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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构建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用 1991—2009 年联合国粮农
组织数据库数据，对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五项指标进行测算，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分别对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年度变化趋势和国际排名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综合评价。研究
结果显示，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历年呈下降趋势，但国际排名保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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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花生在中国是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出口创汇

农产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花生总产量和出

口量跃居世界第一，在世界花生出口贸易中居主

导地位。因此，对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并分析其原因有利于促进中国花生产业的发展。
许多学者曾对国际竞争力进行研究，主要集

中在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取和测算方面。张

金昌［1］对国际市场占有率、净出口、贸易竞争

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国际竞争力指标

的优缺点和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构

建了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学者们围绕该指

标体系开展了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帅传

敏等［2］以等市场份额模型研究中国农产品整体

国际竞争力变化趋势，并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对不同类型农产品进行测算，得到中国土地密集

型农产品丧失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

较强比较优势的结论。李选才等［3］构建了农产

品市场竞争力评价的三级指标体系，并提出主成

分分析法适用于多指标综合评价。刘林青和周

璐［4］以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构建

二维评价模型评价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得到

中国农产品国际市场份额虽降低但地位重要且呈

上升趋势的结论。在对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

评价方面，也有许多学者做出了贡献。章胜勇和

李崇光［5］对中国花生产业的社会净收益、国内

资源成本和有效保护率等比较优势指标测算，并

分析中国花生产业比较优势的形成原因。林治乾

和闫静［6］对中国、美国和阿根廷三国平均单产

水平、世界市场占有率、平均出口价格以及显示

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并对比，得到中国花生产业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结论。郭蕊等［7］对中国、
美国、阿根廷和印度的花生国际市场占有率、显

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和出口价格

等指标测算和比较分析，得到中国花生产业具有

很强的 出 口 竞 争 力，但 正 在 降 低 的 结 论。肖

嵘［8］在研究中国植物油籽出口结构的基础上，

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

竞争力指数对中国植物油籽的国际竞争力测算分

析，得到中国花生、芝麻和葵花籽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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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大豆和油菜籽等持续弱势的结论。
上述研究多以单项指标的测算和比较对国际

竞争力进行评价分析。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构建中

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以主成分

分析方法，分别对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历年

变化趋势和国际排名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综合评

价。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在指标的选取和评价分

析的角度方面有所创新。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是将

原有变量或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不相关

的几个综合变量或指标，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从中

选取较少的综合变量或指标，尽可能多地反映原

变量或指标的信息的一种降维方法，适用于中国

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多指标的综合评价。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线数

据库，选取 1991—2009 年世界及主要花生生产

国花生生产贸易情况统计数据并进行统计计算所

得。其中，对花生国际竞争力指标的计算基于

FAO 数据库中带壳和去壳花生的加总统计结果，

不包括花生油等花生加工品。

三、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1. 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选择和测算

单项指标对于国际竞争力的分析较为片面，

不能准确评价一国花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因此，本文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①、贸易竞争力

