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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对不同技术含量商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 OECD 贸易便利化指数的测算

焦晓松，曹颖琦，冯宇彤

( 大理大学 经济研究所，云南 大理 671003)

摘要: 贸易便利化可有效减少交易过程中存在的贸易非效率。使用传统的引力模型方法，以 OECD 制定的

贸易便利化指数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度指标，基于 2015 年 123 个出口国、157 个进口国的贸易总出口数据和

不同技术含量商品出口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商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出口国的贸易便利

化水平对出口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技术含量商品出口的影响存在差异。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

商品出口影响依次为低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资源型产品、初级产品和中级技术产品。而对于进口国而言，其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出口国中等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在实证分

析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单一窗口”建设，提升通关效率和水平以及规范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创建良好的营商

环境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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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二战结束后伴随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阻碍货物

贸易发展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措施逐渐减少或消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世界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
贸易便利化可以减少目前贸易交往过程中存在的“贸易非效率”，进而减少冗余的贸易成本。在目前

国际经济发展形势下，贸易便利化成为促进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和各国际组织

关注的焦点问题。
贸易便利化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改进货物在跨国运输过程中的程序和控制措施，以减少相关的

成本负担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对于贸易便利化进行研究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 ( 1) 贸易

便利化的政策发展; ( 2) 定量评价贸易便利化对贸易的影响; ( 3) 在各种贸易协定谈判中的贸易便利

化安排; ( 4) 现代技术的使用对贸易程序的影响; ( 5) 供应链管理及供应链安全。贸易便利化文献中

的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二个领域，即使用定量分析方法试图衡量贸易交易成本以及评估实施贸易便

利化所带来的潜在好处。一般认为，国家间存在比较紧密的经贸关系，或者相互间签署了 FTA 协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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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导致较高的贸易水平。Chen and Novy［1］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申根公约国之间的贸

易成本要小 10%。Duval and Feyler［2］分析了东盟国家与其他区域集团之间货物贸易成本的大小，并

研判了降低这些贸易成本的一些关键因素。Xiang et al．［3］利用 2014 年的数据和可计算局部均衡模

型，模拟了中国和澳大利亚自贸区成立对于全球煤炭产出、贸易、消费和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自贸

区成立后，中澳两国向对方国家的煤炭出口分别增长 19． 9% 和 35． 7%，但是对于全球煤炭生产和价

格影响有限，中国每年的福利净损失为 2 亿美元，澳大利亚有 5． 693 亿美元的净收益。Chong et al．［4］

通过利用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 65 个国家的贸易流量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格局

的演变，并通过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国家间贸易关系的决定因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改善了沿

线国家贸易网络的连通性。
各类基础设施是决定贸易成本、双边贸易额以及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较差的基础设施建设通

常会导致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加大。Wilson et al．［5］最早使用港口效率和海关环境作为测

度贸易便利化水平高低的指标，对 APEC 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在 APEC 贸

易中港口效率和海关环境低于平均水平的成员国，若将这两项指标提高到本国水平与成员平均水平

之差的平均数，那么整个 APEC 内部的贸易额将会提高 11． 5%。朱剑冰和吕静［6］从口岸效率、基础设

施及服务、关税水平、营商环境和 IT 技术五个方面选择了若干指标，运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两种

方法，构建了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体系，并同时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指数，将其作为自变量导入引力

模型进行研究。研究采用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关系的 25 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数据，对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伙伴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Lidberg and Lind-
kvist［7］研究了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否可以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产品贸易。研究结果表明，由道

路的改善所导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中的农产品进出口产生了显著的

积极影响。张芳和方虹［8］由中国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这一新兴业态出发，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贸易

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下中国及其 55 个主要贸易国或地区的贸易便利化程度，研

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与贸易增长贡献率呈正相关。
总结现有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的相关文献可以得出结论，无论采用何种指标测算贸易便利化水

平，均可得出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增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现有文献在研究对象上，针对贸易便利

化对出口总量或单一出口商品研究的较多，而鲜见针对不同技术含量商品出口影响进行的研究; 在贸

易便利化的指标选取上，绝大多数测算贸易便利化的代理指标仅能反映某一或某几方面的便利化水

平的高低，鲜有反映一国便利化发展综合水平指标的使用。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基于 OECD 2015 年

