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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羊肉进口需求
———基于产品属性的视角

李若琦 付文阁*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摘 要 为了解我国消费者对进口羊肉产品的需求偏好,基于2010—2019年的羊肉进口贸易月度数据,运用区分

来源及特征属性的Rotterdam模型估算了我国羊肉产品的进口需求弹性。产品加总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羊肉

进口市场上,不同来源国产品之间、带骨与去骨产品之间以及冷鲜与冷冻产品之间均存在相对独立的偏好,应将不

同来源国及不同特征属性的羊肉产品进行区分并归入同一个需求系统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如果未来我国羊

肉进口支出保持增长的趋势,那么不同来源国及具备不同特征属性的羊肉产品进口结构将继续发生改变,新西兰

鲜或冷带骨绵羊肉进口的增长潜力最大;不同类别羊肉产品之间的替代性较弱,应对不同来源国具备不同特征属

性的羊肉产品制定差异化的进口策略,并根据需求偏好调整及优化不同羊肉产品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数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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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sheepmeatimportdemand:
Fromtheperspectiveofproductattributes

LIRuoqi,FUW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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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obtainabetterunderstandingofdemandpreferenceforimportedsheepmeatproductsamong
Chineseconsumers,basedonmonthlyimportdatafrom2010to2019,asourceandattributedifferentiatedRotterdam
modelisemployedtoestimatedemandforimportedsheepmeatproductsinChina.Productaggregationtestsindicate,

thatinChinesesheepmeatimportmarket,relativelyindependentpreferencesexistbetweensheepmeatproductsfrom
differentsources,betweenbone-inversusbonelesscuts,andbetweenchilledversusfrozencuts,implicatingproducts
shouldbedisaggregatedbysourceandattributeandincludedinonesystemforanalysis.Empiricalanalysissuggests
thatiftheexpendituresforsheepmeatimportsinChinacontinuetosoarinthefuture,thestructureofsheepmeat
importsamongdifferentsourcesandproductattributeswillcontinuetochange.Chilledbone-insheepmeatimported
fromNewZealandwouldhavethegreatestgrowthpotential.Substitutionsbetweendifferentcategoriesofsheepmeat

productsareweak,indicatingthatthediversifiedtradestrategiesshouldbeformulatedanditisnecessarytoadjust
andoptimizethestructureofsheepmeatimportsandexportsaccordingtocorrespondingdemandpreferences.
Keywords sheepmeatimports;differentiatedimportdemand;Rotterdammodel;productattribute;restrictiontest

  羊肉是调节我国居民膳食结构的优质动物蛋

白,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饮食观念的改

变,羊肉消费量逐年提升。但受制于生产技术及资

源环境的约束,我国羊肉供给总体趋紧[1]。合理利

用国际市场与资源为缓解我国羊肉供需矛盾及调剂

产品品质结构提供了新的途径。2008和2015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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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分别与羊肉生产大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签订自贸

协定,羊肉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同时,我
国居民对进口肉类的偏好逐渐提高,以上两点均有

效促进了我国羊肉进口规模的扩张[2-3]。自2010年

我国羊肉进口呈现较快上涨趋势。2010—2019年

我国羊肉进口总量由5.7万t增长至39.24万t,年
均增长率接近24%,与2000—2010年我国羊肉进

口总量年均12%的增长率相比,增长速度将近翻一

翻。羊肉进口的数量规模扩张,同时伴随羊肉产品

进口在来源国分布和产品形式分配上的结构变化。
除了进口比重在我国羊肉主要进口来源国澳大利亚

及新西兰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外,鲜或冷带骨

绵羊肉进口所占比重轻微上升,而冻带骨绵羊肉进

口所占比重有所下降。那么,我国对不同来源国及

不同形式的羊肉产品进口需求偏好有何差异?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本国肉类进

口市场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例如,Yang等[4]利

用区分来源的AIDS模型测算了日本肉类进口的需

求弹性,并探讨了包括美国、中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和

地区的贸易发展潜力;Peterson等[5]利用渐进转移

Rotterdam 模 型 (Gradualswitching Rotterdam
model)分析了日本对国产和牛肉、国产奶牛肉、美
国进口牛肉及澳大利亚进口牛肉的需求受疯牛病疫

