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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China and Africa, this paper takes Confucius institutes as the proxy 
variable of China’s cultural “going out” to explore whether Chinese culture can bring about the 
growth of export trade. By collecting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the numb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es-
tablished in 41 African countries and the total export trade between 2006 and 2017, the VAR 
model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he total export trade was established. Using 
the methods of co-integration test,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xports, but the total number of exports is 
not the Granger caus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total numb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fluctuates with the total amount of export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ut there i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The increas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will 
increase the total amount of export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the utility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will show a marginal decline, which will be close to zero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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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中非的经验数据，以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代理变量，探究中华文化能否带来出

口贸易的增长。通过搜集2006~2017年我国在非洲41个国家设立的孔子学院数量和对其出口贸易总额的

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孔子学院总数与出口贸易总额的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

解等方法分析了孔子学院与出口贸易额的内在联系、互动机制和动态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孔子学院总数

是出口总额的格兰杰原因，但出口总额不是孔子学院总数的格兰杰原因；孔子学院总数与出口总额在短

期内处于波动状态，但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孔子学院总数的增加会使出口总额增加，但长期

来看，其效用呈边际递减，一定时期后趋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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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非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双方在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关

系日益紧密。中非出口贸易额占中国对外出口的份额逐年增加，由 2006年的 2.75%增加至 2017年的 4.19%，

中国已成为非洲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文化作为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桥梁和纽带，不仅能让非

洲人民更好的了解中国，而且对我国与各国贸易往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孔子学院 1 作为我国文化输

出的集中表现，自 2004 年创办至今，已有 14 个春秋，现已广泛分布于世界 146 个国家(地区)，得到世界

各国的普遍接受和认可，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通过整理建有孔子学院国家的贸易数据发现，

2006 年中国对非洲拥有孔子学院的 41 个国家的出口总额为 235.2 亿美元，至 2017 年上涨至 826.7 亿美

元，且数据在逐年上升。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与非洲，相

隔万里，却相知相交，加强与非洲文化交流和贸易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文化输出和商品输出同时作为我

国“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否推动我国出口贸易

的发展？这是新时期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孔

子学院在非洲 41 个国家的发展历程，研究商品输出和文化输出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孔

子学院数量和出口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提高中非乃至世界各国的贸易合作的实施提供科学的

理论依据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加速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 
影响出口贸易的因素众多，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制度、地理距离等传统因素对出口贸易

的影响，很少有学者考虑文化因素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梳理现有不多的文化对贸易影响的相关文献

发现，学者们主要从文化差异、文化距离等角度来分析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臧新等(2012)、黄玖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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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李青等(2016)认为，两国文化的相似程度是文化出口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如共同的殖民经历、

宗教信仰、文化风格会对商品需求产生积极影响，反之会产生“文化折扣”现象，不利于出口贸易的发

展[1] [2] [3]。王洪涛(2014)发现属于同一文化圈的国家(地区)双方交易成本较低也很容易达成协议，相反，

文化差异较大会阻碍双边贸易的发展[4]。自 Hofstede (1983)提出“文化四维度学说”，万伦来、高翔(2014)
使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文化、地理与制度三重距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出较大的文化距

离会阻碍出口贸易，綦建红等(2012)、田晖(2015)、高一鸣等(2017)、马佳羽等(2018)、汤春玲等(2018)也
得出相似结论[4]-[11]。但曲如晓等(2010)认为文化差异可以增加生产产品的品种，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

围，对出口贸易有正向影响[12]。60 多年来，中非心手相连，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中国对非贸易也逐

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13] [14]，学术界对于中国对非贸易研究大多集中于贸易特点和贸易结构效应等

方面。如张小峰等(2010)、张哲等(2012)通过回顾中非经贸的发展历程，总结出中非经贸的阶段特征，发

现中非贸易规模和地位已逐步提高，贸易伙伴集中以及贸易结构进出口呈不同变化趋势[15] [16]；韩彩珍

等(2018)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发现中国对南部非洲经济援助极大影响中国对非贸易[17]；田泽等(2015)运
用混合回归模型对各国投资环境重分类，得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贸易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空间距离

