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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借鉴产业内贸易理论 ,分析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 ,并针对这些原因给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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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the i ntra-i ndustry trade theory , the reasons of slowdevelopment of i ntra-i ndustry trad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 was analyzed ,
an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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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农产品进出口大国, 农产品贸易不仅在国民

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近几年 , 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良好 , 农产品进出口

总额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06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310 .3 亿

美元, 同比增长14 .1 % ; 农产品进口319 .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1 .6 % , 贸易逆差9 .6 亿美元, 同2004 年( 48 .4 亿美元) 、2005

年( 14 .6 亿美元) 相比, 贸易逆差进一步减少。虽然农产品贸

易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 但是我国农产品贸易仍以建立在传

统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产业间贸易为主, 农业产业内贸易的

总体水平较低, 且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方式为主, 垂直型产

业内贸易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1] 。相比发达国家, 我国亟待提

高农业产业内贸易水平 ,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 从而提高农

产品贸易总体水平, 增加农民的利益。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进一步探究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的路径。

1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模型为代表的古典贸

易理论 , 该理论认为由生产技术差异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国际

贸易产生的原因。古典贸易理论经赫克歇尔、俄林、斯托尔

帕、萨谬尔森、罗勃津斯基等的发展, 形成了以要素价格均等

化、斯托尔帕—萨谬尔森、罗勃津斯基、赫克歇尔—俄林命题

为核心的新古典贸易理论, 该理论认为生产技术相同, 要素

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仍然可以产生国际贸易。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可以解释产业间的贸易现象 , 然而

它不能很好地解释二战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现象, 即同一产

业内部的贸易。最早研究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格鲁贝尔和劳

埃德, 他们计算了1967 年10 个工业化国家的各种行业的产

业内贸易指数。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理

论主要是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弗农的“产品周

期”学说和林德的“需求变动”理论[ 2] , 这些理论认为, 生产的

规模经济、产品的技术周期和需求的差异会导致产业内贸

易。也有学者认为 , 如果引入产品质量的垂直差异, 比较优

势理论也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 3] 。

2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

2 .1  没有形成有效的农业经营规模 近年来, 我国农业产

业化发展较快 , 出现了大量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龙头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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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但从总体上说, 我国大部分农产品仍以农户生产经营为

主, 呈现出的格局是“小规模、大群体 , 小生产、大市场”, 普遍

规模小、实力弱、组织化程度低 , 农户很少实行地区聚集化生

产, 存在着明显的外部经济利用不足的问题, 抵御出口市场

风险和突破技术壁垒的能力不强。我国人多地少 , 很难如同

欧美那样发展横向的土地集中经营, 而只可能是推进纵向的

联合经营, 这样的联合经营需要以合同方式将分散的农户联

系起来生产相同的产品, 但由于土地使用权的转移机制尚不

完善等因素的作用, 这种联合需要耗费较大的交易费用。另

外, 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 受教育程度不高 , 导致他

们难以接受先进的生产思想, 形成科学的生产意识, 更难以

掌握和利用尖端的生产技术, 这会抑制农业技术的外部规模

经济。同时, 农业的规模生产需要大量资金 , 由于融资渠道

狭窄, 收入偏低的农户难以获得资金投入较大规模的生产 ,

进而改善经营。

2 .2  农产品差异化程度不高, 缺少品牌创新意识  我国农

产品同类产品较为单一 , 同类产品缺乏水平和垂直差异性 ,

许多产品没有自己的品牌, 更不用说在国际市场上拥有驰名

的品牌。同时 , 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技术含量低, 出口农产品

中初级产品占60 % 以上 , 传统产品多, 创新产品少 , 新品种研

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弱, 不适应国际市场消费多样化的需要。

另外, 产品质量和加工水平低, 不利于出口企业培育核心竞

争力, 而且容易引发国外对我国农产品进行反倾销或采取保

障措施。

2 .3  国民收入总体水平不高, 收入差距较大  根据需求变

动理论, 收入相似的国家往往具有相似需求, 因而在这些国

家之间容易发生产业内贸易, 而大部分产业内贸易在发达国

家之间进行。近年来, 虽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 , 但

由于人口多, 底子薄, 人们的收入总体水平不高, 购买力仍有

限。由于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 从而与发达国家的需

求具有较大的差异, 这导致我国产业内贸易的规模较小。同

时,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拉大 ,

不同收入层次的国民往往具有不同的需求, 这又进一步抑制

了产业内贸易规模的扩大。

2 .4 农产品的传统比较优势仍较为明显 由于中国具有丰

富劳动力资源, 劳动力价格低廉 , 畜产品、园艺产品等劳动密

集型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出口潜力。相对而言, 我国人多地

少, 发展小麦、棉花、大豆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缺乏优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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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我国跨越亚热带和温带, 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多种多样 ,

