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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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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

易数据ꎬ 叙述了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的贸易现状ꎬ 对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结构分门别类ꎬ 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

和产业内贸易水平ꎮ 结果显示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不平衡ꎬ
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ꎬ 但顺差逐渐缩小ꎻ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

易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的比重极低ꎬ 有待进一步扩大ꎻ 中国对中东欧各国

的农产品竞争力较强ꎬ 以产业间贸易为主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农产品

贸易整体上呈现较强的互补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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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匈牙利、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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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于所有参与国都是有利的①ꎮ 作为 “一带一路” 在地区合作层面的落实ꎬ
“１６ ＋ １” 合作是一个样板ꎬ 推动了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在经贸等方面的合作

与交流ꎮ 在 “一带一路” 和 “１６ ＋ １” 合作背景下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都

愿意促进贸易投资双增长ꎬ 扩大农业合作及农产品、 食品贸易ꎬ 使贸易平

衡发展ꎮ

一　 研究综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 １” 合作机制提出后ꎬ 关于中东欧 １６ 国的研究成果大量

涌现ꎮ 于军研究了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之间的合作机制问题②ꎻ 理查德图

尔克萨尼在 “１６ ＋ １” 合作平台下探讨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问题③ꎻ
龙海雯等认为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在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市场方面均体现出

互补性④ꎻ 李永全、 朱晓中分别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进行了论述⑤ꎻ 鲁

道夫弗斯特等从捷克方面论述与中国在中东欧关系中的经验⑥ꎻ 萨尔米

扎彭恰从罗马尼亚方面论述了中国与中东欧的关系⑦ꎮ 在 “１６ ＋ １” 合作

机制提出之前ꎬ 有关中东欧研究的成果也层出不穷ꎮ 高歌从国家转型和加

入欧盟的视角对中东欧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⑧ꎻ 尚宇红分析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货物贸易结构⑨ꎻ 杨丽华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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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理查德图尔克萨尼、 邴雪: « “１６ ＋ １ 合作” 平台下的中国和中

东欧国家合作及其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作用»ꎬ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于军: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现状与完善路径»ꎬ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同①ꎮ
龙海雯、 施本植: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竞争性、 互补性及贸易潜力研究»ꎬ

«广西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李永全: «走向务实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ꎻ 朱晓中: «中国—中东欧国家

关系发展的阶段及特点»ꎬ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捷克] 鲁道夫弗斯特、 梁卿: «中国在中东欧: “１ ＋ １６” 与捷克经验»ꎬ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罗马尼亚] 萨尔米扎彭恰: «罗马尼亚———中国与中东欧关系的战略伙

伴»ꎬ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高歌: «中东欧研究: 国家转型与加入欧盟———第一届中国—中东欧论坛综

述»ꎬ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ꎮ
尚宇红: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货物贸易结构分析»ꎬ «俄罗斯中亚

东欧市场»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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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贸易合作问题①ꎮ 然而ꎬ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产品贸易方面的研究成果

偏少ꎬ 仅有张海森等根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６ 年统计数据ꎬ 研究了中国与东欧 １１
个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规模和结构②ꎬ 还基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数据ꎬ 利用引力

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 １３ 国农产品贸易问题③ꎻ 李丹等利用引力模型对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研究④ꎮ 在 “１６ ＋ １” 合作和

“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下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经贸合作更加密切ꎬ 双边的

农产品贸易额也逐年递增ꎮ 现有的研究较多集中在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经贸

关系的整体层面ꎬ 尚未聚焦于农产品贸易层面ꎬ 已有的研究成果有的已无

法反映新时期的问题ꎬ 有的并未全面覆盖中东欧 １６ 国ꎬ 缺乏一个整体的研

究角度ꎮ

二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现状

近年来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 (见图 １)ꎬ ２００６ 年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为 ４ ５２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４ 年贸易额超过 １２ 亿美元ꎬ 达到

１２ ０４ 亿美元ꎬ 是 ２００６ 年贸易额的近 ３ 倍ꎬ 创历史新高ꎮ 其中ꎬ 中国自中

东欧 １６ 国的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ꎬ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４ ５００ 万美元增至 ２０１４ 年

的 ４ ５６ 亿美元ꎻ 中国向中东欧 １６ 国的农产品出口呈现多次波动态势ꎬ 从

２００６ 年起持续 ３ 年增长ꎬ 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７ ２ 亿美元的峰值后下降ꎬ ２０１１ 年再

次增至 ７ ７２ 亿美元后又继续下降ꎬ 于 ２０１４ 年达到一个峰值ꎬ 为 ７ ４８ 亿美

元ꎬ 随后在 ２０１５ 年又出现下降ꎮ 相对 ２０１４ 年ꎬ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均出现下降趋势ꎮ 在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中ꎬ
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ꎬ ２００６ 年顺差为 ３ ６２ 亿美元ꎬ 随后呈波动态

