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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大豆进口依赖性风险及

市场布局优化分析*

魏艳骄 1 慧张 艳 1 朱 晶 2, 3

摘要：本 基于市场 需主体相互 角文 供 依赖的视 ，利用 1996－2020 大年 豆贸易数据，将中 对大国 豆

大 对国际市场的 性与主要 出口国依赖 豆 中 大 ，口需求市 性同时纳 测算体国 豆进 场的依赖 入 系 考察中国

大 进 险豆 口依赖性风 。 ，显结果 示 中 大 来 ，豆 依赖性风险主 源 美 巴西国 进口 要 于 国和 中国对 国和巴美

西大豆 赖性水平市场的依 高于 巴西美国和 对中 大豆国 进口 ， ，需求 的依赖性 平 相比市场 水 而言 中国从

大阿根廷和加拿 大口 豆进 不存 进口依在 赖性风险。 ， 大在 基 与 豆 口 赖 险出此 础上 从防范 化解 进 依 性风

发，本 采 来文 用区 进 源 态分 口 的动 ECM-AIDS模型，考察中 大 来国 豆进口 源国的 场关系市 。研究显示，

中 大 来豆进 国之间存在 的替代关国 口 源 显著 系，大 。豆进口 明显的竞市场呈现 争性 本文 一步以世界进

大 禀 判大国的 豆 赋 为 获 依各 生产资源 作 评 豆进口可 性的 据，确定大 布豆 市场多元化 局 地 区进口 的 理 域，

采 划用非线性 方法并 规 ， 小 大 ， 来 大 ，通过最 风险 测算 进口 最优进口量化 豆进口 可从各 源国 豆的 分析

大 布 。豆进口市 多元化 方案场 局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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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粮食 全 国家安全的 要安 是 重 基础。中 三大国 主 已实粮 现“ 对 ， 本谷 基 给口粮绝 安全 物 自 ”，但是

大 率豆自给 连年下降， 前已不足目 20%。 大 长消费需求不受国内 豆 断增 、生产 多重供给不足等 因素的

响影 ， 来大 长进口快速近年 豆 增 ，大 量从豆进口 2000年的 1042 长万吨增 到 2020年的 1亿吨
①
，中国

大 大 。已成 世 上最 的 豆进 国 随为 界 口 着大豆 ， 大口 的快 进进 量 速增加 中国 豆 口对外 存度依 持续走高，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粮食供需格局演变与开放条件下的粮食安全政策研究”（项目编号：

71934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粮食安全目标下中国畜产品进口产品结构与市场布局优化研究：基于饲料粮

替代视角”（项目编号：7210317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贸易变局与疫情叠加下江苏省畜产品市场风

险防控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1969）的资助与支持。 本文通讯作者：朱晶。

①
数据来源：https://comtrade.un.or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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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大年 度豆进口依存 仅为 41%，2020年高达 84%①
。较 对 大外依存度使 豆市 到高的 中国 场更容易受

外 素部不利因 的冲击（杜志雄等，2021）。 ， 大 来 ，中国 豆进 高不仅如此 口 源市场 度集中 90%以上的

大 来 、 三 。 少 大 对大进 豆 于巴西 美国 阿根 国 赖 数 规 局 使 国 豆口 源 和 廷 依 于 模进口渠道的 面 中 国际市场

（及 关键节点 性风险运输路线的 存在依赖 卜 ，伟等 2013； ，奇刘林 2015）。特别是在贸易摩擦反复不

断、 杂 势 ，新 疫情肆虐 形 下冠肺炎 全球的复 大豆进 加口风险愈 暴露（ 国强等程 ，2020）。 ，可 说以 大

已然豆 成为 门中 粮食 全 命国 安 的 ， 一粮食 为 弱 环是 安全战略中最 脆 的 。

然而，事实上，一 ， 大 较 ； 一 ， 、 、 三方 口依赖性 注 另 方面 美 西 阿面 中国 豆进 高引发关 国 巴 根廷

大 来 大 对 也 较 ，大 势，国的 际 有 高的依 口依存度 其 展进口 源 豆出口 国 市场 具 赖性 豆出 呈上升趋 农业发

大与农民 收 高度依赖 豆 口市增 都 出 场（孙致陆，2019；黄季焜，2021）。作为世界 大 大 费最 的 豆消 国，

中 在国国 际市场中发挥着 重举足轻 的作用，大豆进口量在世界市场 占比中所 重持续上升，2020年高达

70%， （ 泗、 ，位 高 李光 韩市场地 逐渐提 冬 2020）。 来， 大 、国 豆进口 呈 国 巴近年 中 市场格局 现出美

、 势，大 本 （ 、 旻，西 阿 廷 互竞争之 豆 口价 基 定 树全根 相 进 格 稳 何 高 2014）， 大粮食生产 国更 地多 希

望中国能够从其市场 食进口粮 （张云华，2018）。尤 大 ，作为主要 豆 国 近 起其是美国 出口 两年不断挑

， 大 大对贸 豆 主要目的 的出口易摩擦 在 方面的 是扩 中国 （黄季焜，2021）。自 来，贸 以 中中美 易摩擦

对 大 采国 原 于 国的 豆 取加 关税产 美 征 的反 措制 施， 大 少，使得 豆 量 著减 农从美国进口的 数 显 致使美国

大到巨 的经业和农民受 济损失
②
， 利恶化福 （樊海潮等，2020； 爱芝于 、杨敏，2021）。 ，见由此可

中国与 主国际 要大豆 口国出 车可谓是辅 相依， 对大 一仅仅着眼于 际 存度上升 单 角中国 豆国 市场依 的 视 ，

判大 势， ，无法充分 观地 豆 口 险形 需 体 在相 系 分析中客 评 进 风 需要从市场供 主 存 互依赖关 的视角 系统

大 ， 大 。国 赖性风险水 而提 与化 依 险的思路豆进口依 平 进 出有效防范 解 豆进口 赖性风 和举措

今当 大 ，世界 变 变 确定性的 升 国际市场局加速演 外部不 上 使 风 不断险 显凸 。 ，范 解风防 化 险隐患

对 来外 环 变化 挑积极应 部 境 带 的冲击 战， 力 力增强综合 抵御能关键在于 实 和风险
③
。就粮 场而食市 言，

、 布 ， 判市场 化 效地调整 市场结构 市 评 粮食市 风能否根据 供需的变 及时有 粮食进口 合理优化 场 局 是 场

力抵御能 以及险 “ 碗饭 ”能否端 。 ，的 要依 安 战 的全 程稳 重 据 在国家粮食 全 略 面实施进 中 中央“一号

件文 ” ， 布 ， 来多次强 农产品进口 球 局 产品 元调 要优化 的全 推进重要农 进口 源多 化
④
。 ，具体到那么

①
笔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公布的中国大豆贸易量数据（数据来源：https://comtrade.un.org/data/）和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大豆产量数据（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lhfw/2021/lh_sjjd/202102/t20210219_1813637.html），

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得到：大豆进口依存度=进口量/（进口量+产量-出口量）。

②
资料来源：《中国对美大豆出手 为何这一大招能“打疼”美国？》 ，http://news.sina.com.cn/o/2018-04-05/doc-ifyteqtq

4312180.shtml；《美国出口中国大豆大幅降 95% 美国农民援助不发了？》，https://money.163.com/18/1213/10/E2TCFH4O

00258105.html。
③
资料来源：《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的说明》，http://www.gov.cn/xinwen/2020-11/03/content_5556997.htm。
④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进口农产品规划指导，优化进口来源地布局，建立稳定可靠的贸易关系”（参见

http://news.sina.com.cn/o/2018-04-05/doc-ifyteqtq4312180.s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8-04-05/doc-ifyteqtq43121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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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 大 、 大 布中 其市场格 关 应如何推 豆 口市场多元 优化 进 市国 豆进口 局及市场 系如何 进 进 化 豆 口 场

