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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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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进一步推动新发展阶段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的深入研究,本文将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划分为起步

发展(１９９９年之前)、稳步发展(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和快速发展(２００７年至今)３个阶段,回顾了各阶段我国柑橘产业

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从生产与产业技术经济、消费流通与市场、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和产业宏观发展与政策

４个方面,全面梳理了国内主要研究成果.研究发现: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集中在技术经济分析、市场价格分

析、国际贸易竞争力分析和产业宏观发展等多个方面,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不断深入,队伍不断壮大,成果更加丰

富.未来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包括:柑橘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路径、供需适配性、国际贸易环境与政策、柑橘

产业经济数据库建设和产销预警预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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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是世界第

一大类水果,也是我国南方栽培面积最广、经济地位

最重要的果树[１].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国柑橘产

业迅速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柑橘栽培

面积从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８ 万 hm２ 发展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４８．７万hm２,增长了约１４倍,总产量从１９７８年的

３８．３万t发展到２０１９年的４５８４．５万t,增长了近

１２０倍.２００７年我国柑橘栽培面积和产量均超过巴

西,跃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第一大柑橘生产国.柑

橘产业已成为我国南方丘陵山区、库区和革命老区

的农业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

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

景目标建议»指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既为柑橘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政策机遇,也为柑橘产业

经济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以柑橘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经济为研究主题,随

着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不断进步,
柑橘产业经济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在

２００７年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启动后,我国柑

橘产业经济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成果不断丰富.
本文对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重点对改革开放之后主要研究方向的重要进展展开

了系统综述,并对未来柑橘产业经济研究进行展望,
以期为今后柑橘产业经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系

统性线索和启发性思路.

1　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发展历程

纵观新中国成立至今７０余载,我国柑橘产业经

济研究的兴起是在改革开放之后,１９９９年«中美农

业合作协议»的签署推动了我国柑橘产业经济领域

研究的发展,２００７年我国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的

启动使得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的发展速度进一步

加快.因此,本文将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发展历

程分为起步发展阶段(１９９９年之前)、稳步发展阶段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和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７年至今)３
个阶段.
1.1　起步发展阶段(1999 年之前)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３０年,因批判经济主义,不
重视经济效益,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相关研究几乎空

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关注我国柑橘产业经济.关于柑橘产业

经济较早的研究,是１９７６年被誉为我国“柑橘之父”
的章文才先生对柑橘发展的主要矛盾进行了剖析,



提出做好柑橘区域化布局和进行降本增效研究等

建议[２].
总体上看,１９９９年之前我国柑橘研究以技术研

究为主.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

所以及广西桂林柑橘研究所等单位较早开展了各类

柑橘产业技术研究[１].这一时期,我国柑橘产业经

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柑橘引选种、栽培、贮藏等技术的

经济效益分析上.其次是关于柑橘产业发展模式的

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１９８４年政府取

消了果品统购政策和放开了果品价格政策后,刺激

了农民种植水果的积极性,部分柑橘产区对不同的

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探索,如广西荔浦县的“两户一

体”、湖南湘西州泸溪县的椪柑联合体和赣南橘园的

立体经营模式等.该阶段还有少量的柑橘贸易研究

以及宏观政策研究,此时期这两方面的研究尚处在

萌芽期.
1.2　稳步发展阶段(1999—2007 年)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０日我国和美国签署了«中美农

业合作协议»,此举被认为是我国加入 WTO 的前

奏,把我国柑橘产业推上国际竞争的舞台,同时也意

味着国外柑橘与国内柑橘将在我国市场上展开激烈

竞争.在加入 WTO 后,我国柑橘产业和市场是否

会受到重大冲击,我国柑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到

底有没有竞争力,这些问题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焦

点.因此,以国内外柑橘产业比较与产业宏观发展

为主题的柑橘产业经济研究迅速兴起.
其中,柑橘产业比较研究最早始于２０００年,祁

春节和邓秀新[３]对中美柑橘产业的互补性进行了分

析,剖析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对我国柑橘产业的

影响,提出了正视国际竞争现实、调整产业发展计

划、加强国际合作三点对策建议.２００１ 年,祁春

节[４]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我国柑橘产业发展现状、供
给变化、需求特征、成本与效益、流通体制及其政策

