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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开放下大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进出口的影响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李京栋，李先德 *，孙致陆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 要：分析大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贸易的影响，对降低大麦进口依存度、增强啤酒国际竞争力、缓解啤酒进口

压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大麦进口及啤酒进出口贸易的分析，借助地区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了 2001—2015 年大麦进口价格等因素对中国啤酒进出口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大麦进口量持续增加，进口市

场集中度较高；中国大麦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值为 -0.98，国际竞争力极弱。中国啤酒进口量增幅较大，出口量增

长缓慢，出口市场结构的稳定性差；中国啤酒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值为 -0.42，国际竞争力弱。中国啤酒进口的空

间负相关性显著，澳大利亚大麦进口 CNF 价格对中国啤酒进口产生显著正影响，影响大小仅次于出口国 GDP 和

中国人均GDP；中国啤酒出口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澳大利亚大麦进口CNF价格对中国啤酒出口产生显著负影响，

但影响较小。因此，提高国内大麦产量、提升大麦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加强大麦贸易宏观调控是本文的政

策启示所在。

关键词：大麦；啤酒；贸易；国际竞争力；Moran’s I 指数；空间面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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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barley import price on China’s beer trade with trade liberal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LI Jing-dong, LI Xian-de, SUN Zhi-lu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barley import price on China’s beer trad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ducing barley 
import dependence,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beer and alleviating beer import pressure. Based on 
the import and export data of China’s barley and beer from 2001 to 2015 and applying the regional fixed effect Spatial 
Durbin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arley imports and beer trade. Results show that barley 
import has been increasing continuously, and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import market was high. The mean value of 
barley’s trade competition index was -0.98,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barley was weak. China’s 
beer import was also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However, China’s beer export growth was slow with an unstable export 
market. The mean value of beer’s trade competition index was -0.42,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beer was weak. China’s beer import volume increased rapidly and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in China’s beer import model. Import price of Australian barle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hina’s beer 
import and barley price had less influence than that of the GDP of the exporting country and China’s per capita GDP. 
This research also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in China’s beer export model. The 
import price of Australian barley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xport of China’s beer, but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beer export was insignificant.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paper include increasing the yield of domestic barley, 
improving the linkages among the barley industry chai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cro-control of barley trade.
Key words ：barley; beer;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Moran’s I index; spatial panel model



李京栋等：贸易开放下大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进出口的影响——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第 3 期 415

受社会经济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的影响，中国啤酒行业面临消费者需求多元化、无

醇饮料挤占啤酒市场等情况，导致国产啤酒产量

下滑、销售不景气，外国啤酒进口量逐年增加。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 年以来中国啤酒产量持

续下降，从 2013 年的 5 122.74 万 t 降为 2016 年的 
4 560.93 万 t，减产 10.97%。中国啤酒减产的同时，

进口量却激增。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3 年中国啤

酒进口量为 18.45 万 t，2016 年达到 65.41 万 t，增

幅为 254.53% ；啤酒出口量增幅缓慢，2016 年为

29.48 万 t，比 2013 年增加 16.80%。2014 年中国啤

酒进口量超过出口量，净进口量为 8.13 万 t，此后

呈现逐年增大的趋势，2016 年达到 35.93 万 t。大

麦是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新世纪以来中国啤酒产

量增幅显著，但大麦产量却逐年递减。中国大麦主

要依赖于进口，2015 年中国大麦产量为 186.80 万 t， 
而进口量高达 1 073.23 万 t。大麦的大量进口，导

致中国啤酒产业过度依赖于进口大麦，进口大麦价

格的高低不仅影响了国产大麦价格的波动，也直

接决定了国产啤酒生产成本的高低。近年来，大麦

的大量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啤酒企业的发

展，进口大麦的低廉价格严重打击了农户种植优质

啤酒大麦的积极性，进而不利于国产啤酒品质的提

升，导致啤酒生产跟不上消费市场升级的步伐，加

大了啤酒的进口需求。因此，探究大麦进口与中国

啤酒贸易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大麦持续大量进口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