大 ？局以 进 风防范和化解 豆 口 险

， 双 ， 对当前 构 循环相互 发展格局 是 防范 性风中国提出 建国内国际 促进的新 应 和 外部不确定 险的

大 。 ， ， ，措 食物保障 际循环已 国 中 充分且 理 用国际市场重 举 在中国 系统中 国 深刻嵌入 内循环 合 利 推

进以 际 易 代表国 贸 为 的国际循环是保 中 粮食障 国 安全的 要重 路径（ ，朱晶等 2021）。 大随着国内 豆消

力 ， 较长一 ， 大 大 势 。 ，的释放 在今 时期 进口 逆费潜 后 段 内 中国 规模 豆之 不可 转 那么 全面深入地科学

视审 中国大豆 性进口依赖 风险，对大 ，进口市场 局 市场关系进 科学 析 索 化豆 格 及 行 分 探 优 大豆进口市

布 合 方场 局的 理 案， 大 ，不仅 范 口风险有利于防 和化解 豆进 把握大豆 权的主动进口 ，而且还将助推大

豆贸易成为推进高质量 际国 ， 力。先行者 提 全保障能循环的 升粮食安

纯与以往单 着眼于中 对大国 豆国 市 存在际 场 较高 ，本依存 的研 不 文 试从 相度 究 同 尝 市场供需主体

依互 赖的视角， 对大 对大豆 依赖性与 国 豆进口需 场的 纳入将中国 国际市场的 主要出口 求市 依赖性同时

，测算体系 考察中 大豆进口依国 赖性风险水平， 一并进 步 大 进 格局及市 关分析 豆 口市场 场 系， 讨探 新

大 布发展格 下优 豆 口 场 局局 化 进 市 的可行方案， 出 障提 保 大 进口豆 安全 对 议建的 策 。 构安文章余下结

排如下： 二 ； 三 本梳理已有相 献 第 绍 文 法第 部分 关文 部分集中介 的研究方 来 ；源 第四部及数据 分全面

大 大析中国 豆 及分 进口格局 豆 ；依赖性风 水 第进口 险 平 五部分构 模型 析建 分 中 大 来国 进口豆 源国的市

系场关 ， 讨 大 布 ；优 豆进 的探 化 口市场 局 可行性 第六 分部 大 布探索新 下优化 豆进 场 局发展格局 口市 的

具体方案；第七 。部 论 启示分提出结 与政策

二、文献梳理

本 ：一 了丰 讨；二与 文 的研究主 两 主要围绕 产 进口风险展 富的密切相关 要聚焦于 方面 是 农 品 开 探

对 势力 了 。是 要 产品 局 展 续关主 农 市场 与市场格 开 持 注

（一）农产品进口贸易风险的相关研究

。 ，一 ，产 畅通是维 食安全的重 障 然 关税 贸确保农 品国际贸易 护全球粮 要保 而 方面 由于 与非关税

长的 期存在易壁垒 和演化， 球农产品 不 增加全 贸易市场 稳定性 ，农产 净 口国面临多 风险品 进 重 （Huang

et al.，2018）； 一 ， 尤 头 ，方 全 农产 口 场 现寡 格 进口国另 面 球 品 其是粮食出 市 呈 垄断市场 局 使得粮食

（ ，在 中易受到突 共卫 治政 朱国际市场 发公 生事件或政 策的制约 晶等 2021）。 未 大世界经历在 百年 有

局之际变 ，全 和 显著增多球动荡源 风险点 ， 易 擦反复不断贸 摩 ， 之持 蔓 的 冠肺加 续 延 新 炎疫情的影响，

http://www.moa.gov.cn/ztzl/yhwj2014/zywj/201401/t20140120_3742567.htm）；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优化重要农

产品进口的全球布局，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加快形成互利共赢的稳定经贸关系”（参见 http://www.moa.gov.cn/ztzl/

2016zyyhwj/2016zyyhwj/201601/t20160129_5002063.htm）；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主动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

口，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参见 http://www.moa.gov.cn/ztzl/jj2019zyyhwj/2019zyyhwj/201902/t20190220_6172154.htm）；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优化农产品贸易布局，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参见 http://www.moa.gov.cn/ztzl/

jj2021zyyhwj/zxgz_26476/202102/t20210221_63618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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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农 品 口风 显 品供应链 可获性风险产 进 险愈加凸 其 主要农产 断裂引致 农业 临极全球 生产不仅面

繁 威胁端气候频 波动的 ，还遭 肺炎疫情遇着新冠 的肆虐（Zhang et al.，2021； 国程 强、 德朱满 ，2020）。

，受此影响 大 大美 和巴西等 豆 产地 存 豆 产的国 主 区 在 减 风险（Rio et al.，2016；Zhou et al.，2021）。

，一 采 （的 些 要粮 以 限制政策 手段牵制进更为严重 是 主 食出口国 取粮食出口 作为惯用 口国 Wright，

2012），尤其是 之下在突发疫情 ， 本多 护 国市场 粮食出口甚至发生 国以保 为由禁止 的事件（Kerr，2020），

。发 易中断风引 粮食贸 险 二其 ， 。 ，度依赖进口 发国 农 品 场波 表 新 肺炎过 引 内 产 市 动风险 有研究 明 冠

延 产品市场 破坏疫情的蔓 使得全球农 系统受到 （Orden，2020；司伟等，2020）， 国际致使 农产品市场

， 较 ， （价格 直 至进口依 高的地区 市剧烈波动 接传导 赖性水平 冲击当地 场 Sadler andMagnan，2011；

Luo andTanaka，2021）。

（二）中国大豆进口风险的相关研究

大已成为全 最 农产品进口中国 球 的 国
①
，也 大 大 ，是最 豆 口 近的 进 国 90% 大的 口豆需求通过进 满

， 来 对 一（ ，足 仅进 相不 口 源渠道 单 刘林奇 2015）， 大 权 ，未且在 豆国 话语 不足 掌而 际市场中 握 口进

权主动 （王晓君等，2020），面临 场 价格风险着国际市 传导的 （Jia et al.，2016）。特别是受中美贸易

， 大 大 （响 市场出现 波摩擦的影 中国 豆 幅 动 Wang et al.，2019；Chen andYan，2021）。严峻的新冠肺

势 大 布 来 ， 了大 （ ，炎疫 形 中 豆进 部 应 稳定 剧 李先德等情 给 国 口市场 局与外 供 链 带 冲击 加 豆供给风险

2020）。 ， 对 大中国 豆进口 加强因此 需要 风险 管理与防范（倪洪兴等，2012）。

术 ， 大 。 ， ，学 形成 主要 豆进口依 上 实 实际上 世 市场中上述 共识的 基于中国 存度不断 升的事 在 界

、 ， 来 较 势各地 的生 与 费 相互 的 内 国际 易 优 的相互区 产 消 是 联系 相互依赖 国 与 市场的贸 往 是基于比 竞

（ ，互依存的关 元春争和相 系 刘 2020）。在国际 ，中贸易 利 与 产生取决 体的益的分配 风险的 于市场主

对相 规 依模及相互 赖程度（ 、 ，钱金保 任 宏志 2021）。 大 大国作为最主 的 豆 口 求 场与中 要 进 需 市 豆国

场际供给市 不 分密 可 ， ：相 日互依赖性 渐显现 大 对 大豆政策的 豆市场的波 有重中国 调整 世界 动具 要影

（响 Wang andWei，2021）； 大 也 势豆出 口 存度 处于主要 口国的出 贸易依 上升趋 （孙 陆致 ，2019；黄

季焜，2021），对进 场口需求市 的依赖性水平有 增所 强。 ， 对大因此 仅从中 豆国 市 具 依赖国 际 场 有 性

一 大 ， ， 必 。估 进 风险 面 时考虑市 体的相互依的单 视角评 豆 口 就存有片 之处 有 要同 场供需主 赖性

（三）对于农产品进口市场布局的研究

布 、 。 采优化 拓展 场 防范与化 险的重要 主国际市场 局 多元化市 结构是 解贸易风 抓手 学者 要 用

LAAIDS 型与模 Rotterdam 对 类、 了模型 鱼 等农产品的 口市 格 及 市场 分肉 虾 进 场 局 其 竞争关系进行 析

（例如Muhammad and Jones，2011；Tabarestani et al.，2017）。对 大 ，于中 市 分国 豆进口 场格局 学界

对 势力 了 。 ，一 ， 大别基于 进口国视角 场 进 基于 角 认为 主要出口国和 其市 行 深入分析 出口国视 种观点

来 ， 势力（国之间存 互 织关系 出 市 不具有市场豆进口 源 在替代与 补的交 口 场 Chen et al.，2012；

Muhammad，2015）； 一 ，这 观 相与 点 反 泗、李 韩光 冬（2020） 势力 了大析 国 市场从市场 角度分 豆 际

①
资料来源：《中国已是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http://app.why.com.cn/epaper/webpc/qnb/html/2018-05/24/content_6012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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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较 势力， 较 权。表 和阿根廷 市场 并且美 有 多 基于格局 研究 明美国 巴西 具有 强的 国拥 的市场定价 进

