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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规模、水平和结构分析

冯中朝,朱诗萌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将农产品分为六大类,利用 Grubel和Lloyd、Azhar和Elliot的方法,依次从规模、水平和结构３个

方面分析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情况.结果表明:第一,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

贸易规模１０年来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但近年来增速趋缓;第二,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很低,

其中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第三,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都在中国Ｇ东盟农产品贸

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总体上所占份额略高,但大部分类别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以水平型为主.建议中国应缩小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贸易逆差,强化农产品的水平差异性特征,有选择性地深

化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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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４年中国Ｇ东盟自贸区框架下“早期收获”
计划实施以来,以及双边«货物贸易协议»等文件的

签署、中国Ｇ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和“升级版”的打造、
以东盟为起点的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

的提出,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得到深化发展.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与东盟农产品的进出口总额由

２００４年的８２．８６亿美元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３６４．７８亿

美元,１０年间涨幅高达３４０．２３％.然而,中国与东

盟之间农产品贸易的增长不仅关乎贸易量的增长,
还关乎贸易增长的稳健性.对于后者,就需要对贸

易结构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而产业内贸易即是这

样一个研究视角.产业内贸易指一国或地区在某个

时间段内,同一产业部门的产品既出口又进口的现

象.基于“平滑调整假说”,产业内贸易能有效降低

贸易的调整成本,缓解贸易摩擦,相较于产业间贸易

更具有可持续性,对于中国与东盟而言,也使双边更

易在未来进一步加深贸易自由化的问题上达成共

识.可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关系到中国与东

盟农产品贸易的可持续和进一步发展.东盟是中国

开展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优先选择:首先,中国与东

盟都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且两者地理环境所决定

的气候特征上的差别使得双方存在同一种类不同品

种农产品间的差异性;其次,中国与东盟地理位置上

的接近使得双方有着相似的消费偏好,且享有贸易

运输成本上的优势;最后,双方在贸易政策上的不断

开放为发展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

境.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具有

较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测算.黄蝶君等、杨
丹萍等分别选择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

数据,采用 GL指数、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从静态和

动态角度分析了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

情况,并应用 Thom & McDowell指数探讨了产业

内贸易的结构特征,认为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

易水平整体较低,且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增长主要靠

产业内贸易拉动,而产业内贸易的增长以垂直型产

业内贸易的增长为主[１Ｇ２].胡竹枝等利用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进行了类似研究,同样得出中国Ｇ东

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的结论,且发现中国Ｇ
东盟农产品１０年间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较垂直型产

业内贸易有较快增长[３].范巧娟等、胡中应对中国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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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农产品 GL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

测算,未对产业内贸易结构作进一步探讨[４Ｇ５].冯阳

仅对 GL指数进行测算,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

贸易模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６].上述研究存在局限

性:首先,有涉及分农产品类别讨论的,都是以SITC
一位数、二位数分类或 HS二位数分类体系作为分

类标准,缺乏按传统习惯对农产品进行大类划分的

研究;其次,对产业内贸易的结构细分多从动态角度

考量,缺乏对静态层面的观察.本文将农产品分为

大宗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园艺产品、林产品和其

他农产品六大类,利用 Grubel等、Azhar等的方法,
依次从规模、水平和结构３个方面分析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情况.

　　一、农产品范围的界定

　　本文农产品的统计范围包括SITCRev．３分类

下第０、１、４类中的所有产品以及第２类中除去第

２５、２７、２８章和第２３２、２６６、２６７、２６９组的产品[７].
六大类农产品的范围界定如下:第一类是大宗农产

品,包括０４章、０６章、２２章、２６３组、４２章;第二类是

畜产品,包括００章、０１章、０２章、２１章、２６１组、２６８
组、４１章;第三类是水产品,包括０３章;第四类是园

艺产品,包括０５章、０７章;第五类是林产品,包括

２３１组、２４章;第六类是其他农产品,包括０８章、０９
章、１１章、１２章、２６４组、２６５组、２９章、４３章.依照

农产品大类的划分标准,由此将农产品产业细分

为大宗农产品产业、畜产品产业、水产品产业、园
艺产品产业、林产品产业和其他农产品产业共６
个产业.

