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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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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盟是中国蔬菜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中国蔬菜在东盟市场所占份额不断上

升,分析其出口快速增长的贸易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将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增长分解为广

度、数量和价格３个方面,并运用三元边际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

国对东盟蔬菜贸易出口额增长较快,年平均增长率为２７．１％,远超世界其他出口国;２０１３
年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品种主要集中在鲜冷冻蔬菜和干蔬菜,其出口额占比分别为４７．３％
和３７．８％;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遵循“数量增长为主,价格增长为辅”的贸易增长模式.基于

此,应进一步扩大蔬菜出口,满足东盟市场需求,同时提高蔬菜深加工技术水平,遵循既有的

贸易增长模式,不断推动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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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蔬菜出口大国.蔬菜出口对扩大农民增收,增加农民就业,平衡农产品贸易具有重要作

用.在中国蔬菜出口市场中,东盟是中国蔬菜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对东盟蔬

菜出口额从０．８０亿美元上升到２９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２７．１％,东盟从中国进口蔬菜的市场份额

从２３．３％增长到７８．３％.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快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围绕这一问题开展研究将对

扩大中国蔬菜出口具有重要的启示.
国内外学者有关农产品出口增长驱动机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３个.一是万有引力模型分析法.

最早将万有引力定律运用到贸易领域并构建传统引力模型的是 Tinbergen[１]和Poyhonen[２],他们将

２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量与经济规模(GDP)和距离联系到一起进行分析.Anderson等对传统引

力模型提出质疑,并用消费者效用理论对引力模型进行改进[３].国内学者贾伟等通过对 Anderson
等的引力模型的改进,分析了中国各省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三方

GDP及其关税税率变化显著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省内贸易的加强导致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

易减弱,竞争力水平的增强和世界经济增长促进了双方的贸易[４].二是 “市场份额模型(CMS)”分析

法.这一方法最早于１９５１年由 Tyszynski[５]提出,成为学者们研究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变动和对外

贸易增长的重要模型之一,被国际上广泛采用.王元彬等运用 CMS模型分解中美两国对韩国农产

品出口的增长因素,结果表明,中美对韩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因素是规模效应,且中国较美国更

加突出[６].李艾婧在对中国与澳大利亚农产品的研究中发现引起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原因是进口

需求,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竞争力和结构交叉效应是逐步下降的[７].三是二元边际模型分析法.
研究贸易增长的二元分解框架最初来源于以 Melitz[８]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方法将贸易出口增长

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史本叶等在研究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中发

现,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集约边际的拉动作用,与扩展边际相比,其更具有“绝对主导、小幅震荡、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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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加”的特征[９].施炳展对二元边际模型进一步分解和完善,扩展为广度、数量和价格的三元边际

模型[１０].传统的分析法主要针对增长因素进行研究,例如GDP、竞争力等,并没有从增长中概括出中

国对东盟蔬菜出口的增长模式,即这些增长因素对出口的深度和广度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边际模型可

以直接研究出口增长情况.因此,本文借鉴三元边际模型,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

与计算,分析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增长模式.

　　一、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施炳展的三元边际模型对蔬菜贸易市场进行分析.设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的市场份额

为W,其定义为中国(c)对东盟(a)出口的蔬菜价值量占世界(w)对东盟出口蔬菜价值量的比重;I 表

示蔬菜出口品种的集合.市场份额W 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W ＝
∑

i∈Ica
pciqci

∑
i∈Iwa

pwiqwi

(１)

式(１)中,Ica表示中国对东盟出口的蔬菜品种集合,Iwa表示世界对东盟出口的蔬菜品种集合,存
在Ica包含于Iwa;i代表一种六分位 HS编码的蔬菜出口品种,p、q 分别代表蔬菜品种的出口价格和

出口数量.对式(１)进行分解,将中国对东盟的蔬菜出口的市场份额W 分解为广度指数(EX)和深度

指数(IN)的乘积,具体形式如下:

W ＝
∑

i∈Ica
pciqci

∑
i∈Iwa

pwiqwi
＝EX ×IN ＝

∑
i∈Ica

pwiqwi

∑
i∈Iwa

pwiqwi
×

∑
i∈Ica

pciqci

∑
i∈Ica

pwiqwi

(２)

