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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素来被称为“世界米仓”，中国又是农业耕

种最古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又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覆盖了 19亿人口。

自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

不断开展各方面合作，其中农业领域合作也是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基于此，论文对中国—东盟农

产品贸易展开分析。

戚兆坤、隋博文 [1]（2020年）通过运用GL指数、BI指数、

TM指数和 TC指数，测算了 1992—2017年中国—东盟农产

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在此基础上，使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

析法对 2008—2017年东盟十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发展

潜力进行分析。赵亮、张忠根 [2]（2020年）运用引力模型对

中国与东盟十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进行了研究。孙铭壕、

钱馨蕾 [3]（2019年）得出中国与东盟各国农产品贸易上处于

比较劣势的结论。陈林 [4]（2019年）认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

易区的农产品贸易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但中国的出口量一直

低于进口量，存在贸易逆差的趋势，且贸易逆差随着时间的

移动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赵金鑫 [5]（2019年）运用引力模

型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进行分析。杨逢珉、文峰、韦灵慧 [6]

（2019年）基于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法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东

盟市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自从中国与东盟国家于 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逐年增加。

随着 2004年“早期收获计划”的签署和顺利实施，到

2007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达到 2025.33亿美元，其中农产

品贸易额 210.14亿美元，占比 10.38%；出口贸易额 941.47

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贸易额 40.74亿美元，占比 4.33%；

进口贸易额 1083.86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进口贸易额 169.40

亿美元，占比 15.63。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建成元年，中

国对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 2928.61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贸易

额为 484.66亿美元，占比 16.55；出口贸易额 1381.60亿美元，

其中农产品出口贸易额为 224.63亿美元，占比 16.26%；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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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额 1547.01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进口贸易额为 260.03

亿美元，占比 16.81%。到 2018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贸易

总额 4837.65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贸易额为 535.84亿美元，

占比 11.08%；出口贸易额 2848.09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

贸易额为 181.38亿美元，占比 6.37%；进口贸易额 1989.56

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进口贸易额为 354.46亿美元，占

比 17.82%。

数据表明，中国在与东盟国家进行农产品贸易过程中长

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且除 2010年以外，贸易逆差始终处于

150亿美元到 300亿美元之间。说明中国与整个东盟之间农

产品贸易环境非常差。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元

年，由于政策措施的鼓励，使得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逆差

一度缩小到 35.40亿美元。但进入 2011年，中国与东盟国家

农产品贸易逆差一度扩大到 293.77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

值。2015年贸易逆差开始回落，但直到 2018年中国与东盟

农产品贸易逆差仍是 173.08亿美元。

按照 国际货物贸易产品分类 SITC-0类产

品和 SITC-1类产品，即食品和活畜类产品与饮料及烟草类产

品进出口贸易状况相对较平稳，分别进口 115.71亿美元和 2.74

亿美元，出口 144.04亿美元和 5.60亿美元。这两类产品上存

在贸易顺差，贸易状况相对较好。但 SITC-2类产品，即粗材

料（非食用）类产品进口额 179.67亿美元，远远超出中国在

该类产品上对东盟国家的 30.07亿美元的出口额。SITC-4类

产品，即动植物油、油脂及蜡类产品进口额 56.34亿美元，

而出口额仅有 1.67亿美元，只占到进口额的 2.96%，贸易结

构严重不平衡。

不难发现，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市场结构不平衡，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过度依赖于印度尼西亚、泰

国、越南、马来西亚四国，其与东盟四国在农产品方面的贸

易量高达 432.03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80.63%，而其余 6个国家农产品贸易额占比不足 20%，所以

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市场结构严重不平衡。

基于对以上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农

产品贸易所存在的问题，下面将就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

中国广西的北部湾区域，是中国与东盟建立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区域，也是伸向广西腹地的唯一一个海上

区域。而广西又是亚热带农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广西的亚热

带水果既然能销往中国大部分地区，也能销往东南亚国家。

一方面，鼓励中国农业经营者积极出口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

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鼓励传统国际贸易企业

转型为生产型出口企业。传统的进出口贸易企业已经具备了

相对专业的国际贸易从业人才队伍，具有了解多国市场的先

天优势，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具有相对丰富的经验。同时，传

统的进出口贸易企业几乎掌握着大部分目标市场的前沿信息，

本身对进出口贸易的敏感性再加上相对前沿的市场信息，就

可以使传统的进出口贸易企业转型成为生产型出口企业更加

顺利，同时转型成为生产型出口企业也会使收益比原本的“倒

买倒卖”型公司获利更多。因此，要积极鼓励中国农产品向

东南亚国家出口。

从地理上看，东盟国家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

路线的源头。利用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政策和“一

带一路”倡议的便利条件，进一步开发东盟国家农产品市场

的贸易空间，有利于中国企业出口农产品，并优化出口农产

品的贸易结构。

定向引导出口型企业积极寻求并开发新市场是改善中国

农产品对东盟国家出口市场结构的最有效办法，如菲律宾、

缅甸、新加坡、老挝都是可开发的潜力巨大型市场。除新加

坡外，其他三个国家都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上外在依附性比较强。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政

策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开发新兴市场是

中国出口企业必经的过程。也为出口型企业带来新的商机，

规避掉过分依赖某个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也带动东盟相

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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