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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用菌出口集中度与依赖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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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CRn、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依赖度系数,测算了中国食用菌出口市场的集中度及依赖度,结
果表明:中国新鲜或冷藏类、盐水腌制类与干品类食用菌出口市场集中度高,主要集中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

意大利、法国、荷兰、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且对这些传统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罐头类食用菌出口集中度低,依
赖程度也较低。提出了发展多元化出口市场;提高产品质量,稳定传统销售市场;拉动国内消费市场,分散风险

等措施,推进中国食用菌出口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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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菌产业与中国提出的建设环境友好型、资
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保持高度一致,是延长农业产

业链条、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转化

农林废弃物资源、增加蛋白质供给和增强食物安全

保障能力的重要任务。2011年,中国食用菌出口量

达48.777万t,出口额为23.225亿美元,国际市场

占有率为48.83%,成为弥补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

的重要产品[1]。
对中国食用菌国际贸易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贸易现状、竞争力、贸易影响因素等方面。在贸易

现状方面,曹佳等、张俊飚等通过出口额和市场份额

分析,发现中国食用菌主要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日

本、美国、加拿大、欧盟、中国香港,出口的主要品种

有新鲜或冷藏的蘑菇、香菇、干蘑菇、暂时保藏菌类、
冷冻松茸、用醋制作松茸、小蘑菇罐头等,其中罐装

品是主要出口品种,其次是干品,最后是新鲜或冷藏

品[2-3]。在竞争力方面,王宏杰采用市场占有率、出
口单价、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测算了中国1990-2007
年食用菌出口竞争力,发现中国食用菌具有一定市

场占有率且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但市场占有

率和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呈下降的趋势[4];李鹏等通

过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显示性对称优势

指数、综合竞争力指数定量分析了中国相较其他主

要食用菌出口国的国际竞争力[5];王晶等分析了中

国冷、鲜蘑菇产品进出口贸易现状和竞争力,结果显

示冷、鲜蘑菇产品自2007年以后竞争力大幅下降,
而引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相对集中度过高和进口国

对品质的要求愈加严格[6];张庆庆等通过国际市场

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
相对贸易优势指数对中国食用菌出口贸易时空格局

的变化做了分析,发现中国食用菌出口绝对竞争力

很高,但相对竞争力低于爱尔兰和波兰[1]。在贸易

影响因素方面,熊召军等以中国与日本食用菌贸易

为例,通过贸易引力模型实证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

中国食用菌出口的影响[7-8];史亚千等分析了2011
年中国食用菌产品出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时遭受的

技术性贸易壁垒,如农药残留、包装不合格等等,并探

寻遭受壁垒的原因,进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9]。
在集中度与依赖度测算方法方面,朱再清等采

用CRn、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洛伦兹曲线

测算中国棉花进口集中度[10];徐颖君使用 Gini-
Hirschman系数分析了中国出口商品的集中度[11]。
乔治·弗里德曼等使用依赖系数测算了日本对进口

矿物原料的依赖性[12];傅龙波等采用依赖系数分析

了中国粮食对进口的依赖性[13];董桂才结合贸易平

衡指数改进了依赖系数的测算方法,并利用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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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测 算 了 中 国 农 产 品 出 口 对 主 要 国 家 的 依 赖

程度[14]。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就中国食用菌规避贸易风

险与选择可靠的贸易市场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因
此,本 文 试 图 通 过 CRn、赫 芬 达 尔-赫 希 曼 指 数

(HHI)以及依赖度系数,测算中国食用菌出口市场

的集中度及依赖程度,探寻中国食用菌出口可靠的

贸易合作伙伴,为规避中国食用菌的出口风险提供

依据,增强中国食用菌出口的稳定性。

  一、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加入 WTO后2002-2012年的

食用菌贸易数据作为测算依据。根据海关 HS分

类,食用菌可分为:新鲜或冷藏类食用菌(070951,

070952,070959)、盐 水 腌 制 类 食 用 菌 (071151,

071159)、干品类食用菌(071230,071231,071232,

071233,071239)、罐头类食用菌(2003),数据来源于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