式(２)中,EX 为广度指数,表示中国出口到东盟的蔬菜品种(即Ica)的价值量占世界对东盟的所

有蔬菜出口品种(即Iwa)的价值量的比重.如果中国对东盟出口的蔬菜品种类越多,Ica就包含越多

的蔬菜品种,其EX 值就越大,说明中国在更多的蔬菜品种上实现了对东盟的出口,从而蔬菜出口广

度越大.IN 为深度指数,表示中国出口到东盟的蔬菜品种的价值量占世界与中国出口到东盟的重

合蔬菜品种价值量的比重.IN 值越大,说明在相同的蔬菜品种上中国对东盟实现了更多的出口,从
而蔬菜出口的深度越大.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的广度(EX)和深度(IN)具体计算公式见式(３)、式
(４):

EX ＝
∑

i∈Ica
pwiqwi

∑
i∈Iwa

pwiqwi

(３)

IN ＝
∑

i∈Ica
pciqci

∑
i∈Ica

pwiqwi
＝Q×P＝∏

i∈Ica

(qci

qwi
)
si

×∏
i∈Ica

(pci

pwi
)
si

(４)

式(４)中,进一步将蔬菜出口深度分解为蔬菜数量与蔬菜价格的乘积,Q 为数量指数,表示中国

出口到东盟的蔬菜数量占世界出口到东盟的数量的比重.P 为价格指数,表示中国出口到东盟的蔬

菜价格占世界出口到东盟的价格的比重.其中,Si为数量指数和价格指数的权重,采用对数平均加权

方法.Sci和Swi分别表示i种蔬菜出口所占比重,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si＝

sci－swi

ln(sci)－ln(swi)

∑
i∈Ica

sci－swi

ln(sci)－ln(swi)

,sci＝
pci×qci

∑
i∈Ica

pci×qci

,swi＝
pwi×qwi

∑
i∈Ica

pwi×qwi

(５)

因此,本文将中国对东盟蔬菜的出口占世界对东盟的蔬菜出口的比重分解为广度、数量和价格三

部分,即:

W＝EX×Q×P (６)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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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研究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增长,将两年的市场份额做比值,表示如下:

Wt＋１

Wt ＝
EXt＋１

EXt ＋
Qt＋１

Qt ＋
Pt＋１

Pt
(７)

取自然对数除以间隔年份,得出出口增长途径的分解.其中,GW 表示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份额

的年均增长率,GEX表示蔬菜出口广度的年均增长率,GQ表示蔬菜出口数量的年均增长率,GP表示蔬

菜出口价格的年均增长率:

GW ＝GEX ＋GQ ＋GP (８)

　　二、结果分析

　　１．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概况描述

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１９９８年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量为２１万吨,出口额

为０．８亿美元,２０１３年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上升到２３６万t和２９亿美元,年平均增

长率分别为１７．５％和２７．１％,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占中国蔬菜总出口的比重从１９９８年的４．３％上升

到２０１３年的２７．３％.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品种主要集中在鲜冷冻蔬菜和干蔬菜,２０１３年中国对东

盟鲜冷冻蔬菜出口额为１３．７８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额的４７．３％;干蔬菜出口额为１１．０４亿

美元,占比为３７．８％,而调理加工蔬菜和蔬菜汁出口额仅为４．３５亿美元,占比１４．９％.
为了获得中国对东盟所有蔬菜品种不同时期出口的整体特征,本文运用价值量、数量和价格比值

指标的核密度整体分布图进行分析.核密度估计是在概率论中用来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属于非参

数检验方法之一.基本原理:如果一个数在观察中出现了,可以认为这个数的概率密度很大,和这个

数比较接近的数的概率密度也会比较大,而那些离这个数远的数的概率密度会比较小.基于这个原

理,本文定义比较指标RX:

RX ＝
Xt＋s －Xt

Xt＋s ＋Xt
(９)

该指标可以用于分析X 在t年和t＋s年之间的变化趋势,具有有界性.如果X 在t＋s年大于t
年,那么RX＞０,其中,当Xt＋s无穷大时,RX 分布集中在１附近;如果X 在t年和t＋s年之间没有

太大变化,那么RX 分布在０附近;如果X 在t＋s年小于t年,那么RX＜０,其中,当Xt＋s＝０时,

RX 分布集中在－１附近.因此,RX 的分布在(－１,１)之间.本文运用这一指标将不同的数据放在

一个尺度上进行比较.
首先对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的原始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然后运用RX 指标进行

计算与分析.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所有蔬菜品种的价值量、数量和价格曲线均分布在０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下同.

