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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使用１９９２—２０１６年２５年 的 时 间 序 列 数 据，从 中 日 两 国 农 产 品 贸 易 结 合

度、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情况以及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３个方面，深入剖析了

中日农产品贸易特征以及成因。结果表明，第一，尽管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中

日农产品贸易增幅放缓，但是中日贸易结合度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中日贸

易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中国加工业技术水平与日本仍然有一定差距。第三，中国在

鱼类，其他动物产品，食用蔬菜，咖啡，茶及饮料，肉、鱼制品，蔬菜，水果制品等

８类农产品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且中日两国在鱼类、食用蔬菜等９类农产品有较强的

贸易互补性。对此，本文提出从拓宽农产品出口市场、加大农产品科技投入力度、加

强农产品的 “国际标准化”、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等方面提升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

国际竞争力的建议。

关键词：贸易结合度；比较优势；贸易互补性；中国；日本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５６／ｊ．ｃｎ１１－１０９７／ｓ．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８

１　引言

从中国唐代 至 今，中 日 两 国 是 有 着 千 余 年 文 明

友好交往史的贸易大 国。由 于 两 国 地 理 位 置 邻 近 以

及长期的文化交流，两 国 居 民 的 消 费 偏 好 越 来 越 接

近，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１］。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国进入经济转型后发展起步的关键阶

段，与之同 时，日 本 正 值 经 济 发 展 的 巅 峰 时 代，引

领亚洲经济的发展。中 日 两 国 的 经 济 发 展 处 于 不 同

阶段，加之 两 国 在 自 然 资 源、劳 动 力、生 产 技 术 等

要素资源禀赋方面的 互 补，使 得 中 日 两 国 贸 易 往 来

日趋频 繁。１９９２年，中 日 贸 易 总 额 为２５４亿 美 元，

占中国进 出 口 贸 易 总 额 的１５．３５％；２０１６年，中 日

贸易总额达到２　７５０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１０％，

日本成为中国最重要 的 贸 易 伙 伴 国 之 一。尤 其 体 现

在农产品贸易领域，１９９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出口到日

本的农产品 贸 易 额 占 中 国 农 产 品 出 口 总 额 的２５％，

—７１１—



农产品贸易已成为两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２］。

随着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加入 ＷＴＯ，

中日两国的 贸 易 依 存 度 进 一 步 加 深。然 而，在 中 日

两国的经济交往过程 中，农 产 品 贸 易 的 摩 擦 一 直 是

两国 关 系 的 “绊 脚 石”。从２０００年 的 “中 国 威 胁

论”，到２０１２年 的 钓 鱼 岛 危 机，中 日 关 系 的 跌 宕 起

伏也引起了中日农产 品 贸 易 的 波 动。中 日 贸 易 总 额

虽然在不断 增 加，但 是 相 对 于 加 入 ＷＴＯ之 后 中 国

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的 情 况，中 日 贸 易 的 发 展 并 不 十

分理想［３］。

针对中日农产 品 贸 易 的 研 究 也 得 到 了 非 常 多 的

关注。目前，相关 文 献 主 要 集 中 于 中 日 两 国 农 产 品

贸易的现 状、问 题 分 析，以 及 为 争 夺 贸 易 利 益，各

个国家为加强保护本 国 贸 易 所 采 取 的 政 策 措 施。如

刘耀魁和李鸥 （２００８）回 顾 了 中 日 农 产 品 贸 易 中 的

一系列摩擦，分析了贸 易 摩 擦 产 生 的 原 因 以 及 对 两

国的影响，并 探 讨 了 两 国 贸 易 的 发 展 趋 势［４］。史 朝

兴和顾海英 （２００５）、庄芮和郑学党 （２０１４）分析了

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的 问 题 以 及 农 产 品 贸 易

融合的基础、贸 易 发 展 动 态，并 提 出 了 相 关 政 策 建

议［５－６］。陈永福和中安章 （２００３）总结了中日两国农

产品贸易问题 的 根 源，并 分 析 了 在 ＷＴＯ 框 架 下 日

本对中国农产品设障 步 骤 与 影 响，最 后 提 出 中 国 农

产品对日 本 出 口 的 建 议［７］。可 以 说，大 部 分 研 究 对

中日农产品贸易关系 进 行 了 定 性 的 分 析，但 也 有 少

数研究对两国农产品 贸 易 情 况 进 行 定 量 的 分 析。如

赵殿仁 和 许 文 娟 （２００９）采 用 贸 易 互 补 性 指 数 对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中日农产品贸易数据进行了分析，测

