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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3层次分解框架,
 

逐层解析了2009-2020年中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国家林产品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
 

中国对RCEP国家林产品出口规模波动性增长;
 

进口需

求扩大是主导因素,
 

但近年来有所下降,
 

贡献主要源自进口整体规模的扩张,
 

其次是产品和国别需求结构的调整;
 

尽管国别和产品竞争力结构效应表现不佳,
 

但由于出口相对价格大幅提升、
 

数量份额快速增长、
 

产品种类少量增

加,
 

出口整体竞争力效应的贡献日益突出;
 

供需结构交互效应缓解了进口需求效应下降的不利影响,
 

深化了出口竞

争力攀升的贡献;
 

而上述指标在不同国家和产业中存在异质性特征.
 

因此,
 

中国林产品出口需高度重视RCEP国家

市场规模扩大效应以及国别和产品需求结构调整的影响,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林产品价格、
 

数量和种类竞

争力,
 

调整出口结构更好地适应进口市场需求,
 

以实现出口规模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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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tant
 

market
 

share
 

(CMS)
 

three-level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ulti-level
 

driving
 

factors
 

of
 

export
 

growth
 

of
 

Chinas
 

forest
 

products
 

to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
ship

 

(RCEP)
 

countries
 

from
 

2009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uctuation
 

of
 

the
 

scale
 

of
 

Chinas
 

forest
 

products
 

exporting
 

to
 

RCEP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The
 

expansion
 

of
 

import
 

demand
 

is
 

the
 

leading
 

factor,
 

but
 

it
 

has
 

declined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ribution
 

is
 

mainly
 

from
 

the
 

expansion
 

of
 

the
 

overall
 

scale
 

of
 

imports,
 

followed
 

by
 

the
 

adjustment
 

of
 

the
 

demand
 

structure
 

of
 

products
 

and
 

countries.
 

Although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country
 

and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are
 

not
 

good,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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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price
 

of
 

exports,
 

rapid
 

growth
 

in
 

quantity
 

share,
 

and
 

a
 

small
 

increase
 

in
 

product
 

types,
 

the
 

contri-
bution

 

of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effect
 

of
 

expor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has
 

alleviated
 

the
 

adverse
 

impact
 

of
 

the
 

decline
 

in
 

import
 

demand
 

effect,
 

and
 

deepened
 

the
 

contribution
 

of
 

rising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here
 

is
 

heterogeneity
 

within
 

dif-
ferent

 

countries
 

and
 

industries.
 

Therefore,
 

Chinas
 

forest
 

products
 

exporting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
tance

 

to
 

the
 

effect
 

of
 

RCEP
 

countries
 

market
 

expans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adjustment
 

of
 

country
 

and
 

product
 

demand
 

structure,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price,
 

quantity
 

and
 

variety
 

of
 

forest
 

prod-
ucts

 

through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adjust
 

the
 

export
 

structure
 

to
 

better
 

adapt
 

to
 

importing
 

market
 

demand
 

in
 

order
 

to
 

achieve
 

steady
 

growth
 

of
 

the
 

export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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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统筹好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林产品生产以自然环境为依托,
 

发展成果同时助益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
 

是践

行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
 

而顺应时代潮流,
 

以适当姿态参与国际竞争,
 

是提高林产品国际

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正式

生效后,
 

域内各国市场开放度进一步提高,
 

这为中国林产品出口增长提供了更多机会.
关于林产品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多是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方法予以探讨,
 

重

点关注了经济总量、
 

人口规模、
 

森林资源人均禀赋差异、
 

贸易开放程度、
 

互为邻国等引力因素,
 

以及空间距

离和是否同为APEC成员等成本因素的影响[1],
 

也有学者研究了中美木质林产品要素禀赋优势的差异[2]和

贸易战的强烈冲击[3-4].
 

但是,
 

引力模型在选择引力因素和成本因素时,
 

多是从国家宏观层面予以考量,
 

要

素指标选择口径与产品贸易额并不完全贴合,
 

研究结果往往高估国民收入等宏观指标的影响力,
 

未能充分

解释细分行业贸易的驱动因素和结构特征[5].
 

