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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兴起并日益发展，即发达国家之间经常发生进口同时又
出口同一种类产品的贸易现象，我们把这种贸易现象称为产业内贸易。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因此经济学家们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条件，提出了用
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等因素来解释这种贸易现象产生的新贸易理论。
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而很少涉及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产品生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对我国农
民增加收入，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要的作用。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农产品贸易中也存在着产业内贸易，这说明我国农产品贸易突破了产业间贸
易的界限，在更加深入的层次上参与农业领域的国际分工。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规模有多大以及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受什么因素的影响，研
究这些问题对发现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规律和对贸易产品的质量等特性进行定位，找出差距提升我
国出口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参与国际专业化分工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正是从这个着眼点出发，进行我国农产品中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和
其决定因素的研究。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首先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特点和国际竞争力做了全面的
阐述。
我国农产品贸易从1997-2006年10年间进出口都是增长的，但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却呈现出逐
渐下降的趋势。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地理方向非常集中，出口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各地区农产品贸易的
发展十分不平衡，国有企业在我国农产品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已经丧失，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目前是我
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主体。
通过对我国农产品十年来的出口市场份额、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竞争力指数变化趋势的考察，可以看
出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有竞争优势或比较优
势的一些农产品现在也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其次，通过计算我国农产品贸易的G-L指数、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和Thorn&McDowell边际
总产业内贸易指数、边际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深入分析了我国农产
品整体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发现我国农产品存在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并存的现象，农产品整体产
业内贸易水平是比较低的，要素禀赋仍是我国农产品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
在农业内部占农产品比重大的农产品种类，其产业内贸易水平比较低，而占进出口额较小的农产品的
种类其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
从农产品整体来看，各个时期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有一定的波动但是幅度不大，农产品贸易的增量
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增量主要来自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这是本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对今后调整和促进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通过计算我国与四个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之间的G-L指数
、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和Thorn&McDowell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边际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
数和边际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等产业内贸易相关指数指标，分析了我国与四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农产
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我国与这四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农产品贸易都存在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并存的现象，但是产业
内贸易水平都是比较低的，其中中美和中日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要高于中韩和中俄的产业内贸易
水平。
这说明我国与美国、日本的农产品贸易的分工细化程度要比与韩国和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深入。
从农产品整体来看，我国与四个国家的双边农产品贸易各个时期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有一定的波动
，但是幅度大小不同，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增量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
我国与四大贸易伙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增量主要来自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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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最后在总结和归纳前人建立的产业内贸易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结
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从国家间双边贸易的角度建立《我国农产品产业
内贸易研究》独有的计量模型，这与过去的模型相比较更适合用来分析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决定
因素。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不仅考察影响我国与12个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的
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同时还分析了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因素，也就是动态地分析了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变化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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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种产品分类标准是“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体系”，简称HS标准。
该标准是由世界海关组织（其前身为海关合作理事会）设计，作为多种用途的分类法。
Hs采用六位数编码，把全部国际贸易商品分为22类、99章（其中第77章为保留章）。
章下再分为目和子目。
商品编码的前两位数代表“章”，前四位数代表“目”。
五、六位数代表“子目”。
Kyoji Fukao（2003）在研究东亚地区直接投资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时，采用HS6位的产品作为一个产业
。
褚鹏鹏（2007）在研究山东省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问题时也采用了Hs分类标准，以HS2位的产品作为
同一产业。
由于我国国家统计局和海关采用Hs分类法，因此本书在研究产业内贸易问题时也采用Hs分类标准。
由于在贸易理论模型的构建中经常假定农产品是同质的产品，这说明农产品的差异程度是比较低的，
与制成品相比较产品的品种没有那么多。
在本研究中为了减少我们前面提到的产品分类过细的缺陷，我们将Hs2位产品定义为同一产业。
　　产业内贸易按照产生的原因不同可以分为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的产业内贸易。
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指由于质量不同而造成的产品差异，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质量相同而由于其他产
品的特性所造成的差异的产品，比如品牌等。
在实践的分析中，目前常用的研究方式是用同一产品的出口单位价值与进口单位价值比的方法来进行
判断，产品是属于水平型的产业内贸易还是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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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结合1997—2006年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趋势、特点和我国农产
品的竞争优势，研究这段时间内我国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
本书另一个创新点在于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开始重视边际的概念，在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一系列边
际指标进行了测量的基础上，强调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动态变化的决定因素研究，在构建计量
模型的时候也将边际的概念引入到模型中，考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因素动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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