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３４期)２０１８(２)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９
基金项目:农业部与财政部项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CARSＧ３９Ｇ２２).
作者简介:田聪颖(１９９０Ｇ),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与政策.

美国浓缩苹果汁进口需求及中国的出口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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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美国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的进口数据,运用受约束的区分来源的

AIDS模型估计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进口来源国浓缩苹果汁在美国市场的需求弹性,据

此评估美国市场的产品需求特征并为我国提出相应的竞争策略.结果表明,美国浓缩苹果

汁与苹果的进口市场具有不可分性;且美国市场对各国浓缩苹果汁和苹果的进口需求具有

不完全替代关系;美国市场对我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对总支出富有弹性,同时对自身价

格缺乏弹性;在美国进口市场,我国浓缩苹果汁价格对来自阿根廷等国的浓缩苹果汁进口量

有较大的影响,但采取低价竞争的方式虽然可以扩大市场份额,同时也会使我国损失巨大利

润,最优的竞争策略应是以更优质的产品获取更高的价格和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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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饮料市场消费逐渐由碳酸饮料转向健康饮品,纯果汁和混合果汁正在成为消费的主流.
浓缩苹果汁由于具有口味温和、价格低廉且营养丰富等特性被广泛用作果汁饮料的基础配料,具有巨

大的市场前景.浓缩苹果汁加工业属于资源密集型行业,充裕的苹果供应量是浓缩苹果汁进行规模

生产的先决条件.我国苹果种植业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已形成了渤海湾、西北黄土

高原、黄河故道和西南冷凉高地等四大主要产区,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起,伴随着苹果产量的高速增长,以苹果浓缩汁为主导产品的高附加值果汁加工业凭借着丰富的劳动

力资源和原料资源在我国迅速崛起,成为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１].２００１年起我国超越美国和欧洲等

老牌浓缩苹果汁出口大国,以占全球出口市场６０％的份额稳居世界浓缩苹果汁输出国头把交椅.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我国浓缩苹果汁初次进入美国市场,至１９９９年便占据了美国浓缩苹果汁进口市场

１８％的份额.２００３年为期４年多的浓缩苹果汁对美反倾销上诉案最终取得胜诉,使我国产品得以在

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浓缩苹果汁消费市场中立足.如今,我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浓缩苹果汁进口

来源地.与此同时美国也是我国浓缩苹果汁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因此美国市场的稳固与拓展对进一

步促进我国浓缩苹果汁出口意义重大.
近年来,由于受国际经济不稳定性影响,再加上中国浓缩苹果汁产业自身发展遭遇瓶颈以及新兴

的欧洲、南美浓缩苹果汁生产商的激烈竞争,中国浓缩苹果汁对美出口面临下行压力.此外,美国在

扩大浓缩苹果汁进口的同时,对新鲜苹果的进口量也逐年攀升,进口量从１９９０年１０．６万吨增加到

２０１５年的１５．３万吨,增长幅度高达４４．３３％.那么,未来随着美国浓缩苹果汁及新鲜苹果进口市场的

进一步扩大,谁将是最大的获益者? 面对新兴的欧洲、南美出口商的竞争,我国浓缩苹果汁出口商应

采取怎样的出口策略? 作为浓缩苹果汁的生产原料,来自加拿大等国的新鲜苹果是否会对我国浓缩

苹果汁产生明显的替代作用?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了解美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贸易状况,测算

美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弹性,以明确美国市场对各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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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并以此为依据为我国苹果汁出口提供合理竞争策略.
已有的研究中,Fonsah等采用区分来源的Rotterdam 模型测算了美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弹

性[２],然而却未考虑新鲜苹果的进口替代作用.Mekonnen等将新鲜苹果与其他苹果制品纳入分析

框架内,采用区分来源的 AIDS需求模型测算了美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弹性[３],却未对该模型的

适用前提进行验证.而贺蕾等则运用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间美国浓缩苹果汁进口月度数据,
比较分析了各需求模型的适用性[４].除此以外,国内基于我国视角对美国浓缩苹果汁进口需求的分

析相对不足.因此本文利用拓展的 AIDS模型,即受约束的区分来源的 AIDS模型(restrictedsource
differentiatedalmostidealdemandsystem,RSDAIDS),在对局部可分性和产品加总性进行检验的基

础上,测算我国浓缩苹果汁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支出弹性、自价格以及交叉价格弹性,并据此提出中国

浓缩苹果汁在美国市场的合理竞争策略.

