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魏琴 (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  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 , 分析了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良好机遇 , 并对其遭遇的严峻挑战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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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of Expor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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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lden opportunity and tough challenge whichthe expor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face with were analyzed , starting with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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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中国农产品出口发展迅速, 出口规模从“十五”

初期的160 亿美元增长到2005 年的271 .8 亿美元 , 增长了

70 % 。2006 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为634 .8 亿美元, 同

比增长12 .8 % , 其中 , 出口额为314 亿美元 , 同比增长13 .9 % 。

据专家测算 ,1 万美元的农产品出口, 能直接和间接创造约

20 个就业岗位。以2005 年的出口额计算, 农产品出口共创

造了5 400 多万个就业岗位。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而言, 当

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又带来了严峻的

挑战。

1  当前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机遇

1 .1 世界经济贸易尤其是农产品贸易持续增长 2006 年以

来, 尽管受到油价高涨和主要经济体利率上扬的影响, 全球

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测,2007 年世界经济增长仍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其中, 受

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影响 , 美国经济增长将明显放慢, 但对消

费支出的影响有限; 欧盟在德、法等主要国家的带动下, 投资

和消费快速增长; 日本经济在出口的带动下已走出通货紧

缩, 稳步复苏; 发展中国家经济整体上保持较快增长。近几

年来, 世界农产品贸易持续较快增长。据世贸组织统计 ,

2003、2004 、2005 年世 界农 产 品 贸易 年 均增 长 率分 别 为

11 .6 % 、14 .8 % 和8 .8 % 。

1 .2  中国在国际农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作为世贸组

织成员, 中国正在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有利

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农业贸易竞争环境。而且, 中国农

业也在开放中提升了竞争力。按可比价格计算, 从2001 年至

2006 年 , 中国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 .2 % 。同时, 中国积极参

与农业多边双边谈判, 成为塑造公平合理、互惠共赢的国际

贸易环境的坚实力量。在多哈回合谈判中, 中国与其他发展

中成员一起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成为谈判中举足轻重的中坚

力量。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方面,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等建设已开始启动。

1 .3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并出台扶持政策  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三农”问题, 对农业进行了战略性调整, 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 为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2006 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要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2007 年1 月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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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农产品出口问题, 强调要加强农

产品进出口调控, 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通过推进农

业标准化、提升农产品质量、加强农产品专业化和区域化建

设等举措 , 全面提升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台的一系

列政策举措包括: 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向支持农产品出口倾

斜, 重点支持出口能力强、带动作用明显的产业化龙头企业 ;

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对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出口企

业提供信贷支持, 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 , 研究制订对

农产品出口提供政策性金融扶持的具体办法; 继续完善农产

品出口政策性保险制度, 探索出口信用保险与农业保险相结

合的风险防范机制, 扩大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范围 ,

有效提高企业投保比率 ; 调整农产品出口退税率结构, 鼓励

企业出口深加工农产品, 对农产品出口生产企业进口生产加

工检测检验设备及企业自用的通用设备在关税减免等方面

给予适当优惠; 减免出口农产品的检验检疫费用, 加快通关

速度; 通过开展海外市场研究、营销策划和产品推介活动, 提

升中国农产品国际知名度等。这些措施为农产品出口创造

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提高了中国农产品竞争力。

1 .4 中国农产品自身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农产

品出口已发展到以1 .78 万家企业为主体, 利用比较优势积

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局面。①品种多样性优势。由于中国气

候条件和自然资源多样 , 能够生产各类农产品 ; 大部分地区

饲养畜禽、种植蔬菜等均具有比较优势 , 能满足世界市场多

样化的需求。②价格优势。从资源禀赋原理出发 , 劳动密集

型农产品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加入世贸组织后, 这

类农产品出口得以快速增长, 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70 % 以

上, 并发挥着明显的价格优势。③市场区位优势。亚洲是世

界农产品贸易最重要、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日、韩、香

港、台湾、印尼、泰国等都是重要的农产品进口国家和地区。

中国对亚洲市场出口农产品运输距离短, 具有明显的市场区

位优势。

2  当前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挑战

2 .1  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 我国农产品出口所面对的国

际环境日趋复杂。在传统贸易壁垒的限制之外, 发达国家设

置的技术壁垒越来越高, 反倾销、“特保”调查今后几年有可

能频繁发生,“知识产权壁垒”、“舆论壁垒”等新型贸易壁垒

也呈上升的态势。最近 , 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尤其是美日欧等

国( 地区) 设置名目繁多的有关农业和食品的安全标准 , 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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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有增无减, 其检测标准愈发苛刻。技术壁垒从2001 年的

