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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中泰荔枝龙眼贸易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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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时序趋势和弹性模型对中泰荔枝龙眼零关税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8-2012
年鲜荔枝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鲜龙眼、龙眼干肉的贸易转移效应大于贸易创造效应;2012年,鲜
龙眼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最大,鲜荔枝和龙眼干肉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鲜龙眼和龙眼干肉

的贸易转移效应占从其他国进口额的比重大于鲜荔枝。进而提出:提升荔枝龙眼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并保持该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需加大财政对特色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调整荔枝龙眼品种结构和熟期结构,制定和实施荔枝

龙眼的标准化生产体系,建立和完善荔枝龙眼的政策性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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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0月1日,中国和泰国签署的《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下加

速取消关税的协议正式实施[1]。中国和泰国同是荔

枝龙眼生产和消费大国,“零关税”协议实施后,中国

自泰国进口的荔枝龙眼大量增加,进口鲜荔枝由

2002年的112.77t上升到2012年的7692.40t,年
均增长46.80%;进口鲜龙眼由2001年的5.01万t
上升到2012年的24.46万t,增长接近5倍;进口龙

眼干肉由1999年的0.15万t上升到2012年的

5.37万t,年均增长29.01%①。贸易转移和贸易创

造效应使中泰荔枝龙眼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贸易效

应已开始对中泰的贸易流量产生影响,并导致双方

贸易行为的变化。因此,适时地对中泰两国荔枝龙

眼贸易效应进行评估和引导,有利于推动中泰荔枝

龙眼贸易,提升中国荔枝龙眼贸易竞争力[2]。本文

拟对中泰荔枝龙眼的贸易效应进行经验检验,以期

为中泰荔枝龙眼贸易的持续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文献回顾

  1.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理论研究

自由贸易区理论是在关税同盟理论基础上发展

而来的。自贸区贸易效应主要包括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和福利效应。早在20世纪5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Viner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第一

次系统地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并开创性地提出了

用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效应来衡量关税同盟的实际

效果[3]。之后许多学者对该理论进行多方面的拓

展。如 Meade认为关税同盟形成后会导致成员国

之间产品价格的相对变化,从而影响其消费模式并

最终产生消费效应[4]。Johnson用局部均衡模型形

象地解释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成因,以及在完

全竞争条件下消费者、生产者和国家的福利效应[5]。

Corden则认为自贸区中的成员国除了获得贸易扩

张效应还获得了成本递减效应和贸易抑制效应,并
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法阐述了关税同盟形成后规模经

济产生的福利效应[6]。另外,自贸区动态贸易效应

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主要表现在

促进出口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促进竞争效应、投资

效应等方面,总体而言该类文献以定性分析为主,定
量分析尚显不足。

2.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效应实证研究

CAFTA(China-ASEANfreetradearea,CAF-
TA)建立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就相应的贸易创造效

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例如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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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EE实证分析了CAFTA建立后贸易双方获得

的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和出口扩张效应,并
认为贸易转移效应不大,但贸易创造效应存在很大

的潜力[7-8]。陈雯和陈汉林等通过引力模型探讨了

CAFTA建立后中国的静态贸易效应。结果表明,
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远远大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

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之间的差额逐年增长;净
贸易效应为负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贸

易政策[9-10]]。徐婧则通过贸易比重法和行业贸易引

力模型对中国和东盟五国早期收获产品的贸易效应

进行了分析,认为自贸区内各国都产生了贸易效应,
其中中国和泰国的贸易扩大效应最为明显[11]。郎

永峰等和解春艳等对引力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扩

展,认为CAFTA的建立对区内成员国贸易具有显

著的扩大效应,并且促进了区外非成员国之间的

贸易[12-13]。

3.中国-东盟自贸区水果贸易效应研究

国内关于CAFTA建立后水果贸易效应方面的

研究不多。孙磊运用时序趋势模型和恒定市场份额

模型测算了中泰“零关税”对鲜龙眼、龙眼干肉等的

贸易效应。认为CAFTA建立后中泰鲜龙眼贸易存

在贸易转移效应,而龙眼干肉的贸易转移效应大于

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效应的存在会使中国福利水

平增加[14]。姜琛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热带水果

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结果表明,CAFTA
建立后的较短时期内,中国和东盟四国的热带水果