　　一、美国浓缩苹果汁进口贸易变化

　　１．美国浓缩苹果汁进口贸易规模变化

２０世纪末期美国浓缩苹果汁产量保持平稳增长,从７０年代的０．８６亿加仑逐步增加到的９０年代

的２．１１亿加仑.然而,随着世界果汁行业格局调整,从１９９９年起美国浓缩苹果汁生产规模不断缩

小,逐步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从图１可以看出,到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美国浓缩苹果汁产量

已缩减到最低值,仅为０．９３亿加仑,比９０年代末期的峰值缩减了一半有余.与此同时,浓缩苹果汁

进口量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度的１．９８亿加仑增加到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４．３２亿加仑,增加了１．１９倍,年均增

长率达２．９４％,占浓缩苹果汁总消费量①的７８．０１％.其中,进口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规模总体呈现

出强劲的增长态势,进口量由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度的９．２６万加仑持续增长到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的４．６８亿加

仑,年均增长率高达５３．１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美国市场需求疲软,我国浓缩苹

果汁出口受阻,当年美国自我国进口浓缩苹果汁４．０４亿加仑,较上一年下降了１３．５３％;之后随着美

国经济的复苏,进口量又逐步回升,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达到４．４２亿加仑,较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增长了

９．３２％;然而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由于美国需求下降,进口量又骤降至近１０年来的最低值,仅为１．９３亿

加仑.

　注:产量单位均折算为均等体积的原汁,即SSE(singleＧstrengthequivalent)加仑;年份均为市场年,即当年的８月到第二年的

７月;数据来源于 U．S．CensusBureauTradeData.

图１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美国浓缩苹果汁产量及进口量(中国与其他国家)变化情况

　　２．美国浓缩苹果汁进口国别结构变化

美国从世界上４０多个国家进口浓缩苹果汁,在过去近二十年,进口来源地呈现出不断集中的态

７４

① 消费量指表观消费量,为国内产量与进口量之和,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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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国别结构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由表１可见,２０００年之前主产低酸浓缩苹果汁的阿根廷一

直是美国最大的浓缩苹果汁进口来源国,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度美国从阿根廷的进口量占当年进口总量的

３５．５６％,而从中国的进口量不足当年进口总量的１％.随后,同样作为低酸度低价位浓缩苹果汁的供

应国,中国凭借着突出的资源优势异军突起,从阿根廷出口商夺得多数市场份额,在短短十年内迅速

占领美国市场,并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度首次超过阿根廷,成为美国第一大浓缩苹果汁进口来源国.与此

同时,阿根廷在美国进口市场上的占有率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度的３５．５６％下降至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的

６．３８％.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消费者对高品质浓缩苹果汁的青睐,波兰等高酸高浓度浓缩苹果汁生产

国的竞争力日益凸显,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波兰赶超土耳其和阿根廷,以１６．３１％的市场份额成为美国第

三大浓缩苹果汁进口来源国.
表１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美国浓缩苹果汁主要进口来源国及进口量占比 ％

排名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地区 占比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地区 占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地区 占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地区 占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地区 占比

１ 阿根廷 ３５．５６ 阿根廷 ２７．５１ 中国 ５４．９４ 中国 ７９．８５ 中国 ４４．７２
２ 德国 ２１．８１ 智利 １７．６５ 阿根廷 １４．５９ 阿根廷 ７．２４ 智利 １６．３１
３ 澳大利亚 １１．０６ 中国 １３．１８ 智利 １３．４４ 智利 ５．４０ 波兰 ８．３６
４ 智利 ９．３０ 意大利 ８．５９ 巴西 ６．８４ 巴西 ３．９７ 土耳其 ６．４９
５ 匈牙利 ８．９３ 德国 ８．１３ 德国 ２．２６ 加拿大 ０．９２ 阿根廷 ６．３８

　注:数据来源于 U．S．CensusBureauTradeData.

