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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模型)分析金砖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果显示,结构效应是农产品

出口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增长效应和市场效应对结构效应有重要的影响;世界市场需求增加对金砖五国

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拉动作用在减弱,对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拉动作用则在增强;金砖五国资本密集

型与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需求增长较慢的市场;竞争力效应对金砖五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具

有波动性,五国在当前农产品贸易中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差;整体上金砖五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竞争力在下

降,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竞争力则在不断增强.由此提出:调整出口增长方式及市场结构,注重培育资本集型农产

品竞争力,加强金砖国家间交流与合作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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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世界有４０多个国家可称为新兴市场或新

兴经济体,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作为新兴

经济体代表,被称为金砖五国.金砖五国农业人口

占世界农业总人口的比重为５９．０３％,农业生产总值

占世界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４１．４９％.以出口为

例,五国农产品出口占世界农产品总出口份额由１９９６
年的６．６８％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７．２１％,其中２００５年达

到１０．８５％.中国农产品出口占世界农产品总出口比

重在五国中最高,年均比重超过３．４％,巴西位居第二

位[１].农产品贸易在金砖五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

的地位,资源禀赋和要素差异使得五国农产品生产上

各具特色,农产品贸易既有互补性又存在竞争,随着

经济发展,金砖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合作日趋重要.
许多国家采用农业保护政策以提高国内农产品竞争

力,世界农产品贸易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分析金砖国

家农产品竞争力并探讨其出口增长影响因素,对于挖

掘金砖五国农产品出口潜力,促进农产品出口贸易发

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基于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产

品国际竞争力的强弱.现有文献对农产品国际竞争

力的实证分析主要分为２个方向.一是通过构建评

价指标对竞争力进行量化测算.例如帅传敏等利用

RCA指数对中国分类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
表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比较优势基本丧失,劳动力

密集型农产品具有相对较强的比较优势[２].李岳云

等利用 RCA 指数和 TC指数分析指出入世后中国

农产品整体竞争力逐步下降[３].二是通过价格与非

价格竞争力分析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例

如柯炳生认为农产品竞争力由价格竞争力、质量竞

争力和信誉竞争力组成,竞争力的关键是农产品价

格[４].乔聚玲等分析指出,提升中国农产品国际竞

争力,必须使农产品品质、附加值及营销创新等方面

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５].
已有对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研究,大多数是

基于竞争性与互补性的分析.赖平耀等认为金砖国

家之间互补性关系占主导地位,金砖国家应该巩固

各自的优势、充分发挥贸易互补性[６].汤碧研究发

现,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的农产品贸易竞

争性不明显,而内部农产品贸易则具有发展潜力[７].
中国和单个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研究方面,朱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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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中国与印度的农产品贸易,认为两国具有

互补性的农产品贸易联系不紧密,两国外部出口市

场相似度虽较高,但相互间的农产品出口相似度并

不高[８].刘伟轲等研究表明中国与俄罗斯农产品贸

易具有互补性[９].刘林青等分析中国与非洲农产品

贸易的互补性,指出非洲仅在园艺产品上具有比较

优势,中非农产品商品结构稳定,互补性强[１０].
既有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农产品国际

竞争力的现状及趋势,部分学者从竞争性与互补性

角度研究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但大多是基于中国

与单个金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分析金砖五国农产

品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按照要素密集度

分类对金砖五国农产品竞争力对比分析的研究较为

鲜见.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研究方法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CMS模型)的基本假设之

一:假如竞争力不变,一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不会

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动.因此用CMS模型推算出的

出口增长与实际出口增长之差可归结为竞争力的影

响.CMS模型在研究对外贸易增长源泉和产品国

际竞争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它通过结合竞争力

理论与贸易增长结构来探究产品出口增长,能直接

反映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利用 CMS模

型来分析金砖五国农产品的出口变化因素.

CMS模型第一层分解中,把影响出口商品的因

素分为结构效应、竞争力效应、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

应的交叉效应(即二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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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分解中,三因素效应拓展为增长效应、
市场效应、商品效应、结构交互效应、整体竞争力

效应、具体竞争力效应、纯二阶结构效应、动态结

构效应:
其中,△q表示 A国在特定两个时期间指定产

品贸易的差额;S 表示 A 国的世界市场份额;Si表

示 A国产品i占世界市场全部产品i的贸易份额;

Sij表示 A 国产品i占目标市场j 全部进口i产品

的份额;Q 表示世界市场全部产品的进口额;Qi表

示产品i的世界市场进口额;Qj表示目标市场j 总

进口额;Qij表示目标市场j 对产品i的进口额;△
代表两个时期间变化量;上角标 ０ 代表初始时期;
下脚标的i和j代表进口的产品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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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数据来源

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取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巴西、
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农产品分类出口额作为研究对

象.根据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采用 HS１９８８/

９２标准,取 HS０１Ｇ１０章农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并将

１０类农产品分为相对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和相对劳

动密集型农产品两大类.HS０１Ｇ０５章归为资本密集

型农产品,HS０６Ｇ１０章归为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

CMS模型测算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同
时把１６年分为４个时期,取每４年的均值作为该时

期的贸易额,以降低某年数据异常而导致统计的不

精确性.

