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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华等：

中国对拉美国家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总量与技术结构视角

赵国华，赵子薇
（河北师范大学 商学院，石家庄 050024）

摘 要：本文首先通过计算中国对拉美七国四类制成品出口密集度等，分析中国对拉美地区制成品出口结构；通过考察中国和

拉美七国生产要素结构变化情况对中拉要素禀赋差异作深入分析，以期探究中国对拉美制成品出口结构背后深层次原因。然

后构建扩展引力模型分别从总量视角和技术结构视角探析中国对拉美货物出口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

值、中拉要素禀赋差异、中国货币自由度、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水平对中国向拉美出口总量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各影响因素

对不同技术类别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性。为实现中国对拉美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促进拉美地区经济更快发展，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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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00—2008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

地区）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为 33.33%，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同比下降 20.44%，2010—2019年年均增

长 5.76%，出口规模增速迅速放缓，可见国际经济环境对贸易影响之深远；2000—2020年拉美地区自中国货

物进口额占该地区货物总进口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升至 16.43%，说明中国在拉美进口市场中的地

位正不断提升。2005年智利成为第一个同我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地区国家，在这之后秘鲁和哥斯达

黎加先后同我国签署自贸协定，自贸协定的实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已为彼此经济发展带来了切实的推动作

用。然而目前中拉贸易结构仍然呈现出单一性、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同时中国出口产品在拉美市场面临来自

美国等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我国要优化出口商品质量和结构，稳步提升出口附加值。在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背景下，逐步推动实现中国对拉美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已经是刻

不容缓。鉴于此，研究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探究各影响因素对中拉出口总量的影响情况

及对不同技术类别制成品出口作用效果的差异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中国与拉美地区经济贸易研究的文献涵盖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农产品贸易、贸易结构、竞

争合作关系、贸易潜力测算等诸多方面。江时学（2018）指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机遇、挑战和举措。宋海

英和胡冰川（2019）判断了拉美替代美国出口各类主要农产品至中国的潜力，划分为潜力有限型、较大型、巨

大型，认为潜力发挥受拉美农产品质量、跨国粮商全产业链控制模式、农产品贸易营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其中也不乏关于中国向拉美地区出口贸易的探究，黄繁华和张湘莎（2012）从三种不同角度实证分析影响中

国对拉美出口主要影响因素，并同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国出口进行比较分析，借助传统引力模型测算出口增

长潜力。刘春鹏（2017）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分析各阶段中拉农产品双向贸易变动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需求

因素为中拉农产品双向贸易变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张春宇等（2017）49⁃56借助引力模型将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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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流量、存量引入模型中，分别实证研究中国自拉美进口、对拉美出口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对拉美直

接投资流量对中拉进口、出口均无显著影响，长期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对中国自拉美进口产生正向影

响，对出口为负向影响。马文秀和孟彤（2018）通过三种指数评估 2000—2015年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

成品出口竞争力。Narins（2018）基于 1995—2013年贸易数据，借鉴已有研究提出的 TECH（technology）评分

方法，测算中国、欧盟、美国分别对拉美九国出口的总体技术复杂程度，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对拉美出口商品的

绝对技术复杂度在提高，但与欧盟和美国相比中国出口到该地区的技术复杂度仍属低到中等。董月洁

（2019）以包含拉美十三国在内的 33国为样本，用扩展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向拉美出口、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量

影响因素，估算相应出口潜力。还有研究将侧重点放在中拉在出口领域的竞争合作关系上，孔帅等（2019）
115⁃128通过对 2000—2015年中国与拉美国家不同类别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和美国市场所占份额的计算、双边

贸易技术结构等的分析，探析中拉在出口领域竞争合作关系。

在已有研究中扩展引力模型可以用来解决与贸易相关的诸多问题，包括分析影响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

控制其他变量以研究某一特定因素对贸易的影响情况、测算贸易潜力、估算贸易效率等。吴丹和吴野（2020）
在测算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基础上构建扩展引力模型，分析中国自“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影响因素。孙玉红

等（2021）65⁃71通过建立扩展引力模型将自由贸易协定（FTA）深度设定为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其他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发现 FTA深度显著正向影响中国服务业出口及相应国内增加值。

通过梳理、总结、归纳以往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关于中国向拉美地区出口的研究，主要包含出口概况、

经贸关系、出口影响因素、出口潜力等，具体到产业领域包括对中拉农产品、不同技术水平产品、工业制成品

等出口贸易的探究，而依照不同技术水平制成品分类对中国向拉美出口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

较为匮乏。Lall（2000）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二修订版中的三位数编码将出口产品分为初级产品、

制成品（制成品分为资源密集型、低技术、中等技术及高技术四类，前两种制成品可被认为拥有简单技术，后

两种拥有复杂技术）和其他产品，表示该分类法综合普遍使用的分类法（按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等划分）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建议的更详细分类法并进行一定的拓展。本文参考这一产品技术分类方