图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对东盟出口的

所有蔬菜的价值量、数量和价格的变化

和１之间,如图１所示,说明大部分蔬菜品种的价值量、数
量和价格都在上升.其中,价值量出现两个峰值,分别集中

在[０．２,０．４]和[０．８,１]２个区间范围内,但最大值更靠近１,
说明绝大多数蔬菜出口额上升幅度较大.数量的峰值比较

集中且靠近１,说明蔬菜出口量上升增长幅度明显.与此

相比较,价格变化主要集中在０．２和０．６之间,峰值更接近

０．４,说明其有较小的上升幅度,比较平稳.综合３条曲线

来看,价值量曲线峰值最高点分布在１的左侧,主要是数量

曲线作用的结果,价值量曲线峰值次高点接近０．３,主要是

价格曲线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对东

盟蔬菜出口过程中,出口量的增长最明显,价格小幅度增

长,两者共同作用下,贸易出口额明显增长.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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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增长的三元分解

表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对

东盟蔬菜出口增长分解

年份 市场份额 广度 数量 价格

１９９８ ０．２３３ ０．９８７ ０．２８４ ０．８３２
１９９９ ０．２２７ ０．８１２ ０．３４０ ０．８２１
２０００ ０．２８８ ０．７８９ ０．４６４ ０．７８８
２００１ ０．３６２ ０．９６６ ０．５０６ ０．７４１
２００２ ０．４８９ ０．８３９ ０．６７７ ０．８６０
２００３ ０．５１５ ０．９５７ ０．６２３ ０．８６４
２００４ ０．５７５ ０．８３９ ０．７８９ ０．８６９
２００５ ０．６２０ ０．８５８ ０．７６４ ０．９４６
２００６ ０．６７２ ０．９９０ ０．６９５ ０．９７７
２００７ ０．６９２ ０．９７８ ０．７５９ ０．９３１
２００８ ０．６６９ ０．９７３ ０．７２５ ０．９４９
２００９ ０．７２３ ０．９８１ ０．７６１ ０．９６９
２０１０ ０．７９４ ０．９８８ ０．８０３ １．００１
２０１１ ０．８０９ ０．９９９ ０．７９７ １．０１７
２０１２ ０．７３１ ０．９９５ ０．７０９ １．０３５
２０１３ ０．７８３ ０．９９７ ０．７８４ １．００２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增长率/％

８．０８ ０．０７ ６．７７ １．２４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贡献率/％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３ ８３．７８ １５．３４

(１)出口增长模式分析.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对东

盟蔬菜出口的市场份额从２３．３％上升到７８．３％,整体上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从数量指标来看,中国对东

盟蔬菜出口数量增长趋势较为显著,１９９８年数量指标

为０．２８４,２０１３年达到０．７８４,总体增加了１７６．１％;从价

格指标来看,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价格增长小幅增长,
从１９９８年的０．８３２到２０１３年的１．００２,总体增加了

２０．４％;而从广度指标来看,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品种

基本保持稳定.总体来看,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数量指标增

长幅度较大,为 ６．７７％,对 出 口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８３．８％,价格指标有小幅度增长,对出口增长贡献率为

１５．３４％,广度指标无增长趋势,仅有较小波动,显示中

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增长主要依靠数量的增长,价格也有

较小影响,如表１所示.
中国对东盟整体蔬菜出口主要依靠数量的增长而

增长,价格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出口的增长.基

于这一结论,本文将进一步研究这一出口特点在东盟蔬

菜进口的主要贸易市场中,是否具有广泛性.选取５个

东盟蔬菜进口的主要贸易国家———中国、美国、印度、荷
兰和澳大利亚,利用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１３年对东盟的蔬菜出口数据,分析和对比不同国家的市场份额、广
度、数量和价格指标的变化.

１９９８年对东盟蔬菜出口贸易中,中国位居第二,以０．５％的差距仅次于美国.２０１３年,中国对东

盟的蔬菜出口贸易位居第一,远超过世界其他出口国.从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和印度对东盟蔬菜出

口的市场份额增加,中国主要依靠数量增长,其贡献率为８３．７％,价格次之;而印度的市场份额的增长

率为１．９％,主要依靠广度增长,其贡献率为１３６．０％,是典型的依靠广度指标增长实现贸易增长的国

家.美国、荷兰和澳大利亚对东盟蔬菜出口的市场份额均有所减少,虽然他们的广度和价格指标都有

小幅度的下降甚至增长,但导致其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数量的减少,贡献率分别为７９．５％、９７．９％和

１００．９％,如表２所示.因此,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以“数量增长为主,价格增长为辅”的贸易增长模式