编制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作为便利化的代理变量，测算了以 Lall 产品分类标准为统计口径的出口

影响。本文不仅从国家层面上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出口的影响，更从贸易便利化对不同技术含量商

品出口的影响进行了考察，拓展了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影响的分析视角。
二、贸易便利化对商品出口的影响: 作用机理与实证分析

( 一) 作用机理及传导机制

目前，国际上对于贸易便利化的标准定义尚无统一认识，不同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对其阐述不同。
WTO 将贸易便利化定义为“国际贸易中货物流动所需数据要进行收集、呈报、传递以及处理，贸易便

利化就是对这个过程中涉及的行为、惯例以及手续进行简化与协调”。UNCTAD 认为“贸易便利化应

被理解为一种对包括国际公认的习惯和惯例，标准化的物质和手续的简化，和对贸易和运输的法律和

规定的协调。贸易便利化也是一种关于信息处理以及环境建设活动的行为，从而使贸易和运输部门

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长期受益，因此是一种促进贸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OECD 认为贸易便利

化定义为国际贸易链中的每一环所采取旨在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效率的政策和措施。APEC 认为“贸

易便利化是指对阻碍、延迟跨境货物流动或增加其流动成本的海关及其他行政手续的简化及理顺”。
尽管各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学者对贸易便利化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但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 1) 对包括海关及其他行政手续在内的国际贸易程序的协调与简化。( 2) 货物在国际间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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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及买卖双方交易所需信息流及相关程序的简化和标准化。( 3) 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提高交易过

程和环境的可预期性，降低和减少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和交易成本。( 4) 新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
贸易便利化可以通过有效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达到贸易流程的简化和环境的优化，它主要

通过以下途径来消除贸易机制障碍，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进而促进贸易出口的增加。
1． 物流基础设施质量。商品的位移离不开物流，而国际贸易商品的位移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涉

及到了更多的物流运输方式和物流运输环节。物流基础设施质量的好坏，影响了商品从生产者到最

终消费者手中所需要的时间。良好的物流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减少商品运输时间，提高商业机会和时

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商品的流通速度。着力提高物流通行能力、完善多元联运协议以及构建国内

及跨境救援体系，会有力提升物流服务、保障物流安全，降低贸易商运输成本，因而会进一步提高一国

商品出口量。
2． 口岸效率及海关、商检环境。商品在口岸通关过程中，会产生各种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

成本包括合规成本和与贸易有关的服务性收费等。合规成本是指进出口商在货物移动过程中，为了

符合贸易主管部门所做的有关规定而需提供的信息、文件等所造成的成本。在进出口的通关环节中，

不同的部门需要贸易商提供各种手续单据，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所需信息是重复的，这不可避免增

加了贸易商的财务成本和所需的通关时间，抑制了贸易量的扩大。与贸易有关的服务性收费由货物

保险、边境行政收费、交通运输费用、仓储费用等构成，这部分收费越高，对于贸易商来讲，所承担的负

担越大，最终所有成本均会体现到商品售价中，并由最终的消费者承担，抑制最终消费者的购买热情，

从而影响商品出口流量。相对于直接成本，由通关时间所造成的间接成本难以测算，内容主要包括由

于通关时间超过正常已有水平而给贸易商所带来的各种机会成本、仓储成本和所丧失的贸易机会等。
通关时间过长，不仅增加了货物在码头堆场的存储成本，而且对于那些易腐农产品和产品生命周期较

短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而言造成的间接成本尤为巨大。
海关及商检等政府机构在通关环节中对出入境的货物进行统计、检验、核查以及检疫等工作，担

负着守护国家贸易安全的重任。因而，海关和商检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理

念。海关和商检机构若存在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状况，则会导致“寻租”情况的发生，损害守法贸易

商的利益，危害市场秩序。而严格的执法环境和廉洁的执法队伍，会对较高的海关和商检效率进行保

证，可以有力促进商品出口的增加。
3． 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规范和统一涉及到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国内，可能存在不同机构

间甚至同一机构的不同部门间制度相左的情况。这种状况的出现，会使贸易商在实际的业务操作中

为了应对不同的实施规范而准备不同的材料，甚至由于规定不一致而导致最终交易无法达成。另一

方面，国际贸易的开展，跨越了不同的国家，不同国家间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贸易制度存在差别。如若

