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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构建了评估我国乳品产业安全状况的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从产业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和产

业成长性这三个方面 ,就乳品进口对我国乳品产业安全的影响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 :我国乳品生产不具

有竞争力 ,乳业进口依存度较高 ,产业控制力较弱 ,乳业的成长空间较大。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提高乳

品竞争力、有效利用关税措施调节进口、采取非关税措施保护我国乳品产业、不再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

和扩大乳品内需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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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业是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乳业的平稳健

康发展 ,对于改善城乡居民膳食结构、提高全民身体

素质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城乡协调发展 ,提高

农民收入 ,带动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发展乃至促进全

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关税的减让 ,尤其受“三聚氰胺事件”和金融危

机的影响 ,我国乳品尤其是奶粉进口量激增 ,对我国

乳业的发展产生了损害。在进口增加的同时 ,许多

国外乳业巨头也纷纷涌入中国乳业市场 ,使乳品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 ,乳品企业尤其是中小乳品企业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 ,在变化的国内、国际环境

下 ,对我国乳业的健康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 ,是十分

必要的。

但是 ,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评价乳品进口对

我国乳品产业安全影响的指标体系。为全面和客观

地评价乳品进口对我国乳品产业安全的影响 ,本文

建立了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指标体系 ,力图监

测我国乳品进口安全状况 ,旨在有针对性地提出有

效应对进口乳品冲击、促进我国乳业发展的对策 ,同

时为促进其他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1 　我国乳品进口的现状

由于我国技术水平落后 ,产品竞争力较弱 ,因此

我国乳品的出口额始终较小。随着我国乳品需求的

持续上升和乳品市场的逐渐放开 ,我国乳品贸易呈

单向进口状态。2002 —2008 年我国乳品贸易总额

持续增长 ,2008 年是 2002 年的 316 倍 ,其中 ,进口

增长 59388 万美元 ,年均增长 21 % ;我国乳品贸易

逆差总体上呈持续递增的趋势 ,2008 年是 2002 年

的 2163 倍 ,年均增长 17 %。金融危机爆发后 ,国际

市场乳制品价格大幅下跌 ,加之受三聚氰胺事件的

影响 ,国内消费者对国产乳品的消费信心受到沉重

打击 ,这使得国内婴幼儿配方奶粉供需缺口扩大 ,从

而导致了乳制品 ,特别是鲜奶和奶粉进口额的大幅

增长。2008 年鲜奶进口额为 1286 万美元 ,较 2007

年的 666 万美元增长了 93 % ;奶粉进口额为 4 亿美

元 ,较 2007 年的 313 亿美元增长了 23 %。

从乳品进口结构来看 ,我国的主要进口乳品始

终是乳清粉和奶粉 ,平均占整个乳品进口额的 90 %

以上 ,而酸奶、奶油、干酪等产品由于国内的需求量

不大或供需缺口不大 ,因此所占的比例很小。三聚

氰胺事件后 ,国内企业加大了进口奶粉的采购量 ,新

西兰等主产区奶粉价格的下降更加快了我国进口奶

粉的速度。乳清制品在我国的需求量特别大 ,但由

于我国干酪产量非常有限 ,所以乳清及其制品的产

量很小 ,根本无法满足国内庞大的需求 ,因此只有靠

进口来解决。2002 —2008 年我国乳品进出口状况

见图 1。

从贸易流向来看 ,我国一直是乳品净进口国 ,而

且在今后几年里 ,随着关税水平的进一步降低 ,乳品

贸易逆差还有可能继续增大。我国乳品进口的集中

度很大 ,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和法国始终是我国

乳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 ,从四国进口的乳品一直占

同年乳品进口总额的 80 %以上。2008 年我国进口

乳品的 30 %来自新西兰 ,排在我国进口市场的首

位。其次是美国 ,占乳制品进口总额的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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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2 —2008 年我国乳品进出口状况

2 　乳品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目前对产业安全进行评估的方法虽然各异 ,但

基本上都是从产业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和产业成长

性等方面进行评估 ,其中产业竞争力和产业控制力

倾向于静态描述 ,而产业成长性则更倾向于动态判

断[1 ] 。本文根据我国乳业的发展现状 ,编制了一套

评价指标 (见表 1) 。

211 　产业竞争力

产业竞争力是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产

业安全的基础。本文拟从产业市场竞争力、规模竞

争力和绩效竞争力等方面进行评估。评估市场竞争

力的指标包括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revealed com2
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简称 RCA 指数) 和贸易

