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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COMTRADE),从全球贸易视

角出发,利用 MS指数、TC指数、RCA 指数、DTL指数以及 TCI指数,分析了中国食用菌产

品贸易现状、竞争力及贸易潜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别比较.结果发现: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
中国食用菌出口额的国际市场占比呈现“持续上升Ｇ波动下降Ｇ波动上升”态势,年均市场占

有率保持在３６．５５％水平上,是世界重要的食用菌出口大国;与法国、美国、波兰和韩国相比,
中国在世界食用菌贸易中的竞争力明显;中国与日本食用菌贸易存在互补性并具有较大的

贸易潜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稳定现有品种,加大野生珍稀食用菌良种培育研发;巩固传

统贸易市场,积极开拓中国食用菌贸易新领域;健全食用菌产品生产标准体系,做好出口监

管与稽查工作,推进中国食用菌产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食用菌产品;出口竞争力;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潜

力;贸易结合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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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食用菌生产与贸易大国,中国食用菌产品出口量一直稳居世界前列.据相关数据统计,
随着中国食用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其产量已超过世界总产量的２/３,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逐步

提升,地位日益凸显[１].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COMTRADE)也显示,２０１４年中国鲜或冷藏类、
干货类、制作或保鲜类等食用菌产品出口总量高达６４．３１万吨,范围涵盖１５１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创

汇获得历史最高佳绩,为４９．４５亿美元.然而,２１世纪以来,中国食用菌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并非一

帆风顺.众所周知,由于受贸易壁垒、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２００９年我国

食用菌产品出口受阻,较前一年出口额下降了２．７６个百分点,之后两年出口额虽然增长较快,但２０１２
年再次出现回落,同比下降了３３．１４％.令人欣慰的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食用菌出口额连续稳定

在４０亿美元以上,是继２０１１年首次突破４０亿美元大关后发展较好的两年,发展势头强劲.鉴于当

前我国食用菌贸易的不稳定性及其对食用菌产业稳健发展的重要作用,研究我国食用菌贸易地位、国
际竞争力及贸易潜力显得尤为必要.

近年来,中国食用菌贸易研究得到相关学者的较多关注,其中的经验性研究主要集中在食用菌贸

易现状、竞争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等方面.就贸易发展状况而言,当前我国食用菌贸易呈现“出口为

主,进口为辅”、出口产地 “北移”的明显趋势[２],出口仍以食用菌罐头为主,而进口则以鲜、冻的食用

菌产品为主[３],二者均呈稳态增长.这其中除了竞争力效应和需求效应的推动外[１],国外技术性贸易

壁垒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４].与此同时,我国食用菌贸易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技术创新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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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发达国家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压力最大,因此,适时调整食用菌发展策略,弱化国际贸易壁垒带来

的负面效应显得尤为必要[５].整体而言,尽管我国食用菌产品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升,但受质量与安

全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国际综合竞争力优势并不明显[６],在日本、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市

场上,其竞争力有下降之势[７].
尽管食用菌出口贸易的相关研究数量颇多、内容丰富,但已有研究多关注中国食用菌贸易竞争力

或单一食用菌产品的出口贸易潜力,而缺少系统的、具有针对性的对中国食用菌贸易地位、竞争力以

及贸易潜力的综合归纳和分析.因此,为进一步丰富我国食用菌出口贸易研究内容,客观认识其在世

界范围内的优势与劣势,本文从全球贸易视角出发,将中国食用菌的国际地位、国际竞争力与贸易潜

力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进行探讨,这对提升我国食用菌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发掘贸易潜力具

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食用菌国际贸易状况与地位

　　近年来,中国食用菌贸易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食用菌市场中的重要力量.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

计(UNCOMTRADE)显示,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间,中国食用菌出口额一直领先于波兰、意大利、爱尔兰、
法国等国,长期稳居世界第一.表１显示了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我国食用菌进出口额的基本情况.

表１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我国食用菌进、出口总额情况 亿美元

年份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出口额 １．１７ １．７７ ３．３９ ４．６６ ４．８２ ４．３８ ４．００ ３．８７ ４．４３ ４．１６ ６．０２ ８．５
进口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２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出口额 １１．２６ １２．０５ １３．４ １５．８２ １７．０４ １６．５７ ２８．４７ ４０．４３ ２７．０３ ４６．１９ ４９．４５
进口额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１３ ０．１５

　注:资料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COMTRADE).

