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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描述性统计、多元化指数和均衡度指数系统分析入世以来中非农产品贸

易在五大区域和国别上的分布差异及其演化趋势,并基于KＧ近邻空间权重矩阵的Moran’s
I 指数测算了双边农产品贸易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及其变动情况.结果表明:中非农产品

贸易总量快速上升,但存在贸易进出口结构和区域分布的多重不平衡性;贸易国别的分散趋

势大于五大区域上的分散趋势,中非农产品贸易国别多元化与均衡度正在逐步提升;中国在非

洲的农产品贸易逐渐显现出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在全局空间上形成以高Ｇ高集聚为主的溢出效

应,局部空间上主要以部分西非国家为轴心,在时序上保持相对稳定的正向聚集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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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连续数年成为非洲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非双方借助中非合作论坛等对话机制展开

了广泛深入的经贸合作,中国政府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为中非之间的贸易发展提供全新契机.
长期以来,非洲国家亟待发展经济以应对贫困甚至战乱等社会问题,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与非洲同样

是传统小农经济主导的农业,双边具有较强的资源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１Ｇ２].２０１４年,中国与非洲

的贸易再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额达２２１８．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５％① .农产品贸易在双边贸易中的地

位逐渐凸显,尤其在近几年中非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２０１２年的双边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１１．７％.在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期,中国与非洲的紧密合作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

以及学者们的关注.当前中非双边的农产品贸易状况如何? 在区域分布上有哪些差异? 贸易关系在

空间上是否存在关联? 变化趋势如何? 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深入了解中非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现

状,为中国调整对非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提供现实基础,从而不断深化中非经贸合作,巩固中非传统友

谊与政治互信,为扩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赢得支持.
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主要从区位分布、贸易互补性和贸易影响因素等３个方面对中非农产品贸

易进行了研究.在贸易的区位分布特征方面,杨文倩等分析了中非农产品贸易进出口的主要分布状

况,指出农产品贸易国别呈现出的变化趋势[３].在中非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方面,刘林青等以比较优

势理论为基础分析了非洲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认为中非农产品贸易存在较强的互补性[４].杨军等

则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双边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较低,并没有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而显著提高[５].在

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方面,高金田等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考察了农产品贸易的结构特征和影

响因素,指出人均收入差异、国家贸易相关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非双方的产业内贸易[６].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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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等基于引力模型研究了距离、人口、经济规模以及政策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认为中非农产

品贸易符合林德定理[７].
总体上,学者们就中非农产品贸易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双边贸易关系在中国入

世以来呈现的新特征与新趋势未给予充分关注,尤其在区域差异与空间关联方面尚缺乏准确测度和

系统阐述.因此,本文将从区域和国别的角度系统分析入世之后中非农产品贸易区域的多元化与均

衡度状况及其演化趋势,并进一步从空间角度考察中非农产品贸易关系在地域空间上的关联特征和

变迁轨迹.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本文对新时期的中非农产品贸易在区域和空间上的分布特征进行客

观阐述与分析.对这些特征的认识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做出贸易调整策略,以实现中非农产品贸易

在区域和空间上的平衡,减少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风险.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统计署

数据库,依据 HS编码即«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整理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间中国与非洲国家农产品

进出口数据.采用不同的分类体系可能导致分析结果的差异,HS编码涵盖了«海关合作理事会税则

商品分类目录»(CCCN)和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两大分类编码体系,是目前被广泛采

用的商品分类目录[８].在本研究中,农产品的界定范围为 HS中１Ｇ２４章的所有农产品,以及４１章的

动物生皮及皮革,５１章的羊毛等动物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５２章的棉花和５３章的其他植物纺织

纤维等,研究对象共包含了非洲５５个国家和地区①.