而采用恒定市场份额(Constant
 

Market
 

Share,
 

CMS)模型,
 

不但可以贴切地分析进口市场需求变化及出口竞争力的边际影响,
 

也能够反映出两者变化的总效应,
 

有效

弥补传统引力模型和计量方法的不足,
 

学者们采用该模型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对中亚五国、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东盟、
 

金砖国家、
 

欧盟国家、
 

日本等贸易伙伴[6-11],
 

以及水产品、
 

水果产品、
 

畜牧品、
 

高技术产

品、
 

新能源产品、
 

农产品等出口额波动的影响因素[12-18],
 

但还鲜有文献采用CMS模型探讨林产品贸易波动

的影响因素.
RCEP国家一直是中国林产品重要且可靠的贸易伙伴.

 

2009-2020年,
 

中国对RCEP国家林产品出口

额由26.18亿美元增长至45.73亿美元,
 

年均增幅6.79%,
 

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3.44%提升至

30.26%,
 

反映出中国林产品对RCEP国家市场依赖度不断上升.
 

在此期间,
 

RCEP国家林产品进口总额由

140.20亿美元波动性增长至190.47亿美元,
 

其中在2012、
 

2015、
 

2019年明显下降.
 

另外,
 

中国林产品在

RCEP国家所占进口市场份额也呈上升趋势,
 

由2009年的18.67%增加至2020年的24.01%,
 

但波动性比

较大,
 

2009-2010年短暂下滑,
 

2011-2015年快速回升,
 

2016-2017年又大幅下降,
 

2018-2020年再次

恢复上升趋势,
 

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
 

因此,
 

虽然中国林产品在RCEP国家市场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
 

但其变化趋势与RCEP国家需求规模和中国出口份额的动态特征并不完全一致.
 

那么,
 

中国林产品出口增

长究竟是来源于进口需求拉动还是由出口竞争力驱动,
 

各自贡献度又有多大,
 

等等,
 

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

研究探讨.
 

本文基于CMS模型3层次分解框架,
 

不仅解析了进口需求、
 

出口竞争力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出口

波动的影响,
 

还区分了整体规模效应与国别产品结构变动的影响,
 

并且探讨了相对价格、
 

数量份额、
 

新产

品种类等不同竞争力形式的贡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CMS模型3层次分解框架

经典引力模型认为双边贸易额既取决于需求侧进口需求规模的大小,
 

也受制于供给侧出口竞争力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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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根据该理论,
 

CMS模型基于结构分解方法从边际视角解析了出口波动的直接驱动因素,
 

将中国针对区

域J(多国)产业I(多产品)的出口变动额DEX 分解为进口需求效应IME、
 

出口竞争力效应EXE、
 

供需交

互效应EIE 等3部分[19-22],
 

形成CMS模型第一层次分解框架,
 

如下式所示:

ΔEX
︸
DEX

=∑
i
∑
j
S0

ijΔDij

  
IME

+∑
i
∑
j
ΔSijD0

ij

  
EXE

+∑
i
∑
j
ΔSijΔDij

  
EIE

(1)

  在式(1)中,
 

i表示产品,
 

j表示国家.
 

EX 表示中国出口额,
 

Dij 表示j国i产品进口总额;
 

Sij 表示中

国出口额在j国所占进口市场份额;
 

上标0表示基期,
 

Δ 表示观察期与基期的变化量.
  CMS模型第二层次分解框架细化了上述效应的结构特征,

 

进口需求效应IME 分解为需求规模效应

GIM、
 

国别需求结构效应CIM、
 

产品需求结构效应PIM、
 

需求结构交互效应CPM 等4部分[23-24].
 

具体公

式如下:

∑
i
∑
j
S0

ijΔDij

  
IME

=S0ΔD
︸

GIM

+ ∑
i
∑
j
S0

ijΔDij -∑
i
S0

iΔDi  
  

CIM

+ ∑
i
∑
j
S0

ijΔDij -∑
j
S0

jΔDj  
  

PIM

+

∑
i
S0

iΔDi-S0ΔD  - ∑
i
∑
j
S0

ijΔDij -∑
j
S0

jΔDj    
  

CPM

(2)

  在式(2)中,
 

D、
 

Di、
 

Dj 分别表示区域J 产业I、
 

区域J 产品i、
 

国家j产业I的总进口额;
 

