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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省际贸易成本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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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量化空间分析方法，利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区间投入产出表，考察中国省际贸易成本特征。

研究发现：省际贸易成本的来源可以分为地理壁垒、制度壁垒和结构壁垒；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中国省际贸易成本明

显提高，与各地自给率的提高以及本地服务贸易比重提高紧密相关；地理距离与省际贸易成本显著相关，区间地

形也会对省际贸易成本产生显著影响；省际贸易成本的非对称性体现在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异质性方面，这一异

质性包含各地不同的经济结构特征、制度壁垒特征等；部分省份较高的自给率体现了较低的参与国内分工的水

平，从而制约国内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升。 为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针对 ３ 个维度的贸易壁垒，积极提

高流通效率、打破地方分割、促进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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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强
调“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

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

通流动”；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

纲要（２０２２ － ２０３５ 年）》进一步强调“促进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着力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其中，
建立现代流通体系、降低商品流通成本，是促进商

品市场一体化、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路径。
省际贸易成本是影响商品市场一体化、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因素。 现有对省际贸易成

本的测度还较少，相关研究主要源自国际贸易成

本、贸易壁垒的研究。 参考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１］、潘文卿

等［２］，对贸易成本的测度可以分为直接测量法和

间接测量法。 直接测量法即对政策强加的成本

（关税、配额等）和环境强加的费用（运输、各种危

害的保险、时间成本）进行计算。 这类直接测量较

少，主要是由于数据可得性及政策成本较难量化。
谭洪波［３］ 采用信息通信技术、地方保护主义和交

通运输网络密度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 间接

测量法包括两种，一是根据价格指数推断。 这一

方法的基础逻辑是冰山贸易成本和一价原理，据
此可以利用地区之间的价格差（比）来衡量贸易成

本的相对大小。 贸易研究侧重于将进口或“世界”
价格与国内批发价格进行比较，以此估计贸易壁

垒；宏观研究侧重于各国价格趋同的速度以及汇

率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等［１］。 陆铭等［４］ 通过度量一

个地区之间价格方差，衡量国内市场分割情况。
二是根据地区之间的贸易量推断，利用两地的贸

易数据反推贸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地区之间价

格指数的基础上，加入了贸易量和贸易份额。 一

类是以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５］ 为基础的贸易成本模型，
Ｎｏｖｙ ［６］对此进行了总结和发展，潘文卿等［２］ 借鉴

Ｎｏｖｙ［６］的模型，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八

大经济区域间的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和分解，韩

佳容［７］、李自若等［８］ 采用类似的方法估计了国内

区域间的贸易成本。 近年来，源自 Ｅａｔｏｎ 等［９］的量

化空间模型（简称 ＥＫ 模型）的发展为间接测度法

增添了新的内容，将价格关系、相对贸易份额结合

起来分析贸易成本，Ｒｅｄｄｉｎｇ［１０］、Ｔｏｍｂｅ 等［１１］、陈朴

等［１２］、赵扶扬等［１３］ 在其量化空间模型中基于 ＥＫ
模型的思路对一国内部贸易成本进行了量化分

析，但由于商品贸易和贸易成本只是其中的一个

构件，在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展开。
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采用引力方程构建计

量模型，度量边界效应、临近效应以及距离对贸易

量的影响，得到边界效应的变化，以此衡量贸易成

本的变化特征。 李善同等［１４］ 和李自若等［８］ 利用

不同的中国地区间投入产出数据均发现，以边界

效应衡量的贸易成本呈现先降后增的 Ｕ 型特征，
２０１２ 年前后为 Ｕ 型的最低点。 不过，这种方法并

没有分别计算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类似用行政

边界、距离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
对以往研究比较可以发现，近年来的量化空间

分析方法为衡量地区之间贸易成本提供了较好的微

观基础和测算方法，解决了采用直接计算法难以量

化的问题，并结合了价格指数法的原理，得到非对称

的贸易成本。 由于贸易成本估计只是量化空间模型

中的一部分，在相关研究中往往对其特征没有进行

深入分析，考虑其贸易矩阵、贸易份额矩阵、贸易成

本矩阵的信息量较大，有必要对其进行剖析。
在此现实和理论研究背景下，本文基于一个

国内贸易成本的量化空间模型，利用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７
年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分析省际贸易成本的演进

特征、现状特征及其构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

议。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基于量化空间模型，
结合地区之间的贸易份额，明确近年来总体贸易

成本提高的特征；第二，将贸易成本来源解释为地

理壁垒、制度壁垒和结构壁垒，并利用距离、地形、
输入地和输出地虚拟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和解释；
第三，从贸易成本及其 ３ 个来源出发，有针对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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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加强国内地区之间分工合作、促进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的建议。
一、国内贸易成本特征事实

贸易成本或者贸易壁垒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

要内容，在一国内部，虽然商品市场一体化水平较

高，但国内贸易成本同样存在，主要体现在显性的

地理壁垒（运输成本）和隐性的制度壁垒和结构壁

垒上，由此也导致“一价定律” 在国内地区之间

失效。
地理壁垒不仅与距离有关，还与地形有关。

区间地形会通过影响路线设计从而影响路程和可

达性（路网密度），也会通过影响路桥建设成本进

而影响运输单价，比如高速公路中的隧道、桥梁会

有更高的收费标准，这提高了山地丘陵地区的运

输成本。 ２０２１ 年，中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５２１. ６０
亿 ｔ，其中公路运输占 ７５％ ，是内陆货运的主要运

输方式。 根据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大部分地区对

桥梁、隧道的收费标准是普通高速公路的 ２ 倍以

上。 从而对于非平原地区来说，要么通过绕行增

加了运输里程，要么会通过修建桥梁、隧道等而增

加单位运费成本，故运输成本会高于平原地区。
以云南省内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为例，普通路段货