2.研究方法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CRn指数与赫芬

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对各类食用菌产品出口市

场集中度进行定量分析。CRn指数能直观反映最大

的几个进口市场总体规模,但没有考虑其余市场的分

布情况,需结合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进行综合分析。
单纯的贸易集中度并不能完全反映对主要进口市场

的依赖程度,本文参照董桂才改进后的依赖系数[14]

分析中国食用菌对各主要销售市场的依赖程度。
(1)集中度测算方法。市场集中度(CRn)。中

国食用菌出口市场集中度是指中国食用菌出口市场

中最大的前几位进口市场的进口额占整个市场的份

额。计算公式如下:

CRn =
∑
n

i=1
Xi

∑
N

i=1
Xi

(1)

式(1)中,CRn 表示中国食用菌出口市场中份额

最大的前几个国家的市场集中度;Xi 表示中国出口

到第i个市场的金额;n表示要统计的前几位市场

数量;N 表示中国出口市场的个数。
公式中n的取值可根据计算需要取值,贝恩运

用CR4和CR8指标对产业的垄断和竞争程度进行分

类研究,并将集中类型划分为6个等级。本文采用

贝恩的计算和分类方法对中国食用菌出口市场集中

度进行测算,n取4和8。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赫芬达尔-赫希

曼指数综合反映了出口市场的集中度。计算公式

如下:

HHI=∑
N

i=1
S2i (2)

式(2)中,HHI表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Si

表示中国对第i个市场出口食用菌金额占总出口金

额的比重;N 表示中国出口的所有市场的数目。
(2)食用菌依赖系数测算方法。食用菌出口市

场依赖系数衡量的是食用菌出口对某市场的依赖程

度,不仅要考虑中国食用菌出口对该进口市场的依

赖程度,还应考虑该市场对中国食用菌的依赖程度,
同时还要考虑中国对该市场的整体贸易依赖程度,
因此计算步骤如下:步骤一,中国对某市场出口食用

菌的总金额除以中国出口食用菌的总金额,数值越

大,则表明中国食用菌对该市场的依赖度越强。步

骤二,用某市场从中国进口食用菌的重量除以该市

场食用菌的总进口量,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市场对中

国食用菌的依赖度越强。步骤三,用步骤一结果除

以步骤二结果,数值越大,则表明中国依赖该市场进

口,而该市场不依赖中国出口,则中国的出口依赖性

更明显。步骤四,用某进口市场食用菌的进口金额

除以世界食用菌的总进口金额,然后把结果与步骤

三的结果相乘,结合进口市场在世界市场上的重要

程度综合评价中国对该进口市场的依赖程度。步骤

五,计算出贸易平衡指数与第四步相乘,得出依赖系

数。贸易平衡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Bi = (Xi/∑
n

i=1
Xi)/(Mi/∑

n

i=1
Mi) (3)

式(3)中,Bi 表示贸易平衡指数;Xi 表示中国对i

市场的出口额;∑
n

i=1
Xi 表示中国的总出口额;Mi 表示

中国从i市场的进口额;∑
n

i=1
Mi 表示中国的总进口额。

当贸易平衡指数大于1时,表明该市场在中国

的出口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即中国贸易依赖该国

市场,当指数小于1时,该市场在中国的进口中占据

更重要地位,即该市场贸易依赖中国市场。

  二、实证分析

  1.主要出口市场分析

从中国各类食用菌出口市场份额总体变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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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2002-2012年,各类品种进口量1、2位排名的

国家或地区变化不大,3位及以后位次变动较大,其
中日本、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中国香港是中国

食用菌最大的输出市场。具体来看:(1)新鲜或冷藏

类。日本一直是中国新鲜或冷藏类食用菌的最大出

口市场,其平均进口额占中国此类食用菌出口总额

的68%,美国是第二大进口国家,其平均市场份额

为9.7%,此外,韩国、意大利、马来西亚、法国、荷
兰、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是中国新鲜或冷藏类

