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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进口的影响因素及贸易效率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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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2.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

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考察中国粮食进口特点及面临的制度约束，可为中国在新一轮 WTO 谈判

中找准定位和争取利我的贸易规则提供参考。基于 2001—2020 年中国与主要粮食进口

国的粮食贸易数据，通过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粮食进口的影响因素，同时采用贸

易非效率模型测算了中国粮食贸易效率影响因素与贸易效率水平。结果显示：粮食出

口国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均与粮食进口量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的人口总量、粮食出

口国粮食产量以及地理距离对粮食进口量有正向影响。从进口效率看，关税水平的降

低、金融自由度的提高以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均会对贸易效率产生促进作用。从贸易

效率角度看，各国与中国粮食贸易的效率水平整体波动较大，中国自柬埔寨、哈萨克

斯坦和法国三国的进口粮食仍存在较大贸易潜力。对此，应抓住 WTO新一轮谈判契机，

进一步加强各国贸易联系，保持与贸易效率较高国家的合作，同时挖掘其他国家粮食

进口贸易潜力。 

【关键词】粮食进口   贸易效率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贸易潜力   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25（2023）12-00-0 

一、引言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稳定与发展，是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

前提。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应“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2023 年中央 1 号

文件进一步指出，应“统筹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积极“发挥农产品国际贸

易作用，深入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强调了粮食进口在市场调控中的重要作

用，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国内粮食安全与稳定。当前，国内粮

食产需存在一定缺口，亟需外部粮源填补空缺，以保障中国粮食市场平稳运行。由此，

中国加大了自美国、澳大利亚、乌克兰和越南等国家的粮食进口力度，粮食进口总额

由 2001 年的 6.07 亿美元增至 2021 年的 199.55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19.08%。从

进口趋势看，粮食进口额以 2010年为节点呈现先缓慢上升后急速跳跃的增长态势，2010

年之前 10 年的年均增速仅为 3.83%，后 10 年的年均增速高达 14.10%。粮食进口量占

国内粮食总消费量的比重也由 2001 年的 3.3%增至 2020 年的 19%，粮食进口已经成为

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粮食进口数量不断增多，大国效应逐渐显现，对世界粮食供求的影响日渐

提升。中国在国际粮食贸易市场的参与度逐年提升，贸易伙伴更加多元化。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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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进口国家为 32个，2018年粮食进口国家增至 44个，粮食进口市场逐渐扩大，

进口渠道更加多元，粮食进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为中国取得全球贸易大国地位打下了

坚实基础。作为世界粮食贸易大国，中国的粮食进口关系到国际粮食的价格稳定与粮

食市场供求平衡。中国的粮食进口决策和行为不仅会影响中国居民的粮食安全保障，

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粮食价格，进而对欠发达国家的粮食可得性带来影响。因

此，研究中国粮食进口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在既有的 WTO 规则下，中国粮食进口受到的约束日益增多，贸易可持续性逐渐降低。

对中国粮食进口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粮食进口面临的制度约束

问题，有助于在新一轮 WTO谈判中提出更加完善的措施。 

二、文献综述 

在国际贸易领域，粮食贸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当前，学界对粮食贸易的研究大

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粮食贸易影响因素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对粮食贸易具有正向影响的因素包

括经济水平（张海森和谢杰，2008）[1]、地理位置（高江涛等，2021）[2]、自然资源禀

赋（韩冬等，2020）[3]、粮食生产条件（袁平，2013）[4]、两国是否接壤（方英和马芮，

2018）[5]、两国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高志刚和张燕，2015）[6]、政治关系（顾国达和

尹靖华，2014）。[7] 对粮食贸易具有负向影响的因素包括地理距离（孙金彦和刘海云，

2016）[8]；对粮食贸易影响不确定的因素包括政策因素（戴鹏，2014）[9]、人口规模（王

瑞和温怀德，2016）[10]。 

二是粮食贸易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人为或不可观测的主观因素，有

利于得到更为准确的贸易潜力或贸易效率。一些学者认为，制度因素（李文霞和杨逢

珉，2019）[11]、关税水平（鲁晓东和赵奇伟，2010）[12]、两国是否有已生效的地区贸

易协定（贺书锋等，2013）[13]对粮食贸易效率影响较大。一些学者认为，清关效率、

经济自由度水平、价格相对性与汇率的变动、贸易促进指数也对贸易效率具有重要影

响（刘合光等，2008；李金锴等，2020；刘悦和刘合光，2021）。[14-16]  

