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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合作組織起源於 1996 年 4 月，俄中哈吉塔五國元首於上海會晤，會談

的本意是為解決蘇聯解體之後各國家間邊境裁軍問題而非經貿合作，2001 年上

海五國加入烏茲別克成立上海合作組織，之後上海合作組織產生了質的變化，各

成員國元首們倡議進行全面性的合作。於經貿合作方面，2003 年 9 月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簽署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其中最重要的是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將推展於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實施貿易投資便利化，並訂定

出能源、交通運輸、電信、農業、旅遊等領域，為優先合作方向。本研究試圖透

過引力模型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對外貿易數據進行實證研究，以檢證上海合

作組織的經貿合作至今對於各成員國的影響程度。 

 

    關鍵字：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貿合作；引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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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上海合作組織(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成立於 2001 年 6 月 15 日，其成員國包括俄羅斯、

中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上海合作組織起源於 1996 年 4

月，俄中哈吉塔五國元首於上海會晤，為解決蘇聯解體之後各國家間邊境裁軍問

題並非經貿合作，2001 年上海五國加入烏茲別克成立上海合作組織，之後上海

合作組織產生了質的變化，各成員國元首們倡議進行全面性的合作。除了政治、

安全、軍事上的合作外經貿合作也是成員積極推動之議題，有關於經貿合作最重

要的文獻為 2003 年 9 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簽署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

經貿合作綱要」，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將推展於上海合作組織框

架內實施貿易投資便利化，並訂定出能源、交通運輸、電信、農業、旅遊等領域，

為優先合作方向。於 2004 年 9 月 23 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理於成員國總理會

議上通過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實施措施計畫」，成員國領

導人皆看好上海合作組織前景的發展，並確實落實多邊經貿合作。 

上海合作組織成立至今已有 11 年，成員國今對於拓展經貿合作本身皆具備

拓展經貿合作的基礎未來拓展貿易的潛力極大，於經貿方面，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總面積 3017 萬平方公里，占歐亞大陸面積 3/5，人口 15.1 億，占世界 1/4。成

員國不僅於經濟上有互補性，且地理上相互接壤也利於邊境貿易的發展。在能源

合作方面，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能源儲備豐富，俄羅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

斯坦擁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則位於歐亞大陸陸路要

衝，於能源過境利益上存在巨大潛力。在上海合作組織慶祝成立滿 11 週年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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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論文將透過對於文獻的回顧，以及這段時間成員國間貿易數據進行實證研

究，以檢證目前上海合作組織於經貿合作領域的成效。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問題在於，上海合作組織成立至今 11 年，其於經貿合作領域的成

效為何？促進貿易的流通一直是上海合作組織努力推展的目標，首先作者將透過

上海合作組織的各種文獻資料檢視各成員國於經貿合作領域的態度，並透過引力

模型實證上海合作組織經貿合作對各成員國外貿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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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論文將以文獻分析法和經濟模型的實證研究為主軸，文獻分析法為一種蒐

集各種既存史料以及官方資料等，來應證某件事情的主觀看法。本文首先將以文

獻分析法對上海合作組織所公佈的官方文件，學者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經貿合作所

發表的期刊論文，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經貿合作進行檢證，以了解上海合作組織進

行經貿合作的背景及現況。本研究的第二部分為經濟模型的實證研究，所運用的

模型為引力模型。對上海合作組織的各成員進行實證研究，並以上海合作組織做

為虛擬變數，藉以檢證上海合作組織成立至今經貿合作領域的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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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地理範圍包括上海合作組織所有成員國－俄羅斯、中國、哈薩克、

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文獻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公佈的相關

文件、國內外學者所發表的期刊論文、以及對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的相關報導

等，於實證方面，各成員國的進出口數據主要來自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IMF)、聯合國貿易和發展協會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以 1994 - 2009 年間的進出口數據以及人口、國民生產

毛額、雙邊首都距離僅行實證研究，並於 2001 年開始加入虛擬變數 SCO 以檢視

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貿合作之成效。本研究採所採之進出口數據始於 1994 年止

於 2009 年，由於俄羅斯與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於 1991 年至

1993 年間的進出口數據較不完整，故採用 1994 年之後之進出口數據。本研究之

實證部分於 2011 年初進行，最新出版的資料為 2009 年故採用的數據止於 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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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研究限制最重要的是語言上的隔閡，上海合作組織的

官方語言為俄文與中文，對於中亞成員國由於各國語言皆不相同，以及網際網路

發展不一，對於研究資料的取得以及第一手國家數據的取得不易，為求資料來源

統一以及資料取得的便利性，各國的進出口數據、人口變化，皆來自聯合國或 IMF

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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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從三個面向著手，分別為上海合作組織經貿合作的背景與進程；第二

個面向將把上海合作組織分俄羅斯、中國、中亞三方面分別討論其對於上海合作

組織的態度，第三，將以引力模型對各成員國的進出口數據進行實證分析。 

 

 

圖 1- 1 論文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繪製 

上海合作組織之經貿合作研究 

文獻探討 

引力模型實證分

析 
成員國對於經貿

合作態度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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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節安排 

    本論文共分五個章節對上海合作組織六個成員國進行探討，第一章為研究動

機、目的、章節安排節文獻回顧。文獻回顧分為兩部分，包括學者對上海合作組

織的討論以及引力模型之應用。 於第二章將針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進行

探討，包括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的基本架構以及合作的措施與合作現狀，合作

措施如成員國間投資貿易便利化，加快海關的效率、提高通關速度等，合作現狀

則包括能源、金融、交通等領域的合作現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對於經貿合作

的態度進行本章將上海合作組織分為三面向：俄羅斯、中國、中亞(哈、烏、吉、

塔)，探討三方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經貿合作有何分歧以及共同利益。於第三及

第四章中將透過引力模型對於六個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2001-2009 年的對外貿易

進行實證研究，以檢證上海合作組織的區域經貿合作對於各成員國有什麼影響，

及未來是否有更多合作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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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獻回顧 

ㄧ、上海合作組織的經貿合作相關文獻 

    上海合作組織以於「上海合作組織成立宣言」和「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中提

出要進行經濟合作，但大部分西方文獻仍多以政治、外交、區域安全、反恐等觀

點探討上海合作組織，一直到近幾年有關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的議題，才開始

出現於相關探討文獻當中。 

    Leland Rhett Miller (2004)「大博弈的新規則: 論上海合作組織所倡議的自由

貿易區」( New rule to the old great game: An assess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roposed free trade zone  )1 於文中作者首先對上海合作組織以及區

域經濟整合的歷史做了回顧，之後才開始對於上海合作組織期望未來成立自有貿

易區的倡議進行的分析與探討。作者認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家由於資訊不夠透

明且原始資料不易取得，無法對於上海合作組織未來希望成立自由貿易區倡議的

可行性做較精確的預測。作者認為上海合作組織的特殊性在於，不僅所占的面積

廣大資源蘊藏豐富，且位居於歐亞大陸的中心地帶各成員國間邊境相鄰，為推展

自由貿易相當有利的先天優勢。 

    作者認為上海合作組織要成為自由貿易區還有很長的路要走，無論是歷史上

或實務上的互信皆不足，且相互的貿易關係也有落差，作者把上海合作組織的貿

易關係分為中俄、俄國與中亞、中國與中亞，中俄間 2003 年的貿易額雖然有 15.6

億美元但占俄國與中國各自的外貿總額比例甚小，而俄國與中亞間一直保持著緊

密的關係，中國與中亞的貿易關係卻仍處於待開發階段，各成員國間相互不慎密

切的貿易關係將成為未來成立自由貿易區的阻礙。 

    作者認為上海合作組織未來經濟合作的基石在於能源，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

                                                 
1 Leland Rhett, Miller, "New Rules to the Old Great Game: an Assess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Proposed Free Trade Zone,"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Vol. 2003: No. 3, Artic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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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於尋找新的能源供應來源，日益重視亞洲市場的俄羅斯和急於尋找能源輸出口

的中亞國家將成為中國重要的來源。上海合作組織是否能以能源合作為基礎進一

步拓展區域經濟合作是值得我們觀察與期待的。 

    此文章完成的於 2004 年，於前一年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才簽署了多邊經貿

合作綱要，正式開始成員國間的經貿合作。當時的時代背景一切皆處於初始階

段，資料蒐羅不易。所以作者僅能以當時相關的聲明、報導，以及各成員國先天

的條件對上海合作組織成立自由貿易區的倡議加以分析預測，難以取得較精確的

實證結果。但是作者已點出能源為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的基礎，時至今日也證

實了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上能源的合作最受到廣泛的討論，合作的成效也最

為顯著。現今的時空背景與當時不同，中國與中亞的關係更為熱絡，中俄間的貿

易額也突破了 100 億美元，成員國相關的數據與資料皆比以前更容易取得，重新

檢視上海合作組織成立自由貿易區的可行性，結果必能更有利且精確。 

    Ingmar Oldberg (2007) 於瑞典國防研究院的專文「上海合作組織是區域強權

亦或指是紙老虎」 (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owerhouse or Paper 

Tiger ? )2 本文以上海合作組織合作的背景、組織架構、利益衝突、擴張必須面

對的問題等方面對上海合作組織進行探討，本文並非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

的專論，而是對於上海合作組組織的崛起進行多方面的探討。文中於經濟合作方

面作者提到上海合作組織，已從過去單純政治與安全的合作，轉向多方面的區域

合作包括貿易、科學、環境、文化等方面，於 2003 年開始上海合作組織展開了

多項區域合作計畫，計畫自 2005 年起 20 年內達成，科技、勞力、服務、資本的

自由流動，大型的經濟論壇，科技合作計畫紛紛展開。作者認為 2006 年俄羅斯

所提出的能源俱樂部構想，更可視為對北約與歐盟經濟力量的展現。 

    作者認為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是基於多項共同利益與目標，包括對抗恐怖

                                                 
2 Ingmar, Oldber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ower House or Paper Tiger? ” 

FOI-R-2301-SE(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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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分裂主義以及經濟合作等，但是上海合作組織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包括

化解利益衝突、合作制度仍不夠完善等，此外作者認為上海合作組織的長遠發展

繫於中俄關係，唯有良好的中俄關係上海合作組織才得以維持。 

    作者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探討方式與西方大部分文獻的討論方式一樣，著重

於上海合作組織政治上的影響力，以及上海合作組織本身是否存在著先天性的缺

陷，成員國間的共同利益以及利益衝突，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僅以較少

篇幅代過，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學者目前對於上海合作組織仍是保持著懷疑的態

度，文中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多為記敘性質，缺乏作者本身的意見及看

法。 

    Alyson J.K Bailes (2007) 等，於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發 表 的 專 文 「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3 以上海合作組織的區域安全為主軸對上海合作組織進行研究，並

分別探討了俄國與中國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態度，作者認為俄羅斯把上海合作組

織視為其提升國際地位的重要工具，另外俄羅斯更希望透過上海合作組織拓展其

與亞洲地區的貿易關係。俄羅斯希望在未來 10-15 年內將其 30％的石油產出出售

至亞洲地區，而中國更是其主要市場。 

    俄國雖然急於透過上海合作組織拓展亞洲市場，但對於中國提出上海合作組

織自由貿易區的議題，俄國的態度相對顯得較保守。俄國擔心一旦建立自由貿易

區其本身產品無法與中國競爭，以及大量的中國移民會造成俄國的社會壓力。俄

國目前最感興趣的經濟合作為能源領域，其他領域的合作則顯得較保守。 

    作者用了較多的篇幅探討了俄國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的態度，且明確

的點出了俄國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的態度，但仍出現目前西方文獻的共同

缺點，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僅止於文獻上的分析，缺乏實證方面的研究

                                                 
3 Alyson J.K , Bailer etc,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SIPRI Policy Paper 

No.1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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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佐證依據。 

    現今的西方文獻對於上海合作組織以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為主題的專書

或專論為數不多，西方文獻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的探討，大多存在於政

治、外交、專文專書中的子議題，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學者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經

濟合作處於觀察與懷疑的階段。 

    相較於西方文獻，中文文獻就顯得較豐富，包括許濤著的 「上海合作組織

－新安全關與新機制」、李鋼主編的「上海合作組織－加速退進的區域經濟合

作」、崔穎著的「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共同發展的新實踐」、邢廣程主編

的「上海合作組織研究」 、肖德著的「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問題研究」

等近幾年出版的文獻，對上海合作組織各方面的合作，雙邊貿易合作關係以及區

域經濟合作皆有較深入探討。 

    許濤，季志業(2001) 《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4中提到上海合

作組織處於歐亞大陸的中心地帶，組織內各國應盡快解決相互邊界上的爭議、更

新基礎設施發揮歐亞陸橋的功能。本書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最具體的建

議為各國應盡快展開交通上的合作以取得地緣經濟上的利益，且出版時間較早，

對於經濟的觀點主要集中有多少潛力，對於實質合作的措施或合作的成效並沒有

探討。 

    崔穎(2006)《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共同發展的新實踐》5作者在書中

分析了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本身、與中亞四國、與俄羅斯之間的經濟合作問題。

作者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對於組織的發展的重要性，上海合作組織的

合作應該以成員國間的多邊合作與雙邊合作同時進行，且區域經濟合作應該與政

治合作、科技文化交流、民間交流同步並進。目前上海合作組織仍處於初始階段，

仍有待各方不斷協調才成逐步實現多邊經貿合作綱要所訂定出來的目標。 

    作者認為區域內經濟發展不平衡是上海合作組織主要的問題之一，上海合作

                                                 
4 許濤，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北京：時事出版社 2002 年)。 
5 崔穎，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共同發展的新實踐，(北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7 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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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國雖然近幾年來經濟成長快速，但各成員國皆為經濟轉型國家，市場制

