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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报告》显示，“海丝”沿线国家的物流绩效水平普遍较低，海关通关效

率、物流基础设施水平、物流服务水平和追踪货物能力成为其主要制约因素。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其他

变量，实证分析物流绩效对我国出口“海丝”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发现，“海丝”沿线国家物流绩效总体及其六

个分项指标水平均与我国对其出口贸易量呈正相关关系。“海丝”沿线国家应通过区域物流合作提高各国清关效率、

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质量、物流服务质量和追踪查询货物能力，构建“海丝”沿线各国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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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跨境物流是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节点，其对贸

易的产生和完成的作用不容忽视，拥有可靠且高效

的物流体系不仅能提升各国的物流服务能力，还能

有效提高一国的贸易竞争力。长期以来，大量学者

都从物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一角度展开研究，但

在早期，对一国物流绩效水平的衡量存在困难，所

做研究中有关物流绩效的评估是根据学者自己的需

要来构建评估体系，带有主观性。2007 年世界银行

基于对跨国货运代理商和快递的绩效调研得出了一

项可以衡量各国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数———物流绩效

指数 ( LPI指数) ，该指数是评估各国物流基础设施

的重要指标，也在一定维度上反映了贸易的便利程

度。随着“物流绩效指数”被逐渐认可和普及，越

来越多的统计机构和国际组织用这项指标来反映各

国物流发展情况，用其进行物流绩效与贸易相关性

研究。Hausman［1］、Nguyen［2］、Puerta［3］、Marti［4］和

侯方淼［5］等的研究均表明物流绩效与国际贸易间存

在互相促进的关系，一国物流水平提高会促进其国

际贸易的发展，而国际业务的增加又能进一步推动

该国物流绩效水平的提高; Korinek［6］等实证发现，

LPI项下的物流基础设施的改善会对一国的出口贸

易产生影响，且影响作用居于六个分项指标之首。

如前所述，国内外关于物流绩效与国际贸易关

系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且大部分学者均证实了物

流绩效对出口贸易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南亚国家和中亚时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倡议的核心目标是发展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以点带线、以线

带面，逐渐形成互利共赢、多元高效的经济体系，

同时也为我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近年来，

我国学者基于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专门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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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物流绩效水平对区域贸易的

影响。黄伟新［7］等采用 LPI 指数及其分项指标，借

助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同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

出口机电产品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改善物流

绩效的措施不同，会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影响产生

差异; 孙慧［8］等选取 2012 年截面数据，并利用 LPI

指数实证分析了国际物流绩效对中国与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中间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影响

出口的主要因素是基础设施质量; 游俊雄［9］等基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五年的进出口数据，分析

指出我国的国际货物流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赵珊

珊［10］等通过研究单一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

线国家物流水平对新疆国际贸易的影响，发现沿线

国家物流的提升会对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 康晓

玲［11］等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物流水平

的改善有利于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以上研究均证实

了物流绩效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间贸易的发展。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

自商周时期萌芽至今，一直是联通世界各国往来交

流的重要纽带。对我国而言，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战略构想，发展我国同 “海丝”沿线国家的

贸易往来，有利于拓展贸易伙伴，构建良好贸易环

境，形成出口贸易持续发展动力。但目前关于物流

与贸易相关性的研究多集中在我国全局或 “一带一

路”总体贸易层面，而关注 “海上丝绸之路”的特

殊性，以我国与 “海丝”沿线国家贸易专门视角研

究物流绩效对贸易影响的文献却不常见。本文旨在

研究“海丝”沿线国家的物流体系发展水平对我国

向其出口商品总额的影响，以此证明促进跨境物流

体系区域合作可以作为构建 “海丝”沿线各国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抓手。为此，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

《物流绩效指数》报告，着重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的物流绩效数据进行整理，在传统

的引力模型基础上引入物流绩效、开放程度、双边

贸易关系及地理位置等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

物流绩效对我国向沿线国家开展出口贸易的影响，并

提出物流绩效改善的针对性建议，以期为促进我国对

“海丝”沿线国家贸易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二、“海丝”沿线国家物流绩效水平现状分析

