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１５；修回日期：２０２３－０４－２１
基金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区域差异视角下特

色油料需求趋势研究”（ＣＡＲＳ－１４－１－３２－１）；国家社科
基金“基于异质性主体需求的农业产业链逆向整合机制研

究”（２１ＢＧＬ２８６）；黑龙江省社科基金“产业链整合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研究”（１８ＪＹＢ１３７）；国
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十四五”重点项目“特色油料产

业品牌发展模式研究”（ＣＡＲＳ－１４－３２－０１）
作者简介：周慧秋（１９６８），女，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Ｅｍａｉｌ）ｍｏｏｎｙｅ１０２０＠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李孝忠，教授（Ｅｍａｉｌ）ｌｅｅ＠ｃａｕ．ｅｄｕ．ｃｎ。

专题论述 ＤＯＩ：１０．１９９０２／ｊ．ｃｎｋｉ．ｚｇｙｚ．１００３－７９６９．２２０５０１

全球食用油料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周慧秋１，肖　雪１，张雯丽２，李孝忠１，３

（１．东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２．农业农村部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８１０；３．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２８）

摘要：为保障我国粮油安全以及促进我国食用油料进出口贸易发展，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的全球食
用油料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进行分析，并

对我国食用油料贸易网络特征进行进一步探究，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近２０年来，全
球参与食用油料贸易各国家间的关系趋于紧密，贸易主体多元化发展，贸易效率有所提升；全球食

用油料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国家主要包括美国、中国、德国、荷兰等，进出口贸易国家间的结构不对

称，主要参与国存在一定变化，但核心国家仍对贸易网络具备一定控制能力；中国是食用油料贸易

的枢纽国家，进出口贸易伙伴国众多，参与贸易的食用油料品种较为丰富，但进口来源国较为集中，

作为进口大国易受到新冠疫情、国际政治局势变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在食用油料贸易方

面正面临着众多挑战。我国应提高国内食用油料的生产水平，积极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规避

食用油料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风险的同时，促进我国食用油料进口来源市场多元化与进口品种多样

化，从而保障我国粮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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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食用油料生产、消费和国际贸易大国，在
全球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食用油料作为食用植物

油和植物蛋白等农产品以及畜牧业饲料蛋白的原料

来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与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的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食用油料的稳定供给

受到关注，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力抓好粮
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

能提升工程”的具体要求。

我国生产与消费的传统食用油料品种包括大

豆、花生、油菜籽、棉籽、葵花籽、芝麻、亚麻籽和油茶

籽等［１］，其中大豆消费量占比最大，海关数据显示，

２０２１年中国进口大豆总量约占全国大豆总需求的
８５．５％。此外，我国是全球花生总产量最高的国家，
也是花生及其制品的主要消费大国，在全球花生

进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２］。油菜籽是全球三

大食用油料之一，油菜曾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广的

油料作物，我国油菜籽产量占全球油菜籽产量的

２０％左右［３］。

自２１世纪初，我国食用油料生产总体上保持稳
步增长态势，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及经济总量增加，国

内食用油料生产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

求，我国食用油料进口总量不断加大，同时对进口来

源国的进口依赖性也有所增强［４－５］。加入ＷＴＯ后，
我国食用油料产品国际贸易呈现新趋势，进口总量

不断攀升。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等不

确定性因素对我国食用油料的生产、加工和进出口

贸易造成了巨大影响，我国在食用油料稳定供给方

面存在一定的风险与隐患［６］。

作为我国重要的食用油料品种，大豆、花生、油

菜籽深刻影响我国食用油料的稳定发展，研究食用

油料全球贸易格局演变特征及我国在食用油料国际

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数量

整体有所增长，国家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增多，国内外

学者对国际贸易格局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增加。由于

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错综复杂，而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恰好能更加直观且全面地反映国际贸易格局特

