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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设定政府效用最大化条件， 以 Ｔｒｉｆｆｉｎ 比率测度一国适度外汇储

备标准， 以拓展的泰勒规则拟合国际真实利率波动， 将 Ｍｕｎｄｅｌｌ－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模型的

国际收支平衡要求纳入 Ｋｒｕｇｍａｎ 两地区 “中心－外围” 模型中， 模拟了中国自由贸

易港建设所产生的产业聚集效应， 还原了政府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建设自由贸易港

的决策过程， 实现了贸易成本的内生化与 “中心－外围” 模型的动态化。 我们以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Ｇ２０ 国家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为样本， 使用 Ｄｙｎａｒｅ 和 Ｍａｔｌａｂ 软

件对模型进行政策仿真模拟， 考察了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策略、 效果以及对紧缩性、
扩张性国际货币政策和保护性国际贸易政策的敏感性。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自由贸

易港建设需要全方位的自由化措施， 包括贸易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

等； 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产业区位聚集与国际竞争力的提

升， 并使得我国宏观环境在面对国际外部冲击时反应更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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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是我国处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在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 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形成面向全球的贸

易、 投融资、 生产、 服务网络， 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中国自由

贸易港建设将以其在贸易、 金融、 投资、 航运等诸多领域的进一步自由化与开放化

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核心内容。
一直以来， 建设自由贸易港被各国视为促进国际贸易的有效政策手段。 国际公

约和立法也都对自由贸易港进行了详细的界定， 如： １９７３ 年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

的 《京都公约》、 １９８４ 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对 “自由贸易区” 的定义、 １９９１ 年美国

《对外贸易区法案》 以及 １９９２ 年 《欧共体海关法典》 等。 各公约与立法都将 “境
内关外” 作为自由贸易港的关键特征， 即自由贸易港处于国境以内， 关境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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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状态。 这使贸易货物在进出国境时能够获得税收、 服务和监管上的优惠政策，
提升自由贸易港筹建方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在探索自由贸易港政策方针时对自由贸

易港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即要求港区实现 “贸易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 金融

自由化” 的全方位自由化政策。
有关自由贸易港建设对一国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已在诸多文献中被提及， 例

如： Ｒｈｅｅ 等 （１９９０） ［１］、 Ｍａｄａｎｉ （１９９９） ［２］、 李泊溪 （２００９） ［３］、 Ｂｏｌｌｅ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２０１２） ［４］、 Ｗａｎ 等 （２０１４） ［５］、 敦志刚 （２０１６） ［６］ 等。 上述文献依据不同的样本，
从现实数据与实施政策的角度对自由贸易港区的作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但由于文

献中缺乏宏观贸易模型的支持， 使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方式和作用

机制缺乏理论上的深刻认识， 我们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中国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将以怎样的方式具体地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 产业区

位扩张、 产业聚集形成是我国政府与学术界必须积极思考， 谨慎预测的核心问题。
为恰当模拟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政策效果， 我们以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模型———
“中心－外围” 模型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 为基础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拓展。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７］构建的 “中心－外围” 模型将地理要素纳入由 Ｄｉｘｉｔ 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１９７７） ［８］构建的垄断竞争与产品异质性模型之中， 开拓了 “新经济地理学” 的研究

范畴。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空间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分支之一， 以厂商的产业区位转移决

策作为模型的微观机制， 观察要素和产品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现象， 探讨产业空间聚

集与区域增长的动力来源， 成为了诸多新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基石。 自

“中心－外围” 模型产生伊始， 模型的运用与拓展便成为了众多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

和解释现实问题的常用工具。 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包括： Ｋｒｕｇｍａ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５） ［９］、 Ｐｕｇａ （１９９９） ［１０］ 对 “中心－外围” 模型中劳动力要素流动机制的拓展；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６）［１１］将企业间垂直关联纳入 “中心－外围” 模型， 提供了新的产业区位

聚集 的 解 释； Ｈｅｌｐｍａｎ （ １９９８ ）［１２］、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等 （ ２００２ ）［１３］、 Ｒｏｂｅｒｔ － Ｎｉｃｏｕｄ 等

（２００４）［１４］使用房产部门取代 “中心－外围” 中的农业部门， 考虑了住房对 “中心－外
围” 结构均衡的影响， 可见 “中心－外围” 模型在宏观经济与国际贸易领域运用之广。

我们将 “中心－外围” 模型中原本对称的两个地区抽象为大国和世界其他地

区， 并设定不同的贸易成本， 纳入政府执政效用函数与国际收支平衡， 使得贸易成

本成为政府执政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的内生选择， 描绘政府为实现本国产业结构调

整， 经济增长， 福利提升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增加而自发选择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决策

过程。 随后， 我们将使用贸易成本内生化的 “中心－外围” 模型对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政策影响进行仿真模拟， 并证明自由贸易港建设对我国改革、 开放和发展的重大

意义。 我们使用 Ｄｙｎａｒｅ 和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对模型进行动态分析与政策仿真模拟， 考察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策略、 效果以及对国际外生冲击的敏感性。

二、 模型构建： 贸易成本内生化的 “中心－外围” 模型

（一） “中心－外围” 模型的假设调整

本模型的基础为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 两地区 “中心－外围” 模型， 该模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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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即 ４Ｒ 方程， 其假设与详细推导见 Ｆｕｊｉｔａ、 Ｋｒｕｇｍａ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９） ［１５］。
Ｋｒｕｇｍａｎ 假设两地区间的 “冰山成本” （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１９５２［１６］ ） 是一致的， 即

Ｔｒ， ｓ＝Ｔｓ， ｒ ＝Ｔ， 以便讨论规模经济、 要素流动均衡下的经济体在空间上的聚集。
该假设不适宜我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 我们以此为核心， 对 “中心－外围” 模型

