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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哈双边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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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ꎬ中哈贸易增长迅速ꎮ 本文分析

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进出口贸易对哈经济增长及制造业的影响及其产生

的原因ꎮ 哈萨克斯坦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ꎬ同时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

也对其制造业的发展产生冲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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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哈萨克斯坦地处中亚内陆ꎬ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ꎬ这给其贸易发展

带来了不利影响ꎮ 基于政治经济等因素ꎬ中国是哈萨克斯坦发展对外贸易ꎬ
进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ꎮ 哈萨克斯坦处于“一带

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ꎬ也是中国推进该项倡议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家之一ꎬ厘
清中哈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经济产生的影响对两国均具有现实意义ꎮ

关于对外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ꎬ已有学者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ꎬ如
王维然等通过研究ꎬ发现哈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净出口的增加和投资的拉

动ꎬ但是消费对哈经济增长的作用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①ꎻ张养志等实证研

—２２—

① 王维然、朱敏、吴唯君:«哈萨克斯坦外贸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ꎬ«新疆大学学

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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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ꎬ哈萨克斯坦国内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具有同向变动的趋势ꎬ即两者

成正相关关系①ꎮ
关于中哈双边贸易合作发展情况的研究也不在少数ꎬ大多数学者的研究

重点在于对比分析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贸易结构的互补性ꎬ如庞秀萍等运

用中哈双边贸易的相关数据ꎬ从中哈两国的贸易结合度、贸易互补性、贸易比

较优势等方面分析得出ꎬ中哈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双方贸

易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ꎬ两国在外贸领域合作潜力巨大②ꎻ曹绿和郑国富

通过分析发现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贸易的结构呈逐年优化的趋势ꎬ中哈

两国商品结构存在强势互补性ꎬ并能为双边贸易合作深入开展提供广阔的发

展空间和持久的动力源泉③ꎻ曾昭宁和席理想运用贸易互补性指数和恒定市

场份额模型进行研究ꎬ结果显示中哈在特定产品贸易上互补性明显ꎬ发展潜

力较大④ꎮ
也有学者通过研究中哈贸易商品结构来分析中哈双边贸易情况ꎬ如张然

利用贸易结合度、贸易比重研究中哈两国贸易现状ꎬ通过分析得出ꎬ两国贸易

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⑤ꎻ闫亚娟和王海燕运用贸易竞争力指数和产业内贸

易指数分析得出ꎬ中哈两国贸易结构尚处于低水平的环境下ꎬ但中国对哈萨

克斯坦出口的商品逐渐向高附加值、纵深化发展⑥ꎮ
以上研究指出了中哈双边贸易的特点、潜力及存在的问题ꎬ但是缺乏中

哈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与制造业发展影响的分析ꎬ鉴于此ꎬ本文尝试

对此进行研究ꎬ分析中哈双边贸易与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及制造业发展的关

系ꎬ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哈双边贸易对哈萨克斯坦影响的程度以及今后发展的

前景ꎬ以实现中哈经贸合作互利共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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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哈贸易统计之间的偏差

自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宣布独立以来ꎬ中哈一直保持着进出

口贸易关系ꎬ且两国的贸易实现了较为高速的增长ꎮ 根据“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的统计(由哈萨克斯坦提供的数据)ꎬ２００６ 年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二大出

口贸易伙伴国ꎬ２０１０ 年成为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国ꎮ 但在整理查找的数据时

发现ꎬ在“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和“ＩＴＣ”网站ꎬ中国对哈贸易数据与哈对中国贸易

