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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加入 WTO 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变动情况 ,指出了当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存在的问题 ,进

而在对世界农产品市场面临严峻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提出了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相关

建议 ,即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 ;提高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 ;建立科学的销售网络 ,提高流

通中运输、贮存等水平 ;完善社会化、现代化的服务体系 ;完善贸易争端的应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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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W TO 以来 ,我国紧紧抓住“两个市场 ,两

种资源”的优势 ,不断扩大农产品市场的开放范围

与深度 ,农产品出口贸易高速增长 ,部分农产品出

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同时 ,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

农产品贸易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例如国际技术

壁垒增加、生产成本上升、产品质量安全等都使农

产品出口受到了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加入

W TO 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及存在问题 ,

并从农产品贸易全球化的视角提出了促进我国农

产品出口的相关建议。

　　一、加入 WTO 以来我国农产品出
口贸易变动现状

　　1. 农产品出口总量变动分析

由表 1 可以看出 ,加入 W TO 以来 ,我国农产品

出口总体上呈现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 ,出口增长速

度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不断增

强 ,我国在世界农产品出口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从

出口总额看 ,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从 1990 年初期的

100. 6 亿美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401. 9 亿美元 ,增长

了 299. 5 % ,在全球农产品出口总量中的比重由

1990 年的 2. 4 %上升为 2007 年的 3. 4 % ,跃居世界

农产品出口第五位[ 1 ] 。从出口增速看 , 2002 年至

2008 年 ,我国农产品出口年均增长率为 12. 4 % ,

远远高于入世前 1995 - 2001 年间年均 1. 5 %的增

速。

表 1 　1990 - 2008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情况

年份
总额

(亿美元)
年增长
率 ( %)

占全球农产品
出口额的比率 ( %)

1990 100. 6 - 7. 1 2. 4

2000 163. 8 13 3. 0

2001 160. 7 - 1. 9 2. 9

2002 180. 4 12. 3 4. 1

2003 214. 3 18. 1 4. 1

2004 233. 9 9. 1 3. 7

2005 287. 1 19 3. 2

2006 325. 4 13. 9 3. 4

2007 388. 53 17. 8 3. 4

2008 401. 9 9. 8 -

　资料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 (1990 - 2007) 国际统计数

据 (农产品进出口额)整理。

　　就国内出口贸易来看 ,我国农产品出口自 1990

年以来总体上呈现不断高速增长的趋势 ,如图 1 所

示。但是就增长速度方面来看 ,还远远低于 2002 -

2005 年全国外贸出口总额年均 23. 7 %增速 ,致使农

产品出口在我国外贸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从 2002

年的 5. 5 %下降到 2008 年的 3. 5 %。

2. 农产品出口结构变动分析

加入 W TO 以来 ,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 :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基本丧

失 ,贸易逆差仍在扩大 ,基本处于净进口状态。其

中 ,粮食出口比重仅有三个年份超过 10 % ,更多年

份只有 5 %左右[ 2 ] 。2004 和 2007 年棉花出口量仅

占棉花贸易额的 0. 6 %和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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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0 - 2008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

及在全国总出口额中的比重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在

农产品出口中逐步占有主导地位 ,增长势头强劲。

入世前农产品出口主要以水产品、畜产品为主 ;加入

W TO 以后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主要以蔬菜、水

果、畜产品、水产品为主并保持较快增长 ,其中 ,蔬

菜、水果和水产品的出口量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

的 54. 83 %。此外 ,蔬菜、水果作为我国最具国际竞

争力的农产品发展迅速 ,所占比重分别由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13 %和 4 %增长到目前的 17 %和

