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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助力我国植物油料产业安全!基于我国植物油料进口实际情况!利用 !"!! 年中国植物油

料进口额前 !- 个贸易伙伴国 !"%#(!"!!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了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对我国

植物油料进口贸易潜力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增强我国植物油料产业安全的政策性建议% 通过改

进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出中国与俄罗斯和蒙古 ! 个国家的植物油料贸易属于贸易潜力成熟型!与

阿根廷$美国$巴西$苏丹$澳大利亚等 %G 个国家属于贸易潜力成长型!与乌克兰$坦桑尼亚等 - 个

国家属于贸易潜力不足型% 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植物油料贸易$有效防范国际

市场不确定风险和推动新兴市场多元化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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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满足不断上升的植物油料消费需求$

充分发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优势已成为弥补

国内植物油料供给短缺的重要途径% 加入 WẐ

后$我国植物油料进口呈现迅猛增长态势% 根据联

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可知$我国植物油料

进口额由 !""# 年的 FF=!G 亿美元上升到 !"!! 年的

-FG=-E 亿美元$年均增长 %#=,#]% 我国植物油料

进口量也呈现大幅上涨$尤其从 !"%" 年开始$我国

植物油料进口量超过 F """ 万 R$到 !"!! 年达到

, F,#=E! 万 R$其中 !"!" 年进口量达到最高$为

%" -%Fa"# 万R% 我国进口植物油料品种较多$但进

口量最大的品种是大豆$其进口量占我国进口油料

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以上% !"!! 年我国进口大

豆 G ,!! 万R$占进口油料的比重为 ,#]!我国进口

油料第二大品种是油菜籽$!"!! 年进口量 %,- 万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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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进口油料的比重为 !="&]% 此外$我国进口油料

还有芝麻*花生*亚麻籽*葵花籽*棉籽等% 然而$受

极端天气频发*种植成本不断增加*地缘政治冲突$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植物油料供

应链和贸易量受到了较大影响% 尤其是 !"!%-

!"!! 年$全球植物油料价格的大幅上涨$进口成本

的不断提高$导致我国植物油料进口量虽有所减少$

但进口额却大幅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植

物油料进口来源国达 -" 余个$但进口市场长期主要

集中在巴西和美国$这对于国内植物油料供应的稳

定不利% 因此$我国迫切需要推动植物油料进口市

场来源的多样化%

引力模型起源于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

该定律阐述了两物体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成正

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Z25<9T695 认为$相

似的方程可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提出了两个国家

之间的贸易很有可能和它们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

它们的距离成反比的结论/%0

$这一观点得到了

\ND8N595的证实/!0

% 但是$这一研究只是给出了直

觉上的研究$并未对引力模型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

剖析% 之后国外相关学者一方面从不同视角对引力

模型的基础理论进行探寻/# $F0

!另一方面在引力模

型的基础上$巧妙地选取人口*人均收入*汇率*是否

同属一个经济组织等技术变量/- $,0

$对引力模型进

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拓展% 由于引力模型能够较为有

效地解释传统要素禀赋理论所难以阐释的现象$其

一直被当作令人信赖的工具进行跨国贸易流量的实

证分析$并且作为事后分析手段$也被认为是国际贸

易领域进行实证研究最为成功的模型之一% 国内学

者在其基础上$对引力模型的应用也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拓展% 其中$谷克鉴/%"0对引力模型的基本原理

与构建方法进行了经济学层面的剖析$并运用主流

国际贸易模型对其进行理论验证% 同时$结合我国

经济转型与开放特征$提出了构建中国贸易引力模

型的初步方案% 此后$一批应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

分析的文献不断涌现$主要集中在贸易安排*贸易效

应*贸易流量*贸易潜力等方面/%% $%G0

% 可见$引力模

型是一种流行的经济模型$可以用于估计国家之间

的贸易潜力/%, $!"0

%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植物油料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油料的生产与消费/!%0

