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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世界局势下，贸

易保护主义以及单边主义的抬头阻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海关效率、制度环

境等贸易“非效率”因素对各国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做出了相关研究，认为提高双边贸易便利化程度能够促进双方经济交流。

机电产品作为中国制造业中数量、品种均占据大头的产品，也逐渐成为东盟国家

需求日益提高的主要产品之一。第一，尽管出口贸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也

存在着增速减缓、国别结构以及产品结构失衡等诸多问题，而根据经验所知，该

类产品受贸易“非效率”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本文基于东盟国家的面板数据，

制定了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价体系，并以此为主要研究因素，分析了中国机电产品

向东盟的出口流量以及贸易潜力，以此为开发中国向东盟地区的机电产品贸易潜

力、加强与东盟地区的合作交流提供政策依据。

本文采用对比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实证研究等方法，在梳理完相关文献

后，综合评估了中国向东盟出口机电产品的现状。这一过程中，首先通过广泛的

文献回顾，对中国对东盟地区的出口在贸易规模、国别结构和产品结构等方面进

行了细致分析。接着，构建了一个评估贸易便利化的框架，该框架由四个主要指

标及其下属的十七个次级指标构成，并运用 stata 软件和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东

盟各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得分，最后通过构建随机前沿模型以及贸易非效率模型

进行实证研究，计算出贸易潜力系数、出口提升幅度，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

口东盟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贸易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一是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地区的

机电产品贸易潜力产生了积极影响。贸易便利化降低了贸易壁垒，使得中国机电

产品更容易进入东盟市场。二是加快了贸易流程，缩短了交货时间，提升了交易

效率。三是贸易便利化的政策支持促使中国企业增加对东盟市场的投资和生产，

进一步增加了机电产品的出口量。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的

贸易潜力。本研究的结果可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东盟地区 贸易便利化 机电产品 出口贸易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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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n this world situ

ation，the rise of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has hindered

the economic exchanges among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infl

uence of "non-efficiency" factors such as customs efficiency and ins

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trade of countries has attracted more a

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world. On this basis，scholars have mad

e relevant studies and believe that improving the degree of bilateral

trade facilitation can promote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s a region with good development momentum in recentyears.

the ASEAN region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economic position in

Southeast Asia. China is the largest economy in Asia，and the coop

eration and exchanges with the ASEAN region are getting closer an

d closer.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as the largest number

and variety of products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have gra

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ain products with increasing demand in

ASEAN countries. However，despite the rising trend of export trad

e，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such as slowing down of growth r

ate，imbalance of country structure and product structure，etc.Accor

ding to experience，such products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factors suc

h as "non-efficiency" of trade. Therefore，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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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SEAN countries，this paper formulat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rade facilitation level and took it as the main research fact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ort flow and trade potential of China's mecha

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to ASEAN，and provides policy basis f

or developing the trade potential of China's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

l products to ASEAN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with ASEAN.

In this paper，comparative analysis，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

i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c

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expor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

cts to ASE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scale，country structure

and product structure after combing relevant literature. Then，a trade

facilit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including four first-leve

l indicators and seventeen second-level indicators. Using stata softw

are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trade facilitation score

s of ASEAN countries were calculated. Finally，empirical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by building immediate frontier model and trade inef

ficiency model to calculate trade potential coefficient and export inc

rease margin，analyze the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on the trade p

otential of China's expor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to

ASEAN，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rade data，the study found that trad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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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lit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rade potential of electromec

hanical products exported from China to the ASEAN region. First，

trade facilitation reduces trade barriers and makes it easier for Chin

es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to enter the ASEAN market.

Secondly，trade facilitation speeds up trade processes，shortens deli

very times and improves transaction efficiency. Finally，policy suppo

rt for trade facilitation has encouraged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ncrea

se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in the ASEAN market，further increasi

ng the export volum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These f

actors together promote the trade potential of China's export of mec

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to ASEA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for

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By further promoting trade f

acilit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ASEAN region，

China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ASEAN market，increase the export s

cal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and achieve sustainable

growth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Asean region；Trade facilitation；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Export trade potential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研究

目 录

1 引言 ...................................................................................................................1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1研究背景 .......................................................................................1

1.1.2研究意义 .......................................................................................1

1.2文献综述 ..................................................................................................3

1.2.1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3

1.2.2机电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 ...................................................3

1.2.3出口贸易潜力的研究 ...................................................................4

1.2.4文献述评 .......................................................................................6

1.3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6

1.3.1研究框架 .......................................................................................6

1.3.2研究方法 .......................................................................................7

1.4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8

1.4.1创新点 ...........................................................................................8

1.4.2不足之处 .......................................................................................9

2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 ................................................................................10

2.1理论基础 ................................................................................................10

2.2影响机制 ................................................................................................10

2.2.1规章制度 .....................................................................................11

2.2.2基础设施质量 .............................................................................12

2.2.3海关效率 .....................................................................................13

2.2.4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 .................................................................15

3 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评 .......................................... 16

3.1中国对东盟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16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研究

3.1.1出口贸易规模分析 .....................................................................16

3.1.2国别结构分析 .............................................................................17

3.1.3产品结构分析 .............................................................................18

3.2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19

3.2.1构建指标体系 .............................................................................19

3.2.2指标来源及解释 .........................................................................20

3.3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分测算 ....................................................................24

3.3.1数据收集与处理 .........................................................................24

3.3.2贸易便利化指标得分测算 .........................................................25

3.4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 ............................................................................31

3.4.1中国与东盟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 .............................................31

3.4.2分类具体分析 .............................................................................33

4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实证分析 .....38

4.1模型设定 ................................................................................................38

4.1.1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设定 .............................................................38

4.1.2贸易非效率模型 .........................................................................39

4.1.3出口贸易潜力测算模型设定 .....................................................40

4.1.4数据来源及预期结果 .................................................................40

4.2实证分析 ................................................................................................42

4.2.1假设检验 .....................................................................................42

4.2.2软件操作 .....................................................................................43

4.2.3假设检验结果 .............................................................................45

4.3回归结果 ................................................................................................46

4.3.1自然因素变量回归结果 .............................................................46

4.3.2“一步法”回归结果 ....................................................................48

4.3.3稳健性检验 .................................................................................50

4.4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潜力的影响分析 ....................................................50

4.4.1贸易出口潜力系数的计算与分析 .............................................51

4.4.2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潜力的影响分析 .........................................52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研究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4

5.1研究结论 ................................................................................................54

5.2对策建议 ................................................................................................55

5.2.1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程度的建议 .............................................55

5.2.2加强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交流的建议 .....................................57

参考文献 ...........................................................................................................59

致谢 .................................................................................................................... 64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研究

1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作为国际商务领域，贸易便利化对于促进各国贸易合作、提高贸易效率和降

低交易成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东盟

国家的贸易交流逐渐加强，机电产品贸易也成为双方贸易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

查阅相关文献后，对于进行该题目研究的背景如下：

机电产品市场发展形势严峻。随着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技术创新的加速，

机电产品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提升机电产品

的出口质量和效益，是东盟市场机电产品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问题。

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不断加强。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贸领域的不断深化

合作，双方之间的机电产品贸易交流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国对东盟地区

出口的机电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电机、电器、仪器、机器人、汽车等多种品类。

贸易便利化促进经济交流。贸易便利化措施可以降低出口国家和进口国家之

间的贸易壁垒，为机电产品贸易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例如，加快海关通关流程、

降低进口关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都可以提升机电产品贸易的便利度，

促进贸易合作的发展和经济交流。

基于以上分析，探讨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

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理论价值。

1.1.2研究意义

本文旨在深入了解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探究其对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潜

力的影响。同时，这也有助于加深对贸易便利化概念的理解。本文将通过构建贸

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来衡量中国与东盟地区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并通过随机前

沿引力模型研究其对双方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为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促

进地区合作与发展，并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用的参考依据。

（一）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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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和东盟贸易长期保持增长，双方的交易结构日益完善。从 2000

年到 2018年间，中国对东盟的进口中，初级产品及农产品的比重逐渐增加，同

时，机电产品的贸易模式由最初的以进口为主转向了以出口为主。与此同时，对

东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例略有下降，标志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结构正

逐步优化升级。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挑战和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中东

盟贸易关系却显示出了强劲的韧性，2020年前四个月，东盟更是超越其他区域，

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从理论意义来说，本文丰富了贸易便利化的理论研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

进，贸易便利化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为相关领域的研究

提供了借鉴和思路；论文还研究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机电产品出口现状和存在

的问题。因此，本文既是对贸易便利化相关文献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对当下中国

与其他东盟各国现有贸易产品研究的充实。

（二）现实意义

从经济增长前景、劳动力供给和成本、双边国际分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各

方面来看，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前景依然广阔。东盟阶段性地成为中国最大贸易

伙伴绝非偶然。然而，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面临较

为严峻的挑战，贸易壁垒和贸易成本是提高中国对外出口水平的两大拦路虎，而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可带来巨大的收益，可提高出口贸易额、人均收入等，除

此之外，可以清扫一片区域内的贸易障碍。

因此从现实意义来说，本文对增加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量，促进中国与东盟进

一步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政府部门，研究可以提供关于

东盟贸易便利化政策实施的指导，为政府提供优化对外贸易的决策依据，从而提

高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国内企业，研究可以探究贸易便利化对东盟市场的开拓以

及贸易成本的优化，为企业提供优化出口策略、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参考依据和新

的商业机遇，促进其在东盟市场的发展；对于社会，研究可以促进中国与东盟国

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强区域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造福两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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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孔庆峰、董虹蔚（2015）提出了一种包含物流能力和金融服务水平的贸易便

利化评价方法。李好、南添、黎冬凌等人（2017）对中国及湄公河流域新兴国家

贸易便利化的评估中引入了一个综合指标体系。这一体系涉及五个主要领域：口

岸效率、海关制度、电商活动、金融支持以及规制框架，并进一步包含了多个具

体的次级指标来细化评估；任帅（2018）采用层次分析法开发了一套评估中蒙俄

三国间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此体系涵盖了五大主要领域：基础设施环境、

海关环境、金融环境、政策环境以及信息环境，进一步细分为 14个次级指标，

包括公路和铁路运输基础设施的质量等。这套体系依据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的各

级指标权重显示，权重较大的指标反映其所在领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

在对“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发展特点进行充分的考

量后，冯一帆、张青青（2019）在Wilson等人所运用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对贸

易便利化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创新和优化，提出了一个更为精细化的评价框架，该

框架由“政府能力与政策环境”“海关与边境管理”“物流与基础设施”以及“金

融与通讯能力” 四个主要维度组成，进一步细分为 11个二级指标和 27个三级

指标，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贸易便利化指数评价体系。

孟亮、王静（2021）对贸易便利化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发展出一套包含七个

指标的简化评估体系，并将之应用于评估“一带一路”沿线的 27个国家；倪能

茜等人（2022）从国际贸易便利化基本内涵与评价框架出发，为上海自贸区量身

打造了一套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

1.2.2机电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

自然因素方面，李薇、张宝英（2021）等人研究发现 RCEP与中国的经济规

模对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最显著，贸易潜力指数结果显示，中国对文莱和新

西兰的机电产品出口潜力巨大；刘京星、刘天琦（2019）发现，目标国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对钢铁出口影响显著，具体数值为 47.92；何欢（2021）等人研究发

现，经济规模和共同语言与贸易效率显著正相关，地理距离与贸易效率显著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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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魏吉、张海燕（2020）研究中，文化距离被发现对中国从中东欧国家的进口

有着负面影响。这表明文化上的差异，如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能够减少进口需

求，进而减少进口量。同年，喆儒和王楚盈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

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机电产品贸易上，是否有共同国境线的存在，对于中国出口

机电产品的数量有显著影响。

在探讨非自然因素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中，高志刚和梁江艳（2019）年指出，

经济自由度在提升中国及中西南亚国家之间的出口和双边贸易方面扮演了关键

角色。进一步，湛谌与贾净雪（2020）年提出，政府的高效治理有助于减轻中国

对东北亚出口过程中的非效率问题，进而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促进与该地区

的贸易关系。吕晓英、孙致陆等人（2020）等人发现，政府监管水平对中国与中

亚五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廖良美（2022）等人研究发现地

区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都对长江经济带机电产品

出口质量的提升有着促进作用；马慧琼（2022）等人认为贸易便利化水平减少大

量贸易成本，并与广西机电产品出口东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赵子溢（2023）等人基于 UN Comtrade数据库，构建恒定市场份额（CMS）

模型，分析 2004—2020年中国对东盟市场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整体竞争力效应是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动力，其次是增长效

应；王翀（2023）在总结中国与 CPTPP成员国贸易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时

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 CPTPP成员国出口的影响因素，并测算出口

效率、出口潜力和拓展空间，研究表明 CPTPP成员国班轮联通性、贸易自由度、

与中国存在自贸协议等多项因素对中国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税则具有显著

负向影响。

总的来看，在选取机电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时，普遍可以观察到一种相似性

的趋势。然而，由于不同研究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侧重，这导致了在选择评价指标

时存在一些差异。

1.2.3出口贸易潜力的研究

在国际研究领域，Shujaat Abbas和 Abdul Waheed （2019）采用引力模型研

究了巴基斯坦的潜在贸易伙伴，结果显示巴基斯坦与尼泊尔、伊拉克、印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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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宾以及约旦等国之间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尚未被充分利用。