点。首先，许多学者对大麦大量进口的原因做出了

解释。大麦生产体制不完善、补贴政策缺失以及国

际贸易缺乏宏观调控导致大麦进口量逐年高企 [1] ；

大麦产业链脱节、农户种植规模偏小、市场收储混

乱和啤酒大麦供给波动化致使外国啤酒大麦挤占国

内市场 [2]。大麦种植面积受限、种植技术效率偏低、

种植比较收益不高的现状，导致中国大麦供给潜力

提升有限、进口依存度逐渐提高 [3]。由于大麦进口

的市场依赖度和集中度都很高，国际大麦价格极易传

导到国内市场，加大了国内大麦市场的价格风险 [4-5]。 
从国内大麦价格和国际大麦价格之间的关系看，在

大麦巨量进口的条件下，国际大麦价格对国内大麦

价格影响较大 [6] ；中国大麦国际贸易政策单一，国

际市场风险较大，国际大麦价格变动极易对国内大

麦市场造成巨大冲击 [1]。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啤酒

大麦生产和贸易波动较大的背景下，中国将长期依

赖大麦进口，中国可以利用其进口大国的地位来获

得大麦价格的话语权 [7]。然而，针对大麦价格话语

权的研究，许多学者持相反观点。一些学者通过对

大麦主要进出口国家的国际贸易定价权进行测算，

得出大麦的主要出口国具有较高的定价能力，而中

国大麦国际贸易定价能力较弱 [8]。中国大麦贸易在

国际贸易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定价的话语权

也较弱 [4]。由于中国大麦国际贸易定价能力较弱，

因此国际大麦价格波动会对中国啤酒行业的健康发

展产生较大的冲击 [7-8]。关于啤酒行业的研究，学者

们从市场发展影响因素 [9]、消费量影响因素 [10]、消

费者购买决策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 [11-13]。而关

于大麦进口与啤酒企业发展的研究较少，啤酒企业

作为大麦产业链的下游，其生产成本中啤酒大麦价

格和包装费用占比较大，进口啤酒大麦价格成为制

约其发展的首要原因 [2]。

关于大麦进口或啤酒产业发展的研究较多，而

探究大麦进口对啤酒产业影响的较少，尤其缺少进

口大麦价格对中国啤酒贸易影响的研究。中国啤

酒出口量增长缓慢，进口量高企不下。提高国产啤

酒品质是增强中国啤酒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而提高

啤酒品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采用优质大麦进行酿

造。然而，进口大麦的低廉价格导致了国产大麦价

格的低迷，严重打击了农户种植的积极性，不利于

国产优质大麦的推广和种植。啤酒企业多采用价格

较低的进口大麦进行酿造，导致国产啤酒品质不高、

国际竞争力较弱。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啤酒生产国，

在保证产量和国内需求的同时，应积极提高国际竞

争力水平，统筹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资源，挖掘中

国啤酒出口潜力，缩减进出口差额。因此，分析大

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产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本文基于进口大麦价格和中国啤酒贸易进出

口分析，借助地区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来研究

2001—2015 年大麦进口价格等因素对中国啤酒进出

口的影响，以期为提高中国啤酒国际竞争力、增加

啤酒出口贸易量、减缓啤酒进口压力提供参考依据

和相关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国际竞争力测算方法

关于国际竞争力测算方法的应用已相当成熟，

本文选取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on Index）

来测算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贸易竞争力指数表示某

种商品的出口额与进口额之差除以这种商品的出口

额与进口额之和，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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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Ci, k 表示 i 国 k 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Xi,k

为 i 国 k 产品的出口额；Mi,k 为 i 国 k 产品的进口额。

贸易竞争力指数取值范围为（-1，1），越接近 1 表

示出口竞争力越强，越接近 -1 表示出口竞争力越弱。

1.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研究受到学者们越来

越多的关注，空间计量经济学能够用于分析横截面

单位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并在面板数据中得到了推

广和应用，本文借助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中国啤酒

进出口影响因素。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时，首先应该

检验样本数据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利用莫兰

（Moran’s I）指数（MI）来对此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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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

为 [-1，1]，大于零表示空间正相关，小于零表示空

间负相关，等于零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空间面板模型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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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i,t-1 为被解释变量 yi,t 的一阶滞后（说明方程

