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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paper�mainly�starts�from�the�countries�and�regions�along�the�route,�and�uses�a�systematic�GMM�method�to�re�ect�the�impact�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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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从沿线国家和地区着手，运用系统GMM方法体现各个国家和地区状况对其与广东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广东出
口贸易无论在贸易总量还是在增长幅度方面，都位居前列，尤其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必然会从总体上对广东与
沿线国家（地区）的贸易产生积极影响。从总体上看，贸易国家（地区）在广东的直接投资（FDI）、上一期的贸易额均对
于广东与其贸易存在着正相关性，而距离则对贸易影响不大；分区域看，各因素在不同地区对于广东对外贸易的影响时存在
差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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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由于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才实施不久，为了研究海上丝

绸之路对广东对外贸易的宏观影响，必须充分考虑广东省与

沿线地区的贸易量到底由何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是否能够

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全面实施后对广东的对外贸易影响更大。

鉴于此，本文采取面板回归的方式，所构建的模型为公式（�）：

OQ OQ OQEXP GDP FDI Wit i it it= + + + +α β β γ µ� �
[�]� （�）

变量主要可以分为：第一进出口总额（(;3）；第二其

他各国生产总值（*�3）；第三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进出口总额包括进口额和出口额，是指向世界其他国家供应

的或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的所有货物和其他市场服务的价值；

国内生产总值（*�3）是一个经济体内所有居民生产者创造

的增加值的总和加上任何产品税并减去不包括在产品价值中

的补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指投资者为获得在另一

经济体中运作的企业的永久性管理权益所做的投资净流入。

其中:为控制变量，包括广东省与所在国的距离、中国与贸

易国的关系（中国与某国的进出口额/当年中国贸易总额）等，

距离用 /来表示，关系用 F来表示。在公式（�）中，进出口

总额 (;3为因变量，其它变量为自变量。为了便于计算，出

比值外（中国与某国的进出口额 /当年中国贸易总额），所

有变量均用对数形式表示。

在具体估计回归的过程中，由于面板数据内生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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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尽管我们增加了控制变量，但是仍有可能因为遗漏重

要的变量导致计量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使得估计结果并不

稳定。�当前主要可以从：一是工具变量法，另一个是使用广

义矩估计（*00）解决内生性问题（伍德里奇，����）。本

文使用系统�*00�解决内生性问题，即认为上一期的 (;3会

对当期的 (;3产生影响，因此公式（�）便被改进为公式（�），

具体为：

OQ OQ OQ OQEXP EXP GDP FDI Wit i it it it= + + + + +α β β β γ µ� � � �−
[�]（�）

使用系统 *00回归，需要进行如下检验，以对 *00

估计结果的合理性进行相应的判断，验证系统 *00回归的

结果是真实有效的。首先，要利用 �DQVHQ检验来判断变量的

设定尤其是因变量是否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进而对工具变

量设定的整体有效性进行判定（�DXVPDQ,����), 其思想是除

非 �DQVHQ检验拒绝原假设，否则便使用随机效应估计值；其

次，要对模型的误差性问题进行判定，通过检验考察 *00

估计中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的自相关，如果存在则不能运

用这一方法；结合混合最小乘法，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一般

情况下采用这一方法可能会存在高估滞后项系数的问题，而

如果采用 )(回归分析法，则有可能出现低估滞后项系数的问

题。因此原则上说可充分结合两种方法的优劣势，一般情况

下如果滞后因变量在系统 *00方法中的估计值介于 2/6估

计和 )(固定效应法之间，那么系统 *00估计的值就是真实

有效的。

2�数据收集与总体描述

论文的数据收集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广东统计年鉴》（����——����）、中国海关信

息网（KWWS://ZZZ.�KDLJXDQ.LQIR/）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时

间跨度为 ����年至 ����年，共十五年的数据。其中，广东

省与所在国的距离为手动收集，主要以广州市与该国家（地区）

首都 /首府的直线距离为定量标准。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国

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开放型网络，无论是在政府表述还是学术

研究中，都没有精确的地理范围表述，笔者为了方便研究，

分别设立了 ��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地区。其同时将香港、

台湾、澳门做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经济体分区。如表 �所示

主要可以将其分为四大板块。

表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范围

分区 国家

东南亚
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缅甸

南亚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中东 /北非
土耳其、伊朗、叙利亚、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

