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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美大豆贸易是中美经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国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美大豆贸易深受中美

经贸关系变动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常态化下，中美大豆贸易依存度较高，中国市场对美国大豆出口

的重要性和稳定性不断加强。中美经贸摩擦期间，双边大豆贸易对中美经贸摩擦紧张程度作出即时

反应，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世界大豆贸易格局，但中美经贸摩擦并没有改变中美大豆贸易紧密关系。

中美经贸关系止跌企稳后，新兴大豆生产 国 短 期 内 仍 无 法 撼 动 美 国 对 中 国 进 口 大 豆 贸 易 的 重 要 地

位。长期来看，巴西、阿根廷与美国出口大豆将互补式满足中国大豆需求。据此，中国应维护好与

美国、新兴大豆生产国的关系，减少地缘政治风险与基建落户对大豆贸易的影响；积极拓展与 “一

带一路”沿线国和自贸区国家的伙伴关系，鼓励具有国际经验的大中型企业 “走出去”；完善大豆

产业政策，引导和调动国内农民大豆种植积极性，增强国内大豆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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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加入 ＷＴＯ已有二十余年，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其中大豆市场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

开放程 度 最 深 的 市 场，大 豆 自 给 率 近 年 来 维 持 在１５％左 右。联 合 国 商 品 贸 易 数 据 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显示，中国是世界 第 一 大 豆 进 口 国，２０２２年 中 国 进 口 大 豆９　１０８万 吨，占 世 界 大 豆 出 口 总 量 的

５８．３％。同期，美国是世 界 第 一 大 豆 出 口 国，２０２２年 美 国 出 口 大 豆５　７３３万 吨，占 世 界 大 豆 出 口 总 量 的

３６．８％。从中美双边大豆贸易来看，中国是美 国 第 一 大 豆 出 口 市 场，美 国 是 中 国 第 二 大 豆 贸 易 进 口 市 场，

双边贸易依存关系紧密。事实 上，自２０１６年 特 朗 普 当 选 美 国 总 统 以 来，以 中 美 货 物 贸 易 巨 额 逆 差 为 由，

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动，挑起了中美经贸摩擦，并一直延续到拜登执政期。大豆作为两国贸 易 最 为

紧密的农产品首先被推向风口浪尖，之后，两国开展多轮经贸协商，导致中美大豆贸易跌宕起伏。

由于中国和美国在世界大豆贸易的重要地位，中美大豆贸易一直深受学者关注。如Ｐｉｃｋ和Ｐａｒｋ的研究

显示，美国出口到不同目的国的大豆并不存在差别定价，中美大豆贸易中美国不存在卖方市场力量［１］。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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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司伟和张猛的研究证实，中国在中美大豆贸易中也不具有买方垄断力量［２］。但中美两国在大豆生产成

本构成和效益上存在较大差异，整体来看，中国大豆不具有比较优势。相比之下，美国大豆的市场竞争力除

了品质优势外，还有生产成本优势、较高的单产水平优势、收益上的规模优势及政府的大力支持［３－４］。随着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不稳定因素增加，学者们给予中美大豆贸易更广泛的关注。如张玉梅等应用全球农产品

局部均衡模型，模拟了继续贸易摩擦和达成经贸协议两种情境下对中美大豆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中美继

续贸易摩擦会导致双方严重受损，只有中美经贸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５］。但从中国在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期

间采取大豆反制措施成效来看，中国已具备一定的大豆贸易主导权［６］。汤碧和李妙晨立足后疫情时代，研判

了中国大豆进口的稳定性［７］，他们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在加剧中国大豆进口成本压力

和进口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国大豆进口结构的调整。但这并不 能 改 变 中 国 大 豆 高 度 依 赖 进 口 的 事

实［８］。从中美经贸摩擦对两国大豆贸易的影响来看，中国对进口美国的大豆加征关税，直接导致了美国大豆

出口量的大幅减少和美国农民收入下降［９］，甚至重塑了世界大豆种植和贸易格局，美国在全球大豆贸易中的

份额下降［１０］。也有学者尝试回答中国如何应对中美经贸摩擦，肖志敏和杨军模拟了三种情境，实证结果显

示，中国对美国进口大豆加征关税和同时免除其他国家大豆进口关税只能小幅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负

面影响，但如果中国改进大豆生产技术，则可有效降低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大豆贸易的负面影响［１１］。任育锋

