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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主要出口国家(地区)数据 

摘 要：随着文化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受各国青

睐。……本文以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基于异质性企业理

论，运用……模式以及……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

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市场集中度高，……；

（2）……；（3）……。因此，加强双边经贸、文化交流，降低文化折扣，提高企业产品

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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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ual Margi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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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trade is be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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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放缓，传统贸易发展严重受阻，文化产品因具有污染低、附加值

高、不易受到贸易壁垒的特点，成为实现贸易转型的新驱动力，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国经

济中地位不断上升。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世界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

已……因此，深入探究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内在增长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不仅有助

于找到降低这种不确定性风险的措施，而且也能更加清晰地认知未来出口增长方式升级

转变的合理路径。 

关于出口增长原因的研究，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从国家、企业

和产品三个层面研究出口贸易增长的源泉。如钱学峰(2010)根据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双

边出口增长的主要源泉是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在贸易总量中贡献较小。 

关于文化产品出口的国内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文化贸易增长……建立

引力模型对影响我国三类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因素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发现贸易伙伴国

GDP 对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纵观文化产品二元边际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主要着眼于文化产品这一整类进出口

贸易总额增长原因的分析，……清晰地认知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增长路径。最后为

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企业提供可供参考的市场定位、出口战略方面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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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相关概念界定 

2.1 文化产品和核心文化产品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报告，文化贸易分为文化产品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

文化产品又分为核心文化产品和相关文化产品。其中,核心文化产品是指包含文化内容的

产品，主要包括文化遗产、印刷品、声像制品、视听媒介、其他(主要是乐器)；而相关

文化产品是指承载这些文化产品的载体,也就是相应的文化器材,主要包括摄影、音乐相

关设备。 

…… 

2.2 核心文化产品贸易特征 

2.2.1 核心文化产品贸易多为产业内贸易 

（1）产业内贸易 

产业内贸易是一国或地区一段时间内进口又出口同类产品的现象，产品异质性是该

现象形成的基础。核心文化产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交换，发展中国家间由

于制造业不成熟导致贸易额较少(郭玉晗 2010)。 

…… 

2.2.2 核心文化产品消费具有成瘾性特征 

成瘾性消费指消费者当前对产品的消费会增加未来对这种产品的消费，比如电子游

戏消费、娱乐节目。对于文化贸易额相对有限的国家而言，由于不能积累足够的文化消

费资本，无法提升对于双方产品的欣赏能力，抑制了未来同类文化产品贸易的发生，即

消费成瘾性具有滞后效应(郭玉晗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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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现状 

2006-2017 年期间，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重视力度加大，各地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的

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带动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贸易额大幅增长，出口结构改善明显。

本章将从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两个方面阐述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现状。具体而言，首

先对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和相关特点进行介绍和统计描述，再通过产品结构、地理

结构、市场结构多方面地对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结构加以说明。 

3.1 出口规模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国，2006-2017 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总

体呈现四阶段波动特征。第一阶段为 2006-2008 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稳步上升，

由 2006 年的 72 亿美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162 亿美元。2009 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

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迅速下降到 140 亿美元。…… 

表 3-1 2006-2017 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及占世界出口份额 

年份 出口额(亿美元) 同比增速(%) 世界市场份额(%) 

2006 72.7  17.75 

2007 141.1 93.69 19.66 

2008 162.0 14.92 22.41 

2009 140.1 -13.53 19.77 

2010 160.4 14.50 24.21 

2011 188.2 17.34 29.80 

2012 303.7 61.42 38.07 

2013 281.4 -7.36 32.73 

2014 220.2 -21.72 25.26 

2015 270.6 22.86 29.50 

2016 250.6 -7.39 32.16 

2017 271.5 8.35 29.96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h t t p s : / / c om t r ad e . u n . or g / )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3.2 出口结构 