度雖然已經建立仍有許多問題待克服。俄羅斯與中亞間以及中亞各國本身存在著

傳統的聯繫，這些關係遠超過中國與中亞或中國與俄羅斯。雖然成員國間存在著

巨大的經濟互補性也有區域經濟合作的呼聲，但此區域的情勢複雜，在上海合作

組織中亦存在著同重疊的區域組織6周邊國家以及世界強國亦在中亞地區有著不

同的戰略訴求與利益。中亞複雜的地緣安全局勢、宗教問題亦對區域經濟合作有

直接的影響。中俄關係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亦相當重要，兩國為世界大國不

論其經濟實力以及政治地位於上海合作組織中皆相當重要，中俄關係的良性發展

將有助於帶動區域經濟合作。 

    作者認為世界上許多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之所以會遭遇挫折常是因為缺乏有

利且有效的協調基礎，今年來隨著中哈、中俄間能源合作取得較大的進展，組織

間的能源合作將可做為未來進一步合作的基礎。而為促進組織間貿易投資便利化

組織間的金融合作亦相當重要，於此書中作者對於組織間的金融合作亦有深入的

探討。不同於其他文獻，作者用了許多篇幅探討了中國、俄羅斯、中亞間區域合

作存在的矛盾。於經濟合作方面作者運用了雁型模式7預測了未來上海合作組織

的合作模式，作者認為中俄兩國將可如同東亞的日本一樣扮演領頭雁的功能。但

中國目前主要的產品能為技術層級較低的加工產品，俄羅斯雖然科技方面繼承了

大部分蘇聯的遺產，但如何運用於產業俄羅斯也處於發展階段，目前俄羅斯經濟

主要仍依靠能源原物料產業，中俄兩國是否的能如作者所預測產生技術轉移扮演

領頭雁的功能將有待我們繼續觀察。 

                                                 
6  上海合作組織除中國外其他 5 個成員國皆為獨立國家國協(CIS)的成員；中國以外五個會員國

亦為歐亞經濟共同體(EAEC)的成員。 
7 1956 年，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博士根據產品生命週期理論，提出產業發展的雁型模式。

用來描述後起國某一特定產業（如 19 世紀日本棉紡工業）產生、發展的過程。該學說認

為，在工業化初期階段，一些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和技術落後，不得不向發達國家開放

某些工業產品的市場。當這種工業產品的國內需求達到一定數量時，就為本國生產該種

產品準備了基本的市場條件和技術條件，國內逐步掌握了該行業的生產技術，並因資源

和勞動力的價格優勢佔領國內市場，最終實現該產品的出口，達到了經濟發展和產業結

構升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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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廣程(2007)《上海合作組織研究》8本書分別探討了上海合作組織的成立背

景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的安全合作、經濟合作、人文合作，其次探討了俄羅斯、中

國、中亞成員國以及觀察員國家對上海合作組織的態度，最後探討國際間對上海

合作組織的評價。作者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成立背景以及各方面的合作做了詳細

的記載，但大多為記敘性質，而作者也未對其加以評論與闡述自己的觀點。 

    鄭雪平(2007)著作 《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研究》9中指出上海合作組

織區域經濟合作，有利於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穩定發展，且有利於解決經濟發

展中資源、市場要素不足的問題，同時其他成員國也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提供了

重要的選擇，此外經濟一體化將提高成員國間相互融合的程度，為政治、安全等

其他面向的合作奠定基礎，區域經濟一體化將會使所有成員國皆獲得利益。上海

合作組織也以成型的政治、軍事、安全合作機構為區域經濟合作提供了政治安全

保障，成員間經濟結構上互補性強且能源儲備豐富，為區域經濟合作提供了經濟

基礎，各成員國間的地緣經濟利益與各成員國最近快速的經濟成長亦為區域經濟

合作提供了良好的條件。 

    肖德 (2009)於其著作《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問題研究》10作者認為上

海合作組織的區域經濟合作已取得了初步的成果，要了解上海合作組織的區域經

濟合作前景，必須先了解世界上區域經濟合作的形式和機制，做為分析上海合作

組織未來合作前景的基礎。於書中作者回顧了區域經濟發展的歷程與理論包括合

作博弈理論、聯盟理論、交易成本理論等對區域經濟合作加以分析。對於全球的

區域經濟合作成效，作者分別以 WTO 多邊貿易的角度、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組

織層次、成員國層次對區域經濟合作的成效加以分析，並以引力模型對南方共同

市場為例做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多邊貿易體制是相輔相成的，

區域經濟合作加速了貿易自由化的發展也強化了多邊貿易體系。 

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區域經濟合作作者應用引力模型、貿易結合度、雙邊貿

                                                 
8 邢廣程，上海合作組織研究，(吉林：長春出版社 2007 年)。 
9 鄭雪平，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研究，(大連：東北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7 年)。 
10 肖德，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問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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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專業化指數、顯示性比較優勢指數等，以貿易與發展潛力、貿易結構、政府態

度對上海合作組織合作的條件加以分析。不論是在雙邊貿易專業化指數或比較優

勢指數的分析所得之結果大致相同，上海合作組織間基於要素稟賦的互補性結構

強，上海合作組織應繼續推動貿易便利化，使各成員國充分發揮其經濟比較優

勢。作者認為上海合作組織雖然存在著巨大的貿易潛力但於政治、經濟等方面仍

然存在著許多阻礙有待克服。於經濟方面，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皆為經濟發展較

落後國家且成員國間經濟差距大，增加了經濟合作的難度。且成員國投資能力較

弱，相互投資不足易阻礙了區域合作的進展。六個成員國之中，中國與吉爾吉斯

已加入 WTO，成員國間經濟自由化程度不同也為經濟合作增加了困難度。 

    作者最後以中國為中心應用引力模型分析了中國對其他成員國以及四個觀

察員國家加以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存在著貿易創造

(trade creation)和貿易轉移(trade diversion)效應，且作者以觀察員國家未來會加入

上海合作組織的假設下亦對觀察員國家進行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與印度間存

在著巨大的貿易潛力。未來吸收觀察員國家進入上海合作組織將有利於組織內的

區域經濟合作與長期發展。 

    作者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做了完整的分析，作者於實證部分將未來

可能加入的觀察員國家(印、巴、蒙、伊)也進行實證分析得到對上海合作組織具

前瞻性的觀點，但是作者僅對中國的貿易數據進行研究，沒有其他國家的研究結

果為比較基礎，令讀者無法得知中國積極推動的經濟合作到底是基於中國本身的

利益或是成員國的共同利益。作者於書中有交代由於其他成員國數據蒐集不易，

所以僅對中國的進出口數據進行實證研究，其實俄國近幾年的進出口數據於俄羅

斯國家統計局網站皆可取得，作者若以俄羅斯國家統計局公佈的數據亦對俄國的

進出口進行實證研究，並比較兩大成員國受影響之差異，將可使本書中的研究更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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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力模型的相關文獻 

    引力模型(Gravity Model)是由物理學中的引力法則(Law of Gravity)，物理學

上的引力法則強調兩個物體引力與質量成正比，與距離成反比。用於經濟分析上

可討論兩經濟體間的經濟關係，如雙邊的貿易流量(Bilateral Trade Flows)。雙邊

的貿易關係與雙邊的經濟大小成正比，與雙邊的距離成反比。經濟學上的應用為

Tinbergen(1962)和 Poyhonen(1963)最早。其研究發現兩國貿易流量的規模與他們

各 自 的 經 濟 總 量 成 正 比 ， 雙 邊 相 距 的 距 離 成 反 比 。 Linnemann(1966) 、

Aitken(1973)、Sattinger(1978)等學者使用 Timbergen(1962)的函數，並加入出口國

與進口國的人口當解釋變數。Anderson(1979)則以引力模型進一歩指出兩貿易國

的出口量可以表示為兩國各別國民所得的遞增函數與兩國地理距離的遞減函數。 

    自 Tinbergen(1962)用引力模型解釋國際貿易現象以來，多位經濟學者進一充

實引力模型的理論基礎11。包括傳統的李嘉圖比較利益模型(Ricardo Model)、赫

紹基-歐林定理(Heckscher-Ohlin ,H-O 定理)等。Bergstrand(1985) 建構一個理論模

型12，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假設 N 個國家僅有一個生產要素，藉由追求效用

與利潤極大化的均衡模型，並於模型中放入貿易障礙與運輸成本進行數理推導。

第二階段刪除國際間商品完全替代假設，第三個階段將價格設為內生變數。研究

結果發現模型納入關稅和運輸成本與沒有放入的模型均衡結果一致，固可將其簡

化。由於部分假設如國際間商品的完全替代是不符事實，藉由逐步的放寬假設來

更接近現實世界的經濟活動，其中，收入是一般化(generalized)引力函數的指數，

而實證上物價與匯率對總貿易流量具顯著的影響。Frankel(1997)運用引力模型實

證各區域整合的貿易流量效果，且納入不同的虛擬變數包括文化、共同邊界、共

同語言、等，並指出引力模型為衡量貿易轉移和貿易創造相當有效的模型。其採

                                                 
11 Tinbergen,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Sugges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2.. 
12 Bergstrand, Jeffery H. “The Gravity Equ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om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67, No. 3, 
Aug1985, pp.47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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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965-1992 年之資料檢驗區域效果，當兩國屬同一區域時則虛擬變數設定為 1

否則為 0。所計算出的相關係數代表每一個區域間有多少貿易量可被歸為區域內

特定的貿易效果。其實證結果顯示各項變數的相關係數均十分明顯，其研究結顯

示當兩國 GDP 相關係數均小於 1 時顯示兩國 GDP 增加，雙邊貿易量並不會隨之

增加。以兩國距離而言，雙邊的相關係數為負，雙邊的距離增加雙邊的貿易量隨

之減少。而相同的語言、共同的邊界則對雙邊貿易有正面的影響。13 Frankel 

(1998)14分析國家間貨幣的一致性對區域內貿易的影響，並衡量區域貿易協定的福

利效果，以評估區域貿易協定對自由貿易的利弊。作者以 1970-1992 年的資料進

行分析，作者認為區域貿易組織除了增加區域內的貿易量，也會增加對其他國家

的出口。但是我們也須注意區域內貿易轉向所產生的影響。McCallum(1995)用引

力模型探討美國與加拿大之邊界效應15，加拿大與美國有共同的邊境且近乎相同

的語言，以及相類似的文化對區域貿易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邊境對於貿易流

量有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在北美自由貿易協定簽訂之後，共同邊境消失產生了

極大的貿易創造效果。Stone(2000)16利用引力模型研究外人直接投資(FDI)和貿易

流量的關係，研究結果證實在亞太地區貿易流量和 FDI 有正向關係，貿易帶動

投資流量的效果大於投資帶動貿易的效果，兩國間的距離對雙邊貿易有影響對於

FDI 則無。 

    M. Kabir Hassan(2000)17採用 1996 年和 1997 年 27 個國家數據，建立引力模

型分析東南亞區域合作聯盟(SAARC)的內部貿易，經過實證分析得出，SAARC

                                                 
13 Jeffrey.A, Frankle, Regional Trading Bloc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 
14 Frankle, Jeffrey.A Regional Trading Bloc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 
15 John McCallum, “ National Boarder Matters: Canada-U.S. Regional Trade Patter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Vol. 85, No.3,Jun1995, pp.615-623. 
16 Susan F., Stone,“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omplementarity, 

Dista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Vol.15, No.3(2000), 

pp.460-484. 
17 M. Kabir Hassan, “Is SAARC a viable economic bloc? Evidence from gravity model,”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2,Feb2001, pp.26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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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貿易創造效性。Clausing(2001)18估計了在加拿大與美國的 FTA 中，存在大量

貿易創造效應。證實了 FTA 推動了美國和加拿大的貿易，使兩國貿易量愈大，

但對其非成員國影響較小。Wall(2002)利用引力模型實證日本是否會在經濟整合

的潮流中遭到邊緣化，並且計算區域組織內的區內貿易效果、區域組織對區域外

的進出口效果以及區域組織對日本之進出口效果。研究選定 1982、1987、1992、

1997 年四年為觀察點，並以北美自由貿易區(NAFTA)、歐盟(EU)、東協自由貿

易協定(AFTA)、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安地略集團(Andean Community)、

紐澳緊密關係協定(CER)等六個區域內國家 70 個加上日本 71 個進行實證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日本對 NAFTA、AFTA、CER、MERCOSUR、Andean Community

的出口因為這些區域內的貿易轉向效果(Trade Diversion) 而有衰退的現象。此外

引力模型亦被用於分析貿易創造和貿易轉移效應外，也被用於分析國家與國家之

間的貿易潛力。Kalbast(2001)採用 76 個樣本國數據，透過將國家分為發展中國

家和工業化國家兩類，用貿易流量考察雙邊貿易發展階段所產生的影響，來分析

伊朗的貿易量和貿易方向。Rahman(2003)選取了如：開放程度、匯率等經濟因素，

採用縱橫斷面數據分析(Panel data Analysis)的方式預測了孟加拉的貿易潛力。

Amita Barata(2004)19運用引力模型採用 2000 年的截面數據，將 GDP、人均 GDP、

距離、鄰國、共同語言、殖民歷史、內陸、島國和區域貿易安排作為解釋變數。 

    關於引力模型在上海合作組織內的應用，陳軍(2008)20利用引力模型探討中國

新疆與周邊國家的雙邊貿易關係。研究新疆 2004 年與 34 個主要貿易夥伴間的貿

易關係，研究的變數中加入上海合作組織(SCO)，因為新疆是中國與上海合作組

織各國接壤的地帶，SCO 各國占新疆對外出口量超過 50％。在虛擬假設變數中

加入 SCO 的結果證明對於新疆無論貿易的流量或流向都有正面的增長。李欽 

                                                 
18 Kimberly A. Clausing, “Trade Creation and Diversion in Canada-United State Free Trade  

Agree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4 No.3,2001,pp.677-696. 
19 Amita Batra, “India’s Global Trade Potential: the Gravity Model Approach, ”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Working Paper No.151,Dec2004. 
20 陳軍，「基於引力模型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貿易流量影響因素比較」，華東經濟管理，第

25 卷第 2 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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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1採用新疆 2005 年對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的進

