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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对中国大陆柑橘出口贸易影响
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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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大陆柑橘出口面对各国和地区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压力与困境已显现,特别是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高标准一定程度地限制中国大陆柑橘的出口能力。分析了中国大陆柑橘出口的流量和流向的现状:

出口整体上呈现出波动中增加的趋势;出口市场的集中度很高,品种和出口流向缺乏多元性,存在着巨大贸易风

险;中国大陆柑橘出口流向以亚洲为主,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很低。对各国和地区进口柑橘的 MRLs体

系的对比分析表明:中国大陆柑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在检测种类和检测标准上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差距非常大,

极易导致中国大陆柑橘的贸易出口遭受发达国家和地区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

药残留限量标准略低于中国大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大陆在这些区域遭受贸易摩擦的可能。运用引力模型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国和地区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成为影响中国大陆柑橘出口贸易的重要阻碍因素。提

出了化解此类技术壁垒相关政策建议: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柑橘 MRLs体系;推进柑橘产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健全

柑橘 MRLs的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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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消费者的健康、环境保

护以及持续发展的关注日益加强,新的贸易保护措

施不断升级,以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maxi-
mumresiduelimit’sstandard,MRLs)的绿色贸易

壁垒形式继而成为出口贸易的一大障碍。随着中国

大陆柑橘的出口贸易量的扩大,各国和地区设置的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对中国大陆柑橘出口的压力逐步

显现。再加上中国大陆相关标准体系的严重滞后和

生产者的成本压力,MRLs作为一项技术性贸易壁

垒在短时间内难以逾越。因此,研究世界主要国家

和地区 MRLs的制定,以及各国和地区标准与中国

大陆柑橘贸易流向与流量的关系,对把握中国大陆

贸易形势和定位,正确认识中国大陆柑橘贸易发展

趋势,促进贸易增长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大陆柑橘出口贸易状况
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的进口和出口统计数据①。采

用HS2007的编码分类,即柑橘 HS0805总类编码,
子编码为橙类 HS080510、橘类 HS080520、葡萄柚

类HS080540、柠檬类HS080550。

1.中国大陆柑橘出口总量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柑橘出口贸易发展

迅速。如表1所示,自入世以来,中国大陆柑橘大类

的出口总量整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09年达到

111.1万t的历史最高出口量后,继而小幅下降后

上涨。2000-2012年 期 间,年 平 均 增 长 幅 度 为

17.07%。其中,5种子类柑橘产品中,橘类鲜果的出

口份额最大,均高达70%以上,橙类鲜果次之,两者

之和接近总出口量的90%。从子类柑橘出口结构

来看,中国大陆橘类鲜果的出口比重下降,橙类鲜果

和柚类鲜果出口比重呈平稳上升,2009年后相对

稳定。

2.中国大陆柑橘贸易流向与流量分析

(1)中国大陆柑橘整体出口的流向与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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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大陆柑橘品种历年贸易量

年份
总出

口量/t
橙类出
口量/t

所占
比例/%

橘类出
口量/t

所占
比例/%

柚类出
口量/t

所占
比例/%

酸橙类
出口量/t

所占
比例/%

其他类
出口量/t

所占
比例/%

2000 200271 2528 1.3 188825 94.3 3828 1.9 0 0.0 5088 2.5
2001 171240 3126 1.8 146655 85.6 6595 3.9 0 0.0 14744 8.6
2002 216847 6923 3.2 189718 87.5 8774 4.0 51 0.0 11381 5.2
2003 292034 20622 7.1 244810 83.8 14201 4.9 42 0.0 12360 4.2
2004 361385 34407 9.5 298820 82.7 14073 3.9 274 0.1 13811 3.8
2005 465623 55350 11.9 370783 79.6 21716 4.7 85 0.0 17689 3.8
2006 435120 49620 11.4 335805 77.2 38868 8.9 89 0.0 10738 2.5
2007 564491 75115 13.3 397688 70.5 82814 14.7 3516 0.6 5359 0.9
2008 862105 141922 16.5 606853 70.4 98879 11.5 9400 1.1 5051 0.6
2009 1111950 180417 16.2 804699 72.4 120160 10.8 4720 0.4 1953 0.2
2010 933088 139088 14.9 675225 72.4 105149 11.3 12173 1.3 1453 0.2
2011 901557 83972 9.3 708748 78.6 100346 11.1 7309 0.8 1182 0.1
2012 1082217 123455 11.4 819141 75.7 124381 11.5 13222 1.2 2018 0.2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