的基本假设进行调整。
我们将地区 １ 抽象为对国际环境具有影响力的大国， 将地区 ２ 抽象为世界其他

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运往大国的制造业产品所需支付的 “冰山成本” Ｔ 不仅包括运

输费、 保险费、 报关费、 报检费、 港口建设费等进口费用， 还包括该国的进口关

税。 我们假设大国 “冰山成本” Ｔ 是由大国政府基于自身条件设定的最优贸易壁

垒， 是一个内生变量； 大国运往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产品所需支付的 “冰山成

本” Ｔｗ是国际贸易环境的一个定量描述。 相比于大国调整进口费用的成本， 世界

其他贸易国共同调整进口费用的成本非常大， 即使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增进， 区

域贸易协定不断推广的当前， 无论是贸易协定的维持还是调整都需要参与国支付大

量的成本与长期的商榷， 因此我们假设 Ｔｗ是一个外生变量。 由此， 我们重构 Ｋｒｕｇ⁃
ｍａｎ 的 ４Ｒ 方程如下：

Ｃ ＝ μλｗ ＋ １ － μ
２

； Ｃｗ ＝ μ（１ － λ）ｗｗ ＋ １ － μ
２

Ｐ ＝ ［λｗ１－σ ＋ （１ － λ） （ｗｗＴｗ） １－σ］
１

１－σ； Ｐｗ ＝ ［（１ － λ）ｗ１－σ
ｗ ＋ λ （ｗＴ） １－σ］

１
１－σ

ｗ ＝ ［ＣＰσ－１ ＋ ＣｗＰσ－１
ｗ Ｔ１－σ

ｗ ］
１
σ ； ｗｗ ＝ ［ＣｗＰσ－１

ｗ ＋ ＣＰσ－１Ｔ１－σ］
１
σ

ｗ
Ｐμ

＝
ｗｗ

Ｐμ
ｗ

（１）

其中， Ｃ、 Ｐ、 ｗ、 Ｔ 分别为消费约束、 制造业产品价格、 劳动力工资和冰山成

本， μ 为制造业产品份额， σ 为产品替代弹性， λ 为劳动力在大国的分配比例。 无

下标的变量为大国经济变量， 下标为 ｗ 的变量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变量。
（二） 政府执政效用函数与国际收支平衡

为模拟大国制定最优贸易成本的决策环节， 我们设定如下 Ｃ－Ｄ 函数形式的政

府执政效用函数：
Ｕ ＝ ＣθＣＲθＲ （２）

其中， Ｕ 为政府执政效用， Ｃ 为消费约束， 等价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最

终消费部分。 在 “中心－外围” 模型中， 劳动力是唯一的要素投入。 因此， 我们

不考虑国内生产总值中资本形成的部分， 并以消费约束代表该国的经济发展水

平。 Ｒ 为适当外汇储备， 用以描述政府为实现本国宏观环境稳定与本国进口需求

而持有的外汇储备。 Ｃ 的函数形式在 ４Ｒ 方程中已给出， 我们仅讨论 Ｒ 的函数形

式。 我们引入 Ｍｕｎｄｅｌｌ－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模型的 ＢＰ 曲线 （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１９６２［１７］ ； Ｍｕｎｄｅｌｌ，
１９６３［１８］ ）：

ＢＰ ＝ ＮＸ － Ｆ （３）
其中， ＢＰ 为国际收支平衡量， ＮＸ 为经常账户余额， Ｆ 为资本账户余额。 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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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余额函数与资本账户余额函数在 Ｍｕｎｄｅｌｌ－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模型中已给出， 形式如下：
ＮＸ ＝ Ｘ － ＩＭ； Ｆ ＝ τ（ ｉｗ － ｉ）Ｍｗ （４）

其中， Ｘ 为出口额， ＩＭ 为进口额， τ 为资本流动自由度， 反映国际资本流动性

大小， 越接近 １ 则流动性越强， 越接近 ０ 则流动性越弱， ｉｗ为世界整体真实利率水

平， ｉ 为本国真实利率水平， Ｍｗ为国际资本总量。
我们通过三个步骤来分析本国的净出口额， 用以呈现 “中心－外围” 模型中产

业内贸易的实际形式： ①计算本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产量； ②计算本国与世

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 ③计算参与国际贸易产品的到岸价并求出经常账户余额。
依据两地区 “中心－外围” 模型的单位标准化， 可得本国制造业均衡产量①：

Ｑ ＝ ｎｑ ＝ Ｌ
μ

Ｆ
ｃＭ

ρ
１ － ρ

æ

è
ç

ö

ø
÷ ＝ λμ

μ
μ ／ σ
ρ

σ ＝ λμ （５）

同理可得世界其他地区制造业产量： Ｑｗ ＝ （１ － λ） μ。 由价格函数可知， 在本

国生产的制造业产品中， λ 份额被用于本国消费， 而 １－λ 份额被用于境外消费，
由此可得本国的出口额与进口额：

Ｘ ＝ λ（１ － λ）ｐｃｉｆ， ｗ； ＩＭ ＝ （１ － λ）λｐｃｉｆ （６）
由消费函数可知， 本国消费了世界上 λ 份额的制造业产品， 而世界其他地区

消费了 １－λ 份额的制造业产品。 由于本国的出口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量相同，
在经过产业内贸易后， 双方消费量未发生实际改变， 当模型处于 λ ＝ ０ ５ 的对称均

衡点时， 两地到岸价相同， 贸易行为不会引起经常账户变化。 但是， 当双方 “冰
山成本” 不相等时， 经常账户余额就会改变。 在 “中心－外围” 模型中， Ｋｒｕｇｍａｎ
给出了产品到岸价：