本国的法律法规内容、实际做法与国际惯例相遵循，则对贸易商而言，就会减少事先需要了解这种区

别所付出的成本，减少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此，改善国内的规章制度和法律环境，应从国内

和国际两个角度着手。对国内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和统一，遵循共同的国际公约和惯例，可以降低贸

易成本，促进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
4． 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促进了贸易发展，使国际贸易衍生出诸多新特点。首

先，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发展，使得出口企业搜寻客户以及进口企业或消费者寻找供应商及商品的时

间和人力成本大幅度减少，同时极大削减了买卖双方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成本，加快了现代企业的贸易

活动速度。其次，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电子通关和“单一窗口”成为可能。企业通过网络办理

贸易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手续，免去在此过程中各类纸质单证的使用，减少了开支，而海关、商检等机

构也通过无纸化通关作业，一方面减少了单据审验过程中的人力配备，另一方面减少了查验纸质单据

可能存在的人为错误的发生。因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推广和使用，节约了通关时间，避免了由于通关

时间过长所带来的仓储、库存成本的增加和商业机会的错失等各种不必要的损失，有力地促进了商品

国际间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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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型政商伙伴关系。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作为传统贸易

过程中监管者的政府机构和被监管者的商界，政商关系常被异化为相互利用的“同盟”状态，以明显的依

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为特征的关联纽带，导致了权利寻租、利益输送和官商勾结等现象的发生，严重损

害了守法贸易商的商业利益和政府形象，阻碍了正常贸易的发展。新型政商伙伴关系的构建，要求政府

与商界从传统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对立性角色定位转变为谋求政府与商界的深化合作，从仅为管理监管和

被管理被监管的状态，再融入相互服务的关系。在保持原有政府机构职能的条件下，积极发挥非政府行

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政商双赢，以达到促进贸易发展的目的。
一方面，整体而言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有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产品，受不同贸易便利化

影响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以节约进口时间为目的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如单一窗口、自动化手续

等的广泛使用，对于那些时间成本较高的初级制成品如新鲜蔬菜、禽肉类制品、油类制品等会产生较大的

影响，进口时间节约得越多，对于该类商品贸易额的影响就越大; 程序类和单证类手续的减少，降低了企

业的交易成本，对各类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均会产生积极影响; 商界参与、上诉程序、管理和公正性等涉及

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企业长期经营的信心产生作用，因而那些具有优良营商环境的经

济体在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中具有“制度比较优势”。基于篇幅限制，本文将研究内容限于使

用 OECD 所制定的国家综合贸易便利化指数对于不同技术含量商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 二) 实证分析

1． 模型构建

估计引力方程的标准步骤通常是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得到对数线性估计方程后，通过普通最小

二乘方法进行估计。在研究中，引力方程一般将伙伴国之间的贸易额取自然对数，并与以下变量相关联:

各国 GDP 的对数值; 度量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或贸易激励的构成术语; 测度国家间彼此与世界其他国

家间的贸易壁垒的术语。这些做法使得参数估计更容易解释: 在一个引力方程中，GDP 参数用对数估计

时反映的是贸易额对 GDP 的弹性，即 GDP 变动 1%时，贸易额变动的百分比。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在

Wilson et al．［9］贸易便利化引力模型来源的基础上，本文将 OECD 的贸易便利化指数 TFI 指标引入，加入

关税等指标，使用 2015 年截面数据分析便利化水平对出口总量的影响。扩展后的模型如下:

lnXij = a0 + a1 lnGDPi + a2 lnPOPi + a3 lnGDPj + a4 lnPOPj + a5CEPIIij + a6 lnＲTFI + a7 lnPTFI +
a8 ln( 1 + tariffi ) + a9 ln( 1 + tariffj ) + εij

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为 2015 年数据。
( 1) Xij表示 i 国向 j 国的商品出口额，单位千美元。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建立的“世界综合

贸易解决方案”( WITS) 数据库。根据研究的目的，除商品出口总量外，根据 Lall 分类方法，采用 SITC
Ｒev． 3 口径，分别表示资源性商品出口总量、初级产品出口总量、低技术产品出口总量、中技术产品出

