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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色列是高收入国家，农业 技 术 发 达，而 中 国 是 以 农 业 为 基 础 的 大 国，因 此，

双方在自由贸易区 （简称自贸区）谈判中势必会特别关注敏感农产品问题。本文对中

以农产品贸易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中以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要素禀赋差异性较

强、贸易结构互补性较强等特点，并利用主成分分析产生综合指数的方法评估了中国

敏感农产品，对中以自贸区谈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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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参

与贸易自由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深化，这不仅体

现在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演进，而且体

现在不断强化重视和倡 导 双 边 自 由 贸 易 的 地 位 和 作

用［１］。鉴于 ＷＴＯ新一轮谈判还处于胶着状态，中国

签订和开展自由贸易区 （简称自贸区）谈判的国家和

地区数量不断增加，受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贸易发展

的需要，未来自贸区建设步伐可能会进一步加快。

自１９９２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以来，中以双边贸

易发展迅速，中国已成 为 以 色 列 全 球 第 三 大 贸 易 伙

伴和亚洲最大的贸易 伙 伴。中 以 建 交 之 后 的 友 好 关

系，双 方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中 国

市 场 对 以 色 列 的

巨 大 吸 引 力 以 及

中 以 双 方 经 济 上

的 互 补 性 都 将 给

双 方 带 来 了 广 阔

合作空 间［２］。中 以 贸 易 额 在１９９２年 仅 为０．５亿 美

元，截至２０１３年，两 国 贸 易 额 已 超 过１００亿 美 元，

增幅达２００倍；同 时，中 以 关 系 正 处 于 快 速 上 升 时

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８日佩雷斯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无疑会把中以经贸发展推向更高阶段。在此背景下，

签署中以自由贸易协定将对中 以 贸 易 发 展 起 到 积 极

作用。可见，加快 中 以 自 贸 区 谈 判 对 发 展 中 以 双 边

经贸有着深远影响和意义。

在自贸区谈判中，不可回避的就是对双边敏感农

产品的关注。敏感农产品主要是指本国产业或相关产

品中较易受到冲击或产生负面影响的农产品，各国通

常根据自身的利益对敏 感 农 产 品 采 取 不 用 的 降 税 模

式［３］。目前，很多学者对敏感农产品的定义、重要性

以及处理方式展开了研究，而对敏感农产品划分问题

关注得较少，自由贸易协定中对此也没有定论，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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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是，各国根据自身需要灵活制定。如果能够运

用合适的方法对中以农产品贸易中的敏感农产品进行

分析，将对敏感农产品的划分和确定以及对中以贸易

合作、国内生产调整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中以农产品贸易特征分析

近年来，中国和以色列农产品贸易发展良好，贸

易额呈上升趋势，但其数值小，增长比例也小，双方

合作空间仍然很大。另外，中以农产品贸易结构互补

性较大，农产品类别较为集中，中国向以色列主要出

口水果、蔬菜、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而从以

色列主要进口饮料、棉花、糖和糖食等农产品。

中国与以色列农产品贸易额呈不断上升趋势，贸

易间依赖性不断提高。从表１中可以看出，中国向以

色列出口农产品总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２年中国向以色

列出口农产品１．４２亿美元，比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３倍。

中国从以色列进口农产品保持稳定，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中国每年 从 以 色 列 进 口 农 产 品 稳 定 在０．５亿 美 元 左

右。中国对以色列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

位，贸易顺差已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１３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２
年的０．９２亿美元，而且有逐渐扩大趋势。

表１　以色列农业产值及中以农产品贸易概况

单位：美元，亿美元，％

年份 人均农业产值 农业总产值 占ＧＤＰ的比重 种植业比重 养殖业比重 中国对以色列出口额 中国对以色列进口额 贸易总额 贸易盈余

２００５　 ３７９　 ２５　 ２　 ５６．９　 ４３．１　 ０．３５　 ０．２２　 ０．５６　 ０．１３
２０１０　 ５２６　 ３９　 ２　 ５６．３　 ４３．７　 １．２９　 ０．５　 １．７９　 ０．７９
２０１１　 ５９５　 ４５　 ２　 ５７．３　 ４２．７　 １．７８　 ０．５１　 ２．２８　 １．２７
２０１２ — — — — — １．４２　 ０．５　 １．９２　 ０．９２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以两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禀赋上

