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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
* * ?

□ 何 敏 张宁宁 黄泽群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本文详细介

绍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总体概况及发展趋势，并通过计算 ＲCA 指数和 TCI 指数

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结果表明: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

间的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但互补性更为明显。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应在利用既

有的双多边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农产品贸易合作，不断丰富充实农业合作内涵，从而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家; 农产品贸易; 竞争性; 互补性

一、问题的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即“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我国扩大和深化

对外开放、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重大举

措，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纵观“丝

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对外交流

一直是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内容，中国

的茶叶、丝绸等农产品即因此而闻名; 而随着经济

社会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国贸易合作的

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农业经贸合

作和交流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我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农业承担

着维持农民生计和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职责。随

着逐步扩大对外开放，我国农业产值不仅实现快速

增长，产业结构变化也十分显著，同时还面临着成

本“高地板”、价格和补贴“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以

及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两道“紧箍咒”的制约。然

而，作为农业大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与能源、
铁路、矿产等“高富帅”产业相比①，农业却并未得

到强调，仅提到“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

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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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项目来源: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一般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经贸合作路径研究”( 编号:

3162015ZYKC07) 以及农业部软科学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及贸易策略研究”( 编号: 201616 － 1 ) 资助。张宁宁为本文

通讯作者

于 敏 .“一带一路”带农业“走出去”. 农民日报，2015 － 04 － 08: 003



洋渔业、水产品加工等领域合作”等内容。有关

“一带一路”的研究，也多关注能源、矿产、制造业

等产业，对农业产业关注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也多

为宏观 定 性 分 析，相 关 定 量 分 析 较 少 ( 宋 双 双，

2014; 程国强，2015) 。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中国与

沿线国家农业经贸合作和交流呈现出哪些特点和

发展趋势? 如何开展与上述国家间农业经贸合作?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哪

些产品具有合作潜力? 在哪些方面存在竞争? 如

何把握“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农业机遇，充分利用

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将“走出去”与“引

进来”有机结合，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农业经贸合作从而实现共赢? 这些都是“一带

一路”倡议进入务实阶段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文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

贸易入手，首先，对总体农产品贸易特点和发展趋

势进 行 描 述; 其 次，利 用 显 示 性 比 较 优 势 指 数

( ＲCA) 和贸易互补性指数( TCI) 等指标对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主要农产品上的竞争性和

互补性进行识别; 最后，提出未来中国与上述国家

进一步扩大农业开放和经贸合作的思路和路径。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总体特征及趋势

( 一)“一带一路”国家范围和农产品分类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型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网络，尚未界定精确的空间范围①。2015 年 3 月 28
日公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仅勾画出

“一带一路”的基本走向。其中，“丝绸之路经济

带”有三个走向: 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

( 波罗的海) ; 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沿岸; 三是从中国出发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两个重点方向: 一是

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 二

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为便于研

究，本文设定的研究范围包括“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包括中亚 5 国、蒙俄、东南亚 11 国、中东欧

19 国、南亚 8 国以及西亚、中东 19 国等六大区域，

见表 1。

表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

区域 主要国别

中亚 5 国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蒙俄 蒙古、俄罗斯

东南亚 11 国 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缅甸、东帝汶

南亚 8 国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中东欧 19 国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
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西亚、中东 19 国
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黎巴嫩、阿曼、也门、约旦、以色
列、巴勒斯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埃及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参考文献整理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产品的定义，农产品包

括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SITC ( 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分类中第

0、1、2 和 4 类全部商品( 第 2 类中的第 27、28 章的

商品除外) ，即 SITC 第 0 类( 食品及活动物) 、SITC
第 1 类( 饮料及烟类) 、SITC 第 2 类( 非食用原料，

燃料除外) 中的第 21 章( 生皮及生毛皮) 、第 22 章

( 油籽及含油果实) 、第 23 章 ( 生橡胶) 、第 24 章

( 软木及木材) 、第 25 章 ( 纸浆及废纸) 、第 26 章

( 纺织纤维及其废料) 、第 29 章( 其他动植物原料)

以及 SITC 第 4 类( 动植物油、脂及蜡) 。为了保持

数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本文采用 SITCＲev. 3 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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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分类方法，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理

事会( UNCTAD) 数据库。
( 二)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

总体概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史

和丰富的农林牧渔及市场资源，在世界农业中占据

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开展农产品贸易和对外农业合

作的重点对象。根据 UNCTAD 的数据，2014 年“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总额为 8780 亿美

元，占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13% ; 而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总额为 621 亿美

元，占“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的 7%，超过美

国、德国、印度、荷兰等国家，成为“一带一路”国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也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中国与上述国家

