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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建交 ３０ 年以来ꎬ双边贸易不断发展ꎬ农
产品贸易成为新的增长点ꎮ 但两国的农产品贸易也面临现实问题ꎬ贸易规模

不大ꎬ且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对中国出口形成竞争ꎮ 本研究首先根据 ＨＳ 编

码界定了农产品范围及具体分类ꎻ然后根据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和哈萨克斯

坦 ４ 位 ＨＳ 编码的农产品贸易数据ꎬ借助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

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中哈农产品的竞争性和互补性ꎻ最后利用产品分散

度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测算中哈农产品贸易结构与细分农产品发展潜力ꎮ
研究结果表明:中哈农产品贸易规模总体保持增长趋势ꎬ中国在贸易中基本

保持顺差且贸易顺差有缩小趋势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类别不重叠且

差异性强ꎬ双边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强ꎬ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上具有比较

优势ꎬ哈萨克斯坦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ꎻ中国出口农产品的

多元化程度较高ꎬ出口产品结构风险较小ꎻ双方农产品资源禀赋优势尚未完

全展现ꎬ贸易发展潜力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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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建交 ３０ 年以来ꎬ双边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ꎬ各领域合

作取得丰硕成果ꎬ其中ꎬ中哈农产品贸易额增长 ４ 倍多ꎮ ２００１ 年上海合作组

织成立ꎬ为中哈双边贸易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ꎬ双边农产品贸易得到了快速

发展ꎮ ２０１３ 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哈经贸合作ꎬ尤其

是农产品经贸合作提供了机遇ꎮ 根据联合国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数据库统计数据ꎬ
中哈农产品双边贸易额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１ 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６ ６８ 亿美

元①ꎬ年均增长 ６ ４５％ ꎮ 这意味着ꎬ在中哈双边贸易中ꎬ农产品贸易成为新增

长点ꎬ双方深化农业合作意愿进一步加强ꎮ 从中国农产品市场来看ꎬ中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ꎬ农产品供需矛盾日渐加剧ꎮ 一方面ꎬ耕地资源不足且质量日

趋下降ꎬ农产品成本提高ꎬ农业收益减少ꎬ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ꎬ中国单

纯依靠自身农业资源难以为国民对优质、多样农产品的需求提供长期有效保

障ꎻ另一方面ꎬ随着国内人均收入水平提高ꎬ居民对以绿色和有机为特征的高

质量农产品的需求增加ꎬ但是当前国内农产品供给与日益增长的对绿色安全

农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并不匹配ꎮ 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ꎬ拥有丰富的土地资

源ꎬ尤其是旱作农业资源ꎬ在以土地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生产方面颇具优势ꎬ
具有发展绿色无公害农业的潜力ꎮ 那么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与哈

萨克斯坦的农产品贸易在哪些类别存在机遇ꎬ如何将机遇转化为现实优势并

增加双边农产品贸易规模?
当前ꎬ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面临现实问题ꎮ 一方面ꎬ相对于中

国与其他贸易伙伴而言ꎬ中哈两国农产品贸易规模不大ꎬ并且大多数年份中

国对哈萨克斯坦保持贸易顺差ꎮ 这说明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农产品相对比

较依赖ꎬ这与哈萨克斯坦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落后有密切关系ꎮ 另一方面ꎬ
哈萨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ꎬ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实行免关税政策ꎬ这
极大增强了成员国农产品在联盟内部的竞争力ꎬ对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农产品

出口产生影响ꎮ 那么ꎬ如何扩大中哈农产品贸易规模? 如何促进双边农产品

贸易结构优化并通过贸易提高两国居民的消费水平? 这是本研究将要探讨

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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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将农产品界定为 ＨＳ ０１ ~ ２４ 章和 ＨＳ ５０ ~ ５３ 章ꎮ 联合国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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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目前ꎬ国外有关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贸易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ꎮ 第

一类是探讨中哈能源贸易研究ꎮ 俄罗斯学者 Ｓ Ｇ.卢齐亚宁和 Ａ Ｖ.阿弗娜西

耶娃认为ꎬ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ꎬ哈石油、天然气、煤炭和

铀储量位居世界前 １０ 位ꎬ具有控制中亚向东亚、西亚物资流动的战略地理优

势①ꎮ 哈萨克斯坦学者Ｙ.卡柳日诺娃和 Ｊ. 李表示ꎬ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石油和

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实质性发展ꎬ为自由经济区和发展互利关系奠定了良

好基础②ꎮ 此外ꎬ土耳其学者 Ｋ Ｚ.富尔坎研究发现ꎬ运输路线问题是阻碍哈萨

克斯坦能源市场发展的重大问题ꎬ中哈地理邻近性减少了这种影响③ꎮ 第二类

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剖析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关系ꎮ 哈萨克斯坦

学者 Ｚ.坎巴耶夫认为ꎬ中哈两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受益者和促进者④ꎮ 韩

国学者 Ｄ.崔等利用引力模型发现ꎬ地理距离对中哈贸易呈负面影响⑤ꎮ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经贸合作快速推进ꎬ中哈农产品贸易受到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ꎮ 国内文献的研究思路主要有两种ꎮ 一是从双边贸易规模和结

构出发ꎬ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等贸易指数考察中国与哈

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ꎮ 韩敬敬和魏凤、张晓倩和龚新蜀经过

分析认为ꎬ由于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异ꎬ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存在

明显的互补性ꎬ合作潜力巨大⑥ꎮ 徐志远等认为ꎬ中哈农产品贸易不平衡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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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敬敬、魏凤:«中哈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互补性和增长潜力分析»ꎬ«世界农

业»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ꎻ张晓倩、龚新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趋势、比较

优势及互补性分析»ꎬ«世界农业»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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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ꎬ贸易潜力远未得到