食用菌的主要输出市场。(2)盐水腌制类。中国盐

水腌制类食用菌出口排名前2位为日本和意大利,
日本在2002-2004年处于第1位,2005年下滑到第

2位,意 大 利 在2005年 后 一 直 处 于 第 1 位,在

2002-2012年间,日本平均市场份额为25.12%,意
大利平均市场份额为42.83%。德国的进口相对稳

定,市场份额排名主要在第3、第4中变化,西班牙、
马来西亚、叙利亚、乌克兰、巴西、泰国也是盐水腌制

类食用菌的主要输出市场。(3)干品类。除2003、

2010、2011、2012年外日本占中国干品类食用菌的

市场份额一直居于首位,其平均值为27.39%。中

国香港干品类食用菌的市场份额多数年份排名处于

第2位,其平均值为18.25%,在2003年中国香港

进口量一度超过日本位于第1,但在2008、2009年

滑落到第4和第3的位置。最近三年越南进口量较

大,一跃成为最大进口市场。后三位次市场排名变

化较大,没有某个市场在固定位置保持不变。(4)罐
头类。罐头类食用菌的输出市场相较其他3类产品

来说比较分散,进口量相对较大的市场主要有日本、
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香港。其中,对俄罗斯的出口量

增长较快,2011年对俄罗斯出口量是2002年的

4.63倍,出 口 增 长 率 平 均 为16.57%,中 国 香 港

2002-2003年排名第1位,后慢慢下降,2009-
2012年退出前5位。2002-2012年中国食用菌主

要出口市场变化详见表1。
表1 2002-2011年我国食用菌主要出口市场变化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新鲜或

冷藏类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美国 美国 意大利 意大利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韩国

韩国 法国 美国 美国 意大利 意大利 韩国 韩国 韩国 马来西亚 美国

中国香港 意大利 法国 法国 法国 法国 荷兰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韩国 泰国

法国 韩国 荷兰 韩国 韩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荷兰 荷兰 荷兰 马来西亚

盐水腌

制类

日本 日本 日本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德国 德国 德国 西班牙 德国 叙利亚 马来西亚 叙利亚 巴西 巴西 巴西

巴西 荷兰 西班牙 德国 西班牙 西班牙 德国 德国 叙利亚 叙利亚 叙利亚

泰国 叙利亚 巴西 马来西亚 乌克兰 德国 叙利亚 荷兰 法国 德国 法国

干品类

日本 日本 日本 中国香港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越南 越南 越南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日本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泰国 泰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德国 法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马来西亚 德国 中国香港 日本 泰国 泰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马来西亚 美国 美国 意大利 马来西亚 泰国 日本 日本

意大利 美国 法国 美国 法国 意大利 中国香港 美国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罐头类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日本 日本 俄罗斯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俄罗斯 日本

日本 日本 美国 美国 日本 俄罗斯 俄罗斯 日本 俄罗斯 美国 俄罗斯

德国 美国 中国香港 俄罗斯 美国 日本 日本 俄罗斯 日本 日本 美国

马来西亚 德国 德国 德国 德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德国 德国 马来西亚 德国

加拿大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中国香港 德国 马来西亚 荷兰 韩国 德国 加拿大

 注:资料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整理得出(下同)。

  2.出口市场集中度分析

根据CRn指标计算结果,中国食用菌出口市场

集中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新鲜或冷藏类、盐水腌制类、
干品类、罐头类,且各类食用菌的集中度除个别年份

外都在减小。依照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标准,从

CR4值来看,在2002-2012年间新鲜或冷藏类、盐
水腌制类都属于极高寡占型而干品类属于高度集中

寡占型,罐头类在2004年由中(上)集中寡占型转变

为中(下)集中寡占型;从 CR8值来看,在2002-
2012年间新鲜或冷藏类、盐水腌制类都属于高度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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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寡占型而罐头类属于中(下)集中寡占型,干品类

