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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0 年以后,中国日渐强大,经济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问题,产能过剩、外汇结构庞大,这需要一个市场和

投资项目来支持中国保持高速稳定的发展。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中国对外国的经贸往来的良好的契机,由于过去

文献并无具体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哈萨克斯坦经贸的情况,因此,本文将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哈萨克斯坦进口

与出口的具体实质增长情况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 “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进出口贸易；影响 

 

1 简介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厂,生产组装一系列劳

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更多从劳动密集型行业

和资源密集型行业获得。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过剩产能

得到消化的同时,中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具有丰富矿产石油

能源国家的重要能源出口国之一。 

2013年中国提出的倡议致力于协调经济政策、加速基础

设施现代化、促进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哈萨克斯坦的新经

济政策“光明之路”主要目标正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过境

运输能力,这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政策上颇互相符合。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有着独特的地理条件——两

个国家的共同边界达到了1700公里。中国是一个主要的能源

消费国,同时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矿产资源储备巨大的国家。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经济上出现困难；而中国已经开始迈入世

界市场。由于地缘经济互补性和相互需求,两国自然而然建

立经贸关系。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在中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在欧亚

地区的第一大对外投资对象国。中资企业在哈投资兴业,给

当地人创造了数万个就业机会,促进了哈萨克斯坦的工业化

进程。哈萨克斯坦在中国的能源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

哈萨克斯坦对华出口比较单一,出口的主要产品是贱金属及

制品,还有矿产品。自2016年起,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对华出口

不断扩大,面粉、植物油、大豆、肉类、蜂蜜等都已上了中

国人的餐桌。 

哈萨克斯坦为亚洲中部 大经济体,经济发展也普遍稳

定良好,基于原油出口量及油价上涨,哈萨克斯坦于2013年

之前维持平均8%的经济增长率,其他主要出口品包括小麦,

纺织品和牲畜,以及为铀矿主要出口国。经济增长趋缓是受

油价下跌及哈萨克斯坦危机影响,导致哈萨克斯坦2014年经

济成长率为4.6%。哈萨克斯坦经济以石油、天然气、采矿、

煤炭和农牧业为主,至于大部分日用消费品主要依靠进口。 

2 研究目的 

因此,为了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哈萨克斯

坦双边经济与贸易量关系的变化。本文利用单位根检验法以

及双重差分法检验对“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对经济贸易金

额的变化以及该变化是否为倡议提出所致。 

过去研究显示,Li(2019)利用中国海关网数据与单位根

检验发现,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进口、出口与净出口贸易确

实受到“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影响,导致发生变化。 

另外,本研究也利用对照组的概念设定非“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为贸易量的比较基准,其中本文以日本,与中国对哈萨

克斯坦贸易总额做比较,由于日本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之内且不受倡议政策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日本进出口贸易量

当作控制组。参照中国海关信息网为依据,观察从2010年至

2017年这8年时间进出口商品种类的变化趋势并作出分析。 

3 研究方法 

由于进出口贸易本身极易受到非经济性因素干扰,会因

为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供需与节日的情况影响。因此,本

研究方法的流程,其步骤可分为三部分： 

一、季节性调整,首先将本文主要研究数据,进口与出口

贸易总额进行季节性调整,其目的是消除贸易总额受到非经

济性因素的干扰,亦即受到连续性假期,影响导致进出口贸

易量突然急遽骤升或骤贬,而季节性调整的方法本研究采用

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方法。 

二、单位根检验,依照计量经济学理论,若某一时间序列具

有单位根则代表此序列不具平稳性,对于存在单位根的时间序

列通常受到某事件的突发状况所影响。经济节性调整所修正的

进出口贸易总额采用Perron(1989)提出结构性断点法,若单纯

使用传统的单位根检验,常会错误接受零假设,即贸易量的时

间序列具有单位根,致使检验结果出现问题。因此,依照

Perron(1989)的假设并建立下列模型,藉以判断是否具有单位

根的存在,令 代表贸易进口、出口等变量, ∆ ( = 1),如下： 

∆ = DU (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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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结构性断点, 在此本文中就是代表政策效