发挥①ꎮ 二是建立贸易引力模型并剖析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增长

的影响因素和潜力ꎮ 汪晶晶等、王云风和孟硕一致认为ꎬ经济规模、距离和人

口规模是影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因素②ꎮ 此外ꎬ洪秋妹引

入“一带一路”政策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ꎬ其研究发现ꎬ“一带一路”倡议促

进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发展③ꎮ
目前ꎬ学术界主要基于两大视角对农产品范围及分类进行界定ꎮ 一是何

敏等大部分学者采用的偏重于生产口径分类———标准国际贸易分类(ＳＩＴＣ)ꎬ
并将农产品界定为 ０、０１、０２、０４ 章中全部商品减去 ０２ 章中的 ２７、２８ 类商

品④ꎮ 然而ꎬ张玉娥等认为ꎬ在该统计口径下ꎬ虽然农产品贸易数据便于统

计ꎬ但该方法细分的 ４ 种分类农产品的划分范围过于粗糙ꎬ统计口径偏大⑤ꎮ
二是谢逢洁等学者采用的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ꎬ即 ＨＳ 分类方法ꎮ 与

ＳＩＴＣ 相比ꎬＨＳ 分类方法对各类产品的分类较为详细ꎬ更利于排除贸易统计中

的“水分”ꎮ 事实上ꎬ在 ＨＳ 产品分类体系下ꎬ农产品贸易统计范围不仅包含

ＨＳ ０１ ~ ２４ 章ꎬ也包含 ＨＳ ２９、３３、３５、３８、４１、４３、５０、５１、５２、５３ 章ꎬ经过对大多

数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ꎬ多数学者基于 ＨＳ 分类ꎬ将农产品简单界定为

ＨＳ ０１ ~ ２４ 章的所有产品ꎬ并将农产品划分为动物产品(ＨＳ ０１ ~ ０５ 章)、植物

产品(ＨＳ ０６ ~ １４ 章)、动植物油脂及制成品(ＨＳ １５ 章)、食品烟酒饮料(ＨＳ
１６ ~ ２４ 章)这四类⑥ꎮ 学者们使用 ＨＳ ０１ ~ ２４ 章的统计口径比较容易统计ꎬ
但是涵盖范围不全面ꎬ并且农产品类别属性不明确ꎬ劳动密集型与土地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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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类别间存在交叉现象ꎮ
综上所述ꎬ大多数学者认为ꎬ中哈两国拓宽农产品贸易合作不仅有利于

缓解各自农产品供需矛盾ꎬ也有利于加快推进两国各自农业供给侧改革目标

的实现ꎮ
学术界以往有关中哈农产品范围界定划分ꎬ主要采用两位数的分类数

据ꎬ这种细分农产品类别方式过于笼统ꎬ汇总数据使细分农产品类别产生不

同统计结果ꎬ可能掩盖实际存在的竞争关系ꎮ
本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ꎬ基于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统计

口径和新的农产品分类方法ꎬ在 ＨＳ 四位编码下重新界定农产品范围ꎬ将农产

品划分为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谷物和油料油籽产品、纺织原料

产品ꎬ并测算这些大类农产品之间的竞争和互补关系ꎬ重新审视中哈农产品

贸易竞合关系及其贸易发展潜力ꎮ 第二ꎬ采用修正后的出口相似性指数测算

中哈农产品贸易竞争性ꎮ 与其他出口相似性指数对比ꎬ为降低国家规模相差

过大带来的偏差ꎬ修正后的出口相似性指数用出口份额代替出口额ꎮ 因此ꎬ
以中哈农产品为研究对象ꎬ首先ꎬ借助相关文献和资料对农产品贸易产品进

行界定和划分ꎻ其次ꎬ在农产品界定基础上ꎬ展现中哈农产品贸易发展历程和

商品结构ꎬ以掌握两国农产品贸易全貌ꎻ再次ꎬ借助多种贸易指数从农产品贸

易结构、细分农产品竞争及互补角度分析中哈农产品贸易潜力ꎻ最后ꎬ根据研

究结果对优化中哈农产品贸易提出政策与建议ꎮ

二　 中哈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

中哈建交 ３０ 年以来ꎬ经贸关系日益密切ꎬ互为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ꎮ
为了能够呈现中哈两国农产品贸易全貌ꎬ本研究借助文献分析法界定农产品

的范围和类别ꎬ从农产品贸易规模和商品结构角度剖析 ３０ 年来中哈农产品

贸易发展历程ꎬ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作出判断ꎮ
(一)农产品范围界定及分类

根据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ꎬ将 ＨＳ ０１ ~ ２４ 章所有产品加上 ＷＴＯ 农

业协议的其他部分章节作为中哈农产品研究对象(见表 １)ꎮ 为了能够将不

同属性农产品进行对比ꎬ本研究还参考了杨军等①的农产品分类方法ꎮ 杨

—６８—

① 杨军、杨文倩、李明、王晓兵:«中非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趋势、比较优势及互补性

分析»ꎬ«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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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等根据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ꎬ考虑生产要素密集度差异ꎬ将农产品划

分为土地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ꎬ又依据大宗商品性质将农产品具体到四

位编码归类(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谷物和油料油籽产品、纺
织原料产品) ꎮ

表 １　 农产品范围及分类

类
型 产品类别 ＨＳ 编码

劳
动
密
集
型

动物产品
活动物(０１)ꎻ肉类及食用肉类内脏(０２)ꎻ鱼类及水产品(０３)ꎻ乳制
品、鸡蛋和天然蜂蜜(０４)ꎻ其他未注明的动物产品(０５)ꎻ动物脂肪
(１５０１ ~ １５０６ꎬ１５１６ ~ １５１８ꎬ１５２０ ~ １５２２)

加工农产品

制粉工业品(１１)ꎻ肉、鱼和水产品的制剂(１６)ꎻ糖及糖果(１７)ꎻ可可
及可可制剂(１８)ꎻ谷物及面粉制剂(１９)ꎻ蔬菜和水果制剂(２０)ꎻ杂
项食品(２１)ꎻ饮料、酒和醋(２２)ꎻ食品工业和动物饲料的残留物
(２３)ꎻ烟草及其替代品(２４)

