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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收支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潘竟成#RG-(&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

摘5要#基于对称和非对称6_:a模型!对中国与巴基斯坦 !##$b!#$+年双边贸易收支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结

果表明!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收支与双边实际汇率"两国国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贬值

冲击对双边贸易收支总额和部分细分行业商品贸易收支有非对称性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改善巴基斯坦贸易收支

作用并不显著# 而双边贸易收支总额以及主要细分行业商品贸易收支均衡方程检验均说明!两国国民收入稳定增长是

实现双边贸易收支长期动态均衡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中国&巴基斯坦&双边贸易收支&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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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由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国

情的差异#两国经贸往来存在较明显的结构性互

补特征% 以 !##$b!#$+年中巴双边贸易;K 分类

商品累计额为例!中国在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

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

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K$1$#车辆(航

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K$2$#光学(照相(

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

仪器及设备#钟表#乐器#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

";K$+$等领域有着非常明显的出口优势/巴基斯

坦则在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K$$$#矿产品

";K#"$#贱金属及其制品 ";K$"$#植物产品

";K#!$#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鞍具及挽具#

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容器#动物肠线"蚕胶丝

除外$制品";K#+$等领域具有相对贸易优势"图

$$% 但由于目前巴基斯坦工业化水平不高(出口

商品整体国际竞争力不强(经济发展仍较缓慢等

原因#两国近年来不仅双边贸易收支总体差额较

大!

#;K细分行业贸易收支同样也存在不同程度

的失衡问题% 如果目前这种总体和细分行业贸易

收支失衡状况持续加剧#从长期来看将不利于中

巴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因此#有必要对

中巴双边贸易收支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认

真思考和实证分析#并探寻实现中巴双边贸易收

支长期动态均衡的有效途径%

图 $5 中国自巴基斯坦进口商品累计总额前十名!单位$

百万美元"

一5理论模型

依据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模型#汇率变动(国

内收入水平和国外收入水平是影响双边贸易收支

平衡的重要因素% 借鉴 _'DA和 =ASSA/#叶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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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AA和 cGH(&(EGPG/G

! 等学者前期研

究经验#可以构建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收支

简化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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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剔除货币单位和价格因素影响#公式"$$

中!R被定义为中国对巴基斯坦进口额与出口额

的比值% _

:E

和_

/b

分别为中国和巴基斯坦国民收

入% 中国国民收入提高#可能会增加自巴基斯坦

商品进口#预期方程系数
%

$

符号为正% 而巴基斯

坦国民收入提高#有可能扩大自中国商品进口#即

中国商品出口额增加#因此预期方程系数
%

!

符号

为负% 双边实际汇率 ='̂ 计算公式为 ='̂

g

"/

:7

t

7'̂ ]/

/b

$#即双边名义汇率7'̂ 扣除通货

膨胀因素/

:7

和/

/b

% 因此该数值变大#意味着人

民币实际升值#反之数值变小则意味着人民币实

际贬值%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实际汇率升值

有助于增加进口#但可能恶化贸易收支#因此预期

方程系数
%

*

符号为正% 如果该系数先为负值#继

而出现正值#YGNJG/(

3

D̀0''AA等学者认为即存

在Z曲线效应% 但方程"$$仅仅描述各个变量间

的长期关系#为了推导短期效应尤其是更准确地

判断Z曲线效应#可以在 TADGHG/

"等学者提出的

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6_:a$基础上#构建方程

"!$误差修正模型来刻画短期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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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一步 àK 估计

出全部外生变量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 此外#

TADGHG/等学者认为#6_:a模型不需要各水平变

量服从相同的单整阶数% 由于绝大多数宏观经济

变量往往不是C"#$就是C"$$过程#因此6_:a模

型相对传统的 Z'NG/DA/ 协整检验#在模型构建方

面具有更明显的灵活性% 但同时 TADGHG/#KN(/ 和

KJ(EN建议使用c检验来对滞后变量的线性组合

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来确认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并提供了适用于大样本的临界值表#RGHGMG/则为

