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蔬菜进幽 口 形势分析
—

加入 一周年的回顾与思考

张真和 祝 旅

田 年 月 日
,

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

织的成员国
,

拥有世界 人 口 的东方大国开始融

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
,

世界瞩 目
,

举国关注
。

蔬菜是

我国农产品中优势明显
、

出口业绩显著的产业
,

人世

一年来的形势如何 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在多方协助

下进行了广泛调研
,

分析了大量数据
,

现编撰成文
,

向广大读者和业内人士介绍人世一年来全国蔬菜进

出口贸易情况
,

以及笔者的忧虑和对策建议
,

供读者

参考
。

出口业绩可喜
,

进 口稳中有降

据中国农业信息网资料
,

年 一 月
,

我国

出口蔬菜 万
,

同比增长 出 口 额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进 口蔬菜 万
,

同比增长 一 进 口额 亿美元
,

同比增

长 一 蔬菜进 出 口 贸易顺差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

相当于同期粮食类
、

原棉
、

食用

植物油
、

食糖
、

水果类产品及畜产品和水产品进出口

顺差 的
。

预计全年蔬菜出 口 总额可达

亿美元左右
,

进出口 贸易顺差可望超过 亿美元
。

这表明
,

我国蔬菜产品继续保持较强的优势
,

在平衡

农牧渔业产品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十分突出
。

纵观加

人 场丁 一年来的蔬菜出 口形势
,

可概括为以下 个

特点
。

出口增长势头保持良好

据农业部信息中心分析
,

加 年蔬菜出口 一直

保持良好 的增长势头
。 一 月 出 口 万

,

比

年同期 以下简称同比 增长 一 月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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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一 一

口 万
,

同比增长 一 月出口 万
,

同比增长 一 月出口 万
,

同比增

长
。

另据国家海关总署对 个国家 地

区 的蔬菜出口统计资料分析
,

年 一 月出 口

量 万
,

出 口 额 科 亿美 元
,

同 比增 长

和 巧
,

对东南亚
、

南亚
、

西亚南部
、

东

北亚
、

俄罗斯
、

东欧和台湾省等周边市场
,

出 口 量的

增幅 达 至 倍
,

出 口 额 的增 幅达

至 倍
。

主体出口市场得到巩固发展

由中国进 口蔬菜 万 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

属

于我国蔬菜出口 的主体市场
。

年
,

由我国输送

蔬菜 万 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 个
,

共出口

蔬菜 万
,

出口额 亿美元
,

占全年蔬菜

出口总量的
、

出口总额的
。

其中

日本是最大的蔬菜出口市场
,

出口量
、

出口额达到了

万 和 亿美元
,

占全年蔬菜出 口 总量

的
、

出口 总额的
。

年 一

月
,

万 以上的蔬菜出口 大市场增至 个
,

共出

口蔬菜 万
,

出 口额 一 亿美元
,

占 一

月蔬菜出口总量的
,

出口 总额的
,

同比增长 和 印
。

但对 日本国的蔬菜出

口呈负增长
。

骨干出口市场显著拓展

加人 场 以后
,

有关方面为了抢抓机遇
,

在巩

固发展蔬菜出口 主体市场的同时
,

积极实施多元化

拓展蔬菜国际市场策略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

据国

家海关总署对 个国家和地区蔬菜出 口统计数据

分析
,

年 一 月
,

我国对千吨以上骨干市场的

出口量为 万
,

占出 口 总量的
,

同比

增长 出口额达到 的 亿美元
,

占出 口 总

额的
,

同比增长
。

这是 一 月全

国蔬菜的出 口量和出口 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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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

