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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羊毛进口市场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 Rotterdam 改进模型的分析 

许荣，肖海峰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基于 2011—2017 年月度贸易数据、结合中国羊毛关税政策等因素，通过需求系统模型分析了中国对进

口羊毛不同来源国的需求。结果显示：中国从各进口来源国羊毛进口需求的支出弹性显著为正，其中对南非的支

出弹性最大，表明中国羊毛进口总需求增长对中国从南非的羊毛进口需求增长影响较大；除英国地区外，其它羊

毛来源国对其自身价格不具有显著的灵敏反应；澳大利亚与英国、澳大利亚与南非、新西兰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羊

毛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配额剩余量对中国羊毛进口来源国中所占份额较小的南非和英国两国的羊毛进口需求具

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对所占份额较大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羊毛进口需求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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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nge of wool import market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based on Rotterdam improvement model 

XU Rong, XIAO Haife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onthly trade data from 2011 to 2017, combined with China's wool tariff policy and other factors, 

the demand system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hina's wool demand for different origin coun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enditure elasticity of China's wool import demand from origin country of importing product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nd South Africa has the largest expenditure elasticit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growth of China's wool import 

demand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China's wool import demand from South Africa; other wool exporting 

countries except the UK have no significant sensitivity to their own prices; among the exporting countri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ltern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and South Africa, New Zea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quota surplus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uth Afric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have a small share of Chinese wool importing, and the impact o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hich have a large 

share of the wool is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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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羊毛生产大国，同时也是羊毛加工和消

费大国，优质羊毛尤其是超细羊毛的需求量大。国

内优质羊毛供给难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加工企

业的需求，由此导致对国际羊毛市场的依赖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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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据统计，中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羊毛的数量由

2003 年的 16.65 万吨增长至 2017 年 34.59 万吨，

增幅高达 107.68%。中国于 2008年、 2015年先后

分别与新西兰、澳大利亚正式签署“中国-新西兰自

由贸易协定” “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羊毛作为其中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其优惠的免税

配额量被予以明确。这意味着中国羊毛市场正在逐

步有计划地扩大开放，中国羊毛产业将面临国际市

场价格的更大冲击。因此，如何有效降低羊毛进口



 
 

第 19 卷第 6 期           许荣等 中国羊毛进口市场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85 

 

