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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 对 我 国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的 新 形 势 及 加 入 )*+ 后 我 国 果 业 面 临 的 机

遇 和 挑 战 ， 分 析 了 中 国 果 树 生 产 与 出 口 在 世 界 果 业 中 的 地 位 ， 剖 析 了 中 国 果 树 业 发 展 中 存

在 的 主 要 矛 盾 和 问 题 ， 提 出 了 转 变 思 想 观 念 ， 调 整 产 品 结 构 及 经 营 模 式 和 开 拓 国 际 市 场 等

入 世 对 策 ，以 求 中 国 果 业 能 够 更 加 健 康 稳 定 地 向 前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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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加入 )*+，我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很多农产品将失去

竞争优势，但水果、蔬菜等产品则会具有较强的优势。另外，中国加入 )*+ 后，平均关税

会从 &&"!/降低到 !0"1/，农产品关税也会从 #$/降至 !2"1/，并将取消所有出口补贴，

减少非关税壁垒。那些资源消耗型、成本高、质量差和效益低的产业将逐渐萎缩或被市

场淘汰。中国加入 )*+ 后，对水果业会有一定影响，但冲击不会太大。只要我们采取有

力 措 施 ，发 挥 优 势 ，积 极 应 对 ，提 高 水 果 质 量 ，扩 大 水 果 出 口 ，我 国 的 果 业 发 展 是 大 有 可

为的。

! 中国果树生产与果品出口现状

!,! 果树生产面积大，总产量高

据统计，!333 年中国果树总面积 ’%%"0 万 45&，占世界总面积的 &!"#/，居世界第一

位，人均果树面积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苹果、柑橘和梨三大树种，!333 年分别占世界同类

水 果 面 积 的 11"$/、&$"#/和 %’"1/，并 且 苹 果 、柑 橘 、梨 、桃 、李 、柿 、核 桃 等 面 积 居 世 界

第一，甜橙、芒果、板栗和柚子等面积为世界第二。除了草莓、橄榄、椰子、无花果、杏仁等

面积低于世界相应树种 !/外，其他树种 如 槟 榔 、柠 檬 、酸 橙 、开 心 果 、榛 子 、香 蕉 、菠 萝、

葡萄和腰果等占世界面积的 !"&!/63"’&/。另外 !333 年中国果品总产量为 % &#0"%2 万

7，占世界果品总量的 !2/，居世界第一。中国人均果品占有量 1! 89，低于世界 01"12 89
的 人 均 水 平 ，其 中 苹 果 、柑 橘 、梨 三 大 树 种 的 产 量 分 别 是 世 界 同 类 水 果 产 量 的 #%"%/、

!$"#/和 1$"$/。从产量构成上看，中国以温带落叶果树及柑橘类为主，其总产量前 3 位

分别是苹果、柑橘、梨、桃、香蕉、李、葡萄、芒果和柿。

!,( 果品出口量少，出口单价低

据海关统计，!333 年中国果品出口 0!"% 万 7，不足世界果品出口总量的 &/，仅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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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果品总产量的 !"!#$，加工果品出口 %&"’ 万 (。中国出口果品中苹果最多，为 )!"& 万 (，
但也仅为法国的 )*$；柑橘出口量 !+", 万 (，居 世 界 第 二 位 ，但 也 仅 为 西 班 牙 的 !%"’$；

