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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韩三国之间农业合作前景广阔，中国在土地和劳动

力方面有优势，日、韩在研究与开发、营销与服务方面有优势，通过分

享农业价值链增值带来的利润，三国都可以从中获益，进而推动三国合

作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相互直接投资来推动贸易的发展，需要各方克服

短视，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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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面

临新的环境，其农产品贸易在进一步增长的同时，也将出现更多的贸易争端。贸

易争端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入 WTO 后，对日本、韩国增加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

出口，从而引起双边贸易摩擦。随着日本、韩国采取各种措施控制中国农产品的

进口以保护本国农业，中国也必将采取措施应对这些进口限制，这就增加了三国

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农产品生产具有巨大比较优势情况下，中国如何主动地与日

本、韩国进行农业合作，有意识地促进农业生产流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中、

日、韩三国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从而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最终

形成提供动力支持。 
一、 日、韩在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亚洲是中国农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与同处东北亚的日本、韩国相比，中

国的人均耕地相对丰裕，分别为日、韩人均耕地的 3.5 和 2.5 倍。这样，中国丰

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就发挥出优势，地理上的相近也使鲜活农产品的运输时间较

短，从而成为增加中国农产品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 
1．中国农业在亚洲及全球的竞争力――以 2003 年进出口数据为基础 
2003 年，中国 175 亿美元的食品和活动物出口额中，124 亿美元出口到亚洲。

其中，54.6 亿美元出口到日本，22.6 亿美元出口到韩国，中国农产品向这两个国

家的出口值，占对亚洲出口总额的 62%、对全球出口值的 44%。 
不仅农产品，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和进口，都是除香港外（中国大陆对

香港的进出口商品多数不是直接的来源地的目的地）的亚洲的第一和第二。2003
年，中国对日本出口额 590 亿美元，占对亚洲出口额的 26.68%；对韩国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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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亿美元，占对亚洲出口额的 9.03%。中国自日本进口额 741.5 亿美元，占自

亚洲进口额的 27.17%；自韩国进口 431 亿美元，占自亚洲进口额的 15.79%。 
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贸易格局，总体上看，中国顺差在农产品，逆差在制成

品。这种格局，正是中国农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表现。表 1 给出了 2003 年中国

各类食品（商品构成按SITC分类）对全球和对亚洲的“净出口指数”②。 
表 1 2003 年中国各类食品对全球和对亚洲的净出口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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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统计资料”进出口统计进

出口分国家（地区）商品构成表 

2003 年中国在对全球进出口顺差 256 亿美元、净出口指数 0.03 的同时，对

亚洲逆差 503 亿美元、净出口指数-0.10。但是中国对亚洲的食品进出口与对亚洲

的进出口总体情况相反。中国对全球食品进出口顺差 115.7 亿美元，相当于食品

出口额的 66%，净出口指数 0.49；而对亚洲食品进出口顺差 107.9 亿美元，相当

于对亚洲食品出口额的 87%，净出口指数 0.77；中国食品对全球的进出口顺差，

基本出自对亚洲的食品进出口顺差。这说明，相对于其他行业，劳动密集型的农

产品部门，是中国这个人口最多、劳动力资源最充裕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在；相对

于总体上与中国一样人多地少的亚洲国家，尤其是其中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

很紧缺的高收入的日本和韩国，中国农业部门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 
在全球，中国各类食品中，乳品及蛋品，糖、糖制品及蜂蜜，饲料（不包括

未碾磨谷物）的净出口指数的负值，主要是来自于土地资源充裕的北美洲、大洋

洲的乳品和饲料的入超，说明相对于它们，中国农业受制于土地资源紧缺。而在

亚洲，中国所有各类食品的净出口指数都是正值。不仅更少依赖于土地、更多耗

费劳动力的畜禽产品、水产品和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净出口指数很高，而且土

地密集型的粮食：谷物及其制品，饲料（不包括未碾磨谷物）的进出口指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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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高达 0.91 和 0.81；只有土地密集型的糖、糖制品及蜂蜜的净出口指数最低，

