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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豆、棉花、植物油、谷物、食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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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农产品关税水平下降，农产品非关税措施备受关注，农产

品非关税措施的效应分析有助于政府了解政策实施成本。本文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和一般均衡模

型，利用 1995—2011 年大豆、棉花、植物油、谷物、食糖的进口数据分析中国非关税措施的数量效

应和价格效应。结果表明，棉花、植物油、谷物、食糖四类非关税措施保护作用较为明显，而大豆

违反了预期; 农业支持效应与非关税措施的效应相反。这揭示了现行农产品非关税措施因为农

产品保护效果不同而存在调整空间，今后应结合农产品的不同特征调整相应的农产进口贸易

政策。
关键词: 非关税措施; 关税当量值; 进口需求弹性; 价格效应; 贸易政策

过去几十年，经过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在 WTO
( 或 GATT) 关税减让规则的约束下关税水平已大

幅消减，发达国家从 20 世纪中期的 40% 下降到现

在的 5%，发展中国家关税总水平也大幅下降，中

国目前进口关税总水平只有 9. 6%，其中农产品进

口关税水平为 15. 6%。因此，关税贸易措施的空

间很小，非关税措施由于其隐蔽性和有效保护性而

备受关注。美国次级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

进一步更加剧了对非关税贸易措施的需求。相对

于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的效应分析要困难得多，

但非关税措施的效应分析有助于政府了解政策实

施的成本，不仅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工具，而且

可以为对外贸易壁垒纠纷提供索赔依据。这正是

本文研究意义所在。

一、非关税措施: 大宗农产品中的表现及认识纠偏

200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对大宗农产

品进口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国

内生产和市场的稳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

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对于农产品进口限制从

产品种类来说仅限于一小部分。据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 U. 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数据，

大豆、棉花、谷物、植物油、食糖占据中国农产品进

口的一半以上。2012 年中国农产品进口规模和逆

差规模均创新高，进口首次超过 1000 亿美元，达到

1124. 8 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 491. 5 亿美元，同

比增长 44. 2%。其中，大豆进口额( 349. 9 亿美元)

占比最高( 达到 31. 1% ) ，棉花进口额也过百亿美

元( 120 亿美元，占比 10. 7% ) ，植物油( 97 亿美元)

占比 8. 6%，谷物( 48 亿美元) 占比 4. 3%，食糖( 21

亿美元) 占比 1. 9%＊＊。由于农业生产要素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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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农产品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相对于其他部门更为

明显，导致工农总体价格水平剪刀差不断扩大，因

此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对农业实行了保护。欧

盟和美国发达国家在工业发达后纷纷实行以工哺

农的政策，不仅在边境上设置贸易障碍，而且对农

业生产进行补贴，在贸易上实行大量的非关税措

施，如美国的有毒物质控制法、杀虫剂许可限量，欧

盟的化学品管理体制 ( ＲEACH 法规) 等。农产品

进口依存度高达 60% 的日本更是实施了肯定列表

( Positive List System) 、标准化管理( JAS) 等制度保

护，利用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Maximum Ｒesidue Lim-
its) 、JAS 标准等措施限制农产品进口。中国和世

界其他国家一样，加入 WTO 后在降低关税的同时

也调整了一些非关税措施，如对谷物、大豆、棉花、
食糖、植物油等的进口关税配额制、食品安全法规、
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甚至对进口散装食

用植物油的运输工具还有限制性规定。
UNCTAD ( 2009 ) 将 非 关 税 措 施 ( Non-tariff

Measures，NTMs) 定义为“不同于普通关税的政策

措施，并会对国际货物贸易在量或价格上产生潜在

的经济影响。”根据 UNCTAD TＲAINS 的最新分类

标准( 2012 年 2 月颁布) 可以知道非关税措施已由

过去的 6 种扩展到了现在的 16 种，过去的 6 种是

对应 UNCTAD TCMCS ( Coding System of Trade
Control Measures) 中的编码 3000 ～ 8000 号则，现在

则按字母 A—P 分为了 16 类，更加全面，具体包

括: 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 A ) 、技术性贸易壁垒

( B) 、装船前检验和其他手续 ( C) 、贸易救济措施

( D) 、数量控制措施( E) 、价格控制措施( F) 、金融

措施( G) 、垄断措施 ( H) 、贸易相关投资措施 ( I) 、
分销限 制 ( J ) 、后 销 售 服 务 限 制 ( K ) 、进 口 补 贴

( L) 、政府采购限制( M) 、知识产权( N) 、原产地规

则( O) 、出口相关措施 ( P ) 。如何看待非关税措

施? 将非关税措施等同于非关税壁垒 ( Non-tariff
Barriers，NTBs) 是一个很大的误区。GATT1994 第

12 条、第 20 条、第 21 条规定，一国出于保护动植物

生命健康或维护国家安全或平衡国际收支等需要

允许设立非关税措施进行贸易限制。《实施卫生

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
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SPS) 和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 都允许一国对进出口商品可

