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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azilian market is very important to China’s corn imports. Firstly, this paper illustrated the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of Brazil corn industry. Secondly, we used IMS, RCA and TC index to 
do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corn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since 1992.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a’s corn international com-
petitiveness had a volatility trend of “From down to up, and then decline”, while the corn export 
competitiveness had been a steady increase in Brazil. Then, we carried out the SWOT analysis of 
corn trad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The analysis focu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corn 
industry resources and comple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disad-
vantages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Brazil.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nalyzed 
the opportunity of corn trade and discussed the possible threat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w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Suggestions, such as, fully tapping Brazil corn export 
potential to promote China’s imports diversification; broadening the bilateral agricultural prod-
ucts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corn trade as an opportunity; strengthen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razilian impor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nsuring the safety of 
export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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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巴西玉米产业发展现状，利用IMS、RCA及TC三大指数对1992年以来中巴玉米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呈现“降→升→降”震荡趋势的同时，巴西玉米出口竞

争力正稳步增强；在此基础上，运用SWOT分析模型分析了巴西对华出口玉米在产业资源、互补性等方

面的优势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劣势，并发现中巴玉米贸易是破除对美进口依赖、拓宽双边农产品

贸易合作的机遇，而中巴玉米贸易也面临着贸易摩擦、转基因争议等方面的威胁。进一步提出要充分挖

掘巴西玉米出口潜力、推进我国玉米进口多元化，以玉米贸易为契机、拓宽双边农产品贸易与投资领域，

强化巴西进口农产品检测检疫规范性、确保对巴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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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玉米消费国，2008 年以前也是玉米出口强国，在国际市场上颇具竞争力；2008 年

以后玉米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衰退，截至 2014 年底，已经连续五年沦为玉米净进口国。2003 年我国玉

米出口量为 1639.945 万吨，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玉米出口最高纪录，相比 2002 年同期增加了 40.48%，

此后逐步减少玉米对外出口，对玉米的进口量骤然猛增，净进口量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2010 年玉米

进口量达到 157.24 万吨，中国彻底沦为为玉米净进口国；尤其是 2012 年，由于国内玉米供应偏紧、饲

料及深加工产业的需求旺盛，加之国际市场存在干旱预期，致使这一年玉米进口激增，达到历史峰值 520.8
万吨，玉米成为进口量最大的谷类作物，玉米进口量在谷类作物进口总量的占比由 2010 年以前不足 4%
迅速提升至 37.34%；随后两年国内玉米进口速度有所放缓，但 2014 年进口总量依旧处在 260 万吨的高

水平 1。同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适度进口”的粮食安全战略，协调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已成为新时期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必不可少的手段。 
然而，近年来的玉米海外市场供给几乎全被美国垄断，货源过度集中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供应风险与

不确定性，伴随着国内净进口的增加，这种供应风险与不确定性还在不断加深[1]。为破除对美国玉米的

进口依赖，降低市场风险，拓展玉米进口渠道、保障进口货源已迫在眉睫。巴西作为全球第三大玉米主

产国和第二大玉米出口强国，拥有玉米生产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且新世纪以来玉米对外出口贸易取得了

繁荣发展，成为时代的选择。 

2. 巴西玉米产业发展现状 

玉米产业是巴西农业经济支柱产业之一。FAO 数据库显示，2013 年玉米总产值超过 182 亿美元，约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DOI: 10.12677/hjas.2018.88144 988 农业科学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18.8814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高群 
 

占巴西农业总产值的 7.34%、农作物总产值的 12.45%及谷物总产值的 71.03%，巴西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玉

米主产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巴西玉米对外出口量迅猛提升，占世界玉米出口总量的份额由 1992
年不足 0.001%，上升至 2013 年的 21.44%，2013 年玉米出口贸易额高达 63.07 亿美元，比 20 多年前涨幅

超过 1 万倍，巴西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玉米出口国。 
图 1和图 2 分别显示了 1992~2013年间中巴玉米进出口贸易的对比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1992~2013

年巴西始终为玉米净出口国，出口量持续上升，年均增幅高达 61.77%，2013 年玉米出口量达到 266.25
亿公斤；玉米进口量则一直稳定在 20 亿公斤以下。从中国玉米贸易情况来看，2008 年之前中国玉米以

