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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a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globaliz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foreign trade import and ex-
port and GDP of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GDP levels is also the key to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
ment. In this paper, the cluster analysis of 16 countries was carried out by R according to the GDP 
of each country in 2012. Secondly, SPSS is used to test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and GDP of some countries in each categor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oun-
tries of various economic level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two indicators, a line chart was 
drawn. Subsequently, the data of some countries in each category from 1970 to 2016 were calcu-
lated and mapped to explore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f each type of country on the internation-
al market. Finally,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s of the higher GDP countries and the middle 
GDP countries are co-integrated with the GDP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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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本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随着

贸易全球化的发展，研究不同GDP水平的国家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与GDP的关系也是当前国家发展经济

应当关注的关键问题。本文首先依照各国2012年GDP情况将16个国家用R进行聚类分析；其次运用spss
来实现对每类中部分国家进出口总额与GDP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的检验，为了了解各类经济水平的国家这

两项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绘制折线图；随后对每类中部分国家1970~2016年的数据计算对外贸易依存

度并进行绘图，探讨每类经济水平的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最后对较高GDP国家与中等GDP国家

的进出口总额与GDP指标进行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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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出口活动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国家的经济总量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伴随

贸易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加强多国之间的合作无疑成为每个国家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打开国门，

进口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出口国内优质商品，就能简单地构成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往来。紧锁国门，不

参与国际市场上的贸易交流，势必会落后。在 2001 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了国家贸易新的

转折点。 
由于对外贸易依存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

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1]，所以，本文研究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主要想通过根据每年计算出来的值绘制折

线图，找到折线图中是否存在最高点，还有不同 GDP 水平的国家它们贸易依存度曲线的变化趋势和差异，

深入挖掘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通过探查国外文献，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探讨进出口活

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 [2]。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学家罗

伯特逊和诺克斯提出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初级产

品需求的增加而把它们的经济增长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去，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3]。这一学说的提

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外贸易发展历程，符合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轨迹。 
本文研究目的就是探索不同 GDP 层面的国家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间关系的异同，结合各

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分析原因。研究对外贸易依存度来探究各个国家在未来贸易发展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

的变化，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及有利于我国贸易道路发展的相应看法。 

2. 聚类分析 

首先聚类分析方法是将具有一定相关关系的研究对象依照指标特征进行划分，将具有相同特征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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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归为一类的统计方法。 
本文通过选取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日本、新加坡、泰国、中国、加拿大、

美国、墨西哥、爱尔兰、新西兰、土耳其这 16 个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按照 2012 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美
元)进行聚类分析。我认为依照 2012 年全年 GDP 的多少进行聚类分析是合理的，得出的结果可以解释国

际上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照每类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逐类分析，得到不同经济水平层面的国家

GDP 与进出口贸易总额之间联系的异同。 
本文设置分成 4 类国家，分别代表拥有高 GDP 国家、较高 GDP 国家、中等 GDP 国家和较低 GDP

国家。具体情况如结果显示(图 1)。 

3. Pearson 相关性检验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接下来，分别以这四大类为研究对象，分别研究这四大类所包含的国家贸易进出口总额与国民生产

总值之间关系有何异同。研究报告选取 1970~2016 年各国 GDP 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变化趋势图。 

3.1. 高 GDP 国家贸易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关系 

第一类：研究高 GDP 国家，对日本、美国、中国进行研究。 
首先对拥有高 GDP 国家的日本、中国、美国这三个的 GDP 与进出口总额分别进行皮尔逊相关系数

检验，结果显示如表 1。表 1 中，显示三个国家的这两个变量之间皮尔逊相关系数均大于 0.8，并且在 0.1
显著性水平下双边检验 p 值小于 0.05，则表明三个国家的 GDP 与进出口额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向线性

关系，具体我们用折线图来刻画两变量之间的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 
通过对三个经济发展大国来讲，它们的贸易进出口总额与 GDP 均呈现相同平缓上升的趋势，并且，

描述 GDP 总额的线始终在进出口总额线之上，可以说进出口贸易是支撑这三大经济发展强国 GDP 的一

部分。GDP 与进出口总额拥有相似的增减趋势也说明进出口总额的增加或减少也会影响到该国的经济 
 

 
聚类的结果：高 GDP 国家：美国、中国、日本；较高 GDP 国家：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加拿大；中等 GDP 国家：墨

西哥、土耳其、西班牙；较低 GDP 国家：爱尔兰、新西兰、泰国、

新加坡。 

Figure 1. Clustering graph 
图 1. 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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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lation test in high GDP countries 
表 1. 高 GDP 国家的相关性检验 

