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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丹与中国2020年的进出口贸易额为32.78亿美元1，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对苏丹有较大的优势，所以苏丹

应该利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定量分析法对中国与苏丹经贸合作现状及

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首先利用联合国会议贸易与发展官网来收集数据，通过数

据来了解中国与苏丹的经济贸易合作现状，同时分析苏丹国内的产业发展情况。然后通过回归分析方法

对中国与苏丹经贸合作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阐述。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数据结果如下所示：苏丹农业发

展，苏丹服务业发展均会对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基于实证分析的结

果本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苏丹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农业产业发展速度、苏丹促进经济转型提高服务贸易

产业竞争力、利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来发展双边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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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between Sudan and China in 2020 is 3.278 billion US dollars. 

 

 

1UNCTAD：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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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conomic aggregate has a greater advantage than Sudan. Therefore, Sudan should use Chi-
na’s economic influence to promote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a-
tus quo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and its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e process of analysis,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is used to collect data, and through the data to un-
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Sudan. Then, the possible in-
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are expounded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data results obtained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are as follows: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Sud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dan’s service industry will both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
dan shoul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its agricultural industry, Sudan should 
promot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ervice trade industry, 
and use Chin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develop b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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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苏丹人均 GDP 为 595 美元 2，苏丹位于非洲东北部，属于贫穷国家。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来促进，所以苏丹政府应该利用国内的优势产业来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的提高本

国的经济发展速度[1]。中国于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丝绸之路”可以有效的带动亚非欧

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同时也能促进中国同亚非欧大陆的贸易合作深度[2]。长期来看中国的

经济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处于领先地位，所以苏丹可以加强同中国的贸易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苏丹的相对贸易优势对于促进本国的贸易竞争力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苏丹应该积极的提高本

国的产业发展水平，通过产业的升级来提高出口贸易的产品质量，同时也能提高本国的需求程度。苏丹

的产业发展与进出口贸易相辅相成，通过不断的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能有效的带动人民生活质量的

提高[3]。 

2. 文献综述 

黄超(2020)研究中指出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对于贸易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通过刺激中国文

化在非洲的流行可以带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合作速度[4]。孙泽生(2020)研究中指出在中国与非洲有

良好的贸易合作基础，中国对于非洲地区的经济援助较多，这对于促进中国资本在非洲地区布局也有积

极作用[5]。田泽(2021)研究中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可以继续加深同非洲国家的贸易合作，

提高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6]。姚思慧(2020)研究中指出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可以提高中国与非洲国

家的双边贸易额[7]。 
鲍勤(2020)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对于全球经济影响较大，中国需要加

Open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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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来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同时也需要不断的推动国际合作的环境缓和，通过这样的

方式带动中国与美国竞争过程中的优势[8]。Hassan (2015)研究认为苏丹的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落后，对于贫

穷地区的国家应该不断的提高同中国合作力度，同时可以学习中国的发展体系，通过中国的经验来提高贫

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9]。Fernandes (2015)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的发

展，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可以保持同中国的良好合作关系，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带动产生的升级和发展[10]。 
Bond (2016)研究认为进出口贸易需要依赖于本国的产业贸易，通过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出口贸易竞

争力的提高，从而带动宏观的经济发展[11]。富贵(1996)研究认为中国与苏丹有一定的贸易合作基础，

通过不断的促进中国与苏丹的政府合作，能有效的带动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深度，并提高双边贸易额的

提高[12]。 

3. 中国与苏丹经贸合作现状 

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可以通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官网的数据进行研究，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有效的了解近十年中国与苏丹的贸易发展趋势。2012~2020 年中国与苏丹进出口贸易总额发展情况如

下表 1 所示。 
 
Table 1. Development of total volume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from 2012 to 2020 
表 1. 2012~2020 年中国与苏丹进出口贸易总额发展情况 

年份 中国向苏丹出口贸易额 
(亿美元) 

中国向苏丹进口贸易额 
(亿美元) 

中国与苏丹进出口贸易总额 
(亿美元) 

2012 21.79 15.54 37.33 

2013 23.98 21.00 44.98 

2014 19.29 15.21 34.50 

2015 23.95 7.28 31.23 

2016 21.30 5.05 26.34 

2017 22.22 5.91 28.13 

2018 18.85 6.70 25.55 

2019 22.92 7.40 30.33 

2020 25.12 7.66 32.78 

数据来源：UNCTAD。 
 

从上表 1 可以了解到中国向苏丹出口的贸易额发展波动较大，从 2012 年的 21.79 亿美元经过近十年

的发展到 2020 年为 25.12 亿美元，有一定的增长。同时可以分析发现中国向苏丹进口的贸易额从 2012
年的 15.54 亿美元近过近十年的发展到 2020 年为 7.66 亿美元，所以中国向苏丹进口的额度下降的幅度较

大。整体来说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从 2012 年的 37.33 亿美元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 2020 年为 32.78 亿

