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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中欧双向投资对海运集装箱贸易量的影响，利用中国与部分欧盟国家2005-2018年的双向投
资数据与中国出口欧盟国家的海运集装箱贸易量数据，以外贸市场规模、贸易便利化以及“路径依赖效应”为控制
变量，构造动态面板，并利用系统矩估计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欧盟对华投资促进了中国出口欧贸易结构
优化，提升单位集装箱价值的同时，与集装箱量增长为负相关；路径依赖效应、外贸市场规模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
欧盟海运集装箱贸易；中国对欧盟投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欧盟海运集装箱贸易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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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mpact of China-EU Investment on Container Trade Volume Exported from China to EU

TANG Limin, ZHANG Xiaomei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College,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China-EU two-way investment on the container volume shipping between the two, the paper
adopted the two-way investment data from 2005 to 2018 between China and some EU countries and the data of the volume of containers
shipped from China to EU countries, then with foreign trade market scale, trade facilitation and path- dependent effect as the control
variables, constructed a dynamic panel, and used system moment estimation to regress the model.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EU investment
in China promote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rade structure of China's exports to EU, and it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growth of
container volume but could increase the value of container per unit. The path-dependent effect and foreign trade market scal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shipping of containers from China to EU, whereas China's investment in EU and trade facilitation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is reg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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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欧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也是我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中欧是不可分割的战略贸易伙

伴。国际投资与贸易关系相关研究有替代、互补或者

一体化理论等等，具体贸易效应表现为进出口引致效

应、进出口替代效应和逆向输入效应等。

欧盟对华投资贸易效应研究方面，邓慧慧[1]指出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引起了中欧贸易替代效应和逆差

转移。王樾[2]研究指出欧盟对华投资促进了中国与

欧盟的进出口贸易，且出口效应大于进口效应，长期

看来中欧贸易是互补的。中国对欧盟投资的贸易效

应方面，雷国胜，等[3]表明中国对欧盟各国直接投资

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出口创造效应和进口创造

效应，但是创造效应较小。王阳[4]，刘再起，等[5]指出

长期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出口贸易引

致效应。任雪梅，等[6]表明中国对欧盟投资带来贸易

创造效应。总体而言，中欧间双向投资与贸易关系

研究存在争论，但更多研究结果显示，中欧间贸易是

互补的，双向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创造着更多的贸易

合作。集装箱运输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之

一，中欧间双向投资对海运集装箱贸易领域的贸易

有何影响？王成金，等[7]指出考虑集装箱生成率（单

位贸易量的集装箱生成量）或者集装箱价值（单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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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的贸易价值）才能说明集装箱贸易的发展。在

学者普遍研究中欧投资的整体贸易效应的同时，随

着贸易结构的调整，单位集装箱的贸易价值改变时，

双向投资是否对集装箱运输量有所影响？

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大多将欧盟视作整体，或

者将欧盟投资占比较多的欧盟十五国作为研究对象，

多采用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欧盟国家发展水平

有差异，投资目的不完全一致，本文为采集更多欧盟

国家个体信息，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欧双向投

资在中国与欧盟国家海运集装箱贸易领域的影响，为

降低研究复杂度，本文仅研究双向外商直接投资对中

国出口欧盟各国的海运集装箱贸易量的影响。

1 中欧双向投资对中国出口欧盟海运集
装箱贸易影响分析

欧盟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据2019年的

外商投资报告显示，欧盟对华制造业投资占比

63.7%。近几年，欧盟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

部件制造业、医药及医疗器材制造业、电子、电器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工制品业和机械工业。可以看