贸易存在较大的贸易扩大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贸易扩大效应会逐渐减弱;另外,CAFTA的建立

对东盟四国之间具有贸易转移效应[15]。
综合已有研究文献可知,国内外关于FTA(free

tradearea,FTA)贸易效应理论的研究已较为完善。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FTA框架下我国大宗农产品的

贸易效应研究也有较丰富的成果,但由于中国-东

盟自贸区成立时间尚短,相关研究基于各种主观和

客观的原因尚未得以充分展开。例如贸易效应经验

检验尚需持续观察,热带水果贸易效应研究不足等。

大量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竞争力、产业内贸易、

竞争性与互补性等问题上,对热带水果贸易效应尤

其是荔枝龙眼贸易效应的系统研究很少见。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1.研究方法

(1)时 序 趋 势 模 型。采 用 时 序 趋 势 模 型 对

CAFTA的建立后假定不实施“零关税”时中国从泰

国及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进口量进行粗略估计。为

了简化分析,假定实施“零关税”后中国从泰国及其

他国家进口的产品量保持CAFTA建立前相对稳定

的发展趋势,并根据其趋势计算相应的估计量。时

序趋势模型表示为:

IT
′ =FT(x1,x2,x3……,) (1)

I′
o =Fo(x1,x2,x3……,) (2)

式(1)、(2)中,IT
′ 表示中国从泰国进口产品的

估计进口量,I′
o 表示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估

计进口量;FT 、Fo 分别表示中国从泰国和从其他

国家进口的产品函数。xi 表示进口函数的影响因

素。至此可以通过相应的进口函数对目标数据进行

估算。为了简化计算,建立零关税下中泰荔枝、鲜龙

眼、龙眼干肉的贸易效应分析如下:

TC = (IT -I′
T)-(I′ -Io)           贸易创造 (3)

WC = (IT -IT
′)-(I′

o-Io{ }) (PT -PH) 贸易创造效应 (4)

TD =I′
o-Io 贸易转移 (5)

WD = (I′
o-I0)(PT -P0) 贸易转移效应 (6)

  式(3)~(6)中,IT 和Io 分别表示中国从泰国、
其他国家进口鲜荔枝、鲜龙眼、龙眼干肉的实际进口

量;IT
′ 和I′

o 分别表示中国从泰国、其他国家进口鲜

荔枝、鲜龙眼、龙眼干肉的进口估计量;PT 和Po 分

别表示中国从泰国、其他国家进口鲜荔枝、鲜龙眼、
龙眼干肉的平均价格;PH 表示从其他国家进口鲜

荔枝、鲜龙眼、龙眼干肉的国内税后价格;WC (贸易

创造效应)等于贸易创造与进口价格与国内市场价

格差的乘积;WD (贸易转移效应)等于进口估计值

和实际值的差值与平均价格差值之积;T 表示中国

从其他国家进口鲜荔枝、鲜龙眼、龙眼干肉的关税

税率。
(2)弹性模型。从中泰两国的贸易实践可知,中

国是泰国荔枝龙眼的重点进口国。由于时序趋势模

型基于基期后数据呈现稳定趋势的假设来预测中国

从泰国进口荔枝龙眼的数据,研究过程及结论尚欠

精准与合理,故引入弹性模型来进一步验证2012年

中泰荔枝龙眼的贸易效应,有助于本文实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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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和合理性。局部均衡分析法的贸易创造及贸

易转移效应采用如下公式:

TC =IMT ×εd ×Δt
1+t0 t0       贸易创造效应

(7)

TD =IMT ×IMR ×ηd ×Δt/(1+t0)
IMT +IMR

贸易转移效应

(8)