　　二、模型介绍

　　在以往的研究中,AIDS模型近乎理想需求系统是应用于来源区分进口需求分析的重要方法之

一[５Ｇ８].参考 Yang等[９]的研究,本文所采用的区分来源的 AIDS模型 RSDAIDS的改进之处在于可

以包含来自不同来源地的多种产品,该模型的函数形式如下:

Wih ＝αih ＋∑
h

∑
k
γihjk (Pjk )＋βih

E
P∗
æ

è
ç

ö

ø
÷ (１)

式(１)中,下标i和j代表商品,h 和k代表不同来源地.wih代表来自出口地h 的商品i的支出

比重,Pjk 为来自出口地k的商品j的价格,E 为用于整个需求系统的总支出,P∗ 为非线性的价格指

数.Eales等提出可以采用滞后的斯通价格指数对其进行替代,同时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修

正[１０],即:

lnPL( ) ＝∑
i

∑
h
Wih,t－１ln Pih( ) (２)

Lafrance指出,传统的最小二乘回归被用于估计完整需求模型时,可能由于内生性问题使估计结

果有偏且无效[１１].为进一步修正支出项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Edgerton的工具变量法[１２],通过构

建对支出项的辅助回归lnE( ) ＝f p,q,y( ) 得到残差估计值作为SDAIDS模型的遗漏变量.其中,p
为需求系统所含产品的价格向量,q 为系统以外所有产品的价格向量,y 为总支出.为节省自由度,
本文分别采用浓缩苹果汁和苹果的综合斯通价格指数、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美国人均消费支

出来代表.

SDAIDS模型可能存在缺乏自由度的问题,为减少估计参数的个数,需要假设属于商品j的所有

产品价格对来自于产地h 的进口商品i的需求产生相同的影响.SDAIDS因此变成受约束的来源区

分 AIDS模型,即RSDAIDS.
该模型所满足的需求性质包括加总性、齐次性和对称性①.RSDAIDS模型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

性的计算公式如式(１)~(９).
支出弹性为:

８４

① 由于约束条件的限制,RSDAIDS模型无需满足商品间的对称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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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h ＝１＋β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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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马歇尔价格弹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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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克斯价格弹性为:

δihih ＝－１＋
γihih

Wih
＋Wih (７)

δihik ＝
γihik

Wih
＋Wik (８)

δihj＝
γihj

Wih
＋Wj (９)

　　三、数据处理与假设检验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样本容量,本文选取２０００年１月到２０１６年２月美国的浓缩苹果汁

和苹果的月度进口数据进行研究,共１９４组样本值.数据均源自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局.美国浓缩

苹果汁进口国主要包括中国、智利、阿根廷等,进口量单位为升,进口金额单位为美元;同时,苹果的主

要进口国为加拿大、智利和新西兰,进口量单位为千克,进口金额单位为美元.将美国市场除中国、智
利和阿根廷之外的所有浓缩苹果汁来源国视为一个市场,即“其他国家浓缩苹果汁”,而除加拿大、智
利和新西兰之外的所有新鲜苹果来源国视为一个市场,即“其他国家苹果”,即需求系统中包括３个主

要浓缩苹果汁进口来源国和 “其他国家浓缩苹果汁”以及３个主要苹果进口来源国和“其他国家苹

果”共８个方程.为避免共线性,估计时将删除“其他国家苹果”方程,该方程的估计参数将根据加总

性、齐次性和对称性等约束条件计算而得.由于２１世纪初期美国从部分主要来源国的进口数量为

“０”,参考贺蕾等[４]的方法,将样本中进口数量和金额为“０”的数据用“１”代替,并以进口金额除以进

口量而得的单位价值作为价格的代理变量.
表２报告了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美国浓缩苹果汁和苹果进口支出比重和价格,可以看出,