　　二、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分析

　　１．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规模分析

基于SITCRev．３四位数的数据对产业内贸易

相关指标进行测度,这样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采用基于SITC三位数或更低层次的数据时所导致

的加总问题,又不至于因采用过细的产品分类体系

而将具有良好替代性的产品分开[８].采用 Grubel
等[９]的方法计算各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规模,计算

公式如下:
IITVk＇

kit＝∑j∈i(Xk′
kijt＋Mk′

kijt)－∑j∈i Xk′
kijt－Mk′

kijt (１)

式(１)中,k 表示中国,k′表示东盟国家,i表示

给定统计汇总水平上的产品组或农产品产业,j 表

示基 于 SITC 四 位 数 定 义 的 产 品,t 表 示 年 份.

IITVk′
kit表示国家k与国家k′产业i在时期t的产业

内贸易额,Xk′
kijt和Mk′

kijt分别表示国家k 对国家k′产

业i中的产品j在时期t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中国Ｇ东盟各类农产品产业内贸

易额的测度结果如表１所示.总体上看,中国Ｇ东盟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规模１０年来呈连续、快速增长趋

势,由２００４年的３７８．３５百万美元增长至２０１３年的

２７１７．９８百万美元,年均增幅为２４．４９％.各类农产

品中,产业内贸易额较大的是园艺产品、其他农产

品,平 均 分 别 占 到 农 产 品 产 业 内 贸 易 总 额 的

３８．３２％、３３．１４％;水产品产业内贸易额居中;大宗

农产品、林产品的产业内贸易额较小,平均所占份额

分别仅为６．４５％、４．２３％;畜产品产业内贸易额最

小 ,平均所占份额不足１％.从年均增幅上看,园艺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额 百万美元

年份 大宗农产品 畜产品 水产品 园艺产品 林产品 其他农产品 总体

２００４ １９．５０ ３．１５ １０５．８３ １０３．１８ １４．３５ １３２．３４ ３７８．３５
２００５ ２２．６０ ３．１４ １０５．７９ １４６．３２ ２６．２３ １２９．０１ ４３３．０９
２００６ ３７．２７ ５．１０ １０２．５８ １７１．７２ ３９．０２ １６５．８５ ５２１．５４
２００７ ４３．２９ ７．３８ １１５．４６ ２２９．７４ ５８．４９ ２３６．７１ ６９１．０６
２００８ ５７．８７ １１．４８ ２１１．４３ ３４６．６６ ５１．１５ ３４７．５０ １０２６．０９
２００９ ６２．２１ ６．４２ ２４１．１８ ４９６．１７ ４７．６５ ４０９．７３ １２６３．３４
２０１０ ９３．３９ ９．７１ ２８３．５０ ５８７．９２ ９２．０９ ５０５．２１ １５７１．８３
２０１１ １３８．４７ １７．２２ ３５７．９３ ７７９．１４ ７９．８０ ６６０．５８ ２０３３．１４
２０１２ １６９．４６ ２０．４９ ３３９．０５ １０３０．９１ ４７．１０ ７６９．３４ ２３７６．３５
２０１３ １９５．４０ １９．８９ ３５７．１９ １０９４．６６ ９４．２３ ９５６．６１ ２７１７．９８
均值 ８３．９５ １０．４０ ２２１．９９ ４９８．６４ ５５．０１ ４３１．２９ １３０１．２８

　注:根据 UNCOMTRADE的数据整理而得.

产品和大宗农产品增幅最大,约为３０％;其他农产

品、林产品和畜产品次之,分别为２４．５８％、２３．２６％

和２２．７３％;水产品增幅最小,仅为１４．４７％.
为了反映出各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额在１０年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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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变动情况,将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分为３个时间段进

行分析.第一时间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各类农产品

产业内贸易额增长平缓,其中水产品产业内贸易额

甚至略有下滑,但由于起始年份２００４年的基数较

小,因而在该时间段,林产品、大宗农产品、园艺产品

和畜产品产业内贸易额均表现出较高增幅.第二时

间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各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额增

长迅速,其中园艺产品、其他农产品和水产品的年均

增额最大,分别达到１０４．０５、８４．８４和４５．２３百万美

元,年均增幅与第一时间段相比也皆有显著提升;大
宗农产品、林产品和畜产品产业内贸易额维持稳定

增长,但年均增幅有所下降.第三时间段(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各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额虽仍有增加,但
除大宗农产品和畜产品外,其余各类农产品产业内

贸易额增速明显放缓.

