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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ＦＴＡ对浙江的贸易效应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张兴泉     孔得伟 

（１．嘉兴学院 商学院，浙江嘉兴３１４００１；２．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在对贸易效应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浙江与东盟贸易发展现状，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标，通过引力

模型，引入虚拟变量，实证分析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 （ＣＡＦＴＡ）的建成对浙江外贸发展的影响：浙江与

东盟的贸易互补性特征明显，贸易结合度较高，经济规模与贸易引力呈显著正相关，新老成员国贸易效应差异较大。

结合浙江与东盟贸易发展的实际，应实施差异化贸易战略、发展产业内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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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趋势，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 （ＣＡＦＴＡ）正式启动，这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大事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外贸发展。ＣＡＦＴＡ 是世界三大

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之一，拥有约１９亿人口，区域内生产总值达到６万亿美元，年贸易额近４．５万亿美元，是亚洲最大

的区域性经济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组织。浙江作为中国的外贸大省，出口势头一直很强劲。但是，２０

０８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让浙江遭受沉重的打击，给浙江外贸发展敲响了警钟———过度依赖发达国家，不利于经济贸易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ＣＡＦＴＡ 的建成给浙江外贸多元化发展带来了机遇，研究浙江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于促进浙江发展新型

开放型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理论研究 

１．关税同盟理论 

关税同盟内部进行自由贸易，对非成员则实行统一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关税同盟内部的这种贸易自由化运动从正反两方

面影响世界福利：一是增加福利的贸易创造效应，二是减少福利的贸易转移效应。
①
当一个成员国的部分国内产出被来自其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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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的低成本进口所取代时，就发生了贸易创造效应。当关税同盟外的低成本供应商的出口被同盟内部的高成本供应商所取代

时，就发生了贸易转移效应。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决定了关税同盟对成员国和世界福利的总影响。从性质上看，区域贸易协定

对福利的影响并不都是静态的。由于区域贸易协定影响着成员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因此还会产生动态效应。这种动态效应

源于同盟内贸易自由化运动导致的市场规模的扩大，足以抵消不利的静态效应。动态效应包括经济规模、激烈竞争和投资激励

等。 

２．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理论 

一个国家或地区剩余的某些要素恰好为另一国家或地区所必需时，那么这两个地区就存在互补性。
②
贸易互补性理论便是在

这一基础上形成，认为符合上述特点的两个国家或者地区就存在贸易的互补，并且有利于促进贸易。贸易竞争性理论指出，如

果两个国家或地区贸易结构十分相似，则存在竞争性，会阻碍贸易进行。在实际应用中，衡量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通常采用贸

易互补性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及贸易结合度指数等进行分析。 

（二）实证研究 

１．ＣＧＥ模型 

可计算一般均衡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ＣＧＥ）模型源于新古典经济学

的一般均衡理论，
③
在瓦尔拉斯 （Ｗａｒｌａｓ）１９８７发表的 《纯粹经济学要义》中首次提到。在 ＣＧＥ 模型中，相对

价格的条件下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供给函数、需求函数是零阶齐次函数；模型中消费者追求在预算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生产者

受技术水平的限制，追求实现利润最大化；在瓦尔拉斯定律的条件下，所有的商品和要素市场都满足平衡；ＣＧＥ模型内的资

源分配注意均衡配置资源，而不是经济周期的现象，研究影响政府的重点政策措施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机制，而不是政策干预

的确切结果。 

１．引力模型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思想来源于经典物理学中的引力模型，即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质量和距离相关，质量越大，距离越

近，则引力越大。最先应用引力模型的是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和 Ｐｏｙｈｏｎｅｎ。
④
该模型将两区域之间的贸易量大小看作

是相互间的引力，将两区域的 ＧＤＰ大小设为各自的质量，将运输成本比作是物体间的距离。 

ＣＧＥ模型作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尤其是在分析经济计划，衡量建立贸易区建立之前即事前的贸易效应等方面效果较好。

Ａｉｔｋｅｎ、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等人引入区域贸易优惠安排这一虚拟变量的引力模型，可以更好地估算区域经济体化实

施后对成员国贸易的影响。
⑤
 

二、浙江与东盟双边贸易现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浙江与东盟的双边进出口总额从 １６．３３亿美元增加到２８３．０８亿美元，增长１６倍多，