为 0.50。 
2．2003 年中国对韩国和日本农产品进出口情况 
与中国在全球的顺差相反，2003 年中国对韩国进出口逆差 230 亿美元，相

当于中国对韩国出口额的 114%，逆差来自工业制品的 245 亿美元（出口 160 亿

美元，进口 405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向韩国出口工业制品总额的 1.5 倍。 
在这种总体格局中，中国的食品顺差 21.4 亿美元（出口 22.6 亿美元，进口

1.2 亿美元），基本上就是中国向韩国的食品出口额，净出口指数 0.90。其中谷物、

咖啡、饲料的净出口指数超过 0.90，蔬菜、水产品、活动物相当于食品类平均水

平，只有贸易比重极低的糖类的净出口指数为负值。韩国自中国进口的食品中，

45%是谷物，其次是水产品，33%，第三是蔬菜及水果，11%，前三项合计，占

韩国自中国进口食品的 89%（见表 2、表 3）。 
表 2  2003 年中国各类产品对韩国和日本的净出口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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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 1 

表 3  2003 年中国各类食品韩国和日本的净出口指数和出口额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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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 1 

韩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日趋密切。2001 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韩国第二大

出口市场；2003 年 9 月起又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③
。韩国总贸易顺

差 2001 年为 93 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顺差为 49 亿美元，占 53%；2003

年总贸易顺差为 155.4 亿美元，来自中国大陆的顺差为 230 亿美元，为韩国总顺

差的 148%。 

与中韩贸易格局相似，2003 年，中国对日本贸易同样也是初级产品出超（69

亿美元，出口 92 亿美元，进口 23 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入超（217 亿美元，出

口 502 亿美元,进口 719 亿美元）。 

不同的是，中国对日本显现出更大的初级产品－食品比较优势。在所有类别

的初级产品中，只有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的净出口指数为负值，逆差为 3.3

亿美元，本类产品占中国对日出口产品总额的 2%；其余类别的净出口指数都是

正值，最高的是饮料和烟类，为 0.915；次高的为食品及活动物，为 0.91。在食

品中，除了活动物日本有相当于中国进口量的 86%的对中国出口（但其出口额仅

占食品出口总额的 0.01%），其他所有类别上几乎“一面倒”，日本只有进口，没

有出口。份额最大的是水产品，占 39%；其次是蔬菜及水果，为 30%；第三是肉

及肉制品，为 13%。前三项合计，占日本自中国进口食品总额的 82%。（见表 2、

表 3）。 

3．中国对日韩的农产品－食品进出口格局显现了中国处于比日韩更低的发

展阶段 

中国对日韩高达 0.9 左右的食品净出口指数，除了说明中国在农产品生产方

面具有比较优势外，也显现了中国与日韩两国相比更低的发展水平。通常，发展

程度低的国家用初级产品－食品，向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制取工业制成品。2003

年中国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为 8%，低于进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 18%的一

半，这说明了中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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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至 9 月份，韩国的对外出口比例中，中国占 17.7%而超过了美国(17.6%)，第一次成为韩国的最大出

口市场。欧盟和日本以 13%和 8.6%占据第三、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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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2－03 年中国对韩、日食品顺差与贸易逆差总额的对比 （亿美元） 

类别 2002 2003 

食品顺差 17 21.5 韩国 

逆差总额 131 235 

食品顺差 50 53 日本 

逆差总额 51 148 

资料来源：同表 1 

在中国对韩、日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的前提下，韩、日有理由向中国开放更大

的农产品－食品市场，尤其是在中国具有劳动力绝对优势的农产品如蔬菜及水

果、水产品等方面，这需要从双边贸易发展的大局出发来考虑。 

在东北亚，尤其是中、日、韩内部，率先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各方利

益所在。 

二、 入世以来中、日、韩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及问题 
1．中国对日本、韩国贸易发展与其他主要伙伴的比较 
入世三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起到重要的作

用，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也相当关键。而受“泡沫经济”影响长期处于停滞的日本

经济更是借助对华出口的迅速增长才逐步走出泥淖。 

2002 年日本出口额为 52.1 万亿日元，增长了 6.39%，这样的出口高增长率

确实对日本经济在 2002 年走出衰退起了很大作用。2002 年，日本对华出口增长

了 32.3%，对美出口增长了 1.1%，对欧盟出口下降了 1.89%。美国作为日本第一

大出口对象国所占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30%下降到 28.54%，第二大出口对象的欧

