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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机制

杨文龙 1, 2，杜德斌 1, 2，刘承良 1, 2，马亚华 2, 3

（1.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2. 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3.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 200235）

摘要：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地缘政治在内容

和形式上从以安全为主的高政治向以经济为主的低政治转变，地缘经济成为研究焦点。本文

运用空间探索性方法、碎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工具，揭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地缘

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演化的内部机制。结

论为：①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

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② 中国的优势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形成资金和技

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初级产品劣势日益显现；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异质化特征明显，

地缘经济联系呈现大国集聚效应和地理临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经济联系空间趋于均

质化，经济权力半径不断向外围拓展，不仅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与

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④ 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是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资本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

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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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纵观国际体系发展脉络，大国的兴衰和霸权的更迭无不受地缘法则的支配，和平崛
起的中国更需要地缘大战略的支撑[1-2]。不论是地缘政治或是地缘经济法则，均脱胎于国
际关系的理论推演和历史事件，构成了国家地缘大战略制定的指导性原则[2]。根据现实主
义的政治逻辑，地表有限的资源供给与人类无限的需求欲望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国家动物”在生存压力下会自发地运用以军事为支撑的国家力量去攫取更多生存空间和
战略资源，这一逻辑赋予了国家竞争的“零和”性质。因此，通过军事、政治活动的殖
民扩张获取国家资源成为早期大国地缘关系的常态 [3-4]。这正如德国地理学家 Friedrich
Ratzel所言，国家间地缘关系的本质是资源稀缺条件下“国家有机体”对“生存空间”
争夺。由于受Alfred Thayer Mahan“海权论”和Halford John Mackinder“陆权论”思想
的影响，世界关键海域和中亚地区遂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是原
子行为体（atomistic actors），是理性的自我主义者，对国家而言，若以交换机制摄取资
源的成本小于掠夺手段所付出的成本，则战争将不会发生。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分
工、世界市场的深化以及全球信息网络化给予了国家资源交换机制的可能，使国家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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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途径和手段日趋多样化，地缘关系主要矛盾逐步由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转变，地
缘经济亦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构成因素[5-6]。

所谓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优势、生产禀
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形成的合作、联合（经济集团）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经济关系[1]，
是一种以跨国经济组织为主要载体，以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为主要手段，附加国家及政
府意志的经济联系。地缘经济的研究起源于欧美地区[7]，以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面临历史性大调整为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缘经济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Luttwak[8]和O' Loughlin等[9]认为，国家军事实力重要性的减弱使地缘政治在国家地缘关系
中影响力下降，地缘经济因此成为大国关系的重点。Gibb等[10]发现，全球已进入区域主
义的主流形态，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更灵活的基于地域的生产
系统。O' Loughlin等[9]基于 1968-1992年全球商品出口的分析，发现世界形成了以美国、
西德和日本为核心的三大贸易集团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紧密联系并不断强化的地缘经济现
象。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地区性的经济衰退，致使贸易和投资活动空间缩小
并在区域内的流动加速，中美因此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地缘经济竞争中的潜在赢家[11]。
当前，由于受美国离岸平衡战略的影响，中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作用受到限制，但中国
在经济领域的战略辐射能力却日益加强[11]。国内学者对地缘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探讨其理论基础、产生背景以及研究范式[12-13]，阐释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间的关系[13-14]。
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大国以及周边国家间的地缘经济联系及其内在机制成为近年来的研
究热点[15-18]。更有学者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分析了中国地缘战略格局，指出中国宜把战略资
源投放到“低政治”领域，应用渗透性较强的经济手段[19]。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经济成为东亚经济的引擎和催化剂，带动了东亚地区第
二波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重心亦明显往东亚转移。因此，中国能否通过在全球范围内
构造地缘经济空间以维持自身并带动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已成为当今各国尤其是在精
英阶层普遍关注的重点[6, 20-22]。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地缘经济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定性描述
与总结，缺乏数理方法的研究，对现实的地缘经济空间相互作用与地理扩散的描述欠缺
客观性[23]。鉴于此，本文借助ArcGIS分析软件，基于中国与全球各国间的商品贸易额数
据刻画中国地缘经济，定量分析中国地缘经济的全球联系。根据贸易商品类型，运用显
性比较优势指数，从时间横向切片，揭示中国地缘经济的内部优势时序演化；采用空间
探索性工具，分析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空间特征以及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利用碎化指
数、均匀度指数分析中国地缘经济空间分布格局演化趋势，探讨中国与全球各国地缘经
济联系在时间上的演变规律和在空间的联系模式。最后，基于生产禀赋，采用灰色关联
分析工具，探究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内部机制，以期把握中国地缘经济的时空
演化规律及其内部决定因子，为中国未来地缘经济的布局、战略资源的投放以及国内经
济的调整寻找着手点，为中国地缘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选取商品贸易为主要指标，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规律。国家间地缘经