年均增速约２６ ％。其中，出口额从９．７５亿美元增长到１６９．６８亿美元，进口额从６．５８亿美元增长到１１３．４

０亿美元。整体来看，进出口增幅比较平衡，浙江在与东盟的贸易中始终为顺差。可见东盟在浙江的对外贸易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受２００８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浙江对东盟的贸易出现了短暂的下滑。但是随着２０１０年 ＣＡＦＴＡ 的正式

建成，双边贸易立刻呈井喷之势。２０１０年同比增长４３．２７ ％，东盟首次超过日本成为浙江第三大出口市场；２０１１

年同比增长４２．０５ ％，东盟全面超越日本成为浙江第三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２年对浙江贸易总额，东盟超出日本近３６亿

美元。３年三大步，ＣＡＦＴＡ 的建成对浙江的贸易效应确实非常显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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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浙江的贸易额呈递增趋势。但是，具体到东盟内部是不平衡的。浙江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主要集中在老

东盟国家，如印尼、泰国等六个国家占比在９０ ％以上。而新东盟国家，如老挝、缅甸等，由于其经济实力较弱，国内收入不

高，进出口的需求较低，与浙江的贸易总额较小。不过，从纵向来看，其与浙江的贸易绝对额随着 ＣＡＦＴＡ 的建成呈现激

增之势。如文莱在２０１０年与浙江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１７８ ％，远远高于东盟的平均值４３．２０ ％；柬埔寨在２０１

０年与浙江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近１００％。未来随着新东盟国家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有望成为浙江外贸发展中最具潜力的市

场。 

三、ＣＡＦＴＡ 对浙江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 

从总体来看，东盟尽管有新加坡、文莱等较为发达的国家，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组织，大体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而浙江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发展，综合实力有了明显提高，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浙江与东盟贸易互补性更为明显。 

从互补性来看。首先表现在由资源禀赋带来的差异。浙江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匮乏，而相比之下，东盟地处热带和亚热

带，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如文莱、印尼的石油，越南、泰国的大米，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橡胶，印尼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一。

浙江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资源，因此，浙江与东盟在资源产品方面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其次，浙江在机电产品及高新

技术产品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东盟对这类产品进口需求较大。因此，东盟与浙江在高技术产品上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再者，

随着贸易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两者之间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双方的贸易逐步由产业间贸

易转向规模经济和差别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这使得浙江与东盟的贸易基础不断加大。 

从竞争性的角度看。首先是出口市场构成具有相似性。浙江出口的主要市场为欧盟、美国与日本，而东盟的出口也集中在

欧盟、美国与日本。其次是出口商品结构具有相似性，浙江与东盟以机电产品为出口的主要品种，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也具

有一定的竞争性。同时，由于东盟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组织，区内成员发展水平不一，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贸易竞争。不过，从

总体来看，竞争性并不是主流。 

（二）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 

贸易结合度是用来衡量两国贸易关系紧密程度的，其公式如下：
⑥
 

 

式 （１）中 Ｔｉｈ表示ｉ国与ｈ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Ｘｉｈ为ｉ国对ｈ国的出口额，Ｘｉ为ｉ国的出口总额，Ｘｉｈ

／Ｘｉ指ｉ国对ｈ国的出口在ｉ国出口总额的比例，Ｍｈ指ｈ国的进口总额 ，Ｍｗ为世界进口总额，Ｍｈ／Ｍｗ即ｈ国的进口

总额在世界进口总额的比例，它代表ｈ国的进口能力。若Ｔｉｈ ≥１，表明ｉ国和ｈ国贸易关系较密切；如果 Ｔｉｈ ≤ｌ，

则说明ｉ国和ｈ国贸易联系较少。从表１可以看出，浙江与东盟各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存在较大差异。与贸易大国，如印尼、

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贸易结合度均大于１。说明自２００５年启动中国―东盟早期收获计划以来，浙江与东盟产生了较大的

贸易创造效应。２０１０年ＣＡＦＴＡ建成后，东盟贸易大国与浙江在贸易结合度上保持稳定。而柬埔寨等经济发展水平不是

很高的贸易小国，贸易结合度指数有了相对的增长。说明 ＣＡＦＴＡ 的建立使得浙江与这些国家的经贸联系在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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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显示东盟各国对浙江出口的贸易结合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异。其中有７个国家的贸易结合指数大于１，说明这些国家对

浙江的出口具有较大的依赖性。但是，较发达的东盟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对浙江的出口的贸易结合指数均小于１，

