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中 国国 瓜瓜 菜菜 产业经济2022，35（4）：112-116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蔬菜生产国。根据联合国

粮农组织数据库（FAOSTAT）的统计数据，2020 年

我国蔬菜的播种面积约为 1 022.25 万 hm2，总产量

约为 17 035.00 万 t，分别占世界蔬菜生产总量的

49.83%和 57.52%。蔬菜种子是确保现代蔬菜产业

发展和蔬菜周年均衡供应的重要物质基础[1-2]。近

年来，我国蔬菜种子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对

我国蔬菜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

而，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以及生物组学技术、信

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背景

下，面对种业内部资源禀赋和外部发展环境的双重

约束，非常有必要对我国蔬菜种子国际贸易格局和

竞争力水平进行持续、全面地及时跟踪和评价分

析，以期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有效提升我国蔬菜种子

国际竞争力水平，从而为提高我国蔬菜种业市场竞

争力、保障国家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有力支撑。

1 我国蔬菜种子国际贸易格局分析

1.1 国际贸易规模情况

一方面，蔬菜是我国重要的“菜篮子”产品之

一，国内蔬菜市场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进一步提

高了对蔬菜良种的需求强度，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

种植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感官品质好优及耐贮性

好等显著特点的国外中高端蔬菜优良品种需求非

常旺盛；另一方面，我国蔬菜种子市场的完全开放，

积极鼓励种业“走出去”“引进来”，也有力地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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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蔬菜种子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近年来，我国

蔬菜种子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蔬菜种子已经成

为目前我国国际贸易总额最大的农作物种子 [3- 4]。

蔬菜种子国际贸易总额由 2017 年的 3.22 亿美元增

长到 2020 年的 3.57 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了

10.87%。在我国农作物种子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

比重也由 2017 年的 52.17% 提高到 2020 年的

53.35%（图 1）。

但与此同时，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

蔬菜种子进口量还一直远大于出口量，而且进出口

贸易逆差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蔬菜种

子进出口量差额由 2017 年的 5 079.11 t 增加到

2020 年的 6 378.88 t，进出口贸易逆差也由 2017 年

的 0.81 亿美元逐步增加到 2020 年的 1.19 亿美元，

分别增长了 25.59%和 46.91%（表 1）。可以预见，随

着国内优质蔬菜消费比例的不断提高，未来将会有

更多的供种外资纷纷努力抢占我国中高端蔬菜种

子市场。

表 1 2017—2020 年我国蔬菜种子进出口贸易逆差情况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出口额/亿美元

1.20

1.21

1.16

1.19

进口额/亿美元

2.01

2.28

2.24

2.38

进出口贸易逆差/亿美元

0.81

1.07

1.08

1.19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全国农作物种业统计

数据手册》。

1.2 国际贸易对象情况

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

base）的相关统计数据，虽然近年来我国蔬菜种子国

际贸易市场日益扩大，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和实施以来，贸易对象日趋多元化，对主要