*植物

油料的贸易方式/!!0以及植物油料的产业安全/!# $!F0

等方面$而较少涉及植物油料进口贸易潜力分析%

因此$本文依据我国植物油料进口实际情况$构建并

改进贸易引力模型$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口来

源国植物油料产量以及我国与进口来源国是否签订

自由贸易协定等因素纳入模型框架$对我国植物油

料进口贸易潜力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优化调整我

国植物油料进口市场结构提供现实依据$进而助力

我国植物油料产业安全%

:;模型构建%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模型构建

根据我国植物油料进口实际情况$在借鉴耿晔

强/!-0

*刘春香/!E0

*杜晓燕/!G0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

从我国和进口来源国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维

度$选择可能影响植物油料进口的因素来构建改进

的贸易引力模型$主要包括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

国的人口数量*我国的植物油料收获面积*进口来源

国的植物油料产量*我国与进口来源国之间的距离*

我国与进口来源国之间的汇率水平*我国与进口来

源国之间是否具有共同边界*我国与进口来源国是

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 , 个变量% 为确保所构建的

改进贸易引力模型具备线性特征$同时避免异方差

和数据残差中出现非正态分布$对涉及的相关变量

进行对数处理$具体见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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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我国在#时期从"国进口的植物油

料金额!&

#

为我国在#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国内

生产总值"J_\#表征.!'

#

为我国在 #时期的人口数

量!(

#

为我国在 #时期的植物油料收获面积!)

"#

为进

口来源国"在#时期的植物油料产量!*

"

为我国与进

口来源国"之间的距离!+

"#

为我国与进口来源国"之

间在#时期的汇率水平!,

"

为我国与进口来源国"之

间是否具有共同边界$如有取 %$无取 "!-

"

为我国与

进口来源国"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如有取 %$无取

"!

"

为随机扰动项!

!

"

为常数项!

!

%

2

!

G

为待估参数%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 !"!! 年中国植物油进口额前 !-

个贸易伙伴国作为分析对象$具体包括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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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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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里*布基纳法索*乌干达*蒙古*墨西哥*孟加拉国*泰

国% 在 !"%#-!"!! 年$所选样本国家在我国植物油

料进口贸易中位列前 &"$!"!! 年它们与我国植物

油料的贸易总额占了我国植物油料进口总额的

,,=,E]$基本揭示了我国植物油料进口贸易的地

理分布特点$说明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数据来源

为辨识我国植物油料进口特征$采用 S*& 位编

%%

!"!F 年第 F" 卷第 & 期+++++++++++++中+国+油+脂



码体系$按照产品属性将植物油料分为七类&大豆

"S*%!"%#$花生"S*%!"!#$椰子干"S*%!"##$亚麻

籽"S*%!"&#$油菜籽"S*%!"F#$葵花籽"S*%!"-#$

棉籽*芝麻等其他油料"S*%!"E#% 本文所需的数据

主要来源如下&!

"#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

库$采用的是S*编码下的数据!&

#

*'

#

和 (

#

数据来源

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

行!)

"#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

和,

"

数

据来源于'.\MM数据库!-

"

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

易区服务网%

<;我国植物油料进口的贸易潜力分析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中选用了不随时间变化的距

离和虚拟变量$且无法对时间不变的变量效果进行

估计$故无法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国植物油料

进口的贸易潜力% 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效

应模型分析我国植物油料进口的贸易潜力$结果如

表 % 所示%

表 :;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

@*7+':;A'B-'22)%(-'2C+&2%1&0'/*('+,*&* ?%,'+

变量 随机效应模型"模型 %# 混合效应模型"模型 !# 向后逐步回归法模型"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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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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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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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检验 E&="F

/检验 !!=&, #F=F%

0 "="" "="" "=""

+注&

!

*

!!

*

!!!

表示分别在 %]*F]*%"]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统计量

+INR9&

!

0l"="%$

!!

0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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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中部分

解释变量显著性不足$且没有混合效应模型的拟合

度好% 采用混合效应模型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与进口来源国之间的距离*我国与进口来源国

之间的汇率水平*我国与进口来源国之间是否具有

共同边界*我国与进口来源国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

定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只有进口来源国的植物油

料产量*我国的人口数量和我国植物油料收获面积

# 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本文采用向后逐步

回归法对混合效应模型中不显著的变量进行重新筛

选$得到模型 #"回归结果见表 %#% 模型 # 在剔除进

口来源国的植物油料产量*我国的人口数量和我国

植物油料收获面积 # 个变量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

平*我国与进口来源国之间的距离*我国与进口来源

国之间的汇率水平*我国与进口来源国之间是否具

有共同边界以及我国与进口来源国是否签署自由贸

易协定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模型 # 的拟合度和/

值相比混合效应模型"模型 !#高$取得了令人满意

的结果% 综合比较$本文采用模型 # 来测算我国植

物油料进口贸易潜力%

由模型 # 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可知&

!

