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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继２００１年成功加入 WTO 之后,中国陆续与东盟、新西兰

等３０多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建设成

为多边之外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国农

业对外开放步伐也不断加快,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对中国农业

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系统评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国内产业的

影响,及时作出政策和产业发展的调整,最大限度地减少进口冲

击,将有助于更好地推动自贸区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实现中国农

业产业的健康发展,确保粮食安全.本书拟在系统梳理中国自贸

区建设情况以及中国与自贸区伙伴农产品贸易情况的基础上,分

别从贸易伙伴、事前、事后和产业等多个角度定量评估自贸区建

成后对中国农业总体及主要农业产业的影响,为未来自贸区谈判

中有效保护农业产业和实现利益最大化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首先,本书以欧韩自贸区为例,从贸易伙伴的角度衡量了欧

韩农产 品 贸 易 自 由 化 对 中 国 农 产 品 贸 易 的 影 响.书 中 采 用

GTAP模型就 «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对中国农产品

贸易规模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一般均衡模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欧韩大部分农产品实现零关税后,中国可能会受到贸易转移效应

的影响而出口减少,福利也会因贸易规模缩减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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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书分别从事前和事后的角度评估了中澳自贸区和中

智自贸区对中国农业产生的影响.以中澳自贸区为例,采用

GTAP模型就中澳自贸协定签署对中国相关农业部门的产出等

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事前模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澳双方农产

品实现零关税后,中国相关农业部门可能会同时受到贸易创造效

应和转移效应的影响而面临严峻挑战.然后,本书以中智自贸区

为例从事后角度,采用巴拉萨模型就中智自贸协定实施对中国农

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就农产品贸易而言,中

智自贸协定实施后,智利总体获益大于中国.

再次,本书从产业的角度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和巴拉萨模

型就中新自贸协定对中国乳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中新自贸协定的实施是中国乳品进口增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

因素.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乳品尤其是奶粉进口产生了明显的贸

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最后,本书重点分析了美国、欧盟和韩国等中国最主要农产

品贸易伙伴的自贸区建设情况和农业处理方式,并结合中国自贸

区建设和农业发展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一是顺应全球化潮

流,稳步推进自贸区建设;二是明确自贸区伙伴选择标准,有重

点地开展自贸区谈判;三是谨慎处理自贸区农业问题,努力维护

和实现 “三农”利益;四是及时评估自贸区对产业的损害程度,

建立农业产业损害补偿机制.

本书是作者在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下称贸促中心)工

作的长期积累和思考的成果,部分成果参考了作者参编,由贸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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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出版的 «自贸区农产品降税手册».值此成书之际,笔者要

忠心地感谢一直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贸促中心的倪洪兴主任、于

孔燕副主任、徐宏源副主任、宋聚国副主任、张晓婉处长和刘武

兵副处长,感谢曾给予论文重要修改意见的田志宏教授和樊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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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引言

１１研究意义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多边和双边贸易自由化进程

明显加快,对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并逐渐改变全球产业分工、利益分配和地缘政治格局.据 WTO

统计,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新通报的区域贸易安排 (RTA)达到

３００多个.区域贸易谈判已经成为 WTO 多边谈判的重要补充

形式.

面对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趋势,中国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

开放政策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年底正式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实现了与世界近１６０多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间相互给

予最惠国待遇的同时,积极开展了以建立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

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经济合作,并在十八大中提出了要加快实施自

贸区战略.截至２０１３年底,中国已经与东盟、新西兰、智利和

瑞士等１２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伙伴涉及

近３０个国家和地区,与上述伙伴的贸易总额约占中国外贸总额

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挪

威等国家进行自贸区谈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未来一

段时间,中国的自贸区建设仍将保持较为积极旺盛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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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建设对区域内成员国总体福利以及各产业的生产和贸

易究竟产生多大影响,这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谈

判双方和政策制定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根据国际贸易理论,自贸

区建设产生的经济效应主要包括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 (tradecreation)是指在区域内成员国间取消关税后,

国内生产成本高的商品被成员国中生产成本低的商品所取代,来

自成员国的低价进口商品替代了昂贵的国内生产的商品;贸易转

移 (TradeDiversion)是指形成由于取消了区域内成员国间的关

税但保留了对区域外成员的关税,从而发生了区域内成员的低效

率 (高成本)生产取代区域外成员的高效率 (低成本)生产.鉴

于自贸区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各国均十分重视其带来的经济

效应.因此,准确衡量自贸区建设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

应对各国选择自贸区伙伴和产品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农业具有一定特殊性和高度敏感性,因此一直是自贸区谈判

