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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利用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数据,应用贸易引力模型, 实证研究了 1992 � 2007 年影响中国茶叶出

口贸易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茶叶进口国的 GDP、中国茶产业的发展、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双边真实汇

率、贸易伙伴国的农药残留最大限量标准及与中国间距离是影响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因素,中国茶叶仍有

出口到发达国家(欧盟、美国和日本等 )的市场潜力。最后, 提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推

广应用 HACCP 体系、优化茶叶出口市场结构等对策建议, 以扩大中国茶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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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一带。

1 � 研究背景

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的饮料之一, 深受人们喜

爱。茶起源于中国, 已有悠久的栽培历史,一般认为

巴蜀 是中国茶叶的起源地。早在秦汉时期, 成都

及其附近一带已成为中国的茶叶产地。随后茶的加

工和种植开始向中国东南部传播, 到三国两晋时期,

长江中下游地区已逐渐取代巴蜀,成为中国茶的产

地。唐代以后, 茶产区进一步扩大,到了宋朝, 茶产

区几乎达到了与中国近代茶区相当的种植区域。茶

叶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须品, 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占

据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 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边

境贸易的发展, 茶叶也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据记

载, 2000多年前, 中国的茶叶就开始陆续通过古丝

绸之路,传至阿拉伯等中亚、西亚一带; 通过陆上国

际商路,经过蒙古,穿越西伯利亚, 直达欧洲; 还通过

海路传播至日本、欧洲、非洲。迄今为止,全世界产

茶国家有 50多个,饮茶消费遍及五大洲 160多个国

家和地区。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 茶叶生产一直在世界上占

据重要地位。在 19世纪以前,中国垄断了世界茶叶

生产。19世纪后期, 印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等发

展中国家茶叶生产快速发展, 打破了中国茶叶垄断

世界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20世纪 90 年

代以来,茶叶的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又成

为世界重要的茶叶生产大国,在世界茶叶生产中占

据重要的地位。2007年中国茶叶产量达 118� 7万
吨,占世界茶产量的 30� 6%, 居于世界第一位。印

度为世界第二大茶叶生产国, 2007 年产量达 94� 9
万吨,占世界茶产量的 24� 5%。

目前茶叶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斯里兰

卡、肯尼亚、中国和印度等国之间的竞争。斯里兰卡

和肯尼亚为世界茶叶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国, 2007年

茶叶出口额分别为 12� 6亿美元和 6� 98亿美元。中
国是世界第三大茶叶出口国, 2007 年中国茶叶出口

达 6� 04亿美元。印度是世界第四大茶叶出口国,

2007年印度茶叶出口额为 4� 33亿美元。
作为世界重要的产茶国和出口国, 中国的茶叶

出口备受关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 目前对中国

茶叶出口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选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

分析中国茶叶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许国权和陈春根

认为中国的茶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但与印度、

斯里兰卡等国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 1] 。李道和和池

泽新认为 1999 � 2005年中国茶叶竞争力呈现下降
趋势 [ 2]。第二,研究欧盟、日本等进口国技术性贸易

壁垒对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2000年以来, 欧盟不

断推出新的农药残留检测标准及相应的茶叶检验制

度和认证制度,中国茶叶对欧盟出口的门槛越来越

高,严重制约了中国茶叶出口欧盟市场[ 3�4]。许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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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启杰认为, 随着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和国际茶叶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欧盟、美国和日本

市场实施的技术壁垒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茶叶出口因

素中的最重要因素[ 5] 。自 2001年以来,日本不断提

高进口茶叶的农药残留标准, 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对

日本的茶叶出口
[ 6]
。

影响中国茶叶出口的原因多种多样。深入分析

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于进一步挖掘中

国茶叶的出口潜力,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

然已有针对中国茶叶国际竞争力以及中国在欧盟、

日本等单个市场的出口贸易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忽

略了非洲和亚洲市场 � � � 非洲和亚洲已成为中国重
要的茶叶出口市场, 中国 80%的茶叶出口到这些地

区。如摩洛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 此

外,阿尔及利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等国也

在中国茶叶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原有的研究相

比,本文的研究对象除包括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

国家市场外,还首次将摩洛哥、马里、毛里塔尼亚、阿

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巴基斯坦等重要的发展中国

家纳入研究范围,以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茶叶出口

的主要影响因素。

2 � 中国茶叶出口的变化及特征

根据 COMTRADE 数据库数据, 分析 1992 年

以来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变化特征。中国茶叶出口

在 2002年以前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变化:出口额从

1992年的 3� 62亿美元下降至 1995 年的 2� 75亿美
元;自 1995年开始连续 3年呈现上升趋势, 从 1995

年的 2� 75 亿美元增长至 1998年的 3� 70 亿美元;

