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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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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6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全年农产品出口 310. 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4. 1 % ,农产品出口迈上新台阶。但近 11 年以来 ,我国农产品出口对世界农产品出口的贡献

率近 11 年来一直处在 3 %左右的较低水平。中国农业企业还存在企业规模小、产品质量优势

不明显和农产品加工水平低等一系列问题 ,要在世界农产品贸易战中把握主动权 ,应对挑战 ,

研究分析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成为必然。

[关键词 ]农产品出口 ;贸易引力模型 ;统计口径 ;对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 ] F74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98 (2008) 01 - 0047 - 06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农产品出口贸

易在全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 ,农产品出

口总值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重由 1994 年的 10.

7 %下降为 2006 年的 3. 2 %。2004 年我国农产品

出口 233. 9 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成为全球第四大

农产品贸易国 ,排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之后 ,但中国

已经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 ,

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由于竞争力较弱而受到的

冲击已开始显露。2006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克服了

国外技术壁垒影响和生产成本上涨压力 ,实现较快

增长 ,全年农产品出口 310. 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4. 1 % ,历史上首次达到 300 亿美元 ,农产品出口

迈上新台阶。

但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中也存在不少

隐忧 ,既有“内忧”也有“外患”。

“内忧”主要是我国的出口企业实力不强 ,出口

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不高 ,精加工产品更少 ,利润率

较低 ,国际竞争力弱 ,出口后劲不足 ;中国农产品的

质量差 ,品牌意识不强 ;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家

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状态 ,生产的随意性大 ,农产

品科技含量不高 ,药物残留量较高 ,农民受教育程

度低 ,品种改良和农业投资积极性小 ,从而影响了

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外患”主要是市场

竞争将更加残酷 ;进口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对本国农

业的保护力度 ,各种国内补贴政策等不公平竞争环

境也加大了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难度 ;出口市场过于

集中 ,我国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 ,对日本、韩

国市场依赖性大 ,出口市场结构不尽合理 ,不利于

规避贸易壁垒 ,增大了农产品出口的风险性。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要在世界农产品贸易战

中把握主动权 ,应对挑战 ,研究分析影响中国农产

品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成为必然。本文选取 2002

～2005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情况作为研究对

象 ,结合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特点构建中国农产

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影响中国

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

统计口径是农产品贸易研究中一个必须面对

的问题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农产品口径的统

计范围 ;二是不同农产品统计口径的对齐。不同的

统计口径所包含的产品种类范围不一样 ,导致研究

对象和研究结论的差异。目前在农产品贸易研究

中产品统计口径的问题比较突出 ,不同的研究机构

和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统计口径不尽相同 ,甚至在

同一统计来源中 ,不同时期的产品数据统计口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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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差异。不少研究者在进行农产品贸易的研

究中 ,采用的农产品统计范围和统计口径比较乱

杂 ,其参考和借鉴价值大打折扣。如 : 程国强

(1999)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进行研究时 ,农产品

进出口总体时序数据采用的是 ST TC 统计数据 ,

分析农产品贸易结构时用的是 HS 数据 ;安玉发

(2004)对世界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分析基本上全部

采用的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的统计数据 ,即

ST TC 统计标准 ,他们都没有将不同的农产品统计

口径对齐。

一、理论基础和数据说明
1. 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

引力模型源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即两个物体

间的引力和它们的质量成正比 ,与它们的距离的平

方成反比。1948 年天文学家 Stewart 和社会学家

Zipf 在此定律基础上 ,研究两个城市间旅行人数与

其人口数量成正比和其间距离成反比的关系 ,从而

首次将引力模型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 ,其模型具体

形式如下 :

Iij =α0 ( PO Pi PO Pj ) / Dβ
ijμ0

其中 , I 是城市间旅行人数 ;

PO P 是城市人口数 ;

D 是城市间距离 ;

α0 ,β和μ0 分别是常数项、待估计参数和随机

误差项

自二十世纪 60 年代之后 ,J . Tinbergen 和 P.

