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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GTAP模型分析中国加入 WTO 后的粮食市场 ①

介 跃 建
(中国农业大学 理学院 ,北京 100094)

摘 　要 　利用 GTAP模型定量评价加入 WTO 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重点分析在国际和国内不同的粮食市场条

件下我国粮食贸易格局变化。结果表明 :中国的粮食市场的变化主要由国内的需求所决定。在经济快速增长导致

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 ,国内市场需求增长会超过供给增长 ,从而导致市场粮食价格相对上升。无论是国

内还是国际市场粮食供给出现波动时 ,国内和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均会受到影响 ,这种情况有利于加强国际粮食市

场的稳定。在入世后的环境下 ,我国不会面临重大的国家食物安全风险。但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的较大幅度波动会

导致农民收入的不稳定 ,因而需要考虑采用适当的措施来稳定农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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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 ssment of impacts of China’s entry into

WTO on grain market with GTAP model

Jie Yuejian
(College of Sciences ,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94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s the impact s of China’s entry to WTO on agriculture quantitatively with GTAP
model. The re sult s sugge st that China’s grain market will develop relie s mainly on dome stic factors. If Chine se econo2
my continue s to grow at high speed , the growth of demands for grains is likely to exceed supply , leading to a rising of
dome stic price s. Fluctuations in supplie s in dome stic market or international market will have notable impact s on mar2
ket price s. To some extent , this will help to stabilize grain market because price mechanism can play it s role more ef2
fectively to adjust demand and supply. Therefore our country doe sn’t confront magnificently risks of national food se2
curity. However , fluctuations of dome stic grain market price s may lead to instability of peasant s’income ,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take proper measure s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
Key words 　GTAP model ; agricultural trade ; grain market stability ; food security

　　加入 WTO 后 ,作为世界主要农业生产和贸易

国 ,中国正面临着重新确定农业发展战略的抉择 ,这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农业生产、农产品消

费和贸易的格局 ,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农产品市

场的供需情况。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实

施什么样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存在不同的见解。因

此 ,有必要对我国加入 WTO 后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做

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侧重分析中国加入 WTO 后国际和国内

粮食供给波动对我国粮食市场造成的影响 ,按入世

要求开放贸易产生的利弊。具体目标有 :1) 扩大贸

易开放后 ,国际和国内粮食波动是否会给我国带来

更大的粮食安全风险 ;2) 粮食市场波动对其他农产

品及整个国民经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在此

条件下 ,我国应该如何防范风险。

1 　GTAP模型

利用 GTAP 模型做模拟分析。GTAP 模型是一

个用来分析全球贸易政策改革的均衡模型 (CGE) ,

近年来在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该模

型所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有关国际组织收集整

理的贸易统计数据 ,其中包括国家间的双边贸易额

及各种干预措施造成的扭曲。在对数据进行检查后

发现 ,GTAP 模型原始数据在反映我国农产品生产的

要素密集度 ,投入产出关系和贸易保护程度存在不

合理情况 ,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根据有关资

料和研究成果对我国的基础参数进行了校正。

研究中按照各国所处的地理区域、经济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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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的类似性等标准 ,将世界划分为 12 个

地区 (表 1) 。这一划分既可以满足分析我国与主要

贸易伙伴之间双边贸易关系的要求 ,同时也简化计

算工作量。

表 1 　模拟分析中采用的地区分组
Table 1 　Adoption region group of model analysis

地区名称 　包括国家和地区
美国 美国
西欧 欧盟、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国家
澳洲 澳大利亚、新西兰
日本 日本
南朝鲜 南朝鲜
台湾 (中国) 中国台湾省
香港 (中国)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 中国大陆

东南亚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
印度尼西亚

南亚 南亚国家

加拿大 加拿大

其他国家 世界其他国家

由于本研究侧重于考虑粮食贸易问题 ,模拟分

析中使用的商品分组保留了 GTAP 原始数据库中对

粮食的划分 ,对于其他农产品、加工食品和非农业产

品 ,则采取了较高程度的综合。模型共包括了 9 类

商品小麦、大米、粗粮 (除小麦和大米外的一切谷

物) 、油料、畜产品 (牛、羊、马、猪、鲜奶和羊毛) 、水产

品、初级产品、工业产品、其他作物产品。

本研究进行的模拟共考虑了以下 9 种方案 :

