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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欧盟及成员国两个层面,分析了欧盟新共同农业政策 (新CAP)的演变逻辑与发展

趋向,揭示了变革中政策背景、目标与工具间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新 CAP保留了以两大支柱

为核心的框架体系,进一步简化了冗余政策,增加了市场支持预算,强化了中小型农场支持,调整

了绿色发展政策工具,加强了智慧乡村项目建设.同时,赋予成员国创设空间,欧盟做出导向性部

署,由成员国量体裁衣自主制定适应性政策.总的来看,新 CAP以公平权利为规则,确保农民机

会均等;以乡村环境保护为抓手,推进生态农业发展;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着力提升产业链综合

效益;强调绩效结果,提高政策实施效率.借鉴欧盟新 CAP改革,中国应健全监督考核机制,让

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增强农业绿色发展支持,强化金融保险工具应用,推进数字技术赋能

农业发展.
关键词:欧盟新CAP;演变逻辑;农业竞争力;绿色生态;乡村数字化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１

1　引言

欧盟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欧盟成员国农业生产

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共同农业政策 (CAP)的实施.欧盟农业发展总体沿着既定的CAP政策框架稳步推进,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０年议程»后,形成以周期７年为一轮次的调整定式.新一轮 CAP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本应自

２０２１年开始执行,但受英国脱欧、COVIDＧ１９全球蔓延及欧洲谈判滞后影响,迫使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各成员国

仍沿用上一轮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CAP政策工具.经过多次磋商谈判,新 CAP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于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通过,自２０２３年１月起正式施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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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CAP改革历来备受关注,改革中累积的经验,为各国农业政策转型提供了借鉴.中国作为农业大

国,正面临欧盟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曾面临的农业农村问题,譬如农业绿色发展问题、乡村振兴问题、青年

农民支持问题等.因此,持续关注欧盟农业支持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外学者对CAP的探讨主要

聚焦以下四方面:一是从政策演进视角梳理了CAP改革阶段、治理路径及发展趋势,研究表明CAP政策目

标由增产转为绿色生态[１],“绿箱”特征明显[２],政策工具先繁后简[３Ｇ４],生态环境领域备受关注[５Ｇ９],且注

重自下而上激发成员国积极性[１０].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农业技术革新成为确保粮食安

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及提升竞争力的关键[１１Ｇ１２].二是从绿色生态转型视角分析了绿色发展支持政策[１３]、
交叉遵守机制[１４]、农业生态补偿政策[１５Ｇ１６]、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政策改革特征与面临的问题[１７Ｇ１８].三是从竞

争力提升视角探究了青年农民支持政策[１９Ｇ２０]、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２１]、智慧农业[２２]、数字农业[２３]的政策

目标、发展实践、困境及挑战.四是从政策效应评价视角对CAP政策工具及其效果进行评价,如基于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系统剖析政策调整中的潜在环境影响[２４],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财政支持对农业发

展的影响[２５],运用定性研究测评环境政策纳入 CAP的效果[２６],建立向量自回归 (VAR)模型检查直接

支付在成员国间的差异性[２７],构建指标体系评价生态服务系统[２８],采用 Meta分析农业环境计划效

应等[２９].
已有研究对欧盟CAP展开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但仍留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一是学者大多从欧盟宏观

层面对新CAP改革展开研究,虽然有少数学者构建了新CAP的全景图解读政策工具调整方向,但欠缺政策

嬗变背后的逻辑阐释.二是对成员国层面政策工具的选择关注较少,新CAP改革越发注重地区间的差异性

和政策的灵活性,从成员国比较视角看欧盟,有助于更加清晰地了解区域制度的差异性.三是欧盟新一轮

CAP调整较为频繁,目前已有文献大多是对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临时协议的分析,针对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既定政策体

系的讨论鲜有提及.有鉴于此,本文立足欧盟及成员国两个层面,探讨新CAP政策变迁的逻辑及改革发展

趋向,这对中国农业政策优化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2　新 CAP 的演变逻辑

CAP始于１９６２年,历经数次改革与调整,形成以第一支柱市场支持和直接支付、第二支柱农村发展为

核心的政策体系,各项政策工具在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农业竞争力、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

用.新CAP从制定到实施包括立法提案、磋商谈判、批准通过、审查各国战略计划、绩效考核五项步骤.

２０１８年欧盟委员会提出新CAP立法提案,历经３年反复磋商,２０２１年６月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新CAP
达成临时政治协议,同年１２月新CAP正式通过.新CAP改变了运作方式:一是成员国实现由 “规定动作”
到 “自选动作”的转变[６],各国依据CAP政策体系自主制定本国的战略计划 (NSP),并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
日前递交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将用６个月的时间审查批准各国 NSP.二是新CAP非常重视结果和绩效,
欧盟委员会对各国政策落实与资金执行全程监管,自２０２４年起各国需向欧盟委员会递交年度绩效报告、中

期评估报告、二次绩效评估报告,落实量化考核.

２１　改革背景

新CAP改革动因来自外部 COVIDＧ１９冲击以及欧盟内部农业发展新挑战双重影响.从外部环境看,

COVIDＧ１９造成劳动力短缺、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跌、进出口贸易受限,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升粮食产量

的需求更为迫切.从内部环境看:一是亟须提高农民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虽然欧盟给予农民大量支持,但

农民收入仅占整个经济社会平均工资的４１％,如何保障农民公平权利,让农民更多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增

值收益成为改革面临的重要议题.二是有效应对环境气候变化.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创新已成为全球发展的

大趋势,当前 «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欧盟应付诸行动来落实２１世纪中叶低碳发展战略,特别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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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的 «欧洲绿色协议»,提出２０５０年要实现气候中性目标,欧盟需要完善气候

治理机制,撬动环境气候行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需要建设充满活力的智能乡村.虽然欧盟２７国就

业率从２０１３年的６７５％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７２４％,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乡村经济发展,但欧盟农村地区贫

困率始终高于２０％,应进一步促进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农村倾斜,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 “同频共振”;此

外,随着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来源[３０Ｇ３１],以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需要政策予

以支持.

２２　改革目标

本次改革设定了三大总体目标、十个具体目标 (图１).总目标聚焦于三方面:一是加快建设智能、多样

及充满活力的农业部门;二是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三是推动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与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CAP战略目标相比,新 CAP在稳定粮食生产、保持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实现区

域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将重点聚焦推进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环境发展绿色化、农业农

村建设数字化.与此同时,新CAP还将进一步耦合 «欧洲绿色协议»,如新CAP “目标６:保护景观和生物

多样性”“目标９:确保安全、营养和可持续的食品”,同 «欧洲绿色协议»中的生物多样性及 “从农场到餐

桌”战略遥相呼应,共同助力农业农村绿色低碳转型.

图１　新CAP战略目标与 «欧洲绿色协议»远景目标间的耦合关系

２３　政策体系

２３１　政策框架及资金预算

新CAP仍保留了两大支柱,但政策工具却出现明显调整 (图２).此番欧盟委员会重新布局,将渔业融

入现代化大农业,协同推进产业融合与科技创新.从预算支出科目分类看,CAP预算支出科目由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年的 “Title０５:农业和农村发展”变更为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 “Title０８:农业和渔业政策”,第一支柱市场

支持 (０５０２)及直接支付 (０５０３)、第二支柱农村发展 (０５０４)的编码变更为市场支持和直接支付 (０８０２)、
农村发展 (０８０３).从政策工具看,新CAP简化了政策科目,所规定的政策层级及政策工具数量大幅减少,
政策操作空间更大,政策工具选择更灵活.从资金预算来源及总额看,欧洲农业保障基金 (EAGF)仍为第

一支柱提供资金,农业农村发展基金 (EAFRD)为第二支柱援以支持;５年间新CAP资金预算总额为２７０１
亿欧元,其中第一支柱预算总额２０８９亿欧元,包括直接支付１９４０亿欧元、市场支持１４９亿欧元,第二支柱

农村发展预算总额６０６亿欧元.

２３２　第一支柱市场支持政策的调整重点

市场支持旨在使农业部门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本次改革保留了公共干预、私人储存政策,延长了公共

干预时间,拓宽了特定产品市场支持类别,下调了学校果蔬牛奶计划资金.
公共干预与私人储存支持类别保持不变,但修改了公共干预时间.公共干预是农产品价格跌至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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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欧盟CAP政策体系

资料来源:根据Regulation (EU)２０２１/２１１５ 整理所得.图４同.

的低水平时,由欧盟政府或其机构购买并储存,然后在市场价格恢复后出售,以此稳定农产品价格.新CAP
中公共干预措施仍然延续对普麦、硬麦、大麦、玉米、大米、牛肉、黄油、脱脂奶粉的支持,其干预时间的

修改为三方面:一是普麦由每年１１月１日至次年５月３１日提前至每年１０月１日至次年５月３１日,二是硬

麦、大麦、玉米、大米改为全年干预,三是黄油、脱脂奶粉干预时间改为每年的２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另

外,在市场价格较低期间,欧盟鼓励私营部门运营商存储白糖、橄榄油、牛肉、黄油奶酪、脱脂奶粉、猪

肉、羊肉、亚麻纤维８类产品,并向其支付储存成本,以减缓供过于求的压力.
欧盟对于特定农产品支持覆盖葡萄酒、果蔬、橄榄油、养蜂业、啤酒花５项产业,此次特定农产品进行

了三项改革:一是延长葡萄酒种植授权计划期限,EU２０２１/２１１７法规将葡萄酒授权计划延长至２０４５年,并

增加了２０２８年和２０４０年两次中期审查;在资金支持方面,欧盟每年将拨款超１０亿欧元用于葡萄酒健康检

疫、研发新产品及技术革新.二是加大养蜂业支持,一方面欧盟明确规定了７项财政援助类别,包括为养蜂

组织提供咨询与技术援助、预防动物疾病、鼓励实验室创新产品、保护或增加蜂箱数量、养蜂行业前景分

析、市场监管行动、产品质量提升行动;另一方面,资金倾斜适宜养蜂的欧洲南部国家,如西班牙、法国、
希腊、罗马尼亚四国每年将分别获得９５６万欧元、６４２万欧元、６１６万欧元、６０８万欧元,该四个成员国所获

得的欧盟资金拨款比重约占所有成员国的５０％.三是对生产者组织的支持领域由葡萄酒、养蜂业拓宽至所有

农业产业,提高生产者团体和生产者组织支持数量,鼓励与食物链中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建立稳定安全互

利的供应链体系.
学校果蔬牛奶计划保留资金转移比例,下调资金预算.新CAP保留了２０１３年改革果蔬、牛奶资金预算

相互转移规则,资金转移比例不得超过２０％.受英国脱欧的影响,每年预算下调至２２０８０万欧元,果蔬及牛

奶预算上限分别为１３０６１万欧元、９０２０万欧元.

