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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葵花籽出口贸易及潜力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

马欣雨，穆月英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食用葵花籽生产国与出口国，把握其贸易特征及出口潜力对中国葵花籽产

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中国葵花籽贸易现状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中国与
１９个出口去向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葵花籽出口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中国葵花籽出口具有高竞争优势，出口价格劣势情况逐渐得到缓解；出口去向国国内生

产总值（ＧＤＰ）、经济自由指数与农产品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双边贸易距离的增加，两国人均ＧＤＰ差
异的缩小促进了中国葵花籽的出口；当前东南亚一些国家贸易潜力发挥不足，中东一些国家贸易潜

力超标实现。基于此认为：中国应与国际农产品质量标准接轨，强化品牌推广与营养知识科普，开

拓国内外食用葵花籽高端消费市场。同时，巩固加强与中东国家的贸易伙伴关系，借助《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政策优势改善贸易环境，推动与周边国家小宗农产品的贸易往来。
关键词：引力模型；葵花籽；贸易潜力；国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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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花籽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和
多种维生素，可以降低人体胆固醇，起到预防心脏

病、高血压等疾病的作用［１－３］。在大食物观下，葵花

籽在保障食物安全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向日葵还是

我国一些地区农村的特色产业，农民收入的重要来

源。从国际视野看，葵花籽是中国油料中少有的贸

易顺差产品［４］，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出口额达 ５．８６
亿美元，是世界第四大葵花籽出口国。

根据粒型、含油率和用途，葵花籽一般分为油用

型和食用型［５］两种。世界向日葵种植以油用型为

主［１］，２０２２年中国向日葵种植面积为９５万ｈｍ２，其中
食用型向日葵种植面积占比超过８０％，是世界最大
的食用葵花籽生产国与出口国［６－７］。与油用葵花籽

相比，食用葵花籽含油量较低，蛋白质含量较高，颗粒

较大，是一种健康休闲食品［３，７］。由于品种差异，中国

葵花籽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８］。当前，随着

人们食物消费观念的转变与健康意识的提高，食用葵

花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此背景下分析中国葵花

籽出口潜力对中国葵花籽产业的稳步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葵花籽属于小宗农产品，现有针对中国葵花籽

对外贸易的研究较少。已有相关研究归纳为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关于葵花籽产业发展、质量提升及育种

的研究［２，９］。张雯丽［６］从油料高质量发展视角总结

了中国葵花籽产业面临的短板。二是关于油料产品

贸易的研究，多数学者在研究主要油料作物（如大

豆）或油料油脂整体情况时将葵花籽作为一种小众

油料连带分析［１０］。于爱芝等［１１］认为小宗农产品在

农产品种植及流通中起到补充和辅助作用，２０１７年
中国葵花籽对外依存度为－１１％。三是开展了有关
中国葵花籽及葵花籽油贸易的针对性研究。张莹

等［８］指出，结构效应是促进中国葵花籽出口的主要

因素，建议从稳定生产、提升葵花籽质量与提高出口

市场多元化水平等方面促进中国葵花籽的出口。曹

娜［１２］分析了中国葵花籽油进口依存度持续提高的

原因，认为国内产需缺口的不断扩大与油用葵花籽

产量增长过慢是两大主要因素。

综上所述，对中国葵花籽贸易的已有研究多侧

重在葵花籽对外贸易依存度及贸易区域结构的分析

上，但近年来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国别化发展趋势不

断增强，而目前对中国葵花籽进出口贸易的国别具

体化研究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属少见。对此，本

文在分析中国葵花籽进出口贸易现状及特点的基础

上，侧重国产葵花籽食用这一主要用途，利用扩展的

引力模型对中国葵花籽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

证研究，基于此评价中国葵花籽出口潜力并提出促

进中国葵花籽出口的对策建议。

１　中国葵花籽贸易现状及特点
１．１　中国葵花籽贸易地位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
籽进出口贸易呈不断扩大趋势，贸易总额从２０００年
０．３０亿美元增长至２０２１年６．６８亿美元，年均增长率
为１６．０２％。图１为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进出
口量及其占世界葵花籽进出口总量比例。

注：根据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整理得到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进出口量及其占世界葵花籽进出口总量比例

