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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市场

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总书记强调要稳住农业基本

盘、做好“三农”工作。柑橘是我国

重要的经济作物，柑橘的生产及贸

易在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实现乡村

振兴、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自 2000年起我国柑橘种植

面积与产量都呈逐步上升的趋

势。充足的柑橘供给不仅满足我

国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也使我国

成为国外柑橘重要的进口国。但

是在国际市场上，我国柑橘相比

美国、巴西等柑橘生产贸易大国，

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分析我国柑

橘出口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对促进我国柑橘出口有重要意

义。

一、中国柑橘出口贸易现

状

（一）出口量

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库，在 2000-2020 年期间，我国柑

橘出口量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

的波动趋势。在柑橘出口量增速

方面，在 2000-2007 年期间，我国

柑橘出口量处于小幅稳步上升阶

段，增速较为平稳。从 2008年起，

我国柑橘总出口量有较大的波

动，2009 年我国柑橘出口总量达

到 111 万吨，相比 2000 年的

19.52 万吨，上涨了近 5 倍，出现

近 20 年柑橘出口量的第一个峰

谷。在 2010-2020年期间，我国柑

橘出口量波动相对较大。自 2010

年起我国柑橘出口量出现小幅下

降趋势，2010 年至 2015 年间，我

国柑橘出口量大致在 90-108万吨

区间波动。2016年，我国柑橘出口

量急剧上升，为 142.74万吨，同比

上涨幅度为 55.57%，创下近 20年

最高记录，远高于 2009年出现的

第一个峰谷值。之后 2017年柑橘

出口量大幅下降至 77.18万吨，相

比 2016年，下降幅度为 45.93%，

为近 10年最低出口量。这些年份

出口量的大幅波动反映出我国柑

橘出口量还不够稳定，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风险。造成我国柑橘出

口不稳定的因素包括我国柑橘种

植面积、自然气候条件、本国对柑

橘的消费需求，还包括国外技术

性贸易壁垒限制以及我国与贸易

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等。

（二）出口额

在 2000-2020年期间，我国柑

橘出口额也在不断变化，其变化

趋势与柑橘出口量的变化趋势大

体一致。具体来看，在 2000-2006

年期间，柑橘出口额稳中有升，上

涨幅度较小。2000年，我国柑橘出

口总额为 0.46亿美元。2004年，

我国柑橘出口总额突破 1亿美元。

至 2006年，我国柑橘出口总额为

1.56亿美元，相比 2000年的 0.46

亿美元，2006 年柑橘出口额上涨

了近 2.4倍。2007-2013年为我国

柑橘出口额快速增长阶段。2016

年我国柑橘出口总额为 13.03 亿

美元，相比 2007 年的 2.55 亿美

元，上涨了 4倍之多。2017年我国

柑橘出口总额急剧下降，为 10.7

亿美元，可能原因在于同期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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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中国是世界柑橘种植大国，柑橘出口在我国农产品贸易中十分重
要。然而，目前我国柑橘出口存在熟期较为集中、与市场需求不适应，出口质量

与结构不合理、国际竞争力较差，出口市场较为集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

等问题，对我国柑橘出口造成较大的阻碍。因此，本文从调整柑橘产品结构、规

模化生产、促进出口市场多样化、技术升级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促

进我国柑橘出口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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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出口量较少。从 2018年起，我

