度 ,与印度和菲律宾成为全球对外移民最多的三个国家。基于此 ,本文将首先基于传统的 H2O理论

建立模型 ,分析我国与不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和移民关系 ;然后利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

法 ,进一步检验二者间的关系 ;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我国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关系的理论模型

本文参照传统理论的研究思路④ ,在 H2O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对外贸易和移民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首先假设全球存在两个国家 ———中国 (CN)与其贸易伙伴国 ( TP) ,每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 (X和 Y) ,并且

每种产品的生产都需要投入两种生产要素 (资本 K和劳动力 L )。将产品 Y的价格定为标准 1,而产品 X

的价格定为 P,资本 K的价格定为 R,劳动力的价格定为 W。与此同时 ,假设存在以下两种条件 : ( 1)在资

本和劳动力要素方面 ,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禀赋 ; (2)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生产技术水平。

(一 )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间存在替代关系

假设上述条件 (1)并不存在 ,而条件 (2)情况不变 ,即两个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禀赋不同 ,具体而

言 ,假设我国较之贸易伙伴国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相对丰富 ,而在资本要素方面比较缺乏 ,两国的生产技术

水平相同。因此 ,我国比贸易伙伴国拥有较高的劳动资本比 ,可以得到 :

L
CN

K
CN >

L
TP

K
TP

(1)

其中 , K
i 和L

i 分别表示 i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禀赋状况 , i = CN , TP。

如果我国和贸易伙伴国均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 ,即两国间不发生商品贸易 ,那么我国的劳动和资

本价格比率必然会低于贸易伙伴国 ,即 :

W
CN

R
CN <

W
TP

R
T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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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W
i 和 R

i 分别表示国家 i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 ,劳动和资本的价格 , i = CN , TP。

同时 ,与 Y产品相比 , X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即 :

ILX

IKX

>
IL Y

IKY

(3)

其中 , Im n是在生产 n产品时 ,需要投入 m 要素的数量 , m =L, K, n = X, Y。

如果劳动和资本的价格比率上升 ,那么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单位成本必然要高于生产同样产量资

本密集型产品的单位成本 ,其价格也会增加。由方程 2和 3可以发现 ,贸易伙伴国的劳动和资本价格比率

要高于我国 ,因此 ,贸易伙伴国生产 X产品比生产 Y产品要付出更多的单位成本 ,其价格也会高于我国。

因此 ,贸易伙伴国将会主要生产 Y产品 ,较少生产 X产品 ,而我国将主要生产 X产品。

在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的生产各有偏重的情况下 ,一方面 ,如果只存在商品贸易而不存在国际移民 ,那

么我国将会向贸易伙伴国出口 X产品 ,并从贸易伙伴国进口 Y产品。两国的贸易将会一直持续到两种产

品的价格达到均衡价格为止。另一方面 ,如果只存在国际移民而不存在商品贸易 ,那么由于贸易伙伴国的

劳动和资本价格比率相对较高 ,因此我国的劳动力会逐步转移到贸易伙伴国 ,直至两国的劳动力价格相

同。此时 ,两国的商品价格最终也会达到均衡状态。显然 ,如果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要素禀赋不同 ,

那么两国间的商品贸易和国际移民就会存在替代关系。

(二 )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间存在互补关系

假设上述条件 (1)成立 ,而改变条件 (2) ,即两国的要素禀赋相同 ,而生产技术水平存在差异。具体而

言 ,假设我国生产 X产品所采用的技术比贸易伙伴国更先进 ,如果投入相同的资本和劳动力 ,那么我国生

产的 X产品较之贸易伙伴国要多 :
Q

CN
X ( KX , LX ) = cQ

TP
X ( KX , LX ) , c > 1 (4)

同时假设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生产 Y产品均采用同样的技术 ,在投入相同的情况下 ,两国 Y产品的产出

相同 ,可以表示为 :

Q
CN
Y ( KY , LY ) =Q

TP
Y ( KY , LY ) (5)

其中 , Q
i
n 表示国家 i生产 n产品的产量 , i = CN , TP, n = X, Y。

图 1 埃奇渥斯盒状图

通过埃奇渥斯盒状图 ,可以更清晰地反映两国

的情形。图中 , OX OY 曲线为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相

同的生产契约曲线 , OX 和 OY 分别表示两国生产 X

产品和 Y产品的原点 ,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两国相

同的要素禀赋。由于我国在生产 X产品时效率更

高 ,因此对 X产品的生产投入就更多 ,产量也会高

于贸易伙伴国。如图所示 ,我国的生产处于 CN
3

点 ,而贸易伙伴国处于 TP
3 点。

基于此 ,在两国均处于自给自足而没有发生商

品贸易的状况下 ,

P
CN
X < P

TP
X (6)