的差异较为明显。以色列耕地少，自然条件恶劣，但

由于对农业科技的大量资金投入，使农业获得令人瞩

目的发展，不仅在农业技术上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

而且在农业产值上增幅较大［４］。２０１１年以色列农业总

产值为４５亿美元，比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２０亿美元；人均

农业产值也从２００５年的３７９美元增加到５９５美元，增

长了５７％；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与养殖业之比为

６∶４。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发展依赖于本国的自然

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对土地利用率不高，农业现代

化、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

正是由于中以两国明显的要素禀赋差异，使得双

方农产品贸易结构具有较大的互补性。中国向以色列

主要出口水果、蔬菜、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２０１２年这３类农产品的出口比重合计达到５３．６％，其

中水果、蔬菜的出口合计占中国对以色列农产品出口

总额的３２．２％，比２００８年下降了５．３个百分点，水

产品占比为２１．４％，比２００８年增加了３．６个百分点。

从进口产品看，中国从以色列主要进口饮料、棉花、

糖和糖食。２０１２年这３类农产品的进口比重合计达到

８３．６％，其中饮料是主要产品，占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６６．８％，比２００８年增加了１１个百分点，糖和糖食占

８．４％，比２００８年 增 加 了７．１个 百 分 点，棉 花 占

８．４％，比２００８年下降了５．３个百分点 （表２）。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以农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

要素禀赋的差异性以及贸易结构的互补性等都是中以

自贸区 建 立 的 良 好 基 础。同 时，以 色 列 是 高 收 入 国

家，购买力极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

转的趋势下，与以色列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利于

中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中以

贸易中的敏感农产品进行评估，为中以自贸区的谈判

提供建设性意见。
表２　中国农产品对以色列进出口贸易结构

单位：万美元，％

产品

中国向以色列出口 中国从以色列进口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２年

出口额 比重 出口额 比重 进口额 比重 进口额 比重

　动物产品、乳品 ２６９．０　 ２．７　 ９５１．３　 ６．６　 ０．１　 ０．０　 １５．２　 ０．３

　水产品 １　７５５．９　 １７．８　 ３　０４３．８　 ２１．４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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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产品

中国向以色列出口 中国从以色列进口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２年

出口额 比重 出口额 比重 进口额 比重 进口额 比重

　水果、蔬菜 ３　７１１．０　 ３７．５　 ４　５９０．１　 ３２．２　 １４．６　 ０．７　 １９４．０　 ３．９
　植物、谷物、茶和咖啡 ９４３．２　 ９．６　 １　４５１．９　 １０．２　 １６７．７　 ８．５　 ７４．６　 １．５
　糖和糖食 ３２８．１　 ３．３　 ８３５．９　 ５．９　 ２５．５　 １．３　 ４２２．４　 ８．４
　饮料 ７７５．２　 ７．８　 ８３０．０　 ５．８　 １　１０２．９　 ５５．８　 ３　３５１．２　 ６６．８
　棉花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７０．３　 １３．７　 ４１９．３　 ８．４
　其他农产品 ２　１０１．３　 ２１．２　 ２　５３２．２　 １７．８　 ３９６．９　 ２０．１　 ５３７．３　 １０．７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５个指标即中国进口额、进口额相对

于上一年的增长率、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从世界进口

该种农产品总额的份额、中国进口关税以及以色列产

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利用主成分分析产

生综合指数来评估中以贸易中农产品的敏感程度。

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个相关的指标

转化为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通常

把转化生成的综合指标称为主成分，其中每个主成分

都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本文在利用主成分分析时

不进行降维，而是将得到的全部主成分进行加权平均

为一个敏感程度综合指数，权重是各主成分的方差贡

献率。下面简介基于以上５个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

计算农产品敏感程度综合指数的过程：
（１）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和同趋化处理。
（２）确 定 ５ 个 指 标 数 据 的 相 关 矩 阵 Ｒ ＝

（ｒｉｊ）５×５ ，ｒｉｊ（ｉ，ｊ＝１，２，３，４，５）时指标ｉ指标ｊ的相

关系数。
（３）计算５个 主 成 分。由Ｒ的 特 征 方 程 求 出５

个特征值λｉ（ｉ＝１，２，３，４，５）和相对应的１×５阶的特

征向量ｅｉ＝（ｅｉ１，ｅｉ２，ｅｉ３，ｅｉ４，ｅｉ５）。这里要求 ‖ｅｉ‖ ＝
１，即ｅ′ｉｅｉ ＝１。此时，得到了５个特征向量ｅ１，ｅ２，

ｅ３，ｅ４，ｅ５ ，它们对应的特征值服从λ１≥λ２≥λ３≥λ４
≥λ５≥０。那么５个主成分为：Ｐｉ＝ｅｉ１Ｘ１＋ｅｉ２Ｘ２＋
ｅｉ３Ｘ３＋ｅｉ４Ｘ４＋ｅｉ５Ｘ５ ，Ｘｉ 为初始指标。