指数②、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③、一般竞争力系

数和出口强度系数④等 5 个常用的国际竞争力评

价指标，对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与

比较分析。其中，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

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从出口值的角度评

价，一般竞争力系数和出口强度系数从出口量的

角度评价。
基于对 FAO 数据库中各国带壳花生产量、

出口量以及去壳花生出口量的数据分析，中国、
美国、印度、阿根廷、越南、埃 及、缅 甸、巴

西、尼日利亚和印尼等 10 个排名靠前的花生出

口国的花生产量和出口量均占世界 90% 以上，

代表了世界花生总体情况。因此，本文选择上述

10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对上述 10 个国家的国际

竞争力指标测算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⑤

表 1 世界主要花生出口国国际市场占有率

年 份 中 国 美 国 印 度 阿根廷 越 南 埃 及 缅 甸 巴 西 尼日利亚 印 尼
1991 41. 30 17. 16 0. 34 9. 12 5. 49 0. 19 0. 08 0. 25 0. 01 0. 01
1992 28. 74 31. 14 0. 44 9. 48 4. 84 0. 47 0. 02 0. 48 0. 00 0. 07
1993 24. 80 21. 70 6. 91 11. 76 5. 81 1. 19 0. 02 0. 37 0. 00 0. 11
1994 32. 28 15. 17 3. 32 8. 69 7. 13 0. 64 0. 01 0. 43 0. 02 0. 28
1995 24. 80 21. 36 6. 90 11. 91 7. 36 0. 66 0. 01 0. 25 0. 01 0. 28
1996 25. 48 16. 80 9. 14 15. 24 8. 71 0. 42 0. 34 0. 15 0. 03 0. 39
1997 14. 67 21. 76 16. 19 14. 85 5. 02 0. 75 1. 11 0. 04 0. 08 0. 34
1998 18. 59 19. 13 4. 01 25. 89 5. 03 0. 99 0. 10 0. 14 0. 29 0. 34
1999 24. 58 20. 14 10. 94 18. 29 4. 15 0. 31 0. 13 0. 09 0. 01 0. 33
2000 25. 92 22. 00 7. 88 17. 15 4. 55 0. 17 0. 47 0. 10 0. 00 0. 25
2001 33. 52 15. 39 7. 12 14. 56 4. 86 0. 25 0. 04 0. 53 0. 02 0. 22
2002 33. 68 22. 08 4. 68 8. 54 6. 61 0. 69 0. 00 0. 47 0. 05 0. 33
2003 35. 51 13. 01 13. 06 8. 14 5. 57 0. 56 0. 01 1. 06 0. 01 0. 41
2004 32. 70 17. 19 11. 76 5. 71 3. 01 1. 22 0. 02 2. 77 0. 00 0. 56
2005 32. 76 13. 41 11. 94 7. 44 3. 54 1. 05 0. 01 3. 48 0. 01 0. 34
2006 25. 31 15. 05 18. 30 12. 38 1. 19 0. 66 0. 05 2. 72 0. 02 0. 21
2007 21. 80 13. 67 19. 81 13. 31 2. 63 0. 48 0. 02 1. 99 0. 01 0. 35
2008 20. 06 15. 54 18. 76 11. 85 1. 10 0. 54 0. 02 3. 34 0. 00 0. 59
2009 15. 47 14. 73 20. 88 11. 57 1. 00 4. 67 0. 02 3. 44 0. 00 0. 35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STAT 统计数据库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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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国际市场占有率计算公式为: IMSij = Xij /Xwj × 100% ，即 i 国第 j 种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等于 i 国 j 种产品的出口额占世界 j 种

产品出口额的比率。
贸易竞争力指数计算公式为: TCij = ( Xij － Mij ) / ( Xij + Mij ) 。其中，Xij和 Mij分别表示 i 国 j 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计算公式为: RCAi = ( Xi /Xit ) / ( Xw /Xwt ) 。其中，Xi和 Xw 分别为 i 国和世界该产品的出口额; Xit 和 Xwt

分别为 i 国和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额。
一般竞争力系数和出口强度系数计算公式分别为 ( Eij － Mij ) /Yij和 Eij /Yij。其中，Eij表示 i 国 j 产品出口量，Mij表示 i 国 j 产品

进口量，Yij表示 i 国 j 产品总产量。
受篇幅所限，仅列出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测算结果。欲获取全部测算数据者，请与作者联系。



表 2 世界主要花生出口国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年 份 中 国 美 国 印 度 阿根廷 越 南 埃 及 缅 甸 巴 西 尼日利亚 印 尼
1991 9. 76 1. 42 0. 67 26. 63 92. 08 1. 83 5. 87 0. 28 0. 04 0. 01
1992 6. 48 2. 61 0. 82 29. 06 70. 40 5. 84 1. 32 0. 50 0. 01 0. 08
1993 5. 26 1. 75 11. 61 33. 61 72. 94 14. 40 1. 23 0. 35 0. 01 0. 12
1994 6. 45 1. 27 5. 37 23. 45 75. 23 7. 91 0. 58 0. 42 0. 09 0. 30
1995 4. 87 1. 87 10. 71 29. 05 69. 06 6. 77 0. 64 0. 28 0. 05 0. 32
1996 5. 10 1. 44 14. 56 34. 18 64. 16 4. 85 19. 73 0. 16 0. 11 0. 42
1997 2. 67 1. 75 25. 04 31. 13 30. 27 7. 75 59. 63 0. 04 0. 30 0. 36
1998 3. 45 1. 53 6. 47 53. 55 29. 35 10. 58 4. 91 0. 15 1. 58 0. 38
1999 4. 40 1. 63 16. 73 44. 43 20. 37 3. 98 5. 05 0. 10 0. 03 0. 38
2000 4. 14 1. 80 11. 14 41. 70 20. 14 1. 74 15. 48 0. 11 0. 00 0. 25
2001 5. 23 1. 29 9. 85 33. 59 19. 82 2. 13 0. 92 0. 55 0. 08 0. 24
2002 4. 71 2. 05 5. 63 21. 46 25. 50 6. 73 0. 00 0. 50 0. 18 0. 37
2003 4. 53 1. 35 15. 58 20. 43 19. 47 5. 14 0. 21 1. 09 0. 03 0. 50
2004 3. 84 1. 91 13. 41 15. 03 10. 34 10. 64 0. 58 2. 61 0. 00 0. 73
2005 3. 54 1. 54 11. 97 19. 23 11. 33 7. 88 0. 49 3. 05 0. 02 0. 41
2006 2. 53 1. 73 17. 54 31. 81 3. 57 4. 25 1. 39 2. 36 0. 04 0. 25
2007 2. 08 1. 64 18. 84 33. 36 7. 58 3. 46 0. 46 1. 73 0. 03 0. 42
2008 1. 91 1. 92 15. 45 27. 14 2. 82 3. 33 0. 40 2. 71 0. 00 0. 72
2009 1. 38 1. 74 15. 85 26. 00 2. 20 25. 29 0. 35 2. 82 0. 00 0. 37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STAT 统计数据库资料整理。

