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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实现国内外均衡发展是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目标，扩大进口是目前中
国改变进出口失衡、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此，从影响进口需求的因素出发，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应用

中国省域 １９８７—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进口贸易具有内生性，不同省域、不同时期经济变量
对进口的影响存在差异，ＦＤＩ、储蓄、固定资产投资、出口等因素对进口具有正向影响，ＧＤＰ 与进口贸易呈负相关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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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紧密相关。当前，很多学者关注出口与经济

增长，他们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与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以及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脉相

承。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推进，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进出口收支不平衡现象日益突

出。据海关统计，２０１２ 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３８６６７． ６ 亿美元，比上年增 ６． ２％；２０１１ 年我国外贸进
出口总值 ３６４２０． ６ 亿美元，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增长 ２２． ５％。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但 ２０１０ 年我国进
出口总额仍高达 ２９７２７． ６ 亿美元，其中进口 １３９４８． ３ 亿美元，出口 １５７７９． ３ 亿美元，贸易顺差绝对值
比 １９７８ 年增加 １６０ 倍。另外，由于受我国长期不对称的对外经济政策影响，导致进出口收支顺差年
年增大，经常项目顺差持续增加，加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致使长期的进出口收支失衡，这些对经济持

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得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当前，我国实施进口刺激政

策，有利于稳定国内需求，有利于促进进出口收支均衡。但如何扩大进口，这就需要研究在经济发展

中哪些变量触发进口需求，在厘清影响进口贸易的因素基础上，进而研究如何促进进口贸易和经济持

续发展。

一、文献回顾

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进口贸易受到学者较多关注。国内外学者就影响一国进口的因素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文献。如 Ａｍｅｌｉａ 以 ２２ 个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应用动态面
板数据模型方法，发现国内居民收入和价格是影响进口增长的显著因素，且贸易激励政策的作用显著

为正［１］。Ｈｏｑｕｅ 检验了孟加拉国实行贸易自由化对进口的效应，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
究结果表明减少关税的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有利于增加进口，但从长期来看并不显著，拉动国内消

费、投资、扩大生产、积极财政政策等才能促进贸易内外均衡和经济稳定增长［２］。其它有关进口贸易

的研究成果还有：Ｒａｕｃｈ 提出与搜寻成本一样重要的“产品接近程度”、“使用共同的语言”等影响因
素［３］；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ｅｔ等强调国内市场对进口的影响［４］；Ｂｒｏｄａ 和 Ｗｅｉｓｔｅｉｎ 关注较低的价格弹性［５］；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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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Ｈａｎｓｏｎ 提出产品的升值空间、贸易的通信成本［６］；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和 Ｔｉｌｌｅ 认为以美元作为货币购买商品
的使用频率对进口的影响［７］；Ｅｖａｎｓ 考虑到贸易的边界效应等［８］。综合国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可以发

现，在对进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专家学者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如商品价格、成本因素、市场国

内供求关系、需求偏好、收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或政府政策等对进口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全面推进，进口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关

注。许和连等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分析了影响我国进口贸易的因素以及其作用程度，结果发现

经济增长率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量与进口贸易之间表现出一种正向关系，但对进口贸易影响并不

明显，而关税税率与进口贸易之间表现出一种负向关系，且对进口贸易影响较明显，其他的变量与进

口贸易之间均表现出正向关系，而其中又以出口额与汇率变量表现较为显著［９］。汤学兵等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进出口的月度数据，运用多参数平滑方法，分析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
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危机极大地减少了我国进口贸易，且在区域上表现为从东到西影响强度逐步减

弱现象，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受到的影响比较显著［１０］。孙灵燕等探讨影响我国贸易地区结构变

化的主要因素，并以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为例，从出口和进口两个层面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亚洲地区的

经济和贸易发展与我国存在密切的联系，其需求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的贸易结构变化有一定的影响，北

美洲消费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地区结构，ＦＤＩ对于我国同欧洲、北美洲之间产生的
贸易影响显著，ＦＤＩ的增加使得来自欧洲、北美洲的进口产品比重减少［１１］。沈能等构建门槛模型，分

析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及其技术势差的门槛效应，结果发现：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在我国存在显著的技术

势差双门槛效应；在技术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由于技术势差较小使得进口贸易的溢出效果并不十分