梨出口量 !)"! 万 (，居世界第五位。其它果品出口量 占 世 界 果 品 出 口 总 量 的 比 重 更 低 。

中国只有板栗出口率高达 %)"&-$，无花果、开心果超过 !*$，但因面积少，总量低，出口

金额不大。与此同时，中国果品出口单价很低，平均出口单价为 *"+%& 美元 . /0，略高于世

界 平 均 *",#* 美 元 . /0，但 与 世 界 出 口 单 价 最 高 的 国 家 %’",&% 美 元 . /0 相 比 ，差 距 甚 远 。

果品质量与标准是我国果品出口的最关键问题。

!"# 果树单产低，果树发展比例失调

!&&& 年 中 国 果 树 平 均 单 产 + !&,"+/0 . 12)，仅 为 世 界 平 均 值 的 ,,$，为 世 界 最 高 值

的 !#$，表明中国果树单产潜力仍然很大。具体树种上，中国槟榔和鹰嘴豆单产世界最

高，菠萝、木瓜、香蕉、葡 萄 、橄 榄 、芒 果 、椰 子 、板 栗 、开 心 果 和 杏 仁 等 单 产 略 高 于 世 界 平

均水平，腰果和榛子单产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苹果、梨、桃和柑橘等中国主要树种单产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与世界单产最高国家相比，仅为 &$、#$、-$和 ))$。同时，中国

果树发展比例失调，!&&#3!&&& 年间世界果树面积年均增长率为 !"%%$，中国为 ’"-+$。

从 树 种 看 ，近 年 来 世 界 发 展 最 快 的 为 穗 醋 栗 等 小 浆 果 ，而 中 国 梨 与 苹 果 发 展 最 快 ，从 而

使原本结构已经畸形的中国果树业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 入世的有利之处

$"! 有利于水果出口

水 果 属 于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我 国 目 前 劳 动 力 工 资 )"**3)"#* 元 . 1，国 外 则 在 #*3,*
元 . 1，可 见 ，我 国 水 果 生 产 成 本 较 外 国 低 ，因 而 在 国 际 市 场 上 果 品 销 售 有 较 强 的 价 格 竞

争优势。随着科技水平和果农素质的提高，水果单产上升，我国水果生产低成本优势会

更加明显。

$"$ 有利于果品质量提高

入世后外国优质水果的进入将对我国水果产生很大冲击，因此我们 的 果 品 生 产 必

须 在 无 公 害 、精 细 化 、果 品 质 量 方 面 以 及 产 后 分 级 、清 洗 、打 蜡 、防 腐 保 鲜 和 精 细 包 装 等

商品化处理方面有所提高，与外国水果竞争。随着加入 456，国外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

将被及时引进，这样就会有利促进果农自觉运用新技术，促使我国果品质量迈上新台

阶。

$"# 有利于果业产业化进程

加入 456 后，我国势必将优化投资环境和开放国内市场，吸引更多国际资金、先进

技 术 和 管 理 经 验 进 入 生 产 销 售 领 域 ，促 进 果 品 在 生 产 、包 装 、运 输 、贮 藏 、加 工 和 销 售 等

产业化，实现增值增效。

$"% 有利于资源配置向果业倾斜

根据有 关 资 料 ，我 国 果 品 生 产 资 源 配 置 效 益 较 高 ，如 !&&*3!&&# 年 间 中 国 每 生 产 !
/0 苹果，整个社会可赚取 !"&,3)"&’ 元，相对于其它行业，果业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另

据关于中国入世后 + 年就业结构变化估计图表显示，农业行业届时将减少 &,,") 万个劳

动力，由于粮食生产在入世后将受到严重冲击，势必引起农业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等

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向具有优势的果品等产业转移。

" 中国果树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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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树发展与树种结构的矛盾

种 植 果 树 曾 经 为 许 多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和 农 民 致 富 带 来 希 望 ，但 一 哄 而 上 ，结 构 失 调 ，

造成果品价格急剧下跌。!""" 年我国苹果占果树总面积的 #$%!&，梨占 !!%’&；柑 橘 中

国际市场热销的甜橙仅占柑橘总面积的 #’&，而销量较少的温州蜜柑和宽皮橘却占了

()&。另外，樱桃、黑醋栗和无花果等小水果在我国生产很少。

!"$ 产品与商品的矛盾

近年来我国果品总量一直保持世界第一。!""" 年与 !""$ 年相比，又增长了 !*%*&，

如果按这一速度，用不了 !+ 年，果品产量将翻一番。但是我国果品的商品率低，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出售率低。我国果品以夏秋熟果为主，夏果一般不耐贮，秋果虽耐

