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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贸易网络和拓扑学原理!利用 #(((%!""J%!""(%!"#J 年和 !"#( 年全球花生贸易截面数

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 #((((!"#( 年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演变特征及对中国花生对外贸

易政策的启示& 结果表明'全球花生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直接交易路径在不断缩短!全球花生贸易核

心国家在已有稳定成员的基础之上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中国%美国和荷兰是 #((((!"#( 年世

界重要的花生贸易枢纽国!中国拥有较强的独立开展花生出口贸易能力!但开展花生进口贸易时受

其他国家的约束力度仍较大#中国花生进口量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幅度回落!贸易风险不断增大#

基于中国花生出口贸易格局的多元化趋势!国内花生产业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 据此建议!

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花生贸易市场中的中介影响力!积极开展花生双边及多边贸易合作#对中国花

生的重要%传统和潜在出口市场实施不同的出口策略#相关部门可为中国花生进口渠道多元化提供

必要的政策和信息支持&

关键词!全球#花生贸易#社会网络#中国#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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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优质植物油脂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也

是食用&榨油兼用的经济作物#在全球食用油籽总产

量中花生占比约 &b#在我国食用油籽总产量中其

占比约 '"b

(#)

% 由于花生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在我国人口红利增长阶段#花生产品曾凭借其价

格和数量的双重优势#成为我国油料作物中为数不

多的常年保持贸易顺差的农产品#同时也是我国在

国际市场中唯一具有竞争优势的油料作物(! $J)

% 然

而#受近年来国内消费需求刚性增长及印度等一些

花生出口大国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的影响#中

国花生产品的国际贸易规模被不断压缩#出口创汇

能力也在不断减弱(+)

%

!"#J 年之前#我国几乎不进口花生#从 !"#J 年

开始我国花生进口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并逐渐往

全球最大的花生进口国方向发展(I)

% 在以往全球

花生贸易格局中#欧盟&印度尼西亚一般作为世界前

两大花生进口地区和国家#印度&阿根廷&美国和中

国是传统花生出口国% 近年来#伴随全球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以及疫情等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全球贸易

格局呈现快速演进的趋势% 鉴于中国在全球花生贸

易格局中的地位角色以及竞合态势的转变#刻画和

总览全球花生贸易格局的演变规律及结构特征#洞

察和展望中国花生对外贸易格局走势#对加快中国

花生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引导国内花生生产&加工和

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有关花生贸易的研究多侧重于比较优势&

技术性贸易壁垒&海关病虫害检疫等领域#分析方法

大多采用定性分析或者利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

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一系列指数测

算来展开(% $#")

% 但当把中国置身于全球开放交融

的国际市场大格局中时#鉴于贸易往来国家数量之

多且贸易关系之复杂#仅利用单纯的双边贸易数据

测算出传统贸易指标的分析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

展示一国某类产品在全球贸易市场背景下的格局变

动趋势(##)

% 因此#为明确全球某类产品市场中不同

国家的角色类型#策略性地优化该产品的对外贸易

布局#尽可能争取增量市场和避开相似市场竞争#源

自社会关系研究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国际贸

易领域应运而生#该方法为学术界系统研究贸易网

络的动态变迁特征&贸易网络节点距离及空间变化

特征#以及国家特征异质性与贸易网络间的交互作

用等问题#提供了新范式与新方法%

基于以上认识和判断#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研究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格局演变特征#系统把