风险，保障国外羊毛资源原料的安全稳定供给，是

中国毛纺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 

trade）统计资料，2017年中国羊毛进口量和进口额分

别占世界羊毛进口总量和总额的 41.28%和 49.55%，

所占份额分别比位列世界羊毛进口第二位的印度

高出 32.54个和 53.00个百分点。从 2001年起，中

国羊毛进口呈波动增长趋势。进口量由 2001 年的

24.98万吨增长到 2017年的 34.59万吨，进口额由

7.9 亿美元增长到 27.89 亿美元，增长幅度分别为

38.47%和 253.04%。 

在中国羊毛进口来源国所占结构上，中国羊毛

进口来源国较其他农产品进口较为集中。2017年中

国羊毛进口来源国前六位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新

西兰、南非、英国、乌拉圭和阿根廷。澳大利亚作

为中国羊毛主要进口国，2001—2017年间所占份额

有所下降，2001年所占份额为 73.58%，2014年下

降到 49.00%，下降幅度高达 33.41%，之后有小幅

度提升；新西兰作为中国第二大羊毛进口国，2001

—2003 年间保持较高份额，但 2004 年所占份额开

始呈现下降趋势，直到 2010 年才有所回升，2016

年再次出现下降；相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

家，南非、英国、乌拉圭、阿根廷等国家所占份额

相对较低，持续在 10%以下，但上升趋势明显，分

别从 2001年的 0.71%、0.20%、2.02%、0.71%上升

至 2017年的 6.27%、4.76%、2.58%、1.67%。尤其

南非、英国两国，所占份额分别从位居第五、第六

上升至第三、第四位。 

中国学者对中国羊毛的国际贸易格局及国际

竞争力开展了不少研究。如卢艳平等运用结构变化

指数、分散度指数、结构优化指数分析了中国羊毛

进口市场结构现状及结构的变化[1]；刘武兵等分析

了世界羊毛贸易对中国羊毛产业的影响[2]；江涛和

许荣等对中国羊毛贸易及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进

行了分析[3-4]；李丽等、周向阳等分析了自由贸易协

定对中国羊毛贸易的影响[5-6]。学者们的研究都未涉

及国际市场价格、进口关税政策等因素对中国羊毛

进口需求的影响。基于针对中国羊毛进口需求及影

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阙如，笔者尝试基于月度贸易数

据和需求系统模型，探讨国际羊毛市场价格和羊毛

关税政策等因素对中国羊毛进口市场结构变化的

影响，进一步厘清中国羊毛进口总需求增长、进口

价格变化、中国羊毛关税配额对不同来源国羊毛需

求影响及其差异。 

一、分析框架和模型构建 

（一）进口需求分析框架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对某种商品的进口量

可以看作是该国在既定的国民收入水平和商品价

格条件对该种商品的消费需求。假定进口国对某商

品是个纯粹的进口国，当国民收入既定时，那么进

口需求由各来源国进口价格水平共同决定，即对某

来源国某商品的需求不仅受到自价格的影响，同时

还受交叉价格的影响。由此，某来源国商品正常与

否可通过其自价格弹性来识别，它与另一来源国同

种商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可通过商品之间的交叉价格

弹性进行识别[7]。此外，关税作为进口成本的重要内

容，是影响中国羊毛进口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8]。自

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对羊毛进口实施关税配

额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羊毛的进口的需求

量。Gehlha、Pick和 Arnade研究认为，消费者对农

产品的购买受到季节性生产周期的影响较大，并且

季节因素对需求的影响往往反映在商品的市场价

格上[9]。因此，在研究中国羊毛进口需求时需将关

税政策和季节等因素纳入需求模型中进行估计。本

研究基于纳入关税政策和季节因素的 Rotterdam 模

型，从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两方面分析中国从不同

进口来源国羊毛进口需求的影响差异。 

（二）Rotterdam模型构建 

目前，被较多采用的进口需求分析方法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利用效用函数以及效用最大化推导出

进口产品的需求曲线，另一种是根据生产函数以及

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推导进口产品的需求曲

线[10]。由于羊毛主要为毛纺业的原料投入，不是最

终消费品，因此更适宜采用基于生产者理论的

Rotterdam 模型。在进口羊毛的需求和国产羊毛的

需求存在弱分离性的假定下，可以通过进口厂商实

现两阶段利润最大化决策过程中推导出不同来源

国的需求方程[11]。 

首先，进口厂商要在给定的技术约束下按照利

润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毛纺品的生产量[12]。假定某

个进口厂商从 N个国家进口羊毛生产毛纺织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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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X表示厂商的毛纺织品总产出，ω表示其毛纺织

