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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省有着丰富多样的农业资源，在农业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跨境

电商成为了我国外贸的重要力量。本文探究了四川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现状，并结合实证分析分别探

析了“跨境电商”政策以及潜在的制约因素对四川省农产品贸易产生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意

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JX)和农村土地利用效率(LD)以及跨境电商政策对农产品进出口发

展指数(Y)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权重最高，政策次之，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最小。

也就是说，农村播种单位面积产出和“跨境电商”政策对四川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明显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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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chuan Province has rich and divers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irreplaceable advantages in agri-
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combined with empirical 
analysis, respective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olicy and potential con-
straint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JX), rural land use efficiency (LD) a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polic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index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and export (y). Among 
them, the weight of rural land use efficiency i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policy, and the degre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the lowest. In other words, the output per 
unit area of rural planting and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policy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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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7 月 8 日，四川召开全省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座谈会，提出聚力“六稳”“六保”稳住外贸外

资基本盘，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跨境电商是新兴行业，也是助力消费升级、稳外贸、

稳外资的重要方式。疫情弱化了四川不沿边不靠海的区位特点，改变了对外交往的方式，进一步推动了

产业数字化。四川省农业资源丰富多样：土地资源类型复杂多样，有利于农业多样开发和综合利用；各

地气候差异明显，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十分有利；水资源充足，全省江河纵横，誉称“千水之省”。丰

富的农业资源是农产品贸易的基本前提。一直以来，农产品的贸易都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农村的经济发展以及省内相关产业水平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者于丞(2019) [1]肯定了出口跨境电商对我国外贸出口的积极促进作用，但也指出我国跨境电商存

在信息化水平较低、跨境电商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转型策略。 
学者岳正华、靳文学(2016) [2]总结出四川省农产品国际贸易存在贸易总额快速增长、贸易顺差常态

化、农产品贸易依存度日益增强等新态势，提到四川农产品贸易也面临着不可忽视的严峻挑战，并规划

了四川农产品贸易的战略取向及政策选择。 
学者张晓琴、王悦(2020) [3]探究了四川省农产品跨境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了影响四川省跨境

电商农产品贸易的制约因素，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给出相关建议，为实证分析的模型建立提供了参考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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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境电商基本概况 

2.1. 跨境电商含义 

跨境电商也称为跨境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简称 EC)作为一种新的贸易模式，是主要依托

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一种新型贸易形式，是一种国际商业活动[4]。从广义的角度来讲，跨境电商主要就

是在传统贸易的基础上进行了信息化、技术化与电子化的加工，通过使用互联网等电子工具在全球范围

内进行的商务贸易活动，依托信息技术实现对外贸易[5]。 
狭义的跨境电商主要是指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产品贸易，消费者可以直接在网上完成消费的一系列

行为，直接缩短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贸易效率。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所进

行各种商务活动，包括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广告商、消费者、中介商等有关各方行为的总和在此过程

中，跨境电商会借助跨境物流的相关优势，降低相应的跨境贸易成本，通过省去传统跨境贸易过程中的

复杂程序，实现跨境电商贸易发展模式的更新和发展。 
总体来说，跨境电商主要由四要素构成：交易平台、平台经营者、站内经营者、支付系统。 

2.2. 四川省跨境电商综试区概况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要求深入推进“一

带一路”经贸合作，发展“丝路电商”，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自 2016 年以来，中国已与多个国家签署

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合作伙伴遍及五大洲，“丝路电商”成为经贸合作

新渠道和新亮点。从 2016 年 1 月至今，四川省先后三批共四个城市被设立为跨境综试区，分别为成都市、

泸州市、德阳市和绵阳市。 
中国(成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6 年 1 月 15 日，国函[2016]17 号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成都)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服务西部，链接丝路”为基本原则，以“基站”、“动力”、“中继”

三位一体为总体目标。成都跨境综试区线下范围为全域成都，按照“一城多区、立体布局”的思路，空

间布局分为关境线(特殊监管区域)和商业载体两部分；线上范围为成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服

务范围，覆盖平台登记注册、备案和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的各类市场主体。 
中国(泸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9 年 12 月 24 日，国函[2019]137 号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泸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立足四川南向开放重要门户定位，将建设成为链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地区的跨境电子商务节点城市。其线下范围为泸州全域，形成“1 + 4 + 7”跨境电商空间布局。“1”
即以四川自贸区南临港片区、泸州综保区为核心；“4”即以泸州高新区、四川泸州长江经济开发区、四

川泸州白酒产业园区、泸州航空航天产业园区等为基础，建立 4 个跨境电商重点支撑产业园区；“7”即

以泸州市三区四县为基础，建立 7 个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产业园区。线上范围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