济的联系规模以及联系的密切程度是由国家间的经济贸易集中体现，贸易额能客观准确
地刻画一个国家或地区地缘经济联系情况，故选取包括中国贸易各类型商品进出口额、
中国与全球各国贸易额等数据，揭示中国地缘经济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中国生产要素
禀赋，中国地缘经济的时间演化以及空间内部结构演进受资本、结构、人力以及科技等

957



地 理 学 报 71卷

要素影响，故选取包括国内投资总额、利用外资、GDP、人均GDP、产业结构、劳动力
结构、科技投入与产出等数据，构建资本禀赋、结构禀赋、人力禀赋和科技禀赋4大类
型指标，探索中国地缘经济时空演化的内部机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联合国商品贸
易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The World Bank）。
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能可视化地描述数
据的空间分布规律，揭示数据的空间结构及相互作用机制[24]。全局Moran's I指数主要探
讨中国地缘经济在全球的分布特征；局部Moran's I指数主要探讨中国地缘经济在子区域
上的空间异质性；结合LISA图可直观地显示中国地缘经济的空间集聚特征。
2.2.1 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基于距离函数关系，该矩阵中的元素定义如下：

wij = ìí
î

1 dij ≥ d0
0 dij < d0

（1）

式中：dij是国家（地区） i和国家（地区） j重心点之间的距离；d0为设定的距离阀值，在
全球尺度下，给予距离建立空间权重矩阵更能准确地描述在全球内各国家（地区）间的
临近情况。以下使用的空间权重是基于距离定义的空间权重矩阵的行标准化处理，以确
保每一行的元素和为1。
2.2.2 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 全局Moran's I公式如下：

I = 1

∑
i = 1

n ∑
j = 1

n

wij

×
∑
i = 1

n ∑
j = 1

n

wij(xi - x̄)(xj - x̄)

∑
i = 1

n

(xi - x̄)2 n
i ≠ j （2）

式中：n为区域单元个数；xi和 xj为区域单位 i和 j的属性观测值； i = 1, 2, 3,⋯, n ； { }wij

为空间权重系数矩阵，表示各区域单元空间邻近关系。权重矩阵通过行标准化处理，计
算所得的全局Moran's I指数介于-1到1之间，[-1, 0)、0和(0, 1]分别为空间负相关、空间
不相关和空间正相关。

对于全局Moran's I指数的显著性检验通常采用双侧检验，检验统计量用Z统计量：

Z =
I -E(I)

Var( )I
（3）

2.2.3 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研究区域空间自相关的综合度量，是各
属性特征在各区域单元与邻近单元间的空间关系，无法反映空间的异质性。可用LISA
（Local Indicator of Spatial Association）揭示空间集聚特征以及空间相互作用情况。计算
公式如下：

Ii =Zi∑
j

wijZj （4）

Zi = ( )xi - x̄ / 1
n∑i = 1

n

( )xi - x̄
2

（5）

式中：Zi为区域单元 i属性观测值的标准化值； {wij}为空间权重系数的行标准化值。

2.3 空间模式
碎化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能准确地描述数据在总体空间上的分布模式，采用该模型以

揭示中国地缘经济在全球分布的变化情况。
2.3.1 碎化指数 中国地缘经济空间分布碎化指数，即不同国家或地区与中国贸易额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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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易总额的百分比平方根之和。假设 i国家或地区与中国贸易额为 xi (i = 1, 2, …, n) ，则

有：

yi = xi /∑
i = 1

n

xi （6）

I =∑
i = 1

n

yi （7）

式中：I为碎化指数；yi为 i国家或地区与中国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I的范围为

1~ n 。当 yi = 1时，I值最小，地缘经济空间分布高度集聚；当所有 yi都相等时，I值最

大，地缘经济空间分布绝对均匀。该模型可以测度地缘经济联系空间分布随时间演变的
集聚和分散的发展态势[25]。
2.3.2 均匀度指数 基于碎化指数，学者提出将空间面积的不均衡程度纳入公式，提出城
市均匀度指数模型。假设 i 国家或地区与中国贸易额为 xi (i = 1, 2, …, n) ，空间面积 Si