法将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制造业出口产品分类，分为资源密集型、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成品，初级产品

和其他产品在中国对拉美国家货物出口中占比较低，故未专门做研究。

本文首先通过计算 2010—2019年中国对拉美 7个国家四类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

出口密集度，分析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制成品出口结构；通过考察中国和拉美七国生产要素结构变化情况对中

拉要素禀赋差异作深入分析，以期探究中国对拉美制成品出口结构背后深层次原因。然后尝试构建扩展引

力模型分别从总量视角和结构视角探析中国对拉美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探究各影响因素对出口总量

的作用情况及对不同技术类别制成品出口作用效果的差异性，最后提出结论与建议。

三、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制成品出口结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2019年在中国对拉美国家货物出口总额中墨西哥、巴西、智利、哥伦比亚、

秘鲁、巴拿马和阿根廷始终排在前七位，2001—2019年这七国自中国货物进口额在拉美自中国货物进口额

中占比呈现出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2008年以来该比重始终在 80%以上，2019年高达 85.02%。因此通过计

算中国对这七个国家的具体产业出口规模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及出口密集度，可大致了解中国对拉美地区

的制成品出口结构等情况。要素禀赋理论给出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据该理论，一国应出口密集使用本国相

对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从而获益。因此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本

文对中国和拉美七国要素禀赋差异作深入分析以期探究中国对拉美制成品出口结构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中国对拉美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

图 1显示了 2010—2019年中国对拉美七国货物出口中四类制成品每年所占比重的均值结果（以墨西哥

为例，通过对 2010—2019年每年中国对墨西哥某类制成品出口在总出口中占比求均值得出均值结果）。总

体而言，比较七国自中国进口中的高技术制成品占比均值，墨西哥最高，高达 43.13%，巴拿马最低，均值仅

8.11%；七国之中，中国对秘鲁的中等技术制成品出口在总出口所占比重均值最高，智利最低，分别为

35.36%、24.98%；对于低技术制成品，智利占比总体最高，均值达 49.79%，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则是巴拿马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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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最高，取值 22.91%；阿根廷、墨西哥、巴西主要自中国进口复杂技术制成品，2019年分别占从中国进口总

额的 72.04%、71.38%和 66%，智利、秘鲁、巴拿马、哥伦比亚主要从中国进口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制成品，2019
年分别占自中国进口规模的 73.8%、70.91%、66.23%和 64.32%（结合表 1）；除了巴拿马自中国进口资源密集

型制成品占比均值较高，其他国家的占比均值都未超过 11%。因此总体来看拉美地区自中国进口中资源密

集型制成品占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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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 UN Comtrade Database
图 1 2010—2019年中国对拉美七国制成品出口结构

表 1 2019年中国对拉美七国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

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

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占比（%）
低技术制成品出口占比（%）

中等技术制成品出口占比（%）
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占比（%）

墨西哥

8.09
17.35
31.96
39.42

巴西

10.65
21.48
37.34
28.65

智利

7.68
44.89
28.91
16.52

哥伦比亚

9.15
32.04
32.29
24.23

秘鲁

9.51
35.01
35.90
17.95

巴拿马

20.00
31.78
34.44
13.11

阿根廷

11.19
15.34
32.45
39.59

注：数据来自 UN Comtrade Database。

（二）中国对拉美制成品出口密集度测算

关于具体产业出口密集度测算与分析，本文参考张彬和余稳策（2021）给出的完善的指标公式，具体测算

公式如式（1）所示：

EXI dij = EX d
ij EXij

EX d
Wj EXWj

（1）
其中：i、j分别代表中国和拉美国家；d代表产业；EXI dij 代表中国对拉美国家（j）产业（d）的出口密集度；EX d

ij 代

表中国对 j国产业（d）的出口额；EXij代表中国对 j国的货物总出口规模；W代表世界；EX d
Wj和 EXWj分别代表世

界对 j国在产业（d）的出口额、世界对 j国的货物出口总值。EXI dij 反映了 j国对中国产业（d）的依赖程度和中

国对 j国在产业（d）的市场渗透能力，数值越大，出口密集度越显著（数值大于 1）。

计算结果见表 2，2010—2019年中国对除巴拿马以外的 6个拉美国家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密集度均不

显著；而在低技术制造业方面，中国对这 7个国家的市场渗透力较强，其中中国对墨西哥的低技术制造业出

口密集度呈现出先升后降之后平稳的走势，中国对智利总体呈下降趋势，前期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中国对巴

西前期较为稳定，2017年开始下降，对其他四国则表现出较小的波动性；通过观察发现巴拿马同其他六国呈

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中国对巴拿马的资源密集型、中等技术制造业市场渗透力基本上高于其他 6个国家，其

他两类制造业则表现出相反的情况；除巴拿马以外的 6个拉美国家对我国的中等技术制造业依赖程度总体

不高，但对我国高技术制造业依赖度较高，并且后者呈波动性走势，其中阿根廷的波动性较大。

通过数据及以上分析发现，总体而言拉美对我国资源密集型和中等技术制造业依赖度较低，拉美对我国

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依赖度较后者更低，契合前文关于中国对拉美七国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的计算及分析结

