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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东盟国家的
双边贸易效应

———基于结构引力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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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快速增加。 目前，中国与东盟已形成稳

定的、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 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三个角度深入分析“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贸易发展格局的变化及相关特征事实，具有重要意义。 为测算“一
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双边贸易效应，基于结构引力模型，采用泊松极大伪似然法进行估计，结果显

示该倡议促进双边贸易平均增加了 １０．５％。 在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后，讨论对中国与东盟的未来

发展预期与面临的风险，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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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增长迅速。 双边贸易额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４３６
亿美元增长到 ９，７５３．４ 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之比由 １０．７％提升至 １５．５％。 在新冠肺炎疫情施虐

的三年里，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规模也是不降反升，展现出双边经贸合作的强劲韧性。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东盟先后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究其原因，除了中国—东盟自贸协

定的实施效果外，“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促进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十分重要的因素。 本文将通过构建

结构引力模型，建立计量简约式，并采用泊松极大伪似然估计法（ＰＰＭＬ），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

双边贸易促进效应，并基于此，提出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倡议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 张晓静等

通过测算“一带一路”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其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① 陈虹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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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般均衡（ＣＧＥ）模型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对贸

易投资的促进效应，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的福利与贸易条件的改善。① 谭秀杰等采用随

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并研究

了贸易非效率的影响因素。② 孔庆峰等通过拓展的引力模型，验证了“一带一路”的贸易便利化措

施对沿线国家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区域经济组织、关税减免等因素的作用。③ 孙楚仁等采用双重

差分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贸易促进程度，并发现同质产品和异质产品的出口

效果不同。④ 程云洁等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

贸易出口的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数字贸易不仅受传统引力模型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新因素的

影响。⑤
截至目前，测算“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促进效应的文献较少，且受限于倡议

提出时间较短，分析局限于短期。 本文构建了结构性引力模型，可以直接估计“一带一路”倡议整

体的贸易促进效果。 同时，在计量中使用了更全面的数据和最新的估计方法使结果更准确。 本文

不仅使用了研究年限更长的数据，还在数据中包含了国内贸易的数据，保持了量化估计与引力模型

理论的一致性。 估计方法上，使用了泊松极大伪似然估计的方法，弥补了普通最小二乘估计（ＯＬＳ）
方法的不足之处。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特征事实

东盟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部分国家同时与中国陆地接壤，也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重要沿线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均建立了双边的合作备

忘录，不断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 双方在互信基础上展开的重点领

域合作显著提升，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货物贸易增长迅速，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

从出口规模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除 ２０１６ 年外的其他所有年份，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都

实现了正增长，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０．７％上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５．５％。 ２０１６ 年的出

口额虽有所减少，但占比和 ２０１５ 年基本持平，说明双边经贸关系的韧性较强（见图 １）。
从出口国别看，中国对越南出口增长最为显著。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越南出口年均增速达

到了 １７．５％，占中国对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２０％上升到 ２９％。 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最

大出口国。 同期，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年均增速仅为 ３．７％，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在东盟国家中的

排名由 ２０１３ 年的第 １ 位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第 ５ 位。 在其他东盟国家中，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的出口

规模也相对较大，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出口规模相对较小但增速仍较快。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柬

埔寨和老挝的出口平均增速分别是 １８％和 １１．３％，贸易潜力得到不断释放（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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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东盟出口规模与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图 ２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东盟各国出口的占比情况

注：２０１３ 年为内环，２０２１ 年为外环。
数据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从对东盟出口商品类别占中国该类商品出口比重看，２０１３ 年后，总体上，除饮料与烟草外，对
东盟出口的各类产品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

关物质，２０２１ 年的占比高达 ３４％。 粮食和活动物以及饮料与烟草的占比分别为 ２７％和 ２２％，位居

第 ２ 和第 ３（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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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向东盟出口产品占中国该类产品总出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机械与运输设备类产品的规模增长最快，出口额占东盟该类产品进口总额

的比重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０％上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４３％；化学及相关产品出口增速次之，同期占比由 ７％提

升至 １０％。 主要按材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成品的占比虽仍位列第 ２ 和第 ３ 位，但呈明显下降

趋势（见图 ４）。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机械与制成品对东盟的出口贸易规模比较大，但占中国该类产

品总出口额的比重只有 １２％，处于较低水平。

图 ４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东盟主要出口产品占东盟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从进口规模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自东盟进口额不断上升，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的年均

进口增速达到 ８．６％。 ２０２１ 年，中国从东盟的进口达到 ３９５１ 亿美元，增长 ３０．８％。 自东盟进口占中

国总进口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２０２１ 年达到 １４．７％（见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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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自东盟进口规模与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从进口国别看，马来西亚一直保持中国自东盟进口第一大国的位置。 ２０２１ 年，马来西亚进口

商品额占中国自东盟进口之比接近四分之一，达到 ２４．８％，但与 ２０１３ 年比，下降了近 ５ 个百分点。
越南快速紧追，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中国从越南进口的平均增速为 ２２％，占比由 ９％快速增长至 ２３．３％。
马来西亚和越南两国进口合计已占中国自东盟进口的约半壁江山。 印度尼西亚以 １６．４％的占比排