　　由图１可看出，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进口量为
１１．０７万ｔ（油用葵花籽为主），占世界葵花籽进口总
量的２．３３％。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出口量为４２．７０万ｔ
（食用葵花籽为主），占世界葵花籽出口总量的８．７５％，

是继罗马尼亚（３０．９０％）、保加利亚（１５．５３％）、法
国（９．４５％）后世界第四大葵花籽出口国。总体来
看，中国是葵花籽净出口国，在世界葵花籽贸易中的

地位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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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按照公式（１）计算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出口竞争力指数（ＴＣ），结
果见表１。

ＴＣ＝（Ｘｉ－Ｍｉ）／（Ｘｉ＋Ｍｉ） （１）
式中：Ｘｉ表示ｉ国葵花籽的出口额；Ｍｉ表示 ｉ国

葵花籽的进口额。ＴＣ取值范围为［－１，１］，ＴＣ＞０
说明葵花籽具有比较优势，ＴＣ＝０说明葵花籽具有
中性比较优势，ＴＣ＜０说明葵花籽缺乏比较优势。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出口竞争力指数

年份 ＴＣ 年份 ＴＣ
２０００ ０．１２５ ２０１１ ０．６４５
２００１ ０．４５１ ２０１２ ０．７６７
２００２ ０．５２４ ２０１３ ０．８８８
２００３ ０．８４３ ２０１４ ０．７８５
２００４ ０．８７８ ２０１５ ０．８２５
２００５ ０．８９５ ２０１６ ０．８５６
２００６ ０．７２３ ２０１７ ０．８１６
２００７ ０．７０４ ２０１８ ０．８４６
２００８ ０．８５８ ２０１９ ０．６９９
２００９ ０．７３０ ２０２０ ０．７８１
２０１０ ０．６６２ ２０２１ ０．７５５

　　由表１可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出
口贸易竞争力稳步提升，出口竞争力指数从２０００年
０．１２５增长至２０２１年０．７５５，期间虽有小幅波动，但
依旧体现出中国葵花籽的高竞争优势。

１．２　中国葵花籽出口市场结构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显示，中国葵花籽出口市场

数量由２０００年３４个增加至２０２１年７８个。进一步
测算得到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ＨＨ）从２０００年

０．２１３下降至２０２１年０．０９０，行业前四名份额集中度
指数（ＣＲ４）从２０００年０．８６３下降至２０２１年０．５１７，行
业前八名份额集中度指数（ＣＲ８）从 ２０００年 ０．９３６
下降至２０２１年０．７３７，表明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葵花籽
出口集中度下降，出口去向国呈分散化发展趋势。

表２为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排名前五位
出口去向国及市场份额。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排名前五
出口去向国（市场份额）

年份 国家

２０００ 印度尼西亚（３５．２３％），马来西亚（１８．３６％），德国
（１６．３８％），荷兰（１６．３６％），缅甸（２．９３％）

２００５ 德国（３５．３８％），荷兰（１８．９８％），英国（９．６２％），
俄罗斯（４．７８％），美国（４．１５％）

２０１０ 阿联酋（１６．９５％），埃及（１５．１９％），伊朗（７．３８％），
越南（７．２４％），德国（７．０３％）

２０１５ 伊朗（３０．１３％），埃及（２１．５５％），伊拉克（１２．５４％），
越南（８．１０％），缅甸（３．６９％）

２０２１ 土耳其（１８．３８％），伊拉克（１３．１６％），埃及（１２．２１％），
伊朗（７．９９％），西班牙（６．８６％）

　注：根据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整理得到

从表２可看出，２０００年中国葵花籽出口去向国
排名前五位国家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德国、荷

兰、缅甸，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出口去向国排名前五
位国家为土耳其、伊拉克、埃及、伊朗、西班牙。整体

上，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按市场份额的出口去向国区域分
布逐渐从欧亚向中东转移。

１．３　中国葵花籽出口价格
图２为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与世界主要葵花籽

出口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注：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得到；生产者价格指数基期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与世界主要葵花籽出口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由图２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中国与世界
主要葵花籽出口国的价格变动趋势总体一致。２０１９
年以后，中国葵花籽出口价格大幅下降，与世界主要