净出口为主，2008 年之后中国沦为净进口国，其中，玉米出口可分为三个阶段，1995 年之前玉米出口量

逐年下降，1995~2003 年间波动性上升，2003 年以后呈现波动性下降态势；进口市场于 2009 年之前稳定

在 5 亿公斤以下，2009 年之后进口量猛增，2012 年达到 52.07 亿公斤，2013 年进口量虽然有所下降，但

依然保持在 32.65 亿公斤的高水平。 
近年来，中国由玉米净出口国彻底沦为净进口国，与此同时，巴西玉米对外出口贸易却在蓬勃发展，

对外出口量不断增加。然而，UNCOMTRADE 统计数据表明，巴西向中国出口玉米量仅占巴西对外出口

玉米总量的 0.12%，对华出口玉米量相当有限。中国玉米进口市场仍以美国为主，2013 年中国从美国进

口玉米的比重超过 90.90%，而从巴西进口的比重不足 0.0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Figure 1. The import and export situation of corn in Brazil (1992-2013) 
图 1. 巴西玉米进出口贸易情况(1992~201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Figure 2. The import and export situation of corn in China (1992-2013) 
图 2. 中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情况(199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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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巴玉米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比较 

(一) 国际市场占有率(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国际市场占有率(简称 IMS)，是衡量一国某商品国际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用公式表示为： 

( ) 100%j j j
i i wIMS EX EX= ∗ ，即 i 国 j 种产品出口额占世界该产品总出口额之比。 j

iIMS 值愈小，意味着 i  

国 j 种产品国际出口竞争力愈薄弱；反之则愈强[2]。 
从表 1 不难发现，1992~2013 年中国玉米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先后呈现出“降→升→降”的震荡趋

势，IMS 值由 1993 年的 21.30%降至 1995 年 0.19%，国际市场出口竞争力由强变弱；随后反弹至 2003
年的至高点 22.87%，1997~2007 年均高于 3.3%，产业整体出口竞争力较强，成为全球重要的玉米出口地；

2008 年以后均低于 0.5%，2013 年降至历史最低点 0.07%，国内玉米出口竞争力正式迈入异常薄弱期。相

对而言，巴西玉米 1992~2013年间却基本处于小幅波动式上升态势，IMS值由最初的 0.001%持续涨至 2013
年的 22.64%，玉米产业出口竞争力稳步增强，目前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玉米供给大国。 
 
Table 1. To compar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rn market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表 1. 中巴玉米市场国际竞争力比较 

年份 
国际市场占有率 

IMS (%) 
显示性比较优势 

RCA 
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 

巴西 中国 巴西 中国 巴西 中国 

1992 0.0015 18.2177 0.0076 7.3887 −99.6730 99.9976 

1993 0.0063 21.2946 0.0235 7.2087 −99.5087 99.9948 

1994 0.0071 13.3909 0.0246 4.0423 −99.3437 99.9859 

1995 0.0188 0.1913 0.0547 0.0425 −98.3268 −95.7482 

1996 0.5811 0.2626 0.6377 0.0850 4.2351 −47.0959 

1997 0.6260 11.5648 0.5430 2.5997 −19.7661 99.9869 

1998 0.0115 7.5176 0.1403 1.7515 −99.2112 89.8471 

1999 0.0115 6.5863 0.0988 1.5145 −98.1880 96.7889 

2000 0.0098 15.1979 0.1265 3.1097 −99.2417 99.9941 

2001 8.5302 9.0894 5.9596 1.6421 80.0311 98.8031 

2002 3.9436 16.7586 2.9010 2.3489 77.6696 99.8917 

2003 4.9737 22.8716 3.5208 2.7698 63.4426 99.9985 

2004 7.2994 3.3634 4.8872 0.4323 87.6717 99.7961 

2005 1.4298 11.4987 0.9539 1.3456 28.4811 99.9077 

2006 4.7529 3.7059 3.2167 0.3913 60.9187 95.8404 

2007 12.2778 5.5209 8.1713 0.4902 81.7850 98.5783 

2008 8.4813 0.3330 4.2345 0.0306 78.6240 67.4047 

2009 9.2487 0.1540 5.3982 0.0167 74.4943 21.5630 

2010 12.9994 0.1530 7.4211 0.0140 91.7974 −85.0192 

2011 10.0819 0.1445 5.7476 0.0133 87.0587 −85.5998 

2012 21.7163 0.2821 11.4705 0.0255 91.9501 −90.5840 

2013 22.6412 0.0660 14.0178 0.0081 93.3805 −95.3553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comtrade.un.org)和 WTO 数据库(http://www.wto.org)数据计算得到。 