2. 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趋势分析

针对上述 5 个国际竞争力指标，以主成分分

析方法，提取综合变量对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

力的年度变化进行纵向分析。使用 SAS9. 0 软件

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通过对特征根的贡献率测算得到，第一个主

成分的特征根的贡献率达到 82. 19%，前两个主

成分的特征根贡献率累计达 92. 41% ( 如表 3 所

示) 。在主成分分析中，一般认为累计贡献率应

达到 85%以上，即可结束主成分的选取。因此，

本文应提取 2 个主成分代表原始数据。

表 3 因子得分矩阵

主成分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 % ) 累计方差贡献率 ( % )

1 4. 11 82. 19 82. 19
2 0. 51 10. 22 92. 41
3 0. 33 6. 62 99. 03
4 0. 05 0. 97 100. 00

提取 2 个主成分 F1 和 F2，根据因子得分矩

阵和两个主成分特征根方差贡献加权平均计算，

得到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各年度得分 ( 如

表 4 所示) 。

表 4 因子得分

年 份 得 分 年 份 得 分 年 份 得 分 年 份 得 分
1991 4. 30 1996 0. 59 2001 0. 99 2006 － 1. 57
1992 2. 02 1997 － 2. 20 2002 0. 73 2007 － 1. 80
1993 0. 73 1998 － 1. 63 2003 0. 91 2008 － 3. 11
1994 1. 82 1999 － 0. 09 2004 － 0. 04 2009 － 2. 47
1995 0. 66 2000 0. 00 2005 0. 14

总体看来，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呈

现波动下降趋势，1991 年为各年份最高水平，

1991—1996 年缓慢下降，1997 年达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最低点，1998—2001 年缓慢回升，2001—
2005 年保持相对稳定的较高水平，2006—2009
年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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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排名分析

本文采用 SAS9. 0 软件，对上述 10 个国家历

年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

综合评价与分析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在主要

花生出口国中的地位。分别计算 1991—2009 年各

国所提取国际竞争力指标主成分的得分，并依据

各国得分情况，分别对历年 10 个国家的花生产业

国际竞争力进行排序 ( 如表 5 所示) 。

可见，阿根廷除个别年份外均居世界第一

位; 越南在 2003 年以前保持第二位; 中国和美

国交替上下浮动于第三位和第四位; 印度多保持

在第五位到第六位，但近年来迅速上升跃居第二

位; 其他国家则均持续处于第五位以下的水平。
因此，取 1991—2009 年的多数年份中排名前五

的国家 ( 中国、美国、印度、阿根廷和越南) ，

比较分析其变化趋势。

表 5 各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排名

年 份 中 国 美 国 印 度 阿根廷 越 南 圾 及 缅 甸 巴 西 尼日利亚 印 尼
1991 2 3 7 4 6 5 9 8 1 10
1992 4 3 6 1 5 7 8 9 2 10
1993 4 3 5 1 6 7 8 9 2 10
1994 3 4 6 2 5 7 8 9 1 10
1995 4 3 5 1 6 7 9 8 2 10
1996 3 4 5 1 7 6 8 9 2 10
1997 6 5 4 1 7 2 9 8 3 10
1998 4 3 6 1 5 7 8 9 2 10
1999 3 4 5 1 6 7 8 9 2 10
2000 3 4 5 1 7 6 8 9 2 10
2001 3 5 4 1 7 8 6 9 2 10
2002 4 3 6 1 5 9 7 8 2 10
2003 3 5 4 1 6 8 7 9 2 10
2004 3 2 7 5 6 8 1 9 4 10
2005 4 7 5 1 6 8 3 9 2 10
2006 3 4 2 1 6 8 5 9 7 10
2007 4 3 2 1 7 8 6 9 5 10
2008 4 3 2 1 6 8 5 9 7 10
2009 6 4 2 1 3 8 5 9 7 10