算得出了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变化特征［８］。但文

章只是对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 性 这 一 单 方 面 进 行 了

分析，而对贸易 结 合 度、产 业 内 以 及 产 业 间 贸 易 等

方面并未涉及，同时文章的数据只运用了２００１年以

后的几年数据，时间跨度较小，数据代表性不强。

在借 鉴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础 上，本 文 使 用１９９２—

２０１６年较 长 跨 度 的 时 间 序 列 数 据，结 合 贸 易 结 合

度、产业内贸易 指 数 和 贸 易 互 补 性 指 数，从 贸 易 结

合度，产业内贸易以及 比 较 优 势 和 贸 易 互 补 性３个

方面，全面定量地比较 分 析 了 中 日 两 国 农 产 品 贸 易

２５年的发展情况，并结合时代背景与两国发展的实

际情况分析了各个指 标 变 化 的 原 因，为 中 国 未 来 如

何进一步发挥国内农 产 品 的 比 较 优 势，促 进 中 日 农

产品贸易，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供决策参考。

２　特征事实

本文对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源

于联合国 商 品 贸 易 统 计 数 据 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 据

库）。按照文献中常见做法，从中选取ＨＳ代码前４类

农产品。这４类农产品分别为第一类 （ＨＳ两位码第

０１～０５章），活动物；动物产品。第二类 （ＨＳ两位码

第０６～１４章），植物产品。第三类 （ＨＳ两位码第１５
章），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

脂；动、植物蜡。第四类 （ＨＳ两位码第１６～２４章），

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日本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从图１中

国农产品出口额中可 以 看 出，向 日 本 的 农 产 品 出 口

额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中的３５％，即使２００８年受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向 日 本 出 口 的 农 产 品 比 重 也

达到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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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农产品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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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呈现的是分产品类别 的 中 日 农 产 品 贸 易 状

况。从分产品种 类 的 出 口 额 变 动 情 况 可 以 看 出，中

国向日本出口的农产 品 中，增 幅 最 大 的 是 第 四 类 食

品饮料等 产 品，年 均 增 速 达 到９．３８％，高 出 其 他３
类农产品增速１倍多。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农产品中，