美元。 
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额可能受到苏丹的国内经济的影响。苏丹属于贫穷国家[13]，所以国家的农

业产业发展对于经济与贸易影响较大，本文将苏丹的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服务贸易额占 GDP 的

比例、人均国民收入三个因素的数据收集进行分析。2012-2020 年苏丹国内产业与经济发展情况如下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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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omestic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udan from 2012 to 2020 
表 2. 2012~2020 年苏丹国内产业与经济发展情况 

年份 苏丹农业，增加值 
(占 GDP 的百分比) 

苏丹服务贸易额 
(占国民生产总值(GDP)比例) 

苏丹按图表集法衡量的人均国

民总收入(GNI) (现价美元) 

2012 33.7746242 8.41706887 1520 

2013 29.6076365 7.64162705 1400 

2014 32.6242708 7.35685521 1490 

2015 31.5564513 6.41061924 1540 

2016 22.9775814 6.99669672 1500 

2017 21.2305403 8.1764154 1310 

2018 21.9934732 8.66566511 1040 

2019 20.1640153 10.6744911 820 

2020 20.3562752 13.7303091 65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从上表 2 的数据来看苏丹的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33.77%下降到 2020 年的

20.36%，下降的幅度较大，同时可以发现苏丹的服务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8.42%经过近

十年的发展到 2020 年为 13.73%，有一定幅度的上涨。最后从苏丹的 GNI 数据可以了解到苏丹的收入

发展情况，该数据从 2012 年的 1520 美元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 2020 年为 650 美元，下降了 57.24%。

整体来说苏丹在近十年的宏观经济发展有较大的下降的压力，所以不断的促进同中国的合作能有效的

带动本国的产业发展。 

4. 中国与苏丹经贸合作可能的影响因素 

4.1. 指标选择与数据选择 

4.1.1. 指标选择 
本文通过 2012~2020 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分析中国与苏丹的经贸合作的影响因素，在变量选择的过程

中，将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然后将苏丹农业发展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最后选择苏丹服务业发展、苏丹人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将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长期

状态下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情况，具体的变量选择情况如下表 3 所示。 
 
Table 3. Selection of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total volume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表 3. 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影响的变量选取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指标选取 符号 

因变量 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中国与苏丹进出口贸易总额(亿美元) Y 

自变量 苏丹农业发展 苏丹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 X1 

控制变量 

苏丹服务业发展 苏丹服务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GDP)比例) X2 

苏丹人均收入 苏丹按图表集法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现价美元)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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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数据选择 
本文针对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进行分析，在数据选择的过程中主要利用联合国会议

贸易与发展官网及世界银行的官方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官方的数据进行分析有一定的可靠性，同时也能

有效的分析出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 

4.2. 回归模型的构建 

本文基于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苏丹农业发展、苏丹服务业发展、苏丹人均收入四个变量

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研究模型： 

0 1 1 2 2 3 3 1Y X X X uβ β β β= + + + + +                            (4-1) 

在模型中 Y 代表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1X 代表苏丹农业发展， 2X 代表苏丹服务业发展， 3X
代表苏丹人均收入，通过 SPSS 可以计算出相对应的系数。 

4.3. 平稳性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模型来说，分析平稳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平稳性检验才能更好的进行回归模

型的分析。本节的研究基于中国与苏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苏丹农业发展、苏丹服务业发展、苏丹人均收入四个变量通过 ADF 检验能了解其平稳性情况。本文通过

Eviews 8 进行 ADF 检验基于 95%的可信度得出平稳性结果，各个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表 4 所示。 
 
Table 4. Test results of variable stationarity 
表 4.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ADF 值 5%临界值 P 值 结论 

D(Y, 2) −9.337742 −3.519595 0.0004 平稳 

D(X1, 2) −13.08330 −3.694851 0.0002 平稳 

D(X2, 2) −3.777972 −3.694851 0.0463 平稳 

D(X3, 2) −3.832287 −3.519595 0.0359 平稳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Y)、苏丹农业发展(X1)、苏丹服务业发展(X2)、

苏丹人均收入(X3)四个变量的数据都是二阶平稳的，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 

4.4. 协整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能有效的分析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苏丹农业发展、苏丹服务业发展、苏丹

人均收入四个变量的协整性，协整检验的结果得到如下表 5 所示： 
 
Table 5. Cointegration test results 
表 5.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根 迹统计量值 P 值 结论 

None* 0.724265 52.64995 47.85613 0.0166 

At most 1 0.534642 29.46027 29.79707 0.0546 

At most 2* 0.485608 15.69121 15.49471 0.0467 

At most 3 0.186952 3.725368 3.841466 0.0536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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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的协整检验的数据可以看出变量之间存在 2 个协整关系。 

4.5. 回归分析结果分析 

利用 SPSS 软件通过对 2012~2020 的样本数据的导入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下表 6 是自变量和因变

量之间的回归分析，通过回归分析的系数和显著性可以得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udan 
表 6. 中国苏丹经济贸易合作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系数 VIF 

