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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桃出口增长驱动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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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世界核桃主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自２０１９年来，中国的核桃出口量和出口额稳居世界
前三。为进一步发掘中国核桃出口潜力，在对中国核桃出口贸易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国际市场

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３个贸易指标对中国和其他５个核桃主要出口国
家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比较，并采用恒定市场份额（ＣＭＳ）模型对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出口增
长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由此提出建议。结果表明，中国核桃出口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带壳核桃

和核桃仁的出口额均呈波动式上升趋势，带壳核桃增长较快；带壳核桃的出口市场较少，主要集中

在中亚，而核桃仁的出口市场较为广泛，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欧洲。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的国际
市场占有率逐渐增强，贸易竞争力指数介于０～１之间且逐渐趋向于１，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大部
分小于０．８，说明我国核桃国际竞争力较弱，但在逐步增强。ＣＭＳ模型分析表明，竞争力效应是影
响中国核桃出口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提出我国应优化市场结构、扩大核桃出口规模，科学生产核

桃、提高国际竞争力，发展核桃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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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的油脂含量高达 ６１％ ～６６％，居所有木
本油料之首，有“树上油库”的美誉［１］。当前，我国

植物油自给率不足４０％，大力推广核桃等木本油
料的发展，对保障粮油安全具有重要作用［２］。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核桃出口额
整体呈增长趋势，２０２１年达到近十年的峰值，为
４６５８５．８３万美元。

核桃属于小宗农产品，目前关于我国核桃产业

的研究尚少。已有的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关于核桃生产和发展的研究。邓金龙［３］

从生产、加工和贸易三方面总结了我国核桃产业发

展概况，发现我国核桃生产存在品种混杂、良种化程

度低等问题。曹娜等［４］则侧重研究核桃的油用价

值，指出核桃油将会成为我国食用植物油的重要补

充。二是关于我国核桃出口贸易的研究。马婷

等［５］测算了８个核桃主产国的竞争力指数，并利用
蛛网模型进行分析评价，发现我国核桃不具备国际

竞争优势。任欢等［６］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我国核桃
贸易数据，认为我国核桃贸易逆差扩大，贸易角色由

出口国向进口国转变。罗明英等［７］基于对世界核

桃的生产和贸易分析，认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核
桃产量大增，极大地削弱了中国核桃的出口竞争

力，并提出加强核桃品种优化和栽培管理等措施，

以促进中国核桃产业发展。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

现，当前学者对我国核桃产业的研究多集中在国

内生产以及出口贸易领域，对核桃出口的影响因

素研究也不断增多，但关于其增长驱动因素的研

究仍亟待补充。目前，关于油料增长驱动因素的研

究多集中在胡麻、葵花籽等油料。何伟［８］基于

１９９４—２００９年主要食用油籽贸易数据，利用引力模
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花生和葵花籽的出口贸易主

要取决于国内外供需情况。薛龙飞等［９］利用恒定

市场份额（ＣＭＳ）模型探讨了我国胡麻出口处于逆
差的原因，结果表明，世界市场的需求是主导因素，

同时我国胡麻产品结构不完善、国内需求增大和进

口竞争力大也对胡麻出口产生影响。ＣＭＳ模型最
初是由国外学者Ｔｙｓｚｙｎｓｋｉ［１０］提出，后经 Ｌｅａｍｅｒ［１１］、
Ｊｅｐｍａ［１２］、Ｍｉｌａｎａ［１３］等学者不断修正完善，成为研究
对外贸易波动以及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模

型。ＣＭＳ模型假定，若一国某类产品在其出口市场

上竞争力保持不变，则该产品在其出口市场中所占

份额保持不变；若某类产品的实际出口额与其保持

原有份额相对应的出口额不一致，表明该产品的竞

争力发生变化［１４］。目前，ＣＭＳ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
于国际贸易研究，但尚未应用于核桃贸易。