增速最高的是第一类 动 物 产 品，超 过 相 应 的 出 口 增

速。中国与 日 本 的 农 产 品 贸 易 一 直 处 于 顺 差 状 态。

总体来看，第四类农产 品 是 双 边 贸 易 中 最 活 跃 的 因

子，无论是出口 还 是 进 口 都 保 持 着 高 增 长 率，净 出

口额最高，为中国带来较高的贸易利得。

表１　１９９２—２０１６年中日双边农产品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产品类别

出口 进口

１９９２年 ２０１６年 年均增速 １９９２年 ２０１６年 年均增速

年均净出口

第一类 ９．３７１　 ２２．８０２　 ３．７７　 ０．２５８　 ２．８８７　 １０．５９　 ５５．４８

第二类 １０．６９９　 ２３．１２４　 ３．２６　 ０．１９８　 １．２２９　 ７．９０　 ９１．９３

第三类 ０．１６１　 ０．３４７　 ３．２５　 ０．０５３　 ０．１２６　 ３．６７　 １．５９

第四类 ６．１６５　 ５２．９６４　 ９．３８　 ０．３７３　 ３．００９　 ９．０９　 ３４９．０４

３　度量指标介绍

３．１　贸易结合度

贸易结合度是 综 合 衡 量 两 国 贸 易 依 存 关 系 的 指

标，是计算两国 贸 易 关 系 密 切 程 度 的 常 用 指 标。其

计算公式如下：

ＴＣＤｉｊｔ ＝
Ｘｉｊｔ／Ｘｉｔ
Ｍｊ
ｔ／Ｍｗ

ｔ

式中，ＴＣＤｉｊｔ 表示ｔ年ｉ国对ｊ国的贸易结合度，

Ｘｉｊｔ 表示ｔ年ｉ国对ｊ国的出口额，Ｘｉｔ 表示ｔ年ｉ国的

出口总额，Ｍｊ
ｔ 表示ｔ年ｊ国进口总额，Ｍｗ

ｔ 表示ｔ年

世界进口总额。如果日 本 的 进 口 额 占 世 界 进 口 总 额

的比重较低，而日本进 口 额 在 中 国 出 口 总 额 中 的 比

重却较高，说明 中 国 对 日 本 的 贸 易 结 合 度 较 高，对

日本市场更为依赖。因此，一般而言，ＴＣＤ值大于

１时，表 示 两 国 贸 易 关 系 比 较 紧 密；ＴＣＤ值 越 大，

表示两国贸易关系越好，ｉ国对ｊ国的贸易依赖性越

高。

３．２　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

产业内贸易是 指 某 一 国 家 或 地 区 同 时 进 口 和 出

口某一种类产品的现 象，是 文 献 中 常 用 的 分 析 两 国

产业内贸易发展情况 的 指 数。日 本 与 中 国 相 比 虽 然

农产品生产相对不足，但 中 国 从 日 本 进 口 的 农 产 品

金额却逐年 上 升。在１９９２—２０１６年 的２５年 平 均 增

长率达到８．８％。尤其是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中 国 从 日

本进口的农产品金额 从２亿 元 增 加 到６亿 元，增 加

了２倍，未来有 进 一 步 增 长 的 趋 势。为 衡 量 中 日 两

国产业内贸易水平，计算如下产业内贸易指数：

ＧＬｋ ＝１－
Ｘｋ－Ｍｋ

Ｘｋ＋Ｍｋ

式中，ＧＬｋ 即 代 表ｋ类 农 产 品 的 产 业 内 贸 易 指

数，Ｘｋ 和Ｍｋ 分别为ｋ类农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ＧＬ指数大于０．５表 示 该 类 农 产 品 以 产 业 内 贸 易 为

主，反之则为产业间贸易。

此外，如果 将 上 述 出 口 额 和 进 口 额 差 分，即 可

得 到 反 映 产 业 内 贸 易 动 态 变 化 的 边 际 产 业 内 贸 易

Ｂｒｕｌｈａｒｔ指数：

ＢＩｋ ＝１－
ΔＸｋ－ΔＭｋ

ΔＸｋ ＋ ΔＭｋ

式中，ΔＸｋ 和ΔＭｋ 分别代表ｋ类农产品当期出

口额、进口额 与 上 期 的 差 额。ＢＩ指 数 是 介 于０～１
的值。ＢＩ值等于０，说 明 两 国 贸 易 是 基 于 比 较 优 势

的完全产业间贸易，越 接 近 于０表 示 两 国 贸 易 越 倾

向于产业间贸易，越接近于１则越接近产业内贸易。

另外，为了将 各 种 不 同 的 农 产 品 加 总 得 到 不 同

年份以及 不 同 农 产 品 加 权 平 均 的 产 业 内 贸 易 指 数，

参照龚新蜀和刘宁 （２０１５），使用各类农产品各年的

进出口额占农产品进 出 口 总 额 的 比 重，将 相 应 指 标

加权［９］，具体公式如下：

ＧＬｗ ＝∑
４

ｋ＝１
ＧＬｋ

Ｘｋ＋Ｍｋ

Ｘ＋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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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ｋ代表４类农产品，Ｘｋ 和Ｍｋ 分表代表每