我国的经

济发展水平对我国植物油料进口有显著的正面影

响$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每

提高 %]$植物油料进口总额将增长 %=,E]%

"

我

国与进口来源国之间的距离未对我国植物油料进口

产生阻碍作用$这与预期不符$可能是因为随着国际

化的进程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我国植物油

料进口的因素越来越复杂$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

的距离已经不再是现代国际贸易的阻碍因素$在这

种情况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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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植物油料进

口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

我国与进口来源国之

间的汇率水平不利于我国植物油料的进口$这可能

是由于汇率提高$使我国植物油料的进口成本增加$

导致我国在采购植物油料时面临更高的价格压力%

这种不利的汇率状况使得我国进口商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下降$进而影响了我国植物油料的进口量

和成本控制%

$

我国与进口来源国之间是否具有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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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边界对我国植物油料进口有显著的影响% 这种影

响可能源于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共同边界的存

在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和缩短运输时间$从而提

高进口效率和经济性% 其次$共同边界还可能促进

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增强贸易关系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 此外$共同边界还可能带来文化交流

和人员往来$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因此$共同边界的存在对我国植物油料进口具有重

要的正面影响%

%

我国与进口来源国是否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系数符号与预期

不符% 这可能源于所选样本国家均为长期合同国

家$自由贸易协定在初期对促进效应有较为显著的

影响$但随着我国进口渠道的多元化$该效应逐渐减

弱% 此外$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更多地促进了整体商

品贸易的进口$而对于植物油料进口贸易的影响未

能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植物油料进口贸易的发展

趋势和潜力$常用的方法是将植物油料进口的实际

值与模拟值进行对比$当两国间的实际贸易额超过

理论贸易额时$可认定两国间存在紧密的贸易关系$

属于'贸易过度($反之$若两国间的实际贸易额未

达到理论贸易额时$则认为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并未

达到紧密程度$属于'贸易不足($则意味着存在贸

易潜力% 根据刘春香等/!E0对棉花进口潜力划分标

准和我国植物油料进口的实际情况$若我国对进口

来源国的植物油料进口潜力指数"我国从来源国进

口植物油料的实际金额与我国从来源国进口植物油

料的理论金额之比#大于或等于 %=#"$那么我国与

进口来源国的植物油料贸易属于贸易潜力成熟型!

若进口潜力指数大于或等于 "=G"$而小于 %=""$那

么我国与进口来源国的植物油料贸易属于贸易潜力

成长型!若进口潜力指数小于 "=G"$那么我国与进

口来源国的植物油料贸易属于贸易潜力不足型% 依

据模型 # 计算得到 !"!! 年我国从 !- 个来源国进口

的植物油料金额$通过与 !"!! 年我国从这 !- 个国

家实际进口的植物油料金额进行比较$测算了 !"!!

年我国与 !- 个进口来源国的植物油料进口潜力指

数$并进行了分类$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俄罗斯*蒙古这 ! 个国家属于贸易

潜力成熟型$我国应继续保持与这 ! 个国家的联系!

属于贸易潜力成长型的国家有阿根廷*美国*巴西*

苏丹*澳大利亚*乌干达*加拿大*孟加拉国*乌拉圭*

多哥*马里*尼日尔*莫桑比克*泰国*印度*哈萨克斯

坦*巴基斯坦*缅甸 %G 个国家$说明我国与这些贸易

伙伴国之间的植物油料进口贸易潜力正在上升!乌

克兰*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墨西哥*布

基纳法索 - 个国家属于贸易潜力不足型国家$这意

味着我国在这些国家扩大植物油料进口方面具有较

大的空间$因此我国应关注并开发这些新兴市场%

表 <;我国与进口来源国植物油料进口贸易潜力分类矩阵

@*7+'<;D*&-)E 1%-4*&'B%-).)(B &0')?/%-&&-*,'

