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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Ξ

董银果, 霍学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论述了W TO 框架下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及我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从思想

意识上重新认识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国际背景, 加快科技创新和推广,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 建

立农产品标准化制度、认证制度及预警制度等以及在“绿箱”政策范围内加强对农业基础领域和涉农企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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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年的谈判使中国于 2001212211 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这意味着W TO 其他成员必须对中国产品

降低关税、取消配额, 有利于中国优势农产品的出

口贸易。然而, 在将这种潜在的机遇转变为现实的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 中国产品却频频遭遇

“黄牌”、“红牌”, 国内农业经济理论界纷纷研究国

外贸易壁垒的现状及中国农产品的应对措施。本研

究试图通过对加入W TO 后国际农产品贸易发展的

趋势及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 提出应对措施, 发挥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提

高其国际竞争力, 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1　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

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 发达国家在促进开放农

产品及其相关产品市场的同时, 还加快了农产品进

出口贸易政策调整的步伐。这种政策调整, 导致农

产品国际贸易发展明显地表现出三重基本趋势。

1. 1　技术性贸易壁垒将成为保护农产品贸易和农

业产业的重要手段

根据《农业协定》及W TO 其他规则, 目前W TO

致力于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努力仍然主要集中在消除

传统贸易壁垒方面, 即非关税措施关税化改革、降

低农产品进口关税、取消和削减农业补贴。然而世

界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欧盟等三大集

团以其科技优势为基础, 占有了二战后绝大多数的

农业科技成果, 并垄断了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农业及

其相关产业的自主知识产权。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

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运用W TO 规则促进其他

成员开放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市场的同时, 却强化

了技术性壁垒。主要是发达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保

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及健康、防止贸易欺诈、保护生

态环境、保证产品质量为目的, 采取的一系列技术

性措施, 这些措施客观上成为经济发达国家限制进

口其他国家农产品的贸易障碍, 加强对其农业、农

产品及其相关产业、产品保护的程度。在世界贸易

组织的众多协议中, 有 1 份名为“世界贸易组织贸

易技术壁垒 (W TO öTBT )”的重要协议, 对国际贸

易中的技术壁垒问题有详细的规定。较之传统贸易

壁垒, 技术贸易壁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隐蔽性、

针对性和有效性等特点, 是新形势下农产品贸易保

护发展的新趋势。这种状况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广

大发展中国家, 在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贸易结构、

贸易范围、贸易档次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进一步扩大。

1. 2　农产品及加工品的标准化在国际贸易中的地

位越来越高

随着消费者收入增长及 70 年代以来消费者环

境保护意识的增强, 国际市场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

和高收入国家市场对农产品及加工产品的质量要求

越来越高, 完全拒绝接受滥用食品添加剂、防腐剂

和人工合成色素的产品。而且, 国际市场对农产品

的标准化要求也越来越高, 标准已经成为国家之间

进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壁垒, 是W TO 框架下比专利

更加重要的非关税壁垒形式。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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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高度标准化作为称霸世界市场的锐利武器。

这些消费倾向要求出口国不仅要不断地提高农产品

的标准化程度及加工品的精度和深度, 而且要不断

地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包装、贮藏、运销等环

节的技术装备水平和工艺流程的精度。这意味着在

W TO 框架下, 在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精加工和深加

工产品贸易方面, 经济发达国家及农业发达国家会

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产品加

工、贮藏、包装、运销、贸易等农业的相关产业发

育的程度很低, 在短期内面临资本短缺、技术引进

及创新缓慢、经营管理水平偏低等突出问题, 农产

品精深加工等相关产业落后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

变。而且, 农产品技术标准是一种游戏规则, 谁掌

握标准的制定权, 谁的技术就成为标准, 谁就掌握

了国际市场的主动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

中国家既不重视制定标准, 又缺乏支撑制定技术标

准的经济、科技和贸易条件, 导致大多数传统、特

色农产品失去左右国际标准的机会。

1. 3　进口国在卫生和检疫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随着消费者的收入增长及食品安全意识的增

强, 国际市场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及高收入国家市

场对进口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卫生和安全检疫要

求越来越高。为满足世界各国在农产品及其加工产

品的卫生和安全检疫方面的需要, 世界卫生组织

(W HO )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 还制定了许多

检测目标和管理目标, 其中目前尤其关注农产品及

其加工产品的农药残留污染、重金属污染和细菌超

标等方面的检测。另一方面, 美国、日本、欧盟等

发达国家大都开始实行强制性的食品安全认证制

度。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 强制实行HA CCP

(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技术方案) , 该技术方案已经

被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及许多发达国家认可, 如

日本等国家将对进口蔬菜、果品等农产品实施

HA CCP 体系管制。欧盟国家针对农产品及其加工

产品启用了 ISO 14000 环境管理系统。农产品及其

加工产品在卫生和安全检疫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将在较长时期内严重影响中国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

