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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结构、价格竞争力与我国水果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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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和价格指数模型,分析我国水果出口增长的动

力以及有效避开生产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我国水果出口

中传统的价格优势逐渐丧失,从而导致竞争力对我国水果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急速下降并接

近于零;我国与东盟各国全面建立自由贸易区,迅速开拓东盟市场,调整出口市场结构的举

措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水果出口增长,并且掩盖了竞争力下降的不良影响.据此,提出政府应

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机械化科研投入,引导科研组织培育市场需求增长较快的品种,加快

自贸区建设进程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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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由于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天花板而呈现全面净进口状

态,其中,生产成本不断攀升被认为是造成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原因之一[１].随着我国刘易斯转

折点的出现,农产品生产成本结构中,劳动力成本增长领先于其他成本[２Ｇ３].那么,具有劳动力密集属

性的水果产品是否会步大宗农产品之后尘,逐渐丧失价格优势从而影响出口呢? 根据联合国贸易数

据库(UNComtrade)的数据来看,我国水果出口额一直保持增长趋势,由１９９２年的３．０５亿美元增长

到２０１２年的５８．５９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１６％,大约是世界水果出口年均增长率的２倍;与此同时,
我国水果出口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市场占有率由１９９２年的１．７％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

６．９％(如图１),并且我国于２０１１年成为仅次于美国、西班牙与荷兰的第四大水果出口国.那么,生产

图１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我国水果出口额及国际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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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攀升是否对我国水果出口产生影响? 我国水果出口能够保持稳定增长的动力

何在?
一国产品出口能够保持稳定增长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竞争力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学说奠定了国际竞争力研究的基础;１９９０年波特等人

提出的钻石模型,进一步丰富了国际竞争力的内涵.国内学者基于以上理论对我国水果贸易进行了

大量的实证研究,乔娟、张长梅、潘伟光从比较优势的定义出发,通过比较中国与水果主产国的生产成

本、劳动生产率及市场价格等,分析我国水果的竞争力状况[４Ｇ６].在此基础上,朱晶、胡友等、孔媛以及

余国新等通过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市场占有率和资源禀赋系数等,探索我国水果在国

际市场中的地位及竞争力变动趋势[７Ｇ１０].以上两种方法主要是基于比较优势学说发展而来,然而,近
年来竞争力理论以其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视角,在研究国际贸易增长源泉的问题上逐渐被学者所采

用.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由于能够很好地将竞争力理论纳入其体系,综合分析贸易增长的结构

与源泉,因此,CMS模型成为继竞争力各类指数之后,使用最广泛的模型之一.KevinChen等采用

CMS模型分析１９８０－１９９６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原因,结论表明,这段时间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增

长主要动力不是来源于竞争力的提升,而是日本、香港、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需求拉动造成的[１１].帅

传敏等通过综合运用CMS模型和 RCA 指数,评估了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趋势,并认为我

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但由于其他因素带动出口增长掩盖了这一趋势[１２].孙林等分别采

用CMS模型分析我国对东亚和东盟农产品出口波动的原因[１３Ｇ１４].霍尚一、张复宏同时采用CMS模

型分析我国水果对俄罗斯出口变动的原因,结论表明,俄罗斯需求增长是我国水果出口增长的动力源

泉[１５Ｇ１６].温思美等同样采用CMS模型分析我国水果出口增长的因素[１７].
以上文献基于CMS模型对我国水果向世界及俄罗斯出口变动进行了研究,但存在以下不足,一

是对于水果这个研究对象,大部分文献仅采用海关编码协调制度(HS)中第八章的数据,而该章仅涵

盖鲜冷冻水果,不包括第二十章的水果汁和其他加工类水果,并且水果汁和其他加工水果占我国水果

出口总额的５０％以上;二是CMS模型在产品和出口对象尽可能详细的情况下才能准确捕捉结构变

化效应,现有文献在这一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三是已有文献已经指出我国水果国际竞争力对出口增

长的贡献在下降,但并未从价格优势丧失角度对其下降的原因进行解释.价格指数主要用于衡量一

国某个产品在某个出口市场上相对于该市场其他出口国的价格水平,时序列的价格指数可以反映我

国农产品出口价格相对于竞争对手价格的变化趋势,对我国水果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变化给予解释.
价格指数的思想源于Feenstra构建的“贸易多样性指数”[１８],后来经 Hummels等发展,将一国产品

出口额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集约边际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１９].施炳

展[２０]、耿献辉等[２１]基于该方法分别计算了我国所有产品和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张晓恒等综合

运用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分析我国农产品出口的质量状况[２２].
本文将通过CMS模型和价格指数模型,对包含水果汁和其他加工水果在内的水果大类进行全

面分析,并且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从价格视角对竞争力的变化给出解释.

