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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CMS 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的指标及其含义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具体含义

进口需求效

应 IME

（1）

需求规模效

应 GIM

（1.1）

需求价格效应 PIM

（1.1.1）
进口均价水平变化而引起的出口变动

需求数量效应 QIM

（1.1.2）
进口数量规模波动而引起的出口变动

需求结构效

应 SIM

（1.2）

国别需求结构效应 CIM

（1.2.1）
进口国别需求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出口变动

产品需求结构效应MIM

（1.2.2）
进口产品需求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出口变动

出口竞争力

效应 EXE

（2）

整体竞争力

效应 GEX

（2.1）

质量竞争力效应 PEX（2.1.1） 出口相对价格变化而引起的出口变动

数量竞争力效应 QEX（2.1.2） 出口数量份额变化而引起的出口变动

品类竞争力效应 KEX（2.1.3） 出口产品种类变化而引起的出口变动

竞争力结构

效应 SEX

（2.2）

国别竞争力结构效应 CEX

（2.2.1）
出口国别市场份额调整而引起的出口变动

产品竞争力结构效应 MEX

（2.2.2）
出口产品市场份额调整而引起的出口变动

注：作者根据模型分解结果设计。

附表 2 农产品类型及其 HS 编码章目

产业 HS编码章目 主要产品

种植业 第 6-14、17-20、24章 谷物、蔬菜、水果、坚果、植物液汁及其简单制品等

林产业 第 44-46章 木材、软木、桔杆及其简单制品等

畜牧业 第 1-2、4-5章，1601-1603目 活动物、肉和食用杂碎及蛋乳蜜制品等

水产业 第 3章，1604-1605目 鱼类、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等

农副业 第 21-23章 饮料、酒、醋，杂项食品和动物饲料等

资料来源：参考葛明和高远东（2021）设计。

附表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洲别划分

洲别 国家

亚洲 40国

韩国、蒙古国、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老挝、文莱、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黎巴

嫩、沙特阿拉伯、巴林、伊朗、伊拉克、阿富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也门、叙

利亚、巴勒斯坦、土库曼斯坦

欧洲 27国

塞浦路斯、俄罗斯、奥地利、希腊、波兰、塞尔维亚、捷克、保加利亚、斯洛伐克、阿尔巴

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北马其顿、罗马

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马耳他、葡萄牙、意大利、卢森堡

非洲 52国
苏丹、南非、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科特迪瓦、索马里、喀麦隆、南苏丹、塞舌尔、几内亚、

加纳、赞比亚、莫桑比克、加蓬、纳米比亚、毛里塔尼亚、安哥拉、吉布提、埃塞俄比亚、



《统计研究》 葛明等：恒定市场份额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及其应用（附件） 2024年 2月

2

肯尼亚、尼日利亚、乍得、刚果（布）、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布隆迪、佛得

角、乌干达、冈比亚、多哥、卢旺达、摩洛哥、马达加斯加、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赤道

几内亚、利比里亚、莱索托、科摩罗、贝宁、马里、尼日尔、刚果（金）、博茨瓦纳、中非、

几内亚比绍、厄立特里亚、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拉维

大洋洲 11国
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纽埃、斐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库克群岛、汤加、瓦

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

南美洲 9国 智利、圭亚那、玻利维亚、乌拉圭、委内瑞拉、苏里南、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

北美洲 13国
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

克、格林纳达、巴巴多斯、古巴、牙买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

资料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country。

附图 1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相关指标趋势图

注：横坐标代表年份，左纵坐标代表贸易额，右纵坐标代表市场份额。CCT表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额，

WCCT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Wratio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占其自世界进口总

额的比重。数据来源：CEPII-BACI数据库。

附图 2 2002 和 2021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不同区域农产品出口贸易相关指标趋势图

注：左纵坐标代表贸易额，右纵坐标代表份额。CCT2021和 CCT2002分别表示 2021 和 2002年我国对“一带一路”不同区域

农产品出口额，WCCT2021 和WCCT2002 分别表示“一带一路”不同区域自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Wratio2021 和 Wratio2002分别

表示“一带一路”不同区域自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占其自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数据来源：CEPII-BACI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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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2002 和 2021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类型农产品出口贸易相关指标趋势图

注：左纵坐标代表贸易额，右纵坐标代表份额。CCT2021和 CCT2002 分别表示 2021 和 2002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不同

类型农产品出口额，WCCT2021 和 WCCT2002 分别表示“一带一路”国家不同类型农产品自世界进口总额；Wratio2021 和

Wratio2002分别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农产品自我国进口额占其自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数据来源：CEPII-BACI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