竞争力指数。一般认为 ,RCA 指数大于 215 表示该

产品具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 ; RCA 介于 1125～

2125 之间表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 RCA 介于 018～

1125 之间表示具有中等竞争力 ; RCA 小于 018 表

示竞争力较弱。由于 RCA 仅用出口数据 ,不能反

映一国的进口以及整体贸易状况 ,因此 ,本文选用贸

易竞争力指数 ,即一国的净出口除以贸易总额来评

估总体贸易情况 ,贸易竞争力指数介于 ( - 1 ,1) 之

间 ,当产业的贸易竞争指数大于 0 时表示产业具有

一定的竞争优势 ,越接近 1 表明出口优势越明显。

反之 ,则表明该产业处于竞争劣势 ,越接近 - 1 表明

进口倾向越明显[2 ] 。

反映规模竞争力的指标包括产品国内市场占全

球市场比重、劳动生产率和小规模农户生产所占比

例。国内市场占全球市场比重越高表明国内市场消

费规模越大 ,越容易形成规模生产 ;劳动生产率越

高 ,表明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越强 ,国际竞争力越

强。小规模农户生产所占比例越高 ,表明该产业越

不具有规模竞争力。

反映绩效竞争力的指标为产业利润率 ,利润率

越高表明乳业竞争力越强。

212 　产业控制力

产业控制力反映产业受国际市场和资本制约的

状况。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越高和受外资影响越大表

明产业自主控制力越差 ,产业安全度越低。本研究

用市场控制力和对外依存度两个指标来评估。对外

依存度主要指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出口依存

度反映农产品生产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进口依

存度反映产品供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213 　产业成长性

产业成长性反映产业发展潜力。对农业来说产

业发展主要受消费市场、耕地资源、水资源、农产品

生产成本、单产增长空间和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的

影响。本文用消费市场成长潜力和乳品生产成本变

化趋势来反映。其中由于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

献主要表现在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上 ,因此本研究不

单独设立农业科技进步指标 ,而通过成本指标反映。

表 1 　进口对产业安全影响的评价指标

要素 评价子要素 评价指标 指标算式

产业竞争力

市场竞争力

规模竞争力

绩效竞争力

显示性比较优势
(一国某产品出口额÷世界该产品出口额) / 该国商品出口额 ÷世

界商品出口额)

贸易竞争力指数 (出口额 - 进口额) / (出口额 + 进口额)

国内市场占全球市场比重 产业国内消费量/ 产业全球产量

劳动生产率 总产量/ 总就业人数

小规模农户生产所占比例 小规模农户产量/ 总产量

产业生产利润率 (总产值 - 总成本) / 总成本×100

产业控制力

市场控制力

对外依存度

国内市场控制力 产业内资企业国内市场销售量/ 产业国内市场销售总量

进口依存度 进口总额/ 产业销售总额

出口依存度 出口总额/ 产业销售总额

产业成长性
市场规模成长性 消费市场增长率 本年消费量/ 上年消费量 - 1

投入要素约束 生产成本变化 本年生产成本/ 上年生产成本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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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乳品进口对我国乳品产业安全影响
的评价
　　入世后 ,我国乳品进口关税税率逐步下降 ,乳制

品的进口随之增加 ,这对我国的乳品加工业及奶牛

饲养业造成压力。乳制品的大量涌入会冲击我国的

乳品市场 ,一方面直接打击我国的乳品企业 ,尤其是

中小企业 ,加剧了这些企业的产品滞销积压等现象 ,

使我国刚刚发展起来的乳品加工业面临严峻的挑

战 ;另一方面会导致奶农的收入下降 ,并影响奶牛饲

养业的发展。根据评价结果 ,我们看出 ,随着进口的

快速增长 ,我国乳业产业安全主要发生的几方面变

化见表 2。

表 2 　我国乳业产业安全状况评估

要素 评价子要素 评价指标 2000 2002 2004 2006 2007 2008

产业竞争力

市场竞争力

规模竞争力

绩效竞争力

显示性比较优势 01 05 0104 0102 01 06 0111 01 10

贸易竞争力指数 - 0162 - 01 66 - 0178 - 01 71 - 0151 - 0148

国内市场占全球

市场比重 ( %)
11 85 2166 4120 41 87 5101 51 89

劳动生产率

(吨/ 人)
— — 0162 01 65 0170 01 73

小规模农户生产

所占比例
01 87 0188 0191 01 91 0190 01 89

产业生产利润率 — — 271 97 29110 381 21 35118

产业控制力

市场控制力

对外依存度

国内市场控制力 — — 211 86 17161 181 12 16154

进口依存度 01 15 0113 0110 01 13 0113 01 21

出口依存度 — — 0101 01 01 0102 01 01

产业成长性
市场规模成长性 消费市场增长率 — 0126 0126 01 15 0107 01 18

投入要素约束 生产成本变化 — — - 0132 01 03 0107 01 11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海关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注 :表格中“ - ”表示数据无法得到。