　　一、新时期中非农产品贸易的概况

　　２００２年是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开年,此后中非贸易伙伴关系逐步得到加强,双边农

产品贸易额迅速上升,但贸易区域存在明显分异(图１).２００８年爆发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使中非农

产品贸易受挫,之后仍以强劲势头保持增长态势,凸显了中非在经济领域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在非

洲五大区域中②,西非国家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表现最为活跃,贸易量显著高于其他非洲区域与中国

的贸易量.西非区域的贝宁、多哥、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等国在１１年内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总

量排在前十位,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对比之下,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是中部

非洲国家.总体上,近年来非洲各个区域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处于相对平稳的上升趋势,仅北非区域

的贸易总量在２０１２年有所下降.
在中非持续上升的农产品贸易总额中,结构上呈现进口增长速度大于出口增长的态势.在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国逐步加大了针对最不发达非洲国家实施免关税待遇的政策措施

力度[５].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量上升的同时,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明显加大,至２０１２年

逆差高达２４．５亿美元(图２),但从中国与世界范围的农产品贸易中可以看出,逆差的主要来源并不是

非洲③.

图１　非洲五大区域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 图２　中非农产品贸易进、出口额与贸易逆差

　　
　　在中非农产品贸易进出口结构方面,非洲五大区域的进口与出口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表１).从出口上看,２００２年中国对非农产品出口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非国家,占出口总额５８．７８％,之

５６

①

②

③

２０１１年７月宣布独立的南苏丹共和国未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
本文对非洲五大区域的界定遵循联合国标准的地理区域划分(UNschemeofgeographicregions).
根据农业部信息中心数据,２０１２年中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北美洲和南美洲,其次是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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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部分出口转移到西非,因此削弱了东非的主导地位.至２０１２年,中国在东非国家的农产品出口额

仍然占到了４２．５９％.从进口上看,西非和北非是中国进口农产品的主要地区,其中以西非国家为主

导.２００２年以来,中国在西非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额一直超过总进口额的一半.从比较中可以看出,
非洲农产品进口与出口的区域表现出了较强的集中性,区域之间不平衡.另外,同一地区的进口与出

口贸易所占比例存在较大差异.例如,２０１２年中国在东非国家的出口占４２．５９％,而进口额只有

９．２２％;在西非国家的进口比例高达５６．０６％,出口额仅为２７．２９％.这表明非洲各个区域在中国农产

品进口与出口贸易中的地位有明显差异,从而在各个区域上的贸易表现出顺差与逆差并存的局面.
表１　非洲五大区域进出口分布 ％

年份
２００２

出口 进口

２００４

出口 进口

２００６

出口 进口

２００８

出口 进口

２０１０

出口 进口

２０１２

出口 进口

东非 ５８．７８ ９．９８ ２７．２２ １２．６２ ３８．０６ １０．６６ ３６．６２ ８．２８ ３９．６３ ８．５３ ４２．５９ ９．２２

中部非洲 ０．５９ ２．５６ ９．５６ ２．６４ １０．９７ ４．０９ ４．７６ ４．７１ ４．４０ ５．２３ ８．０８ ６．５７

北非 １０．６４ ２４．３９ ９．５３ ２５．０２ １０．１９ ２０．８６ ８．００ １７．２０ １０．６１ １９．６６ ３．５９ １９．３７

西非 １７．８３ ５１．８６ ４８．２８ ５０．１６ ３１．５０ ５４．６９ ３１．６４ ６２．４７ ２２．９３ ５８．１０ ２７．７９ ５６．０６

南部非洲 １２．１７ １１．２０ ５．４２ ９．５５ ９．２８ ９．７０ １８．９８ ７．３４ ２２．４３ ８．４８ １７．９５ ８．７８

　　二、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多元化与均衡度趋势

　　１．研究方法

虽然非洲国家政治环境总体趋于稳定,但部分国家仍然存在局部冲突,政治形势多变,在此背景

下,贸易区域与国别的多元化能有效分散中国对外经济中存在的潜在风险.为深入分析入世以来中

国与非洲国家农产品贸易在区域和国别上的分布差异以及变动情况,本文借鉴景观生态学中的多元

化指数和均衡度指数计算模型[９Ｇ１０],测算２００２年以来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多元化程度和均衡度状况.
多元化指数(H 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H ＝ －∑
N

i＝１
pi ×logPi

２
( ) (１)