的演变、进出口贸易、产业政策以及加入 WTO对中

国柑橘生产与市场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分

析,该篇博士论文是我国第一篇以柑橘产业经济研

究为主题的学位论文.随后,众多学者对我国柑橘

产业宏观发展与政策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成果有

硕/博士学位论文,也有学术期刊.另有部分学者对

我国柑橘生产与产业技术经济、市场流通与消费以

及国际贸易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我国柑橘产业经济

研究呈稳步发展态势.
1.3　快速发展阶段(2007 年至今)

２００７年至今,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步入快车

道.２００７年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启动,成为

我国柑橘研究与国际前沿接轨、与产业无缝对接的

重要里程碑.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既面临一

些科学技术问题,也存在诸多经济、管理问题.因

此,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专门设置了柑橘产业经

济研究岗位.在一个独立的农产品及产业技术体系

里设立一个产业经济功能研究室(包括一个产业经

济研究岗位),是我国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项创举.
体系将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与主产区的综合试验站结

合起来,这种科研组织模式能够上联政府、下联农

户,把握产业发展脉搏,诊断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实现研究成果直接惠及产业,把“两张皮”的关系

变成“皮和毛”的关系.这使得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

究围绕发展需求,开展了持续深入研究,研究成果不

管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均取得长足进展.
柑橘产业体系成立之前,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

究方向以产业宏观发展与政策为主.２００７年开始,
研究方向逐步转变成为生产与产业技术经济、市场

流通与消费、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以及产业宏观发

展与政策等研究方向同步发展.从发表文献的水平

等级看,中文核心期刊、CSCD 和 CSSCI来源期刊

数量大幅上升,文献水平不断提高.从研究方法上

看,由理论分析为主的研究方式逐渐转变为实证分

析,紧跟国内外产业经济研究前沿.大量学者对我

国柑橘产业发展过程中产前、产中和产后３个领域面

临的突出问题进行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探索柑橘产

业发展规律,推动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快速发展.

2　我国柑橘产业经济各研究方向主要
进展

2.1　生产与产业技术经济研究

生产与产业技术经济研究一直是我国柑橘产业

经济研究的首要问题和热点方向,特别是在改革开

放初期,众多学者对不同的柑橘产业技术进行效益

分析,评估技术的经济可行性.随着国内外全要素

生产率测算的兴起,２０１０年后我国柑橘全要素生产

率测算研究成为新的焦点.我国最早的柑橘生产与

产业技术经济分析是在１９７７年,江西省信丰县园艺

场[５]对幼龄柑园间种西瓜的种植技术进行了分析,
认为幼龄果园间种西瓜是一条自力更生发展柑橘生

产的途径.
１)技术经济分析.大多是柑橘技术专家、学者

的成果,其中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各类技术的效益

研究.第一,关于栽培技术.周关生等[６]选择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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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慈利县环溪区有代表性的山地温州蜜柑园进行深

耕改土经济效益对比试验,根据成本核算,采用深耕

改土栽培技术,每株多收入２．９元,显示了深耕改土

有较好的经济效果.黄瑞芳等[７]在一片红壤山地上

进行几年试验,对温州蜜柑矮密早栽培管理技术的

经济效益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株行距为１．５m×２．０
m 经济效益最佳.黎刚等[８]在山地幼龄甜橙园进

行不同的套种方式比较,研究发现间套种西瓜、绿肥

的果园经济效益最高,综合效益最好,能够减轻果农

对幼龄果园管理的经济投入负担.毛启才[９]对柑橘

密植园的经济产量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提出了提高

柑橘密植园产量的途径.刘权等[１０]引入CＧD函数,
对衢州种植椪柑的１００农户进行技术经济效益分

析,结果表明,在当时情况下,肥料投入越多产量越

高,其次是劳力,最后是农药.欧永春[１１]对广东省

廉江市橙园间种绿肥进行了对比试验,得出间种绿

肥会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改善橙品质.肖润林

等[１２]观测了覆盖对橘园水分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草加膜覆盖、地膜覆盖和稻草覆盖均能增加橘