自 2013 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官方没

有对“一带一路”限定过范围。 “一带一路”构想

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来打造一个包容又

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不提倡制作相关名单和

地图。但在本文中，界定 “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

范围是十分必要的。借鉴国家发改委所提出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同时根据数据的可

得性，最终选取 “海丝”沿线 35 个国家作为研究

样本，并将其分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

收入国家三个小组。

从总体物流绩效水平来看，根据世界银行

2007、2010、2012、2014 和 2016 年发布的 《物流

绩效指数报告》，“海丝”沿线高收入国家组物流绩

效水平平均分最高的年份为 2016年的 3. 59，中等收

入国家组物流绩效水平平均分最高的是 2014 年的

2. 68，低收入国家组物流绩效水平平均分最高的是

2012年的 2. 39; 就平均水平而言，“海丝”沿线国

家的物流水平相对较低，得分几乎不足 3. 5 分，基

本达不到“良好”的标准; 另一方面，一国的物流

绩效与其收入水平有一定的关联，高收入国家的物

流绩效水平比中低收入国家高。其次，进一步分析

物流绩效指数项下的六个分项指标可知，三类国家

的物流绩效各分项指标得分情况差异明显，高收入

国家的 LPI各项指标考核情况均高于中低收入国家，

且得分差距较大; 三类国家的货物运输及时性情况

均不错，高收入国家组这一指标平均分为 3. 9，低

收入国家的平均分也达到 2. 9，是所有指标中得分

最高的; 高收入国家组其他五项指标的分数均约

3. 5，属于中等水平; 与此同时，清关程序的效率较

低是普遍制约中低收入国家物流绩效水平的重要因

素，尤其是低收入国家，该项指数的分值甚至低至

2. 19; 而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质量更是中低收入国

家物流发展的短板，数值分别为 2. 42 和 2. 1; 除此

之外，中低收入国家的物流服务质量和追踪查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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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能力得分也不高，平均分分别是 2. 56 和 2. 26，

与满分 5 分有较大的差距。综上所述， “海丝”沿

线各国的物流绩效水平普遍不高，且发展不平均。

若想提高“海丝”沿线国家的总体物流绩效水平，

可以从提高清关效率、提升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质

量、改善物流服务质量和提高追踪查询货物的能力

等方面入手。

三、物流绩效影响我国对 “海丝”沿线国家出

口的理论机制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全球性劳动分工的格

局已经形成并不断发展，在国际市场上产品的生命

周期也呈现不断缩短的趋势。随着原材料、中间品

以及最终制成品的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拉伸，

生产、分销与消费各环节日渐分离，国际竞争持续

加剧，当代国际贸易对于物流系统的时效性和稳定

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物流系统对贸易的影响力不断

上升。“海丝”沿线国家物流绩效水平的提高和改

善，将极大程度上提升我国对 “海丝”沿线国家贸

易的物流时效，加快商品流通的速度，提升商品流

通的便捷性; 更为便捷的物流条件也有利于挖掘我

国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密切双边贸易

联系，扩大双边贸易额。为此提出核心研究假设:

H1: “海丝”沿线国家的物流绩效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商品的安全快速流通，从而越有利于我国

对其出口贸易活动的开展。

从物流绩效的具体表现来看，各个子维度的影

响关系略有不同。首先，物流质量提升在很大程度

上会影响到我国向 “海丝”沿线国家的出口。具备

完善的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能够提供质量较高且

有价格竞争力的运输服务的 “海丝”沿线国家，将

会是出口商优先选择的目标国家。其次，物流效率

提高也会影响到我国向 “海丝”沿线国家的出口。

便捷高效的清关程序、较高的准时送达率将有助于

加快我国出口产品流入该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

内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提高追踪查询的效率也有利

于进出口商掌握商品的实时位置，便于安排生产、

运输、销售和转售等环节的工作。物流绩效影响我

国对 “海丝”沿线国家出口的内在机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物流绩效影响我国对“海丝”沿线国家出口的内在机制

Fig. 1 Internal mechanism of Impact of logistics performance on China’s

exports to countries along the“Maritime Silk Ｒoad”

四、实证分析

( 一) 模型的构建

为了深入分析我国出口 “海丝”沿线国家的影

响因素，特别是物流绩效因素的影响情况，借鉴其

他学者研究成果中的变量选取情况，对传统引力模

型进行扩展，在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距离三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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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基础上，引入物流绩效水平、各国的贸易开放

