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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把农业农村摆

在优先位置，坚持优先发展。种植和

经营经济作物向来是我国农业发

展、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其中苹果

贸易尤为关键。自上世纪七十年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苹果产业得

到了较快发展，在培育面积和质量

品质方面都得到了较大提升。当前

我国苹果出口量较上世纪 70年代

增加了 15倍有余，对世界苹果贸易

有重要影响。但需要正视的是，当前

我国的苹果贸易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与不足。具体表现为产量过剩、品质

较低、利润不足等。并且，近年来新

西兰、美国等国家的苹果也纷纷进

入我国市场，对国内苹果供需形成

冲击。因此，如何进一步改善我国苹

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其

对外贸易的综合竞争能力，对我国

苹果产业长期健康发展有重要意

义。

一、我国苹果对外贸易的现

状

（一）进出口规模

苹果进口方面。据中国海关数

据显示，2015-2020年，我国苹果的

年进口数量分别为 8.75、6.71、

6.88、6.45、12.51以及 7.57万吨。

进口来源国主要集中在新西兰、智

利和美国，占我国苹果进口总数量

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苹果出口方面。据中国海关数

据显示，2015-2020年，我国苹果的

年出口数量分别为 83.34、135.06、

133.48、111.84、97.12 以及 105.8

万吨。2016年苹果外贸出口量居近

年来之最，不论是出口量还是出口

金额均创下历史新高。而数据显示

2018年苹果出口量急转直下，其主

要原因在于当年国内受自然灾害影

响，在陕西等地区都出现了苹果的

大量减产，并且暂停了与印度半岛

地区的苹果贸易。

（二）出口流向

根据出口数据显示，自 21世纪

初，我国苹果便畅销世界各地。具体

国家及地区的数量为 43个，其中，

位于进口数量第一的国家为俄罗

斯。进口我国苹果的数量占 2001年

全年出口量的 20.18%。并且，在此

后的十一年间，俄罗斯都是我国苹

果外贸的最大出口地。而从 2014年

开始，孟加拉国的总进口量开始跃

居首位，并持续到 2019年。当前，据

2020年中国苹果供需情况分析报

告显示，我国苹果对外的主要出口

地集中在亚洲区域。具体包括东南

亚等国家，如孟加拉国、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等。对外交易量 TOP5的国

家分别为孟加拉、菲律宾、越南、泰

国以及越南，占总体比重的 74%，越

南与缅甸已逐渐成为我国苹果对外

贸易的新增长点。

二、中国苹果出口存在的问

题

（一）出口额逐年下降，价格因

素影响明显

我 国 的 苹 果 出 口 量 在

2001-2009年是连续增长的，但进

入 2010年后便处于动荡态势。并

且，尽管出口数量较大，但是占我国

苹果总产量的比重却很低，10年间

我国苹果出口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仅

增长了 1%左右。同时，自 2016以来

出口数量与金额均呈下降态势，在

2020年才有所回暖。究其原因在于

近年来我国苹果出口一方面是受到

自身产量的影响，但更多的问题主

要还是集中在价格领域。我国苹果

的出口更多的是依靠价格优势，通

过较低的价格挤占更多的外贸市

场。但近年来，各国的苹果种植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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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长足发展，在降低种植成本