3.2.1 出口产品结构 

本文没有按照传统的六大类核心文化产品进行产品结构解析，而是除去了具有微小

贸易额、非加工贸易的文化遗产，将视听媒介产品和声像制品结合，具体分为：印刷品、

视听产品、视觉艺术品、其他(主要是乐器产品)。 

2006-2017 年间，中国视觉艺术品、声像制品及视听媒介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较大，

印刷品和乐器占比较小。首先，…… 

纵观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结构可以发现，视觉艺术品和声像及视听媒介产品在出

口……。 

批注 [CS20]: 居中，黑体/五号，段前 0.5 行，段后 0.5 行 

批注 [CS21]: 宋体/五号，行距 1.15 倍 

批注 [CS22]: 左对齐，宋体/五号，行距 1.15 倍，悬挂缩

进，与表格同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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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类产品占世界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总量比重(单位：%) 

年份 乐器 印刷品 视觉艺术品 声像制品及视听媒介产品 

2007 1.48 2.46 7.59 8.14 

2008 1.80 3.00 8.03 9.58 

2009 1.50 2.83 7.41 8.04 

2010 1.90 3.50 10.18 8.64 

2011 2.21 4.21 14.43 8.95 

2012 1.86 3.57 17.50 15.14 

2013 1.67 3.48 16.11 11.48 

2014 1.69 3.56 12.63 7.38 

2015 1.59 3.37 11.29 13.26 

2016 1.71 3.66 10.77 16.03 

2017 1.44 3.30 9.39 15.83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h t t p s : / / c om t r ad e . u n . or g / )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3.2.2 出口地理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图 3-1 1996-2016 年中国对美国水果出口情况 

为了了解中国各类核心文化产品在世界出口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本文进一步考察了

2006-2017 年间中国各类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各类产品的比重及世界出口总量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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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D23]: 中文采用宋体，西文和阿拉伯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五号字，左对齐悬挂缩进 1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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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分解测算 

4.1 二元边际分解的理论框架 

根据异质性企业理论，一国出口规模增长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共同实现。

其中，扩展边际衡量产品出口种类的多样程度，集约边际则衡量产品出口价值量的变动。

各个国家两种边际对产品出口额增长的影响大小不同，如果一国出口的增长依赖于集约

边际的增长，说明该国出口属于粗放型出口，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如果一国出口

增长依赖于扩展边际的增长， 即出口产品种类的多样化，有利于该国抵抗外部冲击的

影响。 

本文借鉴 Hummels 和 Klenow(2005)的测度方法，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进行二

元边际分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分别表示为： 

 𝐸𝑀𝑖𝑗 =
∑ 𝑝𝑚𝑗𝑘𝑞𝑚𝑗𝑘𝑘∈𝐼𝑖𝑗

∑ 𝑝𝑚𝑗𝑘𝑞𝑚𝑗𝑘𝑘∈𝐼𝑚𝑗

 (4-1) 

 𝐼𝑀𝑖𝑗 =
∑ 𝑝𝑖𝑗𝑘𝑞𝑖𝑗𝑘𝑘∈𝐼𝑖𝑗

∑ 𝑝𝑚𝑗𝑘𝑞𝑚𝑗𝑘𝑘∈𝐼𝑖𝑗

 (4-2) 

公式中𝑖和𝑗分别代表出口国(中国)和进口国，𝑚代表参考国，为保证中国出口产品是

参考国出口核心文化产品的子集，选取世界为本文的参考国；𝐼𝑖𝑗表示出口国向进口国出

口核心文化产品的集合，𝐼𝑚𝑗表示进口国从世界进口核心文化产品的集合；𝑝和𝑞分别表

示某种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价格和数量。 

公式(4-1)的分子表示中国出口的核心文化产品种类集合下，进口国从世界进口核心

文化产品的总额；……。 

公式(4-2)分子表示在中国出口产品种类集合下，……。 

…… 

4.2 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分解 

本文利用 2006-2017 年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6 位 HS 编码数据对中国对世界和主要贸

