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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旨在为保障国内油料安全提供参考依据，基于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实际情况，构建改进的贸易

引力模型，以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进口贸易的２６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中国植物油
料进口流量的影响因素及潜力。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地理距离、相似需求、边界相邻对中国植物油

料进口起到促进作用，而人口规模、要素禀赋、开放程度、汇率水平、区域组织则对中国植物油料进

口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中国从巴西进口的植物油料属于“过度进口”，从蒙古国、美国、俄罗斯、巴

基斯坦等２２个国家进口的植物油料属于“进口饱和”，而从墨西哥、乌克兰、布基纳法索进口的植
物油料属于“进口不足”。因此，需要提高国内植物油料生产效率和能力、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参与

植物油料进口市场、重视中国与植物油料贸易伙伴国的国别异质性、努力推动新兴市场战略等则有

利于实现优势互补，进而保障国内植物油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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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油料作为蛋白质和油脂提取工业的重要原
料，不仅关系到人类主要食物和营养能量的获取，其

发展还是拉动农民就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１－２］。根据联合国商

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可知，作为植物油料生

产大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植物油料进口额

出现了迅猛增长的态势，由２００２年的２６．４１亿美元
上升到２０２２年的６５８．６６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１７．４５％，占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例由２１．２６％上升
至２７．９０％，成为第一大类进口农产品。与此同时，
中国的植物油料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增强，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植物油料进口额占世界植物油
料进口总额的比例由 １７．２０％上升到 ５６．８２％，１１
年间累计净增加３９．６２百分点，已成为世界上植物
油料的主要消费国。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在保持高速

增长的同时，还存在进口市场过于集中、进口结构单

一等问题。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型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刺激

了对植物油料的需求；另一方面，受农业资源禀赋分

布影响，国际植物油料市场主要被美国、巴西、阿根

廷等主产国所垄断，给中国植物油料进口价格上升

带来不确定因素，而实施进口地域多元化战略则成

为中国分散风险的可实施措施［３］。所以，在此背景

下研究中国植物油料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

重要。此外，实现植物油料进口市场的多元化也尤

为迫切。基于此，本文试图运用改进的贸易引力模

型来解释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模式，

找出影响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流量的主要因素，并结

合实证分析结果对植物油料进口潜力进行预测，从

而为保障国内植物油料安全提供参考依据。

现有文献对引力模型和植物油料进口贸易已经

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

引力模型来自于“万有引力”定律，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４］、
Ｐｙｈｎｅｎ［５］等率先将这一定律引入到国际贸易研究
中。随后，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修订和完善［６］，经

过不断努力，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日臻完

善［７－９］。国内相关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宽了

引力模型的应用范围。其中，部分学者对中国总的

贸易流量及潜力进行了相关研究［１０］，还有部分学者

对区域或者国别贸易总量的影响因素及潜力开展了

相关实证研究［１１－１５］。另外，还有众多学者基于引力

模型从商品的异质性角度进行了不同类别的实证研

究［１６－１９］。近年来，随着植物油料进口的大幅增加，

国内相关学者对于植物油料进口的关注热度也逐步

上升。赵丽佳等［２０－２１］认为大豆的进口可靠性高，而

油菜籽的进口可靠性低，在短期内对国内生产冲击

不断，但是长期替代弹性较大；王佳友等［２２］运用

ＡＩＤＳ模型和ＣＭＳ模型对不同时期中国油脂油料的
进口替代关系及其对进口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

发现，油脂油料的进口替代关系明显，且其对进口增

长的影响程度日益显著；李爽等［２］采用ＱＡＰ模型研
究了世界油料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

进行探究，发现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是主要的核心国

家，经济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人均耕地面积差

异和陆地接壤对世界油料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制度、地理距离有负向影响；施文华等［２３］对中国

油料的进口贸易特征进行分析，并对未来发展趋势

作出判断；王柄淇等［２４］运用进口依赖性指数、进口

安全度评价模型以及出口产出弹性对中国油脂油料

进口进行综合评价，发现中国油脂油料存在进口依

赖风险，进口安全度较低；严茂林等［２５］基于进口视

角，测算了中国主要植物油料油脂的进口依赖性和

农业产业安全评价指标，发现植物油料处于危机状

态；严茂林等［２６］从总体和分类两个层面计算了中国

植物油料产业贸易指数，发现中国植物油料产业内

贸易水平偏低，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通过对以上文献分析可以看出，贸易引力模型

被广泛用来分析贸易流量与贸易潜力，且不失为一

个合适的分析工具。同时，国内外学者采用扩展的

引力模型对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商品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并获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然而针对中国植物