２３３　第一支柱直接支付政策的调整重点

直接支付政策结构进行重新划分,区别于２０１３年改革中的自愿直接支付、强制直接支付,新CAP调整

为脱钩支付和挂钩支付.改革体现在新增活跃农民,调整脱钩支付中的基础收入支付、再分配支付、青年农

民支付、生态支付,挂钩支付中的棉花挂钩支付.
—８—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3郾05（总 529）



２３３１　新增活跃农民定义

为了增加直接支付政策群体覆盖面,新CAP首次增加了活跃农民这一概念.欧盟从三方面对活跃农民

进行了界定:一是成员国基于客观和非歧视性原则来判断其是否符合最低程度的农业活动,例如农场劳动力

投入、是否被纳入国家或地区登记册等.二是引入负面清单制度,从事负面清单类目上的农民无法获得欧盟

补贴.三是成员国可将获得直接支付金额超过５０００欧元的农民视为活跃农民.

２３３２　脱钩支付调整

改革后的脱钩直接支付包括基础收入支付、再分配支付、青年农民支付、生态支付４个项目,为避免再

次出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食物山”事件,新CAP改变了脱钩支付测算标准,脱钩支付补贴依据农地面积计

算,不再依据种植品种.
基础收入支付资金小幅削减.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各成员国基础收入支付金额上限为本国总直接支付预算的

５０％,低于２０１３年CAP改革中新基础支付７０％的比例,总资金预算下调２０％.
再分配支付从大型农场转向小型或中型农场.在过去的１０年,欧盟农场数量急剧萎缩,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EU２７国农场总量由１４２０万个下降至１０３０万个,且大多数为面积小于２８公顷的中小型农场,在农业

生产中呈比较劣势.新CAP重新分配了对小农的支持,成员国必须将至少１０％的直接支付拨款用于中小

农场,属于强制性措施.反观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虽然欧盟规定了各国最高可将本国直接支付的３０％用于

再分配支付,但该项措施为自愿性.此外,再分配支付还将与保障劳动者权利挂钩,如平等就业权利、
劳动安全健康保护权利、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等,该规则２０２３年为自愿措施,２０２５年后则成为强制

性措施.
青年农民支付支持力度继续增大.欧盟农业政策始终关注青年农民培育,究其原因,一方面,欧盟农业

劳动力人口老龄化,青年农民严重缺乏.２０１６年 EU２７国４０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占全部农民比重仅为１１％;
从性别结构看,男性及女性青年农民占比分别为７１％、２９％,青年女性在代际更新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并未

得到有效保障和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农业经营的专业性较强,面临青年农民准入门槛高、地租不断上涨、
资金与信贷支持难获取、专业技能水平偏低等挑战.新CAP制定了三项规定:一是欧盟每年财政拨款１２亿

欧元,成员国直接支付预算中的至少３％支持青年农民,略高于２０１３年CAP改革中的２％限额;二是成员国

可通过制定额外收入计划、援助计划、投资支持吸引青年农民;三是鼓励女性青年农民进驻农业部门,为农

场代际更替提供资源储备.
拓宽生态支付资金来源渠道.一是欧盟预算直接拨款.新CAP要求成员国生态计划的预算不得低于本

国直接支付预算总额的２５％,成员国可灵活决定措施内容及金额,该项比例低于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３０％.二

是设定绿色资金份额 (RingＧfencedgreenfunding).各国必须将水果和蔬菜部门干预资金的１５％、葡萄酒行

业的５％用于生态计划项目.三是额外资金援助.欧盟规定了良好环境和农业条件 (GAEC)九项标准,每

项标准均设定了最低 “基线”,超过 “基线”的农民将会获得额外资金支持 (表１).

表１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GAEC九项标准

序号 标准释义

GAEC１ 　根据永久性草地与农业面积的比例维护永久性草地

GAEC２ 　湿地和泥炭地的保护

GAEC３ 　禁止燃烧耕地残茬,植物健康原因除外

GAEC４ 　沿水道建立缓冲带

GAEC５ 　耕作管理,降低土壤退化和侵蚀的风险

GAEC６ 　在敏感时期避免裸露土壤的最小覆盖面积

GAEC７ 　耕地轮作,水下种植的作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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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序号 标准释义

GAEC８ 　用于非生产性区域的耕地最低份额,保留景观特征并禁止在鸟类繁殖和饲养季节砍伐树篱和树木

GAEC９ 　禁止在 Natura２０００区域及环境敏感区域转换永久性草地

　　资料来源:根据各成员国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国家战略计划»整理所得.表４和表６同.

２３３３　挂钩支付调整

棉花挂钩支付成为独立支持项目.新CAP将棉花挂钩与其他产品挂钩支付进行了区分,而２０１３年CAP
改革中的挂钩支付并未明确区分棉花和其他产品的支持金额.此次改革欧盟将继续向保加利亚、希腊、西班

牙和葡萄牙四国的棉农发放棉花支付,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四国棉农将获得１２３２亿欧元资金预算 (表２).值得

关注的是,欧盟还设定了棉农获得挂钩支付的三项标准,种植面积符合基准公顷、品种获得欧盟授权、保障

棉花收获率才可获得资金.

表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欧盟成员国棉花挂钩支付

国别 基准面积/公顷 产量/ (吨/公顷) 单产支持额/欧元 年均支持额/万欧元 总支持额/万欧元

保加利亚 ３３４２ １２ ６３６１３ ２５５７８ １２７８９１

希腊 ２５０００ ３２ ２２９３７ １８３９９６０ ９１９９８００

西班牙 ４８０００ ３５ ３５４７３ ５９６９０６ ２９８４５３２

葡萄牙 ３６０ ２２ ２２３３２ １７７６ ８８７９

　　数据来源:根据Regulation (EU)２０２１/２１１５ 整理所得.

２３４　第二支柱农村发展政策的调整重点

农村发展政策早在１９７２年CAP改革中已初具雏形,«２０００年议程»引入农村发展政策作为CAP的第二

大支柱,更突出强调农村发展与第一支柱直接支付和市场支持的同等地位,至此 CAP政策体系正式形成.
农村发展政策历经四次改革,各阶段政策侧重点有所不同.农村发展政策的形成期强调农业结构调整,提升

农业竞争力;发展期则关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提高民众生活福祉;步入成熟期转向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提高乡村包容性;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新时期,欧盟正着力建设生态乡村、智慧乡村 (表３).

表３　CAP各时期农村发展政策目标

形成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 发展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成熟期: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新时期: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

　创造更强的农业和林业

部门
　提高农业和林业竞争力 　提高农村企业竞争力、促进就业 　提高农业抵御冲击及风险管理能力

　提高农村地区竞争力 　改善农村环境 　促进资源可持续管理
　建设生态型农业,提升农田生态涵

养力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欧洲农村遗产

　提高农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经

济多元化发展

　促进社会包容、减贫、维持农村

经济平衡发展

　以数字集成创新,提振农村发展可持

续力

　　资料来源:根据RuralDevelopment２０１３ 和Regulation (EU)２０２１/２１１５ 整理所得.

此次农村发展政策做出六方面调整:一是引入新运作模式.成员国自主设定特色有效的政策工具,不再

按照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制定的６大优先事项１８个 “焦点领域”政策清单列表选择.二是拓宽政策支持领域.

２０１３年CAP改革重点支持生态系统、社会包容、低碳经济等６个方面,新CAP则拓展至环境气候、风险管

理、知识交流和信息传播等８个领域.三是提高农业环境气候行动项目资金预算.成员国必须将其农村发展

预算的至少３５％用于环境、气候和动物福利方面的行动,高于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３０％.四是强化知识创新和

数字化项目建设.欧盟通过建立农业知识和创新系统 (AKIS)、开展农场示范活动、提供农业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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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培训农场顾问、提供出国学习交流等途径帮助农民参与农业实践.此外,支持地方行动小组

(LAG)活动.运营小组由农民、生产者组织、研究机构组成,致力于自下而上解决农业发展问题,２０２３—

２０２７年成员国将支持超过５４００个运营小组,支持数量是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４倍.五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

展.所有成员国新CAP战略计划中均包括数字乡村计划,不仅可运用新 CAP资金,还可与 “地平线欧洲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计划协同使用,因地制宜解决区域资金不足困境.六是增加风险管理工具.新CAP将风险

管理列为农村发展政策８个重点支持领域之一,具体包括保险计划、共同基金支持计划及其他支持计划３个

类别,成员国可灵活自选工具箱 (表４).如意大利选择了保险计划及其他支持,预计拨款３０亿欧元用于新

CAP下的风险管理工具.

表４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欧盟部分成员国风险管理措施工具选择

成员国 保险 共同基金 其他

爱沙尼亚 √ √ √

克罗地亚 × √ √

意大利 √ × √

立陶宛 √ × √

荷兰 × √ √

葡萄牙 × √ √

3　新 CAP 的发展趋向

基于对新CAP改革背景、目标及政策调整重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新CAP更加注重公平、环保、提高农

业竞争力以及政策绩效管理.

３１　以公平权利为规则,均衡配置资源确保机会均等

新CAP的公平性体现在对农民的保护机制日臻完善,政策工具持续向最需要的人倾斜.一是拓宽政策

受益范围.新CAP在保障小农场主、青年农民的同时,首次增加了对活跃农民的支持.二是再分配支付的

强制属性为小农场主提供保障.２０１３年改革中的重新分配直接支付规定,成员国可把本国直接支付金额的

３０％分配给面积小于３０公顷的农场主,自愿属性难以保障小农场主获得实质性支持;而新CAP强制规定各

成员国用于再分配支付的金额不得低于本国直接支付预算的１０％,更能确保小农场主资金的落地.三是在乡

村发展中促进两性平等.新CAP首次公布性别平等战略,注重女性人才培养,允许将资金投入欧盟女性人

才培训计划,增强妇女跨国学习机会,为绿色乡村建设注入 “她力量”.

３２　以生态农业为抓手,推进乡村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

欧盟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持续支持农业绿色发展,形成生态保护型乡村振兴模式.以农业绿色发展支

持政策为例 (图３),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构建起以第一支柱交叉遵守机制及绿色直接支付、第二支柱农业环境措

施为主的政策框架,新CAP重构了农业绿色支持体系.一是调整政策体系.取消第一支柱下的绿色直接支

付,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新增 “绿色架构”政策体系,包括第一支柱的生态支付及第二支柱的环境气候措施.农民

获得政策支持的前提准则由交叉遵守机制改变为新的 “条件”.二是兼顾强制性支付与自愿激励.强制措施

通过绿色准则约束农户农业生产活动,新的 “条件”修正了良好农业和环境条件 (GAEC)标准,在 GAEC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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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水平内农民必须强制遵守,对于超出 GAEC基准水平部分则以农民自愿为主,政策给予激励和引导,这

种灵活形式更有助于成员国解决具体环境问题.三是打通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资金.各成员国可将第一支柱

生态支付作为农民获得第二支柱资金支持的准入门槛,允许资金在两大支柱间转移,提升两支柱协同保护环

境能力.

