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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农产品贸易四大特征
＞＞ 对拉美地区农产品的逆差是我Ｍ农产品贸易牿休逆差的 ｆｅ 要来源

文／张 勇

Ｊ
ｒ业

一

直是 中拉经 贸合作的重点领域 。 在２０ １ ５年 中拉农产 品贸易额分别下降 ３ ． １ ％和 ２ ． ４％ 。

２ ００８年和 ２０ 丨 ６年我 国发布的两份对拉美２０
１ ６年 １

￣

９月 ，
中拉农产品贸易额累计为 ２６ 〗

． ２３亿

地区政策文件 中 ， 均 把农业合作置于重美元 ， 同比下降０ ． ７％
， 情况相对好转 。

要位置 。 在
“

１
＋３ ＋６

”

中拉合作新框架 中 ，
农业也从重要性看 ， 中拉农产 品 贸易额 占我 国农产

被确定为六大重点领域之
一

。 在 ２０ １ ７年２月 ５ 日 发布品 贸 易 总额 比 重 大体呈现上升趋 势 ， ２０ １ ５ 年 占

的 《 中共中央
、
国务 院关于深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比达到 １ ８％

，
２ ０ １ ６年 １

￣

９ 月 累计 占 比为 １ ９ ． ４ ％
，

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 农村发展新动能 的若干意这说 明拉美地区是我 国 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来源之

见 》
（简称 《意见 》

）
中提出

，

“

统筹利用 国 际市
一

。
从 贸易 产品结构看 ，

尽管 ２０ １ ５年 中拉农产 品

场 ，
优化国 内农产品供给结构 ，

健全公平竞争的农贸易额 占 中拉 贸 易额 比重 （
１ ４ ．２ ％ ） 不 及 ２ ００３年

产品进 口市场环境
” “

鼓励扩大优势农产品出 口 ，（

１ ９
．

７ ％
） ， 但是 ， 农产 品

一

直是 中拉 贸易结构 的

加大海外推介力度
”

。 这也为深化 中拉农业合作奠重要组成 ，
其 占 比 自 ２０ １ １年 以来呈现

一波 短期 的

定了政策基础 。上升小周期 （见表 ） 。

众所 周 知
，
中 拉 贸 易互补性较强 ， 较 易形成 表 ２０ ０３

￣

２０ １ ５年中拉农产品贸易 占我国对外农产品贸易和中
一种

“

中国 出 口 制成品 和拉美出 口初级产 品
”

的产拉贸易 比重

业间 贸易模式 ， 而农产品恰是初级产品的重要组成＿
部分 。

２ １世纪 以来 ， 中拉农产品贸易总体趋势基本Ｉ
．

ｉ＆ｍｍ
ｍ贸易 额占中 国

太 由 枝陴

与 中拉 贸易发展－致
，
即经过翻跨越式增长 ， 于 总额 ， 娜 农产品贸

２〇 １ ３ 年进人下 降周 期 ，
这主要受国 际农产品价格下

跌的影响 。 总体而言 ， 中拉农产品贸易呈现如下 四２００３年 ４０ １ ．４２６８ ． １５２ ． ８１ ３ ．

１ １９ ．７

大特征 。２００４年 ５１ ０ ．６４００ ． ０６９ ． ９１ ３ ．７ １
７ ．５

２００５年 ５５８ ．３５０４ ． ７８０ ．５１ ４ ．４ １６ ．０

丄 ＞＝．＝＞２００６年６３０ ．２７０２ ．０８４ ．９１ ３ ．

５ １ ２ ． １

特征一 ■

■ 农产 ａ口贝 易 也位凸此２〇〇７年 ７７５ ．９ １ 〇２６ ． ５１ ２４ ． ３１ ６ ．０ １ ２ ．

１

十 几年 来 ， 中拉农产 品 ｊＳ易 额迅 ；速增 力卩 ，
且２００８年 ９８５ ．５ １ ４３４ ．

１２０８ ． ０２ １ ．

１ １
４ ． ５

在我 国 农产 品 贸 易 总额及 中拉贸易总 额 中 占有重 ｆ

２００９年９１ ３ ．８ １ ２ １ ８ ． ６１ ５２ ． ９１ ６ ．７ １２ ． ５

要地位 。２０ １ ０年１ ２０８ ．０ １ ８３６ ． ４２ １ １ ． １１ ７ ．５
１ １ ． ５

２００ ３ 

？

２０ １ ３年 ， 中拉农产品 贸易额从５２ ．７７亿２０ １ １￥１ ５４０ ．４２４１ ３ ． ９２７２ ．２１ ７ ．７ １
１ ．３

美元增 至３ ５ ３ ． ３ ４亿美元 ， 年均增 长率为 ２ １
％

。 同—

２０ １ ２

￥＿ ＿
１ ７３９ ￣ ４

＿ ＿ ＾ 

１ １ ＇７

，２０ １ ３年 １ ８５０ ． １２６１ ３ ． ９３５３ ． ３１ ９ ． １ １ ３ ． ５

期 ，
我国 农产品贸易额从４０ １ ． ３ ６亿美兀增至 １ ８５ ０亿——

２０ １ ４年 １ ９２８ ．２２６３２ ． ８３４２ ． ４１ ７ ．８ １ ３ ． ０

美兀 ，
年均增长率为 １ ６ ．５％

。
这说明 中拉农 产叩 贸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８６１ ．０２３５８ ． ９３３４ ．３１ ８ ．０ １ ４ ． ２

