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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CMS 模型) 对我国畜产品的进出口进行双向

分解，分析其增长源泉，得出导致我国畜产品贸易持续逆差的主要原因: 在出口方面，我国畜

产品的出口过分依赖于世界进口需求的扩张，出口市场结构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出口畜产品竞争力薄弱，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的增长; 在进口方面，我国畜产品供

给不足导致世界供给增长效应刺激了进口的增长，国外畜产品竞争力强于国内畜产品，是引

起我国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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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世界畜产品贸易规模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

畜产品贸易也快速发展，进出口双双高速增长。到 2000 年，我国畜产品进口额首次超过出口额 0. 07
亿美元，由顺差变为逆差，成为畜产品净进口国家。自 2000 年开始，我国畜产品出口增长率一直低于

进口增长率，持续贸易逆差( 见图 1 ) ，并于 2011 年创下历史新高，逆差 73. 59 亿美元。2000—2011
年，我国畜产品贸易总额增加 141. 59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增加 34. 04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79. 24% ;

进口额增加 107. 55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 160. 42%，逆差额增加 73. 2 亿美元，我国畜产品逆差形势

严峻。国外畜产品大量涌入，挤占国内市场份额，冲击着国内畜牧业的发展，扭转畜产品贸易逆差成

为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目前，国内学者对畜产品贸易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出口方面，专门针对畜产品贸易逆差的研究还很

少，相关文章寥寥可数。孔雷( 2005) 提出要正确看待畜产品贸易逆差，国外产品的进入确实对我国

畜产品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但适当合理地增加进口国外有竞争优势的、互补性强的畜产品还是

必要的。黄海鸥等( 2011) 根据 1993—2010 年我国畜产品贸易情况，定性分析了畜产品贸易逆差对

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司智陟等( 2012) 指出我国畜产品贸易在 2011 年逆差继续增加，并分别对

肉类、蛋产品、乳品的贸易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他关于畜产品贸易逆差的文献只是对其进行描述性介

绍，没有进行深层次研究。本文运用 CMS 模型，分别对我国畜产品进出口增长效应进行因素分解，以

此分析导致我国畜产品贸易逆差的因素，为缓解我国畜产品贸易逆差形势提供参考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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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1 年我国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变化情况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 一) 模型构建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Constant Market Share Model，即 CMS 模型) 在国际上被广泛用于分析对外贸

易增长源泉和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趋势，由泰森斯基( Tyszynski) 在 1951 年首次提出。其基本假定

是: 随着时间的变化，一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保持不变。根据上述假定和统计学原理，CMS 模型把

一国商品出口的实际值与保持原有份额的出口额之间的差额分解为贸易规模 ( 世界进口需求的增

长) 、贸易结构( 包括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 和竞争力( 综合竞争力和具体竞争力) 三个因素。将以上

原理用于进口贸易波动的分析，假定进口市场份额恒定，那么一国商品的进口贸易波动可归因于贸易

规模( 世界出口供给的增长) 、贸易结构和竞争力三者的影响。
自 Tyszynski 提出 CMS 经典模型以后，许多学者如 Leamer 和 Stern ( 1970 ) 、Ｒiehardson ( 1971 ) 、

Jepma( 1986) 以及 Milana( 1988) 等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提出了多种形式的扩展模型。在这

些扩展模型中，尽管选择了不同的变量，采取了不同的分解方式，但其理论依据与经典模型是一样的。
其中，比较完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Jepma 于 1986 年提出的扩展模型，进行了两个层次的分解。本文

将运用此模型对我国畜产品的进出口增长进行实证研究。
Jepma 修改后的 CMS 模型第一层次分解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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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层次的分解中，结构效应被进一步分解为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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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效应被分解为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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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效应也被分解为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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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二阶效应) ( 动态结构效应)

上式中，i 代表我国出口( 进口) 畜产品的品种数，q 代表我国畜产品的出口额( 进口额) ，Q 代表

目标市场的总进口额( 出口额) ，Qi代表目标市场的 i 类畜产品的进口额( 出口额) ，Qj 代表目标市场 j
的总进口额( 出口额) ，Qij代表目标市场 j 对畜产品 i 的进口额( 出口额) ，si 代表我国畜产品 i 出口额

