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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黄箱政策”的出台，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作用日

益减弱，许多国家逐步设置以进口配额、许可证、检验检疫和技术标准等非关税壁垒为主的贸易保

护措施，同时各国在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章

以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和东盟的贸易面板数据为基础，在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

（１９６２）和Ｐｏｙｈｏｎｅｎ（１９６３）所建立的传统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对原有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改进和

拓展，创新提出使用军事冲突变量去量化非关税贸易壁垒对我国水产品贸易的影响，同时结合双

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究贸易品种和国家区域的差异对于贸易总额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水产品

贸易政策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可根据不同国家背景和贸易种类在区域一体化政策、水产品生产、

物流渠道建设和文化宣传方面进行政策和方法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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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是水产品生产和进出口贸易大国，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和高质量的贸易产品使我国对外贸

易在近些年来有较平稳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

促使消费结构的升级，由于我国生产的水产品富含

胶原蛋白、牛磺酸等营养物质，广受世界各国消费

者青睐。但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关

税壁垒作用的削弱，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和东

盟等国家和地区开始设置以药物残留、技术标准、

产品包装和检验检疫为主的非关税壁垒，以此来加

强本国水产品在多边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目前我国对于水产品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分析

大多数集中在定性和分类研究方面，而量化其对整

个贸易总额影响的研究则较少。扬子江对于水产

品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进行分类以相关贸易摩擦

案例分析，任雪梅利用混合、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

模型分别验证技术贸易壁垒对水产品贸易的影响。

在量化非关税壁垒方面，国际目前多采用案例调查

分析、局部均衡分析、一般均衡模型、关税等价法和

引力模型等方法［１］，由于引力模型相对准确地量化

除关税壁垒以外的贸易争端、政治距离、文化距离、

地理距离以及综合国力对于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

受到新国际贸易理论学者的推崇。

本文一方面拓展模型中的变量、更新水产品贸

易数据，同时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验证贸易品种和

国家地区的差异对于贸易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水

产品贸易实践案例、时事政治以及文化差异，综合

分析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于贸易的具体影响。在统

计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和

东盟各国水产品贸易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

的扩展形式和Ｅｖｉｅｗｓ７．２软件，具体量化非关税壁

垒在双边贸易中的阻力作用，同时使用双因素方差

分析方法解释贸易种类和地区因素对于双边贸易

的影响，最后根据当前我国遭遇的非关税壁垒及其

阻力效应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２　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衡量方法

双边贸易理论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极为相

似，但是在测算两国之间的贸易吸引力时，不能忽

视两国作为独立个体所存在的一些经济、政治、文

化和技术特征，这体现抽象理论在物理学科和经济

领域应用中存在的差异［２］。

为适应经济逻辑研究，设犜ｒａｄｅ为两国之间的理

论贸易额，犛犻狋和犛犼狋分别表示国家犻和国家犼的经济

规模（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ｌｅ），同时设定犇犻犼狋表示两国之间的距

离，可得标准引力模型方程为：

犜ｒａｄｅｉｊｔ＝犆
犛ｉｔ犛ｊｔ
犇２犻犼狋

（１）

贸易引力模型与万有引力模型的不同之处在

于，当计算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时，物体自身的特

性可忽略不计，但是在衡量两国之间贸易吸引力

时，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因素在决定贸易流量方

面不可或缺，所以在考虑价格水平狆ｒ的前提下，假

定总规模犛函数为：

犛犺 ＝犉
犛ｅｃｏ犺狋

狆狉犺狋
，犛ｐｏｐ犺狋 ，犛ｇ

ｅｏ（ ）犺狋 　犺＝犻，犼 （２）

采取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形式，可得总规模

函数为：

犛犺 ＝犓
犛ｅｃｏ犺狋

狆（ ）
狉犺狋

α

（犛ｐｏｐ犺狋 ）β（犛ｇ
ｅｏ
犺狋 ）

θ
　犓 ＞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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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双边贸易中两国之间的距离分为５类，即政

治距离、地理距离、文化距离、技术距离和经济距

离，同样采取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形式，可得距

离效应函数为：

犇犻犼狋 ＝ Π
犽
犱狋犻犼槡 狋，犽＝ｇｅｏ，ｅｃｏ，ｃｕｌ，ｐｏｌ，ｔｅｃ （４）

其中，用贸易冲突频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ｉｏｎ）作为衡量两国之间政治距离的代理变量，用是

