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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与非洲的农产品贸易在近年来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双边贸易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本研究在分析中非农产品贸易的总体特征和非洲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品结构的基础上，构建贸易

引力模型探讨非洲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相关影响因素。通过定量分析发现，中国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和非洲

农产品生产能力是非洲提高其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重要因素; 同时，中国对非洲农产品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和

中非合作论坛对促进非洲农产品出口的效果也已开始显现。本文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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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非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活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

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 “南南”合作进程的推

进和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以及一系列免关税待遇政

策的施行，中非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数量和范围都呈现

出不断增长和扩大的态势，中国与非洲农产品贸易总

额 ( 名义值) 从 2000 年的 5. 97 亿美元上升到 2013
年的 46. 99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 14. 1%。其中，

中国对 非 洲 农 产 品 出 口 额 由 4. 46 亿 美 元 增 长 到

21. 93 亿美元，增长了 3. 9 倍; 而非洲对中国农产品

的出口额增长更为迅速，由 2000 年的 1. 5 亿美元增

加到 2013 年的 25. 06 亿美元，增长了近 16 倍。近年

来在中非农产品贸易中，中国成为了农产品的净进口

国，2013 年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逆差达到 3. 13 亿美

元①。
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

界的广泛关注。一些西方媒体和部分学者对中国在非

洲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对中国从非洲农产品进口的不

断增长提出种种疑虑，而另一些研究则指出，对中国

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将有助于促进非洲各国优势农产品

的生产，从而提高非洲农民收入。国内学者对中非之

间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潜力和未来前景也存在不同的观

点。部分学者研究认为，中非现有的贸易结构基本符

合双边的资源禀赋特征，且中非农产品贸易有着较强

的互补性 ( 孙东升等，2007; 张海森，2011; 刘 曰

峰，2012)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中

非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近年来没有显著增强，双边贸

易结构存在相似性，影响其后续发展的潜力 ( 杨军

等，2012) 。与此同时，在对中非农产品贸易地理分

布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与非洲各国的农

产品贸易存在国别和地区不均衡的现象，体现出一定

的区域差异性 ( 刘曰峰，2012; 杨文倩等，2013) 。
中国和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成员，其双边

农产品贸易的协调发展，对于促进世界跨区域农业合

作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有必要对中非农产品贸易的

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做更深入的研究，为未来双边农

业合作战略的制定提供相应的实证依据。本文将首先

对中非农产品贸易的总体特征和国家集中度变化趋势

进行分析，针对增长更为迅速的非洲对中国农产品出

口，本文还将探讨其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特点，并在

此基础上构建引力模型，探讨非洲对中国农产品出口

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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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构如下: 第二节分析中非农产品贸易的总

体趋势，尤其是贸易国家集中度趋势及特征; 第三节

讨论非洲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变动特征;

第四节构建非洲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的计量经

济模型，并对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讨论; 最后一节将

在总结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与非洲农产品贸易的总体特征及发展趋

势②

为使研究对象有较好的可比性，本研究中所采用

的贸易数据都以 2000 年不变美元价格进行计算。通

过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中非农产品贸易总体体现有

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中非农产品贸易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增

长趋势明显。由图 1 可知，中非的农产品贸易的绝对

总额逐年增加，且增长幅度较大，由 1992 年的 6. 8
亿美元增长至 2013 年的 33. 9 亿 美 元，增 长 了 近 4
倍，这种增长的态势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表现得更

为明显，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由 1992 － 2000 年的 －
0. 003% 增长至 2001 － 2013 年的 14. 2%。与此同时，

近几年来，中国从非洲农产品的进口扩大明显，就目

前来看，中国对非洲农产品出口与中国从非洲农产品

进口的绝对额大致相当，贸易呈现均衡发展的态势，

但是到 2013 年为止，中国在双边农产品贸易中已经

连续 3 年处于小额逆差的地位。

图 1 1992 － 2013 年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 联合国商品贸 易 统 计 数 据 库 ( UN-
COMTＲADE)