( 进口额) 在目标市场同类畜产品进口额( 出口额) 的比例，sj 代表我国畜产品的出口额( 进口额) 在目

标市场 j 全部进口额( 出口额) 的比例，sij代表我国畜产品 i 在目标市场 j 全部 i 产品进口( 出口) 中的

比例，0、1 分别表示基期和报告期，Δ 代表基期到报告期的变化量。模型分解效应的含义见表 1。

表 1 CMS 模型分解效应含义

因素分解 含义

结构效应
假定我国畜产品在所有目标市场中的出口( 进口) 份额不变，由于目标市场进口( 出口) 规模
和进口( 出口) 结构变动而导致我国畜产品出口额( 进口额) 的变化

增长效应
由于世界畜产品总需求( 总供给) 变动而导致我国畜产品出口额( 进口额) 的变化。它反映
的是世界市场的需求效应( 供给效应)

商品结构效应
由于出口( 进口) 的畜产品结构变化而导致的我国出口额( 进口额) 的变化。反映的是我国
出口( 进口) 在那些需求( 供给) 增长较快的畜产品上的集中程度

市场结构效应
由于出口( 进口) 的市场结构变化而导致的我国畜产品出口额( 进口额) 的变化。反映的是
我国出口( 进口) 在那些需求( 供给) 增长较快的市场中的集中程度

结构交互效应
由于出口( 进口) 的特定畜产品与出口( 进口) 市场效应的交互作用而导致的我国畜产品出
口额( 进口额) 的变化

竞争力效应
由于竞争力的变化而导致我国畜产品出口额 ( 进口额) 的变化。反映的是我国能否在世界
市场所有商品上保持其出口( 进口) 份额

综合竞争力效应
假定我国畜产品出口( 进口) 结构不变，由于整体畜产品竞争力的变化而导致的我国畜产品
出口额( 进口额) 的变化

具体竞争力效应 由于在特定市场特定畜产品的份额变动而导致的我国畜产品出口额( 进口额) 的变化

二阶效应
由于竞争力的变化与目标市场进口( 出口) 规模和进口( 出口) 结构变动的交互作用而导致
的我国畜产品出口额( 进口额) 的变化

纯二阶效应
假定我国畜产品出口( 进口) 结构不变，由于竞争力的变化与世界畜产品进口( 出口) 规模的
变化的交互作用而导致的我国畜产品出口额( 进口额) 的变化

动态结构效应
由于我国畜产品出口( 进口) 结构的变化与世界畜产品进口( 出口) 结构变化的交互作用而
导致的我国畜产品出口额( 进口额) 的变化

( 二)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创立的贸易数据库 ( UN-COMTＲADE) ，采用 HS 分类体系来

界定畜产品的范围。按照 HS 分类体系的规定，畜产品主要包括以下八个税目的商品: HS01、HS02、
HS04、HS05( HS0501 ～ HS0507、HS0510、HS051110、HS051199 ) 、HS15 ( HS1501 ～ HSl503、HSl505 ～
HSl506) 、HS16( HS160l、HS1602 ) 、HS41 ( HS410l ～ HS4103、HS4301 ) 、HS51 ( HS5101 ～ HS5103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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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市场结构划分为日本、中国香港、美国、德国、荷兰、韩国、中国澳门、朝鲜和世界其他地区 9 个变

量，把进口来源地划分为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巴西、丹麦、加拿大、法国、德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共

9 个国家和地区。为了统计口径上的一致，采用 HS1996 分类方法来截取 2000—2011 年的畜产品进

出口数据。另外，根据我国畜产品贸易逆差的变动趋势，将其分为三个研究阶段: 2000—2003 年为第

一阶段，逆差额缓慢增长; 2004—2006 年为第二阶段，逆差额振荡增长; 2007—2011 年为第三阶段，逆

差额快速增长，这种划分也符合进出口额的变化趋势。

三、模型计算结果与分析

( 一) 出口增长效应

1. 需求因素。增长效应反映了世界市场的需求变动对我国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根据表 2 的

CMS 模型分析结果不难看出，世界市场需求效应是拉动我国畜产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2000—
2003 年，商品结构效应和综合竞争力效应严重阻碍了我国畜产品出口的增长，本应引起出口损失

7. 11 亿美元，但出口额仍净增长 1. 25 亿美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增长效应的正向拉动作用，使出口

增加了 6. 09 亿美元。增长效应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487. 59%，究其原因在于东南亚金融危机

