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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   

张明 

    20余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开始扮演东亚甚至全球范围增长引擎的角色。在世界经济

发展史中，拥有广阔国内市场的国家往往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在提供国内市场方

面将成为美国强有力的挑战者。目前中国的进口已成为带动日韩和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城市化和重工

业化方兴未艾，这要求大规模和持续的初级产品供给，而中国在某些初级产品的储量方面又相对匮乏，以上因素使得中国

已经成为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上最重要的买方之一。 

    中国从1995年起一直是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上的净进口国。从2002年开始，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中国大

宗初级产品进口大幅增长。在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四种初级产品中，原油进口额在2003年增长55%，在2004年增长71%；铁

矿石进口额在2003年增长75%，在2004年增长162%；铜材进口额在2003年增长61%，在2004年增长38%；大豆进口额在

2003年增长119%，在2004年增长29%。中国已经成长为原油的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以及铁矿石、铜材和大豆的全球最大进

口国。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进口需求迅速上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进口需求过于分散，从而没能在初级产品的全球价

格形成机制上形成合力，导致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从2002年开始迅速上涨，原油价格在2003年上涨7%，在2004年上涨30%；

铁矿石价格在2003年上涨9%，在2004年上涨17%，在2005年更是上涨了75%；铜材价格在2003年上涨38%，在2004年上涨

43%；大豆价格在2003年上涨36%，在2004年下跌30%。这导致中国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条件发生恶化，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利

润空间，并且形成了外源性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认为，全球初级产品的价格上升趋势很可能在长期内继续维持。要化解

这一趋势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造成的冲击，中国政府和企业急需进行战略调整。  

   

    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中国的初级产品进出口现状及其在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上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分析国际初级产品

市场的定价机制以及近期价格上涨对中国造成的冲击，第三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

    二  近年来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及其对中国造成的冲击  

    图17表明，全球各大类初级产品价格从2002年起均开始上扬，食品和农业原材料的价格涨幅较为平缓，而矿产品价格

从2002年到2004年上涨了50%。图18集中考察了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四种初级产品的价格走势。从2002年到2004年，原油价

格上涨51%；铁矿石价格上涨27%，2005年更是上涨了75%；铜材价格上涨63%；大豆价格下跌13%。(图17略） 

   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从2002年起大幅上涨的动因包括：①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逐渐从20世纪末的经济衰退中复苏，



经济增长速度反弹加大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②中国因素的作用，来自中国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全球初级产品市场

价格的上涨；③供应商利用自己的寡头垄断地位，在行情看涨的市场前景下大幅提价；④国际机构投资者利用这一轮行情

进行投机炒作，从而放大了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  

   

    进一步考察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长期变动趋势（见表3略），我们发现，20世纪70年代是全球初级产品价格飙升的时

代，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初级产品的价格总体而言是逐渐下跌的。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在2001年以来逐渐走

强，全球初级产品价格重新回到了上涨的轨道中来。如果再考虑到2004年的价格涨幅，原油、铁矿石、铜材和大豆在21世

纪前四年的年均价格都显著上扬。我们认为，由于预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将继续走强，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趋

势将会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得以延续。  

    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运行造成了负面的外部性冲击。第一，进口价格大幅上涨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

而贸易条件的恶化将会压缩中国进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基础的弱化。在1995年到2002年八年间，中国

初级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1%，初级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3%，因此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普

遍上  扬所导致的进口成本上升大于所导致的出口收入增加，这必然会导致中国初级产品贸易赤字的恶化。此外，进出

口初级产品结构的不对称性也会导致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在这八年间，在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中，食品的平均比重为

50%，农业原材料的平均比重为10%，燃料的平均比重为25%，矿物与金属的平均比重为15%；在中国进口的初级产品中，

食品的平均比重为25%，农业原材料的平均比重为24%，燃料的平均比重为33%，矿物和金属的平均比重为27%。而在这一

轮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中，涨幅由高到低分别是矿物和金属、燃料、农业原材料和食品。因此，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对中国初级产品进口成本的影响必然超过对中国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影响，从而造成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图19反映了中

国进出口贸易条件指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条件在1995年到1997年期间以及1998年到2000年期间分别经

历了上升和下降的阶段，在2001年贸易条件有所反弹，但是在2002年重新下滑。考虑到2003年至今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

的变化情况，贸易条件指数从2002年到现在必然是不断下滑的，而且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的迹象。

第二，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特别是原油价格上涨，给中国注入了外生性通货膨胀压力，这将会影响到中国政府实施宏

观调控的效果。外生性资源价格冲击往往是造成经济滞胀的直接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能引起最

终消费品价格的相应上涨，即价格在制造业上下游之间的传导机制存在阻塞，那么工业企业的利润将会不断降低，从而影

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图19略） 

 

    中国进口需求的迅速上升固然是造成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然而全球初级产品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

竞争市场，因此买卖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来对市场价格的形成施加影响。但是目前中国的进口企业相对于全球市场

上的初级产品寡头供应商而言，更多的是价格接受者而不是价格制定者。要准确剖析中国进口企业存在的问题，就有必要

对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行分析。  

    当前的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卖方寡头垄断市场。例如OPEC国家的原油出口量占到全球原油贸易量的

55%，全球铁矿石三大供应商的铁矿石出口量占到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75%左右。这些寡头企业可以通过控制产量来影响价

格，但是价格也并不完全由这些寡头企业来决定。对于有着成熟的期货品种的初级产品而言，其全球价格基本上由全球范

围内著名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来决定，例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的大豆合

约、纽约商品交易所（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NYMEX）的石油合约，以及伦敦金属交易所（London Metal 

Exchange）的铜合约。对于缺乏成熟的期货品种的初级产品而言，其价格通常由主要供应商和主要需求方代表举行定期会

晤，通过讨价还价来制定。例如铁矿石的亚洲基准价格每年都由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本钢铁公司、韩国最大的钢铁企

业浦项制铁公司和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在每年4月1日之前通过价格谈判后达成，从2004年开始，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

钢也开始参与这一谈判。  

   

    无论采取哪种价格形成机制，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由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来决定。但是在以上两种价格形成机制

中，价格在一定时间内可能偏离由供求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在前一种定价机制中，受到进出口厂商套期保值行为和机构



投资者投机性炒作的影响，期货市场上的初级产品价格常常出现与基本面背离的大起大落现象。在后一种定价机制中，协

商价格在多大程度上与均衡价格背离，取决于谈判双方的实力对比，如果卖方寡头实力占优，谈判价格可能严重背离均衡

价格。例如铁矿石价格在2005年上涨75%就被普遍认为背离了市场真实价值。  

    问题在于，中国企业在以上两种价格形成机制中都处于劣势。在前一种定价机制中，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在国际性期货

市场中进行套期保值的意识，同时缺乏相应投资经验，因此往往成为国际机构投资者投机操作的受害者。在后一种定价机

制中，由于中国钢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偏低，而且钢铁企业往往在国际市场上各自为战，缺乏集体采购意识，在价格谈判

时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在谈判的过程中不能发挥与自己进口份额相称的作用。要改变自己在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上价格形成

机制中的弱势地位，中国政府和企业急需进行战略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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