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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苹果出口欧盟市场价格竞争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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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测算欧盟市场苹果的进口需求价格弹性

和交叉价格弹性,并比较分析中国苹果与主要竞争国苹果在欧盟市场的价格竞争力。结果表明,相对欧盟内部

市场苹果而言,中国苹果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足;相对美国、智利、俄罗斯苹果,中国苹果在欧盟市场上具有

比较优势。提高中国苹果出口欧盟的竞争力,除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来获得竞争优势外,还要采取的措施:完善应

对欧盟贸易壁垒的机制;加强检验检疫部门对苹果质量的监督;加强对苹果生产源头的监管;提高中国苹果的科

技含量和绿色竞争力。

关键词 价格竞争力;欧盟市场;苹果出口;弹性分析;价格弹性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3)04-0056-06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进口和出口市场。根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00-2011年欧盟市场苹

果进口量在55万~97万t之间波动,进口金额在

4.2亿~10.6亿美元之间波动。其中2000年进口

量和进口金额最少,2007年达到最高点。受金融危

机影响,2008年世界苹果进口需求下降,欧盟苹果

进口也呈现锐减趋势,其中2011年欧盟苹果进口量

为58.7万t,进口金额为7.0亿美元。1996年欧盟

首次从中国进口苹果,当年进口数量仅为513.0t;
到1999年,欧盟从中国进口苹果量也只有0.2万t,
尚不足欧盟市场进口苹果总量的0.3%。但2000
年以后,欧盟从中国进口苹果量迅速增加,到2004
年中国苹果出口欧盟市场达到6.0万t,占欧盟市场

进口总量的6.8%,欧盟成为中国苹果出口的潜力

市场。
对中国苹果竞争力的研究,大致分为2类。一

是采用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从苹果的生产成

本、产业结构、国际贸易等方面进行研究。庞守林等

通过细化中国苹果品种和出口市场,分析了中国苹

果的产业结构和规模结构,以及中国苹果在国际市

场上的地位,对提高中国苹果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有

关政策和理论依据[1];乔娟从价格与非价格竞争力

变动视角,测算中国和其他主要出口国新鲜水果(苹
果)的生产成本和出口价格比,对中国主要新鲜水果

(苹果)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2];徐海晶等通过构

建计量经济模型测算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

力指数,分析了中国苹果出口贸易的特点和影响中

国苹果出口的因素[3]。这类研究不足之处是在对苹

果竞争力分析中忽视了价格因素。而价格是衡量商

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市

场竞争的重要策略,也是各国政府调控进出口贸易

的有效政策工具,中国苹果生产成本和出口价格低

廉的优势是中国苹果出口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之

一。二是从中国苹果现状、制约因素和国际趋势进

行分析。李瑾等通过对中国苹果出口现状的分析以

及出口受到的一系列限制,提出了调整种植结构、强
化出口检测等一系列措施[4]。陈小静总结了中国苹

果出口国际市场的竞争状况和成因,对中国苹果出

口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为政府采取合理的调控政

策提供了客观依据[5]。张永良等对中国苹果出口俄

罗斯的市场形势和竞争力状况进行分析,提出了提高

中国苹果出口俄罗斯市场竞争力的对策和建议[6]。
此类研究较好的把握了国际市场苹果贸易的现状,但
缺乏对苹果市场进出口波动因素的分析,而价格的波

动是影响国际苹果市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
已有文献针对欧盟苹果市场的研究非常少,尽

管欧盟苹果市场对中国苹果出口非常重要。基于

此,本文选取欧盟苹果市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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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理论和弹性理论,测定进口需求价格弹性和交

叉价格弹性,并比较分析各国家苹果价格变动对欧

盟苹果进口需求的影响以及相互间替代关系,研究

中国及世界主要苹果出口国在欧盟市场的价格走

势,提出提高中国苹果出口欧盟市场价格竞争力的

策略。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价格竞争力的测算方法

分析价格竞争力的理论主要是比较优势理论和

需求弹性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由大卫·李嘉图在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他认为虽然各

个国家之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但无论是发达

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可以从国际贸易和分工中获

利。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7]。需求

弹性理论是解释价格变动与需求量变动之间量的关

系的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
中提出。商品自身价格以及相关商品价格、人们收

入等因素都会影响商品的需求量,价格是商品经济

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本文通过测算需求弹性

中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分析欧盟苹果

进口需求由于价格波动对中国及其他几国影响的敏

感程度[8]。
(1)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主要用于衡量进出口

相对价格变动的比率导致的进口需求量变动比率。
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进口品相对价格与进口数量之