在国内的研究领域，林玲和闫玉宁（2018）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潜力进行了探

索，指出尽管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潜力有限，却存在显著的增长空间。周冲和周

东阳（2020）借中国与拉美国家日益紧密的关系之机，分析了中拉之间贸易的潜

在问题，并对中拉贸易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潜力评估和前景预测。

在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层面，党琳静和赵景峰（2020）探讨了在“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农产品向沿线国家出口的可能性和潜力。李月娥和张吉国（2021）

对中国向其 1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出口农产品的潜在机会进行了分析。倪琳和盛

龙坤（2020）评估了中国向法国出口机电产品的市场潜力，认定这种出口具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标志着一种值得进一步开发的潜在型贸易。周佩佩、闫慧娟（2022）

等人基于 2002-2020年中国出口东盟各国的农产品数据，分析了中国对东盟国家

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构建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中国对东盟各国农产品出

口贸易的潜力；翁玉影、袁泽伟（2023）等人选取 2003-202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

的面板数据，构建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贸易的

影响因素，并且根据回归方程，测算出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贸易潜力。

李婷婷（2023）等人基于 2001-2020年中国向主要国家和地区出口农产品贸

易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进一步了测

算贸易潜力与效率。张杰，陈小雯（2023）等人选取 2009-2019年中国与 RCEP

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及贸易非效率模型，对中国和 RCEP

贸易伙伴国的进出口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进行研究，通过“一步法”实证发现，

中国与 RCEP 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水平偏离贸易潜力值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非效率

的存在。

孙骏达（2023）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证背景，用 stata整理 CEPII

中的引力模型数据，选择 2002-2019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相关数据，分析了中国

对东盟国家贸易现状及特征，进行 OLS 估计，通过引力模型来分析影响中国和

东盟国家贸易的因素以及潜力；曾顺洋（2022）等人利用 2005-2020 年我国对

RCEP成员国出口信息通信技术（简称 ICT）产品的出口数据，构建时变随机前

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估算我国对 RCEP成员国出口 ICT产品的贸易效

率及潜力。结果显示，我国对 RCEP成员国 ICT产品的出口贸易效率呈随时间递

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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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国际上对于机电产品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特

性，大多从单一国家的视角探讨其机电产品贸易情况；而国内研究则集中于探讨

中国与东盟在机电产品方面的结构和竞争力；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由于没

有统一标准，国内外研究各有特点与优势，较为丰富；在贸易潜力研究方面同样

多以单个国家为研究对象，且将贸易便利化纳入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这表明，

在机电产品领域的研究中，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中国与东盟贸易便利化程

度、贸易潜力以及影响贸易的因素的探讨都相对不够充分。因此，将贸易便利化、

中国对东盟机电产品出口以及贸易潜力作为研究主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有着

实际重要性。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1.3.1研究框架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引言部分，包括研究背景

与意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内容为理论基础与影

响机制，阐述了相应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及贸易便利化影响贸易出口的路径；第三

章为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包括四个一级指标以及十七个二级指标，

利用 stata 软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东盟各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得分，并且

从贸易规模、国别结构以及产品结构分析了中国对东盟地区的机电产品出口现

状。第四章内容为实证分析，通过构建随机前沿模型以及贸易非效率模型进行实

证研究，计算出贸易潜力系数、出口提升幅度，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

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第五章内容为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基于以上研究内

容，构建的研究框架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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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研究框架

1.3.2研究方法

通过梳理和分析文献资料，本研究吸收了先进的研究方法论，具体包括：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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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资料法：对贸易便利化、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及出口贸易潜力领

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广泛搜集与深入分析，以获得对这些领域现有研究态势和主

要成果的全面了解。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和数据基础。

（2）对比分析法：计算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出口潜力时，对各国的贸

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整体对比，再对一级指标进行分类对比；在出口贸易潜力方面，

对东盟各国的贸易潜力进行国别对比以及年份对比，将以上数据结果表格可视

化，制成柱状图、折线图等形式，从而更为清晰的分析中国对东盟各国机电产品

出口的情况和问题。

（3）定量分析法：将繁琐复杂的多个贸易便利化基础指标得分中的信息，

用少数几个综合指标表示，利用 stata15.0的 PCA指令得到特征值，从而选取若

干个主成分及其线性系数，利用这些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对各因素系

数进行加权平均，从而构建出一个综合评分模型，并计算出模型系数。通过对这

些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我们可以确定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相应地，一级指标

的权重则是通过汇总其下属二级指标的权重来计算的。这种方法有助于确保指标

权重的客观准确性，并被广泛应用于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并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贸易效率及潜力的测算，对中国向东盟机电产品的出口流量进行定量分

析。

（4）实证研究法：本文对相关数据整理成面板数据，运用 Frontier4.1软件，

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构建模型，对自然因素变量和人为因素变量进行分析，

探讨其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东盟的影响。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4.1创新点

研究内容方面：现有文献大多研究的是贸易便利化对中国整体出口的影响或

农产品的影响，而本文以机电产品的贸易潜力为研究重点，转变了视角，一定程

度上丰富了中国与东盟经贸研究体系。

选择指标方面：本研究依据先前的研究成果，并考虑到实际情况，决定在实

证分析中采用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的分数作为评估贸易非效率模型的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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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旨在探讨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机电产品贸易影响的重要性，既体现了研究的

创新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关于机电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1.4.2不足之处

在贸易便利化体系的构建中，东盟地区个别样本国数据缺失，因此用线性插

值法进行了填补，但不能代表真实数据；有个别国家数据缺失严重，因此予以删

除，对实证结果有一定影响。且官方数据发布到 2019 年，2020-2022 年数据利

用蒙特卡洛模拟弥补，有一定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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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

2.1 理论基础

比较优势理论：由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应

专注于生产那些在相对生产成本上具有比其他国家更大优势的产品，并通过贸易

来实现互惠互利。这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更有竞争力地出口特定的

产品。

国际竞争力理论：国际竞争力理论强调了在出口产品方面的竞争能力的重要

性。根据迈克尔·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国家的竞争优势取决于（a）生产要素（例

如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b）需求条件（例如国内市场规模和需求特点）、

（c）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例如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发展）、（d）市场机会和（e）

政府政策。

市场准入理论：市场准入理论关注国家间贸易的壁垒和障碍。例如，关税、

配额和非关税壁垒等都会影响到产品能否进入某个市场。国际商务研究通常会分

析这些贸易壁垒对产品出口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贸易协定和谈判来促进市场准

入。

国际价值链理论：国际价值链理论强调了全球化生产和供应链的重要性。根

据这个理论，产品的生产过程通常涉及多个国家，而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内完成。

因此，了解产品的出口因素还需要考虑全球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如原材料采购、

研发、生产、销售和分销。

国际市场选择理论：国际市场选择理论分析了企业如何确定在哪些国家进行

产品销售。该理论考虑了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竞争以及政治、法律和文化

因素对产品出口的影响。

这些理论提供了研究产品出口因素的重要基础，研究人员可以使用这些理论来解

释为什么一些产品更适合出口，如何确定出口目标市场，并评估国际商务环境中

的潜在风险和机会。

2.2 影响机制

贸易便利化对产品出口的影响机制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市场准入、

促进竞争力和创新、促进供应链整合以及提升企业信心和市场参与度等方面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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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这些机制共同作用，推动了企业产品出口量的增长和国际市场份额的扩展。

2.2.1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和行业规范等，它们在国内外市场上规定了产

品的质量、安全、可靠性和环保要求，从而对产品出口产生影响。规章制度环境

对产品质量要求的规定直接影响着产品的出口。例如，在国际贸易中，许多国家

和地区都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要求产品必须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否则将被禁止

进入市场。产品出口企业要遵守目标市场的质量要求，并通过产品检测、认证等

手段来证明产品符合相关标准，以确保产品的出口顺利进行。

规章制度环境对产品安全性的要求也对产品出口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的法律

法规要求产品必须符合特定的安全标准，以确保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例如，对

于食品、药品、儿童玩具等特定产品，许多国家都有严格的安全监管要求，产品

必须通过检验和认证才能合法进入市场。因此，产品出口企业需要根据目标市场

的安全要求对产品进行改进和调整，以满足相关规定。

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产品的环保性能提出了

更加严格的要求。例如，一些发达国家对电子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废水处理、能

源效率等方面提出了强制性的规定。如果产品不能满足目标市场的环保要求，将

无法进入该市场。因此，产品出口企业需要遵守目标市场的环保标准，并进行环

保改进，以确保产品出口的合规性。

规章制度环境对产品出口的作用机制还体现在标准与认证方面。不同国家和

地区对同一类产品的标准和认证要求可能存在差异，产品出口企业需要了解并满

足目标市场的标准和认证要求。例如，欧洲联盟对一些特定产品（如电子产品、

化妆品等）制定了强制的 CE认证要求。只有符合 CE认证要求的产品才能进入

欧洲市场。因此，产品出口企业需要根据目标市场的标准与认证要求进行生产和

改进，以确保产品能够符合相关标准并成功出口。

综上所述，规章制度环境通过制定质量、安全、环保标准以及相关认证要求，

直接影响着产品的出口。产品出口企业需要遵守并满足目标市场的相关规定，进

行必要的改进和调整，以确保产品的出口合规性和市场准入。其影响机制如图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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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规章制度环境影响产品出口机制图

2.2.2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质量对产品出口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基础设施质量对交通运输系

统的流畅程度和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良好的道路、桥梁、港口和机场等基础设

施可以提高物流运输的速度和可靠性，降低运输成本。这有助于企业将产品及时

送达国际市场，提高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其次，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良好的电力基础

设施可以保障企业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转，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稳定

的电力供应也可以避免生产中断，确保供应合同的履行。这对产品出口至关重要，

因为缺乏可靠的电力供应可能导致订单延迟或无法交货，从而降低客户的满意

度。

再者，高效可靠的通信网络是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保障。良好的基础设

施可以确保稳定的网络连接和通信质量，使企业能够及时与国际买家、供应商和

规章制度环境

质量要求 安全要求 环保标准 标准认证

产品出口

目标市场要求

产品出口企业

产品改进与调整

产品出口合规性和市场准入

促进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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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进行沟通和协调。这有助于提高交易的效率和准确性，提升产品出口的

竞争力。

最后，良好的水、气供应基础设施对生产过程中的冷却、清洗和加工等环节

至关重要。高质量的水、气供应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减少生产成本。

同时，充足供应也可以避免生产中断或延迟，确保按时交货。这对于产品出口尤

其重要，因为延误可能导致客户丢失信任，进而影响出口销售。

综上所述，基础设施质量对产品出口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作用。良好的基

础设施质量可以提高交通运输效率、保障电力和通信的稳定供应，以及提供足够

的水、气供应。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供货准时性，

从而影响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其影响机制图绘制如图 2.2 所示：

图 2.2 基础设施质量影响产品出口机制图

2.2.3海关效率

高效的海关可以快速处理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手续，缩短通关时间，有助于减

少货物的滞留时间和费用，并提高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对于一些易腐或易变质的

商品，快速通关可以保持商品的新鲜度和质量，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海关作为国家贸易管理的重要部门，负责执行关税政策和贸易限制措施。高

效的海关能够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实施和执行成本，使得产品的国际贸易更

加便利。相反，低效的海关可能会导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施不彻底，或者带来

额外的费用和延误，从而影响产品的出口。产品出口需要提供一系列的出口文件

基础设施质量

道路、港口、桥梁等 电力供应 水、气供应 通信网络

企业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准时性

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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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行报关手续。高效的海关能够提供准确、及时的指导和支持，帮助企业正确

填写出口文件和顺利办理报关手续。这减少了企业在出口过程中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提高了出口效率。此外，高效的海关还可以提供优惠政策、便利化举措等，

进一步减少企业的成本和风险，增加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除此之外，海关执法部门负责打击非常规支付和贿赂行为。高效的海关能够

规范工作人员行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合法商品的利益。这会提高消费者

对产品的信任度，加强品牌的知名度和声誉，有助于产品的出口。

综上所述，海关效率通过缩短通关时间、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打击非常

规支付和贿赂行为等多种方式影响产品出口。高效的海关能够提高出口效率，降

低成本和风险，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其影响机制图如图

2.3所示：

图 2.3 海关效率影响产品出口机制图

打击非常规支付和贿赂行为

减少额外费用和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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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文件和报关程序

减少时间成本

保持产品新鲜度和质量

减少实施和执行成本

加强国际贸易交流

提高消费者信任度和品牌信誉

提供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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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

电子商务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全球化特点，让企业的产品触达更广泛的市场。

通过在线平台，企业可以直接面向全球消费者进行产品推广和销售，使得产品出

口市场潜力得以最大化。电子商务提供了一种便捷、高效的交易方式，使得企业

与国外买家之间的交流和交易变得更加简化和快捷。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可

以通过在线沟通、订单处理和支付结算等环节，大大简化了跨国贸易中的物流、

金融和信息流等环节，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并且，

电子商务使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外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从而能够更精准地