明显；在中等技术水平地区，由于技术势差的增强，这些地区正处在由模仿向创新转变的关键时期；在

技术落后地区，则需要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国际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才能实现技术的跨越发

展［１２］。郝景芳等研究了最近 １０ 年中贸易领域的新进展，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贸易数据进行分
析，实证分析了中国在 １９８０—２００９ 年之间与 １７６ 个国家的贸易数据，证实了引力方程的有效性，同时
证实共同边界和加入 ＷＴＯ 对中国贸易有较大促进作用［１３］。

在买方市场的需求约束下，存在着诸多作用于我国进口贸易的因素，且进口贸易在时间变化和区

域上具有发展不均衡的特点，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如何扩大进口、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成

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以省域单元构建面板数据。这是因为省域具有一定

自主权和经济实力，能相对独立地开展进口贸易。如果以整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得出贸易影响因素及

政策启示，然后用其来指导省域进口贸易发展的话，会因为缺少针对性而造成偏差。第二，以进口贸

易为研究对象，考虑不同因素对进口贸易的作用，识别并量化分析各个变量对进口贸易的影响。第

三，检验进口贸易变量的内生性，若存在内生性，则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克服变量内

生性带来的误差。因此，本文将梳理影响进口贸易的各种经济因素，在比较分析后遴选出直接或者间

接作用于进口贸易的经济因素，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中国省域的数据，对影响中国省域进口

贸易的各种可能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二、分析框架与模型

（一）分析框架

中国地方政府寻求各种途径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因而省级层面的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发

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变

得日益复杂，为了深入研宄影响我国进口贸易的因素，有必要结合各省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实际，结合

地区差异，量化研究影响进口贸易的经济变量及其作用机制，为调整优化目前的贸易结构和构建有效

的监控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瑞典经济学家斯戴芬·伯伦斯坦·林德在《论贸易和转变》中提出“林德重叠需求理论”，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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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进口某种商品取决于本国市场对该商品是否具有有效需求，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状况是影

响进口贸易的基础所在，一国（地区）ＧＤＰ 和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与进口贸易的变动呈现同向变动
关系［１４］。

差异产品需求理论揭示了：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居民对商

品消费的多样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国内生产的商品种类无法满足居民偏好，进而产生了对同产业国外

商品的需求。在规模经济基础上，只要产品之间存在差异，就可能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同一个产业内

部的商品贸易［１５ １６］。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揭示了：ＦＤＩ对东道国而言实质是资本的进口，外商企业在进口贸易主体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是开展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贸易的主要载体。众所周知，中国丰裕的劳动要素与 ＦＤＩ
带来的先进技术及雄厚资本相结合，极大提高了其产品国际竞争力。因此，随着 ＦＤＩ 的快速发展，我
国出口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带动进口需求不断增加。

进出口贸易竞争已经成为各国进行竞争的最先表现形式，而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则成为

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大进大出”政策已成为一国经济充分吸收经济全球化积极能量的重要

方式。为了扩大出口规模，一国必然扩大其所需的生产性初级产品、生产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的进

口。此外，工业制成品进口的技术外溢对于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由于各地区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不同，因此各省域自然形成的经济

结构对省域进口贸易可能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不同省域间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性，进口贸易与经济发展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省域进出口的数据波动性

特征影响着省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省域经济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我

们可以认为，省域经济与进出口贸易密切相关。

基于上述理论及现有研究成果，为了深入揭示影响进口贸易的因素及其在省域间的差异，本文在

研究过程中，以各省的进口贸易额（Ｉ）为被解释变量，以省域经济发展中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外
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储蓄存款（Ｓ）、商品零售价格指数（ＲＰ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ＴＩＦＡ）、出口总额
（Ｅ）、外贸依存度（ＦＤ）、总消费支出（ＴＳＧ）、地方财政支出（ＬＧＥ）等变量为解释变量。

（二）模型构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主要是揭示中国区域经济对于进口额的影响，侧重分析这些省域经济发