车基本费率约 ０. ４５ 元 ／车 ｋｍ，５００ ｍ 以上桥梁隧

道货车基本费率约 １. １５ 元 ／车 ｋｍ。 与此同时，此
类地区由于铁路密度较低，较难获得铁路低价运

输的好处。
制度壁垒主要是“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保护

主义造成的成本，这主要源自财税激励和晋升激

励，表现为各地通过保护偏袒本地企业，或者通过

设置贸易壁垒限制外地商品进入等，造成市场分

割。 比如各地政府采购时的本地企业偏向；工程

招标中的本地企业偏向；新能源汽车企业进入不

同市场时需要在当地注册等等。 陆铭等［４］研究发

现，中国的地区间商品市场呈现出日渐整合的趋

势，这一趋势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更为明显；不
过，２０１２ 年以来，省际贸易成本呈现提高的态势，
边界效应有所提高［８，１４］。 还有研究表明，这一商

品流动的制度摩擦主要存在于省际层面［１５］。 另有

对城市层面市场分割的研究也表明，省界会阻碍

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 加剧省界城市的市场

分割［１６］。
结构壁垒与制度壁垒紧密相关，但又体现了

一定的市场规律，各地自给率的提高降低了其参

与国内分工贸易的水平，从而降低了一体化水平、
形成一种无形的贸易壁垒。 部分地区较高的且不

断提高的中间投入自给率体现了这一点。 比如，
根据李善同等［１４，１７］ 的地区之间投入产出表，各省

平均的中间投入自给率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７. ６０％ 提高

到 ２０１７ 年 的 ５６. ７７％ ， 山 东 省 的 该 自 给 率 从

８２. ９５％提高到 ９２. ２６％ ，湖北省从 ８５. ９５％提高到

８９. ５０％ 。 在有的省份的主导产业表现更加直观。
比如，湖南轨道交通行业，过去该行业相关配套产

品的省内供给比例大概 ５０％ ～ ６０％ ，当前达到

８０％左右［１４］。 吉林省“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全省汽车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达到 ７０％ ，
２０１０ 年该配套率为 ３８％左右。 究其原因，一方面，
在地方分割的制度背景下，各地倾向构建“小而

全、大而全”的经济格局；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发

展，各地不断完善产业链上下游，既符合产业发

展、区域发展的规律，也符合企业集聚发展的诉

求。 由此，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原因，提高了结构壁

垒的复杂性。
贸易成本的存在导致市场分割、地区之间一

价定律失效。 这也是以价格差异推测贸易成本的

理论基础。 根据表 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地区之间购买

力平价的差异明显降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基本稳定，
这与省际贸易成本变化的 Ｕ 型特征相互支持。 分

地区来看，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海南等东部地

区省份是物价水平较高的省份，这与这些省份较

高的商品流通运营成本有关，比如较高的租金和

劳动力成本等；西藏、青海、云南等地的物价水平

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于这些地区比较偏

远，一些商品的单位运输成本较高。
二、国内贸易成本量化模型

假定一国内部有 Ｎ 个地区， ｉ，ｎ ∈ Ｎ。 根据经

典 ＥＫ 模型［９］ 的设定，地区 ｉ 生产商品 ｊ 的生产率

表示为 ｚｉ（ ｊ）。 假定每种商品都由劳动力以不变劳

动报酬生产，用 ｗ ｉ 表示地区 ｉ 的工资水平，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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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地购买力平价（全国总体为 １）
地区 ＰＰＰ２０００ ＰＰＰ２０１０ ＰＰＰ２０２０ 地区 ＰＰＰ２０００ ＰＰＰ２０１０ ＰＰＰ２０２０
北京 １. ５４ １. ４２ １. ４３ 湖北 １. ０２ １. ０５ １. ０７
天津 １. ２２ １. １９ １. １９ 湖南 １. １２ １. １４ １. １３
河北 ０. ９２ ０. ９３ ０. ９３ 广东 １. ３５ １. ２７ １. ２８
山西 １. １０ １. １１ １. ０８ 广西 １. ０４ １. ０５ １. ０７

内蒙古 １. ００ １. ０１ １. ００ 海南 １. ３１ １. ３０ １. ３６
辽宁 １. ０４ １. ０２ １. ００ 重庆 ０. ８８ ０. ８７ ０. ８６
吉林 ０. ９９ １. ００ １. ００ 四川 ０. ９５ １. ００ １. ００

黑龙江 １. ０２ １. ０３ １. ０１ 贵州 １. ０９ １. １２ １. １０
上海 １. ５１ １. ４４ １. ４５ 云南 １. １５ １. １９ １. １９
江苏 １. ０９ １. １０ １. １１ 西藏 １. １８ １. １７ １. １９
浙江 １. １０ １. ０６ １. ０６ 陕西 １. １１ １. １３ １. １３
安徽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０. ９７ 甘肃 １. ０２ １. １０ １. １０
福建 １. ０９ １. ０４ １. ０２ 青海 １. ０４ １. ２２ １. ２７
江西 １. ０１ １. ００ １. ００ 宁夏 １. ０１ １. ０９ １. ０７
山东 １. ０１ １. ００ １. ００ 新疆 １. ０５ １. １０ １. １１
河南 ０. ９１ ０. ９５ ０. ９５ 标准差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０. １４

数据来源：根据 Ｂｒａｎｄｔ 等［１８］ 和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ＣＰＩ 指标
计算。

区 ｉ 商品 ｊ 的单位成本表示为
ｗ ｉ

ｚｉ（ ｊ）
。考虑地区之间

存在贸易成本 ｄｎｉ， 根据贸易理论的习惯，假定贸

易成本 ｄｎｉ 为冰山成本形式，即为了从 ｉ 地运输 １
单位商品到 ｎ 地，需要运输 ｄｎｉ 单位的商品， ｄｎｉ ＞
１， ｉ ≠ ｎ， ｄｎｎ ＝ １。 由此，从地区 ｉ 运输 １ 单位商品