品价格，则此厂商利用 N种投入品（即进口羊毛）

的利润最大化生产函数的差分形式可表示为： 

)(lnln=(ln ∑
1=

N

j jj pdθωd
ψγ

ψ
Xd ）      （1） 

其中，pj(j=1,2,⋯,N)指从不同国家进口羊毛的

价格；ψ 是一个正向的标量，是对数成本函数的曲

率；γ是相对于产出的总成本弹性。 
其次，进口厂商要在既定的毛纺织品生产数量

下按照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决定羊毛的进口量，以 θi

为 从 i 国 进 口 羊 毛 的 边 际 成 本 份 额 ，

Cqpθ jjj ∂/)(∂= ，qj是此进口厂商从 j国进口的羊

毛数量，C 是总成本，则在给定产出水平 X 下，进

口厂商成本最小化后对 i 国羊毛进口的需求可定义

为： 

)(ln)()(ln=)(ln ∑
1= jj

n

j iijiii pdθθθψXdγθqdw －－ （2） 

其中，n是羊毛进口来源地的个数，wi表示自 i

国进口羊毛成本占总进口成本的份额， nnij 
 

是一个对称的正定矩阵，其中 FHγFF
ψ

1)(
1

=Θ － 。 

Fn×n是以 wi为对角线的对角矩阵。H是厂商生产函

数的海塞矩阵，H矩阵中的元素是产出的二阶导数 

qqh ′∂∂/∂ 2 。在（2）式中，有 i

n

j ij θθ =∑
1= ，并且

∑ ∑
1= 1=

1=
n

i

n

j ijθ 。 

对（2）式中的 i求和，可得： 

)(ln=)(ln XdγQd                      （3） 
其中， d(lnQ)是 Divisia 进口数量指数，

)(ln=)(ln ∑
1= i

n

i i qdwQd ，（3）式表明进口总量与

Divisia指数是成比例的。 

将式（3）带入（2）式，可得如下的不同进口

来源地进口需求方程： 

)(ln+)(ln=)(ln ∑
1= j

n

j ijiii pdπQdθqdw
     （4） 

其中，θi表示边际成本份额， )(= jijij θθθψπ －－

为价格系数，表示进口价格与进口数量的关系，当

i=j时为自价格系数，当 i≠j时为交叉价格系数。 

此外，本研究在进口需求模型（4）的基础上

进行了如下扩展： 

一是为了反映偏好等其他因素对羊毛进口需

求的影响，本研究参照 Theil、Alston 和 Chalfant

等[13-14]的方法，在各方程中加入常数项。 

二是因羊毛产品受季节因素影响较大，为了反

映季节因素对羊毛进口需求的影响，本研究在采用

月度数据的基础上，参照 Arnade，Pick和 Gehlha[9]

的方法，在每个方程中引入季节三角函数变量。 

三是为了反映关税配额政策因素对中国羊毛

进口需求的影响，本研究参照 Carlos、Daniel 和 

Mark[15]、Liu H、Zhou Z和Malcolm[16]以及 Nzaku

和 Houston[17]的方法，在每个方程中引入了 r（关税

配额的当月剩余量）政策变量。 

扩展后得到新的不同来源国羊毛进口需求模

型方程： 

)5(
2

cos

2
sin)(ln)(ln)(ln)(ln

2

111

iti

iti

n

j jtijtiiitit

T
z

T
z

rdpdQdaqdw















  

其中，wit为进口份额，指 t 时期从第 i个国家进口

羊毛金额占总金额的比重；qit为进口数量，指 

t 时期从第 i个国家进口羊毛的量；∑ 1=

n

j jtp 为 t 时 

期从 )...3.2.1=( njj 个国家进口羊毛的价格； ξ为误

差项；t 表示时间；是季节周期的频率，在本研
究中为 1，是指一个完整的周期包括一个峰值（旺

季）和一个谷值（淡季）； z为数据频率，此处使

用月度数据，故为 12；T代表样本数据的序号， i1
和 i2 衡量了每个季节周期对模型的贡献。 

在线性预算约束条件下，满足利润最大化和成

本最小化的需求系统模型（5），应该满足以下限 

制：（1）加总性： 1=∑
1=

n

i iθ ；（2）齐次性： 0=∑
1=

n

j ijπ ；

（3）对称性： jiij ππ = 。 

根据弹性定义，利用模型（5）估计系数，可

得到支出弹性和 slutsky（补偿）价格弹性：（1）

支出弹性： ii wθ / ；（2）价格弹性： iij wπ / （当 ji =

时为自价格弹性， ji ≠ 时为交叉价格弹性）。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1）数据来源。模型所用的贸易数据来源于

中国国家海关总署数据库。考虑到中国羊毛进口主

要以原毛为主（占据 80%以上）的特点，本研究将

羊毛定义为 HS编码为 5101的原毛，即未梳含脂羊

毛。本研究获取的中国羊毛进口来源国主要为澳大

利亚、新西兰、南非、英国、乌拉圭，将除以上各

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看做一个市场，命名为其他来源

国。选取的研究时间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共 84个样本。其中，进口量的单位为“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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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金额的单位为“美元”，以进口金额除以进口

量得到的单位进口值作为价格的代理变量[18]。 

模型所使用羊毛关税配额数据来源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务部官方网站。2011 年至 2017 年，羊

