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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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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澳大利亚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强,中澳自贸区的成立将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基于改进的标准 GTAP模型,利用中澳自贸区«关税减让表»设计了详

细的政策情景,并从产业链角度区分了农业原料和农产品加工行业,模拟分析了自贸区建立

后１年、３年、５年的关税削减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的

建立有益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宏观层面的消费、投资、贸易均有所增长;大部分农产品加工

业将会受益,而大多数农业原料行业将会受损;尤其是关税削减可能导致大量澳大利亚农产

品及加工制品涌入中国,中国的羊毛、乳制品和牲畜等产品的生产将会受到冲击.因此,中

国应该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完善扶持政策,提升国内农产品加工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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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澳大利亚自贸区的谈判经历了漫长的十年.谈判于２００５年４月在«中国和澳大利亚贸易

与经济框架»的指导下正式启动,直至２０１４年底双方确认协议生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自贸区完成了第

一次降税,２０１６年再次降税.截至２０１７年初,自贸区已经实施了三次降税,两国超过８５％的货物贸

易享受自贸区的关税减免,其中包括很多农产品原料及其制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政

府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自贸协定»),中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将在过渡期结束后由２．９４％下降到

０．５１％.具体来看,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乳制品、羊毛产品、饮料(橙汁)、红酒、水产品(虾蟹、
鲍鱼)等,过渡期结束后平均税率将由１２．３％降为零,约占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税目的９３．７％;
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的９９．４％的农产品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实现零关税,其余农产品关税也将在三年

内全部降为零.

２１世纪以来,中澳两国贸易迅速发展,其中加工农产品贸易尤其值得关注.商务部数据显示,中
澳双边贸易规模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４．５４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４３１亿美元,扩大了近２０倍.２０１８
年,澳大利亚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十一大出口市场;而中国长期以来一

直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和出口市场.中澳自贸区建立后,相比其他产业,中国的农产品加

工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深远,主要原因除了我国农业资源禀赋的劣势外[１],还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方面,

两国贸易中高附加值的加工农产品占比不断扩大.中澳间的农产品贸易主要以加工品为主,中国自

澳大利亚进口的初级农产品仅占总量的１０％,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的初级农产品仅占３％.从发展

趋势看,近年来加工农产品在中澳农产品贸易中的比例还在不断扩大(图１).另一方面,虽然在自贸

协定中稻米、小麦、棉花、苹果等２０多种农产品未被列入关税减免对象,但以上述农产品作为原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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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食品可以享受关税减免,这是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扩大出口的重要机遇;同时,由于澳大利亚加工

农产品的出口结构与中国的进口结构吻合程度较高,且澳大利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强于中国,自
贸区成立后澳大利亚加工农产品的大量进口也冲击了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市场份额.中澳自贸区已

经深刻影响了两国的产业发展和贸易结构.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理论和一般均衡方法,对中澳自贸区

的经济影响进行了量化测算和机理分析.

注:数据来源于 UNComtrade数据库,经作者加总整理得到.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的结构变化

　　一、研究现状

　　对自贸区经济的研究由来已久.从 Viner提出的关税同盟理论开始[２],自贸区的贸易转移、贸易

创造效应以及在长期内优化资源配置、获得技术进步等优点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在此基础上,对于

自贸区影响的量化研究也陆续展开,一方面主要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如Bergstrand将引力模型应

用于国际贸易领域[３];另一方面是使用以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GTAP)为
代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美国普渡大学的 Hertel教授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利用 GTAP对区域经

济一体化问题进行模拟的方法[４].该模型在国内的早期应用是由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题组

展开的关于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５],关于自贸区的研究则是由杨军等较早展

开的[６].此后国内外学者不断深化相关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７Ｇ１４].
关于中澳自贸区的经济影响,自其谈判开始就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一部分研究着重于定性分

析,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中澳自贸区成立的可行性,分析自贸区对中国农业、纺织业等产业的影响.部