盟所占的比重由 16%下降到 14.71%，第三大出口对象的中国却由 7.68%上升到

9.56%。这就是说，在 2002 年日本 6.39%的出口增长率中，对中国出口的贡献度

最大，为 2.48 个百分点，对美国出口的贡献度只有 0.3 个百分点，而对欧盟出口

的贡献度则为负 0.3 个百分点。④

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中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

日贸易的增长速度相对于其它主要贸易伙伴而言，是比较慢的，近三年来都低于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在 2003 年之前的十几年中，日本一直是中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到 2004 年 9 月，欧盟、美国相继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

二大贸易伙伴。见表 5 
相对于中、日贸易的低速增长，中、韩贸易在近几年来一直是快速增长，超

过中国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长速度，韩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稳步增加，韩

国已成为中国第 6 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在 2001 年超过日本，2003 年超过美国

                                                        
④ 这些资料来源于薛军的“析中国大市场在日本经济复苏中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年第 6 期。 



成为韩国最大出口市场。 

表 5  2002 年以来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增长速度  （%） 

2002 2003 2004 年 1－9 月  

同比 占比 同比 占比 同比 占比 

总值 21.8  37.1  36.7  

日本 16.2 16.4 31.1 15.7 26.9 14.7 

韩国 22.8 7.1 43.4 7.4 46.7 7.8 

美国 20.8 15.7 30.0 14.8 34.4 14.8 

欧盟 13.2 14 44.4 14.7 35.6 15.5 

东盟 31.8 8.8 42.8 9.2 35.6 9.1 

香港 23.8 11.1 26.3 10.3 28.2 9.5 

资料来源：同表 1 

2．中国对日本、韩国农产品出口与出口总额的比较 
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和对韩国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相比，差距不

大，2002 年农产品出口额增长 30.5%，超过对韩国出口总额增长速度，2003 年

农产品出口增长 26.7%，低于 29.7%的对韩国出口总额增长速度。 
与中、韩农产品贸易的较快增长相比，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则增长缓慢，

与中、日贸易的较快增长速度也不相适应。2002 年中国对日出口增长 7.8%，但

农产品出口增长仅为 1%；2003 年对日出口增长 22.7%，而农产品出口增长仅为

4.8%，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严重滞后于一般贸易的发展速度，见表 6。 
表 6 2002－03 年中国对日、韩出口总额与农产品出口额增长速度对比 （%） 

2002 2003  

出口总额 农产品出口额 出口总额 农产品出口额 

日本 7.8 1 22.7 4.8 

韩国 23.8 30.5 29.7 26.7 

资料来源：同表 1 

3．影响中国与日本、韩国农产品贸易扩大的障碍 
政治因素是影响中国对日本、韩国农产品出口扩大的主要因素。在日本和韩

国，尤其是在日本，农民组织的政治影响极为巨大，日本自民党的执政基础在于

农协，因此，在关系到日本农民利益的政策上，很难做出调整。 

中国与韩国农产品贸易在经历过 2000 年的大蒜贸易战后，进入快速发展期，

这与中国贸易发展的总格局密切相关。韩国已成为中国第 6大贸易伙伴，而中国

则成为韩国最大出口市场，在中国占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贸易中做出一定让步，

从而换取对中国工业品更大的出口市场，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增长相对于其它主要贸易伙伴的发展速度较慢，保持十年



的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在 2004 年被欧盟、美国相继超过，农产品贸易发展在经历

2001 年的大葱贸易战后更为缓慢，这与中、日在政治领域的争端不无关系。日

本农民协会在政治上强势，对日本农业政策影响巨大，而领土之争、能源之争也

使中、日政治关系难以发展，经济领域的合作虽然较好，但受政治因素影响，不

免落后于其它国家。 

 
三、 中、日、韩农业合作的总体构想：直接投资促进贸易自由化 
1．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不到 1%，在世界各国排名中列

第 32 位。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1

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上升到 4%，在世界各国出口排名中列第 6 位。

2003 年，中国排名第 4 位。2004 年中国贸易额预计将突破 1 万亿美元，取代日

本排名第 3位。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1987

－2002 年，中国进出口年均增长 13.8%，而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年均增