　　三、描述性分析

　　１．农产品出口总额增长迅速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１６年间,金砖五国农产品出口

总额占世界比重总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表１).第

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五国农产品出口总额占世界比

重在８％~１０％之间,其中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０．８５％.
第三时期和第四时期,除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以外,五
国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超过１０％,２０１３年占比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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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为１６．７４％.上述数据表明,１９９８年以来,金
砖五国经济实力总体提升,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比

重也呈现增长的态势.
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在五国中位居第

一,年均保持在３．４％以上,最高达到５．２４％.巴西

农产品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位居第二,最高比重达

４．８５％.印度排第三位,２０１３年印度农产品出口总

额占世界比重达到４．４２％.俄罗斯在各时期比重都

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而南非在４个时期比重增长并

不明显,基本在０．６％左右.
表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金砖五国农产品出口额

占世界比重 ％
国家 第一时期 第二时期 第三时期 第四时期
中国 ３．６４ ３．９ ３．６４ ４．８４
巴西 ２．０４ ２．９１ ２．７１ ４．６
印度 １．９１ １．７９ １．９２ ３．２

俄罗斯 ０．２８ ０．５８ ０．９６ １．２９
南非 ０．５４ ０．６ ０．５７ ０．６７
合计 ８．４１ ９．７７ ９．８ １４．５８

　注: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整理所得;第一时期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

４年均值,如此类推(下同).

２．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比重提升较快

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比重增长迅速,五国资

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由第一时期

６．７２％,上升到第四时期１２．９６％(表２).中国资本

密集型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

的趋势,比重在五国中位居第一.印度与中国类似,
农产品贸易出口比重先下降,第三期开始上升.巴

西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呈现波动上

升的趋势.俄罗斯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

比重均较低,前三时期较为平稳,在第四时期有小幅

增长.南非在４个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所占比重

在０．２０％左右.
表２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金砖五国资本密集型类

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
国家 第一时期 第二时期 第三时期 第四时期

中国 ３．３０ ３．０６ ３．１４ ４．７４
巴西 １．６１ ３．０６ ２．３７ ４．８６
印度 １．２０ ０．８７ １．０６ ２．２２

俄罗斯 ０．３２ ０．２８ ０．４２ ０．８９
南非 ０．２９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２４
合计 ６．７２ ７．５１ ７．２２ １２．９６

　　由表３可以看出,五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

口额占世界比重高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但增长速

度较慢.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比

重最高,第二时期５．２９％,第三时期有所下降,第四

时期回升到４．９４％.巴西增长明显,第一时期比重

２．６２％增长到第四时期４．３１％.印度前２个时期比

重大于巴西,后２个时期比重与巴西非常接近.俄

罗斯除第一时期比重偏低之外,其余３个时期比重

平均值在１．００％~１．８０％之间.南非在４个时期没

有太大的变化.
表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金砖五国劳动密集型类

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
国家 第一时期 第二时期 第三时期 第四时期
中国 ４．１０ ５．２９ ４．２９ ４．９４
巴西 ２．６２ ２．６６ ３．１６ ４．３１
印度 ２．８６ ３．３０ ３．０４ ４．２８

俄罗斯 ０．２２ １．０８ １．６８ １．７３
南非 ０．８８ １．２０ １．０１ １．１３
合计 １０．６７ １３．５４ １３．１９ １６．３９

　　３．出口市场结构差异大

金砖五国的农产品贸易出口目标市场上的选择

差异较大.中国主要集中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例如

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巴西的出口范围比较广,
美国、日本、德国、新西兰等都是其主要出口国.印

度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等.俄罗斯出口

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主要集中在韩国、中国、日本等,
出口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主要集中在埃及、沙特阿

拉伯、以色列等.南非出口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主要

集中在西班牙、意大利等,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农产

品主要集中在荷兰、英国等.

　　四、实证分析

　　根据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所获得的数据,
运用CMS模型计算出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

南非五个国家的三个阶段、两大类农产品二阶分解

效应.由于金砖五国出口目标市场选择上差异较

大,且目标市场随时间变化较小,因此分别选取金砖

五国出口市场份额比重８０％以上的国家作为出口

市场.考虑到各国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农产

品出口市场差异较大,同一国家分类农产品市场选

取不同,因此本文暂不分析商品结构效应的影响.