角口国视 ，Song et al.（2009）采 均衡模型用局部 分析指出， 较 大 势力中国具有 口强的 豆进 市场 ； 之与

， 大 势力，也 势力， 大相反的 点 认为 中国不 在 豆 口 场 以形 的 进 市场观 则 存 进 市 难 成买方 与相应 豆 口 份

（ 、 ，位 忠 王军额的地 不匹配 马述 2012；司伟、张猛，2013）。

大 、 大 ， 一 大 ，防范 豆进口 保障 出发 为 调整 豆进 构 进从 风险 豆进口安全 学者 致认 应积极 口市场结

一 大 来 ，步拓 源展 豆进口 市场 、元 均衡地 宽 口贸易渠道多 拓 进 ， ，索新 替 国探 的 代 布化贸优 易 局（赵

钰、 ，浩殷 郑志 2015； 晓 等王 莉 ，2020）； 来协 源调好进口 国的优先序， 大处理好 豆 与国内进口增加

大豆产 展业发 、 力出 的关口国潜 释放 系（叶兴庆，2020）。 大 了上 为防范 豆 提供 有益述观点 进口风险

，也 障启发 为保 大 了安全的实 路 明确 方向豆进口 施 径 。诸多 采 、 、学者 多 化 数法用 元 指 投资组合理论

划 对 、 布 、 了丰多 标 模型 化 等能源进 能源进口风 行 富目 规 等方法 优 石油 天然气 口 局 降低 险进 的研究与

讨（例如探 Yang et al.，2014；Zhang et al.，2017；Kong et al.，2019；Bigerna et al.，2021）， 本为 研

寻 整究探 合理调 中国大豆 结构进口市场 、 大 布 了 。优化 场 体方案提 重 参考豆进口市 局的具 供 要

双 ，中国提 构建 内 际 环相 展 局出 国 国 循 互促进的新发 格 、推进 市 通以及防是 国内 国际 场更好地联

外部风险的 战略范和化解 重要 部署， 对 布于 外 的 之中将贯穿 贸易发展 谋篇 局 （ 淼杰余 ，2020；刘志彪、

辉凌永 ，2020）。鉴于此，本 场 体相互依 的 角文基于市 供需主 赖 视 ，对大豆进口依 性风 进 考赖 险 行 察，

， 大 布 、 大从防 依 性 险出 发 化 豆进口 障 豆进口安范与化解进口 赖 风 发 探索新 展格局下优 市场 局 保 全的

。具体可行方案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进口依赖性风险指标构建

对有 于 性已 进口依赖 风险的研究多以 度衡量进口依存 ，即 ，国 量的比例进口量占 内消费 一指这 标

在有关粮食 全的 究安 研 中得到广泛应用（ 、 ，中 远例如杨贵 谭 发 2010；卜 ，伟等 2013）。 ，但是 上述

对 ， 了 对方 虑进口国 市场的依赖 略 进 求主 给 生的法单纯地考 国际供给 性 忽 口国作为需 体 国际供 市场产

。重要影响 Friedman and Lebard（1992）从 场供需主 赖市 体相互依 的视角， 了提出 评估 险 方法风 的 ，

对 了 （ 龙 ，国内学 此方 进 拓 应用者 法 行 展 傅 波等 2001； ，刘林奇 2015）。本 一 ，文 鉴 方法借 这 将进口

对 对 ， 较国 赖性与主 进口需求市 依赖 测算 比 者国 际市场的依 要出口国 场的 性同时纳入 系统 通过 前后两

， 。 ， 对依赖性 低 考察进 风 者高于后 时 表示进口国 际市 存 进 依水平的高 口依赖性 险 当前 者 则 国 场 在 口

； 较 ， 对 ， 。赖 与 者 比水 低 国而言 并 口依赖性风性风险 当前者 后 相 平相当或 时 则 于进口 不存在进 险 为

， 本 一克服 口或 度 估进口或 性风险指 不 在此 文逐单纯地以进 出口依存 作为评 出口依赖 标存在的 全面性

对 对 ，建 画进口国 国 市场 赖 水 以及 依 性 平的 将 标构 刻 际 依 性 平 出口国 进口国 赖 水 综合指标 两个综合指

。之比作 口依赖性风 指标为反映进 险的

， 对 一 来 （ ）口国 国 的依赖性 标表示为具体而言 进 某 进口 源 出口国 水平的指 ijR ， 三 子以 个 指标

综合反映：①
1
ijR ， 一表示进口 某 品的进口量 该产 国 产 之比国 产 与 品 内 量 ；②

2
ijR ， 一某表示进口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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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国 口的 量 量之比源 进 该产品数 与其进口总 ③
3
ijR ， 来 （ ）表 国 出口国 出 产品示进口 源 口该 的数量

界市 份在世 场中所占 额。其中，
1
ijR 越高， 对意味 国际市场 水着进口国 的依赖性 平越高；

2
ijR 越高，表

对 来 ；示 口 该 源国的依 性水 越进 国 赖 平 高
3
ijR 来 （ ）反 进口 口 产 的世 有映 源国 出口国 出 该 品 界市场占

率，
3
ijR 越高， 来 大进口国从 口的可能性代表 该 源国进 越 ， 对 来味着 口依 越意 该 源国的进 赖性水平 高。

三 子 ：个 指标具上述 体表示为

1 /ij ij ijR IM Q （1）

2 /h
ij ij ijR IM IM （2）

3 /ij hj wjR EX EX （3）

1 2 3
ij ij ij ijR R R R   （4）

（1）～（4）式中，i、 j分别 国 口的产品表示进口 及其进 ，h 来示 口 源国表 进 （出口国），w
表示 界世 ， ijIM 示表 i国 j产品的进口量， ijQ 表示i国 j 品 国内产 的 产量，

h
ijIM 表示i国来源于h国

的 j 品产 的进口量， hjEX 为h国 j 品的产 出口量， wjEX 表示 j 。产品 口量的世界总出

对 一进 依赖性水 表示为出口国 某 口国的 平的指标 hjO ， 三 ：同 指 反映样通过 个 标综合 ①
1
hjO ，表

示 ；口 该产品的出 量与 国 产 之比出 国 口 其 内 量 ②
2
hjO ，表示 一口 某 的国 在出口国出 至 目 的出口量 其出

；中所占比口总量 重 ③
3
hjO ，表示 一口国这 产品进 的进口 世界市场占 率有 。 ，其中

1
hjO ， 示越高 表 出

对 ；进口市场 水平越高口国 的依赖性
2
hjO 对 一 ，口 口国市场 依反映该出 国 某 进 的 赖

2
hjO ，越高 意味着

对 ；出口 此 口 的依该 国 进 国 赖性水平越高
3
hjO ，反 进 国该 量 的占有率映 口 产品进口 在国际市场

3
hjO 越

， 着出口国越 能出高 意味 有可 口该产品至 一 ， 对 。这 进 进 依赖性水 述指标口国 即 该 口国的 平越高 上 具

：体表示为

1 /hj hj hjO EX Q （5）

2 /i
hj hj hjO EX EX （6）

3 /hj ij wjO IM IM （7）

1 2 3
hj hj hj hjO O O O   （8）

（5）～（8）式中， hjQ 表示h国 j产品产量，
i
hjEX 表示h国出口至i国的 j产品的出 量口 ， wjIM

示世表 界市场 j 总 口产品的 进 量。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大豆进口依赖性风险及市场布局优化分析