分学者对中澳自贸区的建立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贸区的成立可以促进两国优势互补,进一步提高经济

发展水平,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也有促进作用[１５Ｇ１６].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澳自贸区建立后,中国农

业的受惠幅度有限[１７],部分产业如乳制品、羊肉、羊毛等还会受到较大冲击,需要加大对相关产业的

保护力度[１８Ｇ２１].由此引发关于贸易保障措施合规性的讨论,王超认为中国应保持谨慎态度[２２].除定

性分析外,还有部分学者使用基于一般均衡的 GTAP模型,定量分析中澳自贸区成立对中国经济的

影响,主要结论是自贸区建立将会促进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２３],但对工业和农业的影响不同.中国

工业部门将会受益[６,１０],自贸区对高端制造业的产出效应将有助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和新兴先进

制造业的成长[２４];而农业部门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２５],奶业、羊毛、粮食等产业将会受到一定冲

击[２６Ｇ２９].此外,也有其他模型方法的应用,如杨励等利用SMART局部均衡模型测算了中澳自贸区

不同阶段的关税削减对中国乳制品的影响,发现中国虽然税收下降,但整体福利上升,且会出现显著

的贸易效应,其中以贸易创造效应为主[３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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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关于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也存在改进的空间:(１)使用 GTAP研

究时缺乏对模型的改进,直接沿用了模型原有的经济闭合,不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２)直接使用

了 GTAP的标准数据库,未能细分中澳贸易涉及的主要产品;(３)关税冲击设计较为简单,缺乏时效

性,已有研究限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未能使用真实的«关税减让表»来计算关税变化,笼统的“零关

税”冲击很可能高估自贸区的经济影响;(４)部分研究虽然关注了自贸区对农产品贸易的直接影响,但
并未对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进行细分.因此,本文改进了标准 GTAP模型,并在其原始数据库

的基础上拆分出了羊毛、棉花、羊肉、牛肉等重点产品,利用中澳自贸区«关税减让表»和对应的贸易数

据设计了详细的政策情景,分析了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以期为评估自

贸区成立的政策效应提供参考和量化依据.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美国普渡大学 Hertel教授及其团队开发的 GTAP模型[４]进行分析.GTAP模型利用

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能够灵活地分析关税削减、自由贸易区等因素引起的国际价格、贸易量变动以

及各国收入和福利的变动,是国际贸易分析预测和相关政策评估较为有效的分析工具.

１．模型改进

标准的 GTAP模型采用的经济闭合是长期闭合,反映的是在较长时期内的经济运行模式.这种

经济闭合假设一个区域内部的资本和劳动力总量固定,但是在行业间可以自由流动、各行业的均衡要

素回报率相等,且劳动力实际工资可变.这种闭合的缺点在于只能刻画长期的经济情况,且地区

GDP的变动只能反映税收和经济效率的影响,而无法反映生产要素变动的影响.在实际的经济运行

中,自贸区一旦成立,相关产品关税即时削减,在短期内就会对我国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产生影

响.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改,使其可以更为精确地模拟中澳自贸区的短期影响.基于这些考虑,本
文对模型做了两点改进:(１)引入黏性工资假定:受到工会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内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保

持不变;(２)短期内投资很难在行业间流动,因此在本模型闭合中设定资本在行业中固定不变.通过

改进,实际 GDP的变动既能反映经济效率的变动也能反映生产要素变动引发的经济波动,与短期的

经济现实更为接近.

２．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GTAP第９版数据库中有１４０个国家或地区,５７个部门.地区方面重点关注了中

国、澳大利亚以及与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密切的国家或地区,将１４０个国家或地区划分为１０个

(见表１).
表１　GTAP模型区域划分

序 划分后国家或地区 GTAP第９版数据库中的国家或地区

１ 中国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２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３ 新西兰 新西兰

４ 日本 日本

５ 美国 美国

６ 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 韩国、蒙古、未单独分类的东亚其他地区

７ 东盟国家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其他东盟国家

８ 欧盟 欧盟的２７个成员国

９ 英国 英国

１０ 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 以上未列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注:根据 GTAP第９版数据库整理得到.

