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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农产品贸易结构分析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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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选取 2000� 2009 年闽台农产品贸易数据,借助 Gruble�Lloyd 产业内贸易指数、Bruelhar t边际
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 Thom&McDow ell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从整体和分类两个层面对

闽台农产品贸易结构的状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闽台农产品存在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两种形

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贸易结构上有明显的互补性; 贸易结构的变动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引起的, 并呈增强

态势;产业内贸易方式主要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基于研究结果, 提出了优化闽台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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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和我国台湾一衣带水, 隔海相望。相似的

农业生产自然环境, 两地农产品同构型高,日益引起

人们的关注。本文借助 Grubel�Lloyd 产业内贸易
指数、Br uelhar 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 T hom 和

McDow ell提出的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

指数,从整体和分类两个层面对闽台农产品贸易结

构进行实证研究,旨在优化闽台农产品贸易结构, 为

闽台农产品贸易和谐发展提供政策制定参考。

1 � 文献回顾

产业内贸易 ( int ra�indust ry t rade, IIT )是指一

个国家或地区, 在一段时间内,同一产业部门产品既

进口又出口的现象。1961年, 瑞典经济学家 Linder

在∀论贸易和转变#一书中, 提出了需求偏好相似理

论,解释了发达国家间制成品双向流动现象(产业内

贸易)。Balassa、Grubel和 Lloyd 等相继发现, 在产

业内部存在专业化分工和双向国际贸易, 从而使产

业内贸易研究成为检验商品贸易新模式。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运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对中

国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和

结构进行实证研究。朱允卫对中泰两国农产品产业

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以

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结构呈现出很强的互补性的

结论。宋玉华、刘春香分析了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整体水平,得出我国农产

品产业内贸易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闽台农产

品贸易是海峡两岸农业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内容, 系

统地运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实证分析闽台农产品贸易

的文献则较少见。

2 � 研究方法

2� 1 � 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
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 (简称 G�L 指

数) ,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 在一段时

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GL I I T i = 1 - | X i - M i |
X i + M i

。 ( 1)

式( 1)中: GLIIT 表示某一特定产品 i的产业内

贸易指数; X i、M i 分别表示第 i 产品的出口额和进

口额,该指数在 0~ 1之间变动,越接近 1, 表明产业

内贸易比重越大。国际上把产业内贸易指数在 0� 8
以上的商品作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商品。i为从

1到 24的整数,分别代表 24章农产品。

衡量农产品总体指数的 G�L 为:

GL I I T = ∃
n

i= 1
miGL I I T i。 ( 2)

式( 2)中, GL I I T 为一定时期农产品总体产业

内贸易指数; mi 为第 i 类农产品贸易权重,即( X i +

M i ) / ( X + M ) , X 和M 分别表示农产品出口额和进

口额。0� 5是临界点, GL I I T 大于 0� 5表示产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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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占优势,小于 0� 5表示产业间贸易占优势。
2� 2 � 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简称 B 指数) ,

是从动态的角度反映一定时间跨度的产业内贸易的

水平,其表达式为:

BI I T i = 1 -
| �X i - �M i |

| �X i | + | �M i |
。 ( 3)

式( 3)中, BIIT 表示第 i类农产品在一定时期内

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X 和 �M分别表示一定时

期内第 i类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额增量。该指数在 0

~ 1之间变动, BII T= 1,说明边际贸易部分完全是产

业内贸易即进口和出口以相同程度增长; 当 BI IT = 0

时,表示边际贸易部分全部是产业间贸易。

BIIT 指数也通过加权的方法来计算总体农产

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BI I T = ∃
n

i= 1
W iBI I T i。 ( 4)

式( 4)中 W i 为第 i 类农产品贸易权重,即:

W i =
| �X j - �M j |

∃
n

i = 1
| �X i | + ∃

n

i = 1
| �M i |

。 ( 5)

2�3 � Thom&McDowell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
贸易指数

产业内贸易划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

产业内贸易。Thom & McDow ell指数是对水平型

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行区分和测度。其中, 水平

型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Ah = ∃ W iA i。 ( 6)

