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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严峻 ,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在概括中国农

产品出口贸易特征的基础上 ,阐明了目前国际环境下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 :农村丰富的劳动力为农产品

的生产、加工和服务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 ,农业资源多样化优势为满足世界多样化的需求提供了有利条

件 ,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以及“后发优势”促进了我国农产品竞争能力的提高 ;进而提出了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

和管制 ,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直接补贴 ,实施绿色品牌战略 ,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避免各自为政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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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剧 ,国

际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这为我国农产品出口

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 ,国

际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依然很大 ,尤其是当

前世界经济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 ,许多国家

面临着经济衰退的风险 ,国际贸易竞争愈演愈烈 ,贸

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在此背景下 ,我们既要注

意到我们正面临着新的严峻的国际环境形势 ,同时

也要正确认识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一、现阶段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特
征

　　1. 农产品进出口呈双增态势 ,贸易持续逆差

加入 W TO 以后 ,我国农产品贸易进入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 ,进出口呈双增态势。

2002 —2007 年间 ,贸易总额由 302 亿美元增加到

759 亿美元 ,增长 149 % ,年均递增 18 % ,其中 ,进口

额由 124 亿美元增加到 400 亿美元 ,增长 223 % ,年

均递增 23 %。出口额由 182 亿美元增加到 359 亿

美元 ,增长 99 % ,年均递增 14 %。由于进口增速明

显快于出口增速 ,从 2004 年起 ,中国农产品贸易由

加入 W TO 前 50 亿美元左右的长期顺差转变为连

续的逆差状态 ,且逆差扩大趋势更加明显[1 ] 。

2. 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出口变动幅度较大

加入 W TO 以后 ,蔬菜、水果出口增长迅速 ,所

占比重分别由 90 年代中期的 13 %和 4 %增长到目

前的 17 %和 10 % ,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27 %以上。

畜产品出口在农产品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 90 年

代中期的 20 %左右下降为近几年的 12 %左右 ,2007

年仅有 11 % ;水产品出口基本呈稳定增长态势 ,所

占比重由 90 年代中期的 22 %左右增长为近几年的

30 %左右 ,但增长已经明显乏力 , 2007 年下降为

27 % ;粮食的出口波动明显 ,所占比重在 5 %～10 %

之间徘徊 ,其中主要是玉米出口。

3. 农产品出口市场相对单一

从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的洲际结构特征来看 ,

目前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其

中亚洲国家或地区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 ,

2007 年我国对亚洲出口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60. 2 % ,欧洲占 19. 2 % ,北美洲占 13 %。从出口的

主要国家或地区结构特征来看 ,虽然我国农产品出

口的国家或地区达 200 多个 ,但主要农产品出口市

场却比较集中和稳定 ,始终以日本、美国、韩国、香

港、德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荷兰、印度尼西亚等为

主。其中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 ,2007

年我国农产品对日本出口额达 83. 49 亿美元 ,占出

口总额的 22. 8 %。日本也是我国农产品贸易顺差

的主要来源 ,2007 年我国对日本农产品进口额为

3. 91亿美元 ,顺差额高达 79. 58 亿美元 ,为缓解我国

农产品贸易逆差起着极大的作用。由于日本对我国

农产品出口的极端重要性 ,中日贸易争端对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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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口的影响很大[2 ] 。可见 ,我国农产品出口市

场过于单一 ,这会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的拓展

能力 ,不利于农产品出口市场的稳定 ,从而影响农产

品出口的健康发展。

4. 农产品出口的地域相对集中

从农产品出口的区域结构来看 ,我国农产品出

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2007 年东部地区农产品出

口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70. 99 % ,2002 —2007

年保持年均 15 %以上的增长速度。其次是东北地

区 ,2007 年仅东北三省就占了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

的 12. 7 %。从具体省份来看 ,我国农产品出口主要

集中在山东、广东、浙江、辽宁、福建、吉林等。2007

年农产品出口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省份及出口额分

别为 :山东 (92. 5 亿美元) 、广东 (41. 4 亿美元) 、辽宁

(30. 8 亿美元) 、浙江 (29. 3 亿美元) 、福建 (27. 5 亿

美元) 、北京 (20. 2 亿美元) 、江苏 (16. 6 亿美元) 、上

海 (12. 6 亿美元) ,八省 (市) 合计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73. 9 %。其中 ,山东是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速最快的

省份之一 ,2002 —2007 年年均增长达 27. 13 % ;出口

份额从 2002 年的 21. 8 %上升到 2007 年的 25. 3 % ,

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强。

　　二、当前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国
际环境

　　1. 我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复杂
(1)区域贸易一体化在带来贸易创造的同时 ,也