征，因此作为分析国家或地区间关系结构的重要研

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测度全球各国家与地

区之间的经济关系，促进区域及全球间经济发展等

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目前，有关全球各单一品种食用油料贸易网络

格局的相关研究和文献较多，如对大豆、花生、油菜

籽均有研究［７－９］。整体来看，世界食用油料的生产

与进出口贸易在短时间内会出现进口来源国之间的

国别替代现象，但长期来看，食用油料出口大国整体

结构变动不会很大，美洲地区为大豆的主要出口地

区，加拿大为油菜籽的主要出口国，欧洲各国的食用

油料进出口贸易往来较为频繁，我国为食用油料进

口大国，对进口来源国的依赖性较强，但同时我国出

口的食用油料及相关产品也为部分国家提供了一定

保障［１０－１３］。近年来，关于食用油料贸易网络格局研

究多侧重于单一品种，也有部分研究从国际竞争力、

对外依存度等角度对食用油料国际贸易整体情况进

行分析，但对于食用油料国际贸易格局整体演变情

况的讨论则相对较少。

保证食用油料的充足供应对于保障我国粮油安

全、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愈发重

视进口过程中潜在的安全问题。在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间，金融危机、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疫情等事件在不

同年份分别对食用油料国际贸易产生较大影响，因

此本文选取较长时间跨度数据，以便可以更好地反

映食用油料贸易格局的演变过程。由于我国大豆、

花生、油菜籽３种食用油料的国际贸易总量达到了
我国食用油料整体贸易总量的９０％以上，能够较好
地反映食用油料贸易格局的基本特征与变动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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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因此本文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间这３种食用油
料的国际贸易总量数据进行处理，并将所得数据

作为食用油料整体数据的代表进行分析研究，采

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测度全球食用油料贸易

网络演变情况、中国食用油料贸易网络结构以及

中国食用油料进口来源市场份额变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全球食用油料贸易格局演变及中国在

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迁，从全球视角分析目前的

食用油料国际贸易关系，探讨中国扩大食用油料

进口潜在贸易伙伴的选择问题，并提出保障我国

粮油安全的相关政策建议。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食用油料全球贸易网络模型构建

食用油料全球贸易网络中包括两个基本要素：

贸易节点和贸易连接。贸易节点为参与全球食用油

料贸易的所有国家，贸易连接为食用油料贸易伙伴

国之间的两两关联关系，其在贸易网络中全球食用

油料贸易国家间的连接具有方向性［１４］。

本文中的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关系用邻接矩

阵Ａ表示，若 Ｎ年 ｉ国与 ｊ国开展了食用油料贸易
活动，则邻接矩阵中ａｉｊ（Ｎ）＝１，节点ｉ与节点ｊ之间
存在有方向性的贸易连接；若 Ｎ年 ｉ国与 ｊ国没有
开展贸易活动，则邻接矩阵中 ａｉｊ（Ｎ）＝０，节点 ｉ与
节点ｊ之间不存在贸易连接。