到地区 ｎ 的商品 ｊ 的价格为：

ｐｎｉ（ ｊ） ＝
ｄｎｉ ｗ ｉ

ｚｉ（ ｊ）
（１）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地区 ｎ 商品 ｊ 的实际价格

ｐｎ（ ｊ） 为所有来源地的最低价：
ｐｎ（ ｊ） ＝ ｍｉｎ｛ｐｎｉ（ ｊ）；ｉ ＝ １，…，Ｎ｝ （２）

假定地区 ｉ 生产商品 ｊ 的生产率 ｚｉ（ ｊ） 服从

Ｆｒéｃｈｅｔ 分布（ＩＩ 型极值分布）：
Ｆ ｉ（ ｚ） ＝ Ｐｒ ［Ｚ ｉ ≤ ｚ］ ＝ ｅｘｐ （ － Ｔｉ ｚ －θ） （３）
Ｔｉ 、 θ 为参数且满足 Ｔｉ ≥０ 、 θ ＞ １， 其中， Ｔｉ

代表地区 ｉ 的技术水平， Ｔｉ 越大表示地区 ｉ 生产效

率的期望值越大，平均生产率越高，在 ＥＫ 模型中

衡量地区 ｉ 生产商品的绝对优势； θ 代表各地不同

商品的生产率差异， θ 越小意味着各地不同商品的

生产率差异越大（异质性越大），在 ＥＫ 模型中衡量

地区 ｉ 的比较优势。
结合式（１）和式（２），这一技术分布会进一步

决定地区 ｉ 到地区 ｎ 的价格分布 （Ｇｎｉ（ｐ）） ，进而

决定地区 ｎ 的实际价格分布 （Ｇｎ（ｐ）） ：
Ｇｎｉ（ｐ） ＝ １ － ｅｘｐ｛ － ［Ｔｉ （ｄｎｉ ｗ ｉ） －θ］ ｐ －θ｝

（４）

Ｇｎ（ｐ） ＝ １ － ∏
Ｎ

ｉ ＝ １
１ － Ｇｎｉ（ｐ）[ ] ＝ １ －

ｅｘｐ（ － Φｎ ｐθ） （５）

式中， Φｎ ＝ ∑
Ｎ

ｉ ＝ １
Ｔｉ （ｄｎｉ ｗｉ） －θ，这意味着各地的

实际价格分布由所有地区的生产效率 （Ｔｉ） 、各地投

入成本 （ｗｉ） 以及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 （ｄｎｉ） 共同

决定。 当不存在贸易成本时 （ｄｎｉ ＝ １） ，所有地区的

Φｎ 一致、价格一致，符合一价定律；在完全自给自足

的时候 （ｄｎｉ → ¥， ｎ≠ ｉ） ， Φｎ 简化为 Ｔｎ ｗｎ
－θ，即由

地区 ｎ 的技术和成本决定。
这一价格分布还意味着，从地区 ｉ 到地区 ｎ 的

商品量 （Ｘｎｉ） 占 ｎ 地区的商品消费量 （Ｘｎ） （即所

有地区（含本地）运输至 ｎ 地区的商品总量）的份

额 （πｎｉ） 可以表示为地区 ｉ 提供商品的价格为到

地区 ｎ 的最低价格的概率：

πｎｉ ＝
Ｘｎｉ

Ｘｎ
＝

Ｔｉ （ｄｎｉ ｗ ｉ） －θ

Φｎ
（６）

令 πｎｎ 表示地区 ｎ 自产自销产品量占总消费

量的份额，地区 ｎ 消费品价格指数可以表示为自

销份额、工资和相关参数的关系：
Ｐｎ ＝ γ Φ －１ ／ θ

ｎ （７）

式中， γ ＝ Γ（θ － （σ － １）
θ ）[ ]

１ ／ （１ －σ）
， Γ 表示

伽马函数（Ｇａｍｍ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θ ＞ （σ － １）。
根据式（６），可以计算地区 ｉ 在本地销售的份

额 πｉｉ， 代入式（７），可得地区 ｉ 销往地区 ｎ 的商品

份额 （πｎｉ） 与其自销份额 （πｉｉ） 之比：

πｎｉ

πｉｉ
＝

Ｘｎｉ ／ Ｘｎ

Ｘ ｉｉ ／ Ｘ ｉ
＝ （

Ｐ ｉ ｄｎｉ

Ｐｎ
）

－θ

（８）

这意味着，当地区 ｎ 的价格相对于地区 ｉ 的价

格下降时 （
Ｐ ｉ

Ｐｎ
提高），或者地区 ｎ 与地区 ｉ 之间的

贸易自由度降低时 （ ｄｎｉ 提高），标准化进口份额

πｎｉ

πｉｉ
下降。 随着各地技术水平的离散度 θ 提高，标

准化进口份额
πｎｉ

πｉｉ
相对于平均相对价格

Ｐ ｉ

Ｐｎ
和地理

壁垒 ｄｎｉ 变得更具弹性。
根据式（８），利用地区之间贸易份额、价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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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贸易弹性，可以倒推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

ｄｎｉ ＝
Ｐｎ

Ｐ ｉ
（
πｎｉ

πｉｉ
）

－１ ／ θ

（９）

三、数据与参数说明

各地区收入数据、房价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中的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商品房平均售

价。 各地商品价格，即各地购买力平价（ＰＰＰ），参
考 Ｂｒａｎｄｔ 等［１８］计算的 ２０００ 年各省份一揽子消费

品价格，累乘各地历年 ＣＰＩ 指数获得，部分年份的

各省 ＰＰＰ 见表 １，本部分对应计算所需年份的各

地 ＰＰＰ。
地区间商品贸易数据采用李善同等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地区间投入产出表［１４，１７］，以此计

