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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在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频繁，经

济发展环境也有所改善。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反而有阻碍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贸易国竞争激烈，贸易摩

擦所涉及的行业呈现扩大的趋势使得贸易逆差总额进一步扩大的同时也使得社会整体福利降低。因此对

于中国本国而言，其进出口贸易是应该扩大还是缩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用R软件建立模型

对1990~2018年中国进口、出口贸易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来进一步研究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关系，相应地提出了进出口贸易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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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data in recent years, the role of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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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economic growth is not very big, on the contrary, it has an obstacle 
effect. A large part of the reas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
lization, the world’s trading countries are facing fierce competition, and the industries involved in 
trade frictions are expanding, which not only further expands the total trade deficit, but also reduces 
the overall social welfare. Therefore, it is worth studying whether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should be expanded or reduced. This paper uses R software to build a model to analyze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from 1990 to 2018, so as to further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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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对外开放后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给国内市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得我国进出口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特别是在 1978~2013 年期间我国进口贸易从较低的 355 亿元增长至 258,169.8 亿元，出口贸易额由

1978 年的 167.6 亿元增加到 137,131.4 亿元，增值变化迅猛。2016 年底进出口便增长到 243,386.46 亿元，

其中对实际 GDP 的贡献超出 30%。在中国加入 WTO 后始终追赶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

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据 WTO 的数据记录显示中国在 2009 年上半年的出口值超过德国并在出口国家

行列中排名第一；在 2010 年时其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排名位居世界第二位。此后，2012~2014 年期间贸

易数额占中国 GDP 的 45%以上，由此中国在世界上出口排名第一、进口排名第二。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

贸易顺差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有目共睹，但是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不容忽略。

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贸易伙伴虽密集但是其抵抗危机能力弱、工业附加值较低；从微观层面看信息不对

称会导致过量进口以及我国创新能力不足、模仿倾向较高严重拉缓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进程。因此

我们需要关注中国在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那么才能改善我国的进出口状况，促进我国贸易的健康发展。 
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国内外的学者们对此做了非

常多的探究。由于学者们在研究时，所选取的贸易国、贸易地区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情况、资源状况

等不一样，或者研究条件和方法的不一致，所得到的最终结论均不完全相同。对于分析清楚我国进出口

贸易现状、阻碍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以及进出口贸易是否能加快我国经济的速度提升对研究进出口贸

易对国内经济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1.1.2. 研究意义 
在以往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出口较进口更能带动经济增长，因此更多考虑的是出口方面带来

的影响，本文意在将进口与出口同时考虑进来以丰富相关课题研究，也为更清晰说明进出口与经济增长间

的关系。其次，本文考虑到除了贸易规模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外，通过构造一个进出口贸易结构指来考虑

贸易结构会带来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贸易摩擦的不断发生或多或少正阻碍着我国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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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当前我国需要转变外贸发展模式，那么研究经济发展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变显得很重要。推动外贸进出

口并重转变以及坚持内外贸易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在综合了解我国近 30 年来进出口贸易的变

化趋势及相关贸易理论后，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来探究我国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根据分析结

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来促进我国贸易和经济健康发展，也为我国贸易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参考。 

1.2.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有关该主题的研究起步比较早，Mosehos (1999) [1]等人通过使用 VAR 模型分析方法对印度 40

年间的 GDP 与出口贸易额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出口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时间效应不显著，但在短期内

显著。许多研究工作也探讨了出口、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Cetinta, Barisik (2009) [2]利用 13
个转型经济体在 1995~2006 年的季度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 13 个转型经济体出口和经济增长

间的关系检验后得出经济增长与出口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的结论。此外，Achchuthan (2013)采用时间

序列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 1970~2010 年期间斯里兰卡进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出口和

进口的关联度为 98%，研究结果证实了出口与进口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 [4]。 
与上述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学者克拉维斯指出国家的经济增长会由内需和外需作用相互调控，内需

和外需的额外刺激作用会因不同国家经济情况和时间不一致，因而进出口增加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不

是互为因果的。 
此外，基于贸易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进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外研究如下：Chan-Hyun Sohn，

Hongshik Lee (2014)研究结果表明贸易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有正向积极作用[5]。Maloney (2015) [6] [7]与
Chan-Hyun Sohn，Hongshik Lee 的研究结论相似，表明了一国的贸易结构范围越大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效应越显著。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多从贸易量的视度展开分析，其研究可以细分为进口额单方面、出口额单方