(1)世界粮食市场正常 ,中国粮食市场正常 (为

基准方案) ;

(2)世界粮食市场欠收 ,中国粮食市场正常 ;

(3)世界粮食市场丰收 ,中国粮食市场正常 ;

(4)世界粮食市场正常 ,中国粮食市场欠收 ;

(5)世界粮食市场欠收 ,中国粮食市场欠收 ;

(6)世界粮食市场丰收 ,中国粮食市场欠收 ;

(7)世界粮食市场正常 ,中国粮食市场丰收 ;

(8)世界粮食市场欠收 ,中国粮食市场丰收 ;

(9)世界粮食市场丰收 ,中国粮食市场丰收。

在研究的模拟计算的基准方案并非是对 2005

年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做的预测 ,而是用作对不同模

拟方案进行比较的参照系 ,其结果有助于了解我国

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某些重大问题。

在设计上 ,基准方案反映了 1995 —2005 年期间世界

各地区预期的资源禀赋变化和按乌拉圭回合协议要

求应进行的政策调整 (表 2) ,中国也将全面履行入

世承诺 ,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 (表 3) ,确定这些参数

时参考了联合国、美国农业部和国外类似研究中使

用的数据资料。其余各方案均以基准方案为基础 ,

在资源禀赋和政策不变条件下模拟粮食市场供给波

动产生的影响 ,假定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在丰收时比

正常水平提高 10 % ,在欠收时降低 10 %。

表 2 　1995 —2005 年间各地区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生产要素的增长幅度
Table 2 　Increasement change of 1995 —2005 population、GDP and production factor

地区名称 人口 国民生产总值 耕地 非技术劳动力 技术劳动力 资本 自然资源
美国 9. 0 29. 3 - 0. 6 6. 3 16. 1 34. 4 10. 0

西欧 2. 5 26. 2 - 0. 4 - 2. 0 19. 5 16. 1 5. 0

澳洲 8. 8 28. 0 - 0. 1 6. 0 12. 7 28. 0 10. 0

日本 15. 0 32. 0 - 0. 4 14. 0 48. 0 21. 7 5. 0

南朝鲜 10. 5 70. 8 - 1. 0 7. 5 34. 4 76. 4 10. 0

台湾 (中国) 12. 2 115. 0 - 0. 2 17. 1 41. 1 76. 7 10. 0

香港 (中国) 14. 9 69. 2 - 0. 3 13. 2 41. 1 62. 9 10. 0

中国 10. 5 116. 0 - 1. 0 7. 5 34. 4 159. 4 15. 0

东南亚 15. 5 70. 8 - 0. 4 14. 0 48. 0 96. 7 20. 0

南亚 17. 2 69. 2 - 0. 2 17. 1 41. 1 96. 7 15. 0

加拿大 9. 0 29. 3 - 0. 6 6. 3 16. 1 34. 4 10. 0

其他国家 22. 0 48. 0 - 0. 3 20. 7 34. 4 62. 9 15. 0

2 　结果分析

211 　方案 1[ 世界粮食市场正常 ,中国粮食市场正

常(基准方案) ]模拟

基准方案的模拟结果为相对于基期 (1995 年)

各指标的相对变化率或绝对变化额。结果表明 ,与

基期相比 ,世界贸易量将增长 37. 6 % ,贸易价格上

升 5. 9 %。在所有的商品中 ,大米价格增长幅度高

居榜首 ,为 40. 5 % ,工业品价格增长幅度最低 ,仅为

4. 3 %(图 1) 。这一格局反映出 ,世界农产品和初级

产品的供给受到资源限制 ,在需求出现较大增长的

情况下价格会明显上升 ,而非农产品供给的增长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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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较大 ,价格基本稳定 (图 2) 。

表 3 　基准方案中我国对农产品的正常关税税率
　Table 3 　Tariff rate of China agriculture on base scenario %

商品类 正常关税税率 商品类 正常关税税率
小麦 　 65 水产品 　 25

大米 　 65 初级产品 12

粗粮 　 65 工业产品 9

油料 　 45 其他作物 20

畜产品 10

图 1 　基准方案下不同商品生产量和贸易量变化率
Fig. 1 　commodity and trade percentage change on base scenario

　

图 2 　基准方案下国际市场价格变化
Fig. 2 　National market price percentage change on base scenario

　