贮，但数量太多、销路不畅和价格低迷。"品质低劣。有些果园品种已经老化，即使选用

了 新 品 种 也 多 种 植 在 贫 瘠 土 地 上 ，生 产 技 术 水 平 低 ，有 时 连 常 规 技 术 措 施 也 难 运 用 ，果

品失去原有风味和特色。#档次不高。许多果区只注重果树生产，不重视采后商品化处

理，缺少高档次的名牌产品，因而出口量少，出口价格低。

!"! 技术要求与技术实施的矛盾

果 树 生 产 需 要 较 高 的 科 学 技 术 ，并 且 正 朝 着 规 模 化 、规 范 化 方 向 发 展 ，但 现 有 果 园

的家庭承包制度不能适应这一技术要求。因而，应尽快改变旧的生产模式，大力提高果

农的组织化程度，使单家独户的果树生产逐步走上产业化的道路。

!"% 栽与培的矛盾

许多地方政府重视果树种植，但对栽后管理往往缺少必要的技术投入。种多成少、

适龄不结果、小老树和低产园还屡见不鲜。这样的生产现状不改变根本无法与国外现代

化果园竞争。中国果树单产潜力很大，如果基本的技术措施跟不上，现在的单产水平将

要进一步下降。

!"& 采后与果品处理的矛盾

果树承包制曾调动了果农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卖果难是广大果农的共同感受。他们

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购买果实商品化处理机械，因为一家一户种植几十或数百株果

树，收获水果数量少，不可能建立冷库、购买果品分级机或其它的商品化处理机械。

!"’ 生产条件先天不足与交通、信息后天需要的矛盾

长期以来我国果树遵循“上山下滩，不与粮棉争地”的方针，许多大型果园都处在条

件恶劣、交通不便地区。虽然近年来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大有改善，但是距离果品这

种高水分、高附加值商品市场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时鲜水果从产地到市场，一路颠簸

会造成一定损失；再加上关卡重重，损失更为严重；如果信息不通，可能“全军覆没”。因

而，如果没有便捷的交通条件，不掌握变化的市场信息，没有足够的资金后盾，果品销售

终将是个瓶颈。

! 世界果品市场与中国果品出口策略

%"# 世界果品消费市场

中国加入 ,-. 后，将融入国际大市场。何处能成为我国果品的销售市场是现 在 迫

切需要考虑的问题。从 !""$ 年世界各国果品进口情况看，德国、英国、俄罗斯、荷兰、中

国、美国 、西 班 牙 、巴 西 、加 拿 大 和 沙 特 阿 拉 伯 !+ 国 苹 果 进 口 量 最 大 ，德 国 、巴 西 、英 国 、

俄罗斯、荷兰、法国、南 非 、意 大 利 、美 国 和 加 拿 大 等 国 进 口 梨 最 多 ，德 国 、法 国 、英 国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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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俄罗斯、中国香港、斯洛伐克、加拿大、沙特和日本等国家进口柑橘最多。显然，这些

地方是世界果品销售的主要市场，但是这些地区不可能全部成为我国果品的主要市场。

!"# 中国果品潜在的主要国际市场

寻找中国果品潜在市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高档果品消费市场，二是本身缺乏果

品资源的中高档果品消费市场。首先，高档果品消费市场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北美

和 西 欧 等 发 达 国 家 ，生 活 水 平 高 ，果 品 是 食 物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他 们 果 业 先 进 ，果 品 充

足 ，出 口 多 于 进 口 ，又 离 我 们 较 远 ，轮 船 运 输 存 在 贮 藏 问 题 ，飞 机 运 输 成 本 太 高 ，气 候 条

件和管理水平优于我国，所以目前不太可能成为我国果品销售的主要市场。其次，南美

和 非 洲 等 发 展 中 国 家 ，消 费 水 平 低 ，距 离 我 们 遥 远 ，也 不 能 成 为 我 们 近 期 开 发 的 主 要 市

场。位于我国周围的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朝鲜等，消费习惯与我国相似，而且出口

运输成本较低，特别有利于那些不耐贮藏，但市场价高的高档时鲜水果的出售。!""" 年

新加坡果树面积仅为 # 万 $%&，!""’ 年进口果品 !() 万 *，同时出口 #+ 万 *，因而 不 仅 是

很好的消费市场，还是转口贸易的中转站。另外，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

越南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及中国台湾省由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人口众多，温带水果相对

