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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产品外贸可持续性实证分析

———基于生态足迹的改进模型

陈光春，潘忠文
* ，陈玉霞

( 桂林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运用生态足迹的改进模型———外贸足迹模型，选择 2001—2008 年的数据，对广西农产品外贸进行了实证

分析。结果显示: 2001—2007 年广西农产品外贸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但 2008 年的农产品外贸则缺乏可持续性;

而 2007 年广西主要农产品“出口外贸值足迹”的计算结果显示，广西的水果、蔬菜、药材的出口符合可持续发

展要求，但水海产品和食糖的出口则存在不可持续性。因此，广西应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农业产业化水

平和农产品附加值，优化农产品进出口比例和优化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减少农产品外贸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

环境的过度污染，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以实现广西农产品外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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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Sustainability of Foreign Trade for Guangxi
Agricultural Products———A Study Based on the Revised Footpri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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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in Guangxi between 2001 and 2008，the paper m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foreign trade for Guangxi agricultural products by applying the Revised Foot-
print Model，namely，Foreign Trade Footprint model． It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of Guan-
gxi’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sustainable in 2001 － 2007，but less sustainable in 2008． While the Export Val-
ue Footprint in 2007 of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dicates that the export of fruits，vegetables and medicinal
materials was sustainable while that of aquatic products and sugar was not． Hence，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for foreign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the Guangxi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
ness of sustainability，upgrade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additional value of products，optimize the
structures of import and export，decrease 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hange the
developing mode for foreig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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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外贸的发展取得了非常

突出的成绩。特别是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

动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更是广西发展对

外贸易的历史性机遇。广西外贸商品中农产品占

有较高比例，最近几年占区总进口额的 30% 左

右。但广西农产品出口主要采取的是外延式粗放

型、以数量换取外汇的发展方式，出口主体规模较

小、效率低、经营分散，不利于出口农产品形成良

好的国际竞争优势。同时，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与

合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竞争严重加

剧。因此，研究广西农产品外贸发展的可持续性，

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综述

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研究

前沿。在人类面临人口、资源以及环境压力的严

峻形势下产生“可持续发展”概念。“可持续发

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

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经过综合

众多学者的研究，将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大体分为三类: ( 1) 基于系统和方法的指标体系。
( 2) 基于环境货币化估值的指标体系。( 3 ) 采用

具体的生物物理量来衡量的指标。
生态足迹模型中，通过贸易引起的“生态漏

出”和“生态流入”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
［1］。关于生态足迹的国外代表性研究成果

有: ( 1) 全球尺度的研究。Wackernagel 于 1997 年

率先计算了全球的生态足迹，并发现 1993 年人类

的生态足迹已超过了全球生态承载力的 30%［1］;

( 2) 国 家 和 地 区 尺 度 的 应 用。Wackernag［2］
和

Folke［3］
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态足迹进行

详细地计算，结果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类消

费已超过了他们生态承载力的总和，处于不可持

续发展状态; ( 3 ) 在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如企业

团体的足迹、学校足迹、个人足迹; ( 4 ) 特定产业

的应用。如 Gossling 等对 Seychelles 地区的旅游

业进行了生态足迹评价，辅助产业内部资源战略

制定及方案选优
［4］，Patterson 等通过对意大利农

村的旅游生态足迹进行估计，发现旅游者与当地

人在当地的生态足迹基本相同，而旅游生态足迹

86%来自于到达旅游地的交通中
［5］。

在国内关于评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足迹”
研究，主要是国家、区域和城市层面，代表性的研

究主要有: ( 1) 国家尺度的研究。徐中民
［6］、陈六

君
［7］、刘宇辉

［8］
等计算分析了我国生态足迹，生

态承载力及生态赤字，结果表明我国在国家尺度

上处于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2 ) 区域城市尺度

的研究。陈东景
［9］、张志强

［10］、徐长春等
［11］

分别

对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足迹和可持续发展状况进

行了分析和研究，刘力等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

对东北地区的消费进行了研究
［12］，结果显示中国

中西部及边远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地关系极其

紧张。
目前，从宏观角度来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可持

续发展的文献不少，但具体到广西的则更少。因

此，本文利用生态足迹的改进模型外贸值足迹模

型深化了对农产品外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更有利

于决策者通过采取措施优化农产品外贸结构。

二、模型理论简介

(一)外贸足迹模型

生态足迹( ( Ecological Footprint，EF) ，或称生

态空间占用，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 William Rees
和 Wakcemgael 共同提出，Wakcemgael 加以完善

