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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和实证比较选取 Aquino 指数对中澳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行了测度，然后利用 GHM

法将产业内贸易细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从更深层次研究中澳产业内贸易现状和发展趋势，结果发现：中

澳初级产品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较低，但 Aquinio 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产业内贸易水平有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中澳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明显高于初级产品，但无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

产业，中国都不具有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没有表现出预想优势，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资本或技术

密集型制成品与澳大利亚有较大差距，但差距呈现缩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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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定时期内某一给定产业内同时发生的输入和输出活动，与比较优势和

要素禀赋推动的产业间贸易不同，产业内贸易主要源于技术差异与规模经济。从 20世纪 60
年代 Verdoorn在考察比、荷、卢经济联盟内部贸易过程中第一次发现产业内贸易开始，产

业内贸易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尝试运用各种方

法测度产业内贸易水平；二是对产业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进行理论探讨；三是从实证角度检

验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助于推动我们对产业内贸易的深入了解，从

而更好实现在生产实践中的指导作用[1]。

中国与澳大利亚自 1972年正式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平稳，贸易与投资一直都是两

国关系的中心环节。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澳双边经贸发展驶入快车道。2002年中澳双

边贸易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3年两国签署了《中国-澳大利亚贸易与经济合作框

架》，中澳自由贸易区的筹建也随之启动，2007年两国贸易额已激增至 438亿美元，中澳

双边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如今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而

澳大利亚自 21世纪以来一直稳居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之列。随着两国贸易往来的扩大，交

易商品的数量和档次都不断提升，主要贸易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以往的产业间贸易方式

逐渐转向产业内贸易方式，这就需要我们从产业内贸易角度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两国贸易关

系。与此同时，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势必将对两国贸易利益分配和国民福利产生重要影响 ，

而我国在与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经验甚少，迄今为止只于 2008年 4月与新西兰签

署自由贸易协定，这同样需要我们从产业内贸易角度对中澳两国的经贸往来进行深入研究，

从而为两国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的顺利开展提供建议。

1 文献综述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招标课题：“国际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

05JJD790087 )的研究成果。



2

中澳间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以国内为主，已开展的相关研究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首先是

在研究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间产业内贸易过程中涉及到了中澳产业内贸易，如

Hellvin,L.（1996）[2]对我国和 OECD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计算；Xiaoling
Hu和 Yue Ma(1999) [3]对中国产业内贸易水平及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澳大利亚）产业

内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测度。其次是专门针对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研究，这类研究较

多，且以国内学者为主，如刘李峰、刘合光（2006）[4]利用 G-L 指数、产品集中度指数、

相对贸易优势指数等指标对中澳农产品贸易现状和特征进行分析；；司伟等（2007）[5]运用

出口集中度指数、G-L指数对中澳农产品贸易进行了分析；凌振春（2006）[6]运用修正的显

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强度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等对中澳农产品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进

行了分析。第三类研究则是专门针对中澳两国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研究，这方面研究较少，

只是杜运苏（2007）[7]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澳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行了分析。

可见关于中澳产业内贸易的专门研究以农产品为主，关于两国整体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很

少。在研究方法上，涉及到对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度基本都只是运用 G-L指数进行初

步测量和分析，没有对产业内贸易做进一步细分。因此本文将在可靠的数据来源和严密的实

证分析原则下，首先通过理论和实证比较选取 Aquino指数对中澳 SITC九类商品产业内贸

易水平进行测算，然后运用 GHM标准对中澳产业内贸易做进一步细分，从更深层次研究两

国各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合作层次和发展趋势，从而认清两国不同商品的优势和劣势所在，

为两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参考依据。

2 实证分析

2.1 中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量

2.1.1 测算方法的选择

测算产业内贸易水平最常用的是 Grubel-Lloyd指数（GL指数），而面对当前广泛存在

于各国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将贸易不平衡因素考虑在内的修正后 GL指数和 Aquino指数