园艺产品
活树和其他植物(０６)ꎻ可食用蔬菜(０７)ꎻ可食用水果(０８)ꎻ咖啡、茶和
残留物(０９)ꎻ蔬菜编结材料(１４)ꎻ其他蔬菜产品(１２１０ ~１２１４ꎬ１３)

土
地
密
集
型

谷物和油料
油籽产品

谷物(１０)ꎻ植物油籽(１２０１ ~ １２０９)ꎻ植物油(１５０７ ~ １５１５)

纺织
原料产品

生皮、皮革、毛皮和工艺品(４１０１ ~ ４１０３ꎬ４３０１)ꎻ丝绸(５００１ ~ ５００３)ꎻ
羊毛、动物细毛或粗毛(５１０１ ~ ５１０３)ꎻ棉花(５２０１ ~ ５２０３)ꎻ其他植物
纤维(５３０１ ~ ５３０２)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数据库中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ＨＳ 编码)整

理得出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二)农产品贸易规模总体保持增长趋势

总体而言ꎬ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中哈农产品贸易规模整体呈增长趋势ꎬ主要呈

现两个特征ꎮ
一是贸易规模在波动中增长ꎮ 中哈农产品贸易额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１ ４５ 亿

美元降至 ２００２ 年的 ０ ４３ 亿美元ꎻ２００２ 年后贸易额整体呈上升趋势ꎬ由 ０ ４３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６ ９３ 亿美元ꎬ年均增长率为 １５ ９９％ ꎮ ２０２０ 年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ꎬ贸易额降至 ６ ０８ 亿美元ꎮ
二是从整体上看ꎬ中国对哈农产品贸易从逆差转为顺差ꎬ且贸易顺差有

缩小趋势ꎮ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６ 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基本处于逆差状态ꎬ２００７
年由逆差转为顺差ꎬ净出口额为 ５ ４００ 万美元ꎮ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ꎬ贸易

顺差不断扩大ꎬ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１ ４４ 亿美元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之

后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增加ꎬ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农产品也增加ꎬ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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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贸易顺差有所下降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甚至出现逆差ꎮ
由图 １ 可知ꎬ中哈农产品贸易发展历程具体可分为五个阶段ꎮ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２ 年ꎬ两国农产品贸易额波动下降阶段ꎮ １９９２ 年哈萨克斯坦

独立初期ꎬ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导致国内农产品供应不足ꎬ中国成为其农产

品的主要进口国ꎮ 此后ꎬ哈萨克斯坦受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进口萎缩ꎬ致使

中哈农产品贸易额减少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ꎬ两国农产品贸易额不断增长阶段ꎮ 一方面ꎬ哈萨克斯坦

国内社会稳定ꎬ经济逐渐步入正轨ꎬ国家重视农产品生产并希望借助农产品

出口实现创汇ꎻ另一方面ꎬ中哈两国口岸、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农产品

贸易便利化水平ꎬ再加上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政策出台ꎬ推动两国农

产品贸易规模扩大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ꎬ两国农产品贸易短暂萎靡阶段ꎮ ２０１５ 年欧亚经济联盟

成立引发贸易转移效应ꎬ对中哈贸易产生影响ꎬ双边农产品贸易呈现短暂的

萎缩局面ꎮ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ꎬ两国农产品贸易额持续增长阶段ꎮ 哈为消除贸易壁垒ꎬ

自 ２０１７ 年起正式取消部分农产品(小麦、牛肉等)对中国出口限制ꎬ中哈双边

贸易得到发展ꎬ到 ２０１９ 年达到 ６ ９３ 亿美元ꎮ
２０２０ 年以后ꎬ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额下降ꎬ２０２０

年中哈两国农产品贸易总额降至 ６ ０８ 亿美元ꎮ

图 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中哈农产品贸易发展情况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ＴＣＤ)测算中哈农产品贸易紧密程度ꎬ测算公式如下:

ＴＣＤｙｚ ＝
Ｘｙｚ / Ｘｙ

Ｍｚ / Ｍｗ
公式(１)

公式(１)中ꎬＸｙｚ表示 ｙ 国对 ｚ 国农产品出口额ꎬＸｙ 表示 ｙ 国农产品出口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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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ꎬＭｚ 表示 ｚ 国的农产品进口总额ꎬＭｗ 表示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ꎬ其数值

越大ꎬ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①ꎮ
如图 ２ 所示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结合度指数介于 １ ~

２ 之间ꎬ这表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农产品领域保持稳定和密切的联系ꎮ
２００１ 年哈萨克斯坦自中国农产品进口额为 ４１２ ８ 万美元ꎬ仅占农产品进口总

额的 ０ ７７％ ꎻ２０２０ 年哈萨克斯坦自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已增至 １ ５７ 亿美元ꎬ
占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增至 ３ ８９％ ②ꎮ 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贸易结合

度指数起点较低ꎬ２００１ 年为 ０ ４３ꎬ但相对而言其上升速度更为迅猛ꎮ 从 ２０１３
年起ꎬ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稳中有升ꎬ这表明哈萨克斯坦与

中国农产品贸易联系越发紧密ꎮ

图 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结合度指数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ꎬ根据公式(１)计算得出ꎮ

(三)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结构不平衡

表 ２ 为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类别占比变动情

况ꎮ 由表 ２ 可以看出ꎬ中国对哈农产品出口有以下几个特点ꎮ 第一ꎬ中国对

哈萨克斯坦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ꎬ且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中国对哈

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比逐年上升ꎬ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９９ ７８％ ꎮ 与此同

时ꎬ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占比逐年下降ꎬ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１２ ６９％ 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０ ２２％ ꎮ 第二ꎬ从细分产品类别看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主要出口的劳动密集