和发展。定义为: 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

供养某一区域范围内给定人口和经济规模所消费

的资源以及吸纳他们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

生产性土地总面积
［13］。其基本原理是: 分类估算

生产人们消费的各项物品所需要的土地面积，然

后予以汇总，即可得到人类总的生态足迹; 同时将

该地区实际的自然资源量转换成相应的土地的面

积，即得到生态承载力。通过对两者的比较，若生

态足迹小于生态承载力，则说明该地区生态有盈

余，区域发展可持续; 反之，则称为生态赤字，区域

发展不可持续
［14］。在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

济发展可持续性时，要考虑国内生产消费所需的

生产型土地的面积和商品进出口中蕴含的生态足

迹部分，而进出口中蕴含的生态足迹部分，即外贸

足迹，并将外贸足迹的计算从原来的生态足迹计

算中单独分离出来，形成外贸足迹的概念及其计

算方法。
外贸足迹模型( Foreign Trade Footprint) ，是指

在国际贸易的各类进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生态足

迹，包括进口外贸足迹和出口外贸足迹两部分。
其具体步骤如下:

( l) 划分进出口商品项目。国际贸易的进出

口的各商品基本分为能源型帐户和生物资源型帐

户两类，按照 6 类生态生产性土地对进出口商品

进行筛选、分类、统计。在本文中只涉及到生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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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1—2008 年广西农产品外贸足迹汇总 hm2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耕地( 出口) 29 883． 81 66 408． 64 92 843． 49 94 331． 12 98 671． 91 102 793． 63 102 591． 44 2 363 433． 03

林地( 出口) 5 714． 29 25 714． 29 45 714． 29 65 714． 29 800 00 62 857． 14 51 428． 57 140 000

水域( 出口) 344 827． 59 344 827． 59 344 827． 59 1 033 517． 24 1 195 862． 07

出口外贸足迹 89 960． 38 214 229． 92 310 247． 49 405 378． 38 433 246． 86 425 930． 55 550 530． 91 7 010 784． 89

耕地( 进口) 23 201． 86 588 674． 11 689 273． 38 975 906． 43 1 114 023． 76 1 520 184． 45 1 416 350． 06 1 553 450． 61

林地( 进口) 41 324． 67 95 449． 08 91 693． 17 72 573． 78 111 210． 92 137 943． 97 175 361． 11 126 401． 59

水域( 进口)

进口外贸足迹 110 422． 33 1 753 281． 48 2 030 827． 96 2 812 369． 17 3 241 598． 53 4 408 254． 83 4 158 677． 38 4 488 703． 45

外贸生态盈余或赤字 20 461． 95 1 539 051． 57 1 720 580． 47 2 406 990． 79 2 808 351． 67 3 982 324． 28 3 608 146． 47 － 2 522 081． 45

数据来源: 以《广西统计年鉴》为主，以《中国农村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为辅。

源型账户。主要包括可耕地、牧草地、林地和水域

四类生态生产性土地，主要包括初级产品及加工

制品。而加工制品的生态足迹等于它们的原材料

减去初级产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
［15］。可耕

地类的商品主要包括粮食、水果、豆类、蔬菜、棉

花、食糖、油料作物以及草料等; 牧草地类商品主

要包括肉类、皮毛制品等; 林地类商品主要包括锯

材、原木等; 水域类商品包括水产品等。
( 2) 统计各类进出口商品量，按照步骤( 1) 对

进出口商品归类，然后对生物资源型账户分类求

和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EFex j = rj∑( qi /yi )

式中: i 为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中的外贸商

品项目; j = 1，2，3，4，为该地区出口所占用的生态

生产性土地类型; EFex j 表示该地区第 j 类商品的

出口外贸足迹; qi 为第 i 种商品的出口量; yi 为第

i 种商品的世界平均产量，rj 为第 j 类生态生产性

土地的均衡因子。利用类似的方法和步骤计算各

类进口外贸足迹( EFim j ) 。
( 3) 计算外贸生态盈余或外贸生态赤字，进

口外贸足迹与出口外贸足迹的差额为外贸生态盈

余或外贸生态赤字。其计算公式为:

EDj = EFim j － EFex j

ED =∑EDj =∑EFim j －∑EFex j

式中，EDj 表示某国或某区域第 j 类的外贸生

态赤字或外贸生态盈余; ED 为该国或该区域总的

外贸生态赤字或外贸生态盈余。
(二)外贸值足迹模型

外贸值足迹( Foreign Trade Value Footprint) ，

即单位外贸值所占有的外贸足迹，也就是单位进

出口值所占用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包括进口

外贸值足迹和出口外贸值足迹，出口外贸值足迹

计算公式为:

efvexi = efexi / vi
式中，i 为外贸出口商品的类型; efvexi 为 i 种

外贸商品的出口外贸值足迹; efexi为 i 种出口外贸

商品的外贸足迹; vi 为 i 种出口外贸商品的外贸

值。利用类似的方法和步骤可以计算各类进口外

贸易值足迹( efvimj ) 。其理论意义在于: 出口外贸

值足迹越小，经济生态综合效益就越高，从而保护

某国或某一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出口外

贸值足迹小的商品，有利于该国或该区域外贸的

可持续性; 出口外贸值足迹越大，经济生态效益就

会越低，出口外贸值足迹大的商品，就更不利于该

国或该区域外贸的可持续性。对于进口外贸值足

迹来说，外贸可持续性的效果则与出口外贸值足

迹相反。

三、广西农产品外贸可持续性的生态足

迹计量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数值计算

本文的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广 西 统 计 年 鉴》
( 2001—2009) 以及《中国农村年鉴》、《中国农业

