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 卷 　第 12 期
2008 年 　　12 月

　　　　　　　　　　　
技 　术 　经 　济

Technology Economics
　　　　　　　　　　　

Vol127 , No112
Dec. , 2008

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的成因 :
基于 CMS 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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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 2002 —2007 年我国海峡两岸农产品的贸易数据 ,利用 CMS 模型 ,从农产品贸易总额和分类农

产品贸易额两个层面对我国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祖国大陆对我国

台湾地区出口农产品整体竞争力的显著提高是推动其对台湾地区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 ;结构交叉因素对

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由抑制变为促进 ;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农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则

是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出口农产品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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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国加入 W TO 以来 ,海峡两岸贸易关系日

益密切 ,两岸依赖性渐强的经济贸易格局逐渐形成 ,

作为海峡两岸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产品贸易更是

取得了长足发展。据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数据 ,2007

年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额达 7199 亿美元 ,比 2002

年增长 113 %。两岸农产品贸易额的不断增长不仅

改善了祖国大陆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外部市场结构 ,

同时也使两岸农业得到了共同发展。随着两岸农产

品市场的逐步开放 ,尤其是祖国大陆对我国台湾地

区出口农产品质量的提升和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 ,

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增长潜力将越来越大。目前学者

们对我国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发展问题的研究较

少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两岸农产品贸易发展特

征的探讨[1 ] 、两岸农产品贸易依存度的分析[2 ] 、两岸

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的研究[3 ]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

统计年鉴》(2002 —2007 年) 、商务部网站、台湾“行

政院农委会”网站、台湾“财政部关税总局”网站公布

的有关两岸农产品贸易的数据 ,采用学术界研究贸

易增长问题最常用的“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on2
stant market share model ,CMS 模型) ,从农产品贸

易总额和分类农产品贸易额两个层面来分析

2002 —2007 年我国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原

因 ,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1 　CMS 模型及数据来源

111 　CMS 模型的设定及影响因素分解

CMS 模型最初由 Tyszynski 于 1951 年提出 ,

其被用来反映一国 (或地区)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的作

用程度 ;Leanmer 和 Stern、J ep ma 及 Milana 等后来

对其加以完善 ,提出了多种形式的扩展模型。CMS

模型已成为研究对外贸易增长源泉和出口产品国际

竞争力变化趋势的重要模型之一 ,是在国际学界中

被广泛使用的贸易分析工具[4 ] 。近年来 ,也有一些

国内学者 (如帅传敏等[5 ] )用此模型来评价我国农产

品的国际竞争力。1988 年 ,J ep ma 通过扩展的 CMS

模型来研究出口贸易增长的成因 ,将一个国家 (地

区)对另一个国家 (地区)出口贸易的变化分解为“进

口需求因素”、“出口竞争力因素”和“结构交叉因

素”。出口总额变化的计算公式为 :

ΔQ = ∑
n

i = 1
ri (0)Δq i + ∑

n

i = 1

Δr i q i (0) + ∑
n

i = 1

Δr iΔq i 。

(1)

式 (1)中 :ΔQ 表示 t 时期出口国 (或地区) 对进

口国 (或地区) 的出口总额变化 ; qi (0) 为 0 期进口

国 (或地区) i 类产品的进口总额 ;Δq i 表示在 t 时期

进口国 (或地区) i 类产品的进口总额变化 ; ri (0) 为

0 期在进口国 (或地区) i 类产品的进口总额中其出

口国 (或地区)所占的份额 ;Δr i 表示 t 时期在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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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区) i 类产品的进口总额中其出口国 (或地区)

所占份额的变化。

式 (1)将一国 (或地区) 的出口增长分为 3 类影

响因素。第一 ,进口需求因素。出口额的增长可能

是由进口国 (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或产品

需求的增加 (或减少) 所引起的。第二 ,出口竞争力

因素。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产品竞争力受多种因素

影响 ,主要有价格因素和非价格因素 ,可以通过对一

个国家 (或地区)的出口市场份额进行事后分析来发

现其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变化趋势。第三 ,结构交叉

因素。它反映了出口国 (或地区)的出口结构与进口

国 (或地区)的进口结构的交叉变化而导致的出口国

(或地区)的出口变化。

112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式 (1) 对我国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增

长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2002 —2007 年) 、商务部网站、台湾“行政院农委

会”网站、台湾“财政部关税总局”网站公布的有关数

据 ,按照我国海关“HS1996”分类法 ,将两岸进行贸

易的农产品分为 4 大类 :第一类为“活动物、动物产

品”;第二类为“植物产品”;第三类为“动植物油脂”;