否处于同一大洲（ｓａｍ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这一虚拟变量衡

量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用是否使用同一语言

（ｓａｍ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衡量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用居民

中的技术人员密度函数ρ衡量两国之间的技术距

离，最后用是否处于同一经济贸易区（ＳａｍｅＦＴＡ）

衡量两国之间的经济距离。根据Ｌｉｎｎｅｍａｎｎ援引

Ｆｅｒｂｅｒ和 Ｖｅｒｄｏｏｒｎ的观点，经济生活中的变量之

间的关系往往是几何形式而不是算术形式的［３］，因

此将式（３）式（４）代入式（１）并同时在等号两边取对

数可得贸易引力方程为：

ｌｎ犜狉犪犱犲犻犼狋 ＝η＋^αｌｎ
犛ｅｃｏ犻狋犛

ｅｃｏ
犼狋

狆狉犻狋狆狉犼狋
＋^βｌｎ（犛

ｐｏｐ
犻狋犛

ｐｏｐ
犼狋

＋^θｌｎ（犛ｇ
ｅｏ
犻狋犛

ｇｅｏ
犼狋 ）＋ｌｎ犱

ｇｅｏ
犻犼狋 ＋σｌｎ犱

ｅｃｏ
犻犼狋 ＋

Ψｌｎ犱
ｃｕｌ
犻犼狋 ＋υｌｎ犱

狆狅犾
犻犼狋 ＋εｌｎ犱

ｔｅｃ
犻犼狋 （５）

根据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和水产品国际贸易背

景下各国的经济规模，将式（５）中的变量进行调整

和删减，添加军事冲突 ＭＣ（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和区

域贸易协定ＲＴ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两个

虚拟变量以及首都距离与成品油价格乘积这一数

值变量，最终得到量化水产品非关税壁垒的贸易引

力模型为：

ｌｎ犜狉犪犱犲ｈ＝α０＋α１ｌｎ
ＧＤＰＣｈｉｎａＧＤＰｈ
ＰＯＰＣｈｉｎａＰＯＰ（ ）

ｈ
＋

α２ｌｎ（ＰＯＰ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ｈ）＋α３ｌｎ犘ｏｉｌ犇犻狊ｃａｐ＋

α４ＭＣ＋α５ＲＴＡ＋狌 （６）

式中：ＧＤＰＣｈｉｎａ和ＰＯＰＣｈｉｎａ分别表示中国历年国民生

产总值和总人口，犜狉犪犱犲ｈ、ＧＤＰｈ 和ＰＯＰｈ 分别表示贸

易对象国的双边贸易额、国民生产总值和总人口；

犘ｏｉｌ和犇犻狊ｃａｐ分别表示原油价格和双边贸易中两国首

都之间的地理距离；ＭＣ和ＲＴＡ则为军事冲突和区

域贸易协定两个虚拟变量。在对数据进行处理之

前，根据常识对变量系数进行预判，当两国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时，必然会加大对于国外正常质量产品

或者服务的购买，所以α１ 应为正值；人口规模越大，

居民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就越大，从而对于双边贸易

产生促进作用，所以α２ 应为正值；油价越高、两国地

理距离越远对于水产品贸易的运输过程越产生阻

力，所以α３ 应为负值；军事冲突一方面会对两国政

治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会影响贸易协议达成和

物流运输过程，所以α４ 应为负值；区域贸易协议的

签订会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进而促进双边贸易

额，所以α５ 应为正值。

３　水产品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测定

３１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研究的水产品分类以 ＨＳ６分位码为标

准，其中水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和贸易总量来自联合

国贸易统计数据库（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各国历年ＧＤＰ

来自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各国历年人口数来自

国家统计局、贸易协定及其生效日期来自世界贸易

组织（ＷＴＯ）、历年原油价格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各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利用谷歌地图