呈现明显的负效应[18]；张春宇等(2018)选用引力模型，将投资与贸易联系起来，也得出了类似结论[14]。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学者从传统要素的角度研究出口贸易，而对文化因素和出口贸易关系

的研究文献很少，通过挖掘为数不多的关于文化和出口之间关系的文献发现，主要从文化差异和文化距

离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且多数研究关注文化因素对于出口贸易增长的静态的影响，未对引入文化因素之

后的出口贸易增长模型给出透彻的分析，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19]。而 VAR
就是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来建立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它是一种不以具体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多变

量时间序列模型。该模型把各变量的当期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若干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所有变量

都具有等同地位，可以得出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很好的弥补了现有一些贸易研究的不足。基于

此，本文通过搜集 2006~2017 年我国在非洲 41 个国家设立的孔子学院数量和对其出口贸易总额的时间序

列数据，以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输出的代理变量，建立孔子学院与出口贸易额的 VAR 模型，运用协整

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孔子学院与出口贸易额的内在联系、互动机制和动态关系。

为中对非乃至世界各国贸易合作的实施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的决策参考，对我国“走出去”战略

更好的实施，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提高我国的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2.1. VAR 模型构建 

现有相关文献多数运用经济计量模型研究经济、制度、地理距离等因素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传统的

经济计量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的模型[20]。而文化对贸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本文

通过构建不以具体经济理论为基础的 VAR 模型来分析中国对非建立的孔子学院数量与中国对非出口贸

易额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短期动态调整。一般称满足下列向量随机差分方程{Xt}， t T∈ 为 p 阶向量自回

归过程。 
1 1 2 2t t t p t p tX C X X Xφ φ φ ε− − −= + + + ⋅⋅⋅ + +                             (1) 

其中， tε 为向量白噪声过程，C 为 n 维的常数向量， ( )1i i pφ ≤ ≤ 为 n 阶参数矩阵。 

2.2. 数据来源 

本文在以下分析中，样本选择为 2006~2017 年中国在非洲 41 个国家(埃及、博茨瓦纳、津巴布韦、

喀麦隆、肯尼亚、卢旺达、马达加斯加、南非、尼日利亚、苏丹、利比里亚、摩洛哥、马里、多哥、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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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埃塞俄比亚、突尼斯、赞比亚、坦桑尼亚、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布隆迪、塞拉利昂、加纳、纳米

比亚、刚果(布)、科摩罗、塞舌尔、厄立特里亚、马拉维、安哥拉、乌干达、赤道几内亚、佛得角、莱索

托、科特迪瓦、几内亚、毛里求斯、刚果(金)、冈比亚、加蓬)建立的孔子学院总数以及对这 41 个国家的

出口总额，共计 12 个年度的时间序列数据。出口总额和孔子学院总数分别用 TEXP 和 TCI 表示。其中，

2006~2016 年的出口总额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2017 年的出口总额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总署网站的《统计月报》，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 2006 年为基期的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对出口总额原数据进行调整，得到真实的出口总额；2006~2017 年的孔子学院总数来自国家汉办

官网。数据的处理及分析均使用 Eviews8.0 软件。 

3. 文化输出与出口贸易总额关系分析 

3.1. 变量的稳定性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要求各时间序列的变量具有同阶平稳性，因此首先利用 ADF 法

对孔子学院总数与出口总额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两个变量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但其

一阶差分序列 ΔTCI、ΔTEXP 在 5%的水平下处于显著状态，零假设(时间序列非平稳)被拒绝，因此两个

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具有平稳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Table 1. Unit root test for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 

指标 检验形式(C T L) ADF 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平稳性 

TCI (C T 2) −2.1967 −5.5219 −4.1078 −3.5150 非平稳 

ΔTCI (C T 2) −4.5878* −5.8352 −4.2465 −3.5605 平稳 

TEXP (C 0 0) −1.9807 −4.2001 −3.1754 −2.7290 非平稳 

ΔTEXP (0 0 0) −2.4188* −2.8167 −1.9823 −1.6011 平稳 

说明：检验形式中(C T L)分别代表常数项、趋势项、滞后阶数；ΔTCI、ΔTEXP 分别代表相应变量的一阶差分；*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

