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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汽车制造业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

基于引力模型的分析

齐 玮

摘要: 近年来 ,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 , 汽车制造业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

头 , 在我国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 本文选取了与我国汽车贸易往来最为

密切的39 个国家和地区 , 通过构建引力模型 , 对影响 199 9年以来我国汽车制造业

出口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此基础上 , 对未来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贸易的

发展潜力进行了预测 , 并提出了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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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 , 我国汽车制造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 目前 , 我国已经发展成为

世界汽车工业的生产大国 " 1999 一201 0年十年间 , 我国汽车产量呈直线上升趋势 ,

由1999年的183 .16 万辆增长到201 0年的 1826. 47 万辆 , 增长了近九倍 "对世界汽车

增长每年的贡献率达到近 50 % "与此同时 , 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也呈现出快速增

长的势头 "19 99 一2008 年间 , 汽车制造业出口的年均增速高达 32 % "此后 , 由于受

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 2009年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比2008年减少了38.46% "

尽管如此 , 这两年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一直保持在 3% 一4%

的水平 , 位居世界前十位 "相比较而言 , 20 世纪90 年代 , 我国汽车出口在世界市

场中所占份额还不到 1% "但是 , 我国汽车制造业在保持数量高位增长的同时 , 出

口的年际变化却呈现出忽高忽低的不平衡走势 "以陆用汽车为例 , 19 99 一2010年

间 , 年增长率最高时达66 .45 % , 最低时不到1% "此外 , 汽车制造业出口市场过于

集中 "在一些成熟市场上表现为过度扩张 , 而在另一些市场上则表现得过于收敛 "

本文试图运用引力模型来解释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模式 , 找出影响我国

汽车制造业出口流量和流向的主要因素 , 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未来汽车制造业出

口贸易潜力进行预测 "从而为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

一 !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现状分析

从总量和规模上来看 , 19 99 一2010 年 , 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总体上保持着上升

趋势 (见图 1) "19 99 一2002年 , 汽车制造业出口的年均增速为 24.6 % "受我国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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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从 2002年开始 , 汽车出口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 2002 一2008 年 , 我国汽

车出口的年均增速高达35.33%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 , 受世界进 口需求萎缩的影

响 , 我国汽车出口一度出现下滑 , 2009年的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减少了 179.8 亿美

元 但这一数值在 2010年又有所反弹 , 达到 了443.15亿 , 基本与金融危机之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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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9一20 10 年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状况 (单位 :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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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0 年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产品构成

注: 78 1为小汽车和其他主要为客运而设计的汽车 , 包括旅行轿车和赛车; 782 为载货用车辆及特种用途车

辆 ; 78 3 为另列明的陆用汽车; 784为第722 ! 7剐 ! 782 和 783组所列汽车的零件及附件; 785为摩托车 (包

括机动自行车) 及装有或未装有马达的脚踏车 ! 残疾人座车; 7朋 为拖车和半挂车 ! 不具有机械推动装置的

其他乍辆 ! 专门设计和装备的运输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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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与此同时 , 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在世界上的排名一 直保持在前十名的水平 "

2010年 , 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位居世界第8位 , 名列德国 ! 日本 !美国 !韩国 !墨

西哥 !加拿大 !法国等国之后

从汽车制造业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 , 近十年来 , 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基本保持

稳定 , 主要分布在汽车的零件及附件 , 残疾人座车 , 拖车和半挂车 , 不具有机械推

动装置的其他车辆 !专门设计和装备的运输集装箱 , 摩托车 (包括机动自行车 ) 及

装有或未装有马达的脚踏车等 "其中汽车零部件是当前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的主要

产品 , 占30 % 一40 % 的比重

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遍布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 主要集中在亚洲 !欧洲

和北美洲 "201 0 年 , 出口到上述三个地区的产品在我国汽车制造业总出口中所占

的比重分另lj为33 .67 % ! 27 .08 % 和 22 .n % "其中在亚洲地区的出口主要集中在 日

本 !中国香港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在欧洲地区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俄罗斯 !德国 !