型农产品从动物产品和加工农产品转向加工农产品和园艺产品ꎮ 在中国对

哈萨克斯坦出口农产品类别中ꎬ加工农产品从始至终都占据主要地位ꎮ 园艺

产品占比逐年增加ꎬ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成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最多的

—９８—

①

②

汤碧:«中国与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与合作潜力»ꎬ«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联合国 ＲＡＤＥＭＡＰ 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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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ꎮ 加工农产品出口呈先降后升的“Ｕ”形发展态势ꎬ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１ ０１ 亿美

元降至２０００ 年的１ ０２４ ９ 万美元ꎬ随后逐年上升ꎬ至２０２０ 年出口额为１ １５ 亿美

元ꎮ 园艺产品出口额除个别年份外均保持增长态势ꎬ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１７９ ８ 万美

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 １８ 亿美元ꎬ年均增长率为 １６ １１％ꎮ 纺织原料产品在中国

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中占比最小ꎬ无明显波动ꎮ 谷物和油料油籽产品出口

额整体呈现下降趋势ꎬ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１ ８２４ １ 万美元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２ ４ 万

美元①ꎮ

表 ２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农产品类别占比(％)

年份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动物产品 １５ ６８ ３ ７５ ０ １０ ２４ ８１ ３ ６９ ０ ５７ ０ ６１

加工农产品 ７０ ３８ ８５ ２２ ７０ １９ ３６ ４４ ３１ ５７ ２６ ４１ ４８ ９７

园艺产品 １ ２５ ６ ５７ １０ ９９ ３３ ２４ ６０ ７２ ７２ ７７ ５０ ２０

谷物和油料油籽产品 １２ ６９ ４ ４６ １８ ７２ ５ ４１ ４ ０２ ０ ２５ ０ ２２

纺织原料产品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１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注:纺织原料产品占比为零是因保留小数位数造成ꎮ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数据库整理得出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表 ３ 为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农产品类别占比情况ꎮ 谷

物和油料油籽产品、加工农产品从无到有ꎬ是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第一

和第二大类别农产品ꎬ２０２０ 年这两大类产品约占中国自哈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７２ ７４％和 １８ ９５％ ꎻ纺织原料产品进口占比呈下降趋势ꎬ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５４ ４２％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 ７７％ ꎻ动物产品一直保持稳定的少量进口额ꎬ没有

出现较大幅度变化ꎮ 总体而言ꎬ中国自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进口贸易的产品结

构正逐步向多样化发展ꎬ但整体上产品结构单一ꎮ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 ＨＳ
１０(谷物)和 ＨＳ １２０１ ~ １２０９(植物油籽)需求稳定ꎬ这成为谷物和油料油籽产

品在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农产品中占主要地位的关键因素ꎮ

表 ３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农产品类别占比(％)

年份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动物产品 ２ ４７ ０ ０７ ２８ ５３ １ ２９ ９ ３４ ４ １７ ３ １９

加工农产品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１５ ４ ６９ １ １７ １８ ９５

—０９—
① 联合国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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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园艺产品 ４３ １１ １５ ５１ ２１ ３５ ９ ３２ ９ ７４ ３０ ００ １ ３５

谷物和油料油籽产品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６ ２９ １５ ５８ ４６ ７２ ７４

纺织原料产品 ５４ ４２ ８４ ４１ ５０ １２ ８８ １８ ４７ ０８ ６ ２０ ３ ７７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农产品市场份额稳定但相对较少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ꎬ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对外贸易市场结构集中且稳定ꎬ其主

要贸易伙伴国为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

巴西ꎮ 在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中ꎬ自上述七国进口的农产品占比稳

定ꎬ保持在 ６０％ ~７０％之间(见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哈萨克斯坦农产品主要进口来源国市场份额(％)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俄罗斯 ４０ ２１ ３７ ２８ ２２ ４９ ３８ ９２ ５０ ５５

乌兹别克斯坦 ０ ７８ １ ５５ ４ ０９ ８ ８７ ６ ５０

中国 ０ ８１ １ ８４ ５ ７１ ５ ９３ ４ ２５

乌克兰 ３ ９１ ７ ３４ １３ ６７ ７ １３ ３ ７２

美国 ３ ８７ ７ ４６ ５ ０８ ３ ７４ ３ ５０

吉尔吉斯斯坦 １ ５４ ２ １５ ３ １９ １ １８ １ ４３

巴西 １２ １６ １１ ９６ ９ １５ ２ ４４ ０ ７０

合计 ６３ ２８ ６９ ５７ ６３ ３９ ６８ ２０ ７０ ６６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具体来看ꎬ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农产品出口优势明显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

在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进口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ꎮ 相比之下ꎬ中国在哈萨克斯

坦农产品进口市场份额变化呈倒“Ｕ”形ꎬ但整体波动较小ꎮ 在哈萨克斯坦农

产品进口市场上ꎬ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ꎬ中国农产品都处于相对稳定的

态势ꎬ２０２０ 年哈萨克斯坦自中国进口农产品总额为 １ ７５ 亿美元ꎬ仅占哈进口

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４ ２５％ ꎬ这与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地位不符ꎬ两国农产

品贸易增长空间较大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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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哈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就贸易竞争性而言ꎬ不仅需要观察两国出口产品结构是否相似ꎬ还需要

分析两国产品在市场分布上是否存在差异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选取出口相似度

指数对中哈农产品出口结构的相似性进行量化分析ꎬ再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

数测算两国分别在哪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ꎬ最后运用贸易互补性指数反映

中哈农产品互补程度ꎮ
(一)两国农产品贸易出口结构差异缩小ꎬ但竞争关系微弱

本研究从商品域和市场域角度ꎬ采用美国学者 Ｒ.格利克和 Ａ Ｍ.罗斯

提出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衡量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相似

程度①ꎮ 测算公式如下:

Ｓｍ ｉｊꎬｋ( )２ ＝∑ｌ
(Ｘｌ

ｉｋ / Ｘｉｋ) ＋ Ｘｌ
ｊｋ / Ｘｊｋ( )

２[ ] × １ －
Ｘｌ

ｉｋ / Ｘｉｋ( ) － Ｘｌ
ｊｋ / Ｘｊｋ( )

Ｘｌ
ｉｋ / Ｘｉｋ( ) ＋ Ｘｌ

ｊｋ / Ｘｊｋ( )
[ ]{ } ×１００

公式(２)
公式(２)中ꎬＳｍ ｉｊꎬｋ( )２ 表示 ｉ 国和 ｊ 国出口到市场 ｋ 的产品相似度指数ꎬ

指数在 ０ ~ １００ 之间变动ꎬ指数越接近 １００ꎬ表示两国产品出口相似度越高ꎬ竞
争越激烈ꎮ Ｘｌ 表示第 ｌ 种商品ꎬＸ ｌ

ｉｋ / Ｘｉｋ代表 ｉ 国出口到 ｋ 市场的 ｌ 商品占 ｉ
国出口到 ｋ 市场的所有商品总额的比重ꎻ同理ꎬＸｌ

ｊｋ / Ｘｊｋ代表 ｊ 国出口到 ｋ 市场

的第 ｌ 种商品占 ｊ 国出口到 ｋ 市场所有商品总额的比重②ꎮ
由表 ５ 可得ꎬ在世界市场上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哈农产品出口相似度指

数均小于 ３２ꎬ整体呈现小幅上升趋势ꎮ 这表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

口结构差异缩小ꎬ在世界市场上存在小幅度增强的竞争关系ꎬ但竞争并不

激烈ꎮ
未来ꎬ随着中哈不断深化农业合作ꎬ两国必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调整

生产结构ꎬ最终形成产品的专业化生产ꎬ但要构成明显的竞争关系并非一

朝一夕之事ꎮ

—２９—

①

②

Ｒ Ｇｌｉｃｋꎬ Ａ Ｍ Ｒｏｓｅꎬ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Ｗｈｙ Ａ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Ｃｒｉｓ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１９９９ꎬ１８(４) :ｐｐ ６０３ － ６１７

Ｃ Ｓ Ｐｅａｒｓｏｎꎬ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Ｌａｄｄｅｒꎬ ｉｎ Ｓｈｕ － Ｃｈｉｎ Ｙａｎｇ ( ｅｄｓ )ꎬ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ｏｎｋ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ꎬ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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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哈农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出口相似度指数

年份 Ｓｍ ｉｊꎬｋ( )２ 年份 Ｓｍ ｉｊꎬｋ( )２ 年份 Ｓｍ ｉｊꎬｋ( )２ 年份 Ｓｍ ｉｊꎬｋ( )２

２００１ ２１ ３２ ２００６ ２５ ６６ ２０１１ ２３ ２６ ２０１６ ２４ １０

２００２ ２５ ０９ ２００７ ２４ ２１ ２０１２ １９ １１ ２０１７ ２７ ５５

２００３ ２６ ４６ ２００８ １８ ４４ ２０１３ ２２ ２５ ２０１８ ２７ ２０

２００４ ２６ ５７ ２００９ ２３ ４１ ２０１４ ２３ ６５ ２０１９ ２７ ４７

２００５ ３１ ０４ ２０１０ ２０ １７ ２０１５ ２３ ２１ ２０２０ ２６ ０８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ꎬ根据公式(２)计算得出ꎮ

从细分农产品看(见表 ６)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哈加工农产品出口相似度指

数呈现缓慢上升趋势ꎬ这说明两国的加工农产品出口相似度正在缓慢趋同ꎬ
原因可能是中国追求农产品出口多元化ꎮ 此外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其他四大

类农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均小于 １１ꎮ 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中哈具有

优势的农产品种类存在差别ꎬ致使中哈农产品出口相似度低ꎮ

表 ６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哈细分农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出口相似度指数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动物产品 ３ ３９ ７ ７１ ５ ４４ ６ １４ ５ ３８ ６ ０６ ５ ５３ ５ ９９ ５ １２

加工农产品 １２ ８３ ３４ ５７ ３６ ３７ ３８ ６１ ３８ ８２ ３５ １９ ２９ ０８ ２４ ７３ ３０ ２１

园艺产品 ３ ２５ ７ ３２ １ ５６ ２ ６２ ４ １５ ６ ４４ ５ ６２ ７ １７ ４ ６３

谷物和油料
油籽产品

１０ ２５ ８ ９０ ３ １８ ２ ６２ ２ ４５ ２ ９４ ３ ５２ ３ ７７ ３ ５０

纺织原料产品 ２ ４９ １ ３７ ０ ９６ ０ ７３ ０ ６３ ０ ６３ ０ ６４ ０ ５５ ０ ２７

资料来源:同表 ５ꎮ

综上所述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哈农产品出口市场呈现缓慢集中趋势ꎬ然而

两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具有明显的差异ꎬ这说明中哈农产品贸易关系不以竞争

为主ꎬ互补的可能性更大ꎮ
(二)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类别不重叠

采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ＴＣ)测算中哈在不同农产品上的比较优势ꎬ测
算公式如下:

ＴＣ 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ｊ( ) / Ｘｉｊ ＋ Ｍｉｊ( ) 公式(３)
公式(３)中ꎬＸｉｊ为 ｉ 国 ｊ 产品对世界出口额ꎬＭｉｊ为 ｉ 国 ｊ 产品从世界进口

额ꎬ若 ＴＣ ｉｊ > ０ꎬ说明 ｉ 国 ｊ 产品具有比较优势ꎬ反之ꎬ则表明 ｉ 国 ｊ 产品无比较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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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①ꎮ
中哈两国农产品比较优势整体呈下降趋势(见图 ３)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农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０ １５ 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 ０ ３９ꎮ
２００４ 年之后ꎬ中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持续表现为缺乏竞争力ꎬ其原因包