油料进口流量与潜力的研究文献却鲜有涉猎。因

此，本文根据中国植物油料进口特征，借鉴传统引力

模型框架和已有研究成果，构建改进的引力模型，对

中国植物油料进口贸易流量进行分析，并预估其进

口潜力，在把握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安全的基础上，提

出相对应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１　模型设定
在实际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多采用传统贸易引

力模型的扩展形式［２７－２９］。基于此，本文在传统贸易

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相似需求、开放程度、汇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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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要素禀赋、区域组织和边界相邻指标，即转化为对

数形式的改进贸易引力模型，如式（１）所示。
ｌｎＩｉ＝β０＋β１ｌｎＹｉＹｊ＋β２ｌｎＰｉＰｊ＋β３ｌｎＤｉｊ＋β４ｌｎＳｉｊ＋

β５ｌｎＯｉｊ＋β６ｌｎＲｉｊ＋β７ｌｎＺｉ＋β８Ｔｉｊ＋β９Ｂｉｊ＋εｉｊ （１）
式中：Ｉｉ为进口额，美元；Ｙｉ、Ｙｊ为经济规模，美

元；Ｐｉ、Ｐｊ为人口规模；Ｄｉｊ为地理距离，ｋｍ；Ｓｉｊ为相似

需求，美元；Ｏｉｊ为开放程度；Ｒｉｊ为汇率水平；Ｚｉ为要素
禀赋，万ｈｍ２；Ｔｉｊ为区域组织；Ｂｉｊ为边界相邻；β０～β９
为待估系数；εｉｊ为随机误差项。

公式（１）中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以及理
论说明如表１所示。

表１　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和理论说明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ｅａｎｉｎｇ，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含义 预期符号 理论说明

Ｉｉ ｉ国进口的商品金额 中国进口的商品金额增大，说明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前景看好

Ｙｉ、Ｙｊ ｉ国和ｊ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 经济规模越大，潜在进口能力越大，从而进口流量越大

Ｐｉ、Ｐｊ ｉ国和ｊ国的人口数（人） ＋（－） 人口规模扩大，增加国内需求，提升进口流量；人口规模扩大，增

加国内劳动力，提升国内供给能力，减少进口流量

Ｄｉｊ ｉ国和ｊ国之间的首都距离 － 表示运输成本，两国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不利于贸易的发展

Ｓｉｊ ｉ国和ｊ国人均国民收入之差 ＋（－）
贸易双方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的差异性，一种是林德的相似

需求偏好原理，另一种是反映产业内贸易程度，即人均国民收入

差距越大，贸易量越大，则产业间占优势，呈正相关

Ｏｉｊ ｉ国和ｊ国的对外开放度 ＋ 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贸易的发展

Ｒｉｊ 间接标价法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 ＋ 汇率越高，人民币越升值，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进口流量会增加

Ｚｉ ｉ国的作物收获面积 － 收获面积增加，供给能力增强，进口贸易流量减少

Ｔｉｊ
两国是否同属“一带一路”国家，是

取１，否取０ ＋（－） 同属“一带一路”国家，借助贸易协调机制及贸易创造效应，促进

贸易流量增加

Ｂｉｊ 两国是否接壤，是取１，否取０ ＋ 两国接壤，贸易成本降低，会促进贸易流量增加

２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２．１　样本选择

为了准确反映中国植物油料进口的真实情况，

依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本文选择２０２２年中国
植物油料进口额在５００万美元以上的前２９个进口
来源国进行分析，包括巴西、美国、阿根廷、加拿大、

乌拉圭、俄罗斯、苏丹、尼日尔、哈萨克斯坦、澳大利

亚、坦桑尼亚、贝宁、莫桑比克、多哥、塞内加尔、缅

甸、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乌克兰、印度、保加利亚、

马里、布基纳法索、乌干达、蒙古国、墨西哥、玻利维

亚、孟加拉国、泰国。２０２２年中国从以上贸易伙伴
国进口的植物油料总额为６５８．４６亿美元，占中国植
物油料进口总额的比例高达９９．９７％，因此选择这
２９个进口来源国能够真实地反映中国植物油料进
口的现状。但是，保加利亚、贝宁、玻利维亚３国的
部分年份数据缺失，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

数据来源的一致性，本文最终选择２６个进口来源国
作为研究对象，确保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结果更加

