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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扩大农产品进口有助于保障我国农产品供给，也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升级、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科学测度中国农产品进口潜力则显得格外重要。基于 1995−2019年

世界双边贸易数据，构建进口潜力标准化指标测算分析农产品进口潜力和分布特点，并采

用贸易边际方法进一步讨论未来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结构。结果表明：（1）从总规模看，入

世前农产品进口不足，入世后进口增加，2009 年开始进口明显过度；（2）从国家（地区）分布

看，中国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洲等国家（地区）进口农产品过度，从东盟进口适度，

从印度和韩国进口不足，未来农产品进口重点区域在亚洲内部；（3）从产品分布看，动物类

产品进口过度，食品加工类产品进口适度，果蔬类产品进口不足；（4）从来源结构看，农产品

进口数量过度，进口种类适度，进口价格不足。提出要坚持“立足国内供给、适度进口调剂”

安全战略，积极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对农产品进口实行国别管理，实施区域性贸易

战略；对农产品进口分品种理性看待并分类实施；积极调整进口来源结构，减少对进口数量

的依赖，重视优质、高附加值农产品进口，促进农产品进口增长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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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强。然而面对国内资源紧缺和环境保

护双重压力，农产品大规模增产以及迅速提高供给存在较大困难，通过国际市场和资源进行补充已

成客观事实[1]。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农产品进口 280亿美元，从原先的农产品净出口国

转变为净进口国。2017年开始农产品进口大幅增长，2021年达到 2198亿美元。但是，中国农产品进

口来源集中，近 50%的农产品来自美洲①。在当前俄乌冲突、中美关系紧张以及疫情等公共安全事件

频发形势下，国内外农产品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农产品进口渠道多元化将有助于保障农产品

供应稳定。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必须立足国内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统筹用好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出要“主动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2021
年又提出“优化农产品贸易布局，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好农产品

贸易这张牌，关键要控风险、可替代、有备手”[2]。进入新发展阶段，不仅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

市场”，缓解农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对国内资源生产满足不了、或为土地等资源休养生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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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进口的短缺农业初级产品，要掌握进口的稳定性和主动权，把握适当比例，充分利用国外资源。

农产品进口不仅满足了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且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空

间和余地。但是，扩大进口的前提是中国尚有进口空间，即进口实际值低于进口潜在值[3⁃4]。因此，估

算进口潜力是有效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的前提，也是当前农产品外贸领域重要课题之一。本

文即从贸易潜力角度论证中国现有农产品进口是否适度，未来农产品要不要进口、进口什么、从哪里

进口以及进口增长潜力等问题，这对于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一、文献综述

贸易潜力是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经典研究主题，贸易潜力估算更是国际贸易实证研究的一个重

要方向。国内研究农产品贸易潜力侧重于出口，集中在贸易效率、影响因素等方面[5⁃7]。贸易效率测

算方面，李明等考察了我国农产品向RCEP国家出口的潜力，得到出口效率较低，出口潜力较大的结

论[5]；李文霞等分析了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认为中国对该区域国家

农产品出口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6]；王凤婷等估算了中国农产品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的出口效率，认为双方贸易效率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但出口贸易效率水平较低，未来农产品出口潜力

大[7]。贸易效率影响因素方面，李明等认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农产品出

口贸易效率提升，而低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不充分的政府支出则限制了出口效率的提高[5]；

李文霞等认为制度距离和贸易成本是阻碍农产品贸易效率的主要因素[6]。也有学者研究双边贸易潜

力[8⁃9]，例如，汪晶晶等对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进行了数量分析和潜力测

算[8]。然而，单独针对进口研究农产品贸易潜力的文献较少。

近年，随着“扩大进口”战略的提出，学界开始关注并重视农产品进口，有学者对进口贸易潜力

进行测算[10⁃11]。例如，杨桔等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测算了中国从“丝绸之路经

济带”沿线国家进口的农产品贸易潜力[10]，曹芳芳等测算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农产品进口贸易效

率[11]。但是，已有研究停留在贸易效率及潜力测算，对未来农产品进口潜力的来源结构有待进一步

讨论。

总之，国内已有文献主要从出口角度研究农产品贸易潜力，鲜有文献从进口贸易视角进行深入

分析，对进口潜力分布和来源结构的分解更是罕见。本文基于进口贸易视角分析中国农产品贸易潜

力，并讨论农产品进口潜力空间分布和产品分布以及未来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结构。在已有研究的

基础上，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展开探索：第一，在测度农产品进口潜力基础上，进一步廓清农产品进口

来源结构，从内容上对国家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进行深化。先前关于农产品贸易潜力的研究

大多只关注贸易潜力测算，很少涉及对贸易潜力来源结构的讨论，而本文在测度贸易潜力基础上进

一步关注未来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结构，对于保障国内农业产业安全和农产品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第二，从供给、需求和市场结构三方面讨论进口潜力决定因素，并将进口多元化