年鉴》、南宁海关网，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 1993) 的相关数据。根据外贸足迹模型及广西

2001—2008 年 农 产 品 贸 易 数 据，计 算 出 广 西

2001—2008 年的农产品外贸足迹( 表 1) 。

(二)结果分析

( 1) 农产品外贸输出的各类型外贸足迹分

析。从表 1 中广西 2001—2008 年农产品出口贸

易输出的各类型生态足迹看出: 2001 年到 2003
水域面积很小，2004 年到 2006 年水域面积保持

不变，2007 年后水海产品出口增加，水域面积开

始上升。林地面积在 2001—2005 年增长速度较

快，但是在 2006 年、2007 年，由于水果出口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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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西统计年鉴》为主，以《中国农村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为辅。
图 1 2001—2008 年广西农产品进口贸易输入的各类型生态足迹

以《广西统计年鉴》为主，以《中国农村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为辅。
图 2 2001—2008 年广西农产品外贸足迹及生态盈余( 赤字) 汇总图

林地面积较 2005 年同比回落。自 2001 年后的 8
年里，耕地面积基本是增长趋势。除了在 2007 年

同比稍有下降，原因是猪肉、大豆、茶叶、食用植物

油、食糖的出口量降低。2007 年主要靠水海产品

的出口带动农产品出口外贸

足迹的增加; 2008 年水海产

品 出 口 继 续 增 大，同 时 与

2007 年相比猪肉、蔬菜、水

果出口的增加成为拉动耕地

面积上升的关键因素。
( 2) 农产品外贸输入的

各类型外贸足迹分析。表 1
中广西 2001—2008 年农产

品进口贸易输入的各类型生

态足迹如图 1 所示。
耕地面积是广西农产品

进口外贸足迹的主体，这是

因为大豆是广西区主要的进

口农产品，且其在进口量中

占有绝对的比例，除了 2001
年耕地面积较小且小于林地

面积。林 地 面 积 在 2004、
2008 两年较前一年均有所

下降，主要是由于 2004 年水

果进口和 2008 年原木进口

均同比回落，而其余年份林

地面积基本是保持着增长的

趋势。由于广西区水海产品

基本没有出口，在图 1 中没有显示水域面。
( 3) 农产品外贸可持续性分析。表 1 中广西

2001—2008 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足迹和贸易生

态盈余或赤字情况如图 2 所示。
2001—2007 年广西农产品外贸均为生态盈

余，进口外贸足迹和外贸生态盈余基本保持增长

态势，且农产品进口外贸足迹与外贸生态盈余比

较接近，这是因为在这几年间农产品的出口外贸

足迹不大，2001—2007 年整个农产品外贸中进口

远大于出口。因此，在这期间农产品外贸的这种

发展模式是可持续的。2008 年农产品外贸为生

态赤字，这是因为受猪肉、蔬菜、水海产品、水果等

的拉动出口外贸足迹大幅增加。2008 年广西农

产品出口外贸足迹赤 字 2 522 081． 44 hm2。因

此，2008 年农产品外贸严重不可持续。
( 4) 广西 2007 年主要出口农产品的出口外

贸值足迹计算及分析。为优化广西农产品外贸结

构，本文通过计算单位农产品出口值所占用的生

物生产性土地面积来比较各类出口农产品的单位

外贸值足迹大小，根据模型 efvexi = efexi / vi 计算广

西 2007 年出口农产品的出口外贸值足迹( 表 2) 。

广西主要出口农产品中水果、蔬菜、药材、水

海产品、谷物及谷物粉，由表中看出水果、蔬菜、药
材的出口外贸值足迹也相对较小，说明这三者的

出口符合经济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这些

农产品的出口有利于广西农产品外贸的可持续

性。而水海产品的出口外贸值足迹最大，经济生

态综合效益最小，其大量出口不利于广西农产品

外贸的可持续性，因此，应相对减少水海产品的出

口比例。而食糖、茶叶、谷物及谷物粉等农产品出

口外贸值足迹较小，经济生态综合效益相对较大，

因此应鼓励和扩大其出口。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设

(一)研究结论

( 1) 运用生态足迹的改进模型———贸易足迹

模型，估算了 2001—2008 年广西农产品进出口外

贸足迹，2001—2007 年广西农产品外贸均为生态

盈余，在此期间农产品外贸发展是可持续的，但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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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7 年广西主要出口农产品的外贸值足迹

