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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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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是我国农业大省之一，但却不是农产品出口大省。依据近年来湖南农产品的出口数据，选择国际市场
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３个指标测算了湖南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状况，分析了湖南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弱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湖南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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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我国农业大省之一，农业基础雄厚，尤其是自然资源丰裕，农村劳动力十分充足，但湖南却不

是农产品出口大省，２０１３年湖南农产品出口额８．８亿美元，仅占全省出口总额的５．９４％，占全国农产品
出口总额的１．３１％，在全国排第２０位。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最关键原因是湖南农产品出口缺乏竞争
力。农产品竞争力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关系到湖南作为农产品出口大省目标的实

现。因此，通过测算湖南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状况，分析其出口竞争力弱的主要原因，探寻提高农产品出

口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将对湖南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１　湖南农产品出口现状
１．１　出口规模

从表１可知，湖南农产品出口的绝对规模总体上呈逐年递增趋势（特殊年份除外，２００９年由于受金融
危机的影响，农产品出口额下滑至４．１５亿美元，较２００８年有小幅下降），从２００５年的２．７８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３年的８．８亿美元，９年间累计增加额为６．０２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１６．３６％。尤其是２０１３年突破８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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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创下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２４．２％。２０１４年１～６月湖南农产品出口４．９２亿美元，增长２４％。
但从相对规模来看，湖南农产品出口额占全省出口额的比例呈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由２００５年

７４２％持续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５．０２％，２００９年有所回升相对比例为７．５６％，但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又继续呈
现出下降趋势，２０１３年下降到５．９４％。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湖南农产品出口额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湖南农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２．７８ ３．１２ ３．５０ ４．２２ ４．１５ ５．４１ ６．２７ ７．１２ ８．８

湖南省出口额（亿美元） ３７．４７ ５０．９４ ６５．２３ ８４．１０ ５４．９２ ７９．５５ ９８．９７ １２６ １４８．２

湖南农产品出口额占全省出口总

额的比例（％）
７．４２ ６．１２ ５．３７ ５．０２ ７．５６ ６．８０ ６．３４ ５．６５ ５．９４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湖南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１．２　出口地位和排名
湖南一直享有“鱼米之乡”、“湖广熟，天下足”之美誉，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水稻、

柑橘和苎麻产量跃居全国第一，年生猪出栏数占到全国生猪出栏总量的８．５％以上，居全国第二位，烟
草产出量也较为丰富。但湖南却不是农产品出口大省，从表２的数据可以看出，湖南农产品出口额占全
国农产品出口额的比重在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３年期间虽有波动，但都是维持１．０％左右的水平，在全国的排
名也一直徘徊２０位左右［１］。这和湖南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国独占鳌头的地位相比很不相称。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湖南农产品出口额在全国的排名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湖南农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２．７８ ３．１２ ３．５０ ４．２２ ４．１５ ５．４１ ６．２７ ７．１２ ８．８

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亿美元） ２７１．８ ３１０．３ ３６６．２ ４０２．２ ３９２．１ ４８８．８ ６０１．３ ６２５．０ ６７１．０

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比例（％） １．０２ １．０１ ０．９６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１１ １．０４ １．１４ １．３１

湖南农产品出口额在全国的排名 ２２ ２１ ２３ ２２ ２０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０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湖南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１．３　出口的主要农产品
湖南出口的农产品种类比较丰富，主要有：生猪、茶叶、鲜冻猪肉、烤烟、辣椒及辣椒粉、橘橙、猪鬓、

肠衣及纸烟。从表３可以看出，从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２年，湖南出口的所有农产品中，活猪、鲜冻猪肉、大米、
茶叶、烤烟这五类农产品的出口量较大，平均占全省农产品出口的４３％左右。２０１１年以前，鲜冻猪肉为
湖南出口最多的农产品，２０１１年出口金额达到最大值９４３３万美元，占２０１１年湖南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１５．０４％。２０１２年茶叶的出口金额超过鲜冻猪肉，达到１０７４２万美元，占同年省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为１５．０９％。２０１４年１～６月出口茶叶 １．７万吨，出口值 ４３１７万美元，占同期农产品出口总值的
８．９％。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来湖南省五大主要农产品出口额 （单位：万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生猪 ４８６９ ４６１４ ５２９１ ５６８７ ２４６３ ２９１２ ４２００ ３５８７

