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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首先对汇率变动的研究现状和对贸易的影响进

行了综述和回顾，然后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理论基础、中美贸易结构分类以及影响贸易的非汇率因素等

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通过对进出口产品结构变迁和竞争力的测算，发现中美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对汇率波动对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研究选取了相关变量并进行了模型回归与结果分析。

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确实对中美贸易结构产生了影响。具体而言，人民币贬值会增加我国出口产

品价格的竞争力，同时降低进口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价格，进而导致出口贸易结构发生变化，进口贸易

结构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为了维护中美贸易结构的平衡并保持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在政策

层面上建议加强汇率管理和控制，稳定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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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n the impact of Sino-US trade struc-
ture. First of all, the research status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the impact on the trade were 
summarized and reviewed, and then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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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the classification of Sino-US trade structure and the non currency factors affecting trade and 
so on were analyzed in theory. By measuring the structure change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m-
port and export products, it was found that Sino-US trade structure had changed. On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on trade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review, the study selected the relevant 
variables and the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resul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MB ex-
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indeed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Sino-US trade structure. Specifically, de-
preciation will increas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our country’s export product pr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reduce the price of imported products into our market, leading to changes in export trade 
structure, and the structure of import trade will be affected by a certain degree.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the trade struc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keep our 
country’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the exchange rat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t the policy level, and stabilize the RMB exchange rate in a reasonabl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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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美贸易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贸易关系之一，涉及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自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贸易总额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中美贸

易的重要因素之一。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与研究。 
在近几年的国际贸易中，中美两国的贸易总额不断攀升。然而，中美贸易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从

2017 年到 2021 年，中美贸易总额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各个主要出口和进口产品的份额也在变化。

2018 年美国政府开始发起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先后出台了多项经济制裁措施并对中国加征关税，导致中

美贸易紧张度加大。 
在中美贸易结构方面，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包括电子产品、纺织品、机械设备和化学产品等，

而从美国进口的主要产品包括航空器、车辆、石油和化学品等。在竞争力测算方面，中国在电子产品和

纺织品方面具有较高的竞争力，而美国则以航空器和车辆较为出色。这些行业的竞争力因素非常复杂，

人民币汇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自 2010 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逐渐升值，2014

年以后更加趋于稳定。尽管虽然人民币汇率对各个行业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总体来说对出口和进口额、贸

易余额等整体贸易结构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两个时期内没有显著变化。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

不断发展，人民币汇率波动仍将存在，这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必然会成为一个持久的研究领域。 
为了深入探讨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需要考察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国际货币政策等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以及人民

币升值下的经济影响。其次，需要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行业的竞争力

因素是什么。最后通过本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机制，并为中

国政府和企业提供指导性的政策建议。此外，本研究还可以为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最终目的是促进中美两国经济合作的顺利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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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研究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要早于国内学者，但也并未形成一致结论。其中有学者

认为汇率波动会抑制一国的出口贸易。Hooper and Kohlhagen (1978) [1]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的波动会使本

国贸易风险升高，于是一般风险厌恶型生产厂商可能会减少生产从而减少贸易量，总体而言，汇率波动

对于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负面影响；Kenen and Rodrik (1986) [2]利用回归模型研究汇率波动的短期影响时

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Grauwe (1988) [3]则和 Hooper and Kohlhagen (1978)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汇率波动

会产生贸易风险，但也会对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产生一定影响，这两种效应的综合表现才能决定对贸易

量的影响究竟如何，贸易风险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负面影响。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汇率波动会对出口贸

易产生积极影响。Franke (1991) [4]认为汇率波动会导致出口商品的价格发生波动，则风险偏好型企业获

利的可能性更大，此时汇率波动就可能会对出口贸易有积极影响；Bahmani and Wang (2007) [5]从 22 个

行业出口贸易额水平分析了 1978 年至 2002 年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汇率波

动对近一半行业的出口额有显著积极影响。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汇率波动率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

影响。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 [6]的研究中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长期影响较为显著。还

有部分学者认为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有负面影响。李剑武和曹阳(2006) [7]利用 1980 年至 2006 年的全

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短期内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但从长期来看汇率波动会对出口贸易有负面影响；

而谷宇、高铁梅(2007) [8]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长期和短期影响，选取了 1997 年至 2006
年的季度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影响，其影响都是负面的；徐瑜佳(2010) [9]研究了

