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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引领的逆全球化趋势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阻碍，各

国开始倡导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合作从经济全球化转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趋势愈加明显，中国与东盟构建起开放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国际贸

易合作的热点，为了促进贸易的发展，贸易便利化这一议题的研究成为当前学

术界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金融、计算机等生产性服务

业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连接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生产性服务贸

易，不仅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对于中国提升产业链地位具有重要

意义，因此推动其发展尤为关键。由于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差异，使得生产

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各种制约，为了进一步探究贸易便利化对生产性服务贸

易的影响，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模型进行研究，为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贸

易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本文搜集并整理了世贸组织官方统计网站关于中国与东盟各个成员国生产

性服务贸易的进出口规模、结构等最新数据，引入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数据，为

了评估贸易便利化的水平，本文构建了一个评价体系，并选择了 4 个一级指标，

12 个二级指标测算贸易便利化水平，最后得出了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综合得

分。在研究实证分析时，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发现，贸易便利化对生产性服务

贸易的出口产生了明显的正向影响。基础设施和海关环境作为贸易便利化的主

要指标，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

在加强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海关环境方面提出措施建议，以推动

我国对东盟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为提高我国产业链地位发挥重要作

用。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 生产性服务贸易 引力模型 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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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hindere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advocate trade protectionism.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operation fro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China and ASEAN have 

built an ope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the research on 

the topic of trade facilit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thank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such as finance and computer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Trade in productive 

services connect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e in services, but also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enhance its statu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so it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service trade is subject to various constraints.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on productive service trade,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models, in 

order to promote my country's productive service trad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This article collects and organizes the latest data on the import and 

export scale and structure of productive servic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member states from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website of the WTO, and 

introduces the data fro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and selected 4 first-level indicators and 12 second-level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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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easure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and finally obtained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rade facilitation for ASEAN countries.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extended gravity model was used to find that, Trade 

facilitation ha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xport of productive 

service trade. As the main indicators of trade facili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customs environment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productive service trade.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strengthening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ASEAN and improving the 

customs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productive service trade export to ASEAN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my country's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 Trade facilitation; Trade in productive services; Gravity 

Model of Trade;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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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22 年 8 月 31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的贺信中强调：“中国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不断放宽服务领域

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拓展对外开放平台功能，努力构建高

标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

持普惠包容、合作共赢，携手共促开放共享的服务经济，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

注入动力”。服务贸易的地位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变得越来越重要，生产性服务

业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整个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其不仅能够连接产业链和价值链，还是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制造业现代

化程度和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推动产业升级，

走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是我国新阶段开放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生产性

服务贸易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支撑，是中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的重要

途径，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于提升我国产业链层次有着显著的

积极影响。 

在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东盟及亚太共 15 个国家正式签署了名为《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协议。自 RCEP 协议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以

来，各成员国取消了多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一步促进了亚太地区的开放型

经济发展，提高了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2022 年我

国与 RCEP 其他成员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12.95 万亿，其中 8.7 万亿来自对

RCEP 其他 14 个成员国的中间产品进出口，RCEP 为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促

进区域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中国和东盟两大经济体的货物贸易呈

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务贸易发展滞后，尤其

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更是明显滞缓。RCEP 的生效给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

口带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和东盟货物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但对于生产性服务贸易是否具有同样的作用？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对我国

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优化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模式

来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进而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提高我国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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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地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2 研究目的 

本文是通过搜集中国与东盟相关的贸易数据来分析贸易便利化对生产性服

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梳理关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理论脉络，研究掌握中国对东

盟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的历程和趋势，运用实证模型验证贸易便利化是否影响

中国对东盟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最后探究如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以

及扩大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具体措施，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提高

我国产业链地位。 

1.3 研究意义 

1.3.1 理论意义 

作为国际贸易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生产性服务贸易被认为是国际分工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特征与传统的商品贸易截然不同，如不可存储性、

非标准化、异质性等，研究生产性服务贸易可以拓展贸易理论研究范畴，为贸

易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还可以帮助国家了解自身服务贸易产业的发

展状况和竞争力，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服务贸易政策，促进服务贸易的可持续

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论意义。 

贸易便利化影响着贸易的流动和规模，研究贸易便利化可以帮助理解贸易

流动的机制和影响因素，拓宽贸易理论研究的视野，还可以探讨贸易便利化与

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关系，为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1.3.2 现实意义 

生产性服务贸易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产性服务贸易可以

帮助国家了解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和趋势，推动经济结构向服务业升级和转

型，带动就业增长和人才培养，为了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需要

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交流，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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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是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关键措施。研究贸易便利化

可以帮助分析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制定措施促进贸易便利化，增加贸易的

规模和效益，贸易便利化还可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区域间经济联系，

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 

1.4 文献综述 

1.4.1 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研究 

(1)关于贸易便利化对经济与贸易的影响 

根据 Wilson（2008）的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各国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影响非

常显著。在东盟国家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较低，因此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

对区域内的贸易流量具有极大的影响。这表明，东盟国家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

利益，例如提高港口效率可以带来 7.5%的贸易增长。另一项研究由孙林等

（2015）进行，他们利用动态面板差分 GMM 模型来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便利化

的提升对区域谷物进口的促进作用。而孔庆峰（2015）则使用引力模型验证了

贸易便利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区域经济组织、进

出口国家 GDP 和关税减免等因素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江瑶等(2018)得出了

结论：贸易便利化对创意产品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且可靠，实证分析

表明，每提高 1%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可带来创意产品贸易出口额增长 1.7059%。

李思奇(2018)使用了 GTAP 模型，发现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对中国和中亚五国的经

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将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因为贸易条件的改善将促进双方之

间的贸易交流和合作。范秋芳等(2019)在研究中表明，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沿线国国内生产总值、沿线国与中国接壤以及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因素

对于中国向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吴兆丹等(2020)的研究

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我国与该

地区国家的贸易总额增长。此外，杨逢珉等(2021)的研究对象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能

够有效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朱文鹏(2022)以 RCEP 成员国为研究样

本，证实了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对这些成员国的贸易出口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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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释放，从而为我国的出口增长提供更大的空间。 

(2)关于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的研究 

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是目前研究贸易便利化问题的一个研究热

点，Wilson（2003）最早开创了港口效率、海关环境、法规环境和电子商务 4

个一级指标和 13 个二级指标来测度贸易便利化，随后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继

续完善和优化各级指标来构建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李斌等(2014)在研究过程

中选取了了 6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来构建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运用熵

值法测算出 109 个国家 2007-2011 年的贸易便利化综合得分。张晓静（2015）

基于市场准入、边境管理、运输和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等四个方面开发了贸

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她为每个指标分配了权重，并最终计算出不同国家的贸易

便利化水平。张亚斌等（2016）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测量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应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来实证分析其对中国

贸易流量的影响。陈继勇等（2018）在他们的研究中将贸易便利化指标设置到

三级指标，其中物流与基础设施（T）、海关与边境管理（C）、金融与电子商务

（F）和政府与监管环境（R）是四个一级指标。此外，他们将这些指标细化为

40 个三级指标，构建了一个能够全面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色的贸易便

利化指标体系。然后，他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测算沿线 65 个国家在 2012 年

至 2016 年期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蒋旦悦（2018）的研究中构建了一个评估体

系，包括基础设施、规制环境、金融环境和通关效率等四个影响沿线各国贸易

便利化水平的指标，以及 17 个二级指标，通过熵值法确定了这些指标的权重，

并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孙玉琴等（2018）在他们

的研究中使用铁路、港口、空运和宽带基础设施水平来衡量一国贸易便利化的

硬件水平。贸易便利化的软件水平则用海关程序处理负担和贸易壁垒盛行程度

这两个指标来衡量。他们利用这两个方面共计 6 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应用基

于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来实证分析中东欧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欧盟国家产品出

口的影响。王微微等 (2019) 在研究过程中选择了 4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

和 37 个三级指标，构建了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

分析法计算了“一带一路”沿线 58 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建

立了扩展的引力模型，评估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宋周莺等(2020) 

在研究过程中构建了包括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电子商务、金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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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政府政策环境在内的 6 个二级指标和 29 个三级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

并使用主成分法确定权重，测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张倩莹(2020) 选择了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金融和信息技术 4个一

级指标和 15 个二级指标，采用主成分法测算贸易便利化水平。马欣员(2022) 

设定了口岸效率 T、海关环境 C、监管环境 R、金融电商 F 这 4 个一级指标和 15

个二级指标，并使用主成分法确定指标权重，测算了 6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国际上一些研究机构正在构建贸易便利化评估体系，以