主导产品出口大幅度增长

据国家海关总署对 巧 种 类 出 口蔬菜产品的

统计资料
,

年 一 月 出 口 量超过 万 的产

品依次为鲜或冷藏的蒜头
、

未列名鲜或冷藏的蔬菜
、

番茄酱罐头
、

鲜或冷藏的洋葱及青葱
、

姜
、

小 白蘑菇

洋蘑菇 罐头
、

冷冻未列名蔬菜
、

鲜或冷藏的胡萝 卜

及萝 卜
、

盐水腌渍的其他蔬菜及什锦蔬菜
,

共出 口

万
,

占同期蔬菜产品出 口 总量的
,

同比增长 出 口 额 亿美元
,

占同期蔬

菜出口总额的
,

同比增长
,

显著高

于出口 总量和出口 总额的增长幅度
。

出口形势分析

“
绿色壁垒

”明显增强

事实上
, “

绿色壁垒
”

并不是 以 年才出现的
,

但 年确是表现最突出的一年
。

例如
,

在我国刚

刚成为 磷叮 正式成员 国
,

日本政府就将 年

月定为中国蔬菜检验加强月
,

对我国输往 日本的保

鲜蔬菜实行批批检验 月份
,

日本厚生省决定将迅

速增长的进 口 冷冻蔬菜列人农残检验商品范围

月 日
,

日本的三个联合执政党向国会提出食品卫

生法修正案
,

其核心 内容是全面禁止特定国家多次

农残超标蔬菜的进 口
,

次 日 日本政府即向 日本进 口

食品安全推进协会等团体发出了控制中国产冷冻菠

菜的指导通知
,

并通知各检疫所将冷冻蔬菜的检疫

范围由原来的 种扩大到全部冷冻蔬菜
,

加上 日本

某些媒体的大肆炒作
,

致使中国蔬菜对 日出 口 量显

著下降
。

据国家海关总署统计
,

年 一 月
,

对

日保鲜蔬菜的出 口 量 同比下降
,

干
、

鲜香菇的

出口量同比下降
,

使冷冻菠菜出口严重受阻

月份以后虽然有所好转
,

但截止到 月底
,

对 日蔬

菜出口量和出 口额
,

同比仍减少 万 和

万美元
,

降低了 和
。

究其原因
,

我们自身的问题是一方面
, “

绿色壁

垒
”

是另一方面
。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 “

绿色壁垒
”

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
。

积极应对
,

效果显著

应该说
,

国家对人世后可能遇到的
“

绿色贸易壁

垒
”

或
“

技术贸易壁垒
”

已有一定的思想和技术准备
。

国家及有关部门早已开始发展了
“

绿色食品
” ,

年又启动了
“

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 ,

制定和颁布了
“

无公害食品管理办法
” 、“

无公害食品标准
” ,

加强了

对农业生产资料
、

农产品质量的检验和监督
。

理

年
,

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
,

部署加强新一轮
“

菜篮子

一 一

工程
”

工作
,

重点要求保障食物安全卫生
。

各地蔬菜

生产单位
、

企业甚至个体农户也都提高了产品安全

意识
,

实施
“

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
” ,

使蔬菜产品

质量显著提高
。

我 国蔬菜出 口 大省山东省面对
“

绿

色壁垒
” ,

采取了
“

推动农业标准化建设
,

加快与国际

市场接轨 推动农产品出 口 结构的适应性和战略性

调整
,

主动化解外国技术壁垒 推动多元化市场开

拓
,

赢得新的出口空间
”

及
“

建立覆盖全程的质量检

测体系
,

从源头上提高农产品质量 建立快速反应预

警机制
,

及时协调解决农产品出 口 中的突发性事件
”

等应对措施
,

实现了 年出 口 的快速增长
。

年 月
, “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 口商会蔬菜分会
”