１．中国分类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考察期内,中国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

２０６．３亿美元,其竞争力总效应主要来源于结构效

应 (７４．６％)、竞 争 力 效 应 (１７．１％)、二 阶 效 应

(８．３％).根据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二阶效果分解

(表４)可以看出,结构效应是中国资本密集型农产

品出口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和源泉,但３个阶段的结

构效应占比分别为１０９．４％、９０．５％和４６．３％,呈明

显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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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并未随当前主要出口市场需求增加而增长,反而

呈现 逐 年 下 降 的 趋 势.增 长 效 应 占 比 分 别 为

６８．０％、５５．６％和２６．８％,表明世界市场需求增加是

中国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拉动因素,但拉

动作用在逐渐下降.从市场效应占比变化来看,三
阶段市场效应贡献率均为负值,说明中国资本密集

型农产品在需求增长较快的市场中集中度低,市场

结构有待改善.第一阶段市场效应占比－４３．４％,
表明中国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集中在相对慢速增

长需求的市场,２００２年之后进行产品出口调整,逐
渐减少对上述慢速需求增长的市场出口,市场效应

指标 逐 渐 接 近 正 数.竞 争 效 应 分 别 为 －７．９％、

７．０％和４４．２％,表明中国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在主要

出口国家中竞争力逐年上升,即同一时期,中国该类

产品出口至目标市场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出口国家.
整体 竞 争 效 应 方 面,中 国 ３ 个 阶 段 占 比 分 别 为

－１２．１％、３．３％和６５．９％,表明中国资本密集型农

产品出口具有整体竞争力,并且在逐年提升.但具

体竞争效果表明,中国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结构

发展方向对出口增长不利,具体竞争效应逐渐下降

为出现负值,说明中国该类产品出口结构变化不适

应进口市场需求的变化.动态结构残差指标在逐渐

减少,并出现负值,表明中国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在世

界增长较快市场中,出口份额增长缓慢,第三阶段动

态结构效应转为正值,说明中国开始向增长较快的

市场出口资本密集型农产品.
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类似,结构效应是中国劳

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最重要的动力,３个阶段

结构效应分别为５１．７％、１０６．７％和８１．３％,大致呈

上升的趋势,这表明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不同,中国

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额基本随当前主要出口市

场需求增加而增长.中国加入 WTO 之后,劳动力

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提高,因此第二阶段占

比最高.增长效应占比分别为２２．６％、３９．０％ 和

２８．６％,总体平稳上升,说明世界市场需求增加对中

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拉动作用在增强.市场

效应为负值且其绝对值在逐渐提高,表明中国劳动

力密集型产品１６年来主要出口相对慢速需求增长

的市场,并且出口该类市场的比重逐年增加,需求增

加较快的市场集中度不够,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出口市场结构有待改善.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同,
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竞争效应总体呈现下降的

趋势,第一阶段整体竞争力效应占比为５２．２％,第三

阶段下降为１０．０％,第二阶段出现－８．６％.具体竞

争效应占比虽缓慢提升但数值较低,整体上中国劳

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结构变化与进口市场需求的

变化不相适应.动态结构残差指标在逐渐减少,并
在第三阶段出现负值,说明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

表４　中国资本/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二阶效果分解表

中国
第一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第二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第三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测算增长 ２４８４．６/２１６３．２ １００ ４５０５．６/１２３４５．４ １００ ６２８６．１/１２７０８．９ １００

结构效应 ２７１７．７/１１１８．２ １０９．４/５１．７ ４０７８．５/１３１６９．１ ９０．５/１０６．７ ２９０７．３/１０３２６．０ ４６．３/８１．３

增长效应 １６９０．５/４８８．２ ６８．０/２２．６ ２５０４．２/４８０８．９ ５５．６/３９．０ １６８６．５/３６３６．１ ２６．８/２８．６

市场效应 －１０７７．０/－３２．１ －４３．４/－１．５ －１２３９．９/－２３４０．４ －２７．５/－１９．０ －５２９．２/－１７６２．３ －８．４/－１３．９

交互效应 ２１０４．２/６６２．１ ８４．７/３０．６ ２８１４．２/１０７００．６ ６２．５/８６．７ １７５０．０/８４５２．２ ２７．８/６６．５

竞争力效应 －１９６．１/８９９．１ －７．９/４１．６ ３１６．８/－５２３．８ ７．０/－４．２ ２７７５．２/１８１２．７ ４４．２/１４．２

整体竞争效应 －３０１．３/１１２９．５ －１２．１/５２．２ １４７．７/－１０６１．９ ３．３/－８．６ ４１４０．０/１２７４．４ ６５．９/１０．０

具体竞争效应 １０５．７/－２３０．４ ４．２/－１０．７ １６９．１/５３８．１ ３．８/４．４ －１３６４．８/５３８．３ －２１．７/４．２

二阶效应 －３７．０/１４５．９ －１．５/６．７ １１０．３/－２９９．９ ２．５/－２．４ ６０３．６/５７０．２ ９．６/４．５

纯二阶效应 －７９．８/１１３．３ －３．２/５．２ １４６．３/－４４７．１ ３．３/－３．６ ５７４．８/７７７．８ ９．１/６．１

动态结构效应 ４２．８/３２．６ １．７/１．５ －３６．０/１４７．３ －０．８/１．２ ２８．８/－２０７．６ ０．５/－１．６

　注:第一阶段是指第二时期(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到第一时期(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的时间跨度,如此类推.把１６年数据分成４个时期,每个时期

取４年的平均数作为该时期的贸易额(下同).