常数 −2.657 (−0.069) - 

苏丹农业发展 1.259 (0.522) 8.131 

苏丹服务业发展 0.924 (1.628) 2.900 

苏丹人均收入 0.035 (0.002) 12.544 

样本量 9 

R² 0.506 

调整 R² 0.210 

F 值 F(3, 5) = 1.710, p = 0.280 

注：因变量：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D-W 值：2.516；*p < 0.05，**p < 0.01；括号里面为 t 值。 
 

从上表可以得到中国与苏丹经济贸易合作影响因素的发展情况，整体来说回归系数的显著程度不高，

同时苏丹人均收入的 VIF 较大，所以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可以将苏丹人均收入剔

除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下表 7：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fter adjustment 
表 7. 调整后的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系数 VIF 

常数 −2.598 (−0.408) - 

苏丹农业发展 1.255** (3.987) 1.505 

苏丹服务业发展 0.924** (4.052) 1.505 

样本量 9 

R² 0.506 

调整 R² 0.342 

F 值 F(2, 6) = 14.514, p = 0.005 

注：因变量：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D-W 值：2.515；*p < 0.05，**p < 0.01；括号里面为 t 值。 
 

从上表可知，将苏丹农业发展，苏丹服务业发展作为自变量进行 OLS 回归分析，并且使用 Robust
稳健标准误回归方法进行研究，从上表可以看出，模型 R 方值为 0.506，意味着苏丹农业发展，苏丹服务

业发展可以解释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50.64%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 F 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 F
检验(F = 14.514, p = 0.005 < 0.05)，也即说明苏丹农业发展，苏丹服务业发展至少一项会对中国与苏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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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总额产生影响关系，以及模型公式为： 

1 2 12.598 1.255 0.924Y X X u= − + + +  

最终具体分析可知： 
苏丹农业发展的回归系数值为 1.255，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显著性(t = 3.987, p = 0.000 < 0.01)，意味

着苏丹农业发展会对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苏丹服务业发展的回归系

数值为 0.924，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显著性(t = 4.052, p = 0.000 < 0.01)，意味着苏丹服务业发展会对中国

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总结分析可知：苏丹农业发展，苏丹服务业发展全部均会对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关系。 

5. 中国与苏丹经贸合作的政策建议 

5.1. 苏丹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农业产业发展速度 

苏丹的农业产业发展可以有效的提高中国与苏丹的贸易合作水平，通过这样的发展方式不仅能带动

苏丹本国的农产品发展，提高当地的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能有效的促进出口贸易竞争力的提高[14]。 
苏丹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需要通过外贸行业的发展来促进，所以苏丹政府不同的提高农业发

展水平是重要的课题[15]。由于苏丹的宏观经济发展相对较差，所以苏丹可以利用购买外国高质量的种子

来发展农业，或者引进机械化生产的技术来提高苏丹的农产品行业的发展水平。 

5.2. 苏丹促进经济转型提高服务贸易产业竞争力 

苏丹服务产业的竞争力提高能有效的带动同中国的双边贸易合作水平的提高，所以苏丹政府应该积

极的促进本国的产业升级，通过高附加值的产业贸易来带动外贸产业的发展，这对于当地的社会稳定与

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16]。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苏丹的经济转型能有效的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提高人民的生活质

量[17]。苏丹位于非洲可以利用当地的优势旅游资源来发展旅游，这样能有效的基于国际贸易优势来出口

服务贸易。苏丹政府应该对当地的自然旅游景观进行规划和保护，通过积极的方式来促进国家的经济转

型[18]。 

5.3. 利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来发展双边贸易合作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苏丹来说属于较好的机遇，通过促进中国在苏丹的基础设施投资能更

好的带动当地的营商环境发展，这对于苏丹的经济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长期状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能

有效的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苏丹也需要借助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较大市场需求，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带动苏丹脱离贫困。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能有效的带动中国同不同的国家合作，中国的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对于合作的国家来说也有积极的作用。长期来说苏丹需要通过经济大国保持更加深入的合作，通过这样

的方式来促进发展。 

6. 总结 

苏丹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劣势，通过提高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地的经济

发展速度，同时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苏丹作为贫穷国家，主要利用农业产业发展经济，所以政府应该

不断的提高产业升级的效率，同时提高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1009


花花 
 

 

DOI: 10.12677/wer.2022.111009 98 世界经济探索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法对中国与苏丹经贸合作现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首

先利用联合国会议贸易与发展官网来收集数据，通过数据来了解中国与苏丹的经济贸易合作现状，同时

分析苏丹国内的产业发展情况。然后通过指标选择与数据选择、回归模型的构建、回归分析结果分析三

个部分对中国与苏丹经贸合作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阐述。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数据结果如下所示：苏丹

农业发展，苏丹服务业发展均会对中国与苏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基于实证分

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苏丹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农业产业发展速度、苏丹促进经济转型提高服

务贸易产业竞争力、利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来发展双边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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