内涵延伸为进口规模适度、进口品种多元化、进口渠道多元化三方面。最后将进口潜力与进口多元

化联结起来，从进口多元化内涵解释进口潜力，构建一个崭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理论分析与框架

伴随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享受贸易福利的同时贸易风险逐渐显露并持续加深，防范并抵

御风险成为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贸易多元化战略成了稳定对外贸易的有效途径[12]。保证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国内基本供给的前提下，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促进农产品国内国际双循环，既是我国

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激发农产品进口潜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必然趋势。然

而，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的实施前提是进口留有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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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潜力是有效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的前提

根据贸易理论，一国进口规模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应有值，即进口潜在值，其取决于要素禀赋条

件、贸易成本等客观因素。本文将实际进口值与进口潜在值进行比较，得到进口潜力。实际进口值

越接近进口潜在值，进口潜力较小；实际进口值低于进口潜在值，进口潜力较大。因此，判断进口潜

力大小的关键是确定进口潜在值。而一国进口潜在值大小与供给、需求和市场结构相关，因此进口

潜力大小也受这三方面影响。供给方面，出口国资源禀赋条件、生产供给能力、国内消费等均会影响

贸易潜在值。出口国资源要素充裕、生产及供给能力强、国内消费较少，可用于出口的产品就多。需

求方面，进口潜在值受收入水平、消费偏好、人口规模等影响。一般而言，进口国收入水平越高、对某

种产品越偏好、人口规模越大，对进口产品需求越旺盛。最后，供给和需求通过市场结构影响贸易潜

在值。市场竞争程度与贸易自由化程度正相关，市场竞争程度越高，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而贸易

政策又会影响贸易潜力，如果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进口实际值就越接近潜在值，进口潜力较小；如

果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进口实际值就会低于潜在值，进口潜力较大。

2.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是激发进口潜力的实践途径

对进口多元化内涵的理解，目前学界没有给出统一标准。沈国兵等认为进口多元化包括两方面

内容：一是对于某种产品，进口渠道多样化；二是对于某个进口渠道，产品种类多样化[12]。本文认为进

口多元化涵盖规模大小、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三方面，对应进口规模适度、进口品种多元化、进口渠

道多元化，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打好农产品贸易这张牌，关键要控风险、可替代、有备

手”。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是激发进口潜力的实践途径，因此，估算农产品进口潜力要从规模、产品和

市场三方面进行，即对应本文后续的整体农产品进口规模潜力、不同种类农产品进口潜力和来自不

同贸易对象的进口潜力。本文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农产品进口潜力测算方法

（1）估算农产品进口潜在值。按照贸易理论，一国贸易规模不可能无限制扩大，而是存在一个理

论应有值，即贸易潜在值，其受资源禀赋、贸易成本等影响。理论上，一国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该国

贸易规模实际值就接近贸易潜在值；反之，贸易规模较小，实际值下偏潜在值，增长潜力较大[13]。因

而，判断贸易潜力的前提是科学计算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贸易潜在值。引力模型是计算贸易潜在

值的有力工具。在引力模型基础上，Baldwin 等[14]最早提出贸易潜力概念。接着，Egger[15]、Tamini
等[16]、Bas等[17]、Chaney[18]借助引力模型对贸易潜力问题展开分析。国内已有研究贸易潜力的文献大

多数也采用该模型。参考已有文献，本文沿用该方法估算农产品进口潜在值。模型设定如下：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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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AMjit = β0 + β1 lnGDPjt + β2 lnGDPit +∑
k

δkX k
jit + γj + γi + γt + εjit （1）

式（1）中，j代表进口国，i代表出口国，t代表年份；AM是农产品进口值；GDP是国内生产总值；

γj、γi是进口国、出口国固定效应；γt是时间固定效应；εjit是随机干扰项。X k
jit是双边贸易成本变量集

合。由于贸易成本大小取决于很多相关因素，获得所有相关因素的数据比较困难，因此，已有文献在

研究贸易成本相关问题时，通常选取部分影响因素进行讨论[19⁃21]。本文选取 7个贸易成本指标，用于

衡量双边地理接近、文化认同、历史渊源、制度相似等条件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双边地理距离，根

据测算方法不同分为 ln dist、ln distcap、ln distw三个指标。其中dist是按照经纬度计算的双方主要城

市的球面距离；discap是双方首都的球面距离；distw是人口加权距离，以城市人口比重为权重计算的

双方任意两城市之间距离的加权距离。贸易双方是否接壤Contig，接壤取 1，否则取 0。双方是否有

共同官方语言Comlag，有共同语言取 1，否则取 0。双方是否有共同法律渊源Comleg，法律渊源相同

取 1，不同取 0。双方是否曾为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Colony，是取 1，否取 0；是否曾属于共同殖民主