　　一、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１．模型构建

(１)构建CMS模型.一个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主要由价格和非价格因素决定,其中,非价格

因素包括产品质量、政府政策等无法量化的因素,很难纳入同一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因此,Bowen等

认为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分析一国出口份额的变化来间接反映该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变化[２３].尽

管一国出口份额的变化并不都是产品国际竞争力变化的结果,但是,出口份额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该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中的变化状况.CMS模型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对于某种固定的出

口产品,假设其国际竞争力保持不变,那么其出口份额同样保持不变.因此,一国出口商品的实际变

化和竞争对手出口额变化之间的差异,一定是出口结构或竞争力变化所引起的.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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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最早由 Tyszynski于１９５１年提出,后经Jepma等多次修改完善[２４],成为国内

外研究贸易增长源泉和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变化趋势的重要模型之一.本文将采用Jepma修正后

的CMS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较之前的模型有两个优势,其一,Jepma的模型引入了一些新成分来解

释一国贸易变动的原因;其二,Jepma模型解决了传统模型中关于顺序的问题,由于顺序问题的存在,
在衡量商品效应和市场效应时容易产生偏误.假设中国向m 个目标市场出口n 种商品,并且选择世

界作为参照系,那么,Jepma最终将我国水果总体出口增长Δq分解为(１)式:

Δq＝∑
i

∑
j
s０

ijΔQij＋∑
i

∑
j
ΔsijQ０

ij＋∑
i

∑
j
ΔsijΔQij (１)

式(１)为Jepma模型的第一级分解结果,其中,右边的第一项称为结构效果,第二项为竞争效果,
第三项为二阶效果,具体含义见表１.传统的CMS模型仅在第一层级分解,而改进的CMS模型可以

进一步将结构效果分解为增长效果、市场效果、商品效果和结构交互效果;将竞争效果分解为整体竞

争效果、具体竞争效果;将二阶效果分解为纯二阶效果和动态结构残差效果.具体如(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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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结构残差效果

(２)

式(２)中,Δq为某段时间内中国水果出口额的变化值;s表示中国水果出口总额占世界总体出口

的份额;sj 表示中国向j国出口水果占世界向其出口的份额;si 表示中国出口i产品占世界出口该产

品的份额;sij表示中国向j国出口i产品占世界向其出口该产品的份额;Q 表示世界水果出口总额;

Qj 表示世界向j国出口水果总额;Qi 表示世界出口i产品的总额;Qij表示世界向j国出口i产品的

总额;Δ表示两个时期的变化情况;上标０表示考察期的初期,上标１表示考察期的末期;下标i和j
分别表示产品和目标市场,i＝１,２n,j＝１,２m.(２)式分解结果的具体含义如表２所示[１１].

表１　CMS模型第一级分解结果的含义

分解项目 含义

结构效果 世界水果出口额的变化而引起中国水果出口额的变化.

竞争效果 中国水果竞争力的变化而引起中国水果出口额的变化.

二阶效果 中国水果竞争力的变化和世界水果出口额变化的交互作用所引起的中国水果出口额的变化.

　　(２)引入价格指数模型.由于CMS模型并没有直接包含价格效果,因此无法搭建生产成本尤其

是劳动力成本攀升与我国水果出口变化之间的关系.张长梅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认为我国水果出

口的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其他非价格因素影响相对较小[５].本文将遵循以上思

路,即水果生产成本上升削弱价格优势进而影响竞争效果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国内水果生产成本尤

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是事实,竞争效果对水果出口增长的贡献可由 CMS模型计算,因此,本文

的重点是如何定量衡量我国水果出口的价格优势.通过采用价格指数模型,计算我国水果出口相对

于世界出口到各国的价格指数P,如果P＜１,说明我国水果出口具有价格优势,如果P＞１,说明我国

水果出口不具有价格优势.该价格指数的优点是经过适当的加权平均,可以在HS六位码的水平上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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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CMS模型第二级分解结果的含义

分解项目 含义

结构效果

增长效果
假设我国水果出口竞争力和出口商品结构与世界相同,我国水果由于世界水果出口增长而增长的
部分.

市场效果
假设我国水果出口竞争力与世界相同,由于市场分布差异所带来的我国水果出口额的变化.正值
表示我国比世界更集中的向快速增长的市场出口水果,负值则相反.

