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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农民增收 ,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福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总

体状况 ,在分析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农业结构调整为核心的政策建议 ,以期为福建新农村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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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

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和国家

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若干意见》指出 ,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 ,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扩大园艺、水产等优

势产品的出口 ,提高我国农业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

能力。福建作为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省份之一 ,外

向型农业发达 ,研究如何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对

建设新农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福建农产品出口总体格局

福建是重要的农产品出口省份 ,在中国农产品

国际贸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福建农产品贸易额不

断上升 ,从建国初期 1950 年的 167 万美元、改革开

放初 1979 年的 7 ,100 多万美元 ,到 21 世纪初 2005

年的近 20 亿美元 ,增长了 1 ,174 倍 ,平均年增长率

为 1317 %(表 1)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 ,福建农

产品出口在全国农产品的比重在 7 %左右 ,排名居

全国前列 (表 2) 。考虑到福建省国民经济在全国的

地位 ,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福建省农产品的强大的

国际市场开拓能力。表 3 显示 ,福建总出口额在全

国的比重超过福建 GDP 在全国的比重 ,出口额连续

几年居全国的第六位 ,其中农产品出口的表现更是

出色 ,比重与位次均优于总出口的表现。

福建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在福建出口贸易总额中

的比重不断下降 ,从 1950 年的 8419 %、1979 年的

29 %、1989 年的 1214 %一直下降到 2005 年的 516 %

表 1 　福建出口额及农产品出口额(单位 :百万美元)

1950 1965 1979 1989 2002 2003 2004 2005

福建出口额 1196 25147 24615 1 ,828 17 ,373 21 ,140 29 ,397 34 ,845

福建农产品出口额 1167 9132 71149 266167 1 ,29916 1 ,290 1 ,790 1 ,960

　　数据来源 :福建统计年鉴及商务部统计数据

(表 4) 。农产品国际贸易额在商品贸易额中所占的

比重不断下降是普遍存在的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各

国产业结构发生改变 ,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不断下降 ,导致农产品贸易份额的减少。这一规

律在发达国家早已表现出来 ,在发展中国家也日趋

明显。根据 FAO 统计数据 ,农产品在国际货物贸易

额 (以世界货物出口总额计)中的份额呈长期下降趋

势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农产品贸易份额大约为

25 % ,到 90 年代 ,该份额降到 7 %左右〔1〕。中国农

产品出口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20 世纪 50

年代 50 %以上下降到 21 世纪初的不到 10 % (表

4) 。中国、福建农产品出口比重下降从一个侧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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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福建农产品出口在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地位

年份

全国农产

品出口额

(亿美元)

福建农产

品出口额

(亿美元)

福建农产

品出口额

占全国的

比重 ( %)

福建农

产品出口

位次

2002 18012 12196 712 5

2003 21214 1219 611 6

2004 23019 1719 718 5

2005 27118 1916 712 5

　　数据来源 :2002 - 2005 年国家、福建省统计数据及商务

部统计数据

表 3 　福建 GDP、出口额、农产品出口额在全国的比重( %)