面以及双方面这三类。 
从进口额单方面开展的研究有：国内学者佟家栋(2005)选取 10 种不同的产品种类，利用 OLS 方法对

我国 1953~1990 年的进口额和 GNP 数据分析后发现时期和产品种类的不同会使进口对我国 GNP 的加速

效应不同，并且进口与 GNP 的加速效应间关系表现为先减少后增加[8]。易红星和林金开(2011)选取了

1995~2009 这一时间段数据，研究了进口变化、GDP 变动和投资消费变化间的联系[9]，结果指出，GDP
与进口、消费及投资三者的变化均是同向的，虽然 GDP 对投资变化和消费变化的灵敏度都是大于对进口

变化的，但是也告诉我们进口对 GDP 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从出口额单方面开展的研究有：冯其云(2007)利用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研究国内企业间出口产品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后发现：企业如果加大对外出口能力那么会给经济带来正向推动作用，这一作用在东部地

区尤其显见，但是对于中西部省份，这一作用表现得不明显[10]。学者吴迪(2012)在对我国出口贸易和经

济增长的关系考察后发现[11]出口推进经济增长的程度受时间的影响，二者是反向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出口

推进经济提升的程度小则间隔时间长。这一结论也表明了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去发挥出口的能动性，那么

才能更好地促使国家经济的提升。 
也有部分学者从进口、出口两方面来开展研究，廖德刚(2010)研究 1970~2007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

存度后发现如果扩大进出口贸易那么将推动经济增长快速发展[12]。许启发(2012)，杨斐，赵景峰(2007)
等人在前者的基础上利用计量分析中格兰杰检验发现经济增长与进出口总额之间表现为双向 Granger 关

系，而进口、出口和 GDP 之间存在单向的 Granger 关系[13] [14]。基于进出口结构为视角的研究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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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王永齐(2006)通过构造不同的进出口结构指标并估测结构指标同 GNP 间的关系后，模型中的相关系

数表明 GNP 对贸易结构指标的变化不十分灵敏，同时也说明了进出口量的增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作

用[15]。最后，学者冯帆(2012)在证明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贸易结构的变化并不依赖贸易水

平高低的结论，在经济增长方面贸易结构发挥着不可忽略作用[16]。 

2. 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及现状分析 

2.1. 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 

2.1.1. 有关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当中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说明如果各国想从贸易中获得利益，那么就要生产

与出口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郝克歇尔则认为，各个国家对不同要素的拥有量都是不一样的，不同国家

对于不同的产品应该按照不同的要素禀赋和比例进行生产。这样进出口贸易就能满足各国的需求，提高

生产效率以促使经济发展。《就业、货币、通论》一文认为国际收支差额在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影响方面

作用不可忽视。Kravis 在其著作《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侍女一书》中把进出口贸易比喻成辅助经济增长的

侍女，其书表明了进出口贸易在一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其中就有提到一国的经济增长与本

国的进出口贸易状况、贸易国的经济状况均是相关的。 

2.1.2. 有关贸易阻碍经济增长的理论 
有学者从贸易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一般而言，导致剩余贸易出口的原因为

发展中国家失业的存在和就业的不足。其中也有提出在世界贸易网中，发达国家处于 Hub 节点的核心位

置，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核心国家将控制着外围国家。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关系破裂时，那

么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受到约束。印度学者 Jagdish 在文中举例说明如果出口国家的供需发展不平衡，

最终导致通货膨胀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过度的出口(因为过度出口使相应商品在国内的价格被抬高)，那
么一国的经济也将遭受向上的压力。 

2.2. 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在建国之初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采取了封堵和遏制的政策。显然，由

于国际和国内的原因，这一时期的进出口贸易相当少。改革开放使得贸易体制经历了革新，我国出口贸

易在总量上得以提升，出口范围不断扩大，对国内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这一时期的进出口贸易发

展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使得国内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愈加完整。加入 WTO 后，中国的经济在国际

舞台上更加活跃。对外开放后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主要表现为我国工业化水平和制造业产品质量逐年增

强，我国经济向高技术、高效率方向发展。但是进出口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仍存在并产生着其

他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贸易逆差持续 
从中国近几十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来看基本保持了贸易顺差，但随后，贸易顺差迅速增长。参照国