程度、各国与我国双边贸易关系和地理位置四个变

量，最终构建的模型如下:

lnEXP it = α + β1 lnGDP it + β2 lnDISTit + β3 lnLPIit +

β4 lnPOP it+β5 lnOPENit+β6BOＲi+β7POLICYi+μit ( 1)

其中，EXP it表示 t 年我国出口至 i 国的贸易总

额; GDP it表示 t年 i 国的 GDP 额; DISTit表示 t 年 i

国与我国的距离成本; LPIit表示 t年 i国的物流绩效

水平; POP it表示 t年 i国的人口规模; OPENit表示 t

年 i国的贸易开放程度; BOＲi表示 i 国是否与我国

接壤; POLICYi表示 i国是否与我国签订了自由贸易

协定。

(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处理

1. 被解释变量: 我国对“海丝”沿线各国的出

口额。选取“海丝”沿线 35 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

并通过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 UN Comtrade) 取得我国

出口这些国家的贸易额数据。

2. 核心解释变量: “海丝”沿线各国的物流绩

效水平。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国际物流指数 ( LPI

指数) 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历次发布的 《物

流绩效指数报告》，该报告中的国际物流指数 ( LPI

指数) 包含清关程序效率 ( custom) 、贸易和运输基

础设施质量 ( infra ) 、有价格竞争力的运输服务

( shipment) 、物流服务质量 ( service) 、追踪查询货

物的能力 ( trace) 以及货物在预定时间内到达收货

人的频率 ( time) 六个分项指标。评分范围从 1 ～ 5，

数值越高，说明该国的物流绩效发展水平越高。自

2007－2018年，世界银行的国际贸易部门每两年编

写一期全球《物流绩效指数报告》，考虑到物流绩

效综合指数及其相关子项指标数据并不是每一年都

发布的，而个别国家在报告发布期间内，由于战争

等原因存在部分年份或指标的数据缺失。因此，在

实证分析时，对缺失年份的数据使用相邻两期物流

绩效指数的平均值。

3. 控制变量: ( 1) “海丝”沿线各国的经济规

模。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

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越大，从而有利于我国对

其出口商品。这一变量采用 “海丝”沿线国家的

GDP 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预期各

国的 GDP 水平与我国对其出口贸易额呈正相关关

系。( 2) “海丝”沿线各国与我国的距离成本。一

般情况下，进口国与出口国的距离越远，交易成本

越高，越不利于贸易额的增长。用两国首都之间的

直线距离乘以燃油价格指数代表距离成本。其中，

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由谷歌地球获得，燃油价

格指数数据来源于德国技术合作署 ( GTZ) 统计报

告。预期我国对各国的距离成本与我国对其出口贸

易额存在负相关关系。 ( 3) “海丝”沿线各国的人

口规模。进口国的人口规模越大，国内市场规模越

大，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需求越大。数据来源于

世界银行数据库。预期 “海丝”沿线各国的人口规

模与我国对其出口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系。 ( 4) “海

丝”沿线各国的贸易开放程度。 “海丝”沿线各国

的开放程度越高，对国际贸易活动设置的贸易壁垒

越少，越有利于我国商品出口到该国市场。这一变

量采用各国商品进出口贸易额占各国 GDP 比重来衡

量，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预期 “海丝”

沿线各国的开放度与我国对其出口贸易额呈正相关

关系。( 5) “海丝”沿线各国与我国的双边贸易关

系。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将会为两

国的贸易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双边贸易活

动的开展。该变量为虚拟变量，主要通过各国是否

与我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来确定，是为 “1”，否

为“0”。预期其与被解释变量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6) “海丝”沿线各国的地理位置。预期进口国与

出口国领土有接壤，则贸易活动的开展会更加便利，

更有利于货物的出口。该变量为虚拟变量，通过查

询谷歌地图来确定，是为 “1”，否为 “0”。预期其

与被解释变量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有关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如表 1所示。

( 三) 实证检验

未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直接进行回归可能会

导致伪回归问题出现，为避免模型的估计结果无效，

在回归前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单位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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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对数据进行 LLC 检验。如表 2 所示，结果表

