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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中国与排名前２０的农产品贸易伙伴基于SITCRev３．０分

类标准下的三位数农产品贸易数据,将国内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共同纳入引力模型,对农产

品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农产品出口出现了逆本地市场

效应,而且缺乏资源禀赋优势;从分类农产品来看,蔬菜和水果、林纸产品、非食用畜产品、水
产品出口存在需求规模上的本地市场效应,大宗农产品出口则存在需求规模上的逆本地市

场效应,烟草及烟草制品出口存在需求结构上的本地市场效应,蔬菜和水果、林纸产品、非食

用畜产品出口则出现了需求结构上的逆本地市场效应,饮品类和食用畜产品出口不存在本

地市场效应.其政策含义是:应深入推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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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市场效应最早源于Linder的贸易思想,认为出口国国内需求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基础,
一种产品在母国被大量消费是该产品成为母国潜在出口商品的充分条件[１].Krugman在新贸易理

论框架下运用本地市场效应对Linder的这一观点进行了解释,指出在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

的行业中,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倾向于扩大该行业产品的生产规模,并成为该产品的净

出口国.本地市场效应为研究国际贸易基础提供了一个新视角[２].
中国是一个农产品贸易大国,加入 WTO以来,中国农业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农产品进出口贸

易规模不断扩张.然而,自２００４年开始,由于农业资源禀赋劣势、农产品质低价高、小规模经营方式

等原因,中国农产品贸易持续处于逆差状态.随着中国农业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以及农产品高度依

附的水土资源日益紧张,农产品出口增长目前难以摆脱资源禀赋劣势的窘境.因此,中国农产品出口

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比较优势源泉.
中国也是一个农产品消费大国,中国大陆拥有约占世界２０％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消

费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更注重农产品质量和安全,农产品需求结构

有较大改善.然而,农产品供给质量与消费者需求结构存在明显错位,大量低端农产品供给难以满足

消费者需求.随着中国农业经营方式逐渐从农户小规模、细碎化经营向以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为

主体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转变,在玉米、小麦、棉花等农产品生产领域已形成行业聚集之势,逐渐显

现出规模效应,从而某些农产品部门出现本地市场效应的前提条件得以满足.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

是否存在本地市场效应? 国内需求规模扩张、需求结构升级能否成为农产品比较优势的新来源和农

产品出口增长的新动力? 这些问题值得深思,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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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大背景下,研究这些问题将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产品供给政策提供经验佐证和启示.

　　一、文献综述

　　Krugman最早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对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理论阐释[２],但仅分析了企业定位于

需求较大的市场、以实现规模经济和减少运输成本的激励,而且由于严格的假设条件,该模型中的本

地市场效应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在更接近现实的条件下证明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后续研究

从农业部门[３Ｇ６]、异质企业[７]、多国框架[８Ｇ１０]等方面对 Krugman模型进行了拓展.
本地市场效应的经验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

是检验本地超常需求对生产的放大效应.Davis等通过构建“超额需求”指标,分别检验了 OECD国

家和日本制造业部门的本地市场效应[１１].Davis等在模型中引入市场准入性和地理因素,重新检验

OECD国家制造业的本地市场效应,发现这一效应在大部分国家均存在[１２].国内学者张帆等、范剑

勇等和颜银根等运用这一方法检验地区间生产和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１３Ｇ１５].二是运用贸易引力模

型,通过检验出口产品的收入弹性来判断本地市场效应.这种方法以Schumacher的研究为代表,运
用２２个OECD国家２５个三位数ISIC产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许多制造业部门

均存在[１６].由于需求与产出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运用引力模型时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变量,
倍差引力模型方法在检验本地市场效应中得到应用[１７].Schumacher等运用倍差引力模型对 OECD
国家的２５个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１６个制造业部门存在本地市场效应[１８].国内运用引力模型对

本地市场效应的实证检验主要是以制造业和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代表性文献有钱学锋等[１９]、邱斌