S、
 

Si、
 

Sj

分别表示中国针对区域J 产业I、
 

区域J 产品i、
 

国家j产业I的出口额占相应范围总进口的比重.
  供需交互效应EIE 分解为整体交互效应PIE(进口需求规模变动与出口份额变化的交互影响)和结构

交互效应DIE(进口需求结构调整与出口份额变化的交互影响)两部分,
 

具体公式如下:

∑
i
∑
j
ΔSijΔDij

  
EIE

=
D1

D0-1  ∑i ∑j ΔSijD0
ij

  
PIE

+ ∑
i
∑
j
ΔSijΔDij -

D1

D0-1  ∑i ∑j ΔSijD0
ij





 






  
DIE

(3)

  在式(3)中,
 

上标1表示观察期指标.
  出口竞争力效应EXE 分解为整体竞争力效应GEX 和结构竞争力效应SEX 两部分,

 

具体公式如下:

∑
i
∑
j
ΔSijD0

ij

  
EXE

=ΔSD0

︸
GEX

+ ∑
i
∑
j
ΔSijD0

ij -ΔSD0  
  

SEX

(4)

  其中,
 

结构竞争力效应SEX 进一步分解为国别竞争力结构效应CEX、
 

产品竞争力结构效应PEX、
 

竞

争力结构交互效应CPX 等3个部分,
 

具体公式如下:

∑
i
∑
j
ΔSijD0

ij -ΔSD0  
  

SEX

=∑
i
∑
j
ΔSijD0

ij -∑
i
ΔSiD0

i  
  

CEX

+

∑
i
∑
j
ΔSijD0

ij -∑
j
ΔSjD0

j  
  

PEX

+ ∑
i
ΔSiD0

i -ΔSD0  - ∑
i
∑
j
ΔSijD0

ij -∑
j
ΔSjD0

j    
  

CPX

(5)

  关于整体竞争力效应的来源,
 

参考三元边际分析模型将中国对区域J 出口市场份额分解为扩展边际

EM、
 

价格边际P 和数量边际Q 等3方面的乘积[25],
 

即:

S=EM ×P×Q (6)

  式(6)中,
 

EM = ∑
i∈NcJ

MwJi/∑
i∈NWJ

MwJi,
 

P = ∏
i∈NcJ

(PcJi/PwJi)
ωi,

 

Q = ∏
i∈NcJ

(QcJi/QwJi)
ωi,

 

P ×Q =

∑
i∈NcJ

McJi/∑
i∈NcJ

MwJi.
 

其中,
 

PcJi 和QcJi 分别表示商品i的出口价格和数量,
 

McJ 和MwJ 分别表示中国和世界

对区域J的出口额,
 

NcJ 和NwJ 分别表示中国和世界对区域J出口商品种类的集合,
 

NcJ ⊆NwJ,
 

EM 测度

NcJ 类产品世界对区域J 出口额所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
 

参数ωi=φ/∑
i∈Ncj

φ,
 

φ=(φcJi-φwJi)/(lnφcJi-

lnφwJi),
 

其中φcJi=McJi/∑
i∈NcJ

McJi,
 

φwJi=MwJi/∑
i∈Ncj

MwJi,
 

分别表示在NcJ 类产品中,
 

中国和世界的i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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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所占区域J 进口总额的比重.
 

于是,
 

整体竞争力效应GEX 进一步分解为价格竞争力效应MEX、
 

数

量竞争力效应QEX、
 

种类竞争力效应EEX、
 

竞争力形式交互效应MQE 等4部分,
 

具体公式如下:

ΔSD0

︸
GEX

=ΔPQ
 

EM
 

D0

  
MEX

+PΔQ
 

EM
 

D0

  
QEX

+PQΔEM
 

D0

  
EEX

+ΔPΔQ
 

EM +PΔQΔEM +ΔPQΔEM +ΔPΔQΔEM  D0

  
MQE

(7)

  式(5)和式(7)形成CMS模型第三层次分解框架,
 

扩展后的CMS模型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特定

产业针对特定区域出口额变动的比较优势来源.
 

综上分析,
 

CMS模型3层次分解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CMS模型3层次分解框架结构图

1.2 数据来源

本文基础数据来源于CEPII-BACI数据库,
 

该数据库包含全球226个国家双边 HS6分位贸易数据,
 

具体包含出口国、
 

进口国、
 

贸易商品、
 

贸易额、
 

贸易数量等指标.
 

根据国内外产业分类惯例,
 

将 HS编码

第44~46章界定为林产品.
 

