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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俄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崔金梅 　 石微巍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中俄贸易出现明显的下滑ꎬ主要原因包括

卢布大幅贬值、国际油价暴跌以及俄罗斯由于乌克兰危机所遭受的西方国

家的经济制裁等ꎮ 鉴于此ꎬ分析新时期的中俄贸易影响因素ꎬ探究改善中俄

贸易的对策措施ꎬ对中俄贸易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将中国对俄

罗斯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归纳为俄罗斯的人均 ＧＤＰ、俄罗斯的平均进口关

税水平、卢布的实际购买力、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和国际油价ꎻ而中国

自俄罗斯的进口贸易影响因素归纳为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中国的平均进口关

税水平、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俄罗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国际油价ꎮ 利用

协整模型对这些影响因素与中俄 １９ 大类商品进出口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

证分析ꎬ得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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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不同的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对中俄贸易进行研究ꎮ 学者王伟民采用统

计方法分析了 ２００６ 年中俄贸易方式、贸易企业类型、贸易商品类型的总体特

点ꎬ然后分析了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 年中俄贸易商品类型、贸易企业类型等方面的总

体特点ꎬ得出的结论是:２００６ 年的中俄贸易方式主要以一般贸易为主ꎬ且边境

小额贸易增速突出ꎻ私人和集体企业的进出口第一次超过国有企业ꎻ出口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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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商品以机电、轻工产品为主ꎬ进口以原材料产品为主ꎮ 而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 年中

俄贸易特点是总体表现不平稳ꎬ贸易产品单一ꎮ 王金亮通过回归分析和弹性

分析方法对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６ 年的中俄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两
国的国民收入是影响中俄贸易额的最主要因素ꎬ其次是两国的合作政策ꎮ 而

２０ 世纪末俄罗斯国民收入的持续走低对中俄贸易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ꎬ２１
世纪以来俄罗斯国民收入的急剧上升以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加深又

极大地推动了中俄贸易ꎮ 刘陶陶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互补指数方法从

贸易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重点分析了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的中俄贸易ꎮ 结论是中

俄主要贸易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互补性指数比较高ꎬ集中在劳动密集

型商品上ꎮ
在影响中俄贸易因素的研究上ꎬ俄罗斯学者 Ａ 德米娜在中俄经济加速

发展的新形势下ꎬ定性分析了影响中俄贸易的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

和社会文化因素ꎮ 自然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和地理环境ꎬ政治因素主要表现为

俄罗斯的内部控制能力下降ꎬ经济因素主要体现为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国

民收入水平ꎬ社会文化因素表现为两国迥异的历史文化ꎮ 李莉认为商品贸易

结构反映两国贸易状况和内涵ꎮ 她通过分析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９ 年的中俄贸易结构

表明ꎬ中国在俄罗斯市场上的比较优势系数、中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和中国

研发支出的比重是影响中俄贸易的主要因素ꎬ而次要因素包括资本劳动比

率、俄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和中俄产业内贸易指数ꎮ 郝宇彪以中国前十大贸易

伙伴为研究对象ꎬ对影响中国与贸易伙伴国贸易合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ꎬ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中俄贸易的制约因素ꎮ 与以往的观念不同ꎬ他认为中

俄贸易已经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ꎬ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远高于对其他

伙伴国ꎬ但中俄贸易仍有待深化ꎬ而俄罗斯经济总量较小、中俄双方互补的贸

易结构以及俄罗斯一直未能纳入 ＷＴＯ 等因素制约了中俄经贸合作的深化ꎮ
马丽运用定性分析法主要针对中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做了探讨ꎬ认为从

国家层面来看ꎬ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市场规模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

是影响中俄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ꎻ从产业层面来讲ꎬ产品差异化程度、规模

经济因素、市场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是中俄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ꎮ
从分析方法上来看ꎬ学者运用的如统计方法只能进行现状分析ꎬ难以

对影响中俄贸易的因素进行有效分析ꎻ回归方法等可能存在谬误回归ꎬ并
不能将影响中俄贸易长期因素中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剔除ꎮ 基于此ꎬ本文采

用协整模型对中俄贸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ꎮ 从中俄贸易影响因素来

看ꎬ除了特定的历史事件会影响中俄贸易以外ꎬ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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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双方直接投资存量等因素是学者们公认的影响中俄贸易的主要

因素ꎮ

二　 中俄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及模型的选择

１ 变量的选取

一般情况下ꎬ影响中俄贸易的常见因素主要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俄罗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双方的

进口关税水平等ꎬ而 ２０１４ 年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制裁、卢布贬值和国际油价

大跌等因素也对中俄贸易产生了明显的影响ꎮ 但究竟这些影响因素对于中

俄贸易 １９ 大类(按照 ＨＳ 编码分类ꎬ并且剔除了编码 ９３ 和 ９７ 的武器、火药零

件及附件以及艺术品、收藏品和文物)商品的具体影响程度如何ꎬ却不得而

知ꎮ 基于此ꎬ本文将通过协整模型分别探讨这些影响因素对中俄进出口 １９
大类商品的具体影响程度ꎮ

本文的分析总体上分为出口模型分析和进口模型分析两个部分ꎬ分析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的相关数据ꎮ 出口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选用中国对俄罗斯 １９
大类商品的出口额ꎬ解释变量选取俄罗斯人均 ＧＤＰ、卢布的实际购买力、俄
罗斯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和国际油价ꎬ其中卢布

的实际购买力用俄罗斯的实际有效汇率 ＥＢＩＳ 来衡量ꎮ 进口模型中ꎬ中国

自俄罗斯 １９ 大类商品的进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ꎬ解释变量包括中国人均

ＧＤＰ、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中国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俄罗斯对中国的直接