等[２０]、阚大学等[２１]、毛艳华等[２２]、刘恩初等[２３]研究成果.
现有文献对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农业部

门和农产品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尚未充分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中国是一个农产品

需求大国,农业部门和农产品出口中的本地市场效应值得关注.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基于国

内需求规模的视角探讨本地市场效应,忽视了国内需求结构对产品出口的影响.而且,鲜有学者从本

地市场效应的角度探讨需求导向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措施.本文基于非位似偏好假定,将国内需求规

模和需求结构同时纳入贸易引力模型,运用SITCRev３．０三位数农产品贸易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农产

品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并基于本地市场效应视角审视需求导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模型、变量和数据来源

　　１．计量模型

参考Schumacher的研究方法[１８],构建如下贸易引力模型:

lnXkij＝βk
０＋βk

１lnYi＋βk
２lnci＋βk

３lnYj＋βk
４lncj＋

　　　 βk
５lnDij＋ΣR

r＝６βk
rZrij＋εij

(１)

式(１)中,Xkij是k产品从i国到j国的出口贸易额,Yi是i国的产出水平,代表i国的出口供给能

力,用i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ci是i国的资本Ｇ劳动要素比,表示i国的资源禀赋状况;Yj

和cj分别是j国的GDP和资本劳动比,代表j国的国内需求规模和要素禀赋状况.双边的贸易成本

用两个国家的地理距离Dij表示;虚拟变量Zrij代表贸易政策、是否在同一贸易区、是否有共同语言、
有无历史纽带等影响市场准入性的因素.

式(１)同时决定了i国与j国在k产品上的双边进口和出口贸易额.k 产品在t年j国对i国的

出口贸易额Xkji,应该等于k产品在t年i国从j国的进口额Mkij.因此可得式(２):

lnMkij＝lnXkji

　　 ＝βk
０＋βk

１lnYj＋βk
２lncj＋βk

３lnYi＋βk
４lnci＋βk

５lnDji＋ΣR
r＝６βk

rZrji＋εij

(２)

由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以及贸易政策等虚拟变量是对称的,即Dij＝Dji,Zrij＝Zrji,所以

式(１)减去式(２)得到: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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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Xkij

Xkji
)＝(βk

１－βk
３)ln(Yi

Yj
)＋(βk

２－βk
４)ln(ci

cj
)＋εij (３)

式(３)意味着,两国某种商品k 的相对出口比率取决于两国双边相对需求规模和相对要素禀赋

状况.如果βk
１－βk

２ 显著为正,意味着存在基于需求规模的本地市场效应;如果βk
２－βk

４ 显著为正,则
意味着存在传统的要素禀赋优势.

除了国内需求规模以外,一国的消费需求结构也是本地市场效应的一个重要诱因[２４Ｇ２５]①.出口

国的收入差距将通过影响该国的需求结构进而影响出口贸易[２６].据此,本文基于非位似偏好假设,
将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共同纳入引力模型,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Xij
kt＝λk

０＋λk
１lnYit＋λk

２lncit＋λk
３lnYjt＋λk

４lncjt＋λk
５lneqit＋

　　　λk
６lneqjt＋λk

７lnDijt＋ΣR
r＝８λk

rZrij＋εij
kt

(４)

lnXji
kt＝λk

０＋λk
１lnYjt＋λk

２lncjt＋λk
３lnYit＋λk

４lncit＋λk
５lneqjt＋

　　　λk
５lneqit＋λk

７lnDjit＋ΣR
r＝８λk

rZrji＋εij
kt

(５)

用式(４)减去式(５),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ln(X
ij
kt

Xji
kt

)＝(λk
１－λk

３)ln(Yit

Yjt
)＋(λk

２－λk
４)ln(cit

cjt
)＋(λk

５－λk
６)ln(eqit

eqjt
)＋εij

kt (６)

式(６)中被解释变量是i国与j 国农产品出口额的比值.解释变量Yit/Yjt为国家i与国家j的相

对需求规模,cit/cjt为两国的相对人均资本存量,衡量了两国的相对要素禀赋状况.eqit/eqjt衡量的

是国家i 与国家j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非位似偏好假定下,一国的收入分布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结构,
因此可以将该变量视为国家i 与国家j的相对需求结构②.