情的影响程度及持续时间;Sande等[6]利用 LA/

AIDS模型测算了美国对山羊肉、绵羊肉及羔羊肉

进口的需求弹性;Cheng等[7]分别将我国从不同来

源国进口的同一肉类产品视为独立的系统,并利用

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对不同来源国的

每种肉类的进口需求;田聪颖等[8]将我国从不同来

源国进口的不同肉类产品视为同一个系统,并利用

区分来源的静态及动态AIDS模型测算了我国分品

种分来源的肉类产品进口的短期及长期需求弹性;

Luo等[9]利用事件分析法(Eventstudy)测算了美

国疯牛病疫情对我国牛肉进口需求的影响。
目前关于我国羊肉进口市场的研究相对稀缺,

如崔燕等[10]和李玉霞等[11]仅定性分析了我国羊肉

进出口贸易的变动特征;叶云等[12]和王士权等[13]分

别讨论了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和中国—新西

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我国羊肉贸易的影响。对贸

易政策的评估和模拟都依赖于对需求弹性的准确估

计,局部均衡模型和福利分析也同样以精确的需求

测定为基础[8],但目前对我国羊肉进口需求弹性的

估计仅零散分布于测算我国肉类进口需求弹性的研

究中,如Cheng等[5]和田聪颖等[8]的研究,且上述

研究在估计我国羊肉的进口需求时,仅对来源国进

行了区分。由于我国羊肉进口来源国高度集中,以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主(UNComtrade,2021①),与
其他肉类相比,较难利用不同国家间的竞争关系来

调整进口策略[8-9];此外,如果不同形式产品的进口

需求偏好之间存在异质性,那么,仅根据来源国而将

不同形式的产品进行聚合,而后测算得出的需求弹

性,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偏离。
区别于仅以进口来源国为产品归类指标,并在

此基础上测算进口需求弹性的研究,国外学者在以

产品属性为加总指标的需求分析问题上进行了很多

探索,并为本研究在方法和思路上提供很好的借鉴。
例如,Hahn等[14]利用CBS需求系统模型,计算了

美国消费者对不同质量等级牛肉产品的需求弹性;

Anders等[15]利用AIDS模型计算了加拿大消费者

对不同脂肪含量的肉类产品的需求弹性;Ufer等[16]

利用Rotterdam模型测算了美国对不同特征属性羊

肉产品进口的需求弹性。以上研究除了能够反应对

不同种类肉类需求的差异外,还能够反映对同种肉

类产品不同特征属性需求的差异。因此,本研究将

运用区分来源及产品特征属性的Rotterdam模型,
测算我国对不同来源国及具备不同特征属性的羊肉

产品的进口需求弹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对各

类别羊肉产品进口的需求偏好差异及未来发展趋

势,为制定羊肉进口贸易政策提供依据,以期为进一

步的相关学术研究提供基础。

1 区分来源与属性特征的Rotterdam模型

考虑到进口肉类产品经过简单加工便可进入消

费环节,本研究利用的函数形式是由在既定预算约

束下 实 现 效 用 最 大 化 的 消 费 理 论 推 导 出 的

Rotterdam模型[17-19]。根据模型估计得出的每种产

品的边际支出份额及需求弹性大小,能够反映消费

者对每种产品的相对偏好大小。此外,Rotterdam模

型更方便设置约束条件以及进行产品加总性检验

(Productaggregationtest),从而选择正确的模型形

式[20]。参考Ufer等[16]对区分进口来源的Rot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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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 行 的 改 进,区 分 进 口 来 源 及 属 性 特 征 的

Rotterdam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wihdlog(qih
)=αih +γihdlog(Q)+

∑j∑kλihjkdlog(pjk
)+εih

(1)

