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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中国和巴西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对世界农产品市场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首先描述了中

巴双边农产品贸易现状,然后通过测算农产品出口依存度、比较优势、贸易互补性等指标, 剖析双边农产品

贸易结构的合理性。结果显示,中巴优势农产品差异明显, 双边贸易结构具有一定互补性。中巴农产品贸

易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中国可以增加从巴西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 同时扩大对巴出口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

及其加工品,从而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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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和巴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新兴经济国
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2008 年中国和巴西按名义

汇率计算的 GDP 分别为 4� 3万亿美元和 1� 6 万亿
美元,分列世界第 4 和第 8位 [ 1] , 按购买力平价法

( purchasing pow er parity, PPP)计算的 GDP 分别

为 7� 9万亿美元和 1� 98万亿美元,分列世界第 2和

第 9位[ 2]。2008年中巴贸易额达到 364亿美元, 其

中农产品贸易额为 69� 6 亿美元, 占总贸易额的

19%。在双边农产品贸易中, 中国一直是净进口国,

近年逆差额急剧增长,特别是 2008年国际市场农产

品价格暴涨,中国对巴西的农产品逆差上升到 85亿

美元,比 2007年增长了 80� 85% [ 3]
。

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国, 中巴双边农

产品贸易发展对世界农产品市场格局有不容忽视的

影响,因此深入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潜力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描述中巴双边农产品贸易发

展状况入手,利用贸易统计数据剖析双方各自的比

较优势,识别双边贸易的结构特征和性质,进而探讨

未来扩大双边经贸合作的潜力。

1 � 中巴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状况

巴西的农业生产具有土地广阔、温度适宜、水源

充足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 咖啡、柑橘、甘蔗、

大豆、烟叶、牛肉、鸡肉、胡椒等众多产品产量位居世

界前列。按照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
zat ion)的统计, 2007 年, 巴西的咖啡、烟叶、糖、橙

汁、鸡肉出口均位居世界第一, 大豆出口仅次于美

国,豆油和豆饼出口仅次于阿根廷,牛肉及其简单加

工品出口仅次于澳大利亚, 玉米、皮棉、猪肉等产品

的出口额也很大。巴西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类

产品, 其中进口量最大的是小麦, 2007 年进口 663

万吨,占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23%。麦芽、面粉、大

米、玉米、大蒜等也有一定的进口量
[ 4]
。总体上看,

巴西的农产品进口依赖程度较弱。

与巴西相比, 中国虽然国土广阔,但地少人多,

农业生产总体上缺乏比较优势。尽管中国很多农产

品产量都居世界前列, 但出口能力相对较弱,主要出

口品种是加工食品、水果及蔬菜、水产品等劳动密集

型产品,主要的进口品种是油料、植物油、纺织原料

等土地密集型产品。

中巴双边农产品贸易始于 1984年。虽然两国

的出口都在增加,但巴西的增幅明显高于中国。特

别是 2000年以后, 巴西对中国的出口额大幅增长,

中国的贸易逆差迅速扩大, 2008年高达 85亿美元,

比 10年前扩大了 27倍。2008 年, 中国成为巴西农

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2009年, 对中国的出口占到

巴西农产品总出口额的 14%, 而 10 年前这一份额

只有 1� 6%。中国在巴西农产品进口中的重要性也
在提升, 1999年,巴西进口农产品中中国占 0� 83%,

到 2008年, 这一份额上升到 3� 88%。虽然巴西目
前还不是中国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 但是其重要

性也在提升。1999年,对巴西出口占中国出口农产

品的份额为 0� 21%, 到 2008 年, 这一份额上升到

0� 68%。从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角度看,巴西的重

要性仅次于美国, 2008 年占中国进口农产品的

14� 8%。可见,在农产品贸易上,中巴两国的关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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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中国对巴西的农产品贸易发展走势图
数据来源: U N comtrade 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从产品类别看,中国从巴西进口的农产品主要