葵花籽出口国价格大幅上涨呈相反的变动趋势。

２１世纪初，受限于国内食用型向日葵品种抗病

性差、成熟期晚等缺点，中国从国外引进了高质量杂

交品种［７］；但高昂的种子价格引起种植成本的上

升，同时由于国内技术水平较低而国际市场质量标

准要求较高［９］，导致中国葵花籽生产成本居高不

下，出口价格从２０００年４５２．１２美元／ｔ上涨至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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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７５３．２７美元／ｔ。近年来，中国实现了食用型向
日葵品种杂交化与自主选育［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葵花籽价格的上涨，加之单产的提高，２０２１年中国
葵花籽出口价格降至１３７２．８１美元／ｔ，价格劣势情
况逐渐得到缓解。

２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２．１　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

中国是葵花籽净出口国，近年来出口去向国不

断增加，受国际政治、经济等影响，国别化发展趋势

不断增强，为全面分析中国葵花籽出口贸易潜力，采

用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中国葵花籽出口贸易。计量

模型设定见式（２）。
ｌｎＴｃｉｔ＝β０＋β１ｌｎＧｉｔ＋β２ｌｎＧｃｔ＋β３ｌｎＤｃｉｔ＋β４ｌｎＧｃｉｔ＋

β５Ｙｉｔ＋β６ｌｎＲｃｉｔ＋β７Ｆｉｔ＋β８Ｐｉｔ＋εｃｉ （２）
式中：Ｔｃｉｔ为 ｔ年中国出口到 ｉ国的葵花籽贸易

量，ｔ；Ｇｉｔ为 ｔ年出口去向国 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万美元；Ｇｃｔ为ｔ年中国的 ＧＤＰ，万美元；Ｄｃｉｔ
为ｔ年中国与出口去向国ｉ国贸易的距离成本，万美
元；Ｇｃｉｔ为ｔ年中国与出口去向国 ｉ国人均 ＧＤＰ之差
的绝对值，万美元／人；Ｙｉｔ为ｔ年出口去向国ｉ国是否
生产葵花籽，１＝是，０＝否；Ｒｃｉｔ为 ｔ年出口去向国 ｉ
国货币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元；Ｆｉｔ为ｔ年出口去向
国ｉ国经济自由指数；Ｐｉｔ为ｔ年出口去向国ｉ国农产
品外贸依存度，％；β０为常数项；εｃｉ为随机误差。此
外，Ｇｃｉｔ与Ｙｉｔ是在经典引力模型基础上增加的供求因
素变量，Ｒｃｉｔ、Ｆｉｔ和Ｐｉｔ是在经典引力模型基础上增加
的环境因素变量。

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变量理论预期见表３。由
表３可知，根据需求相似理论，Ｇｃｉｔ越小，居民消费结
构的相似程度越高，双边贸易的可能性及密切程度

越高，预期符号为负。生产葵花籽的出口去向国相

比未生产葵花籽的国家或该国未生产葵花籽的年

份，对葵花籽进口需求会减少，Ｙｉｔ预期符号为负。
Ｒｃｉｔ直接影响出口去向国进口购买能力和商品价
格，Ｒｃｉｔ越高（即人民币贬值），中国葵花籽出口越
多，预期符号为正。Ｆｉｔ越大说明出口去向国制度
环境越完善，制度风险越小，利于中国葵花籽的出

口［１３］，预期符号为正。Ｐｉｔ越高，说明出口去向国
农产品对外贸易量及交易次数越大，更能促进中

国葵花籽的出口，预期符号为正。

表３　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变量理论预期

变量 预期符号 变量 预期符号

Ｇｉｔ ＋ Ｙｉｔ －
Ｇｃｔ ＋／－ Ｒｃｉｔ ＋
Ｄｃｉｔ － Ｆｉｔ ＋
Ｇｃｉｔ － Ｐｉｔ ＋

　注：＋表示与葵花籽出口量正相关，－表示与葵花籽出口
量负相关

２．２　数据来源及统计结果
为取得足够数据进行面板统计分析，在兼顾贸

易连续性的基础上，依据２０２１年各出口去向国贸易
量占比选取了 １９个贸易伙伴国（欧洲的英国、荷
兰、西班牙、德国、比利时、丹麦、俄罗斯，北美洲的美

国、加拿大，中东的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

酋、以色列，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

泰国、越南）作为样本，最终获得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中国
葵花籽出口贸易数据３９９条，构成 Ｔ＝２１、Ｎ＝１９的
长面板。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１９个国家从中国进口的葵
花籽总量占中国葵花籽出口量的比例均在５５％以
上，其中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所占比例均超过８０％。