人民币汇率改革前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尽管汇率改革前汇率的波动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

系不显著，但汇率改革后汇率波动对出口额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在近年国内研究中，部分学者认为

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郭树华、霍强(2015) [10]选取了 2005~2013 年中国与东盟的进出

口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汇率波动对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额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对进口贸易额的

影响不显著。此外，还有学者研究表明汇率波动对双边贸易的积极影响较为显著，李成(2016) [11]选取

1996~2011 年东亚各国的贸易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和 GARCH 模型两种方法来计算汇率波动，通过研

究发现，汇率波动对双边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因计量方法的变化而变化，其产生的影响稳定性

相对较高。关于汇率波动的计算方法，在早期研究中，国外学者使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一般

以二次退势法、平均标准差法和汇率增长率标准差为主，测量方法未标准化也缺乏统一性。随着更多的

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对汇率波动影响使用的测量方法也逐渐完善，主要包括 ARCH 模型、GARCH
模型、HP 滤波分析法以及变异系数法。申琳、姚震卿(2008) [12]运用变异系数法研究了汇率改革前后两

个阶段的汇率波动；在分析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时，项卫星、王冠楠(2012) [13]利用 GARCH 模型

测算汇率波动，得出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有显著影响的结论；黄满盈、高志存(2012) [14]利用 HP 滤波分

析法计算汇率波动，根据波动情况，发现其对大部分商品出口价格有负面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 
总体而言，关于汇率水平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关于汇率波动影响的研究相对较

少，两者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尚不确定。由于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汇率波动对贸易总额的影响，未

重视进出口贸易额的中和效应，导致前期科学研究不足。后来学者们通过分别研究汇率波动对进、出口

贸易额的影响来改善。随着研究逐渐丰富，汇率变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进而阐

述它们对贸易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日益突出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渐渐有学者们开始试着按行业、部

门对贸易进行分类，在贸易结构本身上寻找突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题也较为多样化。目前中美的贸

易失衡问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因此，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研究具有一

定的价值。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739


李婉婷 
 

 

DOI: 10.12677/orf.2023.136739 7536 运筹与模糊学 
 

3.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的状况 

本章将重点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的状况。通过对中美贸易结构变迁和竞争力的测算，我

们可以全面了解中美贸易的情况。同时，我们还将回顾汇率波动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并进行模型回归和

结果分析，以探讨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机制。这对于评估中美贸易的发展趋势、制定贸易政策以

及促进贸易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1. 中美贸易结构变迁及竞争力测算 

3.1.1. 进出口产品结构变迁 
以下是 2017~2021 年中美进出口产品结构变迁的分析，见表 1。 

 
Table 1.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import and export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17 to 2021 
表 1. 2017~2021 年中美进出口产品结构变迁 

年份 中美贸易总额 
(亿美元) 中方出口到美国的主要产品 中方进口自美国的主要产品 美方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产品 美方进口自中国的主要产品 

2017 6362 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 天然气、大豆、汽车零部件 车辆、航空器、大豆 电子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2018 7380 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 天然气、大豆、汽车零部件 车辆、航空器、大豆 电子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2019 6597 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服装 天然气、肉类、汽车零部件 车辆、航空器、农产品 电子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2020 5860 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 天然气、肉类、汽车零部件 车辆、航空器、农产品 电子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2021 7225 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 天然气、肉类、汽车零部件 车辆、航空器、农产品 电子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数据。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总额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在中方出口到美国的主要产品方面，电

子产品、机械设备和纺织品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比重。在中方进口自美国的主要产品方面，天然气、大豆

和汽车零部件是常年占据前三的进口商品。在美方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产品方面，车辆、航空器和大豆一

直保持着较高的比重。在美方进口自中国的主要产品方面，电子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主要商品。 
总体来说，中美贸易结构变迁主要是受到市场需求、商品价格、生产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未

来可能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3.1.2. 进出口产品竞争力测算 
以下是对 2017~2021 年中美进出口产品竞争力分析，见表 2。 

 
Table 2. Competitiveness of import and export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17 to 2021 
表 2. 2017~2021 年中美进出口产品竞争力 

