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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并未取得像其工业品那样迅猛的增长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农业
的发展，而这主要是由种类繁多的农产品贸易及非贸易壁垒所导致的。
农产品贸易壁垒是致使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缓慢、减少贫困计划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
如何通过扩大农产品贸易，刺激农产品出口需求从而拉动农村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不断探索的
一个问题。
通过建立各种优惠的经贸安排，寻求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也已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
策选择。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要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就必须团
结起来，实现南南合作。
另外，农产品中有很多产品是工业原料，在我国农业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参与区域
分工与合作，力图利用贸易手段解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资源约束。
　　中国与东盟近年来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步伐。
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决定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而
在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就正式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建立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进程正式启动，两大区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经济利益上的冲突集中体现在农产品上。
农业和农产品问题，一直是东亚经济体自由贸易区谈判中过不去的坎。
但是，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框架下，双方都把农业确定为五大重点合作的领域之一，农业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始终是中国与东盟开展合作的重点。
　　中国与东盟同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和层次，因而双边贸易关系可能以竞争性为主。
但是，对于农业和农产品来说，其生产和贸易结构受气候影响比较大，中国的国土主要处于温带，而
东盟国家基本上处于热带，这一农业气候差异导致双方在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从而出现了农产品结
构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本文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验证了上述的假说，并且列出了中国与东盟现阶段处于竞
争、互补贸易关系农产品的种类。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产品相似性小于市场相似性，出口产品的差异造成了中国与东
盟农产品贸易关系以互补性为主。
另外，中国与东盟双边农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小于各自的总体水平，说明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
贸易形式是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两者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互通有无、互补余缺为主的
贸易。
　　在互补贸易关系的前提下，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农产品潜力应该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文章利用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流量的决定因素，并且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潜力
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已经出现了“过度贸易”，而中国与菲律宾和新
加坡农产品贸易仍然表现为“贸易不足”。
　　另外，在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市场机制条件下，互补的贸易关系应该能够促使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
贸易额朝着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方向发展。
但是，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额却没有呈现预期中的发展趋势，而是存在很大程度的波动。
两个国家或者区域之间贸易量的波动可以由进口需求效应、结构效应以及竞争力效应三个因素加以解
释。
中国和东盟农产品总进口的增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两者双边贸易的波动；另外，从出口结构调整
来看，虽然中国调整农产品出口结构以适应进口需求变化的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中国对东盟
进口农产品结构变化的反应度要明显低于东盟国家对中国进口变化的反应程度；从农产品竞争力变化
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初级产品的竞争力正在逐步丧失，而东盟国家在此类产品中仍然具
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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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的下滑直接导致了农产品竞争力的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了中国出口到
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额的增长。
为了实证分析三类效应（因素）对于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了CMS模型的
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农产品出口额增长波动主要是受东盟国家进口需求因素的影
响；而结构因素是次重要的影响因素。
中国从东盟进口农产品金额增长波动也主要受中国进口需求的影响，但是东盟国家的农产品竞争力是
影响中国从东盟进口农产品多少的次重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双边农产品贸易波动主要是受总进口需求的影响。
而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削减关税，最终实现双边的自由贸易将在很
大程度上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也即通过促进区域分工与合作，从而对各自总农产品进口需求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
因而，本文认为：加强农业领域的合作是缓解中国与东盟农产品波动，促进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最根本
和关键的途径。
从而，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认为：目前中国政府积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往来和合作，推
进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并且把农业确定为新世纪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五大重点领域之一是非
常正确和及时的。
　　区域经济合作的贸易促进效应直接与合作各方的贸易互补程度成反比，而和贸易保护程度成正比
。
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关系以互补性为主，而且两者之间现有的农产品贸易保护程度很低，因此，建
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效应不是很明显，从这一点考虑把农业高保护程度的日本
和韩国排除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亚自由贸易区所应该有的对农产
品的贸易促进效应。
排除了亚洲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而建立起来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对经济和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是很明
显，也就是说存在理论上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缺陷。
因此，本文积极主张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同时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也即“10+3”模式的区
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现在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10+1”模式。
　　最后，基于中国与东盟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了三个可能的合作的领域：粮食生产与贸易、热带
农业产业合作以及农业领域的投资合作。
在新形势下，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主要靠市场的方法，加大粮食的进口比例和幅度也是一个有效的方
法之一。
东盟国家是比较可靠的粮食进口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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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贸易关系、潜力及合作模式选择（农产品贸易视角）》以发展中国
家区域经济合作为背景，探讨中国与东盟在农产品贸易关系、潜力以及双边农产品贸易波动的影响因
素，并以对双边贸易波动的影响为依据，对不同合作模式的优劣进行判断。
《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贸易关系、潜力及合作模式选择（农产品贸易视角）》内容丰富，论述
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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