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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在畜牧业

发展保障中的应用：

制度设计、 效果评估及启示

　崔　姹　王宇航　魏子昊　赵慧峰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保定０７１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Ｇ０９Ｇ２０.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课题 “重大疫情冲击下河北省畜牧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２０２００２０２０６８),河北省现代产业技术体

系肉牛产业创新团队产业经济岗项目 (HBT２０１８１３０３０１).
作者简介:崔姹 (１９７８—),女,河北辛集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畜牧业经济,EＧmail:hbndcc＠１２６com;王

宇航 (１９９７—),男,河北正定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畜牧业经济;魏子昊 (２０００—),男,河北黄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畜牧

业经济;赵慧峰 (１９６６—),女,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畜牧业经济.

摘要: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家畜共济保险为典型特征的国家日

本,其家畜共济保险制度体系对于中国畜牧业保险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在对家畜共济保

险制度演变及当前制度设计等分析的基础上,从制度目标、制度设计及制度效能等方面构建指标体

系对其进行效果评价,得出两方面结论.一是家畜共济保险制度具有共济组织引导加入、共济费缴

纳浮动、机构共济赔付等特征.二是制度效果评估方面,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在制度目标上能够实现

畜种覆盖及保障范围较大,但畜种之间差异明显;制度设计上拥有完善的立法及保险体系,但制度

边界较窄;制度效能上保障水平较高,但财政缺口较大.基于此,结合中国畜牧业发展存在问题,
得出中国应提高保险覆盖率及保障范围,完善畜牧业保险制度体系、发挥再保险作用,提高机构盈

利能力及加强机构之间互助保障作用等有益启示.
关键词:家畜共济保险;畜牧业;日本;中国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１

1　研究背景

１１　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畜牧业生产大国,畜牧业保险制度是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分散畜牧业养殖风险的重

要制度安排.近几年来,非洲猪瘟等流行疾病及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逐步增加,猪周期下行猪肉价格低

迷等市场风险加剧,双重外部风险凸显下保障养殖户收入的稳定性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畜牧业管理部门的

重要职责所在.自２０１４年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及２０２０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均提出要大力推进畜牧业养殖保险、扩大畜产品保险范围和覆盖区域等指导意见.至今,中国畜

牧业保险实施区域上已从２００７年的６个试点省区扩大到全国范围[１],但中国畜牧业保险较种植业保险发展

起步晚、覆盖面窄.畜牧业保险在法律法规完善、畜种保障范围及覆盖区域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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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进一步夯实畜牧业保险体系、建立长效保障机制,是促进中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
从国际视角看,以农业共济保险为主要特征的日本,最早由家畜共济保险起步,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其畜牧业

共济保险的支出平均占到整个农业共济保险支出的５９６９％①,一直呈现较稳定的发展趋势.在实施家畜共

济保险期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例由１９９０年的２７３７％增加至２０１９年的３６１０％.乳用牛、肉用牛

共济保险参保率在２０２０年均达到９２％以上.日本家畜共济保险作为农业共济保险的典型代表,对于畜牧业

的健康稳定发展发挥了制度效能.日本与中国在风险程度、经营主体及保险基本原则上存在许多共性的特

征.日本与中国同处于东亚地区,风险情况相似;在畜牧业生产经营上以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和兼业经营为

主,同时拥有畜牧行业协会、合作社等合作组织,与中国生产规模、生产主体及组织形式相似;在保险设置

上均以 “政府引导”为基本原则.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制度设计与运行对于中国夯实畜牧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

１２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学者们基于不同角度剖析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并基于

中国畜牧业保险存在的问题提出借鉴.一是分析其特征.部分学者在分析中国现行农业保险制度的基础上,
将其作为农业共济保险的一部分,从体系构建、保障幅度等方面归纳其具有共济产品体系健全和保障幅度高

等特征,借鉴其发展优势提出建立多种形式的中国农业保险供给结构、加强农业保险产品创新等建议[２Ｇ４].
二是着重分析其承保机构及如何提高承保率的措施等.学者通过分析日本为吸引农户投保的提高保费补贴水

平等措施进而提出如何提高中国投保率[５].三是对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制度的政策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学者将

其分为初创阶段、高速成长阶段及现阶段,分析阶段特征得出中国应推进畜牧业保险立法、建立国家层面政

策性畜牧业保险等启示[６].
综上所述,关于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对中国的启示研究主要集中于从体系建设、保障幅度等方面分析其特

征,将其分为不同政策阶段分析其立法等的演变进程,并基于如何提高承保率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以上

研究对当前中国畜牧业保险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在制度研究方面缺乏对运行机制的整体分析,使

得中国在借鉴相关发展经验时缺乏对于特征背后深层运行机制的把握,缺乏深层次机制的分析借鉴;且缺少

对效果的进一步检验,不能有效规避其发展短板.基于此,本文基于政策分析视角,对于日本家畜共济保险

制度体系进行介绍,特别着重对保障作用及运行机制进行阐释,并对其进行系统性评估;进而根据中国畜牧

业保险的实际发展情况,提炼对完善中国畜牧业保险长效机制的政策启示.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完善中国畜牧

业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提高其运行效果.

2　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制度演变

日本家畜共济保险是政府要求工会或联合会等机构必须推进的保险业务,是对因自然灾害等造成家畜损

失支付共济金的公共保险制度.为了不断适应并保障日本畜牧业长久稳定的生产经营,其政策制度与法律体

系保持着与时俱进的修正历程.

２１　实施背景

２１１　时间选择

日本是地处亚洲季风气候地带的岛国,其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种类多.在１８世纪,日本政府为应对

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威胁,开始有计划地设立应急仓储,用于支持农户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７].２０世纪初,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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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动物疫情及自然灾害对规模化程度提高的畜牧业带来的影响加剧,日本政府

开始构建畜牧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及推进建立灾后恢复再生产措施,同时加快了畜牧业保险制度建设和相关

立法的进程.

２１２　条件准备

一是相关研究及法律准备.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学者先后出版 «日本振农政策»«家畜保险论»
等相关著作.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于１９００年出台 «产牛马组合法» «保险业法»,为后期畜牧业保险制度

的构建与发展作出准备.二是调研及机构设立准备.日本农业部门在１９０５—１９２５年进行了三次全国范围内

府县家畜养殖经营情况的调研,并于１９２６年在商工省设立了灾害保险制度调查委员会,开始审议关于畜牧

业保险的事项,为此后家畜共济保险制度的制定和普及奠定了基础[８].

２２　演变阶段

２２１　家畜共济保险制度及管理机构起步阶段

２０世纪初,随着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日本政府加快了畜牧保险体系建设和相关立法的进程.１９２９年

日本政府颁布 «家畜保险法»«家畜再保险特别会计法»,规定了牛、马死亡保险的相关内容并初步制定了再

保险机制;同时,在畜牧局设立家畜保险科,这是日本首次以法律和组织的形式规范畜牧业保险.接着１９３０
年日本政府在秋田县山本郡批准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家畜共济组合,正式启动家畜共济保险的试点工作,成为

探索建立畜牧保险体系的开端.

２２２　家畜共济保险支持政策扩大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开始进一步对家畜共济保险的组织机制及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在组织机制

方面,推动农林水产省建立农业共济保险管理机构,各都道府县成立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并在辖区内市町

村设立家畜共济组合[９].自此,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在保险立法上,１９４７年日本

政府废除 «家畜保险法»,颁布 «农业灾害补偿法»;１９４９年日本制定实行家畜死亡废用共济的义务加入

制及最低共济金额制,并引进共济保费部分国库负担制.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疾病和伤害事故频发,日本

政府于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颁布 «家畜防疫法»«家畜卫生法»«家畜交易法»等.随着法律体系、组织机构的

不断健全,保险覆盖率逐步提高.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日本家畜共济保险体系基本形成,基本满足畜牧业

发展需求.　
２２３　家畜共济保险体系发展完善阶段

该阶段主要体现为优化承保方式、投保方式及补贴政策.一是改进保险机构承保及养殖户投保方式.受

道德风险的影响,１９６６年保险机构引入综合承保方式,改变以往单个家畜承保方式.１９７５年在最低共济金

额制的基础上优化养殖户投保方式,建立保险金额自主选择制.二是优化对保险供需双方的补贴政策.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为了减轻养殖户负担,日本政府进一步优化国库负担共济保费的比例并按照不同保险

标的划分不同的补贴比例.另外,为减轻保险经营机构的经营风险,同时向家畜共济组合及农业共济保险联

合会提供约５０％事务费和经营管理费补贴.三是稳固畜牧业风险保障体系.１９８５年,日本政府引入按风险

等级确定保险费率的方式,家畜共济保险保费的设定和计算更加公平合理[１０].２０世纪末,为推进畜牧业现

代化,实现畜牧业区域发展平衡协调,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家畜共济区域强化政策,对家畜共济保险经营较差

地区以及家畜意外事故多发地区实施扶持强化措施.２０１７年,«农业灾害补偿法»更名为 «农业保险法»,将

家畜共济保险划分为家畜死亡废用共济和疾病伤害共济.

２３　实施效果

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日本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畜牧业保险制度体系,其保障畜种以牛、马、猪为主.

２０２１年,乳用牛与肉用牛加入家畜共济保险的比率为９２％,除低于小麦共济保险的加入率９７％外,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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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加入共济保险的农作物产品,如水稻、果树、旱作物及园艺设施等产品[１１],在农业共济保险中处于较高

位置.

3　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制度设计

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日本建立了现行家畜共济保险制度的框架.在饲养规模逐渐增大的背景下,家畜

共济保险为畜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与支持.本部分从制度实施机构、实施产品及运行机制等方

面进行分析.

３１　保险管理及运行机构

现行家畜共济保险的管理及运行机构包括三阶段制和二阶段制,以三阶段制为主,通过上交共济费或

保险费形成共济－保险－再保险关系.三阶段制中,第一级为农林水产省经营局保险科,是日本家畜共济

保险的管理机构,代表政府行使职责.专门设立食品稳定供应特别账户,对养殖户、保险机构提供保费和

运营事务费补贴,以及为保险经营机构提供再保险支持.保险科下设家畜共济会等机构,主要负责同保险

监理机构对家畜共济保险诊疗点数表、基准率确定方法等进行讨论优化.第二级为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
是县域内家畜共济保险的管理机构,主要职能是为市町村家畜共济组合提供保险服务,保障家畜共济组合

的稳定运行.第三级是家畜共济组合,其主要的服务对象为养殖户,主要职能是为养殖户提供共济保险服

务.二阶段制中,较三阶段制中缺少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养殖户直接加入家畜共济组合,形成共济关系

(图１).
在都道府县设立的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和家畜共济组合作为实施主体运营,为应对共济金支付金额较大

的大灾害,需及时向政府进行保险或再保险.家畜诊所承担家畜疾病的预防、诊疗、评估,是保险赔付金额

认定的辅助机构.

图１　日本家畜共济保险运营体系

资料来源:農林水産省[１２]、江生忠和费清[１３].

３２　家畜共济保险产品

随着自然风险及意外伤害导致日本牲畜死亡、伤病逐步增多,２０１７年家畜共济保险产品由死亡保险逐步

发展为死亡废用保险、疾病伤害保险等多样化产品.
死亡废用保险与疾病伤害保险的保障对象为牛、猪、马等大型牲畜.其保障范围包括由自然灾害、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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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疾病导致家畜死亡或失去经济价值而造成的损失.疾病伤害保险为疾病发生带来的治疗与药品承担费

用.根据一般家畜与种公畜发生保险事故的概率不同分为参加一般共济关系与个别共济关系的家畜.发生保

险事故概率较高的,需要单独承保,形成个别共济关系.例如,种公牛、种公马单头承保,为个别共济关

系;其他畜种需全部加入进行综合承保,为一般共济关系.不同畜种投保基准及投保产品存在不同,如胎牛

和肉用猪可以参加死亡废用保险,但不能参加疾病伤害保险.不同保险产品的具体保障对象及投保基准见

表１.

表１　日本家畜共济保险产品

保险对象 投保基准 死亡废用保险 疾病伤害保险

牛

成牛 出生５个月 √ √

幼牛 出生时 √ √

胎牛 母牛的受精卵移植之日起累计达到２４０天 √ ×

马 出生１年 √ √

猪
种猪 出生６个月 √ √

肉用猪 出生后第２０天 √ ×

　　资料来源:農林水産省[１２].

保险金额实行自主选择制.死亡废用共济保险中,牛、马可供选择的保险金额是其保险价值的２０％~
８０％,肉用猪为４０％~８０％.而在疾病伤害保险中,保险金额是根据家畜在保险期内的期初认定价值、伤病

保险金赔付率及短期系数进行计算①.

３３　家畜共济保险运行机制

家畜共济保险运行机制的分析以保险实施流程为基础,以 “如何收”“如何赔”“如何保障实施”为逻辑

主线进行展开分析.

３３１　筹资机制

保险费主要来源于养殖户缴纳的共济金、国家财政及日本政府建立的农林渔业保险信用基金.该基金通

过资金运作的方式获取收益支持再保险体系的正常运转.筹资机制以缴纳保险费主体养殖户如何缴费,及补

贴机构如何补贴保费分别展开.
日本采用引导投保方式实行共济义务加入制,保费由养殖户与政府共同承担.日本政府为了鼓励养殖户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减少死亡废用伤病损失,实施共济费缴纳浮动制.根据地区损害率平均水平及养殖户的损

害率确定不同风险级别②,不同风险级别则对应不同保险费率.缴纳的互助费以保险费的形式上缴至农业共

济保险联合会及农林水产省,进行保险及再保险.缴纳浮动制即保证了养殖户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内生动

力,又在保险费率与风险级别的匹配上提高了家畜共济保险运行的可持续性.
日本自１９４９年开始实行共济保费国库负担制,一直延续至今.国库负担保费比例因畜种差异存在不同.

其中,牛、马等国库负担保费的５０％,猪为４０％③.同时,日本政府为减轻保险经营机构的经营风险,提高

其经营积极性和稳定性,同时向家畜共济组合及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提供约５０％事务费和经营管理费补贴,
补贴直接来自中央政府财政,地方政府无须承担.当每月国库补贴费用后,日常管理费用超过政府收取的共

济费时,超出费用部分由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负担;反之,超出的收取金额部分将向特别会计缴纳,纳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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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期初认定价值为期初该家畜的价值,伤病保险金赔付率以过去三年家畜伤病率为基础,短期系数为保险事故发生时的保险时长 (年).
风险等级依据平均损害率范围划分,以养殖户过去３年的平均损害率为基础,将符合平均损害率范围的养殖户划分为属于该风险等级

的范畴,从而确定对应的保险费率.
日本政府于１９７６年增加以肉用猪为标的的共济关系,１９８５年增加以牛犊和胎牛为标的的共济关系.