是大豆和豆油, 2008 年, 这两种产品占中国进口巴

西农产品的份额分别为 82� 8%和 10� 5%。中国出
口巴西的农产品主要是蔬菜水果类产品, 2008年占

中国对巴西出口农产品额的 50%。

 � 本文所讨论的农产品包括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 ( Agr eem ent on Ag riculture)中的农产品和水产品。本文使用 SIT C( Standard Inter�

nat ional T rade Classif icat ion) Revision. 2的分类标准,具体涉及的税目包括 0、1、4类全税目以及 2类中的部分税目(矿产品、林产品除外)。为

了体现产品加工程度的差异,以及区分不同性质产品的特点,在计算相关指标时, 本文采用了 S ITC三位税目划分, 有关数据均来自于 U N

comtrade 数据库。

中国市场对巴西农业出口的重要程度还可以从

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开放程度中体现。据 WTO

(Wor ld T rade Organizat ion)的统计, 2007年巴西农

产品出口中国市场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为 14� 9% ,

仅高于其前 5 位农产品贸易伙伴国中的美国

( 8� 6%) , 但是如果按照加权法测算, 实际关税仅为

4� 6% ,远低于其他几个主要出口市场的税率
[ 5]
。

2 � 中巴农产品贸易潜力分析

本文对中巴双边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分析基于比

较优势理论,通过测算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

性等指数,探讨中巴农产品贸易的合理结构, 从而揭

示双边贸易的发展潜力。

2� 1 � 农业出口依存度
一国农业部门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由农业资

源禀赋和国内需求两方面因素决定,可以反映该国

农业部门的整体竞争优势 [ 6]。从图 2 可以看出, 巴

西农业部门的出口依存度在 90年代末期显著上升,

其后基本稳定在 50%左右的水平上; 同一期间, 中

国的农业出口依存度稳定在 7� 8% ~ 10� 2%的区
间。两国相比, 巴西的农业出口依存度明显高于中

国,因此从国家农产品贸易政策角度看,巴西更具有

扩大两国合作的意愿。

2� 2 �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巴拉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evealed compar�

图 2� 中国 � 巴西农产品出口依存度走势图
数据来源: UN comtrade 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at iv e advantag e, RCA)将一国某种产品出口置于全

球市场和全部商品贸易框架之下, 剔除了国家总量

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能较好地反映该产品

的竞争力[ 7]。其公式为:

RCA xik =
X ik

X wk
/

X it

X wt
。

其中, X ik为国家 i 出口商品 k 的金额; X wk为世

界出口商品 k 的金额; X it为国家 i 的全部商品出口

总额; X wt为世界全部商品的出口总额。根据 RCA

指数识别第 i 类出口商品比较优势强弱的经验准则

是: RCA 大于 2� 5表明比较优势极强, 1� 25< RCA

< 2� 5 表明比较优势较强, 0� 8< RCA < 1� 25 表明
比较优势中等, RCA < 0� 8表明比较优势弱[ 8]

。本

文利用该指数对中国和巴西农产品比较优势进行对

比分析
[ 8]
。

图 3 � 中国 � 巴西农产品比较优势走势图
数据来源: UN comtrade 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总体来说, 1984 年以来, 中国的农产品比较优

势先升后降,而巴西则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1990

年以后,两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差距逐步拉大, 且中

国于 90年代中期开始由比较优势转为劣势。这是

因为中国资源禀赋变化使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显

著提高,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相对削弱,而巴西的政策

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农业发展的限制,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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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得到更好发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 一国

