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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论文基于“一带一路”政策对沿线各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但对

该政策的相关理论构成之一——地缘经济因素产生的影响尚未明确的这一事
实，以经济地理学的指标构建方法，从空间分布和经济关联两个角度测算了
地缘经济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论文采用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
国家为研究对象，时间段选取为2000-2018年）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区域内各国经济正向集聚的临近空间分布抑制了我国支柱性
行业的出口增长，但由于外部经贸环境变化，我国出口结构优化以及贸易合作广泛
开展的调节作用，上述效应有转变为促进的趋势。第二、贸易伙伴多元化空间分布
为我国出口增长带来持续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了该地缘经济因素对双边贸
易促进程度。第三、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联系显著促进了出口贸易。第
四，地缘经济互补关系带动了我国对中低规模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



二、论文边际贡献



论文边际贡献

·从地缘经济视角探究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将地缘经济因
素纳入到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综合框架中，填补了地缘经
济因素的贸易效应探究的研究空白，对已有的相关领域的
文献也做出了有益补充。

·理论分析层面系统地测算地缘经济因素所带来的贸易效应
，突破了地缘经济因素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定性描述或指标
构建层面，将其应用于定量研究。



三、选题亮点与文献综述



选题亮点

·关键词：地缘经济因素、贸易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在改善全球经济运行等多方面起关键性作用，具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意义。“一带一路”相关理论构成之一便是
地缘经济因素对我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机理与影响程度，但该构成尚未明晰，
研究较为匮乏，从这一层面上，该研究起到了填补领域空白的作用。（国家
战略关注点：地缘经济因素的贸易效应对 “一带一路”的理论支撑）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各沿线国家在经贸领域合作明显加强，成绩
斐然，明显释放了倡议的互惠性，这说明进一步拓展对各沿线国家的研究是必
不可少的。本研究在进行时考虑到此点，进一步整合了过去被边缘化地区的相
关数据（特征事实观察：实施“一带一路”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与互惠）



文献综述

文献类型 观点 作者，出版
年份 在原文位置

一、 经济地理学中关于地缘经
济的研究，包括对地缘经济的

含义与相关特征的考察

地缘经济理论：考察一国在经
贸活动中，如何选择合作或竞

争的对外经济策略

Luttwak，
1990

“文献综述”
第二段

地缘经济是地缘政治的延伸，
在地缘政治的基础上纳入全球
化经济因素，一国可以通过与
其他国家或地区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

倪世雄，潜
旭明，2008

“文献综述”
第二段

地缘政治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各个经济

体需要在宽领域（如经济贸易、
产业发展）展开对话与合作。

宋涛等，
2017

“文献综述”
第二段



文献综述

二、地缘经济视角下讨论贸
易发展状况及特征的文献

（基于1968-1992全球货物贸易
数据）世界形成以美、日、德
为核心的三大贸易集团，呈现

出相应地缘经济特征

O’Loughlin 
＆ Anselin，

1996

“文献综述”
第三段

贸易结构是中国塑造全球地缘
经济空间的助力之一，中国主
要贸易伙伴按地理区位分为全

球、亚洲、周边三个层次

潘忠岐，黄
仁伟，2008

“文献综述”
第三段

贸易引力模型是分析地缘经济
因素对贸易所产生的效应{注，

这个就是标题}的良好分析框架，
该模型在不断拓展【贸易成本
扩展到包括经济距离、关税之
外的更多因素，如语言文化差

距等】

Eaton ＆ 
Kortum,2022;An

derson & 
Wincoop,2003;C

haney,2008

“文献综述”
第三段



文献综述

三、 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推进
过程中所产生的贸易效应的文献

基于结构式估计表明，“一带一
路”促进中西部地区开放，带动

了贸易和社会福利上升（李小帆，
蒋灵多，2020）

李小帆，蒋灵
多，2020

“文献综述”
第四段

基于双重差分法分析“一带一路”
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绿地投资发挥

的促进作用
吕越等，2019 “文献综述”

第四段

“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特征有显著正向效应【如

人均生产总值，就业率】
宋弘等，2021

“文献综述”
第四段

“一带一路”使各成员国基于地
缘空间展开的基础设施与产能合
作，提升各方的生产和创新能力

吴泽林，2018 “文献综述”
第四段



四、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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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



模型假定

一、常替代弹性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消费）



Pik=Pk.ti
ti:贸易成本
Xik：出口国向国家i出口商品k的名义价值



二、出口国的出口行为（生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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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导得：

施加约束条件rk+r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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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贸易伙伴的空间分布特征对出口国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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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联系 Ｒ 对出口国出口行为的影响

双边地缘经济联系的加强会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即dti /dＲ＜0，则
根据( 3) 式引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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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检验命题