长 34.8%。外商投资企业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4%扩大到 53%。 

表 7 1987－2002 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统计（单位：亿美元，%） 

项目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年份 全国 外资企

业 

比重 全国 外资企

业 

比重 全国 外资企

业 

比重 

1987 826.5 45.8 5.6 394.4 12.1 3.1 432.2 33.7 7.8 

1992 1655.3 437.5 26.4 849.4 173.6 20.4 805.9 263.9 32.7 

1997 3250.6 1526.2 47.0 1827.0 749.0 41.0 1423.6 777.2 54.6 

2002 6209.44 3303.63 53.2 2953 1603.7 54.3 3256.44 1699.9 52.2 

资料来源：同表 1 

2．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特点 

80 年代，日本是中国吸收外国投资的第 2大来源。进入 90 年代后，日本对

华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而中韩建交后，韩国对华投资快速增长。到 2002

年，日本和韩国占中国累计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8.11%和 3.39%，分列中

国吸收外资的第 3和第 7大来源地。2004 年 1－6 月，韩国成为中国最大外资来

源国。 

表 8 2001 年以来韩国、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变化  （单位：亿美元）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1－6月 

韩国 21.5 27.2 44.9 35.1 

日本 43.5 41.9 51.5 29.5 

资料来源：同表 1 



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日本企业投资制造业的资金占日本

对外投资总额的 76%，韩国企业投资制造业的比例更高，达到了 83%。 

日、韩对华投资和其它国家一样，对农业的直接投资很少。从协议金额的相

对比重看，在 1983-2001 年间，农业利用外资协议金额占全国外商投资协议金额

比重最高的也只有 4.4%，最低年份仅为 0.9%。这与农业在中国 GDP 中所占的比

重形成鲜明的反差，如 1998 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 18.0%，而

该年农业利用外资的协议金额所占比重只有 2.3%；2003 年农业利用外资协议金

额所占比重只有 1.97%。另外，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一产业所占的比例长

期徘徊在 2%左右（2000 年为 2.37%），这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约 20%的比重差异明

显。 

3．日本、韩国农民来中国投资农业存在巨大利润空间 

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的每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可以创造价值，这些相互关

联的活动便构成了创造价值的一个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以图 1表示农业的价值

链，从农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中可了解到，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基础，生产及

加工是属于低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而创新、研发以及行销、服务是属于附加价值

高的项目。中国农业优势所在是生产、加工的低成本，而日、韩的农业优势在于

创新、研发、物流、行销、服务，如果日、韩农民来中国投资农业，可以很好地

整合价值链，共享产业繁荣的成果。 

                                 

附                                 

加                                 

价                                 

值                                

          提高产品附加价值                       

                                 

   创 研 设 生  加 物 品 行 贸 服 

行销服务
创新研发 

生产与加工

    新 发 计 产  工 流 牌 销 易 务 

产业价值链（产业活动） 

图 1 农业价值链微笑曲线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近年进口农产品在 300 亿美元以上；韩国

农产品进口排名世界第 13 位，2002 年韩国农产品进口额约 96 亿美元。中国农

产品出口占日本农产品进口额不到 20%，而日本进口农产品的最大宗为水产品和

蔬菜，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且多不易长途运输，中国作为日本邻国，具有劳动

力成本低、运输时间短、运输费用低的特点，从中国进口农产品有利于降低成本。 

同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农产品市场。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



增长使得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能力也相应增强。与 1978 年的

57.5%相比，2001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37.9%，下降 19.6 个百分点；

与发达国家人均GDP1000 美元左右时的情况相比，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

数与美国和日本相当。这样潜力巨大的市场对国外的投资者将提供新的发展空

间。 

如果日本、韩国的农民到中国投资建立种植、养殖基地，并从事农产品深加

工，然后向其本国销售，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中获取利

润，从而可以补偿其减少国内生产所造成的损失。这样中国对日本、韩国农产品

贸易的扩大就不会引起这两个国家农民的过分反应，在产业链上，中、日、韩农

民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起分享农产品贸易扩大的利益。 

 

四、 从农产品贸易看中、日、韩贸易自由化的障碍及克服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也是十分明显。北美自由贸易区和

