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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 Hallak 提出的产品质量影响双边贸易方向的质量模型，构建基于单位价值、国家之间距离和人均收入等变量

的出口产品质量实证模型，测度了 2003—2013 年中国、印度和巴西三个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国的 HS6 位码的产品质量，并

对中国、印度和巴西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质量升级进行比较研究，据此提出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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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Hallak Product Quality model, we construct an empirical product quality model adopting unit value, dis-
tance between countries, income per capita. This research measures Chinese, Indian and Brazilian manufacturing quality of HS6 
products that export to the U.S., from 2003 to 2013. And we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China’s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abi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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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巴西和印度对外贸易概述

质量问题是中国出口产品目前最重要和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伴随着《质量发展纲要

（2011—2020）》的出台，打造“质量制造强国”成

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进行产业升级的重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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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问题也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从 20 世

纪 70 年代开始，人们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国际贸易

理论在研究垄断竞争模型的过程中开始研究产品种

类和产品差异，进而开始了产品质量的研究。有关

质量的文献浩如烟海，纵观学术界对于质量阶梯、

国际分工新格局和质量升级问题的研究，已有的文

献形成了出口产业质量升级机制和路径研究的主要

研究范式。

出口产业最优质量的选择机制。出口产品的

质量高低取决于出口目的国的质量需求，运用博弈

论的匹配理论模型，通过提高对外贸易厂商之间产

品的匹配程度来提升整个产业的产品质量。出口产

业质量升级的动力研究 ,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促使

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更接近最高质量的世界质量边

界，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体现在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寻找新的核心产品，承担质量阶梯不断攀升的产业

转移和专业化。出口产业质量升级的机制和路径 [1] 
将“质量升级机制”引入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

和工资差距的问题。探讨了技术轨道与路径依赖之

间的关系即技术上的路径依赖性，阐述了利用路径

依赖理论理解技术轨道的方法，引入实例研究阐明

利用路径依赖理论能有效地理解企业部门发展所涉

及的改进生产过程的技术轨迹。结论表明路径依赖

理论能有效地解释在复杂工业链中企业与技术轨道

的稳定和变动。一些学者也发现路径依赖这一经典

理论能解释在企业中难以推进体制改革的原因，对

于企业在短期进行产品质量升级有借鉴价值。总之

利用路径依赖理论促进质量升级具有重大价值。还

有学者探究了进口、质量互补性及技能需求之间的

相互关系。刘伟丽和陈勇 [2] 运用 Khandelwal 的模

型对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进行测量，研究发现中国

应该发展质量阶梯较短的产业，并且中国进口最终

产品质量高于中间产品质量，发展加工贸易可以促

进出口和产品质量升级。刘慧 [3] 考虑企业异质性因

素，利用高斯混合模型 (GMM) 估计，对工业面板

数据进行了质量的测算，并验证出质量升级对产品

出口影响是显著的，且因质量而异。充分验证了中

国应该极力提升产品质量，加快质量升级来促进实

现在国际市场份额的增加，而不是仅仅靠数量赢得

出口份额。李坤望等 [4] 基于市场进入的角度从微观

机制层面研究了中国出口产品品质的演化，指出了

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是存在低品质产品，再次说明

中国出口贸易模式要想加速转变则必须要将升级产

品品质作为核心发展方式来替代以量及价格的出口

模式。

国内外学者对出口产业质量升级机制和路径研

究做了很多重要而有效的研究，鉴于质量问题至关

重要，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研究

中国承接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的产业转型和转移过程

中，中国、巴西和印度的产业质量升级机制的路径，

加快以培育技术和质量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新优

势，促进出口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2014 年中国总贸易额达到 43 003.64 亿美元，

在一定程度上比 2013 年有所增长，总进出口增长 
2.3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正在减慢，急需