调整产品设计和市场定位。通过分析大数据和消费者反馈，企业可以提供个性化

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产品出口的增长。

而金融服务可以提供融资、汇率风险管理和支付结算等支持，满足企业在产

品出口过程中的资金需求。通过金融服务的帮助，企业可以更好地应对出口业务

的资金压力，确保产品出口的顺利进行。金融服务可以提供信用保证、出口保险

等保障措施，减少产品出口中的金融风险。通过金融服务的保险机制，企业可以

减少因退款、违约或货物损坏等原因导致的损失，提高产品出口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金融服务还可以提供市场研究、商业咨询和跨国合作等支持，帮助企业更好

地了解目标市场的发展趋势和商业环境。通过金融服务的帮助，企业可以制定更

有效的市场策略，拓展海外市场，实现产品出口的增长。

综上所述，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通过提供市场触达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和提

供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作用，对产品出口产生重要影响。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

互为支撑的，共同促进了企业的国际贸易和产品出口的发展。其影响机制如图

2.4所示：

互相支撑

共同促进国际贸易和产品出口

图 2.4 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电子商务

支持市场拓展

扩大市场触达能力

降低交易成本 提供资金支持

降低金融风险

提高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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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评

3.1 中国对东盟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3.1.1出口贸易规模分析

如图 3.1所示，中国的出口量每年呈现上升趋势，尽管出口增长率存在显著

波动。特别是在过去十二年的时间框架内，除了 2016年稍见下跌外，中国对东

盟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额逐年增加。到了 2022 年底，这一出口额增至 2864.08

亿美元，与 2010年的 785.74亿美元相比增加了逾 2000亿美元，实现了约 2.775

倍的增长，年均增加 175.45亿美元。这些数字显示了中国对东盟机电产品出口

的稳定增长趋势，反映了两地区之间贸易的稳定性和良好发展。关于出口增长率，

中国对东盟地区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在分析的十二年期间表现出了波动的模式。

其中由于 2016年的出口规模下降，其增长率是唯一为负数的年份，为 -10.99%，

其余年份皆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可见，中国向东盟出口机电产品贸易具有重要地

位和巨大潜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东盟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双方的贸易

合作不断加深。

数据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整理

图 3.1 2010-2022 年中国对东盟机电产品出口额及出口增长率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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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国别结构分析

如图 3.2所示，从中国向东盟地区出口机电产品的国别结构来看，中国机电

产品在东盟地区的市场主要集中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

和菲律宾，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日益密切，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不断增

强。在 2010-2014年间，新加坡始终为东盟地区中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的第一国，

从 2014年后，越南对机电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强，后来者居上，赶超新加坡成为

中国机电产品在东盟地区的第一市场。将东盟的出口市场分为三大梯队：第一梯

队为越、马、新、泰、印，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始终在 100亿美元以上，整体呈

现上升的趋势，但新加坡的增长趋势较为平缓，并无较大起伏；第一梯度的国家

在东盟各目标市场中占有绝对优势；第二梯队为菲律宾，中国对其机电产品的出

口始终在 50亿美元以上，且呈总体上升的趋势；以菲律宾为分水岭，第三梯度

的国家包括文莱、柬埔寨、缅甸、老挝，这四个国家机电产品出口额始终较低，

属于东南亚较小国家，与国家规模、经济政策等都有较大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整理

图 3.2 2010-2022 年中国对东盟各个国家机电产品出口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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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产品结构分析

根据 2013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国海关报关实

用手册》以及《机电产品进出口统计工作手册》所述，机电产品的分类涵盖了六

大种类：分别为金属制品，其 HS编码跨越了 73至 76章及 78至 83章；84章涉

及的各类机械和设备；85章的电器与电子产品；86至 89章包含的各式运输工具；

第 90章的精密仪表与仪器；以及 91至 92章中定义的其他电子产品类别。

如 3.3图所展示，通过对产品结构的分析可知，电子及电器产品和机械设备

成为了主导的出口货物。在 2010至 2022年期间，中国向东盟国家的机电产品出

口主要集中在“电器及电子产品”与“机械及设备”两大类，这两类产品的出口

总值共占到了总出口额的 73%，它们构成了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中最重要的机电

产品部分。此外，在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中，“金属制品”、“运输工具”、

“仪表仪器”和“其他”类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13.74%、9.91%、5.01%和 0.34%。

与“电器及电子产品”和“机械及设备”相比，这四类产品的出口比重相对较低，

总和不足总出口额的 30%。这说明它们在中国对东盟的机电产品出口构成中所占

的份额较小，表明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也反映了出口结构较为单一的问题。

数据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整理

图 3.3 2010-2022 年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结构图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研究

19

3.2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3.2.1构建指标体系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是用来评估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环境便利程度

的一套标准，这些指标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便利度，通过比

较和分析贸易便利化得分，可以了解自身的竞争力和不足之处，进而制定相关政

策和措施来改善贸易环境和便利化程度。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通常包含多个维度

和指标，涵盖了贸易流程、贸易政策、贸易成本等方面的内容。

John S. Wilson 创建了广泛应用于贸易便利化的指标评估框架，此框架涉及

港口效能、海关操作、制度法规以及电子商务等四项主要指标，为后续研究者在

构建贸易便利化评估体系时提供了重要参考。基于此框架，目前大多数评估体系

都是其衍生产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引入了金融服务作为新的一级指标，并兼

顾了数据的可获取性与连贯性，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指数体系，包括制度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海关效率、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四个一级指标及其下属的 17个二

级指标。详细结构见表 3.1：

表 3.1 贸易便利化测算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指标属性

制度环境（A）

政府公信度（A1） 1-7 ＋

司法独立性（A2） 1-7 ＋

政府监管负担（A3） 1-7 -

法律法规解决争端的效率（A4） 1-7 ＋

政府决策透明度（A5） 1-7 ＋

基础设施（B）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B1） 1-7 ＋

航空运输基础设施质量（B2） 1-7 ＋

公路基础设施质量（B3）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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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指标属性

基础设施（B） 铁路基础设施质量（B4） 1-7 ＋

海关效率（C）

贸易壁垒普遍程度（C1） 1-7 -

清关程序效率（C2） 1-7 ＋

非常规支付与贿赂（C3） 1-7 -

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D）

银行稳健性（D1） 1-7 ＋

金融和服务的可获得性（D2） 1-7 ＋

风险资本的可用性（D3） 1-7 ＋

互联网用户（D4） 0-100 ＋

宽带互联网订阅（D5） 0-50 ＋

数据来源：全球竞争力报告

3.2.2指标来源及解释

本文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所选取的指标均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

《全球竞争力报告》。该体系包括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海关效率、电子商务与

金融服务四个一级指标以及 17个二级指标，其含义解释如下：

制度环境（A）：制度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或组织内部的法律、政策、规则和

制度的总和，以及与外部环境有关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共同决定、影响

和塑造该国家或组织的运作方式和行为规范。制度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等。这些制度相互交织、

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整体运行机制，并对个体和群体的行为

产生深远影响。制度环境决定和影响着企业行为，有利于优化经营环境，从而创

造经济利益，促进贸易流通和发展。

（1）政府公信度（A1）：指的是政府在民众中的信任度和声誉。它反映了

政府在履行职责、制定政策、执行法律等方面是否公正、透明、可靠，并能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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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其得分范围为 1-7，分值越大，代表政府公信度越高。

（2）司法独立性（A1）：是指司法机关在决定案件时独立于其他政治力量、

行政机关和经济利益的干扰，依法行事，公正裁判。司法独立性是法治的重要保

障，保证了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司法判决不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

响，其得分范围为 1-7，分值越大，代表司法独立性越强。

（3）政府监管负担（A3）：是指政府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监管所需要投入

的资源、人力、时间、成本等。政府监管负担的大小与监管机构的能力、效率、

资源分配、监管手段等有关，合理的监管负担能够保护公众利益、维护市场秩序，

不合理的监管负担则可能对企业、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带来负面影响，其得分范

围为 1-7，分值越大，代表政府监管负担越小。

（4）法律法规解决争端的效率（A4）：指的是通过法律和法规来解决纠纷

和争议的速度、成本和效果。高效的法律法规解决争端可以提供快速、公正、可

靠的争议解决机制，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

进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其得分范围为 1-7，分值越大，代表效率越高。

（5）政府决策透明度（A5）：是指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信息的公开程度和参

与程度。透明度意味着政府应该通过公开信息、公开政策文件、公开决策程序等

方式向公众提供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的相关信息，使公众能够了解和参与政府决

策，提高决策的合法性、公正性和可信度。政府决策透明度有助于维护公共利益、

增强民主参与和监督的效果，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其得分范围为

1-7，分值越大，代表决策透明度越高。

基础设施（B）：基础设施包括了那些为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提

供支持与服务的物理构建，它构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正常社会经济运作所需的公

共服务体系的基础。这种设施是确保社会能够持续发展和生活的基本物理条件。

其中，交通设施质量对贸易影响较大，包括港口、航空运输、公路以及铁路基础

设施质量，基础设施质量越高，物流效率越高，从而能够有效的减少时间和运输

成本，促进贸易交流。

（1）港口基础设施质量（B1）：是指为完成港口物流最基本的功能而必须

具备的设施。一般包括港口航道、防波堤、锚地、码头、泊位和配套设施等。港

口基础设施为海上运输与贸易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是全方位运输网络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分值范围为 1-7，分值越高，代表港口基础设置质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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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航空运输基础设施质量（B2）：航空运输是一种便捷、运输质量很高

的现代货物运输方式。随着航空运输事业的不断进展，航空运输的货运量不断增

加。航空运输以其快速和灵活性著称，但面临着载重有限和较高的成本问题。因

此，这种运输方式特别适合那些有特殊要求的货物。例如，那些需要快速运送以

保持新鲜度的商品，如食品、鲜花和水果，或者是那些价值较高且能够承受较高

运费的商品，比如珠宝、电子设备、家电等。航空运输的技术设施主要包括航空

港、航路、航线、航班等。其分值范围为 1-7，分值越高，代表航空运输基础设

施质量越高。

（3）公路基础设施质量（B3）：公路是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中的重要构成部

分，它是基于公路路面的高速运输路网，具有路面宽阔、道路标志明显、车速高、

通行迅速等特点，并通常建设在城市周边或连接城市与城市之间，可以有效地缓

解城市交通压力，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它可以加快商品和人员的流通速度，缩

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并有利于改善出行环境，降低了城市交通拥堵的现象，

缩短了物流的时间和成本，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便捷的物流保障。其分值范

围为 1-7，分值越高，代表公路基础设施质量越高。

（4）铁路基础设施质量（B4）：铁路运输利用铁路列车来搬运旅客与货物，

对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扮演着关键角色。其显著优势包括高运输能力、快速的运送

速度和相对低廉的成本。此外，铁路运输大体上不会受到天气条件的影响，非常

适宜于大批量、重型货物的远距离搬运。铁路还能有效地与其它运输形式如公路、

航空及海上运输进行良好的连接与配合。通过建设多式联运的综合交通枢纽，实

现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无缝衔接，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其分值范围为 1-7，分值

越高，代表铁路基础设施质量越高。

海关效率（C）：海关效率指的是海关机构在执行进出口业务时的运作效率。

一个高效的海关能够提供快速、准确、无纠纷的报关、检查、放行等服务，以减

少货物的停留时间和成本，并促进贸易流通。

（1）贸易壁垒普遍程度（C1）：是指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对贸易

进行限制或创造障碍的程度。这些壁垒可以包括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技术

要求、贸易防御措施等。贸易壁垒的水平会影响到贸易自由化程度和市场准入的

公平性。其分值范围为 1-7，分值越大，代表贸易壁垒普遍程度越低。

（2）清关程序效率（C2）：是指在国际贸易中，货物从进口国或出口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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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进行报关、查验、审批等手续的速度和效率。高效的清关程序能够加快货物

流通，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贸易效率。其分值范围为 1-7，分值越大，代表清关

程序效率越高。

（3）非常规支付与贿赂（C3）：是指不符合正常商业实践或法律规定的支

付方式和行为，旨在获取或提供非法利益、影响决策或获取不当优惠的行为。非

常规支付通常违反国际公认的商业道德和法律规定，旨在欺诈、破坏市场竞争、

破坏公平正义和逃避相关税收规定。这种行为对商业环境和社会正义产生负面影

响，因此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监管和打击。其分值范围为 1-7，分值越大，

代表非常规支付与贿赂的数额越小。

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D）：电子商务涉及利用互联网及其他形式的电子通

信手段来开展商业行为和完成交易。这个过程不仅包括电子方式的购物和支付，

还包括网络营销和电子供应链管理等多个方面，从而为商家和顾客带来了一种更

简便、高效以及跨国界的交易手段。金融服务是指由金融机构或其他金融机构提

供的，用于满足个人、家庭或企业的金融需求的各种服务。包括银行业务、证券

业务、保险业务、投资业务等。金融服务通过提供储蓄、信贷、支付、投资、风

险管理等功能，促进了资金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

（1）银行稳健性（D1）：指银行业机构在面对内外部冲击和风险时的稳定

性和抵御能力。这包括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以确保银行能够履行其职能并保护储户和借款人的