式(1)除了可以包含来自不同来源国的多种产品

之外,还允许包含来自同一个来源国的不同属性特征

的产品,更适合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其中,i和j表示

由所有特征属性定义的不同类别进口羊肉产品;h和

k表示进口来源国;wih =pihqih
/∑i∑hpihqih

表示

来源国h 的第i个类别羊肉产品的进口额在我国羊

肉进口总支出中所占份额;qih
和pih

分别表示来源

国h 的第i个类别羊肉产品的进口数量及进口价

格;dlog(Q)=∑i∑hwihdlog(qih
)为Divisia数

量指数,描述羊肉进口总支出的变动情况;γih
为来

源国h 的第i个类别羊肉产品进口的边际支出份额

(Marginalbudgetshare);λihjk
为条件Slutsky价格

系数;εih
为 随 机 误 差 项;αih

、γih
和λihjk

为 待 估 计

参数。
在式(1)的基础上,本研究进行了如下扩展:考

虑到羊肉消费存在季节性特征,对各类别羊肉产品

的进口可能存在一定影响,因此参考孙佳佳等[21]的

研究,在模型中加入季度虚拟变量D;为了反映关税

政策因素对各类羊肉产品进口需求的影响,在模型

中加入税率变量t,同时,为减少估计参数的个数,
这里假设某类别羊肉产品进口仅受到其本身进口关

税的影响而不受其他类别羊肉产品进口关税的影

响[5,8]。扩展后的Rotterdam模型可表示为:

wihdlog(qih
)=αih +γihdlog(Q)+

∑j∑kλihjkdlog(pjk
)+

τihtih +∑sρihsDs+εih
(2)

其中:tih
为来源国h 的第i个类别羊肉产品的进口

关税税率;Ds 为季度虚拟变量,s=1,2,3,分别表示

第一、第二和第三季度;τih
和ρihs

为待估计参数。式

中其他符号含义与式(1)相同。
为了能够得到进口需求函数的一般形式,要求

方程满足加总性(式(3))、齐次性(式(4))和对称性

(式(5)):

∑i∑hαih =0;∑i∑hγih =1

∑i∑hλihjk =0

∑i∑hτih =0;∑i∑hρih1 =0

∑i∑hρih2 =0;∑i∑hρih3 =0 (3)

∑j∑kλihjk =0 (4)

λihjk =λjkih
(5)

相应的弹性计算公式为:
支出弹性

eih =γih
/wih

(6)
希克斯价格弹性

hihjk =λihjk
/wih

(7)
马歇尔价格弹性

mihjk =hihjk -eih ×wih
(8)

2 数据说明与模型检验

2.1 变量选取及样本描述

2010年后我国羊肉进口表现出快速上涨特征,
同时伴随羊肉产品进口来源国布局变化以及不同类

别羊肉产品的进口数量结构调整。由于2020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改变,不纳

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因此本研究采取2010年1
月—2019年12月我国羊肉产品月度进口数据对其

进口需求弹性进行估计。
我国羊肉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为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进口集中度非常高,2019年其他来源国的羊肉

进口量不足羊肉进口总量的2.4%(UNComtrade,

2021),因此仅选取与我国羊肉进口贸易比较稳定的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他进口来源

国不做具体分析。在产品特征属性的选择上,冷鲜/
冷冻以及带骨/去骨这2个特征属性能够作为反映

羊肉产品质量的信号,例如,从肉羊胴体切割标准方

面考虑,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肉羊切割标准中,去
骨产品(如腿肉)和带骨产品(如脊排或肋排)在价格

和价值上存在较大差异,带骨产品被认为具有更好

的品质及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并多流通于高端消费

场所[16,22];从运输方式上考虑,冷鲜运输与冷冻运

输相比,赋予了产品“新鲜”这一属性,更符合我国热

鲜和冷鲜肉消费为主的饮食偏好[11],因此认为带骨

与去骨产品之间、以及冷鲜与冷冻产品之间可能存

在较强的异质性,进而选择上述两个特征属性作为

进口羊肉产品类别的划分标准。我国从澳大利亚及

新西兰进口的羊肉产品还包括少量鲜或冷整头及半

头羔羊肉、鲜或冷整头及半头绵羊肉、冻整头及半头

羔羊肉、冻整头及半头绵羊肉及山羊肉这5类产品,

2019年我国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对上述5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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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量不足我国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进口羊肉产

