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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分析 ①

郑 贺 良② 田 志宏

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摘 要 根据 自由贸易理论
,

应用显示 比较优势方法
,

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对我国大类农产品及主要

农产品 一 年的对外贸易比较优势进行了测算
,

确立出了不同产品的对外贸易 比较优势 分析了我国

农产品 比较优势变化的时序特征 从要素察赋角度探讨了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比较优势格局的形成及其变

化原因 对显示 比较优势的计量模型进行了拓展
。

关健词 农产品 比较优势 对外贸易

分类号

,

,

,

,

’ ,

’

,

一〕

从乌拉圭 回合关税谈判以来
,

世界 贸易 自由化进程加快
,

世界各国都在探讨顺应贸易 自由

化趋势的农产品贸易战略
,

寻求有效的农业保护政策
。

任何一个农业保护政策或农产品贸易自

由化战略体系
,

都要涉及到取向和作用程度这 个层面的问题
,

以确定农业内部各部门和农产

品的保护水平或者 自由化程度
。

正确识别农产品出口 比较优势是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和基础

支持
,

只有在比较优势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合理确定关税结构和水平
,

从而实现对农业产业的有

效保护 因此
,

测算农产品 比较优势是制定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基础工作
。

本文的主要 目的是测

算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
,

为制定农产品关税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

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及其计量方法

大卫
·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衡量各国产品比较优势的基础理论
,

从该理论直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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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优势测算方法有 种〔’〕一是用不同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
,

二是用不同产品的

相对成本来测算
。

这 种方法对 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无疑是准确的
,

但在实际应用 中存在着以

下困难 我国农产品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与国外不同
,

与标准国缺乏可 比性 农产品机会

成本的估算涉及 多个项 目
,

计算烦琐
,

最大的困难在于需掌握一套完整的机会成本的计算

资料 难以得到标准 国的产品成本和 劳动生产率数据或计算所需的原始数据 因此
,

上述方

法实质上是理论性模型
,

在实际测算中难以应用
。

实际中最常使用的是 提出的显示 比

较优势法
,

它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广泛采用
。

用公式表示为
、,

一华共婴止

入 , 人

式中
,

为 国第 种产品的显示 比较优势 戈
,

为 国第 种产品的出 口额 戈
,

为 国所有出

口商品总额
,

为世界第 种商品的出 口 总额 戈 为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 总额
。

如 入
, ,

则

说明 国第 种产品具有 比较优势
,

说明 产品不具比较优势
。

注意到式 中右端各项均可分解成出 口量与出 口价格的乘积
,

故与李嘉 图的相对成本法

或相对劳动生产率法相 比
,

显示 比较优势法有如下特点

显示 比较优势法除用价格表示 比较优势外
,

还加入了产品出 口 数量因素

采用了价格指数形式
,

但不是一般意义的价格指数形式即时序 比较形式
,

而是空间比较

形式
,

所以比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或相对成本法能更准确地解释比较优势理论

显示 比较优势法测算 比较优势所选的对 比国为世界整体
,

能得到完整
、

口径统一的世界

及各国的产品出 口 资料
,

故用该法所得 值
,

无论在一国内部各类产品之 间还是在世界各国

产品之间都具有很强的可 比性
。

此外
,

由于显示 比较优势法 只考虑 出 口
,

因此可以免受贸易政策造成进 口扭曲带来的影

响
。

需要锐明的是
,

用显示 比较优势法测算 值的出 口 价格时
,

若按照李嘉 图的比较优势理

论
,

应使用贸易前价格 但在经济研究中人们实际得到的经验数据只能是贸易后的数据
,

因此

用这种方法测算得到的是一种近似的估计
。

除显示 比较优势法外
,

测算 比较优势的方法还有劳动密集指数法
、

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法
、

净出 口 指数法等
,

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

以 乡表示世界第 年第 类农产品出 口 额占世界农产品出 口 总额的份额
,

豁表示第 年

农产品总体 比较优势 表示第 年第 类农产品显示 比较优势
,

则 由式 可以推导 出第

年农产品比较优势计量模型

忍
。

一乙码川

式中 为按某种分类标准划分的农产 品种类 在测算 比较优势时
,

一般采用 国际贸易标准

分类
,

如为 分类 位 目产品类
,

则
。

式 表明总体农产品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
, ,

还取决于系数
, ,

基于它不仅可以定量刻

划类别比较优势在总体 比较优势中的作用程度
,

而且可以确定出总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
。

测算方法与数据处理

按 国际贸易标准 分类
,

农产品包括 粮食和农畜
,

饮料和烟 叶
,

原料
,

动植物油
、

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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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和蜡等 类
,