本文在分析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出口贸易特
点的基础上，利用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相关数据，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ＭＰＲ）、贸易竞
争力（ＴＣ）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ＲＣＡ）指数比较
中国和５个核桃主要出口国家的核桃出口竞争力，
并利用ＣＭＳ模型分析中国核桃出口增长驱动因素，
揭示中国核桃出口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以进一

步发掘中国核桃出口潜力，这对促进核桃出口创汇

和应对全球粮油战略安全问题有重要意义。

１　中国核桃出口贸易现状
１．１　中国核桃生产现状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收获面积及单产见
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收获面积和单产
Ｔａｂｌｅ１　Ｈａｒｖｅｓｔａｒｅａａｎｄｐｅｒｕｎｉｔａｒｅａｙｉｅｌｄｏｆ

ｗａｌｎｕ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２２

年份
收获面积／ｈｍ２

中国 世界
占比／％

单产／（ｋｇ／ｈｍ２）
中国 世界

２０１３ ２２４４５５ ８４２２２８ ２６．６５ ３４７５．１ ２９００．３
２０１４ ２４９３１２ ９２５３２４ ２６．９４ ３６０９．９ ３０２９．９
２０１５ ２６８８７５ ９９４０３４ ２７．０５ ３７１９．２ ３０７５．６
２０１６ ２９０６６５ ９７２０３６ ２９．９０ ３６４６．８ ３１９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７２７９１ ９４２９２１ ２８．９３ ３６６５．８ ３２５９．４
２０１８ ２２９９３０ ９４４７４４ ２４．３４ ３６９６．８ ３１６６．６
２０１９ ２６１７２４ １０２０９７５ ２５．６３ ３８２０．８ ３０４９．８
２０２０ ２８６７９９ １１００４３９ ２６．０６ ３８３５．４ ３１４３．６
２０２１ ２８３４７６ １１３６２８７ ２４．９５ ３８８０．４ ３１００．２
２０２２ ３５６６５６ １２４７９３８ ２８．５８ ３９２５．４ ３１０４．３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ＦＡＯＳＴＡ）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ｗａｓｆｒｏｍＦＡ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ＦＡＯＳＴＡ）

由表１可知，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我国核桃的收获面
积呈波动增长趋势，由２０１３年的２２４４５５ｈｍ２增长
至２０２２年的 ３５６６５６ｈｍ２，增长率为 ５８．９０％。同
时，中国核桃的收获面积占比总体呈现先增后降的

趋势，其在 ２０１６年达到峰值，为 ２９．９０％。２０１３—
２０２２年我国核桃单产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４７５．１ｋｇ／ｈｍ２增长至 ２０２２年的 ３９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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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ｇ／ｈｍ２，增长率为１２．９６％。世界核桃单产由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９００．３ｋｇ／ｈｍ２增长到 ２０２２年的 ３１０４．３
ｋｇ／ｈｍ２，增长率为 ７．０３％。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我国核
桃单产始终高于世界水平。

１．２　中国核桃出口规模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出口额及同比增长率见

图１。

注：数据来源于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下同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ｗａｓｆｒｏｍ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出口额及同比增长率

Ｆｉｇ．１　Ｃｈｉｎａ′ｓｗａｌｎｕｔ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ｙｅａｒ－ｏｖｅｒ－ｙｅａｒ

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２２

　　由图１可知，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出口额呈
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中国核桃
出口额较少，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总体下降趋势；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由于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在国内销
路不畅的情况下，中国核桃出口额出现暴增，２０１７
年同比增长率最高，为２５０．０％；２０２０年受到新冠疫
情的影响，核桃价格下降，虽出口量增加，但出口额

出现阶段性降低；２０２１年，中国核桃出口额增长至
４６５８５．８３万美元，达到十年来的峰值，可见中国核
桃逐步成为出口创汇的重要木本油料产业；２０２２年
中国核桃出口额略有下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不断深化，我国核桃向中亚、西亚等地出口更加便

捷，中国核桃的出口量也会进一步增加。

１．３　中国核桃出口商品结构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带壳核桃和核桃仁产品出

口额及同比增长率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带壳核桃出

口额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中国
带壳核桃出口额的波动幅度较小；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
中国带壳核桃出口额呈高速增长趋势。２０１７年以
来，随着我国核桃的产量和品质上升，各国对中国