鲜冻猪肉 ５８２６ ６３４８ ５２９０ ７１５９ ６９１０ ８８０４ ９４３３ ８９２３

大米 １１３ １５９ ２３５ ６０６ ２７１ ３８２ ３９８ ５９４

茶叶 ２９４４ ３３５０ ３９９４ ５４１１ ５４９０ ６７１９ ８７２０ １０７４２

烤烟 ３０６ ４０９ １８３４ １０３４ １１８４ １８２２ ８７ １４４７

　　数据资料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湖南统计年鉴》。

１．４　出口的国别结构
湖南农产品的出口市场较广，远销世界六大洲的国家和地区。２００６年湖南农产品出口至全球８６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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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和地区，但出口额超过１００万美元的国家或地区只有３２个，出口最多的前三个国家和地区分别
是香港、美国、日本，其中出口到香港１．０９亿美元，出口到美国４５９４万美元，出口到日本３３１０万美元。
２０１４年１～６月湖南省对香港出口农产品２．２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７％，占同期农产品出口总值的３０％；
对美国出口１．８亿元，同比下降１１．１％，占同期农产品出口总值的５．９％；对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分别
出口２３亿元和１．５亿元，分别增长９８．５％和１倍，各占７．４％和５％。

２　湖南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指数分析
２．１　国际市场占有率（ＭＳ）

国际市场占有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ｅ，简称 ＭＳ），是指一国或一地区某类产品的出口总额占
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Ｘｉｊ为ｉ地区ｊ类产品的出口额，Ｘｗｊ为世界ｊ类农产品的出口额，ｉ国或地区的ｊ类
产品的ＭＳ用公式表示为

ＭＳ＝
Ｘｉｊ
Ｘｗｊ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小最终表现在该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ＭＳ值提高，说明 ｉ国 ｊ
类产品国际竞争力在增强；ＭＳ值降低，说明ｉ国ｊ类产品国际竞争力在减弱。从表４可知，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１
年期间，湖南农产品ＭＳ值波动不显著，且总体水平很低，年均ＭＳ值只有０．０３７２％。２００５年与２００６年
期间，ＭＳ呈小幅上升，均超过了 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ＭＳ值开始下降至 ０．０３０９％，２００８年回暖至
０．０３１５％，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ＭＳ值进一步提升，但总体水平仍然很低，一直徘徊在０．０３５％与０．０３９％之
间，从未超过０．０４％。
２．２　贸易竞争力指数（ＴＣ）

贸易竞争力指数（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简称 ＴＣ）是对国际竞争力分析时比较常用的测度指标之
一，它表示一国或一地区某类产品的净出口与该类产品贸易总额的比率，Ｘｉｊ为ｉ地区ｊ类产品的出口总
额；Ｍｉｊ为ｉ国ｊ类产品的进口总额，ｉ国或地区的ｊ类产品的ＴＣ用公式表示为：

ＴＣ＝
Ｘｉｊ－Ｍｉｊ
Ｘｉｊ＋Ｍｉｊ

ＴＣ是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剔除了经济膨胀、通货膨胀等宏观因素波动的影响。无论进出口的绝对
数量是多少，该指标均处于－１～１之间。该指数越接近于０，说明ｉ国ｊ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与国际上同
类农产品的生产效率相当，竞争力越接近于平均水平；其值越接近于０表示竞争力越接近于平均水平；
该指数为－１时表示该产业只进口不出口，越接近于－１表示竞争力越薄弱；该指数为１时表示该产业
只出口不进口，越接近于１则表示竞争力越大。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中国与湖南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ＭＳ）

年份
世界农产品出

口额（亿美元）

湖南农产品

出口额（亿美元） ＭＳ

２００５ ６５４３．６ ２．７８ ０．０４２５％

２００６ ７２２０．７ ３．１２ ０．０４３２％

２００７ １１３２８．８ ３．５０ ０．０３０９％

２００８ １３４０１．５ ４．２２ ０．０３１５％

２００９ １１６８８．５ ４．１５ ０．０３５５％

２０１０ １３６６４．７ ５．４１ ０．０３９６％

２０１１ １６７４９．３ ６．２７ ０．０３７４％

　　数据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国际统计年鉴》、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年《湖南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表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全国及湖南农产品ＴＣ值

