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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的资源配置效应: 理论与实证

) 基于行业要素密度差异视角的研究

卫 平 杨宏呈 潘明韬

摘要: 本文在扩展后的传统贸易模型中, 分析了行业要素密度差异视角下外包

的资源配置效应 "研究发现 : 外包会加大行业密集要素的使用, 资本密集行业的外

包会抑制就业 ! 降低工资 , 劳动密集行业的外包会扩大就业 !提高工资 "随后构建

了动态劳动力需求模型 , 采用一步广义矩估计法 (O ne st即 "i干 G M M ), 运用美

国1998一2 ""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关键词 : 国际外包; 资源配置效应; 动态劳动力需求模型; 一步广义矩估计

一 !引言与文献回顾

在技术进步的支持下 , 迁回生产过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 国际分工日

益深人到产品内部 , 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和工序分散于全球 , 找到最适合的生产地

点 , 并最终通过国际贸易整合为一体 (Fee ns tr a , 19 98) "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模式

下 , 越来越多的国家 (或地区) 选择将产品生产效率较低的若干环节 /外包 0 到要

素价格较低的国家 (或地区), 表现出 /为生产而贸易 0 的特征 "产品内分工深化

和外包规模的不断扩张意味着全球产品内贸易的大量增长 , H um m el S等 (2001 ) 测

算的全球产品内贸易已达国际贸易总量的 1/ 3 "Fee ns tra & H an son (19 96) , ca m -

pa & Gol dbe rg (19 97) 等研究发现 , 20 世纪70 年代到90 年代末期 , 美国 !英国和
加拿大的中间品进出口贸易和外包均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中国作为 /世界工厂 0

和仅次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国 , 积极嵌人全球产品价值链 , 近年来产品内贸易总

量和外包比例迅速提升 "

外包作为一种新的全球分工模式 , 在全球贸易总量和比例上的快速提升引起各

方广泛的关注 , 围绕其经济影响 , 包括贸易模式 !复利效应 !就业 !工业升级 !生

产率及出口产品价值升级等方面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 "其中 , 由于认为外包不利于

本国就业的观点对产业和贸易政策造成压力 , 外包对国内就业的实证研究是当前发

达国家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 "而国内研究则更关注参与全球分工对我

国产品结构 !生产效率以及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外包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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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主要集中于制造业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过 /刘易斯拐

点 0!从 /人口红利 0走向 /人口负债 0, 就业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

72和重大问题 "同时我国还面临着地区发展失衡等问题 "外包作为一种新的 !重要

的国际分工和产业组织形式 , 深人分析和认识其资源配置效应 , 特别是对就业和收

人分配的影响 , 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庞春

(20 10 ) 采用超边际一新兴古典一般均衡分析方法 , 建立一个经中间产品迂回生产

最终品的新兴古典经济模型 , 分析一体化和外包生产的发生和转变的微观机理 , 揭

示了外包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宏观意义: 充分改进的综合交易效率所导致的一体化

向外包的转变 , 除带来研发和生产专业化 !最终品生产的市场分工 !研发市场形

成 !产业链拉长外 , 还带来研发和最终品生产率提高 !劳动力向中间产品生产迁

移 !中间产品贸易增长 !市场总容量增加 !人均真实收人提高等正向效应 "然而 ,

关于外包的资源配置效应尚未在学术界得到一致的结论 "

外包对资源配置影响的显著性与外包水平 !行业规模以及行业样本的范围选择

相关 , 也与研究视角相关 "本文参照A rnd t (19 97) 的研究 , 在扩展的传统贸易模

型基础上 , 对不同资本一劳动要素比例的行业在国际外包分工模式下 , 其资本 !劳

动要素的资源配置情况进行理论探究 "随后将使用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包与就

业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分析和检验的结果为 : 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

的资本一劳动要素密度差异 , 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外包能够促进国内就业和相对工

资率提高 , 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外包则会降低国内就业和相对工资 "

二 !基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外包资源配置效应分析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资本一劳动密度不同 , 在典型的两产品 ! 两要素贸易模型

中 , 本文假设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品分别为 X 和 Y , 要素投人为资本 (K ) 和劳动

