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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收获”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陈人欢

　　2002 年 11 月 4 日中国与东盟 10 国在柬埔寨金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

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为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作为该协定第

6 条的“早期收获”计划 , 要求双方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在 3 年内将《海关税则》中第 01 —

08 章的 593 种农产品 (01 活动物 02 肉及食用杂碎 03 鱼 04 乳品 05 其他动物产品 06 活树 07

食用蔬菜 08 食用水果及坚果) 的税率降到零 , 东盟新成员国可以推迟至 2010 年。2003 年 6

月 18 日中国与泰国又签署了在《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下加

速取消关税的协议 , 规定对第七章、第八章蔬菜、水果产品的关税 , 不迟于 2003 年 10 月 1

日取消 , 使“早期收获”计划提前实施。“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给我国有关农产品的生产

和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

农产品贸易是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农产品主要

有食用果蔬、肉、食用杂碎及鱼产品等 4 大类。2002 年 , 中国对东南亚出口这 4 类产品总额

达 517 亿美元 , 占 8 类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93 % , 其中蔬菜占 40 % , 水果占 3116 %。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和泰国是中国农产品出口东南亚的主要市场 , 2002 年占

97 %。中国从东盟进口的主要农产品包括食用水果及坚果、食用蔬菜、鱼产品等 3 大类。

2002 年 , 上述 3 类产品的进口值为 414 亿美元 , 占 8 类农产品进口额的 9316 % , 其中水果占

4618 %。泰国、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为中国主要进口市场 , 2002 年金额达 410 亿美

元 , 占中国从东南亚进口农产品的 91 %。①

“早期收获”计划实施后给有关各方带来了积极的影响。首先 , 相关水果产品的市场价

格大幅下降 , 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以北京市场上来自泰国的榴莲为例 , 2003 年 7 月榴莲

价格为每公斤 15 元 , 2004 年 7 月降到每公斤 8 元。曼谷市场来自中国的苹果和梨的价格也

大幅降低。

其次 , 降低关税带来了贸易创造效应。2004 年以来 , 由于“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 ,

使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大幅增长。在蔬菜方面 ,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 2004 年 , 我国出

口东盟的蔬菜数量以及出口金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呈量减价增趋势 , 其中蔬菜出口数量为

115127 万吨 , 同比减少 1193 % , 占全国出口总量 19115 % , 出口金额同比增加 3415 %。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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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各成员国中 , 我国蔬菜主要输往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 分别占我国对东盟出口蔬菜金额

的 38125 %和 26107 %。中国和泰国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两国间蔬菜及水果产品贸

易“零关税”以来 , 我国蔬菜出口增长迅速。2004 年 1 —12 月 , 我国蔬菜对泰国出口5 841

万美元 , 同比增长 97191 %。②

在水果贸易方面 , 2004 年间我国柑橘出口越南103 58714吨 , 同比增长 4211 % , 金额达

2 06311万美元 , 同比增长 2615 % ; 同期我国苹果出口印度尼西亚75 19113吨 , 同比增长

4519 % , 金额3 46816万美元 , 同比增长 3612 % ; 出口越南94 69910吨 , 同比增长 4911 % , 金

额2 35912万美元 , 同比增长 4910 %。我国出口东盟的水果占全部出口的份额有所增加。③

2004 年出口东盟的水果为 90163 万吨 , 占出口总量 29 % , 同比增长 17138 % ; 出口金额 3115

亿美元 , 占出口总额的 19 % , 同比增长 2216 %。在东盟各国中 , 印尼和马来西亚是我国水

果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2004 年我国水果对印尼出口 18171 万吨 , 同比增长 63169 %。

在进口方面 , 来自东盟的水果也由于关税的降低而大幅增加。2004 年我国从东盟进口

水果 75132 万吨 , 占进口总量 70109 % , 同比上升 8115 % ; 进口金额 3104 亿美元 , 占进口总

额的 5119 % , 同比增长 26138 %。泰国、菲律宾和越南是我国水果进口的主要国家。2004 年

从泰国进口 27141 万吨 , 同比增长 9818 % ; 从菲律宾进口 29159 万吨 , 同比下降 616 %。

二、“早期收获”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负面影响

“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在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同时 , 也对我国的农业、特别是亚热

