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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德宏自贸区、中缅经济走廊为研究对象，基于双向开放视角，选取德宏自贸区贸易发展衡量指标和中

缅经济走廊经贸衡量指标，分析德宏自贸区贸易能力与中缅经济走廊的互动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中缅
经济走廊经济发展对德宏自贸区经济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扩大德宏沿边开放，进一

步促进中缅两国的经贸合作。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法，验证了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走廊的经济贸易互

动发展，结论表明自贸区贸易发展与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协调发展具有很强的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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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Dehong Free Trade Zone and Chin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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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a two-way open perspective, select Dehong Free Trade Zone trade development indica-
tors and Chin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economic and trad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to ana-
lyze the trade capacity of Dehong Free Trade Zone and China-Myanmar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orrido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will promote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the Dehong Free Trade Zone, pro-
mote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pand the border opening of Dehong,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Through the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economic and trade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Dehong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Chin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is verified, and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free 
trade zone trade development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have a strong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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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地处祖国西南，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望，是中国距印度洋最近的沿边口岸

城市，是中缅经济走廊的中心节点，是中缅油气管道入境的首站。长期以来，瑞丽因边而兴、因边而活。 
2019 年 8 月 30 日，中国(云南)自贸区德宏自贸区(下称德宏自贸区)挂牌成立，包括瑞丽主城区和实

施“境内关外”监管的姐告边境贸易区，实施范围 29.74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跨境电商、跨境产能合作、

跨境金融等产业，打造沿边开放先行区、中缅经济走廊的门户枢纽。 
挂牌以来，德宏自贸区立足“沿边”特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试点，取得初步

成效。中缅传统“胞波”情谊，在自贸区建设的大背景下，亦焕发出新光彩。共建中缅经济走廊，高质

量建设德宏自贸区，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成为缅甸社会各界的共识。 
因此，在双向开放视角下，协调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走廊互动发展，研究相关促进及影响因素优

化贸易相关产业配置，对发挥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关于自贸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也获得了国内外学者

们的竞相研究。 

2.1. 自由贸易区的研究 

国外关于自贸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基础和效应分析，普遍认为自贸区的发展能带动区域经济发

展。通过对毛里求斯自贸区的研究得出自贸区对经济的有效带动离不开合理的政策、功能的完善和监管

的严格(Christorher, 2014) [1]。对处于中东、东南亚和南美洲的具有代表性的自贸区从管理、监管和政策

三个角度做了详细的对比，发现重点是要以宽松的政策促进自贸区发展(闫然，2014) [2]。通过观察德宏

自贸区辖内瑞丽口岸进出口贸易额、货运量、人流量、车流量等 4 项口岸流量指标数据显示，认为作为

中缅经济走廊先行先试区建设基础条件夯实(张国平，杨永梅，20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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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贸区功能的研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可以从自身功能和带动作用这两方面来讨论。自贸区的

功能主要在于境内关外，能够免除关税、进行仓储物流和加工制作(祁欣，2010) [4]。通过定性分析，在贸

易、金融、经济发展方面研究自贸区设立的作用(王立岩，2015) [5]。从实证研究方面来看，利用一个企业

级的面板数据库，通过虚拟变量来代替关税减少带来的影响，设置计量模型计算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Hu 和 Liu，2014) [6]。在区域经济互动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选择上，考虑到影响因素的多样性，通过建

立指标体系进行测度(Seyoum & Ramirez, 2012) [7]。 

2.2. 自贸区与区域经济的联系 

现有研究普遍都肯定了自贸区对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模型方法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对亚洲和

拉美两个地区国家间的潜在影响，得出自贸区能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结论(Bouet, 2012) [8]。通过构建“区域

经济联动评价体系”衡量海峡西岸经济区内部一体推动和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合作互动(徐子青，2010) [9]。 
自贸试验区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可以从自贸试验区的作用来分析，其带动作用体现在效应层面。黑龙

江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可以通过优化区域经贸格局、协调区域空间布局、创新中俄合作模式和完善自贸试