第二，虽然中非之间的贸易在双边各自的总体农

产品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出口到对方的农产品

占各自农产品总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 ( 表 1) 。其中，

中国对非洲农产品出口占中国农产品总出口比例由

1992 年的 3. 4% 和 1997 年的 1. 2% 增长至 2013 年的

4. 1% ，而非洲的相应数据则从 1992 年的 2. 3% 增长

至 2013 年的 7. 4% ，非洲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比例

相对较高且增长趋势更为明显。

表 1 中非农产品贸易及其分别在中、非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 ( 单位: % )

1992 1997 2002 2007 2012 2013

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农产品占

中国农产品总进口的比例
2. 6 4. 9 4. 0 3. 3 2. 9 2. 9

中国出口到非洲的农产品占

中国农产品总出口的比例
3. 4 1. 2 2. 3 3. 1 3. 9 4. 1

非洲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占

非洲农产品总进口比例
4. 8 1. 2 2. 1 2. 9 3. 3 3. 7

非洲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

非洲农产品总出口的比例
2. 3 3. 2 2. 9 4. 3 7. 4 7. 4

数据来源: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UNCOMTＲADE)

第三，从贸易国的分布来看，中国在非洲的农产

品贸易对象体现出趋于集中的特点。为分析贸易国的

分布变动趋势，我们计算了贸易的集中度，该指标将

一国进 ( 出) 口的地理方向分为 n 个分方向，分别

计算某一年该国某分方向的进 ( 出) 额占当年总进

( 出) 口额的百分比，再计算这 n 个百分比的标准

差，本文选取中国与 53 个非洲国家 ( 地区) ③ 的贸

易作为每个分方向。其计算公式为:

σt = n∑ n

i = 1
X2

it － ∑ n

i = 1
X( )it[ ]2 / n n －( )[ ]{ }1

1 /2

其中，Xi 代表中国对每一个非洲国家农产品的

进 ( 出) 口额，t 代表年份 ( t = 1992，…，20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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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UNCOMTＲADE) 网址: http: / / comtrade. un. org。
南苏丹共和国于 2011 年独立，考虑到分析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此处暂时没有对中国与南苏丹共和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

进行分析。



n 代表非洲国家 ( 地区) 的个数 ( n = 53 ) 。该标准

差越接近于 0，则表示各个国家的贸易分布越均衡。
集中度指标变化趋势的计算结果见图 2，结论表明，

2000 年之前的中非农产品贸易的集中度变动较为平

稳，且集中水平较低; 但 21 世纪初以来，中非农产

品贸易的地理集中度都呈现显著增长的态势，即对于

中国而言，非洲农产品出口国和进口国都越来越集中

在少数几个优势国家，尤其是进口集中度的增长态势

更为明显。

图 2 2000 － 2013 年中非农产品贸易集中度指标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UNCOMTＲADE)

分析中国与非洲各国的农产品贸易量也表明，不管是农产品出口还是进口，中国在非洲的主要贸易国都

相对集中 ( 表 2) 。其中，南非、摩洛哥、埃及、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科特迪瓦、加纳等是中国的主要农

产品出口国，而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农产品则主要来自于津巴布韦、南非、布基纳法索、马里、贝宁、喀麦

隆、科特迪瓦等国。
表 2 1992 － 2013 中非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的贸易比例及增长率 ( 单位: % )

排名

中国对非洲出口 中国从非洲进口 ( 非洲对中国出口)

