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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贸易的演变趋势、特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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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省际贸易对一国经济的重要性 ，并不能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受到丝毫的忽视。 

本文首次采用中国 5年 3O省份的投入产 出表 ，总结了 1987—2007年间中国省际贸易的演变 

趋势与特征：第一，中国省际贸易保持 了高速增长，2007年省际贸易总额是国际贸易总额的 2 

倍，东部地区始终是省际贸易的主体；且对于省际贸易来说 ，GDP的影响可能大于距离的影 

响。第二 ，省际贸易保持着很高的集中度，与 GDP的高集中度存在高度的重合。第三，中国 

各省的省际贸易依存度存在上升的趋势，表明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2007年省 

际贸易依存度是国际贸易依存度的3倍，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仍远高于国际市场一体化 

的程度；此外，东部的省际贸易依存度高于中西部地区。第四，各省对外贸易中，省际贸易的比 

重呈现出下降趋势，表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速度慢于国际市场；但从比重来说，中国大多数省份 

的对外贸易仍然以省际贸易为主。第五，长期保持省际贸易逆差的省份大多属于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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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与汗牛充栋的国际贸易研究相比，由于省际贸易统计数据的缺乏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省际贸易 

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省际贸易对一国经济的重要性 ，并不能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受到丝毫的忽视。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来说，省际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比国际贸易更重要 ，这是因为：第一，省 

际贸易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省际贸易的规模反映了一国不 同省份间的一体化程度；省际贸易的模 

式反映了一国不同省份间的比较优势 ；省际贸易的流向反映了一国不同省份间的分工网络。第二，省 

际贸易体现的是各省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斯密定理指出，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分工 

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通过发展省际贸易形成密切的省际协作循环体系，就可以扩大市场规模 ，促进分 

工程度深化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第三，省际贸易有助于发挥各省间经济影响的反馈与溢 出 

效应 ，建立各省之间直接与间接的技术经济联系，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四，省际贸易是扩大 

内需的重要渠道。与国际贸易相比，省际贸易的“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较小(wall，2000)。当一 国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内部根源研究”(12 CJLO55)；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育发展基 

金“外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2011121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公共财政视角下中国经常项目失衡的机制研 

究”(11YJC79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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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本币升值、贸易保护主义和比较优势消失等因素时，发展省际贸易，扩大国内需求，就是一条贸易 

成本较低的选择路径。第五，省际贸易是实施“决战于国内，决胜于国外”战略的重要方式。通过省际 

贸易，可以发现更内行和挑剔的国内顾客，构建不同省份之间产业的关联，培育更多的国内竞争对手 ， 

从而提升一国的国家竞争优势，最终参与全球竞争 ，此过程可称为“决战于国内，决胜于国外”。 

学界对中国省际贸易的状况展开研究的文献主要有：陈家海(1996)利用中国 25个省 l987年的投 

入产出表考察了一个省对其他省份的“贸易依存度”。从“流出”方面看，25个省的合计流出额占 GDP 

的比重高达 51．4 ，如果扣 除向国外 的出 口合计数所 占的 比重 9．9 ，省际贸易 的依存度仍高达 

41．5 。Naughton(1999)基于 1987年和 1992年中国的省级投入产出表，发现从 1987—1992年省际工 

业品的贸易流量有所增长 ，特别是制造业内部各行业间的贸易 占据主导地位。Poncet(2003)采集了中 

国 1987、1992和 1997年地区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计算后发现 1987—1997年间，省际贸易在 GDP总额 

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显著降低 。钱勇生、张孝远(2007)通过分析 1988—2004年省际铁路货物运输的数 

据，发现东部省区对中西部货运联系的范围在扩大，方向多元化；而中西部省区货运联系的重点明显向 

南和向东转移。李善同等(2008)基于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工程数据，对 2003—2005年中国省际贸易进行 

了研究，发现省际贸易呈现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且省际贸易联系出现集聚的趋势，在全国形成了若干贸 

易区。许召元、李善同(2009)利用中国 2002年 3O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投入产出表和省际间铁路 

运输的数据，对中国省际间 42种商品和服务的贸易进行了估算，并据此对区域间贸易、中国经济分区等 

问题进行了分析。徐现祥、李郇(2012)采用 1985—2008年中国省际双边铁路货运贸易数据发现，外需 

导向的省际贸易主要受外贸的影响，内需导向的省际贸易主要受国内贸易成本的影响，中国的省际贸 

易被纳入了全球经济循环，产生为外贸而进行内贸的省际贸易。既有文献采用的贸易数据要么是时间 

跨度不长，要么是覆盖面不全 ，使得对中国省际贸易的研究还有待深化与拓展。 

为了全面系统考察中国省际贸易的变迁，本文首次采用中国 1987、1992、1997、2002和 2007年 3O 

个省 、自治区或直辖市的投入产出表 ，这样就使得本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时间跨度长，1987—2007 