 

DOI: 10.12677/hjas.2018.88144 990 农业科学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18.88144
http://comtrade.un.org/
http://www.wto.org/


高群 
 

(二)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简称 RCA 指数)，用于测算一国某产业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用公式表示为： 

( ) ( )j j t j t
i i i w wRCA EX EX EX EX= ，即 i 国 j 种产品出口值占该国全部出口产品总额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

该产品出口值占世界全部出口产品总值的份额之比。若 2.5j
iRCA > ，意味着 i 国 j 种产品具有极强的出口

竞争优势；1.25 2.5j
iRCA≤ ≤ 代表着较强出口竞争力； 0.8 1.25j

iRCA≤ < 表明 i 国 j 种产品出口竞争力水

平一般； 0.8j
iRCA < 代表该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国际出口竞争力薄弱[3]。 

1992~2013 年间国内玉米 RCA 值同样经历了“降→升→降”的变化趋势，1992~1994 年间 RCA 值均

在 4.0 以上，玉米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出口竞争优势；1995 和 1996 年 RCA 值不足 0.05，出口竞争优势

消失；此后 RCA 值有所提升，1997~2005 年间基本都维持在 0.8 以上，在全球贸易中具备一定出口优势；

2006 年以来 RCA 值一路缩水，2013 年已不足 0.01，我国已经完全丧失了玉米出口竞争优势，彻底沦为

玉米净进口国。相比之下，巴西的玉米 RCA 值却一路上扬，出口竞争优势愈发明显；尤其是 2001 年以

来 RCA 值基本都保持在 2.5 以上，2013 年更是高达 14.02，巴西已然跨入世界玉米出口强国之列。 
(三) 玉米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ness) 
贸易竞争力指数(简称 TC 指数)，是测度国际竞争力的经典指标之一，用公式表示为： 

( ) ( ) 100%j j j j j
i i i i iTC EX IM EX IM= ∗− + ， [ ]1,1j

iTC ∈ − ，即 i 国 j 种产品净出口额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比

重。其中， 0j
iTC > 代表 i 国 j 种产品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 j

iTC 越逼近 100%，意味着净出口相对

规模越大、国际竞争力越强； 0j
iTC = 说明竞争力处于全球平均水平； 0j

iTC < 代表 i 国 j 种产品在国际

竞争中处于劣势； j
iTC 愈趋于−100%，则意味着净进口相对规模愈大、国际竞争力愈薄弱[4]。 

1992 年以来，国内玉米 TC 值也表现为“降→升→降”的波动态势，其中，1992~1994 年间 TC 值接

近于 1，此时间段的玉米出口竞争优势较为明显；1995~1996 年间 TC 值小于 0，玉米净进口规模加大，

出口竞争力处于劣势；1997~2007 年国产玉米恢复出口竞争优势，且始终保持较大的玉米净出口规模；

然而，2008 年以后出口竞争优势再次缩水，且于 2010 年以后净进口规模日益增大，出口劣势愈发明显。

从巴西玉米产业发展来看，1992~2000 年间 TC 值均小于 0，且非常接近−1，玉米出口竞争劣势很强；2001
年以后 TC 值始终接近 1，意味着巴西玉米产业开始复苏，具备强劲的出口竞争优势，且净出口规模愈发

增大。 
从中巴两国玉米出口竞争力的综合测算结果来看，IMS、RCA 及 TC 三大指数共同肯定了 1992 年以

来国内玉米出口竞争力呈现“降→升→降”的震荡趋势，出口竞争力先后经历了强、弱、强、弱的过程，

而巴西玉米国际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具体而言，中国 1992~1994 年间玉米出口竞争优势较为明显；

1995~1996 年间玉米净进口规模加大，出口竞争力处于劣势；1997~2007 年间恢复对外出口优势，成为全

球重要的玉米输出国；2008 年以后玉米出口竞争优势再次缩水，贸易格局出现逆转，且于 2010 年以后

彻底沦为玉米净进口国，对外出口竞争力正式迈入异常薄弱期。巴西在 1992~2000 年间玉米出口竞争劣

势很强；2001 年以后保持强劲的出口竞争优势强劲，净出口规模愈发增大，目前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玉