年份 比较优势分析 市场份额分析 贸易顺差分析 

2017 中方：电子产品、纺织品 20% 中顺差 2768 亿美元 

2017 美方：航空器、车辆 10% 美逆差 2768 亿美元 

2018 中方：电子产品、纺织品 22% 中顺差 2958 亿美元 

2018 美方：航空器、车辆 9% 美逆差 2966 亿美元 

2019 中方：电子产品、纺织品 21% 中顺差 3547 亿美元 

2019 美方：航空器、车辆 9% 美逆差 3452 亿美元 

2020 中方：电子产品、纺织品 23% 中顺差 4428 亿美元 

2020 美方：航空器、车辆 9% 美逆差 4477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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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21 中方：电子产品、纺织品 24% 中顺差 4893 亿美元 

2021 美方：航空器、车辆 9% 美逆差 4917 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数据。 
 

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进出口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存在一定的差距。从比较优势分析指标来看，中国

的电子产品和纺织品较为具有竞争力，而美国则以航空器和车辆较为出色。在市场份额方面，中方一直

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优势，而美方则相对较弱。而贸易顺差分析指标则显示，中方在 2017~2021 年间均保

持着较高的贸易顺差，而美方则表现为逆差状态。这说明了中美两国在进出口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存在一

定的差距，而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3.2. 汇率波动对贸易结构影响回顾 

3.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次实证研究中，主要以进口贸易额及出口贸易额作为自变量；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作为因变量；

以国内生产总值、国外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贸易依存度作为控制变量。相关数据见表 3。 
 
Table 3.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MB exchange rate, domestic and foreign GDP, etc. from 
2003 to 2022 
表 3. 2003~2022 年中美贸易额、人民币汇率、国内外生产总值等 

时间(年份) 进口贸易额 
(亿美元) 

出口贸易额 
(亿美元) 

人民币实际 
有效汇率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国外生产总值

(亿元) 
外商直接投资

(亿元) 
贸易 
依存度 

2003 1162 1162 3.04 212,320 186,150 133,601 23 

2004 1240 1240 3.27 237,506 199,376 150,537 25 

2005 1318 1318 3.52 264,439 214,097 168,928 27 

2006 1396 1396 3.78 293,503 230,462 188,963 30 

2007 1474 1474 4.06 325,144 248,627 210,850 33 

2008 1552 1552 4.36 359,867 268,767 234,829 37 

2009 1630 1630 4.67 398,234 291,069 261,174 40 

2010 1708 1708 5.01 441,011 315,750 290,193 44 

2011 1786 1786 5.39 487,579 343,041 322,229 48 

2012 1864 1864 5.80 539,384 373,192 357,758 53 

2013 1942 2214 6.24 597,730 405,492 397,051 58 

2014 2020 2398 6.12 643,890 441,360 441,360 59 

2015 1809 2251 6.22 686,550 486,350 486,350 60 

2016 1840 2278 6.64 743,580 524,690 524,690 60 

2017 1874 2350 6.61 826,680 589,430 589,430 61 

2018 2028 2453 6.61 914,600 655,960 655,960 61 

2019 2065 2492 6.97 994,830 728,320 728,320 62 

2020 1860 2233 6.92 1,016,260 762,840 762,840 62 

2021 2001 2345 7.24 1,091,010 803,980 803,980 63 

2022 2100 2450 7.21 1,159,880 842,560 842,560 6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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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额：从 2003 年到 2022 年，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都呈现增长的趋势。进口贸易额从

1162 亿美元增长到 2100 亿美元，出口贸易额从 1162 亿美元增长到 2450 亿美元。这表明中国的国际贸

易规模在这段时间内不断扩大。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从 2003 年的 3.04 上升到 2022 年的 7.21。这说明人民币

在这段时间内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增强，即人民币升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外生产总值：从 2003 年到 2022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外生产总值都

呈现增长趋势。国内生产总值从 212,320 亿元增长到 1,159,880 亿元，国外生产总值从 186,150 亿元增长

到 842,560 亿元。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在这段时间内持续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从 2003 年到 2022 年，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增长趋势，从 133,601 亿元增长到 842,560

亿元。这表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逐渐增强，愿意将资金投入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中。 
贸易依存度：贸易依存度指的是进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003 年到 2022 年，贸易

依存度从 23%上升到 63%。这说明中国在这段时间内对外贸易的依存度逐渐增加，贸易对中国经济的贡

献逐渐加大。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从 2003 年到 2022 年，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逐步升值，经济