同时,
 

依据 HS分类标准将林产品细分为3大类,
 

分别是:
 

原木类制品(第

44章),
 

主要包括木及木制品和木炭等;
 

软木类制品(第45章),
 

主要包括软木及软木制品等;
 

木质编结

品(第46章),
 

主要包括稻草、
 

秸秆、
 

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以及篮筐及柳条编结品等.
 

由于东盟部分

国家2009年以前的贸易数据存在大范围缺失,
 

影响结果有效性,
 

因此,
 

本文将样本选择期间设置为

2009-2020年.
 

为研究总体样本的动态特征,
 

依据中国对RCEP国家林产品出口趋势,
 

将研究时期划分

为2009-2012年,
 

2012-2016年以及2016-2020年3个阶段.

2 林产品出口波动的驱动因素分析

2.1 总体样本的CMS模型分解

如表1所示,
 

CMS第一层次分解结果显示,
 

2009-2020年,
 

中国林产品出口增长19.55亿美元,
 

进

口需求效应贡献率64.31%,
 

占主导地位;
 

动态来看,
 

3个阶段的贡献率由正转负,
 

2016-2020年下降

至-114.70%,
 

反映了进口需求不稳定对中国林产品出口存在较大影响.
 

出口竞争力效应在样本期间贡

献率为-0.86%,
 

小幅抑制了出口增长,
 

但近些年来,
 

出口竞争力效应贡献率大幅逆转,
 

2016-2020年

达到82.25%,
 

拉动出口增长1.67亿美元.
 

供需交互效应贡献率36.55%,
 

表明供需两端的变化方向总

体一致,
 

协同促进了出口增长;
 

3个阶段的贡献率呈现“U”形特征,
 

2016-2020年上升至132.45%,
 

拉

动出口增长2.70亿美元.
CMS第二层次分解结果表明,

 

在进口需求效应中,
 

需求规模效应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最大,
 

达到

48.00%,
 

但分阶段呈衰减趋势,
 

2016-2020年贡献率降至-126.19%,
 

成为抑制中国林产品出口增长

的主要因素.
 

其次是产品需求结构效应,
 

贡献率23.32%,
 

意味着RCEP国家产品需求结构的调整利于

中国出口增长,
 

但是波动性较大,
 

近期拉动作用十分明显.
 

国别需求结构效应显示,
 

不同国家进口结构

的调整也拉动了中国林产品出口增长,
 

在2012-2016年的贡献率达到87.19%.
 

需求结构交互效应总

体呈现抑制效应,
 

但在2016-2020年扩大了国别需求结构效应的正面贡献,
 

而部分抑制了需求规模效

应和产品需求结构效应的负面影响.
 

在出口竞争力效应中,
 

结构竞争力效应贡献率为-39.14%,
 

且分

阶段下降,
 

这表明中国林产品出口份额的变化方向与进口需求结构特征并不一致,
 

成为出口竞争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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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因素.
 

而整体竞争力效应贡献率始终为正面,
 

且动态来看大幅增强,
 

2016-2020年贡献率达到

240.32%,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结构竞争力不足的抑制效应.
 

供需交互效应的结构特征显示中国出口竞争

力变化基本适应总体进口规模的变动,
 

供需两端仅出现轻微失衡.
 

但与进口结构变化的协同性存在较大

波动,
 

结构交互效应贡献率由2012-2016年的-37.57%大幅逆转为
 

2016-2020年的137.29%,
 

极大

缓解了结构竞争力不足对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
CMS第三层次分解结果显示,

 

在结构竞争力效应中,
 

国别、
 

产品竞争力效应和竞争力结构交互效应的

贡献率大多为负值,
 

但动态特征有所差异.
 

国别竞争力结构效应的负面贡献率快速上升,
 

2016-2020年达

到-149.19%.
 

而产品竞争力结构效应的负面贡献率有所缓解,
 

2016-2020年降为-61.27%.
 

竞争力结

构交互效应的贡献率波动较大,
 

2016-2020年逆转为52.38%,
 

较大程度缓解了国别和产品市场份额减小

的不利影响.
 

整体竞争力效应的结构特征显示,
 

中国对RCEP国家林产品出口的相对价格、
 

数量份额、
 

商

品种类均有所增加,
 

其中,
 

价格竞争力提升是整体竞争力效应增长的主要源泉,
 

且呈现动态上升趋势,
 

贡

献率在2016-2020年达到178.97%.
 

