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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产品作为国际贸易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深入推进下，

其出口状况对于各地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贵州省农产品出口现状以及出口优势进

行分析，从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地区物流基础薄弱以及出口农产品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等方面分析当下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面临的发展困境，并据此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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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market, are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
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dvantages of Guizhou’s agricultural expor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faced by Guizhou’s agricultural exports from the aspects of unreasonable export struc-
ture, weak regional logistics foundation, low technical level of export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uneven product qualit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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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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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贵州省的气候温暖湿润，气温变化小，气候十

分宜人。在自然气候优越适宜的情况下，贵州省还拥有类型多样的土壤条件和充沛的水热条件等，这些

自然条件优势使得贵州省拥有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与此同时，贵州利用本土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

现代山地高效农业，形成了生态畜牧、蔬菜、精品水果等产业。也正是因为贵州省拥有空气清新、水无

污染、土壤干净的自然优势，才为绿色、健康的农产品生产提供了绝佳的自然环境。在国际农产品贸易

市场，品质优良的贵州农产品也愈发地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近年来，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农产品的

贸易开放对于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增加农民收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贵

州特色农产品也正在迎着开放的东风，依托出口贸易政策的支持，对国际农产品市场需求进行精准把握，

不断提升自身国际市场竞争力，走向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舞台[2]。然而，在复杂的国际市场和激烈的竞争

环境下，贵州农产品出口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出口产业结构不合理，物流基础薄弱等困境无一不制约着

贵州农产品的出口，对此本文将对贵州农产品出口现状、优势以及当下面临的困境进行深入分析，并针

对当下困境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2. 贵州省农产品出口现状 

1) 农产品出口额和出口结构情况 
随着贵州省农产品出口市场的不断拓展、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以及多项外贸支持政策的出台，贵州

农产品出口额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数据显示，2021 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 49.6 亿元(人民币，下

同)，2022 年，贵州农产品出口额增长到 55 亿元，2023 年，全省出口农产品 61.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6%1。逐年增加的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不仅反映了农产品外贸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彰显出在促进农

产品出口、提高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贵州省所做出的努力。 
在贵州省出口的农产品类型当中，茶叶占据了主导地位，自 2019 年以来，茶叶已成为贵州省第一大

出口农产品[3]。2021 年，贵州省茶叶出口总量为 5937.9 吨，同比增长为 81.24%，茶叶出口额达 2.22 亿

美元 2。《贵州省“十四五”茶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中也提出，未来贵州将持续把茶产业作为

重要的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继续巩固茶叶在贵州的第一大农产品出口的地位。报告中也进一步提出，将

不断努力把贵州建设成为世界高品质绿茶中心、全国最大茶产品出口基地。对此，贵州也出台一系列的

促进茶产业发展的支持性政策。例如，提供中央外经贸专项资金促进茶叶产业发展、对发展基础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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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贵阳海关数据统计。 
2数据来源：《2021 中国茶叶进出口贸易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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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企进行重点扶持等。此外，除茶叶出口占比最大以外，在贵州省出口的其他农产品之中，烟酒产品、

竹笋、蔬菜(含食用菌)、中药材以及生猪等也都是贵州省主要出口的农产品种类。此外，贵州省在农产品

出口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新突破。例如，贵州首次实现蜂蜜远销澳大利亚、鲟鱼出口老挝。这些新

突破不仅为贵州省农产品的出口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进一步扩大了贵州省农产品出口市场。 
2) 政策支持助力农产品跨越山与海 
为助力“黔货出山出海”、积极落实“乡村外贸”战略，贵州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政策用于鼓

励农产品出口。2023 年，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贵州省商务厅等有关部门印发了《促进贵州省农产品出口

贸易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中指出，将聚焦全省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条件、发展基础、出口

潜力等，优化种植养殖结构，实现贵州省农产品品质的提升。同时鼓励贵州省龙头企业“内转外”，将

对那些发展基础好、经营水平高、成长潜力大的出口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此外，政府还将会进一