利益。分值范围为 1-7，分值越高，代表银行稳健性越强。

（2）金融和服务的可获得性（D2）：指公众能够方便、有效地获得各种金

融产品和服务的程度。这包括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范围广泛，价格合理，服务

质量高，交易过程简便等方面的可获得性。金融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对于提高金融

包容性和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分值范围为 1-7，分值越高，代表金融和服务

可获得性越大。

（3）风险资本的可用性（D3）：指供应风险投资资本的程度和容易程度。

风险资本是指投资于风险较高的或初创企业的资金，主要用于推动创新和高风险

投资。风险资本的可用性对于创业企业和创新活动的发展至关重要，它能够帮助

企业获得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创造。分值范围为 1-7，分值越

高，代表风险资本的可用性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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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互联网用户（D4）：指一个国家和地区范围内互联网用户规模。分值

范围为 0-100，分值越高，代表互联网用户数量越多。

（5）宽带互联网订阅（D5）：指一个国家和地区范围内宽带互联网订阅规

模。分值范围为 0-50，分值越高，代表宽带互联网订阅数量越多。

3.3 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分测算

3.3.1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测算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分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部分缺

失数据已用线性插值法填补，但某些国家数据缺失严重，为确保测算结果的准确

性与客观性，将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老挝、缅甸两个国家的样本剔除，用其它八

个国家代表东盟地区，以此来测算东盟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分，2020-2022

年得分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法补充完整。

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主要旨在确保不同数据间的可比性，这是标准化数

据的关键目标之一。在具体应用场景下，由于各个变量的量纲不一致，以及数量

级的显著不同，这导致在合成评价过程中各变量影响力的不均等性。比如，如果

一个变量的数值范围是 1到 10，而另一个变量的范围是 100到 1000，在综合评

估时，后者由于数值范围的广泛性，可能在绝对影响力上占据更大的比例。

在本文选取的 17个二级指标中，有 15个分值范围均为 1-7分，只有互联网

用户（D4）及宽带互联网订阅（D5）两个指标得分范围不同，此时就会出现由

于量纲不同导致的数字大小问题，这种情况对于分析可能产生影响。因此，要排

除量纲、变量内部差异以及数值规模对比较分析的影响，对不同变量的作用力度

进行相对评估，必须对这些指标数据实施标准化处理。这一过程涉及将数据转换

为无量纲的数值形式，以便于数据的计算和管理，从而更容易地进行全面分析和

对比。处理的前提是不能失去数字的相对意义，以互联网用户为例，即之前数字

越大代表用户规模越大，处理后的数据也不能失去这个特性。

本文参照《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方法对这两个指标的数据进行处理，公式

如下：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研究

25

 
    1
Y

6
minmaxi

min
i 





i

ii

Y
YY

X
（3-1）

其中，Xi——第 i个指标数据标准化后的数值

Yi——第 i个指标数据的原始数值

（Yi）min——样本数据中该指标的最小值

（Yi）max——样本数据中该指标的最大值

将所有指标的范围确定为得分 1-7的统一标准后，再对所有样本数据进行统

一标准化处理，以便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公式如下：

minmax

min'

XX
XXX



 （3-2）

其中，X’——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

X——被处理数据

Xmin——被处理数据的最小值

Xmax——被处理数据的最大值

3.3.2贸易便利化指标得分测算

在测算贸易便利化指标得分之前，需要确定一级指标以及二级指标的权重，

本文采取常用的主成分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PCA）是一种多变量数据降维的

方法，它通过线性变换将原始变量转化为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变量，称为主成分。

在确定指标权重方面，可以使用 PCA方法进行权重的计算。

下面是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的步骤：

数据标准化：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各个指标的数值转化为均值

为 0、方差为 1的标准化变量。这是为了消除不同指标之间的量纲差异。

构建相关矩阵：根据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指标之间的相关矩阵。相关矩阵

可以反映各指标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

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对相关矩阵进行特征值分解，得到特征值和特征向

量。特征值表示了每个主成分所能解释的总方差的比例，而特征向量则表示了每

个主成分在原始指标上的权重。

选择主成分：根据特征值的大小，选取贡献率较高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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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成分。贡献率可以通过特征值与总特征值之比来表示。

计算权重：对选取的主成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主成分的权重。标准化

处理可以将主成分的值约束在一个范围内，以消除主成分之间的量级差异。具体

的标准化方法可以根据具体的问题和数据进行选择，例如将每个主成分的值除以

该主成分的标准差，或者将所有主成分的值映射到 0-1之间。

通过以上步骤，就可以确定每个指标在主成分上的权重。权重表示了每个指

标在降维后的主成分中所占的比重。较大的权重意味着该指标在主成分中所起的

作用更重要。

本文采用 stata15.0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之前，先对

其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3.2所示：

表 3.2 相关性矩阵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C1 C2 C3 D1 D2 D3 D4 D5

A1 1

A2 0.8 1

A3 0.8 0.8 1

A4 0.9 0.9 0.9 1

A5 0.6 0.7 0.8 0.8 1

B1 0.7 0.9 0.9 0.9 0.7 1

B2 0.8 0.8 0.9 0.8 0.8 0.7 1

B3 0.8 0.9 0.9 0.9 0.8 0.9 0.8 1

B4 0.7 0.9 0.8 0.9 0.8 0.9 0.8 0.9 1

C1 0.7 0.8 0.8 0.8 0.7 0.8 0.7 0.8 0.8 1

C2 0.7 0.8 0.7 0.8 0.7 0.7 0.6 0.8 0.8 0.7 1

C3 0.9 0.9 0.8 0.9 0.6 0.9 0.7 0.8 0.8 0.8 0.7 1

D1 0.3 0.6 0.6 0.7 0.5 0.7 0.4 0.7 0.7 0.9 0.5 0.6 1

D2 0.4 0.7 0.7 0.7 0.8 0.7 0.5 0.7 0.8 0.7 0.8 0.6 0.8 1

D3 0.6 0.8 0.9 0.8 0.8 0.7 0.9 0.7 0.7 0.7 0.6 0.6 0.5 0.6 1

D4 0.1 0.1 0.1 0 -0.1 0.1 0.2 0 -0.1 0.1 -0.3 0.1 0 -0.3 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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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C1 C2 C3 D1 D2 D3 D4 D5

D5 0.3 0.3 0.3 0.2 0.2 0.3 0.4 0.3 0.2 0.2 0 0.3 0 0 0.4 0.6 1

数据来源：根据原始数据使用 stata15.0 处理结果

根据表中结果，可以发现很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很强，有的甚至达到了

90%，这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信息重叠，因此进行主成分分析把众多

的初始变量整合成少数几个相互之间无关的主成分变量是非常必要的。对数据进

行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3.3 所示：

表 3.3 信效度检验结果

KMO 检验和 Bartlett 检验

KMO 值 0.856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621.212

df 136

p 0.000
***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数据来源：stata15.0 软件分析结果

KMO检验用于评估数据是否适宜执行因子分析，其值介于 0与 1之间。值

在 0.90到 1.00之间暗示数据极适合因子分析；0.80至 0.89显示数据相对适合；

0.70至 0.79表示数据的适合度可接受；0.60至 0.69意味着数据勉强可以进行因

子分析；0.50至 0.59表明数据质量非常低，而 0.00至 0.49的范围则明确指出数

据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所呈现的表格包括了 KMO和 Bartlett球形检验的成果，

用以评估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KMO测量值为 0.856，指出该数据集非常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且构建的模型具备实际意义。此外，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表明，

其 P值显著性水平为 0.000***，表示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证明了因子分析

的有效性。

将样本数据整理成面板数据的格式导入到 stata15.0中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

的结果如表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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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主成分特征值及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Comp1 11.613 0.6831 0.6831

Comp2 2.049 0.1205 0.8036

数据来源：stata15.0 软件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其中有两个特征值大于 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0.36%，说明提取

这两个公共因子可以解释所有变量 80.36%的信息，解释能力较强，故可以提取

前两个主成分。主成分特征向量矩阵以及主成分线性系数见表 3.5：

表 3.5 主成分特征向量矩阵以及主成分线性系数

指标 Comp1 Comp2 特征值 Comp1 线性系数 Comp2 线性系数

政府公信度 0.2428 0.1238 11.6129 0.07125 0.08646

司法独立性 0.2724 0.0243 2.0488 0.07993 0.01696

政府监管负担 0.2771 0.0951 0.9302 0.08132 0.06643

法律法规解决争端

的效率
0.2867 -0.0225 0.7197 0.08412 -0.01575

政府决策透明度 0.2466 -0.0802 0.4741 0.07238 -0.05604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 0.2734 -0.0004 0.2646 0.08023 -0.00027

航空运输基础设施

质量
0.2499 0.2123 0.2336 0.07332 0.14832

公路基础设施质量 0.2828 -0.0249 0.1956 0.08299 -0.01741

铁路基础设施质量 0.2751 -0.0680 0.1323 0.08073 -0.04749

贸易壁垒普遍程度 0.2561 -0.0500 0.1309 0.07514 -0.03493

清关程序效率 0.2415 -0.2346 0.0779 0.07087 -0.1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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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5

指标 Comp1 Comp2 特征值 Comp1 线性系数 Comp2 线性系数

非常规支付与贿赂 0.2608 0.0456 0.0561 0.07653 0.03185

银行稳健性 0.2052 -0.2381 0.0499 0.06022 -0.16633

金融和服务的可获

得性
0.2309 -0.2922 0.0278 0.06775 -0.20417

风险资本的可用性 0.2442 0.2261 0.0231 0.07165 0.15796

互联网用户 0.0139 0.6004 0.0163 0.00408 0.41946

宽带互联网订阅 0.0841 0.5518 0.0065 0.02468 0.38551

数据来源：根据 stata15.0 分析结果整理计算而得

主成分特征向量表明各个主成分在各个变量上的载荷，从而可以得出主成分

的表达式，在表达式中各个变量已经不是原始变量而是标准变量。由此得到两个

主成分的线性方程式如下：

Comp1=0.07125a1+0.07993a2+0.08132a3+0.08412a4+0.07238a5+0.08023b1+0.07

332b2+0.08299b3+0.08073b4+0.07514c1+0.07087c2+0.07653c3+0.06022d1+0.06775d2

+0.07165d3+0.00408d4+0.02468d5

Comp2=0.08646a1+0.01696a2+0.06643a3-0.01575a4-0.05604a5-0.00027b1+0.148

32b2-0.01741b3-0.04749b4-0.03493c1-0.16390c2+0.03185c3-0.16633d1-0.20417d2+0.1

5796d3+0.41946d4+0.38551d5

用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对各因子系数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综合评分模

型的系数，因此，综合评分得分的模型为：

Y=0.07353a1+0.07049a2+0.07909a3+0.06914a4+0.05312a5+0.06816b1+0.08457b

2+0.06793b3+0.06150b4+0.05863c1+0.03567c2+0.06983c3+0.02625d1+0.02698d2+0.0

8459d3+0.06637d4+0.07879d5

将所得到的综合评分模型中的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从而得到 17个二级指

标所占权重，进而对二级指标的权重进行相加得到一级指标权重，结果如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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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贸易便利化指标所占权重

一级指标 所占权重 二级指标 所占权重

制度环境（A） 0.3214

政府公信度（A1） 0.06842

司法独立性（A2） 0.06559

政府监管负担（A3） 0.07359

法律法规解决争端的效率（A4） 0.06434

政府决策透明度（A5） 0.04943

基础设施（B） 0.2626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B1） 0.06343

航空运输基础设施质量（B2） 0.07869

公路基础设施质量（B3） 0.06322

铁路基础设施质量（B4） 0.05723

海关效率（C） 0.1527

贸易壁垒普遍程度（C1） 0.05456

清关程序效率（C2） 0.03319

非常规支付与贿赂（C3） 0.06498

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D） 0.2633

银行稳健性（D1） 0.02443

金融和服务的可获得性（D2） 0.02510

风险资本的可用性（D3） 0.07872

互联网用户（D4） 0.06176

宽带互联网订阅（D5） 0.07331

数据来源：根据以上计算结果整理所得

根据上表 3.6，得到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最终模型：

S1=0.06842a1+0.06559a2+0.07359a3+0.06434a4+0.04943a5+0.06343b1+0.0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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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06322b3+0.05723b4+0.05456c1+0.03319c2+0.06498c3+0.02443d1+0.02510d2+0.