第四类为“调制食品、饮料及烟酒制品”。本文从农

产品贸易总额和分类农产品贸易额两个层面展开研

究。为掌握我国加入 W TO 后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

发展的变化情况 ,本文以 2004 年为界 ,将 2002 —

2004 年 (第一期)和 2005 —2007 年 (第二期) 作为两

个不同的分析时期。

2 　基于 CMS 模型的分析结果

211 　海峡两岸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增长分析

21111 　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农产品出口情况

从两岸农产品贸易总量结构看 ,祖国大陆一直

处于顺差的地位。表 1 显示了 2002 —2007 年两岸

农产品贸易总额及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农产品贸

易顺差情况。从表 1 可看出 :祖国大陆从台湾地区

进口农产品的总额呈上升趋势 ,2002 —2007 年期间

以年平均增长率 17136 %的速度增长 ,2007 年台湾

地区对祖国大陆的农产品出口额是 2002 年的 2123

倍。

　　表 2 显示了 2002 —2004 年、2005 —2007 年两

个时期我国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总量情况。从

表 2 可以看出 :在 2002 —2004 年台湾地区对祖国大

陆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中 ,进口需求是台湾地区对祖

国大陆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 ,其所

导致的 016186 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增加额解释了

0132 亿美元总出口增加额的 19313 % ;出口农产品

竞争力的缺乏对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农产品出口

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 ,其所导致的 - 011719 亿美元

的农产品出口减少解释了 0132 亿美元的总出口增

加额的 - 53172 % ;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出口农产品

的产品结构不适应内地市场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 ,

其所导致的 - 011266 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减少解

释了 0132 亿美元的总出口增加额的 - 39156 %。

表 1 　2002 —2007 年两岸农产品贸易总额 　 　亿美元

年份

我国台湾地区出

口到祖国大陆农

产品的总额

祖国大陆出口到

我国台湾地区农

产品的总额

祖国大陆农产

品贸易顺差

2002 0184 21 91 21 08

2003 1103 21 71 01 68

2004 1116 31 05 11 89

2005 1147 31 61 21 14

2006 1152 41 17 21 65

2007 1187 61 12 41 25

　　资料来源 :商务部网站、台湾“行政院农委员”网站。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 :在 2005 —2007 年台湾地区

对祖国大陆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中 ,进口需求因素仍

然是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增长的

主要决定因素 ,进口需求所导致的 01632 亿美元农

产品出口增加额解释了 01 40 亿美元总出口增加额

的 15810 % ;出口竞争力因素对出口波动的影响金

额为 - 011623 亿美元 ,贡献率为 - 40158 % ,表明此

时期台湾地区的农产品在祖国大陆市场仍然缺乏竞

争力 ,出口农产品竞争力的缺乏对台湾地区对祖国

大陆的农产品出口增长表现为抑制作用 ;结构交叉

因素对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农产品出口增长具有

抑制作用 ,其所导致的 - 010697 亿美元的农产品出

口减少解释了 0140 亿美元的总出口增加额的

- 17142 %。

通过两段时期的分析可知 :进口地市场需求规

模扩大是引起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农产品出口增长

的最主要原因 ;产品出口竞争力起抑制作用 ,表明台

湾地区农产品在祖国大陆市场上与进口地本地产品

及其他竞争者产品相比 ,其竞争力较差 ,但 2005 —

2007 年台湾地区农产品竞争力有所提高 ,对农产品

出口的抑制作用减小。

21112 　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农产品出口情况

从表 1 可知 ,祖国大陆向台湾地区出口农产品

的总额呈逐年上升趋势 ,2002 —2007 年期间年平均

增长率为 16103 % ,2007 年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

农产品出口额是 2002 年的 21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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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总量情况

因素

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农产品出口 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农产品出口

2002 —2004 年 2005 —2007 年 2002 —2004 年 2005 —2007 年

绝对额

(亿美元)

比重

( %)

绝对额

(亿美元)

比重

( %)

绝对额

(亿美元)

比重

( %)

绝对额

(亿美元)

比重

( %)

实际贸易增长 01 32 100 0140 100 01 14 100 2151 100

进口需求因素 016186 19313 01 632 1581 0 01 7194 51318 014248 1619

出口竞争力因素 - 01 1719 - 53172 - 011623 - 401 58 - 01 4646 - 3311 8 118656 7413

结构交叉因素 - 01 1266 - 39156 - 010697 - 171 42 - 01 1149 - 8211 012195 81 7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2 —2007 年) 、商务部网站、台湾“财政部关税总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 2 可知 :在 2002 —2004 年祖国大陆对台湾