本方案假定在 1995 —2005 年期间不同国家将

实现不同幅度的经济增长 ,同时基期不同国家的经

济规模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使得世界经济发展

所产生的利益在国家之间的分配出现明显差异。根

据模拟结果 ,北美、西欧和日本是最大的受益者 ,三

者合计占世界福利增量的 45 % ,大体上相当于其目

前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南亚国家得到 4 %的

新增福利 ,略低于其在世界经济中占的份额。我国

从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过程中得到的好处相对

较大 ,占整个世界新增福利的 22 % ,显著高于我国

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

从基准方案可以看出我国各种商品市场的变

化。国内生产增长幅度最大的是非农产品和其他产

品 ,其次是畜产品和油料。尽管畜产品供给增长较

快 ,但仍落后于需求的增长。不同商品国内市场价

格的变化幅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初级产品的价格大

幅度上升 ,特别是粮食价格 ,这可以起到鼓励发展粮

食生产的作用。非农业产品的价格则出现下降。国

内市场价格的上升幅度远远高于国际市场 ,例如小

麦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 34. 8 % ,而国内市场价格则

上升 115. 2 %。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内

需求增长产生的拉动作用。其次是由于 GTAP 模型

假定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为不完全替代关系 ,因此

即使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 ,需求增长对国内价格产

生的影响也较大。最后 ,基准方案的设计实际上假

定是中国入世后有效调节粮食进口的关税是配额外

关税 ,这一关税水平远高于 1995 年基期水平 ,这使

得国内外市场的差价增大。

212 　方案 2( 世界粮食市场欠收 ,中国粮食市场正

常)模拟

与基准方案相比 ,本方案模拟计算出的世界贸

易量减少 0. 076 % ,国际市场价格增加 0. 197 % ,全

球福利减少 44 亿美元。如同所预期的 ,世界粮食市

场供给减少引起小麦、大米和粗粮价格出现不同程

度的上升 ,其中升幅最大的是粗粮 ,为 7. 69 %。国

际粮食市场价格上升也引起国内市场小麦、玉米粗

粮价格分别上升 1. 507 %、0. 476 %和 1. 337 %。国内

粮食价格提高造成居民消费减少 ,刺激国内生产增

加。在此方案下 ,我国的出口增加 ,进口减少。与基

准方案相比 ,国家的总体福利减少 2. 1 亿美元。

213 　方案 3( 世界粮食市场丰收 ,中国粮食市场正

常)模拟

本项模拟计算结果和基准方案相比 ,世界贸易

量增加 0. 07 % ,国际市场价格下降 0. 162 % ,全世界

福利增加 39 亿美元。世界粮食市场丰收造成国际

市场粮食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下降也引起国内市场小麦、

大米和粗粮价格分别下降 1. 40 %、0. 40 %和1. 19 %。

在此方案下 ,我国居民消费增加 ,出口减少 ,进口增

加 ,国民生产总值增加 0. 06 % ,进口额增加 0. 46 % ,

出口额增加 0. 006 % ,国家总体福利增加2. 8亿美元。

214 　方案 4( 世界粮食市场正常 ,中国粮食市场欠

收)模拟

本方案模拟计算结果和基准方案结果相比 ,国

际贸易量增加 0. 005 % ,国际市场价格增加0. 0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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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福利减少 11. 83 亿美元。世界小麦、大米和粗

