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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新疆农产品出口贸

易取得了一定成果，其利用独特的资源和政策优

势，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但是由表 1可知，2010-

2020年，新疆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增长缓慢，在有些

年份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新疆农产品出口额占总

出口额比重和新疆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出

口额比重均较小且稳定，说明新疆农产品在中国农

产品出口市场地位并不高；但就新疆农产品贸易竞

争力指数、新疆农产品区域性比较优势指数而言，

新疆农产品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至此

无法说明新疆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大小。因此为

了进一步分析新疆农产品出口的优势和劣势，提升

新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促进新疆农产品出口贸易

的增长，本文基于因子分析选取14个指标得到新疆

农产品在31个省份中的农产品竞争力得分排名，基

于新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不足方面提出对策建

议。

一、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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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代表农产品国际市场份额和获利能力，农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推动特色农产

品的发展，带动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本文以新疆为例，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公共因子构建农产品出口竞争

力评价体系，将新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与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强的省份进行横向比较，对于不足的因子

提出建议和对策，大力提高新疆农产品竞争力，发展新疆农产品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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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疆农产品出口情况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新疆农产品出口额（亿

美元）

8.52

9.35

8.43

8.45

9.02

8.67

7.60

8.71

9.19

10.88

8.67

新疆农产品出口额占

总出口额比重（%）

6.57

5.56

4.36

3.79

3.84

4.95

4.78

4.91

5.58

6.03

4.81

新疆农产品出口额

占中国农产品出口

额比重（%）

1.74

1.56

1.35

1.26

1.27

1.23

1.05

1.15

1.16

1.38

1.14

新疆农产品贸易竞

争力指数

0.38

0.35

0.37

0.40

0.39

0.34

0.34

0.15

0.01

0.20

0.55

新疆农产品区域性比较

优势指数

2.12

1.76

1.43

1.25

1.26

1.60

1.38

1.47

1.75

1.92

1.87

数据来源：201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2011-2021年《新疆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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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指标的选取

本文根据国际竞争力若干指标和农产品产出产

值相关因素选取14个指标，X1-X9为国际竞争力的若

干指标，X10-X14为农产品产出产值相关因素。出口

竞争力是从国际竞争力中衍生的，农产品产出产值

关系到农产品的出口规模。因此这14个指标作为

本文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评价指标。

表 2 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评价指标

指标

总出口增长率

市场占有率

区域性比较优势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

出口依存度

出口贡献率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时）

化肥施用量（万吨）

农林水支出（亿元）

农作物播种面积（千公顷）

主要农产品产量（万吨）

农业产值（亿元）

乡村就业人数（万人）

第一产业贡献率

计算方法

出口增加额/上年出口总额

某地区农产品出口总额/我
国农产品出口总额

某地区农产品出口总额/某
地区出口总额/我国农产品

出口总额/我国出口总额

某地区农产品出口净额/该
地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某地区农产品出口总额/某
地区GDP总额

某地区农产品出口总额/某
地区总出口额

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

符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我国2020年各省份的出口贸易额、农

产品进出口贸易额、GDP总额、农业机械总动力、化

肥施用量、农林水支出、农作物播种面积、主要农产

品产量、农业产值、乡村就业人数、第一产业贡献

率，以及2020年我国出口总额、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作为原始数据，从而得到X1-X14各个指标的值。原始

数据来源于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及2021年各省

份统计年鉴。

二、新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一）基于因子分析主成分法确定公共因子数量

表3结果显示，前四个成分特征值均大于1，贡

献率分别为38.314%、19.743%、13.873%、9.864%，累

积贡献率达到81.795%，说明其包含的信息量已达

到原始数据的81.795%，可以反映所有的指标信息，

一般来说，主成分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应达到85%及

以上，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解释性，而本文为了方

便命名提取四个成分为公共因子展开分析。

（二）公共因子实际意义分析与构建农产品出口

竞争力评价体系

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选择后，分析每个变

量在四个公共因子的载荷值，根据变量载荷值大小

分析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表4显示，公共因子1

在农作物播种面积、主要农产品产量、化肥施用量、

表 3 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初始特征值

总计

5.364

2.764

1.942

1.381

0.812

0.529

0.469

0.317

0.152

0.129

0.079

0.032

0.029

0.012

方差百分比

38.314

19.743

13.873

9.864

5.801

3.782

3.352

2.266

1.086

0.920

0.561

0.230

0.207

0.000

累积%

38.314

58.057

71.931

81.795

87.596

91.378

94.730

96.996

98.082

99.002

99.563

99.793

100.000

100.000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5.364

2.764

1.942

1.381

方差百分比

38.314

19.743

13.873

9.864

累积%

38.314

58.057

71.931

81.795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5.122

2.725

1.961

1.644

方差百分比

36.586

19.461

14.008

11.739

累积%

36.586

56.047

70.055

8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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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产值、农林水支出上有非常