出，欧盟对华投资日渐朝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来

的是中欧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与贸易结构调整。欧盟

对华投资导向主要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这些

比较优势明显的领域与进出口贸易直接相关，据多

数研究，欧盟对华投资促进了中国对欧出口贸易。

马瑜，等[8]研究得到中国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单位

产值集装箱生成系数为21.498TEU/万美元，劳动力

密集型出口单位产值集装箱生成系数是0.454TEU/

万美元，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单位产值

集装箱生成系数为0.442TEU/万美元。中欧间贸易

额在不断增长，但随着贸易结构的变更，从劳动力密

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转变至资本和技术密

集型产品的出口，带来的是集装箱生成系数的剧增，

伴随着单位集装箱价值的提升、集装箱贸易量增加

或者减少都是有可能的。若表现为抑制，则更加明

显证明了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

除了资源导向和市场导向外，中国在欧盟发达

国家的投资也有较大的技术导向投资倾向，有的旨

在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即通过海外投资并购弥补国

内技术、专利等硬实力或管理、营销等软实力的不

足；部分投资通过东道国的产业集聚效应、本土企业

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以及协同效应产生逆向技术

溢出，提高投资母国的竞争优势，进而提升母国在国

际分工过程中的价值链地位。这种投资导向与进出

口贸易关系不大，对集装箱运输产生的需求较少。

因此，中国在欧盟的整体投资对中国出口欧盟国家

的集装箱贸易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

影响国际海运集装箱运输的因素很多，只有找

到合理的控制变量，才能保证中欧投资对其集装箱

贸易量影响研究的可靠性。祁明明，等[9]研究表明自

中欧班列开通以来，铁路集装箱运输发展迅速，但目

前其年运输量仍不足海运的1/440，故本文忽略掉中

欧班列铁路集装箱运输对海运集装箱运输的影响；

马瑜，等[10]发现外贸集装箱生成存在着明显的“路径

依赖效应”，本文选用海运集装箱贸易数据的滞后一

期数据来衡量路径依赖效应对中欧间的海运集装箱

贸易量的影响。文献[10]也提到外贸市场规模大小

直接影响着国际集装箱贸易需求的大小，市场越大，

需求越大，货物进出口总值直观的表现了市场规模

大小，故采取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作为市场规模的

代理变量。刘洋，等[11]、苏小莉[12]表明贸易便利化水

平提高能显著提高双边贸易流量。物流绩效指数

（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LPI）是世界银行综合考

虑海关清关效率、物流基础设施质量、国际运输便利

性、物流服务质量、货物跟踪能力和货物运输及时性

等6个评价指标得出的一项全面贸易便利化评价指

标，并对全球163个国家的物流绩效进行了评估，因

此，本文引入LPI来衡量贸易便利化对集装箱贸易运

输的影响。

总之，本文除了将中欧双向外商直接投资视为

核心解释变量，研究其对中国出口欧盟国家的海运

集装箱贸易量的影响外，主要考虑了三类因素控制

变量，即路径依赖效应、外贸市场规模、贸易便利化。

2 相关变量及统计特征

2.1 相关变量
中欧间海运集装箱选取欧盟统计局，其统计口

径是2005-2018年中国出口欧盟各国集装箱贸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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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空箱，在排除空箱数据后，得到海运贸易集装箱

量（数据解释表明包含联运数据）；由于存量数据较

流量数据更加稳定，本文的投资数据均选用存量进

行实证，欧盟各国对华投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

国对欧盟各国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历年对外投资统

计公报；中国与欧盟国家间的贸易进出口总额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物流绩效指数来自世界银行，该数

