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2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12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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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为基准，以关税减免、技术壁垒两项为冲击变量，假设五种不同的贸
易情境，验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前提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其优势，并提出相应
的对策性意见，以期加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效能，提高中国贸
易对外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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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整合为十个种类，囊括了农作物、畜牧业、肉制

品、加工食品、服装纺织业、自然资源、轻工业、重工

业、公共事业建设、服务业和交通通讯业。根据研究的

可靠性、有效性以及全面性，可以将相关产品划分为十

个类别。

（3）情景设置。本研究主要是分析一带一路对国内
以及战略沿线国家贸易产生的影响，所以，需要将贸易

便利性作为重要的衡量和评价指标。就 GTAP模型的基
本情况来分析，通过有效降低产品成本、减少技术壁垒，

可以实现贸易水平提升以及贸易技术优化。而相关贸易

技术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品和服务价格的降低，

还能够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有效缩减贸易成本。

假如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价格已经确定，技术优化会进一

步降低贸易成本。对此，技术壁垒也是冲击变量之一，

假设冲击变量 1是技术壁垒，表明贸易成本有所降低，
冲击变量 2是关税，表示关税也有所降低。针对贸易模
拟假设以下五种情景。

情景一：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于双边贸

易关税减免协议，而没有成立自由贸易区，这时候，关

税只能减少一半。

情景二：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了自由

国际贸易区，关税可以实现全免。

情景三：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签署关税减

免协议，但是借助技术壁垒，可以减少约 5%贸易关税。
情景四：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签署关税

减免协议，但有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意愿明确，其贸易

基础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技术壁垒减少 10%。
情景五：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不仅已形成自由

国际贸易区，促进相关成员国的关税减至零，加之沿线

各国热衷于建设“一带一路”，有效优化了经济贸易条

件，技术壁垒减少并低于 10%。

2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及其影响的研究分析

2.1 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GTAP模型模拟相关数据表明，中国 GDP在“一带

一路”国家中位列其首，其次分别为蒙俄和中亚、南亚、

东欧等地区，经模拟对比贸易便利对各国 GDP的影响程
度详见图 1。

“一带一路”是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旨在依靠中

国和沿线国家的多边关系，依据现有的区域合作平台，

借用古丝绸之路，积极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促进国家之

间和平共进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以积极的

姿态加快融入世界发展体制，开展国际贸易合作，主动

发挥大国经济优势带动邻近国家经济发展，以技术对

话、自贸协定等重大举措有效促进了合作区域的共融发

展。当前，中国正步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出现工业产

能过剩、能源不足等困境，在此形势下，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契合了国情需求以及沿线国家谋求快速发展的

期望，通过建立相互公平、互助包容的区域性合作平

台，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优化改善区

域经济合作新机制，督促各区域实现更好地合作发展、 
互惠共赢。

1  模型建立和情景设定

1.1 模型构建
开展一带一路下国家贸易的有效评估和分析，需要

借助相关的分析模型，本文选择使用 GTAP模型。第一
步是构建 GTAP数据库，再将相关的政策冲击变量导入，
借助 CGE模型来分析政策影响经济变量的实际程度。在
模型构建中，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关税减免、技术壁垒

主要的政策冲击变量。

此次选用 8.0版的 GTAP模型数据库，将 2007年的
美元数值作为计量参考，数据涉及的贸易国家将近 130
个。设置虚拟条件，假设贸易关税减免幅度各为 50%及
100%，技术壁垒减少幅度各为 5%及 10%，以此为基础
实施模拟化分析。再结合相关行业的实际产出，分析不

同类型产品的实际交易情况。

1.2 数据处理
（1）区域划定。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国家比较多，

相关问题的跨度也比较广，要想了解政策冲击对相关国

家贸易的影响，需要对一带一路涉及的相关国家进行综

合全面的分析，结合一带一路的商务划分标准，将其划

分如下：蒙俄和中亚 7国、东南亚 11国、南亚 8国、中
东欧 16国、西亚北非 16国、独联体 6国、中国及上述
以外的其他国家。

（2）部门划分。GTAP 8.0数据库包含 57个贸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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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TAP模拟中各国 GDP变动情况（单位：%）