势ꎬ ２００８ 年顺差达到一个峰值ꎬ 为 ６ ６２ 亿美元ꎬ 随后下降ꎬ ２０１１ 年再次

达到一个峰值ꎬ 为 ６ ３２ 亿美元ꎮ 从 ２０１２ 年起ꎬ 顺差呈现持续缩小的态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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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华: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服务贸易合作前景分析»ꎬ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

场»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ꎮ
张海森、 刘英杰、 张晓静: «我国与东欧国家农产品贸易现状与前景分析»ꎬ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张海森、 谢杰: «中国—东欧农产品贸易: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ꎬ «中国

农村经济»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 期ꎮ
李丹、 夏秋、 周宏: «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

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ꎬ «新疆农垦经济»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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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顺差缩减为 ２ ５８ 亿美元ꎮ

　 　 图 １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变化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中国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计算

得出ꎮ

　 　 图 ２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增长率 (％)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在图 ２ 中ꎬ 总进口增长率、 总出口增长率和总进出口增长率表示中国

在该年度总的农产品进出口增长情况ꎬ 进口增长率、 出口增长率和进出口

增长率则分别表示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在该年度的农产品进出口增长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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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ꎮ 在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中ꎬ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 年ꎬ 进口和出口贸

易整体上呈现波浪式的增长态势ꎬ 且大部分年份为负增长ꎮ 这种趋势在中

国自中东欧 １６ 国的进口增长率上表现最为显著ꎬ 进口增长率仅在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为正值ꎬ 其余年份均为负值ꎬ ２０１３ 年达到波峰ꎬ ２０１０ 年

达到波谷ꎬ 其余年份均随着波峰和波谷的走势波动ꎮ 中国向中东欧 １６ 国出

口方面ꎬ 整体波动与进口趋同ꎬ 只是波动的幅度偏小ꎬ ２００９ 年达到波峰ꎬ
２００７ 年达到了波谷ꎮ ２０１２ 年之前进出口增长率与进口、 出口增长率的走势

几乎相同ꎬ 略有差异ꎬ 在 ２００９ 年达到波峰ꎬ ２００７ 年达到波谷ꎻ ２０１２ 年之

后ꎬ 进出口增长率与进口、 出口增长率走势相反ꎮ
对比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增长与中国总贸易增长情况ꎬ 发现

中国自中东欧 １６ 国的进口增长情况与中国农产品的总进口增长情况不吻

合ꎮ 除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总进口增长率为负值外ꎬ 其他年份均为正值ꎻ
中国总进口增长率的波峰出现在 ２００８ 年ꎬ 波谷出现在 ２００９ 年ꎬ 这与中国

自中东欧 １６ 国的进口情况显著不同ꎬ 且两者走势恰恰相反ꎮ 当中国总进口

处于增长周期时ꎬ 中国自中东欧 １６ 国的进口处于衰退周期ꎬ 反之亦然ꎮ 在

出口方面ꎬ 中国向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的出口增长率与中国农产品的总出口

增长率走势显著不同ꎬ 除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表现趋同外ꎬ 其他年份中国向中东

欧 １６ 国出口与中国农产品的总出口表现情况相反ꎻ 中国向中东欧 １６ 国的

出口增长率在 ２００９ 年达到波峰ꎬ 而中国总出口增长率则达到波谷ꎮ 在进出

口方面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进出口增长率同中国总进出口增长率整体趋势

相反ꎮ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额在中国农产品总贸易额中所占比重如

图 ３ 所示ꎬ 整体所占的比重极低ꎬ 中国自中东欧 １６ 国的农产品进口额在中

国农产品总进口额中所占比重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周期内处于 ０ １％ ~ ０ ３８％
范围ꎬ 中国向中东欧 １６ 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在中国农产品总出口额中所占比

重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周期内处于 ０ ９８％ ~ １ ７９％ 范围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

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周

期内处于 ０ ５％ ~０ ７９％范围ꎮ 从所占比重的年度变化趋势看ꎬ 出口方面从

２００６ 年起持续 ３ 年递增ꎬ 在 ２００８ 年达到了峰值ꎬ 随后一直呈现逐年递减趋

势ꎮ 进口方面的比重呈现逐年递增趋势ꎬ 尤其从 ２０１３ 年起ꎬ 近 ３ 年递增幅

度较大ꎮ 进出口方面ꎬ 整体呈现递减趋势ꎬ 在 ２０１２ 年出现波谷后ꎬ 再次呈

现递增趋势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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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中东欧 １６ 国进出口贸易额在中国总进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 (％)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从国别看ꎬ 各国在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中所占比重见表 １ꎮ
从中国自中东欧 １６ 国进口方面看ꎬ 波兰是中国自中东欧 １６ 国中最大的进

