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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柑橘国际竞争力动态演变
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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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波特的国际竞争理论为指导,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1992-2011年

间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综合实力的动态演变以及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存在3个

不同的分水岭:第一阶段是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以前(1997);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至入世

前期(1997-2003);第三阶段是自2004年我国正式实施柑橘产业发展规划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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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建立柑橘产

业质量可追溯体系和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发展规模经营,进一步落实柑橘产业规划,从微观和宏观2个方面提高

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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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柑橘生产大国,无论是种植面积还

是产量都居世界前列。2010年我国柑橘种植面积

为2211.0khm2,柑橘总产量为2645.2万t,超过

巴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柑橘生产国①。然而与我

国最大柑橘生产国地位不相称的是,我国始终不属

于世界柑橘贸易强国。虽然我国柑橘出口额在逐年

增加,但世界市场占有率始终很低,2011年我国柑

橘总出口额为61579.75万美元,仅占世界出口额的

5.52%②。我国柑橘生产强国与贸易弱国的现实使得

国内学者对我国柑橘国际竞争力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对我国柑橘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

集中于对柑橘产业竞争力的测算,如郑凤田等[1]、余
学军[2]、余艳锋等[3]、尹华等[4]、李道和等5];对柑橘

产业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的研究,如张玉等[6]、刘颖

等[7]、余艳锋等[8]、宋自奋等[9]。这些研究奠定了我

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然而也

存在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在:首先,对竞争力的测

算都只分别测算了能够部分反映竞争力强弱的单一

性指标数值,未能对竞争力的综合水平做出合理的

测算;其次,大多数研究都停留在某个时间点的静态

研究,没有对某个时间段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动态研

究;再次,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绝大多数都还停留

在定性分析上,未能利用实证研究手段对影响因素

加以佐证。因此,本文在分别测度若干个能够部分

反映柑橘竞争力强弱的单一性指标的基础上,运用

因子分析法测度能够全面反映我国柑橘竞争力强弱

的综合指标,初步判断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

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态变化,然后运用波特

国际竞争力理论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这个

时期影响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动态变化的主要

因素。

  一、理论与假设

  1.指标选取

(1)竞争力测度指标。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及数

据的可获得性,选择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
出口产品价格及显示性比较优势作为衡量我国柑橘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4个测度指标。国际市场占有率

(internationalmarketshare,IMS),该指标用j国第

i种产品出口额占全世界第i种产品出总口额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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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来衡量。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j国第i种产

品出口额占全世界第i中产品出口总额的份额大,
从而j国第i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越强。贸易竞

争力指数(tradecompetitivenessindex,TCI),该指

标由格鲁贝尔和劳埃德首次提出,后由克鲁格曼再

此证明了其正确性[10],该指标用j国第i种产品出

口与进口差额(一般为正值,否则取绝对值后作倒数

处理)与进出口总额的比值来衡量。该指标的数值

越大,表明j国第i种产品出口与进口差额在第i种

产品进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大,从而国际竞争力就

越强。该指数在[-1,1]之间,如果指数取值趋于

1,说明所测度的产品(或产业)具有强竞争力;若指

数取值趋于-1,说明所测度的产品(或产业)具有弱

竞争力。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compara-
tiveadvantage,RCA),该指标用j国第i种产品出

口额占该国所有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与世界第i种

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所有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之比来

衡量。该指数由巴拉萨提出,用来评价某产业(或产

品)出口在世界同类产业(或产品)出口中的相对重

要性[10]。该指标是个相对指标,剔除了总量波动对

竞争力的影响,能够真实的反映所测度产业(或产

品)的实际竞争力。出口产品价格(exportprice,

EP)。该指标的高低反映了产品品质的优劣,因而

能够反映产品在品质上的出口竞争力。
(2)影响因素指标。按照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产品相对出口价格代表产