上述方法的小样本估计提供了临界值#

%

但不论模型"$$还是模型"!$#都隐含着双边

实际汇率对贸易收支对称性影响效应的基本假

设% 这并不一定符合现实经济运行中各变量之间

的真实关系#据此得出经济解释和预测也不一定

可靠% 因此 KN(/ 等学者认为有必要对模型进行

进一步修改$

#具体来说就是将双边实际汇率升

值和贬值变化率分开#利用正部分累计和 /N< 与

负部分累计和7'G概念构建两个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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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变量"*$代表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

实际汇率的正部分累计和#时间序列变量"4$代

表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实际汇率的负部分累计

和% 将"*$和"4$带入方程"!$替代双边实际汇

率变量='̂ #可以得出非线性 6_:a模型""$#该

模型可以在控制国民收入变量的基础上#检验中

国与巴基斯坦双边实际汇率升值和贬值的非对称

贸易收支效应%

+

S/!R

)

D

%

I

\

-

*$

B

D

$

AI

)

Z

B

+

S/!R

)

Z

B

\

-

*!

B

D

#

3I

)

Z

B

+

S/_

:E#)

Z

B

\

-

**

B

D

#

9I

)

Z

B

+

S/_

/b#)

Z

B

\

-

*4

B

D

#

#

)

Z

B

I

+

S//N<

)

Z

B

\

-

*"

B

D

#

$

)

Z

B

I

+

S/7'G

)

Z

B

\

$

S/!R

)

Z

$

\

!

S/_

:E#)

Z

$

\

*

S/_

/b#)

Z

$

\

4

/N<

)

Z

$

\

"

7'G

)

Z

$

\

,

)

""$

"2

!

"

#

$

YGNJG/(

3

D̀0''AA# F)G/& cGH(&(EGPG/G# ;)&R'/S(/AGH6_:a6LLH'G.N# 6DMJJAEH(.<@@A.EDG/& ENAZ

3

.>HPA'# M1,&*%-1$'31*1803

<),90#(# !#$"# 4!"*$! "$%

3

"*#)

TADGHG/# F);)# KN(/# =)G/& KJ(EN# _)Z)&Y'>/&D9ADE(/B6LLH'G.NADE'ENA6/GSMD(D'@aAPAS_ASGE('/DN(LD'# M1,&*%-1$;22-0#9 '31*1̀

8#)&03(# !##$"$1$! !+%

3

*!1)

RGHGMG/# T)Q)&9NAKGP(/BG/& C/PADEJA/ERAI>D@'H7N(/G! <P(&A/.A@H'J7'(/EABHGE('/ 9ADED'# ;22-0#9 '31*1803(# !##""*2$! $%2%

3

$%%#)

KN(/# =)# =># Y)7)G/& ]HAA/W''&

3

R(JJ'# F)?19#--0*6 ;(.88#)&03:10*)#6&%)01* %*9 P.*%803?,-)02-0#&(0* ;71*-0*#%&;=P> H&%8#̀

Q1&OJC/ cADED.NH(@E(/ ;'/'H'@TAEAHK.NJ(&E! '31*18#)&03?#)"19(%*9 ;22-03%)01*(# A&D_)K(.0ASD# G/& \);'HHG.A# !#$4# LL)!+$

3

*$4)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在方程""$中#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实际汇

率升值和贬值短期累积或非对称性效应可通过拒

绝原假设 E

#

!

-

c

#I

B

D

-

c

$I

B

来进行 \GS& 检验%

类似地#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实际汇率升值和贬

值长期非对称性效应可通过拒绝原假设 E

#

!

