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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以来，中国依靠要素成本的先天禀赋优势，推动了中

国农产品出口的长期高速增长，到201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

达到了近600亿美元，2001-2015年的平均出口增长率超过9%，

成为世界第三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与此同时，伴随中国整体经济

的迅速腾飞，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持续攀升推动中国进入了

“高成本”时代，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出口农产品存在

显著的竞争力不足现象，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农产品出

口的总体特征。首先从出口多样化视角集约6位码的高度细分数

据，分析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产品数量与出口目的国数量的种类特

征，以及相应的量值结构；其次，基于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视角

进一步分析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总体竞争模式特征；最后，描述分

析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持续性情况，为后续系统分析中国农产品出

口的持续时间问题提供现实基础。

1  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总体产品特征

出口种类方面，报告期内（2001-2015 年）中国出口的

六位码产品种类接近800 种，年平均出口产品种类也在750 种

左右；同时这些产品被出口到全球205 个国家和地区，年平均

出口目的国数量也在190个以上。由此在报告期内共产生57067

个产品 - 国家对数据；但即便如此，就长期趋势而言，中国

出口的产品种类长期呈下降趋势，而出口目的国数量则长期趋

于上升，根据笔者的统计，增加的出口目的国主要集中在非洲

等欠发达国家。中国将更多初级农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以应

对发达国家越来越严苛的非关税壁垒导致的出口抑制。

出口量值方面，中国农产品出口报告期内整体呈上升特

征，但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出口增速持续放缓，并在2015

年出现了负增长现象。具体来看，中国农产品贸易额 2001 年

为184.45 亿美元，2015 年出口贸易额增长到599.86 亿美元，

年均环比增速约为9.11%。但增长趋势并非稳定一致，中国农

产品出口规模快速扩大主要集中在2008年之前的时期，年均增

速维持在12.68%，但在2009-2015年，出口规模扩大的速度则

持续下降，平均出口增速迅速下降到5.54%。其中2015 年甚至

下降到 -4.68% 的负增长水平。这反映出经济危机对中国农产

品出口贸易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与挑战，依靠成本优势形成的低

端农产品粗放型出口可能已经无法维持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长期持

续增长。

同时，从出口产品种类的贸易份额观察，中国20% 的农产

品种类占据了86.69%的出口贸易份额。亦即中国出口的7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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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农产品中，仅 1 6 0 种左右的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就达到了

360.31亿美元。且这部分占有绝大比例出口份额的农产品结构

长期趋于一致，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出口存在长期的集中化特

征。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当前依赖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

口模式，结合相对固化的出口贸易结构将导致贸易条件恶化，

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之中。

2  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总体竞争模式特征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借鉴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方法，将农产

品按照出口竞争模式分为四个类型，进一步考察中国农产品出

口是更多依靠成本优势进行出口竞争，还是更多依靠质量与技

术优势以较高的成本加成进行出口竞争。描述结果显示，①质

量竞争模式与价格竞争模式的中国农产品出口呈势均力敌态势，

平均占比都在45% 左右；二者总出口份额接近90%。根据产品

分类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更多农产品出口呈现质量竞争特

征，意味着出口的产品类型或者为一国特有的特色农产品类

型，或者为质量或技术水平较高的高附加值农产品类型，无论

哪种均能实现较高的成本加成，获得更强的出口国际竞争力。而

如果更多产品出口呈现价格竞争特征，则意味着出口产品仍然

年份
出口种类数

（个）
出口国家数

（个）
出口贸易额
（亿美元）

出口增长率
（%）

2001 15252 188 184.44

2002 16397 189 204.52 10.89

2003 18109 191 237.69 16.22

2004 19371 191 255.72 7.59

2005 20960 192 297.06 16.17

2006 22819 193 336.89 13.41

2007 24828 193 394.10 16.98

2008 24773 194 423.70 7.51

2009 24498 197 400.87 -5.39

2010 25432 197 480.39 19.84

2011 25676 197 579.70 20.67

2012 25925 107 594.95 2.63

2013 25980 196 615.16 3.40 

2014 26666 196 629.28 2.29

2015 25968 195 599.86 -4.68

表1-1       中国农产品出口总体结构特征的统计描述

数据来源：根据CEPII BACI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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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要素禀赋优势，以“薄利多销”方式进行出口扩张，导