投资和国际油价ꎬ其中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用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 ＺＢＩＳ
来衡量ꎮ

本文数据来源包括“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中俄 １９ 大类商品的进出口

额)、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银行的“ＷＩＴＳ”数据库(中国和俄罗斯的平均进口

关税水平)、«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对俄罗斯的

直接投资)、俄罗斯联邦央行官网(俄罗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世界银行官

网(中俄人口和 ＧＤＰ)ꎬ“ＢＰ Ｇｌｏｂａｌ”数据库(国际油价)ꎮ
２ 模型的构建

一般的协整模型通式为非线性多元回归方程:Ａ ＝ ｆ(Ｘ１ꎬＸ２ꎬＸ３ꎬＸ４ꎬＸ５)ꎬ
为确保数据的平稳性和消除异方差ꎬ将此模型修正为以下形式:

Ｌｎ(Ａ) ＝ α０ ＋ α１ ｌｎＸ１ ＋ α２ ｌｎＸ２ ＋ α３ ｌｎＸ３ ＋ α４ ｌｎＸ４ ＋ α５１ｎＸ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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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出口模型和进口模型分别为:
Ｌｎ(ＥＸ) ＝ α０ ＋ α１ ｌｎＸ１ ＋ α２ ｌｎＸ２ ＋ α３ ｌｎＸ３ ＋ α４ ｌｎＸ４ ＋ α５１ｎＸ５ (２)
Ｌｎ(ＩＭ) ＝ α０ ＋ α１ ｌｎＸ１ ＋ α２ ｌｎＸ２ ＋ α３ ｌｎＸ３ ＋ α４ ｌｎＸ４ ＋ α５１ｎＸ５ (３)

模型中的 Ａ 分别表示中俄之间 １９ 大类商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ꎬα０为截

距项ꎬ出口模型中的 Ｘ１ 用俄罗斯人均 ＧＤＰ 简写 ＥＪＧＤＰ 代表ꎬＸ２ 用卢布实际

购买力简写 ＥＢＩＳ 代表ꎬＸ３ 用俄罗斯平均进口关税水平简写 ＥＴＲ 代表ꎬＸ４ 用

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简写 ＺＤＥＦＤＩ 代表ꎬＸ５ 用国际油价简写 ＯＰ 代表ꎻ进
口模型中的 Ｘ１ 用中国人均 ＧＤＰ 简写 ＺＪＧＤＰ 代表ꎬＸ２ 用人民币实际购买力

简写 ＺＢＩＳ 代表ꎬＸ３ 用中国平均进口关税水平简写 ＺＴＲ 代表ꎬＸ４ 用俄罗斯对

中国直接投资简写 ＥＤＺＦＤＩ 代表ꎬＸ５ 用国际油价简写 ＯＰ 代表ꎮ 所以最终的

进出口模型表示为:
Ｌｎ(ＥＸ) ＝ α０ ＋ α１ ｌｎ(ＥＪＧＤＰ) ＋ α２ ｌｎ(ＥＢＩＳ) ＋ α３ ｌｎ(ＥＴＲ) ＋ α４ ｌｎ(ＺＤＥＦＤＩ)

＋ α５ ｌｎ(ＯＰ) (４)
Ｌｎ(ＩＭ) ＝ α０ ＋ α１ ｌｎ(ＺＪＧＤＰ) ＋ α２ ｌｎ(ＺＢＩＳ) ＋ α３ ｌｎ(ＺＴＲ) ＋ α４ ｌｎ(ＥＤＺＦＤＩ)

＋ α５ ｌｎ(ＯＰ) (５)
(二)中俄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协整分析

１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通过 Ｅｖｉｅｗｓ７ ２ 软件中的 ＶＡＲ 模型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ꎮ 由于本文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ꎬ所以首先对各变量做

ＡＤＦ 平稳性检验ꎬ以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ꎮ 结果显示ꎬ所有的解释变量二阶

差分后均显示平稳ꎮ 而出口模型中ꎬ第 １、２、３、８、９、１０、１４、１９ 大类商品的出

口额二阶差分后仍然不平稳ꎬ并且在中国对俄出口的商品中所占比重较小ꎬ
所以予以剔除ꎻ进口模型中ꎬ第 ２、３、４、６、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
大类商品进口额二阶差分后也不平稳ꎬ并且这些商品在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

商品结构中所占比重也比较小ꎬ同样予以剔除ꎮ 所以ꎬ原本 １９ 个出口方程剩

下 １１ 个(第 ４、５、６、７、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７、１８ 大类商品)ꎬ进口方程剩下 ４ 个

(第 １、５、７、９ 大类商品)ꎮ
２ 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协整分析

(１)１９ 大类商品总出口影响因素的协整检验

出口模型:
鉴于本文只探讨时间序列数据之间的协整关系ꎬ所以对被解释变量和解

释变量采用 Ｅ － Ｇ 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ꎬ然后对其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检验ꎮ
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ꎬ最后剔除结果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得

—６４—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ʌ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到如下出口模型方程①:
Ｌｎ(ＥＸ) ＝ ０ ２８４ ９ｌｎ(ＥＪＧＤＰ) ＋ １ ２１２ ９ｌｎ(ＯＰ)