通过ＳＴＡＴＡ软件对样本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见表４。

表４　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据来源

Ｔｃｉｔ／ｔ ７８１２．５８１ １７６３４．０８０ ０．００４ １９０５１８．３００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Ｇｉｔ／万美元 １６９．２３６ ３７３．９７１ １．６２９ ２０３３．８５８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ＤＩ
Ｇｃｔ／万美元 ８５９．２９３ ４００．７３１ ３００．１０２ １５８０．１９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ＤＩ
Ｄｃｉｔ／万美元 ３０．０３１ １１．５３５ ９．３０１ ５４．６１９ ＩＭＦ、ＣＥＰＩＩ
Ｇｃｉｔ／（万美元／人） ２．０６９ １．７１５ ０．０１２ ５．６０６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ＤＩ
Ｙｉｔ（虚变量） ０．５３６ ０．４９９ ０ １ ＦＡＯ
Ｒｃｉｔ／元 ４．４６４ １５．４４１ ０．０００ ３０２．５２１ ＩＭＦ、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ＤＩ
Ｆｉｔ ６５．１５５ １１．０１５ ３５．９００ ８１．２００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ｉｔ／％ ３２７．８０９ ５３８．１２６ ０．０７５ ３５６６．２７９ ＦＡＯ

　注：Ｔｃｉｔ数据以中国为双边贸易的报告国，按照１９９６版《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ＨＳ）六位编码１２０６００（葵花籽）统计。
为避免两国空间距离在纳入固定效应模型时与个体效应完全共线而不能被识别，借鉴蒋冠宏等［１４］的方法，以国际原油价格

（以２０１６年为基期，月度数据均值作为年度数据）乘以 ＣＥＰＩＩ人口加权地理距离计算 Ｄｃｉｔ。Ｇｉｔ、Ｇｃｔ、Ｇｃｉｔ以２０１５年不变价格计
算；Ｒｃｉｔ以２０１０年为基期计算；Ｆｉｔ以百分制计算

４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９Ｎｏ７



　　由表 ４可看出，葵花籽出口贸易量最小值为
０．００４ｔ，最大值为１９０５１８．３００ｔ。出口去向国与中
国的ＧＤＰ平均值分别为１６９．２３６万美元和８５９．２９３
万美元，两国人均ＧＤＰ差值平均为２．０６９万美元／人。
贸易距离成本最小值为 ９．３０１万美元，最大值为
５４．６１９万美元。出口去向国货币对人民币的实际
汇率最大值为３０２．５２１元，平均值为４．４６４元。出
口去向国经济自由指数最小值为３５．９００，处于经济
相对受限状态，最大值为８１．２００，处于经济相对自
由水平。出口去向国农产品外贸依存度平均值为

３２７．８０９％，最大值为３５６６．２７９％，为２０１４年阿联
酋农产品外贸依存度，其受耕地面积、水资源稀缺等

的严重制约，该国农产品消费高度依赖进口。

３　中国葵花籽出口贸易潜力的实证分析
３．１　单位根检验

采用 ＩＰＳ（Ｉｍ －Ｐｅｓａｒａｎ－Ｓｈｉｎｔｅｓｔ）、ＡＤＦ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ｔｅｓｔ）和 ＬＬＣ（Ｌｅｖｉｎ－
Ｌｉｎ－Ｃｈｕｔｅｓｔ）３种方法对面板数据（均为时间序
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考察变量的适用性，结

果见表５。
表５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ＩＰＳ ＡＤＦ ＬＬＣ

统计量 ｐ 统计量 ｐ 统计量 ｐ
结论

ｌｎＴｃｉｔ －３．０７１ ０．００１ ６．３０５ ０．０００ －４．４５９ ０．０００ 平稳

ｌｎＧｉｔ １．２０４ ０．８８６ ０．９４３ ０．１７３ －１．９４１ ０．０２６ 不平稳

ΔｌｎＧｉｔ －４．７４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６８８ ０．０００ －５．３７５ ０．０００ 平稳