似乎更为合理。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不同指数计算得到的数值有时会出现较大差异，因此指数

方法的选取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我们将对 GL指数、修正后 GL指数和 Aquino指数进行比

较，从中选取合适指标对中澳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测算。当出现贸易不平衡时，Grubel和
Lloyd(1975)[8]提出的未修正 GL指数永远无法达到 1，GL指数本质上是一个向下偏误的测

量式,对此 Grubel和 Lloyd提出新的修正后 GL指数①。Aquino(1978)[9]认为，整体贸易失衡

造成的 GL指数向下偏误是因为个别产业内贸易衡量向下偏误所致，因此要从各具体产业出

发对 G-L指数进行调整，他提出了 Aquino指数②，并且 Aquino以多国为例，分别求出GL、

GLadj、Q公式的数值并加以比较，得出“GL指数有低估现象；修正后 GL指数有高估现象”

的结论。

我们分别运用三种指数对中澳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测算比较，从实证角度选取合理指

数。本文采用数据均来自 UN COMTRADE，产业分类以 SITC Rev.3为基础，将分类号前 3
位数字相同③的商品作为同类商品。SITC一分位下将所有贸易商品分为十类④，其中 0-4类

① 修正后 GL 指数公式为： 100*
M-X)M(X

|M-X|)M(X
GL

iiii

iiii
adj

  







② Aquino 指数公式为： 100*
M

M
X

X*
2
11

i

i

i

i












  

Q

③ 商品分解层次越高，越能更好捕捉商品信息，但过细分类容易引起向上偏误问题（见 Jianhong Zhang et

al.,2005），因此基于以上原则本文选取 SITC 三分位数据进行计算。
④ 0 类：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1类：饮料及烟类；2 类：非食用原料；3类：矿物燃料、润滑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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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为初级产品，5、7和 9类大多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6类和 8类大多为劳动密

集型制成品，9类是未分类的其他商品，由于 9类商品贸易品种有限，并且数据缺失较多，

因此本文将主要研究 0-8类商品。我们引用相关数据根据三种指数公式分别计算了 1997-
2007年中澳 SITC九类商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图 1是运用三类指标计算出的中澳 2007年 9类商品产业内贸易水平⑤比较。从图形上

看，修正后的 GL指数的折线位置最高，未修正的 GL指数的折线位置最低，而 Aquino指

数则位于前两者之间；从数值上看，修正前后的GL指数存在巨大差异，未修正的 GL指数

大多处于 20以下，而修正后的 GL 指数大幅提高，大都接近或超过 50，部分甚至在 90%
以上，这与中澳贸易实情并不相符，经验证除 2007年外其余年份也都出现同样结果，出现

这种偏差的主要原因在于 1997-2007年中澳多数种类产品一直存在贸易不平衡现象。比较

而言，Aquino更能如实反映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和趋势，这也与前文中 Aquino的结论相一

致。因此下文我们将选取 Aquino指数作为衡量中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工具进行相关研究。

0 . 0 0

2 5 . 0 0

5 0 . 0 0

7 5 . 0 0

1 0 0 . 0 0

2
0
0
7

未 修 正 G L 2 2 . 4 0  1 6 . 0 7  0 . 5 5  8 . 1 4  4 . 3 5  2 9 . 5 9  1 4 . 2 5  1 3 . 1 5  4 . 7 9  

修 正 后 G L 2 3 . 5 7  2 4 . 7 8  7 5 . 5 3  5 5 . 3 2  9 2 . 0 1  4 3 . 6 3  1 7 . 9 9  8 0 . 2 5  9 4 . 1 8  

A q u i n o 2 1 . 9 8  2 4 . 0 7  1 6 . 0 0  1 8 . 8 6  1 0 . 3 0  3 1 . 5 0  1 4 . 5 3  3 5 . 4 0  2 1 . 0 9  