Poyhamen 尝试用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和距离来

分析双边贸易流量 ,从而将引力模型引入国际贸易

领域。J . Tinbergen (1962)在原有引力模型中引入

优惠贸易区成员和共同边界这两个虚拟变量 ,结果

发现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距离对于贸易的扩张效果

作用非常显著 ,他采用的引力模型形式如下 :

Xij =α1 GDPβ1i GDPβ2j Dβ3ij ADβ4ij PRβ5ij μ1 其中 , X

为国家或地区间出口值 ;

GDP 为贸易国和地区的 ;

AD 是虚拟变量 ,AD = 1 ,贸易国相邻 ;AD = 0

贸易国不相邻 ;

PR 是虚拟变量 ,PR = 1 ,贸易国互相给予贸易

优惠 ;

PR = 0 ,贸易国之间不存在互惠条件 ;

α1 是常数项 ;β1 ,β2 ,β3 ,β4 ,β5 分别是待估计参

数 ,μ1 是随机误差项。

P. Poyhonen (1963)使用国民收入或者人均国

民收入代替“质量”概念 ,用运输成本衡量距离 ,对

1958 年欧洲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 ,建立结构

性的国际商品交换模型 ,得到出口量与国民收入成

正比 ,与运输距离成反比的结论。其模型具体形式

如下 :

Xij = exp (α2 ) ( GDPβ1j GDPβ2j ) / (1 +εD’
ij
β3μ2 　i ≠j

其中 , GDP 为贸易国和地区的国民收入 ;

D’代表运输成本 (而不是实际距离) ;

β1 ,β2 代表进出口国家的国民收入弹性 ;

ε代表运输成本系数 ,α2 代表常数项 ;

β3 代表“独立”参数 ;

μ2 代表随机误差项。

H. Linneman (1966) 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国际

贸易流动时认为 ,经济规模和技术差异是比较优势

的决定因素 ,因此 ,一个国家潜在的出口量取决于

进出口国家开放程度 (即总出口在 GN P 中所占份

额)和国民生产总值 ( GN P) ,较高的 GN P 意味着

一国进口需求较大 ,与进口正相关 ;较多的人口则

意味着一国较强的自给能力 ,与进口负相关。此

外 ,他认为运输成本、关税和配额等构成贸易壁垒 ,

与贸易数量负相关。

2. 数据来源

本论文所用数据具有可获得性 ,相关数据来源

如下 :

(1) 2002～2005 年中国主要农产品出口贸易

国家和地区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

(2)距离指的是中国北京和中国农产品出口国

家和地区的首都或中心之间的绝对距离 ,数据来自

googleearth 软件 ,以千米为单位。

(3) A PEC 成员国划分标准以 http :/ / www.

apecsec. org/ 网站资料为准 ,欧洲、中美洲和北美

洲地区虚拟变量的分类标准依据 FAO 数据库。

(4)汇率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 ,中

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中的汇率是指各贸易

伙伴国和地区相对人民币的汇率。

(5) 名义 GDP、GDP 的折算指数和人口数据

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3～2006》、《世界经济

年鉴 200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和世界银行网

站。香港、澳门、台湾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 2003～2006》。

二、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1. 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界定

本文选取中国与 2006 年排名前 32 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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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进口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 ,对 1995～

2005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情况进行分析 ,构造中国

农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该面板数据时间序列

较短 ,但由于这 32 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农产品出

口额的九成以上 ,从而该面板数据可以反映中国农

产品出口贸易的主体格局 ,利用该数据所得分析结

果有一定说服力。
表 1 :2002～2005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市场 　(金额 :亿美元)

国 　家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日本 79. 27 73. 93 60. 44 57. 18
美国 28. 39 23. 18 20. 52 16. 27
韩国 28. 49 21. 22 25. 64 20. 41
香港 26. 43 26. 05 22. 11 20. 57
德国 9. 31 6. 77 6. 09 4. 92

俄罗斯联邦 7. 29 5. 95 5. 68 4. 42
马来西亚 6. 93 5. 3 6. 7 5. 7
荷兰 5. 38 4. 11 3. 61 3. 01

印度尼西亚 2. 13 4. 48 5. 37 5. 3
英国 3. 91 3. 11 2. 69 2
菲律宾 3. 21 2. 77 2. 92 2. 02
加拿大 3. 82 3. 06 2. 31 1. 83
西班牙 3. 76 2. 22 1. 36 1. 04
台湾省 3. 6 3. 05 2. 72 2. 91
泰国 3. 04 2. 47 2. 22 1. 67

