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浙江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研究 

胡 跃 

（宁波大红鹰学院 经管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摘 要】文章对以往文献中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构成因素进行分析，建立起了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指标体系，

并依据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近年来的农产品出口相关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根据对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的横向和纵向分析，提出了提升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一些对策。 

【关键词】浙江；主成分分析；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5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68（2012）12-0048-03 

一、研究背景 

出口竞争力，就是出口商品或劳务在国外市场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生产率等综合国力的体现。 

提升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对带动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以及做好“三农”工作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有关农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做了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吕玉花（2009）认为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

素主要包含市场化程度、成本优势、产业链附加值、行业集中度和政策支持等，提高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

积累的过程。徐淑云、陈玉（2010）在分析入世后福建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态势时使用出口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TC）

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等指标。陈亮亮、刘养洁（2010）利用钻石模型来分析山西特色农产品竞争力，钻石模型中一共

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及同行业间的竞争等五个要素。苗强、刘永胜、王晓媛

（2011）认为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可以分为直接与间接因素，对于能够直接导致农产品出口价格发生变化，对农产品市场占有能

力与出口能力产生显著性效果的因素称为直接因素，对通过改变国内生产条件或生产能力进而促进农产品市场占有能力与出口

能力改善的因素称为间接因素。陈小红（2011）在分析波特关于决定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和 Abbott、Bredahl 关于农业竞

争力影响因素研究后，认为资源禀赋、投资、技术、人力资本、产品特征、贸易政策要素对农产品竞争力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

用。 

入世以后，随着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浙江省作为农产品出口大省面临来自国际国内的竞争压力，因

此，利用灰色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构成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对策，对提升

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浙江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指标 

（一）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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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产品外贸竞争力的因素众多，本文根据对农产品出口的作用形式分为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通过分析农产品出口竞

争力因素构成的相关文献，结合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实际情况，将浙江省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分为出口额、净出口额、出口市场

占有率、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出口增长优势指数等 6 项直接因素，以及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作物人均产量、限额以上农

业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等 4 个间接因素。 

1.出口额。出口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从国内向国外出口的商品的全部价值，本文是指某一地区向国外出口农产品的贸易

额，是一项较为直接反映农产品出口能力的指标。 

2.净出口额。这里是指农产品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差，可以总体上反映农产品贸易余额的地位。指标可以用公式表示：

净出口额 = 出口额 - 进口额。 

3.出口市场占有率。出口市场占有率是指一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本文是指某一地区农产品在出口总额占全

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出口市场占有率反映某一地区某种商品出口的整体竞争力，比例提高说明竞争力增强。指标可以用公式表

示：出口市场占有率 = 出口总额 / 全国出口总额。 

4.出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 GDP 的比值，本文是指某一地区农产品出口总额占该地区 GDP的

比值。在通常情况下，国际上一般选择外贸依存度作为开放度的评估和衡量指标，出口依存度的高低可以反映出口贸易的活跃

度和开放度。指标可以用公式表示：出口市场占有率 = 出口总额 /GDP。 

5.出口贡献率。出口贡献率是指某类商品出口额占该地区商品出口总额的比值，该比值越高，说明该商品在该地区出口的

重要性越高。指标可以用公式表示：出口贡献率 = 某商品出口额 / 地区商品出口总额。 

6.出口增长优势指数。出口增长优势指数是指某种商品出口增长速度与总体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之差，可以有效地反映商品

出口优势的变化情况。指标可以用公式表示：出口增长优势指数 = 某商品出口增长率 - 出口总贸易增长率。 

7.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是指以货币表现的农业全部产品的总量，反映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也可以反

映农产品出口的基础和储备情况。 

8.主要农作物人均产量。主要农作物人均产量可以反映农产品人均占有情况，占有量越大，相应的出口能力和出口动力就

越足。 

9.限额以上农业投资。限额以上农业投资可以反映农业的资金投入情况，投入额越大，相应的农业产出就越大。 

10.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可以客观地反映出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水平，总动力越大，农业产出就会越高，

出口能力就会越强。 

（二）主成分分析法 

本文所采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该方法的主要思想就是数学降维，通过找出互不相关的几个综合变量来代替原有一系列的

变量，并且使这些综合变量能尽可能地代表原有变量的信息量。主成分分析用数学处理方法就是将原有变量做线性组合，其中

将选取的第一个线性组合即第一个综合变量记为 F1，用方差来测量所包含的变量信息，Var（F1）越大，则表示 F1包含的信息越

多，因此称 F1为第一主成分。如果第一主成分还不能够代表原来 p 个变量的信息，接下来再选取 F2即第二个线性组合，同时

要求 F1已有的信息就不需要再出现 F2在中，即 Cov（F1，F2）=0，可以将 F2称作第二主成分，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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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样本资料，观测 p 个变量 x1，x2，„xp，n 个样品的数据资料阵为： 

 

主成分分析就是将 p 个观测变量综合成为 p 个新的变量（综合变量），即： 

 

要求模型满足以下条件： 

（1）F1，Fj互不相关（i≠j，i，j=1，2，„，p） 

（2）F1的方差 >F2的方差 >F3的方差，依次类推 

（3）  

因此，称 F1 为第一主成分，F2 为第二主成分，依此类推，有第 p 个主成分。根据线性代数理论可知，Fj的方差正好为相

关系数矩阵特征值 λj。这里 aij我们称为主成分系数。 

上述模型可用矩阵表示为： 

F=AX，其中，A 称为主成分系数矩阵。 

对所提取的各个主成分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就得到各个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 。k是所保留的主成分个数，权数 fj

所表示的是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的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值。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整理 

竞争力是一个相对性指标，为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来判定浙江省农产品竞争力的情况，必须要选取气候、地理位置、经济

