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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支持政策、进口国市场需求对欧盟可再生

能源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侯伟丽，李思敏，刘　星

摘　要：本文使用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间的面板数据，建立考虑多边阻力的扩展的引力模型，定量分析了欧盟

主要的可再生能源产品贸易国的产业支持政策对其出口的影响。实证研 究 结 果 显 示，欧 盟 在 风 电 和 光 伏 产 业

实施的支持政策对产品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支持政策强度每增 加 一 个 百 分 点，能 促 进 风 电 产 品 出 口

增加５．６９％，光伏产品出口增加２．２０％。在风电产业 中 影 响 是 显 著 且 长 期 持 续 的；在 光 伏 产 业 中 影 响 显 著，

但政策实施后４到５年即在统计上变 得 没 有 意 义。进 口 国 的 市 场 需 求 对 风 电 产 品 出 口 产 生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

但对光伏产品出口影响不显著。考虑 到 国 际 市 场 竞 争，本 文 将 中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支 持 政 策 强 度 作 为 门 槛 变 量，

发现在风电产业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中国对风电产业的支持政 策 强 度 高 于 门 槛 值 后，欧 盟 支 持 政 策

对其风电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大幅下降，在光伏产业则不存在门槛效应。技 术 性 质 和 市 场 结 构 不 同 是 造 成 两

个产业研究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欧盟的经验对我国制定支持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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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环境问题正变得更加复杂，单纯着眼于污染治理减排越来越无法应

对这些问题，人 们 认 识 到 必 须 将 环 境 问 题 的 解 决 纳 入 到 经 济 规 划 和 发 展 政 策 中 进 行 综 合 决 策。

ＯＥＣＤ提出了 “绿色增长”的概念，强调经济增长要以确保自然资产能够持续为人类幸福提供各种

资源和环境服务为基础，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中的提高就业、技术创新以及提高产业竞争力保持

一致［１］（Ｐ３－４）。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能减少温室气体和许多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可再生

能源产业也是技术创新、吸纳就业、增加产出的重要产业，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实现绿色增长

的重要途径。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全球已在绿色能源上投资了２．９万亿美元，截至２０１８年，全球可再

生能源产业为１　１００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增长率为１６．４％，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２６．２％［２］。

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 了 支 持 政 策，其 典 型 代 表 是 欧 盟。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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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欧盟将 “环境保护”提升为能源政策的三大目标之一，开始关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希望

将其培养为新增长引擎，实现环境和经济目标的 “双赢”。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期间，欧盟颁布了 《可再

生能源电力指令》、《生物燃料指令》等，针对可再生能源中的电力和生物燃料制定了具体目标和计

划，并要求各成员国立法实施。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欧盟制定了 《可再生能源指令》等综合性的战略，
要求各国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再生能源国家行动计划，可再生能源目标逐渐由指导性变为强制

性。２０１０年至今，欧盟进一步制定了 《２０５０能源路线图》、《２０３０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一个

有远见的气候变化政策弹性能源联盟框架战略》、《“全欧洲清洁能源”一揽子计划》等综合战略计

划。在这些指令和战略计划的引导下，各国逐步建立起一套以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占

比和绿色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支持政策体系，取得了 可 再 生 能 源 产 业 发 展 的 领 先 优 势。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欧盟能源总消费逐年缓慢下降，但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为４．３７％，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

由４．３３％增加到１２．９１％，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由１２．６３％增加到２９．８６％［３］。但这些支持政策

并不是 “免费的午餐”，欧盟许多支持政策以财政补贴、收费等形式实现，不仅会对政府其他支出

产生挤出效应，也会加大经济部门和消费者的能源成本。特别是近年来欧盟各国的经济增长放缓，
用户对于电价上涨的承受能力也相应下降，民众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支持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

疑和反对，一些国家甚至因此爆发了社会骚乱。那么，政府是否应该继续实施支持政策？支持政策

付出成本后是否获得了预期的收益？如果其他国家也实施了支持政策，是否会对本国的政策收益带

来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政策进行量化的成本效益分析，评估其实施效果。
本文选取欧盟各国中主要的可再生能源产品贸易国为研究对象，从出口角度对其可再生能源支

持政策进行量化分析。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四部分构建计量模型对

支持政策强度的出口效应进行检验；第五部分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查中国相关支持政策是否

影响欧盟支持政策的出口效应；最后是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支持政策能在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促进幼稚产业成长 上 起 重 要 作

用。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通过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使目标产业经历了由供给不足到规模化发展的

转变，促进了这些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经济的腾飞，成为产业政策的成功典型［４］［５］。但是也有一

些学者认为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甚至无效的，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包

括产业政策在内的任何政府干预都会扭曲效率，甚至会阻碍产业发展［６］［７］。虽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

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但目前对产业政策的效应仍未达成一致认知。近年来，可再生能源产业成

为许多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对象，不少国内外研究对这一产业的支持政策进行了讨论。
国外已有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结合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政策实践进行案例分

析。例如，Ｌａｎｇｎｉｓｓ［８］、Ｂｉｒｄ等［９］分别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发现美国联邦以及各州对可再生能源的

财政激励计划等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部 署会产生 影 响；Ｇａｎ等［１０］通过比较德国、荷兰、瑞典和

美国的绿色电力政策制定以及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发现所考查的政策工具无法对新技术的长期发

