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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较中国 、中国新疆以及中亚部分国家的贸易结构 , 应用巴拉萨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各经

济体的比较优势 ,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互补性 , 发现双

方在贸易上存在互补性 , 但互补性指数不高 , 因此只有采用合适的产业政策加速新疆产业结构的升

级 , 才能在未来的双边贸易中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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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贸易竞争力分析

(一)研究方法

RCA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表达了在一

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的出口所占的比例相对于世界贸

易总额中该类商品贸易所占比例的大小。该指数可以

写成:

RCAxik =(Xik/Xi)/(WK/W)

其中 , RCAxik代表 i国在 k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

势指数 , Xik为 i国 k类商品的出口额 , Xi表示 i国所有

商品的出口总额 , Wk表示 k类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 , W

表示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当 RCAxik指数越大时 ,

则 i国 k类商品越具有比较优势 ,其国际出口竞争能力

越强 。

表 1给出由日本贸易振兴协会根据 RCA值判定

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出的一个通行标准 。

(二)中国、 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产品出口竞争

力指数分析

笔者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1位数数据 ,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 (COMTRADE),

新疆对外贸易数据来源于各年 《新疆统计年鉴》。下面

运用 RCA指数对中国 、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和俄罗斯

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计量分析 , 计算结果如表 2。

表 1 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判定标准

判定标准 竞争力程度

RCA>=2.5 极强

1.25 =<RCA<2.5 较强

0.8 =<RCA<1.25 中等

RCA<0.8 较弱

　资料来源:转引自台湾经济研究院 (1999)

表 2说明中国和中亚主要经济体的出口比较优势

所在 , 首先中国在杂项制品 (SITC8)方面具有很强

的竞争力 , 其次为按原料分的制成品 (SITC6)。这

两大类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表明中国出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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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 、 中亚诸国和俄罗斯产品出口竞争力指数　　　　　　　　　　　　单位:%

SITC0 SITC1 SITC2 SITC3 SITC4 SITC5 SITC6 SITC7 SITC8 SITC9

中
国

1998 1.08 0.56 0.64 0.30 0.65 0.59 1.24 0.65 2.92 0.00

2000 0.92 0.34 0.61 0.34 0.13 0.52 1.2 0.79 2.65 0

2002 0.8 0.31 0.48 0.34 0.07 0.43 1.16 0.94 2.32 0.09

新
疆

1998 2.33 1.78 1.48 0.35 0.71 0.51 0.26 0.11 4.97 0

2000 1.11 0.9 7.15 0.21 0.00 0.34 1.49 0.13 3.07 0

2002 2.71 0.3 4.54 0.24 0.00 0.34 1.04 0.2 3.19 0

哈
国

1998 1.38 0.78 0.24 4.64 0.00 0.67 2.62 0.06 0.11 0.57

2000 1.22 0.45 0.10 5.84 0.00 0.45 2.13 0.06 0.09 0.04

2002 1.03 0.41 0.14 7.53 0.00 0.41 2.00 0.07 0.13 0.00

吉
国

1998 2.32 19.56 4.72 0.98 0.27 0.71 1.14 0.47 0.24 0.5

2002 1.86 7.29 9.5 2.59 0.18 0.23 0.84 0.39 0.34 0

土
国

1998 0.08 0.01 6.62 6.89 0.04 0.07 0.6 0.24 0.1 1.5

2000 0.03 0.01 3.46 8.7 0.32 0.05 0.3 0.01 0.12 0.62

俄
国

2000 0.36 0.20 1.58 5.96 0.16 0.49 1.12 0.15 0.12 3.85

2001 0.21 0.13 1.41 6.70 0.17 0.48 1.10 0.15 0.15 5.03

2002 0.16 0.08 1.56 6.80 0.19 0.44 1.27 0.14 0.18 5.60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 、中国统计年鉴 、新疆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未进行比较