验区外部环境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温皓斐，2020) [10]认为。通过描述德宏州进出口贸易额占云南省贸易额

比重呈线性增长的显著变化同瑞丽试验区建设在时间维度上保持高度的一致的情况，说明了瑞丽试验区

建设对滇緬边境贸易的贡献(段海波，2018) [11]。 

2.3. 文献评述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随着国际贸易逐年增长，自贸区正式步入了规模化发展层面。但已有的研究成

果极少包括沿边地区自贸区建设方面，这是因为被批准位处边境的自贸区很少且发展落后功能也不完善，

研究主要关注自贸区与区域经济贸易相关度如何，但得出的结论比较单一[12] [13] [14]。 
随着云南、广西等新一批沿边自贸区的成立，边境区域的贸易开放得到促进。故本文通过数理统计

对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走廊互动发展进行研究，再基于双向开放的视角，选取代表德宏自贸区贸易发

展的宏观指标以及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下所影响主要经济指标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 

3. 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走廊互动发展 

2017 年 11 月，中方提议建设“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

打造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大合作格局。德宏州受益于地理位置上处于“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出入境

口的天然条件，多年以来，已经逐渐确立了对缅经贸合作新格局，利用经济走廊实质建设下的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如交通运营及边贸口岸建设，以及通关政策体系相对完善，大力发展贸易经济[15] [16]。 
2019 年自贸区的建成后，德宏与缅甸的经济联系越来越深，从单方的自我开放转变为双边互动开放，

双向合作的领域和力度不断加大[16]。瑞丽市借助全国唯一按“境内关外”模式特殊管理的边境贸易区—

—姐告边境贸易区的特殊监管政策，整合各领域资源，加快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随着自贸区贸易政策的推进，物流运输是在贸易区内进行贸易活动的保障，使货物的跨境贸易成为

可能，特别是在跨境电商产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衡量自贸区的物流发展水平时，本文考虑到货物

周转量指标不仅包括运输对象的数量，还包括了运输距离的因素，能够全面地反映运输生产成果，因此

选择功能指标货运周转量作为自贸区贸易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瑞丽作为中国对缅贸易的最大内陆口岸，拥有 2 个国家级口岸和 1 个经国务院批准设置的姐告边境

贸易区。长期以来，滇缅贸易在全国对缅贸易总额中占较高比重，其中，瑞丽市口岸的贸易额占绝大比

重。2018 和 2019 瑞丽市口岸贸易额分别占中缅边境贸易额的 81%和 66%。故本文用瑞丽外贸进出口总

额衡量宏观中缅经济走廊经济贸易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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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云南省统计年鉴中整理出 2008 年至 2019 年各年份瑞丽市的外贸进出口额以及货运周转量

数据。原始数据的时间序列呈现见表 1。其次，为了避免数据异方差性的影响，在计算时对所有变量进

行了对数化处理。 
 
Table 1. Ruili City’s foreign trade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and freight turnover 
表 1. 瑞丽市外贸进出口额以及货运周转量 

年份 外贸进出口额(亿元) 货运周转量(万吨公里) 

2008 61.65 179,046 

2009 60.16 184,417 

2010 88.45 209,682 

2011 122.22 105,458 

2012 145.25 124,441 

2013 214.69 147,939 

2014 333.69 205,392 

2015 317.8 229,661 

2016 322.0 237,795 

2017 433.1 272,333 

2018 716.9 312,727 

2019 854.1 360,688 

3.1. ADF 检验与协整检验 

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往往表现出共同的变化趋势，但这些序列间之间不一定有直接关联，为确保

使用平稳的数列进行计算，首先采用 levin-lin-chu(LLC)检验方法和 maddala and wu(1999)提出的 adf-fisher
面板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数据分析软件 Eviews10.0 和 SPSS19.0 进行检验和计算。 
由表 2 检验结果可知，数据取对数能有效减少数据的波动性，但序列仍然是非平稳的。取对数后的