式( 6)中, A i 为通过式( 3)计算出来的第 i 类农

产品的 Bruelhart 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W i 的计算

公式同式( 5)。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 Av = ( At -

Ah) , At 为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At = 1- | �X t - �M t |
| �X i | + | �M i |

。 ( 7)

式( 7) 中, �X t = ∃ �X i , �Mt = ∃ �M i。当

Ah > Av 时,说明产业内贸易主要表现为以产品多样

性为特征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反之,则表明产业内贸

易以相似产品的不同质量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3 �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 2000 � 2009年∀福建海关
进出口统计资料#、∀福建统计年鉴#、∀我国台湾农业

统计要览#以及我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并按 199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HS1996!分类方法将全部农
产品划分为 24章产品 %。

4 � 计算结果及分析

4� 1 � G�L指数分析
4� 1� 1 � 农产品总体 G�L指数分析

根据表 1数据可看出: 2000 年和 2001 年闽台

农产品总体 GLIIT 数值分别为 0� 62 与 0� 66,
2002 � 2009年闽台农产品总体 GLIIT 数值分别为

0� 42、0� 40、0� 40、0� 46、0� 46、0� 49、0� 32、0� 47 与
0� 28,出现波动下降趋势且数值小于 0� 5。这表明
闽台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2002年以来产

业间贸易波动上升, 农产品贸易结构互补性增强。

表 1显示闽台两地都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农

产品的出口,获得的产业间贸易带来的比较利益大

于借助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获取产业内贸易带来的

经济效益。

4� 1� 2 � 各类农产品 G�L指数分析
根据表 1数据可看出:

( 1) 2000 � 2009年闽台农产品除 01、02、24 章

外,其他各章贸易指数均大于 0 且小于 1, 说明

2000 � 2009 年闽台各类农产品在各年均存在产业

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两种贸易形式。各章农产品产

业内贸易变动大, 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03、09、

12、14、21、23 章的年平均 G�L 指数分别为 0� 64、
0� 50、0� 58、0� 64、0� 54与 0� 53, 均大于或等于 0� 5,
说明这些农产品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产生农产

品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品种的增加和质

量的提高及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其余的 01、02、

04、05、06、07、08、10、11、13、15、16、17、18、19、20、22

章的年平均 G�L 指数分别为 0� 00、0� 00、0� 07、
0� 18、0� 46、0� 06、0� 42、0� 01、0� 43、0� 41、0� 05、
0� 02、0� 37、0� 11、0� 29、0� 14、0� 17,农产品产业内贸
易指数年平均数均小于 0� 5, 说明这些农产品以产
业间贸易为主。产业间贸易的农产品主要是按照传

统的资源禀赋优势来进行。

( 2)在闽台农产品贸易额居前的 4章 ( 03、07、

12、16章)农产品中, 2000 � 2009 年期间, 03 章农产

品福建出口到我国台湾地区的金额为 3� 2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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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福建出口到我国台湾地区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44� 62%; 福建从我国台湾地区进口的金额为 0� 91
亿美元,占福建从我国台湾地区进口农产品贸易总

额的 32� 31%。07章农产品福建出口到我国台湾地

区的金额为 0� 95亿美元,占福建出口到我国台湾地

区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13� 02%; 福建从我国台湾地

区进口的金额为 0� 17亿美元,占福建从我国台湾地

区进口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0� 59%。12章农产品福

建出口到我国台湾地区的金额为 0� 50亿美元,占福

建出口到我国台湾地区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6� 82% ;

福建从我国台湾地区进口的金额为 0� 27亿美元, 占

福建从我国台湾地区进口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9� 62%。16章农产品福建出口到我国台湾地区的