毛的关税配额均为每年总量 28.7万吨，年初发放，

配额内征收 1%的关税。对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

关税配额，根据 2008 年 4 月 7 日中国与新西兰签

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承诺为新西兰原产的羊毛提供

免税国别配额量，并且国别配额量自 2009年的 2.50

万吨增至并维持在 2017年的 3.69万吨的水平；根

据 2015年 6月 17日中国与澳大利亚也签署的自由

贸易协定，为澳大利亚原产羊毛提供免税国别配额

量，配额量自 2016年的 3万吨增至并维持在 2024

年的 4.43万吨水平[19]。为了考察配额发放对进口国

的影响，将全球关税配额年度数据转换为月度数

据，构建关税配额的月度剩余量指标（γ）。转换方

法为本月关税配额剩余量=此月前关税配额发放量-

本年此月前实际累计进口量。 

（2）样本特征。中国羊毛进口需求模型的相

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2011—2017年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在进口量和进口金额上的平均

值均位居前两位，是目前中国主要的羊毛进口来源

国。从标准差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进口波动最为明

显；在进口价格上，进口来源国价格标准差较为相

近。其中，2011—2017年澳大利亚进口平均价格最

高（7.64 美元/千克），其次是南非（7.09 美元/千

克），最低为英国（2.89美元/千克）。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进口量(万千克) 进口金额(万美元) 进口价格(美元/千克) 市场份额(%) 

进口来源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澳大利亚 16 223 2 604 125 948 49 046 7.64 2.40 61.07 8.30 

新西兰 2 665 415 11 195 4 406 4.14 1.27 15.93 2.57 

南非 970 773 8 454 7 551 7.09 2.66  3.31 2.16 

英国 427 375 1 417 1 425 2.89 0.84  2.27 1.62 

乌拉圭 614 323 2 985 1 769 4.76 1.68  3.07 1.23 

阿根廷 249 188 1 807 1 603 6.13 2.40  1.31 0.54 

其他来源国 2 114 892 7 249 4 227 3.16 0.88 13.04 3.30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整理得出，数据范围为 2011—2017年。 
 

三、实证研究及其结果讨论 

（一）参数估计及其诊断检验 

在估计模型时，连续的对数差分形式常用一阶

对 数 差 分 来 替 代 。 数 量 变 量 可 近 似 为
1lnln≈)(ln ttt qqqd － ， 价 格 变 量 可 近 似 为

1lnln≈)(ln ttt pppd － 。变量 wit以 wit=0.5(wit+wit－1)

替代，Divisia数量指数 d(lnQt)以非连续的变量 DQt 

替代，即 )ln-(ln≈)(ln 11
∑ ititit

n

itt qqwDQQd


 。 

考虑到需要估计的需求系统模型中各密切相

关的内生变量的误差项可能存在异方差和同期相

关性，本研究采用 Stata 软件中似不相关回归估计

方法对进行处理；由于中国对各国羊毛的进口份额

之和为 1，误差协方差矩阵为奇异矩阵，因此本模

型中删除“其他来源国”这一方程，“其他来源国”

的估计参数由加总性、齐次性和对称性等约束条件

式计算而得[20]。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 中国羊毛进口需求系统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南非 英国 乌拉圭 

支出系数(θi) 0.375 4*** 
(0.036 5) 

0.078 3*** 
(0.010 6) 

0.009 1*** 
(0.002 5) 

0.008 8*** 
(0.001 8) 

0.013 6* 
(0.003 7) 

价格系数(πij) 澳大利亚 -0.108 5 
(0.070 5) 

    

 新西兰 -0.092 3 
(0.037 1) 

-0.005 7 
(0.032 5) 

   

 南非 0.057 9*** 
(0.012 2) 

-0.032 4 
(0.016 6) 

-0.003 6 
(0.015 4) 

  

 英国 -0.022 5*** 
(0.007 6) 

0.008 4 
(0.007 5) 

-0.011 8 
(0.005 0) 

-0.016 8*** 
(0.005 3) 

 

 乌拉圭 -0.005 3 
(0.017 4) 

-0.018 0 
(0.015 1) 

-0.000 3 
(0.011 1) 

0.000 3 
(0.006 7) 

0.015 0 
(0.018 5) 

 其他来源国 -0.069 5 
(0.058 5) 

0.044 7** 
(0.017 1) 

-0.009 9 
(0.008 9) 

-0.002 5 
(0.003 0) 

-0.002 3 
(0.00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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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南非 英国 乌拉圭 