品在世界增长较快市场中,出口份额增长缓慢,并且

有逐渐减少的趋势.

２．巴西分类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考察期内,巴西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

３７５．６亿美元,其竞争力总效应主要来源于结构效

应 (６１．６％)、竞 争 力 效 应 (２５．４％)、二 阶 效 应

(１３．０％).三阶段中结构效应占比分别为３８．０％、

７０．０％和５８．１％(表５),结构效应是巴西资本密集型

农产品出口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巴西资本密集型农

产品出口基本随当前主要出口市场需求增加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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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第一至第二阶段,增长效应占比达到３４．５％,但
第二至第三阶段,却下降为１５．６％,这说明在２００５
年之前,世界市场需求增加对巴西资本密集型农

产品出口拉动作用在增强,在２００５年之后,世界

需求增长对巴西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推动作用在

减弱.
巴西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效应与中国类似,

三阶段市场效应贡献率均为负值,说明巴西资本密

集型农产品在需求增长较快的市场中集中度低,但
负值在减小,说明巴西在逐渐进行产品出口调整,减
少对上述慢速需求增长的市场出口,逐步改善资本

密集型农产品的市场结构.从竞争力效应指标来

看,巴西资本密集型农产品总体上具备较强的出口

竞争力但不稳定,竞争力效应在第二阶段出现最低

值,但第三阶段又逐渐上升.竞争力效应的波动关

键是受整体竞争力效应的影响,第二阶段整体竞争

力效应出现负值,第三阶段整体竞争力效应又上升

到７９．０％.具体竞争力效应占比年度波动较大,第
一至第二阶段,巴西资本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结构

变化基本适应进口市场需求的变化,但第三阶段为

－４２．８％,说明巴西出口结构变化对出口增长不利.
动态残差效应占比第一阶段为－１１．４％,第三阶段

为－１．８％,表明巴西该类农产品在世界增长较快的

市场中,出口份额增长缓慢.
表５　巴西资本/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二阶效果分解表

巴西
第一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第二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第三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测算增长 ３３４２．０/８９１．９ １００ ７２６１．６/７２８５．２ １００ ８１５８．２/１０１０６．４ １００

结构效应 １２７０．４/６１３．３ ３８．０/６８．８ ５０８２．０/６０６４．９ ７０．０/８３．３ ４７３９．２/７２６４．２ ５８．１/７１．９

增长效应 ８２４．１/３１１．７ ２４．７/３５．０ ２５０３．９/２４２１．６ ３４．５/３３．２ １２６９．９/２６７８．１ １５．６/２６．５

市场效应 －６０５．８/－５９．２ －１８．１/－６．６ －７９１．８/－１４６３．０ －１０．９/－２０．１ －１１５．７/－１６６６．６ －１．４/－１６．５

交互效应 １０５２．１/３６０．９ ３１．５/４０．５ ３３６９．９/５１０６．２ ４６．４/７０．１ ３５８５．０/６２５２．７ ４３．９/６１．９

竞争力效应 １７４３．１/２３３．４ ５２．２/２６．２ １４５６．５/８０１．２ ２０．１/１１．０ ２９５４．４/２２６９．９ ３６．２/２２．５

整体竞争效应 １８２８．２/４６．７ ５４．７/５．２ －１２２７．７/５３０．３ －１６．９/７．３ ６４４５．７/２２６５．８ ７９．０/２２．４

具体竞争效应 －８５．２/１８７．２ －２．６/２１．０ ２６８４．２/２７０．９ ３７．０/３．７ －３４９１．２/４．１ －４２．８/０．０

二阶效应 ３２８．５/４５．３ ９．８/５．１ ７２３．１/４１９．１ １０．０/５．８ ４６４．６/５７２．３ ５．７/５．６

纯二阶效应 ７０９．１/２９．４ ２１．２/３．３ ６７２．６/６８３．９ ９．３/９．４ ６１２．０/９７３．９ ７．５/９．５

动态结构效应 －３８０．６/１５．９ －１１．４/１．８ ５０．５/－２６４．８ ０．７/－３．６ －１４７．４/－４０１．６ －１．８/－４．０

　　巴西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结构效应占比较资本

密集型农产品更高,说明结构效应也是巴西劳动密

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其中增长效应

占比稳中有下降的趋势,表明巴西劳动力密集型农

产品虽然保持出口增长的趋势,但世界需求增长对

巴西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的推动作用在减弱.市场

效应占比三阶段均为负值且数值在增加,第一阶段

为－６．６％,第三阶段扩大为－１６．５％,表明巴西劳

动力密集型产品１６年来主要出口相对慢速需求增

长的市场,并且出口该类市场的比重逐年增加,需求

增加较快的市场集中度不够,出口市场结构有待改

善.从竞争力效应占比来看,巴西劳动力密集型农

产品出口竞争力也不稳定,并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具体竞争力效应占比不断下降,说明巴西劳动力密