准确和真实地反映中国植物油料进口贸易状况。

２．２　数据来源
为了辨识中国植物油料进口的分类特征，本文

按照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 ＨＳ１９９６的４位编码

体系，将植物油料分为七类：大豆（ＨＳ１２０１），花生
（ＨＳ１２０２），椰子干（ＨＳ１２０３），亚麻籽（ＨＳ１２０４），油
菜籽（ＨＳ１２０５），葵花籽（ＨＳ１２０６），棉籽、芝麻等其
他油料（ＨＳ１２０７）。其中：中国与样本国的植物油料
进口额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国与样本

国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相似需求、汇率水平和开

放程度均来源于世界银行；中国与样本国的地理距

离数据和是否接壤数据来源于法国国际展望与信息

中心（ＣＥＰＩＩ）数据库；中国植物油料收获面积数据
通过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获得；中国与样本国是

否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通过中国一带一路网

获知。选取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为样本研究区间。表 ２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Ｉｉ １８．１０ ２．８０ ９．８０ ２４．３４

ｌｎＹｉＹｊ ３７．５４ ２．１０ ３３．９６ ４２．９７

ｌｎＰｉＰｊ ２０．２９ １．３４ １７．４７ ２３．７２

ｌｎＤｉｊ ８．９４ ０．６６ ７．０７ ９．８７

ｌｎＳｉｊ ８．８１ １．１３ ０．８３ １１．０８

ｌｎＯｉｊ ３．７０ ０．５０ ２．３２ 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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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Ｒｉｊ ２．５１ ２．３５ －１．９３ ６．３３
ｌｎＺｉ ９．９７ ０．０５ ９．９１ １０．０６
Ｔｉｊ ０．７３ ０．４４ ０ １
Ｂｉｊ ０．２３ ０．４２ ０ １

３　实证结果
３．１　相关性结果分析

表３为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流量影响因素的相
关性分析结果。从表 ３可知，中国植物油料进口
额与经济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３１７，与要素禀
赋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１３９，与相似需求之间的

相关系数为０．１７３，与开放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５１１，与汇率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５９，与
地理距离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４７，与边界相邻之
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１７６，与区域组织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０．３７８，且均通过了５％的显著水平检验。但
是中国植物油料进口额与人口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在

１０％的显著水平上未通过统计性检验。这表明，在
样本考察期内，中国植物油料进口额与经济规模、要

素禀赋、相似需求、开放程度、汇率水平、地理距离、

边界相邻、区域组织之间均存在一定相关性，而与人

口规模无显著相关性。

表３　相关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变量 ｌｎＩｉ ｌｎＹｉＹｊ ｌｎＰｉＰｊ ｌｎＺｉ ｌｎＳｉｊ ｌｎＯｉｊ ｌｎＲｉｊ ｌｎＤｉｊ Ｂｉｊ Ｔｉｊ
ｌｎＩｉ １
ｌｎＹｉＹｊ ０．３１７ １
ｌｎＰｉＰｊ ０．０６５ ０．７００ １
ｌｎＺｉ －０．１３９ ０．１１２ ０．０３８ １
ｌｎＳｉｊ ０．１７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６ １
ｌｎＯｉｊ －０．５１１ －０．２５７ －０．３４８ ０．０２６ －０．１９１ １
ｌｎＲｉｊ －０．４５９ －０．７３６ －０．３６２ ０．０７１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６ １
ｌｎＤｉｊ ０．４４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９１ －０．３５２ －０．３０７ １
Ｂｉｊ －０．１７６ ０．１１９ ０．１７２ ０ －０．２５１ ０．１２７ ０．２９２ －０．７０８ １
Ｔｉｊ －０．３７８ －０．３４９ －０．０６７ ０ －０．２４２ ０．１１１ ０．４９６ －０．３８１ ０．３３２ １

　注：、、表示分别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下同
　Ｎｏｔｅ：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１０．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３．２　改进的引力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对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流量进行实证分析可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由

于引力模型中包含地理距离变量，故无法使用固定效

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

型对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流量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４。
表４　改进引力模型不同层次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变量 混合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ｌｎＹｉＹｊ
－（０．２３１
－（１．６４）