在2002-2005年间属于高度集中寡占型,在2006
年转变为中(上)集中寡占型,2012年又转变回高度

集中寡占型。
根据 HHI计算结果,集中度从高到低依次为

新鲜或冷藏类、盐水腌制类、干品类、罐头类。据日

本公正交易委员会1980年分类标准,新鲜冷藏类在

2011年由高寡占Ⅰ型变为高寡占Ⅱ型,盐水腌制一

直属于高寡占Ⅱ型,干品类在2005年由高寡占Ⅱ型

转变为低寡占Ⅰ型,在2008年又转变为低寡占Ⅱ
型,罐头类在2003年由低寡占Ⅱ型转变为竞争Ⅰ型

(见表2)。
表2 2002-2011年中国食用菌出口市场集中度

年份 指标 新鲜或冷藏类 盐水盐渍类 干品类 罐头类

2002

CR4 0.9406 0.8006 0.7273 0.5471
CR8 0.9788 0.8938 0.8746 0.7304
HHI 0.7619 0.2757 0.2149 0.1007

2003

CR4 0.9368 0.7879 0.7353 0.5044
CR8 0.9751 0.8703 0.8696 0.6932
HHI 0.7115 0.2476 0.2590 0.0848

2004

CR4 0.9340 0.7864 0.7054 0.4679
CR8 0.9772 0.8687 0.8679 0.6758
HHI 0.6440 0.2518 0.1950 0.0756

2005
CR4 0.9124 0.7700 0.6961 0.4746
CR8 0.9642 0.8678 0.8550 0.6769

HHI 0.5710 0.2559 0.1761 0.0763

2006
CR4 0.8761 0.7428 0.6602 0.4422
CR8 0.9503 0.8630 0.8232 0.6808
HHI 0.4951 0.2450 0.1766 0.0704

2007

CR4 0.8558 0.7306 0.6173 0.4212
CR8 0.9466 0.8439 0.8125 0.6535
HHI 0.3725 0.2446 0.1439 0.0660

2008

CR4 0.9140 0.6728 0.5144 0.3977
CR8 0.9605 0.8057 0.7678 0.6121
HHI 0.4741 0.2333 0.0998 0.0598

2009

CR4 0.8630 0.7606 0.5696 0.4514
CR8 0.9509 0.8800 0.7796 0.6591
HHI 0.3679 0.2494 0.1074 0.0708

2010

CR4 0.8687 0.7480 0.6346 0.4793
CR8 0.9475 0.8652 0.8287 0.6485
HHI 0.3279 0.2132 0.1264 0.0705

2011

CR4 0.8660 0.7891 0.6716 0.4546
CR8 0.9493 0.8919 0.8512 0.6209
HHI 0.2819 0.2313 0.1509 0.0679

2012

CR4 0.8211 0.7557 0.6182 0.4404
CR8 0.9359 0.8934 0.8478 0.6103
HHI 0.2694 0.2024 0.1159 0.0664

  总之,除罐头类外,中国各类食用菌产品出口集

中度非常高,集中程度按照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新
鲜或冷藏类>盐水腌制类>干品类>罐头类,其出

口主要集中在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日本、美国、
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市场。结合主要

出口市场变化具体来看,新鲜或冷藏类出口集中度

持续小幅度地降低,由日本、美国等市场向意大利、

法国、荷兰及韩国等市场分散,这种变化有利于出口

市场结构的优化。盐水腌制类出口市场集中度变化

幅度较小,其出口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德国、叙利亚、
日本、巴西与马来西亚等市场。干品类集中程度较

高,但总体趋于下降,出口市场呈现出由中国香港、
日本、大利、法国、荷兰、德国向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市

场分散的趋势。罐头类较于前三类而言,集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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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其市场竞争性较强且整体呈下降趋势,市场结