式(１)中,pi 表示第i个区域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量占所有区域或国家贸易总量的比例,N 表示

所考察的区域或者国家总数.多元化指数 H 的取值范围为H ∈ ０,＋ ¥[ ) ,当H 值越大,表明在所

考察的区域内的农产品贸易越趋于多元化,各个地区或国家的贸易额越均衡,贸易区域结构趋于优

化;相反,当 H 值减小时,说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在向个别地区或部分国家集中,区域结

构不平衡程度加剧,贸易的潜在风险增加.均衡度指数(E 指数)通常用多元化指数与其最大值①的

比值来表示如式(２):

E ＝
H

－log
１
N
２

(２)

均衡度指数E 的取值范围在０和１之间,值越大表示该地区的农产品贸易均衡度越高.

２．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区域多元化与均衡度

入世以来,中国在非洲五个区域的农产品贸易多元化指数维持在相对平稳的水平,进口多元化程

度低于出口多元化程度(表２).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农产品贸易总额上看,中非贸易在五大区域上的多

元化水平维持在１．９左右,并伴有波动起伏.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２００８年多元化指数下降至最低

点,之后迅速反弹,并在平稳中略有上升的趋势,这表明非洲五个区域与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差距在缓

慢缩小,中国对非贸易的区域结构逐步得到优化.在进出口结构上,２００２年中国在非洲各区域的农

６６

① 当Pi＝１/N 时,H 取得最大值,表示中国在所考察地区的农产品贸易量属于绝对均匀分布的理想状态,

即为－log１/２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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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口多元化程度大于出口,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出口区域的多元化程度保持总体上升趋势,并始

终超过进口区域的多元化程度.这与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相一致,主要是由于东部非洲在中国农产

品出口上的绝对主导地位被削弱.相对而言,中国在非洲的农产品进口区域更显集中,在区域上的贸

易不平衡性大于出口贸易区域的不平衡性.
在区域均衡度方面,中非农产品贸易总额在五大区域间呈现上下波动的趋势,入世以来共出现两

次波谷.２００３年的区域均衡度下降至０．８０９,而后逐渐回升,２００８年再次跌落(０．７８３),到２０１２年均

衡度上升为０．８６８.尽管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区域均衡度存在波动,但整体上均衡度有所提升,这有利

于减弱中国对非洲固定区域的贸易依赖程度,分散双边贸易当中存在的风险.

３．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国别多元化与均衡度

在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国别分布上,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合作伙伴正在逐步走向多元化,贸易在国别

上的均衡度上升(表３).自入世以来,与中国发生农产品贸易的非洲国家或地区呈现出分散的趋势,
这种趋势仅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有所减缓.这与上述区域分析相一致,这种逐渐分散的趋势也是造成五

大区域上农产品贸易多元化指数上下波动的主要原因.从进出口结构上看,尽管中国在非洲农产品

的出口国别在逐步分散,但进口来源国的多元化程度始终高于出口国的多元化程度.结合以上五大

区域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中国在非洲的农产品出口,进口贸易在国别上分布更为均匀,但在各个

区域加总之后的进口贸易量上,区域多元化程度在２００２年以来上升趋势并不十分明显(表２).这表

明进口贸易只是在各个区域内部的国别上存在分散的趋势,基于五大区域的多元化与均衡度分析掩

盖了这一趋势.根据国别均衡度指数的测算结果(表３),中非农产品贸易在国别上的均衡度存在上

升趋势,进出口结构的均衡度变动与多元化程度相一致.
表２　五大区域多元化与均衡度变化趋势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H 指数

出口 １．６５２ １．８９８ １．８９３ １．９２９ ２．０５９ ２．０９６ ２．０１２ １．９３０ ２．０４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４８