10 %[ 2 ] ,2007 年园艺产品出口额超过传统的水产

品 ,跃居为第一位 ,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27 %以

上。

农产品加工程度明显提高。近 10 年来 ,中国农

产品加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 9. 2 % ,农产品

加工业产值到 2000 年已占农业产值的 84. 6 %。

2006 年 1 月到 11 月 ,初级产品出口为 14 316 亿美

元 ,深加工产品为 13 414 亿美元 ,高附加值产品逐

渐成为出口主体[ 3 ] 。

3. 农产品出口区域变动分析

(1)中西部农产品出口额均有较大增长 ,但仍以

东部为主。从出口份额来看 ,表 2 可知 ,我国农产品

出口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出口比重逐

年增加 ,但份额仍很小。其中 ,2007 年东部地区出

口农产品占到了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76. 7 % ;而

中西部地区仅占 23. 3 %。尤其是山东省 ,农产品出

口额始终排在我国农产品出口产地的第一位 ,仅

2006 年农产品出口额增长幅度就达到 17. 3 % ,超过

全国平均增幅 ,呈现出增长强劲的势头。其次是广

东、浙江、辽宁、福建 ,这五个省份农产品出口占全国

农产品出口总量的 60 %[4 ] 。

从增长速度来看 ,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

增长缓慢。2001 - 2007 年间东部地区平均增长速

度为14 . 35 % ;中部地区为18 . 63 % ;西部地区为

表 2 　2001 - 2007 年东中西部农产品出口状况

年份

地区

东部

出口额
(亿美元)

份额
( %)

中部

出口额
(亿美元)

份额
( %)

西部

出口额
(亿美元)

份额
( %)

2001 127. 2 79. 6 22. 3 14. 0 10. 2 6. 4

2002 139. 0 78. 8 28. 5 16. 2 8. 9 5. 0

2003 160. 6 75. 6 38. 1 17. 9 13. 7 10. 7

2004 187. 0 81. 0 27. 3 11. 8 16. 6 7. 2

2005 216. 0 78. 48 33. 1 12. 04 26. 1 9. 5

2006 249. 4 80. 4 38. 4 12. 4 22. 4 7. 2

2007 284. 0 76. 7 53. 9 14. 6 32. 1 8. 7

　资料来源 :根据农业部《2005 - 2007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情况》;

商务部《农产品出口月度统计报告》(2001 - 2004)计算整理。

图 2 　我国三大区域的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变化曲线

24. 78 %。从图 2 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始终保持平稳

的增长 ;而中西部地区增长波动较大 ,并且部分年份

有负增长的情况。

(2)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地

区 ,新兴市场开始发展。加入 W TO 以来 ,我国农产

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 ,亚洲为

我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从表 3 可以看出 ,近

年来 ,尽管三大市场的出口额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但

亚洲市场份额逐年减少 ,北美洲市场份额有所增加 ,

欧洲市场份额增幅较快 ,远远高于北美洲市场。在

出口国家和地区排名中 ,日本始终是我国农产品出

口的最大贸易伙伴 ,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量的 30 %

左右 ,美国、香港、韩国、德国成为我国农产品的其他

四大出口市场 ,这五大出口市场占我国农产品出口

总量的 60 %[ 4 ] 。

另外 ,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

新兴市场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传统市场。据统计 ,

2001 - 2005 年我国对巴基斯坦出口增长了

464. 8 % ,对阿联酋出口增长了 225. 6 % ,对尼日利

亚出口增长了 183. 5 % , 对南非出口增长了

136. 1 % ,对乌克兰出口增长了 772. 2 % ,对俄罗斯

出口增长了 195. 9 % , 对墨西哥出口增长了

479. 1 % ,对波多黎各出口增长了 339. 8 %等等[ 5 ] 。

2 006年前10个月 ,对西亚、拉美、非洲、俄罗斯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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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1 - 2008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三大市场状况

年份

地区

亚洲

出口额(亿美元) 份额( %) 增长率( %)

欧洲

出口额 (亿美元) 份额( %) 增长率 ( %)

北美洲

出口额(亿美元) 份额( %) 增长率( %)

2001 115. 2 72. 1 - 23. 5 14. 7 - 13. 8 8. 6 -

2002 130. 6 72. 5 13. 4 23. 1 12. 8 - 1. 7 18. 1 10. 0 31. 2

2003 147. 5 69. 4 12. 9 30. 3 14. 3 31. 3 22. 8 10. 7 26. 2

2004 157. 9 68. 3 7. 0 33. 8 14. 6 11. 5 26. 2 11. 3 15. 0

2005 181. 5 65. 8 13. 7 45. 4 16. 5 32. 9 33. 4 12. 1 23. 6

2006 191. 0 61. 6 5. 2 55. 2 17. 81 21. 6 42. 3 13. 62 26. 6

2007 223. 2 60. 3 15. 5 70. 6 19. 1 26. 4 49. 8 13. 5 15. 8

2008 225. 3 56. 1 2. 2 83. 0 20. 7 18. 3 57. 8 14. 4 16. 9

　资料来源 :根据农业部《2005 - 2007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情况》;商务部《农产品出口月度统计报告》(2001 - 2004) ;《中国行业研究报

