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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

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日渐紧密，全球

平均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非关税壁垒也在很大程

度上得到了削弱。决策者越来越重视降低交易成本

的贸易便利化问题，同时贸易便利化也为促进世界

贸易增长提供了新思路。2013 年中国提出的 “一带

一路”倡议是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区域合作体系的

新模式，是中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以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基础，致力于自由

贸易进程，提高商品通行速度和效率，降低贸易成

本，其发展需要一个合理有序的贸易环境。

一、文献回顾

贸易便利化的定义还未明确，影响贸易便利化

的因素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都不相同。在 “一带一

路”的背景下，贸易便利化与其沿线国家对外贸易

的关系也逐渐成为热点话题。在贸易便利化研究方

面，Ｒaven［1］经调查分析认为，海关的廉洁与效率、

口岸管理、商务的诚信水平与合作程度、政策框架、

支付系统等是影响贸易便利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Thomas［2］认为日本和新加坡进一步提高电子商务、

海关程序自动化的发展水平将会对两国之间的贸易

以及 他 们 与 世 界 各 国 的 贸 易 产 生 促 进 作 用;

Francois［3］的研究表明，世界年均收入将通过降低

1. 5%的货物交易成本增加 720 亿美元，并且发展中

国家将从这些收益中得到巨大好处; Felipe［4］等运用

物流绩效指标测算了提升贸易便利化质量的绩效，

发现出口国该指标每增加 1%，会使出口额增加

5. 5%，进口国该指标值每增加 1%，进口会增加

2. 8%，而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程度较大。在贸易便利化与 “一带一路”实证研究

中，陈红和杨成玉［5］基于 CGE 模型对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资

本加速发展的大环境下， “一带一路”区域贸易便

利化水平才能得到更好的改善; 张晓静和李梁［6］在

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对东亚、东南亚及南亚区域

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

1%，中国对上述三地区的出口分别增加 4. 8%、
2. 54%和 4. 05%; 孔庆峰和董虹蔚［7］发现，提高

“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贸易的促进

作用远远超过降低关税的作用，对贸易促进作用最

大的指标是口岸效率，规章制度环境的影响最小;

陈继勇和刘燚爽［8］基于 “一带一路”整体视角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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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贸易潜力的影响程度，发现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现出时间和空

间上的“双 U 型”效应，并测算了由此产生的贸易

潜力; 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视角，朱晶和毕

颖［9］测算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深度

和广度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存在

着正向促进作用。关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研究较为

丰富，但少有学者基于整体视角研究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与中国双边贸易的关系。

本文选取 2013－2017 年我国及 “一带一路”沿线贸

易伙伴的相关数据，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进行研究。

二、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水平测度

( 一) 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贸易便利化的内

涵实现了从边境上措施到边境内措施的转变。借鉴

朱晶和毕颖［9］等学者的研究，采用基础设施、海关

效率、制度环境和电子商务 4 个一级指标 ( 包含 13

个二级指标) 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数据来源

于《全球竞争力报告》。其中，反映一国国际贸易

中境内障碍的主要指标是制度环境和电子商务，边

境障碍则与基础设施和海关效率这两个指标有关。

一国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将由这 4 个指标从不同

的层面进行综合衡量 ( 详见表 1) 。

表 1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Tab. 1 Trade facilitation indicator system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取值范围 指标说明

基础设施

公路口岸设施质量 1～7

铁路口岸设施质量 1～7

航空口岸设施质量 1～7

港口建设质量 1～7

该指标可以衡量一国的陆路、海洋、航

空运输能力以及工作效率

电子商务
互联网人数 1～100

新技术的可使用性 1～7
该指标衡量的是一国是否具备良好的通

信设备

海关效率
海关程序 1～7

非常规支付 1～7
该指标衡量的是一国海关对跨境贸易的

商检效率和通关时长

制度环境

贸易壁垒盛行度 1～7

政府公信度 1～7

司法独立性 1～7

纠纷解决效率 1～7

政策透明度 1～7

该指标衡量的是一国政府的规范性、透

明度，是否能为国际贸易提供优良的政

治环境

( 二) 数据处理与权重确定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及国家的多样性，本文的研

究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 54 个国家。指标的数据来源

以及取值范围不同会产生量纲影响，使数据可比性

降低。为了消除这一影响，对所有二级指标的数据

进行指数化处理，公式为:

