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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已经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如何充分利用加入WTO的契机去自觉地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
势，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口创汇能力己不容忽视地摆在我们面前。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
因而，人们普遍认为，入世后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会受到进口不同程度的冲击，而劳动密集型农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将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力，将因成本和价格方面的优势而进一步扩大出口。
但是，入世以后，在中国大豆、棉花等土地密集型产品进口迅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却
没有实现预期的增长。
2002年初以来，中国农产品出口连续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检验检疫壁垒，各地出口到欧盟、日本、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副产品频频告急，许多产品被退货甚至销毁。
可见，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要想在国际市场立足，仅有比较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市场细分，根据
市场特点制定相应的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切实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蔬菜是我国农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蔬菜出口增长迅速，出口市
场不断扩大，可谓我国农产品贸易中的一枝独秀。
但是，近年来我国蔬菜在国际市场上的遭遇却不容乐观，尤其是在中国蔬菜的第一大进口商：日本市
场上屡屡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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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中国蔬菜出口的迅速发展，中日蔬菜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一方面，日本取代香港地区成为中国蔬
菜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另一方面，中国逐渐超过美国成为日本蔬菜的第一大供应商。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蔬菜对日出口量急剧增加，日本蔬菜质量标准不断提高。
在日本市场上，蔬菜生产者之间不再是单纯的价格竞争，质量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对日蔬菜出口是否
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针对此问题，本书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蔬菜对日出口贸易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首先系统地回顾了中国蔬菜对日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第二章），然后从产品构成、竞争主体及市
场集中度等方面描述了日本各类蔬菜进口市场的结构（第三章），在此基础上，运用AIDS模型
和Johansen协整方法分别从国际与国内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蔬菜出口商的竞争行为（第四章、第五章
），最后运用非合作博弈理论，通过建立双寡头竞争模型比较分析了日本政府干预对中国蔬菜出口商
的竞争行为的影响（第六章、第七章）。
    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各类蔬菜进口市场一直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各类蔬菜的最大供给者均是中国
。
在日本生鲜蔬菜及暂时保藏蔬菜进口市场上，中国出口商主要采取了价格竞争，通过降价策略争夺了
更多的市场；在日本冷冻蔬菜、脱水干菜及菜用脱荚干豆进口市场上，中国出口商在维持原有的价格
优势基础上主要采取非价格竞争策略；在日本薯类蔬菜及蔬菜加工品进口市场上，中国产品的价格优
势不明显。
日本政府干预将改变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均衡结果，对中国蔬菜实施紧急限制进口措施，严重抑制了日
本居民对中国蔬菜的需求，中国出口商利润下降；对中国蔬菜设置最小质量标准，短期内能够起到限
制进口的作用，从长期看，该措施，一方面避免了我国出口商盲目竞争越演越烈的趋势，另一方面消
除了日本居民对中国蔬菜安全问题的疑虑，为中国蔬菜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出口反而会更顺利
。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蔬菜可以单纯地通过价格竞争成功地争夺到较高的市场份额，但随着农产
品质量标准提高和质量标准的系统规范化，质量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有可能被质
量上的劣势所抵消。
因此，我们需要及时了解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质量标准设定的动态，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质量标准进行
科学的分析，不仅有利于做好农产品出口，同时也有利于改进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管理，为国内消
费者提供更多安全健康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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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3.3 日本暂时保藏蔬菜进口市场　　对日本出口暂时保藏蔬菜的地区其市场份额排在前五位的依
次是：1988年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泰国、俄罗斯、美国；2005年为中国、越南、俄罗斯、印
尼、泰国。
综合1988年和2005年的市场份额可以看到：中国、俄罗斯、泰国一直是暂时保藏蔬菜的主要出口商，
越南和印尼是该市场的新进入者，美国和台湾地区（中国）逐渐被淘汰。
以下对主要出口商的出口情况作简单描述。
　　中国对日本市场出口的暂时保藏蔬菜量与日本进口总量的变化趋势一致，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1988年出口量12.39万吨，市场份额为79.04％，1996年达到最高峰，出口量为21.33万吨，市场份额
为92.21％，此后逐年下降，2005年出口量下降到14.22万吨，市场份额为94.74％，市场份额有了进一步
的提高。
在该市场中国出口有明显的规律性。
由于中国在该市场一直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所以其变化规律与日本暂时保藏蔬菜进口总量的变化规
律完全一致。
年初和年末是每年出口的高峰期，8月份是每年出口量最低的时期。
中国的年平均出口价格变化呈下降趋势。
1988年出口价格为114.73日元／千克，2005年上涨到79.04日元／千克，下降了31％。
　　俄罗斯在该市场整体呈下降的趋势，年度间波动幅度较大。
1988年出口量为0.27万吨，市场份额为1.7％，2005年出口量仅0.21万吨，市场份额为1.379／6，市场份
额没有明显的变化。
在该市场，俄罗斯出口的变动规律性与中国相似，但其高峰期与低谷期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其季节性
非常明显。
俄罗斯的年平均出口价格整体呈上升的趋势，1988年出口价格为126.42日元／千克，2005年上升
到161.14日元／千克，上涨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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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首先系统地回顾中国蔬菜对日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然后从产品构成、竞争主体及市场集中
度等方面描述了日本各类蔬菜进口市场的结构。
在此基础上，运用AIDS模型和Johansen协整方法分别从国际与国内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蔬菜出口企业
的竞争行为和日本蔬菜进口市场的市场绩效。
最后以大葱和冷冻菠菜为案例，通过建立双寡头竞争模型比较分析了自由贸易环境下和政府干预下中
国蔬菜出口企业的竞争行为及日本大葱进口市场和日本冷冻菠菜进口市场的市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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