类农产品的进口额和出口额，Ｘ 和Ｍ 分别代表农产

品进口 总 额 和 出 口 总 额。ＢＩ指 标 采 用 同 样 方 法 加

权，此处不再赘述。

３．３　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

贸易互补性 指 数 （ＴＣＩ）是 衡 量 两 国 出 口 农 产

品吻合度的 指 数，可 以 反 映 两 国 的 贸 易 潜 力。分 产

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公式如下：

ＴＣＩ　ｋｉｊ＝ＲＣＡｋｘｉ×ＲＣＡｋｍｊ
式中，表示ｉ国 向ｊ国 出 口 农 产 品ｋ的 贸 易 互

补性指数，ＲＣＡｋｘｉ 为ｉ国出口农产品ｋ的显示性比较

优势指数，ＲＣＡｋｍｊ 为ｊ国进口农产品ｋ的比较劣势，

计算方法如下：

ＲＣＡｋｘｉ＝
Ｘｋｉ／Ｘｉ
Ｗｋ／Ｗ

；　ＲＣＡｋｍｊ＝
Ｍｋ
ｊ／Ｍｊ

Ｗｋ／Ｗ
式中，ＲＣＡｋｘｉ 指数的分子表示ｉ国ｋ类农产品的

出口额占ｉ国出口总额的比重，ＲＣＡｋｍｊ 指数的分子表

示ｊ国ｋ类农产品 的 进 口 额 占ｊ国 农 产 品 进 口 总 额

的比重，分母均为世界ｋ类农产品出口额农 产 品 占

出口总额的比重。若ｉ国在ｋ类农产品的出口上明

显具有比较优势，即ＲＣＡｋｘｉ 指数大于１，且ｊ国在ｋ
类农 产 品 上 具 有 比 较 劣 势，ＲＣＡｋｍｊ 指 数 大 于１，则

ＴＣＩ指数必 然 也 大 于１，两 国 贸 易 具 有 很 强 的 互 补

性。显然，贸易 互 补 性 指 数 的 值 越 大，表 示 两 国 贸

易互补性越强。

４　中日农产品贸易概况

４．１　中日农产品贸易结合度

中日 农 产 品 贸 易 结 合 度 计 算 结 果 如 图２所 示。

可以看出，中国 对 日 本 贸 易 依 存 度 较 高，贸 易 结 合

度指数均 高 于１，并 且 整 体 呈 现 上 升 趋 势。金 华 林

和刘伟岩 （２０１７）对中日双边贸易关系的测算表明，

无论是中国 对 日 本，还 是 日 本 对 中 国，贸 易 结 合 度

指数均大于１，两 国 贸 易 关 系 密 切［１０］。本 文 针 对 中

日农产品贸 易 的 测 算 结 果 与 该 结 论 一 致。但 是，由

于农产品的特殊性，在 指 标 的 变 化 上 有 着 与 全 品 类

产品不一样的变化趋势。
（１）体现在近两年贸易结合度指数的变化趋势。

从２０１４年开始，中国对 日 本 的 贸 易 结 合 度 （ＴＣＤ）

明 显 下 降。２０１４年 中 国 对 日 本 的 ＴＣＤ 是３．９３，

２０１５年 降 为３．３１，２０１６年 进 一 步 降 至２．８５，是

１９９７年至今的最低水平。这一趋势一方面与中国出

口市场的多样化有关，日 本 市 场 在 中 国 出 口 目 的 市

场中的重要性降低；另 一 方 面 与 日 本 的 经 济 结 构 变

化有关。一国的 经 济 发 展，大 多 经 历 从 贸 易 大 国 到

投资大国的 转 变。在 日 本 的 经 济 腾 飞 阶 段，日 本 通

过发达的制造业出口 赚 取 了 大 量 外 汇。但 是 随 着 日

本逐渐进入后工业化 时 代，日 本 国 内 制 造 业 比 重 下

降，制造业带来 的 商 品 输 出 转 变 为 资 本 输 出，相 应

地出现较大 的 贸 易 逆 差，进 口 占 比 扩 大，导 致 中 国

对日本的贸易结合度减小。
（２）反观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结 合 度，出 现 了 明

显的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 日 贸 易 关 系 较 为 密 切，１９９９年，日 本 对 中

国的贸易结合度为８，显 著 高 于 世 界 平 均 水 平，日

本对中国的 贸 易 依 存 度 达 到 顶 峰。但 是 进 入２１世

纪后，中日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关系开始疏 远。日 本

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大幅下降，２０００年仅为３．５２，

下降了５６％。并且在随后１４年 时 间 呈 持 续 下 降 趋

势，到２０１１年日 本 对 中 国 的 贸 易 结 合 度 甚 至 低 于

１，日本与中国 的 农 产 品 贸 易 关 系 低 于 世 界 平 均 水

平。这一趋势一方面可能是受到中日政治关 系 的 影

响。一国的贸易 政 策 大 多 会 与 当 局 政 治 决 策 有 关，

在两国 冲 突 产 生 的 初 期 阶 段，贸 易 政 策 往 往 首 当

其冲成为 制 裁 对 方 的 手 段。这 一 点 在 张 培 （２０１７）

针对中日政治关系与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实证 分 析 中

也得到 证 实［１１］。２１世 纪 初，中 国 经 济 迅 速 发 展，

日本２０００年 版 《防 卫 白 皮 书》认 为，中 国 的 军 事

力量将随着 经 济 的 发 展 而 出 现 质 的 飞 跃。一 时 间，
“中国威胁论”的说 法 甚 嚣 尘 上。２００１年 春，日 本

为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对中国农产品采取紧急 限 制 措

施，使得 中 日 贸 易 关 系 急 剧 降 温。日 本 对 中 国 的

贸易结合度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对 外 贸 易

的发展有关。中国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因此获得了

更大的市场机会，对外贸易发展势头迅猛，导 致 中

国农产品进口占世界进口的比重大幅上升，超 过 了

中国从日 本 进 口 农 产 品 占 日 本 农 产 品 总 出 口 的 比

重。反映 在 数 值 上 就 是 日 本 对 中 国 的 贸 易 结 合 度

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从２０１５年开始，日本与中国的

农产品贸易开始回温，日 本 对 中 国 的 贸 易 结 合 度 上

升，两国贸易结合度趋向一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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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日两国贸易结合度 （ＴＣＤ）