带农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1. 增大了我国农产品贸易的逆差数额

根据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的计算 ,
④中国制造业的 RCA 指数为 111617 , 而农产品的 RCA

指数仅为 017125 , 表明中国东盟的优势产业在于制造业 , 而不在于农业。⑤“早期收获”计

划主要涉及农产品 , 它的实施给出口热带水果较多的海南、广东、广西、云南几个亚热带省

区带来的冲击大于东盟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相近 , 气候条件相似 , 榴莲、芒果、红毛丹、椰

子、龙眼、荔枝等几乎所有的热带水果在东盟都能生产。东盟国家的气候条件好、资源丰

富 , 农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 使我国的上述几个省区所产热带水果同泰国等东盟国家的

成本和单位种植产量相比差异显著。以广西为例 , 全省水果种植面积达 117 万公顷 , 1 200

万农民的利益与水果有关 , 龙眼、荔枝总种植面积约占 40 %。龙眼在泰国的收获季节长达 4

个月 , 而广西只有 1 个月 , 且每公顷产量只4 500公斤 , 不到泰国的三分之一。⑥

泰国在热带水果种植方面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 , “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刺激了其向我

国的出口。2004 年我国从泰国进口水果中 , 榴莲、龙眼和山竹三类热带水果 , 合计占进口

水果总量的 9117 % ; 我国出口水果中 , 苹果和梨占水果出口总量的 90 %。在中泰农产品贸

易中 , 我国对泰国出口的多为温带果蔬 , 自泰国进口的则是热带果蔬。由于热带水果在我国

市场需求弹性相对较小 , 市场比较稳定 ; 而我国温带水果在泰国市场受到其他可替代水果的

竞争 , 需求不稳定。可以认为 , 泰国是与中国签署实施“早期收获”的成员中最大的受益

者。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中国和泰国正式实施两国间蔬菜及水果产品贸易“零关税”以来 ,

两国水果贸易增长迅速。2004 年我国对泰国的水果出口额同比增长了 40114 % , 进口额增长

了 117145 % , 但贸易逆差由去年同期的 0152 亿美元扩大到 1138 亿美元。扩大了 16514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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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体双边贸易而言 , 2004 年我国对东盟逆差已从 2000 年的 4813 亿美元增至 20017 亿美元 ,

且有加速扩大的趋势。

2. 对果农利益带来较大的冲击

“早期收获”计划对果农的影响可以用“面广、人多、直接、迅速”来形容。以广西为

例 , 目前广西水果种植面积达 117 万公顷 , 1 200万农民利益与水果息息相关。龙眼、荔枝

两个水果种植面积占广西水果种植面积的 40 %。“早期收获”计划实施前 , 龙眼的关税高达

33 % , 荔枝为 20 %。关税逐渐降至零后 , 直接导致这些水果大幅跌价。据专家估计 , 由于

“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 , 广西的龙眼、荔枝、香蕉、芒果、菠萝等五大果类将直接损失

6133 亿元 , 果农人均损失 8518 元 , 几百万农民面临转产转业。⑧其他几个亚热带省区的情况

与广西大致相似 , 可见冲击之大。

东南亚的果蔬生产成本低 , 有规模效益 , 成熟期略早于中国 , 在没有降低关税之前 , 随

着边境贸易和地下贸易的发展已经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冲击。由于“早期收获”计划从签署协

议到关税开始下调只有一年的时间 , 并且在两年之内将实现零关税 (东盟六国) , 给中国农

业提供的过渡期非常短 , 农民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整。在“早期收获”方案中 , 越、老、