进口 １．８０９ １．７７４ １．８３８ １．８１４ １．８０７ １．７２７ １．６４３ １．６９２ １．７４４ １．８９６ １．８１０

总额 １．９５０ １．８７８ １．９１９ １．９４１ １．９８８ １．９１２ １．８１８ １．９２１ １．９７１ ２．０５７ ２．０１７

E 指数

出口 ０．７１１ ０．８１７ ０．８１５ ０．８３１ ０．８８７ ０．９０３ ０．８６６ ０．８３１ ０．８７９ ０．８５８ ０．８３９

进口 ０．７７９ ０．７６４ ０．７９２ ０．７８１ ０．７７８ ０．７４４ ０．７０７ ０．７２９ ０．７５１ ０．８１７ ０．７８０

总额 ０．８４０ ０．８０９ ０．８２６ ０．８３６ ０．８５６ ０．８２４ ０．７８３ ０．８２７ ０．８４９ ０．８８６ ０．８６８

表３　国别多元化与均衡度指数变化趋势

年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H 指数

出口 ２．８２１ ３．５５４ ３．８９５ ４．０６０ ４．１０９ ４．０８４ ４．０７０ ３．９４１ ３．９３０ ４．００９ ３．７４３

进口 ４．１２２ ４．２０８ ４．３６６ ４．２３３ ４．１９０ ４．１１０ ４．０６２ ４．１０１ ４．１６５ ４．２２０ ４．１６１

总额 ４．１２６ ４．３２０ ４．５６７ ４．５４６ ４．５５５ ４．３７６ ４．３２１ ４．３８９ ４．４３５ ４．５１９ ４．４２９

E 指数

出口 ０．４８８ ０．６１５ ０．６７４ ０．７０２ ０．７１１ ０．７０６ ０．７０４ ０．６８２ ０．６８０ ０．６９３ ０．６４７

进口 ０．７１３ ０．７２８ ０．７５５ ０．７３２ ０．７２５ ０．７１１ ０．７０３ ０．７０９ ０．７２０ ０．７３０ ０．７２０

总额 ０．７１４ ０．７４７ ０．７９０ ０．７８６ ０．７８８ ０．７５７ ０．７４７ ０．７５９ ０．７６７ ０．７８２ ０．７６６

　　三、中非农产品贸易的空间集聚分析

　　在考察中非农产品贸易在区域与国别上分布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空间统计分析测度了历

年贸易在地理空间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其变化情况.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已经在新地理经济学的发

展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该方法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两个方面,经典的空间相关

统计指数包括Moran’sI、Greay’sC 和Getis’sG 等指数[１１Ｇ１３],本文选用目前较为常见的Mora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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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进行测算.

１．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Moran’sI指数反映的是在全局范围内空间邻接或邻近的分析对象在观测值上的相似程

度[１４],可用来测算中非农产品贸易关系在非洲全局地理空间上是否具有相关性.全局Moran’sI 指

数的数学表达为:

I＝
n∑

n

i＝１
∑
n

j＝１
wij xi －x－( ) xj －x－( )

∑
n

i＝１
∑
n

j＝１
wij∑

n

i＝１
xi －x－( ) ２

(３)

其中,xi 和xj 表示第i个和第j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x
－

表示中非农产品贸易额

的平均值,n 是非洲国家或地区的总数量,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表示第i个和第j 个国家的临近关

系.在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上,本文沿用二进制邻接矩阵度量,同时考虑到研究对象包含若干岛屿国

家和地区,采用KＧ近邻算法为每个单元匹配距离最近的４个国家作为该单元的邻国.若两国相邻,

W 权重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若观测值在全局空间存在相关,相关的正负方向可由 Moran’sI 指数的取值判别.Moran’sI

指数的值域范围为 [－１,１],当I＞０时,表示在全局空间上存在正相关,反之则为负相关;若I＝０,
则表示不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一般用Z 统计量来检验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显著性水平,其公式表

达为:

Z(I)＝
I－E(I)
SD(I) (４)

