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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袁 是将与研究对象密
切相关的各种主要内部优势尧劣势尧机会和威胁等通过调查
列举出来袁依照矩阵形式排列袁并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
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袁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袁
而该结论通常具有一定的决策性遥 从整体上看 SWOT分析
可以分为两部分院第一部分为 SW袁主要用来分析内部条件曰
第二部分为 OT袁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遥笔者运用 SWOT
分析方法对陕西苹果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袁 旨在为陕西
苹果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参考遥
1 陕西省苹果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与劣势

1.1 优势

1.1.1 苹果生产的自然条件优越遥陕西省自然条件优越袁苹
果栽培历史悠久袁 具有大规模发展苹果产业的优势遥 渭北
30个苹果基地县袁属于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袁是全国五大
苹果产区中唯一符合最适宜区 7项指标要求的优生区遥联
合国世界粮农组织计划开发署尧欧共体尧中国科学院果树研
究所尧陕西省果树研究所以及英尧法尧俄尧日尧美尧德尧新尧澳等
上百批国内外专家尧学者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袁洛川地区的
自然条件完全可以和朝鲜的咸兴尧元山袁日本的长野尧青森袁
法国的南特尧里昂袁美国的亚基马尧罗切斯特袁意大利的都灵
相媲美袁属于世界最佳的苹果优生区[1]遥
1.1.2 苹果的生产成本低廉遥 苹果的生产过程相对其他农
产品复杂袁需要大量的人工操作程序袁在发达国家生产成本
相对高昂袁而陕西农村劳动力富余袁苹果生产的劳动力成本
相对较低遥陕西省苹果生产成本渊 0.64元/kg冤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渊 0.66元/kg冤和国外平均水平渊 1.20元/kg冤袁从而使得陕
西苹果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袁为陕西苹果产业进入国
际市场创造了条件[2]遥
1.1.3 果农素质大幅度提高遥野 十五冶期间陕西省通过普及
先进实用技术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已经培养出一支能够与

国际先进种植技术接轨的野 土专家冶队伍袁并在他们的带领
下建立起一批示范园遥在示范园苹果野 优质尧优价冶的赢利模
式影响下遥陕西果农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袁苹果标准

化生产的野 四项关键技术冶深入人心遥2005年底宜川县 12名
果农自费东渡日本学习考察袁其目标就是将自己的产品打入
欧美市场袁果农已有做大做强走向世界的想法遥果农素质的
提高为陕西苹果产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可展望的前景遥
1.2 劣势

1.2.1 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不合理遥淤区域布局不合理袁延
安以北的适宜区和关中灌区尧秦岭北部等次适宜区的苹果
种植面积袁近年来虽有所下降袁但仍占全省总种植面积的
30 %左右遥于品种结构不合理遥目前陕西省苹果以单一的鲜
食品种为主袁占总面积的 90 %以上袁加上专用果面积不足
10 %袁早尧中尧晚熟品种栽植面积比例为 1颐4颐28袁呈现早熟
缺尧中熟乱尧晚熟多的特点遥同时一般品种所占比例较大袁严
重制约苹果业的优化升级遥
1.2.2 中产和优果率低遥2002 年陕西苹果产量为 10.62
t /hm2袁是山东省的 73 %袁不足法国尧新西兰尧美国尧日本等国
的 1/2遥陕西苹果内在品质与国外差别不大袁但外观尧包装质
量与其他主产国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袁优质果率偏低袁约为国
外的 1/2遥无公害苹果生产刚刚起步袁生产者大多不熟悉有
关标准袁少数生产者仍然使用国家禁用的高毒尧高残留农
药袁从而影响了苹果的整体质量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遥
1.2.3 果品现代化贮藏能力严重不足袁加工品种单一遥在目
前陕西省各类水果贮藏能力为 320万 t袁其中气调库和冷库
贮藏能力为 40万 t袁仅占各类水果贮藏能力的 12.5 %袁占水
果总产量的 9.3 %袁其余大多数是贮藏期较短袁贮效较低的
土贮库袁难以起到延长销售周期袁衔接产销的作用遥同时袁加
工产品结构单一袁除了浓缩果汁外袁其他如果酒尧果酱尧果
醋尧果糖等尚未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袁现有果汁加工企业布
局极不合理袁陕西 17家生产企业均集中建设在关中地区袁有
的企业相距仅 3 km袁 违背了国际尧 国内果汁厂的布局规律
渊 国际上两厂之间的距离在 200 km以上袁我国山东省在 100
km以上冤袁使企业间因争原料而导致收购加工成本居高不下遥
1.2.4 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袁组织化程度较低遥目前袁陕西
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规模小尧实力弱尧辐射带动功能不强袁
加之果农合作组织数量较少袁而且多数处于有组织无活动袁
功能作用十分有限遥 目前龙头企业与果农之间仍普遍采用
简单的买卖关系袁未能通过生产及收购订单尧质量标准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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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价承诺等合同契约进行连结袁 因此也难以建立加工销售
组织与果农之间的长期尧稳定的联合与协作关系袁组织化尧
产业化开发程度均表现为较低遥
2 陕西省苹果国际竞争力的机遇与挑战