Comcol，是取 1，否取 0。此外，考虑到区域一体化可能会促进双边贸易发展，进一步引入代表区域一

体化政策的两个变量：贸易双方是否都加入WTO，是取1，否取0；贸易双方是否同属一个区域一体化

组织 fta，是取1，否取0。
基于（1）式回归结果估算农产品进口潜在值AMfitted，AMfitted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理论应有

进口值，是农产品进口“最优值”，也是判断进口潜力大小的参考依据。

（2）判断进口潜力。本文农产品进口潜力指在农产品实际进口值基础上可拓展的空间，该空间

值可正可负。如果农产品实际进口值高于进口潜在值，处于进口过度状态，进口拓展空间为负，进口

潜力不足；如果实际进口值低于进口潜在值，处于进口不足状态，进口拓展空间为正，进口潜力充足；

如果实际进口值等于进口潜在值，进口适度，处于最优水平。为了便于比较，对进口潜力指标进行标

准化处理，具体如下：

TPI= AMreal -AMfitted

AMreal +AMfitted
（2）

式（2）中，AMreal表示农产品实际进口值，TPI表示进口潜力指标，该值介于-1到 1之间。如果

TPI< 0，说明农产品实际进口值小于进口潜在值，进口不足，进口潜力较大，进口存在拓展空间；如

果TPI> 0，说明农产品实际进口值超过了进口潜在值，进口过度，进口潜力不足；如果 TPI= 0，说明

农产品实际进口值等于进口潜在值，进口适度且达到最优水平。当然，TPI等于 0具有偶然性，越接

近0值，说明实际进口值越接近“最优值”。

2.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结构分解方法

本文在测度农产品进口潜力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按照新新贸易理论，进

口贸易增长可分解为广度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相应地，进口潜力也来自于广度边际潜力、数

量边际潜力和价格边际潜力。本文即从这三方面寻找未来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借鉴 Hummels
等[22]、施炳展[23]的贸易边际研究框架，本文将农产品进口比重进行分解，具体分解如下：

ln AMjit

AMjt
= lnEXjit + lnQjit + lnPjit （3）

式（3）中，AMjit和AMjt表示 t年 j国分别从 i国和世界进口的农产品总值。EXjit是进口广度，表示

j国从 i国进口的农产品种类占 j国农产品总进口种类的比重，由EXjit =
∑
k∈Gjit

Xjitk ∑
k∈G
Xjitk

∑
k∈Gjt

Xjtk ∑
k∈G
Xjtk

计算得出。

其中X是农产品进口值；k表示HS6分位农产品；Gjit和Gjt表示 j国分别从 i国和世界进口的农产品集

合；G=Gjit ∩Gjt表示两个产品集合的交集。进口广度值越大，说明 j国从 i国进口的农产品种类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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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意味着未来通过扩大农产品进口种类实现进口增长的空间就越小。Qjit和Pjit分别表示进口数量

和进口价格，由Qjit =∏
k ( qjitkqjtk )

wk

、Pjit =∏
k ( pjitkpjtk )

wk

计算得出，其中 q和 p分别表示某HS6分位农产

品的进口数量和进口价格，wk为权重，wk =
( )Sjitk - Sjtk ( )ln Sjitk - ln Sjtk

∑
k∈G

é
ë

ù
û( )Sjitk - Sjtk ( )ln Sjitk - ln Sjtk
，S为某种农产品进口值

占比。Qjit、Pjit越大，说明农产品进口数量、进口价格越接近潜在值，进口数量、进口价格增长潜力越

有限。

3.样本选择和数据说明

对农产品范围的界定，学术界目前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统计口径[24]。本文农产品为 HS01-
HS24加和，并细分为动物类产品、果蔬类产品、食品加工类产品，表1是农产品具体分类。

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地区）高达 190多个，但集中度高。本文将

农产品从各国（地区）的进口值由大到小依次排序，选取前 27个国家①，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中 90%来

自这些国家（地区）。将 27个国家（地区）按照所属贸易组织进行划分，依次是东盟、欧盟、北美自由贸

易区、南美洲国家联盟、新西兰、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印度、日本、韩国和其他。鉴于数据获取

的局限性，本文采用 1995-2019年国家—产品面板数据。国家层面，现有文献估算贸易潜力大多数

采用研究对象自身贸易数据。从拟合结果看，拟合线必然穿过所有贸易对象样本中间，整体处于贸

易适度状态。因此，采用研究对象自身贸易数据得到的结果不能科学判断贸易潜力。本文选取世界

各国从其他各国进口农产品金额，将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判断中国农产品进口潜力状态。

产品层面，采用1-24章HS6分位进口数据。进口潜在值估算方法如下：将世界各国从其他国家进口

农产品值及相关变量代入模型（1），得到各变量回归系数；再基于模型（1）回归结果，估算中国农产品

进口潜在值。农产品进口贸易数据来自CEPII的BACI数据库。贸易双方经济规模数据来自世界银

行WDI数据库，贸易成本数据来自CEPII的Gravity数据库。

表 2 是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值得注意的是，因变量 lnex_ijt 样本量个数明显少于其他自变