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自由贸易区，东盟的发展也进展顺利。中、日、韩经

济总量占世界的 20%，却没有形成自由贸易区，甚至谈判的启动都十分困难，这

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不相符合，也影响到各国经济发展。 

2003 年 10 月中日韩 3国政府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

合作联合宣言》,温家宝总理就加强 3 国合作提出了 4 点建议。其中包括尽快建

立 3 方委员会,根据联合宣言协调和规划 3 国合作；继续深入研究建立中日韩自

由贸易区问题等。 

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内核是取消关税和其它贸易限制，在区域内部实行商品免

税流通，但对外部独立关税壁垒保持不变。商品的自由流动是基于比较优势的，

各国出口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的产品，从而使总的贸易量增加，带来交易各方福

利的增加。 

中国对日、韩在初级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出口上绝对优势，在工业制成品上

有相对劣势，贸易格局表现为农产品顺差和工业制成品逆差。贸易自由化应该是

中国扩大对日、韩的农产品出口，增加从日、韩的工业品进口。相对于工业品进

口的大幅增加，中国对日、韩的农产品出口增长缓慢，近年来不断暴发农产品贸

易战，影响双方贸易发展。 

日本、韩国在对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上必须有政治上的考虑，要在获得工业

品贸易顺差的同时，适度开放农产品市场，这样才能出现双赢的局面。至于如何

在国内分配这种贸易收益，使得农民的利益损失最小化，也是日、韩政府要在政

策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受历史及现实原因影响，中日、韩日之间的政治互信比较低，中日间三年没

有首脑会晤，这对于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有不利的影响。没有高层的沟通，贸易冲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2-01/28/content_257426.htm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2-04/01/content_329931.htm


突的解决就会比较困难，贸易额的增长会受到影响。事实上，2000 年至 2003 年

的 4 年中，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年均贸易增长水平分别为：同美国贸易增长

20.1%；同韩国 27.0%；同东盟和欧盟的分别是 31.5%和 22.2%，同日本的贸易增

长为 19.6%。 

要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并不容易，而农产品贸易谈判一直是国际贸易谈判

中的难题，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对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将会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因此，中、日、韩三国应从长远利益出发，摒弃前嫌，加强信任，循

序渐进加强合作。 

1．加强三国政府间合作 

中日韩农产品贸易冲突的解决，不能象以前的大蒜、大葱贸易战一样，在出

现问题时相互以制裁威胁，影响双边贸易发展。农产品贸易争端应该在高层来解

决问题，可以考虑建立三方农业部长会议制度，讨论促进三国之间农产品贸易扩

大的措施。 

2．促进投资自由化 

中日韩应规划区域投资协议,消除投资壁垒,促进区域内投资自由化,建立投

资鼓励机制；削减与投资有关的贸易壁垒；构建有效配置和分享生产资源的经济

合作的制度框架。 

中国农业的显著优势使之有条件与日、韩进行垂直分工，让日、韩农民进入

中国从事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分享价值链增值的收益，从而达到中日韩三国农业

及其它产业的共赢局面。中国向日韩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农产品供应，同时为日

韩提供相应的工业品市场。 

通过吸引日本、韩国的农民来中国投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业，减少两国

因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给农民收入带来的损失，达到双赢的结果。 

3．促进贸易自由化 

中日韩应制定关税削减和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时间表,大

力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无纸化交易和电子商务。可考虑在中日韩 3 国间建设电

子商务网络,尤其是尽快建成报关、物流、银行、保险以及货物运输的统一网络,

促进各国之间的农产品及其它产品贸易。 

4．进行区域内产业的战略性整合，提升经济合作程度 

中国作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同时也是重要的农产品进口国。在某些农产

品，如粮食的进口上，中国与日本、韩国有共同利益，可以相互协调，防止因抢

购而使世界市场粮食价格上升，损害双方利益。 

在能源、钢铁等领域也可以进行合作。最近国际市场油价攀升，中日韩从中

东进口石油价格比欧美要高 1－2 美元，经济损失不小，三国可以考虑成立“能

源共同体”，联合采购，利用规模优势在价格谈判中改善不利处境。 



中日韩 3国能否加强合作的理念、加快合作的制度化建设、选择有效合作的

共同利益切合点是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区域

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中日韩 3 国会在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中逐渐形

成东北亚地区的轴心国,以 3 国自由贸易区为核心和先导的合作模式将会带动东

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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