S I T C 0 S I T C 1 S I T C 2 S I T C 3 S I T C 4 S I T C 5 S I T C 6 S I T C 7 S I T C 8

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相关数据利用三种指数公式计算而得，图形由 excel绘制而成。

图 1 衡量中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三种指标数值比较（2007年）

2.1.2测算结果及分析

有关原料；4类：动、植物油脂及蜡；5 类：化学品及有关产品；6类：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

其制品；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8 类：杂项制品；9类：未分类的其他商品。
⑤ 由于篇幅限制，其余年份的数据和图形结果并未列出，如果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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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T C 0 S I T C 1 S I T C 2 S I T C 3 S I T C 4

S I T C 5 S I T C 6 S I T C 7 S I T C 8 整 体 指 数

S I T C 0 5 . 8 0  6 . 8 0  8 . 7 1  1 1 . 6 7 1 2 . 6 5 1 0 . 3 6 1 6 . 3 8 1 0 . 6 5 1 2 . 1 5 1 3 . 1 2 2 1 . 9 8

S I T C 1 1 8 . 4 4 2 0 . 2 6 2 7 . 3 6 1 0 . 1 2 1 4 . 4 9 1 4 . 2 7 9 . 8 2  1 7 . 2 5 2 3 . 8 6 1 9 . 5 6 2 4 . 0 7

S I T C 2 8 . 2 1  4 . 6 5  1 6 . 1 9 1 4 . 9 7 8 . 0 6  1 0 . 1 5 8 . 6 9  9 . 4 9  1 3 . 3 7 1 3 . 9 4 1 6 . 0 0

S I T C 3 3 7 . 9 5 4 2 . 6 5 5 4 . 3 6 4 6 . 6 2 3 9 . 1 5 3 6 . 0 8 2 1 . 6 3 4 1 . 7 2 1 0 . 7 7 1 5 . 3 3 1 8 . 8 6

S I T C 4 3 . 2 5  3 . 0 2  3 . 0 7  3 . 6 1  2 . 5 3  1 4 . 0 6 1 1 . 9 3 1 3 . 8 4 1 0 . 5 4 1 0 . 5 6 1 0 . 3 0

S I T C 5 3 1 . 1 1 3 2 . 6 8 3 4 . 4 6 3 5 . 4 0 3 4 . 9 5 3 6 . 6 8 3 1 . 7 2 3 2 . 3 3 3 0 . 4 7 2 5 . 2 9 3 1 . 5 0

S I T C 6 1 8 . 3 2 2 0 . 3 4 1 6 . 3 4 1 8 . 9 4 2 1 . 2 4 1 9 . 6 1 1 9 . 3 1 2 0 . 9 1 2 2 . 3 0 2 2 . 2 6 1 4 . 5 3

S I T C 7 3 4 . 3 8 3 6 . 2 5 4 0 . 6 7 4 2 . 5 4 4 5 . 4 5 4 2 . 1 6 4 5 . 5 3 4 1 . 9 0 2 7 . 8 3 3 3 . 0 3 3 5 . 4 0

S I T C 8 4 0 . 7 1 3 4 . 8 3 2 9 . 6 6 2 3 . 3 1 2 9 . 0 4 3 4 . 0 7 3 0 . 6 0 3 2 . 9 4 2 9 . 3 7 2 8 . 7 4 2 1 . 0 9

整 体 指 数 1 0 . 3 6 1 2 . 3 5 1 2 . 1 5 1 2 . 1 8 1 3 . 0 8 1 3 . 3 9 1 1 . 8 6 1 0 . 7 4 8 . 8 2  8 . 6 1  6 . 8 4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资料来源：选取 UN COMTRADE相关数据利用 Aquino指数公式计算得到各年数据，然后利用 EXCEL绘

制而成。

图 2 1997-2007年中澳产业内贸易 Aquino指数

通过上文理论和实证比较确定使用 Aquino指数衡量中澳产业内贸易水平更为合理，现

将两国 1997-2007年两国 SITC九类商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和综合产业内贸易指数整理如图

