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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和印度同处亚洲，有着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生产条件、生产技
术水平和市场辐射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和印度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
性。

我们利用多个贸易指数对中印农产品贸易关系进行分析，确定两国现阶段处于竞争、互补贸易关系的
主要农产品种类。
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的产品相似度小于市场相似度，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中国
与印度农产品贸易关系竞争性不强、以互补性为主。
另外，两国之间农产品主要的贸易形式是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

为分析各个因素对中国和印度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影响程度，我们运用
CMS模型分别从市场和产品角度分两个阶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的增长效应以及产
品结构效应上升，综合竞争力效应及市场结构效应则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印度农产品的增长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上升较快，综合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的结构效应则有所下降。
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产品结构趋于分散，而印度的则趋于集中。
两国在具体目标市场上出口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趋于分散，两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性总体有所下降。
中印之间农产品双边贸易增长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
研究期间内，中国农产品出口到印度增长的主导因素从增长效应变为综合竞争力效应，印度农产品出
口到中国的增长主导因素则从综合竞争力效应变成增长效应。

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度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是国际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两国农产品整体出
口竞争性不强；双边贸易是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为主的互补性贸易，两国具有潜在的贸易
合作空间。

中日韩三国有着相近的地理位置，相似的生活消费习惯，三国互为彼此的重要贸易对象国。
但是三国农产品贸易与其他产业贸易相比发展缓慢，贸易规模小，在建立中日韩FTA进程中，中日韩
三国农业部门各自较难与其他两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
我们通过对三国的农产品贸易状况的全面分析，探索了三国农产品贸易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首先对中日韩三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结构及特点等进行了分析，指出三国农产品贸易的国内限制
因素，其次通过农产品RCA指数，在美国市场的相似度指数，RTA指数的测算，得出三国水产品均具
有比较优势，中国在园艺类产品上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韩日两国林产品更具有比较优势。

总体上，韩日两国的农产品的竞争性大于中日两国和中韩两国农产品的竞争性。

再次，通过OBC指数，Ii指数的计算，得出三国各自对另外两国农产品出口的具有互补性且对本国来
说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通过产业内产业间贸易指数的计算得出，韩日两国总体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但产业内贸易状
况并非最好。
中日两国总体产业内贸易指数低于中韩和日韩，但在某些特定农产品占进出口比重较大的产品上产业
内贸易指数较高。
中韩两国虽然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但有13种特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高于0.5，属于产业内贸
易占优势的状况。
整体来说三国农产品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占优势，三国相互之间农产品互补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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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在三国相互贸易中，日本在各类农产品上比较优势发挥比较充分，而中、韩两国仍有较
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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