非洲国家
比例 /

累计比例

年均出口

增长率
非洲国家

比例 /
累计比例

年均进口

增长率

1 南非 14. 6 ( 14. 6) 14. 2 津巴布韦 20. 2 ( 20. 2) 8. 0

2 摩洛哥 13. 1 ( 27. 7) 7. 6 南非 15. 9 ( 36. 1) 27. 7

3 埃及 10. 4 ( 38. 1) 7. 2 布基纳法索 9. 7 ( 45. 8) 25. 6

4 尼日利亚 8. 5 ( 46. 6) 21. 2 马里 7. 9 ( 53. 7) 13. 0

5 阿尔及利亚 7. 8 ( 54. 4) 23. 9 贝宁 6. 5 ( 60. 2) 25. 8

6 科特迪瓦 7. 5 ( 61. 9) 4. 1 喀麦隆 5. 9 ( 66. 1) 14. 0

7 加纳 5. 5 ( 67. 4) 38. 9 科特迪瓦 5. 1 ( 71. 2) 17. 0

8 多哥 3. 8 ( 71. 2) 9. 0 坦桑尼亚 4. 7 ( 75. 9) 20. 1

9 利比亚 3. 3 ( 74. 5) － 5. 0 埃及 3. 6 ( 79. 5) 20. 2

10 塞内加尔 3. 2 ( 77. 7) 3. 8 赞比亚 3. 5 ( 83. 0) 60. 6

11 毛里塔尼亚 2. 5 ( 80. 2) 28. 7 加纳 3. 2 ( 86. 2) 22. 8

12
其他 42 个

国家和地区
19. 8 ( 100) 8. 84

其他 42 个

国家和地区
13. 8 ( 100) 21. 56

数据来源: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UNCOMTＲADE)

注: 年均进出口增长率采用 ln yt = α + βt + ε 的方法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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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品结构④

从发展现状角度，由上述分析可知，相对于中国

对非洲的农产品出口而言，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不管

是在实际数额还是在占比规模上的增长趋势都更为明

显。而从政策角度，为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新国际

环境下的友好合作，中非合作论坛于 2000 年正式成

立，但是由于双边资源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论坛的搭

建并不能完全解决双边在贸易中出现的不均衡 ( 产

品集中、国家集中) 的问题。为了加强非洲更多国

家的出口能力，中国政府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⑤的某

些商品实行了免关税的优惠，自 2005 年至今，中国

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实施的免关税商品基本占到相应

国家对华出口商品的 60%。
为讨论这些积极政策颁布和实施对于非洲对华农

产品出口的产品结构的影响，本文将重点关注在产品

分类和非洲对中国出口主要贸易农产品的产品结构的

历史变动趋势上。研究发现，非洲对中国出口农产品

的主要特征是: 中间农产品和消费导向农产品出口所

占的比例较小，而大宗农产品和农业相关产品的出口

比例则呈现明显的交替变化 ( 图 3 ) 。但是增长较为

迅速的却是占比例较小的农产品分类，如表 3 所示，

四类主要农产品出口分类中，出口额年均增长速度由

快到慢依次为: 中间农产品 ( 35. 2% ) 、消费导向的

农产品 ( 23. 2% ) 、农业相关产品 ( 15. 8% ) 、大宗

农产品 ( 13. 1% ) 。其中，对中国出口大宗农产品的

结构整体相对稳定，主要是棉花、烟草和油籽。相对

于大宗农产品而言，中间农产品的出口结构的调整较

为显著，主要表现为皮革、植物油等产品出口比例的

扩大，出口中间农产品的分散程度逐渐增加。对中国

消费导向农产品的出口中，巧克力和可可产品等非洲

优势农产品的增速最为明显。而在农业相关产品方

面，对中国林业产品的出口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水产

品的出口比例则呈现一定程度的缩减。

图 3 1992 － 2013 年非洲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 USDA FAS＇s Global Agricultural Trade System
表 3 非洲对中国不同农产品的出口额分布及增长趋势 ( 单位: 百万美元% )

产品 1992 － 2013 年均出口额 1992 2013 年平均增长率

大宗农产品合计 496. 9 194. 4 1413. 9 13. 1

油籽 49. 9 0. 0 265. 6 33，7

棉花 276. 0 92. 2 593. 7 16. 1

可可豆 22. 1 5. 6 57. 0 23. 2

烟草 122. 8 92. 7 439. 5 8. 9

橡胶和树胶 13. 2 3. 8 32. 5 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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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本节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农业部全球农业贸易体系数据库 ( USDA FAS＇s Global Agricultural Trade System) ，该数据库把农产品贸

易产品类别分为大宗农产品、中间农产品、消费导向的农产品和农业相关产品。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中国实施首批免关税政策的非洲国家有 25 个，到 2010 年 7 月 1 日受惠国扩大到 31 个，资料来源: 中国