图３　新CAP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与上一轮CAP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所得.

３３　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稳步提高农业产业链综合效益

新CAP高度重视提高农业部门的竞争力,关注农民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一方面,增强价值链内的协

同效应.欧盟进一步加强生产者合作,鼓励生产者合作组织与农民建立纵向协作关系,发展绿色农业

供应链,提高农民议价能力.譬如在水果、蔬菜、橄榄油领域采用订单订购模式,降低农业生产者风

险;此外,欧盟委员会建立了覆盖牛奶、肉类、糖等产品的市场观察站 (葡萄酒、水果、蔬菜在建),
帮助农业部门及时获取市场数据,提高信息透明度,更好地应对市场价格波动.另一方面,培育农业

发展新增长点.随着有机农产品逐渐成为消费焦点、消费趋势,欧盟致力于发展有机农业,２０２１年３
月欧盟委员会通过 «有机农业生产行动计划»,提出了２３项行动,制定了到２０３０年欧盟有机农业用地

面积至少达到２５％的目标,致力于打造同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相匹配、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农业发展

格局.

３４　以绩效结果为准则,加强监督管理保障政策落地见效

新CAP以绩效和结果为导向,着眼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上一轮CAP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欧盟虽强

调了对政策进行监测和评价,制定了背景指标、影响指标、结果指标、产出指标评析支持政策效果,但评价

指标与改革目标间的联系不明确,绩效考核周期较长,项目众多且程序繁杂,在各成员国中绩效管理执行相

对无效,致使财政资金存在闲置、浪费现象.新一轮CAP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注重结果管理,针对１０个目标

专门设定了绩效考核准则,量化为２８项具体指标.如 “目标４:气候变化行动”,通过 “I１０农业温室气体

排放”“R１４土壤中的碳储存量” “R１７植树造林及休耕区域绿化地面积”３个指标衡量执行结果; “目标

１０:知识共享、创新和乡村数字化”的考核指标为 “R１为受益于培训、知识交流、EIP小组的人数”.与此

同时,欧盟委员会增加了对成员国绩效管理的频次,进一步强化了过程监管,通过各年的年度审查、２０２５年

第一次绩效考核、２０２６年中期评估、２０２７年二次绩效考核,评价政策绩效与政策漏损,有效促进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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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与执行 (图４).

图４　新CAP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与上一轮CAP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绩效指标体系对比

4　总战略目标下成员国的政策工具选择

在欧盟总战略目标指引下,成员国契合农业发展特定需求制定了特色有效的国家战略计划.各国新CAP
从制定到执行总计４项流程,分别是制定并递交新CAP战略计划、提交审核修订方案、欧盟委员会批准成

员国新CAP战略、成员国执行新CAP.各国新CAP能否通过的评判依据在于经济发展是否兼顾可持续及公

平,农业发展是否注重绿色,社会发展是否具有包容性,计划制定是否有助于知识共享、创新及数字化.符

合上述标准的新CAP战略计划方可获得欧盟委员会准允.经过层层审核,２０２２年８月３１日欧盟委员会首次

批准了丹麦、芬兰、法国、爱尔兰、波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七国的新CAP战略;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３日,第二批

次通过了奥地利、卢森堡两国的战略计划.

４１　成员国新CAP资金预算

２０２１年EU２０２１/２１１５法案对成员国承诺拨款进行了估算,但２０２２年欧盟委员会对各国新 CAP进行了

最终审核,以核定后的资金预算为成员国分配资金.从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欧盟审核通过的９个成员国资金总预

算看,欧盟对九国资金预算支持总额约为１４５２８９亿欧元 (表５),占 EU２７国新 CAP总预算的比重高达

５３７９％.各成员国财政资金统筹呈现如下特点.

表５　EU９国新CAP核定后的资金预算

单位:百万欧元

项目类别 丹麦 芬兰 法国 爱尔兰 波兰 葡萄牙 西班牙 奥地利 卢森堡 EU９国总计

直接支付 ４１１８６７ ２６１３１２ ３４２３０７６ ５９３１４１ １７３２６７４ ３４８７１５ ２４４４０１０ ３３８７９１ １６２７４ ９５６９８５９

市场支持 ２７８ １８７ ９５６７１ ０６０ ５０２５ ２７２４０ ８５９８２ ６６８４ ０３９ ２２１１６７

农村发展 ７３３８９ ４０６３９９ １４３００７５ ３８５７７１ ７７６７７５ ２８４１１６ ８２７３８４ ５２３７１２ ３０１１７ ４７３７７３７

总计 ４８５５３３ ６６７８９８ ４９４８８２３ ９７８９７１ ２５１４４７４ ６６００７１ ３３５７３７６ ８６９１８７ ４６５３０ １４５２８８６３

其中,
部分重

点领域

资金支

持

青年农民 １２９３６ ８８７２ １１０２２２ １７７９４ ５００４２ １３１５８ ８８７２３ １０３４１ ５２６ ３１２６１５

环境气候 ４３０４２ １０２０７６ ４１２６０７ １０４６３３ ２０４１８６ １０５７６０ ２５８００９ １５２０２２ ４５５３ １３８６８８６

生态计划 ８１９４５ ４３０００ ８５５７６９ １４８２８５ ４３３１７６ ８７４２６ ５５５２５８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９５ ２２５８９５４

LEADER ４６２６ ９９４６ ５０２０９ ７７９４ ３８９６８ １４０２４ ５４２１５ １３０２０ ３１８ １９３１２０

　　数据来源:根据各国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国家战略计划»和Regulation (EU)２０２１/２１１５ 整理所得.

第一,农业强国与转型国家资金配比较高.法国、丹麦两大农业强国以及转型国家波兰资金预算分别为

４９４８８亿欧元、４８５５亿欧元和２５１４５亿欧元,以上３个国家财政拨款占欧盟审核通过的９个成员国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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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５４７１％.三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并存,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高,再加上欧盟层面财政公共预算安

排,新CAP资金远高于其他成员国①.新阶段更加致力于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形成富有生命

力的现代农业管理形式.
第二,政策共同聚焦环境气候、生态计划、青年农民三个领域.在各成员国制定的国家战略计划中,明

确了以上三项政策工具的预留资金.其中,农业绿色发展措施中,各国环境气候和生态计划资金预算占其农

村发展及直接支付总资金的比重均超过４０％,丹麦该项比例排在首位,高达７８５５％.青年农民项目中,法

国、西班牙、波兰鼓励青年回归农业,突出强调了对青年农民的资金补贴与信贷支持,青年农民资金支出占

欧盟九国的７９６５％.
第三,乡村治理以社区主导型地区发展方式广泛调动群体参与.政策执行中由地方利益攸关方组建地方

行动小组 (LAG),最大化利用当地资源,使当地居民从政策的被动受益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共同解决地

方农村发展难题.各国通过农村地区发展行动联合 (LEADER)工具为 LAG 提供资金,新 CAP总计预留

１９３１亿欧元用以保障LAG政策实践活动.成员国中西班牙及法国预计分别投入５４２亿欧元、５０２亿欧

元,资金主要支持五项领域,包括建设环保示范项目、投入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购置和运营定制交通、发展

多元化经济、营造文化景观.社区主导型模式强调自下而上、部门合作,较容易产生出倍增效应,成为各国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有益探索.

４２　成员国新CAP工具选择

成员国新CAP支持重点共同围绕三个方面:一是以再分配收入支持及特定农产品支持,健全农民保护

机制;二是以农田环境建设和绿色技术支持,提升生态涵养承载能力;三是以数字集成创新和社会包容项

目,提振农村发展可持续力.但由于成员国农业禀赋不同、乡村改革面临的问题也有所不同,政策工具选择

呈现出如下特点 (表６).

表６　成员国农业发展特点及新CAP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政策工具支持重点

国别 农业发展特点 第一支柱支持重点 第二支柱支持重点

丹麦

　农产品净出口大国,猪肉和乳制品为

最重要的部门,乳制品和肉类合作社极

具市场竞争力

　①生态计划;②畜牧产品特定产业支

持;③支持大型合作社;④ 改善动物

福利

　①环境气候项目;②减少温室气体 (GHG)排

放;③发展有机农业

芬兰

　气候寒冷;以家庭生产为主,农场工

作的１３４万人中,７０％具有亲属关系,
仅有２０％采用雇工形式

　①生态计划;②自然或其他地域劣势

的地区支持;③强制性要求导致的劣势

地区支持

　①环境气候项目;②鼓励生产者合作;③扶持

青年农民;④数字创新

法国

　葡萄酒、牛奶、谷物、畜牧业为支柱

产业;生产者组织数量达７２４个,生产

者组织覆盖了国内 ８０％ 的牛奶生产、

５０％水果蔬菜生产

　①生态计划;②葡萄酒、畜牧业、蛋

白质等特定产业支持;③鼓励生产者组

织合作;④再分配支付倾向中小型农场

　①环境气候项目;②鼓励循环农业;

　③发展有机农业;④建设智慧乡村;

　⑤知识共享、创新和数字化

爱尔兰

　农村人口比例高;农场面积大,平均

面积３３４公顷;专注畜牧、牛肉和奶

制品生产

　①生态计划;②支持中小型农场;

　③水果、蔬菜和养蜂业特定产业支持

　①环境气候项目;②增有机农业面积

　③吸引女性农民

波兰

　畜牧、谷物、园艺为支柱产业;农业

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８５％;农场总量

超１４０万个

　①生态计划;②援助特定农业部门;

③再分配支付倾向面积小于３０公顷的

农场

　①环境气候项目;②发展循环农业;

　③农田土壤管理;④维护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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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首先以国家类别划分为标准,其次排列资金预算.参考姜长云、李俊茹、巩慧臻的文章———全球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和经验启

示,将法国、丹麦、意大利、德国、荷兰定义为农业强国.在新CAP核定后的EU９国中,农业强国法国、丹麦排在了前位,故文中列出了法

国、丹麦两国.波兰在农业转型国家中位列第一,因而转型国家中选择了波兰.