ｌｎＧｃｔ ８．４６３ １．０００ －４．３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６８０ ０．９５４ 不平稳

ΔｌｎＧｃｔ －７．２０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１０４ ０．０００ －６．４３３ ０．０００ 平稳

ｌｎＤｃｉｔ －５．９６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１６９ ０．０００ －４．３７９ ０．０００ 平稳

ｌｎＧｃｉｔ ０．４９４ ０．６８９ －０．４４０ ０．６７０ －２．２１８ ０．０１３ 不平稳

ΔｌｎＧｃｉｔ －１．４１９ ０．０７８ ３．３１７ ０．００１ －３．２１０ ０．００１ 平稳

ｌｎＲｃｉｔ ７．１９７ １．０００ －３．６１２ ０．１００ １６．４３９ １．０００ 不平稳

ΔｌｎＲｃｉｔ －７．２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５．１１３ ０．０００ －９．４７５ ０．０００ 平稳

Ｆｉｔ －０．２５３ ０．４００ １．９５４ ０．０２５ －２．７６４ ０．００３ 不平稳

ΔＦｉｔ －１１．４６２ ０．０００ ２５．１９０ ０．０００ －１３．７８０ ０．０００ 平稳

Ｐｉｔ －０．２６８ ０．３９５ ０．１７６ ０．４３０ －２．２１７ ０．０１３ 不平稳

ΔＰｉｔ －１０．９２５ ０．０００ ２２．８３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９３ ０．０００ 平稳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由表５可知，在５％显著性水平下，原始数据仅
有葵花籽贸易量与距离成本变量是平稳的，其余变

量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变量可能存在单位根。之

后对非平稳变量作一阶差分处理，二次检验结果均

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不存在单位根，序列平稳。最

后进行异质面板协整检验，统计量 ｐ值小于０．０５，
说明变量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

３．２　回归估计结果
基于ＯＬＳ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方

差膨胀因子远小于１０）显示，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根据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采用个体固定
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将时间趋

势项纳入模型，以考察时间效应对中国葵花籽出口

潜力的影响。经检验，所用面板数据存在组间异方

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问题。对此，选用面

板校正误差模型（ＰＣＳＥ）处理上述问题［１５］，同时采

用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标准误模型与全面 ＦＧＬＳ模型进
行对照。

表６为在经典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分步纳入供
求变量与环境变量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回归分析

结果。

由表６可看出，在１％显著性水平下，ｌｎＧｉｔ与中
国葵花籽出口量正相关，与理论预期相符，且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去向国ＧＤＰ提高１％，从中
国进口的葵花籽数量增加１．７９８％。ｌｎＧｃｔ与葵花籽
出口量负相关，但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未通过统计
学检验。ｌｎＤｃｉｔ与葵花籽出口量正相关，说明距离成
本的提高有利于中国葵花籽的出口，表明距离并未

形成贸易阻力，与理论预期相反。这主要与葵花籽

的产品特点与消费需求特点有关。从产品特点来

看，葵花籽不属于生鲜易腐烂农产品，自身特点决定

其出口贸易受地理距离的制约较小。从消费需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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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来看，葵花籽尤其是食用葵花籽，作为一种非必需

农产品，其需求的增加受人们食物消费观念转变与

健康意识提升的影响较大。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欧

洲和中东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对健康优质

农产品的需求更大，中国出口相对较多，这从历年中

国葵花籽出口大国集中在欧洲或中东地区即可看

出。在５％显著性水平下，ｌｎＧｃｉｔ与葵花籽出口量负
相关，与理论预期相符，即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

越小，葵花籽贸易量越大。Ｙｉｔ与葵花籽出口量负相
关，与理论预期相符，说明出口去向国种植葵花籽对

中国葵花籽的出口形成了贸易阻力。综上可以看

出，出口去向国需求的增加是促进中国葵花籽出口

的重要拉力。从环境因素对中国葵花籽出口的影响

来看，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ｌｎＲｃｉｔ未通过统计学检
验，表明汇率不是影响中国葵花籽出口贸易的关键