２．数据说明

本文的面板数据采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中国与排名前２０的农产品贸易伙伴基于SITCRev３．０分类

标准下的三位数农产品贸易数据,以及中国与２０个贸易伙伴的相对需求规模、相对需求结构、相对要

素禀赋数据,其中双边农产品贸易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为了检验不同类型农产品出

口的本地市场效应,根据SITCRev３．０分类标准下的两位数代码确定农产品类别,将农产品分为九

类:(１)大宗农产品:０４章谷类及其制品,０６章糖、糖制品及蜂蜜,２２章油籽及含油果实,４２章植物油,

２６章中的２６３棉花;(２)食用畜产品:００章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０１章肉及肉制品,０２章乳制品及禽

蛋,４１章动物油、脂;(３)非食用畜产品 :２１章生皮及未硝毛皮,２６章中的２６１丝制品、２６８羊毛制品

以及其他动物皮毛;(４)水产品:为０３章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及制品;(５)蔬菜和水果:０５章蔬菜及

水果;(６)饮品类产品:０７章咖啡、茶、可可、调味品及制品,１１章饮料;(７)烟草类产品:１２章烟草及其

制品;(８)林纸产品:２４章软木及木材,２５章纸浆及废纸,２６章纺织纤维(毛条除外)及其废料;(９)其
他产品:０８章饲料,０９章杂项制品,２９章其他动植物原料,４３章动、植物油、脂(经特殊加工提炼的及

腊),以及２６章中除了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８的其他产品.
在农产品贸易伙伴的选取方面,本文根据«２０１６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对中国大陆农产品出

口市场的统计,选取排名前２０的出口市场作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③,因为近几年中国

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农产品的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８０％以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０２

①

②

③

张亚斌等、冯迪借鉴 Dalgin等的方法,基于非位似偏好假设,将收入分别引致的需求结构纳入引力模型,分离出需求规模和需求

结构对不同档次的消费品出口的影响.如果偏好是非位似的,不同收入的消费者对不同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同,因此,收入分

布引致的需求结构会使得不同收入弹性的产品出现本地市场效应.
由于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弹性、价格波动性等特征与工业制成品的差异较大,各国各大类农产品的消费比重的相对变化最能反

映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本文的实证研究涉及中国及其２０个农产品贸易伙伴国的农产品需求结构变化,然而由于

数据统计的局限,难以获取各国各大类农产品消费比重数据,因此只能从整个国家的层面,用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的相对收入差

距程度来衡量相对需求结构.当然,在非位似偏好假定下,一国的收入分布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结构,因此运用相对收入差距衡量

相对需求结构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排名前２０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中国香港、美国、韩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德国、印度

尼西亚、俄罗斯、菲律宾、荷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西班牙、墨西哥、意大利.由于中国台湾的相关数据缺失,故用中

国农产品另一大贸易伙伴巴西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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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需求规模用每个国家的现价 GDP(美元)来衡量,由于本文的计量模型采用的都是比值形

式,故并未换算成不变美元价格,数据来源于 WDI数据库.要素禀赋根据各国家(或地区)资本存量

与劳动力人数的比值计算得到.各国资本存量的计算采取永续盘存法,其公式为:

Kit＝Ki(t－１)(１－δ)＋Iit (７)
其中,Kit为i国在t年的资本存量,Ki(t－１)为i国在t－１年的资本存量,δ为经济折旧率,Iit为i

国在t年的投资额.在基年的选取上,由于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是从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因此选取２００５
年为基期.关于折旧率,选取 Hall等计算１２７个国家资本存量时的通用折旧率６％[２７].在当年投资

额的选取上,采取目前计算资本存量时采用的普遍指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衡量当年投资额.基