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中国主要出口国家为发达国

家，其中美国、日本、韩国是中国进出口额较大的

国家。表 1 显示，2005—2014 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

总额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009 年由于国际金融风

暴，中国出口额减少，2010—2014 年中国出口增长

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即出口速度放缓，部分原因是

因为当今的国际环境世界市场总需求降低，发展中

国家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同时发达国家的带动作用

逐渐减弱。

表 2 显示，印度主要出口国家为美国、阿联酋、

中国、新加坡、英国五个国家，2013 年印度对美国

的出口额达 419.57 亿美元，占同期印度出口总额

的 12.46 %。美国是印度的第一大出口国，美国的

经济直接影响印度的出口贸易，2014 年美国经济好

转，美国消费能力增强使得印度对美国出口额保持

表 1 2005—2014年中国对主要出口国家的出口总额
亿美元

国家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美国 1 631.80 2 038.01 2 331.69 2 528.44 2 212.95 2 837.80 3 250.11 3 524.38 3 690.64 3 971.05
日本 839.86 916.23 1 020.62 1 161.32 979.11 1 210.44 1 482.69 1 516.27 1 501.33 1 494.10
韩国 351.08 445.22 564.32 739.32 536.80 687.66 829.20 876.74 911.65 1 003.35

注：数据来源为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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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占同期印度出口总额的 13.44 %，印度对其

他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则出现不同程度地下降。

表 3 表明，中国是巴西最大的出口国，2014 年

巴西对中国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 18.04 %, 美国紧

跟其后，其出口额占比为 12 %。2014 年，在贸易

逆差下，巴西对美国出口贸易仍持续增长，对其他

国家的出口贸易出现不同程度地下降。

总体来看，美国在中国、印度和巴西最主要

贸易伙伴中的出口份额中位居前列，总体属于占

中国、印度和巴西出口市场首位的水平。印度与

中国出口产品特性相似，中国与巴西在产业上能

形成优势互补，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出口产品质

量相对于发达国家都是有一定差距的，都需要产

业升级并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因此本文选

择美国作为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出口目的地来衡

量出口产品质量是能反映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出

口产品质量水平的。

二、模型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式是基于 Linder[5] 的需求相

似理论，建立四个假设，第一个假设前提是假定产

品的质量越高，产品的价格越高；第二个假设前提

为假定产品价格在一定的情况下，随市场份额的增

加，产品质量越高；第三个假设前提是发达国家具

有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优势，因此在出口产品质量水

平上，发达经济体的质量高于发展中国家；第四个

假设前提为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消费高

质量产品需求的特征。本文在 Hallak 和 Schott[6,7]

的文章基础上，构建的基于产品价格与产品质量相

关，并利用引力模型测算进出口的产品质量，并且

通过人均收入和对产品质量总需求之间的关系，研

究质量如何影响需求。

Hallak 的质量测度模型主要依据进出口产品的

单位价值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研究中国、巴西和印

度出口到美国产品的出口产品质量。首先，从需求

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国家 k 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消

费者有双重的效用函数，一个效用部分是可以识别

出具有差异产品的部门 z = 1, ..., Z, 另一个效用部分

是具有同质产品特质的部门 g = Z + 1, ..., G。

    
1 1[ , , , , , , , , , ]k k k k k k k

z z z g gU U u u u u u u+=    

   
（1）

式（1）中的 uk
z 是包含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一个函

数，被定义为在部门 z 中的所有不同种类的产品 h，
其中 h ∈ Hz。

表 2 2005—2014 年印度对主要出口国家的出口总额
亿美元

国家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美国 165.43 187.05 201.33 214.07 191.28 235.87 329.19 371.71 419.57 426.85 
阿联酋 84.22 114.52 144.47 190.97 254.16 274.12 373.69 357.81 339.80 329.20 
中国 71.84 78.29 94.92 100.94 103.70 174.40 167.18 147.29 164.17 134.34 
新加坡 54.28 61.27 63.90 88.54 68.28 90.66 156.27 135.53 141.89 96.77 
英国 49.59 53.84 62.87 65.98 65.29 64.36 88.79 81.00 105.59 96.65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data。

表 3 2005—2014年巴西对主要出口国家的出口总额
亿美元

国家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美国 228.10 247.74 253.36 277.35 157.45 192.40 259.43 268.50 248.66 271.45 
阿根廷 99.30 117.40 144.17 176.06 127.85 184.37 227.09 179.98 196.15 142.82 
中国 68.35 84.02 107.49 164.03 201.91 307.52 443.15 412.28 460.26 406.16 
荷兰 52.86 57.49 88.41 104.83 81.50 102.22 136.40 150.41 173.26 130.36 
德国 50.32 56.91 72.11 88.51 61.75 80.80 90.39 72.77 65.52 66.30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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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表示国家 k 中的 z 部门的效应，是关于每