４．２　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衡量两个国家的贸易产品是否具 有 互 补 性 需 求

的另一个指标是产业内 贸 易 指 数。本 文 采 用ＧＬ方

法和ＢＩ方法 从 静 态 和 动 态 两 个 角 度，分４大 类 农

产品测算１９９２—２０１６年 中 日 农 产 品 贸 易 的 产 业 内

贸易水平。各年的测算结果如表２所示。从 各 年 的

加权平均 值 可 以 看 出，ＧＬ指 数 介 于０．０５～０．１４，

小于０．５的临界水平，中日农产品贸易整体属 于 产

业间贸易。而ＢＩ指 数 波 动 较 大，体 现 出 竞 争 优 势

的潜在变化，但是总体也在０．４以内，可见，中 日

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变化也主要是由产业间贸 易 引 起

的。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较为接近。白描和 田 维 明

（２０１０）使 用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 中 日 韩 农 产 品 贸 易 数

据，计算ＧＬ指数来衡量产 业 内 贸 易 情 况，发 现 中

日双边 农 产 品 贸 易 以 产 业 间 贸 易 为 主［１２］。黄 勇

（２０１６）使 用 中 日 两 国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农 产 品 贸 易

数据，发现中日两国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 业 内 贸

易互补性 很 小［１３］。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是 中 国 传 统 的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日本在资源型产品上 大 多 处

于比较劣势。

分不同种类来看，第三类农产品 与 其 他 农 产 品

有显著差异。其ＧＬ指数的加权平均值为０．５３，大

于０．５的临界值，并且其大 多 数 年 份 的ＧＬ值 都 大

于０．５，是最为接近产业 内 贸 易 的 产 品 类 别。而 其

他３类农产品历年的ＧＬ指数在０．０３～０．２４，更倾

向于产业间贸 易。同 样 的，第 三 类 农 产 品 的ＢＩ指

数也明显高于其他产品，虽然起伏更为剧 烈，但 有

过半 年 大 于０．５，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 甚 至 高 达０．９。

说明近两年来中日两国油脂类产品的贸易大 多 是 由

产业内贸易引起，中国和日本分别同时进口 和 出 口

此类农产品。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农产品 中 仅 包

含第１５章 产 品，可 见 中 日 农 产 品 贸 易 中，大 多 以

传统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水平 低 下，仍

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中日农产品贸易存在很 强 的 互

补性。这 种 分 类 的 差 异 与 现 有 研 究 得 到 的 结 论 相

似。吴学君 和 易 法 海 （２０１０）使 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

数据，对１２年时 间 中 日 农 产 品 产 业 内 贸 易 水 平 进

行实证分析发现，产 业 内 水 平 最 高 的 是ＳＩＴＣ第 四

类农产品，即动 植 物 油、脂 及 蜡［１　４］。邵 桂 兰 和 王

仕勤 （２０１１）利 用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 的 中 日 农 产 品 贸

易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１　５］。只有第１５章 动 植

物油、脂及其分解制品、动植物蜡等属于产 业 内 贸

易，其他产品，尤其是第二类和第四类农 产 品，产

业内贸易指数一直处于低值，表现为较为明 显 的 产

业间贸易。

一般情况下，技术 差 距 或 资 源 禀 赋 差 距 越 大，

两个国 家 之 间 的 贸 易 更 有 可 能 是 产 业 间 贸 易。相

反，技术差距较小的产业则更有可能发生产 业 内 贸

易。中日农产品贸易整体来看仍然偏向于产 业 间 贸

易，可能是因为相较日本而言，中国在农产 品 上 仍

然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此外，产业内贸易 理 论 认

为，两个 国 家 技 术 水 平 发 展 程 度 相 近，或 者 不 同

国家同一行业发展程度接近才更有可能发生 产 业 内

贸易。可以看出，中国加工业技术水平仍然 落 后 于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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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９２—２０１６年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

年份

ＧＬ值 ＢＩ值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加权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加权