199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茶叶出口下降至

3� 38亿美元; 1999 � 2002 年, 中国茶叶出口平稳发

展,出口额在 3� 38 亿~ 3� 47 亿美元左右波动。自
2002年开始,中国茶叶出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出

口额从 2002 年的 3� 32 亿美元增长至 2007 年的

6� 04亿美元。
与茶叶贸易量在各阶段波动变化不同的是, 中

国的茶叶出口市场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非洲和

亚洲一直是中国茶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摩洛哥是

中国茶叶第一大出口市场, 2007年中国向摩洛哥出

口了价值 1� 17亿美元的茶叶,占中国茶叶出口额的

19� 3%。居于其后的茶叶出口市场依次为日本
( 10� 2%)、中国香港( 8� 9% )、美国( 6� 5% )、俄罗斯

( 5� 6%)。中国其他重要的茶叶出口市场还包括毛

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欧盟、乌茨别克斯

坦、马里、新加坡和巴基斯坦等国。

3 � 模型构建

3� 1 � 引力模型介绍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思想来源于牛顿的万有引

力,最早由T inbergen和 Poyhonen分别提出。该模

型指出,两国或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两国或地

区的经济总量成正比, 与两国间的空间距离所代表

的贸易成本成反比。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F ij = G ! (M i
� ! M j

�
)

D ij
 。 ( 1)

式( 1)中, F ij 表示从出口国i国流入进口国j 国

的贸易流量, M i 和M j 是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 D ij

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 G、�、�、 是常数。

由于方程式有乘积的特征, 因此通常将其取对

数,从而得到:

lnF ij = R i + �lnM i + �lnM j -  lnD ij + !ij。 ( 2)

式( 2)的含义是,两个国家的贸易量是由两个相

对立的力量 � � � ∀吸引力#和∀排斥力#决定的。前者

一般是指贸易双方的经济总量, 通常用总产出

( GDP, GNP)、人口或是人均总产出、人口密度等来

描述。其中,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供给

能力,进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需求能力。

∀排斥力#就指贸易成本, 一般用两个经济体之间的

地理距离来描述。因此, 模型中两国双边贸易流量

规模与两国经济总量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

呈反比。

继 Tinberg en和 Poyhonen 之后,学者们通过引

入新的解释变量多角度、多方位地丰富和拓展了贸

易引力模型,如将人口、汇率、人均收入、是否同属一

个经济组织、是否拥有共同边界等变量先后引入模

型,使得贸易引力模型成为研究双边贸易流量和流

向的有力工具。

3� 2 � 变量设定和模型构建
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茶叶贸易的特点在贸

易引力模型基础上, 构建了中国茶叶出口的引力模

型:

lnEX cj = �j + �1 lnOPT c + �2 lnGDP j +

�3 lnDIS cj + �4 lnEX cj + �5 lnMRL j + ∀cj。 ( 3)

式( 3)中: lnEX cj为中国茶叶对 j 国出口额的自

然对数,其中 c为中国; lnOPT ct为中国茶叶产量的

自然对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单项产品的引力模型,

因而不应以中国 GDP 代表中国茶叶的出口能力,以

中国茶叶产量作为代理变量,该参数的符号预期为

正; lnGDP j 为j 国 GDP 的自然对数,反映了茶叶进

口国的进口需求能力, 国民收入水平越高,潜在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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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越大,从而贸易量越大,预期 lnGDP j 的估计系