致产品的成本加成较低，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基于此

逻辑，就中国自身的出口竞争结构而言，尚存在的较大比例价

格竞争模式出口产品可能反映更低的出口竞争力水平，以及更

短的出口持续时间。②虽然非成功的出口竞争（情形3 和情形

4）产品贸易额占比较低，综合占比仅为 11% 左右，但相应的

产品种类占比却达到了24.56%；即1/4的产品种类仅实现了1/

10 左右的出口贸易份额。按照产品分类背后的经济逻辑，情

形3与情形4竞争模式下的出口产品或者代表价格竞争优势的丧

失，或者存在结构问题，从而导致相依产品长期处于贸易逆差

状态；这就意味着该情形下的出口农产品类型国际竞争力水平

可能处于出口门槛值的边缘，面临较大的产品退出风险。因而

若按照以往整体层面的竞争力与持续时间考察就会呈现出显著的

被低估现象。

数据来源：根据CEPII BACI数据库计算

3  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总体持续时间特征

总体而言，中国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呈现如下特点：①持

续时间超过10年的贸易关系数比重为61.43%，贸易额占比则达

到了95%左右；②而持续时间低于5年的农产品贸易关系数量比

重接近40%，但贸易额占比却仅为5%左右；③意味着中国农产品

出口仍然集中于少数产品类型上，并以此相对固定的结构进行长

期持续出口，以往文献大多证实，中国持续出口农产品由于技术

与质量水平不佳，而导致贸易条件在长期出口中持续恶化，增加

了出口增长的波动性特征。同时，大量较短持续时间农产品类型

的存在，使得总体层面的持续时间考察可能产生被低估现象。

因此，从竞争力角度考察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问题具

有重要的现实与政策意义。首先，在出口贸易结构短期无法迅速

调整的情况下，将贸易额占比极低的农产品类型排除考察之外，

对于准确衡量中国农产出口持续时间问题可能更为恰当。沿此思

路系统分析的一个可靠方式是通过测算不同种类农产品的出口国

际竞争力进行区分，因为贸易占比较低的产品种类可能往往伴随

更低的出口竞争力水平。其次，就长期而言，培育较短持续时间

的产品种类出口竞争力，使其在国际市场维持更长时间，将有利

于企业对相应产品的出口规模扩大，对于维持并保障中国农产品

出口的长期稳定增长意义不言而喻。

4  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分类特征

中国农产品分类特征的考察主要从细分产品类型与细分出口

目的国两个方面进行。同时，在各个方面的内部，则按照总

体分析的逻辑脉络，分别从细分产品与出口目的国的结构特

征、竞争模式与持续时间特征等三个层面对分类视角的中国农

产品出口结构特征进行系统分析。

4.1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细分产品特征

4.1.1 细分产品的量值结构特征（表 1-4）

首先，细分产品从进口国消费者需求角度主要划分为“大

宗农产品”、“中间农产品”、“最终消费农产品”和“农

业关联产品”四个产品类型。一般而言，产品类型由左向右，表

示更高的产品加工与质量水平。由此，就细分产品自身的量值特

征的描述结果显示：①随产品加工程度的提高，产品的多样化水

平则显著提高，相应的出口产品种类则越多。因此，农业关联产

品的种类数量最多，大宗农产品的种类数量最少。另一方面，虽

然出口产品种类存在集中化趋势，但出口目的国数量则在普遍增

加，且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农业关联产品与最终消费农产品目的国

数量增长较为显著。如农业关联产品的出口目的国数量由2001

年的132个，增长到2015年的182个，目的国数量增长趋势较

为显著。

中国农产品出口两方面的多样化特征，推动了出口贸易额的

长期增长，且依然表现出更多贸易份额向农业关联产品与最终