展因素对于进口的影响及其在省域间的差异。由于各省域对外贸易中面临着相同的人民币汇率水平

波动，因此研究过程中不再将汇率水平作为解释变量之一，而以所建立的面板回归模型中截距项的变

化来体现汇率水平对于不同省域进口贸易的影响。根据所选择的研究变量，基于中国省域 １９７８—
２００９ 年的经济发展数据，建立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ｙｉｔ ＝ ｂ０ ＋ ｘｉｔｂｉｊｔ ＋ ｕｉｔ；ｉ ＝ １，２，…，ｎ；ｊ ＝ １，２，…，ｍ；ｔ ＝ １，２，…Ｔ （１）
式（１）中，下标 ｉ表示第 ｉ个省域，ｔ表示第 ｔ年，ｊ为影响进口额的第 ｊ个因素。其中，ｙｉｔ 为第 ｉ个省

域第 ｔ年的进口贸易额；ｘｉｔ为解释变量向量，即由进口额的影响因素所构成的向量；ｂ０为截距项，ｂｉｊｔ为
相应解释变量前的参数项；ｕ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在实证研究中，通过对参变量 ｂｉｊｔ 估计值的分析，可以明确各变量对进口贸易变量是否具有显著
影响及影响程度大小。若 ｂｊ ＞ ０，则表明第 ｊ个因素对于进口具有正向作用，且数值越大作用越明显；
若 ｂｊ ＜ ０，则表明第 ｊ个因素对于进口具有负向作用，且绝对值越大负向作用越明显。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虽然中国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就开始了改革开放，但直到 １９８１ 年才有相对稳定的对外贸易数
据。即使这样，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还是存在个别年份中少数省域数据缺失的现象。为了既保证
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又能极大化样本容量，具体实证分析中，剔除了 １９８１—１９８６ 年的不完整数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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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样本期确定为 １９８７—２００９ 年。本文采集样本期内中国 ２９ 个省域数据，形成面板数据（青海和
西藏的数据由于缺失较多，无法查询，给予剔除）。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

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的各年份《统计年鉴》。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可比性，经济数据以 １９８１ 年
为基准，对原始数据作了削减处理。样本数据的统计特征见表 １。

表 １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ｄｐ ６６７ １０８６． ４１４ １２１８． ６７２ ３０． ８４７ ８６５２． ６０８
Ｅ ６６７ ２７１． ６１６ ７１８． ６３６ １． ５０５ ６５８９． ０１９
Ｉ ６６７ ２３２． ３５４ ５９８． ２１３ ０． ２３５ ４７２５． ２４８
Ｓ ６６７ ６８８． ４３８ ８５４． ３６２ １１． ５８９ ６８８３． ８１０
Ｔｉｆａ ６６７ ４５７． ２７２ ５９０． ９０９ １１． ２４０ ４１７０． ６４０
Ｒｐｉ ６６７ ３１１． ７７８ ８５． １７１ １２４． ４９０ ４７２． ０９０
Ｌｇｅ ６６７ １３４． ４５８ １４３． ９７１ ５． ２３１ ９４９． ８７８
Ｆｄｉ ６６７ ４０． ２３１ ６８． ９５１ ０． ００４ ３９０． ９６０
Ｔｓｇ ６６７ ３９８． ２４３ ４２７． ８１７ １３． ３６５ ３２６３． ５３５
Ｆｄ ６６７ ２９． ８９０ ４２． ８００ １． ４０６ ３０４． １３５

　 　 注：各变量除外贸依存度的单位是％，其他变量的单位
为亿元，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额已按相应年份年平均汇

价换算为人民币，最后的计量单位为亿元。

由表 １ 可知，样本观察值有 ６６７ 个，方差最大的是
ＧＤＰ，说明各省之间的经济水平有较大的差距，最小值
为 １９８７ 年西藏 ３０． ８４７ 亿元，最大值为 ２００９ 年广东
８６５２． ６０８ 亿元（削减后的可比数值）。进口贸易的方差
较大，仅次于 ＧＤＰ、出口和储蓄，说明不同省域、不同时
期间的差异较大，最低的是 １９８８ 年的甘肃省（０． ２８４４
亿美元），最大的是 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６３１． ９８８５ 亿美元）。
在各个变量中，外贸依存度的方差最小，说明在各省的

竞争下外贸依存度比较接近，总体上体现了我国的外向

型经济特征；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紧靠其后，说明价格在

不同省域、不同时点上的变化不大。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模型的统计检验与结果

合适的研究模型是保证研究结果具有科学性的关键。首先，对于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需要判明

是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形式，当前学者一般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本文也先采用这一方法，通过检验
得到：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统计量的值为 ｃｈｉｓｑ ＝ １６１． ３５７７，其伴随概率 Ｐ 值小于 ０． ０１，因此拒绝原假设，固
本文最终选用固定影响模型，其检验结果参见表 ２。