括劳动力成本增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等ꎮ 虽然哈萨克

斯坦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也有所下降ꎬ但是与中国不同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农

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先降后升且出现大幅波动ꎬ２０１２ 年后农产品贸易竞

争优势指数一直超过中国ꎬ这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农产品比较优势整体大于

中国ꎮ

图 ３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ꎬ根据公式(３)计算得出ꎮ

整体而言ꎬ中国农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逐渐下降ꎬ但在劳动密集型农

产品上依然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见图 ４)ꎮ 从细分农产品看ꎬ２０２０ 年中国加

工农产品和园艺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分别为 ０ ０４ 和 ０ １８ꎬ这说明中国

的加工农产品和园艺产品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依然保持比较优势ꎻ但是ꎬ中
国动物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迅速下降ꎬ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０ ２９ 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 ０ ５４ꎮ
由图 ５ 可得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ꎬ哈萨克斯坦纺织原料产品、谷物和油料油籽

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在 ０ ５ ~ １ 之间小幅波动ꎬ这表明哈萨克斯坦的土

地密集型农产品在世界贸易中具有明显优势ꎮ 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中ꎬ动物

产品和加工农产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很低ꎬ在 － ０ ５ 附近小幅波动ꎬ园艺产

品无显性比较优势且呈下降趋势ꎬ这表明哈萨克斯坦需要大量进口劳动密集

型农产品来满足本国的需求ꎮ

—４９—

① 李金锴、陈珏颖、刘合光:«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ꎬ«中国农业科技导

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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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不同农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同图 ３ꎮ

图 ５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哈萨克斯坦不同农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同图 ３ꎮ

(三)中哈农产品贸易商品种类上呈现明显的互补

从上述分析发现ꎬ中哈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存在较大差异ꎬ这些

农产品贸易可能存在互补性ꎮ 为此ꎬ本研究在比较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基础

上ꎬ进一步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ＴＣＩ)测算中哈农产品贸易的互补程度ꎬ以进

一步明确具有互补性的具体产品ꎮ 测算公式如下:
ＴＣＩｌｉｊ ＝ ＲＣＡｌ

ｉｘ × ＲＣＡｌ
ｊｍ 公式(４)

公式(４)中ꎬＴＣＩｌｉｊ表示 ｉ 国出口与 ｊ 国进口在 ｌ 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ꎻ

ＲＣＡｌ
ｉｘ是用出口来衡量 ｉ 国在 ｌ 类产品上的比较优势ꎬ ＲＣＡｌ

ｉｘ ＝
Ｘｌ

ｉ / Ｘｉ

Ｘｌ
ｗ / Ｘｗ

ꎻＲＣＡｌ
ｊｍ是

用进口来衡量 ｊ 国在 ｌ 产品上的比较劣势ꎬＲＣＡｌ
ｊｍ ＝

Ｍｌ
ｊ / Ｍｊ

Ｍｌ
ｗ / Ｍｗ

ꎮ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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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ＴＣＩｌｉｊ大于 １ 时ꎬ说明两国间贸易互补性较强ꎬ当该指数小于 １ 时ꎬ则说明

贸易互补性弱①ꎮ
通过测算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贸易互补性指数ꎬ发现两国

的农产品贸易具有互补性ꎬ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类别吻合ꎬ农产品贸

易结构优势互补ꎮ
中国以出口园艺产品为主ꎬ哈萨克斯坦以出口谷物和油料油籽产品、纺

织原料产品为主ꎮ 具体而言ꎬ以中国为出口国计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中ꎬ园
艺类产品(ＨＳ ０７、ＨＳ ０８)、加工农产品(ＨＳ ２０)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大于 １ꎬ说
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与哈萨克斯坦具有较强的互补性ꎮ

以哈萨克斯坦为出口国计算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中ꎬ谷物和油料油籽产品(ＨＳ
１０、ＨＳ １２０１ ~１２０９、ＨＳ １５０７ ~１５１５)、纺织原料产品(ＨＳ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３)的贸易互补性

指数大于１ꎬ说明哈萨克斯坦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与中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ꎮ

表 ７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出口和哈萨克斯坦进口具有互补性的农产品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动物产品 ０ ５５ ０ ３９ ０ ４４ ０ ３５ ０ ３７ ０ ３６ ０ ３５ ０ ３３ ０ ２７

加工农产品 １ ３５ ０ ９５ ０ ７２ ０ ６３ ０ ７０ ０ ７２ ０ ７２ ０ ６０ ０ ５１

园艺产品 ０ ５７ ０ ２９ ０ ９５ １ ０５ １ １３ １ ０９ １ １１ ０ ８２ １ ０６

谷物和油料
油籽产品

０ ４３ ０ １５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纺织原料产品 ０ ０２ ０ １７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ꎬ根据公式(４)计算得出ꎮ

表 ８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进口和哈萨克斯坦出口具有互补性的农产品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动物产品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１０ ０ ０９ ０ １０ ０ １５ ０ １８

加工农产品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１０ ０ ２１ ０ ２４ ０ １９ ０ １７ ０ １７ ０ ２３

园艺产品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１３ ０ ０９

谷物和油料
油籽产品

６ ４８ １ ８３ ２ ４３ ３ ２６ ３ ６４ ３ １４ ３ ５６ ４ １３ ４ １１

纺织原料产品 １１ １３ １３ １４ ３ ００ ２ ２２ ３ ９４ ３ ３９ ２ ３２ ３ ２２ ３ ７１

资料来源:同表 ７ꎮ

—６９—

① 金缀桥、杨逢珉:«中韩双边贸易现状及潜力的实证研究»ꎬ«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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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哈农产品贸易结构多样化和贸易潜力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中哈农产品贸易结构多样化和贸易潜力ꎬ采用产品分散度

