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届“国际经济与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前沿”学术论坛在珠海召开

黄新飞
*

【摘要】由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青年论坛、中山大学国际金

融学院主办的第一届 “国际经济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沿”学术论坛于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广东省珠海市伍舜德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成功举办。论

坛就“世界经济与中国”“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 “国际贸易政策与中

国经济”“国际金融与企业投资”“‘一带一路’与企业‘走出去’”“粤港

澳大湾区与区域经济”等专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视角聚焦于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重大战略部署的过程

中，面对国际经济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加

剧等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提交了多份深入研究的科研报告。

【关键词】国际金融 国际贸易 全球价值链

6 月 17 日上午 9 点，第一届“国际经济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沿”学

术论坛于广东省珠海市伍舜德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二楼学术报告厅正式开

幕。该学术论坛由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青年论坛、中山大学国际

金融学院主办，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承办，珠海市海

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 IFDI 与 OFDI 互动发

展的内在机制与经济学解释》课题组协办。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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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秘书长彭水军教授、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青年论坛副秘

书长祝树金教授、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青年论坛副秘书长刘青教

授、全国高校贸易协作组青年论坛副秘书长孙浦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

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杰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罗长远教授、中山大学

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 (主持工作) 黄新飞教授、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

院长张学志副教授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党委副书

记靳祥鹏主持。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黄新飞教授和厦门大学彭水军教授

先后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此次学术论坛的主体内容为 8 场平行论坛，现分别介绍如下:

平行论坛 1 世界经济与中国

平行论坛 1 “世界经济与中国”由中山大学黄新飞教授主持，提交论

坛的四份报告为: “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对全球减排和贸易竞争力格局

的影响”、“融资约束、产品质量与汇率传递效应”、 “Innovation，Service

Liberalization and Export Ｒivalry: Theory and Evidences”、“‘亲密关系’视

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意区位配置问题研究”。

厦门大学彭水军教授以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减排和贸易竞

争力格局的影响”为题，通过构建多区域多部门、动态的能源 － 环境 CGE

模型对未来可能的政策方案进行模拟，并进一步分析了美国退出 《巴黎协

定》这一举措的动因以及对美国自身乃至全球气候和贸易格局的影响。

湖南大学祝树金教授以 “融资约束、产品质量与汇率传递效应”为

题，基于 Chen and Juvenal (2016) 的理论框架，构建两国贸易模型，并

引入交叉项，针对文章的内生性问题做了大量稳健性检验，最终得出结

论: 融资约束和产品质量都是影响汇率传递的重要因素，其中融资约束

对汇率传递的影响存在倒 U 形关系，并且两者对汇率的传递作用具有异

质性。

南开大学孙浦阳教授以 “Innovation，Service Liberalization and Export

Ｒivalry: Theory and Evidences”为题，通过小商品市场上中国商品高度的

相似现象来引出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小商品市场上中国产品具有极大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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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度，企业只能通过价格来竞争。孙教授指出要想缓解这一现象，企业应

当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并通过申请专利就可以使所有出口目的地的重合率

下降。

中山大学黄新飞教授以 “‘亲密关系’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合

意区位配置问题研究”为题，采用国际经验 － 中国应用的分析思路，通过

将东道国和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匹配，在引力模型的框架下实证

了地理距离、遗传距离、制度距离、时差、共同语言等一系列的 “亲密”

变量对双边 FDI 的重要影响，发现两国间的 “亲密关系”确实是双边 FDI

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其中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的贡献最大。

平行论坛 2 世界经济与中国

平行论坛 2 “世界经济与中国”由中山大学张学志副教授主持，提交

论坛的四份报告为: “金融‘过度’扩张下的中国本土企业创新”、“金融

发展与国际贸易: 中国很特别吗?”、“中美贸易、关税减让与就业———基

于全球投入产出法的经验研究”、“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Domestic Vertical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教授以 “金融 ‘过度’扩张下的中国本土企业创