Z

f

4

]

f

$

DZ

f

"

]

f

$

来进行\GS&检验%

二5中国对巴基斯坦贸易收支影响因

素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研究以 !##$年第一季度至 !#$+ 年

第 *季度作为研究区间% 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

易及;K细分行业季度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

由于巴基斯坦缺少国民收入季度数据#因此采用

CcK"C/EAH/GE('/GSc(/G/.(GSKEGE(DE(.D$数据库中工

业生产指数季度数据作为替代变量% 类似的中国

国民收入也采用 CcK 工业生产指数#但由于数据

缺失#所以 !##%年之前的数据采用CcK实际]:T

指数替代"!#$#

g

$##$% 我国人民币与巴基斯坦

卢比之间#目前暂时没有实现直接兑换% 因此采

用CcK数据库中人民币兑美元(巴基斯坦卢比兑

美元数据进行名义汇率折算% 中国与巴基斯坦两

国物价水平采用 CcK 数据库中 7TC指数替代

"!#$#

g

$##$% 以上数据变量进行了 7A/D>D

3

8$!

季节调整#以及对数化处理%

!二"汇率变动对称性贸易收支效应检验

首先我们可以先在对称性效应模型"!$假设

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及模型诊断结果见表 $%

中国与巴基斯坦贸易收支模型"!$中短期效应估

计系数结果表明#中国国民收入一阶差分为负但

不显著#随着时间推移高阶滞后项逐渐为正#即中

国国民收入逐步提高#将不断增加自巴基斯坦商

品进口#短期内逐渐改善巴基斯坦贸易收支% 而

巴基斯坦国民收入一阶差分及高阶滞后项为正#

这说明短期内巴基斯坦经济的增长可能会向中国

出口更多商品#随着时间推移巴基斯坦国民收入

高阶滞后项为负#表明巴基斯坦国民收入逐渐提

高后#开始增加自中国商品进口#改善中国贸易收

支% 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实际汇率一阶差分项符

号为正但不显著#且不存在高阶滞后项#因此很难

判断存在Z曲线效应%

对称性贸易收支模型"!$中长期效应估计系

数符合预期!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实际汇率对贸

易收支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人民币实际

汇率升值#将提高中国自巴基斯坦商品进口需求%

而人民币汇率贬值则可能产生相对价格优势#进

一步增加对巴基斯坦主要商品的出口额% 长期来

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国民收入的提高#可

以提高自巴基斯坦商品进口需求#但长期效应估

计系数并不显著#这有可能是由于巴基斯坦较低

的工业水平和较单一的商品出口结构所致% 而与

之对应的#巴基斯坦国民收入水平的长期作用系

数显著为负#符合理论预期% 这表明巴基斯坦经

济增长可以长期改善中巴双边贸易收支状况%

实证模型诊断结果表明!在最大滞后阶数为

+情况下#根据6C7信息准则选择最优滞后结构#

cLDD边限检验在 $[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对称

性模型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7F项系数

显著为负#存在明显短期调整或误差纠正机制%

aF统计量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_<K<9检验

表明模型设定正确% 调整的 _

! 则表明拟合优度

较好% 模型短期和长期系数估计具有稳定性#

7OKOF检验和7OKOFKj检验结果未偏离 "[显

著性水平的边界范围%

!三"汇率变动非对称性贸易收支效应检验

对称性模型"!$中假设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

或者贬值对中国与巴基斯坦贸易收支具有对称性

的影响#这有可能掩盖了真实经济变量间的关系#

而且汇率短期效应以及中国国民收入长期影响效

应不显著% 因此有必要利用非对称性效应模型

""$#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贬值两种不同情形下的

差异性影响进行更细致研究#从而提高检验和分析

可靠度% 非对称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见表 !%

短期效应估计系数表明!相比对称性模型"!$

中短期汇率变动影响效应不显著而言#非对称性汇

率变动模型""$短期影响效应出现了三个显著的

有效估计系数% 其中人民币升值短期影响系数先

正后负的动态过程#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虽然

可以短期拉动中国自巴基斯坦商品进口#但这种效

应并不显著持续% 而人民币贬值短期影响系数为

负但并不显著说明#虽然人民币贬值可以推动中国

商品出口#但短期内可能存在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

的Z曲线效应% 而上述人民币升值和贬值对双边

贸易平衡的非对称调整#相比模型"!$对称性效应

模型而言捕捉到了更多信息#能够更好地反应真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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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背后的运行规律%

表 $5对称性长短期效应估计及检验结果

短期效应

变量 系数估计值

长期效应

变量 系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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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E#)

3

"

$)42"$)!$$ c

1)"$

!!!