与此同时 ,通过观察图中 CN
3 及 TP

3 点的切线

斜率可以发现 , CN
3 点的切线斜率大于 TP

3 点的切

线斜率。并且 ,此时的生产契约曲线为两国选择最

优生产的曲线 ,其切线斜率也表明最优的生产要素

组合 ,因而切线斜率等于两种要素的价格之比 ,即 :

W
CN

R
CN >

W
TP

R
TP

(7)

假设只存在商品贸易 ,而不存在国际移民 ,那么我国将会把更多的资源向 X产品的生产倾斜 ,贸易伙

伴国则会更集中生产 Y产品 ,即 CN
3 点更靠近于 OY 点 , TP

3 点更靠近于 OX 点 ,则方程 7中两国的劳动和

资本价格比率差距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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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既存在商品贸易 ,又存在国际移民 ,那么 X产品将会从我国出口到贸易伙伴国 ,而劳动力则会从

贸易伙伴国转移到我国。在此过程中 ,伴随着更多的 X产品出口到贸易伙伴国 ,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愈加

强烈 ,劳动力价格的持续走高会进而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贸易伙伴国转移到我国。在我国和贸易伙伴国

生产技术水平不同的情况下 ,商品贸易和国际移民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

通过对上述两种情形的比较分析 ,可以发现我国与不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和移民关系并不固定 :

如果我国与贸易伙伴间的要素禀赋不同 ,而生产技术水平相似 ,那么两国间的贸易和移民就存在替代关

系 ;反之 ,如果我国与贸易伙伴国间的要素禀赋相似 ,而生产技术水平不同 ,那么两国间的贸易和移民就存

在互补关系。但是 ,该模型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一方面 ,其结论条件与现实生活并不完全相符 ,也就是

说 ,很难将一国具体归类于上述贸易伙伴国的某种情形 ;另一方面 ,模型仍然无法判定我国与贸易伙伴国

之间移民和贸易的总体关系。因此 ,本文将采用我国 1980～2006年的相关数据 ,从实证分析的视角对上述

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三、我国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的选择和数据说明

在模型选择上 ,本文之所以在众多的计量分析方法中选择协整分析 ,其选择的出发点在于 ,一方面 ,由

于大多数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 ,不满足传统的多元回归或其他方法对数据平稳性的要求。在这种

情况下 ,即使变量间没有关系 ,也会由于非平稳的序列带有趋势项而显现出一定的关系 ,这也就是所谓的

“伪回归 ”问题。相比之下 ,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可以有效避免这个问题。另一方面 ,以多元回归方法为代表

的实证方法是事前假定 ,即先假定变量间存在关系 ,后进行验证 ;而协整分析则是事后假定 ,即先判断单整

阶数 ,只有变量间单整阶数相同 ,或不同阶数的变量经过某种组合以后 ,理论上可能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 ,

才可以假定方程式。同时 ,建立在协整分析基础之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于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判断更为

全面和准确。

在变量选取上 ,本文将我国货物贸易的出口额和国际移民数量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其中 ,我国货物贸

易出口额代表我国的对外贸易情况 ( TRA ) ,移民数代表我国的国际移民情况 (M IG)。由于取对数不仅不

会改变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反而会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 ,因此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并建立方程如下 :

LN TRA =A ×LNM IG + C (8)

文中的 LNTRA和 LNM IG分别代表我国货物出口额和国际移民数量的对数 ,而 DLNTRA和 DLNM IG

分别代表相应变量的一阶差分值。此外 ,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的单位为亿美元 ,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

统计年鉴 》,而国际移民数量的单位为人 ,数据来源于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时间跨度均为 1980～2006年 ,计量分析采用 Eviews 311软件。

(二 )计量分析及结果

协整是指非稳定的单整变量之间的某个线性组合可能构成一个新的平稳序列。它的经济意义在于 ,

虽然各个变量间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趋势 ,但如果它们之间是协整的 ,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关

系。其具体的分析步骤如下 : (1)单方根检验 ,以检验样本序列的平稳性和单整阶数 ; (2)协整检验 ,得出各

序列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及方程 ; (3)格兰杰因果检验 ,探讨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 ,对上述各变量数据进行整理 ,分别观察它们的变化趋势图及相应的一阶差分图 (见图 2) ,以进行