年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K＝I０(１＋g)/(g＋δ) (８)
式(８)中K 为基年资本存量,g 为投资增长率,一般用 GDP增长率代替.为消除投资增长不平

稳带来的波动性影响,在计算g 时往往采用初期前后年份投资增长率的均值,故本文采用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年各国 GDP增长率的均值来计算基期的投资增长率g.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劳动力人数均来

源于 WDI数据库.
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的相对需求结构用两国(地区)的相对收入差距程度来衡量.衡量一国收入

差距的主要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和R/P２０％(最富有的２０％人口所占财富与最贫困的２０％人口所占

财富的比值)等.由于 WDI数据库关于各国基尼系数和R/P２０％相关数据统计不全,而且部分国家

只更新到２０１４年,与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不完全一致,故本文用两国(地区)的国民收入(GNI)和人口数

的比值(即人均国民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两国(地区)的相对收入差距,相关数据来源于 WDI数据库.

　　三、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１．总体农产品检验

首先将所有的农产品视为一个整体,从总体上检验中国对２０个贸易伙伴农产品出口的本地市场

效应.在实证分析方法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对方程(３)和方程(６)进行估计,用 Hausman检验

判断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E).本文的面板数据模型使用中国的２０个农

产品贸易伙伴作为横截面,为反映贸易伙伴的异质性,在计量模型中均添加了国家虚拟变量作为截面

个体效应①.计量检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总体农产品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检验

估计(１) 估计(２)
ln(Yit/Yjt)

(相对市场规模)
－０．４４９∗∗

(－２．４３)
０．２３７
(０．９８)

ln(cit/cjt)
(相对要素禀赋)

０．０７２
(０．４２)

０．４１８
(１．５４)

ln(eqit/eqjt)
(相对需求结构)

－１．０３６∗∗∗

(－２．８８)

C
０．６５５
(１．１１)

－１．４９９∗

(－１．７３)
样本数 ２００ ２００
R２ ０．２０５７ ０．２３５６

国家个体效应 有 有

Hausman检验p 值 ０．０４７８ ０．１３４７
模型类型 FE RE

　注:括号内为t值,∗∗∗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１的检验结果可知,在不考虑需求结构时,相
对需求规模对中国农产品总体出口的影响为负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总体农产品出口存在逆向的

本地市场效应,即相对国内需求规模越大,农产品相对

出口额越少.这与中国在增加对农产品需求规模的同

时,对农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农产品总体贸

易逆差不断扩大的事实是相符的.在引入需求结构变

量后,相对市场规模的系数由显著的负值变为了正值,
但是仍然不显著,说明中国整体农产品出口在需求规模

上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大部分农

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虽然在玉米、小麦、棉
花等农产品生产领域显现出一定的规模效应,但是绝大

部分农产品生产方式还是以小农化、分散化为主,而且

中国人均耕地较少,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对美国、澳大利亚等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较低,导致中国的

农业生产难以切实满足本地市场效应出现的条件,农业生产对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依赖程度仍然

１２

① 面板数据的横截面一共包括２０个贸易伙伴,因此在计量模型中添加了１９个国家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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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相对需求结构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农产品出口存在需求结构上的逆向本地市场效应.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高收入人群持续增加,消费者需求结构不断升级,高收入者更加偏好品

质好、安全度高的农产品.然而由于国内的农产品品质较大多进口农产品低,而且存在安全隐患,使
得国内高收入群体更加偏好质量更好更安全的进口农产品,从而导致消费结构的升级不仅没有促进

农产品出口增长,反而增加了农产品进口,出现了逆本地市场效应.
从要素禀赋效应来看,相对要素禀赋变量的回归系数在估计(１)和(２)中均为正但不显著,表明从

总体来看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资源禀赋优势并不明显.尽管中国在蔬菜、水果、食用畜产品等劳动密集

型农产品生产中具有一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一点在后文的分类农产品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到),但
在大宗农产品、水产品、林纸产品、非食用畜产品等水土要素密集度较高的农产品上,显然缺乏资源禀

赋优势.由于此部分是将农产品作为一个总体样本进行分析,所以表１中相对要素禀赋变量的回归

系数不显著,只能说明从总体来看,中国农产品出口不具备明显的要素禀赋优势.主要原因在于,中
国农业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农产品高度依附的水土资源日益紧张而且污染严重,农产品出口增长的

资源禀赋优势明显弱化,资源禀赋劣势已经凸显.