(续)

国别 农业发展特点 第一支柱支持重点 第二支柱支持重点

葡萄牙

　农业以葡萄酒、谷物、水果和蔬菜为

主;家庭经营型,４６％的农场面积小于

２公顷;３９％农业生产者为女性

　①生态计划;②增加葡萄酒、水果和

蔬菜特定产业支持;③风险管理

　①环境气候项目;②水资源管理;

　③可持续农地管理;④发展循环农业;

　⑤女性农民支持

西班牙

　蔬菜、园艺、水果和猪肉为重要的部

门;以小农场主为主,５０％的农场面积

低于５公顷

　①生 态 计 划;② 支 持 中 小 型 农 场;

③农场主技能培训;④经营困难农民

援助

　①环境气候项目;②鼓励可再生资源;③灌溉

系统现代化;④支持女性农民

奥地利

　农地集中于山区和自然条件限制地

区;农场规模小,１１万个农场共同管

理２０公顷农地

　①生态计划;②自然或其他地域劣势

地区支持;③增进动物福利

　①环境气候项目;②支持有机农业;

　③保护景观多样性

卢森堡

　专注于牛奶、肉类、葡萄酒和谷物产

业;农场以中型为主,１９７０个农场一

半面积超５０公顷

　①生态计划;②畜牧业特定产业支

持;③再分配付款支持倾斜中型家庭

农场

　①环境气候项目;②奖励循环农业;

　③鼓励农业智能化

第一,农业全产业链一体化网络形成的国家,政策制定致力于强化生产者组织合作.法国是欧盟公认的

生产组织数量最多的国家,生产组织数量达７２４个,８０％的牛奶生产、５０％的水果和蔬菜生产由生产者组织

覆盖,农业部门极具组织性.鉴于法国生产者组织庞大的特征,新CAP中鼓励部门建立紧密协作的供应链,
并通过鼓励生产组织注册地理标志产品等方式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业附加值.类似地,丹麦农业之强,除

了兼具欧洲其他国家的优势外,重要的原因在于通过农业合作社模式融合农业产业和工商业,形成一条龙的

运营模式,培育全产业链.因此,丹麦新CAP选择继续对合作社加强支持,保障基本农业投入品的供应.
第二,农业经营形式以小农户为主的国别,支持中小型农场成为重要导向.西班牙农民总量约为８０万人,

但５０％的农民为面积低于５公顷的小农场主,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强化小农户支持政策.西

班牙对小农场主的支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直接支付中的再分配支付倾向于中小型农场,并加强农场主农

业技术培训,提升农民素质;另一方面,推动小农场主发展有机农业,新CAP战略计划将向１２５万公顷的有机

农地提供财政援助,到２０３０年农业用地的２０％将用于发展有机农业,以绿色发展为引擎,赋予农村持久生命力.
第三,转型农业国鼓励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发展.波兰农场总量超１４０万个,在欧盟委员会审批通过的

成员国中位居前列,农场发展潜力巨大.新CAP聚焦生态农场建设:一是支持沼气发电,新CAP为２３００多

个沼气发电项目预留了专项资金,推动生物质能源发展,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加强农田土壤管理,

４％的农业用地将划分为非生产性区域,更好地保护湿地和泥炭地,助力实现 “碳中和”目标;三是激励环

境气候友好型农业,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生态环境计划、农村发展下的环境气候项目分别为４３亿欧元、２０亿欧

元,占直接支付及农村发展资金预算总额的比重均超过２５％.
第四,农田生产环境受限制的国家,资金预算将预留给自然条件劣势地区.芬兰是欧洲森林覆盖率最高

的国家,７５％的土地被森林覆盖,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农业部门的总体盈利能力很低.为了保障农业收入和

提高作物生产水平,直接支付重点的支持领域为受自然约束影响的地区 (ANC),３８５亿欧元的欧盟资金和

１３７亿欧元的国家资金将用于支持该项政策工具.此外,生态环境计划还规定了全境农作物轮作、冬季强制

休耕的要求.
第五,女性农民占主导地位的成员国,政策制定尤其注重凝聚女性力量.如葡萄牙３９％农业生产者为女

性,在新CAP资金分配中首次采用性别平衡方法,向已经从事或希望开办新企业的女性农民提供奖励奖金、
技术援助,着力实现农村女性的社会及经济赋权.

5　改革启示与政策建议

在后疫情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之下,新CAP将农业发展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高效衔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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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和结果为导向的CAP为欧洲农村发展铺平了道路.虽然中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与欧盟存在较

大差异,但是同样作为农业大国,既有农业发展转型的需求相似性,也存在面临现实问题的共性特征.中国

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之年,政策体系的调整既要着眼于短期内主要矛盾的解

决,也要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结合中国农业自身发展规律,借鉴欧盟新 CAP改革的经验积累,
有助于加快实现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生态宜居、可持续发展的远景目标.

５１　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提高政策措施执行效率

在预算资源有限前提下,政府均面临着政策资源如何最大化实现农业发展目标,提高政策效能的共性问

题.欧盟新CAP改革尤其重视政策执行的绩效和结果,通过严格的监督惩罚机制对政策实施予以保证.与

之相比,中国更关注政策设计而对政策执行和监督疏于管理,造成实施效率不高.中国支持政策的出台与执

行多为 “自上而下”的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决策与执行方式优点在于便于国家宏观把握,但由于需求

信息与政策供给信息源头处于整个信息链的两端,中间通过层层政府机构的传达,容易导致供需脱节或矛

盾.因此,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惩罚机制和监测体系,采取定期抽检方式,监督机制与惩罚机制挂钩.同时建

立政策监测体系,通过监测指标评估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便于政策改进和创新.

５２　保障资金预算公平分配,农民更多分享增值收益

欧盟未来CAP的改革将着重支持农村中小型农场建设发展,降低小农户和大型农场的财政支持,进而

推动农村实现长期稳定的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民在农业产业的价值链,在吸引人才流入的同时还促进农民

获得更多收益.而对于中国也不例外,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大部分农村面临 “空心村”问

题,能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逐年下降,引进农业人才已经迫在眉睫.一方面,支持青年农民回归农业生

产,建立青年农民农业农村创业支持政策体系,整合城乡资源、锁定政策目标、确定执行标准,多渠道增加

青年农民进入农业的社会和组织资本,形成富有生命力的青年农民组织形式.另一方面,鼓励利益主体广泛

参与农业实践项目,政府角色则转换为搭建平台、筛选项目、创设参与机制、基础性投资环节及鼓励生产者

合作,通过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民融入农业现代化生产,扭住农民收入这个中心问题不放松,充分发挥农民的

价值,为发展注入源动力.

５３　增强农业绿色发展支持,重视生态农业农村发展

为履行全球气候治理碳中和承诺,实现 «欧洲绿色协议»２０３０年既定目标,欧盟新 CAP仍侧重农业绿

色发展导向,强化环境气候工具的运用,建立强制与自愿结合的政策激励机制.中国农业发展粗放经营模

式、农业面源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仍亟待解决,因此,应从以下三方面着力全面推进农业绿色转型.一是

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构建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政策体系,把农业资源保护与农业保险相结合,促使

农民运用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方式,保障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注重农田生产环境的治理,在农村

地区强制设立作物轮作、林下农业、种养混合等方式,建立循环装置以及生态土壤改良等保护农村地力,确

保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三是以基本环境要求作为普惠式支持前提,欧盟绿色支持政策体系中很突出的一个特

点就是交叉遵守制度,中国也应设立补贴的 “门槛”制度,规范农民生产、提高环保意识,将农业生产的标

准要求法制化、基准化.

５４　强化金融保险工具应用,提升危机防范化解能力

欧盟在出台应对疫情的农业政策时,充分运用金融支持工具的灵活性,为农业生产者及农业企业提供低

利率贷款及担保,引导农业生产者及农业企业渡过难关.农业极具脆弱性,容易受各类风险事件的影响.中

国应构建层次分明的风险管理体系,将事前的农业保险和互助基金以及事后的巨灾基金相结合,为农民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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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风险稳定收入提供保障.同时,厘清市场和政府的权限范围,加强财政支持和金融工具的合作、金融机

构与担保机构合作、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合作,破解农村发展资金难题.此外,充分利

用金融支持工具,强化金融保险的利用,将信贷等金融支持向农业倾斜,危机期间适当降低信贷利息,延长

贷款还款期限,缓解农业企业资金压力,稳定农民收入,补偿农民损失.

５５　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发展,构建科技创新发展格局

发展数字农业越发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抢占全球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欧盟新CAP鼓励增加对研究和

创新的投资,使农民和农村社区能够从中受益.农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农民增收致富重要支柱,
助力乡村振兴必须依托科技打造农业发展新引擎.一是应提升智慧农业科技创新力,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电子监控设备和互联网系统,对农业种植区进行实时监控,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提高数字化技术在执行

程序中的使用,通过执行程序的现代化大大简化农民和行政部门的工作程序.二是完善多元化科技为农服务

机制,壮大社会市场的科技服务力量,提升经营主体及社会组织科技服务能力,优化人才结构,实施人才强

农,切实提高主体科技素质.三是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力,推进农业全产业链集成技术的研发,促进产业文

化与高科技相结合的多业态发展模式,建设农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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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EUanditsmemberstates,thispaperanalyzestheevolutionlogicanddevelopment
trendofthenew CAP,andrevealstheinternalmechanismamongthepolicybackground,objectivesand
toolsinthereformTheresultsshowthatthenewCAPretainstheframeworksystemwithtwopillarsasthe
core,andfurthersimplifiesredundantpoliciesThemarketsupportbudgetwasincreased,thesupportfor
smallandmediumＧsizedfarmswasstrengthened,thegreendevelopmentpolicytoolswereadjusted,andthe
constructionofsmartvillageprojectswasstrengthenedAtthesametime,thememberStatesaregivenspace
tocreate,theEU makesguidingarrangements,andthememberStatesindependentlyformulateadaptive
policiesaccordingtotheirownneedsGenerallyspeaking,thenewCAPtakesfairrightsastheruletoensure
equalopportunitiesforfarmers;committedtorur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promotingthedevelopment
ofecologicalagriculture;basedonthecorecompetitiveness,focusonimprovingthecomprehensivebenefits
oftheindustrialchain;emphasizeperformanceresultsandimprovetheefficiencyofpolicyimplementaＧ
tionDrawinglessonsfromthenewCAPreformoftheEU,ChinashouldimprovethesupervisionandassessＧ
mentmechanism,letfarmerssharemoreindustrialvalueＧaddedbenefits,strengthenthesupportforagriculＧ
turalgreendevelopment,strengthentheapplicationoffinancialandinsurancetools,andpromotethedevelＧ
opmentofdigitaltechnologyempoweringagriculture
Keywords:EUNewCAP;EvolutionLogic;AgriculturalCompetitiveness;GreenEcology;RuralDigitizaＧ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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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一带一路”沿线３７个国家粮食出口 HS６位编码数据,从种类、数

量和价格视角对各国粮食出口进行三元分解,并探究其出口增长动力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区域

层面上,独联体、中东欧的扩展边际优势较大,数量边际均表现出下降趋势,价格边际贡献较大的

则为东亚、东盟;国别层面上,印度、俄罗斯等粮食主要出口国的扩展边际都较高,产品种类扩增

拉动出口增长的作用不断提升,数量边际的贡献开始下滑,除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少数国家