数为正; lnDIS cj表示中国和国家 j 的首都之间距离

的自然对数, 按照地表距离计算, 预期 lnDIS cj 的估

计系数为负; lnEX cj 为中国与各贸易伙伴国实际汇

率的自然对数, 实际汇率以每元人民币兑换外币的

比值表示,该值增加, 说明人民币升值, 从而不利于

中国茶叶的出口,预期其系数为负; lnMRL j 表示国

家 j 氯氰菊酯( MRL)的自然对数, 其数值越大, 表

明该国对这种农药残留的要求越宽松, 越有利于中

国茶叶的出口, 预期其系数为正。

选择氯氰菊酯 MRL 作为反映不同进口国农药

残留标准差异对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 主要是基于

以下理由。自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 菊酯类农药由

于高效性在中国茶园中广泛应用,同时也造成了出

口茶叶菊酯类农药残留超标的后果。中国出入境检

验检疫系统于 2003 � 2004年对出口欧盟茶叶农药
残留项目检验的统计结果表明: 茶叶中农药残留超

标问题仍较严重,氰戊菊酯、氯氰菊酯、甲氰菊酯、噻

嗪酮、甲胺磷、三唑磷、滴滴涕等 9种农药残留是茶

叶中农药残留的主要问题, 尤以菊酯类农药 MRL

超标尤其严重。其中氯氰菊酯在茶叶出口中超标较

为严重,超标率达 9� 5%。此外,国际上对氯氰菊酯

MRL  的规定有所不同。

4 � 样本容量及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对其茶叶出口额大小选取 24个国家

或地区作为样本: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比利时、加

拿大、中国香港、法国、德国、加纳、日本、马来西亚、

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荷兰、巴基斯坦、波兰、俄

罗斯、塞内加尔、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英国、美

国和乌茨别克斯坦。中国每年对这 24个国家或地

区的茶叶出口占 80%左右, 可反映出中国茶叶出口

的基本特征。这样, 本文样本容量为 377个。

中国茶叶出口额来源于联合国统计数据库 ∃ ,

并以 2005年为基期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

以美元表示。各国的 GDP 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

的 ERS, 其中的数值均以 2005年为基期的价格表

示(单位为美元)。中国与各国的实际汇率来源于美

国农业部的 ERS % ;与中国间距离为中国与各国首

都之间的地表距离, 以 km 表示&; 各国氯氰菊酯的

MRL 来源于 CAC、各国标准化组织及其政府网

站 ∋以及出版物
[ 7�9]
。

5 � 结果与分析

本文将 1992 � 2007年中国对 24个国家和地区

茶叶出口数据构成面板数据,运用方程( 3)构建引力

模型。对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 结果表明,使用

固定效应模型最适合。用 Eview s5� 0估计式( 3) ,结

果如表 1所示。

表 1 � 中国茶叶出口引力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参数估计值 标准差 T 统计量 相伴概率

C - 9�115027 3� 253208 - 2� 801858 0� 0054
进口国 GDP 0�080349 0� 047068 1� 707099 0� 0887

中国茶叶产量 1�767357 0� 240966 7� 334462 0� 0000

汇率 - 0�154066 0� 060455 2� 548426 0� 0112

进口国 MRL 0�213718 0� 024522 8� 715433 0� 0000

距离 - 0�388285 0� 105876 - 3� 667347 0� 0003

判断系数 R 2 0�703589 因变量均值 15� 67115

调整后的 R 2 0�680658 因变量标准差 1� 400507

回归标准误 0�791432 残差平方和 218� 6011

F 统计量 30�68225 F 统计量相伴概率 0� 000000

� � 由表( 1)可见,进口国的 GDP、中国茶叶产量、

与中国间距离、氯氰菊酯的 MRL 含量、汇率均在

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上述因素是中国茶

叶出口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进口国 GDP 的

弹性为 0� 08,表明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 进口国

的 GDP 每增加 1%, 中国茶叶出口将增加 0� 08%。
同样,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中国茶叶产量

每增长 1% ,中国茶叶出口增长 1� 77%,说明中国茶

产业的发展对中国茶叶出口有重要影响。中国对进

口国的汇率每贬值 1% , 中国的茶叶出口就增长

0� 15%。MRL 的回归系数表明,进口国对茶叶氯氰

菊酯的残留限量每提高 1% , 中国茶叶出口减少

0� 21%。与中国间距离的回归系数表明,中国与进

口国之间的距离每增加 1%, 中国的茶叶出口就减

少 0� 39%。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 进口国的经济发

展水平、中国茶产业的发展、进口国对农药残留的最

高限量、以及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实际汇率和距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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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规定的最高限量为 20ppm/ kg; 2001年之前欧盟规定的限量为 10ppm / kg,但 2001年开始,欧盟将其限量

调整为 0� 05。日本和美国对氯氰菊酯的限量规定与 CAC规定相同。2004年前,中国对氯氰菊酯 M RL 的规定同 CAC标准, 2004 年

开始,中国将其标准调整为 0� 5。澳大利亚对氯氰菊酯 MRL 的规定为 0� 1。斯里兰卡的规定同出口国。

数据来源: ht tp: / / uns tat s. un . org

数据来源: ht tp: / / w ww . ers. u sda. gov/

数据来源: ht tp: / / w ww . indo. com

数据来源: ht tp: / / w ww . codexalimentarius; ht tp: / / w ww . hc�sc. gc. ca; ht tp: / / www . foodstandards . gov. au; h ttp: / / w ww . f fcr. or.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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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因素。

对出口贸易潜力的测算是运用引力模型模拟

∀理论#或∀自然#状态下的潜在出口额, 然后将一国

的实际出口水平与模拟值进行比较,若实际值低于

模拟值, 就称为∀ 贸易不足#, 相反则属于∀ 过度贸
易#。采用方程( 3)模拟中国对各国的茶叶出口潜

力,结果见表 2。由表 2可见, 近年来, 贸易接近正

常的国家是俄罗斯、英国、中国香港、加拿大、荷兰和

摩洛哥。贸易过度的国家和地区是加纳、马里、毛里

塔尼亚和斯里兰卡。贸易不足的国家是: 澳大利亚、

比利时、法国、德国、西班牙、美国、日本、新加坡、马

来西亚、巴基斯坦、塞内加尔和乌茨别克斯坦。

表 2 � 2000 � 2007 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实际值/模拟值)