ｐｃｉｆ， ｗ ＝ ｐｗＴｗ ＝ ｗｗＴｗ

ｐｃｉｆ ＝ ｐＴ ＝ ｗＴ
（７）

由此可以计算得本国经常账户余额， 函数形式如下：
ＮＸ ＝ μλ（１ － λ）（ｗｗＴｗ － ｗＴ） （８）

而后， 我们将计算资本账户余额。 基于国际金融市场信息获得成本低， 资金流

动性强， 利率调整自由等一系列特征， 我们假设国际真实利率水平 ｉｗ与本国真实利

率水平 ｉ 都受到经济波动影响。 我们使用一价定律描述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

汇率关系， 并使用拓展的泰勒规则拟合本国与国际的真实利率水平：

Ｓ ＝
Ｐｗ

Ｐ
æ

è
ç

ö

ø
÷

μ

； Ｓｗ ＝ Ｓ －１

ｉｔ ＝ ｒ０
Ｐ ｔ

Ｐ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μθ
π Ｃ ｔ

Ｃ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θ
ｇ Ｓｔ

Ｓ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θ
ｓ
－

Ｐ ｔ

Ｐ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μ

ｉｗ， ｔ ＝ ｒｗ０
Ｐｗ， ｔ

Ｐｗ，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μθ
πｗ Ｃｗ， ｔ

Ｃｗ，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θ
ｇｗ Ｓｗ， ｔ

Ｓｗ，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θｓｗ

－
Ｐｗ， ｔ

Ｐｗ，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μ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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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制造业产品消费弹性 σ ＝ （１－ ρ） －１， Ｌ 为劳动力总量， Ｆ 为固定成本， ｃＭ为边际成本。



其中， 两期制造业产品价格指数比、 两期消费约束比和两期汇率指数比分别指

代了当期的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与汇率波动， μ 为制造业产品在总消费中所占比

率。 由此得本国国际收支平衡量：
Ｂ ｔ ＋１ ＝ （１ ＋ ｉｗ， ｔ）Ｂ ｔ ＋ μλ ｔ（１ － λ ｔ）（ｗｗ， ｔＴｗ － ｗ ｔＴｔ） － τ（ ｉｗ， ｔ － ｉｔ）Ｍｗ （１０）

由于外汇储备管理中存在直接投资收益部分， 我们假设两期国际收支平衡量间

存在增长， 增长率即为当期的国际真实利率 ｉｗ。 以本国国际收支平衡量为基础， 我

们对适当外汇储备 Ｒ 的函数形式进行讨论。 有关一国适当的外汇储备数量， 诸多

学者都提出了不同见解， 其中较有影响力的理论包括： Ｔｒｉｆｆｉｎ （１９４７） ［１９］ 进口比例

理论、 Ａｇａｒａｕａｌ （１９７１） ［２０］机会成本理论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７２） ［２１］货币供应量理论。 鉴

于 Ｔｒｉｆｆｉｎ 外汇储备比率的泛用性以及与本模型以国际贸易平衡为研究对象的契合

性， 我们选择使用 Ｔｒｉｆｆｉｎ 比率来测度模型中的适度外汇储备 Ｒ， 其函数形式如下：

Ｒ ＝ Ｂ
μλ（１ － λ）

（１１）

随后， 我们求解政府执政效用的最大化问题：
ｍａｘ　 Ｕｔ ＝ ＣθＣ

ｔ ＲθＲ
ｔ

ｓ ｔ 　 Ｃ ｔ ＝ μλ ｔｗ ｔ ＋
１ － μ
２

ｓ ｔ 　 Ｒ ｔ ＋１ ＝ （１ ＋ ｉｗ， ｔ）Ｒ ｔ ＋ （ｗｗ， ｔＴｗ － ｗ ｔＴｔ） －
τ（ ｉｗ， ｔ － ｉｔ）Ｍｗ

μλ ｔ（１ － λ ｔ）
（１２）

建立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函数可求得消费约束 Ｃ 与适当外汇储备 Ｒ 的替代关系：
Ｒ ｔ

Ｃ ｔ

＝
θＲ

θＣ

τ（ ｉｗ， ｔ － ｉｔ）Ｍｗ

（μλ ｔ（１ － λ ｔ）） ２ｗ ｔ

（１３）

消费约束 Ｃ 与适当外汇储备 Ｒ 的替代关系函数反映了政府在效用最大化原则

下对经济发展与本国适当外汇储备之间的权衡。
（三） 贸易成本内生化的 “中心－外围” 模型

现将贸易成本内生化的 “中心－外围” 模型整理如下， 共包含了 １３ 个方程和

１３ 个内生变量：

Ｃ ｔ ＝ μλ ｔｗ ｔ ＋
１ － μ
２

； Ｃｗ， ｔ ＝ μ（１ － λ ｔ）ｗｗ， ｔ ＋
１ － μ
２

Ｐ ｔ ＝ ［λ ｔｗ１－σ
ｔ ＋ （１ － λ ｔ） （ｗｗ， ｔＴｗ） １－σ］

１
１－σ； Ｐｗ， ｔ ＝ ［（１ － λ ｔ）ｗ１－σ

ｗ， ｔ ＋ λ ｔ （ｗ ｔＴｔ） １－σ］
１

１－σ

ｗ ｔ ＝ ［Ｃ ｔＰσ－１
ｔ ＋ Ｃｗ， ｔＰσ－１

ｗ， ｔＴ１－σ
ｗ ］

１
σ ； ｗｗ， ｔ ＝ ［Ｃｗ， ｔＰσ－１

ｗ， ｔ ＋ Ｃ ｔＰσ－１
ｔ Ｔ１－σ

ｔ ］
１
σ

ｗ ｔ

Ｐμ
ｔ

＝
ｗｗ， ｔ

Ｐμ
ｗ， ｔ

（１４）

Ｓｔ ＝
Ｐｗ， ｔ

Ｐ ｔ

æ

è
ç

ö

ø
÷

μ

； Ｓｗ ＝ Ｓ －１
ｔ

ｉｔ ＝ ｒ０
Ｐ ｔ

Ｐ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μθ
π Ｃ ｔ

Ｃ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θ
ｇ Ｓｔ

Ｓ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θ
ｓ
－

Ｐ ｔ

Ｐ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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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ｗ， ｔ ＝ ｒｗ０
Ｐｗ， ｔ