三是粮食贸易模型和方法研究。在粮食贸易领域，当前学界常用的模型主要有贸

易引力模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及贸易非效率模型。也有学者采用 QAP 回归分析方

法（王介勇等，2021）[17]、向量自回归 VAR模型对粮食贸易影响因素进行测度（王锐，

2015）[18]。 

综上，一方面，学界在粮食贸易影响因素和模型方法上的研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

果，为笔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另一方面，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存在一定不

足。（1）现有研究文献更多侧重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 RECP、东盟等特定

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潜力方面，针对中国粮食进口的研究相对匮乏，对主要粮食贸易国

家的贸易潜力测度分析也较少，研究范围多有重合之处，研究面较窄。（2）已有研究

文献更多针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效率或潜力进行分析，针对粮食出口效率的研究较少。

（3）现有文献对主要粮食贸易国的粮食产量因素对中国贸易效率与潜力的影响关注较

少。（4）现有研究文献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传统引力模型或拓展引力模型进行分析，

运用时变和时不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分析的较少。据此，笔者采用随机前沿引力

模型分析，选择中国及主要粮食进口国的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和是否接壤

以及粮食出口国的粮食产量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定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对中国粮食进口

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采用贸易非效率模型对关税、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贸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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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金融自由度和货币自由度等影响贸易效率的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优化国内贸易

环境、提高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效率提供借鉴。 

三、 理论模型 

（一）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由 Aigner et al（1977）提出，主要用于分析生产函数中的技

术效率。[19]模型表达式如下： 

 

lnTijt=lnf(xijt,β)+vijt-uijt,uijt≥0               (1) 

 

其中，Tijt表示 i国对 j国第 t年的实际贸易额；xijt表示影响贸易额的核心变量；

uijt表示贸易非效率项。当 uijt为 0 时，贸易无摩擦，此时达到贸易额的最大值。贸易

潜力表达式如下： 

 

Tijt*=f(xijt,β)exp(vijt)                           (2) 

 

贸易效率 TE即实际贸易额与贸易潜力之比： 

 

TEijt= Tijt/Tijt*=exp(-uijt)                          (3)  

 

当 uijt为 0时，实际贸易额达到理想状态，与贸易潜力值相等。此时，贸易效率为

1。当 uijt>0时，存在贸易阻力因素，实际贸易额小于贸易潜力值，贸易效率值处于 0～

1 之间。 

（二）时变随机前沿模型 

上述随机前沿模型中，u为固定值，不随时间变动而变动，称为时不变模型。当时

间跨度较大时，贸易非效率项固定的假设难以成立。因此，Battese & Coelli（1992）

提出了时变模型。[20]时变模型表达式如下： 

 

uijt={exp[-η(t-T)]}uij                                  (4) 

 

其中，贸易非效率项 u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η 为待估参数，当其大于 0 时，

说明贸易效率有所增大；当 η < 0时，则反之；当η= 0 时，该时变模型转变为时不

变模型。 

（三）贸易非效率模型 

除上述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外，还需建立贸易非效率模型对影响贸易非效率的因素

进行分析。贸易非效率模型表达式如下： 

 

lnTijt=lnf(xijt ,β)+vijt-(αZijt + εijt)            (5) 

 

对式（5）直接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回归，可以得到贸易非效率项 u与影响因素的关

系。再对贸易非效率模型进行回归，进而能够得到贸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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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Armstrong（2007）提出在引力模型中只加入不随时间变动的核心要素，如距离、

语言等，而在贸易非效率模型中加入其余人为变量，如经济自由度与关税水平等，以

此估计两国贸易阻力的大小。[21]据此，可构建如下模型： 

 

lnEXPijt=β0+β1lnGDPit+β2lnchGDPjt+β3lnPOPit+β4lnchPOPjt+β5lnPQit+β6lnDISij

+β7Borderij+Vijt-μijt                            (6) 

 