据隔年发布，只有2007、2010、2012、2014、2016、2018

等年份的数据，构成完整面板数据量不足，缺失数据

采用线性插值方法补足。表1展示了相关变量的具

体信息。

表1 相关变量解释

符号

oci,t

eu
oe
mar
lpi
oci,t-1

变量说明

中国 t年出口欧盟 i国集装箱量

欧盟对华投资

中国对欧盟投资

中国与欧盟各国进出口总额

物流绩效指数(欧盟)
中国 t-1年出口欧盟 i国集装箱量

影响因素（预期符号）

被解释变量

（-/+）
（/）

外贸市场规模（+）
贸易便利化（+）

路径依赖效应（+）

2.2 描述性统计
考虑克罗地亚、塞普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斯

洛文尼亚、捷克、卢森堡，匈牙利、奥地利、斯洛伐克、

马耳他等国家投资数据太少或者数据缺失，剔除无

效数据后，研究主体为十六个国家：比利时、保加利

亚、丹麦、希腊、葡萄牙、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

大利、荷兰、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2018

年英国尚未脱欧)。为减小模型的异方差，本文对集

装箱运输数据及其滞后一期数据，外商直接投资数

据及外贸进出口总额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表2为

实证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 模型设定

为减少计量模型遗漏变量偏差，尽量寻找控制

变量；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数据作为路径依

赖效应的代理变量，构成的动态面板数据也能一定

程度减少遗漏变量偏差。动态面板带来的内生性问

题采用广义矩估计来解决。本文研究的计量模型如

下：

ln oci,t = α + ρ ln oci,t-1 + β1 ln oeit + β2 ln eui,t

+β3 ln marit + β4lpiit + ui,t + εi,t

其中，ui,t 为截面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t=2,

3，...，T为保证较强的稳健性，随机扰动项不做分布

假定，参数估计值将优于传统的线性回归。对动态

面板采用OLS和FE估计方法得到的估计值都是有偏

的，OLS估计值高估了真实值，而FE估计值则低估了

真实值，二者构成的估计值的上限和下限。因此，可

以用Pooled OLS和FE估计值作为评估估计结果优

劣的一个粗略标准，故本计量模型采用FE、POOL

OLS及SYS-GMM三种估计方法进行对比。本文采

用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和Arellano-Bond自相关检

验检验模型设定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合理性。面板

数据若不平稳，得到的回归结果或许是伪回归，故本

文在得到SYS-GMM估计结果后，采用LLC、Breitung、

IPS三种检验方法，对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残

差平稳则面板数据也平稳，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中国与欧盟部分国家2005-2018年的动态

面板数据进行三种回归估计，得到的结果见表3。

从表 3 中的统计量来看，Hansen prob>chi2=

0.489,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是外生

的，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有效的；AR(1)检验P值

0.022<0.1和AR(2)检验P值0.683>0.1，一阶拒绝原假

设，而二阶接受原假设，表明不存在二阶自相关，随

机扰动项也不存在序列相关性，模型设定合理。由

三个估计模型实证结果可知，大部分变量SYS-GMM

估计系数介于Pool OLS与FE估计系数之间，这在实

操层面上表明SYS-GMM方法的有效性。从表4中

可知面板残差三项检验至少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

著性检验，表明面板的残差是平稳的，满足动态面板

的基本条件，不是伪回归。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lnoc
lneu
lnoe
lnmar
lpi

(1)
N
208
208
208
208
208

(2)
mean
11.17
8.863
10.04
14.19
3.678

(3)
sd

2.494
2.489
2.298
1.233
0.387

(4)
min
4.263
1.946
2.996
11.21
2.808

(5)
max
14.55
12.81
14.54
16.73
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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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面板残差的平稳性检验

检验项目

LLC检验

Breiting检验

IPS检验

检验值

25.337 4
1.576 2
3.274 4

置信度

0.000 2
0.032 4
0.004 8

动态面板模型SYS-GMM估计结果与预期大部

分一致，具体实证结果分析如下：（1）欧盟对华投资：

中国出口欧盟国家的集装箱贸易运输与欧盟对华投

资呈显著负相关，欧盟对华投资每增加1%，中国出

口欧盟国家集装箱贸易量减少0.062 4%。欧盟对华

投资领域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发展，据《2020年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欧盟》显示，中欧贸