+

-*_

:E#)

3

1

#)21"#)1$$

<7F

E

3

$

3

#)"%

!!!

+

-*_

:E#)

3

2

$)2""$)"+$

!

aF $)!*

+

-*_

/b#)

$)$#"$)+2$

!!

_<K<9 #)!$

+

-*_

/b#)

3

$

#)4*"#)11$

6&->DEA& _

!

#)4"

+

-*_

/b#)

3

!

$)+%"!)21$

!!!

+

-*_

/b#)

3

*

3

$)+2"!)+*$

!!!

+

-*_

/b#)

3

4

#)+#"$)$2$

+

-*_

/b#)

3

"

3

#)1!"#)%$$

+

-*_

/b#)

3

1

$)!#"!)#!$

!!

+

-*='̂

#)

#)$+"#)!%$

5注!

!!!

#

!!

#和
!

分别代表 $[#"[#$#[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表 !5非对称性长短期效应估计及检验结果

短期效应

变量 系数估计值

长期效应

变量 系数估计值

+

-*_

:E#)

3

#)*$"#)!2$

-*_

:E

$)+$"!)$%$

!!!

+

-*_

/b

$)$!"$)"4$

-*_

/b

3

!)$2"$)2%$

!!

+

-*_

/b#)

3

$

#)4$"#)1*$ /N<

3

#)1!"#)!2$

+

-*_

/b#)

3

!

!)#1"*)$#$

!!!

7'G

*)2%"!)#"$

!!!

+

-*_

/b#)

3

*

3

$)22"!)11$

!!!

7'/DEG/E $)1!"#)1$$

+

-*_

/b#)

3

4

$)*%"$)+2$

!! 模型诊断检验

+

-*_

/b#)

3

"

3

#)%$"$)*!$ c

*)2$

!!

+

-*_

/b#)

3

1

$)"2"!)*+$

!!

<7F

E

3

$

3

#)"2

!!!

+

-*_

/b#)

3

2

3

#)+""$)*!$ aF #)+2

+

/N<

)

#)*$"#)!2$ _<K<9 #)2*

+

/N<

)

3

$

3

#)%!"#)"4$

6&->DEA& _

!

#)"*

+

/N<

)

3

!

*)##"$)"!$

\

K_

")#$

!!

+

/N<

)

3

*

#)*4"$)*%$

\

a_

!*)+!

!!!

+

/N<

)

3

4

3

1)2!"!)4%$

!!!

+

/N<

)

3

"

4)!#"$)4#$

+

/N<

)

3

1

!)+4"#)%%$

+

/N<

)

3

2

3

*)*%"$)24$

!!

+

7'G

)

3

#)$!"#)#%$

+

7'G

)

3

$

3

$)%*"$)#+$

+

7'G

)

3

!

3

*)42"!)4$$

!!

5注!

!!!

#

!!

#和
!

分别代表 $[#"[#$#[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55长期效应估计系数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 对双边贸易收支影响效应明显大于升值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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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而且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并不能显著增加

中国自巴基斯坦商品进口#无法长期改善巴基斯坦

贸易收支% 而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却会显著提高

巴基斯坦自中国进口商品的需求#且可能存在短期

Z曲线效应% 这表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结

构差异才是造成巴基斯坦对中国商品某种程度刚

需的直接原因% 在目前巴基斯坦工业水平状况和

贸易结构等现实情况下#中国出口商品不仅符合巴

基斯坦经济发展中相对短缺行业需要#而且一定程

度上存在物美价廉的相对优势#因此寄希望于通过

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是根本上解决两国贸易收支

差额的有效途径% 此外#由于巴基斯坦通胀水平相

对较高#人民币与巴基斯坦卢比之间没有实现直接

兑换#而需通过兑美元汇率折算#因此中巴双边实

际汇率会被动地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和美元汇率

波动负面影响% 在非对称效应模型""$中#中国国

民收入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巴基斯坦国民收入影响

系数显著为负则进一步表明#两国国民经济健康发

展与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才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实现

贸易收支长期均衡的最重要保障%

图 !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贬值对中巴双

边贸易收支动态调整乘数图% 同样可以看出#人

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贬值对中巴双边贸易收支短

期影响具有很强的非对称性":(@@AHA/.A$% 图 !