2.1 机遇

2.1.1 加入WTO带来的机遇遥 加人 WTO后我国水果业可
以享受 WTO成员在关税减让尧减少非关税措施等方面的权
利遥 陕西水果产品进人 WTO成员国市场的壁垒大大降低袁
提高了陕西水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遥此外袁陕西水
果业可以利用我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人 WTO而获得的
优惠安排袁来对水果业进行适当的保护遥
2.1.2 欧美出口潜力巨大遥 目前我国苹果出口的主要市场
是东南亚和俄罗斯等国袁占我国苹果出口的 80.0 %以上曰对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出口量仅为 4万 t左右袁 约占总出口量
的 6.5 %遥 但对欧美出口单价为 580美元/t袁 高出平均价格
68.6 %袁所以欧美这些环保行动较早尧公众环境意识较强尧
标准较严尧技术先进的国家与地区袁是更有出口潜力的市场遥
2.1.3 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机遇遥 西部大开发中央采取了很
多优惠政策推进西部经济尧社会发展袁开发西部市场袁改善
西部运输和交通条件袁增加西部地区收人水平遥西部大开发
也拓宽了陕西水果销售市场袁 强有力地拉动陕西水果产业
发展遥陕西水果产量递增袁水果畅销国内大部分地区袁随着
西部大开发地深入袁 陕西水果产品将更顺利地销售到全国
各地遥
2.1.4 陕西政府的大力支持遥 陕西政府大力进行国际市场
推介贸易活动袁为陕西苹果产业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
机遇遥野 十五冶期间陕西省既在新加坡尧丹麦尧俄罗斯尧泰国等
国家成功举办了陕西苹果的推介和贸易活动袁又积极参加
了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及其他有影响的农产品营销活

动袁使陕西苹果及其产品出口的国家和地区由野 九五冶末的
45个扩大到 56个袁出口额连续 5年实现了两位数持续增长袁
成为全省农产品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遥
2.2 挑战

2.2.1 绿色壁垒的影响遥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和技术的垄
断优势袁通过立法或其他非强制性手段制定了许多苛刻的
环境技术标准和法规袁 极大地限制了陕西苹果产业出口的
市场准入袁减少了出口机会遥美国是我国苹果浓缩果汁的第
一大出口大国袁但近年来美国分别提出对白菌洁尧杀火菊酚
甲胺磷尧 棒曲霍索等有害微生物批检曰2001年欧盟也提出
了一个野 乙烯利冶问题袁即要求原果汁中的乙烯利含量小于
0.05 mg/kg遥这些门槛袁加大了陕西省苹果出口的难度袁直接
导致了该省浓缩果汁出口锐减遥2003年 11月至 2004年 2
月以来袁加拿大以在来自陕西的苹果中截获山碴叶螨为由袁
2月 16日暂停进口陕西苹果曰野 粉红女士冶因没有达到国外
标准要求袁致使华圣果业到手的 300 t订单无法履约曰美国
提出 878种有害生物的标准袁将我国水果拒之门外袁导致陕
西水果至今未能进入美国市场袁 这些事件致使该省苹果出
口企业遭受了具大的经济损失[3]遥
2.2.2 与东南亚和我国其他省份的竞争遥加入WTO也给陕
西水果产业发展带来了挑战遥 国际市场对高档果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袁原来需要中档果较多的中非尧俄罗斯等国家也逐