间是减函数关系,即进口数量随相对价格的下降而

增加,随相对价格的上升而减少。若进口数量变动

比率大于相对价格变动比率,则进口需求富于弹性;
若小于相对价格变动比率,则进口需求缺乏弹性;若
两者相等,则进口需求为单位弹性。商品的进口需

求价格弹性与国家制定价格之间是简单而又重要的

关系,因此需求价格弹性被广泛地运用于商品定价

决策和国际贸易之中。计算公式为Y=dQM

Qx
·

PM

dPM
,其中进口需求弹性系数用Y 表示,进口商品

价格用 表示,价格变动量用 表示,进口商品需求量

用QM 表示,需求变动量用dQM 表示。
(2)需求交叉价格弹性。是指某种其他物品的

价格每变化1%,会使该物品的需求量变化百分之

几。需求交叉弹性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它取

决于商品间关系的性质,即2种商品是替代关系还

是互补关系。运用需求交叉价格弹性分析商品之间

的竞争关系,统筹规划。在国际贸易中有利于国家

制定商品的价格策略,从而求得在国际市场上长期

稳定的发展。计算公式为:EXY=
ΔQdX

ΔPr
·Pr

QdX
,其中

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系数用EXY表示,X 商品的需求

量用QdX表示,X 商品的需求量的变动量用ΔQdX表

示,Y 商品的价格用PY 表示,Y 商品价格的变动

量用ΔPY 表示。

2.数据来源

欧盟市场上,主要的苹果来源国是法国、德国、
意大利、西班牙,来源于欧盟成员国内部贸易已占到

欧盟市场进口总量的78.7%。由于法国、德国、意
大利、西班牙和波兰这5个国家的苹果在欧盟市场

已超过欧盟苹果销售总量的80.0%,本文选取这5
个国家作为中国与欧盟市场内部的比较研究对象。
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苹果生产国,其苹果产

业的特点是苹果的高质量和高价格。智利地处南半

球,智利苹果出口可以满足北半球冬季对鲜苹果的

需求。俄罗斯也是世界苹果生产和消费大国。本文

在欧盟市场之外选取与中国比较的对象是美国、智
利、俄罗斯3个国家。

本文研究中采用的数据为2001-2011年中国、
美国、俄罗斯和智利以及欧盟市场内部5个国家在

欧盟市场的苹果销售年度数据,共99组样本。欧盟

市场苹果的进口量和进口金额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欧洲统计局(EUROSTAT)以及联合

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汇率数据来源于 OAN-
DA—FXHISTORY。

  二、实证分析

1.描述性分析

(1)欧盟苹果进口情况。近10年,欧盟市场苹

果进口量位列世界前三,其中2003-2008年均超过

80万t。2008年之前,欧盟市场苹果进口单价呈缓

慢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761.4美元/t上升至

2008年1288.4美元/t,而后略有下降。2009年欧

盟苹果进口均价为1193.1美元/t,高出同期世界

苹果进口均价36.0%,且2007-2011年连续5年

高于世界进口均价30.0%以上(见表1)。
(2)中国与欧盟5国在欧盟苹果市场的价格比

较。2000-2011年中国及欧盟5国在欧盟苹果市

场 价格走势见图1。由图1可以知,欧盟5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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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2010年欧盟苹果进口情况

年份 进口额/亿美元 进口量/万t 进口单价/(美元/t) 世界平均进口单价/(美元/t)

2000 4.2 55.1 761.4 517.2
2001 5.3 67.7 786.0 554.2
2002 6.2 71.6 866.3 570.4
2003 7.8 83.9 929.1 634.0
2004 9.3 92.4 1005.2 686.0
2005 9.2 96.4 955.0 625.1
2006 8.9 83.3 1063.2 699.3
2007 10.6 96.9 1091.6 806.5
2008 10.2 79.7 1288.4 898.2
2009 8.4 70.2 1193.1 765.4
2010 7.3 62.7 1165.7 734.7
2011 7.0 58.7 1195.3 759.0

  

