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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文化产业融合对我国地方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政策选择”（Ｕ１４０４７０６）．

作者简介：喻莎莎（１９８４－），女，汉族，河南安阳人，经济学博士，西南石油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大国博弈形势下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经贸合作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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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关系的合作与对抗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格局 的 发 展 趋 势 的 重 要 因 素，两 个 大 国 的 博 弈 是 否 会 对 中 东 欧

等国经贸发展产生影响？本文运用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中国与中东欧１９个国家的进出口相关数据经济总量、进出口贸

易总量、人均收入、对外投资净流量等，以及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中美经贸摩擦案例数量和周期，基于引力模型下的回归

方程检验分析中美摩擦对中东欧经贸合作的影响结果。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还是取决于双方经济总量的增长 需 求，中 美 间 的 摩 擦 目 前 并 未 有 实 证 影 响，“一 带 一 路”政 策

也会积极推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双边贸易增长，双边进一步扩大合作能够改善中东欧国家整体收

入水平。研究结果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深度经贸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证实了新国际分工格局

下积极友好的政策关系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和收入条件的改善及优化，中美贸易摩擦的确会对第三方贸易国家产生

显著性有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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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２０１５年６月首届中国－中东欧博览会在宁

波成功举办之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进入

新一轮高峰 期，中 东 欧 板 块 成 为 中 国 连 接“一 带 一

路”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和交易平台。中东欧国家

从地缘上包括１９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

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

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黑山、马
其顿、阿尔巴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乌克兰。从经

贸合作历史看，中 东 欧 各 国① 的 经 济 体 制 和 市 场 依

赖性依旧和西欧国家联系紧密，与西欧国家贸易量

占其贸易总额一半以上，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历史性

政治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但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当

今世界国际价值链分工布局中的技术掌握者和生产

制造者，中东欧国家也参与了绝大数的中间产品制

造和交易环节，中国和美国的摩擦也必然会影响他

们的贸易价值和地位，特别是中东欧各国基本都是

小国产业政策，对国家市场依赖性强，这种特殊的政

治体制和经济结构使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产业政策战

略性导向非常相似，对开放程度要求也非常高。新

的技术带来了世界格局的改变，也促使贸易规则制

度发生转变，由于各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环节不同，中
间加工产品及最终制品的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巨大转

变，作为新兴国家的中东欧国家市场和中国市场具

有很强的互补性，２００９年时期中国与东欧国家的贸

易总额为３９０亿美元左右，２０１１年上升为６４７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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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幅高达６６％。２０１２年，中国与 中 东 欧 国 家 在