带壳核桃的进口大幅增加，２０１７年中国带壳核桃出
口额达到３１１８．１９万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５７．３５％。
中国带壳核桃出口额在２０２１年达到十年来的峰值，
为２３６９７．９８万美元，同比增长３９．８４％。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带壳核桃和核桃仁产品
出口额及同比增长率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ｙｅａｒ－ｏｖｅｒ－ｙｅａｒ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
ｓｈｅｌｌｅｄｗａｌｎｕｔａｎｄｗａｌｎｕｔｉｎｓｈｅｌ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２２

年份

带壳核桃 核桃仁

出口额／
万美元

同比增

长率／％
出口额／
万美元

同比增

长率／％

２０１３ ５７．８２ ６２５０．８６

２０１４ ３３．３３ －４２．３６ ７１１９．０４ １３．８９

２０１５ ４０．９４ ２２．８４ ６０３２．５８ －１５．２６

２０１６ ９０．１９ １２０．３１ ２９３９．９５ －５１．２７

２０１７ ３１１８．１９ ３３５７．３５ ７４８７．０４ １５４．６７

２０１８ ６４２７．９０ １０６．１４ ８５６９．３６ １４．４６

２０１９ ２２０３２．５５ ２４２．７６ １２０９３．５９ ４１．１３

２０２０ １６９４６．４８ －２３．０８ １１６５３．６８ －３．６４

２０２１ ２３６９７．９８ ３９．８４ ２２８８７．８４ ９６．４０

２０２２ １８８３０．７９ －２０．５４ ２００６１．０５ －１２．３５

　　由表２可知，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仁出口
额整体呈“Ｖ”字型变化。２０１３年中国核桃仁出口
额为６２５０．８６万美元，２０２２年增长至２００６１．０５万
美元。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受国际市场核桃仁价格上涨
的影响，各国减少对核桃仁的进口，导致中国核桃仁

出口额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６年核桃仁出口额达到最低
值，为 ２９３９．９５万美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和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年受全球疫情影响，国际贸易受阻，核桃仁出
口额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１．４　中国核桃出口市场结构
１．４．１　带壳核桃主要出口国家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带壳核桃主要出口国家（地
区）的出口额占比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带壳核桃主要出口国家
（地区）的出口额占比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ｏｒｔｓｈａ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ｉ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ｉｎｓｈｅｌｌ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２２

　　由图２可知，中国带壳核桃出口的国家很少，主
要集中在亚洲，以中亚和中东地区国家为主。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带壳核桃出口最大国家为吉尔
吉斯斯坦，出口额占比为２５．５１％。吉尔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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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接壤，运输成本较低，中国也是吉尔吉斯斯

坦主要核桃进口来源国，且随着“一带一路”的顺

利推进，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核桃等农产品贸

易将继续稳步增长。中国带壳核桃出口第二大国

家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口额由２０１７年的０．９１
万美元增长到２０２２年的８７３８．１５万美元，出口额
占比由０．０３％增长到４６．４０％，此外，中国带壳核桃
还出口到巴基斯坦、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但

出口额均较小。

１．４．２　核桃仁主要出口国家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仁主要出口国家（地

区）的出口额占比见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仁主要出口国家

（地区）的出口额占比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ｏｒｔｓｈａ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ｉ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ｓｈｅｌｌｅｄｗａｌｎｕｔ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２２

　　由图３可知，与带壳核桃的主要出口国不同，中
国核桃仁出口市场相对较大，主要出口到亚洲和欧

洲，且分布较为分散。吉尔吉斯斯坦仍是中国核桃

仁出口的第一大国，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出口额占比为
１７．８６％，出口额由２０１５年的１０万美元增长至２０２２
年的５５９１．７３万美元，表明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核
桃仁的进口依赖程度不断加大。日本是中国核桃