评估各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其中包括 WTO、OECD、世界银行、世界海关

组织等国际研究机构或国际组织，它们在研究贸易便利化评估体系的构建方面

都做出了贡献。例如 OECD 的贸易便利化评估体系涉及十一个指标，这十一个指

标的取值范围在 0 到 2 之间，在计算方式上，将这十一个指标进行取平均值，

便可以计算得出一国的综合贸易便利化指数（TFI）。 

1.4.2 关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相关研究 

(1)关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基础理论研究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统计数据库资料及《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分类信息，

生产性服务贸易可细分为运输、建筑、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以及知

识产权使用费六个大类。其中，运输类指货物的运输和配送，建筑类包括建筑

设计、施工、装修等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类包括软件开发、数据处理、信

息技术等服务，金融类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服务，保险类指各种类型的保

险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类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使用权服务。

这六个大类覆盖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的主要领域，对于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Markusen(1989)的研究中，最早界定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概念，

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化，且生产性服务具备较高的知识密

集性，而贸易是在生产差异化或专业化的中间产品时发生的，这些中间产品的

投入组合成规模收益递增，形成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最终产出。生产性服务贸易

模型由 Francois (1990)提出，他强调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外部专业化，并主张各

国积极参与生产性服务贸易以提高各国的专业化水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并

推动它们融入国际专业化进程。邓晶等（2015）利用 2005 年至 2014 年 17 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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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

有助于本国制造业的升级。孟萍莉(2017)的研究结论表示，生产性服务贸易出

口对制造业整体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可

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这有助于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董展眉

(2020)在研究中表示，随着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市

场的规模也会扩大。这将有助于提高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生

产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产值，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

原小能等(2022)认为生产性服务技术复杂度出口的提升会有效提升国际贸易竞

争优势，高知识密度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提升对经济增速存在正向影响，而低知

识密度生产性服务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则会产生负向影响，我国需要积极推

进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2)关于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研究 

武俞辰(2019)在研究过程中表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起步较晚，发展水平

相对较低。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

业如运输和批发零售为主，现代服务业中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部分发

展缓慢，水平偏低，导致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一直处于低端水

平。孟方琳(2020)在研究过程中分析比较了中美两国发现，我国的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相对滞后，其中高级生产要素对制造业的供给不足，这种供需不平衡也

导致了产业融合度低和结构失衡的问题。李娜和魏巍(2020)认为我国生产性服

务贸易进出口贸易结构不均衡，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需要依靠资源密集型

部门的出口带动效应，知识技术密集型部门的进口带动效应，来弥补高端技术

上存在的不足。周杰和匡敏(2021)在研究的过程中表示，我国的生产性服务贸

易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在国际竞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对外开

放程度较低，以及高端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解决。张小溪

(2021)在研究过程中表示，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经济

增长波动对其影响较大，周期性波动较为普遍。目前，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

以中低技术复杂度出口为主，处于成长期，并在全球贸易中处于中低端地位，

但依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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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文献评述 

基于本文的选题和研究目标，通过搜集整理贸易便利化和生产性服务贸易

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在研究贸易便利化这个议题上，大多从两个

方面进行探讨，其一是研究贸易便利化对经济与贸易的影响，结论显示贸易便

利化水平的提高会对各国进出口贸易产生显著的正面经济效应，提升贸易便利

化水平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其二是研究构建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目

前缺乏一个统一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标准，Wilson（2003）开创的贸易便

利化评价体系是当前国内外学者运用最广泛的评价体系，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

上针对不同的研究目标，持续优化和改进。在测算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便利

化水平上，国内学者的数据大多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世界贸易报告》

和 OECD 等数据库，在处理数据方面，分别采用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简单平

均法等方法来处理数据，最后测算出贸易便利化指数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

析，得出研究结论。 

在生产性服务贸易这个议题上，通常情况下，被认为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组

成部分的服务业有运输服务、建筑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等六大类，这些服务业在划分生产性服务贸易包

含的产业时，经常被归为生产性服务业。而由这六个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的跨境

服务，就被称为生产性服务贸易，国内学者在研究生产性服务贸易这个议题上，

主要围绕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措施以及生产性服务贸易在提升我国

产业链地位发挥的作用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关于贸易便利化对生产性服务贸

易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偏少。 

总体而言，目前文献都是集中研究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潜力和相关产业的影

响，而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于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相对偏少，本文在以上

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根据前文所提文献的分类方法，选择中国对东盟国家的

运输服务、建筑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及知识

产权使用费等六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贸易额来构建生产性服务贸易这一被解

释变量，进一步针对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构建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来研究贸

易便利化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来促进我国

的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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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路线和研究方法 

1.5.1 研究路线 

论文的研究思路将按照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基本

研究逻辑进行，具体研究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1.5.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首先是对国内外相关学者发表的论文进行搜集和整理，然后针对需要研究

的问题，详细阅读了相关文献，进而对所需研究的问题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并总结学术界目前研究的主流方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弥

补了前人研究中的缺陷，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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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性定量研究法 

本文首先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相关数据，构建一个贸易便利化评价

体系，然后运用定量的手段计算出东盟各个国家的的贸易便利化指数，将各国

的贸易便利化指数进行对比，定性分析了实证模型中的问题，最后得出相关结

论。 

(3)实证研究法 

本文选取了 2012-2021年东盟国家的贸易数据，在测算出各国的贸易便利化

水平后，再构建一个扩展的引力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和 stata 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所得回归结果开展研究和分析，进一步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 

1.6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1.6.1 可能的创新 

在研究视角上，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多集中在贸易便利化对货物贸易流量

的影响方面，而服务贸易方面的研究涉及相对较少。同时，对于贸易便利化对

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方面，国内相关研究几乎处于空白，而生产性服务

贸易是占据中国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是提升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具备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 

1.6.2 存在的不足 

本文的研究中涉及到各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得分，主要数据来源于《全球

竞争力报告》，为了得到更完整的数据，本文使用了插值法来填补部分国家的缺

失年份数据，这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尽管使用插值法会

带来一定的偏差，但这种方法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情况。同时，

在选用二级指标时尽力考虑了各种因素，并对每个指标进行了权衡，以期达到

最佳的评估结果。虽然这些指标可能不足以精确地表示各国真实的贸易便利化

水平，但这些指标能够达到全面、客观的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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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贸易便利化 

对于贸易便利化这一议题，当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规范的概念界定，许多

国际组织都对其概念内涵有相应的阐述，但其侧重点存在一定差异。各权威组

织机构对贸易便利化的界定如下： 

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定义的贸易便利化，是指通过简化和协调国际贸易程

序，以降低进出口企业的时间和成本，从而实现国际贸易参与方财富增加、消

费价格下降以及资源更高效配置等多种效益。该概念的主要目标在于促进贸易

自由化、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且鼓励国际合作和协

调，提高全球贸易的效率和公平性。简化和协调国际贸易程序可以提高贸易透

明度和可预测性，降低贸易成本和风险，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世

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观点，贸易便利化的范围不仅包括货物流通，

还涉及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等方面。OECD 将“促进贸易”定义为“贸易

便利化”，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内和跨国货物贸易的顺畅进行。世界银行

(World Bank)认为，贸易便利化是指一系列旨在简化边境的措施，这些措施不

仅包括海关制度和监管改革，也包括提高港口和物流效率等。贸易便利化的根

本目的是使跨境贸易更加简单、高效，从而降低贸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和发

展。根据世界海关组织（WCO）的定义，贸易便利化的重点是简化海关程序。

WCO 强调，贸易便利化意味着要避免不必要的贸易限制，同时应用现代科技和

提高国际协调水平来实现。这种方法可以让国际贸易过程更加简单，贸易成本

更低，同时也能保证安全和合规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将一切

能够减轻贸易事务、降低贸易周转时间和成本的措施视为贸易便利化。过多的

文件手续、缺乏透明度的规章制度以及长时间的边境延误等问题都可能减少贸

易所带来的潜在收益。贸易便利化的目标是在建立简单、标准化的海关程序、

文件手续、运输程序和边境交易的基础上，为跨境贸易提供透明、可预测的环

境。贸易便利化需要跨部门合作，包括贸易经营者、服务提供者、海关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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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之间的协调。与此同时，UNCTAD 也强调贸易便利化需要简化货物过境程序。