年份
福建 GDP

占全国的比重

福建总出

口额占全国

的比重

福建农产品

出口额占全国

的比重

2002 416 513 712

2003 415 418 611

2004 414 4195 718

2005 316 416 712

　　数据来源 :2002 - 2005 年国家、福建省统计数据及商务

部统计数据

表 4 　中国、福建农产品出口分别占中国、福建出口贸易额的比重

1950 1965 1979 1989 2002 2003 2004 2005

农产品出口比重 (中国) 5715 3311 2311 18147 515 418 319 316

农产品出口比重 (福建) 8419 3616 29 1214 715 611 6 516

　　数据来源 :中国及福建统计年鉴、商务部统计数据

映在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 ,农产品国际贸易经历着

肩负创汇任务以换取资本货物 ,到发挥比较优势、优

化资源配置、增加就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及提高农

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角色变化 ,是经济规律和中国贸

易发展模式调整的共同结果。

从总体上看 ,福建农产品出口额大于进口额 ,主

要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如肉及肉制品、水海产

品、蔬菜水果、糖、糖制品及蜂蜜、茶叶、烟草及其制

品等 ,出口千万美元以上的农产品有 :烤鳗、蔬菜、水

海产品、蘑菇罐头、茶叶、鲜、干水果及坚果等 (表

5) 。进口产品主要是饲料、生橡胶、软木及木材、纸

浆及废纸、纺织纤维、植物油、脂等资源型及资本技

术密集产品。在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的同时 ,福建农

产品贸易的传统市场为 :美国、东盟、欧盟、日本、香

港和韩国六大市场。

表 5 　福建出口千万美元以上的农产品 (单位 :万美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年平均出口额

烤鳗 46 ,591 36 ,591 34 ,748 24 ,683 41 ,596 36 ,84118

蔬菜 25 ,495 27 ,297 27 ,068 27 ,649 34 ,820 28 ,46518

水海产品 14 ,471 15 ,106 17 ,067 15 ,264 18 ,781 16 ,13718

蘑菇罐头 9 ,099 6 ,922 9 ,234 10 ,006 13 ,283 9 ,70818

茶叶 5 ,309 5 ,175 4 ,382 3 ,482 3 ,545 4 ,37816

鲜、干水果及坚果 3 ,056 2 ,778 2 ,850 2 ,807 2 ,777 2 ,85316

　　数据来源 :2001 - 2005 年《福建统计年鉴》

3 　福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分析

311 　国际竞争力文献综述

国际竞争力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发达国

家 ,国内学者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关

注该领域的研究 ,通常从国家、产业 (产品) 、企业、产

品三个层次来研究国际竞争力。我国关于农业国际

竞争力的研究主要有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一般

分析框架、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

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等〔2〕。在产品竞争力层

面上 ,学者们侧重对我国优势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

研究 ,如茶叶、蔬菜、猪肉、苹果等 ,形成了比较一致

的看法是 :中国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已基本

丧失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 ,存在多种评价国际竞争力的方

法 :人均 GDP 法、产业产出购买力评价法、产出和生

产率国际比较评价方法、单位成本评价法、贸易竞争

指数法、相对国际竞争力指数法、标杆测定法、IMD

评价法、WEF 评价法等 ,姜爱林认为 ,用出口数据评

价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最具说服力〔3〕。在使用出口

数据的评价方法中 ,使用最多的是贸易竞争力指数

法 (N TB ,也称贸易分工法)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法

(RCA)及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 (CA) 。

312 　福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状况

本文在研究福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状况时 ,使

用贸易竞争力指数法 (N TB 法) 。N TB 是某种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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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进出口差额与其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反映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N TB =

X - M
X + M

。X 、M 分别表示在某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

额。如果 N TB 大于 0 ,则该类产品具有国际竞争

力 ,数值越接近 1 ,竞争力越强 ;如果 N TB 小于 0 ,则

该类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或处于比较劣势。

表 6 　福建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NTB)变动状况

产品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食品及活动物

活动物 0135 - 0101 0148 0142 0153 0176 0128

肉及肉制品 0129 0191 0181 0182 0148 0160 0193

乳品及蛋品 - 0130 - 0142 - 0115 0125 0128 0102 0111

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及其制品 0190 0175 0187 0190 0193 0193 0192

谷物及其制品 - 0184 - 0153 0155 0172 0158 0129 0113

蔬菜及水果 0199 0198 0197 0196 0197 0196 0193

糖、糖制品及蜂蜜 0175 0160 0171 0177 0190 0176 0190

咖啡、茶、可可、调味品及其制品 0198 0198 0197 0198 0196 0193 0193

饲料 (不包括未碾磨谷物) - 0184 - 0181 - 0179 - 0175 - 0178 - 0186 - 0191

杂项食品 0103 0112 0108 0121 0130 0154 0156

饮料及烟类

饮料 - 0108 0144 0193 0170 0168 0163 0153

烟草及其制品 0172 0155 0147 0155 0178 0184 0195

非食用原料 (燃料除外)