07872d3+0.06176d4+0.07331d5

3.4 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

3.4.1中国与东盟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

利用前文所得到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最终模型测算中国与东盟八个国家

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分，所得到的结果如下表 3.7所示：

表 3.7 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分

国家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文莱 0.46 0.43 0.46 0.48 0.44 0.40 0.37 0.40 0.42 0.49 0.48 0.45 0.42

柬埔寨 0.21 0.27 0.30 0.23 0.15 0.16 0.23 0.24 0.27 0.33 0.31 0.3 0.26

印度尼西亚 0.33 0.31 0.33 0.37 0.40 0.38 0.41 0.48 0.49 0.54 0.38 0.4 0.56

马来西亚 0.53 0.62 0.63 0.65 0.71 0.76 0.70 0.69 0.71 0.70 0.69 0.72 0.7

菲律宾 0.11 0.15 0.21 0.26 0.31 0.34 0.22 0.22 0.26 0.27 0.29 0.27 0.26

新加坡 0.85 0.85 0.88 0.85 0.83 0.93 0.93 0.90 0.88 0.90 0.88 0.91 0.89

泰国 0.40 0.43 0.34 0.35 0.33 0.36 0.37 0.41 0.40 0.44 0.37 0.34 0.4

越南 0.23 0.20 0.20 0.24 0.26 0.30 0.32 0.32 0.31 0.39 0.36 0.32 0.3

中国 0.41 0.44 0.45 0.48 0.50 0.49 0.54 0.60 0.60 0.61 0.54 0.45 0.51

数据来源：根据本文模型测算所得

将其可视化绘制成折线图以便于更好的分析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情况，得到的

图形如下图 3.1所示：

图 3.1 中国-东盟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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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分分为四个等级，若小于 0.5则代表不便利，0.5-0.7

代表一般便利，0.7-0.8代表比较便利，大于 0.8则代表非常便利。

根据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分折线图，可以观察到，新加坡的贸

易便利化水平得分十年间都在 0.8以上，其中 2015、2016年更是超过了 0.9，为

贸易非常便利的国家，在东盟地区内处于领先位置。排在第二名的国家为马来西

亚，2010-2022十年间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在 2015年到达顶峰，2016-2022年

的趋势较为平稳，在 0.70上下浮动。从最初的一般便利的国家发展为近年来比

较便利的国家。排在第三位置的则为中国，中国的贸易便利化得分在这十年间呈

现上升趋势，2010到 2014年的上升态势较为平稳，2015年有少许下降，2016-2019

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拨动浮动相比前几年较大，从最初贸易不便利的国家发

展为一般便利的国家，在三年疫情期间，贸易便利化程度较不稳定，波动较大。

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的贸易便利化得分走势则

呈现互相交错或几近重合的特点。在 2010到 2011年间，文莱贸易便利化水平在

泰国之上，但得分下降，其次是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和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和越南得分下降，其他国家则上升；2011-2012年除了泰国，其他国家

得分则均有相似程度的上升，2012-2013 年除了柬埔寨各国得分均上升，

2013-2014 年泰国与柬埔寨得分下降，柬埔寨下降幅度较大，2014-2015 是各国

变化较为平缓的一年，2015-2016年文莱得分轻微下降，菲律宾下降幅度大，柬

埔寨上升幅度大，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得分轻微上升；在 2016-2019年间，

柬埔寨和菲律宾走势基本重合，其他国家的得分均上升。但从 2019年来看，只

有印度尼西亚的得分超过了 0.5，勉强达到了一般便利水平的国家，其它国家的

得分则均在 0.5以下，属于贸易不便利国家，在 2020-2022期间，各个国家的贸

易便利化程度均有不同幅度的波动。

综上所述，在中国与东盟地区中，新加坡是唯一一个贸易便利化水平达到非

常便利的国家，而马来西亚也是唯一一个达到贸易比较便利的国家，中国与印度

尼西亚达到一般便利水平，其它国家均属于贸易不便利国家。究其原因，东盟地

区发展起步较晚，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在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等用来衡量贸易

便利化的指标亟待完善，且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过程，在短短十年

间发展进步空间较小。但单独来看，新加坡整体贸易便利化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

属于较高的水平，而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则与其差别甚大，这表明东盟地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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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要提高东盟地区整体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还需要各个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制定相关规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稳步发展，逐

渐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3.4.2分类具体分析

深入探析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各个因素，从而能够针对性的提出相关的政

策和建议，将消除量纲后的数据带入到最终模型中计算得出相应的一级指标得

分，以便能够更加具体的分析中国与东盟地区的贸易便利化程度。

表 3.8 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制度环境得分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文莱 0.171 0.180 0.197 0.199 0.170 0.137 0.108 0.115 0.108 0.118 0.113 0.115 0.118

柬埔寨 0.096 0.120 0.132 0.087 0.049 0.048 0.064 0.062 0.058 0.061 0.054 0.059 0.061

中国 0.160 0.156 0.158 0.161 0.151 0.142 0.160 0.181 0.186 0.190 0.182 0.184 0.186

印度尼西亚 0.126 0.115 0.116 0.129 0.143 0.139 0.144 0.156 0.161 0.154 0.156 0.155 0.161

马来西亚 0.172 0.211 0.220 0.211 0.239 0.245 0.223 0.218 0.233 0.233 0.222 0.233 0.233

菲律宾 0.019 0.028 0.059 0.081 0.097 0.081 0.064 0.054 0.052 0.043 0.045 0.047 0.045

新加坡 0.314 0.316 0.318 0.301 0.291 0.305 0.315 0.308 0.306 0.302 0.302 0.307 0.306

泰国 0.128 0.122 0.102 0.093 0.087 0.102 0.108 0.109 0.113 0.116 0.110 0.115 0.116

越南 0.108 0.097 0.092 0.089 0.087 0.101 0.101 0.097 0.090 0.109 0.092 0.105 0.107

平均值 0.144 0.149 0.155 0.150 0.146 0.145 0.143 0.145 0.145 0.147 0.142 0.147 0.148

数据来源：根据最终模型计算而得

将其可视化，得到图 3.2：

图 3.2 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制度环境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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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环境来看，2015年之前，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文莱达到了平

均值以上，新加坡依然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在 2015年之后印度尼西亚也

到达了平均水平，文莱却下降到了平均值以下。柬埔寨在 2012到 2014年间呈下

降趋势，菲律宾在 2010年到 2013年间呈上升趋势，其他国家走势较为平稳。2015

年之后，各个国家制度环境的得分均没有太大起伏，趋势平缓，截止到 2022年

菲律宾的得分最低。总体来说，东盟地区在制度环境方面的得分半数以上的国家

在平均值以下，但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之间存在 0.25分的差距，说明东盟在制

度环境建设方面失衡，多数国家缺乏相应合理的规章制度。

表 3.9 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基础设施得分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文莱 0.117 0.112 0.112 0.115 0.111 0.104 0.100 0.115 0.125 0.134 0.121 0.127 0.13

柬埔寨 0.064 0.072 0.085 0.068 0.044 0.045 0.052 0.043 0.053 0.070 0.052 0.065 0.067

中国 0.128 0.141 0.138 0.143 0.150 0.156 0.160 0.153 0.142 0.142 0.152 0.145 0.146

印度尼西亚 0.085 0.084 0.082 0.100 0.108 0.099 0.109 0.125 0.136 0.141 0.127 0.134 0.137

马来西亚 0.196 0.204 0.194 0.189 0.197 0.201 0.195 0.190 0.194 0.186 0.192 0.194 0.185

菲律宾 0.026 0.033 0.045 0.052 0.058 0.049 0.031 0.025 0.067 0.072 0.064 0.069 0.070

新加坡 0.261 0.257 0.256 0.249 0.247 0.250 0.253 0.256 0.249 0.252 0.253 0.248 0.250

泰国 0.148 0.132 0.131 0.125 0.112 0.108 0.101 0.108 0.105 0.108 0.103 0.105 0.108

越南 0.065 0.055 0.055 0.072 0.073 0.084 0.083 0.074 0.079 0.089 0.072 0.078 0.085

平均值 0.121 0.121 0.122 0.124 0.122 0.122 0.120 0.121 0.128 0.133 0.126 0.129 0.131

数据来源：根据最终模型计算而得

一级指标基础设施质量得分如表 3.9所示，将其可视化得到图 3.3：

图 3.3 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基础设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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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设施来看，新加坡得分依然位于第一名，该国家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城市基础设施排名甚至世界第一。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分别占据了第二和第三的位

置，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在这十年间一直处于平均线以下，文莱

则在 2018年基本达到了平均水平。从整体走势来看，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基础设

施得分均呈现相对平缓的走势，前三位尤为稳定。菲律宾和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得

分呈现螺旋走势，二者得分相近，但截至 2022年，二者在东盟地区排名垫底，

说明这两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增强，其它两个低于平均线位置的国家也应

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各国间的贸易交流，降低时间、物流、人力等成本，

从而加强各国间的贸易交流，促进贸易畅通，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表 3.10 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海关效率得分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文莱 0.087 0.085 0.085 0.086 0.078 0.069 0.062 0.067 0.061 0.058 0.054 0.059 0.062

柬埔寨 0.034 0.036 0.037 0.033 0.028 0.027 0.029 0.025 0.023 0.027 0.023 0.021 0.027

中国 0.065 0.062 0.053 0.055 0.060 0.053 0.061 0.070 0.062 0.065 0.072 0.061 0.067

印度尼西亚 0.052 0.042 0.042 0.043 0.043 0.040 0.045 0.052 0.042 0.045 0.041 0.046 0.045

马来西亚 0.068 0.084 0.085 0.083 0.094 0.094 0.087 0.085 0.073 0.073 0.073 0.071 0.078

菲律宾 0.027 0.028 0.035 0.038 0.056 0.046 0.039 0.031 0.026 0.022 0.032 0.025 0.029

新加坡 0.151 0.150 0.144 0.136 0.136 0.138 0.143 0.146 0.126 0.128 0.126 0.142 0.135

泰国 0.061 0.050 0.047 0.054 0.052 0.046 0.047 0.053 0.046 0.048 0.043 0.046 0.048

越南 0.032 0.024 0.020 0.030 0.038 0.034 0.030 0.029 0.020 0.017 0.025 0.019 0.016

平均值 0.064 0.062 0.061 0.062 0.065 0.061 0.061 0.062 0.053 0.054 0.054 0.054 0.056

数据来源：根据最终模型计算而得

一级指标海关效率得分如表 3.10所示，将其可视化得到图 3.4：

图 3.4 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海关效率得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6%B4%B2%E5%9B%9B%E5%B0%8F%E9%BE%99/6365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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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关效率来看，在 2016年之后，共有四个国家到达平均线以上，截止到

2022年，排名先后分别为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文莱。剩余国家的海关效

率得分呈现相互交错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新加坡的海关效率断层第一，这是由

于它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由新加坡岛及附近 63个小岛组成，

拥有对于发展海运而言优越的地理环境，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和亚洲主要转口枢

纽之一，马来西亚同属岛国，因此排名仅在新加坡之后。由此看来，内陆国家的

海关效率相比来说较为低下，但发展应是全方位的发展，既要发挥优势，又要补

齐短板，因此东盟地区其它国家应加强海关效率方面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增加

机电产品的跨境贸易，对于贸易畅通也有着重要意义。

表 3.11 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得分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文莱 0.088 0.052 0.069 0.077 0.084 0.089 0.096 0.102 0.130 0.179 0.163 0.157 0.168

柬埔寨 0.021 0.040 0.041 0.046 0.034 0.038 0.087 0.107 0.134 0.172 0.175 0.152 0.174

中国 0.056 0.083 0.098 0.120 0.133 0.136 0.163 0.195 0.209 0.217 0.199 0.203 0.214

印度尼西亚 0.072 0.068 0.091 0.096 0.107 0.101 0.107 0.146 0.147 0.202 0.156 0.168 0.194

马来西亚 0.093 0.120 0.128 0.163 0.176 0.217 0.196 0.202 0.207 0.210 0.201 0.197 0.204

菲律宾 0.038 0.060 0.070 0.093 0.099 0.166 0.091 0.111 0.115 0.129 0.114 0.127 0.119

新加坡 0.127 0.131 0.164 0.166 0.158 0.235 0.215 0.191 0.201 0.220 0.196 0.215 0.219

泰国 0.060 0.124 0.064 0.080 0.083 0.105 0.118 0.140 0.136 0.163 0.141 0.146 0.157

越南 0.028 0.023 0.033 0.046 0.057 0.081 0.107 0.118 0.119 0.170 0.128 0.164 0.148

平均值 0.065 0.078 0.084 0.099 0.104 0.130 0.131 0.146 0.155 0.185 0.164 0.170 0.177

数据来源：根据最终模型计算而得

一级指标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得分如表 3.11所示，将其可视化得到图 3.5：

图 3.5 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得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6%9D%A5%E5%8D%8A%E5%B2%9B/30184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85%AD%E7%94%B2%E6%B5%B7%E5%B3%A1/3171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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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来看，中国与东盟地区的走势呈现一个斜向上的“纺

锤状”，证明整体为上升的态势。截至到 2022年，中国、新加坡基本并列第一，

马来西亚排名第三，紧随其后的为印度尼西亚，这四个国家得分在平均线以上，

其他国家则在平均线以下。在此项得分上中国与新加坡未拉开距离，这是因为中

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但在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上，各个国家之间并未有太过

悬殊的差距，究其原因，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潮流化发展，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加