说明这些国家对浙江的出口还有较大的潜力。东盟其他国家对浙江的出口则较为依赖，尤其是文莱、缅甸等贸易小国。在２０

１０年之后，贸易指数均大于１，甚至在２０１０年文莱对浙江出口的贸易指数达到６３，可见 ＣＡＦＴＡ 的建成使这些国

家对浙江的出口急剧增加，贸易转移效应十分显著。 

 

综上，ＣＡＦＴＡ 的建成使得浙江对东盟贸易小国的贸易结合越来越紧密，而浙江与东盟贸易大国的贸易结合度则较为特

殊。浙江对东盟贸易大国出口的贸易结合较为紧密，东盟贸易大国对浙江的出口依赖不是很大，浙江对这些国家的进口贸易潜

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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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力模型分析 

１．引力模型的建立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在式 （２）中，Ｙａｂ是指ａ国对ｂ国的出口总额，Ｋ 作为贸易系数是常数。Ｙ 表示国家的经济总量，在一般文献中用

ＧＤＰ来表示。Ｄａｂ代表贸易距离，为了便于量化，一般取两个国家首都或重要港口之间的距离。 

为进一步验证新老成员国的贸易效应，建立如下引力模型： 

 

其中，Ｔｚｄ 表示浙江省对东盟各国的出口额，ＧｚＧｄ 表示浙江省 ＧＤＰ 与东盟各国 ＧＤＰ 的乘积，Ｄｚｄ表示

浙江和东盟各国的贸易距离，ＰＰｚｄ 表示浙江省 ＣＰＩ和东盟１０国 ＣＰＩ的乘积。ＣＡＦＴＡｌａｏ为虚拟变量，表示

与浙江进行贸易的国家是否属于东盟的老成员国 （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是则取１，不是则取０。

ｕ为标准随机误差项。 

Ｇｚ即浙江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生产总值越大，说明了浙江向外部供给的能力越强。Ｇｄ 即东盟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

值越大说明其对外部经济的进口需求越强烈。双方的贸易额大小与经济规模即ＧＤＰ的大小有密切关系。因此，东盟与浙江两

者 ＧＤＰ的乘积ＧｚＧｄ 与贸易总流量成正相关，故预期α１为正。 

Ｄｚｄ代表了浙江与东盟之间的距离，这是一种抽象的空间距离。包括贸易过程中的运费、文化的差异大小等一些不利于

双方贸易发展的因素。通过经验观察，一般认为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距离越小，交易越方便，贸易额越大，反之，贸易额越小。

文章以浙江省会杭州到东盟内各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来表示其贸易距离，预期系数α２为负。 

ＰＰｚｄ代表价格水平的变动，对贸易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价格水平越高，本国对外贸易的成本越高，会对外贸产生阻

碍作用，反之则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开展。因此，预期α３为负。 

ＣＡＦＴＡｌａｏ表示将东盟国家分成两部分，如果是东盟的老成员国，则数值取１，如果不是则数值取０。在实际贸易

中，由于发展程度的不一样，东盟老成员国的关税减让幅度和速度快于东盟新成员国 （新成员国将在２０１５年实现９０ ％

零关税），可能造成老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变化更显著，故预期该变量的系数为正。 

浙江对东盟各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的贸易出口额数据来源于杭州海关网站，浙江省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ＧＤＰ与人

均ＧＤＰ来自浙江统计局网站，东盟各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ＧＤＰ 与人均 ＧＤＰ 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官方网站；杭州与东盟１０国的首都间的直线距离根据谷歌地图测量得出。 

２．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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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ＧＬＳ），运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并在面板数据的条件下根据引力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

果见表３。 

 

３．结果分析 

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 Ｒ２ ＝０．８０９３２，回归方程中解变量的系数除了虚拟变量的符号

与预期相反，其他的均与预期一致，可认为方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将回归结果的代入式 （３），得到浙江与东盟各国的

贸易引力模型为： 

 

从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影响浙江省与东盟国家贸易的因素中，经济规模作用效果最为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浙江省与东盟各国的 ＧＤＰ乘积每增加１ ％，则浙江省的出口贸易总额增加１．２０７ ％。而距离的系数为正值，这与预期

相反，且 Ｐ 值较大，未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浙江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距离并不是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其原因可能