并不具有广泛性.
表２　主要贸易国家对东盟蔬菜出口增长分解

国家

１９９８年

市场
份额

广度 数量 价格

２０１３年

市场
份额

广度 数量 价格

增长率/％
市场
份额

广度 数量 价格

贡献率/％
市场
份额

广度 数量 价格

中国 ０．２３３ ０．９８７ ０．２８４ ０．８３２ ０．７８３ ０．９９７ ０．７８４ １．００２ ８．１ ０．１ ６．８ １．２ １００．０ ０．８ ８３．８ １５．４

美国 ０．２３８ ０．８２１ ０．２３１ １．２５２ ０．０７３ ０．７６０ ０．０９０ １．０６０ －７．９ －０．５ －６．３ －１．１ １００．０ ６．５ ７９．５ １４．１

印度 ０．０５１ ０．５８９ ０．０７８ １．１１５ ０．０６８ ０．８６８ ０．０８８ ０．８８８ １．９ ２．６ ０．８ －１．５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４３．７ －７９．７

荷兰 ０．０３３ ０．７９１ ０．０２７ １．５９５ ０．０１８ ０．８９５ ０．０１４ １．３９１ －４．１ ０．８ －０．４ －０．９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９７．９ ２２．１

澳大利亚 ０．１７１ ０．８６０ ０．１６３ １．２２４ ０．０１５ ０．７０４ ０．０１４ １．５２８ －１６．０ －１．３ －１６．２ １．５ １００．０ ８．３ １００．９ －９．２

(２)不同类型蔬菜分解.为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蔬菜的出口增长途径.本文根据世界海关组织

(HS编码)的制定的进出口商品分类体系,将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蔬菜按不同的加工程度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鲜冷冻蔬菜;第二类:调理加工蔬菜;第三类:干蔬菜.从不同类型蔬菜出口的增长情况来看,
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的增长同样主要依靠数量指标的增长,三类蔬菜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数量指标增长率

分别为６．７％、４．２％和８．６％,其贡献率分别为７９．５％、７６．７％和９７．２％.从价格指标来看,第一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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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蔬菜价格增长成为促进出口增长的次要因素,其贡献率分别为１９．２％和２３．１％,而第三类蔬菜

的价格增长幅度较小.从广度指标来看,除第二类蔬菜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期间出口品种变化有波动外,
其余两类蔬菜的整体变化趋势并不明显,对出口增长贡献较小,尤其是第三类蔬菜的出口１９９８—

２０１３年期间包含了东盟所有品种需求,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不同类型蔬菜出口增长因素分解

年份
市场份额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广度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数量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价格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１９９８ ０．２１９ ０．２４６ ０．２５２ ０．９８０ ０．９９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８７ ０．２９２ ０．２６１ ０．７７８ ０．８５１ ０．９６８

１９９９ ０．２１６ ０．２２７ ０．２７２ ０．９６３ ０．４９５ １．０００ ０．２９０ ０．５０５ ０．３０８ ０．７７１ ０．９０７ ０．８８３

２０００ ０．３１４ ０．２４５ ０．３１６ ０．９８５ ０．４５７ １．０００ ０．４３１ ０．５２５ ０．４９１ ０．７３９ １．０２１ ０．６４３

２００１ ０．４３７ ０．２１０ ０．４０９ ０．９９９ ０．８９３ １．０００ ０．５４２ ０．３３２ ０．７５６ ０．８０５ ０．７０９ ０．５４１

２００２ ０．５９３ ０．３１７ ０．３７４ ０．９８１ ０．４９８ １．０００ ０．６９４ ０．７００ ０．５２６ ０．８７０ ０．９０９ ０．７１１

２００３ ０．６１４ ０．３６２ ０．４０９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７１５ ０．４４５ ０．５７９ ０．８５９ ０．９３９ ０．７０７

２００４ ０．６７９ ０．３５０ ０．６５３ ０．９８８ ０．４９９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２ ０．７６２ １．０６４ ０．９１４ ０．９１９ ０．６１４

２００５ ０．７５３ ０．３２１ ０．６５２ １．０００ ０．４９４ １．０００ ０．７９０ ０．７１３ ０．６８９ ０．９５３ ０．９１２ ０．９４７

２００６ ０．７７４ ０．４１５ ０．６４３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１ １．０００ ０．７９７ ０．４１６ ０．７１２ ０．９７１ １．０３６ ０．９０３

２００７ ０．７９１ ０．４８３ ０．６８５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３ １．０００ ０．８５５ ０．５４６ ０．７４７ ０．９２６ ０．９５８ ０．９１６