的价格边际始终较高之外,其余国家出口价格逐渐达到世界平均价格;从动态演变分析来看,各国

出口种类差距先减小后增大,出口数量的差距则先增大再缩小,出口价格的差距也逐步缩小并缓慢

接近世界平均价格;影响因素方面,粮食供给、贸易成本及贸易关系等因素成为影响出口增长三元

边际的重要因素,且各区域存在差异.基于此,中国可充分利用沿线各国粮食出口增长边际优势,
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合作与信息互通,探索多元化贸易合作方式,拓宽粮食进口渠道.
关键词:三元边际;影响因素;粮食出口;“一带一路”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２

粮食安全关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开展粮食贸易是调剂国内粮食余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
中国粮食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但仍存在进口来源集中、缺乏价格控制权等问题,难以平稳应

对各类贸易风险,同时随着国内消费水平的不断升级,居民对粮食消费质量和品种多元化的需求也逐步提

升,使得国家粮食安全对进口的依赖性增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额由５７４亿美元增加至９３１７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１４９５％,且粮食进口来源国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对这些国家

的依赖性较强.与此同时,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自然资源互补性较强、粮食出口增长较快,贸易发展潜力

巨大,这些沿线国家可成为中国扩宽粮食进口渠道、降低对西方国家粮食依赖程度的新选择.为充分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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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比较优势,针对性地选择进口来源国,有必要综合把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增长模式,分析比

较各国粮食出口主要动力,并探究影响粮食出口三元边际的主要因素,这对中国构建粮食进口多元化格局、
深化粮食贸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边际的研究最初是从二元边际的视角,将一国贸易分解成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１],在此

基础上衍生出了三元边际的相关研究.二元边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国家 企业 产品”三个方面.国别视角

上贸易增长受扩展和集约边际的拉动[２];企业视角上则主要由集约边际发挥作用,增长动力亟须向扩展边际

转换[３],贸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在扩展边际上表现更明显[４];产品视角上 Hummels和 Klenoow对集

约边际做了进一步的分解,即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并表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主要依靠扩展边际推动出

口[５],但Baier等指出一国贸易增长大多源于集约边际[６],而应关注出口的持续时间来保障出口的稳定增

长[７],Feenstra则认为产品多样性和加成率的降低才是推动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８].
在三元边际的研究中,施炳展首次采用三元分解框架探究中国出口的增长模式,指出数量和广度增长共

同促进了出口的提升[９].在后续研究中,针对不同研究对象,其结论也各有不同.自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增

长主要源于数量、价格边际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 (ICT)产品正处于 “数量拉动”向 “价格拉

动”转变的阶段[１０],扩展边际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作用很小[１１].不同贸易伙伴增长动力也存在差异.中

国对日本出口农产品主要呈现以量取胜的模式[１２];对东盟出口蔬菜主要由数量边际带动,价格增长次之[１３];
数量边际在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需要在质量 数量边际的双重影响下才能有显著

的拉动效果[１４];而丁存振和肖海峰的研究却表明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主要源于扩展边际[１５].中国对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动力在不同国家、产品和时期也都表现出异质性[１６],对大部分国家的出口增长

来源于数量扩张[１７];但价格边际的贡献也逐步显现,尤其在水果中拉动作用显著[１８].
关于粮食贸易方面的研究,当前世界粮食贸易规模处于波动上升状态,产品结构也日益多元化[１９].有学

者估算了中国粮食的真实进口规模,表明中国国内市场粮食供应压力只增不减[２０];邓俊锋等则证实了不断变

化的美国贸易政策对中国粮食价格产生了较大的冲击[２１].因此增强从外部获取粮源的能力,充分利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成为必要[２２].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日益加深,且各国在粮食产

业方面的互补性较强,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２３].目前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粮食生产现状及潜力[２４Ｇ２５]、贸易网络格局及演变[２６Ｇ２７]、贸易合作前景等方面[２８],但很少有研究关注各国粮

食出口增长的动力来源及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一国贸易增长的动力来源进行了系统分解与探究,但大多只分析了单个国家产品

贸易的增长效应,鲜有从三元边际角度对比多个国家贸易增长动力的研究,且大部分研究对象是农产品,在

针对粮食的研究中,直接采用这种能详细反映出口种类、价格和数量变动情况的方法的研究较少.将三元边

际和粮食贸易两者相结合可有效探究粮食出口增长的内在结构,同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今后贸易

合作的重点,其粮食出口增长结构将为中国拓展进口市场提供参考.基于此,本文对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增长做三元分解,并分析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探究各国粮食出口增长动力及其变

动情况.

2　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理论基础

　　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为研究贸易增长带来了新的视角,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认为各进出口企业在产品、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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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规模等方面都有差异,并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对贸易结构进行了二元分解.目前二元边际已扩展到三

元边际,即产品的贸易额由产品种类、数量和价格三部分组成.其中,扩展边际衡量出口的广度 (产品种

类),集约边际衡量出口的深度,可进一步分解为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因此,粮食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分解

本质上是对其出口增长结构的分析,而一国粮食出口增长又受到供需情况、贸易成本及贸易关系等因素的影

响.一是供需情况.比较优势理论指出技术或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主要原因.在粮食贸易

中,一国主要出口生产率较高的产品,而进口生产率较低的产品.同时依据企业异质性理论,如果企业之间

的主要区别为生产率,则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其产品价格越低,越有利于出口.进一步完善的新贸易理论则

认为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物流的发展带来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贸易产生的动因与基础逐步发生改变,供给、
需求等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供给能力代表一国的出口潜力,粮食供给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开展粮食出口

贸易.与此同时,双边贸易的开展建立在消费需求的基础之上,一国粮食消费需求越大,进口的可能性就越

高.二是贸易成本.被广泛运用于双边贸易研究的引力模型理论发展和延伸了物理学领域的引力模型,认为

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与地理距离成反比,地理距离的远近直接关系到贸易成本的高低.
贸易成本是开展贸易合作的阻碍因素,理论上贸易成本越高,开展贸易的可能性越小.三是贸易关系.自由

贸易理论认为减少进出口限制,能使商品的国际流通更为顺畅,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贸易双方实现资源的

优化配置.双边贸易一般始于周边邻国,双方接壤可以减少粮食贸易过程中的运输、沟通成本等,减少贸易

摩擦,有效推动贸易合作.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HＧK测度法

首先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然后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数

量边际和价格边际,从而构成三元边际的研究框架.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定义如下:

EMjm ＝
∑

i∈Ijm
prmixrmi

∑
i∈Irm

prmixrmi
　　　　　　　　　　　　　　IMjm ＝

∑
i∈Ijm

pjmixjmi

∑
i∈Ijm

prmixrmi

(１)

式 (１)中,j、m、r分别表示出口国、进口国及参照国,本文的进口国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

照国为世界;EMjm表示j国对m 国出口粮食的扩展边际,IMjm 表示j国对m 国出口粮食的集约边际;prmi

和xrmi分别表示世界对m 国出口第i种粮食的价格和数量,pjmi和xjmi分别表示为j国对m 国出口第i种粮食

的价格和数量;Ijm和Irm分别表示j国和世界对m 国出口粮食的种类.即扩展边际测算世界与j国重叠产品

的出口额占世界所有产品出口额的比值,该值越大,说明j国对m 国出口粮食的种类越丰富;集约边际测算

j国对m 国的出口额占世界对m 国出口重叠产品的比值,衡量了粮食出口的专业度,该值越大,说明j国对

m 国出口粮食的深度越高.接着对集约边际做进一步分解,如下:

IMjm＝PjmQjm (２)

式 (２)中,Pjm和Qjm分别表示j国对m 国出口粮食的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具体定义如下:

Pjm ＝∏
i∈jm

pjmi

prmi

æ

è
ç

ö

ø
÷

Wjmi

　　Qjm ＝∏
i∈jm

qjmi

qrmi

æ

è
ç

ö

ø
÷

Wjmi

　　Wjmi＝

sjmi－srmi

lnsjmi－lnsrmi

∑
i∈Ijm

sjmi－srmi

lnsjmi－lnsrmi

(３)

式 (３)中,Wjmi代表j国对m 国出口i产品的权重;sjmi和srmi分别代表j国和世界对m 国出口第i种

粮食所占的份额.至此,“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粮食出口就完成了三元边际的分解,如式 (４)所示:

Rjm＝IMjmEMjm＝ PjmQjm( )EMjm (４)
最后,将j国对 “一带一路”区域内不同目标市场粮食出口的三元边际加权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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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j ＝ ∏
m∈M－j

EMjm( )αjm 　　　　　IMj ＝ ∏
m∈M－j

IMjm( )αjm (５)

Pj ＝ ∏
m∈M－j

Pjm( )αjm 　　　　　　　Qj ＝ ∏
m∈M－j

Qjm( )αjm (６)

其中,αjm表示j国对m 国的出口占j国对沿线区域总出口的比值.根据上述分解步骤,本文可以得到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区域内粮食出口总的三元边际.

２２２　模型设定

为探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构建以下面板回归模型:
lnXjmt＝β０＋β１lngtojmt＋β２gpcjmt＋β３gdpjmt＋β４pergdpjmt＋β５freejmt＋

β６prodjmt＋β７lndistjm＋β８contigjm＋β９wtojmt＋νjm＋νt＋εt (７)
式 (７)中,Xjmt代表 “一带一路”沿线国j在t年对沿线国m 粮食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EMjmt、数量边

际Qjmt和价格边际Pjmt,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使被解释变量以ln (１＋EMjmt)、ln１＋Qjmt( ) 、ln
(１＋Pjmt)的形式代入模型;解释变量分别为粮食总产量 (gto)、人均粮食占有量 (gpc)、相对经济规模

(gdp)、相对收入水平 (pergdp)、固定贸易成本 (free)、生产率 (prod)、可变贸易成本 (dist)、是否接

壤 (contig)、是否加入 WTO (wto),同时,因粮食总产量和可变贸易成本相较于其他变量数值较大,对其

进行对数处理,以ln (１＋X)的形式进入方程;νjm为个体固定效应,ν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t 为误差项.