英国 !丹麦等国家; 在北美地区的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 , 并且美国是我国汽车制造

业出口的第一大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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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 10年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市场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绘制

二 !研究方法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关于贸易引力模型

二战以后 ,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贸易量的决定模式 , 其中最著名的要属引

力模型 "引力模型的基本思想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 即两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

物体的质量成正比 , 与物体间的距离成反比 1948 年 , 天文学家 St ew art 和社会学

家Zi pf首次将引力模型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 , 建立了分析旅游规模的引力模型 ,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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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设定体现了两个城市间的旅行者人数与其人口数量成正比 !与其距离成反比

这样一种关系 "

首次将引力模型引入到国际贸易领域 中的是 Ti nb er gen (1962) 和 Poy hon en

(196 3 ) "两位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 影响两国双边贸易流量的因素主要是两国的

经济总量与两国之间的距离 "其中 , 两国的经济总量与双边贸易流量成正比, 而两

国之间的距离则与贸易流量成反比 "与其他的贸易理论相比 , 引力模型对双边贸易

进行了量化研究 , 为国际贸易拓展了计量研究的途径 "贸易引力模型的提出 , 解决

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以来侧重贸易起因 !贸易模式与贸易福利等方面的探讨而

忽视贸易流量研究的 /顽疾 0, 为诊释双边贸易流向与流量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分析

工具 "随后 Li rm em an n (1966) 在上述引力模型的基础上 , 又引人了人口变量和贸

易政策变量 , 极大地丰富了引力模型 "在 Li nn em an n 的实证检验中 , 双边贸易流量

与人口变量呈负相关 "继 Lirm em an n之后 , 经济学界对引力模型的扩展更多地体现

在增加解释变量 , 以验证某种因素是否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 , 并测度其影响程

度 "这些新的解释变量涵盖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 从单纯的地理因素 , 比如将国

家间距离进行陆路 !海路的区分 , 考虑是否共享边界 , 到人文因素 , 考虑是否通用

语言 , 有无殖民关系 , 以及一些非常具体的因素 , 比如能源价格的变动对贸易的影

响 , 食品案例标准的变动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等等 "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 引力模型已经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研究双边贸易流量和

流向的有力分析工具 "大量的国内外学者运用该模型对影响贸易量的因素进行了研

究 "Bergstand (1989) 运用 1965年 ! 1966年 ! 1975年 ! 1976年 O EC D 国家的贸易

数据 , 进行了行业贸易量的研究 ; K oo ! K are m era and Taylor (1994 ) 运用面板数

据 , 利用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 , 研究了单个农产品 ) 肉制品的贸易流向 ; M c一

C al lu m (1995) 利用引力模型对加拿大各省之间以及加拿大某省与美国某州之间的

贸易流量进行了研究 ; A nd er son 和 W inc oo p (2001 ) 利用弓}力模型和 C GE M 模型分

析了 O ECD 国家 !共同货币区及 N A FTA 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对贸易福利的具体影

响 ; Carr er e Cel in e (2005) 则利用这一模型对区域贸易协定签订前后的贸易效应进

行了评估 ; 姜书竹 !张旭昆 (2003) 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东盟各国双边贸易量

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和考察 , 并以此为依据估计了我国与东盟的贸易潜力 ; 李秀

敏 !李淑艳 (2006 ) 利用引力模型对东北亚国家进行了实证检验和潜力分析 "

2.变量的选取与资料来源

(1) 模型说明

为研究 1999年以来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流量的影响因素 , 本文构建了我国汽

车制造业出口弓}力模型 :

Ln云印"=几+刀, InAuto, +刀, In乙+几InD "+几InllT +几口尸五刀瓦尺沼+八RTA + u"
式中 , In ExP ij 表示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额的自然对数 , In A ut ni 为我国名义汽

车工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 , 鉴于本文研究的是单项产品的引力模型 , 因此选用我国

汽车制造业的产值更能准确地反映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供给能力 "汽车制造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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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越大 , 潜在的出口能力越大 , 双边贸易流量也越大 , 预期 In A ut oi 的估计系数