波兰华沙召开了“中国－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对于

扩大双边贸易合作规模达成了政治共识，双方贸易

总量一直稳步 增 长，持 续 保 持 在５％～８％的 速 率。

２０１５年的“一带一路”概念提出之后，双方进出口贸

易总量突破了７００亿美元，在２０１８年达到９４０亿美

元，增幅达到４４％。尽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

总量上升速度较快，但双方货物在各自国内市场的

占有率普遍不高，２０１６年之后中国逐渐成为中东欧

国家货物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无论是从政治交往角

度，还是经济 合 作 角 度 看，２０１８年 来 中 美 间 频 繁 发

生的贸易摩擦是否会影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未来经

贸合作的方式值得研究。
二、研究综述

中东欧国家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政治影响力上

都难以和中美抗衡，具有小国思维模式，而在大国发

生冲突与对立时，小国的战略选择对大国来说更为

重要。小国的追随倾向源自实力弱小，追随的对象

一般选择临近的强国，这样可以改变它的优势，避免

成为强国早期扩张的牺牲品。但也有学者持相反态

度，认为在大国竞争局势不明朗时，小国不会承担过

度依赖或得罪另一方的危险，甚至小国不仅不会与

崛起国结盟，还会和主导国一起对崛起国进行遏制。
尽管小国的战略选择不同，但对于大国而言，如何争

取小国的支持和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当小国

处于优势地理位置，或者具备优势资源，也是能影响

大国在国际市场话语权的关键所在。
关 于 中 国 与 中 东 欧 国 家 的 经 贸 合 作 关 系 的 研

究，已经有很多学者从政治合作、产业分布结构、贸

易 加 工、价 值 链 分 工 体 系 等 角 度 开 展 了 研 究，

Ａｎａｓｔａｓ＆Ｄｒａｇａｎ（２０１９）［１］认 为 中 东 欧 国 家 在 受 到

中国的政治 影 响 下 有 意 向 缩 减 与 西 欧 国 家 集 聚 效

应，选 择 与 中 国 建 立 更 好 的 政 治 经 济 合 作 关 系。

Ｇａｒｌｉｃｋ（２０１９）［２］则 认 为 中 国 与 中 东 欧 国 家 的 频 繁

合作影响了欧洲整体经济实力发展，使欧洲经济产

生分裂，但并没有发现具体证据可以证明分裂的存

在。Ｏｎｄｒｉａｓ（２０１８）［３］认 为 中 国 和 中 东 欧 国 家 的 平

台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更多的是中国软实

力在欧洲地区 的 扩 张 表 现。Ｈｅｒｒｅｒｏ（２０１７）［４］认 为

交通基础建设的投入会降低中欧之间的运输交易成

本，但 是 欧 盟 国 家 受 益 要 小 于 亚 洲 国 家 的 受 益。

Ｓｈａｎｇ　ＹＨ（２０１６）［５］认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主

要集中在中间产品竞争力上，相互的进口需求仍然

具有增长的潜力。１９８０—２０１８年，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共结对１６９对友好省州（城市），凸显了明显的地

域合作特征，而中欧班列的开通以及线路的丰富化

更好的促进了双边贸易数量的增加，但美国在中东

欧国家的地缘政治作用也不可忽略，特别是防务和

能源合作决定了其政治依赖方向。谢国娥（２０１８）［６］

使用突变级数法对东南亚和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环境

进行了比较，发现东南亚在对外开放水平和劳动力

可得性上明显优势，中东欧与中国的合作仍然具备

较大潜力，但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和合作。匡增杰

（２０１９）［７］使用泊松伪极大似然方法对影响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贸易潜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者合

作潜力较大，积极促进因素较多。赵书博（２０１９）［８］

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制度，强调了我

国推进贸易深入需要进一步简化税率，也说明了两

者间经贸合作过程中所面临的规则制度障碍较大。
王灏晨（２０１９）［９］提出，中东欧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中

最需要的 是 人 才 资 本 的 投 入。邓 靖（２０１９）［１０］通 过

对贸易竞争、贸 易 互 补、贸 易 密 度 等 指 标 的 实 证 检

验，得出中国加深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可以优化其

贸易环 境，提 升 欧 盟 经 济 体 的 综 合 实 力。袁 其 刚

（２０１９）［１１］通过中国对中东欧１１个国家投资的面板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更

多考虑的是收益性而非政治稳定因素。
尽管很多学者对中国与中东欧经贸合作发展做

了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但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化，中
美关系逐渐紧张，双方互相征收高关税已经对国际

中间产品的加工和制成品组装等分工布局产生了辐

射性影响，这种冲突是否影响到了中东欧经济发展，
尚未有学者对其开展实质性研究，这也是本文研究

的创新点所在，有学者认为中国和美国仍然不是东

欧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其进出口总量变化不能对

东欧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笔者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

体系的深入程度已经超出了以往任何时期，每一个

国家的工业生产结构都和国际局势息息相关，中美

贸易战的开始一定会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每一位成员

国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欧盟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

体，也不能独善其身，中东欧经济体作为新兴市场的

代表以及欧盟组合中“东大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不能从贸易争纷中完全剥离出来，更需要寻找新的

市场资源和新的机遇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
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发展现状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

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总体，无论

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存在着对立和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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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两者的贸易合作和贸易摩擦对其他经济体也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两种不同体制国家的实力对抗

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还是保持价值链制造

高低不同层次的分工合作模式，都是全球经济发展

参与 者 的 关 注 点。２０１７年 美 国 对 中 国 再 次 启 动

“３０１”调查并以加征高关税拉开了中美摩擦的序幕，
随后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开始了中美