林渔业信用基金进行商业运作.该制度从保费及经营事务费等分担上降低了养殖户缴纳保费的压力及保险经

营机构的经营风险,保障了养殖户持续参保及保险机构的正常经营.

３３２　支付与风险分担机制

日本家畜共济保险赔付机制主要包括保险金如何赔付及保险金如何分担的机制.

３３２１　支付机制

日本家畜共济保险采取 “赔付限额制”与 “积分赔付制”分别对家畜的死亡、意外废残与疾病伤害造成

的损失进行赔付.
日本政府为了鼓励养殖户提高养殖管理水平、减少牲畜的死亡废用事故,在死亡废用共济保险中采用

“赔付限额制”.政府及保险机构设定保险标的的最低赔付额和最高赔付限额.当家畜发生死亡废用事故时,
实际赔付额根据保险赔付额和净损害额中较低的一个来确定;当保险赔付额及净损害额高于最高赔付限额

时,按最高赔付限额进行赔付.“赔付限额制”针对牲畜死亡,从支付机制上既体现了保险损失赔偿的特性,
又控制了保险机构的赔付风险.

家畜疾病伤害共济保险采用 “积分赔付制”进行赔付.日本政府通过建立家畜共济医疗评分表,对家畜

疾病伤害诊疗项目进行分类量化,分别对应固定医疗积分.对于使用的药品,按照家畜共济诊疗分数表的药

价基准表来确定.药价基准表规定了每种医药产品的价格,根据积分赔付制的规定,按照使用药品的价格计

算积分[１４],赔付有最高限额的限制.“积分赔付制”从疾病及使用的医疗药品价格进行积分累积赔付,提高

了保险赔付的精准性.

３３２２　分担机制

死亡废用共济保险与疾病伤害共济保险的赔付比例不同,且一般家畜保险事故与超过农业共济保险联合

会的赔付范围的事故赔付机制不同.
发生一般灾害损失时,缴纳共济费用的养殖户可以获得家畜共济组合的保险补贴.死亡废用共济保险与疫

病伤害共济保险中,保险金分担的比例不同.死亡废用共济保险根据投保比例承担家畜资产价值的２０％~
８０％,其中猪为４０％;在疾病伤害共济保险中,保险金承担诊疗费的９０％.

保险金的赔付由家畜共济组合、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政府共同承担.三者承担比例在２０２１年对原有一般

保险事故共济组合、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政府承担的比例 (２∶３∶５)进行了修订.现有保险金赔付机制主要

为:一是在不超过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保险金赔付范围内,一般家畜保险事故由家畜共济组合和农业共济保险

联合会按照２∶８或３∶７赔付;二是超过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保险金赔付金额的范围,启动再保险机制,由政

府和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承担,承担的比例分别为９５％和５％ (图２).对于年度无险的农户采取费用返还或其

他优惠政策进行补偿.政府在再保险中机制的作用缓解了巨灾风险下保险机构的赔偿压力,提高了保险运行效率.

图２　日本家畜共济保险责任分担

资料来源:農林水産省[１２].

３３３　政策保障机制

政府对家畜共济保险的政策支持主要体现为立法法规、风险防范措施及保持地区之间保障平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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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及法规支持.一是关于畜牧业保险立法的支持.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并规范畜牧业保险的发展,于

１９２９年首次颁布了 «家畜保险法»«家畜再保险特别会计法»,规定了牛、马死亡保险的相关内容并初步制定

了再保险机制.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废除 «家畜保险法»,颁布了 «农业灾害补偿法»,其保障范围从 «家畜保险

法»的死亡共济扩展到死亡废用共济、伤病共济和生产共济,并在之后逐步修正、完善,２０１７年修订更名为

«农业保险法».二是相关法律及施行细则的支持.２０１７年日本政府颁布了 «农业保险法施行令» «农业保险

法施行法则»,关于家畜共济保险的变化条款主要体现在共济金额负担比例、家畜资产价值等评估方法和计

算方法的逐步优化.２０１８年制定 «家畜互助事务处理要领»,根据实践情况逐步修订完善,至２０２２年７月已

经修正１１版.以上关于保障范围、共济金额负担比例及家畜资产价值评估方法等的法律法规为扩大保障范

围及使赔付更合理化提供了法律支撑.
风险防范措施.一是出台相关法律防范疫病风险的发生.由于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马传染病、牛结核病等

疾病的频发,家畜保险收支严重不平衡.针对此现象,日本政府出台了 «家畜防疫法» «家畜卫生法»等

法规,规范了疾病伤害事故的预防与正确处理方式,实施家畜死亡、废弃事故评估确认及伤病诊疗价格合

理化政策,并开始向家畜共济组合提供事故预防的设施及费用.二是建立信用基金防范重大疾病发生时的

资金风险问题.日本政府建立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并进行商业化运作实现巨灾风险兜底保障的风险分散机

制,以资金运作的方式支持再保险体系的正常运转.三是实施保险金返还制度防范道德风险.日本农业保

险制度规定,在加入保险连续几个时期不出险的情况下把共济金返还给参保方,可有效规避道德风险.以

上从预防疾病风险发生、防范资金风险和道德风险问题等方面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家畜共济保险的正常

运行提供了保障.
加强家畜共济保险不发达地区平衡保障措施.２０世纪末,为推进畜牧业现代化,实现畜牧业区域发展平

衡协调、产业结构稳定,日本政府实施家畜共济保险区域强化政策.１９７９年,日本政府在都道府一级设立区

域政策协会,专门负责对家畜共济保险经营较差地区及家畜意外事故多发地区实施扶持强化措施.例如,先

后实施多项经营稳定对策,包括肉用牛肥育经营安定特别对策事业、养猪经营安定对策事业、肉用牛繁殖经

营支援事业等,并制定了农业收入保险,其中包括对家畜养殖的收入保障.该项政策于２０１９年１月正式实

施,对于畜牧业产品收入的保障仅包括乳用牛,不包括肉用牛、肉用牛犊、肉猪和肉鸡等.设立区域政策协

会对共济保险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起到了缓解作用.

4　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制度效果评估

４１　基本评估框架

　　根据公共政策理论,政策分析是依据一定的理论知识,运用分析方法对政策提出合理化的解释与建议,
达到优化具体政策的过程[１５].一项政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制度目标、制度设计和制度效能等方面的内

容.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制度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念是通过养殖户加入共济组织后购买

保险降低养殖过程中的死亡及疾病损失,实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根据公共政策理论并在参考农业保

险政策及其他保障政策绩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１６Ｇ１７],构建家畜共济保险制度的分析和评估框架,该框架包括

制度目标、制度设计和制度效能三个主要层面的评价内容 (表２).
家畜共济保险的制度目标评价包括保障范围及保障指向的评价.保险制度设立的目的是加强风险管理,

提高产业生产抗风险能力[１８].保险能够涵盖大部分的畜种及养殖户,才能实现保险制度对产业风险损失的

降低作用.事前预防、事后保障是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制度设计的合理与否和制度运行绩效密切相关,
通常涉及制度边界、权责关系及组织管理机制等[１５].制度效能检验制度实施的最终效果,制度效能的评

价主要包括保障水平及保障效果,同时也包括制度运行的持续性.持续性主要指制度运行财政的盈亏平

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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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家畜共济保险制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政策制度 维度 政策内容

制度目标
保障范围 是否涵盖了大部分养殖户、畜种

保障指向 是否兼具保障和预防目标

制度设计

制度边界 保险产品是否实现了对不同保险事故的保障

组织管理 组织体制是否顺畅科学

权责关系 不同主体之间权责关系是否有利于保险赔付的履行

制度效能

保障水平 达到何种保障水平

保障效果 是否有效降低了养殖户的损失并实现了多元化目标

保障持续性 各级机构财政盈亏平衡性

４２　效果评估

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制度的效果评价主要从制度目标、制度设计及制度效能进行评价.

４２１　制度目标: 畜种覆盖及保障范围较大, 但畜种之间差异明显

畜种覆盖率逐步扩大.从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头数加入率来看,家畜共济保险的头数加入

率在逐步提高.乳用牛一直保持在９２％左右的参保率.肉牛加入共济保险的比率从６７１％提高到９２％;马

加入共济保险的比率由６０２％增长到７６７％,覆盖面在逐步扩大.
保障范围涉及不同用途牲畜及养殖阶段风险.从保障牲畜的类型来看,日本家畜共济保险一般共济关系

覆盖的畜种为乳用牛、肉用牛、马、猪.其中,乳用牛包括育成乳牛、产奶牛等;肉用牛包括能繁母牛、胎

牛及育肥中的肉牛;猪包括能繁母猪和肉用猪.个别共济关系覆盖的畜种类型为种公猪、种公马等,基本实

现了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畜种保障,保障范围广.从共济保险的险种来看,包括死亡废用共济保险和疾病共

济保险,死亡废用保障水平根据投保金额赔付比例在２０％~８０％.疾病共济保险赔付比例在９０％左右,保

障水平较高.
但从不同畜种来看,家畜共济保险加入率在不同畜种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均衡性.如表３所示,种猪与肉

猪的共济保险加入率一直呈现较低的加入率,乳用牛、肉牛及马共济保险加入率较高.同时不同畜种之间加

入也有一定的门槛.例如,根据２０２１年 «家畜共济概要»,养殖户投保要求为乳用牛饲养６头以上、生猪饲

养２００头以上,且都要求饲养５年以上才可以加入[１２].

表３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家畜共济保险加入率对比情况

畜种 乳用牛 肉牛 马 种猪 肉猪

共济保险

加入率/％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９２５ ９２３ ６７１ ９１５ ６０２ ７６７ ２４４ ２４９ ２４６ １９０

　　数据来源:農業共済の加入実績 (全国),日本农林水产省.

４２２　制度设计: 拥有完善的立法及保险体系, 但制度边界较窄

第一,从制度基础看,日本家畜共济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经过多次修订与实践,其制度体系从指导层到实

践层,各项家畜共济保险政策制度相互衔接和补充,基本形成 “保障＋防范”的政策体系.其一,在家畜共

济保险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台并进行修订 «产牛马组合法» «家畜保险法» «家畜再保险特别会计法»
«农业灾害补偿法»«农业共济基金法»等法律,为家畜共济保险的推进及运行奠定了制度基础.其二,通过

采取对农业共济保险实施主体进行监督的制度,提高运行效率,保障制度实施效果.２０１２年出台 «农业共济

团体监督方针»(至２０２０年已修订６次),采取对农业共济团队董事定员进行重新评估、修改公司章程等以

提高业务效率.并于２０１４年制定 «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检查手册» (２０２１年再次修订),对业务运营管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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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损失危害评价等法令遵守情况等进行检查.其三,通过制定卫生防疫等法规降低家畜的死亡率与发病

率,对风险进行防范.日本农林水产省先后制定了 «家畜保健卫生所法» «家畜防疫对策纲要 (２０１８年修

订)»«饲料安全法»«家畜传染病预防法 (２０２０年修订)»及确保饲料安全性和质量的相关法律法规等降低

家畜的死亡率与发病率.
第二,从制度边界看,日本家畜共济保险的两项保险产品依据保障家畜养殖过程中的风险事故制定了共

济金给付的不同的计算方法和赔付方式,基本实现了不同保险事故的全覆盖保障.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共济

保险制度仅能保障养殖过程中的风险,但对于由于品质下降、市场价格波动带给养殖户的损失却没有涉及,
这也导致了肉猪、种猪等畜种的家畜共济保险投保率较低.

第三,从权责主体看,日本农林水产省在家畜共济保险筹资机制中承担５０％的比例 (猪４０％).在赔付

机制中,根据２０２１年 «家畜共济概要»的最新规定,一般家畜保险事故责任由共济组合和都道府农业共济

保险联合会共同承担 (２∶８或３∶７).超过一般共济保险事故的保险金额由政府承担９５％的赔付,都道府承

担５％的比例赔付.总体来看,农林水产省是家畜发生重大疫情事故的兜底保障主体,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

是家畜一般共济保险事故的赔付主体,突出了在不同保险事故的责任主体.
第四,从组织管理看,日本农林水产省负责政策的设计、优化,都道府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和村町农业

共济组合负责政策实施;三阶段制或两阶段制的管理机构在运行中形成共济 保险 再保险的关系;保险监管

机构、家畜委员会负责对共济团体业务效率及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同时,运用家畜共济事故降低信息系统

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了家畜共济的高质量管理.

４２３　制度效能: 保障水平较高, 但财政缺口较大

第一,从保障水平看,家畜共济保险支出在整体共济金支付中占比例较高.自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家畜共济

金支出情况来看 (图３),除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和２００３发生台风或冷害,农作物共济保险支出比例较高外,其

他年份家畜共济保险在全部支出中占比最高为８０５７％ (２００８年),最低为４６５３％ (２００３年),平均值为

６３１４％,保障费用支出水平较高.

图３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日本共济金各项支出

数据来源:農林水産省農業共済制度の概要 (令和４年４月).

第二,从保障效果看,家畜共济保险对日本畜牧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其一,从畜牧业

总体发展来看,日本畜牧业产值可以分为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９年,自１９７０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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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仅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出现了短暂的下滑,其余年份均保持快速或稳定发展势头,可以说家畜共济保险发

挥的作用很大 (图４).其二,从保障家畜头数来看,２０２０年,家畜共济保险死亡废用事故共支付４５７万头

家畜,支付共济金４４１９亿日元;病伤事故支付２３５９万头,支付共济金２７９３亿日元;再保险金支付８０９
亿日元.其中,乳用牛、肉用牛、马死亡废用保险赔付头数分别占加入共济的头数的２５１２％、４０１％、

４７６％,平均每头赔付分别约１９０９０３日元 (约合人民币９５０８元)、１７４３３９日元 (约合人民币８６８３元)、

９０３４８３日元 (约合人民币４４９９９元),对降低养殖户损失发挥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图４　１９７０—２０１９年日本畜牧业产值及占比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第三,从家畜共济保险的收支均衡来看,三阶段制中机构收支由盈余转为亏损,且差额逐步增大.三阶

段制中家畜共济保险特别会计账户①、农业共济保险联合会、家畜共济组合机构收支由盈余转为亏损,且差

额逐步增大.如图５所示,三阶段制中机构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均处于盈余,盈余最高的为特别会计财户,农

业共济保险联合会、家畜共济组合次之.在２０１６年以后,三阶段机构盈余处于递减状态.在亏损状态出现

之后,特别会计账户亏损最严重,农业共济保险、家畜共济组合联合会次之.如果连年出现亏损,财务状况

出现不平衡,极易影响运行的稳定性.基于此,２０２１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出台 «家畜共济保险概要»修订版,
对家畜共济保险各阶段赔付比例进行优化调整.