本文以构建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为基础，通

过对贸易网络的网络连通性指标和节点中心性指标

的结果分析，对全球食用油料贸易格局的演变和中

国食用油料贸易网络结构的变化进行深入研究。

１．２　食用油料贸易网络测度指标
１．２．１　网络连通性指标

（１）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衡量网络紧密性的指标，取值范围

为［０，１］，测算所得结果数值越大，紧密性越高，反之
则紧密性较低。网络密度（Ｄ）的表达式见式（１）。

Ｄ＝ Ｌ
ｎ（ｎ－１） （１）

式中：Ｌ为实际存在的贸易连接数；ｎ为贸易节
点数。

（２）平均点度
平均点度为各国平均拥有的贸易伙伴数量。平

均点度（＜ｋ＞）的表达式见式（２）。

＜ｋ＞＝
∑
ｎ

ｉ＝１
ｋｉ

ｎ （２）

式中：ｋｉ为节点ｉ的节点度；ｎ为贸易节点数。

（３）平均聚类系数
聚类系数是贸易网络内部的各个节点间连接程

度的测算指标，所有节点聚类系数的平均值称为平

均聚类系数（Ｃ
－
），表达式见式（３）。

Ｃ
－
＝１ｎ∑

ｎ

ｉ＝１

ｅｉ
ｋｉ（ｋｉ－１）

（３）

式中：ｅｉ表示节点ｉ的ｋｉ个邻居间边的数量。
（４）平均路径长度
平均路径长度是指贸易网络中所有相连节点之

间最短路径的平均步数，平均路径长度越短，则贸易

效率越高。平均路径长度（ｌ）的表达式见式（４）。

ｌ＝ １
ｎ（ｎ－１）∑ｉ∑ｊ ｄ（ｉ，ｊ） （４）

式中：ｄ（ｉ，ｊ）为网络中节点ｉ和节点ｊ之间的最
短路径。

１．２．２　节点中心性指标
（１）绝对中心度
绝对中心度由出度中心度和入度中心度构成，

绝对中心度越高，则表示该国的贸易伙伴国越多，这

一国家的贸易集中度也越高，入度中心度（Ｃｉｎ）、出
度中心度（Ｃｏｕｔ）表达式分别见式（５）和式（６）。

Ｃｉｎ ＝∑
ｎ

ｊ＝１
ａｊｉ （５）

Ｃｏｕｔ＝∑
ｎ

ｉ＝１
ａｉｊ （６）

（２）介度中心度
介度中心度〔ＣＢ（ｉ）〕是反映某一参与贸易的国

家对整体贸易网络路径控制能力的重要指标，其表

达式见式（７）。

ＣＢ（ｉ）＝∑
ｎ

ｊ
∑
ｎ

ｋ
ｇｊｋ（ｉ）／ｇｊｋ，ｊ≠ｋ≠ｉ，ｊ＜ｋ（７）

式中：ｇｊｋ为贸易网络中节点 ｊ和节点 ｋ间存在
的捷径数；ｇｊｋ（ｉ）为节点ｊ和节点 ｋ间存在的经过节
点ｉ的捷径数。

（３）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是衡量贸易节点能否独立开展贸易

的指标，出接近中心度〔ＣＣＯ（ｉ）〕和入接近中心度
〔ＣＣＩ（ｉ）〕分别反映了一个贸易节点在出口和进口商
品时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其表达式分别见式

（８）和式（９）。

ＣＣＯ（ｉ）＝（ｎ－１）／∑
ｎ

ｊ＝１，ｊ≠ｉ
ｄｉｊ （８）

ＣＣＩ（ｉ）＝（ｎ－１）／∑
ｎ

ｊ＝１，ｊ≠ｉ
ｄｊｉ （９）

式中：ｄｉｊ与ｄｊｉ为节点 ｉ（ｊ）到达节点 ｊ（ｉ）最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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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步数。

１．３　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食用油料主要指《商品名称及编码协

调制度的国际公约》中的大豆（ＨＳ１２０１）、花生
（ＨＳ１２０２）、油菜籽（ＨＳ１２０５）３种全球主要食用油
料，所使用的全球食用油料进出口贸易原始数据均

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在数
据整理与统计时，发生贸易的两国双方只要有一方

存在贸易数据，即认为两国之间发生了贸易往来，若

两国之间的进口和出口数据不一致，则以汇报国的

进口数据为准。

食用油料国际贸易受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影响，

自２００１年加入ＷＴＯ后，我国逐步降低了食用油料
及相关产品市场准入门槛，对大豆实行３％的单一
关税，油菜籽的关税也降至９％［１５］。２００６年我国对
进出口关税配额进行再分配，取消了大豆油、菜籽油

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２００８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
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油料油脂等实体行业造成极

大影响，欧盟对大豆、油菜籽等生物燃料原材料的需

求减少，我国食用油料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加工与贸

易也遭受一定冲击。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促进了我国与共建国家的贸易往来，拓宽了我国

食用油料的贸易渠道。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战打响后，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反制，中国对美国的

食用油料及相关产品征收关税，世界食用油料贸易

格局也因此产生变化。

考虑到贸易政策和国际事件对食用油料贸易可

能产生的影响，且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年际差距

较小，因此在进行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的网络连

通性指标测算和中国食用油料贸易绝对中心度及其

排名计算时，侧重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作为时间节点进行分析研
究。在对全球节点中心性指标、我国食用油料主要

进口来源市场及进口份额变化情况进行测算时，侧

重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０６、２０１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作为时间节
点进行研究，最终通过 Ｕｃｉｎｅｔ软件整理并测算得出
相关数据结果。

２　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变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间，全球食用油料进口总量由

６１４７．７万ｔ增长至 １８６３４．８万 ｔ，年均增长率为
５６８％。随着全球食用油料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
大，食用油料国际贸易的参与主体也逐渐增多。食