巴林、科威特、以色列、埃及

港澳台 香港、澳门、台湾

作为中国经济总量第一大省和外贸易第一大省，广东省

凭借地理区位和地缘经济优势，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

区）贸易往来密切，出口贸易额占据主导地位，远超国内其

他省区。

3�数据分析

3.1�回归分析

�OXQGHOO和 �RQG（����）将差分 *00与水平 *00结合

在一起，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 *00

回归，成为“系统 *00”。与差分 *00相比，系统 *00

的优点是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并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

变量 �的系数。�KH�HW�DO（����）通过研究发现，差分 *00存

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而系统 *00比差分 *00更有效率 [�]。

为了检验加入:72对广东与沿线国家（地区）外贸情

况的影响，论文将公式（�）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加入了时间

虚拟变量，这样公式（�）便得到了其改进型，公式（�）为：

OQ OQ OQ OQ ����EXP EXP GDP FDI W dummyit i it it it= + + + + + +α β β β γ γ µ� � � � � �−

� （�）

对于 GXPP�����这一时间虚拟变量，将 ����年设为 �，

����年及以后的各年赋值为�，回归用统计软件 VWDWD��.�进行。

对公式（�）和（�）分别做系统 *00回归，回归结果

如表 �所示。

从表 �可以看出，在公式（�）的模型中，不加入中国

进入 :72的时间虚拟变量，大部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

OQ(;3均有显著影响，当期的贸易国家（地区）*�3对贸易

额 (;3的影响系数为 �.���，�这就充分说明是否选择广东省

作为主要贸易对象对贸易国的经济总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即影响系数不大。当然了不可否认的是贸易国的富裕程度的

确会对双方的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是绝对性的因

素；当然了如果说贸易国家地区的经济总量特别小的话，例

如斯里兰卡、孟加拉、阿曼等，其较小的市场需求也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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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贸易选择，而像印度这样的大国逐步成为广东省的主

要贸易对象，和印度 *�3的多少还是有着一定关系的。贸易

国家（地区）对广东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最大，为 �.���，且

同样在 �%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直接投资越多，广东与贸易

国家（地区）的合作越紧密；这一结果的实事反映就是香港，

由于香港一直是广东外部投资的主体，所以广东与香港的贸

易一直较多。贸易额 (;3的前一期数据对于当期的数据也影

响显著，在 �%的水平下系数为 �.���，这说明上一期的合作

对下一年的合作具有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广东的对外贸易存

在着一定的“惯性”。对于两个控制变量，地域距离的系数

为 -�.���，且在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广东在进行外贸对

象选择时，还是基本遵循着远近的原则；而中国与贸易国的

关系则在在 �%的水平下系数为 �.���，体现出中国与贸易国

家（地区）的总体关系对于广东而言有着正向作用。

在公式（�）的模型中，加入中国参加:72的虚拟变量

GXPP�����，进行系统 *00回归。结果与公式（�）中的差

距不大，但是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异。首先是时间虚拟变量，

在 ��%的显著性水平下系数为 �.���，着说明加入:72后，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刺激了广东外贸总额的增加。这

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家政策的导向将加深对外开放的水平，

从而对广东的对外贸易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入:72如此，

目前开展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同样也会起到类似的

效果。在加入虚拟变量后，比较公式（�）和公式（�）的结果，

上期 (;3、贸易国家（地区）的 *�3、贸易国家对广东的直

接投资 )�,的影响系数在公式（�）中都有所下降；地域距离

/的系数不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加入:72后的开

放程度增加，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很显然当今广东省在

对外贸易过程中已经不再需要考虑地域距离的问题了。而在

对外贸易中唯一上升的变量即为中国与贸易国的关系�，在 �%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高于公式（�）中的 �.���，可以得