Ｐｗ，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μθ
πｗ Ｃｗ， ｔ

Ｃｗ，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θ
ｇｗ Ｓｗ， ｔ

Ｓｗ，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θｓｗ

－
Ｐｗ， ｔ

Ｐｗ，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μ

Ｒ ｔ ＋１ ＝ （１ ＋ ｉｗ， ｔ）Ｒ ｔ ＋ （ｗｗ， ｔＴｗ － ｗ ｔＴｔ） －
τ（ ｉｗ， ｔ － ｉｔ）Ｍｗ

μλ ｔ（１ － λ ｔ）
Ｒ ｔ

Ｃ ｔ

＝
θＲ

θＣ

τ（ ｉｗ， ｔ － ｉｔ）Ｍｗ

（μλ ｔ（１ － λ ｔ）） ２ｗ ｔ

上述方程分别为： Ｋｒｕｇｍａｎ 的 ４Ｒ 方程， 一价定律下的本国与国际汇率方程，
拓展的泰勒规则下的本国与国际真实利率方程， 适当外汇储备 Ｒ 的动态方程， 适

当外汇储备 Ｒ 与消费约束 Ｃ 的替代关系函数。
随后， 我们将使用该模型模拟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对我国经济增长、 消费需

求、 外汇储备、 汇率利率等一系列重要宏观环境变量所造成的影响， 以此评估自由

贸易港建设政策的效果。

三、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影响分析

（一） 参数设定

首先， 我们将对模型中涉及的参数进行必要设定， 模型中涉及的参数总计 １５
个， 分别为：

μ， ρ， Ｔｗ， θＣ， θＲ， ｒ０， ｒｗ０， τ， Ｍｗ， θπ， θｓ， θｇ， θπｗ， θｓｗ， θｇｗ{ }

其中， 前 ９ 个参数关系到模型的稳态值， 后 ６ 个参数则与模型动态反应相关。
μ 为制造业产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 代表了制造业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 一方面，
我们以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我国第二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作为标准。 在 ２００３ 年

至 ２０１６ 年间， 我国第二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率始终保持在 ０ ４～０ ５ 之间。 另一方

面， Ｆｕｊｉｔａ、 Ｋｒｕｇｍａ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９） 对 μ 的取值为 ０ ４， 以此代表制造业份额

在世界经济中的平均水平。 综合考虑我国制造业实际情况与 Ｋｒｕｇｍａｎ 的设定， 我们

选取 μ＝ ０ ４５。 ρ 为制造业产品替代弹性， Ｆｕｊｉｔａ、 Ｋｒｕｇｍａ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９） 对 ρ
的取值为 ０ ８， 相比于 Ｆｕｊｉｔａ、 Ｋｒｕｇｍａ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９） 所描述的国际制造业情

况， 当前的国际制造业产品空间多元化与差异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因此 ρ 应小于

０ ８。 同时， 鉴于 “中心－外围” 模型的 “非黑洞” 条件 （ρ＞μ ＝ ０ ４５）， 我们设定

ρ 的取值为 ０ ６。 Ｔｗ为世界 “冰山成本”， Ｋｒｕｇｍａｎ 在构建两地区 “中心－外围” 模

型时， 对不同的 “冰山成本” 所产生的均衡类型进行过细致的梳理， 其结果为当

“冰山成本” 高时 （Ｔ＝ ２ １）， 两地区的劳动力分布必然存在稳定对称均衡 （如图

１）， 为了保证模型具有稳态， 我们设定 Ｔｗ ＝ ２ １。 θＣ和 θＲ分别为政府效用函数对消

费增长与外汇储备的反应系数， 基于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我国支出法 ＧＤＰ 最终消费

与外汇储备的比值， 我们选择 θＣ ＝ ０ ６， θＲ ＝ ０ ４。 ｒ０和 ｒｗ０分别为本国与国际基准利

率， 我们以我国无风险利率 １ ０３８ 作为 ｒ０的取值， 以美国同业拆借利率 １ ０１５ 作为

ｒｗ０的取值。 τ 代表了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性， 我们采取 Ｍａｃｅ （１９９１） ［２２］ 提供的国

际资本流动性检测方法， 以 ＯＥＣＤ 数据库提供的 Ｇ２０ 国家消费与经济增长 ２００５ 年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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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为样本对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性进行估计①， 进行了带约束条件

的 ＯＬＳ 回归， 回归模型如下：
ΔｌｏｇＣ ｊ

ｔ ＝ β１ΔｌｏｇＣａ
ｔ ＋ β２Δｌｏｇｙ ｊ

ｔ ＋ ｖｊｔ；

ΔｌｏｇＣａ
ｔ ＝ １

Ｊ ∑
Ｊ

ｊ ＝ １
ΔｌｏｇＣ ｊ

ｔ

（１５）

其中， ｌｏｇ Ｃ 和 ｌｏｇ ｙ 分别代表了样本国家的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情况。 依据模

型的估计结果， 我们设定 τ＝ ０ ７， 该结果与刘金全等 （２００６） ［２３］ 的估计结果近似。
Ｍｗ为国际资本总量， 是世界总资本与本国总资本的比值。 我们使用 ＯＥＣＤ 数据库

