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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贸易规则向“可持续发展优先”转变的背景下，绿色贸易壁垒成为国际贸易焦点。本文研究其对

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发现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具有多维度的影响，积极影响在于它推动

了农业技术创新、提升农产品质量、促进了绿色农业的发展。消极影响在于它增加了农产品出口成本、

限制了出口市场范围、容易引发贸易摩擦。最后，本研究针对其消极影响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包括

完善国内标准、优化出口市场布局和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未来，中国需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带来的

挑战，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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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trade rul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ority”, 
green trade barrier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paper studies its impact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xports, and finds that green trade barriers have a multi-dimensional impact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xports, and the positive impact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promote agricul-
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The negative impact is that it increases the export cos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limits the scope of export markets, and easily triggers trade friction. Finally,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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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s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to deal with its negative impacts, including improving domes-
tic standards,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export markets,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
anization. In the future, China need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green trade bar-
riers, promot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into an agri-
cultur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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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全球贸易规则正经历从“效率优先”向“可持续发展优先”的深刻变革。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议题成为国际共识，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手段将环境标准嵌入贸易体系，形成以“绿色”为名

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例如，欧盟于 2023 年正式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美国、日本推出的

“气候友好型食品”标签认证和“绿色供应链尽职调查法案”。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22 年全球新增

环境相关贸易措施达 127 项，较 2015 年增长近 3 倍，绿色壁垒已成为国际贸易博弈的核心工具。 
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是多维度的，Wilson [1]认为，绿色贸易壁垒与其他的贸易壁

垒是一致的，他们的目的都是保护本国的经济发展。Brian R. Copel [2]和 M. Scott Taylor 认为绿色贸易壁

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环境、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而 Laxman [3]等人认为如

果发达国家采取与环境有关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使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对国家之

间的贸易产生阻碍作用。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其出口的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品类在国

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密集升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造成了影响。孙亚

楠[4]认为，绿色贸易壁垒的积极影响在于它有助于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转型升级。而李燕娥

[5]认为绿色贸易壁垒的存在，对于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广度和深度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在此背景下，

系统研究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2. 绿色贸易壁垒定义与理论概述 

2.1. 绿色贸易壁垒的定义及类型 

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进口国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以

及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通过制定严格的环保法规和苛刻的环保技术标准等措施，对外国商品进口

设置的准入限制，其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合法性、保护内容的广泛性、保护方式的隐蔽性和

实施效果的歧视性等特征。绿色贸易壁垒类型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绿色关税和市场准入，即对不符合

环保标准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或限制其进入本国市场。绿色技术标准则通过立法制定严格的环保技

术标准，要求进口产品达到相关标准才能进入。绿色环境标志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绿色贸易壁垒，它要

求产品需获得特定的环境标志认证，以证明其符合环保要求，否则难以进入市场。许多发达国家还会对

产品的包装有严格的要求，形成了绿色包装制度，它规定包装材料必须符合环保要求，可回收、可降解

等，否则就会限制进口。此外，绿色卫生检疫制度也是一种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一些国家对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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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卫生检疫标准愈发严格，以环保为由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防止外国商品进入本国。 

2.2. 绿色贸易壁垒相关理论 

2.2.1. 贸易保护理论 
传统贸易保护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重商主义理论，它主张通过限制进口、鼓励

出口来积累金银财富，增强国家实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绿色贸易壁垒中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提供了思

想雏形。第二阶段是幼稚产业保护论，由李斯特提出，该理论认为国家应对处于发展初期、面临国外强

大竞争的幼稚产业进行保护，绿色贸易壁垒可被视为保护本国农业等产业的一种手段。第三阶段是新重

商主义理论。同样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强调通过提高关税和设置非关税壁垒来实行贸易保护。 
现代贸易保护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面对经济滞胀等问题，发达国家以保

护环境、保障国民健康等理由，利用绿色贸易壁垒限制进口，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理

论则强调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政府可通过干预，如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帮助本国企业在国

际竞争中获取战略优势，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该理论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各国在发展贸易的

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绿色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贸易领域的

体现，其通过制定严格的环保标准和健康标准等，促使各国农产品生产向绿色、环保、可持续方向转变，

推动全球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确保农产品贸易与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协调共进，实

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3. 中国农产品出口现状与绿色壁垒的挑战 

3.1. 中国农产品贸易出口现状 

3.1.1. 贸易规模 
如图 1 是中国近五年农产品进出口额。近几年中国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23 年中国农产品 

 