名第三。 文莱、柬埔寨和老挝的进口合计占比仅为 １．７％，但增速很快。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中国从文

莱、柬埔寨的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为 ６１％和 ５５％（见图 ６）。 未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产品需求将进

一步增加，双方贸易潜力巨大。

图 ６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中国自东盟各国进口占比情况

注：２０１３ 年为内环，２０２１ 年为外环。
数据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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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自东盟各类进口品占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看，中国进口的动植物油、脂和蜡产品大

部分来自东盟国家，占比最高时达到 ６５．５％。 饮料和烟草来自东盟的进口占比最低。 从趋势上看，
动植物油、脂、蜡，以及食物和活动物等两类产品在中国进口占比中呈下降趋势，其余产品多为上升

走向（见图 ７）。

图 ７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从东盟进口的各类产品占中国该类产品总进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机械与运输设备类产品的规模最大，２０２１ 年占东盟该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４６％，与出口类别极为相似，这也体现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产业内分工日趋深化。 矿物燃料、润滑

剂及相关物质的进口占比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３％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５％，位居第 ２。 按原材料分类的制

成品占比也由 ６％提升至 １０％。 未列明的化学及有关产品和动物及植物油类产品的进口则呈下滑

趋势，占比分别由 １１％和 ３％下降至 ８％和 ２％。 在所有产品中，进口贸易规模最小的是饮料和烟草

类产品。
随着中国—东盟间贸易的快速增长，双边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 我们使用鲍德温（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０３）构造的枢纽度衡量（ＨＭ）指数测算中国出口对东盟的依赖程度，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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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ｘ ｉｊ与 ｍ ｉｊ分别是 ｉ 国出口到 ｊ 国，以及 ｉ 国来自 ｊ 国的进口的名义贸易额，ｘ ｉ 与 ｍ ｉ 是 ｉ 国
的总出口和总进口额。 枢纽度衡量值介于 ０ 到 １００％之间，值越大，代表双边的贸易依赖度越

高。 结果发现，中国对东盟整体的枢纽度衡量指数不断提升，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９．９％上升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２．２６％，体现了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商品贸易的往来联系日益紧密，贸易依赖度

不断提升。 从具体国别来看，２０１３ 年之前中国对新加坡的贸易依赖度最高，２０１３ 年后被越南取代。
中国对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出口依赖度近些年小幅上升，对老挝和文莱的贸易依赖度最低

（见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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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 ＨＭ 指数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计算而来。

（二）中国是东盟服务贸易的净进口国，未来扩展空间很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整体呈增加态势，且中国是东盟服务

贸易的净进口国。 据统计，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规模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

重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９．３％上升到了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０．２％。① 其中，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东盟服务贸易出口占中国

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为 １２．１％；同期的进口占比小幅上升，由 ８％升到 ９％。 中国与东盟服务

贸易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低于货物贸易（见图 ９）。 未来，中国与东盟在服务贸易方面有较

大的扩展空间。

图 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中国对东盟服务贸易的进出口规模及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世贸组织平衡服务贸易（ＢａＴＩ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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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经合组织—世贸组织平衡服务贸易（ＢａＴＩＳ）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出。 除特殊注明外，本节数据均为
作者根据该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出。



从国别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新加坡一直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国，双边服务贸易规模占中国

与东盟服务贸易总额的近一半。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与中国的服务贸易规模加

起来占东盟总体的 ５１％左右，文莱、柬埔寨、缅甸、老挝与中国的服务贸易规模微乎其微（见图 １０）。

图 １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东盟各国服务贸易占比情况

注：２０１４ 年为内环，２０１９ 年为外环。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世贸组织平衡服务贸易（ＢａＴＩＳ）数据库。

从服务贸易种类看，本文只选取了旅游服务、运输服务、电信、电脑与信息服务、知识产权费用

等四类有代表性的服务。 其中，旅游服务贸易的规模最大，其次是运输贸易，知识产权费用的贸易

规模最小，但其贸易增速最快。 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东盟的知识产权进出口额是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倍多。 从

各类服务贸易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看，知识产权交易占比最低，约为 ３％，说明双方在技术

专利和知识创新方面都有待提高。 运输服务占比最高，约为 １１％，体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货

物贸易往来频繁。 旅游服务与电信、电脑与信息服务的占比平均为 １０．１２％和 ８．２９％（见图 １１）。

图 １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中国与东盟各主要服务贸易种类的规模与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世贸组织平衡服务贸易（ＢａＴＩ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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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贸易有望成为未来双边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东盟间的数字化相关政策与战略对接合作愈发紧密，信息互

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跨境数字服务的试点工作逐步开展，有力促进了双边数字贸易的发展。
从信息与通信技术（ＩＣＴ）贸易来看，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在逐渐增加。 据统计，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东盟的信通技术出口增加了 １１５．９％，同期，东盟对中国的信通技术出口增加了 ５２．７％。
２０１８ 年起，中国由东盟的信通技术的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见图 １２）。①