握全球花生贸易变化的深度和广度#了解中国在全

球花生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变化特征&贸易角色演化

趋势% 具体研究路线为'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方

法#分析 #(((*!"#( 年全球及中国花生贸易的发展

基本态势#梳理和归纳全球及中国花生贸易发展表

象特征!其次#基于贸易网络视角#采用网络密度&互

惠性系数&一体化程度指标&网络中心性指标以及核

心$边缘结构等具体方法#解释表象特征隐含的网

络结构特征内生变迁规律!再次#探讨当前中国在全

球花生贸易网络中贸易形势变化!最后#基于本文研

究结论#提出全球花生贸易格局演变对我国花生对

外贸易发展的政策启示%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分析范式#将参与全

球花生贸易的国家作为-节点.#国家之间的花生贸

易关系为贸易网络的-边.#花生贸易的流动方向为

该贸易网络的-边的方向.#构建全球花生贸易整体

网络#其中#花生出口国所在节点是外向流出#花生

进口国所在节点是外源流入% 具体来讲#就是在全

球花生贸易的有向复杂网络中#全球花生贸易关系

复杂网络用邻接矩阵*表示#若+年第%国与第,国

存在花生贸易关系#则邻接矩阵中 #

%,

"+$ k##在复

杂网络中建立一条从节点%到节点,的-边.!若+年

第%国与第,国不存在任何花生贸易关系#则邻接矩

阵中 #

%,

"+$ k"#复杂网络中从节点 %到节点 ,之间

不存在连接关系#即没有-边.存在% 基于此#本文

将从以下 + 个方面的网络指标对全球花生贸易网络

的演化特征进行分析%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指实际存在的贸易联系占理论上最

多能建立贸易联系的比例#是用来衡量网络整体紧

密性的指标#表明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间联系紧密

程度% 该值越大#网络的紧密性越高#反之则联系越

稀疏% 其取值范围为("##)#当网络密度-k# 时#

表明贸易网络各节点之间完全连通#当网络密度

-k" 时#贸易网络中各节点完全孤立(#!)

% 对于某

有向贸易网络密度的表达式为'

-.

/

'"' 0#$

"#$

式中'/表示实际存在的联系数目"个$!' 表示

节点数量"个$%

#<#<!/互惠性

互惠性系数能反映贸易网络中两两国家之间互

相选择的程度#该值越大#一方面表明该产品的产业

内贸易程度在不断加深#另一方面表明国家之间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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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信息的传播和流动速度越快#贸易合作更加有序#

使得整个贸易网络结构更趋于稳定% 其中#国家 %

出口花生到国家,#并不意味着国家 ,也会出口花生

到国家%

(#')

% 表达式为'

!

.

!

%

"

,

"#

%,

0#$"#

,%

0#$

!

%

"

,

"#

%,

0#$

!

"!$

式中' # .

!

%

"

,

#

%,

'"' 0#$

%在有向网络的邻接矩

阵中#如果节点%和节点,之间有连接#则 #

%,

.##否

则 #

%,

."#'表示网络中节点的数量%

#<#<'/一体化程度指标

"#$平均聚类系数

聚类系数是指一国的贸易伙伴之间存在贸易关

系的可能性#反映了研究对象周围节点之间的连通

性#是贸易组团内部各节点间连接程度的指标#其取

值范围为("##)% 所有节点聚类系数平均值称为平

均聚类系数"1$#反映整个网络节点周围的平均聚

集程度#其表达式为'

1.

#

'

!

'

%.#

2

%

3

%

"3

%

0#$

"'$

式中'3

%

表示节点%的节点度"个$!2

%

表示 %的

3

%

个邻居间边的数量"个$%

"!$平均路径长度

平均路径长度"4$是指贸易网络中所有可能相

连的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平均步数#是测度网络贸

易传输效率的指标#越短的平均路径长度说明运输

效率越高#其表达式为'

4.

#

'"' 0#$

!

%

!

,

5"%#,$ "J$

式中'5"%#,$表示网络中节点%和节点,之间的

最短路径%

#<#<J/网络中心性指标

"#$绝对中心度

绝对中心度"1

-

"%$$由出度中心度和入度中心

度构成#绝对中心度越高意味着该国拥有与其有直

接贸易往来的国家数量越多#在该贸易网络中的集

中程度越高#其表达式为'

1

-

"%$ .

!

'

,.#

#

%,

6

!

'

%.#

#

%,

"+$

"!$介度中心度

介度中心度衡量网络中行动者的中介枢纽作

用#反映对整体网络路径的控制能力% 在全球贸易

网络中#若某国处于网络中两节点间的交叉路径上#

则其可以通过控制信息的传递来影响其他国家开展

同类产品的贸易(#J)

#介度中心度"1

!

"%$$的具体测

度公式为'

/ 1

!

"%$ .

!

'

,

!