数据存在一定偏差ꎮ 本文梳理两国贸易数据产生偏差的原因ꎬ采用更加真实

可靠的数据进行研究ꎬ以求结论更加真实可靠ꎮ

表 １ 中哈两国进出口贸易统计的偏差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 哈萨克斯坦

中国对哈出口 中国自哈进口 哈对中国出口 哈自中国进口

１９９５ ０ ７５ ３ １６ ２ ８４ ０ ３５

１９９６ ０ ９５ ３ ６５ ４ ５９ ０ ３６

１９９７ ０ ９５ ４ ３３ ４ ３５ ０ ４７

１９９８ ２ ０５ ４ ３１ ３ ８１ ０ ５１

１９９９ ４ ９４ ６ ４４ ４ ７９ ０ ８３

２０００ ５ ９９ ９ ５８ ６ ７３ １ ５１

２００１ ３ ２８ ９ ６１ ６ ４７ １ ７２

２００２ ６ ００ １３ ５５ １０ １９ ３ １３

２００３ １５ ７２ １７ ２０ １６ ５３ ５ ２４

２００４ ２２ １２ ２２ ８６ １９ ６７ ７ ５８

２００５ ３８ ９７ ２９ ０９ ２４ ２３ １２ ５２

２００６ ４７ ５０ ３６ ０７ ３５ ９３ １９ ２５

２００７ ７４ ４６ ６４ ３２ ５６ ３６ ３５ ０７

２００８ ９８ ２５ ７７ ２８ ７６ ７７ ４５ ６５

２００９ ７７ ４８ ６２ ５６ ５８ ８９ ３５ ７０

２０１０ ９３ ２０ １１１ ０９ １０１ ２２ ３９ ６５

２０１１ ９５ ６７ １５３ ５０ １６２ ９２ ５０ ２１

２０１２ １１０ ０１ １４６ ７５ １６４ ８４ ７４ ９８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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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１２５ ４５ １６０ ５１ １４３ ７４ ８３ ６４

２０１４ １２７ １０ ９７ ４２ ９７ ９９ ７３ ５７

２０１５ ８４ ４１ ５８ ４９ ５４ ８０ ５０ ８８

２０１６ ８２ ９２ ４８ ０５ ４２ １５ ３６ ６６

２０１７ １１６ ３３ ６３ ４２ ５７ ７８ ４６ ９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网站上的相关数据整理ꎮ

将两国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发现ꎬ中哈两国的进出口数据统计存在巨大

的偏差ꎮ 根据王维然等研究可知ꎬ造成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贸易与哈萨克

斯坦对中国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之间差额的主要原因是中哈两国的统计口径

不同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与哈萨克斯坦自中国进口统计数据差额较大ꎬ
“灰色清关”的存在使得大量中国对哈出口商品未被哈萨克斯坦海关统计ꎬ相
比于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的多变性与“灰色清关”的存在ꎬ中国的数据更为真

实可信①ꎮ 因此ꎬ在本文分析中均采用“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和“ＩＴＣ”网站上中国

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数据ꎮ

三　 石油价格对中哈双边贸易的影响分析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７ 年ꎬ中哈贸易发展十分迅速ꎮ 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

口额占哈萨克斯坦进口总额的 ３９ ６％ ꎬ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额占哈萨克斯

坦出口总额的 １３ １％ ꎬ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ꎮ 在中哈贸

易发展的 ２０ 多年间ꎬ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额、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额、
双边进出口总额与世界平均油价整体走势相似ꎬ说明中哈贸易与石油价格存

在紧密关系ꎮ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８ 年ꎬ世界平均油价从每桶 １７ ２ 美元增至 ９８ ２７ 美元ꎬ中哈进

出口总额从 ３ ９１ 亿美元增至 １７５ ５２ 亿美元ꎬ增长 ４４ ８９ 倍ꎬ中国自哈萨克斯

坦进口额从 ３ １６ 亿美元增至 ７７ ２８ 亿美元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额由

０ ７５ 亿美元增至 ９８ ２５ 美元ꎻ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ꎬ２００９ 年世界

平均油价降为每桶 ６２ ０８ 美元ꎬ中哈进出口总额降至 １４０ ０４ 亿美元ꎬ中国自

哈萨克斯坦进口额降至 ６２ ５６ 亿美元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额降至 ７７ ４８

—５２—

① 王维然、朱延福、吴唯君:«俄白哈关税同盟对中哈贸易影响的研究»ꎬ«经济问题

探索»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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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ꎻ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ꎬ世界平均油价增至每桶 １０７ ２７ 美元ꎬ中哈进出口总

额增至 ２５６ ７７ 亿美元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额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持续增加ꎬ
达到 １２７ １ 亿美元ꎬ高于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额ꎬ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

额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持续增长ꎬ２０１２ 年有小幅度下降ꎬ降至 １４６ ７５ 亿美元(中国

