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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逐渐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 , 宁夏枸杞将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从绿色果品生产的基本要求出发 , 运用贸易
竞争力指数 , 利用SPSS 分析软件 , 对宁夏枸杞的国际竞争力作了定量分析 ,同时探索了宁夏枸杞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并提出了相应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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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LyciumChinese fromNingxia Province
CHEN Hong et al  ( Ningxia University ,Yi nchuan,Ningxia 750021)
Abstract  With Chinese economy bei ng closer to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LyciumChinese fromNingxia provi nce will face more and more i ntense inte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romgreenfruits’production basic need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Ningxia LyciumChi nese’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as done withthe trade competitiveness index and the way of SPSStool . At the sameti me ,inthe paper the questions of the Ningxia LyciumChi nese indus-
trial development was pointed out and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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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夏枸杞生产和贸易的基本情况

“天下枸杞出宁夏”, 宁夏是枸杞的原产地。宁夏因其独

特的地理气候条件, 是枸杞生长的最佳生态区 , 是中国及世

界人工种植枸杞的发源地。宁夏枸杞在宁夏人工种植已有

500 余年的历史, 已成为宁夏特有的资源。我国是世界上枸

杞生产大国, 年产枸杞2 万t , 年出口量0 .8 万～1 .0 万t 。宁

夏枸杞的各项有效成分均高于其他产区的枸杞, 最重要的成

分枸杞多糖高达8 % 左右 , 是其他产区所产枸杞多糖含量的

2 .7～4 倍。国家医药管理局将宁夏枸杞定为全国唯一的药

用枸杞产地, 列入全国10 大药材生产基地之一。国家科技

部已将宁夏枸杞列入国家《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开发》项

目, 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医药产业列为宁夏国民经济发

展的6 大支柱产业之一, 为枸杞产业化提供了良好机遇, 发

展前景十分广阔。

1 .1  宁夏枸杞有较高的历史知名度  宁夏枸杞被人关注始

于宋代, 成名于明、清。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到“枸杞

陕西极边( 经考证为宁夏中宁、中卫一带) 生者, 高丈余, 大可

做柱, 叶长数寸 , 无刺, 根皮厚补, 甘美异于他处”。到了明弘

治年间 , 宁夏枸杞因其“皮薄、肉厚、籽少、味甘”而响誉全国 ,

被皇宫列为贡品。清乾隆年间, 宁夏枸杞在宁夏种植有了一

定的规模, 并初步形成了垄断地位, 乾隆《中卫县志》记“枸

杞, 宁安( 今中宁县城) 一带家种杞园 , 各省入药杞子, 皆宁产

也”, 这都充分说明宁夏是宁夏枸杞的道地产区。建国后, 党

和人民政府对宁夏枸杞给予高度重视, 组织科研人员对枸杞

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研究。20 世纪60 年代初, 将宁夏枸杞在

白僵地、盐碱地引种成功 , 从而拓宽了宁夏枸杞的种植区域 ,

实现了宁夏枸杞种植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到了20 世纪80 年

代,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研究人员成功地培育出宁杞

1 号枸杞新品种, 实现了宁夏枸杞的第二次飞跃。20 世纪90

年代后, 随着科技的发展, 宁夏枸杞由原来的单一药材逐步

向食品业、医药加工业、化工业、旅游业等诸多行业渗透, 形

成了一个以宁夏枸杞为主体, 以研究、种植、加工、流通共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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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宁夏枸杞经济。至此宁夏枸杞产业已初露端倪。

1 .2 宁夏枸杞种植业迅速发展, 为枸杞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建国初期,1952 年宁夏枸杞的总产量仅有141 t , 1989 年枸