易伙伴出口核心文化产品的数据进行二元边际分解计算。…… 

4.2.1 核心文化产品对世界出口二元边际特征 

（1）总体特征 

首先从总体上分析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边际特征，利用公式(4-1)-(4-2)计算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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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集约边际，结果如表 4-1： 

表 4-1 2006-2017 年核心文化产品对世界出口二元边际 

年份 扩展边际 EM 集约边际 IM 
占世界出口份额

(EM*IM) 

2006 0.9755 0.1820 0.1775 

2007 0.9781 0.2011 0.1966 

2008 0.9850 0.2275 0.2240 

2009 0.9779 0.2022 0.1977 

2010 0.9859 0.2456 0.2421 

2011 0.9788 0.3045 0.2980 

2012 0.9917 0.3839 0.3807 

2013 0.9846 0.3325 0.3273 

2014 0.9921 0.2547 0.2526 

2015 0.9889 0.2984 0.2950 

2016 0.9852 0.3265 0.3216 

2017 0.9866 0.3037 0.2996 

方差 0.00003 0.0038  

数据来源：根据 Un Comrade 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2）产品分类特征 

根据第二章分类对核心文化产品进一步细分，利用公式(4-1)-(4-3)计算中国视觉艺

术品和印刷品扩展边际、集约边际，本文计算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 2006 年(当年中国

对美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超过 50%)。…… 

4.2.2 核心文化产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二元边际特征 

本文选取了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印度、中国香港 8 个贸易伙

伴国或地区测算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国别二元边际特征。根据公式(4-1)-(4-3)计算

的双边扩展边际、集约边际结果如表 4-3： 

表 4-3 2006-2017 核心文化产品对主要贸易国家(地区)的扩展边际 

国家 2006 2009 2012 2015 2017 总体增幅(%) 

A 国 0.9666 0.9992 0.9996 0.9999 0.9999 3.45 

B 国 0.9816 0.9873 0.9993 0.9974 0.9976 1.63 

C 国 0.9754 0.972 0.9504 0.9485 0.9692 -0.64 

D 国 0.9971 0.9971 0.9953 0.9985 0.996 -0.11 

E 国 0.9994 0.9844 0.9981 0.9996 0.9998 0.04 

F 国 0.9816 0.9873 0.9993 0.9974 0.9976 1.63 

G 国 0.9754 0.972 0.9504 0.9485 0.9692 -0.64 

O 国 0.9666 0.9992 0.9996 0.9999 0.9999 3.45 

P 国 0.9816 0.9873 0.9993 0.9974 0.9976 1.63 

Q 国 0.9754 0.972 0.9504 0.9485 0.9692 -0.64 

接下页 

批注 [CS24]: 随着前文段落的修改和调整，此处可能面临

重新分隔表格的问题，建议论文定稿后再修改这类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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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2006-2017 核心文化产品对主要贸易国家(地区)的扩展边际（续） 

国家 2006 2009 2012 2015 2017 总体增幅(%) 

R 国 0.9971 0.9971 0.9953 0.9985 0.996 -0.11 

S 国 0.9994 0.9844 0.9981 0.9996 0.9998 0.04 

T 国 0.9816 0.9873 0.9993 0.9974 0.9976 1.63 

数据来源：根据 Un Comrade 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 

 

批注 [D25]: 表格跨页后，需要将标题行重复 



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主要出口国家(地区)数据 

-8- 

第 5章  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5.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样本研究时间选取 2006-2017 年，样本国家为……个核心文化产品贸易伙伴国，具

体包括：……。2017 年中国对这八国核心文化出口量占总出口量 60%。 

选取的变量含义及来源在表 5-1 中说明。 

表 5-1 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 

（1）扩展边际、集约边际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第 t 年向进口国或地区出口的扩展边际、集约边际，相关数据均