新”为题，聚焦中国当前金融资本未能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和创新活动发展

这一现实问题，并从企业内部和外源创新活动、各省份地区的金融扩张对

地区内本土企业外源创新活动影响等细分角度进行学术探讨，得到相关

结论。

复旦大学罗长远教授以 “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 中国很特别吗?”为

题，进行论文报告。罗教授在金融和贸易交叉领域发现有大量文献从理论

和实证上都认为自身金融发展会影响一国出口，但中国的现实却相反: 自

身金融发展落后，但却是世界最大出口国。罗教授关注贸易伙伴国的金融

发展对一国出口的影响，拓宽了金融与贸易的交叉研究并发现中国对外贸

易具有的特殊性。

中国人民大学王孝松教授以 “中美贸易、关税减让与就业———基于全

球投入产出法的经验研究”为题，利用“引力模型”的原理来探讨关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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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中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再基于变形和扩展的投入产出模型，区分

进出口的同时区分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考虑一国的进口对该国国内

市场的影响，探讨进出口贸易对两国就业水平的影响，最终量化出中国国

内就业水平对关税变化的反馈效应。

对外经贸大学刘青教授以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Domestic Vertical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为题，围绕 “企业应如何组织生产: 市

场还是企业内部? 外源还是垂直一体化?”这一经典学术问题，并基于中

国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国内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的影响，即探

讨目标行业进出口关税的改变对国内后向垂直整合的影响。

平行论坛 3 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

平行论坛 3 “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分别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刘

青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杰教授主持。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刘青教授主持讨论中，对外经贸大学的吕越副

教授、祝坤福副教授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邓萍博士，三位学者分别就

“中国企业‘低端锁定’现象及其原因”、“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不平衡问

题”、“全球价值链参与、本地机构概况和创新”等问题发表演讲。

吕越副教授以“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 ‘低端锁定’吗?”

为题，基于《中国知识产权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 《中国

海关数据库》的高度细化合并数据，考察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否

以及如何影响研发创新行为的问题。

祝坤福副教授对其论文 “The Multilateral Nature of Bilateral Trade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做了报告，其论文应用 KWWZ 总贸易会计框

架，借鉴并改进 Koopman，Wang 和 Wei (2014) 提出的贸易总额核算方

法，在 Koopman 全国总出口分解的基础上做了部门层面和双边层面的细

分，通过重新组合原有分解公式中的详细项目来修改分解，衡量多元因素

在双边贸易中的作用。

邓 萍 博 士 的 报 告 题 目 为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Local

Institutional Profile and Innovation: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邓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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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地方机构制度环境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使用了 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 2012 (WBES) 数据来研究营商环境，用 0 ～ 1 变量来衡量

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使用了保护知识产权及在省党报上发表的主

张保护知识产权的文章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分析了地方机构概况与全球价

值链参与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杰教授主持的讨论中，东北财经大学的蓝天副教

授、华南理工大学的赖伟娟副教授和来自浙江大学的张胜利博士，三位经

济学学者分别就“融资约束下中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投资”、“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技术转移与行业技术进步”、“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治愈’僵尸企

业”等问题发表演讲。

蓝天副教授以“融资约束视角下中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投资 － 现金流

敏感性关系研究”为题，通过将新的融资约束指数纳入分析框架中，实证

探索中国制造业跨国公司融资约束与投资 － 现金流敏感性之间的关系。

与华南理工大学经贸学院赖伟娟副教授合作的王晗以 “全球价值链参

与度、技术转移与行业技术进步”为题，通过构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技术

转移微观模型，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抑制进行研究，探讨中国工

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张胜利博士以“对外投资能治愈僵尸企业吗? ———基于企业加成率的

视角”为题，探讨僵尸企业 ODI 通过价格渠道、竞争渠道的竞争加剧效应

和竞争弱化效应影响其加成率和盈利能力。

平行论坛 4 “一带一路”与企业“走出去”

平行论坛 4 “一带一路”与企业 “走出去”分别由中山大学王彩萍副

教授和复旦大学罗长远教授主持。

在中山大学王彩萍副教授主持的讨论中，厦门大学蒋冠宏副教授、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周崇阳博士和中山大学彭涛副研究员，三位学者分别就

“不差钱与中国跨国并购的成本”、 “Technology Spillover，Distances and

Local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外资风险投

资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等问题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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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蒋冠宏副教授以 “不差钱与中国跨国并购的成本”为题，结