贸易的关税战，也意味着国家要素市场以及国际分

工格局面临着再分配、再布局的问题，价值链的加工

环节也会随着贸易保护趋势加强而发生转移。根据

目前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中国有极大的可

能性会在未来１０年到２０年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

国，并主导新价值链分工体系，这也是美国全力遏制

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从要素禀赋上看，美国仍然

是保持资本密集要素优势产业，但美元的高发行量

导致“新特里芬两难”问题，使美国国家信用地位不

断下滑，同时缺乏产业生产的基础动力使美元的价

值体系地位有所动摇，这将直接影响美国的要素优

势。而中国则是借助低成本劳动力土地资源要素优

势长期依赖 于 美 国 出 口 市 场 形 成 了 外 生 性 发 展 动

力，缺乏内生性创新驱动力。这种不平衡模式影响

着两国经济长远合作，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

响。
在对中美合作的历史态度上，中东欧国家有部

分是转型经济体的代表，多数体制是议会制共和制，
货币体系也和欧元区联系紧密，历史文化背景的相

似性、体制的相通性使这些国家在选择经贸合作伙

伴时也会倾向于欧洲，例如，东欧国家向德国市场出

口比重最高，俄罗斯其次，对中国和美国出口比重较

低。但有趣的是，中美两国从东欧国家进口的商品

具有高度重合性，集中在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
运输设备等资本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同时中国还会

进口一部分木制品、纤维素浆及纸张等劳动密集型

产品。中东欧国家在未来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会发

挥怎样的资源优势，参与到新价值链体系当中？中

美紧张局势是否会影响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

作？是能够催化并加速两者间市场融合，还是会产

生负影响作用？笔者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要看经贸

合作带来的福利分配是否合理，是否能让本国居民

受益是中东欧国家考虑的本质。
（二）中国与中东欧的经贸合作预测

有关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合作预测很多学

者已经做了前期研究，尚宇红（２０１３）［１２］曾经预测两

者在２０１５年 能 够 实 现 贸 易 额１０００亿 美 元①，同 时

也指出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贸易顺差严重，产品结

构集中于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依赖度过低等问题。

施本植（２０１６）［１３］通过产品相对贸易指数等测算，认

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市场存

在互补，而非竞争，但贸易竞争力不强。这一点和张

秋利（２０１３）［１４］研究结论一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

贸易互补性存在于产业间而非产业内，缺乏技术交

流和资本投资，通过“一带一路”政策带来的资本等

要素的流动可以促进国际分工的纵向发展。燕春蓉

（２０１９）［１５］对中 国 和 中 东 欧 各 国 的 贸 易 互 补 性 进 行

了更加细致的分析：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

等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强劲优势，阿尔巴尼

亚、立陶宛、拉 脱 维 亚 等 国 和 中 国 的 产 品 竞 争 性 较

小。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

集型产品上的竞争性很低，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需要更多的力量

推动，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政策引导，也需要企业投

资、文化交流、商品展会等各种层次、各类团体的互

通互利，两者的市场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同时中国和

中东欧国家都处于产业升级、新旧市场的转型时期，

中国需要更大的市场和资本输出的平台，东欧国家

需要更多的出口消费力和基础设施完善建设，如何

加强两个地区的经贸合作，增强贸易依赖性，有利于

促进各国经济总量上升和资源效率。
四、研究模型

本文选取了中东欧１９个国家与中国的进出口

贸易数值作为主体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

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Ｆｕｃｈｉｓ＆Ｗｏｈｌｒａｂｅ（２００５）通过

引力模型和面板数据测度了欧盟新成员的加入对欧

盟经贸潜 力 的 积 极 影 响。来 源 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
的引力模型是大多数学者研究双边贸易变化趋势的

基础模型，如下（１）所示：

Ｔｉｊ ＝
ＧＤＰｉｔＧＤＰｊｔ

Ｄｉｊ
（１）

其 中，Ｔｉｊ 表 示 贸 易 进 出 口 单 边 总 量，

ＧＤＰｉｔＧＤＰｊｔ 表示贸易双方的经济总量，Ｄｉｊ 表示两

国之间的 地 理 距 离。东 欧 国 家 的 地 理 位 置 距 离 很

近，几乎相互接壤，在连接中国和欧洲的位置上也非

常集中，本文不再考虑地理因素对双边经贸关系的

影响。主要考虑中美摩擦发生的时间节点对中国和

东欧国家的影响，中美 摩 擦 数 据 来 源 于Ｂｏｗｎ创 立

·７２·

①根据海关总署统计结 果 显 示，“１６＋１”贸 易 总 额２０１５年 未 达

到１０００亿美元，２０１７年进出口总额为６７９．８亿美元。



的“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ＴＴＢＤ）。考虑中东欧

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还是集中于西欧地区，中美贸

易影响相对较小，为保障检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而
中美关系的摩擦存在诸多不定因素，贸易摩擦的表