口国ꎬ 其比重为 ３９ ４２％ ꎬ 其他比重超过 １０％ 的国家依次是塞尔维亚、 匈

牙利和保加利亚ꎬ 分别为 １５ ３９％ 、 １４ ９７％ 和 １１ ２２％ ꎮ 从中国向中东欧

１６ 国出口方面看ꎬ 波兰也是中国向中东欧 １６ 国中最大的出口国ꎬ 其比重为

４３ ２７％ ꎬ 此外ꎬ 罗马尼亚、 捷克和立陶宛的比重也相对较大ꎬ 分别为

１６ ４５％ 、 ７ １％和 ６ ７８％ ꎮ 在进出口方面ꎬ 波兰仍旧是所占比重最大的国

家ꎬ 为 ４１ ７９％ ꎬ 其次分别是罗马尼亚、 捷克、 匈牙利、 保加利亚和塞尔维

亚ꎬ 所占比重依次为 １１ ２３％ 、 ８％ 、 ７ ６４％ 、 ６ ９８％和 ６ ６８％ ꎮ

表 １ 中东欧各国在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

农产品贸易中的比重 (％)

国别 进口 出口 进出口 国别 进口 出口 进出口

阿尔巴尼亚 ０ ０５ １ ３８ ０ ８７ 拉脱维亚 １ ０２ ２ ７５ ２ ０８
保加利亚 １１ ２２ ４ ３３ ６ ９８ 立陶宛 ０ ４６ ６ ７８ ４ ３５

波黑 ０ ７０ ０ ４４ ０ ５４ 马其顿 ０ ５１ ０ ６５ ０ ５９
克罗地亚 ０ ２７ ３ ７０ ２ ３８ 黑山 ０ ２９ ０ ２８ ０ ２８

捷克 ９ ４５ ７ １０ ８ ００ 波兰 ３９ ４２ ４３ ２７ ４１ ７９
斯洛伐克 ０ ４０ １ ２２ ０ ９１ 罗马尼亚 ２ ９０ １６ ４５ １１ ２３
爱沙尼亚 １ ９４ ２ ４６ ２ ２６ 斯洛文尼亚 １ ０２ ４ ９１ ３ ４１
匈牙利 １４ ９７ ３ ０５ ７ ６４ 塞尔维亚 １５ ３９ １ ２３ ６ ６８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４９—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 中东欧

三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结构

在农产品贸易结构方面的数据取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ꎬ 采用海关 ＨＳ２０１２ 编码ꎬ 统计口径包括 ＨＳ０１ ~ ＨＳ２４ꎬ 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农产品编码及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０１ 活动物 ０９ 咖啡、 茶、 马黛茶
及调味香料

１７ 糖及糖食

０２ 畜肉及杂碎 １０ 谷物 １８ 可可及其制品

０３ 水、 海产品 １１ 制粉工业产品 １９ 谷物、 粮食粉、 淀粉制
品ꎬ 糕点

０４
乳 品、 蛋 品、
蜂蜜及其他食
用动物产品

１２
油料、 工业用或药
用植物、 稻草、 秸
秆及饲料

２０ 蔬 菜、 水 果、 坚 果 等
制品

０５ 动物源性产物 １３ 植物液、 汁 ２１ 杂项食品

０６ 活植物及花卉 １４ 编结用植物材料 ２２ 饮料、 酒及醋

０７ 食用蔬菜 １５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
解产品

２３ 食品工业的残渣、 废料ꎬ
配制的动物饲料

０８ 食 用 水 果 及
坚果

１６ 肉类、 水产品制品 ２４ 烟草及其制品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在本次统计口径的 ２４ 个农产品类别中ꎬ 中东欧 １６ 国各国农产品在具

体进口和出口农产品类别中差异显著ꎮ 一些国家与中国在农产品进口、 出

口类别上数量均较少ꎬ 如中国对波黑的进口、 出口农产品类别分别是 ３ 种

和 ７ 种ꎻ 中国对黑山的进口、 出口农产品类别分别是 ３ 种和 ９ 种ꎮ 一些国

家与中国在农产品进口、 出口类别上数量均较多ꎬ 如中国对保加利亚的进

口、 出口农产品类别分别是 １５ 种和 ２１ 种ꎻ 中国对波兰的进口、 出口农产

品类别分别是 ２２ 种和 ２１ 种ꎻ 中国对罗马尼亚的进口、 出口农产品类别分

别是 １６ 种和 １９ 种ꎮ 还有一些国家与中国在农产品进口类别数量上与出口

类别数量上表现得不均衡ꎬ 如爱沙尼亚的进口类别要显著多于出口类别ꎬ
进口类别为 １６ 种ꎬ 出口类别为 ７ 种ꎻ 马其顿的进口类别要显著少于出口类

别ꎬ 进口类别为 ３ 种ꎬ 出口类别为 １４ 种ꎮ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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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进出口类别数量