(L ), 且 K !几X<l <K ,几丫"外包的产品和劳务既可以是资本密集型的 , 也可以是劳动

密集型的 "假定发生外包贸易的两个国家中 , A 国是资本相对丰裕的工业国家 , 外

包劳动密集型的活动; B 国是劳动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 , 外包资本密集型活动 "

如图 1所示 ,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外包出现以前 , A 国和 B 国同时生产产品 X

和Y "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为w/ r, 两个产业产品的等产量线U !和U !与要素价格

w/r的切线决定了一般均衡下工业与服务业的产出 , 两种产品的价格也隐含其中

(图 1a ) "产品X 和产品Y 的产出向量分别位于各 自的生产扩张线 x和 y上 , 将产出

向量 Q X和Q丫相加 , 可以得到总产出的要素密度 E (K , L ) (图 lb ) "

接下来 , 对这一标准的国际贸易模型进行扩展 : 假定产品 X 和 Y 生产的若干阶

段是无缝衔接的 , 可以分为资本密集阶段和劳动密集阶段 "最终产品的组装可以在

任意国家进行 , 并且交易成本可以忽略 "下文的分析将表明 , 不同产业的产品内国

际分工最终会使两个产业的产品要素密度发生偏转 "

(一 ) 制造业外包的资源配置效应

最早和最常见的外包形式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将劳动密集环节向国外转移 ,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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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品要素密度与均衡
分析也从制造业外包人手 "一旦分工深人到产品层面 , 最终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和

环节就具备了跨越国境的条件 "如图2a 所示 , 产品 Y 的生产可以分解为资本相对

密集的y,和劳动相对密集的 yZ两个阶段 "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 A 会将阶段 yZ外包出

去 (在图中没有画出) , 将资本相对密集的阶段 y -留在国内 "Y ,的生产扩张线 y,的

资本一劳动密度高于产品Y 的扩张线 y "

现在 , A 国国内产品 Y 的生产只剩下y,阶段 (包括最终产品Y 的组装 ) "在原有

要素价格 w/ r下 , 其等产量曲线 U . !与要素价格的切点位于扩张线y,上 "此时产品 Y

的相对价格没有发生变化 , 而整个产品的成本由于劳动密集环节的外包却下降了 "

生产成本的下降表现在等产量曲线从 U !向U . !的下移 "

相对成本节约刺激产业 Y 扩张生产 "给定的要素密度y -下 , 资本需求相对劳动

需求增加更快 , 这将推高资本的相对价格 "原来的要素价格w /r与产品价格不再一

致 , 新的要素价格 (w /r) .线与等产量线U X和U .丫相切 , 且w/r < (w/r) ."由于资本的

相对价格更高 , 产业 X 和Y 都会用更多的劳动替代资本 , 这反映为两个产业生产扩

张线的顺时针转动 , 分别从y和 x变为y .和 x ."图 2a 中描述了制造业劳动密集活动

外包的效率效应 (相对成本下降) 和替代效应 (要素替代率变化 ), 图2b 则显示其

扩张效应 "将 A 国原有的产出向量 Q丫和Q X相加可以得到均衡水平下的要素投人密

度风(K , ,L , ) "显然, 在新的生产扩张线y .和x-决定的要素比例下, Y 的生产会

扩张到 Q . !, 而X 的生产相应收缩到 Q . !"考虑扩张的是资本密集部门 , 而收缩的

是劳动密集部门 , 新均衡会导致总体就业的下降和资本使用的增加 "

与 A 国资本密集行业的外包相比 , 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 B倾向于将资本密集产

业的资本要素密集使用阶段 y .外包 , 而把劳动密集使用阶段yZ保留于国内 "其产业

外包对要素价格和使用的影响与 A 国相似 "B 国的Y 产业同样会发生扩张 , 只不过

国内进行的是劳动较为密集的y艺阶段和最终产品Y 的组装 "B 国资本密集产业外包

对总体经济中劳动和资本配置的效应与 A 国相同 , 具有减少劳动投人和增加资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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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资本丰裕国家制造业的外包

补.x

(b )

用的趋势 (图3b) "

y 2 v Z

厂竿 .
I

, , ,

X

- #, , , ,

I

I

Y ./

/

六/"摧

( a )