拒绝原假设。 

3.2. 协整分析 

并非所有的单整序列之间的回归都是伪回归，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宏观经济变量之间虽然呈现单整性，

但彼此之间却存在某种共同变化的趋势。据统计数据可知，孔子学院建立越多的国家，我国对其贸易出

口也较大，因此进行协整检验是很有必要的。在实践中一般使用 Engle-Granger 两步法来检验两个变量之

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该方法虽然使用简便，可以得到超一致和强有效的协整回归参数估计量，但在小

样本下，得到的这种估计量具有实质性偏差。由于本文能得到的有效样本相对不多，为了克服上述方法

的不足，本文采用基于 VAR 模型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根据各变量的趋势图比较协整检验的五种趋势

假设，最终确定水平数据有线性趋势、协整方程没有趋势仅有截距项的形式进行检验。如表 2，通过

Johansen 协整检验可以看出，在 5%的显著水平下，有一个变量存在协整方差，最大特征值检验也表明，

在 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0 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但无法拒绝“最多 1 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即

孔子学院总数与出口总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取正规化后的协整向量建立的协整方程如(2)式所示。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在孔子学院总数和出口

总额的长期均衡关系中，孔子学院总数显著扩大了出口总额。具体而言，孔子学院总数对出口总额的长

期弹性系数显著，即孔子学院总数提高 1 单位，出口总额将扩大 270.4999 万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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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国以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领头羊，将大力促进中非双边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及融合，

有效化解了潜在的贸易壁垒，缩减贸易成本，促进中非贸易合作发展。 
 
Table 2. Johansen characteristic root trace test 
表 2. Johansen 特征根迹检验 

原假设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 

0 个协整向量* 0.8169 23.6561 20.2618 0.0164 

最多 1 个协整向量 0.3640 4.9783 9.1645 0.2858 

*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 ) ( )
TEXP 270.4999TCI 20676.57

456.299 19695.0
te = − +

                            (2) 

3.3. 滞后期数的确定及 VAR 模型的建立 

因为孔子学院总数和出口总额两个变量都是 I(1)序列，若直接建立 VAR 模型，则模型不稳定且得到

的脉冲响应函数也不收敛，因而脉冲响应函数将失去其应用价值。为此，对孔子学院总数和出口总额的

一阶差分建立 VAR 模型。为了简洁起见，约定下文中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变量的差分仍用同样的变

量名表示。利用上述数据构建 VAR 模型时，首先需要确定模型的滞后长度。本文采用 Eviews8.0 软件得

出的结果如表 3 所示，根据五种信息准则，应该建立滞后期为 2 的 VAR 模型。 
 
Table 3. Determination of optimal lag period of VAR model 
表 3. VAR 模型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116.6632 NA* 9.73e+08 26.3696 26.4134 26.2750 

1 −113.3175 4.4610 1.18e+09 26.5150 26.6465 26.2313 

2 −105.9710 6.5302 7.09e+08* 25.7713* 25.9905* 25.2984* 

*表示最优滞后阶数。 

 
在此基础上运用 TCI 和 TEXP 建立 VAR(2)模型，模型方程的拟合结果如式(3)和式(4)，下述回归模

型中所估计系数的部分 t 统计量值在 10%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尽管有些系数不显著，我们仍选取滞后

期数为 2 的模型。部分系数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在同一个方程中有同样变量的多个滞后值产生了多重共线

性造成的。由式(3)和式(4)变量前系数的大小可知，出口总额受孔子学院总数滞后一阶变化的影响非常显

著，且到滞后二阶时影响显著加强，受自身滞后一阶和二阶变化的影响均不显著；孔子学院总数受自身

和出口总额滞后一阶和二阶变化的影响都不太明显。由式(3)和式(4)变量前系数的正负可知，式(3)孔子学

院总数前的系数由滞后一阶的正值变为滞后二阶的负值，说明在短期内孔子学院总数和出口总额的关系

不太稳定。由于向量自回归方程组无法显示出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两个变量的冲击影响，因此需要利用脉