　　从表１中不难发现,２３年间,我国食用菌贸易一直以出口为主,出口额约占进出口总额的９９％,
长期处于净出口状态.具体而言,出口额由１９９２年的１．１７亿美元增至２０１４年的４９．４５亿美元,年均

增速高达１９．２７％.另一方面,尽管进口额也呈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相对较小,仅从１９９２年的０．００１
１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０．１４９９亿美元,进出口两者差异明显.这也反映出,尽管我国食用菌“出
口为主,进口为辅”的贸易格局逐渐形成并趋于稳固,且在国际市场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显现,但进出口

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两者之间的非均衡程度加剧.鉴于出口为主的贸易格局以及其在国际贸易中

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下文将着重探讨我国食用菌出口贸易情况,暂不涉及进口贸易部分.
为明晰中国食用菌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在此采用相关指标对其进行测度.一般地,在国际

贸易中,主要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的国际贸易地位,通常用 MS(market
share)表示(见公式１).该指标可以测度一国或地区某一产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的份额[８],其具

体公式为:

MSij＝Xij/Xwj (１)
式(１)中,Xij是i国j产品的出口额;Xwj是世界j产品的出口额.通常,MSij越接近１,则说明

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率越高,生存空间越大.
图１反映了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世界主要食用菌出口国食用菌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状况及其变动

情况.不难发现,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我国食用菌年均市场占有率为３６．５５％,约占世界市场的三分之一,
而其他国家食用菌国际市场占有率则相对较小,地位相对较弱.具体来看,我国食用菌国际市场占有

率大致呈波动上升趋势,基本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持续上升阶段、波动下降阶段和波动上升阶段.
其中,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为持续上升阶段,该时期内我国食用菌国际市场占有率由２１．０８％持续攀升至

４１．６１％,增幅高达９７．３９％,年际变化较大,说明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日益凸显.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为

波动下降阶段,该时期内,除１９９７年略有反弹(增加２．８％)外,其他年份国际市场占有率均呈逐年下

降趋势,由１９９５年的４１．６１％降至１９９９年的２４．０８％,５年间减少了４２．１３％,这一时期我国食用菌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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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占有率降低,国际影响力有所削弱.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为波动上升阶段,其国际市场占有率由

２４．０８％增至６５．３７％,增幅达到１７０％以上;其中,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的国际市场占

有率均超过了５０％,由此不难发现,近年来,随着我国食用菌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在国际市场上的

大国地位不断强化.

图１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世界主要食用菌出口国食用菌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波兰、荷兰、法国、西班牙、加拿大和韩国均是世界食用菌出口大国,尤其

是２０１４年,六国食用菌出口量均位于世界前九,因此本文选取这几个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分析.这

几个国家食用菌国际市场占有率状况大致如下:①荷兰.荷兰是仅次于我国的食用菌出口大国,但其

国际市场占有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在实现１９９６年的最高值(２４．４２％)后,便一直萎缩,并于２０１４年

降至最低点(１．３５％),下降了９４．４７％.由此可见,２０余年间其食用菌出口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

力有所削弱.②波兰.作为世界食用菌出口大国之一,波兰食用菌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７
年呈波动上升趋势,由１．９８％升至最高点１０．６７％后,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出现暂时性下降,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

期间又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说明波兰食用菌出口大国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③法国.１９９２－
１９９５年,法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呈下降态势,１９９６年达到最高点７．５０％,之后波动下降至２０１４
年的２．１７％,其在国际市场中的作用弱化.④韩国.１９９２年,韩国的食用菌国际市场占有率曾高达

１８．３８％,而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１４年,其比重呈波动下降趋势,到２０１４年占比仅为０．５３％,其在国际市场中

的地位逐渐边缘化.⑤加拿大与西班牙.相对于其他五个国家而言,这两个国家的食用菌国际市场

占有率均较低,其中,加拿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处于３．４４％以下,而西班牙的占比均低于３．９８％,

１９９２年这一比例甚至低至０．１８％,这也反映出这两个国家在国际食用菌市场中的地位较弱.由此不

难发现,相比较而言,荷兰、韩国、法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的食用菌国际市场影响力在下降,而波兰则有