（４）确定敏感程度综合指数Ｓｋ 。λｉ 是主成分Ｐｉ
的方差，５个 特 征 值 之 和 为 敏 感 程 度 综 合 指 数 的 总

变化，因此，λｉ／∑λｉ是主成分Ｐｉ的方差贡献率。农

产品敏感程度综合指数可以表 示 为５个 主 成 分 的 加

权平均，权重是各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Ｓｋ ＝λ１Ｐ１ｋ＋λ２Ｐ２ｋ＋λ３Ｐ３ｋ＋λ４Ｐ４ｋ＋λ５Ｐ５ｋλ１＋λ２＋λ３＋λ４＋λ５
在这里，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到的５个新指标变量

的加权平均能够表示标准化原始指标的加权平均，那

么产生的综合指数Ｓｋ 就可以反映产品ｋ的敏感程度。

（二）数据说明与指标筛选

本文的数据主 要 来 源 于 联 合 国 商 品 贸 易 统 计 数

据 库 和 世 界 银 行 数 据 库，贸 易 商 品 的 分 类 采 用

ＨＳ２００２的商品分类法。对于农产品范围，本文将其

界定为 ＷＴＯ农产品协议规定的农产品加上水产品。

尽管以色列农业发达，但是农产品出口的种类有限，

２０１２年中国从以色列进口６位税目的农产品只有６４
种，其中一些进口额较 小 的 农 产 品 对 中 国 市 场 不 易

造成冲击，因此，本 文 只 对 进 口 额 大 于１万 美 元 的

２１种６位税目的农产品进行了敏感程度分析。

为了对农产品的敏感程度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本文选择了５个反映 农 产 品 敏 感 程 度 的 指 标，分 别

为中国进口 额、进 口 额 相 对 于 上 一 年 的 增 长 率、农

产品进口额占中国从世界进口 该 种 农 产 品 总 额 的 份

额、中国 进 口 关 税 以 及 以 色 列 农 产 品 的 ＲＣＡ。其

中，前３个指标能够反 映 农 产 品 的 进 口 对 中 国 国 内

市场供需平衡、价 格 和 生 产 稳 定 的 影 响，这３个 指

标越大表明中国对该 类 农 产 品 的 敏 感 程 度 越 高；中

国实施的进口关税越高表明对 该 类 农 产 品 进 口 的 限

制作用越大，敏 感 程 度 也 就 越 高；以 色 列 农 产 品 的

ＲＣＡ能够反映农产品在进口市场的竞争力，以色列

农产品的ＲＣＡ越大越易对中国市场产生影响，进而

中国对该种农 产 品 的 敏 感 程 度 越 高。敏 感 度 综 合 指

数是以上５个指标的 加 权 平 均，各 指 标 的 权 重 是 通

过主成分分 析 得 到 的 方 差 贡 献 率。可 见，综 合 指 数

能够反映中国市场对从以色列 进 口 的 农 产 品 的 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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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指数越大表示敏感程度越高。

本文对２０１２年中国从以色列进口２１种 农 产 品

的５个指标 进 行 了 统 计 分 析，统 计 结 果 整 理 在 表３
中。从表３可以看出，以色列农产品的ＲＣＡ平均为

１．４６，表明以色列 农 产 品 在 中 国 市 场 上 具 有 比 较 优

势；２０１２年 中 国 对 以 色 列 的 农 产 品 进 口 额 均 值 较

小，进口份额的均值也较小，分别为２１３．２０万美元

和８．７９％；２０１２年中国对以色列农产品实施的平均

进口关税为１２．４３％，其中最高进口关税为５０％。

表３　２０１２年农产品指标的统计描述

单位：万美元，％

指标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ＣＡ　 １．４６　 ０．０４　 ７．７５

　进口额 ２１３．２０　 １．１１　 ２　４０５．６６

　进口份额 ８．７９　 ０．００　 ６２．９０

　增长率 １４２．１１ －５４．９６　 ７８６．７８

　关税 １２．４３　 ０．００　 ５０．００

四、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上述５个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测算了２０１２年中国 从 以 色 列 进 口 的２１种６位 税 目