冲响应函数来进行详细分析。 
( ) ( ) ( ) ( )

( ) ( ) ( ) ( )
TEXP 0.0093TEXP 1 0.5478TEXP 2 284.2392TCI 1 1560.507TCI 2 14445.37

0.0439 1.5679 0.6164 3.7497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TCI 1.64E 06TEXP 1 0.0001TEXP 2 0.7715TCI 1 0.2391TCI 2 4.4110

0.0093 0.3920 1.9979 0.6860

= − − − − + −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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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在进行下一步检验前，必须确保所构建的 VAR 模型是平稳的，本文使用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 VAR
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从图 1 可以看出，VAR 模型方程的所有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即

所有根的模都小于 1，因此模型稳定，脉冲响应收敛，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Figure 1. Unit circle and characteristic root 
图 1. 单位圆与特征根 

3.5.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就 TCI 和 TEXP 的关系而言，在滞后 1 期时，TCI 不是 TEXP 的格兰杰原因，

但滞后期大于等于 2 期时，根据检验分析，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TCI 不是 TEXP 的格兰杰原因”

原假设被拒绝，也就是说原模型中出口总额与孔子学院数量有关的假设成立。这说明孔子学院对出口额

的滞后效应一般是 1 期，从第 2 期 TCI 开始对 TEXP 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TEXP 在每一期

均不是 TCI 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出口额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孔子学院的相应大幅增加。  
 
Table 4.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lag periods 
表 4. 不同滞后期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滞后期 1 2 3 

TCI 不是 TEXP 的格兰杰原因 0.7258 0.0421* 0.0042* 

TEXP 不是 TCI 的格兰杰原因 0.7452 0.9268 0.1176 

说明：*表示在 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3.6.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能够反映孔子学院总数与出口总额相互之间的标准信息响应，从而揭示二者之间的动

态响应作用过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如图 2所示，蓝线表示脉冲函数变化曲线，其中 Response of TEXP 
to TCI 表示 TEXP 对 TCI 的一个标准信息的响应，即表示 TCI 发生正向脉冲，TEXP 的回应，图中纵坐

标表示正负向反映。从脉冲响应结果发现，孔子学院的增加对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振荡作用。由图 2 可

知，在第一期出现了孔子学院冲击之后，出口额在前 10 期内波动明显，受到孔子学院冲击的影响较显著；

在 10 期到 20 期之间，出口额的振荡幅度逐渐减小，最后趋于稳定状态，在 20 期时出口额振荡的幅度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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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趋于 0。表明孔子学院通过初期的作用，已经使出口额走上一个的稳定发展阶段，二者将处于长期的

均衡发展态势。Response of TCI to TEXP 表示 TCI 对 TEXP 的一个标准信息的响应，孔子学院对出口额

的扰动响应在第 1 期处于最高并持续降低，在第 2 期降至极小值，然后逐渐开始回升并在第 9 期接近于

0，之后趋于平稳，表明出口额的冲击对孔子学院的增长并不明显。 
 

 
 

 
蓝线表示脉冲函数变化曲线,红线代表置信区间。 

Figure 2. Impulse response curves of total Confucius institutes 
(classrooms) and total exports 
图 2. 孔子学院(课堂)总数与出口总额脉冲响应曲线 

3.7. 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反映 VAR 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对其它内生变量的影响程度。而方差分解实质

上是一个信息计算过程，它将系统的预测均方差分解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方差分解可以清

晰的描述孔子学院总数的波动对出口总额动态变化的重要性。基于上文所建立的 VAR 模型进行方差分解，

分解结果见表 5。由表 5 可以看出，出口总额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孔子学院总数对贸

易出口总额波动的冲击(即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在第二期才显现出来，且这种冲击相对于其出口总额自身