品总量的8%(UNComtrade,2021)。考虑到上述5
类产品较难根据冷鲜/冷冻以及带骨/去骨2个特征

属性进行区分,并且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一步分割

为带骨或去骨产品,因此将上述5类产品从分析范

围内剔除[16]。最终确定的研究范围包含在协调编

码制度下的鲜或冷带骨绵羊肉(HS020422)、鲜或冷

去骨绵羊肉(HS020423)、冻带骨绵羊肉(HS020442)
和冻去骨绵羊肉(HS020443)这4个类别的进口羊

肉产品。

表1 我国区分来源及属性羊肉产品进口单价、进口数量、进口支出及支出份额月度信息统计表

Table1 Monthlystatisticsforunitprice,quantity,expenditureandexpenditureshareof
importedsheepmeatinChina,bysourceandattribute

产品

Product

进口单价/(元/kg)

Unitprice

进口数量/t
Quantity

进口支出/万元

Expenditure

支出份额/%
Expenditureshare

g11 82.46(30.64) 0.89(1.36) 8.02(13.83) 6.46e-04(1.38e-03)

g21 99.66(61.77) 0.47(1.28) 2.9(7.31) 1.08e-04(2.06e-04)

g31 19.95(5.30) 6858.67(5162.73) 13739.01(11973.57) 0.38(0.10)

g41 22.04(10.62) 482.97(615.85) 999.04(1498.13) 0.02(0.01)

g12 73.26(27.35) 7.45(17.41) 27.83(63.5) 4.48e-04(9.07e-04)

g22 66.49(3.25) 0.37(0.93) 2.48(6.6) 3.78e-05(8.57e-05)

g32 23.77(4.2) 8902.96(6376.71) 21409.29(16518.04) 0.58(0.11)

g42 20.26(7.41) 384.96(369.12) 734.12(693.66) 0.02(0.02)

  注:g11-g41分别代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鲜或冷带骨绵羊肉、鲜或冷去骨绵羊肉、冻带骨绵羊肉和冻去骨绵羊肉,g12-g42
分别代表从新西兰进口的鲜或冷带骨绵羊肉、鲜或冷去骨绵羊肉、冻带骨绵羊肉和冻去骨绵羊肉,下同。表中汇报信

息为各统计指标的均值,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Note:g11-g41representchilledbone-in,chilledboneless,frozenbone-inandfrozenbonelesssheepmeatimportedfrom

Australia,respectively.g12-g42representchilledbone-in,chilledboneless,frozenbone-inandfrozenboneless

sheepmeatimportedfrom NewZealand,respectively.Thesamebelow.Informationreportedintablerefersto

meansforstatisticalindices.Standarddeviationsareinparentheses.

  2010年1月—2016年12月各类别羊肉产品进

口月度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

2021),进口额采用以美元计价的进口价值(CIF)乘
以当期汇率所得,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来自各年《中
国统 计 年 鉴》[23]的 汇 率 年 平 均 值。进 口 单 价,
(元/kg),为 进 口 额 与 进 口 数 量 之 比。因 缺 乏

2013—2015年我国羊肉进口贸易的月度数据,按照

“T 年t月中国从h 国对第i类羊肉产品进口量=
(h国T 年t月对中国第i类羊肉产品出口量/h国

T 年对中国第i类羊肉产品出口总量)×中国口径

汇报的T 年从h 国对第i类羊肉产品进口总量”,估
计各类羊肉产品进口贸易月度数据的代理值。2012
年第四季度我国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各类羊肉产

品进口量均为零,可能与进口来源国气候变化与生

产结构调整进而导致出口动力不足有关,因此将

2012年第四季度从样本中剔除。2017年1月至

2019年12月的进口月度数据来自海关统计数据在

线查询 平 台,进 口 额 以 人 民 币 计 价 的 进 口 价 值

(CIF)表示。最终得到117组月度数据。同时,所
有价格和价值变量都用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进行平减(以2010年为基年),以消除通货膨胀影

响。CPI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23]。模型

中使用的羊肉进口关税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对于个别月度数据缺失值问题,本研究参考贺