　　具体来看,本研究考虑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产品,结合重点关注的农产品加工业,首先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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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总出稻米、小麦、其他谷物、糖料作物、植物纤维、蔬菜水果、油料作物、其他作物、羊毛蚕茧、牲畜、动
物制品、鲜奶、牛羊肉、猪肉禽肉、水产品、乳制品、大米、糖类、植物油、加工食品①、饮料烟草、采掘业、
纺织业、服装业、皮革业、其他制造业等２６个产业;将１５个服务部门合并成“生活服务业”;通过加总,
将５７个产业合并为２７个.

在此基础上,由于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农产品加工业,考虑到中澳两国贸易结构中羊肉、棉花、牛
肉、羊毛等产业的占比较大,为了精确地测算这些产业受到的影响,利用SplitCom 软件②,结合FAO
数据库③中的行业产出数据做出如下处理:(１)将第９版数据库中的“牛羊肉”行业拆分成“牛肉”和
“羊肉”两个行业;(２)将“羊毛蚕茧”拆分成“羊毛”和“其他动物纤维”;(３)将“植物纤维”拆分成“棉花”
和“其他植物纤维”.将５７个产业重组(加总为２７,再拆分)为３０个.

３．模型情景设定

根据自贸协定内容,协定生效后,中澳８５％的出口产品立即实现零关税,过渡期结束后,澳大利

亚１００％的货物贸易产品、中国９７％的货物贸易产品将实现零关税.由于澳大利亚农业竞争力较强,
协定实施后将给中国部分农产品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为此,中国对重点农产品设置了较长的降税

期,还对粮食、棉花、植物油和糖类等产品做出例外安排,不实行关税减让.
具体来说,本文的情景设定将在自贸协定提供的 HS８位码«关税减让表»的基础上,利用联合国

UNComtrade数据库２０１５年的中澳贸易数据,以中澳两国的贸易额为权重,对各种产品的关税削减

情况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种产品的关税削减幅度,并以此作为本文的政策冲击方案.数据来源及处

理流程见图２.

图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流程

　　在此基础上,由于本文重点考察的是短期影响,因此根据«关税减让表»中不同年份的关税削减情

况,设置了“中澳自贸区成立１年、３年和５年”这三种情景,分别以S１、S３ 及S５ 表示.具体的关税变

动情况(政策冲击)见表２.
表２　中国各行业的原关税及削减情况④ ％

行业 原关税 减税类型
三种政策情景下的关税

一年(S１) 三年(S３) 五年(S５)
稻米 ６５．０ D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小麦 １．４ D １．４ １．４ １．４
其他谷物 ２．２ A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糖料作物 ２０．０ A５ １６．０ ８．０ ０．０
棉花 ４０．０ D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６５

①

②

③

④

值得说明的是,按照 GTAP数据库的分类方式,“加工食品”行业中包含的主要是以蔬菜水果(３１％)和水产品(１６％)为主要原料

经加工制造之后所得的产品.
由美国普渡大学 GTAP中心开发的SplitCom 软件专门用于对 CGE模型数据库的部门拆分.参考:https://www．gtap．agecon．
purdue．edu/resources/splitcom．asp．
世界粮农组织数据库:http://www．fao．org/faostat/en/＃home．
羊毛方面,中国对澳大利亚设置了国别配额,配额内关税为０,但国别配额仅为３万吨,远远小于中国从澳大利亚的羊毛进口量,
因此本文按配额外关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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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 原关税 减税类型
三种政策情景下的关税

一年(S１) 三年(S３) 五年(S５)

其他植物纤维 ４０．０ AＧ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蔬菜水果 １５．３ AＧ５ １２．１ ６．７ １．３