中_<_"

i

$[$代表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收

支的短期调整路径#可以看出中国自巴基斯坦商

品进出口贸易收支短期响应迅速#但这种拉动效

应并不持续% _<_"

3

$[$代表着人民币汇率贬

值对贸易收支的短期调整路径#短期内并未改善

中巴双边贸易收支#存在一定程度的Z曲线效应#

但随着消费者行为动态调整#人民币汇率贬值促

进中国商品出口#改善贸易收支效应开始显著#直

至向新的均衡缓慢调整%

图 !5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贬值对中巴双边贸易收支

动态调整乘数

非对称性模型""$诊断结果表明!在最大滞

后阶数为 +情况下#根据 6C7信息准则选择最优

滞后结构#cLDD边限检验可以在 "[水平下拒绝

原假设#即模型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7F

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内偏离长期均衡后#存

在明显误差纠正机制% aF统计量表明模型不存

在自相关% _<K<9检验表明模型设定正确% 调

整的 _

! 则表明模型拟合优度进一步提高%

7OKOF检验"图 *$和7OKOFKj检验"图 4$结果

未偏离 "[显著性水平的边界范围#说明非对称

模型短期和长期系数估计具有稳定性% 从\

K_

和

\

a_

的\GS&检验值来看#可以拒绝人民币实际汇

率升值与贬值不存在短期和长期非对称关系的原

假设%

图 *5非对称性效应模型7OKOF检验

图 45非对称性效应模型7OKOFKj检验

!四"主要细分行业实证检验与分析

许多学者研究文献结论表明#如果仅仅关注

双边贸易收支总额很容易陷入&总量偏误'

!

#因

此有必要对细分行业数据进行更细致的实证检验

和分析% 尤其对于工业化程度仍较低的发展中国

家而言#产业结构的不成熟可能导致巴基斯坦许

多工业产品严重依赖进口#而相应的巴基斯坦工

业产品出口则存在严重的数据缺失#从而使得传

统贸易收支决定方程无法正常估计和检验% 目

前#通过海关统计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巴基斯

坦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仍较单一#对中国的贸易

逆差仍较明显% 因此#为了更好地估算和分析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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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潘竟成#等!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收支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率等因素可能的贸易收支效应#以及在细分行业

上改善巴基斯坦贸易收支状况的可能情形% 以下

部分选取中国自巴基斯坦进口商品累计总额前十

名的;K细分类别商品#作进一步地实证检验和

研究%

通过6_:a边界协整检验可以发现#中国自

巴基斯坦进口商品累计总额前十名的细分行业商

品类别中!植物产品";K#!$#食品#饮料(酒及醋#

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K#4$纺织原料

及纺织制品";K$$$#贱金属及其制品";K$"$#杂

项制品";K!#$无法拒绝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

原假设#因此仅仅选取汇率和国民收入变量并不

能充分说明这些细分类别商品的贸易收支状况%

篇幅限制#以下对称性效应与非对称性效应

6_:a长短期模型对比分析当中#这些长期均衡

不显著的细分商品类别将不做进一步说明#如有

需要可来信索取% 其余五类长期均衡关系显著的

细分类别商品(活动物#动物产品";K#$$#矿产品

";K#"$#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K#1$#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K#2$#生皮(皮