杞种植面积达到1 320 hm2 , 产量为819t , 产量翻了近6 倍。20

世纪90 年代, 受科技进步等诸多因素影响, 枸杞有了更大的

发展。2001 年宁夏枸杞种植面积达13 913 hm2 , 产量达13 950

t( 表1) , 至此, 宁夏枸杞种植面积已占全区可耕地面积的

1 .04 % , 占园林面积的51 % 。由于枸杞种植业的迅猛发展 ,

为其发展多种经营如营销、旅游、加工、食品等奠定了基础。

  表1 宁夏枸杞产量与出口量 t

年份 年产量 年出口量 年份 年产量 年出口量

1952 141 1989 819

1957 403 1990 758 305

1958 502 1991 635 331

1960 166 1992 851 309

1962 147 1993 1 261 828

1965 234 1994 1 201 1 140

1970 278 1995 1 070 1 000

1975 643 1996 1 155 882

1978 412   47 1997 1 437 636

1980 418 152 1998 1 395 853

1981 275 1999 3 400 375

1982 253 2000 4 800 294

1983 294 2001 13 950 342

1984 647 2002 23 462 348

1985 792 137 2003 32 000 365

1986 853 2004 40 000 336

1987 1 098 2005 50 000 321

1988 912 2006 65 000

 注 : 数据来源于宁夏统计年鉴。

1 .3 枸杞经济总产值逐年上升, 是宁夏潜在的经济增长点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 随着人们对宁夏枸杞医疗保健作

用的深入认识, 宁夏枸杞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为宁夏枸杞经

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好的外围环境。1997 ～2000 年短

短的几年时间, 宁夏枸杞占宁夏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0 .41 % 上升到1 .91 % , 提高了近5 倍。这还不包括因枸杞深

加工而产生的附加值。2001 年在银川市举办的枸杞及抗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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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药国际研讨会上, 来自海内外的几十名专家对宁夏枸杞

的发展前景一致看好, 认为照此势头发展下去 , 不出几年宁

夏枸杞年产值将会由现在的不足几亿元( 包括深加工产值在

内) 增加到几十亿甚至百亿元, 真正成为支撑当地农村经济

和促进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1 .4  国际市场的开放为宁夏枸杞贸易出口带来无限商机  

宁夏枸杞作为传统的中药材, 在改革开放以前 , 出口大多在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聚居区和日本、韩国一带。自改革

开放以来, 枸杞每年创汇都在200 万美元, 最高年份出口达

500 万美元。现今枸杞市场已突破了传统的港澳市场和东南

亚市场 , 打进了美国和欧洲市场。近几年来 , 枸杞国际市场

的范围不断扩大, 不仅表现出对枸杞干果需求的增加, 而且

诸如枸杞酒、枸杞粉、枸杞鲜汁、枸杞鲜果的市场也在不断拓

展。当前在国际市场上 , 中药制成的药品和健康品需求不断

上升, 据统计, 近10 年, 全球中草药消费市场平均年增长率

达15 % ～20 % , 到2001 年底, 全球市场扩大到400 亿美元。

在这种国际贸易大环境下, 宁夏枸杞贸易出口前景十分看

好, 但是竞争也十分激烈。目前 , 新疆枸杞种植面积达1 .44

万hm2 , 内蒙古枸杞已发展到2 .53 万hm2 。今后, 宁夏枸杞在

国际市场上要有较大的发展, 必须实施品牌战略, 从科技、环

保、深加工等方面下工夫, 以质取胜。

目前, 枸杞生产基本实现了良种化栽培、规模化种植、集

约化生产、科学化管理、多样化经营的模式 , 形成了卫宁灌

区、清水河流域、银北和银川4 个集中产区 , 带动了枸杞深加

工、化工、医药、食品、旅游等行业的发展, 初步形成了枸杞产

业的雏形。

2  宁夏枸杞的贸易竞争力分析

为了分析说明宁夏枸杞的贸易竞争力情况, 笔者主要选

择宁夏枸杞年产量、年进出口贸易数量等指标, 利用 SPSS

( 12 .0)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样本( 表1) 建立一元线性回归计

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分析。分析及计算结果如下: 设建立的一

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yi = β0 + β1 xi + u i , 式中, yi 为宁夏枸杞年