美国与中国的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排名类

似; 越南在 1991—2003 年间与中国表现出相同

的变化趋势; 印度在 2004 年以前排名水平较低，

2005 年起排名迅速上升，超越中国和美国并保

持第二位。
四、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与讨论

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评价中国花生

产业国际竞争力纵向趋势和横向排名，得到如下

结论: ( 1) 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历年呈波

动下降趋势，在 1991、1997、2001 年和 2006 年

出现拐点，这源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综合作用

( 如表 6 所示) 。 ( 2) 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

排名保持相对稳定的较高水平，与美国排名位置

类似，与越南排名变化趋势类似。 ( 3 ) 中国花

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年度变化和排名变化趋势呈

现不同。

表 6 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年度变化及原因分析

拐 点
原 因

国内形势 国际形势

1991 年 ( 高峰) 农业环境良好 外贸政策有利

1997 年 ( 低谷) 价格低、销售不畅 亚洲金融危机

2001 年 ( 高峰) 产业结构调整 “入世”进展良好

2006 年 ( 低谷) 种植结构调整，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

分析形成上述结论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

出政策建议，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中国花生产业国

际竞争力。

中国花生产业年度变化趋势显示，1991 年

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处于最高水平。源于国

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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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以及中国外贸体制改革方向正确，对外贸

易实施自负盈亏，有利于花生出口。1997 年，

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出现明显的低谷。国内

方面，销售不畅导致的近两年油料作物价格总体

下降使得各地种植面积同比上年降低 4. 8%。国

际经济形势方面，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使得中国花生的主要出口对象东南亚和港澳地区

进口量大幅下降。1999—2002 年，中国花生产

业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标迅速上升。国内农业政策

倾向于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立足优势农

业，油料作物受到关注，面积有所上升，花生达

历史最高水平。同时，亚洲金融危机逐渐好转，

中国成功“入世”，并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

大等花生进口国保持密切经贸关系。2006—2009
年，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再次呈现大幅下降

趋势。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导致花生种植面积

明显下降; 近年持续推广农业产业化以及发展现

代农业，使得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尤其是食品工

业得到大力发展，导致中国花生生产总产量略

降，国内消费量增加，出口量减少。全球金融危

机的爆发影响到中国花生的进口国欧洲国家、日

本和韩国等，且成本的大幅上涨导致出口价格的

上升，也是造成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年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排名显示，中

国稳定于第三至第四位水平，表明虽然近年来中

国出口水平有所下降，但其国际地位依然比较稳

定。在国际竞争力排名的相似度方面，美国与中

国最为相近且呈现交替浮动现象。美国花生的主

要出口对象是加拿大和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

主要发达国家，而中国花生的主要出口对象是日

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以及波

兰、荷兰和俄罗斯等对农产品质量要求不高的欧

洲国家。可见，两国花生目标出口对象的差异

性，导致出口替代关系不强，故排名保持类似水

平。在国际竞争力排名的变化趋势方面，越南在

2003 年前与中国最为相似。考虑到出口价格是

对国际竞争力较为直接的影响因素，以及越南与

中国地理位置接近的特点，本文对上述五个国家

花生出口平均单价进行计算，从其单价走势可

见，上述五国中，中国和越南的花生出口单价最

为接近，且变化趋势相同，这是造成两国国际竞

争力排名变化趋势相同的主要原因。另外，越南

在 2002 年以前并无花生进口，2002—2003 年花

生进口量极低，是造成其国际竞争力排名较高的

原因。2003 年后，中国农业政策的调整和加入

世贸组织均对花生出口产生有利影响，而越南花

生出口的替代国印度的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

对越南花生出口造成负面影响，上述原因综合作

用导致 2003 年后两国排名变化趋势不同。
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年度变化和排名

变化在 2006 年以前总体变化趋势类似。2006 年

起，年度变化呈现明显下降，而排名变化则保持

稳定，至 2009 年出现下降。年度变化的下降，

一方面，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和服务

业发展迅速，总出口额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由

于食品加工业发展使得花生国内需求量增加，进

口量增加。而这种国内的优化调整并未影响中国

花生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因此，年度变化并

不意味着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只表明出

口份额的降低，应依据排名变化来评价中国花生

产业的国际市场地位。另外，应关注印度和阿根

廷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中国花生产业以

及食用油安全带来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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