园产值.侯敏等[１３]对不同种植密度的沙田柚进行

试验,对比得出高密度种植产值最高,但成本增加,
年纯利润不如中等密度.第二,关于滴灌技术.杜

文金等[１４]对不同的滴灌技术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

发现每天灌１次、每次灌水２mm 的滴灌技术节本

增效效果明显.第三,关于贮藏技术,吕闽州等[１５]

对不同柑橘贮藏方式及其经济效益进行了评估,根
据柑橘贮藏批量、仓贮条件、劳动力状况以及经营性

质给出了不同的贮藏方式.胡西琴等[１６]通过试验

验证了锦橙在控温通风库贮藏,比用改良通风库贮

藏期限更长,收益更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王绍美等[１７]对榕江大红橙进行半地下式通风贮藏

和不采用此方法贮藏对比,分析得出因销售的季节

差价和腐烂减少,通风贮藏库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唐三定等[１８]通过试验和调查研究,
分析了柑橘果实贮藏保鲜时间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研究得出若能控制重耗,降低腐烂,适时出库,则能

提高保鲜果的经济效益.第四,关于柑橘病害防治

技术,傅德万等[１９]进行对比试验研究,得出合理应

用２,４ＧD对克服伏令夏橙冬季落果效果极为明显,
能极大提高果农收益.邓烈等[２０]采用对照实验,对
矫治柑橘缺铁黄化问题的不同措施进行了经济效益

分析,得出硫酸或硫磺粉对矫治柑橘缺铁黄化效果

最为明显.任江南等[２１]对芦柑冻后恢复的经济效

益进行分析,得出温州蜜柑冻后恢复需要２a,芦柑

冻后恢复需要１a,芦柑的冻后恢复费用比温州蜜柑

少,且芦柑冻后恢复收入是温州蜜柑的７．８倍.第

五,关于其他方面的技术,骆胜等[２２]对鲜销椪柑商

品化处理进行了经济效益调查研究,得出鲜销椪柑

经商品化处理后新颖美观,深受消费者青睐,拓宽了

销售市场,利润大幅度增加.同时,由于此举带动了

纸箱、塑料等产业的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

明显.王敬华[２３]对江西赣南寻乌、安远等地引种特

早熟温州蜜柑试验进行了效益分析,研究得出特早

熟温州蜜柑与中熟温州蜜柑相比,上市早、销路广、
销价高、经济效益好.江才伦等[２４]对重庆市开县长

沙镇的红橘及在红橘上高接换种后的生产管理方

式、每６６７m２生产管理成本、产量及生产效益进行

了调查研究.邓军蓉[２５]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应用

规范研究和个案分析方法,从柑橘商品化处理的理

论基础分析入手,剖析了我国柑橘商品化处理现状

及制约因素,探讨提高绩效的对策.
２)生产技术效率测算.关于我国早期柑橘科技

进步率的研究,２００１年祁春节[４]在其博士学位论文

中首次运用 CＧD 函数按照 ３ 种不同方案测算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我国柑橘产业的科技进步率.２０１０
年开始,陆续有学者使用DEAＧMalmquist生产率指

数方法对我国柑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例如,
李道和等[２６]、汤荣丽[２７]和熊巍等[２８]均运用了非参

数的 Malmqusit指数法,对我国柑橘的全要素生产

率的变化进行了测算,并探讨如何在柑橘生产中节

本增效、合理投入、提高产出效率.张炳亮[２９]为了

更为深入地认识我国柑橘产业发展水平,选用非参

数DEA模型方法,对１９９６－２０１１年我国柑橘产业

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测算与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

我国柑橘产业投入产出的超效率值,比较各投入和

产出指标对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程度,给出了相应

的对策建议.徐霄等[３０]运用 DEAＧMalmquist指数

法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我国福建、广东、江西、广西、湖
南、湖北和重庆７个柑橘主产区的投入产出指标进