政策变量 配额剩余量(β1) -0.024 2 
(0.026 0) 

-0.001 9 
(0.007 5) 

0.001 2** 
(0.000 5) 

0.001 0* 
(0.000 5) 

-0.000 8 
(0.002 6) 

季节变量 sin函数(α1) -0.063 2*** 
(0.002 1) 

-0.059 7 
(0.017 3)  

0.036 8  
(0.001 4)  

0.001 7 
(0.004 3) 

0.003 0** 
(0.001 4) 

 cos函数(α2) -0.048 2*** 
(0.009 5) 

0.030 1** 
(0.012 0) 

0.046 7 
(0.014 1)  

-0.043 1 
(0.002 7) 

0.018 4 
(0.045 7) 

样本数 N 84 84 84 84 84 

调整后的 R2 0.651 9 0.769 9 0.360 4 0.328 7 0.582 1 

注：常熟项省略；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和***分别表示在 10%和 5%和 1%水平上显著。 
 

在利用估计结果进行分析之前，需进行模型估

计结果的诊断检验。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时

间序列数据，因此首先需要对估计结果进行自相关

检验，检验方法主要采用 Ljiung-Box Q统计量进行

检验；其次，由于模型估计中的被解释变量

)(ln itit qdω 又 被 用 以 计 算 解 释 变 量 ( )
tQd ln

（ )(ln=)(ln ∑
1= i

n

i i qdwQd ），两者之间存在同步性，

有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促使估计结果有偏

且不一致，还需进一步对需求系统模型中的自变量

进行内生性检验，检验方法是假设 ( )
tQd ln 是外生

的，那么 ijji απξξCOV =)( ，故只需检验是否存在这

样的线性即可。 

对于模型的检验结果，在自相关检验中，澳大

利亚、新西兰、南非、英国和乌拉圭等进口来源地

的 Ljiung-BoxQ检验结果的 P值分别为 0.1577 、

0.0548、0.2728、0.1558 和 0.0920，所有单方程的

残差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法拒绝无自相关的

原假设，故可认为回归结果不存在自相关。在自变

量内生性检验中，残差协方差矩阵与价格系数矩阵

的 OLS 线 性 回 归 结 果 ：

ijjiCOV  005240.0000267.0)(  ，由自变量回归

系数的 t 值为 4.01 可知 ij 的系数显著不为 0，
 jiCOV  是价格系数项 ij 的倍数，因此自变量

不存在内生性。可见模型估计结果总体上良好，可

利用分析。 

（二）模型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表 2）中的边际份额系数反映

了中国羊毛进口总支出对中国从不同来源国羊毛

进口需求的影响。为了更深层次分析中国从各来源

国羊毛进口需求影响中国羊毛进口支出变动的敏

感程度和比较各来源国家羊毛价格变动对中国从

其进口羊毛需求的影响程度，本研究根据价格系数

和平均支出份额，计算出各来源国羊毛的支出弹性

和价格弹性（表 3）。 

表 3 羊毛进口来源国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 
交叉价格弹性 

进口来源 支出弹性 自价格弹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南非 英国 乌拉圭 其他国 

澳大利亚 0.596 2 -0.172 4   0.911 6  3.571 8 -1.271 3  0.196 6 -0.333 8 

新西兰 0.772 6 -0.056 0  0.146 6  -0.441 8  0.477 1 -0.666 0  0.214 9 

南非 1.263 7 -0.220 4  0.092 0 -0.319 4  -0.669 6 -0.009 7 -0.047 6 

英国 0.499 6 -0.952 3 -0.035 7  0.083 2 -0.729 1   0.011 3 -0.012 2 