品面临的需求条件,因为价格不仅仅反映了产品的

生产成本,更体现了产品的内在品质 [11],从而价格

可以从侧面反映市场需求;考虑到我国柑橘产业是

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是构成柑橘生产成本

最重要的部分,以历年的CPI指数加以调整的农村

居民人均实际农业收入(元)代表柑橘产品的生产成

本;自2004年开始,我国正式实施国家柑橘产业发

展规划,并给与大量的资金、人才、技术及政策支持,
使得我国柑橘产量逐年攀升,从而大大提高我国柑

橘产品供给能力,直接影响到我国柑橘产业的国际

竞争能力,选取柑橘生产量代表相关及辅助产业

状况;政府行为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是影响竞争力

的重要因素[12],选取是否加入 WTO代表政府行

为变量。这些影响因素指标的说明如表1。
表1 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指标说明

指标 取值 含义

相对出口价格(REP) 出口价格/进口价格 代表产品面临的需求条件

生产成本(CP) 农村居民人均实际农业收入/元 反映产品的生产要素状况

生产量(QP) HS编码中0805纲目产品产量/万t 反映产品的供给能力及相关产业状况

是否加入 WTO 是:取值为1;否:取值为0 反映国际市场环境

  2.研究假设

波特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理论认为,经济体

之间在某产业的竞争,应该是经济体之间在这种产

业所处的“商业环境”方面的竞争,而决定这种“商业

环境”的因素主要有:要素条件、需求条件、配套性辅

助产业基础、政府行为、企业竞争力以及机遇等,这

6种因素相互影响,形成类似于“钻石”模型的作用

机理。按照“钻石”理论对竞争力的分解并根据研究

的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提出假设:

H1:柑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生产要素价格呈

负向相关关系;

H2:柑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相对出口价格、
产量成正向相关关系;

H3:加入 WTO会削弱我国柑橘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该方法是一种因子转化的多

元统计分析方法,它在不减少多个原指标总方差的

基础上将一组原变量转化成另一组新变量,从而新

变量能够全面的反映原变量的变异。新变量称之为

是原变量的公因子,是在特征值1和累计方差大于

85%的原则下提取出来的。利用该方法计算我国柑

橘产业综合国际竞争力评价各指标的客观权重,然
后计算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值。

(2)多元回归分析法。由于影响我国柑橘产业

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有多个,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考量

不同因素对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然

而,多个变量如果不能够实现同阶单整,也就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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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对它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所

得出的结果很可能是“伪回归”结果。所以,在对我

国柑橘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模型运用多元回归法之

前,为了避免“伪回归”发生,首先要对参与多元回归

模型的各时序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只有当各变量

呈同阶单整关系才有必要对其做多元回归统计,然
后对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从而保

证多元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2-2011年有关我国柑橘产业

(HS编码为0805)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涉及

进出口贸易的数据来源于 UN TRADE数据库、

FAOSTAT数据库;涉及柑橘生产的数据来源于历

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我国柑橘国际竞争力动态演变
分析

  1992-2011年我国柑橘国际竞争力的各指标

值走势,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从1992年至今我国柑橘产业

的国际竞争能力的波动幅度比较大。

1.国际市场占有率

我国柑橘产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始终处于低位

水平,直到2011年才突破10%,这充分说明我国虽

然是柑橘生产大国,但离柑橘贸易强国还有一段

距离。

图1 我国柑橘国际竞争力走势图

  2.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1992-2011年期间,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小

于1,说明我国柑橘出口占我国所有出口产品的比

重小于世界柑橘出口占世界所有出口产品的比重,
也就说明我国柑橘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比较优

势。可以看到,1997年以前,我国柑橘产业比较优

势比较平稳;从1998年到2003年这段期间,我国柑

橘产业比较优势有明显弱化的特征,这一方面说明

我国柑橘产业比较优势不稳定,容易受到突发事件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柑橘

产业比较优势由于入世有被抑制的可能。自2004
年开始,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增长比较快,这充分说

明我国柑橘产业比较优势在国家全面实施柑橘产业

发展规划后得到了较大体现。

3.贸易竞争力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柑橘产业贸易竞争力指

数波动比较大。入世以前该指数发展比平稳并且接

近于1,说明入世以前我国柑橘产品有大量出口而

只有少量进口,也就说明入世以前的这段时间我国

柑橘产业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而从临近入世时

期开始该指数值迅速下滑,在入世时期达到最低值,
几乎趋于0,说明入世前后的一段时间我国柑橘产

业的贸易竞争力极弱。自2004年开始,我国开始实

施柑橘产业发展规划,对柑橘产业加大了资金、技
术、人才和政策支持力度,所以从这一年开始我国柑

橘产业的贸易竞争力开始稳步提升。

4.出口产品价格

从图1可以看到,出口产品价格表现出较平滑

的“U”型特征。自1992年开始至入世前期的1999
年这段期间,我国柑橘出口价格开始缓慢下滑,可能

由于这个时期我国开始深化实施改革开放和出口导

向型战略政策所致。2000-2002年3年间,我国柑

橘出口价格平稳在研究期的最低水平,说明入世对

我国柑橘出口产品价格有抑制作用,从而也说明入

世对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了负向影响。

2004年以后,我国柑橘出口价格开始逐步缓慢回

升,这可能与我国全面实施柑橘产业规划有关。

5.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数

运用因子分析法将我国柑橘产业1992—2011
年国际市场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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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出口产品价格4个指标数值按照旋转特征值大