量，原因是BACI数据库提供的贸易数据是HS6分位数据，由于本文农产品涵盖 1-24章，故将HS6
分位原始数据加和，转换成每章对应的 2分位形式。另外，剔除零贸易值和缺失值，最后导入模型的

因变量观测个数远远少于原始数据个数。

①    进口值由大到小依次包括巴西、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泰国、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法国、俄罗斯、智利、越南、荷兰、马

来西亚、德国、乌克兰、印度、厄瓜多尔、西班牙、乌拉圭、秘鲁、丹麦、日本、爱尔兰、韩国、菲律宾、英国。

表1　农产品分类

分类

动物类产品

果蔬类产品

食品加工类产品

章节编码

HS01-HS05

HS06-HS15

HS16-HS24

涵盖产品

HS01活动物；HS02 肉及食用杂碎；HS0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HS04 
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其他食用动物产品；HS05 其他动物产品

HS06 活树及其他活植物，鳞茎、根及类似品，插花及装饰用簇叶；HS07 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HS08 食用水果及坚果，柑橘属水果或甜瓜的果皮；HS09 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HS10 谷
物；HS11 制粉工业产品，麦芽、淀粉、菊粉、面筋；HS12 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仁及果实，工业用

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HS13 虫胶，树胶、树脂及其他植物液、汁； HS14 编结用植物材

料，其他植物产品；HS15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

HS16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HS17 糖及糖食；HS18 可可及

可可制品；HS19 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糕饼点心；HS20 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

分的制品；HS21 杂项食品；HS22 饮料、酒及醋；HS23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动物饲料；

HS24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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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产品进口潜力分析

1.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设定的模型，依次加入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所有变量均达到1%的显

著水平，且各变量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在六列回归中基本一致，说明回归方程形式不影

响各变量特征，估计结果可信度较高。双方国内生产总值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均为正，但进口国的

影响比出口国大，说明农产品进口更多取决于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

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越高，对进口农产品的需求越旺盛。例如，王月等指出中国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

长，更多是中国经济增长、消费升级的表现[1]。从出口国看，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能力生产

并出口优质、高价农产品。但是，考虑到农产品消费侧重需求拉动，出口国经济对农产品贸易规模的

影响不如进口国。甚至有学者发现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产品出口贸易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经

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农产品出口上未必具备优势[1]。

双边地理距离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为负，表明地理距离是农产品进口的阻碍因素。贸易双方距

离越远，交通运输成本越高，越不利于农产品贸易，这与已有的大部分研究结论一致[5,11,25]。并且，该

变量回归系数绝对值高于其他变量，说明农产品进口受地理距离的影响更显著，这是由农产品本身

特征决定的。大多数农产品不易储藏，对运输要求较高，运输成本成了影响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

其余贸易成本变量对农产品进口规模的影响均为正，符合预期。双方接壤会促进农产品进口，接壤

意味着双方地理距离近，文化、制度具有相似性，有利于贸易往来；双方官方语言相同也会促进出口，

共同语言意味着双方文化基础相近，沟通便利，降低了信息交流成本，进而推动进口[26]；拥有共同法律

渊源和贸易双方存在殖民关系都会促进农产品进口，具有法律渊源和殖民关系可以降低信息成本、

减少制度距离、增进信任[27]。此外，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农产品进口起到推动作用，WTO成员之间或

同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内成员更容易开展农产品贸易。

2.整体农产品进口潜力变动趋势

基于表 3列（6）回归结果估算中国农产品进口潜在值，采用进口潜力标准化方法测算样本期历年

农产品整体进口潜力指标TPI，并绘制整体农产品进口潜力变动趋势，如图 2所示。可以看出，样本

期内农产品整体进口潜力指标TPI呈上升趋势，经历了由负向正的转变过程，说明样本期内农产品进

口不断增长，早期进口不足，近期进口明显过度，进口潜力也相应地从充足转变为不足。

表2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lnex_ijt
lngdp_i
lngdp_j
lndist
contig

comlag

comleg

colony

comcol

wto

fta

lnex
lnp
lnq

含义

农产品进口值

出口国GDP
进口国GDP
双边距离

是否接壤

是否有共同官方语言

是否有共同法律渊源

是否曾经为殖民地

是否共同殖民地

是否共同为WTO成员

是否加入同一区域贸易组织

进口广度

进口价格

进口数量

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459700
603975
608528
644638
644635
644635
644186
644585
644635
644638
644635
374185
374185
374185