－０．２７４
（－１．１７）

ｌｎＰｉＰｊ
（－０．６５１
（－４．５５）

０．１５２
（０．４２）

ｌｎＤｉｊ
－（１．４０７
－（４．７０）

２．２５８
（２．２６）

ｌｎＺｉ
（－６．９２６
（－２．５７）

（－５．８１３
（－３．１６）

ｌｎＳｉｊ
－（０．０８１
－（０．６７）

－（０．０６３
－（０．５９）

续表４

变量 混合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ｌｎＯｉｊ
（－２．３４６
（－７．７９）

（－０．３３０
（－０．８８）

ｌｎＲｉｊ
（－０．３１３
（－３．００）

（－０．３２２
（－２．１９）

Ｂｉｊ
－（１．７８９
－（３．８１）

（－２．５２８
－（１．８６）

Ｔｉｊ
（－０．７３７
（－２．１７）

（－１．３９０
（－１．３５）

常数项
（０８７．９９１
－（３．４１）

（０６４．９９５
－（３．７４）

Ｒ２Ａｄｊ （－０．５３５９ （－０．４２６８

Ｆ检验

Ｗａｌｄ检验

０１３２．０７

０１６１．１０

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

　Ｎｏｔｅ：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由表４可知，通过对比 Ｒ２Ａｄｊ得出混合效应模型
拟合度更好。因此，本文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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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油料进口流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４可知：混合效应模型经济规模的回归系
数为０．２３１，在１０％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系数
符号与预期符号一致，表明经济规模是影响中国植

物油料进口流量的关键因素。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

回暖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对贸易伙伴国

的植物油料进口流量将会进一步提升。人口规模的

回归系数为－０．６５１，在１％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
验，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作为植物油料进口大国，相

对较大的人口规模可能导致中国国内生产替代国外

产品，从而减少贸易机会，进而影响植物油料的进

口。可见，人口规模是影响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流量

的重要因素。地理距离的回归系数为１．４０７，在１％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系数符号与预期符号相

反，这表明地理距离不再是阻碍中国植物油料进口

流量的因素，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国际化进程和现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流量的因

素越来越复杂，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已经不再是现代国际贸易的阻碍因素，在这种情况

下，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相

关服务配套设施的发展将会对中国植物油料进口流

量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要素禀赋的回归系数为

－６．９２９，在５％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系数符
号与预期符号一致，表明要素禀赋是阻碍中国植物

油料进口流量的因素之一，收获面积每增加１％，对
中国植物油料进口的需求将减少６．９２９％，这主要
是因为在既有技术水平条件下，植物油料收获面积

越大，国内植物油料供给能力越强，对植物油料的进

口将会减少。相似需求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８１，在
１０％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显然不符合林德
的需求偏好原理，反而更加凸显了中国与贸易伙伴

国之间的植物油料产业间优势。开放程度的回归系

数为－２．３４６，在１％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系
数符号与预期符号不一致。一般而言，对外开放水

平对于中国植物油料进口应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是因为当一地区与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紧密时，

意味着更容易进口植物油料。反观表４结果，开放
水平对中国植物油料进口起到阻碍作用，这可能的

原因在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化，全球优质资源

要素进入到中国市场，既带动了市场充分竞争，又助

力了植物油料产业转型升级，抵消了对外开放水平对

植物油料进口提高的正面效果。汇率水平的回归系

数为－０．３１３，在１％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系数
符号与预期符号不一致。一般而言，人民币升值有利

于中国植物油料进口，但是在对资源性产品进口依赖

程度加大的背景下，人民币的适度升值却有利于降低

以本币计价的植物油料进口成本的上涨幅度。边界

相邻的回归系数为１．７８９，在１％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了检验，系数符号与预期符号一致，表明中国与周边

国家及地区具有友好相处的外交政策，并且“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也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新

的友好契机，将会促使中国植物油料进口规模进一步

扩大。区域组织的回归系数为－０．７３７，在５％的显著
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可能与中国进口植物油料的

主要贸易伙伴国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有关。

３．３　植物油料进口贸易潜力分析
以改进贸易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模拟中国植物

油料进口潜力的理论值，通过计算中国植物油料进

口潜力的实际值与理论值的比值来衡量贸易潜力，

并且按照帅传敏等［３０］的划分标准将中国从贸易伙

伴国进口植物油料的潜力关系划分为三类：第一类

为进口潜力成熟型，进口潜力指数大于或等于１．２，
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植物油料贸易关系存在

“进口过度”现象；第二类为进口潜力成长型，进口

潜力指数大于或等于０．８而小于１．２，中国与贸易
伙伴国之间的植物油料贸易关系存在“进口饱和”

现象；第三类为进口潜力待开发型，进口潜力指数小

于０．８，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植物油料贸易关系
存在“进口不足”现象。依据上述标准和改进贸易引

力模型的估计参数，即表４中改进贸易引力模型中混
合效应的回归系数，并以２０２２年为例，测算中国从
２６个贸易伙伴国进口植物油料的潜力，结果见表５。

表５　中国从贸易伙伴国进口植物油料潜力分类
Ｔａｂｌｅ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ｏｉｌｓｅｅｄｆｒｏｍｔｒａｄ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进口潜力类型 国家（进口潜力指数）