农产品的敏感程度综 合 指 数，得 到 的 结 果 整 理 在 表

４中，按敏感 程 度 从 大 到 小 排 序 的 农 产 品 依 次 为 冷

冻的橙汁、白利糖浓度 超 过２０的 葡 萄 柚 汁、白 利 糖 浓

度＞３０的葡萄汁、白利糖浓度不超过２０的葡萄柚汁、

其他未混合白利糖浓度＞２０柑橘属果汁、鲜或干的

椰枣。中国对这些农产 品 较 敏 感 的 原 因 在 于 它 们 的

进口额、进口份额、ＲＣＡ以及进口关税都较大。

运用主成分分 析 建 立 综 合 指 数 的 优 势 是 根 据 指

标的多元统计分析来 确 定 权 重。为 了 说 明 利 用 主 成

分分析得到结果的可靠性，将此结果与运用经验判

表４　敏感程度排序对比分析

产品名称 税号 综合指数 标准化指数

　冷冻的橙汁 ２００９１１　 ２．０７　 １．２７
　白利糖浓度超过２０的葡萄柚汁 ２００９２９　 １．１３　 ０．９８
　白利糖浓度＞３０的葡萄汁 ２００９６９　 １．０４　 ０．７５
　白利糖浓度不超过２０的葡萄柚汁 ２００９２１　 ０．３１　 ０．７２
　其他未混合白利 糖 浓 度＞２０柑 橘

属果汁
２００９３９　 ０．１６　 ０．０７

　鲜或干的椰枣 ０８０４１０ －０．２１ －０．１６

断法确定权重得到的农产品敏 感 程 度 排 序 结 果 作 对

比。经验判断法确定权 重 是 根 据 经 验 赋 予 上 述 标 准

化后的５个指标各２０％的权重，进而得到标准化综

合指数。表５列 出 了 对 比 结 果，可 以 发 现 两 种 方 法

得到的农产品敏感程 度 排 序 基 本 一 致，表 明 利 用 主

成分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

冷冻的橙汁是２０１２年中国从以色列进口最多的

农 产 品，进 口 额 为２　４０５．６６万 美 元，比２０１０年 的

１　３０６．５５万美 元 上 升 了８４．１２％；２０１２年 它 的 敏 感

程度综合指 数 最 大 为２．０７，而２０１０年 综 合 指 数 为

－０．１７，显然 中 国 对 它 的 敏 感 程 度 正 在 上 升。２０１２
年，中国从以色列进口白利糖浓度超过２０的葡萄柚

汁占 中 国 从 世 界 进 口 该 种 农 产 品 的 比 重 最 大 为

６２．９０％，比２０１０年的４０．６７％增加了２２．２３个百分

点；２０１２年该农 产 品 的 敏 感 程 度 综 合 指 数 为１．２３，

敏感程度排 名 第 二，是２０１０年 的１．７５倍，可 见 中

国对该农产品的敏感程度有上升趋势。

虽 然 农 产 品 的 敏 感 程 度 不 能 直 接 的 被 观 察 到，

但是农产品的敏感程度与上述５个 指 标 和１个 误 差

项线性相关：

Ｓｋ ＝β１Ｘ１ｋ＋β２Ｘ２ｋ＋β３Ｘ３ｋ＋β４Ｘ４ｋ＋β５Ｘ５ｋ＋ε
式中，Ｓｋ 是产品ｋ的敏感程度；Ｘ１ｋ，…，Ｘ５ｋ 是产

品ｋ的５个指标；ε是相对应的误差项。那么，农产

品的敏感程度变化由５个指标 的 变 化 和 误 差 项 的 变

化两部分组成。

表５　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０年农产品敏感程度对比

单位：万美元，％

税号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０年

进口额 进口比重 增长率 关税 ＲＣＡ 综合指数 综合指数 进口份额

２００９１１　 ２　４０５．６６　 １７．０１ －１０．９２　 ７．５　 ３．７５　 ２．０７ －０．１７　 １３．４４
２００９２９　 １６７．７７　 ６２．９０　 １７０．９　 １５　 １．２３　 １．１３　 ０．２１　 ４０．６７
２００９６９　 ６３４．１５　 ２３．３４　 ８５．４１　 ２０　 ２．２８　 １．０４　 １．２７　 １４．９３
２００９２１　 １３．０２　 ２４．９１　 ７８６．７８　 １５　 ０．２３　 ０．３１ －０．２０　 １１．１１
２００９３９　 ９２．２４　 ２１．０６ －５４．９６　 １８　 ０．６３　 ０．１６　 ５３．６５　 ０．５３
０８０４１０　 ４１．２３　 １０．５６　 ４８．６５　 １５　 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３３　 １．６８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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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获得２０１２年不同指标在敏感程度综合指数