这１７年间,中国浓缩苹果汁在美国进口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平均市场份额达４４．１％,变异系数除反映

出季节性以外,也可看出中国浓缩苹果汁在美国市场历经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快速崛起.从进口价格

来看,中国浓缩苹果汁的价格最为便宜,且较为稳定.而美国对其他国家浓缩苹果汁的进口单价明显

高于对我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单价,价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充足的原料供给和低廉的

劳动力价格保障了中国浓缩苹果汁的生产成本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其次,国际浓缩苹果汁市场一般表

现为高酸高价,加拿大等国浓缩苹果汁加工酸度可达到２．８０以上,而我国虽然是苹果生产大国,却缺

乏榨汁专用的高酸型苹果原料,所产的浓缩苹果汁酸度最高为１．７８,大部分在１．２０~１．４０之间[１３];除
此之外,由于长期以来,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制造”形成了低质低价的偏见,即便近年来我国已开始重

视加强产品质量认证,设置严格的检测标准确保出口浓缩苹果汁产品质量,但仍未摆脱在美国市场的

价格劣势.
本文建立RSDAIDS模型所需的第一个假设条件是,美国消费者对不同来源国的同一商品表现

出不同的偏好,即不同来源的浓缩苹果汁或苹果是不可完全替代的,因此不能将不同来源的进口产品

加总归纳为一个类别.然而该前提是否成立有待验证,产品加总性检验即是对该前提的检验.参照

Hayes等[１５]的做法,可通过验证两种模型(RSDAIDS模型与传统 AIDS模型)所估系数是否相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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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验.第二个假设条件是美国市场对浓缩苹果汁的需求会受到苹果价格的影响,局部可分性检

验即判断是否应将对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与对苹果的进口需求纳入同一个需求系统中.检验结果

表明,假设结果成立.因此,在分析美国浓缩苹果汁进口需求时,应将不同来源国产品视为不同的产

品,并在分析时纳入同一个需求系统.
表２　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美国浓缩苹果汁和苹果进口支出比重和价格的统计特征

商品 单位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支出份额

中国浓缩苹果汁

———

０．４４１ ０．８８２ ０．０１７ ０．２３２
智利浓缩苹果汁 ０．０８２ ０．４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５
阿根廷浓缩苹果汁 ０．０８５ ０．３８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
其他国家浓缩苹果汁 ０．１７３ ０．６５６ ０．０２９ ０．１２９
加拿大苹果 ０．０５５ ０．２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６
智利苹果 ０．０９６ ０．４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０
新西兰苹果 ０．０５９ ０．３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１
其他国家苹果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

价格

中国浓缩苹果汁

美元/升

０．２４８ ０．４９１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４
智利浓缩苹果汁 ０．２５１ ０．５４０ ０．１４６ ０．０８６
阿根廷浓缩苹果汁 ０．２５４ １．３３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４６
其他国家浓缩苹果汁 ０．３５５ １．０４２ ０．１７５ ０．１８３

加拿大苹果

美元/千克

０．８５１ ２．４２９ ０．２９０ ０．３９５
智利苹果 ０．８０４ １．８１７ ０．３７５ ０．２１３
新西兰苹果 １．０３２ ２．４５６ ０．５２８ ０．３７６
其他国家苹果 １．１４１ ４．１７８ ０．１７８ ０．６６８

　　四、模型估计结果

　　在满足加总性与齐次性约束条件下,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进行估计[１４].在进行回归之前,
首先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PhillipsandPerron”检验结果显示各序列均可在１％的水平上拒绝

“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为水平序列.表３与表４是支出弹性、马歇尔价格弹性与希克斯价格弹性的

估计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１)支出弹性.在美国浓缩苹果汁及新鲜苹果的进口市场,除阿根廷浓缩苹果汁以外,各进口来

