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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下湖南农产品竞争力现状与提升研究 

李旺 肖黎 李威 彭婷 罗蕊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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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6) 

【摘 要】：有着“湖广熟、天下足”美誉的湖南在我国的农业中占据了及其重要的地位,拥有优越的气候条件、

地理位置、良好农业基础和悠久的发展历史。但是在农产品出口上却没有完全发挥出自身潜力。中美贸易战的爆发,

将会对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通过分析湖南农产品在近几年的出口数据,选择对应指标对湖南农产

品出口竞争力状况进行测算,找出湖南农产品竞争力较弱的原因,并找出解决方法,最终实现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健康

快速发展。 

【关键词】：竞争潜力分析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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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省农产品出口现状 

从表1可知,在2010年至2014年湖南农产品出口的绝对规模总体上呈逐年递增趋势,2014年到达顶点10.9亿美元,而从2014

年以后开始略微下降,但总体保持在10亿美元以上的水准,从2010年的5.41亿美元出口额增加到2014年的10.9亿美元出口额,5

年间农产品累计增加出口额为 5.53 亿美元。尤其是 2014 年突破 10 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值。2014 年 1～6 月湖南农产品出口

4.92 亿美元,增长 24%。但与前两年横向比较,湖南加工农产品出口和初级农产品出口额占湖南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出口产品额

的比例呈现轻微下降趋势,由 2010年农产品出口比例占全部出口产品的 6.80%持续下降到 2012年所占比例为 5.65%,2013年有所

回升至 5.94%,但从 2014 年开始,又继续呈现出下降趋势年下降到 5.44%。在 2015 年和 2016 年数据再度小幅度上扬,2016 年至

5.72%,但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最新的数据,2017 年全年农产品出口达 11.72 亿美元,从这一方面来看中美贸易战暂时没有给湖

南省农产品出口带来直接的冲击。 

表 1 2010～2016年湖南农产品出口额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湖南农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5.41 6.27 7.12 8.84 10.94 10.49 10.44 

湖南省出口额(亿美元) 79.55 98.97 126 148.2 200.2 191.7 181.7 

湖南农产品出口额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例(%) 6.80 6.34 5.65 5.94 5.44 5.48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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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出口国家和地区来看,湖南农产品的出口市场较广,在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见到湖南的农产品,对于亚洲的

影响力较大。2016 年湖南的各类农产品出口到全球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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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其中出口到香港地区的农产品占总出口比例的 25%,出口到美国的农产品以茶叶

为主,占湖南省农产品出口地区比例的 14%,出口到韩国的农产品占总出口比例的 4%。从这一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战未来的不利影

响会对湖南省农产品出口造成较大影响。 

2 湖南省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分析 

2.1竞争潜力分析 

2.1.1湖南省农业生产要素 

首先,从农业自然资源来看,湖南省的猪肉产量 434.80万吨全国第 3名、茶叶 18.60万吨全国第 5名、烟叶产量 23.13万吨

全国第 4名、柑桔 496.95万吨全国第 2名、淡水产 269.57万吨量居全国第 4名,稻谷产量 2602.30万吨全国第一,油菜籽 210.57

万吨全国第 3 名。农业生产总值达 3255.11 亿元,全国第 6 名。这总的来看,总量具有优势,但是人均资源优势不明显。同时,农

村基础设施力度进一步加强,一大批基础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完工,会使农业生产能力和抗灾害能力进一步提高。 

2016年全年全省开工各类水利工程 55.4万处,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433.77千公顷,除涝面积 430.16千公顷。2016年农田有

效灌溉面积 3132.37千公顷,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9千公顷。2016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为 6097.54万千瓦,排全国第 5名。 

从生产要素转换效率来看,湖南省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科研强度水平在全国处于中游水平,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依

然与农业大国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全省共拥有 19 个省级独立农业科研机构,拥有一大批拥有两院院士头衔的农业科学家,在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让全国瞩目重大成果,2016 年湖南省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56%,与其它

农业大省相比,处于全国中均水平。但是农业科研强度与美国,法国,荷兰等发达国家都存在差距,同时湖南省农业资源丰富但是

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利用起来,农业资源利用率较低,对国民经济贡献率有限。农业资源的利用大多局限于传统数量型农业。 

2.1.2湖南省农业需求条件 

首先,从农产品市场需求规模来看,湖南省具有绝对的优势。2016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 24025 元,比上年增加

1958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 10461 元,比上年增加 841元。而且,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 17490元。因此可以看出,目前

全省对于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仍然维持着较大规模并保持着一定速度的增长。其次,从农产品需求的性质来看,2016年,湖南省全省