带来贸易转移。我国近几年对 2004 年加入欧盟的

10 个国家的几种重点大宗农产品的出口量逐年减

少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贸易转移。如作为欧盟

成员国的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新加入的波

兰在猪肉出口方面以及丹麦在肠衣出口方面有竞争

优势 ,导致我国在 2004 年以后对 10 国的猪肉和肠

衣出口逐年减少。此外 ,区域贸易一体化组织建立

或者扩大后 ,往往采用相同的贸易标准 ,从而可能对

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标准提高。如欧盟近年

来东扩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 ,本来这些国家的检

验检疫标准较低 ,但是加入欧盟后纷纷提高标准 ,这

就等于增加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绿色壁垒”。

(2)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市场份额不高 ,跨国

涉农产业巨头正在加紧登陆我国。一是虽然我国很

多农产品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但我国农产品出口

总额仅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3. 2 % ,因而在世

界农产品贸易的市场份额较低。在生产者领域对价

格和产量没有领导权 ,在消费者领域只能成为国际

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二是发达国家利用在金融、信

息等方面的优势 ,使得我国在进口量占较大份额、本

应具有一定主导权的产品如大豆上 ,也并未获得应

有的市场份额。三是一些跨国涉农产业巨头正在加

紧布局针对我国市场的战略 ,他们通过参股、并购等

方式在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中占据了很大比重。

(3)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 ,我国还要承受

来自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各种压力。尽管我国

的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但随着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 ,

一些国家将国际粮食危机的责任归咎于我国。我国

在进口时 ,被指责抢了其他国家消费者的饭碗 ,而我

国出口时又被指责抢了其他国家生产者的饭碗 ,不

断受到技术性壁垒、绿色壁垒及反倾销等措施的限

制 ,至今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

地位。二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施汇率改革后三

年时间 ,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 21 %。人民币升值

会使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上升 ,从而降

低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导致国际市场对我国农

产品的需求减少 ,而我国对进口农产品及相关食品

的需求量增加。

2.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农业本身具有“弱质

性”

(1)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具有农户数量多、生产规

模小、合作化程度低等特点。大量分散的小规模农

户在生产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 ,使得“小农

户”与“大市场”难以对接 ;不仅很难满足世界各国日

益增长的对农产品的数量需求 ,也难以满足世界主

要国家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 ,特别是在食品安

全方面难以从源头控制。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尤其是

青壮年非农就业逐年增加 ,更加剧了“小农户”与“大

市场”对接困难的问题。

(2)我国入世承诺的关税水平以及国家对农业

的支持有限。2007 年我国农产品进口平均关税仅

为 15. 7 % , 不仅低于北欧 (挪威 135. 8 % , 冰岛

109. 3 %)等高收入国家 ,而且低于印度 (114. 2 %) 、

巴西 (35. 5 %)等发展中国家 ,仅仅比欧盟高 0. 7 个

百分点 ,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58. 3 %) 。虽然近

年来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在稳步提高 ,但与发达国家

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由于农业与工业、粮食与

其它作物之间的利益调整与补偿机制不完善 ,造成

农民和地方政府从事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不高 ,在市场准入门槛已经降至很低的情况下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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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粮食安全以及农业产业安全存在隐患。

(3)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一

是工业污染以及化学农药的不当使用等导致耕地受

污染状况严重。二是质量标准建设严重滞后。如我

国针对花生黄曲霉素含量的检验标准 26 年没有实

质性提高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专家组

《关于对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研究报告》,我国宽

于日 本“肯 定 列 表 制 度”“一 律 标 准”( 限 量

0. 01 mg/ kg)的限量指标达到 247 条 ,涉及 74 种农

药 ,影响到 6 大类产品。耕地被污染、质量标准差距

大 ,加上前述的“小农户”问题 ,导致我国农产品远远

不能满足进口国的质量安全要求 ,很多订单无法承

接。虽然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出口农产品产销全过程

的管理 ,使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

但内销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普遍不高 ,特别是食品

安全事件频发的现状 ,导致我国农产品在国外消费

者心目中的信誉不高 ,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和效益[ 3 ] 。

　　三、新形势下中国农产品出口潜在
的竞争优势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解释 ,一国若在某种商品中

密集使用资源禀赋相对丰裕、价格相对低廉的生产

要素 ,就能够在该商品上具有较低的比较成本 ,从而

具有出口优势。显然 ,从理论上观察 ,中国的蔬菜、

水果、水产品、肉类产品和加工食品等劳动力密集型

农产品具有能够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和竞争的比较优

势 ;而土地密集型的小麦、棉花、大豆等产品明显缺

乏比较优势 ,不具备参与国际商业竞争的基本条件。

目前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

占 80 %以上的份额 ,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优势主要

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预计这种优势还可以保

持相当长的时间。其出口竞争优势的源泉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农村丰富的劳动力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