- 7 -

将指标 ijR 与指标 hjO 作比，表示为 ijP ， 为衡量进 品进口依赖 险水作 口国某产 性风 平的指标。若

1ijP  ， 对 一 来 （ ） 对则说 某 国 出口国 水平高于 者 性水平明进口国 进口 源 的依赖性 后者 于前 的依赖 ，

意 着 口国存在进 依赖 风味 进 口 性 险；若 1ijP  ， 对 对 对说明 的 赖 水平 国则 出口国 进口国 依 性 相 于进口

，对 ，赖性水平 口国而言出口国的依 更高 于进 。并 在进 险不存 口依赖性风 ijP ：具 下体表示如

/ij ij hjP R O （9）

（二）优化大豆进口市场布局的方法

大 ，和防范 豆 出发 借鉴从化解 进口风险 Kong et al.（2019） 对 、 讨油 险 探 原油针 分散原 进口风 进

，本 采 划 ， 大 布 。口 优策略的研 文 用 线 规 法 探 市 局 可行最 究 非 性 方 索优化 豆进口 场 的 方案

划 ：性 论逻辑在非线 规 方法的理 于 小 大 ，化 豆进口风通过最 险 来 大算可 口 豆测 从各 源国进 的最优

。 大 本 ， ， 来此 进口风险 文所测度 赖 指标值 除 之 还包括进口值 处的 豆 主要是指 的进口依 性风险 此 外 源

（ ） 大 大 。 ：国 出 国 豆 给风 市 集 度指 型口 的 供 险以及 豆进口 场 中 数 具体模 表示为

     2
min

h

h h h
ij ij h r ij ij ij hj

h
Z P r IM IM IM Q        （10）

. . h
ij h ij ij ij

h h
s t IM Q S D     （11）

0 h
i hIM Q  （12）

（10）式中， ijZ 为i国 j产品的 险指数进口风 ，以进 赖性口依 风险指标值、 来进口 源国（ 国出口 ）

、 三 。险 进口市 指数 者之供给风 场集中度 积表示
h
ijP 为i国 j 对产品 于h国的进口 赖 风险指标值依 性 ，

 2h
i i

h
IM IM 示表 i国 j 品产 的 ，进 市场口 集中度 hr 和

hr
 表分别 示h国 政治 及的 风险指数 其波动

率， 大映其 豆供反 给风险。
h
ijIM 和 hjQ 分别表示i国从h 进口国 j 量产品的进口 、h国 j 量产品的产 ，

   
h

h
h r ij hjr IM Q  小越 ，意味着从h国进口 j 小临的供应产品面 风险越 。 ijS 与 ijD 分别表示i国
j产品的 。（存 与消费量库 量 11）式 约束 件为 条 ， 大 大示 的实 满 国 的 豆表 豆 际供应量应以 足 内 需求为

。础基

（三）数据来源

对 大 口依赖性 度于中国 豆进 风险的测 ，本文采用的主 据包要数 括中 大 大界主 国国及世 要 豆出口 的

出口贸易豆进 量、大 等豆产量 ， 来 计数据 源 商 统 数据库为联合国 品贸易 （UNComtrade）①
联 国粮和 合

计 （农组织 数据统 库 FAOSTAT）②
。

对大 布 ，本 大 大在 进 市场 主 运 的数 界 国的 豆出豆 口 局的分析中 文 要 用 据包括世 主要 豆生产 口量和

①
数据来源：https://comtrade.un.org/data。

②
数据来源：https://www.fao.org/faostat/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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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以及中国 口量 数据产 豆进 和消费量等 ， 来 计联 品贸易统数据 源于 合国商 数据库（UNComtrade）、

计 （合国粮农 据联 组织统 数 库 FAOSTAT） （国农业部和美 USDA）①
。 来 （ ） 大口 国 出口国 的进 源 豆

供给 险 过 口国风 通 出 的 （数政治风险指 hr ） （其 动率及 波
hr

 ） ，本 用 务集团反映 文运 政治风险服

（political risk service，PRS） 布公 险评估指数的国家风 （ICRG） 大豆出 风险表示 口国的供给 ，该政治

险 的区间为风 指数值 （0，100）， 高其数值越 ，表示政 平治稳定水 越高， 国供给风 越该 险 低。根据 ICRG

指数值，将 hr 转化为： 100hr ICRG  ， hr 小越 ， 小示 口国表 出 政治风险越 。
hr

 政 风 指数为 治 险

， 来 。用 险的波动的标准差 表示政治风 率
hr

 小， 小， 。该国政治风 动越 稳定越 代表 险波 该国供给越

四、中国大豆进口格局及进口依赖性风险分析

本 对 大 ， 一 ，国 格局进行 进 步从市 体 赖的视角 时 虑部分先 中 豆进口 总体把握 场供需主 相互依 同 考

对大 来 大 对 ，中国 豆进 源国 主 豆 口国 市 的 赖性口 及 要 出 中国进口需求 场 依 考察中国大豆进口 风依赖性

。险水平

（一）中国大豆进口格局分析

来近年 ，中 大豆进口呈国 持续 速增快 长 势之 ，对 三的依 表 面国际市场 赖性突出 现在 方 （见图 1）。

一其 ，大 存度持续豆进口依 走高。1996年， 足不 8% 大 求需要通 进 满足的 豆需 过 口 ；到 2020年，80%

大以 的 豆 求 赖 口满上 需 依 进 足。 二其 ，大 世 市 份额豆进口占 界 场 逐渐攀升。1996年， 大 量中国 豆进口

为 110.75 ， 大万吨 豆贸易总量仅占世界 的 3.57%；2020 ， 大中国 界市 达年 豆进口占世 场份额高 70%。

三其 ，大 口市场高豆进 度集中。1996－2020年， 大中国 豆进 中 处于高位 徊口市场集 度始终 徘 ， 三大前

来进口 源国市 占有 持 在场 率 续 95%～100% 。间之

图1 中国大豆进口格局

来 ：数据 源 根据UNComtrade 。测数据 算

①
数据来源为：https://ipad.fas.usda.gov/cropexplorer/cropview/commodityView.aspx?startrow=1&cropid=2222000&sel_year=

2020&rankby=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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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大 对 大在 国 豆 性 高的同时 口国 中国 豆 需求 性中 进口依赖 水平持续走 主要 豆出 进口 市场的依赖

也有所增强。 一其 ， 大中 口占世界 不断攀升国 豆进 市场份额 ，如图 1所示，2020年 额高达所占份 70%，

大表 中 在 豆国际市 中明 国 场 来扮 着 越 要的 色演 越 重 需求主体的角 。 二，其 大主 豆出 抢要 口国竞相 占中

市场国需求 。 大 龙 斗主要 中国 豆进口 中可出口国在 市场 谓 争虎 ， 的市 断相应 场地位不 变化。 表如 1 所

示，1996－2000年期间，美国一直是中国 大 来豆 国最主要的 进口 源 ，来 大源于美 的 进口量占国 豆 中国

大豆进 总 的 重均口 量 比 高于 50%。2001年开始， 大国 进 市场中 豆 口 格局由 国美 变为美国主导逐渐转 、

阿根廷、 三大 来西 主要进口 相互巴 源国 竞争之势，来 美国源于 的进口 场市 所下降份额有 ，来源于阿根

的进口市廷 场份额 中稳 有降，来 势于巴西的 口 场份额呈现 慢递 之源 进 市 缓 升 。2006年，来源 巴西于 的

大 份 达进口 豆市场 额 到 41.15%，超越美国 35% 场的市 份额， 一大大 来国的第 豆成为中 进口 源国。此后，

大美国出 场份口市 额再度扩 ，2009 大 大美国 国 口量在中 市场中所年 出口至中 的 豆出 国 豆进口 占比重扩

至 50%以上， 场份额超 其 各国市 越 他 。2009－2013年， 少美国 场份 逐 减市 额 渐 ， 西市巴 场份额逐渐扩

大，2013 ，年 西 场份巴 市 额扩张至 50.19%，超越了美国。2013 ， ，后 巴西市 有所波动年以 场份额虽

一 势；但 呈进总体 步扩张态 ，比而相 言 ，市 逐渐缩减美国的 场份额 特别是在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

生后， 小市场份额 至美国 缩 20% 右左 。 三其 ， 大中国已 为 豆 口 的 要目成 出 国 主 标市场。从图 2 以可 看

出， 西巴 、美国、 三 大 大 长国 的 豆比重 增阿根廷 出口至中国 均出现 幅 。1996年，三 大国出口 国的至中

大 口总 别豆占其 豆出 量之比分 为 1.45%、3.31%和 5.74%，2015 分别增至年 73.77%、58.93%和 81.00%。

2018年后， 国出口占 滑美 比出现下 。2020年，三 大口至中国 豆 其出口总量 比分 为国出 的 占 之 别 77.47%、

40.10%和 86.10%。

图2 主要大豆出口国出口至中国的市场份额

来 ：数 源 根据 据UNComtrade 。数据测算

表 1 中国主要大豆进口来源国市场占有率 单位：%

份年 西巴 国美 阿根廷 大加拿 其他 年份 巴西 美国 阿根廷 大加拿 他其

1996 4.76 77.62 10.65 0.92 6.05 2009 37.59 51.25 8.80 0.73 1.63

1997 15.30 82.29 — 0.49 1.92 2010 33.92 43.06 20.42 0.1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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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29.48 54.82 12.25 0.54 2.91 2011 39.32 42.37 14.84 0.74 2.73