算地区之间的贸易份额。 该数据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包

含西藏数据，考虑可比性，主要采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
省际距离采用直辖市、各省省会城市之间的

距离衡量。
一般消费品支出份额 α， 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近年来的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住房支出比重基

本稳定在 ０. ２３ 左右，取 α ＝ ０. ７７。
商品贸易的成本弹性 θ， 自 Ｅａｔｏｎ 等［９］ 以来，

关于生产率离散参数 θ 的估计较多。 这一参数用

于控制企业间生产率分布（比较优势），以决定商

品贸易量对贸易成本的敏感性。 Ｅａｔｏｎ 等［９］ 采用

不同方法对国与国之间 θ 的估计分别得到 ８. ２８、
３. ６０、１２. ８６ 三个值；Ｓｉｍｏｎｏｖｓｋａ 等［１９］ 利用跨国价

格数据估计得 θ ≈ ４ ；Ｐａｒｒｏ［２０］ 使用贸易和关税数

据得到制造业的 θ ∈ ［４. ５，５. ２］。 对各国内部的 θ
估计较少。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２１］ 利用美国企业层面的生

产率离散度估计得到 θ ＝ ３. ６ ；Ｔｏｍｂｅ 等［１１］将 θ 设

为 ４，对替代值的分析发现对结果影响较小。 据

此，本文在量化分析中采用 θ ＝ ４。
四、省际贸易份额特征

根据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地区间投入产出表，
可用表中各地中间投入结构计算地区之间的贸易

份额特征，包括本地投入、外省投入、国外投入分

别占中间投入的份额，计算结果见表 ２。
总体来看，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中间投入中各省份

的本地份额（自给率）有所提高，从 ４７. ６０％提高到

５６. ７７％ ，平均提高近 １０ 个百分点。 这与相关其他

研究结论一致，李自若等［８］ 研究发现“大约 ２０１２
年以来，省际贸易规模占比下降，即各省经济的自

给自足率在不断上升”。 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结

构壁垒方面，既与地方分割有关，也与各地空间分

工、专业化、产业集聚的演进过程有关：从区域单

元来看，随着本省产业发展，相关配套也会逐渐配

套完善、临近布局，从而提高了省内自给率；从产

业发展和企业选址来看，围绕核心产业的产业链

上下游在临近空间的配套，是获取集聚经济的重

要途径。
表 ２　 各地中间投入结构特征（％）

地区
２０１７ 年中间投入结构 ２０１２ 年中间投入结构

本地 外省 进口 本地 外省 进口

北京 ３５. ０８ ５１. ７１ １３. ２１ １６. ４６ ６６. ７５ １６. ７９
天津 ５５. ３３ ３３. ９７ １０. ７０ ５０. ０５ ３４. ２８ １５. ６７
河北 ７３. ９１ ２２. ４７ ３. ６２ ６２. ０２ ３２. ５６ ５. ４３
山西 ７６. ２１ ２２. ４６ １. ３３ ４８. １０ ４８. ５０ ３. ４０

内蒙古 ５６. ４１ ４０. ８８ ２. ７１ ２６. ５２ ７１. ４３ ２. ０５
辽宁 ５３. ０８ ３６. ５７ １０. ３５ ６４. ７８ ２７. ９２ ７. ３０
吉林 １７. ５１ ７３. ６０ ８. ８９ ５３. １１ ４２. ７９ ４. １０

黑龙江 ５７. ４７ ３８. ９７ ３. ５６ ２６. ２４ ６７. ０９ ６. ６７
上海 １４. ７４ ５５. ３１ ２９. ９６ ３７. ３６ ３４. ２３ ２８. ４１
江苏 ７２. ３４ １８. ５０ ９. １６ ６８. ４３ １９. ５９ １１. ９７
浙江 ５３. ８５ ４０. ４６ ５. ６９ ６８. ５８ ２３. １０ ８. ３２
安徽 ７２. １７ ２６. ２４ １. ６０ ２３. ３５ ７４. ４７ ２. １８
福建 ８３. ８４ ９. ７０ ６. ４５ ７７. ０８ ３. ８５ １９. ０７
江西 ５９. ２２ ３８. ９４ １. ８４ ６８. ５５ ２９. ０６ ２. ３９
山东 ９２. ２６ ２. ６９ ５. ０５ ８２. ９５ ７. ２９ ９. ７６
河南 ６６. ５３ ３１. ８８ １. ５９ ４６. ６５ ５０. ００ ３. ３６
湖北 ８９. ５０ ９. １２ １. ３８ ８５. ９５ １１. ７９ ２. ２５
湖南 ８２. １３ １６. ３９ １. ４８ ５９. ６３ ３８. ８５ １. ５２
广东 ４８. １６ ３５. ８３ １６. ０１ ６４. ５８ １７. ７０ １７. ７２
广西 ５３. １６ ３９. ６５ ７. １９ ４９. ０７ ４３. １８ ７. ７６
海南 １２. ５８ ８０. ０８ ７. ３５ １２. １１ ７４. ３５ １３. ５４
重庆 ２２. ９４ ７２. ６６ ４. ４０ ３６. ９８ ５５. ６３ ７. ３９
四川 ８５. ５９ １１. ８１ ２. ６０ ８１. ３４ １４. ８２ ３. ８４
贵州 ５０. １４ ４９. ３７ ０. ４９ ３１. ６７ ６７. １８ １. １５
云南 ６２. ６０ ３４. ６５ ２. ７６ ２６. ９３ ７０. ３７ ２. ７０
西藏 ３６. ７４ ６３. １０ ０. １７ １３. ４８ ８５. ７４ ０. ７８
陕西 ３４. １５ ６３. ５３ ２. ３２ ３０. ９６ ６６. ４０ ２. ６４
甘肃 ７０. ３０ ２７. ７７ １. ９４ ４５. ２８ ５０. ６７ ４. ０５
青海 ８１. ０８ １８. ７６ ０. １７ ４７. ７４ ５１. ４１ ０. ８５
宁夏 ４２. ５９ ５５. ６２ １. ７９ ４１. ８３ ５６. ９９ １. １８
新疆 ４８. １３ ４１. ８５ １０. ０２ ２７. ８７ ６４. ４８ ７. ６５