生皮及生毛皮 - 0198 - 0199 - 1100 - 1100 - 1100 - 0198 - 0199

油籽及含油果实 - 0104 0113 0118 0185 - 0196 - 0199 - 1100

生橡胶 (包括合成橡胶及再生橡胶) - 0180 - 0199 - 1100 - 1100 - 1100 - 0199 - 1100

软木及木材 - 0126 - 0155 - 0166 - 0170 - 0173 - 0175 - 0168

纸浆及废纸 - 0198 - 0199 - 1100 - 1100 - 0199 - 0199 - 1100

纺织纤维 (羊毛条除外)及其废料 - 0169 - 0191 - 0186 - 0196 - 0195 - 0196 - 0181

其它动、植物原料 0160 0136 0122 0135 0126 0110 0134

动植物油、脂及腊

动物油、脂 - 0167 - 0199 - 0196 - 1100 - 1100 - 1100 - 0198

植物油、脂 - 0140 - 0188 - 0197 - 0199 - 1100 - 0199 - 1100

己加工的动植物油、脂及动植物腊 - 0182 - 0192 - 0195 - 0188 - 0198 - 0192 - 1100

　　数据来源 :福建统计年鉴 1999 - 2005

　　表 6 列出了 4 大类 22 种产品 ,从 N TB 变动的

状况可以看出 ,福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优势。

食品及活动物大类中涵盖了大部分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 ,主要包括畜产品、水产品及园艺产品 ,其中水产

品、蔬菜及水果、茶叶多年来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

力 ,近年来 N TB 在 019 以上。饮料及烟草具有一定

的国际竞争力。非食用农业原料 (燃料除外)是资源

型产品 ,福建在该类产品上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特别

是生皮及生毛皮、橡胶产品、纸浆及废纸上 ,一些年

份处于净进口状态 ,N TB 为 - 1。福建在资本密集

产品上不具备比较优势 ,在动植物油、脂及蜡大类中

的各种产品都缺乏国际竞争力 , N TB 为 - 019 以

上 ,有些年份为净进口。

4 　影响福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

波特教授的钻石体系〔4〕被公认为解释产业国

际竞争力的经典模型。波特认为 ,产业的竞争力取

决于四个关键因素 :生产要素 ;需求条件 ;相关与支

持产业 ;企业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另外 ,作为变

数的政府决策与机会 ,通过对前面四个决定因素的

作用影响产业竞争力。钻石体系中每个关键要素都

是相互依赖的 ,任何一项的效果都是建立在其他条

件的配合之上。

411 　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包括人工、耕地、天然资源、资本与基

础设施等 ,可以分为初级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

初级生产要素指天然资源、气候条件、地理位置、非

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融资等 ,高级要素是指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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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的基础设施、专业人才、各大学研究所等。虽然

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降低 ,但在农业部门 ,初

级生产要素仍具有其重要性。

土地资源稀缺、劳动力丰富、资本缺乏、技术水

平不高是福建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特征 ,耕地资源贫

乏表现更为突出。福建是个多山的省份 ,人均耕地

面积及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表 7)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福

建省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而

土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动植物油、脂产品等)不

具备比较优势。
表 7 　全国、福建人均耕地面积状况 (单位 :人/ 亩)

年份

人均耕地面积

(按总人口计)

全国 福建

人均耕地面积

(按农村劳动力计)

全国 福建

2000 1154 0163 4107 1173

2001 1153 0163 4104 1171

2002 1152 0162 4102 1169

2003 1151 0162 3198 1168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福建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