  式(7)、(8)中,TC 为贸易创造效应,TD 为贸易

转移效应;IMT 和IMR 分别为中国从泰国、其他国

家进口的鲜荔枝、鲜龙眼、龙眼干肉的金额;εd 为中

国进口鲜荔枝、鲜龙眼、龙眼干肉的国内需求价格弹

性,ηd 为中国从泰国进口与从其他国家进口鲜荔

枝、鲜龙眼、龙眼干肉的替代弹性;Δt表示“零关税”
协议签订后鲜荔枝、鲜龙眼、龙眼干肉的关税变化;

t0 表示“零关税”协议签订之前的鲜荔枝、鲜龙眼、龙
眼干肉的关税水平。

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引用的中泰鲜荔枝、鲜龙眼和龙眼干肉贸

易的进出口数据均来自《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及中国

海关信息网;协议签订之前的鲜荔枝、鲜龙眼、龙眼

干肉关税水平t0 ②来自于《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商品税则》。
时序趋势模型下,对鲜荔枝、鲜龙眼和龙眼干肉

的进口量进行“非零关税”下的估算需要选取相应的

基期数据并充分考虑其数据特征。由于相关数据的

可获得性,本文只能根据可获数据的实际情况分别

对鲜荔枝、鲜龙眼和龙眼干肉的进口量选取相应的

基期。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及中国海关信息

网,中国自泰国进口鲜荔枝的进出口数据可查年限

为2002-2004年,考虑到“零关税”协议已于2004
年开始实施,因此选择2002-2003年作为基期并

以其增长率对2004-2012年的鲜荔枝进口量进行

估算。自泰国进口的鲜龙眼可查数据年限为2001-
2004年。由于在此期间鲜龙眼进口数据呈现V型

波动,故选择2002年的进口数据来估算2004年的

进口量并以2001-2004年平均增长率依次估算

2005-2012年鲜龙眼的进口量。第三,龙眼干肉的

进口可查数据为1999-2003年,与鲜荔枝相似,其

1999-2003年间的进口量也波动剧烈,故比照鲜荔枝

进口量的估算方法以龙眼干肉2000-2003年的平均

增长率来依次估计其2004-2012年进口量数据。
时序趋势模型假设在不实施 “零关税”的条件

下,中国自泰国进口的鲜荔枝、鲜龙眼和龙眼干肉的

数量呈现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根据“零关税”实施

之前鲜荔枝、鲜龙眼和龙眼干肉进口数据预测“零关

税”实施之后的进口量并展开贸易效应研究。由于

基期数据极为有限且其趋势特征并不真正稳定,基
于此假设的数据预测肯定存在一定局限性。构建弹

性模型并引入弹性因素,结合时序趋势模型的经验

检验,将使本文的实证分析变得更为全面合理。

  三、实证分析

  1.基于时序趋势模型的中泰荔枝龙眼贸易效应

运用时序趋势模型并基于选择的基期可分别对

中泰荔枝龙眼的IT
′ 、I′

o 进行估算,再结合可查数据

PT 、Po 和PH ,可对2005-2008年中泰荔枝龙眼

的贸易效应进行测算,以揭示贸易效应的变化趋势。
相关数据见表1和表2。

(1)鲜荔枝贸易效应。结合表1、表2可知,“零
关税”协议的实施对中泰鲜荔枝贸易产生了贸易创

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相比从其他国家的进口

量,2005-2012年中国从泰国进口的鲜荔枝较少且

波动幅度较大。2011年的进口量仅为2504t,2009
年进口量最大也仅为14088t。其对从其他国家总

进口量的占比仅为34.18%。由PT 、Po 数据可知,
相应年份中国从泰国进口鲜荔枝的价格远高于从其

他国家进口的价格,2005-2012年T0 值均为零,从
而PT >Po=PH 。剔除荔枝品种的不同导致的价

格差异,较高的进口价格也可能是导致进口量和贸

易效应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对应于荔枝进口量,

2005-2007年中国从泰国进口的鲜荔枝较少[16],此
时的贸易创造效应值有正有负;2009年从泰国的进

口量达到最大值,其贸易创造效应也接近最大。

2008-2012年来自其他国家(越南)的鲜荔枝进口

量大大超过泰国,从2005年的18686t直线上升到

2012年的50917t(2008年起进口量大幅增加),说
明2008-2012年贸易转移效应小于贸易创造效应。

(2)鲜龙眼贸易效应。结合表3、表4可知,中
泰鲜龙眼贸易产生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贸