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

产品,从而使双方获益。可见,中巴双边农产品贸易

以中国净进口为主的格局符合两国的比较优势。

利用贸易细分数据测算的 RCA 指数不仅可以

帮助识别一国具有贸易潜力的产品,而且可以用于

分析贸易双方的比较优势差异, 进而判断双边贸易

扩大的潜力。如果两国的 RCA 结构相近, 那么两

国未来增进产业间贸易的可能性较小; 反之, 如果

RCA结构差异较大, 则产业间贸易潜力较大。

为了从要素投入角度认识中巴两国农产品贸易

的合理结构,本文将农产品按照土地密集与劳动密

集的维度进行划分, 分别测算 RCA 指数。随着经

济的发展,食品消费需求趋于多样性和便利化,这促

进了加工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农产品加工也成为一

国农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考虑到这一情况, 本

文对农产品按照加工程度高低维度做了二次划分。

依据 2008年数据测算的两国 RCA 指数显示,

中国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初级农产品多数是劳动密

集型产品, 如茶、香料、丝和非食用动物原料。中国

在加工程度较高的水果制品、蔬菜制品和水产品制

品出口上也具有比较优势, 而这些产品的原料都是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相比之下, 巴西具有比较优势

的初级农产品类型更丰富,包括大米、玉米、原糖、烟

叶、大豆、棉花等典型的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 在

畜产品、水果、咖啡、可可、香料、植物纤维等劳动密

集型或可以利用资本对劳动力进行有效替代的产品

上也具有比较优势。另外,巴西在以上述初级产品

为原料的部分加工农产品上同样具有比较优势, 如

肉制品、水果制品、糖食、豆油、饲料及奶油。

动态来看,中国各类畜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都

在下降, 大多数产品在 1999 年后一直处于比较劣

势,只有非食用动物原料至今仍保持很强的比较优

势,肉及杂碎制品比较优势一度有所提高,但目前也

已丧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畜产品生产规模比较

小,无法满足该类产品规模化生产的要求。相比之

下,巴西的畜产品生产更为现代化和规模化,其大部

分畜产品的比较优势均趋于提高,其中鲜冷肉、肉及

杂碎制品、非食用动物原料一直保持极强的比较优

势;食用活动物、奶及奶油、蛋品均于考察期内由比

较劣势转为比较优势; 腌渍肉的 RCA 指数从 1999

年的 0� 38持续上升到 2008年的 0� 95,按此趋势将
由比较劣势转为比较优势。

中国各类水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鲜、

冷鱼及甲壳、软体动物等产品已丧失比较优势, 只有

水产品制品至今仍保持较强的比较优势。而巴西各

类水产品的 RCA 指数虽然有波动, 但一直很小。

谷物类产品方面, 中国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大

米、玉米现已经发生逆转,其他居比较劣势的产品还

在进一步恶化, 谷物制品的下降速度相对较慢。相

反,巴西大部分谷物类产品的比较优势都在提升,玉

米的 RCA 指数尽管波动较大, 但总体来说仍在加

强。同时,其他谷物的粗、细粉和大米已于近年转变

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图 4� 中国- 巴西比较优势产品对比

� � 巴西在棉花、烟叶、糖、油料和植物油这几类大
宗产品上的比较优势极强, 且棉花和烟叶的优势还

在持续扩大。另外,中巴两国园艺产品的比较优势

均在下降,但至今, 中国在蔬菜制品和水果制品上、

巴西在新鲜水果尤其是水果制品上仍存在比较优

势,且巴西的水果制品优势更大。其他经济作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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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中国的优势产品,但其比较优势在下降; 香料是

两国共同的优势产品,巴西香料的优势大于中国, 但

两国的比较优势差距在缩小; 巴西咖啡、可可的比较

优势也在下降, 但短期内不会出现逆转;巴西其他植

物纤维的比较优势一直在提高。RCA 指数的变动

说明,巴西在经济作物方面的优势仍然大于中国, 中

国只在个别品种上的优势比较突出。

总之,中巴两国农产品 RCA 结构差异明显,

SIT C三位目下存在竞争的产品只有水果制品和香

料。中国比较优势突出的产品都为劳动密集型产

品。巴西在劳动力资源上不具优势,但由于很早就

开始推进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规模化、

机械化程度高, 种植园经济特点突出,资本对劳动的

替代程度较高, 因此在畜产品、咖啡等产品上也具有

比较优势,土地密集型产品则是巴西的传统优势产

品。中巴两国加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初级产品的

比较优势息息相关, 双方优势产品差异较大, 覆盖率

较低。

2� 3 � 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
贸易互补性指数可以对贸易双方的结构差异做