生产总值达到 3.1 万亿元,比上年提高 7.9 个百分点,统计数据显示,1978 年,全省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606.55 平方公里,到

2017年达到 2187.82平方公里,全省城镇化率由 1978年的 11.5%提高到 2017年的 54.62%。到 2017年末,湖南省城镇化率与全国

平均城镇化水平的差距缩小到了 3.9个百分点;但在全国各省份城镇化排名位于第 20名,总体来看处于中下水平。可以看出尽管

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速度在加快,但是总体上湖南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从而也导致目前湖南省农产品需求

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种类品种的多样化要求随之提高。 

2.1.3湖南省农业的相关支撑产业 

农产品加工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的中心环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带动农民发展产业增收和务工增收的主要载体。

2016 年,湖南省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达到 1.35 万亿元,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总体上农产品加工企

业还是多而不大、大而不强。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了 5.6万家,其中年销售收入过 100 亿元的仅有 3家,过 50 亿元的仅有 8

家,10亿以上的仅有60家。但是,加工规模不大,带动相关农业产业上下游企业发展能力较弱,龙头企业处于不弱不强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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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加工单一,难以满足新时代居民的多种新需求。湖南省的地理性标志农产品资源丰富,如“安化黑茶”、“宁乡花猪”、“江

永香柚”、“炎陵黄桃”、“永州异蛇酒”等,现在有一批类似唐人神、临武鸭、陈克明面等品牌,但在全国名气叫得响、市场

占有率高的大品牌寥享无儿,品牌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品牌的从采购到销售的一整条生产产业链还没有建立完善。但是我们也

有进步和发展的地方,农产品生产结构不断优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进一步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实现销售收入从 2015 年的 1.13

万亿元增长到 2017 年 1.35 万亿元,三年间每年都保持了增长,我们 2007 年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 0.7∶1。经过

10年的发展这个比例是 2.2∶1,虽然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一般是是 4～9∶1还有差距,但是也已经有

巨大的进步,相信再进一步发展后,我们也能够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下一阶段应该着重发展一批有代表性的品牌,进

一步优化农产品加工产业链。 

2.1.4湖南省农业市场的主体、结构和竞争 

近年来,湖南省不仅仅满足家庭经营的基础要求,还推动农业生产由单一的个体经营向集合的规模产业经营转变。2016 年,

湖南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面积236.9万亩,占家庭承包面积的55%,目前湖南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依然存在流转行为不规范

和政策对土地流转指引性不强等问题。湖南省现共有农民合作社 6.2 万个,农村生产合作社成员共 291 万户,占湖南省农户总数

量的 21.1%。但是湖南省的规模经营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农业劳动者素质与国际水平相比也较低。从相关文献中可知,在湖

南省的农村劳动力结构中,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约占 50%,具有大学本科水平的高素质人才占比只在 5%左右。如前所述,农业市场

主体状况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农业主体在市场上的竞争策略以及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如果农业市场主体状况良好

则会增强湖南省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反之则会降低竞争力。 

2.2湖南省农产品竞争实力分析 

2.2.1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rad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dex)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又称 TC 指数,表示湖南省农产品的出口减去进口的差额占出口加上进口的和的比例。它可以反映湖南农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相对于其他国家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和竞争程度。用计算公式表示为 TC=(Xx-Mx)/(Xx+Mx),Xx 表示农产品在湖

南省的出口额;Mx表示农产品在湖南省的进口额。(-1,1)是 TC指数的取值范畴,当 TC的值与 0相近时,表明湖南省农产品的比较

优势水平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当湖南省处于贸易顺差时,说明农产品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此时 TC 的值为正,TC 的值越大,生产效

率就会越高,比较优势也越大;反之,则说明处于贸易逆差,生产效率低,比较优势小。而且当湖南的农产品只有进口并且出口总额

为零时,此时 TC的值等于-1,当湖南省的进口额度为零只有出口时,此时 TC的值等于 1。 

表 2 TC取值含义 

取值范围 竞争力强弱 

(-1,-0.6) 极弱 

(-0.6,-0.3) 比较弱 

(-0.3,0) 微弱 

(0,0.3) 微弱 

(0.3,0.6) 比较强 

(0.6,1) 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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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近年来湖南农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演进趋势,还计算了 2013-2017 年湖南农产品的 TC 值。通过计算 2013-2017 年湖

南农产品的 TC值,可以发现,湖南省农产品的 TC值总体呈先增后减趋势。从表格中可以观察到,近几年,湖南农产品的 TC值的变

动很大。其 TC 值从 2013 年的 0.31 上升到了 2015 年的 0.51,然后降到了 2017 年的 0.11,这说明在国际市场上湖南省农产品的

竞争力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且年均下降幅度较大,竞争优势正日益丧失。 

表 3 2013-2017农产品贸易的 TC指数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0.31 0.47 0.51 0.36 0.11 

