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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采用 1999—2010 年水果产品贸易数据，应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CMS 模型)
对中国水果产品出口贸易进行阶段性分析表明，在考察期内，水果出口的增长来源分布为结构效
应占 31. 71%、竞争力效应占 25. 48%、二阶效应占 42. 81% ; 从发展趋势来看，市场效应、交互效
应、整体竞争效应、增长效应、动态结构效应不断强化; 商品效应、具体竞争效应、纯二阶效应则不
断弱化;促进中国水果出口需要优化出口品种结构、强化水果质量营销及转换竞争力提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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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素有“世界水果王国”的美称，几乎所有

种类的水果都有生产，尤其是温带、亚热带干鲜水

果( 如柑橘、苹果、葡萄、梨、栗子、红枣等) 在世界

上享有盛誉。而自 1984 年 7 月水果价格全面放

开，实行市场调节以来，水果的生产成本逐步下降、
产量不断攀升，并在 1993 年一举成为水果生产大

国，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总体上看，中国水果出口

一直 保 持 强 劲 的 增 长 态 势，年 增 长 速 度 为

19. 45%，远 高 于 国 际 年 增 长 速 度 的 10. 56%
( 1999—2008 年)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水果

市场开始出现下滑势头，以每年 14. 57% 的速度萎

缩，而中国水果出口也受到波及，其增长速度下降

为 12. 84% ( 2008—2010 年) 。
与普通农产品不同的是，水果作为高附加值的

农产品，是许多国家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不少发

展中国家( 如波兰、智利和一些东南亚国家) 纷纷

把水果产业作为农产品出口的优势产业加以发展，

使得世界水果市场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如智利已

经成为水果出口大国，其葡萄和猕猴桃出口在国际

市场占有重要地位。此外，由于水果的劳动密集性

特征，发达国家水果生产成本大大高于发展中国

家，因此，许 多 发 达 国 家 将 水 果 列 为“敏 感 性 产

品”，通过关税壁垒和以水果安全标准和植物检疫

为核心的技术壁垒对水果进口进行限制，进一步提

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水果出口的门槛。
总之，中国水果出口既遭遇发展中国家激烈的竞

争，又要面对进口国日益加剧的贸易壁垒，尤其是

技术性贸易壁垒，中国水果贸易发展不容乐观。因

此深入研究中国水果出口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对

于挖掘中国水果出口潜力、力争实现由世界水果生

产大国向水果贸易强国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水果生产与出口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

的提升，国内外学者对水果贸易的研究日益增多，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1) 贸易流量与流向的影响

因素分析。很多学者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进行

—71—

温思美等:基于 CMS 模型的中国水果出口增长因素分析

* 项目来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编号: 08＆ZD030 )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 编号: 10YJC790399) ，广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项目( 编号: sybzzxm201038)



研究表明，显著因素中基本都含有区域贸易协定

( Carrere，2006; Baier，2007; Eita、Jordaan，2007;

Myeongjoo，2003; Malaga，2001) ，而影响中国水果出

口贸易流量和流向的主要影响因素则包括贸易伙

伴国的 GDP、中国的农业产值、中国与贸易伙伴国

的双边真实汇率、双方是否均为 APEC 成员国、中

国加入 WTO( 林坚、霍尚一，2008 ) 。( 2 ) 国际竞争

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主要涵盖两个研究方向，一是

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发，通过构建国际竞争力

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水果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计算。
如利用国际占有率、显示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指

数等衡量中国水果的总体国际竞争力，总体上来看

中国水果国际竞争力水平还十分低下( 刘汉成、易
法海; 2007; 孔媛，2006; 余国新、王凯，2008) 。二是

从价格和非价格竞争力两个方面探究水果国际竞

争力的形成原因。中国水果贸易在生产成本、价格

方面优势非常明显( 柯柄生，2003; 潘伟光，2005) ，

然而非价格竞争力较弱，主要表现在缺乏品牌、产

品质量低、安全卫生差、产后商品化程度低、市场结

构单一( 张翼、李崇光，2003; 郑风田，2002; 张长梅，

2002; 刘李峰、张照新和张晴，2006; 尤建强、崔岩;