行测度,探讨中国柑橘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

势,对第二轮优势农产品规划期间我国柑橘产业的

生产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曾令果等[３１]

以重庆柑橘产业为例,运用DEAＧMalmquist指数法

对多种规模区间的柑橘生产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

得出从管理者关心产量的角度来看,适度经营规模

为１０．００~１１．３３hm２;从农户关心收入的角度来看,
适度经营规模为１．３３~１．８７hm２.李丹等[３２]运用

DEAＧMalmquist指数法测度了我国柑橘主产省份

０６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４０卷　



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并结合 Tobit模型分析

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外在因素.方国柱

等[３３]基于前人的研究,借助 DEAＧMalmquist指数

法测度了我国柑橘、柑和橘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进

一步研究了我国柑橘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特点和区

域差异.外文文献中也有对我国柑橘全要素生产率

的测算,汪晓银等[３４]在２００９年国际管理与服务科

学会议提交论文,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公式对我国８
个柑橘主产区的科技进步率进行了测算,认为规模

经济在提高中国柑橘产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

外,陈新建等[３５]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

柑橘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我国南方五大柑橘主产省份的成本

收益面板数据,测算和分析了我国柑橘生产的技术

效率.王志彬等[３６]则分品种(柑、橘)、地区对我国

柑橘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认为农药和

其他物质费用的过度投入是导致我国柑橘生产技术

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
３)其他生产与产业技术经济研究.徐长生[３７]

探讨了果园投资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熊晓山

等[３８]分析了三峡库区农户行为方式及特征,进一步

探讨了农户行为对柑橘产业发展的影响.韦群[３９]

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分析了生产成本控制对我国

橙汁加工产业的影响.宋金田等[４０]使用 Logit模

型对我国柑橘主产区农户柑橘种植意愿进行了分

析,认为对果农进行培训、及时提供相关信息服务能

够有效提升橘农种植意愿.黄森[４１]运用作物产量

负波动指数及信息扩散理论,对我国柑橘生产风险

进行量化评估,比较了柑橘生产风险大小和风险发

生概率.向云等[４２]运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模型和

资源禀赋系数分析了我国柑橘主产区及湖北省１６
个市州的柑橘区域比较优势,并进一步剖析了影响

因素.毛政等[４３]基于CＧD生产函数,对湖南湘西州

柑橘产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汪晓银等[４４]

采用回归模型和最小二乘法,对中美柑橘生产要素

配置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增加劳动力投入是优化

当时中国柑橘资源配置的最佳措施.
总之,就生产与产业技术经济研究,国内文献已

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其中,改革开放初期

以技术经济效益分析为主,对我国早期柑橘产业技

术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随后,众多学者对柑橘产

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以
及对其他生产与产业技术经济方面进行了研究,研
究成果不断丰富.但是,关于柑橘生产降本提质增

效的研究相对缺乏,部分学者对柑橘成本收益进行

了比较分析,鲜有对提质增效路径方面的深入研究.
2.2　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

随着柑橘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快速增长,诸多学

者开始关注柑橘产后的经济问题,市场、流通与消费

研究逐步成为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的重要研究方向.
相较于生产与产业技术经济研究,我国在这方面的

研究起步较晚,最早祁春节[４]对我国柑橘产业供给

变化、需求特征以及流通体制及其政策的演变等方

面进行了分析,并于２００１年５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

与中国农业部举办的国际柑橘研讨会上作了“MarＧ
ketinganddistributionforcitrusfruitinChina:

presentsituationandfutureprospects”主题报告,
对我国柑橘销售与流通进行了分析与展望.２００７
年后针对我国柑橘市场、流通与消费的研究文献逐