平均值 ５６. ７７ ３７. ５７ ５. ６７ ４７. ６０ ４５. ２４ ７. １６
标准差 ２１. ８６ １９. ７２ ６. ００ ２０. ８７ ２２. ２６ ６. ５４

注：根据李善同等［１４，１７］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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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１７ 年，山东、湖北、四川、福建、湖南、青海

等省份是中间产品自给率最高的省份，自给率均

在 ８０％以上。 海南、上海和吉林等地的自给率则

较低，不到 ２０％ 。 各地中间产品自给率的标准差

较大，这也体现了各地参与国内分工的水平：较高

的自给率，表明参与国内分工的水平较低；较低的

自给率，表明参与国内分工的水平较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平均的省际贸易份额从 ４５. ２４％

降低到 ３７. ５７％ 。 ２０１７ 年，海南、吉林、重庆、西藏、
陕西等省份的省际贸易份额较高，上海和北京的

省际贸易份额也较高，体现了较高的参与国内分

工的水平。 山东、湖北、福建等省份的省际贸易

份额比重很低，不到 １０％ ，与其较高的自给率

对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各地中间投入中的进口份额

小幅降低。 ２０１７ 年，上海、广东、北京、天津、辽宁、
新疆等省份是中间投入结构中进口比重较高的省

份。 其中，上海该比重最高，接近 ３０％ 。 进口比重

较高的省份以东部沿海开放水平较高的省份为

主。 另外，新疆作为西部内陆地区向西开放的桥

头堡，该比重也较高。
五、省际贸易成本分析结果

利用省际贸易数据、价格数据等，根据公式

（９），计算得到各地省际贸易成本矩阵（３１ × ３１），
表 ３ 汇报了各省作为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平均成本。

根据计算公式，贸易成本特征与贸易份额特

征是紧密相关的。 总体来看，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各地

贸易成本呈现上升态势，这与李善同等［１４］ 的结论

一致，其研究发现“省际贸易壁垒呈现 Ｕ 型变化趋

势，２０１７ 年边界效应值较 ２０１２ 年显著提升。” 李

自若等［８］采用不同的数据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这

与各地自给率的提高相呼应，与“大分散、小集聚”
的国内产业格局特征、服务消费增长带来本地服

务贸易比重升高等紧密相关；同时也可能与综合

物流成本（含人工成本）提高有关。
根据量化模型计算的省际贸易成本具有非对

称性，即省际之间的商品输入成本和输出成本是

不同的，其中体现了不同类型壁垒的影响。
从输入成本的角度来看，２０１７ 年，山东、福建、

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份的输入成本较高，其
原因不太一样，山东、福建、湖北、湖南与其较高的

自给率有关，从而结构壁垒较高；上海、广东、北京

等地的自给率并不高（结构壁垒不高），故主要与

其较高的商品输入的制度壁垒有关。 重庆、吉林、
宁夏、陕西、西藏等地的输入成本较低，与其较低

的自给率有关，对其他地区中间投入供给的需求

较大，也反映了较低的输入壁垒。
表 ３　 各地省际贸易成本

地区
输入成本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地区

输出成本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山东 ８. ９０ ３. ８２ 青海 ８. ３０ ４. ８８
福建 ５. ０１ ４. ８７ 西藏 ６. ７４ ５. ３６
上海 ４. ７４ ４. ２５ 福建 ６. ６７ ３. ４４
广东 ４. ５１ ４. ０４ 湖北 ４. ７４ ３. ５６
湖南 ４. ４９ ２. ８３ 宁夏 ４. ６７ ４. ０６
湖北 ４. ３６ ３. ８７ 四川 ４. ６０ ３. ８２
北京 ４. ０９ ３. ５９ 甘肃 ４. ５６ ３. １６
青海 ４. ０３ ２. ７３ 云南 ４. ３２ ２. ５７
四川 ３. ８８ ３. ２４ 山西 ４. １９ ３. １３
天津 ３. ７５ ３. ０８ 山东 ３. ８６ ３. ３７
江苏 ３. ７３ ３. ５０ 黑龙江 ３. ５９ ２. ７１
云南 ３. ５９ ２. ６５ 新疆 ３. ５２ ２. ９１
浙江 ３. ５２ ３. ５６ 安徽 ３. ５１ ２. ０７
山西 ３. ４８ ２. ９９ 内蒙古 ３. ５０ ２. ４４
海南 ３. ３４ ２. ８５ 湖南 ３. ４５ ２. ５７
广西 ３. ３３ ２. ６５ 辽宁 ３. ４４ ２. ９７
安徽 ３. ３１ ２. ３８ 河北 ３. ４３ ２. ９６
贵州 ３. ２１ ２. ４８ 广西 ３. ４１ ３. １４
河南 ３. ２０ ２. ４８ 江西 ３. ４０ ３. ５６
甘肃 ３. １５ ２. ４９ 贵州 ３. ３０ ２. ８５
辽宁 ３. １２ ２. ９４ 河南 ３. １０ ２. ５６
新疆 ３. １２ ２. ５４ 重庆 ２. ８６ ３. ２６
河北 ３. ０８ ２. ４８ 浙江 ２. ８０ ２. ５４

黑龙江 ２. ９９ ２. ４５ 天津 ２. ６７ ２. ４８
内蒙古 ２. ９８ ２. ３３ 江苏 ２. ６２ ２. ２０
江西 ２. ８６ ２. ９１ 海南 ２. ４０ ２. ３０
西藏 ２. ８１ ２. ２９ 吉林 ２. ３０ ３. ７０
陕西 ２. ８１ ２. ４６ 陕西 ２. ２８ ２. １８
宁夏 ２. ６８ ２. ５７ 广东 １. ９２ ２. ２５
吉林 ２. ６６ ２. ５３ 北京 １. ６９ １. ２８
重庆 ２. ３０ １. ９９ 上海 １. ２０ １. ５５