１ ９１０ １ ３ ７７２ ５
Ｒ２ ＝ ０ ９２ ＤＷ ＝０ ６９４ １

表 １ 方程残差的 ＡＤＦ 检验

ＡＤＦ 值 检验形式 １％的统计值 ５％的统计值 １０％的统计值

－ ４ ３２８ ３ (Ｎ、Ｎ、１) － ２ ７９２ １ － １ ９７７ ７ － １ ６０２ １

实证结果分析:
该回归模型的 Ｒ２值为 ０ ９２ꎬ表明其拟合优度很好ꎬＤＷ 值也通过了检验ꎮ

且如表 １ 所示ꎬ该方程的残差序列通过了 ＡＤＦ 平稳性检验ꎬ即这些解释变量

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ꎮ
具体来看ꎬ俄罗斯的人均 ＧＤＰ 和国际油价对中俄 １９ 大类商品的总出口

额影响最大ꎮ 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 ２８４ ９ 和 １ ２１２ ９ꎬ即俄罗斯的人均 ＧＤＰ 每

增加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俄罗斯 １９ 大类商品的总出口额将上升 ０ ２８４ ９ 个百

分点ꎻ而国际油价每上升 １ 个百分点ꎬ则中国对俄罗斯 １９ 大类商品的总出口

额会上升 １ ２１２ ９ 个百分点ꎮ 从实际来看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的人均 ＧＤＰ
从 ２ １００ 美元增至 １ ５５５ ２ 万美元ꎬ国际油价从每桶 ２４ ４４ 美元上涨至

１０８ ６６ 美元ꎬ说明这一时期俄罗斯经济状况比较好ꎬ国际油价上涨给其带来

的国民财富的增加使其进口能力逐步增强ꎬ使得中国对俄 １９ 大类商品的总

出口额从 ２７ 亿美元增至 ４９５ 亿美元ꎻ而 ２０１５ 年国际油价降至每桶 ５２ ３９ 美

元ꎬ俄罗斯因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ꎬ且受到西方国家制裁ꎬ其经济形势十分

恶劣ꎬ人均 ＧＤＰ 降至 ９ ２３８ 美元ꎬ中国对俄 １９ 大类商品的总出口额也降至

３４８ 亿美元ꎮ
(２)具体大类商品出口影响因素的协整检验

出口模型:

表 ２ 出口模型方程

第 ４ 大类:食品饮料及
烟酒

Ｌｎ(ＥＸ４) ＝ １１ ５６７ ４ ＋ １ ０９９ ３ｌｎ(ＥＪＧＤＰ) － ０ ６２１ ７ｌｎ(ＥＴＲ)
１４ ７５２ ８ ２５ ６９２ ３ － ２ ６７３ １
Ｒ２ ＝ ０ ９８ Ｆ ＝ ４５１ ８６３ ４ ＤＷ ＝１ ９０６ ６

—７４—
① 如无特别说明ꎬ本文后面的模型创建均适用此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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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大类:矿产品

Ｌｎ(ＥＸ５) ＝ １６ ３１４ ４ － ０ ７５７ｌｎ(ＥＴＲ) ＋ １ ０８７ ４ｌｎ(ＯＰ)
１４ ９９２ ５ － １ ９０３ ８ １１ ７２０ ４
Ｒ２ ＝ ０ ９３ Ｆ ＝ ８２ ９８５ ４ ＤＷ ＝２ ６４０ ４

第 ６ 大类:化工产品

Ｌｎ(ＥＸ６) ＝ ３ ２８２ ３ｌｎ(ＥＪＧＤＰ) － ２ ２１８ ７ｌｎ(ＯＰ)
３８ ８１０ ８ － １２ １７３ １
Ｒ２ ＝ ０ ９８ ＤＷ ＝１ ７２２ ７

第 ７ 大类:塑料橡胶及
制品

Ｌｎ(ＥＸ７) ＝ ２ ８３２ ９ｌｎ(ＥＪＧＤＰ) － １ １９７ ４ｌｎ(ＯＰ)
３８ ７１８ １ － ７ ５９３ ８
Ｒ２ ＝ ０ ９９ ＤＷ ＝１ ３８０ ７

第 １１ 大类:纺织原料
及制品

Ｌｎ(ＥＸ１１) ＝ １６ ３５０ ４ ＋ １ ４０６ ３ｌｎ(ＯＰ)
２３ ２９８ ７ ８ ２９８ ４
Ｒ２ ＝ ０ ８４ ＤＷ ＝１ １３５ ５

第 １２ 大类:鞋帽制品

Ｌｎ(ＥＸ１２) ＝ １１ ８１９ ７ ＋ １ ０４６ ７ｌｎ(ＥＪＧＤＰ)
２５ ２０９ ８ １９ ９２３ ９

Ｒ２ ＝０ ９７ Ｆ ＝３９６ ９６３ 　 ＤＷ ＝１ ３９７ ５

第 １３ 大类:石陶水泥

Ｌｎ(ＥＸ１３) ＝ １１ ６２９ ５ ＋ １ ９７６ ９ｌｎ(ＯＰ)
１５ ９０２ １１ １９４ ４

Ｒ２ ＝ ０ ９１ Ｆ ＝ １２５ ３１４　 　 ＤＷ ＝０ ６８８ ５

第 １５ 大类:贱金属及
制品

Ｌｎ(ＥＸ１５) ＝ ２ ６０２ ５ｌｎ(ＥＪＧＤＰ) － ０ ５８２ ４ｌｎ(ＯＰ)
２１ ４２９ ６ － ２ ２２５ １
Ｒ２ ＝ ０ ９８ ＤＷ ＝０ ７２８ ３