成立
,

必将并已经在蔬菜出口 经营活动的协调
、

维护国家

和企业的利益
、

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

组织有关企业进

行反倾销应诉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

在 年的

一年里
,

我国在果品
、

蔬菜及其他农产品的出口方面

连连
“

破壁
” ,

正说明我国应对措施取得了成功
。

但是
,

因为我国刚刚加人
, ,

在农产品国际

贸易管理体制
、

机制
、

人才等诸多方面还不很适应
,

面对重重技术壁垒
,

尚缺乏更有效
、

及时的应对方略

和经验
,

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

出口平均单价持续走低

低价位确实是我国蔬菜参与国际竞争最有利的

条件
,

但是过分依仗低价位竞争优势
,

或者由于缺乏

行业协调
、

自律而竞相杀价出口
,

对于进一步拓展国

际市场并不一定有利
。

首先
,

反暴利是世界各国的

通行做法
,

价位低于一定水平
,

对于 目标市场的进 口

商来说
,

绝对利润反而要降低
。

其次
,

价位过低将加

剧与进 口 国竞争对象的矛盾
,

致使其丧失正常竞争

信心
,

转而采取非市场竞争手段限制我国蔬菜的输

人
,

从而引发贸易摩擦
。

第三
,

竞相杀价出口势必降

低出 口企业的利润
,

影响其发展壮大
。

令人担忧的

是 年以来
,

我 国出 口 蔬菜的平均单价逐年降

低
。

据有关资料分析
,

《 年 一 月
,

出口蔬菜的

平均 单 价 已 降至 美元
,

比 年下 降 了
。

从分类产品的均价看
,

与上年同期比较
,

〕年 一 月
,

蔬菜价格总水平下跌
,

其

中鲜或冷藏蔬菜类下跌
、

非醋方法制作或保

藏的蔬菜类下跌
,

冷冻类蔬菜下跌
、

腌渍蔬菜类 下 跌
、

暂时保鲜蔬菜类下跌
、

其它蔬菜类下跌
。

发展对策与建议

理顺管理体制
,

建立出口协调机制

深化改革
,

理顺农产品产销管理体制
,

从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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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长期以来蔬菜产
、