和李哲敏测度了中国与美国、巴西、阿根廷大豆市场的整合程度，结果显示中国与阿根廷大豆市场整合程度

最高［１２］。除此之外，中国还应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大豆增产潜力较大国家的贸易，这些区域对中国

的大豆出口潜力占中国进口的８％～５５．６％［１３］。

综上所述，由于中美大豆贸易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尝试从多

视角分析中美大豆贸易状态、存在的问题及突发事件可能对中美大豆贸易的冲击，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但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的 不 足。一 是 有 关 中 美 大 豆 贸 易 的 研 究 是 不 连 续 的。目

前，有关中美大豆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前后，学者尝试探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大豆产业和

大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或是突发事件，如中美经贸摩擦或者新冠疫情的暴发对中美大豆贸易的冲击，缺少

研究的连续 性。二 是 已 有 研 究 缺 少 系 统 性。整 体 来 看，已 有 研 究 内 容 丰 富 但 比 较 松 散。本 文 以 中 国 加 入

ＷＴＯ为研究起点，以中美经贸关系演动为研究主线，以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３年中美经贸大事件为时间节点，将

中美大豆贸易纳入中美经贸关系常态化、中美经贸摩擦、中美经贸关系止跌企稳三个阶段进行全面分析，从

而为决策部门指导中国大豆贸易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研究视角比较独特。立足中美经贸关系演变视角，呈现二十多年

来中美大豆贸易的连续性变化。二是拓展了已有研究内容。本文以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 （２００２年）为研究 起

点，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为主线，将中美大豆贸易纳入经济外部环境变化框架，系统、连续地分析了中美经

贸关系常态化、中美经贸摩擦、中美经贸关系止跌企稳等不同情境下中美双边大豆贸易发展情况，丰富和拓

展了已有研究内容。

２　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常态化下（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双边大豆贸易分析

中美两国在国 际 大 豆 市 场 占 有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中 美 经 贸 关 系 常 态 化 下，双 边 大 豆 贸 易 关 系 紧 密 且

互利。

２．１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大豆出口市场

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市场。如图１所示，从大豆进口绝对量来看，２０００年中国大豆进口跨

越千万吨量级，２０１７年中国进口大豆高达９　５５３．４万吨。从相对量来看，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中国自世界进口大

豆的比重逐年 提 升，在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４年 分 别 跨 越２０％、３０％、４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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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大关。２００９年以来，中国进口大豆占世界大豆出口总量的５０％～７０％。

图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年中国大豆进口情况

数据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作者计算整理。图２、图４至图１１同。

另一方面，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大豆贸易伙伴。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大豆市场深度放开，使得具有较强竞

争优势的美国大豆快速占领中国市场。如图２所示，中国大豆需求的释放，拉动美国大豆出口量在２００２年后迅

速增加，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美国大豆以年均２５．２％的增速出口中国市场。该时

期美国对中国出口大豆占其出口总量的比重由２００２年的１７．３％快速提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４８．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

美国出口中国大豆数量总体呈持续攀升态势，每年对中国大豆出口量，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６０％左右。

图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量及中国市场占比情况

２．２　美国是世界最主要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是中国重要的大豆贸易伙伴国

如图３所示，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美国大豆产量以每年２．９％的速度稳定增长，其中４０％～５０％的大豆出口

国际市场。但随着新 兴 大 豆 生 产 国 的 崛 起，美 国 大 豆 出 口 占 世 界 大 豆 出 口 份 额 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 持 续 下 降

（图４），从２００２年的４８．１％一路下滑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２．６％①。但２００６年之后，美国出口大豆占世界市场地位

进入相对较长的稳定期，出口市场份额长期维持在４０％左右，２００９年这一比例达到４９．８％的最高水平。
从中美双边大豆贸易来看，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美国一直是中国第一大豆进口来源国，自２０１３年起，巴西取

代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大豆进口来源国，美国顺延为中国第二大豆进口来源国，并与阿根廷、巴西共同占

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总量的９５％以上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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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５年也是中美经贸关系常态化下出口份额占比最少的一年。



图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美国大豆产量及出口占比

数据来源：产量数据来自ＦＡＯ数据库，作者计算整理。

图４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美国出口大豆占世界市场份额

图５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中国前三大进口市场

２．３　中美双边大豆贸易依存度较高

为更好阐释双边贸易关系的紧密程度，本文采用贸易强度指数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ＴＩＩ）来量化中

