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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宁波与中东欧国家 

贸易的潜力、效率及趋势预测 

——基于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的研究 

殷军杰 龙力见 高聪 李思远 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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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学院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摘 要】：“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作为中欧贸易路线的替代品,加速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发展,为宁波与

中东欧各国的双边贸易合作提供了契机。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提升宁波与中东欧各国进出口贸易的潜力与效

率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选取近年的面板数据,对宁波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现状进行分析,然后基于随机前沿

引力模型计算出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潜力与效率值。研究表明:宁波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效率相对较低,贸易潜力

各不相同,与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属于潜力增长型。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因国制宜”的政策体系,不断探索新的贸

易模式,推进互联互通建设等对策建议来提高贸易潜力与效率。 

【关键词】：中东欧国家 贸易潜力与效率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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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面对当前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以及日益复杂的世界政治格局,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强国际合作成为

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关键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将“17+1 合作”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融

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承载地。宁波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示范区和唯一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举办地,在中

东欧贸易便利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是中国与中东欧经贸合作的“窗口城市”。 

有关国家、省、市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贸易发展问题,现有许多学者开展了研究。侯敏、邓琳琳(2017)选取了中国与 2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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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2007 年到 2014 年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效率在 0.3-0.5 之间波

动。燕春蓉、贺书锋(2019)通过使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 129个国家的 7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出

口贸易相对较低,对非“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效率较高。匡增杰、高军(2019)通过构建结构引力模型来分析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的贸易潜力,得出 GDP、语言、自贸协定等对双边贸易有积极作用。姚鸟儿(2018)针对浙江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现状对其

进行了分析,结构表明经济规模和人口增长是双边贸易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且浙江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属于潜力增长

性。同年,姚鸟儿还选取了 10 年宁波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而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得到贸易潜力与效率值,结果表明贸

易非效率因素是造成双边实际贸易差异的关键因素。傅莹莹等人(2019)建立了引力模型,研究了 2012-2017年的宁波与中东欧农

产品贸易情况,结果表明 GDP、人口数量等对其有明显影响,政治民主制度对其影响较小。 

1 模型介绍 

1.1模型构建 

计算两国间的贸易效率及潜力,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引力模型。由于其在计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学者对其进行了各

种改进。本文将从传统的基准引力模型(1)中引出改进后的模型: 

 

式(1)中,Tij为两国贸易流量,A为常数项,YiYj表示 i国和 j国各自的经济规模,Dij表示两国之间的距离,一般以两国的首都直

线距离表示。 

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一定的扩展,引入解释变量(例如:双方的经济规模、双方直线距离、欧盟虚拟变量、WTO虚拟变量、“17+1

合作”机制虚拟变量),从而构建贸易、投资引力模型。采用基准模型的对数形式,可以有效避免数据的误差,遏止数据方差的非

正态分布和异方差性现象,最终的扩展贸易引力模型设定如下: 

 

传统的引力模型只能考虑地理距离等少数客观阻力因素,而将其他因素笼统地放在了干扰项中,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存在较大

偏差。基于这一现象,随机前沿的分析方法被引入到引力模型中。 

按照随机前沿方法,采用面板数据的实际表示为: 

 

其中,Tijt为 t时间段 i国对 j国实际的贸易水平;xijt表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譬如双方经济规模、人口等核心要素;α是需

要估计的参数向量;vijt表示随机要素;uijt为贸易非效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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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模型,进而得出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方程如下: 

 

经济规模 GDPi和 GDPj分别用 i国和 j 国 GDP 表示,表征 i 国和 j 国供给和需求能力。虚拟变量 Mij抽象地表示为在“17+1 合

作”框架下,两国间发布并施行的相关促进政策、举措的贸易效应。 

1.2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时选取的主要变量为 GDP、人口总量、两地之间航空距离以及两地 GDP 差的绝对值;同时使用

中东欧国家是否加入欧盟、是否加入“17+1合作”机制、是否加入 WTO等虚拟变量检测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贸易的非效率程度。 

