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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至今已有 12年，区域内的

贸易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也日渐

紧密，中国提倡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也逐渐被东南亚各国接受和推崇。因此，

论文就 网站对国际贸易的分类当中 SITC-4项

下第五类：水果及蔬菜，对中国与东盟各国间水果及蔬菜

贸易基于产业内贸易理论展开分析，以期对中国与东盟国

家开展农产品贸易提供借鉴。

严铠、赵海燕（2021年）[1]利用构建贸易扩展引力模

型进行分析，认为中国蔬菜对东盟出口贸易市场潜力分为

巨大型、开拓型、再造型三类，应进一步加大对越南、马

来西亚等市场的开拓力度，挖掘新加坡等市场的巨大潜力。

胡馨媛、袁嫒淼、黄宇佳等人（2021年）[2]基于贸易引力

模型，得出跨境物流发展对中国与东盟的水果贸易往来起

到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的结论。姚毓春、李冰（2021年）[3]

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东盟国家，想要在粮食安全的各个方面

都做到绝对安全难度很大，这不仅需要自然地理环境的天

然条件，更需要政策扶持和社会经济实力的支撑。杨东群、

安昭丽（2020年）[4]认为在新形势下，应适当考虑提高农

业对外投资的效率和安全度。孟范范（2019年）[5]认为积

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一步完善双方在贸易投资领域

的合作，将贸易投资合作成果惠及更多的贫困人民，符合

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

在各领域贸易正逐年增长，贸易规模和贸易额也在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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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中农业领域贸易也有所突破，水果蔬菜贸易更是从自

贸区成立元年的 39.97亿美元增长到 2020年的 108.34亿美

元，增长了近 2倍。并且从自贸区成立元年开始到 2017年

中国与东盟水果蔬菜贸易总体呈顺差态势，年平均顺差额

达到 8.95亿美元。然而，从 2018年开始中国对东盟水果蔬

菜贸易呈贸易逆差，年平均逆差额达到 3.35亿美元。从

Comtrade网站数据显示可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新加坡、文莱等国家在水果蔬菜领域均处于贸易顺差地位，

而中国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等国在水果蔬菜领域

均处于贸易逆差位置。对缅甸水果蔬菜贸易领域在 2011—

2013年期间处于贸易逆差，2016—2019年处于贸易顺差，

顺差额达到 1.72亿美元。

20世纪 60年代以来，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学理论，贸

易应该集中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然而随着研

究的深入，不少经济学家发现，国家间贸易发生在水平分

工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要远远大于发生在垂直分工国家之间。

因此出现了一批集中研究产业内贸易的经济学家。但被学术

界普遍接受的要数以格鲁伯和劳艾德建立并以其名字命名的

GL模型最具权威和代表性。

GL模型是衡量一国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

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公式中， 表示一国在产业 k上的产品出口额， 则

表示该国在产业 k上的产品进口额。GL指数在 0与 1么间

浮动，指数越接近 1，则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指数越接

近 0，产业内贸易的水平相对越低。如果 =0，表明该国

第 k产业的产品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如果 ，表明

该国第 k种产业的产品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

这一部分将从产业内贸易角度，基于 网

站数据对中国与东盟各国水果蔬菜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如

表 1所示。

年份 /

国家
文莱

柬埔

寨
印尼

新加

坡
泰国

菲律

宾

马来

西亚
老挝 缅甸 东盟

2010 0.00 0.05 0.12 0.00 0.65 0.88 - 0.60 - 0.90

2011 0.00 0.03 0.13 0.01 0.73 0.87 0.01 0.45 0.24 0.77

2012 0.00 0.85 0.14 0.01 0.60 0.95 0.02 0.59 0.04 0.92

2013 0.00 0.84 0.11 0.01 0.67 0.88 0.03 0.27 0.74 0.88

2014 0.00 0.55 0.21 0.01 0.64 0.73 0.05 0.13 - 0.97

2015 0.00 0.56 0.19 0.01 0.78 0.83 0.08 0.37 - 0.89

2016 0.00 0.62 0.14 0.01 0.81 0.98 0.08 0.16 0.65 0.78

续表

年份 /

国家
文莱

柬埔

寨
印尼

新加

坡
泰国

菲律

宾

马来

西亚
老挝 缅甸 东盟

2017 0.00 0.92 0.18 0.00 0.71 0.93 0.06 0.38 0.87

2018 0.00 0.41 0.22 0.00 0.63 0.75 0.13 0.99 0.51 0.99

2019 0.00 0.15 0.19 0.00 0.55 0.82 0.14 0.51 0.50 0.99

2020 0.03 0.12 0.00 0.85 0.18 - - 0.93

数据来源： 数据库网站及作者整理。

从表 1分析可知，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至今，

中国与东盟整体的水果蔬菜产业内贸易指数在 0.77以上，

说明中国与东盟之间水果及蔬菜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当高，这

也符合东盟国家大多为农业大国的实际。

中国与文莱在水果蔬菜领域产业内贸易几乎为零，而

中国对文莱水果蔬菜贸易有处于顺差；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

西亚水果蔬菜产业内贸易指数均接近于 0，说明产业内贸易

非常少。中国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等国水果蔬菜

产业内贸易指数除菲律宾以外都介于 0.2~0.5，说明中国与

以上几国水果蔬菜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而与菲律宾水果蔬

菜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

新兴跨境电商、边境互市贸易、区域保护主义盛行的

今天，传统贸易正逐渐被跨境电商，互市贸易所取代，而传

统的农产品贸易更是传统贸易的最早期形式，自从 2010年

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以来，中国提倡的“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就被东南亚各

国逐渐推崇，在如此大环境下，传统水果蔬菜贸易非但没有

减少，贸易额反而逐年增长。这为中国东南欠发达地区提供

了一个非常好的贸易和致富契机。蔬菜水果贸易也是促进民

心相通的基础。利用好东盟各国的市场潜力，发挥自由贸易

区及“一带一路”政策优势，积极开展对东盟各国的贸易及

投资合作，推动双方人民相知相交、互学互鉴、心灵相通、

情感相融，共同培育“互信、互谅、互利、互助”的中国—

东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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