所提升,其食用菌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作用更为明显.
综上,由各国食用菌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状况不难发现,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世界食用菌产品出

口大国按年均国际市场占有率由高至低依次排序为:中国＞荷兰＞波兰＞法国＞韩国＞加拿大＞西

班牙.根据我国食用菌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状况,不可否认中国食用菌出口贸

易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国际竞争力分析

　　食用菌的国际竞争力不仅能反映我国食用菌的生产能力与出口能力,更是衡量我国食用菌在国

际市场中的生存能力和贸易地位的重要指标.常用的贸易竞争力评价方法主要包括贸易竞争力指数

(TC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等[９].下面将分别使用这两个指标对我国食用菌贸易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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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研究.

１．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competitiveindex,TC)是某国某一产品的净出口额在其进出口总额中的

占比[９],通常用TC 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TC＝ Xi－Mi( )/Xi＋Mi( ) (２)
式(２)中,Xi代表一个国家某年的出口额,Mi代表相应的进口额.当TC＞０,说明该国在此产品

上具有竞争优势,反之,则说明具有竞争劣势,指标值越大,竞争优势越明显.TC 的取值范围

为－１≤TC≤１.为了更好地反映我国食用菌贸易竞争力指数,本文选取了世界上五个食用菌贸易大

国(包括中国、荷兰、波兰、法国、韩国)以及综合国力最强的美国进行对比.表２反映了我国及其他五

国食用菌的TC 指数及其变动情况.
表２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世界食用菌贸易大国竞争力指数

年份 中国 荷兰 法国 美国 波兰 韩国

１９９２ ０．９９８ ０．５９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６９２ ０．８５５
１９９３ ０．９９８ ０．６５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１４
１９９４ ０．９９９ ０．５７１ －０．１８５ －０．２１５ ０．６５５ ０．６９６
１９９５ ０．９９３ ０．５７１ －０．２３９ －０．１５２ ０．６４７ ０．９０５
１９９６ ０．９９７ ０．７４６ －０．０２２ －０．７４６ ０．８４０ ０．５５１
１９９７ ０．９８９ ０．７８２ －０．０８３ －０．７０７ ０．８２８ ０．４７２
１９９８ ０．９９６ ０．６９８ －０．１１０ －０．８１３ ０．７８５ ０．７２５
１９９９ ０．９９５ ０．７３８ －０．１６７ －０．７７７ ０．８２１ ０．６７６
２０００ ０．９９７ ０．７４４ －０．２２７ －０．８００ ０．８３１ ０．５１９
２００１ ０．９９６ ０．７４４ －０．２２９ －０．７７５ ０．８８１ ０．６２５
２００２ ０．９８６ ０．６６６ －０．３１８ －０．７９５ ０．８７３ ０．４７６
２００３ ０．９９６ ０．６５０ －０．３９４ －０．６８１ ０．９０９ ０．３０５
２００４ ０．９９４ ０．６７１ －０．４２９ －０．５３５ ０．９０９ －０．２７０
２００５ ０．９９５ ０．６２５ －０．３８３ －０．６９６ ０．９１２ ０．０７５
２００６ ０．９９６ ０．７２１ －０．４２３ －０．７９３ ０．８６１ －０．０６５
２００７ ０．９９７ ０．６３４ －０．３９１ －０．６６７ ０．８９４ ０．１３３
２００８ ０．９９６ ０．６３７ －０．４５４ －０．６１８ ０．８７９ ０．２１６
２００９ ０．９８７ ０．６５９ －０．４７５ －０．６１３ ０．８９６ ０．３６０
２０１０ ０．９８９ ０．６４５ －０．４３８ －０．６２４ ０．８８３ ０．１５６
２０１１ ０．９９４ ０．５７９ －０．３６４ －０．６１７ ０．８８０ －０．０３７
２０１２ ０．９９４ ０．６５０ －０．４８７ －０．７４９ ０．８８１ －０．１１７
２０１３ ０．９９５ ０．６２９ －０．４７５ －０．６５６ ０．８４７ －０．０８４
２０１４ ０．９９４ ０．４４７ －０．４６０ －０．７０３ ０．８３９ －０．２１６

　　注:资料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COMTRADE).