乌拉圭 0.503 1 -0.554 9  0.008 4 -0.177 6 -0.016 1  0.017 3  -0.011 3 

其他国 1.473 0  0.619 9 -0.110 3  1.994 7 -0.611 5 -0.143 8 -0.087 0  
 

1．中国需求增长对从不同来源国家羊毛进口

需求影响的差异 

如表 2所示，从所有来源国羊毛进口需求的边际

支出份额系数均为正，且除了乌拉圭国家在 10%的水

平下显著之外，其余国家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 

（1） 中国羊毛进口总支出的增长将带动中国

从所有来源国羊毛进口需求的增长，但带动的程度

不同。各来源国的支出份额系数均为正值，说明中

国从各来源国进口的羊毛均为正常品，即当中国的

羊毛进口额增加时，从这五个主要来源国的进口需

求都会有所增加。支出弹性反映了中国羊毛进口总

额增长时带动从各来源国羊毛进口额增长的程度。

支出弹性的计算结果表明，当中国羊毛进口总额增

长 1%，将使中国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英

国以及乌拉圭等国家的羊毛进口需求分别增长

0.5962%、0.7726%、1.2637%、0.4996%、0.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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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羊毛进口总支出增长对南非的羊毛进口

需求带动程度较大，其次为新西兰、澳大利亚、乌

拉圭和英国。 

（2）中国羊毛进口来源国所具有的不同程度

的支出弹性，是造成中国从不同国家进口羊毛结构

变动的重要原因。南非支出弹性大于 1，说明从南

非羊毛进口额增长要快于中国羊毛进口总支出的

增长；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及乌拉圭国家羊毛

支出弹性小于 1，说明从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

及乌拉圭四国的羊毛进口额增长要慢于中国羊毛

进口总支出的增长；其他国家的羊毛支出弹性也大

于 1，说明从其余羊毛进口来源国羊毛进口额增长

要快于中国羊毛进口总支出的增长，中国其余羊毛

进口来源国中有些国家所占份额在逐渐上升。 

（3）南非是中国羊毛进口中相对增长最快的

进口来源国，支出弹性值为 1.2637，较富有弹性。

2001 年中国从南非进口原毛总额占中国羊毛总支

出份额的 0.34%，2017 年南非所占份额增长至

7.69%。在中国羊毛进口市场高度集中的现实情况

下，中国原毛进口总额中南非所占份额有大幅度上

升。主要是因为世界羊毛加工业向中国转移引起了

中国-南非羊毛贸易结构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地特

征就是双边羊毛贸易进一步向原毛（含脂毛）集中
[21]。且随着中国毛纺企业的技术进步，对进口羊毛

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羊毛细度是体现羊毛品质的

最重要的指标，羊毛越细，加工附加值越高。南非

是世界服装用毛主要生产国之一，其羊毛细度符合

国际服装用毛标准，且含脂毛品质优于其他国家，

因此中国从南非进口羊毛的数量呈较快增长态势。 

2．中国进口价格对从不同来源国进口羊毛需

求的影响程度 

（1）进口羊毛来源国中澳大利亚、新西兰、

南非、乌拉圭的自价格弹性系数较低(分别是-0. 

1724，-0. 0560，-0. 2204，-0.5549)。英国羊毛的价

格弹性较高为-0.9523，这说明中国从英国的羊毛进

口需求对英国羊毛自身价格变动较为灵敏，其余国

家则不敏感。除英国羊毛的自身价格系数在 1%的

水平下显著外，其余国家都不显著，说明当这些国

家提高对中国出口的羊毛价格时，中国并不会显著

减少从这些国家进口羊毛的数量。 

（2）从中国羊毛进口来源国替代关系来看，

澳大利亚与英国存在显著的负向替代关系，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澳大利亚与南非、新西兰与其他