的焦点和难点,各国在谈判中都对农业问题予以谨慎处理.入世

以来,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步伐也不断加快,农产品贸易快速发

展,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中国农业利用国际国内

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带来了新机遇,但也带来了新挑战.一方

面,贸易自由化促进农产品贸易发展,为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调剂国内市场余缺、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发挥

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使得中国小规模农业面临着

越来越直接的国际竞争,国外低价农产品大量进口对中国农业生

产和国内价格稳定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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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系统梳理中国自贸区的建设情况,总结整理中国与自

贸区伙伴的农产品贸易情况,事前准确预判自贸区建设对中国农

业的影响,事后定量评估自贸区建成后对中国农业总体及各具体

产业的影响,厘清各具体产业的现实优势、潜在优势和敏感产

品,将有助于客观准确的提出中国自贸区农业谈判的产业攻防以

及路径选择战略,为未来自贸区谈判中有效保护农业产业和实现

利益最大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１２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自贸区理论最早追溯到１９５０年 Viner提出的关税同盟理论,

该理论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方面阐述了关税同盟的静态福利

效应.此后自贸区的经济效应研究多以此理论为基础,以定量分

析方法为主进行检验分析.目前对自贸区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分

为事前分析和事后分析两种定量评估方法.事前研究是指在自贸

区建立之前,通过控制各种影响区域贸易流量的相关因素,对建

成自贸区产生贸易效应进行预测;事后分析则运用实施后的贸易

流量和影响贸易流量的相关因素的数据来评估自贸区产生的贸易

效应.

１２１自贸区的事前预测

事前模拟预测的方法主要包括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 (CPE)、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和基于 CGE模型构建的全球贸易

分析模型 (G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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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 (CPE).局部均衡分析是指在单个

商品市场中形成的供求平衡,商品的价格只由单一市场中的供求

情况来决定,而不受其他商品市场的影响.该模型通过含有产品

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以及成员国与非成员国间的进口替代弹性的经

验表达式来表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然后运用进口需求回归模

型对以上弹性进行回归评估,再带入表达式中求解.CPE主要

用来定量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立前后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对

某一类商品的收入需求弹性的变化,从而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对

贸易的影响.Karemera和 Ojah (１９９８年)采用 CPE模型评估

了一项自贸协定形成前产业内的进口需求弹性,从而衡量自贸伙

伴间消除关税带来的经济影响.刘昭阳 (２０１１年)在 CPE模型

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四国静态模型,定量评价了中日韩自贸区下农

产品贸易政策变化的环境经济影响.

CPE模型能够比较直接和清楚地反映某种商品在市场上的

供给、需求和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及机制,因而得到一定程

度的广泛应用.但其仅仅考虑了单一的市场均衡,未考虑各个市

场间的联系和影响,而且仅能度量单一变量的贸易效应,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

２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以一般

均衡理论为框架,运用CGE模型设定基准线预测和动态情景进

行模拟.近年来,CGE模型已经广泛地被国内外学者采用,主

要用来分析衡量自贸区建立前的贸易效应.CGE模型主要有三

个特点:一是假设所有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充分竞争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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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需求函数和超额需求函数,且都是价格的零阶齐次函数,

即价格是相对价格;第二,家庭在预算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

生产者在技术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都满

足瓦尔拉斯定律,是均衡的;三是模型内的资源分配注重均衡配

置资源,而不是关注经济的周期性,研究影响政府的重点政策措

施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机制,而不是政策干预的结果.

Brown、Deardorff和 Stern (１９９２年)构建的密歇根大学

CGE模型,预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对美国和墨西哥

的经济影响,结果显示,对两国的 GDP影响较小,对美国工人

工资的影响很小.Chirathivat (２００２年)对中国－东盟自贸区

对两国的影响进行了模拟,认为自贸区的建立将分别使中国和东

盟获得２９８６２亿美元和１７８７１亿美元的福利受益.

３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TAP).CGE模型的典型工具是美

国普渡大学全球贸易分析项目建立的 GTAP 模型和数据库.

GTAP模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是一个多地区、

多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其最初是一个比较静态模型.主

要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消费者效用

最大化、生产者生产成本最小化、所有产品和投入要素全部出清

等.该模型的经济主体有家庭、产业部门、资本创造者和政府等

四个机构,由线性方程构成方程组.GTAP模型在区域上按国

家和地区划分,每个国家都有独立的CGE子模型,在部门划分

上,根据SITC分类标准,将产品分为农业、采掘业、加工类食

品和饮料、纺织品服装类、化学制品、钢铁和金属产品、机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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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产品、其他制成品和服务产品.Hertel和 Walmsley对静态

GTAP模型进行了创新,构建了一个动态 GTAP模型.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GTAP数据库每两年更新一次数据,目前,基于

第８代数据库的动态 GTAP模型已经被学者们采用.