商品
出口量

/107kg
出口贸易足迹

/hm2

出口外贸均衡面积

/hm2

贸易额

/万美元

出口外贸值足迹

/ ( hm2·万美元
－ 1 )

猪肉 0． 132 7 2 903． 72 8 130． 42 246 33． 05

蔬菜 20 11 111． 11 31 111． 11 5 691 5． 47

大豆 2 10 775． 86 30 172． 41 912 33． 08

食用油籽 316 163． 79 45 258． 62 918 49． 30

茶叶 0． 121 1 2 139． 58 5 990． 81 272 22． 03

谷物及谷物粉 2． 298 7 8 377． 19 23 456． 12 864 27． 15

食糖 0． 063 8 128． 19 358． 93 48 7． 48

蘑菇罐头 0． 829 8 22 069． 15 61 793． 62 1 190 51． 93

食用植物油 0． 178 6 4 143． 85 11 602． 78 169 68． 66

药材 2． 477 9 24 779 69 381． 2 4 736 14． 65

水海产品 2． 997 2 1 033 517． 24 206 703． 45 950 217． 58

鲜、干水果等 18 51 428． 57 56 571． 43 3 977 14． 22

数据来源: 以 2008 年《广西统计年鉴》为主，以《中国农村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为辅。

年农产品出口外贸足迹大幅度增加，农产品外贸

为生态赤字，农产品外贸缺乏可持续性。
( 2) 2007 年广西主要出口农产品的出口外贸

值足迹显示，广西主要出口农产品中水果、蔬菜、
药材的出口顺序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但水海产

品和食糖的出口顺序则存在不可持续性。
(二)对策建议

( 1) 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摒弃重商主义。
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实现农产品外贸与环境协

调发展。政府在政策上和可持续发展的宣传教育

上给予倾斜、支持和引导，使广西地区整体增强可

持续发展意识，如对资源型经济提高征税率、加大

管理力度，利用经济杠杆进行调控。改变人们以

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的思想，摈弃以往的重商主

义观念，优化农产品进出口比例。
( 2) 转变农产品外贸增长方式。广西农产品

对外贸易要想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转变贸易增

长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根据农产品外贸

值足迹模型 ( efvi = efi / vi ) ，转变农产品贸易增长

方式应从外贸足迹( efi ) 入手。目前，广西农产品

对外贸易走的还是一条粗放型的发展道路，不利

于农产品外贸可持续发展。农产品外贸要从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即将主要依靠数量、规模和速度

来提高外贸效益的农产品外贸发展模式转向主要

依靠品质、产出率和效益的模式。因此，广西必须

提高农产品质量、附加值以及资源利用效率，扩大

农产品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益，同时把资源优势转

变为经济优势。具体可以从使农产品生产和流通

高度组织化、引进和创新技术以及积极推行农产

品绿色营销等三方面实现农产品外贸可持续发

展。
( 3) 提高农产品产业化程度。广西农产品产

业化程度低，主要出口的是初级农产品。提高农

产品产业化程度主要可以通过两种途径: 一是通

过广西区产业的集聚，不断吸收和采用先进技术

和管理方法，促使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和提高。
二是通过政府正确引导，形成区域性产业结构群，

并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促使产业不断发展。具

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建

立生态农业基地; 鼓励引进和自主研发新产品，加

快技术创新，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加强品牌竞争意

识，培育核心出口产品。
( 4) 优化农产品外贸结构。为实现农产品外

贸的可持续性，必须优化农产品进出口的各自比

例以及相互之间的动态平衡。优化农产品进出口

结构从进出口结构规范方面考虑，进口方面: 引导

消耗广西短缺农业资源的农产品进口; 引导先进

农业技术设备的进口; 引导技术含量高的加工农

产品进口或直接引进农产品加工技术，以实现农

产品技术“引进来，走出去”的目标; 引导在广西

外贸值足迹相对较大，在地区外外贸值足迹相对

又较小的农产品进口; 出口方面: 进一步调整农产

品出口结构，提高高新技术农产品的出口比重; 培

育有竞争力的出口农产品，并发展其加工衍生品;

结合广西农产品出口优势，参照外贸值足迹模型

优化农产品出口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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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加强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经贸合

作。加强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经贸合作是广

西农产品外贸的重点。继续扩大广西与东盟国家

的农业商贸业务。同时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

略，增加对东盟国家的农业投资，加快广西农业经

济发展国际化步伐。当今广西对东盟国家农业的

直接投资具有区域和技术双重优势。短期内，充

分利用好东盟市场这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扩

大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占有率，同时积累

海外发展经验。在对东盟农业投资方面，以越、
老、柬、缅为重点，积极将医药、林化等优势产业推

进到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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