海关公报。



其他大宗产品 12. 0 0. 1 20. 7 21. 5

中间农产品合计 63. 9 0. 3 260. 3 35. 2

皮革 20. 8 0. 0 97. 8 33. 5

饲料 0. 01 0. 0 0. 0 7. 4

糖及糖食 2. 5 0. 0 0. 4 － 3. 8

其他中间产品 32. 8 0. 3 148. 5 42. 9

消费导向的农产品合计 27. 0 2. 5 131. 6 23. 2

加工蔬菜 0. 3 0. 0 0. 4 － 5. 7

巧克力和可可产品 5. 8 0. 0 16. 1 25. 8

零食 0. 1 0. 0 0. 1 － 13. 2

调味品和调味料 0. 1 0. 0 0. 1 － 2. 2

预加工食品 0. 1 0. 0 0. 3 － 2. 4

茶 1. 5 0. 0 2. 4 14. 7

农业相关产品合计 513. 4 8. 8 1233. 7 15. 8

生物柴油和混合 ＞ B30 7. 0 0 33. 8 24. 0

林产品 482. 9 6. 4 1113. 4 16. 0

水产品 23. 1 2. 4 86. 4 14. 6

合计 1101. 3 206. 0 3039. 5 13. 8

数据来源: USDA FAS＇s Global Agricultural Trade System.
注: 年均进出口增长率采用 ln yt = α + βt + ε 的方法计算得出。
四、非洲对中国主要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非洲对中国主要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

以及具体评估中非合作论坛及中国对非洲农产品进口

免关税政策的影响效果时，我们选择了四种 ( 类)

主要农产品。基于前文对于产品结构的分析，非洲对

中国出口的主要农产品包括棉花、油籽、林产品和水

产品，2013 年这四种 ( 类) 农产品出口占同年出口

总额的 67. 7% ，因此对这四种 ( 类) 主要产品的分

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揭示影响非洲对中国出口农产

品的主要因素。下文的定量分析所采用的方法是引力

模型，引力模型因其在研究中操作和计算的简便性，

在实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一) 基本模型设定

在非洲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时，除了包

括引力模型中的地理距离 ( D) 这一基本变量外，我

们还考虑了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 ( Geo) 、可能影响

中国对 农 产 品 进 口 需 求 的 收 入 ( 如 GDP ) 、汇 率

( Ex) 、非洲国内的农产品生产 ( P) ，此外，为讨论

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对非洲进口免关税政策的影响，

评估贸易促进政策的作用效果，模型中还引入了相关

政策变量 ( 优惠关税和参加中非合作论坛成员) 。非

洲各国对中国主要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的具体表达

式如下:

ln Ijgt = β0 + β1 ln D( )
ij + β2 Geoj + β3 ln GDP( )

it +

β4 ln Ex( )
jt + β5 ln Pjgt－

( )
1 + β6 Tariffijgt + β7 Ajt + εijt

该式中，i 代表中国，j 代表对中国出口农产品

的主要非洲国家 ( j = 1，2，…n⑥) ;

t 代表年份 ( t = 1998，1999，…，. 2013) ;

g 代表所研究的四种 ( 类) 农产品，模型对四种

农产品分别做定量分析;

Ij g t代表中国从非洲国家 j 在 t 年农产品 g 的进口

额;

Pj g t － 1采用滞后一年的非洲国家 j 产品 g 的农业生

产情况;

Tariffijg t代表中国对从非洲国家 j 进口农产品 g 所

征收的关税。
各解释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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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本研究以占该产品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95%为划定非洲主要出口国的标准 ( 棉花 12 个，油籽7 个，林产品 11 个，水产品 12 个) 。
考虑到获取模型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将分别选用这些国家 1998 － 2013 年的相应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具体分析。



表 4 解释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解释变量 模型设定及解释 资料来源

地理距离
ln ( Dij ) ，D 是北京与非洲各国首都之

间的距离 ( 千公里) ，取自然对数

http: / /www. infoplease. com /atlas /calculate
－ distance. html

非洲国家地理位置

的虚拟变量

Geoj，各非洲国家是否是沿海国家，沿

海国家为 1，反之为 0
谷歌地图: http: / /www. google. cn /maps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ln ( GDPi t ) ，GDP 是以 2000 年美元不变

价计算 ( 百万美元) ，取自然对数
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非洲各国货币汇率
ln ( Exjt ) ，Ex 为年度非洲各国货币相对