年份
湖南农产品

出口（亿美元） 进口（亿美元） ＴＣ值

２００５ ２．７８ １．７０ ０．４３

２００６ ３．１２ ２．５８ ０．４７

２００７ ３．５０ １．４７ ０．５０

２００８ ４．２２ １．５８ ０．３４

２００９ ４．１５ ２．０５ ０．１９

２０１０ ５．４１ １．８７ ０．４８

２０１１ ６．２７ ２．２３ ０．４７

２０１２ ７．１２ ３．７８ ０．３１

２０１３ ８．８ ４．７１ ０．３０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湖南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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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５中可知，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３年间湖南农产品ＴＣ值一直为正，处于净出口状态，但是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间其ＴＣ值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４７下降到了２００９年的０．１９，年均降幅高达５．６％，说明这期间湖南农产品
出口形势日益严峻，竞争优势在逐渐削弱，由“弱强”优势状态转变为“劣势”状态。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期间
ＴＣ值稍有回暖，但总体处于在０～０．５之间，表明近几年湖南省农产品的对外贸易虽然处于顺差状态，
但并具有不明显的竞争优势。

２．３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简称ＲＣＡ）是指一国某产品出口在该产品世界

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与该国或该地区所有产品的出口在世界所有产品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之比，用Ｘｉｊ表示
ｉ地区ｊ类产品的出口额，Ｘｉ表示ｉ地区所有产品的出口额，Ｘｗｊ表示世界ｊ类产品的出口额，Ｘｗ表示世界
所有产品的出口额，ｉ国或地区的ｊ类产品的ＲＣＡ用公式表示为：

ＲＣＡ＝
Ｘｉｊ／Ｘｉ
Ｘｗｊ／Ｘｗ

如果ＲＣＡ＞１，则说明ｉ国ｊ种商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如果１．２５≤ＲＣＡ≤２．５，表明ｉ国ｊ类产品具
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ＲＣＡ＞２．５，表明ｉ国ｊ类产品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ＲＣＡ≤１，则说明ｉ国ｊ
种商品没有显性比较优势，ＲＣＡ＜０．８，则表明ｉ国ｊ类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或者说具有显性比较劣势。

表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湖南省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湖南农产品出口额 ２．７８ ３．１２ ３．５０ ４．２２ ４．１５ ５．４１ ６．２７

湖南货物出口总额 ３７．４７ ５０．９４ ６５．２３ ８４．１０ ５４．９２ ７９．５５ ９８．９７

世界农产品出口额 ６，５４３．６ ７，２２０．７ １１，３２８．８ １３，４０１．５ １１，６８８．５ １３，６６４．７ １６，７４９．３

世界货物出口总额 １０４，９５０ １２１，２００ １４０，１２０ １６１，４００ １２５，４２０ １５２，７４０ １８２，５５０

ＲＣＡ指数 １．１８９９ １．０２９１ ０．６６３６ ０．６０４３ ０．８１０８ ０．７６０２ ０．６９０５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湖南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国际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从表６中可以看出，自２００５年以来，湖南农产品的 ＲＣＡ一直呈现下跌趋势，２００５年与２００６年的
ＲＣＡ超过１，但小于１．２５，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１年的ＲＣＡ处于０．８附近或低于０．８，表明湖南农产品显性比
较优势总体较低，出口竞争力不仅较弱，而且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

３　湖南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的原因分析
３．１　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近年来，湖南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繁多。蔬菜的有机磷农药残留、水稻残留有毒有害物质、猪肉的

“瘦肉精”和抗生素、蜂蜜的“氯霉素”残留、渔业孔雀石绿和硝基呋喃、水果的“甜蜜素”等问题依然存

在。由于环保监管不到位，很多地方用污水直接灌溉农田，有的工业企业把矿渣废弃物倒入农田，再加

上农业投入品滥用、外源性污染、养殖业污染等原因，湖南省农产品产地受到镉、砷、锌、铜、铅等重金属

污染日趋严重，出现重金属镉超标大米，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广州食药监局公布不合格品牌名单，涉事品
牌多为湖南省大米品牌。这些质量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了湖南省的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水平，在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面临非常被动的地位。

３．２　品牌缺乏竞争力
由于市场竞争环境尚未形成、名牌推广乏力、企业培育自主品牌的动力不足等制度缺陷，至今为止，

湖南省没有一家进入全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２００强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因为缺失国际知名度，导致很
多品质很好的“湘字号”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份额很小，或者只能处于国际分工的加工生产这一

低端环节。比方湖南素有“江南茶乡”的美誉，却因为忽视自身品牌的打造，只能以简单打包出口的方

式，沦为“立顿红茶”等国际品牌的生产原料基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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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
目前湖南省现有的出口基地大多数都没有加工项目，农产品出口以活猪、鲜冻猪肉、大米、茶叶、烤

烟这五类农产品为代表，技术创新要求低，加工程度较低。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在全部出口的农产品

所占的比例较少。低附加值的农产品优质率、商品率和创汇率较低，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

额，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全省农产品出口的产业结构升级。

３．４　出口市场集中度过高
港澳是湖南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市场，改革开放后，湖南逐渐开辟了多元化的出口市场，但还是呈现