国别
进口类别
数量 (种)

进口类别占比
(％ )

出口类别
数量 (种)

出口类别占比
(％ )

阿尔巴尼亚 ９ ３７ ５０ １５ ６２ ５０

保加利亚 １５ ６２ ５０ ２１ ８７ ５０

波黑 ３ １２ ５０ ７ ２９ １７

克罗地亚 ９ ３７ ５０ １９ ７９ １７

捷克 １４ ５８ ３３ ２３ ９５ ８３

斯洛伐克 ８ ３３ ３３ １５ ６２ ５０

爱沙尼亚 １６ ６６ ６７ ７ ２９ １７

匈牙利 １６ ６６ ６７ １９ ７９ １７

拉脱维亚 １１ ４５ ８３ ２０ ８３ ３３

立陶宛 １２ ５０ ００ １９ ７９ １７

马其顿 ３ １２ ５０ １４ ５８ ３３

黑山 ３ １２ ５０ ９ ３７ ５０

波兰 ２２ ９１ ６７ ２１ ８７ ５０

罗马尼亚 １６ ６６ ６７ １９ ７９ １７

斯洛文尼亚 １１ ４５ ８３ １７ ７０ ８３

塞尔维亚 １０ ４１ ６７ １５ ６２ ５０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整理得出ꎮ

从产品类别看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在各国农产品具体进口、 出口产品

类别的比重上差异显著ꎮ 从中国自中东欧国家进口农产品看ꎬ 多集中在单

一类别上ꎬ 且该类别农产品所占比重很高ꎬ 如塞尔维亚的 ＨＳ２４ 类别

(９７ ７９％ )、 波 黑 的 ＨＳ１５ 类 别 ( ９２ ３９％ )、 匈 牙 利 的 ＨＳ０２ 类 别

(８２ ０９％ )、 马其顿的 ＨＳ１９ 类别 (８２ ０４％ )、 保加利亚的 ＨＳ１０ 类别

(８０ ３％ )、 阿尔巴尼亚的 ＨＳ２３ 类别 ( ７８ ３２％ )、 黑山的 ＨＳ２３ 类别

(７１ １８％ )ꎻ 或集中在少数类别上ꎬ 如克罗地亚的 ＨＳ１９ 类别 (５２ ２５％ )、
ＨＳ２２ 类 别 ( ３４ １８％ )ꎬ 捷 克 的 ＨＳ１２ 类 别 ( ３８ ３２％ )、 ＨＳ１３ 类 别

(３３ ６７％ )ꎬ 斯洛伐克的 ＨＳ２２ 类别 (４０ ４２％ )、 ＨＳ１８ 类别 (３５ １７％ )ꎬ
拉脱维亚的 ＨＳ０８ 类别 (５６ ６８％ )、 ＨＳ２２ 类别 (２６ ７４％ )ꎬ 立陶宛的

ＨＳ２４ 类别 (４４ ３２％ )、 ＨＳ２３ 类别 (３０ ７７％ )ꎬ 罗马尼亚的 ＨＳ２２ 类别

(３８ ２２％ )、 ＨＳ２１ 类别 (１８ ９５％ )ꎬ 爱沙尼亚的 ＨＳ１８ 类别 (５０ ２７％ )、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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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２０ 类 别 ( ２０ ７６％ )ꎻ 个 别 国 家 比 较 分 散ꎬ 如 波 兰 的 ＨＳ１８ 类 别

(２６ ７８％ )、 ＨＳ０４ 类别 ( ２６ ６８％ )、 ＨＳ０２ 类别 ( １６ ５％ )、 ＨＳ２１ 类别

(１２ ２９％ )ꎮ 从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出口农产品看ꎬ 绝大多数国家较分散ꎬ 单

个农产品比重超过 １０％的类别 ３ ~ ８ 个不等ꎬ 且多集中在 ３ ~ ４ 个ꎻ 个别国

家集中在单一类别ꎬ 如爱沙尼亚的 ＨＳ０３ 类别 (９３ ６４％ )、 斯洛文尼亚的

ＨＳ１２ 类别 (６３ ９％ )ꎮ

四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

贸易竞争力指数ꎬ 又称可比净出口指数 ( Ｎｏ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
ＮＴＢ)ꎬ 具体指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额与进出口总额之比ꎬ 是衡量产业

或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方法①ꎮ ＮＴＢ 取值范围为 [ － １ꎬ １]ꎬ ０ 是贸