(i = 1, 2, …, n) ，则：

zi =(xi /∑
i = 1

n

xi)×(si /∑
i = 1

n

si) （8）

NI =∑
i = 1

n

z i （9）

式中：NI为均匀度指数；zi为 i国家或地区与中国贸易额占中国贸易额的比重与 i 国家或
地区空间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的乘积。NI的范围为0~1。NI越趋近与 0 时，中国贸易空
间分布越均匀。改进的模型克服了对空间面积考虑的不足，对衡量中国地缘经济分布集
聚和扩散程度有较强的参考意义[25]。
2.4 灰色关联度

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思想是对反映各因素变化特性的数据序列进行的几何比较：曲线
和几何形状越接近则说明关联度越大，反之亦然[26-27]。运用该方法测算中国地缘经济联系
的相关机制，分析中国地缘经济演化的主要动力。利用下述公式计算所有指标对应于中
国商品贸易额的关联系数：

ai(k) =
min

i
min

k
Δi(k) + Y max

i
max

k
Δi(k)

Δi(k) + Y max
i

max
k
Δi(k)

（10）

式中： Δi(k) = || X0(k)-Xi(k) 为指标 k的绝对差；Y为分辨系数，在 0~1之间变化，一般取

值为0.5，Y越小，分辨能力越强。
比较序列对应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一般取平均值，即：

Vi = 1
n∑k = 1

n

ai(k) （11）

根据关联度大小进行排序，关联度越大说明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关系越密切，比较
数列对参考数据的变化更具重要性。

3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

3.1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间演变
3.1.1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时间演变 中国地缘经济发展与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
变化呈现显著的相似特征和高关联度（图 1）。基于 1960-2012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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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缘经济联系划分为“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

（1）孕育阶段（1960-1978年），中国贸易发展停滞不前，地缘经济联系相对封闭。

1960-1978年，中国与全球的商品贸易总额年均为74.64亿美元，仅占GDP的6.92%，年

均环比增长率为 11.82%，其中 1973年中国贸易额环比增长率高达 74.29%，归功于 1972

年中国与全球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如：日本、德国、荷兰、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

家，打开了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大门。

（2）萌芽阶段（1979-2001年），中国贸易总额在波动中上升，仍未改变贸易总额偏

低的局面。该时期中国年均商品贸易额为 1852.24 亿美元，占 GDP 比重为 26.85%。是

1960-1978年均商品贸易额的25倍，年均环比增长率为15.51%。其中1979年中美正式建

立外交关系，进一步推动中国地缘经济发展，该年中国贸易额环比增长率高达42.10%。

（3）兴起阶段（2002-2008年），中国逐步构建多边贸易框架，对外贸易高速发展，

象征着中国地缘经济的兴起。该时期中国贸易均保持着年均 20%的增长率。到了 2008

年，商品贸易总额更是高达到 25632.6 亿美元，由 1978 年世界排名 32 位成为世界第 3

位。该时期，中国商品年均贸易额为21126.37亿美元。

（4）繁荣阶段（2009-2012年），中国地缘经济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国家贸易呈现

全面开放的格局。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整体颓势，导致2009年中国贸易出现负增

长，但不影响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势头。随后中国贸易继续以年均21%的增长率加速上

升，至 2012 年中国贸易总额高达 38671.2 亿美元，居世界第 2 位，占 GDP 比重高达

54.44%。地缘经济成为中国和平崛起不可或缺的环节。

3.1.2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商品类型的时间演变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逐步演变为工业制成品

出口导向。中国地缘经济起步时期，中国初级产品出口额高于进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

额低于进口额（图 2）。主要出口商品类型为：食品和活动物、饮料及烟酒、矿物燃料、

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和杂项制品；主要进口商品为：非食用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机械

及运输设备。当时中国生产力总体较弱，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中国加入WTO后，

伴随资本积累，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生产能力提升，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类型显著变化。初