消费农产品集中的特征。根据 OECD 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农

产品消费逐渐向更高的质量水平、多样化程度、加工与技术层次

的农产品类型转移，对初级特征明显的大宗农产品与中间加工

农产品的需求产期则趋于减弱。因为按照异质性贸易理论的解

释，前者所代表的农产品类型满足了消费者更多的多样化选择

与质量选择偏好，从而使得相应产品更不容易被替代而容易获

得更高的成本加成，维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水平与市场

份额。2001 年，中国对最终消费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额仅为 83

亿美元，到 2015 年则迅速增长到了 310 亿美元的水平，增了

近4 倍。类似的，中国对农业关联产品的出口也呈现出同样的

快速增长，出口贸易额基年的50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64

亿美元。

但与此同时，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

中国两类农产品的出口呈现除了较大的波动性特征，出口增速

竞争模式
出口额 

（ ）
出口额占比

（%）
出口种类
（个）

出口种类占比
（%）

质量竞争 
（情形1）

183.12 44.69 6137 26.96

价格竞争 
（情形2）

188.18 44.16 11074 48.49

非质量竞争
（情形3）

25.10 6.50 2835 12.38

非价格竞争
（情形4）

19.21 4.65 2797 12.18

美元

表1-2       中国农产品出口总体竞争模式的分析

年份
持续时间>10年 持续时间<5年

贸易额比重 贸易关系比重 贸易额比重 贸易关系比重

2001 94.28 61.43 5.72 38.62 

2002 93.88 62.58 6.11 37.40 

2003 92.69 62.53 7.31 37.42 

2004 96.05 62.74 3.94 37.32 

2005 96.33 62.35 3.68 37.82 

2006 95.31 59.53 4.69 40.72 

2007 95.47 55.54 4.60 45.00 

2008 95.99 55.53 4.09 45.01 

2009 97.17 56.20 2.92 44.52 

2010 96.95 54.24 2.97 46.82 

2011 95.87 53.07 4.19 47.98 

2012 96.24 52.10 3.85 48.69 

2013 95.79 51.22 4.20 49.36 

2014 94.74 49.34 5.29 51.88 

2015 95.01 49.66 5.05 51.91 

表1-3       中国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统计描述

数据来源：根据CEPII BACI数据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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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前高达12.58%，而危机后则仅为8% 左右。这一结果可

能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水平处于一个较弱层次，特别是

大量的贸易额比重较低产品种类的出口，产品生产率水平可能处

于“门槛”生产率的边缘，因而较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而导

致产品的退出现象，相应带来更短的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大宗农产品 中间农产品 最终消费农产品 农业关联产品