构较为合理。

3.出口依赖度分析

(1)中国新鲜或冷藏类食用菌出口对英国、法
国、荷兰、德国与意大利等欧洲市场的依赖程度最

高。在2002-2006年对英国、法国、荷兰、德国与意

大利等欧洲市场的依赖程度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在

2006-2008年快速上升,但在2008年后开始回落

并趋于平稳,这可能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

发,国际食用菌消费市场萎靡,欧洲主要进口国家进

口量锐减,导致依赖程度下降,随着2010年全球经

济复苏,购买能力增强,欧洲食用菌消费市场逐渐回

暖并趋于平稳。新鲜或冷藏类食用菌出口对日本与

美国的依赖程度较高,由于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紧

急进口限制政策,导致此类食用菌对日本出口呈逐

年下降的趋势[15],与日本相反,此类食用菌产品对

美国的依赖程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可能是因为美

国新鲜食用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是加拿大,但加拿

大对其供应量逐年下降,转而美国增加从中国的进

口量,以至于两国新鲜类食用菌贸易呈相互依赖的

关系。新鲜或冷藏类食用菌出口对中国香港、韩国、
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详见表3。

表3 中国新鲜或冷藏类食用菌出口依赖系数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英国 0.6690 1.0290 0.8795 1.1308 1.2561 2.3508 2.6632 1.5795 0.7977 0.8504 0.6562
法国 0.1196 0.3594 0.6906 0.5694 0.7505 1.7131 0.2344 0.3335 0.2300 0.2377 0.4786
荷兰 0.3873 0.4074 0.5236 0.2796 0.0699 0.5726 1.1736 0.0037 0.4721 0.6682 0.2991
德国 0.4353 0.6775 0.3201 0.2136 0.2409 0.3815 0.2159 0.2237 0.2837 0.2444 0.4696
意大利 0.0392 0.1355 0.2226 1.1543 - 1.0043 0.0000 - 0.0059 0.0003 0.0565
美国 0.0826 0.1018 0.1175 0.1295 0.1336 0.1549 0.1810 0.1756 0.2251 0.1833 0.2329
日本 0.1379 0.0951 0.0869 0.0751 0.0479 0.0289 0.0240 0.0365 0.0231 0.0230 0.0246
韩国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254 0.0003 0.0006 0.0010
中国香港 0.0010 0.0007 0.0007 0.0007 0.0013 0.0026 0.0015 0.0015 0.0017 0.0008 0.0019
马来西亚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0.0001 0.0000 0.0040 0.0003 0.0004 0.0003

 注:资料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年》整理得出;“0”表示系数值很低,“-”表示缺少

数据(下同)。

  (2)中国盐水腌制类食用菌出口对意大利与叙

利亚的依赖程度最高。对意大利的依赖前期呈快速

上升的趋势,在2004-2007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32.12%,这可能是因为欧盟蘑菇生产国受到“绿霉

病”的侵害,导致产量下降,转而增加了从中国的进

口量,2008年与2009年受中国食用菌食品安全问

题与金融危机的影响,意大利减少从中国进口盐水

腌制类食用菌,以至于中国对意大利的依赖程度减

小。2005-2010年期间,中国盐水腌制类食用菌出

口对叙利亚的依赖程度前期较为平稳,2006-2008
年随着两国贸易关系的加强,引起盐水腌制类食用

菌出口对叙利亚的依赖程度大幅增加,后随着金融

危机的全面爆发及蔓延,叙利亚食用菌消费市场萧条

导致依赖程度快速回落。中国盐水腌制类食用菌出

口对德国、日本、巴西、俄罗斯的依赖程度较高,对马

来西亚、泰国和韩国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详见表4。
表4 中国盐水腌制类食用菌出口依赖系数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意大利 0.0013 0.1941 0.1993 0.2888 0.3469 0.4596 0.3690 0.3477 0.5142 0.4614 0.0230
叙利亚 - - - 0.0077 0.0146 0.1804 0.4831 0.3733 0.0925 - -
日本 0.0840 0.0561 0.0554 0.0362 0.0263 0.0190 0.0072 0.0108 0.0102 0.0107 0.0213
德国 0.0203 0.0232 0.0154 0.0165 0.0160 0.0151 0.0103 0.0177 0.0087 0.0131 0.0414
荷兰 0.0000 0.0714 0.0197 0.0014 0.0017 0.0017 0.0050 0.0124 0.0081 0.0186 0.0483
西班牙 0.0001 0.0011 0.0063 0.0087 0.0086 0.0076 0.0058 0.0040 0.0042 0.0027 0.0008
巴西 0.0003 0.0001 - 0.0014 0.0007 - 0.0007 0.0055 0.0096 0.0189 0.0079
法国 0.0014 0.0047 0.0024 0.0026 0.0039 0.0046 0.0027 0.0048 0.0085 0.0037 0.0052
俄罗斯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0.0002 0.0003 0.0008 0.0001 0.0005 0.0000 0.0001
泰国 - 0.0000 0.0002 0.0002 0.0003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2 0.0009