为正 "In yj 为进口国名义 GD P 的自然对数 , 反映了汽车制造业进口国的进口需求能

力 , 经济规模总量越大 , 潜在的进口能力越大 , 双边的贸易流量也越大 , 预期 in yj

的估计系数为正 "In Di i表示我国与进口国首都之间距离的自然对数 , 按照地表距

离计算 , 以千米为单位 , 通常代表运输成本的高低 , 从而成为阻碍贸易的重要因

素 , 预期InDi j的估计系数为负 "Inl lT 为两国人均G D P之差的绝对值 , 表示由人均

收入水平决定的双方需求水平的相似程度 , 即林德尔的 /重叠需求 0, 该指标反映

了两国的产业内贸易状况 , 其值越小说明两国存在着重叠需求 , 发生产业内贸易的

可能性越大 , 预期 In ll T 的估计系数为负 "O PEN N ESS 为进 口国i的贸易依存度 , 即

进出口贸易在一国G D P 中所占的比重 "一般而言 , 该值越大 , 说明进口国对贸易

的依赖程度越高 , 其进口贸易水平也越高 , 预期 O PE N NE SS 的估计系数为正 "R TA

为虚拟变量 , 反映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互惠条件 , 当两国同属于某个贸

易组织时 , 由于优惠贸易条件的作用 , 双边的贸易量会增加 "当两国同属相同的

贸易集团时取 1 , 否则取 0 " APE C (亚太经合组织 ) 是我国较早加人的区域经济

合作组织 , 我国汽车制造业许多重要的贸易伙伴都是 A PEC 的成员 "因此 , 本文

在对双方的特殊经济合作关系进行考察时 , 主要根据进口方是否属于 A PEC 成员来

作出判断 "

(2) 样本选取

本文按照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C O M M TR A D E ), 选取了201 0年与我国

汽车制造业 (SI TC , 78 章产品 ) 贸易往来最密切的40 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贸易伙

伴遍布亚洲 !欧洲 !非洲 !拉丁美洲 !北美洲 !大洋洲 , 包括美国 ! 日本 ! 中国香

港 !俄罗斯 !德国 !英国 !丹麦 !韩国 !伊朗 !意大利 !法国 !尼 日利亚 !越南 !

巴西 !阿联酋 !乌克兰 !印度尼西亚 !阿尔及利亚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加坡 !

荷兰 !印度 !墨西哥 !埃及 !南非 !沙特阿拉伯 ! 马来西亚 !阿根廷 ! 泰国 !波

兰 !智利 !叙利亚 !哈萨克斯坦 !委内瑞拉 !比利时 !土耳其 !瑞士 !古巴 !秘鲁

等国家或地区 "鉴于我国与香港地区的贸易绝大部分属于转口贸易 , 所以在研究中

将其剔除 , 最终选定39 个国家作为分析对象 "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约占我

国汽车制造业对外贸易总量的80 % 以上 ,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国汽车制造业的

出口状况 , 有利于对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进行估算和预测 "

(3) 资料来源

我国对各样本国家的出口数据 , 来 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U N C O M 一

M T RA D E ) SIT C第三修订版下的数据 "各样本国家的G D P来自联合国N ati on al A c一

eounts M ain A g盯egates D atabase "两国之间的距离 , 使用的是各国首都或经济中心

之间的距离 , 大部分数据通过网站 ~ .ind 已co m 中的 /距离计算器 0 (Di st an ce

Caleulator) 计算得出 "贸易依存度根据联合国 National A eeounts M ain A ggregates

D at ab as e和商品贸易数据库中的数据测算得到 "
本文采用 Evi ew S 6. 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 应用的是面板数据 (亦称平行数

据) 分析方法 "面板数据模型包括三种类型: 混合回归模型 !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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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鉴于样本数据的有限性 , 而且是典型的 /宽而短 0 的数据类型 , 因而本文在

研究时采取了混合回归模型 "

三 ! 基于引力模型的我国汽车制造业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 2000一2010年我国与主要汽车制造业出口目标国的面板数据 , 运用

E vi ews 6.O进行回归分析 , 结果如表 1所示 "

从 以上的回归结果可 以看 出 , 表 1 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各个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预

期符号均相同 , 且都能通过显著性

检验 , 多数还能达到较高的显著性

水平 "其中 , 我国汽车工业产值 !

进 口国的G DP ! 贸易双方的距离均

能在 1% 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

双方是否同属同一贸易集团在 5% 的

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 双方人均

G D P 之差的绝对值在 10 % 的水平下

通过显著性检验 ; 进 口国的对外贸

易依存度在 25 % 的水平下通过显著

性检验 "同时 , 方程通过 F检验 , 表

明该模型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P值

C 一10 .8 8 2 ()2 1 .6 5 0 76 8 一6 -59 2 09 2 O 刀0 00

I n A uto 1 45 4 69 1 ()兀)7 7 90 5 18 .6 7 26 1 O 一0 0 00

0 .54 2 95 9 O 一0 5 6 7乌0 9 t5 6 75 4 5 O 一0 0 00

一0 .2 9 7 17 5
O 刀8 4 23 6 一3 .5 2 78 9 3 0 刀0 05

0 力8 6 22 1 0 刀4 52 2 3 1 9 0 65 9 6 ().0 5 73

O P E N N E S S 0 .17 24 8 9 0 .1 113 6 8 1.5 4 88 2 3 0 .122 3

O之1 93 8 1 0 .10 88 7 5 2刀1 49 7 7 0 .0 44 6

决定系数尺2= ".706 , 调整后的R竺=0.701 ;