的影响非常微弱，此后呈现逐步增强态势。但从第 4 期开始，冲击影响逐步减小，在第八期之后趋于平

稳，稳定在 66.5%左右。说明孔子学院对我国出口贸易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出口额对孔子学院的影响较

小，虽然影响程度在缓慢增加，但与孔子学院自身的影响相比非常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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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 VAR 模型研究了我国在非洲 41个国家所建立的孔子学院总数与对非 41国出口总额的动态

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孔子学院总数是出口总额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脉冲响应分析表明，

给孔子学院总数一个单位冲击，出口总额会出现较大波动响应，说明前期出口总额受孔子学院总数变动

的影响较大，但之后效用逐期递减，在 20 期时趋近于 0；方差分解表明，孔子学院总数主要受其自身贡

献率影响，而孔子学院总数从第二期就对出口总额有一定的方差贡献率，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约保持

在 66.5%。综上，孔子学院总数波动对出口总额波动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为扩大我国出口贸易额，本文

提出以下建议： 
 

Table 5.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able 
表 5. 方差分解表 

时期 
TEXP 方差分解 TCI 方差分解 

S.E. TEXP TCI S.E. TEXP TCI 

1 4528.4540 100.0000 0.0000 3.7923 0.6980 99.3020 

2 4655.9830 94.6776 5.3224 4.7893 0.6825 99.3175 

3 7189.0400 47.8630 52.1370 5.0145 2.1847 97.8153 

4 8597.9470 33.5705 66.4295 5.0361 2.8453 97.1547 

5 8858.0730 36.6329 63.3671 5.0536 2.8424 97.1576 

6 9180.4690 34.3932 65.6068 5.1197 2.8249 97.1751 

7 9293.9120 35.1117 64.8883 5.1408 2.8860 97.1140 

8 9617.7710 33.0462 66.9538 5.1463 3.0344 96.7656 

9 9654.8050 33.5045 66.4955 5.1475 3.0335 96.9665 

10 9787.4490 32.9533 67.0467 5.1537 3.0759 96.9241 

 
第一，找准契机，因地制宜的建立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在美洲和欧洲的分布相对集中，而在非洲的

分布相对分散。虽然非洲设有孔子学院的国家较多，孔子学院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但与其他洲相比孔子

学院数量一直位于序列末端，仅为美洲拥有孔子学院数量的 11%。因此，需要因地制宜的建立特色孔子

学院，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开展一系列当地比较喜欢、更易接受的文化活动。为我国文化创造更

多与他国文化的碰撞机会。如在非洲，创办不同层次的孔子学院是消除文化交流困难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让孔子学院教育扩展到中小学，同时，培养对中国有感情的在华留学生，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中国大

型企业吸纳非洲人才。 
第二，突出优势，创建高效的语言服务平台。出于一定的历史、政治因素，一直以来，中国与非洲

有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中国文化对非洲有着巨大的感召力，据统计，截至 2017 年中国已经在非洲 41 国

开设孔子学院。虽然到目前为止非洲拥有的孔子学院较少，但非洲有着庞大的人口优势，历来与中国交

往密切。因而，可以以文化包容与融合为切入点，挖掘我国优质文化资源，并与非洲各个国家的文化找

到契合点，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交流，增强文化亲和力，扎实做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与

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好感，在交流中传播、在继承中发展。同时，还应促进我国与各国的文化贸易，

提升文化生产力，为国际贸易发展提供载体。 
第三，补齐短板，宣传中国声音。至今，非洲仍有 18 个国家(地区)未建立孔子学院，说明中华文化

对这些国家(地区)的吸引力还不太强烈。因此，在中华文化传播方面，应拓宽宣传渠道，在传统媒体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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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充分发掘手机短信、微信、网络、数字电视等新兴媒体以及巴士地铁、户外广告等新兴广告形式

的作用，充分挖掘出当地人民喜欢的人文历史、节庆活动、故事传说，用社会人文魅力找到共同的文化

诉求点，追求文化重叠共识。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强化对外经济贸易，以

贸易利益为突破口带动文化交流，以文化交流为契机，让我国产品和企业更好的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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