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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建工作始于2001年中国与东盟

签订的CAFTA协定，2002年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并于2010
年实施农产品零关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给中国和东盟

在跨境商品贸易上提供了巨大便捷和极大的利益空间。自

2002年以来，中国在对东盟进出口贸易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是中国—东盟关税的影响也是双面的，不仅给中国进出口

贸易带来了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众所周知，广西是通向东盟各国的主要门户，其地理位

置、气候、地貌及土壤结构有极大的相似性，同时广西也是一

个农业大省，其大部分农产品的种类、质量及生产环境与东

盟各国产品很相似，缺乏竞争上的绝对优势。因此，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广西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环境改

善及农民收入提高上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许多学者对中国—东盟关税与农产品的影响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孙林（2005）、李慧慧（2008）等分别从出口相似性、
比较优势、引力及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建立出口模型进行实证

研究；陈沄沄（2009）、郭坤龙（2007）等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与政策选择，提高产品质量，培育农产品品牌和龙头企业等

措施来应对中国—东盟关税嬗变对农产品带来的不利影响。

综观目前学者对中国—东盟关税与农产品研究，都是将

农产品进行分类，从比较优势出发构造出口函数，进行线性

回归研究并找出问题，但解决农产品问题的对策缺乏系统性

和可操作性。本文对已有研究方法做一些调整和改进，借鉴

比较优势提出优势系数，去除了复杂的农产品分类比较研

究，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将多种相互影响无法分开的对

净出口影响的因素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本文对1999年以来
广西农产品跟东盟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及农民的纯收入及

广西农业总产值等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中国—东盟关税协定

对广西农产品所产生的效应，为应对中国—东盟关税嬗变，

本文提出了适合广西的农产品生产经营模式。

二尧中国要东盟关税与广西农产品经营模式概述
1. 中国—东盟关税变迁。关税是指进出口商品在经过一

国关境时，由政府设置的海关向进出口国所征收的税收。中

国—东盟零关税贸易区（CAFTA）是继WTO之后由中国和东
盟一些国家组成，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等10个成员国。其
中，前6个国家加入东盟的时间比较早，经济相对发达；后4个
国家是东盟新成员国。该组织涵盖18亿人口和1 400 万平
方公里。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将贸易产

品零关税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2年至2010年）：启动并大幅下调关税阶段。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在

2010年1月1日之前，中国对东盟93%产品的贸易关税降为零。
一方面：中国和东盟六国2005年40%的产品将关税降至5%以
下；2007年60%的产品将关税降至5%以下；2010年100%的产
品将关税降至0。另一方面，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40%的产
品将关税降至5%以下。

第二阶段（2011年至2015年）：全面建成自由贸易区阶段，
即东盟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四国与中国贸易的绝大多数

产品亦实现零关税，与此同时，双方实现更广泛深入的开放

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

第三阶段（2016年之后）：自由贸易区巩固完善阶段。
2. 农产品经营模式。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

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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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广西农产品净出口额与中国—东盟关税成正比，与广西农业总产值成反比；影响净出口额的主要因素是农产品优势系

数；中国—东盟关税的变动对广西农民纯收入影响极不显著。由此本文认为广西农民没有得益于中国—东盟关税效应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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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出口东盟的农产品主要包括水果、蔬菜、食用菌、茶叶、水

产、畜牧及农作物种子等。

经营模式是企业根据经营宗旨，为实现企业所确认的价

值定位所采取某一类方式方法的总称。而农产品的经营模式

从广义上来讲，包括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及销售等环节。目前，

广西大部分农产品的经营模式处在传统阶段，即“农户+市
场”、“农户+商贩”及少量的“农户+公司”型。

三尧实证分析
（一）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变量说明。为了研究中国东盟—关税效应对广西农民
收入的影响，本文特选广西农产品净出口额、中国—东盟农产

品年平均关税、广西农产品优势系数、广西农业总产值及全区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研究对象。

（1）农产品优势系数。本文在比较广西与东盟各国农产品
的优势时，将广西与东盟的农产品均看成一个整体进行比较。

优势系数AI（Advantage Index）=

其中：X代表广西农产品出口额；M代表广西农产品进口
额，即东盟农产品的出口额。当AI跃1时优势明显；当AI臆1时
没有优势。

（2）全区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了便于本文的数据比较
和分析，在此引入全区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这个概念，因为只