仁的第二大出口国，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出口额占比为
１５．９９％，但由于价格和竞争力方面的原因，日本正
通过逐步增加对智利核桃仁的进口以取代对中国核

桃仁的进口，导致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核桃仁的进口

额呈下降趋势，出口额由２０１３年的１５２９．２４万美
元降至２０２２年的２２９．３６万美元。此外，中国核桃
仁还出口到哈萨克斯坦、德国、英国等国家，但出口

额占比均较小。

２　中国核桃国际竞争力分析
２．１　国际市场占有率（ＭＰＲ）

ＭＰＲ是指一国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
重，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某个产业或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的国际竞争力或竞争地位。ＭＰＲ越高，出口竞争
力越强。ＭＰＲ大于 ２０％，认为出口竞争力很强；

ＭＰＲ介于１０％～２０％之间，认为出口竞争力较强；
ＭＰＲ介于 ５％ ～１０％之间，认为出口竞争力一般；
ＭＰＲ小于５％，则认为竞争力较弱。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世界核桃主要出口国家的ＭＰＲ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世界核桃主要出口国家的ＭＰＲ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ＰＲ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ｍａｊｏｒ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

ｗａｌｎｕｔｆｒｏｍ２０１８ｔｏ２０２２ ％

年份 美国 墨西哥 智利 中国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法国

２０１８ ３６．３２ ２０．９９ １２．３８ ４．２５ ２．９４ ３．５８

２０１９ ３２．８４ ２０．８２ １１．１８ ８．９４ ４．６９ ２．８１

２０２０ ３６．５０ １８．１２ １１．３１ ８．３６ ３．２３ ２．６９

２０２１ ３４．１７ １５．７７ １２．８１ １２．７２ ３．３６ ２．７７

２０２２ ３６．２２ １４．８４ １３．３７ １０．９５ ５．２３ ２．３５

由表 ３可以看出，中国核桃出口的 ＭＰＲ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位居世界第四。
２０１８年中国核桃的 ＭＰＲ为４．２５％，出口竞争力较
弱，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ＭＰＲ介于５％ ～１０％，核桃出口
竞争力一般，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ＭＰＲ介于１０％ ～２０％，
说明此时中国核桃出口竞争力较强，可以看出中

国核桃出口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逐步增强，中国核

桃产业化步伐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核桃出口大国

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美国核
桃出口的ＭＰＲ居世界首位，均高于２０％，说明美国
核桃出口竞争力很强；墨西哥核桃的ＭＰＲ居世界第
二，但近年来呈下降趋势，由２０１８年的２０．９９％下
降到２０２２年的１４．８４％；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智利核桃
的ＭＰＲ介于１０％ ～２０％之间，说明智利核桃出口
竞争力较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法国核桃的 ＭＰＲ
较小，大部分低于５％，表明这两国核桃出口竞争力
较弱。

２．２　贸易竞争力（ＴＣ）指数
ＴＣ指数是衡量一国特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

争优势或劣势的关键指标，它以出口额与进口额的

差值与进、出口总额的比值来表示，剔除了经济膨胀

和通货膨胀等宏观因素［１５］。ＴＣ指数的范围设定在
－１～１，通常，当ＴＣ指数为－１时，表明该国在某产
品上仅进口而无出口，表明该国该产品在国际市场

的竞争力极弱；ＴＣ指数在 －１～０之间，表明该国该
产品的竞争力较弱；当 ＴＣ指数为０时，说明该国该
产品的进、出口额基本平衡，无显著优势或劣势；当

ＴＣ指数在０～１之间时，表明该国该产品的竞争力
较强，且越接近１，竞争力越强。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世界
核桃主要出口国家的ＴＣ指数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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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世界核桃主要出口国家的ＴＣ指数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Ｃ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ｍａｊｏｒ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ｆｒｏｍ２０１８ｔｏ２０２２