中国海关总署(GACC)认为，贸易便利化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如简化贸易

程序、提高贸易法规的透明度、统一标准、完善规范以及减少限制，来降低国

际贸易活动的交易成本，促进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从而提高国际贸易的效

率和竞争力。根据联合国亚太经社会(UNESCAP)的定义，狭义的贸易便利化只涉

及海关行政程序，而广义的贸易便利化则包括其他一些措施，例如基础设施建

设、国内法规以及贸易技术壁垒等后台措施。 

综合以上各种定义，本文认为贸易便利化是以国际或公认的标准和惯例为

基础，通过协调适用法律法规、简化货物进出口和过境程序和手续、改进和规

范物流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降低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促进货物和

服务的自由流动，为国际贸易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高效的环境。贸易便利化

的核心在于简化和协调国际贸易制度和手续，以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率和效益。

而本文中后面所做的测评是基于广义的贸易便利化范畴。 

2.1.2 生产性服务贸易 

目前，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在学术界尚未形成

一致的规范。Machlup（1962）最先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认为生产各种

知识的行业可以被定义为生产性服务业。Martinelli（1991）则认为生产性服

务业包括与资源分配和流通有关的活动、产品和流程的设计以及与创新相关的

活动，以及与生产本身的组织和管理有关的活动。Markusen（1989）最早定义

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概念，他认为生产者服务包含差异化和知识密集化的特点，

而贸易则发生在产生差异化或专门化中间产品时，通过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形

成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最终产出。顾国达和周蕾（2010）认为生产性服务贸易存

在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为主，另一种是跨国公司总部和子

公司之间的跨境生产性服务。按照国际管理和分类标准，一个部门的产品超半

数用于生产时，就被定义为生产性服务部门，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生产性服

务业包括运输、通讯、建筑、保险、金融、计算机与信息、专利和特许权服务

等七大类。而中国的《十一五纲要》将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信息

服务和商务服务等五大类定义为生产性服务业。可以看出，虽然国际和国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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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的相关定义不尽相同，但是类别差异不大。 

本文研究中参考了周杰等(2021)的分类标准，将建筑服务、运输服务、知

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六大类服务贸

易划分为生产性服务贸易。在研究过程中将以上行业的数据构建为中国的生产

性服务贸易出口，使用中国对东盟的六大类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数据来构建中

国对东盟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指标。 

2.2 理论基础 

2.2.1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 19 世纪初提出的，并成为

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该理论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广泛，也被用于解释不同地

区之间的区域分工和合作。比较优势理论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不同

国家或地区之间根据各自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不同，各自专门从

事某种产品的生产，并通过贸易进行交换，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比较优势理论

的核心观点是，即使某个国家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比其他国家效率低，该国

仍然可以通过集中生产和出口它相对擅长的产品，从而实现更大的收益。这样，

各国可以通过贸易实现互利互惠的局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从而共同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指出，每个国家应该专注于其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实现最大化

的经济效益。这意味着，贸易伙伴之间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

现互惠互利的贸易，以提高全球经济效率。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在促进国际贸

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

身的资源和技术，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实现经济增长。贸易便利化和比较优

势理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贸易便利化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发挥，降低

生产和贸易的成本，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比较优势理论也可以为贸易便利

化提供理论支持，贸易便利化的核心目标在于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以实现各国间比较优势的最大化发挥。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通过降低关税和

非关税壁垒，简化贸易手续、规范贸易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来实现。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增强国际间贸易和投资的互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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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刺激经济增长和创新，为各国带来更多机遇和福利。在这一过程中，各国

需通过国际合作和协商，共同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实现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2.2.2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提出的一种经济

学理论，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交易成本及其对交易效率的影响。交易成本理论认

为，经济主体在进行交易时，面临着各种成本，这些成本会影响交易的效率和

市场的运行。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将会限制交易的规模和范围，降低市场效率。

相反，如果交易成本得到降低，将会促进交易的发展，提高市场效率。交易成

本理论和贸易便利化的关系非常紧密。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是影响市

场效率和交易规模的主要因素，而贸易便利化则是一种促进交易成本降低的政

策。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便利化旨在通过减少贸易壁垒、提高贸易效率和降

低交易成本等措施，促进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增进经济福利。 

交易成本理论可以解释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贸易壁垒可以包括关

税、配额、非关税壁垒等措施，这些措施会增加贸易的成本，限制交易规模和

范围。例如，征收关税会使进口商品的成本上升，从而推高其价格，从而限制

进口规模，因为关税是对外国商品征收的一种税费，是以保护本国产业为目的。

采取贸易便利化措施有助于降低贸易壁垒和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增加贸

易流动性，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和协调。交易成本理论还可以解释贸易效率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了提高贸易效率，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速

度、优化交易方式等措施来实现。其中，数字化平台可以为贸易提供便捷和高

效的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和时间，从而提高贸易效率。此外，改善贸易基

础设施和提高物流效率也是提高贸易效率的重要途径。例如，改善港口设施、

加强物流配送等，可以优化贸易流程，提高贸易速度和效率。贸易便利化也是

促进贸易效率提高的重要手段，通过减少贸易壁垒和简化贸易程序等方式，可

以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贸易效率，进而增加经济福利，贸易便利化可以促进贸

易效率的提高，从而增加经济福利。此外，交易成本理论还可以解释贸易合作

与贸易争端的发生。贸易合作可以通过合作生产、跨国投资、共享技术等方式

来实现，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贸易摩擦一般是因为贸易壁垒、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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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引起，增加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贸易便利化可以促

进贸易合作的发展，降低贸易争端的发生。最后，交易成本理论还可以为贸易

便利化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了解交易成本的影响因

素，设计降低交易成本的措施，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实施。例如，建立数字化贸

易平台、完善法律体系、加强技术合作等措施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

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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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与东盟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3.1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3.1.1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整体规模 

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从图 3.1中可以发现，生产性

服务贸易出口从 2012 年的 736.6 亿美元上升到了 2021 年的 2590.9 亿美元，增

长了 251.7%，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在服务贸易出口中，占比从 2012 年的 36.5%

上升到了 2021 年的 65.7%，2012 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还是 4828.8 亿

美元，而到了 2021 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上升到了 8212.5 亿美元，较

2012年增长了 70%，其中，服务贸易出口从 2012年的 2015.8亿美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3942.5 亿美元，增长了 95.6%，服务贸易出口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中，

占比从 2012 年的 41.7%上升到了 2021 年的 48.0%。由此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

贸易出口不仅逐年上升，并且已经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占据了绝对的领先地

位，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对拉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

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加速我国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高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未来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地位将会日益凸显。 

 

 

图 3.1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整体规模(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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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在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中，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以及建筑服务分别排在前三名，其中运输服务是占比最大的生产性服务出口

贸易，根据表 3.1 的数据，可以看到，2012 年，运输服务出口为 389.1 亿美元，

而到了 2021 年，运输服务出口上升到了 1271.9 亿美元，是 2012 年出口数据的

3.3倍，运输服务出口贸易在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的占比中，从 2012年的52.8%

下降到 2021年的 49.1%。其次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贸易从 2012年的

162.4 亿美元上升到 2021 年 794.7 亿美元，是 2012 年出口数据的 4.9 倍，电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贸易在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的占比中，从 2012 年的

22.0%上升到了 2021 年的 30.7%。建筑服务出口贸易从 2012 年的 122.5 亿美元

上升到 2021 年的 304.8 亿美元，是 2012 年出口数据的 2.5 倍，建筑服务出口

贸易在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的占比中，从 2012 年的 16.6%下降到 2021 年的

11.8%。这六大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中，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

服两大类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占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

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从 2012 年的 10.4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21 年的 117.8 亿美

元，十年时间，增长了 10.3 倍，在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从 2012 年

的 1.4%上升到了 2021 年的 4.5%。保险服务的出口贸易增长趋势最为缓慢，从

2012 年的 33.3 亿美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52 亿美元，仅仅增长了 56%，在生产性

服务贸易的占比中，从 2012 年 4.5%下降到 2021 年的 2.0%。金融服务的出口贸

易从 2012 年的 18.9 亿美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49.7 亿美元，增长了 1.6 倍，在

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占比中，从 2012 年的 2.6%下降到 2021 年的 1.9%，尽管增长

趋势还在上升，但是绝对增长依然偏低。我国是一个制造业最为齐全的国家，

尽管像运输服务和建筑服务这样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正在下降，但是依然

占据着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半壁江山，得益于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完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占比逐年上升，新

兴生产性服务业正在逐步优化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贸易便利化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中国对东盟出口数据样本  

17 
 

表 3.1  2012 年-2021 年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3.2 中国对东盟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现状 