步对财政资金进行整合，用于完善农产品出口生产基地建设与农产品检验检疫等方面。这一系列的农产

品出口支持政策的提出，不仅体现了贵州省对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优势提升的看重，也为未来贵州省农产

品出口提供更多的机遇和优势，进一步促进贵州省农产品出口规模的持续性增长。 
3) 跨境电商蓬勃发展助推农产品出口 
跨境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产品的出口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4]。贵州省

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为农产品出口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推动，进一步提升了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为进一步发挥跨境电商对本土农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贵州省政府也积极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如

建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税收优惠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为贵州省农产品出口提供

了有力保障和支持，促进了贵州省跨境电商和农产品出口的协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3年 5月底，

贵州省已逐步培育出 100％省内产品跨境电商出口企业达 12 家，累计交易额达 2075 万元 3。通过跨境电

商平台，农产品可以打破传统贸易的地域限制，实现与全球消费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进而提高了农

产品的知名度。而且跨境电商的出现，使得线上支付、线上贸易等方式成为现实，也进一步实现了农产

品出口流程的简化以及贸易成本的降低。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贵州省的农产品可以向全球各地的消费者

展示其独特的地区特色和文化，实现了农产品的品牌价值的提高和影响力的宣传。 

3. 贵州省农产品出口困境 

1) 贵州省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 
尽管贵州省自然条件优越，拥有十分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但在农产品出口市场上，贵州省出口的农

产品种类和品种依旧相对较少，缺乏更多元化的发展。贵州省主要是出口一些具有当地产业特色农产品。

比如茶叶、蔬菜(含食用菌)、辣椒、活猪、中药材等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在贵州省农产品出口市场上占据

较大的份额，而相比于这些农产品，其他的农产品的出口量就相对较少。贵阳海关数据统计显示，贵州

省以茶叶、食用菌、活猪以及鲟鱼等为代表的主要农产品的出口额，在 2023 年 1 月到 2 月期间达 6.5 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5.1%4。也正是这种农产品出口相对集中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州省农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发展。除此之外，贵州省主要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国相对集中的情况也在一

定程度上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造成了影响。虽然近年来贵州省也在积极地开拓多样化的农产品国

际贸易市场，但整体而言，贵州省的农产品出口仍旧对传统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而这种主要农产品出

口贸易集中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贵州省出口农产品结构不合理的困境。 
2) 物流基础薄弱制约农产品出口 

 

 

3数据来源：贵州省商务厅《省商务厅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1216 号提案的答复》。 
4数据来源：贵阳海关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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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薄弱的物流基础也制约着农产品的出口贸易。贵州省八山一水一分田，交通运输状况较差。

而农产品物流技术要求较高[5]。如果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农产品在物流运输过程中就会产生较大的

损耗，不仅造成了物流时间的延长，还会给农产品出口企业带来成本的增加。此外，贵州省的农产品中

心批发市场、物流园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也对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产生制约。除此之外，生鲜农产

品运输十分依赖冷链物流体系，冷链物流能够使生鲜农产品在出口过程中保持在应有的温度条件下，有

效保障新鲜度和质量[6]。而贵州的冷链建设也尚不完善。以 2021 年数据为例，2021 年贵州省人均冷库

体积为 0.1237 立方米，而当年中国人均冷库体积为 0.1388 立方米 5，这一数据对比，也显示出贵州省冷

链基础设施的不完备。这也就有可能会使得贵州省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腐败变质的情况，

对农产品品质产生影响，也会进一步影响农产品在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竞争力。 
3) 产品技术水平低，质量参差不齐 
农业商品的品质是决定我国农产品跨境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农产品贸易今后的发展

[7]。由于相较于其他农产品出口大省，贵州省的农产品加工行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且先进的科技支持

的缺乏，使得贵州的特色农产品出口多以原材料、简单加工品为主[8]。许多农产品在出口前没有经过精

细加工或深加工，因此导致这些出口农产品的附加值较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贵州省农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的贸易竞争力。其次，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对统一的生产标准、生产规范、监管要求认识的

不足和缺乏，很可能会导致部分农产品在生产和加工过程中存在质量安全隐患。如针对贵州省第一出口

农产品茶叶来说，农残限量就是茶企走出国门最常遇到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严格统一的生产标准出口