中的测距功能进行测定。同时考虑到双边贸易额

有时会出现０值的情况，鉴于无法对其取对数，凡遇

贸易量为０的情况均以０．０２５作为替代（Ｋａｂａｓｉ）。

３２　双因素方差分析

对水产品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前，首先要判

定在水产品贸易领域中，国别和水产品种类是否会

对贸易额度有显著性的影响，这种由于国家文化、

饮食结构、政治和地域特色所形成的天然壁垒是影

响中国水产品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方差分析是

通过比较多个总体间的均值是否相同来判定分类

型变量和数值型变量间关系的方法，本文中分类型

变量涉及国家和贸易品种类别、数值型变量涉及贸

易额度，因此引入无交互作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对

国别和贸易种类对贸易额的影响分别进行判定。

水产品贸易品中的分类依照 ＨＳ６分位法进行

查询，各国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

（在水产品贸易种类查询过程中省略 ＨＳ编码中的

后两位并用代替，方便进行统计和归类），可得

水产品贸易类别如表１所示。

在设定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的前提下，对２０１４

年我国水产品贸易数据进行无交互作用的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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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可得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１　水产品贸易分类

ＨＳ编码 种类

０３０１ 鲜活鱼类（Ｌｉｖｅｆｉｓｈ）

０３０２ 鲜活或冷冻鱼类（Ｆｉｓｈｆｒｅｓｈｏｒｃｈｉｌｌｅｄ）

０３０３ 冷藏鱼类（Ｆｉｓｈｆｒｏｚｅｎ）

０３０４
无骨鱼片、鱼头或鱼糜制品（Ｆｉｓｈｆｉｌｌｅｔｓｆｉｓｈｍｅａｔａｎｄ

ｍｉｎｃｅ）

０３０５ 熏制鱼类制品（Ｆｉｓｈｃｕｒｅｄａｎｄｓｍｏｋｅｄ）

０３０６ 甲壳类（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ｓ）

０３０７ 软体类（Ｍｏｌｌｕｓｃｓ）

０３０８ 甲壳或软体类（Ｆｉｓｈ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ｓａｎｄｍｏｌｌｕｓｃｓ）

表２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统计

差异源 ｄｆ ＭＳ 犉 犘－ｖａｌｕｅ 犉ｃ

行 １２ １．２６９８６Ｅ＋１７３．１６４６７２１４３０．０００９２８６８８１．８６９２８９２９２

列 ７ １．０８１６６Ｅ＋１７２．６９５６４８５２４０．０１４３５６３２１２．１２０６３３４７７

误差 ８４ ４．０１２６２Ｅ＋１６

总计 １０３

由于犉Ｃ～犉（１２，８４）＝３．１６５＞犉α、犘－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０９＜０．０５，拒绝原假设，表明国家和地区差异

对于水产品贸易量具有显著性影响；同理可得犉Ｒ～

犉（７，８４）＝２．６９５＞犉α、犘－ｖａｌｕｅ＝０．０１４＜０．０５，拒绝

原假设，表明水产品贸易种类差异对于水产品贸易

量具有显著性影响。通过方差分析可得，国别和贸

易品种类别确实会对贸易额产生较大影响，这种影

响产生的原因正是式（４）中总距离效应（包括文化、

政治、地理、经济和技术距离）在水产品贸易额中的

具体反映［４］。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由于水资

源较为丰富，水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鲜活鱼类方

面，其余经过加工的水产品贸易相对较少；韩国和

日本等地理距离与我国较近的发达国家同样也是

偏好高质量鲜活水产品，且相对于东盟国家，其对

经过加工和冷冻的鱼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需求；以

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地区与我国水产品贸

易较为频繁，双边贸易中涉及水产品的所有种类，

但由于北美地区位置距离我国较远，其更多购买的

是经过加工处理的产品而非鲜活鱼类产品。通过

方差分析可确定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存在文化、饮

食、政治和消费方面的差异，导致贸易额度不同，这

种隐性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水产品多边贸易的发展。

３３　犈狏犻犲狑狊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Ｅｖｉｅｗｓ７．２软件，利用美国、日本、加

拿大、韩国和东盟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期间与中国的水

产品贸易总额及相关变量数据对式（６）中的方程进

行最小二乘法分析，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表格中的

行和列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和国家，每个单元格内上

方数据表示Ｅｖｉｅｗｓ回归结果的系数，括号内数值为

对应系数的值犜，最后３行分别表示可决系数、经过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和犉检验值。