3.2.1 中国对东盟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规模 

根据图 3.2的数据，可以发现在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方面，

从 2012 年的 79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19 年的 148.2 亿美元，增长了 87.6%，在此

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11%，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在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中的占

比从 2012 年的 53.7%下降到 2019 年的 53.1%，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在生产性

服务贸易进口方面，从 2012 年的 68.1 亿美元上升到 2019 年的 130.7 亿美元，

增长了 92%，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在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 2012 年的

46.3%上升到 2019 年的 46.9%，上升了 0.6 个百分点，2012 年至 2019 年中国出

口东盟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呈平稳递增趋势，2012 年中国对东盟的生产性服

务贸易总额为 147.1 亿美元，而到了 2019 年，中国对东盟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总

额增长到了 278.9 亿美元，总体增长了 89.6%，在此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11.2%。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增长趋势波动不大，呈

现平稳上升的趋势。 

年份 运输服务 建筑服务 保险服务 金融服务 
电信、计算机

和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

使用费 

2012 389.1 122.5 33.3 18.9 162.4 10.4 

2013 376 107 40 29 171 9 

2014 383 154 46 46 202 6 

2015 385 163 50 22 270 11 

2016 338 127 41 32 265 12 

2017 371 239 40 37 278 48 

2018 423 265.9 49.2 34.8 470.6 55.6 

2019 460.3 280 47.8 39.1 538.6 66.5 

2020 566 251.3 53.8 41.8 607.7 86.8 

2021 1271.9 304.8 52 49.7 794.7 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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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中国对东盟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 

3.2.2 中国对东盟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前文研究中显示，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中，运输服务、建筑服务以及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这三类生产性服务业占据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

前三名，为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表 3.2，可以发现，

中国对东盟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运输服务、建筑服务以及电信、计

算机和信息服务，从 2012 年的 75.1 亿美元上升到了 2019 年的 138.3 亿美元，

8 年时间增长了 84.2%，年均增长率为 10.5%，趋势呈现稳步递增。保险服务、

金融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从 2012 年的 3.9 亿美元上升到 2019 年的 10 亿

美元，增长了 156%，增长趋势极为明显。根据图 3.3，可以看出，运输服务、

建筑服务以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这三类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生产性服务贸

易出口占比中达到了 94.3%，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占比仅

仅只有 5.7%，由此可见，这三类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潜力非常大，随着我

国全球产业链地位的上升，未来进一步提升这三类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变

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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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中国各行业对东盟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 

 

 

图 3.3 2012-2019年累计中国各产业对东盟出口总额占比 

    数据来源：WTO 数据库 

年份 运输服务 建筑服务 保险服务 金融服务 
电信、计算机和

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

使用费 

2012 49.9 17.5 2.5 0.7 7.7 0.7 

2013 53.8  17.8  3.0  0.9  10.3  0.7  

2014 61.5  24.4  3.1  1.3  12.7  0.6  

2015 58.4  26.6  3.4  1.2  13.1  0.7  

2016 55.1  23.4  3.7  1.2  14.0  0.9  

2017 67.2  38.7  3.4  1.4  13.1  2.8  

2018 75.6  44.1  5.0  1.8  21.3  2.7  

2019 73.7  43.8  5.1  1.7  20.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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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中国对东盟各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国别结构 

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中国对东盟各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

口具有明显的差异化。根据图 3.4和图 3.5，可以发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

国是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前三名，2012 年中国对新加坡生产性服务贸易

出口额为 29.93 亿美元，而到了 2019 年，中国对新加坡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达

到了 60.68 亿美元，增长了 103%，在此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 12.88%。马来西亚

作为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排名第二的东盟国家，从 2012 年的 11.76 亿美元

增长到了 2019年的 23.09亿美元，8年时间增长了 96.3%，年平均增长率为 12%。

泰国从 2012年的 14.15亿美元增长到了 2019年的 21.76亿美元，增长了 53.8%，

年平均增长率为 6.7%。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占比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

的 71.5%，是我国对东盟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第一梯队，印尼、越南和

菲律宾占比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 25.8%，是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东

盟的第二梯队国家，剩下的文莱、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作为第三梯队国家，仅

占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 2.7%，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印尼、越南和菲律宾六国是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东盟国家，是拉动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对象，文莱、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四国由于经济

体量小和经济发展落后，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影响比较小，未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这四国的潜力可能会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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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TO数据库 

 

 

图 3.5  中国对东盟各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占比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 

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源禀赋差异影响着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出口贸

易，根据表 3.3 中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运输服务、保险服务、

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这五大类生产性服务

贸易出口中，出口最大的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东盟各国中经济发展最强的

国家，2021 年，新加坡的人均 GDP 高达 72800 美元，新加坡坐拥马六甲海峡，

航运领域处于世界前列，因此运输服务在中国对新加坡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中，

占比达到了 64.5%，在东盟十国中比较，新加坡占比也达到了 47.2%，中国对东

盟十国的运输服务出口中，新加坡占比接近一半，其次是马来西亚、泰国、越

南和印尼，分别占比为 15.8%、12.3%、9.3%、8%，最后是菲律宾、缅甸、文莱、

柬埔寨和老挝五国总计仅占 7.4%。建筑服务作为中国对东盟出口的生产性服务

贸易产业，仅次于运输服务，2012-2019 年期间，我国对东盟十国出口达到了

236.2 亿美元，泰国和马来西亚是我国建筑服务出口第一梯队国家，分别为

53.44 亿和 50.34 亿美元，总计占比达到 44%，越南、印尼和新加坡是我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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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出口的第二梯队国家，分别为 39.12亿、38.09亿和 35.04亿，占比达到了

47.5%，最后是菲律宾、柬埔寨、文莱、老挝和缅甸，分别为 16.26亿、2.71亿、

0.89 亿、0.29 亿和 0.0016 亿美元，总计占比仅为 8.5%，随着经济的发展，未

来可以重点向这些国家输出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

信息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四大类行业属于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新加坡分别

占比 45.8%、64.9%、59.7%和 51.6%，未来可以重点加强与新加坡合作。尽管当

前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主力军依然是运输服务和建筑服务，但是未来随

着东盟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新兴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必然会踏上一个新

的台阶。 

 

表 3.3  2012-2019 中国各生产性服务行业对东盟各国出口总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 

  

 运输服务 建筑服务 保险服务 金融服务 电信、计算

机 和 信 息

服务 

知 识 产 权

使用费 

文莱 1.83  0.89  0.00  0.07  1.49  0.01  

印尼 39.77  38.09  2.88  0.84  12.41  1.32  

柬埔寨 0.63  2.71  0.00  0.00  0.53  0.08  

老挝 0.13  0.29  0.00  0.00  0.06  0.00  

缅甸 15.78  0.00  0.17  0.01  0.06  0.00  

马来西亚 78.42  50.34  5.94  0.67  9.26  0.88  

菲律宾 17.87  16.23  1.64  0.40  8.18  0.59  

新加坡 233.82  35.04  13.28  6.55  67.47  6.29  

泰国 61.11  53.44  4.10  1.03  9.86  2.81  

越南 45.84  39.12  1.03  0.56  3.71  0.25  

 



                                                                                                      贸易便利化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中国对东盟出口数据样本  

23 
 

4 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分析 

4.1 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度 

4.1.1 评价体系构建及指标的选取 

目前，在进行各国的 TFI水平的测算时，由于贸易便利化的各个指标和标准

的相关数据难以搜集和统计，而使用代理变量又无法全面、系统、准确的测算

和分析各国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因此大多数学者都通过构建多层次的指标体系，

即不仅包括一级指标，还在模型中添加二级指标以便全面、系统地进行研究，

最终测算和评估各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对测算所得的最终结果进行分

析。Wilson 通过对贸易便利化的各个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套

科学、客观、实用的评估体系和测算方法，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

路线。其中，评估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对贸易自由化的各个方面进行分类和归

纳，构建出相应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包括了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关税壁

垒的程度、非关税壁垒的程度、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等多个方面。通过这些指

标的测算和分析，可以客观、科学地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水平。 

本文借鉴 Wilson（2003）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在构建贸易便

利化测评体系的过程中，参考了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充

分考虑了东盟各国的市场规模、技术水平、政策环境等因素，构建了一个包含

4 个一级指标和 12 个二级指标的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用于衡量东盟国家的贸

易便利化水平，并根据最后测算的结果对各个国家的 TFI 水平的差异化进行具

体的比较和分析。 

4.1.2 指标的释义和说明 

 