金额为 1� 47亿美元,占福建出口到我国台湾地区农

产品贸易总额的 20� 08%; 福建从我国台湾地区进

口的金额为 0� 03亿美元,占福建从我国台湾地区进

口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1� 02%。03、12 章各年平均

G�L 指数分别为 0� 64与 0� 58, 均大于 0� 5, 以产业

内贸易为主,贸易互补性较小。07、16 章各年平均

G�L 指数分别为 0� 06 与 0� 02, 均在 0� 06 之下, 贸

易结构呈现很强的互补性。在这 4 章农产品中, 福

建对我国台湾地区均处于显著的贸易优势地位。

( 3) 2000 � 2009年间, 03、12章农产品贸易中,

福建出口到我国台湾地区的年平均金额分别为

0� 327亿美元、0� 050亿美元, 而我国台湾地区出口

到福建的年平均金额分别为 0� 091 亿美元、0� 027
亿美元,福建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出口额是福建对我

国台湾地区的进口额 3� 19倍。07、16 章农产品中

福建出口到我国台湾地区的年平均金额分别为

0� 095亿美元、0� 15亿美元,而我国台湾地区出口到

福建的年平均金额分别为 0� 002亿美元、0� 003亿
美元。这 2章互补性强的农产品, 福建对我国台湾

地区的出口额是福建对我国台湾地区的进口额

52� 74倍, 福建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出口额远高于福

建对我国台湾地区的进口额。

表 1� 2000� 2009 年闽台农产品的 G�L指数

代码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各年平均

01章 0� 00 0� 00 0� 00 0�00 0� 00 0� 00 0� 00 0� 00

02章 0� 00 0� 00 0� 00 0� 00

03章 0� 70 0� 90 0� 57 0� 62 0� 62 0�76 0� 52 0� 93 0� 72 0� 09 0� 64
04章 0� 00 0� 00 0� 00 0�00 0� 25 0� 08 0� 33 0� 00 0� 07

05章 0� 63 0� 06 0� 25 0� 09 0� 09 0�07 0� 00 0� 07 0� 47 0� 05 0� 18

06章 0� 52 0� 86 0� 61 0� 93 0� 93 0�00 0� 50 0� 00 0� 00 0� 25 0� 46

07章 0� 16 0� 13 0� 04 0� 06 0� 06 0�05 0� 04 0� 02 0� 00 0� 00 0� 06

08章 0� 35 0� 09 0� 15 0� 00 0� 00 0�56 0� 98 0� 69 0� 86 0� 51 0� 42

09章 0� 20 0� 61 0� 38 0� 39 0� 39 0�44 0� 38 0� 70 0� 67 0� 81 0� 50

10章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10 0� 01

11章 0� 25 1� 00 0� 33 0� 00 0� 00 0�38 0� 24 0� 97 0� 57 0� 52 0� 43

12章 0� 84 0� 77 0� 77 0� 65 0� 65 0�79 0� 66 0� 43 0� 14 0� 14 0� 58

13章 1� 00 0� 78 0� 85 0� 62 0� 62 0�12 0� 00 0� 00 0� 03 0� 05 0� 41

14章 0� 77 0� 69 0� 76 0� 60 0� 60 0�65 0� 49 0� 56 0� 84 0� 45 0� 64

15章 0� 00 0� 00 0� 13 0� 00 0� 00 0�07 0� 20 0� 06 0� 01 0� 00 0� 05

16章 0� 00 0� 02 0� 00 0� 02 0� 02 0�00 0� 00 0� 07 0� 03 0� 04 0� 02

17章 0� 63 0� 57 0� 47 0� 26 0� 26 0�67 0� 25 0� 54 0� 00 0� 00 0� 37

18章 0� 00 0� 33 0� 00 0� 81 0� 11
19章 0� 39 0� 00 0� 26 0� 15 0� 15 0�18 0� 08 0� 62 0� 62 0� 40 0� 29