柬三国共提出了 229 种“例外清单”产品 , 把中国具有优势的禽蛋、水果和蔬菜列入了例外

清单 , 而中国出于政治方面和长远利益的考虑 , 并没有提出任何保护某些水果种植的例外条

款。由于农业产业自身具有生产周期长、结构调整慢、受自然条件影响大的特点 , 导致我国

几个亚热带省份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 , 造成利

益的损失。据专家估计 , 三年内我国的龙眼、荔枝的种植面积将至少减少一半以上 , 大量农

民将被迫转产或进入城市寻找工作。

3. 减少了海关税收。目前中国《海关税则》的第七章和第八章规定的蔬菜、水果最惠

国税率的算术平均关税税率是 1511 % , 算术平均综合税率为 30 %。据海关统计 , 2002 年中

国进口泰国水果蔬菜金额 117 亿美元 , 实征关税 119 亿美元 , 增值税 2 亿美元 , 实税款共计

约 4 亿美元 , 占全年关税收入的 0115 %。⑨“早期收获”实施后 , 中国将逐渐失去这部分关

税收入。

三、“早期收获”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 ,“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农业、特别是热带经济作物造成的冲击是相当

大的 , 给果农带来的利益损失是明显的。那么中国缘何要与东盟国家签署该协议呢 ?

1. 有利于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冷战结束以来 , 中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营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 以确保国

内经济建设能够顺利进行 , 而促进与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 是中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

重要部分。“早期收获”计划有利于产生共同利益 , 增进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相互依存 , 为中

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这几年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深 , 其速度要快于东盟与其他大国之间增长

速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资料 , 1990 —2003 年 , 东盟的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从

1 444亿美元上升至4 920亿美元 , 增长了 240 % , 同期东盟对日本出口总额从 273 亿美元上升

至 590 亿美元 , 增长 116 % , 对中国出口从 2613 亿美元上升至 406 亿美元 , 增长 846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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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对日本出口占东盟出口总额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1819 %下降至 2003 年 12 % , 而同期对中国

的出口比例则从 118 %大幅上升至 9 %。在进口方面 , 1990 —2003 年 , 东盟的进口总额从

1 635亿美元上升至4 243亿美元 , 增长了 160 % , 同期东盟对日本进口总额从 378 亿美元上升

至 662 亿美元 , 增长 75 % , 对中国进口则从 48 亿美元上升至 370 亿美元 , 增长了 670 %。东

盟对日本进口占东盟进口总额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2311 %下降至 2003 年 1516 % , 而同期对中

国的进口比例则从 219 %上升至 816 %。在投资方面 , 1997 —2001 年 ,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

占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从 23 %下降至 819 % , 而同期中国所占比例则从 0125 %上升

至 1145 %。�λυ 这些数据说明东盟对中国的依存度在迅速上升。不论从地缘政治 , 还是从经济、

文化方面的联系来分析 , 就我国国际战略安全保障而言 , 中国 —东盟双边贸易额至少应占东

盟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 静态测算2 500亿美元以上才有意义。�λϖ “早期收获”计划是大

幅度提高中国 —东盟双边贸易额、提升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步 , 由此来看其战略意义是深

远的。

2. 有利于推动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截止 2004 年 7 月 ,“早期收获”计划涉及的农产品贸易额仅为 1111 亿美元 , 其中东盟对

中国出口 618 亿美元 , 中国对东盟出口 413 亿美元 , 而 2003 年一年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

已达 780 亿美元 , 2004 年增至1 059亿美元。可见 , “早期收获”计划只占双边贸易额的极小

部分 , 中国签署“早期收获”计划通过加速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的建立 , 推动

西部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

首先 , CAFTA 有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 加快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产业化发

展。在“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以后 , 广西、云南等省区已经兴起了建设一批实现水果和蔬菜

种植、加工、储藏、运输一条龙服务 , 具备完善产业链的产业园区的热潮。在物流方面 , 西

南各省还计划在边境地区和重要口岸建立国际物流中心和大型的多功能国际果蔬专业批发市

场 , 一批进出口农产品交易市场 , 形成面向东盟市场的农产品集散中心。随着 CAFTA 的建

立和发展 , 中国西南省区的地位还将大大提升 , 各省由过去的边陲和交通末梢变为重要通道

和枢纽 , 吸引了东盟各国以及全国各地的官员和商人前来考察、投资、置业 , 兴起了新一轮

农业产业开发热潮。这对于中国正在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十分有利的。

第二 , CAFTA 是中国“C - P - C通道”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中国在加入 WTO 后