展提供激励，因此，无论是政策执行能力还是政策工具的选择都需要改进；Ｌｉａｏ等［１１］发现可再生

能源政策中促进生产可再生能源产品的激励与补贴有效，认为政府应通过减少传统化石能源补贴、
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等措施提高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竞争力。第二，由于数据可得性提升，近十年来

一些研究通过选取不同的指标与模型实证检验了 可 再生 能源 产 业中 政府 支持 政策对 产业发 展 的影

响。例如，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等［１２］使用２５个ＯＥＣＤ国家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的面板数据，以技术创新来表征产

业发展，发现了政府支持政策对可再生能源产业专利申请数据的推动作用；Ｄｏｎｇ［１３］使用美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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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印度、德国、西班牙等５３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上网电价和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在促进

风电容量开发方面的相对有效性；Ｚｈａｏ等［１４］基于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间１２２个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面板数据，用ＰＰＭＬ方法评估了可再生电力政 策对 可再生 能源 发电

的促进作用。第三，在技术进步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考虑到国内支持政策可能会增强可再

生能源设备制造商的竞争优势并促进 出 口，一 些 学 者 检 验 了 政 府 支 持 政 策 与 产 业 出 口 的 关 系。例

如，Ｃａｏ等［１５］考察了中国光伏和风电产业 出口的驱 动 因 素，发现增加政府公共研发支出尤其是省

级政府公共研发支出能够促进对外贸易；Ｇｒｏｂａ［１６］基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间２１个ＯＥＣＤ国家的面板数

据，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发现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贸易壁垒对光伏技术出口的影响。
国内已有的大部分研究是非量化的政 策 分析。例如，韩超［１７］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结合新能

源产业发展态势，分析了新能源产业中支持政策的内在逻辑以及未来支持政策调整的优化建议；周

亚虹等［１８］通过构建基于新 型 产 业 特 征 的 企 业 行 为 反 应 模 型，讨 论 了 促 进 生 产 和 补 贴 需 求 的 作 用，
发现政府补助只在产业起步阶段为新能源产业提供盈利优势，建议产业扩张后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

转向激励原始创新和需 求 培 育 的 方 向；王 思 聪［１９］梳 理 了 光 伏 产 业 发 展 和 政 府 产 业 政 策 改 革 过 程，
分析了２０１８年发电补贴政策对光伏装机量和增长速度、光伏上网电价、弃光现象以及国家能源转

型的影响。相关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傅京燕等［２０］发现政府支持政策 对太 阳 能 行业 的出口 深度 有显

著影响；何凌云等［２１］测算了环境不确定性和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可 再 生 能 源投资的 影响，发现前者

显著抑制投资，后者对投资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上述文献从多角度分析了政府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支持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但这些文献大

多针对单一国家或地区，没有考虑进口国 的 市 场 环 境；多 以 可 再 生 能 源 总 体 或 光 伏 产 业 为 分 析 对

象，对风电产业的分析较少；缺乏对商业竞争对手策略影响的考虑。本文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

一研究主题做出边际贡献：（１）基于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间的数据分析，在贸易伙伴的选取上涵盖发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分析产业包括风电和光伏产业，使研究覆盖更全面；（２）将

进口国的市场需求、中国的支持政策纳入分析，力求减少聚集偏差，增强实证模型的解释力。

三、计量模型与方法

（一）模型设定

引力模型是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定量分析的基础性工具，不仅适用于商品贸易分析，还可

用于服务贸易、移民、技术扩散等问题的分析。该模型的基本结构是两国间的贸易量与两国的经济

规模正相关，与两国间的距离负相关，这里的距离可以广义地理解为贸易成本以及存在的贸易壁垒

等阻碍国家之间贸易的因素。在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引力模型还可以引入新变量进行扩 展。除 人

口、基础文化、语言、宗教、边界、殖民经历等因素外，东道国政治风险、腐败和制度政策等越来

越多可能促进或者阻碍国家贸易的因素被引入扩展的引力模型［２２］［２３］。我国学者研究贸易问题时也

会在不 违 反 经 济 学 理 论 的 前 提 下，根 据 自 己 的 研 究 目 的 引 入 相 关 因 素，对 引 力 模 型 进 行 扩

展［２４］［２５］［２６］［２７］。经典引力模型的基本式为：

Ｔｉｊｔ ＝α０Ｙα１ｉｔＹα
２
ｊｔＤ

α３
ｉｊεｉｊｔ （１）

其中，Ｙ 表示贸易国的经济规模，通常用名义ＧＤＰ表示；Ｄ表示两国之间的距离变量，通常

包括地理距离、边界、语言、宗教、殖民等变量；ｉ、ｊ为贸易国变量，ｔ为时间变量。由于本研究

的重点关注变量是产业支持政策，因此，在经典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衡量政府支持政策的指标构建实

证检验模型。
在开放经济系统中，一国同时与多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两国间的贸易流量不仅与两国间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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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 （双边阻力）有关，还与双边贸易 成 本 和 本 国 与 其 他 国 家 贸 易 成 本 相 比 较 的 水 平 （多 边 阻