发展情况等相似的或相近的省份来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选取江苏省、福建省和山东省作为样本, 和浙江省的农产品出口情况进

行对比分析，比较优势和差距。本研究采用的原始数据为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四省 2002—2010 年的农产品进口额、出口

额、GDP、商品总出口额、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作物人均产量、限额以上农业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年度美元中间价和全国农

产品出口额等。根据原始数据，经过计算，得到影响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指标值。为能够综合考虑四个

省份的实际情况，更加合理地分析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我们将四个省份 2002—2010 年的出口额、净出口额、出口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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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出口增长优势指数、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作物人均产量、限额以上农业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均

值作为分析数据（见表 1）。 

 

（二）主成分分析 

将表 1 数据输入至 SPSS 软件，运用 Analyze—Data Reduc-tion—Factor 操作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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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得出，根据选取特征值（Total）大于 1 的因子原则，本研究提取前两个因子作为主成分 F1和 F2，来代替 10 

个原始变量。这两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 >80%，可以基本反映整体的信息。同时，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 λ1=6.638，λ2=2.749。 

从表 3 可以得出，第一主成分 F1中，出口额、净出口额、出口市场占有率、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农业总产值、限额

以上农业投资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负荷量较大，可以定义为竞争实力指标，其表达式为： 

 

第二主成分 F2中，出口增长优势指数和主要农作物人均产量的负荷量较大，可以定义为竞争态势指标，其表达式为： 

 

上述两式中，ZXj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 

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总体评价可以用两个主成分的线性表达式构成，其中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的主成分总

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即： 

 

由上式可知，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大小约 70.7%由 F1决定 29.3%由 F2决定。接下来对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和山东省 2008

—2010 年的农业出口竞争力进行计算。 

首先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将 2008—2010 年的各省份相同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再将标准化后的数据代

入公式，计算得到近三年四省份各年度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数值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可以分析得到，2008—2010 年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四个省份里面排名第三，落后于山东和江苏。从近七年

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各指标来看，浙江省农产品出口额、出口市场占有率、出口依存度和出口贡献率等指标在四个省份里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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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优势，但在出口增长优势指数、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作物人均产量和农业限额以上农业投资方面与其他省份有一定差距，

造成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不及山东和江苏，而且有拉大的趋势。从分主成分因子 F1和 F2来看，山东作为农业出口大省和出口强省，

在这两个因子方面全面领先其他各省。而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因子 F1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优势，但因子 F1落后其他省份较为

明显，表明浙江省农产品出口增速要远小于其他商品的出口增速。另外，由于浙江省土地资源稀缺，造成人均农产品产量不高，

农产品出口的后继动力不足。 

其次进行纵向比较。将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指标按照年份进行数据标准化，带入公式得到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

化图（见图 1）。 

 

从图 1 我们可以分析得到，浙江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总体上是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 2006 年达到最低点。从主成分因

子 F1和 F2来看，F1波动较为平缓，基本上能与 F 趋于一致，而 F2 波动较为强烈，但对 F 影响有限。 

四、提升浙江省出口竞争力对策 

浙江省作为农产品出口大省，出口额一直以来排列在全国前列，但由于“后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复杂化、贸易保护主义兴

起，以及汇率变动等因素影响，对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要改变浙江农产品出口竞争

力的劣势，提升出口能力和出口质量，可以从四方面入手： 

1.以提升质量取胜。要进一步完善标准化体系。加快研究各类农产品生产标准和技术操作规程，指导农业生产企业和农户

按照出口目标国家的标准组织生产，加快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相配套的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的研究和制定。

积极推进传统种养模式的转变，倡导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加快生物工程、生物有机肥料等高科技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加强农业化学投入品管理。加快推进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开展质量检验检测和监控追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基本实现农

产品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 

2.以品牌建设取胜。浙江省是农产品品牌大省，全省农产品注册商标数量每年以 40%的增长速度发展。加快树立起农产品

行业的质量观念和品牌意识，提升行业的整体素质，进一步发挥已有农产品商标的价值，是浙江省农产品品牌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途径。加强农产品品牌的宣传推荐活动，不仅要在农产品生产地举办各类推荐会，还要将农产品品牌推荐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积极拓展浙江省名特优农产品产品销售渠道，加快农产品品牌建设模式的创新，积极开展区域品牌与商品品牌联动推进、

品牌化与产业化双管齐下，提升品牌规模效应和品牌经营运作与保护两手抓等多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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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优化结构取胜。根据国际市场需求，适时调整浙江省的农业生产结构，把农业产品生产结构、出口结构、创汇结构有

机的结合起来，积极打造一批优势农产品出口龙头企业，发展一批特色绿色农产品的基地建设，形成传统产品、特色产品、出

口产品协调发展的格局。根据农业“走出去”战略，发展农产品多元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精加工和深加工产业，加快提升出口

农产品档次，努力提高农产品增值程度，最大程度上来适应国际市场消费需求多样化的趋势，从而形成和增强农产品出口的整

体竞争优势。 

4.以政策扶持取胜。发挥浙江省农产品资源优势，继续做好农业招商引资工作，吸引外来资金加快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

工，借助外力将省内更多的农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加快设立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专项资金和农产品出口龙头企业的扶持基金，

加大对农产品出口的支持力度，鼓励出口农产品企业不断增强整体素质和抵御风险能力，提升本身农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采取多种形式推进银企对接，抓紧落实金融支持出口农产品中小企业发展授信贷款，积极探索多种抵押贷款方式，采用借新还

旧、展贷等多种方式，努力缓解农产品出口企业的资金困难。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采

取冷冻集装箱出口货物，尽量缩短鲜活产品通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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