第 １６ 大类:机电产品

Ｌｎ(ＥＸ１６) ＝ ３ ２６６ ９ｌｎ(ＥＪＧＤＰ) － １ ６８８ ４ｌｎ(ＯＰ)
３８ ０５８ ６ － ９ １２６ ４
Ｒ２ ＝ ０ ９８ ＤＷ ＝１ ５８３ ９

第 １７ 大类:运输设备

Ｌｎ(ＥＸ１７) ＝ １５ ４３７ ８ － ３ １３９ ６ｌｎ(ＥＴＲ) ＋ ２ ９０２ ６ｌｎ(ＯＰ)
７ ６７７ ８ － ４ ２６７ ６ １６ ９０８ ７
Ｒ２ ＝０ ９７ Ｆ ＝ １８６ １７９ ６ ＤＷ ＝１ ６４３ ２

第 １８ 大 类: 光 学 等
仪器

Ｌｎ(ＥＸ１８) ＝ －２ ８１４ １ ＋３ ２２７ ９ｌｎ(ＥＪＧＤＰ) －１ ５５８ １ｌｎ(ＯＰ)
－ ２ ２６２ ６ １０ ２９２ ３ － ３ ９１６ ７
Ｒ２ ＝ ０ ９８ Ｆ ＝ ４７４ ８３２ ２ ＤＷ ＝１ ５７８ １

表 ３ 方程残差的 ＡＤＦ 检验

方程 ＡＤＦ 值 检验形式 １％的统计值 ５％的统计值 １０％的统计值

第 ４ 大类出口方程 － ５ ０２７ ３ (Ｎ、Ｎ、１) － ２ ７９２ １ － １ ９７７ ７ － １ ６０２ １

第 ５ 大类出口方程 － ４ ９３１ ３ (Ｎ、Ｎ、１) － ４ ２９７ １ － ３ ２１２ ６ － ２ ７４７ ６

第 ６ 大类出口方程 － ３ ９１７ ２ (Ｎ、Ｎ、１) － ４ ０５７ ９ － ３ １１９ ９ － ２ ７０１ １

第 ７ 大类出口方程 － ５ １６７ ０ (Ｎ、Ｎ、１) － ４ ０５７ ９ － ３ １１９ ９ － ２ ７０１ １

第 １１ 大类出口方程 － ４ １１８ １ (Ｎ、Ｎ、１) － ４ ０５７ ９ － ３ １１９ ９ － ２ ７０１ １

第 １２ 大类出口方程 － ４ ３１２ ６ (Ｎ、Ｎ、１) － ４ １２１ ９ － ３ １４４ ９ － ２ ７１３ ７

第 １３ 大类出口方程 － ４ １８９ ０ (Ｎ、Ｎ、１) － ４ ０４７ ２ － ３ １０８ ８ － ２ ６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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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５ 大类出口方程 － ２ ７４２ ２ (Ｎ、Ｎ、１) － ２ ７５４ ９ － １ ９７０ ９ － １ ６０３ ６

第 １６ 大类出口方程 － ６ ３９９ ５ (Ｎ、Ｎ、１) － ２ ７５４ ９ － １ ９７０ ９ － １ ６０３ ６

第 １７ 大类出口方程 － ４ ３５０ ６ (Ｎ、Ｎ、１) － ２ ７７１ ９ － １ ９７４ １ － １ ６０２ ９

第 １８ 大类出口方程 － ４ ２８０ ４ (Ｎ、Ｎ、１) － ２ ７９２ １ － １ ９７７ ７ － １ ６０２ １

实证结果分析:
总体上看ꎬ以上 １１ 个回归模型的 Ｒ２值均在 ０ ９ 以上ꎬ表明这 １１ 个模型

的拟合优度很好ꎬ有截距项的方程其 Ｆ 值也很显著ꎬ另外ꎬ所有方程的 ＤＷ 值

都通过了检验ꎮ 接着对 １１ 个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ꎬ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ꎬ
这 １１ 个方程的残差序列均通过了 ＡＤＦ 平稳性检验ꎬ也就是说这些解释变量

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ꎮ
具体来看ꎬ就第 ４ 大类食品饮料及烟酒的出口模型而言ꎬ俄罗斯的人均

ＧＤＰ 对中国向俄食品饮料及烟酒出口影响最大ꎬ影响系数为 １ ０９９ ３ꎬ即俄罗

斯的人均 ＧＤＰ 每上升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其的食品饮料及烟酒出口会增加

１ ０９９ ３ 个百分点ꎻ而俄罗斯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对中国向其的食品饮料及

烟酒出口影响次之ꎬ系数为 － ０ ６２１ ７ꎬ即俄罗斯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其的食品饮料及烟酒出口会增加 ０ ６２１ ７ 个百分点ꎮ 说

明随着俄罗斯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及其食品饮料及烟酒平均进口关税的不

断降低ꎬ中国对俄食品饮料及烟酒的出口量将会有所增加ꎮ
就第 ５ 大类矿产品的出口模型而言ꎬ国际油价的影响最大ꎬ系数为

１ ０８７ ４ꎬ即国际油价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俄罗斯的矿产品出口就会减

少 １ ０８７ ４ 个百分点ꎮ 要说明这一点ꎬ需要站在俄罗斯的角度分析ꎬ俄罗斯作

为能源大国ꎬ国际油价上涨会增加其国民财富ꎬ进口能力也会提高ꎬ那么中国

对其的矿产品出口就会增加ꎮ 这与实际情况也是相符合的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油

价大跌ꎬ降幅超过 ５０％ ꎬ加之欧美国家的经济制裁ꎬ致使俄罗斯经济出现大幅

下滑ꎬ中国对俄罗斯的矿产品出口额也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 ４３３ ４ 亿美元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 ２９７ ６ 亿美元ꎬ降幅达 ４９ ４％ ꎮ 除此之外ꎬ俄罗斯的平均进口关