出过于集中的特点。２００６年年湖南农产品出口８６个国家和地区，但出口额超过１００万美元的只有３２
个，其中６０．４％的出口额集中在香港、美国和日本三大市场［２］，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０年，湖南农产品出口市场
７０％左右集中美国、香港、欧盟、东盟、日本五大市场，２０１２年湖南农产品出口４９％的比例集中在香港、
美国和荷兰三大市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使湖南农产品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较大的依赖性，容易

受到这些国家经济动荡或某些政策措施的牵制，大大削弱了农产品抵御贸易壁垒的能力，加剧了农产品

的出口风险。

３．５　频繁遭遇国外的农产品绿色壁垒
美国、日本、欧盟是湖南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也是绿色壁垒的主要来源地。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

日本正式颁布“肯定列表制度”，设定严格的限量标准，输日大米的限量标准有５７９项，输日猪肉的残留
限量标准有４２８项，输日茶叶的农药限量有２５１种。欧盟针对进口农产品制定的具体技术标准达１０万
多个，且标准严格。美国和澳大利亚对各种蔬菜类产品实施 ＨＡＣＣＰ标准体系认证。日本对农产品实
施复杂的身份证认证，２００２年日本实施牛肉身份证认证制度，２００３年又推行“大米身份证认证制
度”［３］。苛刻的检测标准和高昂的检测和认证费用，直接增加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降低了出口利润，增

加了出口企业的适应难度［４］。

４　提高湖南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措施
４．１　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提升质量安全监管水平

为了有效的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湖南必须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制定以农

兽药残留、饲料安全、投入品安全使用准则、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农产品产地环境要求等为重点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强制性标准。改善检疫监管模式，建立国家全程监管、地方重点监管和民间参与监管的三位

一体的模式。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添设高精尖的仪器设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检测实验室，

提高农产品检测技术。加强与出口行业协会及出口企业的协调合作，积极寻找有效办法来解决中国农

产品的安全质量问题，重新赢得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信心［５］。

４．２　加大农产品科技创新，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虽然近年来湖南的大米、茶叶、烤烟等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但是基本上靠低价参与国

际竞争，真正依靠深加工、高附加值和品牌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商品并不多，利润也很低。为了增强农

产品出口竞争力，政府必须积极引导全省出口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农产品生产、加

工、经营等方面的科技含量，积极推广农产品产出和降低要素投入成本的关键技术，节约生产要素的投

入量，降低生产成本，积极开发适合国际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努力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提高农产品出口

的附加值。

４．３　打造品牌核心竞争力，培育农产品自主和特色品牌
湖南农产品要想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取长期的市场占有率，必须强化品牌意识，塑造

优质、名牌农产品形象，形成自主品牌，实施“品牌兴贸”战略。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

有一定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的优质“湘字号”的农产品，强化其品牌注册保护，增加品牌的宣传投入，

做好品牌的树立与宣传工作，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程度［６］。政府应进一步抓好湖南省农产品出

口名牌的评选，努力扩大国家级和省级农产品出口名牌数量，逐步提高名牌出口商品对全省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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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４．４　提升农产品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培育动态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湖南农产品加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制约，大多停留在初级加工和粗加

工水平，技术创新能力低。想要获得动态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全面提升农产品加工业的国际竞争

力［７］。一方面对内通过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延长产业链，加大农产品深加工力度，另一方面对外加强

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科技水平，提高农产品的

技术含量，提高农产品转化程度和精深加工比重，重点发展大豆制品和玉米、水稻、等粮食加工以及肉类

制品，扩大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农产品的出口。

４．５　实施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战略，分散农产品出口风险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有重点、有计划地调整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在巩固香港、美国、日

本、欧盟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努力开拓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边境贸易及非洲、中东、南美等新兴

市场，尤其应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绝大多数农产品将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机遇，加快对东盟

的农产品出口。改变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提高抵抗市场风险的压力，逐步建立起湖南省农产品出

口市场多元化的总体格局。

４．６　大力推广绿色技术，积极获取绿色标志认证
绿色壁垒是湖南省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屏障。规避绿色壁垒，首先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大力推

广绿色技术，从品种、栽培、植保、肥料、收获、贮藏、加工等各个环节入手，制定严格的可量化得绿色操作

规程，努力培育出有机米、有机茶等一批特色产品主导产业，积极参与 ＩＳＯ９０００、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系列认证，建
立无公害粮油产地、无公害水产品产地、无公害畜禽产地、无公害优质稻米基地等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获取“绿色通行证”，提高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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