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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 

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杨寅 李旻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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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轻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利用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对中国政治、经贸和文化发展起到前所未有的

积极作用，然而当前国际贸易形势错综复杂，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出口。在此形势下，研究湖

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及对策显得至关重要。本论文从分析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分析湖北省农

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动力与阻力和提出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对策建议等三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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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的简称，其目的

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 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得到大幅度提升，出口额由 2013 年的 191.1 亿美元上升到 2018 年的 331.8 亿美元。因此，研究湖北省

农产品出口如何借助好该合作倡议的“东风”对促进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2.1湖北省农业生产规模 

湖北省地势优越，亚热带季风气候保证了光照充足和降水充沛，适宜农作物的生长。近年来，湖北省的农业生产规模不断

扩大。湖北省粮食作物总产量从 2004年开始连续十二年增长，到 2015年达到 2703.3万吨。主要农作物产量颇丰，其中油菜年

产量 255万吨，淡水产品年产量为 455万吨，蔬菜年产量为 3852万吨，肉类年产量为 432万吨。 

2.2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情况 

2009 年至 2018 年十年期间，湖北省农产品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2018 年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额达到 18.66 亿美元，相

比 2009年提高了 2.6倍，说明湖北省农产品在境外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从相对规模来看，湖北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出

口总额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2018年的比重达到 2.34%，十年间一共有 7次比重达到 2.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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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 

目前湖北省农产品出口产品结构为：六成初级产品+三成初加工产品+一成精加工产品，发展最具优势的两类特色农产品当

数食用菌和淡水产品。2016年至 2018年，食用菌共计销往海外 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三年中年出口额分别达到 7.86亿美元、10.42

亿美元、9.71亿美元，约占每年农产品出口总值的一半。淡水产品出口中，我国作为当前全球最大的龙虾生产国在 2018年潜江

龙虾出口额达到 1.5亿美元，共销往全球 30多个国家。 

2.4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主要市场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实施，西亚和欧盟更多国家成为湖北省农产品出口目标国。2019 年湖北省鲜蛋主要出口至中

国澳门，占我国出口鸡蛋总额的 91.9%；湖北省小龙虾主要出口至欧盟，占我国出口小龙虾总额的 64%；湖北省木耳主要出口至

中国香港，占我国出口木耳总额的 62.2%；湖北省绿茶主要出口至东盟，占我国出口绿茶总额的 46.6%；湖北省柑橘主要出口至

哈萨克斯坦，占我国出口柑橘总额的 37%；湖北省干蘑菇主要出口至东盟，占我国出口干蘑菇总额的 31.6%；湖北省蜂产品主要

出口至日本，占我国出口蜂产品总额的 24.8%；湖北省药材主要出口至韩国，占我国出口药材总额的 21.5%；湖北省柑橘罐头主

要出口至美国，占我国出口柑橘罐头总额的 16.1%。 

3 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动力和阻力 

3.1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动力 

3.1.1“一带一路”促进农产品出口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动了湖北省农产品出口发展，具体作用体现在通过提倡扩大农产品出口数量和提高农产品出口质

量加快湖北省资源配置优化，增加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优化与沿线国家的农业交流和合作，对湖北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

由逆差转向顺差发展和促进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型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3.1.2省政府出台多项农业政策文件 

2013到 2018年五年间，湖北省政府共陆续出台了多项文件保障农业健康快速发展，皆提到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必

须依靠其农业大省的地位优势，积极培育具有绝对优势的特色农业产品和相关出口企业，通过提升产能和增加效率的方式大力

发展农产品加工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出口。 

3.1.3特色农产品发展优势明显 

湖北省根据自身资源特色，建设布局优势化、特色化和都市化三大农业区域进行农产品生产。其中优势化农业发展区主要

集中在江汉平原、鄂北和鄂东区域，该区域主要发展粮食、棉花和油料等大宗农产品；特色化农业发展区主要集中于全省各山

地农区，该区域主要发展茶、药和食用菌等；都市农业发展区主要集中于武汉、宜昌和襄阳等大中城市的郊区，该区域主要发

展蔬菜、水果和茶叶等高效园艺作物。 

3.1.4农业科学技术合作逐年增多 

湖北省政府最近几年不断加深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和创新，2019 年湖北省和中国农科院签订了科技合作框架协议，此协

议通过继续完善现有的湖北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创建和共建全国农业科技成果研究院、科技创新中心、试验站、重点实验室，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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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挥湖北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和湖北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的现有优势。 

3.2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阻力 

3.2.1专业人才资源供给不足，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偏低 

在用人方面湖北省凸显的两大问题主要是专业技术人才的供给不足和一线生产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具有专业性、全面性