力）相关［２８］［２９］。考虑到多边阻力，本文用进口国、出口国和时间固定效应来估 计，构建实证检验

模型如下：

ｌｎ（ｔｒａｉｊｔ）＝β０＋β１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ｊｔ）＋β３ｌｎ（ｄｉｓｉｊ）＋β４Ｇｉｊｔ＋β５ｌｎ（ｄｅｍｊｔ）＋β６ｐｏｌｉ，ｔ－３＋ｃｉ
＋ｃｊ＋ｃｔ＋εｉｊｔ （２）

其中，ｔｒａｉｊｔ为第ｔ年ｉ国向ｊ国的出口额；ｇｄｐｉｔ、ｇｄｐｊｔ分别为出口国ｉ国、进口国ｊ国第ｔ年

的名义ＧＤＰ；ｄｉｓｉｊ为ｉ国和ｊ国以人口加权的地理距离；Ｇｉｊｔ为ｉ国和ｊ国两国之间除了地理距离之

外的语言ｌａｎ、边界ｃｏｎ以及殖民ｃｏｌ等虚拟变量；ｄｅｍｊｔ衡量进口国的需求；ｐｏｌｉｔ衡量政府支持政

策强度；ｃｉ 和ｃｊ 分别为出口国、进口国的固定效应，用来表示地区不随时间变化的属性；ｃｔ 为时

间固定效应，用来表示共同的外部冲击对国家的影响；εｉｊｔ为误差项。
（二）样本说明和变量解释

１．样本说明。为了解风电和光伏产品出口受支 持政 策的 影 响，同时减少聚集偏差，本文使用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中 ＨＳ编码梳理出这两个产业的贸易数据，对其分别进行检验。考虑到联合国贸

易数据库中 ＨＳ编码对应的组件用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同时也可用于其他产业，本文参考Ｊｈａ［３０］提

出的方法，选择最有可能包含可再生能源供应技术的产品类别。风电产业选取类别为塔 （７３０８２０）、
叶片 （８４１２９０）和 发 动 机 （８５０１６４、８５０２３１、８５０３００）部 分。光 伏 产 业 选 取 类 别 为 光 伏 电 池

（８５４１４０）和逆变器 （８５０４４０）部分。在欧盟国家中，综合考虑到产业发展状况、贸易代表性以及

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奥地利、保加利 亚、捷 克、芬 兰、法 国、德 国 等１６到１８个 国 家 为 贸 易 出 口

国①。这些国家对外出口风电和光伏产品的比例占欧盟整体的８０％以上②。选取澳大利亚、加拿大、
瑞士、中国、美国等国家作为欧盟各国的贸易伙伴国。这些国家是欧盟对外出口风电和光伏产品的

前２０名。交易国样本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交易国列表

产业分类 出口国 进口国 时间区域

光伏产业 奥地 利、保 加 利 亚、捷 克 共 和 国、丹 麦、

芬兰、法 国、德 国、匈 牙 利、意 大 利、卢

森堡、荷 兰、葡 萄 牙、罗 马 尼 亚、斯 洛 伐

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澳大利亚、加 拿 大、瑞 士、中 国、哥 斯 达 黎 加、

印度、以 色 列、日 本、韩 国、墨 西 哥、马 来 西

亚、挪 威、菲 律 宾、新 加 坡、泰 国、乌 克 兰、

美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风电产业 奥地 利、保 加 利 亚、捷 克 共 和 国、丹 麦、

芬兰、法 国、德 国、匈 牙 利、意 大 利、荷

兰、波 兰、葡 萄 牙、罗 马 尼 亚、西 班 牙、

瑞典、英国

澳大利 亚、阿 根 廷、加 拿 大、瑞 士、智 利、中

国、埃及、印 度、以 色 列、日 本、韩 国、摩 洛

哥、墨西哥、挪 威、新 西 兰、巴 基 斯 坦、泰 国、

土耳其、乌克兰、美国

１９９６—２０１７

２．核心解释变量。
（１）本文需要研究支持政策对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的影响，核心解释变量是支持政策强度。一

般地，可用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两种方法衡量可再生能源政策 的强 度［３１］。投入导向法着眼于为支

持可再生能源政策所付出的努力，如公共研发支出、上网电价优惠和补贴等。投入导向法适合分析

单一政策工具，但现实中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政策种类多样，既包括上网电价优惠、税收优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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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欧盟部分国家由于数据残缺程度较严重而从样本中剔除，包括比利时、塞浦路斯、克罗 地 亚、爱 沙 尼 亚、希 腊、

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

由作者利用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统计得出。



发补贴等，也有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比例要求、政府采购中可再生能源优先中标的规定等。这些

政策大多难以货币化和加总，此时可考虑从政策的产出效果入手量化支持政策强度。Ｂｅｅｒｓ最先采

取这种方法测度环境政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此后被Ｓａｗｈｎｅｙ等［３２］许多学者沿用。由于欧盟各国

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种类多样，实施时间以及实际执行力度差异很大，投入成本数据难以得到，且

不具有直接可比性，本文选择产出导向法，选取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该国电力部门总容量的比例

来衡量政策强度，其计算公式为：

ｐｏｌｉｔ＝
第ｔ年出口国光伏发电 （风电）装机容量

第ｔ年出口国电力部门总容量

考虑到政策效果往往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使用ｐｏｌｉｔ滞后三期的数据进行回归，同时尝