　　２０余年来,我国食用菌TC 指数一直为正,其均值高达０．９９４,这说明我国食用菌贸易一直处于

净出口状态,竞争力极强,在国际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具体而言,样本考察期内,我国食用菌TC
指数一直保持在０．９８６以上,年际变化较小,国际市场竞争力相对稳定.需要指出的是,受世界金融

危机、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影响,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TC 指数分别为０．９８７和０．９８９,较以往有不同程度下

降,尽管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但这并不影响我国食用菌出口大国地位.
国别比较显示:①波兰和荷兰.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波兰和荷兰年均食用菌TC 指数分别为０．８３７、

０．６６０,均较高,由此可知,两国是与我国食用菌贸易竞争较激烈的国家.②法国和美国.１９９２年,法
国食用菌TC 值为０．０１９,美国为０．００８,此后１９９３－２０１４年,两国TC 值均为负,表明该时期内两国

均为食用菌净进口国,食用菌出口贸易缺乏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地位.③韩国.
韩国食用菌TC 值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年均为负,意味着韩国在这几年是食用菌

贸易净进口国,食用菌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其他各年均为正,均值约为０．４９８,说明韩国食

用菌出口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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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我国食用菌贸易国际竞争力,本文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comparative
advantage,RCA)继续对其测度并进行国别比较(包括荷兰、波兰、法国、韩国和美国).RCA 指数,通
常被用来衡量一国某产品出口贸易的强度和专业化优势[９].即利用一国某一产品的出口占本国出口

的比例在与相应的占世界贸易比例的比较中,测算一国在该产业上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常

用的RCA 指数计算公式为:

RCAxij＝ xij/xi( )/Xwj/Xw( ) (３)
式(３)中,xij是i国j类产品的出口额;Xwj是j类产品的各国国际贸易总额;xi 是i国所有产品

的出口额;Xw 是世界所有产品贸易总额.通常,当RCAxij＞２．５时,表明i国的j类出口产品具有极

强的竞争力;当１．２５≤RCAxij≤２．５时,说明i国的j 类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当０．８＜RCAxij＜
１．２５时,说明i国的j 类产品具有中度竞争力;当RCAxij≤０．８时,表明i国的j 类产品出口竞争力

较弱.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COMTRADE),计算并得出中国及其他五国RCA 指数及变化趋

势图,详见图２.由图２可知,１９９２年以来,尽管我国食用菌贸易RCA 值较大,食用菌出口贸易的专

业化优势较明显,但这种比较优势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具体而言,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我国食用菌RCA
指数由６．１０升至最高点１３．１０,表明该时期内我国食用菌的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不断增强.１９９５－
２０１４年,RCA 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由１９９５年的１３．１０波动降至２０１４年的５．０１.其中,２００８年由

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RCA 指数达到最低,仅为３．８４;尽管２０１０年RCA 值有所反弹,但之后两

年下降明显,不难发现,虽然我国食用菌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较强,但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

定性.

图２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世界食用菌贸易国RCA 指数趋势

　　就国别比较来看:①波兰.波兰食用菌贸易RCA 指数整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且

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一直稳居RCA 指数最高的国家,在被考察国中,其显示性比较优势十分明显.具体来

看,其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大致先后经历了“波动上升”(１９９２－１９９７)、“持续上升”(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波动下降”(２００２－２０１４)三个阶段,年均RCA 指数高达７．９９,在国际市场中有较强的比较竞

争优势.②荷兰.荷兰食用菌RCA 指数波动轨迹大致可归纳为“波动上升”(１９９２－１９９９)、“持续下

降”(１９９９－２００５)、“波动下降”(２００５－２０１４)三个阶段.与中国相比,除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

之外,其余各年RCA 指数均较低.近年来,荷兰RCA 指数下降趋势显著,并于２０１４年一度跌至最

低点,仅为０．４２,因此,尽管其在所考察六国中食用菌比较竞争优势并不弱,但这种优势正在逐渐丧

失.③韩国、法国和美国.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韩国、法国和美国的食用菌贸易RCA 指数除小幅波动外,
均较为稳定.具体来看,韩国食用菌贸易RCA 指数由１９９２年的５．８７波动跌至１９９６年的０．８３之后,

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RCA 指数一直保持在０．７６左右;法国食用菌贸易RCA 指数在经过了短暂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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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１９９６)之后趋于平稳(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在样本考察期内,美国食用菌贸易RCA 指数一直稳定在

０．１５左右,说明韩国、法国和美国食用菌显示性比较优势均不明显,与我国相比,食用菌贸易出口竞

争力均较弱.总体来看,在样本考察期内,波兰食用菌贸易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荷兰具有较强的显示

性比较优势但这种优势正在逐渐丧失,韩国、法国和美国的竞争优势不明显.