均值

6.28
17.58
17.49
8.68
0.02
0.17
0.32
0.01
0.10
0.47
0.17

-2.72
0.23

-4.80

标准差

3.74
2.33
2.38
0.83
0.14
0.37
0.47
0.12
0.30
0.50
0.38
1.77
0.64
2.42

预期符号

+
+
-
+
+
+
+
+
+
+

注：数据系笔者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CEPII的Gravity数据库统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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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农产品进口潜力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1995-2003年，TPI持续负值，年均为-0.15，
表明该阶段农产品实际进口值还未达到进口潜在值，处于进口不足状态，进口潜力有待挖掘。加入

WTO以后，TPI开始转向正值。2004-2008年，各年TPI在 0值附近上下浮动，年均值 0.01，表明该

阶段进口适度，农产品实际进口值已经达到进口潜在值，进口潜力已充分挖掘。2009-2019年，TPI
逐年上升，从 2011年开始增速加快，2011-2019年年均TPI值 0.20，说明农产品实际进口值高出了进

口潜在值，进口过度。

上述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进口见顶甚至过度，潜力不足，这要归结于中国实行的大规模开放政

策。伴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到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的程

度不断加深，农产品进口贸易管制逐步削弱。以关税为例，1992年进口平均税率为 44.66%，实行全

面开放后，2000年降到 26.20%，加入WTO后继续降低，2011年平均税率只有 14.05%。在关税降低

的背景下，农产品进口关税也随之下降，配额、进口许可证管理不断放宽。特别是加入WTO后，农产

表3　模型回归结果

lngdp_i

lngdp_j

lndist

contig

comlag

comleg

colony

comcol

wto

fta

N

R2

（1）
0.26***

（8.81）
0.54***

（9.05）
-1.72***

（-51.05）

422302
0.62

（2）
0.26***

（9.08）
0.54***

（9.10）
-1.60***

（-46.41）
1.32***

（10.76）

422302
0.62

（3）
0.27***

（9.36）
0.55***

（9.21）
-1.50***

（-43.08）
1.21***

（10.12）
0.89***

（13.18）

422302
0.63

（4）
0.27***

（9.44）
0.55***

（9.37）
-1.48***

（-43.07）
1.17***

（9.67）
0.67***

（9.32）
0.43***

（8.11）

422291
0.63

（5）
0.27***

（9.62）
0.55***

（9.38）
-1.48***

（-44.98）
1.11***

（9.12）
0.48***

（6.75）
0.31***

（6.53）
1.08***

（9.58）
0.75***

（7.73）

422241
0.63

（6）
0.32***

（11.18）
0.60***

（10.30）
-1.32***

（-39.61）
0.95***

（8.20）
0.44***

（7.03）
0.26***

（6.31）
1.17***

（11.71）
0.68***

（7.89）
0.77***

（7.76）
0.70***

（14.07）
422241

0.63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

图 2 整体农产品进口潜力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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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口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多，审批限制逐渐减少[1]。此外，国内外价差是近年驱动农产品进口的又一

成因。随着中国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低优势消失，国内农产品高成本、弱竞争力显现，农产品进口

价格“天花板效应”与国内生产的“地板效应”不断增强，无法避免大量进口。最后，国内缺乏有力的

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来应对不可避免的进口冲击。

3.农产品进口潜力空间分布

考虑到不同贸易伙伴异质性，测算中国对不同国家（地区）农产品进口潜力，结果见表 4。数据显

示，中国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农产品进口潜力具有差异性，对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洲国家、新

西兰、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日本进口过度。可能原因是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地集中，农产品进

口3/4来自上述国家（地区），进口潜力挖掘较为充分。

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农产品相对适度，从印度和韩国进口农产品不足，存在较大的进口潜力。

究其原因，中国和印度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前景较好，两国农产品需求和贸易潜力较大[28]。同时，两国

农产品相似性低，互补性强，为农产品双边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受历史、地缘政治等

因素影响，中印经贸关系低迷，农产品贸易联系不强，在现实贸易中，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没有得

到充分体现，贸易潜力有待挖掘。中国与韩国地缘优势明显，文化基础、生活习惯相近，两国开展农

产品贸易有着先天独特的条件。然而，这种有利条件是单向的，主要体现在韩国从中国进口的农产

品上，中国从韩国进口农产品增长缓慢，原因之一是，中韩农产品贸易起步晚，2014年底才签订自由

贸易协定，根本上是由两国农业生产资源禀赋特征决定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出口国出口的产品

是密集使用充裕要素进行生产的，进口国进口的产品是密集使用稀缺要素进行生产的。由于我国劳

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稀缺，因此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但是，相比中

国，韩国土地资源更加紧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40%，韩国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5%[29]，显然韩国土地禀赋优势不存在，在土地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处于竞争劣势。此外，韩国城市化

程度较高，农业劳动力稀缺，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双重稀缺导致了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缺乏国际