图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各阶段机构盈余情况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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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题及启示

结合当前中国畜牧业保险探索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基于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制度运行机制、制度运行效

果等方面的分析,得出有益启示.

５１　中国畜牧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５１１　全国性政策保险保障范围还较窄

目前,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保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一些地方特色保险也在逐步推开.牦牛和

藏系羊保险产品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和西藏等地区推开,育肥牛、育肥羊、基础母羊等的保险在内蒙

古地区推开.但随着中国畜牧业养殖规模加快,肉牛、肉羊养殖优势区域逐步扩大.«“十四五”全国畜牧兽

医行业发展规划»提出重点打造奶畜、肉牛肉羊、特色畜禽、饲草四个千亿级产业,２０２５年,中国肉牛肉羊

养殖业产值将达到９０００亿元.由于肉牛肉羊单体价值较高,一旦发生死亡,对养殖户收入影响较大,肉牛

肉羊作为全国性政策保险的保障畜种亟须逐步推开.

５１２　保险产品亟待创新

中国开展的保险产品主要为牲畜死亡险,即主要为养殖户生产风险提供保障.然而,各生长阶段的牲畜

疾病灾害频繁发生,养殖户面临的不只是牲畜的死亡,还有疾病和伤残等,而中国尚未开展牲畜的疾病保险

及牲畜的伤残险,现有险种还不能满足广大养殖户的实际投保需求.虽然,近年来中国已开展生猪价格指数

保险的试点来保障生猪价格波动对养殖户收入带来的影响,但随着畜牧业面临的巨灾风险、疾病、畜产品价

格波动对养殖户带来的风险的加剧,畜牧业保险亟须创新保险产品,提高对牲畜养殖面临的疾病风险及市场

风险的保障.

５１３　保险制度及体系有待完善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畜牧业保险有效实施的重要支撑.中国畜牧业保险起步较晚,虽然中国出台了 «农业

保险条例»«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 «农业保险

承保理赔管理办法»等文件对畜牧业保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较日本家畜共济保险而言,中国政

府对于畜牧业保险准入规范、产品创新、费率厘定、运行效率监管等实施细则均未形成较完善的法律条令,
亟须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中国畜牧业保险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中央政策支持、保

险公司经营、畜牧部门管理、养殖户参与的政策性畜牧业保险运行模式.但是,中国畜牧业风险分散机制仍

不完善,对于近年来发生的重大风险灾害不能有效地进行防范及保障.例如,非洲猪瘟采取扑杀补助政策,

２０２１年每头猪扑杀补贴１２００元,各地养殖户获赔金额仅为规定补贴的３０％~６０％[１９],与１８００元的平均饲

养成本相差较大,严重影响了生猪保险的实际保障效果.另外,目前还缺少系统科学的风险转移机制,畜牧

业巨灾风险基金及再保险机制不完善,导致重大疫情发生时政府财政负担重、补偿水平低等,不能够有效弥

补养殖户的损失.

５１４　保险机构承保风险程度低, 政府财政负担重

现有全国性政策性畜牧业保险保费实行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养殖户共同负担,但由于部分省份财政资

金不足、配套能力差,导致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拨付滞后,影响整个保费补贴的到位[２０];同时,保险公司出于

盈利的需要,对于投保养殖户赔付比例低,降低了畜牧业保险的保障及运营效率.且保险风险过于集中在商

业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性很可能会受到影响,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对高风险地区的承保积极性.
据统计,２０２１年披露农业保险保费的２０家公司约占９３％的市场份额,多家保险公司２０２０年农业保险业务增

长超过５０％;而从盈利情况看,不少公司的综合成本率超过了１００％[２１].中国畜牧业保险赔付由保险机构负

责,政府在发生重大疫情时给予兜底保障.２０２０年成立的中国农业再保险机构承担２０％的农业风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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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针对的是种植业.在中国畜牧业保险体系中,由于保险险种的承保风险程度较低,发生重大疫情仍由

政府兜底保障,政府财政负担较重.

５２　启示

５２１　提高保险覆盖率及保障范围, 发挥综合保障作用

提高保险标的覆盖率及保险责任范围,对于稳定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推动肉牛、肉羊等重点

发展畜牧产业政策性保险的实施.参照日本家畜共济中肉牛保险品种的缴费比率、赔付标准,以及中国青

海、内蒙古等地肉牛、肉羊特色保险条例,结合中国不同主产区的实际,加快肉牛、肉羊等中国重点发展畜

牧产业保险品种及条例的制定,扩大价格保险、收入保险在其他主要畜种的覆盖率,实现不同畜种的保障平

衡.二是丰富畜牧业保险产品体系.根据现有中国自然风险、疾病风险、环境风险逐步增大等特征,创新疫

病保险、特色巨灾保险、农业面源污染责任保险等保险产品,实现全产业链条覆盖,多方位保障畜牧业产业

链的稳定发展.

５２２　完善畜牧业保险制度体系, 增强再保险的保障作用

完善畜牧业保险制度体系对于提高养殖户投保积极性、规范畜牧业保险市场运作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制

定针对畜牧业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借鉴参考日本家畜共济保险的立法经验,同时考虑中国种植业与养殖业

的生产差异,制定 «畜牧业保险法» «畜牧业再保险法»等法律及相关实施细则.完善畜牧业保险的运营模

式、风险分散机制和保险监管系统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二是完善畜牧业保险再保险保障机制.中国应在借鉴

日本家畜共济保险再保险的投保、巨灾保险基金运作及支付分担比例完善中国畜牧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扩

大农业再保险经营机构的经营范围及保障程度,发挥再保险机构分散巨灾风险的作用.

５２３　提高畜牧业保险的运营效率及自我盈利能力, 发挥机构的互助保障功能

提高畜牧业保险的运营效率及自我盈利能力是畜牧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合日本家畜共济保

险筹资机制、提高运行效率的措施及近几年出现的财政收支问题,中国畜牧业保险应从供需两方面提高运营

效率及自我盈利能力.一是在财务筹资机制上,应该拓展筹资渠道.例如,对于地方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
可以基于地方发展需要,扩大中央财政补贴品种,延展产业链,增加地方税收等.二是从运营能力上,创新

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完善精算制度,开发综合类险种,满足畜牧产业保险需求,增强自身承保能力.三是推

进承保主体多元化.借鉴日本家畜共济保险的赔付机制,优化政府、保险机构、再保险机构的赔付比例,实

现由政府主导、多方机构互助保障的机制.四是从优化管理及降低风险的发生上,推进畜牧业保险的信息化

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同时,通过加强宣传风险防范知识,增强养殖户的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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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LivestockMutualInsuranceofJapaninAnimalHusbandryDevelopmentSecurity:

SystemDesign,EffectEvaluationandEnlightenment
CUICha　WANGYuhang　WEIZihao　ZHAO Huifeng

Abstract:Playingtheroleofinsuranceisanimportantbasisfor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animalhusＧ
bandryJapan,acountrycharacterizedbylivestockmutualinsurance,hasanimportantreferencevaluefor
thedevelopmentofanimalhusbandryinsuranceinmycountryBasedontheanalysisoftheinstitutionevoluＧ
tionandcurrentinstitutionaldesignetcoflivestockmutualinsurance,thispaperconstructsanindexsystem
toevaluateitfromtheaspectsofsystemobjectives,systemdesignandsystemefficiencyThefollowingconＧ
clusionsaredrawn:First,livestockmutualinsurancehasthecharacteristicsofmutualaidorganizationto
join,mutualaidpaymentfloating,andinstitutionalmutualaidcompensationSecond,intermsofsystem
effectevaluation,Japan’slivestockmutualinsurancecanachievealargecoverageofanimalspeciesandalarge
rangeofprotectionintermsofsystemobjectives,butthereareobviousdifferencesbetweenanimalspecies;in
termsofsystemdesign,ithasasoundlegislationandinsurancesystem,butthesystemboundaryisrelatively
small;thesystemhasahighlevelofprotection,butthefiscalgapislargeBasedonthis,combinedwiththe
existingproblemsinthedevelopmentofChina’sanimalhusbandry,itisconcludedthatourcountryshould
improvetheinsurancecoverageandcoverage,playtheroleofreinsurance,improveinstitutionalprofitability,

andstrengthenmutualassistanceandprotectionamonginstitutions
Keywords:LivestockMutualInsurance;AnimalHusbandry;Japan;China

(责任编辑　李　辉　卫晋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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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对全球粮食

市场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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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２２年２月俄乌冲突爆发,加剧全球粮食供给偏紧局面,引发全球关切.为促进全球粮食安

全,缓解两国经济困境,２０２２年７月规定两国可通过安全的海上人道主义走廊出口粮食和肥料的黑

海粮食协议签订,但由于双方在协议的内容和执行上存在分歧,２０２３年７月黑海粮食协议中断.本

文从 “俄乌冲突爆发—黑海粮食协议签订—黑海粮食协议中断”的动态变化过程着手,构建了 “黑

海粮食协议的主要内容和角色—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对各方的影响”对比性研究框架,分析黑海粮食

协议执行期间粮食外运规模、出口分布,继而研究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对全球和中国粮食市场的影

响.研究发现,乌克兰共通过黑海粮食走廊出口粮食３２８５６０万吨,对改善全球粮食供应紧张起到

积极作用,但对保障世界最贫穷国家和低收入人群的粮食需求作用不足;同时,协议期间乌克兰收

益增加但俄罗斯的权益未得到满足.黑海粮食协议中断使得全球粮食供给回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初,
引发部分国家出口限制,造成供应进一步短缺,但相对于２０２２年俄乌冲突爆发之际,黑海粮食协

议中断引发的市场价格波动更为缓和,粮食市场对此有所准备.为防范国际市场供给异动对中国的

不良影响,中国作为粮食消费和进口大国,需未雨绸缪,坚持底线思维,持续完善粮食安全保障体

系,提高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将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关键字:黑海粮食协议;全球粮食市场;中国粮食安全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２

1　引言

２０２３年７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发布的 «２０２３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指出,

２０２２年全世界有６９１亿至７８３亿人面临饥饿,饥饿人口较疫情暴发前的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２２亿人,其中俄乌

冲突加剧粮食市场震荡,造成约２３００万人饥饿.２０２２年２月俄乌冲突爆发,交战双方均是全球重要的粮

食、油料和肥料生产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２０２１年两国小麦、大麦和玉米产量合计分别占全

球产量的１４３％、１９０％和４５％.因俄乌两国自身消费有限,其粮食出口占全球的份额远超产量所占份

额[１],２０２１年两国小麦、大麦和玉米出口量合计分别占全球出口量的３２５％、３００％和１９７％,冲突剧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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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粮食市场供给[２].２０２２年７月以俄乌两国为主体的黑海粮食协议达成,规定两国可通过安全的海上人道主

义走廊出口粮食和肥料,但由于存在分歧,２０２３年７月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再次冲击全球粮食市场供给.
围绕俄乌冲突对全球和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产生了有价值的结

论.孔祥智等[３]和王晶晶等[４]从俄乌冲突对粮食供给的冲击机制角度开展研究,认为此轮地缘冲突短期推高

市场价格,长期会冲击未来一段时期内主要农产品供给,需要未雨绸缪,多元布局,提高供给韧性,防范风

险.芦千文从供应链的角度指出,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安全总体影响是可控的,但要关注其间接影响,如对

中国进口来源多元化、仓储物流通道安全的影响,需要谨慎防范风险[５].王明利和鄢朝辉从饲料粮安全的角

度指出,俄乌冲突下饲料粮价格普涨,种养业生产成本明显上升[６].李董林等从短长期角度分析了俄乌冲突

可能带来的粮食安全系统性风险,全球粮食供应链面临重塑,加剧中国构建农业强国的紧迫性[７].钟钰等从

深层次影响角度指出,俄乌冲突可能是２１世纪以来世界粮食安全遇到的最大挑战,会推高生产成本、改变

贸易格局、激化供求矛盾、波及全球经济发展[８].
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俄乌冲突对全球和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俄

乌冲突爆发以来,经历了 “俄乌冲突爆发—黑海粮食协议签订—黑海粮食协议中断”的动态变化过程,尤其

是黑海粮食协议从签订到中断,反映了俄乌在冲突爆发后,双方在粮食供给方面的和解和破裂.本文以黑海

粮食协议中断作为切入点,构建了 “黑海粮食协议的主要内容和角色—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对各方的影响”对

比性研究框架,分析黑海粮食协议执行期间粮食外运规模、出口分布,继而研究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对全球和

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探讨如何在地缘政治冲突变化进程中及时根据形势变化作出决策[９],抵御冲击,确保

居民食物安全供给,同时也对世界实现消除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2　黑海粮食协议主要内容及作用

２０２２年２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粮食市场粮价抬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饥饿问题恶化.以粮食为

切入口,联合国和土耳其通过斡旋和谈判,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促成了黑海粮食协议的

签署.其主要目的是促进黑海沿岸国家 (如乌克兰、俄罗斯、罗马尼亚等)的粮食贸易,提高全球粮食供应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２１　主要内容

黑海粮食协议包括 «关于从乌克兰港口安全运输谷物和食品的倡议»和 «俄罗斯联邦与联合国秘书处关

于推动俄罗斯粮食产品和化肥进入世界市场的谅解备忘录»(表１).其中,«关于从乌克兰港口安全运输谷物

和食品的倡议»签署了两份,分别为乌克兰、联合国、土耳其签署和俄罗斯、联合国、土耳其签署. «俄罗

斯联邦与联合国秘书处关于推动俄罗斯粮食产品和化肥进入世界市场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了１份,由俄罗斯

和联合国签署.