1999 19.92 56.61 22.32 0.95 0.20 2012 40.92 44.48 10.10 1.08 3.42

2000 20.34 51.96 26.72 0.55 0.43 2013 50.19 35.09 9.66 1.32 3.74

2001 22.67 41.08 36.02 0.12 0.11 2014 44.82 42.06 8.41 1.21 3.50

2002 34.55 40.82 24.52 0.11 0.00 2015 49.06 34.78 11.55 1.31 3.30

2003 31.20 39.98 28.75 0.06 0.01 2016 45.53 40.72 9.55 1.74 2.46

2004 27.76 50.41 21.76 0.06 0.01 2017 53.31 34.39 6.89 2.14 3.27

2005 29.90 41.55 27.82 0.05 0.68 2018 75.07 18.90 1.66 2.04 2.33

2006 41.15 35.00 22.02 0.05 1.78 2019 65.11 19.21 9.92 2.56 3.20

2007 34.34 37.54 26.86 0.06 1.20 2020 64.07 25.80 7.43 0.24 2.46

2008 31.13 41.22 26.31 0.04 1.30

来 ：数据 源 根据UNComtrade 。据测数 算

（二）中国大豆进口依赖性风险测算结果分析

对 大 进口 进 把握的基在 中国 豆 市场格局 行整体 础上， 一 从市场供 在 赖关系的进 步 需主体存 相互依

角视 ， （用运 1）～（9）式的进口 赖性 险 标依 风 指 算测 中 大 性 险国 豆进口依赖 风 。 了除 、 、美国 巴西

三 来廷 源国之外阿根 个主要进口 ， 来近年 ， 大在加拿 中 大 头国 豆进 场中口市 逐渐崭露 角（见表 1），

2019 来 大 大拿 豆市场份年 源于加 的进口 额将近 3%，故本文主要考察中 对 大上 主要 豆进国 于 述四个 口

来 。源 的进口依赖 风险国 性

表 2 中国大豆进口依赖性风险指标值

份年 西巴 国美 阿根廷 大加拿 年份 巴西 美国 阿根廷 大加拿

1996 18.255 59.271 0.869 0.321 2009 2.471 5.307 0.238 0.006

1997 6.695 62.616 — 0.076 2010 2.298 4.394 0.838 0.001

1998 5.752 42.750 1.040 0.017 2011 3.017 4.081 0.622 0.054

1999 4.026 23.605 0.635 0.008 2012 — 7.505 0.577 0.040

2000 6.646 31.410 1.213 0.182 2013 — 6.542 0.766 0.041

2001 5.602 22.790 1.906 0.054 2014 4.482 6.123 0.460 0.045

2002 3.650 11.505 1.057 0.035 2015 5.314 5.497 0.712 0.009

2003 3.425 4.777 0.969 0.025 2016 4.412 5.743 0.485 0.030

2004 2.862 7.552 0.633 0.018 2017 4.631 4.312 0.254 0.021

2005 3.522 7.114 1.031 0.067 2018 6.093 7.277 0.037 0.011

2006 3.077 5.099 0.684 0.035 2019 — 4.586 0.654 1.172

2007 3.578 5.314 1.264 0.029 均平 5.345 22.157 1.022 0.068

2008 2.398 4.240 0.958 0.019

：注 “—” 。不可获表示数据

来 ：数据 源 根据UNComtrade和FAOSTAT 。数据测算

从表 2 ，可以看出 中 对 大 来个主 源 口依赖性 值国 四 要 豆进口 国的进 风险指标 存在 。显 体著差异 具

来看，1996－2019年，中 对 大 大国 美国和 西 豆进口依赖 风险 标 均巴 的 性 指 值 于 1，均值分别为 2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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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5。 言相比而 ， 国中 对 国的 性美 进口依赖 风险指标值高于对巴西 赖性风险指的进口依 标值，尤其是

在 2005 。年以前 表明这 ，中国对美国和 进口依赖 于巴西的 性水平高 美国 对和巴西 中国大豆 求进口需

市场的 赖 水平依 性 ，即中国从 大美国 巴 两 进口 依 性 险的和 西 国 豆是存在进口 赖 风 ，从美国 口进 大豆存

尤 。口依赖性 重 美国和巴在的进 风险 为严 西是中国最主要的两 大个 豆 来进口 源国，进 国和巴西口自美

大的 豆 国占中 大豆进口总量 长额的份 期高于 70%。这 一进 步说明，当前中 权国粮食进 的主 并 完口 动 非

掌握全 在己方手中（ ，晶朱 等 2021）。 ，相 而言比 中 对 廷 性风险国 阿根 的进口依赖 指标 大 分年值绝 部

小份都 于 1，仅在 2007年以 年份 介前存在个别 的指标值 于 1～2之间，2008 小年以后的 于指标值都 1，

均值约为 1； 对中国 大拿 依赖性风加 的进口 险指标 小值各年份均 于 1，均值为 0.068。这说 ，明 国从中

大 大 。进 豆 不存 赖阿根廷和加拿 口 均 在进口依 性风险

表明由此 ，仅从中 对国 大豆 际市场具有 性国 依赖 一这 一单 视角， 地单纯 基于中 大 进 度国 豆 口依存

较 来高的事实 判 大 ，豆进口依 由评 中国 赖性风险 此 的得出 中 大 较国 豆 口 险 高的结论进 风 仅不 笼统，而

无 全面且 法 反映中 大要国与主 豆出口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尤 大 大 大中国作为 口国在其是彰显 最 的 豆进

。豆国 场中 重要际市 发挥的日益 的作用

五、中国大豆进口市场布局优化的可行性分析

来 ，的总 说 中 大 来豆进口依 主要 自巴国 赖性风险 西和美国， 对需要 中 大豆进口依 性 险开展国 赖 风

对有针 的防 与性 范 解化 。 时同 ， 大 大 对大 力也中 市 需 豆出 吸 现国巨 的 豆进口 场 求 口市场的 附能 逐渐显 。

，因此 应充分发挥中 大 大 力 势国巨 的 豆 需求市场 潜 的优 ， 大 ， 大豆进 市 推进 豆进优化 口的全球 场格局

布 ， 大 。元化 局 以 解 依赖性风口市场多 分散和化 豆进口 险 ， 大 来那 中国 豆进口 国之 的 场 系么 源 间 市 关

？ 大 布 ？如 市 多 化 局 可何 推行 豆进口 场 元 是否具有 行性 本部分 来过构建进 的进口需求通 口 源可分 系统

，对模型 大 来 ， 大 布之间 互 场关系进 明晰优化 场豆进口 源国 或竞争或 补的市 行分析 以 豆进口市 局的可

行路径。

（一）中国大豆进口来源国的市场关系分析

大 来 叉 ，豆 口 国之间的市 竞争 系 替 关系 格 性 量 借 求进 源 场 关 及 代 可以通过交 价 弹 衡 助进口需 系统

， 大 来 一 ， 对 来 叉 。不同 豆进 入同 需求系 够实 交 价 测模型 将 口 源国纳 统 能 现 进口 源国 格弹性的 算 现有

研究中，对 采进 系的研究 种口市场关 主要 用两 方法：Rotterdam 型和近乎 想 线性需求系模 理 的 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简称AIDS） 。 来 双对 ，型 者 于 数 的 分 式 属 间模 前 源 线性需求函数 微 形 于参数空

近似， 加很强的除非施 约束条件，否则该模型 恰当 者的不能 地反映消费 偏好（Moschini et al.，1994）；

， 一 ， 小根 学的消费 其建模思 定 系和 定的 用 平下 利用支 最后者 据经济 理论推出 想是在给 价格体 效 水 出

化 论 展 求分理 开 需 析。与Rotterdam模型相比，AIDS模 在 映消 运 灵活型 反 费偏好及 算方面更加 ，因此

口需求的研在分析进 究中得以广泛应用。 了 、更准 运为 确 科学地 用AIDS ，分析进口 有模型 市场关系

对学者 传统 AIDS 了 ， 了 来行 拓展 构建 含 种产品的区 进口 的模型进 改进与 包 多 分 源 AIDS

（source-differentiatedAIDS， 称简 为 SDAIDS）模型（赵 钰殷 、郑志浩，2015）。 统传 AIDS 型 基模 是

一 ，于 处 这 假设条 中农产品价市场通常 于均衡状态 件 与现实 格的粘性 一 。 ，的背特征存在 定 离 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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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giannis and Velentzas（1997） （引 修正模型入误差 ECM）对传统AIDS ， 了进行改进模型 构建 动