国际贸易伙伴的依存度略有下降，但目前我国蔬菜

种子的国际贸易对象依然相对比较集中（表 2）。

表 2 2017—2020 年我国蔬菜种子主要国际贸易对象情况

贸易

方向

出口

进口

2017 年

国别

美国

荷兰

韩国

日本

日本

泰国

丹麦

智利

占比/%

29.92

22.09

10.63

6.99

27.19

14.52

9.26

7.83

2018 年

国别

美国

荷兰

韩国

日本

日本

丹麦

泰国

美国

占比/%

25.66

20.87

14.00

8.25

22.59

13.37

12.44

9.96

2019 年

国别

荷兰

韩国

美国

日本

日本

智利

泰国

丹麦

占比/%

23.29

14.55

12.69

11.02

24.11

12.51

11.89

10.73

2020 年

国别

荷兰

韩国

美国

日本

日本

泰国

智利

丹麦

占比/%

24.78

16.64

11.09

8.60

20.09

12.67

12.54

12.31

注：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相关数据

整理计算得出，下同。

出口贸易方面：2020 年，我国蔬菜种子出口贸

易量达到 4 224.65 t，出口贸易额达到 1.19 亿美元，

约占农作物种子出口贸易总额的 50.02%。我国向

80 多个国家出口蔬菜种子，荷兰、韩国、美国、日本

是我国最主要的蔬菜种子出口目标市场，合计约占

出口贸易总额的 61%以上，其中荷兰是目前我国最

大的蔬菜种子出口目标市场，2020 年其占比达到了

24.78%，但多是国外种业集团与我国蔬菜种子企业

合作的联合制种或外繁种子，如花椰菜、小黄瓜、茄

子、洋葱等设施蔬菜品种；进口贸易方面：2020 年，

我国蔬菜种子进口贸易量达到 10 603.53 t，进口贸

易额达到 2.38 亿美元，占农作物种子进口贸易总额

的 55.17%。我国从近 50 个国家进口蔬菜种子，日

本、泰国、智利、丹麦是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市场，合

计约占进口贸易总额的 57%以上，其中日本是目前

我国最大的蔬菜种子进口来源市场，2020 年其占比

达到了 20.09%，尤其是耐寒青花菜、红果番茄、越冬

甘蓝、耐抽薹白萝卜以及橘红类胡萝卜等中高端蔬

菜品种在我国推广比重较高[5-6]。

1.3 国际贸易价格情况

通过将日本、韩国、泰国、丹麦等主要贸易对

象的国际贸易价格进行比较，不难发现，由于国产

蔬菜种子市场竞争力不强，导致目前我国蔬菜种

子在国际贸易中进口价格与出口价格之间存在较

大差距，往往面临着“进口种子按粒卖、国产种子

论斤卖”的尴尬局面。以以色列为例，虽然近年来

我国从以色列进口的蔬菜种子数量逐年增加，价

格也有大幅下降，但以色列依然是目前我国蔬菜

种子国际贸易中进出口价格比相对较高的贸易对

象之一。 2020 年 ，我国从以色列出口蔬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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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2020 年我国蔬菜种子国际贸易总体规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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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11.48 t ，进口蔬菜种子 1.74 t。出口平均价格仅