图1 2000-2011年中国和欧盟5国在欧盟苹果市场价格走势

在欧盟市场的苹果价格走势相似。中国苹果出口单

价增 长 势 头 强 劲,2002 年 达 到 最 高 峰,单 价 为

1017.5美元/t。2004年之后,中国苹果价格波动与

欧盟5国相似。根据近10年来的数据统计可以看

出,中国苹果单价高出欧盟5国苹果平均单价1倍

以上。主要原因是欧盟不仅对进口水果征收正常的

关税,还加收季节性关税。所谓季节性关税,就是在

欧盟成员国出产同类产品的季节,欧盟按照时令调

整产品的进口关税。根据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一条

原则:统一价格之下的共同市场,即通过废除成员国

之间的关税、进口税和补贴,通过行政手段规定农产

品最低价格以进行积极的价格控制。因此,欧盟成

员国之间的苹果贸易是无关税贸易,而对于来自共

同市场以外的国家进口苹果征收的关税平均达到

40.8%,是进口水果中除香蕉之外最高的。又由于

中国苹果的收获季节与意大利、法国等国相近,中国

苹果出口欧盟市场遭遇的季节性关税成为中国苹果

出口欧盟市场的阻碍因素。

(3)中国与美国、智利、俄罗斯在欧盟苹果市场

价格比较。2000-2011年中国、美国、智利和俄罗

斯苹果在欧盟市场价格走势见图2。由图2可知,

2000-2011年美国苹果出口价格较高,且在欧盟市

场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俄罗斯苹果出口欧盟

市场的价格相对较低,且波动较大。智利从2006年

起位列世界三大苹果出口国之一,且在南半球的

市场占有率达到50.0%,而欧盟市场作为苹果消

费大户,供应缺口达15.0%,这对智利苹果出口十

分有利。从图2近10年的数据统计也可以看出,
智利苹果在欧盟市场的价格基本保持增长态势。

2.弹性分析

(1)欧盟对中国及欧盟5国苹果进口需求的价

格弹性。欧盟对中国及欧盟5国苹果进口价格弹性

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法国和意大利苹果的价

格弹性绝对值基本在0~1之间,缺乏弹性,而中国

苹果价格弹性波动较大。德国、波兰和西班牙有少

数几年价格弹性波动较大,大部分年份缺乏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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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法国、意大利、波兰苹果产量高且国内供

求稳定,苹果出口形成刚性。根据价格弹性理论,当
价格下降时,中国苹果对欧盟的出口量将有所增加,
由于欧盟5国苹果出口量对价格不很敏感,所以对

欧盟5国苹果出口的影响很小。欧盟市场是苹果出

口的高端市场,而中国苹果的外观质量不高、风味偏

淡、香气不足,随着进入欧盟苹果的价格不断上涨,
中国苹果被欧盟5国苹果替代的可能性增加,给中

国苹果出口到欧盟市场带来很大的挑战[9]。

图2 2000-2011年中、美、智、俄苹果在欧盟市场价格走势

  中国苹果价格弹性之所以波动较大,一个主要

因素是中国入世前后贸易环境变化很大。中国产品

多数以低价优势占领国际市场,但随着传统的关税

壁垒不断拆除,为了阻止中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有
关国家纷纷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措施,欧盟也

不例外。例如“欧盟农药重新登记法令(91/414)”在

2008年对欧盟市场上的850种农药进行重新登记,
同时修改了农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准入条件[10]。
而中国苹果在安全质量上存在的问题,就是农药与

化肥使用过多。随着欧盟的不断东扩,欧盟市场上

农药种类也在不断增加,类似的法令有利于增加欧

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而对中国苹果出口影响很大。
表2 欧盟对各国苹果进口需求价格弹性

年份 中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波兰 西班牙 美国 智利 俄罗斯

2001 2.5 -0.8 1.2 -0.9 -2.3 2.8 -1.2 -8.3 -1.4
2002 7.0 -0.7 -0.5 0.2 1.4 -2.4 -0.6 2.2 -2.8
2003 -11.8 0.6 0.6 1.5 -0.4 -1.3 -0.4 0.9 -4.5
2004 -5.8 -1.2 19.7 -2.1 3.2 2.3 2.4 -1.2 -1.8
2005 15.6 0.03 0.3 -1.3 -10.7 0.7 1.3 -3.8 -4.6
2006 -2.3 0.7 -0.9 -0.4 1.5 -1.8 -2.3 -0.01 -4.8
2007 4.7 -0.6 -7.4 0.7 -0.3 -1.0 0.5 -0.9 -3.6
2008 8.6 0.9 -1.4 -1.3 0.3 -4.5 6.8 0.5 -1.1
2009 17.0 0.9 0.4 -0.3 0.9 3.2 2.1 8.5 1.3
2010 -23.5 3.2 -0.8 0.9 -4.4 -2.4 -9.0 1.5 0.7
2011 -3.5 -0.001 -0.2 -0.1 0.5 -0.2 -8.9 0.1 -0.7