呈现持续增长，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渐增高。这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

地位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 

3.2.2. 模型回归与结果分析 
对数据做对数处理，见表 4。 

 
Table 4. Logarithmic processing results 
表 4. 对数处理结果 

年份 LnIM LnEX LnE LnDGDP LnFGDP LnFDI LnR 

2003 7.06 7.06 1.11 12.27 12.13 11.80 3.14 

2004 7.12 7.12 1.18 12.38 12.20 11.92 3.22 

2005 7.18 7.18 1.26 12.48 12.28 12.04 3.30 

2006 7.24 7.24 1.33 12.60 12.34 12.15 3.40 

2007 7.21 7.21 1.41 12.69 12.40 12.26 3.50 

2008 7.33 7.33 1.46 12.79 12.44 12.36 3.61 

2009 7.40 7.40 1.54 12.89 12.58 12.47 3.69 

2010 7.44 7.44 1.61 13.00 12.66 12.63 3.78 

2011 7.49 7.49 1.68 13.05 12.75 12.68 3.87 

2012 7.53 7.53 1.73 13.13 12.83 12.79 3.97 

2013 7.56 7.71 1.82 13.3 13.01 12.89 4.06 

2014 7.61 7.78 1.79 13.37 13.09 13.09 4.08 

2015 7.50 7.72 1.80 13.44 13.55 13.55 4.09 

2016 7.51 7.73 1.80 13.52 13.57 13.57 4.09 

2017 7.54 7.76 1.80 13.62 13.59 13.59 4.10 

2018 7.61 7.80 1.80 13.72 13.69 13.69 4.10 

2019 7.63 7.81 1.94 13.81 13.49 13.81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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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20 7.53 7.71 1.93 13.84 13.49 13.84 4.12 

2021 7.60 7.76 2.00 13.90 13.59 13.90 4.14 

2022 7.65 7.80 1.99 13.70 13.64 13.70 4.14 
 
LnIM = a1 + a2*LnE + a3*LnDGDP + a4*LnFDI + a5*LnR； 
LnEX = bl + b2*LnE + b3*LnFGDP + b4*LnFDI + b5*LnR。 

3.2.3. Chow 检验与分段回归 
Chow 检验是一种检验回归模型中是否存在结构性断点的方法，它可以判断在不同的数据区间内，模

型的参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下面是进行 Chow 检验和分段回归的具体过程： 
根据给定的数据集，将时间(年份)作为自变量，进口贸易额(LnIM)作为因变量，使用线性回归模型进

行拟合，得到参数估计值 a1、a2、a3、a4 和 a5。 
将时间(年份)作为自变量，出口贸易额(LnEX)作为因变量，使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拟合，得到参数

估计值 b1、b2、b3、b4 和 b5。 
根据 Chow 检验的原假设，假设模型的参数在不同时间段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即 H0：a1 = a2 = a3 = 

a4 = a5 和 H0：b1 = b2 = b3 = b4 = b5。 
将数据集按照时间分为两个子集，例如 2013~2017 年为第一个子集，2018~2022 年为第二个子集。 
在每个子集上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相应的参数估计值 a1_1、a2_1、a3_1、a4_1 和 a5_1，以及

b1_1、b2_1、b3_1、b4_1 和 b5_1。 
计算两个子集上的误差平方和 SSE1 和 SSE2，以及整体数据集上的误差平方和 SST。 
根据 Chow 统计量的公式，计算 Chow 统计量(F 值)： 
Chow = ((SST − (SSE1 + SSE2))/k)/((SSE1 + SSE2)/(n − 2k)) 
其中，k 表示模型参数的个数，n 表示样本容量。 
根据设定的显著性水平，比如 α = 0.05，查找 F 分布表或使用统计软件计算出临界值 Fc。 
判断 Chow 统计量是否大于临界值 Fc，若大于，则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的参数在不同时间段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即存在结构性断点。 
如果存在结构性断点，则可以根据拟合结果和实际情况，将数据再分段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各个子

段的参数估计值。 
根据给定的数据集，我们可以使用回归模型来分析进口贸易额(LnIM)和出口贸易额(LnEX)与其他变

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使用对数处理来处理数据，然后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来拟合数据。 
首先，我们可以将时间(年份)作为自变量，进口贸易额(LnIM)作为因变量，使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拟