税水平对中国对其的矿产品出口影响也比较大ꎬ影响系数为 － ０ ７５７ꎬ即俄罗

斯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每上升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其的矿产品出口会下降

０ ７５７ 个百分点ꎮ 反之ꎬ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其的

矿产品出口就会增加 ０ ７５７ 个百分点ꎮ
就第 ６ 大类化工产品和第 ７ 大类塑料橡胶及制品的出口模型而言ꎬ俄罗

斯的人均 ＧＤＰ 对其影响最大ꎬ影响系数分别为 ３ ２８２ ３、２ ８３２ ９ꎬ即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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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ＧＤＰ 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其化工产品和塑料橡胶及制品的出口就

会分别减少 ３ ２８２ ３ 个百分点和 ２ ８３２ ９ 个百分点ꎬ两者同向变化ꎬ这与实际

情况相符ꎮ 另外ꎬ国际油价对其的影响也比较大ꎬ影响系数分别为 － ２ ２１８ ７、
－ １ １９７ ４ꎮ 理论上国际油价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俄罗斯化工产品和塑

料橡胶及制品的出口就会分别增加 ２ ２１８ ７ 个百分点和 １ １９７ ４ 个百分点ꎮ
这与实际两者的同减变化趋势不相符ꎬ可以理解为国际油价下降对俄罗斯进

口能力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其对中国出口成本的正面效应ꎮ
就第 １１ 大类纺织原料及制品和第 １３ 大类石陶水泥的出口模型而言ꎬ国

际油价对其的影响最大ꎬ影响系数分别为 １ ４０６ ３ 和 １ ９７６ ９ꎬ说明国际油价

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俄罗斯的纺织原料及制品和石陶水泥的出口就会

分别下降 １ ４０６ ３ 和 １ ９７６ ９ 个百分点ꎬ这一同向变化趋势与实际情况是相

符的ꎮ 这里着重说明一下第 １１ 大类商品的出口ꎬ因为目前它在中国对俄罗

斯的出口商品结构中所占份额比较大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国际油价跌幅超过

５０％ ꎬ中国对俄罗斯纺织原料及制品的出口降幅超过 ３１％ ꎮ 这可以理解为国

际油价下降对于俄罗斯进口能力的负面影响和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远大于

其对中国出口成本的正面效应ꎮ
就第 １２ 大类鞋帽制品的出口模型而言ꎬ俄罗斯的人均 ＧＤＰ 对其影响最

大ꎬ影响系数为 １ ０４６ ７ꎬ即俄罗斯人均 ＧＤＰ 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这类

商品的出口就会下降 １ ０４６ ７ 个百分点ꎮ 这一同向变化趋势与实际两者的变

化方向一致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人均 ＧＤＰ 降幅超过 ４０％ ꎬ中国对俄鞋帽

制品的出口也下降 １５％ ꎮ 理论上ꎬ鞋帽制品属于日常消费品ꎬ人们的收入水

平下降ꎬ对其购买支出就会相应减少ꎮ
就第 １５ 大类贱金属及制品、第 １６ 大类机电产品和第 １８ 大类光学等仪

器的出口模型而言ꎬ最大的影响因素都是俄罗斯人均 ＧＤＰ 和国际油价ꎮ 俄

罗斯人均 ＧＤＰ 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２ ６０２ ５、３ ２６６ ９、３ ２２７ ９ꎬ即俄罗斯人均

ＧＤＰ 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俄贱金属及制品、机电产品和光学等仪器的

出口就会分别下降 ２ ６０２ ５、３ ２６６ ９ 和 ３ ２２７ ９ 个百分点ꎮ 这一同向变化趋

势与实际两者的变化方向一致ꎮ 实际生活中ꎬ铁、铜、铝等贱金属及制品和机

电产品的消费比较大众化ꎬ光学仪器的主要消费对象是科研机构ꎬ所以俄罗

斯居民消费能力的降低对其负面影响应该是最大的ꎮ 其次ꎬ国际油价对这类

商品的影响也比较大ꎬ影响系数分别为 － ０ ５８２ ４、 － １ ６８８ ４、 － １ ５５８ １ꎬ即国

际油价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俄罗斯贱金属及制品、机电产品和光学等

仪器的出口就会分别增加 ０ ５８２ ４、１ ６８８ ４ 和 １ ５５８ １ 个百分点ꎮ 这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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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的同向变化趋势不一致ꎮ 对此ꎬ针对第 １６ 大类机电产品进行一下

特别说明ꎬ因为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中国对俄罗斯的机电产品出口在中国对俄出口

商品结构中所占份额最大ꎬ其他两大类商品的占比相对而言小得多ꎮ 实际情

况是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国际油价从每桶 １０８ ６６ 美元跌至 ５２ ３９ 美元ꎬ中国对俄

罗斯的机电产品出口从 １４ ８５ 亿美元降至 １０ ３７ 亿美元ꎬ减少 ４ ４８ 亿美元ꎬ
说明国际油价对于中俄双方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影响ꎬ致使俄罗斯对机

电产品的进口能力及中国对机电产品的出口能力大减ꎮ
最后ꎬ就第 １７ 大类运输设备的出口模型而言ꎬ俄罗斯的平均进口关税水

平和国际油价对其影响最大ꎬ影响系数分别为 － ３ １３９ ６、２ ９０２ ６ꎬ即俄罗斯

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对俄运输设备的出口就会增加

３ １３９ ６ 个百分点ꎻ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年ꎬ俄罗斯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和中国对俄运输

