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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我国农产品国际化参与度不断提高,为挖掘我国农产品对

外贸易潜力,基于波特“钻石模型”,分析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为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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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推

进,农产品国际化参与度不断提高,为

挖掘我国农产品贸易潜力,应明确我

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探

寻相应对策。 

1 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分析 

从不同角度对国际竞争力有不同的

评价指标,基于评价指标的可比性和可

测量性,本文选用以下三个评价指标对

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 

1.1国际市场占有率(IMS)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国某类产品

出口总额占世界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比

重。国际竞争力的强弱与IMS值成正比[1],

具体判定标准是： IMS<5%, 很弱；

5%<IMS<10%,一般；10%<IMS<20%,较强；

IMS>20%,很强。中国农产品的IMS在2013

年之前小于5%,2014年打破5%的限制

后,IMS总体呈上升趋势。根据IMS指标可

以断定,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已由很

弱变成一般,说明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

力有所提升。 

1.2贸易竞争指数(TC) 

贸易竞争指数是指一国某类产品净

出口额占该类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

重。总的来说,TC>0说明该国这类产品的

竞争力相对较高；TC<0说明该国这类产

品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具体判定标准是：

-1≤TC<-0.8,劣势很高；-0.8≤TC<-0.5,

劣势较高；-0.5≤TC<0,略有劣势；0≤

TC<0.5,优势中等；0.5≤TC<0.8,优势较

高；0.8≤TC≤1,优势很高。中国农产品

的TC在2011年至2017年从-0.219%上升

到-0.248%,根据TC指标可以断定,中国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上略有劣势,虽然近

年来TC指标有所增加,但仍为负数,说明

中国农产品贸易的竞争优势不大,农产

品生产与出口的水平仍较低。 

1.3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国某类

商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世

界各国此类商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

的比重的比率。一般来说,RCA越大某国该

产品出口越多,具有比较优势；反之则具

有比较劣势。具体判定标准为：RCA≤0.8,

较弱；0.8<RCA≤1.25,中等；1.25<RCA

≤2.5,较强；RCA>2.5,极强。中国农产品

的RCA从2011年至2015年由0.44%下降到

0.4%,较为薄弱的竞争优势逐渐下滑,比

较劣势缓慢恶化,从2016年至2017年有所

回升,比较劣势恶化的情况得到缓解,但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依旧较弱。 

2 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

响因素 

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认为,

生产要素、需求情况、相关及支持产业、

结构及竞争、政府和偶然因素等要素共

同决定一国某种产业或产品的竞争力[2],

本文基于“钻石模型”来分析我国农产

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2.1生产要素 

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的4.85%,人均

耕地面积却未及世界平均水准的一半,

只有0.0009。农业劳动力资源较为充足,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长期转

移,青壮年高素质的劳动力多选择外出

打工,农业经营人员以小学、初中文化程

度的36岁以上男性为主体。他们年龄较

大,缺乏足够体力,对土地基本采取粗放

经营,而教育程度偏低,缺少相应科技知

识,高新技术难以推广和运用[3]。 

2.2需求条件 

我国人口多,粮食需求大,粮食生产

不断实现的增产与进步,很大程度是完

成粮食的刚性需求,使我国粮食剩余产

品较少,出口量少,难以形成竞争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居民消费需求发生

了改变,但对农产品的需求仍主要是鲜

活、美味,导致农业加工企业没有足够的

动力来进行创新。 

2.3相关与支持产业 

上游产业中,存在过量使用农药化

肥问题,使农产品农药超标,出口易遭遇

贸易壁垒。我国海岸线长达1.8万km,在

2017年港口吞吐量实现143.5亿吨,优越

的港口资源能节约贸易运输成本,加快

运输时效,让中国农产品以最佳状态出

现在国际市场上,增加竞争力。下游产业

中,龙头企业与农业合作社的新式营业

模式在持续扩展,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建

设与发展。因农产品对包装、储存和运

输条件要求严格,虽然我国农产品运输

流量规模超过4万亿元,但冷链运输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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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不足3千亿元,冷链流通普及率远不

及50%,流通中损耗率较高。 

2.4企业战略、结构及竞争 

我国林业、畜牧业和渔业虽然发展

迅速,但种植业始终占据农业核心地位,

在2019年的农业内部结构中占比仍超过

50%。随着产业结构及国内需求变化,决

定了我国农产品企业战略为出口果蔬类

产品、畜产品及水产品,农业生产资源主

要倾斜给种植业。因本国消费及战略储

备需求,粮食出口有一定限制,而主要出

口品类受到的支持力度不够,导致我国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 

在国内竞争环境中,企业会为赢得市

场而积极创新并抢占国际市场。农产品企

业为保证在竞争中生存会关注农产品价

格、质量及品质,这可间接提高农产品的

质量,利于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在国

际竞争环境中,贸易壁垒是农产品同业竞

争的主要表现。贸易保护主义藏匿在各国

非关税措施下,使农产品国际市场处于高

补贴、高关税和高壁垒的状态,这不利于

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2.5政府 

我国政府在对内支持政策上一直重

视农业的发展,在2006年就取消了农业

税、屠宰税和牧业税,不断增强对农业的

扶持,降低生产成本,调动农民生产积极

性,为农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在对外

贸易政策上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增

强优势产品出口,使贸易规模达到平衡

状态。 

2.6偶然因素 

我国农业工业化生产未全面推广,

抗灾能力较低,不利于农业生产,但敏

锐抓住一些偶然因素,也会刺激农业迅

速发展。如现在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各国

农业,国际市场农产品需求明显增加,

我国反应迅速,很快控制疫情率先复工,

抓住了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

这个机会。 

3 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的对策建议 

3.1优化农业经营结构 

对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

进行统一管理,推广机械化生产和企业

管理模式,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和农

业新技术的推广阻力。加强建设农业行

业协会,提供农业交易信息平台,实时更

新国内外农产品交易资讯,减少因信息

传达滞后造成的损失。 

3.2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文化水平 

继续普及农业基础教育,推广农业

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民受教育年限,

只有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才能有效应用与

推广新的种植技术。此外还可建立农业

技术教育机构,定期组织学习最新农业

种植技术与培育方法,推广科学管理模

式,帮助农民利用现代科技获得相关学

习知识,拓展农产品销售途径。 

3.3完善农业物流运输系统 

加快建设农产品冷藏库,提高冷链

运输在农产品运送中的运用,减少物流

的损耗,保证产品的出口质量,有效规避

严苛的入关检测标准。同时要加强供应

链的建设,利用“互联网+”进行跨境电

商交易,让消费者和供应者连接起来,有

助于企业突破贸易壁垒,提高市场开发

效率。 

3.4发挥政府“有形的手” 

适度的市场竞争有利于产业发展,

但过度竞争需要政府进行调控,建立完

善农业市场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使各主

体都能在市场中公平有序经营,避免“恶

性竞争”。 

3.5调整出口市场结构 

必须深层次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

使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政府应积极收

集国际标准,建立专门的数据库,加快建

设我国农产品出口预警机制,预测市场

风险,定期发布风险预警,以降低我国农

业企业的出口风险,保障我国农产品顺

利进入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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