其中，i 表示中国的主要粮食进口国，j 表示中国，EXPijt表示在 t 时期 j 国对 i

国的粮食进口水平，即 t时期中国自 i国的粮食实际进口额。式（6）中变量的解释及

预期符号如表 1所示。 

（二）贸易非效率模型的设定 

为测算主要粮食贸易伙伴国向中国的粮食出口贸易非效率影响因素，构建如下贸

易非效率模型： 

 

μijt=α0+α1TAFit+α2TRAit+α3FINit+α4MONit+α5FTAijt+εijt          (7) 

 

其中，μijt表示 t时期中国粮食进口的贸易非效率，解释变量的选取如表 1所示。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样本说明 

笔者选取中国粮食进口贸易额排名前十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澳大利亚、

柬埔寨、加拿大、法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泰国、乌克兰、美国、越南。统计

数据显示，中国自十国年均粮食进口额占中国粮食进口总额的比重超过 95%。选用

2001—2020 年数据作为样本期，运用 Frontier4.1 软件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

效率模型进行回归，可得到其贸易效率。 

目前，国际上对粮食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中国国家统计局界定的粮食作物包括

谷物、豆类以及薯类，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定义的“谷物”与中国粮食的概念类

似，但不包括豆类以及薯类。为保证所获取数据的口径一致，选取 HS 编码为 10 的谷

物（Cereals）作为本研究“粮食”的概念。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定义，谷物

包括小麦及混合麦（HS1001）、黑麦（HS1002）、大麦（HS1003）、燕麦（HS1004）、

玉米（HS1005）、水稻（HS1006）、高粱（HS1007）、荞麦（HS1008）等 8个品种（陈

艺文和李二玲，2019）。[22] 

中国与各国的粮食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

其余数据来源见表 1。 

表 1 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说明 

变量 含义 理论说明 预期符号 数据来源及单位 

GDPit 

t时期粮食出口国 i的

国内生产总值（以 2010

年不变美元计算） 

GDPit的大小可以衡量一个国

家的经济水平。GDPit越大，

潜在的出口能力越高 

+ 

世界银行数据

库（单位：美

元） 

世界银行数据

库（单位：美
chGDPjt 

t时期中国的国内生产

总值（以 2010年不变美

GDPit可以反映中国的消费需

求水平。GDPit越大，表明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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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计算） 国的国内市场越大 元） 

POPit 
t时期粮食出口国 i的

人口总数 

人口总数越大，意味着该国

的潜在出口规模越大；而同

时该国国内分工较为完善，

国际贸易相对减少 

不确定 

世界银行数据

库（单位：千

人） 

chPOPjt t时期中国的人口总数 

人口总数越大，意味着该国

的消费需求越大；而同时中

国国内分工较为完善，国际

贸易相对减少 

不确定 

世界银行数据

库（单位：千

人） 

DISij 

 

粮食出口国 i国首都和

北京之间的地理距离 

两国间的地理距离越远，贸

易成本就越大，对商品出口

产生不利影响 

- 

法国国际经济

研究中心（单

位：千米） 

PQit 
t时期粮食出口国 i的

粮食总产量 

当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粮食产

量越高时，其粮食出口额也

会相应增加 

+ 

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单

位：吨） 

Borderij 

粮食出口国 i和中国是

否接壤。若拥有共同边

界，Borderij值为 1，反

之则取 0 

当贸易双方拥有共同的边界

时，贸易成本将会下降，贸

易流量上升 

+ 
法国国际经济

研究中心 

TAFit 

t时期中国自各个粮食

出口国 i进口粮食的关

税水平，用简单平均关

税水平表示 

用来衡量中国的贸易壁垒，

关税水平越高，贸易成本就

越高，贸易非效率越高 

+ 
世界银行数据

库（单位：%） 

TRAit 
为 t时期中国的贸易自

由度 

贸易自由度指数越高，意味

着中国的贸易制度环境较

好，贸易的交易成本越低，

贸易非效率也越低 

- 
美国传统基金

会 

FINit 
为 t时期中国的金融自

由度 

金融自由度指数越高，意味

着中国的金融制度环境较

好，贸易的交易成本越低，

贸易非效率就越低 

- 
美国传统基金

会 

MONit 
为 t时期中国的货币自

由度 

货币自由度指数越高，意味

着中国的货币制度环境较

好，贸易的交易成本越低，

贸易非效率就越低 

- 
美国传统基金

会 

FTAijt 

t时期中国与粮食出口

国 i的自由贸易协定签

订情况。若两国签订自

由贸易协定，FTAijt取 1，

反之取 0。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有助于

降低两国贸易壁垒，提高贸

易流量，降低贸易非效率。 

- 
世界贸易组织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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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模型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实用性检验 