口总量以及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量。数量单位千美元。
( 2) GDPi 和 GDPj 分别表示 i 国和 j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为当前美元。分别表示出口国的经

济总量和进口国的经济总量。一般而言，出口国经济总量越大，越能形成较为完备的生产体系，商品

出口的能力就越强; 而进口国经济总量越大，其需求消费商品的能力就越大，进口的贸易量就会越大，

而另一方面，进口国经济总量越大，其形成较为完备的生产体系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其商品进口的

可能性就越小，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其回归结果符号不确定。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orld Bank，WB)

中的世界发展指标(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
( 3) POPi 和 POPj 分别表示出口国和进口国人口总量，单位为人。进出口国家人口总量对于出

口影响不确定。出口国人口总量增大，可以较多提供生产所需劳动力，而同时作为消费者，又会加大

对可能出口产品的消费，抑制或减少出口; 进口国人口总量的增长，会加大进口需求，促进贸易增长，

但另一方面也会推动国内分工，减少商品进口需求。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orld Bank，WB) 中的世

界发展指标(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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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总量影响模型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预期符号

变量名称 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来源 预期符号

i 出口国 －
j 进口国 －

Xij 出口额 千美元
世界 银 行——— “世 界 综 合 贸 易 解 决 方
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GDP 国内生产总值 当前美元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不确定
POP 国内总人口 人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不确定
contig 两国是否接壤 虚拟变量 法国世界经济研究统计数据库 +

comlang_off 两国是否有共同官方语言 虚拟变量 法国世界经济研究统计数据库 +
distw 两国间人口加权距离 公里 法国世界经济研究统计数据库 －
rta 是否签订有贸易协定 虚拟变量 法国世界经济研究统计数据库 +

tariff 进口关税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分析信
息系统

－

ＲTFI 出口国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 ［0，2］ 经合组织 +
PTFI 进口国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 ［0，2］ 经合组织 +

( 4) CEPII 指标。CEPII 为法国世界经济研究统计数据库，内有各国地理和贸易信息，在本文中，

主要包括以下指标: ①contig 表示两国是否接壤的虚拟变量。当其取 1 时，表示两国接壤，当其取 0
时，表示两国不接壤。②comlang_off 表示两国是否有共同官方语言的虚拟变量。当其取 1 时，表示两

国有共同官方语言，当其取 0 时，表示两国不具有共同官方语言。③distw 表示两国国家人口加权后的

距离，单位为公里。一般而言，距离越远，两国间贸易量越小，因而预期符号为负。④rta 表示两国是

否签订有地区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一般而言，签订有贸易协定的国家进行贸易时成本更小，因而会

有更多的贸易量，预期符号为正。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进行

更新。⑤ＲTFI 和 PTFI 分别表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 OECD 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如前文所述，贸易

便利化指数取值范围为［0，2］，一般而言，贸易便利化取值越大，对于出口促进影响作用越大。数据来

源于经合组织( OECD) 网站。⑥tariffi 和 tariffj 分别表示出口国的进口关税和进口国的进口关税。引

入进出口国关税这一解释变量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贸易自由化的主要目标是关税的减让，因此，其可

以通过这一解释变量量化自由化水平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其二可以将其所起作用与贸易便利化这

一解释变量所起作用进行对比。数据来源于 WITS 入口中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的贸

易分析信息系统( TＲAINS) ，关税标准选取为所实施的有效关税税率。由于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关税水

平为零关税，为了取对数后仍有意义，参照已有相关文献的作法，将原有关税水平加 1 后，对其取对数

进行计算。
3． 数据处理

由于进行实证检验需要的数据来源于不同的数据库，因而需要将这些不同数据库的数据分别进

行获取后，再将其进行复合，形成最终研究所需数据库。处理过程如下:

利用世界银行建立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共获取 2015 年 264 个国家或地区的 GDP 及总人口数

据; 通过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入口，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获取 2015 年度 168 个出口国

与 238 个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总量数据，以及按照 Lall 分类办法，分类归总两两国家间资源性产

品、初级产品、低技术产品、中级技术产品和高级技术产品的出口量数据，样本容量 42 939 个; 通过

CEPII 数据库，获得世界 224 个国家双边地理距离、是否签订 ＲTA 协议、是否具有共同语言、是否接壤

的信息数据，样本容量 49 952 个; 利用经合组织网站获取世界 163 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总体指