果，整体来看拉美对我国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依赖度较高，中国低技术制造业较其他三类制造业对巴西、

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市场渗透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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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对拉美七国四类制造业出口密集度

制成品类型

资源密集型

低技术

中等技术

高技术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墨西哥

0.44
0.39
0.41
0.44
0.50
0.57
0.59
0.55
0.55
0.54
1.35
1.50
1.62
1.67
1.80
1.73
1.58
1.41
1.42
1.42
0.66
0.63
0.65
0.67
0.71
0.76
0.74
0.82
0.87
0.91
1.89
1.86
1.80
1.87
1.82
1.64
1.74
1.86
1.79
1.68

巴西

0.55
0.56
0.57
0.61
0.58
0.63
0.70
0.57
0.58
0.58
2.69
2.91
2.88
2.98
3.05
2.98
2.93
3.00
2.65
2.19
0.91
0.93
0.93
0.93
0.99
0.95
0.87
0.98
1.00
1.07
1.71
1.74
1.64
1.60
1.47
1.31
1.46
1.57
1.57
1.62

智利

0.32
0.33
0.33
0.35
0.36
0.40
0.42
0.37
0.43
0.41
3.54
3.73
3.75
3.49
3.37
2.95
3.03
3.01
2.99
2.81
0.70
0.74
0.76
0.76
0.76
0.72
0.67
0.74
0.76
0.85
1.32
1.38
1.05
1.11
1.03
1.02
0.94
1.08
1.14
1.15

哥伦比亚

0.65
0.57
0.50
0.46
0.39
0.39
0.42
0.38
0.42
0.43
2.19
2.27
2.44
2.37
2.58
2.61
2.60
2.62
2.54
2.52
0.95
1.00
0.94
1.05
0.98
1.02
1.02
0.96
0.93
0.97
1.07
0.99
1.12
1.08
1.13
1.05
1.09
1.19
1.16
1.14

秘鲁

0.59
0.54
0.55
0.48
0.51
0.55
0.57
0.48
0.45
0.47
2.33
2.48
2.50
2.65
2.51
2.33
2.44
2.53
2.34
2.31
1.00
0.96
0.91
0.91
0.91
0.93
0.86
0.95
1.02
1.01
1.40
1.54
1.42
1.37
1.35
1.15
1.27
1.46
1.47
1.28

巴拿马

1.89
2.67
0.98
1.18
1.24
0.74
0.66
0.82

1.18
1.29
1.21
1.32
1.19
1.32
1.36
1.50

1.42
1.20
1.47
1.29
1.22
1.48
1.69
1.10

0.13
0.13
0.21
0.24
0.31
0.33
0.46
0.67

阿根廷

0.60
0.45
0.54
0.54
0.63
0.63
0.67
0.68
0.62
0.70
1.68
1.74
1.67
1.65
1.62
1.54
1.71
1.73
1.67
1.53
0.71
0.71
0.70
0.71
0.89
0.79
0.76
0.73
0.77
0.78
1.96
2.41
2.40
2.66
2.06
1.93
1.82
1.91
2.19
2.03

注：数据来自 UN Comtrade Database，其中 2018年、2019年巴拿马自世界进口数据缺失，因此分析中不包含这两年中国对巴拿马各产业出口密集度。

（三）中拉要素禀赋差异
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引起各国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而一国要素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国家政策

制度、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将改变一国生产要素结构，进而使国家生产产品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从而调整

和改变一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参考杨高举和黄先海（2014）、伍德（2017），选取一国土地面积、劳动力总

量、专利授权总量分别衡量国家自然资源、劳动要素、技术要素，通过计算另外两种要素同劳动要素之比、资

本劳动比考察中国和拉美七国在 2010—2019年间生产要素结构变化情况，借鉴余剑和谷克鉴（2005）的做法

采用人均储蓄衡量资本劳动比，计算结果呈现于图 2。下面结合图 2进行分析，从其他三种要素同劳动力数

量相比的要素结构来看，中国和拉美七国要素禀赋存在较大差异；十年间中国土地劳动比始终低于拉美七

国；10年间中国技术劳动比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增势平稳，且始终高于拉美七国，与拉美七国差距较大；

2010—2019年中国和拉美七国中资本劳动比总体呈上升走势的有中国和巴拿马，智利资本劳动比前期高于

中国，但在 2013年开始下降，被中国反超，后期则动态变化不大，巴拿马资本劳动比前期低于中国，后反超中

国，但始终未同中国拉开较大差距，十年间中国资本劳动比始终位于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阿根廷

之上，且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综合来看，2010—2019年中国的生产要素结构在不断调整优化。可大致推断

111



技术经济 第 41 卷 第 2 期

中国相较于拉美七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中应具备比较优势，拉美七国相较于中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

