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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
* *

□ 谭晶荣 刘 莉 王 瑞 叶婷婷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 1996—2010 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中越两国农产品贸易变化趋

势，并应用二元边际分析方法，对中越双边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进行了测算，同时对中越

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影响因素进行估测。研究表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对中越农产品

出口增长均有拉动作用，相比之下，扩展边际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中越两国农业附加值对农产

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有正向作用，所以提升中越两国农产品贸易的潜力在于增进双边合作，不

断提高两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
关键词: 农产品; 出口增长; 二元边际; 中国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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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和重要的贸易伙

伴，越南在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和贸易交往的历史上

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 1991 年中越邦交关系正常

化以来，双边经贸合作更加密切。进入 21 世纪，随

着中越两国先后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双边贸易额快

速增长，据统计①，中越双边贸易额从 1996 年的

11. 23 亿美元增至 2010 年的 297. 61 亿美元，增长

了近 26. 5 倍。2000 年之后，中国成为了越南第一

大贸易伙伴，2007 年中越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 150
亿美元，提前 3 年实现了两国领导人在 2006 年

APEC 会议期间会晤时所规划的至 2010 年双边贸

易总额达 150 亿美元的目标。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如期建成以及

“早期收获”计划的顺利实施，中越双方农产品贸

易条件不断改善，农产品贸易额大幅增长。据统

计，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额从 1996 年的 2. 37 亿美

元增至 2010 年的 20. 64 亿美元，增长了近 8. 7 倍。
越南已成为中国农产品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与此同

时，中国对越南农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双边

农产品贸易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由此可见，只要

中越两国邦交正常，就会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同时

也会促进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增长。
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时局之下，为何中越之

间的贸易成绩仍然俱佳，中越农产品贸易仍无退减

之势，这其中缘由何在? 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增长

方式有无不同? 驱动中越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动力

何在? 基础何存? 带着这些疑惑，本文尝试对中越

两国农产品贸易增长方式做一探讨，借鉴贸易增长

二元边际分析方法 ( 扩展贸易边际和集约贸易边

际) 对中越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的边际进行测度，

对贸易边际影响因素予以简要估计。
贸易 增 长 的 二 元 分 解 框 架 源 于 以 Melitz

( 2003) 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将出口增长分解

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方法，为研究贸易增长方

式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近年来，国外运用该方

法研究国家出口增长的文献不断涌现。Hummels
等( 2005) 研究了 1995 年 110 个国家向 59 个国家

在多种产品上的出口贸易，发现扩展边际可以解释

贸易大国出口的 67% 和进口的 33%。Brenton 等

( 2007) 以 1995—2004 年间的 99 个发展中国家为

研究对象，发现 80% 的商品出口表现为集约边际

的增长方式。Besedes 等( 2008) 通过对比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边际，发现对发达国家而言，

在促进出口增长方面扩展边际比集约边际显得更

为重要。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了中国贸易增长

的二元边际。钱学锋( 2008) 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角

度出发分析了 2003—2006 年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

边际，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于集约边

际。李世兰 ( 2011 ) 采用 Feenstra 指标和 HK 指标

分析了我国出口扩张的路径模式，认为中国出口贸

易增长以集约边际为主，且在集约边际中数量增长

占主导地位。马涛等( 2010) 研究也表明我国进口

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即以集约边际为主。目

前，国内外分析出口增长大多基于宏观层面的数据

来分析。也有部分学者针对制造业、高新技术行业

的出口增长方式进行了分析。
现有的关于农产品贸易增长方式的文献较少，

Liapis( 2009 ) 认 为 集 约 边 际 占 主 导 地 位。Liapis
( 2011) 认为，大多数国家加工农产品的贸易增长

是沿着集约边际的方向发展的，但是仍有 25% 的

总出口增长源于扩展边际。谭晶荣等( 2011 ) 发现

浙江省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
有关中越两国农产品贸易方面的文献很少，阮

氏秋江( 2009 ) 认为，中越两国农产品贸易既存在

竞争性也存在互补性，双边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大

于竞争性。武氏秋娥( 2009) 对中越两国大米生产

及贸易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为中国对越南大米

出口的比较优势相对于越南对中国大米出口的比

较优势要低。
王元等( 2010) 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泰国和

越南农产品贸易逆差趋势日益显著，农产品贸易以

产业间贸易为主且互补性很强。李先德等( 2009) 指

出泰国和越南是中国与 GMS 国家的农产品进出口

贸易的重要伙伴。其中，广西和云南在中国与 G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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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农业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王子昌( 2008) 认

