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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策略研究
张云飞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长春 130012）
摘 要：农业及农产品出口在各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不断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显得尤为

重要。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法对 2008～2012年间吉林省 6种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

状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以期提高吉林省主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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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Strategy for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Main Agri⁃
cultural Products of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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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riculture and the exp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in every country.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index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and the relat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were select⁃
ed in the paper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ix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Jilin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2.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ness of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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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主要农产品及其出口状况

分析

《中国商务年鉴》中，通常将各省出口额超过

1000万美元的农产品界定为该省的主要农产品。

本文在应用这一标准的基础上，将吉林省的稻

米、松籽仁、大豆、向日葵籽、玉米、鲜冻牛肉确定

为吉林省的主要农产品，并对它们出口状况进行

分析。

由表 1数据可知，2008～2012年，松籽仁的出

口额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增幅较大，与 2008
年相比，2012年的出口增长了近 166.5%，竞争优

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在上述的 5年中，吉林省

稻米的出口额度变化较大，发展趋势很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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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8～2011年，吉林省鲜冻牛肉的出口额趋于

平缓，但在 2012年，数值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降

幅达到 25.8%；在统计年间，吉林省向日葵籽、大

豆和玉米的出口额呈下降趋势，相比 2008年，

2012 年的下降幅度分别达到 27.8%、56.2% 和

55.6%，表明这 3种农产品的出口能力在不断减

弱，形势不容乐观。

2 吉林省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状

况分析

2.1 基于显性比较优势指标分析吉林省主要农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法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

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其公式为：

RCAij = Xij Xi

Xwj Xw
………………………………（1）

其中，RCAij表示 i国（或地区）第 j产品的显性

比较优势指数，Xij表示 i国（或地区）第 j产品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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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Xi表示同一时期 i国（或地区）的总出口额；

Xwj表示世界第 j产品的出口额；Xw表示同一时期

世界的总出口额。当 RCAij ≥ 2.5时，说明该国（或

地 区）的 此 产 品 具 有 很 强 的 竞 争 力 ；当

1 ≤ RCAij < 2.5时，说明该国家 (或地区)的此产品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当 0.8 ≤ RCAij < 1时，竞争力

中等；当 RCAij < 0.8时，竞争力较弱。

根据前述（1）式对吉林省主要农产品的显性

比较优势指数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1 2008～2012 年吉林省主要农产品的出口额 万美元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资料来源：根据 2009～2013年《吉林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项目

稻米

2825
6381
4653
6398
3713

松籽仁

3871
9368

11 334
10 292
10 208

大豆

7283
5992
1273
2662
3204

向日葵籽

3482
2175
1885
3096
2515

鲜冻牛肉

3212
2808
3221
3604
2383

玉米

2251
2092
2156
2282
1008

表 2 2008～2012年吉林省主要农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资料来源：根据 2009～2013年《吉林省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以及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数据库数据计算，下同

项目

稻米

4.796
13.497
7.763
9.629
4.642

松籽仁

283.367
753.704
521.871
349.936
180.652

大豆

7.011
7.247
1.095
2.161
1.846

向日葵籽

49.476
41.011
27.791
30.166
22.043

鲜冻牛肉

3.346
3.924
3.381
3.405
1.876

玉米

2.826
4.204
3.235
2.469
0.798

由表 2中数据可知，2008～2012年，松籽仁的

RCA指数值均在 180以上，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

力；向日葵籽的 RCA指数值在五年中呈下降趋

势，但数值一直在 22.043～49.476之间徘徊，说明

此种产品仍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吉林省稻

米的 RCA指数值变化较大，在 4.642～13.497之间

波动，发展趋势很不稳定；从 2008～2011年，吉林

省鲜冻牛肉的 RCA指数值趋于平缓，但在 2012
年，数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降幅达到

43.9%；在统计年间，吉林省大豆和玉米的 RCA指
数值呈下降趋势，且降幅较大，相比 2008年，2012
年的降幅分别达到 73.6%和 69.2%，尤其是玉米这

种产品，在 2012年，RCA指数值降至 0.798，表明此

时吉林省玉米的国际竞争优势已不存在。

2.2 基于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分析吉林省主要

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法是用来测度某一国家

（或地区）某产品国际竞争力强弱的工具。数值

越高，表明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越强；

反之，竞争力越弱。公式如下。

MSij = Xij

Xwj
× 100% …………………………（2）

其中，MSij表示 i国（或地区）j产品的国际市

场占有率；Xij表示 i国（或地区）j产品的出口额；

Xwj表示 j产品的出口总额。

根据前述（2）式对吉林省主要农产品的国际市

场占有率指数进行测算，得出的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 3数据可知，2008～2012年，松籽仁的MS
指数值均在 5%以上，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优势；向

日葵籽的MS指数值在五年中呈现下降趋势，但数

值一直在 0.7%以上，说明此种产品仍具有较强的国

际市场开拓能力；吉林省稻米的MS指数值变化很

大，在 0.141%～0.337%之间波动，发展趋势很不稳

定；2008～2011年，吉林省鲜冻牛肉的MS指数值趋

于平缓，但在 2012年，数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降幅达到 37.8%；四年间，吉林省玉米和大豆的MS
指数值呈下降趋势，且降幅较大，与 2008年相比，

2012年的下降幅度分别达到 66.7%和 70.1%，对此，

有关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提

高吉林省主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06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40卷

3 吉林省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

提升策略

3.1 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推进农业产业

化经营

龙头企业是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政府应从以

下四个方面入手，对龙头企业进行扶持。第一，

政府应在鼓励龙头企业积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

同时帮助他们处理好与基地和农民的关系，结成

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做到重合同、守信用、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第二，政府应鼓励龙头企业通过收