年 ，基本可以反映中国省际贸易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演变状况 ；第二，覆盖面全，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包括 

全社会 ，从而覆盖了整个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第三，可比性强 ，由于采用数据均来 自历年的投人产出 

表，保持了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便于研究结果的对比分析。 

二、指标定义与数据说明 

(一 )指标定 义 

调出与调入：对于一国的某省来说，其对外贸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该省与本国其他地区的省 

际贸易，即省际调出和省际调入；另一部分是该地区与国外的国际贸易，本文在此统称为出口和进口。该 

地区的省际调出和出口之和为本文在此统称调出，该地区的省际调入和进口之和本文在此统称为调入。 

省际贸易集中度 ：5个贸易额最大省份的省际贸易额占全部省份省际贸易额的比重。 

省际贸易依存度 ：某省的省际调入和调出与该省增加值之比。 

省际贸易比重 ：某省的省际调入和调出与该省调出入之比。 

省际贸易盈余 ：若省际调出大于省际调入 ，称为省际贸易顺差；若省际调出小于省际调入，称为省 

际贸易逆差 。 

(二)数据说 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 自中国省级的投入产出表，共包括 1987、1992、1997、2002和 2007年 5个年份。 

原属广东省的海南行政区在 1988年升级为海南省，原属四川省的重庆行政区在 1997年升级为重庆直 

辖市，青海省没有编制 1987年的投入产出表，再去除西藏 ，本文最终使用的 1987年地区投入产出表共 

有 27张 ，1992年地区投入产出表共有 29张，1997年地区投人产出表共有 30张，2002年地区投入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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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共有 3O张，2007年地区投入产出表共有 3O张。本文使用的投入产出表涉及到 22个省 、4个 自治区 

和 4个直辖市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称为省份。 

由于部分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没有将调出项拆分为省际调出和出口，也没有将调入项拆分为省际调 

入和进口，只提供了调出项和调入项，本文将采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各 

省的进出口数据，将调出项和调入项进行拆分。 

考虑到拆分调出项和调入项时，需要分省的服务进出口数据，但 目前难以获得 口径一致的分省服 

务进出口数据，所以，本文涉及到的所有贸易数据 ，口径均为货物贸易，不包括服务贸易。 

三、中国省际贸易的变化趋势及特征 

(一)中国省际 贸易流量概述 

1987年中国省际贸易总额为 1．01万亿元，1997年增加到 6．8O万亿 元，2007年进一 步增加到 

29．27万亿元 ，2O年间增加了 28倍，每 5年平均增长率为 143 。2007年中国国际贸易总额为 14．48 

万亿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 7．8 ，居于世界第三位。两相比较，2007年中国的省际贸易总额仍是 

国际贸易总额的 2倍 。预计随着中国国际贸易增速放缓 ，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 ，中国省际贸易相对于国 

际贸易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从分区域①来看(见图 1)，东部地区省际贸易流量占全国的比重在 5个年份均超过 50 ，始终是省 

际贸易的主体 ；中部地区省际贸易流量占全国的比重从 1992年开始，逐年下降；西部地区省际贸易流量 

占全国的比重在 5个年份则存在上升的趋势。 

图 1 东部、中部和 西部 省际贸易流量 比重 

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表明，两国的贸易规模与两国的GDP成正比，与两国间的距离成反比。在图 2中， 

东部地区 GDP占全国比重逐年增加，且比重均在 5O 以上，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GDP占全国比重则存在 

下降趋势。这表明，东部地区省际贸易的主体地位与其 GDP的主体地位密切相关；中部地区省际贸易比重 

的下降趋势反映了其 GDP比重的下降趋势。再从距离看，中部地区从地理位置看处于全国的中心地区，便 

于和周边省份发生更多的省际贸易联系，图1却显示中部地区省际贸易比重存在下降的趋势。事实上，虽然和 

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个经济中心区相隔很远，但中部和西部地区最主要的省际贸易伙伴几乎全部是这三 

个中心地区(许召元、李善同，2009)。综上所述，对于中国的省际贸易来说，GDP的影响可能大于距离的影响。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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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部、中部和西部 GDP占全国比重 