初步判断。

由图 2可以看出 ,原始的样本序列都呈现出不平稳的变化趋势 ,进行一阶差分后 ,序列的这种趋势消

失 ,并表现出平稳变化趋势。初步判断 ,原始的数据序列是非平稳的 ,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因

此 ,这些变量间可能存在一个稳定的长期关系。尽管如此 ,为了更加准确地验证变量的平稳性 ,需要对数

据及其差分项进行单方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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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变量变化的趋势图和相应的一阶差分图

11样本数据的单方根检验

对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性的检验 ,又称作单方根检验。本文采用 ADF (Augment D ickey2Fuller)方法进行

检验 ,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程表达式。

Δ xt = (ρ - 1) xt - 1 + 6
p

i =1

θΔxt - i +εi (9)

Δ xt =α + (ρ - 1) xt - 1 + 6
p

i =1

θiΔxt - i +ε (10)

Δ xt =α +βt + (ρ - 1) xt - 1 + 6
p

i =1

θiΔxt - i +εi (11)

零假设为 : H0 :ρ= 1。实际检验时 ,从方程 (11)开始 ,然后沿方程 (10)、方程 (9)依次对模型中的常数

项α和趋势项β进行检验。对样本数据及其差分项的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

表 2　样本数据的单方根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ADF检验值 检验类型 ( c, t, k) 临界值 (5%显著性水平 ) 临界值 (10%显著性水平 ) 结论

LNTRA 4. 137478 (0, 0, 1) - 1. 9552 - 1. 6228 不平稳

DLNTRA - 3. 347332 ( c, t, 1) - 3. 6118 - 3. 2418 平稳 3

LNM IG 0. 773469 (0, 0, 1) - 1. 9552 - 1. 6228 不平稳

DLNM IG - 3. 386364 ( c, t, 1) - 3. 6118 - 3. 2418 平稳 3

　　注 :检验类型中的 c和 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 k表示所采用的滞后阶数 ,当 ADF值小于临界值时说明序列平稳。在一阶差分结论

中 , 3 表示在 10%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通过表 2的数据可以看出 ,原有的时间序列数据即使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仍是不平稳的 ,而一阶差

分后的序列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从而验证了上述结论。故原有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

的 ,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 样本数据的协整检验

通过单方根检验发现 ,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移民的对数序列数据都是一阶单整的 ,它们之间可以构成

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为了找出我国国际移民和贸易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协

整检验 ,其结果见表 3:

表 3　样本数据的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特征值 迹检验统计量
临界值

(5%显著性水平 )

临界值

(1%显著性水平 )
协整方程的个数

LNTRA 0. 425144 15. 90457 15. 41 20. 04 没有 3

LNM IG 0. 079231 2. 063665 3. 76 6. 65 至多一个

　　注 : 3 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不加标志表示统计上不显著。

101

对外贸易与国际移民 :以中国为例



由表 3可知 ,在 1980～2006年间 ,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移民之间通过了协整检验 ,并得到相应的标

准化协整方程 :

LN TRA = - 6. 131769 + 0. 969082LNM IG (12)

为进一步确保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移民之间的确存在上述协整关系 ,对上述方程的残差 e (见方程

13)进行单方根检验。由表 4结果可以看出 ,残差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 ,即残差为平稳序

列。从而可以证明 ,在长期内 ,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移民之间的确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

e =LN TRA - 0. 969082LNM IG + 6. 131769 (13)

表 4　残差序列的单方根检验结果

ADF检验值 - 2. 8930423 临界值 (1%显著性水平 ) - 3. 7667

临界值 (5%显著性水平 ) - 3. 0038

临界值 (10%显著性水平 ) - 2. 6417

　　注 : 3 表示在 10%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31样本数据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主要在于判断协整方程中两个变量 (假设为 Y和 X)之间的因果关系 ,检验时要对以

下两个方程进行回归 :

Yt =α0 + 6
n

i =1

αi Yt - i + 6
n

i =1

βi X t - i (14)

X t =α0 + 6
n

i =1

αi X t - i + 6
n

i =1

βi Yt - i (15)

零假设为 : H0 :β1 =β2 =β3 =⋯ =βn =0,先对方程 14估计值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如果拒绝零假设 ,即得到结论

为 X是引起 Y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同理 ,对方程 15进行检验可以证明 Y是否为引起 X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本文利用赤池信息准则 (A IC)对滞后期进行选择 ,最终确定滞后期分别为 2、3、4、5和 6,得到结果如表

