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84期)2009(6)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09-07-11
* 农业部、财政部专项———“国家油菜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课题研究成果(nycytx-00521)。
作者简介:朱再清(1968-),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产品贸易。

我国油菜籽及菜籽油的比较优势及国际竞争力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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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国内资源成本系数(DRCC)、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R-
CA)、国际市场占有率(MS)、贸易竞争系数(NTB)5个指标对我国油菜生产的比较优势及油菜产品出口的国际

竞争力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油菜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油菜籽及菜油总体为净进口,国际竞争力较弱,

油菜籽出口的竞争劣势明显,菜籽油出口略有竞争优势;进而从国内资源禀赋状况及技术水平、加工业状况、国
内市场需求三个方面分析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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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evaluatesthecomparativeadvantagesofrapeseedproductionand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ofrapeseedproductsexportinChinabyusingfiveindiceswhicharedomesticresources
costcoefficient(DRCC),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RCA),netrevealedcomparativeadvan-
tage(NRCA),marketshare(MS)andtradecompetitiveindex(TC).TheresultsshowedthatChinahas
notcomparativeadvantagesintheproductionofrape.Asawhole,rapeseedandrapeoilarenetimport
whose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islow.Thedisadvantageinrapeseedexportisdistinct,buttheex-
portofrapeoilhastheslightcompetitiveadvantage.Finally,thispaperanalyzesthereasonsfromstatus
quoofdomesticresourcesgiftandtechnology,conditionofprocessindustryanddemandofdomestic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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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第一油菜生产大国,有几千年种植

油菜的历史,油菜在我国种植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油菜产业的发展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

平及促进农民增收起着重要作用。测算我国油菜生

产的比较优势及油菜籽和菜籽油国际贸易竞争力,
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及提升

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测算指标的选择与数据资料来
源

  1.测算指标及其含义

(1)国内资源成本系数(简称DRCC)。国内资

源成本(DRC)是指赚取(或节省)一边际单位外汇

而从事某项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要消耗国内资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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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价值。将外汇用影子汇率换算为本国货币,或
将国内资源成本DRC除以影子汇率可得一系数,即
国内资源成本系数,简称DRCC。如果DRCC<1,
表明使用国内资源进行生产,该产品如果是出口品,
其成本小于净外汇所得,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该产品

如果是进口替代产品,则成本低于从国际市场购买

这种商品的外汇支出 ,国内生产可以节约外汇支

出,可见,该国在该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相

反,当DRCC>1时,由于生产该产品的国内资源成

本高于净外汇所得(或净外汇节省),因而该国在这

种产品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应该进口。如果

DRCC=1,表明使用国内资源进行生产,生产处于

利益均衡状态。产品生产的 DRCC值越高,表明比

较劣势越强,而DRCC值越低,则表明比较优势越

强[1]。
(2)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简称RCA)。巴拉萨

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认为,国家I在a产

业或产品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可以用a产品或产品

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分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品所占

总贸 易 额 的 分 额 之 比 来 显 示 出 来,即 RCAia=
(Xia/Xit)/(Xwa/Xwt),式中Xia是国家I在产品

a的出口,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总出口,Xwa是a
产品在世界市场的总出口,Xwt是世界市场上在t
时期的总出口[1-2]。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反映了一

个国家某种商品的出口比较世界平均出口水平的相

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

影响,较好地反映了该产品的相对优势。一般说来,
若RC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或产品上处于比较劣

势;若RC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

势越大。
(3)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RCA)。为

了反映进口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1989年,贝拉·
巴拉萨又提出了一个改进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用一国某一产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与该国该产

业进口在总进口中的比重之差来表示该产业的贸易

竞争优势,这一指数称为“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

数”,即“NRCA指数”[2]。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

指数值大于0表示存在竞争优势,指数值小于0表

示存在竞争劣势,指数值等于0表示贸易自我平衡。
该指数值越高,国际竞争力越强;该指数值越低,国
际竞争力越弱。

(4)国际市场占有率(MS)。国际市场占有率的

定义为:A国i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A国i

类产品出口额/世界i类产品出口总额。该指标可

反映一国某产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2]。
(5)贸易竞争力指数(TC)。贸易竞争力指数又

称贸易分工指数,用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占其

进出口总额之比表示,用以说明该产业或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国外称之为可比净出口指数。即TC=
(Xit-Mit)/(Xit+Mit),其中,X、M 分别代表出口

额和进口额,i表示某一国家或某一产业,某一产

品[2]。贸易竞争力指数优点:作为一个与贸易总额

的相对值它剔除了通货膨胀,经济膨胀等宏观经济

总量方向波动的影响,即无论出口的绝对量是多少,
它均介于-1和+1之间,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

之间是可比的,该指标值为-1表示该国或该产业

该产品只进口不出口,从出口的角度看,该指标值越

接近于1,国际竞争力越强。

2.测算的时间期间及数据资料来源

本文的测算时间期间为2001-2007年,数据资

料 主 要 来 源 于 联 合 国 商 品 贸 易 数 据 库 UN
COMTRADE的在线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