出口流量進行引力模型分析，分析結果表明不論雙邊的 GDP、空間距離、還有

SCO 三個變數都顯示出相互關係密切，在相互貿易潛力上中亞國家與新疆存在

著巨大的貿易潛力，經濟整合的前景是可期待的。畢燕茹(2010)22利用 1998-2006

年中國對中亞五國的出口數據進行實證，實證結果得出中國的 GDP 成長與中亞

國家的 GDP 成長有正面的關係，中國的經濟成長也將帶動中亞地區的經濟成

長。研究中加入 SCO 變數顯示出 SCO 對於中國對中亞國家的出口呈負相關，但

作者對中國與中亞五國的進出口總量進行分析結果顯示出，SCO 對於中國與中

亞國家的進出口總額成正相關但解釋力尚不明顯，作者認為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

作尚於初始階段，尚需未來證具體更明確的政策制定。 

                                                 
21 李欽，「貿易引力模型對中國新疆與中亞四國貿易流量的實證檢驗及出口潛力分析」，改革與

戰略，第24卷，11期(2008)。 
22 畢燕茹，「中國與中亞五國貿易潛力測算及分析——貿易互補性指數與引力模型研究」，亞太經

濟，第 3 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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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上海合作組織的經貿合作 

第一節 上海合作組織之經貿合作背景 

   上海合作組織前身為上海五國，五國的領導人於多次會議中提到，應加強該

組織的經貿合作，隨著上海合作組織的建立與發展，經貿合作組構想逐漸為各國

領袖所重視。從 1996 年 4 月中俄哈吉塔五國元首在上海合作組織首次會晤以來，

上海合作組織的經貿合作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 1996 年 4 月至 2001 年 6 月，1998 年 7 月 3 日上海五國元首於

阿拉木圖進行第三次會晤，於會議上各成員國第一次提出在互利互惠、講究實效

的原則基礎上，進一步密切五國彼此之間的經貿合作，並提出了經濟合作應遵循

的基本原則。1999 年五國元首在上海「比什凱克聯合聲明」中再次重申了根據

平等互利原則展開多邊經貿合作。2003 年五國元首在上海「上海合作組織元首

宣言」23 中進一步提出，在平等互利原則基礎上，在五國框架內發展經貿夥伴關

係，提高上海五國的多邊合作。 

    第二階段始於 2001 年 6 月至 2003 年 9 月，2001 年 6 月中俄哈吉塔烏六國

元首在「上海合作組織成立宣言」中宣布：上海合作組織將利用各成員國間在經

貿領域合作的潛力，努力促進各成員國間雙邊與多邊的合作，進一步發展多元的

合作。自此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區域經貿合作正式展開，之後舉行了多次總理和

經貿部長會晤，並簽署了包括「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於區域經濟合作的基本目

標和方向及啟動貿易和投資便利化進程的備忘錄」在內的經貿合作法律文件。 

    第三階段 2003 年 9 月至今。2003 年 9 月 25 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理

在北京舉行了定期會晤，簽署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綱

要指出了未來經貿合作的基本目標和任務，合作的優先方向和領域，他的簽署標

                                                 
23 上海合作組織官方網站，http://www.sectsco.org/CN/show.asp?id=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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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著上海合作組織的經貿合作正式步入了實質性的階段。在綱要中訂定了包括上

海合作組織總理會晤、經貿部長會晤、以及各專業工作組的機制，擴大合作領域，

並成立了上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與銀行聯合體，啟動了貿易投資便利化以及

經濟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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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合作組織的宗旨 

    根據「上海合作組織憲章」24，上海合作組織的宗旨是加強各成員國之間的

相互信任與相互友好；發展多層面的合作，維護和加強地區和平、安全穩定，共

同打擊恐怖主義、分裂主義和極端主義，打擊非法販賣毒品、武器和其他跨國犯

罪活動，以及非法移民；鼓勵展開政治、經貿、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

旅遊、環保和其他領域的有效合作。此外，該地區的宗旨和任務包括在平等夥伴

關係基礎上，通過聯合行動，促進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均衡發展，不斷

提高各成員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條件；在參與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協調立

場，根據成員國的國際義務和國內法，促進人權的保障及基本自由；保持和發展

與其他國際組織的關系；在防止與和平解決國際衝突中相互協助；以共同面對未

來世界所出現的新問題。 

                                                 
24 上海合作組織官方網站，http://www.sectsco.org/CN/show.asp?id=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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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海合作組織的原則  

   「上海合作組織憲章」規定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堅持的原則及相互尊重不

侵犯國家主權、獨立、領土完整及國家邊界不可破壞，互不侵犯，不干涉內政，

在國際中不使用武力或以武力相威脅，不謀求在比鄰地區單方面的軍事優勢；所

有成員國一律平等，在相互理解及尊重每一個成員國基礎上謀求共識；在利益一

致的領域逐步採取聯合行動；和平解決成員國間的分歧；上海合作組織不採取有

悖於該組織的任何違法行為；認真履行在憲法及該組織內通過的其他文件中所承

擔的義務。上海合作組織奉行不結盟、不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及時對外開放的原

則。與其他國家及有關國際組織展開各種形式的對話、交流與合作，在協商一致

的基礎上吸收認同該組織框架內的合作宗旨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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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合作組織經貿合作相關文件 

    上海合作組織的法律框架包括自上海五國到上合組織正式成立之後歷次元

首會議達成的協定、聲明及其他文件。 

表 2- 1 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相關文件 

簽署地點 文件 年份 

哈薩可斯坦阿拉木圖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

關於區域經濟合作的基本目

標及啟動貿易投資便利化的

備忘錄 

2001.9.14 

中國上海 上海合作組成員國政府間關

於經濟合作的基本目標及啟

動貿易投資便利化進程的備

忘錄議定書 

2002. 5. 28~29 

中國北京 上海合作組織多邊經貿合作

綱要 

2003. 9. 22~23 

俄羅斯莫斯科 上海合作組織關於多邊經貿

合作綱要措施計畫的決議 

2004. 9. 14 

俄羅斯莫斯科 關於建設上海合作組織區域

經濟合作網站問題的諒解備

忘錄 

2004. 9. 14 

吉爾吉斯比什凱克 關於上海合作組成員國多邊

經貿合作綱要落實措施計畫 

2004. 9. 23 

俄羅斯莫斯科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實業家

委員會章程 

2005. 10. 25 

俄羅斯莫斯科 上海合作組之銀行間合作協

定 

2005. 10. 26 

吉爾吉斯斯坦比什凱克 上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

決議 

2007. 8. 16 

塔吉克斯坦杜尚別 上海合作組織對話伙伴條例 2008. 8. 28 

塔吉克斯坦杜尚別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杜

尚別宣言 

2008. 8. 28 

資料來源：整理自上海合作組織網站 http://www.sect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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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合組織經貿合作的基本架構 

(一) 主要會議機制 

    在上海五國時期，首先建立了每年一度的元首會議機制，之後為準備元首會

議而啟動了外交部長會議機制，為加強安全合作成立了執法安全部門的領導人合

作機制「比什凱克小組」，召開了國防部長會議，還準備建立協調委員會。上海

合作組織成立後，根據「憲章」有關規定，陸續啟動了包括總理會議、各部門領

導人會晤、國家協調員會議等機制。 

1. 元首會議機制 

    國家元首理事會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最高領導機構，負責研究、制定上海合作

組織合作與活動的戰略優先領域和基本方向，通過重要文件。元首會議是上海合

作組織的最高行政機構。工作方式是召開例行會議，元首例行會議每年舉辦一

次，按照成員國國名的俄文字母順序輪流在成員國舉行，舉辦例會國家的元首擔

任主席，任期一年。如果有成員國元首倡議，並經其他成員國同意，可召開元首

會議非例行會議，一般在倡議國舉辦，元首會議主辦國之主席被視為組織輪值主

席。25 

    根據 2002 年峰會通過的「上海合作組織憲章」及 2003 年峰會通過的「上海

合作組織成員國國家元首會議條例」的相關規定，上海合作組織元首會議的職能

在於：研究確定上海合作組織開展多層次、多領域的合作戰略、前景和優先方向；

通過制訂和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以及與其他國際組織和國家之間相關法律

的決議；就落實上海合作組織憲章規定的各項宗旨和任務，包括舉行成員國各部

門領導人會議，以研究展開相關領域相關協作的具體問題，通過原則性決議；解

決上海合作組織及其常設機構內部的建制和運作，與其他國家相互協作的原則性

問題；任免上海合作組織內部常設機構建立和終止其活動決議；通過上海合作組

織關於擴展新成員、給予其他國際組織和國家對話夥伴國和觀察員或者取消其地

                                                 
25邢廣程編，上海合作組織研究，(吉林：長春出版社 2007 年)，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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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決議；研究上海合作組織面臨的緊迫國際問題。 

    以有關上海合作組織元首會議的規定和實際運作分析，元首會議對上海合作

組織的發展方向、優先合作領域、新組織成員的身分選擇以及對既有成員國的身

分有決定權，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最高決策機構，展現出了各國元首之間的平等協

商原則性一致性等特點。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提供了重要的基石。 

2. 各國總理會議 

    根據上海合作組織憲章和相關條例規定，各國總理每年召開一次例行會議，

會議參照各成員國預算法規定，地點由成員國總理預先商定。總理會議舉辦國的

總理擔任主席。如果由任何一個成員國政府總理倡議並經其他國同意可召開非例

行會議。 

    總理會議的職能： 

(1) 批准上海合作組織的年度預算 

(2) 研究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發展多邊合作的戰略、前景和優先方向； 

解決各領域特別是經濟領域發展合作的原則問題，包括在組織框架內締

結相關政府間條約文件 

(3) 批准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機構執行委員會的機構編制 

(4) 通過關於舉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各部門領導人會議以及研究各領域展

開合作的具體問題的決議 

(5) 監督各部門領導人會議工作和會議決議的落實以及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

的共同經濟方案的實施情況 

    總理會議主席的權力包括：主持會議和組織總理會議工作；在組織秘書處的

協助下，領導提交總理會議審議問題的準備工作，包括監督總理會議決議的執行

情況；在組織秘書處職權範圍內向其授權，包括對組織各機構運作和相互協助進

行總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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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部門領導人會議 

    各部門領導人會議根據需要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舉行，地點由各方協商確

定。如果三分之二成員國相關部門的領導人與會，會議被視為有效。上海合作組

織框架內以建立了總檢察長、國防部長、交通部長、文化部長、最高法院院長、

教育部長等部門領導人的年度會議機制。 

    各部門領導人會議的職能：為元首會議政府總理會議準備關於在上海合作組

織憲章規定的有關領域展開合作的建議；落實元首會議和政府總理會議有關建立

和發展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各領域合作的決議；制定有關領域合作的計畫和項

目；協調和監督以上計畫的實施，包括確保成員國相關部門之間進行確實合作；

促進經驗和信息交流，以解決發展合作的具體和長遠問題；協調成員國有關非政

府機構建立互利合作；就具體問題與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相互協作，並在自身職

權範圍內，除元首會議和政府總理會議之外的上海合作組織其他機構相互合作。 

    上海合作組織經貿部長會議分別於 2002 年 5 月在上海、2003 年 9 月在喬爾

潘阿塔市、2004 年 9 月在塔什干、2004 年 9 月在莫斯科、2005 年 2 月在比什凱

克、2005 年 10 月在杜尚別、2006 年 8 月在塔什干舉行，2007 年的經貿部長會

議在哈薩克斯坦舉行，經過長時間努力，成員國經貿部長會議機制更加完善。機

制內包括部長會議、高官委員會和專業工作組，擔負著落實峰會及總理會議在經

貿領域的決議、協調和推動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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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常設機構 

    (一) 秘書處 

    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為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活動提供組織、技術和信息保

障，就編制組織年度預算提出建議，統計和保管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通過的文

件。秘書處的活動應遵循憲章、成員國國家元首會議、政府總理會議、外交部長

會議和國家協調員理事會的決議以及秘書處條例。秘書處有權在職權範圍內以秘

書處名義簽訂民事法律文件，獲得處置動產和不動產，作為原告或被告出庭，核

算費用並為此擁有相應的帳戶和資金。 

    秘書處的主要職能包括： 研究和彙總各成員國就上海合作組織機構會議議

程提出的建議，並在此基礎上就上海合作組織各機構會議的初步議程、日期和地

點向國家協調員理事會提出建議；組織成員國代表提交給上海合作組織機構會議

審議的文件進行磋商；與會議舉辦國相互合作，為上海合作組織機構會議提供組

織技術保障；參與制定落實上海合作組織機構決議的文件草案；制作和發行組織

的消息簡報，建立和維持上海合作組織網站的運作；制定上海合作組織機構工作

計畫草案，並提交國家協調員理事會批准；向成員國索要保障組織機構工作必須

的信息指南。建立與組織運作有關問題的資料庫；準備關於組織和秘書處活動經

費的建議，提交預算及決算報告，對會費繳納、上海合作組織預算執行和秘書處

活動經費的建議，提交預算及決算報告。秘書處經費以組織預算中撥付，該預算

由各成員國按一定比例分攤逐年繳納，並用於常設機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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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上海合作組織經貿合作架構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上海合作組織網站 http://www.sectsco.org/ 

 

(三)民間機構的交流機制 

(1) 銀行間聯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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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期間，成員國簽署了 《上海合作組織銀行間聯合體協議》。此次總理會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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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期代表銀行：中國國家開發銀行、俄羅斯外經銀行、哈薩克開發銀行、烏茲

別克國家外經銀行和吉爾吉斯儲蓄銀行。銀行聯合體成立的主要目的為已開發金

融合作的方式取代過去的財政和捐贈融資等方式，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合作項

目提供資金。上海合作組織銀行間聯合體是以俱樂部形式的合作機構，不設法律

機構而由成員國指定的發展和商業銀行組成，依據市場原則對上海合作組織通過

的區域經濟合作項目組織銀行貸款、融資，共同實現各國政府的發展目標。 

上海合作組織銀行聯合體理事會第二次會議於上海舉行，於會中確立了銀行

聯合體的未來發展途徑。並批准了有關銀行聯合體組織職能的相關文件，其中包

含銀行聯合體理事會的工作條例、管理原則，以及銀行聯合體成員間授信的框架

原則。俄羅斯對外經濟銀行行長福拉基米爾迪米里特耶夫當選上海合作組織銀行

聯合體第二任主席。會議宣布正式納入吉爾吉斯共和國結算儲蓄公司成為會員，

至此上海合作組織所有兩個成員國指定的銀行皆被納入上海合作組織銀行聯合

體。在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銀行聯合體簽署了六個項目合作協議，總金額為

7.415 億美元。各銀行聯合體成員簽署了 《上海合作組織銀行聯合體理事會工作

條例》、《上海合作組織銀行聯合體項目庫建立和管理的總原則》、《關於上海合作

組織銀行聯合體成員行間授信的架構原則》等文件，這也標示著銀行聯合聯體的

制度框架建立完成。 

(2) 實業家委員會 

    於 2004 年 9 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貿易部長第三次會議上，成員國一致同