态ECM-AIDS 。模型 ， ，本 采 来上述改进 果 鉴已有研究 用区 进 源 动态综合 成 借 文 分 口 的 ECM-AIDS

对 大 来 。口 国 市场 分模型 中国 豆进 源 的 关系进行 析

， 来区分进口首先 构建 源的 SDAIDS ， 本基 形式如下模型 ：

ln( ) ln( )h h hk k h h
j j j j j j

k

Ep
P

        （13）

（13）式中， j表示进口国进口的产品，本 大文指 豆。h 一大 来表 进口 源国示某 豆 ，k则表示除

h 来 。国以外的 进所有其他 口 源国 h
j 表示来源于h 的国 j 品在进口国产 的 j产品 口 量 占的进 总 中 比

重。
k
jp 为来源于k 的国 j 品 进口产 的 价格， 来进 量的比值通过 口额与进口 获取。E表示进口国进口 j

的总产品 支出，� 合价代表综 格指数，以 stone价 表示格指数 。
h
j 、

hk
j 、

h
j 为待估参数，

h
j 误为

。差项

一 ， （进 差 型步 引入误 修正模 ECM），建立动态ECM-AIDS ， ：模 表示为型

, , 1 , , 1ln( ) ln( )h h h hk k h h
j t j j t j j t j t j t

k

Ep
P

              （14）

与（13）式 比相 ，（14）式 了一加 差 过程增 阶 分 ，t表示年份， 1t  一后为滞 期，在 变量自 中增

一变加因 量的滞后 期 , 1
h
j t  ，

h
j 了反映 价格粘性 ，响的影 , 1

h
j t  。为误差项

模型 、 对参数 性 齐 性需满足可加 次性和 称 的需求 。 ， ：特性 其中 示为加总性表 1h
j

j h
  ；

0hk
j

h
  ； 0h

j
j h

  。 ：齐次性表示为 0hk
j

k
  。对 ：称 为性表示

hk kh
j j  。

（根据 13） （和 14）式 叉 （可 到马歇尔交 性得 弹
hk
j ）和 叉 （克 交 性希 斯 弹

hk
j ），其表达式分

：别为

( )hk hk h h k h
j j j j j j       （15）

hk hk h k
j j j j     （16）

来区 进 源的分 口 SDAIDS 于 与局部可 定模型是基 产品加总性 分性的假 。本 一文研究中 及 种仅涉 产

，品 因而 需无 ， 来 ， ，进 分 检验 但由 同进口 源 行 总性检验行局部可 性假设 于包含不 国 仍需进 产品加 以

来 大检 源于不同国 的进 豆 间 否完验 家 口 之 是 全可替代
①
。 参在此 照Hayes et al.（1990） 对的 法 模做 型进

，品 原假设行产 加总性检验 0H ：
h
j j  ；

h
j j  ；

h
j j  。

对 大 ， 大中 需求模型的 加总 显示 口国 豆进口 产品 性检验结果 中国 豆进 无需 来分进口 源区 的原假设

①
完全可替代表示不同进口来源国的大豆为同质的，即进口自不同国家的大豆市场份额完全取决于各国大豆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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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 ， 来 大 ， 。的显著 被 说明 不同 口 国的 豆是被 为不 质 不 完全性水平上 拒绝 这 进 源 视 同 的 能 替代

本文运用 似近 相 回归不 关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方法， 计了 大国估 中 不同 豆进口

来 叉 。源国之间的交 弹性 鉴于 叉希克斯 性交 弹 了 ， 大剔 产生 能 反映不同除 收入效应 的影响 更 准确地 豆

来 国之间的 与 系进口 源 替代关系 互补关 ，故在此本文 大 来以 同 豆进口 源 之间 希 斯不 国 的 克 叉交 弹性估

计 析 容值为重点分 内 ， 讨中探 大国 豆进口 ，场市 关系 以 大豆进口市明确 场多元化布局的可行性。 计估

果如结 表 3 。所示

表 3 中国不同大豆进口来源国之间希克斯交叉弹性的估计结果

巴西 美国 阿根廷 大拿加 其他 家国

巴西 0.799 0.144*** -0.152 0.022*

（1.63） （3.98） （-1.53） （1.76）

美国 0.701 0.166*** 0.318** 0.007

（1.63） （6.56） （2.51） （0.80）

阿根廷 0.325*** 0.427*** -0.012 0.034*

（3.98） （6.56） （-0.56） （1.93）

大加拿 -7.026 16.726** -0.237 0.081

（-1.53） （2.51） （-0.56） （0.66）

其他国家 0.458* 0.160 0.301* 0.042

（1.76） （0.80） （1.93） （0.66）

注：①表 3中 国家是指 巴的其他 除 西、美国、阿根廷、 大 来 来拿 等 要 口 国以 进 源加 主 进 源 外的其他所有 口 国；②***、

**、*分别表示 1%、5%和10% 。显的 著性水平

表从 3 ， 大 来 。来 大可以看 进口 源国之 现明 争关 西 口价出 中国 豆 间呈 显的市场竞 系 源于巴 的 豆进

来 大 叉 ，格与 廷和其他 进 希克斯交 性 正 分别在源于阿根 国家的 豆 口量的 弹 为 1%和 10% 计统 水 上的 平

， 来 大 来 大 ， 大著 明 源 豆 源 阿根 国 均存在替 中国显 说 于巴西的进口 与 于 廷和其他 家的进口 豆 代关系 在

。来 大 来 大 大豆进口 中相 美国 价 于阿根廷 豆进口量市场 互竞争 源于 的 豆进口 格与 源 和加拿 的 的希克斯

叉交 正弹性为 ，分别在 1%和 5% 计的 水平上显著统 ， 来 大 来明 源 美 的 口 豆 和表 于 国 进 与 源于阿根廷 加

大 大 ， 。来 大 来拿 进口 代 有竞争性 廷的 豆进口 与 源 的的 豆存在替 关系 彼此具 源于阿根 价格 于其他国家

大 叉 ，豆 希 弹性为正进口量的 克斯交 在 5% 计 ， 来 大平上显著 源 廷的进口 与的统 水 这意味着 于阿根 豆

来 大 ， 。 大 来 大于其他国家 进口 具 替 关系 关 上 豆进 中源 的 豆 有 代 彼此存在竞争 系 述 口 源国在 国 豆进口

， 大 、 大 来 大场中呈现 为中国拓宽 口渠 口 源 及 化 豆进口市 替代关系 豆进 道 推进 豆进 多元化以 合理优 市

布 了 。供 可行性场 局提

（二）中国大豆进口市场竞争格局形成的机理分析

，分 可知根据上述 析结果 大 来 ，中国 进 依赖性风险 要 源 美 和 西豆 口 主 于 国 巴 大在 场中国 豆进口市

中，巴 与阿 其西 根廷以及 他国家、 大与阿根廷美国 及加拿 、 根廷与其他 都存 争关阿 国家 在显著的竞 系。

局市场格 的形成 本从根 上看 场主体是不同市 力 较 。 大之 相 结果 之所 形 如上所述的间市场 量 互 量的 以 成

， 。进口 场 局 要原豆 市 格 主 因有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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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 ， 力， 大第 国 为世 要 在国际市 出市场吸附 国作中 作 界上最主 的 豆进口国 场中彰显 能 中 为 豆

进口“大国” 。的市 所 增强场地位有 显现并

二， 、 、 、 大 大 大 ， 也 长第 美 根廷 加拿 出 仅 豆产量 加 且出口量 呈国 巴西 阿 等主要 豆 口国不 增 而 增

势， 大 ， 对 大 （之 都 中 视 主要 市 竞 增加 豆将 国 作 的 豆出口目标 场 相 中国出口 见表 1）。

三， 、 、 大 大 较 大 较大 大 力。巴西 加拿 出口国存在 豆出 豆出第 美国 等主要 豆 高的 口需求和 的 口潜

本 （鉴文借 赵明正 2015）研究中反 产品出口 品 加值在出 与 内消费之间映主要农 国的农产 产量增 口 国 配

置关 的 口 出弹系 出 产 性概念
①
，对 大 大 势头 力 。出 国 豆出 潜 口产出弹主要 豆 口 的 口贸易 与 进行分析 出

大性 于 1， 大 ； ，产品的产量 用于 于用 费 反之 则表 产量表示 增值 出口的比例 于国内消 的比例 示产品的

。增值 于 费 从图更多地用 国内消 3 ，可 看以 出 2002－2019 ， ， 、 、 大年 除个别年 外 美 巴 加份 国 西 拿 、

大 大乌拉 口 出 性均圭等国的 豆出 产 弹 于 1， 大 小廷 弹性 于仅阿根 豆出口产出 1。 ， 、这 巴西表明 美国 、

大、 大 较 大 ， 大 又加拿 乌 等主 具有 口 中国 豆进 争格局形拉圭 要 豆出口国 高的 豆出 需求 是 口市场竞 成的

一 。因重要 素

， 对 势， 大势，面 当前严 的 际经济形 中 坚持 张 握 济全第四 峻 国 国 主 把 经 球化发展 构建 双国 国内 际

循环相互促进 ， ， 对 大 了 大的 有效推进 贸易的发展 主要 成 强新发展格局 国际多边 不仅 豆出口国形 的吸

力， 大 了 ， 大 必 。且 豆出口提 条件 成为 口 之地引 而 还为其 供 便利化 主要 豆出 国的 争

图3 世界主要大豆出口国大豆出口产出弹性

来 ：数据 源 根据FAOSTAT 计数据 算得到。

①
出口产出弹性=（当年出口量/基期出口量）/（当年产量/基期产量）=[基期出口量×（1+出口增长率）/基期出口量]/[基

期产量×（1+产量增长率）/ 基期产量]=（1+出口增长率）/（1+产量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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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大豆进口市场多元化布局分析