家统计局年度数据，以 2018 年进出口贸易数据为例，我国进出口总额为 27.79 万亿元，比 2017 年增长

12%。其中，出口 15.33 万亿元，进口 12.46 万亿元，贸易顺差 2.87 万亿元。原因在于“再出口和轻进口”

的理念和政策没有改变，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处于自我约束和思想落后的状态。随着“走出去”政策

的实施，出口贸易有了很大改善。长期的进出口不平衡导致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这把双刃剑将

会给国家的经济带来负面和正向的影响。 
2) 贸易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在我国的贸易产品出口中占比逐年增强，而新兴的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1.114024


朱东会 
 

 

DOI: 10.12677/fin.2021.114024 215 金融 
 

贸易所占比重较小。这样不合理的贸易模式会使得贸易对国家财富量的贡献有限。此外，长期东西部地

理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导致贸易结构的不合理。 
3) 贸易摩擦持续增长 
国际间产业的转移和我国与其他国家经济结构的因素等都会产生贸易顺差问题，长期贸易顺差将给人

民币升值带来压力，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对直接投资和企业并购及各行业均会产生重

大影响，同时也会使我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因此，长期贸易顺差的存在将阻碍中国甚至全球经济发展。 

3. 进出口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进出口贸易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3.1.1. 模型建立与指标说明 
模型中涉及到的指标有进口额 IMt、出口额 EXt 以及我国第 t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t，所选取的从

1990~2018 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处理方面文中用相应的汇率均价把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单

位由万美元转换为亿元人民币，这样做可以消除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可提高本文结论的可信度。 
考虑到数据会存在异方差问题，在不影响各序列间的协整关系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取对数的方式来消

除。因而本文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对 GDPt、IMt、EXt取对数值来建立模型。建立的模型如下： 

1 1 2t t t tLnGDP LnIM LnEXα β β µ= + + +                               (1) 

各变量前系数的含义为：如果 1 0β < ，说明进口贸易会阻碍经济增长， 1 0β > 说明进口贸易将促进经

济增长， 1 0β = 则说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不起影响作用。同理， 2β 的不同取值表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

长的阻碍或促进作用。 

3.1.2. 单位根检验 
进口额、出口额以及 GDP 取对数值后的序列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可看出 , ,t t tLnEX LnIM LnGDP 的

变化趋势一致，且同步递增，表明这三者之间极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Figure 1. Change trend of , ,t t tLnEX LnIM LnGDP  
图 1. , ,t t tLnEX LnIM LnGDP 的变化趋势图 

 

时间序列多会存在伪回归问题，为了避免此问题可以先对 , ,t t tLnEX LnIM LnGDP 及其差分序列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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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1%的显著性水平下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判断平稳性(文中选用 ADF 单位根检验)。如果单位根检验结果

显示平稳那么就可以直接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否则需要将相应变量差分后再进行平稳性判定。在 5%的

显著性水平下进行的 ADF 单位根检验判定(见表 1)。 
 
Table 1. Stationarity judgment table 
表 1. 平稳性判定表 

序列变量 检验类型 ADF 统计量 P 值 结论(5%显著性水平) 

tLnEX  

nc 1.993 0.9848 

不拒绝–非平稳 c −2.04 0.3082 

ct −1.7414 0.6717 

tLnIM  

nc 1.8172 0.979 

不拒绝–非平稳 c −1.4132 0.7975 

ct −1.4483 0.7841 

tLnGDP  

nc 1.3508 0.9516 

不拒绝–非平稳 c −1.9489 0.3406 

ct −3.6199 0.057 

tLnEX∆  nc −2.3832 0.0203 拒绝–平稳 

tLnIM∆  nc −2.3832 0.0416 拒绝–平稳 

tLnGDP∆  nc −2.4492 0.01783 拒绝–平稳 

 
从表 1 中可以发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 LnGDP、LnIM、LnEX 序列都不平稳，一阶差分后三个

序列在 5%和 10%的置信度下均平稳，说明了 LnGDP、LnIM、LnEX 三个序列是一阶单整的且可以进行

协整检验。 

3.1.3. 协整检验 
在实际过程中通常采用 Engel 和 Granger 提出的 EG 两步检验法来看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EG

检验的假设条件的原假设为多元非平稳序列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回归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EG 两步检