自哈进口额下降的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哈萨克斯坦当年的石油等矿物燃料产量下

降)ꎬ２０１３ 年回升至 １６０ ５１ 亿美元ꎻ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ꎬ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ꎬ
世界石油价格降低ꎬ中国的总需求水平下降ꎬ贸易增长疲软ꎬ使得中国与哈萨

克斯坦的双边贸易逐步下滑ꎬ尤其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贸易下降速度高于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贸易下降速度ꎻ２０１７ 年ꎬ世界经济进入复苏阶段ꎬ金融

环境改善ꎬ市场需求逐渐恢复ꎬ国际贸易形势有所改善ꎬ世界平均油价回暖ꎬ
中国自哈进口、中国对哈出口以及中哈双边进出口总额均迅速升温ꎮ

图 １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７ 年中哈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ꎬ美元 /桶)
注: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６ 年采用“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ꎬ由于其中无 ２０１７ 年数据ꎬ因此ꎬ２０１７

年数据来自“ ＩＴＣ”ꎻ世界油价是迪拜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价格、尼日利亚福卡多斯原油

价格、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的平均价格ꎮ 由于截稿之前«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年尚未发布ꎬ因此ꎬ本文关于石油出口量数据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ꎮ
资料来源:中哈进出口总额根据网站上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ꎻ

世界平均油价数据来自«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世界平均油价的变动趋势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贸易

往来的变化趋势极其相似ꎬ世界平均油价与中哈贸易总额的变动趋势接近同

步ꎬ中哈贸易受世界平均油价的影响ꎮ 同时自 １９９５ 年ꎬ在中哈双边贸易中ꎬ
哈萨克斯坦处于贸易顺差地位ꎬ中国仅少数几年出现贸易顺差ꎬ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顺差逐步扩大ꎬ这是由于中国自哈进口下降速

度高于中国对哈出口下降速度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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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６ 年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走势图 (单位:亿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及«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整理计算

而得ꎮ

从图 ２ 分析可知ꎬ哈萨克斯坦出口到世界的石油总量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１ 年

持续上升ꎬ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出口到世界的石油总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ꎻ哈萨克

斯坦对中国出口石油总量在 ２００６ 年中哈石油管道开通后直至 ２０１３ 年呈现

稳步增加的趋势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受全球贸易和世界油价影响ꎬ哈萨克斯坦对

中国出口石油总量下降ꎮ 由此可见ꎬ中哈贸易往来受哈萨克斯坦能源出口量

和世界能源价格变动的影响ꎮ

四　 中哈贸易对哈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更准确地把握中哈贸易往来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的影响ꎬ本文采用

中方数据分析中哈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发展的影响ꎮ
(一)中哈贸易对哈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１ 数据选取

鉴于上文中对中哈贸易统计数据可靠性的分析ꎬ本文采用中方双边贸易

统计数据ꎬ数据年份为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７ 年ꎮ 哈萨克斯坦 ＧＤＰ 为被解释变量 Ｙ①ꎬ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额为自变量 Ｘ１１ꎬ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额为自变

—７２—
① ＧＤＰ 数据来自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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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Ｘ１２ꎬ哈萨克斯坦是否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欧亚经济联盟为虚拟变量

Ｘ１３ꎬ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间为虚拟变量 Ｘ１４ꎬ中哈石油管道开通时

间为虚拟变量 Ｘ１５ꎮ 上述 ５ 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①ꎮ
２ 模型构建

为了描述中哈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影响程度要素的线性关系ꎬ需
要建立被解释变量 Ｙ 与解释变量 Ｘ 之间的回归模型ꎬ并采用中方统计数据