标信息。其中，按照世界银行 2016 年人均 GNI 标准划分，高收入国家 66 个，中高收入国家 84 个，中

低收入国家 82 个，低收入国家 56 个; 通过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入口，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

的贸易分析信息系统获得世界 216 个国家或地区的有效实施关税税率。将以上不同来源数据库的数

据进行复合，最后得到 2015 年 123 个出口国、157 个进口国的双边总贸易数据 14 62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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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异方差的情况下，处理方法可以使用“OLS + 稳健标准误”、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加权最

小二乘法( WLS) 以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Feasible GLS，FGLS) 进行处理。采用 GLS 与 WLS 的缺

点，是假设扰动项的协方差矩阵为已知，而这种假设通常并不现实; 采用 FWLS 方法，也必须估计条件

方差函数 Var( εi | xi ) ，而通常条件方差函数的具体形式并不知道，若该函数的形式设定不正确，那么

根据 FWLS 计算的标准误可能会失效。使用“OLS + 稳健标准误”的好处是，它对回归系数和标准误

的估计具有一致性，对于条件方差的形式并不需要预先知道。因而，“OLS + 稳健标准误”适用于更一

般的情形，更为稳健。虽然 FWLS 更为有效，但若对 V 估计不准确，则 FGLS 的估计效率可能不如

OLS，因此，Stock and Watson［10］的观点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荐使用“OLS + 稳健标准误”。
4． 实证结果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由于零贸易额的存在，最终进入方程的数据个数为 9 563 个，Ｒ2 为 0． 680 7，模

型拟合程度较好，P 值为 0． 000，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各变量对商品总出口的影响来看，模型中主要变

量对商品总出口均有影响，且影响方向符合预期。各因素中，进出口国关税、进出口国总人口对出口

国商品总出口影响不显著。就关税水平来说，本文得出的结论为: 在考察期内，无论是进口国的进口

关税水平，亦或是出口国的进口关税水平，对于一国总体出口并无显著影响，关税并不构成促进或阻

碍一国出口的影响因素。这表明，在世界各国的努力下，随着 GATT、WTO 多轮谈判的达成，以及贸易

自由化进程程度的加深，各国所实施的有效关税税率水平已经处于较低位置水平，关税对于出口的影

响较之前作用已大大减少。同时，各国为了保留未来谈判中的筹码，对于多边关税削减的谈判缺乏热

情，因而从总体上来看，未来以削减关税而实现促进出口的目的并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表 2 各因素对商品总出口 OLS + 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

lnTotal 系数 稳健标准误 t 值 P ＞ | t | 95% 置信区间

lndistwces － 1． 122 0． 032 － 34． 61 0． 000＊＊＊ － 1． 185 － 1． 058
rta 0． 766 0． 060 12． 64 0． 000＊＊＊ 0． 647 0． 885

contig 1． 263 0． 133 9． 46 0． 000＊＊＊ 1． 002 1． 525
comlang_off 0． 843 0． 072 11． 66 0． 000＊＊＊ 0． 701 0． 985
lnPtariff 0． 020 0． 049 0． 40 0． 688 － 0． 077 0． 117
lnGDPP 0． 974 0． 023 41． 72 0． 000＊＊＊ 0． 929 1． 02

lnPopulationP － 0． 022 0． 025 － 0． 90 0． 366 － 0． 0727 0． 026 8
lnＲtariff － 0． 077 0． 062 － 1． 24 0． 216 － 0． 201 0． 045 4
lnGDPＲ 1． 211 0． 027 44． 45 0． 000＊＊＊ 1． 157 1． 264

lnPopulationＲ 0． 010 0． 029 0． 36 0． 722 － 0． 047 0． 068
lnPTFI 0． 287 0． 089 3． 23 0． 001＊＊＊ 0． 113 0． 462
lnＲTFI 1． 36 0． 139 9． 80 0． 000＊＊＊ 1． 092 1． 637
观测值 9 563

Ｒ2 0． 680 7
Prob ＞ F 0． 000 0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其他剩余因素均对一国出口具有显著的影响，且在 1%水平条件下显著，影响水平从大到小( 绝对