后，各国经济逐渐复苏，世界经济形势好转，进口需求相应增加，促进了我国畜产品的出口。2004—
2006 年，全球暴发禽流感疫病，大大减弱了对畜产品的进口需求，由增长效应引起出口增长的贡献比

例下降到 112. 44%，致使我国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放缓。2007—2011 年，世界畜产品进口高速增长，

从 1883. 82 亿美元增加到 2233. 95 亿美元，而增长效应对我国畜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作用却下降到

38. 62%，不再主导我国畜产品的出口。

表 2 2000—2011 年中国畜产品出口波动 CMS 模型分析结果 ( 亿美元，% )

项目
2000—2003 年 2004—2006 年 2007—2011 年

绝对额 贡献率 绝对额 贡献率 绝对额 贡献率

出口实际变化 1. 25 100. 00 5. 35 100. 00 19. 46 100. 00
结构效应 2. 77 221. 56 5. 10 95. 18 21. 31 109. 53
增长效应 6. 09 487. 59 6. 02 112. 44 7. 51 38. 62
商品结构效应 － 3. 19 － 255. 82 － 1. 81 － 33. 73 12. 44 63. 94
市场结构效应 0. 18 14. 62 0. 62 11. 64 1. 68 8. 66
结构交互效应 － 0. 31 － 24. 83 0. 26 4. 83 － 0. 33 － 1. 69
竞争力效应 － 2. 28 － 182. 85 0. 22 4. 03 0. 28 1. 46
综合竞争力效应 － 3. 92 － 313. 86 － 0. 56 － 10. 47 10. 07 51. 77
具体竞争力效应 1. 64 131. 01 0. 78 14. 50 － 9. 79 － 50. 31
二阶效应 0. 77 61. 29 0. 04 0. 79 － 2. 14 － 10. 99
纯二阶效应 － 0. 54 － 42. 95 0. 04 0. 76 0. 05 0. 27
动态结构效应 1. 30 104. 24 0. 00 0. 03 － 2. 19 － 11. 26

资料来源: 原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 COMTＲADE) ，经计算所得。下同

2. 结构因素。分析结构因素对我国畜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包括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两方面。在

第一、第二阶段，商品结构效应 逆 向 拉 动 了 我 国 畜 产 品 出 口 的 增 长，贡 献 率 分 别 为 － 255. 82%、
－33. 73% ; 到第三阶段，商品结构效应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带来出口盈余 12. 44 亿美元，对出

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63. 94%，说明出口的畜产品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集中出口在那些需求增长较快的

畜产品上。我国畜产品出口市场高度集中且相对稳定，主要出口到日本、中国香港、美国、德国、荷兰、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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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国澳门和朝鲜。2011 年，我国出口到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畜产品达 45. 32 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

75. 59%。依据模型计算结果，市场结构效应在三个阶段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14. 62%、11. 64%、
8. 66%，呈下降趋势，意味着我国在一些传统出口市场的出口份额正在下降，并且对畜产品需求增长较

快的市场开拓不够。与此同时，动态结构效应对我国畜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依次为 104. 24%、
－2. 19%、－11. 26%，由正转负，说明我国在畜产品进口需求增长较慢的市场上的份额增长较快。由此

看来，我国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还未充分适应世界进口需求的变化，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3. 竞争力因素。模型结果显示，在第一阶段，竞争力效应严重阻碍了我国畜产品出口的增长。

进一步分解来看，综合竞争力效应是导致我国畜产品出口损失的“罪魁祸首”，贡献率为 － 313. 86%，

在具体竞争力效应拉动出口增长 1. 64 亿美元的情况下，仍引起出口亏损 2. 28 亿美元。究其原因，加

入 WTO 使我国畜产品出口获得更多贸易机会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畜产

品占有很大的价格优势，但在产品质量、包装、品牌等方面缺乏竞争力，特别是产品质量低不能应对发

达国家设置的技术贸易壁垒，严重制约了出口的增长。在第二阶段，综合竞争力效应有所改善，对出

口增长的贡献率降为 － 10. 47%，但值得注意的是，具体竞争力效应的正向拉动作用却大幅降低，贡献

率从第一阶段的 131. 01%降为 14. 5%，只解释了出口增长的 0. 78 亿美元。在第三阶段，综合竞争力

效应带来出口增长 10. 07 亿美元，贡献比例达 51. 77%，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次重要因素，而具体竞