'

3

7

,3

"%$87

,3

#,

"

3

"

%#,93"I$

式中'7

,3

为农产品贸易网络中 ,国和 3国间存

在的捷径数#7

,3

"%$为 ,国和 3国间存在的经过 %国

的捷径数%

"'$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衡量节点在贸易网络中独立开展贸

易的能力#接近中心度越低意味该节点在开展贸易

活动时易受其他节点贸易行为的约束(#+)

% 可以分

为出接近中心性和入接近中心性#分别反映了一个

节点在发出和接收关系时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

度% 使用11

:#%

与11

;#%

表示出&入接近中心性#5

%,

与

5

,%

表示节点%",$到达节点,"%$最短路径的步数#出&

入接近中心性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所示'

11

:#%

."' 0#$8

!

'

,.##,

"

%

5

%,

"%$

11

;#%

."' 0#$8

!

'

,.##,

"

%

5

,%

"&$

#<#<+/核心$边缘结构

网络中节点之间的联系存在紧密与疏松之分#

部分节点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另一部分节点则

被边缘化#因此对网络进行核心 $边缘检验有助于

明确各节点在整体贸易网络中所处的地位% 以往国

际贸易网络的相关分析表明#世界贸易体系被证明

存在核心 $边缘结构(#I)

#利用 hZSU0LI 软件可计

算出统计年间各国的核心度#将核心度按照一定的

划分标准#可将国家节点划分为核心国家&半边缘国

家和边缘国家%

#<!/数据来源

所用的贸易原始数据均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

据库"hUZ@2XA3[7$中花生"PM#!"!$贸易数据#PM

版本以报告"3;A7B@AX7[$为准% 在数据检索时#汇

报国和伙伴国只要有一方存在贸易数据#即认为两

国之间发生了贸易往来#若两国家之间的进口和出

口数据不一致#采取平均值方法!另外#将中国内地&

香港和澳门的进出口量合并计为中国进出口量#予

以统一分析!同时#考虑到可能由于贸易网络年际差

异较小#在进行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分析时#

侧重选取 #(((&!""J&!""(&!"#J 年和 !"#( 年作为

主要的分析时间节点%

在相邻间隔的时间节点之间#根据已发生的贸

易事件预判可能对世界及中国花生进出口贸易格局

产生较大影响% 如'!""#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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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降低关税&开放市场&非关税措施等一系列油

料贸易政策的实施!!""I 年 + 月 !( 日#日本肯定列

表制度的出台#导致 !""I 年 % 月*!""% 年 I 月间#

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花生中有 !( 批因农残超标被通

报#对我国花生产品的国际声誉造成了较大的负面

影响#增加了我国花生整体出口的风险性和不确定

性!!""& 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农产品价格也造成了不

小的波动#以至于我国花生出口的平均单价从 !""&

年的 # '!'<+ 美元FX跌至 !""( 年的 (!"<& 美元FX#

跌幅达 '"<Jb!!"#" 年#欧盟正式实施的+因黄曲霉

毒素污染风险而加强对某些第三国进口食品进行特

殊控制的决议,中#对来自中国的花生及其制品的

抽样比例由之前的 #"b提高到 !"b#大幅度提高了

我国出口到欧盟的花生黄曲霉毒素检测力度!!"#'

年中国外交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花生贸易的互联互通#将

增加该区域国家在全球花生贸易总份额中的占比%

=<全球及中国花生贸易发展概况

图 # 为 #(((*!"#( 年全球花生出口贸易总额

及进出口国家数量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下同

图 ;<;BBB&=C;B 年全球花生出口贸易总额及进出口国家数量

//由图 # 可以看出##(((*!"#( 年#全球花生出

口贸易总额整体呈现出不断扩大态势#花生出口贸

易总额从 #((( 年 %<+" 亿美元增长至 !"#( 年的

'"c"I 亿美元#增长了 ' 倍多#!"#( 年是近 !" 年来

世界花生出口贸易总额最大的年份#其次是 !"#!&

!"#I 年和 !"#% 年#基本维持在 !% 亿美元左右% 世

界花生进出口国家数量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波动状

态#且各年份中花生进口国家数量普遍多于出口国

家数量#全球花生出口国家数量在 !"#!&!"#I 年达

到近 !" 年来的最大值"#!" 个国家$#在相对平稳的

波动变化中#!"#&*!"#( 年全球花生进出口国家数

量出现了相对较大幅度的递减#全球花生进出口国

家数量分别从 !"#& 年的 #+! 和 ##& 个递减至 !"#(

年的 #'# 和 #"' 个%

图 ! 为 #(((*!"#( 年中国花生进出口贸易总

额及进出口国家数量情况%

图 =<;BBB&=C;B 年中国花生进出口贸易总额及进出口国家数量

//由图 ! 可以看出#中国花生进口国家集中在少

数国家#而出口目的国相对分散较多##(((*!"#(

年中国花生贸易伙伴国从 %J 个增至 (% 个#近 !" 年

来#与中国直接进行花生贸易往来的国家数量年均

增加率为 #<'Ib#其中进口贸易国家从 + 个增至 #!