分析,该指数定义为:

Cij k = RCA xik # RCA mj k。

其中, RCA xik表示双边贸易中的 i 国在出口商

品 k 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RCAmj k表示双边贸易中

的 j 国在进口商品 k 上的显示性比较劣势, 后者公

式为:

RCA mj k =
M j k

M wj
/
M j t

M wt
。

其中,M j k为国家 j 进口商品 k 的金额; M wk 为

世界进口商品 k 的金额; M j t为国家 j 的全部商品进

口总额; M wt表示世界全部商品的进口总额。C ij k为

0,说明两国之间没有 k 商品贸易,大于 1表示两国

在 k 商品的贸易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且该数值越

大互补性越强。由于 C ij k 具有贸易方向性, 因此应

该以一国的进口和出口分别测算。互补性指数综合

考虑了双边国家出口比较优势和进口比较劣势两方

面因素。在现实中,出口方处于比较优势的产品不

一定是进口方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与进口方在

该产品上的自给能力有关。

总体来说, 巴西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大

于中国向巴西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 2008年, 巴西

出口中国的互补性指数为 3� 63, 同年,中国出口巴

西的互补性指数仅为 0� 29,不具有互补性。动态来
看,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巴西向中国出口农产品

的互补性在波动中上升, 而中国出口巴西的互补性

不断下降。分产品看, 中巴两国贸易互补性还比较

低,在 SITC 下 56个三位税目中, 无论中国出口巴

西还是巴西出口中国, 具有互补性的产品只有 10个

左右。

图 5 � 中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互补性
数据来源: UN comtrade 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中巴两国都是国土广阔、气候多样、农产品物种

丰富的国家,巴西总体而言农业生产优势大,自给能

力强,出口导向性强。中国人口众多,粮食安全保障

问题一直受到极大地重视,再加上技术进步对生产

的促进作用,使得农产品自给程度得以维持较高水

平。因此,尽管两国出口比较优势差异很大,但是互

补性强的产品比较少。

双边贸易中,中国出口巴西具有互补性的产品

有经腌渍烟熏等简单加工的鱼、小麦粗粉或细粉、蔬

菜制品、丝、非食用动物原料。巴西出口中国具有互

补性的产品有以大豆为代表的油料和植物油、棉花、

其他植物纤维、烟叶、饲料、糖、鲜冷肉、非食用动物

原料和羊毛。其中, 非食用动物原料 ( SITC291)是

双方都具有互补性的出口产品, 且中国出口的互补

性大于巴西出口, 这意味着存在产业内贸易的可能。

动态来看,中国出口巴西的蔬菜制品、丝、麻、动植物

油制品及蜡的互补性在增强。巴西出口中国的以大

豆为代表的油料和植物油、烟叶、其他植物纤维、棉、

鲜冷肉等产品的互补性在增强。

表 1� 中国出口巴西的互补产品

代号 SITC 2008年 2005年 2002年 1999年

035 经腌渍、烟熏的鱼 3� 08 1� 07 4� 55 4� 90

042 大米 0� 31 0� 62 2� 90 9� 54

044 玉米 0� 01 0� 80 1� 01 1� 62

046 小麦的粗、细粉 1� 17 0� 44 1� 35 2� 78

056 蔬菜制品 2� 08 2� 41 1� 67 3� 23

075 香料 0� 67 1� 75 1� 39 0� 92

261 丝 4� 25 0� 49 2� 23 4� 87

264 麻 0� 49 0� 00 0� 25 2� 37

265 其他植物纤维 0� 06 0� 10 0� 21 1� 36

291 非食用动物原料 4� 25 4� 64 5� 06 7� 27

431 动植物油制品、蜡 0� 07 0� 13 0� 04 0� 10

� � 数据来源: UN comrade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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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巴西出口中国的互补产品