/%&'(&)*+%1/+*(&%)+2'',7'&9''(50)(* *(,

)?/%-&)(B 2%C-4'4%C(&-)'2

贸易潜力

成熟型
贸易潜力成长型 贸易潜力不足型

俄罗斯*

蒙古

阿根廷*美国*巴西*苏

丹*澳大利亚*乌干达*

加拿大*孟加拉国*乌拉

圭*多哥*马里*尼日尔*

莫桑比克*泰国*印度*

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

缅甸

乌克兰*坦桑尼亚*

埃塞俄比亚*塞内

加尔*墨西哥*布基

纳法索

=;结;语

本文利用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对我国植物油料

进口贸易潜力进行研究发现$我国与俄罗斯*蒙古 !

个国家的植物油料贸易属于贸易潜力成熟型$与阿

根廷*美国*巴西*苏丹*澳大利亚等 %G 个国家的植

物油料贸易属于贸易潜力成长型$与乌克兰*坦桑尼

亚等 - 个国家的植物油料贸易属于贸易潜力不足

型% 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创造良好的贸易

环境$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植物油料贸易% 未来我国

植物油料增产的空间具有不确定性$而短期内植物

油料大量进口也不会有大的改变$鉴于我国植物油

料短期内大量进口的现实状况$我国需要优化植物

油料贸易法律法规$确保企业合法权益得以维护!运

用税收优惠*补贴等政策手段降低贸易成本$提升植

物油料产业链效率$激发企业参与植物油料贸易的

积极性!积极参与国际植物油料贸易组织$推动公

平*合理的国际植物油料贸易规则制定!加强与各国

植物油料贸易往来$拓宽我国植物油料产品销售渠

道$提高我国在全球植物油料贸易中的地位%

"

实

施自由贸易战略$有效防范国际市场不确定风险%

由于汇率水平变动和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等因素给我

国植物油料进口带来了不确定风险$因此我国应充

分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调整优化植

物油料进口结构!借鉴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和引

进人才资源$提升我国植物油料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推动我国植物油料产业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强化与

植物油料出口国的紧密贸易伙伴关系$力求减少贸

易障碍$降低进口成本!增强植物油料进口贸易的稳

定性$有效防范国际市场不确定风险%

#

加强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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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料经贸合作$推动新兴市场多元化发展% 鉴于我

国与植物油料贸易伙伴国在地域和资源禀赋方面具

有显著差异$双方应充分挖掘各自的比较优势$持续

深化植物油料贸易市场的经贸合作$推进生产技术

改良与互动交流$协商确立植物油料检疫检验标准$

并开展高层次的植物油料合作% 同时$在全面了解

双边已有的贸易关系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尤

其是加强与'进口贸易潜力成长型(和'进口贸易潜

力不足型(植物油料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以便

进一步挖掘植物油料进口贸易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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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jŜ I.I\=(R95R1R2V90N?934NTR89VN3>09N4RT1?9

<9R;995 @N>5RT29O/f0=(0.@N5 )9V$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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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_S(̀ *$ JŜ *SM=H>R>T9XTNOX9@RON4R896T1V2RD

0N?93N4RT1?9& ( <2<32N09RT2@T9V29; " %,,# $!"!% #

/f0=HNT9265 ZT1?9)9V$ !"!&$ F,"%#& !- $-%=

/!%0 孟桂元$ 涂洲溢$ 詹兴国$ 等=我国植物油料油脂生

产*消费需求分析及发展对策/f0=中国油脂$ !"!"$

&F"%"#& % $&$ !E=

/!!0 严茂林$施文华$葛玮玮$等=中国植物油料产业内贸

易的实证研究/f0=中国油脂$ !"!#$ &G",#& % $-=

/!#0 狄强$ 刘渝阳=食物安全观视角下的我国食用植物油

安全保障体系构建 /f0=农村经济$ !"!% " %" #&

!E $#&=

/!&0 严茂林$施文华$周晓亮$等=基于进口视角的我国主

要植物油料油脂产业安全研究/f0=中国油料作物学

报$ !"!#$ &F"&#& -&# $-F#=

/!F0 曹冲$杨桔$袁国军=中国植物油料进口依赖及其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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