能够生产各类农产品 , 满足世界市场多样化的食品需求。另

外, 亚洲是世界农产品贸易最重要的市场 , 日、韩、香港、台

湾、印尼、泰国等都是进口我国农产品的重要国家和地区。

由于运距短、运销便捷, 我国对亚洲市场出口蔬菜、水果、水

产品、肉类等高价值农产品, 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

3  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3 .1  改善现有生产布局 , 逐步实现规模经营 政府应该提

供适当的条件, 使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凝聚成社会化的适

度规模家庭经营。随着家庭经营的发展, 逐步实现农业的社

会化生产经营。农户通过合理有效的分工协作 , 共享信息 ,

降低运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 形成更大的规模, 获取规模经

济。同时 , 加强农业职业教育 , 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

培养农业实干型人才, 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获取外部规模

经济。

3 .2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 实施品牌差异战略  鼓励企业提高

农产品附加值, 发展深加工农产品出口。支持和引导农产品出

口企业, 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与国内自主研发并重

的方式, 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 创立自有品牌, 提高核心竞争

力, 逐步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品牌声誉和固定的消费群体。制订

品牌农产品的海外营销计划, 优先支持农产品出口品牌建设。

对名优农产品出口企业在境外开展的自主品牌知识产权保护,

开展的广告宣传、展览展销和推广活动予以资助; 支持品牌出

口企业通过进口国( 地区) 要求的认证, 聘请专业机构制订品牌

发展战略, 开展研发设计活动; 帮助品牌企业产品建立国际营

销渠道, 率先进入跨国采购供应链。

3 .3 进一步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 提高国民总体收入水平

 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家的产业结构, 提

高各个产业的总体回报率, 最终增加国民的福利水平, 使国

民收入更加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 从而增加与发达国家之间

进行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同时, 要注意缩小国民的

收入差距, 扩大中产阶级的比例, 改变“两头大, 中间小”的社

会收入结构, 使产业内贸易的规模得以扩大。

3 .4 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并重, 提高农产品贸易总体

水平 在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同时 , 不能放弃传统的比较优

势, 比较优势对发展产业内贸易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应

当大力出口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 同时进口一些国外有

比较优势的的农产品。对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在保证

安全供给的基本条件下 , 适度减少国内生产, 发展产业内贸

易, 有效利用国际市场调节供需缺口。只有产业间贸易和产

业内贸易并重, 才能提高我国农产品贸易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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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提高农民外出务工的技能。

3 .2  兴办乡镇企业 , 让农民就近务工  积极吸引外资, 鼓

励有创业精神和能力的人才在农村开厂办企业, 是解决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如前所述, 目前很多农民务工

基本上是卖苦力 , 工时短, 报酬低。如果农民能就近务工,

这种情形将会改善。所以各级政府以及农民本身都要加大

力度 , 积极参与乡镇企业的创办和建设。如浙江、福建等省

乡镇企业发达 , 就业人员的吸纳量大 , 不但解决了当地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 还需吸纳大量外地务工人员。

我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 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如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搞好农副产品的深加

工, 可以在农村形成连带效应: 一个厂的开办和运营带动另一

个、另几个相关厂的创办; 一个村带动另一个村, 另一个村带动

其他村。这就能改变农民只卖原材料的状况, 使农业形成生

产、加工、销售的产销化体系[ 3] 。这样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附

加值,而且很好地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3 .3  加快推进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

转移, 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也是维护社会安定必

须解决的问题, 还是解决“三农”顽症的根本出路。农村富余

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除了发展乡镇企业外, 还应加快农村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使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一方

面要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推动小城镇建设, 另一方面要

在发展小城镇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 这

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3 .4  各级政府和部门应齐抓共管为农民排忧解难  在乡镇

企业创办过程中, 政府要加强领导, 为乡镇企业的创办大开

方便之门 , 如江西省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倡导“全民创

业”, 给在江西创业的人提供贷款贴息以及减免税收等优惠

政策, 这是“硬”的方面;“软”的方面成立专门的劳动力开发

办公室, 建立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介组织 , 给农民架起

行业转移的桥梁, 在全国形成劳动力服务组织网络。同时政

府要搞好部门配合, 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 明确实施的主体 :

农业部门负责农民工的组织和行业转移培训; 劳动部门负责

开拓就业市场, 建立就业信息平台, 发布用工信息, 考察用工

企业, 处理劳动纠纷; 教育部门负责教育督导与检查。更重

要的还要建立“两库”: 一是农业部门牵头负责组织农村调

查, 建立全省分县市区的劳动力资源库 ; 二是劳动部门负责

收集大中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信息, 建立动态用工信息库, 通

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发布[ 4] 。这样, 农民找出路就有坚强的后

盾和保障, 成功的可能性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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