图 １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东盟 ＩＣＴ 贸易规模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ＵＮＣＴＡＤ ＳＴＡＴ）。

从信通技术贸易的国别看，越南和新加坡是中国在东盟的两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信通技术

贸易额的约 ６０％来自这两个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后，中越间的信通技术贸易增速惊人，越南逐

步超过新加坡成为中国在东盟最大的信通技术贸易伙伴。 如图 １３ 所示，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越

南的信通技术进、出口占比分别由 ６％和 ９％上升至 ３５％和 ３７％。 同期，中国对新加坡的进、出口占

比则分别由 ４５％和 ３２％大幅下降至 ２５％和 ２１％。 中国对马来西亚、泰国的信通技术进出口占比也

有所下降（见图 １３）。
此外，中国—东盟间的跨境电商发展迅速，“丝路电商”成为“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重要引擎。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东盟地区对电商服务的（包括线上媒体、交通和食品、线上零售、线上出

行）需求迅速增加，２０２０ 年东盟六国的线上商品交易总额出现了暴涨，达到 １０４０ 亿美元，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线上商品交易总值将达 ３０９０ 亿美元。② 东盟市场上优秀跨境电商企业如虾皮（Ｓｈｏｐｅｅ，腾
讯持股）、来赞达（Ｌａｚａｄａ，阿里持股）和商店百科全书（Ｔｏｋｏｐｅｄｉａ，阿里持股）等快速成长。 随着中

国—东盟数字贸易平台的日益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快速搭建，数字贸易将逐渐成为双边贸易

发展的重要引擎。

·８４·

①

②

中国与东盟国家 ＩＣＴ 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ＵＮＣＴＡＤ ＳＴＡＴ），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

数据来源于谷歌、淡马锡控股集团和贝恩咨询公司共同发布的《２０２０ 年东南亚电子商务报告》（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ＥＡ ２０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



图 １３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东盟各国 ＩＣＴ 贸易情况

注：２０１３ 年为内环，２０２０ 年为外环。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ＵＮＣＴＡＤ ＳＴＡＴ）。

三、“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东盟的贸易效应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获得了长足发展，这既

有“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也叠加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等其他因素。 那么，“一带

一路”倡议对双边贸易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其对贸易的促进效应究竟有多大？
（一）“一带一路”倡议影响贸易增长的机制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就包涵了“五通”的建设路径，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
易畅通和民心相通。 “五通”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间贸易促进效应作用的关键渠

道，这 ５ 个方面互相支撑、相互促进，降低了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成本，有助于贸易畅通，提高了国

际贸易的效率。
１．政策沟通为双边贸易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对接。 以《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３０ 年

愿景》为基础，对接《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２０２５》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共同的重点领域，促进

了中国与东盟经济的互补和合作发展。 此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了一系列

经贸合作机制，为企业之间的商贸往来提供了平台。 双方还在物流、交通、金融和信息等多个领域

开展了广泛的政府间合作，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落实产能合作协议，达成多项货币协议，积极推

进数字经济合作，建立数字贸易平台，推动电信和智慧城市发展等领域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企业

间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促进了贸易便利化和资金融通，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２． 设施联通提升了流通与合作效率

“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设施联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不仅畅通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

易往来，也有助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 在交通设施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

建设多个港口、铁路、公路，如泰国的东北铁路、印尼的雅万高铁、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等。 同时，
中国积极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也已通达东盟 ８ 个国家的 ４２ 个港口。 中南半岛和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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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以公路和铁路网络为主要载体，力图实现陆海联通。 跨境物流建设也初见

成果，中国和东盟国家已经开通了多条跨境电商快递直达线路。 截至 ２０２１ 年，东南亚海外仓的数

量已达 ７１ 个，年增速为 ６５％，跨境物流设施的完善，使跨境电商贸易更加便捷和高效。 在能源设施

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共建能源基础设施，优化能源资源配置。 中国与印尼合作建设了多个火

力发电项目，与马来西亚合作建设了龙源电厂项目等，进一步促进了能源资源的互补性发展。 此

外，中国还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在清洁能源、水资源、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可持续发

展。 在信息技术设施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通讯卫星、卫星地面站、海底光缆、数据服务等领域合

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中马合作打造的亚太地区最大规模海底光缆———“马中友谊海底光

缆”于 ２０１９ 年正式启用。 同时，在数据中心建设方面，中国企业百度、华为、腾讯、电信等积极布局

东盟国家，参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开发，提供批发和零售服务以及云设施，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促
进了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

３．贸易畅通促进了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推行贸易便利化措施，降低贸易壁垒和贸

易成本，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协定、双边贸易协定的深化等，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关税

减让、非关税壁垒降低、电子商务推进等。 为加强通关便利化水平，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海关信息共

享机制、通关协调机制和互认认证经营者制度（ＡＥＯ）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提高了海关的效率和准