以自主建立不以保护主义为目的的动植物卫生、技
术的标准和规范。因此，可以知道非关税措施不仅

包括可能导致贸易扭曲效应的非关税壁垒，也包括

合法合理的正常贸易限制措施。柳进喜( 2005 ) 认

为为了兼顾国家追求合法性目标的权利和遵守多

边贸易谈判成果的义务，应遵守“目标性”、“必要

性”、“比例性”和“实时性”。

二、非关税措施效应测度: 方法比较及分析框架

( 一) 三种主流测度方法: 对比分析

1. 价格楔方法 ( Price-Wddge Method) 。该方

法基于“一价定律”( One-Price Theory) 的理论。非

关税措施由于贸易扭曲产生垄断利润或租( Ｒent) ，

或影响进口商品的成本，或影响国内生产成本，使

进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价格间产生价格

差异( Price Wedge) 。Deardorff 等( 1997) 根据此差

异对非 关 税 措 施 进 行 量 化，发 展 出 等 量 关 税 法

( Tariff Equivalent ) 、等 量 补 贴 法 ( Subsidy Equiva-
lent) 和有效保护率法( Effective Ｒate of Protection) 。
某种意义上，价格楔法是一种理想的方法，通过价

格对比分离出一个市场中出现的所有非关税措施

的净效应，而研究者不必弄清那些非关税措施倒底

是什么。而实际上这却并不易实现。存在一些缺

陷: ( 1) 价格楔方法可以衡量非关税措施的数量效

应，但不能明确非关税措施的种类; ( 2 ) 使用进口

商品国内与国际市场价格差的百分比表示的价格

楔要求进口商品完全可替代，与现实不太相符。
2. 频率测度法 ( Frequency-Type Measure) 。频

率测度法从宏观层面对某些国家或特定的产业使用

的非关税措施的使用范围或涵盖比例进行测算。后

来发展为覆盖率( Coverage Ｒatio) 测度和频率指数

( Frequency Index ) 测度 ( Stephenson 等，2001 ) 。显

然，频率测度法简单好掌握。但有明显缺陷: ( 1) 准

确说，频率测度法并没有准确测出非关税措施的数

值估算值，对于覆盖率和频率指数的统计量还须再

用于计量模型中去估算。( 2) 频率测度法没有提供

非关税措施如何对价格、数量进行影响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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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贸易限制指数法 ( Trade Ｒestrictiveness In-
dex) 。贸易限制指数法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初。
Anderson 等( 1994) 为世界银行设计的贸易限制指