蕾等[24]的方法,对于特定时间内未发生进口贸易的

数量,(kg),缺失值采用1值;进口单价,(元/kg),
为外生变量,缺失值采用距离加权法插补;缺失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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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为进口数量与进口单价的乘积。整理后月度数

据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2010—2019年,我国从新西兰进

口的冻带骨绵羊肉在进口单价和进口支出方面均大

于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冻带骨绵羊肉,可能的原因是

新西兰羊肉产品质量更优,同时新西兰有更多企业

具有中国市场准入资格;我国从新西兰进口的鲜或

冷带骨绵羊肉与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鲜或冷带骨绵羊

肉相比,进口单价较低、进口支出较高,可能的原因

是新西兰具有更为先进的冷链运输系统[25]。

2.2 内生性检验

由于Rotterdam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wihdlog(qih
),

解释变量dlog(Q)可能内生于模型之中,从而使模

型估计出现偏差。Theil[26]提出的检验方法为,如

果解释变量dlog(Q)为外生,那么cov(εih
,εjk
)是模

型估 计 结 果 中 Slutsky 系 数 项 λihjk
的 倍 数,即

cov(εih
,εjk
)=βλihjk

。因此,本研究用Rotterdam模

型的估计参数λihjk
为自变量,cov(εih

,εjk
)为因变量,

采用 最 小 二 乘 法 估 计 结 果 为:cov(εih
,εjk

)=
0.00000577(0.21)-0.01928(-47.17)λihjk

,括
号内为t值。根据回归结果,在1%水平上拒绝λihjk

系数为0的原假设,即cov(εih
,εjk
)约为Slutsky系

数项的-0.019倍。因此,模型不存在内生性。

2.3 齐次性及对称性检验

根据式(3),加总性约束可在参数估计时被自动

满足。在 无 约 束 模 型(式(2))基 础 上 对 齐 次 性

(式(4))和对称性(式(5))约束进行极大似然比率检

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齐次性及对称性约束似然比检验结果

Table2 Likelihoodratiotestsofhomogeneityandsymmetryrestrictions

约束条件   
Restrictions   

对数似然值

Loglikelihood
χ2 值

χ2
P 值

P-value

检验结果

Testresult

无约束

Unrestricted
3448.41

齐次性约束

Homogeneity

3446.95 2.92(7) 0.89 接受

对称性约束

Symmetry

3350.09 196.65(21) 0.00 拒绝

齐次性和对称性共同约束

Homogeneityandsymmetry

3407.10 82.63(28) 0.00 拒绝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约束条件的数量。

Note:Thenumberofparameterrestrictionsareinparentheses.

  检验结果表明,可接受齐次性约束,但对称性约

束以及齐次性和对称性共同约束均在1%水平上拒

绝可被接受的原假设。但为使模型满足理论设定,仍
在参数估计时添加齐次性和对称性共同约束[16,19]。

2.4 局部可分性及加总性检验

2.4.1 局部可分性

从生产模式考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具有天然

的气候优势和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生产模式以放牧

散养为主,并大力发展肥羔生产,在更大程度上保证

了产品质量安全及品质,同时具有价格优势且没有

出栏时间限制,因此认为现阶段国产羊肉不能完全

替代进口羊肉,即认为进口羊肉与国产羊肉之间存

在弱可分性[27-30]。进口羊肉需求可能受到其他肉类

产品进口价格的影响,但如果将其他可能的替代肉

类产品全部纳入同一个需求系统中,由于需要估计

的参数增多,需求弹性的测算将需要更长时间跨度

内的进口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受限,本研

究暂不考虑其他替代品价格对羊肉进口需求的影

响,在假设进口羊肉与其他进口肉类产品之间也存

在弱可分性的基础上,仅讨论不同类别的羊肉产品

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本研究将进口羊肉产品视为

一个单独的系统进行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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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产品加总性检验

当各类别羊肉产品的进口需求偏好存在异

质性时,可利用式(2)进行差异化的需求分析,否
则,不同类别的进口羊肉产品可被聚合。例如,
如果对冷鲜或冷冻羊肉产品的进口需求偏好是

一致的,有

γih =γjh
(9)