意在各國工商協會和相應機構的基礎上建立上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上海合

作組織政府總理理事會於 2004 年 9 月通過專門決議，批准成立專家工作組，具

體研究實業家委員會的建立原則與運行方式，並決定成立上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

員會。2005 年 10 月 25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理在莫斯科會晤期間，實業家委

員會召開了第一次理事會議，並通過了 《上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章程》、《上

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大會規章》、《上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裡是會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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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並決定將其提交上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成立大會批准26。 

    2006 年 6 月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峰會期間，上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在上

海召開成立大會，表決通過實業家委員會章程和相關規章；推選俄羅斯聯邦委員

會副主席梅金采夫為理事會主席；決定於莫斯科設立實業家委員會常設秘書處。

各國元首見證下簽署了 《上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成立大會決議》。至此，上

海合作組織實業家委員會完成了組織和法律建設，開始正式運行。 

    實業家委員會的主要目的為推動成員國於貿易、金融信貸、科技、能源、交

通、通信、農業及其他領域合作；加強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與其他國家經濟金融

組織、工商會及企業的相互合作與交流，協助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時業界開發境

外經營活動。 

                                                 
26邢廣程編，上海合作組織研究，(吉林：長春出版社，2007 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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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成員與上海合作組織之經貿合作 

    一、 俄羅斯與上海合作組織之經貿合作 

    起初俄羅斯於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貿合作中態度較不明朗，身為上海合作組

織中的大國，俄羅斯對於區域經貿合作投入較中國少。但於近年來俄羅斯總統於

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的發言中可以看出，俄羅斯對於發展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貿

合作的態度轉為積極。於 2008 年杜尚別峰會上，俄總統梅德維傑夫提出，上海

合作組織經濟合作既需要考慮組織的特點，也需符合國際經濟發展的主流。俄羅

斯認為，發展陸路交通運輸設施、修建跨洲際交通幹線、建立能源俱樂部27、擴

大銀行合作、引進現在化信息技術等28
。 

    在 2009 年上海合作組織葉卡捷林堡峰會上，對於經貿合作雖然沒有新的進

展，但俄羅斯針對國際金融危機，俄方認為應加強相互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俄

羅斯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各成員國應制訂更透明的金融監管制度，消除金融危機對

各成員國造成的衝擊為上海合作組織之後幾年的要務。為此成員國應該加強能源

對話，完善能源合作組法律基礎。上海合作組織經貿部長會議下，俄羅斯領導兩

個工作組，海關工作組與能源工作組。海關工作組為各工作組中活動最為頻繁

的，2003 年成立至今共召開 13 次會議，這也反映出俄方對於加強海關合作的重

視。在該工作組下，成員國簽署了「海關互助協定」、 「能源信息交換議定書」 

等文件。由俄羅斯所領導的另一工作組能源工作組，目前召開了 3 次會議。俄羅

斯於 2006 年提出了上海合作組織能源俱樂部的構想，希望利用上海合作組織為

平台將中亞以及裏海附近能源蘊藏豐富的國家做為對於能源需求大國中國的聯

繫。

                                                 
27 Dr. Sergei Kolchin, “Russia initiates SCO energy club”, RIA Novosti, 21/06/2006 

http://en.rian.ru/analysis/20060621/49855458.html 

28須凱同編，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發展歷程與前景展望(北京：人民出版社 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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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之經貿合作 

    中國做為上海合作組織中最重要的國家，也是推動區域經貿合作最積極的國

家。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區域經貿合作，中國最重要的倡議為拓展投資貿易便利

化，降低貿易成本、統一標準、簡化程序、便利化投資合作增加貿易和投資的成

效。針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海關程序、標準一致化、商務流動和監管方面存

在著各種壁壘，阻礙了區域內各成員國貿易壁壘現狀進行分析。中國學者採用引

力模型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進行實證研究29，研究結果表明以 2002-2003 年當

時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之間的貿易水準計算，在海關程序(CP)指標值改進 10％

情況下 ，區域內貿易額將增加 100.71 億美元。在標準一致化(SC)指標值改善 10

％的情況下區域內貿易額將增加 102.11 億美元，在商業流動(BM)指標值增加 10

％的情況下，區域內貿易額將增加 8.98 億美元。中國方面依據研究結論的建議，

至力於改善各成員國的貿易便利化情況，特別是海關程序和標準一致化兩項主要

指標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推動貿易便利化的重要任務。 

                                                 
29李鋼，上海合作組織－加速推進的區域經濟合作，(北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2004 年)，頁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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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亞成員國與上海合作組織經貿合作 

    中亞國家對於參加上海合作組織的目標與目的不一，但加強成員國間的經濟

合作無疑為成員國間主要的共識。中亞國家希望透過上海合作組織的經貿合作帶

動本國經濟發展，此為推動區域經貿合作重要的動力。中亞各國對於上海合作組

織的期望為： 

1. 有利於主權鞏固 

2. 有利於解決本國社會、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中的困難 

3. 為中亞各國創造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 

4. 成為中亞各國與世界接軌的橋樑 

    上海合作組織中亞成員國注重上海精神中的平等、協商原則，不希望該組織

成為由中、俄兩國所宰制的機制，希望上海合作組織成為實施大國平衡外交的新

平台，以實現本國的利益和目標。 

    中亞國家希望藉助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貿合作解決與自身發展關係密切的

問題主要有： 

    1. 解決資金缺口問題，中亞國家普遍投資不足，國家經濟發展主要靠對外 

        舉債，外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相當高的比例。中亞國家希望上海合作組織 

        能夠給他們帶來更多的外人投資和財政援助。 

    2. 解決緊迫的交通運輸問題。中亞國家處於歐亞大陸的中心地帶，全部皆 

        為內陸國家。中亞國家需要中俄提供出海口，希望成為歐亞間的貨物過 

        境運輸走廊。 

3. 解決資源發展問題。中亞國家擁有豐富的資源，但自身發展、加工和運   

        輸能力有限，希望藉助上海合作組織達成資源開發、實現經濟振興的目        

        標 

4. 解決經濟結構調整問題。中亞國家經濟結構相對單一，希望能夠使本國 

的產業結構和資源、市場結構相適應。希望上海合作組織能夠幫助他們 

提高產品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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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亞國家參與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貿合作也面臨著挑戰，近年來由 

於美國、日本、歐盟、韓國、土耳其等國，也加入了對中亞國家的投資金額。在

此情況下，中亞國家更願意保持本國外交多元化，經濟利益最大化，以獲取更多

經濟實惠；中亞國家發展水準不一，相互間存在著利益衝突，對於上海合作組織

所關注點也有所不同。 

    (一) 哈薩克與上海合作組織之經貿合作 

    哈薩克對上合組織態度相當積極，不僅限於安全領域的合作，也重視上海合

作組織的經濟、人文等各領域合作。哈薩克官方和學者均認為，經貿合作為上海

合作組織為例成為有影響力組織的基礎，透過對外的經貿合作提高本國經濟水

準，進一步融入全球的經濟體系。哈薩克學者認為，經貿合作為上海合作組織安

全之外的另一支柱，縱使發展多邊經貿合作有許多問題，但是哈薩克對於經貿合

作領域仍寄予厚望。從礦產開發到引進高科技，哈薩克與中俄兩國都進行經貿合

作都有極大的潛力，哈薩克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將有助於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提

升該地區於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哈薩克於區域經濟合作中態度積極，為最早提出

上海合作組織多邊經貿合作綱要；建立上海合作組織銀行，積極推動多邊合作建

立專門帳戶；並於金融危機時訂定出中央銀行行長和財政部長會晤機制；提出了

制定亞洲能源發展戰略詳細的規劃和實施方案等。對於上海合作組織成立能源俱

樂部和制定能源戰略問題表現出相當積極的態度。此外，於農業合作方面，哈薩

克亦表現相當積極，哈薩克方面願提供大量農牧用地，可以看到哈薩克斯坦對上

海合作組織寄予很高的期望。 

    哈薩克認為中國快速發展，對中亞各國及俄羅斯有很大吸引力，哈薩克對於

中國所提出建立發展基金，上海合作組織銀行間聯合體表示支持態度。對於中國

所提出的優惠信貸表示支持態度。哈薩克斯坦所領導的技術發展和合格評定程序

工作組自成立以來召開了四次會議，目前進行的工作有：建立技術法規、衛生和

植物衛生促使信息交流程序研究協調和完善評定程序辦法，加強高精密度測量領

域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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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烏茲別克與上海合作組織之經貿合作 

    烏茲別克對於展開區域經貿合作態度較為保守，一方面其參與中亞合作組

織、歐亞經濟共同體等合作機制，其注重本身在合作中的獨立意志，對合作的對

象、內容、形式採取嚴格要求，確保本國利益不受損害。烏茲別克雖非上海五國

的成員，卻是上海合作組織的創始國，烏茲別克學者認為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一

體化有利於未來烏茲別克的經濟發展。烏茲別克加強與中俄間的聯繫，可以擴大

至與歐洲和東南亞的聯繫，參與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經濟合作，烏茲別克可以

於交通領域及和投資領域獲得直接的幫助。烏茲別克希望上海合作組織能夠作為

雙重內陸國，烏茲別克希望上海合作組織能夠優先發展交通基礎設施以及能源、

環境保護及水資源利用的合作。烏茲別克希望透過經貿合作得到新技術與高科

技，建議上海合作組織該有效落實具體項目，希望中俄兩大國在關心本身國家利

益的同時不應犧牲小國利益。於 2004 年塔什干峰會經貿部長非例行會議上，烏

茲別克提出建立中亞共同市場並表示推動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和中亞經

濟一體化的意願。2008 年 10 月，烏茲別克向歐亞經濟共同體提出申請暫停成員

資格。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經貿合作的態度，烏茲別克表現也較保守，注重於落實

目前已協議完成的工作。 

    烏茲別克，作為雙重內陸國，尋找出海口和便捷的過境運輸是其最重視的領

域。2004 年建立成員國交通部長會議機制後，並領導經貿部長會議下成立的發

展過境潛力工作組並由烏茲別克出任領導國家。由於烏茲別克處於中亞主要河川

下游，農業灌溉用水關係到烏茲別克的社會經濟、農村發展的重要問題，因此對

上游國家的水資源開發必須經聯合國或國際獨立權威機構的評估，確保對下游生

態與用水不產生影響。因此這與上游塔吉克及吉爾吉斯兩國的利益相牴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2

    (三) 吉爾吉斯與上海合作組織之經貿合作 

    吉爾吉斯對於上海合作組織寄予很高的期望，於上海合作組織成立之初，吉

爾吉斯就建立公路、鐵路、航空運輸等，吉爾吉斯對於歐亞地區的經濟組織的參

與相當積極，其希望透過積極參與區域經貿合作達成國內經濟發展。吉爾吉斯領

導人於 2003 年莫斯科峰會上提出了關於建立上海合作組織投資論壇和投資基金

建議，吉爾吉斯認為合作的順利發展在許多方面取決於上海合作組織雙邊和多邊

關係水平。吉爾吉斯認為，最重要的合作方向是交通基礎建設和能源開發，包括

吉爾吉斯豐富的電力、農業和旅遊業，這都是上海合作組織和吉爾吉斯可以發揮

優勢的領域。吉爾吉斯認為，參與上海合作組織倡導的區域經濟合作，可進入中

俄兩大市場，改善中亞國家界經濟中地理條件不佳的局面。 

    吉爾吉斯與中國為上海合作組織中 WTO 成員國，在貿易制度和便利化方

面，以及對區域經濟合作長期制度性安排。吉爾吉斯在經貿合作中更加關注其境

內幾處設施的具體建設，多次將修築中吉烏公路、中吉烏鐵路、建設庫姆巴金斯

克水電站、廢料處理、農業合作和農產品加工具體項目納入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

進行討論，希望藉助上海合作組織的力量和投入促進吉爾吉斯的經濟發展。2005

年 2 月，吉爾吉斯主辦了上海合作組織經貿部長非例行會議，審議了「多邊經貿

合作綱要措施計畫」。期間，吉爾吉斯政府在上海合作組織經貿合作措施中列入

吉爾吉斯官方所關心的交通、水利等項目的意願。作為上海合作組織信息工作組

的領頭國，吉爾吉斯態度相當積極，吉爾吉斯對俄方倡導的電子簽名應用和中方

提出的建設上海合作組織訊息高速公路均大力推進，也對優先實施中吉烏光纜鋪

設十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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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塔吉克與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貿合作 

    上海合作組織對區參與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持正面積極的態度，不論

是獨立國家國協內的歐亞經濟共同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中亞合作組織等，還

是中亞西亞經濟合作組織、亞洲開發銀行倡導的中亞區域經濟合作、聯合國開發

計畫提議的歐亞大陸橋合作機制、伊斯蘭銀行等合作項目，塔吉克都採取積極參

加、借助外援、發展經濟的態度。在國際多邊貿易體系中，塔吉克主動申請加入

WTO。中國與塔吉克於 2008 年 6 月簽署了雙邊市場准入協定。由於塔吉克經濟

和貿易總量較小，其遇到的阻力也較小。塔吉克斯坦希望加強上海合作組織在經

貿與安全領域的合作，迫切希望上海合作組織增加對其投資。隨著上海合作組織

國際地位加強，塔吉克希望透過該組織來提升本國的國際地位。塔吉克希望上海

合作組織： 

1. 希望各成員國增加對塔吉克投資。塔吉克提出，上海合作組織應加

強水資源利用和完善基礎設施增加合作。塔吉克迫切希望中俄建立

大型項目，如投資建設電站、棉紡廠等。 

2. 希望上海合作組織提供低息的優惠貸款，塔吉克對中國提供的優惠

出口買方信貸相當感興趣，對已用中方提供的優惠出口買方信貸實

施輸變電線項目、公路項目給予肯定。 

3. 希望周邊中亞國家和俄、中等大國發展穩定長期的經貿關係。 

4. 希望上海合作組織協助改善其交通運輸狀況，塔吉克斯坦希望上海

合作組織改善其交通運輸狀況，塔吉克斯坦希望上海合作組織希望

在修築交通路線特別是公路方面能夠提供援助和便利。希望能夠打

通與中國的交通線，建立國際交通網絡。 

5. 希望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探勘自然資源方面提供援助，塔吉克境

內高山地區資源豐富，但探勘程度低，開採難度大、成本高，塔希

望上海合作組織幫助其進行勘探與開發。 

    塔吉克對於上海合作組織區域經濟合作態度相當積極，但受限於國力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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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尚不明顯。塔吉克斯坦領導的投資促進工作組，現階段主要推動的工作是商