于等于1的原则提取2个公因子,这2个公因子能

够解释原方差总额的96.081%,其旋转特征值分别

为2.614和1.229。按照上文所提出的因子分析法

得到2个公因子的计算公式如下:
Fi1=0.612Xi1+0.092Xi2+0.56Xi3+0.55Xi4 (1)

Fi2=-0.072Xi1+0.89Xi2+0.314Xi3+0.322Xi4 (2)

式(1)、式(2)中X为柑橘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

向量,第一个公因子能够解释总方差的65.352%,第
二个公因子能够解释总方差的30.729%,故第一个公

因子的权重为0.680,第二个公因子的权重为0.320。
计算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综合实力值。

从图1可以看到,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以前

(1997年),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呈增强的总趋

势;自20世纪末金融危机开始,国际竞争力综合实

力迅速减弱,到入世前期(2003年),国际竞争力综

合实力降至研究期最低点;从2004年我国柑橘产业

发展规划正式实施开始,柑橘国际竞争力综合实力

又呈现稳步上升的特征。这说明从总体上看,我国

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实力是不稳定的,既容易

受到国际市场环境突变的冲击,又容易受到国家产

业政策及微观经济条件变动的影响。

  四、我国柑橘国际竞争力动态演变
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用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数作为模型的被解释

变量,用前述4个影响因素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来定

量分析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动态演变的影响因

素。为避免“伪回归”出现,在做回归分析之前首先

要对模型中的各变量做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表2 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c,t,k) ADF统计值 临界值 结论

CIC (c,t,0) -0.382 -4.533 不平稳

REP (c,t,3) -0.678 -4.668 不平稳

CP (c,t,2) 0.209 -3.887 不平稳

QP (c,t,1) 0.672 -4.572 不平稳

D(CIC) (0,0,0) -2.795 -2.700 平稳

D(REP) (c,t,2) -7.692 -4.668 平稳

D(CP) (c,t,0) -2.532 -1.961* 平稳

D(QP) (c,t,4) -5.345 -4.800 平稳

 注:c为常数项,t为趋势项,k为滞后阶数,k按照AIC值最小化为标

准,D为一阶差分符号,*为5%显著水平,未标注为1%显著水平。

从表2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各变量

原值的ADF 值都大于临界值,不能拒绝各变量具

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对各变量的原值做一次差分后

的ADF 值都小于临界值,拒绝各变量的一次差分

具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各变量之间同阶单整,具备做

多元回归分析的前提条件。

2.变量的协整检验

为了确定我国柑橘国际竞争综合实力与所选择

的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

采用Johansen和Juselius年提出的JJ协整检验

法[13],对我国柑橘国际竞争综合实力变量与所选择

的各影响因素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变量分别为

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数、出口价格、生产量、生产成本、
是否加入 WTO共5个变量,检验结果如表3。

表3 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H0)
特征根 迹统计量

临界值

(5%)

对应的

P 值

没有协整关系* 0.954 132.804 69.819 0.000
最多1个协整关系* 0.876 76.993 47.856 0.000
最多2个协整关系* 0.785 39.376 29.797 0.003
最多3个协整关系 0.475 11.693 15.494 0.172
最多4个协整关系 0.004 0.0778 3.841 0.780

  从表3可知,衡量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综合

实力影响因素所选取的变量进行Trace特征值迹检

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以后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结
果都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变量之

间存在最多3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说明我国柑

橘产业国际竞争综合实力与柑橘产品出口价格、生
产量、生产成本及是否加入 WTO组织之间存在长

期均衡关系,从而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3.模型的选择、估计与稳定性检验

利用Eviews6.0对所搜集的数据反复模拟,综
合权衡模型的F 值、各变量的t值、拟合优度以及

Wald值,选择最终的模型形式为:
ICI=C(0)+C(1)REP+C(2)QP+

C(3)CP+C(4)DUM+μ (3)

式(3)中,ICI、REP、QP、CP 分别为我国柑橘

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数、相对出口价格指数、生产量、
生成成本,DUM 为是否加入 WTO哑变量,μ为随

机误差项,C(0)、C(1)、C(2)、C(3)、C(4)分别为

系数。
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4。
从表4可以看到,模型回归结果比较理想,各系

数的t值、P 值和模型的F 值、P 值说明模型整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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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显著,各系数也比较显著,DW 值接近2说明各