强了世界的交流，促进了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的发展。电子商务提供了更为便捷

高效的贸易模式，打破了空间区域的限制，促进了各国间的贸易交流，同时金融

促进资金流转和融通，推动经济发展，为贸易便利化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因此各

国应充分重视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的发展。

从平均值制度环境与基础设施的走势非常平稳，基本没有起伏，海关效率有

微小幅度的下降，而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则呈现极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表明该

方面的发展与建设领先于其它方面，对于贸易便利化得分的贡献率最大。从一级

指标看，排名第一的新加坡在四个方面得分均为第一，说明要想提升贸易便利化

水平，必须四个方面全方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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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实证分析

4.1 模型设定

本文拟采用随机前沿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进行实证分析。

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最初由 Aigner、Meeusen（1977）提出，该模型主要通过估算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来预测企业的效率，并将这些预测的效率值用于回归分析，以

特定因素（比如管理经验和所有权属性等）为变量，从而揭示导致企业间效率差

异的根本原因。鉴于贸易效率和潜力评估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随机前

沿的实证分析方法因其一致性在贸易潜力评估中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普

遍应用。

4.1.1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设定

面板数据集，与横截面数据相比，拥有更多的观测点，这使得对未知参数的

估计和技术效率的预测更为精确。此外，面板数据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其能够分

析技术效率随时间的变动情况。在众多面板数据模型中，BC92和 BC95模型目

前是应用最广泛的随机生产前沿分析模型。BC95模型的主要功能在于处理厂商

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问题，因此在本文中采用 BC95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其一般形式为：

)exp()exp()()( ,,ijt ijtijtijt
uv

ijt uvXfeXfT ijtijt    （4-1）

ijtijtijtijt uvXfT  ),(lnln 
（4-2）

其中，Tijt——在 t时期，i国与 j国之间的机电产品贸易总额

Xijt——因变量，对机电产品贸易总额产生影响的自然因素

β——估计参数变量系数

vijt——随机误差

uijt——非效率项

根据经验，本文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公式拟设定如下：

ctjtctjtctcjt GPCPOPPPGDPGDPY ln)Oln(lnlnln 4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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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tcjtcjtjt uvLANGCONTDISGPC  8765 lnln  （4-3）

其中，C表示中国，J表示东盟各国，t表示时间，其中，Ycjt 表示中国向东

盟各国出口的机电产品贸易额；GDPct表示 t 时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jt

表示 t时期东盟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POPct表示人口总量，POPjt表示东盟各国

t时期的人口总量；GPCct表示 t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PCjt表示 t时期东

盟各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DIScjt表示中国与东盟各个国家之间的地理距

离；CONT表示中国与东盟各个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共同边界，LANG表示中国与

东盟各个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共同语言，后两者为虚拟变量。vcjt表示随机误差，

ucjt表示贸易非效率项。

该模型主要对自然变量进行回归，自然变量即客观存在，不随时间轻易改变，

不受人为影响的变量。该模型是为了分析自然因素对于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产

品的贸易总额的影响，同时验证其是否存在贸易非效率项，有了这一步才能具体

详细的分析贸易非效率对机电产品出口额产生的影响。

4.1.2贸易非效率模型

贸易非效率项是指不属于自然因素变量，容易随着时间和人的主观因素发生

变化的非自然变量，一般与自然因素变量分开考察，在实证分析中，应将其是否

随时间变化纳入分析过程，根据此项特质，可以分为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及

时不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特别要注意的是，非效率项顾名思义，分析的是非自

然变量对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产生的负面影响，即阻碍程度。例如，变量前系数为

正，则代表该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阻碍，系数越大阻碍程度越大；而如果系

数为负，则代表该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正面作用，系数越小正面影响越大。

贸易非效率的一般形式表现如下：

)]}({exp[ Ttuu ijijt   （4-4）

该公式将时间因素纳入考察范围，其中，η为待估计的参数，代表的是时间

效应，用来表示贸易非效率项是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对机电产品的出口额产生影

响，该变量的取值范围分为三个层次，如η＞0，则代表时间效应起作用，η值

越大，表明随着时间的加长，非自然因素，也就是非效率项对机电产品出口贸易

额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小；当η=0时，则代表时间效应不起作用，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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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变随机前沿模型不再适用，应采用时不变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当η＜0时，

则代表时间效应起作用，η值越小，表明随着时间的增加，非自然因素对机电产

品出口贸易额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

具体而言，本文将贸易非效率模型的变量拟设定如下：

cjtOFDIEFICEINFRREGUu   cjt5jt4jt3jt2jt10cjt （4-5）

其中，δ为变量系数，REGUjt表示前文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中东盟各个国家

在 t时期一级指标制度环境的得分，INFRjt表示在 t时期东盟各个国家基础设施

质量的得分，CEjt表示东盟各个国家在 t时期海关效率的得分，EFIjt表示东盟各

个国家在 t时期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的得分，OFDIcjt表示中国对东盟各个国家在

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ξcjt为随机扰动项。

4.1.3出口贸易潜力测算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主体因素贸易便利化水平属于贸易非效率项，目前研究贸易非效率

项的方法有“一步法”和“两步法”。“两步法”是指第一步先运用随机前沿引

力模型分析得到非效率项的估计值，第二步则将贸易非效率项的估计值作为被解

释变量，再对所选取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但该方法的缺点是前后假设不一致，

因此对非效率项所估计出来的参数结果存在偏差，从而影响实证结果分析。而“一

步法”则将两个步骤合二为一，它将贸易非效率项设定为确定函数，对贸易非效

率项以及其他影响因素进行同时回归，不仅弥补了前者的不足，还可以方便有效

的得到贸易效率，从而能够相对简单的得到中国向东盟各国出口的机电产品贸易

潜力数值。故此，本文将贸易非效率模型引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得到的最终贸

易潜力测算模型如下：

ctjtctjtctcjt GPCPOPPPGDPGDPY ln)Oln(lnlnln 43210  

 cjtctctjt vLANGCONTDISGPC 8ct765 lnln 
（4-6）

）（ cjtOFDIEFICEINFRREGU   cjt5jt4jt3jt2jt10 ln

4.1.4数据来源及预期结果

本文数据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包括这十年间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的机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C%E8%85%8A%E5%AD%97%E6%AF%8D/4428067?fr=ge_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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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贸易总额，为被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地理距离四个基本变量，共同语言与共同边界两个虚拟变量。贸易非效率模型中

则包括了制度环境、基础设施质量、海关环境、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对外直接

投资五个非自然因素变量，以该数据体量为基础，运用 frontier4.1对其进行实证

分析，以此确定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东盟的机电产品的潜力是否具有显著

影响，并得出贸易效率，测算出潜力系数及贸易潜力值。本文拟定模型中变量的

数据来源及其对机电产品出口贸易额影响的预期符号如表 4.1所示：

表 4.1 预期结果及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说明 预期结果 数据来源

因变量 Ycjt

中国对东盟各国机电产

品贸易出口实际值

+ UN Comtrade

自变量

自然因素

变量

GDPct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 The World Bank

GDPjt 东盟各国国内生产总值 + The World Bank

POPct×POPjt

中国及东盟各国人口数

量

+ The World Bank

GPCct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The World Bank

GPCjt

东盟各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

+ The World Bank

DISct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地理

距离

- The World Bank

CONTct

中国与东盟各国是否具

有共同边界

+ CEPII

LANGct

中国与东盟各国是否具

有共同语言

+ CEPII

贸易非效

率项（非自

然因素变

量）

REGUjt 制度环境 - 前文测算所得

INFRjt 基础设施 - 前文测算所得

CEjt 海关效率 - 前文测算所得

EFIjt 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 - 前文测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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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变量 变量说明 预期结果 数据来源

自变量

贸易非效

率项（非自

然因素变

量）

OFDIcjt

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对外

直接投资

- The World Bank

4.2 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假设，影响中国对东盟机电产品出口贸易额的因素中包括贸易非效

率项，并且这些因素具有时变性。因此，为进一步增加实证分析的准确性，需要

进行模型检验，以此来验证采用存在非效率项的时变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正确

性。

4.2.1假设检验

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主要包括类：一是适用性检验，如是否可以使用随机前

沿引力模型（SFA）、生产函数形式是否为 Translog、是否存在时变性等，一般

采取广义似然比（LR）检验；二是参数估计值检验，判断估计得到的参数值是

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一般采取 t检验。

首先对模型进行适用性检验，由于前文所作假设贸易非效率项存在，因此需

要验证贸易非效率项的客观存在性。模型的适用性检验常用办法为广义似然比

（LR）检验，这是因为所用模型比较依赖于函数形式。判断是否适合使用随机

模型最关键的一个参数是变差率γ，对其做是否为 0的广义似然比检验是非常必

要的，它的检验统计量 LR渐进服从于混合 x2分布，零假设检验可通过对单边似

然比检验统计量 LR的显著性检验实现。

22

2
u

vu 



 η∈（0，1） （4-7）

具体而言，γ表示的是无效影响因素，即非效率项对个体效率差异的解释程

度。当γ=0时，其误差来源于随机因素，可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当 0<γ<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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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误差来源于随机因素和非效率因素，此时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当γ=1

时，其误差来源于非效率因素，此时用确定性前沿分析估计。

基于以下假设得到最大似然估计：

),0( 2
vi iidNv  （4-8）

),0( 2
ui iidNu  （4-9）

式（4-8）表明 v是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服从期望为 0，方差为 2
v ，

式（4-9）表明 u是独立同分布的半正态随机变量，服从期望为 0，方差为 2
u 。

其中令 2
u

22   v 且 02

2
u2 
v

 。如果γ=0，则不会有无效率效应。

LR检验服从自由度为 k、显著性概率为 5%混合卡方分布，即 ）（kLR 2
1~   ，

其中α为显著性水平。设θ是待估计的参数向量， 变差率γ=0 可视为对这些参

数施加的约束条件。似然比的表达式如下：

）（θ

）（θ

1

0

L
L

 （4-10）

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的表达式为：

 0
0 1 1 0

1

( )2 ln 2ln 2ln ( ) 2 ln ( ) 2 ln ( ) ln ( )
( )
LLR L L L L
L


    


 
          

 
（4-11）

θ0表示γ=0 约束条件下θ的最大似然估计，θ1表示无约束条件下θ的最

大似然估计， ）（θ0L 和 ）（θ1L 为在这两个估计处的似然函数值； LR 大于混合

卡方分布检验标准值， 则证明变差率γ的零假设被拒绝， 同样意味着非效率项

u是客观存在的。同样，时变性检验、虚拟变量是否应该作为模型变量的检验原

理与此一致。

4.2.2软件操作

首先检验随机前沿模型的适用性，即检验无效率项 uit是否存在且是否具有

时变性。此时，模型的所有原假设被认为都是不成立的。使用 Frontier 4.1 对

模型适用性检验时，数据文件中包含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 8个解释变量。对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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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文件（这里命名为 st1.ins） 设置如下：第 1行选择模型 1 （复合误差模型），

因为这里不涉及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 2行和第 3行指定数据文件

和输出文件名称分别为 stl.dta 和 st1.out；第 4行选择生产函数形式；第 5行

赋值 y，因为本文事前已经对所有变量取了对数；第 6-8 行分别填写截面个数、

时期个数和总观测个数，这里分别为 8、13 和 104；第 9行解释变量个数填写 8；

第 10 行对 MU 的赋值为 y，即假设无效率项存在且服从截断正态分布；第 11 行

对 ETA 的赋值为 y，即假设技术效率具有时变性；第 12 行赋值 n，默认软件使用

格网搜索自动选择初始值进行估计。指令文件的具体设置见表 4.2：

表 4.2 指令文件的具体设置

1 1= Error Components Model， 2=TE Effects Model 选择模型

stl.dta Data File Name 指定数据文件名称

st1.out Output File Name 指定输出文件名称

1 1= Production Function， 2=Cost Function . 生产函数还是成本函数

y Logged Dependent Variable （y/n） 因变量是否取过对数

8 Number of Cross-sections 截面个数

13 Number of Time Period 时期个数

104 Number of Observations in Total 全部观测值个数

8 Number of Regressor Variables （Xs） 解释变量个数

y MU（y/n）[Or Delta0（y/n） if Using TE Efects Model] 是否给 u或δ0赋值

y

ETA（y/n）[Or Number of TE Effects Regressors（Zs）]

是否给η赋值或填写影响因素的个

数

n Starting Values （y/n） 是否手动设定初始值，一般选择 n

将第 11行指令改成 n，得到约束条件下的检验统计量，该命令可同时验证

非效率项是否存在。而上述设置则可得到验证是否具有时变性的非约束条件下的

检验统计量。

其次检验是否应引入虚拟变量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软件指令大同小异，以

共同边界为例，其非约束条件下的指令与验证时变性时的指令一致，约束条件下

的指令则将该变量剔除，解释变量个数变为 7，从而得到两个检验统计量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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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4.2.3假设检验结果