数据在一阶差分后全部平稳，表明所有对数数列为一阶的同阶单整序列。 
 
Table 2. The result of single integer test 
表 2. 数列单整检验结果 

变量 结论 一阶差分后数据平稳性 变量 结论 一阶差分后数据平稳性 

货运周转量(RV) 不平稳 不平稳 LNRV 不平稳 平稳 

外贸进出口总额(TV) 不平稳 不平稳 LNTV 不平稳 平稳 

 

基于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发现，取对数处理后的变量之间是同阶单整的，为了保证模型中变量的现实

经济意义及其稳定性，进行协整检验。设 E 是方程的残差序列，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integration test results of residual series 
表 3. 残差序列协整检验结果 

ADF 值 1% 5% 10% 

−5.673449 −4.420595 −3.259808 −2.7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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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的ADF值为−5.673449，小于 1%的显著性水平−4.420595，说明残差序列也可以应用协整进行检验。 
协整检验是考察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方法，数据通过协整检验，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

均衡关系，可以对其进行格兰杰检验等进一步分析步骤。 

3.2.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对中缅经济贸易进出口总额与货运周转量进行协整检验后，认为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在此基础上判断二者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采用格兰杰因果进行检验。格兰杰检验要求选择较多的滞

后数据，这样可以与过去的信息保持一致。为判断货运周转量与其他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是

否互为因果关系，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分别以滞后阶数 1~3 阶进行检验，并根据 AIC 
(Akaike Info Criterion)值最小原则选择结果最优的 3 阶作为最终滞后阶数，检验结果见表 4。 
 
Table 4. Granger causality statistics table 
表 4. Granger 因果关系统计表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c Prob. 结论 

LNT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RV 9 273.349 0.0036 拒绝 

LNR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TV 9 0.842 0.5832 不拒绝 

 
表 4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说明，货运周转量的增加并不是中缅经济走廊经贸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

中缅经济走廊经贸发展是货运周转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其宏观经济意义是指，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促进

德宏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 

4. 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走廊互动发展分析 

4.1. 灰色关联度模型 

邓聚龙教授在 1982 年首次提出灰色系统这个概念，并且建立了完善的灰色系统理论。灰色理论认为

通过灰色关联方法可以判断因素之间的真实客观的联系。灰色关联方法是通过时间序列数据间的变化趋

势来分析个因素间的联系，如果两因素是同步变化，并且程度很高则判定两者关联度大。本文采用灰色

关联度模型计算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下影响自贸区相关经济指标与德宏自贸区之间的关联度，从总体上讨

论中缅经济走廊与德宏自贸区的经济贸易互动。 
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定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本文在进行选取指标时依据相关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数据可

获取性原则、代表性原则选取代表物流运输的功能指标货运周转量作为描述德宏自贸区贸易发展情况的

指标，即比较序列为货运周转量；选取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下影响较大且能带动德宏自贸区贸易发展相关

的五个功能指标作为参考数列，分别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分析其与货运周转量的关联度，建立起面对德宏自贸区与中缅

经济走廊经济间的指标体系。如表 5 所示。 
 
Table 5. Selection of economic indicators for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Dehong Free Trade Zone and China-Myanmar Eco-
nomic Corridor 
表 5. 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走廊互动发展经济指标选取 

名称 功能 功能指标 

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下所影响主要经济指标 金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LA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1015


王彭珺 等 
 

 

DOI: 10.12677/sd.2021.111015 132 可持续发展 
 

Continued 

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下所影响主要经济指标 

财政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PB) 

服务 第三产业增加值(S) 

投资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FC) 

出口加工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I) 

德宏自贸区贸易发展指标 物流运输 货运周转量(RV) 

 
相关指标说明： 
金融功能作为支撑国际贸易结算手段之一，德宏州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以及相关政策的制

定，大幅提升了瑞丽口岸对外金融合作水平，中缅陆路口岸贸易中在全国边境地区率先实施了边境贸易

出口商品人民币结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缅甸国家经济银行签订了跨境金融合作协议，为中缅经济走

廊建设创造了经贸金融合作条件。金融交易的频繁程度和交易量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

选取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指标来体现当地的经济实力无可厚非。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自贸区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必不可少的功能之一，瑞丽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境内