个#出口贸易国家从 I( 个增至 &+ 个% 从贸易规模

来看#!""( 年之前#中国花生进口贸易总额整体维

持在较低水平#在 !"## 年出现了进口小高峰之后#

虽然 !"#!*!"#J 年间有所回落#但是 !"#J*!"#I

年间花生进口贸易额极速增加#导致 !"#I 年我国花

生贸易第一次出现逆差态势#!"#%*!"#& 年间虽然

有所回落#但 !"#( 年我国花生对外贸易第二次出现

贸易逆差#我国花生进出口贸易呈现出逐渐打破以

往花生贸易常年顺差的趋势走向%

><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演变特征及国家节点特征分析

结合 =7X[A38可视化软件绘制的全球花生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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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拓扑图"图 '$以及 ?:4=7X测算的各指标值"表

#$##(((&!""J&!""(&!"#J&!"#( 年全球花生贸易网

络中#网络密度和网络中连带数量均呈现递增状态#

表明参与全球花生国际贸易的各国间联系愈加紧

密% 在互惠性贸易方面##((( 年有 #!<J!b的网络

关系具有互惠性#到 !"#( 年有 #+<JIb的网络关系

具有互惠性#表明全球花生贸易网络联系的总体呈

对等性提升态势#全球花生产业内贸易程度不断加

深% 在全球花生贸易的一体化程度方面#一体化程

度指标平均路径长度由 '<# 下降至 !<(#平均聚类

系数由 "<'!J 上升至 "<J!&#表明随着全球经济一

体化进程加快#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任意两个国家

之间直接交易路径不断缩短#传递效率逐渐提高#交

易层级和交易环节减少#各伙伴国家之间的花生市

场贸易联系趋于增强%

图 ><;BBB 年$上%和 =C;B 年$下%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拓扑图

表 ;<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整体特征指标结果

年份 网络密度
网络中

连带数量
互惠性

一体化程度

平均

路径长度

平均

聚类系数

#((( "<"!% " %!J "<#!J ! '<# "<'!J

!""J "<"!% I (&! "<#'# ' '<! "<'#I

!""( "<"!( + # "#J "<#'J ! '<# "<'J"

!"#J "<"'# ( # #JJ "<#++ I !<( "<'%(

!"#( "<"'+ ' # !J" "<#+J I !<( "<J!&

/注'表中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处理后数

据来自 ?:4=7X软件测算所得% 下同

在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整体特征分析的基础之

上#利用网络中心性指标对该网络中中国及重要国

家节点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

从表 ! 反映直接贸易伙伴数量的绝对中心度来

看#在 #(((&!""J&!""(&!"#J 年和 !"#( 年的全球花

生贸易网络中#中国&美国&印度&荷兰&德国&英国的

贸易伙伴数量始终保持在前十位#中国则始终处于

第一的位置#表明中国在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起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反映中介桥梁作用的介度中心度来看#拥有足