２３　数据来源与说明

为保证各国数据的统一性,本文粮食出口贸易的分类标准参考世界海关组织认可的 HS编码.粮食对应

第１０章节 “谷物”的 HS６位编码,包括小麦及混合麦、黑麦、大麦、燕麦、玉米、水稻、高粱、荞麦８类.
由于部分国家粮食出口量很小或数据缺失严重,本文选取了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一带一路”沿线３５个数据基本

完整且出口量较大的国家,同时参照以往研究增加了 “一带一路”扩展范围里与中国具有重要贸易关系的日

本和韩国[２５],并将３７个国家按地理区域划分为７个区域.各国粮食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库 (UNComtrade).在影响因素研究中构建了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的面板数据,
共计２７２１６个样本,变量的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三元边际影响因素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lnEM 扩展边际 ２７２１６ ０１１４０ ０２０３７ ０　　 　０６９３１

lnQ 数量边际 ２７２１６ ０１２６３ ０２４９９ ０ ０６９３１

lnP 价格边际 ２７２１６ ０２０４７ ０４０２１ ０ ７１８５９

解释变量

lngto 出口国粮食总产量 FAO数据库 ２７２１６ １５６７８０ １８８８９ １０７６２９ ２０１１８１
gpc 出口国人均粮食占有量 世界银行 ２７２１６ ０４８３２ ０３９４８ ０００７２ ２１６５４
prod 贸易双方人均农业增加值的比值 世界银行 ２７２１６ ２４０１１ ３７４５６ ００１４０ ３６６９２６
gdp 贸易双方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值 世界银行 ２７２１６ １７２８５６ ９５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３ ３８５６１３６０

pergdp 贸易双方人均 GDP的比值 世界银行 ２７２１６ ３１４７８ ６４１６２ ０００７１ １４００８０９
free 贸易双方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比值 美国传统基金会 ２７２１６ １０２７８ ０１９３１ ０４９９３ ２３１０５
lndist 贸易双方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 CEPIIＧGeoDist ２７２１６ ８０６６１ ０９４４０ ４７７３６ ９２７８６
contig 贸易双方接壤取１,否则取０ CEPIIＧGeoDist ２７２１６ ００７７２ ０２６６９ ０ １
wto 加入 WTO取１,否则取０ WTO官网 ２７２１６ ０９４４４ ０２２９１ ０ １

　　注:由于无法获得新加坡的粮食总产量数据,因此在后文三元边际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未将新加坡纳入其中.

3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粮食出口三元边际测算结果分析

３１　扩展边际测算结果

　　基于上述研究框架,本文测算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 (表２).扩展边际结果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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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其对出口增长的带动作用存在较强的区域差异,独联体、中东欧区域扩展边际带动出口增长的优势明

显,较优于中亚、东亚和南亚,而西亚和东盟区域内大部分国家产品种类变化不大;从国别来看,大多数国

家粮食出口种类丰富度逐步提升,扩展边际显现出对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具体的,扩展边际持续增长的国

家以俄罗斯、匈牙利、斯里兰卡和保加利亚等国家为主,基本在０５以上,粮食出口种类趋于多元化;一直

居于较高水平的国家有捷克、斯洛伐克,且都在２０１０年达到最高,之后保持在０９以上,意味着其粮食出

口种类与世界的重合度很高,是推动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表现出负增长的国家如埃及、菲律宾,扩展边际

基本处于０５以下;始终较低的国家则主要分布在东盟、中亚和西亚,扩展边际大多处于０５以下,可能是

这些地区生产资源受限或生产能力不足,导致其粮食出口种类较为匮乏.

表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年份粮食出口的三元边际分解结果

区域 国家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EM Q P EM Q P EM Q P EM Q P EM Q P

东亚

中国 ０７１２６ ０６９８９ ０７５１６ ０９４１６ ０３０１９ ０９９４４ ０４１５０ ００７１７ １１０８５ ０１２２８ ０２０１３ １１５４８ ００９９７ ０２４８４ １００６０

日本 ０１６７８ ０１３２４ ０１０５６ ０５６９３ ００００８ ２４０４０ ０４６７６ ０００１９ １２０９１ ０３６２６ ０００１６ ３１１８６ ０３３１４ ０００４４ ２５５３８

韩国 ０８９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６４１０ ０２７６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３３０４ ０２８１３ ００００５ １１２０３ ０３８９９ ００００３ １２２８７ ０４７６４ ００００７ ２８４３２

独联体

俄罗斯 ０５０５０ ０１９８５ ０４５７９ ０６６５９ ０４２６５ ０８５０３ ０７２４６ ０３７００ ０７４６７ ０７６４０ ０３７０６ ０９３５４ ０９４７３ ０３４９４ １０１３３

白俄罗斯 ０６０９４ ０００５７ １１３２８ ０７０３９ ０００２９ １１１７７ ０３７７６ ００６６０ ０６２６５ ０７１９４ ００５０２ ０４５０１ ０４５７９ ００４３８ ０８５６９

格鲁吉亚 ００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３ ０３９３１ ００３５２ ０５５３３ ０２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８ ０６８３３ ０００２４ ０７８６３

摩尔多瓦 ０５６２４ ００７４８ ０７２９９ ０５３８５ ０１８０９ ０７１９９ ０７３２７ ００３８１ ０４４５７ ０７３７８ ００４０６ ０５５２０ ０７１２９ ００３４２ ０４２９８

乌克兰 ０６５５９ ０１７３５ ０７３８２ ０６３９４ ０３０５１ ０４３８０ ０７９０９ ０１１３６ ０８５６３ ０６８５３ ０１９８７ ０８２１３ ０８９８９ ０２０２２ ０９５４６

中东欧

爱沙尼亚 ０８１５９ ０１０９７ １２６１２ ０５６１４ ００１１０ ０７３０１ ０９４５３ ００５３１ ０８３８０ ０６９１０ ００４８７ １１６４８ ０５４１９ ０２９３８ ００５８６

保加利亚 ０６０６５ ０１３９２ ０５０７８ ０６３３４ ０２０３６ ０３２３６ ０７６２６ ０１７３０ ０５８６１ ０７８８３ ０１４８２ ０６３５５ ０８３５９ ０２０５５ ０５２８５

波兰 ０１５６３ ０２６５６ ０１４１５ ０４８９２ ０２２１３ ０２４７５ ０１８７４ ０２３９９ ０１５５３ ０６１５８ ００６９５ ０８９７０ ０８７２４ ００３２３ １１１２３

捷克 ０８２０８ ０２６３４ ０９６４７ ０５４０５ ０５３７１ ０５０１０ ０９６０４ ０２２０６ ０８８９０ ０９５７５ ０１９０７ ０８８３８ ０９５３８ ０１４５２ ０８８６７

克罗地亚 ０４４１８ ０１９４６ ０２４３５ ０３６３７ ００２２７ ０７１３６ ０５７１５ ００２２６ ０９１４３ ０７４４６ ００６４９ ０７６６６ ０９２１３ ００５８０ ０９０９４

拉脱维亚 ０６４６２ ００７５６ ００８６２ ０７９８６ ０３１５４ １０１３１ ０７９１２ ０４３０４ ０３１６４ ０６００４ ０４５５５ ０１５３５ ０５８８７ ０２７４０ ０１９６２

立陶宛 ０８９３３ ００７６０ ０９３５２ ０５１３５ ０４８８５ ０６５１１ ０８４７２ ０６９７４ ０４８５８ ０６６５４ ０４６３６ ０２４７５ ０６０１４ ０４０４８ ０２１００

罗马尼亚 ０５６７６ ０２０４５ ０２６３３ ０３１９８ ０１７２６ ０１２６８ ０７５９３ ０１１７７ ０６２４０ ０７６５２ ０１７８０ ０６７７５ ０７７５６ ０１４３５ ０６７２６

马其顿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５０９ ０２１３４ ０３６０９ ０００８８ １２００６ ００４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７ ０６５５３ ０００１９ ０５７９７ ０８１１９ ００１１３ ０９２０３

斯洛伐克 ０８５１８ ０１１８３ ０８５０４ ０８０３４ ０１１２３ ０８５８１ ０９８０５ ０１９１９ １１３３１ ０９２８７ ０２３７９ ０６４７９ ０９５８０ ０２７０４ ０７８１４

斯洛文尼亚 ０９３６２ ００３８０ １６９３０ ０９６０８ ００２０５ １３７０７ ０４８１５ ００３８０ １１６４８ ０５２１０ ００９１３ ０２８５６ ０９２２４ ００２６６ １０９８３

匈牙利 ０７１０５ ０３０５０ ０８７５７ ０７５７２ ０４２２２ ０９４５８ ０８４７４ ０３２５９ ０９８７４ ０９０５７ ０３０６２ １０３５８ ０８４００ ０２７５０ １０２５３

中亚
哈萨克斯坦 ０２４０６ ０５２９７ ０６６５６ ０６４４２ ０５１１３ ０５４８１ ０６３７９ ０４４４４ ０４３００ ０５８３１ ０２４２３ ０９９０１ ０７５３５ ００４９５ ０９０５７

吉尔吉斯斯坦 ００５７４ ０３８６１ ０１３７８ ０１４４６ ０１６３４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４８５ ０５１５６ ０３８３９ ０３８４２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９３４ ０２３９２ ０００７９ ０６０２５

西亚

埃及 ０１９７０ ０４１８５ ０６５５３ ０４２７０ ０３９４５ ０７７８３ ０３５７７ ００７９４ ０９６２９ ０２７３４ ００１４６ １３０９４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１０６ ０７４２８

黎巴嫩 ０２０７４ ０００７２ １１９６５ ０３６３７ ０５４４３ ００１６２ ０９２７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７２９２ ０００８０ ０１５４６ ０８８６７ ０１７３０ ０００３８ ０７０４９

土耳其 ０５５１０ ０３４８８ ０３７８６ ０１２２３ ００８７０ ０４７０３ ０６６８９ ００７１６ ０１９０２ ０４７４５ ００２２０ １０５０６ ０４５９２ ００２０１ １０５５９

希腊 ００６９９ ０３９８８ ０３８０３ ０３３８０ ０２３３５ １００５１ ０４１９０ ００８５６ ０９９６６ ０３４０７ ００５１２ ０８９１８ ０２１１６ ００７６７ ０９４０７

约旦 ０２０９６ ０００１３ ０８５１６ ００４３５ ０３３８０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７ ０１２６７ ０９７６７ ０２３１４ ００６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６

东盟

菲律宾 ００５８２ ０３５８８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０２１ ０２９０７ ００２１１ ０７７５２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１２４ ０５４１０ ０１９９９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１２０ ６８０２１

柬埔寨 ００９３３ ００５１９ ０２０８２ ０１７５７ ００２８９ ０７０４４ ０２７４０ ０３１９９ ００３６１ ０２２５２ ０２２３１ ０３１８２ ０１９４３ ０１２６４ ０６７３７

马来西亚 ０１１８１ ００５８７ １４５９５ ０５１７４ ０００６６ １２１７８ ０７０５４ ０００１５ １５７１７ ０３５９１ ００２２９ １１１６５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８９０ ０９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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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区域 国家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EM Q P EM Q P EM Q P EM Q P EM Q P

东盟

泰国 ０４９２１ ０３３２４ １０５９４ ０５７８５ ０２４８２ ０９７２７ ０６６７３ ０１３８２ １０６６３ ０４９８９ ０１３８４ １０７５３ ０４２４８ ００５６８ １４３１２

新加坡 ０３９１０ ０００１７ １５０１２ ０３０４６ ００３５６ ０８８４７ ０３８６３ ００１９７ １０６６８ ０９５５１ ０００７４ ２２８０４ ０１４３９ ００４８０ １４６３６

印度尼西亚 ０１６０３ ００４２３ ０２０７０ ０３３５７ ０００８９ １５８６４ ０２６３６ ００１３６ １０４６０ ００９２５ ０２５４１ ０９６３２ ００８２３ ００５５７ ０９０２０

越南 ０２９７８ ０４８９０ ０７７００ ０５２３８ ０５５６８ ０９０３９ ０４７６３ ０６８８６ ０８８５９ ０４０３５ ０３１５８ ０９６２２ ０５０８５ ０３６８０ ０９７９５

南亚

巴基斯坦 ０２４８６ ０１３５５ ０５０１８ ０２０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８８０ ０３４２９ ０１５７９ ０８６８０ ０２７３８ ０１０３０ ０９１２７ ０１８３６ ０１８７０ ０７７９１

斯里兰卡 ０２５６６ ０００２０ ０１２０６ ０３９５５ ００１７８ １７８８０ ０４２１８ ０００２２ １３６７８ ０６５１０ ００１３４ ０３９８２ ０７０２９ ０００１２ １４４７３

印度 ０３２８１ ００４３２ ０９０７３ ０７９６６ ００７７９ ０８３２１ ０５１５５ ０１１９４ １２３４６ ０４８９１ ０１３１３ ０９３６８ ０４７１８ ０１０３０ １０３８２

　　注:EM 为扩展边际;Q 为数量边际;P 为价格边际.由于部分年份数据缺失,巴基斯坦２０００年展示结果为２００３年数据的计算结果;约

旦２００５年展示结果为２００６年数据的计算结果;格鲁吉亚２０１０年展示结果为２００９年数据的计算结果.