　　三、贸易潜力分析

　　作为世界食用菌生产大国,我国食用菌贸易与其他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了进一步了解我

国食用菌的贸易潜力,本文拟从贸易结合度和贸易互补性指数角度分析我国食用菌的贸易潜力[１０].

１．贸易结合度分析

贸易结合度(degreeoftradelinkage,DTL)是衡量两国在某类产品贸易上相互依赖程度的重要

指标,通常用DTL 表示.其数值越大,说明两国作为贸易伙伴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贸易往来

的潜力越大,计算公式为:

DTLab＝ Xab/Xa( )/Mb/Mw( ) (４)
式(４)中,Xab表示a 国对b国的出口额;Xa 表示a 国出口总额;Mb 表示b国进口总额;Mw 表示

世界进口总额.若DTLab＜１,表明a、b 两国在贸易方面联系松散;若DTLab＝１,则为平均水平;

DTLab＞１,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联系紧密.为了更好把握我国与其他国家的食用菌贸易往来程

度,本文选取了中国对日本、法国、美国以及韩国的食用菌贸易结合度,并进行了相关比较分析.

图３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我国与日本、法国、美国和韩国食用菌贸易结合度指数变化

　　从图３贸易结合度指数的变化趋势可知,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我国与韩国在食用菌贸易方面的联系

最为密切,日本次之,美国位于第三,法国位于第四.①韩国.我国与韩国食用菌贸易往来十分紧密.
除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外,其他各年份我国对韩国食用菌贸易结合度指数最高,并且由１９９２年的２．４１波动

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３．４４,增加了４２．７％,说明较之其他国家,韩国在这几年与我国食用菌贸易联系最为紧

密.具体来看,我国对韩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最高点出现在１９９８年,为４．５４,最低点出现在２００４年,
仅为０．８９,减少了８０．４０％.因此,尽管我国与韩国的食用菌贸易具有很高的结合度,但存在较大不稳

定性.②日本.相比较而言,我国与日本在食用菌贸易方面的关系则相对稳定,食用菌贸易结合度指

数大多在１以上,但近几年有下降趋势,说明两国之间的食用菌贸易频率有所下降.③美国.整体看

来,我国与美国的食用菌贸易结合度指数呈现微弱的上升趋势,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波动与起伏,具
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波动下降阶段(１９９２－１９９９)、波动上升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和下降阶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为第一个阶段,在这期间,我国对美国的食用菌贸易结合度指数波动

幅度较大,表明在该阶段,我国与美国的食用菌贸易关系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为第

二个阶段,我国对美国的食用菌贸易结合度指数呈波动上升的态势,由１９９９年的０．３０波动上升至

２００９年的１．３８,增加了１．０８,在该时期,我国与美国的食用菌贸易往来趋于密切.２００９年之后进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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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段,我国对美国的食用菌贸易结合度指数不断下降,两国食用菌贸易关系渐行渐远.④法国.
我国与法国的食用菌贸易关系最弱,２０多年来,两国贸易结合度均小于１且呈下降态势,反映出我国

与法国的食用菌贸易联系最为松散.