指数对中哈农产品贸易多样化进行测算ꎬ再使用贸易强度指数测算双边农产

品贸易的发展潜力ꎮ
(一)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农产品呈现多样化

产品分散度指数(ＥＮｐ)是衡量产品多元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ꎮ 测算

公式如下:
ＥＮＰ ＝ １ / ∑ Ｘｉｋ / Ｘｉｗ( )２ 公式(５)

公式(５)中ꎬＸｉｋ表示 ｉ 国出口 ｋ 产品的出口额ꎻＸｉｗ表示 ｉ 国出口总额ꎮ
ＥＮｐ 数值越大ꎬ说明 ｉ 国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ꎬ贸易风险小ꎻ反之ꎬ则说明

该国贸易产品种类集中ꎬ贸易风险大①ꎮ

表 ９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哈农产品出口的产品分散度指数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中国 １２ ４３ １１ ０１ １０ ３０ １０ ５６ １０ ３８ １０ ６１ １１ １４ １１ ６７ １１ ９０

哈萨克斯坦 １ ７５ ５ ２１ ２ ９１ ４ ６２ ４ ６４ ５ ７１ ４ ６３ ５ ０９ ４ ７５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ꎬ根据公式(５)计算得出ꎮ

表 ９ 显示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哈农产品出口的产品分散度指数ꎮ 与哈萨克

斯坦相比ꎬ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产品分散度指数波动幅度较小ꎬ这说明在世界

市场上ꎬ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相对稳定ꎮ 横向来看ꎬ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的这

一指标均高于哈萨克斯坦ꎬ这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多元化程度较高ꎬ出口

产品结构风险较小ꎮ 纵向来看ꎬ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产品分散度指数呈下降趋

势ꎬ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２ ４３ 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１ ９ꎬ应引起重视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的产品分散度指数呈小幅波动上

升趋势ꎬ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１ ７５ 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４ ７５ꎬ这说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

口逐渐向多元化转变ꎮ 这一点体现在近年来哈农产品出口种类和贸易伙伴

国数量增加上ꎬ哈萨克斯坦除了保持与独联体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以外ꎬ还不

断扩大对中国、欧盟、中东和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出口ꎮ 哈萨克斯坦希望借

—７９—

① 顾晓燕:«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结构风险测算———基于 １９９５ 年 ~ ２００９ 年数

据»ꎬ«资源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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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出口带动国内绿色农产品生产ꎬ并且在保障主要食品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扩

大农产品出口ꎮ
(二)中哈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和比较优势并未完全发挥

本研究借助日本学者 Ｋ Ｋ.小岛①的贸易强度指数(ＴＩＩ)测算中哈农产品

贸易的紧密程度ꎬ据此分析中哈农产品贸易发展潜力ꎮ 其测算公式如下:

ＴＩＩｌａｂ ＝
Ｘｌ

ａｂ / Ｘｌ
ａｗ

Ｎｌ
ｂｗ / (Ｎｌ

ｗｗ － Ｎｌ
ａｗ)

公式(６)

公式(６)中ꎬＴＩＩｌａｂ代表 ａ 国与 ｂ 国的 ｌ 产品的贸易强度ꎻＸｌ
ａｂ和 Ｘｌ

ａｗ分别表示

ａ 国 ｌ 产品对 ｂ 国和世界的出口额ꎻＮｌ
ｂｗ、Ｎｌ

ｗｗ和 Ｎｌ
ａｗ分别代表 ｂ 国、世界和 ａ 国的

ｌ 产品进口额ꎮ 若 ＴＩＩｌａｂ >１ꎬ意味着两国在 ｌ 产品方面贸易联系较为密切②ꎮ

表 １０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农产品贸易强度指数

ＨＳ 编码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０７ ０ ２４ ０ ４０ １ ２９ １ ０２ １ ０１ １ ０５ ０ ９９ １ ４６ ２ ００

０８ ９ ４１ ３０ ６７ １０ １９ ６ ０１ ６ ４５ １０ ５４ ８ ７９ ７ ４６ ３ １７

１２１０ ~ １２１４ꎬ１３ ０ ２４ ０ ００ ０ ２３ ０ ８９ ０ ７０ １ １６ １ ６２ １ ５０ １ １２

２０ ２ ８５ １ ４８ １ ７１ １ ４７ １ ４５ １ ６３ １ ６１ １ ６５ １ ９２

２１ ７ ０４ ０ ８８ ０ ９６ １ １７ １ １９ １ ０８ １ ０８ １ ０４ １ ０８

２２ ４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７ ０ ２２ １ ６２ ０ ５５ １ ０４ １ ３４ ２ ８２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ꎬ根据公式(６)计算得出ꎮ

表 １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出口农产品贸易强度指数

ＨＳ 编码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０５ １ ４２ １ ７５ １ ８７ ８ ９２ ９ ３６ ８ １７ ６ ７７ ６ ９０ ３ ３６

１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５１ ０ ４４ １ １９ １ ２０ １ ６０ １ ７０ １ ９４

１２１０ ~ １２１４ꎬ１３ １１ ９５ ０ ００ １ ９６ ９ ３８ ７ ６９ ６ ０４ ６ ２４ ４ ３５ ３ ７７

１４ ６ ００ ８ １３ ４ ４９ ４ ５６ ５ ３６ ５ １３ ３ ０３ ６ ８９ ２ ８９

１５０７ ~ １５１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 ０４ ５ ５０ ５ ７０ ５ ５６ ５ ４３ ４ ２０

１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１３ ７ ９７ ６ １２ ２ ３８ １ ６３ １ ６５ ３ ０６

１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６０ １ １７ １ ７４ ０ ７０ ０ ７３ １ ０１ １ １６

—８９—

①

②

Ｋ Ｋ Ｋｏｊｉｍａꎬ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Ｈｉｔｏｔｓｕｂａｓｂ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１９６４(１) :ｐｐ １６ － ３６.