代号 SIT C 2008年 2005年 2002年 1999年

011 鲜、冷肉和杂碎 5� 26 2� 36 1� 23 2� 23

022 奶及奶油 0� 57 0� 20 0� 06 0� 02
042 大米 0� 18 0� 17 0� 03 0� 07

047 其他谷物的粗、细粉 0� 76 0� 18 0� 05 0� 50

058
水果制品

(包括果蔬汁、炒货)
0� 75 0� 61 1� 02 0� 69

061 糖和蜂蜜 4� 13 6� 93 8� 35 8� 80

081 饲料 2� 89 5� 32 7� 31 9� 96

121 烟叶 19� 63 13�73 12� 65 3� 88

211 皮 0� 71 0� 39 0� 44 0� 49

222 大豆等油料 90� 05 110� 26 77� 69 55� 20

263 棉 21� 20 21�06 1� 20 0� 07

265 其他植物纤维 21� 18 22�78 12� 41 9� 82

268 羊毛 1� 23 0� 88 1� 13 0� 94

291 非食用动物原料 2� 04 1� 96 3� 12 2� 51

411 动物油 0� 25 1� 00 0� 95 0� 74

423 豆油等植物油 10� 63 7� 24 8� 44 12� 38

� � 数据来源: U N com rade 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 � 总体来说, 中国向巴西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及其加工品,并从巴西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和其

加工品、以及某些可以有效进行资本替代的劳动密

集型农产品更加符合两国比较优势的要求。

3 �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中巴两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结构差异大, 中国

的优势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及其加工品,

而巴西除了在很多土地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外,还在畜产品、咖啡、可可、水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以及一些加工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间竞争性

产品比较少。

相比初级农产品,中国在加工农产品上更具有

比较优势,但在初级原料上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下

降,这是中国农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结果,初级农产品

出口逐渐被能够带来更高效益的加工农产品出口所

替代。长期来看,随着加工能力的提高,对初级原料

的需求将增加, 扩大原料进口有助于丰富农产品加

工品种,维持和提高加工农产品的竞争力。

中巴两国具有互补性农产品数量目前还比较

少。巴西出口中国的互补产品多于中国出口巴西的

互补产品,且巴西在油料、烟叶、棉等大宗产品的出

口上与中国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从今后发展看, 巴

西出口中国的互补性农产品将增多。从今后发展

看,双边扩大农产品贸易存在巨大潜力。

中巴两国在双边农产品贸易中地位差异很大,

中国市场对巴西农产品出口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中

国对巴西土地密集型产品的依赖程度也趋于提高,

尽管巴西不可能成为中国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

在今后的发展中, 随着中国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

以及土地、水资源等要素的限制,中国提高农产品生

产能力的可能性较小, 双边农产品贸易中中国处于

净进口国地位的状况会长期持续。另一方面,巴西

出口中国的农产品集中在油料等少数产品上,与其

自身在众多农产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的地位不相

称。从这个角度看, 巴西具备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出

口的条件和动力。

今后中巴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格局预期将主要表

现为中国增加从巴西进口初级农产品, 同时扩大对

巴西出口部分加工产品, 双边农产品贸易逆差会继

续扩大,但中国并不需要对这一局面过多担心, 主要

理由有:

第一, 增加从巴西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有助

于缓解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收入提升造成的粮食等

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的供需缺口。以中国最主要

的进口农产品大豆为例, 近年来消费者油脂消费增

加拉动了对大豆的需求,而本国大豆供给有限, 需要

靠进口;来弥补供需缺口,引起大豆进口量急剧增加

到 3000多万吨。另一方面,巴西的农业资源优势突

出,近年的政策改革使得大豆生产和出口能力持续

增强
[ 9]
,充分发挥了固有优势。因此,这种贸易的发

展符合双方供需结构的变化。

第二, 我国扩大从巴西的进口有助于降低对美

国的依赖。美国一直是中国农产品最主要的进口来

源, 2008年,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 146亿美元,占总

进口额的 25%。其中像大豆、棉花等重要进口品

种,美国所占份额更高,分别达到 35� 3%和 26� 1%。
进口来源过于集中造成供给风险, 有可能威胁到粮

食安全。因此,中国增加从巴西进口农产品符合中

国进口安全的考虑。

第三, 中国增加从巴西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可以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双方国家的整