其中,E(I)为Moran’sI指数的期望值,SD(I)为Moran’sI指数的标准差.通过计算Z 统计

量的P 值可以进行显著性检验,由此判别观察值在全局空间的相关性显著与否.
表４　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年份 I指数 均值 标准差 Z 统计

２００２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７９５ ０．０４９８

２００３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１６４ ０．７７４０ ０．９７３７

２００４ ０．１８４０∗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７８２ ２．６１９７

２００５ ０．１５５６∗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７４８ ２．３４９８

２００６ ０．１３７４∗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７１５ ２．２０８８

２００７ ０．１４４４∗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７０３ ２．２７９３

２００８ ０．１９９４∗∗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５９９ ３．６５９２

２００９ ０．１５８５∗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６９４ ２．５５６６

２０１０ ０．１４８４∗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７６９ ２．１６５６

２０１１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７７４ ０．７２１０

２０１２ ０．１４６７∗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８０９ ２．０５４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总额 ０．１５１６∗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７５２ ２．３１０８

　　注:∗∗ 、∗ 分别表示在１％、５％的水平下显著.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测度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间中非

农产品贸易的全局 Moran’sI 指数.结果显示,入世

后中国在非洲的农产品贸易逐渐显现出正向的全局空

间相关性,即空间上的高Ｇ高(HＧH)集聚或低Ｇ低(LＧL)
集聚的“马太效应”.首先,非洲各国与中国１１年来的

农产品贸易总额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其次,在
时序变动上,各年度的农产品贸易量渐渐显示出全局空

间的相关性.２００３年,全局空间I 指数从上一年的负

值转变为正值,意味着中非农产品贸易关系在空间上的

关联发生了逆转,但这两年间的贸易在全局空间上的相

关性并不显著.自２００４年起,尽管全局空间相关性指

数有起伏,但均通过了Z 统计的显著性检验(２０１１年除

外),且为正向相关,表明中非农产品贸易在新时期出现

空间上的正向集聚趋势.

２．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中非农产品贸易在全局空间上存在正向的显著性相关,则有必要对贸易关系在局部空间上的相

关性做进一步分析,以指明具体哪些国家与邻近的区域存在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分析采用局部

Moran’sI指数,其表达如下:

Ii ＝
n xi －x

－
( ) ∑

n

j＝１
wij xj －x

－
( )

∑
n

i＝１
xi －x

－
( ) ２

(５)

式(５)中各参数的具体含义与公式(３)相同.当Ii ＞０时,表示第i国与邻近国家的贸易关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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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似性(HＧH 型或LＧL 型);反之,则存在相反关系(HＧH 型或LＧL 型).据此可测算非洲各个国

家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在相邻的局部空间内是否呈现集聚以及呈现何种形式的集聚.同样,局部空

间自相关的显著性也可通过Z 统计量的P 值进行检验,如式(６).

Z(Ii)＝
Ii －E(Ii)
SD(Ii)

(６)

图３　非洲国家与中国农产品贸易量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的局部LISA 集聚地图

为保持全局指标与局部指标在空间自相关性度量上的统

一性,局部分析仍沿用KＧ近邻算法取得各个国家之间的二维

空间权重矩阵.基于此,首先测度了非洲各国与中国２００２－
２０１２年期间农产品贸易总量在局部空间上的自相关性,并用

Geoda软件描绘出直观的LISA 集聚地图(图３).结果表

明:第一,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利亚和马里等非洲国家与中

国近些年的农产品贸易在局部空间与周边国家存在较强的

高Ｇ高型集聚关系,而马达加斯加与邻国之间存在较强的低Ｇ
低型空间关联.这两个方面的局部空间正向关系是造成非洲

农产品贸易在全局空间上呈现正向集聚的主要力量.第二,
双边贸易在局部形成反向相关性的有４个国家,即布基纳法

索、尼日尔、南非和埃塞俄比亚.其中,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分别与周边国家存在低Ｇ高型空间相关,南
非和埃塞俄比亚则相反,分别与邻国呈现出显著的高Ｇ低型局部空间自相关.