服务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

据估计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为 1. 5 亿 ,且

由于受农村劳动力素质及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的影响 ,城市和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有

限 ,这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因此 ,正是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具有无限供

给的特征 ,就决定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必须实施充分

发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比较优势的战略[4 ] 。

2. 农业资源多样化优势满足世界市场多样化农

产品的需求

中国跨越亚热带和温带 ,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

多种多样 ,能够生产各类农产品 ,满足世界市场多样

化的需求。中国正在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实施扶优

扶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重点培育优势农产品和优

势产区 ,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如目前已经或

正在形成长江中上游、赣南湘南桂北和浙南闽南粤

东柑橘主产区 ,渤海湾和西北黄土高原苹果生产优

势区 ,中原和东北肉牛优势区 ,中原、内蒙古、河北、

西北、西南肉羊优势区 ,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牛奶优

势区 ,东南沿海、黄渤海出口水产品优势养殖带。中

国大部分地区饲养畜禽、种植蔬菜均具有比较优势。

另外 ,中国对亚洲市场出口农产品具有显著的区位

优势。由于距离短、运销便捷 ,适宜蔬菜、水果、水产

品、肉类等农产品出口 ,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农产品

的比较优势。

3. 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以及“后发优势”促进了

中国农产品竞争能力的提高

规模巨大且富有增长潜力、日益开放的中国市

场 ,既为中国农产品提供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市场空

间 ,推动中国农业逐步提高竞争力 ,加快中国农业现

代化进程 ,也将促进世界农产品贸易发展和贸易格

局的调整。中国作为 W TO 成员 ,正在对国际多边

贸易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全

球农业贸易竞争环境。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推动与

东盟等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及贸易自由化进程 ,将

进一步改善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环境。中国作为发

展中大国 ,由于坚持实施改革开放战略 ,引进国外资

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正

在形成技术、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将逐

步缩小中国农产品与世界市场的差距 ,促进出口竞

争能力的提高 ,有利于扩大优势农产品的出口。

综合而言 ,现阶段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潜力主要

体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相对而

言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产品出口国 ,既有土

地资源丰富的优势 ,又有加工、技术、管理和营销等

方面持续投资和创新的高端竞争优势 ,中国和这些

国家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既有合作分工和优势互

补 ,也有明显的竞争和利益冲突。中国如果不尽快

调整目前的这种低成本竞争战略 ,一旦农产品的比

较优势结构出现弱化趋势 ,就很可能在国际分工中

84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2 期 刘汉成 等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优势分析 　

失去自身的位置。

　　四、结　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可以预见农产品

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会日渐明显 ,但在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内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会有所抬头 ,甚

至在短时期内占据上风。我国要充分利用各国农产

品消费结构升级、我国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

不断提高等机遇 ,克服世界经济紧缩、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跨国涉农企业威胁我国产业安全等不利因素。

特别是要练好内功 ,改善我国农业的“弱质性”,提高

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此 ,特提出如下若干

建议 :

一是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充分发挥我国农业

的比较优势 ,大力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

二是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直接补贴。调整财

政支出结构 ,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 ,加大对直

接用于生产环节的支持。

三是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出口管制。通过不断深

化改革 ,逐步理顺出口管理体制 ,明确农产品出口管

理职责 ,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 ,制定统一、有效

的促进农产品出口政策。

四是按农产品技术标准组织生产 ,实施绿色品

牌战略。要冲破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 ,必

须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为此 ,要组织实施农

业标准化生产和绿色品牌战略 ,同时还需建立农产

品质量监测和控制体系。

五是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为提高农产品出

口企业的应诉能力 ,应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合力作

用 ,避免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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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xports in Present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L IU Han2cheng ,XIA Ya2hua

( B usi ness Col lege , H uang g ang N orm al Uni versi t y , H uang gang , H ubei ,438000)

Abstrac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t rade protectionism is still grim ,which has greatly

hindered t he exportation of China’s agricult ural p roduct s. This article illust rates t he competitive advan2
tages of China’s agricult ural export in t he p resent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on t he basis of t he sum2
mary of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gricult ural p roduct export t rade as follows : abundant labor re2
sources in t he rural areas p rovide cheap labor in t he manufact ure ,p rocessing and service of t he agricul2
t ural p roduct s ; t he varieties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p rovide favorable conditions to meet t he different

demands of t he world ; the large domestic consumer market and t he great late2develop ment advantage en2
hance t 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agricult ural p roduct s. According to t he above analysis ,t he follow2
ing sugges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optimizing t he st ructure and manage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x2
port s ,increasing t he direct subsidies to farmers ,implementing t he st rategy of“green brand ;”f ully exer2
ting t he f unction of t rade associations and avoiding t he sit uation of separated management .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 ; Chinese agricult ural p roduct ; export s ; competition advan2
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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