２．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采用加权的 GL指数来测度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中

国Ｇ东盟各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

指数为产业内贸易额与进出口贸易总额之比,各类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IITk′

kit＝∑j∈iwijIITk′
kijt＝

∑j∈i
Xk′

kijt＋Mk′
kijt

∑j∈i(Xk′
kijt＋Mk′

kijt)
IITk′

kijt (２)

式(２)中,IITk′
kit表示国家k 与国家k′产业i在

时期t的产业内贸易水平,Xk′
kijt和Mk′

kijt的含义如前

文所述.wij表示权重,即产品j的进出口贸易额占

产业i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有∑j∈iwij＝１.
上述公式可进一步简化为:

IITk′
kit＝

∑j∈i(Xk′
kijt＋Mk′

kijt)－∑j∈i Xk′
kijt－Mk′

kijt

∑j∈i(Xk′
kijt＋Mk′

kijt)
(３)

IITk′
kit的取值范围介于０~１之间,IITk′

kit越大,

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若IITk′
kit＝０,则说明国

家k与国家k′产业i在时期t没有发生产业内贸

易;若IITk′
kit＝１,则说明国家k 对国家k′产业i的

各种产品在时期t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相等.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

数的测度结果见表２.总体上看,中国Ｇ东盟农产品

产业内贸易水平１０年间虽有所提升,但仍然很低,
各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均没有超过０．５,说明双

边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可见,中国与东

盟的农产品贸易主要是基于以比较优势理论、HＧO
理论等为基础的国际专业化分工,而非不完全竞争、
规模经济等产业内贸易的形成条件.各类农产品

中,水产品、其他农产品呈现出较强的产业内贸易特

征,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值分别为０．１９６和０．１７３;园
艺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位列水产品、其他农产品

之后,２０１２年达到最高值０．１１６,２００４年达到最低值

０．０６３,年均值为０．０８８;畜产品各年份的产业内贸易

指数均不超过０．０６０,产业内贸易特征较弱;大宗农

产品、林产品两类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指数最低,这与中国对东盟国家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贸易持续高额逆差以致极大地降低了这两类农产品

的贸易重叠度有关.总结来看,中国与东盟劳动密

集型农产品相对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贸易可持续

性较强.从变化趋势上看,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

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呈现逐年大幅下滑趋势,这说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中国与东盟水产品产业间贸易的

增长远高于产业内贸易的增长;其他农产品产业内

贸易指数整体在０．１５~０．２０之间波动,仅在２０１３年

表现出较大幅度上涨;其余各类农产品中,除林产品

始 终围绕０．０１这一非常低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波动

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

年份 大宗农产品 畜产品 水产品 园艺产品 林产品 其他农产品 总体

２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５ ０．２２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６ ０．１６４ ０．０４６
２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３ ０．２１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９ ０．１７３ ０．０４９
２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８ ０．１９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０ ０．１５２ ０．０４５
２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５ ０．２０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３ ０．１４０ ０．０４５
２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３ ０．２４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０ ０．１６４ ０．０５５
２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９ ０．２４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１９６ ０．０７２
２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８ ０．２１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２ ０．１８３ ０．０６２
２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１ ０．１７５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７ ０．１６８ ０．０５６
２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３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７７ ０．０６６
２０１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０ ０．１２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２１７ ０．０７５
均值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０ ０．１９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９ ０．１７３ ０．０６１

　注:根据 UNCOMTRADE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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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园艺产品、畜产品、大宗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

１０年间皆呈波动上升的态势,分别由２００４ 年的

０．０６３、０．０２５、０．００７增加至２０１３年的０．１０４、０．０５、

０．０２５.
可以看到,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没

有呈现出如产业内贸易规模般的高增长,当各类农

产品产业内贸易额逐年上升时,产业内贸易指数没

有表现出如此大幅度的上升,甚至还呈下降趋势.
也就是说,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额持续增长

的同时也伴随着产业间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因而在

很大程度上阻滞了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升.以

SITCRev．３第０３４１分组产品新鲜或冷冻的鱼为

例,自２００５年起,中国对东盟该产品始终处于贸易

逆差状态,即产业间贸易额由２００５年的９３．６７万美

元持续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４１４３．４４万美元,其占进出

口总额的比值也由２１．８１％上升到８４．９７％,导致在

该时间段内,虽然产业 内 贸 易 规 模 由 ２００５ 年 的

３３５．８０万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７３３．１５万美元,但该

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反而降低,进而削弱了水产品产

业内贸易水平.依此对各分组产品进行分析,各类农

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增长水平较低也就不难理解了.