表 1罗列了五年省际贸易流量和 GDP在全国排名前五位的省份。通过观察比较，本文发现，在这 

5个年份上，省际贸易流量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大多属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没有一个省份进入前五 

位。江苏和广东是每个年份均进入前五位 的省份。若结合 GDP进行分析，本文发现省际贸易流量和 

GDP在全国排名前五位的省份的重合率随着时间推移 ，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可能说 明，GDP在中国 

省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表 1 省 际贸易流 量和 GDP排名前五位的省份 

年份 省际贸易 流量 GDP 重合率 ( ) 

1987 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广东 江苏、山东、四川、广东、辽宁 40 

1992 江苏 、河北 、广东 、山东 、上海 广东 、山东 、江苏 、四川 、辽 宁 60 

1997 江苏 、广东 、河北 、山东 、安徽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河南 6O 

2002 浙江、广东 、河北、江苏、山东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 80 

2007 广东、河北 、江苏、浙江、河南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 80 

从标准差／均值这一指标来看 ，在 1987、l992、1997、2002和 2007年，省际贸易流量的标准差／均值 

分别为 0．740、0．945、0．806、0．770和 0．881，总体表现出上升趋势 ，说明各省的省际贸易流量的差异程 

度变得更 大。 

(二)中国省际贸易的集中度 

自1987年以来，省际贸易的分布始终保持着很强的集中化趋势。在 1987、1992、1997、2002和 2007 

年，省际贸易前五位省份占全部省份省际贸易额的比重分别为 4O．2 、45．1 、41．1 、39．9 和 43．3％， 

中国省际贸易最发达的 5个省份占据了省际贸易的 4O 左右，其余的 6O 则来 自其他 25个省份。省际 

贸易的集中化趋势说明，尽管省际贸易的总量迅速增加，但省际贸易活动始终集中在少数的省份。 

结合 GDP来看 ，在 1987、1992、1997、2002和 2007年，GDP前五 位省份 占全 国的 比重分别 为 

36．7 、37．8 、38．2 、4O．2 和 42．2 ，逐年稳步上升。再结合表 l，本文认为，省际贸易集中度和 GDP 

集中度的高度重合，符合引力模型的逻辑，说明 GDP的规模在中国省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省际贸易集聚在东部地区，且维持着很高的集中度 ，一方面反映了东部地区是产业活动的集聚地 ， 

另一方面表明，以东部省份为中心的省际贸易区已经形成。 

(三)中国的省际贸易依存度 

从全国范围来看(见图 3)，1987年 27个省份的省际贸易依存度均值为 9O．4 ，2007年 30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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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际贸易依存度均值为 106．9 ，表现出上升的趋势。纵观图 3中 5年的全国省际贸易依存度 ，发现 

只是在 2002年省际贸易依存度呈下降状况，其余年份均不断提高。这说明，在 1987—2007年间，中国 

各省的贸易联系是不断加强的，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1987年 27个省份的国际贸易依存 

度均值为 12．7 ，2007年 30个省份的国际贸易依存度均值为 34．0％。两相比较，虽然在 1987—2007 

年间国际贸易依存度增长的速度快于省际贸易依存度，但 2007年省际贸易依存度仍然是国际贸易依存 

度的 3倍。这表明尽管国际市场一体化的速度快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然而，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仍 

远高于国际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中国省际间的贸易联系仍远多于各省与国外 的贸易联系。此外 ，一般 

认为，国际贸易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 ，本文的计算表明中国的省际贸易 

依存度远高于国际贸易依存度。可见，省际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 3 全 国省际贸易和国际贸易依存度 

从分区域来看(见图4)，1987—2007年，东部 11个省份的省际贸易依存度均值呈现出先下降后上 

升的趋势；中部 8个省份的省际贸易依存度均值的变化趋势则不太规则；西部 11个省份的省际贸易依 

存度均值大体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若比较三大区域贸易依存度的 5年均值，则东部地区 5年 

的贸易依存度均值为 103．O ；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 92．3 和 88．9％，说明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 

地区的省份的省际贸易水平更高，与其他省份的经济技术联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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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部、中部和西部省际贸易依存度 

再从具体的省份看，1987年省际贸易依存度前五位 的省份依次为天津、上海、河北、河南、浙江； 

1992年省际贸易依存度前五位的省份依次为吉林、天津 、江苏、河北、上海；1997年省际贸易依存度前五 

位的省份依次为天津、青海、河北、宁夏、贵州；2002年省际贸易依存度前五位的省份依次为吉林、重庆、安 

徽、天津、河北；2007年省际贸易依存度前五位的省份依次为河北、吉林、陕西、天津、安徽。可以发现，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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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间的推移，属于中西部地区的省份是不断增加的。天津则是唯一的每个年份均进入前五位的省份。 