易创造效应相对较大说明“零关税”协议的实施敞开

了中国鲜龙眼市场的大门,泰国鲜龙眼得以大量进

入中国市场。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说明

该协议的实施给泰国带来的利益较大,但没有完全

转移其他国家的出口,因为在2003-2012年,中国

从泰国进口鲜龙眼的数量呈现较大的起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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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鲜荔枝的进口量和相关价格

年份 IT′/t IT/t I′o/t Io/t PT/(美元/t) Po/(美元/t) T/% PH/(美元/t)

2005 479 8381 12200 1.3 1349 1169 0 1169
2006 775 5667 13861 0 902 - 0 -
2007 1255 3408 15749 62 878 273 0 273
2008 2032 5166 17893 18686 907 190 0 190
2009 3290 14088 20330 23028 1006 280 0 280
2010 5328 4515 23098 26243 1100 293 0 293
2011 8629 2504 26243 31516 1100 309 0 309
2012 13972 7692 29816 50917 1102 427 0 427

 注:数据根据中国海关信息网、中国海关统计年鉴,经整理而得(下同)。

表2 “零关税”协议对鲜荔枝进口的贸易效应

年份 TC/t WC/万美元 TD/t WD/万美元

2005 -4297 -77 12199 142
2006 -8969 0 13861 -
2007 -13534 -819 15687 130
2008 3927 282 -793 225
2009 13496 980 -2698 784
2010 2332 188 -3145 -66
2011 -852 -68 -5273 -422
2012 14821 1000 -21101 -1424

表3 鲜龙眼的进口量和相关价格

年份 IT′/t IT/t I′o/t Io/t PT/(美元/t) Po/(美元/t) T/% PH/(美元/t)

2003 - 29471 - 65585 619 509 18 601
2004 60103 84991 46982 24427 714 351 0 351
2005 57146 79927 76390 63448 699 274 0 274
2006 65230 67895 88974 100587 713 366 0 366
2007 74458 75691 103632 98934 835 354 0 354
2008 84991 91263 120704 105187 893 406 0 406
2009 97014 140127 140589 115910 785 408 0 408
2010 110738 136832 163750 154504 927 429 0 429
2011 126404 205723 190727 133101 1211 490 0 490
2012 144285 244650 222147 78680 1444 540 0 540

表4 “零关税”协议对鲜龙眼进口的贸易效应

年份 TC/t WC/万美元 TD/t WD/万美元

2004 2333 85 22555 819
2005 9839 418 12942 550
2006 14278 495 -11613 -403
2007 -3465 -167 4698 226
2008 -9245 -450 15517 756
2009 18434 695 24679 930
2010 16848 839 9246 460
2011 21693 1564 57626 4155
2012 -43102 -3896 143467 12969

由于2003年泰国鲜龙眼的二氧化硫残留检测严重

超标,中国在5个月内停止了泰国鲜龙眼的进口,

2003年T0 值为18%,PT>PH>Po,进而导致了该

年从 泰 国 进 口 鲜 龙 眼 的 大 量 减 少。2004、2005、

2009、2011、2012年5个年份的贸易转移效应相对

较大,这与上述年份中国从泰国进口鲜龙眼的数量

超过了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的事实基本一致,表
明协议的实施使得中国在鲜龙眼的进口方向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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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转向泰国。
(3)龙眼干肉贸易效应。据表5、表6可知,中

泰龙眼干肉贸易具有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

应,其中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2004-
2012年泰国龙眼干肉在中国保持较为稳定的市场

份额,每年从泰国进口龙眼干肉4.040万t以上,普
遍超过了对应年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数量。2009
年中国从泰国进口的龙眼干肉达到最大值12.7950

万t,该年的贸易转移效应也较大。相对2004-
2009年而言,2010-2012年的贸易创造效应较大,
其平均值达到0.15万美元。除2009年外,其余年

份 中 泰 龙 眼 干 肉 贸 易 的 贸 易 转 移 效 应 为 负 值。

2002-2012年来自泰国的龙眼干肉进口价格远低

于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价格,其中,2002和2003年龙眼

干肉的关税税率分别为20%和22%,得出PH>Po>
PT,故中泰龙眼干肉贸易改善了中国的福利。

表5 龙眼干肉的进口量和相关价格

年份 IT′/t IT/t I′o/t Io/t PT/(美元/t) Po/(美元/t) T/% PH/(美元/t)