　　1)乳品生产缺乏国际竞争力。入世前我国乳品

生产已不具国际竞争力 ( RCA 指数为 0105) ,出口

很少 (贸易竞争力指数为 - 0162) ;入世后乳品生产

不利地位没有得到改善 ( 2008 年 RCA 指数为

0110 ,贸易竞争力指数为 - 0148) 。此外 ,我国 90 %

左右的乳品为小规模农户生产 ,技术含量低 ,管理水

平落后 ,缺乏规模效益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大洋洲国家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具有乳品生产的

天然资源优势 ,原奶收购价较低 ,这使得两国乳品的

国际竞争力明显强于中国 ;欧盟和美国的牛羊奶生

产成本虽然比我国高 ,但他们的乳品质量高而且有

政府给予的大量出口补贴 ,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也表

现出较高的竞争力 ;而我国虽然原奶的收购价较低 ,

但乳品在加工工艺、质量、包装、产品推广等方面缺

乏国际竞争力 ,不具有比较优势[3 ] 。就奶粉而言 ,由
于进口奶粉是无抗生素残留产品 ,而且包装好、奶香

浓郁、速溶度高、不结块 ,国产奶粉无论从外在包装

还是内在质量上与之都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导致我

国大量进口高质量奶粉而国内低档奶粉积压。此

外 ,我国畜牧业产值已过万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

重超过三分之一 ,而每年用于畜禽良种繁育的投入

资金不到畜牧业产值万分之一 ,由于投入的严重不

足 ,难以为奶业快速发展提供良种支撑 ,因此导致我

国奶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滞后 ,良种奶牛数量少、单

产水平低。全国良种荷斯坦牛比重不足 1/ 3 ,平均

单产 3700 公斤左右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8000 公斤

的平均水平。

2)进口依存度较高 ,产业控制力较弱。总体上

看 ,入世后随着我国乳品产量的提高 ,乳品进口依存

度有所下降 (由 2000 年的 1512 %提高到 2004 年的

10 %) ,但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 ,消费者对国内奶粉

丧失信心 ,加之金融危机发生后 ,美国、欧盟、巴西等

发达国家采取了提高关税、恢复出口补贴等贸易保

护措施提高了其奶粉的价格优势 ,奶粉进口量激增 ,

国产奶粉在国内市场份额急剧下降 ,从而导致 2008

年乳品进口依存度提高到 21 %。2008 年 10 月下

旬 ,进口品牌奶粉在我国市场占有率由 7016 %增加

到 8618 % ,国产品牌由 2914 %下降到 1312 %。

国外低价乳制品 ,特别是奶粉涌入国内市场 ,对

国内奶粉市场形成强烈冲击 ,2008 年下半年国产原

料奶粉价格每吨为 116 万元～117 万元 ,低于 214

万元/ 吨的成本价 ,而 2007 年 10 月份之前原料奶粉

价格在 3 万元左右 ,下降幅度高达 40 %。在鲜奶收

购价下跌的同时 ,各主要市场还不同程度出现原奶

销售困难的现象。黑龙江、新疆等主要奶粉产地不

少乳品企业停产 ,奶农效益下滑 ,一些地区甚至出现

农民杀牛、卖牛现象。奶粉进口的急剧增长对正处

于艰难恢复阶段的国内奶业造成了巨大压力。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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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持续下去 ,将会较长时期内影响原奶的市