澳大利亚 2. 77 2. 41 1. 91 1. 38
越南 3. 06 2. 4 3. 17 1. 91
意大利 2. 86 2. 36 2. 49 2. 29
新加坡 3. 02 2. 93 2. 52 2. 47
比利时 2. 5 1. 53 1. 18 0. 63
法国 2. 1 1. 66 1. 47 1. 19
墨西哥 2. 16 1. 96 0. 83 0. 42
朝鲜 2. 64 2. 38 1. 84 1. 01
阿联酋 2. 06 1. 56 1. 01 0. 8
印度 2. 13 2. 12 1. 98 2. 31
波兰 1. 61 1. 64 1. 84 1. 06
澳门 1. 34 1. 22 1. 15 1. 01
南非 1. 03 0. 8 1. 26 0. 67

巴基斯坦 1. 69 0. 58 0. 43 0. 55
摩洛哥 1. 12 0. 93 0. 83 0. 69

沙特阿拉伯 0. 89 0. 76 1. 01 0. 91
乌克兰 1. 01 0. 54 0. 42 0. 25

数据来源 :商务部网站整理而得 ( http :/ / www. mofcom.

gov. cn)

2. 模型待检验假设

第一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和人口变化同时

对当地农产品需求和供给产生影响 ,如果随着

GDP 和人口增加 ,对农产品需求市场影响很大 ,则

表现为当地农产品需求增加 ,于是中国倾向于减少

农产品出口 ,而进口国家和地区则倾向于增加农产

品进口 ;如果随着人口增加 ,对农产品供给市场影

响更大 ,则表现为当地农产品供给增加 ,即中国生

产农产品能力提高 ,会扩大出口 ,而进口国家和地

区的自给自足能力增强 ,从而会减少农产品出口。

也就是说 , GDP 和人口与中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关

系取决于对供求综合作用的效果。

第二 ,由于模型所采用的双边贸易汇率是指中

国农产品进口国和地区的货币对人民币的比值 ,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双边汇率下降就意味着其

贸易伙伴国和地区可以以较少的货币换取同样多

的农产品 ,因而会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 ,因而双边

贸易汇率与中国农产品出口负相关 ;

第三 ,中国与其农产品进口国和地区之间的距

离是构成农产品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 ,距离差别越大 ,运输成本差别也

就越大 ,相应的价格差别就越大。从消费角度来

看 ,人们更愿意从较近地区购买产品。因此 ,中国

与其农产品进口国和地区的距离与中国农产品出

口负相关 ;反映双方贸易制度安排的 A PEC 组织

虚拟变量 ,将有利于减少中国与其他 A PEC 组织

成员国之间的认同感 ,文化差异引起的饮食习惯差

异亦构成农产品贸易互补的基础 ,因此 ,反映长期

农产品贸易往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影响的欧

洲与北美洲和中美洲虚拟变量与中国农产品出口

正相关。

3. 模型设定

在标准形式的引力模型中 ,决定双边贸易流动

变量的主要有三个 :代表进口国和地区潜在总体需

求的变量 ;代表出口国和地区潜在总体供给能力的

变量 ;代表国家首都或者经济中心之间距离的变量。

即双边贸易量与两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规模成正

比 ,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其标准形式如下 :

Xijt =αGDPit
β1 POPit

β3 GDPjt
β2 POPjt

β4 Dij
β5μijt

其中 ,X 代表双边贸易值 ;

GDP 代表贸易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

PO P 代表贸易国和地区的人口数量 ;

D 代表双边贸易国和地区间的距离 ;

i 代表出口国和地区 ,j 代表进口国和地区 ;

α、μ和 t 分别代表常数项、随机误差项和时间。

该引力模型对数形式如下 :

ln ( Xijt ) =α、+β1 ln ( GDPit ) +β2 ln ( GDPjt ) +

β3 ln ( POPit ) +β4 ln ( PO Pjt ) +β5 ln (Dijt ) +μ、ijt

其中 ,α、= lnα,μ、= lnμ

后来 ,人们在标准形式的引力模型中加入一些

变量 ,从而得到扩展形式的引力模型。这些变量主

要包括两类 :一类是价格和汇率 ,一类是反映语言、

共同边界和互惠贸易条件影响的虚拟变量 ,相应的

对数形式模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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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 Xijt ) =α +β1 ln ( GDPit ) +β2 ln ( GDPjt ) +