923 件增加到2005 年的1 065 件 , 技术贸易壁垒门槛高筑, 范

围不断扩大。随着我国农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 可能引发发

达国家更多的贸易限制措施。发达国家利用消费者对食品

安全的关注 , 不断提高农产品市场的准入门槛。日本“肯定

列表制度”标志着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已趋向制度化、法律

化, 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将在今后一个时期持续存

在。自2006 年5 月“肯定列表制度”实施以来, 日本已对中国

农产品实施了15 项命令检查措施。2006 年中国对日本农产

品出口82 .1 亿美元 , 同比增长3 .6 % 。日本市场在中国农产

品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已降至26 .5 % , 为近年来最低。

2 .2  国际农产品贸易的不公平竞争长期存在  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 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的关联度不断提高, 国际农

产品贸易对我国农业的影响日益增强。主要发达国家在要

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推行自由贸易的同时, 无不

对本国农业进行高额补贴。这严重扭曲了国际农产品的贸

易环境。从2000 年至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达成新农业协定

前, 欧盟每年向农业提供高达769 亿美元的“黄箱”补贴, 日

本为284 亿美元, 美国为191 亿美元。这给没有补贴能力、又

高度开放的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同时使得发达国家竞相

提高农业补贴和保护水平, 从而进一步恶化国际农产品贸易

环境。国际农产品贸易的不均衡, 导致与世贸组织的新一轮

农业谈判进展缓慢。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中国农产

品出口仍将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

2 .3  企业出口成本持续上涨  2006 年以来, 虽然出口价格

有所上升, 但农产品出口的综合成本上升6 % ～15 % , 出口企

业的整体效益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生猪、柑桔罐头、部分蔬菜

以及初级加工农产品的利润下滑明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①检验检疫费用涨幅较大。例如, 为符合“肯定列表制度”要

求, 出口到日本的茶叶农残限量指标从原有的83 项增加到

276 项 , 自检费用由700 多元/ 批次上涨至4 500 元/ 批次 , 再

加上800 元的出口检验 , 检验费用成倍上升。②劳动力成本

明显上升。山东地区蔬菜出口基地工人工资3 ～3 .5 元/ h ,

加工厂工人月薪1 000 ～1 200 元, 部分出口企业出现招工难

现象。③原材料价格、能源、运输费用普遍上涨。这尤其对

中西部农产品出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④汇率波动导致换

汇成本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对签订长单出口的行业、进口

原料加工出口的水海产品形成较大压力。2007 年原材料、能

源、劳动力价格等诸多因素仍将继续影响农产品出口成本 ,

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缩小。

2 .4  参与国际竞争的内功尚需修炼 农产品出口呈现“小

规模、大群体, 小生产、大市场”的格局。目前, 农产品出口企

业平均出口额仅为154 万美元。出口企业普遍规模小, 实力

弱, 组织化程度低 , 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不长 , 缺乏信息的收

集、处理和分析能力。这直接导致了农产品出口信息服务与

扩大出口的要求之间存有较大差距, 企业抵御出口市场风险

和突破技术壁垒的能力较低。另外, 农产品加工程度低 , 技

术创新能力薄弱, 缺乏品牌产品。受整体农业生产模式的影

响, 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高, 质量卫生状况堪忧。出

口农产品中初级产品占一半以上 , 新品种研发和技术创新能

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 以适应国际市场消费多样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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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水解作用十分微弱, 只有很小部分的RS 能被酸水解为葡

萄糖。其原理也可用支链淀粉形成的 RS 的抗水解性较强

来解释。

2 .2 .3 吸水性。由表4 可知 ,RS 样品吸水率为49 .5 % , 明

显高于原淀粉的18 .2 % , 其吸水性比原淀粉提高了1 .7 倍。

这可能是由于在制备 RS 的过程中, 酸处理和低温静置使

RS 颗粒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改善了其对水分的吸附

能力。马铃薯抗性淀粉颗粒小、吸水性恰当 , 不会对加工面

团的粘稠度、流变性带来不良影响, 所以适于用在面包、饼

干、糕点中作为膳食纤维添加剂。

  表4 马铃薯原淀粉与马铃薯RS 的吸水率比较

淀粉种类
吸水前质量 m1

g

吸水后质量 m2

g
△m∥g

吸水率

%
马铃薯原淀粉 1 .009 7 1 .193 6 0 .183 9 18 .2

马铃薯RS 1 .012 9 1 .514 0 0 .501 1 49 .5

3  结论

通过正交试验 , 确定酸变性、沸水浴方法制备马铃薯

抗性淀粉, 影响抗性淀粉产率的各因素主次顺序为酸用量

> 淀粉与水比例> 酸解时间 > 沸水浴时间 > 冷藏老化时

间, 制备抗性淀粉的最佳条件为酸用量2 % 、淀粉与水比例

1∶9 、酸解时间1 .5 h、沸水浴时间2 .5 h、冷藏老化时间36 h。

马铃薯抗性淀粉具有较强的抗酶解能力 , 耐高温α- 淀粉酶

很难将其水解 ; 在pH 值< 2 的强酸性环境下抗性淀粉在较

短时间内出现水解现象, 但当pH 值> 3 时 ,RS 的耐酸性比

较明显; 与原淀粉相比 , 抗性淀粉的吸水性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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