表３　贸易引力模型的犈狏犻犲狑狊检验结果统计

美国 日本 加拿大 韩国 东盟

α０
－４５．８１ －６．８６２ －１０．４９１ －４．５３７ －５．３６８

（－２．９０７） （－０．６５２） （－４．４０８） （－３．５５４） （－６．３８５）

α１
－０．２１７ ０．２７８ ０．０７３ ０．３１３ １．２５４

（－０．３６９） （０．１７１） （０．１３６） （４．７４６） （５．３６７）

α２
１３．８１９ １．４７３ ６．８１４ ０．４１５ ３．８５９

（２．０７６） （４．７５６） （１．０２３） （５．７９８） （３．６８７）

α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３ －３．８５７

（０．４４８） （０．２４８） （０．０４９） （－０．４５４） （－０．５８７）

α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１ Ｎ／Ａ －０．０６９ －５．８４４

（０．７６１） （０．２８９） Ｎ／Ａ （－０．８２５） （１．５８９）

α５
０．１０５ Ｎ／Ａ ０．１５８ ０．１８９ ０．１４５

（０．９１１） Ｎ／Ａ （０．１９４） （１．４０５）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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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美国 日本 加拿大 韩国 东盟

Ｒ２ ０．９７５ ０．８５ ０．９５６ ０．９１２ ０．９０５

Ｒ２Ａ ０．９６ ０．７７ ０．９３４ ０．８４９ ０．８４７

犉 ６３．５３ １０．３２ ５４．６ ４３．２ ５６．９

　　注：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１下通过检验；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下通过检验；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０．１下通过检验；