2006) 。
一直以来，在水果贸易研究中比较优势理论占

重要地位，但近年来竞争优势理论逐步取代比较优

势理论在出口增长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由于恒定

市场份额模型( CMS) 能很好地将竞争力理论纳入

到贸易增长的结构框架中来考察水果产品的出口

增长，因而更能直接反映水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

因素。但是目前 CMS 模型多用于国外贸易研究

中，如 Kumar、Mauraleesharan( 2007 ) 证明进口市场

的需求增长是印度胡椒粉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

Fogarasi( 2008) 研究表明进口市场的需求增长是匈

牙利和罗马尼亚农产品在欧盟市场出口增长的主

要因素。而在国内应用中则较少。为此，本文引入

CSM 模型来分析 1999—2010 年中国水果出口变化

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三、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 一)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CMS)

恒定 市 场 份 额 模 型 ( Constant Market Share
Model，CMS 模型) 是用来反映一国( 地区) 出口增

长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模型，该模型的一个基本假

设是: 如果竞争力保持不变，那么随着时间的变化，

一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也应保持不变。因此用

恒定市场份额方法推算出的出口增长与实际出口

增长之差可以归结为竞争力的影响。最初是由

Tyszynski 于 1951 年提出。它将一国出口规模的变

化分为由 3 个单独因素引起的效应: 结构效应、竞

争力效应和二阶效应，在学术界也被称为第一层

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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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 Leamer、Stern、Jepma 以及 Milan( 1988) 等

多次修改完善，成为研究对外贸易增长源泉和出口

产品国际竞争力趋势的重要模型之一。而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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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Δq 表示中国在两个时期之间水果贸易的差

额; s 表示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 Si 表示中国

产品 i 在国际市场全部 i 产品贸易中的份额; Sij 表

示中国产品 i 在目标市场 j( 如越南、美国等) 全部

进口 i 产品中的份额; Q 表示国际市场全部水果产

品的进口额; Qi 表示国际市场对产品 i 的进口额;

Qj 表示目标市场 j 的水果总产品进口额; Qij表示目

标市场 j 对产品 i 的进口额; Δ 表示两个时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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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量; 上角标的 0 表示初始时期; 下脚标的 i
和 j 表示进口的产品和地区①。

( 二) 数据来源

本文对水果产品的范围界定主要参考联合国

统计署及海关协调编码制度( HS1992) 规定的商品

项目分类，分析具体水果品目时将 08 编码细化为

14 个 4 位品目编码，具体见表 1。由于在研究过程

中发现 0801、0803、0804、0807、0809、0812、0814 七

种商品数据不全，并且它们在 08 总分类中占比低

于 10%，因此从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获得性出发，本

文剔 除 上 述 七 个 分 类 的 商 品，最 后 保 留 0802、
0805、0806、0808、0810、0811、0813 七个分类的水果

产品进行分析，但是在定性分析时则引入 14 中水

果产品分类展开分析。在 CMS 模型的测算中，笔

者选择的时间跨度为 1999—2010 年，并把 12 年数

据分成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取三年的平均数作为该

时期的贸易额，以避免某一年的数据异常带来的统

计不精确。所有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

据库( UNCOMTRADE) 。

表 1 按 HS1992 统计标准分类的主要水果贸易品种代码及内涵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

