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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产品国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首先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否是
影响世界林产品贸易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检验，得出结论：原木、其他原材、锯材、人造板、木浆和回
收纸5类林产品的贸易流动符合要素禀赋理论，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而纸和纸板的贸易流向
却不符合要素禀赋理论。
然后，采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对6大林产品进行了分析，探讨产业内贸易是否可以解释它们的贸易流向
。
结果表明：仅有纸和纸板是以产业内贸易方式参与国际贸易的，其他5类产品均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在此基础上，用产业内贸易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纸和纸板贸易流向的主要因素。
　　我国的林产品贸易流向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理论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林产品国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分析了我国林产品对外贸易的特征，并采用时间序列数据
定量检验了要素禀赋理论在中国林产品贸易中的适用性。
结果表明：中国原木、其他原材、锯材、人造板、木浆和回收纸、纸和纸板的对外贸易流向均符合比
较优势理论。
　　基于我国的林产品贸易符合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结论，《林产品国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提出
要在保护天然林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影响中国林产品贸易格局和比较优势的因素出发，
制定相关政策，对林产品的对外贸易进行支持和促进。
应鼓励原木、其他原材等初级林产品以及木浆等中间产品的进口，限制它们的出口，维持净进口贸易
格局；同时发展林产加工业，促进人造板、纸和纸板等林产加工品的出口，形成产业内贸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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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世界主要的林产品贸易国家绝大多数分布在美洲、欧洲和亚洲，林产品的贸易集中度高。
2005年世界排名前5位的林产品进出口国家均属于三大洲的国家，占世界244个国家和地区林产品进、
出口总额的42.25％和45.44％。
　　美洲、欧洲和亚洲均是大量进口同时大量出口林产品的地区。
其中，美洲和欧洲区域市场整体表现为净出口贸易格局，亚洲虽然有一些主要的林产品出口国家，但
它在地域上更重要的是作为林产品的净消费者，表现为净进口贸易格局。
　　2005年欧洲进口的林产品占世界林产品进口总额的42.16％，是世界上进口林产品最多的地区；其
次是美洲和亚洲，分别占23.12％和17.65％，三个洲合计占世界林产品进口总额的82.93％。
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和美洲主要的林产品进口国的经济比较发达，林产品的消费水平比较高，因此进
口量较大，而亚洲人口较多，对林产品的需求总量也较高，从而拉动了林产品的进口。
世界林产品出口最多的区域也是欧洲，2005年欧洲出口的林产品占世界林产品出口总额的45.87％，其
次是美洲和亚洲，分别占31.02％和11.64％，三个区域出口的林产品占世界出口林产品的88.53％。
美洲和欧洲的森林资源比较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林产品加工能力强，因此林产品出口量相对较
大。
美洲和欧洲拥有巨大的森林资源和木材加工业，但同时，其内部一些国家的人口密度较高，而且人均
收入水平也较高，对林产品的需求量就较高。
因此这两个区域既是大的林产品出口地，也是大的进口地，但大部分贸易都是在区域内进行的（表3
－1）。
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森林资源并不丰富，而且人口众多，拥有较大的林产品加工业，因此
严重依靠林产品尤其是原材料的进口，使亚洲成为世界林产品最大的净讲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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