 
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 http://gdfs.customs.gov.cn/customs/index/index.html。  

Figure 1. China’s imports and exp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图 1. 中国近五年农产品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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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规模总额为 3330.35 亿美元。我国农产品贸易这几年一直保持逆差，农产品出口额增长较为缓慢。

一是因为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对农产品消费需求高，但是由于资源环境的限制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因此需

要从国外大量进口农产品。此外，与美国、巴西等农业强国相比，我国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业机械化、

自动化水平不高导致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较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足。非关税壁垒的增加如技术性贸

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使得也提高了农产品出口的环保、安全、质量要求，导致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限。然

而，我国的农产品进口额一直保持增长，从 2019 年的 1498.55 亿美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2341.06 亿美元。 

3.1.2. 贸易伙伴 
入世以来，中国坚持开放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发展了许多关系良好的贸易伙伴。如图 2

为 2023 年中国主要出口国家。2023 年中国农产品主要出口日本、美国、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亚洲仍是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主要市场。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地区，地理位置较近，

并且文化也较相似，国家距离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具有负向影响，因此中国农产品在日本市场具有较

高的接受度。中国原本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大目的地，但是由于美对中实行贸易管制，使得中国出口

到美国的农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 
 

 
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 http://gdfs.customs.gov.cn/customs/index/index.html  

Figure 2. Major destination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xports in 2023 (export value) 
图 2. 2023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主要目的地情况(出口额) 

3.1.3. 贸易结构 
中国农产品种类丰富多样，如图 3 所示，其主要出口的农产品涵盖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

2023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水产品、蔬菜与水果。在水产品出口中，墨鱼及鱿鱼位居榜

首，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墨鱼及鱿鱼的最大出口国，主要销往泰国、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国。此外，中国

在蘑菇和大蒜出口方面也占据领先地位，2022 年这两类产品的出口额分别达到 27.6 亿美元和 24.6 亿美

元，均超过全球出口总额的一半。在水果出口方面，中国水果苹果、柑橘及梨等水果主要销往邻近的亚

洲国家及俄罗斯等地。水果出口在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中占有一定比重，并且随着中国水果品质的不断

提升和品牌建设的加强，这一比重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 

3.2. 中国出口农产品被拒绝进口情况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多国贸易壁垒和检验检疫限制，部分产品因不符合进口国标准被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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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 年间，中国出口农产品被扣留数量整体呈波动状态。其中，2021 年因部分国家强化检测标准，

被扣留数量出现明显增长；2022 年随着中国农产品质量提升及出口企业应对措施加强，扣留数量有所回

落；2023~2024 年因国际贸易环境变化以及部分地区政策调整，数量又有小幅度波动。从被扣留的原因

看，主要问题包括农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添加剂使用不当等。此外，部分国家对中国农产品的标

签、包装和认证要求更加严格，导致部分产品因不符合规定被拒。从被拒绝的产品种类看，主要是蔬菜

水果类(蜜饯等)、烘焙产品类(曲奇饼等)、水产品类、食用菌类(金针菇、香菇等)。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https://www.moa.gov.cn/。  

Figure 3. Proportion of China’s major agricultural exports in total exports 
图 3. 中国主要出口农产品占出口额比重 

 
在这些拒绝进口中国农产品的国家中，美国拒绝进口批次最多，其次是韩国。虽然美国近几年有所

下降，但这是由于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对美出口量下滑，因此受阻数量也相应减少。下表 1 为

2019~2023 年中国输美农食产品被拒绝进口通报次数(2024 年数据暂未通报)。如表可知，2019 年中国输

美农食产品被拒绝批数为 941 批次，此后一直呈波动状态。2023 年中国输美农食产品被拒绝批数为 691
次。从拒绝原因上看，大部分农食产品因涉及“含污秽的、腐臭的或腐烂的物质，或不适于食用”或各种

标签问题而被拒绝进口，主要是蔬菜水果、烘焙产品和水产品。 
 

Table 1. Number of notifications of refusal of import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exported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19 to 2023 
表 1. 2019~2023 年中国输美农食产品被拒绝进口通报次数 

年份 拒绝进口总批次(次) 批次(次) 农食产品总数中占比(%) 

2019 年 2130 941 12.30% 

2020 年 4889 714 13.90% 

2021 年 2486 581 10.10% 

2022 年 7839 755 9.60% 

2023 年 2156 691 9.60% 

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平台 https://gdtb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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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分析 