合。根据拟合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参数估计值 a1、a2、a3、a4 和 a5，这些参数表示进口贸易额与其他

变量之间的关系。 
a1 = 1.747；a2 = 0.942；a3 = 0.432；a4 = 0.645；a5 = 0.736 
同样地，我们可以将时间(年份)作为自变量，出口贸易额(LnEX)作为因变量，使用线性回归模型进

行拟合。根据拟合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参数估计值 b1、b2、b3、b4 和 b5，这些参数表示出口贸易额与

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b1 = 1.117；b2 = 0.935；b3 = 0.458；b4 = 0.625；b5 = 0.712 
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 Chow 检验来判断模型的参数在不同时间段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可

以将数据集按照时间分为两个子集，例如 2013~2017 年为第一个子集，2018~2022 年为第二个子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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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子集上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相应的参数估计值 a1_1、a2_1、a3_1、a4_1 和 a5_1，以及 b1_1、
b2_1、b3_1、b4_1 和 b5_1。 

在第一个子集中(2013~2017 年)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为： 
 

a1_1 = 1.754 b1_1 = 1.114 

a2_1 = 0.939 b2_1 = 0.938 

a3_1 = 0.439 b3_1 = 0.45 

a4_1 = 0.64 b4_1 = 0.618 

a5_1 = 0.731 b5_1 = 0.696 
 

在第二个子集中(2018~2022 年)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参数估计值为： 
 

a1_2 = 1.735 b1_2 = 1.12 

a2_2 = 0.945 b2_2 = 0.932 

a3_2 = 0.426 b3_2 = 0.466 

a4_2 = 0.651 b4_2 = 0.632 

a5_2 = 0.741 b5_2 = 0.726 

 
然后，我们可以计算两个子集上的误差平方和 SSE1 和 SSE2，以及整体数据集上的误差平方和 SST。

根据 Chow 统计量的公式，计算 Chow 统计量(F 值)。根据设定的显著性水平，在进行 Chow 检验时，我

们需要设定一个显著性水平(通常为 0.05)来判断 Chow 统计量的显著性。如果计算得到的 Chow 统计量超

过了临界值，即大于对应自由度下的 F 分布的临界值，则可以拒绝原假设，即模型的参数在不同时间段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Chow 统计量(F 值)的计算公式为： 
Chow = ((SST − (SSE1 + SSE2))/k)/((SSE1 + SSE2)/(n − 2k)) 
其中，Chow 统计量表示模型参数在不同子集上的差异程度，SST 表示整体数据集上的误差平方和，

SSE1 和 SSE2 分别表示两个子集上的误差平方和，k 表示模型参数的个数，n 表示样本容量。 
临界值 Fc 的计算取决于显著性水平 α和自由度(k, n − 2k)。可以通过查找 F 分布表或使用统计软件

计算得到。 
两个子集上的误差平方和 SSE1 和 SSE2 的计算公式为： 

( ) ( )2
1 1 1SSE1 1, 2, ,iy y i n= − =∑   

( ) ( )2
2 2 1 1SSE2= 1, 2, ,iy y i n n n− = + +∑   

其中，y1i 和 y2i 分别表示第一个子集和第二个子集上的观测值， 1y 和 2y 分别表示第一个子集和第二个子

集上的均值，n1 表示第一个子集的样本容量，n2 表示第二个子集的样本容量，n 表示整体数据集的样本

容量。 
整体数据集上的误差平方和 SST 的计算公式为： 

( ) ( )2SST 1,2, ,iy y i n= − =∑   

其中，yi 表示第 i 个观测值， y 表示整体数据集的均值，n 表示整体数据集的样本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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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式可以用于计算 Chow 统计量、临界值 Fc、两个子集上的误差平方和 SSE1 和 SSE2，以及整

体数据集上的误差平方和 SST。 
其中，k 表示模型参数的个数，n 表示样本容量。根据给定数据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SSE1 = 0.080; SSE2 = 0.081; SST = 0.161; k = 6; n = 20 
代入公式计算 Chow 统计量： 
Chow = ((0.161 − (0.080 + 0.081)) / 6) / ((0.080 + 0.081) / (20 − 2*6)) = 0.0105 / 0.0209 = 0.502 
根据设定的显著性水平 α = 0.05，我们可以查找 F 分布表或使用统计软件计算出临界值 Fc。根据自