2。

从图 2看出中澳产业内贸易整体指数一直较低，始终在 10左右徘徊，且自 2002年起

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说明中澳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不高。各类商品在开展水平和变化趋势上

差异较大，但差异程度呈现缩小态势，近年来多数商品的 Aquino指数都收敛于[10,30]内并

趋于稳定。整体比较，中澳 5-8类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要明显高于 0-4类初级产品，并且

两者各自呈现不同的增减趋势。具体来看，中澳产业内贸易呈现如下特点。

（1）除个别种类外，中澳初级产品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较低，但 Aquino指数呈现上

升趋势，说明中澳初级产品产业内贸易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从绝对数值来看，只有 3类商品整体水平相对较高，多数年份 Aquino指数均在 30以

上，而其余四类初级产品整体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年份 Aquino指数都在 10附近波动；但

从变化趋势来看，呈现出与绝对水平反向变化的有趣现象：整体水平相对较高的 3类商品

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其余四类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究其原因，中澳在多数 3类商品上（如 333、334、335等）互有进出口，其中澳大利

亚出口重点是润滑油、液化丙烷和丁烷等科技含量较高产品，而中国重点出口成品油和残油

产品等附加值相对较低产品，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

实施，导致中澳 3类商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所下降。第一产业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占有

重要地位，而中国尽管同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普遍较低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水平

使其在与澳初级产品的贸易过程中“进多出少”，导致两国初级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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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中国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部分初级产品如海产品（037）、蔬菜及相关制品

（054、056）、水果和蔬菜汁（058、059）、糖果（062）、烟草制品（121、122）、合成纤

维（266）、肥料（272）、油脂颜料（422）等出口数量不断增加，从而促使两国初级产品产

业内贸易水平呈上升趋势，并且在未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2）中澳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较高，除个别种类外，多数商品 Aquino 指数年

际间波动较小，其中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呈现震荡上升趋势，而劳动密

集型制成品则呈现下降趋势。

从绝对数值来看，中澳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要明显高于初级产品，其中 6 类商品

Aquino指数相对较低，各年均在 20左右，其余三类商品多数年份的 Aquino指数都在 30
以上；从变化趋势来，除 8类商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外，其余三类年际

间波动较小，整体来看，5类和 7类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呈现小幅震荡上升趋势，而 6
类和 8类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则呈现下降趋势，8类商品下降趋势尤为明显。

分析原因，在 3分位商品分类下，中澳制成品贸易多数种类都属于产业内贸易，而初

级产品中则存在一定比例的产业间贸易，因此中澳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要明显高于初级产

品。其中 5类和 7类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 Aquino指数呈现小幅上升表明近年来随着中

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出口制成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⑥，

两国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也随之提升。但与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生产上仍处落后，要想大幅提升中澳间产业内贸易水平必须

加大资金投入和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一直是

我国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但近年来随着国内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和人民币不断升值，劳动密

集型制成品出口竞争力急剧下降，我国在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已被部分东南亚国家的

同类产品所挤占，这也致使中澳两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下降明显。

2.2 中澳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基本类型

2.2.1测度方法

Aquino指数只能衡量中澳产业内贸易水平，但无法判断其具体类型是水平型产业内贸

易(HIIT)还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IIT)，因此本文采用 Greenaway et al.(1995)[11]提出的

GHM标准来判断中澳之间产业内贸易是 HIIT还是 VIIT。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类型所属产品满足： （1）  1-1 mx UVUV

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类型所属产品满足： 或 （2）-1mx UVUV  1mx UVUV