Yi = Xi / Ximax ( 1)

其中，Xi 为二级指标 i 的原始数值，Ximax 表示二

级指标 i 可以取到的最大值，Yi 是对指标 i 指数化处

理后的数据，取值范围为 ［0，1］。通过计算二级

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可以得到一级指标的数值:

Zj =∑
n

i
Yi /n ( 2)

由于这四项指标在促进贸易方面发挥着不同的

作用，为了更加精确地衡量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以

及减少数据的多重共线性，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

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首先使用 Stata14. 0 软件进行

主成 分 分 析， 可 以 得 到 三 个 主 要 成 分: Comp1、

Comp2 和 Comp3，见表 2。三个主要成分涵盖了 13

个指标中 75. 02%的信息量，并确保两两无关。综合

评价模型各指标系数可以从这三个主成分中得到:

对应于每个主成分的系数乘以其相应主成分的贡献

率并除以这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最终相加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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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过计算，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模

型如下:

comp = 0. 212T1 + 0. 143T2 + 0. 235T3 + 0. 229T4 +

0. 218E1 + 0. 186E2 + 0. 263C1 + 0. 202C2 + 0. 28C3 +

0. 212G1+0. 206G2+0. 205G3+0. 234G4

表 2 主成分各指标的系数构成

Tab. 2 Coefficient composition of the main component indicators

二级指标 指标代码 Comp1 Comp2 Comp3

公路口岸设施质量 T1 0. 3014 －0. 0081 －0. 1977

铁路口岸设施质量 T2 －0. 0023 0. 5064 0. 7970

航空口岸设施质量 T3 0. 2963 0. 1906 －0. 1604

港口建设质量 T4 0. 2944 0. 0975 －0. 0990

互联网使用人数 E1 0. 2452 0. 2372 －0. 0043

新技术的可获得性 E2 0. 2259 0. 4404 －0. 3713

海关程序 C1 0. 3351 0. 0593 －0. 0376

非常规支付 C2 0. 2394 0. 1218 0. 0160

贸易壁垒盛行度 C3 0. 3230 0. 1985 0. 0570

政府公信度 G1 0. 2989 －0. 3395 0. 1833

司法独立性 G2 0. 2947 －0. 2556 0. 0644

纠纷解决效率 G3 0. 2971 －0. 4250 0. 2184

政策透明度 G4 0. 2918 －0. 1688 0. 2488

比例 /% 58. 23 8. 69 8. 10

数据来源: 经作者计算得出。

在各一级指标权重的基础上，结合标准化数据，

采用加权和的方法得到一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指数，公式为:

TFI =∑
n

j
WJ Zj ( 3)

其中，TFI 是 54 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数，Wj

为第 j 个一级指标的权重，Zj 为第 j 个一级指标标准

化后的数据 ( n= 1，2，3，4) 。
( 三) 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可以获得沿线国家 2013－

2017 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曾铮、周茜［10］将贸易

便利化综合指标值分为四个等级: 0. 8 分以上为非

常便利，0. 7～0. 8 分为比较便利，0. 6 ～ 0. 7 分为一

般便利，0. 6 分以下为不便利。按照地区对沿线国

家进行划分，有助于看出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

的差异。从地区差异上观察，根据地理位置，将

“一带一路”沿线 54 个国家划分为东南亚地区 ( 13

国) 、中西亚地区 ( 18 国) 、美非地区 ( 5 国) 和

欧洲地 区 ( 18 国) 四 个 区 域。表 3 为 2013 年 和

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

平。东南亚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的是新加坡，

中西亚地区是阿联酋，欧洲地区是爱沙尼亚，美非

地区是肯尼亚。相比之下，中西亚地区的贸易便利

化水平整体高于欧洲地区; 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处于

中等偏下水平; 中西亚地区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差距，阿联酋、卡塔尔等处于十分便利等级，黎巴