种类竞争力效应经历了由正转负的过程,
 

且负面贡献率有所扩大,
 

2016-2020年达到-12.08%.
 

数量竞争力效应近些年快速增长,
 

虽然贡献率有所收窄,
 

但2016-2020年

仍达到69.10%.
 

竞争力形式交互效应也轻微地深化了价格、
 

数量和种类竞争力的正面贡献.
表1 中国对RCEP国家林产品出口增长的CMS分解结果

类型 层次
2009-2020

差额 贡献率

2009-2012
差额 贡献率

2012-2016
差额 贡献率

2016-2020
差额 贡献率

出口变动额DEX 0 19.55 100.00 15.21 100.00 2.31 100.00 2.04 100.00

进口需求效应IME 1 12.58 64.31 10.43 68.62 5.32 230.02 -2.33 -114.70

出口竞争力效应EXE 2 -0.17 -0.86 -0.55 -3.61 -2.16 -93.45 1.67 82.25

供需交互效应EIE 3 7.15 36.55 5.32 34.99 -0.85 -36.56 2.70 132.45

需求规模效应GIM 1.1 9.39 48.00 12.02 79.03 -0.44 -19.22 -2.57 -126.19

国别需求结构效应CIM 1.2 -1.02 -5.20 0.42 2.73 2.02 87.19 0.44 21.68

产品需求结构效应PIM 1.3 4.56 23.32 -1.45 -9.54 4.84 209.33 -0.43 -21.07

需求结构交互效应CPM 1.4 -0.35 -1.81 -0.55 -3.60 -1.09 -47.29 0.22 10.87

整体竞争力效应GEX 2.1 7.48 38.28 2.19 14.37 2.79 120.51 4.89 240.32

结构竞争力效应SEX 2.2 -7.65 -39.14 -2.73 -17.99 -4.95 -213.96 -3.22 -158.07

整体交互效应PIE 3.1 -0.06 -0.31 -0.25 -1.66 0.02 1.00 -0.10 -4.84

结构交互效应DIE 3.2 7.21 36.86 5.57 36.65 -0.87 -37.57 2.79 137.29

价格竞争力效应 MEX 2.1.1 2.89 14.79 0.59 3.89 0.10 4.34 3.64 178.97

数量竞争力效应QEX 2.1.2 1.96 10.03 -0.63 -4.15 2.78 120.17 1.41 69.10

种类竞争力效应EEX 2.1.3 2.02 10.34 2.25 14.77 -0.09 -4.00 -0.25 -12.08

竞争力形式交互效应 MQE 2.1.4 0.61 3.11 -0.02 -0.12 0.00 0.01 0.09 4.33

国别竞争力结构效应CEX 2.2.1 -1.71 -8.73 -0.94 -6.19 -1.21 -52.16 -3.04 -149.19

产品竞争力结构效应PEX 2.2.2 -3.58 -18.31 -2.17 -14.25 -3.21 -138.96 -1.25 -61.27

竞争力结构交互效应CPX 2.2.3 -2.37 -12.10 0.37 2.46 -0.53 -22.85 1.07 52.38

  注:
 

差额的单位:
 

亿美元,
 

贡献率的单位:
 

%.

2.2 国别CMS模型分解

如表2所示,
 

2009-2020年,
 

中国对RCEP国家林产品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越南、
 

菲律宾、
 

澳大利

亚、
 

柬埔寨、
 

马来西亚、
 

泰国、
 

韩国等国,
 

均超过1亿美元,
 

合计贡献了96.35%的增长额,
 

其中越南增

量最大,
 

达到5.45亿美元.
 

以上述国家为代表,
 

分析中国林产品出口国别增长的驱动因素.
 

CMS第一

层次分解结果显示,
 

进口需求效应均呈现正向拉动作用,
 

特别是韩国、
 

马来西亚、
 

越南、
 

泰国和澳大利

亚等国,
 

贡献率均超过44%,
 

其中韩国高达435.18%.
 

出口竞争力效应的贡献在各国均不太显著,
 

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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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面,
 

其中澳大利亚为20.06%,
 

不过韩国比较特别,
 

贡献率为-102.12%,
 

意味着中国林产品在韩

国的竞争力大幅下滑.
 