步增多.
１)市场研究.关于市场价格,何劲等[４５]运用比

较分析法,首次将我国柑橘鲜果的生产价格和出口

价格与美国、西班牙、南非、墨西哥进行比较,认为需

要抑制柑橘种植主要投入品价格过快上涨、稳定我

国柑橘价格,同时,柑橘生产需适应国际市场需求,
优化产品结构,提高我国柑橘的国际竞争力.王伟

新等[４６]从生产成本和供求形势２个方面出发,对我

国脐橙市场价格行情做出了预测.宋莎等[４７]在分

析我 国 主 要 水 果 价 格 波 动 趋 势 的 基 础 上,运 用

ARCH 模型分析了各类水果价格波动,其中分析得

出芦柑价格具有波动集簇性和非对称性.胡友

等[４８]首次将空间计量模型用于柑橘价格形成研究,
运用 Moran指数对苹果、柑橘和香蕉价格的地区空

间相关性进行了测算,研究了苹果、柑橘和香蕉价格

的形成与传导.熊巍等[４９]运用 HoltＧWinters季节

性指数平滑模型、CensusX１２的季节分解模型等对

我国富士苹果、香蕉和橙的市场价格进行了短期预

测.关于市场供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５０]对

安岳柠檬的产销现状、特征与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对如何提高产销水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牛

玉珊等[５１]引入交易成本,对我国柑橘鲜果营销渠道

交易的频率、资产专用性及不确定性特点进行了分

析,探讨了我国柑橘营销渠道的六大主要形式.随

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我国柑橘

市场,Li等[５２]对中国柑橘市场进行了分析,认为中

国柑橘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２)流通研究.杨年芳等[５３]对我国柑橘产品流

通渠道的４种主要运行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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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如何完善我国柑橘产品流通体

系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邓军蓉等[５４]结合实地

调研结果,对我国现有柑橘物流的现状及特点进行

了分析.黄桂红等[５５]使用系统动力学反馈对策基

模入树仿真建模法对赣南脐橙供应链系统进行了

研究.
３)消费研究.章胜勇等[５６]分析了２００７年我国

柑橘鲜果滞销的原因,认为柑橘供求格局的变化、生
产成本的上升、国内外贸易政策的变动、品质品牌维

护不够、信息不全、渠道不畅以及突发性自然灾害均

是导致柑橘鲜果滞销的原因.梁天宝等[５７]对广东

省地理品牌沙糖橘的消费现状进行了调查,且对制

约因素及制约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广东省地

理品牌沙糖橘的发展主要受限于消费者购买意愿.
何劲等[５８]对武汉市城乡居民的柑橘消费行为和特

点进行了研究.
综上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柑橘市场、流通与消

费的研究,起步虽晚但进展较快.在研究方法上,采
用实证定量分析的研究文献较多,特别是在市场价

格研究方面,复杂的实证模型分析明显多于逻辑式

推理的定性分析.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研

究方面,但由于微观层面数据的缺乏,学者们对柑橘

流通和消费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另外,近年来随

着消费者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需求,我国柑橘供需存

在季节性、结构性失衡,学者们对此方面问题的关注

尚不足.
2.3　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研究

１９９９年,中美签暑«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和«中
美关于中国加入 WTO双边协议»,柑橘作为美国最

为关注的农产品之一,柑橘贸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

热点问题.
１)出口现状及贸易格局研究.刘颖等[５９]分析

发现,２００６年中国柑橘产量居世界第二,但并不是

出口大国,柑橘出口量仅居世界第七.章胜勇等[６０]

对中国柑橘进出口贸易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

中国柑橘出口相关产品主要为柑橘鲜果和柑橘罐

头,进口产品主要为柑橘汁,中国柑橘出口价格普遍

低于进口价格,但中国柑橘出口价格优势在逐渐减

弱.王艳丽[６１]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中国柑橘鲜

果贸易的出口流向与流量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柑

橘类鲜果出口贸易在品种结构和市场结构上都存在

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李蔚青[６２]对近年来世界柑橘

贸易结构进行了分析,并且对中国柑橘未来的出口

形势进行了展望.针对中国Ｇ东盟自由贸易进入零

关税时代,李树丽等[６３]分析了中国Ｇ东盟零关税时

代对中国柑橘产业的影响,并对如何提高中国柑橘

出口竞争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谭俊杰等[６４]