嫩和伊朗等处于落后水平; 美非地区国家则处于中

低水平。从时序特征上观察，2013－2017 年东南亚、

中西亚和美非地区贸易便利化整体水平有所下降，

而欧洲地区呈增长趋势。总之，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各国

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

美非地区应加强贸易便利化的合作与建设，使之成

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此外，分数较高的中西亚和

欧洲地区等国家也能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三、实证研究

( 一) 模型及变量的选取

本文应用的基础模型是引力模型。引力模型被

经常用来解释国际贸易或者国际贸易流动问题，一

般引力模型为:

TＲADE ij = α ( GDP it )
β ( GDP jt )

σ Dδ
ij ( Ait )

γ εi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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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radeij 是在 t 时期 i 国对 j 国的贸易额;

GDP it 和 GDP jt 分别为出口国 i 和进口国 j 的国民生

产总值; Dij 为出口国 i 和进口国 j 之间的直线距离，

用两国首都距离来计算; Ait 为阻碍或促进两国贸易

的有关因素。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设定新的模型，

旨在研究“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

贸易的影响，模型如下:

lnTＲADE ij = β0 + β1 lnGDP it + β2 lnDISij +

β3 ln PEOit + β4 lnTFIit + β5 lnTAＲit + μ ( 5)

其中: ( 1) TＲADE ij 为中国对 i 国的贸易量，数

据来自于 UN Comtrade 数据库。 ( 2) GDP it 表示 i 国

在时期 t 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该国的市场规模总

量，反映两国的潜在贸易需求，预期系数符号为正。

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3) DISij 表示中国与 i

国首都之间的距离。两个国家之间的物理距离越远，

货物运输的难度就越大，运输成本越高。因此两国

距离越远，贸易额也相应减少，预期系数符号为负。

数据通过 CEPII 网站获得。( 4) PEOit 表示 i 国在时

期 t 的人口数量。一方面，人口增长代表了需求的

多样性和整体消费需求的增加，有利于世界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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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3 年、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

Tab. 3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Ｒoad in 2013 and 2017

数据来源: 经作者计算得出。



发展，从而增加各国之间的贸易量; 另一方面，人

口的增加又会大大深化国内分工，从而减少世界贸

易。该解释变量的预期系数符号不确定。数据来自

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5) TFIit 表示贸易便利化水平。

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

预期系数符号为正。( 6) TAＲit 代表贸易国家的平均

关税。一般说来，关税水平与贸易量成反比，即关

税税率越高，贸易越少，预期系数符号为负。数据

来源于国际竞争力报告。
( 二) 贸易流量整体效应分析

对“一带一路”沿线 54 个贸易伙伴国 2013－

2017 年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固定效应 ( FE) 、随机

效应 ( ＲE) 和混合效应 ( OLS) 的回归分析。对固

定效应模型与混合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 F 检验，

Prob＞F 的结果为 0. 371，表示接受原假设，说明混

合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 在混合效应和随机

效应模型的选择中，LM 检验 ( P = 0. 218) 显示接

受原假设，说明混合效应方法优于随机效应方法。

因此最终选择混合效应模型。对异方差和时序相关

等问题，在混合效应回归的基础上使用聚类稳健标

准误 ( robust) ，此时各项系数的估计值仍然保持一

致，但标准误明显增大，使得估计结果更加保守有

效，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Tab. 4 Trade gravity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结果表明: 第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

内生产总值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 1%，其

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就增加 0. 556%。第二，地理距

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双边贸易。两国之间的距离每增加 1%，两国的

贸易量就减少 1. 083%。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

国际航运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另外亚欧大陆桥也

在建设当中，因此地理距离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

地区国家间贸易的阻碍作用就会降低。第三，人口

数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方

面存在正面影响。在本文样本范围内，“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人口数量每增加 1%，其与中国的贸易量增

加 0. 403%。第四，贸易便利化水平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每增加 1%，该

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增加 1. 802%，它是 “一带一路”

国家与中国双边贸易额增长的重要来源，超过了国

内生产总值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因此，双边贸易额

增加的关键在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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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高。第五，在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后，关

税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关税对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不存在显著

作用。
( 三) 不同贸易便利化因素分析

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各不相同。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各个便利化措施对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产生的影响程