经模拟结论可知：关税减少后对所有国家的 GDP变
化存在较大影响。除中国及东南亚 11国 GDP有所增加
外，其余国家 GDP均有减少；技术壁垒减少后，唯有其
他独联体 6国 GDP减少，其余国家均有所增加，中国增
幅明显。情景五模拟结论表明：减少关税虽导致有些国

家 GDP减少，但技术壁垒减少对国家 GDP的作用高于
关税拉低的效应。

2.2 进出口贸易变化
贸易便利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商品成本、提高营

利性、促进贸易发展，提升贸易规模。借助 GTAP模拟
模型，我们发现，当关税减至 50%时，除去其他独联体
6国，国家出口都有所增长；技术壁垒减少，出口贸易
减少的还是独联体 6国以及中东欧 16国，增长从高到低
依次为中国、南亚 8国、东南亚 11国。由此可知，技术
壁垒减少对出口贸易的推动作用高于关税减少。

关税减少至 50%时，除其他独联体 6国进口减少，
其余国家进口均有增长，中国进口增长最多。相比于出

口方面，各区域均呈现增长趋势，进口幅度大于出口幅

度。技术壁垒减少时，其他独联体 6国降幅明显，进口
增长仍然以中国为首。基于以上分析验证：关税减少促

进大部分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增长，极少国家的贸易条

件变得不好；技术壁垒减少对大部分沿线国家进出口贸

易有推动性，有效改善了贸易条件。

2.3 产出变化
首先是初级产品类。关税降低一半的情况下，中国

以及中东欧相关贸易合作国家的农作物产出会降低，其

他国家均有一定增加。这表明减少关税可推动东南亚相

关区域的农产品贸易，该区域具备独特优势。技术壁垒

减少至 5%时，中国、南亚 8国、中东欧 16国等农产品
产出下降。对肉制品来说，中国的产出变化不明显；其

他独联体 6国、蒙俄和中亚 7国的产出增幅高于其他国
家。由此说明贸易便利促进以上两个区域的肉制品提高

了出口贸易，对肉制品产业发展有利。在自然资源方面，

关税减少至 50%时，多数区域及国家的自然资源产出有
增长，而中国及东南亚 11国的自然资源存在不足性。究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相关国家对自然资源关税设定相对

较高，而贸易便利措施落实，资源进口成为一种趋势。

其次是制造产品类。关税降低一半的情况下，中国

的服装纺织以及轻工业出口将出现显著增长，其他国家

则相应减少；同时食品加工、重工业的产出下降。技术

壁垒减少至 5%时，我国食品加工、服装纺织、轻工业
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由此分析可知，经济贸易的自由便

利化提升了我国重工业的竞争力，对其他国家重工业的

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南亚 8国以及西亚北非
16国。
最后是服务产品类，在相应关税降低一半的情况下，

此时交通服务、基础设施行业等有明显增长趋势，相关

的国家有东南亚 11国、中国、西亚北非 16国、东亚 8
国、蒙俄和中亚 7国，尤其是东南亚 11国的建筑业增幅
位居首位，其建筑业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依赖进口才能

满足其建筑业需求。

由于本文篇幅有限，GTAP模拟的各区域划分产品
变动的结果未能详尽列出。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之政策意见

3.1 完善营商环境，构建合作共赢道路
针对“一带一路”国家所面临的贸易投资难题，需

要进一步营造开放的贸易环境，促进一带一路下的对外

贸易政策优化，并为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和发展提供一定

的政策支持，依据共建理念，完善贸易法律体系，夯实

营商法制基础；秉持共享原则，帮扶“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改善营商环境；以共同治理为指导，奠定秩序保障

基础 [2]。

3.2 加大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促进贸易合作
按照相关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和现实情况，要进

一步完善相关的沟通政策，强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

创新基础设施模式；充分发挥电商、互联网作用和优势

实施国际企业合作，全方位助力“一带一路”国家之间

互联沟通建设。

3.3 加快产能转移，深化合作
一带一路政策下，要进一步推动产能转移工作开展，

做好输入、输出工作，借助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解决目前贸易合作中的产能过剩问题。

3.4 降低技术壁垒，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积极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边境化管理，积极

开展合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体系，构建通关贸

易合作模式。要进一步缩减贸易成本，促进整体贸易政

策优化，提升政策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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