用油料的生产和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巴西、阿根

廷、加拿大等人均土地资源丰富的少数国家，而中

国、印度由于人口较多和消费量庞大则需要大量进

口食用油料［１６］，此外日本、欧盟等经济发达国家与

地区食用油料进口量也较多。这些进出口贸易量

大、贸易活动较为频繁的国家与地区，作为食用油料

贸易的核心国家，贸易格局地位较稳定，但因国家间

关系的动态性，贸易结构也随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

变化而变化。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２０年全球食用油料贸易
网络拓扑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００年（左）和２０２０年（右）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拓扑图

　　通过网络连通性指标对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
络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

连通性指标测度结果见表 １。结合图 １和表 １可
知，在网络连通性指标的测度中，贸易网络密度由

２０００年的０．０５增长至２０２０年的０．０７，网络中各
节点联系的紧密性有所上升，但变化并不显著。

平均点度自 ２０００年起逐年增长，在 ２０１８年达到
了最大值１５２５，但２０２０年降至１３．２６，说明全球
参与食用油料贸易活动的各国平均拥有的贸易伙

伴数量由２０００年的９个增加至１３个以上，这一变
化情况表明食用油料贸易网络中各参与国的贸易

伙伴数量有所增加，但受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外部

因素的影响，贸易参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减少。平均聚类系数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２０２０
年超过０．５，平均路径长度略微缩短，近年来保持
在２．３左右，这两种变化特征均表明食用油料贸
易国家之间的联系趋于增强，食用油料贸易效率

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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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连通性指标测度结果

年份 网络密度 平均点度
平均聚类

系数

平均路径

长度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９．８７ ０．４１ ２．６７
２００３ ０．０５ １０．５４ ０．４１ ２．５６
２００６ ０．０５ １１．４５ ０．４５ ２．５８
２００９ ０．０６ １２．１１ ０．４４ ２．５１
２０１２ ０．０６ １３．５０ ０．４７ ２．３９
２０１５ ０．０７ １４．９０ ０．４８ ２．３５
２０１８ ０．０７ １５．２５ ０．４５ ２．３１
２０２０ ０．０７ １３．２６ ０．５３ ２．３４

　　本文进一步通过节点中心性指标对全球食用油
料贸易的集中度进行分析。绝对中心度反映了贸易

参与国的直接贸易伙伴数量的变化情况。全球食用

油料贸易绝对中心度排名前十位国家的演变情况见

表２。由表２可知，整体上贸易网络中进出口国家
的绝对中心度都相对稳定，但在排名上存在一定的

波动。在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中，节点入度中心

度较高的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印度、巴西、加拿大、

法国等，近几年美国、加拿大、法国贸易地位有所下

降，印度、阿根廷、巴西贸易地位有所上升，而作为

食用油料进口大国，中国始终保持在节点入度中

心度前两名，贸易地位较为稳定。节点出度中心

度较高的国家有荷兰、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加

拿大等，荷兰、德国、法国贸易核心出口国地位均

较为稳定，英国排名有所下降，美国、加拿大排名

呈波动变化，中国的排名较为靠后。

表２　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绝对中心度排名前十位国家的演变情况

排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２０年

出度

中心度

入度

中心度

出度

中心度

入度

中心度

出度

中心度

入度

中心度

出度

中心度

入度

中心度

出度

中心度

入度

中心度

０１ 荷兰 美国 德国 中国 荷兰 中国 荷兰 中国 德国 印度

０２ 德国 中国 荷兰 美国 德国 美国 德国 美国 荷兰 中国

０３ 英国 加拿大 英国 加拿大 法国 印度 法国 印度 法国 美国

０４ 法国 印度 加拿大 印度 美国 阿根廷 英国 巴西 美国 巴西

０５ 瑞士 法国 美国 荷兰 加拿大 法国 加拿大 荷兰 比利时 阿根廷

０６ 美国 荷兰 比利时 法国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加拿大 瑞士 荷兰

０７ 比利时 阿根廷 法国 阿根廷 意大利 德国 比利时 阿根廷 奥地利 加拿大

０８ 加拿大 德国 意大利 巴西 中国 荷兰 中国 法国 丹麦 法国

０９ 意大利 英国 西班牙 英国 比利时 巴西 西班牙 德国 西班牙 比利时

１０ 俄罗斯 巴西 奥地利 泰国 西班牙 英国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比利时 英国 意大利

　　全球食用油料贸易介度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指
标排名前十位国家的演变情况见表３。介度中心度
作为网络中各个节点对贸易路径控制能力的测度指