值) 依次为: 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出口国经济总量、两国是否接壤、出口国 GDP、两国间加权距离、
进口国经济总量、两国是否具有共同官方语言、两国是否签订有贸易协定、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系

数分别为 1． 36、1． 263、1． 211、－ 1． 122、0． 974、0． 843、0． 766、0． 287。
从各因素对商品总出口“OLS + 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 1) 伙伴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远近对于国际贸易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并未出现史本叶和张永

亮［11］的研究中所出现的“距离在消亡”的结论。相对于非接壤国家，两国在接壤的情况下，商品出口

可增加 1． 263%，而两国间距离每增加 1%，则两国间的贸易流量将会减少 1． 12%。然而可以预见，随

着国际航运的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地理距离对于伙伴国家相互间的贸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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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作用会逐渐降低，无限接近学者所得到的“距离在消亡”的结论。
( 2) 毋庸置疑，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大小，对于一国出口具有重要的影响。贸易便利化可以有效减

少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通过这两种途径实现促进一国商品出口增长的目的。出口国贸易便利化

水平越高，则促进商品出口的力度就越大。与此同时，不仅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一国商品出口

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进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其它国家的商品出口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经

济全球化将每一个国家密切联系到生产中的各个环节上，通过国际贸易等形式使世界各国的经济联

系日益紧密，各国经济越来越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主观上，一国提升本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目的是为

了促进本国的出口，但与此同时，本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客观上也为促进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提升本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具有明显正的“外部经济性”的特征。由此

来看，越多国家或地区履行《贸易便利化协定》，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于世界整体商品

出口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大。从数值上看，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 1%，将能促进 1． 36% 的本国

出口，而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 1%，也能使出口国商品出口提高 0． 287%。
( 3) 两国间经济体量越大，对于一国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大。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出口国的

经济总量以及进口国对于出口商品需求的潜力。在样本中，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 1%，则商

品总出口将会增加 1． 21% ; 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 1%，将会导致出口国商品总出口增加

0. 974%。在考察期内，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
( 4) 有共同的官方语言也能促进双边的贸易流量。当出口国与进口国具有共同的官方语言时，

就减少了他们之间相互间沟通、交流、谈判以及文件签署等各种需要翻译时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商

品的出口。在考察总体中，相对于不具有共同官方语言的国家，具有共同语言能够促进一国 0． 902%
的商品总出口。

( 5) 伙伴国间是否签署有区域贸易协定是影响两国间商品流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贸易协定

的签署，取消了区域内部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相对于未签署协定的国家而言，各种生产

要素以及商品能够更加自由的流动，实现了各种贸易和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有力促进了成员内部贸

易的发展。相 对 于 未 签 署 区 域 贸 易 协 定 的 国 家 而 言，签 署 贸 易 协 定 的 国 家 商 品 出 口 将 会 增 加

0. 782%。截至 2016 年 7 月 1 日，向 GATT /WTO 通报的 ＲTA( 含货物或服务) 协议共有 635 个，其中

423( 仅含货物或货物和服务 285 个) 个已生效。①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对

多边贸易体制带来冲击，但是在目前多边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存在较大困难的背景下，也不失为一种退

而求其次的选择。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无论出口国抑或是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均对一国的商品总出口产生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那么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高低对于一国不同技术含量商品出口影响是否相同? 本文将

对此问题进行检验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按照 Lall 对出口产品的分类，分别以 ＲB、PP、LT、MT 和 HT 表示资源性商品，初级产品、低技术产

品、中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
从表 3 可以看出，由于存在出口零值或缺失值的情况，对技术含量不同的出口商品进行回归时，

样本容量大小略有不同，但各个回归方程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且具有较高的解释力。绝大部分变量

回归所得到的符号结果与已有研究或现实较为接近。仅针对贸易便利化水平来说，出口国的贸易便

利化水平对出口国技术含量不同的商品出口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在 1% 水平下显著; 除对初级产

品和资源型产品外，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出口国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含量商品出口均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且在 1%水平上显著。分产品来看，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与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

于不同商品出口影响也具有差别。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影响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 低技术产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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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品、资源型产品、初级产品和中级技术产品，回归系数分别为 2． 321、2． 278、1． 385、1． 307、1. 01;