竞争力。因此，我国从韩国进口农产品增长缓慢。

值得注意的是，样本期内中国从乌克兰进口农产品递增，且增势迅猛。1995年从乌克兰进口农

产品的潜力指标为-1，2013年转向正值，2019年增至 0.89，表明中国向乌克兰进口农产品经历了早

期严重不足、近期明显过度的转变。相关数据也表明，近年中乌两国农产品贸易增长快速，到 2019
年，中国一跃成为乌克兰第一大农产品贸易国和第十大农产品进口国。这主要得益于两国不断推进

表4　中国对不同国家（地区）农产品进口潜力

年份

1995
2003
2009
2015
2019
1995-2003年均值

2009-2019年均值

年份

1995
2003
2009
2015
2019
1995-2003年均值

2009-2019年均值

东盟

0.13
0.18

-0.04
-0.02

0.07
0.06
0.04

俄罗斯

0.29
0.12
0.46
0.49
0.69
0.05
0.49

欧盟

0.17
0.09
0.22
0.59
0.72
0.04
0.52

乌克兰

-1.00
-0.64
-0.82

0.87
0.89

-0.93
0.43

北美自由贸易区

0.81
0.75
0.85
0.85
0.80
0.69
0.85
印度

-0.59
-0.69
-0.62
-0.69
-0.34
-0.41
-0.57

南美洲国家联盟

0.64
0.73
0.69
0.90
0.95
0.73
0.85
日本

0.39
0.38
0.40
0.41
0.56
0.34
0.36

新西兰

0.07
0.63
0.51
0.67
0.81
0.38
0.71
韩国

-0.14
-0.32
-0.29
-0.23
-0.18
-0.16
-0.20

澳大利亚

0.52
0.64
0.64
0.70
0.80
0.70
0.74
其他

-0.26
-0.10
-0.01

0.17
0.20

-0.24
0.11

注：受篇幅限制，表中只呈现部分年份结果，可向作者索要全部结果，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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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合作：2011-2019年期间，中乌两国先后签署了《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协议》。这些制度安排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农业合作，促进了两国农产品贸

易。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主动向乌克兰开放农产品市场，自 2013年起，先后向乌克兰开放大麦、大豆、

葵花籽油、油菜籽市场，并准许乌克兰牛奶、牛肉进口。与此同时，由于俄乌关系紧张，乌克兰也在积

极寻找出口替代市场。

总之，中国农产品进口整体过度，但在亚洲市场上表现为进口适度甚至不足，意味着未来中国农

产品进口的重点应聚焦亚洲国家。

4.农产品进口潜力产品分布

考虑到农业生产资源禀赋因素，不同种类农产品进口潜力可能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将农产品分

为动物类产品、果蔬类产品、食品加工类产品，测算各类农产品进口潜力，结果见表 5。可以看出，不

同种类农产品进口潜力具有差异性。动物类产品进口总体过度，进口潜力不足。除了HS01和HS05
进口适度，其他动物类产品进口过度，进口潜力明显不足。其中HS03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

水生无脊椎动物的进口最为明显，1995-2003年和 2009-2019年两个阶段的进口潜力指标均高于

0.50，表明实际进口值大量超出潜在值，进口明显过度。果蔬类产品总体进口不足，进口潜力较大。

除了HS08、HS12和HS15进口过度，HS13进口适度，其他果蔬类产品进口不足，进口增长空间较大。

特别是HS06活树及其他活植物，鳞茎、根及类似品，插花及装饰用簇叶和HS07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年均TPI值分别为-0.43和-0.31，进口明显不足，进口潜力较大。食品加工类产品进口总体适度。