年份 美国 智利 中国 墨西哥 法国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２０１８ ０．９８３ ０．９９９ ０．６２９ ０．５５２ ０．２４２ ０．０１６
２０１９ ０．９８４ ０．９９６ ０．８５１ ０．６９７ ０．２２４ ０．０２５
２０２０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３ ０．８６４ ０．５４７ ０．１１５ －０．０６９
２０２１ ０．９８８ ０．９９４ ０．９３４ ０．６６３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２
２０２２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８ ０．９４２ ０．５８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３

由表４可知，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的 ＴＣ指
数均介于０～１之间，在所有核桃主要出口国中排名
第三，说明中国核桃在国际核桃出口市场上具有较

强的竞争力，竞争优势显著。这一优势主要源于我

国核桃的产量和品质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之近

年来国家鼓励核桃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

核桃在国际市场上的领先地位。中国核桃的 ＴＣ指
数从２０１８年的０．６２９增长至２０２２年的０．９４２，呈快
速增长趋势，可见中国核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逐步增强，与美国核桃竞争力的差距缩小。但美国

和智利依旧是核桃出口的领先者，两国核桃的 ＴＣ
指数均高度接近１，是中国核桃出口的强劲竞争对
手。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墨西哥、法国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的核桃 ＴＣ指数均明显小于中国，受全球新冠
疫情的影响，后两国的核桃 ＴＣ指数均不断下降，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核桃ＴＣ指数为
负值，在国际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

２．３　显示性比较优势（ＲＣＡ）指数
ＲＣＡ指数是测算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常用的指

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 （地区）某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力水平［１６］。ＲＣＡ指数主要通过某产品在
该国所有商品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

产品占世界所有商品贸易总额的份额之比来表示。

一般 ＲＣＡ指数越大，说明该国该产品越具有出口
竞争优势。ＲＣＡ指数小于０．８，说明该国该产品出
口竞争力较弱；ＲＣＡ指数介于０．８～１．２５，说明该
国该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强；ＲＣＡ指数介于 １．２５～
２．５，说明该国该产品出口竞争力很强；ＲＣＡ指数大
于２．５，说明该国该产品出口竞争力极强。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世界核桃主要出口国家的ＲＣＡ指数见表５。

由表５可知，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的ＲＣＡ指
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中国核桃的出口竞争力不

断增强。其中，除２０２１年中国核桃的 ＲＣＡ指数为
０．８３，介于０．８～１．２５之间，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
势外，其余年份中国核桃的 ＲＣＡ指数均小于０．８，

说明近年来我国核桃出口竞争力整体较弱。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世界核桃主要出口国中，智利核桃的 ＲＣＡ
指数最大，为２６．２３～３１．４４，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
升的趋势；其次是墨西哥和美国，两国核桃的 ＲＣＡ
指数均大于２．５，表明这两国核桃均具有极强的出
口竞争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核桃的ＲＣＡ指数始终
介于１．２５～２．５之间，表明其核桃具有很强的出口
竞争力；而法国核桃的ＲＣＡ指数介于０．８～１．２５之
间，表明其核桃出口竞争力较强，但低于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表５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世界核桃主要出口国家的ＲＣＡ指数

Ｔａｂｌｅ５　ＲＣＡ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ｍａｉ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ｆｒｏｍ２０１８ｔｏ２０２２

年份 智利 墨西哥 美国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法国 中国

２０１８ ３１．３８ ８．８３ ４．１４ １．４４ １．１９ ０．３２
２０１９ ２９．９５ ８．３３ ３．６８ ２．２２ ０．９３ ０．６６
２０２０ ２６．２３ ７．４７ ４．３９ １．６５ ０．９５ ０．５６
２０２１ ２９．３１ ６．９１ ４．２２ １．７１ １．０３ ０．８３
２０２２ ３１．４４ ４．０３ ５．８９ ２．３３ ０．８７ ０．７０

３　中国核桃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以Ｊｅｍｐａ［１２］改进的ＣＭＳ模型为基础，根据

中国核桃出口市场的特点，选取６个中国核桃主要
出口国，分别是吉尔吉斯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巴基斯坦、日本、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将核桃分为带