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当 τ=0 时，方程为静态空间

面板模型）；Yt 为被解释变量列向量 ；Xt 为解释变

量列向量 ；wi 为空间权重矩阵 W 的第 i 行 ；ρ 为空

间自回归系数 ；β、δ 为待估参数 ；γt 为时间效应 ；

（μi+εit）为复合扰动项 ；mi 为扰动项空间权重矩阵

M 的第 i 行。

如果 λ=0，则模型为空间杜宾模型（SDM）；

如果 λ=0 且 δ=0，则模型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

如果 τ=0 且 δ=0，则模型为空间自相关模型（SAC）；

如果 τ=ρ=0 且 δ=0，则模型为空间误差模型（SEM）。

在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时考虑到，便利的交通是

一国发展国际贸易的有利条件，当进口国与出口国

相邻时（地域或海域相邻），商品的运输费用将会

大大减小，有利于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当进口国

与出口国不相邻时，意味着需要支付高额的运费来

保障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由此导致贸易成本的提

高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空间权重矩阵采

用一阶相邻矩阵，即国家 i 与国 j 相邻时，Wij=1，

国家 i 与国 j 不相邻时，Wij=0，并对空间权重矩阵

W 作行标准化处理。

1.3  变量选取

探究大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进出口的影响

时，可以借鉴学者们分析商品国际贸易影响因素的

思路。因此，本文分析进口大麦价格对啤酒进出口

贸易影响时，还应考虑贸易双方的经济总量、贸易

双方国民消费水平、汇率、贸易协定、技术性贸易

壁垒等因素（表 1）。

进口大麦价格（APBA）。2001—2016 年中国从

澳大利亚进口的大麦量占大麦总进口量的比例常年

超过 50%，且 2015 年中国大麦总产量为 186.8 万 t，
而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大麦量为 436.2 万 t，澳麦进口

量远远超过国产大麦总量，因此本文选择澳大利亚

大麦进口 CNF 价格（即成本加运费价格）来分析

进口大麦价格对中国啤酒进口量（BINP）和出口量

（BEXP）的影响。

贸易双方经济总量。选取出口国 GDP（GDPI）
和进口国 GDP（GDPJ）来分析贸易双方经济总量

对中国啤酒进出口的影响。

贸易双方国民消费水平。选取出口国人均 GDP

表 1　商品国际贸易影响因素
Table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trade

变量 影响

进口大麦价格
大麦是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进口大麦价格显著影响啤酒企业的生产成本 ；啤酒生产成本越高，其价格优势越弱，
进而越缺乏国际竞争力 [4]。

贸易双方的经济总量
出口国经济总量越高，其生产能力越强，对应某种商品的供给能力和出口潜力越大 ；进口国经济总量越高，其消
费能力越大，对应某种商品的需求能力和进口潜力越大 [14-15]。

贸易双方国民消费水平
一国消费水平提高时，人们会增加某种商品的购买，若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商品产量的增速小于消费的增速，则导
致这种商品的出口减小或进口增大 [16-18]。

汇率
汇率变动会显著影响一国的进出口贸易 [19-20]，在间接标价法下，汇率越高表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但不利
于中国出口。

世界贸易组织和自由
贸易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WTO）、自由贸易协定（FTA）等都能有效减少贸易壁垒，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21]。
WTO 和 FTA 主要包括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关税等内容，关税是保护和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是阻碍贸易畅通的主要壁垒之一 [22-24]。

技术性贸易措施
技术性贸易措施已成为发达国家开展贸易保护的主要方式，技术性贸易措施能显著增加贸易成本，并对贸易国的
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产生影响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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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GDPI）、进口国人均 GDP（PCGDPJ）进行分析。

汇率水平（RECH）。选取人民币汇率水平来分 
析人民币升值和贬值对中国啤酒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WTO 和 FTA。由于中国进口啤酒的税率相

对稳定（最惠国税率为 0，普通税率为 7.5 元 /L），

因此本文构建虚拟变量 WTO（是否为 WTO 成员

国，是为 1，否为 0）和 FTA（贸易双方是否签订

了自由贸易协定，是为 1，否为 0），并利用交互项

WTO · FTA 来考察世贸组织与自贸协定对中国啤酒

进出口的影响。

技术性贸易措施（TBT）。选取进口国是否实行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虚拟变量（进口国是否向 WTO
提交了有关啤酒产品的 TBT/SPS 通报，是为 1，否

为 0）进行分析。

因此，本文分别对中国啤酒进口量和出口量建

模分析，建立的静态空间面板模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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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根据 FAO 数据可知，2014 年大麦生产量前 4
位国家是 ：俄罗斯（2 044.43 万 t）、法国（1 172.86
万 t）、德国（1 156.28 万 t）、澳大利亚（917.44 万 t）。

本文选取以上 4 个国家与中国进行大麦国际竞争力

的比较分析。2014 年世界啤酒（麦芽酿造啤酒，文

中的啤酒都是指麦芽酿造啤酒）生产量排名前 5 的

国家分别是 ：中国（4 921.90 万 t）、美国（2 260.00
万 t）、 巴 西（1 400.00 万 t）、 德 国（872.31 万 t）、

墨西哥（858.82 万 t）。本文选取这 5 个国家为研究

对象进行啤酒国际竞争力分析。

探究中国啤酒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时，受限

于所选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选取的样本区间

为 2001—2015 年。选取德国、荷兰、西班牙、比

利时、墨西哥、葡萄牙、法国、韩国、英国、俄

罗斯、意大利、美国、奥地利、丹麦、爱尔兰、捷

克、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泰国为啤酒出口国，

2015 年中国进口这 20 个国家的啤酒量占总进口量

的 99.16%；选取缅甸、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韩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法国、新加坡、荷兰、