关外”边境贸易区，优势在于对进出口贸易税费的减免。税收优惠政策虽直接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减

少，但从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看，由于政府给于优惠政策的目的以及实际执行效果情况，税收优惠将吸

引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的税收来源。以此将其作为衡量对外贸易的指标。 
我国的第三产业是吸纳我国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对于劳动力需求较大的第三产业中的行业包括：贸易

物流业、交通运输业和批发零售业等。随着中缅双边经贸合作，走廊沿线贸易畅通政策的推进，德宏自贸

区内对劳动力需求应处于增长趋势。由此，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衡量当地服务业发展水平作为参考意见。 
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国内外企业投资是在自贸区内展开贸易活动的必要条件，也是企

业充分利用自贸区优惠政策扩大业务规模的结果。中缅经济走廊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下实施的宽松自由

的投资政策，将吸引大量国内外企业进行投资，故本文利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宏观表示投资来计算其与

德宏自贸区发展的关联度。 
出口加工是自贸区内的基本贸易活动，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主要通过来料加工和仓储物流货物加工

方式经营进出口贸易，以此扩大对外贸易。中缅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建设下，对货物运输条件、通讯设施、

基础设施有很高的要求，这样才能保证在加工技术达标的情况下低成本顺利出口货物。因此选取了具有

代表性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与贸易的关系来判断该功能对自贸区经济的影响。 
本文将采用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整理，数据来源于《云南统计年鉴》、云南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中经网、国家统计局，如表 6 所示。 
 
Table 6. 2008~2019 economic indicators of Ruili City, Yunnan Province 
表 6. 2008~2019 年云南省瑞丽市的经济指标 

年份 金融机构存贷款总

额(LAD)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PB) 
第三产业增加值

(S)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FC)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I) 

2008 802,031 22,103 12.46 0.2456 4.35 

2009 1,034,000 22,100 14.14 0.1224 3.43 

2010 1,580,900 37,300 17.15 0.2382 4.66 

2011 1,887,200 51,202 21.22 0.52 3.93 

2012 2,353,500 69,524 24.14 0.8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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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3 1,652,000 87,490 28.66 1.04 2.5 

2014 1,534,400 91,256 31.79 0.26 5.1 

2015 3,326,000 73,001 53.8 0.31 4.23 

2016 3,592,085 74,132 59.5 0.33 8.56 

2017 3,664,434 77,233 70.6 0 10.59 

2018 3,618,702 100,409 76.6 0.05 7.3 

2019 3,753,920 109,465 110 0.08 11.9 

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单位是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单位是亿元。 
 

第二步：原始数据标准化。如果数据数量级和量纲不同，分析中不便于比较或者在比较结果可能不

正确，因此，本文采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处理过程如式(1)： 

( ) ( )

( )2019
2000

, 0, 1, 2, 3; 2000, 2001, , 2019.
1

i
i

t
it

X t
X t i t

X t
n

=

=

= = =
∑

�                (1) 

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它们之间的关联度，求灰色关联系数。关联度系数公式见式 2： 

( ) ( )
( ) ( )

min max
, 1, 2, 3; 2000, 2001, , 2019.

maxoi i t
oi t

ξ
ρ
ρ

∆ + ∆
= = =

∆ + ∆
�               (2) 

公式中 ( )1, 2, 3oi iξ = 表示灰色关联系数，其中 i = 1 时表示货运周转量与外贸进出口总额的系数，依次类

推。 ρ 为分辨系数，文章中为分辨系数取值为 0.5。灰色关联系数如表 7 所示： 
 
Table 7.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sults (averaged) 
表 7. 关联系数结果(均值化) 