油料作物 １５．３ AＧ５ ０．１ ０．１ ０．０

其他作物 １１．９ AＧ５ ７．５ ３．７ ０．０

羊毛 ３８．０ 国别配额 ３８．０ ３８．０ ３８．０

其他动物纤维 ９．０ AＧ５ ７．２ ３．６ ０．０

牲畜 １０．０ AＧ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动物制品 ９．７ AＧ５ ７．０ ３．５ ０．０

鲜奶 １２．８ B ６．２ ３．９ １．６

牛肉 １１．９ C １０．８ ８．４ ６．０

羊肉 １５．０ B １４．６ １０．９ ５．６

猪肉禽肉 １１．９ C １０．６ ８．１ ５．６

水产品 １４．３ AＧ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乳制品 １１．８ B １０．６ ８．１ ５．７

大米 ６５．０ D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５．０

糖类 ５０．０ D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植物油 １５．４ AＧ５/D １２．９ ７．９ ３．０

加工食品 ２０．０ AＧ５ ９．８ ５．０ ０．２

饮料烟草 １４．６ AＧ５/B １１．８ ６．４ ０．９

采掘业 ０．０ AＧ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纺织业 １４．３ AＧ０/AＧ５ １１．０ ５．５ ０．１

服装业 １６．３ AＧ０/AＧ５ １３．０ ６．５ ０．０

皮革业 １７．３ AＧ０/AＧ５ １３．８ ６．９ ０．０

其他制造业 ８．７ AＧ０/AＧ５ ５．６ ２．９ ０．２

服务业 ０．０ 无 ０．０ ０．０ ０．０

　注:表中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让协议»与 UNComtrade中澳贸易额数据整理计算

得到.减税类型各代码含义:AＧ０立即消除;AＧ５五年消除;B五到十年;C特殊保障;D不减税.

　　三、模拟结果分析

　　根据 GTAP模型的模拟结果,从宏观经济和产业变动两个层面分析中澳自贸区成立对我国农产

品加工业的影响.

１．宏观经济影响:机理与实证

GTAP模型内部的经济框架可以通过一组方程来简单表达,这组方程被定义为“BOTE(backof
theenvelope)分析”[３１],在本研究中可以用来分析中澳两国的关税削减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机理.

BOTE分析的核心方程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决定,其中包括技术进步(A)、税收(T)、贸易条

件(Pg/P２和Pg/P３)以及单位劳动力资本(K/L)等一系列变量,具体如下:

劳动力实际价格:W
P３

＝A×
１
T

æ

è
ç

ö

ø
÷×

Pg

P３
×FL(K

L
) (１)

资本实际价格:Q
P２

＝A×
１
T

æ

è
ç

ö

ø
÷×

Pg

P２
×FK(L

K
) (２)

对中国而言,政策冲击是减少关税(T),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FL 函数将会减小.由于FL

和FK 都是增函数,资本存量(K)不变,所以劳动力供给量(L)会增长,即政策冲击会使中国的就业率

上升.同样,在式(２)中,就业(L)增长导致资本实际价格(Q/P２)增大,即政策冲击会使中国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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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率上升.结合 GTAP模型的基本结构和短期闭合设定①,可以得出中国的收入、消费和投资均增

长的理论结论.
自贸区建立对各地区的宏观经济影响见表３.对于中国和澳大利亚而言,自贸区的建立将给两

国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新西兰等其他与中澳两国具有密切贸易联系的地区,由于贸易的挤出效应,
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各产业关税的削减幅度逐渐增加,中澳两国的

整体经济及福利受益幅度都逐渐增加.
表３　三种情景下各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

国家或地区
S１

GDP/％ 福利变动/百万美元

S３

GDP/％ 福利变动/百万美元

S５

GDP/％ 福利变动/百万美元

中国 ０．０１９ ２１２１ ０．０２３ ２３２０ ０．０２８ ２５３５

澳大利亚 ０．３４９ ４９９７ ０．３８７ ５６５６ ０．４３２ ６４４７

新西兰 －０．０２９ －６３ －０．０３４ －７６ －０．０３９ －９３

日本 －０．００５ －４５９ －０．００６ －５３９ －０．００８ －６４０

美国 －０．０１９ －３４５１ －０．０２０ －３７４９ －０．０２２ －４０８１

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 －０．０１０ －１７３ －０．０１２ －２１８ －０．０１５ －２７４