提供的 Ｇ２０ 国家 ＧＤＰ 数据 ２０１５ 年样本进行估计， 以中国 ＧＤＰ 占世界比率的倒数

作为国际资本总量的取值， 设 Ｍｗ为 ６ ５， 即我国 ＧＤＰ 约占世界主要国家总 ＧＤＰ 的

１５ ４％。 θπ、 θｇ、 θｓ、 θπｗ、 θｇｗ、 θｓｗ 分别为本国与国际货币政策的反应系数， 依

据 Ｊｏｈｎ 和 Ｔａｙｌｏｒ （ １９９３ ） ［２４］、 谢 平 和 罗 雄 （ ２００２ ） ［２５］ 以 及 黄 志 刚 和 郭 桂 霞

（２０１６） ［２６］， 我们取值 ０ ７６、 ０ １９、 １、 ０ ５、 ０ ５、 １。 参数设定的汇总见表 １。

图 １　 Ｔ＝２ １ 时的稳定对称均衡②

表 １　 参数设定

μ ρ Ｔｗ θＣ θＲ ｒ０ ｒ０ｗ τ

０ ４５ ０ ６ ２ １ ０ ６ ０ ４ １ ０３８ １ ０１５ ０ ７
Ｍｗ θπ θｇ θｓ θπｗ θｇｗ θｓｗ
６ ５ ０ ７６ ０ １９ １ ０ ５ ０ ５ １

（二）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政策仿真模拟

模型的稳态是以劳动力要素流动均衡和本国国际收支平衡为基础， 由政府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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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０５ 年起， 我国开始实施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浮动汇率制度。 因此， 当前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性应当

基于汇率改革之后的样本数据进行估计。 由于 Ｇ２０ 国家中印度数据的时间较短， 从而被剔除出了估计样本。
图片来源于： Ｆｕｊｉｔａ、 Ｋｒｕｇｍａ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９）



最优化内生决定本国 “冰山成本” Ｔ， 并最终完成国际产业区位分配的过程。 因

此， 在不采取其他配套政策措施的前提下降低本国 “冰山成本” Ｔ， 是短期有效而

长期无效的。 因为模型的自稳定机制会再一次提高本国 “冰山成本” Ｔ， 从而抵消

贸易成本下降带来的制造业份额增量与经济收益， 甚至可能会因为 “超调”， 使得

模型在更低效的稳态上实现均衡。 由此我们提出：
命题 １： 独立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措施是无效的。
有效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必要条件是正确利用模型的自稳定机制———消费约

束 Ｃ 与适当外汇储备 Ｒ 的替代关系。 国际资本流动性 τ 是两地区利率差额与国际

资本总量乘积的系数， 反映了该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与吸引国际投资的效

率。 投资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将提高 τ 的数值， 从而在原有的稳态值基

础上提高适当外汇储备 Ｒ， 促使本国 “冰山成本” Ｔ 进行相应的调整， 使模型在更

高效的稳态上实现均衡。 由此我们提出：
命题 ２： 全方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在模型中， 全方位自由化政策的事实效果体现为本国 “冰山成本” Ｔ 与国际资

本流动性 τ 的变动。 由本国制造业份额 λ 在现实意义上小于 ０ ５① 可知， 本国 “冰
山成本” Ｔ 应大于世界 “冰山成本” Ｔｗ。 那么， 全方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会使得

本国 “冰山成本” 数值减小， 从而更趋近于世界 “冰山成本” Ｔｗ。 这一变化将使

得制造业份额 λ 的变动趋势减小， 制造业份额变动所引起的相关宏观变量的变动

趋势也将减弱。 因此， 全方位自由化政策会使得我国宏观环境对国际政策变动的反

应更稳健。 由此我们提出：
命题 ３： 自由贸易港建设后， 我国宏观环境对国际政策变动的反应更为稳健。
为验证上述三个命题， 我们运用 Ｄｙｎａｒｅ 与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 以上述参数设定对模

型进行动态仿真模拟， 模拟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仿真模拟结果

Ｔ Ｃ Ｐ Ｗ Ｓ ｉ Ｒ

２ ８６０６ ０ ３８９７ １ ８９５５ １ ２９００ ０ ８０６９ ０ ０３８０ ２ ５０４２

λ Ｃｗ Ｐｗ Ｗｗ Ｓｗ ｉｗ
０ １９７６ ０ ６５０８ １ １７６６ １ ０４０８ １ ２３９４ ０ ０１５０

表 ２ 列述了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的动态仿真模拟稳态值。 其中， 本国制造业份

额 λ 为 １９ ７６％， 模拟结果与发改委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我国制造业全球占比数据 （约
２０％） 一致②。 适当外汇储备 Ｒ 为 ２ ５， 其与国际资本总量 Ｍｗ的比值为 ３８％， 与央

行 ２０１４ 年发布我国外汇储备全球占比数据 （约 １ ／ ３） 近似③。 本国 “冰山成本” Ｔ
为 ２ ８６， 高于世界 “冰山成本” 参数值 ２ １， 反映了我国进口产品存在较高关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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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０ 年的英国与 １９２７ 年的美国， 其制造业份额均止步于 ４５％以下。
资料来源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 ｃｎ ／ ｃｙｓｃ ／ ｎｅｗｍａｉｎ ／ ｙｃ ／ ｊｓｘｗ ／ ２０１５０７ ／ ３０ ／ ｔ２０１５０７３０＿６０８５５３３ ｓｈｔｍｌ
资料来源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１４＿０４＿１５＿２２２３６６ ｓｈｔｍｌ