较少，可以培育成我国温带水果出口的重要市场。再者，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社会稳定，

经济迅速发展。!""’ 年港澳地区经销果产品 +( 余种，是一个极好的出口市场与转口口

岸。亚洲重要的产油国如科威特、沙特、伊朗、阿联酋、约旦、文莱、卡塔尔、阿曼、也门和

巴林等，经济条件优越，水果不能自给自足，!""’ 年进口果品 #’! 万 *,进口金额 -- 亿美

元 。因而，只要我国水果质量好，符合消费习惯，可以开发为我国高档果品出口的重要

市场。同时，东欧国家也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果品进口国，!""’ 年俄罗斯进口果品 .+ 万 *，
波兰进口 !.- 万 *。随着其社会进一步稳定，人们对果品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多，而且他们

生产热带和亚热带水果较少，因而也可以成为我国中高档果品特别是热带和亚热带果

品出口的重要潜在市场。

!"$ 中国果品出口策略

美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是传统上的出口大国，近些年来，澳大利

亚、新西 兰 、南 非 、厄 瓜 多 尔 、秘 鲁 、哥 斯 达 黎 加 、哥 伦 比 亚 、菲 律 宾 和 智 利 等 也 加 入 了 出

口大国的行列。我国果品目前不仅不能在整个国际市场上与它们一决高低，还必须时刻

注意他们对我国果品市场的压力。近几年来，我国果品的进口量增长很快，加入 /01 后

水果的进口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为了参与国际竞争，首先需要保护好国内已有的果品

市 场 ，特 别 是 我 国 东 南 沿 海 大 城 市 高 档 果 品 市 场 ；其 次 ，在 东 亚 、东 南 亚 乃 至 周 边 地 区 ，

利用地理位置和运输便利优势，争取扩大市场份额。当中国果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符

合当地市场需求时，才能考虑大量进军北美与西欧果品市场。在营销策略上，一可以选

择 地 区 差 异 ，将 我 国 特 产 果 品 出 口 到 那 些 不 生 产 的 国 家 ；二 可 以 考 虑 时 间 差 异 ，当 对 方

果品尚未成熟时出口我国果品。

! 加入 "#$ 后中国果业发展对策

%"& 参与国际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果树生产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盲目发展也导致了我国果

业结构的畸形。加入 /01 后，国外优质果品大量涌入，势必会冲击我国的果树生产，但

是，这也有利于我国果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被淘汰的是果树生产中不合理成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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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将使合理成分快速发展。因此，今后中国果树发展应以国际果品市场为导向，并尽

可能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际竞争促进我国果树行业朝着更健康更稳定的方向发展。

!"# 积极选育、引进优新品种

品 种 是 果 品 质 量 的 基 础 ，优 良 品 种 不 仅 能 提 高 生 产 效 益 ，而 且 能 增 强 市 场 竞 争 力 。

入世打开了发达国家农业市场的大门，我国应在对现有品种选择的同时，加强引种工

作 ，尤 其 是 极 早 熟 、极 晚 熟 和 能 取 代 或 部 分 取 代 我 国 当 前 主 栽 品 种 的 优 良 品 种 ，以 及 加

工品种。

!"$ 调整果树树种、品种结构

果树树种品种结构调整应比一般农作物更需前瞻性。目前我国以温 带 落 叶 果 树 与

柑橘为主，热带果树面积仅占 !"#!$，而世 界 上 热 带 果 树 （不 含 柑 橘 类 ）面 积 达 %&"’%$，

而且国际果品贸易中热带果品非常活跃。在树种上，应适当调减苹果、柑橘、梨等大宗水

果的种植面积，逐步淘汰非适宜区、老劣品种果园，集中发展区域性名特优新水果，适当

提高早中熟品种比例，规模发展有一定酸度的加工品种，即扩大名特优稀及市场售价高

的树种面积，控制夏秋熟树种发展，扩大冬春熟品种面积，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 加强技术人员培训，加大科技投入