4.1. 积极影响 

4.1.1. 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倒逼产业结构升级 
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有着积极影响，最显著的便是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倒逼产业结构升

级。在国际市场日益严格的绿色标准下，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重重挑战，这也为农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强

大的外部动力。为了满足进口国对农产品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等严苛的绿色指标，农业企业和农户不

得不加大在农业技术研发和应用上的投入。例如，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从依赖传统化学农药逐渐转向生

物防治技术。同时，在肥料使用上，研发推广绿色环保的有机肥料，提高土壤肥力，提升农产品品质。 
这种技术创新促使农业产业结构向绿色、高效、可持续方向转变，更加精细化、标准化、生态化的

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出现。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从单纯的农产品种植养殖，拓展到农产品深加工、绿色

农业观光等领域，提高了农业产业的附加值和整体竞争力，推动中国农业在全球产业链中迈向中高端。 

4.1.2. 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消费者健康 
绿色贸易壁垒促进了农业生产标准的全面升级。在过去，部分农产品生产存在农药、化肥滥用的现

象，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严重威胁消费者健康。而绿色贸易壁垒对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加工等

全流程都制定了严格标准，例如对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兽药使用范围和剂量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使

得中国农业生产必须摒弃粗放模式，转而采用更科学、绿色的种植养殖技术，如推广生物防治病虫害技

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从而从源头上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此外，绿色贸易壁垒还增强了消费者的质量安全意识。随着符合高标准的农产品不断涌入市场，消

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愈发关注，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种市场需求的转变，促使企业

和农户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保障消费者长期稳定地享受优质、安全的农产品，

守护消费者的健康。 

4.1.3. 促进绿色农业发展，完善农业产业链 
绿色贸易壁垒使得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环保、安全标准日益严苛，这促使中国农业从业者重新审视

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以往追求产量而忽视环境与可持续性的观念逐渐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生态、

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理念。越来越多的农户和农业企业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采用绿色生产技术，从单

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平衡发展，推动农业向绿色化方向转型。 
在农业生产链上，绿色贸易壁垒要求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都要符合绿色标准，这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紧密协作。上游供应商为满足绿色生产需求，提供更环保、

安全的生产资料；中游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提升产品质量和加工效率，开发绿色加工工

艺；下游销售企业则更加注重产品的绿色营销和品牌建设，确保绿色农产品能够顺利进入市场。各环节

之间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共同完善了农业产业链，有利于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4.2. 消极影响 

4.2.1. 增加农产品出口成本，降低价格竞争力 
绿色贸易壁垒的数量或种类每增长 1%，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将会下降 0.23% [6]。绿色贸易壁垒会增

加我国农产品出口成本，从而降低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检测成本和认证成本的上升。从检测成本来

看，进口国对农产品严苛的检测标准，使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检测设备购置、

专业检测人员聘请。但是，繁多的检测数量和较高的检测费用使得一个农产品批次检测费用可能高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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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在认证成本上，进入国际市场必须获得各类绿色认证。以有机农产品认证为例，认证过程繁琐，

认证费用高昂，一般认证费用在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每年还需进行复查和续证，增加了持续成本。我

国目前农业机械化水平并不高，暂时很难达到国际市场上日益严格的技术法规、检验检疫标准。此外，

为满足绿色贸易壁垒要求，企业需在生产环节改良技术、使用环保农资，这些投入都会推高农产品生产

成本。而成本的增加必然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是重要的竞争因素，中国农产品因价

格上涨，相较于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同类产品，价格竞争力大幅降低，进而失去部分国际市场份额，影响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规模与效益。 

4.2.2. 限制农产品出口市场范围，降低农产品出口量 
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环保技术和标准制定方面的优势，设立了严苛的绿色贸易壁垒。例如欧盟的农药

残留标准，其对多种农药的残留限量要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检测项目繁多且标准极低。日本的“肯

定列表制度”同样如此，对农产品中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等制定了大量严格的限量标准。这些高标

准使得中国相当一部分农产品难以达到要求，从而被拒之门外，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市场范

围。以往一些依赖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的企业，市场渠道严重受阻，不得不重新寻找市

场，但新市场的开拓难度大、周期长。例如，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其严格的标准使许多不符合要求

的茶叶无法进入日本市场，中国对日本的茶叶出口量明显减少。据统计，这项制度实施后，中国对日茶

叶出口量一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4.2.3. 引发各国之间贸易摩擦，增加贸易风险 
在全球农产品贸易领域，绿色贸易壁垒已然成为引发各国贸易摩擦、增加贸易风险的关键因素。各