现是中美双 方 发 起 争 端 的 反 倾 销 事 件 和 反 补 贴 事

件，这类争端事件会对中国的贸易出口总量产生直

接影响，为了更好的衡量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影响，
在模型中使用中国的贸易总量以进出口数额与中美

贸易发生摩擦的案例数量做交互项变量，提高中美

贸易摩擦变量检验的准确性。
同时加入主体控制变量，即中国和东欧国家的经

济总量，中东欧各国对外投入资本总量，数据来源于

Ｗｏｒｄ　Ｂａｎｋ数据库。基础研究模型如下（２）所示：

Ｔｉｊｔ ＝ｆ（Ｘｉｊｔ，Ｄｉｓｕｃｔ）ｅｘｐ（μｉｊｔ） （２）
其中，Ｔｉｊｔ 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间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单边进 出 口 贸 易 额，Ｘｉｊｔ 为 各 时 期 中 国 与 中 东

欧国家所对应的控制变量，Ｄｉｓｕｃｔ 为中美争端变 量，
因为贸易摩擦措施从发起争议到执行一般都有一个

周期，其对贸易的影响也会产生时滞性，所以数据选

取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间发起的争端案例数量和周期长

度，同时对案例数量做一阶差分处理，对贸易争端的

处理周期也作为参考变量选择。如下式（３）所示。

Ｄｉｓｕｃｔ ＝θ１ΔＮｕｍｂｅｒｕｃ（ｔ－１）＋θ２Ｌｎ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ｄｅｉｔ＋θ３ΔＮｕｍｂｅｒｕｃ（ｔ－１）·Ｌｎ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ｄｅｉｔ （３）

　　 通过对 各 原 始 变 量 的 对 数 处 理，μｉｊｔ 为 预 测 误 差量。模型转化为如下（４）所示：

ＬｎＴｉｊｔ ＝αｉｊｔ＋β１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ｊｔ＋β３Ｄｉｓｕｃｔ＋β４ＬｎＦＤＩｉｊｔ＋μｉｊｔ （４）

　　由于中东欧国家数量较多，每个国家体制和优

势产业略有差别，有１１个国家已经加 入 欧 盟，５个

国家为欧盟候选国，为了进一步分析欧盟是否会因

为中美关系 对 中 国 经 贸 合 作 关 系 发 出 不 一 样 的 信

号，本文将加入欧盟与否也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加入

模型，取虚拟变 量 值，加 入 欧 盟 的 国 家 值 为１，非 欧

盟国家为０，模型如下（５）所示：

ＬｎＴｉｊｔ ＝αｉｊｔ＋β１Ｌｎ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ＧＤＰｊｔ＋β３Ｄｉｓｕｃｔ＋β４ＬｎＦＤＩｉｊｔ＋β５ＥＵ＋μｉｊｔ （５）

　　中东欧国家大多数都是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

国家，国民经济收入是衡量经济发展平稳需求的重

要因素，在制定贸易政策或选择贸易合作伙伴时也

会考虑是否能够提升国民收入水平，因此，基于这一

角度将国民收入做为因变量，分析中国的经贸合作

是否能够有效改善国民福利，模型如下（６）所示：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ｉｔ ＝αｉｊｔ＋β１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ｊｔ＋β２ＬｎＩｍｐｏｒｔｉｊｔ＋β３Ｄｉｓｕｃｔ＋β４ＬｎＦＤＩｉｊｔ＋μｉｊｔ （６）

　　五、分析结果

研究使用ＳＴＡＴＡ１４．０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中 国

与中东欧１９个国家１９０组１６６１７个样本数据做检

验分析。首先对基础数据进行对数转换，进行平稳

性和协整性检验①。

（一）中美贸易摩擦下中国与中东欧的经贸发展

分析

在进行ＯＬＳ回归检验之后，再经过固定效应和

随机效应下的回归检验，分析结果如下表１所示。

①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结果均通过ｐ＜０．１条件下的显著性水平。

表１　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基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ＯＬＳ检验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ＣＥＥ　ＧＤＰ（１９）
１．１１