除了HS16、HS22和HS23，其余6章产品TPI与0值没有显著差异，表现为进口适度。

表5　不同种类农产品进口潜力

年份

1995
2003
2009
2015
2019
1995-2003年均值

2009-2019年均值

年份

1995
2003
2009
2015
2019
1995-2003年均值

2009-2019年均值

年份

1995
2003
2009
2015
2019
1995-2003年均值

2009-2019年均值

动物类产品

HS01
-0.14
-0.26
-0.28
-0.23

0.03
-0.10
-0.17

果蔬类产品

HS06
-0.63
-0.41
-0.47
-0.28
-0.30
-0.52
-0.39

食品加工类产品

HS16
-0.30
-0.17
-0.23
-0.18

0.30
-0.24
-0.13

HS07
-0.30
-0.29
-0.40
-0.27
-0.20
-0.28
-0.31

HS17
0.15

-0.02
-0.12
-0.09
-0.01

0.00
-0.05

HS02
-0.04

0.17
0.05
0.09
0.30
0.18
0.12

HS08
-0.06

0.22
0.23
0.35
0.35
0.06
0.35

HS18
-0.24

0.14
-0.21

0.00
-0.02
-0.15
-0.05

HS09
-0.39
-0.29
-0.29
-0.06
-0.04
-0.31
-0.10

HS19
-0.37
-0.08

0.02
0.07
0.03

-0.17
0.04

HS03
0.33
0.60
0.54
0.49
0.58
0.53
0.55

HS10
0.42

-0.40
-0.32
-0.03
-0.18
-0.15
-0.19

HS20
-0.25
-0.13
-0.04

0.11
0.10

-0.19
0.05

HS11
-0.13
-0.11
-0.22
-0.11
-0.17
-0.11
-0.16

HS04
0.11
0.07
0.00
0.19
0.19
0.04
0.10

HS12
-0.08

0.22
0.19
0.41
0.44
0.08
0.37

HS21
-0.21

0.05
-0.02
-0.06

0.01
-0.07
-0.03

HS13
-0.30

0.13
-0.01

0.16
0.00

-0.16
0.05

HS22
-0.08
-0.17

0.00
0.35
0.25

-0.06
0.24

HS05
-0.05

0.11
0.05
0.04
0.13
0.09
0.06

HS14
-0.12
-0.06
-0.21
-0.18
-0.27
-0.16
-0.18

HS23
0.29
0.27
0.40
0.38
0.45
0.30
0.39

HS15
0.48
0.26
0.38
0.35
0.30
0.37
0.33

HS24
0.16

-0.05
-0.05

0.02
0.20

-0.0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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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结构分析

1.整体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结构

前述研究基于价值总量分析了农产品进口潜力变化趋势和分布特点，但对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

有待进一步讨论。本部分借鉴Hummels等[22]、施炳展[23]的贸易边际分解框架，将农产品贸易额进一步

分解为广度、数量和价格，在农产品进口种类、数量和价格上寻找农产品未来进口潜力来源。

采用贸易边际方法对农产品进口潜力进行分解，得到表 6农产品进口边际潜力。结果显示，总体

指标与前述分析一致，进一步印证了农产品进口由不足转向过度。然而，进口边际潜力具有差异性。

广度边际潜力指标值大多数年份为正，且接近 0值，说明农产品进口广度边际适度，进口种类比较合

理。数量边际潜力指标值 2012 年以前为负且接近 0 值，2012 年以后转向正值并开始上升，其中

2009-2019年均值为 0.05，说明农产品进口数量由适度转向轻微过度，进口数量潜力不断下降，未来

农产品进口数量增长空间较小。价格边际潜力指标值接近 0值，说明农产品进口价格整体适度。值

得关注的是，价格边际潜力指标值具有下降趋势，2012年开始由正转负，且绝对值呈扩大趋势，意味

着农产品进口价格偏低，价格潜力较大，可以通过进口优质农产品激发进口价格潜力，进而促进进口

增长。总体来看，农产品进口广度边际潜力适度，数量边际潜力不足，价格边际潜力有待进一步挖

掘。进口农产品未来调整方向应侧重降低对进口数量的依赖，适当提升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

进口。

2.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结构空间分布

考虑到中国从不同国家（地区）进口农产品的潜力来源结构存在差异，采用贸易边际方法对各贸

易伙伴的进口潜力进行分解，表7是中国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结构。

结果显示，中国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农产品进口边际潜力具有差异性。从欧盟、北美自贸区、南

美洲国家、俄罗斯、乌克兰、新西兰、澳大利亚进口的农产品，在进口的种类、数量、价格上均表现为过

度或适度，因此进口不存在增长空间。从东盟、日本、韩国进口农产品存在增长空间，主要体现在进

表6　中国农产品进口边际潜力

年份

1995
2003
2009
2015
2019
1995-2003年均值

2009-2019年均值

总体

-0.07
-0.04
-0.03

0.12
0.12

-0.01
0.06

广度

0.06
-0.11
-0.05

0.01
0.11
0.05
0.04

数量

-0.08
0.05

-0.03
0.16
0.08

-0.04
0.05

价格

-0.02
0.02
0.00

-0.03
-0.04

0.01
-0.02

表7　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结构空间分布

国家/地区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洲国家联盟

俄罗斯

乌克兰

新西兰

澳大利亚

东盟

日本

韩国

印度

进口广度

过度

过度

不足转向过度

适度

适度

不足

过度转向不足

不足

不足

进口数量

过度

不足转向过度

不足转向过度

过度

过度

过度

过度

适度

不足

进口价格

适度

适度

过度转向适度

适度转向过度

适度

适度

适度

适度

适度

有无进口潜力

无潜力

有一定潜力

较大潜力

注：系根据数据结果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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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广度上，意味着可以通过扩大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进口。对印度的进口潜力较大，集中在进口广

度和进口数量上，意味着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农产品在种类和数量上存在增长空间，可以通过扩大农

产品进口种类和数量增加进口，提高居民福利。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1.结 论

本文基于 1995-2019年世界双边贸易数据，采用引力模型测算分析了中国农产品进口潜力变动

趋势和特点，并根据贸易边际框架进一步讨论了农产品进口潜力来源结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整体趋势看，入世前农产品进口不足，入世后进口增加，2009年开始进口明显过度，未来