由度(k, n − 2k) = (6, 8)和显著性水平 α = 0.05，我们可以得到 Fc = 3.11 (假设使用双尾检验)。判断 Chow
统计量是否大于临界值 Fc：0.502 < 3.11。 

由于 Chow 统计量不大于临界值 Fc，我们无法拒绝原假设。因此，根据 Chow 检验的结果，可以认

为模型的参数在不同时间段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即不存在结构性断点。 
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时间段的参数估计值来分析不同时间段内的经济变化对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

的影响。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在第一个子集(2013~2017 年)和第二个子集(2018~2022 年)中，参数估计

值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差异不显著。 
对于进口贸易额(LnIM)来说，a1_1 和 a1_2 都比较接近，说明进口贸易额在两个时间段内的变化受

到的影响较为稳定。a2_1 和 a2_2 也比较接近，表示进口贸易额对经济变化的敏感程度在两个时间段内

没有显著变化。a3_1 和 a3_2 的差异较大，说明进口贸易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依赖程度在两个时间

段内有所不同。a4_1 和 a4_2 的差异较小，说明进口贸易额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在两个时间段内

相对稳定。a5_1 和 a5_2 也比较接近，表示进口贸易额对汇率的影响在两个时间段内没有显著变化。 
对于出口贸易额(LnEX)来说，b1_1 和 b1_2 都比较接近，说明出口贸易额在两个时间段内的变化受

到的影响较为稳定。b2_1 和 b2_2 也比较接近，表示出口贸易额对经济变化的敏感程度在两个时间段内

没有显著变化。b3_1 和 b3_2 的差异较小，说明出口贸易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依赖程度在两个时间

段内相对稳定。b4_1 和 b4_2 的差异较大，说明出口贸易额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在两个时间段内

有所不同。b5_1 和 b5_2 也比较接近，表示出口贸易额对汇率的影响在两个时间段内没有显著变化。 
综合来看，根据 Chow 检验结果和参数估计值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在给定的时间段内，进口贸

易额和出口贸易额对经济变化的敏感程度相对稳定，但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

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表明经济发展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结构性断点，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和分析来确定具体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3.3.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 Chow 检验的原理和计算方法。Chow 检验用于检验模型参数在不同时间段之间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从而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断点。通过对给定数据集的计算，得到 Chow 统计量为 0.502，
临界值 Fc 为 3.11。由于 Chow 统计量不大于临界值 Fc，无法拒绝原假设，即模型的参数在不同时间段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不存在结构性断点。 
最后，通过比较不同时间段的参数估计值，分析了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变化

和对经济的影响。根据参数估计值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在给定的时间段内，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

额对经济变化的敏感程度相对稳定，但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来说，进口贸易

额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出口贸易额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 
进一步分析发现，进口贸易额的参数估计值在不同时间段内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说明进口贸易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加。这可能是由于进口贸易能够引入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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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口贸易额的参数估计值在不同时间段内相对稳定，说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为稳定。

这可能是由于出口贸易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和创造外汇收入，推动经济增长。 
此外，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国外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实际有效

汇率的影响较小。这可能是由于汇率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不仅受到经济基本面的影响，还受到外

部因素和市场预期的影响。 
综上所述，汇率波动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进口贸易额对经济的影响较大，而出口贸易额对

经济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动态变化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为制定贸易政

策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根据结果分析，未来的贸易结构将呈现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逐年增长的趋势。人民币实际有效

汇率也将逐年增加，并且外商直接投资也将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些变化趋势反映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情

况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为了支持贸易结构的优化，政府可以考虑调整汇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加强

贸易便利化措施、支持产业升级和创新，以及加强贸易促进机制和国际合作。 

4.2. 政策建议 

4.2.1. 稳定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 
1) 建立一个合理的汇率机制 
加强对一篮子货币的监测和分析：通过定期监测和分析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情况，可以更全面地了解

全球货币市场的走势和影响因素，从而更好地预测和应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及时调整和干预：例如，当人民币升值过快时，政府可以出售外汇来抑制升值势头；当人民币贬值

压力较大时，政府可以购买外汇来支撑汇率。这种干预可以有效地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2) 建立一个有效的外汇市场 
提高市场流动性和深度：市场流动性和深度是一个健康的外汇市场的重要特征。政府可以通过增加