地区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中 ,进口需求是祖国大陆对

台湾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 ,其

引起的 017194 亿美元农产品出口增加额解释了

0114 亿美元总出口增加额的 51318 % ;出口竞争力

因素对出口波动的影响金额为 - 014646 亿美元 ,影

响程度为 - 33118 % ,这表明祖国大陆农产品在台湾

地区市场上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引起了出口额的下

降 ;结构交叉因素对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农产品

出口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其导致的 - 011149 亿美元

的农产品出口减少解释了 0114 亿美元的总出口增

加额的 - 8211 %。

从表 2 还可知 :在 2005 —2007 年祖国大陆对台

湾地区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中 ,进口需求不再是影响

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增长的主要

因素 ,进口需求所导致的 014248 亿美元农产品出口

增加额仅解释了 2151 亿美元总出口增加额的

1619 % ;祖国大陆出口农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对祖国

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出口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所

导致的 118656 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增加额解释了

2151 亿美元的总进口增加额的 7413 % ;结构交叉因

素的影响作用较小 ,其引起的 012195 亿美元的农产

品出口增加额仅解释了 2151 亿美元的总出口增加

额的 817 %。这说明祖国大陆可以通过调整农产品

的出口结构来扩大其对台湾地区的出口。

通过对两段时期的分析可知 :2002 —2004 年祖

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实际增长额较

小 ,这一时期进口需求因素的贡献率达到 51318 % ,

这表明台湾地区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引起祖国大陆对

台湾地区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同时也反

映了这一时期台湾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情况 ,即台

湾岛内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和农业土地资源的稀缺

等使台湾地区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需要靠外部市场提

供 ;2005 —2007 年进口需求变为祖国大陆对台湾地

区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次要影响因素 ,表明这一时期

台湾地区进口需求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状态 ;

2002 —2004 年产品出口竞争力因素对祖国大陆对

台湾地区的农产品出口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说明这

一时期祖国大陆的农产品在台湾地区市场上的竞争

力较差 ;2005 —2007 年出口竞争力因素成为祖国大

陆对台湾地区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

说明祖国大陆农产品在台湾地区市场上的竞争力有

所提高 ;两段时期相比 ,2005 —2007 年祖国大陆农

产品出口结构比 2002 —2004 年更符合台湾地区市

场的需求 ,结构交叉因素对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

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作用由抑制变为促进。

212 　海峡两岸分类农产品贸易额的增长分析

21211 　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出口

1)第一类产品 (活动物、动物产品) 。2002 年以

来 ,第一类产品是祖国大陆从台湾地区进口的产品

中贸易额增长最快的产品种类 ,2007 年祖国大陆自

台进口贸易额是 2002 年的 3118 倍 ,第二期的实际

贸易增长额超过第一期。2002 —2004 年 ,祖国大陆

从台湾地区进口该类产品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市

场需求扩大 ;产品出口竞争力因素和结构交叉因素

对台湾地区出口该类产品到祖国大陆市场的影响作

用较小。2005 —2007 年 ,台湾地区该类产品在祖国

大陆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显著提高 ,产品竞争力成

为这一时期推动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出口增长的重

要因素。

2)第二类产品 (植物产品) 。2007 年台湾地区

对祖国大陆出口的第二类产品的贸易额是 2002 年

的 1145 倍。2002 —2004 年进口地市场需求增长较

快是引起台湾地区该类产品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影响

因素 ;第二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第一期为负数 ,说

明台湾地区出口的该类产品在祖国大陆市场上处于

竞争劣势。由于台湾地区产品出口结构不符合这一

时期祖国大陆市场的需求 ,结构交叉因素使台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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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对祖国大陆的出口增长起抑制作用。2005 —2007

年祖国大陆市场需求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进口需求

因素使台湾地区此类产品对祖国大陆的出口没有太

大影响 ;这一时期台湾地区该类农产品的出口竞争

力较低 ,这是引起该类产品对祖国大陆市场出口减

少的主要原因。

3)第三类产品 (动植物油脂) 。2007 年台湾地

区对祖国大陆出口的第三类产品的贸易额是 2002

年的 2106 倍。自 2002 年以来 ,祖国大陆市场对该

类产品的进口需求大幅度增加 ,而台湾地区此类产

品对祖国大陆出口增长依然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台湾地区该类产品缺乏竞争力 ,尤其是到了 2005 —

2007 年 ,台湾地区此类产品高度缺乏竞争力 ,产品

出口结构均对产品贸易增长形成较大的阻碍作用 ,

这说明台湾地区此类产品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祖国大

陆进口需求结构变化。

4)第四类产品 (调制食品、饮料及烟酒制品) :