和

λihjk =λjhik
(10)

成立,其中i和j 表示冷鲜/冷冻属性,那么在分析

羊肉产品的进口需求时,便可不区分冷鲜/冷冻属

性,而将冷鲜和冷冻产品聚合后再进行分析。在无

约束模型(式(2))基础上对产品加总性约束进行极

大似然比率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产品加总性约束似然比检验结果

Table3 Likelihoodratiotestsofproductaggregationrestrictions

约束条件   
Restrictions   

对数似然值

Loglikelihood
χ2 值

χ2
P 值

P-value

检验结果

Testresult

无约束

Unrestricted
3448.41

进口来源国可聚合约束

Sourceaggregation
3384.86 127.10(4) 0.00 拒绝

带骨/去骨属性可聚合约束

Bone-in/Bonelessaggregation
3143.75 609.34(5) 0.00 拒绝

冷鲜/冷冻属性可聚合约束

Chilled/Frozenaggregation
2900.02 1096.80(5) 0.00 拒绝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约束条件的数量。

Note:Thenumberofparameterrestrictionsareinparentheses.

  进口来源国可聚合约束、带骨/去骨属性可聚合

约束以及冷鲜/冷冻属性可聚合约束均在1%水平

上拒绝可被接受的原假设,表明进口羊肉产品偏好

在进口来源国、带骨/去骨以及冷鲜/冷冻特征属性

间存在差异,各类别羊肉产品的进口需求偏好存在

异质性,各类别进口羊肉产品不能被聚合为同一类,
而应进行区分并归入同一系统中进行分析。

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3.1 模型估计结果

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方法(SUR)对拓展模型

(式(2))估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由于我国对上述

各类羊肉产品的进口份额之和为1,误差协方差矩

阵为奇异矩阵,因此在估计时删除支出份额最少的

“新西兰进口鲜或冷去骨绵羊肉”方程,该方程估计

参数由加总性、齐次性和对称性约束条件式计算

而得。
边际支出份额(γih

)表明,我国羊肉进口总支出

的增长将带动我国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冻带骨绵羊

肉及冻去骨绵羊肉进口需求的增长,但带动程度存

在差异。当我国进口羊肉产品支出提高时,新西兰

冻带骨绵羊肉进口量的增长幅度最大,澳大利亚冻

带骨绵羊肉进口量增长幅度次之,之后分别是新西

兰冻去骨绵羊肉进口和澳大利亚冻去骨绵羊肉

进口。
澳大利亚冻带骨绵羊肉和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

的进口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与第四季度相比,澳
大利亚冻带骨绵羊肉在第一季度的进口需求较低,
在第三季度的进口需求较高;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

的进口需求状况与之相反,在第一季度较高,而在第

三季度较低。
税率变量系数在8个方程中均不显著,表明

税率变化对我国进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个类别

羊肉 产 品 的 需 求 不 存 在 显 著 影 响。这 与 Cheng
等[5]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可能的解释为,进口羊肉

价格远低于国产羊肉价格,进口羊肉在我国国内

市场极具竞争优势,因此削弱了关税对羊肉进口

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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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支出弹性及价格弹性估计

3.2.1 支出弹性

我国对各类别羊肉产品进口需求的支出弹性估

计结果如表5所示。当我国羊肉产品进口总支出增

长1%,将使我国对澳大利亚冻带骨绵羊肉和冻去

骨绵羊肉的进口需求分别增长0.766%和1.076%,
对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和冻去骨绵羊肉的进口需求