平均值 ３. ６５ ２. ９６ 平均值 ３. ６５ ２. ９６
标准差 １. １６ ０. ６６ 标准差 １. ４７ ０. ８５

注：根据计算的贸易成本矩阵（３１ × ３１）合并整理，考虑版面问题，
未汇报完整矩阵。

从输出成本角度来看，青海、西藏、福建、湖
北、宁夏等省份的输出成本较高，其中，福建、湖北

与其参与国内分工的水平较低有关，青海、西藏、
宁夏主要与其地理位置比较偏远有关。 上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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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广东等省份的输出成本较低，体现了与其他地

区较高的经济联系，也与其输出的中间产品中服

务占比较高有关，比如上海为其他地区主要提供

了商务服务、金融等，北京为其他地区主要提供了

技术服务以及一些企业总部管理服务等，广东则

在其制造业主要领域和服务业均较多地参与了国

内分工。
六、省际贸易成本解释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贸易成本提高的结论在多项研

究中得到证实。 如前所述，贸易成本的来源总体

可分为地理壁垒、制度壁垒、结构壁垒三类。 为

此，本部分构建计量模型，对贸易成本 （ｄｎｉ） 进行

分解和解释，其中，地理壁垒以距离和地形进行衡

量，制度壁垒和结构壁垒以输入地和输出地虚拟

变量的形式进行考察。 这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５］将贸易

成本分解为双边贸易壁垒（距离）、输出地阻力、输
入地阻力 ３ 个方面类似。

ｄｎｉ ＝ Ｃ ＋ ａ１ ｌｎｄ
－

ｎｉ ＋ μ１Ｐｒｏｎ ＋ μ２Ｐｒｏｉ ＋∑ ｂｎ Ｘｎ

＋ εｎｉ （１０）

式中， ｌｎｄ
－

ｎｉ 表示 ｎ 地和 ｉ 地的距离的对数；
Ｐｒｏｎ 和 Ｐｒｏｉ 分别表示商品输入地和输出地虚拟变

量，用来控制各地经济结构、制度壁垒等异质性特

征； Ｘｎ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本文主要采用是否临近

（临近为 １）、区间地形 （ｄ
～

ｎｉ） 虚拟变量等，区间地

形主要考虑中国地形三大阶梯之间的虚拟变量，
用 Ｔ１、Ｔ２、Ｔ３ 分别对应表示第一阶梯、第二阶梯和

第三阶梯①。
（一）距离、地形与贸易成本

根据式（１０） ，采用稳健标准误的 ＯＬＳ 进行

估计，考虑贸易成本的非对称性，所有模型均控

制商品输入地和输出地虚拟变量，结果见表 ４。
模型 １ ～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 模型 ６ 分别为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２ 年贸易成本与距离、地形关系的估计

结果。

第一，地理距离与贸易成本之间表现出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且在不同年份、不同模型中均在

１％水平显著，这支持了很多研究中以距离代替贸

易成本的方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地理距离的系数

提高，这与这一期间量化的贸易成本提高相对应，
与期间单位物流成本的提高有关。 作为例证，图 １
和图 ２ 分别汇报了北京、上海和广东 ３ 个省份作

为商品输出地、输入地时，贸易成本与距离的关

系，基本表现为正相关。 其中，作为输出地时，上
海的贸易成本与距离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与上

海输出的产品以服务为主有关，由于服务所需运

输成本较低，距离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会

降低。
第二，在考虑地理距离的同时，地理临近性

与贸易成本关系的显著性降低（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中） ，这是由于地理距离与临近性之间的显著关

系，为此在模型 ３ 和模型 ６ 中，不再考虑临近

性。 对临近性的考察，主要是在传统引力模型

检验中，以贸易量为因变量，分别考察本地效应

（边界效应） 、临近效应时存在，本文以量化的贸

易成本为因变量，故不考虑本省内部的贸易

成本。
第三，以第三阶梯之间（海拔多在 ５００ ｍ 以下，

以平原和丘陵为主）的商品流动为参照组，其他地

形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在两个年份

中均显著，根据系数大小可以判断，Ｔ３ － Ｔ３ 的贸易

成本最小，Ｔ３ － Ｔ２、Ｔ２ － Ｔ２ 的贸易成本次之，Ｔ３ －
Ｔ１、Ｔ２ － Ｔ１ 的贸易成本较高，Ｔ１ － Ｔ１ 的贸易成本

最高。 这与直觉是相符的，第三阶梯以平原和丘

陵为主（比较平坦），地形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最小，
当涉及到海拔较高的第一阶梯时、或者跨越地形

阶梯时，在基础的距离之外，地形会对贸易成本产

生显著影响。 这也支持了苏红键［２２］关于地形与地

区发展关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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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区间地形以中国地形三大阶梯之间虚拟变量表示，比如第一阶梯到第一阶梯，第一阶梯到第二阶梯，……，第三阶梯到第三阶梯等。
一二阶梯分界线：昆仑山脉—祁连山脉—横断山脉；二三阶梯分界线：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 本研究中，分类到省份，第一

阶梯范围包括西藏、青海；第二阶梯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第三阶梯包括

其他东部和东北地区的省份。



表 ４　 省际贸易成本与距离、地形的关系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ｄｎｉ － ２０１７ ｄｎｉ － ２０１７ ｄｎｉ － ２０１７ ｄｎｉ － ２０１２ ｄｎｉ － ２０１２ ｄｎｉ － ２０１２