体福利。中国是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极为匮乏的国

家,通过进口来替代国内不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

产(主要为大宗土地密集型产品)可以节省出土地和

水资源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如劳动密集型

园艺产品,有助于扩大对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 使得

农产品整体贸易赤字扩大状况有所缓解。这样, 即

充分利用了中国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 还有助于

缓解土地、水等稀缺自然资源供给的不足。

第四,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中国还会获得

一系列间接的收益。首先缓解农业劳动力市场的供

给过剩,从而间接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报酬水平, 增加

农民收入, 同时减轻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压力。

其次,使得农业生产向劳动密集型和加工类农产品

108

技术经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9 卷 � 第 5 期



生产方向调整, 促进中国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最后,农产品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也将因此

而优化。

第五,中国和巴西同为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农产

品质量与发达国家的要求还存在差距, 在对欧美等

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时往往遇到严格的食品卫生与

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的障碍, 限制了两国的出口市

场规模,比如巴西的生鲜、冷冻肉类,中国的蔬菜及

蔬菜制品就遇到了这样的障碍。发展中巴贸易有助

于扩大双方的农产品出口市场,符合双边利益。

当然,发展中巴双边农产品贸易也会带来潜在

的问题,比如中国大豆主产区将遭受更大的冲击, 给

主产区农民造成损失。另外, 跨国公司在巴西农业

领域具有较强的控制力, 这会一定程度影响双边农

产品贸易互补性的实现。

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应该积极发展与巴西的

双边农产品贸易。包括逐步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安

排,减少双边贸易障碍,促进中巴在农产品贸易领域

的进一步合作。这种方式有助于巩固并增强双方在

农产品贸易上面的共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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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o�trade Potential for China and Brazil

Fan Jie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s major agricultural t rading nat ions, the developmen t of bilateral agro�t rade betw een China an d Brazil w ill affect global agro�pr odu ct

m ark et . In th 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th e bilateral t rade in agro�pr odu ct is describ ed and the ration alit y of the bilateral agro�t rade s t ructure

i s analyzed, using three indices: agricultural export dependen ce, revealed comparat ive advantage, and t rade com plem entarity. T he advantageous

agro�products dif f er s ignifi can tly betw een Ch ina and Brazil, in dicatin g that there exis t s large p otent ial for b ilateral agr o�t rad e. China may increase

import s of lan d�intensive agro�produ cts fr om Brazil and export s of some labor�in tensive primary and processed food to Brazil. Both China an d

Brazil w ill gain f rom enhan cing bilateral t rade in agro�produ cts.

Key words: Chin a; Brazil; agro�pr odu ct t 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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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nalysis of China∃ s Agricultural Trade Patterns

Wu Xiaoyan1, 2 , Wang Yinghui2

( 1. College of Econ om ics & Manag ement ,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 g 100083, Chin 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 Shij iazh uan g Railway University, Shijiazhu ang 05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 tat ist ical data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vided by U N Stat ist ic Of fice and th e u se of th e im proved RCA m od el, th 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agricu ltural comparat ive index and it s changes in dist ribu tion betw een 1996�2008, as w ell as inter�period changes in the evolu�

t ion of the t rend. T he analysis show s that th e m ajority of Chinese agricultu ral products does n ot have comparat ive ad vantage, th e comparat ive

advantage of Ch ina's agricultu ral products has a downward t rend, the t rade pat tern h as a certain s tabilit y. In addit ion, C hina's main ex port agri�

cultural products an d agricul tu ral products of comparat ive advantage ar e not ent irely cons istent .

Key words: agricultu ral t rad e; t rade pat tern ; comparat ive advantage; dynam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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