易增速 ｉｆ］于中 国农产品贸易增速平均水平 。 但是 ，

 （ 资料来源 ： 根据商 务部对外 贸 易 司 农产品 贸 易 专题数据整 理

受需求疲弱及国 际农产品价格下跌影响 ，
２０ １

４年和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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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农产品贸 易整体逆差的主要来源 。 在 中拉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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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三 ： 巴

在拉美地区 ， 麵主要 自 巴西 和醒廷进 口Ｗｒ＾
ｕ

＇

ＭＷ＾ａ＾ ｌＬ
－

＞

农产 品 ， 闻 为它们是全球 主要 的 尺 “屮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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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２０ １５年 ， 我国从 巴西和阿根廷进 口 的农产品 贸

易额分别为 １ ９ ８ ．５亿美元和 ５０ ．９亿美元 ， 占我国进口国更多地从拉美进 口土地密集型产品 ， 而较多地出

拉美农产品总额 的 比重分别 为 ６３ ． ５％和 １ ６ ．３％
， 两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

国合计 占我国进 口拉美 农产品总额的７ ９ ． ８％ 。
２０ １ ６２ ０ １ ５年 ， 我国进 口大豆为 ３４ ８ ． ３亿美元 ， 其 中

年 １

￣

９月 ，
我国农产 品进 口前 ３位的市场分别是 巴巴西 、 美 国 和 阿根廷是前三大进 口市场 ， 分别达

西 、 美国和澳大 利亚 ， 其 中从 巴西进 口１ ７０ ．６亿美到 １ ６９亿美元 （
占 比 ４８ ． ５％

） 、

１ ２ ４ ． ３亿美元 （ 占 比

元 ， 同 比增长７ ．５％
？３ ５ ．７ ％ ） 和 ３ ９ ． ２亿美 元 （ 占 比 １ １ ．３ ％ ）

；
我 国进 口

相对于进 口 国家的高度集 中 ， 我国 向拉美 出 口饲料用 鱼粉 １ ７ ．９亿美元 ，
前三大进 口市场分 别为秘

的国家分布较为多 元 。 墨西哥和 巴西是我 国在拉美鲁 、 美国 和智 利 ， 其 中 自 秘鲁进 口 额 达到 ９ ． ６亿美

地区最大 的两个 出 口 市场
。

２０ １ ５年 ， 我国 向拉美地元 ， 占比高达５４％
； 我国进 口 糖 １ ７ ． ７亿美元 ， 前三

区前 四大出 口市场
——

墨西哥 、
巴西 、

智利 和哥伦大进 口市场分别为 巴西 、 泰 国和古 巴 ，
其中 巴 西和

比亚 出 口 农产品总额分别 为６ ． ２ ８亿美元 、
５ ．８ １亿美 古巴合计 占 比达到６ ５％

。

元 、
２ ． ８９亿美元和 １亿美元

，

４国合计占我国 向 拉美从 贸易 国别和产品集 中度看 ， 我国对外贸易的

出 口 农产品总额的 ７３％
。多元化战略还需继续深化 。 诚然 ， 我国 出 口劳动 密

集型农产品
、
拉美 出 口 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 是各 自

特征四 ： 进 口 农产品高度集中发挥比较优势 的 自然结果 ， 但是随着双方贸 易结构

拉美农业资源集中度较高 ， 在
一

定程度上解释性改革推进 ， 农产品贸易的静态 比较优势有可能向

了我国与拉美农产 品 贸易 国别和产品集中度较高的动态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变 。 １蘭

原因 。 根据联合 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统计 ， 巴西 ＇
阿（ 本文 作者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研究所副 研究员 ． 中国 社科院

根廷和墨西哥集中 了 拉美地区 ８ １ ％的耕地
，
并且聚

集了 该地区 ８７％的玉米生 产 ，
巴西和阿根廷集 中了

该地区 ８ ８％的大豆生产 。 而我国地少人多的农业基

本国情也决定了 中拉农产品 贸易 的产 品属性 ， 即我
１ ５７７２〇７４ ａ？ｑｑ ＿ （：Ｑ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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