(四)中国的省际贸易 比重 

首先来看全 国的省际贸易比重(见图 5)，1987年 27个省份的省际贸易 比重为 88．2 ，2007年 3O 

个省份的省际贸易比重为 78．0 ，大约下降了 10个百分点 。这说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省对外贸易 

中，省际贸易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国际贸易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省际贸易的增长速 

度慢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速度慢于国际市场一体化的速度。 

o0 

、 —／  

80 

60 

4O 

20 

0 

口全国均值 圈东部均值 圈 中部均值 ■西部均值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年份 ) 

图 5 全国 、东部、中部和 西部 省际贸易比重 

其次从各区域来看 ，东部地区的省际贸易 比重从 1987年的 82．2 下降到 2007年的 61．1 ，下降 

幅度最大；中部地区的省际贸易比重从 1987年的 92．2 下降到 2007年的 85．7 ；西部地区的省际贸 

易比重从 l987年的 91．4％下降到 2007年的 89．3％，在此期间，基本维持不变。若比较三大区域的 5 

年均值 ，则东部地区5年的省际贸易比重均值为 69．0 ；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 89．4 和 9O．2 ，说明 

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省份更依赖省际贸易。 

最后来分析具体的省份，1987年省际贸易比重前五位的省份依次为河南、甘肃、贵州、吉林、湖北； 

1992年省际贸易比重前五位的省份依次为新疆、宁夏、河北、安徽、河南；l997年省际贸易比重前五位的 

省份依次为甘肃、贵州、河北、安徽、青海；2002年省际贸易比重前五位的省份依次为陕西、重庆、宁夏、 

安徽、河北 ；2007年省际贸易比重前五位的省份依次为陕西、河北、河南、贵州、安徽。可以发现，在这 5 

年中，河北是唯一进入前 5位的东部地区的省份 ，其余的省份均属于中西部地区，这也说明，与东部地区 

相比，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对省际贸易的依赖程度更高。 

若对于分析省际贸易比重和国际贸易比重的大小，本文发现，1987年没有一个省份的国际贸易比 

重大于省际贸易的比重；1992年只有福建的国际贸易比重大于省际贸易的比重；1997年只有广东的国 

际贸易比重大于省际贸易的比重 ；2002年只有上海和广东的国际贸易比重大于省际贸易的比重；2007 

年只有上海、江苏、广东和海南的国际贸易比重大于省际贸易的比重。可见，中国大多数省份的对外贸 

易仍然是以省际贸易为主的。 

(五)中国的省际贸易盈余 

在 1987、1992、l997、2002和 2007年，省际贸易为顺差 的省份 占全部省份的比例分别为 14．8 、 

27．6 、50．0％、46．7％和 33．3 ，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分区域来看，东部省份占省际贸易顺差省 

份的比例在 5个年份，分别为 50．0 、37．5 、40．O 、50．O 和 70 ，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从各省份具体情形看 ，在 5个年份均保持顺差的省份有辽宁和河南；在 5个年份均保持逆差的省份 

有北京、山西、吉林 、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 9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其余 19个省份在 

5个年份的省际贸易盈余均发生了变化。可见，从空间分布看 ，长期保持省际贸易逆差的省份大多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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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这可能表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需要从东部地区调入工业制成品；而大多数省 

份的省际贸易盈余模式均发生了变化 

四、结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目前面临着“不平衡 、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深层次问 

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本文认为，重新审视和大力发展省际贸易，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 

式实现如下转变：(1)从依赖低端要素转变为构建深化分工网络。过去 30年，中国经济形成了依赖劳动 

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低端要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但这种增长模式 已经难以持续。通过发展省际贸 

易，形成统一开放盼国内大市场，在全国范围内促进分工网络的构建和深化，建立国民经济体系不同产 

业的循环累积因果联系，使得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2)从区 

域率先发展战略转变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自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发生了两次转变 ： 

第一次是 2O世纪 80年代开始的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该战略的实施，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的同时 ，也造成了区域差距的扩大。于是，中央政府在“九五”计划首次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构 

想。1999年 ，中央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此后又相继提出了“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的战略， 

这表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从“率先发展”到“协调发展”的第二次转变。发展省际贸易，有助于东部地 区 

