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进程，也符合我国战

略目标的需要。我国与南亚、西亚以及中亚的贸易交流由于运输条件的欠缺和地

理位置的阻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旨在对沿线国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进而减少我国与相应国家的贸易往来受地理因素的制约。从“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我国已投入建设大量的战略通道和支点项目，并对沿线

国家进行了交通、能源、通信三大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作为公共产品

不仅有效地促进当地的经济腾飞，更提高了我国与相关国家的交通便捷程度，缩

短贸易运输的时间与成本，进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本文通过划分空间区域，对比地理距离因素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对沿线国和非

沿线国的影响程度，基于二者差异性的探讨，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性

进行验证；同时将“一带一路”虚拟变量引入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以该倡

议的提出作为分界线划分不同的时间区域，对比分析不同时期地理距离因素在我

国出口贸易中影响程度的变化，从而论证该倡议提出对促进贸易的政策有效性。

最后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为我国后续基础投资建设提出建议，以期推动我国与

沿线相关国家的贸易交流与发展。

1.理论分析

在两国的贸易交流中，两国的地理位置越近，贸易的成本越低，双方贸易交

流也随之增加。交通通道以及港口建设等交通设施条件的改善能有效降低地理因

素的阻碍，促进双边贸易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间交通阻碍较大，运输条件缺乏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交流严重受限，

长期以来在中国总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少。

2.实证分析

在传统引力模型 μDβGInGββlnT ij2ji10ij  ①基础上添加“一带一路”

政策虚拟变量 S，得： μSβDβGInGββlnT 3ij2ji10ij  ②

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必要性分析

（1）地理距离对中国与沿线国和非沿线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将 2001-2017 年间中国出口贸易数据分为非沿线国（119 国）与沿线国（57

国）两大类，按公式①分别对两类数据分别进行回归。

（2）“一带一路”虚拟变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首先利用 2001-2017 年的中国与全球贸易的面板数据，按公式①、②进行回

归。由结果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处地位较低，且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贸易往来中，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远大于全球平

均水平。

2.“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政策效应

（1）“一带一路”倡议对地理距离影响出口贸易的政策效应

分别利用 2001-2012 年以及 2013-2017 年两阶段的贸易数据，分别对全球、

沿线国和非沿线国进行回归。由结果可知，虚拟变量的负向效应小幅下降，沿线

国中地理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减小，非沿线国中地理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几乎未

发生变化。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沿线国与我国的之间贸易阻碍确

实得以降低，增加了我国对沿线国的出口贸易；且该减少正是“一带一路”倡议

带来的政策效应，而非经济交通发展带来的自然结果。

（2）“一带一路”政策效应的进一步分段研究

为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应进行更准确的分阶段研究，分别以 2010、

2011、2012 年为界，将 2001-2017 年间的数据分为两阶段进行对比，发现以 2010

年为分界线的两阶段政策效应更加明显。究其具体原因在于我国在 2008 年金融

危机以后，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对沿线国的国家就开始有投资政策

上的倾向。

三、结论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总量虽逐年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

平，与中国对外平均贸易水平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国应当积极与沿线国家交

流协商，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水平。

2.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均对我国出口贸易存在促进作用，因此

应始终坚持发展国内经济，另外也要通过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帮扶，促进相关国

家的生产率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以此带动当地对我国出口规模需求的扩大。

3.地理距离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起到较大的负向作用，但该负向影响正在减小



且效果显著，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确对贸易具有积极影响。因此我国应当继

续推进与沿线国的基础设施和交通通道建设，以此减少地理因素对贸易造成的影

响。

四、汇报点评

这篇文章是史倩同学自己写的文章，从她论文初稿的主要内容来看，她以“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背景来研究地理距离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一直以

来，我国与南亚、西亚以及中亚的贸易交流由于运输条件的欠缺和地理位置的阻

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加强了对沿线国进行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进而减少我国与相应国家的贸易往来受地理因素的制约，因此“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作者的文章架构是：在理论分析后构建模型，通过划分空间区域，对比地理

距离因素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对沿线国和非沿线国的影响程度，并使用处理后的

2001-2017 年间中国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将“一带一路”虚拟变量

引入引力模型，在实证部分，分别利用 2001-2012 年以及 2013-2017 年两阶段的

贸易数据，分别对全球、沿线国和非沿线国进行回归。从这些分析中，作者得出

结论：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处地位较低，距离对贸易

的阻碍作用远大于全球平均水平；2.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沿线国与我国

的之间贸易阻碍确实得以降低，增加了我国对沿线国的出口贸易；且该减少正是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政策效应，而非经济交通发展带来的自然结果。因此，

在结论部分，作者进行总结时提出的一些建议也都是围绕着进一步加强和实施

“一带一路”相关政策进而促进我国出口贸易进行的。但是，我认为，一个政策

的提出和实施不应只看到好处，“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确实有很多积极作用，

但现实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在作者的论文初稿中，我并没有看到有关该政策

的不足之处。也许是本人自己的研究方向与之差别太大且对“一带一路”相关内

容的了解确实不够深入，因此若有评论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这篇文章的研究背景是基于 2013 年“一带一路”的政策，我国与南亚、西

亚以及中亚的贸易交流由于运输条件的欠缺和地理位置的阻碍始终处于较低水

平，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旨在对沿线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而减少我国

与相应国家的贸易往来受地理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已投入建设大量的战略通道



和支点项目，并对沿线国家进行了交通、能源、通信三大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

这些投资不仅有效地促进当地的经济腾飞，更提高了我国与相关国家的交通便捷

程度，缩短贸易运输的时间与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

文章包含规范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理论分析部分阐明了两国的地理位置

越近，贸易的成本越低，双方贸易交流也随之增加。交通通道以及港口建设等交

通设施条件的改善能有效降低地理因素的阻碍，促进双边贸易发展。实证部分有

两个模型，一个是传统的引力模型，另一个是在传统引力模型基础上添加了代表

“一带一路”政策的虚拟变量。文中将 2001-2017 年间中国出口贸易数据分为非

沿线国（119 国）与沿线国（57 国）两大类，按传统引力模型分别回归，研究地

理距离对中国与沿线国和非沿线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利用 2001-2017 年的中国与

全球贸易的面板数据，对两个公式进行回归，得到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远大于

全球平均水平。利用 2001-2012 年以及 2013-2017 年两阶段的贸易数据，分别对

全球、沿线国和非沿线国进行回归。虚拟变量的负向效应小幅下降，沿线国中地

理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减小，非沿线国中地理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几乎未发生变

化。

文章的结论包括：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总量虽逐年上升，

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与中国对外平均贸易水平间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贸易伙伴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均对我国出口贸易存在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在中国对外贸易中

起到较大的负向作用，但该负向影响正在减小且效果显著，说明“一带一路”倡

议的确对贸易具有积极影响。

五、个人感想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加深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总量虽逐年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与中国

对外平均贸易水平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国应当积极与沿线国家交流协商，提

升我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水平。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均对我国出

口贸易存在促进作用，因此应始终坚持发展国内经济，另外也要通过对沿线国家

的投资和帮扶，促进相关国家的生产率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以此带动当地对

我国出口规模需求的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