  (2)欧盟对中国、美国、智利、俄罗斯苹果进口需

求价格弹性。欧盟对中国、美国、智利、俄罗斯苹果

进口价格弹性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美国和

智利的价格弹性波动相似,仅有少数年份有较大波

动。2007年,由于美国复活节的冰冻灾害严重影响

了苹果产量,美国苹果产量大县———亨德森县的收

获面积和产值大大低于往年的比例,导致2008年美

国苹果出口价格弹性波动较大,富有弹性。智利在

2010年出口苹果总量达到83.7万t,位列世界第

三,排在中国和美国之后。2008年智利苹果受到天

气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果园产量、苹果质量的下降造

成出口减少,导致2009年智利苹果出口弹性价格有

较大波动。俄罗斯苹果出口欧盟的价格相对缺乏弹

性,由于国内资源禀赋的束缚,俄罗斯国内需求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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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进口成为满足国内需求缺口的主要方式。
中国与美国的水果资源禀赋相似,从两国的优

势水果结构看,亚热带、温带干鲜水果(苹果树属于

温带果树)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中国苹果和

美国苹果在价格上仍存在很大差异,原因是在苹果

生产过程中,美国在种植技术和资本方面都有巨大

的投入,对苹果的外观和质量安全进行严格的控制。
而中国苹果的很多主产区仍存在着片面追求数量、
忽略质量、后期加工处理手段落后等问题。由此导

致美国苹果往往占据世界高端水果消费市场,而中

国苹果多占据中低端消费市场。
智利苹果与中国苹果相比较,虽然智利苹果生

产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很高。俄

罗斯与智利恰恰相反,俄罗斯苹果出口欧盟市场

的数量远远小于中国,但其价格弹性波动幅度较

小,欧盟市场价格的变动不会对其出口量有较大

的影响。
(3)中国与各国家在欧盟市场的进口苹果需求

交叉价格弹性。交叉价格弹性是欧盟市场上中国苹

果的进口量与欧盟5国以及美国、智利、俄罗斯在欧

盟市场的苹果进口价格之比,中国与各国家在欧盟

市场的进口苹果交叉价格弹性见表3。从表3可以

看出,中国苹果出口量对欧盟5国苹果价格的交叉

价格弹性绝对值多大于1,少数年份数值较高,弹性

系数符号基本为正,说明欧盟5国苹果价格对中国

苹果出口量有显著影响。近10年来,欧盟5国与中

国苹果的关系分为2个阶段。2006年之前,欧盟5
国苹果对中国苹果出口呈替代关系,2006年之后,
欧盟5国苹果对中国苹果个别年份出现互补关系,
但替代关系仍很显著[11]。这主要有2个方面原因:
一是运输成本问题。生产成本低一直是中国苹果的