商品效果
假设我国水果出口竞争力与世界相同,由于出口商品结构差异而带来的我国水果出口值的变化.
正值表示我国比世界更集中地出口快速增长的产品,负值则相反.

结构交互效果
假设我国水果出口竞争力与世界相同,由于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差异的交互作用所引起的我
国出口额的变化.

竞争效果
整体竞争效果 假设我国水果出口结构不变,由于整体竞争力变化而带来的我国水果出口额的变化.

具体竞争效果
假设世界水果出口结构不变,由于我国水果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出口额变化.正值表示我国水果
出口结构对增长有利,负值相反.

二阶效果
纯二阶效果

假设世界水果需求结构不变,由于我国水果出口份额的变化和世界水果出口水平变化的交互作用
而产生的我国水果出口额的变化,正值表示我国水果出口适应世界水果出口的变化,负值相反.

动态结构残差
由于我国水果出口结构的变化与世界水果出口结构变化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我国水果出口额的变
化.正值表示我国集中向世界需求增长较快的市场出口,负值则相反.

计算我国向所有贸易伙伴国出口水果价格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向该国出口水果价格的总价格指数.
价格指数计算过程如式(３):

Pjm＝ ∏
i∈Ijm

(pjmi/pkmi)wjmi (３)

式(３)中,Pjm 为j国向m 国出口的价格指数,根据Pj＝ ∏
m∈M

(pjm)ajm 可以计算j国出口所有国

家的总体价格指数.pjmi为j国向m 国出口i产品的价格;pkmi为k国向m 国出口i产品的价格;

Ijm 为j国向m 国出口 HS六位码产品集合;wjmi为权重,是j国向m 国出口i产品贸易额占其向

m 国出口所有产品贸易额比重sjmi与参照国向m 国出口i产品贸易额占其向m 国出口所有产品贸

易额比重skmi的对数平均值,其中i∈Ijm.具体计算公式如式(４)和(５):

sjmi＝
pjmixjmi
∑

i∈Ijm
pjmixjmi

　　　　skmi＝
pkmixkmi
∑

i∈Ijm
pkmixkmi

(４)

wjmi＝
sjmi－skmi

lnsjmi－lnskmi
/∑

i∈Ijm

sjmi－skmi
lnsjmi－lnskmi

(５)

２．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署数据库(UNcomtrade).对于水果的定义,主要参考农业部贸

易促进中心的分类方法,包括海关编码协调制度(HS)第八章绝大部分六位编码、第二十章２００９条目

下的水果汁以及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条目下的其他类加工水果,同时,HS编码在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
年进行了修订与扩充,在对应的年份均采用最新的编码,避免遗漏相关商品.CMS模型不仅涉及商

品,还涉及出口对象国,本文选择了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我国水果出口的所有伙伴国,而不是仅考虑主要伙

伴国.另外,为了更好地解释CMS模型的结果,本文在 HS六位编码的基础上,将水果分为鲜冷冻水

果,水果汁和加工水果,将其出口份额与世界总体出口状况进行比较.

　　二、实证结果

　　从理论上来说,CMS模型可以评价１９９２年以来我国水果国际竞争力变化的总体情况.然而,在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间,１９９８年东南亚金融危机、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和

欧债危机等事件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水果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在分析整个时间段的基础上,为
了进一步比较这些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水果贸易的影响,本文以这三个时间点为界,将分别研究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以及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四个阶段我国水果增长动力的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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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如表３所示,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我国水果出口额增长４９．３５亿美元①,其中,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增长３．２５
亿美元;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增长２．０３亿美元,增长较慢;中国入世以后,水果出口额

迅速增长,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间增长２６．２３亿美元,占整个时期增长额的５３％;即使在２００８年全球

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水果出口额仍然保持较快增长,五年间增长了１７．９２亿美元.
表３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我国水果出口增长的CMS模型分解结果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