数将其 定 义 为“生 产 和 消 费 扭 曲 的 单 一 关 税 当

量”，即将各种非关税措施转化为各具有相同的福

利效 应 的 关 税 当 量 值 ( Ad- Valorem Equivalent，
AVE) ，包括生产者补贴等量( PSEs) 和消费者补贴

当量( CSEs) 。贸易限制指数法相对于频率测度法

更加科学、合理，并能克服先前非关税措施测量方

法中不同非关税措施不便加总的难题 ( Kee 等，

2006) 。不过通过贸易限制指数法来测度非关税措

施，需要大量的经济参数值，如生产支持、世界价

格、进口数量、需求弹性等。
( 二) 分析框架: 目的、思路和数据来源

本文借鉴国内外非关税措施效应研究方法的

合理内核，力争克服其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局限，将

关注点聚焦于中国非关税措施对大宗农产品进口

的影响，以大豆、棉花、植物油、谷物、食糖为例，结

合它们在 1995—2011 年进口面板数据，分析多种

非关税措施同时作用同类大宗农产品进口所产生

的效应及影响，为在此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奠定基

础。非关税措施的效应分析及量化对于大宗农产

品政策的制定者或贸易谈判的代表而言显得非常

重要，是谋取政策福利的基础。
为了分析一个国家大宗农产品非关税贸易政

策措施的限制效应须克服加总障碍: 不同贸易措施

的加总。假设某农产品的进口同时遭遇 10% 的差

价税、1000 吨配额、非自动许可证手续和 1 百万元

补贴，怎样用单一的测量来进行概述、总结? 常规

的基本原理是采用进口份额权重法对所有这些贸

易政策工具进行加总。问题是这些不同的非关税

措施测量在宏观经济效应上还涉及一些不能归功

于这些非关税措施的因素，使测量难以进行。另一

种方法是单纯地依赖关税数据，把所有的非关税措

施和关 税 进 行 关 联，这 显 然 不 是 满 意 的 解 决 的

方法。
本文认为大宗农产品非关税贸易政策措施的

限制效应分析可以分二步: 第一步测度农产品进口

数量的价格需求弹性，藉此估算非关税措施作用于

不同种类农产品的数量效应; 第二步计算关税等

值，将数量效应转化为价格效应。大宗农产品非关

税措施的实施一般会对进口农产品数量、价格和消

费等经济变量产生影响，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中国非

关税措施实施后对进口大宗农产品的数量控制作

用; 其次，多种非关税措施作用于不同种类大宗农

产品进口的数量影响也不同，而不同种类农产品的

数量效应不具有可比性，或者说无法直接比较，需

要进一步将其引致的数量效应转化为价格效应。
这样在借助需求弹性分析中国非关税措施对大宗

农产品的数量效应后，应将所有类型的非关税措施

转化为 一 个 共 同 的 度 量 标 准，即 一 个 从 价 等 值

( Ad-Valorem Equivalent，AVE) ，这个从价等值也可

称为关税当量值，能较好地克服非关税措施效应的

加总问题，比较不同非关税措施对不同种类大宗农

产品进口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由于大豆、棉花、谷物、植物油、食糖五种大宗

农产品占据了中国农产品进口的一半以上，并且关

系国计民生，本文将其视为典型大宗农产品代表，

分别从产品和年份两个维度收集整理 1995—2011
年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世界粮农组织网站 ( FAO ) 、WITS 数 据 库、
UNCTADs TＲAINS 和中国相关统计公报。

三、非关税措施的数量效应: 大宗农产品进口数量的价格需求弹性

( 一) 分析方法

如何求解大宗农产品进口数量的价格需求弹

性? 考虑到进口数量和进口价格的局部均衡关系，

是进口数量和进口价格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

果，单方程模型不能很好地描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

系，本文借鉴戴祖祥 ( 1997 ) 、范金 ( 2004 ) 、李坤望

( 2008) 的研究思路，结合农产品的特殊性和可能

的影响变量，构建联立方程模型:

lnqM
i，t = αi，0 + αi，1 lnp

M
i，t + αi，2 lnp

D
i，t + αi，3 lnpt +

αi，4 lnYt + αi，5 lnq
M
i，t －1 + κi，t ( 1)

lnpM
i，t = βi，0 + βi，1 lnq

M
i，t + βi，2 lnp

D
i，t + βi，3 ln( 1 +

Ti，t ) + βi，4 lnet + βi，5 lnp
M
i，t －1 + λ i，t ( 2)

式中，qM
i，t、p

M
i，t、q

M
i，t － 1、p

M
i，t － 1分别是 t、t － 1 年 i 农产品

的进口数量和进口价格，pD
i，t是 t 年 i 农产品的国内

价格; pt 是 t － b ± b2槡 － 4ac
2a 年 GDP 折算指数，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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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GDP; Ti，t是农产品 i 进口的从价关税税率; et 是

汇率。
( 二) 测算结果及数据分析

基于 1995—2011 年大豆、棉花、植物油、谷物、

食糖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 GMM 方法估算联立方

程，得到大豆等五种农产品进口数量的价格需求弹

性结果见表 1。

表 1 大豆等五大类农产品进口数量的价格需求弹性

项目 变量 系数 t 值 品类 变量 系数 t 值

谷物 lnpMi，t － 1. 31＊＊＊ － 4. 49 大豆 lnpMi，t － 1. 12＊＊ － 2. 56

lnpDi，t 5. 04＊＊＊ 7. 16 lnpDi，t 1. 26* 1. 99

lnYt － 1. 90＊＊＊ － 4. 96 lnYt 0. 57＊＊＊ 3. 07

J 统计量 P 值 0. 39 J 统计量 P 值 0. 35

植物油 lnpMi，t － 0. 28＊＊＊ － 4. 11 食糖 lnpMi，t 0. 83＊＊＊ 7. 96

lnpDi，t － － lnpDi，t － －

lnYt 0. 37＊＊＊ 3. 91 lnYt － －

J 统计量 P 值 0. 36 J 统计量 P 值 0. 42

棉花 lnpMi，t 0. 54＊＊＊ 3. 53

lnpDi，t － －

lnYt － －

J 统计量 P 值 0. 42

注: * 、＊＊、＊＊＊分别表示该参数对应的 t 统计量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相应检验; － 表示该变量统计上不显著，