一个产品 h 的质量 θ和产品 h 的数量 q 的拉格朗日

替代函数。γk
z 为国家 k 对质量的偏好强度，其与收

入具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这个关系是基于一个假

设得到的，平均收入较高的国家消费高质量产品的

比例较高，所以有了收入效应进行调整的质量，对

产品的效用产生了影响。

一个典型的消费者，也具有两部分的预算，他

所有的预算分别花费在不同的部门 Ek
1, ..., E

k
z, ..., E

k
G，

第一部分预算花费在部门 z 中的差异产品 h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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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σz = 1/(1–αz) > 1，是替代弹性；pk
h 为产

品 h 被国家 k 的消费者消费时的价格；sk(h) 为产品

h 在国家 k 的消费份额。

其次，在行业部门层面，对两国进出口所产生

的贸易量进行分析。国家 i 在部门 z 中生产 Niz 个不

同的产品种类，假设这些种类都是对称的，他们具

有同样的质量份额和同样的销售价格。那么将式（3）
进行加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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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国家 i 出口到国家 k 的产品价格是否有

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例如，两国之间的距离、国家

之间的优惠贸易安排和协定、国家之间的语言不同

等因素可以影响两国之间的产品价格。所以从国家

i 出口到国家 k 的产品价格 impk
iz，包含了没有观察

到的这些信息，表示为 τk
iz，假设

                             
k k
iz iz izp p τ=    （5）

式（5）为产品的进口价格与出口价格之间的差距，

还包括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因素。将式（5）代入

式（4）得到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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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6）两边求自然对数，得到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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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式（7）中 θiz 为 z 部门国家 i 的产品质量；假设 τ
与产品的距离和国家之间的语言相关，那么得到

式（8）：

           ln lnk k k k
iz z i z i izDist I vτ η β= + −   （8）

根据上文 γk
z 与收入具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那

么得到式（9）：

                        lnk k
z z z yγ γ µ= +    （9）

将式（8）和式（9）代入式（7）得到式（10）：

   

ln ln

ln ln

k k k k

k k
iz iz z z z i z i

z z iz iz

imp Dist I
y

ϕ ψ σ η β

σ µ θ ε

= + − + +

+



   （10）
 

三、实证分析

本文用出口价格（即单位价值）指数估计质量

指数，主要测度中国、印度和巴西制造业的出口产

品质量，测度他们同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质量，所

以数据主要包括中国和美国、印度和美国、巴西

和美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采用 2003—2013
年 2002 版本 HS6 分位码下取得的双边贸易额，数

据来源于联合国的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UN com-
trade），出口产品的价格即单位价值由贸易额数据计

算得来；人均国民收入的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

（Word Bank WDI） 数据库；各国到美国的地理距离

是依据百度地图测算出的两国首都城市之间的直线

距离；语言数据以每个国家是否使用英语为标准。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指导出口的产品价格与

产品的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两国之间的距离具有

直接关系，所有数据可以构建一个线性函数，两国

之间贸易的出口价格（单位价值）piz 可以表示为 
式（11）：

   0 1 2 3z z iz z i z

US
iz i izln p ln ln y ln Dist ξζ ζ θ ζ ζ= + + + +    （11）

式（11）中，piz 为国家 i 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单

位价值）；θiz 为 z 部门国家 i 的产品质量；yi 为国家

i 的人均收入；Disti
US 为美国到国家 i 的距离，这是

基于引力模型，两国之间的距离越远，运输距离和

运输成本则会越高，距离越远产品的价格就会越高，

则两国贸易产品的质量越高；ξ iz 为残差项。将式（11）
进行变形，求出 θiz 的等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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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2）代入式（10）得到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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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 k k
iz iz z z z i z i

k k

US k

z iz z i

z i iz

imp Dist I

ln p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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ϕ ψ σ η β