加
、

销脱节及贸
、

工
、

农分离的 不然就可能引发贸易争端
。

问题
,

建立统一
、

高效
、

快捷的农产品出口 协调机制
。

建立质量安全体系
,

积极应对技术壁垒

首先要借鉴发达 国家的经验
,

把包括农产品在 首先是严格选建出 口 蔬菜生产基地
,

制定并实

内的食品生产
、

加工
、

贸易
、

运输
、

质量认证
、

检验检 施无污染蔬菜生产技术规程
,

建立标准化生产体系
。

疫
、

卫生和农业环保等一系列行政管理职能全部划 其次是建立健全质量标准体系
,

尽快参照 国际标准

归农业部或由农业部统一组织协调
,

形成统一
、

有 制定
、

修订农业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
,

切忌过严 出

序
、

高效
、

快捷的管理体制
,

以促进我国食品特别是 口企业应按照 目标市场国的检测指标要求建立严密

农产品生产
、

贸易的国际化
。

的企业质量标准体系
。

第三是按照 国际惯例
,

建立

其次要鼓励
、

支持行业商会
、

产业协会在蔬菜出 健全职能分制的无公害
、

绿色
、

有机蔬菜产地认定和

口贸易中发挥组织协调和解决争端的作用
,

整顿外 产品认证体制和机制
。

第四是建立健全产地检测服

贸市场秩序
,

规范进出口 贸易行为
,

实现行业 自律
。

务体系
。

第五是积极稳妥地推行市场准人制
。

第六

当务之急是
,

抓紧对由不同部门组建的行业商会
、

产 是建立完备的行政监管机制
。

业协会
、

专业协会进行调研
、

协调
、

整合
、

授权
,

使之 优化产品结构
,

提高质童档次和出口效益

成为政府规范管理市场的得力助手和业务工作实 近年来
,

出口蔬菜的价格变化较大
,

在总体均价

体
,

及时沟通业内信息
,

加强对企业 出 口 市场的协 下跌的情况下
,

蔬菜罐头类
、

脱水蔬菜类
、

盐水蔬菜

调
,

避免低价竞销引发贸易摩擦
。

类
、

暂时保鲜蔬菜类和冷冻蔬菜类产品的价格保持

构建全方位信息服务平台 较好
,

鲜或冷藏蔬菜类价格下跌较多
,

应认真进行具

利用信息系统引导菜农以销定产
,

生产适销对 体分析研究
,

及时优化调整产品结构
。

同时
,

应积极

路的产品 为出口 企业捕捉国际商机提供信息通道
,

采用光电智能多重分级包装和真空预冷技术装备进

并促进监测
、

检验
、

检疫工作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

出 行采后处理
,

提高产品质量档次
,

提高产品竞争力和

口蔬菜涉及到蔬菜的种植
、

加工
、

包装
、

贮运和 出 口 出口效益
。

等各个环节的正常运转
,

主要依赖于蔬菜输人国市 利用气候多样性
,

发展互补型竞争贸易

场需求的稳定增加
,

需要建立完备的信息系统
,

实现 我国幅员广大
,

气候多样
,

适宜各种蔬菜生 长
,

信息资源共享
,

为不断扩大蔬菜出口 贸易提供及时
、

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蔬菜的适地种植
,

不仅可 以有

准确
、

有效的信息服务
。

效地保证蔬菜的产品质量和低成本生产
,

而且能为

面向进口大国
,

拓展全球化 多元化市场 输人国淡季市场提供质优价廉
、

花色品种多样的蔬

目前
,

我国已与 多个 国家和地 区建立 了蔬 菜
,

这是地域气候局限性大的国家和地 区所不具备

菜出口贸易关系
,

全球化多元化的市场格局 已初步 的
。

应当把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与输人国发展互补型

形成
,

但必须突出重点
,

进一步拓展蔬菜出 口市场
。

竞争贸易
,

作为巩固扩大蔬菜出 口 市场的一大战略

因此
,

要以进 口 万 以上的 日本
、

我国香港
、

韩国 来实施
。

例如利用热带和南亚热带的天然温室气候

为重点
,

组织力量
,

进行个案分析
,

制定切实可行的 资源
,

发展面向东北亚
、

欧洲
、

北美洲国家和 日本
、

韩

开发计划
,

分步实施
。

同时要积极跟踪开发进 口 量 国冬季市场的鲜或冷藏蔬菜出口 利用高纬度和高

在 一 万 的国家和地区的蔬菜市场
,

逐步扩大 海拔的夏季冷凉气候资源
,

发展面 向东南亚
、

南亚
、

我国蔬菜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
。

但需注意
,

向任 西亚南部
、

南美
、

北洲国家和地区夏秋季市场的鲜或

何一个国家市场投放的总量和品种不宜过分集中
,

冷藏蔬菜出口等
。

犷少尹
一产

、

少一
、

尹
一

尹
、

少 尹少 少
、

少少尹少尹犷少
、一沪 尹

、一户 一户 少 尹少 广户 尹 尹 尹
、

一户 少
、

尹尹
、

少尹尹尹犷一尹了 尹 才汽
丫火
‘

丫气、、丫、‘丫味又气沙

关 于 召 开全 国茄 子 育种工 作交 流会 的通知

为适应茄子生产的发展
,

促进茄子新品种的应用和推广
,

加强茄子育种经验和材料的交流
,

经中国园艺学会批准
,

中

国园艺学会蔬菜专业委员会决定于 以 年 月在杭州召开全国茄子工作交流会
,

会期 天
。

邀请全国从事茄子科研
、

教

学
、

种子推广经销及生产单位届时参加会议
。

报 名截止 日期 田 年 月 日
。

厂

联 系人 毛伟海 联 系电话 仍

荆冶
,

创之只
,

《 ” 传真夕
一

、 职 阴 通讯地址 杭州 市石桥路

号
,

浙江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邮政编码

孟爪人入
厂人入︺产入,汽人
了人入人入」

林
、

、一了
、

厂了 了厂
、

叮呼户
、

衬一 丈子
‘

卜 砂了 , 、

矛子
丫子 卜

厂
、

丈‘ , 、丫价了 厂杯一

了 了 钾一
、 气‘ 州才, 里洲二, 、记了 入 丫了 , ‘经 侧岁 , 弋厂 弋子 ,

、

手 记厂 碑了代决川 , 、尸 卜 侧‘ , 司了 , ‘

衬一寸厂 衬尹冬 丫了 , 、

衬一冲子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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