簽多邊投資保護協定和制定成員國投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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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上海合作組織的能源合作 

    上海合作組織間的能源合作，被成員國視為最為重要的經貿合作領域，上海

合作組織成員國包括了俄羅斯、哈薩克、烏茲別克等資源儲量豐富的國家，以及

近年來經濟發展快速能源消費量急速增加的中國。這為上海合作組織的能源合作

提供了良好的基礎。由表 2-2 及表 2-3 中可以看出上合組織無論於能源儲量、產

量和消費量占世界總量相當高的比例。 

表 2- 2 上海合作組織 2009 年底的石油儲量、產量和消費量 

國家 儲量   占世界比重 年產量 占世界比重 消費量 占世界比重 

俄羅斯 742 5.60% 10032 12.90% 2695 3.20%
哈薩克 398 3% 2342 2.80% 260 0.30%
中國 148 1.10% 3790 4.90% 8625 10.40%
烏茲別克 6 － 107 0.10% 101 0.10%
吉爾吉斯 － － － － － － 
塔吉克 － － － － － － 
總計 1294 9.70% 16271 20.70% 11681 14.00%
單位：儲量－億桶  產量、消費量 －千桶                                                    

資料來源: 作者整理自 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0 

 

表 2- 3 上海合作組織 2009 年底的天然氣儲量、產量和消費量 

國家 儲量  占世界比重 年產量 占世界比重 消費量 占世界比重 

俄羅斯 44.38 23.70% 527.5 17.60% 389.7 13.20%
哈薩克 1.82 1% 103.5 1.10% 19.6 0.70%
中國 2.46 1.30% 85.2 2.80% 88.7 3.00%
烏茲別克 1.68 0.90% 64.4 2.20% 48.7 1.70%
吉爾吉斯 － － － － － － 
塔吉克 － － － － － － 
總計 50.34 26.90% 780.6 23.70% 546.7 18.60%
單位：儲量－兆立方公尺  產量、消費量 －十億立方公尺                                         

資料來源: 作者整理自 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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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能源合作進程 

    上海合作組織自 2001 年成立以來，能源合作一直是成員國間相當重視的領

域，2004 年 9 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經貿部長會議上商定了包

括能源等 11 個領域、127 項目的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措施

計劃」草案。2006 年 9 月於烏茲別克首都塔什干舉行的上海合作組織經貿部長

會議上，成立促進能源領域合作的專業工作組。於同年 6 月，俄羅斯總統普京在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理事會第六次會議上，提出了上海合作組織間成立能源

俱樂部的構想。2007 年 11 月上合組織成員國總理第六次會議在烏茲別克塔什干

舉行，成員國總理對當年 6 月 29 日在莫斯科首次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能源部長

會晤成果相當重視強調必須密切合作，制定於能源領域共同立場，對於能源合作

前景等問題。 

 

    二、能源合作成果 

    上海合作組織的能源合作均按照計劃實施，2009 年 9 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經貿部長第二次會議商定，成立經貿部長會議高官委員會有關方面的專業工作

組，為區域經濟合作各項目標得實現提供了保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各成員國就

各自國家能源戰略的制定和執行，以及大型能源企業的發展進行信息交流。 

   至今較具體的成果，大多為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合作，多邊的合作較少。 

目前較為具體的雙邊協議包括: 

1. 中國與哈薩克的能源合作 

(1)  2004 年 5 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與哈薩克石油天然氣股份公司簽訂了「關

於哈薩克共和國阿塔蘇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阿拉山口原油管道建設基本原則協

議」。 

(2)  2005 年 8 月，中國與哈薩克於北京簽署了中國石油公司參與里海達爾汗區

域發展的諒解備忘錄和中哈開展天然氣管道項目可行性研究協議等文件。 

(3)  2006 年 7 月 11 日，哈中輸油管線開始向中國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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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6 年 12 月，中國與哈薩克雙邊元首簽署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哈薩

克共和國政府關於通過中哈邊境管道運輸能源協定」、「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與哈薩克斯坦國家石油天然其股份公司關於中哈原油管道第二期工程建設的基

本原則協議」 等 11 項協議。 

(5) 2007 年 8 月於中哈雙方元首見證下，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與哈薩克國家油氣

公司總裁簽署了關於「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建設和營運協議」。 

(6) 2008 年 11 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與哈薩克國家天然氣股份公司簽署了「關

於在天然氣及天然氣管道領域擴大合作協議框架」。 

2. 中國與烏茲別克的能源合作 

(1) 2005 年，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與烏茲別克油其總公司建立合資公司，中

石油或得了對烏茲別克布哈拉－希瓦油氣區塊及烏斯糾爾特油田的 23 個油氣區

的先期勘探和油氣開採權。 

(2) 2008 年 4 月，烏茲別克石油天然氣公司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在對等基

礎上建立了合資企業「Asia Trans Gas」有限責任公司，負責長度為 530 公里、

輸送能力為 300 億立方米的烏茲別克斯坦至中國的天然氣管道建設和營運工作。 

(3) 2008 年 11 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烏茲別克斯坦國家油氣公司就關

於在納曼甘州和烏納曼甘州組建石油加工合資企業達成協議。 

3. 俄羅斯與中亞及中國的能源合作 

(1) 俄羅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和塔吉克政府簽訂「關於在塔國潛在含油氣區的

地下資源進行地質研究的基本原則」協議。 

(2) 俄羅斯石油運輸公司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了有關鋪設斯科洛沃

基諾－中國邊界輸油管的原則協議。 

  2009 年 2 月，中國國務院副總理王岐山和俄羅斯總理謝欽在北京舉行了中俄

能源談判代表第三次會晤，雙方就修建中俄能源管道、長期原油貿易、貸款等合

作項目達成共識，簽署了 7 個能源合作文件，其中包括了俄羅斯石油公司和俄羅

斯石油運輸公司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在北京簽署了每年向中國提供 150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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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約，中國發展銀行向俄羅斯提供 250 億美元貸款，其中給俄羅斯石油公司貸

款 150 億美金，對俄羅斯石油運輸公司貸款 100 億美金，貸款期限為 20 年。2009

年俄羅斯統一電力集團與中國國家電網公司簽署了關於濱海邊疆區向中國供應

電力的合約，項目總金額達 180 億美元。上海合作組織的能源合作，目前多為雙

邊合作為主，俄羅斯所領導的能源工作組，成立至今召開過三次會議。2006 年

俄羅斯總統普丁雖然提出了能源俱樂部構想，統一協調上海合作組織地區能源的

進出口，但由於各成員國的意見不一致，欲組成全面性的多邊合作仍有賴成員過

之後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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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模型說明與變數設定 

第一節 引力模型 

一、 引力模型之介紹 

  引力模型為透過國與國之簽雙邊貿易量的變動，與可能影響雙邊貿易的所有因

素的各項變數，分析各項變數對於進出口影響程度的模型。最早的引力模型中影

響雙邊貿易的因素有：進出口國的國民生產毛額、兩國之間的地理距離、然後加

入人口；之後的研究者就其所欲討論的目的之不同加入了其他因素做為解釋變

數，如：是否有共同邊界或語言、殖民關係、政治穩定程度、實質匯率、物價水

準、過去貿易狀態是否有加入區域經濟組織等可影響貿易量的因素。 

    引力模型之基本模型 

             lnTij ＝ α0＋β1lnYi＋β2lnYj＋β3lnDij + εijt 

(一) 兩國間之貿易總額 Tij：表示從 i 國出口至 j 國之貿易量。 

(二) 常數項(α0)：表示為一常數項。 

(三) 進口國之國民生產毛額(Yi)：國民生產毛額越大，其存在的進口能力也越

大。 

(四) 出口國之國民生產毛額(Yj)：國民生產毛額越高，表示該國進口潛力越大。 

(五) 距離(Dij)：一般在衡量兩國距離時，是採用兩國主要出口港或兩國首都距

離為測量依據。兩國間的距離影響的是交易成本，運輸成本與交易成本是

影響兩國交易量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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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變數之介紹 

    除了影響兩國貿易量的變數外，之後的引力模型研究者為其研究目的分別放

入不同的變數，以豐富其函數的解釋能力。其他變數如下： 

(一) 人口(Linnemann,1966)：當貿易出口國人數越多，其潛在的勞動力越力，出

口量越多；當進口國人口越多，其潛在消費量越大，進口量越大。 

(二) 共同邊界：當兩貿易國具有相鄰國界時，較沒有邊界相鄰的國家貿易成本較

低，其貿易量較大。 

(三) 共同語言：當兩國的語言相同時，其溝通障礙較不同國家小，貿易成本較小，

其貿易量也較大。 

(四) 實質匯率：當兩貿易國中其中之一的實質匯率較高，將有利於進口，其進口

量將增加；而實質匯率較低的國家有利出口，其出口量增加。 

(五) 物價水準：當兩貿易國其中之一物價水準較高時，則物價水準較低的國家有

利於出口。 

(六) 殖民關係：當兩國曾有殖民關係時，其兩國於歷史、文化等方面有相似性，

其可能降低貿易障礙增加貿易量。 

(七) 延遲貿易：兩貿易國過去的貿易形態影響現今的貿易量，影響程度隨著時間

的推進而減少。 

(八) 政治穩定度：兩貿易國的政治穩定度可降低不確定性的風險，對貿易量有正

面影響。 

(九) 虛擬變數：當兩貿易國處於同一區域組織時，共享區域內免關稅與降低非關

稅貿易障礙等優勢，其貿易量應比非同一區域組織國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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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證分析 

一、 模型的建立 

    本研究實證部分將利用引力模型對各成員國的進口以及出口進行實證分

析，以檢證上合組織經貿合作之成效。 

  (一) 分析兩國國民生產毛額、兩國首都距離、本國國民生產毛額、以及是否

有共同邊界對出口的影響。 

    (1)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RUGDP＋β4lnPOP＋ 

β5lnRUPOP＋β6 DIST＋β7Border＋ε 

    lnExport 為 1994 至 2009 年成員國自其貿易夥伴的進口額，取自然對數； 

lnImport 為 1994 至 2009 年成員國對其貿易夥伴的出口額，取自然對數；

lnGDP1994 至 2009 年間成員國以及其貿易夥伴的國民生產毛額，取自然對數；

lnRUGDP 為 1994 至 2009 年成員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取自然對數額；lnPOP 為

1994 至 2009 年間成員國貿易夥伴人口數，取自然對數；lnRUPOP 為 1994 至 2009

成員國的人口數，取自然對數；lnDist 為成員國首都與貿易國家首都的距離取自

然對數。 

  (二) 將(1)式納入虛擬變數(SCO)，分析區域經濟組織對成員國出口的影響。 

    (2)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RUGDP＋β4lnPOP＋ 

β5lnRUPOP＋β6 DIST＋β7Border＋β8SCO＋ε 

  (三) 分析國民生產毛額、出口、兩國首都距離、成員國國民生產毛額、成員

國人口、以及是否有共同邊界對成員國進口的影響。 

    (3)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RUGDP＋β4lnPOP＋β5lnRUPOP                

           ＋β6DIST＋β7Border＋ε 

  (四) 將(3)納入虛擬變數 SCO，分析區域組織對成員國進口的影響。   

      (4)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RUGDP＋β4lnPOP＋β5  

            lnRUPOP＋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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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分析國民生產毛額、出口、兩國首都距離、成員國國民生產毛額、成員國

人口、以及是否有共同邊界對成員國進出口貿易總額的影響。 

    (5) lnTade＝α＋β1lnGDP＋β2lnRUGDP＋β3lnPOP＋β4lnRUPOP＋β5DIST＋ 

           β6Border＋ε 

 (六) 將(5)納入虛擬變數 SCO，分析區域組織對成員國進口的影響。 

    (6) lnTade＝α＋β1lnGDP＋β2lnRUGDP＋β3lnPOP＋β4lnRUPOP＋β5DIST 

           ＋β6Border＋β7SCO＋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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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數據來源 

(一) 進出口貿易額 

   成員國與其貿易夥伴進出口數據主要來自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有從缺部分來自於成員國國家統計局，以及貿易夥伴國進出口統計數

據。以下表 3-1 為俄羅斯與上海合作組之成員國進出口數據。 

 

表 3- 1 俄羅斯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1994-2009 年進出口數據 

 
進口 出口 

1994 2009 1994 2009 

中國 952 22885 2838 16093 

哈薩克 1996 8787 1662 3533 

烏茲別克 851 846 834 1694 

吉爾吉斯 98 364 104 909 

塔吉克 90 214 143 572 

單位:百萬美元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 IMF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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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生產毛額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1994-2009 年間國民生產毛額數據來源為國際貨幣基金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根據當時價格計

算並以美元為單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從 1994 至 2009 年 16 年間國民生產