验法一般步骤为：首先利用 OLS 估计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然后对回归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

检验(此处采用单位根检验法)。 
 
Table 2. Output of regression model 
表 2. 回归模型输出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t-Statistic Prob 

C 14,711.633 21,050.682 −0.699 0.49084 

EX 7.275 2.369 3.071 0.00459 

IM 3.185 2.858 −1.115 0.27519 

Min −162,887 R-squared 0.9346 

Max 169,690 Adjusted-R-squared 0.9296 

F-statistic 185.9 P-value 3.967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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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残差是否平稳仍然采用单位跟检验方法，检验构建的假设为 0 : 0H δ = ，如果检验接受 0 : 0H δ = ，

则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证明原来的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反之说明存在协整关系。 
 
Table 3. Residual sequence unit and inspection results 
表 3. 残差序列单位跟检验结果表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Lag Order: 3) 

Dickey-Fuller −4.4669 

P-value 0.01 

 

由表 3 检验结果说明，尽管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对数序列均是非平稳序列，但是，但

他们之间具有协整关系，ADF 检验的 P 值为 0.01。由于进口、出口与 GDP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表 2
结果可建立如下回归模型拟合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5%的置信度下)。 

14711.633 7.275 3.185t t tLnGDP LnEX LnIM= + +                           (2) 

由以上结果可知，系数 1 20, 0β β> > ，表明了进出口对经济增长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每当出口额

增长一个单位时会促使我国经济提高 7.275 个单位，进口额每增长一个单位时会促使我国经济提高 3.185
个单位，且从长远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于进口。 

3.2. 进出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3.2.1. 贸易结构指标构建与说明 
文章 3.1 节研究了进出口贸易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节中将探究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从贸易商品结构的角度展开与经济增长的分析，可以将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描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

定时期内进出口的各种商品在其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本节重点研究进出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按照国际贸易标准的分类将产品划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类，构建的贸易结构指标 H 如下： 

b a

b a

EX EX
H

IM IM
=                                         (3) 

上式中， , , ,a b a bEX EX IM IM 分别表示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进

口。如果 H 的值越小于 1，则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比越高；如果 H 值越大于 1，则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

比越高。 

3.2.2. 贸易结构指标 H 与 GDP 增长率间的关系 
根据(2)式计算出的各年 H 值如下表 4 所示。 

 
Table 4. Value of trade structure variable H from 1996 to 2018 
表 4. 1996~2018 年贸易结构变量 H 的值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H 值 1.32 1.67 1.56 1.7 2.3 2.1 2.09 2.48 3.60 4.19 5.36 6.41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H 值 8.16 7.30 8.26 9.48 10.39 9.98 9.75 8.16 7.28 8.36 8.53  

数据来源：由《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到。 
 

表 4 表明在 1996 年后，贸易结构指标 H 的值均大于 1，表明我国的制成品出口比重在逐年增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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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结构的态势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从 2000 年后我国贸易结构逐年改善，尤其是 1999~2000 年间工业

制成品出口比重最大，但最近几年有所下降，其原因可归结为近几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及高新技术产

业正迅猛发展。 
将我国的贸易结构指标 H 和实际 GDP 的增长速率进行对比分析，如下图 2 所示，可以看出我国的

贸易结构和 GDP 的增长速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Figure 2. Comparis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structure from 1996 to 2018 
图 2. 我国 1996~2018 年经济增长与贸易结构的对比 

 

在第 3 节中分析了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提出合理的贸易政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未来

发展趋势做预测分析也尤为重要，接下来将在第 4 节中以此目的展开分析。 
考虑到 ARIMA 模型能够很好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在建模方面的问题，能对时间序列做短期预测起

到很大作用。因此，本文使用 1990~2018 年进出口贸易总量数据作为建模样本，使用 ARIMA 模型预测

未来三年进出口的贸易量，对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是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 基于 ARIMA 模型的进出口贸易预测分析 

在对时间序列建模时，应当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后再拟合适当的模型。如果非平稳序列差分后

表现出平稳序列的性质，那么该非平稳序列就称为差分平稳序列，由于 ARIMA 是差分运算与 ARMA 模

型的组合，本节中考虑用 ARIMA 模型来拟合差分后的平稳序列。 

4.1. 数据的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 1990~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选取 29 年的数据作为建模样本，并