合已有文献中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溢价高，能提高并购的成功率; 制

度、文化和所有制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并购溢价”的结论，通过实

证检验了“与国内并购相比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支付的并购溢价更高”

等四个假设。

周崇阳博士以 “Technology Spillover，Distances and Local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为题，提出了如下四种假设，分

别为“‘一带一路’国家企业生产力与中国直接投资成正相关”、“制度距

离的下降，通过减少企业用于制度适应上的成本与费用，提高技术溢出效

应”、“文化距离与技术溢出呈现倒 U 形”、“经济距离 ( 如投资的隔离程

度、通货膨胀率等) 越大越不利于技术溢出”。并通过论证得出了 “导致

技术的溢出效应增强的原因是制度距离越近、经济距离越近、文化距离适

中 (不超过阈值)，东道国应该选择合适的投资区位，可以使用东道国具

有创造力的资源和多元文化的员工，母国应该鼓励相似制度、经济因素的

对外投资”的结论。

彭涛博士以“外资风险投资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为题，

通过研究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BAT) 和蒙牛等海外上市企业的成功，

发现海外上市企业的龙头都是外资投行，进而提出问题: 会不会有外资风

险投资的企业能更好地 “走出去”，并通过论证得出了 “外资风险投资为

企业提供实施国际化战略所需要的国际化知识、声誉以及商业网络，从而

增加了企业的海外销售收入、提高海外上市可能性、促进企业的国际合

作”的结论。

在复旦大学罗长远教授主持的讨论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卢浩博士、

广东财经大学 刘 敏 博 士、中 山 大 学 欧 阳 艳 艳 副 教 授，三 位 学 者 分 别 就

“Multinational M＆A and Market Value of China’ s Service Enterprises in the

Belt and Ｒoad Strip”、 “生产率异质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避税动机和避税规模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

司的微观证据”等问题进行发表演讲。

卢浩博士以 “Multinational M＆A and Market Value of China’ s Service

Enterprises in the Belt and Ｒoad strip”为题，结合 2013 年 “一带一路”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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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 2012 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掀起了海外服务业并购浪潮的背景，提出了

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服务业的并购是否获得了正的短期超常回

报率? 二是这些正的超常回报率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其实证结果显示

从 2013 年起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海外服务业并购中都获得了正的超常回报

率，而在 2013 年前并购的企业并未获得显著的超常回报率。同时文章还发

现对于科技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企业进行收购的公司会获得更加显著的超

常收益。

刘敏讲师以 “生产率异质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题，

结合之前的相关研究提出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研究得出，融资约束已成为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最大障碍之一。其实证结果认为: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

始终是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重要的因素，而且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能抵御很多

因素的不利影响。第二，企业融资能力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应积极拓展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第三，大力发展内资企业，进行内

销和外销多元化发展。

欧阳艳艳副教授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避税动机和避税规模研

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为题，其对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数据与上市公司匹配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上市公司有显著的

避税动机，投资到避税地的企业，其所得税、营业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显

著低 于 未 投 资 到 避 税 地 的 企 业， 分 别 少 了 13. 298%、12. 554% 和

17. 003%。企业规模、无形资产比率与公司逃避税行为有关。相对于国有

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逃避税现象更加突出。企业规模与非国有企业的避税

相关性更大，而无形资产与国有企业逃避税的相关性较高。

平行论坛 5 国际贸易政策与中国经济

平行论坛 5 “国际贸易政策与中国经济”分别由西南财经大学王钰教

授和南开大学王永进教授主持。

在王钰教授主持的讨论中，南开大学王永进教授、山东大学梁俊伟副

教授、华南理工大学黄亮雄副教授分别就 “‘反垄断法’能够遏制进口品

高价销售之吗?”、“制度和教育如何影响企业市场行为? ———以反倾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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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双边伙伴关系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等问题发表演讲。