２．分类农产品检验

根据前文对农产品的分类,分别检验大宗农产品、蔬菜和水果、水产品、林纸产品、食用畜产品、非
食用畜产品、饮品类、烟草、其他产品等九类细分农产品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根据检验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１)大宗农产品出口存在需求规模上的逆本地市场效应.对于大宗农产品而言,在估计(１)和(２)
中的结果中,相对需求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表明大宗农产品出口存在需求规模上的逆

本地市场效应,即国内对大宗农产品需求规模越大,出口规模反而越小.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

口,对谷物、食糖、油籽、植物油、棉花等大宗农产品有巨大的消费需求.然而,一方面,由于对于粮食

制定了最低收购价格、临时收储等特殊政策,再加上大宗农产品高度依赖的水土资源日益紧缺,劳动

力成本和物流成本持续攀升,使得国内大宗农产品面临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双向挤压,价格

明显高于国际价格;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大宗农产品仍然以小规模、分散化、细碎化经营为主,规模化、
机械化程度不高,生产技术落后,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健全,导致国内的大豆、玉米、小麦、大麦、棉
花等大宗农产品的品质相对较低,棉花的纤维、大豆的出油率等主要指标相较于国外有很大差距,玉
米、小麦、稻谷等谷物产品的质量安全难以得到保证.尽管国内对大宗农产品拥有巨大的消费需求,
但是随着国内消费者收入的提高,消费者更加偏好质高价低的进口农产品,对大宗农产品进口的依赖

程度越来越高,从而面临棉花、大豆、玉米等大宗农产品国内购买少、国外无人要的尴尬境地.因此,
中国对大宗农产品旺盛的国内需求并没有促进这类产品出口的增长,反而导致进口逐年上升,出现逆

本地市场效应.
(２)蔬菜和水果、水产品、林纸产品和非食用畜产品出口存在需求规模上的本地市场效应.在蔬

菜和水果、水产品、林纸产品和非食用畜产品检验中,相对需求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这

四类农产品出口存在需求规模上的本地市场效应,与这几类产品在国内存在较大的需求和产出规模、
在出口中存在较高的运输成本有关.

从蔬菜和水果来看,一方面,中国在这类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中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再加上国

内对蔬菜水果庞大的消费需求的刺激,国内中低端蔬菜和水果的供给比较充足.另一方面,在出口产

品结构上,中国主要出口的是鲜冷冻蔬菜、加工保藏蔬菜、鲜冷冻水果、水果汁、水果罐头等容易腐烂

变质的蔬菜和水果,运输成本较高.因此,蔬菜和水果经营主体通常会定位于较大消费需求的市场,
以降低运输成本,实现规模化经营.供给充足的蔬菜和水果既满足了国内需求,也促进了出口增长,从
而出现需求规模上的本地市场效应.近年来,中国蔬菜和水果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就是典型的例证.

从水产品来看,中国是一个水产品消费大国,对水产品拥有巨大的消费需求,刺激了水产品生产

规模的扩张.由于受消费习惯的影响,中国水产品市场大多是鲜活、冷冻水产品,加工型水产品较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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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水产品在出口过程中面临着较高的运输成本.因此,大多数水产品养殖企业为降低成本,偏好在

具有较大国内需求的市场养殖水产品,实现养殖规模的扩张.中国水产品的生产规模庞大,水产品出

口的主要品种,如甲壳类和软体类水产品的养殖规模均位于世界前列,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具有庞大

养殖规模的水产品,除了满足国内巨大的消费需求以外还有剩余,从而形成出口,产生本地市场效应.
这与自２００２年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自２００１年起水产品一直位居中国农产品出口