0801 鲜或干的椰子，巴西坚果，腰果 0808 鲜的苹果，梨和榅桲

0802 鲜或干的其他坚果 0809 鲜的核果，鲜杏，李子，樱桃

0803 鲜或干的香蕉，芭蕉 0810 其它鲜果

0804 鲜或干的无花果，鳄梨，菠萝，番石榴 0811 冷冻水果或坚果

0805 鲜或干的柑橘类 0812 暂时保鲜水果，坚果，

0806 鲜或干的葡萄 0813 混合坚果、干果等

0807 鲜的瓜，西瓜，木瓜 0814 甜瓜等水果的果品

( 三) 出口贸易额

从中国及世界的水果贸易额来看，1999 年以

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缓慢发展时

期( 1999—2001 年) ，中 国 的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仅 有

1. 15%，而世界水果贸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态势，

三年间减少贸易量 1. 49%。第二阶段为高速发展

时期( 2002—2007 年) ，中国水果贸易额从 2002 年

的 5. 54 亿美元，以每年 24%的速度增长到 2007 年

的 16. 32 亿美元。此时，世界水果贸易的年平均增

长率为 14. 3%，到 2007 年的贸易额为 388. 89 亿美

元。第三阶段为调整阶段( 2008—2010 年) ，在全

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世界水果贸易出现短暂下滑

趋势，2010 年的贸易额只有 329. 58 亿美元，下降

幅度为 27. 02%，而中国水果贸易也受到波及，贸

易增长速度下降为 12. 84%。
( 四) 出口产品结构

中国水果出口的种类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

0802( 鲜或干的其他坚果) 、0805 ( 鲜或干的柑橘

类) 及 0808 ( 鲜的苹果，梨和榅桲) ，如表 2 所示。
其中鲜或干的其他坚果贸易份额呈现逐年下降趋

势，从 1999 年的 32. 33% 下降到 2010 年仅有 的

10. 73%。而中国是世界上梨种植、加工和贸易大

国，梨种植面积和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 王新

卫等，2010) ，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梨生产

得到了持续发展，梨总产量不断增加，到 2010 年梨

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5143 公顷。同一时期，苹

果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11470 公顷，成为世界最

大的苹果出口国之一，从而使得 0808 ( 鲜的苹果，

梨和榅桲) 的贸易份额上升到 40. 12%。从柑橘的

贸易情况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经稳居世界

水果贸易前列，仅次于小麦和玉米，位列世界农产

品贸易额第三。而中国柑橘发展迅速、种植规模不

断扩大，2008 年达 2331 万吨，首次超过巴西成为

世界第一大柑橘生产国，从而带动对外贸易数量不

断提升，在 2010 年达到 22. 98%。

—91—

温思美等:基于 CMS 模型的中国水果出口增长因素分析

① 帅传敏，程国强，张金隆 . 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估计 . 管理世界，2003( 1) : 97 ～ 103



表 2 1999—2010 年中国水果出口品种结构 ( % )

编码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0801 0. 05 0. 05 0. 11 0. 04 0. 03 0. 02 0. 02 0. 01 0. 01 0. 00 0. 00 0. 03

0802 32. 33 29. 02 28. 63 24. 33 19. 44 19. 81 18. 60 19. 11 13. 82 9. 64 10. 78 10. 73

0803 1. 03 0. 65 1. 04 1. 00 0. 91 0. 70 0. 70 0. 56 0. 42 0. 33 0. 28 0. 23

0804 0. 25 0. 18 0. 21 0. 21 0. 38 0. 32 0. 40 0. 33 0. 26 0. 08 0. 15 0. 15

0805 9. 80 11. 29 9. 28 10. 04 10. 05 11. 46 13. 43 12. 58 15. 78 20. 78 24. 90 22. 98

0806 0. 52 0. 27 0. 40 1. 39 2. 22 2. 81 2. 97 3. 90 4. 25 4. 50 6. 35 6. 53

0807 1. 24 0. 68 0. 62 0. 87 1. 02 1. 04 1. 38 1. 48 0. 99 1. 02 1. 41 1. 54

0808 24. 97 31. 73 32. 53 37. 66 38. 54 39. 84 40. 14 40. 52 41. 31 43. 41 39. 20 40. 12