分别增长1.145%和1.160%。
我国对不同来源国的不同类别羊肉产品进口的

支出弹性存在差异,是造成我国羊肉产品进口结构

变动的重要原因。澳大利亚冻带骨绵羊肉进口缺乏

支出弹性,表明从澳大利亚进口冻带骨绵羊肉进口

额增长速度低于我国羊肉产品进口总支出的增长速

度;澳大利亚冻去骨绵羊肉、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和

新西兰冻去骨绵羊肉进口富有支出弹性,表明我国

对上述3种羊肉产品进口额增长速度均高于我国羊

肉产品进口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同时,当我国羊肉进

口需求增加时,我国对新西兰各类别羊肉产品进口

将大于对澳大利亚各类别羊肉产品进口,我国从新

西兰进口冻带骨绵羊肉和冻去骨绵羊肉的比重将不

断上升,而从澳大利亚进口冻带骨绵羊肉的比重将

逐渐下降。

3.2.2 自价格弹性

我国对各类别羊肉产品进口需求的马歇尔自价

格弹性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澳大利亚冻带骨绵羊

肉、澳大利亚冻去骨绵羊肉、新西兰鲜或冷带骨绵羊

肉、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和新西兰冻去骨绵羊肉的

马歇尔自价格弹性均为负值,符合正常品的需求定

律。其中,新西兰鲜或冷带骨绵羊肉的进口需求对

其自身价格变动最为敏感,马歇尔自价格弹性为

-6.956,富有价格弹性,进口价格每下降1%,进口

需求量会上升6.956%;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的马

歇尔自价格弹性接近单位弹性,弹性值为-1.008,
表明该产品有较稳定的市场需求;澳大利亚冻带骨

绵羊肉、澳大利亚冻去骨绵羊肉和新西兰冻去骨绵

羊肉的马歇尔自价格弹性绝对值均小于1,进口需

求缺乏价格弹性,即进口需求对其自身价格变动较

不敏感,说明我国消费者对澳大利亚冻带骨绵羊肉、
澳大利亚冻去骨绵羊肉和新西兰冻去骨绵羊肉具有

稳定的偏好。其他类别羊肉产品进口需求的价格弹

性均不显著,说明当这些产品的进口价格发生变化

时,我国可能并不会显著增加或减少对应产品的进

口数量。

3.2.3 交叉价格弹性

希克斯价格弹性剔除了价格变化中的收入效

应,能够更准确地揭示产品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
我国对各类别羊肉产品进口需求的希克斯交叉价格

弹性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不同类别羊肉产品的

替代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冻带骨绵羊肉与澳大利亚

冻去骨绵羊肉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澳大利亚

冻带骨绵羊肉与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澳大利亚冻

带骨绵羊肉与新西兰冻去骨绵羊肉、以及澳大利亚

冻去骨绵羊肉与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存在显著的替

代关系。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进口需求对澳大利亚

冻带骨绵羊肉价格(0.522)以及澳大利亚冻带骨绵

羊肉进口需求对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价格(0.338)
均缺乏弹性,表明来源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冻带

骨绵羊肉存在较大差异性,二者间替代性较弱。不

同来源国之间的冻带骨绵羊肉与冻去骨绵羊肉之间

存在不对称的交叉价格影响,具体而言,澳大利亚冻

去骨绵羊肉进口需求受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价格变

动的影响(0.054)小于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进口需

求受 澳 大 利 亚 冻 去 骨 绵 羊 肉 价 格 变 动 的 影 响

(1.517);新西兰冻去骨绵羊肉进口需求受澳大利亚

冻带骨绵羊肉价格变动的影响(0.087)小于澳大利

亚冻带骨绵羊肉进口需求受新西兰冻去骨绵羊肉价

格变动的影响(1.700),表明在我国进口羊肉消费市

场上,澳大利亚冻去骨绵羊肉和新西兰冻去骨绵羊

肉更具有市场吸引力,可能因其具有更为低廉的进

口价格所导致。此外,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与新西

兰冻去骨绵羊肉之间、以及鲜或冷绵羊肉与冷冻绵

羊肉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互补或替代关系,表明在我

国进口羊肉消费市场上,上述每一种羊肉产品均存

在相对独立的偏好。

4 结论与建议

为了解我国消费者对进口羊肉产品的需求偏

好,本研究基于2010—2019年的月度数据,运用区

分来源国及产品特征属性的Rotterdam模型估算了

不同羊肉产品在我国羊肉进口市场的需求弹性,得
出如下结论:1)从研究方法上看,本研究对我国羊肉

进口市场进行产品加总性检验的结果显示,不同来

源国及不同特征属性羊肉产品的进口需求存在异质

性偏好,在分析我国羊肉产品的进口需求时,不能直

接将同一来源国的产品聚合,而应将不同来源国及

具备不同特征属性的羊肉产品视为差异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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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价格弹性上看,澳大利亚冻带骨绵羊肉、澳大利