毛額增長快速，由表 4-2 中可以看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國民生產毛額皆成倍

數成長。中國 1994 年中國的國民生產毛額為 5592.25 億美元，2009 年國民生產

毛額為 4 兆 9905.3 億美元增長約 8.9 倍。哈薩克國民生產毛額 1994 年為 116.49

億美元，2009 年哈薩克國民生產毛額為 1136.2 億美元成長約 9.8 倍。吉爾吉斯

1994 年國民生產毛額為 11.21 億美元，2009 年為 46.83 億美元成長約 4.14 倍。

俄羅斯 1994 年國民生產毛額為 2769.02 億美元，2009 年為 1 兆 2223.3 億美元成

長約 4.41 倍。塔吉克 1994 年國民生產毛額為 8.29 億美元，2009 年為 49.82 億美

元約成長 6 倍。烏茲別克 1994 年國民生產毛額為 65.21 億美元 2009 年國民生產

毛額為 334.61 億美元約成長 5.1 倍。 

 

表 3- 2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1994 年與 2009 年 國民生產毛額 

 1994 年 2009 

中國 559.225 4990.53

哈薩克 11.649 113.62

吉爾吉斯 1.121 4.683

俄羅斯 276.902 1222.33

塔吉克 0.829 4.982

烏茲別克 6.521 33.461

單位：以十億美元為單位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W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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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口 

    1994 年至 2009 年成員國人口統計主要來自聯合國貿易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中

的人口趨勢皆為增加，俄羅斯、哈薩克除外。俄羅斯 1994 年人口為 1 億 4865.1

萬，2009 年人口為 1 億 4087.4 萬人口漸少約 777 萬人。1994 年哈薩克斯坦人口

為 1612 萬，2009 年人口為 1563.7 萬人，人口漸少 48.3 人。 

 

表 3- 3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1994-2009 年人口統計 

 1994 年 2009 年 

中國 1177426 1322674

俄羅斯 148651 140874

哈薩克 16120 15637

烏茲別克 22471 27488

吉爾吉斯 4545 5482

塔吉克 5693 6952

單位：千人為單位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聯合國貿易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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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同邊界 

     國家與國家間如果有共同邊界，其貿易的交易成本將較沒有共同邊界的國

家少。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為上海五國會議，此會議的目的就是為蘇聯解體後中

亞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邊界問題。俄羅斯若與其貿易夥伴國有邊界相鄰，將變數設

為 1，若沒有相鄰則設為 0。 

 

 

 

圖 3- 1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地圖 

資料來源： 作者自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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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兩國首都距離 
 
    本研究所使用的距離變數，為俄羅斯首都莫斯科到其貿易夥伴國首都的距

離，其計算方式為以兩國首都的經緯度所換算出來的公里數。 
 
(六) 虛擬變數 
 
    本研究所使用的虛擬變數為是否有加入去區域合作組織，該年是否加入區域

組織，有加入區域組織設為 1，沒有加入區域組織設為 0。本研究將以該國該年

是否有加入上海合作組織，中亞地區另一經濟組織為歐亞經濟共同體。以比較兩

組織對於俄羅斯外貿的影響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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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實證分析結果 

第一節  俄羅斯的實證分析 

一、 俄羅斯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統計  

    俄羅斯與成員國間的貿易自 2001 年之後成長快速，於 2008 年間達到最高

峰，2001 年俄羅斯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出口約 70 億美元；2008 年俄羅斯對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出口約 385 億美元成長 5.5 倍。2001 年俄羅斯從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的進口約 42 億美元；2008 年俄羅斯從上海合作組織進口 430 億美元

成長 10.2 倍。2001 年俄羅斯與上海合作組織的進出口總額約 112 億美元；2008

年俄羅斯與上海合作組織的進出口總額約 815 億美元成長 7.3 倍。2009 年俄羅斯

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貿易遭遇衰退其主要原因為 2008 年下半年開始的金融風

暴所致，2008 年下半開始的金融風暴使全球進出口皆遭遇嚴重衰退俄羅斯也無

法倖免。由下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俄羅斯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進出口於 2008

年達到高峰，但於 2007 年俄羅斯的進口開始超越出口的成長速度，即使遭遇衰

退的 2009 年也不例外。 

 
圖 4- 1 2001-2009 俄羅斯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貿易趨勢 

資料來源: 作者自行整理自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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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俄羅斯實證分析結果 

 

(1)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RUGDP＋β4lnPOP＋ 

β5lnRUPOP＋β6DIST＋β7Border＋ε 

 

    由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與俄羅斯出口正相關的變數，包括俄羅斯進口、

出口國人口數、出口國 GDP、俄羅斯 GDP、與俄羅斯是否有共同邊界，當進口額

增加 1 單位時，俄羅斯的進口數增加 0.3151686 單位；當出口國人口增加 1 單位

時，俄羅斯的出口增加 0.1596065 單位；當出口國 GDP 增加 1 單位時，俄羅斯的

出口額增加 0.332716；當俄羅斯 GDP 增加 1 單位時，俄羅斯出口額增加 0.1492716

單位；當出口國家與俄羅斯有邊界相鄰時，俄羅斯對其出口額增加 0.2173814，俄

羅斯的人口與雙邊首都距離呈現負相關，俄羅斯人口每增加 1 單位，俄羅斯出口

減少 9.199556 單位；雙邊首都距離持呈現負相關，雙邊首都距離增加 1 單位時，

俄羅斯出口額減少 1.342125 單位。 

 

表 4- 1 俄羅斯迴歸分析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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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RUGDP＋β4lnPOP＋ 

β5lnRUPOP＋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由分析結果(2)可看出將虛擬變數加入式子中之後，對俄羅斯所產生的影

響，由式子中可以發現把上海合作組織做為虛擬變數加入式子中之後，我們可以

發現在進口、出口國人口數、共同邊界的效果上有所減少，與出口國 GDP、俄

羅斯 GDP 的相關性則成增加的趨勢，與俄羅斯人口的負相關程度有所減少；對

於雙邊首都距離的負相關程度則影響些微。於虛擬變數本身，俄羅斯加入上海合

作組織對於其出口影響成正相關，俄羅斯對於中國的出口額也逐年創新高，俄羅

斯對中國的出口以原物料以及能源為大宗，中國經濟成長快速對於能源及原物料

的需求量成長快速，占俄國出口比重逐年增加，因此呈現出正相關性。 

 

表 4- 2 俄羅斯迴歸分析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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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RUGDP＋β4lnPOP＋β5lnRUPOP＋ 

β6DIST＋β7Border＋ε 

    由結果(3)中我們可以看出俄羅斯的進口除雙邊首都距離外，與其他變數皆

成正相關。結果顯示俄羅斯出口每增加 1 單位，進口增加 0.37313182 單位，進

口國人口增加 1 單位時，進口增加 14.80108 單位；出口國 GDP 每增加一單位，

進口額將增加 0.3887021 單位；俄羅斯 GDP 每增加 1 單位時，進口將增加

0.7505608 單位；當進口國與俄羅斯有邊界相鄰時，俄羅斯的進口將增加

0.3827744 單位，俄羅斯的進口與雙邊首都距離則呈現負相關。由結果(3)中我們

可以看出俄羅斯的人口變數與俄羅斯的進口呈現極大的相關性，俄羅斯對於民生

工業產品的強大內需由此可以看出。 

 

表 4- 3 俄羅斯迴歸分析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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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RUGDP＋β4lnPOP＋β5lnRUPOP＋ 

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由結果(4)我們可以看出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子中，我們可以看出上海合

作組織對於俄羅斯進口的影響，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子中之後俄羅斯的出

口、俄羅斯的人口、俄羅斯進口國 GDP、俄羅斯 GDP、共同邊界、虛擬變數皆

成正相關，俄羅斯的人口、俄羅斯的 GDP 不僅於俄羅斯的進口成正相關，且於

加入虛擬變數之後，相關度更為提高。虛擬變數 SCO 本身也與俄國進口成正相

關，其最大原因來自於對中國的進口，俄國於 2006 年後對於中國的進口多於出

口且快速增加，2009 年中國也成為俄羅斯第一大進口貿易夥伴，虛擬變數對於

俄羅斯成正相關。 

 

表 4- 4 俄羅斯迴歸分析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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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nTade＝α＋β1lnGDP＋β2lnRUGDP＋β3lnPOP＋β4lnRUPOP＋β5DIST＋ 

           β6Border＋ε 

 

    由分析結果(5)中我們可以看出貿易夥伴國的總人口、俄羅斯的 GDP、貿易

夥伴國的 GDP、以及共同邊界與俄羅斯的總貿易額成正相關，貿易夥伴國人口

增加 1 單位，俄羅斯的貿易額增加 0.0990098 單位；貿易夥伴國 GDP 增加 1 單

位，俄羅斯的總貿易額增加 0.5316401 單位；俄羅斯的 GDP 每增加 1 單位，俄

羅斯的總貿易額增加 0.5576741 單位；貿易夥伴國若與俄羅斯有共同邊界，俄羅

斯貿易總額將增加 0.4247531 單位，俄羅斯的人口數以及雙邊首都距離則與俄羅

斯貿易總額呈負相關，俄羅斯人口每增加 1 單位，俄羅斯進出口減少 2.080721

單位；與俄羅斯雙邊首都距離每增加 1 單位，雙邊進出口減少 1.250678 單位。 

 

表 4- 5 俄羅斯迴歸分析結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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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nTade＝α＋β1lnGDP＋β2lnRUGDP＋β3lnPOP＋β4lnRUPOP＋β5DIST＋ 

           β6Border＋β7SCO＋ε 

 

    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子(5)中，俄羅斯的人口與俄羅斯的進出口總額由負

相關轉為正相關，俄羅斯貿易夥伴國 GDP 以及俄羅斯 GDP 與俄羅斯進出口額相

關性提高，虛擬變數 SCO 與俄羅斯的進出口相關呈現正相關，上海合作組織成

員國中亞四國從獨立以來一直與俄國保持密貿易關係，近年來隨著經濟的成長，

中亞與俄羅斯的貿易額不斷提升，另一成員國中國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也

是俄羅斯的最大鄰國，中俄貿易近年來更創新高，經貿關係日趨密切，故虛擬變

數 SCO 與俄羅斯進出口貿易額呈現正相關。 

 
表 4- 6 俄羅斯迴歸分析結果(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5

第二節  中國的實證分析 

一、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統計 

    從資料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中對於區域經貿合作

投入最多的國家，由下圖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間成長

快速於 2008 年達到高峰，2001 年中國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出口約 32 億美元；

2008 中國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出口為 548 億美元成長 17.1 倍。2001 年中國

自上海合作組織進口為約 90 億美元；2008 年中國自上海合作組織進口約 320 億

美元成長 3.6 倍。中國與上海合作組成員國進出口總額 2001 年為 122 億美元；

2008 年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進出口總額為 868 億美元成長 7.1 倍。從

2005 年之後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進出口成長快速，特別是 2005 年之後

中國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出口成長快速，並於 2005 年之後出口額超越進口

額且出口成長的幅度相當顯著。中國對於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於 2009 年明顯衰

退，特別是出口較嚴重，其主要原因於其他成員國經濟遭遇 2008 國際金融風暴

影響導致進口衰退。 

 

2001-2009中國與SCO成員國貿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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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2001-2009 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貿易趨勢 

資料來源: 作者自行整理自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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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的實證分析 

    於引力模型實證部分，本研究將以中國的進口、出口、貿易國家人口數、中

國人口數、貿易國家 GDP、中國 GDP、雙邊首都距離、共同邊界為變數並加入

虛擬變數 SCO 最中國的進出口進行實證分析。 

 

(1)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CNGDP＋β4lnPOP＋ 

β5lnCNPOP＋β6 DIST＋β7Border＋ε 

 

    由實證結果(1)中可以看中國的出口與中國的人口、出口國 GDP、中國 GDP

呈現較高的正相關，中國人口每增加 1 單位，中國的出口將增加 5.896635 單位。

中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中國的出口增加 0.781043 單位。中國的出口國人口每

增加 1 單位，中國的出口將增加 0.675688 單位。中國近 10 多年來已成為世界的

工廠，其最大的優勢在於其大量且便宜的勞力，中國以初階的工業產品為主，故

中國的出口於其人口數、本國 GDP、出口國 GDP 呈現出正相關。 

 

表 4- 7 中國迴歸分析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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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CNGDP＋β4lnPOP＋ 

β5lnCNPOP＋β6 DIST＋β7Border＋β8SCO＋ε 

 

    實證結果(2)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1)式子中，上海合作組織與中國的出口呈

正關，但其相關性較小，只有 0.0944545。加入虛擬變數之後中國的人口、中國

GDP、出口國 GDP 並無受到明顯影響，於中國的出口仍呈現出高度正相關，加

入虛擬變數後，中國的人口每增加 1 單位，中國的出口為 5.766827 單位。中國

的 GDP 每增加 1 單位，中國出口增加 0.7869528 單位，中國的出口國 GDP 每增

1 單位，出口增加 0.6761401。 

 

表 4- 8 中國迴歸分析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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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CNGDP＋β4lnPOP＋β5lnCNPOP＋ 

β6DIST＋β7Border＋ε 

 

    由分析結果(3)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出口與進口呈現正相關，中國的人

口、進口國的 GDP 也與中國的進口、共同邊界皆與中國的進口呈現正相關。其

中中國的人口與其進口呈現出高度的相關性，近年來中國由於經濟發展快速內需

市場龐大，這也是中國人口與中國呈現出正相關的原因。中國的出口每增加 1

單位，進口增加 0.3940687 單位，中國的人口每增加 1 單位進口增加 9.441094

單位，進口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中國進口增加 0.6699756 單位，與中國有共

同邊界中國進口增加 0.2178426 單位。 

表 4- 9 中國迴歸分析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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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CNGDP＋β4lnPOP＋β5lnCNPOP＋ 

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回歸分析結果(4)為把虛擬變數 SCO 加入(3)式子中，加入虛擬變數後虛擬變

數與中國的進口呈現出些微負相關-0.0088927。中國的出口、人口、進口國的

GDP、共同邊界皆與中國的進口呈現正相關。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3)中其他

變數並無出現較明顯改變。 

 

表 4- 10 中國迴歸分析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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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nTade＝α＋β1lnGDP＋β2lnCNGDP＋β3lnPOP＋β4lnCNPOP＋β5DIST＋ 

           β6Border＋ε 

    於式(5)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貿易額與貿易國人口、中國人口、貿易國

GDP、中國 GDP、共同邊界呈現正相關，貿易國的人口每增加 1 單位，中國的

進口增加 0.0464967 單位，中國人口每增加 1 單位，中國貿易額增加 8.783196

單位，貿易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中國貿易額增加 0.7979456 單位。中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中國貿易額增加 0.6839542 單位。與中國有共同邊界，與中國的貿