N = 47 日-GDP 与 IE 中-GDP 与 IE 美-GDP 与 IE 

Pearson 相关性 0.895 0.986 0.987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Figure 2. The broken line chart of GDP and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in 1970-2016 years in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图 2. 日本、美国、中国 1970~2016 年 GDP 与进出口总额的折线图 
 
增长情况，但总体看来，对于高 GDP 国家，进出口总额与 GDP 逐年变化相差不大，呈现较为平缓并且

稳定的状态。 

3.2. 较高 GDP 国家贸易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关系 

第二类，较高 GDP 国家，选取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进行研究。 
同样，我们从拥有较高 GDP 的国家中选取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进行分析。这四个国家中，

GDP 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皮尔逊相关系均大于 0.95，并且拒绝原假设(如表 2)。这说明在经济发展较高的

国家中 GDP 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线性关系更为显著，每个国家的这两条曲线相似程度刻画的更加明显，

也可以说 GDP 与进出口贸易总额有极为相似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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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对于较高 GDP 国家来说，GDP 与进出口总额的折线图也存在相似之处。首先，对于

四个国家来讲，他们的 GDP 与进出口总额均存在很明显相似的增减关系，也就是说，对于较高 GDP 国

家来讲，GDP 受进出口总额的高度影响。其次，GDP 与进出口总额的曲线较为接近，但还是 GDP 曲线

高于进出口总额曲线。与此同时，该四个国家从 2010 年到 2016 年，GDP 与进出口总额曲线均变化相对

平稳，波动现象较小，也就是说，较高 GDP 水平国家近几年经济增长与贸易进出口总额变化也有较为平

和的趋势，接近稳定的状态，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变化较为稳定，与之前 40 年有很明显的改变。 

3.3. 中等 GDP 国家贸易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关系 

第三类：中等 GDP 国家，对土耳其、墨西哥、西班牙进行分析。 
在经济中等国家中选取的三个国家上看，三个国家的贸易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0.98，其中土耳其国家达到了 0.995 (如表 3)，表明中等 GDP 国家的 GDP 与进出口总额联系相当密切，

经济能够得以发展是离不开与国际间对外贸易往来。 
在中等 GDP 国家 GDP 与进出口总额的折线图中(如图 4)，最明显的特点三个国家的折线图中，两条

折现均有逐渐接近的趋势，这就表明，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越大，表示为这些较大 GDP 国家

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他们的开放程度也越来越大。这个现象墨西哥反映最明显，两条曲线

有重叠倾向，也进一步说明墨西哥与国际进行贸易往来愈加频繁，市场也更为广泛，但贸易占 GDP 很大

比重也埋下了潜在危机。同样，与拥有高 GDP、较高 GDP 国家相同，GDP 与进出口总额都有相同的变

化趋势，这两项指标有很强的相关性，对进出口总额影响了 GDP 的发展进行了说明。 
 
Table 2. Correlation test in higher GDP countries 
表 2. 较高 GDP 国家的相关性检验 

N = 47 法-GDP 与 IE 意-GDP 与 IE 英-GDP 与 IE 德-GDP 与 IE 

Pearson 相关性 0.986 0.98 0.991 0.986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0.00 

 

 

 
Figure 3. The broken line chart of GDP and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in 1970-2016 years in France, Italy, Germany and Britain 
图 3. 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 1970~2016 年 GDP 与进出口总额的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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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rrelation test for medium GDP countries 
表 3. 中等 GDP 国家的相关性检验 

N = 47 土-GDP 与 IE 墨-GDP 与 IE 西-GDP 与 IE 

Pearson 相关性 0.995 0.98 0.986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0 

 

 

 

 
Figure 4. The broken line chart of GDP and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in 1970-2016 years in Spain, Mexico and Turkey 
图 4. 西班牙、墨西哥、土耳其 1970~2016 年 GDP 与进出口总额的折线图 

3.4. 较小 GDP 国家贸易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关系 

第四类：较低 GDP 国家，对爱尔兰、泰国进行分析。 
对选取的较低 GDP 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也得到了非常高的相关系数(如

表 4)，同样说明了较低 GDP 国家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间有很显著的线性关系，也进一步说明 GDP 较低