有家庭经营纯收入才能反映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

入，同时中国—东盟关税给广西农民所带来的影响，也只有在

家庭经营纯收入上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全区农民经营纯收

入指的是一个全区的总概念，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组成的工资

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四要素中

分离出家庭经营纯收入。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GFMI=

其中：GFMI代表全区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NIF代表农

民家庭经营收入；GF代表全区农民人数；琢= （FMI代表

农民人均纯收入）；f代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3）广西全区农业总产值。广西农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

每年广西农业总产值数据，单位为亿人民币。为了便于跟广西

农产品净出口额（单位：亿美元）比较，以每年全区农业总产值

除以每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其公式如下：

GP=

其中：GP代表全区农业总产值；GPR代表全区农业总产
值：f代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2. 数据来源。本研究涉及的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广西农产
品净出口额、中国—东盟农产品年平均关税、广西农产品优势

系数、广西农业总产值及全区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五个方面，

来源于1999 ~ 2011年《广西统计年鉴》和南宁海关网站，经作

者整理而得。

（二）模型建立及分析

1援 模型建立。为了体现广西农业总产值和中国—东盟关
税及优势系数对净出口额的影响，通过对1999 ~ 2011年历年
广西农产品净出口额、中国—东盟农产品年平均关税及广西

农业总产值的分析，借鉴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内涵，即分析

多个解释变量对一个被解释变量（净出口额）的贡献程度。计

算rAIGP= =-0.852 41，得：|rAIGP=0.852 41|跃

0.8，考虑AI与GP多重共线性后，剔除AI保留GP（AI会在GP中
得以体现），特建立模型如下：

lnNE=茁0+茁员lnT+茁2lnGP+滋
其中：NE代表净出口额；T代表中国—东盟农产品平均

关税（%）；GP代表广西农业总产值；滋代表随机误差项。
2援 参数估计。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分析，得到回归结果

（表1）和回归方程：
lnNE=4.312 440 193+0.357 369 021 7lnT-0.288 093 366lnGP

3援 数据分析。
（1）回归结果分析。如表1所示：回归方程中茁员和茁2分别为

0.357 369 021 7和-0.288 093 366，同时通过Eviews分析lnNE、
lnT及lnGP数据得到它们之间的趋势图，表明关税对净出口额
是正相关,广西农业总产值对净出口额是负相关，而且通过回
归的柯布—道格拉斯方程可看出关税对净出口额的影响远大

于广西农业总产值对净出口额的影响（|0.357 369 021 7|跃
|-0.288 093 366|）。

同时，由表1可知，F=62.331 24跃F0.05（2，10）=4.10，表明
模型总体显著；每个渣t渣>2表明每个解释变量的单独影响是显
著的；给定显著性水平琢=0.05，当k=2，n=13时，查DW得dl=
0.616，du=1.261，由此可知1.261约DW=2.523 857约3.384，无自

相关；由R2=0.845 66及R2=0.824 862可知，模型拟合度良好。
（2）净出口额与优势系数数据分析。表2是1999 ~ 2011年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净出口额和优势系数，通过公式rNEAI=

计算得rNEAI=0.401 003，两者正相关，表明

优势系数直接影响净出口额。

COV（NE，AI）
var（NE）var（AI）

Variable
C
lnT
lnGP
R-squared

Adjusted R2

S.E. of regression
Sum squared resid
Log likelihood
Durbin-Watson stat

Coefficient
4.312 440
0.357 369

-0.288 093
0.849 925
0.817 767
0.405 305
2.299 809

-7.022 983
2.523 857

Std. Error
0.523 895
0.013 225
0.002 113

t-Statistic
-2.176 713

2.589 036
-3.644 955

Prob.
0.000 1
0.002 9
0.002 4

-0.311 667
0.949 441
1.224 776
1.422 636

62.331 24
0.000 005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F-statistic
Prob（F-statistic）

表 1 回归结果

X
M

NIF伊琢伊GF
f

NIF
FMI

GPR
f

COV（AI，GP）
var（GP）va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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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净出口额

优势系数

1999
0.27
1.63

2000
-0.08

0.85

2001
-0.58

0.43

2002
-0.33

0.76

2003
-0.06

0.95

2004
-0.18

0.88

2005
-0.13

0.92

表 2 净出口额（NE）与优势系数（AI）
2006
-0.69

0.69

2007
-0.78

0.69

2008
-1.1

0.63

2009
-34.8

0.59

2010
-24.6

0.64

2011
-50

0.53

年 份

净出口额环比（%）
全区农民家庭经营
收入环比（%）

1999
-

-

2000
-1.3

-0.1

2001
6.25

0.02

2002
-0.43

0.03

2003
-0.82

0.03

2004
2

0.1

2005
-0.28

0.08

表 3 全区农产品净出口额环比（N）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环比（I）
2006
4.31