项 LNLAD LNPB LNS LNTV LNFC LNI 

第 1 项 0.813 0.748 0.477 0.527 1 0.746 

第 2 项 0.856 0.743 0.511 0.519 0.729 0.511 

第 3 项 0.917 0.838 0.565 0.598 0.938 0.821 

第 4 项 0.841 0.865 0.78 0.843 0.635 0.704 

第 5 项 0.836 0.823 0.844 0.902 0.555 0.969 

第 6 项 0.965 0.805 0.963 0.883 0.548 0.371 

第 7 项 0.915 0.872 0.974 0.733 0.987 0.984 

第 8 项 0.921 0.976 0.642 0.776 0.963 0.668 

第 9 项 0.912 0.981 0.6 0.777 0.944 0.436 

第 10 项 0.995 0.961 0.533 0.551 0.494 0.558 

第 11 项 0.972 0.976 0.443 0.525 0.548 0.334 

平均值 0.90391 0.87164 0.66655 0.694 0.75827 0.64564 

4.2. 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走廊关联度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与各经济指标数据计算中缅经济走廊与德宏自贸区之间的关联度，从总体上讨

论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走廊的经贸互动。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1015


王彭珺 等 
 

 

DOI: 10.12677/sd.2021.111015 134 可持续发展 
 

由表 8 关联度分析结果表明，德宏自贸区贸易与投融资及财政拨款高度相关，其中德宏自贸区贸易

与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的灰色关联度高达 0.9。相比之下，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关联度及第三产业增加

值比较低，分别为 0.67 和 0.65。 
 
Table 8. Correlation degree of trade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and Dehong Free Trade Zone 
表 8. 中缅经济走廊与德宏自贸区贸易发展关联度 

 金融机构存贷款总

额(LAD)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PB) 
第三产业增加值

(S)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FC)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I) 

货运周转量(RV) 0.90 0.87 0.67 0.76 0.65 

 
金融机构存贷总额政策与自贸区的关联度最高，说明金融政策的支持对与自贸区建设有极强的促进

效果，应着力于拉动金融资产规模增长，积极进行金融制度创新。财政支持与外资相应也为自贸区发展

做出较大贡献。在贸易投资政策的推动下，资源与产业优势互补，产业结构布局和贸易转型得到调整与

发展，促进国内外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工业增加值与货运总量的关联度最低，从数据证明传统工业不是

该地区的优势项目，应重视先进工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5. 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双向开放视角研究了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走廊的互动发展。首先，通过文献梳理选取进

出口贸易额作为中缅经济走廊经贸发展指标，瑞丽货运周转量作为德宏自贸区贸易的代理变量。以时间

序列数据为基础，对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走廊的互动作用展开分析。其次，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探

索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结论显示中缅经济走廊的发展带动了德宏自贸区的建设。 
另外，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本文分析了德宏自贸区与中缅经济走廊相关产业的关联度，可以

得到结论：1) 整体来看，德宏的产业发展与中缅经济互动紧密联系；2) 发挥中缅经济与自贸区互动发展

的积极作用，主要依赖于金融政策支持以及财政支持，政策导向明显。针对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到的

政策启示如下： 
a) 完善中缅基础设施建设 
对外交往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作为保障，相互连通的交通网络能够满足货物运输的及时性要求，从

而更好地开展双方贸易。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形势下，借助通道经济理论，基于缅甸沿线省邦已具备要

素的辐射作用，不断的优化交通设施建设。 
完善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口岸的基础设施，首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口岸信息化服务，

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其次加强城市的支持系统建设，改善口岸的集中运输能力。 
b) 推进金融服务发展 
瑞丽市的经济发展处于全国的较低水平，各种金融资产的利用率远远低于东部发展较快的省市，经

济发展的自由度不高，存在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问题。为了优化金融环境，加快自贸区境内金融机

构“走出去”的进程。各金融机构应聚焦于提高境外投资合作水平、创新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推动

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

系六个方面 19 项国家改革试点任务和 7 项省级改革试点任务。 
c) 加快吸引投资贸易发展 
推动自贸区加快“跨境物流 + 电子商务”产业融合，将中缅边境瑞丽–木姐经济合作区服务和融入

中缅经济走廊国家战略，主动与缅甸各方对接，在现有合作基础上提出建设具有可行性并且实施条件成

熟的项目吸引投资；积极适应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势新变化，拓展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吸引更多资源要素

聚集以及企业入驻，促进进出口贸易畅通和产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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