革(毛皮及其制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手提包

及类似容器#动物肠线 "蚕胶丝除外$ 制品

";K#+$对称性效应模型"!$和非对称性效应模

型""$短期和长期系数估计结果及模型诊断结果

见表 *%

从表 *中对称性效应模型短期系数估计结果

来看#除了 ;K#$ 短期效应估计系数为负且不显

著外#中国国民收入增长能够对巴基斯坦 ;K#"(

;K#1( ;K#2 和 ;K#+ 在一阶差分项或者高阶滞

后期产生显著拉动作用#改善巴基斯坦在这些细

分行业商品贸易收支状况% 而巴基斯坦国民收入

增长短期作用系数#除 ;K#+ 细分行业为正外#其

他行业一阶差分项或者高阶滞后项符号为负且显

著#说明随着巴基斯坦国民收入提高#也有助于改

善中国上述细分商品的贸易收支% 双边实际汇率

变动对 ;K#1 和 ;K#2 短期双边贸易收支并无显

著影响#对 ;K#+ 在滞后 2 期发挥汇率弹性调节

作用% 对;K#$和;K#"高阶滞后项为负#表明短

期内人民币升值无法改善巴基斯坦在这两个细分

商品上的贸易收支状况%

从表 *中对称性效应模型长期系数估计结果

来看#除了 ;K#$ 与 ;K#1 与理论预期相反外#中

国国民收入增长能够对巴基斯坦 ;K#"(;K#2 和

;K#+细分商品在长期发挥作用#改善巴基斯坦在

这些细分商品贸易收支状况#其中 ;K#" 的这种

国民收入弹性作用最显著% 而巴基斯坦国民收入

增长能够在长期不同程度上改善中国 ;K#"(

;K#1(;K#2和;K#+细分商品贸易收支状况% 长

期来看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实际汇率对上述细分

类别商品贸易收支作用都不显著% 这表明两国国

民经济增长带来的国民收入弹性作用#远比汇率

变动产生的商品价格弹性作用#更能在长期发挥

调节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收支作用%

从表 *中非对称性效应模型短期系数估计结

果来看#除了;K#$短期效应估计系数为负外#中

国国民收入增长能够对巴基斯坦 ;K#"(;K#1(

;K#2和;K#+ 在一阶差分项或者高阶滞后期产

生显著拉动作用#改善巴基斯坦在这些细分商品

贸易收支状况% 而巴基斯坦国民收入增长#除

;K#+细分商品短期作用系数为正外#其他细分商

品一阶差分项或者高阶滞后项显著为负#说明随

着巴基斯坦国民收入提高#上述细分行业中国的

贸易收支状况可以得到改善%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

;K#"和;K#1贸易收支作用不显著#人民币汇率

贬值对;K#1 和 ;K#2 贸易收支作用不显著% 相

对而言#人民币汇率贬值能够短期促进中国;K#$

细分商品出口#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则能短期内显

著促进中国 ;K#+ 细分行业商品进口#改善巴基

斯坦该行业商品贸易收支%

从表 *中非对称性效应模型长期系数估计结

果来看#两国国民收入对双边贸易收支的作用效

果和前面对称性模型一致#除了 ;K#$ 与理论预

期相反外#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国民经济增长和

国民收入提高#不仅是两国贸易收支总额实现长

期均衡#也是;K#"(;K#1 (;K#2 和 ;K#+ 等细分

行业商品贸易收支长期动态均衡的重要保障% 当

然#要顺利实现这个过程#还需要两国国民经济进

一步结构优化#尤其是巴基斯坦需要努力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而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者

贬值#对 ;K#"(;K#1 和 ;K#+ 贸易收支影响并不

显著% 相对而言#人民币汇率升值能在长期改善

巴基斯坦 ;K#$ 细分商品贸易收支#却无法长期

改善巴基斯坦;K#2 细分商品贸易收支状况% 上

述分析表明汇率变动产生的价格弹性作用#在长

期调节中国与巴基斯坦上述细分行业商品双边贸

易收支中的作用有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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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至图 %是非对称性效应模型中#人民币实

际汇率升值_<_"

i

$[$与贬值_<_"