这 类又分为 章
。

本文中按 分类
,

采用 法
,

选择样本区间为

年
,

在 标准 位 目产品基础上选择 种 类 产品作为样本
,

对上万组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
,

分整体
、

章
、

产品项 目对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进行了全面
、

系统的测算和分析
。

由于我国在不同时期采用 了不同的统计 口 径
,

而将 种 口 径数据做
“

对齐
”
处理非常困

难闭
,

故本文中除中国商品出 口 总额采用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 口径外
,

其他

数据均采用世界粮农组织 《贸易年鉴 》数据 口径 农产品各类别出 口 数据由 《贸易年

鉴 位 目商品数据加总得出
。

农产品比较优势测算结果与分析

图 示 出我国农产品和食物 比较优

势和动态变化
。

可以看出
,

农产品和食物

的比较优势均表现 出平缓的下降趋势
。

按 标准选取 类产品进行

值测算
,

结果见表
。

可以看出
,

除烟叶的

值上升
,

由比较劣势变为 比较优势产品

外
,

其余 类均为下降或保持平稳状态
。

将它们分为 组

活家禽
、

肉类和 肉制品
、

谷物和谷

物制成品
、

水果和蔬菜
、

咖啡和可可及调

味品
、

饲料
、

油籽和纺织纤维等 类产 品

农产品

卜
一

,
一

爱多轰

尹
一

食物

一

图

年份

我国农产品和食物比较优势的总体变化

的 值呈下降趋势
,

其中谷物和谷物制

去 比较优势
。

表 农产

品
、

水果和蔬菜
、

纺多王纤维等 类由具有 比较优势到失

品大类 位 目 的比较优势

类别 分类

几月︸

⋯
止︵上,

八叼公

⋯
八

‘只︸一

⋯
试

,白︻了口一了,上

⋯
上月生八︺

月,﹄曰

⋯
八曰

一亡‘任门

口甘

⋯
上内

⋯
勺自

︺确月认,主

⋯⋯
白自八乙

活家禽

肉类和 肉制品

奶制品和蛋类 。

谷物和谷物制成品 。

水果和蔬菜

食糖和蜂蜜

咖啡
、

可可和茶叶

饲料

杂类食品

饮料

烟 叶

油籽

天然橡胶

纺织纤维

动物油脂

固定植物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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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制品和蛋类
、

杂类食品
、

饮料
、

夭然橡胶
、

动物油脂
、

固定植物油等 类产品的 值变

化不大
,

且历年均不具有比较优势
。

食糖和蜂蜜类的 值波动较大
,

大多年份具有 比较优势
。

应用式 对表 中的数据进行处理
,

除第 类产品外
,

其余各类产 品的
, , ,

均在下

降
,

从而导致 比较优势的整体下降
。

图 显示 出农产品总体具有微弱的比较优势
,

主要取决于
, , ,

这 类产品
,

它们保持了较大
, , ,

值
。

由此可见
,

这 类产品决定着我国农产

品今后是否具有 比较优势
。

此外
, ,

类产品对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动也有着较为重要的作

用
。

在 标准 位 目基础上
,

选择 种产品
,

研究其 比较优势的时序变化
。

限于篇幅
,

本

文中只列出 和 两年 值的测算结果 表
,

按 年的比较优势排序
。

表 一 和 年农产 品 位 目 比较优势

序号 产品名称 分类

—
蓖麻子

丝

棉籽饼和棉籽粕

未列入别处的谷物

脱壳花生总计 跄

芝麻

辣椒

天然蜜蜂

茶叶

油菜籽饼和油菜籽粕
·

猪

花生饼和花生粕

棉籽

新鲜的
、

冷藏的或冷冻的猪肉

蓖麻油

家禽肝
、

食用内脏等

黄麻及类似纤维

皮棉

未列入别处的肉和食用 内脏

花生油

油子饼
、

油子粕等

大豆饼和大豆粕
·

亚麻
,

短纤维和废料

大米

数糠和其他碾磨副产品

大豆

其他肉制品或腌肉

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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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分类

亚麻子饼和亚麻子粕 。

罐头菠萝

未列入别处的罐头肉和 肉制品

为列入别处的油子饼 。

肉精和 汁

带壳蛋

玉米

鲜肉
、

冷却肉或冻肉 。

梨

葵花子饼和葵花子粕 。

鲜菠萝

脱脂羊毛

精制糖

香蕉

啤酒花

剑麻等

谷物总计

可可粉和可可饼

橙
、

红桔和中国桔柑

蛋粉

香肠

家禽肉

牛

苹果

干 肉
、

咸肉或熏肉 。

马 肉
、

驴 肉
、

骡肉等

未加工烟叶

葵花子

菜籽油和芥籽油

面粉和混合面粉

豆油

亚麻子油

上︺︺乃八匕门了工口连︸亡内匕丹了﹄匕自八
工﹄只了只︶口目六六八。。几连‘月性通性声性月任连几左‘月性月寸︸匕尸协尸勺尸民工﹄匕

说明 括号中数字为按 年的 值排序
。

年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 种
,

占样本总数的 其中 种产品具有显著 比较

优势
,

占样本总数的
。

年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 种
,

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

产品 种
,

分别占总数的 和 其中显著比较优势产品为比较优势产品的 弘
。

具

体变动情况如下

失去比较优势的产品
。

类的牛
,

类的干肉
、

肉精和 肉汁
、

香肠
,

类的蛋粉
,

类的

大米
、

玉米
,

类的啤酒花
、

橙
、

红桔和 中国柑桔
、

香蕉
、

苹果
、

鲜菠萝
、

菠萝罐头
,

类的咖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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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
,

