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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的

中国对外开放度评价研究

文 付 迪 孙 慧 党 菲

摘要：本文以国际贸易理论和国

际投资理论为理论基础建立了基于

层次分析法（AHP）的权重计算指标

体系，从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对外

金融三个方面度量 了 我 国 2000—

2010 年的对外开放度，并与 5 个发

展中国家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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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明显地呈

现出开放的局面，国家之间的经济

联系和经济交往也日益紧密，对外

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历史潮流和

世界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对外开放度对其经济发展起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对外开放度的研究也

越来越受世界各国、各地区专家学者

的关注。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的对

外开放度不断增长。加入 WTO 后，

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更是迈上

了新的台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由

1978 年 的 206.8 亿 美 元 增 长 到 了

2010 年 的 29728 亿 美 元 ，增 长 了

144 倍，平均年增长率为 18.18%。随

着全球化合作浪潮的推进，对外开

放及其相关内容已成为当前经贸领

域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外的学者

对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测算已比较深

入，但由于采用的指标各有差异，从

而导致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因此，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对外开

放度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国际比较。

二、对外开放度研究现状

根据学术界的基本看法，对外

开放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

济对国际市场和国外资金依赖程度

高低的一套指标体系，能够反映一

国或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水平，

具体表现为市场的开放程度，反映

在对外交易的各个方面。对外开放

一般首先开始于商品市场，即相对

稳定的外贸进出口。目前，有关对外

开放度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外开放

度测度指标的选取和指标权重的分

配，以及开放度的计算。综观国内外

学者对经济开放度的度量与测算方

法的分析，笔者认为目前的经济开

放度测算指标的选择并不全面，存

在局限性。李翀中（1998）认为从对

外贸易、对外金融和对外投资三个

方面入手，可以较好地测算对外开放

度。此外，黄繁华（2000）细化了二级

指标，对开放度的研究更加有益。因

此，本人借鉴李翀和黄繁华的这一

思想，将测算指标进行细化，来测算

我国的经济开放度。

三、研究方法

（一）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笔者认为，应从对外贸易、对外

金融和对外投资三个方面对我国的

对外开放度进行度量。遵循客观和

实用原则，本文构造了层次分析结构

模型，如图 1 所示。

第一层只有一个元素，即分析的

预定目标或理想结果，因此也称为目

标层。本文的总目标为 A：对外开放

度；第二层包含为实现目标而需要涉

及的中间环节，包括所需考虑的准

则、子准则，因此也称为准则层。根

据综合分析，本文选取了 3 个主要

影响因素，分别是：B1：对外贸易开放

度，B2：对外金融开放度，B3：对外投

资开放度；最底层包括为实现目标

可供选择的各种措施、决策方案等，

因此也称为措施层或方案层。由第

二层的影响因素分析，得到 C1—C8

这 8 个要素。

（二）构造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

重

判断矩阵表示本层次与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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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相关因素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

假定上一层次的元素 A 对下一层次

元素 A1，A2，…，An 有支配关系，构造

判断矩阵要求在准则 A 下按元素的

相对重要性赋予 A1，A2，…，An 相应

的权重。本文采用 1—9 标度方法，用

aij 表示重要程度，即行因素 i 和列因

素 j 的比较，采用 1—9 的数值来表

示，其重要程度与数值大小正相关。

判断矩阵中的 aij 根据资料数据、专

家的意见和系统分析人员的经验，经

过反复研究后最终确定。
（三）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层次单排序的目的是确定本层

次中与上一层次某元素具有联系的

元素的重要性次序权重值。层次单

排序的任务可以归结为计算判断矩

阵的最大特征根和归一化的特征向

量问题。本文采用 Matlab 软件包直

接生成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归

一化特征向量，生成的最大特征值记

为λmax，最大特征值对应的归一化

特征向量记为向量 w=（w1，w2，…，wn）

T，即各指标的相对权重。利用 Matlab

软件包计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

值后，要进行一致性检验。
（四）我国对外开放度计算

1、对外贸易开放度

对外贸易开放度，以商品贸易开

放度作为衡量指标，由日本经济学家

小岛清在其著作《对外贸易论》中提

出。商品贸易开放度是衡量一国某

年进出口总额在该国当年国内生产

总值中所占比重的概念，能够反映某

国或某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

2、对外金融开放度

对外金融开放度反映的是包括

一国中央银行对外资产和负债及商

业银行对外资产和负债在内的金融

市场的开放程度，以金融依存度为衡

量指标，即一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

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占该国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

3、对外投资开放度

投资开放度是反映包括一国对

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在内的投资环境

的开放程度，以外资依存度为衡量指

标，即是衡量一国某年对外投资和吸

引外资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

4、我国对外开放度的计算

对外开放度（A）= 对外贸易开放

度（At）� 对外贸易权重（Wt）+ 对外

金融开放度 （Af） � 对外金融权重

（Wf）+ 对外投资开放度（Ai）� 对外

投资权重（Wi）

由前文的数据计算得出 2000—

2010 年我国对外开放度，如图 2 所

示。

由 图 2 可 以 看 出 ，2000—2004

年我国的对外开放度呈上升的趋势，

在 2004 年达到最高值，从 2004 年开

始到 2010 年略微下降，但走势比较

平稳，围绕在 0.5 上下波动。2000 年

至 2004 年我国的对外开放度呈上升

的趋势表明我国正处于一个不断开

放的过程，经济开放是一个渐进的开

放过程。

根据上述方法，采用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和联合国贸发会议 FDI

数据，计算了 2006 年全球 5 个发展

中国家的开放度指数在全球 129 个

经济体中的排名，如表 1 所示。

从对外贸易开放度看，我国贸易

开放度指数为 0.66，在世界 129 个经

济体中排名第 7，在 6 个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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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名第 3。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出

口额几乎每年攀升，但若置于全球大

环境下考察，我国贸易开放度却并不

高，属于贸易最不开放的经济体之

一。从对外投资开放度来看，我国对

外投资开放度指数为 0.28，在世界

129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10，在 6 个发

展中国家中排名第 2，虽然我国吸引

外资总额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前列，但

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对外金

融开放度看，我国金融开放度指数为

0.43，在世界 129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4，在 6 个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 1。我

国的资本开放度较低，不及世界平均

水平，也不及这几个发展中国家。

四、结论

本文通过科学的方法构建了 3

个开放度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计

算了我国以及其他 5 个发展中国家

的开放度，并对比了我国和印度、墨

西哥、巴西、韩国以及南非这 5 个发

展中国家的开放度，虽然不完善，但

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对外开放度较为

合适的度量指标。通过分析，对我国

开放度得出了如下结论：

1、虽然我国的对外开放度在采

用指标进行测算时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了低估，但仍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从

目前的测算结果来看，对外开放度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太显著，但如前文

分析，这三个指标还具有一定意义上

的合理性。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的

时候也要适当的对其加以考虑。就

我国而言，虽然我国对外贸易总量已

居世界前列，但我国从对外贸易中获

取的利益却相对较低。

2、现阶段我国只能称为贸易大

国，而不是贸易强国。粗放型、数量扩

张型产品在我国当前的出口中占相

当大的比重；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

严重的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

呈上升趋势，这种以牺牲环境和资源

为代价的外贸增长方式势必难以长

久维系，外贸结构不平衡的矛盾已经

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

之一。

3、对外开放对一国经济发展最

重要的积极作用，是通过深化国际

分工、推动制度创新与加速技术进

步来实现的。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必须牢牢把

握后危机时期的国际机遇，加大“引

进来”与“走出去”力度，运用全球资

源与市场，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

实质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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