表 ２　 计量经济学检验

统计检验目的 检验统计量 自由度（ｄｆ） Ｐ值
判定固定或随机效应 ｃｈｉｓｑ ＝ １６１． ３５７７ ｄｆ ＝ ９ ｐｖａｌｕｅ ＜ ２． ２ｅ － １６
判定区域差异 Ｆ ＝ ４３． １３５２ ｄｆ１ ＝ ２５２，ｄｆ２ ＝ ３７７ ｐｖａｌｕｅ ＜ ２． ２ｅ － １６
判定时间差异 Ｆ ＝ ２． １３５４ ｄｆ１ ＝ １９８，ｄｆ２ ＝ ４３７ ｐｖａｌｕｅ ＜ ３． ７７６ｅ － １１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检验 ｃｈｉｓｑ ＝ ９９８． ９５５４ ｐｖａｌｕｅ ＜ ２． ２ｅ － １６

ＢｒｅｕｓｃｈＧｏｄｆｒｅｙ检验 ｃｈｉｓｑ ＝ ４７９． ７７６８ ｄｆ ＝ ２３ ｐｖａｌｕｅ ＜ ２． ２ｅ － １６

其次，本文识别模型数据是否存

在个体或时间差异。通过识别本文得

到两个方面的结论，具体见表 ２。一
方面，通过检验不同的省份是否有差

异，得到的 Ｆ 检验统计量为 ４３． １３５２，
其伴随概率 ｐ 值接近于 ０，且远小于
０． ０１，这说明不同的省份之间存在差
异；另一方面，从时间上检验不同的年份是否存在差异，得到 Ｆ 检验统计量为 ２． １３５４，且它的伴随概
率为 ３． ７７６ｅ － １１，这拒绝原假设，说明进口贸易在不同的年份之间存在差异。

最后，本文对进口贸易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进行检验。采用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检验和 ＢｒｅｕｓｃｈＧｏｄｆｒｅｙ
检验，本文发现，两者的结果都表明存在序列相关（见表 ２），这进一步验证了被解释变量存在滞后效
应，与进口贸易的实际波动特征相吻合。

综合以上计量检验，本文认为应该考虑选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双向模型，且在做参数估计时候

还应该考虑被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做参数估计。

（二）实证分析

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省域之间复杂的内在作用，能够更好地检测和度量单纯使用横截面数据或

时间序列数据无法挖掘到的信息，在技术上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且提高了自由度，使参数

估计的效率更高。本文就是以式（１）为计量模型，基于中国 １９８６—２００９ 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参
数估计，得到总体回归结果（见下页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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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３ 可知，模型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值为 ０． ９５２６，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 ０． ８６３０，这说明模型数据有较
高的拟合优度；Ｆ检验统计量的值为 １１６２． ３２，其伴随概率为 ２． ２２ｅ － １６，说明 ＧＤＰ等所有的解释变量

表 ３　 考虑到进口内生性的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ｔ值 ｐ值
Ｌａｇ（Ｙ，１） ０． ８７４１ ０． ０２６８ ３２． ５６５８ ＜ ２． ２ｅ － １６
ＧＤＰ － ０． １０７２ ０． ０４２５ － ２． ５２５３ ０． ０１１８２４９
ＴＩＦＡ ０． １１５４ ０． ０３４３ ３． ３６１９ ０． ０００８２５１

ＴＳＧ － ０． １４５５ ０． １０４４ － １． ３９３３ ０． １６４１
Ｅ ０． ０７３３ ０． ０２５１ ２． ９１４７ ０． ００３６９８０

ＲＰＩ ０． ４６４４ ０． ２９４２ １． ５７８７ ０． １１４９
ＦＤＩ ０． ３３７１ ０． １３０７ ２． ５７８２ ０． ０１０１７７３
ＬＧＥ － ０． １７６８ ０． １５９１ － １． １１０９ ０． ２６７１
Ｓ ０． １６３６ ０． ０３１３ ５． ２３４０ ２． ３２５ｅ － ０７

ＦＤ １． ２５４８ ０． ２７０５ ４． ６３９１ ４． ３３１ｅ － ０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下同。