命题 1: 区域内各国经济正向集聚的邻近空间分布将通过影响消费偏好结构以及影
响区域一体化关系的形成，进而抑制我国对区域内国家的出口，而出口产品结构
的优化将调节该贸易效应的大小。 

命题 2: 贸易伙伴的多元化空间分布将促进我国对区域内国家出口，而贸易成本将
调节该贸易效应大小。
 
命题 3: 我国与进口国之间地缘经济联系的增强将促进我国对该国出口。
 
命题 4: 我国与进口国之间的互补性地缘经济关系将促进我国对该国出口。



五、指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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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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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空间指标——莫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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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空间指标——莫兰指数

可以看出，2000—2008 年间全局 Moran’s I 呈波动式上升;而 2008 
年后，受金融危机以及经贸环境变化影响，各国之间经济的关联
性减弱，但下滑程度有限，整体仍然维持在相对稳定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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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空间指标——碎化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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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空间指标——碎化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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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关联指标——经济联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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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关联指标——双边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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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关联指标——一致性指数和经济距离指数

借助余弦距离的定义，构造用以考察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整体
经济层面的一致性指数 Cos。

基于经典的欧式距离定义，本文构建经济距离指数 Ed，用以衡量
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类型，即互补型或竞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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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模型设定



六、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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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回归结果

Moran 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区域内部各国之间经济正向集聚分
布会对我国出口起抑制作用，而差异化分布会对我国出口起促进作用。

可能原因有：1.相似商品需求的竞争关系；
                           2.排他性的一体化经济组织；
                           3.我国出口结构相对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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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回归结果

Fragment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区域内我国贸易伙伴空间分
布越均匀，越有利于我国整体层面的对外出口，反之则不利于我
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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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回归结果

Uniform 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这表明区域内
我国贸易伙伴空间分
布越均匀，越有利于
我国整体层面的对外
出口，反之则不利于
我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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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回归结果

Relation 的回归系数均
为正，且在 1%的水平
上显著，这意味着进
口国与我国地缘经济
联系越密切，越有利
于我国对该国出口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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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回归结果

Cos 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负，Ed 系数显著
为正，表明中国与进
口国地缘经济整体差
异性较大时有利于我
国对进口国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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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具变量回归

• 考虑由于测量误差、互为因果、选择性偏差等因素，核心解释变量具有潜在的内生性，
因此本文分别为各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工具变量，并进行 2SLS 估计，以确保实证结果稳
健。

• 对于Moran、Relation 而言，分别选取进口国当年整体降雨水平以及海拔高于 5m 土地
的占比情况作为工具变量。

• 原因在于，降雨情况将影响包括农业、服务业在内的经济活动的进行，因而Moran、 
Relation 构造过程中所使用的GDP 水平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进口国土地海拔状况一方面
将直接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其将影响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开展，这两者均将
对进口国经济水平产生影响。

• 并且考虑到进口国海拔状况为非时变变量，本文选取当年全球 GDP 增速为时变乘积因
子，以确保处理后的变量仍能具有一定相关性。

• 基于(15)式中核心解释变量 Moran 以及(20)式中 Relation 的构造方法，根据降雨和海拔
数据，分别构造工具变量 Moran_IV1、Moran_IV2和Relation_IV1、Ｒelation_I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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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具变量回归

•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 Fragment、Uniform，考虑到这一空间分布结构与其周边邻国数目具
有一定相关性，同时其邻国数目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因而选取其周边邻国数目，并参照
上文进行时变处理后，构造 Fragment(Uniform)的工具变量 FU_IV

•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 Cos 以及Ed，考虑到一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经济结构密切相
关，在相似的发展水平下，经济结构也较为相似，因而一方面本文引入衡量进口国经
济发展水平的虚拟变量 item，其取值为1、2、3、4，分别代表低收入水平、中低收入
水平、中高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具体数据选取自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以进口国
对应的 item 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取值为 3)之差的绝对值为基础构造一个工具变量;另
一方面构造二值虚拟变量 Match，当进口国与中国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时取值为 1，
反之取值为0。由于上述构造方式仅取决于进口国与中国之间的相对差距而非绝对水平
，因而可认为其相对外生，在进行时变处理后，分别得出 Cos(Ed)的工具变量CE_IV1、
CE_I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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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具变量回归
表3 报告了基于上述工具变量
的2SLS 回归结果。
整体表明，在考虑核心变量潜
在的内生性后，各核心解释变
量的回归系数仍保持显著，且
符号与基准回归一致;根据 
Hansen 统计量(Hansen)以对应
P 值(Hansen P)可以看出，各回
归 Hansen 统计量水平均较小
，对应 P 值均大于 0. 1，表明
上述工具变量通过了外生性检
验;各回归对应的 F 统计量均大
于经验值，表明通过了弱工具
变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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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1． 按国家所属大洲分组回归