预测未来三年进出口贸易量的值。在本文中，采用 R 3.6.1 对结果进行分析、建模、测试和预测。 

4.2. 建立模型与检验 

4.2.1. 建立模型 
通过绘制我国 1990~2018 年进出口贸易总量的时间序列图后可以发现，序列具有明显的线性递增趋

势(见图 3)，说明序列并不平稳。图 4 中清晰表明经过一阶差分后，序列在均值上下较平稳的波动，表明

一阶差分运算可提取原始序列中的线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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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ime sequence of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from 1990 to 2018 
图 3. 1990~2018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量时序图  

 

 
Figure 4. Time sequence diagram of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after first-order difference from 1990 to 2018 
图 4. 1990~2018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量经一阶差分后的时序图 

 

 
Figure 5. Sequence autocorrelation chart of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after first-order difference from 1990 to 2018 
图 5. 1990~2018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量经一阶差分后的序列自

相关图 
 

 
Figure 6. Sequence partial autocorrelation chart of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after first-order difference from 1990 to 
2018 
图 6. 1990~2018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量经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偏

自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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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分析之后，通过作差分后序列的 ACF 和 PACF 图来判断一阶差分后序列的平稳性。图 5 显

示只有延迟一阶的自相关系数在 2倍标准差范围外，其余阶数的自相关系数均在 2倍标准差范围内波动，

说明该序列具有短期相关性，因为一阶差分后序列平稳。考虑到 ACF 一阶截尾，PACF 拖尾(如图 6)，可

以尝试对原始序列拟合 ARIMA (0,1,1)、ARIMA (1,1,1)、ARIMA (1,1,0)模型。以下只给出 ARIMA (0,1,1)
的检验结果过程(见图 7)。 
 

 
Figure 7. The output diagram of R software fitting ARIMA (0,1,1) model 
图 7. 拟合 ARIMA (0,1,1)模型的 R 软件结果输出图 

4.2.2. 残差白噪声检验 
当延迟 6 阶或 12 阶时 P 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或 5%)，说明模型通过残差白噪声检验，也即拟合

ARIMA (0,1,1)模型是适当的(见表 5)。 
 
Table 5. Residual white noise test results 
表 5. 残差白噪声检验结果 

Box-Pierce test 

X-squared 3.6018 X-squared 6.7103 

df 6 df 12 

P-value 0.7304 P-value 0.8761 

 

经检验当拟合 ARIMA (0,1,1)时 AIC 的值最小(AIC = 631.95)，且通过残差的白噪声检验，说明拟合

ARIMA (0,1,1)模型是适当的，得到拟合模型为： 

( )1 10.4122 , 0,61.95t t t t tx x Nε ε ε− −= + + ∼                               (4) 

4.3. ARIMA 模型预测 
 

 
Figure 8.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sequence fore-
cast chart 
图 8. 中国进出口贸易量序列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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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序列的相关信息提取后，利用 ARIMA (0,1,1)模型预测了未来三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大致为

318,888.4 亿元(见图 8)。总体上与预期相符，中国进出口贸易将稳定发展。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贸易额和贸易结构两层面进行探讨，并使用 R 软件进行分析以及使用 ARIMA 模型对我国的

进出口额进行预测。本文研究存有不足之处：首先，受文章篇幅限制，能够衡量贸易结构的指标很多，

而本文只选取了一个。其次，由于本人的理论水平有限，因此还存在需完善之处。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均和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从本文研究结果来

看，可提出以下两点建议来促使进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影响力。 
1) 减缓贸易逆差 
结合中国近几十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第三章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进口贸易超

过出口贸易，持续的贸易逆差是一国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的表现。适当发挥政府作用，减小贸易逆差，

开放国外消费市场，增加对国外商品的出口。通过熟悉国际市场环境来借鉴国外成熟的管理经验和理论

知识，可以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促进国内生产力的稳步发展；此外实施保护性贸易政策有利于优

化资源配置进而改善贸易结构。 
2) 进出口贸易结构需要优化 
从上文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分析来看，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率几乎同步变化，可以解释贸易结构

在加快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可能强于进出口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注重贸易规模也要关注贸易结构所

产生的影响。有史以来我国出口的商品多是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而服务贸易所占比重

较低，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合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采用相关优惠政策来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

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在扩大出口和提升进口方面要协调好商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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