东盟国家 －０．００８ －２４２ －０．００８ －２６１ －０．００９ －２８６

欧盟 －０．００６ －１１０４ －０．００６ －１２３９ －０．００７ －１３８７

英国 －０．００８ －２４９ －０．００９ －２６５ －０．０１０ －２８２

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 －０．００３ －１９０ －０．００３ －１３６ －０．００４ －９３

　注:根据 GTAP模拟结果计算得到,下表同.

　　中澳两国经济受益的原因在于关税削减促进了两国的经贸往来,拉动了两国经济扩张.如表３
所示,中澳自贸区建立１年(S１),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整体经济将扩张０．０１９％(S３ 和S５ 情景下分别为

０．０２３％和０．０２８％,下同)和０．３４９％(０．３８７％和０．４３２％),以等值变换(equivalentvariation,EV)衡量

的地区福利将分别扩张２１亿美元(２３亿美元和２５亿美元)和５０亿美元(５７亿美元和６４亿美元).
从图３可以看到,自贸区建立后,中国的就业、消费、投资和贸易全面增长.就业增长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９％和０．０４７％),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分别增长０．０２８％(０．０３１％和０．０３５％)和０．０２７％(０．０３０％
和０．０３２％).同时,资本回报率的增长拉动中国的投资增长０．０３４％(０．０３９％和０．０４４％).贸易方

面,由于中国原有关税水平高于澳大利亚,因此关税削减之后,进口的增长幅度０．０９６％(０．１１２％和

０．１３０％)略大于出口０．０５２％(０．０６７％和０．０８４％);从贸易平衡上看,中国的净出口在三种情景下分

别减少了１９．４亿美元、２９．５亿美元和４１．３亿美元.结合前文的BOTE分析不难发现,由于关税的削

减降低了中澳两国的贸易成本,贸易条件的优化在短期内拉升了就业水平,进而促进了宏观经济增

注:根据 GTAP模拟结果计算得到.

图３　三种情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变动幅度

８５

① 包括收入法 GDP核算、居民和政府消费决定、投资决定等设定.限于篇幅,详细请参见 Hertel(１９９７)的«Globaltradeanalysis:

modelingandapplications»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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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GDP的提高意味着收入的增长,又进一步拉高了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所带来的收入效应也促

进了进口.同时,由于短期内资本存量尚未得到调整,经济繁荣带来的投资需求也将拉高资本价格,
促进投资增长.

２．产业层面影响

自贸区的成立对中澳两国的宏观经济均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但对中国不同产业的影响则各不相

同,具体影响与中国的贸易结构以及该产业原有的关税水平有关(原有关税见表２).表４给出了自

贸区建立后我国各产业的生产和贸易变动情况,从产业链的角度将３０个行业分为“农业原料”“农产

品加工业(含初加工)”和“其他行业”三类.
表４　三种情景下中国农产品产出和贸易变动 ％

部门

S１

产出
贸易

进口 出口

S３

产出
贸易

进口 出口

S５

产出
贸易

进口 出口

农业原料

稻米 ０．０１５ ０．４１４ －０．４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４１８ －０．３７８ ０．０１２ ０．４１４ －０．３４４

小麦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６ －０．２８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５ －０．１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９

其他谷物 ０．００７ ０．２８３ －０．１３４ ０．０１０ ０．２７０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４ ０．２５４ －０．１３３

糖料作物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９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１