为 114.30 美元·kg-1 ，而进口平均价格则是高达

1 371.72 美元·kg-1，约是出口平均价格的 12 倍（表

3）。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进口的蔬菜种子主

要是那些品质优良、抗病抗逆性强、种植适应性广、

产品产值高、经济效益好的温室长季节栽培的茄果

类、瓜类等高端蔬菜品种，而我国目前在高端蔬菜

的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种子繁育以及关键生产技术

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表 3 2020 年我国蔬菜种子主要贸易对象

进出口价格比较情况

国别

日本

韩国

荷兰

美国

以色列

泰国

丹麦

进口平均价格/

（美元·kg-1）

225.63

81.69

28.26

17.83

1 371.72

14.30

13.02

出口平均价格/

（美元·kg-1）

28.83

31.88

45.18

42.12

114.30

10.40

1.01

进出口

价格比

7.82

2.56

0.63

0.42

12.00

1.38

12.95

2 我国蔬菜种子国际竞争力评价与

分析

基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评价指标的科学性

原则，本文选取了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

数、出口价格指数等 3 个评价指标[7-8]，选择了包括

美国、法国、荷兰、日本、韩国、丹麦、泰国、智利、以

色列等在内的世界主要蔬菜种子进出口国家和中

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将其与我国蔬菜种子国际竞争

力进行比较分析。

2.1 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Market Share）是指一国产品

出口总额占世界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一般用来比

较不同国家或地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其

值越大说明该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

的能力越强。从计算结果来看（表 4）：荷兰、美国、

法国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蔬菜种子出口国，三者

国际市场占有率合计超过 63%。我国的蔬菜种子

国际市场占有率则相对较低，分别大约仅为荷兰的

1/20、美国的 1/5、法国的 1/5 左右。而且，从年际间

变化情况来看，近年来我国蔬菜种子国际市场占有

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发展趋势，由 2017 年的 2.82%

下降到 2020 年的 2.49%。

2.2 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ness Index）

是指一个国家产品净出口额与产品进出口贸易总

额的比率，用来反映该国生产的产品相对于世界市

场上供应产品的其他国家优劣势的程度，其值介

于-1 和+1 之间。当 TCI＜0 时，表示该国产品为净

进口，表明其产品处于生产效率的竞争劣势；当

TCI＞0 时，表示该国产品为净出口，表明其产品处

于生产效率的竞争优势。从计算结果来看（表 5）：

智利、泰国、荷兰、以色列、丹麦、法国、美国等国的

蔬菜种子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大于 0，说明其蔬菜种

子出口大于进口，且随着该指数值的增加，竞争力

水平也随之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中国、韩国、日本

的蔬菜种子贸易竞争力指数则是均小于 0，说明其

蔬菜种子出口小于进口，处于生产效率的竞争劣

势。另外，从年际间变化情况来看，中国的蔬菜种

子贸易竞争力指数同样呈现出逐年下降的发展趋

势，由 2017 年的-0.26 下降到 2020 年的-0.34。

表 5 2017—2020 年世界主要国家蔬菜种子

贸易竞争指数情况

国别

智利

泰国

荷兰

以色列

丹麦

法国

美国

韩国

日本

中国

2017 年

0.68

0.57

0.52

0.62

0.40

0.45

0.28

-0.12

-0.18

-0.26

2018 年

0.66

0.62

0.53

0.54

0.39

0.41

0.25

-0.20

-0.33

-0.31

2019 年

0.68

0.67

0.51

0.55

0.47

0.36

0.27

-0.16

-0.37

-0.32

2020 年

0.62

0.69

0.58

0.49

0.54

0.35

0.29

-0.16

-0.33

-0.34

2.3 出口价格指数分析

出口价格指数（Export Price Index）是指一国产

品出口额除以出口量得出的出口单价与世界产品

出口单价的比值。当 EPI=1 时，表示一国产品出口

表 4 2017—2020 年世界主要国家蔬菜

种子国际市场占有率情况

国别

荷兰

美国

法国

智利

以色列

中国

泰国

日本

丹麦

韩国

2017

37.92

14.68

11.47

3.44

2.94

2.82

2.33

2.28

1.33

1.34

2018

40.52

12.99

10.53

4.02

2.52

2.62

2.35

1.68

1.49

1.09

2019

39.87

13.00

10.52

4.07

2.56

2.56

2.34

1.72

1.73

1.23

2020

41.98

10.84

11.01

3.13

3.10

2.49

2.28

1.64

1.77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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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当 EPI＞1 时，表示一国