台服务范围，覆盖平台登记注册、备案和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的各类市场主体。 
中国(德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20 年 5 月 6 日，国务院国函[2020]47 号批复同意设立中国(德

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线下范围为德阳全域，包括旌阳区、罗江区、广汉市、什邡市、绵竹市、

中江县、德阳经开区七大重点产业规划区；线上范围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服务范围，覆盖平台

登记注册、备案和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的各类市场主体。德阳跨境综试区将以成德临港经济产

业带建设为契机，加强与成都跨境综试区的协作，共建共享跨境电子商务全球供应链网络。 
中国(绵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20 年 5 月 6 日，国务院国函[2020]47 号批复同意设立中国(绵

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线下范围即绵阳全域，以高新区为核心发展区，以经开区、科创区和江油

市为试点先行区，以涪城区、游仙区、安州区、三台县、梓潼县、盐亭县、平武县、北川羌族自治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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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应用区。线上范围为“绵阳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范围，包括平台登记注册、备案，开展跨

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和服务的各类市场主体。绵阳跨境综试区以“坚持联动中心城市、连接国际市场”

为基本原则，将充分利用成都、西安、重庆等地的国际贸易物流通道和城市间产业、政策联动优势，发

挥“调蓄”作用，扩展绵阳企业出海路径，连接国际市场。 

3. 四川省农业概况及进出口贸易分析 

3.1. 四川省农业发展情况 

四川省地处西南内陆，幅员面积达 48.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5.1%，居第五位。2019 年四

川省播种面积 969.30万公顷，占幅员面积的 19.94%；农业总产值 7195.65亿元，同比增长 3.45%。2012~2019
年，四川省农业总产值与播种面积均呈增长趋势，它们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5.47%、0.56%。四川省农业

发展统计如图 1 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Figure 1. Statistic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19 
图 1. 2012~2019 年四川省农业发展统计 

3.2. 四川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现状 

2006~2019 年，四川省农产品得益于进口额的迅速增长，其进出口额也有大幅提升，而出口额由于

早期的基数就已经达到了一定量级，相对而言增长幅度较小。2006 年，农产品出口额显著高于进口额；

而经过 13 年的发展，在 2019 年，其进口额已经小幅度超过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进出口额在这整

个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分别达 29.65%、600.23%、128.76%。从增长率这一数据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进口

额与出口额的共同增长拉动了进出口额的增长，但是进口额的贡献率显著高于出口额。四川省农产品贸

易额见图 2。 
上文分析了四川省农产品贸易的整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是具体的农产品贸易现状。本文根

据中国农业外经外贸信息网公布的分类标准将农产品分为五大类，每个类别选择的农产品如表 1 所示。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研究的四川省不同类别下的农产品的进出口情况的时间范围是 2016~2019

年。详细数据见表 2、表 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3097


詹梦玲，周倩 
 

 

DOI: 10.12677/ass.2021.103097 682 社会科学前沿 
 

 
数据来源：四川省商务厅整理。 

Figure 2. Trade volu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ichuan Province 
图 2. 四川省农产品贸易额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表 1. 农产品分类及农产品 

类别 具体的农产品 

谷物 粮食 

棉花、食糖 食糖 

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 食用植物油 

蔬菜、水果 鲜干水果 

畜产品、水产品 水海产品 

 
1) 粮食 
从贸易额来看，粮食的进口额远远高于出口额，其逆差最高达 160,821 万元。粮食的进口整体呈增

长趋势，2017 年进口增长尤其明显，增长率达 68%；而粮食的出口整体呈下降趋势，2016~2018 年连续

三年下跌。 
2) 食糖 
食糖在 2016、2017 以及 2019 年均无进口，在 2018 年进口了 109 万元；食糖的出口体量也很小，总

体呈增长趋势。可以看出四川省食糖的进出口贸易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3) 食用植物油 
食用植物油的进口额增长猛烈，2019 年相比 2016 年增长了 405.94 倍，2018 年增长率最高，达 1396%；

出口方面相对来说较为稳定，总体呈增长趋势，2019 年出口增长率最高，达 219%。 
4) 鲜干水果 
鲜干水果的进口额总体呈增长趋势，2017、2018 年连续两年下降，2019 年巨幅增长，增长率达 3690%；

出口额总体仍呈增长趋势，2016、2017 年连续下降，而后的 2018、2019 年连续增长。鲜干水果的进口

额远远高于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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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海产品 
水产品的进口额连续四年增长，2019 年增长幅度最大，达 186%；出口额总体呈增长趋势，2018 年