易竞争力指数的临界点ꎻ ＮＴＢ > ０ꎬ 说明具有竞争力ꎬ 且越接近 １ꎬ 其竞争

力越强ꎻ 反之ꎬ 表示竞争力越弱ꎮ 总体上看ꎬ 中国对中东欧各国的农产品

竞争力很强 (见表 ４)ꎮ 其中ꎬ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贸易竞争力表现最佳ꎬ 大

多数年份等于 １ꎬ 其他年份也临近于 １ꎻ 中国对克罗地亚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也接近于 １ꎻ 中国对斯洛伐克、 波黑、 立陶宛、 马其顿和罗马尼亚贸易竞争

力指数也较高ꎬ 表明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中具有绝对的优势ꎮ
中国对保加利亚、 爱沙尼亚、 黑山、 波兰、 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在前几

年的竞争优势较为显著ꎬ 只是在近两年出现了下滑ꎬ 且下滑幅度较大ꎬ 甚

至还出现了负数ꎬ 如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出现了负数ꎬ
波兰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显著下滑ꎬ 说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农产品竞争力减弱ꎮ

表 ４ 中国对中东欧 １６ 国的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国别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阿尔巴尼亚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９７ ０ ９７ ０ ９７ ０ ９８ ０ ９６

保加利亚 ０ ８９ ０ ８０ ０ ８６ ０ ９０ ０ ８３ ０ ８５ ０ ８１ ０ ７２ － ０ １８ － ０ ２４

波黑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９８ ０ ９３ ０ ８６ ０ ７８ ０ ００

克罗地亚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０ ９６ ０ ９１ ０ ９４ ０ ９３ ０ ９１

捷克 ０ ７７ ０ ４４ ０ ３４ ０ ４６ ０ １８ ０ １０ － ０ １０ ０ ０１ ０ １２ ０ ０９

斯洛伐克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９７ ０ ９８ ０ ９６ ０ ９０ ０ ８０ ０ ５６ ０ ６６

—７９—
① 张金昌: «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和方法»ꎬ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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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 ０ ９４ ０ ８０ ０ ７３ ０ ６６ ０ ７５ ０ ６７ ０ ３８ ０ ２６ ０ ５４ ０ ３４

匈牙利 ０ ２６ ０ ７３ ０ ６５ ０ ４９ ０ １８ － ０ ０３ － ０ ０３ － ０ １５ ０ ００ － ０ ５１

拉脱维亚 ０ ７６ ０ ８６ ０ ９７ ０ ５６ ０ ６２ ０ ４９ ０ ４３ ０ ３３ ０ ６７ ０ ６２

立陶宛 ０ ６７ ０ ８７ ０ ８９ ０ ８９ ０ ８３ ０ ８４ ０ ７６ ０ ７４ ０ ８５ ０ ９２

马其顿 ０ ９９ １ ００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８６ ０ ６０ ０ ７９ ０ ６８ ０ ６６ ０ ３４

黑山 — ０ ８５ ０ ９５ ０ ８９ ０ ８１ ０ ５４ ０ ５５ ０ ７０ ０ ５７ ０ ２２

波兰 ０ ７３ ０ ８２ ０ ８７ ０ ８４ ０ ７５ ０ ７２ ０ ５８ ０ １９ ０ １２ ０ ２７

罗马尼亚 ０ ９９ ０ ９８ ０ ９４ ０ ９０ ０ ９０ ０ ９３ ０ ８６ ０ ９１ ０ ７７ ０ ８０

斯洛文尼亚 ０ ９８ ０ ９２ ０ ８７ ０ ９８ ０ ８８ ０ ７８ ０ ６４ ０ ２５ ０ ７４ ０ ７７

塞尔维亚 — ０ ９５ ０ ９１ ０ ９５ ０ ８８ ０ ８４ ０ ８６ ０ ８５ － ０ ６２ － ０ ７７

注: 黑山和塞尔维亚于 ２００６ 年分别独立ꎬ 该年度两个数据缺失ꎮ
资料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中国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ꎬ 按照

ＮＴＢ 计算方法得出ꎮ

与其他国家相比ꎬ 中国对捷克和匈牙利的农产品竞争力较小 (见表

４)ꎮ 捷克从 ２０１０ 年起ꎬ 竞争力指数从未超过 ０ ２ꎬ 甚至在 ２０１２ 年还出现了

负数ꎻ 匈牙利也是从 ２０１０ 年起指数偏小ꎬ 甚至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出现了负数ꎮ 从产品结构上看ꎬ 中国与捷克在 ＨＳ０１、 ＨＳ１２、
ＨＳ１３、 ＨＳ１８、 ＨＳ１９、 ＨＳ２２ 类别农产品的贸易中处于较大的劣势地位ꎬ 在

这些农产品方面中国从捷克进口份额较大ꎻ 中国与匈牙利在 ＨＳ０２、 ＨＳ０４、
ＨＳ０５、 ＨＳ１７、 ＨＳ１８、 ＨＳ１９、 ＨＳ２２、 ＨＳ２３ 类别农产品贸易中处于较大劣