购、参股等方式进行扩张，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

附加值，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三，

政府应对出口龙头企业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

品、海外注册、认证、技术改造等给予重点支持；

第四，政府应在培育、壮大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

的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基地+农户”

的运作模式，让龙头企业成为生产基地、农户和

国内外市场之间的桥梁，带动生产基地和农户的

发展，使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步入良性循环的发

展轨道，增加出口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2 加强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推进农业标

准化

根据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和加工，加强出口农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是不断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的重要手段。首先，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教

育、培训和宣传，按照突出重点、先易后难、由点

到面、逐步推开的原则，推广农业操作规范，培训

和造就一支掌握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操作规

范的技术人才队伍，增强吉林省农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其次，要加快吉林省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建设，在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储藏、运输和销

售的全过程，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环保、安

全管理模式。为此需要做到：第一，按照国际市

场标准建立健全农业质量标准体系，积极推广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

HACCP食品质量安全保证体系认证，制定相关标

准和规程，使产前、产中及产后的各个环节都有

标准可循，确保与国际标准相配套；第二，加强农

产品质量标准的监测和监督，建立健全监督、监

测体系；第三，加快标准化生产。取消一家一户

的传统的分散式生产，由乡镇统一规划，走“点上

示范、面上推广”的路子，逐步推行标准化生产；

第四，要加大对生产和加工等中间环节各项农业

投入品的检查力度，严格查处农产品生产、流通、

销售和使用等环节中的违法行为，完善奖惩和责

任追究制度，建立质量可追溯系统，推广出口农

产品的良好操作规范。

3.3 调整政府农业政策，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

力度

3.3.1 调整政府对农业支持与保护的政策

按照WTO《农业协议》的规定，国内农业支持

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绿箱”政策，二是“黄

箱”政策，“绿箱”政策中的措施共有 11类，而吉林

省目前仅使用了 6类，还有 5类没有启用；“黄箱”

政策中，被使用的措施也很少，即使被使用，实施

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吉林省应借鉴一些发

达国家的做法，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和“黄箱”政

策，在财政预算内，逐年加大支农资金，确保新增

财力向农业倾斜，合理调整政府农业资金投向，

优化资金支出结构，将农业资金转向对生产环节

的支持，重点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加强农业基础

设施的建设和改造，促进农业的发展，增强出口

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3.2 调整财政金融政策

建设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具

体措施如下：第一，强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功

能，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政

策性信贷业务，加大对农业生产和建设的信贷资

金投入；第二，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避免农村信

用社改革“同质化”，保持农村信用社服务定位

“三农”；第三，优化吉林省农村金融组织结构，发

表 3 2008～2012年吉林省主要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项目

稻米

0.141
0.337
0.227
0.264
0.151

松籽仁

8.377
18.809
15.294
9.582
5.896

大豆

0.207
0.181
0.032
0.059
0.062

向日葵籽

1.463
1.024
0.814
0.826
0.719

鲜冻牛肉

0.098
0.097
0.099
0.093
0.061

玉米

0.084
0.105
0.095
0.068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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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租赁、保险、担

保、财务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农村商业金融机构

网络，促进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和服务效率

的提高，增强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满足企业和

农户多层次的融资需求。

从吉林省的实际出发明确财政支农的重点，

着重加强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服务支持体系建设

以及普及农村基础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

科技素质和职业技能，使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得到

优化。

进一步加强对农业财政投入的监管机制，统

筹整合涉农资金、盘活资金存量、优化支出结构，

综合运用支出、补助、贴息、奖励等政策措施，发

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引导、吸引和带动更多

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事业发展，切实有效地

提高农业投资效益。

3.4 支持出口企业发展自有品牌，努力培育名牌

出口农产品

发展农产品品牌，既可以提高出口农产品的

质量，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助于突破国外

的贸易壁垒。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在出口农产

品的品牌定位上，应综合各方面因素，如经济发

展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地理位置等，从中锁定那

些差异化、个性化、有发展潜力和发展优势的行

业，作为打造目标，突出“吉”字号，发挥吉林省的

特定优势，增强出口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二，

推动企业采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国内自主研发

并重的方式，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提高核心

竞争力；第三，顺应国外市场的需求，不断提高农

产品科技含量，适度延伸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

值，积极打造优质、营养、安全、无污染的名牌产

品；第四，在产品质量得到保证和提高的基础上，

鼓励和帮助企业制定产品国际市场营销计划，支

持企业开展各项市场营销活动，建立国际营销渠

道；同时还要注意加强品牌建设与维护，资助优

势农产品出口企业在国外注册商标，当企业的商

标遭到侵权时，政府要做其坚实后盾，维护企业

的权益。

3.5 建立健全绿色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

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组织专业人才，研

究吉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伙伴国的绿色壁垒措

施，并且及时地收集和跟踪这些国家的绿色贸易

壁垒信息，帮助企业掌握国外的技术标准和法

规、认证体系、农药残留等市场准入条件，形成绿

色贸易壁垒预警平台，及时通报我省农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的受阻情况及贸易伙伴国的有关于农产

品的最新政策和法律法规，使我省农产品能第一

时间达到进口国的要求，有效突破国外绿色壁垒

的限制，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还应该定期开展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

培训活动，针对国外绿色贸易壁垒的最新动态，

请有关专家为企业员工讲解如何有效地规避风

险，并以期刊的形式把一段时间内国外实行的绿

色贸易壁垒进行归类划分，提供政策性意见，对

未来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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