表2 2012年中国大陆柑橘出口流向

地区 出口流向国和地区 流量/万t 比例/%

亚洲

东南亚 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缅甸、文莱、东帝汶 72.22 66.73

其他

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日本、韩国、孟加拉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斯里兰

卡、伊朗、朝鲜、蒙古、沙特阿拉伯、老挝、阿曼苏丹国、巴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卡塔尔、科威特

11.65 10.77

欧洲

欧盟
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英国、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波兰、罗马尼

亚、西班牙、瑞典、爱沙尼亚
6.40 5.91

其他 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 14.97 13.83

北美洲 美国、加拿大 2.97 2.74
非洲 塞舌尔、毛里求斯 0.01 0.01

合计 108.22 100.00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柑橘出口面向的国家和

地区总计53个。柑橘出口的主要流向集中于亚洲

范围内,出口流量为83.87万t,占总出 口 量 的

77.50%,其中,东南亚地区的流入量为72.22万t,
占总出口量的66.73%;而中国大陆柑橘在欧洲市

场的出口量相对较少,对欧盟地区出口量仅有6.40
万t,只占总出口量的5.91%;至于北美洲的美国和

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中国大陆柑橘出口量则更少,仅
总出口量的2.74%。

(2)中国大陆柑橘主要出口国和地区的流向与

流量分析。表3中统计柑橘4个子类品种在2008-
2012年期间出口流向数量居于前5的国家和地区,
具体分析如下:

①橙类鲜果的主要流向地为越南、马来西亚、
香港地区以及俄罗斯。2009年以后,对越南的出

口量和出口比例位于各国家和地区之首,占总流

量的1/3左右;马来西亚、香港地区以及俄罗斯分

列第2、3、4位,虽然占比略有变化,但基本维持在

10%以上。

②橘类鲜果的主要出口地是越南、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俄罗斯和菲律宾等国家。2008年以来,
越南的出口量占比呈每年递减的趋势,印度尼西亚

的出口量占比处于稳定略有起伏变化,两者以20%
以上的占比居于前2位;其他3个国家基本维持在

10%左右的占比。相比橙类鲜果,橘类鲜果的居于

前5的出口国家和地区流量更显平均。

③柚类鲜果的出口在2008年后就主要集中于

欧洲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俄罗斯、罗马尼亚、德
国等)和香港地区。其中对荷兰、俄罗斯的总出口比

例在2009年以后基本稳定在70%左右。对其他主

要流向国和地区的占比基本上均呈逐年下降的

趋势。

④酸橙类鲜果出口量相对较少,在中国大陆柑

橘总出口量中所占份额只有1%左右,且出口地区

比较集中,绝大部分销往香港地区、俄罗斯、马来西

亚和印度尼西亚。
另外,从4个子类柑橘品种的市场流向而言,整

体上表现出出口市场的集中度很高,位居前5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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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8-2012年中国大陆柑橘各品种出口流向情况 %

年份
橙类

出口国和地区 出口量占比

橘类

出口国和地区 出口量占比

柚类

出口国和地区 出口量占比

酸橙类

出口国和地区 出口量占比

2008

越南 39.7 越南 32.3 荷兰 35.6 香港地区 46.6
香港地区 20.9 马来西亚 18.7 俄罗斯 19.4 俄罗斯 36.2
马来西亚 16.4 印尼 17.6 比利时 17.1 马来西亚 7.3
俄罗斯 6.4 俄罗斯 10.0 德国 5.8 新加坡 4.0
伊朗 5.9 菲律宾 8.3 罗马尼亚 5.7 印尼 2.5
小计 89.3 86.9 83.6 96.6

2009

越南 35.5 越南 32.8 荷兰 43.9 俄罗斯 53.5
马来西亚 16.5 印尼 22.6 俄罗斯 19.0 马来西亚 15.6
香港地区 12.5 马来西亚 12.0 比利时 9.7 香港地区 9.1
俄罗斯 7.7 菲律宾 11.1 罗马尼亚 6.1 哈萨克斯坦 5.3
伊朗 7.7 俄罗斯 9.9 德国 4.6 阿联酋 5.1
小计 79.9 88.4 83.3 88.6

2010

越南 32.1 越南 27.6 荷兰 42.6 俄罗斯 39.8
马来西亚 20.6 马来西亚 15.6 俄罗斯 26.6 马来西亚 24.1
香港地区 11.8 印尼 22.7 比利时 4.7 香港地区 10.8
俄罗斯 10.9 菲律宾 6.6 香港地区 3.7 沙特 6.6
沙特 6.6 俄罗斯 10.0 德国 2.8 哈萨克斯坦 4.0
小计 82.0 82.5 80.4 85.3