势ꎬ 在这些农产品方面中国从匈牙利的进口份额较大 (见表 ５)ꎮ

表 ５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捷克和匈牙利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ＨＳ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捷克 － ０ ８９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６７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匈牙利 　— － １ ００ １ ００ － ０ ３７　 － ０ ２３ ０ ６５ ０ ９８ ０ ９８

ＨＳ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捷克 　 ０ ９５ １ ００ ０ ５７ － ０ ５４　 － ０ ６３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匈牙利 １ ００ —　 —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２１ ０ １７

ＨＳ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捷克 　 ０ ７９ － １ ００ － ０ ５２　 　 ０ ９８ 　 ０ ６９ － ０ ８７ ０ ７９ １ ００

匈牙利 － ０ ４７ － ０ ３９ － ０ ５４　 　 ０ ７４ 　 ０ ４７ － ０ ９９ － ０ ４０　 　—

注: “—” 表示该编号商品未发生进出口贸易行为ꎮ
资料来源: 同表 ３ꎮ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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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ꎬ 各国在资源禀赋、 技术水平、 产业结构、 生产规

模及在国际分工中的状况等各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的比

较优势和贸易交往的发展状况ꎮ 如两国的贸易往来都以出口本国比较优势

产品为主或两国产品的比较优势大小存在较大的差异性ꎬ 则贸易互补性强ꎬ
反之竞争性强ꎮ

格鲁贝尔—劳埃德①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被认为是度量产业内贸易的核

心指数ꎬ 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两国双边贸易的产业紧密程度和产业结构

的特征ꎮ
衡量 ｉ 种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ＩＩＴ) 的计算公式为:

ＩＩＴｉ ＝ １ －
Ｘ ｉ － Ｍｉ

Ｘ ｉ ＋ Ｍｉ
(１)

衡量 ｊ 国所有农产品的总体产业内贸易指数 (ＩＩＴ) 的计算公式为:

ＩＩＴ ｊ ＝ １ －
∑

ｎ

ｉ ＝ １
Ｘ ｉ ｊ － Ｍｉ ｊ

Ｘ ＋ Ｍ (２)

其中ꎬ Ｘｉ和 Ｍｉ分别表示 ｉ 类商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ꎬ Ｘｉｊ和 Ｍｉｊ分别表示

ｊ 国 ｉ 类商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ꎬ Ｘ、 Ｍ 分别表示总体农产品出口总额与进

口总额ꎮ
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取值范围是 ＩＩＴ ＝ [０ꎬ １]ꎬ 即 ＩＩＴ 值在 ０ ~ １ 间波动ꎮ

当一国 ｉ 类商品只有出口或进口时ꎬ 则 ＩＩＴ ＝ ０ꎻ 当 ｉ 类商品的进口与出口相

等时ꎬ ＩＩＴ ＝ １ꎮ ＩＩＴ 值越接近 １ꎬ 两国产业内贸易模式程度越强ꎻ ＩＩＴ 值越接

近 ０ꎬ 两国产业间贸易模式越显著ꎮ
根据格鲁贝尔—劳埃德 (Ｇｒｕｂｅｌ － Ｌｌｏｙｄ) 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国与中东

欧 １６ 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测度ꎬ 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ꎮ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ꎬ 尤其中国与黑山农产品贸易的产业间贸

易模式最为显著ꎮ 这说明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贸易往来整体上表现出较

强的互补性ꎬ 特别是中国与黑山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呈现绝对的产品互补性ꎮ

—９９—

① Ｈ Ｇ Ｇｒｕｂｅｌꎬ Ｐ Ｊ Ｌｌｏｙｄꎬ Ｉｎｔｒａ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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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

国别
阿尔巴
尼亚

保加利亚 波黑 克罗地亚 捷克 斯洛伐克 爱沙尼亚 匈牙利

ＩＩＴ ０ ００４ １ ０ ０４９ ０ ０ ００６ ４ ０ １２５ ２ ０ ２０２ ７ ０ ０７０ ３ ０ ０３２ ９ ０ ０９６ ６

国别 拉脱维亚 立陶宛 马其顿 黑山 波兰 罗马尼亚
斯洛文
尼亚

塞尔维亚

ＩＩＴ ０ １７５ １ ０ ０５６ ４ ０ ０７７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６０ ３ ０ １６６ ８ ０ ０７１ ９ ０ ００９ ９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整理ꎬ 产业内贸易指数按

照 ＩＩＴ 计算公式得出ꎮ

根据表 ７ 的数据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大部分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

易为主ꎬ 一些国家在个别农产品类别的 ＩＩＴ 指数大于 ０ ５ꎬ 个别趋向于 １ꎬ
表现为较强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ꎻ 其他类农产品则表现出较强的产业间贸易

