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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东盟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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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不断扩大以及双边贸易越来越紧密，中国作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
者越来越明显。实证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东盟对华投资不断增加，都有助于东盟对中
国的出口，CAFTA的建立为东盟对华出口也具有正面作用。然而，中国要真正成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尚
有很长一段时期。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转变思想，将进口视为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继续加
强政治互信，也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实现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资本输出者和人民币结
算货币国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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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市场提供者问题的研究，早在 1988 年日本

经济企划厅就提出了东亚市场提供者这一概念。随

后，1993 年 10 月日本政府首次确定了 “扩大进口的

基本方针，希望借此推动日本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日

本成为东亚地区的‘市场提供者’，以带动东亚经济

增长”。市场提供是政府按照盈利原则，通过市场方

式来提供产品或劳务，属于市场交换的范畴。纵观英

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不难发现，经济大国拥有市场提供

者地位。英美两国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市场提供者

经济地位的演进规律: 世界强国无一不是贸易强国，

贸易强国并不只是出口强国，也伴随着国内市场的对

外开放以及资本输出和拥有金融霸权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GDP 总量从 1978 年的 3645. 2 亿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471564 亿元，年均增长 10. 0%。同期，我国货

物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从 1978 年的 206. 4 亿美元增加

到 2011 年的 36421 亿美元，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快

速增长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已经成为贸

易大国，但贸易强国的目标尚未实现。2010 年，我

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

体。作为经济大国，中国能否成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

供者? 李晓 ( 1995) ［1］指出， “中国将成为东亚地区

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主要的‘市场提供者’和重

要的‘协调者’，并很可能成为将东亚的经济活力向

整个 东 亚 扩 散 的 ‘传 播 者’。”唐 海 燕、张 会 清

( 2008) ［2］认为，在中国在加入东亚生产网络的过程

中，削弱了日本和东亚新兴经济体在东亚的影响力。

Pula，G and Peltonnen ( 2009) ［3］认为，中国并不能改

变东亚对欧美国家依赖的现实，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

中的作用仅仅是使东亚各经济体对欧美发达国家的依

赖程度更高。王伟 ( 2011) ［4］指出，目前中国不具备

成为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能力，但长远来看中

国具备成为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潜力，中国的

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必将不断提升。可见，

关于中国能否作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的研究结论

并不一致。下面，本文将在考察中国作为东盟产品的

市场提供者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

二、中国作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考察

( 一) 从供给转向需求
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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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开启了中国与东盟全方位合作的新进程，这也为

中国作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奠定了基础。贸易作

为双边合作的先行者，随着中国与东盟双边经贸关系

的不断加深，贸易的地位和重要性越发突出。长期以

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大量占有对方市

场为目的，将产品大量销售到对方市场。这种模式在

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

费。作为经济大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在我国长期

存在，但资源紧缺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

瓶颈。自 1994 年以来，我国对东盟 10 国的贸易逆差

从 1994 年的 1905 万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165. 41 亿

美元，贸易逆差额逐年递增。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

逆差，一方面表明中国已经将东盟作为重要的贸易伙

伴看待，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产品结构的相似性

使得彼此之间的贸易竞争比较强，这就要求中国必须

转变贸易方式，而贸易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来说则是

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需要调整产业结构。

著名的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了标准结构 ( 见表

1) 。2011 年我国人均 GDP 为 5414 美元，三次产业结

构为 10. 1: 46. 8: 43. 1，与钱纳里提出的标准结构

存在一定差距。第二产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

领域，更多的“Made in China”则表明我国已经成为

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由于我国生产的产品时常

不符合出口标准，导致出口受阻，甚至出现出口贸易

纠纷等案件，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我国经

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资

源越来越缺乏，加上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出口速度

在下降。因此，从供给转向需求已经在所难免。从需

求角度来看，我国不仅需要东盟国家丰富的资源，也

需要东盟国家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实现我国作为东盟国家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这一

目标。

表 1 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式

人均 GDP
( 美元)

第一产业所

占比重 ( % )

第二产业所

占比重 ( % )

第三产业所

占比重 ( % )