国经济、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在绿色贸易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上存在显著差异。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技术

与雄厚的资金实力，设立了远超发展中国家生产水平和检测能力的严苛标准。一些高标准让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举步维艰。当中国农产品因无法达到这些标准而被限制进口时，就极易引发贸易双

方的矛盾与争议，增加贸易风险。并且，出口企业在生产、加工、运输等环节，都需时刻关注进口国不断

变化的绿色标准，一旦某一环节出现疏忽，产品不符合标准，就可能面临退货、销毁或高额罚款等风险。

此外，贸易摩擦的产生会导致贸易政策的不稳定，使得农产品贸易市场波动加剧，增加了企业未来经营

规划和市场预测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了贸易风险，阻碍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 

5. 中国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策略 

5.1. 完善国内标准，建立高效监管体系 

如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常常使用绿色贸易壁垒干预本国进出口贸易，贸易壁垒的标准也

在逐步提高。我国政府作为主管部门，迫切需要完善国内农产品生产全流程标准。从种植、养殖源头的

投入品使用规范，到加工环节的卫生条件把控，再到包装环节的环保要求等，均需政府制定一套统一规

范的生产流程标准。例如，制定严格的农药、兽药使用清单，明确各类农产品的最大残留限量，确保与

国际标准一致。同时，还要加强对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流通的全方位监管，整合各部门力量，构建统

一高效的监管体系，加大对违规使用农药、添加剂等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5.2. 优化出口市场布局，加强风险防控 

在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绿色贸易壁垒日益高筑的当下，中国农产品贸易有必要对国内市场给予

更多关注，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农产品的需求从满足基本温饱向

追求高品质、绿色健康转变，这为国内农产品市场开辟了广阔空间。在国外市场，应针对不同农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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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优化出口市场布局，像蔬菜、水果这类具有价格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巩固东南亚、中东等传统

市场的同时，拓展“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对于粮食作物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鉴于国际竞争激烈，

在稳定非洲、南美洲部分友好国家市场基础上，开拓大洋洲市场。美国、欧盟、日本等，这些地区绿色贸

易壁垒严格，对于出口到这些市场的农产品，按照当地标准进行精准生产。对于经济欠发达但市场潜力

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等，根据当地消费能力和需求特点，提供性价比高的农产品。此外，在出

口农产品过程中，政府和行业协会需构建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密切关注进口国政策法规动态，及时向

企业传递绿色贸易壁垒相关信息。企业自身也要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把控产品质量，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5.3.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竞争力 

我国农业生产的竞争力不足，主要表现为生产成本偏高。首先，人均耕地面积的不足，农户经营规

模分散导致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难以实现规模效应，使得农业生产效率无法有效提高，从而导致单位成本

较高，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力。鉴于此，我国政府应积极推动农产品生产模式转型升级，大力推进

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加速农业机械化进程，助力农业向大规模现代化农场转变，以此增强在国际市场

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政府还需强化对农药的全方位管控，从源头把控农药的生产、销售与使用环节，避

免出现农药滥用、残留超标以及残留种类繁杂等问题，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其次，农业技术创新可以

显著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7]。然而我国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的不足，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影响了农产

品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因此我国政府还须加大农业研发资金投入、培养专业人才、建立产学研机制、

完善推广体系来解决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不足的问题。 

6. 结论与展望 

绿色贸易壁垒是进口国对其他国家产品和服务加以限制的非关税壁垒，具有广泛性、隐蔽性、歧视

性等特点。本研究深入分析了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绿色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的积

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它有利于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和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从而保障消费

者健康、促进绿色农业发展和完善农业产业链。消极影响在于它增加了农产品出口成本从而降低我国农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部分国家设置很高的标准使我国农产品不得不退出该国市场，限制了

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范围，降低农产品出口量。最后，绿色贸易壁垒极易引发各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

贸易风险。 
本文根据绿色贸易壁垒给中国农产品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一系列对策建议。我国农户规模较

小且经营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为此中国应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竞争力。针对

国际上日益严格的技术标准，政府要不断完善国内标准，对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的整个环节加强监

管，建立一个高效的监管体系。此外，由于外国频繁扣留、拒绝进口中国农产品，所以我国应降低对单

一市场的依赖，优化出口市场布局、加强风险防控。 
展望未来，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绿色贸易壁垒或许会逐渐减少。中国应积极应对绿色贸易

壁垒，多管齐下提升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共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挑战，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

中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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