产中应具备比较优势，中国相较于部分拉美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等）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中应具备比较优

势。这一推断与中拉制成品出口结构乃至进出口贸易结构现状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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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土地面积、劳动力总量、人均储蓄（总储蓄/人口总量）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

专利授权总量数据取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

图 2 2010—2019年中国和拉美七国生产要素结构

四、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一）扩展引力模型构建

参考张春宇等（2017）49⁃56、孙玉红等（2021）66⁃67、周冲和周东阳（2020），本文基于贸易引力模型设定如下实

证分析模型：

lnEXijt = β0 + β1 lnGDPjt + β2GDP_BFCY + β3 lnMFit + β4FTAijt × lnMFit + β5 ln OFDIjt + uj + εijt （2）
其中：i、j分别代表中国和拉美国家；t代表年份；基于出口总量视角作实证分析时，EXijt代表 t年中国对 j国货

物出口贸易总额；基于出口产品技术分类视角进行实证分析时，EXijt则表示 t年中国对 j国各类制成品出口贸

易额；GDPjt代表 j国 t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借鉴 Orefice和 Rocha（2014）衡量两国要素禀赋差异所用指标，

令 GDP_BFCY = || ln ( )PCGDPit - ln ( )PCGDPjt ，其中 PCGDPit、PCGDPjt分别代表 t年中国和拉美 j国人均 GDP；
MFit代表中国在 t年的货币自由度，衡量价格稳定性及对价格的控制程度；FTAijt反映中国同 j国在 t年自由贸

易协定生效情况，为简化分析同时能将自贸协定升级考虑在内，做以下设定：如果协定生效取值为 1，如果是

升级议定书生效取值为 2，未签署协定或协定签署未生效取值为 0；FTAijt × lnMFit简称为自贸协定生效情况

与中国货币自由度的乘积交互项，将该指标纳入模型中，是因为考虑到中国物价稳定对中国出口至拉美国家

的促进作用会通过自贸协定的实施进一步加强，即自贸协定生效情况对中国货币自由度同中国向拉美国家

出口的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OFDIjt为 t年中国对 j国直接投资存量在中国 GDP中所占比重，反映中国对 j国

对外直接投资水平；uj代表个体固定效应，用来捕捉异质性，描述拉美进口国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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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额的影响，即不同拉美进口国拥有不同的截距项；εijt代表随机扰动项，独立同分布且与 uj不相关。由于

样本国家集中在拉美区域，同我国地理距离差异性较小。因此模型构建中未考虑该因素。

（二）使用数据说明
基于模型实证分析所需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 2019年拉美国家自中国货物进口排在前 22位的国家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的 16个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

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2010—2019年的数据纳入

回归分析样本中，最终得到观测值为 160的面板数据。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样本期间内中国对这十六国货物

出口额占中国对拉丁美洲货物出口总额均超过 92%，可以较好地代表中国对拉美出口特征。

实证分析贸易额数据来自 UN Comtrade database，解释变量相关说明见表 3。模型回归前需将数据中的

名义值转换为实际值，以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模型中涉及的 GDP和人均 GDP数据均为基期是 2015年的实

际值，贸易额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原始数据均以现价美元度量，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978=100，即 1978年该指数取值为 100）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0=100，即 1990年该指数取值为

100），借鉴英国工业生产指数的不同基期指数衔接方法（刘亮，2000），计算 2015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利用两种价格指数分别获取贸易额、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实际值。

表 3 解释变量预期符号、数据来源及说明

解释变量

lnGDPjt
GDP_BFCY

lnMFit

FTAijt × lnMFit

lnOFDIjt

预期符号

+

+

+

+

+

说明

值越大，说明出口对象国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越高，进口额会增加，
进而自中国进口商品增加

值越大，代表贸易双方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差异越大，依据要素禀
赋理论，会促进双方贸易。因此会促进中国对拉美国家出口

值越大，表示中国物价越稳定，对价格的控制程度越低，越有利于
出口

中国物价稳定对中国出口至拉美国家的促进作用会通过自由贸
易协定的实施进一步增强

反映中国对 j国 t年直接投资水平，依据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
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最终会带来贸易额提升，即母国对东道

国出口会上升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

按公式计算，其中人均 GDP数据来自 UNCTAD数据库

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情况来自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自《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统计公报》《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GDP数据来自 UNCTAD数据库

五、基于出口总量视角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全文实证分析均使用 stata16.0软件，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见表 4，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取值都在 1附近，平均膨胀因子为 1.19，容许度 1 VIF较高，有的甚至接近于 1，故回归模型受多重共线性

的影响较小。

表 4 方差膨胀因子

变量

VIF

lnGDPjt
1.46

lnOFDIjt
1.31

GDP_BFCY

1.17
FTAijt × lnMFit

1.01
lnMFit
1.00

（二）模型的选择
对于模型（2），首先检验是否存在 uj，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l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 model，LSDV）