20章 0� 02 0� 00 0� 00 0� 00 0� 00 0�03 0� 02 0� 19 0� 41 0� 74 0� 14

21章 0� 46 0� 94 0� 42 0� 27 0� 27 0�83 0� 81 0� 09 0� 83 0� 48 0� 54

22章 0� 00 0� 00 0� 73 0� 33 0� 33 0�20 0� 04 0� 01 0� 01 0� 01 0� 17

23章 0� 12 0� 76 0� 25 0� 29 0� 29 0�14 0� 98 0� 92 0� 88 0� 65 0� 53

24章

GLIIT 0� 62 0� 66 0� 42 0� 40 0� 40 0�46 0� 46 0� 49 0� 32 0� 47 0� 28

� � 数据来源:根据 2000 � 2009年∀中国农业年鉴资料#、∀福建海关进出口统计资料#、∀福建统计年鉴#、∀我国台湾农业统计要览#以及我国商

务部官方网站计算得出。

4� 2 � B指数分析
根据式( 3) ~ 式( 5)可以计算出 24章农产品和

总体农产品 2001 � 2009年的 B指数。表 2 的 B 指

数反映了各章及总体农产品在不同时期的产业内贸

易的动态变化程度,据此可以对闽台两地间 2000 �
2009年农产品贸易增量进行动态分析。

4� 2� 1 � 农产品总体 B指数分析

2000 � 2009年各个时期闽台农产品的边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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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贸易指数值有一定程度的波动, 总体 B指数分

别为 0� 426、0� 453、0� 166、0� 00、0� 364、0� 154、
0� 283、0� 155、0� 132。B值小于 0� 5, 说明闽台的农
产品贸易增长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引起的。各周期的

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除了 2000 � 2001年、2001 �
2002年、2005 � 2006 年在 0� 3以上之外, 其余各时

期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都处于低水平, 也从另一

方面反映了闽台的农产品贸易增长是以产业间贸易

为主。2000 � 2009年闽台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

指数呈下降趋势,表明闽台农产品产业间贸易呈增

强态势。

4� 2� 2 � 各类农产品 B指数分析

01、02、06、11 章的 B 指数全部为 0, 说明该各

章农产品的贸易变化完全由产业间贸易引起。19

章 2008 � 2009年的B指数为 0� 402, 其他全为 0,说

明它的贸易变化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03、04、

05、07、08、09、12、13、14、15、16、17、20、21、22、23章

农产品的贸易增长方式的变化比较剧烈, 但 B指数

平均值均在 0� 5之下, 说明它们的贸易变化主要是

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从 24章农产品各个周期的

B指数平均值来看, 小于 0� 5, 表明 24 章农产品的

贸易变化全部都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
表 2 � 2000 � 2009 年闽台农产品的 B指数

代码
年份

2000- 2001 2001- 2002 2002- 2003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2008- 2009

01章 0 0 0 0 0 0 0 0

02章 0 0 0

03章 0�474 0 0� 089 0� 871 0 0 0 0

04章 0 0 0 0� 262 0 0� 685 0

05章 0 0 0 0� 625 0� 103 0� 320 0 0

06章 0 0 0 0 0 0 0

07章 0�218 0 0� 101 0� 033 0 0 0 0

08章 0 0 0 0� 637 0 0 0� 462 0

09章 0 0� 857 0� 400 0� 571 0� 308 0� 274 0� 616 0

10章 0 0 0 0

11章 0 0 0 0 0 0 0 0

12章 0�987 0� 764 0 0� 727 1� 00 0 0 0� 111

13章 0�167 0� 779 0� 335 0 0� 233 0 0 0� 161

14章 0 0� 672 0� 471 0� 667 0 0 0� 111 0� 167

15章 0 0 0� 105 0� 085 0 0� 041 0 0� 100

16章 0 0� 713 0 0� 172 0� 383 0� 662 0� 354 0� 875

17章 0�400 0 0 0 0 0� 094 0� 020 0� 011

18章 0� 473 0� 769 0� 235 0 0� 200 0 0� 041
19章 0 0 0 0 0 0 0 0� 402

20章 0�095 0 0� 571 0� 196 0 0� 857 0 0

21章 0 0 0 0� 462 0� 167 0� 372 0 0

22章 0� 397 0 0 0 0� 691 0 0

23章 0�367 0� 773 0 0 0 0 0� 011 0

24章 0� 251 0� 750 0 0� 149 0� 843 0� 230 0� 876

BIIT 0�426 0� 453 0� 166 0� 364 0� 154 0� 283 0� 155 0� 132

� � 数据来源:根据 2000 � 2009年∀中国农业年鉴资料#、∀福建海关进出口统计资料#、∀福建统计年鉴#、∀我国台湾农业统计要览#以及我国商

务部官方网站计算得出。

4� 3 � Thom&McDowell 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

贸易指数分析

产业内贸易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

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 ( horizontal int ra�in�
dust ry tr ade, H IIT )指同一产业内具有水平差异的