米生产大国、出口强国。 

4. 巴西市场对华输出玉米的 SWOT 分析 

(一) 中巴玉米贸易互动的优势 
1) 产业资源优势。① 巴西是世界玉米出口与生产强国，有丰富的货源保障。玉米是巴西第二大农

作物，种植面积仅次于大豆，大部分州均有生产。在 1992 年之后的 21 年里，巴西玉米收获面积稳定在

1~1.5千万公顷左右。如图 3 所示，单产水平以年均 4.05%的幅度稳步提升，2013年每公顷产量高达 52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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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3. Corn production in Brazil (1992-2013) 
图 3. 巴西玉米生产情况(1992~2013) 

 
公斤，是最初的 2.3 倍。在单产效应的作用下，1992~2013 年巴西玉米总产量年均增幅约 4.71%，总产量

由 3050.61 万吨升至 2013 年的 8027.32 万吨，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由 5.72%升至 7.88%，成为全球第三大玉

米生产国、拉丁美洲最大的玉米主产国。此外，巴西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境内有超过 80%的

土地还未得到开发[5]，可利用耕地面积还在继续扩大，使得玉米持续增产成为可能。丰富的货源保障使

得巴西玉米出口至中国市场潜力巨大。② 巴西玉米进口具备成本优势。近年来，美国始终是我国玉米的

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然而贾伟、秦富(2013)对中国谷物贸易成本进行了科学测度，研究结果表明从美国进

口玉米的贸易成本当量明显高于从巴西、阿根廷等国[6]。巴西生产玉米具有低成本优势，中巴贸易成本

低于中美合作，巴西预期成为新的玉米进口增长点，对于国内消费者而言也是福音。 
2) 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① 中巴玉米种植与收获存在季节性互补。伴随以美国为

主的外部市场对国内玉米产业影响的不断深化，只有有效实现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合理统筹，才能更

好的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巴西与中国分属南、北两个半球，具有不同的农业生产条件，两国玉米种植与

收获期存在季节性互补关系。若能充分利用巴西季节性互补市场的优势，则可将市场供给周期缩半，利

于平滑国内玉米供给波动缓解供需矛盾。② 双边具备不同的资源禀赋方便实现出口农产品种类互补、共

赢。中巴双方优化出口结构，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开展特色农产品贸易，势必开拓典型的双赢模式。双

方出口农产品种类、特点不同，互补性大于竞争性[7] [8]。一方面，巴西在生产包括玉米在内的土地密集

型农产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9] [10]；另一方面，中国的水果和蔬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较具国际

竞争力的出口优势产品[11] [12]。专业化生产分工下的双方贸易往来利于优势农产品互补，分工明细、取

长补短、实现共赢。 
3) 政府与社会各界在战略上重视中巴玉米市场贸易关系。中巴双方同属“金砖国家”、均为新兴经

济体，具备一定的贸易共识与合作基础，两国 1974 年正式建交，1993 年中巴双方确定了战略伙伴关系。

目前，中国是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巴西是中国在拉美最大的贸易

合作伙伴。就玉米产业而言，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也正着手搭建双边贸易平台，如 2013 年 11 月中巴两

国政府签署《巴西玉米输华检疫要求》，次年 3 月 31 日起《进口巴西玉米植物检验检疫要求》实施，为

巴西玉米流向中国市场奠定了基石；丰原集团等部分农业企业看准商机，赴巴西玉米生产优势区投资建

厂，成为中巴玉米贸易先驱[13]。 
(二) 中巴玉米贸易互动的劣势 
1) 跨国粮商垄断可能进一步增强。巴西玉米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跨国粮商的操纵，尤其是种子

市场。巴西作为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的积极接受者，跨国种子企业的主导地位使得巴西境内相关机构与企

业边缘化。若中国加大从巴西进口玉米，势必刺激在巴跨国粮商的扩张和更多跨国粮商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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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巴西境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短期内以初级农产品贸易为主。相对而言，巴西境内的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为滞后，2012 年在世界银行对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考察中，巴西排名 104；且境内

公路与水运等交通运输环境不容乐观，将农产品直接运至港口的铁路几乎没有[14]。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巴西玉米供应链的正常流通，使得境内流通成本略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为确保中巴两国农产品

贸易的良性运营、降低巴西境内流通成本，中国政企可能需要额外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巴西基础

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 
(三) 中巴玉米贸易面临的机遇 
1) 破除对美国进口依赖的有利机遇。一方面，进口市场多元化，也是打破美国对华玉米出口贸易中