成熟型 巴西（１．２０）

成长型

蒙古国（１．１７）、莫桑比克（１．１５）、阿根廷（１．１５）、坦桑尼亚（１．１３）、加拿大（１．１１）、美国（１．１０）、缅甸
（１１０）、马里（１．０９）、苏丹（１．０８）、孟加拉国（１．０５）、埃塞俄比亚（１．０５）、乌干达（１．０４）、多哥（１．０４）、乌
拉圭（１．０３）、澳大利亚（１．０１）、塞内加尔（０．９９）、泰国（０．９８）、印度（０．９７）、俄罗斯（０．９５）、尼日尔
（０９０）、哈萨克斯坦（０．８８）、巴基斯坦（０．８７）

待开发型 墨西哥（０．７４）、乌克兰（０．７０）、布基纳法索（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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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５可知，属于中国植物油料“进口过度”的
国家只有巴西，中国从巴西进口植物油料的潜力指

数为１．２０，说明中国从巴西进口植物油料已经过
度，属于进口潜力成熟型。属于中国植物油料“进

口饱和”的国家有蒙古国、莫桑比克、阿根廷、坦桑

尼亚、加拿大、美国、缅甸、马里、苏丹、孟加拉国、埃

塞俄比亚、乌干达、多哥、乌拉圭、澳大利亚、塞内加

尔、泰国、印度、俄罗斯、尼日尔、哈萨克斯坦、巴基斯

坦等２２个国家，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植物油料的潜
力指数大于或等于０．８而小于１．２，表明中国从以
上这些贸易伙伴国扩大植物油料进口的空间有限。

属于中国植物油料“进口不足”的国家有墨西哥、乌

克兰、布基纳法索，中国从这３个国家进口的植物油
料进口潜力指数均小于０．８，这表明中国从这些国
家进口植物油料的潜力空间较大，可以进一步开拓

这些新兴市场。

４　结论及启示
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与２６个植物油料贸易

伙伴国的数据，运用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植

物油料进口流量决定因素及其进口潜力进行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从植物油料进口决定因素看，影响中

国植物油料进口决定因素的是经济规模、人口规模、

地理距离、要素禀赋、相似需求、开放程度、汇率水

平、区域组织和边界相邻，其中经济规模、地理距离、

相似需求、边界相邻对中国植物油料进口起到促进

作用，而人口规模、要素禀赋、开放程度、汇率水平、

区域组织对中国植物油料进口产生一定的制约作

用。从植物油料进口潜力看，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

植物油料贸易不均衡，同巴西存在“进口过度”现

象，同墨西哥、乌克兰、布基纳法索存在“进口不足”

现象，而同多数贸易伙伴国存在“进口饱和”现象。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获得以下政策启示。

一是我国的经济规模是促进植物油料进口的关键因

素，同时相似需求促进植物油料进口，在耕地面积有

限的大前提下，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以及相似需求的增加，我国植物油料进口仍有可能

会增长，而人口规模和要素禀赋对植物油料进口有

限制作用，因此需要提高植物油料生产效率，增加植

物油料单产比重，逐步提高植物油料自给自足能力。

二是重视中国与植物油料贸易伙伴国的国别异质

性，对植物油料进口进行国别管理。针对影响中国

与植物油料贸易伙伴国的不同因素制定差异化策

略，比如：向经济规模较大的市场进行适度倾斜，发

挥国家市场经济规模扩大促进植物油料贸易的机

制；积极搭建植物油料贸易平台，推动各国联合打破

缔约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和投资壁垒，为植物油料自

由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等。三是鼓励国内企业积极

参与植物油料进口市场，以便更有效地为国民提供

植物油料服务。植物油料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其供

应量的减少和需求量的增加使得其价格不断攀升，

这就需要支持进口企业的发展和建立储备制度，这

样一方面可以确保植物油料的稳定供应，并控制其

价格波动，另一方面使得参与植物油料进口市场的

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商机，引进更先进的生产技术

和设备，提高植物油料的加工效率和质量，通过建立

品牌和提供更好的售后服务来增强消费者对植物油

料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四是加强植物油料合作，努

力推动新兴市场战略。植物油料贸易伙伴国的地区

差异、要素禀赋不同，应保持与“进口过度”国家的

植物油料贸易，尤其是要深化与中国植物油料贸易

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关系，进一步开发与“进口不足”

国家之间的市场潜力，要重点关注与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等“进口饱和”国家的联系，充分挖掘与这些国

家之间的植物油料贸易潜力，进而实现优势互补，获

得互利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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