未通过检验不进行标注．

其中，以中韩双边贸易回归结果为例，根据表３

中的结果，中韩水产品贸易回归方程为：

ｌｎ犜狉犪犱犲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４．５３７＋

０．３１３ｌｎ
ＧＤＰＣｈｉｎａＧＤＰＫｏｒｅａ
ＰＯＰＣｈｉｎａＰＯＰ（ ）

Ｋｏｒｅａ
＋

０．４１５ｌｎ（ＰＯＰ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Ｋｏｒｅａ）－

０．０４３ｌｎ犘ｏｉｌ犇犻狊ｃａｐ－０．０６９ＭＣ＋０．１８９ＲＴＡ

　（－３．５５４）　　（４．７４６）　　（５．７９８）

　（－０．４５４）　　（－０．８２５）　（１．４０５）

从回归结果的犜值来看，方程中各系数分别通

过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１和０．１下的检验，表明各变量

数据在方程中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可决系数犚２＝

０．９１２、调整后的可决系数犚２Ａ＝０．８４９，说明回归模

型对样本数据点的拟合优度较高；犉值为４３．２，说

明回归方程的回归效果显著。

３４　结果与分析

将表３中的回归结果与预期的系数符号进行对

比可以发现，针对韩国和东盟国家建立的贸易引力模

型中大多数系数通过检验并且系数符号与预期结果

相一致。以上述中韩水产品贸易引力模型为例，该模

型说明两国人均ＧＤＰ越高、人口数量越大，两国之间

的贸易量就越多［５］；如果发生海上贸易冲突或者军事

冲突则会对双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导致贸易总

额下降；变量ＲＴＡ前面的系数表明，区域性贸易协定

的签订使两国在文化、政策和食品质量安全体系方面

产生一定的一致性，从而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和繁

荣［６］。从其余３个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虽然有部分

系数没通过检验，但在中美贸易模型中却有一个较为

有趣的发现：按照一般贸易理论，两国ＧＤＰ越高、双

边贸易量越大，但回归结果表明美国ＧＤＰ越高、中美

之间的水产品贸易量越小；其原因在于中美饮食结构

的差异性以及物流过程中水产品质量的下降，美国人

多偏好蛋白质和肉质纤维较高的牛肉和其他动物类

食品，其国内生产的水产品大都能够满足本国居民的

需求，而来自中国的水产品大都经过熏制以及冷冻处

理，与美国本土水产品相比产品品质有较大差距，导

致当美国国民收入提高时会减少对于中国水产品的

购买和进口［７］。

４　水产品非关税贸易壁垒主要类型

４１　技术性贸易壁垒

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检验检疫标准和包

装规范等方面存在差异，在进行商品和服务交易时

贸易冲突和摩擦在所难免，但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

驱使下，这种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差异却会成为阻碍

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主要障碍。２０１５年７月３

日，欧盟《官方公报》刊登欧委会第２０１５／１０６８号实

施决议，以修订于２００２年制订的欧委会第２００２／

９９４／ＥＣ号决议；后者所列的保护措施适用于所有

从中国内地进口、供人食用或用作动物饲料的动物

产品［８］。

４２　产品成分壁垒

产品成分壁垒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相似性，两者均对水产品成分和物质含量方

面提出相应约束；与技术性贸易壁垒不同的是，产

品成分壁垒更加注重水产品自然物质和营养物质

含量而非化学、药物残留以及检验检疫。如美国对

于标有“健康”标签的进口水产品要求必须满足脂

肪和饱和脂肪的含量标准，每５０ｇ食品中钠含量必

须降低到３６０ｍｇ，胆固醇含量不能超过６０ｍｇ。此

外，“生态标签”逐渐成为该类型贸易壁垒的发展趋

势，美国ＦＤＡ规定进口水产品的标签中必须标明

产品特性、净含量、制造商、包装商和销售商的名称

以及地址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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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电子商务壁垒

电子商务壁垒是伴随信息化和网络化发展过

程而产生的一种新型贸易壁垒。发达国家凭借其

技术和经济优势逐渐建立起无纸贸易和无纸通关，

各国对于水产品的标准要求、检验检疫和海关通关

均在网络平台进行，这种发展趋势已成为发达国家

在电子商务全球化进程中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贸

易壁垒。从我国水产品养殖、加工以及服务企业的

现实条件来讲，无纸化的发展方向对基础设施、人

才储备以及资金支持等提出较高要求，所以在短时

间内我国水产品贸易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９］。

４４　反倾销壁垒

倾销与反倾销从国际贸易发展之初便成为贸

易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贸易摩擦同样

也表现在水产品贸易过程。２００９年美国提交对于

原产自我国的冷冻和罐装暖水虾的反倾销申请，最

终经裁定我国存在倾销行为，倾销幅度为０．０７％～

１１２．８１％；２０１２年印度尼西亚以相同理由申请对产

自我国的生鲜或冷藏或冷冻的鲭鱼进行反倾销调

查，最终裁定结果为对该类型商品进行保障措施并

且将我国产品列为重点调查对象；２０１３年美国提出

对来自中国的淡水小龙虾进行反倾销调查申请，最

终裁定结果是对中国淡水小龙虾尾肉进行复审

立案。

５　政策建议

５１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前文对于双边贸易的双因素方差分析中可

以得出，由于不同国家存在文化和政策方面的差异

以及传统文化和饮食结构会使不同国家对于不同

品种的水产品产生差异性需求。这种由传统文化、

贸易保护政策、饮食消费习惯所形成的贸易壁垒可

以通过签订区域贸易协定以及加强多边贸易交流

得以解决。正如中韩贸易引力模型所描述的，作为

整个模型的虚拟变量，区域贸易自由协定（ＲＴＡ）变

量前的系数为０．１８９，这表示中韩两国签订自由贸

易协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双边贸易额的增长即

克服双边贸易壁垒的阻碍。此外，贸易产品推广也

有助于国外消费者了解我国水产品的整体质量和

贸易地位，从而有利于扩大双边贸易份额和推进贸

易品种的繁荣。因此从方差分析和引力模型中

ＲＴＡ的系数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协定

的签署有助于水产品贸易的繁荣发展。

５２　维护水产品生产和物流渠道的安全

在中美双边贸易引力模型中可发现，随着美国

人均ＧＤＰ的提高，对于我国水产品的需求量减小，

这一有悖于传统贸易理论的现象主要归因于两国

间的饮食结构差异以及物流过程中造成的产品质

量损失。此外，模型表明海上捕捞区域的冲突会造

成水产品贸易总量的减少。因此，维护水产品生产

和物流渠道的安全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保

证生产和物流过程中水产品的质量和鲜活程度，以

此扩大国外居民对于我国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

是保障海上渔民合法权益和我国渔业捕捞区域的

安全，从而保证水产品产量和产品供给的稳定。

５３　改善国家贸易形象，积极推进文化宣传

我国应在维护物流渠道和运输线路安全的前

提下，大力提高水产品的加工技术和冷藏条件。此

外，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水产品交流和展销，从思

想和文化层面改变国际对于中国水产品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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