表 1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变量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说明 
预期符

号 
理论分析 

因变量 Tij 
宁波与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总

额   

自变量 

GDPi i国的 GDP总值 + 宁波经济总值越大,表示其经济繁荣度越高,市场供求越大 

GDPj j国 GDP总值 + 中东欧国家经济总值越大,经济繁荣度越高,市场供求越大 

Pi i国的人口总量 + 宁波人口越多,消费市场越大 

Pj j国人口总量 + 中东欧各国人口越多,消费市场越大 

AGNIij 
宁波与中东欧国家人均 GDP之

差的绝对值 
- 人均收入水平越相似,双边贸易总额越大 

Dij 
宁波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地理

距离 
- 双方地理距离越远,运输成本相对越高,对贸易的阻碍作用越大 

虚拟控制

变量 

EUj 中东欧国家是否加入欧盟 - 
加入欧盟之后,需遵守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契约,会阻碍中东欧国

家对非欧盟成员的贸易 

Mj 
中东欧各国是否加入 17+1合作

机制 
- 17+1合作机制有贸易优惠,利于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扩大 

WTOj 中东欧国家是否加入 WTO + 
加入 WTO,优惠贸易协定下,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国家间相互削

减贸易壁垒,促进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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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所在单位自建的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数据库。通过筛选整理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近年贸易相关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所选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由本单位自建的宁波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数据库。 

2 宁波与中东欧的贸易潜力与效率分析 

在模型构建完成后,运用 Frontier 4.1 软件进行测算,测算出宁波与中东欧国家之间贸易效率,进而通过计算得出其潜力结

果。 

2.1贸易效率分析 

贸易效率程度的取值范围是介于 0 和 1 之间,值越趋近于 1,说明两地贸易效率损失越小,贸易提升空间较小;值越趋近于 0,

说明两地贸易效率损失越多,贸易提升空间较大,表 2为宁波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效率值。 

表 2贸易效率 

国家 贸易效率 国家 贸易效率 

阿尔巴尼亚 0.134 立陶宛 0.360 

爱沙尼亚 0.379 罗马尼亚 0.505 

保加利亚 0.415 北马其顿 0.703 

波黑 0.159 塞尔维亚 0.326 

波兰 0.960 斯洛伐克 0.523 

黑山 0.289 斯洛文尼亚 0.804 

捷克 0.651 匈牙利 0.681 

克罗地亚 0.327 希腊 0.773 

拉脱维亚 0.427 
  

 

2.2贸易潜力分析 

根据公式 TEijt=Tijt/T∗ijtijt*可以计算出现有贸易规模下所能达到的最优出口贸易潜力值,贸易拓展空间=(贸易潜力值/实

际贸易值-1)*100%。根据帅传敏、胡静的研究,本文将宁波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划分为三类:当贸易拓展空间>100%时,

两国的贸易关系属于贸易潜力待开发型。当 100%>贸易拓展空间>30%时,两国的贸易关于属于贸易潜力成长型;当贸易拓展空间

<30%时,两国的贸易关系属于贸易潜力成熟型。 

根据上文参数进行测算,宁波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潜力如表 3。 

表 3 2019年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潜力 



 