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越南政府农业政策的变革深

刻地影响着越南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世界粮食格局。
纵观国内外文献发现: 对贸易的二元边际增长

方式进行测度和研究的文献较多，但侧重于农产品

贸易的二元边际测度和分析的文献很少，尤其是针

对区域内大国和小国双边的农产品贸易边际实证

测度的几乎更少。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尝试从微观

产品层面，利用 CEPII 的 BACI 数据库中 1996—
2010 年 HS92 版本六位出口贸易数据，研究区域内

大国( 中国) 与小国( 越南) 双边农产品出口增长是

沿着集约边际发展还是沿着扩展边际实现的? 以

及对双边农产品贸易边际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实

证检验二元贸易边际理论在区域内大国与小国农

产品贸易实现方式。

二、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增长变化分析

( 一) 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额的变化

自 1991 年中越双边邦交关系正常化以来，中

越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2007
年首次突破 10 亿美元( 见表 1 ) 。1996—2010 年，

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额从 1996 年的 1. 3 亿美元

增至 2010 年的 13. 5 亿美元，增长了近 9 倍，而越

南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额也从 1996 年的 1. 07 亿

增长到 2010 年的 7. 15 亿美元，增长了近 5 倍。
在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中，1996—2004 年期

间中国基本处于贸易顺差地位，2005 年之后的 4
年时间里，越南成为贸易顺差国，且贸易顺差额

相对较大。2010 年中国又处于双边农产品贸易

的顺差地位，顺差额也达到历史新高 6. 35 亿美

元。
从相对值来看，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占双边贸

易总额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 见图 1 ) 。1996 年

中越农产品贸易占双边贸易的比重为 21. 09%，而

到了 2000 年其比重只有 5. 99%，下降了近 2. 5 倍

( 这种下降趋势与两国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相关，属

于比较正常) 。之后比重虽有小幅上升，但一直在

6% ～11%之间浮动。其中，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

口占中国对越南总出口的比重在 2001—2003 年期

间有较为明显的增长，之后呈下降趋势，而到了

2007 年其比重又开始缓慢上升。而越南对中国农

产品出口占越南对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变化较大，

2004—2007 年期间比重快速上升，但 2009 年之后

比重又出现下滑。由此可见，中越农产品贸易的发

展速度相对于其他领域较落后，且双边贸易额发展

趋势很不稳定，两国农产品贸易往来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 二) 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种类变化

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农产品种类总数超过了越

南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种类总数 ( 见表 2 ) 。1996
年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种类数相差 48 种，而到了

2010 年种类总数差距扩大到 127 种。15 年以来，

两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老产品

退出以及新产品的出现。而在中国对越南所出口

农产品中，每年新增产品种类数要高于越南对中国

出口的新增农产品种类数。

三、中越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

( 一) 二元边际分析模型

Hummels 和 Klenow ( 2005 ) 在研究国家，尤其

是大国贸易增长源泉的经典论文中，将一国的出口

( 进口) 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 ( Intensive Margin) 和

扩展边际( Extensive Margin) 。就一国的出口增长

而言，集约边际是指已出口产品在数量上的增长而

引起的总出口额的增长，而扩展边际是指出口产品

种类增加而引起的总出口额的增长。本文借鉴

Hummels 和 Klenow ( 2005 ) 的分解方法，在出口国

对进口国的贸易总额占世界对进口国贸易总额的

份额的基础上将其分解出集约边际 IM 和扩展边际

EM 两个部分，具体如下: IMijt =
Vi

jt

∑k∈Kijt
Vw

jkt
，EMijt =

∑k∈Kijt
Vw

jkt

∑k∈Kijt
Vw

jt
，其中，i 表示出口国，j 表示进口国; k 表

示市场———产品集合，Ki
jt 表示 t 年 i 国出口到 j 国

的产品种类，Kw
jt表示 t 年世界出口到 j 国的产品种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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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变化趋势 ( 百万美元)