2001 - 2004

福建地处亚热带 ,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具有良

好的光热条件。山地资源多 ,山地、丘陵占陆域的

80 % ,适合茶叶、水果、烟草、食用菌等产品的生长。

福建海洋资源丰富 ,海域面积超过陆地面积 ,海

岸线总长 6 ,128 公里 ,其中大陆线 3 ,324 公里 ,居中

国第二位。福建有广大的内陆养殖面积 (约 1 ,000

平方公里)和可作业海洋渔场面积 (约 1215 万平方

公里) ,鱼类 750 多种 ,占全国海洋鱼类种数的一半 ,

水产品品种占世界 50 %以上〔5〕。多年来福建水产

品总产量居全国前列 ,人均水产品产量大大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居中国第一位。另外 ,紧靠港澳台及

日、韩等大量进口农产品的东亚市场 ,也是福建水产

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原因之一。

412 　需求条件

需求条件是指本国市场对该项产业提供产品或

服务的需求情况 ,内需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动力 ,它会

刺激企业改进和创新。从需求结构看 ,如果国内市

场与国际市场的主流需求相同 ,而其它国家却没有

这样的条件时 ,该国这一产业的企业就容易获得竞

争优势。其次 ,内行而挑剔的消费者是本国企业追

求高质量、完美产品造型和精致服务的压力来源。

第三 ,如果本土预期需求领先其他国家 ,则有助于企

业提前掌握新产品的信息和趋势 ,促进产品不断更

新换代 ,增强本国的产业竞争力。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农产品供给由

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 ,农产品买方

市场已经形成。农业由解决温饱的需要转向满足人

们小康生活的需要 ,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

有了更高的要求 ,形成了无公害、绿色食产品 ,甚至

有机产品的需求。福建地处东南沿海 ,是著名的侨

乡 ,人民生活宽裕 ,消费水平较高 ,成熟的买方市场

将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13 　相关及支持产业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和支持产业 ,对产业的

发展和竞争优势产生重要的影响。发展相关和支持

产业除了可以更容易获得应用元件、机械设备等支

持外 ,其更重要的优势在于能持续与多方合作 ,推进

整个产业链的进步。

福建烤鳗除了海洋资源丰富 ,劳动力成本低 (为

其他主要产鳗区如台湾 ,日本的五至十分之一) ,从

而降低养殖成本低外 ,更重要的是产业化程度高 ,形

成了苗种 ,饲料 ,养成 ,加工 ,出口和添加剂的产业

链 ,饲料质量和烤鳗加工设施居亚洲领先地位〔6〕,

综合优势造就福建烤鳗的国际竞争力。

414 　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

企业是钻石模型的第四个关键因素 ,包括该如

何创立、组织、管理公司 ,以及竞争对手的条件等 ,其

中国内市场强有力的竞争是创造与持续产业竞争优

势的最大关联因素。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

了产业集群现象 ,产业集群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效率 ,而且改进激励方式 ,创造信息、专业化制度、

名声等集体财富 ,通过改善创新条件 ,有利形成新企

业。

福建已初步形成安溪乌龙茶、三明笋制品、建宁

莲产品、罗源、连江水产品、龙海罐头、永泰李干等农

业产业集群〔7〕,但从总体上看 ,福建省农产品生产

分散 ,组织化程度不高 ,农业企业规模偏小 ,产、加、

销环节没有形成合力 ,对国际风险的抵抗能力弱。

415 　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影响产业竞争的机会包括 :基础科技的发明创

新 ;传统技术出现断层 ;生产成本突然提高 ;全球金

融市场或汇率的重大变化 ;全球或区域市场需求剧

增 ;外国政府的重大决策 ;战争等。引发机会的事件

很重要 ,因为它会打破原本状态 ,提供新的竞争空

间。

加入 WTO 后 ,国际市场对福建农产品国际贸

易的影响是混合的。一方面 ,随着关税的减低和农

产品国内“黄箱”政策的削减 ,世界市场对福建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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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扩大了市场准入。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运用国内

支持以扶持土地密集的大宗农产品 ,通过设置的“绿

色”壁垒和其他非关税壁垒来影响发展中国家劳动

密集产品的生产与贸易〔8〕,在一定程度削弱了福建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16 　政府决策