本的现实， 并由此造成了我国消费约束 Ｃ， 价格指数 Ｐ 等宏观变量与世界宏观变量

的差距， 证明了高贸易成本对我国制造业企业造成的实际损失 （余淼杰， ２０１０［２７］，
２０１１［２８］； 胡鞍钢， ２０１２［２９］）。

首先， 我们尝试对贸易成本的替代变量 “冰山成本” Ｔ 提供一个较小的负方向

确定性外生冲击－０ １， 用来模拟贸易自由化政策实施所产生的经济运行趋势变化，
以检测命题 １ 的正确性 （如图 ２）。 图 ２ 中四个象限分别展示了模型核心变量 Ｔ、
λ、 Ｃ 和 Ｒ 在确定性外生冲击影响下的变动。 在第一象限中， Ｔ 值出现了较明显的

下降， 随后缓慢上升， 并最终达到了比原值更高的位置， 反映了模型对 Ｔ 值突然

下降产生的过度反应。 第二、 三、 四象限的变量 λ、 Ｃ 与 Ｒ 表现出了相似的变化轨

迹。 图 ２ 描述了我国单独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我国宏观环境可能产生的效果。 在

贸易自由化政策初期， 我国进口产品贸易成本降低， 更多产品进入我国市场， 造成

暂时性进口增长， 体现为经常账户余额的下降以及适当外汇储备的减少。 但由于缺

乏投资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的切实跟进， 境外产业资本没有合适的进入渠道， 无法

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使得贸易自由化措施对我国产业发展难以造成长期影响， 表现

为我国外汇储备的净损失， 由此得证命题 １。

图 ２　 贸易自由化政策引致的宏观变量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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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全方位自由化政策引致的宏观变量变动

　 　 其次， 我们对国际资本流动性 τ 提供一个确定性外生冲击 ０ ０５， 模拟投资自

由化与金融自由化政策所导致的确定性外生冲击， 将其视为自由贸易港建设对我国

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模拟结果如图 ３ 所示。 从第一象限 Ｔ 的变动来看， 外生冲

击产生初期， 本国 “冰山成本” Ｔ 出现了暂时性的提升。 由模型的函数关系可知，
Ｔ 与 Ｒ 呈正比。 适当外汇储备 Ｒ 的激增会引起 Ｔ 的同趋势变动， 并接连引起第二

象限 λ 值与第三象限 Ｃ 值的暂时降低。 在经历了短暂的逆向波动后， 模型会积极

调整本国 “冰山成本” Ｔ 直至新的稳态。 在新稳态下， 由于贸易成本的降低与国际

资本流动性的增加，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产业聚集效应呈现， 本国制造业良性发展，
制造业份额 λ 与消费约束 Ｃ 都高于原值， 由此证明命题 ２。

为了更清晰的展现出独立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和全方位自由化政策的区别， 我们

将两次模拟的稳态值结果列于表 ３。 表 ３ 中稳态值列与表 ２ 的数值相同， 即参数设定

条件下的仿真模拟结果。 政策模拟 １ 列为独立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稳态值， 政策模拟

２ 列为全方位自由化政策的稳态值。 百分比展示了两次政策模拟稳态值相比于原稳态

值的变动比率。 比较两次政策模拟的结果， 独立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所引起的 “超调”
反应对模型的稳态值影响不大， 且由于本国 “冰山成本” Ｔ 的变动偏离对称均衡位

置， 名义工资 Ｗ， Ｗｗ呈现同方向变动， 适当外汇储备 Ｒ 出现了较明显的增幅； 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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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自由化政策所引起的政策效果是在参数调整与模型自稳定机制共同作用下实现的，
本国的产业发展目标得以实现， 经济体量增加， 适当外汇储备 Ｒ 出现了小幅度降低。

表 ３　 政策仿真模拟值与变动百分比

变量 稳态值 政策模拟 １ 百分比 政策模拟 ２ 百分比

Ｔ ２ ８６０６ ２ ８８０７ ０ ７０％ ２ ８１１８ －１ ７０％
λ ０ １９７６ ０ １８０９ －８ ４５％ ０ ２１３４ ８ ０１％
Ｃ ０ ３８９７ ０ ３８２６ －１ ８１％ ０ ３９５７ １ ５３％
Ｃｗ ０ ６５０８ ０ ６６４０ ２ ０３％ ０ ６５０１ －０ １１％
Ｐ １ ８９５５ １ ９５０２ ２ ８８％ １ ７６３９ －６ ９４％
Ｐｗ １ １７６６ １ １８１６ ０ ４３％ １ ２０８０ ２ ６７％
Ｗ １ ２９００ １ ３２２４ ２ ５１％ １ ２５６５ －２ ５９％
Ｗｗ １ ０４０８ １ ０５５５ １ ４１％ １ ０５９７ １ ８１％
Ｓ ０ ８０６９ ０ ７９８１ －１ ０８％ ０ ８４３４ ４ ５２％
Ｓｗ １ ２３９４ １ ２５２９ １ ０９％ １ １８５７ －４ ３３％
ｉ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０％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０％
ｉｗ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０％
Ｒ ２ ５０４２ ２ ８９８２ １５ ７４％ ２ ３６４１ －５ ６０％

（三） 自由贸易港建设受外生冲击的影响分析

我们通过对命题 １ 和命题 ２ 的论证证明了全方位自由化政策的有效性。 然而，
通过自由贸易港国际化平台， 我国国内市场将进一步融入到国际市场中， 也更有可

能受到国际政策冲击的影响。 为了排除这一顾虑， 我们将通过向模型提供随机性外

生冲击的方式， 分析自由贸易港建设前后， 我国宏观变量对国际政策环境变动的敏

感性， 并论证命题 ３。 我们将提供 ３ 种国际政策变动引起的随机性外生冲击， 包

括： （１） 紧缩性国际货币政策， 表现为国际基准利率 ｒｗ０的提高； （２） 扩张性国际

货币政策， 表现为国际通货膨胀值 πｗ的提高； （３） 保护性国际贸易政策， 表现为

世界 “冰山成本” Ｔｗ的提高。
１ 紧缩性的国际货币政策

我们假设国际基准利率 ｒｗ０为随机性外生冲击， 服从 ＡＲ （１） 过程：
ｌｎ（ ｒｗ０， ｔ） ＝ （１ － ρ）·ｌｎ（ ｒｗ０） ＋ ρ·ｌｎ（ ｒｗ０， ｔ －１） ＋ εｒ， ｔ （１６）