大前中 豆 场 给仍当 国 市 供 以进口为主
①
， 大 ，中 新 展格 利 场 仍将是在 国 发 局下充分 用国外 豆市 今

较长一 大 。 ， 大 ，期内保障 豆 供给 根据 可 豆进口渠 口后 段时 持续 的实践常态 前文分析 知 拓宽 道 推动进

来 大 布 、 大 。源国多 化 进口市场 防 与化解 豆进 依赖 风 的 行路元化是优 中国 豆 局 范 口 性 险 可 径 科学优化

大豆进 市口 场布局， 大 布不 豆 地理 局仅要明确 进口市场的 ， 对来 来还 源要 自不同 国 大的 豆进 量进口数

行合理协调。本 禀部分 赋基于要素 理论，采 划非线性规用 方法， 小 大在最 化 豆 的探索 进口风险 前提下，

大 布 。合理开展 进 市场多元化 的可 方豆 口 局 行 案

， 大 布 。 禀 ，一 丰首 明确 元 局 地理 要 生产并出先 豆进口市场多 化 的 区域 根据 素 赋理论 国 口使用其

， 禀 力 较 势， 力裕要素生产 品 要 定不 产 能 上的比 品供给能的产 素 赋差异决 同国家在 品生产 优 以及产 的

丰 。 ， 一 禀 判 力， 力 大， 。本可 国的资源 断 产品出口潜 口潜 进 可 性越歉 因此 以根据 赋 其 出 越 口 获 高 文

大 禀 判大 ， 大国 豆 产资 评 性的主要 推行 豆进口 多元以世界各 的 生 源 赋作为 豆进口可获 依据 确定 市场 化

布 。 大 禀 大 ，本区域 产 可以通过 直观地反 美 部局的地理 各国 豆生 资源 赋 其 豆产量 映 文根据 国农业

（USDA） 布公 的 2020 大年 界 国 豆产量的 序世 各 排 ， 大以 产 高豆 量 于 150万吨作为选取依据，确 巴定

西、美国、阿根廷、 度印 、巴拉圭等 11 大 布国家和地 国推行 豆进 场多 理区个 区作为中 口市 元化 局的地

域（见表 4）。 次其 ， 大 布豆进口市 局地理区 上在明确 场多元化 域的基础 ，本文借鉴Kong et al.（2019）

，采 划 对（的研究 用 线 规 方法非 性 10） ， 来 大 。式进 求解 析 从 同 源 优 口 以行 分 可 不 国进口 豆的最 进 量

来 大 力：最 与 之差表示 国进口 豆的 潜 如 量高 际优进口量 实际进口量 可从各 源 进口 果最优进口 于当年实

进口量， 大则表示中 国增加 豆国可从该 进口量； 之反 ， 少着应减则意味 从 来 大应 国进口 豆的 量相 源 数 。

囿 ， 一一 计 ， 本 择于 幅 制 法 报 在 文篇 限 无 告历年 算结果 此 选 2018年与 2020年②
计 果的 算结 进行呈现

，计加以分析 表并 算结果如 4 。所示

表 4 2018年与 2020年来源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豆最优进口量计算结果 单位：万吨

2018年 2020年

进口最优 量 量实际进口 差值 口最优进 量 进口量实际 差值

巴西 1232.72 6608.43 -5375.71 356.95 6427.76 -6070.81

国美 1870.43 1664.01 206.42 359.31 2588.76 -2229.45

阿根廷 3283.13 146.40 3136.73 1368.34 745.57 622.78

大加拿 760.26 179.19 581.07 618.41 24.53 593.89

圭乌拉 141.42 119.91 21.52 227.45 165.66 61.79

俄罗斯 356.90 81.72 275.18 432.21 69.32 362.89

①
资料来源：《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若干意见〉发布会》，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

39595/39861/index.htm。
②
最近年份的分析结果更具有参考意义，在此选择爆发中美贸易摩擦的 2018年以及数据更新最近的 2020年的计算结果

分别进行呈现。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9595/39861/index.htm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9595/39861/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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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372.03 0.12 371.91 567.90 6.51 561.39

印度 804.62 0 804.62 2667.45 0 2667.45

巴 圭拉 267.00 0 267.00 242.65 0 242.65

欧盟 88.99 0 88.99 20.55 0 20.55

南非 17.83 0 17.83 2505.85 0 2505.85

计合 9195.33 8799.78 395.55 9367.07 10028.11 -661.04

来 ：数据 源 ① 大 大中 及 要 豆 数国 主 出口国 豆贸易 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数据 https://comtrade.un.org/