  (3)中国干品类食用菌出口对中国香港的依赖

程度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且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中国

干品类食用菌出口对意大利、美国、法国、德国与日

本的出口依赖程度次之,中国干品类食用菌出口对

泰国、越南、荷兰等市场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但随

着消费市场的开拓,对泰国和越南的依赖程度呈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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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升的趋势,详见表5。
(4)中国罐头类食用菌出口依赖程度整体偏低,

且除对俄罗斯外其他市场都呈下降的趋势,对俄罗

斯的依赖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是因为俄罗斯

人素爱食用罐头蘑菇,随着俄罗斯经济复苏和居民

消费能力的增强,导致罐头类食用菌对俄罗斯的依

赖程度呈上升趋势。中国罐头类食用菌出口对美国

的依赖程度相对最高,对德国、荷兰的依赖程度次

之,对俄罗斯、加拿大和爱沙尼亚的依赖程度相对较

低,详见表6。
表5 中国干品类食用菌出口依赖系数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中国香港 0.0532 0.0621 0.1096 0.1281 0.1338 0.4844 0.2076 0.6258 0.1429 1.0170 0.0030

意大利 0.0139 0.0051 0.0065 0.0079 0.0054 0.1641 0.1976 0.1115 0.0388 0.0069 0.0003

日本 0.0489 0.0514 0.0283 0.0224 0.0263 0.0731 0.0496 0.0491 0.0286 0.0206 0.0033

美国 0.0069 0.0074 0.0048 0.0053 0.0052 0.0113 0.0136 0.0099 0.0089 0.0068 0.0025

法国 0.0060 0.0047 0.0029 0.0030 0.0037 0.0127 0.0154 0.0066 0.0041 0.0024 0.0005

德国 0.0027 0.0015 0.0010 0.0016 0.0018 0.0038 0.0094 0.0031 0.0019 0.0015 0.0009

韩国 0.0001 0.0003 0.0006 0.0002 0.0001 0.0019 0.0114 0.0101 0.0017 0.0010 0.0003

泰国 0.0000 0.0000 0.0004 0.0007 0.0005 0.0007 0.0020 0.0052 0.0049 0.0113 0.0003

越南 - -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0.0011 0.0026 0.0086 - -

荷兰 0.0014 0.0010 0.0004 0.0008 0.0006 0.0015 0.0030 0.0004 0.0048 0.0036 0.0018

表6 中国罐头类食用菌出口依赖系数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美国 0.1178 0.1317 0.1739 0.1519 0.1177 0.1065 0.0972 0.0884 0.0784 0.0818 0.0353