亚冻去骨绵羊肉、新西兰鲜或冷带骨绵羊肉、新西兰

冻带骨绵羊肉和新西兰冻去骨绵羊肉的马歇尔自价

格弹性均为负值,符合正常品的需求定律,但不同类

别羊肉产品的需求程度存在差异,其中,新西兰冻带

骨绵羊肉、澳大利亚冻带骨绵羊肉、澳大利亚冻去骨

绵羊肉和新西兰冻去骨绵羊肉的市场需求较为稳

定,而新西兰鲜或冷带骨绵羊肉的进口需求对其自

身价格变动最为敏感,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贸易增

长点;3)从支出弹性上看,我国对不同来源国的不同

类别羊肉产品进口支出弹性存在差异,对澳大利亚

冻带骨绵羊肉进口缺乏支出弹性,对澳大利亚冻去

骨绵羊肉、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和新西兰冻去骨绵

羊肉进口富有支出弹性。表明我国消费者对澳大利

亚冻去骨绵羊肉、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和新西兰冻

去骨绵羊肉存在较高的需求偏好,如果未来我国羊

肉产品进口支出保持增长的趋势,那么不同来源国

及具备不同特征属性的羊肉产品进口结构将继续发

生变动;4)从不同类别羊肉产品之间的比较来看,我
国对冻去骨绵羊肉进口的支出弹性大于对冻带骨绵

羊肉进口的支出弹性,对新西兰冻带骨绵羊肉和冻

去骨绵羊肉进口的支出弹性分别大于对澳大利亚冻

带骨绵羊肉和冻去骨绵羊肉进口的支出弹性,这与

冻去骨绵羊肉进口价格相对较低,以及我国近几年

对新西兰羊肉进口量大于对澳大利亚羊肉进口量的

事实相符。不同类别羊肉产品间存在不同的互补或

替代关系,其中,澳大利亚冻带骨绵羊肉与澳大利亚

冻去骨绵羊肉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不同来源

国之间的冻带骨绵羊肉与冻去骨绵羊肉之间存在不

对称的交叉价格影响,冻去骨绵羊肉可能因其具有

更为低廉的进口价格而更具有市场吸引力;我国从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进口的冻带骨绵羊肉均占据我国

分别从两国进口羊肉的最高份额,但两者间的可替

代性较弱;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产品组之间存

在显著的互补或替代关系。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羊肉进口市场

上,不同来源国产品之间、带骨与去骨产品之间以及

冷鲜与冷冻产品之间均存在相对独立的偏好,在需

求分析时应将不同类别产品进行区分。应在了解消

费者对不同来源国及不同类别羊肉产品的需求及偏

好的基础上,对不同来源国具备不同特征属性的羊

肉产品制定差异化的进口策略,以调整及优化不同

羊肉产品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数量结构。应注意到,

尽管我国对鲜或冷羊肉的进口需求不存在显著的支

出弹性,但进口冷冻绵羊肉与进口鲜或冷绵羊肉之

间不能完全替代。进口鲜或冷绵羊肉价格相对高

昂,一般出现在高端羊肉消费市场,且我国正在逐渐

增加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鲜或冷绵羊肉产品的进口

量,如果外生冲击导致我国鲜或冷绵羊肉进口量下

滑,并不能通过增加冷冻绵羊肉进口的方式弥补。
这同时提醒我国肉羊产业的发展,需继续推进规模

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强化生产和运输技术领域的

对外合作,提升国产羊肉品质,降低冷链运输成本,
为消费者提供更具竞争力的高品质新鲜羊肉产品。
此外,还应增强我国肉羊产业的产业集中度,对中小

规模的进口贸易企业实施标准化及规范化管理,以
增强我国羊肉进口贸易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以及

贸易谈判有效合力,以应对进口贸易可能受到的外

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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