大的载荷值，分别为 0.920、0.920、0.894、0.888、

0.865、0.701。农作物播种面积、主要农产品产量反

映的是农产品的产量。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

力反映的是农业技术强度。农业产值反映农产品

的总成果与总规模。农林水支出反映政府对农业

的财政支持力度。总之这6个指标反映在现有的生

产条件和财政投入下农产品的产量，因此公共因子

1蕴含的信息为农产品生产效率，将公共因子1命名

为“农产品生产效率因子”。

公共因子2在区域性比较优势指数、出口贡献

率、贸易竞争力指数、第一产业贡献率上有非常大

的载荷值，分别为 0.944、0.942、0.649、0.567。区

域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用于衡量农产

品的竞争力大小。出口贡献率值越大，农产品对外

贸易更具有优势。因此公共因子2蕴含的信息为农

产品出口优势，将公共因子2命名为“农产品出口优

势因子”。

公共因子3在市场占有率、乡村就业人数上有

非常大的载荷值，分别为0.945、0.900。市场占有

率值反映出该省农产品在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上

的地位，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特性。乡村就业人

数越大，专业人才越多，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会进一

步提高。因此将公共因子3定义为“农产品市场地

位因子”。

公共因子4在出口依存度、总出口增长率上有

非常大的载荷值，分别为0.709、0.650。出口依存

度反映某地区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总出

口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省份对外贸易的规

模。所以将公共因子4定义为“出口规模因子”。据

以上四个公共因子构建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评价体

系，如表5。

表 5 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指标体系

出口竞争力指标体系

农产品生产效率

农产品出口优势

农产品市场地位

出口规模

X10农作物播种面积（千公顷）

X11主要农产品产量（万吨）

X8化肥施用量（万吨）

X7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时）

X12农业产值（亿元）

X9农林水支出（亿元）

X3区域性比较优势指数

X6出口贡献率

X4贸易竞争力指数

X14第一产业贡献率

X2市场占有率

X13乡村就业人数（万人）

X5出口依存度

X1总出口增长率

（三）基于因子得分和排名的新疆农产品出口竞

争力横向比较

表 4 旋转成分矩阵

指标

X10农作物播种面积（千公顷）

X11主要农产品产量（万吨）

X8化肥施用量（万吨）

X7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时）

X12农业产值（亿元）

X9农林水支出（亿元）

X3区域性比较优势指数

X6出口贡献率

X4贸易竞争力指数

X14第一产业贡献率

X2市场占有率

X13乡村就业人数（万人）

X5出口依存度

X1总出口增长率

成分

1

0.920

0.920

0.894

0.888

0.865

0.701

-0.088

-0.087

-0.297

0.225

0.146

-0.010

0.171

-0.131

2

0.203

-0.160

-0.030

-0.096

0.050

-0.345

0.944

0.942

0.649

0.567

-0.064

0.355

-0.090

0.527

3

-0.167

0.079

0.130

0.066

0.084

0.248

0.165

0.167

-0.029

-0.198

0.945

0.900

0.127

-0.102

4

0.025

0.171

-0.003

0.011

-0.168

0.458

0.003

0.004

-0.089

-0.461

0.083

0.048

0.709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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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6计算31个省份在“农产品生产效率”、

