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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成立于 1989年的 APEC是亚太地区

经济合作中最具影响力的论坛，也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经济组织。APEC的

成立与发展体现亚太地区经济治理力量中心的转移和演变，组织成员的贸易关系

以及角色地位的变化是决定该组织命运的焦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变化，且热度不减。但是较少

学者探讨 APEC成员之间的贸易网络关系以及中国在 APEC中的角色地位变化。

本文正是从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基于 2002-2013 年联合国货物贸易数据库

（UN COMTRADE）发布的数据，将复杂网络理论用于国际贸易的研究，采用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首先，建立 APEC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网络，研究网络结构以

及其变化趋势。其次，构建中心度、核心度等指标，并利用“核心-边缘”区位

分析 APEC的贸易格局。结果发现，APEC整体网络性在加强，虽然美国的中心

度和核心度逐年下降，但是仍处于排名第一的位置。文章紧接着探讨 APEC在机

电产品的贸易格局变化。最后，文章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影响 APEC贸易格局的因

素。

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认为从寻求国家利益的有效途径角度来

看，若要增强我国在 APEC中事务谈判的能力，关键在于发挥我国的贸易影响力。

另外，本文也为中国进一步充分利用 APEC这个平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

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关键词：APEC；社会网络分析；中心度；“核心-边缘”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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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trend of world economy globalization is

inevitable. And the regional economy integration has been deepened especially since

the 1990s. Founded in 1989, APEC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in the Asia Pacific Area. It is also the first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hich China join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PEC indicates the transfer

of regional governance center. APEC fate is determin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EC members and the changes of their role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more and more scholars began to

study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trade. And both i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trade

research, heated discussions on the changes of China’s position have been ongoing for

many years. But few explored trade network relations between APEC members as

well as changes in China’s role and status in APEC trade.

In the empirical part, based on the COMTRADE database during 2002-2013, we

put network theories o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is paper. First we set up

network relations of APEC members and build some centrality measures indicators

such as degrees to discuss China’s role and statu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whole

network feature of APEC is enhanced, and U.S still remains its first place despite of

its decreasing centrality index and coreness. Then the trade pattern of APEC in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is simply analysized.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a

model is built to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will decide and aff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EC trade.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e think it is effective to

strengthen China’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power from the point of pursuing our

national benefits, based on our trade role. This paper provides advice on how to take

full use of APEC, which is significant both i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Key Words: APE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entrality; Core-periphery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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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

第 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在研究人际关系的时候，就

已经利用复杂网络的分析方法。由于国际贸易系统具有类似的复杂性特性，因此，

学者开始把复杂网络理论运用到分析国际贸易领域中，把贸易中的国家看成网络

中的一个节点，然后进行分析贸易中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即用社会学中的网络

分析法来研究贸易领域的问题。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于 1989年成立，目前为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有 21个成员国。其中，中国在 APEC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中国在 1991

年 11月加入该组织，这也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经济组织。近年来，中国与

APEC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发展非常迅猛，不仅促进 APEC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

进程，也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做出很大的贡献。2014年，APEC会

议在中国北京举行，APEC各成员在会议上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

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这意味着亚太自贸区进程正式开

始。因此，APEC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格局以及中国在 APEC中的角色地位变化等

问题越来越得到国际贸易学领域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因此，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考察APEC的贸易格局，以及探究中国在APEC

中的角色地位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1.1.2 研究意义

1.1.2.1 理论意义

一方面，传统的国家贸易指标不能说明贸易主体在贸易网络中的结构属性。

例如，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单纯利用贸易额来描述贸易主体之间的关系。把复杂网

络理论纳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则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进行扩展和补充。

另一方面，利用社会学中的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国际贸易领域，不仅可以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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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贸易理论进行验证，更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出发点和思路，从而使理论得

到修正、完善和发展。

1.1.2.2 现实意义

在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核心-边缘”区位分析 APEC贸易时，我们

可以发现美国和中国虽然都身处核心地位，但是差距还是存在的。这些差距所在

可以指导我们提出一些更为实用的政策建议。

本文中还可以回答以下的问题：我国在 APEC贸易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到底

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化？中国在与 APEC其他成员国的贸易中，它对其他成员国的