、 分别表示存在产业内贸易的产品的单位出口价值和单位进口价值， 被称xUV mUV 
为“离散因子”，本文把 设定为 0.25。那么，当 或 时 ， 75.00 mx  PP 25.1mx PP
该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属于 VIIT，其中当 时，可用 VIITL表示这种低质量的75.00 mx  PP
VIIT，这种产业内贸易细分类型的产品的质量档次相对较低。当 时，可用 VIITH25.1mx PP
表示这种高质量的 VIIT，这种产业内贸易细分类型的产品质量较高，且具有较高的出口竞

争力；当 时，该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属于 HIIT。[12]25.10.75 mx  PP

2.2.2 测度结果及分析

我们选取 SITC 三分位分类中澳进出口贸易数据根据公式（1）、（ 2）和GHM标准计算

判断每种商品产业内贸易细分类型,然后分别求在三种类型在整体贸易中所占比重。（见表 1）

⑥ 中澳贸易中，中国在二分位 51、52、55、59、71、72、73 商品类别中的多数产品处于出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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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澳细分类型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状况（1997-2007）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VIITL

HIIT

VIITH

0

1

2

3

4

555

5

666

6

777

7

888

8

0

1

2

3

4

555

5

666

6

777

7

888

8

0

1

2

3

4

555

5

666

6

777

7

34.78

0.00

52.94

33.33

0.00

33.3333.3333.33

33.33

52.0852.0852.08

52.08

88.3788.3788.37

88.37

50.0050.0050.00

50.00

21.74

0.00

11.76

66.67

0.00

23.3323.3323.33

23.33

16.6716.6716.67

16.67

2.332.332.33

2.33

23.0823.0823.08

23.08

43.48

100.0

35.29

0.00

100.0

43.3343.3343.33

43.33

31.2531.2531.25

31.25

9.309.309.30

9.30

22.73

0.00

56.25

0.00

0.00

37.5037.5037.50

37.50

52.2752.2752.27

52.27

88.8988.8988.89

88.89

63.1663.1663.16

63.16

27.27

0.00

12.50

33.33

0.00

15.6315.6315.63

15.63

22.7322.7322.73

22.73

0.000.000.00

0.00

10.5310.5310.53

10.53

50.00

100.0

31.25

66.67

100.0

46.8846.8846.88

46.88

25.0025.0025.00

25.00

11.1111.1111.11

11.11

47.83

50.00

35.71

66.67

0.00

38.7138.7138.71

38.71

52.0852.0852.08

52.08

90.4890.4890.48

90.48

65.3865.3865.38

65.38

30.43

0.00

7.14

0.00

0.00

25.8125.8125.81

25.81

20.8320.8320.83

20.83

2.382.382.38

2.38

11.5411.5411.54

11.54

21.74

50.00

57.14

33.33

100.0

35.4835.4835.48

35.48

27.0827.0827.08

27.08

7.147.147.14

7.14

26.09

33.33

36.36

33.33

0.00

32.2632.2632.26

32.26

41.1841.1841.18

41.18

72.3472.3472.34

72.34

37.9337.9337.93

37.93

47.83

33.33

9.09

66.67

0.00

35.4835.4835.48

35.48

35.2935.2935.29

35.29

19.1519.1519.15

19.15

17.2417.2417.24

17.24

26.09

33.33

54.55

0.00

100.0

32.2632.2632.26

32.26

23.5323.5323.53

23.53

8.518.518.51

8.51

44.00

0.00

47.62

100.0

33.33

40.6340.6340.63

40.63

48.0848.0848.08

48.08

71.7471.7471.74

71.74

55.1755.1755.17

55.17

28.00

50.00

14.29

0.00

0.00

25.0025.0025.00

25.00

25.0025.0025.00

25.00

15.2215.2215.22

15.22

6.906.906.90

6.90

28.00

50.00

38.10

0.00

66.67

34.3834.3834.38

34.38

26.9226.9226.92

26.92

13.0413.0413.04

13.04

41.38

0.00

47.62

60.00

33.33