试不同的滞后期来研究时间的影响并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为避免因测量误差导致的偏误，对ｐｏｌｉｔ
使用最小阈值，光伏发电与风电都采用０．０１％的阈值①。

（２）考虑到进口国对可再生能源产品的需求可能会影响交易国的进出口决策与数量，本文参考

Ｋｕｉｋ等［３３］的方法计算进口国需求：

Ｄｅｍｊｔ＝Ｋｔ－Ｋｔ－１＋θＫｔ－１
其中，Ｋｔ 表示进口国第ｔ年的装机总容量，θＫｔ－１表示维护和更换旧装置，其中θ是维护和更

换的速度。为了避 免 因 测 量 误 差 导 致 的 偏 误，使 用 最 小 需 求 阈 值 （Ｄｍｉｎ）。在 光 伏 发 电 和 风 电 中，

Ｄｍｉｎ、θ分别为２．５ＭＷ／０．２５％和５ＭＷ／０．５％②。

３．变量与描述性统计。各变量的解释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据来源

ｌｎｔｒａ 光伏产品出口量 ５　２０２　 １２．５１ 　４．５８９　７　 ０　 ２０．６９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风电产品出口量 ７　０４０　 １１．８８　 ５．１８３　６　 ０　 ２０．９９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ｌｎｇｄｐ 进口国名义ＧＤＰ　 ４４０　 ２６．８６　 １．４６２　７　 ２４．１７　 ３０．６０ 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出口国名义ＧＤＰ　 ３５２　 ２６．６７　 １．３４３　３　 ２３．０４　 ２８．９９ 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ｌｎｄｉｓ 人口加权的地理距离 ３２０　 ８．５５　 ０．９１０　３　 ６．０１　 ９．８８ ＣＥＰＩＩ数据库

进口国风电产品需求 ４４０　 ３．６３　 ２．３１４　７　 １．６１　 １０．３４ 各国 年 度 风 电 装 机 量 来 源 于

ＧＷＥＣ

ｌｎｄｅｍ 进口国光伏产品需求 ２８９　 ３．３１　 ２．６１８　４　 ０．９２　 １０．８８ 各国 年 度 光 伏 装 机 量 来 源 于

ＩＲＥＮＡ

ｐｏｌ 出口国风电政策强度 ３５２　 ０．０４７　７　０．０７１　７　 ０．０００　１　０．３５８　２ 年度 装 机 量 来 源 同 上，各 出

口国 电 力 部 门 总 容 量 来 源 于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出口国光伏政策强度 ３０６　 ０．０１３　８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１９８　１ 数据来源同上

ｐｏｌｃ 中国光伏政策强度 １３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１　８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７３　６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风电政策强度 １８　 ０．０３１　９　０．０３３　７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９２　１ 中国统计年鉴

（三）贸易量零值问题及处理方法

当两国间无贸易量时，会出现双方贸易流量零值，无法进行对数处理。一般地，有三种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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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０．０１％是一个极低的比例，采用这个阈值是为了排除因数据小数部分的保留位数不足造成的０值，减少偏误。

在实践中，维护和更换速度难以测量，此处采用估计的数据，改变此数据不会改变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以处理零值取对数问题：（１）直接剔除零贸易样本；（２）将原始数据加１再取对数，作为近似替代

以保留零观测值；（３）以水平值而非对数作为因变量［３４］。如果零值由随机统计误差引起，第一种

方法并不会造成估计有偏，但如果零贸易的出现并非随机，该方法可能因未充分利用数据所反映的

信息而造成样本选择偏误。第二种方法完全是经验主义的，没有对零贸易的产生过程做任何假设。
第三种方法则存在模型设定偏误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贸易零值问题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解决办法。在

实践中，被学者运用较多的方法主要有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 （ＰＰＭＬ）方法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

Ｓｉｌｖａ等［３５］提出的ＰＰＭＬ方法估计过程中不需要对因变量Ｙ 取对数，可以保留原始的贸易流量

数值，这样便解决了零值取对数后部分数据信息缺失的难题，可以有效规避贸易零值和异方差导致

的估计结果偏差问题。Ｈｅｌｐｍａｎ等［３６］认为贸易零值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行为结果，一国

的出口厂商在向不同国家出口时会面临不同的固定成本，它们会有选择地对部分国家进行出口，是

否出口与出口规模大小的决策不是独立的，因此可以通过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解决零值问题。比较

而言，ＰＰＭＬ方法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虽然都能有效处理贸易零值问题，但后者能为贸易零值提

供经济解释，更适合本文的分析。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使用两阶段估计法，其中第一阶段采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选择方程估算出口概

率，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计算的逆米尔斯比率代入行为方程进行估算。
第一阶段：（选择方程）

ｔｒａ＿Ｄ＝α０＋α１ｌｎ（ｇｄｐｉｔ）＋α２ｌｎ（ｇｄｐｊｔ）＋α３ｌｎ（ｄｉｓｉｊ）＋α４ｌｎ（ｄｅｍｊｔ）＋α５ｐｏｌｉ，ｔ－３＋α６Ｇｉｊｔ＋ξｉｊｔ
（３）

第二阶段：（行为方程）

ｌｎ（ｔｒａｉｊｔ）＝β０＋β１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ｊｔ）＋β３ｌｎ（ｄｉｓｉｊ）＋β４ｌｎ（ｄｅｍｊｔ）＋β５ｐｏｌｉ，ｔ－３＋β６λｉｊｔ
＋ｃｉ＋ｃｊ＋ｃｔ＋εｉｊｔ （４）