级产品出现贸易逆差，呈现扩大趋势；相反地，工业制成品形成贸易顺差，呈现扩大趋

图1 1960-2012年中国贸易额与经济变化情况
Fig. 1 Changes of trade and economy in China during 196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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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2012年，中国工业制成品顺差高达 7646.85亿美元，主要进口商品集中于非食用原
料、动植物油脂及蜡、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和化学制品及有关产品；主要出口
商品集中于按原料分类制成品、杂项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表明中国成功跻身全球性
制造业大国的行列。
3.1.3 中国地缘经济优势的时间演变 考虑 2001年以前中国贸易量相对较小，故本文以
地缘经济兴起至繁荣阶段（2001-2012年）为时序，揭示了中国地缘经济优势从劳动密集
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表1），形成杂项制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的显著优势。2001-

2012年，中国仅 2001年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杂项制品的RCA①大于 2.5，其他年份各项商

品RCA均小于 2.5，表明中国不存在具有极强出口竞争力的商品。中国初级产品在国际
中处于比较劣势，RCA均小于0.8。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杂项制品在国际中具有较强比较
优势，各年份RCA均大于 2；按原料分类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在全球市场上具有优势，
但优势不显著。劳动密集型显性比较优势均呈现降—升—降—升的波动格局，受国际经
济影响较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中不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但其显性比较优
势指数却不断提高。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形成自主优势，尤其机械及
运输设备。这是十六大明确提出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导向结果。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略有上升，反映区域间
经济差异使中国仍然具有人口红利。
3.2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演变
3.2.1 中国地缘经济全局空间自相关 表2给出2001-2012年中国地缘经济的全局空间自
相关Moran's I指数的值。通过Z统计量检验，Moran's I指数在1%显著水平上均表现为极
显著。Moran's I 指数的值均为正，说明中国地缘经济在 2001-2012 年表现为正的相关
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现象，与中国地缘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临近，以及中国地缘
经济联系疏远的国家也互相临近。以 2008 年作为时间切片从横向来看，2008 年之前
Moran's I指数随时间推移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08年之后Moran's I指数随时间推移呈
现下降的趋势。这就说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地缘经济的空间格局发生
变化，空间集聚性逐渐减弱。

① 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是由Balassa（1965, 1989）原创性地提出，是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产品是否具

有比较优势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测度指标[28-29]。

图2 1980-2012年中国贸易结构
Fig. 2 The trade structure in China during 1980-2012

961



地 理 学 报 71卷

3.2.2 中国地缘经济局部空间自相关 中国地缘经济总体差异仅能反映其空间分异状况，
不能揭示空间相互作用，也不能表明地区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结合LISA集聚图反映中
国地缘经济局部格局及其空间关联模式。LISA集聚图将空间集聚程度分为4个类型：①
高高集聚区（H-H），该区域内的国家(地区)与中国有较紧密的地缘经济联系，并且其周围国家
与中国的地缘经济联系也较紧密；② 高低集聚区（H-L），该区域内的国家与中国有较紧
密的地缘经济联系，但其周围国家与中国的地缘经济联系较疏远；③ 低低集聚区（L-
L），该区域内的国家与中国地缘经济联系较为疏远，并且其周围的国家与中国地缘经济
联系也较为疏远；④ 低高集聚区（L-H），该区域内的国家与中国地缘经济联系较为疏
远，但其周围国家与中国有较紧密的地缘经济联系。随时间推移，四个类型的空间集聚
范围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图3）。

（1）高高集聚区（H-H）。主要集中在东亚、南亚和北美地区中经济水平高的国家或
地区。2001年该类型的集聚区核心的国家或地区仅有 4个，分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台
湾和加拿大。这些国家或地区及其周边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地缘经济联系密切，是中国地
缘经济联系的增长极。2005年该类型增加了越南和菲律宾。2009年该类型的国家或地区
增加至8个，分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
加拿大。2012年该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与2009年的相同。其中有7个地处亚洲，与中国临
近，且大部分为东盟的成员国或对话伙伴。中国具有与该类型国家(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要
素流动、文化交流、技术溢出等优势。

（2）高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分布在南美和非洲区域，该类型国家是墨西哥、
巴西和安哥拉，与中国距离较远，不具备地理临近优势，但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使得自

表1 2001-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商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Tab. 1 RCA indexes of foreign trade goods in China during 2001-2012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初级产品