１９９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４９　 ０．１１　 ０．０６ — — — — 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５５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６５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０７　 ０．２７

１９９４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５７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６６　 ０．０９　 ０．１５

１９９５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６５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４４　 ０．１３　 ０．０７

１９９６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７５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７３　 ０．００　 ０．１９

１９９７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６３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４３　 ０．０８　 ０．１１

１９９８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５１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１９　 ０．６４　 ０．０７　 ０．１１

１９９９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５４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９５　 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０６　 ０．３４

２０００ — ０．１４　 ０．８１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００１ — ０．０９　 ０．９５　 ０．０６　 ０．０７ — ０．４８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２６

２００２ — ０．１０　 ０．９４　 ０．０６　 ０．０６ — ０．０３　 ０．９８　 ０．０４　 ０．０４

２００３ — ０．０７　 ０．９４　 ０．０５　 ０．０６ — ０．０２　 ０．９８　 ０．０３　 ０．０３

２００４ — ０．０８　 ０．８７　 ０．０６　 ０．０６ — ０．８７　 ０．６９　 ０．０６　 ０．１７

２００５ — ０．１０　 ０．５８　 ０．０５　 ０．０６ — ０．４８　 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０７

２００６ — ０．１１　 ０．４３　 ０．０４　 ０．０６ —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２００７ — ０．０８　 ０．４７　 ０．０４　 ０．０５ —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００８ — ０．１２　 ０．３３　 ０．０６　 ０．０７ —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５

２００９ — ０．１２　 ０．５３　 ０．０７　 ０．０８ —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３８

２０１０ — ０．１４　 ０．７２　 ０．０７　 ０．０８ — ０．２９　 ０．７６　 ０．０９　 ０．１２

２０１１ — ０．１４　 ０．６２　 ０．０３　 ０．０５ — ０．１４　 ０．４７　 ０．１６　 ０．１６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０．５６　 ０．０４　 ０．０５ —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１０　 ０．１１

２０１３ — ０．１５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５ — ０．１６　 ０．３９　 ０．１１　 ０．１２

２０１４ — ０．１６　 ０．５１　 ０．０４　 ０．０６ — ０．２４　 ０．０４　 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０１５　 ０．２１　 ０．０９　 ０．４８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９４　 ０．３５　 ０．２６

２０１６　 ０．２２　 ０．１０　 ０．５３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９７　 ０．２８　 ０．３３

加权 ０．１６　 ０．０７　 ０．５３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３３　 ０．１５　 ０．４２　 ０．１４　 ０．１６

　　注：“—”处值缺失是由于当年中日两国该类农产品没有进出口。

数据来源：根据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计算得到。

４．３　贸易互补性指数

中日两国农产 品 贸 易 具 有 明 显 的 产 业 间 贸 易 特

性，这可以部分反映出两国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但更直观地衡量两国贸易互补 程 度 和 两 国 贸 易 关 系

的是贸易互补性指数。贸 易 互 补 性 指 数 需 要 考 虑 贸

易双方进出口产品的 比 较 优 势 和 劣 势。这 几 个 指 标

也 常 被 用 来 分 析 两 国 贸 易 关 系。李 辉 和 黄 凌 宇

（２００４）认为，中国具 有 比 较 优 势 的 农 产 品 是 蔬 菜、

水产品和禽肉［１６］。陈可安 （２００６）对中日主要农产

品贸易的 研 究 发 现，中 日 两 国 的 玉 米、大 豆、禽 肉

贸易互补，茶叶 具 有 较 强 贸 易 互 补 性，两 国 水 产 品

在国际市场具有互竞 性，而 在 日 本 市 场 上 具 有 互 补

性［１　７］。黄勇 （２０１６）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中国传统的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日 本 在 资 源 型 产 品 上 大 多 处

于比较劣势［１３］。李 蓓 等 （２００６）使 用ＦＡＯ数 据 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的数据，测算出中日农产品贸易的显

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发 现 中 国 对 日 本 的 农 产 品 出 口

潜力巨大，尤 其 是 蔬 菜、水 产 品、畜 产 品 等 劳 动 密

集型农产品［１８］。

表３给出了２０１６年中日农产品贸易显示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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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指数 （ＲＣＡ 指 数）和 贸 易 互 补 指 数 （ＴＣＩ指

数）的计算结果。第一 列 和 第 三 列 分 别 是 用 出 口 衡

量的中国ｋ类农产品和日本ｋ类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指数。可以 看 出，中 国 在 鱼 类，其 他 动 物 产 品，食