0.07

2007
0.13

0.14

2008
0.41

0.14

2009
30.64

0.04

2010
-0.29

0.13

2011
1.03

0.08

（3）全区家庭经营收入与净出口额数据分析。为了研究净
出口额对全区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通过表3数据计算rNI=

=-0.042 151，分析可知净出口额变化对全区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极不显著。

4. 结论。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并结合中国—东盟关税背景
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情况和广西近年来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

的增长实际得出如下结论：淤随着中国—东盟关税下降，广西
农产品净出口额逐渐减少；同时也随着广西农业总产值上升，

净出口额出口下降。于广西净出口额的不断减少不是因为农
产品的产量减少而引起，而是因为广西农产品优势系数不断

下降造成的。盂中国—东盟关税下调没有给广西农民带来好
处。榆通过上述结论进一步得出：中国—东盟关税变化趋
势———实现零关税将成为事实，那么要改变目前这种关税下

降净出口减少和广西农民没有得益于中国—东盟关税下调的

现状，必须设法提高农产品优势，扩大净出口额，提高农民收

入，而提高农产品优势就必须改变农产品经营模式。

四尧广西农产品经营模式选择
广西是中越两国政治经济的边陲地区，也是多民族文化

的结合部，同时更是一个农业大省。如何迎接“中国—东盟关

税”带来的挑战，改变经营模式，有效发挥本地区农产品比较

和绝对优势，有效发挥“中国—东盟关税”对本地区农产品产

生的正面影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故此，在充分利用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税优势和广西区位优势的前提下，针对

以上结论并结合现实，在摒弃传统落后的农产品经营模式的

同时本文提出一些适合中国东盟—关税背景下增加广西农民

经济收入的农产品经营模式，以供广西农民和广西农业有关

部门针对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和推广。

1援 土地流转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针对种植类农作物，它
能充分整合有限的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解决农产品的

滞销或销路不对的问题，同时能优化并配置出口品种，确定种

植规模等。此模式在广西百色华润希望小镇已有成功个例，具

体运作是由华润集团或大户租赁，农民也可以土地入股，平时

农民可提供给公司劳动力获取工资等。

2援“农户+公司”模式。此模式运作是农户以土地入股，公
司以资金、技术等形式入股，按股分红。其优点是由公司分担

养殖或种植过程中的风险，并积极寻找销

路，同时还能保证出口质量。

3援 “龙头企业+基地+标准化+农户”
模式。这种模式的具体操作是：首先通过招

商引资、企业资产重组、联合兼并、改组改

造和政策鼓励或倾斜等措施培育和发展一批有一定经济实力

与带动能力较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基地可以租赁或

者农户以土地入股解决，最后标准化。而标准化有两层含义：

一是基地面积、地块规格形状、种植品种、种植时间及土地轮

间种和土地保墒休闲等标准化，另一层含义是通过严格的管

理使产品质量、规格及包装等标准化，以实

现产品附加值和增强出口优势。

4援 “品牌+质量认证+公司收购”模
式。农产品的特点就是极大的相似性，导

致同质不同价，以致缺乏竞争力和出口优

势。如田东芒果，每年的宣传力度很大，但是没有注册，质量也

没认证，其经营模式就是“农户+市场”和“农户+商贩”。若是
采用“品牌+质量认证+公司收购”这种模式就能有效解决此
类问题，这种模式就是由有实力和对市场有敏锐眼光的公司

注册一个品牌并打造品牌，同时获得质量认证，再由公司严格

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以保证质量，最后收购农产品并统

一出售。

五尧结语
本研究通过分析广西1999 ~ 2011年广西农产品净出口额

和关税数据并提出了广西农产品出口优势系数，然后再将净

出口额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进行分析，最终得出中国—东盟

关税效应对农民收入影响极不显著的结论，并探索性地提出

了适合中国—东盟关税影响背景下的广西农产品经营模式。

诚然，本文对农产品净出口额的影响因素只考虑了关税和农

产品优势系数，这是不太全面的，如何构建适合中国—东盟关

税背景下的广西农产品经营模式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本文系百色学院基金项目野广西农产品经营模式研
究要要要基于中国要东盟零关税视角冶渊项目编号院2011KB12冤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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