优势,但苹果质量偏低,要保证苹果的鲜食度,势必

会增加运输成本。而欧盟内部市场由于相对距离

近,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二是市场准入要求高。欧

盟为保证内部市场不受来自欧盟外价格低的苹果市

场的影响,采用了入市价格系统来提高进口产品的

价格,这对本来可以依靠低廉价格进入欧盟市场的

中国苹果影响很大。中国苹果与美国和智利苹果的

交叉价格弹性绝对值较大,且在相当的年份中大于

4,符号正负参半。说明美国和智利苹果价格对中国

苹果出口量有显著影响,尤其是智利。智利依靠其

优越的地理优势,能够避开欧盟季节性关税。因此,
在北半球的冬季,智利苹果对中国苹果的替代关系

将会十分明显。美国苹果的科技含量高,使得美国

苹果从色泽和口感上相比中国苹果较容易符合欧洲

消费者的需求。中国苹果与俄罗斯苹果的交叉价格

弹性绝对值多小于1,且符号正负参半,说明俄罗斯

苹果价格波动对中国苹果出口量影响不显著。因为

俄罗斯的苹果进口相对多于出口,其在欧盟的市场

占有率也较小,所以俄罗斯苹果价格对中国苹果出

口欧盟影响较小,且影响方向不明[12]。
表3 中国与各国家在欧盟市场的进口苹果需求交叉价格弹性

年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波兰 西班牙 美国 智利 俄罗斯

2001 2.7 6.9 5.9 -1.8 4.8 -10.1 -8.9 0.6
2002 7.1 2.3 2.1 1.6 -10.2 1.9 10.3 -0.5
2003 3.1 2.1 3.7 1.5 1.8 10.2 3.8 1.5
2004 3.0 3.0 3.6 5.2 3.5 5.2 11.8 1.2
2005 1.1 4.0 1.1 -3.5 1.3 -4.8 3.9 0.0
2006 -4.0 -2.6 -2.7 -1.8 3.1 -4.6 -3.1 -0.5
2007 1.6 -3.9 1.6 0.8 0.8 9.2 2.3 -0.3
2008 -6.9 -0.9 -1.1 -3.3 1.9 7.5 -2.2 -0.2
2009 6.4 5.2 3.7 2.5 11.3 6.6 7.1 3.1
2010 -17.3 -8.5 -9.0 -6.4 5.1 -22.7 20.5 -2.4
2011 2.8 0.4 0.7 0.4 0.6 -13.9 0.6 0.7

  三、结论与建议

在欧盟市场上,欧盟5国和俄罗斯苹果的需求

价格缺乏弹性,美国、智利苹果的需求价格少数年份

富有弹性,而中国苹果的需求价格富有弹性,且波动

幅度较大。因此,当欧盟苹果进口价格下降,中国将

是最大受益者。从交叉价格弹性结果可以看到,欧

盟五国对中国苹果具有替代关系,其中法国和德国

苹果价格对中国苹果出口量有较大影响,但近3年

数据显示,中国苹果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有提升趋

势[13]。俄罗斯苹果对中国苹果出口欧盟市场的竞

争力影响不大。而智利与俄罗斯相反,对中国苹果

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关系,但中国苹果有价格上的

优势,在欧盟市场仍具有竞争力。美国苹果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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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绝大多数年份呈替代关系,是中国苹果在欧盟

市场强劲的竞争对手。
因此,中国苹果出口欧盟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来

获得竞争优势。但是,仅通过调整价格并不能直接

有效的提高中国苹果的出口竞争力。还需采取一些

积极的措施:第一,应完善应对欧盟贸易壁垒的机

制,将中国受到绿色壁垒的冲击降到最低。第二,指
导苹果出口企业完善自检自控体系,加强检验检疫

部门对苹果质量的监督,确保中国苹果出口企业的

卫生控制与管理符合欧盟新法规。第三,地方政府

应充分发挥对苹果生产源头的监管作用,以保证苹

果企业的顺利出口。第四,不断提高中国苹果的科

技含量和绿色竞争力,实施绿色贸易战略,并将其融

入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去,从而提升中国苹

果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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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riceCompetitivenessofChinaAppleinEUMarket

LVShuang-zhu,HUOXue-xi
(WesternRur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NorthwestA&FUniversity,

Yanglin,Shanxi,712100)

Abstract Thispaperestimatesthepriceelasticityandcross-priceelasticityofdemandforimports
ofChinaappleintheEUmarketbyusingtradedata(2000-2011UNCOMTRADEandFAO ).Com-
pareandanalyzeChinaandthemaincompetitivecountries’sapplepriceofcompetitivenessintheEU
market.Theresultsshowthat,relativetotheEUinternalmarket,Chinaapplehasthelackofcompeti-
tivenessintheEUmarket.However,comparedtotheapplewhichimportfromTheUnitedStates,Chile
andRussia,Chinaapplehascomparativeadvantage.Therefore,Chinacanthroughadjustingpriceandim-
provingqualitytoimprovethedomesticapple’sexportcompetitivenessintheEUmarket.Inaddition,

ChinashouldimprovethemechanismtodealwiththeEUtradebarriers,strengthenthesupervisionof
quarantinedepartmentandproductionsourceonthequalityofapple,andimprovethetechnologicalcon-
tentofChinaappleandgreen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pricecompetitiveness;EUmarket;appleexport;elasticityanalysis;price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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