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活动。水平差异是指同一质

量、档次的产品在规格、款式上的差异。消费者购买

水平差异产品是为了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垂直型产

业内贸易( vert ical int ra�indust ry t rade, VIIT )是由

产品的垂直差异引起的。垂直差异主要是指同类产

品有不同的质量、档次和由此带来的价格上的差异。

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受其可支配收入的限制。

2000 � 2009年闽台农产品水平产业内贸易指

数分别为 0� 190、0� 066、0� 015、0、0� 097、0� 027、
0� 056、0� 048、0� 012,同时期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分
别为 0� 364、0� 656、0� 609、0、0� 899、0� 386、0� 884、
0� 884、0� 319,均大于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说明闽
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方式主要是垂直型, 闽台农产

品产业内贸易主要是消费者对商品档次需求的差异

与同类产品存在质量差异带来价格不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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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福建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是 44� 7%、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是 48� 7%, 2008年福建省城镇

居民恩格尔系数是 40� 6%,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是

46� 4%,分别下降了 4� 1与 2� 3个百分点; 2000 年

福建省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 0� 31、农村居民基尼系

数为 0� 295, 2008 年福建省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
0� 36、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 0� 363, 分别上升了 0� 05
与 0� 068。收入差距的拉大, 不同收入层次的国民

有不同的农产品消费需求,这也抑制了闽台农产品

产业内贸易规模的扩大。
表 3 � 2000 � 2009 年闽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

指数

年份

2000 �

2001

2001 �

2002

2002 �

2003

2003 �

2004

2004 �

2005

2005 �

2006

2006 �

2007

2007 �

2008

2008 �

2009

边际总产业内贸易指数 0� 426 0� 453 0� 166 0� 364 0� 154 0� 283 0� 155 0� 132

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 0� 190 0� 066 0� 015 0 0� 097 0� 027 0� 056 0� 048 0� 012

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 0� 364 0� 656 0� 609 0 0� 899 0� 386 0� 884 0� 884 0� 319

边际总产业间贸易指数 0� 574 0� 547 0� 834 0� 636 0� 846 0� 717 0� 845 0� 868

� � 数据来源:根据 2000 � 2009年∀中国农业年鉴资料#、∀福建海关进出口统计资料#、∀福建统计年鉴#、∀我国台湾农业统计要览#以及我国商

务部官方网站计算得出。

4� 4 � 结论
比较 G�L 指数分析、B 指数与 Thom & M c�

Dow ell指数, 明显看出: 闽台农产品贸易结构存在

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两种形式。从总量来看以

产业间贸易为主,从增量角度来看产业间贸易占优

势。从产业内贸易细分来看,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垂直

型产业内贸易。闽台农产品贸易结构互补性强, 两地

农产品主要是按照传统的资源禀赋优势进行双边贸

易。无论是总体农产品还是分类农产品,闽台农产品

贸易变动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闽台农产品

产业内贸易主要是消费者对商品档次需求的差异与

同类产品存在质量差异带来价格不同引起的。

5 � 优化闽台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对策建议

闽台农产品贸易以建立在传统比较优势基础上

的产业间贸易为主, 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较低, 相

比发达国家与地区, 亟待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优化

农产品贸易结构。构建和谐的闽台农产品进出口机

制与模式,共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农产品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并重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展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要参与

农业分工以获取利益, 并不一定就要牺牲某些农产

品产业发展为代价,关键在于促进该国家或地区的

农产品产业的差异发展农业规模经济, 通过农业规

模经济和农产品消费多样化来增进该国或地区农业

的整体利益。闽台农产品总体 G�L 指数表明了闽
台两地都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农产品的出