对进口贸易的解释程度总体而言是高的，模型的线性关系

总体上成立。但是表 ３ 的 ｔ 检验结果显示：ＴＳＧ（总消
费）、ＲＰＩ（商品零售价格指数）、ＬＧＥ（地方财政支出）三个
变量对进口贸易不显著。ＴＳＧ不显著，是因为消费主要为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而这些与进

口贸易没有直接关联；ＲＰＩ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中国的零售
物价和国外进口品物价关联度不大，或者说国内外两个市

场可能存在各种贸易壁垒；ＬＧＥ（地方财政支出）不显著，
是因为政府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付的最终购买产品更

偏向于国内商品。

删除统计检验不显著的变量，经过多次分析、比较，最终得到通过检验的、具有稳定性的模型参数

估计结果：

Ｙｉｔ ＝ ０． ８６３ｌａｇ（Ｙ，１）ｉｔ － ０． １５４ＧＤＰｉｔ ＋ ０． １０８ＴＩＦＡｉｔ ＋ ０． ０９６Ｅｉｔ ＋ ０． ３５７ＦＤＩｉｔ ＋ ０． １２８Ｓｉｔ ＋ １． ０８ＦＤｉｔ ＋ ｕｉｔ
（２）

　 　 （３４． ０２）　 　 　 （－ ５． ９４４）　 　 （３． ５９６）　 　 （４． １８９）　 　 （２． ７８４）　 　 （５． ２０３）　 　 （４． ４６２）
式（２）括号中的是 ｔ统计值（下同），模型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值为 ０． ９５２２，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０． ８６７１，

Ｆ检验统计量的值为 １６５３． ７６，各项结果表明通过了统计检验，模型成立。进口（Ｙ）一阶滞后项通过
显著性检验，且解释力较强，意味着上一年度的进口具有一定的惯性，使得下一年的进口需求持续增

加。ＧＤＰ虽然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变量前的参数估计为负数，表明 ＧＤＰ与进口呈现相反的变动，
ＧＤＰ增长一个单位，进口则下降 ０． １５ 个单位。ＧＤＰ的增长对进口的影响不大甚至呈现负向，这也从
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出口高度相关。固定资产投资（ＴＩＦＡ）对进口贸易有正向作
用，参数估计结果为 ０． １０８，这是因为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支出是用于进口，比如在生产建设中进口
高精度的重型机械设备、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线以及大量的中间产品。出口（Ｅ）变量前的参数估计为
０． ０９６，表明出口增加与进口呈正相关，其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出口产品中有一部分生产加工的原材料
依赖于进口，如石油、铁矿石的进口，而依靠出口带动进口增长的弹性系数较小，不到 ０． １，这与我国
出口主要是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有关。通过比较本文发现，在影响进口的因素中，作用相对较大

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前的参数为 ０． ３５７），且外商直接投资越大，进口总额越大，说明外商直接投
资是拉动我国进口的重要动因，这可能是因为外商投资所购买的设备或中间产品等通常来自于国外，

很多时候中国只充当装配车间的角色，如 ｉｐｈｏｎｅ产品。储蓄存款（变量前的参数为 ０． １２８）对进口有
显著影响，说明了我国居民的收入在增加，对应的进口商品的需求也在增加。

前述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在省域之间存在差异，另外量化分析进口贸易的地区差距有

助于本文从省际角度研究影响中国进口贸易的因素及其效应，根据模型（２）（常数项反映出量化分析
省域之间的差异）得到表 ４ 数据。

表 ４　 不同省域的固定效应

省域 差异 省域 差异 省域 差异 省域 差异 省域 差异

河南省 ５１． ３４０ 安徽省 １８． ９０１ 辽宁省 － ３５． ０７５ 山西省 － １３． ９１ 上海市 ８． ６２９
山东省 １０５． １８７ 湖南省 ３６． ３０８ 江西省 １． ６６９ 重庆市 － ８． ４７８ 北京市 － １２． ３２０
广东省 １４． ８１６ 湖北省 ２６． ６９１ 贵州省 ４． ９８９ 吉林省 － ３． ７８４ 天津市 － ５０． ９０６
四川省 １３． ６２３ 广西省 １２． ４４４ 黑龙江 １３． ６４２ 甘肃省 － ２． ０７６ 海南省 － ３９． ０４５
江苏省 ９５． ７１２ 浙江省 ０． ７００ 陕西省 － １６． ２９４ 内蒙古 ９． ６８９ 宁夏 － １２． ５４９
河北省 ９． ４１６ 云南省 １０． ５５３ 福建省 － ２５． ０６１ 新疆省 － ９． ６９６