政府与其他关键要素的关系是复杂的 ,政府的

补贴、教育和资金市场等政策会影响到生产要素 ,对

国内市场的影响也很微妙。一方面 ,政府制定本地

产品规格标准后 ,必然会影响到客户的需求状态 ;另

一方面 ,政府本身常常也是该国市场的主要客户之

一。这些角色使政府既可能是产业发展的助力 ,也

可能是障碍。

长期以来 ,中国实行以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 ,为

支持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对农业进行剥

夺。在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 ,更多地支持农业与农村发展。

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几个“一号”文件 ,并于十六届

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围绕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

收 ,从多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这些政策与措施必将对

福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积极的影响。

5 　提升国际竞争力 ,加快福建新农村
建设的路径

511 　基本思路

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发展外向型农业是必

要的 ,但同样要积极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开发并尽可能占有本省及本国市场。中国巨大的内

需市场为福建农产品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使本

土农产品能更好地抵御外国产品的冲击 ,做到“进可

攻 ,退可守”。

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 ,农业生产进入以稳定数

量、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加效益为中心的阶段 ,农

产品更多受到质量、流通渠道和市场制约 ,当今的农

业生产地域分工格局已逐步向“以社会因素为主、自

然因素为辅”转化 ,农业生产的因地制宜更多依赖市

场状况。沿海地区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均出现“畜牧、

水产、园艺”为主导产业的趋势 ,很好地例证了这种

发展思路。

加强农业产业集群建设 ,进一步促进专业化投

入、生产和服务 ,提高规模经营 ,取得良好的投资效

益。区域化、专业化、商品化的生产格局不仅能促进

农业发展 ,也是推进区域竞争力和区域经济发展重

要途径。

512 　政策建议

51211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

力〔9〕

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是

根本。扬长避短 ,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发展具有高附

加值的农产品。在保证 50 %粮食自给率的情况下 ,

福建应该充分整合国内、国际市场资源 ,适当调减粮

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降低对土地资源的压力 ,以改善

生态环境 ,为发展高效经济作物提供空间。福建蔬

菜、水果、水产品、畜产品及其加工品等生产成本比

国外同类产品低 ,加上毗邻港澳台及东南亚市场 ,福

建要充分发挥区位、市场优势 ,积极发展外向型农

业。

在发展外向型农业中 ,首先发挥自然资源优势 ,

发展亚热带经济作物 ,如甘蔗、香蕉、荔枝、龙眼、菠

萝、柑橘、茶叶等。其次 ,以高标准设施化栽培和工

厂化规模养殖为主 ,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集约型农

产品 ,重点发展优质高档“菜篮子”农产品 ,如无公害

精细蔬菜、鲜果、名优高档茶叶、特种水产等 ,以满足

城乡居民追求高档“菜篮子”农产品的需求 ,同时也

可出口毗邻的港澳台和东南亚市场。

要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牧业 ,开发奶牛、肉牛、肉

羊、兔等食草动物及鸭、鹅等水禽品种。大力建设

“国家水禽品种资源基因库”,尽快开展重点水禽品

种资源基因保存和研究工作 ,进一步制定和规划畜

牧业产业带 ,提升闽中闽南水禽产业带、闽西生猪产

业带、闽北奶牛产业带、闽西北肉鸡产业带、肉兔产

业带、肉牛产业带、蜂业产业带等区域优势。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充分发挥福建海洋资源优

势 ,以特种水产养殖为主 ,以提高设施养殖水平为重

点 ,加大海水养殖业的开发力度 ,向名、特、优、稀水

产养殖业发展。扩大以鳗鱼为主的系列水产品生产

与出口 ,通过外向型农业 ,带动产业链整体水平的提

高。

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延长农业产业化

链条。逐步改变农业只生产和出售初级产品状况 ,

抓好农产品的精选、分级、包装、加工、转化、储运等

生产环节 ,实现农产品多次转化增值 ,增加农业经济

效益。

51212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是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

力的基础

加入 WTO ,福建省农业必须实现生产经营方

式的转变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科技进步对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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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换代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提高农产品科技含