变化额/
亿美元

占比/％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

变化额/
亿美元

占比/％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

变化额/
亿美元

占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变化额/
亿美元

占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变化额/
亿美元

占比/％

总体变化 ４９．３５ １００．０ ３．２５ １００．０ ２．０３ １００．０ ２６．２３ １００．０ １７．９２ １００．０

结构效果 １９．２３ ３９．０ ２．０１ ６１．９ １．２１ ５９．７ ９．３４ ３５．６ １７．４４ ９７．３

增长效果 １１．１５ ２２．６ ２．１１ ６５．０ ０．１０ ４．９ ８．５８ ３２．７ ２．６６ １４．８

市场效果 １０．４７ ２１．２ ０．５０ １５．２ ０．９７ ４７．７ ０．８９ ３．４ １４．８０ ８２．６

商品效果 －０．９６ －１．９ －０．４１ －１２．５ －０．２０ －９．７ －０．２２ －０．８ －１．１０ －６．１

结构交互效果 －１．４３ －２．９ －０．１９ －５．９ ０．３４ １６．９ ０．０８ ０．３ １．０９ ６．１

竞争效果 ７．３７ １４．９ １．２８ ３９．４ ０．６９ ３３．８ ９．３１ ３５．５ ０．０４ ０．２

整体竞争效果 ８．１９ １６．６ ０．６７ ２０．６ １．９０ ９３．５ ９．１２ ３４．８ １４．３２ ７９．９

具体竞争效果 －０．８３ －１．７ ０．６１ １８．８ －１．２１ －５９．７ ０．１９ ０．７ －１４．２８ －７９．７

二阶效果 ２２．７５ ４６．１ －０．０４ －１．３ ０．１３ ６．５ ７．５８ ２８．９ ０．４４ ２．４

纯二阶效果 ２６．９８ ５４．７ ０．８９ ２７．５ ０．０１ ０．６ ８．７１ ３３．２ ０．００ ０．０

动态结构残差效果 －４．２３ －８．６ －０．９４ －２８．８ ０．１２ ５．９ －１．１２ －４．３ ０．４３ ２．４

　注:数据系作者根据 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１．价格优势丧失导致我国水果竞争效果贡献率下降

从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总体增长情况来看,竞争力对我国水果出口增长的贡献仅为７．３７亿美元,占总

体增长的１４．９％,进一步从不同的时间段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水果竞争力贡献迅速下降主要发生在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期间.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我国水果出口竞争力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

３３．８％~３９．４％之间,而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水果竞争力对出口增长的贡献跌至最低点,贡献额仅为

０．０４亿美元,占总体增长的０．２％,基本可以忽略.进一步分析整体竞争效果和具体竞争效果可以看

出,竞争效果呈现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具体竞争效果下降幅度高于整体竞争效果的上升幅度,并且两

者的净效果在２００８年达到最低点.以往研究对于竞争力下降的原因要么不做解释[１２]要么仅从质

量、信誉、基础设施以及流通政策等角度进行定性解释[５,２５].而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尤其是

劳动力成本增长趋势十分明显.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新鲜水果的生产者价格指数由

１９９２年的１３４．６美元/吨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９７３．８美元/吨,年均增长率１１％.进一步从水果生产的成

本构成来看,人工成本增长最快,以苹果为例,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人工成本涨了３倍,尤其２００８年以后增

长更加迅速;土地成本涨了２．５倍;物质与服务费用涨了２倍(如图２).钟甫宁指出劳动力成本长期

大幅度上升是我国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比较优势下降的主要原因[２６].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攀

升可能是造成我国水果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本文借助价格指数模型,厘清生产成本上升通过削弱水果出口价格优势进而造成竞争效果下降.

图３显示了利用(３)~(５)式计算的我国水果出口的价格指数.２００８年之前,我国水果出口各贸易伙

２４

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CMS模型中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水果出口额的变化与水果出口额实际变化值不一致,CMS模型中变化值占实际

变化值的８９％.这是CMS模型在分析贸易增长过程中的不足之处,该模型在计算过程中涉及具体的商品结构,由于研究期间

内,有些商品在１９９２年出口而在２０１２年停止出口,或者１９９２年没有出口而在２０１２年开始出口,这些商品无法进入CMS模型进

行分析.解决的措施主要有两个,其一,降低商品的分类标准,选择四位、二位甚至一位 HS编码进行计算,但是这样不仅会低估

商品结构效应,也无法精确定义水果;其二,采用时间点附近几年的平均值,这是本文采用的方法,但是也无法彻底解决该问题,
并且时间跨度越长,这种差异越大.进一步计算四个时间段CMS模型出口平均增长值与实际增长值的差异基本上低于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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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的相对价格虽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一直低于世界市场平均水平,其中,２００３年水果出口价格指数大

幅下跌主要是由于２００３年我国暴发非典,购买需求下降,大量水果滞销.然而,２００８年以后,我国水

果出口各贸易伙伴的相对价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直以来中国所具有的出口价格优势丧失.２００８
年这一节点,不仅是我国劳动力成本迅速攀升的起点,也是我国水果竞争效果对出口增长贡献下降的

起点.因此,基于价格指数模型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我国水果

生产价格和出口价格上升,并且在２００８年彻底丧失价格优势,从而对我国出口竞争力产生巨大影响.
当然,除了价格因素以外,也不能忽视非价格因素对我国竞争力的影响,因为,这是未来提升我国水果

国际竞争力的突破口.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图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苹果生产成本构成

注:数据系笔者根据 UNcomtrade数据库计算所得.