３．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分析

产业内贸易可进一步分解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前者指质量相同但特征不同

的产品间的产业内贸易;后者指特征相同但质量不

同的产品间的产业内贸易.选择 Azhar等[１０]提出

的PQV指数对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进

行划分,该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PQVj＝１＋
UVj

X －UVj
M

UVj
X ＋UVj

M ,０＜PQVj＜２ (４)

式(４)中,UVX
j 和UVM

j 分别表示产品j的出口

单位价值和进口单位价值,α 为离散因子,在此取

０．２５.当１－α≤PQVj≤１＋α时,产品j的产业内贸

易为 水 平 型 产 业 内 贸 易;当 PQVj ＜１－α 或

PQVj＞１＋α 时,产品j 的产业内贸易为垂直型产

业内贸易.
中国与东盟各国各类农产品水平型、垂直型产

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IITk′
kit＝

∑j∈i(Xk′p
kijt＋Mk′p

kijt)－∑j∈i Xk′p
kijt－Mk′p

kijt

∑j∈i(Xk′
kijt＋Mk′

kijt)
(５)

式(５)中,P 指代产品j的产业内贸易类型.当

其被划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时,PIITk′
kit表示水平

型产业内贸易指数 HIITk′
kit;当其被划分为垂直型

产业内贸易时,PIITk′
kit表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

VIITk′
kit.
表３列出了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２

个时间段中国Ｇ东盟各类农产品水平型和垂直型产

业内贸易指数均值及其所占产业内贸易份额的测算

结果.首先,从产业内贸易指数来看,按两时间段均

值统计,农产品水平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

上均呈上升趋势,分别由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的０．０２３和

０．０２５上升到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均值０．０３２和０．０３４,
表明无论是水平型还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都在中

国Ｇ东盟农产品贸易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表３　中国Ｇ东盟各类农产品水平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值及其所占份额

农产品类别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HIIT 份额/％ VIIT 份额/％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

HIIT 份额/％ VIIT 份额/％
大宗农产品 ０．００５ ５１．８６ ０．００４ ４８．１４ ０．０１２ ６９．６６ ０．００５ ３０．３４
畜产品 ０．０２１ ６４．４７ ０．０１２ ３５．５３ ０．０２６ ５４．６７ ０．０２２ ４５．３３
水产品 ０．１２３ ５７．０４ ０．０９２ ４２．９６ ０．１０６ ５９．７６ ０．０７１ ４０．２４
园艺产品 ０．０４３ ５６．００ ０．０３３ ４４．００ ０．０５５ ５５．６２ ０．０４４ ４４．３８
林产品 ０．００５ ５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４９．９３ ０．００７ ７４．４２ ０．００２ ２５．５８
其他农产品 ０．０４８ ３０．１８ ０．１１１ ６９．８２ ０．０５２ ２７．５４ ０．１３６ ７２．４６
总体 ０．０２３ ４７．３８ ０．０２５ ５２．６２ ０．０３２ ４８．４８ ０．０３４ ５１．５２

　注:根据 UNCOMTRADE数据整理而得.

　　 其次,从不同类型的产业内贸易所占份额来

看,虽然总体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水平型产业内

贸易所占份额略高,但分农产品大类来看,除其他农

产品外,其余各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均以水平型

为主.所占份额随时间段发生明显变化的有大宗农

产品、林产品.按指数均值统计的水平型产业内贸

易所 占 份 额 分 别 由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的 ５１．８６％、

５０．０７％增加至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的６９．６６％、７４．４２％,
说明中国与东盟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贸易越来越依

赖于对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的追求[１１];畜产品以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的产业内贸易结构特征则有

所弱化,按指数均值统计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所占

份额由６４．４７％下降至５４．６７％,说明中国与东盟畜

产品产业内贸易越来越多地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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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产品不同质量水平的需求[１２].