王永进教授以“‘反垄断法’能够遏制进口汽车零售价吗?”为题，提

出中国汽车价格高不是因为税收而是其他原因，可能存在垄断现象，因此

对汽车行业进行反垄断调查。按不同类型的车分开考察，采用 DID 方法对

2013 ～ 2015 年北京、成都、广州、上海、杭州五个城市月度 4S 店的数据

做基准回归，发现反垄断的作用很小。

梁俊伟副教授的题目为 “制度和教育如何影响企业市场行为? ———以

反倾销为例”，梁教授基于全球范围内遭遇反倾销的国别分布严重不均衡

而中国被重点“关照”的背景，研究制度和教育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并发

现在国内的诉讼基本上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有些地区遭遇反倾销被起诉

后企业会由于继续抗争反而被更多地反倾销。

黄亮雄副教授的题目是 “双边伙伴关系与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黄

教授鉴于跨国并购是 OFDI 的重要方式，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并以此为基

础研究政府行为是否会影响海外并购。

在王永进教授主持讨论中，南开大学毛其淋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李

兵副教授和厦门大学王进宇博士分别就 “Does Trade Policy Affect the Entry

of Foreign Firm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ina’ s WTO

Accession”、“军事同盟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北约东扩为例”和 “中国

对外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评估”等问题发表演讲。

毛 其 淋 副 教 授 以 “Does Trade Policy Affect the Entry of Foreign

Firm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ina’ s WTO Accession”为

题，首先提出事实问题: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是否会影响外资企业进入，

影响程度有多大，通过什么渠道进行影响? 基于此，毛教授将贸易政策

与外商直接投资结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采用倍差法 (DID)，基

于中国加入 WTO 的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进入

的影响。

李兵副教授以“军事同盟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北约东扩为例”为

题，以冷战后北约的三次东扩为准自然实验，使用 1995 ～ 2015 年全球双边

贸易数据及细分数据，在引力模型中运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加入北约对于

新成员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发现其对新成员的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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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成员国间无论出口或进口贸易均有促进作用。

王进宇硕士以“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评估”为题，提出了

中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实施能否对国内相关行业起到预期的贸易救济作

用，贸易转移效应会不会削弱对国内产业保护的实际问题，王同学采用双

重差分法评估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发现反倾销调查使来自非指控

国的涉案产品进口显著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一系列其

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成立。

平行论坛 6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

平行论坛 6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由南开大学的施炳展教授主持。

厦门大学陈勇兵教授、武汉大学徐阳博士、南开大学施炳展教授、中

山大学张学志副教授和刘毓芸副研究员分别就 “南南保护主义、贸易冲击

与多出口企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产品种类的影响: 来自中国制

造业行业的证据”、“互联网与中国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经济周

期与企业家族化: 抱团取暖还是各自飞? ———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

据”、“公开的性别歧视———来自二孩政策下公开招聘面试的证据”等问题

发表演讲。

陈勇兵教授以“南南保护主义、贸易冲击与多出口企业”为题，基于

反倾销调查这一准自然实验，将企业样本限制在只有一种产品受反倾销调

查的多产品出口企业，使用 DID 方法，研究企业内部其他产品出口结构的

变化，从而可以清晰地识别贸易冲击带来的影响。

徐阳博士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产品种类的影响: 来自中国制

造业行业的证据”为题，针对国际贸易中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进口

产品种类的影响进行了研讨。

施炳展教授以“互联网与中国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为题，指

出中国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日益深化这两个经济现

象，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的相关性。

张学志 副 教 授 以 “经 济 周 期 与 企 业 家 族 化: 抱 团 取 暖 还 是 各 自

飞? ———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为题做学术报告，与各位学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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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研讨了当代中国的企业家族化现象。