俄罗斯、新西兰、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为啤酒进

口国，2015 年中国对这 14 个国家的啤酒出口量占

总出口量的 95.56%。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文中的中

国仅指中国的大陆地区，未包含台湾省、香港地区

和澳门地区的数据。

中国啤酒进出口量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

进口国、出口国 GDP 和人均 GDP 的现价数据来自

世界银行网站，澳大利亚大麦进口 CNF 价格来自

中国海关数据库并经计算得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

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TO、FTA 数据来自世界

贸易组织网站，TBT/SPS 数据来自中国 WTO/TBT-
SPS 通报咨询网。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本文先将

进出口国 GDP、进出口国人均 GDP 和澳大利亚大

麦进口 CNF 价格转化为人民币表示的名义值，再

用 2001 年为 100 的中国 CPI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得

到各变量的实际值。同时，考虑到变量取对数能够

起到序列去势、增加稳定性的作用，故对中国啤酒

进出口量、进出口国 GDP、进出口国人均 GDP 和

澳大利亚大麦进口 CNF 价格作对数化处理，各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麦进口与啤酒进出口贸易分析

从大麦进口量来看，大麦进口量的季节性和年

度波动性显著，2010 年以后进口量增幅较大，2015
年进口量达到 1 073.23 万 t（图 1）。中国主要从澳

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进口大麦，澳大利亚、法国

和加拿大大麦国际竞争力极强，从这三个国家进口

大麦的数量常年占中国大麦总进口量的 90% 以上。

以 2016 年为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麦的占比

为 61.22%，从加拿大进口大麦的占比为 19.75%，

从法国进口大麦的占比为 12.90%，从这三个国家进

口大麦的占比累计为 93.87%，也反映出中国大麦进

口的市场集中度较高。

从啤酒进口量来看，2012 年以前中国啤酒进口

量相对稳定，2013 年以后，啤酒进口量迅速大幅增

加，2014 年啤酒进口量首次超过出口量，此后进口

量与出口量的差值表现出逐年增大的趋势。中国主

要从德国、荷兰和墨西哥进口啤酒，特别是德国啤

酒，一直占据中国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以 2016 年

为例，中国从德国、荷兰和墨西哥进口啤酒量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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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啤酒总进口量的 58.76%，其中德国啤酒占中国啤

酒总进口量的 36.53%。从啤酒出口量来看，啤酒出

口量的季节性和年度波动性相对平缓，出口量增加

缓慢。中国啤酒出口市场结构稳定性较差，2001 年

中国啤酒主要出口美国（占比为 16.71%）、朝鲜（占

比为 15.67%）和缅甸（占比为 14.47%），2010 年

主要出口缅甸（占比为 40.70%%）、马来西亚（占

比 为 12.99%） 和 美 国（ 占 比 为 6.85%），2016 年

主要出口韩国（占比为 21.39%）、缅甸（占比为

18.18%）和马来西亚（占比为 14.67%）。

2013—2016 年大麦进口量和啤酒进口量都出

现了大幅增加的趋势。其中，大麦进口量的增加主

要用于替代玉米饲料，而啤酒大麦的进口量相对稳 
定 [4-5] ；啤酒进口量增加的原因包括，国内啤酒生

产与消费需求不匹配，外国啤酒的国际竞争力强、

品牌影响力大，外国啤酒的包装和口感深受国内消

费者的喜爱。中国啤酒消费市场不断升级，国内啤

酒生产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外国啤酒的

大量进口挤占了国内市场份额。作为啤酒主要原料

的啤酒大麦的产量逐年下降，依靠进口来调节国内

啤酒大麦供需平衡的局面将长期不变 [6]。中国作为

大麦进口第一大国，其大麦国际贸易定价能力较弱，

大麦国际定价权掌握在澳大利亚等主要出口国的手

中。在此背景下，啤酒大麦的进口价格对国内啤酒

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啤

酒企业的发展，导致啤酒生产跟不上消费市场升级

的步伐，加大了啤酒的进口需求 ；同时，进口啤酒

大麦的低廉价格严重打击了农户种植优质啤酒大麦

的积极性，不利于国产啤酒质量的提升及国际竞争

力的提高。

2.2  大麦和啤酒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中国大麦贸易竞争力指数常年接近 -1（表 3），