在选择方程中，ｔｒａ＿Ｄ是一个表示两国是否发生了贸易的虚拟变量，当贸易量不为零时取１，
贸易量为零时取０。在行为方程中，λｉｊｔ被称为逆米尔斯比率，若λｉｊｔ系数显著，则说明存在样本选

择问题，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是有效的，可以得到一致估计。此外，选择方程的自变量个数要

大于行为方程自变量个数，这个多出来的变量被称为 “排除变量”或者 “排除性约束条件”。对排

除变量的选择要求是，它对贸易概率存在影响，但是跟行为方程的残差没有关系。参考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的建议，本文选取除了地理距离之外的地理变量 （共同语言、边界、殖民）作为排除变量。

四、实证检验

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逆米尔斯比率变量均显著不为零，表明

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进行估计是有效的。为了进一步研究政策实施时间的影响并检验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使用ｐｏｌｉｔ不同的滞后期进行估计，此处主要关注政府支持政策强度ｐｏｌｉｔ的系数大小以

及显著性变化，结果如表４所示。
综合表３和表４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一致，可见，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

得到的结果是稳健的。欧盟风电和光伏产业产品出口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核心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变量ｐｏｌ的系数在选择方程和行为方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欧

盟在风电和光伏产业的支持政策提高了产品出口的概率并有效促进了产品出口，但对风电和光伏产

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差异性，风电的支持政策对出口的促进更大。纳入不同滞后期得出的结果

显示，支持政策促进风电产品出口的估计结果一直很稳健，风电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在五年

内得以保持；而在光伏产业中，政府的支持政策在４到５年后即在统计上不再显著，表明政府支持

—８０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表３　风电产业与光伏产业的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Ｗｉｎｄ选择方程 Ｗｉｎｄ行为方程 Ｓｏｌａｒ　ＰＶ选择方程 Ｓｏｌａｒ　ＰＶ行为方程

ｐｏｌｉｔ １．６１４　１＊＊＊ ５．６９２　６＊＊＊ １０．９０５　４＊＊＊ ２．２００　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５）

ｌｎｄｅｍｊｔ ０．０４８　４＊＊＊ ０．１２８　９＊＊＊ ０．０３６　１　 ０．０１７　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０） （０．４５３）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５．７５２　６＊＊＊ ３．５５３　７＊ ６．４９８　３＊＊＊ ７．５６６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ｌｎｇｄｐｊｔ ２．４８４　２＊＊＊ ２．８５３　０＊＊ ４．２７７　６＊＊＊ ０．６０５　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２）

ｌｎｄｉｓｉｊ －０．３３１　６＊＊＊ －１．７６１　９＊＊＊ －０．５８３　１＊＊＊ －１．１６１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进口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出口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　０４０　 ５　２０２
ｌａｍｂｄａ －０．８３２　０＊＊＊ －１．６９３　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注：＊、＊＊、＊＊＊ 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４　政府政策实施时间的影响检验

ｐｏｌｉ，ｔ－１ ｐｏｌｉ，ｔ－２ ｐｏｌｉ，ｔ－３ ｐｏｌｉ，ｔ－４ ｐｏｌｉ，ｔ－５

Ｗｉｎｄ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４．８５６　４＊＊＊ ５．２１９　９＊＊＊ ５．６９２　６＊＊＊ ５．４２７　９＊＊＊ ５．１７７　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Ｓｏｌａｒ　ＰＶ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３．０２０　１＊＊＊ ２．９１３　３＊＊＊ ２．２００　８＊ ０．７４８　４ －０．６１６　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５） （０．５１１） （０．６３５）

　　 注：＊、＊＊、＊＊＊ 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政策对风电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是显著且 长期持续 的，而对光伏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显著但较短

暂①。

对风电和光伏产业，变量ｌｎｄｅｍ的系数呈现不同的特征。其中，风电产品的出口受到进口国需

求的显著正向影响，当一国内部需求增加时，能相应导致欧盟国家的出口增加，表明欧盟国家的风

电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而光伏产业的ｌｎｄｅｍ系数不显著，说明光伏产品的出口与进口

国需求无显著关系。其他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系数的方向都符合经济预期，但显著水平在两

个产业间有差异。出口国ＧＤＰ对本国风电和光伏产品的出口概率和规模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

口国ＧＤＰ的影响在风电产业中显著为正，而在光伏产业中不具有显著性。两国之间的距离变量对

出口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中风电产品贸易对距离的敏感度 （－１．７６）高于光伏产品贸易对距离

的敏感度 （－１．１６）。

本文在分析了风电和光伏产业的技术特点后，认为造成两者检验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二者

的技术性质和市场结构差异。风电产业链主要包括零部件制造商、整机制造商和风电运营商，其核

心设备风力涡轮机是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和沉淀，通过产品创新加强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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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笔者分析了８期滞后的情景，受篇幅限制只在表４展示了５期，在其后３期风电产业的效应仍是显著的，而