类的鼓糖和其他碾磨副产品
、

花生饼和花生粕
、

未列入别处的油饼
,

类的蓖麻子
、

棉

籽
、

大豆
,

类的皮棉
、

亚麻
,

短纤维
、

脱脂羊毛
。

两年均不具比较优势的产品
。

杂类食品类
、

饮料类
、

天然橡胶
、

动物油脂类
。

由不具比较优势上升为比较优势产品
。

类的糖总计
,

类的未加工烟叶
,

类的葵

花子
,

类的菜籽油和芥籽油
。

对农产品比较优势分层次测算结果进行分析
,

我国农产品 比较优势具有如下特征

食物 比较优势格局的变动
,

是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最为突出的特点
。

其中
,

肉类和

家禽类制品一直具有比较优势 主要粮食产品已全部失去 比较优势
,

谷物及其制品失去比较优

势
。

油料产品比较优势变化明显
。

蓖麻子和蓖麻油 由显著比较优势降为比较优势 葵花子
、

菜籽油和芥籽油
、

豆油
、

亚麻子油 由比较劣势变为比较优势
。

水果和蔬菜类失去 比较优势
。

到 年水果和蔬菜一直具有 比较优势
,

从 年开始

失去比较优势
,

原因是苹果
、

香蕉
、

桔
、

橙等水果品种失去 比较优势
。

纺织纤维类开始失去 比较优势
。

年以前
,

纺织纤维类一直具有 比较优势
,

到

年 值降低为
,

变为比较劣势产品
,

原因是皮棉变为强 比较劣势产品
。

比较优势产品中粗加工和精加工产品比例加大
。

比较优势产品中加工产品的比例

年
,

年
,

提高了 个百分点
。

由
,

年的农产品比较优势格局可以看出
,

我国农产品 比较优势整体下降
,

具有比

较优势的产品逐年减少
。

与此同时
,

在 比较优势产品中
,

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所占比例却

始终保持在 肠左右
。

这表明
,

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正逐渐为少数产品所拥有
。

总体来看
,

我国农产品 比较优势正趋于成熟
,

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代替土地密集型产

品
,

经济作物代替粮食作物
,

高值加工品代替低值初级品
。

比较优势决定因素分析

根据 自由贸易理论
,

国际贸易的基础是要素察赋的差别
,

而要素察赋是决定 比较优势的基

本因素
。

我国要素察赋的基本特征是 劳动力资源丰富
,

劳动力供给人 口 占世界总量的

资金短缺 耕地面积紧缺
。

安德森
·

速水研究认为
,

一个国家越是缺乏耕地资源
、

经济增长

越快
,

其农业比较优势下降的就越快
。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
,

劳动力与资本相 比
,

具有无限供给

的特征
,

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
,

劳动力转移不充分
,

容易造成小规模农业
,

农业比较优势迅

速下降
。

按 自由贸易理论
,

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应具有 比较优势
,

而土地密集型产品则不具

比较优势
。

在所选的 类产品中
,

劳动密集型产品家禽类
、

肉类和 肉制品类历年均具有 比较优势 土

地密集型产品谷物和谷物制成品到 年 已失去 比较优势 以粮食作物为原料的饲料类
、

饮

料类的比较优势也呈现出和谷物类同样的变化趋势
。

其他土地密集型产品油籽
、

烟叶
、

天然橡

胶
、

纺织纤维 类产品
,

前 类具有比较优势
。

其中油籽类 比较优势呈非常规律的连续下降
,

以

油籽为原料的固定植物油历年均不具有 比较优势 烟 叶类具有 比较优势可以解释为受吸烟 习

质的影响 天然橡胶类历年均不具比较优势
。

以上分析表明 排除生活习惯等因素
,

要素票赋是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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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建议

文中采用显示 比较优势方法
,

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

分产品层次对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

进行了测算
。

结果表明
,

我国农产品 比较优势在整体下降
,

但仍具有微弱优势 农产品比较优势

正逐步为少数农产品所拥有 我国农产品 比较优势变化趋于成熟
,

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代替

土地密集型产品
,

经济作物代替粮食作物
,

高值加工品代替低值初级品
。

对显示 比较优势计量模型进行了拓展
,

建立了显示 比较优势统计计量模型
。

应用模型分

析了决定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

从要素察赋角度分析 了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
,

要素察赋是我国农产品 比较

优势的决定因素
。

由于粮食
、

棉花
、

油料类等重要农产品品种已失去 比较优势
,

考虑粮食安全等因素
,

我国

有必要在世界贸易组织 框架下制定有效的关税保护措施
,

并在 协议允许范围内

采取必要的国内支持措施
。

本研 究得到刘杨
、

祝华军先生 的 帮助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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