进行计量分析ꎮ 为避免伪回归的产生ꎬ首先对选定的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

ＡＤＦ 检验ꎬ以确定其平稳性②ꎮ

表 ２ ＡＤＦ 检验

ＡＤＦ 统计值 临界值 结论

Ｙ －０ ９５４７３０ － ３ ７６９５９７ 不平稳

Ｘ１１ － １ ９７７２８１ － ３ ７６９５９７ 不平稳

Ｘ１２ － １ ７８６５５５ － ３ ７６９５９７ 不平稳

△Ｙ －２ ７５６７２３ － ２ ６７９７３５ 平稳

△Ｘ１１ － ２ ８６６０２５ － ２ ６７９７３５ 平稳

△Ｘ１２ － ２ ７３１４７２ － ２ ６７９７３５ 平稳

结果显示ꎬ原序列所有的检验结果都没有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ꎬ因此ꎬ原
时间序列 Ｙ、Ｘ１１、Ｘ１２均是不平稳的ꎬ通过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ꎬ变换后的

时间序列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ꎬ因此ꎬ一阶差分时间序列△Ｙ、△Ｘ１１、
△Ｘ１２ꎬ即上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ꎬ通过了单位根检验ꎬ可以进行 ＯＬＳ 回归ꎮ

首先ꎬ设中哈贸易与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模型为:
Ｙ ＝ Ｃ(１) ＋ Ｃ(２) × Ｘ１ １ ＋ Ｃ(３) × Ｘ１ ２ ＋ Ｃ(４) × Ｘ１ ３ ＋ Ｃ(５) × Ｘ１４ ＋

Ｃ(６) × Ｘ１５ ＋ [ＡＲ(１) ＝ Ｃ(７)] 公式(１)
对公式(１)进行回归得到:
Ｙ ＝４ ２７４９２５８１２６２ ＋ ０ ０５９２６３４９２０３４２ × Ｘ１１ ＋ ０ ６００６４４６８４２８５ × Ｘ１２

ｔ ＝ (１０ ８５９０８) (０ ４８２２５２) (３ １７７６０１)
－０ ２１６ ４１７９８５７１９ ×Ｘ１３ ＋ ０ ３０４９７６３２４１０１ ×Ｘ１４ ＋ ０ １９４１９６３８９５４７ ×Ｘ１５

( － ０ ６１４２８６)　 　 　 　 　 (１ ８２３６２７)　 　 　 　 　 (０ ７１８１６５)
＋ [ＡＲ(１) ＝ ０ ４６２７９４１４２６６５] 公式(２)

—８２—

①
②

用 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３、Ｘ１４、Ｘ１５代表采用中方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分析ꎮ
ＡＤＦ 检验的临界值来自软件 Ｅｖｉｅｗｓ ８ ０ꎬ△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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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１０２５５)
Ｒ２ ＝ ０ ９７２９８５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 ９６２１７８　 ＤＷ ＝２ ０１７２１８　 Ｆ ＝９０ ０３９５０
从中方数据结果可以看出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对哈经济增长拉动作

用不显著ꎬ且哈萨克斯坦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欧亚经济联盟对哈萨克斯坦

的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哈石油管道的开通对哈

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ꎻ中国自哈进口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

长的推动作用明显ꎬ且中国自哈进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ꎬ哈萨克斯坦经济将

增长 ０ ６ 个百分点ꎮ
(二)中哈贸易对哈制造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复杂的ꎬ从世界范围来看ꎬ一国贸易

如能与制造业的发展形成相互促进关系ꎬ则说明其制造业已融入世界市场并

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推动作用ꎮ 因此ꎬ本文将对中哈双边贸易对哈萨克

斯坦制造业的影响进行分析ꎬ以进一步明确中哈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影响

的程度ꎮ
１ 数据选取

哈萨克斯坦制造业主要包含食品加工、有色金属冶炼、黑色冶金、汽车制

造、焦炭和精炼油产品制造、造纸和纸制品、其他非金属矿产品、化工、金属制

品、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纺织和缝纫、除机械设备外的金

属制品、机械制造、家具等 １５ 个领域ꎮ 研究中哈贸易对哈萨克斯坦制造业的

影响ꎬ选取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７ 年制造业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Ｙ①ꎬ解释

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等与中哈双边贸易对哈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相同ꎮ
２ 模型构建

用中方数据分析中哈贸易往来对哈萨克斯坦制造业发展影响程度要素

的线性关系ꎬ同样需要建立被解释变量 Ｙ 与解释变量 Ｘ 之间的回归模型ꎮ
采用上述同样方法得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对哈萨克斯坦制造业影响的