SITC0+SITC1

0.770

0.715

0.644

0.548

0.521

0.489

0.450

0.397

0.401

0.420

0.428

0.409

SITC2+SITC4

0.478

0.404

0.335

0.279

0.281

0.224

0.191

0.199

0.175

0.162

0.164

0.155

SITC3

0.321

0.273

0.250

0.217

0.167

0.125

0.113

0.125

0.118

0.109

0.095

0.081

劳动密集型

SITC6

1.208

1.178

1.153

1.208

1.230

1.284

1.262

1.346

1.218

1.222

1.301

1.324

SITC8

2.593

2.472

2.330

2.236

2.239

2.242

2.264

2.307

2.180

2.220

2.324

2.430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SITC5

0.520

0.456

0.423

0.417

0.444

0.446

0.471

0.532

0.449

0.499

0.558

0.524

SITC7

0.885

0.972

1.091

1.168

1.234

1.270

1.315

1.399

1.46

1.467

1.494

1.477

SITC9

0.056

0.055

0.056

0.049

0.063

0.070

0.045

0.029

0.026

0.019

0.026

0.015

注：数据来源于作者计算与整理。当RCA > 2.5时，表示该行业出口在某国市场上出口竞争力具有极强的优势；当

RCA > 1.25时，表示该行业出口在某国市场上出口竞争力具有较强；当0.8 < RCA < 1.25时，表示该行业出口在某

国市场上有优势但不显著；当RCA < 0.8时，则表示该行业出口在某国市场上处于比较劣势或出口竞争力较差[30]。

表2 2001-2012年中国地缘经济的全局Moran's I
Tab. 2 Global Moran'I of geo-economics in China during 2001-2012

Moran's I

Z值

P值

2001年

0.210

8.103

0.000

2002年

0.214

8.155

0.000

2003年

0.220

8.286

0.000

2004年

0.230

8.541

0.000

2005年

0.224

8.343

0.000

2006年

0.230

8.479

0.000

2007年

0.230

8.479

0.000

2008年

0.225

8.206

0.000

200年9

0.218

8.022

0.000

2010年

0.216

7.880

0.000

2011年

0.219

7.874

0.000

2012年

0.219

7.92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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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与中国具有密切的地缘经济联系，并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具有一定差异。墨西哥作为中
国在北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国，与中国贸易具有高度互补性，双方形成密切的经济联
系。中国与巴西均为金砖国家成员，有助于中国与巴西经济联系的稳定。中国作为安哥
拉内战后重建的援助国，并且双边具有极强的贸易互补性，中国参与安哥拉的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出口大型机械、运输设备等高技术产品，进口石油、天然气等能源。

（3）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亚、南非和南美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该类
地区本身经济水平低、在空间上与中国距离较远。从空间分布上看，该类型的国家有
60~80个，所占比重较大，为30.3%~40.4%。从时间切片的横向来看，2001-2012年该类
型的国家个数有所减少，低低集聚区面积逐渐缩小。2001年该类型国家的个数为80个，
2005年为74个，2009年为69个，2012年为60个。表明中国与该类型国家间的经济联系
逐年加强，深化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联系。

（4）低高集聚区（L-H）。该类型的国家自身经济水平低，与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疏
远，周边国家与中国密切的经济联系无法带动其与中国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强化。2001年
仅有蒙古和朝鲜属于该类型国家；2005年该类型国家增加了老挝、柬埔寨和缅甸；2009
年和 2012年该类型国家基本与 2005年的相同。表明中国地缘经济在各区域（东亚、南
亚）内出现极化现象。

综上所得，地理临近的地缘优势以及中国市场强大吸引力，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具有
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潜力；而距离较远的国家按照与中国建立紧密的地缘经济联系基础
条件可分为两种类型：① 在同贸易框架下的高互补性；② 中国对能源的高需求性。
3.2.3 中国地缘经济空间趋于均质化 运用均匀度指数和碎化指数模型测算出中国地缘经
济联系在空间上总体趋于均质化。根据碎化指数模型，对中国与全球贸易总额进行计算
（表3）。碎化指数的取值应为1~15.26。2001-2012年中国与全球进出口空间分布碎化指数
的最小值为 7.34，最大值为 8.65，平均值为 8.02，计算所得的碎化指数仅略高于碎化指
数最高值的一半。进口与出口的碎化指数均略高于碎化指数最高值的一半，表明中国与
全球地缘经济联系空间分布的碎化程度并不高，在空间分布上既非绝对均匀分布，也没