够数量的花生贸易伙伴国使得中国和美国在 !""J 年

之后交替成为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最重要的贸易枢

纽国#中国在这 +个考察年份中介度中心度呈现先增

后减#且其中介影响力在 !""( 年达到最高值% 除此

之外#由于荷兰拥有世界上发达的花生加工业#该国

从中国&美国和阿根廷进口初级花生产品进行深加

工#再出口至邻近的欧盟各国的进出口特征使得荷兰

的介度中心度在该 +年中也处于较为靠前的位置%

从反映独立开展进出口贸易能力的接近中心度

来看#中国在这 + 年的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出接近

中心度除了 !""J 年#其余年份均为第四名#较为稳

定#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拥有的花生出口目的国数

量较多#作为花生出口贸易的中心行动者#能够获得

更多的花生贸易信息和控制权限#受其他国家控制

的程度较弱!从这 + 年的入接近中心度总体情况来

看#全球花生贸易国家中独立开展花生贸易进口的

国家每年情况差异较大#没有一个国家在这 + 年中

始终保持在前十的位置#中国每年均不在该指标前

十的行列中且排名较后#说明中国独立开展花生进

口贸易的难度较大#易受花生出口国贸易决策的

影响%

利用核心 $边缘模型将 #(((&!""J&!""(&!"#J

年和 !"#( 年全球花生出口贸易额前 +" 的国家分为

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结果见表 '% 划分标准借

鉴邹嘉龄等(#%)研究中将节点核心度大于 "<# 的作

为核心地区#"<# g"<"# 的作为半边缘地区#小于

"c"# 的作为边缘地区%

从表 ' 划分结果来看#中国&美国&阿根廷&印度

和荷兰核心地位较为稳定#且核心国家呈现出多元

化发展趋势#这对全球花生贸易的整体稳定性具有

积极影响#但仅就中国来说#其在核心国家中的核心

地位是在不断减弱的% 半边缘国家中#德国是这 +

年中始终处于半边缘国家的成员#其余国家大多处

于不断流动状态#说明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之间

的花生贸易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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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节点中心度指标结果

年份 前十国家
绝对

中心度
前十国家

介度

中心度
前十国家

入接近

中心度
前十国家

出接近

中心度

#(((

中国 %J 美国 J #+'<I! 波黑 #<#% 加纳 #I<"I

美国 I' 荷兰 ' #++<J" 厄瓜多尔 #<#I 布基纳法索 #+<(&

印度 I" 中国 ! !&"<%( 哥伦比亚 #<#+ 冈比亚 ##<+I

荷兰 +J 南非 # '#'<#! 俄罗斯 #<#J 中国 ##<+'

德国 '+ 法国 # #JI<'I 哈萨克斯坦 #<#J 印度 ##<+#

阿根廷 'J 德国 # "%!<"" 克罗地亚 #<#' 美国 ##<'(

英国 '" 英国 ('(<!( 蒙地尼格鲁 #<#' 荷兰 ##<#J

南非 !% 意大利 %&+<#J 巴拿马 #<#' 阿根廷 ##<"%

埃及 !I 阿联酋 I&I<JI 秘鲁 #<#' 南非 #"<&J

法国 !I 墨西哥 I"I<!+ 吉布提 #<#! 英国 #"<%(

!""J

中国 (+ 美国 J #%&<## 格鲁吉亚 #<#& 尼日尔 #!<%J

印度 I( 中国 ' (%"<+I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布基纳法索 #!<I'

美国 +( 法国 ! J#+<&# 俄罗斯联邦 #<#% 喀麦隆 #"<%'

荷兰 +J 英国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I 科特迪瓦 (<J+

法国 J' 荷兰 # II!<JI 安哥拉 #<#I 加纳 &<(+

德国 J! 南非 # J((<%( 哈萨克斯坦 #<#I 中国 %<(I

英国 '& 意大利 # J'+<&# 荷属安的列斯 #<#+ 印度 %<&J

南非 '' 西班牙 # '%I<!! 利比亚 #<#+ 玻利维亚 %<&!

埃及 '! 阿联酋 # #%%<(% 圭亚那 #<#+ 美国 %<%"

意大利 '! 越南 # #'+<(" 阿鲁巴 #<#J 越南 %<I+

!""(

中国 (( 中国 + !%%<I& 尼日利亚 #<!! 喀麦隆 #"<'I

印度 I# 美国 ! (("<'J 阿尔及利亚 #<!# 布基纳法索 (<"%

荷兰 I" 荷兰 ! J&&<#& 新加坡 #<!# 科特迪瓦 %<%+

阿根廷 +I 印度 ! "I"<I% 马尔代夫 #<!" 中国 %<'%

美国 +I 德国 # (!I<+& 巴哈马 #<!" 印度 %<!%

英国 JJ 法国 # &&I<'' 摩尔多瓦 #<!" 阿根廷 %<!I

德国 J' 英国 # +"I<+I 英属维尔京群岛 #<!" 泰国 %<#'

埃及 J# 阿联酋 # !(#<#+ 洪都拉斯 #<!" 柬埔寨 %<#'

比利时 '& 泰国 # "+"<!I 萨尔瓦多 #<!" 荷兰 %<#!