图３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我国水果出口的相对价格指数

　　２．市场结构优化驱动我国水果出口增长

结构效果对我国水果出口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结构效果主要包括增长效果、商品效果、市场效

果和结构交互效果.从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总体阶段来看,结构效果的贡献总额为１９．２３亿美元,占增长

总额的３９％,其中,增长效果占２２．６％,表明:当我国水果竞争力和出口结构与世界相同时,世界出口

增长带动我国水果增长２２．６％;市场效果占２１．２％,表明:当我国水果竞争力与世界相同时,我国先于

世界其他国家占领需求快速增长的市场而带动水果出口增长２１．２％;增长效果和市场效果的贡献差

异不大,而商品效果和结构交互效果均为负值.商品效果值为负表明:当我国水果竞争力与世界相同

时,我国更集中地出口世界需求增长较慢的商品,从而制约我国水果出口增长;结构交互效果值同样

为负,表明当我国水果出口竞争力与世界一致时,我国水果出口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的交互作用制

约我国水果出口增长.以上分析表明,我国水果的结构效果主要依赖于增长效果和市场效果.进一

步从四个时间段来看,结构效果的贡献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这种变化趋势主要是增长效

果、市场效果、商品效果和结构交互效果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不同阶段这四种效果的贡献程度存在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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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其中,增长效果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两个时间段贡献率较大,分别为６５．０％
和３２．７％,但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尤其是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市场出口增长放缓是导致其

贡献率下降的原因.由于增长效果主要衡量了国际市场环境变化对我国水果出口增长的影响,属于

外生变量,这里不做赘述.本文将重点关注商品效果和市场效果的变化趋势,市场效果贡献率表现出

增长趋势,尤其是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贡献率高达８２．６％,表明在这段时间我国更集中地向需求快速

增长的国家出口,从而维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从我国水果出口的市场结构来看,美国、日本、俄罗斯和

东盟是我国水果的主要出口对象,我国向这四个国家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超过６０％,并且呈现

上升趋势,但是不同出口对象之间存在差异.２００８年全球爆发经济危机后,我国对美国、日本和俄罗

斯水果出口额和出口份额开始下降,２０１１年逐渐恢复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东盟国家水果出口额

和出口份额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出口额翻了一倍,出口份额由２００８年的２１％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

３４％(如表４).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劳动力成本攀升带来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阶段,我国与东盟全面建

立自由贸易区,迅速开拓东盟市场,获取较高市场占有率的举措掩盖了竞争力下降的不良影响.
表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我国水果出口额变化趋势

年份
美国

出口额/亿美元 份额/％

日本

出口额/亿美元 份额/％

俄罗斯

出口额/亿美元 份额/％

东盟

出口额/亿美元 份额/％

２００７ ８．１６ ２３ ４．２７ １２ ３．６８ １０ ５．４４ １５

２００８ ９．７３ ２４ ４．０３ １０ ３．６３ ９ ８．６４ ２１

２００９ ６．９６ １９ ３．２２ ９ ２．９５ ８ １０．６５ ２９

２０１０ ７．６６ １８ ３．６１ ９ ３．６４ ９ １２．５２ ３０

２０１１ ９．７２ １９ ４．８６ ９ ４．２２ ８ １５．８７ ３０

２０１２ １０．９２ １９ ５．７０ １０ ４．５６ ８ １９．９５ ３４

　注:数据来源系作者根据 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与市场效果不同的是商品效果对我国水果出口增长并没有产生贡献,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

时,我国水果的出口结构与世界水果需求结构差异较大,从而抑制我国水果出口增长.表５比较了我

国鲜冷冻水果、水果汁和其他加工水果出口结构与世界的差异,结果显示,全球市场以鲜冷冻水果贸

易为主,而我国加工水果贸易份额较高.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全球鲜冷冻水果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保

持在６２％~７２％之间,且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而我国鲜冷冻水果出口比重虽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一直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在最高年份的２０１２年也仅为５４％.此外,我国其他加工类水果出口比重一