影响力和控制力到底是怎样的？国内外的学者对这些方面的研究不多，大部分学

者主要研究中国在整个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变化。因此，本文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就如何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提出对策建议。因此，研

究中国在 APEC贸易中的角色地位变化是十分必要的，具有现实意义。

1.2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与国际贸易领域的三支文献相关。第一支文献关注社会网络分析法

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第二支文献研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第三支

文献则关注中国与 APEC贸易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研究。

1.2.1 关于社会网络分析法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原本是用来研究社会网络中的各种关系结构及其属性的一套

理论和方法，其重点在于探讨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社会网络方法就逐渐引起国际贸易领域的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运用到国际贸易关系研究中。

近年来，国外经济学者开始使用一些度量方法来总结网络整体的特性。

Wasserman 和 Faust (1994) 对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使用的重要方法进行综合讨

论。在对贸易网络的研究中，Rauch（1996）通过借助引力模型选取 13个国家的

相关数据进行推断，发现移民是通过建立商业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才对国际贸易产

生非常重要的影响。Wilhite（2001）研究指出全球范围内国家间双边贸易的选择

机制最终形成具有小世界特征的国际贸易网络。Rauch 和 Trindade（2002）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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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华裔社会网络对双边贸易的增加影响，并且认为世界华人关系网可能会起到克

服国际贸易信息成本的作用。Newman (2003) 回顾总结复杂社会网络的最新发

展。Kali 和 Reyes(2007)引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国际经济一体化。De

Benedictis 和 Tajoli（2008）同样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国际贸易的特征，

但发现各国选择贸易伙伴时存在相对异质性，贸易一体化并未全部完成，但WTO

在国际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De Benedictis et al.（2014）采用

BACI-CEPII数据库，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世界贸易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并

选取个别产品进行具体产品层面的分析。Fagiolo et al.（2010）以及 Barigozzi

（2011）在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权重贸易网络的性质及其演化，并且发现

网络中存在一种“边缘-核心”的结构以及贸易网络的结构性质多年来一直保持

稳定。Fan et al.（2014）站在复杂社会网络视角分析一国在国际贸易的角色地位

变化。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不仅被用来研究贸易结构特性，还被经济学家应用到其他

领域。Orsenigo et al.（2001）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用来分析科技领域和研发。

Calvó-Armengol 和 Jackson（2004）重点等社会网络对就业和不平等性的效应。

Garlaschelli et al.（2005）和 Acemoglu et al.（2015）用来分析金融市场中的网络

关系。Acemoglu et al.（2012）却利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微观经济波动如何传导

至经济总体波动。Ferrarini（2013）着重研究产品的组成部分，分析国家间垂直

化贸易。类似 Ferrarini（2013）的研究，Cabral 和 Amador（2015）利用世界投

入产出表，构建增加值组成的贸易网络，分析该网络的特性。而 Bernard et al.

（2015）利用网络的关系建立模型分析公司如何寻找最优供应商。

国内学者关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则比较晚，发展阶段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的研究是论证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有用性：汪云林等人（2007）

利用三种状态来研究主要经济体间的国际贸易的社会网络分析，认为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在分析贸易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具有参考意义的。第二个阶段的研究是利用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国际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刘全宝等人（2007）通过构建

附有权重的贸易网络，直接从多个角度研究该国际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段文奇

等（2008）运用复杂网络法，研究 1950-2000年间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

认为国际贸易网络不是典型的无标度网络；陈银飞（2011）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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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 2000-2009 年世界贸易格局中进行研究；戴卓（2012）通过扩展传统的引力

模型，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考察国际贸易网络的决定性因素，并分析了该

贸易网络的结构特性；不同与之前的学者，胡平等（2012）建立了有向的加权网

络演化模型，分析演化机制对幂律指数的影响以及对其进行模拟。姚永玲和李恬

（2014）在之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建立 G20成员国之间的网络关系，研究网