我 国 多 数 果 园 自 然 条 件 比 较 差 ，先 进 国 家 果 园 的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高 达 &$，而 我 国

最好果园的有机质含量只有 ($，农民缺少资金和技术，或者不知道需要哪些生产投入，

这样怎能生产出优质果品？今后应逐步实行优质果品生产许可证制度，要求每位生产者

参 加 必 要 的 技 术 培 训 ，不 仅 要 培 训 技 术 职 能 ，更 重 要 的 是 思 想 观 念 的 更 新 ，如 果 生 产 者

不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不仅果品不能进入市场，而且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和国家资源的

浪费。同时加入 )*+ 后，中国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因为目前被国际公认的果树品种

很少是由中国培育的，先进技术也很少是由中国人发明的。因此，无论是从知识产权还

是争取市场角度看，政府都应加大果树科技投入，改良果树品种，提高果品质量，增强市

场竞争力。

!"! 实现果树标准化生产

果 树 生 产 越 来 越 强 调 标 准 化 和 规 范 化 ，同 一 品 牌 、规 格 的 果 品 质 量 应 该 完 全 一 致 。

近年来，西欧各国大力发展 ,-.（,/01232405/3 -2650 72896:058/）制度，不仅保护环境，降低成

本，消费者也能吃到放心的优质果品。另外，近 (; 年来，有机食品生产在西欧国家急剧

增加。,-+<=>,/012/4058/4? -19124058/ 8@ +234/5: <325:6?0621 =8A1B1/0CD也在我国推广有机

果品生产技术，但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生产标准尚未制定。

!"& 争创高档名牌果品

从 国 际 市 场 来 看 ，我 国 水 果 出 口 只 占 水 果 总 产 量 的 ($左 右 ，与 我 国 水 果 生 产 的 发

展很不协调，其根本的原因是果品质量差。当前有两大机遇可供利用，一是加入 )*+ 后

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历史性机遇，二是亚太地区相互贸易发展的机遇。我国与周边

国家发展水果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比如日本水果年产量不到 &;; 万 0，近年来自给率