的国家更高度依赖于进出口贸易。 
在第四类新兴经济发展中国家，GDP 与进出口总额呈现相同增长趋势的情况下也出现相交的状态(如

图 5)，就是说两条折线逼近并且出现进出口总额超过 GDP 的现象，表明国家在国际上的贸易依存度相当

高的程度。原因有很多，首先经济还欠发达的国家会增加进口，来满足国家人民内部需要，会导致进出

口总额相对偏高；其次，经济还欠发达需要与国际上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使得国家经济、科技等领域能够

快速发展，因此会大量利用进出口贸易往来从而会使进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该国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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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orrelation test in lower GDP countries 
表 4. 较低 GDP 国家的相关性检验 

N = 47 爱-GDP 与 IE 泰-GDP 与 IE 

Pearson 相关性 0.982 0.99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Figure 5. The broken line chart of GDP and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in Ireland and Thailand in 1970-2016 years 
图 5. 爱尔兰、泰国 1970~2016 年 GDP 与进出口总额的折线图 

4. 对外贸易依存度进行描述 

随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也随着格局的变化发生巨大的改变，正确认识到对外

贸易依存度的变化会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具有经济意义的。 

=
进出口贸易总额

对外贸易依存度
国内生产总额

 

对外贸易依存度描述的是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一个描述国家在国际上进行贸

易往来衡量该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4]。 
不同经济程度的国家对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也是存在差异的，接下来的研究主要围绕四类不同经济发

展层次的国家对外开放分别具有的特点，找出个别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曲线的最高点，分析原因，再结

合具体国家情况进行预判。 

4.1. 高 GDP 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绝大多数国家外贸依存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图 6 所示，目前高

GDP 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在近几年有小幅度下降，并且 47 年以来变化过程较为平缓，集中在 0.2~0.4 之间，

其主要原因有，比如美国，国内资源丰富，该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资源以及市场决定，所以对外贸

易依存度会相对较低。再以中国为例，中国在 1980 年到 1992 年之间，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攀升值与日

本和美国相持平，并且在之后的 20 年里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与其他高 GDP 国家贸易依存度曲线

波动有所区别。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在 2001 年以前，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复苏阶段，其中加强对外

贸易、建立周边关系、快速与周边多国实现贸易往来，使得能跻身于国际的贸易市场。从 2001 年开始，

我国加入了 WTO 组织，我国的对外贸易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正如图所示，这也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

度在这段时间内大幅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符合我国国情发展。并且，在 2006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

达到了最高点，随后开始下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不同，经济发展必然会使得服务行业占

有较大的比重，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而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很低，所以服务业比重越高，越

会导致我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贸易依存度相对降低。 

https://doi.org/10.12677/sa.2018.75065


刘昱，肖春来 
 

 

DOI: 10.12677/sa.2018.75065 564 统计学与应用 
 

日本在 1970 年到 1976 年达到了该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历史上最高的点 0.717，1977 年直降到 0.24，
随后便在 0.2 上下波动。首先，日本在 60~8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堪称奇迹。1973 年全球爆发第一次石油

危机，但日本在 70 年代始终保持贸易顺差，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收支盈余的有利地位，因此可以解释日本对

外贸易依存度在 1976 年达到最高点这一现象，往后的日本贸易依存度应不会再次超过 0.717 这一数值。 

4.2. 较高 GDP 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分析 

对于较高 GDP 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讲，如图 7 所示，显示的变化大致相同并且相对集中。处于

这个经济层面的国家，他们的贸易依存度也是有缓慢波动上升趋势。对外贸易依存度在 0.4~0.6 之间波动，

最终趋于在 0.6 的水平线上下。与拥有高 GDP 国家相对比，处于较高 GDP 国家的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

其原因可能因为是国家为了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而加大与国际市场上的往来。其中，加拿大在 2000 年是出

现了最高点 0.82。有图所示，加拿大 70 年代到 90 年代初，对外贸易依存度增长缓慢，从 1992 年开始急

剧升高。首先，在 1982 年，被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同意后改变了《加拿大宪法》，加拿大真正完成了独立。

二十世纪初，是加拿大资本主义进入发展的时期。横贯大陆的铁路干线建成，大批移民西进、土地开垦、

开展农业使得加拿大很快成为世界最大谷仓之一，随后矿产资源连接被发现，采矿、钢铁等近代工业部

门得到发展从而使得国内出现众多市场，资源丰富，具有出口优势，因此加拿大对外贸易依存度会有如

此波动。德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上升幅度高于平均较高 GDP 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未突破最高点水平。 

4.3. 中等 GDP 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分析 

总体上讲，中等 GDP 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上升幅度大于 GDP 大国从 0.2~0.6，也就是说，中等