2002 - 4178 - 31404 366 422 20 507
2003 - 13589 - 24772 430 553 22 675
2004 16548 54070 31439 1391 505 1006 0 1006
2005 20151 40040 31457 4345 561 1026 0 1026
2006 24539 53895 31474 5000 512 1132 0 1132
2007 29881 75996 31492 5000 631 982 0 982
2008 36387 69402 31509 6715 696 777 0 777
2009 44310 127950 31527 5666 664 662 0 662
2010 53958 56945 31544 5091 1008 1419 0 1419
2011 65707 73097 31561 4273 1087 1631 0 1631
2012 80014 53651 31578 4900 1361 1797 0 1797

表6 “零关税”协议对龙眼干肉进口的贸易效应

年份 TC/t WC/万美元 TD/t WD/万美元

2004 7474 -375 30048 -1505
2005 -7223 336 27112 -1261
2006 2882 -179 26474 -1641
2007 19623 -689 26492 -930
2008 8221 -67 24794 -201
2009 57779 12 25861 5
2010 -23466 964 26453 -1087
2011 -19898 1082 27288 -1484
2012 -53041 2313 26678 -1163

  2.2012年中国荔枝龙眼贸易的弹性分析

时序趋势模型根据“零关税”实施之前鲜荔枝、
鲜龙眼和龙眼干肉的部分进口数据估算“零关税”实
施之后的进口量,并展开贸易效应研究,弹性模型引

入了对贸易效应的弹性分析,可以进一步验证2012
年中 泰 荔 枝 龙 眼 贸 易 的 贸 易 效 应 特 征。通 过

Eviews6.0可分别获得鲜荔枝、鲜龙眼和龙眼干肉

的需求价格弹性εd 和交叉价格弹性ηd(见表7)。
对残差项进行平稳性检验,可知鲜荔枝、鲜龙眼和龙

眼干肉的进口数量和价格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

系,说明利用需求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来分析

贸易效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信性。
如表7所示,在中国荔枝龙眼市场上,εd 均大

于1,说明中国市场对鲜荔枝、鲜龙眼和龙眼干肉的

进口价格具有较大的敏感性,即进口价格每1%的

波动会使进口数量产生超过1%的反向波动。其

中,鲜龙眼的需求价格弹性最大,ηd 高达1.88;而龙

眼干肉和鲜荔枝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接近,分别为

1.45和1.46。也就是说,鲜龙眼、龙眼干肉及鲜荔

枝的平均进口价格每上升(下降)1%,其进口量会分

别减少(增加)1.88%、1.45%和1.46%。需求价格

弹性解释了在中国荔枝龙眼市场上,关税的调整会

导致进口价格的变动,并通过其需求价格弹性引起

进口量的增减。但价格因素只能部分解释进口量增

减的原因,因为进口量的波动还可能与贸易政策、偏
好等有关。

交叉价格弹性反映了向中国出口荔枝龙眼的国

家或地区之间出口价格的变动对竞争方出口数量变

化的敏感程度。交叉价格弹性大于零时表示进口国

荔枝龙眼产品之间为替代关系,数值大小说明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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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替代的程度;交叉价格弹性小于零表示两国荔

枝龙眼产品之间为互补关系,数值大小反映彼此价

格的变动会造成对方出口量反向变动的程度。由表

7可知,泰国鲜荔枝、鲜龙眼、龙眼干肉与其他国家

的鲜荔枝、鲜龙眼、龙眼干肉之间在出口贸易中具有

一定的替代关系。对鲜荔枝而言,泰国和其他国家

的替代程度较小。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每上升(下
降)1%,会 造 成 泰 国 鲜 荔 枝 出 口 量 增 加(减 少)

1.46%;对鲜龙眼而言,泰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替代

程度相对较大。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每上升(下降)

1%,会造成泰国鲜龙眼增加(减少)1.92%的出口

量;对龙眼干肉而言,泰国对其他国家的替代程度为

4.40,表明当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上升(下降)1%,
会造成泰国龙眼干肉出口增加(减少)4.40%。由此

