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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是各国推动经
济发展的普遍性取向。
在中国已经成为WTO成员的大背景下，分析和评估中国蔬菜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研究如何使中国蔬
菜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优势，不仅有利于解决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问题，有效增加农
民收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有助于指导中国蔬菜生产更好地面向国际市场的需求与特征进行
产业布局、战略谋划和生产经营，同时，为政府采取合理的宏观农业和贸易经济政策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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