中的平均贡献率，用敏 感 程 度 综 合 指 数 对 标 准 化 后

的５个指标作线性回 归，得 到 每 个 指 标 在 回 归 方 程

中的系数。以计 算 出 口 额 的 平 均 贡 献 率 为 例，一 种

农产品出口额标准化后的数值 乘 以 出 口 额 在 回 归 方

程中的系 数，然 后 再 除 以 该 类 农 产 品 的 综 合 指 数，

得到该类农产品出口额在该类 农 产 品 敏 感 程 度 综 合

指数中的比重，进而计 算 出 每 种 农 产 品 的 出 口 额 在

各自敏感程度综合指 数 中 的 比 重，最 后 对 这 些 比 重

进行平均，得到的均值 就 是 出 口 额 指 标 在 敏 感 程 度

综合指数中的平均贡献率。结果表明，ＲＣＡ对农产

品 敏 感 程 度 的 作 用 最 大，ＲＣＡ 平 均 贡 献 率 为

５４．９０％，其余 的 依 次 为 进 口 关 税 的 平 均 贡 献 率 为

２２．８４％，进口份额的平均贡献率为１２．７２％，进 口

额的平均贡献率为１１％，进口额增长率的平均贡献

率为０．４５％。

从以上分析 看 出，基 于 敏 感 程 度 综 合 指 数 得 到

的农产品敏感程度排序能够评 估 中 国 在 中 以 贸 易 中

的敏感农产品，在中国 对 以 色 列 的 敏 感 农 产 品 中 主

要为饮料类产品，这也 与 双 方 农 产 品 贸 易 结 构 的 互

补性分析相符，２０１２年中国从以色列进口的饮料产

品占从以色列进口农产品总额的６６．８％。那么，在

自贸区谈判中，中国对 这 些 敏 感 农 产 品 有 必 要 采 取

有效方式进行妥善处 理，尽 量 减 少 农 产 品 贸 易 对 中

国国内市场的冲击。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中以 两 国 在 自 然 资 源、劳 动 力 资 源 等 要

素禀赋上的明显差异是双方开展农产品贸易的基础，

中以双方农产品贸易自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迅速发展，

中国在双边农产品贸 易 中 处 于 绝 对 顺 差 地 位，且 顺

差有逐渐扩大趋势。

第二，中国和以色列农产品贸易 中 产 品 类 别 较

为集中，贸易结构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 很 大，可

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以 农 产 品

贸易必将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中国向以色列 主 要 出

口水果、蔬 菜、水 产 品 等 劳 动 密 集 型 农 产 品，而

从以色列 主 要 进 口 饮 料、棉 花、糖 和 糖 食 等 农 产

品。

第三，２０１２年中国对以色列的敏感农产品中主

要为饮料类 产 品，具 体 产 品 有 冷 冻 的 橙 汁、白 利 糖

浓度超过２０的 葡 萄 柚 汁、白 利 糖 浓 度 不 超 过２０的

葡萄柚汁、白利糖浓度＞３０的葡萄汁、其他未混合

白利糖浓度＞２０柑橘属果汁、鲜或干的椰枣。中国

在这些敏感 产 品 上 进 口 额 多、进 口 份 额 大，实 施 的

进口关 税 较 高，以 色 列 在 这 些 敏 感 产 品 上 的 ＲＣＡ
大，竞争力强。

（二）建议

第一，要重视并积极发展与以色 列 的 农 产 品 贸

易。中以两国农 产 品 贸 易 结 构 具 有 较 大 的 互 补 性，

中国应 发 挥 自 身 的 优 势，不 断 提 高 农 产 品 科 技 含

量，继续提高农产品在以色列市场的占有率 和 竞 争

力。

第二，应加强中以两国农业合 作 与 交 流。中 国

应进一 步 扩 大 与 以 色 列 的 农 业 合 作，包 括 农 业 技

术、农业体系和资源开发等，优化中以两国 农 业 资

源配 置，拓 展 农 业 发 展 空 间，创 造 良 好 的 经 贸 关

系。

第三，在自 贸 区 谈 判 中，对 于 上 述 敏 感 农 产 品

的进口需要 采 用 灵 活、务 实 的 处 理 方 式，如 例 外 处

理、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部分削减、较长过渡期等，

并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与以色 列 实 现 双 边 贸 易 自 由

化的步伐。以 色 列 是 高 收 入 国 家，购 买 力 极 强，在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 成 为 不 可 逆 转 的 趋 势 下，与 以

色列签订自由贸易协 定，对 扩 大 中 国 优 势 农 产 品 的

出口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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