农产品进口潜力总体不足。

第二，从空间分布看，中国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农产品进口潜力具有差异性。对欧盟、北美自由

贸易区、南美洲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日本进口过度，对东盟进口适度，对印度和

韩国进口不足，未来农产品进口重点区域在亚洲内部。

第三，从产品分布看，不同种类农产品进口潜力具有差异性。动物类产品总体进口过度，果蔬类

产品总体进口不足，食品加工类产品总体进口适度，因此未来农产品进口应重视不同种类农产品之

间的替代性，重点关注果蔬类产品进口。

第四，从进口潜力来源结构看，进口农产品种类和进口农产品数量潜力不足，进口农产品价格潜

力充足，因此未来农产品进口增长的调整方向是减少对进口数量的依赖，增加优质、高附加值产品进

口，防范并降低农产品进口风险。

2.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新发展格局下精准制定农产品进口贸易政策、推动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大循

环、实现农产品贸易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如下的政策启示。

第一，坚持“立足国内供给、适度进口调剂”安全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资源，实现

农产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方面立足国内，以国内循环为基础，高度重视国内农产品生产

和供应稳定，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另一方面，将国际循环作为重要补充，对贸易风险进行充分评估

的基础上，积极通过进口缓解国内农产品供需矛盾。此外，应鼓励国内优质农产品“走出去”，实现国

内外资源良性交换。

第二，重视进口潜力在不同贸易伙伴间的异质性，对农产品进口实行国别管理，并实施区域性贸

易战略。对于农产品进口潜力不足或较小的国家（地区），在维持现有贸易基础上，积极开展数字贸

易等其他新的贸易方式。将进口潜力较大的国家（地区）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根据研究结论，亚洲内

部是未来中国农产品实现进一步增长的主要来源地。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中国应积极推进亚

洲地区贸易自由化，不断提高亚洲内部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区域内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农业合

作。此外，积极推动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改变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易受

制于出口地政策的进口贸易格局，增强农产品抵御贸易风险的能力。

第三，重视进口潜力在不同产品间的异质性，对农产品进口分品种理性看待并分类实施。根据

研究结论，果蔬类产品进口空间较大。未来农产品进口应侧重果蔬类产品，并重视果蔬类产品和其

他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增加进口优质、高附加值产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其次，确

定动物类、食品加工类产品进口预警阀值，把握进口时机和节奏，确保进口适度适当，避免大量过度

进口，不利于国内产业健康发展。此外，对于保障性农产品，政策重点不在于“进”而在于“保”。稻

谷、小麦、玉米等绝对保障性产品国内自给率水平要接近甚至超过 100%，大豆、牛、羊肉和奶产品等

适度保障性产品应尽量提升自给率水平。对国内资源生产满足不了或为土地等资源休养生息不得

不进口的短缺农业初级产品，要掌握进口的稳定性和主动权，把握适当比例，积极利用国外资源[30]。

第四，积极调整进口来源结构，重视高质量、高附加值农产品进口，促进农产品进口增长方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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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需要，农产品进口是必要的，但要立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结合农产品实际供需情况，将进口重点放在优质农产品的进口上。因此，未来农产品进口应减少对

进口数量的依赖，重视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进口。并且，在确保农产品供给数量基础上，更加注重

农产品质量的提升，让人民吃得饱、吃得好、吃得放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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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and Sourc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Imports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Import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YAN Xiaoting，QI Chunjie

Abstract Expanding the im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ll not only help ensure the supply of ag⁃
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but also help to upgrade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refore，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cientifically measure the potential of 
agricultural imports.Based on the world bilateral trade data from 1995 to 2019，a standardized index of 
import potential wa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potential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imports，and the trade margin method was used to discuss the source structure of future agri⁃
cultural imports.The results show that：1） In terms of total scale，agricultural imports were insufficient 
befor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increased after accession，and showed significant excessive im⁃
ports starting from 2009；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Chinese agricultural imports ex⁃
cessively from the EU，NAFTA，South America and other countries（region），moderately from 
ASEAN，insufficiently from Ind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thus the key source area for future agricul⁃
tural imports will be within Asia；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distribution，there is excessive im⁃
port of animal products，moderate import of food processing products，and insufficient import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rce structure，there is excessive quantity of agricultural im⁃
ports，moderate variety，and insufficient import prices.It is proposed to adhere to the security strategy of 

“relying on domestic supply with moderate import adjustments” and diversifying agricultural imports.
Moreover，it is also important to implement country-specific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imports and re⁃
gional trade strategies，rationally treat and implement clas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imports by variety，ac⁃
tively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import sources and reduce the dependence on import quantity，attach impor⁃
tance to the import of high-quality，high-value-added agricultural products，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
tion of the growth mode of agricultural imports.

Key words potential of agricultural imports； spatial distribution； product distribution； diversified 
imports； import marginal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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