的农 产 品 贸 易 总 额 占 中 国 农 产 品 贸 易 总 额 的

近 30%。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在

1995—2014 年 20 年间增长迅速( 见图 1) ，从 1995
年的 59 亿美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621 亿美元，年均

增长 12. 5%。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

品贸易于 2001 年后出现第一次快速发展，2008—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下滑，随着 2010 年中

国—东盟自贸区正式生效，中国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第二次快速增长，增速显著提

高，2012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目前正在恢

复增长。总体来看，除去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增长趋势稳定

并且显著。

数据来源: UNCTAD 数据库。单位: 亿美元，下同

图 1 1995—2014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情况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第

二个特征是总体呈逆差，见表 2，并且进口额约为

出口额的 2 倍。从 1995 年到 2014 年，中国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额从 34. 0 亿美元

增长为 400. 9 亿美元，增长 12 倍，占中国从世界农

产品总进口额的比重也从 19% 上升到 25%，年均

增长速度为 13% ; 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农产品出口额从 24. 7 亿美元增长为 220. 1 亿美

元，增长 9 倍，占中国向世界农产品总出口的比重

从 16%增长到 30%，年均增长速度为 12%，低于进

口增长速度。这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农产品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

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的不对等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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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

结构变化

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地

理结构。从具体区域来看，如图 2，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东南

亚国家，并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联系

日益紧密。2014 年东南亚 11 国与中国的农产品

贸易总额已占到“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农产品贸

易总额的 73%。这主要是由于东南亚国家作为我

国近邻，交通便利，而且是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有

利于发展双边贸易; 此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正

式生效极大地加强了东南亚国家与我国的贸易联

系。其次为蒙俄( 8% ) 、南亚 8 国( 7% ) 、西亚中东

19 国( 5% ) 、中东欧 19 国( 4% ) 、中亚 5 国( 2% ) 。

表 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流向及比重变化

贸易流向 1995 2000 2005 2010 2014

与“一 带 一 路”国 家
农产品贸易在中国农
产品贸易中的地位

与中国农产品贸易在
“一 带 一 路”国 家 农
产品贸易中的地位

进口

出口

总额

进口

出口

总额

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进口 33. 7 39 123. 5 293. 8 395
中国从世界农产品总进口 161 195. 4 451. 9 1082. 6 1700. 8
占比 21% 20% 27% 27% 23%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 24. 7 21. 3 51. 7 140. 1 220. 1
中国向世界农产品总出口 149. 9 163. 8 287. 1 516. 1 744. 8
占比 16% 13% 18% 27% 30%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58. 4 60. 3 175. 2 433. 9 615. 1
中国和世界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310. 9 359. 2 739 1598. 7 2445. 6
占比 19% 17% 24% 27% 25%
“一带一路”国家从中国农产品进口 21. 6 27. 3 52. 7 119. 1 162. 6
“一带一路”国家从世界农产品进口 906. 1 912. 5 1673. 7 3345. 9 4373. 4
占比 2% 3% 3% 4% 4%
“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 34 33. 3 108. 8 284. 8 400. 9
“一带一路”国家对世界农产品出口 831. 1 742. 4 1521. 6 3081. 4 4322. 6
占比 4% 4% 7% 9% 9%
“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55. 6 60. 6 161. 5 403. 9 563. 5
“一带一路”国家和世界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1737. 2 1654. 9 3195. 3 6427. 3 8696. 0
占比 3% 4% 5% 6% 6%

而在东南亚国家中，尤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泰国和越南 4 国的农产品贸易联系更为紧密。
2014 年仅这 4 国农产品贸易就达到 347. 4 亿美元，

占中国 与“一 带 一 路”国 家 农 产 品 贸 易 总 额 的

56%，集中度较高。
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商

品结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也

相对集中在少数几类产品上。如图 3 所示，中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农产品以蔬菜和水果 ( 第

05 章) 为主，出口额由 2000 年的 4. 5 亿美元增加

到 2014 年的 89. 2 亿美元，增长了 18. 8 倍，占中国

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总额比重从 2000
年的 21%快速上升到 2014 年的 41%。鱼及鱼制

品( 第 03 章) 是 2014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出口的第二大类农产品，其出口额由 2000 年的

0. 76 亿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39. 2 亿美元，增长近

50 倍，2014 年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

口总额份额为 18%。虽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也出口糖制品、烟草制品、纺织纤维和未加工