β3 ln ( POPit ) +β4 ln ( PO Pjt ) +β5 ln (Dijt )β6 ln ( Pijt ) +

β7 ln ( RA Tijt ) +β8 PRijt +β9BRijt +β10 L ijt +μijt

其中 ,P 代表双边贸易价格 ;

RA T 代表双边贸易汇率 ;

BR 代表双边贸易方是否有共同边界 ;

L 代表双边贸易方是否有共同的语言 ;

T 代表时间。

最后 ,根据中国农产品出口特点和搜集到的数

据 ,构建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具体思路

如下 :

1. 本论文用 GDP 变量 ,反映宏观经济对农产

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此外 ,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 ,

地区间人均收入差别较大 ,但是整个经济发展受人

口变化影响较大 ,所以没有选择人均收入变量 ,而

是将人口变量引入模型。

2. 由表 1 可知 ,中国农产品出口呈现明显得流

向特征 ,2006 年流向日本、韩国、美国、中国香港四

地的农产品占当年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42. 1 %。因

此 ,距离很可能是影响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的一个

主要因素 ,这也是本论文使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中

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因素的原因之一。由于中国农

产品能的平均价格等于出口额与出口数量的比值 ,

但农产品的出口数量单位很难统一 (比如有的农产

品用头、只来计量) ,所以我们没有将将价格变量引

入模型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会将某种或者某类农

产品纳入模型分析。此外 ,中国作为世界农产品出

口贸易大国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 ,因

此 ,将汇率引入模型反映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中国

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表 2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变量含义及其系数符号说明

变 量 含 　　　　　义 预期符号
X 中国向其贸易伙伴国和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额 ———

GDPi 中国农产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 GDP + 或 -
GDPj 中国的 GDP + 或 -
POPi 中国农产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数量 + 或 -
POPj 中国的人口数量 + 或 -

D 北京与中国农产品出口国家和地区首都或经济中心间的距离 -
RA T 中国农产品出口国家和地区货币对人民币的比值 -

APEC

A PEC 虚拟变量 ,在反映双边贸易制度安排时 ,将 A PEC 组织成员国作为虚拟变量反

映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国的地区间的贸易互惠条件。当中国农产品伙伴国和地区属于

A PEC 组织时 ,该变量为 1 ,当中国农产品贸易伙伴国和地区不属于 A PEC 组织时 ,该

变量为 0 ;

+

EU R
欧洲地区虚拟变量 , EU R = 1 ,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和地区属于欧洲 ; EU R = 0 ,中国的贸

易伙伴国不属于欧洲。
+

CNM
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虚拟变量 ,CNM = 1 ,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和地区属于北美洲和中美

洲 ;CNM = 0 ,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和地区不属于北美洲和中美洲。
+

　　3. 引入的虚拟变量 : ①A PEC 组织虚拟变量。

在反映双边贸易制度安排时 ,将 A PEC 组织成员

国作为虚拟变量反映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国的地区

间的贸易互惠条件。当中国农产品伙伴国和地区

属于 A PEC 组织时 ,该变量为 1 ,当中国农产品贸

易伙伴国和地区不属于 A PEC 组织时 ,该变量为

0 ; ②欧洲与北美洲和中美洲两个虚拟变量。由表

1 可知 ,中国农产品出口主要市场集中在亚洲 ,应

该积极开拓欧洲与北美洲和中美洲市场 ,因此将这

两个地区虚拟变量放入模型 ,以考察这两个地区除

距离和汇率等因素之外 ,长期农产品贸易往来和地

区文化传统等综合影响的结果。由于 A PEC 组织

虚拟变量包含了大多数东亚国家 ,所以没有在模型

中加入东亚地区虚拟变量。当中国的农产品贸易

伙伴国和地区属于欧洲时 ,欧洲地区虚拟变量为

1 ,当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伙伴国和地区不属于欧洲

时 ,该变量为 0 ;当进口中国农产品伙伴国和地区

属于北美洲和中美洲时 ,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虚拟

变脸为 1 ,当进口中国农产品伙伴国和地区不属于

北美洲和中美洲时 ,该地区虚拟变量为 0。

因此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的具体形

式如下 :