　　三、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Ｇ东盟农

产品产业内贸易规模１０年来总体保持快速增长的

态势,但增速近年来趋缓.第二,中国Ｇ东盟农产品

产业内贸易水平十年间虽有所上升,但仍然很低,其
中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相对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表现

出较为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同时,分析发现,中
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滞

了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第三,水平型和垂直型

产业内贸易都在中国Ｇ东盟农产品贸易中占有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虽然总体来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所占份额略高,但大部分类别农

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以水平型为主.

２．建　议

由以上结论可知,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水平尚存在较大的提高空间.对此,本文提出如下

促进中国Ｇ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建议.
第一,缩小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贸易逆差.中

国对东盟农产品总体上长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由
分析可知,贸易逆差阻滞了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
另外,由巨额逆差所导致的较低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也反映了农产品产业安全存在着潜在威胁.进一步

分析发现,中国对东盟的大宗农产品、林产品两类土

地密集型农产品具有最为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征.因

此,对于大宗农产品,要努力扩大生产,提高供给水

平:一是充分、合理地利用耕地资源,保障小麦、水
稻、大豆、油菜等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实现最

大化供给;二是适度提高农业补贴力度,增强农民种

植的积极性;三是坚持实施对重点作物的临储收购

政策或目标价格政策,以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四是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为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和规

模化生产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增产增收的目的.对

于林产品,结合中国森林资源紧张、生态环境形势严

峻等现实情况,一是要大力营造人工林,并加强定向

培育,以增加适用的林木资源;二是改变国内对森林

资源的高消耗模式,对废弃木材进行回收和循环

利用.
第二,强化农产品的水平差异性特征.首先,对

产品的水平型差异和垂直型差异需求是产生水平型

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前提条件,强化中国与东盟

同一种类不同品种农产品的差异性特征有利于提高

双边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其次,在理论上,水
平型产业内贸易比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更具有可持续

性.中国应充分挖掘东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

对农产品在包装、款式、口感等方面的水平型差异需

求,以发挥中国农产品在东盟市场的水平差异性

优势.
第三,有选择性地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

易合作.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间更易发生水平

型产业内贸易,而资源禀赋相对差异较大的国家间

更易发生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人均收入水平与产业

内贸易水平正相关.中国可重点与泰国、马来西亚

两国积极开展以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水

平型产业内贸易;与新加坡积极开展用于满足同种

产品不同质量需求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这样一方

面能满足中国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

在贸易的过程中学习对方先进的农业管理经验和农

产品加工技术.中国还可以中国Ｇ东盟自贸区“升级

版”的打造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持续推

进为驱动,积极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在提升农

业投资便利化水平、深化农业物资和技术领域的交

流合作等领域达成共识,并制定农产品贸易的长期

战略规划,为深化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合作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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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Scale,LevelandStructureofChinaＧASEAN
IntraＧIndustryTradeofAgriculturalProducts

FENGZhongＧchao,ZHUShiＧme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４３００７０)

Abstract　Thispaperclassifiesagriculturalproductsintosixcategories,andusesGrubelandLloyd,

AzharandElliotmethodstoanalyzethedevelopmentsituationofChinaＧASEANintraＧindustrytradeof
agriculturalproductsfrom２００４to２０１３fromtheperspectivesofscale,levelandstructure．Theresult
showsthatfirstly,theintraＧindustrytradescaleofChinaＧASEANagriculturalproductsremainsatrend
ofswiftgrowthinthepasttenyears,butthespeedisslowingdowninrecentyears;secondly,theintraＧ
industrytradelevelofChinaＧASEANagriculturalproductsisverylow,whilethecharacteristicsofintraＧ
industrytradeoflaborＧintensiveagriculturalproductsaremuchsignificant;thirdly,bothhorizontaland
verticalintraＧindustrytradeareplayingmoreandmoreimportantrolesinChinaＧASEANagricultural
trade,whilethequotientofverticalintraＧindustrytradeislarger,butmostcategoriesofagricultural
products’intraＧindustrytradearehorizontallyＧdomintated．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thatChina
shouldreducethetradedeficitoflandＧintensiveagriculturalproducts,intensifythehorizontaldifferentiaＧ
tioncharacteristicsofagriculturalproductsanddeepenthetradecooper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
withASEANcountriesselectively．

Keywords　ChinaＧASEAN;agriculturalproducts;intraＧindustrytrade;horizontal;vertical

(责任编辑:金会平)

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