棉花 ０．０６８ ０．１９６ －０．３７５ ０．０９０ ０．２３８ －０．４５４ ０．１１２ ０．２７６ －０．５２７

其他植物纤维 ０．０１７ １．７５５ －０．２９１ ０．０４８ １．８３０ －０．４５２ ０．０７７ １．８９１ －０．５９６

蔬菜水果 ０．０１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２ ０．１４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３ ０．１７５ －０．０６５

油料作物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３ ０．１１３

其他作物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７

羊毛 －０．０９１ ０．２３３ －０．７４６ －０．１５３ ０．１０５ －０．８２６ －０．２２１ －０．０５８ －０．８７８

其他动物纤维 －０．２０６ １．４４７ ３．９８０ －０．６９１ ３．７８７ １２．９１６ －１．１７５ ６．１６１ ２２．２５４

牲畜 －０．０１２ ３．３４８ －２．１３７ －０．００７ ３．３４９ －２．１３５ －０．０１２ ３．１７９ －１．９８１

鲜奶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９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６ －０．１４４ ０．３５１

水产品 ０．００２ ０．５１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２ ０．５０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３ ０．４８８ －０．０３４

农产品加工业(含初加工)
牛肉 －０．０２６ ０．３０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６ ０．２８６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６ ０．８２１ ０．１８８
羊肉 －０．０２１ ０．３１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１ ０．３０１ ０．０７５ －０．１３０ １．１２９ ０．１５３
猪肉禽肉 ０．００５ ０．２４９ －０．２４９ ０．０１２ ０．２２０ －０．１９６ ０．０２０ ０．２０５ －０．１３８
动物制品 ０．０１０ ０．２５５ －０．０９１ ０．００８ ０．５２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７ ０．７８９ －０．０６８
糖类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０
植物油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５
纺织业 ０．１３９ ０．３０２ ０．２１６ ０．１７６ ０．３０１ ０．２８６ ０．２１０ ０．３５９ ０．３６１
皮革业 ０．０３５ ０．２３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８ ０．２７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９ ０．３５８ ０．１０７
乳制品 －０．００８ ０．２７７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６ ０．６１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５ ０．９７７ －０．００２
大米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７ －０．２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３ －０．１９３ －０．００２ ０．１１５ －０．１７３
加工食品 ０．００６ ０．２５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３３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３ ０．４１５ ０．０７７
饮料烟草 ０．０１３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４１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４ ０．６８７ －０．１１１
其他行业

采掘业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７
服装业 ０．１７５ ０．１８６ ０．３３５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２ ０．３７１ ０．２１３ ０．２２２ ０．４１５
其他制造业 ０．００９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９
服务业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２ －０．１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２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８

　　总体来看,我国农业产出部分受损、进口全面扩张、出口大多下降.生产方面,我国农业生产的成

本较高,与澳大利亚相比优势不足.自贸区建立后,随着关税的削减,国内部分农产品丧失价格优势,
进口替代增加,生产受到影响出现下滑;进口方面,由于我国整体收入的增长以及自澳大利亚进口产

品价格的下降,呈现全面增长的态势;出口方面的影响较为复杂,部分行业出口由于澳大利亚进口关

税的削减而增多,其他行业则由于主要出口目的地受自贸区的影响而经济受损,导致出口下降.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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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宗分类上看,农业原料行业大多受损,而农产品加工业则大多受益,主要受益和受损行业的

产出变动原因见表５.农业原料方面,其他动物纤维、油料作物、其他作物、鲜奶等农产品的生产受

损.主要是由于进口关税逐步下降至零,澳大利亚相关进口产品价格优势明显,下游制造业(纺织、乳
制品、加工食品和植物油加工业)的需求转向进口产品,导致中国相关原料类农产品的国内需求和价