于美元的汇率，取自然对数

UNCTAD 数 据 库; http: / /www． federalre-
serve． gov / releases /h10 /Hist /

上年非洲各国国内

农产品产量

ln ( Pjt － 1 ) ，P 为各农产品上年产值 ( 棉

花和油籽: 千美元) 或产量 ( 林产品，

m3 ; 水产品，千吨) ，取自然对数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中国进口关税
Tariffi jg t，中国对从非洲各国进口不同农

产品所征收的进口关税 ( % )

中 国 海 关 公 告， 中 国 海 关 统 计 年 鉴

UNCTAD － Trade Analysis Information System
( TＲAINS)

中非合作论坛虚拟

变量

Ajt，各非 洲 国 家 是 否 加 入 中 非 合 作 论

坛，加入为 1，反之为 0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http: / /www. focac. org /
chn /

对上述模型我们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 ( OLS) 和

国家固定效应估计法 ( FE) 进行估计。由于最小二

乘模型在处理数据时的不一致性，该模型的固定效应

估计会提供更可靠的结果，对两种方法估计的结果比

较，也可以看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定性。
( 二) 非洲各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分

析

通过构建非洲各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

可得到表 5 所示的回归结果。
最小二乘模型结果显示，对于非洲油籽和林产品

对中国出口而言，地理距离确实影响了双边的贸易。
估计结果表明，地理距离 ( D) 的系数在在油籽和林

产品模型中的系数为负并统计上显著 ( 表 5 ) ，这表

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与中国的距离越

远 ( 或运输成本越高和远距离运输风险越大) 的国

家，出口到中国的油籽和林产品越少; 但地理距离变

量在棉花和水产品模型中，估计的系数不显著。与此

同时，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也是影响非洲对华农产品

出口的重要指标，例如，估计的 Geo 变量系数在非洲

4 种农产品出口模型中都是正的，且有 3 个系数是显

著的。非洲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都要经由海上运输，

沿海国家因为占据着港口优势而方便了农产品的出口

贸易。

表 5 非洲各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 OLS 模型与 FE 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

变量

棉花 油籽 林产品 水产品

OLS FE OLS FE OLS FE OLS FE
Dij 6. 94 － 15. 75＊＊ － 52. 46＊＊＊ 0. 73

( 5. 69) ( 6. 25) ( 8. 34) ( 3. 64)

Geoj 1. 54* 1. 35 6. 48＊＊＊ 2. 27*

( 0. 81) ( 1. 31) ( 0. 96) ( 1. 29)

GDPi 5. 17＊＊＊ 5. 04＊＊＊ 4. 58＊＊＊ 5. 63＊＊＊ 2. 13＊＊＊ 2. 02＊＊＊ － 0. 67 0. 31

( 0. 64) ( 0. 73) ( 0. 84) ( 1. 10) ( 0. 60) ( 0. 58) ( 0. 69) ( 0. 64)

Exj 0. 45＊＊＊ － 6. 22＊＊＊ － 0. 19 － 3. 00 0. 12 0. 76* 0. 10 － 1. 65

( 0. 17) ( 1. 83) ( 0. 18) ( 2. 13) ( 0. 13) ( 0. 40) ( 0. 15) (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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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 2. 59＊＊＊ 3. 28＊＊＊ － 1. 14＊＊＊ － 1. 15 1. 02＊＊＊ 0. 23 － 0. 23 1. 73＊＊

( 0. 42) ( 0. 87) ( 0. 32) ( 2. 03) ( 0. 34) ( 1. 93) ( 0. 28) ( 0. 68)

Aj 0. 46 1. 60 2. 08 2. 96＊＊ 4. 30＊＊＊ 3. 96＊＊＊ 4. 19＊＊＊ 4. 50＊＊＊

( 0. 97) ( 1. 13) ( 1. 33) ( 1. 46) ( 0. 91) ( 0. 83) ( 1. 06) ( 0. 89)

Tariffi － 0. 91 0. 69 － 40. 19＊＊＊ － 37. 72＊＊＊ － 4. 90 － 6. 40 － 6. 42* 1. 99

( 1. 73) ( 2. 15) ( 5. 72) ( 6. 72) ( 4. 31) ( 4. 73) ( 3. 52) ( 3. 54)