GDP 国家对国际贸易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对于中等 GDP 国家也是有利的。加入国际

市场，并且增加贸易进出口总额带动国内市场消费无疑是在走向较高 GDP 国家的必经之路。看到中等国

家对外贸易依存度波动上升趋势明显，并且墨西哥是对外贸易依存度上升国家中最为明显的，在 1996 年

就已经突破了原有的最高点；西班牙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点出现在 1976 年，无疑也是收到了世界石油

危机的有冲击使其加强与国外的贸易联系。目前其曲线依旧是上涨趋势，由于是 GDP 中等国家，进出口

贸易在大背景下不断频繁有望突破 1976 年 0.87 最高点(如图 8)。 

4.4. 较低 GDP 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分析 

最后分析较小 GDP 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情况。对比之前分析，较小 GDP 国家与中发达 GDP 国家

明显不同，他们对外贸易依存度曲线不仅上升陡峭、逐年变化明显，而且在国际贸易市场上，进出口总额

占国家 GDP 比例甚至超过了 1 (如图 9)。这就说明依靠国际贸易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 
 

 
Figure 6. Broken line chart of 1970-2016 years’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in high GDP countries 
图 6. 高 GDP 国家 1970~2016 年对外贸易依存度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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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A 1970-2016 year lin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in a higher GDP country 
图 7. 较高 GDP 国家 1970~2016 年对外贸易依存度折线图 

 

 
Figure 8. The 1970-2016 year dependence of foreign trade in the middle GDP countries 
图 8. 中等 GDP 国家 1970~2016 年对外贸易依存度折线图 

 

 
Figure 9. A 1970-2016 year break lin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in smaller GDP countries 
图 9. 较小 GDP 国家 1970~2016 年对外贸易依存度折线图 

 
爱尔兰国家来讲，有“欧洲庄园”之称，依赖于贸易的经济体系，经济总量虽小，但非常发达，主要依

赖于出口贸易，来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爱尔兰国家人口少、市场小必须实行外向型经济。从 60 年代开始，

爱尔兰有封闭式政策向对外开放政策改变，因此 60 年代后爱尔兰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就如上图

所示，一个典型外向型经济国家。 

5. 协整检验 

为了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层次的国家，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间具有的长期关系，我们进行协整检

验[5] [6]。由于是研究的是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所以按照之前聚类结果代表经济发展不同的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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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分析。对于分析每类经济发展水平的进出口总额和 GDP 指标，我们将每类中所有国家进出口总

额逐年进行加总取平均，作为该类经济发展水平下进出口总额的数据，同样方法得到 GDP 指标。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我们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数据是否平稳。在本篇文章中，我们

对较高 GDP 国家以及中等 GDP 国家进行协整检验(如表 5)，目的是看看处于这两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GDP 指标与进出口总额之间的长期关系，其次，由于本篇文章对高 GDP 国家以及较低 GDP 国家的选择

较少，以至于得出来的结果误差大，不具有很强代表性以及说服力，因此，只对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

以及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进行分析。 
在对较高 GDP 国家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发现对平均 GDP 指标取对数后仍是不平稳序列，因此分

别对平均 GDP 指标与平均进出口总额指标进行一阶差分，进行一阶差分后的数据通过了检验表示序列平

稳，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同理，对于中等经济水平国家在对经济指标取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存在单位根，则序

列不平稳，随后对研究的经济指标进行一阶差分，得到一阶差分序列平稳不存在单位根。 
随后我们对较高 GDP 国家与中等 GDP 国家一阶差分后的进出口总额指标与一阶差分后 GDP 指标进

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6。 
通过结果显示，迹统计量 14.71012 > 3.841466，P 值小于 0.05，表明较高 GDP 国家进出口总额与 GDP

至少存在一种协整关系。因此，我们找到这种协整关系(如表 7)。 
根据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值写出协整方程： 

GDP 1.348592EXIM=  

通过协整方程，可以知道较高 GDP 国家，进出口总额每增加 1%，GDP 就会增加 1.35%。首先 GDP
与进出口总额是正向协整关系，所以表示经济较发达国家增加进出口贸易总额会拉动 GDP 相应增长，有

利于国家经济发展。 
接下来同样对经济发展中等国家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8。 
通过统计量结果显示，31.21874 > 0.05 的临界值 3.841466，并且 p 值均小于 0.05，表示中等经济发

展层次的国家平均 GDP 与平均进出口贸易总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 9)。 
通过标准化协整关系值写出协整方程如下显示： 