２．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与日本、法国、美国以及韩国之间食用菌贸易互补关系,本文使用贸易互补

性指数(tradecomplementarityindex,TCI)对其进行测度,通常用Cijk表示,即一国与其贸易伙伴国

在某类产品上的互补性[１１],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RCAxik＝ Xik/Xi( )/Wk/W( ) (５)

RCAmjk＝ Mjk/Mj( )/Wk/W( ) (６)

Cijk＝RCAxik×RCAmjk (７)
式(５)(６)(７)中,Xik是i国k类产品的出口额;Xi 是i国所有产品的出口额;Mjk是j国k类产品

的进口额;Mj 是所有产品的进口额;Wk 是世界k 类产品的出口额;W 是世界所有产品的出口额;

RCAxik是i国k类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RCAmjk是j国k类产品的显性比较劣势.一般地,Cijk≥１,
说明i国与j国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存在着贸易互补性,且Cijk越大,两国贸易吻合度越大,两
国间的贸易互补关系就越强;Cijk＜１时,说明i国与j国在k类商品不存在贸易互补性.表３显示了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我国与美国、日本、法国和韩国食用菌贸易互补性指数情况.
表３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我国与美国、日本、法国和韩国食用菌贸易互补性指数

年份
中国出口与其他国家进口互补性指数

中Ｇ日 中Ｇ美 中Ｇ法 中Ｇ韩
年份

中国进口与其他国家出口互补性指数

日Ｇ中 美Ｇ中 法Ｇ中 韩Ｇ中

１９９２ ２８．９７８ １．２１５ ２．９４７ ２．６４３ １９９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５
１９９３ ４９．７５６ １．７４９ ５．１８３ ２．９９７ １９９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１９９４ ６４．５４０ １６．６４８ ９．９８７ ３．２６９ １９９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１９９５ ６２．７２７ ２１．２２７ １１．４５７ １．６２１ １９９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７ ０．１３９
１９９６ ２７．８７５ ５．１３４ １２．８１６ １．８５５ １９９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１９９７ ３２．７１３ ５．１３０ １４．１３２ ２．６５６ １９９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６
１９９８ ３７．６７９ ４．８１６ １３．０３８ ２．１３３ １９９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１９９９ ２８．４０８ ３．７６８ １１．２４０ ２．１１２ １９９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９
２０００ ２８．１８９ ４．７３１ １２．３８３ ２．２６４ ２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２００１ ２１．９３８ ３．４４１ ９．２３３ １．３７７ ２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２００２ ２７．８７４ ２．９３５ １０．５６５ ２．２６４ ２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６
２００３ ２２．１７８ ２．８５８ ９．９１２ ２．６２０ ２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２００４ １９．５６９ ２．４９６ ８．９８８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２００５ １７．３４３ ２．３４６ ８．３９１ ２．１０１ ２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２００６ １４．４７４ ２．１６５ ８．２４２ １．５４７ ２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２００７ １１．０２９ ２．１８５ ７．３４８ １．３９４ ２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７．４４７ ２．０７４ ７．４００ １．１３９ ２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８．５８９ １．８４８ ７．２８４ １．３３４ ２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９．５０３ ２．１８０ ７．３４５ ２．１７０ ２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７
２０１１ ８．４２９ ２．１２０ ７．４７４ ２．３９０ ２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７．９１６ ２．０７２ ７．４７２ ２．４０１ ２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２０１３ ６．４８４ １．６９３ ６．６２３ ２．０５２ ２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２０１４ ７．１３４ ２．０５０ ７．９７３ １．４２３ ２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注:资料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COMTRADE).

　　由表３不难发现,整体而言,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中国食用菌进口与日本、美国、法国和韩国食用菌出

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均都小于１,远小于中国食用菌出口与其他国家进口互补性指数,说明中国食用

菌进口对日本、美国、法国和韩国的依赖远不及中国食用菌出口对他们的依赖,四国食用菌出口与中

国食用菌进口没有互补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食用菌进口较少造成的.具体而言:①日本.１９９２－
２０１４年,中国食用菌出口与日本食用菌进口年均贸易互补性指数为２３．９４６,相对于其他三个国家而

言,其互补性指数较高;而日本食用菌出口与中国食用菌进口贸易互补性指数均小于１,这说明中国

食用菌出口与日本食用菌进口贸易关系尤为密切,且两国贸易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日本是中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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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食用菌“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地,尤其１９９４年日本加入 WTO 后,其食用菌关税的下降为中

国食用菌出口日本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一年,中国对日本食用菌进口互补性指数达到最高,为
６４．５４０.尽管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中国食用菌出口与日本进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但
指数一直保持在６．４８４以上,说明中国食用菌出口与日本食用菌进口存在很大的贸易潜力.②美国、
法国和韩国.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中国食用菌出口与美国、法国和韩国食用菌进口年均贸易互补性指数