和创新性的技术人才匮乏，参与农业种植的人群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思想落后和知识短缺，给湖北省农产品的发展和农产品产

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众多难题。 

3.2.2标准质量水平不过关，绿色壁垒问题干扰 

湖北省农产品质量水平难以提高原因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线生产者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最终导致了农作物的

质量水平不过关；二是湖北省至今都未出台专用于出口产品的质量标准规范文件，使得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都缺少标准

可循。并且，欧美国家日益增加的绿色贸易壁垒限制了湖北省农产品“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 

3.2.3物流配套设施发展缓慢，产品质量面临风险 

最近几年湖北省政府虽加大了对物流设施的建设，但多集中在省内的枢纽城市区域，而广大农村地区的物流设施建设始终

不见晴天，农业物流设施的建设速度缓慢，导致农产品外销环节中的仓储、运输、配送等问题得不到解决。 

3.2.4无核心竞争产品，品牌化营销意识薄弱 

湖北省农产品面临着“多”而不“精”的困惑，同时农产品牌化意识的薄弱也限制了农产品的外销出路。像食用菌和小龙

虾这种出口量较大的农产品，由于企业品牌意识薄弱，在全球市场上仍面临品牌认可度低和产品竞争力低的问题。 

3.2.5整体规模有待提高，产业结构有待调整 

目前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整体规模有待提高，农产品出口总额仅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2.7%，以实用菌、小龙虾、蜂

蜜等为代表的优势产品仍以原料产品的形式出口。由此可以看出，湖北省农产品要想得到持续快速的发展需要从产业结构上做

出调整，不断扩大农产品生产规模和提升农产品的产品附加值。 

4 湖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对策建议 

4.1加快农业专业人才培养，提高生产人员整体素质 

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支撑，科学技术的实施必须依靠农业技术人才的引进。作为科教大省湖北省共有 68所本科

院校和 60所专科院校，应当依托这一优势通过产教结合、校企结合、理论教学与技能实操结合的方式培养一大批了解农业产业、

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敢于去农村发展的高素质大学生。同时重视对农产品一线生产人员的培训和交流，将更有效的将完善的技

术教给他们用于实操中。 

4.2建立出口质量标准体系，完善出口安全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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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企业要做到自我监管和自我改进，一方面要从生产到运输再到销售整个过程进行详细且准确的记录，不管发生什么问

题都可以找到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严格实行农业生产过程监管、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控，把好出口农产品的第一关。政府职能部

门则应当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规划特点，加大对农产品安全质量监管体系的制定，加深对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的建

设，加强对乡镇农产品安全质量的监管；并且还应及时追踪欧美国家的农产品安全标准体系，并不断更新国内的各级部门的相

关体系，做到国内体系与国际体系同等评价标准、同等监管力度和同等环节覆盖。 

4.3依靠湖北省地理优势，提高物流设施水平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腹地，水陆空三路交通非常发达。湖北省根据这一优势一是要建立安全可靠的农产品运输实时监控系

统，进而降低出口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失风险；二是要加大物流设施的建设，完善投递、仓储等基础物流设施的建设；三

是要建立农产品物流多元化发展的创新模式，不断创新，整合资源，创造出更便捷更高效的物流服务模式。 

4.4深度运用“互联网+”技术，助力农产品品质提升 

大力推进“互联网+农业”科技，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和电子商务技术为农产品在生产、流通、市场等各个环节提供科学有

效的运营模式：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实时监控和及时调整农产品的生长情况来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进而推动

实现农业生产朝科技智能化方向发展；通过大数据优化农产品流通新体系，通过分析和锁定消费者的意愿和能力，省略不必要

的营销环节从而降低销售成本；通过大数据和电子商务促进农村金融政策的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来监测用户交易记

录和分析客户的财务水平和信用水平，及时甄别和评估客户的金融能力和等级。 

4.5借力“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农产品生产规模 

湖北省农产品应利用好“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贸易的便捷性，加大对拉美、中东和非洲等新兴市场的产品投入，实现湖

北省农产品“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同时，湖北省还应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农业方面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学习并掌

握一些农业强国在农业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高端技术，从而扩大自身农产品的生产规模，为加大农产品对新兴市场的投入奠定

基础。 

5 结语 

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有利影响，湖北省农产品发展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条件，多探索、多交流，在农业科技人才

培养、农产品出口安全质量标准建设、农产品物流设施水平提升、“互联网+”技术深度运用和农产品生产规模扩大等方面加足

马力，弥补当前的一系列缺陷，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可持续的农产品出口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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