“农产品出口优势”、“农产品市场地位”、“出口规

模”四个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值和排名，首先以最大

方差法旋转得到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其次将四个公

共因子得分矩阵的系数与变量的标准化值相乘且

相加，最后得到标准化主成分得分，据此对新疆农

产品出口竞争力作出比较分析。

表 6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成分

1

-0.022

-0.008

0.008

-0.052

-0.022

0.008

0.182

0.180

0.110

0.203

0.192

0.172

0.095

0.105

2

-0.005

-0.077

0.348

0.233

0.079

0.347

0.010

-0.010

0.015

0.121

0.036

-0.027

-0.104

0.217

3

0.004

0.501

0.030

-0.144

0.457

0.031

0.044

0.013

-0.121

-0.135

0.030

0.008

0.092

-0.108

4

0.438

-0.045

0.035

0.470

-0.034

0.036

-0.078

-0.066

0.272

-0.024

-0.177

0.033

0.213

-0.276

根据成分得分系数表，公式如下：

F1=-0.022X1-0.008X2+0.008X3-0.052X4-0.022X5+

0.008X6 + 0.182X7 + 0.180X8 + 0.110X9 + 0.203X10 +

0.192X11+0.172X12+0.095X13+0.105X14

F2=-0.005X1-0.077X2+0.348X3+0.233X4+0.079X5+

0.347X6 + 0.010X7- 0.010X8 + 0.015X9 + 0.121X10 +

0.036X11-0.027X12-0.104X13+0.217X14

F3=0.004X1+0.501X2+0.030X3-0.144X4+0.457X5+

0.031X6 + 0.044X7 + 0.013X8- 0.121X9- 0.135X10 +

0.030X11+0.008X12+0.092X13-0.108X14

F4=0.438X1-0.045X2+0.035X3+0.470X4-0.034X5+

0.036X6- 0.078X7- 0.066X8 + 0.272X9- 0.024X10-

0.177X11+0.033X12+0.213X13-0.276X14

根据四个公共因子的得分，以方差贡献率为权

重计算综合得分：

F=（
λ1

λ1 +λ2 +λ3 +λ4 ）F1+（
λ2

λ1 +λ2 +λ3 +λ4 ）F2

+（
λ3

λ1 +λ2 +λ3 +λ4 ）F3+（
λ4

λ1 +λ2 +λ3 +λ4 ）F4

（1）

得到以下等式：

F=0.4473F1+0.2379F2+0.1713F3+0.1435F4

（2）

利用（2）公式可得知新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得

分在31个省份中排名为九，因此列出得分排名前九

的省份作横向比较，如表7、8。

表7显示，新疆的农产品出口优势因子、出口总

规模因子排名为七、八，说明新疆的农产品出口具

有优势，贸易规模较大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对

外贸易增长速度快。但是新疆农产品的生产效率

因子、市场地位因子分别位居12、18，反映新疆在农

产品生产效率、市场地位方面存在不足。

从农产品生产效率因子看，新疆主要农产品产

表 7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各省份综合得分

省份

山东

河南

云南

黑龙江

四川

湖北

河北

广西

新疆

F1

得分

1.533

2.546

-0.135

1.304

0.797

0.044

0.609

0.591

-0.051

排名

2

1

13

3

4

10

5

6

12

F2

得分

0.054

-0.174

1.969

1.952

-0.752

-0.024

-0.536

-0.284

0.097

排名

8

10

1

2

17

9

14

12

7

F3

得分

3.002

-0.605

1.121

-0.919

-0.834

-0.398

-0.191

0.004

-0.671

排名

1

15

3

21

19

13

10

7

18

F4

得分

0.406

0.298

2.130

-1.758

1.235

0.966

-0.204

-1.079

0.149

排名

6

7

1

22

3

4

13

20

8

F

总得分

1.27

1.04

0.91

0.64

0.21

0.08

0.08

0.04

0.02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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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少，但与农作物播种面积对应，农业机械总动力

为突出问题，与山东、河南等农业大省相差很大，山

东几乎为新疆的5倍。新疆占地面积大而耕地面积

少，主要原因在于新疆的干旱缺水，因此新疆需要

加强水利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新疆的农业灌溉水

平，以此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提高农产品产量。

新疆农业机械总动力不足，反映新疆机械设备落

后，农业科技水平低。主要原因为新疆创新人才不

足，科技创新程度低，要进一步吸引专业化人才，加

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程度，以此提高新疆的农业生

产技术和管理水平。

从农产品出口优势因子看，新疆得分排名第七，

新疆的区域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较

大，反映新疆农产品与其他省份相比具有一定的出

口优势。

从农产品市场地位因子看，新疆市场占有率为

1.14%，处于较低的水平，说明其农产品出口总额在

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而山东的

市场占有率为23.9%，几乎为新疆的20倍，可见新疆

的市场占有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新疆的乡村

就业人数为591万人，而河南几乎为新疆的4倍，达

到2293万人。据此可知新疆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低，应当提高新疆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新疆

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提高农

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另一方面，新疆要通过

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农业专业化人才、增加乡村就业

人数。

从出口规模因子来看，新疆得分排名第八。可

见新疆的出口规模大，对外贸易发展态势良好，与

其他省份相比有广阔的需求和市场，这为提升新疆

农产品竞争力提供基础。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2020年新疆农产品竞争力得分和排名显示，新