壳核桃（０８０２３１）和核桃仁（０８０２３２）两大类，以此为
ＣＭＳ模型数据基础，并按出口额的变动趋势将研究
时期划分为３个阶段，即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为第１个阶
段，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为第２个阶段，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为
第３个阶段。ＣＭＳ模型对一国产品出口额波动的
影响因素从两个层次进行分解。

３．１　第一层次分析结果
第一层次分解公式见式（１）。

Δｑ＝∑
ｉ
Ｓ０ｉΔＱｉ＋∑

ｉ
ΔＳｉＱ

０
ｉ＋∑

ｉ
ΔＳｉΔＱｉ （１）

式中：Δｑ为中国在起始年份到最终年份间核桃
出口贸易额的变化量；Ｓ０ｉ为中国起始年份 ｉ类核桃
产品出口总额占 ６国 ｉ类核桃产品进口总额的比
重；ΔＱｉ为６国ｉ类核桃进口总额变化量；ΔＳｉ为６国
进口中国 ｉ类核桃总额占６国 ｉ类核桃总进口额的
比重变化量；Ｑ０ｉ为起始年份６国ｉ类产品进口总额。

其中：∑
ｉ
Ｓ０ｉΔＱｉ为结构效应，表示目标市场核

桃进口需求波动对中国核桃出口额的影响；

∑
ｉ
ΔＳｉＱ

０
ｉ为竞争力效应，表示中国核桃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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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对核桃出口额的影响，其直观地反映了中国核

桃在目标市场的竞争力状况；∑
ｉ
ΔＳｉΔＱｉ为交叉效

应，表示目标市场核桃进口需求变动与中国核桃出

口竞争力变化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中国核桃出口额

变动。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我国核桃出口额 ＣＭＳ模型第一
层次分析结果见表６。

表６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我国核桃出口额ＣＭＳ模型
第一层次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ａｙ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ＭＳｍｏｄｅｌ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ｗａｌｎｕｔ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２２

项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
贡献额／
万美元

贡献

率／％
贡献额／
万美元

贡献

率／％
贡献额／
万美元

贡献

率／％
实际出口增长 ２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１２１４．９４１００．００１３５２１．２１１００．００
结构效应 ２１．７６ ８０．００ －２６．６４ －２．１９ １６６．１７ １．２３
竞争力效应 －３９．２３－１４４．２３１２７４．５６１０４．９１１２７６７．６８ ９４．４３
交叉效应 ４４．６７ １６４．２３ －３２．９８ －２．７１ ５８７．３６ ４．３４

由表６可知，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中国核桃出口额
较为稳定，实际出口额增长２７．２０万美元。其中：结
构效应为正值，说明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世界核桃需求
增加，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交往日益深厚，极大地促进了我

国核桃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效应为负数，贡献率为

－１４４．２３％，导致核桃出口额减少３９．２３万美元，说
明在此阶段我国核桃竞争力较弱，在国际市场上处

于不利地位；交叉效应为正值，影响最大，贡献率为

１６４．２３％，导致核桃出口额增加了４４．６７万美元。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中国核桃出口较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增长迅速，实际出口额增长了１２１４．９４万美元。
其中：结构效应和交叉效应均为负值，贡献率分别为

－２．１９％和－２．７１％，阻碍了中国核桃出口的增加；
但竞争力效应为正值，贡献率为１０４．９１％，促进核
桃出口额增加１２７４．５６万美元，说明在此阶段我国
可能在逐步提升核桃产量和质量，以提升核桃出口

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我国核桃产品出口。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仍保持高速增长，实
际出口额增长１３５２１．２１万美元。结构效应、竞争
力效应、交叉效应均为正值，共同推动中国核桃出