data/）；② （量 美国农业最优进口 由笔者根据 部 USDA） 布 据和公 的数 UNComtrade数据计算 。得到

布根据 化市 区中国从多元 场 局地理 域中的11 来 大个 源国家 进口 豆的 其 口和地区可 最优值及 实际进

计量的合 值，可知：2018年， 计最优进口 合 为量 9195.33 吨万 ， 计际 口量实 进 合 为8799.78万吨， 高前者

， 大 小 ， 一 力 ；后 说明 进 的前提下 进口潜 可以 而于 者 在确保 豆 口风险最 化 存在 定的 拓展 2020 ，年 最优

计和实 合进口量 际进口量 分别为9367.09 、万吨 10028.11 ，大 小万吨 口总量已 风豆实际进 超过进口 险最

， 大 长， 大 。水平下的 优 口量 应从整 上适 控 豆 口数 豆 口 险化 最 进 体 度 制 进 量的增 以防范 进 风

来 ，来 大分 巴 进口量在国别 看 自 西的 豆实际 2018年和2020 ，高于最优进 这与年均 口量 前文得出的

从 大巴 存 依赖性风 结果相呼西进口 豆 在进口 险的分析 应。这说明， 大应 减从巴西 口 的数量适当缩 进 豆 ，

大 。 ，缓解 巴西 口 存 的进 除 西 外从 进 豆 在 口依赖性风险 巴 之 2018 ，年 他中国从其 10 区进口个国家和地

大 。 ，豆 口量均低于 进口 可以 从的实际进 最优 量 这意味着 适当增加 上述10 大 ，和地区进 宽国 口 豆 以拓

大 ， 大 。 ， ，来豆进口 从 口 豆存在 进 依赖性风险 中 需 特 指 的是渠道 化解 巴西进 的 口 其 要 别 出 自美国的

进 量实际 口 在2018 小 ， 大 ，年 于 量 然可以增 进口 豆 这与 的分最优进口 意即中国仍 加从美国 前文 析结果

（ 大 ） 矛 ， 了 义。国从 豆 口依赖性 盾 实则阐 次 含 基于供即中 美国进口 存在进 风险 看似 释 更深层 的政策

， 对 大 对 大主 相互依赖视 的考 结 显 中国 依 性 平高 国需 体 角 察 果 示 美国的 豆进口 赖 水 于美国 中 豆进口需

， ， 大 一市场的依 而将政治风 因素 察的 从 口 豆仍存求 赖性水平 险等 加以综合考 结果显示 美国进 在 定的

力。 ：挖掘潜 前 果 上产生差 的 要原因在于可 后分析结 在表征 异 主 2018 ，年 ，受中 贸 摩 影响美 易 擦 中国

大 少国 豆 量明进口自美 的 数 显减 ， 少治 导致实际 所减即政 风险的上升 进口量有 ；但在2020年1 署的月签

一 议 ， 大 ，经贸 承 从美国进中美第 阶段 协 中 中国 诺增加 口 豆 导致2020 来 大年 自美国 进的 豆实际 口量超

过最优进 量口 ， 一 了 大步印证 中国 美国 口 存 进口进 从 进 豆 在 依赖性风险。 美除 国、巴 以外西 ，2020年，

其进口自 他9 大 小 。 ， 、 大、地区的 豆 量均 于最优 量 这 加拿个国家和 实际进口 进口 表明 阿根廷 乌拉圭、

罗俄 斯、 兰等乌克 9 较大 大 力个国 蕴藏着 的 潜家和地区 豆可进口 ， 大 来重要的 豆 口 市场加以可作为 进 源

。 力大小 ，开 和拓 就 体 而言发 展 具 潜 相比于2018 ，年 2020 、 、从 根 巴拉 国年可 阿 廷 圭 欧盟等 家和地区

大 力 ， 大、 、 、 、 大口 豆的进 下降 可从加 拉圭 兰 印 等 豆的进 口潜 有所 拿 乌 俄罗斯 乌克 度和南非 国进口

力 长 势进口 之潜 均呈增 。其中， 尤印 为度和南非 显著，来 大 力两国的 豆 口 分别从自 进 潜 2018年的804.62

、吨万 17.83万 涨吨 至2020年的2667.45 、万吨 2505.85 。万吨

，分 结 可知根据上述 析 果 大 ，当 和巴西进 量 逐渐化解 国和中国应适 控制从美国 口 豆的数 从美 巴西

大 ； 大 ， 大存在 赖 适当增加 进口 豆的 分 阿根廷进 豆进口 豆 的进口依 性风险 从阿根廷 数量 在充 利用从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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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对 大 ； 大、市场潜 的同 注意 范 规 于阿 能 生 进口 险的 时 防 和 避 根廷 豆市场可 产 的 依赖性风 把加拿 乌

、 、 、 、 、 大圭 俄罗斯 度 巴拉圭 欧 南非 区作 展 市场多元拉 乌克兰 印 盟和 等国家和地 为中国开 豆进口 化

布 ，尤 力 大 大 ， 、要区域 其 的 南非作为 要 豆进口替代 场 科 合 地 加局的主 是把潜 巨 印度和 重 的 市 学 理 增

大 ， 大 。 采 布从 豆 数 以分 在 赖性风险 元化市场 局上述国家进口 的 量 散当前存 的 豆进口依 通过 取多 的方

， 大 ， 大 ， 大 ，案 优 场格 防 口依赖性 豆进口的 与化 豆进口市 局 以有效 范 豆进 风险 维护 可持续性 稳定性

大 。保障 豆进 安口 全

七、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结论

首先，本文从市 供需 体 互 赖的场 主 相 依 视角，利用 1996－2020 大 贸 数年 豆 易 据， 了考察 中国的大

进 险豆 口依赖性风 。 ，结果显示 中 对 大 来 ，大要 豆进口 源 依赖 值存 异国 主 国的 性风险指标 在显著差 豆

来 ，依赖性风 于美国和进口 险主要 源 巴西 ，而相比 言 中国 大 大从阿根廷 加 进口 豆并不 在进 依和 拿 存 口

性 险赖 风 。

，其次 大 ，解 进 依赖 发从防范与化 豆 口 性风险出 本 采 来口 源的动文 用区分进 态ECM-AIDS模型，

察考 中 大 来国 豆进 国之口 源 间的市场 系关 。 ，研究表明 大国中 豆进口市场 ， 来呈现 进口 源国竞争关系

显 代关系之间存在 著的替 ，为 大 ， 大 ， 大宽 进口渠道 开 豆进 替 市 推行 元拓 豆 发 口 代 场 豆进口市场多 化

布 了局 供 可提 行性。

再次，本文以世界 大 禀 大 判 ，的 豆生产 为 豆进口可 的评各国 资源 赋作 获性 依据 大行 豆确定推 进口

布多 的地理区市场 元化 局 域，采 划 ，性规 方法用非线 小 大 ，豆 险通过最 化 进口风 来分析可 各 国进从 源

大口 豆的 优进 量最 口 。 大 力，据 优进 口 分 可从 豆根 最 口量与实际进 量 析 各国进口 的潜 提出 大化 豆进优

布口 可行方案市场 局的 。

（二）政策启示

，本基 述研 出于上 究结论 文提 新发展格局下防范 大化解 豆进与 口风险、 大 对障 豆进口保 安全的 策

启示。

第一， 大健全 豆进 依 性风险预警建立 口 赖 与监测 系体 。 计托 运用依 并 云 算、大 术能 技数据等智 化

， 大 ，对 大信息 建 内的主要 易风险智能 平台 豆生和 分析媒介 立包括 豆在 农产品贸 防控 国内和国际 产情

、 、 、 、 ，需 易情况及 信息和数 集 理与应用 成 统化信息共况 供 情况 贸 价格波动 据进行收 分析 处 形 系 享

，对 大 ， 、 ，平台 含 在 的主 全 位 监测 析 控 精准识包 豆 内 要农产品进行 方 的 和动态分 实施科学防 别 有效

。 二， 大 长 。避农产品进 易风 进口 的规 口贸 险 第 构建 豆 贸易合作 效机制 积极推 ，进 区建设 全自由贸易

， 力 ， 大贸 推广和实 全 善进口博览 配套 施 设 服务 包 豆面推进自 协定的 施 完 会 设 建 和 保障工作 开展 含 在

、 ， 、 、 长内的 品 多元化 多 实合作 建立 互利 险共主要农产 贸易领域的 层级的务 互惠 合作共享 风 担的 效

， 大 ， 大 ，作 全包含 豆 要农产品 机 豆等农产 进 跨境电商新 态合 机制 健 在内的主 进口管理 制 发展 品 口 业

大 来 ， 大 力。 三， 大 。拓 并 化 进口 贸 风 的抵 化 市场资源展 优 豆 源渠道 增强 豆 易 险 御能 第 优 配置 豆国际

来 大与平衡当前 要进 豆的合理协调 从主 口 源国进口 进口数量，开 效利用俄发并有 罗斯、 兰乌克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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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巴拉圭、 大 力欧 家和地区 豆 源潜盟等国 的 资 ， 大 来不断拓 豆进 源展 口 地，开 深度展 交融与合作，

进 建 外联推 构 内 动、 势优 互补、相 元化市场互促进的多 格局。第四， 大建立稳定的 际市豆国 场供应链。

力 权 大 ，育具 争 的 粮商和 集团 积极 持 业培 有国际竞 与定价 农业企业 引导和支 粮食企 “走出去”， 续继

放释 “一 一带 路” 议 来 力， 《 》（倡 带 农业 作 充 利用 伙 关 协定的 合 潜 分 区域全面经济 伴 系 RCEP）签

来 ， 耕 、大 、 、 、 ， 大施 遇 开展海 豆生产 加工 物流 建设署与实 带 的良好机 外 地开发 仓储 等跨国经营 豆

， 大 ； 、 、外 验区 打造 业合作示 以 口 管网为 托 基础设施建产业海 合作试 境外 豆产 范区 加强 铁路 港 依 的

少 心 ， ， 大 本。 ， 大和以 贸 壁 为核 制 建 推动 降 第五 加设 减 易 垒 的贸易便利化 度 设 贸易畅通 低 豆贸易成

对 大 扶 力 。 大 术 ， 大 术国 的 持 度 推进 良种 创新 开 种技 的联内 豆产业 豆优 质选育与技 推广工作 展 豆制 合

， 、 、 、 ， 大 ； 大育高产 优 宜 作业的新 种 放 豆单产潜 改革 完 包 豆攻关 培 质 抗逆 适 机械化 品 释 能 和 善 含

， ， 大 ； 一在 品 储 统 畅 产 建立完备 保障方案 进 全内的主要农产 仓 系 通主要农 品流通体系 的 豆应急 步健

大 ，豆 服务生产社会化 机制 构建“政府—企业—农户” 、联动的 大 进口风险 制防控 豆 的协同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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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 of Dependence Risk andMarket Layout Optimization for
Soybean Import of China Under the NewDevelopment Pattern

WEIYanjiao ZHANGHuiyan ZHU Ji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market suppliers and demanders, based on the soybean trade data

from 1996 to 2020,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dependence risk for soybean import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suppliers and demanders. It shows that the risk of China's soybean import dependence mainly com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In contrast, China's soybean imports from Argentina and Canada do not have import dependence risk. So, in order to

alleviate and prevent the dependence risk for soybean import, the study applies a dynamic source-differentiated ECM-AIDS model

to analyze China’s soybean import mark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among China's

soybean import source countries, which makes the soybean import market obviously competitive.As a result, it is feasible for China

to make a diversified layout for the soybean import market. Some countries are designated as the geographical areas of the

diversified layout of the soybean import market depending on their resource endowments for soybean production. Furthermore, the

study adopts the nonlinear programming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optimal import volume of soybean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countries through minimizing the risk of soybean import, which provides specific plans for the diversified layout of the soybean

importmarket.

Keywords: NewDevelopment Pattern; Soybean Import;DependenceRisk;Market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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