源国产品的支出弹性值都是正值.从数值来看,美国对中国浓缩苹果汁、智利以及其他国家苹果的需

求对进口总支出显著富有弹性.其中,中国浓缩苹果汁的弹性值最大,为１．６３０,即美国对苹果及浓缩

苹果汁的进口总支出每增长１％,对中国浓缩苹果汁进口量就增加１．６３０％.而对智利及其他国家的

浓缩苹果汁的需求对总支出缺乏弹性,分别为０．３９０、０．４６１,同样显著缺乏弹性的还有加拿大苹果

(０．５８７).支出弹性能反映消费者对商品性价比的综合评价,这表明当美国浓缩苹果汁及苹果进口需

求增加时,对我国浓缩苹果汁的偏好要强于对别国产品的偏好,中国将是最大的获益者.
(２)自价格弹性.总体来看,不同来源国产品的自价格弹性值均为负,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

明均属于正常商品,其价格上涨会使美国对其进口额下降,反之上升.其中,中国浓缩苹果汁的马歇

尔自价格弹性值为－０．６０９①,绝对值低于智利(－０．９８８)、阿根廷(－１．５００)和其他国家(－１．５３５),同
样低于除加拿大(－０．５６０)以外的智利苹果(－０．９４７)、新西兰苹果(－０．９１６)和其他国家苹果

(－０．６４２).希克斯自价格弹性的结果亦与之吻合.表明美国市场对我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对

价格最不敏感,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以中国浓缩苹果汁倾销为由而提高关税,
却并未对中国浓缩苹果汁出口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而波兰等其他国家出口以高酸浓缩苹果汁为

主,属于高品质浓缩苹果汁,需求量自然对价格更为敏感.
(３)交叉价格弹性.鉴于希克斯交叉价格弹性剔除了收入效应,可更准确反映不同产品间的交叉

０５

① MekonnenandFonsah基于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间美国苹果汁进口数据,运用 RSDAIDS模型测算美国市场对不同来源

地苹果汁的进口需求,结果显示美国市场对中国浓缩苹果汁进口需求的马歇尔自价格弹性为－０．６３０,与本文测算结果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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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因此本文将以交叉价格弹性作为分析重点.从表４可以看出,中国与作为南美邻国的智利和阿

根廷两国之间的交叉弹性差异较大.其中,中国与智利浓缩苹果汁的交叉价格弹性不显著,而与阿根

廷之间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原因在于中国与阿根廷同为低酸度浓缩苹果汁的生产国;而智利近

年来国内苹果主产区向更适合种植高酸品种的南部地区转移,出口浓缩苹果汁的酸度不断提高,因此

智利浓缩苹果汁与我国浓缩苹果汁之间的替代关系相对较弱.
表３　美国苹果及浓缩苹果汁进口RSDAIDS模型需求支出弹性及马歇尔价格弹性估计结果

产品 支出弹性 中国苹果汁 智利苹果汁 阿根廷苹果汁 其他国苹果汁 新鲜苹果

中国苹果汁 １．６３０∗∗∗

(０．０８２)
－０．６０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５)

－０．３６７∗∗∗

(０．０４６)

智利苹果汁 ０．３９０∗∗

(０．１６５)
－０．０１９
(０．２５２)

－０．９８８∗∗∗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４)

０．２７５∗

(０．１５４)
０．２９５∗∗

(０．１３４)

阿根廷苹果汁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７)

０．９６７∗∗

(０．１７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０)

－１．５００∗∗∗

(０．０８５)
０．３０３∗∗∗

(０．１１４)
０．３６７∗∗∗

(０．０９１)

其他国家苹果汁 ０．４６１∗∗∗

(０．１４５)
０．２７７
(０．１９６)

０．１２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５５)
－１．５３５∗∗∗

(０．１６２)
－０．４７１∗∗∗

(０．１１７)

产品 支出弹性 加拿大苹果 智利苹果 阿根廷苹果 其他国家苹果 苹果汁

加拿大苹果 ０．５８７∗∗∗

(０．２１５)
－０．５６０∗∗∗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４１)

－０．０６０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２
(０．０７３)

－０．２２０
(０．２０７)