首位的事实是一致的.
表２　分类农产品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检验

ln(Yit/Yjt)
需求规模

ln(cit/cjt)
要素禀赋

ln(eqit/eqjt)
需求结构

C 样本数 R２
模型
类型

大宗农产品

－１．３４０∗∗

(－２．２４)
－０．０８７
(－０．１５)

１．８５１
(０．９７) ２００ ０．２６２０ FE

－１．９８６∗∗

(－２．１５)
－０．５６０
(０．７３)

１．１３７
(０．９２)

３．８７９
(１．３３) ２００ ０．２６５５ FE

蔬菜和水果

０．１２４２∗∗

(２．４７)
－１．０８３４∗∗∗

(－４．２４)
０．９１１３
(０．９７) ２００ ０．３２８１ RE

０．６９１５∗∗

(２．１６)
０．３６０３
(０．７２)

－２．１０９６∗∗∗

(－３．２９)
－０．８４４６
(－０．７８) ２００ ０．３６６９ RE

水产品

０．４３８
(０．９５)

－０．１３２
(－０．３２)

１．１６３
(０．８３) ２００ ０．２４０３ RE

０．７４２∗

(１．８６)
０．９０２
(０．６９)

－１．４００
(－０．９９)

０．２４０
(０．２０) ２００ ０．５２０３ RE

林纸产品

－０．５８６∗∗

(－１．９８)
０．０２９
(０．１１)

－１．６３５∗

(－１．７３) ２００ ０．１８０６ FE

０．３８７∗∗

(２．４８)
０．３１９
(０．８８)

－１．２３８∗∗∗

(－２．７２)
－４．６７４∗∗∗

(－７．８１) ２００ ０．２０４３ RE

非食用畜产品

－０．０８２
(－０．１０)

－０．４７７
(－０．６０)

－０．３１０
(－０．１１) ２００ ０．２８０９ FE

２．８５２∗∗

(２．２４)
１．６７３
(１．５８)

－５．１７∗∗∗

(－３．０３)
－９．５２８∗∗

(－２．３６) ２００ ０．７６７０ FE

食用畜产品

０．３６９
(０．６２)

－０．９６１∗

(－１．６８)
－１．９０２
(－１．０８) ２００ ０．７７０８ RE

０．７１３
(１．４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

－１．３７４
(－１．１７)

－２．９７７∗

(－１．８１) ２００ ０．８５０５ RE

饮品类产品

－０．８５７６
(－１．４０)

０．２００３
(０．５８)

２．４５６６∗∗

(２．１２) ２００ ０．３８６６ FE

－１．０５５９
(－１．６７)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８)

０．３６８６
(０．４１)

３．０８２４
(１．６１) ２００ ０．３８７４ FE

烟草类产品

０．８６７２
(１．１４)

－０．９５６０
(－１．３２)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３) ２００ ０．７２５０ RE

－３．０３９６
(－１．３９)

－３．０９３８
(－１．６３)

６．０９１０∗

(１．８７)
１２．３２０９∗

(１．７７) ２００ ０．８１１４ FE

其他农产品

０．１９０
(０．８３)

－０．３１１
(－１．５５)

－０．３１９
(－０．５３) ２００ ０．４２０８ RE

０．２０８
(０．７６)

－０．２８０
(－０．５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８)

－０．３８０
(－０．５１) ２００ ０．４４０２ RE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从林纸产品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需求市场,特别是近些年来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拉

动了对原木板材的需求,庞大的人口规模也增加了对纸浆及纸产品的需求.同时,林纸产品的高运输

成本使得林纸产品加工企业有定位于较大需求规模市场的激励,从而容易出现本地市场效应.
从非食用畜产品来看,生皮、毛皮、丝制品、羊毛制品等非食用畜产品在中国拥有巨大的需求量,