告》计算整理。

兴市场的农产品出口增幅均在 20 %以上 ,新兴市场在

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比 2005 年同期增加了一个百分

点[6 ] 。

4.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变动分析

由图 3 可以看出 ,2000 - 2003 年四年间我国农

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 ; 2004 年开始出现逆

差 ,并且逆差额高达 46. 4 亿美元 ,2005 年开始贸易

逆差有所回落 ,自 2007 年开始逆差开始扩大 ,2008

年农产品贸易逆差高达 181. 5 亿美元 ,为历史最

大。这说明了我国自加入 W TO 以来 ,农产品进出

口都有明显的增长 ,但出口增长速度低于进口增

长速度。

逆差状态的出现 ,一方面由于贸易多边关系变

化 ,国外进口市场门槛提高 ,以及各种贸易壁垒和质

量标准的完善 ;另一方面由于 W TO 使得国内农产

品市场对外开放 ,带来了外来农产品价格的冲击[4 ] ;

第三方面是经济周期对贸易额的影响。2008 年下

半年的经济危机造成日本、美国等市场需求降低 ,造

成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大幅度下降 ,我国农产品出

口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保持逆差状态。

图 3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及贸易逆差情况

　　二、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存在的
问题

　　1. 生产者整体素质欠佳

现阶段我国农产品生产主要由传统的、文化素

质较低、分散的农户完成 ,农业整体水平低 ,生产技

术落后。一方面 ,农民在种植过程中主要依赖传统

经验耕作 ,缺乏现代技术的指导 ,产品质量低 ,商品

化程度不高。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统一管理标准和

对国际质量安全标准认识不足 ,以农户分散小规模

经营为主的方式 ,加大了出口风险。第三 ,由于信息

和创新意识的缺乏 ,农民不能根据市场要求组织生

产高质量、多样化的产品。

2. 流通方式和加工工艺亟待改进

目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在产后贮存、包装、运输方

面相对薄弱 ,主要以传统的方式为主 ,设施简陋 ,缺

乏现代化高科技的贮存手段 ,农产品的贮存时间短 ,

贮存质量差 ,影响了我国出口农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

难以延长产品的销售周期。

农产品加工型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资金规模有

限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一方面 ,企业缺乏高水平的

专业技术人才 ,难以提高传统产品的质量 ;缺乏创新

意识 ,加工品种单一 ,难以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另一方面 ,深加工发展落后 ,加工品以低附加值为

主 ,利润空间有限。第三 ,企业现代管理意识不强 ,

生产过程缺乏监控体系 ;技术标准不健全 ,产品的质

量安全难以保证。

3. 营销能力欠佳

首先 ,出口企业以小型企业为主 ,缺少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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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缺乏扎实的现代营销知识 ;信息化程度不高 ,销

售组织不力 ,出口企业间缺乏协作和交流 ,存在着严

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营销网络不够发达 ,出口秩序

混乱。其次 ,企业缺乏品牌意识 ,不能发挥品牌的营

销作用。第三 ,企业对市场的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

认识不足 ,不能根据不同的消费层次 ,做到以销定

产。第四 ,出口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激烈 ,营销方式以

低价格战为主 ,降低了出口竞争力。

4. 质量安全缺乏保障

首先 ,我国农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对国际农产

品质量安全标准认识不足。其中 ,农药、化肥等残留

污染越来越严重 ,造成严重的农产品餐桌污染问

题[7 ] 。其次 ,小型加工企业管理水平低、设备落后 ,

没有足够的能力达到国际质量安全标准。第三 ,贮

存、运输阶段设备落后 ,产品质量不稳定。第四 ,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证体系不