随机引力模型与所设函数形式高度相关，因此需要进行似然比检验以确保模型形

式的正确性和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笔者利用 Frontier4.1软件依次进行如下 4项检验：

是否存在贸易非效率的检验，贸易非效率是否随时间变化的检验，是否加入距离变量

的检验，是否加入边界变量的检验，所得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假设检验结果 

原假设 
LR统计

量 

自由

度 

1%的临界

值 
检验结论 

不存在贸易非效率项 34.44 1 5.41 拒绝原假设 

贸易非效率不变化 34.54 2 8.27 拒绝原假设 

不引入距离变量 135.44 3 10.50 拒绝原假设 

不引入边界变量 130.06 3 10.50 拒绝原假设 

由表 2 可知：（1）LR 统计量的值较大，在 1%的水平上拒绝不存在贸易非效率项

的原假设。因此，贸易非效率项是存在的，有必要设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2）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贸易非效率不变化”的原假设，说明在 2001—2020年主要粮

食贸易伙伴国向中国出口粮食的贸易效率变量存在一定变化；（3）不引入距离或者边

界变量的原假设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说明这两个变量会对中国的粮食进口

造成影响，有必要将其引入模型中。鉴于此，模型最终设定如下： 

 

lnEXPijt=β0+β1lnGDPit+β2lnchGDPjt+β3lnPOPit+β4lnchPOPjt+β5lnPQit+β6lnDISij

+β7Borderij+Vijt-μijt                          （8） 

 

（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确定模型形式的基础上，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估计，并将时变随机前沿引

力模型和时不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结果在表 3同时列出。 

表 3 时变和时不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计量结果 

变量 

  时变随机前沿 

  引力模型 

 时不变随机前沿 

引力模型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常数项 -2201.84*** -3.92 -3344.11*** -2440.89 

lnGDPit -1.25*** -3.45 1.69*** 4.23 

lnchGDPjt -6.79*** -3.27 -8.34*** -21.40 

lnPOPit 0.19 0.46 -3.39*** -3.71 

lnchPOPjt 115.05*** 3.90 171.67*** 170.02 

lnPQit 1.19** 2.22 3.27*** 3.02 

lnDISij 1.74** 2.02 -4.65*** -3.26 

Borderij 0.56 0.89 0.74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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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2 14.44 0.59 18.62 0.56 

γ 0.86*** 3.50 0.79** 2.03 

μ -7.05 -0.40 -3.56 -0.24 

η 0.11*** 9.88   

Log Likehood -326.90 -374.21 

LR检验 129.15 34.54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 3 可知，两个模型中的 γ 值分别为 0.86 和 0.79，接近于 1，说明贸易非效

率项是中国粮食进口实际贸易额与潜在贸易额存在差距的原因。η值在 1%的水平上显

著，说明此处采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是合理的，且该数值为正，说明随着时间的

变动，中国粮食进口贸易阻力逐渐增大。模型主要变量分析如下： 

1.粮食出口国的 GDP 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经

济规模越大，其国内对粮食的需求量相应增加，粮食出口量会有所减少。 

2.中国 GDP的系数虽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为负值。GDP 增长反映了中国整体经

济水平的提高，国内粮食供给有所增加，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的能力相对提升，中国粮

食进口额相应减少。 

3.主要粮食出口国的人口总数（POPit）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随着生产能力

的提升，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粮食产出水平上升，基本能够满足本国与国际市场的需求。

因此，粮食出口国人口总数的增加对其粮食出口影响较小。 

4.中国的人口总数（POPjt）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说明随着中国

人口总数的增长，国内粮食需求量相应增加，国内粮食产出难以为继，粮食进口额也

会相应增加，有利于扩大中国与粮食出口国的贸易额度。 

5.出口国的粮食产量（lnPQit）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说明出口国

粮食产量增加时，在满足其国内既有需求的基础上，粮食出口量将有所增加，中国自

该国的粮食进口额会上升。 

6.地理距离（DISij）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

随着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运输成本对贸易的限制作用逐渐下降，而地理

距离较大的国家间受贸易互补性较强的影响，贸易联系逐渐加强。 

7.地理边界（Borderij）的系数为正，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地理临近对中