光伏产业不再显著。



力，技术门槛 高，先 行 企 业 一 旦 取 得 了 领 先 优 势，其 他 企 业 难 以 赶 超，产 业 的 集 中 度 较 高。据

ＧＷＥＣ的数据计算，２０１９年全球风机制造业的ＣＲ４达到５８．５％，ＣＲ８达到８０．７％，是极高寡占

型市场［３７］。光伏产业链的上游为硅料、硅片环节，中游为电池片、电池组件环节，下游为应用系

统环节。这一产业的快速发展源于２００４年德国出台ＥＧＧ法案，之后许多欧盟国家大力补贴支持光

伏发电产业，受国际市场刺激，上游硅料价格暴涨，刺激了中上游产业链的扩张。这些部门的技术

门槛低，建设周期短，资源投入强度大且资金密集，产品的可复制性强、价格透明、竞争激烈，先

行企业维持领先优势的难度较大，产业的集中度较低。基于上述差异，政府的支持政策能更好地促

进优势风电企业做大做强，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同时，技术性质和市场结构的差异也使得当进口国

的市场扩大时，在光伏产业的招投标中更易出现低价竞争，导致欧盟的光伏产品容易被其他国家所

替代，因此，进口国的市场需求对光伏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由于风电产品中风力涡轮机

尺寸大、吨位高，相应的运输成本较高，而ＰＶ板相比而言运输成本低，因此，风电产品出口对距

离的敏感度更高。

五、中国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的冲击分析

２００６年以来，中国颁布了 《可再生能源法》，并出台了对可再生能源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实施

上网电价和税收优惠、强制性市场配额和并网接入等支持政策。这促进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进入

加速发展期，并在国际市场上与欧盟展开竞争。作为对中国竞争压力的回应，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期间，
欧盟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进行了 “双反”调查并采取了制裁措施。可见，作为国际市场上的博弈

方，中欧在可再生能源产业上的支持政策及其效应是互相影响的。为了分析中国的支持政策对欧盟

支持政策效应的影响，本文计算了中国支持政策强度ｐｏｌｃｔ，并将其纳入模型，检验其是否产生门

槛效应。
采用 Ｈａｎｓｅｎ［３８］提供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选取中国对风电和光伏产业的支持政策作为门槛变

量，构建如下非线性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ｌｎ（ｔｒａｉｊｔ）＝β０＋β１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ｊｔ）＋β３ｌｎ（ｄｅｍｊｔ）＋β４ｐｏｌｉ，ｔ－３（ｐｏｌｃｔ≤η）

＋β５ｐｏｌｉ，ｔ－３（ｐｏｌｃｔ＞η）＋εｉｊｔ （５）
其中，ｐｏｌｃｔ 为门槛变量，η是门槛值，ｐｏｌｉｔ为受门槛变量影响的解释变量。面板门槛模型估计

首先要检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若存在门槛效应，则确定具体门槛值，并估计不同门槛区间下的参

数值。表５的检验结果显示，在风电产业，欧盟支持政策对产品出口具有门 槛 效 应；而 在 光 伏 产

业，单一门槛检验结果的ｐ值大于０．１，表明不存在门槛效应。

表５　门槛效应检验

变量 门槛数 Ｆ值 Ｐ值 １０％ ５％ １％ ＢＳ次数

ｐｏｌｃ风电 单一门槛 ３２．９５＊＊ ０．０１２　０　 １５．４８１　４　 ２０．２１５　６　 ３３．３１９　６　 ５００
双重门槛 １５．５５　 ０．１２８　０　 ２０．８６５　２　 ２９．９９５　４　 ４６．４２１　２　 ５００
三重门槛 ２．４９　 ０．７６６　０　 １０．８０４　３　 １３．３１０　７　 １９．６３２　７　 ５００

ｐｏｌｃ光伏 单一门槛 ５．２２　 ０．３２０　０　 ７．９３０　０　 ９．８８８　１　 １４．０２９　０　 ５００

　　　　注：＊、＊＊、＊＊＊ 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ＢＳ次数是指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反复抽样的次数。

进一步考察在风电产业中，欧盟支持政策在不同门槛区间下对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如表６所

示。由表６可知，在风电产业，欧盟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对产品出口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中国对

风电 产 业 的 支 持 政 策 强 度 小 于０．００１　３时，欧 盟 支 持 政 策 对 该 地 风 电 产 品 出 口 的 促 进 作 用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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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８２５　６，而当中国对风电产业的支持政策强度大于０．００１　３时，欧盟支持政策对该地风电产品出口

的促进作用为９．４９３　５，其促进作用减弱。

表６　风电产业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ｇｄｐｉｔ ｌｎｇｄｐｊｔ ｌｎｄｅｍｊｔ ｐｏｌｉ，ｔ－３ （ｐｏｌｃ≤０．００１　３） Ｐｏｌｉ，ｔ－３ （ｐｏｌｃ＞０．００１　３） 常数项

系数 ２．０９７　３　 ０．４３９　５＊ ０．０８４　６＊＊ ２５．８２５　６＊＊＊ ９．４９３　５＊＊＊ －５６．６３７　８＊＊＊

　　 注：＊、＊＊、＊＊＊ 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检验结果，风电产业存在单一门槛，而光伏产业没有检测出门槛效应。出现这一结果可能

与两个产业的技术和市场特点有关。风电产业的技术门槛高，头部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高。在这一产

业发展前期，欧盟企业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其支持政策对该地风电产品的出口促进作用明显。中

