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湖南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曾琳丽, 肖东生 

(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湖南衡阳421001) 

摘要: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 提出了影响湖南农产品进出口的因素, 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对四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

定量分析。利用Eviews 软件剔除一个因素以后, 得出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出口总额和农产品关税税率的线性关系, 

从而更准确的了解这些因素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力度, 有利于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 提高湖南农产品的进出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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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 年中国加入WTO 以来, 湖南省对外贸易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在湖南经济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重, 

国外市场需求成为湖南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因而正确分析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因素对湖南省的对外贸易至关重要。 

1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观点 

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白冰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因素研究时, 将国内生

产总值(GDP)、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外经济合作完成营业额作为主要变量, 在详细的实证分析后, 把

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价这一因素剔除, 得出一个多元线性方程[1] 。何泽认为, 影响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因素是汇率、GDP 和产

业结构[ 2] 。郭珉提出了影响进出口贸易额的11个因素, 并对它们建立了计量经济分析模型[3] 。张建华则对贸易条件、GDP 和

产业结构三个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4] 。但是, 国内目前对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分析都是停留在宏观层次, 面对微观层

面上的分析, 或视而不见, 或虽有涉及但缺乏实证, 特别对湖南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更缺乏分析。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方法的基

础上, 借用其合理成份来对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 

2  湖南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2.1  引入变量 

湖南进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有大米、玉米、大豆、棉花、苹果、橘子、食用糖、烤烟、鲜冻猪肉、原棉、原木、锯材、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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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油、乳及奶油等, 涉及了农业、林业和畜牧业。我们所指的农产品就是湖南所有的农林牧畜, 影响其进出口贸易的因素主

要有生产总值、汇率、通货膨胀率和关税水平, 分析如下: 

2.1.1  生产总值 

在研究中国进出口问题时, 国民生产总值(GDP)往往作为一个影响因素来考虑。国民经济越发达, 与国外的联系就会越紧密, 

从而推动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而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最有效的指标就是GDP 。同时生产总值大, 意味着可出口的

产品增加, 生产总值的大小将影响进出口额的大小。那么, 我们研究湖南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可以借助这一指标, 用湖南农产

品的生产总值作为它的一个影响因素。 

2.1.2  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 

汇率对进出口的作用主要通过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来实现。如果一国货币对内购买力不变而对外汇率下降, 那么该国出口商

可从汇率贬值中得到额外利润, 而额外利润提供了调低出口品在外国市场上价格的可能空间, 这将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增

加出口。也就是说, 人民币汇率越高, 外国企业进口中国产品用本国货币表示的相应成本就越低, 中国出口产品数量就相应的

增加。当汇率变动时, 农产品的出口额也会随着汇率的变动呈反向变动。因而, 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进出口额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自2005 年7 月21 日起, 我国的汇率制度由单一的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制度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

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但由于考察的数据是1995 -2005 年这段时间的数据, 而在这段时间中,中国的汇率制度实行的是单

一的盯住美元的汇率, 所以我们所使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来验证汇率对湖南农产品进出口产生的影响。而本文所用的

年平均汇率是每年各时期汇率的算术平均数。 

2.1.3  通货膨胀率 

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会直接影响到该国的消费水平。当我国出现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时, 国内的消费水平将下降, 从而增加

对外贸易出口需求;当出现通货紧缩、价格下降时, 国内消费水平将上升, 从而降低对外贸易出口需求, 增加贸易进口需求。同

时, 当国外出现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时, 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一方面, 由于国外商品的价格上涨, 会导致该国对外商品出口的

增加, 从而增加该国的对外贸易出口需求;另一方面, 由于国外商品的价格上涨, 又会减少本国居民对国外进口商品的消费, 

而转为增加对本国商品的消费, 由此, 一增一减, 最终引起社会总需求的增加。所以, 通货膨胀率也是考虑产品进出口的影响

因素之一。本文也将通货膨胀率作为一个影响湖南农产品进出口的因素。本文用湖南省的消费价格指数(CPI)来代替通货膨胀率。 

2.1.4  农产品平均关税 

从理论上讲, 产品成本越高, 进出口价格越高, 进出口总量就越低。而进出口关税对产品成本有很大的影响, 关税上升, 

产品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反之, 产品成本就下降。因而, 产品进出口总量通过价格与关税成反比例变动。自从加入WTO 以后, 我

国近几年来一直在主动的降低农产品关税。从1992 -1997年, 我国连续4 次降低农产品进出口关税税率, 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

从46.6 %降低到21.2 %, 到2007年, 农产品平均关税降低到了15.2 %。1997 年的农产品进出口额为144.975 亿, 而到了2007 年

1 -7 月份的进出口累计额达到了420.8 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8.1 %。从上述数字上可以看出, 农产品关税的下调对农产品进出

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关税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农产品出口关税为零,而且每个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不一, 因而, 

引用农产品平均关税作为湖南省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因素。 

2.2  建立模型 

根据上述因素的相互关系, 建立如下模型: 



 

 3 

 



 

 4 

 

用Eviews 软件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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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检验与修正 