果开始影响贸易量的时间点；DU ( )= 1 ,当t> 表截距项

的虚拟变量； ( ) = ,当t> 代表时间趋势斜率；而( ) = 1 ,当 t > 代表单性转变虚拟变量。检验时,若无法拒

绝原假设 0: = 0 ,则表示具 有单位根,否则即 为平稳性

序列。 为时间趋势,μ为截距项,ε为一白噪声。为消除残

差项之自我序列相关问题,式中加入k个落后期之 的差分项,

至于k的选择,依据Ghysels(1996)建议 =12。 

三、经由上面步骤所得到的结果,再利用双重差分法

(DID)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在政策效果发生的前后期,比较

两组别测量的差值,双重差分法就是将两个虚拟变量与其交

乘项增加进回归方程,方法直观简洁,效果显著且容易了解。

首先,假设实验组会受到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于是实验组就

会产生变化导致事前与事后会有差异值。因此,双重差分法

能够避免政策作为解释变量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有效控

制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效应。 

4 实证结果 

欲分析2010至2017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与日本的进出

口贸易总量,数据源自于中国海关网(http://www.haiguan. 

info/NewData/DataCondition.aspx),其中包含“一带一路”

倡议(即2013年9月)在内的2010年至2017年数据,共有96笔

月资料。先看出口走势：2010-2013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贸

易量总体呈上涨趋势,期间2012-2013年有小幅波动的略下

降趋势,但2013年 后一季度开始,逐年递减,尤其13年第四

季度、15年第一季度出口贸易量下降显著；2010-2014年,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贸易量整体呈上涨趋势,每年末波