的同时，提升了苹果的品质。而我国

的苹果生产仍然处于以碎片化散户

为主的阶段，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

经营方式难以推进，加之果农平均

年龄逐年增大，生产效率降低，导致

我国的苹果生产成本逐年增加，显

性比较优势指数整体下降，通过压

低价格获得市场的方式难以为继。

（二）出口市场相对集中，对外

拓展难度较大

通过近年来的出口数据可知，

我国目前苹果出口的市场极为集

中，具体表现为出口国数量和主要

出口国家出口额占比两个方面。首

先，出口国家数量方面，我国 2019

年的出口地为 76个，而位居出口量

第三名的意大利，其出口国家和地

区的数量比我们多 12个；主要出口

国家出口额占比方面，我国出口前

十位国家的出口量占出口总量的

88.2%。且其中大部分位于东南亚地

区。而意大利的出口集中度仅为

72.73%；并且近年来我国苹果的主

要出口国孟加拉国，其进口苹果的

数量曾一度占我国出口数量的 70%

以上。对比而言，我国当前的出口市

场极为集中，并且呈现出了低端化

的趋势。过度集中的市场将导致我

国苹果对外贸易承受外部风险的可

能性加大，当个别国家或地区出现

不稳定因素时，便会极大地影响我

国的苹果出口贸易。而市场集中的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苹果缺少高端产

品，整体质量偏低。加之部分国家通

过技术法规、标准等措施对我国的

苹果出口施加技术性贸易壁垒，导

致我国苹果出口到欧美等地区的难

度较大。

（三）以低端产品为主，缺少品

牌价值

尽管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

对国内苹果企业对外出口的扶持力

度。例如自 2018年开始将出口退税

额度从 5%提升至了 10%，但是我国

苹果产业对外整体核心竞争力仍然

较低。具体表现为价格较低，缺少高

端产品和知名品牌，品牌化建设差。

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方面，我国苹果

出口企业数量众多，2016年位于峰

值时曾多达 853家。但各家企业之

间缺少差异度，且产品上不存在明

显的比较优势。所以只能通过打价

格战的方式来抢占市场，获取更多

的客户订单。价格战必然会挤压企

业的利润空间，导致行业整体利润

下降，这样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创

新与再生产能力，最终形成恶性循

环，使得整个苹果行业在国际市场

上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农产品品牌

是赋予农产品生命力的重要手段，

能够让农产品更具特殊性和差异

性，同时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吸引

力，是农产品品质和服务的象征，是

实现品牌溢价的重要手段。而当前

国内苹果出口企业的相关品牌众

多，却杂而不亮。缺少生产经营高端

产品的理念和意识，没有很好地发

挥出品牌应有的功能和价值。

（四）粗放式经营限制了苹果的

国际竞争力

我国当前的苹果种植仍然以小

规模农户粗放式经营为主。以我国

苹果主产区陕西为例，实地调研了

解到，陕西地区的苹果种植户其平

均年龄在 50岁以上。受体力、个人

能力及认知等因素的影响，苹果种

植户的生产经营效率整体偏低；并

且，种植以散户为主，规模化经营的

农户比例较低，因此也缺少机械化、

现代化经营手段，导致苹果生产缺

少科技辅助，整体的品质和产量都

难以得到较好的保证。受自然灾害

的影响较为明显，遇到较为恶劣的

极端天气，便会大面积的发生减产

和苹果质量的受损；三是苹果种植

地区多为高原山地地带，交通不便，

作为经济作物的一种，苹果种植的

生产经营成本受到肥料、农药等生

产要素的影响，同时还面临更多劳

动力成本，而较差的种植环境必然

会进一步加大生产资料运输与使用

人工的成本。因此，综合来看，近年

来我国苹果种植整体存在成本提

升、效率降低以及规模化、现代化推

进缓慢的问题。这导致我国苹果对

外贸易的竞争力持续走低。伴随着

当前苹果外贸市场竞争的日趋激

烈，各种挑战接踵而至。日本苹果出

口量跌至零点，主要进口国俄罗斯

进口量连年走低，新西兰苹果出口

异军突起等现象均表明，当前我国

苹果整体生产能力亟需提升。

（五）绿色贸易壁垒阻碍苹果出

口

受疫情以及国际经济环境下行

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农产品贸易环

境始终处于波动变化的状态之下。

这也对我国的苹果出口造成了较大

的影响与挑战，使得出口的不确定

性与风险逐年加大。近年来，我国苹

果出口发达国家及地区时频频受到

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主要

原因在于欧盟最重要的水果产出就

是苹果, 因此，欧洲国家很注重通

过市场保护机制来保护本地供应

商, 保护本国的农产品企业。因此

对欧盟以外的供应商设立更多限制

措施及标准，具体可以分为限定进

口程序、进一步规定生产与加工过

程的管理、设定有害物控制要求、制

定安全卫生限量要求和实施现场检

验检疫等。如欧盟对苹果进口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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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残留检测项目数量多达 472 项，