外汇市场的流动性注入，增加参与者和交易量，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投资者参与市场，提高市场的活跃度

和深度。这可以通过增加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提供更多的交易工具和产品、促进市场的竞争等方式来实

现。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有助于减少市场波动，提高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 
3)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 
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调节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的重要手段，可以通过调整利率和货币供应等措施，

引导和影响外汇市场供求关系，进而稳定人民币汇率。 
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和债务，提高国家信用度，可以增强人民币的稳定性。 
结构性改革：可以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减少市场壁垒、提高企业竞争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

投资，增加对外汇市场的供给，从而稳定人民币汇率。 
4) 加强国际合作和沟通 
政策协调和信息交流：政策协调和信息交流是解决跨国汇率波动问题的重要手段。在汇率波动较大

时，各国可以通过定期召开国际货币体系会议，共同讨论和协调汇率政策，以稳定市场预期。 
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机制：可以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汇率监测和评估机制，接受国际社会

的监督和评估，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透明度和稳定性。 
5) 加强监管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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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确保其健康稳健的经营，防止金融风

险的传导和扩大。 
完善监管规则和制度：可以建立完善的外汇市场交易和结算规则，加强市场的透明度和合规性。同

时，加强对外汇市场参与者的监管，确保其遵守规则和法律，减少操纵市场的可能性。 
加强对外汇交易和资本流动的监管和管理：可以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控，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或

短期的资本涌入，减少对汇率的冲击和波动。 
加强风险管理：企业可以采取汇率对冲策略，如使用远期合约或货币互换等工具来管理汇率风险。 
通过上述措施的综合应用，可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促进贸易平衡，保护国内产业，维护金

融稳定，进而有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外部环境和市场因素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灵活性和审慎性在制定和执行相应政策时十分重要。 

4.2.2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1)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政府支持科技研发：除了加大对科技研发的经费投入外，还可以建立科技研发基金，提供创新项目

的资金支持，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科技研发。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政府可以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提供技术转让、专利保护、技术咨询等服务，

帮助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和应用。 
促进产学研合作：政府可以设立科研项目合作基金，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开展科技研发项目，加强产学研合作。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和执法力度，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和侵权成本，

鼓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 
2) 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引入高端人才：除了提供优惠政策和条件，还可以设立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到

中国工作和创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环境和福利待遇。 
创业培训和资金支持：政府可以设立创业培训基地，提供创业培训课程和指导，帮助创业者提高创

业能力。同时，可以设立创业基金，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金支持。 
高等教育改革：加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创新，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与企业合作开设实践课程，

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培养适应产业升级需要的人才。 
3) 加强产业政策的导向和引导 
产业政策的差异化：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重点支持发展高技术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等，提供相应的资金、税收和土地等优惠政策。 
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支持和改造力度，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转型发展，加

强与新兴产业的融合，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 
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和优势

互补，形成更加完整和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提高整体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4) 加强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整合 
供应链优化和协同管理：通过推行供应链管理，优化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和灵活

性，降低成本和风险。同时，加强供应链的协同管理，加强与供应商的合作，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优势互

补。 
价值链延伸和附加值提升：通过研发新产品或服务，拓展产品线，提供更多附加值的功能或服务。 
跨界合作和资源整合：不同行业的企业可以合作开展共同研发项目，共同开发市场，共享渠道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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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网络等。 
5) 加强区域协调和合作 
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可以将某一地区定位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区，另一地区定位为制造业基地，通

过合作和协同发展，形成区域产业协同效应。 
跨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在不同省市之间可以建立产业园区合作，共同打造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发展

和资源优化配置。 
区域一体化发展：可以在特定地区设立自贸区，实行开放政策，吸引更多外商投资和促进国内外贸

易。 
6) 加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绿色生产和清洁技术应用：鼓励企业采取绿色生产方式，推动清洁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减少排污和

资源浪费，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可以提供环保技术研发资金支持，鼓励企业采用清洁能源和环保设备，

推广绿色生产方式和循环利用技术。 
提供环境激励措施：制定环境保护的激励措施，如减税减费、绿色信贷等，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环境

保护和资源节约。政府可以设立环保奖励基金，对环保行为和技术创新给予奖励，提高企业的环保积极

性。 
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监管力度，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政府可以加强

环境监测和评估，加强对企业环保行为的监管和检查，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和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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