＜ 300 48. 0 21. 0 31. 0

300 39. 4 28. 2 32. 4

500 31. 7 33. 4 34. 6

1000 22. 8 39. 2 37. 8

2000 15. 4 43. 4 41. 2

4000 9. 7 45. 6 44. 7

＞ 4000 7. 0 46. 0 47. 0

注: 以 1980 年美元为标准。资料来源于: 钱纳
里等 .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 ［M］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89.
( 二) 双边贸易不断扩大
从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来看 ( 见表 2 ) ，贸易总

额从 1994 年 的 143. 40 亿 美 元 增 加 到 2011 年 的

3623. 3 亿美元，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02 年之

前，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增量均低于 100 亿美元

( 2000 年除外) ; 2002 年之后，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

总额增量从 2002 年的 131. 67 亿美元增加到 2011 年

的 694. 69 亿美元 ( 2009 年除外) 。可见，2002 年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

显著增加，贸易创造效应比较显著①。此外，随着中

国与东盟双边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入，双边贸易总额占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这一比重从

1994 年的 6. 06% 上升到 2011 年的 9. 95% ，尤其是在

2003 年之后，这一比重持续超过 9%。可见，中国对

外贸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的建立使得中国越来越注重东盟这一大市场。

表 2 主要年份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状况 ( 单位: 万美元)

年份
双边贸

易总额

双边贸易

总额增量

双边贸易占中国

对外贸易的比重 ( % )

东盟出口中国

占东盟出口的比重 ( % )

1994 1434015 — 6. 06 2. 28

1995 2036896 602881 7. 25 2. 52

2000 3952151 1242014 8. 33 4. 33

2005 13036139 2449460 9. 17 9. 75

2009 21300582 － 1831386 9. 65 1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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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贸易创造是指产品从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转向较低成本的关税同盟中贸易对象国生产，一国从贸易对象国进口的一种过程

和现象。



年份
双边贸

易总额

双边贸易

总额增量

双边贸易占中国

对外贸易的比重 ( % )

东盟出口中国

占东盟出口的比重 ( % )

2010 29286054 7985471 9. 85 12. 54

2011 36233000 6946946 9. 95 —

注: 东盟出口总额 ( 货物与服务总和) 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余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 《中
国统计年鉴》，并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李晓等 ( 2009) ［5］指出，目前中国仍无法成为东

亚区域内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中国要想改变目前

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提供最终产品市场的能力

是决定性因素，特别是东亚区域内的市场提供能力。

进口贸易是能够直接反映一国市场提供能力的重要指

标。从东盟出口中国占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来看，中

国也越来越成为东盟重要的贸易伙伴。1994 年，东

盟出口中国占东盟出口的比重仅有 2. 28% ，2010 年

这一比重达到 12. 54%。此外，2002 年之后，这一比

重首次超过 6% ，并且表现出直线上升的特点。可

见，东盟出口贸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贸易转移，中国

作为东盟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在不断上升。
( 三) 双边贸易越来越紧密
贸易结合度指数也称为贸易强度指数或贸易密集

度指数，被用来测量国家间贸易互补程度的指标②。

从中国与东盟 1994 ～ 2010 年的贸易结合度来看 ( 见

表 3) ，中国与东盟中 4 个较穷国家 ( 缅甸、柬埔寨、

老挝和越南) 的贸易结合度在各年度中基本上都大

于 1，说明这 4 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非常紧密。这 4

个国家都是中南半岛上的国家，与中国的地理位置比

较接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加上受到东南亚金

融危机的影响，为了跟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

步伐，这些国家需要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 ( 温兆炎，

2004) ［6］。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与中

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在各年度基本上都小于 1，其中

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有上升的趋

势，这说明这两个国家加强了与中国的贸易联系。菲

律宾和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在 1 左右变

动，但菲律宾与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逐年递减，新

加坡与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相对较高。可见，中国

与东盟国家的贸易结合度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但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仍然比较紧密。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东盟越来越注重

中国这一大市场，中国已经具备作为东盟产品的市场

提供者的能力，中国作为东盟国家产品市场提供者的

地位在不断上升。

表 3 中国与东盟国家 1994 ～ 2010 年的贸易结合度指数

文莱 缅甸 柬埔寨 印尼 老挝 马来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1994 — 2. 46 33. 70 0. 63 7. 85 0. 66 1. 67 0. 98 1. 28 1. 71