因素。Ｆｉｔ与葵花籽出口量正相关，与理论预期相
符，Ｆｉｔ的提高显著促进了葵花籽的出口，且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去向国 Ｆｉｔ提高１分，从中
国进口的葵花籽数量增加８．４％，说明制度环境越
完善，贸易阻力越小。Ｐｉｔ与葵花籽出口量正相关，
与理论预期相符，表明出口去向国农产品外贸依存

度的提高是促进中国葵花籽出口量增长的重要因素。

由表６还可看出，ＰＣＳＥ、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标准误
模型与全面 ＦＧＬＳ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一致性，通
过统计学检验的变量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无明显差

异，表明该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６　中国葵花籽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预期符号 ＰＣＳＥ－１ ＰＣＳＥ－２ ＰＣＳＥ－３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Ｋｒａａｙ 全面ＦＧＬＳ
ｌｎＧｉｔ ＋ １．８２５ １．８２６ １．７９８ １．９８３ １．６４８

（０．７５９） （０．７２３） （０．７４０） （０．７２７） （０．１７７）
ｌｎＧｃｔ － －１．１７０ －１．９３６ －１．０７９ －０．９６３ －１．４８３

（２．３３５） （２．２４１） （２．３７８） （１．２１８） （０．６０２）
ｌｎＤｃｉｔ － ４．５７９ ４．８１１ ４．６１４ ４．９２１ ４．４１９

（１．９３０） （１．８９６） （１．９７７） （０．９５９） （０．５２１）
ｌｎＧｃｉｔ － －０．３７７ －０．４１５ －０．１８１ －０．３８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５） （０．１７９） （０．０３４）
Ｙｉｔ － －１．４５２ －１．０５４ －０．６４０ －１．１８７

（０．３８７） （０．４００） （０．１９７） （０．１２８）
ｌｎＲｃｉｔ ＋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３） （０．１３０） （０．０２６）
Ｆｉｔ ＋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６）
Ｐｉｔ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８．２３０ －４．２３７ －１５．５５５ －１７．３１４ －１０．６５５

（１１．８２０） （１１．５０９） （１２．７０７） （６．１５５） （２．６７２）

时间趋势项 ０．２０３ ０．２７６ ０．１５６ ０．１０８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４） （０．２１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３）

Ｒ２ ０．６６３ ０．７４６ ０．７５１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Ｆ ９２０．９８７ １０７３．３８３ ７９３．２１０ ９５．８９２ ４１５６．３９５

　注：回归模型样本量为３９９；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３　中国葵花籽出口贸易潜力
基于上述回归结果，测算得到１９个出口去向国

从中国进口的葵花籽数量的模拟值。通过对比中国

出口到各国的葵花籽实际贸易量（Ｔ）与模拟值
（Ｔ），计算出口去向国的贸易潜力（Ｔ／Ｔ）。根据
潜力值大小将 １９个国家划分为三类：潜力再造型
（１．２，＋∞），潜力开拓型［０．８，１．２］，潜力巨大型

（－∞，０．８）［１６］。
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１９个出口去向国的贸易潜

力估计结果如表７所示。
由表７可看出，北美洲加拿大属于潜力再造型

国家，美国属于潜力巨大型国家，受中美贸易摩擦

的影响，２０２１年中国出口美国的葵花籽数量仅为
４９３．６８ｔ。欧洲７个国家中，除西班牙、俄罗斯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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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再造型国家外，其他几个国家均属于潜力巨大

型。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德国、荷兰是中国葵花籽出口
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占比约３５％。２０１０年以来，中
国出口德国的葵花籽数量持续下降，至２０２０年小幅
回升。这与中国葵花籽价格自２００８年大幅上涨有
关，出口价格是影响两国贸易的重要因素。荷兰则

自２００８年持续下调从中国进口的葵花籽数量，由
２００８年１９３９２ｔ降至２０２１年４４５．６７９ｔ，可能是受

供需品种差异与２００７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加入欧
盟的影响。中东地区５个国家中，阿联酋、伊朗具有
较大的贸易空间，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三国