• 考虑到不同大洲自身在地理特征、发展水平层面存在明显差异，而地缘经济因素无疑
与上述特征密切相关。按照大洲分类的回归结果表明，除拉丁美洲外，区域经济正向
集聚分布所带来的出口效应均显著为负，而除大洋洲与非洲外，由区域内部多元化贸
易伙伴所带来的贸易效应均显著为正。

• 上述两个效应在欧亚大陆国家尤为明显，这是由于：第一，从地理角度而言，欧亚大
陆连续完整，从而使得区域内部地缘经济联系更为密切，更易形成相互影响；第二，
我国在欧亚大陆内部拥有广泛的贸易市场，更容易观测到由区域贸易伙伴多元分布带
来的促进效应。

• 就大洋洲国家而言，上述地缘经济因素所带来的贸易效应显著性程度较差，原因在于
其内部国家地理分布较为破碎，国家间的地缘作用较弱。

• 由双边地缘经济联系所带来的促进效应在非洲国家样本表现最为明显，虽然非洲国家
经济体量相对较低，但长期内与我国始终保持较强的经贸联系，未来与我国具有较大
的贸易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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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2． 按贸易规模分组回归

考虑到上述地缘经济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大小
可能随贸易伙伴地位不同而有所变化，因而本文基于
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对不同体量贸易伙伴，上
述效应的变动情况。本文分别选取10%、25%、50%、
75%、90% 的出口贸易分位数水平进行分析，所得结果
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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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2． 按贸易规模分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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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2． 按贸易规模分组回归

结果表明:
第一，Moran 回归系数虽均显著为负，但抑制效应随着贸易伙伴体
量的上升而逐步减弱；
第二，Uniform 回归系数在 10%、25%、50%、75% 分位数组均显著
为正，但在 90%分位数组不显著；
第三，Relation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分位数组之间均显著为正且相差
较小；
第四，Cos 在 10%、25%、50% 分位数组均显著为负，而在75%、
90%分位数组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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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3． 按出口商品种类分组回归

除出口国家的异质性外，本文进一步区分不同种类出口商品间的差异性。考虑到前后统
计口径之间的统一，本文选取我国对“一带一路”协议国家在 SITC(Rev. 3)2 分位目录下
商品出口数据，替换(23)式中因变量进行回归，所得估计系数分布与对应 P 值如图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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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4． 按时间区间分组回归

• 考虑到地缘经济因素可能会随着经贸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呈现相应的异质
性，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 2013 年作为界限，之
后样本分年份回归的结果。

• 结果表明:首先，在2013 年后的样本中，地缘经济正向集聚对我国出口的
影响效应由抑制转变为促进。第二，自 2013 年以来，由空间内局部贸易
伙伴多元化所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大小有所提升。第三，相较基准回归
，在 2013 年后的样本中，由双边经济联系所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明显上
升，对我国外贸增长逐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PAGE: 01

除上述结果外，本文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①将夜间灯光水平视为 GDP 的代理变量，按(15)式、(20)式重新构造相应的
地缘经济因素变量进行回归;
②基于 2000—2014 年海关数据库数据，将因变量 lnexport 更换为出口企业数
(对数处理);
③将因变量 lnexport 进行离散化处理，并更换估计方法为泊松回归、负二项
回归;
④剔除不显著的莫兰指数回归;
⑤拓展基准回归样本至其他非“一带一路”倡议国家;
⑥使用 Heckman 两步法重新回归以解决样本选择偏误;
⑦更换权重矩阵为两国距离平方项的倒数或平方根项的倒数，并按(15)式重
新构造变量 Moran 进行回归，各稳健性检验与基准回归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七、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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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分析

（1）出口产品结构的调节效应

根据之前基准及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整体
而言，地缘经济正向集聚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
了负向效应，但在样本后期，这一效应显著表
现为正

过去，单一的出口结构加剧了地缘因素本身所导致的
不利影响，而出口结构优化则显著改善了相关影响

通过选取收益性结构变化指
数衡量出口商品的结构优化
情况

收益性结构变化指数BSCI：
包含出口商品比重和世界整
体需求的时间变动趋势

正因为如此，它能
够反映一国的出口
结构是否向世界的
动态需求方向发展

BSCI的一般表达式如上，一般而言，该
指数为正则表明当期出口结构出现优化
，数值越大，优化程度越高
其中，Xk，t代表我国 t 年商品 k 出口额，
Mk，t代表世界在 t 年商品 k 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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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国 2001 年入世以来工业制成品已经占据绝对比重，同时由于第 9 大
类( 未分类商 品) 贸易波动程度较大，容易引起生成指标数据异常，因而在上述 
BSCI 构造过程中，纳入我国工业 制成品出口 SITC( Ｒev． 3) 2 分位目录下第 5 
－ 8 大类数据，着重考察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调节效应。