标，对贸易参与国中介能力的分析具有重要作用。

由表３可知，整体来看，美国、中国、法国、荷兰、印度
在介度中心度的排名中居于较为靠前的位置。其

中，美国在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保持在第一名的位置
上，但自２０１２年开始下降至第二位，这一现象反映
出美国在食用油料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作用十分强

大，近２０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２０１２年以
后美国对食用油料贸易网络的控制力有所下降。印

度发展速度较快，２０２０年印度食用油料贸易介度中
心度排名跃居世界首位。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与

荷兰在贸易网络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比较稳定，但两

国参与贸易的流向有所差别，荷兰为食用油料主要

出口国，而中国是食用油料进口大国。

接近中心度反映各个参与国独立开展进出口贸

易活动的能力。由表３可知，在食用油料贸易网络
中，能够独立开展贸易的国家排名变动较小。德国、

法国、荷兰的食用油料出口国位置相对稳定，美国、

英国排名起伏较大，但也处于世界前列。食用油料

进口国中，中国、美国、印度、加拿大在进口贸易中受

其他节点的影响较小，美国在入接近中心度和出接

近中心度两个测度指标中的排名都较为靠前，说明

该国在食用油料贸易网络中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总的来讲，全球食用油料贸易发展符合经济全

球化总体趋势，但进出口贸易结构不对称，食用油料

出口国相对集中，而进口国则较为分散。其中，德

国、荷兰、法国等欧洲地区国家的食用油料单产较

高，并且加工业十分发达，港口众多，转口贸易量较

大，这些国家也对食用油料的进出口贸易具备较高

的控制能力，对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的重视程

度较高，但也更易受到外部因素的阻碍。中国与印

度作为人口大国，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对食用油料

的消费需求迅速扩张，进口总量大且进口来源相对

集中。美国与加拿大分别为大豆与油菜籽的传统出

口强国，利用其资源优势和先进技术，在食用油料贸

易格局中占据相对垄断的位置。巴西、阿根廷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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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作为新兴的食用油料出口国，发展潜力较大。

表３　全球食用油料贸易介度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指标
排名前十位国家的演变情况

排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２０年
介度中心度

１ 美国 美国 荷兰 中国 印度

２ 法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３ 中国 加拿大 中国 荷兰 荷兰

４ 荷兰 荷兰 加拿大 法国 中国

５ 加拿大 法国 法国 印度 南非

６ 南非 英国 德国 加拿大 法国

７ 英国 印度 印度

阿拉伯

联合酋

长国

比利时

８ 德国 南非 南非 德国 德国

９ 土耳其 德国 英国 南非 新西兰

１０ 泰国 泰国 意大利 英国 土耳其

出接近中心度

１ 德国 德国 荷兰 荷兰 德国

２ 荷兰 荷兰 德国 德国 荷兰

３ 法国 英国 美国 法国 法国

４ 英国 比利时 法国 英国 美国

５ 瑞士 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比利时

６ 美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瑞士

７ 比利时 法国 英国

阿拉伯

联合酋

长国

英国

８ 奥地利 挪威 意大利 瑞士 中国

９ 加拿大 丹麦 奥地利 比利时 丹麦

１０ 捷克 波兰 比利时 中国 奥地利

入接近中心度

１ 美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印度

２ 中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中国

３ 加拿大 加拿大 印度 印度 美国

４ 印度 印度 阿根廷 巴西 巴西

５ 荷兰 阿根廷 法国 荷兰 荷兰

６ 阿根廷 荷兰 加拿大 阿根廷 加拿大

７ 法国 法国 德国 加拿大 阿根廷

８ 巴西 巴西 荷兰 法国 比利时

９ 日本 英国 巴西 德国 意大利

１０ 泰国 泰国 英国 英国 法国

３　中国食用油料贸易网络特征
中国食用油料出口贸易额变化情况如图２所

示。由图２可知，从中国食用油料出口贸易规模
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中国食用油料出口贸易额波
动下降，在 ２００８年出口贸易额达到最大值 ６．５８
亿美元，且同年大豆出口贸易额首次超过花生出

口贸易额。２０１２年，中国食用油料出口贸易额出
现第二次波峰，同年大豆出口贸易额与花生出口

贸易额基本持平。在中国食用油料出口贸易中，

大豆和花生所占比例较大，且与大豆相比，花生出

口较为稳定，油菜籽出口贸易整体规模较小，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其出口贸易额均在 ０．０１亿美元及
以下。