国粮食进口的影响较小。这可能是受贸易条件与贸易政策改善的影响，各国贸易往来

更多考虑两国关系与贸易利益，是否拥有地理边界对双方贸易的影响逐渐弱化。 

（三）贸易非效率模型的估计 

由表 4 可知，模型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贸易非效率”的原假设，

说明在中国自各国进口粮食时受某些因素影响降低了粮食进口效率。基于此，笔者将

进一步运用贸易非效率模型对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此处，需要对模型进行

极大似然比检验，以确保估计值的有效性与模型的准确度。 

表 4 贸易非效率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原假设    LR统计量 自由度 1%的临界值 检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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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贸易非效率项 34.44 1 5.41 
拒绝原假

设 

贸易非效率不变化 34.54 2 8.27 
拒绝原假

设 

由表 4 可知，贸易非效率不变化的假定也在 1%的水平上被拒绝，说明影响贸易效

率的因素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据此，笔者进一步对贸易非效率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

表 5所示。 
表 5 贸易非效率模型计量结果 

变量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变量 

贸易非效率模型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常数项 -3341.59*** -3115.01 常数项 61.40*** 6.51 

lnGDPit 0.38*** 3.09 TAFjt 1.56*** 6.98 

lnchGDPjt -10.17*** -39.20 TRAjt -0.04 
-1.27 

lnPOPit -0.93*** -3.74 FINjt -0.90*** -7.47 

lnchPOPjt 173.93*** 446.91 MONjt 0.04 0.86 

lnPQit 1.14*** 3.71 FTAijt -26.62*** -14.52 

lnDISij -0.77** -2.26 σ2 24.93*** 4.28 

Borderij 0.33 1.01 γ 0.99*** 272.07 

Log Likehood -314.27 LR检验 154.43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1.中国的关税水平（TAFjt）与贸易非效率项呈正相关关系，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预期相符。说明中国关税水平越低，粮食进口量的贸易非效率

水平也越低，但其系数较小，影响程度不大。 

2.中国的贸易自由度（TRAjt）、金融自由度（FINjt）和货币自由度（MONjt）中只

有金融自由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负，贸易自由度和货币自由度对中国的粮食

进口效率影响不大。金融自由度水平较高表示中国政府对金融行业的管制较少，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粮食进口的制度成本。因此，中国的金融自由度水平越高，贸易效

率就越高。金融自由度水平越高表明该国社会经济基础越好，越有利于消除粮食进出

口贸易障碍和提高贸易效率。而贸易自由度和货币自由度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

原因可能是经济全球化下各国贸易壁垒逐渐降低，贸易自由度对贸易效率的影响下降，

且在美金体系下中国的货币自由度权限较小，难以发挥其对进口贸易效率的作用。 

3.中国与主要粮食出口国是否签订贸易协定（FTAijt）与贸易非效率项存在较强的

负相关关系，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签订贸易协定对中国粮食进口

具有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较高。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成员国间贸易往来的关税壁

垒与非关税壁垒均有所下降，有利于推动成员国间降低贸易成本、加强贸易联系。从

影响系数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提高贸易效率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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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贸易效率分析 

2001—2020年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效率趋势如图 1所示。 

 
图 1 2001—2020 年中国粮食进口的贸易效率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 Frontier4.1结果整理获得。 

由图 1 可知，2001—2020 年，中国与主要粮食进口国的贸易效率波动幅度较大，

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且各个国家的贸易效率存在一定差距。中国自澳大利亚、加拿

大、泰国以及乌克兰进口粮食的贸易效率大体处于贸易效率均值以上，保持着较高水

平，表明中国自这 4 个国家进口粮食的贸易效率较高，上升空间较小；中国与美国、

越南和巴基斯坦的粮食贸易效率受政治环境或贸易协定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参考李

文霞和杨逢珉的研究，原因可能在于随机前沿方法没有将制度距离、政策变动等人为

阻力考虑在内，致使贸易效率估计结果出现偏差。贸易效率波动幅度较大，说明中国

在与美国、越南和巴基斯坦进行粮食贸易时经常受到间断性人为因素限制。其中，中

国自美国的粮食进口贸易效率波动起伏较大，2009年开始大幅上涨，在 2012年达到峰

值，之后缓慢下降。究其原因，2009年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建设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政治关系的改善使得双边粮食贸易效率相应提升。中国与越南、巴基斯坦的贸易效率