易结构日趋优化，中国向欧盟出口产品从传统劳动

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延伸发展。投资引起出

口产品单位产值集装箱价值大大增加，在投资整体

促进中国出口欧盟贸易额的同时，集装箱贸易运输

量呈减少趋势，实证结果验证了中欧贸易结构在不

断的优化。（2）中国对欧盟投资：中国对欧盟投资对

中国出口欧盟海运集装箱无显著影响。本文采集的

欧盟样本国家中85%为发达国家，近几年，中国对欧

盟国家投资导向中的科技导向型和战略资产导向型

不断增加，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与进出

口贸易直接关联度小，故对中欧间的集装箱需求影

响并不明显。（3）外贸市场规模与中欧集装箱贸易运

输量呈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欧间的外贸市场

规模每变动1%，中国出口欧盟国家的集装箱贸易量

增加0.306%，这是因为外贸市场规模直观表现中国

与欧盟各国之间的外贸集装箱生产与消耗需求，市

场越大，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越大，集装箱贸易需求

越大；另一方面，双边贸易市场规模越大，或许存在

着良好的规模经济效应，国际集装箱运输的广义成

本就越小，越有利于刺激集装箱需求。（4）路径依赖

效应：中国出口欧盟国家的集装箱贸易存在着较为

突出的路径依赖原理，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中

欧间的往期出口集装箱每变动1%，中国出口欧盟国

家的集装箱贸易量增加0.838%，这表明国际贸易的

集聚效应较为突出，中欧间的贸易关系随着时间的

发展日益深化，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5）贸易便

利化：物流绩效指数对欧盟贸易的影响回归结果并

不显著，这或许是因为路径依赖效应中的往期规模

效应、集聚效应中已经包含了贸易便利化对国家集

装箱贸易的促进作用。

5 结语

利用中国与欧盟国家间2005-2018年双向投资

与中国出口欧盟集装箱贸易量的面板数据，分析了

双向直接投资的主要导向和其可能对中国出口集装

箱贸易需求的影响，结果验证了欧盟对华投资促进

中欧贸易结构的优化，随着中国出口欧盟国家商品

单位集装箱价值的提高，带来的是对集装箱运输量

的抑制；而中国对欧盟国家为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

科技导向型投资、战略资产导向型投资比例的不断

增加，不直接产生集装箱需求，故对集装箱贸易影响

不大。路径依赖效应正面促进中国出口欧盟集装箱

贸易，外贸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刺激着中国出口欧盟

集装箱贸易需求，而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欧盟国

家的集装箱贸易影响不大。

本文采用的投资数据与出口集装箱贸易量数据

均为国家层面数据，若能获得分行业（下转第22页）

表3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VAR
L.lnoc

lnmar

lneu

lnoe

lpi

Constant

Obser
R-squared
AR(1) P
AR(2) P
Hansen P

OLS
lnoc

0.846***
(0.043 0)
0.378***
(0.143)

-0.130***
(0.046 6)
-0.041 1
(0.053 2)
0.310
(0.264)

-3.181**
(1.273)
192
0.914

FE
lnoc

0.631***
(0.067 0)
0.264**
(0.208)

-0.199***
(0.062 4)
-0.120
(0.090 4)
0.173
(0.590)

-190.5***
(39.69)
192
0.567

SGMM
lnoc

0.838***
(0.070 2)
0.306**
(0.261)

-0.062 4***
(0.052 5)
-0.263*
(0.129)
0.300
(0.682)

-3.792**
(3.284)
192

0.022
0.683
0.48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其中***p<0.01，**p<0.05，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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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产品出口海外市场需要面临不同的认证标

准，例如美国UL认证、欧盟CE认证、韩国KC认证

等，需要企业从生产控制、技术研发、产品质量、安全

环保等多方面制定标准，充分了解客户需求，在标准

产品的基础上为客户定制解决方案。

3.3 促进物流机器人产业链共赢发展
尽管我国物流机器人产业在政策支撑与前沿科

技驱动下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市场的无序化竞争、关

键技术的成本过高，导致国外企业占据了市场的主

导地位。我国工业机器人供应商占国内市场的比重

从2014年的10%上升至2019年的35%，而大部分市

场仍由全球一级供应商主导，如Fanuc、安川、ABB和

Kuka。据预测，全球一级供应商的市场份额到2025

年可能会下降到40%，这就意味着国内机器人供应

商的研发生产能力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行业

内的并购实现资源的整合。

未来我国的物流机器人产业需要充分运用产业

链协同研发能力、跨领域融合、开源机器人操作系统

等开放式创新方法，站在客户角度研发物流机器人

产品，帮助客户提高作业效率、降低成本、创造价

值。重视技术的不断积累和创新，保护和尊重国际

和国内发明专利，实现研究院所和企业的共融发展，

在政策的强力扶持及资本的不断投入下实现物流机

器人产业链的和谐共赢。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应将技

术创新政策倾向于物流机器人产业的中上游环节，

帮助企业弥补技术创新短板，加强对物流机器人关

键新材料、关键零部件的政策引导，提高产业链的配

置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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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页）的数据，则可以深入研究中欧间不同投

资导向型对中欧间集装箱贸易产生的影响。本文海

运集装箱数据虽包含着联运数据，随着中欧班列集

装箱运输的发展，铁路集装箱运输量将不容忽视，日

后进一步研究应结合中欧班列集装箱运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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