回归结果显示部分个体虚拟变量相应的 P值小于 0.01，通过 1%显著性检验，加入 uj合理。选用固定效应模

型（FE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E模型）仍需检验，豪斯曼检验不适用于异方差情形，故参考Wooldridge
（2010）和陈强（2014）作以下辅助回归：

Yijt - θ∧ -Y ij = ( )X ijt - θ∧ -X ij

'
β + ( )X ijt - -X ij

'γ + é
ë
ê

ù
û
ú( )1 - θ∧ uj + ( )εijt - θ∧ -ε ij （3）

其中：Yijt代表被解释变量，对时间求平均得到
-Y ij（下同）；X ijt代表解释变量所组成向量；β、γ为待估参数向量；

θ
∧
取自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该检验原假设为 γ = 0，拒绝原假设即拒绝随机效应。检验统计量对应的 P

值为 0.0000，在 1%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故采用 FE模型对该样本进行估计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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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实证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据表中第 2列，ρ = 0.946，说明复合扰动项中个体效应 uj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验

证使用 FE回归的合理性，F统计量对应的 P值概率较小，表示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拉美国家 GDP对中国

出口产生正向影响，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固定其他因素，拉美国家 GDP增加 1%带来中国向拉美国家

出口增加 1.346%，表明拉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作用较大；GDP_BFCY同中国向拉美国家

出口额在 5%显著性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中拉要素禀赋差异越大，中国对拉美地区出口总量会增多，反映近

年来中国对拉美出口增长部分源于要素禀赋差异性。因此中拉贸易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中国货币自由度

同中国对拉美出口总量在 1%显著性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弹性系数为 3.288，该指标衡量一国价格稳定性

及对价格的控制程度，中国的物价稳定程度会对出口产生较强的影响，而我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

定性作用将会对出口产生积极的促进效果；自贸协定生效情况与中国货币自由度乘积交互项对中国向拉美

出口的影响不显著，未通过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回归系数大于 0，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同中国签

署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数量较少，自贸协定覆盖范围有待扩大，落实零关税产品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并非一

步到位，回归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与拉美国家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更加凸显对协定

实施情况适时评估、不断完善自贸协定内容、加快谈判进程的重要性；固定其他因素，中国对拉美的对外直接

投资水平每增加 1%将显著带来中国向拉美出口额增

加 0.049%，带动作用较小，可能同中国对研究样本中

的拉美国家直接投资额较小有关，据《2019年度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年末中国对样本中拉

美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共 172.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

接投资存量 0.78%。

为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RE回归结果也在表 5
中列出，此外采用 t年中国对拉美 j国对外直接投资存

量（OFDICjt）（数据来源见表 3）替换 OFDIjt进一步考察

估计结果稳健性情况。观察表 5的第 2和第 3列，解释

变量系数估计结果的符号一致且均符合预期，除

FTAijt × lnMFit之外其余解释变量在 5%显著性水平上

均统计显著；接下来对比解释变量 lnOFDIjt 更换为

lnOFDICjt之后的回归结果变化情况，解释变量系数估

计值变动很小，显著性大致相同，模型估计有较强稳

健性。

六、基于出口产品技术分类视角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
各影响因素对不同技术水平产品出口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故下面将深入探析中国对拉美不同技

术水平制造业产品——资源密集型、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制成品——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须明

确选择混合回归、FE、RE三种模型中的哪种更加合适，检验方法同上，结果见表 6，据检验结果实证研究资源

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影响因素选用 RE模型、研究另外三类制成品出口影响因素选用 FE模型。

表 6 各类制成品出口模型检验结果

原假设

不存在个体效应（LSDV法）

γ = 0

资源密集型制成品

拒绝

接受

低技术制成品

拒绝

拒绝

中等技术制成品

拒绝

拒绝

高技术制成品

拒绝

拒绝

注：四类产品对应模型 LSDV法检验结果中部分或所有个体虚拟变量相应 P值小于 0.05或 0.01；四类产品相应的 FE和 RE模型选择检验统计量对应

P值分别为 0.5301、0.0000、0.0101、0.0474，故除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 FE、RE模型选择检验接受原假设以外其余均在 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二）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为考察估计结果稳健性，将 FE和 RE回归结果在表 7和表 8中全部列出。据 RE（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

表 5 中拉基于出口总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或统计量

lnGDPjt
GDP_BFCY

lnMFit
FTAijt × lnMFit
lnOFDIjt
lnOFDICjt
常数项

P值（F或Waldχ 2）
ρ

FE
1.346***
（0.433）
0.477**

（0.204）
3.288***
（0.834）
0.016

（0.023）
0.049**

（0.021）

-26.255**
（11.490）
0.0002
0.946

RE
1.109***
（0.263）
0.487**

（0.190）
3.145***
（0.939）
0.033**

（0.014）
0.048**

（0.023）

-19.610**
（7.938）
0.0000
0.916

FE
1.324**

（0.448）
0.475**

（0.199）
3.366***
（0.837）
0.015

（0.023）

0.042**
（0.018）
-27.345**
（11.803）
0.0002
0.943

RE
1.098***
（0.268）
0.488***
（0.184）
3.238***
（0.931）
0.031**

（0.014）

0.042**
（0.019）
-21.065***
（7.948）
0.0000
0.915

注：括号内数字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通过 10%、5%、
1%水平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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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FE（另外三类制成品出口）回归结果（即表 7中第三列、第四列和表 8中第二列、第四列，下同），ρ都超过