是浙江与东盟整体的距离较远，又无边境接壤，同时浙江是一个沿海大省，优良港口众多，外贸出口多是靠海运，其运量大，

运费低，故而在模型中距离已经不是主要因素了。价格水平的系数为负值，与预期一致。价格水平过高确实会阻碍双方的贸易。

虚拟变量 ＣＡＦＴＡｌａｏ虽然通过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但符号却与预期的相反。其原因可能是浙江与东盟老成员国关税减

免的速度快于新成员国，其贸易创造效应渐趋稳定，而新成员国由于减税幅度慢于新成员国，故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老成员国。

同时，由于浙江与东盟老成员产业结构趋同，在减税初期可能会有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但是随着关税减让逐步归零，关税减

让的边际效应递减，贸易创造效应减弱，互补性减少，竞争性增加，故系数为负值。 

虽然式 （４）中距离因素未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但是可用它来简单估计浙江与东盟各国贸易的潜力。用 Ｑ 来表示贸

易潜力，则 Ｌｎｙｄ，其中， 表示浙江与东盟之间各年的解释变量数据代入式 （４）所得到的

值，Ｌｎｙｄ是实际贸易额的对数值。当比值大于１时，即实际贸易额比模型得到的数值小，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还有潜力

可挖；小于１时恰恰相反，说明存在贸易近饱和，潜力不大，将２０１１年的数据代入模型中，计算结果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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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与柬埔寨、新加坡、越南的 Ｚ值均小于１，说明浙江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接近饱和状态，但是仍有一定的潜力。

其他７个国家的 Ｚ值均大于１，说明浙江与这些国家还有很大的出口贸易潜力，尤其是与中南半岛的国家还有很大的贸易潜力

可挖。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浙江与东盟的贸易中，由于东盟内部成员参差不齐，互补性是主流。浙江对老东盟国家有出口依赖，

对新东盟国家而言出口潜力较大；新东盟国家对浙江有出口依赖，而老东盟国家则没有，浙江是老东盟国家出口增长的潜力地

区。从引力模型的分析可知，双方经济规模较大，双方的贸易引力较强；ＣＰＩ指数较高，对双方贸易的阻碍作用也较强，而

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不明显。ＣＡＦＴＡ 的建立对浙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机遇，面对东盟这个巨大的市场，浙

江省要想获得更多的收益，应针对不同层级的国家采取不 同 的 贸易政 策，积极 发 展与东盟 的 产业内贸易等。 

（一）针对东盟国家发展层级，实施差异化贸易战略 

从贸易结合度分析可以看出，东盟内部层次性明显。在经济上还远远不是一个整体，内部经济差异较大，离一个统一和完

整的大市场还有一段距离。新加坡、文莱是第一层级的国家，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基本处于第二层级，剩下的中

南半岛四国 （老挝、越南、缅甸和柬埔寨）则为第三层级的国家。 

浙江与东盟的贸易也是有层级的，应加强对东盟市场的研究，针对各国的经济情况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对新加坡这样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可以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对印度尼西亚、泰国等资源较为丰富的第二层次国家，可以

进口资源性产品，出口机电等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南半岛四国，可加大进口当地资源性产品，并

积极参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投资开发。 

（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与东盟的产业内贸易 

从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浙江与东盟的贸易整体上是以互补性为主，在现阶段与东盟的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也必须

注意到，浙江与东盟的贸易具有一定的竞争性，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必将导致贸易摩擦的产生，这对未来浙江与东盟贸易的

进一步发展十分不利。为此，浙江要有前瞻意识，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优势产业，培育竞争优势，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保持与东盟贸易的互补性。同时，浙江与东盟第二层次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应加快发展产业内贸易，深化彼此之间

的产业分工，加强经济联系。 

（三）加强国内沟通与协作，改善与东盟的贸易环境 

浙江民营经济活跃，中小企业众多，这是浙江发展经济的特色与优势，同时也容易造成企业之间盲目生产和恶性竞争，不

利于外贸的健康发展。ＣＡＦＴＡ 建成以来，巨大的市场便吸引了浙江众多企业的目光，随着浙江对东盟出口额的不断上升，

这就要求浙江外贸企业要不断加强协作，避免不必要的内耗，才能保持浙江企业在东盟市场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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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级层面上，ＣＡＦＴＡ 成立以来，临近东盟的一些省区如广东、广西及云南与浙江相比，具有距离近、运费低的天然

优势，浙江企业将面临着这些地区企业的激烈竞争。浙江要与这些东盟临近省区加强沟通协作，致力于维护与东盟良好的贸易

发展环境，争取既能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又能推进区域的联合和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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