3

$[$#对主

要;K细分行业商品贸易收支动态调整乘数% 综

合这五类细分行业商品贸易收支对汇率正(负冲击

的非线性动态调整过程来看#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

长短期非对称特征% 除 ;K#1 和 ;K#+ 外#其他三

类细分商品通过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在短期内很

难产生中国对巴基斯坦贸易收支逆差#改善巴基斯

坦贸易收支平衡的作用并不显著#也不持续#且存

在有短期Z曲线效应% 而相应的人民币实际汇率

贬值#虽能在短期内能产生中国对巴基斯坦不同细

分行业不同程度的贸易收支顺差#但在 ;K#" 和

;K#2细分行业中出现 K曲线波动#在;K#+细分行

业中存在当期较弱的Z曲线效应%

表 *5主要细分行业对称性与非对称性长短期效应估计及检验结果

;K#$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1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2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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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K#$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1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2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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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K#$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1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2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K#+

对称性

模型

非对称

性模型

模型诊断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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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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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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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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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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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注!c统计量检验长期的协整关系#\

K_

和\

a_

为\GS&显著性检验统计量#分别检验短期(长期的非对称效应/

!!!

#

!!

#和
!

分别

代表 $[#"[#$#[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图 "5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贬值对细分行业!;K#$"贸

易收支动态调整乘数

图 15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贬值对细分行业!;K#""贸

易收支动态调整乘数

图 25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贬值对细分行业!;K#1"贸

易收支动态调整乘数

图 +5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贬值对细分行业!;K#2"贸

易收支动态调整乘数

图 %5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贬值对细分行业!;K#+"贸

易收支动态调整乘数

三5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收支总额与

双边实际汇率(两国国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

关系% 但汇率变动并非长期均衡方程中唯一的影

响因素#在一些细分行业商品贸易收支中汇率因

素所产生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而且存在汇率升

值和贬值对贸易收支平衡的非对称性效应% 具体

来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所能产生的中国对巴

基斯坦贸易收支总额逆差#只在短期发挥作用#而

且并不持续% 甚至在部分细分行业双边贸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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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汇率变动面临正向冲击#人民币汇率升值也

不一定能改善巴基斯坦短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相

应的#由于中巴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贸

易商品比较优势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当汇率变动

面临负向冲击时#人民币汇率贬值却能给部分中

国出口细分行业商品带来物美价廉的相对优势%

这对于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且较为依赖商品进口

的巴基斯坦来说#会在不同程度上形成短期或长

期逆差效应% 此外#中巴之间暂时没有直接的货

币兑换#再加之巴基斯坦较高的通胀水平#因此不

得不依据两国兑美元汇率折算双边汇率% 所以两

国双边实际汇率变动#还可能受到美国货币政策

和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这也是相关研究中需要

引起重视的地方%

第二#不论两国贸易收支总额分析还是细分

行业对比分析#不论是对称性效应模型还是非对

称性效应模型估计#中国与巴基斯坦国民收入水

平对两国贸易收支的长期影响基本符合传统理论

预期% 这说明两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国民收入

稳定增长则是保证两国稳定经贸往来以及实现长

期贸易收支均衡的重要保障% 但值得注意的是#

巴基斯坦目前劳动力仍然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为

主#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仍有待提高% 如

何更好地满足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包括中国在

内的国外消费者更高质量农产品需求是巴基斯坦

农业结构调整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巴基斯坦工

业仅占]:T的比重约为 $,"#虽然近年来第三产

业发展较快#但仍然容易出现依赖商品进口来弥

补自身产业结构先天不足的情形#由此而产生的

诸如贸易收支结构性失衡(贸易额度与双边关系

仍不够匹配等问题亦属于发展中国家间较常见的

现象% 因此#中国与巴基斯坦都需要对各自国内

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充

分发挥比较优势#努力提升各自商品国际竞争力#

逐渐实现双边贸易稳定发展和长期动态均衡% 这

种以经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

经贸关系#以经济发展的视角来推动贸易收支长

期动态均衡的思路#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

展睦邻友好经贸关系也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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