0.94，说明复合扰动项中 uj占据主导地位，更加印证加入 uj回归的合理性，χ 2或 F统计量对应的 P值概率都很

小，表示模型整体拟合程度均较好。下面对 RE（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FE（另外三类制成品出口）模型实

证结果做深入对比分析。

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出口产品，拉美国家 GDP的增加和中国货币自由度的提高均能显著拉动中国对拉

美出口增长。拉美 GDP对中国向拉美出口高技术制成品影响的弹性系数最高，中等技术制成品紧随其后，

中国的货币自由度对中国向拉美出口低技术制成品影响的弹性系数最高，表明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的国家更倾向于多进口包含高技能的复杂技术制成品，而物价稳定对于我国对拉美的低技术制成品出口而

言更为重要，这可能同低技术制成品技术含量较低，易于学习和生产，竞争方式主要依赖价格竞争有关，并且

我国低技术制造业存在设计、品牌运营和营销管理上的不足（段敏芳和左爽，2021），致使价格因素对中国低

技术制成品出口的影响作用相较于其他类别制成品更大。

中拉要素禀赋差异对资源密集型、中等技术制成品出口正向影响不显著，对低技术、高技术制成品出口

正向影响分别通过 5%、10%的显著性检验。拉美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对我国出口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和资

源密集型制成品，中国生产要素结构逐渐调整优化、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拉美自我国进口主要集中在工业制

成品，而且自我国进口中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占比较低，中拉要素禀赋较大的差异性使中拉贸易结构呈现出单

一性；拉美众多国家竞争力向资源密集型产品发展，2015年拉美十八国资源密集型、中等技术制成品出口占

总出口比重分别为 19.18%、30.11%（孔帅等，2019）121，124，许多拉美国家的生产集中在初级产品、资源密集型

产品和中等技术制成品领域，这可能是中拉要素禀赋差异对这两种产品出口作用效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同

时也是拉美对我国资源密集型和中等技术制造业依赖度较低的重要原因。

FTAijt与 lnMFit乘积的交互项同中国对拉美的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在 5%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关

系，同其他类型产品出口正相关关系均不显著，这使得此乘积交互项对中国向拉美国家出口总规模的影响不

显著。结果表明中国物价稳定对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至拉美国家的促进作用会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

进一步加强。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中哥自贸协定 2011年生效后产品立即降至零关税的占哥斯达黎加

总税目的 62.9%，哥方五年、十年和十五年内降至零关税产品占比分别为 4%、21.5%和 2.5%，保持最惠国关

税的占比 8.9%，查阅《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附件中的哥方关税减让表发现，五年、十年和十五年

内降至零关税的产品中低技术、中等技术、高技术制成品居多；中秘自贸协定生效后秘方五年和十年内降至

零关税产品在秘鲁总税目中占比分别为 12.94%和 14.35%，不做关税减让的占 8.05%；截至 2015年 1月 1日，

中智自贸协定货物贸易的降税进程已完成。许多低技术、中等技术、高技术制成品并非是在自由贸易协定生

效后立即采取零关税而是分阶段降低关税，保障出口市场不受到猛烈冲击，并且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拉美

国家数量仍然较少，这可能是 FTAijt 和 lnMFit 乘积交互项与这三类产品出口正相关关系均不显著的主要

原因。

对于四类制成品出口，中国向拉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均产生正向影响，但对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

的作用效果不显著。下面对该结果做出解释，研究样本中的拉美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一些国家或林业资源、

或水资源、渔业资源、或土地资源等其他自然资源丰富，吸引大量外资流入，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涵盖农业、

采矿业、基础设施、能源开发、制造业、金融等领域。墨西哥、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巴拿马和阿根廷相

较于中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中具备比较优势，总体而言相较于部分拉美国家，我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

复杂技术制造业具备比较优势，据 Kojima互补效应模型拓展，国际直接投资既是货币资本转移也是技术、知

识资本等转移，母国借对外直接投资转移比较劣势产业，投资东道国比较优势产业，资本溢出效应和技术扩

散使东道国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产业受益扩张，最终带来贸易额上升（康振宇，2017）。中国主要对拉美地区

国家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如能源开发等）进行投资，提高了当地比较优势部门产能，同时也会令当地比较劣

势部门获得扩张，中国将一些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出去，释放的生产要素便有机会流向比较优势产业，如资本