表１　黑海粮食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 签订对象 主要内容 主要目的

　协议一: «关于从乌

克兰港口安全运输谷物

和食品的倡议»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提

议,这项倡议的当事方是

土耳其、俄罗斯和乌克兰

　第一份:乌克兰、联合

国、土耳其

　第二份:俄罗斯、联合

国、土耳其

　 (１)倡议的目的是促进从敖德萨港、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尤日内

港(乌克兰港口)出口粮食及有关食品和化肥,包括氨的安全航行

　 (２)联合国主持下在伊斯坦布尔设立联合协调中心,在土耳

其设立检查组,由当事各方和联合国的代表组成.船只接受检查

后,按照联合协调中心批准的时间进入乌克兰港口

　 (３)各方将不对参与本倡议的商船和其他民用船只及港口设

施进行任何攻击.船只在航行期间将受到技术监控,各方将对通

过海上人道主义走廊的船只的行动进行远程监测

　帮助乌克兰通过黑

海港 口 出 口 食 物 产

品、化肥、氨,为乌

克兰载运粮食和食品

的船舶提供安全航行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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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协议 签订对象 主要内容 主要目的

　协议二: «俄罗斯联

邦与联合国秘书处关于

推动俄罗斯粮食产品和

化肥进入世界市场的谅

解备忘录»

　俄罗斯、联合国秘书处

　 (１)合作缘由:①注意到俄罗斯和联合国秘书处的共同优先

事项是紧急解决由于全球市场粮食和化肥价格上涨而日益严重的

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这有可能进一步破坏零饥饿的努力;②注

意到俄罗斯和秘书处之间合作的一个关键领域是防止饥饿和粮食

安全问题的恶化———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促

进全球粮食市场的稳定,促进获得原产自俄罗斯的农产品,包括

化肥和生产化肥所需的原材料 (包括氨);③注意到目前的供应

链危机和物流部门的中断导致运输价格和相关费用急剧上涨,尤

其严重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粮食和化肥的机会

　 (２)秘书处:同意继续努力促进来自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
包括生产化肥所需的原材料 (包括氨)透明无阻地进入世界市

场.这包括在金融、保险和物流部门可能出现的障碍

　 (３)俄罗斯:将把阻碍从俄罗斯进入世界市场的粮食和化肥,
包括生产化肥所需的原料 (包括氨)的情况通知秘书处.俄罗斯

将便利乌克兰控制的黑海港口不受阻碍地出口粮食、葵花籽油和

化肥

　促成俄罗斯的粮食

及化肥产品畅通无阻

地重回全球市场,防

止发展中国家和欠发

达国家饥饿和粮食安

全问题的恶化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黑海粮食协议联合协调中心公布资料整理.

«关于从乌克兰港口安全运输谷物和食品的倡议»主要目的是帮助乌克兰通过黑海三大港口安全地出口食

物、化肥、氨,规定在乌克兰领海内的一切活动将由乌克兰授权和负责,各方将对参与本倡议的所有船舶提供

最大限度的安全环境保证,不对参与倡议的商船和其他民用船只及港口设施进行任何攻击.同时,该倡议说明,
将在伊斯坦布尔设立联合协调中心,由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各派５名代表组成,代表们将对港口

现场进行把控,还利用卫星、网络和其他通信手段监控商业运粮船的航线,并就运输情况提交报告.«关于从乌

克兰港口安全运输谷物和食品的倡议»约定有效期是１２０天,后来经过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０２３年

５月三次延期,最终在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７日终止.
«俄罗斯联邦与联合国秘书处关于推动俄罗斯粮食产品和化肥进入世界市场的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是,联合国秘书处将努力与有关当局和私营部门合作,促成俄罗斯的粮食及化肥产品,包括生产肥料所需的

原材料氨畅通无阻地重回全球市场,并免去与之相关的在金融、保险和物流部门可能出现的障碍,以防止发

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的恶化.

２２　黑海粮食协议的角色

２２１　对改善全球粮食供应紧张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联合国黑海粮食外运联合协调中心统计的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７日协议终止,乌克兰通过黑海

粮食走廊共向世界 ４５ 个国家出口了 ３２８５６０ 万吨粮食,运输的粮食品种中玉米占 ５１４３％、小麦占

２７１２％、葵花籽油和葵花籽粕占１０６７％、其他 (大麦、油菜籽、大豆等)占１０７７％ (表２).根据美国农

业部的数据,２０２２年、２０２３年乌克兰玉米出口数量分别位列全球第三、第四,占全球玉米出口量的１５％、

１０％.因此,黑海粮食走廊重新启动增加了全球粮食有效供给,改善了全球粮食供应紧张问题,缓解了全球

粮食危机.

表２　黑海粮食协议启动期间乌克兰出口粮食品种数量

出口品种 出口总量/万吨 占比/％

玉米 １６８９８９ ５１４３

小麦 ８９１１６ ２７１２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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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出口品种 出口总量/万吨 占比/％

葵花籽粕 １８５７９ ５６５

葵花籽油 １６５０１ ５０２

其他 (大麦、油菜籽、大豆等) ３５３７５ １０７７

总计 ３２８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黑海粮食外运联合协调中心公布资料整理.表３至表５同.

２２２　对保障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粮食需求作用不足

黑海粮食协议期间,乌克兰通过三大港口,向中国出口粮食７９６４０万吨,占出口总量的２４２４％,向西

班牙出口粮食５９８０７万吨,占出口总量的１８２０％ (表３).其余出口到土耳其、意大利、荷兰等国家.出口

品种方面,玉米出口量占总出口粮食五成以上,其中向中国出口玉米 ５７８１９ 万吨,占玉米出口量的

３４２１％,向西班牙出口玉米３０８５１万吨,占玉米出口量的１８２６％ (表４).小麦主要出口到西班牙、土耳

其、孟加拉国等国家,出口量分别为 ２３０１３ 万吨、１５７９２ 万吨、１０６７２ 万吨,占比分别为 ２５８２％、

１７７２％、１１９８％ (表５).葵花籽粕主要出口到中国,出口量１４７０９万吨,占葵花籽粕总出口量的７９１７％
(表６).葵花籽油主要出口到印度、中国、土耳其等国家,出口量分别为５８５６万吨、３７０１万吨、２１１４万

吨,占比分别为３５４９％、２２４３％、１２８１％ (表７).

表３　黑海粮食协议期间乌克兰粮食主要出口国家和出口数量

编号
粮食

出口国家
出口数量/万吨 占比/％ 编号

粮食

出口国家
出口数量/万吨 占比/％

１ 中国 ７９６４０ ２４２４ ９ 突尼斯 ７１３５ ２１７

２ 西班牙 ５９８０７ １８２０ １０ 葡萄牙 ７０８３ ２１６

３ 土耳其 ３２３６４ ９８５ １１ 印度 ５８５６ １７８

４ 意大利 ２０６２４ ６２８ １２ 利比亚 ５５８６ １７０

５ 荷兰 １９５９２ ５９６ １３ 比利时 ５１８７ １５８

６ 埃及 １５５１５ ４７２ １４ 肯尼亚 ４３７５ １３３

７ 孟加拉国 １０６７２ ３２５ １５ 德国 ４１２３ １２５

８ 以色列 ８７０６ ２６５ １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９１４ １１９

表４　黑海粮食协议期间乌克兰玉米主要出口国家和出口数量

编号
玉米

出口国家
出口数量/万吨 占比/％

１ 中国 ５７８１９ ３４２１

２ 西班牙 ３０８５１ １８２６

３ 意大利 １３５５７ ８０２

４ 挪威 １３４１７ ７９４

５ 土耳其 ７９５５ ４７１

６ 以色列 ６６８８ ３９６

７ 葡萄牙 ６４６３ ３８２

８ 利比亚 ３９１３ ２３２

表５　黑海粮食协议期间乌克兰小麦主要出口国家和出口数量

编号
小麦

出口国家
出口数量/万吨 占比/％

１ 西班牙 ２３０１３ ２５８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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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编号
小麦

出口国家
出口数量/万吨 占比/％

２ 土耳其 １５７９２ １７７２

３ 孟加拉国 １０６７２ １１９８

４ 埃及 ４１７８ ４６９

５ 意大利 ４３４８ ４８８
— — — —

— — — —

— — — —

表６　黑海粮食协议期间乌克兰葵花籽粕主要出口国家和出口数量

编号
葵花籽粕

出口国家
出口数量/万吨 占比/％

１ 中国 １４７０９ ７９１７

— — — —

— — — —

表７　黑海粮食协议期间乌克兰葵花籽油主要出口国家和出口数量

编号
葵花籽油

出口国家
出口数量/万吨 占比/％

１ 印度 ５８５６ ３５４９

２ 中国 ３７０１ ２２４３

３ 土耳其 ２１１４ １２８１

乌克兰粮食出口结构方面,按照国家发展水平来看 (表８),向发展中国家外运数量为１８８４４２万吨,
占比５７３５％,向发达国家外运１４０１１８万吨,占比４２６５％.从世界银行的人群划分来看,出口的粮食供

给高收入人群１４３４０２万吨,占比４３６５％;供给中高收入人群１２０５７８万吨,占比３６７０％;供给中低收

入人群５６３６０万吨,占比１７１５％;供给低收入人群８２２１万吨,占比２５０％.按照各大洲来计算 (表９),
欧洲接收量为４９６５％,亚洲４００５％,非洲１２２２％,欧洲无疑是最大的受益群体,亚洲国家次之,最后才

是非洲国家,黑海走廊出口的粮食对亚非拉部分最贫穷的国家和低收入人群保障作用不足.

表８　黑海粮食协议期间乌克兰粮食出口分布情况

国家发展水平/
出口数量/

万吨
占比/％ 人群收入 出口数量/万吨 占比/％

发展中国家 １８８４４２ ５７３５ 高收入人群 １４３４０２ ４３６５
发达国家 １４０１１８ ４２６５ 中高收入人群 １２０５７８ ３６７０

— — — 中低收入人群 ５６３６０ １７１５
— — — 低收入人群 ８２２１ ２５０

总计 ３２８５６０ １００ 总计 ３２８５６０ １００

表９　黑海粮食协议粮食出口国家布局

地区 国家 接收量/万吨 接收总量/万吨 占比/％

欧洲

西班牙 ５９８０７

土耳其 ３２３６４

意大利 ２０６２４

１５９９５９ ４８６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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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地区 国家 接收量/万吨 接收总量/万吨 占比/％

欧洲

荷兰 １９５９２

葡萄牙 ７０８３

比利时 ５１８７

德国 ４１２３

法国 ３２５８

罗马尼亚 ２８５１

英国 ２２１９

希腊 １５６３

保加利亚 ６８８

爱尔兰 ６００

１５９９５９ ４８６８

亚洲

中国 ７９６４０

孟加拉国 １０６７２

以色列 ８７０６

印度 ５８５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９１４

韩国 ３２５７

也门 ２５９６

沙特阿拉伯 ２４６１

越南 １６８８

伊拉克 １４６６

阿富汗 １３０９

伊朗 １２６２

斯里兰卡 １０３８

黎巴嫩 ９８４

阿曼 ８６４

泰国 ６８３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６４７

巴基斯坦 ６１８

日本 ５６０

格鲁吉亚 ０６０

约旦 ０５２

马来西亚 ０４０

１２８３７３ ３９０７

非洲

埃及 １５５１５

突尼斯 ７１３５

利比亚 ５５８６

肯尼亚 ４３７５

埃塞俄比亚 ２８２８

阿尔及利亚 ２１２２

摩洛哥 １１１２

苏丹 ９５３

索马里 ５３５

吉布提 ０６７

４０２２８ １２２４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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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增加乌克兰经济收益

自黑海粮食协议签署以来,乌克兰通过黑海港口共出口３２８５６０万吨粮食.乌克兰农业政策和粮食部、

乌克兰国家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在２０２２年８月至２０２３年６月出口了５０６０万吨谷物,价值９８亿美

元.通过黑海粮食走廊出口的粮食为３２８５６０万吨,估算价值约为６７亿美元.黑海粮食协议帮助乌克兰农

民安全地外运粮食,增加了乌克兰整体经济收益.

２２４　俄罗斯权益没有得到保障

在黑海粮食协议中,俄罗斯与联合国签订备忘录,主要诉求为促成俄罗斯的粮食及化肥产品畅通无阻地

重回全球市场,并没有得到兑现,俄罗斯几乎所有企业受到欧洲的严厉制裁 (如金融、运输、保险等相关企

业),尤其是限制使用SWIFT① 金融系统,导致俄罗斯几乎很难将粮食顺利运往世界各地.此外,２０２３年６
月初,俄罗斯对外出口氨的主要通道陶里亚蒂 敖德萨管道位于乌克兰部分被炸毁.因此,对俄罗斯来说,
该协议几乎是 “一纸空文”,诉求没有得到满足.

3　黑海粮食协议中断的影响分析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７日,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原因是俄罗斯从乌克兰尤日内港输送氨的管道一直没有重启.

同时俄罗斯农业银行未能重新连接到SWIFT国际支付网络.此外,乌克兰原本承诺,从黑海运出的粮食将

主要提供给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乌克兰却将这些粮食卖给了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直接运往低

收入国家的粮食仅占总出口量的１/３.基于以上原因,俄罗斯方面宣布拒绝黑海粮食协议延长.

３１　对俄乌两国的影响

３１１　乌克兰方面, 削弱外汇收入, 影响乌克兰与欧盟关系

黑海粮食协议期间,乌克兰出口粮食价值９８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２０２２年乌克兰 GDP为１６０５
亿美元,粮食销售收入不可忽视.黑海粮食协议中断,乌克兰每月的直接损失高达５亿美元,直接加剧乌克

兰财政危机,影响政府的行政能力、部队官兵的薪资待遇,从而打击乌军的战斗力.同时,协议中断会进一

步降低农民预期,减少粮食生产.
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后,经东欧国家陆路出口粮食成为乌克兰唯一的希望,但乌克兰通过东欧运粮,这会

极大冲击东欧国家的粮食市场,造成东欧国家粮价暴跌,给东欧国家的农民和粮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

此,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五国签署联合声明,呼吁欧盟批准

将对乌克兰四种农产品的进口禁令延长至２０２３年年底.五国农业部长表态支持乌克兰农产品通过公路、铁

路和河流从当地过境运往有需要的目的地,但将在年底之前继续禁止本国进口乌克兰农产品,影响乌欧

关系.