进一步就中国Ｇ东盟水果贸易对广西的柑橘产业发

展策略进行了探讨.关于国外柑橘进入中国市场的

研究,祁春节[６５]分析了加入 WTO 后,美国柑橘进

入中国市场的潜力与机会,并且提出了中国柑橘产

业应对美国柑橘冲击的对策与建议.
２)国际贸易竞争力研究.祁春节[４]对农产品比

较优势测度方法进行了筛选,建立了出口竞争力评

价指标体系,对中国柑橘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进

行了评估,为提高中国柑橘比较优势提供了科学的

决策依据.同时还分析了中美两国柑橘产业的互补

性,探讨了加入 WTO 对中国柑橘产业正反两方面

的影响.乔娟等[６６]对中国柑橘鲜果国际竞争力进

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生产成本和价格、产品质量和安

全卫生、品种资源、品牌和市场营销能力、企业经营

规模以及经营方式等对中国柑橘国际竞争力有直接

和间接影响.张长梅[６７]对入世后中国水果的竞争

力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生产成本低是中国柑橘的

竞争优势之一,但一些非生产成本的增加将削弱这

种优势,比如运输成本高、深加工能力不足等;并就

入世后提高中国水果产业竞争力提出了相关政策建

议.郑风田等[６８]选取市场占有率、“显示”比较优势

指数、净出口指数以及相对贸易指数４种衡量竞争

力的比较指数对中国柑橘竞争力进行了分析,认为

中国在十大柑橘出口国中不具有竞争优势,而西班

牙和摩洛哥最具有竞争力.陶艳红等[６９]运用钻石

模型,将中国与世界柑橘出口大国的国际竞争力进

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中国柑橘产品国际竞争力水平

有增强的趋势,但是整体水平较低.此外,有许多研

究者将中国柑橘竞争力研究作为学位论文主题,例
如,余学军[７０]、余艳锋[７１]和陈正坤[７２]等.

３)关于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霍尚一[７３]在其

博士学位论文中对中国水果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

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进口国的 GDP、中国的农

业产值、中国与各进口国之间的距离、双方的实际汇

率以及双方是否为 APEC成员国等是中国水果出

口流量和流向的主要影响因素.吕建兴等[７４]使用

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柑橘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实

证分析,认为进口国的 GDP、进口国的人口、距离以

及汇率等７个要素显著影响中国柑橘的出口.宋金

田等[７５]对引力模型进行了改进,测度了中国与日

本、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和泰国等５个国家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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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认为高标准的检疫制度和新型贸易壁垒

是影响贸易成本的主要因素.颜小挺等[７６]分析了

影响中国柑橘出口定价的因素,并实证研究了各因

素与出口价格之间的关系.
总之,已有文献对中国柑橘的国际竞争力研究

较为深入,在理论体系和实证计量研究上都有一定

突破.但是,对中国柑橘贸易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

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在国际贸易环境不断变化的背

景下,各类贸易政策对中国柑橘产业影响的研究相

对匮乏.
2.4　产业宏观发展与政策研究

随着全国柑橘生产规模的扩大,柑橘产业也正

面临着国际国内市场的严峻挑战.因此,研究柑橘

产业宏观发展趋势与支持政策,以提高柑橘产业经

济效益,应对国际国内市场的挑战,保持柑橘产业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对柑橘产业宏观发

展与政策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前,章文才[２]在１９７６年

首次就柑橘科研适应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进行了

研究.此后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柑橘产业结构、柑
橘产业集聚、区域空间布局、产业竞争力、柑橘支持

政策等方面.