格下降,进而影响生产.而棉花、其他植物纤维、稻米等行业的生产受益,主要原因是下游行业(如纺

织、食品制造)的需求增加.农业加工品方面,皮革业、饮料烟草、动物制品等大多数行业受益.这些

行业虽然也面临价格低廉的进口产品挤压国内市场份额的挑战,但中澳自贸区建立所带来的机遇要

大于挑战.分析其主要原因,一是受中国 GDP增长的拉动,区域收入增加,居民和政府消费整体扩

张,国内消费需求上涨,拉动农产品加工业生产出现了小幅度的扩张;二是受益于澳大利亚进口关税

的削减以及澳大利亚整体经济的扩张,农产品加工业出口需求扩大,拉动了国内生产的增长;三是从

澳大利亚进口的原料价格下降,降低了国内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成本,使其行业竞争力得以提升.从

长期看,不同行业的变化趋势差异较大,部分行业受益程度逐渐增大,这些行业有的是实行了例外处

理(如棉花),有的是本身竞争力就较强(如纺织业和皮革业);但也有部分行业会从受益转变为受损

(如小麦).因此,从长期来看,过渡期结束后自贸区对大部分国内农产品加工业的挑战逐渐增大.
表５　中国主要受益和受损行业的产出变动情况及其主要原因(以S１ 为例)

受益行业

行业 产出变动 主要原因

受损行业

行业 产出变动 主要原因

服装业 ０．１７５ 出口扩张 其他动物纤维 －０．２０６ 加工需求受到挤出

纺织业 ０．１３９ 服装业需求增长 羊毛 －０．０９１ 加工需求受到挤出

棉花 ０．０６８ 纺织业需求增长 牛肉 －０．０２６ 消费/加工需求受到挤出

皮革业 ０．０３５ 出口/服装业需求增长 羊肉 －０．０２１ 消费/加工需求受到挤出

服务业 ０．０１９ 投资/消费增长 油料作物 －０．０１４ 植物油需求受到挤出

其他植物纤维 ０．０１７ 纺织业需求增长 其他作物 －０．０１２ 出口下降

稻米 ０．０１５ 工业需求增长 牲畜 －０．０１２ 多种肉制品需求受到挤出

饮料烟草 ０．０１３ 消费增长 乳制品 －０．００８ 消费/加工需求受到挤出

蔬菜水果 ０．０１１ 加工食品需求增长 鲜奶 －０．００３ 乳制品需求受到挤出

动物制品 ０．０１０ 投资/消费增长 糖类 －０．００３ 加工食品需求受到挤出

　　从重点行业情况看,羊毛进口增长,国内羊毛生产因澳大利亚羊毛的排挤而受损.虽然中澳自贸

协定中羊毛的进口配额制度未变,但由于澳大利亚纺织和服装行业进口关税削减为零,刺激了国内相

应产品的出口(纺织业出口增加０．２１６％,服装业出口增加０．３３５％).加之澳大利亚羊毛具有明显的

比较优势,下游产业对进口羊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进口增长０．２３３％),从而挤压了国产羊毛的发展

空间.
纺织业、服装业的生产和贸易全面受益,出口需求增长促进生产,同时拉动棉花及其他原料行业

的扩张.我国纺织业延续了原有的竞争优势.受益于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关税的降低,我国的纺织

业和服装业出口扩张０．３％和０．１％,拉动生产增长０．１％和０．２％.不仅如此,上游的棉花、其他植物

纤维等行业也因此受益,生产扩张.
畜牧业和畜禽屠宰及加工业①生产小幅受损.由于关税的削减导致牲畜进口价格大幅下降,使

得国内牛羊等畜禽屠宰及加工企业选择使用价格更低的进口品,牲畜进口扩张超过３％,导致国内的

畜牧业生产受损.与此同时,牛羊肉产业本身也因为价格高于进口品而受到排挤,根据 Armington
替代机制,产业链末端的加工食品业及终端消费者更偏好价格更低的进口产品,导致国内牛羊肉行业

生产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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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括牛羊、羊肉、猪肉禽肉、动物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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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及其上下游产业均受损.澳大利亚乳业较中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据相关资料显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澳大利亚原奶平均收购价格约为２．９元/升(货币折算成人民币),而中国原奶收购