年份
中对越

出口
越对中

出口
双边贸
易总额

进出口
差额

顺差国

1996 129. 70 107. 29 236. 99 22. 41 中

1997 89. 29 47. 73 137. 02 41. 56 中

1998 95. 31 42. 71 138. 01 52. 60 中

1999 79. 36 47. 16 126. 52 32. 19 中

2000 89. 05 52. 95 142. 00 36. 09 中

2001 104. 56 118. 51 223. 07 － 13. 94 越

2002 190. 42 135. 84 326. 26 54. 59 中

2003 317. 24 179. 30 496. 55 137. 74 中

2004 240. 04 181. 54 421. 58 58. 49 中

2005 304. 31 415. 33 719. 6 － 111. 01 越

2006 342. 65 506. 17 848. 82 － 163. 53 越

2007 462. 36 664. 34 1126. 70 － 201. 97 越

2008 605. 87 727. 48 1333. 35 － 121. 61 越

2009 675. 84 892. 20 1568. 04 － 216. 35 越

2010 1349. 44 714. 50 2063. 94 634. 94 中

资料来源: 数据来自 CEPII 的 BACI 数据库，经整理和计算获

得。下同

资料来源: 数据来自 CEPII 的 BACI 数据库，经整理和计算

获得。下同

图 1 中越农产品贸易占中越贸易的比例

表 2 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种类变化

年份

中国出口
到越南农

产品种
类数

退出
种类

新增
种类

越南出口
到中国农

产品种
类数

退出
种类

新增
种类

1996 149 101
1997 120 59 30 93 35 27
1998 113 44 37 81 34 22
1999 107 44 38 81 26 26
2000 125 30 48 89 24 32
2001 152 29 56 110 22 43
2002 172 39 59 108 26 24
2003 198 27 53 104 29 25
2004 194 47 43 103 27 26
2005 307 17 130 182 16 95
2006 333 51 77 193 37 48
2007 351 50 68 194 48 49
2008 345 66 60 195 50 51
2009 332 68 55 192 55 52
2010 250 112 30 123 91 22

IMijt表示 i 国在 t 年对 j 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值。
Vi

jt为 t 年 i 国对 j 国出口的某类产品的贸易额。
∑k∈Kijt

Vw
jkt表示在年世界出口到国在类产品上的贸

易额，其中类产品是指在产品范围中，即国出口到

国的产品种类。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在相同的产品

上，国实现了更多的出口，即集约边际越大。
EMijt表示 i 国在 t 年对 j 国出口的扩展边际

值。Vw
jt则表示在 t 年世界出口到 j 国所有产品的

种类的贸易额。EM 指标数值越大，表明 i 国出口

到 j 国产品种类与世界出口到 j 国产品的种类重合

度越高，从而说明 i 国对 j 国在更多的产品种类上

实现了出口，即扩展边际越大。
( 二) 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分析

本文 采 用 CEPII 的 BACI 数 据 库 中 1996—
2010 年世界各国和地区全部六位数级 HS1992 的

双边贸易数据，筛选出本文所界定的农产品，根据

公式( 1) 和 ( 2 ) ，运用 STATA 软件，可以分别计算

出 1996—2010 年间每年国家间农产品的集约边际

值和扩展边际值。
从表 3 和图 2 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到越南农

产品的扩展边际值明显高于其集约边际值，说明

在双边农产品贸易中，扩展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

的贡献较大，即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源于产品种类

增加或新产品种类创造所带来的贸易增长。比较

两种边际的走势，可以发现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

口的扩展边际值的走势波动较大，而其集约边际

值的 走 势 相 对 较 平 稳。扩 展 边 际 值 在 1999—
2000 年 以 及 2008—2010 年 期 间 出 现 明 显 的 下

滑，其 中 2000 年 降 至 最 低 值 0. 3936。而 在

2000—2003 年以 及 2004—2007 年 这 两 个 阶 段，

扩展边际值有两轮快速拉升的表现，其中，扩展边

际的指数由 2000 年的 0. 3936 增长到 2007 年的

0. 8472。这也说明从 2000 年开始，产品种类变化

所带来的出口贸易增长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这在

很大程度上受益于 2004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根据“早期收获”方

案，越南从 2004 年开始下调 484 种农产品的关

税，2008 年取消了这些产品的全部关税。而中国

也在 2006 年之前对从越南进口的 200 多种产品

实行零关税。两国对于农产品贸易关税的下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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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双边农产品贸易在更多产品种类上实现交