动植物原料等产品，但这些产品出口的增速较为缓

慢，并且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

口总额 的 总 份 额 由 2000 年 的 27% 逐 渐 下 降 到

2014 年的 20%。
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的农产品与出口

比较相对分散，如图 4 所示。软木及木材 ( 24 ) 是

2014 年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最多的农产

品，共进口 87. 8 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

家农产品进口总额比重的 22%，首次超过天然橡

胶( 23) 。2003—2013 年天然橡胶( 23) 一直是中国

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2011
年曾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29%，进口额达到 115. 8 亿美元，2012 年后开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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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2014 年共进口 62. 2 亿美元。固态植物油脂

( 42) 和纺织纤维( 26) 分别是中国从“一带一路”国

家进口的第三大类和第四大类农产品，2014 年其

占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12%和 8%，进口额分别为 49. 5 亿美元和 30. 2 亿

美元。

图 2 1995—2014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不同区域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情况

图 3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主要农产品出口变化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从前文可以看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

农产品贸易无论是地理国别还是商品类别都体现

出较为集中的特点。为了进一步分析和认识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结构、优势

等特征，下文将通过测算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e-
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ＲCA) 和贸易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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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TCI) 以进一步

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不同农产品上

的比较优势和互补性及其变化趋势。

( 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ＲCA 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由巴拉萨 ( Balassa ) 在

1965 年提出，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图 4 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主要农产品进口变化

ＲCAij = (
Xij

Xit
) / (

Xwj

Xwt
)

其中，ＲCAij 即为 i 国第 j 种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指数，Xij 表示 i 国第 j 种产品的出口额，Xit 表示 i
国全部产品的出口总额，Xwj 表示世界第 j 种产品

的出口额，Xwt 表示世界所有产品的出口总额。该

指标大于 1 则表明该产品有优势，值越大，说明优

势越明显。如果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同类产品上均

具有比较优势，则说明她们在此类产品国际市场上

存在竞争; 如果在同类产品上一方有优势，一方没

有优势，则说明双方在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上有互

补性，根据贸易理论，双方可开展贸易合作从中

获益。
表 3 中为计算的 2014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

家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存在着比较明显的

差异。中国除了 03 章( 鱼及鱼制品) ＲCA 指数为

1. 18 大于 1，表示其具有比较优势外，其余产品的

ＲCA 指数均小于 1。也就是说，在这些没有优势的

产品上中国可以与其他有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开展

贸易合作。
纵观“一带一路”国家的六个区域，除了西亚、

中东地区因为气候恶劣，水资源极度匮乏，加上政

局动荡，只有第 05 章( 蔬菜和水果) ＲCA 指数大于

1 外，其余五个区域均有多章农产品具有极强或较

强的比较优势。中亚 5 国由于拥有丰富的土地资

源，在粮食和棉花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

势，该区域内的哈萨克斯坦是世界粮食出口大国，

每年出口粮食 200 ～ 500 万吨，乌兹别克斯坦是世

界第五大产棉国、第二大棉花出口国，年产约 370
万吨，因此，中亚 5 国 04 章产品( 谷物及谷物制品)

ＲCA 指数为 1. 65，26 章产品( 纺织纤维) ＲCA 指数

达到 6. 77。蒙俄由于其广袤的土地和森林资源，

除 04 章( 谷物及谷物制品) ＲCA 指数为 1. 60 大于

1 外，其 23 章( 天然橡胶) 、24 章( 软木及木材) 产

品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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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ＲCA 指数是利用一国已发生的农产品贸易数额进行分析，属于事后研究方法; 并且，农产品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

市场，各国存在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因此，可能造成 ＲCA 指数不能准确反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或竞争力。一般而言，使用

数据分解得越细，可能越准确( 司伟等，2007; 黄春全等，2012) 。因此，本文使用各章细分数据测算 ＲCA 指数



东南亚国家在 03 ( 鱼及鱼制品) 、06 ( 糖、糖制

品及蜂蜜) 、07( 咖啡、茶、可可粉及香料) 、09 ( 混合

及油质水果) 、12 ( 烟草及烟草制品) 、23 ( 天然橡

胶) 、24( 软木及木材) 、42 ( 固态植物油脂) 、43 ( 加

工后的动植物油脂类) 的 ＲCA 指数均大于 1，这与

其高温多雨、是以多种农作物种植，森林覆盖率高，

海岸线长等自然条件是分不开的; 除粮食生产外，

该区域还盛产橡胶、棕榈油、蕉麻、咖啡、烟叶、甘

蔗、热带水果等经济作物。南亚国家在 01 ( 肉及肉

制品) 、03( 鱼及鱼制品) 、05( 蔬菜和水果) 、06( 糖、
糖制品及蜂蜜) 、07 ( 咖啡、茶、可可粉及香料) 、08
( 动物饲料) 、12 ( 烟草及烟草制品) 、22 ( 含油种子