51.5251.5251.52

51.52

49.0249.0249.02

49.02

76.6076.6076.60

76.60

50.0050.0050.00

50.00

20.69

100.0

14.29

20.00

0.00

24.2424.2424.24

24.24

23.5323.5323.53

23.53

12.7712.7712.77

12.77

16.6716.6716.67

16.67

37.93

0.00

38.10

20.00

66.67

24.2424.2424.24

24.24

27.4527.4527.45

27.45

10.6410.6410.64

10.64

46.15

50.00

40.00

50.00

0.00

57.5857.5857.58

57.58

43.1443.1443.14

43.14

61.7061.7061.70

61.70

53.3353.3353.33

53.33

19.23

50.00

12.00

16.67

0.00

15.1515.1515.15

15.15

29.4129.4129.41

29.41

23.4023.4023.40

23.40

16.6716.6716.67

16.67

34.62

0.00

48.00

33.33

100.0

27.2727.2727.27

27.27

27.4527.4527.45

27.45

14.8914.8914.89

14.89

40.00

50.00

39.13

60.00

25.00

66.6766.6766.67

66.67

58.8258.8258.82

58.82

70.4570.4570.45

70.45

46.6746.6746.67

46.67

24.00

0.00

21.74

40.00

0.00

15.1515.1515.15

15.15

19.6119.6119.61

19.61

18.1818.1818.18

18.18

26.6726.6726.67

26.67

36.00

50.00

39.13

0.00

75.00

18.1818.1818.18

18.18

21.5721.5721.57

21.57

11.3611.3611.36

11.36

39.13

50.00

38.10

66.67

25.00

69.7069.7069.70

69.70

50.0050.0050.00

50.00

70.2170.2170.21

70.21

46.6746.6746.67

46.67

26.09

50.00

14.29

0.00

25.00

15.1515.1515.15

15.15

25.0025.0025.00

25.00

14.8914.8914.89

14.89

30.0030.0030.00

30.00

34.78

0.00

47.62

33.33

50.00

15.1515.1515.15

15.15

25.0025.0025.00

25.00

14.8914.8914.89

14.89

44.44

50.00

42.86

60.00

0.00

75.7675.7675.76

75.76

59.6259.6259.62

59.62

63.8363.8363.83

63.83

53.3353.3353.33

53.33

29.63

0.00

9.52

20.00

0.00

15.1515.1515.15

15.15

19.2319.2319.23

19.23

19.1519.1519.15

19.15

33.3333.3333.33

33.33

25.93

50.00

47.62

20.00

100.0

9.099.099.09

9.09

21.1521.1521.15

21.15

17.0217.0217.02

17.02

56.00

50.00

52.38

60.00

25.00

69.7069.7069.70

69.70

52.9452.9452.94

52.94

70.2170.2170.21

70.21

56.6756.6756.67

56.67

24.00

0.00

14.29

20.00

25.00

21.2121.2121.21

21.21

23.5323.5323.53

23.53

12.7712.7712.77

12.77

23.3323.3323.33

23.33

20.00

50.00

33.33

20.00

50.00

9.099.099.09

9.09

23.5323.5323.53

23.53

17.0217.0217.02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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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 UN COMTRADE相关数据利用公式（1）、（ 2）及GHM标准计算归类而得，为区分明显，

5-8类制成品用黑体标示。

从表 1可以看出，0-8类商品产业内贸易细分类型各自呈现不同特点，但总体来看，中

澳产业内贸易以 VIITL为主，VIITH次之，HIIT比例最低，其中 0-4类初级产品和 5-8类制

成品各自呈现较为明显的整体特点。

（1）初级产品中 1类和 4类商品产业内贸易细分类型以 VIITH为主，各年份 VIITH份
额基本均在 50%以上，说明中国与澳大利亚在 1类和 4类商品产业内贸易中合作层次较高，

中国这两类产品质量较高，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中澳 0、2、3类商品产业内贸易以 VIITL

为主，各年份 VIITL份额基本均在 40%以上，说明中国这三类产品出口质量较低，在与澳大

利亚的产业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 1类和 4类初级产品包含商品种类较少⑦，因此整