刘毓芸副研究员以“公开的性别歧视———来自二孩政策下公开招聘面

试的证据”为题，由对就业市场中存在性别歧视的思考引出了研究主题。

研究将对于同一份工作，男性与女性的工作机会不均等及收入不均等中，

刨去人力资本、职业隔离等因素，不可解释的部分归结为性别歧视因素，

科学、深入地分析了企业招聘劳动力的重要环节招聘面试中存在的性别歧

视问题。

平行论坛 7 国际金融与企业投资

平行论坛 7 “国际金融与企业投资”的讨论会场分别由南开大学孙浦

阳教授和南开大学彭水军教授主持。

在南开大学孙浦阳教授主持的讨论中，厦门大学李明阳、中山大学金

江讲 师、中 山 大 学 徐 子 桐 分 别 就 “Investing with Crypto Currencies-A

Liquidity Constrained Investment Approach”、 “源于身份的隔阂: 人口多样

性、社会信任与犯罪”、“金融发展、金融开放与股权投资的本土偏好”等

问题发表演讲。

厦门大学的李明阳博士以 “Investing with Crypto Currencies-A Liquidity

Constrained Investment Approach”为题，对加密货币在投资组合中的作用

进行了深入分析。加密货币已经离开了金融领域的黑暗面，成为资产和

投资组合管理的研究对象。由于与传统资产相比，它们的流动性较低，

因此在将它们加入相同的投资组合时，需要考虑流动性问题。李博士提

出了一种流动性约束风险 － 收益优化 (LIBＲO) 的方法，将 42 种加密货

币加入由标准普尔 100 指数成分股、美国债券和大宗商品组成的投资组

合中进行分析。

金江讲师以 “源于身份的隔阂: 人口多样性、社会信任与犯罪”为

题，从不同群体所具有的异质性文化这一视角切入，借鉴 Alesina et al.

(2016) 的方法构建一个地区层面的人口多样性指数，考察了人口多样性

对犯罪率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社会信任出发检验作用机制; 此外，从制度

环境和民生支出两个方面出发，考察这两个因素在犯罪治理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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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徐子桐硕士以 “金融发展、金融开放与股权投资的本土偏好”为题，

基于 98 个经济体 1990 ～ 2015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以

及金融开放因素对股权资产本国偏好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 金融发展水

平虽然既能够提高本国对外股权投资能力也可以促进本国股市规模的扩

大，但是在发达国家对股权投资本国偏好的总体影响依然显著为负; 金融

开放可以显著降低股权资产的本国偏好程度，且对中等收入以及剔除高收

入的样本国家的影响更大。

在南开大学彭水军教 授 主 持 的 讨 论 中，广 东 金 融 学 院 张 清 俊、厦

门大学林志帆和中山大学陈雷分别就 “资本账户开放、‘宽进严出’的

不对称性与中国的货币错配问题再研究”“卖空威胁真的能鼓励企业创

新吗? ———来自中国融资融券制度的经验证据” “从 ‘货币三元悖论’

到 ‘金 融 三 元 悖 论’———国 际 资 本 流 动 研 究 的 新 思 路”等 问 题 发 表

演讲。

张清俊硕士以“资本账户开放、‘宽进严出’的不对称性与中国的货

币错配问题再研究”为题，通过对资本账户开放不对称程度指标的构建，

在考虑资本账户开放不对称情况下重新考察了中国货币错配问题。

林志帆博士以“卖空威胁真的能激励企业创新吗? ———来自中国融资

融券制度的经验证据”为题，以中国 2010 年引入融资融券制度为准自然

实验，使用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研究卖空威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发

现: 卖空威胁主要促进了“策略性微创新”的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的显著

增加; 卖空威胁下企业的发明申请显著增加，但授权量几乎没有增长; 综

合而言，以专利类型结构与发明申请授权率表征的创新质量明显下降。卖

空威胁使得企业产生了 “牺牲质量换取数量”来粉饰其创新能力和成长性

的不良动机，伤害了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

陈雷博士以 “从 ‘货币三元悖论’到 ‘金融三元悖论’———国际资

本流动研究的新思路”为题，通过梳理国际金融发展的历史脉络，发现

传统的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通常将对经济区域、货币区域和决策主

体的简化假设统一起来进行建模分析，政策制定者关注重点着眼于对

“货币三元悖论”的选择上。陈博士在探讨金融因素在理论分析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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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越来越重要的基础上，提出传统假设下对国际资本流动分析的弊端，

以及对金融全球化、金融政策独立性和金融稳定，即 “金融三元悖论”