粮的总供给量和出口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其中

小麦增加的幅度最大 ,为 1. 366 %。这一结果表明 ,

我国是世界粮食贸易大国 ,我国粮食市场欠收对世

界粮食市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但非农产品市场受

到的影响则较小。

中国粮食市场欠收时 ,国内市场小麦、大米和粗

粮价格分别上升 7. 88 % ,9. 19 %和 8. 01 %。粮食出

口减少 ,进口增加。在此方案下 ,居民的名义收入减

少 ,从而导致国内居民消费下降 ,国民生产总值减少

0. 7 % ,外贸出口增加 0. 6 % ,进口减少 0. 3 % ,国家

总体福利减少 11. 2 亿美元。

215 　方案 5( 世界粮食市场欠收 ,中国粮食市场欠

收)模拟

本项模拟计算结果和基准方案相比 ,世界贸易

量减少 0. 072 % ,国际市场价格增加 0. 201 % ,全世

界福利减少 56. 4 亿美元。在此方案下 ,国际粮食市

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升。

国内粮食市场价格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 ,小

麦、大米和粗粮价格分别上升 9. 63 %、9. 75 %和

9. 53 %。粮食出口减少 ,进口增加。从宏观指标看 ,

我国居民消费减少 ,国民生产总值减少 0. 8 % ,进口

减少 0. 8 % ,出口增加 0. 6 % ,国家总体福利减少

14. 4亿美元。

216 　方案 6( 世界粮食市场丰收 ,中国粮食市场欠

收)模拟

本项模拟计算结果和基准方案相比 ,世界贸易

量增加 0. 077 % ,国际市场价格下降 0. 162 % ,全世

界福利增加 28 亿美元。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由于国内粮食市场欠收 ,造成国内粮

食价格上升 , 小麦、大米和粗粮价格分别上升

6. 30 %、8. 69 %和 6. 63 % ,国内粮食出口减少 ,进口

增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减少 0. 66 亿美元 ,国家总

体福利减少 9. 2 亿美元。

217 　方案 7( 世界粮食市场正常 ,中国粮食市场丰

收)模拟

本项模拟计算结果和基准方案相比 ,世界贸易

量减少 0. 003 % ,国际市场价格下降 0. 003 % ,全世

界福利增加 11. 7 亿美元。除油料价格略有增加外 ,

其他商品的价格稍有减少。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

因是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进口国 ,当中国粮食

市场丰收 ,国内出口增加 ,国际和国内粮食价格都有

不同程度的下降 ,国内市场小麦、玉米和粗粮价格分

别下降 6. 94 %、7. 86 %和 7. 01 % ,远大于国际粮食

市场价格下降幅度。居民消费增加 ,粮食出口增加 ,

进口减少。

218 　方案 8( 世界粮食市场欠收 ,中国粮食市场丰

收)模拟

本项模拟计算结果和基准方案相比 ,世界贸易

量减少 0. 078 % ,国际市场价格增加 0. 193 % ,全世

界福利减少 33. 8 亿美元。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出现

不同程度的上升 ,其中幅度最大的是粗粮 ,为6. 5 %。

国内市场小麦、大米和粗粮价格分别下降 5. 62 % ,

7. 45 %和 5. 82 %。我国粮食出口增加 ,进口减少。

在另一方面 ,国内粮食市场价格下降会刺激居民消

费。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增加 0. 6 %。

219 　方案 9( 世界粮食市场丰收 ,中国粮食市场丰

收)模拟

与基准方案相比 ,本方案下世界贸易量增加

0. 67 % ,国际市场价格下降 0. 167 % ,全世界福利增

加 51 亿美元。在所有商品中 ,小麦、大米和粗粮的

国际市场价格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国内市场小麦、

大米和粗粮价格分别下降 8. 13 % ,8. 22 %和8. 06 %。

居民消费增加。我国粮食出口增加 ,进口减少。国

民生产总值增加 0. 7 % ,进口增加 0. 67 % ,出口增加

0. 5 % ,国家总体福利增加 13. 4 亿美元。

3 　不同模型方案结果的综合评价

本研究对上述方案进行模拟计算得到的结果反

映出不同的国际和国内粮食市场环境对世界和我国

国内供给、需求、出口、进口和价格所产生的影响。

表 4 概括了各种模拟方案下我国粮食市场上小麦、

大米和粗粮的价格、供给和净贸易额。表 5 概括了

各种模拟方案下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民实际收

入、进口数量、出口数量、外贸收支余额和国家总体

福利的变化。

4 　结 　论

本研究对不同方案所做的分析比较中得出以下

结论 :

1) 中国的粮食市场如何变化主要由本国的需

求所决定 ,在经济快速增长导致居民收入大幅度提

高的情况下 ,国内市场需求增长会超过供给增长 ,从

而导致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相对上升。

2) 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粮食供给出

现波动 ,国内外粮食市场价格均会受到影响。由于

中国是国际粮食市场上的大国 ,而且中国入世后将

扩大粮食市场开放 ,从而使国内外市场之间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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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方案模拟计算结果中有关我国粮食市场的主要指标
Table 4 　Main index of China grain market on various scenarios results