确性。 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单一窗口”的建设，简化手续，加快通关速度。 增设跨境铁路货运口

岸，开通新的跨境货运班列，也有助于缩短货物通关时间，提高贸易效率。 为进一步促进数字贸易

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了跨境电子商务合作机制，推动了跨境电商业务

的便利化和标准化。 中国海关推出了跨境电商清单制度，实现了对跨境电商的一站式监管。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东盟的跨境电商贸易分别达到 １．６９ 万亿元和 １．９２ 万亿元，同比增长 ３１．１％和

１８．６％；占全部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或超过 ５％。 这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促进双

边跨境电商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４．资金融通为贸易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与保障

在货币金融合作方面，人民币在东盟区域的国际化取得了重要进展。 人民币国际化为跨境贸

易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支付和结算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有助于稳定双边贸易和金融关系，
减少了外汇风险和波动的影响，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以及投资金融合作。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ＣＩＰＳ）及中资银行在东盟十国实现了全覆盖。 中国人民银行已与东盟五国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

互换协议，在四国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 据统计，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东盟间的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

总计为 ４．１５ 万亿元，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 １４．６％。 东盟的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中，
中国的份额占比为 １５．３％，是其境外第三大交易对手地区。 同时，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马来西亚等六个

东盟国已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初步显现出区域储备货币的特征。 在金融支持方面，“一
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了多个投资平台，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是其中的重要机构，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建

设的多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如高铁、地铁建设等；产业发展领域，如投资

建设工业园区、设立合资企业等；农业、能源等领域，如水电站、风电场、光伏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
近些年来，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支持的具体项目，如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丝路基金，
２０ 亿美元）、印尼投资局投资合作框架（丝路基金，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菲律宾马尼拉地

铁项目（亚投行，３．８ 亿美元）、马尼拉防洪项目（亚投行，２．０７６ 亿美元）、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轻轨交

通（ＬＲＴ）项目（亚投行，６．２ 亿美元）、缅甸国家电网改造项目（亚投行，６．４ 亿美元）等。 这些项目的

落实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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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民心相通增强人文交流与互相理解

民心相通不仅增进了中国—东盟的民间友谊，也为两国经贸合作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

人文交流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人员往来日益密

切。 尤其是旅游业，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中国出境游需求增加，东南亚航线和铁路需求不断

增加，旅游服务贸易进一步扩大。 在科技合作方面，双方共同发起的“中国—东盟建设面向未来更

加紧密的科技创新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促进双方在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

合作，推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双方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通

过多种形式向东盟国家输送了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支持当地企业的发展。 同时鼓励中国企业

到东盟国家投资兴业，为中国企业和人才走出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支持。 此外，中国政府还设立

了一批奖学金项目，为东盟国家的学生提供在中国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二）模型设置

为测算“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双边贸易效应，本文构建了结构引力模型，采用泊松极大伪似然法

进行估计。 从研究方法来看，引力模型不仅能直观地表现出双边贸易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灵活地检验

贸易相关因素的影响，是最常用的双边贸易模型之一。 本文采用阿明顿假设以及不变替代弹性

（ＣＥＳ）的假设，考虑了一个由 Ｎ 个国家组成的世界，每个经济体生产各种商品与世界其他地区进

行贸易。 在需求方面，消费者偏好被假设为同质的。 在安德森和温库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３）①研究基础上，结合分析的需要，构造与扩展的引力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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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国间的总贸易成本，它相当于现实贸易和理想的无

摩擦贸易之间的楔子。
将该式（２）对数化处理，并加入误差项，可以得到估计方程：
ｌｎＸ ｉｊ，ｔ ＝ ｌｎＥ ｊ，ｔ ＋ ｌｎＹｉ，ｔ － ｌｎＹｔ ＋ （１ － σ）ｌｎｄｉｊ，ｔ － （１ － σ）ｌｎＰ ｊ，ｔ － （１ － σ）ｌｎΠｉ，ｔ ＋ εｉｊ，ｔ （５）
根据上面的引力方程，参考伯格斯特朗德等人（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②以及安德森和尤托夫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Ｙｏｔｏｖ，２０１６）③估计方程设置，本文构建了如下的简约式来估计《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ＩＳＩＣ）２ 位编码的层面上“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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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 ＋ χｋ
ｊ，ｔ ＋ μｋ

ｉｊ ＋ β１ＢＲ ｉｊ，ｔ ＋ β２ＢＲ ｉｊ，ｔ －４ ＋ β３ＢＲ ｉｊ，ｔ －７） ×

ｅｘｐ（∑ ２０２０

Ｔ ＝ ２００８
βＴＩＮＴＬ＿ＢＯＲ（Ｔ） ｉｊ） × εｋ

ｉｊ，ｔ （６）

·１５·

①

②

③

Ｊ． 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Ｅ． Ｖａｎ Ｗｉｎｃｏｏｐ，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ｖｉｔａｓ：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ｕｚｚｌ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３， Ｎｏ．１， ２００３， ｐｐ． １７０－１９２．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Ｅｇｇ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ｌ⁃
ｇｒａｖ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２０１３， ｐｐ． ５３２－５７０．