（１３．３９＊＊＊）
０．９９８

（１６．６９＊＊＊）
０．８７４
（２．８２＊＊）

０．７４２
３．６２＊＊＊

１．１７３
７．９７＊＊＊

０．９６３
９．０１＊＊＊

中国 ＧＤＰ
１．０４４
（１．７２＊）

０．０７４
（０．１７）

０．８９４
（３．６１＊＊＊）

０．１９９
１．２２

０．９７１
（３．９３）

０．２５２
１．５６

中美贸易争端数量
－２．９２
（－１．０４）

－１．０９
（－０．５４）

－０．６８３
（－０．６１）

－０．２２４
－０．３

－０．９５９
（－０．８４）

－０．３６１
－０．４８

中国总贸易额
－１．００
（－０．７１）

０．３０２
（０．３）

０．５１１
（０．８２）

０．５８７
１．４３

０．１５８
（０．２７）

０．３６６
０．９６

贸易争端交互项
０．１
（１．０４）

０．０３８
（０．５４）

０．０２３
（０．５３８）

０．００７
０．３１

０．０３３
（０．８４）

０．０１３
０．４９

ＦＤＩ净流出
０．１８６
（３．２＊＊）

０．０４３
（１．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６
－１．２８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２５
－１．２６

ＥＵ成员国
－０．３６７
（－２．０４＊＊）

０．６３８
（４．９１＊＊＊）

－０．０５２
（－０．１４）

０．８７５
３．１４＊＊

·８２·



续表：

ＯＬＳ检验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Ｆ－ｖａｌｕｅ　 ７７．８９＊＊＊ １３６．３＊＊＊ ２６．５６＊＊＊ ６５．１８＊＊＊ ２３４＊＊＊ ２３７＊＊＊

Ｒ２ｖａｌｕｅ　 ０．７９９　 ０．８７５　 ０．７７　 ０．８３５　 ０．７８　 ０．８７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３．３ －１５．９４ －４３．４９＊＊＊ －１９．９９＊＊ －４２．９＊＊＊ －２１．０４＊＊

　　注：＊，＊＊，＊＊＊ 分别表示ｔ值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从结果可以看出，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总量发展

和其进出口贸易还是有显著的正相关联系，且系数

都近似于１。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在固定效应模型下

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口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稳

健性检验中，中国经济总量促进作用的显著性更明

显。中美贸易摩擦和纷争数量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出

口贸易的相关性虽然不显著，但其系数关系均为负

数呈现，一方面证实了理论上小国贸易对大国博弈

局势的反应性不强，不如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作

用强，但负系数还是说明了中美的贸易摩擦对中东

欧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不利，经过对中美贸易摩擦和

中国贸易总量等变量做交互项处理之后，中美贸易

争端对中东欧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系数变为正值，但

系数值明显变小，最大值为０．１，说明基于中国贸易

输出总量来说，中美贸易摩擦对中东欧的贸易合作

影响还是较小，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潜力较大，

仍然取决于双方的战略合作方向是否一致。从经贸

合作的联盟商看，欧盟成员国的检验系数均为显著

影响，但对中东欧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呈现负系数，和
之前分析的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依赖性更强，而中

东欧国家中欧盟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却呈现出显著正

相关，且增长率 为６．３８％，说 明 加 入 欧 盟 的 中 东 欧

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需求依赖性更大，所有的模型拟

合度都超过了７５％，说明中美摩擦和控制变量对中

国和中东欧国家经贸关系的解释度较高，但中东欧

国家的对外投资却没有表现出对经贸关系的显著性

影响作用。从外，通过对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投资净

流出分析看，其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经贸关

系影响不稳定，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实模型的有效性，采用稳健性检

验对模型分析再进行优化，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进出口贸易稳健性影响分析

稳健性检验（１）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ＣＥＥ　ＧＤＰ（１９）
１．１７

（９．３３＊＊＊）
１．１２

（１０．２４＊＊＊）
１．１９

（９．２６＊＊＊）
０．９８
６．５３＊＊＊

１．１９
（８．５７＊＊＊）

０．９７７
（６．２１＊＊＊）

中国 ＧＤＰ
１．１４

（５．６３＊＊＊）
０．４３

（４．２５＊＊＊）
１．１４

（５．６０＊＊＊）
０．４４

（４．３１＊＊＊）
１．００

（３．６０＊＊＊）
０．４３８
（１．７６＊＊）

中美贸易争端数量
０．００１
（０．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６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７９）