分别为４．２１２、９．０１９和２．２０７,而美国、法国和韩国食用菌出口与中国食用菌进口贸易互补性指数均

小于１,说明,中国食用菌出口与美国、法国和韩国食用菌进口贸易关系较为密切,存在较大的互

补性.
总之,中国食用菌出口与日本、法国、美国和韩国食用菌进口贸易均存在互补性关系.相比较而

言,中国食用菌出口与日本食用菌进口贸易互补关系最为密切,与法国次之,与美国再次,与韩国第

四.这四个国家食用菌出口与中国食用菌进口则不存在贸易互补关系,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是世界食

用菌出口大国,但并非世界食用菌进口大国.
综合贸易结合度指数与贸易互补性指数可知,中国与日本食用菌贸易结合度指数较高,互补性较

强,因此,与日本食用菌贸易潜力较大,两国食用菌贸易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日本应是我国食用菌实

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地.中国与美国、韩国食用菌贸易结合度指数波动幅度较大,互补性相对

较强,说明中国与美国、韩国食用菌贸易存在一定的潜力.中国与法国食用菌贸易联系最弱,但互补

性指数相对较高,说明要将法国发展成为中国食用菌贸易潜力市场,还需双方的共同努力,协力发展

双边贸易合作关系.

　　四、结论与启示

　　１．结　论

本文基于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COMTRADE)数据,利用国际 MS指标、TC
指数、RCA指数、DTL指数以及 TCI指数,分析了我国食用菌贸易国际地位、国际竞争力及贸易发展

潜力并进行国别比较,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我国的食用菌贸易以出口为主,且出口额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位,食用菌出

口额在国际市场占有率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４年我国食用菌出口额为４９．４５亿美元,世界市场占有率为

６５．３７％,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
第二,与其他世界食用菌大国相比,我国食用菌贸易竞争力较强,已跻身于世界食用菌贸易竞争

力大国之列.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我国食用菌贸易竞争力指数年均为０．９９４,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有大幅

增长,这表明我国食用菌国际竞争力在不断增强.
第三,中国与日本食用菌贸易结合度指数较高,互补性最强,两国食用菌贸易存在较大的发展空

间.中国与韩国、美国食用菌贸易存在互补性,且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与法国食用菌贸易关系最弱.

２．启　示

通过以上研究结论不难发现,随着世界食用菌大国对外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我国食用菌国际贸易

的大国地位和竞争力将会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为了稳定我国食用菌贸易大国地位,推动我国食

用菌贸易稳健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稳定现有品种,加大野生珍稀食用菌良种培育研发,积极推进中国食用菌贸易产品多元化,

提升中国食用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面对国际市场对食用菌产品需求日益高质量与多元化

的境况,我国需在开发野生珍稀食用菌制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加工工艺,提高加工保鲜技术,优化

品种结构;密切关注竞争对手的发展战略,及时调整食用菌产品出口结构,以满足国际市场广大消费

者的需要;在继续保持我国食用菌出口大国地位的基础上,稳定我国食用菌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提
升食用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第二,巩固传统贸易市场,积极开拓中国食用菌贸易新领域,促进中国食用菌贸易在不同地区平

衡发展.贸易结合度和贸易互补性指数研究表明,我国食用菌出口与日本、韩国食用菌进口有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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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度,且与日本食用菌进口互补性较强.因此,我国食用菌贸易出口目标市场应在巩固日本、韩国

等东亚传统市场的基础上,提高我国食用菌国内生产标准,重点开拓美国、法国等具有开发潜力的发

达国家市场[１２],并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定相应的出口政策,提高市场开拓的针对性,努力扩大中

国食用菌的国际市场.
第三,建立健全食用菌产品生产标准体系,做好出口监管与稽查工作,实现中国食用菌产品出口

“质、量”齐增并举.相关部门需采用国际化标准控制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规范食用菌产

品生产技术操作,减少农药使用,加大加工过程的管理力度,从源头上确保我国食用菌产品的质量与

品质[１３].与此同时,加强检验检疫部门的监管力度,打破技术性贸易壁垒[１４],加大食用菌出口的品

牌培育,提高国内外消费者信心,充分发挥我国食用菌产业潜在和现实的比较优势,增强国际市场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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