波动大体都是受到类似的人为因素影响。 

此外，2001—2020 年，中国自柬埔寨和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效率值都从接近于 0 分

别升至 0.30和 0.03，贸易潜力被不断挖掘，贸易效率不断上升；中国与法国的粮食贸

易效率波动起伏较大，但总体上贸易效率值处于 0.4 以下。说明中国在与这 3 个国家

进行贸易往来时忽视了贸易效率的提升，应不断加大对其粮食市场的开拓力度，完善

各项贸易条件，提高双边贸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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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利用 2001—2020年中国与主要粮食进口国的粮食贸易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

型定向、定量研究了影响中国粮食进口的因素。借用贸易非效率模型分析了对粮食贸

易效率的影响因素，并测算了中国及其主要粮食进口国的贸易效率。得到以下研究结

论： 

1.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结果显示，中国及其主要粮食进口国的 GDP 与中国的粮食进

口总额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人口越多，粮食进口量越大，但粮食出口国人口数量对中

国的粮食进口影响不大；粮食出口国的粮食产量越多越有利于促进双边粮食贸易；中

国与其粮食进口国是否接壤对粮食贸易的影响较小。 

2.贸易非效率模型结果显示，关税水平的下降能显著提高中国粮食贸易效率；中

国金融自由度的提升会对中国粮食进口产生正面影响，贸易自由度与货币自由度对中

国粮食进口的影响不显著；双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粮食进口的促进作用最为明

显，是贸易效率影响因素中最显著的。 

3.中国及主要粮食进口国的贸易效率显示，中国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泰国以及

乌克兰进口粮食的贸易效率较高；与美国、越南和巴基斯坦的贸易效率受到政治环境

和贸易协定影响，起伏较大；而中国自柬埔寨、哈萨克斯坦和法国粮食进口的贸易效

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贸易潜力有待开发。 

（二）对策建议 

1.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缩短粮食贸易距离。中国应进一步加大交通基础设施

投入力度，加快完善路上交通运输网，加强港口物流体系建设，推动降低粮食运输成

本，提高运输效率，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推动实现各国交通运输网络互联互通。 

2.抓住新一轮 WTO 谈判契机，加强与各国间的贸易联系。中国应在现有 WTO 框架

下，不断推进双边贸易合作。同时以新一轮 WTO 谈判为契机，扩展在新领域的贸易往

来，加快推进与各国签订贸易协定的谈判，进一步降低各国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自由

化水平。 

3.保持与贸易效率较高的国家合作，进一步挖掘其他国家的贸易潜力。中国与各

国贸易效率差距较大，应加大对柬埔寨、哈萨克斯坦和法国等具有较大贸易潜力的国

家的开发力度，最大程度提高从这些国家进口粮食的贸易效率。同时继续保持与澳大

利亚、加拿大、泰国和乌克兰等国的粮食贸易效率水平，在维持现有贸易水平的基础

上进一步挖掘贸易潜力，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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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grain import and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t face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 to identify its position and strive for 

favorable trade rules in the new round of WTO negotiations. Based on the grain trade data 

between China and major grain importing countries from 2001 to 202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grain import through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and 

uses the trade inefficiency model to estim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grain trade 

efficiency and the level of trade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GDP of both grain 

exporting countries and China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rain imports;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a, grain output of grain exporting countries,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grain im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ort efficiency, the 

decrease in tariff levels, the increase in financial freedom, and the signing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ll contribute to trade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efficiency, the 

overall efficiency level of grain trade between other countries and China fluctuates greatly, 

and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trade potential for China’s grain imports from Cambodia, 

Kazakhstan, and France.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new round of 

WTO negotiation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rade relations among countries, maintain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with higher trade efficiency, and explore the trade potential of 

grain import from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grain import; trade efficiency;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 trade potential; 

food secu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