分别对数据进行贸易非效率项是否存在、贸易效率是否会随时间发生改变、

虚拟变量是否应该被纳入到模型中的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 4.3 所示：

表 4.3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原假设
约束模型对数似

然值 lnL（θ0）

非约束模型对数似

然值 lnL（θ1）
LR 统计量 5%临界值 检验结论

不存在贸易

非效率
320.7730 48.0161 545.5139 5.138 拒绝

贸易非效率

不变化
48.0161 107.3652 118.6982 7.045 拒绝

不引入共同

边界变量
107.3652 33.9518 146.8268 7.045 拒绝

不引入共同

语言变量
107.3652 28.2487 79.1165 7.045 拒绝

数据来源：根据 Frontier4.1 软件结果整理而得

根据上表结果，对于不存在贸易非效率项的原假设，即γ=0，通过 LR 统计

量并与相应自由度下的混合卡方分布临界值进行比较，LR 统计量为 545，大于

5%显著性水平下的混合卡方分布临界值 138.522
05.01  ）（ ，显然，LR 统计量大于

混合卡方分布临界值，应拒绝原假设，即模型存在无效率项，可以采用随机前沿

生产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另外，从 MLE 估计结果也可以看出γ = 0.9994 且通过

t检验，这也能够说明无效率项的存在和模型具有适用性。

对于贸易贸易非效率项没有时变性的原假设，LR 统计量为 118，大于 5%显

著性水平下的混合卡方分布临界值 045.732
05.01  ）（ ，应拒绝原假设，因此贸易非

效率项具有时变性。

对于不引入共同边界变量的原假设，LR 统计量为 146，大于 5%显著性水平

下的混合卡方分布临界值 045.732
05.01  ）（ ，应拒绝原假设，因此应该将共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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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纳入模型中；对于不引入共同语言变量的原假设，LR 统计量为 79，大于 5%

显著性水平下的混合卡方分布临界值 045.732
05.01  ）（ ，应拒绝原假设，因此应该

将共同语言变量纳入模型中。

通过上述检验，本文所设定的模型具有合理性与适用性。

4.3 回归结果

4.3.1自然因素变量回归结果

首先对自然因素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β） t

常数项 4338.52*** 4347.48

lnGDPct -192.97*** -272.77

lnGDPjt -192.34*** -241.93

Ln（POPct×POPjt） 193.27*** 219.93

lnDISct -1.51 -1.65

lnGPCjt 193.16*** 294.82

lnGPCct 194.42*** 420.23

CONTct 0.40 0.40

LANGct 1.56 1.59

σ
2

184.66*** 184.65

γ 0.9968*** 304.70

注：***、**分别表示在 1%、5%的显著性水平。表中数据根据 Frontier4.1 软件回归结

果所得。

根据回归结果，γ值为 0.9968，表示贸易非效率项在随机扰动误差中的占

比，说明非效率项是造成实际值和前沿值误差的最关键因素。且其通过了显著性

水平为 1%的检验。以下是对回归结果的具体分析：

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即 lnGDPct来看，其系数为-192.97，且通过了 1%水平

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表明其对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具有显著影响，并且

呈负相关关系，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上升一个单位，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产

品贸易额就下降 192 个单位。该结果与预期结果发生冲突，究其原因，这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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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国内市场需求变大，消费增强，对机电产品的购买

力增强，机电产品的供给主要流向了国内市场，导致向外出口的机电产品的贸易

额下降。

从东盟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即 lnGDPjt来看，其系数为-192.34，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也为负，表明其对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具有显著影

响，并且呈负相关关系，即东盟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上升一个单位，中国向东

盟出口的机电产品贸易额就下降 192 个单位。这与预期结果也是相反的，这可能

是因为东盟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变大，国内产业发展壮大，且国民消费力增强，

选择变多，择优购买并且进口种类变多，因此消费金额多用于购买本国产品，或

向其它多种产品类型或其它国家发生转移，因而导致从中国进口的机电产品贸易

额的下降。

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人口总量，即 Ln（POPct×POPjt）来看，其系数为 193.27，

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明其对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具

有显著影响，并且呈正相关关系，即双边人口总量越大，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

产品贸易额越多。该结果与预期结果相同，这表明人口变多，产业发展兴旺，双

边贸易活动增强，出口供给方与进口需求方增加，机电产品出口额也随之上升。

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地理距离，即 lnDISct来看，其系数为-1.51，系数为负，

与预期结果相合，表明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越长，机电产品出口贸易

额越小。因为双方距离越长，运输、人力等各种成本就会增加，同时会降低物流

效率，导致出口产品的贸易额下降。但该因素并未通过三个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地理距离对机电产品出口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东盟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 lnGPCjt来看，其系数为 193.16，且通

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与预期结果相同，表明其对机电产品的

出口贸易额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呈正相关关系，即东盟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每上升一个单位，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贸易额就上升 193 个单位。

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 lnGPCct来看，其系数为 194.42，且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与预期结果相同，表明其对机电产品的出口贸

易额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呈正相关关系，即东盟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上升

一个单位，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贸易额就上升 194 个单位。

从共同边界，即 CONTct来看，其系数为正的 0.40，表明其与中国对东盟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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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产品出口贸易额有正相关关系，与预期结果一致。但该因素没有通过三个水平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共同边界对机电产品出口额的影响并不大。

从共同语言，即 LANGct来看，系数为正的 1.56，表示其对中国向东盟出口机

电产品具有促进作用，与预期结果相同。双方具有共同语言方便交流，有助于减

少人力成本，从而推动贸易进行。与共同边界一样，该因素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表明它对于机电产品出口额的影响也不大。

4.3.2“一步法”回归结果

在上一步中，本文得出贸易非效率项在随机扰动误差中的占比很大，非效率

项是造成实际值和前沿值误差的最关键因素，为进一步研究非效率项的具体影

响，运用“一步法”对总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一步法”回归结果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贸易非效率模型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检验值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检验值

常数项 3125.04*** 1.00 3123.34 常数项 -7.96* 6.09 -1.31

lnGDPct -170.84*** 0.16 -1063.37 REGUjt -16.55*** 4.91 -3.37

lnGDPjt -180.90*** 0.71 -254.79 INFRjt -13.52*** 4.06 -3.33

Ln（POPct×POPjt） 181.96*** 0.70 258.68 CEjt -7.86*** 2.50 -3.15

lnDISct -1.87 0.21 -1.07 EFIjt -13.56*** 4.07 -3.33

lnGPCjt 181.80*** 0.71 255.62 OFDIcjt -0.4334** 0.28 1.53

lnGPCct 171.37*** 0.32 532.13 σ
2

181.81*** 0.39 466.17

CONTct 0.29** 0.15 1.80 γ 0.9814*** 0.03 32.71

LANGct 1.42*** 0.16 8.78 LR 269.2309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表中数据来源于 Frontier4.1

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中发现，γ值为 0.9814，表明该模型中贸易非效率信息所占比

重为 98.14%，这意味着影响中国向东盟出口机电产品的贸易效率随机误差扰动

中，有 98.14%的波动是贸易非效率项提供的，是对贸易造成阻碍的主要因素，

也又一次证明了运用时变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适用性与合理性。

对回归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在贸易非效率项中，REGUjt即东盟各国的制度环

境通过了在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该项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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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额具有显著影响。其系数为-4.09，为负数，表明其对贸易非效率具有阻碍作

用。东盟各国制度环境的得分每提高一个单位，就代表它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下降

一个单位，即制度环境得分越高，对于贸易交流越具有促进作用，中国向东盟各

国出口的机电产品贸易额越大，与预期结果一致。

就 INFRjt即东盟各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得分而言，该因素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

著性检验，表明该项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贸易额具有显著影响。其系数

为-3.3455，为负数，与预期结果一致。表明东盟各国基础设施质量得分与贸易

非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即与机电产品出口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系，基础设施质量得

分越高，则越能促进机电产品的出口，增强中国与东盟地区的贸易交流。

就 CEjt即东盟各国的海关效率而言，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该因素

对于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贸易额具有显著影响。系数为负，为-1.9455，

与预期结果一致。表明东盟各国海关效率得分每上升一个单位，对贸易非效率的

阻碍就下降一个单位，机电产品出口贸易额就上升一个单位。因此，海关效率能

够降低时间成本，促进双边贸易交流。

就 EFIjt即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而言，该项非自然因素同样通过了 1%水平上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中国出口东盟的机电产品贸易额也具有显著影响，其系

数为-2.0031，符号为负，与贸易非效率呈负相关关系，换言之，与机电产品出

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的得分越高，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

产品贸易额也就越高。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的发展促进了跨境电商与跨境贸易的

产生与发展，从而增强了中国与东盟地区的贸易合作与往来。

从 OFDIcjt即中国对东盟各国的直接对外投资来看，该项因素通过了 1%水平

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与预期结果一致。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越高，对出口越

有利。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够更近距离地连接生产与销售环节，有效降低

运输开销。此外，这种投资策略允许企业利用目标国家较低的劳动力、原材料及

能源成本，从而减少生产费用。它还确保企业能及时掌握当地市场动态和产品反

馈，使得生产计划能灵活调整以满足市场需求。此外，对外直接投资帮助企业克

服接收国的贸易及非贸易障碍，进而推动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

综上所述，衡量贸易便利化的四个指标，制度环境、基础设施质量、海关效

率与电子商务环境这四个非自然因素都对贸易非效率项具有阻碍作用，即能够促

进机电产品的出口，对经济贸易合作交流均具有促进作用，因此，贸易便利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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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加强国家与地区间的贸易往来，推动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形成良好的经济

合作关系。

4.3.3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节通过调整样本规模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

验。具体操作方式为剔除了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额相对较少的文莱，再一次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 4.6 所示：

表 4.6 稳健性检验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贸易非效率模型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检验值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检验值

常数项 3249.19*** 1.00 3260.68 常数项 -4.64 5.32 -0.87

lnGDPct -205.07*** 0.63 -325.44 REGUjt -10.61*** 4.91 -3.37

lnGDPjt -217.91*** 0.77 -287.58 INFRjt -8.67*** 3.11 -2.79

Ln（POPct×POPjt） 218.61*** 0.76 287.58 CEjt -5.04** 2.50 -2.02

lnDISct -0.67 0.73 -0.92 EFIjt -8.67*** 3.12 -2.78

lnGPCjt 218.91*** 0.82 268.16 OFDIcjt -0.27*** 0.046 5.71

lnGPCct 205.17*** 0.44 469.53 σ
2

35.31*** 0.27 130.78

CONTct 0.90** 0.72 1.26 γ 0.99*** 0.03 23.47

LANGct 0.30 0.57 0.53 LR 210.94

注：***、**分别表示在 1%、5%%的显著性水平。表中数据来源于 Frontier4.1 回归结

果。

分析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自然解释变量以及贸易非效率模型中的解释标量基

本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尽管部分控制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低，但从

整体上来看，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仍然与上节的回归结果相吻合，验证了回归结果

的可靠程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贸易便利化对于中国机电产品向东盟地区的出

口具有正向作用。

4.4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潜力的影响分析

根据 Frontier4.1的回归结果得到贸易效率，其表达式的表现形式为贸易的实

际数值与潜力数值的比值。在实际贸易情况中，潜力值往往要大于实际值。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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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向东盟出口机电产品潜力的影响，需要得到相关的量

化数值。根据已有文献，关于贸易潜力的测算一般有三种方法，第一种为根据所

得到的回归方程，计算出贸易理论值，理论值与实际值的比值，称为贸易潜力系

数，该系数能够反应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大小。第二种方法为Wilson

（2003）的 BAHTA模拟策略，把低于东盟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平均得分的国家

的贸易便利化得分增加到原得分与平均得分的中间数值后测算变化幅度。第三种

方法则是国内学者孔庆峰（2015）提出的方法，具体操作为将各个国家的贸易便

利化谁的得分上升一个层次，随后计算出该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后对激发产品

出口潜力的影响。

本文将上述方法结合，第一步先计算出中国向东盟地区各个国家出口机电产

品的贸易潜力系数，根据潜力系数将各个国家分类；第二步按照前文所计算出的

一级指标占比将东盟各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得分提升一个层次；最后将提升后的

贸易便利化得分代入到回归方程中，得出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改善后的出口数值，

最后再计算出上升幅度。

4.4.1贸易出口潜力系数的计算与分析

根据 Frontier4.1所得到的回归结果，计算出东盟各国的贸易潜力系数，得到

的结果如表 4.7所示：

表 4.7 贸易潜力系数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平均值

印度尼西亚 1.11 1.13 1.11 1.09 1.07 1.08 1.06 1.00 1.02 1.00 1.01 1.03 1.02 1.056

文莱 0.97 1.01 0.99 1.02 1.04 1.06 1.10 1.06 1.06 1.03 1.04 1.05 1.06 1.039

新加坡 0.85 0.84 0.83 0.84 0.85 0.82 0.81 0.81 0.84 0.84 0.82 0.82 0.84 0.833

柬埔寨 1.25 1.22 1.19 1.25 1.31 1.31 1.23 1.21 1.20 1.16 0.17 0.19 0.21 0.994

泰国 1.07 1.05 1.11 1.10 1.11 1.10 1.10 1.06 1.08 1.07 1.05 1.06 1.07 1.080

菲律宾 1.28 1.23 1.17 1.12 1.09 1.07 1.17 1.16 1.15 1.16 1.16 1.15 1.17 1.160

越南 1.18 1.20 1.20 1.18 1.17 1.13 1.12 1.12 1.14 1.10 1.12 1.14 1.13 1.147

马来西亚 0.98 0.92 0.92 0.91 0.88 0.86 0.88 0.88 0.89 0.91 0.87 0.89 0.90 0.900

数据来源：根据回归结果计算而得

贸易潜力系数为潜力值与实际值的比值，根据现有文献对贸易潜力系数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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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当系数≥1.2 时，则划分为“潜力巨大型”，表明两国之间贸易交流活动活