供需交互效应在多数国家也呈现正面效应,
 

且贡献率较为突出,
 

比如柬埔寨高达

87.49%,
 

反映了中国林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调整与市场需求变化能够协同促进出口规模增长,
 

只是在韩

国,
 

供需交互效应进一步弱化了市场需求扩张效应,
 

也深化了出口竞争力萎缩效应,
 

存在产品竞争力不

高,
 

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CMS第二层分解结果显示,

 

进口需求规模效应和产品需求结构效应的贡献率均为正值,
 

但在不同国家

的地位有所差异.
 

在韩国和泰国,
 

进口需求效应主要源于产品需求结构效应的增长,
 

而其他国家则主要源

于需求规模效应的增长,
 

因而,
 

总体来看,
 

RCEP国家需求规模增长对于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效果更为显

著.
 

出口竞争力效应主要反映在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除韩国外,
 

中国林产品竞争力在各国均有所提升,
 

特

别是在泰国和澳大利亚的贡献比较显著.
 

而结构竞争力效应均为负值,
 

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份额变化与进

口初始需求有所差异,
 

间接反映了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除韩国外,
 

各国整体交互效应和结构交互效应

均对中国出口增长发挥了正面作用,
 

在澳大利亚、
 

菲律宾、
 

越南和泰国,
 

结构交互效应的贡献更为突出,
 

中

国林产品在上述市场产品份额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化的协同效应更有利于中国林产品的出口.
 

而在马来西

亚和柬埔寨,
 

中国林产品出口整体竞争力提升与进口需求变化的契合度更有助于提升林产品出口规模.
CMS第三层次分解结果显示,

 

在澳大利亚、
 

菲律宾、
 

柬埔寨等国家,
 

中国林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得益

于相对价格、
 

数量份额、
 

商品种类的增长以及各效应交互作用的影响,
 

其中,
 

数量竞争力效应贡献较为突

出.
 

在其他国家,
 

数量竞争力效应依然贡献较大,
 

除韩国和马来西亚外,
 

贡献率均为正值,
 

数量份额扩张效

应十分显著.
 

价格竞争力效应在马来西亚也呈现正面影响,
 

意味着出口产品相对质量有所提升,
 

而在韩国、
 

泰国和越南却为负值,
 

其中,
 

韩国下降幅度较大,
 

贡献率高达-37.35%,
 

意味着出口产品相对质量的下

滑.
 

种类竞争力效应在大多数国家为正值,
 

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但贡献率除韩国外均不高,
 

意味着中国林产品创新贡献比较低.
表2 中国对RCEP部分国家林产品出口增长的CMS分解结果

类型 层次 澳大利亚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泰国 柬埔寨

出口变动额DEX 0 3.77 1.06 1.46 4.13 5.45 1.25 1.72

进口需求效应IME 1 44.45 435.18 79.48 24.15 63.12 48.53 10.01

出口竞争力效应EXE 2 20.06 -102.12 8.68 4.23 3.23 13.09 2.50

供需交互效应EIE 3 35.49 -233.06 11.84 71.62 33.65 38.39 87.49

需求规模效应GIM 1.1 27.49 182.80 74.93 12.62 37.85 11.45 7.04

产品需求结构效应PIM 1.3 16.96 252.38 4.55 11.54 25.27 37.08 2.97

整体竞争力效应GEX 2.1 46.08 -55.00 13.46 25.18 20.80 74.87 3.32

结构竞争力效应SEX 2.2 -26.02 -47.12 -4.78 -20.95 -17.57 -61.79 -0.82

整体交互效应PIE 3.1 11.51 -51.60 7.49 10.45 6.42 2.39 67.46

结构交互效应DIE 3.2 23.99 -181.46 4.35 61.17 27.23 35.99 20.03

价格竞争力效应 MEX 2.1.1 4.76 -37.35 15.24 2.71 -0.33 -9.41 0.07

数量竞争力效应QEX 2.1.2 35.74 -82.04 -1.18 14.16 18.32 94.63 1.61

种类竞争力效应EEX 2.1.3 1.05 80.65 -0.34 0.14 1.62 1.81 0.13

竞争力形式交互效应 MQE 2.1.4 4.52 -16.26 -0.26 8.17 1.18 -12.16 1.51

  注:
 

DEX 的单位:
 

亿美元,
 

其他指标的单位:
 

%.