常数项 － 240. 1＊＊＊ － 147. 0＊＊＊ 32. 1 － 131. 6＊＊＊ 411. 1＊＊＊ － 59. 9* 15. 0 － 22. 4

( 55. 87) ( 26. 88) ( 67. 77) ( 32. 32) ( 79. 00) ( 33. 73) ( 37. 76) ( 19. 41)

观测值 192 192 112 112 176 176 189 189

Ｒ － squared 0. 422 0. 410 0. 696 0. 696 0. 493 0. 457 0. 144 0. 199

主要出口

国家数量
12 7 11 12

注: ( 1) 所有标准误都是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
( 2) 采用 ad hoc approach ( Thursby and Thursby 1987; Brcker 1989; Linders and Groot 2006) 给缺少的双边

贸易值添加一个非常小的正值 ( 0. 001) ，以解决部分贸易流缺省的问题。
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对

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和非洲自身农产品生产能力是影响

非洲各 国 对 中 国 农 产 品 出 口 的 重 要 因 素。估 计 的

GDP 系数在棉花、油籽和林产品模型中为正且统计

显著 ( 表 5) ，这表明，在控制各国不随时间而变化

的影响因素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显著提高从非洲进

口以上农产品。以上结果在 OLS 和 FE 模型中都比较

一致。与之对应，出口国 ( 非洲各国) 上年的农业

生产 ( P) 对其出口也起促进的作用，特别是棉花和

水产品 ( 其估计的系数为正，同时统计显著，表 5) 。
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表明中国对非洲农产品进

口关税优惠政策和中非合作论坛，对促进非洲农产品

出口已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估计的中非合作论坛成员

( A) 变量在所有模型中都为正，在 4 种农产品中的

油籽、林产品和水产品模型中其统计显著性都在 5%
以上。同时，中国对非洲国家免关税政策 ( Tariff )
变量的系数在多数模型中为负，在油籽模型和水产品

的 OLS 模型中其系数到达统计显著的水平，这也说

明对非洲农产品的减免关税政策在实际贸易中也产生

了一些影响。
五、总结与建议

总结来看，中国与非洲的农产品贸易逐渐形成了

以下总体特征和产品结构变动趋势: 首先，贸易总量

不断扩大，增长趋势明显; 其次，中国在非洲农产品

出口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第三，中国从非洲进口农

产品的贸易国分布较为集中，且集中度有逐年增加的

态势; 第四，非洲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主要以大宗农

产品和农业相关产品为主，但中间农产品和消费导向

的农产品出口增速较快。
基于上述总体特征及产品特征，本研究采用引力

模型分析了非洲对中国出口主要农产品的影响因素，

主要得出如下结果。除了地理距离和地理位置外，中

国的经济增长和非洲各国的农产品生产能力显著影响

非洲各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数额，这是因为中国经

济增长必然带来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从而也增加了

进口需求; 非洲农产品生产的增长，使其在满足自身

需求的同时也为其出口创造了更多可能。同时，本研

究也提供了中国对非洲实施相关优惠政策产生实际影

响的实证依据，研究表明，中国对非洲农产品进口免

关税政策和开展中非合作论坛都促进了非洲对中国出

口其农产品。
然而，以上研究结果也表明，促进中非农产品贸

易还有诸多问题应引起关注。首先，并不是所有的非

洲国家都能够从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获益，因为

根据研究表明，对中国进行的农产品出口越来越集中

在少数几个非洲国家，仅津巴布韦、南非、布基纳法

索和马里四个国家就集中了超过 50% 的对华农产品

出口额，更多非洲低收入国家尚未在对中国农产品出

口中充分获益。其次，非洲农产品出口到中国的潜力

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目前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主要集

中在棉花、油籽、林产品和水产品等产品，而许多非

洲优势农产品，如巧克力、可可等产品，虽然呈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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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迅速的增长态势，但目前在出口产品总额中所占的

比例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第三，本研究还表明，提高

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才能有效地提升非洲国家农产

品对中国的出口，进而增加其本国农业收入。因此，

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扩大非洲对中国农

产品出口的国家领域和产品范围，使对华出口惠及更

多的非洲低收入国家和优势产品; 另一方面，有必要

继续加强中非之间的农业合作，通过对非洲国家进行

农业援助、农业投资等手段，有效地提升相应国家的

农业生产水平，从而保障非洲国家农业出口能力的持

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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