Ｊａｍｅｓ 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Ｙｏｔｏ Ｖ． Ｙｏｔｏｖ，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９９， ２０１６， ｐｐ． ２７９－２９８．



其中，Ｘｋ
ｉｊ，ｔ表示部门层面 ｔ 年国家 ｉ 出口到国家 ｊ 名义出口额。 ＢＲ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哑变

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 ２０１３ 年及之后的年份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贸易时取 １，否则取 ０，并设

置了“一带一路”倡议滞后项的哑变量。① 为尽量避免估计偏误，（６）式的设置捕捉了贸易中相关

效应，减少其对“一带一路”倡议双边贸易效应的影响。
１．固定效应：本文用多个固定效应来获取进出口国家在行业层面不变因素的影响。 πｋ

ｉ，ｔ表示行

业层面的出口商—时间固定效应； χｋｊ，ｔ表示行业层面的进口商－时间固定效应。 采用拜耳和伯格斯

特朗德（Ｂａｉｅｒ ＆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２００７）②中使用的面板数据处理方法，构建国家组固定效应，将政策对双

边贸易流的直接影响分离出来，式（６）中 μｋ
ｉｊ就表示行业层面的出口商－进口商的组固定效应，控制

了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双边变量的影响，如双边距离、边界、语言、文化、殖民联系，以及其他不可观

测的双边不变的贸易影响因素。 通过三个固定效应的设置，控制了引力方程中的多变阻力项。
２．全球化效应：根据伯格斯特朗德等人（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③，由于全球化效应，如一国技

术和创新等变化的因素会引起国外消费者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增加，那就会导致出口增加。 如果忽

略其影响的话，对贸易政策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向上偏。 为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一组国际贸易的哑变

量 ＩＮＴＬ＿ＢＯＲ（Ｔ） ｉｊ，ｔ，当 ｉ≠ｊ 时取 １，ｉ ＝ｊ 时取 ０。 通过使用国内贸易数据，可以捕捉行业层面上消费者

在国内和国际产品之间的选择，从而得到国家 ｉ 和 ｊ 贸易在 Ｔ 年的不可观测到的时变双边效应。
３．阶段进入效应：为了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阶段进入效应（Ｐｈａｓｉｎｇ－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即影响是

逐步作用、缓慢实现的，本文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滞后项，滞后年限与进行数据分析的年份有

关。 同时加入滞后项还可以帮助验证“一带一路”倡议发挥影响是否是非线性的。
（三）数据来源与估计方法

本文使用中国与东盟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的国内与国际贸易数据进行估计。 同时使用国内数据和

国际数据的原因有：首先，引力模型不仅可以拟合 ｉ 与 ｊ 国之间双边贸易，也可以拟合 ｉ 国生产 ｉ 国
消费的贸易，估计中纳入国内贸易数据，确保了计量估计方程与引力模型理论的一致性。 其次，加
入国内贸易数据还能够捕捉到全球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体现了消费者在国内和国外品种之间选

择和消费，可以纠正估算某项政策对贸易影响程度的偏误。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来自法国的国际信息和展望研究中心的全球贸易数据库

（ＣＥＰＩＩ－ＢＡＩＣ），数据年限为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该数据通过了双边出口和进口数据的对照和调整更为

准确。 各国国内贸易的数据需要计算得到：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ＵＮＩＤＯ）数据库得到各国行业

层面的产出数据，用各国各行业总产出值减去该行业出口值，计算得到行业所生产的产品进行国内

贸易的数据。④ 由于双边国际贸易数据基于《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ＨＳ）２００２ 年版本的 ６ 位

码，而国内产出数据基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三次修订版（ＩＳＩＣ ＲＥＶ３）的 ２ 位编码，为保证国内

贸易与国际贸易产品计算和估计中的一致性，本文对国际双边贸易数据进行转码。 借助《商品名

称及编码协调制度》（ＨＳ）２００２ 年版本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三次修订版之间编码转换表，将

·２５·

①

②

③

④

同时误差项 εｋ
ｉｊ，ｔ是乘法形式或加法形式引入方程式都不影响（Ｓａｎｔｏｓ Ｓｉｌｖａ ＆ Ｔｅｎｒｅｙｒｏ， ２００６），由于本文使

用泊松极大伪似然估计（ＰＰＭＬ）方法，所以使用乘法形式。 参见 Ｊ．Ｍ．Ｃ． Ｓａｎｔｏｓ Ｓｉｌｖａ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ａｎａ Ｔｅｎｒｅｙｒｏ， “Ｔｈｅ Ｌｏｇ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８８， Ｎｏ． ４， ２００６， ｐｐ． ６４１－６５８。

Ｓｃｏｔｔ Ｌ． Ｂ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Ｄｏ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７１， Ｎｏ．１， ２００７， ｐｐ． ７２－９５．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Ｍａｒｉｏ Ｌ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Ｙｏｔｏ Ｖ． Ｙｏｔｏ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７８， ２０１５， ｐｐ． ３０７－３２７．