0809 0. 28 0. 28 0. 39 0. 58 0. 66 0. 72 0. 72 0. 72 0. 69 0. 75 0. 97 0. 70

0810 2. 98 2. 79 1. 65 2. 34 1. 01 1. 63 1. 89 1. 38 1. 73 1. 76 3. 02 3. 58

0811 10. 83 9. 05 10. 13 9. 92 13. 51 11. 16 10. 96 10. 70 12. 71 10. 99 7. 32 8. 25

0812 8. 49 7. 22 8. 44 6. 26 5. 95 4. 57 4. 19 3. 73 2. 81 2. 35 1. 73 1. 70

0813 7. 04 6. 58 6. 35 5. 16 6. 17 5. 83 4. 54 4. 91 5. 16 4. 31 3. 82 3. 39

0814 0. 18 0. 21 0. 23 0. 18 0. 12 0. 07 0. 05 0. 07 0. 06 0. 07 0. 06 0. 07

( 五) 出口市场结构

由于水果的保质期较短，因此贸易区域仅局限

于中国周边。从出口地区域分布来看，在水果贸易

缓慢 发 展 阶 段 主 要 集 中 在 日 本，占 比 达 到

34. 29%，但是日本为了保护国内农业，近年来不断

以保护环境、粮食安全等为由提高水果贸易壁垒，

使得两国贸易份额不断减少，2010 年仅占 6. 61%

( 如表 3 所示) 。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与东盟区域的水果贸易开始逐渐增多，主要有越

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五国，其比

例 从 1999 年 的 20. 68% 上 升 到 2010 年 的

42. 79%，特别是 2010 年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

之后将进一步增加对该地区的水果贸易额。

表 3 1999—2010 年中国水果出口市场结构 ( % )

国家 /地区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越南 5. 07 3. 61 1. 48 4. 94 6. 14 6. 53 7. 17 5. 34 3. 75 8. 48 10. 84 9. 72

美国 4. 45 3. 50 4. 71 5. 39 6. 45 6. 79 5. 70 7. 40 6. 24 4. 80 4. 79 4. 06

泰国 1. 52 1. 95 2. 01 2. 47 3. 72 3. 90 4. 58 4. 64 4. 71 5. 65 6. 77 8. 29

俄罗斯 4. 42 5. 26 5. 36 7. 52 7. 51 7. 18 8. 72 8. 87 10. 77 10. 85 9. 39 9. 36

菲律宾 6. 27 6. 70 5. 11 4. 96 4. 34 3. 81 4. 03 4. 50 4. 61 4. 86 5. 66 4. 11

荷兰 2. 35 1. 58 2. 07 3. 16 4. 96 4. 98 4. 06 4. 88 6. 17 5. 07 5. 14 4. 44

马来西亚 5. 91 7. 58 7. 09 6. 65 6. 43 5. 54 7. 05 6. 88 6. 69 8. 11 7. 16 8. 18

日本 34. 29 31. 37 31. 72 23. 78 18. 36 16. 83 14. 71 12. 65 9. 79 6. 98 5. 62 6. 11

印度尼西亚 1. 91 5. 16 5. 56 6. 12 5. 33 7. 69 7. 13 7. 37 8. 54 9. 33 10. 85 12. 50

德国 1. 94 1. 28 1. 45 1. 63 3. 64 2. 49 2. 21 2. 70 2. 80 2. 36 2. 49 2. 59

香港 8. 02 7. 42 6. 27 6. 61 5. 75 5. 42 4. 86 4. 30 3. 51 2. 46 2. 08 1. 93

其他 23. 84 24. 58 27. 16 26. 76 27. 37 28. 85 29. 80 30. 46 32. 43 31. 04 29. 21 2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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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测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所获得的 12 年