的竞争力仍然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 。同时应注意

到 , 机械电子设备 、 运输设备和办公通讯器材产品

(SITC7)的竞争力虽然较弱 , 但却呈逐年提高的趋

势 , 到 2002年该类产品的竞争力指数接近 1。因为

该类商品主要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 因而这一变

化反映了中国贸易结构正在不断优化 。与中亚诸国以

及俄罗斯相比 , 中国在机械类商品方面的竞争力指数

较弱 , 同时在食品及农业原料 (SITC0、 SITC1、

SITC2)上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 , 且其显示性竞争力

指数继续呈下降趋势 。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正是中国

贸易结构高级化的结果 , 表明中国已经从出口资源密

集型产品转向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 且正在向资本

密集型产品转变。

结果显示 , 依据比较优势的强度 , 中国新疆具有

明显比较优势的商品依次为非食用原料 (SITC2)类

商品 、在杂项制品 (SITC8)类商品和食品及活动物

(SITC0)类商品 , 这几大类商品在 2002年的 RCA指

数分别为 4.54、 3.19和 2.71。但在矿物燃料等能源

产品 (SITC3)上却呈现出比较劣势 , 这显然与新疆

把石油、 石化作为主导产业的事实不相符 。一个合理

的解释是 , 如果把新疆作为一个经济体来看 , 其贸易

结构与生产结构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 但如果把新疆作

为中国这一经济体的构成部分来看 , 其贸易结构则具

有其合理性 。能源类产品向东部地区输送以满足国内

东部地区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 而东部地区的轻工产

品 、 机电产品经新疆进入中亚诸国 。因此 , 新疆在非

食用原料类商品、 食品及活动物类商品上的比较优势

体现了新疆的资源禀赋特征 , 而新疆在杂项产品

(SITC8)和按原料分类的产品 (SITC6)上所呈现出

来的比较优势则是中国近年来比较优势的延伸 , 是中

国东部地区民用工业品通过新疆向中亚地区出口所

致 , 其实质反映的是中国在此类产品上的比较优势。

作为中亚诸国中经济最强的国家 , 哈萨克斯坦在

矿物燃料 (SITC3)产品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 在按

原料分类的产品 (SITC6)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 对

食品产品 (SITC0)则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可以看出

哈国与中国在此大类商品上优势的不同之处在于:其

优势主要体现在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工业制品上 , 而

中国则在纺织原料 、钢铁产品方面。哈萨克斯坦有着

丰富的农业资源 , 它在 食品及活动 物类产品

(SITC0)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由于长期属于前

苏联的能源基地和基础工业基地 , 哈萨克斯坦的轻工

业 、民用工业较其采掘业而言远为落后 , 除了化学产

品和机械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非常弱以外 , 在杂项产

品 (SITC8)上的比较劣势也很明显 , 其显性竞争力

指数为 0.13 (2002年)。

与哈国相似 , 土库曼斯坦在矿物燃料 (SITC3)

出口上具有很强的优势 , 这种优势的稳步增强表明两

个国家正力图通过出口本国丰富的资源来实现工业化

发展需要的资本积累。土库曼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同属

于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 , 不同的是土国在非食用农业

原料 (SITC2)上有很强的竞争力指数 。

吉尔吉斯斯坦的优势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农业原料

上 , 其中在饮料和烟草 (SITC1)上的竞争力指数优

势最明显 , 其次分别是农业原料 (SITC2)、 食品和

活动物 (SITC0)上 。从吉国较小的对外贸易额来

看 , 其在这两大类商品上较强的竞争力指数也反映了

其出口的单一性 。相比其他中亚国家 , 吉国的能源资

源贫乏 , 在矿物燃料产品出口上相对较弱 。

俄罗斯在矿物燃料 (SITC3)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指数 , 另外在金属制品和非金属制品上 (SITC6)也具

有一定的竞争力指数优势。而其他加工制品的显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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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指数反映了其制造业越来越弱的竞争能力。

二、 贸易互补性分析

贸易理论表明:各国 (地区)应利用技术 、 资

源或规模上的差异进行专业化生产 , 然后通过贸易满

足社会多样化需求 。中国及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在产

业结构、 资源禀赋及人力资源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

其相互间贸易关系的加强必然会加速各国和地区的产

业调整 , 而这一调整对各国造成的影响与各国贸易上

的互补性密切相关。如果两国的贸易关系具有互补

性 , 即一方集中出口的产品与另一方集中进口的产品

相吻合 , 贸易关系的发展将使两国现有的生产模式得

以维持。通过消除贸易壁垒与实现规模化生产可以给

贸易双方带来较大的利益 。如果双方的贸易互补性较

小 , 即一方集中出口的产品并非是另一方集中进口的

产品 , 两国贸易发展的潜力将受到制约。

以下对中国新疆与中亚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

性关系进行计量。国家 i出口与国家 j进口之间的贸

易互补性用 Cij表示 ,用 RCAxik表示用出口来衡量的国

家 i在产品 k上的比较优势 , RCAmjk表示用进口来衡量

的国家 j在产品 k上的比较劣势。其中 RCAmjk =

(Mjk/Mj)/(Wk/W), Mjk为 j国 k类商品的进口额 , Mj为

该国所有商品的进口总额 。RCAmjk越大表示国家 j在产

品 k上的进口比例越大 ,说明该国在此产品生产上处

于比较劣势 。如果国家 i在产品 k上的比较优势明显 ,

而国家 j在 k产品上的比较劣势明显 ,则在产品 k的贸

易上 i国的出口与 j国的进口呈互补性。其互补性的大

小可用 RCAxik＊RCAmjk来衡量 。在多种产品存在的情

况下 ,两国贸易的综合互补性指数可用各产品所呈现

的加权平均来测量 。加权系数为世界贸易中各类产品

的贸易比重(Wk/W)。该互补性指数可表达为:

Cij={(RCAxik＊RCAmjk)＊(Wk/W)}

根据这一定义可以推测 , 当某国的主要出口产品

类别与另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类别相吻合时 , 两国间

的互补性指数就大 , 相反当某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与另

一国的主要进口产品不能对应时 , 两国间的互补性指

数就小。

表 3　　中亚诸国进口与中国新疆出口的贸易互补性

年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

1998 0.69 1.1 0.89＊

2000 0.83 0.89 0.93

2002 0.90 0.79 —

　数据来源:同表 2, 表中数据经过公式 (2)计算得出

表 3表示了近年来中国新疆出口与中亚诸国进口

之间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变化 。哈萨克斯坦进口、 土库

曼斯坦进口与新疆出口之间的互补性指数逐年递增 ,

逐渐接近 1, 表明新疆出口贸易与哈国 、 土国进口贸

易近年来越来越活跃 , 互补性有加强的趋势 。新疆出

口与吉尔吉斯斯坦进口的互补性指数由 1998年的

1.1降至 2002年的 0.79, 互补性降低 。由于新疆出

口的主要份额源自哈国 , 因此从总体上看 , 新疆的出

口贸易与中亚诸国的进口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处于加强

的状态 。

表 4　　中亚诸国出口与中国新疆出口的贸易互补性

年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

2000 1.1 0.84 1.2

2002 0.94 1.3 -

　数据来源:同表 3

表 4则表示了近年来中亚诸国的出口与中国新疆

进口之间互补性指数的变化。从总体上看 , 中亚诸国

的出口与新疆进口之间具有互补性。 2000年哈国出

口与新疆进口之间的互补性指数为 1.1, 土库曼斯坦

与新疆的这一指数为 1.2, 体现了较强的互补关系 ,

而 2002年双方的互补性指数略有变动 , 但总体上仍

然表现出互补关系 。

三 、 结论与政策建议

1.若把新疆作为一经济体来看 , 中亚诸国与中

国新疆在产业结构 、 资源禀赋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

由于双方都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 这一阶段的双边贸

易主要是以要素禀赋差异来推动的。由于中国新疆与

中亚诸国在要素禀赋 、 生产结构上具有明显的相似

性 , 因此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也较为接近 。但由

于新疆的能源 、 矿产产品主要满足国内需求 , 而出口

品有较大比例源自内地 , 因此新疆对外贸易结构并没

有完全显现新疆的资源禀赋特点 。从新疆出口贸易结

构表现看 , 农业原料型产品反映了新疆资源禀赋比较

优势 , 而向中亚工业产品的出口则是中国东部地区劳

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延伸 。

2.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间存在贸易互补性。显

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表明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主要体现

在劳动密集型 。近年来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也

有所提高 , 新疆向中亚的出口承载了这一比较优势 ,

而中亚诸国的比较优势则主要源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禀赋。 RCA指数显示中国及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间

存在贸易互补性 , 具体来说双方在能源矿产类产品、

纺织服装 、民用品和机械类产品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

互补性 。因此双方的贸易潜力巨大 , 这为处于中国向

西开放前沿的新疆提供了广阔的贸易空间 , 也为新疆

通过国际贸易提升产业结构提供了机遇 。

3.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呈不平衡态

势 。分析结果显示 , 中亚诸国出口与中国新疆进口的

贸易互补性要强于中亚诸国进口与中国新疆出口的贸

易互补性 , 这反映出中国新疆对中亚诸国产品的需求

强于中亚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 进而反映出中国及

中国新疆的出口产品在中亚市场的竞争力呈现出逐渐

趋弱的态势。如果任由这种态势延续 , 那么随着双边

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 ,中国新疆对中亚诸国的贸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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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financingdifficulty.Itisaneffectivewaytosolvethoseproblemsbysettinguppeasanthousehold′sbiologicalas-

setsfinancingmechanism.Biologicalassetsfinancinginvolvesthesystemofperfectingruralfinancialservice, valueas-

sessmentonbiologicalassets, thesystemofbiologicalassetstrademarket, andbiologicalassetsfinancing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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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同时 , “三

农 ” 问题成为从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 、

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 。影响 “三农 ” 问题的因素和

解决 “三农 ” 问题的对策都是多种多样的 , 笔者认

为资金短缺 、 融资困难是目前的关键问题之一 , 创新

和建立农户生物资产融资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

途径。

　　一、 农户资金缺乏、 融资困难是影响农村经

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农户是当前我国农业的基本生产单元 , 农业生产 、

农户经营也以资金的良性循环与周转为基础。农户在

经营资金的运营方面存在着特殊困难。由于农户生产

基础薄弱 , 资本积累很少 , 使得生产的自有资金不足;

农业生产的周期很长 , 资金周转慢 , 投资回收期长 、

回收率低;农业生产成本高 , 利润很薄。这些都是我

国农业生产自身先天性的不足。此外 , 现阶段我国广大

农户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利的外部因素。

会呈现逆差的态势 。

4.扩大中国新疆与中亚双边贸易规模的可行方法

有两种 , 一是采取合适的产业政策 , 配套金融政策和

投资政策 , 促进新疆尽快完成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结

构升级 , 以提高新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二是通过资

本流动推动双边贸易的扩大 , 即通过对中亚国家直接

投资来带动商品和劳务输出 , 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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