美大豆贸易的依存关系。贸易强度指数也称贸易结合度指数，一般被用来度量两国之间贸易相互依存强度。

Ｉｉｊ＝
Ｘｉｊ／Ｘｉ
Ｍｊ／Ｍｗ

（１）

其中，Ｉｉｊ 为贸易强度指数，ｉ为出口国，ｊ为进口国，Ｘｉｊ 表示国家ｉ对国家ｊ的出口贸易额；Ｘｉ 为国家ｉ
的总出口额；Ｍｊ 为国家ｊ的总进口额，Ｍｗ 为世界总进口额。若Ｉｉｊ ＞１，表示ｉ国与ｊ国贸易关系比较密切；
若Ｉｉｊ ＜１，表示ｉ国与ｊ国贸易关系相对疏远；若Ｉｉｊ ＝１，表示ｉ国与ｊ国贸易关系中性。贸易结合度指数

越大，表明两国之间贸易联系越紧密；反之，数值越小，表明两国之间贸易联系越松散。

如图６所示，２００２年以来，中美双边大豆贸易强度指数都大于１，也就是说，中美两国之间都具有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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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其他国家更大的互补性，贸易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特别是中国市场对美国大豆出口的重要性程度要高于

美国市场对中国大豆进口的重要性程度。

图６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中美双边大豆贸易强度指数

３　中美经贸摩擦下（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双边大豆贸易分析

２０１８年４月３日，美国政府依据３０１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 （包括大豆）

加征２５％的关税。对于美国违反国际义务对中国造成的紧急情况，为捍卫中方自身合法权益，中国商务部宣

布，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起实施对原产于美国的７类１２８项、价值３０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①。

在中止关税减让清单中主要为农产品，涉及农产品８８项，占中止关税减让产品项的６８．８％。随着中美经贸

摩擦紧张关系的加剧，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与８月２３日，中国政府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进口商品②对等加

征２５％的关税。自此，中美双边大豆贸易关税税率大增，其具有广阔增长前景的贸易往来也因中美经贸摩擦

的加剧而发生急剧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大豆作为贸易自由化较高的农产品，中美大豆贸易并不是独立于世界其他国家而单独进

行的，在中美经贸摩擦下，美国、中国都迅速在世界市场寻找贸易替代国。其中，巴西、阿根廷作为新兴大

豆产业国，迅速替代美国成为中国重要的大豆进口国，即使中美经贸关系进入止跌企稳阶段，两国的重要地

位仍在显化。因此，本文接下来对中美大豆贸易的分析交织新兴大豆生产国一并开展。

３．１　中美经贸摩擦对双边大豆贸易即时冲击较大

一是中美经贸摩擦较大程度削减了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数量。如表１所示，中国以大豆商品为反制措施

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从绝对量来看，２０１８年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数量呈断崖式下跌，相比２０１７年中国自

美国进口大豆数量下降了４９．３％。从相对量来看，２０１７年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数量占中国进口大豆总量的

１／３，但２０１８年这一比重下降到不到１／５。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持续下滑的趋势直至２０２０年才得以扭转。究

其原因是：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中美两国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承诺加大对包括美国大豆在内

的农产品采购。很快，政策效果就在贸易数据上呈现，但一直到２０２１年，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数量才逐渐

恢复到中美经贸摩擦前２０１７年的水平。

但中美经贸摩擦为巴西、阿根廷等新兴大豆生产国抢占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８年中国

自巴西进口大豆量相比于２０１７年增长了２９．７％，占中国进口大豆总量的比重较２０１７年提高了近２２个百分

—３７—

①

②

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其中，对水果及制品等１２０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１５％，对猪肉及制品等８项进口商品加

征关税税率为２５％。

进口产品涉及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１４类１０６项商品。



点，虽然自２０２０年起中美经贸摩擦有所缓和，但中国自巴西进口的大豆稳定在当年进口大豆总量的６０％左

右，巴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豆进口国。同时，阿根廷成为中国第三大豆进口国，但自阿根廷进口大豆