ζ ζ

ζ ξ

= + − + +

+ +

+



（13）

通过获得的数据，本文对中国及对比参照国进

行质量指数的测算，作为参照国的巴西、印度是和

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大国，对比质量测算，对比质量

升级能力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回归式（13）得到的

回归结果见表 4。
根据表 1 的结论，将回归出的系数带入式（13）

得到式（14），将数据带入式（14）得到

 ln 1.871 0.000 025 27 ln 0.0051

0.092 77ln ln 0.000 0651 ln ln

0.021 39ln ln

k k k

k

iz i i

iz
k

US k
i

i iz

imp Dist I

p y y y

Dist y ξ

= + − +

′

− −

+ （14）

根据对称原理，假设 1zζ ′ =
1

1

zζ ， 2 zζ ′ = 2

1

z

z

ζ
ζ ， 3 zζ ′ = 3

1

z

z

ζ
ζ ，  

那么将系数带入式（12），得到式（15）：

 
0.09277ln 0.00006517ln
0.02139ln US US

iz iz i

i

ln p y
Dist

θ
ε

= + +

+  （15）

由于 ln piz，ln yi，ln Disti
US 是已知的，简化起见，

假设 εUS = 0，那么可以通过计算测算出 2003—2013
年中国、印度和巴西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质量 ln θiz。

四、产业质量的国际比较研究

根据前面所构建的模型及实证研究得到的测

度质量的方法，以及通过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

（HS）编码与国标（GB）代码对照表将贸易产品

归类加总为相应产业，测算出 2003—2013 年中国、

印度和巴西制造业中产品的质量并整合出各产业的

质量，并做出相应质量变化趋势图。然后对部分产

业中三国的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产业的升级情

况。测算整理出的相应产业层面上的质量如表 5、
表 6 和表 7 所示。

表 5 显示了 2003—2013 年制造业的各个行业，

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的质量。总体上看产品质量都

有提升，但是提升幅度不大。木材加工及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20) 、造纸及纸制品业 (22) 、化学

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 (26) 、化学纤维制造业（28）
等 5 个行业的产品质量呈下降趋势。设备制造业

（35）、专用设备制造业（36）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37）的产品质量相对较高，2011—2013 年产品

质量均在 2 以上。造纸及纸制品业 (22) 的产品质量

最低，2013 年的产品质量为 1.36。设备制造业（35）
的产品质量由 2003年的 1.49上升到 2013年的 2.05，
产品质量提升幅度最大。

表 6 显示，2003—2013 年印度出口到美国的产

业质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饮料制造业（15）及皮革、

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19) 的产品质量小幅

度下降。设备制造业（35）、专用设备制造业（36）
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7）的产品质量相对较

高，2010—2013 年的产品质量均在 2 以上。烟草制

品业（16）的产品质量最低，2013 年的产品质量为

1.30。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0）
的产品质量由 2003年的 1.45上升到 2013年的 1.99，
与其他行业相比产品质量提升幅度最大。

表 7 表明，2003—2013 年巴西出口到美国的

产业质量基本趋势是上升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

电子设备制造业（40）的产品质量小幅度下降。设

表 4  回归式（13）得到的结果 

横截距项 ln Disti
k Ii

k ln piz ln yk ln y ln yi
k ln Disti

US ln yk

系数 ϕ iz + ψz
k –σ~ zηz βz ζ'1z ζ'2z ζ'3z

1.871 0.000 025 27 – 0.005 1 0.092 77 – 0.000 065 17 – 0.021 39
P < 2E-16 *** < 2E-16 *** < 2E-16 *** < 2E-16 *** 0.015 * < 2E-16 ***
T 127.226 110.750 –17.292 46 071.279 – 2.431 – 11.139
R2 0.999 9
F 自由度为 116 223  P < 2.2E-16 

注：*** P < 0.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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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制造业（35）、专用设备制造业（36）和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37）的产品质量相对较高，2010—
2013 年产品质量均在 2 以上。饮料制造业（15）产

品质量最低，2013 年的产品质量为 1.37。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37）的产品质量由 2003 年的 2.17 上

升到 2013 年的 2.58，产品质量的提升幅度最大。

从行业层面上看，巴西在纺织业（17）、家具

制造业（21）、橡胶制品业（29）、化学纤维制造业

（28）、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2）、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1）、
专用设备制造业（36）、电气机械制造业（39）、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7）和仪表仪器制造业（41）
等产业领域上的出口产品质量具有产业优势。印度