口增加。其中：竞争力效应最为突出，贡献率达

到９４．４３％，促进核桃出口额增加 １２７６７．６８万
美元；其次是交叉效应和结构效应，贡献率分别

为４．３４％和１．２３％。说明在此阶段，我国在多方
面采取措施，共同提升核桃结构和竞争力，高效促

进了核桃出口。

３．２　第二层次分析结果
第二层次的分解公式见式（２）。

Δｑ＝Ｓ０ΔＱ＋ ∑
ｉ
Ｓ０ｉΔＱｉ－Ｓ

０Δ( )Ｑ ＋ΔＳＱ０ ＋

∑
ｉ
ΔＳｉＱ

０
ｉ－ΔＳＱ( )０ ＋ Ｑｔ

Ｑ０
－( )１ ∑

ｉ
ΔＳｉＱｉ

０ ＋

∑
ｉ
ΔＳｉΔＱｉ－

Ｑｔ

Ｑ０
－( )１∑

ｉ
ΔＳｉＱｉ[ ]０ （２）

式中：Ｓ０为起始年份中国核桃出口总额占６国
核桃进口总额的比重；ΔＱ为起始年份到最终年份
间６国核桃进口总额的变化额；ΔＳ为起始年份到最
终年份间中国核桃出口总额占６国核桃进口总额的
比重变化量；Ｑ０为起始年份６国核桃进口总额；Ｑｔ

为最终年份６国核桃进口总额。
其中：Ｓ０ΔＱ为增长效应，表示因目标市场进口需

求增大而导致的中国核桃出口额增长；∑
ｉ
Ｓ０ｉΔＱｉ－

Ｓ０ΔＱ为产品结构效应，表示中国核桃出口结构变动
对核桃出口额的影响；ΔＳＱ０为整体竞争力效应，表
示中国核桃总体在目标市场中所占份额变动导致的

出口额的变动；∑
ｉ
ΔＳｉＱ

０
ｉ－ΔＳＱ

０为产品竞争力效

应，表示中国核桃在产品类别上的出口份额变动导

致的出口额变动；
Ｑｔ

Ｑ０
－( )１∑

ｉ
ΔＳｉＱｉ

０为净交叉效

应，表示由中国核桃在目标市场所占份额变化与目

标市场进口规模变化的交互作用所导致的出口额变

动；∑
ｉ
ΔＳｉΔＱｉ－

Ｑｔ

Ｑ０
－( )１∑

ｉ
ΔＳｉＱｉ

０为动态交叉效

应，表示由中国核桃在目标市场所占份额变化与目

标市场对产品需求结构变化的交互作用所导致的出

口额变动［１７］。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我国核桃出口额 ＣＭＳ模型第二
层次分析结果见表７。
表７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我国核桃出口额ＣＭＳ模型第二层次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７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ｙ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ＭＳｍｏｄｅｌ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ｗａｌｎｕｔ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２２

项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
贡献额／
万美元

贡献

率／％
贡献额／
万美元

贡献

率／％
贡献额／
万美元

贡献

率／％
结构效应 ２１．７６ ８０．００ －２６．６４ －２．１９ １６６．１７ １．２３
　增长效应 １０３．８２ ３８１．６９ －２６．４９ －２．１８ ３９９．９２ ２．９６
　产品结构效应 －８２．０６ －３０１．６９ －０．１５ －０．０１ －２３３．７５ －１．７３
竞争力效应 －３９．２３ －１４４．２３１２７４．５６ １０４．９１ １２７６７．６８ ９４．４３
　整体竞争力效应 －５８．６９－２１５．７８１２７４．３９ １０４．９０１２２１２．２３ ９０．３２
　产品竞争力效应 １９．４６ ７１．５５ ０．１７ ０．０１ ５５５．４５ ４．１１
交叉效应 ４４．６７ １６４．２３ －３２．９８ －２．７１ ５８７．３６ ４．３４
　净交叉效应 －２４．６２ －９０．５２ －３９．３３ －３．２３ －３７２．００－２．７５
　动态交叉效应 ６９．２９ ２５４．７５ ６．３５ ０．５２ ９５９．３６ 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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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７可知：结构效应中，增长效应在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 ２个阶段均为正数，说明
在这２个阶段世界各国对核桃需求增加，导致中国
核桃的出口额逐步增长；增长效应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贡献率为－２．１８％，导致出口额减少２６．４９万美元，
说明在该阶段世界对核桃的需求量暂时减少，中国