２００８ ０．７４６ ０．４９１ ０．７３１ ０．９９１ ０．９２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９０ ０．５５５ ０．７９６ ０．９５３ ０．９５６ ０．９１９

２００９ ０．８０１ ０．３９０ ０．８３６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７ １．０００ ０．８２２ ０．４５０ ０．８７６ ０．９７５ ０．９５５ ０．９５４

２０１０ ０．８４３ ０．３４６ ０．９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７ １．０００ ０．８４２ ０．３９４ ０．９００ １．００１ ０．９６７ １．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０．８４２ ０．３６２ ０．９３９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３３ ０．３７４ ０．９０５ １．０１０ ０．９８０ １．０３７

２０１２ ０．８０１ ０．４２９ ０．８６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１ １．０００ ０．７７６ ０．４２６ ０．８３４ １．０３８ １．０１６ １．０３７

２０１３ ０．７７０ ０．５６３ ０．９４８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８０ ０．５５０ ０．９４４ ０．９９１ １．０３０ １．００４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增长率/％

８．３８ ５．５３ ８．８３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６．６６ ４．２４ ８．５８ １．６１ １．２７ ０．２５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贡献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０ ０．２８ ０．００ ７９．５０ ７６．６５ ９７．２１ １９．２０ ２３．０７ ２．７９

综上所述,中国对东盟不同类型蔬菜出口增长以“数量增长为主,价格增长为辅”,而中国之所以

成为“出口大国”,在于出口价格水平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出口价格的增长在某些蔬菜品种上也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增长,蔬菜出口的品种几乎没有变化,较为稳定.

　　三、结论与启示

　　１．结　论

本文通过三元边际模型对蔬菜贸易市场进行深层次分析,探寻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增长模式.
将中国对东盟的蔬菜出口增长分解为广度、数量和价格三部分进行了测算,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１)中国为东盟蔬菜进口的第一大市场,其对东盟蔬菜出口量值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出口国.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间,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增长较快,其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由１９９８年的２１万吨和０．８
亿美元,上升至２０１３年的２３６万吨和２９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１７．５％和２７．１％.

(２)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品种主要集中在鲜冷冻蔬菜和干蔬菜,出口集中度较高.２０１３年中国

对东盟鲜冷冻蔬菜、干蔬菜出口额分别为１３．７８亿美元、１１．０４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额的

４７．３％、３７．８％,而调理加工蔬菜和蔬菜汁出口额仅为４．３５亿美元,占比１４．９％.可见,中国深加工蔬

菜技术水平有待提高,逐步增加调理加工蔬菜和蔬菜汁出口量,进而弥补这一市场空缺.
(３)中国对东盟的蔬菜出口遵循“数量增长为主,价格增长为辅”的贸易增长模式,其蔬菜出口品

种变化较小.对于不同蔬菜品种而言,鲜冷冻蔬菜、调理加工蔬菜、干蔬菜三大类蔬菜出口增长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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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这一增长模式.但对于其他贸易国家而言,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的增长模式是独有的,并不具有广

泛性.

２．启　示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增长,根据研究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１)扩大蔬菜出口,迎合东盟市场日益增长的蔬菜进口量需求.应进一步扩大蔬菜出口,在满足

国内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提高优势蔬菜品种(即鲜冷冻蔬菜、干蔬菜)的出口量,迎合东盟市场日益增

长的蔬菜进口需求.并遵循“数量增长为主,价格增长为辅”的贸易增长模式,以出口数量增长带动中

国对东盟蔬菜出口量值的快速增长,实现中国蔬菜出口的可持续发展.
(２)提高蔬菜深加工技术水平,由“出口大国”转变为“出口强国”.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主要集中

在鲜冷冻蔬菜和干蔬菜,调理加工蔬菜出口较少.要加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农业科技合作及交流,不
仅要加强我国具有优势的初级和次级加工蔬菜生产,也要吸收世界先进蔬菜的科学技术,努力提高深

加工蔬菜技术,为我国的蔬菜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要逐渐从传统的初级和次级加工蔬菜出口模

式转变为深加工蔬菜出口模式,从“出口大国”转变为“出口强国”.
此外,随着中国蔬菜生产和流通成本的上升,中国蔬菜出口的成本价格优势逐渐减小.虽然在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中国对东盟绝大多数农产品贸易关税下降为零,相对其他国家具有一

定的竞争优势.但中国对东盟蔬菜出口仍需要有效控制成本,不断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推动中

国对东盟蔬菜出口量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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