模式ꎮ 具体来看ꎬ 中国在 ＨＳ１２ 农产品类别上与阿尔巴尼亚呈现较强的产业

内贸易模式ꎻ 中国在 ＨＳ０５、 ＨＳ０８、 ＨＳ１２、 ＨＳ１８ 农产品类别上与保加利亚

呈现较强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ꎻ 中国在 ＨＳ１７、 ＨＳ１９ 农产品类别上与斯洛伐

克呈现较强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ꎻ 中国在 ＨＳ１２、 ＨＳ２１ 农产品类别上与爱沙

尼亚呈现较强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ꎻ 中国在 ＨＳ０４、 ＨＳ０８、 ＨＳ１９、 ＨＳ２２ 农产

品类别上与拉脱维亚呈现较强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ꎻ 中国在 ＨＳ１１ 农产品类别

上与立陶宛呈现较强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ꎻ 中国在 ＨＳ１９、 ＨＳ２１、 ＨＳ２２ 农产

品类别上与波兰呈现较强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ꎻ 中国在 ＨＳ０４、 ＨＳ０５ 类农产

品上与斯洛文尼亚呈现较强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ꎻ 中国在 ＨＳ０７ 农产品类别上

与塞尔维亚呈现较强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ꎻ 还有两个相对极端的状态ꎬ 中国

与波黑和黑山没有任何一类农产品呈现产业内贸易模式ꎬ 说明中国与这两

个国家在农产品进出口上表现为强烈的产品互补性ꎻ 中国与匈牙利和罗马

尼亚在较多的农产品类别上呈现较强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ꎬ 中国与匈牙利表现

在 ＨＳ０４、 ＨＳ０５、 ＨＳ１５、 ＨＳ１６、 ＨＳ１７、 ＨＳ１８、 ＨＳ２１、 ＨＳ２３ 的农产品类别上ꎬ
中国与罗马尼亚表现在 ＨＳ０４、 ＨＳ１５、 ＨＳ１７、 ＨＳ２１ 的农产品类别上ꎮ

表 ７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分类别产业内贸易指数

国别
阿尔巴
尼亚

保加利亚 波黑 克罗地亚 捷克 斯洛伐克 爱沙尼亚 匈牙利

ＨＳ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９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３４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５１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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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０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０４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３３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６２５ ８

ＨＳ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６４９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７７１ ８

ＨＳ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５２ １

ＨＳ０７ ０ ００７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２２ ０

ＨＳ０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９８４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２１ ９

ＨＳ０９ ０ ００４ ４ ０ ０１３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３０ ２ ０ ０５３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４２９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２ ０ ６１２ ９ ０ ６７４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４６０ ７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７６０ ６ ０ ００２ ９

ＨＳ１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６５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７０ １ ０ ０８１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５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４９０ 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 ００８ ６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７９３ ７

ＨＳ１６ ０ ０３８ ７ ０ ２７６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８２９ １

ＨＳ１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４４４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１４ ２ ０ ６１３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５３３ ３

ＨＳ１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７３３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６３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６０５ ３

ＨＳ１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２４ 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 ４７８ ８ ０ ６１８ ４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４６１ ９

ＨＳ２０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２５４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３ ９ ０ ０１５ ７ ０ ０２１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５８ ３

ＨＳ２１ ０ ０２７ ４ ０ ２９９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２３ ６ ０ ３１３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５１３ ６ ０ ５２８ ４

ＨＳ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３２ １ ０ ４４７ １ ０ １７６ ８ ０ ０１２ ６

ＨＳ２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１２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５９６ ６

ＨＳ２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国别 拉脱维亚 立陶宛 马其顿 黑山 波兰 罗马尼亚
斯洛文
尼亚

塞尔
维亚

ＨＳ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７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０４ ０ ７７４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４４ ９ ０ ６５４ ９ ０ ９４１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６１ ８ ０ ０４３ ７ ０ ６７３ ９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４２３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０７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６ ２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８９７ ８

ＨＳ０８ ０ ８２３ １ ０ ０３５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６２ ８ ０ １５０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３０ １

ＨＳ０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４６６ １ ０ ０１８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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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１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７３１ 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８８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２ ０ ０５０ ７ ０ ２６８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１０ ０ ０ ０１７ １ ０ ０８０ ４ ０ ００２ ０

ＨＳ１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６４５ ９ ０ ０２９ ３ ０ ０２５ ４

ＨＳ１６ ０ １３８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５５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９２ ２ ０ ７６１ ９ ０ ０９４ １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８ ０ １７７ ９ ０ ２７８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１４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１９ ０ ９２８ ３ ０ １４０ ９ ０ ２７６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５７０ １ ０ ４６１ １ ０ ４８０ ９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２０ ０ ０３６ ４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６６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３６ ４ ０ ２０７ ４