模型为:
Ｙ ＝ Ｃ(１) ＋ Ｃ(２) × Ｘ２ １ ＋ Ｃ(３) × Ｘ２ ２ ＋ Ｃ(４) × Ｘ２ ３ ＋ Ｃ(５) × Ｘ２４ ＋

Ｃ(６) × Ｘ２５ ＋ [ＡＲ(１) ＝ Ｃ(７)] 公式(３)
对公式(３)进行回归得到:
Ｙ ＝３ ０４２２３４２０２２１ ＋ ０ ０７７５９８８１１９４８６ × Ｘ２１ ＋ ０ ４８２５４３７４６０２ × Ｘ２２

ｔ ＝ (７ ６８１２１４)　 　 (０ ８２２１７７)　 　 　 　 　 (３ ２３５３１９)

—９２—
①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６ 年制造业数据来自«哈萨克斯坦统计年鉴»ꎬ２０１７ 年数据为预测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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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３４８６９２１２９７７８ × Ｘ２ ３ ＋０ １２６７３６７１４３２７ × Ｘ２４ ＋０ ０５３７５８６１６５４３５ × Ｘ２５

　 ( － ０ １４８９６２)　 　 　 　 　 (０ ９７５８８９)　 　 　 　 　 (０ ２５２０４２)
＋ [ＡＲ(１) ＝ ０ ５４０３４９９６２８１６] 公式(４)

(１ ６７１８９８)
Ｒ２ ＝ ０ ９７４９７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 ９６４９６２　 ＤＷ ＝２ １３７０７６　 Ｆ ＝９７ ３９０４６
从中方数据结果可以看出ꎬ中国对哈出口对哈萨克斯坦制造业增长拉动作

用不显著ꎬ且哈萨克斯坦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的“一带一

路”倡议以及中哈石油管道的开通等虚拟变量对哈萨克斯坦制造业的增长作用

不显著ꎻ中国自哈进口对哈萨克斯坦制造业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ꎬ且中国从哈萨

克斯坦进口贸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ꎬ哈萨克斯坦制造业将增长 ０ ４８ 个百分点ꎮ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得出ꎬ中国自哈进口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起到推

动作用ꎬ中国对哈出口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ꎬ哈萨克斯坦加入

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中哈石油管道的开通对哈萨克斯坦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ꎻ中国自哈进口对哈萨克斯坦制造业发展起推动作

用ꎬ中国对哈出口对哈萨克斯坦制造业推动作用不显著ꎬ哈萨克斯坦加入欧

亚经济共同体和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哈石油管道的开

通等虚拟变量对哈萨克斯坦的制造业发展作用不显著ꎮ
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市场是俄罗斯ꎬ哈萨克斯坦出口

商品主要以能源为主ꎬ而俄罗斯也是能源输出国ꎬ因此ꎬ哈萨克斯坦对欧亚经

济共同体和欧亚经济联盟的贸易对哈萨克斯坦本国经济没有促进作用ꎮ
２００７ 年中哈石油管道开通ꎬ中哈贸易总额急剧增加ꎬ但对比石油贸易总量

(见图 ２)发现ꎬ近几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石油出口量逐渐减少ꎬ但贸易额逐

渐上升ꎬ因此ꎬ中哈石油管道开通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及制造业发展的作

用不显著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促进

作用不显著ꎬ这是由于该倡议提出时间较短ꎬ还未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和

制造业发展产生影响ꎮ 若进一步研究中哈双边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

和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原因ꎬ应深入分析中哈双边贸易结构ꎮ

五　 中哈双边贸易商品结构

(一)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商品结构

由上文可知ꎬ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和制造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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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ꎬ中国自哈进口前 ４ 位商品的贸易额占贸易总额

的 ９７％以上ꎬ因此ꎬ本文将通过对前 ４ 位进口商品的分析ꎬ深入了解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７ 年中国自哈进口商品结构ꎬ以解释中哈双边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

及制造业的影响ꎮ

表 ３ 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商品结构①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５ 年

金额
(亿美元)

占比
(％ )

金额
(亿美元)

占比
(％ )