图3 2001-2012年中国地缘经济联系LISA集聚图
Fig. 3 LISA aggregation maps of geo-economics in China during 20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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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集聚，处于高度集聚向绝对均匀分布过渡的中间。从时间切片横向来看，2001-
2012年碎化指数稳步上升，表明中国与全球贸易的空间格局趋于均质化。揭示了中国地
缘经济在全球联系趋向多向性，在国家选择上趋于多元化。根据均匀度指数模型计算中
国与全球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的结果可得（表3），2001-2012年中国与全球进口、出口和
进出口总额的均匀度指数稳步上升，与碎化指数结果相似，研究结果进一步佐证了碎化
指数的测度结果。

3.2.4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空间静态格局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
空间格局，分别对 2001-2012 年平均中
国对外贸易及 2003-2012 年平均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流量进行空间聚类分析①，挖

掘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
匹配特征。对比图4和图5可以发现，中
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不均衡，表现为相似的空间结构特征。
在全球尺度，高度集中于北美、西欧和
东亚，形成大三极的空间格局，非洲和
拉丁美洲均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
投资的冷区。在区域尺度，东亚主要集
中于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等与中国地
理临近且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北
美主要集中于美国；在西欧则主要集中
在德国、英国、法国；集中的核心区与
三大经济集团的空间格局相吻合。值得
注意的是中国对印度的贸易与直接投资
呈现相反地特征，贸易的强度远远高于
投资的强度，这与印度和中国是亚洲的
竞争性大国，国家竞争引起的地缘政治关系的零和博弈在对各国的投资产生排他性的原
因分不开。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异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地缘经济战略空间的
非均匀性，呈现了中国地缘经济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非洲和拉美地区作为中国地缘
经济的边缘区，是中国地缘经济的潜在战略空间，在中国地缘经济的空间结构中非洲与

① ArcGIS里的空间聚类分析法可以在分级数确定的情况下，依据聚类分析将中国对外经济数据以组内方差最小、组

间方差最大进行分级，有利于识别出中国地缘经济的潜在分类与空间分布模式，且能较好地保持数据的统计特性。

表3 2001-2012年中国贸易碎化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Tab. 3 Fragmentation indexes and uniformity indexes of trade in China during 2001-2012

出口碎化指数

进口碎化指数

进出口碎化指数

出口均匀度指数

进口均匀度指数

进出口均匀度指数

2001年

7.22

6.68

7.36

0.541

0.570

0.571

2002年

7.22

6.65

7.34

0.548

0.553

0.567

2003年

7.40

6.78

7.50

0.560

0.557

0.576

2004年

7.50

6.96

7.64

0.572

0.579

0.591

2005年

7.62

7.00

7.76

0.586

0.591

0.606

2006年

7.87

7.05

7.97

0.600

0.594

0.617

2007年

8.10

7.15

8.14

0.624

0.612

0.637

2008年

8.39

7.31

8.39

0.644

0.639

0.661

2009年

8.43

7.37

8.41

0.639

0.644

0.660

2010年

8.44

7.51

8.47

0.649

0.652

0.668

2011年

8.51

7.68

8.58

0.654

0.670

0.680

2012年

8.56

7.80

8.65

0.659

0.676

0.684

图5 2001-2012年平均中国贸易空间格局
Fig. 5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annual average of

trade goods during 2001-2012

图4 2003-2012年中国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空间格局
Fig. 4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annual average of

OFDI during 200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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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地区的空间等级应得到提升。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亦佐证了以中国贸易
为指标分析中国地缘经济的空间格局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

4 地缘经济联系内部机制

中国利用国内技术、资源或人力等要素专业化生产具有价格优势和规模优势的产
品，通过贸易满足全球市场多元化需求。运用灰色关联法测算2001-2012年中国对外经济
联系的生产要素禀赋（资本禀赋、结构禀赋、人力禀赋以及科技禀赋）与中国商品贸易
变化的关联程度。影响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关键因素为：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
平均工资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关联度依次为：0.862、0.849、0.823和0.822（表4）。从系
统类型比较，与中国地缘经济联系变化关联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资本禀赋、科技禀赋、人
力禀赋和结构禀赋。资本禀赋中，GDP与对外经济联系变化的关联度最高，为0.862；科
技禀赋中，技术成交额与对外经济联系的变化关联度最高，为0.822；人力禀赋中，年平
均工资与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变化的关联度最高，为0.823；结构禀赋中，第二产业就业人
口比与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关联度最高，为0.629。综上可得，中国地缘经济时空演化主要
内部机制是国内资本积累、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人口红利。虽然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
结构逐步升级，但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仍存在诸多不合理：首先第一产业劳动所占比
重较高；其次，产业优化深度不够，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由此呈现结构禀赋对中
国地缘经济发展的贡献能力较弱。