其中， ρ 为 ｒｗ０的自回归系数， 取值 ０ ９５， εｒ为白噪音过程， 均值为 ０， 标准差为

０ ０１， 模拟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展示了紧缩性国际货币政策外生冲击下， 本国主要

宏观变量的变化趋势。 我们使用虚线代表全方位自由化政策实施前的宏观经济稳态，
使用实线代表全方位自由化政策实施后的宏观经济稳态， 图 ５、 图 ６ 同此例。 由于国

际基准利率 ｒｗ０的提高， 国际资本从本国资本市场流向国际资本市场， 造成本国适当

外汇储备 Ｒ 的持续下降。 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本国 “冰山成本” Ｔ 相应下降， 通

过经常账户余额的增加来弥补资本账户余额的减少。 在冲击发生的整个过程中， 本国

的产业区位分配与经济发展出现了暂时性繁荣， 制造业产品成本降低， 本国汇率增

长， 货币购买力提升。 当冲击结束后， 各宏观变量回归原稳态值。 通过比较图 ４ 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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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与虚线的波动幅度， 除了本国 “冰山成本” Ｔ 在全方位自由化政策实施后敏感性高

于配套政策实施前， 其余的宏观变量都表现出对紧缩性国际货币政策的稳健性。

图 ４　 紧缩性的国际货币政策外生冲击模拟

２ 扩张性国际货币政策

我们假设国际基准利率 πｗ为随机性外生冲击， 函数形式如下：

πｗ， ｔ ＝
Ｐｗ， ｔ

Ｐｗ， ｔ －１

æ

è
ç

ö

ø
÷

μ

·ｅεπ， ｔ （１７）

其中， επ为白噪音过程， 均值为 ０， 标准差为 ０ ０１， 模拟结果如图 ５ 所示。 扩

张性国际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的形式表现， 由于模型中假设劳动力不存在 “货币

幻觉”， 因此这一措施会直接导致本国制造业份额 λ 的短暂激增， 消费约束 Ｃ 的增

加与本国 “冰山成本” Ｔ 的减少， 本国制造业价格指数 Ｐ 降低以及本国汇率 Ｓ 的

上升。 从整体趋势上看， 扩张性国际货币政策与紧缩性国际货币政策对本国的产业

区位分配产生了相似的效果。 这是因为在货币中性条件下， 国际货币通货膨胀并不

图 ５　 扩张性的国际货币政策外生冲击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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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国际制造业产出份额 １－λ 产生正效果 （Ｌｕｃａｓ， １９７２） ［３０］， 反而使得国际劳动

力更多地流向本国， 促进了本国的产业发展。 与国际基准利率 ｒｗ０造成的外生冲击

结果不同， 国际通货膨胀 πｗ造成的影响更直接， 因此， 图形中不存在宏观变量波

动先扩张再收缩的过程， 而是直接从非稳态值向稳态值调整。 同样的， 通过比较图

５ 中实线与虚线的波动幅度， 本国宏观变量在全方位自由化政策实施后表现出对扩

张性国际货币政策的稳健性。
３ 保护性国际贸易政策

我们假设世界 “冰山成本” Ｔｗ为随机性外生冲击， 服从 ＡＲ （１） 过程：
ｌｎ（Ｔｗ， ｔ） ＝ （１ － ρ）·ｌｎ（Ｔｗ） ＋ ρ·ｌｎ（Ｔｗ， ｔ －１） ＋ εＴ， ｔ （１８）

其中， ρ 为 Ｔｗ的自回归系数， 取值 ０ ９５， εＴ为白噪音过程， 均值为 ０， 标准差

为 ０ ０１， 模拟结果如图 ６ 所示。 保护性的国际贸易政策会增加本国制造业产品的

贸易成本， 从而在短期内迫使本国 “冰山成本” Ｔ 相应提高， 增加适当外汇储备数

量， 对本国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基于本国政府效用最大化原则对国际贸易成本

增加的反应， 本国 “冰山成本” 逐渐下降直至低于原稳态值， 这一状态对本国产

业区位分配是有利的， 暴露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远期无效性。 该模拟结果也为中

美贸易战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可置信的参考。 由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出口商品增

加关税为开端， 我国被迫向美增加关税以为反制， 这是模拟结果中 “冰山成本” Ｔ
提高的过程， 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但随着我国开放政策

的持续实施， 趋势将向我国逆转。 第二阶段， 美国的产业区位将不断流向我国， 促

使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增速， 而美国将因此走入经济萧条区间。 第三阶段， 美国迫

于现实利益向我国妥协， 双方恢复原本公平公正的贸易关系。 合计整场中美贸易

战， 我国社会总体福利提高而贸易战发起方的美国则表现为净损失。 可以预计， 美

国为赢得贸易战的胜利将会采取多种手段， 包括提高利率以及超发货币， 这正是上

述两个模拟所涉及的内容。 模拟结果显示， 如果美国欲采用其在货币政策上的惯用

伎俩进一步遏制我国， 其结果必然是铩羽而归， 对我国难以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

图 ６　 保护性的国际贸易政策外生冲击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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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动态仿真模拟， 我们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
１ 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全方位的自由化战略