心.x

(b )

图3 劳动丰裕国家制造业的外包

(二) 服务业外包的资源配置效应

服务业外包的发展晚于制造业 , 因为服务较制造活动更难分解 "但是信息技术

进步和商务活动模块化使得全球服务业外包市场出现快速增长 "常见的服务外包有

软件外包 !客户管理外包 !采购和物流外包以及研发测试外包 , 甚至企业销售渠道

也开始外包 "典型的服务外包案例是欧美国家将销售和售后相关的电话业务向印度

外包 "这种外包在本文的分析中则是资本相对丰裕的 A 国将劳动密集产业中的劳动

密集环节向B 国外包 "

在图4a 中 , A 国的X 产业将劳动相对密集的阶段外包 , 国内保留资本密集使用

的x -阶段和组装环节 "在原有要素价格 w/r 和给定要素密度 X -的情形下 , 产品 X 的

一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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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成本下降 , 产业X 会增加要素投人以扩张生产 , 而对于劳动密集的X 产业来

说 , 劳动需求增长速度更快 "结果劳动的相对价格上升 , 新的要素价格线 (w/r ) .

与等产量线U丫和U . !相切 "工资的提高使两个产业使用更多的资本来替代劳动 , 这

意味着X 产业和Y 产业的生产扩张线逆时针方向转动 , 分别从 x和 y变为 x .和y ."

,, 奉 y八 l

/ x

"今 y., , .!么级(虱 ,乙)/ } / y/ ,一:.. ,,.., ~-
! /八 / ,,一. .1 ,j Q x

} /叮 ,尸 , .. ,.分
认 /

}Q 专/ / ,

认 Qx
场

夕嘛入!!!
(a ) (b )

图4 资本丰裕国家的服务业外包

图4b则描绘了外包的规模效应 , 在新的要素投人比例和扩张线约束下 , X 产

业的产量从 Q !扩张到 Q . !, 资源从 Y 产业流向X 产业 , Y产业的产出相应地从 Q !收

缩到Q . !"劳动密集使用部门的扩张和资本密集使用部门的收缩使总体就业增加 ,

而资本使用减少 "

与A 国劳动外包相应的是B 国X 产业资本密集使用阶段 xZ的外包 "外包导致的

要素价格 !投人比例以及产量变化的原理与上文分析的相同 , 这里不再赘述 "

(三) 总体外包的资源配置效应

上文的分析表明外包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与发包行业的资本一劳动比率有关 , 而

与外包活动的要素密度无关 "无论什么产业 , 外包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国外资源优势

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 其结果是扩大了本产业的产出 , 加大了本行业密集要素的使

用 "资本密集产业的外包导致资本相对需求的增加 , 也提高了资本回报 "相反 , 劳

动密集产业的外包导致劳动相对需求的增加 , 提高了工资率 "而就总体而言 , 要素

的变动还要看资本密集行业和劳动密集行业产品的替代率 "由此可见 , 不同产业的

外包在资源配置上具有强化本产业要素使用的特点 , 而与外包国的要素察赋没有直

接关系 "

根据上述分析 , 可以推断两个待检验的假设 : (l) 资本密集行业的外包会加

大资本要素的使用 , 对总体就业有负向影响 ; (2) 劳动密集行业的外包会增加劳

动力资源需求 , 对总体就业有正向影响 "但是整个国家外包对总体就业的影响则

不确定 "

接下来 , 本文将从外包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对上述推论进行实证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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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 5国际贸易问题 6 20 13 年第1期

产出表中劳动报酬除以相应年份就业人数得到 "考虑到部分行业和年份相关指标数

据的缺失 , 数据中剔除了汽车 !拖车和半挂车 (C34) , 修理回收和其它制造业

(C35一37) , 电力 !煤气和水的供应 (C40 一41 ), 研发 (C73) 等制造和服务行业 "

外包的计算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采用进出口贸易的数据进行计算 , 这类方法

的缺陷在于受统计数据完善性的限制 , 更主要的是中间品/最终产品或加工贸易/最

终产品贸易的划分与外包定义并不一致 , 此外也不能用于服务外包的计算 "第二类

计算方法结合投人产出表和行业进出口数据计算外包 , 是 目前流行的外包计算方

式 " Feenstra (1998 ) , Feenstra和 H anson (1996 ) 以及 G eisheeker和 G o很 (2004)