明，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p值均小于 0. 01，所以

变量不存在单位根，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常常会影响到参数的

估计，导致模型存在误差、不够稳健，在回归前，

采用方差膨胀因子 ( VIF) 方法对变量间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各解释变量的 VIF 最大值为

6. 98，VIF 的平均值为 3. 19，均低于经验值 10;

VIF倒数的最大值为 0. 543，均小于经验值 1。这说

明模型中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变量选取合

理，可进行下一步研究。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EXP it 21. 806 1. 606 17. 782 24. 995

lnGDP it 25. 148 1. 382 22. 026 28. 607

lnPOP it 16. 317 1. 692 13. 331 21. 015

lnOPENit －0. 873 0. 601 －2. 497 0. 060

lnLPIit 1. 087 0. 141 0. 713 1. 712

lnDISTit 12. 935 0. 479 11. 524 13. 588

表 2 主要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Tab. 2 Stationarity test of main variables

变量 t统计量 p值

lnEXP it －13. 145 0. 000 0

lnGDP it －10. 077 0. 000 0

lnPOP it －53. 414 0. 000 0

lnOPENit －8. 758 0. 000 0

lnLPIit －10. 334 0. 000 0

lnDISTit －13. 060 0. 000 0

表 3 主要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Tab. 3 Multicollinearity test of main variables

变量 VIF 1 /VIF

lnGDP it 5. 66 0. 177

lnPOP it 6. 98 0. 143

lnOPENit 2. 40 0. 416

lnLPIit 2. 44 0. 410

BOＲi 2. 46 0. 407

lnDISTit 1. 84 0. 543

POLICYi 2. 52 0. 396

mean VIF 3. 19

1. 物流绩效指标总体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 Stata 15. 0 进行回归分析，并对模型进行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 LM Test) ，最终得出在 “随机

效应”与“混合效应”二者之间，应选 “混合效

应”的结论。同时考虑到面板数据的双重性，采用

“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稳健型标准

误的方法来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可看出方程的

拟合效果较好，较好地说明了“海丝”沿线国家物

流绩效对我国出口影响的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核

心解释变量“海丝”沿线国家的物流绩效水平与我国

对其出口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系，估计结果的系数为

1. 034，即 LPI 指数高的 “海丝”沿线贸易伙伴国，

我国对其出口贸易额会更高，具体表现为物流绩效水

平每提升 1%，贸易出口额就将平均增加 1. 034%。因

为 LPI指数越高说明物流发展水平越好，交易效率越

高，出口成交额越大，从最终回归结果看，在所列的

几个因素中，该因素对出口贸易的带动作用最为明

显。这个结论也与本文的预期相符。其他控制变量

的回归结果显示，与我国向 “海丝”沿线国家出口

额呈正相关关系的变量有进口国的 GDP、进口国的

人口总数、进口国的贸易开放度和我国是否与其签

订贸易协议，而呈负相关关系的变量有与我国的距

24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21年第 3期



离成本和是否与我国国境接壤。这个结果说明: 第

一，用 GDP 表示的“海丝”沿线进口国的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我国对其出口贸易额越高; 第二， “海

丝”沿线国家与我国的距离成本越高，越不利于我

国对其出口贸易的开展; 第三，沿线国家人口总数

越大，消费潜力越大，我国对其贸易额越高; 第四，

“海丝”沿线贸易伙伴国的开放度越高，越有利于

我国对其出口; 第五，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对我国

出口 “海丝”沿线国家有正向的带动作用; 最后，

“海丝”沿线各国与我国国境是否接壤，与我国向

该国出口商品额负相关，不过结果并不显著。

表 4 模型回归结果

Tab. 4 The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model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2. 物流绩效指数分项指标回归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 “海丝”沿线各国物流绩效水平

的各分项指标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具体影响，以期找

到提升各国物流绩效水平、共建 “海丝”命运共同

体的突破口，以物流绩效指标下六个分项指标分别

替换总体回归中的 LPI 变量，逐步进行回归，结果

如表 5所示。“海丝”沿线国家物流绩效水平的六

个分项指标均对我国出口贸易存在良好的正向作用，

但影响程度不一，其中清关程序效率的影响作用最

大，系数为 1. 701，说明 “海丝”沿线国家进口国

清关效率平均每提高 1%，中国对其出口额将平均增

加 1. 701%; 影响因素按作用大小依次排列为物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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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质量、追踪查询货物