量远不及巴西和美国。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中美、中巴、中阿大豆贸易情况

年份

自美国进口

大豆数量／

万吨

占中国进口大豆

总量比重／

％

自巴西进口

大豆数量／

万吨

占中国进口

大豆总量比重／

％

自阿根廷进口

大豆数量／

万吨

占中国进口

大豆总量比重／

％

２０１７　 ３　２８５　 ３４．４　 ５　０９３　 ５３．３　 ６５８　 ６．９

２０１８　 １　６６４　 １８．９　 ６　６０８　 ７５．１　 １４６　 １．７

２０１９　 １　６９４　 １９．１　 ５　７６８　 ６５．２　 ８７９　 ９．９

２０２０　 ２　５８７　 ２５．９　 ６　４２８　 ６４．３　 ７４６　 ７．５

２０２１　 ３　１６２　 ３３．０　 ５　８０６　 ６０．７　 ３７１　 ３．９

２０２２　 ２　９５３　 ３２．４　 ５　４３９　 ５９．７　 ３６５　 ４．０

　　数据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报告国为中国，经作者计算整理。

需要说明的是，中美经贸摩擦是导致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中国进口美国大豆锐减的关键因素。因为在此期间，

美国大豆年度产量及出口总量并没有显著下降 （表２）。因此，面对中国大豆贸易的制裁措施，美国尝试通过

拓展大豆出口市场来消化国产大豆。

表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美国大豆生产技出口情况

年份
美国大豆产量／

万吨

美国大豆出口量／

万吨

２０１５　 １０　６９５　 ４　８２２

２０１６　 １１　６９３　 ５　７８５

２０１７　 １２　００６　 ５　５３８

２０１８　 １２　０５１　 ４　６４２

２０１９　 ９　６６７　 ５　２３９

２０２０　 １１　４７５　 ６　４５７

２０２１　 １２　０７１　 ５　３０５

２０２２　 １０　６９５　 ５　７３３

　　数据来源：产量数据来自ＦＡＯ数据库，贸易数据来自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二是中国仍是美国第一大豆出口市场。如表３所示，受对中国出口大豆锐减的影响，２０１８年美国大豆出

口世界总量相比２０１７年下降了１６．２％，其中对中国出口大豆数量下降了７４％。美国出口中国大豆占其大豆

出口总量的比重由２０１７年的５７．２２％急跌到１７．７４％，下降了近４０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急跌的

情况下，相比美国其他大豆出口市场，２０１８年中国仍是美国第一大豆出口国。２０２０年，中美大豆经贸摩擦

趋于缓和，美国大豆出口绝对数量随之又创历史新高，其中对中国出口 数 量 占 到 美 国 全 年 大 豆 出 口 总 量 的

５３．７５％，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大豆出口到中国市场，之后这个比例维持在５０％以上的 水 平。与 此 同 时，

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国内大豆生产的冲击在２０１９年才得以体现，２０１９年美国大豆产量相比２０１８年下降了近

１／５，直到次年中美大豆经贸摩擦缓和，美国大豆产量才迅速恢复。

表３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美国大豆出口情况

年份
美国大豆产量／

万吨

美国大豆出口世界总量／

万吨

美国大豆出口中国市场占比／

％
中国市场排位

２０１５　 １０　６９５　 ４　８２２　 ５６．６６ 第一

—４７—



（续）

年份
美国大豆产量／

万吨

美国大豆出口世界总量／

万吨

美国大豆出口中国市场占比／

％
中国市场排位

２０１６　 １１　６９３　 ５　７８５　 ６２．３２ 第一

２０１７　 １２　００６　 ５　５３８　 ５７．２２ 第一

２０１８　 １２　０５１　 ４　６４２　 １７．７４ 第一

２０１９　 ９　６６７　 ５　２３９　 ４３．０９ 第一

２０２０　 １１　４７５　 ６　４５７　 ５３．７５ 第一

２０２１　 １２　０７１　 ５　３０５　 ５１．４９ 第一

２０２２　 １１　６２１　 ５　７３３　 ５３．０２ 第一

　　数据来源：贸易数据来自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报告国为美国，经作者计算整理；大豆产量数据来自ＦＡＯ，其中２０２２年大豆数据来自

２０２２年ＵＳＤＡ报告。

注：２０１９年美国大豆产量下滑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中美贸易局势困难、大豆价格低迷和高库存原因外，也有自然条件影响。

３．２　中美经贸摩擦没有削弱双边大豆贸易紧密程度

本文仍采用贸易强度指数来测算中美经贸摩擦期间中美大豆贸易紧密程度。如表４显示，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