国家存在显著的正向替代关系，分别在 1%和 5%的

水平下显著。澳大利亚与英国存在显著的负向替代

关系，意味着澳大利亚与英国两国羊毛在中国市场

上为互补关系，且澳大利亚对英国羊毛进口的交叉

价格弹性为-1.2713，较富有弹性。澳大利亚羊毛以

细型和超细型为主，价格相对较高，英国羊毛以中

等微米羊毛为主，品质不如澳毛，价格相对较低。

国内毛纺企业尤其是梳毛企业一般根据加工订单

对成品细度、长度等要求，采取优质的澳毛和价廉

的英国羊毛进行混纺加工，在满足客户要求的同时

降低成本。而澳大利亚与南非、新西兰与其他国家

存在显著的正向替代关系，且澳大利亚与南非、新

西兰与其他国家的交叉价格弹性值分别为 3.5718

和 1.9947，较富有弹性，说明一国价格的上升将会

减少另一国羊毛的进口量。其余主要来源国之间交

叉价格系数不显著，且较多为负值，在羊毛进口上

不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是采购企

业多是生产出口纺织品的纺织企业，多以订单式进

行生产。企业对羊毛的需求不仅仅只考虑羊毛的价

格，更多是根据客户的订单要求和纺织工艺选择不

同品质的羊毛，甚至有些客户会严格要求使用哪国

的原毛，因此，多数羊毛进口来源国之间的替代关

系不显著。 

3．关税配额因素对中国从不同来源国进口羊

毛需求的影响 

配额剩余量对中国进口来源国中所占份额较

小国家的羊毛进口需求有显著影响，而对份额较大

的来源国的羊毛进口需求则没有显著影响。由表 2

可知，在中国从南非、英国两国的羊毛进口需求方

程中，配额剩余量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 5%和

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而在中国从澳大利亚、新

西兰、乌拉圭的羊毛进口方程中，配额剩余量的系

数为负，且均不显著。这说明配额剩余增加，从南

非和英国国家的羊毛进口会显著增加，但对从澳大

利亚、新西兰、乌拉圭的羊毛进口没有显著影响。

从对各主要来源国所占的份额比较可知，配额剩余

量对中国进口份额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的羊毛进口

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份额已经较大的来源

国的羊毛进口需求则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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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毛纺企业而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羊毛是进

行深加工时的主要选择，用量大，属于优先进口的

“必需品”，且存在国别关税配额量，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缓解关税配额量对其的约束。但是，当进口

配额剩余较多时，企业会产生进口限制偏松的预期

心理，则会边际增加不常用或起搭配作用的羊毛类

型，比如南非、英国的羊毛。从结果上来看，配额

剩余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就对南非和英国分别增加

进口 0.0012和 0.0010个单位。 

四、主要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基于 2011年至 2017年羊毛进口月度数据，加

入关税政策变量和季节变量，对中国羊毛的进口需

求系统模型进行了估计，并结合支出弹性和价格弹

性的分析，可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羊毛进口总需求增长显著促进了中

国从各来源国的羊毛进口需求，且其影响程度的差

异是导致中国从不同国家羊毛进口的结构变化的

重要原因。当中国羊毛需求（进口总支出）增长时，

中国对各国的羊毛进口需求都将显著增长。其中，

从南非羊毛进口需求将以相对最快的速度增长，对

南非羊毛的依赖度也逐渐增强，但南非本身也是羊

毛消费大国，其保护国内羊毛、禁止出口的行为随

时可能发生，这将对中国羊毛需求造成较大的冲

击，因而中国需要及时关注南非对其国内羊毛实行

的保护政策，跟踪、搜集和整理国内外羊毛市场信

息，在加强与南非羊毛贸易的同时，建立羊毛进口

预警机制，动态监控羊毛进口信息，注意防范羊毛

进口风险。 

第二，中国从多数来源国的羊毛进口需求对自

身价格变动不具有符合预期的敏感反应特征，且对

其他来源地羊毛的价格变动反应不太敏感。中国要

实施多元化羊毛贸易合作，拓宽羊毛进口渠道，保

障中国毛纺企业优质原料来源。近年来，俄罗斯和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分中亚国家不断加

大对羊毛产业投入和扶持，且致力于开拓亚洲市

场，其羊毛质量稳步上升。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域毗

邻，运输距离、方便程度显示了一定的优越性，所

以中国可加强与这些中亚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开拓

羊毛进口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羊毛的依赖。 

第三，关税政策对中国从各来源国的羊毛进口需

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近年来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气候干旱等原因造成羊毛产量大幅度减少，澳毛等

价格随之攀升，国内羊毛市场转向南非等国家，导致

在配额剩余量较多时，中国企业会增加对南非和英国

羊毛的进口。因此，在世界羊毛供给降低的背景下，

中国应积极促进与南非等国家的羊毛贸易合作，争取

更多关税优惠政策，保障国内毛纺企业的利益。但更

重要的是，中国首先应也应致力于提升国内羊毛的生

产效率和质量，从品种改良、规模化和组织化经营以

及规范流通环节等方面着力提升国内羊毛的竞争力，

重塑企业对国内羊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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