１)柑橘产业结构.合理的柑橘生产结构有利于

深入了解资源禀赋差异、整合产业优势资源、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相关学者已在柑橘生产结构和品种结

构调整的必要性上达成了共识.谢金峰[７７]运用经

济学相关理论,结合柑橘科学的特点和柑橘产业的

现实,对柑橘生产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调整及优化

中国柑橘产业结构的构想.韩绍凤等[７８]通过间接

定价理论模型对湖南柑橘种植与加工的各种可能模

式进行分析,得出湖南柑橘产业种植与加工应采用

承租 返 包 或 者 订 单 农 业 方 式,发 展 “公 司 ＋
中间组织＋农户”组织模式.此外,何望等[７９]以赣

南脐橙产业为例,对其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认
为赣南脐橙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处于产业链低层次,
主要表现在品种结构和产品熟期比例失衡、优质商

品率低和精深加工业发展滞后３个方面.
２)柑橘产业集聚.促进柑橘产业集聚,形成小

规模经营者与大市场的多样化、复合的连接机制,逐
步成为提升中国柑橘生产能力的有效方式,诸多学

者就柑橘产业集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益

探索.２００３年农业部出台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

规划(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柑橘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和«柑橘优势区域发展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５年)»,使得柑橘区域布局更加合理,更加向优

势区集中,向西部转移趋势更加凸显.邓秀新[８０]认

为由于沿海地区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浙南—闽西—
粤东带将被丹江口—邵阳宽皮柑橘带所取代.李广

军[８１]从产业集群角度出发,以研究湖南永州柑橘产

业发展现状和趋势为切入点,通过对产业环境进行

战略分析,提出永州柑橘产业集群范围、定位和战略

实施.王刘坤等[８２]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全国柑橘产

业的相关数据,采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模型和资源

禀赋系数模型,定量测算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中国柑橘

主产区的区域比较优势指数及资源禀赋系数,并实

证分析了柑橘主产区区域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王

伟新等[８３]研究分析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中国水果产业

地理集聚的时空特征,研究发现柑橘生产的地理集聚

表现出向西部地区集聚的空间变化趋势,主要受自然

禀赋条件与经济、技术与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３)产业竞争力.整体层面上,胡友等[８４]用因子

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１９９２－
２０１１年中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综合实力的动态演

变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国际市场环境、国
内宏观产业政策及微观经济条件变化是引起中国柑

橘产业国际竞争力波动的重要原因.按产地看,耿学

燕等[８５]分析了四川省柑橘产业竞争力;李道和等[８６]

对江西省柑橘产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李卉[８７]

分析了广东省柑橘产业竞争力;吴卫亚[８８]测算了广

西柑橘产业竞争力;王图展等[８９]探究了重庆市柑橘

产业竞争力及存在问题;季丹群[９０]分析了浙江柑橘

产业竞争力.按品种来看,吴厚玖等[９１]分析了世界

橙汁供求状况和橙汁产业竞争力,余艳锋[７１]对中国

甜橙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４)柑橘支持政策.柑橘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

业,要使柑橘产业成为特色农业优势产业,必须依靠

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支持,已有学者对农业领域涉及

柑橘产业的惠农政策及其政策效果进行了评析.在

宏观政策上,祁春节[４]根据国内外柑橘产销形势,充
分估价加入 WTO后对中国柑橘产业和柑橘市场的

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提出了中国柑橘产业发展的

战略思路和支持政策.在财政政策上,何望等[７９]从

建立财政支持的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基础设施建

设的财政支持和加大农业科技化、信息化的财政支

持３个方面提出了赣南脐橙产业转型升级的财政支

持政策措施.在贸易政策上,李树丽等[６３]评价了中

国与东盟零关税政策的效果,认为零关税政策给中

国柑橘产业带来了巨大的东盟市场和出口平台等利

益,但是在促进我国柑橘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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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挑战.
综合来看,有关柑橘产业宏观发展与政策方面

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对于指导我国柑橘产业的健康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不难发现,尽管关于柑

橘产业结构、生产空间布局、产业竞争力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但相关研究定性分

析较多,多维度、深层次的实证分析不多,这可能与

数据的可得性有关.