ｌｎｄ
－
ｎｉ

０. ７０４∗∗∗

（０. ０８１）
０. ６２６∗∗∗

（０. １１９）
０. ６０６∗∗∗

（０. ０７３）
０. ４９１∗∗∗

（０. ０４３）
０. ５４０∗∗∗

（０. ０５８）
０. ４６８∗∗∗

（０. ０４５）

临近 — －０. １４７
（０. １４０） — — ０. ０９４

（０. ０７１）
地形

（参照组 Ｔ３ － Ｔ３） — — — — — —

Ｔ２ － Ｔ３ — — １. ３８０∗∗∗

（０. ２７１）
— — １. １１７∗∗∗

（０. １７３）

Ｔ３ － Ｔ１ — — ６. ６７５∗∗∗

（０. ８８４）
— — ３. ５１９∗∗∗

（０. ３７４）

Ｔ２ － Ｔ２ — — ２. ４５３∗∗∗

（０. ４９９）
— — ２. ３０８∗∗∗

（０. ３２６）

Ｔ２ － Ｔ１ — — ７. ５２７∗∗∗

（０. ７８２）
— — ４. ４４６∗∗∗

（０. ３３３）

Ｔ１ － Ｔ１ — — １０. ９３０∗∗∗

（２. ４７５）
— — ５. ００１∗∗∗

（０. ７４２）
Ｐｒｏｎ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ｒｏ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２. ６４９∗∗∗

（０. ６０１）
－ ２. １２２∗∗

（０. ８５４）
－ ２. ０８８∗∗∗

（０. ５３９）
－ １. ４７１∗∗∗

（０. ３３３）
－ １. ８０６∗∗∗

（０. ４２５）
－ １. ３２１∗∗∗

（０. ３３９）
样本量 ９２９ ９２９ ９２９ ９２９ ９２９ ９２９
Ｒ２ ０. ６９４ ０. ６９５ ０. ６９８ ０. ７３８ ０. ７３８ ０. ７４３

注： Ｐｒｏｉ 和 Ｐｒｏｎ 的系数在此处省略汇报，其分别作为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异质性特征，后续进行讨论。

图 １　 北京、上海、广东作为输出地的贸易成本与距离对数的关系

图 ２　 北京、上海、广东作为输入地的贸易成本与距离对数的关系

　 　 （二）输入地、输出地与贸易成本

商品输入地和输出地各自的经济结构、制度

壁垒等对商品贸易存在显著影响，这也是近年来

量化的贸易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 本部分对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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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模型 ３ 和模型 ６ 中省略汇报的输入地 Ｐｒｏｎ 和输

出地 Ｐｒｏｉ 的系数进行分析，考察各地作为输入地

和输出地的影响。 这反映了在控制了距离、地形

影响之后的输入地和输出地异质性特征对贸易成

本的影响，各省份系数见表 ５，大多数系数均在 １％
水平显著，标准误省略汇报。 北京为参照组，其系

数的相对值可视作 ０，其余省份虚拟变量的系数为

相对于北京的值。
商品输入地虚拟变量，反映了输入地省份的

结构壁垒和制度壁垒，系数越高，表明壁垒越高；
系数越低，表明壁垒越低。 山东、福建、上海、广
东、北京等省份作为输入地时，虚拟变量系数较

大，这与输入成本的大小基本对应，体现了这些省

份较高的结构壁垒或（和）制度壁垒。 宁夏、新疆、
重庆、青海、西藏等省份作为输入地时，其虚拟变

量系数较低，体现了较低的地理因素之外的贸易

成本，说明这些地区的输入成本主要受到地理因

素影响。 图 ３ 显示了北京、上海和广东 ３ 个省份作

为输出地的贸易成本与输入地中间投入自给率的

关系，可以看到，输入地中间投入自给率与贸易成

本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结构作为影响

贸易成本的因素，体现在输入地虚拟变量中。
商品输出地虚拟变量的大小，主要反映了输

出地省份对其他省份的贸易贡献（输出地视角的

结构壁垒），系数越大，贡献越小；系数越小，贡献

越大。 福建、山东、湖北、安徽、河北等地作为输出

地时，系数较高，体现了较低的参与国内分工的水

平，这些省份的自给率也较高。 西藏、陕西、重庆

等西部地区省份的输出地虚拟变量系数较低，上
海、北京、广东的输出地虚拟变量系数也较低，反
映了较高的参与国内分工的水平。 图 ４ 显示了北

京、上海和广东三个省份作为输入地的贸易成本

与输出地中间投入自给率的关系，可以看到，输出

地中间投入自给率与贸易成本表现出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经济结构作为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也体

现在输出地虚拟变量中。
结合来看，山东和福建作为输入地和输出地

时，商品输入成本和输出成本均较高，这与其较高

的自给率相对应，呈现出较高的结构壁垒。 上海、

广东、北京等地的输入成本较高、输出成本较低，
体现了较高的商品输入的制度壁垒，输出成本较

低则体现了其较高的国内经济参与度。 西藏、青
海、重庆、新疆、陕西等地的输入成本和输出成本

均较低，可见，这些西部地区的贸易成本主要体现

在地理壁垒方面，制度壁垒和结构壁垒较低。 甘

肃和宁夏的输入成本较低、输出成本较高，其中较

低的输入成本体现了对国内贸易的依赖性、较高

的输出成本与其参与国内分工的水平较低有关。
表 ５　 商品贸易成本与输入地、输出地的关系

Ｐｒｏｎ
输入地虚拟变量系数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Ｐｒｏｉ

输出地虚拟变量系数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山东 ２. ８５３ ０. ３０７ 福建 ２. ８７３ ２. １１８