类SITCRev.3分类方法,油菜类产品分油菜籽和

菜籽油(又称菜子油、菜油)两大类,油菜籽在SITC
分类中为2类(非食用原料)中22章(油籽及含油果

实)下的2226目(油菜、菜子、芥菜子),又分为两个

5位数代码22261(油菜、菜子)和22262(芥菜子);
菜子油在SITC分类中为4类42章(植物油、脂)中
的4217目(油菜、菜子及芥子油),也有两个5位代

码42171(油菜、菜子及芥子油,Crude)和42179(油
菜、菜子及芥子油,精炼油及分级油refinedand
fractionsthereof)。本研究中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

类SITC方法获取油菜进出口数据,即所研究的对

象为商品代码为2226的油菜、菜子、芥菜子和代码

为4217的油菜、菜子及芥子油两个大类。

  二、测算结果及分析

1.国内资源成本系数(DRCC)测算表明,中国

油菜生产的比较优势不明显

2001和2002年中国油菜生产的国内资源成本

系数均大于1(表1),表明当时油菜生产的国内资源

成本大于外汇收益,是没有比较优势的。2003-
2006年,受国际油菜籽价格的逐年上涨及国内对油

菜生产的补贴行为影响,中国油菜的DRCC小于1
但与1已经很接近,表明中国油菜生产的比较优势

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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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油菜2001-2006年的DRCC值[3]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DRCC1.2308 1.1319 0.8413 0.7689 0.8890 0.8576

  2.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标测算表明,中国

菜籽油出口较有比较优势,而油菜籽出口的比较劣

势十分明显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表明,中国油菜

产品(油菜籽及菜油)不具有出口比较优势,菜籽及

菜油合计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值各年份均

低于0.5,最高为2006年的0.36,其次为2001年的

0.24和2005年的0.12,其余各年份均低于0.10。
相比菜籽而言,菜油略有出口优势,菜油RCA值在

2006年和2001年分别为0.82和0.65,而菜籽的

RCA值 各 年 均 很 低,最 高 年 份 也 仅 为0.01(见
表2)。
表2 中国油菜籽及菜油的RCA值(按价值计算,下同)

RCA值
油菜籽及菜油

代码4217+2226
油菜籽商

品代码2226
菜油商

品代码4217
2001 0.24 0.00 0.65
2002 0.10 0.01 0.23
2003 0.04 0.01 0.07
2004 0.03 0.00 0.06
2005 0.12 0.00 0.26
2006 0.40 0.00 0.82
2007 0.05 0.00 0.12

  3.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RCA)测算结
果表明,中国油菜籽及菜油总体不具有竞争优势或
具有较弱的竞争劣势

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
中国油菜籽及菜油总体的 NRCA在多数年份均小
于0或接近0,表明总体不具有竞争优势或具有较
弱的竞争劣势;油菜籽的竞争劣势更加明显,菜油在

2001年的优劣势不明显,而2006年表现出弱的竞
争优势(见表3)。

表3 2001-2006年中国油菜产品的NRCA

年份
油菜籽及菜油

(商品代码2226+4217)
油菜籽

(商品代码2226)
菜油

(商品代码4217)

2001 -0.018 -0.019 0.000
2002 -0.008 -0.007 -0.001
2003 -0.004 -0.001 -0.003
2004 -0.008 -0.003 -0.005
2005 -0.003 -0.002 -0.002
2006 -0.002 -0.004 0.002
2007 -0.010 -0.005 -0.004

  4.国际市场占有率测算结果表明,中国油菜籽
及菜油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较低

中国油菜产品(油菜籽及菜油)出口占国际市场
份额较低,2001年-2007年有6个年份均不到

1%,仅有2006年达1.44%。各年油菜籽出口占世
界市场份额均低于0.04%;菜油出口占国际市场份
额在2001年 和2006年 略 高,分 别 为2.02%和

2.96%,其它年份均不到1%(见表4)。
表4 中国油菜籽及菜油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按价值)

单位:%

年份
油菜籽及菜油

代码4217和2226
油菜籽代
码2226

菜油代
码4217

2001 0.75 0.00 2.02
2002 0.34 0.04 0.76
2003 0.13 0.04 0.25
2004 0.09 0.00 0.20
2005 0.45 0.00 0.95
2006 1.44 0.00 2.96
2007 0.19 0.01 0.45

  2001年-2007年,中国仅在2001年和2006年
进入菜油(商品代码4217)出口前10大国之列,
2001年列第10位,2006年则位列第9。2006年,世
界第一大菜油出口国加拿大占有世界市场份额的

24.72%,德国占12.46%,法国占11.07%,荷兰占

9.76%,比利时占9.76%,前5大出口国出口的菜
油合计占了世界市场64.77%的份额。前10大出
口国合计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7.69%(见表5)。即
使在出口情况较好的年份,我国菜油出口占世界市
场份额与其它主要出口国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

表5 2006年主要出口国油菜籽及菜油出口

占国际市场份额(商品代码4217和2226)

出口国
油菜籽及
菜油代码

4217+2226
出口国

菜油
(代码4217)
所占份额

出口国
油菜籽

(代码2226)
所占份额

加拿大 37.48% 加拿大 24.72% 加拿大 49.53%
法国 14.28% 德国 12.46% 法国 17.31%
德国 8.41% 法国 11.07% 澳大利亚 6.66%
英国 3.90% 荷兰 9.76% 乌克兰 4.63%