份变化情况 ,β0 为常数项, β1 为 xi 的系数 , ui 为随机摆动项

( 误差) , xi 为选定的基础指标( 宁夏枸杞年产量、年贸易量

等) , 利用SPSS( 12 .0) 统计分析软件中数据编辑输入变量及

数据, 采用全回归( Enter) 方法建立模型。

建立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中,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adj- R2

= 0 .736 , 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水平较优。回归分析结果, 全

部通过α为0 .01 的 t 检验和F 检验。

  通过SPSS( 12 .0) 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得出, 宁夏枸杞年进

出口数量与年产量的相关系数 R 为0 .881 , 可见宁夏枸杞年

进出口数量与年产量关系密切; 可决系数 R2 为0 .777 , 可见

回归方程的可信度较大。F 检验为19 .149 > 10 , 则说明宁夏

枸杞年产量、年贸易量影响是显著的。序列相关 D. W. 检验

= 0 .788 , 从回归估计的结果( 图1、2) 来看, 图1 正态分布检验

在直线两侧均匀分布, 同时关于0 对称且0 点最高, 说明存

在正态; 从图2 看, 各个点在纵轴0 点对应的直线上下基本

均匀分布 , 认为方差齐次性。通过模型的建立及分析说明宁

夏枸杞在国内外市场上体现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是竞争优

势有不断减弱的趋势, 同时也体现出了优势的不稳定性, 年

际之间变化较大, 而且在中国2001 年入世之后 , 在国际贸易

市场上表现出了竞争力的减退。可以说, 宁夏枸杞产业的核

心竞争力尚未稳定成型。随着宁夏枸杞深加工和产业化的

推进, 宁夏枸杞的国际竞争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可以看到 ,

在加入 WTO 后, 农产品贸易壁垒逐步取消 , 贸易环境日趋自

由化的前景下, 国际市场的价格对宁夏枸杞竞争力形成的影

响将趋小, 宁夏的农业政策支持环境反而成为影响宁夏枸杞

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图1 正态分布检验直方图

图2 回归标准残差的自变量的预测值与回归标准残差的散布情况

3  结果分析与预测

3 .1  加强枸杞基础研究  招集、聘请、引进枸杞育种、栽培、

食品加工、医药卫生、化工、质量检验检测等方面的科技力量

共同致力于宁夏枸杞的研究工作 , 重点解决枸杞的新品种选

育、枸杞药理机制的研究、质量标准的起草和检验测试、枸杞

储藏保鲜和深加工产品的开发。

3 .2  有计划地扩大宁夏枸杞规模化种植面积  宁夏目前种

植枸杞13 913 hm2 , 少于新疆和内蒙古的种植面积。笔者认

为, 在近5 年内, 宁夏枸杞的种植面积宜发展稳定到2 万

hm2 , 其中果用型枸杞面积在1 .5 万～1 .7 万hm2 , 菜用枸杞

1 300 hm2 左右, 加工型枸杞2 000 ～4 000 hm2 。目前, 宁夏枸

杞种植模式大部分是千家万户分散型种植。这种模式已不

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由于生产规模小, 经营水平低, 质量

无保证, 因而效益不高。要尽快建立一批规模经营的种植枸

杞的大户或公司, 通过精耕细作, 科学管理 , 生产出优质枸

杞, 参与市场竞争 , 同时也可有效地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下

的局面 , 保证枸杞种植业的稳定发展。

3 .3 加大科技推广力度, 实施无公害枸杞行动计划, 全面提

升枸杞生产技术 面对国际上的绿色壁垒, 只有严格按照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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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输出以及各种评价体系等, 如图3、4 所示。

图4 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模块

5  结语

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是目前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