说明中国大麦国际竞争力极弱，大麦进口额远远超

过出口额。澳大利亚、法国大麦贸易竞争力指数常

年接近 1，说明这些国家大麦国际竞争力极强。由

于中国大麦产量不高、国际竞争力较弱，为满足国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elected variables

变量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中国啤酒进口量 BINP 6.850 - 26.835 - 0.003 - 305.916 - 

中国啤酒出口量 BEXP - 5.359 - 8.544 - 0.001 - 49.765

出口国 GDP GDPI 11.420 28.107 19.186 12.387 0.446 11.086 102.508 48.687

进口国 GDP GDPJ 28.107 13.074 12.627 21.589 11.086 0.054 48.687 102.508

出口国人均 GDP PCGDPI 19.589 2.104 9.494 0.905 1.570 0.872 41.347 3.551

进口国人均 GDP PCGDPJ 2.103 19.103 0.905 9.547 0.872 0.111 3.551 34.513

澳麦进口价格 APBA 1.546 1.546 0.361 0.361 1.209 1.209 2.645 2.645

人民币汇率水平 RECH 9.416 18.334 34.391 45.501 0.066 0.066 186.920 186.920

技术性贸易措施 TBT 0.337 0.276 0.220 0.101 0 0 1 1

WTO 和 FTA WTO·FTA 0.406 0.619 0.209 0.163 0 0 1 1

图 1　2001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中国大麦进口量及啤酒进出口量
Fig. 1　China’s barley import quantity, beer import quantity and export quantity from January 2001 to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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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产和消费需求，中国常年进口巨量大麦。中国、

美国啤酒贸易竞争力指数常年为负，说明这些国家

啤酒进口额常年大于出口额。其中，美国啤酒贸易

竞争力指数最小，均值为 -0.84，说明美国啤酒出

口竞争力很弱，啤酒进口额远远超过出口额 ；中国

啤酒贸易竞争力指数在 2001—2008 年间呈现逐年

增大的趋势，2009 年以后又逐年减小，但始终为负

值，说明中国啤酒进口额大于出口额的现状仍未改

变。墨西哥啤酒贸易竞争力指数最大，均值为 0.89，

说明墨西哥啤酒出口竞争力极强，出口额远大于进

口额。中国是啤酒生产大国，却不是啤酒出口强国，

其产量与其出口地位不相匹配。

2.3  中国啤酒进出口贸易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啤酒进出口量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时，应先检验空间相关性。除 2001 年

进口模型和 2003 年出口模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外，其余年份的进口、出口模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表 4），说明中国啤酒进出口贸易具有空间相关

性 ；同时，进口模型的 Moran’s I 指数值都为负值，

出口模型的 Moran’s I 指数值都为正值，说明中国

啤酒进口贸易存在负向的空间相关性，而中国啤酒

出口贸易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即向中国出口啤

酒的 20 个国家中，相邻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某

国向中国出口啤酒的贸易活动抑制了其相邻国家对

中国的出口），从中国进口啤酒的 14 个国家中，相

邻国家之间存在促进关系（某国从中国进口啤酒的

贸易活动促进了其相邻国家对中国的进口）。

2.4  中国啤酒进出口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进行中国啤酒进出口量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时，应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选择。本文借鉴 Elhorst

表 3　2001—2016 年各国大麦贸易竞争力指数
Table 3　Trade competition indices of major barley trading countries from 2001 to 2013