在医药制造业（27）、通用设备制造业（35）及通

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0）等产

业领域上的出口产品质量具有产业比较优势。中国

在烟草制品业（16）、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

工业（26）上的出口产品质量拥有产业相对比较优

势。中国需要制造业的质量升级，学习别国优势行

业的发展经验，不仅要升级自身的优势产业同时更

要提升发展处于低质量水平的科技含量高的产业，

整体都要进行产品质量升级，才能提升制造业行

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上增强产业竞争

力，否则长期可能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

巴西赶超，世界市场的份额必定会相应减少。而

巴西、印度在出口份额上低于中国，需要扩宽世

表 5 2003—2013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质量

国标行业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13 1.37 1.32 1.33 1.34 1.34 1.35 1.34 1.35 1.37 1.37 1.38
14 1.32 1.42 1.39 1.39 1.39 1.44 1.36 1.43 1.44 1.46 1.45
15 1.38 1.33 1.32 1.31 1.33 1.32 1.38 1.34 1.36 1.4 1.38
16 1.32 1.46 1.85  — 1.45 1.53 0.78 1.69 1.65 1.65 1.69
17 1.51 1.55 1.48 1.50 1.50 1.52 1.44 1.47 1.49 1.49 1.50
18 1.45 1.57 1.41 1.42 1.42 1.45 1.47 1.47 1.5 1.52 1.53
19 1.4 1.57 1.49 1.51 1.5 1.52 1.36 1.53 1.58 1.58 1.61
20 1.51 1.31 1.45 1.46 1.45 1.48 1.47 1.46 1.47 1.44 1.48
21 1.43 1.39 1.45 1.47 1.48 1.52 1.53 1.51 1.52 1.56 1.57
22 1.43 1.29 1.29 1.30 1.30 1.29 1.29 1.31 1.36 1.36 1.36
23 1.30 1.30 1.29 1.30 1.31 1.33 1.35 1.34 1.37 1.38 1.38
24 1.29 1.40 1.39 1.40 1.39 1.42 1.38 1.42 1.44 1.44 1.46
25 1.36 1.46 1.50 1.59 1.32 1.27 1.19 1.21 1.55 1.56 1.47
26 1.66 1.39 1.39 1.38 1.40 1.41 1.39 1.4 1.41 1.41 1.42
27 1.38 1.66 1.70 1.70 1.69 1.76 1.67 1.61 1.65 1.67 1.68
28 1.64 1.37 1.36 1.35 1.39 1.39 1.39 1.39 1.39 1.40 1.40
29 1.35 1.36 1.43 1.43 1.45 1.48 1.41 1.49 1.52 1.53 1.54
31 1.39 1.37 1.39 1.39 1.39 1.40 1.37 1.39 1.41 1.41 1.43
32 1.36 1.32 1.34 1.33 1.34 1.33 1.32 1.32 1.34 1.34 1.33
33 1.33 1.53 1.54 1.59 1.58 1.59 1.57 1.59 1.65 1.62 1.64
34 1.52 1.46 1.53 1.54 1.56 1.58 1.52 1.57 1.58 1.56 1.62
35 1.49 1.52 1.9 1.98 1.92 1.99 2.01 1.98 2.03 2.08 2.05
36 1.80 1.64 1.99 2.02 1.99 2.03 2.04 2.04 2.06 2.06 2.05
37 1.94 1.51 2.1 2.24 2.18 2.28 2.32 2.33 2.34 2.33 2.31
39 1.97 1.58 1.63 1.66 1.70 1.72 1.66 1.72 1.74 1.73 1.73
40 1.63 1.80 1.57 1.60 1.64 1.66 1.70 1.69 1.69 1.67 1.67
41 1.53 1.78 1.54 1.54 1.54 1.51 1.50 1.56 1.57 1.60 1.63
42 1.50 1.47 1.46 1.47 1.47 1.49 1.28 1.47 1.52 1.51 1.53

注 : 数据来源为根据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数据测算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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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出口份额，不仅在产业纵向上有所深化，也要