易額增加 0.0720833 單位。 

 

表 4- 11 中國迴歸分析結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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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nTade＝α＋β1lnGDP＋β2lnCNGDP＋β3lnPOP＋β4lnCNPOP＋β5DIST＋ 

           β6Border＋β7SCO＋ε 

 

    於式(6)中我們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5)中，貿易國的人口、中國的人口、

貿易國 GDP、中國 GDP、共同邊界以及虛擬變數 SCO 呈現正相關，加入虛擬變

數後，各個變數並沒有出現較明顯改變，而虛擬變數 SCO 與中國的對外貿易則

呈現正相關，中國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其貿易額增加 0.087488 單位。 

 

表 4- 12 中國迴歸分析結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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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哈薩克的實證分析 

  (一) 哈薩克的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分析 

    哈薩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量也是於 2008 年達到高峰，2001 年哈

薩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出口約 27 億美元；2008 年哈薩克與上海合作組織

成員國的出口約 138 億美元成長 5.1 倍，2001 年哈薩克與上海合作組織的進口約

32 億美元；2008 年哈薩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進口約 261 億美元成長 8.2

倍，2001 年哈薩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額約 59 億美元；2008 年哈薩克

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額約 399 億美元成長 6.8 倍，哈薩克從 2004 年之

後對於上海合作組織貿易就是進口大於出口且成長相當快速，於 2008 年到達高

峰，即使 2009 年遭遇金融危機貿易衰退，進口仍大於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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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2001-2009 哈薩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貿易趨勢 

資料來源: 作者自行整理自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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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哈薩克的實證分析 

(1)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KZGDP＋β4lnPOP＋ 

β5lnKZPOP＋β6DIST＋β7Border＋ε 

   哈薩克的出口與哈薩克的進口、出口國人口、哈薩克人口、出口國 GDP、哈

薩克 GDP、共同邊界成正相關，哈薩克的進口每增加一單位，出口增加 0.472212

單位，出口國人口增加 1 單位，出口增加 0.1248383 單位；哈薩克人口每增加 1

單位，哈薩克出口增加 0.56737 單位；哈薩克出口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哈薩

克出口增加 0.1855648 單位；哈薩克 GDP 每增加 1 單位，哈薩克出口增加

0.5886076 單位；與哈薩克有共同邊界國家，哈薩克與其出口增加 0.2930088 單

位。 

 

表 4- 13 哈薩克迴歸分析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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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KZGDP＋β4lnPOP＋ 

β5lnKZPOP＋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將(1)中加入虛擬變數 SCO 後，虛擬變數與哈薩克的出口與進口、人口、哈

薩克人口、出口國 GDP、哈薩克 GDP、共同邊界呈現正相關，而虛擬變數 SCO

則與哈薩克的出口呈現負相關。加入上虛擬變數後俄國的出口與進口、人口、哈

薩克人口的正相關程度縮小，與出口國 GDP、哈薩克 GDP、共同邊界的相關性

則有所增加，虛擬變數實證結果顯示虛擬變數 SCO 對哈薩克出口為些微負相關

目前影響程度低。 

 

表 4- 14 哈薩克迴歸分析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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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KZGDP＋β4lnPOP＋ 

β5lnKZPOP＋β6DIST＋β7Border＋ε 

 

    由(3)的實證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哈薩克的進口與出口、出口國人口、哈

薩克人口、出口國 GDP、哈薩克 GDP、雙邊首都距離、共同邊界呈現正相關，

哈薩克出口每增加 1 單位，進口增加 0.3226048 單位；哈薩克進口國人口每增加

1 單位，哈薩克的出口增加 0.2126075 單位；哈薩克人口每增加 1 單位，哈薩克

進口增加 1.178081 單位；哈薩克進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哈薩克進口增加

0.0596739；哈薩克 GDP 每增加 1 單位，哈薩克進口增加 0.6513673 單位；雙邊

首都距離每增加 1 單位，哈薩克進口增加 0.5249274 單位；與哈薩克有共同邊界

國家，哈薩克進口額增加 0.5914795 單位。哈薩克進口與雙邊首都距離成正相關，

可能為哈薩克主要進口國為俄羅斯、中國其他歐洲國家這些國家與其雙邊首都距

離較遠但貿易量卻較大，反之與其相鄰國家雖然距離較近但中亞國家與哈薩克產

業型態較為相近，工業水準也較低，哈薩克與其鄰國的貿易量反而較少。 

 
表 4- 15 哈薩克迴歸分析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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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KZGDP＋β4lnPOP＋ 

β5lnKZPOP＋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將式(3)中加入虛擬變數 SCO，哈薩克的進口與出口、進口國人口、哈薩克

人口、進口國 GDP、哈薩克 GDP、雙邊首都距離、共同邊界呈現正相關，加入

虛擬變數後哈薩克的人口變數有較明顯縮小縮減為 0.8676426，於共同邊界方則

有所擴大，擴大為 0.6720777。而虛擬變數 SCO 則與哈薩克的進口呈現負相關，

哈薩克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後每年哈薩克的進口減少 0.1710414 單位，我們由上圖

4-15、圖 4-17 中我們可以看出哈薩克與成員國貿易的增長主要來自中國，其他

成員國占哈薩克進口比例反而下降呈現負相關。但加入虛擬變數，哈薩克的邊界

效果增加，邊界效果則來自於從中國的進口成長幅度相當大相關性提高。 

 
表 4- 16 哈薩克迴歸分析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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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nTade＝α＋β1lnGDP＋β2lnKZGDP＋β3lnPOP＋β4lnKZPOP＋β5DIST＋ 

           β6Border＋ε 

由式(5)中我們可以看出，哈薩克的進出口與貿易國的人口、哈薩克人口、

貿易國 GDP、哈薩克 GDP、以及共同邊界呈現正相關，貿易國人口每增加 1 單

位，哈薩克人口增加 0.2465171 單位；哈薩克人口每增加 1 單位，哈薩克的貿易

額增加 0.2351491 單位；哈薩克貿易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哈薩克貿易額增加

1.033235 單位；與哈薩克有共同邊界國家與哈薩克的貿易額增加 0.663926 單位。

雙邊首都距離則與哈薩克的貿易總額呈現負相關。 

 
表 4- 17 哈薩克迴歸分析結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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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nTade＝α＋β1lnGDP＋β2lnKZGDP＋β3lnPOP＋β4lnKZPOP＋β5DIST＋ 

           β6Border＋β8SCO+ε 

 

   式(6)的實證結果為將式(5)的貿易總額加入虛擬變數 SCO 以實證虛擬變數

SCO 對其外貿的影響，加入虛擬變數後，哈薩克的貿易額與貿易對像的人口、

貿易對象的 GDP、哈薩克 GDP、共同邊界成正相關，而雙邊首都距離、虛擬變

數則與哈薩克的貿易額呈負相關，但哈薩克的共同邊界變數在加入虛擬變數 SCO

之後共同邊界效果較大，從哈薩克的進出口比例增長看來，SCO 雖尚未對哈薩

克帶來正面的影響，但中哈雙邊的貿易關係這幾年大為提升，因此共同邊界效果

增加。 

 

表 4- 18 哈薩克回歸分析結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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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烏茲別克的實證分析 

一、烏茲別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分析 
 

    2001-2009 年間烏茲別克與成員國的貿易成長也是相當快速，於 2008 年達到

最高峰，2001 年烏茲別克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出口約 8 億美元；2008 年烏茲

別克對上海合作組織的出口為 22 億美元成長 2.8 倍，2001 年烏茲別克對上海合

作組織成員國的進口為 7.7 億美元；2008 年烏茲別克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進

口為 45 億美元成長 5.8 倍，2001 年烏茲別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總額

為 15.7 億美元；2008 年烏茲別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額為 67 億美元成

長 4.3 倍。烏茲別克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成長的趨勢較為平緩，烏茲別克自上

海合作組織進口成長則較為快速，特別是 2006 年開始進口大幅超越出口且成長

幅度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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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2001-2009 年烏茲別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貿易趨勢 

資料來源: 作者自行整理自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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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烏茲別克的實證結果 

(1)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UZGDP＋β4lnPOP＋ 

β5lnUZPOP＋β6DIST＋β7Border＋ε 

 

    由式(1)中可以看出烏茲別克的出口與進口、出口國人口、烏茲別克人口、

雙邊首都距離、共同邊界呈現正相關，烏茲別克進口每增加 1 單位，出口增加

0.5831242 單位，出口國人口每增加 1 單位，烏茲別克出口增加 0.2757828 單位，

烏茲別克人口增加 1 單位，烏茲別克出口增加 0.6024716 單位，雙邊首都距離烏

茲別克於式(1)呈現出比較反常的正相關，表示烏茲別克主要的出口國可能與烏

茲別克距離較遠，於共同邊界方面烏茲別克呈現出較高度正相關為 0.6622748。 

 

表 4- 19 烏茲別克迴歸分析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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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UZGDP＋β4lnPOP＋ 

β5lnUZPOP＋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式(2)中我們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子(1)中，烏茲別克的進口、出口國的人

口、烏茲別克人口、雙邊首都距離、共同邊界、虛擬變數 SCO 皆與烏茲別克的

出口呈現正相關，相較於式(1)所有正相關的變數並無明顯改變，虛擬變數 SCO

與烏茲別克的出口呈現正相關，但相關程度較不顯著，只有 0.0038854 表示烏茲

別克加入 SCO 對於其出口影響較小。 

 

表 4- 20 烏茲別克迴歸分析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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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UZGDP＋β4lnPOP＋ 

β5lnUZPOP＋β6DIST＋β7Border＋ε 

 

    由式(3)中我們可以看出，烏茲別克的進口與烏茲別克的出口、進口國人口、

進口國 GDP、烏茲別克 GDP、共同邊界呈現正相關，烏茲別克的出口每增加 1

單位，烏茲別克的進口增加 0.3978594 單位，進口國人口每增加 1 單位，烏茲別

克人口增加 0.1000584 單位，進口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烏茲別克的進口增加

0.2460371，烏茲別克 GDP 每增加 1 單位，烏茲別克進口增加 0.7501036 單位，

於共同邊界方面與烏茲別克有共同邊界，烏茲別克的進口增加 0.4836708 單位。 

 
表 4- 21 烏茲別克迴歸分析結果(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3

(4)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UZGDP＋β4lnPOP＋ 

β5lnUZPOP＋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式(4)中我們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3)中，式(4)中烏茲別克的進口與烏茲別

克的出口、進口國人口、進口國 GDP、烏茲別克 GDP、共同邊界、虛擬變數 SCO

呈現正相關，加入 SCO 之後變數烏茲別克 GDP 以及共同邊界有較明顯改變，烏

茲別克 GDP 增加至 0.7979683 單位，共同邊界則縮減至 0.3632354，虛擬變數 SCO

與烏茲別克進口呈現正相關，其數值為 0.2804771。 

 
表 4- 22 烏茲別克迴歸分析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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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nTade＝α＋β1lnGDP＋β2lnUZGDP＋β3lnPOP＋β4lnUZPOP＋β5DIST＋ 

           β6Border＋ε 

 

    於式(5)中我們可以看出，烏茲別克的貿易額與其貿易夥伴國的人口、貿易

夥伴國 GDP、烏茲別克 GDP、共同邊界呈現正相關，烏茲別克貿易夥伴國的人

口每增加 1 單位，烏茲別克的總貿易額增加 0.2730787 單位，烏茲別克 GDP 每

增加 1 單位，烏茲別克的貿易額增加 1 單位，烏茲別克的貿易額增加 0.8016928

單位，於共同邊界方面與烏茲別克有共同邊界國家，烏茲別克與其貿易額增加

1.016928 單位。 

 
表 4- 23 烏茲別克迴歸分析結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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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nTade＝α＋β1lnGDP＋β2lnUZGDP＋β3lnPOP＋β4lnUZPOP＋β5DIST＋ 

           β6Border＋β7SCO＋ε 

 

    於式(6)中我們將虛擬變數 SCO 放入式(5)中，烏茲別克的總貿易額與其貿易

夥伴國人口、貿易夥伴國 GDP、烏茲別克 GDP、共同邊界、虛擬變數 SCO 成現

相關，把 SCO 放入式子中之後變數烏茲別克 GDP 及共同邊界出現較明顯變動，

加入虛擬變數 SCO 之後，變數烏茲別克 GDP 增加為 0.8428684、共同邊界則減

少為 0.9006118，虛擬變數與烏茲別克的貿易總額呈正相關為 0.2561288。 

 
表 4- 24 烏茲別克迴歸分析結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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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吉爾吉斯的實證分析 

    一、吉爾吉斯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分析 
 

     吉爾吉斯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不同於其他成員國雖然 2009 年其

它成員國貿易接受到影響，但不同於其他國家吉爾吉斯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到

2009 年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之國間的貿易到達高峰，2001 年吉爾吉斯對上海合

作組織成員國出口約 1.8 億美元；2009 年吉爾吉斯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出口約

7.6 億美元成長 4.2 倍。2001 年吉爾吉斯自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進口約 2.8 億美

元；2009 年吉爾吉斯自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進口約 72 億美元成長 25.7 倍。2001

年吉爾吉思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額為 4.6 億美元，2009 年吉爾吉斯與上

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額為 79.6 億美元成長 17.3 倍。吉爾吉斯對於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的貿易自 2001 年開始，進口的成長趨勢大於出口，於 2006 年之後進

口的趨勢更快，於 2009 年進口達到高峰。 

 

2001-2009吉爾吉斯與SCO成員國貿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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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2001-2009 吉爾吉斯與上海合作成員國貿易趨勢 

資料來源: 作者整理自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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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吉爾吉斯的實證分析 
 
(1)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KYGDP＋β4lnPOP＋ 

β5lnKYPOP＋β6DIST＋β7Border＋ε 

 