设备出口的变化趋势与此相符ꎬ但是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即使俄罗斯平均进口关税

水平一直在下降ꎬ但它对于中国对俄罗斯运输设备的出口增加效应远小于国

际经济不良发展势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而国际油价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
国对俄运输设备的出口就会下降 ２ ９０２ ６ 个百分点ꎬ说明国际油价对于中俄

双方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ꎬ致使俄罗斯对运输设备的进口能

力及中国对运输设备的出口能力大减ꎮ
小结:
综上所述ꎬ理论上中国对俄罗斯这 １９ 大类商品的总出口额受俄罗斯人

均 ＧＤＰ 和国际油价的影响最大ꎮ
从具体大类商品的出口模型来看ꎬ理论上中国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贸易

主要受俄罗斯人均 ＧＤＰ、俄罗斯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和国际油价的影响ꎮ 并

且ꎬ俄罗斯人均 ＧＤＰ 与其存在正相关关系ꎬ这与实际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是

一致的ꎮ 而俄罗斯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与其存在负相关关系ꎬ这样的关系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年基本成立ꎬ但却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两者的变化趋势相悖ꎬ主要由

于这些年俄罗斯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均不佳ꎮ 另外ꎬ国际油价

对中国对俄罗斯各类商品的出口贸易有些呈正相关关系ꎬ有些则为负相关关

系ꎮ 这说明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不同性质商品与国际油价的关系不同ꎮ 分

为两种情况:理论上与国际油价呈正相关关系的出口商品主要为矿产品、纺
织品、水泥等附加值比较低的商品ꎬ也是俄罗斯自中国进口商品结构中占比

较大的商品ꎬ两者之间同向变化的特点与实际相符ꎮ 因为此类商品的进口受

俄罗斯国民财富的影响较大ꎬ而国际油价的下降导致俄国民财富减少ꎬ使得

俄对此类商品的进口减少ꎮ 另外ꎬ理论上与国际油价呈负相关关系的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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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主要是机电产品、光学设备、塑料制品、化工产品等商品ꎬ但两者异向变化

的特点却与实际不吻合ꎮ 此类商品的特点是其出口受成本的影响较大ꎬ所以

国际油价的下降应使其出口增加ꎬ但实际情况是ꎬ近些年俄罗斯糟糕的国内经

济形势给中国对俄此类商品的出口造成较大的影响ꎬ加之中国经济这些年发展

速度减缓ꎬ此类商品的出口也相对减少ꎬ因此造成理论与实际相悖的情况ꎮ
３ 进口贸易影响因素协整分析

(１)１９ 大类商品总进口影响因素的协整检验

进口模型:
Ｌｎ(ＩＭ) ＝ ０ ８１２ ｌｎ(ＺＪＧＤＰ) ＋ ０ ４６７ １ｌｎ(ＯＰ) ＋ ０ ２８６ ６ｌｎ(ＥＤＺＦＤＩ)

１８ ７８０ １ ３ ５７４ ８ ６ １７１ ５
Ｒ２ ＝ ０ ９８ 　 　 　 　 　 ＤＷ ＝１ ０９３ ２

表 ４　 方程残差的 ＡＤＦ 检验

ＡＤＦ 值 检验形式 １％的统计值 ５％的统计值 １０％的统计值

－ ５ ６６３ ６ (Ｎ、Ｎ、１) － ２ ７７１ ９ － １ ９７４ ０ － １ ６０２ ９

实证结果分析:
该回归模型的 Ｒ２值为 ０ ９８ꎬ表明其拟合优度很好ꎬＤＷ 值也通过了检验ꎮ

且如表 ４ 所示ꎬ该方程的残差序列也通过了 ＡＤＦ 平稳性检验ꎬ即这些解释变

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ꎮ
具体来看ꎬ中国人均 ＧＤＰ、国际油价和俄罗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中国自

俄罗斯 １９ 大类商品的进口总额的影响最大ꎬ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１２、０ ４６７ １ 和

０ ２８６ ６ꎬ即中国人均 ＧＤＰ 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自俄罗斯这 １９ 大类商品

的进口总额将上升 ０ ８１２ 个百分点ꎻ而国际油价每上升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自

俄罗斯这 １９ 大类商品的进口总额将会上升 ０ ４６７ １ 个百分点ꎻ俄罗斯对中国

的直接投资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自俄罗斯这 １９ 大类商品的进口总额将

会上升 ０ ２８６ ６ 个百分点ꎮ 从实际来看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从

１ ０４４美元增至 ６ ９７５ 万美元ꎬ国际油价从每桶 ２４ ４４ 美元上涨至 １０８ ６６ 美

元ꎬ俄罗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 ２８ 亿美元增至 ５３３ 亿美元ꎮ 说明这一时期

中国经济状况比较好ꎬ加之俄罗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加ꎬ使得中国自俄这

１９ 大类商品的进口总额从 ９７ 亿美元增至 ３９６ 亿美元ꎻ而 ２０１５ 年国际油价降

至每桶 ５２ ３９ 美元ꎬ俄罗斯因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ꎬ且受西方国家制裁ꎬ经
济形势十分恶劣ꎬ俄罗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降至 ９８ 亿美元ꎬ导致中国自俄

这 １９ 大类商品的进口总额也降至 ３３２ 亿美元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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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具体大类商品进口影响因素的协整检验