络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第三个阶段的研究集中在具体行业以及我国的角色地位：

张勤和李海勇（2012）对我国入世以来贸易角色地位进行实证分析；刘建（2013）

基于社会网络研究 1990-2011年间国际原油贸易数据，并计算国际原油贸易网络

的网络密度、中心性及核心节点等指标，考察国际原油贸易格局的演变；杨青龙

等人（2015）以煤炭、焦炭为例对国际资源性商品的贸易格局进行社会网络分析；

而不同于国内之前的研究，许和连等人（2015）通过把社会网络分析运用到 “一

带一路”上的 65个国家的高端制造业，使用中心性指标和模体分析各国所扮演

的角色以及影响该网络的主要因素，弥补先前数理支撑不足的局限；廖泽芳和毛

伟（2015）基于附加值视角下，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考察中国的国际分工比

较优势与外部失衡之间的关系；周灏（2015）则利用类似的指标研究中国在世界

反倾销中角色地位变化，发现中国在反倾销中的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1.2.2 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研究

2009 年 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正式宣布美国将加入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不仅如此，

美国政府还游说 APEC中的其他经济体加入该协议。在美国的推动下，澳大利亚、

秘鲁、马来西亚、越南、日本等先后加入该协议。截止目前，TPP共有 12个成

员国，并且这十二个成员国都是 APEC的成员国。2015年 10月，跨太平洋战略

经济伙伴协议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美国、日本等 12个国家成功达成 TPP贸易协

定，结束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相较于 APEC的缓慢发

展，TPP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经济学领域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 TPP

的研究作为研究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焦点。

国内的学者主要关注亚太一体化的进程、有影响力国家政治经济战略、以及

对中国的影响。杨泽瑞（2010）探讨 TPP是不是实现亚太自贸区的途径，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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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中国国内消费与生产严重失调，投资过剩，中国急需走出去，而另一方面随

着 TPP的加强，使得亚太地区的发展越来越相互依赖，中国现阶段不得不进行

推动亚太合作。杜兰（2011）指出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构建 TPP的最主要三大因

素：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经济衰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逐渐减弱化和中

国经济迅速崛起所带来的威胁，认为美国最终目的是希望重返亚洲，能够在亚太

地区的经济合作中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机制，来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徐长文（2011）、赵晋平（2011）侧重分析中国要不要选择加入 TPP，指出由于

中国目前国内相关产业制度和转型不够健全，再加上不确定的国际大环境，因此

中国现阶段不应急于参与 TPP，但是应该对 TPP积极研究。李向阳（2012）指

出如果 TPP成为现实，那么亚太经合组织（APEC）就有可能会失去其影响力，

TPP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手段之一，由于中国目前未加入到 TPP，所以中国

的经济发展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则会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现状造成很大的挑

战。吴涧生、曲凤杰（2014）通过比较分析 TPP、中日韩自贸区等对中国经济影

响，指出短期内中国不加入 TPP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弱，但是长期看来，美国

重返亚太的战略必将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赵娜（2014）通过计算相关指

数，分析 TPP对中国出口带来的潜在冲击，指出如果 TPP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出口必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国外的学者也在不断关注 TPP的研究。Peter（2011）在其文章中指出美国

积极推动 TPP的发展是为遏制中国的一种战略手段。 Brock et al.（2013）指出

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不断发展，而 TPP成员国是其不断扩展的一部分原因。

Jeffrey et al.（2015）通过回顾亚太的贸易体系以及比较 TPP和 RCEP（东盟为主

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探讨在亚太的区域合作是选择 TPP还是 RCEP。

1.2.3 关于中国与 APEC 贸易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研究

关于中国与 APEC的研究文献方面，绝大部分的关注点在于中国加入 APEC

有利于 APEC成员国以及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加入 APEC 会迎来各种挑战，那么

中国就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进行应对。王慧（2003）比较中国在WTO和 APEC

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发现 APEC 的贸易对中国的影响较大，指出中国在 APEC

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较快。薛孝礼和刘衫（2003）评论说中国积极参与 APEC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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