孙致陆、李先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基于

贸易互补性、竞争性和增长潜力的实证分析»ꎬ«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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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１)

ＨＳ 编码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５ ２７ ３ ４７ １ ２１ ０ ７１ ０ ６８ １ ４１

２３ ３ ４０ ０ ８３ ０ ３１ ０ ２７ ０ １０ ０ ６５ １ ９４ ７ ５６ ６ ８２

５００１ ~ ５００３ ４１ ２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７ ７８ ３５ ４０ ４６ ０７ ３０ ９６ １９ ５２ １０ ５０

５１０１ ~ ５１０３ ０ ３３ ０ ４１ １ ４１ １ ５８ １ ４７ １ ６１ １ ５１ １ ７８ １ １６

资料来源:同表 １０ꎮ

从 ２００１ ~ ２０２０ 年中哈农产品贸易强度指数可以看出ꎬ中哈整体农产品

贸易联系不强ꎮ 由表 １０ 和表 １１ 可得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中ꎬ强度指数

较大的商品主要为园艺产品(ＨＳ ０７、ＨＳ ０８、ＨＳ １２１０ ~ １２１４、ＨＳ １３)和加工农

产品(ＨＳ ２０、ＨＳ ２１、ＨＳ ２２)ꎬ其余农产品的贸易强度指数均小于 １ꎬ这说明中

国对哈萨克斯坦主要出口园艺产品和加工农产品ꎮ 与此相比ꎬ哈萨克斯坦对

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强度指数水平更高ꎬ动物产品(ＨＳ ０５)、谷物和油料油籽产

品(ＨＳ １０、ＨＳ １５０７ ~ １５１５)、园艺产品(ＨＳ １２１０ ~ １２１４、ＨＳ １３、ＨＳ １４)、加工

农产品(ＨＳ １８、ＨＳ ２０、ＨＳ ２３)、纺织原料产品(ＨＳ ５００１ ~ ５００３、ＨＳ ５１０１ ~
５１０３)的贸易强度指数整体而言大于 １ꎮ 这意味着ꎬ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在这

些产品上贸易联系密切ꎮ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资源禀赋差异明显ꎬ并且双方农产品贸易呈现

较为快速的增长趋势ꎬ双边农产品贸易关系将会更加紧密ꎮ 但目前贸易规模

小ꎬ双方的资源禀赋优势并未完全得到发挥ꎮ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联合国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数据库的贸易数据ꎬ首先ꎬ借助出口市场

相似度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研究和分析中哈农产品贸

易竞争性与互补性ꎻ其次ꎬ借助产品分散度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分析中哈两

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潜力ꎮ 得出以下结论ꎮ
第一ꎬ从中哈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来看ꎬ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两国农产品贸易

规模呈波动性增长ꎬ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ꎬ且贸易

顺差有缩小趋势ꎬ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骤

减ꎬ处于贸易逆差状态ꎮ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在不同时期各大类农

产品的贸易规模和占比存在较大差别ꎬ目前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主要集中

在加工农产品和园艺产品ꎬ进口贸易产品结构正逐步向多样化发展ꎬ主要为

—９９—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谷物和油料油籽产品、加工农产品ꎮ 整体上看ꎬ中哈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

单一ꎮ
第二ꎬ从中哈两国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看ꎬ中哈农产品贸易存在收支不

平衡问题ꎬ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基于比较优势展开ꎬ中国在蔬菜、水果等园艺

产品及蔬菜和水果制剂加工农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ꎬ哈萨克斯坦在谷物和油

料油籽产品、纺织原料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ꎬ在农产品贸易往来上两国优势

互补ꎬ贸易结构匹配度较高ꎮ
第三ꎬ从中哈农产品贸易结构多样化和潜力角度看ꎬ与哈萨克斯坦相比ꎬ

中国出口农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ꎬ出口产品结构风险较小ꎮ 目前ꎬ中哈农产

品贸易整体联系不够紧密ꎬ贸易规模小ꎬ双方农产品资源禀赋优势尚未完全

展现ꎮ 因此ꎬ中哈双方农产品贸易在未来仍有发展潜力ꎬ在贸易规模和产品

类别上仍有拓展空间ꎮ
为促进中哈农产品贸易进一步发展ꎬ缓解国内农产品市场供需结构不平

衡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ꎮ
第一ꎬ中哈两国应加强农产品贸易便利化协调对接机制ꎮ 以 “丝绸之路

经济带”倡议与哈萨克斯坦 “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为发展契机ꎬ提高农

产品贸易和投资水平ꎬ加强农产品贸易和投资的风险预警与防范ꎬ推动中国

对外投资和农产品出口贸易齐头并进ꎮ
第二ꎬ继续发展特色优势农产品ꎬ优化出口结构ꎬ促进中哈两国农产品贸

易多样化ꎮ 哈萨克斯坦应充分发挥在谷物及谷物制品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上

的出口比较优势ꎬ发展油籽和橄榄果实等特色农产品ꎮ 中国应积极向哈萨克

斯坦出口对哈具有较强互补性的水果、蔬菜等园艺产品ꎬ抓住对哈萨克斯坦

出口优质蔬菜和水果的契机ꎬ探索进行其他农产品贸易的可能性ꎬ进一步增

加农产品贸易品种ꎮ
第三ꎬ结合中国居民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ꎬ增加自哈萨克斯坦进口具有

竞争优势的农产品规模ꎬ带动哈国内绿色农产品生产ꎬ以贸易促进哈国内农

业供给侧改革ꎮ 中国应注重发挥自身农业科技创新优势ꎬ瞄准哈萨克斯坦及

欧亚经济联盟内各国对农产品贸易的需求ꎬ增加农产品出口ꎮ 与此同时ꎬ由
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产量易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ꎬ可加强中哈农业科技领域

合作ꎬ开展节水灌溉、作物育种、防治病虫害、农业节能和畜牧规模化养殖等

方面的技术交流与合作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０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