年份
大麦贸易竞争力指数 啤酒贸易竞争力指数

中国 俄罗斯 法国 德国 澳大利亚 中国 美国 巴西 德国 墨西哥

2001 -1.00 0.56 0.97 0.53 1.00 -0.61 -0.86 0.77 0.58 0.92

2002 -1.00 0.80 0.99 0.38 1.00 -0.48 -0.88 0.68 0.62 0.90

2003 -0.99 0.77 0.99 0.51 1.00 -0.42 -0.89 0.81 0.69 0.90

2004 -1.00 0.22 0.99 0.05 1.00 -0.40 -0.90 0.73 0.70 0.90

2005 -1.00 0.65 0.98 0.59 1.00 -0.40 -0.89 0.87 0.66 0.90

2006 -1.00 0.70 0.98 0.33 1.00 -0.33 -0.90 0.76 0.51 0.90

2007 -0.82 0.71 0.97 0.36 1.00 -0.32 -0.88 0.57 0.57 0.89

2008 -0.98 0.73 0.97 0.09 1.00 -0.29 -0.86 0.40 0.53 0.88

2009 -0.98 0.98 0.99 -0.22 1.00 -0.32 -0.82 0.46 0.46 0.89

2010 -0.99 0.72 0.97 0.15 1.00 -0.36 -0.82 0.22 0.41 0.89

2011 -0.99 0.56 0.94 0.25 1.00 -0.38 -0.82 0.09 0.39 0.89

2012 -1.00 0.65 0.96 0.03 1.00 -0.44 -0.78 0.14 0.41 0.88

2013 -1.00 0.71 0.99 0.41 1.00 -0.46 -0.77 0.25 0.41 0.87

2014 -1.00 0.90 0.98 -0.15 1.00 -0.39 -0.78 0.33 0.38 0.88

2015 -1.00 0.99 0.98 0.31 1.00 -0.52 -0.77 0.23 0.44 0.84

2016 -1.00 0.91 0.97 0.33 1.00 -0.55 -0.78 0.45 0.43 0.87

均值 -0.98 0.72 0.98 0.25 1.00 -0.42 -0.84 0.49 0.51 0.89

数据来源 ：UN Comtrade 数据库，并经计算得出。

表 4　2001—2015 年中国啤酒进出口的 Moran’s I 指数
Table 4　Moran’s I of China’s beer import and export values between 2001 and 2015

年份
进口 出口

年份
进口 出口

Moran’s I 值 P 值 Moran’s I 值 P 值 Moran’s I 值 P 值 Moran’s I 值 P 值

2001 -0.098 0.633 0.201 0.074 2009 -0.390 0.003 0.213 0.040

2002 -0.227 0.013 0.263 0.054 2010 -0.368 0.011 0.329 0.051

2003 -0.339 0.081 0.127 0.371 2011 -0.426 0.001 0.400 0.027

2004 -0.255 0.009 0.334 0.017 2012 -0.305 0.075 0.268 0.059

2005 -0.300 0.047 0.365 0.019 2013 -0.381 0.022 0.336 0.007

2006 -0.311 0.045 0.427 0.031 2014 -0.203 0.041 0.378 0.025

2007 -0.210 0.033 0.309 0.036 2015 -0.419 0.000 0.306 0.060

2008 -0.404 0.001 0.227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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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27]，利用 Wald 和 Lratio 检验来判断模型的

适配情况。根据 Wald 和 Lratio 检验结果，本文选择

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分析，并在选择 SDM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 Hausman 检验，最终确定模型

为固定效应 SDM 模型。本文借助 STATA 软件对中

国啤酒进口量、出口量的固定效应 SDM 模型进行

MLE 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5 和表 6。表 5 和表 6 中

分别为进口模型和出口模型的地区固定效应、时间

固定效应、双向固定效应估计值和最终杜宾模型的

估计值。从中国啤酒进口模型和出口模型来看，地

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

值中，地区固定效应模型的 LogL 值和 R2 都显著

高于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根据

LogL 值最大原则，均应该选择地区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中国啤酒进口模型和出口模型

的最终估计方程分别为 Durbin1 和 Durbin2。

从中国啤酒进口的地区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

（Durbin1）来看，空间相关系数的估计值为 -0.323（表

5），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得出地理位置相邻

的国家向中国出口啤酒时，彼此之间存在显著的负

向影响。从各变量系数的估计值来看，澳大利亚大

麦进口 CNF 价格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澳大利亚大

麦进口价格的系数为 0.328，表示澳大利亚大麦价

格上升 1% 时，中国啤酒进口量增加 0.328%。澳大

利亚大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进口产生正影响，一

方面，澳麦进口价格通过影响啤酒生产成本来影响

啤酒进口贸易，澳麦价格上升引起国内啤酒生产成

本上升，拉动国产啤酒价格上升，而短时期内外国

啤酒价格较稳定，外国啤酒的消费需求增加，导致

外国啤酒进口量增加 ；另一方面，澳麦价格对国产

大麦价格打压严重，中国缺少大麦相关的生产补贴

和贸易保护政策，农户种植优质啤酒大麦的积极性

不高，国产啤酒品质提升空间有限，相比之下进口

啤酒品质高、口感好、国际竞争力强，消费者更倾

向于购买进口啤酒，致使进口啤酒的需求量增加。

出口国 GDP、出口国人均 GDP 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表 5）。出口国 GDP 对中国啤酒进口产生