而对于进口国而言，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出口国中等技术产品出口影响最大，系数达到 0. 628，其次

分别为高技术产品 0. 583 和低技术产品 0． 554。综合表 2 与表 3 的实证结果，不仅进一步验证了已有

文献中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总额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结论，而且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贸易便利化对于不

同技术含量商品的出口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从进口、出口国视角来看，对于不同技术含量商

品的影响具有差异。

表 3 不同技术含量商品出口 OLS + 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

变量
LnＲB lnPP lnLT lnMT lnHT

系数 P ＞ | t | 系数 P ＞ | t | 系数 P ＞ | t | 系数 P ＞ | t | 系数 P ＞ | t |

lndis － 1． 176 0． 000 － 0． 948 0． 000 － 1． 590 0． 000 － 1． 487 0． 000 － 1． 412 0． 000
rta 1． 011 0． 000 0． 444 0． 000 0． 802 0． 000 0． 732 0． 000 0． 409 0． 000

contig 1． 485 0． 000 1． 705 0． 000 0． 858 0． 000 0． 821 0． 000 0． 546 0． 001
comlang 0． 784 0． 000 0． 560 0． 000 0． 672 0． 000 0． 502 0． 000 0． 613 0． 000
lnPtariff 0． 141 0． 018 － 0． 254 0． 000 0． 102 0． 085 0． 360 0． 000 － 0． 133 0． 027
lnGDPP 0． 906 0． 000 0． 870 0． 000 0． 949 0． 000 0． 799 0． 000 0． 683 0． 000
lnPopP － 0． 032 0． 288 0． 047 0． 224 － 0． 100 0． 001 0． 042 0． 150 0． 138 0． 000
lnＲtariff － 0． 364 0． 000 0． 365 0． 000 － 0． 421 0． 000 － 0． 505 0． 000 － 0． 939 0． 000
lnGDPＲ 1． 068 0． 000 0． 572 0． 000 0． 964 0． 000 1． 483 0． 000 1． 315 0． 000
lnPopＲ 0． 031 0． 439 0． 451 0． 000 0． 402 0． 000 － 0． 060 0． 109 － 0． 063 0． 154
lnPTFI 0． 130 0． 231 － 0． 128 0． 314 0． 554 0． 000 0． 628 0． 000 0． 583 0． 000
lnＲTFI 1． 385 0． 000 1． 307 0． 000 2． 321 0． 000 1． 01 0． 000 2． 278 0． 000
样本量 8 126 7 128 7 896 7 760 7 387

Ｒ2 0． 580 0 0． 431 7 0． 644 4 0． 653 4 0． 620 1
Prob ＞ F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结论

从对出口总量来说，本文研究发现: ( 1) 伙伴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远近对于国际贸易出口仍具有一

定的阻碍作用，并未出现有些学者研究时所得出的“距离在消亡”的结论，实证结果研究表明，两国间

距离每增加 1%，则两国间的贸易流量将会减少 1. 12% ; ( 2) 一国经济发展规模的大小，仍然是影响双

边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两国间经济体量越大，对于一国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大。在样本中，出口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 1%，则商品总出口将会增加 1. 21% ; 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 1%，将

会导致出口国商品总出口增加 0. 974% ; ( 3) 有共同的官方语言也能促进出口国与伙伴国间的贸易流

量。当出口国与进口国具有共同的官方语言时，就减少了他们之间相互间沟通、交流、谈判以及文件

签署等各种需要翻译时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商品的出口。在观测期样本中，相对于不具有共同官方

语言的国家，具有共同语言能够促进 0. 902% 的商品总出口; ( 4 ) 伙伴国间是否签署有区域贸易协定

是影响两国间商品流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对于未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而言，签署贸易协定的

国家商品出口将会增加 0. 782% ; ( 5) 关税水平对于观测期间的出口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验证

了已有学者所得出的以降低关税水平获得出口增加而产生的“红利”已经消逝的结论。在当前国际关

税水平已处于较低水平条件下，进一步依靠调节关税水平来刺激全球出口已无效果; ( 6) 相对于其他

影响因素，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一国出口影响效果最为显著。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