所以在建模过程中去掉该变量

如表 1 所示，进口价格行对应的系数列的数值

就是进口数量的价格弹性。从弹性的符号来看，谷

物、大豆和植物油的弹性小于 0，反映的是随着进

口价格上升而进口数量减少，或者随着进口价格下

降而进口数量增加，符合正常品的需求价格规律;

而食糖和棉花的弹性大于 0，意味着价格越高，需

求量越大，体现出刚需品的特征。弹性绝对值大于

1，说明进口数量是价格敏感的，而绝对值小于 1，

说明进口数量是价格不敏感的。从表 1 可以看出，

谷物( － 1. 31) 和大豆( － 1. 12) 的进口数量是进口

价格敏感的，而植物油( － 0. 28) 、食糖( 0. 83) 和棉

花( 0. 54) 是进口价格不敏感的。
从实证结果上看，谷物进口价格受进口数量影

响比较显著，说明中国不仅是谷物进口价格的接受

者，也是谷物进口价格的影响者。大豆虽然对外依

存度高，但是大豆进口数量对价格敏感，进口节奏

掌控得比较理想，价格高则进口少，价格低则进口

多，基本上是按照市场规律运行。从进口价格形成

机制上看，植物油进口数量对植物油进口价格没有

显著影响，可以理解为中国是植物油进口价格的接

受者。中国食糖进口数量与价格同方向变化，从弹

性数值大小来看价格不敏感，表明中国食糖进口节

奏控制不当，没能依食糖价格趋势调整进口数量。
中国棉花进口数量与价格同方向变化，从弹性数值

来看价格是不敏感的，表明中国入世后棉花虽存在

某种程度上的刚需特征，没能有效控制进口节奏，

出现价格高、进口多的不利情况。

四、非关税措施的价格效应: 大宗农产品数量效应的引致及转化

( 一) 分析方法

借鉴 Leamer ( 1990 ) 、Lee 等 ( 1997 ) 基于对数

线型效用的 n( 货物) ·n( 要素) 一般均衡模型，用

来衡量非关税措施和关税对不同时期、不同种类农

产品进口的阻碍效应:

lnmi，t = αi +∑
k
αkC

k
t + β

Core
i Corei，t + β

DS
i lnDSi，t

+ εi ln( 1 + Ti，t ) + μi ( 3)

其中，mi，t是 t 年农产品 i 的进口值，mi，t = pi，t qi，t ; C
k
t

是表示国家特征的相对要素禀赋变量，包括农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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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GDP、农 业 资 本 /GDP、农 业 劳 动 人 口 /GDP;

Corei，t是表示核心非关税措施存在性的虚拟变量，

若存在则为“1”，不存在则为“0”; lnDSi，t 是国内农

业支持的自然对数形式; Ti，t是农产品 i 进口的从价

关税税率; εi 是农产品 i 进口需求弹性。
把非关税措施的数量效应转化为价格效应，需

要求出非关税措施的 AVE 值，可以借鉴 Kee 等

( 2006) 的定义: ave = lnp
d

NTMs，其中分子是完全竞争

市场下的国内价格，分母是非关税措施。对( 3 ) 式

中的 Corei，t和 lnDSi，t求偏导，移项推算可得: aveCorei

= e
βCorei － 1
εi

，aveDSi = 1
εi

×
lnqi，t

lnDSi，t
=
βDS

i

εi
。这样就可

求得核心非关税措施的当量值 aveCorei 、国内农业支

持的关税当量值 aveDSi 。
( 二) 测算结果及数据分析

对( 3) 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求出非关税措施

及国内农业支持的数量限制效应，再将前面求出的

大豆、棉花、植物油、谷物、食糖五种大宗农产品的

需求弹性代入 AVE 计算公式，即可得出非关税措

施和农业支持的关税等值( 见表 2) 。

表 2 大豆等五大类农产品非关税措施和国内农业支持的关税等值

项目
非关税贸易措施 NTM 农业支持 DS

βCore
i t 值 aveCorei βDS

i t 值 aveDSi
调整 Ｒ2 D. W.