间 7 种商品的数据，运用 CMS 模型的二层次分解

公式计算出各阶段的出口因素分解情况如表 4 所

示。从整个考察期内来看，中国水果出口增长额近

19 亿美元，主要来源于结构效应( 31. 71% ) 、竞争

力效应( 25. 48% ) 、二阶效应( 42. 81% ) ，其中起主

要作用的是整体竞争力效应( 33. 76% ) ; 纯二阶效

应( 31. 37% ) 、增长效应( 24. 67% ) 和动态结构效

应( 11. 44% ) ，表明中国水果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

于国内水果产品的总体竞争力的提升及全球市场

的水果出口量的总体增加，其次中国水果产品出口

竞争力能够随国际市场的扩大而增强，并且在世界

增长较快产品市场上的出口份额不断提升。而市

场效应( 5. 42% ) 、商品效应( 0. 18% ) 和交互效应

( 1. 44% ) 起的作用较小，表明中国水果出口未能

抓住高速增长的地区和高速增长产量机遇，此外具

体出口商品与出口市场的交互作用不大。而具体

竞争效应却起阻碍作用( － 8. 28% ) ，表明中国水

果出口的结构并不符合全球水果市场需求的变化，

从而对整体竞争力起负面影响。
1. 结构效应。世界水果市场的需求增加一直

都是拉动中国水果出口的重要因素，并在第二阶段

(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 达到最高峰，为 55. 78%。
其次，市场效应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增强，从第一阶

段的阻碍作用( － 8. 48) 增加到第三阶段的促进作

用( 19. 18% ) ，表明中国水果市场正转向快速发展

的市场出口，能够逐步抓住市场的发展机遇。再

次，商品效应从第一阶段的促进作用( 6. 66% ) 下

降到第三阶段的阻碍作用( － 3. 88% ) ，表明中国

水果出口品种从集中在快速增长的品种转向缓慢

增长的品种，不利于水果出口。尽管商品结构效应

在不断下滑，但是在市场效应的带动下，交互效应

还是在缓慢的增加，由 － 1. 59%变成 2. 94%。

表 4 中国各阶段水果出口因素分解表 ( 美元，% )

项目
总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出口额 百分比 出口额 百分比 出口额 百分比 出口额 百分比

测算增长 1898760062 100 298048893. 7 100 564757536. 3 100 1035953632 100

结构效应( 总) 602208190. 6 31. 71 115880198. 3 38. 88 400847868. 9 70. 98 368738244. 3 35. 59

增长效应 468438563 24. 67 126060101. 7 42. 30 315010473. 5 55. 78 179731665. 8 17. 35

市场效应 102851281. 2 5. 42 － 25273565. 8 － 8. 48 78869223 13. 97 198746805. 5 19. 18

商品效应 3661074. 14 0. 18 19840110. 8 6. 66 12229581. 4 2. 17 － 40202449. 3 － 3. 88

交互效应 27257272. 24 1. 44 － 4746448. 4 － 1. 59 － 5261409 － 0. 94 30462222. 3 2. 94

竞争力效应( 总) 483746552. 1 25. 48 153874323. 8 51. 63 150005913. 2 26. 56 515037563. 8 49. 72

整体竞争效应 641025702. 9 33. 76 129183578. 3 43. 34 170559500. 1 30. 20 748075537. 3 72. 21

具体竞争效应 － 157279150. 8 － 8. 28 24690745. 5 8. 28 － 20553586. 9 － 3. 64 － 233037973. 5 － 22. 49

二阶效应( 总) 812805319. 3 42. 81 28294371. 6 9. 49 13903754. 2 2. 46 152177823. 9 14. 69

纯二阶效应 595637769. 9 31. 37 50986537. 1 17. 11 69644919. 4 12. 33 74457017. 2 7. 19

动态结构效应 217167549. 4 11. 44 － 22692165. 5 － 7. 62 － 55741165. 2 － 9. 87 77720806. 7 7. 50