进口模型:
鉴于本文只探讨时间序列数据之间的协整关系ꎬ所以对被解释变量和解

释变量采用 Ｅ － Ｇ 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ꎻ然后对其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检验ꎬ检
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ꎻ最后剔除未通过 ＡＤＦ 平稳性检验的被解

释变量以及结果不显著的解释变量之后得到如下 ４ 个有效的进口模型方程ꎮ

表 ５　 进口模型方程

商品类别 进口模型

第 １ 大类: 活动物及
产品

Ｌｎ(ＩＭ１) ＝ ２３ ８２４ ４ ＋ ０ ５６６ １ｌｎ(ＺＢＩＳ) － ２ ４０９ ５ｌｎ(ＺＴＲ)
１３ ２８４ ９ １ ７７２ － ７ ２１４ ７
Ｒ２ ＝ ０ ８４ Ｆ ＝ ３１ ２８４ ＤＷ ＝１ １４１ ５

第 ５ 大类:矿产品

Ｌｎ(ＩＭ５) ＝ １４ ６７４ ２ ＋ ２ ０１１ ２ｌｎ(ＯＰ)
１７ ６１９ ０４ ９ ９９９ ９

Ｒ２ ＝ ０ ８８　 Ｆ ＝ ９９ ９９　 ＤＷ ＝０ ８５４ ７

第 ７ 大类:塑料橡胶及
制品

Ｌｎ(ＩＭ７) ＝ １７ ７０９ ７ ＋ ０ ５８４ ３ｌｎ(ＯＰ)
３８ ３８６ ５ ５ ２９０ ６

Ｒ２ ＝ ０ ７８　 Ｆ ＝ ５２ ９９１ ３　 ＤＷ ＝０ ６５８ ９

第 ９ 大类:木及木制品

Ｌｎ(ＩＭ９) ＝ ３０ ３９４ － ３ ８１８ ２ｌｎ(ＺＴＲ)
２５ ９４５ － ７ ６３７ ９

Ｒ２ ＝ ０ ８２　 Ｆ ＝ ５８ ３３８ ８　 ＤＷ ＝０ ６９０ ３

表 ６　 进口方程残差的 ＡＤＦ 检验

方程 ＡＤＦ 值 检验形式 １％的统计值 ５％的统计值 １０％的统计值

第 １ 大类进口方程 － ３ ９２０ ２ (Ｎ、Ｎ、１) － ２ ７５４ ９ － １ ９７０ ９ － １ ６０３ ６

第 ５ 大类进口方程 － ５ ９６０ ５ (Ｎ、Ｎ、１) － ２ ７５４ ９ － １ ９７０ ９ － １ ６０３ ６

第 ７ 大类进口方程 － ４ ７６６ ２ (Ｎ、Ｎ、１) － ２ ８１６ ７ － １ ９８２ ３ － １ ６０１ １

第 ９ 大类进口方程 － ２ ６９２ ５ (Ｎ、Ｎ、１) － ２ ８１６ ７ １ ９８２ ３ － １ ６０１ １

实证结果分析:
总体上看ꎬ以上 ４ 个回归模型的 Ｒ２ 值均在 ０ ７ 以上ꎬ表明这 ４ 个模型的

拟合优度比较好ꎬＦ 值也很显著ꎬ另外ꎬ所有方程也都通过了 ＤＷ 检验ꎬ残差

序列也通过了 ＡＤＦ 平稳性检验ꎬ表明这些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

长期协整关系ꎮ
具体来看ꎬ就第 １ 大类活动物及产品的进口模型而言ꎬ中国的平均进口

关税水平和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对中国自俄罗斯此类产品的进口影响最大ꎮ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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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系数分别为 － ２ ４０９ ５、０ ５６６ １ꎬ即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每下降 １ 个

百分点ꎬ中国自俄罗斯活动物及产品的进口就会增加 ２ ４０９ ５ 个百分点ꎻ人民

币实际购买力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自俄罗斯活动物及产品的进口就会增

加 ０ ５６６ １ 个百分点ꎮ ２０１３ 年以前这样的理论结果与实际是相符的ꎬ而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虽然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仍然在降低ꎬ人民币实际购买力

在增强ꎬ但是中国自俄罗斯活动物及产品的进口却在下降ꎬ说明这两年俄罗

斯经济出现的下滑严重影响了其对中国活动物及产品的出口ꎬ导致中国对其

活动物及产品的进口下降ꎮ
就第 ５ 大类矿产品和第 ７ 大类塑料橡胶及制品的进口模型而言ꎬ国际油

价对其影响最大ꎬ影响系数分别为 ２ ０１１ ２ 和 ０ ５８４ ３ꎬ即国际油价每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中国自俄罗斯矿产品的进口会减少 ２ ０１１ ２ 个百分点ꎬ而塑料橡胶

及制品的进口会减少 ０ ５８４ ３ 个百分点ꎮ 这与实际情况相符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国际油价从每桶 ２４ ４４ 美元上涨至 １１１ ６７ 美元ꎬ而中国自俄罗斯的矿产品

进口额从 ８ ６ 亿美元增至 ３２２ 亿美元ꎬ塑料橡胶及制品的进口额从 ３ ４ 亿美

元增至 ７ ８ 亿美元ꎻ２０１５ 年国际油价降至每桶 ５２ ３９ 美元ꎬ中国自俄罗斯的

矿产品进口额则从 ３２２ 亿美元降至 ２１２ 亿美元ꎬ塑料橡胶及制品的进口额则

从 ７ ８ 亿美元降至 ４ ４ 亿美元ꎮ 这说明俄罗斯经济形势对两国矿产品和塑

料橡胶及制品的贸易影响最大ꎬ而油价又影响着俄罗斯的经济ꎬ所以中国自

俄罗斯矿产品和塑料橡胶及制品进口与国际油价会同向变化ꎮ
就第 ９ 大类木及木制品的进口模型而言ꎬ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对其