2007 年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出口的第四类产品的

贸易额是 2002 年的 1165 倍。推动台湾地区此类产

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祖国大陆市场进口需求增

加 ,产品出口竞争力因素由 2002 —2004 年的抑制作

用变为 2005 —2007 年的促进作用 ,说明台湾地区该

类产品出口竞争力在祖国大陆市场提高了 ;结构交

叉因素由第一期的负数变为第二期的正数 ,说明出

口产品结构调整使台湾地区此类产品的出口增长。

21212 　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出口

1)第一类产品 (活动物、动物产品) 。2007 年祖

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出口第一类产品的贸易额是

2002 年的 1164 倍。在 2002 —2004 年期间 ,祖国大

陆对台湾地区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地区进口

需求增长较为明显 ,而产品竞争力因素则对该类产

品的出口增长起到次要作用 ,产品结构因素对此类

产品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2005 —2007 年期

间 ,祖国大陆该类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显著提高成为

推动此类产品对台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台湾地

区的进口需求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进口需求因素对

祖国大陆此类产品对台出口贸易增长的贡献率降为

18167 % ,而产品结构仍然不能较好地适应台湾地区

的进口需求。

2)第二类产品 (植物产品) 。2007 年祖国大陆

此类产品对台湾地区的出口贸易额是 2002 年的

1161 倍。2002 —2004 年期间 ,在祖国大陆对台湾地

区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中 ,此类产品出口贸易额增长

的最重要原因是台湾地区对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增

大 ,而产品竞争力因素和结构因素对出口增长的推

动作用有限。2005 —2007 年 ,祖国大陆该类产品出

口竞争力的提高成为推动祖国大陆此类产品对台出

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但祖国大陆此类产品的产品出

口结构仍然不能较好地适应台湾地区进口需求结构

的变化。

3)第三类产品 (动植物油脂) 。该类产品在祖国

大陆出口到台湾地区的农产品中的比重最小。

2002 —2004 年 ,在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农产品出

口贸易中 ,此类产品出口额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产

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进口需求因素和结构交叉因

素对出口增长的影响作用基本相当。2005 —2007

年 ,祖国大陆此类产品出口竞争力的继续提高推动

了其对台出口额的增长 ,进口需求因素对出口增长

的影响作用与 2002 —2004 年期间相差不大 ,而产品

结构因素成为出口增长的阻碍力量。

4)第四类产品 (调制食品、饮料及烟酒制品) 。

2002 —2004 年 ,在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农产品出

口贸易中 ,此类产品的出口额增长了 01201 亿美元 ,

2002 —2004 年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 2005 —2007

年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祖国大陆该类产品出口竞争

力出现了大幅下降。

3 　结论及启示

311 　结论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 ,在我国海峡两岸的农产品

贸易中 ,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农产品出口增长速

度高于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农产品出口增长速

度。

基于 CMS 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 :祖国大陆出

口到台湾地区的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的显著提高是

推动其对台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 ,祖国大陆对台的

农产品出口结构调整也促进了其对台出口的增长 ;

而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农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则是

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农产品出口大幅增长的主要原

因。对于不同种类农产品 ,促进两岸农产品进出口

贸易增长的因素也有明显差异。对于第一类产品 ,

在双方进口需求都减弱的情况下 ,产品出口竞争力

提高对促进贸易增长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产

品出口结构对双方贸易增长的作用都非常有限。对

于第二类产品 ,祖国大陆市场进口需求变化较大 ,台

湾地区此类产品出口竞争力有明显改善 ,随着台湾

地区对祖国大陆市场进行出口产品结构调整 ,结构

交叉因素使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出口扩大的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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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减少 ;而祖国大陆此类产品对台湾地区的出口由

正增长变为负增长 ,主要原因是台湾地区进口需求

减小 ,但祖国大陆此类产品竞争力提高则抵消了部

分由于进口需求减小而引起的出口减少 ,产品出口

结构的影响依然有限。对于第三类产品 ,祖国大陆

对此类产品进口需求的迅速扩大是引起台湾地区出

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 2005 —2007 年此类产品出口

竞争力大幅降低和产品结构对进口地市场需求不相

符则又对台湾地区此类产品的出口增长造成很大阻

碍 ;祖国大陆此类产品对台湾地区出口的变化主要

是由祖国大陆此类产品竞争力变化所引起的。对于

第四类产品 ,祖国大陆对此类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

是引起台湾地区此类产品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而

祖国大陆增加对此类产品出口则是由于台湾地区市

场进口需求迅速扩大。

表 3 　两岸农产品分类贸易的增长情况

产品分类 影响因素

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农产品出口 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农产品出口