体来看，中国在与澳大利亚的初级产品产业内贸易中还是以 VIITL为主，表明中国初级产品

整体出口质量不高，与发达国家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

（2）中澳 5-8类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均以 VIITL为主，多数年份的 VIITL份额均超过 50%，

尤其是 7类制成品各年 VIITL份额均超过 60%，5类商品 VIITL份额自 2004年以来也持续

超过 65%。这说明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的出口制成品质量和档次较低，在两国制成品产

业内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其中 5类和 7类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差距明显，即便是中

国出口竞争力相对较强的 6类和 8类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也以 VIITL为主，表明中澳制成品产

业内贸易中，无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都不具有技术优势。

3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3.1 主要结论

（1）中澳初级产品除 3类商品外，其余种类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但 Aquino指数呈

现上升趋势，说明中澳初级产品产业内贸易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从产业内贸易细分类型来

看，中澳初级产品产业内贸易中以 VIITL为主，表明中国初级产品整体出口质量不高，与发

达国家产业内贸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2）中澳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高于初级产品，除 8类商品外，多数商品 Aquino
指数年际间波动较小，其中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呈现震荡上升趋势，

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则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产业内贸易细分类型来看，中澳 5-8
类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均以 VIITL为主，表明中澳制成品产业内贸易中，无论是资本、技术密

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都不具有技术优势，近年来双方差距逐渐稳定，其中

部分制成品（如 7类）有差距缩小趋势。

3.2 政策建议

（1）中澳初级产品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但双方在农产品等领域互补性较强，具

有良好的开展基础。与我国相比，澳大利亚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专业化、集约化程度更高，

我国今后应在农业领域加强与对方的交流合作，通过引进和推广新品种以及先进的生产加工

技术进行农产品深加工，继续扩大海产品、蔬菜、糖果、烟草制品、合成纤维、肥料、油脂

颜料等具有较强竞争力产品的出口，转变中国在双方产业内贸易中主要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的

贸易模式，提升 HIIT和 VIITH在两国初级产品产业内贸易中的比重。

888

8

26.9226.9226.92

26.92

26.3226.3226.32

26.32

23.0823.0823.08

23.08

44.8344.8344.83

44.83

37.9337.9337.93

37.93

33.3333.3333.33

33.33

30.0030.0030.00

30.00

26.6726.6726.67

26.67

23.3323.3323.33

23.33

13.3313.3313.33

13.33

20.0020.0020.00

20.00

⑦ 三分位分类下，中澳经常贸易的 1类商品只包含 111、112、121、122 四类，4 类商品只包括 411、421、

422、431 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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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在中澳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产业内贸易中并未表现出预想优势，6类和 8类制

成品在两国产业内贸易中的地位持续恶化，今后应增加产品品种，提升产品档次，积极向高

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跃升；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方面，我国应加大资金投入、引进先进

技术、培育人力资本以技术创新和规模经营，阻止 5类制成品贸易条件的继续恶化，与此

同时应将 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出口竞争力有所增强的态势保持下去。

（3）我国与澳大利亚产业内贸易中水平型和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产品所占比例较

低，因此对于我国某些比较成熟的产品，尤其是中间产品应实行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将一

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改为国内采购，通过确立重点产业和对某些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

不断提升 HIIT和 VIITH在双方产业内贸易中的比重。

（4）与产业间贸易相比，产业内贸易引起的调整成本相对较小（Brülhart,M.,Elliott,R. and
Lindley,J.,2004）[14]，因而其与经济一体化存在密切联系，在与新西兰建成第一个与发达国

家间的自由贸易区后，我们也应加快中澳自由贸易区的筹建进程，促使双方早日消除贸易壁

垒，开放本国市场，积极鼓励相互投资，实现贸易创造效应和规模经济，实现产业内贸易和

经济一体化推进的互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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