的出口贸易。

2　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2. 1　农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低, 贸易结构不合理

从国际比较和成本优势来分析, 我国应重点发

展的农产品是牛肉、羊肉、猪肉等肉类产品, 苹果、

犁等水果产品, 蔬菜、花卉等园艺产品, 以及水产

品。但在国际市场上, 这些产品面临技术含量低、品

种不优、质量不高、药物残留超标的困扰。例如, 我

国是苹果第一生产大国, 但由于大小不均、含糖量

低、虫果率高、果实农药残留超标、采后保质能力

差等原因, 优质率仅占 35% , 精品果不足 5% , 年

出口量仅占总量的 1% 左右。

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仍以初级产品为主, 农产品

加工、保鲜、包装、贮运体系发展滞后。我国初级

产品与深加工产品的比例为 4∶1, 而荷兰为 1∶3。

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

2. 0～ 3. 7∶1以上, 而我国只有 0. 43∶1。目前世

界水产品加工比例达 75% 以上, 我国仅占 30% 左

右; 发达国家水果的加工率在 50% 左右, 而我国仅

为7. 5%。我国水果的储藏能力较低, 不足总量的

15% , 烂果率高达 25% [1 ]。发达国家 40% 的初级农

产品经加工分级包装后出售, 而我国仅为 7%。包装

方式、包装材料难以适应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化的需

要。1998209211, 美国规定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木质包

装采取严厉的检查, 确保所有纯木质都经过高温防

腐处理, 这涉及我国每年 100 万个集装箱。

2. 2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较低, 频频遭遇绿色壁

垒

我国的农产品生产者 (农户或企业) 普遍缺乏

质量安全意识, 为追求产量提高和眼前利益, 常在

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盲目大量使用化学品,

导致出口农产品中农药、化肥残留量及食品中添加

剂、防腐剂、重金属等超标, 或非法使用生长剂、兴

奋剂等违禁药物, 造成有害物质的含量提高, 影响

了产品的质量性能和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导致产品

在出口时常常受到国外的封杀、销毁和索赔。19992
08～ 2000201,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 ) 就因

杂质、卫生、农药残留、添加剂、标签等原因扣留

了我国 634 批出口美国的食品。2000207, 欧盟对进

口茶叶实行新的农药最高允许量标准, 限制禁止使

用的农药从原来的 29 种增至 62 种, 部分农药残留

标准提高了 100 多倍, 导致我国茶叶出口量大幅滑

坡。2002201, 欧盟以抗生素超标为由全面禁止中国

动物源性食品。据统计[2 ] , 我国每年因化学品超标而

被退货的农产品达 74 亿美元。

2. 3　农产品生产的专用化、标准化程度低

在长期的短缺经济背景下, 我国在农业生产中

强调高产, 而忽略了优质, 农产品生产中分工不明

显, 质量较高的专用农产品所占比重较低。据农业

部报道, 我国优质专用小麦的产量仅占到消费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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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 优质小麦需求主要依靠进口来弥补。发达