出口项目 量值 比重 量值 比重 量值 比重 量值 比重

出口贸易额
（亿美元）

38.07 10.19 65.53 15.31 202.10 47.92 109.93 26.58

出口产品种类
（种）

81 10.73 220 29.23 338 44.91 114 15.13

出口目的国
（个）

168 23.86 175 24.98 192 27.37 167 23.78

表1-4       中国细分农产品出口的结构特征

数据来源：根据CEPII BACI数据库计算

竞争模式 总体 大宗农产品 中间农产品 最终消费品 农业关联产品

总体 9.17 15.36 49.08 26.40 

质量竞争 44.06

价格竞争 45.27

非质量竞争 6.04

非价格竞争 4.63

26.05 21.50 17.19 39.66 

2.38 35.15 43.12 22.37

65.12 20.34 16.96 18.02

6.45 23.01 22.72 19.94

表1-5     分类产品出口贸易额比重均值的统计描述（2001-2015）  单位：%

大宗农产品 中间农产品 最终消费农产品 农业关联产品

持续时间 贸易关系 贸易额 贸易关系 贸易额 贸易关系 贸易额 贸易关系 贸易额

出口>10年 15.85 89.55 15.87 93.38 19.73 96.66 16.39 97.05

出口<5年 76.15 4.17 75.46 3.40 71.51 1.31 75.38 1.23

总体 大宗农产品 中间农产品 最终消费农产品 农业关联产品

收入水平 种类 贸易额 种类 贸易额 种类 贸易额 种类 贸易额 种类 贸易额

高OECD

高非OECD

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

低收入

22.97 56.70 11.14 7.56 28.62 14.21 44.37 45.35 15.87 32.88

22.96 19.98 10.59 8.88 27.82 17.21 46.94 50.94 14.65 22.98

20.86 11.75 10.92 11.06 27.28 16.13 46.95 52.34 14.85 20.47

21.48 10.78 11.03 20.08 28.93 19.43 47.18 50.10 12.87 10.39

11.73 0.80 11.36 14.91 27.02 8.70 50.92 71.47 10.69 4.92

竞争模式　
高OECD 高非OECD 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 低收入

种类 贸易额 种类 贸易额 种类 贸易额 种类 贸易额 种类 贸易额

质量竞争 29.25 54.71 26.41 26.80 27.67 33.77 9.76 25.58 6.61 15.57

价格竞争 45.41 37.53 51.20 61.31 50.84 53.44 17.17 52.90 5.89 52.09

非质量竞争 13.66 5.17 10.87 7.27 10.56 6.40 38.75 9.64 22.26 9.32

非价格竞争 11.68 2.59 11.51 4.62 10.93 6.38 34.32 11.88 65.24 23.02

数据来源：根据CEPII BACI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4.1.2 细分产品的出口竞争模式结构特征（表 1.5）

①整体而言，成功出口竞争模式下的产品贸易额比重基本

高于非成功出口竞争模式下的产品贸易额比重，但比重优势并

不明显，非质量竞争与非价格竞争在仍然占据约40% 左右的贸

易比重，其中被认为存在结构问题的非价格竞争贸易比重也超

过20%。就不同产品内部

来看，②在成功的出口

竞争模式中，中国在大

宗农产品与农业关联产

品更多表现为质量竞

争，能够以比国际市场更

高的成本加成销售产品。

而中间农产品与最终消

费农产品则更多表现为

价格竞争，即依靠低于国

际市场的价格优势实现

贸易规模的扩张，但随国

内要素成本的迅速攀升，

这种竞争模式可能会因

利润水平的下降而产生

较频繁的产品退出现象。

③在非成功的出口竞争

模式中，大宗农产品表现

出较强的非质量竞争特

征，其它三类农产品则呈

现非质量竞争与非价格

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

上述结果一方面说

明成功的出口竞争中依

然以价格竞争为主，在当

前中国国内要素成本持

续上升的阶段，这一模式

下的产品出口可能伴随

更高的产品退出率与更

短的出口持续时间。另一

方面，大量存在的非成功

竞争模式的出口产品可

能意味着，相应产品的出

口竞争力水平普遍偏低，

并进一步影响到产品在

国际市场上持续存活的

能力。最终影响中国农产

品出口的整体持续时间。

4.1.3细分产品的出

口持续时间结构特征（表

1.6）

在细分产品的持续

时间结构方面，可以观

察到与总体情况类似的

结构特征，即较小比例

表1-6      不同持续时间细分农产品的贸易额比重均值（2001-2015）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CEPII BACI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表1-7      不同出口目的国的细分农产品贸易额比重均值（2001-2015）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CEPII BACI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表1-8      不同出口目的国的细分竞争模式贸易额比重均值（2001-2015）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CEPII BACI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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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关系占据较高的长期出口产品贸易份额，而大量出口产