并且还颁布了诸如“欧盟农药重新

登记法令”等措施，这些举措都大大

地提高了我国苹果进入欧洲市场的

标准与门槛，使得我国苹果的出口

成本逐年攀升，对我国苹果外贸出

口造成了较大的抑制与阻碍。

三、改善苹果出口现状的政

策建议

（一）提升苹果产业核心竞争力

当前我国苹果存在粗放式经

营、分散化经营、成本高、收益少、品

质低且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因此，

应该逐步加大对苹果产业方面人

力、科技的投入。同时加强科技应

用，提高科技转化率，实现苹果外贸

从低价竞争向品质竞争的转变。具

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微观主体层面，要进一步加大对

苹果产业的资本投入，强化一线种

植果农的种植技能，优化其种植理

念，切实提高其综合素质能力。作为

当前苹果生产的主体，只有从苹果

种植户方面实现改变，才能从根本

上提高苹果种植的效率，提升其抵

抗自然风险的能力；其次在宏观层

面，要实现整个苹果产业的优化和

改革。需要逐步推进国内苹果产业

的转型与战略升级，实现整体行业

由数量型向质量型、高成本粗放型

向高效益集约型的转变，增强市场

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从行业规范、

科学布局、研发投入等方面入手，细

化整个苹果产业的种植和出口标

准，对国内的苹果优势种植区进行

重新的科学规划，根据种植地区、经

营品种以及熟制等因素的不同制定

差异化的生产经营方案。并且加大

校企合作，推动学校、科研机构以及

农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加大

对口感、品相等都符合标准的高质

量品种的研发与种植，不断缩小与

欧美国家苹果产业发展之间的差

距，稳步提升核心竞争优势，改变低

价策略，使我国真正意义上实现从

“苹果大国”向“苹果强国”转变。

（二）推动苹果出口市场外拓，

优化国际布局

当前我国苹果的出口市场集中

度较高，这样对我国苹果出口极为

不利，极大地增加了外贸风险。因

此，我国苹果外贸产业应加大市场

开拓力度，积极地向新的国家和地

区迈进。在根本上要实施多元化的

发展战略，优化苹果出口国际布局。

一方面，需要继续维持和巩固与东

盟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苹果贸易

往来，发挥地理位置与双边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的优势，东南亚地区作

为我国苹果出口的主要集中地，在

我国整体苹果外贸中都具有十分重

要地位。只有稳定好东南亚市场，才

能为欧洲市场的开拓打下坚实基

础。另一方面，要根据当前我国苹果

产业出口的薄弱点，顺应世界苹果

外贸发展的趋势，根据不同出口国

家与地区，有针对性地制定精准化

的出口战略，依托一带一路等优势

环境开拓苹果出口的新兴市场。具

体可以表现为：首先加强对欧盟等

国家和地区市场规则的了解。应该

设立专业的信息搜集与分析机构，

通过健康与食物安全当局、欧洲食

品安全局等渠道搜集相关的苹果出

口法规和标准。同时还要及时地与

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与核实，保证对

市场、产品以及海关等信息的及时

把控，并建立相关的信息共享系统，

降低出口信息的不对称性。其次，积

极利用一带一路的沿线优势，开展

苹果国际博览会、展销会等宣传会

议，提升我国苹果的对外知名度，让

更多的苹果出口企业建立起对外贸

易的信心。建立海外贸易与运营中

心，将互联网＋模式应用到苹果对

外贸易中来，打造跨境电商的新渠

道。

（三）打造苹果优势品牌，提升

出口知名度

当前我国苹果对外贸易存在品

牌价值低、知名度小的问题。面对这

一困境，应该从内外部两个角度来

提升国内苹果的出口竞争力。在内

部领域，针对我国当前苹果出口企

业数量众多的问题，一方面，应该从

宏观的角度加以调控。政府部门可

以根据各地区不同的产品以及出口

结构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调控。重点

扶持优势地区的优势苹果产业，大

力培育和扶持大型的以苹果出口为

主要经营对象的水果跨国外贸龙头

企业。而对于规模较小、经营实力较

低的苹果外贸企业则可以通过联合

或收购合并的方式，实现优势资源

的集中；另一方面，当前国内苹果种

植的形式在短期内仍然会保持以小

农户分散种植为主的模式。因此，为

了从种植的源头提升国内苹果的质

量和标准化程度，应该对分散的苹

果种植户进行相应的协调与统筹，

可以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提高重点地

区果农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包括种

植技术、渠道等方面的信息交流，提

升整体的种植品质。然后与国内的

龙头企业相结合，整合优势资源，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中国

苹果产品品牌；品牌的建设一方面

需要增强内部的自身实力，减少不

必要的价格战损耗，另一方面也需

要在外部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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