较大正影响，出口国 GDP 代表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

出口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啤酒生产力及产品质

量的提升，有利于本国啤酒的出口贸易，从而对中

国啤酒进口产生正影响 ；出口国人均 GDP 对中国

啤酒进口产生较大负影响，出口国人均 GDP 越高，

其消费啤酒能力越高，不利于本国啤酒的出口，进

而对中国啤酒进口产生负影响。进口国人均 GDP、

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技术性贸易措施在 5% 的水平上

显著。进口国人均 GDP 对中国啤酒进口产生正影响，

表 5　中国啤酒进口影响因素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
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panel model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beer import values

变量
地区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双向固定效应 Durbin1

系数估计值 P 值 系数估计值 P 值 系数估计值 P 值 系数估计值 P 值

lnGDPI    11.986*** 0.000   6.770*** 0.000 10.517*** 0.000   9.944*** 0.000

lnGDPJ    -1.236* 0.082 -0.338 0.626 -1.676 0.347 -0.906* 0.060

lnPCGDPI    -5.098*** 0.000   2.116** 0.041 -4.224*** 0.003 -3.207*** 0.007

lnPCGDPJ      1.781 0.224   0.330 0.058   3.005* 0.072   2.070** 0.043

lnAPBA      0.274* 0.088   0.096** 0.032   1.277* 0.074   0.328*** 0.000

RECH      0.103** 0.039   0.067** 0.022   0.009** 0.016   0.054** 0.032

TBT    -0.101** 0.036 -0.265 0.556 -0.048* 0.073 -0.061** 0.018

WTO·FTA      0.351 0.752   1.547 0.882   0.229 0.198   0.234 0.486

wlnGDPI     13.570 0.234   0.982* 0.075   3.554 0.172

wlnGDPJ  -22.907 0.803   2.987 0.559 17.435 0.224

wlnPCGDPI  -13.552* 0.066   0.068** 0.023 -9.431* 0.057   7.673* 0.085

wlnPCGDPJ    29.471 0.290 -3.235 0.716 33.535 0.371

wlnAPBA      1.141 0.228 -9.422 0.679   6.347 0.154

wRECH      0.241*** 0.000   0.110*** 0.000   0.387*** 0.000   0.192*** 0.000

wTBT    -2.241 0.623 -0.446 0.205 -3.522 0.799

wWTO·FTA    -1.993 0.454   0.273** 0.028 -4.990 0.732

Spatial rho    -0.290** 0.013 -0.224** 0.054 -0.355*** 0.008 -0.323*** 0.002

Variance Sigma2_e      0.168*** 0.000   0.377*** 0.000   0.896*** 0.000   0.113*** 0.000

LogL -365.009 -437.996 -394.271 -372.863

R2 0.633 0.497 0.302 0.627

N 300 300 300 300

注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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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中国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啤酒进口

的增加 ；间接标价法下，人民币汇率的提升意味着

人民币的升值，有助于中国的进口贸易，进而对中

国啤酒进口产生正影响，但这种影响力较小 ；技术

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啤酒进口产生较小负影响，这与

中国所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有关，反映出中国目

前施行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保护国内啤酒产业的贡

献较小。进口国 GDP 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进口

国 GDP 对中国啤酒进口产生负影响，即中国经济

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国内啤酒行业的发展，减少了对

外国啤酒的需求。WTO 和 FTA 交互项没有通过显

著性检验，但有利于中国啤酒进口贸易 ；WTO 和

FTA 交互项系数估计值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中国

主要从德国、荷兰、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进口啤酒，

虽然这些国家都是 WTO 成员国，但中国尚未同欧

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从中国啤酒出口的地区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

（Durbin2）来看，空间相关系数的估计值为 0.273（表

6），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得出地理位置相邻

的国家从中国进口啤酒时，彼此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向影响。从各变量系数的估计值来看，澳大利亚大

麦进口 CNF 价格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澳麦

进口价格的系数为 -0.139，表示澳麦价格增加 1%
时，中国啤酒出口量减小 0.139%。澳麦价格对中国

啤酒出口量的影响较小，当澳麦价格上升时，国产

啤酒成本的提高对中国啤酒出口量的影响较小 ；相

反，当澳麦价格下降时，国产啤酒成本的下降对增

加国产啤酒出口量的作用有限，反映出国际啤酒市

场对中国啤酒价格变动的敏感度较低，也反映出国

际啤酒市场越来越注重啤酒的品质和口感等因素。

进口国 GDP、进口国人均 GDP 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且都对中国啤酒出口产生正影响。人民币汇率、

WTO 和 FTA 的交互项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人民

币汇率对中国啤酒出口产生较小负影响，而 WTO
和 FTA 的交互项对中国啤酒出口产生正影响。技术

性贸易措施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对中国啤酒出口

产生较小负影响。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论

研究表明，中国大麦进口量持续增加，进口

市场集中度较高。中国大麦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值

为 -0.98，国际竞争力极弱。中国啤酒进口量增幅较

大，出口量增长缓慢，出口市场结构的稳定性差。

表 6　中国啤酒出口影响因素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
Table 6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patial panel model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beer export values