趋势, 循环经济是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经济改革和经济稳定、

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采用基于数据库的计算机技术进行

循环经济管理, 不但可以减轻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 实现经

济的科学化管理, 还能积累循环经济中的资料 , 为循环经济

的研究提供依据。而设计完善、性能良好的数据库系统是顺

利进行计算机系统开发的基础。笔者通过对循环经济研究 ,

面对多元多时态数据量及信息提取工作的挑战, 设计了一套

循环经济数据库系统 , 该设计适应于一般的循环经济管理系

统, 为系统数据库的开发提供了一种设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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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生产标准操作规程, 进行无公害生产才是宁夏枸杞走向国

际市场的唯一出路。这就要求必须建立与实行枸杞产品安

全认证管理机制与制度, 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推行无公

害、绿色、有机枸杞生产技术, 在各级生产单位设立生产技术

指导工作站, 增加科技推广经费 , 开展生产技术培训 , 帮助生

产者转变观念, 掌握枸杞生产技术规程。同时必须加强技术

创新, 发展高科技, 解决宁夏枸杞产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

题。大力推广、应用有利于解决宁夏枸杞大开发的重点、热

点、难点的关键技术 , 改造传统产业, 推动宁夏枸杞产业升

级, 形成具有特色优势、产业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好、有技术

创新的新型枸杞产业。

3 .4 坚持改革开放, 加强横向联系  宁夏虽然是宁夏枸杞

道地产区, 资源丰富, 发展宁夏枸杞产业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

存在着资金不足 , 人才缺乏, 技术落后, 经营不善, 观念保守

等问题, 因此必须加强横向联系。针对目前宁夏资金和技术

相对短缺, 但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实际, 积极吸引外资以及

东部沿海地区企业进入枸杞深加工领域。一方面可与科研

院所挂钩, 将已开发出来的枸杞深加工产品进行转化; 另一

方面可同当地枸杞加工企业联合, 建立一批跨地区、跨行业

的精深加工龙头企业, 开发出更多适合消费者需求、上档次

的产品 , 并推向国内外市场, 创出枸杞名牌。

3 .5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目前枸杞市场经济秩序尚不规

范, 工商管理力度不够, 假冒事件屡禁不止。许多有识之士

也强调要保护宁夏枸杞品牌。笔者认为保护的有力手段不

是打击, 也不是排斥, 而是引导和竞争。对进入市场的枸杞 ,

必须经工商、税务、质检、科研等部门的质量督查, 建立枸杞

市场准入制度和宁夏枸杞基地与产品认证制度, 让各地枸杞

挂牌经销, 注明枸杞产地、产期、价格、生产者, 让消费者明明

白白选购消费, 减少或杜绝假冒现象, 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

3 .6 构建信息服务体系  加大宣传力度, 结合最新的科研

成果和旅游业, 宣传宁夏枸杞的文化、形象、功效。深入开展

市场分析, 针对消费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习俗、消费水准

制定销售策略。扩大营销队伍, 提高营销人员素质, 充分发

挥科技信息技术, 营建枸杞营销网络。完善配套的服务机构

和组织 , 例如组建协会、信息中介机构等。

3 .7 协调各行业的发展  宁夏枸杞产业发展到今天, 已分

化出许多相关的行业和部门, 这些行业和部门之间在客观上

存在着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依存关系。各行业

和部门在自身发展变化的同时, 都会为其他行业和部门直接

或间接地创造着有利或不利条件。在20 世纪80 ～90 年代 ,

宁夏枸杞经历三起三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各行业和部门间的

不协调发展造成的。因此, 只有各行业和部门相互适应 , 按

比例地发展 , 枸杞产业才能做大做强, 宁夏枸杞经济才能有

序地增长和发展。

总之,21 世纪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宁夏枸杞具有非

常优越的条件, 西部大开发中若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加大

宁夏枸杞的种植, 创建绿色果品基地, 改善生态环境 , 对于提

升宁夏枸杞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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