从经济地理的视角，区域的非均质性以及中国战略资源的稀缺性，要求中国地缘经
济联系以及战略资源空间投放要遵循效率最优、收益最大的原则[19]。国家地缘经济联系
基于生产要素禀赋，并遵循该原则，在全球范围内“自组织”地配置资源，相反地，资
源配置的空间分异是国家内部要素禀赋的地理投影。① 在全球经济二元空间结构下，中

表4 2001-2012年中国生产要素禀赋与地缘经济联系关联度
Tab. 4 Degree of gray correl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factor endowment and geo-economics in China during 2001-2012

系统类型

资本禀赋

结构禀赋

人力禀赋

科技禀赋

指标类型

投资水平

生产水平

消费水平

工业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就业结构

就业水平

劳动力水平

科技投入

科技产出

指标

投资总额(亿元)

对外直接投资

利用外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亿元)

居民消费水平(元)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比值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

就业人员合计(万人)

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年平均工资

就业人员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构成比

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万人)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亿元)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科技成果登记数

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中国论文总数

关联度

0.752

0.593

0.683

0.849

0.862

0.793

0.564

0.557

0.579

0.629

0.598

0.568

0.560

0.823

0.599

0.774

0.767

0.822

0.641

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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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亚洲经济的重心，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赋予中国与亚洲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地理区位是地缘经济的第一要素，自然地，中国与亚洲拥有着最为紧密的地缘经济联
系。而亚洲内部经济的差异性形成地缘经济驱动力的分化，中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高度的贸易互补性，人力生产禀赋和资本生产禀赋是中国与日
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的核心力量。由于中亚地缘环境动荡，地缘经
济联系的风险和成本高，中国的生产要素禀赋无法得以完全释放，基于二者的自然禀
赋，形成中国在中亚的能源进口型单向式地缘经济联系模式。② 非洲与拉丁美洲具有相
似的特征，即富饶的自然资源和亟待解决的民生与经济。其中，非洲与中国距离较近，
而拉丁美洲不仅距离中国较远，同时作为美国的后院将带来更高的政治成本，考虑到经
济权力空间扩张的阻滞效应，借助利益交换机制，利用资本与技术的相对优势，中国宜
向非洲和拉美集中和适当地投放高附加值资源，如资金、技术、管理和设备等。中国向
非洲和拉美出口电子机械、机械设备和汽车商品，进口矿物燃料与矿山的地缘经济联系
格局印证了中国战略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亦佐证了资本禀赋和技术禀赋是推动中国地缘
经济联系在空间上形成往非洲和拉丁美洲偏移趋势的重要力量。③ 中国人力要素禀赋和
结构禀赋正逐渐衰减，在中国与欧洲以及北美洲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地缘经济联系的紧
密度略微降低的格局中亦能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和北美是中国区外地缘经济
的主要联系方向，占中国贸易总额高达 30%。随着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循环体系的深化，
驱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国逐步丧失了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优势，与欧美地
区发达国家间由高度互补性的贸易结构向竞争性转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区域性，提供了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区域间转移的可能，使中国与欧美地区能继续保持高度紧密的地
缘经济联系。④ 根据中国内生动力变化，各地区在中国地缘经济板块中的角色也相应发
生改变。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生产要素禀赋在亚洲得以全面释放的引
线，更是中国地缘经济板块的一次大调整。欧美地区宜成为中国技术寻求型地缘经济联
系的主要区域，鉴于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因此，中国宜把技术寻求型
战略资源集中投放于西欧，以带动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与升级。