集型农产品出口结构变化不适应进口市场需求的变

化,出口结构变化对出口增长不利.动态结构残差

效果在第二、三阶段的负值,说明巴西的劳动力密集

型农产品在世界增长较快市场的出口份额增长缓

慢,并且在减少.

３．印度分类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考察期内,印度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

１３５．９亿美元,其竞争力总效应主要来源于结构效

应 (６８．４％)、竞 争 力 效 应 (２１．９％)、二 阶 效 应

(９．７％).三阶段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结构效应占比分

别为１４４．４％、８２．５％和２４．０％,表明结构效应曾是

印度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但
近年来推动该类农产品出口转变为竞争力效应

(表６).增 长 效 应 占 比 分 别 为 ８５．１％、４６．４％ 和

１３．７％,说明世界市场需求增加对印度资本密集型

农产品出口拉动作用在不断减弱.三阶段市场效应

均为负值且逐年接近正数,表明印度开始有意识地

对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进行调整,逐渐减少对慢

速需求增长的市场出口.从竞争力效应看,印度资

本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出口竞争力,且竞争力提升速

度非常快.竞争力效应快速提升主要受整体竞争力

效应的影响,具体竞争力效应占比由第一阶段正值

变为第三阶段负值,说明印度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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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印度资本/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二阶效果分解表

印度
第一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第二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第三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测算增长 ７２２．３/９８４．８ １００ １５３９．５/８５６８．９ １００ ４１５２．８/１０５８２．８ １００

结构效应 １０４３．３/６８９．４ １４４．４/７０．０ １２６９．３/８０６６．６ ８２．５/９４．１ ９９５．０/７７１５．５ ２４．０/７２．９

增长效应 ６１４．５/３４０．９ ８５．１/３４．６ ７１４．５/３００３．８ ４６．４/３５．１ ５６７．８/２５７７．９ １３．７/２４．４

市场效应 －４１０．８/３８．７ －５６．９/３．９ －３５９．５/－１６９０．４ －２３．４/１９．７ －３４４．１/－１５６７．５ －８．３/－１４．８

交互效应 ８３９．５/３０９．８ １１６．２/３１．５ ９１４．３/６７５３．２ ５９．４/７８．８ ７７１．３/６７０５．０ １８．６/６３．４

竞争力效应 －２７２．４/２４１．５ －３７．７/２４．５ ２００．８/３２３．４ １３．０/３．８ ２７８１．２/２３１０．３ ６７．０/２１．８

整体竞争效应 －４１０．９/４１９．７ －５６．９/４２．６ ３２８．３/－２７７．８ ２１．３/－３．２ ３０００．４/２４４８．３ ７２．３/２３．１

具体竞争效应 １３８．５/－１７８．２ １９．２/－１８．１ －１２７．４/６０１．２ －８．３/７．０ －２１９．２/－１３８．０ －５．３/－１．３

二阶效应 －４８．５/５３．９ －６．７/５．５ ６９．５/１７８．９ ４．５/２．１ ３７６．７/５５７．０ ９．１/５．３

纯二阶效应 －１１０．８/３０．４ －１５．３/３．１ ９２．７/２７６．１ ６．０/３．２ ５７６．１/９９１．３ １３．９/９．４

动态结构效应 ６２．３/２３．５ ８．６/２．４ －２３．３/－９７．２ －１．５/－１．１ －１９９．４/－４３４．２ －４．８/－４．１

口结构变化与进口市场需求变化不相适应,仍需不

断完善出口结构.动态结构残差效果在第二、三阶

段为负值且数值逐渐增加,说明印度资本密集型农

产品在世界增长较快的市场中,出口份额增长缓慢.
印度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结构效应较为稳定,说

明结构效应一直是印度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

最重要的源泉,印度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基本

随当前主要出口市场需求增加而增长.增长效应占

比逐渐下降表明世界市场需求增加对印度劳动力密

集型农产品出口拉动作用在不断减弱.第二阶段市

场效应占比最高,第三阶段下降为负值,表明第三阶

段以前,印度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在

逐渐优化,快速需求增长的市场出口份额在增加,第
三阶段开始反而转向对慢速需求增长的市场出口,
需求增长较快的市场中集中度低,市场结构有待改

善.竞争力效应具有波动,印度劳动力密集型农产

品具有竞争力,但总体较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竞争力

低,且竞争力在不断下降.具体竞争力效应占比偏

低且第一、第三阶段均为负值,说明印度劳动力密集

型农产品出口结构变化不适应进口市场需求的变

化,出口结构变化对出口增长不利.与资本密集型

农产品类似,印度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动态结构残

差效果在第二、三阶段为负值且数值逐渐增加,说明

印度此类农产品在世界增长较快的市场出口份额增

长缓慢.