０．００２
（１．４８）

ＦＤＩ净流出
０．０１
（０．４３）

－０．０２４
（－１．６）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２６
（－１．７８）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２６
（－１．７０）

ＥＵ成员国
－０．０８
（－０．１９）

０．８３８
（２．１３＊＊）

－０．７９
（－０．１９）

０．８６
（２．０５＊＊）

中东欧展览会
０．１１３
（１．０８）

０．０９２
（１．２１）

“一带一路” ０．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０５２
（－０．５６）

Ｆ－ｖａｌｕｅ　 １４６＊＊＊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７６＊＊＊ １５７＊＊＊ ２２７＊＊＊

Ｒ２ｖａｌｕｅ　 ０．７８　 ０．８４　 ０．７８　 ０．８８　 ０．７８　 ０．８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３．７４＊＊＊ －１９．１９＊＊＊ －４４．０１＊＊＊ －１６．８＊＊＊ －４０．１３＊＊＊ －１６．３７＊＊＊

　　注：＊，＊＊，＊＊＊ 分别表示ｔ值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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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分析各个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以
模型（１）为基础，进行变量的逐渐添加进行Ｒｏｂｕｓｔ
检验。中国的经济总量影响显著性加强，对中东欧

国家的进口影响系数均超过１，出口影响系数在０．５
左右，说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发展还是和中国经济

发展联系紧密，双方相互依存。中美贸易冲突的系

数值变小，但负相关已经不明显，说明中美经贸摩擦

在近期内对中东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仍然不存

在绝对性或直接显著影响，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周

期以及关税壁垒的增强，中国对中东欧贸易的趋势

仍不好判断。在加入不同时间节点考虑因素之后，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总量影响显著性有所变