争力效应继续恶化，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 50. 31%，导致出口损失 9. 79 亿美元。纯二阶效应反映

了竞争力的变化与世界进口规模的变化是否趋同。在模型计算结果中，纯二阶效应从第二阶段开始

一直正，说明当世界畜产品进口规模扩大时，我国畜产品的竞争力也相应地提高了，但从竞争力效应

在这两个阶段的贡献率依次为 4. 03%、1. 46%来看，竞争力的提高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作用还很小。
( 二) 进口增长效应

1. 供给因素。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市场国内化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

因此，国外供给也同国内的生产供给一起，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特别是当国内市场供不应求时，对

国外产品的进口需求越发强烈。根据 CMS 模型分解结果，三个阶段增长效应都为正，说明了世界畜

产品供给的增长对我国畜产品进口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2000—2003 年，增长效应作为

拉动我 国 畜 产 品 进 口 增 长 的 主 要 因 素，带 来 了 5. 6 亿 美 元 的 进 口 增 加 额，解 释 了 进 口 增 长 的

76. 42%。2004—2006 年，我国畜产品进口贸易发展平缓，由 40. 34 亿美元增加到 45. 32 亿美元，净增

4. 98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仅为 6%。在这一阶段增长效应大力地促进了我国畜产品进口的增长，贡献

率高达 152. 03%，占绝对的主导地位。2007—2011 年，我国畜产品进口贸易加速发展，增额为 69. 07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 20%，其中由增长效应解释的部分为 10. 93 亿美元，占总增加额的 15. 38%。
虽然其贡献作用已明显减弱，但仍然是引起我国进口增长的次重要因素。因此，应加速国内畜牧业的

发展，增加供给，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2. 结构因素。在进口增长效应的因素分解中，商品结构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分别从商品结构和

市场结构两方面对我国畜产品进口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描述。在第一阶段，商品结构效应和市场结构

效应共引起我国畜产品进口增长 － 1. 65 亿美元，贡献率分别为 － 10. 26%、－ 12. 35%。到第二阶段，

两者同步恶化，意味着我国畜产品进口过多地集中在出口供给比世界慢的品种和地区。特别是市场

结构效应对进口增长的贡献率下跌为 － 65. 77%，成为抑制我国畜产品进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在第三

阶段，商品结构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都由负转正，贡献率分别上升为 9. 54%、4. 2%，进口结构有所改

善。我国畜产品进口的主要品种依次为 HS41( 生皮和生毛皮类) 、HS51( 羊毛等动物毛类) 、HS02( 肉

及使用杂碎类) 、HS04( 乳蛋蜂蜜类) ，进口国主要是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

的畜产品品种主要是 HS41、HS51，从美国进口的主要是 HS02、HS41，从新西兰进口的主要是 HS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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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51。2011 年，从这 3 个国家进口的畜产品达 88. 8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66. 3%。然而，随着我国

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肉类、乳蛋蜂蜜类的消费需求大增，而国内供给缺口大，

不得不转向国际市场，两者进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22. 4%、37%，与生皮和生毛皮类、羊毛等动物

毛类一起成为我国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主要的逆差产品。这就要求国内生产者在以后生产过程中加

大这些产品的供给，实现由“外进”转变为“内购”。

表 3 2000—2011 年中国畜产品进口波动 CMS 模型分析结果 ( 亿美元，% )

项目
2000—2003 年 2004—2006 年 2007—2011 年

绝对额 贡献率 绝对额 贡献率 绝对额 贡献率

进口实际变化 7. 32 100. 00 4. 96 100. 00 69. 07 100. 00
结构效应 2. 11 28. 85 2. 92 58. 84 23. 17 33. 55
增长效应 5. 60 76. 42 7. 53 152. 03 10. 93 15. 83
商品结构效应 － 0. 75 － 10. 26 － 1. 41 － 28. 44 6. 59 9. 54
市场结构效应 － 0. 90 － 12. 35 － 3. 26 － 65. 77 2. 90 4. 20
结构交互效应 － 1. 83 － 24. 96 0. 05 1. 02 2. 75 11. 85
竞争力效应 4. 90 66. 87 1. 84 37. 14 36. 12 52. 29
综合竞争力效应 1. 42 19. 40 － 2. 17 － 43. 85 49. 71 71. 97
具体竞争力效应 3. 48 47. 47 4. 01 80. 98 － 13. 59 － 19. 68
二阶效应 0. 31 4. 28 0. 20 4. 03 9. 78 14. 16
纯二阶效应 1. 06 14. 40 0. 34 6. 93 6. 12 8. 87
动态结构效应 － 0. 74 － 10. 13 － 0. 14 － 2. 91 3. 66 5. 30