3　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展望

２０２０年中央１号文件中指出“采取长期稳定的

支持方式,加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扩大对

特色优势农产品覆盖范围,面向农业全产业链配置

科技资源”.柑橘产业作为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本文

在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柑橘产业经济研究相

关文献的基础上,认为今后深入开展我国柑橘产业

经济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路径研究.我国柑橘

产业经济增长方式亟待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需加快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如何优化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要素配置,如何

引入技术嵌入治理增进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实施制

度嵌入治理创新体制机制? 这些问题应成为我国柑

橘产业经济研究今后重点关注的课题,以便为新时

代我国柑橘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路径选择.
第二,供需适配性研究.我国柑橘消费量逐年

上升,鲜果人均消费已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
存在着总量过剩、结构性过剩、季节性过剩、低品质

类型过剩等问题,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化、个性

化的需求.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市场价格研究上,
也有少数文献关注了流通和消费问题.但是,鲜有

文献涉及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的研究.因此,对我国

柑橘产业结构性供需缺口的定量分析以及影响因素

的实证分析,将是我国供需适配性研究的重点之一.
第三,国际贸易环境及政策研究.从我国近年

柑橘产业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成果来

看,主要进行了加入 WTO和CAFTA背景下,我国

柑橘贸易格局、国际贸易竞争力以及影响因素的研

究.但是由于世界贸易环境的不断变化,关于“一带

一路”建设、RECP以及我国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背景下的柑橘国际贸易研究较少,以及美国、俄罗斯

等国家对我国柑橘进出口政策的变化,应做到“未雨

绸缪”.尤其在经济全球化遭遇回头浪、逆全球化思

潮有所上升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新形势

下,对于国际贸易环境及政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需
引起足够的关注和跟踪.

第四,柑橘产业经济数据库建设和产销预警预

测研究.我国柑橘种植主要以小农户为主,果园面

积较小,布局比较分散,果农生产组织化程度较低,
相应的合作社等组织管理水平和效率相对较为低

下,当市场上柑橘价格发生较大的波动时,组织分散

的小农户很难针对市场价格变化作出较为迅速的反

应.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再一次凸显出来.柑橘

产业产销信息滞后,数据整合和开发利用不足,成为

柑橘产业体系的突出短板.因此,建设柑橘产销数

据库和产销预警系统,及时把握市场动态,为政府决

策提供咨询,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将是未来研究的

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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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ofcitrusindustryeconomyinChina

QIChunjie,GUYumeng,ZENGYan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InstituteofHorticulturalEconomics,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Abstract　InordertofurtherpromotetheinＧdepthstudyoncitrusindustryeconomyatthestageof
newdevelopmentinChina,thisarticledividesstudiesoncitrusindustryeconomyinChinaintothree
stagesincludinginitialdevelopment(before１９９９),steadydevelopment(１９９９－２００７)andrapiddevelＧ
opment(２００７topresent)．ThedevelopmentprocessofresearchingoncitrusindustryeconomyinChina
ateachstageisreviewed．Themaindomesticresearchachievementsarecomprehensivelysummedup
fromfouraspectsincludingproductionandindustrialtechnologyeconomy,consumptioncirculationand
market,foreigntradeandinternationaltrade,andindustrialmacrodevelopmentandpolicies．Results
showedthatthestudiesoncitrusindustryeconomyinChinamainlyconcentratedinaspectsincluding
technicalandeconomicanalysis,marketpriceanalysis,internationaltradecompetitivenessanalysisand
industrialmacrodevelopment．BycombiningtheorywithpracticeandthecontinuinginＧdepthstudy,the
teamresearchingoncirtusindustryeconomyinChinacontinuestogrowandtheachievementsaremore
abundant．TheinＧdepthareastobestudiedinthefutureinclude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path
ofcitrusindustrytoimprovequalityandefficiency,theadaptabilityofsupplyanddemand,theenvironＧ
mentandpoliciesofinternationaltrade,constructionofcitrusindustryeconomicdatabaseandearly
warningandforecastforproductionandsales．

Keywords　citrus;industryeconomy;technicaleconomy;marketanalysis;citrustrade;citrusinＧ
dustrialdevelopment;productionandtechnology;policyresearch;improvequalityandincreaseeffiＧ
ciency;adapatabilityofsupplyanddemand;earlywarningandforecastforproductionandsales;dataＧ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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