ＵＮＩＤＯ 数据库中产出数据只包含了制造业，部分东盟国家的国内产出数据不完整，在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间，
柬埔寨没有相关产出的数据，文莱、缅甸、老挝部分年份数据缺失。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 ６ 位编码转换为《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的 ４ 位编码，再汇总为《国际

标准行业分类》的 ２ 位行业编码，从而得到了一致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２ 位编码基础上的国内外

贸易数据。①

在估计中，因为政策研究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无法在一年之内调整完全，如果采用连续时间的

数据，会带来估计的偏误。② 因此本文没有使用连续时间的面板数据，而是使用了间隔三年的数据

进行估计。 根据本文数据年限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选取 ３ 年间隔期，将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２０ 年选为研究年份。 在常见的量化估计中，通常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但是在引力方程

中，这往往导致估计结果的不准确。 本文采用了泊松极大伪似然估计，并使用聚类标准误估计减少

异方差对估计的影响。
（四）估计结果

表 １ 显示了本文模型的回归结果，通过泊松极大伪似然估计法，在不加全球化效应和滞后项的

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哑变量系数估计大概是 ０．１０５。③ 加上“一带一路”倡议滞后的哑变量

和全球化效应，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滞后项对双边的贸易促进是显著的，其系数与第一

列无滞后项的估计结果相似，为 ０．１０，说明这个估计是比较准确的。 滞后哑变量系数估计显著，说
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影响有阶段进入的效果，其影响不是线性的，其影响力在持续扩散。
这个结果也符合现实情况。 因为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 ２０１３ 年，但是中国与沿线国家间

的合作备忘录是陆续签订的，相关领域的合作也是逐步深入的，各项目的推进也需要一定的年限。
同时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中，全球化效应也是显著的。

表 １　 “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效应回归结果

ＰＰＭ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１） （２）

ｖａｌ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ＢＲ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０∗

［１．８４］ ［１．６７］

ＢＲ＿ＬＡＧ４ ０．１６４∗∗∗

［４．９１］

ＢＲ＿ＬＡＧ７ ０．４６０∗∗∗

［８．２１］

ＩＮＴＬ＿ＢＲＤＲ＿２００８ ０．５０５∗∗∗

［６．０７］

·３５·

①
②

③

ＨＳ 与 ＩＳＩＣ 的转换，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 ＨＳ２００２－ＣＰＣ １．１－ＩＳＩＣ， Ｒｅｖ３－ＧＴＡＰ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２００６。
Ｃｈｅｎｇ ＆ Ｗａｌｌ（２００５）指出，“固定效应估计在应用于连续数年汇集的数据时，有时会受到批评，理由是因变

量和自变量不能在一年内完全调整。” Ｔｒｅｆｌｅｒ（２００４）使用 ３ 年的间隔，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Ｙｏｔｏｖ（２０１６）使用 ４ 年的间隔，
Ｂａｉｅｒ ＆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２００７）使用 ５ 年的间隔。 Ｏｌｉｖｅｒｏ ＆ Ｙｏｔｏｖ（２０１２）研究表明 ３ 年和 ５ 年间隔贸易数据获得的引力
估计非常相似。 参见 Ｉ－Ｈｕｉ 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ｗａｒｄ Ｊ． Ｗａｌ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ＳＴ． Ｌｏｕ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７， Ｎｏ． １， ２００５， ｐｐ． ４９－６３； Ｄａｎｉｅｌ Ｔｒｅｆｌ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ａ－Ｕ． Ｓ．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４， Ｎｏ． ４， ２００４， ｐｐ． ８７０－８９５；
Ｍ． Ｐ． Ｏｌｉｖｅｒｏ ａｎｄ Ｙ． Ｖ． Ｙｏｔｏｖ，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１， ２０１２， ｐｐ． ６４－９２。

因为泊松极大伪似然估计（ＰＰＭＬ）选取的时间是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７ 年、２０２０ 年，所以在选取
滞后项时，选取的是滞后 ４ 年和 ７ 年的选项，保证当年的滞后效应被捕捉。



续表１

ＰＰＭ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１） （２）

ｖａｌ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ＴＬ＿ＢＲＤＲ＿２０１１ ０．３８４∗∗∗

［５．５９］

ＩＮＴＬ＿ＢＲＤＲ＿２０１４ ０．３２０∗∗∗

［５．６０］

ＩＮＴＬ＿ＢＲＤＲ＿２０１７ ０．２２５∗∗∗

［４．８２］

常数项 ２７．１３４∗∗∗ ２７．１３４∗∗∗

［２０４０６７４９．１１］ ［３０５５１４５．１９］

样本量 １２７９１６ １２７９１６

产品层面进口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产品层面出口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产品层面国家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注：括号中为 ｚ 值；∗ 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根据估计方程的设置，“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促进效应大小的计算公式为：
ＢＲ Ｅｆｆｅｃｔ ＝ （ｅβ^１ － １） × １００％ （７）
将估计出的 β^１ ＝ ０．１ 代入，我们可以计算出“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平均增长