量 ,就必须普及和培育新、优品种 ,提高集约化供种

水平 ;实行标准化生产和管理 ,推广成套农业技术 ,

提高种养业生产和管理水平 ;实行全程质量监控 ,提

高优势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加大农产品深加工和

综合利用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 ,采用联合攻关、

科技咨询等合作方式 ,发挥合作伙伴各自的优势 ,开

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 ,在买方需求决定市场

的今天 ,科技投入必须超越传统的自然科学领域 ,要

重视对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 ,特别是对国际市场分

析和预测以及营销方面的探索。

51213 　提高组织化程度 ,推动专业化和集约经营

引导和组织农民组建各种专业协会 ,完善社区

服务性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 ,大力扶持龙头企业 ,通

过共同的利益机制将市场信息传达给农户 ,形成以

市场为中心的完整产业链。

龙头企业带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形

式。龙头企业具有开拓市场、科技创新、带动农户和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任务 ,可以是生产加工企业 ,也

可以是中介组织和流通企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

利益联结的形式多样 :合同契约、订单农业、合同加

服务、股份合作、资产入股等利益联结形式 ,在有条

件的地区提倡发展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方式。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民

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 ,不断增强其凝聚力和经济

实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加强对农户产前、

产中、产后的各项服务 ,在产业化经营中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比起依靠龙头企业 ,成功的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可以使农民得到大部分利润 ,对农民提升经

营管理能力也极有好处。目前在一些乡村集体经济

比较发达 ,而且有一心为公带头人的情况 ,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依托原有的集体经济。

要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在自愿互助的基

础上建立各种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 ,行业协会

要在市场准入、信息咨询、规范经营行为、价格协调、

调节利益纠纷、行业损害调查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

用。

51214 　创建品牌

努力培植品牌 ,创建产地品牌。增加农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出口农产品的竞争 ,主要表现在质量

的竞争 ,但光有质量还不够 ,质量最终要落到品牌

上 ,提高质量必须与品牌有机结合。目前福建省出

口的农产品 ,只有少数是利用外贸公司注册的商标 ,

绝大多数是通过台商、外商以他们的品牌出口。这

种情况不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知名度 ,不利于获

得更多的定单 ,不利于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51215 　积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 ,改变不利的国际

市场环境

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首先需要产业自身的努

力。农户应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 ,加工、贸易企业应

提高管理水平 ,实施以质取胜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由于具备发展有机食品的传统优势 ,福建可以以有

机产品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 ,如在闽东北开发有机

茶 ,建立生态茶叶集群。出口农业产业要紧密跟踪

重点贸易伙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最新进展 ,不断调

整生产及销售方式。

抓紧组建各类优势农产品的中介组织 ,发挥其

在产销衔接、技术服务和协调出口价格等方面的作

用。行业协会、进出口商会等中介组织 ,应在信息情

报服务、组织企业应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支持出

口企业积极应对国外歧视性反倾销、反补贴及其他

限制性措施。

从政府层面上看 ,完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 ,建

立统一的认证认可体系是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首

要任务。政府有关部门应研究各贸易伙伴的技术性

贸易壁垒状况 ,建立预警机制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6 　结束语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提高农民收入 ,提高农产

品国际竞争力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也是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体现。福建农业外向度大 ,对国

际市场的反应灵敏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对“三

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深入探讨 ,并

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 ,为福建农业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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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Interface management ,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Interface of network1 Furthermore , the paper ana2

lyzes the cause , features ,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interface of firm network1 And finally , how to improve efficiency of management of Interface of firm

network are also discuss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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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Du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petitive Abil ity

L UO Jin2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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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scale , has occupied the half of the country in th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1 The higher voca2

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time is not long , the exploration and the summary school characteristic , the promotion school level , strengthens the high

du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mpetitive ability , the maintenance long2term , the sustainable edevelopment is a focal point which everybody ex2

tremely pays attention , proposes the high du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wn competitiveability ability solves this question ke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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