３１２　俄罗斯方面, 提高俄罗斯满足本国利益诉求的谈判筹码

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后,俄罗斯提出,只有在满足俄方设定的系统性条件并且符合既定人道主义目标的情

况下,黑海粮食协议才有可能恢复执行.俄罗斯拒绝黑海粮食协议延长是为以下系统性条件提高谈判筹码,
包括取消对俄出口粮食和化肥的限制、俄银行重新加入SWIFT体系、解决轮船租赁和粮食出口保险问题、
保障粮食供应的物流、恢复对俄农机具和化肥生产设备所需零配件的供应、重启陶里亚蒂 敖德萨液氨管道、
解冻俄农业资产,以及使黑海粮食出口协议仅用于人道主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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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WIFT是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简称,主要用于给银行的结算提供安全、可靠、快捷、标准化、自动化的通信业务,提高银行的结算速

度.近些年来,SWIFT系统多次被西方国家用作金融制裁的工具,破坏了其 “中立性”原则,迫使更多国家寻找替代方案,并同时推动全球

“去美元化”的深入.



３２　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

３２１　引发粮食供给短缺

第一,黑海粮食走廊中断引发粮食供给减少.俄乌两国在全球粮食供应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俄罗斯

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则位居第五.黑海协议存续一年间,乌克兰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３２８５６０万吨,如果黑海粮食贸易通道关闭,乌克兰粮食出口大幅下降,势必会推动部分地区粮食供给偏紧

局面将进一步加剧.
从乌克兰粮食的出口对象来看,中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到１９６５％,发展中国家占到５７３５％

(表４),世界粮食出口总量减少,如黑海协议存续期间接收外运粮食的埃及、孟加拉国、利比亚、肯尼亚等

北非、中东和南亚地区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供应造成严重负面影响.２０２３年作为厄尔尼诺年,地区冲突、极

端气候多个不利因素叠加,后期全球粮食生产存在众多不确定性,为之后的粮食价格上涨和粮食不安全埋下

了隐患.
第二,引发部分国家出口限制,造成供应进一步短缺.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后,一些国家如印度、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俄罗斯等纷纷出台粮食出口限制措施 (表１０).印度是世界重要大米出口国,２０２２年印度大米

出口总量约２２００万吨,占世界大米出口量４０％以上,受出口禁令影响,其大米出口量约１０００万吨,这将

进一步压低全球粮食市场的供应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俄罗斯都不是国际大米的主要出口国,但它们颁布

出口禁令加剧全球粮食市场的恐慌情绪,叠加极端天气影响,短期内会推高全球粮食价格.这对主要依靠粮

食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来说,这些限制措施会增加其粮食进口成本,会恶化最不发达国

家的贫困人口食物获取的情况,会导致饥荒和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１０].

表１０　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前后部分国家粮食等出口限制措施

国家 时间 措施

俄罗斯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 　宣布将继续限制本国大米及碎米出口,期限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以保障国内市场稳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８日
　宣布暂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米的出口和再出口,将暂停大米出口４个月,包括７月２０日之后从

印度进口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米,并适用于所有大米品种,包括糙米、全精米或半精米

印度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０日
　为保障国内市场供应,在大米零售价格一个月内上涨３％后,将禁止除蒸谷米和印度香米外的大

米出口,即日生效

３２２　对全球粮食市场价格影响有限

相对于在２０２２年初俄乌冲突之际国际粮食价格出现飙涨的情形,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引发的市场价格波

动相对缓和,粮食市场对此有所准备.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７日黑海粮食协议不续约消息确认后,芝加哥期货交

易所 (CBOT)小麦期货上涨了２７％,至６８０美元/蒲式耳,玉米期货上涨０９４％,至５１１美元/蒲式耳.
但到了尾盘的时候,这些合约放弃了上涨,并出现了下跌.小麦价格较２０２２年３月俄乌危机发生以后创下

的历史高点相比下跌５４％,而玉米价格较２０２２年４月创下的１０年高点低３７％.糙米期货价格则在７月２０
日出现收盘上涨,主要原因是地缘政治因素使得粮食供应前景非常脆弱,印度政府发布出口禁令.可以看

出,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对全球粮食市场的预期影响已经没有俄乌冲突突发时强烈.

３３　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黑海粮食协议中断,短期内可能会对中国玉米、葵花籽粕等进口稳定性造成冲击,在中国多元化进口来

源国的战略下,长期对中国粮食市场造成的影响较为有限.
黑海粮食协议期间 (２０２２年７月至２０２３年７月),根据联合国黑海粮食外运联合协调中心公布的数据,

中国从乌克兰进口了约８００万吨粮食.其中,玉米５７８１９万吨、葵花籽粕１４７０９万吨、葵花籽油３７０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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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和大麦３４万吨,对补充国内粮油供给起到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国海关数据,２０２２年,中国玉米进口总量

２０６２万吨,葵花籽粕进口量２３２７３万吨,粗略估算,从乌兰克进口的玉米数量约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三

成,从乌兰克进口的葵花籽粕数量约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六成.这些进口粮食主要用作饲料粮,同时中国粮

食消费呈现口粮消耗量逐年减少、饲料粮消耗量持续攀升的特点,饲料粮需求强劲.黑海粮食协议的中断增

加了中国玉米、葵花籽粕等饲料粮进口来源的不确定性,短期可能导致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等问题.
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中国加速了多元化进口渠道的布局,打通了巴西、南非玉米进口通道,特别是加大

巴西玉米采购.２０２３年１月７日,第一船６８万吨玉米从巴西跨越太平洋,停泊于中国广东麻涌港,宣告巴

西玉米开启了出口中国市场的新纪元.２０２３年５月４日,满载着５３万吨饲料玉米的第一艘货轮自南非顺利

抵达中国广东麻涌港,标志着南非玉米输华通道的正式打通.在此之前,美国和乌克兰是中国主要的玉米进

口来源国,二者占据了９９％左右的进口市场份额,其中乌克兰占比大约２９％.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２０２３年

中国粮食进口数据,２０２３全年中国进口玉米２７１３万吨,巴西成为中国玉米进口爆发式增长的最大受益者,
累计从巴西进口玉米１２８１万吨,占比达到４７％.因此,在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后,虽然国内市场可能会失去

乌克兰的进口粮食补充,但在多元化进口来源策略下,对中国粮食市场造成的影响较为有限.

4　研究结论与应对策略

４１　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黑海粮食协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乌冲突后全球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但粮食外运分布不均衡.
协议执行约一年时间里,乌克兰共实现粮食外运３２００余万吨,一定程度缓解了国际市场的供应紧张局面.
但乌克兰出口粮食并非全部运送到了最需要粮食的脆弱不安全地区.其中,欧洲接收量为４９６５％,亚洲为

４００５％,非洲为１２２２％,欧洲是最大的受益群体,亚洲国家次之,最后才是非洲国家.
第二,黑海粮食协议中断再次加剧全球粮食供给偏紧局面,但引发的市场价格波动较俄乌冲突之初更为

缓和.协议中断再次将黑海粮食外运走廊置于冲突危险中,乌克兰粮食出口受阻,造成全球粮食供给偏紧,
甚至引发部分国家采取粮食出口管制措施,进一步加剧恐慌.但从粮食期货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来看,黑

海粮食协议中断引发的市场价格波动较俄乌冲突之初更为缓和,市场对此有所准备.
第三,黑海粮食协议中断,短期内可能会对中国玉米、葵花籽粕等进口稳定性造成冲击,长期对中国粮

食市场造成的影响有限.黑海粮食协议期间,中国从乌克兰进口了约８００万吨粮食,主要品种为玉米和葵花

籽粕.协议中断短期可能会影响中国饲料粮进口稳定性;长期来看,中国通过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饲料粮

减量替代等方式,对中国粮食市场影响有限.

４２　应对策略

黑海粮食协议的中断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切与反思.“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农产品消费和进口国之一,需未雨绸缪,坚持底线思维,始终把十四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还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多元化进口渠道,分散风险,做

好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准备.

４２１　坚持底线思维, 端牢中国饭碗

在全球疫情、极端天气、地区冲突、贸易中断等风险和威胁交织背景下,粮食供应链受阻、粮食供应体

系脆弱性加剧.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

意识,多措并举端牢中国饭碗.具体而言,一是要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紧紧抓住耕地和

种子两个要害,通过勘察未开垦土地、推广海水稻、开发抗逆品种等,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加

强化肥产供储销调控体系建设,确保化肥特别是钾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货源充足.三是要加强粮食全链条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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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警,畅通粮食跨省流通骨干通道,布局集粮食仓储、物流、加工等功能于一体的粮食物流园区、应急

保障中心,结合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贸易冲突等具体应对情景,完善粮食

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

４２２　提高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 确保 “买得到” “运得回”
粮食适度进口是中国调整粮食供求结构不可或缺的手段,受限于耕地、技术等因素,通过进口大豆、玉

米、粕类等满足饲料粮需求的趋势仍将持续,在各种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因素交织下,提高全球粮食供应链

韧性,确保 “买得到”“运得回”,至关重要.一要继续稳定传统进口市场,同时开拓新兴市场,积极推动进

口来源多元化,确保粮食 “买得到”.要建立和培育政府、国际组织、商会协会及企业间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深化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务实合作,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

太经合组织的粮食供应链的深度合作,有效降低对单一国家或地区的过度依赖,规避粮食进口安全风险.以

玉米为例,中国玉米进口主要来自美国、乌克兰等国,２０２３年中国分别打通了巴西、南非玉米进口通道,探

索常态化的散船进口,进一步稳定中国的玉米全球供应链.二要提高粮食进口线路的稳定性和及时性,确保

粮食 “运得回”.要加强全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国际运输合作,降低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苏

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运输风险,提高国际运输能力和稳定性.

４２３　加快培育国际大粮商, 促进粮食企业全产业链布局

鼓励企业以分步骤推进、收购等多种方式开展从生产到消费的全产业链条布局,强化对产业链条的掌控

能力,更好降低成本、控制风险.支持企业通过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资料等优势服务和产品走出

去,以仓储设施建设、提供装卸服务等多种方式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建立规模化海外粮食生产加工储运

基地,全面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构.改革完善国有粮食企业体制机制,利用好国有粮食

企业在港口设施、粮食贸易方面的优势,在中国沿海打造集粮油仓储、加工、物流、贸易于一体的粮油集散

中心,提高中国粮食贸易能力.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支持中国海外企业通过并购、研发等方式掌握

粮源、种子、加工等核心要素,提升国家市场定价权,避免 “买什么涨什么”.

４２４　加强饲料粮减量替代, 确保饲用需求

一是提高饲料转化效率,促进提效减量.通过精准制定饲料配方,推行精细加工工艺,促进玉米和豆粕

的高效减量利用.二是丰富饲用谷物品种来源,弥补玉米缺口.引导饲料养殖企业购买使用库存轮换口粮、
补充进口大麦、高粱等原料;同时,加强玉米替代原料饲用技术研究,鼓励新型酶制剂产品创制,开展配套

技术方案集成示范,为构建多元化饲料配方结构提供技术支撑.三是发展优质饲草产业,“化草为粮”“以草

代粮”.继续大力发展饲草产业,推广农闲田种草和草田轮作,着力增加优质饲草供应.四是大力推广高品

质低蛋白日粮,减少粕类饲用需求.继续大力推广高品质低蛋白日粮配制技术,组织开展示范推广及效果跟

踪评价,进一步降低饲料中豆粕等蛋白原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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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theInterruptionoftheBlackSeaGrainAgreementontheGlobalGrainMarket
andChina’sCountermeasures
YANGYuping　ZHONGYu

Abstract:TheoutbreakoftheRussiaＧUkraineconflictinFebruary２０２２hasexacerbatedthetightglobalfood
supplyandcausedglobalconcernInordertopromoteglobalfoodsecurityandeasetheeconomicdifficultiesof
thetwocountries,BlackSeaGrainAgreement,whichstipulatesthatthetwocountriescanexportfoodand
fertilizerthroughasafemaritimehumanitariancorridor,wassignedinJuly２０２２,butduetodifferencesbeＧ
tweenthetwosidesonthecontentandimplementationoftheagreement,BlackSeaGrainAgreementwas
suspendedinJuly２０２３Startingfromthedynamicchangeprocessof“theoutbreakofRussianＧUkrainianconＧ
flictＧthesigningoftheBlackSeaGrainAgreementＧtheinterruptionoftheBlackSeaGrainAgreement”,

thisstudyconstructedacomparativeresearchframeworkof“themaincontentsandfunctionsoftheBlackSea
GrainAgreementＧtheimpactoftheinterruptionoftheBlackSeaGrainAgreementonallparties”,andanaＧ
lyzedthescaleofgrainexportandexportdistributionduringtheimplementationofBlackSeaGrainAgreeＧ
mentThenwestudytheimpactoftheinterruptionoftheBlackSeaGrainAgreementontheglobalandChiＧ
nesefoodmarket ThestudyfoundthatUkraineexportedatotalof３２８５６milliontonsofgrainthrough
BlackSeaGrainAgreement,whichplayedapositiveroleinimprovingtheglobalfoodsupplyshortage,but
didnotplayasufficientroleinensuringthefoodneedsoftheworld’spoorestcountriesandlowＧincomepeoＧ
ple Meanwhile,duringtheagreementperiod,Ukraine’sincomeincreasedbutRussia’srightsandinterests
werenotmetThesuspensionofBlackSeaGrainAgreementhasreturnedglobalfoodsuppliestothebeginＧ
ningoftheRussiaＧUkraineconflict,triggeringexportrestrictionsinsomecountries,causingfurthersupply
shortages,butcomparedtotheoutbreakoftheRussiaＧUkraineconflictin２０２２,themarketpricevolatility
causedbythesuspensionofBlackSeaGrainAgreementismoremoderate,andthefoodmarketisprepared
forthisInordertopreventtheadverseimpactofsupplyfluctuationsintheinternationalmarketonChina,

China,asamajorfoodconsumerandimporter,needstoplanahead,adheretothebottomlinethinking,conＧ
tinuetoimprovethefoodsecuritysystem,improvetheresilienceoftheglobalfoodsupplychain,andtakethe
initiativeinfoodsecurityinourownhands
Keywords:BlackSeaGrainAgreement;GlobalGrainMarkets;FoodSecurityinChina