表 4.1  各项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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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各个指标的解释说明如下： 

(1) 监管环境 R：监管环境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律及政策等内容，可用

于衡量一国政策完整性、法律健全性以及治安环境，良好的监管环境有利于提

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通过世界经

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选取了几个比较突出和重点的方面作为二级

指标，而且这 4个二级指标的得分范围都为 1—7，最后得分越高越表明一国具

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在进行国际进出口贸易中所受到的阻碍就会越小。监

管环境指标分为 4 个二级指标：知识产权保护 R1是衡量在一国境内知识产权能

够受到保护的程度，1分最低，7分最高，得分越高代表受到保护的程度越大；

司法独立 R2可以体现了一个国家司法系统的健全程度，司法系统对政府、个人

或公司影响的独立程度得分范围在 1-7分，得分越高代表司法独立性就越强，

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司法系统越健全；有组织犯罪 R3反映的是一国的犯罪在

多大程度上给一国的企业带来成本，得分范围在 1-7分，1分意味着在很大程

度上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7分则意味着根本不施加任何成本，得分越高代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得分范围 

监管环境 R 

知识产权保护 R1 GCR 1-7 

司法独立 R2 GCR 1-7 

有组织犯罪 R3 GCR 1-7 

法律框架解决争议的效率 R4 GCR 1-7 

基础设施 B 

公路基础设施质量 B1 GCR 1-7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 B2 GCR 1-7 

航空基础设施质量 B3 GCR 1-7 

海关环境 C 
贸易壁垒的普遍性 C1 GCR 1-7 

海关手续负担 C3 GCR 1-7 

 

商业环境 F 

银行的健全性 F1 GCR 1-7 

风险投资可用性 F2 GCR 1-7 

市场支配程度 F3 GC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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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国的犯罪对企业施加的成本越小，也就意味着该国治安环境越好，有利于

企业的健康发展；法律框架解决争议的效率 R4指的是一国的企业发生纠纷后，

法律解决纠纷的快慢，得分范围在 1-7分，得分越高代表企业通过法律解决纠

纷的效率越高，企业付出的成本也就越低，该国就能吸引更多的企业进来。 

(2)基础设施 B:该指标主要评价的是一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重要条件，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为发展积蓄

能量，扩大发展空间，为生产活动提供必要前提。一国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越

好，那么这个指标的得分就会越高，这个指标的评价标准主要在于该国的交通

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及其质量，主要是通过运输成本来反映贸易便利化是如何影

响一国的出口贸易的。对于这个指标得分的具体测算，根据 GCR报告中的各种

指标数据的具体得分，可以发现，这个一级指标下的每个二级指标得分范围都

是 1-7，而且越是发达国家，其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该项指标的得分越

高，代表着一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与

该国贸易的运输成本息息相关，进而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因此，该国

的贸易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运输成本也相应地降低。相反，若该项指标得分

较低，该国的贸易将面临着高昂的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贸易成本不仅包括费用成本，也包括时间成本，所以基础设施的质量越

高，越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中国同东盟国家的跨境运输主要分为海陆空三方

面，该指标分为 3 个二级指标:公路基础设施质量 B1是对一国公路交通基础设

施的质量进行评价，包含公路的普及程度和道路状况，得分范围在 1-7分，得

分越高代表该国公路基础设施越完善高效；港口基础设施质量 B2是对一国港口

基础设施建设的规范性、高效性和普遍度的评价，得分越高代表该国港口基础

设施越完善、运输越高效；航空基础设施质量 B3反映的是对一国航空基础设施

建设的规范性、高效性和普遍度的评价，得分越高代表该国航空基础设施越完

善、运输越高效。 

(3)海关环境 C：主要是评价一国的海关管理水平，海关环境包括对非关税

贸易壁垒以及海关通关效率的评价，对于贸易市场参与者而言，能够享受良好

的海关环境带来的是通关效率的提升和环节费用的降低，同时也可以减少通关

成本，提升通关体验。该指标分为 2个二级指标：贸易壁垒的普遍性 C1，该指

标衡量一国的卫生、产品标准，技术和标签要求等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普遍性以



                                                                                                      贸易便利化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中国对东盟出口数据样本  

26 
 

及外国进口商品在国内的竞争水平，得分范围在 1-7分，得分越高代表限制程

度越低；海关手续负担 C2，该指标反映的是海关程序通关效率的高低，得分范

围在 1-7分，分数越接近 7分也就代表着通关效率越高，通关耗费的时间少，

商品的通关成本就越低，能够极大促进该国的国际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4)商业环境 F：这一指标反应一国所能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的能力和该国

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在一个健康的金融服务生态中，企业能够更加容易地获

得资金支持，从而降低其财务风险，使企业更加有信心地进行投资和创新。同

时，一个高效、公平、透明的金融服务体系能够减少不良资产的风险，提高金

融系统的稳定性，为企业提供更加可靠的金融支持。除了降低金融风险，良好

的金融服务环境还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通过提供创新型金融产品和服

务，金融机构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其创新目标，推动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

级，这将使得企业更具竞争力，为整个产业带来更高的附加值和增长潜力。由

于跨国贸易涉及的金额往往很大且周期较长，如果一国能提供成本较低且便利

的金融服务，则更有利于促成交易，同时该国国内的市场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市场活跃程度。本文选择的 3个二级指标分别是：银行的健全性 F1，银

行的健全性是指一个国家的银行面对金融危机的处理能力及银行环境的规范程

度，该指标的得分范围为 1-7分，1分意味着银行可能需要资本重组，7分意味

着银行总体健康，资产负债表健全，该项指标得分越高，银行就越稳健，也就

意味着该国能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风险投资可用性 F2，该项指标反映的是拥

有创新风险项目的初创企业家获得股权融资的难易程度如何，得分范围在 1-7

分，分数越高代表该国初创企业获得股权融资越容易，国内创新活力越高，商

业环境越好；市场支配程度 F3，该项指标反映的是一国国内的市场竞争程度，

商业活动是由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主导还是分散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进

行主导，该项指标得分范围为 1-7分，1分代表商业活动由少数垄断集团主

导，7分代表商业活动分布在许多公司中，分数越高代表处于市场垄断地位的

集团就越少，该国国内的市场活跃程度越高。 

上述 4个一级指标综合反映了各国之间贸易往来会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各

国进行进出口贸易时所面对的整体贸易环境和商业环境。由于部分国家的部分

年份贸易便利化细分指标的原始数据大面积缺失，例如缅甸，因此本文在基于

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为了确保最终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以及客观性，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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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中剔除了缅甸的数据，选取了 2012年—2019年东盟国家原始数据进行具

体测算和研究，最后根据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4.1.3 数据处理 

在本文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成中，部分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存在首

尾年份和中间连续年份的缺失，因此为了避免造成数据的不准确性，对最终结

果产生影响，本文首先对收集到的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对于缺失年

份的数据，目前学术界内采用的主流方法有取平均值法，线性插值法等，本文

采用线性插值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齐，最终得到的各个指标的数据都适合贸易

便利化测度条件。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居于统一的测度标准之

下，对二级指标具体的标准化处理过程如下所示： 

Yi=Xi/Xmax（i=1，2，3……12） 

Yi表示第 i 个二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Xi表示第 i 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

Xmax表示第 i 个二级指标的最大值。采用上述变换进行数据规范化后，取值范围

０-1 之间，以便后文进行测算和具体分析。本文参考张晓静(2015)中的贸易便

利化指数计算方法，计算出东盟各个国家不同年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 TFI

（Trade Facilitation Indicators,TFI）。 

4.2 测算结果分析 

4.2.1 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搜集了东盟 9个国家(缅甸剔除)2012 年至 2019年的贸易便利化二级指

标的数据，将东盟各国不同年份的数据代入进行贸易便利化测算，可计算得出

东盟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最终得分，具体得分以及排名如下表所示。贸易便

利化取值的区间范围为[0，1]，得分越接近 1表示该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

越接近 0代表该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越低。 

 

表 4.2  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得分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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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计算所得 

如表 4.2所示的测算结果，本文参考了曾铮和周茜（2008）所提出的等级

划分标准。针对东盟各国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得分，本文将其划分为四个区

间。得分 0.8分以上评为非常便利，得分在 0.7-0.8分之间评为比较便利，得

分在 0.6-0.7分之间评为一般便利，而得分在 0.6分以下则评为不便利。从

2012年至 2019年的贸易便利化综合得分来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贸易便利

化达到了“非常便利”的水平。其中，新加坡从 2012年到 2019年，连续 8年

排名第一，贸易便利化得分均在 0.9分以上。马来西亚连续 8年排名第二，贸

易便利化得分均在 0.8分以上。这表明，这两个国家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表现非