F统计值= 153.153 , P 值=0刀00000 ;

D W 值=2.026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

的总体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调整后的R Z为 0.701 , 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

度 , 反映出引力模型对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贸易的相关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根

据这一回归分析 , 可以得到如下引力方程 :

LnExP "二一10#88+1#45InA /to ,+0#54In耳一0#3In几+0#09InllT +0#17OpENN尺弥+0#22RTA +u,

该方程表明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额与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我国汽车制造

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正相关 , 与进口国的距离负相关 "同时 , 加人共同的贸易集团对

我国与集团内其他成员之间汽车制造业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根据上述模型可以看

出 ,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 我国国内汽车工业产值每增加 1% , 将带动我

国汽车制造业出口1.45 % "进口国经济规模的弹性估计值为 0.54 , 表明在其他条件

保持不变时 , 进口国G D P每增加 1% , 将对我国汽车制造业的进口需求增加 0.54 % "

阻隔系数为一0. 3 , 表明进口国到我国的距离每增加 1% , 我国对其汽车制造业出口

将下降 0. 3% , 表明运输成本与距离一样 , 是阻碍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的主要因

素 "两国人均 G D P之差的绝对值对我国出口贸易量变化的影响不是非常大 , 只有

0. 09% 的影响力 "贸易依存度对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系数为 0.17 , 说明进 口

国贸易依存度每上升 1个百分点 , 我国的出口将增加 0.17 % "R TA 的回归系数表

明 , 当其他因素不变时 , 我国对同一贸易集团内成员的汽车制造业出口额比对非成

员汽车制造业出口额高出 24.53% [e-)2,,38,一1=0.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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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潜力预测

在大多数研究中 , 对两国之间贸易联系的判断主要依据双边贸易额的大小 "当

双边贸易额较小或相应的贸易比例较小时 , 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不密切 ; 反

之 , 则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这样的研究由于忽略了影响贸易的因

素 , 比如: 不同国家的经济规模 !人均收入水平和距离等因素对贸易的影响 , 难免

缺乏说服力 "鉴于此 , 本文借助于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回归引力模型 , 对我

国与世界主要汽车制造业进口国之间的贸易发展潜力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 , 运用引

力模型模拟 /理论 0 或自然状态下的潜在出口额 , 对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贸易潜力

进行测算 ; 然后 , 根据实际出口额与模型预测的理论出口额之间的比例来判断两国

之间的贸易关系 "本文采用胡求光和霍学喜 (2008) 的标准 , 将实际贸易额与理论

贸易额比值大于2 的国家称为贸易潜力衰退型市场 ; 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比值

小于2大于 1的国家称为贸易潜力饱和型市场 ; 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比值小于

1大于 0.5的国家称为贸易潜力挖掘型市场; 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比值小于0.5

的国家称为贸易潜力巨大型市场 "

本文依据引力模型 , 计算出 201 0年我国对主要汽车制造业贸易伙伴国出口额

的估计值 , 并按实际值与估计值的比值大小将 39 个国家分为四类 , 如表 2所示 "

表 2 我国汽车制造业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

(单位 : 美元 )

类类型型 !月家家

贸贸易潜力衰退型型 阿尔及利亚 (2.6 1)) ! 占巴 花17 ) !丹麦 (2.12) !埃及 (2.00) 伊朗 (2.53) !尼日利亚 (3通6) !叙利亚亚
(((((2之l) !乌克件 (2夕l) !越南 (2 13)))

贸贸易潜力饱和型型 阿根廷 (l它3) ! 巴西 (104) !智利 (l乃9) , 印度尼西亚 (1.08) !秘鲁 (1.1引 !南作 (1.41) !阿联酋酋
(((((1 35) !美国 (1.64)))

贸贸易潜力挖掘型型 澳大利亚 (0.56 )!法国 (自.57) !德}司(O名6)!意大利 (O,65) !日本 (0 85 )!哈萨克斯坦 (O石9) !马来西亚亚111O石9)!墨西哥 (0.59) !荷竺(0.61) !韩国 (0.56) !俄罗斯 可088 )!沙特阿拉伯 (()了2 )!新加坡 (O石7) !泰泰

国国国 (O石l)!英国 (07引 !委[LJ瑞拉 (0.86)))