密集型产业、复杂技术制造业，比较优势部门生产能力得以提升，从而增加对拉美国家出口规模。因此中国

向拉美国家直接投资水平对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观察表 7和表 8，中国对拉美不同技术产品类别制成品出口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符号一致且均符合预

期，FE、RE两种模型系数估计值相差较小，模型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115



技术经济 第 41 卷 第 2 期

表 7 中拉简单技术制成品出口回归结果

变量或统计量

lnGDPjt
GDP_BFCY

lnMFit
FTAijt × lnMFit
lnOFDIjt
常数项

P值（F或Waldχ 2）
ρ

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

FE
0.612*（0.341）
0.230（0.228）
2.343***（0.746）
0.041*（0.022）
0.022（0.019）
-5.949（6.589）

0.0000
0.934

RE
0.693***（0.245）
0.215（0.216）
2.393***（0.785）
0.039**（0.015）
0.022（0.019）
-8.222**（4.169）

0.0000
0.943

低技术制成品出口

FE
1.272**（0.440）
0.584**（0.231）
4.366***（1.014）
0.011（0.029）
0.051*（0.025）

-30.206***（10.089）
0.0000
0.947

RE
1.043***（0.282）
0.587***（0.209）
4.216***（1.130）
0.035*（0.020）
0.049*（0.026）

-23.772***（6.816）
0.0000
0.926

注：括号内数字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通过 10%、5%、1%水平显著性检验。

表 8 中拉复杂技术制成品出口回归结果

变量或统计量

lnGDPjt
GDP_BFCY

lnMFit
FTAijt × lnMFit
lnOFDIjt
常数项

P值（F或Waldχ 2）
ρ

中等技术制成品出口

FE
1.566**（0.531）
0.373（0.232）
3.111***（0.989）
0.003（0.027）
0.065**（0.024）
-31.955*（15.053）

0.0001
0.948

RE
1.077***（0.238）
0.400*（0.210）
2.826**（1.170）
0.029**（0.012）
0.062**（0.027）
-18.286**（9.089）

0.0000
0.839

高技术制成品出口

FE
1.861***（0.132）
0.525*（0.255）
2.088*（0.983）
0.035（0.045）
0.087**（0.036）
-35.657***（5.953）

0.0000
0.966

RE
1.437***（0.158）
0.546**（0.245）
1.833*（1.093）
0.057（0.044）
0.083**（0.038）
-23.793***（7.573）

0.0000
0.896

注：括号内数字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通过 10%、5%、1%水平显著性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同样将 OFDIjt替换为 OFDICjt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列于表 9，对比前文 RE（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

口）、FE（另外三类制成品出口）模型回归结果，四类制成品出口模型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符号均未发生变

化、大小无较大变动，显著性情况基本无明显改变；横向比较来看，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相对大小未发生转

变。故模型估计结果具备较强稳健性，回归结果较为可靠。

表 9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或统计量

lnGDPjt
GDP_BFCY

lnMFit
FTAijt × lnMFit
lnOFDICjt
常数项

P值（F或Waldχ 2）
ρ

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

RE
0.687***（0.246）
0.216（0.214）
2.438***（0.785）
0.039**（0.015）
0.020（0.016）
-8.884**（3.984）

0.0000
0.943

低技术制成品出口

FE
1.248**（0.449）
0.582**（0.229）
4.446***（1.001）
0.010（0.029）
0.044*（0.020）

-31.348***（10.184）
0.0000
0.945

中等技术制成品出口

FE
1.536**（0.552）
0.373（0.228）
3.218***（0.995）
0.001（0.028）
0.056**（0.021）

-33.403**（15.549）
0.0001
0.944

高技术制成品出口

FE
1.815***（0.167）
0.533*（0.252）
2.258**（0.985）
0.032（0.044）
0.080**（0.033）
-37.668***（6.792）

0.0000
0.962

注：括号内数字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通过 10%、5%、1%水平显著性检验。

七、结论及建议

经过出口密集度等指标测算发现，总体来看，2010—2019年拉美自中国进口中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占比

较低；拉美对我国资源密集型和中等技术制造业依赖度较低，前者较后者更低，整体来看拉美对我国低技术

和高技术制造业依赖度较高，中国低技术制造业较其他三类制造业对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市场渗透能

力更强。从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三种要素同劳动力数量相比的要素结构来看，中国同墨西哥、巴西、智利、哥

伦比亚、秘鲁、巴拿马、阿根廷七国要素禀赋存在较大差异。之后通过构建扩展引力模型对这十年间中国与

拉美十六国的数据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基于总量视角和结构视角探析中国对拉美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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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拉美国家 GDP、中拉要素禀赋差异、中国货币自由度、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水平均对中国向拉美地区出

口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自贸协定生效情况与中国货币自由度的乘积交互项对中国向拉美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拉美国家 GDP的增加和中国货币自由度的提升均能显著拉动中国对拉美不同技术水平制成品出口的

增长，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更倾向于多进口包含高技能的复杂技术制成品，而物价稳定对我国