国的支持政策较弱时，虽然能促进本国风电产业发展，但对欧盟风电产业的影响不大。当中国对风

电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到一定门槛之上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产生了明显的规模效

应，使得企业能通过规模扩张降低成本，并有效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使中国企业形成了相对于欧

盟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风电产业的支持政策对欧盟风电产业支持政策出口效应的 “阻击”
作用更明显。ＢＰ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间欧盟风电装机容量的年增长率为１２．２％，而同

期中国为４４．３％，２０１８年全球前１０位风机制造商中有４家来自中国。中国风电产业的高速发展对

欧盟风电产品出口带来的冲击是导致欧盟政策促进作用减弱的直接因素。
而光伏产业，特别是光伏产业链的中上游环节 的进 入门 槛较 低。２００７年国际市场硅料价格大

涨，次年为了防止经济硬着陆，中国推出了４万亿的基建投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地方政

府纷纷将光伏产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随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导致各地涌现出大批

光伏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处于生产链的中上游，技术含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依靠互相压价进

行竞争。这种低价竞争很快导致了光伏产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国际市场硅料价格暴跌，大批企业破

产倒闭。因此，虽然我国的光伏产业与风电产业一样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光伏产业并没有因此

实现整体技术水平的升级。所以，中国光伏产业支持政策力度增加对欧盟光伏产业支持政策的出口

效应的影响没有明显的变化，即不会表现出门槛效应。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欧盟风电和光伏产业为研究对象，使用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欧盟主要可再生能源产品贸易国

的数据，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选择模型分析了欧盟各国的支持政策以及进口国的国内市

场需求对欧盟风电和光伏产品出口的影响，之后以中国的支持政策为门槛变量，检验了中国的支持

政策对欧盟风电和光伏产品出口的冲击。研究的主要发现有：（１）欧盟在风电和光伏产业实施的支

持政策对产品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支持政策强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促进风电产品出口

增加５．６９％，光伏产品出口增加２．２０％。在风电产业中这种影响是显著且长期持续的，而在光伏

产业中影响是显著但短暂的，政策实施后４到５年即在统计上变得没有意义。（２）在风电产业中，
进口国的市场需求对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光伏产业中影响不显著。（３）受中国支持政策

的影响，在风电产业中存在显著的单一门 槛 效 应，当 中 国 对 风 电 产 业 的 支 持 政 策 强 度 高 于 门 槛 值

后，欧盟支持政策对其风电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大幅下降，在光伏产业中则不存在门槛效应。两个

产业的技术性质和市场结构差异是造成政策影响差异的重要原因。
综上，支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使得欧盟在这一领域取得领

先优势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进而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最大、比重最高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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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竞争者出现，欧盟支持政策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趋于减弱。可再生能源产业

也是我国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对象，欧盟的经验对我国制定支持政策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支持政策是促进新兴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实际操作中，有多种具体的

支持政策可供选择。上网电价补贴是我国以往对风电和光伏产业的主要支持政策，对促进这两个行

业的迅速扩张、积累行业特定的人力资本、提高研发能力、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等提供了 巨 大 支

持，但也带来了产能过剩、财政负担加重、补贴政策难以为继等问题。面对这种困境，我国可参考

欧盟国家实施的多样化支持政策，调整政策目标，从直接补贴供给方的产出转向补贴需求端和支持

技术研发，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过度投资和浪费。
其次，支持政策对不同产业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相比于光伏产业，对

风电产业的支持政策能产生更显著和持久的作用。产业的技术特征以及市场集中度差异等可能是产

生这种异质性的原因。在发展的初期，支持政策能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支持政策的作用下，
风电产业能形成拥有核心技术、有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而光伏产业却出现了企业的过度进入，
大量企业普遍亏损甚至依靠补贴都难以维持。此时继续实施原有的支持政策不仅会加大财政压力，
还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奖优罚劣的作用，不利于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和长远健康发展。因此，政

府不仅仅在制定支持政策时需要研究评估预期效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要不断监测和评估政策的

实施效果，分行业进行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分析，根据其变化调整支持政策的内容和力度。
最后，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受与他国博弈的影响，本国支持政策的效应是变化的。本文

分析显示，欧盟支持政策的效应受中国相关政策的影响，中国政策会削弱其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实

际上，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光伏和风电产业国际市场份额的变化显示，我国对光伏和风电产业的支

持政策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但也因此引发了欧盟和其他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和报复。因此，政

府在制定和评估支持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市场变化和竞争对手的反应，做出策略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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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３．
［７］Ｂｅａｓｏｎ，Ｄ．，Ｄ．Ｅ．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Ｊａｐａｎ（１９５５—１９９０）［Ｊ］．Ｔｈｅ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９６（２）．

［８］Ｌａｎｇｎｉｓｓ，Ｏ．，Ｒ．Ｗｉｓｅｒ．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　Ｔｅｘａｓ：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
ｃｙ，２００３（６）．

［９］Ｂｉｒｄ，Ｌ．，Ｍ．Ｂｏｌｉｎｇｅｒ，Ｔ．Ｇａｇｌｉａｎｏ，ｅｔ　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５（１１）．

［１０］Ｇａｎ，Ｌ．，Ｇ．Ｓ．Ｅｓｋｅｌａｎｄ，Ｈ．Ｈ．Ｋｏｌｓｈｕｓ．Ｇｒｅｅ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Ｊ］．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７（１）．