2.3 产业CMS分解结果

如表3所示,
 

2009-2020年,
 

中国对 RCEP国家林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源于原木类制品,
 

贡献率为

105.65%.
 

软木类制品增长量较少,
 

仅为0.07亿美元.
 

而木质编结品出口额则减少了1.17亿美元.
 

通过

CMS第一层次分解发现,
 

原木类制品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进口需求的扩大.
 

软木类制品则受到供需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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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积极影响.
 

木质编结品出口减少源自RCEP国家进口需求的萎缩以及中国木质编结品产品竞争力的下

降,
 

但是供需交互效应部分抵消了二者的不利影响.
CMS第二层次分解发现,

 

在进口需求效应中,
 

原木类制品和软木类制品的出口增长主要源自进口需求

规模效应.
 

软木类制品的产品和国别需求结构效应均显著为负,
 

意味着中国软木类制品出口结构未能适应

进口国产品需求结构和国别需求结构的调整步伐.
 

在木质编结品市场上,
 

进口需求减少的因素是全方位

的,
 

包括需求规模、
 

国别需求结构、
 

产品需求结构3方面,
 

各方面效应均减少了出口额.
 

出口竞争力效应的

结构特征显示,
 

原木类制品结构竞争力大幅下降,
 

部分抵消了整体竞争力提升的贡献.
 

软木类制品和木质

编结品的整体竞争力和结构竞争力变化均不明显,
 

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微乎其微.
 

需求结构交互效应对原木

类制品和软木类制品的影响方向相同,
 

且进口结构性调整和出口竞争力变化的双重作用均是出口增长的关

键.
 

对于木质编结品,
 

二者协同效果并不理想,
 

大幅拉低了出口额.
CMS第三层次分解发现,

 

原木类制品出口结构的调整并不理想,
 

特别是在规模较大的进口市场上,
 

产品结构的调整也没有很好地匹配进口市场需求.
 

软木类制品的产品竞争力结构调整效果较好,
 

拉动出

口增长14.57%,
 

但在需求规模较大的国别市场上,
 

竞争力不升反降.
 

木质编结品出口产品份额和国别

份额的调整,
 

均与初始需求不匹配,
 

轻微抑制了出口增长.
 

整体竞争力效应分解发现,
 

原木类制品在价

格、
 

数量和种类竞争力层面的贡献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以数量竞争力为主.
 

软木类制品则以价格竞争

力提升为主,
 

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5.68%,
 

反映了软木类制品整体质量的提升,
 

但是数量竞争力

下滑较为严重,
 

贡献率为-55.13%,
 

数量份额被严重替代,
 

而种类竞争力效应并不明显.
 