跃，现有的潜力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空间，中国对这种国

家的出口潜力还有待挖掘；当 0.8≤贸易潜力系数＜1.2 时，则划分为“潜力开

拓型”，中国对目标国家的实际出口还存在一定的可开发空间；当贸易潜力系数

＜0.8 时，则划分为“潜力再造型”，说明两国贸易已经进行了充足的交流，已

经极大可能的发挥了应有潜力，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产品出口已经达到现有潜力，

意味着贸易潜力有限。

具体分析，在东盟地区中，只有柬埔寨在近十年的平均贸易潜力系数在 1.2

以上，为潜力巨大型国家，说明中国对柬埔寨出口的机电产品贸易额还未达到潜

在水平，中国应继续加强与柬埔寨之间的贸易合作交流，促进机电产品对该国家

的出口，以充分发挥贸易潜力。而其它东盟地区的国家贸易潜力系数均在0.8-1.2

之间，属于潜力开拓型国家，说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还有一定的发

展空间。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地区之间机电产品的贸易潜力还有待开发，具有

良好的上升空间。

4.4.2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潜力的影响分析

根据回归方程，分别计算出东盟各个国家原贸易便利化得分以及提升一个层

次得贸易便利化得分情况下得数值，再做运算得出贸易便利化水平上升对出口潜

力的提升幅度，所得到的结果如表 4.8所示：

表 4.8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潜力的提升幅度

（单位：%）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平均值

印度尼西亚 10.55 10.61 10.29 9.87 9.53 9.75 9.50 8.71 8.55 8.09 9.25 9.69 9.45 9.53

文莱 12.90 12.98 12.31 12.12 12.63 13.69 14.62 13.56 12.79 11.73 14.56 14.24 13.67 13.22

新加坡 6.78 6.68 6.52 6.62 6.68 6.28 6.30 6.31 6.32 6.22 6.36 6.25 6.27 6.43

柬埔寨 17.42 15.45 14.58 15.79 17.76 17.43 15.36 14.74 13.74 12.46 14.62 14.25 13.26 15.14

泰国 9.93 9.50 10.23 10.07 10.23 9.96 9.85 9.32 9.24 8.87 9.85 10.45 9.36 9.76

菲律宾 14.14 13.07 11.92 11.07 10.45 10.07 11.46 11.29 10.62 10.44 11.45 11.37 10.87 11.40

越南 11.66 11.85 11.65 11.06 10.71 10.18 9.97 9.79 9.71 8.95 10.12 10.46 9.42 10.43

马来西亚 8.50 7.76 7.66 7.52 7.16 6.94 7.24 7.17 7.01 7.00 7.32 7.17 7.26 7.36

数据来源：根据出口实际值与回归方程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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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8可以看出，东盟地区各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均会激发中国

对其的出口潜力，明显的是各个国家的提升幅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即贸易便利化

程度的改善，对不同国家的贸易潜力挖掘也是不同的。

具体而言，对于柬埔寨来说，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高对该国家的提升幅度在

东盟地区中是最大的，其贸易便利化水平每上升一个阶层，中国向该国家的机电

产品贸易出口潜力就上升 15.14%。位居第二名的为文莱，贸易便利化水平上升

一个层次，中国对其机电产品的贸易出口潜力就增长 13.22%。排名第三的国家

是菲律宾，贸易便利化对挖掘中国向该国家的机电产品贸易出口潜力产生的拉动

影响为 11.40%；第四名为越南，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潜力的促进作用为 10.43%；

排在第五名与第六名的分别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这两

个国家的促进作用相差较小，分别能够激发 9.76%和 9.53%的贸易潜力；排在后

两位的分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一个阶层，值提高 1%

后，中国向这两个国家的机电产品贸易出口额分别增长了 7.36%和 6.43%。

由此可看，贸易便利化提升对开发中国向柬埔寨的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影

响作用最大，对开发向新加坡的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影响作用最小。从前文分

析可以看出，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一级指标的各项得分在东盟地区甚

至世界范围内均遥遥领先，因此其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空间较小，中国向其出口

机电产品的贸易潜力系数在东盟地区范围内也排名靠后，可待挖掘的潜力较小；

而与此相反，柬埔寨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得分较低，在一级指标的各个方面所要建

设和改进完善的方面较多，提升空间较大。相应的中国向柬埔寨的机电产品贸易

出口潜力系数在东盟地区中排名第一，还存在较大的开发空间，贸易便利化水平

的提升自然可以带动其机电产品自我国进口，挖掘其潜在的贸易空间。因此，在

提升东盟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我国与东盟地区贸易往来的建设中，可以将

提升空间大的柬埔寨作为重点，同时保持与贸易便利化高水平国家如新加坡的贸

易强度，最大水平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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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险与机遇并存。贸易便利化也逐渐成为

促进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条件，比起设置贸易壁垒，贸易自由成为各国各

地区较为推崇的一种经济策略。本文基于此种背景，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以支

撑研究，通过构建一套较为完整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测算得出中国以及东盟

各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得分，随后建立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非效率模型，将二

者运用“一步法”回归得出贸易效率，经过计算得出各国的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系

数以及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中国向东盟出口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通过

综合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东盟全称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和世界第六大经济

体。其与中国、韩国、日本等六个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自从与中国建立自由

贸易区之后，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友好交流不断加强，积极发展合作关系，达到了

双赢的局面，同时提升了双方的国际地位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经济贸易

交流上，东盟地区已经称为中国排名前列的贸易伙伴。机电产品作为中国的优势

产业制造业所生产的优势产品，也成为向其它国家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东盟地

区也不外如此。因此，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向东盟机电产品出口潜力的影响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得出中国与东盟各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得分，

从整体分析可以看出，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得分遥遥领先，且是唯一一个贸易便

利化水平达到非常便利的国家，第二便利的为马来西亚，再者是中国与印度尼西

亚，前四者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较高，但其它国家得分均较低，属于贸易不便

利国家。这也反映出，东盟地区的贸易便利化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这与东盟地

区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政治情况均有较大关系；从一级指标分别分

析可以看出，在制度环境方面，半数以上的国家得分在平均值以下，最高得分与

最低得分之间存在 0.25 分的差距，说明东盟地区在制度环境建设方面失衡，多

数国家缺乏相应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基础设施方面，最为先进的仍然是新加坡，

最为落后的是越南；在海关效率方面，可以看出地理位置、地形环境对于该项得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东盟机电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研究

55

分影响较大；从电子商务和金融环境来看，互联网发展迅速，中国和东盟地区整

体都呈现上升的趋势。

最后，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贸易便利化对于中国向东盟地

区出口机电产品具有拉动作用。通过计算贸易潜力系数得出柬埔寨为潜力巨大型

国家，其它东盟地区的国家属于潜力开拓型国家；而贸易便利化每提升一个阶层，

对于机电产品的出口就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幅度，说明贸易便利化是影响中国机电

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整体来看，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提升中国与东盟地区

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可以明显提升中国对东盟地区机电产品出口的贸易额，极大

的释放双方贸易潜力，促进贸易发展。

5.2 对策建议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东盟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全

面的问题，在一级指标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并且还有较大潜能亟待挖掘。贸

易便利化的改善能够对机电产品的贸易潜力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基于现

阶段中国与东盟地区机电产品出口以及贸易便利化程度现状，为推动中国与东盟

地区经济贸易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5.2.1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程度的建议

（一）健全法制体系，完善监督评估机制

首先，针对现有的政府制度和规章进行全面审视和评估，确定哪些制度和规

章需要优化和改进，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建立健全的立法体

系是制定和修改政府制度和规章的基础，要确保立法过程透明公正，并广泛征求

意见，以减少可能存在的错漏和冲突。同时，要强化法律保障，政府制度和规章

应该具备法律效力，并得到法律保障，制定明确的法律框架，明确政府权责和公

民权益，为政府执法提供依据，并设立有效的监督和追责机制。

其次，政府制度和规章的制定应该建立在科学的政策研究和决策能力基础之

上，加强政策研究机构建设，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确保政策的可行

性和可持续性。再者，有效的监督与评估机制也不可或缺，以确保其贯彻执行和

效果监测，要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或部门，加强对政府制度和规章执行情况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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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及时纠正问题和不规范行为，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和调整。

最后，政府制度和规章的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加强信

息公开，公开政府制度和规章的制定过程和执行情况，并积极听取和采纳公众意

见和建议，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意的参与度。政府制度和规章的建设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应定期进行评估和反馈，及时调整和更新政府制度和规章，以适

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变革的需要。总之，提升政府规章制度建设需要综合运用法治

思维和科学管理方法，不断完善和优化政府运行机制，确保政府行为的合理性、

有效性和公正性，实现政府服务的便利化、高效化和透明化。

（二）强化监管体系，培养专业技术

基础设施质量的建设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要强化监管

体系，建立健全的监管体系对于确保基础设施的质量有重要意义，这包括加强监

督和检查机制，确保施工符合相关规定和标准，监管部门应该有足够的资源和专

业人员，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估。其次，培养和提高工程专业人员的技能水

平是加强基础设施质量的关键。这可以通过加强教育培训体系，提供必要的技术

培训和继续教育机会来实现。此外，引进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提高基

础设施质量的途径。

再者，加强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可以促进基础设施质

量的建设。政府应该积极与企业和社会各方进行对话，了解他们的需求和问题，

并提供支持和指导。企业应该加强内部沟通，提高项目实施的协调性和管理水平。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海关便利化措施

海关效率对于海内外的贸易交流具有重要影响，要提升海关效率，优化海关

环境，第一，要强化信息化建设，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建设高效的海关信

息系统，实现海关数据的快速共享和处理。通过推行电子化、自动化的通关流程，

减少人工操作和纸质文件，提高通关效率。此外，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信息共

享和联动，提高海关与外部环境的数据互通。第二，要推进海关便利化措施，建

设智慧海关，提供便利的通关服务，简化通关程序和规定。加强风险管理和智能

预测，通过合理的风险评估和分类制度，分流高风险货物和低风险货物，实现优

中选优、高效通关。第三，要提升人员素质和培训水平，加强对海关人员的培训

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效能的海关队伍，

提升海关执法和监管水平，确保海关工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第四，要改善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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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方式，强化风险导向的监管理念，采取现代化的监管手段，如预审、后审相

结合、风险分析、智能监控等，提高海关监管的精确度和效率。同时，注重公平

公正，加强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四）进行技术创新，加强安全防护

提升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水平，需要做到：第一，要进行技术创新和数字化

转型：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数字化工具，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来

提升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准确性。这些技术可以用于优化用户体验、风

险控制、客户身份验证等方面。第二，要加强安全防护措施：电子商务和金融服

务涉及大量的个人和财务数据，必须重视信息安全。建立强大的安全防护体系，

包括加密传输、安全认证、风险监测和反欺诈措施等，以保护用户的隐私和资产

安全。第三，要优化用户体验：关注用户需求，提供简洁、易用、可靠的电子商

务和金融服务平台。优化界面设计、提高网站或应用程序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

以提高用户满意度和黏性。第四，要建立信用评估体系：对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

的用户进行信用评估，可以降低信用风险，提高服务质量。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技术，可以建立客户信用评分模型，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

5.2.2加强中国与东盟地区贸易交流的建议

加强中国与东盟地区的贸易交流对于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和深化合作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简化贸易手续

中国与东盟可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制定共同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加强

贸易往来。这可以包括减少贸易壁垒、扩大双方的市场准入、简化贸易手续等。

同时，双方还可以加强在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中合作，以进一

步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并且，双方可以通过简化和标准化贸易手续、提高

通关效率等方式，降低贸易成本和时间，促进贸易流动。此外，建立和完善贸易

便利化的机制和平台，如电子口岸、单一窗口等，有助于提高贸易效率和便利性。

（二）加强贸易促进机制，拓宽贸易领域

双方可以加强贸易促进机制的建设，包括成立贸易促进机构或合作平台，促

进双方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此外，加强信息交流和互联互通，提供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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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机会等支持，有利于激发贸易合作的潜力，从而拓宽贸易领域，加强在农产

品、制造业、生物医药、电子商务、旅游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可以进一步开

放市场，增加东盟地区的出口机会，东盟可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吸引

中国投资和消费。

（三）加强人员交流和教育合作，探索新领域合作

双方可以加强人员交流和教育合作，培养更多了解和懂得彼此文化和市场的

人才。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为进口方与出口方提供更多的人才与机会，为贸易交流提供更多支持和动力。可

以积极探索在新兴领域的合作机会，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经济等，加强

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有助于推动经济创新和转型升级，并为双方企业带来更多的商

机。

总之，加强中国与东盟地区的贸易交流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通过以上措施，

可以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贸易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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