智利苹果 １．２６７∗∗∗

(０．２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１)

－０．９４７∗∗∗

(０．１３７)
－０．５０３∗∗∗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５)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１)

新西兰苹果
０．３０３
(０．２５９)

－０．０３９
(０．１２０)

－０．７１７∗∗∗

(０．１６８)
－０．９１６∗∗∗

(０．２０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９)

１．４２４∗∗∗

(０．２４１)

其他国家苹果
１．３００
(２．５９５)

２．４５４∗∗∗

(０．９５３)
－３．２７７∗∗

(１．３５７)
－５．１９５∗∗∗

(１．０８６)
－０．６４２∗∗∗

(０．９２２)
－７．０１６∗∗∗

(２．６８６)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显示标准误差,下同.

表４　美国苹果及浓缩苹果汁进口RSDAIDS模型需求希克斯价格弹性估计结果

产品 中国苹果汁 智利苹果汁 阿根廷苹果汁 其他国苹果汁 新鲜苹果

中国苹果汁 －０．３８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４)

０．１６７∗∗∗

(０．０２９)
０．１８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３)

智利苹果汁
０．１９１
(０．２３６)

－０．９５６∗∗∗

(０．１６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１)

０．３４２∗∗

(０．１４８)
０．３８０∗∗∗

(０．１３１)

阿根廷苹果汁 ０．８８１∗∗∗

(０．１５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９)

－１．５１６∗∗∗

(０．０８１)
０．２６９∗∗

(０．１０７)
０．３２４∗∗∗

(０．０８３)

其他国家苹果汁 ０．４８１∗∗∗

(０．１８８)
０．１６２∗∗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３∗∗

(０．０５２)
－１．４５６∗∗∗

(０．１５８)
０．６８１∗∗∗

(０．０９０)

产品 加拿大苹果 智利苹果 阿根廷苹果 其他国家苹果 苹果汁

加拿大苹果 －０．５２８∗∗∗

(０．１４９)
０．１８８
(０．１４０)

－０．０２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３)
０．２３８
(０．１５４)

智利苹果
０．１０６
(０．０７９)

－０．８２５∗∗∗

(０．１３５)
－０．４２８∗∗∗

(０．１０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５)

１．２００∗∗∗

(０．１２２)

新西兰苹果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７)

－０．６８８∗∗∗

(０．１６７)
－０．８９８∗∗∗

(０．２０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９)

１．６６１∗∗∗

(０．１５８)

其他国家苹果 －２．４１６∗∗

(０．９５９)
３．７５７∗∗∗

(１．３４５)
５．２９０∗∗∗

(１．０８３)
－０．６３０
(０．９２１)

－６．００１∗∗∗

(２．０９２)

　　此外,中国对阿根廷浓缩苹果汁的交叉价格弹性为０．１６７,阿根廷浓缩苹果汁价格每降低１％会

使美国进口中国的浓缩苹果汁量减少０．１６７％;而阿根廷对中国浓缩苹果汁的交叉价格弹性为０．８８１,
表示中国浓缩苹果汁价格每降低１％,会使美国进口阿根廷的浓缩苹果汁量减少０．８８１％.因此可以

认为两国同样采取低价策略时,中国可以更有效地赢得竞争,这与过去近２０年中国利用价格优势占

取阿根廷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的情况相符.同理,中国浓缩苹果汁与其他国家浓缩苹果汁的交叉价格

１５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４期)

弹性(０．１８７和０．４８１)也可得出相似的结论①.
从苹果与浓缩苹果汁的交叉价格弹性来看,除中国浓缩苹果汁以外,美国对智利、阿根廷以及其

他国家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均与对新鲜苹果的进口需求呈现一定的替代关系,说明不同于其他进

口来源国,中国浓缩苹果汁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消费量受苹果价格影响较小.纵观浓缩苹果汁和苹果

进口市场,可以发现美国浓缩苹果汁进口量对苹果价格的敏感程度明显小于苹果进口量对浓缩苹果

汁价格的敏感程度,说明相较于新鲜苹果,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量更为稳定.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０年１月到２０１６年２月美国浓缩苹果汁和苹果的进口数据,运用受约束的来源区