影响最大ꎬ影响系数为 － ３ ８１８ ２ꎬ即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每下降 １ 个百

分点ꎬ中国自俄罗斯木及木制品的进口就会增加 ３ ８１８ ２ 个百分点ꎮ 这与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两者的实际变化趋势相符ꎮ 木及木制品作为原材料型产品在

中国自俄罗斯的进口商品结构中占有一定的份额ꎮ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来ꎬ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不断降低ꎬ中国自俄罗斯的木及木制品进口额也不

断增加ꎮ 虽然出现过几次小幅下降ꎬ但是总体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ꎮ
小结:
综上所述ꎬ从中国自俄罗斯这 １９ 大类商品的总进口模型来看ꎬ理论上其总进

口额受中国人均 ＧＤＰ、国际油价和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ꎮ 而从具体大

类商品的进口模型来看ꎬ中国自俄罗斯第 １ 大类活动物及产品、第 ５ 大类矿产品、
第 ７ 大类塑料橡胶及制品和第 ９ 大类木及木制品的进口在理论上与中国的平均

进口关税水平和国际油价的关系ꎬ与实际情况相符ꎮ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状况虽然在

理论上对中俄上述产品的进口贸易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ꎬ但实际影响是比较大的ꎮ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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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分析的结论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ꎬ针对矿产品、化工产品、塑料及橡胶制品等与

国际油价在理论中存在较强相关关系的商品ꎬ中俄之间进出口走势的分析应

该更多地站在俄罗斯的角度ꎬ基于其实际经济发展形势来进行分析ꎮ 也即在

俄罗斯经济出现较大变化的情况下ꎬ俄罗斯的经济走势会极大地影响中俄此

类商品的进出口ꎮ 除此之外ꎬ双方其他几大类商品的进出口走势可以根据中

俄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货币实际购买力、人均 ＧＤＰ 来进行分析ꎮ 从实际来

看ꎬ对于中俄贸易整体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是俄罗斯对外贸易对能源类产品

的高度依赖以及重军工轻民工的产业发展特点ꎮ 苏联解体后ꎬ俄罗斯的产业

结构依然保持了苏联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和特点ꎬ其轻重结构畸形和原材料

化趋势尚存ꎬ还出现了自发性和退化性的反工业化趋势ꎮ 产业结构具有以能

源工业为支柱ꎬ军事工业和机械重工业为重点ꎬ民用工业严重落后的特点ꎮ
俄罗斯这样的产业发展背景也是阻碍两国贸易空间增大的主要原因ꎬ导致中

俄之间的贸易结构一直较为单一ꎮ 中国自俄罗斯的进口产品集中在矿产品、
贱金属、木及木制品等原材料类产品上ꎬ而向俄罗斯的出口产品主要以机电

产品、纺织品原料及产品、皮革制品等轻工产品为主ꎮ 实际上这是一种以轻

工产品换取原材料的贸易发展方式ꎬ这样的贸易发展特点使得两国贸易很难

进一步延伸至其他领域ꎬ向产业内贸易拓展ꎮ 因此ꎬ要改善两国具体商品的

贸易需要重点考虑本文实证部分的结论ꎻ而要从整体上改善中俄之间的贸

易ꎬ则需要综合考量俄罗斯的产业发展背景ꎮ

三　 对策建议

(一)针对中国对俄罗斯出口贸易的对策建议

在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产品中ꎬ第 １１ 大类纺织原料及制品、第 １２ 大类

鞋帽制品、第 １５ 大类贱金属及制品、第 １６ 大类机电产品和第 １７ 大类运输设

备约占 ６８％的份额ꎮ 而这些产品的出口主要取决于俄罗斯的人均 ＧＤＰ 和国

际油价ꎮ 所以ꎬ建议未来几年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可以向第 ４ 大类食品饮料

及烟酒、第 ５ 大类矿产品和第 ９ 大类木及木制品等商品倾斜ꎬ因为中国对俄

罗斯此类产品的出口主要受俄罗斯平均进口关税水平的影响ꎬ而未来俄罗斯

出于对 ＷＴＯ 的承诺ꎬ关税水平还会进一步下降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以后俄罗斯

化工产品的进口关税将从 ６ ５％降至 ５ ２％ ꎬ木制品的进口关税将从 １３ ４％
降至 ８％ ꎬ从事食品饮料及烟酒、矿产品和木及木制品等商品出口的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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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适度发展对俄市场ꎬ已经在做这方面业务的中国企业则可进一步拓展俄

罗斯市场ꎮ
(二)针对中国自俄罗斯进口贸易的对策建议

在中国自俄罗斯的进口商品结构中ꎬ第 １ 大类活动物及制品、第 ５ 大类

矿产品及第 ９ 大类木及木制品占据近 ８３％ 的份额ꎮ 由于中国进口俄罗斯上

述商品主要受中国平均关税水平的影响ꎬ与其成负相关关系ꎬ而中国在关税

方面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ꎮ 且从现阶段中国“去产能”计划来说ꎬ在矿产品

方面更多地依靠进口有利于此项计划ꎬ还能间接地促进中国环境的改善ꎮ 而

木及木制品依靠进口则能直接促进中国环境的改善ꎬ能使中国更好地应对未来

将要征收的碳关税ꎬ从长远来考虑ꎬ有利于中国与俄罗斯经贸的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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