 5 

国家 效率 实际值(万人民币) 潜力值(万人民币) 扩展空间 贸易类型 

阿尔巴尼亚 0.134 15,476 115492.54 6.46 贸易潜力巨大型 

爱沙尼亚 0.379 58,821 155200.53 1.64 贸易潜力巨大型 

保加利亚 0.415 77,994 187937.35 1.41 贸易潜力巨大型 

波黑 0.159 9,396 59094.34 5.29 贸易潜力巨大型 

波兰 0.960 1,107,177 1153309.38 0.04 贸易潜力成熟型 

黑山 0.289 2,620 9065.74 2.46 贸易潜力巨大型 

捷克 0.651 260,104 399545.31 0.54 贸易潜力成长型 

克罗地亚 0.327 65,798 201217.13 2.06 贸易潜力巨大型 

拉脱维亚 0.427 68,484 160384.07 1.34 贸易潜力巨大型 

立陶宛 0.360 158,846 441238.89 1.78 贸易潜力巨大型 

罗马尼亚 0.505 211,414 418641.58 0.98 贸易潜力成长型 

北马其顿 0.703 4,540 6458.04 0.42 贸易潜力成长型 

塞尔维亚 0.326 41,133 126174.85 2.07 贸易潜力巨大型 

斯洛伐克 0.523 91,156 174294.46 0.91 贸易潜力成长型 

斯洛文尼亚 0.804 249,926 310853.23 0.24 贸易潜力成熟型 

匈牙利 0.681 190,727 280069.02 0.47 贸易潜力成长型 

希腊 0.773 234,213 302992.24 0.29 贸易潜力成熟型 

 

由 2019年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潜力可知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黑山、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塞尔

维亚的贸易潜力还有巨大空间。因此,宁波可与这些国家在未来加强贸易合作。对于贸易成熟型国家,宁波应与其继续保持合作,

积极寻求新的贸易合作点。针对贸易成长性国家,宁波因根据各国实况分析未来合作方向与机会,组织专业人士进行访问洽谈,落

实合作意向。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宁波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额持续扩大,给宁波以及整个浙江省的经济都带来了重要影响。

从本文可以得知,宁波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合作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针对贸易潜力巨大的国家积极展开贸易活动。 

(2)本文在分析宁波与中东欧各国家的贸易效率及潜力后不难发现,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效率参差不齐且普遍较低。从双

边贸易潜力角度看,宁波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属于贸易潜力巨大型。因此,宁波应积极打破贸易壁垒,持续寻求与中东欧各国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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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产业合作,扩大与中东欧各国的贸易潜力。 

3.2建议 

(1)探索发展新型贸易合作,发挥跨境电商先行作用。 

积极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高标准建设宁波阿里巴巴数字贸易港,争取在宁波设立 eWTP 中东欧合作中心,在中东欧国家设立

eHub站点。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宁波跨境电商优势,加快发展中东欧商品跨境电商贸易平台。 

(2)建立高新技术合作,加强产业园区联通。 

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在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通用航空、金融科技、互联网科技、创意设计等领域的技术合作、产能合作、

市场合作,探索“全球供应商”模式,打造境内外联动、上下游衔接的跨境产业集群。加快北欧工业园、欧洲工业园、中疆产业

园等建设,探索招商共享机制,建成国别特色鲜明的创新创业活力区。支持宁波优势产业在中东欧国家开展投资合作。 

(3)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优化物流政策体系。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希腊参观比雷埃夫斯港项目的指示精神,要强化宁波舟山港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斯洛文尼亚科佩尔

港、克罗地亚里耶卡港、波兰格旦斯克港以及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等港口的开放合作,进一步加大在港口基础设施和集疏运网络

建设、港口业务拓展等方面合作,争取宁波舟山港牵头设立中国-中东欧国家港区产业联盟。 

参考文献： 

[1]侯敏,邓琳琳.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效率及潜力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7,(07): 

105-116. 

[2]燕春蓉,贺书锋.“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欧的贸易潜力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江苏商论,2019, 

(10):35-41. 

[3]匡增杰,高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潜力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9,35(13):122-124. 

[4]姚鸟儿.浙江与中东欧双边贸易效率及潜力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J].华东经济管理,2018,32(10): 

14-21. 

[5]傅莹莹,章懿婷,姚鸟儿,等.宁波与中东欧农产品贸易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30(09):139-141. 

[6]高聪,殷军杰,龙力见,等.“一带一路”背景下创新发展进口贸易的路径——基于宁波打造中东欧国家商品进口首选地

的研究[J].科技经济导刊,2020,28(23):14-15. 

[7]殷军杰,高聪,龙力见,等.高质量推进宁波 17+1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J].浙江经济,2019,(19):5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