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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02～2010年，从各类进口农产品的内部构成来看，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中，水产
品所占份额最大，但进口额从2002年的49.18％下降到2010年的37.10％；果蔬类及其制品进口增长速度
最快，年均达25.19％。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中，油籽类和棉花是主要的进口产品，2010年，它们在土
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额中分别占到76.31％和16.41％。其中，棉花是9年里增长最为迅速的土地密集型
进口农产品，年均增速是52.90％。 中国农产品进口变化的主要原因是：（1）中国持续快速增长的经
济拉动了国内对农产品的需求，致使各类农产品进口大幅增加。（2）“入世”以来，中国政府遵
守WTO相关规则，逐年降低农产品关税和增加关税配额，使得进口农产品价格下降，刺激了进口农产
品的增加。（3）加入WT0以后，中国充分利用自身的农业资源禀赋优势，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和贸
易结构，与世界各国开展农产品贸易，进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农产品主要是以粮棉油为代表的土地密集
型农产品，出口增长最快的农产品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2.6农产品贸易的经营主体及方式 近年来，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经营主体出现结构上的变化，首先，国有企业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中的主导地位已
被外商投资企业取代，且呈现负增长的趋势。2009年国有企业共出口额为60.1亿美元，同比减少15％，
进口额为114.6亿美元，同比减少28.3％。国有企业的这种变化表明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市场化程度在不
断提高。其次，外商投资企业的地位逐步上升，已居于主导地位，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达
到159.3亿美元，进口额为251.5亿美元。最后，私营企业出口实力增长非常迅速，2009年私营企业出口
额为159.2亿美元，同比增长9.8％，进口额为136.6亿美元，同比增长8.8％。 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方式中，一般贸易方式最常用，2008年，一般贸易出口比上一年增长11％，占农产品出口的77.3％
；2009年一般贸易出口额达到302.4亿美元，同比减少2.6％，占农产品出口总值的77.1％，进口额
为408.5亿美元，占78.3％，同比减少9.6％，加工贸易出口额为73.4亿美元，占18.7％，进口额为55.1亿
美元，占10.6％。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方式与工业进出口方式存在很大不同，其中以进料加工和来
料加工所占的比例比较小，造成这种贸易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的投资比例比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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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时期中巴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在深入、全面探讨中巴农产品贸易现
阶段特征的基础上，以农产品进口国的角度，从资源禀赋、市场供求、农业政策等不同的方面分析了
中巴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原因；第二，以恒定市场份额模型为基础，把巴西作为中国农产品进口市场的
一个重要来源国，对巴西出口中国农产品的市场规模效应、分布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进行全面系统
研究；第三，《新时期中巴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从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和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FTA
）两方面，使用政策模拟模型预测和评估不同的农业改革方案对中巴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探讨未来中
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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