核桃出口受到阻碍。产品结构效应在３个阶段均为
负值，说明虽然世界对核桃的需求量呈波动式的增

加，但中国核桃出口结构不能很好地适应国际市场

的需求，阻碍中国核桃产品出口。

竞争力效应中，整体竞争力效应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为负数，贡献率为－２１５．７８％，说明中国核桃的出
口额虽然处于增长态势，但出口竞争力比较弱，有很

大提升空间；整体竞争力效应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和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均为正值，贡献率分别为１０４．９０％和
９０．３２％，说明这２个阶段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是促进
核桃出口额高速增长的根源，中国采取多种政策提

升核桃产量和质量，为提升中国核桃国际竞争力作

出了贡献。产品竞争力效应在３个阶段均为正值，
其中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的贡献率最高，为 ７１．５５％，
说明核桃产品竞争力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对核桃出口
作出较大贡献。

交叉效应中，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３个阶段中国核桃
的净交叉效应均为负值，说明我国核桃出口份额的

变化与世界核桃进口需求的变化有差异，对中国核

桃出口增长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１８］；而动态交叉

效应均为正值，说明中国核桃出口份额的变化与世

界核桃进口需求变化相一致。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以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核桃出口相关数据为基
础，运用ＭＰＲ、ＴＣ指数和ＲＣＡ指数分析中国核桃的
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采用 ＣＭＳ模型来测算中
国核桃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核桃出口贸易现状显示，中国核桃出

口整体呈上升趋势。从出口商品结构看，带壳核桃

和核桃仁的出口额均呈波动式上升趋势，带壳核桃

增长较快；从出口市场结构来看，带壳核桃的出口市

场较少，主要集中在中亚，而核桃仁的出口市场较为

广泛，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欧洲。

第二，ＭＰＲ、ＴＣ指数和 ＲＣＡ指数显示，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我国核桃的ＭＰＲ位于第四位，ＴＣ指数位于
第三位，均介于０～１之间且逐渐趋向于１，ＲＣＡ指
数大部分小于０．８，说明我国核桃的出口竞争力较
弱，但整体呈上升趋势。

第三，ＣＭＳ模型剖析中国核桃出口增长驱动因
素发现，中国核桃出口额在６个主要出口国中整体
呈增长态势，中国核桃出口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竞争力效应，如果其他国家的国际竞争实力高于

中国，将对中国核桃处于不利地位。另外，全球市场

进口需求规模的变动也是影响中国核桃产品出口的

关键因素之一。

４．２　建议
４．２．１　优化市场结构，扩大核桃出口规模

中国应巩固已有的市场地位，与亚洲各国形成

稳定的核桃出口贸易关系，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进一步扩
大中国核桃在欧洲的市场。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市

场信息搜集和监测体系，及时关注世界核桃需求动

态，优化我国核桃出口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提升

中国核桃出口贸易合作的互补性。

４．２．２　进行科学生产，提高核桃国际竞争力
提高竞争力水平是推动中国核桃出口的重要因

素。因此，中国应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核桃生产成本，

提高品质，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一，提升核桃单

产，政府应加大对核桃产业扶持力度，让果农掌握核

桃疏雄、林下间作等新技术，从根本上提高核桃的挂

果率；第二，对核桃进行规模化生产，提高机械化水

平，开发智能采摘和去壳技术，减少人力资本的投

入；第三，采取内部筛选、高接换优技术等培育优质

核桃新品种，提升中国核桃品牌影响力。

４．２．３　发展核桃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
我国核桃产品出口较为单一，以初加工产品为

主，竞争力较弱。中国应在核桃产业精深加工方面

发挥带头作用，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喜好，开发不

同的核桃产品。如：针对日本市场出口低脂非油炸

的核桃零食；向吉尔吉斯斯坦出口核桃油、核桃露等

产品。同时应鼓励核桃全产业链建设，通过建设生

产机械标准化、技术规范化、经营管理集约化的核桃

商品生产基地，提高产业链的科技化水平，利用新产

品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中国核桃产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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