４．俄罗斯分类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考察期内,俄罗斯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

８４．２亿美元,其竞争力总效应主要来源于结构效应

(６４．４％)、竞争力效应(２３．３％)、二阶效应(１２．３％).
俄罗斯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结构效应占比与印度资本

密集型农产品结构效应相似,结构效应曾是俄罗斯

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但近年

来推动该类农产品出口逐渐转变为竞争力效应

(表７).增 长 效 应 占 比 分 别 为 ４６．１％、２０．５％ 和

１０．８％,表明世界市场需求增加对俄罗斯资本密集

型农产品出口拉动作用在不断减弱.市场效应占比

呈现逐渐上升趋势,由负值转变为正值,说明俄罗斯

在不断优化出口结构,向快速需求增长的市场出口

资本密集型农产品.总体上,俄罗斯资本密集型农

产品竞争力在快速提高,但具体竞争力效应占比第

三阶段为负值,说明尽管俄罗斯在不断调整资本密

集型农产品的出口结构,但出口结构仍不适应市场

需求的变化.动态残差效应占比波动较大,但总体

上占比有上升的趋势,表明俄罗斯资本密集型农产

品在世界增长较快的市场中,出口份额增长速度在

逐渐提升.
俄罗斯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结构效应占比分别

为１３．７％、８３．２％和９１．３％,表明拉动俄罗斯资本密

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最重要的动力由竞争效应转变

为结构效应,且结构效应的作用不断增强.与资本

密集型农产品不同,世界市场需求增加对俄罗斯劳

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强.市场

效应在第二、三阶段为负值,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不

同,俄罗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主要出口相对慢速需

求增长的市场,并且出口该类市场的比重逐年增加,
需求增加较快的市场集中度不够,出口市场结构有

待改善.总体上,俄罗斯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竞争

力在急剧下降,竞争力效应由第一阶段６６．８％下降

为第三阶段６．７％,具体竞争力效应占比虽然由负值

变为正值,但占比较低,俄罗斯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

出口结构还不能真正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动态结

构残差效果在第二、三阶段为负值,说明与资本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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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俄罗斯资本/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二阶效果分解表

俄罗斯
第一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第二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第三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测算增长 ３５９．７/６９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９９．０/５６８９．５ １００ ２０７２．０/８３０７．２ １００

结构效应 ３７５．３/９５．７ １０４．３/１３．７ ５７３．７/４７３２．７ ５２．２/８３．２ ８０８．７/７５８３．１ ３９．０/９１．３

增长效应 １６５．９/２５．９ ４６．１/３．７ ２２５．２/９８６．２ ２０．５/１７．３ ２２３．８/１４２５．２ １０．８/１７．２

市场效应 －１１７．６/０．８ －３２．７/０．１ －１１６．５/－４７１．３ －１０．６/－８．３ １５７．４/－７４２．１ ７．６/－８．９

交互效应 ３２７．０/６９．０ ９０．９/９．９ ４６４．９/４２１７．８ ４２．３/７４．１ ４２７．５/６９００．０ ２０．６/８３．１

竞争力效应 －１３．５/４６６．０ －３．８/６６．８ ４００．２/５５７．９ ３６．４/９．８ ９１０．０/５５２．１ ４３．９/６．７

整体竞争效应 －６１．２/８２０．４ －１７．０/１１７．６ ２５１．６/６３６．７ ２２．９/１１．２ １２２４．８/８３．４ ５９．１/１．０

具体竞争效应 ４７．７/－３５４．５ １３．３/－５０．８ １４８．７/－７８．７ １３．５/－１．４ －３１４．９/４６８．７ －１５．２/５．６

二阶效应 －２．１/１３５．９ －０．６/１９．５ １２５．１/３９８．９ １１．４/７．０ ３５３．２/１７２．０ １７．１/２．１

纯二阶效应 －５．５/５８．７ －１．５/８．４ １８４．８/４７６．２ １６．８/８．４ １８８．５/２３６．９ ９．１/２．９

动态结构效应 ３．４/７７．２ １．０/１１．１ －５９．７/－７７．４ －５．４/－１．４ １６４．８/－６４．８ ８．０/－０．８

型农产品不同,俄罗斯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在世界

增长较快的市场中,出口份额增长缓慢.