国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澳大利亚 0� 36 0� 43 0� 51 0�44 0� 47 0� 50 0� 73 0� 75

比利时 3� 85 2� 17 0� 67 0�18 0� 39 0� 45 0� 44 0� 27

加拿大 0� 64 0� 62 0� 67 0�90 0� 87 0� 96 1� 00 0� 78

中国香港 0� 64 0� 60 0� 65 0�65 1� 26 1� 30 1� 37 1� 33

法国 3� 61 1� 91 0� 74 1�04 0� 67 0� 58 0� 72 0� 88

德国 1� 08 0� 95 0� 86 0�79 0� 76 0� 65 0� 78 0� 78

加纳 1� 29 1� 50 1� 80 3�11 3� 57 5� 07 4� 44 4� 06

日本 1� 27 1� 46 1� 04 0�81 1� 01 0� 79 0� 54 0� 88
马来西亚 0� 46 0� 30 0� 31 0�32 0� 34 0� 35 0� 45 0� 49

马里 3� 86 4� 16 3� 54 4�03 3� 06 0� 78 1� 58 2� 07

毛里塔尼亚 2� 40 1� 69 1� 48 3�15 3� 81 2� 93 2� 91 3� 01

摩洛哥 1� 36 1� 11 1� 08 1�31 1� 27 1� 19 1� 12 0� 95

荷兰 1� 90 1� 18 0� 79 0�99 0� 94 1� 19 0� 99 0� 99

巴基斯坦 1� 05 0� 86 0� 98 0�60 0� 60 0� 61 0� 47 0� 28

波兰 2� 09 2� 73 2� 62 2�77 1� 98 1� 11 0� 69 0� 46

俄罗斯 0� 42 0� 74 0� 97 1�21 1� 22 1� 24 1� 39 1� 40

塞内加尔 1� 37 0� 82 0� 49 0�51 0� 62 0� 73 0� 62 0� 69

新加坡 0� 61 0� 71 0� 70 0�62 0� 74 0� 87 0� 61 0� 68

西班牙 1� 04 0� 80 0� 68 0�92 0� 90 0� 59 0� 70 0� 48

斯里兰卡 1� 42 2� 18 2� 85 4�96 4� 70 4� 85 4� 72 4� 04

英国 1� 60 1� 64 1� 16 1�09 1� 28 0� 81 1� 19 0� 91

美国 0� 74 0� 81 0� 76 0�86 0� 89 0� 89 0� 90 0� 79

乌茨别克斯坦 0� 91 1� 09 0� 93 0�88 0� 82 0� 70 0� 59 0� 78

6 � 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目前中国的农药残留标准与欧盟、日本等国的标准

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尤其近年来, 欧盟、美国和日本

等国相继增加了茶叶中农药检测种类, 并大大降低

了最大农药残留限量值。中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中有 42项涉及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指标,仅占欧盟的

20� 49%、日本的 15� 16%和英国的 21� 43%, 我国应

建立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的国家标准。

第二,推广应用 HACCP( hazar d analysis cr it i�
cal contr ol point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 ) ,

提高茶叶的安全水平。H ACCP 是目前世界上通用

的科学有效的食品安全和风味品质管理制度, 由危

害分析 ( hazard analysis, HA ) 和 ( crit ical cont rol

points, CCP)两部分组成,是一种分析确定食品在生

产流通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危害,

从而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消除危害,保证食品安全

的科学方法。HACCP 体系可确保茶叶从鲜叶的采

摘、收购、加工、包装、贮存、运输、出口整个环节处于

受控状态,实施全程质量安全控制。中国茶叶生产

体制以茶农个体生产方式为主, 产业化水平较低,大

大增加了质检部门对茶叶生产进行监控的成本, 应

积极扶持和创建一批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和进口国要

求组织生产的茶叶生产示范基地。在示范基地推广

HACCP 体系,提高中国茶叶的安全水平。

第三,优化中国茶叶出口市场结构。中国茶叶

出口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而对欧盟、美国和日本

等市场的出口发展较为缓慢。非洲和亚洲的许多茶

叶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茶

叶出口以茶原料为主,产品技术含量低, 茶叶深加工

产品及高附加值茶制品的开发明显不足,不利于中国

茶叶出口效益的增长。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

者有较强的购买力,随着这些国家消费者对健康的日

益关注,扩大中国茶叶的出口具有很大的潜力。中国

应在在巩固非洲和亚洲等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加大

力度开拓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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