有第四章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分解所得。 

（2）进口国与中国 GDP 之比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为了综合衡量经济水平对两种边际的影响，本文采用进

口国与中国 GDP 之比测度经济差异，进口国经济实力直接体现一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购买力越强，对产品需求数量和异质性程度越高，中国的经济实力则体现了产品生产水

平以及满足进口国消费者产品差异化需求的能力。预测相对 GDP 之比越大，代表进口

国市场就有越大的市场容量，对被解释变量扩展边际、集约边际可能有正向效应。 

…… 

5.2 模型设定 

5.2.1 平稳性检验、数据平稳处理 

面板数据为长面板，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 ADF 检验序列的平稳性。…… 

5.2.2 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根据解释变量协方差相关系数矩阵得出，大多数解释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文化距离(CD)和地理距离(DIS)的相关系数较高为 0.8872，分维度文化距离权

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EMijt 第 t 年向进口国或地区出口的扩展边际 计算获得 

IMijt 第 t 年向进口国或地区出口的集约边际 计算获得 

核心解释变量 

CDij 中国与 j 国总文化距离 Hofstede 官方网站 

MAFij 中国与 j 国男女特质维度的文化距离 Hofstede 官方网站 

LASij 中国与 j 国长短期导向维度的文化距离 Hofstede 官方网站 

PDIij 中国与 j 国权力距离维度的文化距离 Hofstede 官方网站 

PEOijt 第 t 年进口国华人数量 华人统计年鉴 

GDPXijt 第 t 年进口国或地区 GDP 与中国 GDP 之比 世界银行数据库 

解释变量 
DISij 中国与进口国或地区双边贸易中心距离 CEPII 数据库 

Dummy 外部冲击虚拟变量  

批注 [CS26]: 遇到特殊表格，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批注 [CS27]: 注：若无三级标题，但需分点列述观点，可

在二级标题下用阿拉伯数字加中文全角括号表示，按正

文格式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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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距离(PDI)和地理距离(DIS)相关系数为 0.7024，LAS 与 DIS 相关系数为 0.7906。这种

情况符合实际，地理距离越远，各维度文化差异往往越大。除此之外，其他解释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有助于后期回归时解释变量的识别和筛检，避免由于

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导致回归系数不显著的情况。 

…… 

5.2.3 研究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的面板模型如下： 

 
ln 𝐸𝑀𝑖𝑗𝑡 = 𝛽0 + 𝛽1 ln 𝐶𝐷𝑖𝑗 + 𝛽2 ln 𝑃𝐸𝑂𝑖𝑗𝑡 +

                 𝛽3 ln 𝐺𝐷𝑃𝑋𝑖𝑗𝑡 + 𝛽4 ln 𝐷𝐼𝑆 + 𝛽5 ln 𝑑𝑢𝑚 + 𝜀𝑖𝑗𝑡
 (5-1) 

 
ln 𝐼𝑀𝑖𝑗𝑡 = 𝛽0 + 𝛽1 ln 𝐶𝐷𝑖𝑗 + 𝛽2 ln 𝑃𝐸𝑂𝑖𝑗𝑡 +

                 𝛽3 ln 𝐺𝐷𝑃𝑋𝑖𝑗𝑡 + 𝛽4 ln 𝐷𝐼𝑆 + 𝛽5 ln 𝑑𝑢𝑚 + 𝜀𝑖𝑗𝑡
 (5-2) 

其中𝐸𝑀𝑖𝑗𝑡、𝐼𝑀𝑖𝑗𝑡分别为 t 年中国对进口国或地区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𝐶𝐷𝑖𝑗为中国与进口国之间的文化距离，𝐶𝐷𝑖𝑗𝑥为分维度文化距离；𝑃𝐸𝑂𝑖𝑗𝑡为𝑡年