易。在这 15 年间，中国出口到越南农产品的集约

边际值一直在 0. 1 ～ 0. 3 之间波动，2003 年达到

最高值 0. 2734，之后集约边际值呈下降趋势，说

明自 2003 年以来，源于原有产品出口量增长的贡

献在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源于产品种类变化

所引起的出口增长。

图 2 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的边际值

表 3 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的二元边际

年份
中国出口到越南农产品 越南出口到中国农产品

EM IM EM IM

1996 0. 7598 0. 1846 0. 4015 0. 0225
1997 0. 6435 0. 1755 0. 3044 0. 0146
1998 0. 6319 0. 1733 0. 2621 0. 0177
1999 0. 6356 0. 1407 0. 2408 0. 0248
2000 0. 3936 0. 2024 0. 1975 0. 0260
2001 0. 5131 0. 1494 0. 2126 0. 0489
2002 0. 6199 0. 2301 0. 2569 0. 0415
2003 0. 6987 0. 2734 0. 2126 0. 0443
2004 0. 6232 0. 1915 0. 2218 0. 0329
2005 0. 7681 0. 1423 0. 2885 0. 0527
2006 0. 7993 0. 1225 0. 3129 0. 0535
2007 0. 8472 0. 1100 0. 6084 0. 0278
2008 0. 8286 0. 1037 0. 3161 0. 0450
2009 0. 7033 0. 1284 0. 2527 0. 0679
2010 0. 5329 0. 2260 0. 1445 0. 0702

注: EM 表示扩展边际，IM 表示集约边际

( 三) 越南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分析

从表 3 和图 3 可以看出，在双边农产品贸易

中，越南出口增长也同样主要来自扩展边际的贡

献，即产品种类增长所带来的贸易增长的拉动作用

要大于原有出口产品种类数量扩张所带来的贸易

增长。比较两种边际的走势，越南对中国农产品出

口的集约边际值几乎没有变化，但其扩展边际值出

现了一定幅度的变动。从 1996 年开始，越南对中

国农产 品 出 口 的 扩 展 边 际 值 呈 下 滑 走 势，到 了

2000 年扩展边际值开始出现回升。2003—2007 年

扩展边际值拉升幅度最大，与同时期中国出口至越

南农产品的扩展边际值走势相似。其中扩展边际

值由 2006 年的 0. 3129 上升到 2007 年的 0. 6085，

仅一年时间，其指数就增长了近一倍，说明在这一

年间产品种类变化所带来的出口增长是非常显著

的。但从 2007 年开始，扩展边际值开始大幅度下

降，2010 年降至最低值 0. 1445，而此时集约边际值

出现小幅增长的走势。在这 15 年间，越南对中国

农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值在 0. 02 ～ 0. 07 之间，几

乎没有变化，说明原有产品出口扩展对出口增长的

贡献很小。

图 3 越南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边际值

四、中越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影响因素

( 一) 模型及变量解释

在分析贸易边际的影响因素时，Hummels 等

( 2005) 曾将出口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 就业人

数 l 以及劳动生产率作为自变量，将 110 个国家与

59 个国家之间在 5000 多种产品上的出口贸易的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

果发现，GDP、就业人数以及劳动生产率对集约边

际和扩展边际均有正向作用，但三者对集约边际的

正向作用要大于对扩展边际的正向作用。Liapis
( 2011) 借鉴了上述方法，改用出口国的农业附加

值 X、农业劳动生产率 X /L 以及农业劳动力 L 为自

变量，对加工农产品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进行实

证研究，结果发现，出口国的农业附加值、农业劳动

生产率以及农业劳动力均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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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正向作用，其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力

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由

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产品，并借鉴 Liapis( 2011 )