·０１１·



陈玉明：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

　 　 就全国而言，进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不同省份在不同时期的进口贸易有较大的差异，它们
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均衡。从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份额较大，而中西部地区的进口贸易份额较小。

如果细分到各个省域，从表 ４ 中我们可看出，中国不同省域之间的差异特别显著，说明省域之间进口
存在不同的情形，区域之间存在不平衡现象。其中山东省、江苏省存在的正效应最为显著，常数项分

别达到了 １０５ 和 ９５． ７，这是因为山东省和江苏省的沿海、沿江经济发展较快，两省大量进口原材料、
半成品、关键技术设备，这些进口又大都被投入到以出口为目的的再生产过程中，用于支撑两省经济

增长和外贸出口，所以进口对于山东省和江苏省比较重要，且与江苏和山东的总体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密切相关。其他沿海地区的情况类似于山东省和江苏省。海南、辽宁有显著的负效应，这一现象与这

些年来该地区进口的份额较少是一致的。陕西、宁夏等省进口贸易与地方经济发展较为不显著，进口

贸易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突出，主要是因为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省域之间进口贸易

存在差异，与各个省域历史形成的特征、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位因素、消费习

惯、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最后，本文针对统计检验中存在的时期差异，计量分析得到影响进口贸易的时期变化效应估计结

果（见表 ５）。
表 ５　 不同年份的固定效应

年份 时间差异 年份 时间差异

１９８８ １３． ４６５ １９９９ １３． ６８４
１９８９ ８． ４６６ ２０００ ３８． ９７９
１９９０ ５． ３５２ ２００１ ６． ６４０
１９９１ １０． ７２２ ２００２ ２２． １８６
１９９２ １０． ２８０ ２００３ ５４． １８２
１９９３ ９． ５９５ ２００４ ６０． ６１７
１９９４ １３． １４１ ２００５ １９． ０４５
１９９５ － １１． ８１５ ２００６ ２１． ２８６
１９９６ － ７． ８４４ ２００７ １７． ７４７
１９９７ － ４． ４６３ ２００８ － ２４． ９５９
１９９８ － ３． ６５４ ２００９ － １１７． ０４１

从表我们 ５ 可看出，不同年份的差异比较显著，这是因为进口贸易
受到省域经济发展速度、社会需求变化和经济周期的影响①。进口贸

易波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我国进口
总额剧烈波动，主要原因是进口贸易受到行政手段干预，外汇结存多时

突击进口，外汇短缺时则急刹车，从 １９９１ 年底到 １９９３ 年，国内经济迅
速升温、ＧＤＰ 总额年年增高、汇率相对稳定，导致进口的增幅超过出
口；第二阶段是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我国的进口增长逐步放慢，增长速度总
体下降，甚至负增长，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拖累
是重要原因；第三阶段是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及时
调整了相关外贸和产业政策，国内市场对生产资料和生产设备需求迅

猛增加，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从而促进了进口的增长；第四阶段是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新一轮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出口产品市场严重受阻，进口贸
易也受到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分析影响进口贸易的因素基础上，应用中国省域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结果

表明：影响进口贸易的主要经济变量有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储蓄、外贸

依存度等，其中上一年的进口贸易量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与进口贸易变量具有内生性是一

致的。其他的正向因素有 ＦＤＩ、固定资产投资等，但是 ＧＤＰ与进口呈负相关关系。
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为实现内外均衡、促进经济发展，我国需要扩大进口贸易。具体来说，

我国应保持进口政策的连续性，减少大的波动，维持进口贸易额的稳定性；应继续大力引进 ＦＤＩ，但要
避免省域之间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应适度鼓励居民消费进口商品，刺激国内需求，降低高储蓄。另

外，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要注意做好进口的配套工作，结合省域的经济水平，促进内外均衡，在保证国

家经济安全的同时，促进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进口贸易是促进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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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起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然而表 ５ 并未显示出汇率改革后，因汇率升值引发进口急剧增长，这可能是
由于人民币升值促进进口的效应因 Ｊ曲线效应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共同作用而未出现。



平衡的一个关键，是调整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也是中国经济结构平衡、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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