    由式(1)的實證結果吉爾吉斯的出口與進口、出口國人口、出口國 GDP、共

同邊界呈現正相關，吉爾吉斯的進口每增加 1 單位，吉爾吉斯的出口增加

0.454666 單位，出口國人口增加 1 單位，吉爾吉斯出口增加 0.0054255 單位，出

口國 GDP 增加 1 單位，吉爾吉斯出口增加 0.0670245 單位，與吉爾吉斯有共同

邊界，吉爾吉斯對其出口增加 0.3914557 單位，吉爾吉斯的出口與本國人口、本

國 GDP、雙邊首都距離呈現負相關。 

 
表 4- 25 吉爾吉斯迴歸分析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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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KYGDP＋β4lnPOP＋ 

β5lnKYPOP＋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式(2)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1)中以實證虛擬變數 SCO 對其出口所產生的影

響，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子中後，吉爾吉斯的出口與進口、出口國 GDP、共

同邊界、虛擬變數呈現正相關，與出口國人口、吉爾吉斯人口、吉爾吉斯 GDP、

雙邊首都距離呈現負相關，於式中加入虛擬變數後，共同邊界效果受到較大的影

響，共同邊界效果有原來的 0.3194557 縮減至 0.1018091。虛擬變數 SCO 對於吉

爾吉斯出口所產生的效果為 0.4765467。 

 
表 4- 26 吉爾吉斯迴歸分析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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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KYGDP＋β4lnPOP＋ 

β5lnKYPOP＋β6DIST＋β7Border＋ε 

 

由式(3)中我們可以看出吉爾吉斯的進口與出口、進口國的人口、進口國

GDP、吉爾吉斯 GDP、共同邊界呈現正相關，吉爾吉斯的出口每增加 1 單位，

進口增加 0.3119301 單位；進口國人口增加 1 單位，吉爾吉斯進口增加 0.0651008

單位；進口國 GDP 增加 1 單位，吉爾吉斯進口增加 0.3953355 單位；吉爾吉斯

GDP 增加 1 單位，吉爾吉斯的進口增加 0.907849 單位；與吉爾吉斯有共同邊界，

吉爾吉斯對其進口應增加 0.5785088 單位。吉爾吉斯的進口與其人口及雙邊首都

距離呈現負相關。 

 

表 4- 27 吉爾吉斯迴歸分析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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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KYGDP＋β4lnPOP＋ 

β5lnKYPOP＋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式(4)為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3)中以實證虛擬變數對吉爾吉斯的進口所產

生的影響，加入虛擬變數後吉爾吉斯的進口與出口、進口國人口、進口國 GDP、

吉爾吉斯 GDP、共同邊界、虛擬變數呈現正相關，與吉爾吉斯的人口及雙邊首

都距離呈現負相關。在加入虛擬變數後，吉爾吉斯的邊界效果有較明顯的縮小由

原先的 0.5785088 縮減為 0.4155074，吉爾吉斯的進口與虛擬變數呈現正相關，

吉爾吉斯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其進口增加 0.3487933 單位。 

 
表 4- 28 吉爾吉斯迴歸分析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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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nTade＝α＋β1lnGDP＋β2lnKYGDP＋β3lnPOP＋β4lnKYPOP＋β5DIST＋ 

           β6Border＋ε 

 

    由式(5)中我們可以看出吉爾吉斯的貿易總額與貿易國的人口、貿易國的

GDP、吉爾吉斯的 GDP、共同邊界國家呈現正相關，其中與吉爾吉斯的 GDP、

貿易國的 GDP、以共同邊教的效果較為顯著，吉爾吉斯的 GDP 每增加 1 單位，

吉爾吉斯的貿易額將增加 0.7344485 單位，貿易國的 GDP 每增加 1 單位，吉爾

吉斯的貿易額增加 0.4369332 單位，與吉爾吉斯有共同邊界，國家雙邊貿易額增

加 0.6621463 單位邊界效果明顯。 

 

表 4- 29 吉爾吉斯迴歸分析結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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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nTade＝α＋β1lnGDP＋β2lnKYGDP＋β3lnPOP＋β4lnKYPOP＋β5DIST＋ 

           β6Border＋β7SCO + ε 

 

  由式(6)中我們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子(5)中我們可以看出吉爾吉斯與貿易國

人口、貿易國 GDP、吉爾吉斯 GDP、共同邊界以及虛擬變數 SCO 呈現正相關，

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子中之後，邊界效果縮減為 0.3928211，而虛擬變數 SCO

與吉爾吉斯的貿易量呈現出正相關的結果顯著為 0.5388594。 

 

表 4- 30 吉爾吉斯迴歸分析結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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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塔吉克的實證分析 

    一、塔吉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貿易分析 
 

    2001-2009 年間塔吉克與上海合作組織的貿易額同樣成長快速，但不同於其

他成員國塔吉克的貿易額變動主要來自於進口，自 2001 年開始塔吉克與成員國

間的進口大於出口，並且在 2008 年達到高峰。塔吉克的出口於 2001 至 2008 年

間並無明顯成長，但不同於其他成員國於 2009 年遭遇衰退，塔吉克對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的出口反而於 2009 年有較明顯的成長達到歷年高峰。2001 年塔吉克

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出口為 2 億美元；2009 年塔吉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的出口約 6 億美元成長三倍，2001 年塔吉克自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進口 2.8

億美元，2008 年塔吉克自上海合作組織進口 19 億美元成長 6.8 倍。2001 年塔吉

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進出口總額為 4.8 億美元；2008 年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的進出口總額為 25 億美元成長 5.2 倍。 

 

2001-2009塔吉克與SCO成員國進出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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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2001-2009 塔吉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進出口趨勢 

資料來源: 作者整理自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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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塔吉克的實證結果 
(1)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TajGDP＋β4lnPOP＋ 

β5lnTajPOP＋β6DIST＋β7Border＋ε 

 

    由式(1)中我們可以看出塔吉克的出口與進口、出口國 GDP、雙邊首都距離、

共同邊界呈現正相關，吉爾吉斯的進口每增加 1 單位，出口增加 0.5344811 單位，

出口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塔吉克出口增加 0.0510689 單位，雙邊首都距離方

面塔塔吉克則呈現較反常，雙邊首都距離呈現正相關，雙邊首都距離每增加 1

單位，塔吉克的出口增加 0.2495335 單位，雙邊有共同邊界塔吉克出口增加

0.5364053 單位。 

 

表 4- 31 塔吉克迴歸分析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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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nExport＝α＋β1lnImport＋β2lnGDP＋β3lnTajGDP＋β4lnPOP＋ 

β5lnTajPOP＋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在式(2)中我們將式(1)加入虛擬變數 SCO 塔吉克的出口與塔吉克的進口、出

口國 GDP、雙邊首都距離、共同邊界以及虛擬變數 SCO 呈正相關，塔吉克的進

口每增加 1 單位，出口增加 0.5101928 單位，塔吉克出口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

出口增加 0.0559674 單位，雙邊首都距離每增加 1 單位，塔吉克出口增加

0.2385279 單位，雙邊有共同邊界塔吉克出口增加 0.4620327 單位，加入 SCO 塔

吉克出口增加 0.227224 單位。 

 
表 4- 32 塔吉克迴歸分析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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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TajGDP＋β4lnPOP＋ 

β5lnTajPOP＋β6DIST＋β7Border＋ε 

 

    於式(3)中我們可以看出塔吉克的進口與出口、進口國人口、進口國 GDP、

塔吉克 GDP 呈現正相關，塔吉克的出口每增加 1 單位，進口增加 0.4920978 單

位，進口國人口每增加 1 單位，進口增加 0.0799608 單位，進口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進口增加 0.1396873 單位，塔吉克 GDP 每增加 1 單位，塔吉克進口增加

1.354686 單位，塔吉克的人口、雙邊首都距離、共同邊界則與塔吉克的出口呈現

負相關。 

 

表 4- 33 塔吉克迴歸分析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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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nImport＝α＋β1lnExport＋β2lnGDP＋β3lnTajGDP＋β4lnPOP＋ 

β5lnTajPOP＋β6DIST＋β7Border＋β8SCO＋ε 

 

    於式(4)中我們將虛擬變數 SCO 加入式(3)中，結果顯示塔吉克的進口與塔吉

克的出口，進口國人口、進口國 GDP、塔吉克 GDP、虛擬變數 SCO 呈現正相關，

塔吉克的進口與虛擬變數 SCO 呈現較顯著正相關，塔吉克加入 SCO，其進口增

加 0.8152566 單位。 

 
表 4- 34 塔吉克迴歸分析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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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nTade＝α＋β1lnGDP＋β2lnTajGDP＋β3lnPOP＋β4lnTajPOP＋β5DIST＋ 

           β6Border＋ε 

 

    式(5)中我們可以看出，塔吉克的貿易額與貿易國 GDP、塔吉克 GDP、共同

邊界呈現正相關，貿易國 GDP 每增加 1 單位，塔吉克貿易額增加 0.2532088 單

位，塔吉克 GDP 每增加 1 單位，塔吉克貿易額增加 1.725819 單位，與塔吉克有

共同邊界國家，塔吉克的進出口額增加 0.3927811 單位。 

 

表 4- 35 塔吉克迴歸分析結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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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nTade＝α＋β1lnGDP＋β2lnTajGDP＋β3lnPOP＋β4lnTajPOP＋β5DIST＋ 

           β6Border＋β7SCO＋ε 

 

    於式(6)我們將式(5)中加入虛擬變數 SCO 我們可以看出，塔吉克的貿易額與

塔吉克 GDP、貿易國 GDP、共同邊界以及虛擬變數 SCO 呈現正相關，於共同邊

界方面有較明顯改變，將式(5)加入虛擬變數 SCO 之後共同邊界由原來的

0.3927811 減小為 0.043044，虛擬變數 SCO 則與塔吉克的貿易額呈現較顯著正相

關，加入 SCO 塔吉克貿易額增加 0.9791478 單位。 

 

表 4- 36 塔吉克迴歸分析結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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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 

ㄧ、研究發現 

    上海合作組織成立至今近 11 年於經貿領域合作的成效逐步增溫，我們透過

各種官方即非官方文獻的分析及引力模型的檢證我們可以發現，首先各成員國對

於貿合作的態度比起早期更加重視，俄羅斯雖然對於經貿合作的態度相較於其他

國家較為消極，但近幾年來俄羅斯正視到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加強經貿合作的

重要性，於近幾年的峰會，杜尚別峰會(2008)、葉卡潔林堡峰會上(2009)，對於

加強過境運輸、組織能源俱樂部、加強成員國間銀行合作、海關合作等予以支持，

特別於能源合作、海關合作的態度最為積極。中國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需求

強烈，能源儲備豐富且鄰近的成員國俄羅斯、哈薩克、烏茲別克成為中國未來能

源需求重要的來源。而上海合作組織其他成員國對於中國的民生工業產品倚賴日

益加重，與中國的貿易關係亦成長快速。對於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的經貿合作，中

國為成員國中態度最為積極的，此外中國亦提出上海合作組織自由貿易區的主

張。於中亞成員國方面哈薩克急於開拓其本身能源輸出的出口，近年極力加強與

中國的能源合作。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除本身對於中國民生工業產品的

依賴之外，更寄望來自於中國的投資以改善國內環境。由於以上因素，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間經貿關係更趨密切，相互的貿易也更為頻繁。 

    由實證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俄羅斯雖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態度較

為消極，但由引力模型的實證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俄國的進出口與上合組織呈現

出高度的相關性，俄羅斯與成員國間貿易的增加主要來自於俄羅斯對於中國石油

及天然氣的出口增加，俄羅斯自中國的進口亦增加快速，俄羅斯對於上海合作組

織的經濟合作雖然態度較不明朗但有實證中我們可以看出俄國與成員國間貿易

關係密切未來具有極高的合作潛力。中國對於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的經貿合作態度

相當積極，但於實證結果中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不論於進口、出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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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貿易額皆呈現出極低的相關性，這與中國積極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經貿合作的舉

動並不相符，但從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的進出口貿易額可以看出，中國與上合作

組成員國的貿易量成長快速且擁有很高的貿易順差。但於實證式中由於中國與上

合作組成員國的貿易量占中國的總進出口額的比例較小，所以於實證式中無法顯

示出中國與上合組織成員國貿易的發展。 

    於中亞成員國方面，哈薩克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進出口貿易成長快速，

但於引力模型實證中上合組織與哈薩克的經貿合作關係並不顯著，甚至出現負相

關，哈薩克與俄羅斯以及其他中亞國家皆保持良好的貿易關係，雖然哈薩克近年

來中國亦努力拓展與中國的貿易關係，特別是於能源方面已經開始對中國供應石

油，但由於哈薩克與俄羅斯以及中亞的貿易關係一直良好並沒有特別改變，對於

中國的石油供應，亦處於初始階段所以經貿合作的效果並沒有於實證中顯現出

來。於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方面，烏茲別克對於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經貿合作的態度較為消極，於引力模型實證中亦顯示出烏茲別克對於上海合作組

織經貿合作的相關性較低，而塔吉克與吉爾吉斯則不然，塔吉克與吉爾吉斯皆為

中亞小國，且與中國比鄰對於來自中國的進口極為依賴，塔吉克以及吉爾吉斯與

上合組織成員國的貿易關係則呈現高度的相關性，塔吉克以及吉爾吉斯對資源以

及工業產品皆相當缺乏從相鄰近成員國兩國相當重要的支柱。從數據上的分析及

檢證我可以看出，成員國間貿易關係特別是俄羅斯、吉爾吉斯、塔吉克，與上合

組織的貿易關係相當緊密，成員國間貿易額也成長快速，未來有相當大的合作潛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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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建議 

    上海合作組織位於中亞地區，中亞地區相關的經濟和組織非常多，包括上合

組織、歐亞經濟共同體等，這些國家皆包括中亞且國家多有重複，這些經濟組織

未來的發展在對於上海合作組織經貿合作的拓展有重大的影響。上海合作組織與

這些經濟組織的關係未來將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議題。此外成員國間邊界效果顯

著，成員國間邊境貿易相當發達，上海合作組織提出改善交通以及簡化通關程序

以利投資貿易便利化的拓展，地理位置相鄰近的成員國如何利用其固有的先天優

勢，拓展投資貿易便利化，亦為相當值得研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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