金属及其制品
(７２ － ８３) １ ３１ ４１ ４１ 金属及其制品

(７２ － ８３) １８ ５０ ６３ ６０

化工产品
(２８ － ４０) ０ ５２ １６ ３７ 能源及矿物产品

(２５ － ２７) ８ ３４ ２８ ６８

纺织品(５０ － ６３) ０ ７７ ２４ ４０ 化工产品(２８ － ４０) １ ４５ ４ ９９

皮毛原料及其制品
(４１ － ４３) ０ ２４ ７ ４８ 皮毛原料及其制品

(４１ － ４３) ０ ４６ １ ５７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金额
(亿美元)

占比
(％ )

金额
(亿美元)

占比
(％ )

能源及矿物产品
(２５ － ２７) ２４ ７３ ４２ ２９ 金属及其制品

(７２ － ８３) ２４ ３３ ３８ ３６

金属及其制品
(７２ － ８３) １７ ０３ ２９ １１ 能源及矿物产品

(２５ － ２７) ２３ ７８ ３７ ５０

化工产品(２８ － ４０) １４ ９２ ２５ ５１ 化工产品(２８ － ４０) １２ ６５ １９ ９５

动植物源性产品及
食用成品(１ － ２４) １ ０２ １ ７５ 动植物源性产品及

食用成品(１ － ２４) １ ６５ ２ ６１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由表 ３ 可知ꎬ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主要以能源及矿物

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和化工产品等为主ꎬ动植物源性产品及食用成品的进口

量在逐渐增加ꎻ金属及其制品与能源及矿物产品的进口变动趋势均为先上升

后下降ꎬ化工产品的进口变动趋势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ꎬ纺织品和皮毛原

料及其制品均下降ꎬ动植物源性产品及食用成品占比在逐渐上升ꎮ

—１３—

① 商品结构分类引用欧亚经济联盟海关编码统计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
ｃｌｅ / ｄｄｇｋ / ２０１８０３ / 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７１９０３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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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７ 年中国自哈进口石油贸易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同表 ３ꎮ

比较表 ３ 和图 ３ 可知ꎬ中国自哈进口商品以能源及矿物产品、金属及其

制品、化工产品等为主ꎬ但中国自哈进口石油在逐渐减少ꎬ对中哈贸易的影响

也在逐渐减小ꎬ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中哈石油管道开通为什么对哈萨克斯坦的

经济增长及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ꎮ
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商品贸易额呈现上升趋势ꎬ这与上文中国从哈萨克

斯坦进口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相

符ꎬ因为中国自哈进口贸易为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与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

外汇储备ꎬ但哈萨克斯坦外汇储备来源不仅是对中国出口石油等能源产品ꎬ哈
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其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均会产生影响ꎬ进而扩大哈

萨克斯坦本国内需ꎬ刺激本国潜在消费需求ꎬ拉动经济增长及制造业发展ꎮ
(二)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商品结构

从理论上分析ꎬ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以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商品

交换ꎬ因此ꎬ进口贸易(哈萨克斯坦从中国进口贸易)是有利于贸易双方的ꎮ
为研究哈萨克斯坦自中国进口贸易对哈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发展是否有促进

作用ꎬ本文对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７ 年自中国进口前 １０ 位商品进行划分ꎬ
根据 ＨＳ 编码、加工程度和使用程度将这些商品①分为四类ꎬ分别为初级品②、
中间品③、资本品④和消费品⑤ꎮ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进口前 １０ 位商品 ＨＳ 编码:１０、１７、１９、２２、２７、２８、２９、３２、３９、４２、５５、５８、６１、６２、６３、
６４、６９、７０、７３、８４、８５、８６、８７、９４、９５、９６ꎮ

初级品 ＨＳ 编码:１０、１９、２７、５５ꎮ
中间品 ＨＳ 编码:２８、２９、３２、５８、６９、７０、７３ꎮ
资本品 ＨＳ 编码:８４、８５、８６、８７ꎮ
消费品 ＨＳ 编码:１７、２２、３９、４２、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９４、９５、９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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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自中国进口前 １０ 位商品分类占比(％)
资料来源: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６ 年数据由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网站上的相关数据整理而