等将行业非能源类进口中间投人品与总中间投人品的比例视作外包率 :

q 一丫星竺丫 人 鱿
(1 )

其中习表示i行业对i行业的非能源中间投人品购买, 去表示i行业非能源中间

品的总购买 , 肠表示j产品的进口, 口表示 j产品的总消费 "这种计算方法没有考虑

行业 i的进口中间投入形成成品后 , 作为投人品进入下游 i+ n个行业继续参与生产

的情况 "因此 , 这种外包可以视为 /直接外包 0"H um m els , Ishii & Y i (2001) 定

义了国家垂直专业化指数 :

叹 -弋 #uA / 1-一A 02一-x /戈 (2 )

其中u是元素为 1的 1 x n行向量 , A M是行业 n x n的进口系数矩阵 , X 是行业 i

的总出口 , I是单位矩阵 , 矛是国内消耗系数矩阵 , X 是 n x l进口列向量 , XK是 K

国的总出口 " =I一尸丁,是列昂惕夫矩阵的逆矩阵 , 作为一个无穷级数引人公式 , 其

目的是计算进口投人品在形成最终消费品之前在生产体系中的综合使用 "2气又毓的意

义在于将进口价值在出口品中的份额单位化 "H or go S (2009 ) 综合比较了各种外包

计算公式 , 认为垂直专业化指数最能衡量一个国家 !地区和产业的外包水平 "因

此 , 垂直专业化指数 (V SK/XK) 可以视为 /综合外包 0 "考虑到综合外包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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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本文在实证研究中选取垂直专业化指数所表示的综合外包作为行业外包水平的

衡量指标 "

图5报告了美国1994 一2006年的就业趋势: 总就业在10 余年间有轻微的增长趋

势 , 服务业就业与总就业的走势相当一致 , 而制造业就业则略有下降 ; 在就业规模

上 , 服务业远大于制造业 "图 5反映的就业结构表明 , 美国的劳动力集中于服务

业 , 而制造业的劳动供给则通过商品贸易向外国转移 "

四 !模型估计与分析

(一 ) 估计方法说 明

大部分经济关系都具有动态性 , 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更好

地挖掘出变量之间的变化特征信息 "在本文构建的回归方程中 , 包含了被解释变量

的滞后项 , 且工资也可能不是外生的 , 因此本文的回归模型违反了解释变量严格外

生的假定 , 故不能简单地利用O LS进行回归 "为解决这个问题 , 采用一步广义矩估

计法 (GM M ) "一步 GM M 估计方法首先是将估计方程进行一次差分以去掉个体效

应的影响 "把 (d) 式进行一阶差分后为 :

vIn吞, = 凡+ 凡A In入卜1+ 凡A In q , + 凡A In班t+ 凡A In乙+ A月, (e)

(e) 式中一阶差分的滞后项 (jn 么一]一 jn 鸟劝 与一阶差分的误差项 ( "."一",t一,)

是相关的 , 因此 (e) 式中存在着内生性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有两种 G M M 方法来解

决 : 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 (Di ff-- G M M ) 方法和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 一G M M )

方法 "Cas ell i et al. (1996 ) 在估计增长回归模型时首次采用了Di ff-- G M M 方法 "在

Di ff-- G M M 估计中 , 对上述一阶差分方程使用G M M 方法 , 并将滞后几期的就业人数

(jn 么! ! jn 乙!和 jn 么功 作 为一 阶差 分滞 后 项 (加乙!一]一 jn 鸟一 的工具 变 量 "

Sys 一G M M 估计方法将一组将滞后水平值作为工具变量的一阶差分方程和另一组将

滞后的一阶差分项作为工具变量的水平方程结合起来 "一步 Sys 一G M M 估计可以解

决解释变量高度持久的问题 "它是 A rellan " & Bove: (1995 ) 和 B lundell & Bond

(1995) 在 Di ff-- G M M 估计的基础上 , 新增加了水平方程进行联合估计 , 以内生变

量的更多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 "可见 , 一步 Sys 一G M M 可能相对于