的方法对影响中越农产品贸易增长方式的因素进

行实证研究，回归模型构造如下: F( IM，EM) = α +
βX + δX /L + ε

其中，EM 代表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集约边

际值和越南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值，IM
代表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值和越南

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值。X 代表以 2000
年不变价格为基准的中国和越南的农业附加值，

X /L 代表以 2000 年不变价格为基准的中国和越南

的农业劳动生产率，L 代表中国和越南的农业劳动

力人数。中越农产品贸易的集约边际值和扩展边

际值根据前面两公式计算获得，X、X /L、L 数据均

来自 世 界 银 行 数 据 库。本 文 使 用 面 板 数 据 对

1996—2010 年中越两国的农业附加值、农业劳动

生产率、农业劳动力与中越农产品贸易的集约边际

和扩展边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 二) 实证结果

估计结果( 见表 4 ) 显示中越两国的农业附加

值对于中越农产品双边贸易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

展边际均产生正向影响，从显著性水平来看，自变

量农业附加值 X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显著性

检验。两国的农业附加值分别解释了扩展边际的

83%和集约边际的 76%，说明回归结果比较理想。
从回归系数来看，农业附加值每变动一个单位可引

起扩展边际增加 0. 28 个百分点和集约边际增加

0. 478 个百分点，说明农业附加值对于集约边际的

促进作用要略大于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
估计结果( 见表 5 ) 显示中越两国的农业劳动

力人数对于中越农产品双边贸易增长的集约边际

和扩展边际均产生正向影响。从显著性水平来看，

自变量农业劳动力人数 L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通

过显著性检验。但中越两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X /

L 对扩展边际值和集约边际值的影响并不显著。
两国的农业劳动力人数 L 分别解释了扩展边际的

74%和集约边际的 82%，说明回归结果比较理想。
分析回归系数，可发现劳动力每变动一个单位可引

起扩展边际增加 0. 296 个百分点，集约边际则增加

0. 48 个百分点，说明农业劳动力人数对于集约边

际的促进作用要略大于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
一国的农业劳动力人数可以反映出该国总体的农

业生产能力，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越两国的农

业劳动力人数对于两国农产品的出口增长有一定

影响。而一国的人均农业附加值则反映了该国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显然中越两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对于出口增长影响不大，说明两国的农业劳动生产

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 4 回归结果

变量 EM IM

X 0. 280＊＊＊
( 35. 71)

0. 478＊＊＊
5. 98)

常数
－ 7. 717＊＊＊

( － 42. 87)
－ 14. 32＊＊＊

( － 7. 46)

N 30 30

Ｒ2 0. 83 0. 76

注: 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5 回归结果

变量 EM IM

X /L 0. 126
( 0. 50)

0. 519
( 0. 39)

L 0. 296＊＊＊
( 11. 76)

0. 480＊＊＊
( 3. 80)

常数
－ 7. 086＊＊＊

( － 6. 92)
－ 14. 54＊＊＊

( － 2. 66)

N 30 30

Ｒ2 0. 82 0. 74

五、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在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中，中国与越南出口均

表现为以扩展的贸易边际增长方式为主，即出口增

长主要源于产品种类增加或新产品种类创造所带

来的增长。其中，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

际值在 2000—2003 年以及 2004—2007 年这两个

阶段有明显的增长趋势，其集约边际值较低，一直

在 0. 1 ～ 0. 3 之间波动。而越南对中国农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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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展边际值在 2003—2007 年之间有非常明显的

上升趋势，其集约边际值一直很低，在 0. 02 ～ 0. 07
之间徘徊且几乎没有变化。在对影响中越贸易边

际值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后发现，两国的农业附加

值和农业劳动人数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有正

向作用，但两者对集约边际的影响要大于对扩展边

际的影响。由此得出以下结论:

1. 中越双方自邦交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近

邻友好相处，双方合作愉快，奠定了双边贸易交往

的基础，中越双方农产品贸易发展基本呈良性势

头。
2. 中越双边农产品出口增长均以扩展边际为

主，即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源于产品种类增加。尽

管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都有驱动作用，

但扩展边际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中越两国应把双

边农产品贸易的精力放在扩展边际的助推上。
3. 两国的农业附加值对于出口增长的贸易边

际有正向作用，所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对于促进两

国的农产品贸易至关重要。
( 二) 对策建议

1. 中越两国应提供更为丰富的可贸易农产品

的种类。一国的农产品贸易不能仅以数量取胜，还

应丰富农产品的种类，农产品贸易种类的多样化不

仅可以促进一国农产品的出口增长，还可以满足不

同消费群体多样化偏好。中越两国应研究主要贸

易伙伴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农产品消费者不同偏好，

在充分利用本国优势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引进本国

种养环境适合的农畜新品种，并积极开发新的加工

农产品，以满足出口国消费者的多样消费需求，从

而最终促进本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
2. 中越两国应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中越两国

应重视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两国还应大力发展

农产品加工业，积极开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相比

初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不仅附加值高，而且经济

效益好，加工农产品贸易的增长还可以增加两国农

民的经济收入。
3. 中越两国应加强农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世界各国都将更多

精力放在了区域经济组织的建设上，希望通过区域

组织内的国家互补与竞争来提高各自的竞争力。
中国与越南也紧随这一趋势，共同加入了 APEC，

WTO，GMS 等经济组织。而 2010 年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顺利建成更是进一步推动了两国的农

产品贸易。两国应合理利用区域经济组织内制定

的相关协定及政策，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加速贸

易自由化进程。
4. 进一步推动中越边境贸易。中国的云南、

广西两省与越南毗邻。近十几年来，两国签署了多

项贸易合作，并开通了铁路联运。因此，在中越两

国的农产品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边境贸易来

完成的。已有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越南与广西、云

南在农产品上有很强的互补性。积极推动两国农

产品边境贸易的发展，有助于两国农产品贸易整体

优势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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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产品流通模式研究
———基于浙江省金华市的实地调查

□ 朱华友 谢恩奇

内容提要: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流通暴露出的流通不畅、流通效率低下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生产

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本文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归纳出金华市主要农产品流通模

式并从不同流通模式存在的差异性以及共同性着手，分析流通模式内部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

上对流通模式进行优化，以期从整体上提升金华市农产品的流通效率。最后提出，区域农产品流

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金华市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我国沿海其他地区提供有益

的借鉴，但是由于区域差异的存在，具体区域还需具体分析。
关键词: 农产品; 流通模式; 优化; 金华市

一、问题的提出

农产品流通渠道又称农产品销售渠道或营销

渠道，是指农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动过程以

及渠道内各类流通主体之间的信息交互作用。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经历了不断的

变革与发展，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计划经

济 阶 段 ( 1949—1978 年 ) 、农 业 体 制 改 革 阶 段

( 1979—2001 年) 和市场化阶段 ( 2002—2013 年)

( 杜岩，2009 )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浪

潮的掀起，农产品流通渠道在多样化发展的同时，

农产品流通不畅的现象也时有出现，如 2011 年 4
月山东、浙江等地的卷心菜发生大面积滞销，收购

价格快速下跌。浙江省海岩县卷心菜的价格甚至

跌到了每公斤六分钱还是无人问津。2011 年 6 月

海南的澄迈、三亚、乐东等香蕉产区都不同程度地

出现了香蕉滞销、收购价下跌的现象。从 2 月份地

头最 高 价 每 公 斤 7. 6 元 跌 至 6 月 份 的 每 公 斤

0. 25 ～ 0. 6 元，收购价远低于生产成本价。2011 年

10 月内蒙古的马铃薯发生严重滞销。包头、武川、
乌兰察布等主产区马铃薯销售价格普遍比 2010 年

同期下跌了 30% ～ 50% 左右。农产品滞销问题不

但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因

此，必须加强对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
文献对农产品流通渠道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流通模式和流通主体两个方面。其中流通模式

的研究主要从三条主线展开: 一是研究传统流通模

式存在的问题及优化 ( 罗芳琴等，2010; 杨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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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agriculture risk and demonstrates the justification of public financial support. It then analyzes the
alternate ways of fiscal support and discusses the path selection for government at various levels to sup-
port the risk diversification mechanisms of agriculture insur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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