2002 —2004 年 2005 —2007 年 2002 —2004 年 2005 —2007 年

绝对额

(亿美元)

比重

( %)

绝对额

(亿美元)

比重

( %)

绝对额

(亿美元)

比重

( %)

绝对额

(亿美元)

比重

( %)

第一类产品

(活动物、动物产

品)

第二类产品

(植物产品)

第三类产品

(动植物油脂)

第四类产品

(调制食品、饮料

及烟酒制品)

实际贸易增长 01 0823 100 011145 100 011960 100 01 1644 100

进口需求因素 01 0747 901 76 010487 421 53 011356 69118 01 0307 18167

出口竞争力因素 01 0055 6168 010601 521 49 010519 26148 01 1304 79132

结构交叉因素 01 0021 2156 010057 41 98 010085 41 34 01 0033 2101

实际贸易增长 01 0563 100 - 01 0752 100 012262 100 - 010562 100

进口需求因素 01 3012 534199 - 01 0055 71 32 011811 80106 - 010296 52167

出口竞争力因素 - 01 0902 - 1601 21 - 01 0708 941 26 010363 16105 - 010265 47115

结构交叉因素 - 01 1547 - 2741 78 010012 - 1159 010088 31 89 - 010001 0118

实际贸易增长 01 0670 100 010010 100 010347 100 - 010233 100

进口需求因素 01 0782 116172 010176 1760 010106 30155 - 010104 44164

出口竞争力因素 - 01 0043 - 6142 - 01 0141 - 1410 010172 49157 - 010147 63109

结构交叉因素 - 01 0069 - 10129 - 01 0025 - 250 010069 19188 01 0018 - 71 73

实际贸易增长 01 0918 100 010881 100 010853 100 01 0081 100

进口需求因素 01 1125 122155 010631 711 63 011460 1711 16 01 0594 7331 33

出口竞争力因素 - 01 0146 - 15190 010212 241 04 - 010507 - 591 44 - 010482 - 5951 06

结构交叉因素 - 01 0061 - 6165 010038 41 32 - 010100 - 111 72 - 010031 - 38127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2 —2007 年) 、商务部网站、台湾“财政部关税总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

312 　启示

根据以上结论 ,两岸调整农产品贸易结构和提

高产品出口竞争力是进一步扩大双边农产品贸易的

关键 ,调整农产品出口结构、适应进口需求变化同时

也是提升出口产品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于祖

国大陆来说 ,应该充分利用农业生产初级生产要素

优势和两岸均加入 W TO 的契机 ,根据台湾地区市

场需求的变化加快调整对台农产品出口结构 ,并以

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加强产品安全性为重点来提升

对台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对于台湾地区来说 ,随着

祖国大陆经济水平发展和人均收入提高、内地消费

需求结构改变 ,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地区越来越重

要的农产品出口目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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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的培训等。以信息化技术的引入对管理的影

响为例 :信息化技术的引入有利于建立更全面的环

境应对“规则库”,减少决策带来的偏差成本 ;本质

上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是对人类有限理性约束的“放

松”,它扩展了人类的记忆空间 ,降低了行为决策的

偏差成本 ,其对管理的影响更直接地体现在主体可

学习的最大单词数目上。因此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具有降低组织内分工程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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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Knowledge in Division and Special ization

Gong Xiang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 From t he perspective of t he behavior decision2making of behavior subject ,t his paper studies t he necessity of management division and

specialization in organizations under t he situation of behavior subject adopting t he simple decision2making model . The research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re is a optimal knowledge st ruct ure for knowledge subject because of t he existence of t he deviation cost for knowledge subject adopting t he

simple decision2making model as well as t he const raint of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it is t he optimal choice for organization pursuing efficiency un2
der t he condition of t he const raint of 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 t hat implementing t he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in int ra2organization.

Key words : knowledge ; behavior decision2making ; deviation cost ;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上接第 97 页)

Growth Orig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bet 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District :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MS Model

J iang Y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 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 From t he levels of t he general and t he classification ,t 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 he growt h orig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 rade be2
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dist rict t hrough using t he data about agricultural product t rade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dist rict

during 200222007 and CMS model1 The result shows : t he obvious enhancement of t 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 exported

by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dist rict is t he key factor promoting t he growt h of export t 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 of mainland China ;t he inhi2
bition effect of t he st ructure overlapping factor on t he expor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 f rom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dist rict changes into t he

promotion effect ;t he enlargement of import demand of mainland China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f rom Taiwan dist rict is t he main reason causing

t he growt h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of Taiwan dist rict .

Key words :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dist rict ; agricultural product t rade ; Constant Market Shar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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