国家专用面粉品种有上百种, 优质面粉产量占到面

粉产量的 90% ; 中国却只有几十种, 其产量还不到

面粉总产量的 10%。同时, 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程

度低。据报道[3 ] , 到 2000 年底中国发布的国家标准

19 278 项, 其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仅

为 8 387 项, 采标率为 43. 5%。目前农产品生产和

加工中缺乏统一的标准指导, 农产品生产者之间普

遍缺乏合作和交流, 造成农产品个体差异较大, 标

准化程度低, 难以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据报道, 代

理出口 300 万 t“粉红女士”苹果的陕西华圣公司,

在陕西某个著名的苹果之乡四处奔走, 却因包括农

药残留在内的数项标准不合格, 使到手的定单又飞

走了。我国农产品即使有幸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 也

常常因价格便宜而受到国外的反倾销调查。

3　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应对措施

3. 1　从思想上重视我国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

重新认识中国农业发展时代和历史背景: 中国

农业已进入新阶段, 农产品生产从数量约束转为受

质量和效益约束; 中国加入W TO 意味着中国接受

了一个超越生产发展阶段的竞争规制。在这种背景

下, 参与国际分工, 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不

但能从总体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而且有利于我

国生态环境的恢复重建。另一方面, 技术类贸易壁

垒将是W TO 框架下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基本趋势。

在这一趋势下, 我国应积极调整农产品贸易结构, 发

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科技附加

值, 培养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 2　加快科技创新及推广, 提高科技贡献率

出口农业产业的弱质性是我国农产品贸易受阻

的深层次原因, 主要表现在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技术

含量低。据专家估计, 我国产品质量实际落后于发

达国家 10～ 20 年, 当前的工业标准有 70%～ 80%

低于国际标准和发达国家先进水平, 发达国家的农

产品已实现了工业化和标准化生产, 而我国的农产

品标准却寥寥无几。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即使并不

复杂、苛刻, 主观上并不构成技术壁垒, 客观上也

使我国出口产品遭受重创[4 ]。目前我国科技对农业

的贡献率只有 45% , 发达国家大多在 80% 左右, 有

些已达到 90%。因此, 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 发

展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农产品加工业是提高农

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的有效

途径。具体应从以下 3 个方面做起: ① 加快农业科

技创新。科技进步能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但需要大

量投资。目前我国对农业科研的投资严重不足, 我

国的农业科研投资仅占农业产值的 1. 7%～ 2. 7% ,

国际上多为 5%。因此, 应加大科技投资, 使我国的

农业技术在农产品育种、病虫害防治以及新型农药、

兽药的研制、农产品的保鲜及精深加工技术等方面

取得突破。② 加强科技推广, 提高科研转化率。我

国农业生产者大多为文盲或半文盲, 农村的农业推

广工作更是“线断、网破、人散”, 致使大量先进科

研成果未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我国应加紧推广

现有的科研成果, 培训农业生产者的生产技能及市

场观念。中央和各省应派出特派员检查和指导农业

科技推广的效率。③ 调整我国农业科技结构, 加大

对应用研究的支持。

3. 3　建立合理有效的农产品制度保障

历史上我国对国际通用的国际标准和技术性管

理措施知之甚少, 不能对我国出口企业宏观上加以

有效指导。此外, 我国缺乏健全完善的TBT 体系作

为震慑力量, 使外国敢于利用 TBT 措施肆无忌惮

地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限制。以产品认证为例, 目

前美国有 55 种产品认证体系, 日本有 25 种, 欧盟

内部有 9 种统一的认证, 而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认

证体系, 技术法规与标准制定和管理工作严重落后。

据统计[5 ] , 为限制进口, 美国的相关标准、法律法令

有2. 5 万部, 英国有 2. 2 万部, 德国有 1. 6 万部。

我国目前所发布的 19 000 多个标准中, 农产品标准

不到 5% , 而符合国际惯例的标准则低于 40%。因

此, 我国应从以下 3 个方面加强我国的农产品准入

制度: ① 加强农产品标准化制度建设。农业部及农

产品的各级行业协会应积极收集和研究发达国家和

国际通用的农产品标准, 并加快制定和发布我国的

各类农产品标准, 统一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和检验标

准。农产品标准应包括农产品内在质量标准、外在

品质标准和环保品质标准等。② 积极推行并实行农

产品质量认证制度。质量认证是农产品内在品质的

有力证明, 该制度不但可以有效保护国内市场, 而

且可以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 我国应尽

快形成统一的质量认证体系。同时应积极推行 ISO

9000- 2000 标准和 ISO 14000 等国际质量标准体

系及美国的HA CCP 认证。③ 建立农产品市场预警

监控体系。严格管理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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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国农产品标准和没有质量认证的国内外农产品

不能进入中国市场; 积极发展批发市场、期货市场

和超级市场, 逐步在城市取消农贸市场。

3. 4　政府的农业政策应利于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

① 加快制定我国的农产品技术标准。一方面由

政府出面建立专门的 TBT 措施信息收集和咨询体

系, 及时收集、整理、研究、发布主要贸易伙伴的

有关技术标准、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信息, 提出

具体对策, 为出口企业克服国外 TBT 措施提供服

务。另一方面, 加快我国技术法规的建立, 提高国

际采标率, 健全和完善认证体系, 建立有效完善的

国内 TBT 体系。② 积极鼓励涉农出口企业的发展。

龙头企业不但能联合分散的农户, 推广农业先进技

术和农产品标准, 而且能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因此

应在资金、技术、人员及政策上予以支持。③ 加快

农产品的法律法规建设, 使农业生产的全过程都有

法可依。④ 加大对检疫检验部门的投资, 加快其设

备更新, 适应贸易发展的需要。⑤ 农业利润的 70%

来自农产品流通及加工领域, 因此政府应从财税、信

贷等政策上扶持、引导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业及农产

品的储运、包装、营销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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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ob lem s and coun term easu res fo r Ch inese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s in in terna t ion t rade develop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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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Ch inaπsW TO en try, th is paper analyzed the in ternat ional t rade trend

of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 and p rob lem s in Ch inaπs expo rt t rade. It po in ted ou t that w e shou ld understand the

agricu ltu ra l developm en t stage and in ternat ional background and qu icken the techno logy innovat ion,

increase techno logica l componen t and compet it ive edge of Ch inese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s. W e shou ld also set

up standard iza t ion system and au then t ica t ion system and w arn ing system of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s and

suppo rt fundam en ta l agricu ltu ra l f ield and agricu ltu ra l en terp rise in the ex ten t of“green Box”po licy.

Key words: agricu ltu ra l p roduct; in ternat ional t rade; agricu ltu ra l po licy

4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0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