向拉美出口低技术制成品更为重要；中拉要素禀赋差异对资源密集型和中等技术制成品出口的正向影响不

显著，对低技术和高技术制成品出口的正向影响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中国物价稳定对资源密集型制成

品出口至拉美国家的促进作用会通过自贸协定的实施进一步加强；对于四类制成品出口，中国对拉美国家的

直接投资水平均产生正向影响，但对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在我国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及“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

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背景下，为实现中拉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拉美地区

经济更快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对于我国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制造业，可适当地将一部分生产转移至在此类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或

潜在比较优势的拉美国家。在低技术制造业着力打造中国的品牌优势，注重产品质量，改善营销管理模式，

努力向产品价值链上游转移。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对相应制造业企业提供支持和引导。此

外投资拉美地区的中国企业应严格遵守当地有关标准规则，如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关注企业生产运营效益

的同时关注对当地的社会影响，重视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保护当地环境、提升企业透明度等。

第二，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在增强中拉基础设施等领域互联互通的同时，应加强中拉电子商务领

域的合作，企业可以选择搭建合适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不断完善商品供应系统，了解并满足消费者的个性

化、多样化需求。

第三，积极加快中国⁃巴拿马自由贸易区、中国⁃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

圆满完成谈判进程，正在研究中的中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区争取早日启动谈判进程，对已生效的中⁃秘自由

贸易协定、中⁃哥自由贸易协定和中⁃智自贸区升级协定的实施情况进行观察和评估，并不断改善和优化，逐

步拓展拉美市场。

第四，中国从事对拉出口的企业应充分利用好自贸协定中各项优惠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出口成本，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位置，同时应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重视培育高级要素，生

产出更多具备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产品国际竞争水平。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创新生产模式，从而形成更加稳定的产业格局，实现出口产品种类多样化、出口市场多元化、出

口贸易结构升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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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Export Trade to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and Technology Structure

Zhao Guohua，Zhao Ziwei
（Business Colleg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Abstract：Firstly，China’s export density of four kinds of manufactured products to seven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so on were
calculated to analyze the export structure of China’s manufactured products to Latin America.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ep⁃seated
reasons behind the export structure of China’s manufactured products to Latin America，the changes of production factors’structure in
China and seve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ere investigated to deeply analyze the factor endowme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Secondly，the extended gravity model was built to analyz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merchandise exports
to Latin Amer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gregation and technology structur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tin American
country’s GDP，the difference in factor endowments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China’s monetary freedom，and the level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China’s total exports to Latin America，and the effects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on exports of manufactured product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technology are differ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ptimizing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export trade structure to Latin America，push forward th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promote fas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free trade agreement；technical structure of export；export density；factor endowment；gravity model；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鲁玉秀等：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影响 FDI区位选择吗？

鲁玉秀，方行明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成都 611130）

摘 要：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 FDI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基础上，采用中国 2011—2018年 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

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 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影响 FDI的间接作

用机制和系列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 FDI的流入，并以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加速 FDI流入，经过各

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实施宽带中国的城市、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经济

对强化 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刺激居民创业渠道影响 FDI。这些发现为

新时期中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并稳定外资找到了新思路并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数字经济；城市；FDI；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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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分

工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拥有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解决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所短

缺的外汇资金，也是发展中国家应用世界先进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

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公布的《2021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利用外商投

资金额达到 1490亿美元，同比增速 6%，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中国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巨大的市场

规模潜力吸引着外资源源不断的流入。然而，当下严峻的全球经济形势和国内逐渐上升的要素成本压力，也

加剧了国际引资竞争，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中面临着“外资是否会逃离中国”的挑战，如何稳定 FDI、特别是

高质量 FDI是各级政府实现经济提速增效目标、落实“六稳”工作部署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新时期，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数字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蓬勃发展。在国际公认的二十国集团

（G20）（2016）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将数字经济界定为“以使用数字化

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

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前沿（2021）》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超过 19万亿元，占 GDP的比值为 18.84%，2015—2020年数字经济平均增速

为 10.1%①，高于同时期 GDP约 8%的名义增速。数字经济的强劲发展是我国坚持自主创新和颠覆传统生产

方式的重大变革，也为对外开放注入了新的正向动力；尽管我国已经能够在国内形成比较完整的生产体系，

但是，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仍然是紧随世界先进技术潮流、创造产品多样化并共享全球化福利的必

要途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表明，我国利用外商投资正从规模导向、效率导向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刘建丽，2019），数字技术进步也为 FDI提供了重要机遇。那么，数字经济发展是否能够成为中国扩大对

外开放、稳定 FDI的新力量？是“抑制”还是“推动”了外资进入？其传导机制是什么？这是当下培育数字经

济新动能、扩大对外开放新格局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研究来看，和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收稿日期：2021⁃08⁃06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基金项目“数字经济能促进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吗”（JBK2107125）
作者简介：鲁玉秀，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经济；方行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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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数字经济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前沿（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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