的能力、有价格竞争力的运输服务、在预定时间内

到达收货人的频率; 结合 “海丝”沿线国家物流绩

效水平现状分析来看，前四项分项指标恰好是制约

沿线国家物流水平的主要因素。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避免由于遗漏变

量、反向因果等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应对回归结

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常见的稳健性检验主要是通过

替换模型中的有关变量或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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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LPI分项指标回归结果

Tab. 5 LPI sub index regression results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现，本文借鉴刘京华、张华荣［12］的方法，采用加入

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的方法以控制内生性所带来的

影响，采用系统 GMM两步法重新进行回归。表 6的

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有关变量后， “海丝”沿线

国家的物流绩效水平与我国对其出口贸易额依然呈

正相关，估计结果的系数为 1. 017。“海丝”沿线国

家物流绩效水平的六个分项指标对我国出口贸易影

响的估计系数的正负号同样没有改变，研究结论与

之前的基准回归一致，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 6 基于系统 GMM两步法的稳健性检验

Tab. 6 Ｒobustness test based on system GMM two－step method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物流绩效报告》，海丝

沿线国家的物流水平普遍不高，特别是中低收入国

家的物流水平较低，可能的原因是在清关效率水平、

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质量、物流服务质量和追踪查

询货物能力这四项指标上的得分较低。由此可见，

物流整体水平较低成为制约 “海丝”沿线国家经济

发展的软肋，发展国内物流体系成为 “海丝”沿线

国家的迫切需要。从总体物流绩效指标回归结果看，

“海丝”沿线各国的物流水平提高对我国向其出口

贸易有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各个分项指标来看，

物流绩效的六个方面的提升都将有利于我国出口贸

易活动的开展，其中各国海关清关效率的影响最大，

其后分别是物流服务质量、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质

量、追踪查询货物的能力、有价格竞争力的运输服

务、在预定时间内到达收货人的频率。提高 “海

丝”沿线国家的物流水平，不仅有利于当地国家的

经济建设，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也有重要的意义，我

国提出的打造“海丝”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战略

构想是十分正确且可行的。实现物流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必将有利于提高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最终构

建“海丝”各国高标准的自由贸易网络。

首先，我国可以推动 “海丝”沿线伙伴国海关

之间的合作，通过双方协商签订通关合作协定，大

力建设通关信息平台，简化通关手续，进行海关工

作人员培训，提高各国海关通关效率。其次，由于

“海丝”沿线有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其国内的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财政能力有限，自行开展物流

基础设施的建设比较困难。我国可以通过丝路基金

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组织和机构，将资金投

入到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提高 “海丝”沿

线各国的物流基础设施质量。最后，为了提升 “海

丝”沿线各国的物流企业服务质量，提高其追踪查

询货物的能力，可以鼓励我国实力较强的物流设施

建设企业和物流服务提供企业实施 “走出去”战

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 “海丝”沿线国家的物流

市场中去，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物流技术带到 “海

丝”沿线各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

提高东道国的物流发展水平。倡导举办物流行业合

作洽谈会或博览会，共享行业最新资讯和先进技术，

构建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合作平台，实现各国物

流企业的信息互通和业务合作，推动各国深入开展

物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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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Logistics Performance of Countrie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Ｒoad” on China’s Export Trade

WANG Liyan1 ，WU Siping2

(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6，China;
2. Internatioal Commerce Department，Concord University Colle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17，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bank’s“The 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 report”shows that the logistics performance level of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 －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are generally low，and customs clearance efficiency，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level，logistics service level and cargo tracking ability become the main constraint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gravity model，this paper adds other variable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logistics performance

on China’s export to countries along“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 . It i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logistics

performance and its six sub indicators of countries along“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ina’s export trade volume to them. Through regional logistics cooperation，countrie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Ｒoad”sh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ustoms clearance，the quality of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the quality of logistics services and the ability to track and query goods so a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countries along the“Maritime Silk Ｒoad” .

Key words: logistics performance; export trade; Maritime Silk Ｒoad; grav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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