2.3.1  经济意义检验 

在选取变量时, 选取的都是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变量。如湖南农产品生产总值与湖南省进出口贸易总额成正比关系, 生

产总值增加, 进出口贸易额也增加。同时, 居民消费指数也与进出口关系正相关性。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价升高对进出口贸易

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要看出口额的减少额与进口额的增加额哪个较大, 视情况而定。农产品进出口平均关税则与农产品进出

口成反比关系, 关税的降低有利于农产品的进出口。总的来说, 这些变量基本上符合经济意义。 

2.3.2  统计检验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R2=0.980042), F 统计量的值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 的情况下也显著, 但

是X3 的t 统计量不显著,说明X3 这个变量对Y 的影响不显著, 或者改变量与其它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使其t 值

不显著。 

计量经济各类指标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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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以看出, X1 和X3 之间有较高的线性相关性。同时X3 在上述的统计检验中也不显著, 因此决定剔除X3 。因此, 剔

除部分变量后的模型变为: 

 

2)异方差检验:运用White 检验对该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 得 

 

检验的相关概率为0.238 4 , 说明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性。 

3)序列相关性检验。对模型进行DW 检验, DW=1.822846 , 虽然DW =2 才能说明方程没有自相关和偏相关性。但是也有人认

为DW 在1.5 与2.5 之间都可以认为方程无自相关性和偏相关性。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与偏相关。 

2.4  最终方程及模拟结果 

由以上各步骤得出最终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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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模型的回归结果, t 值以及F 统计值均显著, 且不存在计量经济学问题, 因此最后定型为此。 

3  对模型进行的经济解释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 所选的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有密切的关系, 基本达到了本文研究的目的。 

1)从最终方程可以看出, 湖南农业的生产总值与湖南农产品的进出口总额有正相关的线性关系。每增加一亿元的农产品生

产总值, 湖南农产品的进出口总额就增加33.17 万美元。但进出口总额随着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是因为进口额的增长超过了

出口额的减少。近几年来, 湖南农产品的产量一直位于全国前列, 而进出口额却占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的比重越来越低, 并且

进口比重在增加, 出口额却呈下降趋势。例如, 湖南省水稻产量连年全国第一, 2000 年前大米出口形势比较好, 年出口额都在

1 000万美元以上。但近几年大米出口大幅下滑。2002 年大米出口额骤降至55 万美元, 2004 年也只有68 万美元。湖南大米出

口额占全国大米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6.30 %一路下滑至2002 年的0.14 %、2004 年的0.29 %。同时, 湖南农产品进口

却在增加, 尤其是大豆、原棉、原木、锯材、食用植物油等项, 净进口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都很大。贸易逆差的产生也许与

农产品的出口价格有关。由于湖南农产品的生产力低, 质量低, 单位成本很高, 远远大于国际成本, 这使得湖南农产品的出口

竞争力下降。为了缓解贸易逆差, 湖南应该通过降低成本,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提高农产品品质, 加强精深加工, 提高其附加

值等举措来加大农产品出口的力度, 努力为出口创造条件, 从而增加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 

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湖南农产品的进出口也有正面影响。每增加一个指数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产品进出口额就增加

259.45 万美元。也就是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湖南省农产品的进出口有正相关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提高, 农产品的进出口额

也上升。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 湖南农产品的进口比重在逐年增加, 而出口比重却在减少, 居民消费指数的提高使得进口数量

的增加超过了出口数量的减少, 从而带动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上升。因此, 湖南省还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努力扩大内需, 

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增加农产品的进口数量, 用来弥补出口减少所带来的生产过剩问题, 同时与提

高出口额的其他方法共同增加农产品贸易总额。 

3)关税在农产品进出口当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由模型可以看出, 关税上升1 %, 农产品进出口额就下降489.012 万美元。在

实施促进农产品进出口的策略时, 应把关税这一因素考虑进去。目前对于湖南进出口贸易来说, 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国

家四次主动下调农产品关税, 这对湖南农产品出口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进口关税的下调导致进口农产品成本下降, 进口数

量增加。而本省生产农产品的成本由于生产力低, 出口遇到了阻力, 出口额下降。所以,农产品关税的下调, 并没有使进出口额

增加, 反而使进出口额下降了。湖南农产品对外贸易要想克服这一状况, 就要努力降低农产品成本, 降低售价, 提高质量,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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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产品结构, 这样才能与进口产品竞争, 同时打开国际市场。 

4)汇率在本模型中是一个被剔除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对进出口没有影响, 只是影响较小。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年

我国对美元的汇率没多少实质性变化。如2001 -2004 年,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变化, 一直都是827.27 , 而在2000 年只是

比1999 年上调了0.01 。而现在实行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方法, 汇率波动幅度将扩大, 对湖南农产品进出口的影

响也必将扩大。 

4  结束语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 农产品生产总额、通货膨胀率以及农产品关税确实对湖南农产品进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

于本文考虑的只是2005 年以前的数据, 就目前的发展形式而言, 中部崛起政策提出后, 湖南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 农产品对

外贸易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未来这些因素对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会有所提高,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比

如说汇率等。上述因素或将成为制约湖南农产品进出口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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