而且毛皮动物形成以村为单位的规模化、专业化养殖,毛皮行业巨大的需求潜力促进国内毛皮行业迅

速发展和出口规模扩张.中国毛皮出口约占世界的７０％,是世界上第一大毛皮出口国.中国的生丝

产量占世界的７０％,出口量占世界生丝出口量的８０％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丝制品生产和出口国.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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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蔬菜和水果、林纸产品、非食用畜产品出口存在需求结构上的逆本地市场效应.从检验结果

来看,蔬菜和水果、林纸产品、非食用畜产品需求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这三类产品的出口在

需求结构上出现了逆本地市场效应.这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不仅没有促进这三类农产

品出口的增长,反而增加了对它们的进口需求.从蔬菜来看,国内新鲜蔬菜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

求,但近年来蔬菜进口呈增长态势,主要进口的是加工保藏蔬菜、蔬菜罐头、冷冻豌豆、蔬菜种子等.
主要是由于国内蔬菜加工技术相对落后,国产的豌豆价高质低,品质优良的蔬菜种子比较稀缺,无法

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蔬菜的需求.在水果超市通常可以看到,进口的猕猴桃、提子、香蕉等水果的价

格虽然很高(通常是国产水果的３~５倍),但需求旺盛,销量可观,然而一些国产的水果却无人问津.
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国内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而且消费者对蔬菜

和水果、非食用畜产品等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因此,中高收入群体增加对品质高、绿色环保的中高档

农产品的消费需求.然而,受到国内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供给日益紧张且污染比较严重的水土资源

的约束,国内生产的蔬菜、水果、生丝、纸浆等产品大多难以达到国际环保标准,而且还存在农药、重金

属残留等质量问题,难以满足国内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因此,从国外进口的品质优良、绿色环

保的蔬果、林木、非食用畜产品更受国内中高收入消费者的青睐.
(４)烟草及烟草制品出口存在需求结构上的本地市场效应.烟草类产品的相对需求结构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这类产品在需求结构上具有本地市场效应,意味着国内需求结构的升级促进了烟

草类产品出口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消费了世界４４％的烟草,
在较大程度上刺激了国内烟草的供给①;第二,中国烟草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提高了生产集中度和市

场集中度,具有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第三,中高收入者对烟草质量比较注重,对烟草的均质性、质
地、色泽、油分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而刺激了中高端烟草的生产和供给,并促进了出口,从而出现

需求结构上的本地市场效应.
(５)饮品类农产品和食用畜产品出口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无论模型中是否加入需求结构变量,

饮品类和食用畜产品的相对市场规模和相对需求结构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这两类农产品

出口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这与Schumacher[１６]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这两类农产品对劳动力、土地

等要素禀赋的依赖程度较高,产品基本是同质的,而且国内饮料、食用畜产品的生产经营过于分散,尚
未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两类产品拥有较大需求规模的大国,通常会成为该产品的

进口国而不是出口国,本地市场效应一般不会出现.
(６)大多数农产品出口缺乏要素禀赋优势.除了蔬菜和水果、食用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以

外,其他农产品检验结果中相对要素禀赋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意味着大多数农产品出口不具有

明显的要素禀赋优势.由于中国农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农业生产高度依赖的水土资源日益紧张

而且污染严重,农产品出口增长在较长时间内将难以摆脱资源禀赋劣势的窘境.

　　四、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措施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蔬菜和水果、林纸产品、非食用畜产品、水产品出口存在需求规模上的本地

市场效应,烟草及烟草制品出口存在需求结构上的本地市场效应,意味着在中国农产品出口缺乏要素

禀赋优势的态势下,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和不断提升的需求结构引致的本地市场效应成为新的比较

优势来源.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和贸易的比较优势一直被理解为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廉价的劳

动力成本,在农产品供给上也一直依靠拼资源、拼投入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然而,近年来持续出现

的“民工荒”已经凸显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和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

亦成为必然趋势,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而且,依靠低劳动力成

本优势进行农业生产和参与国际分工,难以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并容易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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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生产了世界１/３的卷烟,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卷烟产销量和增长速度等指标均居世界第一