国柑橘出口总额开始逐步恢复，至

2020 年，我国柑橘出口额达到

15.78亿美元。

（三）出口贸易对象

在 2000年，我国柑橘出口对

象国家及地区的个数为 27个，此

后我国柑橘出口流向在不断扩大，

至 2020年，我国柑橘出口对象国

家及地区数量已达到 72个。虽然

出口贸易范围逐步扩大，但是从

出口量占比来看我国柑橘主要出

口目的地仍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及

周边国家。如 2020年，我国柑橘前

五大出口对象国包括越南、菲律

宾、泰国、缅甸、荷兰。对前五大出

口对象国的柑橘出口量约占我国

2020 年柑橘总出口量的 65.13%。

在 2000-2019年，俄罗斯对我国柑

橘进口量常年居前三位置。但

2020年我国柑橘对俄罗斯出口量

急剧下降，对俄罗斯柑橘的总出口

量掉出前十位置，其原因在于

2019年底俄罗斯在我国出口柑橘

中检测出有害生物并发出警告，

但是之后我国相关措施并未奏效，

因此 2020年初俄罗斯开始暂停对

我国柑橘的进口。此外 2020年乌

克兰与孟加拉国开始跃居我国柑

橘出口前十位置。

二、中国柑橘出口贸易面

临的问题

（一）柑橘熟期较为集中，与市

场需求不适应

我国柑橘的熟期主要集中在

每年 11 月初至第二年的 2 月期

间，其中中熟品种种植比例较高，

2020 年中熟柑橘种植比例超过

50%，而其它早熟与晚熟品种种植

比例较低。虽然目前我国柑橘熟

期结构与 21世纪初相比已经有所

改善，但是中熟品种种植占比仍然

偏高。这样会造成两方面问题，一

方面我国中熟柑橘品种会生产过

剩，如欧盟中部分国家的柑橘成

熟期也在每年的 1-2月份，这样与

我国柑橘出口期会重合，部分国家

对我国柑橘的需求会下降，为了保

护本国的柑橘产业，可能对我国出

口的柑橘采取增加税收、设置技术

性贸易壁垒等措施，使我国柑橘出

口受限。出口滞销，而柑橘又不易

保存，我国柑橘加工技术又较为落

后，最终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在国外对柑橘需求较

为迫切的时期，如每年的 3 月至

10月间，我国柑橘产量较低，不仅

无法适时满足国外柑橘进口需

求，甚至需要从其他国家以较高

价格进口柑橘供国内市场消费。

因此，我国应该继续调整柑橘熟

期种植结构，适应国际市场消费

需求。

（二）出口质量与结构有待提

升，国际竞争力较差

与巴西、美国等国家大规模化

生产不同的是，我国柑橘种植多

以小规模农户为主，在柑橘生产

决策上，小规模种植农户容易跟

风，盲目扩大或缩减柑橘种植面

积，造成柑橘市场价格大幅波动。

小规模农户在种植环节上也难以

进行新技术的投入，缺乏规模效

益。新技术推广应用受阻，不仅会

带来柑橘生产成本偏高、单产较低

等问题，柑橘也难以提高质量，缺

乏国际市场竞争力。小规模农户

在种植柑橘过程中，往往选择使

用化学方法治理虫害问题，会盲目

加大农药剂量，造成柑橘农药残留

量超过国外准入标准，质量安全得

不到认可。除生产环节外，在柑橘

加工环节上，我国柑橘出口加工企

业也是小企业居多，采用的加工技

术不够先进，因此出口的柑橘难以

在规格及包装上达到欧美等高端

市场的进口标准。此外，我国柑橘

出口结构也较为单一，欧美市场对

橙汁的需求量较大，而我国橙汁加

工业技术较为落后，本国对橙汁的

需求也较大，需要从国外进口，在

国际市场上我国橙汁不具竞争优

势。据美国农业部数据，2020年我

国橙汁产量 3.1万吨，仅为全球总

量的 1.71%。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橙汁出口量为 0.28

万吨，占我国全年橙汁产量比重约

为 9%，而同期我国橙汁进口量高

达 6.85万吨，由此可见我国柑橘

产品出口结构单一，应做出调整。

我国柑橘产品还缺乏品牌价值，柑

橘生产加工企业品牌意识薄弱，已

有柑橘品牌较为杂乱，国际知名品

牌较少，对国外消费者来说不具吸

引力。在出口竞争方面，我国柑橘

依赖于以低价取胜，难以形成长期

稳定的竞争优势。

（三）出口市场较为集中，风险

较大

虽然我国柑橘出口国家及地

区众多，但是从柑橘出口量的占

比来看，我国柑橘出口市场仍主

要集中在东南亚及邻近地区，对欧

美等发达国家的柑橘出口较少。

在 2000-2020年期间，我国每年对

前五大柑橘出口国出口柑橘的总

量占比均超过当年柑橘出口总量

的 60%，造成出口市场过度集中。

具体而言，我国柑橘出口市场过

于集中在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

等国家，这样可能会带来较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