贸贸易潜力巨大型型 比利时 (0 36) !加拿大 (1244) !印度 (O石9) !波兰 (04 4) !瑞士 (0.42) !上耳其 (043)))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 ([ 囚C( )M T尺AD E ) 汁算整理

1.贸易潜力衰退型

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 !古巴 !丹麦 !埃及 !伊朗 !尼日利亚 !叙

利亚 !乌克兰和越南 , 共计9个国家 "这些国家从我国实际进口的汽车制造业产品

都已经超出预测值的 1倍以上 "这主要是因为 , 这些国家大多为亚 !非 !拉地区的

发展中国家 , 有些国家的发展水平甚至远远落后于我国 , 我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

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 , 而且双方的贸易很少受到贸易壁垒的影响 "与这类贸易伙伴

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 , 大力培育其他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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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发展的各种因素 "

2.贸易潜力饱和型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印度尼西亚 !秘鲁 !南非 !阿联酋 !美国等8个国家均

属于这种类型 "我国与这些国家的汽车贸易实际值与估计值的比值维持在 1左右 ,

表明实际值与理论预测值基本一致 "这意味着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已经达到了饱

和状态 , 要想保持对这类国家出口的持续稳定 , 必须促使我国汽车制造业向多样化

和高质量发展 "

3.贸易潜力才它掘型

属于这一类型的国家比较多 , 包括澳大利亚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 日本 !哈

萨克斯坦 ! 马来西亚 ! 墨西哥 ! 荷兰 !韩国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 泰

国 !英国和委内瑞拉等 16 个国家 , 占40 % "这也反映出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贸易

潜力的主要特征 "据测算 , 我国汽车制造业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实际值与模型估

计值的比率为0. 79 , 总体处于 /贸易不足 0 状态 "在汽车制造业出口方面 , 我国与

这类贸易伙伴之间一般存在较为严重的贸易壁垒或阻碍 , 与之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

的主要思路在于尽快排除阻碍贸易发展的障碍 "

4.贸易潜力巨大型

我国对比利时 !加拿大 !印度 !波兰 !瑞士 !土耳其的出口实际值与估计值之

间的比值均小于0.5 , 意味着我国与这类贸易伙伴之间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非

常大 "在这些国家中 , 有些是由于与我国人均收人差距较大 , 没有 /重叠需求 0;

有些是我国在汽车制造业出口上的竞争对手 "因为 , 必须结合每个国家的实际情

况 , 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当的发展策略 "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1) 影响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的积极因素依次为 : 汽车制造业生产总值 !进口

国的经济总量 !互惠贸易安排 !我国与进口国的人均 G D P之差 , 进口国的贸易依

存度 "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与上述这些因素均呈正相关关系 "

(2) 我国汽车工业总产值代表了汽车制造业的供给能力 , 是带动我国汽车制造

业出口的主要因素 , 并且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增长的比例超过了其产值增加的比

例 , 说明我国具备了汽车制造业出口的优势 "

(3 ) 制约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的消极因素为我国与出口国之间的距离 , 这也是

与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的唯一一个负相关的因素 "一般而言 , 两国距离越大则运输

成本越高 , 信息交流越困难 , 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也越大 , 因此限制了贸易往来 "

而亚太经合组织对其成员内的汽车制造业贸易有促进作用 "

(4) 总体上 , 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大多数贸易伙伴属于贸易潜力待挖掘型 , 表明

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

2.政 策建议

(l) 从长期的经济发展来看 , 一国的出口必须由该国国内产业的发展作为支

一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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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 "因此 , 要想扩大汽车制造业的出口, 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汽车制造业 "而大力

发展我国汽车制造业不仅要体现在数量上 , 更要体现在质量上 ,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

(2) 我国拓展汽车制造业出口贸易时 , 应优先选择那些经济规模较大 , 而且经

济能够持续 !快速发展的国家 "此外 , 鉴于我国汽车制造业出口在个别市场的扩张

趋势过于强烈 , 而在另一些市场的表现又过于收敛 , 因此要在保证传统市场进口需

求的同时 , 抓住时机开发新兴市场 , 特别要更多地定位于有潜力的新兴市场 "

(3) 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 , 尽可能消除贸易壁垒 "同时 , 还可以采取

一切必要的措施大力发展边境贸易 "地理上的空间距离难以更改 , 但是可以培育 !
发展我国的贸易伙伴 "我国有漫长的边界 , 周围有众多的邻国 , 如果与他们建立正

常的贸易关系 , 空间距离的阻隔作用将会大大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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