口,两地农产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农产品贸易结构

互补性强。在促进闽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同

时,不能放弃发展传统优势农产品。福建大力出口

对台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同时进口我国台

湾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对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

品,在保证安全供给的基本条件下, 适度减少生产,

发展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有效利用市场调节供需缺

口。只有农产品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重, 才

能提高闽台两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整体水平。

2)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根据需求变动理论,收

入相似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具有相似需求, 有助于这

些国家或地区间发展产业内贸易。2008 年福建省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民币 17961 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人民币 6196 元, 分别比上年度增长

15� 8%与 13� 3% ; 同期, 我国台湾地区平均每人国

民所得 26288 元 (按 1 新台币= 0� 2092 人民币换
算) ,是福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 46倍,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 4� 24倍。近年来,虽然福建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较快,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有较大增长,但

与我国台湾的人均收入水平相比, 仍然有较大的差

异,导致产业内贸易的规模较小。地区经济水平是

决定消费者的购买力和消费模式,只有人们的收入水

平提高了,消费者才有可能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农

产品,才能形成相对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才能有重

叠需求部分,这部分重叠需求才会推动农产品产业内

贸易的持续和发展。发展生产, 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使闽台两地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内容更广泛。

3)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福建省农村普遍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农户既是生产者也是经营者。2009年福

建省耕地面积为 133�70万公顷, 人均耕地面积 0� 038
公顷,户均耕地不到0� 133公顷。近年来,福建也发展

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龙头企业。但总体上,农产品还

是以农户生产经营为主,普遍规模小、实力弱、组织化

程度低。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农业与生产资料供应、

农产品加工的矛盾,使农业产业资源大量流失, 在竞

争中处于劣势。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有助于农产品成

本和农产品的价格降低, 消费者可以选择差异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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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提高消费效用。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必然选择。福建的资源禀赋和

基本国策决定了我们既不能采用多数发达国家在工

业化城市化进程中, 将土地集中形成大农场的模式,

也不能走日本等国家以高补贴、高成本、高进口替代

维持高成本低产出的小农经济的路子, 更不能走强

制集中土地规模经营和集体化的老路。只能在资源

和制度的双重约束下,因地制宜采用转包、转让、反

租倒包、土地股份合作形式, 也可以采用 农户+ 合

作社!模式或者农户以产业为纽带, 多形式、多层次

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使分散于个体农户手中的土地有效集中, 为发展农

业规模经营提供保障。仅仅农地规模上的扩大并不

一定能产生农业规模经营效应,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还要以农业生产工艺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基

础,通过农地规模的有效变动来谋求农业专业化生

产,在优质农产品上建立规模经营优势,促进闽台农

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良性发展。

4)提高农产品的多样化程度。根据 T hom &

McDow ell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闽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所占的份额不大。理论研究表

明,在产业间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

易等各种贸易模式中, 以产品差异化为基础的水平

型产业内贸易能够获得的贸易利益最大。目前, 福

建农产品同类产品较为单一, 许多农产品没有自己

的品牌。福建对我国台湾地区出口农产品的技术含

量低,出口农产品中初级产品占 60%以上, 传统产

品多,创新产品少, 新品种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较

弱,不适应我国台湾地区市场消费多样化的需要。

福建应当重视农产品的水平差异化,扩大和发展农

产品差异化程度,针对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偏好,在资

源适宜的情况下,在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前提下,要对

农产品的规格和款式进行适当的调整, 改善产品包

装,提高产品档次, 形成与众不同的个别优势和特

征,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促进农产品水平型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这样才能够在农产品贸易中分