一枝独秀垄断局面的有利良机。2010 年以来，国内进口玉米超过 90%源自美国，2012 年从美国进口的比

例达到历史峰值 98.19%。单一贸易格局意味着更高的风险，极易导致定价权缺失、低额的利润，甚至引

发贸易中断现象[15]。加大从巴西进口玉米，势必会降低对美国的进口依存度，进而降低贸易风险、改善

现行交易劣势。另一方面，中巴直接贸易合作将打破发达国家金融资本分享出口收益的局面。当前，全

球玉米贸易量的 80%被 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控制，跨国粮商掌控定价话语权。如若

越过国际金融资本的操作，由中方直接向巴西采购玉米，既可以降低中国实际支付，又可以提升巴西玉

米生产者的收获预期。 
2) 以玉米产业为切入点，拓宽中巴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一方面，中巴双方签订玉米贸易长期合约，

加大从巴西进口玉米是稳定我国进口货源、缓解供需矛盾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中巴两国农产品贸易

互补优势明显，以玉米产业互动为契机，宽领域、多层次、高水平拓展双边农产品经贸合作，是全面深

化和提升我国与巴西战略性紧密贸易伙伴关系的良机。 
(四) 中巴玉米贸易可能引致的威胁 
1) 双边贸易摩擦。由于巴西市场对中国市场存在较高的期望值，而中国对巴出口货物与其境内产品

形成粗放型竞争关系，导致双边贸易争端与摩擦不断[16]。新世纪以来，巴西始终是发展中国家、拉美国

家、WTO 成员国之中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最频繁的国家之一；当前，两国贸易摩擦仍然处于高发

期[17]。此外，中巴双方开展经贸合作还要经受清关原则、贸易保护主义等多方面挑战。 
2) 转基因玉米引发安全争议。转基因技术能够利用更少的水资源与农药，为玉米产业带来更高的单

产水平、更大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为提升巴西玉米产业竞争力，政府在法律及政策上对转基因生产提

供支持，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等跨国公司看准时机操纵巴西玉米种子市场控制权大力推广转基因

技术。2008 年以来巴西转基因玉米产业蓬勃发展，2013 年转基因玉米比重已超过 75% [18]，成为全球第

二大转基因玉米主产国。但是，转基因玉米引入后制成加工品，对国内食品安全是否产生影响，影响程

度如何？这些都是社会各界争议焦点。 

5. 中国玉米进口市场的战略选择 

为确保国内玉米安全，从国外适度进口、填补国内供给缺口，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无论从巴西

的玉米市场国际竞争力、产业未来生产潜力，还是中国愈发紧张的玉米供给形势来看，巴西都是值得关

注的玉米外部进口源。有必要以玉米产业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中巴双方优势农产品贸易与投资。 
第一，要充分挖掘巴西玉米出口市场潜力，推进我国玉米进口多元化。从长远来看，为改变外部货

源过于集中的现状，丰富中国玉米进口市场，降低对美国进口玉米的依赖度，引入巴西玉米出口市场，

成为时代的选择。以中巴贸易为契机，加强南半球各国在玉米产业方面贸易合作关系，尤其是在中、美

玉米非收获季节，要充分利用南北半球季节性互补优势，多从以巴西为主的南半球国家补充货源，降低

仓储成本和供给不确定性，平抑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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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以玉米贸易为契机，拓宽双边农产品贸易与投资领域。一方面，要加强中巴双边优势农产

品贸易互动实现共赢。展开中巴双方战略性互利合作，适度扩大从巴西进口玉米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适度增加果蔬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巴出口或利用国内先进的种苗培育技术直接引导巴西果蔬生产，打造

双赢模式。另一方面，要鼓励国内龙头企业“走出去”，创新在巴投资合作方式。从长远来看，进一步

降低巴西境内物流成本，为获取玉米等土地密集型产品创造便利条件，势必要提升巴西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为此在巴投资的企业要做好投资战略升级准备，用节能、环保的方式辅助提升当地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改善境内交通与物流条件并加快产销物流技术升级。 
第三，强化巴西进口农产品检测检疫规范性，确保对巴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强化从巴西进口玉

米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检测检疫规范性，尤其是加强对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全球前三大转基因玉米

生产国检测检疫规范性，确保进口产品安全、可靠。此外，为更好的拓展中巴双边贸易并破除巴西对华

严峻反倾销局面，中国政企更要强化优势农产品出口规范性，尤其是与巴西具有互补性的果蔬等劳动密

集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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