品种类则普遍持续时间低于5 年；同时，随产品加工程度提高

以及产品更加接近消费端，这种出口集中化的趋势则越明显。

如最终消费农产品与农业关联产品的出口中，有超过70% 的贸

易关系出口持续时间低于5 年，且相应的出口贸易额占比不足

2%。说明虽然加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但

较大比重的短持续产品种类存在，可能意味着这些产品更多集

中于水平多样化的层面，且加工层次与质量水平并不能在国际

市场上占据有利优势，使得无法实现长期的稳定出口。

4.2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细分目的国特征

4.2.1 不同目的国出口的产品结构特征（表 1.7）

中国对不同出口目的国的农产品出口结构描述结果显示，首

先，中国虽然对各收入水平国家出口的农产品种类数量大致相

同，但更多贸易额份额却集中于较高收入的国家区域，意味着对

这些国家出口的产品单位价值可能显著高于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单

位价值水平。其次，进一步对不同收入国家出口的产品结构考察

发现，中国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农产品集中于最终消费品与农业

关联产品，而对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出口的农产品则有很大比

例的大宗与中间农产品，且对于农业关联产品的出口份额普遍较

低。这一结果可能说明，中国较弱出口竞争力以及较短出口持续

时间的产品类型可能更多集中于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区域。

另一方面，从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出口农产品的种类与贸易

额结构观察，中国出口的更多农产品种类集中在中间农产品与最

终消费农产品上，对农业关联产品的出口种类仅占总出口种类的

15%左右。但前者的出口份额并未呈现出与之性匹配的更高水平。

这一情况随收入水平下降则越明显，如对低收入国家出口的农产

品中，对中间农产品出口的种类份额达到27.02%，但相应的贸

易份额却仅为8.7%，产品的低价竞争现象较为明显。而这些农

产品的大量出口可能就会对整体持续时间产生扰动与抑制。

4.2.2 不同目的国出口的竞争模式特征（表 1-8）

对不同目的国出口农产品的竞争模式考察发现，与上述结

果类似，首先，收入水平越高，中国对相应国家出口的农产

品类型则越趋向于质量竞争。反之则逐渐向价格竞争转化，特别

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农产品，23.02%的出口产品类型为非价格的

出口竞争模式。其次，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出口的种类与贸易额

比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种类比重与贸易额比重是不匹配的。

随收入水平的下降，中国对非成功出口竞争模式产品的出口种类

则越多，但相应的贸易额比重却依然较低。如中国对高收入国家

的非质量竞争与非价格竞争产品出口的种类比重均在11%左右，

而贸易额比重也处于低于10%的水平。但对中低收入与低收入的

出口农产品种类比重超过30%，但贸易额比重却依然在20%一下。

综合而言，上述结果进一步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产品出口仍

然集中于少数较高收入国家或区域，对欠发达国家出口的农产品

种类虽然近年来呈现不断的拓展趋势，但由于出口产品较多依靠

“薄利多销”模式进行出口竞争，导致产品的退出现象较为明显，

多样化的种类扩张并未带来相应的出口贸易规模扩大，反而对整

体竞争力与持续时间的测算进行扰动，产生较强的抑制作用。

4.2.3不同目的国出口的持续时间特征

对不同目的国出口农产品的持续时间考察结果显示，一方

面中国对较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农产品能够维持相对更长的持续时

间。如中国对高 OECD 国家出口农产品中，超过 10 年的农产

品类型占据总出口贸易额的94.68% 的份额。但另一方面，持

续时间的描述分析中也反映出较强的贸易集中特征；如对高

OECD国际出口超过10年的农产品贸易份额虽然较高，但相应的

种类份额却不到30%；这一特征随出口目的国收入水平的下降

而有所缓解（见表 1 - 9 ）。

与上文分析一致，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不

仅在产品种类上集中度较高，同时在出口目的国上也较为集中，

且集中的方向为将更高质量与加工水平的产品出口到较高收入的

国家区域，而将更多的产品多样化扩张集中到欠发达国家或区

域，但由于产品层次较低，导致多样化的产品出口并未对出口贸

易额产生较大贡献。

5  总结

本文从量值特征、竞争模式特征、持续时间特征三个方面考

察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总体与分类结构，以期为进一步的竞争力与

持续时间讨论提供现实基础。描述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农产品

出口规模虽然整体呈现扩大特征，但出口增长却经历较强的波

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更多依靠价格竞争模

式，导致较多出口产品种类的竞争力水平可能较弱，使得整体出

口持续时间受到较强的抑制。进一步分类视角的考察也证实上述

推断，即中国将更多非成功出口竞争模式下的农产品出口到欠发

达的国家或区域，导致大量产品种类的出口却并未带来相应较高

的贸易额贡献。中国主要的农产品出口仍然集中于少数产品种类

上，且大多出口到较高收入的国家区域。为验证如上推断，本文

如下内容将进一步考察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增长，并在此基础上探

讨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未来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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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出口超过10年 出口少于5年

收入水平 种类数 贸易额 种类数 贸易额 种类数 贸易额

高-OECD 22.97 56.70 27.95 94.68 63.49 0.57

高非-OECD 22.96 19.98 14.08 67.51 78.32 3.93

中高收入 20.86 11.75 16.93 88.87 73.48 4.02

中低收入 21.48 10.78 12.46 83.68 78.73 5.31

低收入 11.73 0.80 5.04 62.53 87.92 9.70 

表1-9        对不同目的国出口的细分持续时间贸易额

比重均值（2001-2015）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CEPII BACI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