3. 竞争力因素。总体来看，同增长效应一样，竞争力效应也一直刺激着我国畜产品进口的增长，再

次验证了我国畜产品竞争力薄弱。在第一阶段，加入 WTO 引起国内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进口关税降

低，国外畜产品无论是综合竞争力还是具体竞争力都强于国内畜产品，分别引起进口增长了 1. 42 亿美

元、3. 48 亿美元，共占总增长的 66. 87%。在第二阶段，具体竞争力效应本应引起进口增加 4. 01 亿美元，

但由于综合竞争力效应大幅减弱，使进口额减少2. 17 亿美元，两者最终引起进口增长1. 84 亿美元，对进

口额总增长的贡献率只有 37. 14%。在第三阶段，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了遏制本国经济继续下滑，

大力提高畜产品竞争力，进行出口创汇，加上国内“三聚氰胺”、“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国内消

费者更青睐进口的“洋产品”，国外畜产品大量进入国内市场，综合竞争力效应成为拉动进口增长的主要

因素，引起进口增长 49. 71 亿美元，贡献率达 71. 97%。相反，我国主要畜产品进口品种动物生皮毛主要

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由于国外饲养成本高及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供应减少，导致“量跌价升”，竞争力减

弱，使得具体竞争力效应由正转负，引起我国畜产品进口额减少 13. 59 亿美元。

四、研究结论和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导致我国畜产品出现贸易逆差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畜产品的出口过分依赖于世界市场的需求扩大。根据出口增长效应的模型计算结果，需

求因素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是引起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在第三阶段虽然其正向拉动作用减弱，

但贡献率仍然高达 38. 62%，占据着重大的份额，表明我国畜产品的出口贸易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世界市场，而这种过分依赖会给我国畜产品的出口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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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口市场结构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我国畜产品出口结构的分析中，商品结构

效应对出口增长的影响作用由逆向拉动变为正向拉动，在第三阶段成为引起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而市场结构效应在三个阶段虽然始终为正，但贡献率一直不高，并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国

畜产品出口市场过度集中，在一些传统出口市场的出口份额下降的同时，对需求增长较快的市场开拓

力度不够，需要进一步优化出口市场结构。
3. 我国畜产品出口竞争力薄弱。在出口竞争力因素的第二层次分解中，综合竞争力效应呈上升

的变化趋势，但具体竞争力效应却反向变化，持续降低，在第三阶段成为制约出口增长主要因素。因

此，竞争力效应虽然在第二阶段由负转正，但对出口增长的贡献还很微弱，在以后的贸易中应大力提

高出口竞争力，进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畜产品出口的增长。
4. 国内畜产品供给不足。在进口增长效应的因素分解中，增长效应一直为正且贡献率高，意味

着供给因素在促进我国畜产品进口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国际市场供给扩大能引起我国畜产品

的进口大量增长，原因就在于我国国内畜产品供给不足，只得转向国际市场进口。
5. 进口的畜产品竞争力大。根据模型分析结果，进口竞争力因素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主要由

于具体竞争力效应的正向拉动作用成为引起我国畜产品进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第三阶段则因为综

合竞争力效应大力地拉动了进口的增长，替代供给因素成为引起进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说明在国内市

场上，进口的畜产品较我国畜产品竞争力大，更能满足人们对畜产品的消费需求。
( 二) 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现阶段要缓解我国畜产品贸易逆差快速增长的压力，应注意掌握国际畜产品市场

动态，分析国际市场需求变动的诱因，合理地调整出口，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优势; 应优化我国畜产品

出口市场结构，加大对畜产品新兴市场的开发力度，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化解出口波动风险; 应大力

提升我国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特别要抓好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从容应对国外市场的

各种贸易壁垒，提高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满足消费者的品质要求; 应立足国内市场，加强对我国畜

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增加供给，满足国内市场对畜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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