我们将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贸易与金融， 货物与资本两个流通渠道共同开放

的效果抽象为本国 “冰山成本” Ｔ 的降低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性 τ 的增加， 由此证明

投资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配套实施是保证贸易自由化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前

提， 自由贸易港建设唯有实施全方位的自由化政策才能够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并由

此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各方面的提升。
２ 自由贸易港建设有利于我国宏观环境的稳定

通过观察自由贸易港建设前后我国宏观环境应对国际政策变动引起的随机性外

生冲击的反应， 我们证明了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能使我国主要宏观变量表现得更为稳

健。 自由贸易港是我国与国际有效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枢纽， 有助于我国积极发挥市

场自身的稳定调节机制， 减少要素流动摩擦， 降低政府监管成本， 使我国能更从容

地应对国际贸易政策与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宏观环境造成的影响， 为我国经济新一

轮的发展提供更稳定的环境。
３ 自由贸易港建设有助于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自由贸易港动态仿真模拟的结果证明， 只要我国坚持对外开放、 独立自主的自

由贸易政策， 并对贸易战挑起者采取积极的反制措施， 任何妄想通过经济制裁手段

遏制我国发展的图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自由贸易港建设将强化我国的经济反制力

量， 无论敌对贸易势力采取何种措施，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具有足够的能

力来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各种挑战。
４ 自由贸易港建设能够提升我国的产业聚集力

通过对模型的动态仿真模拟， 我们认识到， 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与国际资本流

动的增速， 我国的产业聚集力和向心力加强， 产业区位份额扩张， 这将使自由贸易

港成为我国吸纳国际创新思维和先进产业要素的重要端口。
５ 自由贸易港建设能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通过对模型的动态仿真模拟， 我们认识到， 自由贸易港建设能够提升我国经济

规模， 激发市场潜在活力， 拓展产品需求种类， 推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调整优化

我国产业结构， 使自由贸易港成为我国贸易与经济的重要增长区域。
６ 自由贸易港建设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话语权

通过对模型的动态仿真模拟， 我们认识到， 自由贸易港建设将以降低成本和提

升汇率的路径， 增加本国产品竞争力和本国货币购买力。 自由贸易港建设有利于我

国进一步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 国际规则改革与国际秩序的调整。 作为我国提升国

际话语权和谋求发展权利的战略举措， 自由贸易港建设将使我国在全球博弈中占据

优势地位。
由研究结论可知， 自由贸易港建设肩负着我国改革、 开放和发展的重要使命，

对我国实现经济发展增速、 金融环境稳定、 产品需求扩张、 产业区位拓展和国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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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提升具有显著的战略价值。 结合目前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进程， 我们提出如下

政策建议：
１ 积极探索实践， 建设自由贸易港

积极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 并将相关政策理念付诸实践是一项利国益民的伟大

事业。 从宏观层面看， 自由贸易港建设将激发我国经济新增长点， 通过产业聚集效

应实现我国产业结构演变与优化； 从微观层面看， 自由贸易港建设将增加居民实际

收入， 扩大消费需求， 提高国民福利水平； 从国际环境看， 自由贸易港将成为我国

应对国际关系问题的第一线， 对我国宏观环境免受国际政策变动影响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 有效抚平我国因外生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
２ 减少贸易成本， 实现贸易自由化

以我国税制改革方向为依据， 参考世界各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策略， 为自由贸

易港提供具有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 降低港内国际贸易费用， 减免通关手续与成

本， 吸引高端产业资本与先进技术， 实现贸易自由化方针。 从国内已批准的最优惠

税率做起， 构建优惠政策高地与税收洼地， 对港内不同类型的产业实施不同层次的

进口税费豁免或出口退税政策， 鼓励技术密集型产业入驻港区， 重点吸引大数据、
云计算、 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实现产业聚集和产业升级的同步进行。

３ 降低准入门槛， 促进投资自由化

降低境外资本的准入门槛， 坚持内外资机构同等对待原则， 营造自由开放与公

平竞争并存的政策环境， 吸引境外优质股权投资； 以境外其他自由贸易港的相关规

章制度为借鉴， 研究探讨我国自由贸易港内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

单， 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 在保证我国核心利益完整的基础上， 放开境外资本进

入我国经济领域的程度， 扩大准入前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 结合国家安全审查制

度， 构建高效稳健的港内投资管理审核体系， 促进投资自由化。
４ 增速资本流动， 推动金融自由化

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 为国际资本在自由贸易港内的流通提供完善的金融服

务， 便利国际资本周转， 增速国际资本循环， 为贸易自由化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配

套保障。 推进离岸银行、 证券、 保险等金融业务开展， 提升港内金融服务专业化与

国际化水平； 为民营金融机构开放港内投融资市场， 降低港内企业融资成本； 以人

民币国际化为政策推进目标， 引进外资银行、 保险机构以及保险中介机构， 建设港

内金融开放试点， 推动金融自由化进程。
５ 促进港产联动， 强化产业区位聚集

自由贸易港是区域产业发展的战略核心资源， 借助于自由贸易港对周边区域的

辐射， 促进港产联动， 构建高端临港产业体系。 以自由贸易港辐射范围的区域比较

优势和相关贸易国家的产业竞合态势为现实依据， 打造具有完整产业链的上下游产

业， 实现周边产业错位化发展。 通过为境外产业提供包装、 加工、 物流、 金融、 保

险等配套服务， 发展现代化高附加值服务业， 强化产业区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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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ａｔａ ｏｆ Ｇ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５ ｗｅｒｅ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ｕｓｉｎｇ Ｄｙｎ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ｌａｂ．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
ｅｇ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ｔ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ｉｇｈｔｅ⁃
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ｌｌ⁃ａｒｏｕ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ｌｙ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ｈｏｃｋ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ｒｔｓ；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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