本文以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为代表制作核密度估计图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粮食出口增长三元边际的动态演变特征,结果显示 (图１),波峰高度呈先增再减的倒 V 形变化,各国

粮食出口种类差异先减小后增大.２００５年,波峰最为陡峭,各国间扩展边际差异最小;自２０１０年起曲线开

始下降,至２０２０年降至最低,宽度变大,左尾拖长,各国间的差距开始增大,可能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各

国粮食出口受到冲击,粮食出口大国的优势突显出来;同时曲线整体向右移动,说明扩展边际对出口的拉动

作用逐渐增加,各国粮食出口开始向质量提升转变.

图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扩展边际的核密度分析

３２　数量边际测算结果

数量边际结果显示,数量增长对粮食出口增长的贡献在各区域差别不大,且均有所减弱;区域内各国之

间存在较大差异,粮食贸易大国依然有明显数量优势,但边际变化不大,其对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弱.具

体的,数量边际相对较高的国家仍以越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主要粮食出口大国为主,均在０５上下浮

动;呈缓慢上升趋势的有印度、约旦、爱沙尼亚等少数国家,其拉动粮食出口增长的作用开始显现;而其余

国家数量边际基本在０５以下变动,中国也出现大幅度下滑,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粮食需求量大,出口量随之

减少,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开始从 “量”向 “质”转变,数量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弱化.
数量边际核密度结果显示 (图２),波峰高度呈先减后增的 V 形变化,各国粮食出口数量的差距先增大

再缩小.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波峰高度降低,宽度变大,数量边际的拉动作用差别较大,粮食出口大国的数量优

势明显;此后,核密度曲线开始上升,宽度变窄,右尾拖长,到２０２０年,波峰高度达到最高点,各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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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数量边际的核密度分析

边际的差距在逐步减小;同时核密度曲线整体缓慢向左偏移,数量边际对出口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弱,各国都

开始向更高质量的出口模式转变.

３３　价格边际测算结果

价格边际结果显示,大部分地区粮食出口价格缓慢波动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价格边际对出口增长的拉

动作用在东亚、东盟两个区域表现明显;在国别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产品质量较高的国家,出口增长以提

高价格为导向.具体的,价格边际较高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边际水平大多在１以上,价格优势明

显;增长较快的日本自２００５年大幅提升且突破２,价格边际显著推动出口增长,这与其农业技术水平和产品

质量较高有关;呈显著下降趋势的摩尔多瓦、立陶宛,随着国际贸易市场竞争逐步增强,其产品竞争力有所

下降;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的价格边际则较小,大部分年份均在０５以下;其他大部分国家则波动变化

至接近１,各国正不断优化本国产品质量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议价能力.

图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价格边际的核密度分析

价格边际核密度结果显示 (图３),波峰高度逐年上升,宽度逐渐缩小,各国粮食出口价格差距开始减小

且缓慢接近世界平均价格.２０００年,曲线较为平缓,且价格边际大部分在０５左右;此后曲线峰度在波动中

升高,宽度变窄,并于２０２０年达到最高,各国价格边际基本达到１,且差距在逐渐缩小,各国致力于提升产

品品质,粮食出口价格也逐渐接近世界平均价格;同时核密度曲线整体向右移动,价格边际对粮食出口的拉

动作用增强,这与农业科技的运用、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有关.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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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三元边际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造成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粮食出口三元边际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本文构建面板数据计

量模型进行回归.首先,进行相同根单位根检验 (LLC)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 (IPS),结果显示各变量都在

１％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不存在单位根,序列平稳.同时,对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结果表明其方差膨胀因子都小于２,可以排除各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４１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采用BreuschＧPaganLM 检验和 Hausman检验来选择模型,检验结果均拒绝了

原假设,说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处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控制时间和个体的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１、模型４、模型７),但其无法估计地理距离等时不变变量,因此本文最终采用可以

达到同样效果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 (LSDV)来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
表３中模型２、模型５和模型８分别为考虑了双向固定效应的LSDV所得的各解释变量对 “一带一路”沿线

各国粮食出口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三元边际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lnEM lnQ lnP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lngto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５６８∗∗∗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１３)

gpc
００６９３∗∗∗ ００６９３∗∗∗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６９３∗∗∗ ００６９３∗∗∗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６５)

prod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６)

gdp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pergdp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４)

free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７６４∗∗∗ ００７６４∗∗∗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１４８)

lndist —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６８４∗∗∗ — －０１２８８∗∗∗ －００３３４∗∗∗ — ０１９９０∗∗∗ －０１４０７∗∗∗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０３１)

contig
— ０２８１２∗∗∗ ０１８３７∗∗∗ — ０１１１４∗ ０００８６ — ００７１１ ０１７３３∗∗∗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７６９) (００１１０)

wto — ０１８３３∗∗∗ ００３７８∗∗∗ —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１４２∗∗ — ０５０５９∗∗∗ ００６５９∗∗∗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９０８) (０００５９) (０１１８７) (０００８８)

R２ ０００９２ ０６６５６ ０３２２７ ００４３４ ０２７４０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０３２ ０５２０７ ０２０４１

样本量 ２７２１６ ２７２１６ ２７２１６ ２７２１６ ２７２１６ ２７２１６ ２７２１６ ２７２１６ ２７２１６

双向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注: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４至表６同.

具体的,粮食出口供给能力是影响粮食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粮食总产量对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都产生

显著抑制作用,对数量边际产生促进作用.粮食需求缺乏弹性,生产量增长时,供给量增幅大于需求增幅,
使粮食价格下降,其多元化生产也会受到限制.人均粮食占有量对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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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占有量越高,一国粮食安全状况稳定,会拓展粮食贸易种类,数量增长的优势就逐渐减弱,专业化生产会

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表现出价格优势.生产率主要对价格边际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随着生产效率的提

高,会形成技术壁垒,淘汰低效率产品,降低价格来提高竞争力成为一种有效措施.消费需求即经济因素不

是引起粮食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仅相对收入水平对数量边际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相对收入水平越高,说明

贸易双方消费需求差异越大,不利于出口数量的增长.贸易成本是粮食出口增长的主要阻碍.固定贸易成本

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价格边际促进作用较大,而对数量边际影响不大.固定贸易成本越低,开

展贸易的概率越大,越有利于产品专业化的提升.可变贸易成本则主要是限制了出口数量的增长,而促进了

价格边际的提升,地理距离越远,运输成本及风险就越高,开展贸易合作的难度也越大,因而成为影响粮食

出口贸易的关键因素.良好的贸易环境有利于粮食出口的进一步增长.是否接壤和是否加入 WTO 均对粮食

出口的三元边际产生促进作用,且对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更为明显.可能是贸易双方具有共同边界,
可以有效减少粮食运输过程中的沟通、协商和谈判成本等,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贸易摩擦,降低贸易壁

垒,推动双方粮食贸易深度合作.

４２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研究的有效性,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 (OLS)的回归分析结果来验证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计

量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列出了修正后的稳健标准误,以降低异方差及序列自相关等问题对结果的干扰.表３
中模型３、模型６和模型９为 OLS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方向及显

著性与上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吻合,因此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４３　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各因素对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粮食出口三元边际影响的差异,本文分别对东亚、独联体、
中东欧、中亚、西亚、东盟和南亚７个区域进行回归分析,均与总样本保持一致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从扩展边际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 (表４),不同区域存在差异.粮食总产量越高,越能显著促进独联

体和南亚地区产品出口种类的多元化发展,这些区域多为粮食生产大国,正逐步朝多元化生产发展.较高的

人均粮食占有量和生产率会带动独联体等粮食自给能力较强区域的扩展边际增长,逐步实现其消费升级.相

对经济规模则主要对东亚、独联体、东盟和南亚等区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大多是经济发达或粮食生产

大国,更有能力提升粮食出口产品的丰富度.相对收入水平越大,意味着两国之间收入差距越大,消费需求

的相似程度越低,对出口的抑制作用越显著,且在独联体、中东欧、东盟和南亚地区表现明显.对于东亚、
中东欧、西亚等粮食生产受自然资源限制较大、国内粮食供给压力较大的区域而言,固定贸易成本会阻碍其

多元化生产;而对于独联体和中亚等粮食主要生产区域,随着出口成本的提高,会逐步提高产品丰富度,探

索更高质量的出口增长模式.较高的可变贸易成本会抑制独联体、中亚和南亚这些传统粮食出口国的产品种

类扩展,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亚和东盟等区域而言,则需进一步丰富产品出口种类.两国接壤可以极

大地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先天的地理优势有利于贸易双方深入交流与合作.