用蔬菜，咖啡，茶 及 调 料，虫 胶、树 脂 等，植 物 材

料及其他，肉，鱼 等 制 品，蔬 菜，水 果 制 品 等８类

农产品方面都有显著比较优势，ＲＣＡ指数均高于１，

与李蓓等 （２００６）的研究结论一致；而日本在鱼类，

其他 动 物 产 品，活 树 及 其 他 植 物，虫 胶、树 脂 等，

肉鱼等制品，谷物制品，杂项食品，饮料、酒及醋，

烟草及其制品等９类农产品方面都有显著比较优势。

含有比较优势的农产 品 只 有 肉 及 食 用 杂 碎、动 植 物

油脂等４种。可 以 看 出，中 国 的 比 较 优 势 产 品 更 多

地体现在资 源 型、劳 动 密 集 型 的 产 品 上。中 国 海 陆

兼备，有众多岛屿和港湾，因此海洋资源比较丰富，

水产品及其加工业比 较 发 达，在 出 口 方 面 具 有 成 本

优势。而日本属 于 岛 国，鱼 类 和 制 造 类 产 品 也 属 于

其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最后两列是２０１６年中日两

国农产品ＴＣＩ指数的计算结果。从中国出口的角度

看，中日两国间 互 补 性 较 强 的 农 产 品 有 鱼 类，其 他

动物产品，食 用 蔬 菜，咖 啡、茶 及 调 料，虫 胶、树

脂等，植物 材 料，其 他，肉、鱼 等 制 品，蔬 菜、水

果制品，烟草及 其 制 品 等 共９类 农 产 品；从 中 国 进

口的 角 度 看，则 仅 有 鱼 类，其 他 动 物 产 品，杂 项，

谷物制品，杂项食品等５类农产品。

表３　２０１６年中日农产品贸易ＲＣＡ指数和ＴＣＩ指数

ＨＳ两位码 ＲＣＡｋｘｉ ＲＣＡｋｍｉ ＲＣＡｋｘｊ ＲＣＡｋｍｊ ＴＣＩ　ｋｘｉｊ ＴＣＩ　ｋｍｉｊ

０１活动物 ０．６５　 ０．２７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２肉及食用杂碎 ０．１６　 １．３０　 ０．３２　 １．８１　 ０．３０　 ０．４１

０３鱼类 ２．５２　 ０．８９　 ３．０１　 ２．１６　 ５．４５　 ２．６７

０４乳品、蛋品、蜂蜜等 ０．１６　 ０．６７　 ０．１１　 ０．４３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５其他动物产品 ４．２１　 ０．８６　 １．９８　 １．５８　 ６．６３　 １．７１

０６活树及其他植物 ０．３５　 ０．１６　 １．０２　 ０．６６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７食用蔬菜 ２．９７　 ０．３７　 ０．１９　 ０．７５　 ２．２４　 ０．０７

０８食用水果 ０．９３　 ０．６９　 ０．３８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２６

０９咖啡、茶及调料 １．２６　 ０．２０　 ０．７１　 ０．８８　 １．１１　 ０．１４

１０谷物 ０．０９　 ０．８７　 ０．０８　 １．２７　 ０．１２　 ０．０７

１１制粉工业产品 ０．６７　 ０．７４　 ０．９８　 ０．６５　 ０．４３　 ０．７２

１２杂项 ０．５６　 ５．５６　 ０．４５　 １．０２　 ０．５７　 ２．４８

１３虫胶、树脂等 ３．６９　 ０．４４　 １．１３　 １．０１　 ３．７４　 ０．５０

１４植物材料及其他 ２．０４　 ２．４１　 ０．３２　 １．６３　 ３．３３　 ０．７８

１５动植物油脂等 ０．１４　 １．１４　 ０．４５　 ０．３５　 ０．０５　 ０．５１

１６肉、鱼等制品 ３．７１　 ０．０６　 ３．３６　 ２．８５　 １０．６０　 ０．２０

１７糖及糖食 ０．７８　 ０．４７　 ０．６８　 ０．４３　 ０．３４　 ０．３２

１８可可及其制品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４１　 ０．４４　 ０．０７　 ０．０８