５．南非分类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考察期内,南非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

１１．０亿美元,其竞争力总效应主要来源于结构效应

(９３．２％)、竞争力效应(４．７％)、二阶效应(２．１％).
南非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结构效应总体上变化不明

显,并且占比较高,可以看出拉动南非资本密集型农

产品出口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一直是结构效应.其中

增长效应比重较高但在稳中下降,说明世界市场需

求增加一直是南非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

要拉动因素,但这一因素影响力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三阶段市场效应均为负值且逐年接近正数,表明南

非资本密集型农产品进行出口调整,逐渐减少对慢

速需求增长的市场出口.南非资本密集型农产品总

体竞争力较低,竞争力效应占比一直低于８．０％,具
体竞争力效应占比不断下降且由正值转变为负值,
说明南非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结构不适应市场需

求的变化.动态结构残差占比３个阶段绝对值较

低,并在第二阶段为负(－１．５％),说明南非尽管目

前在不断调整出口结构,但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在世

界增长较快的市场中,出口份额增长缓慢.
南非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结构效应占比分别为

４１．７％、１０１．４％和８０．９％,表明总体上拉动南非劳

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是结构效

应,竞争力效应的作用在减弱.增长效应比重在稳

中上升,说明世界市场需求增加对南非劳动力密集

型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增强.市场效应占

表８　南非资本/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二阶效果分解表

南非
第一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第二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第三阶段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比/％

测算增长 ２４９．７/４９３．６ １００ ４４１．７/２７８７．０ １００ ２９８．１/３００５．２ １００

结构效应 ２５３．９/２０５．９ １０１．７/４１．７ ３９９．８/２８２６．７ ９０．５/１０１．４ ２９１．９/２４３１．８ ９８．０/８０．９

增长效应 １４９．８/１０４．７ ６０．０/２１．２ １９５．７/１０８９．４ ４４．３/３９．１ １２５．２/８５３．９ ４２．０/２８．４

市场效应 －１０８．３/１．７ －４３．４/０．４ －１２０．３/－５９０．７ －２７．２/－２１．２ －２７．２/－５３９．６ －９．１/－１８．０

交互效应 ２１２．４/９９．４ ８５．１/２０．１ ３２４．４/２３２８．０ ７３．４/８３．５ １９３．９/２１１７．５ ６５．８/７０．５

竞争力效应 －３．６/２３８．７ －１．５/４８．４ ３３．３/－２５．６ ７．５/－０．９ ４．９/４６６．５ １．７/１５．５

整体竞争效应 －６７．０/３０２．４ －２６．８/６１．３ －１０．２/－２０２．６ －２．３/－７．３ ２４．３/２４９．５ ８．２/８．３

具体竞争效应 ６３．３/－６３．７ ２５．４/－１２．９ ４３．５/１７７．０ ９．８/６．４ －１９．４/２１７．０ －６．５/７．２

二阶效应 －０．６/４９．１ －０．２/１０．０ ８．６/－１４．０ １．９/－０．５ １．２/１０７．０ ０．４/３．６

纯二阶效应 －１．５/３０．１ －０．６/６．１ １５．４/－２１．９ ３．５/－０．８ １．０/２００．２ ０．３/６．７

动态结构效应 ０．９/１９．１ ０．４/３．９ －６．８/７．９ －１．５/０．３ ０．２/－９３．２ ０．１/－３．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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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很低,且在第二、三阶段为负值,因此南非劳动力

密集型农产品在世界增长较快的市场集中度低,市
场结构有待改善.南非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竞争力

变化较大,竞争力较资本密集型农产品高,但整体竞

争力偏低.具体竞争力效应占比由负值变为正值,
但比重不高,说明南非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结

构与市场需求变化不相适应.动态结构残差占比三

个阶段绝对值较低,并逐渐下降为负值,说明南非劳

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在世界增长较快的市场中,出口

份额增长缓慢.

　　五、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通过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对金砖五国农产品出

口贸易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结构效应是金砖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

要影响因素.金砖五国农产品出口逐年增长,五国

分类农产品出口贸易中,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

型农产品结构效应所解释的出口变化百分比在

CMS模型第一层分解的三个效应中最高.第二层

分解发现,增长效应和市场效应对结构效应有重要

的影响.世界市场需求增加是金砖五国资本密集型

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拉动因素,但推动作用在减弱.
而世界市场需求增加对中国、俄罗斯和南非劳动力

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拉动作用在增强,对巴西和印度

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拉动作用有减弱的趋势.
总体上,金砖五国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在出口需求增

长较快的市场集中度低,但五国已在逐步改善该类

农产品的市场结构,减少对慢速需求增长的市场出

口.动态残差效应进一步表明中国、俄罗斯和南非

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市场调整成效,其中俄罗斯

最明显,俄罗斯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在世界增长较快

的市场中,出口份额增长速度在明显提升.与资本

密集型农产品类似,金砖五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

主要出口相对慢速需求增长的市场,动态残差效应

进一步验证五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在世界增长较

快市场中出口份额增长缓慢,并且有逐渐减少的趋

势,因此五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都

亟待改善.
(２)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竞争力下降,资本密集

型农产品竞争力增强.从五国二阶分解效应看,中
国、印度和南非的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以及巴西的劳