可见,在关税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对于鲜荔枝和鲜龙

眼,泰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替代程度相对较小,而龙

眼干肉的替代效果则更为显著。
表7 2012年进口荔枝龙眼在中国市场的

需求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

项目 鲜荔枝 鲜龙眼 龙眼干肉

需求价

格弹性

P 值 0.00 0.02 0.00
T 值 21.44 100.29 18.42
εd 1.45 1.88 1.46

交叉价

格弹性

P 值 0.00 0.00 0.00
T 值 26.30 58.50 46.62

ηd③ 1.46 1.92 4.40

  综合前文运用相关模型估算所得的进口额及弹

性等数据,通过计算可获得中泰荔枝龙眼贸易的贸

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及与泰国和其他国家出

口额的占比等数据如表8所示[17]。
就贸易创造效应而言,2012年中泰荔枝龙眼贸

易的总贸易创造效应为8196.10万美元,占2012
年中国从泰国进口额比重的18.85%。鲜荔枝、鲜
龙眼、龙眼干肉的贸易创造效应分别占2012年中国

从泰 国 进 口 额 的 15% 以 上,鲜 荔 枝 更 是 高 达

36.07%。由此可见,中泰水果“零关税”协议的签订

及实施对泰国鲜荔枝、鲜龙眼、龙眼干肉出口中国市

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贸易转移效应而言,2012年中泰荔枝龙眼贸

易的总贸易转移效应为1952.20万美元,占2012年

中国从泰国进口额比重的4.49%,占2012年中国

从其他国家进口额比重的26.73%。其中,龙眼干

肉的占比高达71%。说明中泰水果“零关税”协议

的签订及实施对其他国家带来了较大的不利影响。
就鲜荔枝、鲜龙眼和龙眼干肉单个品种而言,

2012年中国从泰国进口鲜荔枝仅847.70万美元,
但贸易创造效应达到305.80万美元,占该年中国从

泰国进口额比重的36.07%;其贸易转移效应为

221.60万美元,占2012年中国从泰国进口额比重

的26.14%,占2012年中国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额

比重的10.18%。由此可知,中泰水果“零关税”协
议的实施对泰国鲜荔枝出口中国起到了一定的效

果,产生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且贸易创造效

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另外,泰国2012年向中国出

口鲜 龙 眼35332.00万 美 元,贸 易 创 造 效 应 为

10106.00万美元,占该年中国从泰国进口额比重的

28.60%;贸易转移效应为1106.90万美元,占2012
年中国从泰国进口额比重的3.13%,占2010年中

国从其他国家进口额比重的26.07%。与中泰鲜荔

枝贸易相比,鲜龙眼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

应均相对较大。最后,2012年中泰龙眼干肉贸易的

贸易创造效应达1922.90万美元,占该年中国从泰

国进口额比重的26.34%;贸易转移效应达623.70
万美 元,占 2012 年 中 国 从 泰 国 进 口 额 比 重 的

8.54%,占2012年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额比重的

70.82%。与中泰鲜荔枝、鲜龙眼贸易效应相比,龙
眼干肉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均位居第

二,说明中泰鲜荔枝、鲜龙眼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其他国家龙眼干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其中,对
越南的影响尤其显著,同一时期内越南龙眼干肉仅

在2005年对中国有少量出口[18]。
表8 2012年中泰荔枝龙眼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

品种 鲜荔枝 鲜龙眼 龙眼干肉

中国进口总额/万美元 3024.10 39577.40 8181.90
中国从泰国进口额/万美元 847.70 35332.00 7301.20
中国从其他国进口额/万美元 2176.40 4245.40 880.70
贸易创造效应/万美元 305.80 10106.00 1922.90
贸易创造效应占从泰国进口额比重/% 36.07 28.60 26.34
贸易转移效应/万美元 221.60 1106.90 623.70
贸易转移效应占从泰国进口额比重/% 26.14 3.13 8.54
贸易转移效应占从其他国进口额比重/% 10.18 26.07 70.82

92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11期)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时序趋势模型和弹性模型,本文对中泰在