动幅度较大,2014-2016年,贸易量急速下降,但16年后半年

起开始有所回升。再看进口走势：8年来中国对日本的进口

贸易量较为稳定,除了10年第四季度的极速减少和11年第一

季度的极速增加；而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进口量没有那么稳

定,2011-2013年大幅波动但是8年中进口量 多的,2014年

起开始逐年减少,14年下降比较显著,17年有轻微上涨趋势。 

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其结果如下,对

日本和哈萨克斯坦的平均出口量分别为11714.54和870.23

百万美元,平均进口量为13697.37和871.31百万美元；出口

量中位数为11756.82和864.76百万美元,进口量中位数为

13616.27和 874.21；进出口日本 高达到18657.66和

14833.88百万美元,对哈萨克斯坦进出口量 大值为

1636.74和1422.10百万美元；对日本进出口量 小值为

5360.64和8449.69百万美元,对哈萨克斯坦进出口量 小值

为278.05和499.00百万美元；对两国出口量标准差为

1089.06和177.24百万美元,进口量标准差为1737.79和

382.20百万美元。 

接著,利用Perron(1989)的结构断点分析法,其回归方

程式如(1)式,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政策进行判断,是否政

策会对哈萨克斯坦的进出口贸易有显著的影响。Li等人

(2019)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出口总量

的计量模型断点会落在2014年10月,亦即在这断点时间的前

后出口量有明显的改变,至于断点后是出口贸易量增长还是

减少,文中并无明确的具体说明；另一方面,进口贸易总量利

用模型(1)分析后,其时间断点显示为2014年2月,相同地,也

无说明进口贸易量的改变增加或减少。 后,判断中国对哈萨

克斯坦的净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利用模型(1)的

结果,其计量模型的分断点显著地落在2011年3月,即表示对

哈萨克斯坦的净出口总额会在此分断点时间做显著的划分。 

分断点的确定,仅是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带来效

果。接下来,利用双差分法说明政策所带给贸易总量的因果

关系。首先以中国对日本贸易量的进出口贸易当作控制组,

由于日本不存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内,其经贸不受

到政策的直接影响。因此,接下来并依照进口、出口与净出

口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解释。 

以出口的角度而言,由于日本不属于“一带一路”倡议

政策的规范内,所以本文假设2010至2017年间的中国出口至

日本的贸易增长应属于双方两国经济成长,而非受益于政策

因素。因此,基于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增长的基础下,比较中国

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增长,依据Perron(1989)结构分断点回

归模型,政策导致贸易改变发生在2014年10月,对哈萨克斯

坦的出口减少幅度,约平均值120百万美元。另一方面,对于

双差分法分析两出口国家,发现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差(-120

百万美元)减少的幅度低于日本(-793百万美元)。因此,由此

计量模型得知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出口在政策面因素的表现

上比日本要好上很多,足以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带来

实质效果。 

对进口角度而言,由于Perron(1989)结构分断点回归模

型的结果,其分断点时间在2014年2月,利用双差分法所得的

结果是反向的,亦即进口哈萨克斯坦的商品平均金额仍远低

于日本商品,然而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在这分断时间点

(2014年2月)之后确实平均进口金额仍高于分断点之前的贸

易量,这也说明倡议政策影响进口贸易,但相对于进口日本

商品的吸引力高过哈萨克斯坦的商品。 

后,对净出口贸易而言,利用结构分断点回归模型所

得的分断点,在统计的显著性上显示其时间为2011年3月,这

个时间点正属于“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就发生贸易量的改变。

分断点改变前属于贸易逆差,但在分断点改变后就变成贸易

顺差,也就是说,中国出口量大增导致净出口上升。相对于日

本,也是呈现贸易逆差缩小的趋势,然而缩小的幅度并无由

负转正,亦即贸易逆差转成贸易顺差。因此,双差分模型结果

呈现为负值。 

5 结论 

由于地缘经济互补性和相互需求,两国必然产生经贸关

系,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在中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通过出口走势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从哈萨克斯坦的出口

量在2014年 后一季度发生骤减,这恰恰符合Perron(1989)

结构分断点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政策导致贸易改变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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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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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全方面飞速发展的快节奏,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农业发展也有质的飞跃。而后进入平缓发展

的时代。如今,随着新时代下的飞速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国民经济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产业发展

势头和方向已经平稳进入到新常态时期。农业作为国家的重要支柱和国民保障产业,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机遇和困难。

对我国而言,农业承担着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责,在新常态下农业发展,产业收入得到显著的提升,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本文从我国

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入手,针对新常态的发展背景,对其农业发展进入了深层次的剖析。对新常态下农业经济的固有属性和特征

进行了阐述,并分析了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现阶段农业经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让农业发展在

新常态的背景下能平稳适应,同时随着经济发展,让农业经济并轨,更好的进行发展。 

[关键词] 新常态；农业经济；研究 

 

引言 

中国在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其中在对内改革方面,正

是率先从农村农业方面展开,随着改革开放在安徽凤阳小岗

村一声炮响,中国正式拉开改革的大幕。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改革改革开放稳步推行,各行各业飞速发展。在过去的几十

年间,我国经济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

物质条件也显著提高。但是,在破坏式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与

土地、人与自然、人与能源的矛盾在逐步激化,平衡发展与

和谐、人与生态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国际社会风云变幻,

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暗流涌动。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缓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而作为国家根

基和重要支柱产业的农业,它的变化影响着我国广大农村的

经济发展,对我国的经济体量和稳定发展起着不可撼动的重

要地位。然而,在新常态下,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农业

发展受到不利因素的阻碍。因此,回顾农业发展的历程,把握

经济发展的命脉,着眼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走对发展的方

向。所以,针对新常态下农业发展遇到的问题加以分析是十

分必要且有意义的。 

1 农业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固有性质 

1.1分工细化 

随着国民经济和人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物质生物水平

的要求有所提高,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食”这一点从能吃

饱就行的“不讲究”时代进入了追求生活品质的“不将就”

时代。需求推动生产,在这种形势下,农产品从单一固化的小

麦、玉米、水稻种植发展为多种食用农作物和各种经济作物

的全面种植的百花齐放的时代。 

1.2供求关系和经营方式 

从人力畜力运输到机械自动化运输,从泥泞土路到四通

八达的硬化路,我国农村的交通工具和交通条件经历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这不仅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力和生产效

率,同时将农产品原产地和农业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主要

农产品便于输出,因此供求关系从买房市场成为了卖方市场 

 

2014年10月,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减少幅度,约平均值120百

万美元。同时,对于双差分法分析两出口国家,发现对哈萨克

斯坦出口差(-120百万美元)减少的幅度低于日本(-793百万

美元)。因此,由此计量模型得知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出口在政

策面因素的表现上比日本要好上很多,说明“一带一路”倡

议政策是有实质效果的。 

在进口方面,Perron(1989)结构分断点回归模型分析

得出其分断点时间在2014年2月,我们很轻易地发现进口走

势中2014年第一季度对哈萨克斯坦的进口量发生了骤减。

利用双差分法所得的结果是反向的,亦即进口哈萨克斯坦

的商品平均金额仍远低于日本商品,然而对哈萨克斯坦的

贸易在这分断时间点(2014年2月)之后确实平均进口金额

仍高于分断点之前的贸易量,这也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影

响进口贸易。 

哈萨克斯坦横跨亚欧两洲,主要位于中亚北部,一小部

分领土位于欧洲。因此中欧商品物流经过哈萨克斯坦,过境

运输为哈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与机遇,促进哈萨克斯坦与欧

盟、东南亚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两国落实对接合作规划将提

高双边贸易水平,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对两

国影响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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