1995 — 3. 67 8. 01 0. 62 6. 58 0. 55 3. 32 0. 91 0. 97 1. 93

2000 0. 19 3. 59 2. 49 0. 63 4. 84 0. 42 0. 79 1. 03 0. 46 1. 49

2005 0. 22 2. 95 17. 00 0. 86 3. 50 0. 46 0. 32 0. 87 0. 48 1. 91

2009 0. 42 2. 92 20. 59 0. 90 0. 84 0. 51 0. 60 1. 41 0. 40 2. 87

2010 0. 49 3. 18 12. 73 0. 93 0. 71 0. 42 0. 63 1. 16 0. 53 2. 93

注: 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三、中国作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 进一步考

察

( 一) 模型构建
现有文献在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时经常使用引力

模型，其基本思想来源于物理学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

理［7］。在 万 有 引 力 公 式 的 基 础 上， Tinbergen

( 1962) ［8］和 Poyhonen ( 1963) ［9］运用引力模型对贸易

流量进行研究。丁伯根建立的贸易引力模型如下:

Xij = K
( Yi )

a ( Yj )
b

( 1 + eDij )
f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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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一指数为 TIIij =

Xij /Xi

Mij /Mi
，TIIij 表示 i 国与 j 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 Xij 是 i 国向 j 国的出口额; Xi 是 i 国的出口总额; Mij 是 i 国从

j 国的进口额; Mi 是 i 国的进口总额。若 TIIij ＞ 1 ，表明两国间的贸易结合度高于各自与世界市场贸易的平均结合度。



其中: Xij 表示 i 国向 j 国的出口，Yi 和 Yj 分别表示

i 国和 j 国的 GDP，Dij 为国 i 和 j 国之间的距离，K 和 e

为常数，a 和 b 为参数。 ( 1) 式表明: 两国之间的贸

易量与其经济大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

比，即 β1 ＞ 0 ，β2 ＞ 0 ，β3 ＜ 0 。对 ( 1) 式两边分别

取对数，并对距离进行处理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lnXij = β0 + β1 lnYi + β2 lnYj + β3 lnDij + εij ( 2)

由于贸易和投资都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

投资对贸易具有重要影响，加上 2002 年 CAFTA 的建

立，影响东盟对中国的产品出口。于是，在 ( 2 ) 式

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Xij = β0 + β1 lnYi + β2 lnYj + β3 lnDij + β4N +

β5 lnFDIij + ε ( 3)

其中: FDIij 表示 i 国向 j 国的投资; N 表示虚拟变

量，用于分析 2002 年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否会导致

东盟对华出口增加，具体设置为 2001 年之前取 0，

2002 年之后取 1。
( 二)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说明
1. 东盟对华出口。采用中国自东盟国家的进口

来衡量，东盟 10 国历年对中国的出口数据均来自历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单位统一为万美元。
2. 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而言，一国经济发展水

平越快，对国外的需求就越大，其进口的数量就会越

多，采用 GDP 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东盟 10 国和中

国的 GDP 来 自 各 年 度 的 世 界 银 行 《世 界 数 据 表》、
《世界经济年鉴》、《国际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

鉴》，数据单位统一为亿美元。
3. 地理距离。采用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来

衡量。东盟 10 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数据无法收集，

故采用最简单的办法: 测量世界地图 ( 星球地图出

版社出版) 上北京分别到东盟 10 国首都的直线距离

代表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4. 投资。采用东盟对华直接投资来表示。东盟

10 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 《中国

统计年鉴》。其中，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

坡和泰国这 5 国的数据为 1986 ～ 2010 年，缺少 1987

年的数据; 老挝、缅甸和越南的数据为 1992 ～ 2010

年，缅甸缺少 1995 年的数据，老挝缺少 1993、1995、
1999 和 2005 ～ 2006 年数据; 文莱的数据为 1998 ～
2010 年，缺少 1995 年的数据; 柬埔寨的数据为 1996
～ 2010 年。FDI 数据单位统一为万美元。此外，1986

年和 1992 ～ 1997 年的数据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

其余年份的数据为外商直接投资。

( 三)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之后，利用非平衡面

板数据对 ( 3) 式进行估计，由于估计结果中距离的

系数没有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因而不考虑这

一变量，重新进行估计。采用 cross － section weights

进行加权，估计得到 ( 4) 式:

lnX = － 1. 7100 + 0. 4813lnYi + 1. 1637lnYj +
0. 1620lnFDI + 0. 3421lnN ( 4)