GDP 1.594864EXIM=  
 

Table 5. Unit root test for larger GDP countries and medium GDP countries 
表 5. 对较大 GDP 国家与中等 GDP 国家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 

较大 GDP 国家 

t 统计量 p 

lngdp −2.026331 0.2749  

d (lngdp) −5.12139 0.0001   

lnexim −3.331005 0.0191   

d (lnexim) −4.56115 0.0006   

中等 GDP 国家 

lngdp −1.552503 0.4978  

d (lngdp) −3.885339 0.0049   

lnexim −2.095584 0.2474  

d (lnexim) −3.388288 0.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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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est of trace statistics 
表 6. 迹统计量检验 

Hypothesized  Trace 0.05  

No. of CE(s) Eigenvalue Statistic Critical Value Prob.** 

None* 0.329213 32.27949 15.49471 0.0001 

At most 1* 0.284176 14.71012 3.841466 0.0001 

 
Table 7. Standardized cointegration values 
表 7. 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值 

Normalized cointegration coefficients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DGDP DEXIM 

1.000000 −1.348592 

 (0.26988) 

Adjustment coefficients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D (DGDP) 
−0.241544 

(0.23905) 

D (DEXIM) 
0.456686 

(0.17025) 

 
Table 8. Test of trace statistics 
表 8. 迹统计量检验 

Hypothesized 

No. of CE (s) Eigenvalue Statistic Critical Value Prob.** 

Hypothesized  Trace 0.05  

None* 0.414541 31.21874 15.49471 0.0001 

At most 1* 0.202340 9.269010 3.841466 0.0023 

 
Table 9. Standardized cointegration values 
表 9. 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值 

Normalized cointegration coefficients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DGDP DEXIM 

1.000000 −1.594864 

 (0.15820) 

Adjustment coefficients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D (DGDP) 
0.547241 

(0.30065) 

D (DEXIM) 
0.985999 

(0.24466) 

 
通过协整方程看出经济发展中等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呈现正向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增加 1%

单位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会是中等 GDP 国家的 GDP 增加 1.59%。而且中等 GDP 国家想要带动 GDP 增长，

更加对国家的对外贸易进出口重视起来，对外贸易进出口对拉动经济发展一般国家的 GDP 更加明显。 

6. 结论及建议 

针对高 GDP 国家来讲，它们每年 GDP 与进出口额的变化相对稳定，在国际的背景下，均是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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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但是逐渐变化并不大，相对于中等或者较小 GDP 国家来讲，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对不大，但

中国除外，尽管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扮有重要的角色，但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逐年下降的。无

疑高 GDP 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在国际市场中进行贸易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

界的经济状况。 
其次对于较高 GDP 国家来讲，它们的进出口总额以及 GDP 在近几年变化较小，已经走向成熟、稳

定的经济体系，它们对于国际市场的依存程度相比高 GDP 国家是显著的，但是波动缓慢，可以看出拥有

较高 GDP 的国家在依照自己国家对外贸易政策进行实施，总体变化不大。 
随后分析中等 GDP 国家，处在这类经济发展的国家存在进出口贸易总额曲线逐年向 GDP 曲线靠近

的共性，也就是说，进出口贸易曲线在 1970~2016 年中变化较快，这就意味着中等 GDP 国家越来越重视

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它们对外贸易依存度曲线增长陡峭并没有明显的下降现象，就说明增加贸易进

出口是这些国家在进行贸易策略中的主要导向。 
较高 GDP 的国家与中等 GDP 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与 GDP 存在长期关系，也就是说进出口总额将会伴

随着 GDP 的增减，因此抓好对外贸易是这些国家的必经之路。 
最后来说较小 GDP 国家，它们的进出口总额会超过 GDP，也就是说进出口总额相对较大，进出口

贸易能使国内市场得到良好的供给，国内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总额紧密相关，它们很大地依赖于国际

市场，国际市场才是它们目前“最大的市场” [7]。 
针对于中国来讲，中国是拥有高 GDP 的国家，但是人均 GDP 并不高，所以在文章的分析中会与美

国、日本有所差异。中国应当同较高 GDP 和中等 GDP 国家一样，高度重视进出口贸易总额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尽管贸易依存度在高 GDP 国家中处于高位，但相对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讲是远远不够

的，依赖于国际市场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是理所应当的。 
我国可以在适度扩大进口中，发挥进口技术替代效应，增加产业的效率[8]。也可以优化出口产业结

构，充分利用我国自然资源、劳动力、生产设备等提高产品效率和质量，提高出口层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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