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31个省份中位居第九，处于

上等水平，横向比较得出新疆农产品的优势和不

足。针对公共因子和具体指标，新疆农产品在出口

优势、出口规模上具有优势，不足体现在农产品生

产效率、市场地位。因此就农产品生产效率、市场

地位方面的缺陷提出以下建议。

（二）对策建议

1.提高新疆农产品生产效率。扩大财政投入，

补齐水利设施短板。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改造

配套设施，完善供水网络；坚持优先保护水生态系

统，在分析水生态环境制约因素和承载能力基础

上，加快塔里木河、玛纳斯河等重点河流及艾丁湖

表 8 综合排名前九省份指标值

指标

X10

X11

X8

X7

X12

X9

X3

X6

X4

X14

X2

X13

X5

X1

山东

10889.1

8702.7

380.9

10964.7

5168.4

1065.29

3.2751

0.0961

0.5155

0.057

0.239

2164

0.0162

0.171

河南

14688

10104.3

648

10463.7

6244.8

1145.4

1.0016

0.0294

0.5923

0.166

0.0229

2293

0.0021

0.0942

云南

6989.7

4652.6

196.7

2786.7

2902.2

1100.13

8.5078

0.2497

0.732

0.147

0.0727

1514

0.0147

0.4738

黑龙江

14910.1

7752.1

224.2

6775.1

4044.1

914.53

5.8487

0.1716

0.3106

0.665

0.0117

550

0.0039

0.0256

四川

9849.9

5243.4

210.8

4754

4701.9

1339.36

0.3488

0.0102

0.4386

0.114

0.0091

2256

0.0009

0.1928

湖北

7974.4

4221

267.3

4626.1

3492.5

868.9

1.9042

0.0559

0.7675

0.03

0.0287

1389

0.0033

0.0856

河北

8089.4

5424.6

285.7

7965.7

3413.3

988.74

1.5411

0.0452

0.2786

0.085

0.0217

1572

0.003

0.0601

广西

6107.3

11691.4

247.9

3901.4

3268.8

904.38

1.5067

0.0442

0.2481

0.22

0.0228

1219

0.0051

0.038

新疆

6280

5042.0348

248.2272

2929.4416

2936.3296

1127.88

1.866

0.0481

0.5523

0.18

0.0114

591

0.0041

-0.1223

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及 2021年各省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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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湖泊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完善信息化基础设

施，建设治水管水系统，提升水资源开发利用、水环

境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管理与安全运行等的智能

化、科学化，从而实现水利现代化。

提高新疆农业科技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新疆

的有些农产品比如葡萄无法实现机械化，要进一步

长期规划经济效益，转化生产方式，提高组织化程

度；通过技术入股等方式鼓励相关单位提供农业科

技服务，强化研究成果与专门机构的对接，科研创

新专门机构要成为供需双方的桥梁，从而提高科研

成果转化率；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并引导新疆农业

龙头企业采用先进管理方式，鼓励技术创新，增强

技术能力。

增加农业科技人才。改善科研条件，鼓励专业

人员重点研发新疆优势瓜果良种的提级升档；制定

相关政策，鼓励科技人员扎根果林田边，为农村提

供高品质技术指导；通过减免学费等方式鼓励大学

生回乡创业，定向服务乡村，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与专业技能；实施农业现代化管理，加强新疆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培养职业农民，促进新疆现代

农业发展。

2.提高新疆农产品市场地位。大力发展特色农

产品，立足优品、突出精品，全面提升新疆农产品附

加值。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经营，积极进行特色农

产品深加工，对产品进行差异化设计，提高产品的

质量和不可替代性，拓宽延伸产业链条，多种产业

相互结合、相互推动，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政府

要结合实际情况，实施为特色农产品提供良好环境

的政策，发展产业链长、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大的

出口龙头企业，延长棉花、水果、坚果等农产品加工

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加强新产品开发，促进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

升级。首先，扶植新疆目前的科技服务中介机构，

大力培育新疆农产品加工技术推广龙头企业，建立

资源共享机制，重点推广节本降耗、绿色环保的技

术模式。其次，创新人才培育机制，鼓励新疆与各

大高校联合培养农产品加工人才，培养适合企业转

型升级的技术工人，通过住房发放、人才补助、人才

奖励等方式吸引专业人才。

加强农产品监管力度，着力提高农产品质量。

推进农业标准化，开展农民科技培训工作，引导其

改变传统的农业发展思维，由重产量转向产量和质

量并重；完善新疆农产品监管制度体系，进一步提

高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扩大检测范围，通

过减免和鼓励政策，壮大第三方检测机构，以此满

足新疆农产品市场的需求，提高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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