在发展态势呈现出“极化效应”的基础上 ，逐步发挥极化后的“扩散效应”，建立省际直接与间接的技术 

经济联系，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3)从外向型发展战略转变为内外双 

向循环型发展战略。中国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正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困扰而难以为继 ，如国 

内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环境保护约束加大和贸易保护主义等。省际贸易的边界效应小于国际 

贸易，为此，省际贸易就可以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渠道。通过省际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可以最大限 

度地开发国内市场，真正实现“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内外双向循环型的发展 

战略。(4)从“市场换技术”战略转变为“市场和技术双重追赶”的战略。本国市场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战 

略性资源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使命来说。本国市场的规模特别是高端市场的规模 ，是决定 

本土企业创新能力能否形成的最根本因素，此即为“需求所引致的创新”。美国和 日本等发达 国家的企 

业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均立足于本国市场积累了相当的创新能力。中国自改革开放 以来 ，存在着重 

技术轻市场的倾向，形成了“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由此导致了国内市场开放过早、开放幅度过大等问 

题。发展省际贸易 ，减少国内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为本土企业整合出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进 

而立足该市场 自主创新 ，“决战于国内，决胜于国外”，展开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 

重新审视和大力发展省际贸易，首先需要 了解和总结过去中国省际贸易的演变趋势和特征。为 

此，本文首次收集和整理了中国 1987、1992、1997、2002和 2007年 5年的地区投入产出表，通过引入各 

种指标进行测算 ，发现在 1987—2007年间，中国的省际贸易表现出如下的趋势和特征：(1)中国省际贸 

易保持了高速增长，2007年省际贸易总额是国际贸易总额的2倍，东部地区始终是省际贸易的主体；且 

对于省际贸易来说，GDP的影响可能大于距离的影响。(2)省际贸易在空间分布上保持着很高的集中 

度，与 GDP的高集中度存在高度的重合 。(3)中国各省的省际贸易依存度存在上升的趋势，表明中国国 

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2007年省际贸易依存度是 国际贸易依存度的 3倍，表明国内市场一体 

化的程度仍远高于国际市场一体化的程度 ；此外 ，东部的省际贸易依存度高于中西部地区。(4)各省对 

外贸易中，省际贸易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 ，表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速度慢于国际市场；且东部的省际 

贸易 比重远低于中西部地区；但从比重来说 ，中国大多数省份的对外贸易仍然以省际贸易为主。(5)长 

期保持省际贸易逆差的省份大多属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表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需要从 

东部地区调入工业制成品。 

总结和厘定中国省际贸易的演变趋势和特征 ，为关于省际贸易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鉴于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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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数据缺乏造成的研究不足，本文将从以下方 向进一步拓展相关 的研究：(1)省际贸易的产业特 

征。抽象和分析各省省际贸易的产业特征，譬如省际贸易的产品属于消费品行业、中间投入品行业还 

是资本品行业；省际贸易的产业特征与该省的产业结构有什么关系等。(2)编制省际贸易矩阵。目前， 

既有文献(李善同等，2010)只有 2002年 3O个省 42种商品和服务的贸易矩阵，而缺少其他4个年份的省 

际贸易矩阵。编制缺失年份的省际贸易矩阵，可以更好地分析省际贸易的具体流向，划分中国的省际贸 

易区，界定省际分工的规模与水平等。(3)边界效应的测度。引入省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测度三种贸易的 

边界效应，对比分析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探究影响省际贸易的相关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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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Trend，Characteristics and Outlook of the 

Inter-provincial Trade in China：From 1987 to 2007 

ZHANG Shaoiun(Xiamen University，361005) 

LI Shanto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1 000 1 0) 

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trend of inter-provineial trade in China from 1987 to 

2007．We conclude the evolution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First，the inter-provincial trade in China has 

maintained rapid growth，the tota1 amount of inter_provincial trade in 2007 is two times that of the 

volume of international trade。and the eastern region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body of the inter- 

provincial trade for inter-provincial trade，GDP is the mor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rather than the 

distance．Second，inter-provincial trade has maintained a high degree of concentration．Third，inter- 

provincial trade dependence of China’S provinces is a rising trend，and this indicates that China’S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continues to enhance；the dependence of the inter-provincial trade is three times that of 

the 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2007，and this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the 

domestic market is still far higher than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integration．Fourth，the 

proportion of inter-provincial trade is showing a downward trend，showing that the speed of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is slower than the speed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integration．Fifth，the provinces of 

long-term inter-provincial trade deficit are mostly of the e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 

Keywords：Inter-provincial Trade，Provincial Input—output Table， Outflow and Inflow。Market 

Integration，Grav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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