比利时 3.84% 比利时 6.77% 德国 4.59%
美国 3.83% 美国 6.23% 匈牙利 3.18%

澳大利亚 3.79% 英国 6.17% 英国 1.75%
波兰 3.11% 波兰 4.87% 美国 1.55%

乌克兰 2.49% 中国 2.96% 波兰 1.45%
匈牙利 1.63% 丹麦 2.69% 罗马尼亚 1.26%
中国 1.44% 中国 0.00%

  5.净贸易系数(NTB)测算结果表明,中国油菜
籽及菜油总体为净进口

净贸易系数测算结果(表6)表明,中国油菜籽
及菜油总体的竞争力较弱,净贸易系数 NTB值在
多数年份均小于1,仅在2001年和2006年大于0,
NTB值最高的2006年也仅为0.19。油菜籽的

NTB值各年均接近-1,表明具有明显的竞争劣势;
菜油的NTB值在2001年和2006年大于0,2006年
达到0.52的较高值(见表6)。
表6 中国油菜籽及菜籽油出口的净贸易系数NTB(按价值)

净贸易
系数

油菜籽
代码2226

菜油代
码4217

油菜籽及菜油
代码4217+2226

2001 -1.00 0.10 0.01
2002 -0.99 -0.58 -0.15
2003 -0.96 -0.91 -0.59
2004 -1.00 -0.96 -0.60
2005 -1.00 -0.66 -0.40
2006 -1.00 0.52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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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1.00 -0.90 -0.43

  三、影响我国油菜籽及菜籽油国际
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1.耕地资源禀赋状况较差及机械化程度低

从种植环节来看,油菜是典型的大田作物,是农

产品中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我国油菜生产的比较劣

势决定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从2005年人均

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占有耕地面积的国际比较来

看,我国仅为0.3公顷/人,是所有油菜生产及出口国

中最低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法国、德国、英国

分别达到了131.6公顷/人、114.6公顷/人、63.7公

顷/人、26.3公顷/人、14.8公顷/人、11.8公顷/人[4]。
我国油菜种植的机械化程度较低,平均每千公顷

耕地上农用拖拉机使用量我国为7.1台,加拿大、美
国、法国、德国、英国分别达到16.0台、26.9台、68.5
台、79.8台、88.4台[4]。极少的人均耕地面积和极低

的机械化程度决定了我国油菜生产较低的劳动生产

率和经济效益,因而油菜生产在中国农产品生产中处

于比较劣势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

2.菜油加工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

近年来,我国菜籽油加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尤
其是通过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技术装备

得到了全面提升,整个加工业已初具规模。但从整

个行业水平来看,油菜籽加工业集约度较低、企业规

模普遍较小,龙头企业一年压榨能力也不过数万吨,
中小油厂遍布于主产区,实力普遍不强。与国内大

豆加工企业加工能力日益大型化、集团化发展趋势

不同,菜籽油加工企业发展并不是很快,仍然维持着

规模小、数量多、布局分散、资金短全、设备陈旧及工

艺落后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工商注册的

菜籽油加工企业有2500家左右,加工油菜籽能力

大多 在100吨/日 以 下,绝 大 多 数 是20吨~30
吨/日的小型榨油厂,日加工能力超过300吨的企业

不会超过30家。我国油菜籽加工业较小的加工规

模及较低的集约度影响到我国油菜籽及菜油(尤其

是菜油)的出口竞争力。

3.需求层次较低但需求量大

菜籽油的需求主要来自于食用消费需求和工业

消费需求。我国油菜种植以冬油菜为主,面积和产

量均占90%以上,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5]。从菜油

消费流向来看,多数菜油企业采取就近加工,就近销

售。因此,我国菜籽油的传统消费区域集中在菜籽

油的主要生产区域———长江流域。长江流域菜油传

统消费市场对菜籽油的需求量很大。
除了作为食用油以外,菜籽油在工业上用途也

很广泛。菜籽油在“生物柴油”领域拥有着先天的优

势与强势的后劲。目前世界上制造生物柴油的原料

主要是菜籽油,所占比例84%左右。生物柴油在我

国发展迅速,我国已建成和待建的以菜籽油为原料

的生物柴油厂家中,规模较大的主要有三家,同时还

有其他中、小型的加工厂。在菜籽主产区也有一些

规模较小的生物柴油公司,如湖北省的天门华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和老河口回天油脂公司,已建成年

产2000吨生物柴油的生产线,并于2007年7月份

投产。随着国内越来越多的公司投入到生物柴油领

域,菜籽油的工业消费需求将会不断增加。
菜油作为工业用油,需求主要是粗加工油,其加

工程度较低;而传统以菜油作为食用油的长江流域

地区,也主要是就近加工就地销售,加工程度也较

低。国内需求的低层次不利于菜油出口竞争力的提

高;而国内需求量大这一点又决定了中国油菜产业

虽不具有竞争力却仍然有生存及发展的空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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