一步 Di ff-- G M M 更有效 , 但前提条件是新增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 新增变量需要通过
差分Sa堪an (D iff-- Sargan ) 检验 "

因此 , 对所构建模型分别进行一步 Di ff-- G M M 和一步 Sys 一G M M 估计 , 并根据

回归检验结果进行取舍 "

(二) 实证结果分析

表 2中 , jn 么刁表示滞后一期的对数就业水平 , jn w 表示对数工资 , jn y表示对

数产出 , jn os 表示对数综合外包水平 "模型 (1) 和模型 (3) 分别是对制造业的

一步 Di ff-- G M M 估计和一步 Sys 一G M M 估计结果 , 模型 (2) 和模型 (4) 分别是对服
务业的一步 Di ff-- G M M 估计和一步 Sys 一G M M 估计结果 "模型 (1) 和模型 (2) 的

Sa rg an 过度识别检验和 IV 类型的工具变量的 Sa rgan 检验均为 O , 表明模型 (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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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含义

(一 ) 研究结论

本文在传统分工和贸易理论框架下对模型进行了产品内分工扩展 , 分析产业资

本一劳动密度对外包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 "理论分析表明 , 行业外包资源配置效应

与行业要素密度相关 , 而与外包活动的要素密度没有直接关系 "

行业外包 (无论是劳动密集活动外包还是资本密集活动外包) 都会降低产品相

对成本 , 使行业产出扩张 "这将使资源从其它行业向发生外包的行业流动 , 发生外

包的行业同时加大本行业密集使用要素的投人 , 要素价格也会发生相应的上涨 "

上述结论意味着 , 对于资本密集行业 , 外包将导致资本品价格上涨和投人扩

大 , 资本资源流向这些行业 ; 对于劳动密集行业 , 外包使劳动价格上涨并增加就

业 , 劳动资源流向这些行业 "换言之 , 外包有强化产业原有要素配置的效应 "可

见 , 外包反映的产品内分工与传统贸易理论描述的产业间分工的原理是一致的 , 产

品内分工是国际分工与专业化的纵向延伸 "

本文采用美国 1998 一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验证 "回归

系数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 结果表明服务业与就业增长正相关 , 制造业与就业增

长负相关 "

(二 ) 政策建议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非常明确: 资本密集行业 (制造业) 的外包会减少国内就

业机会并使相对工资下降 , 劳动密集行业 (服务业) 的外包会增加国内就业机会并

使相对工资上涨 "之所以采用美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 是考虑到各国投人产出数

据的可得性和外包水平对经济影响的显著性 , 而美国的外包水平在 OE CD 统计的国

家中处于前列 "其检验并不妨碍理论推导的结论对其它国家 (包括发展中国家) 的

适用性 "因此 , 对于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 !承接外包和对外外包快速增长的中国

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

首先 , 这一结论对于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

服务业外包能够降低国内服务价格 , 使服务业规模扩张; 同时社会资源 , 尤其是劳

动力会流向服务业 , 且劳动的相对价格会提高 "这意味着服务业的外包能够促进国

内第三产业的增长 , 提高劳动收人 , 改善我国当期劳动报酬相对资本报酬较低的初

次分配结构 , 并扩大国内消费潜力 "我国当前服务外包水平较低 , 服务业发展的总

量 !效率有待提高 , 应鼓励国内企业积极推进服务外包 , 例如互联网 !移动通信 !

邮政以及广播电视等行业也可以尝试逐步开放行业上游市场 , 通过外包充分利用国

际的服务资源 , 提升国内服务效率和企业竞争力 "

其次 , 该结论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加大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问

题有着重大意义 "我国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 但是拥有

着丰富的资源 !能源和廉价的劳动力 , 通过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将提高该地

区人均收人并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此外 , 要清扫地方保护主义 , 以实现资源在我

国区域内优化配置 , 形成国内统一市场 ,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落后地区能够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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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 以确保各个生产环节或生产阶段的国内衔接 , 又不至于使国

内就业岗位 /外流 0"

[参考文献]

黄烨蓄 ! 张纪 , (201 1) /跨国外包对接包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 0 5国际贸易问题 6 第12 期