注: 为方便文章描述，本文的第一阶段指的是第二时期( 2002—2004) 到第一时期( 2001—1999) 的时间跨度，如此类推

2. 竞争力效应。从国际市场来看，中国水果

出口具有整体竞争力，一直都能够带动水果出口。
尽管随着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对外贸易

的扩张，中国的水果整理竞争力有所下降，表现在

第二阶段为 30. 2%，但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国外

许多市场都没能快速走出后危机时期，而中国却凭

借着强大的投资和外贸实力逐步从危机中走出来，

从而带动水果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并在第三阶

段的推动作用达到 72. 21%。具体而言，中国水果

出口结构变化一直不适应进口市场需求的变化，市

—12—

温思美等:基于 CMS 模型的中国水果出口增长因素分析



场竞争力提升缓慢，并且这种情况一直在恶化，没

有得到相应改善。
3. 二阶效应。中国水果出口的纯二阶效应从

第一阶段的 17. 11%下滑到第三阶段的 7. 19%，尽

管中国水果的出口竞争力的提升速度一直紧跟国

际市场水果扩张的速度，但是这种差额的速度在不

断缩小，对水果出口的作用也不断减少。在第二阶

段之前，中国水果一直在全球进口需求增长较慢的

产品市场上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在东盟进口需求

增长较快的产品市场上中国水果的国际竞争力提

高缓慢。但是进入第三阶段后，中国的动态结构效

应转为促进作用，表明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向增长较

快的市场上出口水果，由较小份额转为较大份额，

竞争力得到快速提升。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 CMS 模型的二次分解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 ( 1 ) 从长期来看，整体竞争力效应、纯二阶效

应、增长效应和动态结构效应对中国水果产品出口

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市场效应、商品效应、交互效

应有所起的作用有限，而具体竞争效应则起阻碍作

用。( 2) 从发展趋势来看，市场效应、交互效应、整
体竞争效应、增长效应、动态结构效应在不断强化，

朝着有利于中国水果出口的方向转化; 而商品效

应、具体竞争效应、纯二阶效应则不断弱化，因此需

要通过政府政策引导来改善。
根据本文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

出口品种结构。中国水果出口结构主要集中在苹

果、梨和柑橘，这与中国水果生产结构高度集中于

苹果、梨和柑橘有关，并且这种集中程度不断扩大，

从第一时期的 44. 6%到第四时期的 66. 7%。但随

着全球经济发展、人们消费水平提高，全球水果需

求结构逐渐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中国仍以苹果、梨

和柑橘为主导地位的出口品种结构已经难以适应

全球水果进口需求的变化。中国水果出口应该根

据全球需求结构来调整，从而获得更高的效益。第

二，强化水果质量营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水果的质量要求也随之提升，但是中国的质

量监控系统却仍处于落后的局面，并且时常检测出

有毒水果，严重影响国外市场对中国水果的信任

度，进而产生信任危机。为此应制订与国际接轨的

产品质量标准和技术规程，并积极争取国际认证，

为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打下基础。此外，目前水果产

品的竞争方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价格竞争，而是包

含品牌和技术在内的多方面的综合能力的竞争。
培育自主品牌、实行品牌营销是当前中国水果出口

所面临的主要任务。第三，转换竞争力提升模式。
尽管纯二阶效应对水果出口有促进作用，但是这种

作用正在不断下降，也就是说长期以来，中国水果

出口都是依靠成本优势，而这种成本比较优势是一

国资源禀赋所确定的静态优势，仅靠这种比较优势

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最终会被市场边缘化甚至被

淘汰。而竞争优势则是由于后天因素作用的一种

动态优势，要想确立长久地位，需要加大科研和市

场调研的资金投入，研发出适应消费者心理的新产

品，或者把原来的水果产品往深加工方向发展，从

而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换，加快水果产品

竞争力提升速度，从而适应全球化的市场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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