ln ( Xijt ) =α +β1 ln ( GDPit ) +β2 ln ( GDPjt ) +

β3 ln ( PO Pit ) +β4 ln ( POPjt ) +β5 ln ( Dijt ) +β6 ln

( RA Tijt ) +β7 A PECijt +β8 EU Rijt +β9 CNMijt +μijt

其中 ,i 和 j 分别代表中国农产品进口国家和

地区与中国 ,α是常数项 ,t 代表时间 ,β1 ,β2 ,β3 ,β4 ,

β5 ,β6 ,β7 ,β8 ,β9 分别为待定系数。β1 反映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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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对中国农产品的潜在需求 ;β2 反映中国经

济发展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β3 和β4 分别反映进

口国和地区及中国人口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

易的影响 ;β5 反映运输成本的影响 ;反映中国农产

品出口价格的影响 ;β6 反映双边汇率的影响 ;β7 反

映 A PEC 组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β8

和β9 分别表示欧洲与北美洲和中美洲对中国农产

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μ是随机误差项。各变量含义

及其系数符号整理如表 2 所示。

三、模型结果分析

将 32 个国家 2002～2005 年的农产品贸易数

据代入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利用最小二

乘法在 EV IEWS5. 0 软件对该模型进行模拟 ,所得

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 , I 是没有引入贸易制度和

地区虚拟变量的结果 , II 是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引

力模型的结果。可见 ,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预期基

本相同且具有一定的显著性水平 ,调整后的 R2 为

0. 465 表明该模型拟合度还比较理想 , F 值为 27.

653 ,可以在 5 %显著性上拒绝这些变量的系数均

为 0 的原假设 ,以下就模拟结果进行分析 :

表 3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预期符号
I II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Log ( GDPi ) + 或 - 0. 365﹡﹡﹡ 12. 321 0. 268﹡﹡﹡ 8. 632
Log ( GDPj ) + 或 - 0. 831 0. 818 1. 283 0. 986
Log ( POPi ) + 或 - 0. 104﹡﹡﹡ 6. 823 0. 152﹡﹡﹡ 4. 621
Log ( POPj ) + 或 - - 1. 653 - 1. 862 - 2. 362 - 1. 341

Log (Di ) — - 0. 632﹡﹡﹡ - 23. 31 - 0. 564﹡﹡﹡ - 18. 693
Log (RA Tij ) — - 0. 045﹡﹡﹡ - 4. 051 - 0. 061﹡﹡﹡ - 5. 514

APEC + 1. 235﹡﹡﹡ 28. 224
EU R + 0. 481﹡﹡﹡ 4. 461
CNM + 0. 754﹡﹡﹡ 6. 435

观测值数量 128 128
调整后的 R2 0. 398 0. 465

F 值 29. 253 27. 653

　　注 :﹡﹡﹡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5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10 %的显著性水平。

　　第一 ,中国 GDP 系数分别为 1. 283 ,说明经济

增长和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正相关 ,但是该系数不

显著 ,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不

大 ;进口国和地区的 GDP 系数为 0. 268 ,显著性水

平达到 1 % ,说明进口国和地区的 GDP 每增加

10 % ,他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的金额将增加 2.

68 % ,进口增长速度比相应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慢 ;