中美大豆贸易强度指数表明：中国作为美国大豆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其重要地位是非常强的，即使经历经贸

摩擦，中国市场的重要程度也没有发生变化；同时，美国对中国贸易强度指数显示，除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外，

美国对中国贸易强度指数都大于１，这意味着中美大豆贸易关系紧密，美国市场对中国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表４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中美双边大豆贸易强度指数

年份 中国对美国贸易强度指数 美国对中国贸易强度指数

２０１７　 ３７．６　 １．２

２０１８　 ４８．３　 ０．４

２０１９　 ４６．３　 ０．９

２０２０　 ５２．５　 １．２

２０２１　 ４７．１　 １．１

２０２２　 ４０．６　 １．１

　　数据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作者计算整理。

４　中美经贸关系止跌企稳后（２０２３年后）中美双边大豆贸易走向研判

２０２３年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在艾奥瓦州举行的中美可持续农产品贸易论坛上，中国大宗商品进口商签署

了包括大豆等在内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采购意向协议。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表示，希望继续推动

并巩固美中关系，支持继续发展农业贸易和投资关系。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８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随后，

多位美国政要来华访问，中美经贸关系进入止跌企稳的新阶段。

４．１　短期来看，中美双边大豆贸易仍将保持紧密的依存关系

大豆贸易世界自由化水平较高，因此贸易竞争力水平就成为影响中美大豆贸易的重要因素。学术界一般

采用国 际 市 场 占 有 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ＭＰＲ）和 贸 易 竞 争 力 指 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ＮＴＢ）来衡量一类产品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被诠释为一国某出口商品在国

际同类或同种商品市场的占有份额，反映的是一国出口商品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５７—



ＭＰＰ＝
某国某商品出口总额

全世界该商品出口总额×１００％
（２）

一般来说，国际市场占有率越高，表明该商品国际竞争力越强。当ＭＰＲ＞２０％、１０％＜ＭＰＲ≤２０％、

５％＜ＭＰＲ≤１０％、ＭＰＲ≤５％时，分别代表该商品具有很强、较强、一般、很弱的出口竞争力。贸易竞争

力指数 （ＮＴＢ）是某一商品的净出口与其进出口贸易总额之比，其取值为－１≤ＮＴＢ≤１。由于是贸易总额

的相对值，剔除了比较国通货膨胀等波动影响，同时也排除了因国家大小不同而使得国际间数据的不可比较

性，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贸易竞争力指数具有相当的可比性。

ＮＴＢｉ＝ （Ｘｉ－Ｍｉ）／ （Ｘｉ＋Ｍｉ），－１≤ＮＴＢｉ≤１ （３）

其中，ＮＴＢｉ为商品ｉ的贸易竞争力指数，Ｘｉ、Ｍｉ分别代表一国商品ｉ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当ＮＴＢｉ＞０
时，表示该国是这种商品的净出口国，具有贸易竞争优势，数值越大，国际贸易优势越大。ＮＴＢｉ＝１，意味

着一国在第ｉ项商品的贸易中拥有完全优势的地位。当０．８≤ＮＴＢｉ＜１、０．５≤ＮＴＢｉ＜０．８、０≤ＮＴＢｉ＜０．５
时，分别表示该商品具有很强、较强、强竞争力。当ＮＴＢｉ＜０时，代表该国是这种商品的净进口国，处于

贸易竞争劣势，且绝对值越大，劣势越明显。当－０．５≤ＮＴＢｉ＜０、－０．８≤ＮＴＢｉ＜－０．５、－１≤ＮＴＢｉ＜
－０．８时，分别代表一国该商品国际竞争力水平弱、较弱、很弱。如果ＮＴＢｉ＝０，则说明该国该类商品的竞

争力处于国际平均水平。

如图７所示，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美国、巴西大豆国际市场占有率均大于２０％，说明两国大豆在世界上具有

很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在２０１７年之后，巴西大豆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美国大豆，显示出很强的贸易竞争力。

相比之下，阿根廷大豆国际市场占有率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 （除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分别处于１０％～２０％、

５％～１０％，这意味阿根廷大豆出口竞争力呈弱化趋势。同期，三国贸易竞争力指数，如图８所示，自２００２
年以来，美国和巴西大豆贸易竞争力指数均接近１，说明两国大豆在国际市场上都具有非常强的贸易竞争力。