地缘文化与地缘政治是地缘经济的内生变量，地理临近的国家或地区天然赋予了它
们文化相近、政治相融的地缘优势。① 在周边地区层面，中国的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正
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31]。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或东南亚地区，地缘文化是促进中国
与这些地区保持紧密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区域层面，中国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和
可接受性是推动地缘经济辐射半径外延的关键因素。其中，非洲的核心价值文化与中国
文化的相似性构成了中非稳定的地缘关系，开拓了中国在非洲的地缘经济空间。在全球
层面，以华人华侨为基础的地缘文化格局是中国地缘经济在全球布局的重要纽带。② 地
缘政治影响和支配着地缘经济。中国与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的局势深刻地作用于地缘经
济，如中国与北亚地区紧密的地缘政治关系是地缘经济发展的基石。在中美博弈的地缘
政治背景下，东亚、东南亚与南亚的部分国家与地区作为美国的战略旗手，抑制了中国
与这些地区地缘经济的发展潜力。中亚政治格局的不稳定，带来了双边经济合作的高风
险和高成本。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的领导人的外事互访有力促进了地缘经济的联系，
呈现出高政治合作推动了低政治合作的模式。

5 结论与讨论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经济转型困难的时期，中国战略资源在全球更有效
率地配置，对于中国应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起到了有力的支撑。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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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时间演化上，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
段，其与国内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显著相关。自加入WTO，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呈现
高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指数维持着较高水平以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
较优势指数在波动中上升指示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
相关产业中竞争优势显著，显示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并逐步向科技创新型
国家迈进。中国的初级产品在全球中处于比较劣势，并趋于扩大，指示了中国能源和原
料高度依赖进口以及工农业之间发展不同步。这表明中国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同
时，应注意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以形成规模化、科技化和信息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同
时应注意能源安全问题，加强与能源进口国的联系，丰富能源进口国的选择。

（2）在空间演化上，中国地缘经济在空间阻滞效应作用下，总体上呈现核心—边缘
的二元结构特征，并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向发达国家集聚的倾向，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
近距离经济一体区、远距离自由贸易区和远距离能源来源区相结合的空间联系模式。中
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联系集聚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或地区，与欧洲主要集聚与西欧发
达国家，与北美洲主要集聚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大国，而拉丁美洲和非洲是中国地缘经济
联系的潜力区。在时间序列上，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空间格局的异质化程度趋于降低，中
国不仅保持与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的稳定，而且与非洲、拉丁美洲等
第三世界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趋于密切。

（3）资本、科技和人力三种要素的积累是中国地缘经济时空演化的内在驱动力，地
缘经济的空间格局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中国对外分工关系的地理投影。其中，资本
禀赋是核心驱动力，科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① 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以及全球资本要素自由流入中国，有效支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国内
对科技创新能力重视度日益提高，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强度大幅度增强，推动科技创
新能力提升。在要素结构的支撑下，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发展，并形成相对
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的优势，驱动中国地缘经济联系在空间上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
展中国家偏移。② 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对中国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贡献度较
高，中国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在贸易和投资总量却相对较低，与这些地区的市场潜力有限
的原因有关，更表明了中国的高级要素禀赋并未取得质的突破。

（4）本研究探讨发现，基于中国商品贸易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工具，能有效
地可视化中国地缘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作用特征，是空间变量引入国际关系分析的
可行方式。在全球尺度下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基于距离权重所划分地理单元的“邻近范
围”更接近现实。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不可量化特征，导致其无法定量地内生于
地缘经济的机制分析中而未对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对地缘经济的演化规律的影响做出定
量的分析。因此，笔者将会在接下去的研究中探究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相
互耦合作用，以期使地缘经济的机制分析更为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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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geo-economic connections of China

YANG Wenlong1, 2, DU Debin1, 2, LIU Chengliang1, 2, MA Yahua2, 3

(1.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62,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5,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conomics among countries has been distinctly enhanced
du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ization. In terms of its content
and form, geo-politics has shifted from a "high political area", which focuses on safety, to a
"low political area", which emphasizes economics, making geo- economics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es. Using tools including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Fragmentation
Index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this paper revealed China's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geo- economic connections at the global scale, and explore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by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1) China's geo- economic
connections have undergone 4 periods of "Inoculating - Sprouting - Rising - Flourishing",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2)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is currently dominant in China, but capital- intensive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gradually developing,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primary
goods is prominent. (3) China's economic power is heterogeneous across space. The geo-
economic connections could be identified as global powers' agglomeration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but it became homogeneous through time and the diameter of economic power has
continuously expanded. China has not only maintained stable geo-economic connections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pan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but
also strengthened connec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4)
Capital, technology and labor endowments are the main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spatial- 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geo- economic connections, among which capital
endowment is the key driving force, technology endowment is the important impetus and labor
endowment is the fundamental advantage.
Keywords: geo- economics; spatial- temporal evolution; production endowment; internal
mechanism;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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