常出色。文莱在 2012 年、2013年、2014年及 2019年四年贸易便利化综合得分

在 0.7-0.8之间，达到 “比较便利”的等级，2015-2018年贸易便利化综合得

年份 类别 文莱 印尼 柬 埔

寨 

老挝 马 来

西亚 

菲 律

宾 

新 加

坡 

泰国 越南 

2012 TFI 0.750  0.640  0.648  0.671  0.828  0.592  0.978  0.692  0.565  

排名 3 7 6 5 2 8 1 4 9 

2013 TFI 0.768  0.667  0.622  0.655  0.822  0.613  0.964  0.695  0.582  

排名 3 5 7 6 2 8 1 4 9 

2014 TFI 0.728  0.679  0.565  0.639  0.858  0.635  0.960  0.682  0.589  

排名 3 5 9 6 2 7 1 4 8 

2015 TFI 0.688  0.655  0.562  0.616  0.862  0.620  0.968  0.676  0.609  

排名 3 5 9 7 2 6 1 4 8 

2016 TFI 0.648  0.672  0.577  0.621  0.834  0.591  0.975  0.668  0.608  

排名 5 3 9 6 2 8 1 4 7 

2017 TFI 0.671  0.701  0.565  0.621  0.825  0.575  0.980  0.687  0.607  

排名 5 3 9 6 2 8 1 4 7 

2018 TFI 0.690  0.707  0.564  0.616  0.850  0.589  0.983  0.700  0.590  

排名 5 3 9 6 2 8 1 4 7 

2019 TFI 0.704  0.709  0.572  0.626  0.844  0.587  0.991  0.715  0.606  

排名 5 4 9 6 2 8 1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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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 0.6-0.7之间，属于“一般便利”的等级。印度尼西亚在 2012-2016年贸

易便利化综合得分还在 0.6-0.7分之间，属于“一般便利”的等级，但是

2017-2019 年，印度尼西亚连续 3年贸易便利化综合得分均在 0.7-0.8分之

间，已经达到了“比较便利”的等级。柬埔寨在 2012年和 2013年两年贸易便

利化综合得分达到了 0.6-0.7分之间，属于“一般便利”的等级，但是 2014-

2019年贸易便利化综合得分均在 0.6分以下，连续 6年都属于“不便利”的等

级，贸易便利化水平下降非常明显。老挝从 2012-2019年连续 8年贸易便利化

综合得分均在 0.6-0.7分之间，属于“一般便利”的等级，整体来看波动性不

大。菲律宾在 2012 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贸易便利化得分在

0.6分以下，属于“不便利”的等级，2013-2015年得分在 0.6-0.7 分之间，属

于“一般便利”的等级，菲律宾只是在 2013-2015年短暂的达到了“一般便

利”的程度，未来仍需继续优化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泰国在 2012-2017年贸

易便利化综合得分在 0.6-0.7分之间，还属于“一般便利”的国家，然而到了

2018年和 2019年，泰国贸易便利化综合得分便已经上升到 0.7-0.8 分这个区

间了，达到了“比较便利”的等级，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上升。越南在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及 2018年贸易便利化综合得分在 0.6分以下，属于“不

便利“的等级，其余年份的贸易便利化综合得分达到了 0.6-0.7分之间，达到

了”一般便利“的等级，整体趋势波动向上。 

综上所述，根据 2019年划分的贸易便利化等级数据，在东盟各个国家中，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贸易便利化非常便利，属于东盟贸易便利化的领头羊，泰

国、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的贸易便利化属于比较便利，是东盟贸易便利化的第二

梯队，老挝和越南的贸易便利化属于一般便利，是东盟贸易便利化的第三梯

队，最后就是东盟贸易便利化发展滞后的国家，柬埔寨和菲律宾贸易便利化属

于“不便利”的等级。可以看到，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存在较大的

差异性，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贸易便利化水平就越

高，东盟最发达的国家新加坡 2019年人均 GDP是 61340美元，其贸易便利化综

合得分为 0.99分，接近满分，而柬埔寨 2019 年人均 GDP是 1465美元，其贸易

便利化综合得分仅为 0.57分。因此，研究东盟不同国家贸易便利化的问题，并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对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具有不可

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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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研究中，将监管环境、基础设施、海关环境及商业环境四个一级指标

进行测算分析，如图 4.1所示，数据取 2012-2019年东盟 9个国家的监管环

境、基础设施、海关环境及商业环境平均值来代表东盟各国的各项一级指标得

分。 

在监管环境方面，东盟整体的平均得分为 0.694，能超过东盟整体的平均得

分的国家只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得分均超过

0.8分，得分分别为 0.986和 0.818，排名东盟国家的前两名，说明这两国在政

策制度和法律方面非常完善。印尼、柬埔寨、老挝、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均未

能达到东盟监管环境的平均值，柬埔寨和菲律宾作为排名最后的两个国家，其

监管环境得分低于 0.6，未来还需进一步优化国内的监管环境。 

在基础设施方面，东盟整体的平均得分为 0.653，能超过东盟平均水平的国

家有 4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泰国，得分分别为 0.984、0.823、

0.687和 0.705，这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东盟其他国家更加完善。得分低于

0.6分的国家有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和越南，这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

后。菲律宾排名最后，得分为 0.484，与最高的新加坡相比相差 0.5 分，说明

东盟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内部差异性极大，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能加快市场

要素的流动，对国际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在海关环境方面，东盟整体的平均得分为 0.695，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超过东

盟平均得分，得分为 0.961和 0.807，剩下的国家均未能达到东盟平均水平，

海关环境得分低于 0.6的国家仅有柬埔寨，良好的海关环境能够加快商品的快

速通关，有利于国际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优化完善东盟各国的海关环境是

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商业环境方面，东盟整体的平均得分为 0.758，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

尼西亚超过东盟平均水平，得分为 0.969、0.913和 0.768，说明这三国的营商

环境好于其他东盟国家，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得分高于 0.9分，这两国的

商业环境相差不大，商业环境得分最低的国家为越南，得分为 0.639，最高分

和最低分相差 0.33 分，在四个一级指标中，商业环境是差距最小的指标。 

总体而言，东盟内部，贸易便利化超过东盟平均水平的国家主要有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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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来西亚两国。这两个国家的各项一级指标都非常完善，在我国生产性服务

贸易出口方面，值得重点关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相比之下，其他东盟国家的

贸易便利化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我国可以加强与东盟其他国家的

合作，进一步推动贸易便利化的提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图 4.1  东盟各国的各项一级指标得分 

数据来源：前文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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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贸易便利化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分析 

5.1 实证模型构建 

5.1.1 引力模型介绍 

20 世纪 50 年代初，贸易引力模型开始被广泛应用，并成为国际贸易流量实

证研究的主要工具。在后续的研究中，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重点，选取不同的

解释变量来分析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因素，从而探讨这些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

响程度和方向。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解释变量的设定展开

的，不同的解释变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反映贸易的影响因素，例如商品价格、

交通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这些扩展模型不仅丰富了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内

容，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实证分析方法，为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𝑇𝑖𝑗 = 𝐴
𝑌𝑖∗𝑌𝑗

𝐷𝑖𝑗
 

Tij是 i 国和 j 国的贸易流量，用进出口贸易额来表示，A 是一个常量，Yi和

Yj分别表示的是 i国和 j国的经济规模，使用两国的 GDP来表示，Dij指的是 i国

和 j 国的距离，用两国首都的直线距离表示。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之中，为了方

便计算，一般会对等式取对数形式： 

lnTij=a0+a1lnYi+a2lnYj+a3lnDij+μij 

a0为常数项，a1,a2,a3等为各个变量的待估参数，μij为随机误差项。 

5.1.2 扩展的引力模型构建 

本文引入了贸易便利化这个核心解释变量，加入了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

离、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关税税率这几个变量，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 

lnEXPijt=a0+a1lnTFIjt+a2lnDISij+a3lnGDPjt+a4lnFDIit+a5lnTARjt+μij 

这个模型中，i 代表的是中国，j 代表的是东盟国家，由于缅甸数据缺失严

重，剔除了缅甸；t 指的是年份时期，范围是 2012 年到 2019 年；EXPijt代表的

是 t 时期中国对东盟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额；TFIjt代表的是东盟各国的 t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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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DISij 代表的是中国和东盟各国首都的地理距离；GDPjt