葵花籽进口量超过估计值，贸易潜力得以充分实现。

东南亚地区的越南、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四

国属于潜力巨大型，现阶段均贸易潜力发挥不足。

为促进中国葵花籽的出口，应注重发展与周边相邻

国家小宗农产品贸易往来。

表７　２０２１年中国葵花籽出口去向国贸易潜力估计

国家 地区 Ｔ／ｔ Ｔ／ｔ Ｔ／Ｔ 国家 地区 Ｔ／ｔ Ｔ／ｔ Ｔ／Ｔ

加拿大 北美洲 ２３４４．０５９ １７６９．１２８ １．３２５ 泰国 东南亚 １４１７２．６６５ ７７９４．６８１ １．８１８

美国 北美洲 ４９３．６８０ ２７９７．４９６ ０．１７６ 马来西亚 东南亚 １５８８．５７３ ３２３９５．４００ ０．０４９

德国 欧洲 ６０４７．７３１ ２６０７１．９７７ ０．２３２ 缅甸 东南亚 ５７７４．６１４ １９３７５．４１６ ０．２９８

比利时 欧洲 ６２９．５２０ １１４８．３２７ ０．５４８ 印度尼西亚 东南亚 ６２６１．４５０ ３０５５０．６６６ ０．２０５

西班牙 欧洲 ２９２９２．３５２ １４９４０．６９６ １．９６１ 土耳其 中东 ７８４９６．５１６ １６７７６．５６６ ４．６７９

俄罗斯 欧洲 ２０１８９．８７０ ６３２３．４１２ ３．１９３ 伊朗 中东 ３４１０８．１１０ ４８６１８．９６９ ０．７０２

荷兰 欧洲 ４４５．６７９ １５７５７９．２５０ ０．００３ 阿联酋 中东 ２４６９７．３７５ ４８８８０．１５６ ０．５０５

英国 欧洲 ３８７．４３０ ２５４９．２３９ ０．１５２ 沙特阿拉伯 中东 ８５１７．８０５ ２２５８．７４３ ３．７７１

丹麦 欧洲 ５４９．６５５ ８８１．２１７ ０．６２４ 以色列 中东 ６８１４．１５６ ３４６．８３７ １９．６４７０

越南 东南亚 １９４０７．１５３ ７４６１２．４９２ ０．２６０

　注：Ｔ数据来源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４　结论与对策建议
４．１　结论

从国别视角看，中国是世界第四大葵花籽出口国，

以食用葵花籽为主。由于品种差异，中国葵花籽在国

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本文在对中国葵花籽贸易

现状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

对中国葵花籽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对出口潜力进行了评价，主要研究结论概括如下。

（１）中国是葵花籽净出口国，在世界葵花籽贸
易中的地位稳步提高。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出口去向国
数量逐渐增多，按市场份额的区域分布逐渐从欧亚

向中东转移。此外，葵花籽出口具有高竞争优势，价

格劣势情况逐渐得到缓解。

（２）出口去向国 ＧＤＰ、经济自由指数与农产品
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双边贸易距离的增加，两国人均

ＧＤＰ差异的缩小促进了中国葵花籽的出口，出口去
向国生产葵花籽形成了贸易阻力。

（３）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出口去向国贸易潜力
估计结果表明，当前东南亚一些国家贸易潜力发挥

不足，中东一些国家贸易潜力超标实现。

４．２　对策建议
（１）出口去向国进口需求的增加是推动中国葵

花籽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为促进潜在需求的有效

转化，中国应以更高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为准绳，加强

向日葵种植的全流程监管，以符合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要求。向日葵种植过程中要大

力倡导化学用品减量投入，鼓励各农业企业、新型经

营主体等参与绿色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等的认证，

以提高向日葵生产的绿色化、科技化含量。同时，大

力发展有机向日葵种植，将绿色环保与营养健康充

分结合以开拓国内外高端消费市场。

（２）基于食用葵花籽健康休闲食品的定位，地
方政府和企业应强化品牌推广与营养知识科普，并

借助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各类农产品推介会等

进一步增强中国葵花籽的出口竞争力。

（３）中国需巩固加强与中东地区国家的葵花籽
贸易伙伴关系，努力为双方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

的服务以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考虑到邻近国家贸

易潜力发挥不足的情况，应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政策优势，畅通贸易渠道、减
少贸易壁垒，推动与周边国家农产品特别是小宗农

产品的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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