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在第二阶段竞争力效应中个别指

标出现局部波动,表明上述国家特定农产品出口受

到外部环境的冲击,而各国在当前贸易中抵御外部

冲击能力较差.
出口竞争力方面,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

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且逐年提升,
其中巴西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竞争力阶段性波动较

大,而四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竞争力则在不断下

降,其中俄罗斯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竞争力下降幅

度最大.与上述四国不同,南非资本密集型农产品

竞争力相对较低且在不断下降,虽然南非劳动力密

集型竞争力较资本密集型农产品高,但劳动力密集

型农产品整体竞争力仍然偏低.总体上,金砖五国

农产品结构中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竞争力在下降,
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竞争力在不断增强.

２．建　议

结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调整出口

增长方式及市场结构.当前金砖五国农产品出口均

集中在需求增速较慢的市场,因此,各国在保持现有

市场份额基础上,要积极拓展出口新渠道,实行出口

市场多元化战略.加快促进各国,尤其是中国、印度

与南非三个国家的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向需求增长较

快的市场出口,逐渐转变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的出

口方向.第二,注重培育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竞争力.
金砖五国中,南非应加强农产品,尤其是劳动力密集

型农产品竞争力的培育,其余四国则应不断提升资

本密集型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农产品由劳动

力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增加科技

投入,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注重品牌等非价格竞

争优势的培养.第三,加强金砖国家间交流与合作.
区域合作是发展的必然,金砖国家在农业生产与贸

易有诸多相似地方可相互借鉴与学习.因此,应积

极开展农业部门合作,减少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深化

金砖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

参　考　文　献

[１]　李勤昌,高琪．金砖五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J]．东北

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６):７４Ｇ８２．
[２]　帅传敏,程国强,张金隆．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估计[J]．管

理世界,２０１３(１):９７Ｇ１０３．
[３]　李岳云,吴滢滢,赵明．入世五年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回顾及国

际竞争力变化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０７(８):６７Ｇ７２．
[４]　柯柄生．不公平的世界农产品贸易体系与中国农业政策的改革

调整[J]．农业经济评论,２００３(２):１２１Ｇ１３６．

２４



第４期 庄丽娟 等:金砖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及竞争力实证分析 　

[５]　乔聚玲,刘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对策探讨[J]．鲁东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２):１１３Ｇ１１５．
[６]　赖平耀,武敬云．“金砖国家”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

统计研究,２０１２(２):２１Ｇ２７．
[７]　汤碧．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与合作潜力[J]．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２(１０):５８Ｇ６３．

[８]　朱晶,陈晓艳．中印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及贸易潜力分析[J]．国

际贸易问题,２００６(１):４５Ｇ４９．
[９]　刘伟轲,景喆．中俄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Ｇ３６．
[１０]刘林青,周潞．非洲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中国贸易互补性分

析[J]．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０(４):３５Ｇ４０．

StudyonAgriculturalProductExportGrowth
inBRICSCountriesandCompetitiveness

ZHUANGLiＧjuan１,ZHENGXuＧyun１,２,ZHONGNing１

(１．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 ,５１０６４２;

２．DepartmentofEconomics,GuangdongPeizheng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５１０８３０)

Abstract　Thispaperusesconstantmarketsharemodel(CMSmodel)toanalyzeagriculturalprodＧ
uctexportinBRICScountries．Theresultshowsthatstructuraleffectisthemaininfluencingfactorfor
agriculturalproductexportgrowth,amongwhichgrowtheffectandmarketeffecthaveimportantinfluＧ
enceonstructuraleffect．TheworldmarketdemandoncapitalＧintensiveagriculturalproductexportsis
weakeningwhilethatonlaborＧintensiveagriculturalproductexportsisgrowing．CapitalＧintensiveandlaＧ
borＧintensiveagriculturalproductexportsinBRICScountriesmainlyconcentrateonthemarketwithsloＧ
werdemandgrowth．．TheinfluenceofthecompetitiveeffectonagriculturalproductexportinBRICS
countriesisfluctuatingandagriculturaltradeofBRICScountriesresistanttoexteriorcompetitivenessis
weaker．Onthewhole,thecompetitivenessoflaborＧintensiveagriculturalproductisdecliningwhilecapＧ
italＧintensiveagriculturalproductisincreasing．Therefore,thispaperfinallyproposesseveralsuggestions
thatBRICScountriesshouldadjusttheexportgrowthmodeandmarketstructure,fostercapitalＧintenＧ
siveagriculturalproductcompetitivenessandstrengthenexchangesandcooperationamongeachother．

Keywords　BRICScountries;agriculturalproducts;CMSmodel;competitiveness;structural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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