逐年下降。再如东盟，这些国家大多只能生产热带、亚热带水果，是我国苹果、梨等落叶

水果的广阔市场。俄罗斯、蒙古、韩国都是我们潜在的大市场。因此，只要努力提高果品

质量，开拓国际市场是大有希望的。而高档果品的质量好、售价高、信誉强，尽管主要供

少数富有阶层消费，却起到引导整个市场的作用，因而是果品行业努力追求的方向。高

档果品来自产前和产后的各个环节。不仅树种品种选择得当，生产管理技术先进，而且

#!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E! 卷



在果品采后分级、包装等商品化处理，以及运输、销售过程中都采用现代先进科技手段，

还 需 要 借 助 现 代 传 播 媒 体 ，进 行 大 量 的 产 品 宣 传 ，提 高 优 质 产 品 的 社 会 知 名 度 ，扩 大 影

响面，取得社会普遍认可，才能成为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高档名牌。

!"# 实现果业产业化

我国果业已经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要实现果业产业化，必须以市场为前提，以产

品为基础，以企业为龙头，走公司"基地"农户的路子，大力发展贸工农、产供销一体化的

经 营 服 务 组 织 。 在 产 业 化 进 程 中 要 有 负 责 果 树 生 产 、果 品 采 集 、贮 藏 、加 工 和 销 售 的 部

门 ，部 门 与 部 门 之 间 是 一 种 企 业 关 系 ，经 营 管 理 上 相 对 独 立 ，又 以 经 济 合 同 的 形 式 相 互

制约。千家万户农民可以自愿地参加到产业化进程，但果品生产技术措施、管理细则、果

品质量必须达到合同所规定的具体要求。产业化组织必须按合同收购果农的果品。生产

风险、市场风险等均需体现在合同上，真正做到获益共享，风险共担。加入 #$% 后，中国

果业更需要按照国际惯例，例如 &’( 模式安排组织生产，才有可能参与国际竞争。

!"$ 拓展果品深加工

果品加工既可解决许多鲜果不耐贮藏的生产难题，也是满足人们生 活 需 求 和 产 品

增值的过程，由于果品加工投资风险大，对市场信息的依赖性更强。从世界果实加工品

贸 易 的 统 计 资 料 看 ，世 界 果 实 加 工 品 主 要 有 果 脯 、果 干 、果 汁 、果 酒 、糖 制 果 品 、热 制 果

品、果粉和果油等。)**+ 年世界果实加工品进出口贸易中，进口量 , -.+/0+ 万 1，出口量

, 2,./0+ 万 1；其 次 是 果 油 类 （包 括 柚 子 油 、棕 榈 油 和 橄 榄 油 ），进 出 口 总 量 超 过 +0 万 1；
再次是果干类，进出口总量超过 .0 万 1。其它产品的总量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近年

来国际市场对果汁的需求量正 在 以 -/),3的 年 增 长 率 上 升 ， 也 就 是 说 到 40)0 年 左 右 ，

世 界 果 汁 的 进 出 口 量 将 翻 一 番 。 必 须 指 出 的 是 ， 中 国 果 品 加 工 业 今 后 须 按 照 5677(
859:9;< 6=9>?@A@ 7;A1AB9> 7C=1;C> (CA=1@D系统进行果品加工，才能大量进入国际市场。

!"% 建立果业信息网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标志人类正进入信息时代。中国果业应充分利用当代

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各生产经营单位应迅速建立自己的网站，以快速便捷了解世界果树

发展动态，也让世界上对果树有兴趣的人士了解你所从事的工作。

!"&’ 提供政策保障

我国农村许多果园经费不足，更谈不上开展果树科技活动的事业经费。国家一年从

果树生产中收缴大量的农林特产税，但是在营造果园、管理果园时，却没有专门资金。这

显然不利于果树业的正常发展。只有国家给予果树更多的支持，果树科技推广人员才能

安心工作，保证新形势下果树业不被国外的洋水果挤垮，中国的果品才可能大量进入国

际市场，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

总之，加入 #$% 后，我国果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从大局出发，

着 眼 于 未 来 国 际 市 场 的 竞 争 优 势 ，强 化 社 会 服 务 体 系 ，完 善 果 业 生 产 、栽 培 及 管 理 的 各

项制度，确保果业生产销售有一个强有力的运行机制。如在果业科技体系方面，应逐步

建立健全完备的科技创新体系，高效率、高效益转化科研成果的技术推广体系和提高农

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教育培训体系。在市场流通体系方面，一是加快外贸体制改革，打破

行 业 部 门 界 限 ，促 使 生 产 与 贸 易 有 机 结 合 ，实 行 一 体 化 管 理 ，提 高 果 品 在 国 际 市 场 上 的

竞 争 力 ；二 是 建 立 果 农 协 会 ，增 强 果 农 联 合 起 来 闯 市 场 的 实 力 ；三 是 注 重 市 场 信 息 系 统

的 建 设 ，建 立 果 品 供 求 和 市 场 价 格 变 动 预 测 预 报 系 统 ，如 投 资 几 千 元 加 入 国 际 互 联 网 ，

E 期 王 东等：入世后我国果业发展的形势及对策 .*



连通农产品（果品）信息，尽快形成大统一、大流通的市场格局；四是建立果品质量监测、

检 查 标 准 体 系 ，严 格 执 行 标 准 化 生 产 ，尽 快 与 国 际 市 场 接 轨 ，为 提 高 果 品 质 量 扩 大 出 口

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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