的两年内 , 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CEPA) , 启动了 CAFTA ,

正式出台了《泛球江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 PECO) 构想。CEPA、PECO、CAFTA 三大政策迅

速形成一种类似通道、走廊的区域一体化态势 , 学术界称之为“C - P - C 通道”经济。“C

- P - C通道”经济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西部开发战略和能源战略的一种全新态

势 , 给原来的中国 —东盟次区域经济增长合作模式带来创新、注入了活力。CEPA 和 CAFTA

把中国和东盟紧紧地拴在一起 , 是一种创造性的制度安排 , 不仅仅是出于双边经济上的考

虑 , 更重要的是为了促使双方形成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 中国实施“早期收获”计划是一个长期利益大于短期利益、政治利益大于经

济利益的战略选择。虽然短期内“早期收获”的实施使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农产品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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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更趋激烈 , 华南各省区的农业和果蔬产品面临严峻挑战。但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政治经

济学视角分析 ,“早期收获”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安全利益、长期的经济利益和无形

的形象利益 , 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 , 加速我国农业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与此同时 , 我国应积极对国内受到“早期收获”计划冲击的果农做好必要补偿工作 , 引

导他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商业化进程。由于我国对东盟在制造业上具有竞争优势 , 可通过

扩大制成品的出口来补偿热带果农收入上的损失。在农业的结构调整上 , 可通过引进新品

种 , 扩大出口东盟国家无法生产的一些农产品 , 促进农业的“升级换代”。如广西生产的蜜

柑、橙和新引种成功的美国提子就是东盟所没有而又很受欢迎的品种。大蒜、洋葱等蔬菜产

业也是我国亚热带地区可以种植 , 而东盟需求量又大的产品。在热带水果的选种上应选择扩

大种植晚熟优质产品 , 避开东盟水果的上市高峰期出口 ; 在温带水果的选种上则应选择早熟

品种 , 形成规模化生产和出口。此外 , 我们还可以通过延伸产业链 , 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

据统计 , 目前世界上农产品产值的 70 %是通过产后的贮运、保鲜、加工、包装等环节来实

现的。通过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蔬菜、水果和特色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细加工 , 提高

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 可以大幅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竞争力。总之 , 我国可通过政策扶

持、市场引导、科学管理等途径 , 把“早期收获”对农产品生产、出口带来的冲击降至最低

限度。

　注 　释 :
①引自王俊霖 :《“早期收获”计划对我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及我国农业的影响》, 载《东南亚》2004 年第 2 期。

②中国三农信息网 :《2004 年蔬菜市场形势分析与展望》, http : ΠΠwww. sannong. gov. cn

③中国三农信息网 :《2004 年我国水果进出口贸易情况》, http : ΠΠwww. sannong. gov. cn

④显示性比较优势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 RCA) 也称为 RCA 指数 , 是指某种产品在一国或地区的总出口中

所占比例与该产品在世界市场总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 , 通常用来衡量一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如果 RCA 指数大于 1 , 该种

产品的出口具有竞争优势 , 反之则反是。

⑤东盟秘书处网站 : http : ΠΠwww. aseansec. org。

⑥《大西南迎接开放市场挑战》,《　望新闻周刊》, 2003 年第 44 期。

⑦中国农业部 :《2004 年敏感季度蔬菜市场形势分析》, http : ΠΠwww. agri . gov. cn。

⑧《大西南迎接开放市场挑战》,《　望新闻周刊》, 2003 年第 44 期。

⑨引自廖少廉 :《从“早期收获”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双赢》, 载《东南学术》, 2004 年增刊。

�λυ东盟秘书处 : “ASEAN Statistics Yearbook , 2003”, p138 and 140。

�λϖ 《中国东盟攻略2 500亿与“周边首要”的睦邻苦心》,“21 世纪经济报道”, 2004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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