同比下降了 52%；水海产品的进口额远远高于出口额。 
 
Table 2. Im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different categories in Sichuan Province  
表 2. 四川省不同类别下的农产品进口情况 

进口年份 粮食 食糖 食用植物油 鲜干水果 水海产品 

2016 
进口额(万元) 98,728 − 79 3108 5530 

进口同比 −9% − −39% 155,300% 45% 

2017 
进口额(万元) 165,748 0 205 1226 5949 

进口同比 68% − 159% −61% 8% 

2018 
进口额(万元) 157,077 109 3067 1060 12,165 

进口同比 −5% − 1396% −14% 104% 

2019 
进口额(万元) 141,149 0 32,148 40177 34,787 

进口同比 −10% −100% 948% 3690% 186% 

数据来源：成都海关。 
 
Table 3. Ex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different categories in Sichuan Province 
表 3. 四川省不同类别下的农产品出口情况 

出口年份 粮食 食糖 食用植物油 鲜干水果 水海产品 

2016 
出口额(万元) 7795 10− 667 1600 1425 

出口同比 −21% −67% −20% −27% 36% 

2017 
出口额(万元) 4927 8 1303 1447 4211 

出口同比 −37% −20% 95% −10% 196% 

2018 
出口额(万元) 3902 3 1252 2687 2005 

出口同比 −21% −63% −4% 86% −52% 

2019 
出口额(万元) 4593 25 3997 6780 3092 

出口同比 18% 733% 219% 152% 54% 

数据来源：成都海关。 

4. 四川省农产品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潜在制约因素 

参考《跨境电商农产品贸易发展特点与制约因素——以四川省为例》一文，将影响农产品贸易的因

素分为以下四个：农业发展规模(AG)、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JX)、农业生产资本投入(KA)以及农村土地

利用效率(LD)，将上述四个制约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农产品进出口发展指数(Y)为被解释变量。变量指标

说明见表 4。 
此外，考虑到 2016 年四川省开始全面实施跨境电商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产生影响，我们将这一政策也纳入模型作为变量之一。而这一因素无法定量度量，因此我们引入虚拟变

量将其量化，记为 PO，其中 2006 年至 2015 年该虚拟变量取值为 0，2016 年至 2019 年取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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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Variable index description 
表 4. 变量指标说明 

变量指标 衡量标准 单位 

农产品进出口发展指数(Y) 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亿元 

农业发展规模(AG) 农业总产值 亿元 

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JX) 农业机械化总动力 万千瓦 

农业生产资本投入(KA)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农村土地利用效率(LD) 农村播种单位面积产出 吨/公顷 

4.2. 变量指标历年统计数据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以上所有变量指标的时间范围为 2006~2019 年，其统计数据见表 5。 
 

Table 5. Statistical data of variable indicators from 2006 to 2019 
表 5. 变量指标 2006~2019 年统计数据 

Year Y AG JX KA LD PO 

2006 46.56 2602.10 2344.87 246.60 7.18 0 

2007 54.60 3377.00 2523.05 294.10 7.54 0 

2008 56.19 3903.00 2687.55 325.30 7.73 0 

2009 52.00 3689.81 2952.66 894.90 8.09 0 

2010 65.77 4081.81 3155.14 566.90 8.33 0 

2011 74.02 4932.73 3426.10 534.50 8.62 0 

2012 68.04 5433.12 3694.03 509.70 8.77 0 

2013 68.75 5620.27 3953.09 570.80 8.97 0 

2014 68.20 5888.09 4160.12 656.40 9.16 0 

2015 67.92 6377.84 4404.55 560.30 9.39 0 

2016 71.69 6816.92 4267.32 582.20 9.62 1 

2017 89.87 6955.55 4420.30 666.20 9.77 1 

2018 96.86 7195.65 4603.88 678.80 10.01 1 

2019 106.51 7889.30 4682.30 630.50 10.21 1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统计年鉴、四川省商务厅整理。 

4.3.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首先，我们对上述变量做描述性统计以及得到各变量与 Y 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 6。观察上述变量

与被解释变量 Y 之间的相关系数可知，变量中的农业发展规模(AG)、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JX)、农村土

地利用效率(LD)以及跨境电商政策均与被解释变量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农业生产资本投入(KA)与被解释

变量的相关性最低。 

4.4. 实证结果 

首先考察政策单独对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影响，采用 Eviews 软件的最小二乘法作虚拟变量 PO 对 Y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如图 3。可以看到，P 值远小于 0.05，说明跨境电商政策这一因素对农产

品进出口额的影响是显著的；且该变量的系数为 29.03，可知该政策的实施对农产品进出口发展指数有着

积极的影响。拟合优度较小，是因为此处我们只关注了政策这一个变量对农产品进出口额的影响，未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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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变量纳入考虑，因此模型拟合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Table 6.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 6.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变量 AG JX KA LD PO 