解释变量都相对独立的影响被解释变量。
表4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t值 P 值

常数项 0.226* * * 3.368 0.004
相对出口价格 0.598* * * 7.945 0.000
生成量 0.002* * * 6.274 0.000
生成成本 -0.0000652* * -2.619 0.019
是否加入 WTO -0.168* * * -3.606 0.003
R2 0.967
F值 109.255
DW 值 2.084
F值对应的P 值 0.000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和5%。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是否具有长期影响,还需对模型结果的稳定性进

行检验,本文选择含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方法对回归

结果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而验证模型的稳定

性,检验结果如表5。
表5 模型稳定性检验结果

项目 t统计值 P 值

ADF统计值 -4.804 0.007

临界值

1%显著水平 -4.572
5%显著水平 -3.691
10%显著水平 -3.287

  从表5可以看出,模型回归结果的残差不具有

单位根,表明模型是稳定的,模型结构设定是正确

的,从而证明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

响具有正确性。

4.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综

合实力与反映产品质量的相对出口价格、反映政府

行为的生产量成正向相关关系,与反映生产成本的

农村居民人均农业收入、反映出口市场环境的是否

加入 WTO哑变量呈负向相关关系,这些回归结果

与研究假设相一致。
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实力与反映产品质量

的相对出口价格成正向相关关系说明在消费性商品

相对饱和的大趋势下柑橘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已不仅

仅体现为价格竞争,更体现为品质的竞争,在一定程

度上来说,品质越高,产品价格越高,说明研究期内

我国柑橘产品品质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近年来尤其

是2003年以后,我国柑橘生产量稳步提高,这在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自2004年开始实施的国家柑橘产

业发展规划中各项措施和政策,这些措施和政策中

明显也包含了促进柑橘产品出口的措施和政策。再

者,柑橘产量提高,也促进了柑橘产品经营者开拓国

外市场的行为从而促进柑橘产品出口。长期以来,
我国实施的城镇化策略吸引了大批农民进城务工,
使得实际农业从业人员逐年减少,进而提高了农业

劳动力成本,作为劳动密集型的柑橘产业,农村劳动

力成本提高自然会降低其国际竞争力综合实力。入

世以后,柑橘进口国对柑橘产品的化肥、农业残留

量、检验、检疫、认证、标准都设置了更多的准入限

制,这些做法无疑对我国柑橘出口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1992—2011年间我国

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表现出明显的动态变化,这种

动态变化的分水岭有3个时期,其一是20世纪末金

融危机以前,其二是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至入世

前期(2003年),其三是2004年我国柑橘产业发展

规划开始实施至今。这说明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

力综合实力的波动受到国际市场环境、国家宏观产

业政策以及微观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
因此,要稳定并提高我国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力

综合实力,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必须继续提高

我国柑橘产品品质,建立和完善柑橘产业质量可追

溯体系,严把出口的柑橘产品质量关口;其次,要发

展规模经营,进一步降低单位产量的劳动力成本以

克服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不利影响;再次,继续

有利、有节的实施和完善国家的柑橘产业发展规

划措施,进一步提高柑橘产业国际竞争的综合实

力;最后,建立突发事件的预警和防范机制抵御和

规避突发事件对柑橘产业国际竞争实力造成的不

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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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StudyonDynamicEvolutionanditsInfluencingFactorsof
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ofChina’sCitrusIndustry

HUYou,QIChun-jie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Porter’s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theories,thispaperempiricallyanalyzes
dynamicevolutionanditsinfluencingfactorsof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ofcitrusindustryfrom
1992to2011inChinawiththehelpof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PCA)andmultiplelinearregression
model(MLRM).Theresultshowsthatthereare3differentstagesrelatedtotheinternationalcompeti-
tivenessofcitrusindustryinChina.ThefirststageisbeforethefinancialcrisisinAsia(1997).Thesec-
ondstageisfromfinancialcrisisinAsiatoChina’senteringWTO.Thethirdstageisfrom2004when
theprojectofcitrusindustrywasformallycarriedouttothepresentperiod.Theresearchdemonstrates
thatinternationalmarketenvironment,domesticmacro-industrialpolicyandmicro-economiccondition
resultinthefluctuationof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ofChina’scitrusindustry.Therefore,itisur-
genttoconstructthequalitytracingsystemandemergencywarningmechanism,developscaleoperation
andfurthercarryouttheprojectofcitrusindustrysothat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ofChina’scitrus
industrycanbeenhancedfrombothmicrocosmicandmacroscopicpoints.

Keywords citrusindustry;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internationalmarketshare;tradecom-
petitiveness;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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