位.资料来源:２０１５年中国烟草行业现状分析http://www．chinabgao．com/freereport/６８５９９．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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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因此,在农业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农业水土资源日益稀缺、消费者收入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

升级的新常态下,除了重视外部市场以外,应该更加注重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培育,使本地市场效应成

为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新动力.要使农产品出口在需求规模或需求结构上出现本地市场效应,农
业生产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供给契合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

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大宗农产品出口出现了需求规模上的逆本地市场效应,蔬菜和水果、林纸产

品、非食用畜产品出口出现了需求结构上的逆本地市场效应,饮品类和食用畜产品出口不存在本地市

场效应.出现逆本地市场效应或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主要原因与国内农产品供给质量与需求结构

错位、农业经营方式过于分散等有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有较大提升,对优质安全

营养健康的农产品需求潜力大,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动力.然而,受过去解决

温饱诉求的农产品供给政策的影响,国内初级农产品、中低端农产品供给太多,甚至滞销,绿色优质营

养健康的高端农产品供给太少,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高端需求.农产品供需结构失衡,已成为目前农业

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１９９８年,针对低质农产品供过于求、高质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中央政府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

导向,对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产品供给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至今已持续了近２０年.总体来看,这次调

整之后农产品质量虽有较大提升,但是仍然难以满足中高收入者对优质高端农产品的需求.２０１６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强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解决农产品供给不适应需求的

结构性矛盾.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定为解决优质农产品供给

问题,指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紧跟消费需求变化,不仅要让人们吃饱、吃好,还要吃得健康、吃出个

性”.因此,为诱发农产品在需求规模或需求结构上的本地市场效应,迫切需要加快推进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第一,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优质农产

品供给.要以市场需求为引领,创新农产品品种,使用现代化机器设备,投入绿色有机肥料,采取科学

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增加品质优良、绿色环保、特色明显的农产品供给.第二,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强
化农业要素支撑.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农业发展既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的短缺,也缺乏种业、科技、
机械、信息等现代农业所需的要素支撑.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农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农业

技术指导,提高劳动力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专业大户,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高端农业机械化

水平,运用互联网手段推动信息进村入户.第三,推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养殖,建立农产品质量追

溯体系.要基于一套严格的农业投入品管理制度进行标准化生产和养殖,供给符合“三品一标”认证

的农产品.同时建立农业生产全程可追溯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第四,发展绿

色农业.要加强农业水土资源污染防治,利用节本增效技术减少农药、化肥投入,实施农作物病虫害

绿色防控措施,深入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第五,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在蔬菜、水果、林木、畜禽等诸多农产品生产领域,仍然采取农户小规模、分散化、细碎化经营方

式,缺乏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出现本地市场效应.要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在较大程度上

需要依托农业专业合作社和龙业龙头企业,联结农户和市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等农业经营主体,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五、结　论

　　本文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SITCRev３．０分类标准下的三位数农产品贸易数据,对中国农产品出口

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看,中国整体农产品出口出现了逆向的本地市场效应,而且

缺乏资源禀赋优势;从分类农产品来看,蔬菜和水果、林纸产品、非食用畜产品、水产品出口存在需求

规模上的本地市场效应,大宗农产品出口则出现了需求规模上的逆本地市场效应,烟草及烟草制品出

口存在需求结构上的本地市场效应,蔬菜和水果、林纸产品、非食用畜产品出口则出现了需求结构上

的逆本地市场效应,饮品类和食用畜产品出口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
在中国农产品出口缺乏要素禀赋优势的态势下,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和不断提升的需求结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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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本地市场效应成为农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新来源.然而,由于国内农产品供给质量与需求结构

错位、农业经营方式分散、规模经济效应不足等原因,在很多农产品出口中并未出现本地市场效应,甚
至出现了逆本地市场效应.因此,一方面要注重开发和培育国内市场,激发需求潜力,使本地市场效

应成为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提高农产

品质量,供给契合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从而诱发农产品在需求规模或需求结构上的本地市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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