出加入:72后，国家关系决定广东与贸易国家（地区）关系

的结论，两者贸易都得到了相关性的增加。

���为了进一步进行研究，论文将对每个分区进行分别的

回归，研究各分区与广东省的贸易情况及影响因素。由于东

南亚地区的国家为十一个，南亚地区的国家为四个，中东、

北非地区的国家为十二个，港澳台地区为三个，均小于十五

年的时间序列维度，因此该面板为短面板，不能应用 *00

统计，只能运用 )*/6回归，利用公式（�）的模型加入时间

虚拟变量，并以 3*/6回归分析，如表 �所示即为其分析结果。

表 ��广东省与沿线国家（地区）外贸情况的分区估计结果

东南亚地区 南亚地区 中东、北非 港澳台地区

常数项
�������
����

�������
����

�������
����

������
����

OQ(;3（-�）
��������
����

�������
����

�������
����

�������
����

OQ*�3
�������
����

�������
����

��������
����

�������
����

OQ)�,
�������
����

�������
����

������
����

��������
����

OQ/
������
����

������
����

�������
����

������
����

�
�������
����

��������
����

�������
����

��������
����

GXPP�����
�������
����

������
����

�����
����

�����
����

�5（�） ����� ����� ����� �����

样本量 ��� �� ��� ��

注：括号内为 7统计值；残差项二阶相关性检验 �5（�）报告的是 3

值；���、��、�分别表示在 �.��、�.��和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表 �的估计结果看，各因素在不同地区对于广东对外

贸易的影响时存在差异的。对于东南亚地区而言，上一期贸

易情况对当期贸易的影响系数最大，在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而这即说明在广东与东南亚地区对外贸易过程中受贸

易惯性的影响非常大，其中中国同贸易国关系的影响系数为

�.���，当然了保持在显著性水平之下。对外投资的系数在 �%

的水平下为 �.���，而 *�3则为 �.���，换言之也就是广东贸

易与东南亚经济状况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其中的影响

表 ��广东省与沿线国家（地区）外贸情况的估计结果

公式（�） 公式（�）

常数项
�������
（����）

��������
（����）

OQ(;3（-�）
��������
（����）

�������
（����）

OQ*�3
�������
（����）

������
（����）

OQ)�,
�������
（����）

�������
（����）

OQ/
�������
（����）

������
（����）

�
�������
（����）

��������
（����）

GXPP�����
������
（����）

�5（�） ���� ����

�DQVHQ ���� ����

样本量 ��� ���

注：括号内为 7统计值；残差项二阶相关性检验 �5（�）和 �DQVHQ
检验报告的均是 3值；���、��、�分别表示在 �.��、�.��和 �.�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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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大，从南亚地区看，与东南亚一样，同样是上期贸易的

影响系数最大，上一期贸易能够对当期贸易产生积极的作用，

其他因素的系数都不是很大，没有超过 �.�的，这说明南亚地

区的经济实力、对广东投资和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事实上这

也充分说明了其并没有对东南亚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贸易

产生影响。中东、北非地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贸易国对广东

的直接投资，这说明中东地区尤其是阿联酋、沙特等国对广

东的投资成为广东与其开展贸易的积极因素，系数在 ��%的

显著性水平下为 �.���，上期贸易的影响系数为 �.���，影响

程度排名第二，中国与贸易国的关系系数为 �.���，排名第三，

与其他三个地区不同的是，中东、北非地区的距离远近对贸

易产生了消极作用，系数在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

说明港澳台地区对广东的投资较多，兴资办厂对双方的贸易

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排名第二的因素为上期投资额，然

后依次是中国的贸易关系和 *�3。从虚拟时间变量的影响效

果看，加入:72对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贸易产生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效果比较显著；而对于中东、北非地区和港澳台