完善 ,存在着检测机构数量多、质量标准低的问

题[8 ] ,致使大量的污染残留及添加剂存在于农产品

中。

5.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首先 ,政府的参与力度较小 ,政策和财政支持不

足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农业公共物品缺乏 ,以及农

村金融体系不够完善 ,影响了农民投入及生产规模

的扩大 ,规模效益难以实现。其次 ,农业行业协会等

中介组织发展落后 ,难以发挥作用 ,导致整个产业链

不完整。目前 ,日本和美国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

后都建立了为农民和农业服务的各种合作社 ,包括

销售合作社、生产资料供应合作社、农业劳动合作

社、农业技术中心和多功能的合作社 [ 9 ] ;而我国农

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难以发挥各种作

用。

6. 农产品出口面对严峻的国际贸易壁垒

近几年来 ,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 ,国际贸

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化趋势

直接威胁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为普遍的贸

易壁垒即各进口国纷纷提高了对进口产品质量安全

的检测标准。加入 W TO 后 ,质量检测由原来的抽

检变为批检 ,而且检测标准和手段也大大提高。如

韩国对我国进口蔬菜的检测 ,仅农药残留一项 ,最

高时检测的技术指标有 200 多项 ,他们根据国内

市场及贸易保护的需要 ,随时增减检测的技术

指标 [ 10 ] 。

　　三、加快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对

策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下半

年逐渐蔓延到实体经济 ,发展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

对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无可争议 ,世界农

产品市场同样受到了不可估量的冲击 ,各国的农产

品市场普遍存在着价格走低 ,市场恶化的问题。在

这种经济背景下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在大宗农

产品的出口方面更需要充分挖掘我国农产品出口潜

力 ,调整农产品出口结构 ,加大对农产品的技术投入

力度 ,扩大其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具体而言 ,主要

实施以下策略。

1. 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

首先 ,鼓励农民积极参加生产技术培训 ,整体上

提高生产者的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其次 ,增加优

质出口源 ,增加产品的品种 ,引导农民接受新品种、

新技术 ,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第三 ,发展规

模生产 ,鼓励农民扩大生产规模 ,发展现代农业 ,增

加生产投入和现代化设施的使用。第四 ,对农民进

行农产品国际质量安全标准的认识教育 ,督促、要求

农民提高对质量安全的认识和执行力[11 ] 。

2. 提高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

首先 ,各加工型企业要认真学习国际对农产品

的技术性和安全性要求 ,根据国际质量安全标准 ,针

对企业自身的不足扩大对技术的投入 ,学习国内外

先进的管理经验 ,统一管理标准 ,形成标准化、国际

化的管理体系 ,提高效率和质量的稳定性。其次 ,

积极地进行自主创新 ,开发自己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国际品牌 ;开发新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提高

产品的多样性 [ 12 ] 。第三 ,设立专门的市场调研部

门 ,对各市场的消费和需求结构进行调研分析 ,根

据不同的消费结构生产需求性的产品 ,做到以销

定产。

3. 建立科学的销售网络 ,提高流通中运输、贮存

等水平

首先 ,出口企业应提高信息化获取能力 ,密切、

准确地把握市场信息 ,通过品牌的建立 ,形成国际销

售网络。其次 ,积极地开拓新的市场 ,在牢守优势市

场的同时开发新的国际市场 ,以达到市场多元化的

目的 ,这样既可以增加出口量又可以增强企业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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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风险的能力。第三 ,积极采用国外先进的贮存、

运输手段 ,提高产后的质量稳定性。

　　4. 完善社会化、现代化的服务体系

首先 ,提高农户对农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认识 ,

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和精英人士的带头作用 ,建立起

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的协会中介组织 ,发挥

中介组织在引导农民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生

产中的作用。其次 ,完善社会化的市场服务体系 ,为

农产品的出口提供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为产品交易提

供国际性的销售平台。第三 ,增加政府的互补性政策

安排。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存在着合法性缺失、资金融

通难、资源禀赋不足等问题 ,政府应积极参与、进行互

补性政策的安排。一方面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增加农业科技教育投入 ;另一方面要完

善农村金融信贷体系和土地流转制度。

5. 完善贸易争端的应对机制

随着我国加入 W TO ,政府应高度重视国际贸

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一方面 ,建立国际和国内双向

差别化的市场准入制度 ;建立以国家信誉担保的食

品安全统一检测监督制度 ;根据国际标准提高农产

品的质量[12 ] 。另一方面 ,努力完善出口方面法律体

系及贸易争端的应对机制 ,突破贸易壁垒 ,减少贸易

壁垒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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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hanging Trend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xport Trad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XIA Xian2li ,WU Xue2li

( Col lege of Economics & M anagement , N ort hw est A & F U ni versi t y , Yan gl i ng , S haanx i ,712100)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 he changing sit uation and feat ures of t he agricultural export t rade of

China since it s entering W TO ,then point s out t he current p roblems of China’s agricult ural export . Final2
ly ,based on t he analysis on current serious sit uation faced by agricultural market in t he world ,t his paper

p ut s forwar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China’s agricult ural export f rom t he perspec2
tive of whole indust r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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