了 １０．５％。 如果将“一带一路”滞后项的哑变量系数纳入模型中，贸易促进效果更大。
（五）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的稳健性检验，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估计方法不变，将时间间隔改为 ２ 年；二是将估计

方法改为固定效应估计。
１． 间隔年份更换

如果将间隔期换为 ２ 年，可以看到，估计结果与间隔 ３ 年的结果是类似的。 在不加入滞后期的

情况下，得到的估计系数和表 １ 结果一致，加入滞后期与全球化效应后，得到的系数估计与之前估

计出的 ０．０８９ 接近，此时计算得到双边贸易的平均增长率为 ９．３１％，结果比较稳健（见表 ２）。

表 ２　 回归结果———间隔年份为 ２ 年

ＰＰＭ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１） （２）

ｖａｌ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ＢＲ ０．１０５∗∗ ０．０８９∗

［２．０１］ ［１．７６］

ＢＲ＿ＬＡＧ４ ０．１７４∗∗∗

［４．９６］

ＢＲ＿ＬＡＧ６ ０．３９９∗∗∗

［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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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ＰＰＭ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１） （２）

ｖａｌ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ＴＬ＿ＢＲＤＲ＿２００９ ０．２９７∗∗∗

［３．６６］

ＩＮＴＬ＿ＢＲＤＲ＿２０１１ ０．３０９∗∗∗

［４．１９］

ＩＮＴＬ＿ＢＲＤＲ＿２０１３ ０．２００∗∗∗

［３．１７］

ＩＮＴＬ＿ＢＲＤＲ＿２０１５ ０．２４０∗∗∗

［３．９７］

ＩＮＴＬ＿ＢＲＤＲ＿２０１７ ０．１４０∗∗∗

［３．５４］

常数项 ２７．１４３∗∗∗ ２７．１４３∗∗∗

［２１７１２１６７．９３］ ［３０２００４５．０７］

样本量 １５６９８３ １５６９８３

产品层面进口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产品层面出口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产品层面国家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注：括号中为 ｚ 值；∗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固定效应回归

为了比较泊松极大伪似然估计方法与常用的一般估计方法的差异，本文用面板数据进行了固

定效应的回归，使用连续时间数据，同样控制了行业层面的进口—时间固定效应，出口—时间固定

效应，两组固定效应，加入了全球化效应哑变量，去除了 １％的极端值。 回归结果显示，第（１）列“一
带一路”倡议哑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见表 ３）。 在加入滞后项和全球效应的哑变量后，尽管部分滞

后项系数是显著的，但有的系数出现了负值，这违反了现实经济的情况，所以可以认为结果并不可

信。 采用固定效应的回归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控制的太多，或者贸易中的零贸

易流数量较多，说明了该方法确实不是一个进行引力模型估计的好方法。

表 ３　 回归结果———固定效应回归

ＰＰＭ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１） （２）

ｌｎ（ｖａｌｕｅ） ｌｎ（ｖａｌｕｅ）

Ｂ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７］ ［－０．５３］

ＢＲ＿ＬＡＧ１ ０．０７４∗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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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ＰＰＭ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１） （２）

ｌｎ（ｖａｌｕｅ） ｌｎ（ｖａｌｕｅ）

ＢＲ＿ＬＡＧ２ －０．０１３

［－０．３３］

ＢＲ＿ＬＡＧ３ －０．０５７

［－１．４２］

ＢＲ＿ＬＡＧ４ －０．０６６∗

［－１．７７］

常数项 １３．３４８∗∗∗ １３．２４９∗∗∗

［１４５７０．７１］ ［１７７．０９］

样本量 ３４３９２６ ３４３９２６

Ｒ２ ０．９２６ ０．９２６

调整 Ｒ２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１

Ｆ 值 ０．００４ ３．２６３∗∗∗

产品层面进口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产品层面出口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产品层面国家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注：括号中为 ｔ 统计值；∗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六）研究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促进效应是通过“五通”建设的作用渠道得以实现的，“五通”建设从

多方面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从而提高了贸易效率，促进双边贸易的增长。 本文构建了结

构引力模型，采用泊松极大伪似然法分析“一带一路”的贸易促进效应。 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
议的双边贸易促进效应约为 １０．５％。 同时，该倡议发挥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该

通过不同方法的检验可以证明，在引力模型估计中，纳入全球化效应、使用泊松极大伪似然估计法，
得到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四、前景展望与政策建议

（一）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将持续稳定发展

在过去十年中，“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未来，
双方的经贸往来仍将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

１．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将不断得到释放

从国家层面看，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贸易紧密度差异较大，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

间的贸易规模仍较小。 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下
文简称“区域经济协定”）的全面实施，这些国家将凭借其廉价劳动力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创造更多

贸易机会。 同时，东盟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将创造大量中间品以及最终品的消费需求，给中

国的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从产品层面看，中国与东盟间的产品存在一定互补性，产业内贸易规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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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大。 同时，中国—东盟间的服务贸易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发展潜力很大，贸易机会有待