2011

越南 32.9 印尼 24.7 荷兰 39.0 俄罗斯 39.4
马来西亚 17.6 越南 23.5 俄罗斯 29.5 马来西亚 22.4
香港地区 16.9 马来西亚 16.0 罗马尼亚 5.6 香港地区 13.1
俄罗斯 12.1 俄罗斯 9.2 香港地区 4.0 印尼 10.3
菲律宾 5.2 泰国 7.1 立陶宛 2.6 阿拉伯 3.3
小计 84.7 80.5 80.7 88.5

2012

越南 39.7 越南 22.7 荷兰 35.0 马来西亚 34.9
马来西亚 13.6 印尼 20.5 俄罗斯 34.5 俄罗斯 29.0
香港地区 13.0 马来西亚 13.3 香港地区 4.0 香港地区 14.8
俄罗斯 11.3 俄罗斯 10.6 立陶宛 3.6 印尼 10.0
菲律宾 7.0 菲律宾 10.5 德国 3.5 菲律宾 3.3
小计 84.6 77.6 80.6 92.0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

品种市场的流向占总量的比例基本高达80%以上。
综上所述,对柑橘出口的流量和流向分析可作

以下归纳:其一,中国大陆柑橘出口整体上呈现出波

动中增加的趋势;其二,中国大陆柑橘出口市场的集

中度很高,品种和出口流向缺乏多元性,存在着巨大

贸易风险;其三,中国大陆柑橘出口流向以亚洲为

主,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很低。

  二、柑橘农药最大残留标准对比与
量化分析
  1.中国大陆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柑橘农药最大

残留标准对比分析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建立的

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alimentariuscommission,

CAC)对柑橘制定农药最大残留标准具有普适性与

参考性。所颁布的普遍适用的46项农药残留限量

标准,再加上针对8类不同的柑橘制定了19项标

准,共计65项。
日本自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后[1],已成为世界

范围对农药残留最为苛刻的国家。制定的残留标准

有235项。相对于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中国大陆

与东南亚其他主要柑橘进口国和地区的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相对宽松。其中马来西亚37项、新加坡

33项、印度尼西亚27项,MRLs检测项目略少于

中国大陆(见表4)。
从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覆盖

的农药品种数较少,CAC、美国、日本柑橘农药残留

限量检测项目分别是中国大陆的1.33、1.37、6.92
倍。发达国家农药检测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大

陆并未制定相关残留标准,这将直接导致中国大陆

柑橘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

2.柑橘农药最大残留标准量化模型的设定

(1)数据选取。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选取中

国大陆以及最主要的24个贸易伙伴国和地区作为

研究样本,具体如表3所示。由于中国大陆对这24
个国家和地区的柑橘出口额占中国大陆柑橘出口总

额的90%以上,因此此样本可以代表中国大陆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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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国大陆与主要柑橘贸易伙伴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比较情况 项

中国大陆 CAC 日本 欧盟 美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总检测项目 49 65 339 235 67 37 33 27
相同农药标准限量项目 26 45 23 13 7 7 4
宽于中国大陆标准限量项目 8 2 6 7 2 2 4
严于中国大陆标准限量项目 31 292 206 47 28 24 19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局网,2011年②。

主要出口流向和流量,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根据农

药指标的地域代表性和品种的代表性选择了79个

代表性农药最大残留值指标。
(2)量化分析方法。设柑橘主要进口国和地区

构成的集合为U={xi}(i=1,2,…,25),每个对象

又由79个指标表示其性状:X={x1j,x2j,…,x25j}
(j=1,2,…,79),则得到原始数 据 矩 阵 为 X=
(xij)25×79。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 MRLs指数应

该是反映了该国和地区 MRLs的高低,是一个综合

反映了79种农药残留标准指标的综合指标。因此,
我们在定义出柑橘进口国和地区的 MRLs指数之

前我们必须首先定义一国和地区在既定的某一种农

药下的 MRLs得分(Sij)25×79。
在同一种农药下,假定标准最高(MRLs最小)的

国家和地区得分为1,标准最低(MRLs最大)的国家

和地区得分为0,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得分按

照线性插值的方法进行赋分。即得到不同柑橘进口

国和地区某一种农药下的MRLs得分公式为:

Sij=
xij-minx{ }j

maxx{ }j -minx{ }j

式中Sij为不同柑橘进口国和地区某一种农药

下的 MRLs得分。在得到不同柑橘主产国和地区

某一种农药下的 MRL标准得分之后,我们可以通

过加权求和的方法求出各个柑橘主产国和地区的农

药残留标准的总得分为:

Si=∑
79

j=1
Sij

式中Si为通过加权求和的方法求出各个柑橘

主产国和地区的农药残留标准的总得分。然后对

Si进行标准化处理(范围为-1~1),即得到柑橘主

产国和地区的 MRLs指数:

MRLi=
Si-S

-

maxS{ }i -minS{ }i

为了使 MRLi 指数可以运用于对数模型,可该

指数进行进一步修正:
MRLi'= MRLi( )+1 ×100

从一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水平上来看,MRLi′
值的大小可衡量贸易伙伴国和地区对中国大陆柑橘

设置的技术性壁垒的大小[2]。

(3)柑橘农药最大残留标准量化结果与分析。
根据数据处理步骤,对遴选出的79种农药的1975个
有效数据,利用EXCEL软件计算出25个柑橘主产国

和地区的MRLi 修正指数MRLi′(如表5所示)
表5 中国大陆与柑橘主要贸易伙伴国和地区

MRLi′数值处理结果

国家和地区 MRLi′值 国家和地区 MRLi′值
欧盟 154 中国大陆 54
日本 109 菲律宾 53
美国 101 越南 52
加拿大 93 泰国 51
马来西亚 73 斯里兰卡 46
新加坡 65 文莱 36
香港地区 59 印尼 25
澳门地区 58 朝鲜 3

  量化结果表现出与各国和地区制定的 MRLs
严格程度的一致性。其中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

MRLi′修正指数远高于其他东南亚各国和地区,比
平均值高出50%,是中国大陆的2倍多,显示出发

达国家 MRLs在柑橘贸易中对中国大陆已构成了

极高的贸易壁垒。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中,除马来西

亚、新加坡和香港、澳门地区外,其他国家的 MRLi′
修正指数都低于中国大陆,说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

的 MRLs对中国大陆构成的贸易阻力不大,因而在

贸易额中反映出中国大陆柑橘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

地区,而非欧美发达国家地区。
综上对中国大陆与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

MRLs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对比归纳出以

下结论:①中国大陆柑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在检测

种类和检测标准上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大,极易导

致中国大陆柑橘的贸易出口遭受发达国家设置的技

术性贸易壁垒;②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略低于中国大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中国大陆在该地区遭受贸易摩擦的可能。

  三、柑橘农药最大残留标准对贸易
影响的实证分析

  1.出口需求模型构建与解释

本文采用一个标准的出口需求模型,Bahmani
等在2008年指出,出-进口需求作用包括一个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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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和相对价格[3]。为了更好的估计,Neary在模

型中又引入了运输成本和产品差异化2个关键变

量[4]。而Thom在以上学者研究的成果继续添加

农残标准与关税进入模型,用以全方位地对出口需

求模型进行分析[5]。本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柑橘出

口的估计,采取以下模型:
Xit=β0+β1Pit+β2RGDPt+β3TCt+

β4ERt+β5Tit+β6MRLit+εit

其中Xit表示在T 周期内出口国和地区的柑橘

出口量。Pit表示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FOB价格,
采用COMTRADE数据库柑橘(0805)的总价值与

总出口量的比值替代。RGDPt表示进口国国内和

地区实际的产品产量,用一个规模变量收入代替。

TCt表示运输费用,根据T 时期内的石油价格计算

与地理中心距离的乘积。ERi表示进口国和出口国

和地区之间的交换比率。这两个变量被当做相对价

格变量计算。Tit表示在进口国和地区T 时期内产

品的关税,农药最大残留指数标记为MRLit。
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柑橘出口的估计,拟采取

出口需求模型进行数据处理。但兼顾到随机效用模

型,柑橘的出口将受到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比如营

养、季节、节假日)。模型中,关税、相对价格以及农

药残留标准值直接入模,其他变量取对数后,确定一

个随机效应模型:
lnXit=β0+β1lnPit+β2lnGDPt+

β3lnTCt+β4ERt+β5Tit+β6MRLit+εit+μit

其中μit是随机误差项,被假定符合正态分布N
(0,σ2),与误差项εit不相关。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中国大陆53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和地区作

为研究样本,利用2012年的横面数据来进行多元回

归分析,利用分析软件NLogit4.0进行估计。

3.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模型数据处理时,针对解释变量因具有相关性

而造成模型中的线性问题,经验证解释变量间不存

在高度的相关性,所有变量直接进入模型估计分析。
如表6所示,根据检验结果,R2是0.79,表明模

型拟合较好。根据拉格朗日乘数检验,验证了借助

随机效用模型对固定效用模型的估计具有代表性。
由表6可知,只有柑橘大类的产品价格、关税和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指数等3个变量通过了检