利用现有优势延伸到横向层面上来，尽管在制造

业方面印度、巴西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也存在很

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平衡发展。

中国、印度和巴西优势产业侧重点相异，可以互

相结合补充，在竞争中合作发展，使得金砖国家

经济总体实力上升。

五、结语

通过对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到

美国的 HS6 位码的产品质量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

得出我国及印度、巴西的制造业产品质量升级情况。

表 6 2003—2013年印度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质量

国标行业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13 1.31 1.32 1.31 1.32 1.32 1.32 1.33 1.22 1.33 1.35 1.37
14 1.33 1.33 1.32 1.41 1.41 1.41 1.40 1.18 1.42 1.43 1.44
15 1.35 1.34 1.30 1.30 1.33 1.33 1.38 1.12 1.37 1.33 1.35
16 1.22 1.01 1.04 1.19 0.91 0.91 0.98 1.60 1.25 1.58 1.30
17 1.44 1.46 1.46 1.45 1.44 1.44 1.46 1.31 1.45 1.45 1.49
18 1.47 1.44 1.38 1.48 1.51 1.51 1.49 1.51 1.51 1.53 1.52
19 1.53 1.57 1.55 1.47 1.52 1.52 1.6 1.21 1.54 1.55 1.44
20 1.23 1.35 1.29 1.43 1.41 1.41 1.47 1.15 1.50 1.50 1.51
21 1.48 1.45 1.54 1.51 1.49 1.49 1.56 1.13 1.51 1.50 1.56
22 1.29 1.30 1.30 1.28 1.29 1.29 1.29 1.19 1.29 1.31 1.33
23 1.18 1.40 1.20 1.41 1.38 1.38 1.40 1.27 1.38 1.45 1.36
24 1.38 1.37 1.38 1.41 1.41 1.41 1.40 1.2 1.42 1.43 1.45
25 1.03 1.29 1.47 1.37 1.49 1.49 1.39 0.92 1.49 1.47 1.44
26 1.34 1.35 1.37 1.37 1.39 1.39 1.41 1.02 1.44 1.43 1.45
27 1.63 1.67 1.66 1.71 1.71 1.71 1.71 0.65 1.77 1.80 1.83
28 1.35 1.36 1.36 1.36 1.36 1.36 1.34 1.11 1.38 1.40 1.39
29 1.38 1.41 1.43 1.46 1.45 1.45 1.47 1.41 1.54 1.53 1.54
31 1.36 1.34 1.35 1.43 1.44 1.44 1.44 0.85 1.45 1.43 1.46
32 1.28 1.27 1.28 1.30 1.31 1.31 1.31 1.23 1.34 1.32 1.34
33 1.45 1.47 1.50 1.53 1.60 1.60 1.59 1.45 1.66 1.64 1.63
34 1.51 1.48 1.52 1.50 1.47 1.47 1.56 1.17 1.51 1.51 1.56
35 1.96 2.02 2.01 2.07 2.08 2.08 2.02 0.77 2.01 2.03 2.04
36 1.91 1.99 2.00 1.99 2.02 2.02 1.99 1.01 2.03 2.00 2.01
37 1.82 2.02 2.04 1.97 1.95 1.95 2.11 1.31 2.18 2.09 2.18
39 1.62 1.66 1.70 1.74 1.78 1.78 1.77 1.02 1.79 1.82 1.86
40 1.45 1.46 1.40 1.82 1.95 1.95 1.8 0.45 1.93 1.94 1.99
41 1.67 1.69 1.70 1.75 1.70 1.70 1.70 0.44 1.72 1.72 1.72
42 1.36 1.45 1.40 1.61 1.62 1.62 1.57 1.11 1.61 1.66 1.65

数据来源：根据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数据测算整理而来。

总体上巴西制造业的质量最高，产品质量表现相对

较稳定，质量升级现象明显。印度受金融危机影响

最深，制造业中大部分行业质量排名较低，波动较

多，但整体制造业质量表现为升级。中国质量升级

不明显，波动趋势较多。

巴西、印度均有自己的优势行业，其质量升级

表现较好。虽然中国相对于印度、巴西是金砖国家

中的贸易大国，但是部分行业质量指数却不高，优

势很难体现，因此中国要推进产品质量升级，不仅

要横向发展，也要注意从技术、质量上纵向深化，

学习印度、巴西发展培养优势行业及国际品牌的有

效经验，不断提升制造业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从

而使得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印度、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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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借鉴中国防范国际贸易中风险的能力，维持并

继续发展优势产业。中国、印度和巴西要不断深化

经济合作才能使得各国经济的增长及产业升级有更

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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