( 0. 1452) ( 0. 0003) ( 0. 0000)

( 0. 0000) ( 0. 0978)

其中: R2 = 0. 9532 ; F = 927. 29 ，模型的拟合优

度相对较高，模型估计结果比较好。具体来看: 首

先，东盟对华投资增加有助于东盟对华出口。东盟对

华投 资 每 增 加 1% ， 会 导 致 东 盟 对 华 出 口 增 加

0. 1620%。实际上，外资企业通过公司内部贸易、产

品 内 贸 易 配 置 资 源， 从 而 影 响 进 口 ( 李 辉，

2012) ［10］。然而，与其他系数相比较，投资对贸易的

作用相对较小。从东盟对华投资占中国吸引外资的比

重来看，1999 年后东盟对华投资占中国外资流入的

比重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在 2006 年才有所上升。其

次，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东盟对华出口。东盟国家经

济每增长 1% ，将导致东盟对华出口增加 1. 1637% ;

中国经 济 每 增 长 1% ，将 导 致 东 盟 对 华 出 口 增 加

0. 4813%。经济增长对贸易的作用为正，这与引力模

型相符合。最后，虚拟变量的系数大于 0，表明 2002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助于促进东盟国家

对华出口，效果比较明显。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从供给转向需求，中国与东盟双边

贸易的不断扩大以及双边贸易越来越紧密，中国作为

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越来越明显。实证研究的结果

也表明，经济快速增长，东盟对华投资的不断增加，

以及 CAFTA 的建立，都有助于东盟对华出口，中国

作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在不断上升。然

而，长期以来东盟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贸易的依

赖，使得中国要真正成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尚有

很长的路要走，如何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仍需要措施保

障。

首先，转变思想，将进口视为重要的促进经济增

长的方式。当前，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在较

长时期内都高度重视出口贸易的作用; 对于进口，只

是强调对国内产业的竞争与冲击，因而进口政策往往

片面强调保护，从而低估甚或忽视了进口对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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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作用 ( 李杨，张汉林，2012) ［11］。实际上，进

口产品不仅能够填补国内供给空缺从而可以增加民间

投资和消费，而且通过进口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

理思想，加剧国内竞争，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

因此，进口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我国需要

转变思想，从东盟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和国内短缺资

源，扩大对东盟产品的进入，为东盟产品提供巨大的

市场，这样不仅可以推动国内相关产业和出口产品的

升级，而且可以降低中国与东盟出口产品低端竞争的

可能性。

其次，继续加强政治互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但上层建筑也会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影响。从整

体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互信在不断增强，但

局部冲突却时有发生，尤其是南海问题。此外，中国

与东盟双边贸易过程中面临着贸易不平衡性和不确定

性风险、农产品贸易摩擦和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敏感

产品与大宗产品贸易摩擦、区域外部势力对双边贸易

的不当干预等多方面的问题 ( 保建云，2008) ［12］。局

部冲突不能影响双边之间的经济合作，加强政治互信

有助于相互推动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东盟对华出

口，而这在长远中又有助于中国成为东盟产品的市场

提供者。

再次，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国家

“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

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是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

发展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通过

消费等方式拉动内需以加快经济增长已经成为重要途

径。目前，我国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粗放型经济增

长方式仍然存在，其产业类型、产品类型与东盟国家

比较类似，彼此之间的竞争性较强。因此，我国需要

调整产业结构，避免激烈的竞争，增强产业的互补

性。

最后，构建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资本输出者和人

民币结算货币三位一体，真正实现中国作为东盟国家

市场提供者的目标。纵观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

不难看出，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和资本输出者以及结算

货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美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本

输出非常强，加上美元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结算货币，

这为美国带来长期的繁荣。中国不仅要进一步确立作

为东盟国家市场提供者这一目标，同时需要付诸实

践，为东盟国家扩大产品销售市场的同时，积极加强

对东盟的投资，以投资拉动贸易，并逐渐开展人民币

在东盟国家的结算业务，使人民币进一步走出国门，

真正实现中国作为东盟国家市场提供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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