１９谷物制品 ０．４８　 ０．９７　 ２．３１　 ０．３７　 ０．１８　 ２．２４

２０蔬菜、水果制品 ２．４４　 ０．２３　 ０．３９　 １．１４　 ２．７８　 ０．０９

２１杂项食品 ０．９８　 ０．４６　 ３．４９　 ０．５３　 ０．５２　 １．６１

２２饮料、酒及醋 ０．４０　 ０．６０　 １．２７　 ０．６４　 ０．２５　 ０．７６

２３工业残渣、动物饲料 ０．８１　 ０．６２　 ０．３１　 ０．７５　 ０．６１　 ０．１９

２４烟草及其制品 ０．６５　 ０．５７　 １．１２　 ２．０８　 １．３６　 ０．６４

　　注：表中，ｉ代表中国，ｊ代表日本。ＲＣＡｋｘｉ和ＲＣＡｋｘｊ分别是用出口衡量的中国和日本ｋ类农产品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ｋｍｉ和ＲＣＡｋｍｊ分别是用

进口衡量的中国和日本ｋ类农产品比较劣势指数；ＴＣＩ　ｋｘｉｊ 表示中国ｋ类农产品出口与日本ｋ类农产品进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ＴＣＩ　ｋｍｉｊ 表示日本ｋ
类农产品出口与中国ｋ类农产品进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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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与建议

（１）虽然受到中日 关 系 以 及 两 国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影响，中日农产品贸 易 结 合 度 在 时 间 维 度 上 波 动

较大，但就 整 体 而 言，中 日 贸 易 结 合 度 较 高，仍 然

高于世界平 均 水 平。具 体 的，中 国 对 日 本 的 贸 易 结

合度呈现先 上 升，近 两 年 开 始 下 降 的 趋 势；而 日 本

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 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末 期 达 到 巅

峰，进入２１世纪却开始下降，相较而言，中国对日

本的贸易结合度更高。这 一 结 论 体 现 出 中 国 对 日 本

市场的依赖性仍较高，未来应拓宽农产品出口市场、

增强出口农产品的多 样 性，减 弱 对 特 定 国 家 的 贸 易

依存度。同 时，可 以 灵 活 地 利 用 绿 箱 及 黄 箱 政 策，

加强对本国农业的政策支持与保护力度。
（２）ＧＬ指数与ＢＩ指数的结果 均 表 明，中 日 两

国农产品 贸 易 的 变 动 主 要 是 由 产 业 间 贸 易 引 起 的，

而产业内贸 易 互 补 性 很 小。原 因 可 能 在 于，相 较 日

本而言，中国仍 具 有 显 著 的 资 源 优 势，而 技 术 水 平

却与日本有较大的差 距。提 高 产 业 内 贸 易 水 平 是 提

升出口竞争力的重要 手 段，也 是 促 进 出 口 从 量 增 长

向质升级的关键。中国 加 工 业 技 术 水 平 仍 然 落 后 于

日本，未来应进 一 步 加 强 农 业 标 准 化 建 设，加 大 农

产品科技研发投入力 度，建 立 健 全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保障体系，加大 农 产 品 质 量 管 理 及 监 管 力 度，提 升

农产品出口的质量，实现农产品的 “国际标准化”。
（３）中 国 在 鱼 类，其 他 动 物 产 品，食 用 蔬 菜，

咖啡，茶及调料，虫胶、树脂等，植物材料及其他，

肉、鱼等制品，蔬 菜、水 果 制 品 等８类 农 产 品 方 面

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在 其 他 产 品 方 面 则 不 具 有 明

显的比较 优 势；中 日 两 国 间 互 补 性 较 强 的 有 鱼 类，

其他动物产品，食用蔬菜，咖啡、茶及调料，虫胶、

树脂等，植 物 材 料 及 其 他，肉、鱼 等 制 品，蔬 菜、

水果制品，烟草 及 其 制 品 等 共９类 农 产 品，比 较 这

些产品发现，大多属于劳动密集或资源密集型产品，

即基本为中 国 具 有 比 较 优 势 的 产 品。可 以 看 出，中

日农产品贸易具备基于农产品 比 较 优 势 的 贸 易 互 补

性。中国应充分 发 挥 自 身 的 比 较 优 势，扩 大 具 有 比

较优势的农产品的出 口，同 时 还 应 加 强 两 国 的 农 业

合作和相互投资，鼓励 引 进 和 推 广 适 合 本 国 的 农 业

新技术、新品种 等，如 设 立 日 本 新 产 品 推 广 和 农 业

技术中心，不断 提 升 国 内 农 产 品 附 加 值，增 加 农 产

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 中 日 两 国 农 产 品 贸 易 的 可 持

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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