的思考。

平行论坛 8 粤港澳大湾区与区域经济

平行论坛 8 “粤港澳大湾区与区域经济”分别由中山大学张莉副教授

和浙江大学余林副徽教授主持。

在中山大学张莉副教授主持的讨论中，浙江大学余林徽、暨南大学周

泳宏、中山大学李世刚分别就 “Ｒoa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Endowment and Illness in Service Industry

under Policy Shock: Case of the Gambling in Macau”、 “城市规模与人才配

置———基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就业选择的视角”等问题发表演讲。

余林徽副教授以“Ｒoa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为题，围绕公路投资是否会影响资源分配效率这一问

题，进行学术探讨。余教授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错配现象非常普遍，

是生产率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本质上不同的重要原因。余教授采用工具变量

法，并采用两个工具变量: 同样统计口径的美国的道路依赖度和 92 年的历

史道路长度。余教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公路投资会降低企业之间 markup

的离散程度，从而促进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周泳宏副教授以“Endowment and Illness in Service Industry under Policy

Shock: Case of the Gambling in Macau”为题，以澳门赌博业为案例生动有

趣地为参会人做了报告。周教授研究了澳门博彩业的问题以及估计了 2014

年的大陆反腐外生冲击对于澳门博彩业的影响。“其实证结果显示，即使

这种外生冲击在短期内对澳门博彩业造成负面影响，但在长期内仍然具有

促进澳门博彩业进行多元化改革的积极影响。

李世刚副教授以 “城市 规 模 与 人 才 配 置———基 于 公 共 部 门 与 私 人

部门就业选择的视角”为题，围绕 “城市规模是否会影响受教育程度

更高的个体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间的就业选择?”这个现实问题进行

学术报告。李教授将城市规模与人才配置连接起来，为人力资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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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城市经济学的视角解释，并为最优城市规模的决定提高了新的

视角。

在浙江大学余林副徽教授主持的讨论中，西南财经大学张一林、东南

大学李松林和中山大学张莉分别就 “隐性地方债: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明股实债’之谜”、“容积率规制与中国城市增长”、“土地资源配

置与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精彩报告。

张一林博士后以“隐性地方债: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明股

实债’之谜”为题，研究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出现的

“明股实债”现象，讨论地方政府以 PPP 之名变相举债的原因及治理途径。

张博士基于一个不完全合约理论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PPP 合约的不完

全性使得社会资本难以防范地方政府 “事后”施加的 “公共品负担”，这

导致社会资本“事前”缺乏参与 PPP 模式的激励。

李松林博士以“容积率规制与中国城市增长”为题，在空间一般均衡

模型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土地利用规制对于城市就业增长的影响。李博

士通过寻求容积率差异的外生来源，识别土地利用规制对城市就业增长的

因果关系，并进一步探究了容积率规制对不同行业就业增长的异质性

影响。

张莉副教授以“土地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质量”为题，研究了城市土

地资源稀缺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发展质量快速提升。张教授发现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 “土地引

资”绩效值得重新考量，其有助于理解如何配置土地资源，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张教授以 Melitz (2003) 生产率异质性企业市场退出模型为基础，

使用 2000 ～ 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微观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的城市层面数据，计算微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考察了工业用地价格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相关作用机制。

在本次各大平行论坛中，在场的参会嘉宾积极交流学术观点，讨论气

氛热烈，与会者对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提出宝贵的建议。各报告人对会议主

办方表示感谢、对点评人与参会嘉宾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表示将以此

作为后续完善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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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Symposium: The Frontie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Huang Xinfei

Abstract: The First Symposium on the Frontie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was held on
June 17th，2018 at the Wu Shund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Center，
Zhuhai，Guang Dong Province. The Youth Forum of Chinese University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and Finance，Sun
Yat-sen University co-sponsored the academic event of the year，which consisted
8 parallel sessions with themes of World Economy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Value Chains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ies
and China’ s Economy，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Business Investment， the
“Belt and Ｒoad”Initiative and Going Global of Chinese Enterprises，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Ｒegional Economy. Experts
attending the symposium delivered in-depth research papers focusing on recent
global issues － the surge of deglobalization and protectionism in global economy
and the escalation of trade conflicts and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hen
China is advancing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and planning to develop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HMGBA) as well as the
world-level city cluster.

Keywords: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Trade; Global
Value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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