ＨＳ２１ ０ １２４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６２９ ４ ０ ９９７ ６ ０ ０８３ ５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２２ ０ ９８０ ０ ０ １１２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５１０ ７ ０ ０４１ ９ ０ ０７２ ６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２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５９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２１ ５ ０ ０００ ０

ＨＳ２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２９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７３ ６ ０ １８６ 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资料来源: 同表 ６ꎮ

六　 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ꎬ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

大ꎬ 双边农产品贸易存在严重的贸易不平衡ꎬ 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处

于顺差地位ꎮ 不过ꎬ 这种顺差局面在近几年逐渐缩小ꎮ 中国自中东欧 １６ 国

农产品进口呈逐年递增态势ꎬ 出口则为波浪式的曲线变化态势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的进口、 出口和进出口均出现下滑趋势ꎮ 中国与

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在中国整个农产品贸易中所占比重偏低ꎬ 其增长率

也起伏不定ꎬ 在统计周期内呈现波浪式的曲线变化ꎮ
第二ꎬ 波兰是中国在中东欧 １６ 国中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ꎬ 其次分别是

塞尔维亚、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ꎬ 四国合计占比为 ８１％ ꎬ 是中国在中东欧 １６
国中重要的农产品进口伙伴国ꎻ 波兰同样也是中国在中东欧 １６ 国中最大的

农产品出口国ꎬ 此外ꎬ 罗马尼亚所占比重也较大ꎬ 两国合计比重为

５９ ７２％ ꎮ 这一结果显示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ꎬ 少数

国家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ꎬ 但是其他国家的潜力挖掘不足ꎬ 需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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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强农产品贸易往来ꎮ
第三ꎬ 从农产品类别看ꎬ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在进口与出口农产品类别

上差异显著ꎮ 有的国家进口、 出口农产品类别比较单一ꎬ 而有的国家进口、
出口农产品类别较多ꎮ 整体上看ꎬ 中国向中东欧 １６ 国出口农产品多为

ＨＳ０２、 ＨＳ１８、 ＨＳ２４ 类别ꎬ 具体是: 畜肉及杂碎ꎬ 可可及其制品ꎬ 烟草及

其制品ꎻ 中国自中东欧 １６ 国进口多为 ＨＳ０３、 ＨＳ０５、 ＨＳ１２、 ＨＳ２０ 类别ꎬ 具

体是: 水、 海产品ꎬ 动物源性产物ꎬ 油料、 工业用或药用植物、 稻草、 秸

秆及饲料ꎬ 蔬菜、 水果、 坚果等制品ꎮ
第四ꎬ 从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和产业内贸易水平看ꎬ

中国对中东欧各国的农产品竞争力较强ꎬ 其中对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的

贸易竞争力最强ꎻ 对斯洛伐克、 波黑、 立陶宛、 马其顿和罗马尼亚的贸易

竞争力也较强ꎻ 对保加利亚、 爱沙尼亚、 黑山、 波兰、 斯洛文尼亚和塞尔

维亚的贸易竞争力近几年下滑显著ꎻ 对捷克和匈牙利的农产品竞争力最小ꎮ
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ꎬ 说明中国与中东欧 １６
国的贸易往来整体上呈现较强的互补性ꎬ 尤其与黑山呈现绝对的产品互补

性ꎮ 在个别产品上ꎬ 中国与中东欧一些国家表现为较强的产业内贸易模式ꎮ
而中国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则在较多的农产品类别上表现为较强的产业内

贸易模式ꎮ
伴随着 “一带一路” 战略和 “１６ ＋ １” 合作机制的推进ꎬ 中国与中东

欧 １６ 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强ꎬ 为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也带来利好

消息ꎮ 基于目前双边农产品贸易的现状ꎬ 今后的发展重点是: 整体上需要

进一步加强双边农产品贸易往来与合作力度ꎬ 提升农产品贸易额ꎻ 稳定波

兰、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重点市场ꎬ 同时加快对新

兴市场的开拓和双边农产品的贸易往来ꎻ 中国加大自中东欧国家进口中国

稀缺的农产品资源ꎬ 弥补自身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所需的资源ꎬ 同时应加

强自身优势农产品向中东欧国家的出口力度ꎬ 争取双赢局面ꎻ 建立和完善

双边有效的合作机制ꎬ 加快双边贸易问题的解决效率ꎬ 借助已有的双边合

作平台ꎬ 建立长期有效的农产品合作机制ꎬ 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步伐ꎻ
加快实施 “走出去” 战略ꎬ 尽快构建相关综合性政策体系ꎬ 鼓励优势的涉

农企业 “走出去”ꎬ 并为 “走出去” 的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合作环境与

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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