场供应 ,进而影响整个乳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4 ] 。

由于奶牛从出生到产奶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因此即

使认识到问题到进行补救再到产生效果 ,也要几年

之后。这样乳业就会出现周期性波动 ,健康发展就

难以保证。

3)成长潜力较大。入世以来我国乳业成长迅

速 ,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日趋重要。2008 年我国奶

制品消费占全球产量的 5189 % ,比 2000 年提升了 4

个百分点。虽然如此 ,我国乳品消费市场仍有很大

成长空间。目前我国人均奶类消费约为 18 公斤 ,不

足世界平均水平 (98 千克) 的 1/ 5 ,远不及欧盟 (105

公斤) 、美国 (115 公斤) 和澳大利亚 (120 公斤) 的平

均水平 ,与日本 (4412 公斤) 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今

后只要能解决增长方式粗放、组织形式落后、饲养管

理水平低等一些过去长期累计的问题 ,乳品市场仍

有很大成长空间。

4 　维护我国乳品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乳品进口对我国乳品产业安全的

冲击 ,结合我国乳品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为确保

我国乳业的健康发展 ,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提高乳品竞争力。

第一 ,通过扶持和建立大型奶业集团 ,使养殖、

加工、销售和服务等产、加、销一体化 ,引导奶业从小

规模分散经营转化为专业化经营。第二 ,大力推广

奶牛良种化 ,提高奶牛单产水平。第三 ,实现企业市

场准入、产品、饲料、饲养、加工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标

准化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 ,提高乳业的国

际市场竞争力。

2)有效利用关税措施调节进口。

从 2008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婴幼儿食品

以及乳清和酵母等 9 个税目商品的进口税率由目前

的 6 %～25 %降至 2 %～10 % ,其中由主要奶粉出产

国新西兰进口至中国的奶粉及乳清粉产品税率由

10 %下调至 5 %。1～9 月份我国乳品进口 2119 万

吨 ,同比增长 4918 %。当前国内乳业正处于关键的

恢复阶段 ,为保护国内乳制品企业和奶牛养殖业的

发展 ,政府应对进口乳制品的关税进行调控 ,建议尽

快恢复乳清粉等产品的进口关税 ,并加大对进口奶

粉的监控力度。此外 ,在自贸区谈判中 ,应在进口乳

品的关税减让方面留有余地 ,或实行过渡期保护性

关税。

3)采取非关税措施保护我国乳品产业。

我国在遵守国际贸易准则的条件下 ,有必要采

取非关税保护措施依法保护我国乳品业。例如 ,美

国规定"供应市场的液态奶必须使用本国生产的第

一级原料奶为原料" 。宝岛台湾的乳品消费量的3/ 4

依靠进口 ,其生产只能满足市场需求量的 1/ 4。为

了保护当地奶业 ,台湾规定“消毒奶必须 100 %以岛

内产生奶为原料”;同时规定 ,调味乳必须使用 50 %

以上岛内生产的鲜乳为原料。我们可以借鉴和仿行

这些做法。

4)除特殊情况外 ,不再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

奶业作为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 ,外商在我

国西部地区投资建立的乳品企业 (加工业及奶畜饲

料业) ,应当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在原合同期满

后 ,享受缴纳 15 %的所得税优惠待遇 ,其他地区的

外资 (独资或合资)乳品企业应当与国内乳品企业享

受同等待遇 ,不应再给予超国民待遇。

5)扩大乳品内需。

第一 ,切实加强对产业链各环节的监管力度 ,确

保乳品质量安全 ,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放心牛奶 ;

第二 ,加大对学生奶计划的扶持力度 ,甚至可以考虑

在适当的时间段以适当的形式对消费者进行补贴 ;

第三 ,整顿乳品市场流通秩序 ,整治虚假广告 ,严查

假冒伪劣 ,完善相应的乳品标准 ,实现优质优价 ;第

四 ,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宣传 ,向消费者普及相关乳品

知识 ,恢复城镇市场 ,启动和开拓农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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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和存货商品等物资的价格上涨 ,居民财产如

房屋等的价格也在上涨 ,这样持有货币导致的通胀

成本损失对人们的影响不是很大。因此 ,央行应警

惕恶性和超级通货膨胀的发生。

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动会对货币需求产生一定的

冲击 ,且不同变量的冲击对货币需求影响的过程相

异。其中 ,利率变动对 M1 、股市市值的变动对 M2 、

汇率和实际 GDP 的变动对 M1 和 M2 产生比较强烈

的冲击 ,这表明利率对狭义货币需求、股票市场对广

义货币需求、汇率和实际 GDP 对货币需求具有重要

影响。这就要求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时需充分考虑

利率、股票市场市值和实际 GDP 的变化 ,以提高货

币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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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Regulation of Equilibrium Level of Money Demand in China

Fu Qiang ,L uo D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 Through const ructing t he economet ric model on money demand which takes t he income ,stock market value ,interest rate ,expected

inflation rate and exchange rat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using co2integration test ,error correction model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t he quarterly data about first quarter of 1994 to t he second quarter of 2009 ,t 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 he state of t he equilibrium level regu2
lation1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re exist long2term stable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s between t hese variables and real money demand ;t he sponta2
neous adjust ment mechanism toward long2term equilibrium level exist s in money demand ;t he effect s of t hese independent variables on money de2
mand and t heir dynamic influencing processes are all different1 Finally ,it put s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1

Key words : money demand ;co2integration test ;error correction model ;impuls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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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Importation of Dairy Products on Safety of Dairy Industry

Song J uguo1 ,Liu Yizhuo2

(11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

21 Agricultural Trade Promotion Center ,Beijing 100125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const ruct s a basic f rame on t he index system evaluating t he safety of dairy indust ry ,and it evaluates t he impact s of t he im2
portation of dairy product on t he safety of dairy indust ry f rom t hree aspect s of indust rial competitiveness ,cont rol2power of indust ry and growt h

of indust ry1 The conclusions show t hat ,t he competition of dairy production in China is low ,and t he import dependence of dairy indust ry in China

is high ,and t he development space of dairy indust ry is comparatively big1 Therefore ,it put s forward t he following suggesitons :improving t he

competition of China’s dairy product s ; using t he tariff to accommodate t he importation ;protecting domestic dairy indust ry by non2tariff meas2
ures ;st rengt hening t he agricultural t rade negotiation ;and so on1

Key words : dairy product indust ry ;importation ;indust rial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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