具体的计量模型为：

SITC：是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简称，适用
于国际贸易商品的统计和对比的标准分
类方法

第5-8大类：5-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6-主要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
           7-机械和运输设备
           8-杂项制品（家具及其零件、旅游用品
、预制建筑物、管道、照明装置等）



PAGE: 01

其中列( 1) —列( 3) 报告整体
样本回归结果， 列( 4) —列( 
6) 报告了 2013 年以后样本
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Moran 回归系数
符号与上文已有研究结论
基本一致，而交互项 Moran 
× BSCI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
向显著，且随着近年出口
结构优化加 快，在 2013 年
后样本中系数明显增大且
高度显著，表明存在出口
商品结构优化对地缘经济
因素贸 易效应的正向调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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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距离与贸易成本的调节效应
分大洲回归结果表明，由贸易伙伴多元化空间分布所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在欧亚地区样本中表现
尤为明显，但在大洋洲、非洲样本中并未显著观测到上述促进效应

洲际间影响我国出口贸易

地理距离

非洲、美洲 国家距我国的地
理距离较欧亚国家更为遥远；
地理距离将直接作用于出口过
程中的运输、保存等可变贸易
成本

经济规模

已有部分研究表明，小国对贸易成
本更为敏感，因而可能存在的机制
为: 由于小国对贸易成 本更为敏感，
更倾向于调整自身与我国的贸易策
略，从而间接调节我国在其所属的
区域内的贸易伙伴空间分布结构所
带来的贸易效应。

多数非洲国家经
济体量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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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贸易成本对贸易伙伴分布结构所带来贸易效应的调
节作用，引入代表中国与国家 i 的首都距离( 对数处理) 的变量 lndist 来衡量贸
易成本，及其交互项 Uniform × lndist来验证分析

所得回归结果中交互项 Uniform × lndist 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一定程度上
验证了贸易成本对贸易伙伴分布结构所带来贸易效应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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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带一路”倡议与 RTA 的调节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调节效应

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是否对
参与国家周边的地缘经济关系起到
了改善作用

进一 步引入二值虚拟变量 B ＆ Ｒit
，代表国家 i 是否在 t 年加入“一带一
路”倡议，由于本文所考察样本均为“
一带一路”倡议加入国，因而 B ＆ Ｒ 
在 2013 年后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
为 0，并进一步引入交互 项，对应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其中列( 1) 、
列( 2) 将 B ＆ Ｒ 为 1 的年份设置 为 
2013 年后，列( 3) 、列( 4) 为 2014 年
后，列( 5) 、列( 6) 为 2015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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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 —列( 6) 中 B ＆ Ｒ 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一
带一路”倡议本身对我 国对外出口
起到了积极作用

列( 1) 、列( 3) 、列( 5) 中，Moran 
× B ＆ Ｒ 的回归结果基本不显著，
这意味着就样本数据而言，并未能
显著观测到“一带一路”倡议对地缘
经济正向集聚的调节效应

实际 上，由于衡量地缘经济集
聚程度的变量 Moran 与区域内
国家经济规模相关，而“一带
一路”倡议实 施期限较短，对
于进口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经济
体量的影响仍处于发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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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2) 、列( 4) 、列( 6) 中 Uniform × 
B ＆ Ｒ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
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明显扩大
了由区域内贸易 伙伴的多元分布所
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的大小。

进一步将将其因变量由中国对沿线国
家出 口水平( lnexport) 更换为中国自
沿线国家进口水平( lnimport)

再次回归后所得 B＆Ｒ、Uniform 
× B ＆ Ｒ 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
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不仅带动
了中 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而且带
动了自沿线国家的进口，并正向调
节了相应地缘经济因素所带来的进 
口效应，对各参与经济体的经贸发
展具有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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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A的调节效应

考察RTA（区域贸易协定）是否对地缘经济因素的贸易效应起明显调节作用

引 入变量 CRTAit，表示截至 t 年与国家 i 接壤并且与我国签订 RTA的国家数，同时分别引入交互
项 Moran × CＲTA、Uniform × CＲTA。
考虑到一个 ＲTA 中往往包含多个参与国，为避免“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相较于签署 ＲTA 数量
，使用国家数作为解释变量构造 CＲTA 则可以更为准确地衡    量该国所属区域与我国的 ＲTA 签
订情况

结论表明，CＲTA 与交互项 Moran × CＲTA、Uniform × CＲTA 回归系 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
为正，这意味着我国与进口国签署 ＲTA，不仅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扩张，同 时对进口国区
域整体的地缘经济关系起到调节效应，减少了相应的贸易地缘阻力

“意大利面条碗”现象是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FTA)和区域
贸易协定 (RTA)下，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
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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