分 AIDS模型对美国浓缩苹果汁及新鲜苹果的进口需求进行估算,结论为:第一,对模型假设条件的

检验结果表明,美国浓缩苹果汁市场与苹果市场具有不可分性,且不同来源国产品之间不可完全替

代,因此将不同来源的浓缩苹果汁和苹果纳入一个需求系统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支出弹性

的估算结果表明,美国市场对我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对总支出最富弹性,这意味着如果未来美国

市场保持浓缩苹果汁及苹果进口支出增长的趋势,那么对中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增加幅度要高于对

其他国家产品的进口增加幅度,因此获益最多的将是中国;第三,从自价格弹性可以看出,美国市场对

我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受自身价格水平影响较小(仅高于加拿大苹果),而智利、阿根廷等国的浓

缩苹果汁价格上升会导致美国对其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锐减.因而可以推断,当各浓缩苹果汁出

口国采取价格竞争策略同时降价时,美国对智利、阿根廷等国的浓缩苹果汁进口额会随之激增,而对

中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额却不会显著增长,因此我国将遭受利润损失;反之当价格同时上涨时,中国

则会是最大的获益者;第四,从交叉价格弹性测算结果来看,美国市场对中国浓缩苹果汁的需求受苹

果价格变动影响总体较小,说明美国对新鲜苹果的进口未对我国浓缩苹果汁产生明显的替代作用.
此外,美国对中国浓缩苹果汁的需求量受别国浓缩苹果汁价格的影响小于美国对别国浓缩苹果汁的

需求量受我国浓缩苹果汁价格的影响,所以降低我国浓缩苹果汁与别国浓缩苹果汁之间的相对价格

将有助于中国浓缩苹果汁挤占别国市场份额.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我国浓缩苹果汁在美国市场仍有较大的出口潜力可供挖掘.以往研究表明若对某国商品

的进口需求随总支出显著变化,同时对该商品自身价格变化不敏感,可据此认为对该商品的进口需求

仍有较大增长潜力[１５].结合本文的弹性测算结果,美国市场对我国浓缩苹果汁的进口需求符合上述

判断,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浓缩苹果汁在美国市场仍有较大的出口潜力可供挖掘.
第二,避免采用低价竞争策略,注重提升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获取更高的收益.在美国浓缩苹

果汁市场,我国浓缩苹果汁价格对自阿根廷及其他国家的浓缩苹果汁进口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反之别

国对我国的影响则较小,所以降低相对价格是可以作为中国浓缩苹果汁挤占别国市场份额的有效手

段;然而,从对自价格弹性的分析可知,若竞争者同时降价,则中国浓缩苹果汁出口商将在价格战中损

失最多.然而反之,当价格同时上升时,中国则将是受益国.因此未来中国浓缩苹果汁出口商要进一

步挖掘美国市场,应尽量避免采用会带来巨大利润损失的低价竞争策略,而是要通过提升产品的质量

和安全水平获取更高的价格和利润率.
具体对国内浓缩苹果汁出口企业而言,要立足当前,合理控制成本保持一定的价格优势以稳定市

场份额.更要着眼长远,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专用原料果基地等途径提高浓缩苹果汁酸度、出汁率

和色度等质量指标,另一方面可根据苹果的酸度等质量水平高低制定不同的收购价格,通过市场机制

２５

① 在美国市场,中国浓缩苹果汁的价格对别国浓缩苹果汁出口量的影响程度大于别国浓缩苹果汁价格对中国浓缩苹果汁出口量的

影响程度,这个发现与Fonsah等以及 Mekonnen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第２期 田聪颖 等:美国浓缩苹果汁进口需求及中国的出口策略选择 　

引导优质优价的交易模式,从而可以保障优质原料的供给.以此,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浓缩苹果汁来

构建我国浓缩苹果汁在美国市场的长期竞争力,以谋求更大的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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