法国 'I 南非 # "J"<'& 美属萨摩亚 #<#( 美国 %<##

!"#J

中国 (+ 美国 J I'J<!% 蒙特塞拉特 #<!I 科特迪瓦 #+<#!

美国 &" 中国 J '%!<I& 委内瑞拉 #<!+ 喀麦隆 #'<#J

印度 %' 德国 ! +#(<(& 安提瓜和巴布达 #<!+ 美国 #!<(%

荷兰 IJ 荷兰 ! #!J<&" 圭亚那 #<!+ 中国 #!<(+

阿根廷 +I 南非 ! "%&<#% 马耳他 #<!J 印度 #!<("

德国 ++ 法国 # &I%<J& 伊拉克 #<!J 阿根廷 #!<%(

比利时 JJ 印度 # &#'<I" 阿塞拜疆 #<!J 荷兰 #!<+#

法国 '& 英国 # %'%<"% 摩尔多瓦 #<!J 德国 #!<J+

英国 '& 阿联酋 # 'J%<+% 土库曼斯坦 #<!J 英国 #!<J#

巴西 'I 印度尼西亚 &'&<!# 库拉索 #<!J 泰国 #!<J"

!"#(

中国 (% 中国 ' IJI<## 黑山 #<"% 塞内加尔 #(<JJ

印度 &I 美国 ' +J#<(! 开曼群岛 #<"I 马达加斯加 #&<I'

美国 &' 荷兰 ! &J(<+# 莫桑比克 #<"I 贝宁 #+<JJ

荷兰 %! 阿联酋 ! "''<#" 也门 #<"I 中国 #+<"(

巴西 %" 法国 # '"I<IJ 圣基茨和尼维斯 #<"I 印度 #+<"J

阿根廷 +" 德国 # !""<!+ 百慕大 #<"I 巴西 #+<"J

德国 J( 乌兹别克斯坦 # "%#<!" 乌克兰 #<"I 美国 #J<&(

比利时 J% 南非 # "+(<%! 马耳他 #<"I 荷兰 #J<I&

埃及 J% 印度 # "'!<I% 突尼斯 #<"I 阿根廷 #J<I!

英国 J+ 俄罗斯联邦 (!#<#+ 伊拉克 #<"I 德国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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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分区

年份 核心国家 半边缘国家 边缘国家数量"个$

#((( 中国&美国&阿根廷&印度&荷兰
尼加拉瓜&南非&以色列&新加坡&德国&冈比亚&法国&塞

内加尔&希腊&卢森堡&巴拉圭&墨西哥&澳大利亚
'!

!""J

中国&阿联酋&印度&阿根廷&卢

森堡&荷兰

波兰&巴西&比利时&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南非&立陶宛&

马拉维&德国&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塞内加尔&美国&赞

比亚&意大利

!(

!""(

中国&美国&印度&阿根廷&荷

兰&埃及&尼加拉瓜&巴西

以色列&越南&马拉维&德国&阿联酋&南非&比利时&印度

尼西亚
'J

!"#J

英国&印度&中国&阿根廷&荷

兰&埃及&塞内加尔&美国&巴西

立陶宛&葡萄牙&坦桑尼亚&波兰&阿联酋&德国&比利时&

新加坡&缅甸&玻利维亚&科特迪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西班牙

!%

!"#(

印度&美国&阿根廷&中国&巴

西&荷兰&塞内加尔&缅甸

尼加拉瓜&埃及&越南&马拉维&比利时&以色列&德国&乌

兹别克斯坦&南非&马达加斯加
'!

?<全球贸易网络下中国花生对外贸易形势分析

J<#/我国花生进口量短时间内不会大幅度回落

一方面国内花生生产增长缓慢#不足以供应花

生的消费#另一方面#全球花生库存在近些年达到了

创纪录的水平#塞内加尔&苏丹和美国的历史纪录性

高库存导致的短期国内外市场价格差#使得进口花

生对国内市场更具有吸引力#再加之世界花生贸易

伙伴国之间交易层级&交易环节的减少带来的贸易

便利化#使得中国大量进口花生成为当下必然趋势%

J<!/进口量激增且进口来源国较为集中!使得我国

花生进口贸易风险不断增大

!"#( 年中国自非洲花生进口额达 !<% 亿美元#

同比大幅增长 'J'b#数量达 '(<( 万 X#中国进口花

生占全球份额由上一年度的 J%b迅速增长至 &!b!