得ꎬ２０１７ 年数据来自“ ＩＴＣ”网站ꎮ

基于进口商品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可知ꎬ中国对哈出口的中间品对哈

萨克斯坦加工贸易的出口可以起到带动作用ꎬ同时对于一般贸易出口和国

内消费也具有较大的积极作用ꎻ中国对哈资本品的出口能够提高哈萨克斯

坦生产技术及劳动生产率ꎻ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消费品可以刺激哈萨

克斯坦潜在需求ꎬ创造新的需求ꎬ进而促进其国内产业的发展和成熟ꎮ 但

从图 ４ 可知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商品以消费品和资本品为主ꎬ自
２００４ 年开始中国对哈消费品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ꎬ资本品出口呈上升趋

势ꎬ中间品出口比重一直较小ꎮ 消费品平均占比在 ５０％ 以上ꎬ虽然可以刺

激哈萨克斯坦的消费需求ꎬ但与此同时ꎬ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商品挤压了

哈萨克斯坦同类商品的市场份额ꎬ从而抑制了哈本国经济增长及制造业的

发展ꎮ 通过对资本品的出口分析可以发现ꎬ自 ２００４ 年开始中国对哈萨克

斯坦资本品的出口整体呈现上升趋势ꎬ但是由于哈萨克斯坦产业本身并不

完善难以发挥拉动作用ꎬ从而没有提高哈萨克斯坦的生产技术及劳动生产

率ꎬ因此ꎬ中国对哈资本品出口没有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增长和制造业产

生促进作用ꎮ

表 ４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哈萨克斯坦制造业产值排名

２００５ 年制造业分类 比重(％ ) ２０１６ 年制造业分类 比重(％ )

食品加工 ２３ ３ 有色金属冶炼 ２９ ７

有色金属冶炼 ２２ １ 食品加工 １９ ２

黑色冶金 １５ ４ 黑色冶金 １５ ０

汽车制造 １０ ０ 汽车制造 １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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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和精炼油产品制造 ９ ２ 焦炭和精炼油产品制造 ８ ５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６ １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５ ９

化工 ３ ０ 化工 ３ ８

金属制品 ２ ８ 金属制品 ３ １

造纸和纸制品 ２ ６ 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 ２ ５

纺织业和缝纫业 ２ ２ 纺织业和缝纫业 １ ０

资料来源:根据«哈萨克斯坦统计年鉴»整理ꎮ

比较表 ４ 中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制造业前 １０ 位产业可以发现ꎬ顺序变化较

小ꎬ除有色金属冶炼业占比提高 ７ ６％ 、食品加工下降 ４ １％ 以外ꎬ其他产业

变化较小ꎬ说明这 １０ 年来哈萨克斯坦制造业结构变化不大:其中化工业增加

０ ８％ ꎬ金属制品增加 ０ ３％ ꎬ汽车制造业增加 ０ １％ ꎬ变化幅度均较小ꎬ说明

制造业还是以有色金属冶炼为主ꎬ汽车制造这类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并未得

到发展ꎻ纺织业和缝纫业下降 １ ２％ ꎬ这与哈萨克斯坦从中国进口商品结构

相关ꎮ
目前ꎬ哈萨克斯坦自中国进口商品以消费品为主ꎬ这对哈本国同类商品

的发展造成影响ꎬ也验证了为什么哈萨克斯坦从中国进口贸易没有对哈萨克

斯坦经济增长及制造业产生推动作用ꎮ

六　 启 示

哈萨克斯坦是典型的资源型国家ꎬ以能源及矿物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和

化工产品等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出口为主ꎬ从长远来看ꎬ这不利于其经济发展ꎮ
当前ꎬ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商品出口会拉动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增长及制造业发

展ꎬ但与此同时ꎬ应基于哈萨克斯坦本国比较优势发展制造业ꎬ调整出口商品

结构ꎬ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ꎮ
哈萨克斯坦应根据本国市场需求和国内外产品的成本价格优势调整其

从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ꎬ进口本国不能生产和生产效率低下的产品ꎬ引进先

进技术和管理体制ꎬ弥补本国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缺口ꎬ从而提高技术水平

与资本含量ꎬ增加附加值ꎬ进而调整产业结构ꎬ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制造业的

可持续发展ꎮ
(责任编辑: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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