(责任编辑　李　辉　卫晋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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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RCEP签署生效为区域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动力,从制度视角出发,准确剖析中

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是深化区域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客观要求.本文在提出理论假设的基础

上,构建三元边际分析模型,采用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 CEPII数据库的相关农产品数据,以制度距离作

为解释变量,考察中国对 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边际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对 RCEP国

家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靠扩展边际与价格边际拉动.从整体来看,制度距离对扩展边际产生显著负

面影响,对数量边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从分国家回归结果看,制度距离对于制度高质量国家出口

边际无显著影响,政治制度距离显著抑制低质量制度国家农产品出口种类扩张,促进数量增长;从

分类别回归结果看,政治制度距离对于植物产品出口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制度距离

对于出口边际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对此,本文提出了优化中国制度环境、建立完善的制度质量评估

体系、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与促进制度创新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中国农产品出口提供参考.
关键词:RCEP;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经济制度距离;政治制度距离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３

1　引言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签署标志着全球最大、人口最多、最具发展潜力自由贸易区的正式

启航.RCEP条款带来了关税减让、海关程序便利化、技术标准互认、原产地累积规则等诸多贸易红利,为

区域贸易发展开辟了新的贸易前景.而农产品贸易在RCEP谈判中占据了重要地位.２０２１年,中国对 RCEP
自贸伙伴国农产品出口额４３７５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４２３７％;农产品进口额５９９３亿美元,占中国

进口总额的２５６９％,呈现出贸易逆差态势;而且RCEP其他成员国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贸易额仅占其总进

口额的１１７０％,这表明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日益复杂的国际

环境下,各国出于本国利益制定了一系列标准政策,RCEP生效将使得区域农产品贸易关税壁垒不断降低,
但无形的制度因素仍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 North的定义,制度是人为制定并用以约束人的行为的规

范,表示国家宏观制度环境,他认为制度差异的存在将导致贸易摩擦的发生,从而对国际贸易造成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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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１];诸多研究也已经证明制度质量会通过产权界定、规模经济等比较优势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２Ｇ４].在农

产品贸易领域有学者已经实证了制度距离会给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带来额外成本,造成贸易非效率[５Ｇ６].然

而,从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的长期趋势看,出口贸易量和贸易额整体上呈现增长态势,但其中也经

历了较大的波动.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出口贸易波动背后的成因及RCEP框架下制度距离影响农产品贸易

的相关路径.
关于中国与RCEP国家间农产品贸易,现有研究普遍集中于贸易竞争力与互补性评价[７Ｇ８]、贸易效率、

潜力与影响因素分析[９Ｇ１１],所用研究方法主要为指数测算、恒定市场份额 (CMS)模型、贸易引力模型等.
这些研究论证了中国与RCEP国家间农产品贸易存在较大的可拓展空间,然而,大部分研究重点关注农产品

贸易总额,而缺少对贸易的内在增长模式进行探索,尚无法确定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来源于种类扩展、价格

波动还是数量提升,基于此,本文从贸易边际视角对此进行深入考察.
贸易边际分解法最初起源于二元边际视角,国外学者 Krugman首次将产品广度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从

规模经济角度探讨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１２].此后,新贸易理论的提出从广度增长与深度增长两方面对贸易增

长进行了分解,对其来源于已有贸易关系还是新增贸易关系进行了探讨[１３].在此基础上 Hummels和

Klenow对二元边际进行延伸,提出了三元边际分析模型,将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１４].
国内学者施炳展首次将该模型应用于中国贸易增长模式研究之中,发现数量顺差是中国外贸顺差的主要来

源,价格逆差是中国频繁遭受贸易壁垒的主要原因[１５].此后有学者将三元边际分析模型应用于农产品贸易分

析中,探究农产品贸易增长来源.如房悦和李先德对中国从中亚进口农产品贸易的三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了研究,发现中国从中亚进口农产品市场份额的增长主要由数量边际驱动[１６];金珏雯和穆月英通过三元边

际分析,发现中国谷物进口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１７];李向阳等基于三元边际分解模型对中国柑橘出口增长

展开了研究,发现数量与价格效应是驱动中国柑橘出口的主要因素,而市场扩展效应作用微乎其微[１８].
现有文献表明制度会显著影响农产品贸易,但这种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与制度质量差异性.在研究对象

上,现有研究主要围绕 “一带一路”或单个国家展开,鲜有研究聚焦于 RCEP区域.在考察制度距离时,多

数研究均出于制度距离是否会影响农产品出口,而几乎未对制度距离如何影响出口的贸易边际进行考察.综

合上述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对RCEP框架下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来源进行三元边际分解,并创

新性地从制度距离视角出发,将制度距离分解为政治制度距离与经济制度距离,分析贸易边际是否会受到这

些因素影响,这对于深化区域农产品贸易合作、实现农产品贸易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制度距离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贸易壁垒会影响国际贸易发展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作为贸易壁垒的重要内容,制度差异显然会对贸易产

生影响.Levchenko通过构建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一般均衡框架,论证了在开放贸易条件下,如果两国存在

显著的制度差异,那么制度质量足够好的国家将具备制度依赖性产品出口比较优势[１９].黄先海和吴屹帆基于

省级层面的实证调研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２０].这些研究重点强调制度距离会影响契约密集型、制度密集

型产品的出口.然而,农产品是否属于这一类别还有待商榷.传统观点认为,农产品生产流通更加依赖于土

地、水源等自然资源禀赋,因而属于制度低密集型产品.但近年来,不少学者通过总结分析,提出了制度作

为比较优势,同样会影响农产品贸易的观点[４].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农产品具有依赖性高、劳动力资源

丰富等特点.然而,其部分农产品出口上仍不具备比较优势,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制度环境不够完善,不能为

国际贸易提供良好支撑.因而,考察制度距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传统分类方法,本文

将制度距离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进行分解,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探讨.

２１　制度距离负向影响农产品出口边际的理论机制

在学术研究中,不同学者通常会用不同方法对制度进行界定,因而无法对其作出统一的定义.但普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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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政治制度可被视为国家政治稳定性、政府管制质量、公民自主权、国家法律环境等方面的相关制度与规

定,经济制度被认为是一国贸易、金融、投资、产权等方面的自由性.对于农产品贸易而言,国家产权明确

性、政治稳定性、政府农业政策、监管措施、市场经济环境等均会显著影响到贸易契约的实现.
制度距离导致的贸易摩擦与贸易成本会引起农产品出口价格上涨,从而对种类扩张起到抑制作用.根据

Kostova的定义,制度距离是两国制度环境存在的差异,距离越大表明两国制度共性越小[２１].根据关系契约

理论,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各国信息获取渠道与披露要求等均存在差异,这使贸易双方无法准确获取市场信

息,需花费更多的成本应对信息不对称以促成贸易契约,也带来契约签订、执行与监督过程中的额外成本,
形成成本劣势,阻碍交易合同的执行.且农产品生产需要时间、土地等特定资源投入,容易受到气候、灾害

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相比于产销标准化的一般工业品,农产品产量与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这也是导致双

方难以达成贸易契约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在出口时,考虑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双边制度差

距,为规避风险,往往会更倾向于与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进行贸易,而降低对制度距离大的东道国的新产品

出口意愿.基于此,本文认为制度距离会提高企业出口新品类农产品的成本与风险,造成市场进入障碍,从

而对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提升起抑制作用.

２２　制度距离正向影响农产品出口边际的理论机制

一方面,制度距离所引起的出口成本提高会导致农产品出口价格的相应提升,对价格边际产生正向影

响;另一方面,虽然成本与风险的提高会对中国新品类农产品出口造成较大的市场进入壁垒,但农产品需求

弹性较低,东道国居民需求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变化.相较于新品类农产品,居民对于原有种类农产品

已经形成一定依赖性,且其在出口质量上已经能够符合当地标准要求,在新产品难以进入的条件下,为满足

国内市场需求,东道国对于原有种类农产品的进口数量会相应提高,从而对数量边际产生正向影响.

3　中国对 RCEP 国家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分析

３１　三元边际测算方法

　　基于 Hummels和klenow提出的出口三元边际分析框架[１４],本文构建中国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模型,
在测算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基础上,将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数量边际与价格边际,其中,扩展边际测算

公式为:

EMjm＝
∑

i∈Ijm
pwmiqwmi

∑
i∈Iwm

pwmiqwmi
(１)

式 (１)中,j表示出口国 (中国),m 表示进口国 (RCEP国家),i表示农产品种类,Ijm、Iwm 分别为

中国与世界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种类的集合,p、q 分别为农产品出口单价与出口数量.则分子表示在

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种类集合内,世界对RCEP国家的出口总额,分母表示世界对RCEP国家的农

产品出口总额.扩展边际值越大,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种类越广.
集约边际测算公式为:

IMjm＝
∑

i∈Ijm
pjmiqjmi

∑
i∈Ijm

pwmiqwmi
(２)

式 (２)中,分子表示中国对各RCEP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总额,分母表示在中国对 RCEP国家农产品出

口种类集合内,世界对RCEP国家的出口总额.集约边际表示中国对i国出口农产品总额占世界对i国出口

同种农产品的份额.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数量边际与价格边际的乘积:

IMjm＝PMjm×QMjm (３)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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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jm＝∏i∈jm
pjmi

pwmi

æ

è
ç

ö

ø
÷βjmi (４)

QMjm＝∏i∈jm
qjmi

qwmi

æ

è
ç

ö

ø
÷βjmi (５)

其中,PMjm与QMjm分别为中国对RCEP国家出口农产品的价格边际与数量边际,pjmi与pwmi分别表示中

国对RCEP国家出口i产品的价格与世界对RCEP国家出口i产品的平均价格,qjmi与qwmi分别表示中国与世界

对RCEP国家出口i产品的数量,βjmi表示中国对RCEP各国出口各种农产品乘积加权的权重,其定义为:

βjmi＝

Sjmi－Smi

lnSjmi－lnSmi

∑
i∈Ijm

Sjmi－Smi

lnSjmi－lnSmi

(６)

式 (６)中,Sjmi和Smi分别表示对中国和世界来说i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因此,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市场份额可以分解为:

Rjm＝EMjm×QMjm×PMjm (７)
对其取对数形式并进行一阶差分可以得到市场份额增长率:

Gk＝GEM ＋GQM ＋GPM (８)

３２　数据来源

贸易边际计算数据来源于CEPIIＧBACI数据库中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中国对 RCEP国家出口 HS６分位农产品

贸易数据,由于农产品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本文将其概括为 HS０１~HS２４章及 HS４４~HS４６章的所有产

品,使用Stata１５０进行整理.

３３　三元边际测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三元边际测算公式,本文计算了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中国对 RCEP国家出口农产品的扩展边际、数

量边际及价格边际,结果如表１和表２所示.从总体来看,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与价格

边际较大,数量边际较小.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主要依赖于农产品贸易种类多样性与价格优势,而

很少依赖于出口量的扩大.

表１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

国家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G/％

澳大利亚 ０７６ ０８３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５６
文莱 ０４５ ０６４ ０６３ ０５２ ０６８ ２３０
缅甸 ０７９ ０４２ ０７３ ０７２ ０６８ －０８５

柬埔寨 ０７２ ０７５ ０８１ ０８５ ０７７ ０３３
印度尼西亚 ０９２ ０７０ ０５７ ０６６ ０６４ －２０２

日本 ０８９ ０８０ ０７７ ０７９ ０７７ －０８１
韩国 ０８４ ０７９ ０７９ ０７８ ０７９ －０３１
老挝 ０１３ ０６１ ０５４ ０７３ ０３０ ４５７

马来西亚 ０７７ ０７９ ０７８ ０８３ ０８０ ０２０
新西兰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７６ ０７９ ０８４ １３０
菲律宾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７５ ０８７ ０７９ －０３７
新加坡 ０７６ ０７７ ０８６ ０８５ ０８６ ０６８
越南 ０７２ ０８２ ０８７ ０８１ ０７６ ０３３
泰国 ０８２ ０８９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８２ －００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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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年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价格及数量边际

国家
PM QM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G/％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G/％

澳大利亚 １０１ ０９０ １０４ １０１ １０２ 　３１５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７

文莱 １１０ ０９５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１ －１９２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４３

缅甸 ０９７ ０８６ ０９９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８０ ０３０ ０２６ ０２１ ０２７ ０３５ －００９

柬埔寨 １０４ １１１ １１０ １０６ １２４ ５４５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９５

印度尼西亚 ０９５ １０８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５ ２９９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５４

日本 ０９７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７ １０５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４０

韩国 ０９４ １０５ １０２ ０９８ １００ －１７２ ０２７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３２

老挝 １１０ １１６ １１５ ０９０ １１５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０９ ０１８ ０２５

马来西亚 １０１ １０８ １１１ １１６ １１５ －０５０ ０２２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６９

新西兰 １００ １１１ １２０ １１６ １２２ ２４６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６ １０６

菲律宾 ０９３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０４ ０９９ ５７３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２１ 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３７

新加坡 １０８ １１２ １１９ １２８ １３０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９ １０５

越南 ０９８ １０５ １２０ １１４ １１５ －０５４ ０２６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９０

泰国 １１６ １０９ １１８ １１２ １１７ ５８４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０９

３３１　扩展边际分析

从表１结果来看,除对文莱、老挝扩展边际存在较大波动外,中国对其他 RCEP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扩展

边际值大多在０７~０９内波动,可见中国对这些国家农产品出口种类较为丰富.且大多数国家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扩展边际所带来的市场份额平均增幅为正,部分国家平均增幅虽为负值,但下降幅度很小,这说明中国对

这些国外市场出口农产品的种类在整体上有所扩展.从横向比较,中国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扩展边际

值略大于新西兰与东盟国家.从纵向比较,中国对新西兰及澳大利亚扩展边际值呈现增长趋势,对日本呈现

下降趋势;另外,对韩国与东盟国家的扩展边际值呈现上下波动趋势.可见,中国对澳大利亚、日本及韩国

农产品出口对于产品种类丰富度的依赖性更高,但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种类多样性近年来有所降低;对新西兰

农产品出口多样性有所提高;对韩国及东盟国家出口产品种类丰富度基本不变.