变量
地区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双向固定效应 Durbin2

系数估计值 P 值 系数估计值 P 值 系数估计值 P 值 系数估计值 P 值

lnGDPI   8.879 0.737   2.201* 0.064   5.334 0.669   5.901 0.624

lnGDPJ   5.083*** 0.000   1.217** 0.033   4.343*** 0.007   4.852*** 0.000

lnPCGDPI -3.984 0.449   1.909 0.364 -3.320 0.525 -3.617 0.703

lnPCGDPJ   3.944*** 0.003   1.321*** 0.000   2.245** 0.014   2.779*** 0.000

lnAPBA -0.204** 0.023 -0.095* 0.089 -2.254 0.523 -0.139** 0.044

RECH -0.030* 0.057   0.093*** 0.006 -0.019 0.445 -0.024** 0.036

TBT -0.028* 0.083   0.908 0.665 -0.009 0.226 -0.018* 0.053

WTO·FTA   0.387* 0.059   0.053 0.786   0.203* 0.060   0.355** 0.021

wlnGDPI   7.824 0.442 -2.455 0.322   0.880 0.717

wlnGDPJ   8.790*** 0.002 -2.005*** 0.000   9.030*** 0.004   8.221*** 0.000

wlnPCGDPI   1.745 0.378   0.035 0.499 -2.228 0.309

wlnPCGDPJ   2.532** 0.012 -7.543 0.621   1.992*** 0.000   2.948*** 0.000

wlnAPBA   0.169 0.242   2.310 0.511   1.411 0.391

wRECH -0.052** 0.018 -0.286* 0.064 -0.121** 0.027 -0.067** 0.038

wTBT -1.340 0.335    0.323 0.497 -2.039 0.801

wWTO·FTA   0.007 0.221   1.442 0.487   3.184 0.838

Spatial rho   0.324** 0.023   0.551*** 0.000   0.259** 0.002   0.273*** 0.000

Variance Sigma2_e   0.109*** 0.000   0.559*** 0.000   0.134*** 0.000   0.097*** 0.000

LogL -202.114 -338.446 -227.798 -209.316

R2 0.733 0.135 0.020 0.709

N 225 225 225 225

注 ：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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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啤酒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值为 -0.42，国际竞争

力弱。进口大麦的低价，打击了农户种植的积极性，

不利于国产大麦的增产。大麦产业链中，各环节联

系不紧密，啤酒酿造需求与大麦种植供给衔接不当。

低价的进口大麦不利于国产啤酒品质的提高，制约

了中国啤酒企业的发展。

中国啤酒进口的空间负相关性显著，澳大利亚

大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进口产生显著正影响，影

响大小仅次于出口国 GDP 和进口国人均 GDP ；中

国啤酒出口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澳大利亚大麦进

口价格对中国啤酒出口产生显著负影响，但影响较

小。大麦进口价格通过影响生产成本，对啤酒进口

量产生较大影响，而对啤酒出口量的影响较小。国

际市场更注重啤酒品质而非啤酒价格，低价的进口

大麦不利于国产啤酒品质的提高，而大麦单一的贸

易政策不能有效调控大麦进口，对国内优质大麦产

业的保护力较小。

3.2  政策启示

第一，提高国内大麦产量，增加农户种植积极

性，对缓解大麦进口压力、减小大麦进口的价格冲

击、提高国产啤酒的质量、提升国产啤酒的国际竞

争力等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国家和主产区政府部门

应积极制定大麦生产相关的优惠政策，综合利用种

植补贴、收入保险等手段来提高农户种植大麦的积

极性。

第二，提升大麦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相互联系，

对提高国产大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紧密联系大麦

种植、麦芽加工和啤酒酿造环节，以大麦生产合作

社为平台，加大啤酒生产龙头企业与大麦种植大户

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采用大户带头、企业

注资、合作社监督的方式，引导和激励普通农户种

植优质啤酒大麦。

第三，加强大麦贸易的宏观调控，采取多元化

的贸易手段保护国内大麦产业。改善大麦国际贸易

中单一税收政策的局面，加强大麦的自动进口许可

管理，综合运用技术性贸易措施及“绿箱政策”来

保护国内大麦产业。通过提高大麦品质、稳定大麦

产量、降低大麦进口依存度来提升国产啤酒品质、

缓解啤酒进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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