而阿根廷大豆国际市场占有率不仅与美国和巴西大豆存在较大差距而且波动性较大。

图７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美国、巴西、阿根廷大豆国际市场占有率

图８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美国、巴西、阿根廷大豆贸易竞争力指数

综合两类指数来看，美国大豆在世界市场仍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如果进一步考虑巴西、阿根廷的国内

—６７—



政治、经济、基础设施、自然条件对大豆贸易的综合影响，如巴西大豆在生长期除遭受自然灾害外，在出口

期基本都会受运输能力①、配套设施限制，以及工人罢工等客观因素影响，阿根廷大豆出口也面临新一任总

统能否取消出口关税、“大豆美元”政策是否继续推行等因素影响，这都意味着短期来看，美国仍将是中国

重要的大豆贸易伙伴国。

４．２　长期来看，美国与南美洲大豆将互补式满足中国大豆需求

近年来美国大豆国际市场占有率的下降，并不是美国大豆减产或者本国出口限制的结果，恰恰相反，是

在美国大豆生产量、出口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在此期间，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等国

家大豆产业迅速崛起，同时这些国家出口贸易导向转向中国。以大豆出口势头强劲的巴西为例，巴西近十年

来大力发展大豆产业。根据ＦＡＯ统计口径，２０２１年巴西大豆收获面积、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分别为３　９１７
万公顷、１３　４９３万吨。在２０００年左右，巴西调整了大豆出口战略，出口主市场从新西兰、巴拉圭、西班牙

转向中国 （图９）。２００１年 中 国 是 巴 西 第 二 大 大 豆 出 口 市 场，出 口 至 中 国 的 大 豆 数 量 占 其 大 豆 总 出 口 量

２０．４％。自２００４年后，中国就稳居巴西第一大大豆出口国地位。

图９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年巴西出口至中国的大豆数量

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的巴西、阿根廷大豆生产国对美国大豆的替代潜力有限。究其原因：第一，新兴大

豆生产国出口增加空间 有 限。巴 西 出 口 至 中 国 的 大 豆 数 量 占 其 总 出 口 量 的 比 重 从２００１年 的２０．４％跃 升 到

２００８年的近５０％，到２０２２年，这一比例上升到６８．１％ （图１０）；同期，阿根廷出口至中国的大豆数量占其

总出口数量的比重从２００１年的６７．４％跃升到２０２２年的８０．２％ （图１１）。这意味着，再进一步扩大阿根廷、

巴西大豆出口能力是不容易的。第二，巴西、阿根廷与 美 国 大 豆 供 给 是 错 季 供 应 中 国 大 豆 需 求 的。一 般 来

说，巴西大豆上市时间为３月和４月，而美国大豆上市时间为１０月和１１月。Ｓｏｎｇ等通过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

—７７—

① 与美国出口运输 大 豆 主 要 以 驳 船 运 输 （６０％）为 主 不 同，巴 西 卡 车 运 输 占 出 口 比 重 约５０％ （铁 路 运 输 占 比３８％，驳 船 运 输 仅 占

１３％），但卡车运输有诸多弊端，如卡车司机罢工将导致全国运输瘫痪、出口受阻，道路条件日益恶化对运输成本的增加明显等。



中国从美国和南美洲两国 （巴西、阿根廷）进口大豆的月平均数量研究后发现，中国大豆在６—１０月主要从

巴西、阿根廷市场进口大豆，１１月至次年５月主要从美国市场进口大豆［１４］。可见，巴西、阿根廷与美国大

豆是错季供应的［１５］，并不存在替代关系。

图１０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巴西大豆出口至中国占其总出口的比重

图１１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阿根廷大豆出口至中国占其总出口的比重

５　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５．１　结论

本文以中美经贸关系变动为时间主线，系统分析了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常态化、中美经贸摩

擦、中美经贸关系止跌企稳情境下中美双边大豆贸易连续性变化，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美大豆贸易与中美经贸关系紧密相关。大豆作为重要的战略性农产品，也是中国

对外开放最早、开放程度最深的农产品，始终与中美经贸关系变动紧密相关。中美经贸关系常态下，中美大

豆贸易相互依存度较高；中美经贸摩擦期间，双边大豆贸易对中美经贸摩擦紧张程度迅速作出反应，并在一

定程度上重塑了国际大豆贸易格局。

二是短期内中国大豆贸易仍将呈现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和进口国高度集中的特征。随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