享更多的贸易利益。

5)构建闽台农产品共同市场。2002年以来, 随

着海峡两岸政党沟通, 祖国大陆海关、质检便利措

施,促进两岸农产品贸易额呈现上升的趋势, 闽台农

产品贸易额的增长。2000年闽台农产品贸易总额

为 0� 4883亿美元, 2009 年闽台农产品贸易总额为

3� 6596亿美元,是 2000年的 7� 50倍。但是闽台农
产品产业内贸易总体指数没有随着两地贸易额的增

加而提升, 反而呈现减小的特点。说明闽台农产品

贸易发展的层次没有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而提升, 闽

台农产品贸易分工的层次没有提高。

当今经济全球化在迅速地发展, 不同国家、不同

地区、不同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世界各经济体之

间,通过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途

径,正日益紧密地融为一体。构建闽台农产品共同

市场,对于促进两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有十

分重要意义。2000 年 5 月 20 日我国台湾地区原

 行政院长!萧万长提出了建立 两岸共同市场!的构
想, 2001年 3月 26日萧万长筹建成立 两岸共同市
场基金会!, 2005 年 4 月 29日, 胡锦涛总书记与我

国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提出了 促进恢复两岸协商
后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2009年 5 月 4日

国务院在∀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
区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两岸

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明确提出采取更加有

力的措施,进一步发挥福建省比较优势,赋予先行先

试的政策。宏观环境和政策始终是构建闽台农产品

共同市场的重要因素, 为构建闽台农产品共同市场

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 提供了有利条件。抓住有利

时机,构建闽台农产品共同市场,促进闽台农产品产

业内贸易发展。

我国台湾地区在农业科技创新,品种的改良与

进步,栽培管理技术以及农业合作组织建设、营销文

化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实力。福建作为海峡

两岸我国台湾农业试验区,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

工业水平和规模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拥有对台农

业合作的产业和科技基础, 拥有全国最早的(漳浦)

我国台湾农业投资区, 而且能够提供一个以大陆为

支撑的庞大的农产品市场潜力。至 2010 年 6月福

建已批准近 2200个台资农业项目,合同利用台资近

28亿美元,是我国台湾投资大陆农业最集中、最活

跃的地区,这为构建闽台农产品共同市场提供了基

础条件。

闽台农产品共同市场的构建, 能促进两地实现

农产品、农业生产服务及农业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

素自由流动,有利于闽台农产品贸易分工的层次提

高。构建闽台农产品共同市场, 在共同市场框架下,

闽台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福建凭借和我国台湾相近

的气候生态环境优势, 成为我国台湾热带亚热带水

果、蔬菜以及水产品产业移植基地及种苗繁育基地,

以此带动福建农产品档次、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产

业规模进一步优化, 闽台农产品物流联盟的产业规

模和市场容量由此确立, 促进闽台农产品产业内贸

易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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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Cai Xian& en, Zheng Sining, Sun Jun
( College of E conomics and Man agement , Fujian Agricul ture an d Forest ry U niver sity, Fu 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 e data about agricul tu ral produce t rade b etw een Fujian and T aiw an f rom 2000 to 2009,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 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r ade betw een Fujian and Taiw an f rom tw o levels of wh ole and category through usin g Gruble�L loyd index, Bruelhart index

and T hom& McDow ell in dex. T he result s show as follow s: th ere are tw o forms of agricultural pr odu ce t rade betw een Fujian and T aiw an, namely

int ra�t rade and inter�indu st ry t rad e w hich are com plem ented each oth er, and the lat ter one is in a dominant posit ion; t rade chan ges, m ainly caused

b y in ter� indust ry t rade, are in an rising t rend; the vert ical int ra�indus t ry t rade is th e main form of int ra�indust ry t rade. Finally, it pu ts forw ard

some sugg est ions to p rom ote th e optim izat ion of agricul tu ral product t rade betw een Fujian and Taiw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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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合理架构技术投入要素结构,促进技术创新

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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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High�tech Industry in Anhui:
Based on DEA Model

Jin Yuquan, Han Donglin
( S 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 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A m od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echnology inn ovat ion ef f iciency of high�t ech indus t ry in Anhu i province f rom 2004 to

2008. The resu lt s how s that th e w hole level of technology in novat ion eff iciency in Anhui i s high and takes on the f luctuat ion and could be pr om o�
t ed largely, an d the low er ef ficiency level and th e decl ine t ren d have emerg ed in the indu st ry of manufactu re of elect ronic equipment as w el l as

communicat ion equipment an d the in dust ry of manufactur e of medical equipments and measu ring inst rument in 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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