进一步挖掘。 特别是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一步升级，《服务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区域经

济协定》的生效，服务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行，双边服务贸易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服务贸易有望成

为未来双边贸易的主要增长点。
２．深度区域一体化将助力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跨上新台阶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３０ 周年纪念峰会

时，宣布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３．０ 版建设。 同时，中国与东盟都是《区域经济协定》这个全世

界范围最大的自贸区协定的缔约国。 中国—东盟间日益深入的一体化合作，将成为未来双边贸易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成为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打造出一个联结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经济圈。
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带来新的机遇

数字贸易具有网络效应，中国和东盟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在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中存在

天然优势。 ２０２０ 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传统服务贸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激发了新的

需求，出现了服务贸易的新业态、新模式，比如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问

诊、网上交易会等。 未来，双方将进一步强化在数字领域的合作，促进双边数字贸易的发展。 绿色

贸易也是未来贸易发展的主要趋势。 中国与大部分东盟国家的经济都处于发展中阶段，都有发展

绿色贸易的强烈愿望和动力。 发展绿色贸易在提高各国环境质量的同时，也将给各国带来新的产

业发展机遇，进而推动相关产业贸易规模的提升。
（二）未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影响因素

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联系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持续向好的预期，但双方合作仍存在一定

的风险与挑战。
１．地缘政治因素

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成为贸易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带

来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后遗症”，俄乌冲突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均深刻地影响着全球

经贸的发展。 各国开始强化安全意识，从战略角度筹划新的产业布局，以提高其在突发外来冲击下

的适应力，这将给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力看，东南亚区域

是大国角力的中心，东盟国家经贸发展也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自身战略安排和国际大国战略的影

响。 同时，南海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影响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潜在风险点。
２．供需行为模式变化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深刻改变着国际贸易，也将给中国—东盟的

双边贸易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需求方面，受全球通胀压力的影响，各国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

降低，储蓄意愿增加，消费意愿减少，这将使双边市场需求减少，进而影响贸易增长。 供给方面，全
球通胀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全球运输费用较疫情前高，贸易交付

时间变长，也增加了国际贸易成本，使生产企业的积极性降低。 同时，在全球产业链断裂风险增加

情况下，各国持续推动供应链“本土化”“多元化”，部分跨国企业回迁其生产部门，或者重新布局产

业安排，这一趋势在后疫情时代仍可能长期存在。
（三）政策建议

一是要持续加深政府间的合作，提高战略互信水平。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东盟的

贸易合作需建立在安全和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秉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
外交方针，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扩大双方利益交汇点，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避免西方国

家在东南亚构建“美国”为中心的区域框架，避免形成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掣肘。 同时，中国与东盟

之间需进一步完善南海问题对话机制，减少争议，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维持未来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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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建设双方要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平台的建设，扩大平台辐射力，畅通交流渠

道。 同时鼓励社会层面根据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产生的新需求，搭建更多差异化的平台，促进双方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二是要加强新冠病毒防控政策不断优化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区域政策协调，协助企业适应后

疫情时代经贸环境的新变化，尽量降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抓住双边合作的新机遇。 未

来，中国—东盟应加快跨国人员流动机制正常化，推动国际双边贸易和投资项目稳步推进。
三是要持续深化中国—东盟的区域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畅通贸易渠道。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东盟贸易成果显著，“数字丝路”建设稳步推进。 但目前中国与东盟不

同国家的“五通”建设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加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尤其是增

加数字基建的合作，将使中国—东盟的贸易渠道更加畅通。 同时，双方应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贸

区 ３．０ 与《区域经济协定》的作用，督促各国根据协定内容，逐步开放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扫清贸

易障碍，创造更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中国—东盟的区域贸易注入新动能。
四是应推进数字贸易和数字规则合作。 首先，要实施《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

伴关系的倡议》，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大区域内数字公共产品的供给，弥补数字鸿沟。
同时，应鼓励企业层面的科技创新合作，提升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水平，促进物联网的使用，有助于

双边的跨国企业在产业链重塑下实现区域内生产环节畅通和产业优化布局。 其次，中国—东盟应

尝试探索构建适合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治理规则框架。 目前国际上的数字贸易管理规则并不

统一，中国与东盟国家应立足于自身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制定公平的非歧视性国际数字贸易规则，
倡导数字贸易的包容性增长，发挥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在数字贸易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同时，
要兼顾到各国数字贸易的发展重点，对双边跨境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规则进行细化和完善，对区域内

消费者权益保护、企业技术创新鼓励、数字税制定等关键问题的治理规则进行初步探索。

［责任编辑：方柠雪］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ＮＩ Ｙｕｅｊｕ１， ２， ＮＩＵ Ｙｕｒｏｕ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３２；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４８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ｈａｖ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ｏｏｄ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ｐｓｅｕｄｏ－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１０．５％ ｉ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ｍ⁃
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ｐｓｅｕｄｏ－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
ｌｉｈｏｏ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