代表的是 t时期东盟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以 2015年美元不变价为基准；FDIit代

表的 t时期中国对东盟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TARjt代表的是 t 时期东盟各国贸

易关税税率；μij代表的是随机扰动项。 

5.1.3 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表 5.1  模型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上表 5.1变量具体释义如下： 

(1)EXPijt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的是中国对东盟国家 t时期的生产性服务贸

易出口额，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 

(2)TFIjt 代表的是东盟各国 t 时期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在本文中包括监

管环境、基础设施、海关环境、商业环境四个贸易便利化因素，国际贸易的繁

荣与否，往往与贸易便利化程度密不可分。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高，能够降低

变量 变量说明 预期符号 数据来源 

 

EXPijt 

t 时期 i 国对 j 国的生

产性服务贸易出口额 

         

/ 

WTO数据库 

TFIjt t 时期 j 国的贸易便利

化综合指数 

        + 前文测算 

DISij i 国和 j 国首都的地理

距离 

        - CEPII 

GDPjt t时期 j 国的国内生产

总值 

+ 世界银行 

FDIijt t 时期 i 国对 j 国的对

外直接投资存量 

不确定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

计公报 

TARjt t时期 j国的贸易关税 - GCR 

R 东盟各国监管环境综

合得分 

+ 前文测算 

B 东盟各国基础设施综

合得分 

+ 前文测算 

C 东盟各国海关环境综

合得分 

+ 前文测算 

F 东盟各国商业环境综

合得分 

+ 前文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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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从而加快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对于

衡量贸易便利化程度的变量，预期系数的符号应为正。数据来自前文测算。 

(3)FDIijt代表的是中国对东盟各国 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外直接投

资是否有利于出口贸易目前仍然存在争议，国外学者 Egger(2001)认为对外投

资与出口存在替代关系，Daniels 和 Ruhr(2014)的研究中也认为资本流动对出

口贸易具有替代作用。国内学者陈恩和曾纪斌（2014）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能

够有效提高出口效率。这一观点与外国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需要更多

的实证研究来进一步验证，因此该变量的预期符号并不确定。测算数据来自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4)东盟各国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用 GDPjt表示。在一般情况下，

国家的经济总量越大，贸易发展的潜力越大，因此，预期系数的符号通常为正。

这些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5)DISij 是一个反映中国和东盟各国家首都之间地理距离的重要变量。一般

而言，两个国家之间的物理距离越远，贸易往来所面临的阻碍也越大，这是由

于交通、物流等方面的限制造成的。因此，DISij 的预期系数应为负数，这表明

贸易阻碍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这些数据来源于 CEPII。 

(6)TARjt代表的是东盟各国 t 时期的贸易关税税率，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其税率高低上。当关税税率越高时，就会对国际贸易造成越大的阻

碍，因为高关税会增加商品成本，减少跨国贸易。因此，通常情况下，人们认

为关税税率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关税税率越高，对国际贸易的

阻碍就越大，预期系数的符号为负，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

报告》。 

(7)R、B、C 和 F 分别代表东盟各国在监管环境、基础设施、海关环境和商

业环境四个一级指标 t 时期的水平，通常来说，这四个一级指标的提升会促进

国际贸易的发展，所以预期系数符号为正，数据来自前文测算。 

5.1.4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为了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稳健性，需要对所用数据进

行预处理，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将采用面板数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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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搜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其中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12 年至 2019 年。在进行

回归分析前，我们将运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来判断是否存在强烈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以便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该问题，保证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检

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表 5.2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数据来源：stata计算所得 

根据表 5.2 中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变量 TFI、DIS、FDI、GDP、TRA 的

VIF值均小于 10，因此不存在强烈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5.2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的实证是从总体层面、贸易便利化分项指标层面来探究贸易便利化对

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首先对这两个层面都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之

后再进行具体研究和分析。由于缅甸的贸易便利化数据缺失，故本文选取 2012

年-2019 年的除缅甸外的 9个东盟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处理。 

5.2.1 总体层面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文献中的回归模型分析，目前在面板数据研究中，固定效应、随机效

应和混合 OLS 回归是最为常见的三种模型。为确定在这三种模型中哪种最为适

用，研究者通常会采用 F 检验和豪斯曼检验两种方法进行判断。本文使用

stata16进行了 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F检验的 P值为 0.0000，表明固定效应模

变量名 VIF 

TFI 3.30 

DIS 1.82 

FDI 1.34 

GDP 1.31 

TRA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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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最为合适；而豪斯曼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更为适合，其 P

值同样为 0.0000。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是最

为恰当的选择，由于解释变量中两国首都地理距离属于不变量，因此固定时间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 5.3  回归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 混合回归 

lnTFI 3.282*** 

(0.984) 

2.998*** 

(0.825) 

lnFDI -0.157** 

(0.0702) 

-0.121* 

(0.0685) 

lnGDP 1.184*** 

(0.0642) 

1.181*** 

(0.0834) 

lnDIS -0.874* 

(0.477) 

-0.837* 

(0.458) 

lnTAR -0.175** 

(0.0818) 

-0.192*** 

(0.0522) 

_cons -19.51*** 

(4.318) 

-20.10*** 

(4.422) 

R
2 

0.899 0.893 

注：通过stata16测算，***p<0.01,**p<0.05,*p<0.1，*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

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 5.3中的回归结果，回归方程如下： 

lnEXPijt=3.282lnTFIjt+1.184lnGDPjt-0.874lnDISij-0.157lnFDIit-0.175lnTARjt-

19.51 

研究回归分析的具体结果，可以发现解释变量的预期符号与前文的预期一

致，以下为具体的分析： 

(1)由表 5.3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贸易便利化 TFI的回归系数为 3.282，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我国生产性服务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程度最大，每将贸

易便利化水平提高 1%，我国对东盟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额增加 3.282%，

由此可见，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的确能够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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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 

(2)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回归系数为 1.184，是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对

东盟出口的第二大因素，这表明东盟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 1%，我国对东

盟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增加 1.184%，一般来说经济规模越大，贸易需求

也越高，东盟国家经济规模越大越能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其的出口的增

加。 

(3)对外直接投资 FDI 的回归系数为-0.157，其回归系数为负数，这意味着

我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会抑制中我国对其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我国

对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 1%，对东盟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减少

0.157%。 

(4)中国与东盟国家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 DIS 的回归系数为-0.874，回归系

数为负，这表明了两个国家的地理距离每增加 1%，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将减少

0.874%，通常来说地理距离越远，运输时间就越长，在进出口贸易当中产生的

运输成本也会越高，对我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抑制作用就越强。 

(5)贸易关税的回归系数为-0.175，回归系数为负值，这意味着东盟国家贸

易关税每降低 1%，我国对东盟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增加 0.175%，进口国关

税是影响国际贸易进出口的重要因素。 

5.2.2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能够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增加决策者和研究者对研究结果

的信心，以支持进一步的分析和决策制定。为了进一步验证前文实证结果的稳

健性，本文利用原始数据，选取了熵值法来计算出贸易便利化指数，替换前文

参考张晓静(2015)的简单平均法计算出的贸易便利化指数，然后将其代入回归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将最后得出的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根据表 5.4 中的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所示，核心解释变量贸易便利化指数及其他各个变量的显

著性水平、回归系数大小与前文的实证结果并未产生明显的差异，证明实证结

果稳健。 

 

表 5.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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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固定效应 混合回归 

lnTFI 5.028*** 

(0.969) 

4.234*** 

(0.917) 

lnFDI -0.292*** 

(0.0707) 

-0.218*** 

(0.0656) 

lnGDP 1.264*** 

(0.0587)  

1.247*** 

(0.0589) 

lnDIS -0.922** 

(0.403) 

-0.831** 

(0.404) 

lnTAR -0.260*** 

(0.0583) 

-0.277*** 

(0.0580) 

_cons -28.03*** 

(2.919) 

-27.71*** 

(2.940) 

R
2 

0.918 0.906 

注：通过stata16测算，***p<0.01,**p<0.05,*p<0.1，*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

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5.2.3 贸易便利化四个一级指标回归分析 

将监管环境、基础设施、海关环境和商业环境四个一级指标替代贸易便利

化综合指标，分别测算东盟国家四个一级指标对于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

影响。各分项指标回归结果如下： 

 

表 5.5  贸易便利化各分项一级指标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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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1,**p<0.05,*p<0.1，*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 5.5中的各分项一级指标的回归结果分析，监管环境、基础设施、海