进口国的华人数量；𝐷𝐼𝑆为双边贸易中心的距离；𝑑𝑢𝑚为虚拟变量表示金融危机或其他

外部冲击；𝜀𝑖𝑗𝑡为随机误差项 

模型(5-1)和(5-2)分别检验各个变量对扩展边际、集约边际的影响；……。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5.3.1 模型选择检验 

本文运用 stata 软件对三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之前首先进行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第一步进行 F 检验确定是混合效应还是个体效应，三个模型的回归检验

结果均表明排除混合回归的可能性；第二步进行 Hausman 检验比较固定效应和随机效

应，结果表明选择随机效应模型(RE)。 

5.3.2 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 

模型(1)和(2)检验了总文化距离、进口国华人数量、经济差异、双边贸易中心地理距

离、外部冲击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扩展边际、集约边际的影响。模型(3)检验了分维

度文化距离等解释变量对集约边际的影响。 

（1）总文化距离(CD)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的影响在 1%水平下显著

为负，…… 

（2）进口国华人数量(PEO)对二元边际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均在 1%水平下

批注 [CS28]: 较长的公式： 

1.先将公式改为“线性” 

2.在需要换行的位置插入一个英文“@” 

3.用\eqarray(公式)将整个公式括起来 

4.再将公式改回“专业型” 

5.适当调整对齐位置 

特别的，如果要让公式中的等号对齐，第 2 步在需要对

齐的等号前插入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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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这与(刘慧,綦建红，2014)的结论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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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6.1 主要结论 

本文以 2006-2017 年中国对主要贸易国家(地区)出口核心文化产品的面板数据为样

本，将出口总额分解为二元边际，分析了二元边际的特点及增长模式，然后对核心文化

产品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规模总体上保持增长趋势，个别年份受到金融危机及

外部经济乏力的影响有所回落，进口规模较小且常年稳定，进出口贸易顺差明显。…… 

（2）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集中度高，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占出口总量

60%。而对其他国家出口较少，据统计样本期间中国对核心文化产品八大主要贸易国家

出口额常年保持在中国对世界出口总额的 60%以上。 

…… 

6.2 政策建议 

6.2.1 对出口企业的建议 

…… 

6.2.2 对政府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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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附录常见内容 

过分冗长的公式推导内容，过分冗长而不宜在正文内容中呈现的计算机程序清单等，

辅助数学公式或重复性的图、表等，其他诸如调查报告、分析用原始数据、详细资料、

照片、设计推导过程草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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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查重和其他注意事项 

B.1 查重 

先说结论：“知网完全支持 pdf 查重”，学校学院也接收 pdf 格式的论文，这个无需

担心。如果导师只接受 Word 版论文，那也就没有办法了，你就用 Word 吧，只要下点

功夫，也不是个事。建议大家提前和指导老师进行沟通，以确认能不能提交 pdf 格式论

文。 

B.2 批注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pdf 格式的论文，批注是一个问题，如果对 LATEX 和基于 Git 

的 版本管理并不了解，就只能使用 Adobe Acrobat、平板手写等软件，对 pdf 文件本身

进行批注，相比于 word 确实有些麻烦。强烈推荐使用 Git1、Beyond Compare2 等工具，

辅以 LATEX 本身的注释进行批注以及版本管理，非常清晰直观，操作也简单。 

 

批注 [CS31]: 参照一级标题：居中，黑体/三号，段前 0.5

行，段后 0.5 行，行距最小值 22 磅 

批注 [CS32]: 参照二级标题：左对齐，黑体/四号，段前

0.5 行，段后 0.5 行，行距最小值 22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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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飞逝，岁月荏苒，不知不觉之间大学本科的轻松岁月即将结束。四年时光虽然

短暂，但在西农的学习生活，获益良多，弥足可贵。在即将毕业的时候，想要感谢的人

很多，正是你们的帮助和支持，给了我不断进步的动力。 

…… 

批注 [CS33]: 参照一级标题：居中，黑体/三号，段前 0.5

行，段后 0.5 行，行距最小值 22 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