直处于较高水平,虽然近几年呈现迅速下降趋势,但是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１０个百分点.我国水

果汁出口经历了迅速扩张的过程,目前出口比重与世界出口状况基本持平.
表５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我国和世界水果出口产品结构变化 ％

年份
鲜冷冻

中国 世界

果汁

中国 世界

其他

中国 世界

１９９２ ３４．８９ ６２．０４ ２．５７ １７．８１ ６２．５５ ２０．１５

１９９３ ４６．４１ ６２．８６ ３．１０ １７．４９ ５０．４９ １９．６５

１９９４ ４２．７８ ６６．２５ ３．２５ １６．８２ ５３．９７ １６．９３

１９９５ ３５．５１ ６５．４３ ６．１９ １７．９７ ５８．３０ １６．６０

１９９６ ３８．６４ ６６．９２ ８．２９ １６．５８ ５３．０７ １６．５０

１９９７ ４０．９５ ６７．０９ １１．３６ １７．４０ ４７．６９ １５．５１

１９９８ ３４．５１ ６７．２９ １４．８０ １８．１２ ５０．６９ １４．５９

１９９９ ３２．７５ ６５．２１ １７．１６ １９．１４ ５０．０９ １５．６５

２０００ ３２．５１ ６５．２０ １９．６２ １９．１６ ４７．８６ １５．６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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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年份
鲜冷冻

中国 世界

果汁

中国 世界

其他

中国 世界

２００１ ３０．２０ ６７．１３ ２２．２６ １７．４０ ４７．５４ １５．４７

２００２ ３８．１１ ６７．８０ ２１．７３ １８．６４ ４０．１６ １３．５７

２００３ ３９．２０ ６８．７３ ２２．２６ １７．７９ ３８．５４ １３．４８

２００４ ４０．２８ ６９．０２ ２３．７９ １７．００ ３５．９３ １３．９８

２００５ ４１．７６ ７１．６０ ２９．１６ １７．５２ ２９．０８ １０．８８

２００６ ３８．４１ ６７．８９ ２８．７９ １８．４６ ３２．８０ １３．６４

２００７ ３４．６４ ６９．２１ ３７．８３ １７．１７ ２７．５３ １３．６２

２００８ ４２．０８ ６８．５１ ３０．９３ １８．５６ ２７．００ １２．９４

２００９ ５２．１３ ７０．３０ ２０．６６ １６．９７ ２７．２０ １２．７３

２０１０ ５２．４７ ７０．３５ ２０．７７ １６．７６ ２６．７６ １２．９０

２０１１ ５０．１５ ６８．００ ２３．４８ １８．４８ ２６．３７ １３．５２

２０１２ ５３．９１ ６８．７７ ２２．２７ １７．７４ ２３．８２ １３．４９

　注:数据来源系作者根据 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二阶效果对我国水果出口增长也产生了一定作用.其中,纯二阶效果值一直为正,但贡献率呈现

下降趋势,表明当世界水果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我国水果出口基本能够适应世界水果出口的变化,但
这种适应性在逐渐降低.而动态结构残差效果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为负,表明在这两

段时间内我国水果集中向需求增长较慢的国家出口,从而抑制了水果出口的增长,但贡献率较低,基
本可以忽略.

　　三、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攀升对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产生巨大冲击,
而对具有劳动力密集属性的水果产品出口并没有太大影响.本文基于 UN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我

国水果出口数据,采用CMS模型和价格指数模型,分析新时期我国水果出口增长的源泉以及竞争力

在出口增长中的作用.研究结论表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我国水果出口价格优势在２００８年

彻底丧失,竞争力对我国水果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急速下降并接近于零;与此同时,我国与东盟国家全

面建立自由贸易区,迅速开拓东盟市场,获取较高市场占有率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水果出口增

长,并且掩盖了竞争力下降的不良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我国水果出口结构与世界水果需求结构存

在较大差异,抑制了我国水果出口增长.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提升我国水果出口竞争力是当务之急,针对逐年攀升的用工成本,政府

应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机械化科研投入,努力提高水果产中管理与采摘环节的机械化水平,降低用

工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同时,我国农业主管部门应该立足全局,放眼未来,加强果农与相关科研单

位的联系,积极引导科研组织培育市场需求增长较快的品种,并且鼓励果农进行种植结构调整,通过

补贴手段降低调整过程中的收入损失.另外,我国贸易谈判部门应该在吸收消化东盟自贸区建设经

验的基础上,加快印度和新西兰自贸区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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