 

2.2.2显性比较优势指数(Index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也称为 RCA指数,表示湖南省农产品的出口额与湖南省出口总额的比与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

的比的比率,在这里使用分析湖南省的农产品贸易能否具备比较优势。用计算公式表示为:RCA=(Xg/Xa)/(Wg/Wa)其中 Xa 表示农

产品在湖南的出口额;Xg 则代表湖南的出口总额;Wa 代表中国农产品出口量,Wg 代表中国总出口量。如果湖南农产品没有显性比

较优势,则 RCA的取值会比 1小,如果湖南省的农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则 RCA的取值大于 1。 

当 RCA 取值小于 0.8 时,有着极弱的竞争优势,取值为(0.8,1.25)时竞争力强弱一般,当价值为 1.25～2.5 时,具有较强的竞

争优势;当价值大于 2.5时,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近几年湖南的 RCA指数均在 1.7左右,说明湖南省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在全国的农产品贸易中有着较强的竞争优势。 

3 湖南省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 

3.1竞争力不强,农产品出口少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农产品的种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着“鱼米之乡”的美誉。农产品的产量很大,猪

肉、大米、烤烟等农副产品的产量都排在全国的前列,但是出口却很少,在全国农产品的出口额中,湖南省占的比例非常小,即使

是在湖南省的出口总额中的比例都很小,2017年湖南省农产品的出口仅仅占到湖南出口总额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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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市场规模 

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扩大自己的市场规模时,就会有更多的企业想要参与到此市场中,从而致使该市场的竞争愈加剧烈,

湖南农产品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更高的利润就必须将出口的品质提高;依据阿伦-阿尔钦定理,当成本相同的两个相似

的商品的价格可供选择时,消费者往往会选择相对来说的优质商品。因此,企业更愿意向与本国距离更远的地方出口高质量的产

品,因为高质量的产品能为企业获得更高的利益,可以和长途运输成本相对消,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华盛顿苹果”效应。 

表 4主要出口国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 

 
2014 2015 2016 

中国香港 0.25 0.28 0.25 

日本 0.02 0.02 0.02 

英国 0.14 0.16 0.01 

德国 0.02 0.02 0.03 

韩国 0.04 0.04 0.04 

美国 0.08 0.12 0.14 

马来西亚 0.04 0.04 0.03 

新加坡 0.04 0.04 0.03 

澳大利亚 0.01 0.01 0.01 

 

3.3从事农产品粗加工的多,精深加工的少 

湖南省在农产品的加工和研发方面技术不足,导致缺乏农产品的专业加工企业,出口的产品多是初级的加工产品或原料产品,

农产品加工的利用率比较低,导致一般性产品较多,而富有创造性新颖产品少;而农产品的初级产品出口多、附加值和利润较少、

技术含量较低不仅限制了湖南农产品的出口,而且导致湖南省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弱的竞争力,容易受到市场需求变动

的影响而导致价格降低,降低了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4 提升湖南省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4.1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提升质量安全监管水平 

为了使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得到切实、有效的提高,湖南必须建立与国际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相接轨的标准,制定以转基因生

物安全评价、饲料安全、农产品产地环境要求、投入品安全使用准则、农兽药残留等为重点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强制性要求。

坚持把优质、安全和绿色标准摆在前面,推动农业的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绿色化发展,更多地发展优质稻、有机蔬菜、水果、

油茶、茶叶等绿色、高效、优质农业。通过质量安全监管、严格“三品一标”认证,将过剩的产品进行调减生产,并将供不应求

的产品进行补给生产,努力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生产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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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完善上下游产业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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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乎靠价格低廉参与国际竞争,真正凭借深加

工、高附加值和品牌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商品却寥寥无几,所获得的利益也很低。为了增强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必须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政府要起到引导作用,使湖南省省的出口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参与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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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的关键技术,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量,降低生产成本,积极开拓能与国际市场需

求相适应的新产品,努力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出口。 

4.3打造自主品牌,推进农产品品牌化 

对农产品加强品牌建设是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提高的必然要求,进一步强化品牌营销力度,想方设法打响农产品品牌,发

挥品牌的引领作用。强化品牌强农意识。通过做强大户、兼并小户或强强联合,逐渐形成品牌规模效应,加强品牌营销措施。农

产品品牌的打造可以由企业自主负责,政府加以支持和引导。利用国家和省级平台,加大宣传力度,把湖南农业品牌打造好、推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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