３３２　集约边际分析

从表２来看,总体上,中国对 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的价格边际显著高于数量边际,说明中国对 RCEP
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靠价格拉动.对比２００２年与２０２０年的价格边际,除文莱与缅甸外,其他

国家都有所提高,这说明中国对大多数RCEP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价格水平是上升的.从市场份额的平均增长

率来看,日本、韩国、老挝等国的增长为负,原因可能是中国对这些国家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在中间年份有

一定波动.从数量边际来看,在报告期内中国对大多数 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边际值较小,介于０００~
０２０.但从市场份额的平均增长率来看,除文莱与缅甸有所下降外,其他国家均有所提高,表明中国对

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虽然更依赖于价格与种类,但出口量的扩大在其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对 RCEP 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边际的实证分析

４１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４１１　模型构建

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之上,Tinbergen提出了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指出贸易流量与贸易双方经

济规模、人口规模成正比,与两国距离成反比[２２].结合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特点,本文对引力模型

进行扩展,构建如下方程: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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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jt＝β０＋β１IDijt＋β２EDijt＋β３lnLADjt＋β４lnPORit＋β５TCjt＋

β６GDPijt＋β７lnPOPjt＋β８lnGDij ＋β９EXCjt＋β１０TAFjt＋β１１CB＋

β１２FTA＋εijt (９)

其中,i代表中国,j代表东道国,t为年份.Mij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t时期i国对j 国农产品出口的

扩展边际、数量边际与价格边际;IDijt表示两国的政治制度距离,EDijt为两国经济制度距离;LADjt为进口

国农业用地面积,PORjt为进口国农产品产量,TCjt为两国农产品贸易成本,GDPijt为两国经济规模之比,

POPjt为进口国人口规模,GDij为地理距离,EXCjt为汇率,TAFjt为农产品进口关税,CB 为是否存在共同

边界,FTA 为是否共同签署贸易协定,β０ ~β１３ 为待估参数,εijt 为随机误差项.

４１２　数据说明

表３为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表３　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EMijt 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

QMijt 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

PMijt 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

　CEPIIＧBACI数据库,并经本文计算得出

核心解释变量
IDijt 政治制度距离 　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

EDijt 经济制度距离 　美国传统基金会 «全球竞争力报告»

其他解释变量

GDPijt 进出口国 GDP比值

lnPOPjt 东道国人口规模

lnGDij 地理距离

EXCjt 人民币兑各国货币的汇率

TAFjt 各国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

CB 是否存在共同边界;存在＝１,不存在＝０

FTA 是否签署自贸协定;签署＝１,未签署＝０

lnLADjt 东道国农业用地面积

lnPROjt 东道国农产品产量

TCijt 农产品贸易成本

　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法国智库国际研究中心 (CEPII)数据库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WTO数据库

　法国智库国际研究中心 (CEPII)数据库

　中国自由贸易服务网

　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中国对RCEP国家出口农产品的贸易边际作为被解释变量.基于施炳展[１５]的三元

边际分解法,将贸易边际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边际与价格边际,分别对农产品出口种类扩展、出口数量提

升与出口价格提升的原因进行探究,数据来源于CEPIIＧBACI数据库,最终数据经本文计算得出.

解释变量.参考年卓玉和杨习铭[２３]、张亦驰和田明华[２４]的研究,将制度距离分解为政治制度距离

(ID)与经济制度距离 (ED).政治制度距离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从综合话语权和问责制、
政治稳定和预防暴力、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治、腐败控制６个维度进行衡量,政治制度距离会影响到各

国农业产出水平与农产品贸易成本,从而对贸易产生影响.经济制度距离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竞

争力报告细化,选择政府开支、税收负担、财政自由度、商业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产权自由度、贸易自由

度与货币自由度八维度指标.较高的经济自由度对于吸引外商投资、营造良好贸易环境、拓展贸易市场具有

重要作用,经济自由度更高的国家通常具备更加宽松的金融与贸易限制,其农业产业与农业主体积极性更

高,更能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与质量,增强该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推动跨国贸易发展.

参考 KSI指数测算方法[２５],采用如下公式对各维度制度距离进行测算: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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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stijt＝
１
n∑

n

k＝１

Ikt－Ijkt( ) ２

σkt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０)

式中,idistijt表示t时期中国与j国的制度距离,Ikt与Ijkt分别表示t时期中国与j国在维度k上的得分,
括号内表示t时期中国与j国在维度k上得分的相对差值,σkt 表示样本国第k 个维度的得分方差,n 为二级

指标个数.
控制变量.参考传统的引力模型构建以及农产品贸易特点,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选择控制变量.
第一,传统变量.根据房悦和李先德的研究,引入传统引力模型中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地理距离、汇

率、关税、共同边界、共同签署自贸协定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１６].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能够反映贸易双方农

产品潜在的供给与需求水平;地理距离反映两国的贸易成本;汇率变动带来的贸易效应直接影响到农产品进

出口额的变动;关税影响到价格与市场竞争力,关税越高农产品价格越高,进而对出口形成抑制;共同边界

体现两国是否邻近,从而反映交通运输成本的高低,预期与农产品出口边际成正比;是否共同签署自贸协定

体现两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贸易制度完善程度、贸易壁垒强度等,预期与出口边际成正比.
第二,影响市场需求的相关变量.包括农业占地面积、农产品产量、农产品贸易成本等.农业占地面

积是反映一国土地资源丰富度的重要指标,决定了各国农产品的供应能力,预期对贸易边际起到负向影

响.农产品产量用于衡量一国农产品生产能力,参考姚斌辉和彭新宇[２６]的研究,本文以谷物产量作为衡

量农产品产量的指标,预期与出口边际呈负相关.农产品贸易成本包括可变贸易成本及不变贸易成本,二

者将影响中 国 农 产 品 出 口 边 际[２７].参 考 许 德 友 等[２８]的 研 究,采 用 如 下 公 式 进 行 计 算:TR ＝１－
EXijEXji/μ２ EXiiEXjj( )[ ]

[１/(２σ－２)] ,EXij与EXji分别表示i国 (中国)与j 国 (RCEP国家)之间相互

出口贸易额;EXii与EXjj表示各国农产品的国内销售额,本文采用各年农业增加值与农产品出口额的差额

来表示;μ 与σ分别表示贸易产品份额与替代弹性,取值分别为０８与８,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

据库及CEPII数据库,预期回归结果为负.

４２　实证结果

４２１　描述性统计

表４为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由于新加坡数据缺失较多,本文在样本中将其进行了剔除.通过LLC检验

对所选取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发现P 值均小于００５,即变量是平稳的;再通过VIF 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

VIF 值均在１０以内,均值为３８８,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４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Mijt ２４７ ０７２５ ０７８１ ０１６９ ００５３ ０９２９

QMijt ２４７ ０１６１ ０１５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８ ０６５０

PMijt ２４７ ０９２６ ０９３０ ０１５４ ０２８７ １５０１

IDijt ２４７ １６３８ ０７９４ １７１５ ００８２ ６０３１

EDijt ２４７ １５４０ １２３７ １１０１ ００８４ ４７２４

lnPOPjt ２４７ ６１８９０ ４８４３８ ６５８５１ ０３４８ ２７１８５８

lnPROjt ２４７ ８２０９ ８２１８ ０５４１ ６２４４ ９１０９

TCjt ２４７ ０８４４ ０８３７ ００２６ ０８０２ ０９０２

GDPijt ２４７ ０１４１ ００３１ ０３７２ ０００１ ２８４５

lnGDij ２４７ ８１６０ ８１０３ ０５６０ ６８６２ ９３０９

EXCjt ２４７ ５０３１１３ １５１４９ ８５５１７０ ０１５０ ３４８４１６０

TAFjt ２４７ ９２１４ ４９７４ １１０３７ ００００ ４４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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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LADjt ２４７ １１１５３ １１５４７ ２２５３ ４８１２ １５３１３

CB ２４７ ０２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４２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FTA ２４７ ０４８６ ００００ ０５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２２　基准回归

通过 Hausman检验发现,本文三元边际模型存在显著的固定效应,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但

由于采用普通双向固定效应无法对模型中地理距离、共同边界、是否加入FTA 等非时变变量进行估计,本

文通过等效的固定时间与个体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 (LSDV 方法)来进行估计,全样本估计结果如表５.
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均为国家层面数据,Bricongne等建议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方法[２９],为保证结

论的准确性,表５输出随机效应、固定效应及LSDV方法下的稳健标准误估计结果.

表５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EM QM PM

RE FE LSDV RE FE LSDV RE FE LSDV

IDijt
－００５７∗∗

(－１９６)
－００５７∗

(－１９６)
－００５７∗

(－１８５)
００２１
(０９７)

００２１
(０９７)

００２１
(１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００７
(－０２０)

EDijt
－００４０∗∗

(－２４９)
－００４０∗∗

(－２４９)
－００４０∗∗

(－２５５)
００２５∗∗

(２０９)
００２５∗∗

(２０９)
００２５∗∗

(２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２０)

GDPijt
００３４
(１２５)

００３４
(１２５)

００３４
(１６２)

００１０
(０４８)

００１０
(０４８)

００１０
(０７９)

－００５８∗

(－１８７)
－００５８∗

(－１８７)
－００５８∗∗

(－２２５)

lnPOPjt
－０００７∗∗∗

(－４９３)
－０００７∗∗∗

(－４９３)
－０００７∗∗∗

(－４７６)
０００６∗∗∗

(５７４)
０００６∗∗∗

(５７４)
０００６∗∗∗

(６６２)
－０００５∗∗∗

(－２８１)
－０００５∗∗∗

(－２８１)
－０００５∗∗∗

(－２９９)

lnGDij
－０８１９∗∗

(－２３５)
－０８１９∗∗

(－２５９)
０５３２∗∗

(２０３)
０５３２∗∗∗

(２７５)
－０２８５
(－０７２)

－０２８５
(－０７１)

EXCjt
－００００∗∗∗

(－３８７)
－００００∗∗∗

(－３８７)
－００００∗∗∗

(－３９２)
－００００
(－１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３８)

００００∗

(１８４)
００００∗

(１８４)
００００
(１２３)

TAFjt
０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２１７)
－０００３∗∗

(－２１７)
－０００３∗∗

(－２２２)

TCjt
－６９２２∗∗∗

(－８７７)
－６９２２∗∗∗

(－８７７)
－６９２２∗∗∗

(－７８５)
０８８７
(１４９)

０８８７
(１４９)

０８８７
(１２５)

－５２８２∗∗∗

(－５９０)
－５２８２∗∗∗

(－５９０)
－５２８２∗∗∗

(－４７７)

lnLADjt
０２９０∗∗

(２４９)
０２９０∗∗

(２４９)
０２９０∗∗

(２５１)
－０１５９∗

(－１８１)
－０１５９∗

(－１８１)
－０１５９∗∗

(－２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２０)

lnPROjt
－００２７
(－０７５)

－００２７
(－０７５)

－００２７
(－０９１)

００１７
(０６１)

００１７
(０６１)

００１７
(０８１)

００６４
(１５３)

００６４
(１５３)

００６４∗

(１８０)

CB
０２８９∗∗∗

(３３０)
０２８９∗∗∗

(３１４)
００６８
(１０２)

００６８
(０９０)

－０２９７∗∗∗

(－３００)
－０２９７∗∗

(－２１０)

FTA
－００３７
(－１４６)

－００３７
(－１４６)

－００３７∗

(－１７３)
－０００９
(－０４７)

－０００９
(－０４７)

－０００９
(－０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４)

常数
１０４０４∗∗∗

(６３７)
４１８９∗∗∗

(２６８)
１０４０４∗∗∗

(６８８)
－３５１０∗∗∗

(－２８５)
０６１４
(０５２)

－３５１０∗∗∗

(－３２３)
７１８７∗∗∗

(３８８)
４８２０∗∗∗

(２７２)
７１８７∗∗∗

(４２７)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５９７ ０５９７ ０８３７ ０２８４ ０２８４ ０６６６ ０５５０ ０５５０ ０７４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检验值,表６至表８同.

表５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对于农产品出口的不同类别边际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政治制度距离

与经济制度距离均与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制度差距会对农产品出口种类扩展起抑制作

用.正如王晓宇[３０]、方国柱等[３１]研究所表明,制度距离的存在显著抑制双边贸易发展,制度质量的提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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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推动出口,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农产品贸易中.在政治制度方面,农产品贸易与各国农业贸易政策体系息

息相关,中国对外出口农产品通常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植物检疫标准等条件限制,容易引发贸易争端,
各国政府的政策措施在应对贸易壁垒、推动农产品贸易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政治制度距离越大说明各国政

府结构相似性越低,在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上差异越大,造成较高的交易成本与风险,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

中国难以拓展新的农产品出口品类,从而抑制扩展边际的提升.从经济制度来看,余永庆和杨小云已经指出

经济距离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国家经济体制与贸易政策差异所导致的市场准入与竞争环境

的差异也为双边农产品贸易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进而对农产品出口种类的扩展起到抑制作用[３２].

经济制度距离对于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经济制度距离对于中

国农产品出口数量提升具有推动作用.一般而言,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在制度距离为双边贸易带来较大新产

品进入障碍的情况下,为满足国内的既有需求,进口国对于原有种类农产品的需求数量会有所提升.但政治制

度距离对于数量边际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中国农产品出口量的提升更大程度上与贸易双方经济环境相关.
政治与经济制度距离对于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的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制度距离对于农产品出口价格的提

升起到抑制作用,但二者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制度距离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价格的影响较小,更大

程度上通过贸易种类与产品数量发挥作用.