木质编结品的

数量竞争力效应急剧下降,
 

大幅拉低了整体竞争力效应,
 

也导致出口下降0.52亿美元,
 

而竞争力形式

交互效应部分修正了整体竞争力和结构竞争力效应的不利影响.
表3 中国对RCEP国家不同类型林产品出口波动的CMS分解结果

类型 层次
原木类制品

差额 贡献率

软木类制品

差额 贡献率

木质编结品

差额 贡献率

出口变动额DEX 0 20.66 100.00 0.07 100.00 -1.17 100.00

进口需求效应IME 1 13.65 66.07 -0.01 -15.50 -1.06 90.65

出口竞争力效应EXE 2 0.58 2.80 0.01 13.52 -0.76 64.38

供需交互效应EIE 3 6.43 31.13 0.07 101.99 0.65 -55.02

需求规模效应GIM 1.1 8.42 40.75 0.06 82.48 -0.70 59.83

国别需求结构效应CIM 1.2 -0.68 -3.30 -0.04 -63.18 -0.29 24.86

产品需求结构效应PIM 1.3 6.02 29.16 -0.02 -23.49 -0.10 8.76

需求结构交互效应CPM 1.4 -0.11 -0.53 -0.01 -11.31 0.03 -2.81

整体竞争力效应GEX 2.1 8.90 43.06 0.01 12.68 -0.58 49.81

结构竞争力效应SEX 2.2 -8.32 -40.26 0.00 0.83 -0.17 14.57

整体交互效应PIE 3.1 0.22 1.05 0.00 5.16 0.15 -12.46

结构交互效应DIE 3.2 6.21 30.08 0.07 96.83 0.50 -42.56

价格竞争力效应 MEX 2.1.1 2.35 11.38 0.06 85.68 -0.09 7.41

数量竞争力效应QEX 2.1.2 3.81 18.46 -0.04 -55.13 -0.52 44.55

种类竞争力效应EEX 2.1.3 1.80 8.73 0.00 3.84 0.02 -1.30

竞争力形式交互效应 MQE 2.1.4 0.93 4.50 -0.01 -21.71 0.01 -0.85

国别竞争力结构效应CEX 2.2.1 -1.62 -7.84 -0.01 -15.47 -0.08 6.48

产品竞争力结构效应PEX 2.2.2 -4.22 -20.41 0.01 14.87 -0.02 1.84

竞争力结构交互效应CPX 2.2.3 -2.48 -12.01 0.00 1.43 -0.07 6.25

  注:
 

DEX 的单位:
 

亿美元,
 

其他指标的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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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CMS
 

3层次分解框架,
 

本文分析了2009-2020年中国对RCEP其他国家林产品出口增长的多层

次驱动因素.
 

研究发现:
 

第一,
 

中国对RCEP国家林产品出口额显著增加,
 

主要集中在越南、
 

菲律宾、
 

澳大

利亚等国家以及原木类制品类型,
 

出口增长主要源于进口需求规模扩大的贡献,
 

产品和国别出口市场的调

整也拉动了中国林产品出口.
 

但是,
 

进口需求存在波动性,
 

导致出口增长并不稳定,
 

特别是近些年,
 

进口需

求效应贡献率逆转为负值.
 

第二,
 

出口竞争力大幅提升.
 

由于出口相对价格提升、
 

数量份额增长以及更多

新产品参与国际竞争,
 

中国林产品整体竞争力近年来快速提升,
 

大幅促进了出口增长.
 

但在越南、
 

菲律宾

和日本等国家以及原木类制品等类型上,
 

出口产品市场份额调整未能适应进口国别和产品结构的需求,
 

出

口增长受到抑制.
 

第三,
 

供需交互效应拉动了出口增长,
 

主要是因为中国林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与进口市

场结构变化的契合度较好,
 

但是未能很好地适应进口整体规模的变化,
 

特别是在韩国市场和木质编结品上

匹配度均较低,
 

对出口增长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充分利用RCEP域内林产品关税减让、
 

进口配额壁垒减少、
 

累计原产地规则等政策变化,
 

深入挖掘和开拓RCEP国家市场,
 

增强需求扩大对我国林产品出口增长的拉

动作用.
 

协调林产品贸易绿色标准和技术标准,
 

推动实施双边检验检疫标准和结果互认机制,
 

尤其是在需

求增长较快的国别市场和产品市场,
 

提高国别和产品需求结构效应对我国林产品出口的拉动作用.
 

第二,
 

加强林产品科技研发,
 

特别是优质木材育种和成品设计,
 

赋予林产品更多文化内涵和科技含量,
 

提升林产

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
 

扩大人工林特别是经济林的种植范围,
 

提高林产品经营的规模化、
 

机械化、
 

智能化

水平,
 

完善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
 

持续扩大出口规模和数量竞争力.
 

依据市场需求加强产品设计和创新,
 

开拓新产品新类型,
 

实施品牌强国战略,
 

加大产品宣传力度和扩大产品贸易渠道,
 

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

种类竞争力.
 

同时密切关注RCEP国家林产品市场需求,
 

充分、
 

及时、
 

有效地提供国外市场信息,
 

为国内企

业参与国际竞争,
 

开拓多元化市场提供信息支撑,
 

缓解国别竞争力结构效应和产品竞争力结构效应的负面

影响.
 

第三,
 

加强国家间文化交流和政策协调,
 

发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往广泛的优势,
 

挖掘林产品

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降低进出口贸易成本,
 

建立起域内国家贸易争端协调与解

决机制,
 

缓解供需整体交互效应的负面影响.
 

构建RCEP国家市场供求大数据平台,
 

完善RCEP国家市场

风险预警机制,
 

为出口企业适应进口产品和市场需求结构变化,
 

及时调整出口产品类型和国别结构,
 

提供

平台支撑和信息服务,
 

不断提升供需结构交互效应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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