5:

表 5　样本数据的因果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滞后期 零假设 F值 P值 结论

LNTRA

LNM IG

2
国际移民不是对外贸易的格兰杰原因

对外贸易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原因

2. 83850

3. 45468

0. 08220

0. 05144

3
国际移民不是对外贸易的格兰杰原因

对外贸易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原因

1. 80170

3. 40289

0. 18508

0. 04175

4
国际移民不是对外贸易的格兰杰原因

对外贸易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原因

2. 69020

3. 52011

0. 07467

0. 03453

5
国际移民不是对外贸易的格兰杰原因

对外贸易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原因

4. 22341

4. 07212

0. 02177

0. 02446

6
国际移民不是对外贸易的格兰杰原因

对外贸易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原因

2. 51403

0. 92782

0. 11372

0. 52291

国际移民是对外贸易的

格兰杰原因 ,同时对外

贸易也是国际移民的格

兰杰原因

从上述检验可以得到结论 :当最优滞后期选择为 2时 ,拒绝国际移民不是对外贸易的格兰杰原因的犯

错概率为 8122% ,而拒绝对外贸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原因的犯错概率也仅为 51144%。因此 ,拒绝国际

移民不是对外贸易的格兰杰原因的零假设 ,同时也拒绝对外贸易不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原因的零假设。

同理 ,通过对其他滞后期的综合比较观察 ,可以得到最终结论 :我国的国际移民是对外贸易的格兰杰原因 ,

而对外贸易也是国际移民的格兰杰原因 ,即二者互为因果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 ,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移民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移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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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同时国际移民的变化引起了对外贸易的变化 ,而对外贸易的变化同样引起了国际移

民的变化 ,这验证了大多数学者认为贸易和移民间存在互补关系的观点。

我国国际移民之所以引起对外贸易的变化 ,究其原因 :其一 ,在产品偏好层面 ,我国的海外移民即使在

移居国外后 ,不仅自身仍然保持着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与偏好 ,而且会通过偏好所产生的扩散效应 ,带动当

地消费者对此类产品的需求 ,并对我国产品形成相应的需求 ,促进了我国与其侨居国之间的贸易。其二 ,

在信息成本层面 ,移民可以为贸易商降低搜寻信息和甄别信息的成本 ,寻求更多潜在的贸易伙伴 ,增加贸

易机会 ,降低贸易成本。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移民扮演着媒介的重要角色。其三 ,在贸易网络层面 ,移民自

身同样也会增加我国的对外贸易机会。一方面 ,我国的海外移民经常被邀请参加其原籍地区的贸易博览

会 ,并由此形成二者间的商业网络 ,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 ;另一方面 ,移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华人网络 ,在

相互信任的网络中共享贸易信息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潜在的贸易机率。

与此同时 ,我国对外贸易也会引起国际移民的变化 ,主要基于下述原因 :第一 ,出口企业为了扩展海外

市场 ,开拓潜在市场和搜集贸易信息 ,需要在国外市场设立办事处、分支机构乃至子公司。在这个过程中 ,

必然需要企业的相关员工、专业人士移居到国外工作。因此 ,伴随着我国货物贸易的迅猛发展 ,移民到国

外的人数也逐年增多。第二 ,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 ,不仅意味着通过贸易获得的收入和利益会增多 ,

即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得以提高 ,而且还表明了要素移动的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 ,二者均会增加移民

的机会。第三 ,货物贸易也时常附带着一定的服务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无论是采取跨境提供的方式 ,

还是自然人流动的方式 ,都伴随着相关技术人员的国际流动 ,从而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移民。

基于上述结论 ,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 ,提高我国外贸产品的附加值 ,创造一批世界品牌。这一途径

不仅可以培养我国消费者的需求偏好 ,而且可以通过移民将偏好带至国外 ,甚至更有效地扩散和溢出给海

外消费者 ,从而提高我国外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 ,广泛利用贸易博览会、洽谈会等机遇传递贸易信

息 ,同时邀请海外移民参加。以此为契机 ,促成更多的海外移民成为我国的贸易伙伴 ,即使移民没有能力

参与贸易活动 ,也要借助他们的媒介传播作用 ,将信息传递给侨居国潜在的贸易伙伴 ,扩大影响力。最后 ,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政府应该积极扩大人才的交流与学习。此举不仅可以满足我国外贸各环节对

相应人才的需求 ,而且有助于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信息的了解 ,从而更全面地带动对外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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