中国食用油料进口贸易额变化情况如图３所
示。由图３可知，从中国食用油料进口贸易规模
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中国食用油料进口贸易额大
幅上涨，由２０００年的２９．２８亿美元增长至２０１４年
的４３０．９３亿美元，此后食用油料进口贸易额虽有
所降低，但基本保持在 ３５０亿美元以上。在进口
方面，大豆进口贸易额在食用油料进口贸易额中

的占比较大，油菜籽和花生的进口贸易额占比相

对较小。

中国食用油料贸易绝对中心度及其排名演变情

况见表４。由表４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与中国产生
食用油料贸易往来的国家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

２０１５年后受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
响有所下降，与中国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国家数量有

所下滑。中国出口食用油料的国家数量由２００３年
的２１个增长至２０１５年的５３个，２０２０年降至４５个；
中国进口食用油料的主要来源国数量由２０００年的
１０８个增长至 ２０１８年的 １４７个，２０２０年降至 １０６
个。中国作为食用油料进出口贸易大国，虽然贸易

伙伴国数量存在波动情况，但入度中心度排名居于

世界前列，进口来源较为广阔。

图２　中国食用油料出口贸易额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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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国食用油料进口贸易额变化情况

表４　中国食用油料贸易绝对中心度及其排名演变情况

年份
出度中心度 入度中心度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２０００ ２８ １６ １０８ ２

２００３ ２１ ２８ １２１ １

２００６ ３２ １５ １３２ １

２００９ ３７ １２ １４２ １

２０１２ ４４ ８ １４７ １

２０１５ ５３ ６ １４１ １

２０１８ ５１ ８ １４７ １

２０２０ ４５ １２ １０６ ２

　　中国食用油料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随
之上升，食用油料进口安全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因

此，对中国食用油料主要进口来源国的排名以及各

国占中国食用油料进口份额进行分析，以进一步了

解我国食用油料主要进口来源市场，从而促进中国

寻求更广阔的进口市场，减少贸易风险，保障我国粮

食安全。中国食用油料主要进口来源国及其占中国

进口份额变化情况见表５。
表５　中国食用油料主要进口来源国
及其占中国进口份额变化情况

国家
份额／％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２０年

美国 ４０．１０ ３５．３０ ４１．６１ １７．６９ ２５．９８

阿根廷 ２０．７７ ２１．０７ ０９．９８ ０１．５５ ０６．９６

巴西 １５．９１ ３９．２１ ３８．５８ ７０．０１ ５９．７０

加拿大 ０９．８１ ０２．７５ ０６．３８ ０７．１４ ０２．６７

澳大利亚 ０８．７８ － － － －

法国 ０２．０９ － － － －

蒙古国 － ００．０２ － － －

乌拉圭 － ０１．６５ ０３．２８ ０１．２８ ０１．６２

俄罗斯 － －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３

合计 ９７．４６ ９９．９８ ９９．９３ ９８．５１ ９７．８６

　　由表５可知，中国食用油料进口来源国主要为
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乌拉圭、俄罗斯等。在