1%，将能促进 1. 36%的本国出口，与此同时，进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其它国家的商品出口也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 1%，将能促进出口国商品出口 0. 287%，因而任何一国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改善和提高，都具有“外部经济性”特点，越多国家或地区履行《贸易便利化协定》
义务，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于世界整体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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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口产品结构来说，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与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不同商品出口影响

也具有差别。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影响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 低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资源型产

品、初级产品和中级技术产品，回归系数分别为 2. 321、2. 278、1. 385、1. 307、1. 01; 而对于进口国而言，

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出口国中等技术产品出口影响最大，系数达到 0. 628，其次分别为高技术产品

0. 583 和低技术产品 0. 554。
( 二) 政策建议

前文实证研究表明，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一国出口的增加，同时进口国贸易便利

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国，而且对他国的出口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一国贸易便利化水平

的提高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性”，共同推进贸易便利化发展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单一国家个

体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贸易出口也需要挖掘新的增

长动力。在依靠降低和减少传统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获取贸易“增长红利”作用效果日益销蚀的

情况下，贸易便利化成为有效推动各国及全球贸易发展的有力工具。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

明了贸易便利化对于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效果大于对其他类型技术含量产品的，从而有效带动一

国出口产品优化升级。因此，在未来中国的出口实践中，要紧紧抓住如何更好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这

一重点，以充分发挥贸易便利化在促进出口总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积极作用。
1． 深化贸易便利化认识，推进贸易便利化快速发展。目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出现分化，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从

国际情况来看，外部需求持续低迷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与此同时，劳动力、融资、土地、环保等

生产综合成本不断上升，外贸传统竞争优势弱化，而发达国家又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使部分中高

端制造业回流，导致中国外贸领域的“内忧外患”。而另一方面，中国外贸领域较多“贸易非效率”的

存在进一步阻碍了中国出口的有效增长。在传统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贸易“红利”作用大大削弱的情况

下，要充分认识贸易便利化对降低贸易成本的巨大意义，要培育更为开放和便利的贸易环境，从而有

效提高中国出口水平，增进社会福利的提高。
2． 加强“单一窗口”建设，提升通关效率和水平。前文分析可知，“单一窗口”、通关一体化等贸易

便利化措施对各种技术含量的商品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近年世界经济进入相对复苏轨道，但

世界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的动力尚未稳固，因而在世界经济增速没有大幅提高的背景下，国际贸易也难

以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因而通过改善通关效率以进一步扩大现有贸易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应

以现有的电子口岸为基础，构建统一的信息平台，为“单一窗口”的实施提供技术和硬件支撑。同时推

进海关和检验检疫合作，真正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全面推广监管单证的电子化、标
准化，简化通关流程，建立一站式通关服务。

3． 规范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要“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从而“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

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地区在吸引和激励高技术含量产品投资和贸易方

面具有制度比较优势; 同时，相对于成熟的中低技术产品，中高技术产品往往更加依赖创新以及与之相关

的专用性建设投资和中间产品投入，因此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必要制度保障。因而要加强

法规政策起草制定和设计过程中的事先调研、论证和听证，扩大商界参与度，同时畅通行政救济渠道，进

一步降低“民告官”门槛以及降低实施便利化措施的强制性，增加商界的可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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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on Export of Goods with Varied
Technical Content: Based on OECD Trade Facilitation Index

JIAO Xiaosong，CAO Yingqi，FENG Yutong
( Institute of Economic Ｒesearch，Dali University，Dali 671003，China)

Abstract: Trade facilit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reducing inefficiency in transactions． With traditional gravity model meth-
od，the trade facilitation index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OEC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Based on total
export data and classified products＇exports of 123 exporting countries and 157 importing countries in 2015，empirical analysis of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on world exports and classified technology intensive goods are made． Ｒesults show that both import
and export countries＇ trade facilitatio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exports goods，but effects varies according to goods with different
technology． The most affected exports goods exerted by exporting countries＇ facilitation is low-tech products，and subsequently
high-tech products，resource-based products，primary products and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roducts． The most affected exports
goods exerted by importing countries＇ facilitation are medium-sized technology products，followed by low-tech products and high-
tech products resp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analysis，the paper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single win-
dow”，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customs clearance，standardize and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and create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 trade facilitation; inefficiency; gravitational model;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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