价格高达３．９元/升,大型牧场价格更是达到了４．５~５．０元/升.中澳自贸协定给了中国乳业５~１０
年的过渡期,从模拟结果来看,虽然自贸协定刚生效时,中国鲜奶和乳制品所受的冲击较小(生产分别

下降０．００３％和０．００８％),但５年后,随着二者的进口关税由原来的１２．８％、１１．８％降至１．６％、５．７％,
国产鲜奶和乳制品的生产将下降０．０５％和０．０７％,冲击明显增大.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改进的 GTAP模型,结合自贸协定中发布的«关税减让表»,模拟了中澳自贸区１年、３
年和５年的关税削减对中澳经济贸易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其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冲击.研究发

现:(１)中澳自贸区的建立有益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宏观层面的消费、投资、贸易均从中受益,相对具

有比较优势的纺织、皮革和服装等产业的生产和贸易受益较大,并带动相关农业原料产业发展.
(２)关税的削减使得大量来自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涌入中国,国内大多数与澳大利亚存在竞

争的农业原料类产品和部分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受到负面影响,集中体现在羊毛、其他动物纤维

和牛羊肉等行业.(３)尽管在短期内,大部分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和贸易受益,但从长期来看,过渡期

结束后,农产品加工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逐渐增大,尤其是乳制品、牛羊肉、畜禽屠宰及加工等原本受

损的行业更是如此.
到２０２０年底,中澳自贸区五年的过渡期即将结束.回顾这五年两国经贸的发展历程,正如本文

的模拟分析所示,自贸区的建立显著促进了两国的经贸往来,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两国贸易总额年均增长

１０．１％,远大于自贸区成立之前３．６％的年均增幅.但同时,我国部分农产品加工业也受到了冲击.
例如,UNComtrade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３１万吨,羊肉１３万吨,分别较２０１６
年增长５６％和６４％,国内的牛羊肉产业面临严峻竞争;２０１８年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羊毛近１７万吨,
约占中国总进口的一半,加之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主产国的价格主导地位,国内羊毛产业面临着巨大的

价格冲击;液态奶方面,中国自澳大利亚的进口量在自贸区签订当年增长近五成,且随着关税的逐年

降低,增长幅度不断扩大.不仅如此,根据«中国奶业年鉴»数据,来自澳大利亚的液态奶在征收关税

和增值税的情况下仍比国内价格低三成,加上品质优良等优点,在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已经对我国

的液态奶产业造成巨大威胁.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针对受益行业,应抓住中澳自贸区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扩

大受益行业的获利渠道,巩固已有的产业优势.例如棉花、皮革、纺织和其他植物纤维等行业的生产

获益,应该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生产,进一步加强与上下游产业的沟通与合作,在需求

扩张的情况下保证供给.(２)针对受损行业,则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例如,对牛肉、羊肉、油料作

物等行业主要是通过积极响应“农业走出去”的号召,主动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市场寻求合作,努力提高

自身产品质量、拓宽出口渠道,同时加强贸易便利化建设,进一步促进贸易增长;对于牲畜、羊毛、其他

动物纤维、其他植物纤维等进口扩张幅度较大的行业,我国应加强与澳方相关企业的产业内交流与合

作,学习先进经验,提升自身品牌的国际竞争力.(３)针对过渡期结束后的风险和挑战,相关部门应出

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加大对乳业、畜禽屠宰及加工等产业的扶持,尽快大幅提升这些产业的竞争

力,缓解澳大利亚加工产品涌入造成的冲击.同时,健全农产品加工行业监测预警体系,密切关注国

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农产品加工重点行业的发展情况,制定预警应急方案;积极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贸

易规则保护国内产业.中澳自贸协定具有完善的特保机制和审议机制,相关部门应合理地加以利用,
充分利用绿箱和黄箱政策,维护好有限的关税和国内支持政策空间,同时加强对自贸区产业损害研

究,在必要时积极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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