验,模型确定为:
lnXi=4.16-0.97lnPi-2.72Ti-1.14MRLi

表6 出口需求模型-随机效用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估计系数 t检验 P(t>tc)
常量 β0 4.16** 2.99 0.05
lnPit β1 -0.97*** -3.56 <0.00
lnGDPt β2 0.05 0.59 0.61
lnTCt β3 -1.67 -1.19 0.33
ERt β4 -0.01 -0.11 0.92
Tit β5 -2.72*** -5.93 <0.00
MRLit β6 -1.41** -3.67 0.00
R2=0.79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估计模型表明,产品价格、关税和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标准指数回归显著,3个变量的改变将对柑橘

产品的出口量有很大的负相影响。因此进口国和地

区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成为影响中国大陆柑橘出口

贸易的重要阻碍因素,这也充分解释了中国大陆柑

橘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而非欧美发

达地区。

  四、中国大陆柑橘出口应对农药最
大残留标准的政策启示

  1.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柑橘MRLs体系

中国大陆应该借鉴欧盟、日本等国家在柑橘

MRLs制定上的经验,在符合中国大陆标准化法律

法规的前提下,采用中国大陆柑橘生产和贸易中急

需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把采用国外和境外先进柑

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与提高中国大陆技术性贸易措

施结合起来,建立由国家标准、临时标准、豁免物质名

单和一律限量标准4部分构成农药残留限量体系。
2.建立健全柑橘MRLs的预警机制

日本、欧盟、美国是中国大陆柑橘出口的三大市

场,也是贸易摩擦高发的三大市场。中国大陆应该

特别加强对这几个市场的绿色贸易壁垒、建立预警

机制,减少出口行业和企业的贸易损失。具体而言,
包括3个方面:一是设立信息收集的驻外机构,派出

技术人员,及时跟踪、收集、分析、整理国外和境外尤

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柑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检
疫检验措施等最新变动情况;二是充分利用 WTO
贸易技术壁垒咨询点的窗口作用,及时了解各成员

国的柑橘技术标准的相关信息;三是强化信息的传

递和市场预警作用,建立柑橘技术壁垒的网上通报、
咨询、评议、预警综合系统,通过信息的快速共享和

传递,提升行业风险防御能力和反应能力。
3.推进柑橘产业标准化生产

中国大陆的 MRLs水平受到国内柑橘生产技

术水平和检测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在短期内难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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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此,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突破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技术壁垒,最根本的是要大力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实行柑橘产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完善的农业标准化

监督检测体系、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和控制体系、危
险病虫害检疫和农药检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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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StudyonInfluenceofMaximumResidueLimits
ofPesticidesonMainlandChina’sCitrusExport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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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tpresent,exportofmainlandChina’scitrusisunderpressurefromthemaximumresi-
duelimitsofpesticidesstandard,especiallythehighstandardofdevelopedcountriesandregions,toacer-
taindegree,restrictstheexportcapacityofcitrusinmainlandChina.Thispaperanalyzesthecurrentsit-
uationofflowandflowdirectionofmainlandChina’scitrusexport:exportofcitrusingeneralshowsthe
increasingtendencyintheprocessoffluctuation;theintensityofexportmarketishigh,varietyandex-
portflowareshortofdiversityandhugetraderiskexists;mainlandChina’scitrusexportmainlyflows
toAsiaandtheoccupancyrateinEuropeanandAmericanmarketsisquitelow.Thecomparisionofim-
portingcitrusMRLssystemamongdifferentcountriesandregionsshowsthatthegapofmaximumresi-
duelimitsofpesticidesofcitrusbetweenmainlandChinaanddevelopedcountriesandregionsintesting
typesandtestingstandardisverylarge,whichwilleasilyresultsintechnicaltradebarrierformainland
China’scitrusexport.However,standardofresiduelimitsofpesticidesindevelopingcountriesandre-
gionsofsoutheasternAsiaisslightlylowerthanthatofmainlandChina,whichtoacertainextent,re-
ducesthepossibilityoftradefrictionofmainlandChina’scitrusintheseareas.Basedonanalysisofusing
thegravitymodel,thispaperfindsthatstandardofresiduelimitsofpesticidesinimportingcountriesand
regionshasbecomeanimportantobstaclewhichgreatlyinfluencesmainlandChina’scitrusexporttrade.
Consequently,thispaperproposesseveralpolicysuggestionsonhowtoneutralizesuchtechnicalbarri-
ers:tobuildthecitrusMRLssystemjoiningupwithinternationalsystem,pushforwardthestandardized
productionofcitrusindustryandestablishperfectcitrusMRLswarningmechanism.

Keywords citrus;MRLs;technicalbarrier;gravitymodel;export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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