化，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经贸关系两个重要时间转折

点是２０１１年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博览会，以及

２０１５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提案等两次政

策鼓励，结果显示，博览会的召开并未对中国及中东

欧国家的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相关系

数均为正值，“一带一路”的提出对中东欧国家的进

口贸易产生了相关系数为正的积极推动作用。对外

投资净流出和“一带一路”政策对中东欧国家的出口

贸易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存在中东欧国家的对外

投资效应不理想的原因，有待进一步再检验。
为了使模型检验结果更加准确，进一步使用

ＧＥＥ模型、ＭＬＲ效应模型、广义线性模型ＸＴＧＬＳ
检验各变量影响效果，分析结果如下表３所示。

表３　进出口贸易稳健性影响分析

稳健性检验（２）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ＣＥＥ进口 ＣＥＥ出口

ＣＥＥ　ＧＤＰ（１９）
１．１８

（７．４６＊＊＊）
０．９６

（８．９１＊＊＊）
１．２９

（３３．９８＊＊＊）
１．０２

（５４．０９＊＊＊）
１．３４

（１９．２２＊＊＊）
０．９７

（１９．５３＊＊＊）

中国 ＧＤＰ
１．０２

（３．４９＊＊＊）
０．４５
（２．６４＊＊）

０．６２２
（５．５４＊＊＊）

０．４３
（４．２６＊＊＊）

０．８９
（４．６９＊＊＊）

０．２７２
（２．２７＊＊）

中美贸易争端数量
０．００２
（０．６４）

０．００２
（０．８７）

０．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２．１９＊＊）

０．００１
（１．７６＊）

ＦＤＩ净流出
０．００８
（０．２５）

－０．０２７
（－１．４８）

０．００４
（１．９９＊＊）

０．００３
（２．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５１）

ＥＵ成员国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８９
（３．０２＊＊）

－０．１７
（－２．４＊＊）

０．７２６
（３０．０９＊＊＊）

０．０２３
（０．１２）

０．８１
（５．３３＊＊＊）

中东欧展览会
０．１１
（０．７４）

０．０８９
（１．０５）

０．２５６
（４．４５＊＊＊）

０．０２５
（０．４９）

０．０３７
（０．５０）

０．０８
（１．８５＊）

“一带一路”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５６
（－０．８９）

０．１２
（２．９＊＊）

－０．０３２
（－０．９２）

０．０５７
（１．０１）

０．０２
（０．５９）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７） ２１３＊＊＊ ２３８＊＊＊ ２４０２＊＊＊ ６７４３＊＊＊ ６８４＊＊＊ ７４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０．２６＊＊＊ －１６．２３＊＊＊ －３０．８５＊＊＊ －１７．５３＊＊＊ －４０．２３＊＊＊ －１１．７９＊＊＊

　　注：＊，＊＊，＊＊＊ 分别表示Ｚ值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因Ｒｏｂｕｓｔ稳定性检验已经对各变量的影响方

向做出了判断，故检验过程中仍然依据最终模型对

所有控制变量及因变量进行有效性判断。结果表明

无论在什么条件下，贸易双方的经济总量的增长都

会有利于双方经贸合作深度发展，这也是我国不断

要求加快产业转型发展，寻找内生创新驱动力保证

经济增速能够稳定的重要原因，中美贸易的争执和

纠纷数量或周期目前还未能产生改变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合作模式的实质性影响，相比之下，欧盟对中东

欧国家的政策选择影响更为显著也更有积极促进作

用，因此，中国需要加强和欧盟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合

作意识和力度，中国与欧盟的良好经贸往来有助于

中东欧国家在选择战略联盟时向中方倾斜，有助于

中国“一带一路”市场的稳固和长远发展。同时，“一
带一路”政策在检验过程中也出现了显著性的效果，
但并不稳定，这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周期仅有

３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８）有关，未来长远看，“一带一路”政
策对中东欧的经贸发展一定会产生有效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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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投资也会产生积极效应。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东欧人均收入的影响

从国家福利角度看，中国和中东欧的经贸关系

如果能够积极提升国民收入水平，才是双方政府能

够积极持续推进合作的根本所在。因此，模型再选

择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间中东欧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作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基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以

及稳健性检验结果如下表４所示。

表４　经贸合作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分析

ＯＬＳ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Ｒｏｂｕｓｔ检验 ＧＥＥ检验

ＣＥＥ（１９）进口
－０．０５４
（－１．６８＊）

０．０５６
（４．０５＊＊＊）

０．０５１
（３．７５＊＊）

０．０５
（２．０２＊＊）

０．０５
（３．８２＊＊＊）

ＣＥＥ（１９）出口
０．０６４
（１．５３）

０．０７６
（３．６６＊＊＊）

０．０６９
（３．３８＊＊＊）

０．０６９
（３．１４＊＊）

０．０６８
（３．４５＊＊＊）

中美贸易争端数量
－０．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１）

－０．０００
（－１．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３）

ＦＤＩ净流出
－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４３）

ＥＵ成员国
－１．０３

（１３．６１＊＊＊）
－

０．８５
（４．６６＊＊＊）

０．８４８
（４．９５＊＊＊）

０．８４９
（４．８６＊＊＊）

中东欧展览会
０．０８
（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７８）

０．０１９
（１．０４）

０．０２
（１．３５）

０．０２
（１．０７）

“一带一路”
０．１４
（２．２５＊＊）

０．１１
（９．９７＊＊＊）

０．１１
（１０．１３＊＊＊）

０．１１
（６．３６＊＊＊）

０．１１
（１０．３６＊＊＊）

Ｆ－ｖａｌｕｅ　 ６１．５８＊＊＊ ５３．２１＊＊＊ ３５１＊＊＊ １６６＊＊＊ ３６８＊＊＊

Ｒ２ｖａｌｕｅ　 ０．７３　 ０．２６　 ０．６７　 ０．６７ －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９３＊＊＊ ６．２１＊＊＊ ５．９６＊＊＊ ５．９６＊＊＊ ５．９６＊＊＊

　　注：＊，＊＊，＊＊＊ 分别表示ｔ值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ＧＥＥ检验结果下＊，＊＊，＊＊＊ 分别表示ｚ值在１０％，