及油质水果) 、26( 纺织纤维) 、29( 未加工动植物原

料) 、43( 加工后的动植物油脂类) 等 11 类农产品

上均具有比较优势，其区内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

均是世界重要的粮食、棉花、水果等农产品生产国。
而中东欧国家农业发展基础好，拥有大量的可耕

地、充足的水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其在 00 ( 活动

物) 、01 ( 肉及肉制品) 、04 ( 谷物及谷物制品) 、06
( 糖、糖 制 品 及 蜂 蜜 ) 、07 ( 咖 啡、茶、可 可 粉 及 香

料) 、08( 动物饲料) 、09 ( 混合及油质水果) 、12 ( 烟

草及烟草制品) 、21( 生皮及皮革) 、22 ( 含油种子及

油质水果) 、24 ( 软木及木材) 、42 ( 固态植物油脂)

等 12 章农产品上均具有比较优势。

表 3 2014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章农产品 ＲCA 指数

代码 项目 中国 中亚 5 国 蒙俄 东南亚 11 国 南亚 8 国 中东欧 19 国
西亚、中
东 19 国

00 活动物 0. 19 0. 11 0. 05 0. 28 0. 04 1. 69 0. 54

01 肉及肉制品 0. 17 0. 05 0. 06 0. 34 1. 69 1. 45 0. 16

02 奶产品和禽类 0. 02 0. 12 0. 13 0. 21 0. 25 2. 03 0. 58

03 鱼及鱼制品 1. 18 0. 12 0. 79 2. 36 2. 52 0. 55 0. 15

04 谷物及谷物制品 0. 07 1. 65 1. 60 0. 95 3. 60 2. 42 0. 45

05 蔬菜和水果 0. 70 0. 89 0. 09 0. 87 0. 98 0. 87 1. 03

06 糖、糖制品及蜂蜜 0. 33 0. 14 0. 20 1. 35 1. 81 1. 38 0. 85

07 咖啡、茶、可可粉及香料 0. 23 0. 12 0. 32 1. 68 2. 38 1. 02 0. 35

08 动物饲料 0. 31 0. 16 0. 54 0. 62 1. 27 1. 25 0. 19

09 混合及油质水果 0. 33 0. 16 0. 39 1. 77 0. 28 1. 25 0. 42

11 饮料 0. 12 0. 13 0. 18 0. 76 0. 13 0. 91 0. 26

12 烟草及烟草制品 0. 24 0. 61 0. 70 1. 12 1. 33 2. 85 0. 73

21 生皮及皮革 0. 01 0. 39 0. 26 0. 10 0. 06 1. 48 0. 26

22 含油种子及油质水果 0. 10 0. 53 0. 16 0. 11 1. 13 1. 37 0. 10

23 天然橡胶 0. 14 0. 00 1. 68 5. 94 0. 26 0. 54 0. 06

24 软木及木材 0. 12 0. 01 2. 98 1. 98 0. 05 2. 75 0. 04

25 纸浆及废纸 0. 02 0. 24 0. 97 0. 80 0. 04 0. 53 0. 12

26 纺织纤维 0. 61 6. 77 0. 25 0. 74 4. 75 0. 55 0. 50

29 未加工动植物原料 0. 84 0. 76 0. 08 0. 46 2. 87 0. 62 0. 29

41 动物油脂 0. 28 0. 01 0. 00 0. 42 0. 35 0. 73 0. 12

42 固态植物油脂 0. 03 0. 11 0. 96 6. 47 0. 50 1. 69 0. 51

43 加工后的动植物油脂类 0. 13 0. 07 0. 12 6. 62 1. 28 0. 41 0. 43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章的农产

品比较优势与中国农产品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国家，除鱼及鱼制品

外，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都是与中国农产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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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的，存在较大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潜力。而当

前，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得益于近邻和中国 － 东盟自

贸区合作机制农产品贸易往来密切，与南亚和中东

欧国家在农产品贸易往来却仅占一小部分* ?。因

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应在已有经贸合作

机制框架下，加强和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尤其

是南亚和中东欧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
( 二)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TCI 指数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农产品贸易结构层面的互补性，本文在 ＲCA 指数