均值 5340.228 3662.497 551.229 8.814 0.286 

极大值 7889.300 4682.300 894.900 10.210 1.000 

极小值 2602.100 2344.870 246.600 7.180 0.000 

标准差 1619.232 811.084 170.650 0.948 0.469 

相关系数 0.894 0.841 0.433 0.896 0.796 

 

 
Figure 3. OLS results 
图 3. OLS 结果 

 

解释变量为 AG、JX、KA、LD，被解释变量为 Y，采用 STEPLS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回归，

回归结果如图 4。 
 

 
Figure 4. STEPLS results 
图 4. STEPL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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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回归结果可知，AG 是被排除在模型之外的，说明 AG 对 Y 的影响不是特别显著；此外，在

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变量 KA 的 P 值为 0.11，t 值为−1.74，无法通过统计检验，因此 KA 对 Y 的影响同

样不够显著。 
我们手动排除变量 KA，用解释变量 LD、JX 对被解释变量 Y 再次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其结果如图 5。 

 

 
Figure 5. Results of the second STEPLS 
图 5. 第二次 STPLS 结果 

 
拟合优度检验：样本可决系数 R2 = 0.88，调整的样本可决系数 Adjusted R2 = 0.86，表明该模型的拟

合优度较好。 
t 检验：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 LD、JX 的 t 值分别为：t(β1) = 3.943689，|t(β2)| = 2.632257。

在取显著性水平 α = 0.05 时，查 t 分布表得自由度为 11 的临界值 t0.025(11) = 2.201。因为 t(β1) = 3.943689 > 
t0.025(11) = 2.201，所以应拒绝原假设 H0:β1 = 0；因为|t(β2)| = 2.632257 > t0.025(11) = 2.201，所以应拒绝原假

设 H0:β2 = 0。以上表明，LD 和 JX 对 Y 有显著影响。 
异方差检验：选择 white 检验来进行异方差的检验。其检验结果如图 6。Obs*R-squared 统计量对应

的 P 值为 0.7622，远远大于 0.05，因此接受原假设，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Figure 6. White test results 
图 6. White 检验结果 

 

自相关检验：由于 DW 检验存在只能检验一阶自相关的局限性，因此采用 LM 检验分别从一阶逐次

向四阶来对该模型的自相关进行检验，其结果以及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 5%的 c2 临界值整理为表 7。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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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所有的 Obs*R-squared 统计量的值都小于他们对应的 χ2 临界值，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该模型不

存在自相关。 
 

Table 7. LM test results 
表 7. LM 检验结果 

Lags Obs*R-squared P 值 χ2临界值 

1 0.287734 0.5917 3.84 

2 1.43 0.4903 5.99 

3 7.30 0.0629 7.81 

4 8.09 0.0884 9.49 

5. 结论及建议 

5.1. 研究结论 

通过对影响四川省农产品贸易的制约因素的分析，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JX)和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LD)以及跨境电商政策被解释变量对农产品进出口发展指数(Y)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影响

的权重最高，政策次之，农业生产科技化程度最小。也就是说，农村播种单位面积产出和跨境电商政策

对四川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明显推动作用。 

5.2. 相关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主要从跨境电商及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这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第一，引导和支持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制定具体的扶持政策，支持我国大中型电子商务平台开展

跨境电子商务，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平台在整合国内企业资源、对接国际市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6]。跨境

电商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平台，目前国内比较知名的跨境电商平台包括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国际站、

洋码头、考拉海购等，在降低贸易成本、减少中间环节等方面能够起到突出作用。 
第二，重视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近年来，跨境电商行业迅猛发展，庞大市场机遇下，人才缺口日

益凸显。数据显示，未来三年，中国跨境电商及相关领域的人才缺口将高 450 万，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在人才奇缺的现状下，培养职业定向的人才显得尤为重要。人才培养的核心应是企业的发展，以及人才

在企业中的实际应用，应注重专业化人才的实训，人才培养方案中应涵盖完善的实训方案，保障跨境电

子商务人才培养方案真正落实到教学环节。 
第三，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自然条件决定了各地的优势农业品种，各区域可以根据资源

条件生产优势特色农产品，努力经营品牌建设，同时加强质量监督管理，以提升产品知名度扩大市场并

提高附加值。建设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有利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为农业

生产主体发展提供新空间新途径，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对各地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加

快农民增收致富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合理规划农村土地利用，提高对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未利用以及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

害损毁的土地进行整治，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活动。坚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对推动农业结构调整、

提高农产品品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充分发挥农村土

地资源效益，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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