４２３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拟采用如下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采用FGLS方法对模型存在的

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进行控制;第二,将时变变量滞后一期进行重新回归;第三,将模型时间范围调整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政治制度距离与经济制度距离的回归系数方向

及大小与原结论相吻合,且显著性水平大多与原结论相一致,可见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EM QM PM

FGLS LAG TIME FGLS LAG TIME FGLS LAG TIME

IDijt
－００４３∗∗∗

(－４６５)
－００７３∗∗

(－２２２)
－００８０∗

(－１９６)
００１３∗∗

(２０８)
００２３
(１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７８)

－００１７
(－０９９)

－００３０
(－０８７)

－００７８∗

(－１９５)

EDijt
－００３９∗∗∗

(－５３１)
－００２１
(－１４８)

－００４３∗∗

(－２０２)
００１１∗∗∗

(２８３)
０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２２２)
０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５
(－１１０)

GDPijt
００２８∗∗∗

(３４５)
００３４
(１６３)

００５０
(０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２５∗

(１６９)
－００４７
(－１３５)

－００２２∗

(－１９０)
－００５５∗

(－１７９)
０１００
(１２３)

lnPOPjt
－０００７∗∗∗

(－６３６)
－０００９∗∗∗

(－６００)
０００５
(１５４)

０００５∗∗∗

(７４０)
０００６∗∗∗

(６１０)
０００２
(１１６)

－０００５∗∗∗

(－４７５)
－０００６∗∗∗

(－３４９)
０００１
(０４５)

lnGDij
－０７８５∗∗∗

(－４８４)
－１６４８∗∗∗

(－５７９)
０３４７
(０５１)

０４４１∗∗∗

(４１９)
０７１５∗∗∗

(２８５)
－０３７０
(－１４７)

０３０９
(１２２)

－０６９８∗

(－１７２)
０３１８
(０４４)

EXCjt
－００００∗∗∗

(－５７４)
－００００∗∗∗

(－４１５)
－００００∗∗∗

(－３５６)
－００００∗∗

(－２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６)

００００∗∗∗

(４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７３)

－００００
(－０３５)

TAFjt
－０００１∗∗

(－２５４)
０００２
(１２９)

０００２
(１３３)

０００１∗∗

(２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７６)

－０００３∗∗∗

(－３０５)
－０００５∗∗∗

(－２８３)
０００１
(０５８)

TCjt
－６９４２∗∗∗

(－１６２９)
－６４３７∗∗∗

(－６４９)
－４４５１∗∗∗

(－３７６)
－０３１７
(－１１８)

１５６１∗

(１９０)
－０７０８
(－１３８)

－５５６１∗∗∗

(－１０３６)
－３９４２∗∗∗

(－３６４)
－２６８１∗∗

(－２０６)

lnLADjt
０２６０∗∗∗

(５６８)
０５６６∗∗∗

(５４０)
０１１６
(０４２)

－０１１７∗∗∗

(－３７７)
－０２２０∗∗

(－２５５)
００９３
(１１２)

－０１６４∗∗

(－１９８)
０１７７
(１２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４)

lnPROjt
－００２０
(－１３０)

－００５８∗

(－１９４)
－００７８
(－１６０)

－０００４
(－０７７)

－００１７
(－０５８)

－０００７
(－０３１)

００９６∗∗∗

(５２６)
００５１
(１４３)

－００３１
(－０９２)

CB
０３２４∗∗∗

(４２２)
０２６２∗∗∗

(３１７)
０７７０∗∗∗

(３８８)
０１２７∗

(１８８)
００３１
(０４５)

－００５９
(－０５４)

－０３４２∗∗∗

(－４２３)
－０２３６
(－１６０)

０１５８
(０６２)

FTA
－００１９∗∗∗

(－３０１)
－００３１
(－１４６)

－００１９
(－０７２)

－０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１７
(－１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３９∗∗∗

(－２７８)
００１１
(０４３)

－００４０
(－１４３)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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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EM QM PM

FGLS LAG TIME FGLS LAG TIME FGLS LAG TIME

常数
１０４５３∗∗∗

(１０４１)
１３５９６∗∗∗

(８９１)
０６４２
(０２６)

－２０４６∗∗∗

(－３２２)
－４４９３∗∗∗

(－３３０)
２５２３∗∗

(２０４)
４６９６∗∗∗

(４１５)
７７６５∗∗∗

(４３５)
０７９１
(０２３)

R２ — ０７６６ ０８３８ — ０６６６ ０８５３ — ０７３７ ０６９９

４２４　异质性分析

(１)不同制度质量出口国的异质性分析

诸多研究已经论证制度质量、制度距离对于农产品贸易会有显著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否会因东道国

制度质量高低而有所差异? 通过异质性分析,王瑞和钟冰平在研究中指出,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的提高对于

吸引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作用对于制度低质量国家更加显著[３３];刘雪梅和董银果则表示在不同组别,经济制度

有效性与稳定性对于贸易边际的影响别无二致[３４].制度是一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当出口国制

度质量高于东道国时,制度距离的收缩意味着两国制度环境更加相似,削弱贸易壁垒并对出口产生正向影

响,当出口国制度质量低于东道国时,表明东道国已经具备比较优良的制度环境,能够为农产品贸易做出良

好支撑,此时制度距离的收缩对于贸易的影响可能更小.为检验不同制度质量国家之间的异质性,本文以制

度质量是否大于中国为基准,将样本分为制度高质量与制度低质量国家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制度高质量国

家样本包括澳大利亚、文莱、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泰国,制度低质量组国家样本包括缅甸、柬

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
表７结果表明,对于制度高质量国家,政治制度距离对于三元边际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０９、０００４、

－００４５,经济制度距离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１９、－００１０、０００１,但是均不显著,说明对于制度质量高的

国家而言,制度距离并不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东道国相对于中国制度质量较

高,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下,制度因素所引起的农产品出口产品或数量的变化微乎其微.
对于制度低质量国家,政治制度距离对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数量边际提升

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与整体回归结果是一致的.说明制度低质量国家政治制度水平的提高,会提升中国对外

农产品出口意愿,降低政治贸易壁垒,从而使出口种类得到扩展.但经济制度距离对于中国对制度低质量国

家农产品出口边际无显著影响.

表７　制度距离对不同国家农产品出口边际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制度高质量国家 制度低质量国家

EM QM PM EM QM PM

IDijt
－０００９
(－０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２８)

－００４５
(－０８８)

－０２０３∗∗∗

(－２８６)
０１５６∗∗

(２３９)
－００６１
(－０７６)

EDijt
－００１９
(－０８２)

－００１０
(－１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３５)

－００３８
(－１３４)

００４０
(１２０)

GDPijt
００７９∗∗∗

(４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４２
(－１６４)

－３９４１
(－１４０)

３０６７∗

(１６７)
０８７６
(０３５)

lnPOPjt
－０００４
(－０７７)

０００３
(１１７)

－００３０∗∗∗

(－３７２)
－００１０∗

(－１９４)
００１２∗∗∗

(３４８)
０００２
(０４５)

lnGDij
－０３７４
(－０９１)

－０１２１
(－０６６)

－２５５１∗∗∗

(－４０９)
－２４５０∗∗

(－２０７)
２０１７∗∗

(２５０)
１９７２∗

(１８９)

EXCjt
－０００１
(－１０８)

－０００２∗∗∗

(－７６８)
０００３∗∗

(２５１)
－００００∗∗∗

(－３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４４)

TAFjt
０００３∗∗

(２５１)
－０００２∗∗∗

(－３６９)
－０００３∗

(－１８３)
－０００６∗∗

(－２３９)
０００３∗

(１６７)
－０００４
(－１４３)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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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制度高质量国家 制度低质量国家

EM QM PM EM QM PM

TCjt
－２１８８∗

(－１８０)
－１５０１∗∗∗

(－２８０)
－４９３６∗

(－１９７)
－７９６０∗∗∗

(－４４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２)

－９６３３∗∗∗

(－４８８)

lnLADjt
００９８
(１１２)

００５６
(１２３)

０４６９∗∗∗

(２９１)
０２７０
(０６１)

－０１７５
(－０８４)

－０８０５∗∗

(－２０４)

lnPROjt
００１３
(０４１)

－００３０∗∗∗

(－２９８)
００２０
(０５５)

－０２９７
(－１１５)

０３３９∗

(１９４)
０１７０
(０８４)

FTA
－００２８
(－１６４)

－０００５
(－０６４)

００４１
(１６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８)

－０１３６
(－１３７)

－００８３
(－０７６)

常数
４５６０
(１３９)

１８０１
(１３３)

２１８１８∗∗∗

(４３５)
２７４６７∗∗∗

(２７２)
－１７７９３∗∗∗

(－２８５)
１１３３
(０１５)

R２ ０８０９ ０９３３ ０６９６ ０８８１ ０７３９ ０８０３

(２)不同类别农产品的异质性分析

喻美辞和蔡宏波根据要素密集度差异,将农产品分为资源密集型及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两类[３５].前者包括水

产品、粮食谷物、畜产品等,对于土地、水源等自然禀赋的依赖性更强.后者包括蔬菜水果、饮品类等,产品

生产流通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源丰富度.从产品特性来看,果蔬、生鲜等农产品通常不经加工直接进入市场流通,
且由于时效性较强,受到贸易成本与市场需求的影响较大;而动植物油脂、饮料等产品需要的加工工序相对复

杂,出口流程更加标准化,出口往往与宏观经济环境息息相关,制度对于不同类别农产品的影响存在差异.因

此本文根据HS编码分类,将农产品分为动物产品 (HS０１~HS０５章)、植物产品 (HS０６~HS１４章)、动植物油

脂 (HS１５章)、饮料烟草 (HS１６~HS２４章)、木制品 (HS４４~HS４６章)五个类别进行异质性分析.
从扩展边际的回归结果来看,政治制度距离对除饮料烟草外其他类别农产品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从显

著性水平可见其对植物产品出口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制度距离对动植物油脂、饮料烟草等农

产品种类扩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对木制品的出口种类扩展起抑制作用.
从集约边际的回归结果来看,政治制度距离对各类农产品集约边际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并不显著,可见

在细分类别上,政治制度不是影响已建立贸易关系的农产品出口变动的重要原因.经济制度距离则显著抑制

木制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

表８　制度距离对不同类别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动物 植物 动植物油脂 饮料烟草 木制品

EM

IDijt
－００２３
(－１４５)

－００５０∗∗∗

(－２７０)
－０００３
(－０７９)

０００８
(０７６)

－０００４
(－０１１)

EDijt
－０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６
(－１１３)

０００５∗

(１８３)
００１５∗∗

(２５４)
－００４０∗∗

(－２５４)

其他解释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６７０ ０８０１ ０５５１ ０８８２ ０７２６

IM

IDijt
－００５９
(－１２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５５
(－０７２)

－００１７
(－０４８)

－００４５
(－０６０)

EDijt
０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２５)

－００１５
(－０３５)

－００２９
(－１５２)

－０１０３∗∗∗

(－３１７)

其他解释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２ ０７９９ ０６１１ ０６２１ ０７８８ ０５９２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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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在提出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的三元边际,并以制度距离作为核

心变量分析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得到了以下结论:①中国对RCEP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依靠扩展边际与

价格边际拉动,且表现出国别差异,但出口数量的提升对于推动中国农产品出口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②制度距离对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数量边际存在显著正向影响.③制度距离对农

产品贸易的影响表现出国家异质性,对于制度质量高的伙伴国,制度距离对农产品出口边际无显著影响;对

于制度质量低的国家,政治制度距离会显著抑制农产品出口种类扩展,但会促进出口数量提升.④政治制度

距离对细分类别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无显著作用;经济制度距离对不同类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

影响则存在产品异质性.
因此,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既要考虑伙伴国市场规模、文化环境、贸易壁垒等传统因素,也需重视制度

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相比于国内贸易,国际贸易使中国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风险,国家间制度距离显著

抑制中国农产品出口.因此,构建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基础保证.基于以上结论,本文

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升中国农产品贸易相关制度质量,持续优化中国贸易制度环境.WGI指数显示,近２０年来中

国制度质量均值为负,在RCEP国家中处于中下游位置,制度环境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政府效能与法治是

影响一国制度环境的关键因素,因此,一方面,中国政府需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制度加强中国法治

体系建设;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健全监管机制提升政府效能,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建设.
第二,审慎评估贸易伙伴国的制度环境,防范农产品出口风险.由于制度距离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具有负

向影响,因此,中国在进行对外贸易时要对贸易伙伴国的制度环境进行充分评估,正视中国与之存在的制度

差距.及时搜集各国政府及官方机构发布的制度质量相关数据,建立制度风险评估机制,减少中国企业在对

外出口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借此,在对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进行出口时,可以有效避免

贸易往来中由于制度问题而带来的风险,提高贸易效率.
第三,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缩短贸易制度距离.RCEP的签署与生效在经贸合作领域推出了

系列便利化规定,中国需紧抓RCEP机遇,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同时,积极

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此基础上持续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与法律制度,加强腐败整治、行政监督、农业

生产等多方面制度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缩短制度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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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InstitutionalDistanceAffecttheMarginalExportTradeof
AgriculturalProductsfromChinatoRCEPCountries?

LIUDing　CHENFuqiao　HUOzenghui
Abstract:ThesigningandentryintoforceoftheRCEPagreementhasbroughttremendousimpetustothe
sustainedandrapidgrowthofregionaltradeAccuratelyanalyzingtheinternaldrivingforceofChina’sagriＧ
culturalproductexportsgrowthfromtheinstitutionalperspectiveisanobjectiverequirementfordeepening
regionalagriculturalproducttradecooperationBasedonthetheoreticalhypothesisandtakeinstitutionaldisＧ
tanceasthecrucialvariable,thisarticlebuildsaternary marginalanalysis modeland usesrelevant
agriculturalproductdatafromtheCEPIIdatabasefrom２００２to２０２０toexaminethemarginalcharacteristics
andinfluencingfactorsofChina’sagriculturalproductexportstoRCEPcountriesTheresultsindicatethat
thegrowthofChina’sagriculturalproductexportstoRCEPcountriesismainlydrivenbytheexpansionmarＧ
ginandpricemarginAsawhole,institutionaldistancehasasignificantnegativeimpactontheexpansion
marginandpositiveimpactonthequantitymarginFromtheperspectiveofcountryspecificregression,instiＧ
tutionaldistancehasnosignificanteffectonChina’sexportmarginofhighinstitutionalqualitycountries,and
politicalinstitutionaldistancesignificantlysuppressestheexpansionofagriculturalproductexportsfromlow
institutionalqualitycountriesandpromotesquantitygrowthFromtheperspectiveofcategoricalregression,it
canbeseenthatpoliticalinstitutionaldistancehasamoresignificantinhibitoryeffectontheexpansionmargin
of plant product exports, while economic institutional distance has a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thatConsequently,topromoteChina’sagriculturalproductexports,thisarticleproposesseveralpolicyrecＧ
ommendationssuchasoptimizingChina’sinstitutionalenvironment,establishingacomprehensivesystemfor
evaluatinginstitutionalquality,improvingtheopeningdegreetoothercountriesandfacilitating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words:RCEP;AgriculturalProductExport;TernaryMargin;Institutional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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