的基础上引入贸易互补性 ( TCI) 指数。该指数由

Peter Drysdale( 1967) 在 Kiyoshi Kojima( 1964) 的基

础上提出，主要反映一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另一国进

口产品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TCIsij = ∑
k
θk × ＲXSk

i × ＲMSk
j

其中，ＲXSki =
Xk
iw /X

s
iw

Xk
ww /X

s
ww

= k 商品在 i 国 s 部门的出口份额
k 商品在世界 s 部门的出口份额

，

ＲMSki =
Mk

jw /M
s
jw

Mk
ww /M

s
ww

= k 商品在 j 国 s 部门的进口份额
k 商品在世界 s 部门的进口份额

，

θk =
Xk

ww

Xs
ww

= k 商品在世界 s 部门的出口份额，

TCI ＞ 1，说明 i 国出口的农产品与 j 国进口的

农产品具有互补性，有贸易增长潜力，并且值越大，

说明互补性越强，贸易增长潜力越大; ，说明贸易互

补性较弱。
从图 5 所反映的 1995—2014 年中国与“一带

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互补指数的变化来看，中国

进口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

性，明显大于中国出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互补性最强的依次是中国进

口与中亚 5 国出口、中国进口蒙俄出口、中国进口

东南亚 11 国出口。这说明: ( 1 ) 中国市场是这些

国家农产品非常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而对于中国农

产品出口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性相

对较小，除蒙俄外，互补性均小于 1; ( 2 ) 从具体产

品来看，我国从中亚国家进口的主要农产品为粮

食、棉花，从蒙俄进口的农产品主要为粮食、橡胶、
软木，从东南亚国家主要进口的农产品为粮食、水

果、烟草、油脂等，并且互补性依次递减; ( 3 ) 南亚

和中东欧国家因为国家体量小、产品相对分散，在

互补性指标总体测算中互补性并不明显。

图 5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互补指数变化

TCI 变化的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近年来的 下降趋势，尤其是互补性较强的几个区域，这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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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频繁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息息相关。国际金

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特征越来越突

出，这使得各国都调整了对外贸易政策。此外，在

亚太地区，由于中国的崛起，周边国家对与中国的

合作心存疑虑，通过各种壁垒政策阻止与中国的贸

易，这些因素都对双边农产品贸易造成了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

四、结论及建议

( 一) 结论

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

发展迅速，且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双方贸易

地位是不对等的，中国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并且

这一逆差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与以往“中国农

产品存在大量出口”和“产能转移”的说法有所

不同。
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

集中度高，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泰国和越南等 4 国，与这 4 国的农产品贸易

额已超过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

的一半以上。
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农产品

商品结构相对集中，以蔬菜和水果、鱼及鱼制品为

主，糖制品、烟草制品、纺织纤维等仅占 20% ; 进口

农产品以软木及木材、天然橡胶、固态植物油脂和

纺织纤维等产品为主。
4.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的比较

优势差异明显，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强互补性尤其是

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国家，与中国重叠的优势农

产品不多，因此存在着较大的农产品贸易空间。
5.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具

有较强的互补性，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向中

国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明显大于中国向“一带一

路”国家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这也意味着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潜力较

大，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将

给双方带来较大利益，但双方所获得的利益可能是

不对等的，将会导致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的逆差

加大。
( 二) 政策建议

从本文的结论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在我国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应坚持古丝绸之

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积极推动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合作。
1. 合理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地区和国家、重点

产品和产业。重视并加强与我国比较优势互补品

种多的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等地区及国家的农业

合作，尤其是南亚和中东欧国家和地区; 着重选择

粮食、棉花、橡胶、软木等与我国结构互补的、综合

效益好的品种，以及作物种植加工、农产品物流、生
态保护等表现突出的产业，统筹运用好援助、投资、
技术引进等合作方式，通过多边或双边层面建立长

效机制，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逐步按规划推

动实施，在不断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基

础上，引导我国农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调整。
2. 搭建务实平台，丰富农业合作内涵、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对外方面，依托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现有合作机制和已建立的友好互信的政

治关系，进一步搭建农业合作的务实平台，针对各

国都关心的农业问题或某一个具体方面还可以建

立新的多边或双边合作机制。对内方面，加大对与

“一带一路”战略有关涉农企业的支持力度，包括

对涉农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扶持力度，例如贷款担

保、利率补贴、技术支持及配套政策及时跟进等

内容。
3. 有效防范风险，加强相关培训教育、全面提

升质量水平。随着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市场开放不

断深入，涉农企业和相关机构“走出去”会遇到对

一些国家或地区行业规则、宗教文化状况不了解困

难，因此需要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宣传培训和

教育，在开展经营的同时，遵守当地风俗习惯，树立

中国农业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规范企业的经营

秩序，对农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实行准入制和

退出机制，避免一哄而上、恶性竞争; 引导企业在开

拓国外市场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国内外技术等资

源，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同时做好贸易摩擦防范

以及应对各方挑战的综合能力，以更好的适应国际

化和一体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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