各节点年份，这些国家占中国食用油料进口份额的

年际变动较大，但进口份额排名前六的国家在中国

食用油料市场中所占份额总量均在９７％以上，进口
来源国十分集中。由于国家与国家间、品种与品种

间具备关联性，不同品种的食用油料具有一定的替

代性，同一品种的食用油料进口来源国之间也可以

互相替代，因此中国可以根据国内外供需形势的变

化进行调整，降低对单一国家和单一品种产品的过

度依赖，促进中国多品种多渠道进口食用油料。

在我国食用油料进口贸易中，大豆基本占据了

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巴西、阿根廷作为我国进口大

豆的主要来源国，在中国食用油料进口份额中占比

也较大。由表５可知，２０１８年及以后，巴西超过美
国成为我国最大的食用油料进口来源国，占比超过

５０％。此外，乌拉圭也作为我国大豆进口国占据小
部分份额。加拿大作为我国油菜籽的主要进口来源

国，其所占份额变动较大，但排名相对稳定。中国从

俄罗斯进口的食用油料所占份额整体有所上升，

２０２０年已接近１％。
短时间内，中国食用油料的进口总量不会出现

大幅度的降低，分析原因，一方面国内的生产仍然难

以满足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外进口的食用油料

具备价格和品质方面的优势。虽然近年来新冠疫情

暴发以及国际形势变化使贸易便利化遭到一定阻

碍，但本质上不会对我国食用油料贸易的整体结构

造成根本性影响，短期内，中国对主要进口来源国和

主要食用油料品种的进口依赖仍然难以改变。因

此，在未来食用油料进出口贸易中我国仍然面临着

较大挑战，应进一步深化贸易格局，寻求新贸易伙伴

国家，扩大我国在食用油料国际贸易市场中的话

语权。

４　结论及政策启示
４．１　结论

基于全球贸易网络视角，本文对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的全球食用油料贸易数据进行整理测度，分析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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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结构及其演变特征，探讨了中

国贸易网络地位变化情况。

从全球食用油料贸易网络整体特征看，贸易市

场主体日益多元化，贸易参与国之间的联系趋于紧

密，各个国家间的平均贸易路径长度有所缩短，食用

油料贸易效率有所提升。从食用油料贸易网络的集

中度来看，全球贸易格局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进出口

国家较为固定，但进口与出口的结构较为不对称。

此外，荷兰、德国、法国、中国、美国等国家贸易开放

程度较高，与众多国家产生了进出口贸易关系，具有

独立开展进出口贸易活动的能力，且对贸易网络具

备一定控制能力，全球食用油料贸易格局的整体变

化情况较为复杂。

从中国食用油料贸易网络特征来看，作为食用

油料进口大国，中国在贸易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贸

易伙伴国众多，且参与贸易活动的主要品种多样，各

品种间具备一定可替代性，食用油料的进出口总量

与其他国家相比整体较大。在进口方面，中国大豆

进口来源国主要为美国、巴西、阿根廷，油菜籽进口

来源国主要为加拿大；在花生出口方面，中国占据了

较为重要的位置。

４．２　政策启示
由于我国食用油料的进口总量较大，并且进口

来源国比较集中，因此在贸易格局的演变过程中，我

国仍需采取一些有效政策措施保障我国粮油安全，

稳定食用油料的有效供给，拓宽食用油料进出口市

场，维护食用油料国际贸易网络格局的稳定发展态

势，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进一步促进全球食用

油料贸易的多元化发展。

４．２．１　提高我国食用油料生产水平
严格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切实提

高我国食用油料生产水平，保障我国食用油料安全

与稳定。首先，应从食用油料种质资源方面着手，加

大食用油料育种方面的技术创新投入，建立我国食

用油料种质资源库，为我国食用油料产业提供核心

战略资源，摆脱我国食用油料种质资源受制于人的

困境。此外，应扩大国内食用油料种植范围，有序恢

复东北地区的大豆种植面积，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发展长江流域的油菜籽、北方地区的花生种

植，因地制宜发展其他特色食用油料的生产与加工。

４．２．２　拓宽我国食用油料进口来源市场
我国食用油料进口总量庞大，但进口来源国较

为单一，主要集中于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等国

家，且我国对食用油料主要进口来源国的依赖性相

对较高。由于各个品种食用油料在消费过程中有一

定替代性，因此我国应促进食用油料进口品种多样

化，积极开发油橄榄、油茶、核桃等小品种食用油料

资源。由于进口来源国之间也可以互相替代，因此

应加快布局以中国为核心的食用油料进出口体系，

促进食用油料进口来源国多元化，推动中国与其他

具有贸易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开展食用油料贸易，建

设海外食用油料生产和供应基地，拓宽我国食用油

料进口来源市场。

４．２．３　规避我国在食用油料贸易中存在的风险
近年来，新冠疫情暴发使得我国参与食用油料

国际贸易的路径受到一定阻碍，此外中美贸易争端、

俄乌冲突等国际经济与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也对食

用油料的贸易格局演变造成了较大影响。因此，我

国应积极采取有效手段与措施，规避在食用油料贸

易中存在的风险，加强对全球大宗食用油料商品流

通情况的监测，增强对风险的预估和预警能力，并采

取有效手段进行有效规避。除外界因素对食用油料

流通造成的阻碍以外，我国还应加强对进口食用油

料质量监管，对检疫标准进行严格把控，防止有害生

物或低质量不达标产品对我国粮油安全造成危害，

从而进一步确保食用油料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双重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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