谷物 － 0. 31＊＊ － 2. 34 0. 20 0. 98＊＊＊ 4. 09 － 0. 74 0. 95 1. 82

大豆 2. 05＊＊＊ 5. 50 － 6. 02 － 2. 01＊＊＊ － 4. 52 1. 79 0. 97 1. 56

植物油 － 0. 26＊＊＊ － 7. 89 0. 79 0. 15＊＊ 2. 34 － 0. 54 0. 99 1. 14

食糖 0. 44＊＊＊ 9. 73 0. 66 － 0. 60＊＊＊ － 4. 86 － 0. 72 0. 95 1. 60

棉花 0. 84＊＊ 3. 13 2. 45 － 2. 24＊＊＊ － 3. 76 － 4. 17 0. 95 2. 07

注: * 、＊＊和＊＊＊分别表示该参数对应的 t 统计量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相应检验

一般而言，非关税措施对进口农产品数量及贸

易值会产生较大限制，故核心非关税措施 Core 的

系数应该为负，农产品的关税当量值 AVE 应为正

值，即非关税措施对进口产生了类似于关税措施的

阻碍效应。同理，国内农业支持会使国内生产供给

增加，从而从国外的进口减少，国内农业支持 DS
的系数也应该为负，关税等值 AVE 为正。

表 2 反应了大豆等五种大宗农产品非关税措

施和国内农业支持对价格的扭曲程度。从非关税

贸易 措 施 的 关 税 等 值 来 看，谷 物 ( 0. 2 ) 、食 糖

( 0. 66) 、植物油( 0. 79) 、棉花( 2. 45) 的非关税贸易

措施是增加了关税，起到了保护国内相应农产品的

作用，而大豆( － 6. 02) 相当于减少了关税，没有起

到保护国内大豆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国内缺口较

大，需要更好地满足国内刚需。而从农业支持来

看，大豆的农业支持 ( 1. 79 ) 起到了相应的农业保

护效果，但其他种类的农业保护效果不显著，意味

着谷物、食糖、植物油和棉花给予的国内补贴并未

真正有效限制进口，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谷物、食

糖、植物油和棉花的农业支持政策。

五、主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借鉴了国内外最新文献的测量方法，利用

1995—2011 年大豆、棉花、植物油、谷物、食糖的面

板数据，考察了非关税措施对大豆等五类大宗农产

品进口的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通过分析发现，谷

物、食糖、植物油、棉花四类大宗农产品非关税措施

保护作用较为明显，产生类似关税的阻碍效应，而

大豆的关税等值违反预期，显示了国内较强的刚

需; 但是在农业支持方面效应却与非关税措施的效

应相反。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 1 ) 正确

认识非关税措施的农产品保护及促进国内生产的

双重作用，重视中国农产品的进口战略。在中国农

产品融入世界农产品贸易大背景下，中国应在兼顾

合法性目标追求与遵守农产品多边谈判成果之间

找到平衡，处理好农产品进口与保护国内农民利

益、维护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稳定的关系。( 2 )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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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政府应结合不同的农产品特征制定不同的非

关税措施和相关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大豆、棉花、
植物油、谷物和食糖都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大豆应

多运用农业补贴等支持性手段，而棉花、植物油、谷
物和食糖则应适当减少非关税措施，特别是棉花、
植物油。在调整贸易政策时应合理利用“黄箱”、
“绿箱”规则，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提高中国农产

品竞争力。( 3) 当务之急是适时调整大宗农产品

进口的非关税贸易政策，处理好进口依存度与农产

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关系。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报告，2010 年大豆对外依存度在 76% 以上，本文分

析结果显示大豆进口价格形成机制较为理想，大豆

进口数量对大豆进口价格有显著影响，中国是大豆

进口价格的影响者甚至决定者。中国谷物总体上

外贸依存度不高，1995 年以来都低于 7%，2011 年

谷物自给率在 99% 以上，因此进口谷物可以依据

国内外价格水平来决定。食用植物油进口持续攀

升，进口依存度由 2006 年的 35. 38% 上升到 2012
年的 60%，虽然对外依存度高，但是食用植物油进

口数量是价格敏感的，基本上可以按照市场规律确

定。中国入世后棉花进口依存度一直徘徊在 20% ～
35%，存在较强的刚需特征，而本文实证显示进口

数量和价格同方向变化，价格形成机制须进一步调

控。食糖进口依存度多年不足 10%，但从 2010 年

起进口依存度逐年攀升，从 2010 年 10. 7% 提升至

2012 年的 28. 9%，这样的进口依存度而进口数量

价格弹性却是正数，主要是因为全球食糖产量和出

口量高度集中于巴西、印度和泰国，而中国又主要

依赖从巴西进口，价格形成机制有待完善。( 4) 从

长远来看，中国应制定有利于增加农业产出水平、
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稳定而有

效的农业政策。只有不断创新、切实加快提高农业

科技水平，使非关税措施不成其为贸易壁垒时这个

问题才能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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