根据全局Moran’sI指数的测算,非洲各国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自２００４以来存在较强的全局空

间自相关关系.因此,本文在时序上选取了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２００９以及２０１２等年度的中非农产品贸易流

量进行局部Moran’sI指数分析,考察入世以来中非农产品贸易在局部空间的相关性及其演化情

况,见表５.
表５　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局部Moran’sI指数与LISA 集聚关系

２００４

国别 局部I LISA

２００６

国别 局部I LISA

２００９

国别 局部I LISA

２０１２

国别 局部I LISA

通
过
检
验
的
国
别
数
据

加纳 ２．６３９２∗∗ HＧH 多哥 ２．５０５２∗∗ HＧH 尼日利亚 ２．０１１１∗∗ HＧH 贝宁 ４．２０２９∗∗ HＧH

多哥 ３．０６９２∗∗ HＧH 尼日利亚 ０．６３２２∗∗ HＧH 加纳 １．６３２２∗∗ HＧH 尼日利亚 ３．２６０２∗ HＧH

尼日利亚 ０．７１２３∗∗ HＧH 加纳 ２．９９６４∗∗ HＧH 多哥 ２．６９０４∗∗ HＧH 加纳 １．２７２３∗ HＧH

马里 １．７１３１∗∗ HＧH 马里 １．０８８７∗ HＧH 贝宁 ４．６６４８∗ HＧH 多哥 ２．９７２６∗ HＧH

贝宁 ３．６０８１∗ HＧH 贝宁 ３．８４２０∗ HＧH 马达加斯加０．０８３３∗∗ LＧL 马达加斯加０．１２４０∗∗ LＧL

布基纳法索－０．８３８８∗∗LＧH 布基纳法索－１．４６１４∗∗ LＧH 布基纳法索－０．８３８８ ∗∗LＧH 乍得 ０．２９７５∗ LＧL

尼日尔 －０．６５７４∗ LＧH 尼日尔 －０．７９８０∗ LＧH 马里 －０．１２４０∗∗ LＧH 布基纳法索－１．２７００ ∗∗LＧH

马达加斯加－０．１２７１∗∗HＧL
马达加斯加－０．２２５９∗∗ HＧL 尼日尔 －０．７４１２∗ LＧH 尼日尔 －０．６６９４∗ LＧH

埃塞俄比亚－０．４５４５∗ HＧL 埃塞俄比亚－０．４１６８∗ HＧL 南非 －１．９５９６∗ HＧL

　注:∗∗ 、∗ 分别表示在１％、５％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５的结果可以看出:(１)加纳、多哥、尼日利亚和贝宁在考察年限内一直与它们的邻国保持

高Ｇ高集聚的局部空间关联.从２００２年以来的贸易总量上来,这４个国家是中国在非洲农产品贸易

排名前十位的主要贸易伙伴,以这４个西非国家为轴心,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关系表现出正

的集聚效应.(２)同属于西非区域的马里在局部空间相关关系上变化较大.马里分别在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６年与周边国家形成高Ｇ高集聚的关系,在２００９年跟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量显著下降,又与邻国构

成低Ｇ高型的空间相关,至２０１２年马里的贸易轴心地位消失,局部空间关系不显著.(３)布基纳法索

和尼日尔在考察年度内与周边国家存在稳固的低Ｇ高型空间关系.(４)随着中国在非洲农产品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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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多元化,马达加斯加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份额在最近几年相对下降,其与邻近国家的局部空间关

系从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６年的高Ｇ低型集聚转变为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２年的低Ｇ低正向相关.(５)南非和埃塞俄比亚

也是中国在非洲农产品贸易的重要伙伴,但在局部空间关系上并非一直是轴心位置.埃塞俄比亚在

２００６年与２００９年与周边国家表现出高Ｇ低集聚关联;２０１２年,南非在局部空间关系上也形成高Ｇ低型

集聚的相关性.
总体上,自入世以来中国在非洲的农产品贸易在局部空间上逐渐显现出较强的集聚效应,其中以

正向的高Ｇ高型集聚相关关系为主导.局部空间上的农产品贸易轴心国家基本保持不变,并且以少数

几个西非国家为主,印证了近年来中国与西非国家农产品贸易合作不断攀升的事实.