地区，作用则不是十分明显，主要原因可能是中东、北非地

区在广东的贸易量中虽比重不小，但是受加入:72协定的产

品影响不大，而港澳台地区则一直与中国大陆有着紧密的贸

易往来，因此不太受是否进入:72的影响。

3.2�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实证分析的结果，尤其是系统 *00分析的结

果，论文需要对数理面板分析做稳健性检验，有表 �的报告知，

检验表明 �5（�）二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项不存在显著的自

相关性，通过 �DQVHQ检验发现，其并不存在过度识别的现象，

问题。另外研究中对于方程（�）和方程（�）的模型做了2/6（最

小二乘法）回归和 )(回归，表中所有模型滞后一期因变量的

估计结果在 2/6（最小二乘法）回归和 )(回归之间，因此认

定表 �中的估计结果有效可靠。

4�结论

本文就海上丝绸之路对广东对外贸易的宏观影响进行了

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出口贸易得到了较为快

速的发展，特别是相较于其它沿海省市。无论在贸易总量还

是在增长幅度方面，都位居前列，尤其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

路战略的实施必然会从总体上对广东与沿线国家（地区）的

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广东对外出口贸

易主要集中在 �）东南亚地区其 ����年市场份额达 ��.�%；�）

港澳台的市场其 ����年的市场份额达 ��.�%另两大沿线主要

地区的贸易额则较少，分别是中东、北非为 ��.�%，南亚地区

则更是只有 �.�%。但是从发展趋势看，港澳台的比重正在逐

步下降，东南亚、中东、北非和南亚区域的贸易比例则处于

上升态势，说明广东省曾经由于地域的关系，较为依赖港澳

台地区的贸易，但是随着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的深化，还是

那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贸易区域分布更加广泛，结构也更加

合理。

第二，广东贸易受贸易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影响。且

存在着正相关性，这主要是因为外商的投资办厂，将使得广

东与其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容易形成产品输出和服务输出，

而且办厂的原因，必然也是因为广东有着更为有利的生产条

件，其生产的产品更具性价比，特别是符合本区人民、本国

人民的标准 [�]。影响排名第二的因素是上期的贸易额，由于

贸易存在着“惯性”，很多合同并不只是一年，因此上期的

贸易额对当期的贸易额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样是正相关

的关系。中国与贸易国的关系影响程度排名第三，说明广东

在选择贸易对象时，也充分考虑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比如

中国于 ����年加强了与伊朗的合作，进一步提高了伊朗在与

广东贸易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从贸易国家 *�3与广东距离

的情况，充分说明广东省选择贸易合作伙伴的标准，即并不

十分看重该国或者地区的经济实力，一些不太富裕的国家，

依然能够成为广东省的主要贸易伙伴；而地域条件在经济全

球化和世界销售网络的今天，则更不能够成为阻碍贸易的障

碍和桎梏。时间虚拟变量的影响因素为正，说明加入:72后，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刺激了广东外贸总额的增加。这

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家政策的导向将加深对外开放的水平，

从而对广东的对外贸易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入:72如此，

目前开展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同样也会起到类似的

效果 [�]。

第三，从分区域看，各因素在不同地区对于广东对外贸

易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上一期的贸易额无论在港澳台和东

南亚地区，还是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地区，对当期的贸易都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相关系数均不小。港澳台和地中东、

�2,��KWWSV���GRL�RUJ����������FM�JO�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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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区影响最大的是 )�,，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则是上期

的贸易额起主要作用。与其他三个地区不同的是，中东、北

非地区的距离远近对贸易产生了消极作用，系数在 ��%的显

著性水平下为 -�.���。从虚拟时间变量的影响效果看，加入

:72对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贸易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效果比较显著；而对于中东、北非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作用

则不是十分明显，主要原因可能是中东、北非地区在广东的

贸易量中虽比重不小，但是受加入:72协定的产品影响不大，

而港澳台地区则一直与中国大陆有着紧密的贸易往来，因此

不太受是否进入:72的影响。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广东对外贸易的宏观影响进行实证

分析，结论如下：�首先，近年来，广东省对“海上丝绸之路”

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增长迅速，与沿海其他省市相比，无论在

贸易总量还是在增长幅度方面，都位居前列。通过分析不难

发现广东省对外出口贸易多含有中在东南亚地区、港澳台，

除此之外相较而言另外两大沿线的贸易额则相对较少。但是

从发展趋势看，港澳台的比重正在逐步下降，东南亚、中东、

北非和南亚区域的贸易比例则处于上升态势 [�]。其次，发现

贸易国家对广东贸易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且存在着正相

关性，影响排名第二的因素是上期的贸易额，由于贸易存在

着“惯性”，很多合同并不只是一年，因此上期的贸易额对

当期的贸易额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样是正相关的关系。

中国与贸易国的关系影响程度排名第三，说明广东在选择贸

易对象时，也充分考虑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贸易国家（地区）

的 *�3同与广东的距离对贸易影响不大。特别是进入 :72

以后，进一步刺激着中国广东贸易的发展 [�]。这也从侧面反

映出，国家政策的导向将加深对外开放的水平，从而对广东

的对外贸易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入:72如此，目前开展

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同样也会起到类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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