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结果显示，中东欧国家的人均收入上，“一带一

路”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无论是ＯＬＳ检验，还是固

定效应、随 机 效 应 下 的 检 验，以 及 Ｒｏｂｕｓｔ检 验 和

ＧＥＥ检验结果都对“一带一路”因素通过１％水平下

的显著性得到一致结论，但从模型的拟合度看，在固

定效应模型下，欧盟成员国因素被遗漏的情况下，拟
合度只有０．２６，而其他考虑欧盟成员国因素的模型

拟合度达到０．６７，说明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还是会积

极改善中东欧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总体拟合度不

高也说明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收入也不仅仅是外部因

素，内部因素的影响作用更大，所以中东欧国家在争

取外部合作和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对国内产业结构

和生产力驱动要素进行改革，增强市场经济活力，改
善居民就业条件。中美贸易摩擦的因素未对中东欧

居民收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和贸易总体情况一致，因
此，中国需要加强和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缩短贸易

距离，尽可能使双方大国的合作福利改善沿途国家

的经济生产条件和居民收入水平。

表５　人均收入水平影响的稳健性分析

Ｘｔｇｌｓ（２） Ｘｔｇｌｓ（１） Ｘｔｇｌｓ（３）

ＣＥＥ（１９）进口
－０．０５２

（－２１．９８＊＊＊）
－０．０３４
（－３．０９＊＊）

０．０１
（０．８５）

ＣＥＥ（１９）出口
０．０６

（１７．８７＊＊＊）
０．０３４
（２．６７＊＊）

０．０２５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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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Ｘｔｇｌｓ（２） Ｘｔｇｌｓ（１） Ｘｔｇｌｓ（３）

中美贸易争端数量
０．００１
（０．８７）

－０．０００
（－０．８１）

－０．０００
（－１．８１）

ＦＤＩ净流出
－０．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００１
（１．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８）

ＥＵ成员国
１．０３
（２６８＊＊＊）

１．０４
（２９．２４＊＊＊）

１．００
（２１．８７＊＊＊）

中东欧展览会
０．０９

（５．０８＊＊＊）
０．０５
（１．６３）

０．０２３
（１．８４＊）

“一带一路”
０．１２３

（１１．６６＊＊＊）
０．１５

（８．０９＊＊＊）
０．０５

（４．８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９６＊＊＊ ８．１７＊＊＊ ７．６４＊＊＊

　　注：＊，＊＊，＊＊＊ 分别表示ｚ值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为了结果的准确性，也对人均收入模型进行广

义回归检验，结果和表４的结论基本一致，在不考虑

政治政策引导因素情况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进

出口贸易总量都会对提升人均收入产生积极影响，
显著水平均在１％左右。对外投资虽然在经贸关系

上没有产生理想的促进作用，但是还是能够改善中

东欧国家居民收入。考虑政策因素在内的模型分析

结果显示，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不利于中国贸易整体

发展，但是对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还是

会产生积极影响，并且进一步提升中东欧国家人均

收入水平。这个结果对中国开拓东欧国家合作贸易

给予了积极的政策信号，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之后，分析结果表示２０１５年之后人均收入水平受政

策影响明显，且显著性水平在１％左右。同时，加入

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也会明显上升，预

计５个欧盟候选国正式加入欧盟的可能性很大，中

国更需要加强和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建立

广泛平台和通道加深和欧盟各国的经济合作层次。

六、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价值链体系的

转变，中国和美国在生产力驱动要素的主动权优势

把握上分歧较大，也催生了一些系列经济贸易摩擦

和政治紧张与对立，但几十年的经贸合作关系使中

美双方已经产生密不可分的市场依赖性，无论是加

征高税率关税还是新自由贸易协定圈的建立都会对

彼此的经济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中东欧国家而

言，西欧经济的衰退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如何开发新

兴市场刺激国内生产促进新的经济循环是亟待解决

的关键问题，中 国 市 场 无 论 是 在 政 策 上、地 理 位 置

上、产业结构上都存在正向趋势的互助性和互补性，
对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国民收入都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本文基于中国与中东欧的经贸数据实证分

析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但研究方法还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特别是对政策影响力的分析，可以进一步采用

ＤＩＤ差分分析法，更好的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中

国的开放经济体制产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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