度，在模型 ( 5) 的基础上分别将 4 个一级指标作

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替代变量依次构建模型，模型

如下:

lnTＲADEij = β0 + β1 lnGDP it + β2 lnDISij + β3lnPEOit

+β4lnTit+β5lnTAＲit+μ
lnTＲADEij = β0 + β1 lnGDP it + β2 lnDISij + β3 lnPEOit

+β4lnEit+β5lnTAＲit+μ
lnTＲADEij = β0 + β1 lnGDP it + β2 lnDISij + β3 lnPEOit

+β4lnCit+β5lnTAＲit+μ
lnTＲADEij = β0 + β1 lnGDP it + β2 lnDISij + β3 lnPEOit

+β4lnGit+β5lnTAＲit+μ
其中，Tit 、Eit 、Cit 、Git 依次代表基础设施、电

子商务、海关效率和制度环境。在上述 4 个模型的

基础上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5。贸易便利

化的四个主要指标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

的双边贸易额的影响相对较大，且结果都较为显著。

其中对双边贸易流量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海关效率，

海关效率每提高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

的双边贸易额就增加 1. 527%，说明要想进一步提高

双边贸易水平，就要更加重视海关进出口效率; 电

子商务紧跟其后，每提升 1%的水平会带来 1. 067%

的双边贸易流量; 相比之下，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

标所带来的影响程度较小，二者还有提升空间。

表 5 模型回归结果

Tab. 5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 “一带一路”沿线 54 个国家的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证实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性。基础

设施、电子商务、海关效率和制度环境这 4 个指标

都对双边贸易流量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对双边贸易

额影响程度最为显著的是海关效率。中国应加强与

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

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基础设施方面的

投资与合作。运输与基础设施在贸易便利化中有较

大影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贸易便利化水

平的大幅提升，从而促进贸易往来; 作为一个国家

交换商品的通道，只有便利的运输环境，才能降低

隐性成本，从而增强出口贸易的竞争力。 “一带一

路”各国应增强自身的运输与基础设施建设，实现

口岸设施的充分便利化，提高自身口岸效率的软环

境，吸引外资进入以及促进本国商品流出。

协调便利高效的市场准入环境的发展。根据国

家的需求进行有目的的海关政策对一个国家外贸发

展至关重要，协调好便利高效的市场准入环境的发

展是贸易便利化改善措施的基本要求。然而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不发达国家，要想得到高速

发展，还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吸引足够的技

术与外资进入。单方面的海关政策与便利化的提升

对国际贸易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应在把握合理通关

的前提下，遵循政策指导，合理改善贸易便利化的

市场准入因素。中国应积极推进与 “一带一路”贸

易伙伴国的商品流通建设，参与贸易伙伴国的自由

贸易区建设，提高无纸化贸易水平，缩短不必要的

海关程序，提高海关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改善电子商务环境。从回归系数来看，贸易便

利化水平是影响中国与 “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

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各指标中，电子商务的地位较

为重要。这也为促进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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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边贸易发展找到了高效率的解决方法。在互联

网时代，各国政府必须加强对互联网建设的投资，

提高互联网覆盖率，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和互联网

建设，实现网络的互联互通。
改善制度环境。贸易便利化的规则已经由边界

外扩展到边界内，并涉及到相关国家的制度环境。
首先，要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建

设与区域协调机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由于沿线国

家加入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存在一定差异性，导致

这些国家贸易便利化体系的方向不同。因此，应建

立政府间交流机制，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其次，

在“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加强国家间贸易

便利化谈判也是必不可少的。继续通过区域性贸易

协定促进各个国家的便利化制度向更加开放、自由

的方向发展，增加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中国应当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基础，通过实施更加积极主

动的对外开放新举措，构建 “一带一路”自由贸易

区网络建设。此外，必须注重区域内自由化和便利

化体系的建设，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从制度改革

和机制建设方面真正推动贸易便利化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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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 Trade Facilitation Level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Ｒoad on Their Bilateral Trade with China

LU Ｒuolin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our indicators of infrastructure，E－commerce， customs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in 54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Ｒoad and the expanded gravity model is used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Ｒoad. The results identify the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level and various
indicators on the trade flow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Ｒoa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ustoms
efficiency on trade flow is most significant. The trade facilitation can be improved by promoting the market access
environment and E－commerce environment.
Key words: the Belt and Ｒoad; trade facilitation; grav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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