渐进口优质高档果遥陕西水果早尧中尧晚熟品种比例失调袁鲜
食尧加工品种比例不当袁加工品质量低下袁贮藏容量小袁市场
供应期短遥在果酒尧水果饮料等其他果品深加工方面袁与东
南亚国家和沿海省份比较起来远远不足遥
3 陕西省苹果国际竞争的策略

3.1 优化产业结构袁 调整品种结构 目前苹果鲜果的出口

市场主要是东南亚尧俄联邦以及潜力巨大的欧盟市场遥东南
亚市场偏好富士苹果袁非常适合我国苹果的品种特点遥而欧
盟市场则主要偏好金帅尧元帅尧嘎拉系列袁在我国袁这些品种
的栽培比例小遥因此袁首先要根据欧盟的消费偏好袁在调减
富士系列的同时袁适当增加金帅尧红冠尧嘎拉等品种 [4]曰其次
品种的熟期搭配要合理袁尽量避免苹果生产的季节化袁避免
销售过于集中袁竞相让价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曰再次袁鲜果
和加工品种的比例要协调袁 目前陕西省主栽品种基本上都
是鲜食品种袁适用于加工的品种很少袁几乎都是鲜食品种采
摘完之后的次果或者落果袁 这样致使苹果加工企业没有稳
定的优质原料袁加工的质量难以适应市场需要遥
3.2 引导产业集群化发展 鼓励果农按照野 民办尧民营尧民
受益冶的原则袁组建乡村专业协会尧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
组织袁积极开展技术尧农资供应尧病虫防治尧产品销售等服
务袁逐步提高果农的组织化程度遥要按照能够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的原则袁加快组建陕西苹果协会或商会袁提高果业组织
化程度遥发展苹果产业化经营袁有效地延长苹果产业链条袁
通过对苹果的精深加工来增加苹果的附加值袁使苹果产业的
整体效益提高遥产业化经营组织通过形成野 利益共享尧风险
共担冶的野 公司+农户冶联结机制袁把苹果质量标准全面引入
到生产尧加工尧流通的各个过程袁使得苹果质量从源头就有
很好的保证袁提高它的商品化率袁同时避免绿色壁垒的限制袁
有效地推动苹果产业向规模化尧集约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遥
3.3 打造绿色苹果大品牌袁 培育龙头企业 陕西苹果虽然

品种和品质较好袁但还要打造一个响亮的品牌遥为强化品牌
观念袁应把树品牌尧创名牌作为大事来抓袁将出售果品注册
商标后再推向市场袁 拥有了响亮的品牌就拥有了进入市场
的通行证遥因此袁针对陕西目前绿色品牌在国际市场处于弱
势地位袁 一定要在各地小品牌的基础上打造陕西绿色苹果
大品牌战略袁 尽快确定一个响亮而又能代表陕西特色的品
牌名称遥通过品种和品质结构调整袁达到绿色产品标准袁并
注明绿色品牌商标袁 将陕西绿色大品牌苹果推向世界大市
场袁接受消费者的检验及认可 [5]遥要引导龙头企业加快经营
机制创新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袁并与大专院校尧科研院所开
展技术经济合作袁 共同研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和产品袁尽快形成有一定市场份额的知名品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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