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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2006年8月24日 商务部外贸司）目 录 前 言 一、

指导思想和原则 二、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 三、农产品出口

发展目标 四、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前 言 我国是农业大

国，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党和政

府的重要工作。制定农产品出口“十一五”发展规划，分析

国际农产品贸易形势，明确发展目标和战略措施，是提升我

国农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解决农村就业

和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也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十五”期间，随着我国农产品国际竞

争力不断增强，农产品出口取得长足发展，出口规模不断扩

大，从“十五”初期的160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271.8亿美元

，增长70%，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7620亿美元）的3.6%，占

当年农业增加值（22718亿元人民币）的9.6%。在世界农产品

贸易中的排名也不断上升，根据WTO（世界贸易组织）统计

显示，2004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排在世界第5位，占世界农产品

贸易的比重为3.2%，比“十五”初期有所提高。 “十五”期

间，我国农产品出口发生了四大变化：一是商品结构发生变

化，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逐步占据主导地

位。2005年园艺、畜禽、水海等几类优势产品合计出口183.6

亿美元，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67.5％。农产品出口品种迅速增



加，由900多种发展到1300多种，许多小商品成为骨干出口品

种。大蒜、花生、烤鳗、蘑菇罐头、苹果汁、香菇、蜂蜜等

农产品出口量已位居世界第一，茶叶、番茄酱罐头、肠衣、

烟草、玉米等出口量居世界第二。从产业布局来看，各地已

逐步形成一批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如山东的蔬菜

出口基地、云南的花卉出口基地、福建的烤鳗加工、浙江、

福建和河南的香菇、陕西和山东的苹果及苹果汁等等。农产

品加工水平不断提高，从种养、加工、包装、运输到营销、

新产品开发，部分产品已初步形成了一条成熟、完整的产业

链。二是经营主体发生变化，外资、民营企业成为出口主力

军。农产品出口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由少数外贸公司专营、以

创汇为目的，发展到以1.76万家企业为主体、利用比较优势积

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局面，贸工农一体化的企业已成为出口主

导力量。 2005年外资企业农产品出口达117亿美元，占农产品

出口总额的43%，已超过国有企业，跃居第一。民营企业出

口农产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十五”初期的7%增长到25%

，增速迅猛。 三是出口模式发生变化，“公司＋基地”、“

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正逐步普及，出口企业质量

安全意识明显提高。大部分农产品出口企业已拥有自己的生

产基地，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并逐步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质

量监控体系，出口企业质量安全意识提高，突破技术壁垒效

果显著。部分企业实行了贸工农一体化，向“优质、高产、

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迈进。出口企业获得国际通

行认证明显增长，目前全国获得有机认证企业近1000家，通

过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认证企业2000多家。四

是市场格局有所改善，市场多元化格局正逐步形成。多年来



，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市场集中在日本、香港、欧盟、美

国、韩国、东盟六大市场，尽管目前对6大市场的出口比重仍

保持在80%以上，但近年来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幅远远高于

传统市场，截至2005年，我国农产品已远销到200多个国家和

地区。 “十五”期间，一些商品已经形成多元化的市场格局

，率先打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大宗粮食产品首次实现对

台湾省出口，还远销到非洲、西亚等地区的市场，突破了原

来以日、韩、东南亚为主的市场格局；水果对北美、欧洲、

拉美出口实现新突破；中断8年后，重新恢复对中东的活畜出

口。 长期以来，农产品出口对带动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内相

关产业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解决“三农”问题意义重大

。一是增加农民收入。在当前国内大部分农产品供过于求的

情况下，农产品出口效益普遍好于国内销售，在一些主产区

，出口农产品已经成为当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带动

农村就业。农产品出口带动了农业、制造业、其他服务业的

发展，为这些部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据专家测算，每1

万美元的农产品出口，能直接和间接创造约20个就业岗位，

以2005年的出口额计算，农产品出口共创造了5400多万个就

业岗位。三是促进农业发展。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高标准

，严要求”，我出口农产品在基地建设、品种、品质、包装

、储运、品牌等方面标准不断优化，在农业对外开放过程中

，我国也引进了大量的国外品种、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

经验。各地发展外向型农业，形成了一些优势农产品生产和

出口基地，如山东的蔬菜出口基地，云南的花卉、松茸出口

基地，福建的烤鳗加工，陕西的苹果和果汁，新疆的番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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