关环境和商业环境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基础设施在 1%的水平上显著，海

关环境在 5%的水平上显著，监管环境和商业环境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基础设

施的回归系数达到了 5.911，是四个指标中影响程度最大，这意味着基础设施

每上升 1 个单位，我国对东盟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增加 5.911%，其次是海

关环境，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仅次于基础设施，海关环境的回归

系数达到了 4.277，这表示海关环境每上升 1个单位，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对东

盟出口增加 4.277%，最后是监管环境和商业环境，每上升 1 个单位，我国生产

性服务贸易出口分别增加 2.285%和 2.619%。从这个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东盟

变量 R B C F 

R 2.285* 

(1.264) 

   

B  5.911*** 

(0.763) 

  

C   4.277** 

(1.617) 

 

F    2.619* 

(1.504) 

lnDIS -0.375 

(0.470) 

-1.474*** 

(0.362) 

-0.529 

(0.457) 

-0.487 

(0.505) 

lnGDP 1.213*** 

(0.0679) 

1.169*** 

(0.0493) 

1.201*** 

(0.0659) 

1.174*** 

(0.0705) 

lnFDI -0.129* 

(0.0737) 

-0.184*** 

(0.0539) 

-0.195** 

(0.0767) 

-0.156** 

(0.0762) 

lnTAR -0.231** 

(0.0951) 

-0.0428 

(0.0620) 

-0.169* 

(0.0949) 

-0.287*** 

(0.0763) 

R
2 

0.886 0.941 0.893 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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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海关环境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较大，监管环境

和商业环境目前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影响有限，未来我国可

以重点与东盟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改善海关环境来促进我国生产性服

务贸易的出口。 

5.3 小结 

本章节通过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探究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对我国生产性

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实证模型从贸易便利化的总体层面和 4 个一级指标的细

分层面研究了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产生影响的各个变量的关系。从总体

层面来看，东盟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影响最大

的变量，其次是东盟各国的 GDP 总量，这两个变量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

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地理距离和贸易关税对我国生产性服

务贸易出口具有负向影响。从细分层面来说，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海关环境、

监管环境和商业环境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产生正面影响，基础设施和海

关环境两个维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提高东盟贸易便利化水平，可以重点从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和完善海关环境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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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和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搜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数据来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生产性服

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并构建了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来测算出东盟国家的贸易

便利化综合指数,随后对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和分项指标进行对比分

析，得出东盟各国贸易便利化的基本情况，再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来研究贸易

便利化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接着从贸易便利化的总体层面和细

分层面来研究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各种因素，从实证的角度探究了

以下几个问题：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如何？东盟国家贸

易便利化的基本情况如何？贸易便利化是否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对

生产性服务贸易产生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的因素是什么？如何提高贸易便利化

水平？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的结论如下： 

(1) 我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趋势，已成为服务贸易出口

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额为 2590.9亿美元，并在服

务贸易出口中占比达到 65.7%。自 2012年至 2021年，我国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

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其中，运输服务出口贸易在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占比略微

下降，但出口总额却增长了 3.3 倍，显示出我国运输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逐步提升。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贸易增长最为显著，占比从 22.0%

上升到了 30.7%，也显示出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竞争优势。建筑服务出

口贸易增长较为缓慢，占比从 16.6%下降到了 11.8%，但是出口总额依然增长了

2.5 倍，显示出我国建筑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稳步发展。知识产权使用费是

六大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中增长最快的，增长了 10.3倍，占比从 1.4%上升到了

4.5%，反映出我国知识产权产业的快速发展。保险服务的出口贸易增长最慢，

仅增长了 56%，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占比中下降到了 2.0%，说明我国保险服务

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较弱。金融服务的出口贸易增长了 1.6 倍，但在

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占比中下降到了 1.9%，显示出我国金融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压力较大。综上所述，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步

提升，但仍需进一步提高各个行业的国际化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以增强我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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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未来我国应继续推进生产性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 2012 年至 2019 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均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分别增长了 87.6%和 92%。中国对东盟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

以运输服务、建筑服务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占比达到了 94.3%。

总体来看，中国对东盟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呈现出稳步递增的趋势，保险服

务、金融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也逐渐增长。这一趋势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生

产性服务贸易关系持续增强，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中国对东盟的生产性服

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合计

占据了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 71.5%。印尼、越南和菲律宾作为中国对东

盟的第二梯队，虽然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速度不及前三名国家，但其总

量也不可忽视。这三个国家占据了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 25.7%。文莱、

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作为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第三梯队，增长速度较慢，

仅占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 2.8%。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对东盟国家

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地位和重要性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升。 

(2)经过测算对比分析显示，东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差异化非常明显，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贸易便利化已经达到了“非常便利”的水平，并且在过去

的几年中保持了较高的得分。文莱在过去几年中也有所提高，但仍需要进一步

优化。印度尼西亚在 2017-2019 年连续三年的贸易便利化得分已经达到了“比

较便利”的等级，但仍有提高的空间。柬埔寨在过去几年中贸易便利化水平下

降明显，至今未能超越东盟的平均水平，需要加强措施提高水平。老挝的贸易

便利化水平整体来看波动性不大。菲律宾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处于“不便利”的

等级，需要加强改进。泰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上升，已达到“比较便利”的

等级。越南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需要进一步提高水平。总

体来说，东盟各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需要继续努力提高贸

易便利化水平。 

(3) 根据所建立的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对中

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中国生

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将获益良多。此外，东盟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对我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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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贸易出口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然而，我国对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地

理距离和东盟国家的贸易关税等因素却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产生了抑制作用。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从各一级指标的回归结果来看，四项指标对我国生产性服

务贸易出口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其中，基础设施和海关环境对我国生产

性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而监管环境和商业环境的促进作用则相

对较小。 

(4)本文构建的贸易便利化的四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监管环境、基础设施、海

关环境和商业环境，那么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就可以从这四个维度进行思考，

通过分析四个一级指标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基础设施和海关环境是重点，

我国作为基建能力发达的国家，可以重点加强和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在海关环境方面我国可以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合作，简化商品通关手续，

加快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减少贸易壁垒。监管环境方面，我国可以和东盟国

家合作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强制度管理建设。商业环境方面，我国可以与

东盟国家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和创业，帮助东盟国家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和

人才，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同时加强我国与东盟的金融服务建设合作，提升金

融服务能力，共同推动东盟国家的商业环境不断提升，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6.2 措施建议 

为了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提升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提

出具体的措施建议如下：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目前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是影响我国生产性

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因素，在东盟各国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最为

完善，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和越南五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低于东

盟平均值，剩下的泰国和文莱的基础设施水平虽然超过东盟平均值，但是仍然

有待加强，这严重限制了我国与东盟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我国作为一

个基建能力发达的国家，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基建优势，加强与各个东盟国家

的基建合作，提高他们的基础设施水平，我国可以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跨境经

济合作区，以便货物和人员更加便捷地跨越边界。在公路、港口和航空运输方

面，我国都可以进行投资承建，一方面可以消耗我国国内的过剩产能，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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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能促进我国运输服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升

我国产业链地位。 

（2）推动海关合作，降低贸易壁垒。我国可以加强与东盟国家海关方面的

合作，积极构建通关一体化建设，优化通关流程，实现与东盟国家的通关电子

化，提高海关通关透明度，实现通关信息共享，提高通关效率。我国可以与东

盟国家共同推进物流智能化，在货物流通的效率方面做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

削减在货物流通方面的成本支出。例如我国可以推广现代物流技术，例如物联

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以提高物流效率。我国可以与东盟国家加强沟通

和合作，共同制定海关合作计划和行动方案，以提高海关监管和管理水平。我

国和东盟国家可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共享海关数据和信息，加强对跨境贸易

的监管和管理，减少非法贸易和走私行为。我国可以向东盟国家提供相关的海

关技术支持和培训，提高东盟国家海关官员的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进一步提

升海关管理水平。在贸易关税方面，贸易关税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具有

抑制作用，那么我国应该积极与东盟国家沟通合作，加快自贸区建设，降低各

种贸易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3）优化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在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的六大类

产业中，按照产业的差异，可以分为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

作为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运输服务和建筑服务占比分别为 55.3%和 26.4%， 

占比总和达到了 81.7%，而作为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仅占剩下的 18.3%，随着当前数字经济

的崛起，我国应该加快这些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加快从劳动密集型产业

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积极引导国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金融、保险和知

识产权保护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指引，积极为国内创新型企业提供资金和

人力支持，加强人才建设，完善高科技人才培育的制度，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

流入，促进我国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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