庞春 , (201 0) /一体化 , 外包与经济演进: 超边际 ) 新兴古典一般均衡分析 , 0 5经济研究 6 第3期

周正柱 , (201 0) /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现状及路径研究 , 0 5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6 第2期

A m dt S . W , ( 1997 ) /G lobal一zation and the O Pen E eonom y , 0 Th e No I.th A m erlcan jo 帅 日j of 11七口n帅 Ic s

and 几h ance s (1) :7 1一79 -

B lundell R -W ., B ond S只 ., ( 1995) / Inztlal C ond itzons and M om ent R estrletlons 一n D ynam le P anel D ata

M o del, 0 Jo 帅 aj of Ec onom 己切 / (87) .

C as ell一 F E sq u lv e l G F ern an d o L , ( 19 9 6 ) /R eo P en in g th e C o n v e rg en e e D eb a te : A N ew L o o k ar

C ro ss一C ount口 G row th E m p lries, 0 Jo 姗 al o f Ec on om ]c 6 r( ,环了为川 , 363一389.

F eenstra R .C H anson G .H ., 门996 ) 6人功月力加幼2几 Ou 括ourc 了刀g 朋d 环殆e ll7 叩ua jj{ 只 N atjonal B ureau of

E eo n om ic R ese areh C am brld g e , M ass ., U S A ,.

F eenstra R . C ., (1998 ) / Integratlon of Trad e and D 一slntegration o f p roduet一on 一n T he G lobal E eono m y, 0

乃 e jo 咖 al of Ec on om lc Pc 厂斗,eetl ves 12 (4 ) , 31一50.

G elshecker 1 G org H (2004 ) / Intern ational O utsoure ,ng and Wa ges: W inners and Losers , 0 M anuser一pt,

D IW B e rlin

H orgo s D (2009 ) / L abor M ark et E ffe ets of Intern atio nal O utsoureing: H ow M easurem ent M atters, 0

劲厂曰叨习""刀al R e姗 w of 去七!刀lom lcs and 月为anee 18 (4 ) , 6 11一623.

H um m els D ., Ishii J., Y 一K 一M ., (200 1 ) / T he N ature and G row th of Ve rt leal SPeeiallzat一o n In W I2rld

T rade, 0 Jo 帅 al of In te厅二atlo nal a on om ,cs 54 (l ) , 75一96.

(责任编辑 李淑玲)

T h e o retiea l a n d E m Piriea l A na lys is o n R e so u ree A llo catio n E ff e ets of

O utso u rein g

) B a se d o n the P e rsP e etive o f D iff e re nt Inte n sive o f In d ustry F a eto rs

W E I P in g !,A N G H o n g一ch en g P IA N M in g 一ta o

A b stra et: U sing the exP anded traditional trad e m odel, this Pap er an aly zes

the resouree alloeation effe ets o f O ffs hore O u tsoureing based o n the P ersPeetive

of d iffe rent intensive of indu stry fa ctors. W e fi nd that: offs hore outsou reing w ill

inerease the use of in du stry 一intensive fa etors, th e eaP ital一intensive in dustry w ill in -

h ib it e m P lo y m en t, lo w e r th e le v e l o f w a g e s: w h ile th e lab o r- in ten siv e in du strie s

w ill e x P an d em P lo y m en t an d ra ise w a g es . T h en w e set a d y n am ie la b o r d e m a n d

m o d e l, u se o n e ste P d iff- G M M m e th o d to d o a n em P iriea l te st a b o u t th e th eo re ti-

eal eonclu sions, u sin g th e data of U n ited S tates . in put一outP ut table fr om 1998

to 2 0 0 7 . T h e re sea reh fi n d in g s h av e im P o rt a n t th eo retie a l v a lu e a n d fa r一re a eh in g

sig n ifi e an e e fo r C h in a 5 e eo n o m ie restru etu rin g an d th e b a lan e e b e tw ee n re g io n a l

d e v e lo P m e n ts.

K e yw o rd s : Intern ation al outsou rcin g : R esouree alloeation effe ets; D yn am ic la-

b o r d e m a n d m o d e l: O n e steP d iff- G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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