　　四、结　语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人民币在汇率市场表现强劲,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着内部结构调整与外

部国际市场竞争的剧烈变化[１５Ｇ１６].在此背景下,中非关系逐渐升温,双边经济合作不断增强,本文针

对新形势下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区域分布与空间相关关系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有望为今后调

整中非贸易关系、继续深化双边合作提供基础.
第一,中国逐渐与非洲国家建立了稳固的贸易伙伴关系,双方资源需求互补,农产品贸易量快速

上升,但贸易进出口结构与区域分布存在多重不平衡性.首先,进出口结构具有不平衡性,表现为中

国对非洲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量远大于农产品出口量,并且逆差有增大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农

产品贸易需求在 WTO框架下得到迅速增长,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之下,中国对非洲国家农产品贸

易依赖程度随之增加.其次,农产品贸易总量在区域分布上不平衡,西非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活动明显

比非洲其他区域更为活跃,是中非农产品贸易量攀升的中坚力量.中国历来十分重视与西部非洲国

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而西非国家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重视农业发展与经济合作,并成立有西非经

济共同体(ECOWAS),是非洲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也保证了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实质上,西非国家

通过该组织在政治上也保持了密切合作,为其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提供了稳定基础.最后,农产品的

进口与出口在区域上不平衡,东非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核心区域,西非和北非是中国进口农产品的主

要地区,其中以西非国家为绝对主导.这造成了中国在非洲同一区域的农产品进口与出口呈现出较

大反差,农产品贸易在非洲不同区域之间出现顺差与逆差并存的区域不平衡现象.
第二,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国别分散趋势大于五大区域分散趋势,国别多元化相对稳健上升,贸易

的分布结构在缓慢优化.一是在区域分布上,中非农产品贸易总额在五大区域上多元化与均衡度在

波动中略有上升的态势,贸易内的出口区域多元化与均衡度高于进口区域多元化与均衡度.二是在

国别分布上,中国在非洲的农产品贸易伙伴在逐步走向多元化,相对于区域分布来说,多元化与均衡

度的上升态势更加稳健,分散程度明显增大,这种国别上的分散主要发生在各个区域内部.在进出口

结构方面,农产品出口国别的多元化程度快速上升,但始终低于进口国别的多元化程度.总体上,中
国与非洲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在区域结构上有逐渐优化的迹象,这将有利于抵御部分国家农产品价格

波动甚至政治、政策变动带来的潜在贸易风险.
第三,中国在非洲的农产品贸易逐渐显现出正向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形成高Ｇ高集聚和

低Ｇ低集聚的溢出效应.除个别年份外,中非农产品贸易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表现出正向的

集聚趋势.中非农产品贸易总量在局部空间上存在较强的正向关联.从局部空间关系在时序上的演

化来看,加纳、多哥、贝宁和尼日利亚等４个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轴心地位保持不变,分别向邻国产生辐

射影响,形成显著的高Ｇ高型集聚趋势;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分别与其邻国保持稳定的低Ｇ低型集聚关

系;马里、马达加斯加与周边国家的局部空间关系存在较大变化,均从高的贸易轴心转变为低的贸易

轴心,主要由于最近几年这两个国家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相对下降的缘故;埃塞俄比亚与南非一直

是中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伙伴,分别在局部空间上显现出高Ｇ低集聚关联.可见,中国在非洲的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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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贸易轴心主要还是集中在西部非洲国家,说明政治稳定与政策连续性方面的考量成为影响中非贸

易合作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尽管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关系逐步走向深化与多元,但非洲国

家政治局势的频繁波动将为双边贸易关系发展埋下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也将是中国农产品对非贸

易面临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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