!"!"年中国进口非洲国家塞内加尔花生约 '!<'万X#

占比约 '"b# 进口苏丹花生 !(<% 万 X# 占比

!%b

(#&)

% 因此#近些年的贸易状况说明中国还需深

化全球花生贸易布局#寻求更广阔的花生进口市场%

J<'/出口贸易格局多元化使得我国花生产业拥有

一定的发展契机

虽然我国独立开展花生进口贸易的难度较大#

易受花生出口国贸易决策的影响#但是仍然拥有较

强的独立开展花生出口贸易的能力% 随着全球贸易

体系更迭#尽管近些年我国花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在不断降低#但基于中国花生出口目的国位置分散

且数量较多#在全球贸易摩擦大形势下#中国仍然拥

有较强的花生贸易中介影响力#即国内花生产业面

临挑战的同时#机遇并存%

D<结论及政策启示

+<#/结论

从全球花生贸易整体特征来看'世界花生贸易

伙伴国家之间的整体联系愈加紧密#国家之间花生

的直接交易路径不断缩短#交易层级和交易环节在

减少#且全球的花生产业内贸易份额不断增加!全球

花生贸易网络中#核心国家在已有稳定成员的基础

之上逐渐增添新的成员国家#为全球花生贸易市场

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在全球花

生贸易中处于不断交替状态#具有一定的贸易灵

活性%

从全球主要贸易国家特征来看'中国&美国&印

度&荷兰&德国&英国的花生贸易伙伴数量#在

#(((*!"#( 年始终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美国&中

国和荷兰是 #(((*!"#( 年来世界重要的花生贸易

枢纽国!全球花生出口流向和贸易规模较为分散#情

况复杂且灵活度高!中国拥有较强的独立开展花生

出口贸易能力#但中国独立开展花生进口贸易时#易

受花生出口国家贸易决策的影响%

从中国花生贸易特征来看'短时间内中国花生

进口量不会出现大幅度回落!中国花生进口量激增

且进口来源国集中#贸易风险不断增大!随着全球贸

易体系更迭#基于中国花生出口贸易格局的多元化#

即使在全球贸易摩擦大形势下#国内花生产业也同

样拥有一定的发展契机%

+<!/政策启示

+<!<#/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花生贸易市场中的中

介影响力

充分利用中国在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较高程度

的中介影响力#积极借助-一带一路.&上合组织&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东欧农业合作机制等平台#

加强与非亚太地区高收入国家间的合作#鼓励有竞

争力的跨国农业企业加强国际合作#布局以中国为

核心的花生贸易供应体系% 顺应全球花生贸易网络

连接缩短和频次加快的发展趋势#积极开展双边及

多边花生贸易便利化谈判#聚焦降低关税及促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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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壁垒关税化#推动国际物流互联互通及缩短花

生通关时间#提高国内检验检疫单据的国际认可度#

优化花生海外运输路线和仓储体系#为促进中国花

生进出口贸易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针对中国花生的重要&传统和潜在市场实施

不同的花生出口策略

对于重要出口市场#如东欧国家#由于近年来该

地区花生总进口量在逐年增加#鉴于该地区消费者

人均收入水平不是很高#故对花生价格变动较为敏

感#实施低价竞争策略有利于提高在该地区的市场

占有率% 对于传统出口市场#如欧盟和日本#该地区

人均收入较高#且对花生产品的质量要求严格#故提

高我国花生出口的质量检测监控标准#有助于稳定

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 对于潜在市场#如菲律宾&马

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周边国家#注重开发

更具目标市场针对性和作为中间品贸易的优质花生

品种#为争取增量市场奠定必要的产品结构基础%

+<!<'/我国相关部门应为中国花生进口渠道多元

化提供必要的政策和信息支撑

中国从最大花生出口国到最大花生进口国的角

色转变#核心度逐渐降低#即影响国内花生市场稳定

运行的外部因素在不断增加#为保障我国花生国内

外市场的健康可持续运行#在花生进口方面#为达到

进口渠道多元化以降低贸易风险的目的#我国相关

部门应提供具有时效性与准确性的花生进口政策以

及国际市场中花生出口大国的市场信息#根据目前

的进口形势以及国际市场中不稳定因素的发展趋

势#及时对出口国开展风险分析与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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