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对大豆的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但 受 国 内 土 地 资 源 稀 缺、大 豆 单 产 水 平 低 等 约

束，大豆通过参与国际贸易满足国内需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难以扭转。综合世界大豆生产、出口和国际竞争力

来看，中国大豆进口高度集中在美国、巴西、阿根廷的格局将持续。

三是新兴大豆贸易伙伴国对美国大豆市场进一步替代的潜力有限。巴西和阿根廷作为中国新兴大豆贸易

伙伴国，近年来两国出口大豆占中国市场比重稳步提升且大豆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但需要指出的是，受两

国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不稳定因素影响，两国对美国大豆替代能力有限。如中巴大豆贸易面临地缘政治风险

与运输条件制约，中阿大豆贸易面临阿根廷国内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特别是新一任阿根廷新总统

米莱在竞选期间，大肆抨击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宣称不会与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来往。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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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也拒绝加入 “金砖五国”。米莱的言论与种种行为给中阿大豆贸易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５．２　政策建议

尽管当下中美经贸关系止跌企稳，但这个窗口期较短，可以预期，未来中美经贸摩擦将呈常态化、长期

化、复杂化趋势。从美国来看，美国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希望中国成为其大豆稳定的出

口市场，减少大豆贸易摩擦。从中国来看，随着农产品消费结构的改善，大豆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和饲料粮

消费仍将刚性增加，在国内大豆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美国大豆稳定的供给能力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意

味着美国仍将是中国重要的大豆贸易伙伴国。为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对 中 美 大 豆 贸 易 的 冲 击，本 文 提 出 如 下

建议。

一是努力维护好与美国、巴西、阿根廷主要大豆出口国的关系。即便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采取了 “小

院高墙”的限制措施，但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美国一直积极主动维护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将中

美农产品贸易，尤其是大豆贸易作为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支点。对于中巴大豆贸易，中国可加大在巴西的基

建投资项目，帮助其完善铁路、公路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中巴双边大豆贸易运输成本，确保双边贸

易的稳定。除此之外，应持续推进中国与巴西直接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的合作机制，鼓励中巴贸易使用人民

币计价、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融资和人民币直接兑换雷亚尔的全流程闭环操作。随着中阿双边经贸关系的进

一步密切，应密切关注新上任阿根廷总统对中阿大豆贸易的态度，鉴于阿根廷此前与中国签署的６５亿美元

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已经被中国暂停，应谨慎推进货币互换协议安排。

二是积极拓展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 豆 进 口 市 场，强 化 双 边 货 币 合 作。积 极 拓 展 如 俄 罗 斯、塞 尔 维

亚、克罗地亚、印度、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大豆贸易，依托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加拿大自由贸易

区，拓展中新、中加大豆贸易发展。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这些国家商谈具体的大豆对华供应规模、约定

大豆出口价格、降低自这些国家进口大豆的关税税率，积极推出中国对沿线大豆出口国的快速通关 “绿色通

道”。在此基础上，中国应逐步建立并完善与沿线国家的本币结算合作框架，以减少对第三方货币或者对单

一货币的依赖。

三是鼓励具有国际经验的大中型企业 “走出去”。中国大豆企业应建立自己的大豆进口渠道和拓展自己

的大豆海外供应基地。鼓励具有国际贸易经验的大中型粮食企业 （如中粮、中储粮、九三等）建立海外大豆

种植基地。支持民营大豆加工企业，如渤海、汇福、植之元、中海等到国外建设大豆加工厂。为解决民营企

业海外建加工厂的资金问题，支持中国国有银行与民营银行在相关地区建立分理处，做到 “金融先行”服务

企业 “走出去”。民营企业可以将国内资产做抵押，海外银行分理处给予这些在海外建设加工厂的民营企业

配套的信贷支持。在企业 “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需加强国 际 市 场 环 境 监 测，并 建 立 完 善 的 风 险 预 警 机

制，确保某个国家领导人更换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加强国际市场环境监测及资金、技术、人员交流和信息

共享平台建设，深入开展大豆产业科技合作与示范。

四是增强国内大豆生产能力。制定大豆产业政策 （如增加专项补贴）引导和调动农户大豆种植积极性，

提振国内大豆生产。同时，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促进国内大豆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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