目前,学者主要运用 GTAP模型分析定量分析自贸区对成

员国整体经济和个别部门的影响.TomoyoshiNakajima (２００２

年)研究了日韩自由贸易区对各产业的贸易平衡的影响,结果表

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日本贸易平衡改善最大的是机器设备部

门,其次是金属产品、其他制造品和电子设备部门,其他部门则

恶化.韩国贸易平衡改善最大的是加工食品部门,其次是纺织服

装,机器设备负面扭曲程度最大.杨军、黄季焜、仇焕广 (２００５

年)运用 GTAP模型分析了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建成后

的政策效应,认为中澳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澳大利亚工业、农

业都将受益,其中农业部门所获利益大于工业部门.而中国只有

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受益,农业部门会受到一定的冲击.１９９６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 数 量 经 济 与 技 术 经 济 研 究 所 与 澳 大 利 亚

Monash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合作构建了PRCGEM 模型,模拟了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行业和地区经济的短期比较静态影

响,分析和探讨了这些模拟结果的政策含义.郭婷 (２０１３年)

采用 GTAP模型对中澳自贸区建成对乳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假设２０１５年中澳自贸区建立,中国从澳大利亚乳品进口迅速增

长,而出口增速缓慢,中国与澳大利亚乳品贸易的逆差压力将会

进一步扩大.



１０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
中国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其影响研究

１２２自贸区的事后评估

事后评估自贸区贸易效应的模型主要有引力模型和巴拉萨

模型.

１引力模型.其基本思想来源于物理学中经典的万有引力

定律,主要用来测算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来定量分析自由贸

易协定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最早由JanTinbergen于１９６２年

把引力模型引入贸易协定研究,计算其中平均优惠条款对双边贸

易流量产生的影响.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引力模型进行了

改进,主要是引进两种类型的变量,一类是人口、国土面积等影

响经济规模的内生变量,一类是代表贸易政策效应和成员国类别

等的虚拟变量.

Soloaga和 Winters (２０００年)将自由贸易协定对区域内部

贸易、成员国总进口和成员国总出口作分别计算,进而全面考察

自由贸易协定对区域内、外福利变化的实质性影响.国内的学者

也将引力模型广泛应用于自贸区效应有关的研究中,并在模型的

变量设计和向动态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谷克鉴

(２００１年)构建了中国贸易引力模型的初步方案.陈雯 (２００９

年)运用引力模型的 “单国模式”,对中国和１３３个贸易伙伴的

贸易数据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向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高越、李荣林

(２０１０年)在研究 APEC成员间结成的自贸区贸易效应时,使用

了固定效应方法估计面板数据引力模型.他们认为 APEC成员

间的自贸区通过贸易创造扩大了他们之间的贸易,且没有产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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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自贸区成员的贸易转移,自贸区产生的动态效应使得自贸区

的非成员国也会获益.袁瑞玲 (２０１３年)在传统引力模型中添

加国家和年度双向固定效应,定量分解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

应,分析中国－东盟自贸区实施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

研究表明:从农产品总体来看,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双边农产品

贸易的推动作用明显,增长主要来自贸易创造,区域内贸易并没

有以贸易转移为代价来实现增长.

２ 巴拉萨模型.巴拉萨在１９６７年研究区域贸易合作的经济

效应时,首次从成员国或非成员国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变化的角

度,对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

行了实证分析,并构建了巴拉萨模型.模型假定在区域贸易合作

前各成员国进口需求收入弹性不变,如果区域贸易合作之后一国

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发生了变化,则认为该种变化是由区域贸易合

作所导致.巴拉萨模型可以定量分析自贸区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

和转移效应,但模型本身比较简单,没有考虑价格、关税等对贸

易影响较大的变量,具有一定的缺陷.

鉴于巴拉萨模型所需数据较容易获取且评估方法相对简单直

接,因此,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采用这一模型从事后角度对自贸

区的贸易效应进行评估.张天桂 (２００５年)本文从实证分析的

角度出发,运用巴拉萨模型,对内地与香港 CEPA 的经济效应

进行系统研究,认为,CEPA 的实施对香港、祖国内地的贸易影

响不尽相同,就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本而言,香港比内地要

低.姬艳洁、董秘刚 (２０１２年)运用巴拉萨模型对自贸区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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