表４　 “一带一路”沿线７大区域粮食出口增长扩展边际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东亚 独联体 中东欧 中亚 西亚 东盟 南亚

lngto
－００４４４
(００８８４)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１７５)
０１０３２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１６８)
－０１１４２∗∗∗

(００３３８)
０３０８９∗∗∗

(００８３６)

gpc
－０９４２６∗∗

(０４２３７)
００６１７∗∗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７６５)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９６６)

０６７３１∗∗∗

(０１１２１)
－２４９９６∗∗∗

(０５７３１)

prod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１７９)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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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解释变量 东亚 独联体 中东欧 中亚 西亚 东盟 南亚

gdp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３)

pergdp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９)

free
－０１１２９∗∗∗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７１８∗∗∗

(００２０２)
０１８８６∗∗∗

(００４３６)
－０２３５６∗∗∗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３９１)

lndist
７３９４０∗∗

(３７５１４)
－０１０７２∗∗∗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６５９)

－０５８５８∗

(０３０７２)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４００)

０２０８７∗∗∗

(００６０５)
－０８９５４∗∗∗

(０２４０８)

contig
８５９９４∗∗

(４３１３５)
０３４４２∗∗∗

(００４８６)
０２７１９∗∗∗

(００４７７)
０１９１５
(０１１８０)

０４７８１∗∗∗

(００９２３)
０２６１５∗∗∗

(００５６２)
０４１９４∗∗∗

(０１０１３)

wto —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６９３)

— — ００７７５
(００９１５)

— －

R２ ０６０１４ ０６５８０ ０７１２７ ０６５４０ ０５３０４ ０７０８１ ０６７７３

样本量 ２２６８ ３７８０ ９０７２ １５１２ ３７８０ ４５３６ ２２６８

双向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从数量边际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 (表５),供需因素和贸易成本是影响粮食出口数量增长的主要因

素,其他因素影响不显著.人均粮食占有量极大地促进了东盟地区的粮食出口数量,生产效率的提高也能带

动粮食供给能力的提升,这在独联体中表现明显.相对经济规模对东亚地区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区域

经济越发达,对粮食消费更加追求品质而不是数量;而东盟地区大多为粮食出口大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其出口数量优势就会进一步提升,即产生促进作用.相对收入水平越高,越会显著抑制东盟地区的数量增

长,可能是收入水平提高,其消费需求的档次也会相应提高,会对出口数量造成冲击;但对于东亚和西亚等

区域则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由于进口国收入水平越高,其消费能力就越强,可以带动其供给数量的提升.
固定贸易成本主要对东亚及西亚国家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地理距离和贸易关系不是影响数量边际的主要因素.

表５　 “一带一路”沿线７大区域粮食出口增长数量边际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东亚 独联体 中东欧 中亚 西亚 东盟 南亚

lngto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９７)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１７０
(０１３１８)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７８０)

０１５４９
(０１６９６)

gpc
－１２９４０
(０８６１２)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４２４)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１４３
(０１３３７)

－０４６６７∗∗

(０１９８７)
１０７３５∗∗∗

(０２５８８)
－０３４１７
(１１６２４)

prod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３６３)

gdp
－００４３７∗∗∗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７)

pergdp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８)

free
－０１８１３∗∗

(００８６４)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５０５
(００７６３)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５２２)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５０４)

０２５４６∗∗∗

(００７９３)

lndist
－１７０６９
(７６２５１)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５７８)

０００３２
(０１１００)

－０１０７１
(０５３７１)

－００７０４
(００８２２)

００３２９
(０１３９７)

－０４６９５
(０４８８４)

contig
－１９９４１
(８７６７８)

－００９６９
(００７１８)

０１８５５∗∗

(００７９５)
－００３８８
(０２０６３)

－０１１５３
(０１８９８)

－００４６２
(０１２９７)

０２８００
(０２０５５)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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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解释变量 东亚 独联体 中东欧 中亚 西亚 东盟 南亚

wto — ０１４８７
(０１０２４)

— — ０２４３４
(０１８８３)

— —

R２ ０２９７３ ０２７７８ ０２２０２ ０３５１７ ０２２６７ ０３５３１ ０３１４３

样本量 ２２６８ ３７８０ ９０７２ １５１２ ３７８０ ４５３６ ２２６８

双向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从价格边际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 (表６),粮食供给因素、贸易成本及贸易关系是影响粮食出口价格

的重要因素,而需求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粮食总产量显著带动中亚和南亚地区出口价格边际的增长,粮食

供给能力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有率和议价能力也会相应提高;对中东欧、西亚等区域则具有显著负向

作用,主要是这些国家粮食产品竞争力较弱,价格优势有待进一步提升.较高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对独联体、
中东欧和西亚这些国家的价格边际有正向作用;而对如中亚、南亚这些粮食生产大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市

场供应量的增多,会使均衡价格相应下降.对于粮食贸易大国较多的区域,生产率提高,产出增多,价格也

会有所降低.相对经济规模仅对东亚和东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其余区域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是粮食作

为缺乏弹性的必需品,消费需求受经济发展情况的影响不大,因而价格变动也不明显.相对收入水平则对东

亚、中东欧和东盟等区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进口国收入水平越高,在双边贸易中就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

和选择空间,出口国会通过适当降低价格来提高产品竞争力.固定贸易成本的提高引发了出口价格的进一步

提升,但对于西亚和南亚区域而言,其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差,可能会采取压低价格的方式来参与激烈的市场

竞争.地理距离的远近仍然是影响出口价格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否接壤和是否加入 WTO 与总样本一样对价

格边际产生促进作用.

表６　 “一带一路”沿线７大区域粮食出口增长价格边际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东亚 独联体 中东欧 中亚 西亚 东盟 南亚

lngto
－０４５３９
(０３２１８)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３１６)

－０１５５７∗∗∗

(００４０５)
０３１４０∗∗∗

(０１２０４)
－００７３６∗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１００４)

０９２７５∗∗∗

(０１８９０)

gpc
－０３９１６
(１５４２４)

０１３９２∗∗∗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９４５∗∗

(００３８４)
－０２６１２∗∗

(０１２２１)
０３９４１∗

(０２２６１)
０２５５０
(０３３３１)

－８２９４９∗∗∗

(１２９５６)

prod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４０５)

gdp
０１８９３∗∗∗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pergdp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０)

free
０３７３１∗∗

(０１５４８)
０１２９２∗∗∗

(００４２０)
０２２３２∗∗∗

(００４６９)
０２６６２∗∗∗

(００６９７)
－０５１４６∗∗∗

(００５９４)
０１６３８∗∗

(００６４９)
－０２５５６∗∗∗

(００８８４)

lndist
３０５１５８∗∗

(１３６５６６)
－０１２６２∗∗

(００６３２)
－０１０３１
(０１５２８)

－１３６６７∗∗∗

(０４９０７)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９３５)

－００２９５
(０１７９７)

－２９７８５∗∗∗

(０５４４４)

contig
３５６５０８∗∗

(１５７０３２)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７８４)

０２１１１∗

(０１１０５)
０４４７５∗∗

(０１８８４)
０８３６８∗∗∗

(０２１５９)
０７３７０∗∗∗

(０１６７０)
１１３７７∗∗∗

(０２２９１)

wto — ０３２７４∗∗∗

(０１１１８)
— — ０１８４７

(０２１４２)
— －

R２ ０５２５５ ０５５９８ ０５２３１ ０５８７４ ０４９８６ ０５３４８ ０５３５３
样本量 ２２６８ ３７８０ ９０７２ １５１２ ３７８０ ４５３６ ２２６８

双向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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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HS６位编码粮食出口数据,分析了沿线各国粮食出口的

三元边际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区域层面上,扩展边际差异较大,独联体、中东欧显著

优于其他区域,出口种类逐渐多元化;各区域数量边际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都开始从以数量拉动

向更高质量的出口增长模式转变;价格边际对各区域粮食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且东亚、东盟等区

域价格边际的贡献显著.②国别层面上,粮食主要出口国如俄罗斯、匈牙利、印度等国的出口增长主要受扩

展边际推动;数量边际拉动各国出口的作用开始下滑;大部分国家出口价格边际逐步接近１,且马来西亚、
新加坡、日本等少数国家价格边际促进出口的优势明显.③动态演变上,各国粮食出口种类的差异先减小后

增大,粮食主要出口国的扩展边际优势突显;出口数量的差距则先增大再缩小;出口价格的差距也逐步缩小

并缓慢接近世界平均价格.④影响因素方面,各因素的影响大小和方向存在区域差异,粮食总产量是影响出

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均粮食占有量则主要推动粮食出口种类和价格的提升;生产率主要抑制价格边际的增

长;相对经济规模和相对收入水平不是影响粮食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贸易成本抑制了出口产品种类和数量

的增长,而提升了出口价格;是否接壤和是否加入 WTO则主要促进了粮食出口的多元化和专业化发展.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拓宽粮食进口种类方面,要重点关注如印度、俄罗斯等扩展边际水

平较高或增长较快的粮食出口国,提高粮食进口的产品多样性,并利用各国互补优势,更好地调剂国内粮食

品种;在扩大粮食进口数量方面,要加强与哈萨克斯坦、越南等粮食出口数量增长稳定的国家政府间的交流

合作与信息互通,有效保障多双边开展粮食合作的贸易环境;在稳定粮食进口价格方面,要降低价格边际增

长较快的国家在中国粮食进口来源国中所占的比重,加强与乌克兰、捷克、越南等粮食出口价格接近世界平

均价格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同时,积极拓展粮食贸易的合作方式,减少粮食进口价格的波动;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并充分借助 “一带一路”平台,深化与沿线国家间的粮食贸易便利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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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alysisofTernaryMarginsofGrainExportGrowthinCountries
Alongthe“BeltandRoad”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HEJiangmeng　WEIFeng
Abstract:BasedontheHS６codingdataofgrainexportof３７countriesalongthe“BeltandRoad”from２０００to
２０２０,thispaperanalyzestheternarymarginaldecompositionofgrainexportfromtheperspectivesoftype,

quantityandprice,andexploresthedrivingforceofexportgrowthanditsinfluencingfactorsTheresultsshow
that:Attheregionallevel,theexpansion marginofCIS,CentralandEasternEuropeislarger,andthe
quantitymarginallshowsadownwardtrend,whilethepricemarginalcontributionislargerinEastAsiaand
ASEANAtthecountrylevel,theexpansionmarginsofmajorgrainexporterssuchasIndiaandRussiaarerelaＧ
tivelyhigh,andtheroleofexpandingproducttypesindrivingexportgrowthcontinuestoincrease,whilethe
contributionofquantitymarginbeginstodeclineExportpricesofothercountriesgraduallyreachtheworldaverＧ
ageprice,exceptfor Malaysia,Singapore,Japanandafew othercountrieswhoseprice marginisalways
highIntermsofdynamicevolution,thegapofexporttypesdecreasesfirstandthenincreases,thegapofexport
quantityincreasesfirstandthendecreases,andthegapofexportpricegraduallydecreasesandslowlyapproaches
theworldaveragepriceIntermsofinfluencingfactors,factorssuchasfoodsupply,tradecostsandtraderelaＧ
tionshavebecomeimportantfactorsaffectingtheternarymarginofexportgrowth,andtherearedifferencesin
eachregionBasedonthis,ChinacanmakefulluseofthemarginaladvantagesofexportgrowthofcountriesaＧ
longtheroute,strengtheninterＧgovernmentalexchangesandcooperationandinformationexchange,explorediＧ
versifiedwaysoftradecooperation,andbroadenfoodimportchannels
Keywords:TernaryMargin;InfluencingFactors;GrainExport;The“Beltand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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