德国 0.0732 0.0521 0.0363 0.0405 0.0388 0.0293 0.0454 0.0479 0.0391 0.0247 0.0053

荷兰 0.0124 0.0349 0.02 0.0213 0.0142 0.0038 0.0035 0.0075 0.0088 0.0754 0.0116

日本 0.0176 0.011 0.0117 0.0122 0.0087 0.004 0.0032 0.0061 0.0061 0.0075 0.0018

中国香港 0.0117 0.0124 0.0074 0.0045 0.01 0.0092 0.0059 0.0069 0.0036 0.0037 0.0097

俄罗斯 0.0006 0.0005 0.0008 0.003 0.0045 0.0085 0.0067 0.0023 0.0078 0.0077 0.0003

加拿大 0.0006 0.0015 0.0012 0.0017 0.0016 0.0015 0.0014 0.0013 0.0011 0.0011 0.0002

爱沙尼亚 0.0035 0.001 0.0026 0.0006 0.0002 0.0006 0.0004 0.0002 0.0002 0.0002 0.0000

  整体来看,中国食用菌产品的出口不仅输出市

场集中,而且对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依赖程度也非常

高。在一定条件下,高度集中的出口市场有利于节

约运输成本和建立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但对某些

市场过于集中与依赖极易导致出口不安全,因此需

要利用市场多元化来规避高度集中和高度依赖所带

来的贸易风险,促使出口市场稳定和实现产业可持

续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1.结 论

(1)中国食用菌出口市场的总体集中度非常高,
各类食用菌的集中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新鲜或冷藏

类、盐水腌制类、干品类、罐头类。就出口市场来看,
新鲜或冷藏类食用菌主要集中在日本和美国市场;
盐水腌制类食用菌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德国与日本市

场;干品类食用菌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日本、德国与

意大利市场,且有向东南亚的马来西亚与泰国市场分

散的趋势;罐头类食用菌出口市场具有竞争性,其集

中度相较于前三类较低,而且整体呈下降趋势。
(2)中国食用菌产业发展出口集中度高的国家或

地区,其依赖程度也较高,依赖程度最高的是英国、意
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五大欧洲市场,其次是日本、美
国、中国香港,最后是韩国、泰国及马来西亚市场。

2.建 议

针对中国食用菌产业出口风险较高,且出口安

全水平较低的局面,提出以下建议。
(1)开拓新兴市场,发展多元化出口市场。由于

中国食用菌出口集中度高,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市

场,且近年来中国食用菌出口屡次遭受传统市场的

反倾销、非关税、保定条款等等贸易壁垒时,不能很

好掌握贸易主动权,因此,中国食用菌出口应降低对

英国、意大利、美国等高风险市场的依赖程度。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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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对中国食用菌进口量不

断增加,中国食用菌出口应提高开拓能力把握住市

场机遇,充分开发东南亚以及拉美、非洲等有潜力的

市场,发展多元化出口市场,减少对传统市场的依

赖,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分散贸易风险。
(2)提高产品质量,稳定传统销售市场。英国、

意大利、德国、美国等依赖程度较高的传统销售市场

仍是中国食用菌的主要输出市场,但近年来传统市

场不断提高食用菌卫生安全标准,使中国食用菌对

传统市场出口遭受较大损失。因此,中国食用菌产

业自身应完善行业标准,提高产品质量来减少或规

避传统市场因各种贸易技术壁垒给中国食用菌出

口造成的损失,从而保障中国食用菌产品的稳步

出口。
(3)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分散风险。面对中国食

用菌产业对传统市场依赖程度高,而国内食用菌人

均消费水平低的现状,应充分发掘国内市场的消费

潜力,拉动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减小食用菌产业对

出口的依赖程度,从而分散风险,推动中国食用菌产

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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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ExportMarketConcentrationandtheDependency
ofChineseEdibleFungus

CAOMing-hong,YANGMin
(CollegeofEconomic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e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ytheapplicationofCRn,Herfindahl-HirschmanIndex(HHI),thispaperestimatesthe
marketconcentrationandmarketdependencyofChineseediblefungusexport.Theresultsrevealsthat
themarketconcentrationanddependencyoffreshorchilledediblefungus,ediblefungusprovisionally
preservedanddriedediblefungusarehigh,andtheyaremainlyexportedtothetraditionalmarkets,such
asUSA,Japan,SouthKorea,UK,Germany,ItalyandHongKong.Themarketconcentrationandde-
pendencyofthecannedediblefungusarelow.Accordingly,thispaperputsforwardtodevelopthediver-
sifiedexportmarketsbyexploringnewmarkets,stabilizetraditionalmarketsbyimprovingthequalityof
ediblefungus,andboostdomesticdemandtodistributeriskssoastooptimizethemarketstructureof
Chineseediblefungus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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