认知的匮乏，就可能会导致出口的农产品品质与质量检查标准要求不匹配，导致农产品出口贸易受到抑

制[9]，不能够满足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高品质、高标准要求。这也就会影响贵州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

的品牌认可度，进而影响贵州省农产品的出口信誉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4. 贵州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对策分析 

1) 优化出口结构，打造品牌特色 
为优化贵州省农产品出口结构，丰富出口农产品种类。贵州省可以通过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加强、积

极开发新的农产品资源，拓展出口种类。特别是开发一些极具有地方特色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

而且，在继续巩固传统贸易市场的基础上，贵州省还应当积极开拓多样化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以及继

续加强与欧美等地区农产品贸易合作。此外，树立农产品的品牌特色有助于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力。对此可以借助网络平台、积极参加国际农产品展览和交易会等方式，对贵州省出口的农产品品牌进

行推广和宣传，多多打造像都匀毛尖、遵义朝天椒、兴仁薏仁米一样的地区特色品牌。通过树立贵州省

出口农产品的品牌特色，进而提高贵州省农产品的在国际市场的曝光率、知名度、美誉度，吸引更多国

际买家对贵州省本土出口农产品的关注。 
2)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农产品本身不适合长时间运输，运输时间越长，农产品出口企业承担的成本及风险就越大，企业出

口的积极性就越小[10]。贵州本身又多山地，且多数农产品的生产往往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产品生产

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的这种现实情况，以及贵州省本身存在的地区物流基础设施薄弱的困境，自然会对

当地农产品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对此，贵州省政府应当从交通、储藏设施、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方面

入手，加大对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首先，贵州省应在铁路、航空等方面加大建设，构建立体交

通网络，为贵州省农产品跨越山海进一步打造大通道。例如，奋力奔跑的中欧班列帮助贵州省拓展了向

中亚、欧洲开放新空间，实现了贵州省农产品运输时间的缩短，运输成本的缩减。其次，针对农产品在

 

 

5数据来源：贵州省智慧物流研究院《关于提升贵州省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效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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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腐败变质，从而导致农产品品质下降的情况。贵州省应当对仓储基础设施进行

建设和改善，通过对贵州省仓储基地设施的提高，满足农产品在储存期间的要求。除此之外，冷链物流

体系建设农产品是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冷链运输的效率对于保持农产品出口的品质至关重要。因此，

贵州省应提高冷链物流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快冷链物流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为农产品的出口运输

建设现代化的冷链体系，确保合理调控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所需要的温度和湿度等。 
3) 鼓励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 
贵州农产品迈过“山与海”，顺利走向国际市场，最重要的是出口农产品质量要与国际要求的生产

标准相符合，对此，鼓励技术创新，提升农产品出口质量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贵州省应当加大科技研

发的投入，培养优质品种和改良生产技术[11]。对此可以鼓励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以及农产品生产加工企

业进行合作，三方协力共同研发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农产品的生产。其次，还应当推广农产品的标准化

生产，对农产品生产加工者进行培训和指导。通过对出口企业提供专业的培训，不仅可以帮助企业了解

目标市场的贸易规则和要求[12]，还可以促进企业标准化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培养。除此之外，加强国

际交流合作，也是提升本土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对此可以积极开展国际农产品技术交流与

合作，鼓励农产品出口企业积极参加国际农产品博览会，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产品生产、加工技术和管理

经验。国际之间的交流合作不仅可以拓宽本土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知名度，实现农产品出口市场的扩大，

还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出口农产品生产流程符合国际要求的生产标准，促进出口农产品质量的提升。 

5. 总结 

在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农产品出口成为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增加农

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贵州省农产品跨越山海走向国际市场，却面临着出口农产品结构不合理、物流基础

薄弱以及产品技术水平低等困境。对此本文针对贵州省当下面临的农产品出口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优化

贵州省出口农产品产业结构、加强物流基础建设以及鼓励技术创新等建议。贵州省农产品应当借助自身

优势，把握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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