方案
小 　麦

价格 供给 净贸

大 　米

价格 供给 净贸额

粗 　粮

价格 供给 净贸额

1 115. 20 46. 90 - 11. 30 67. 26 37. 30 1. 90 112. 20 46. 20 - 34. 10

2 1. 50 1. 98 1. 10 0. 48 0. 02 0. 50 1. 34 1. 33 4. 30

3 - 1. 40 - 1. 80 - 1. 10 - 0. 40 - 0. 02 - 0. 50 - 1. 19 - 1. 29 - 3. 6

4 7. 88 - 3. 10 - 4. 20 9. 19 0. 18 - 0. 70 8. 01 - 2. 65 - 7. 70

5 9. 63 - 1. 07 - 3. 10 9. 75 0. 19 - 0. 20 9. 53 - 1. 26 - 3. 50

6 6. 30 - 5. 01 - 5. 30 8. 69 0. 16 - 1. 30 6. 63 - 4. 31 - 11. 20

7 - 6. 93 2. 84 3. 60 - 7. 85 - 0. 17 0. 60 - 7. 01 2. 43 6. 80

8 - 5. 62 4. 77 4. 70 - 7. 45 - 0. 15 1. 20 - 5. 82 3. 69 11. 30

9 - 8. 13 1. 01 2. 60 - 8. 22 - 0. 19 0. 10 - 8. 06 1. 17 3. 10
　　注 :方案 1 (基准方案)结果是与 1995 年基期的对比 ,其余方案是与基准方案的对比。下同。

表 5 　各方案模拟计算结果中有关我国经济的综合指标
Table 5 　Synthetic index of china economy

on various scenarios results

方案
国民生
产总值

( %)

进口数
量指数

( %)

出口数
量指数

( %)

国家总
体福利

(亿美元)

外贸收支
余额变化
(亿美元)

1 117. 8 102. 9 171. 8 1555. 1 1500. 7

2 - 0. 06 - 0. 5 - 0. 006 - 2. 1 9. 4

3 0. 06 0. 46 0. 006 2. 8 - 8. 6

4 0. 7 - 0. 3 0. 6 - 11. 2 38. 5

5 - 0. 8 - 0. 8 0. 6 - 14. 4 49. 3

6 - 0. 66 0. 23 0. 63 - 9. 2 28. 6

7 0. 6 0. 2 - 0. 5 11. 9 - 33. 2

8 0. 6 - 0. 2 - 0. 5 9. 9 - 24. 8

9 0. 7 0. 67 - 0. 5 13. 4 - 40. 8

更紧密的联系。这种情况有利于国际粮食市场实现

更大程度的稳定。

3) 然而 ,即使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同时出现

欠收的情况下 ,国内市场粮食供需平衡也不会出现

大幅度波动 ,这是由于价格机制会自动调节 ,通过价

格上升来抑制消费和刺激生产。因而在入世后的环

境下 ,我国不会面临重大的国家食物安全风险。

4) 另一方面 ,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的较大幅度波

动会导致农民收入的不稳定 ,因而需要考虑采用适

当的措施来稳定农民的收入。

5 　建议粮食贸易政策选择

在确定贸易政策下 ,我国需要考虑的问题有 :我

国对哪些商品实行保护、采取何种形式进行保护、保

护程度有多大 ,贸易政策如何与国内政策相配合等。

根据不同方案所做的模拟分析表明 ,在 WTO 框架

下 ,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市场的不同情况 ,使得我国总

体福利最大。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从总体上讲 ,我

国粮食的国内价格水平低于国际市场 ,粮食产品在
价格上具有竞争优势。但是 ,近 10 年来 ,我国粮食

生产成本以平均每年 10 %的速度递增 ,国内粮食市

场价格上升速度很快 ,因此 ,我国粮食的价格竞争优

势已经完全消失 ,粮食作物已不再具备比较优势。

我国对粮食要适度的保护范围是 :不具备竞争优势

的产品 ,重要程度高的产品要适度的保护 ,具有竞争

优势的产品不需要保护 ,重要程度低的产品也没有

必要保护 ,由此得出结论 :我国适度保护的具体对象

是大米、小麦和玉米生产 ,采取的措施为 1) 从财

政、信贷、生产资料价格等方面给农业部门提供帮

助 ,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 2) 实现合理的保护

价 ,完善粮食收购体制和完善农产品市场 ,采取合理

的农产品进出口政策 , 应逐步建立农副产品出口基

地 ; 3) 提高农业经营的集中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程

度 ,从而使农业经营者同其他产业者一样 ,能够适当

取得经济发展的利益 ; 4) 加强农业教育、农业科学

研究和农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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