［１１］Ｌｉａｏ，Ｃ．Ｈ．，Ｈ．Ｈ．Ｏｕ，Ｓ．Ｌ．Ｌｏ，ｅｔ　ａｌ．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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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Ｎ．，Ｉ．Ｈａｓｃｉｃ，Ｄ．Ｐｏｐｐ．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１）．
［１３］Ｄｏｎｇ，Ｃ．Ｇ．Ｆｅｅｄ－ｉｎ　ｔａｒｉｆｆ　ｖ．ｓ．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２，４２．

［１４］Ｚｈａｏ，Ｙ．，Ｋ．Ｋ．Ｔａｎｇ，Ｌ．Ｌ．Ｗａｎｇ．Ｄｏ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Ｊ］．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３，６２．

［１５］Ｃａｏ，Ｊ．，Ｆ．Ｇｒｏｂ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２）．

［１６］Ｇｒｏｂａ，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
ｓｉ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４（５）．

［１７］韩超．新能源产业发展态势、政府扶持逻辑与政策调整方向———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Ｊ］．国际贸易，２０１３（９）．
［１８］周亚虹，蒲余路，陈诗一，等．政府扶持与新型产业发展———以新能源为例［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５（６）．
［１９］王思聪．政府补贴政策演进对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影响研究［Ｊ］．价格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８（９）．
［２０］傅京燕，吴丽敏．制度和环境政策影响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出口贸易吗———基于出口深度和广度的视角［Ｊ］．

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５（１２）．
［２１］何凌云，张丽虹，钟章奇，等．环境 不 确 定 性、外 部 融 资 与 可 再 生 能 源 投 资———兼 论 政 策 有 效 性［Ｊ］．资 源 科

学，２０１８（４）．
［２２］Ｌｏｎｇｏ，Ｒ．，Ｋ．Ｓｅｋｋａ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ｒａ－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Ｊ］．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８）．
［２３］Ｌｉｎｎｅｍａｎｎ，Ｈ．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６．

［２４］陈静，Ｓ．Ｓａｍｎａｔｈ，胡昭玲，等．东 亚 零 部 件 贸 易 影 响 因 素 及 特 点 分 析：基 于 引 力 模 型 的 测 算（１９９２～２００６）
［Ｊ］．世界经济，２００９（１１）．

［２５］罗来军，罗雨泽，刘畅，等．基于引力模型重新推导的双边国际贸易检验［Ｊ］．世界经济，２０１４（１２）．
［２６］吴小康，于津平．进口国通关成本对中国出口的影响［Ｊ］．世界经济，２０１６（１０）．
［２７］张凤，张倩慧，冯等田，等．毗邻效应、出口经验溢出与企业出口行为［Ｊ］．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１２）．
［２８］秦臻，倪艳．ＷＴＯ成立以来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 国 农 产 品 出 口 影 响 研 究———基 于 多 边 贸 易 阻 力 的 两 阶 段

引力模型［Ｊ］．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１３（１）．
［２９］吴小康，于津平．进口国通关成本对中国出口的影响［Ｊ］．世界经济，２０１６（１０）．
［３０］Ｊｈａ，Ｖ．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ｇｏｏｄｓ：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ｐｌａ－
ｙ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Ｊ］．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０９，９２．

［３１］Ｖａｎ　Ｂｅｅｒｓ，Ｃ．，Ｊ．Ｃ．Ｊ．Ｍ．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ｕｌｔｉ－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Ｊ］．Ｋｙｋｌｏｓ，１９９７（１）．
［３２］Ｓａｗｈｎｅｙ，Ａ．，Ｍ．Ｅ．Ｋａｈ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ｅｘ－
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２，４６．

［３３］Ｋｕｉｋ，Ｏ．，Ｆ．Ｂｒａｎｇｅｒ，Ｐ．Ｏｕｉｒ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９（２）．
［３４］孙林，倪卡卡．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及国际比较———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Ｊ］．

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３（４）．
［３５］Ｓｉｌｖａ，Ｓ．，Ｔ．Ｓｉｌｖａｎａ．Ｔｈｅ　ｌｏｇ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４）．
［３６］Ｈｅｌｐｍａｎ，Ｅ．，Ｍ．Ｍｅｌｉｔｚ，Ｙ．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ｓ［Ｊ］．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２）．

［３７］Ｇｌｏｂａｌ　Ｗｉ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ＧＷＥＣ）．Ａｎｎｕ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ｉ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ｇｗｅｃ．ｎｅｔ／ｇｌｏｂ－
ａｌ－ｗｉ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９／，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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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伟丽，等：产业支持政策、进口国市场需求对欧盟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３８］Ｈａｎｓｅｎ，Ｂ．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ｎ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ＥＵ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ＨＯＵ　Ｗｅｉ－ｌｉ，ＬＩ　Ｓｉ－ｍｉｎ，ＬＩＵ　Ｘ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ｓ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６ｔｏ　２０１７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ｓ　ｉｎｔｏ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ＥＵ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ｏｒｔ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Ｕ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ｓｏｌａｒ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ｙ　ｏｎｅ　ｐｅｒｃｅｎ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ｗｉ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５．６９％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ｏｌａｒ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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