中国人口系数为 - 2. 362 ,说明人口增长和中国农

产品出口贸易负相关 ,但该系数也不明显 ,说明中

国人口的变化对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不大。进口

国和地区人口系数为 0. 152 ,显著性水平达到 1 % ,

说明进口国和地区的人口增长需求效应远大于供

给效应。

第二 ,汇率系数为 - 0. 061 ,显著性水平达到

1 % ,但该系数不明显 ,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对

汇率变化不敏感。贸易伙伴间的互惠制度安排对

贸易规模的影响很大。我们使用 A PEC 变量反映

制度安排的影响 ,实际上作用于贸易的制度因素相

当多。APEC的系数达到 1. 235 ,超过 1 而且显著性

水平达到 1 % ,可见该组织的确起到促进中国农产

品出口贸易发展 ,减小双边贸易阻力的作用。此外 ,

反映长期农产品贸易往来和文化等其他因素综合影

响的欧洲、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虚拟变量 ,系数分别

为 0. 481、0. 754 均大于 0 ,正相关 ,说明相对于其他

地区 ,中国有进一步向这几个地区出口农产品的潜

力 ,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第三 ,一般来说 ,空间距离越大 ,运输成本越

高、信息交流越困难、相互的文化差异也就越大 ,从

而阻碍相互贸易往来。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引力

模型的距离系数为 - 0. 564 ,该系数较小 ,这是否说

明信息技术的提高提高了运输效率 ,降低了运输成

本 ,还是目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受运输成本的影

响减弱 ,距离队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阻碍作用有所减

弱。当然 ,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四、结论和建议
1. 结论

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分析结果来

看 ,中国农产品进口国和地区的 GDP、A PEC 组织

和地区虚拟变量与中国农产品出口正相关 ,而汇率

和距离与中国农产品出口负相关。因此 ,中国农产

品出口的主要市场集中在距离相对较近、GDP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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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与中国属于同一贸易组织的国家和地区 ,国际

市场汇率变动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间接作用

相对较弱。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变化对农产

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明显 ,进口国和地区的 GDP

增长、人口增长都会增加当地对中国农产品的需

求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

2. 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 ,我们认为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

易要发展必须提高质量 ,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精

加工 ,农产品加工企业要树立自身形象 ,创造自己

的品牌。从市场角度来看 ,稳定亚洲市场 ,不断开

拓欧美市场 ,特别是美洲市场。为此 ,我们提出以

下对策建议 :

第一 ,针对日、韩市场比较稳定的情况 ,积极拓

展海外市场 ,特别是美洲市场 ;积极参与世界贸易

规则的制定 ,致力于减少各种贸易壁垒和不公平待

遇 ,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鼓励

建立农业行业协会 ,加强企业间的合作 ,积极推动

国内农产品加工企业“走出去”,鼓励有实力的农产

品加工企业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加工和出口基地 ,从

而减少技术贸易壁垒的影响。

第二 ,政府为企业营造农业科技创新的环境 ,

加强企业对农产品研发的投入。企业主动对农产

品进行深加工、精加工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增加

收益率 ,从而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从国际市场交

易实践来看 ,深加工或者精加工的农产品不但容易

打开市场 ,更容易塑造企业自身形象 ,赢得良好信

誉 ,树立企业品牌。

第三 ,加快建立农产品出口生产基地 ,培育一

批熟悉国际农产品市场、业务技能过硬的专业人

才 ,强化农民的市场观念 ,使农民逐渐参与期货交

易市场 ,有效规避农业市场风险。近年来 ,欧美国

家非常重视进口的农产品是否有专门的生产基地 ,

农产品质量问题能否追踪到生产基地是进入欧洲

统一超市的标准之一。基层政府部门要培育一大

批专业人才 ,帮助农民操作市场 ,把握农产品出口

市场的动向和趋势 ,并逐渐在期货市场上尝试套期

保值来规避现货交易中价格大幅度波动带来的高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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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ZEN G Guo - ping , SH EN Hai - cheng
( School of T rade and Public A dminist ration , Chongqing Universit y , Chongqing 400030 , China)

Abstract : In 2006 , t he expor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 roduct s realizes relatively rapid growt h and ex2
port value reaches 31. 03 billion U S dollars and the export growth rate is 14. 1 percent and China’s ag2
ricultural p roduct s export step s on a new level . However , in recent eleven years , t he rat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 roduct export cont ribution to t he world is always staying at 3 percent or so . China’s agri2
cult ural enterp rises have a series of p roblems such as small scale of an enterp rise , unclear p roduct

quality advantage and low deep processing level of the p roduct 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st udy and
analyze main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China’s agricult ural p roduct export if China want s to master self

- right s and answer t he challenge in agricult ural p roduct t rade wars in t he world.

Keywords :agricult ural p roduct export ; t rade gravitational model ; statistics requirement ; foreign

t rade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