产品出口价格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指数值越高表明

出口质量越高；当 EPI＜1 时，表示一国产品出口价

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指数值越低表明出口质量越

低。从计算结果来看（表 6）：大致可以将这 10 个国

家划分为 3 个梯队。以荷兰、智利、以色列、日本、

韩国为代表的第一梯队，其蔬菜种子出口价格指数

均大于 2，表明这些国家的蔬菜种子出口价格要远

高于世界平均出口价格水平，以高端蔬菜种子出口

为主，出口质量较高；以法国、美国、泰国为代表的

第二梯队，其蔬菜种子出口价格指数均略大于 1，表

明这些国家的蔬菜种子出口价格要略高于世界平

均出口价格水平，出口的蔬菜种子品质相对较好；

以中国、丹麦为代表的第三梯队，其蔬菜种子出口

价格指数均小于 1，表明这些国家的蔬菜种子出口

价格要低于世界平均出口价格水平，出口的蔬菜种

子品质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同样，从年际间变化情

况来看，虽然我国的蔬菜种子出口价格指数已经非

常接近于 1，但整体还是基本呈现出逐年递减的发

展态势。

表 6 2017—2020 年世界主要国家

蔬菜种子出口价格指数情况

国别

荷兰

智利

以色列

日本

韩国

法国

美国

泰国

中国

丹麦

2017 年

4.49

3.58

2.78

2.78

2.77

1.48

1.29

1.29

0.80

0.19

2018 年

4.67

3.94

3.21

3.03

2.93

3.21

1.50

1.38

0.99

0.20

2019 年

4.16

3.38

2.94

2.86

2.60

1.45

1.38

1.91

0.95

0.18

2020 年

4.08

3.26

2.61

2.98

2.70

1.85

1.15

0.96

0.80

0.18

3 结论与建议

3.1 主要结论

（1）从国际贸易规模、国际贸易对象、国际贸易

价格等 3 个方面，对 2017—2020 年我国蔬菜种子

国际贸易总体格局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是

蔬菜种子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我国蔬

菜种子国际贸易日益繁荣，蔬菜种子已经成为目前

我国国际贸易总额最大的农作物种子。但进出口

贸易逆差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二是蔬菜

种子国际贸易对象相对比较集中。出口贸易多以

境外企业委托制种为主，荷兰、韩国、美国、日本是

我国主要的出口目标市场。进口贸易多以引进高

端蔬菜种子为主，日本、泰国、智利、丹麦是我国主

要的进口来源市场；三是蔬菜种子国际贸易价格差

距较大。由于国产蔬菜种子市场竞争力不强，导致

目前我国蔬菜种子在国际贸易中进口价格与出口

价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往往面临着“进口种子按

粒卖、国产种子论斤卖”的尴尬局面。

（2）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出

口价格指数等 3 个评价指标，对 2017—2020 年世

界主要的蔬菜种子进出口国家和中国重要的贸易

对象的蔬菜种子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从开拓国际市场能力、生产效率竞争优

劣势和出口质量高低等 3 个方面的综合评价结果

来看，目前我国蔬菜种子国际竞争力依然相对较

弱。而且，从年际间变化情况来看，由于受到种业

内部资源禀赋和外部发展环境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我国蔬菜种子国际竞争力有明显逐年下降的发展

趋势。

3.2 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品种创新步伐，为提升我国蔬菜种子

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撑。以国家现

代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加快建设企、研、学协

同一体化的蔬菜育种高技术创新平台和重大科研

联合攻关组，尤其是在高端蔬菜品种选育方面，优

化整合国内外育种资源和技术优势，开展优质种质

资源鉴定、收集、评价与开发利用工作[9]，重点培育

出一批在产量、抗病、抗逆、品质以及特殊功能等方

面具有突破性技术进步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品

种，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对蔬菜种子产业的贡献

率，推动我国蔬菜种子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产

品附加值。

二是加大种子企业培育力度，为提升我国蔬菜

种子国际竞争力提供强大的市场竞争主体。以培

育“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企业为重点发展方向，

鼓励通过市场兼并、重组等手段扶持一些信用好的

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10]。在政策、税收、金融等方面

加大扶持力度，引导种子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种业创新专项、技术创新研发平台与创新布局要重

点向蔬菜种子龙头企业倾斜。鼓励企业通过横向

联合、自主研发等多种方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与育种应用工作，建设商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现

代化制种基地，有效提升我国蔬菜种子企业国际市

场竞争力水平。

三是加强信息服务建设，为提升我国蔬菜种子

石鑫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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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力提供完善的信息服务保障。树立市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理念，对国际蔬菜种子市场需

求、供应信息进行及时的动态跟踪、收集、整理和分

析，加强国际销售市场的针对性育种，选育符合不

同国家和市场需求的适销对路的蔬菜栽培品种，不

断拓宽国际贸易市场[11]。加快建立专业化的信息服

务平台和机构，及时准确地为种业企业提供国际蔬

菜种子市场供需信息、科研动态信息和海外宣传机

会，为我国蔬菜种业企业“走出去”所涉及的现行相

关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业内行规等方面提供必要的

服务、咨询和协调工作，减少种业企业对外投资出

口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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