CAFTA框架下荔枝龙眼贸易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

分析,可得结论如下:第一,2008-2012年,鲜荔枝

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鲜龙眼、龙眼干

肉的贸易转移效应大于贸易创造效应,说明“零关

税”协议的实施增加了泰国鲜荔枝、鲜龙眼和龙眼干

肉对中国的出口。与中泰鲜荔枝贸易相比,鲜龙眼

和龙眼干肉的贸易转移效应更为显著,中泰鲜荔枝

贸易转移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部分出口。第二,

2012年,鲜龙眼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

大,龙眼干肉和鲜荔枝次之,而泰国鲜龙眼最具竞争

力。第三,2012年,中泰鲜荔枝龙眼干肉贸易的贸

易创造效应均大于其贸易转移效应。“零关税”协议

的实施促进了泰国鲜荔枝和龙眼干肉对中国的出

口,同时也抑制了其他国家鲜荔枝和龙眼干肉对

中国的出口。第四,鲜龙眼和龙眼干肉的贸易转

移效应占从其他国进口额比重大于鲜荔枝,说明

泰国鲜龙眼、龙眼干肉相比其鲜荔枝具有更强的

竞争力。
“零关税”实施以来,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荔

枝龙眼产业的发展[19],但泰国荔枝龙眼大量涌入中

国市场,在品种、价格、销量、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等

方面对中国的荔枝龙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特别

是对广西荔枝龙眼产业的发展造成较大冲击[21-22],
基于上述结论,建议采取以下措施[23-24]:(1)制定和

实施荔枝龙眼标准化生产体系,转变产业生产方式,
建立起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长效机制,以降低交易

成本,提升荔枝龙眼出口竞争力。(2)调整品种结构

和熟期结构,增加优质高效荔枝龙眼的市场供应量,
并逐步拉长上市期,以增强中泰两国荔枝龙眼贸易

的互补性,实现中泰两国荔枝龙眼贸易的双赢局面。
(3)加大财政对特色农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建立荔枝

龙眼等特色水果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荔枝、龙眼实

施果园结构调整专项补贴。(4)逐步建立荔枝龙眼

政策性保险体系,以降低生产和市场风险,保持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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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中泰鲜荔枝、鲜龙眼和龙眼干肉贸易的进口数据均来自《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及中国海关信息网并整理。

② t0 值:鲜荔枝33%,鲜龙眼18%,龙眼干肉22%。

③ 替代弹性是指中国自泰国进口产品量的变动对从其他国家同类产品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AnalysisofTradeEffectsoftheLitchiandLonganbetween
ChinaandThailandBasedonCAFTA

ZHUANGLi-juan1,LUOJie2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510642;

2.SinohydroBureau8CO.,LTD.,Changsha,Hunan,410007)

Abstract Thispapermakesuseoftimeseriestrendandelasticmodelforempiricalresearchonze-
ro-tarifftradeeffectoflitchiandlonganinChinaandThailand.Resultsshowthattheeffectoftradecre-
ationoffreshlitchiisgreaterthantheeffectoftradediversionandtheeffectoftradediversionoffresh
longananddriedlonganisgreaterthantheeffectoftradecreationinmostofyears.In2012theeffectof
tradecreationandtradediversionoffreshlonganismaximum;theeffectoftradecreationoffreshlitchi
anddriedlonganisgreaterthantheeffectoftradediversion;theeffectoftradediversionoffreshlongan
anddriedlonganaccountedfortheproportionofloganimportingfromothercountriesisgreaterthanthe
freshlitchi.Thenputforword:toenhanceexportcompetitivenessoflitchiandlonganindustryand
maintain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weneedtoincreasefinancialsupporttothedevelopmentofchar-
acteristicagriculture,adjustthevarietyandthematuritystructure,makeandimprovethesystemofin-
surancepolicyoflitchiandlongan.

Keywords litchi;longan;China-ASEANfreetradearea;trade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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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为适应期刊数字化发展的潮流,实现传统的纸质媒体与现代数字媒体无缝对接,更好地为广大作者

和读者服务,本刊拟从2014年第1期开始,在学报有关版面内容及刊发论文的中文题目右侧标识二维

码。读者通过手机二维码软件扫描,即可下载与本刊及论文相关的更多信息。
作者在稿件录用后,可向编辑部提供论文相关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文件,供编辑部选用,

作者一旦上传,表明作者同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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