福建 ０. ９４４ １. ２９４ 山东 ２. ３０６ ２. １３０

上海 ０. ６２５ ０. ６６ 湖北 １. ９４９ １. ２２０

广东 ０. ２９８ ０. ３８４ 安徽 １. ８５２ ０. ７９４

北京 — — 河北 １. ７７４ １. ６９５

天津 － ０. ２９３ － ０. ４５９ 宁夏 １. ７０４ １. ５８４

江苏 － ０. ２９４ － ０. ０３８ 江西 １. ７００ ２. ２８０

浙江 － ０. ５５３ ０. ００２ 四川 １. ６８１ １. ３７０

安徽 － ０. ６６３ － １. １４３ 辽宁 １. ５４１ １. ５２９

湖南 － ０. ７０８ － １. ８２１ 甘肃 １. ４８６ ０. ５８９

湖北 － ０. ７５２ － ０. ７１５ 黑龙江 １. ４３０ １. ０５２

河北 － ０. ８９２ － １. ００７ 山西 １. ３５０ ０. ７５３

海南 － １. ００９ － ０. ９２６ 云南 １. １５３ － ０. ０８４

辽宁 － １. ０９１ － ０. ７３６ 浙江 １. ０７３ １. ２４８

江西 － １. １５４ － ０. ５８９ 天津 ０. ９９２ １. １９７

四川 － １. ３４７ － １. ４２５ 江苏 ０. ９５６ ０. ９４５

黑龙江 － １. ４７２ － １. ４３ 湖南 ０. ６１３ ０. １５６

山西 － １. ６５６ － １. ６１４ 内蒙古 ０. ５２４ － ０. ０５７

吉林 － １. ７２４ － １. ２２４ 海南 ０. ４０５ ０. ７７６

云南 － １. ８８６ － ２. ２３６ 广西 ０. ４００ ０. ６２１

河南 － １. ９５１ － ２. １３ 贵州 ０. ３４２ ０. ３７１

广西 － ２. ００４ － ２. ０９２ 河南 ０. ２７６ ０. １８１

贵州 － ２. ０７１ － ２. ２２４ 吉林 ０. ２５３ ２. １４５

甘肃 － ２. ２０３ － ２. ２９５ 广东 ０. １２２ ０. ８８８

内蒙古 － ２. ２９８ － ２. ３９９ 北京 — —

陕西 － ２. ４１５ － ２. １９３ 青海 — —

宁夏 － ２. ５５６ － ２. ０８７ 新疆 — —

新疆 － ２. ７２ － ２. ６０２ 重庆 － ０. ０７９ ０. ８０３

重庆 － ２. ９４４ － ２. ６６６ 上海 － ０. ４７６ ０. ２７８

青海 － ６. ４５７ － ４. ３１６ 陕西 － ０. ６０３ － ０. ２３５

西藏 － ７. ９４６ － ４. ９１１ 西藏 － １. ８１７ ０. ２９６

注：（１）分别根据 ２０１７ 年系数降序排列；（２）省份虚拟变量的系数
结果以北京为参照组；（３）各省份虚拟变量的大部分系数均在 １％
水平显著，省略汇报显著性和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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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北京、上海、广东作为输出地的贸易成本与输入地自给率的关系

图 ４　 北京、上海、广东作为输入地的贸易成本与输出地自给率的关系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量化空间分析方法，利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省际贸

易成本特征。 研究发现：省际贸易成本的来源可

以分为地理壁垒、制度壁垒和结构壁垒；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年，中国省际贸易成本明显提高，与各地自给

率的提高以及本地服务贸易比重提高紧密相关；
地理距离与省际贸易成本显著相关，区间地形也

会对省际贸易成本产生显著影响；省际贸易成本

的非对称性体现在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异质性特征

方面，这一异质性特征包含各地经济结构特征、制
度壁垒特征等；部分地区较高的自给率体现了较

低的参与国内分工的水平，从而制约国内经济一

体化水平的提升。
从贸易成本特征来看，为促进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需要针对地理壁垒、制度壁垒、结构壁垒 ３
个维度，积极提高流通效率、打破地方分割、促进

分工合作。

第一，完善流通体系，提高流通效率，着力降

低偏远地区综合物流成本。 当前交通和信息基础

设施基本实现行政村级别的全覆盖，中西部偏远

地区、山区、乡村的交通不便、成本较高的问题依

然存在。 在进一步建立完善综合运输体系的基础

上，可以推进取消隧道、桥梁等较高的高速公路收

费标准，切实实现偏远地区、山区等较低成本的通

达性。 继续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全覆盖，稳步推进

各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信息化、数字化促进全

国统一大市场互联互通。 加快完善城乡物流体

系，积极配套乡村电商、快递网点，切实降低农村

居民网购和农产品销售成本，提高上行下行效率。
第二，打破地方分割，降低制度壁垒。 地方保

护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在于通过提高地区

之间分工、合作、交易的成本，降低各地和总体经

济的发展效率。 为促进国内大循环，在提倡各地

增强系统思维和大局意识的同时，一要优化地方

领导考核机制，消除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地方 ＧＤＰ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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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动机；二要加强营商环境

建设，建立市场化、法制化的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

业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 另外，随着技术和服务

贸易的发展，当前地方保护的重点已从一般商品

转向服务业和生产要素领域，或以技术、标准、监
管等形式存在，需要对应不同领域不同形式提出

对策。
第三，发挥各地优势，促进省际分工合作。 从

近年来贸易成本的趋势和构成来看，自给率的提

高导致结构壁垒提高的影响较大，结构壁垒的政

府、市场双重来源提高了其复杂性，重点可以通过

发挥各地优势，促进省际分工合作、提高经济一体

化水平。 打造东部黄金海岸，引领内外双循环和

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东部地区对其他地区产业

发展的支持力度，完善地区合作机制，切实落实

“先富带动后富”的承诺。 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东

部地区产业转移，加强产业合作。 东北地区在老

工业基地转型的同时，提升粮食主产区功能，加强

基础建设，完善补偿机制，引领农业强国建设。 加

强地区之间的职能分工，优化直辖市、各地中心城

市的商务服务功能，提升技术和服务贸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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