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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分析湖南农产品出口现状的基础上，利用SWOT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其存在的优势、劣势以及在全球经 

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大环境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农产品出口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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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虽然农产品的总产量在全国名列 

前茅，但出口量却相形见拙，出口量与总产量不成比例：大米 

出口量不到总产量的 1／10，蔬菜、肉畜成品出口的市场份额 

也很低，仅占全国出口量的 1．5％左右，与山东、广东等省相 

差 1O倍有余(见表 1)。这与农业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 

本文利用 SWOT方法，深入分析湖南农产品出口存在的 

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会与威胁 ，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这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表 1 湖南省与其他主要省份的农产品贸易量的比较： 单 

位：亿元 汇率 8．1917：1(2005年平均汇率) 

所谓 SWOT分析，也称态势分析、知己知彼战略，就是将 

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优势因素(s rlgths)、劣势 

因素 (Weaknesses)、机会因素(Opportunities)和威胁因素 

('I]1．re,ats)，通过调查罗列，再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 

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总结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结 

论与对策。 

(二)具体分析 

1、优势(Strengths) 

第一，总量优势。湖南属 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 

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各类农作物生长，素有“渔米之乡”的 

美誉。湖南农产品种类十分丰富，粮食、油料、棉花、牲猪、茶 

叶以及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享誉全国。2O05年，湖南主要农 

产品产量及在全国排名如表 2所示： 

表 2 湖南主要农产品产量排名情况表 

一 SWOT对湖南农产品出口状况分析 

(一)Sw0T分析方法概述 

第二，特色优势。湖南农产品不仅有总量优势，更有质 

量特色。如通道县的“粳八”、江永县的“香稻”尤为出名。进 

入 20世纪 8o年代后 ，“湖南丝苗”、“湖南猫牙”、“湖南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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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湖南香米”等优质稻米荣获国家金、银、铜奖和部省级 

名优产品称号。茶叶有：仁化银毫，白毛茶中之极品；君山银 

针，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清朝“贡茶”，曾获莱比锡国际博览会 

金奖；洞庭春茶，独领风骚，多次获得国际殊荣。还有久负盛 

名的——临武麻鸭，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滋阴清火；浏阳金 

橘果皮鲜甜芳香，果皮果肉同吃，和胃通气，营养价值很高， 

内含人体所需多种维生素；祁东三宝之一“黄花菜”，具有“中 

国特色蔬菜”之称，香味浓郁，食之清香、爽滑，自古有“席上 

珍品”和“观为名花，用为良药，食为佳肴”的美誉。湖南的橘 

柚、桃李、烟叶、棉花、苎麻等农产品也以其良好的品质蜚声 

国内外市场。 

第三，区位优势。湖南地处沿海的内陆、内陆的前缘，南 

邻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北靠“黄金水道”长江，处于我 

国国土开发一级轴线——长江轴线和二级轴线——京广铁 

路轴线的交汇处。位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经济圈、以重庆 

成都为中心的西南经济圈、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华南经济 

圈、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经济圈的十字交叉部位。 

第四，交通优势。湖南位于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 

京广、枝柳、洛湛 3条南北干线和浙赣一湘黔、石长、湘桂 3 

条东西铁路构成湖南“田”字形铁路网。各种等级的公路交 

织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其中7条国道4纵 3横。至目前为 

止，湖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1765公里，预计到 2O07 

年底，湖南全省高速公路开通和在建里程将达到2917公里 

(数据来源于湖南省交通厅网)。水运方面同样具有优势，湘 

资沅澧4水汇集于洞庭湖，再依靠黄金水道一长江，重庆、上 

海上下可达，重要的内河港口有岳阳、长沙、湘潭、株洲等。 

2、劣势(we8knesses) 

第一，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湖南农业科技虽发达，但 

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目前农业现代化设施、设备利用率 

低，对自然环境的监控不力。农产品大多是资源型产品，与 

享有一定美誉度的品牌农产品还相距甚远。据有关资料显 

示，湖南农业初级产品中，名优茶产量也仅占5％左右，稻谷 

优质率不到2o％，良种瘦肉型猪仅占3o％，农副产品优质率 

低于 4o％。 

第二，资源、环境压力大。湖南农村人多地少，耕地资源 

不足，土地质量退化；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北涝南旱，山洪灾 

害严重；生态环境、生物链脆弱，特别是农业污染、动物疫病 

以及农药滥用和生长调节剂的使用对农业发展构成新的威 

胁，农产品安全问题突出。 

第三，农产品加工率低。湖南农产品初级产品多，精、深 

加工产品少；产品生产与出口企业之间联系松散，甚至脱节， 

严重影响出口；出口市场面相对狭窄，影响农产品的批量出 

口。在发达国家，农业初级产品与加工品的产值比例为 1：3 

左右，我国这～比例为 1：1，湖南省仅为1：0．92。以牲猪、油 

菜籽加工为例：全省年出栏牲猪 66O0多万头，加工率不到 

5％；油茶产量全国第一，油菜籽产量全国第五，但受限于加 

工能力不足，湖南农产品品牌在国内以及国际上难以叫响。 

第四，农业内部结构欠合理。湖南农业由于长期受国家 

分工和粮猪主导型结构的影响，产品结构单一，农业内部结 

构欠合理，层次低，竞争力弱。湖南是公认的水稻生产大省， 

但由于其属于双季稻主产区，是名符其实的早籼稻大省，随 

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早籼稻由于品质差，导致产销矛盾 

突出，供过于求，严重压库。而社会需求的饲料(玉米、大麦、 

大豆等)和工业用粮(高粱等)则严重缺乏，饲料粮主要用稻 

谷代替或大量从外省调进，导致资金外流，并严重制约其粮 

猪型农业结构优势的有效发挥。这种“单打一”和长期固化 

的农业内部结构，与现在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相适应。 

3、机遇(Opportunities) 

第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珠三角区域的建 

立。湖南一直以来都面临着技术落后的难题，而在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湖南可以和东盟各国进行农业技术 

上的交流，吸取先进的技术，发展自身农业。同时，在此合作 

背景下，能让更多的国外投资者看到湖南农业的发展潜力， 

从而引进更多的外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是以珠三角 

为焦点发展极，通过全方位的经济辐射，外接港澳，内联9省 

所形成的跨流域、跨制度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概念。在泛珠 

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湖南可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交通优 

势等，同珠三角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市场化优势、资本优 

势、信息优势、技术优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发挥各自的绝 

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同时，实现产业、市场、技术、信息、服务 

的双向对接，取得放大效应和倍增效应。所以，与泛珠三角 

区域的合作，更是湖南农业发展的契机。在农业的合作领 

域，各方同意建立稳定的粮食及其它农产品的购销关系，开 

辟区域农产品“绿色通道”，支持建立农业龙头企业对接机 

制，加强农业科技开发、特色农业开发，以及农产品生产、加 

工、销售的合作，促进食品安全体系的建立。加上泛珠三角 

与东盟毗邻，通过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强经济合 

作，大大促进湖南与东盟的经贸往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二，国家的优惠政策。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加强 

中部地区农产品基地建设。政策中表示在推进新型工业化 

时，应当多条腿走路，既要立足重化工业这个现实基础和已 

有优势 ，在现实基础上加速，在已有优势上提升；又要立足惠 

及各省人民特别是农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给“三农”装上 
一 个高速马达；要继续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畜禽良种工 

程、超级杂交水稻等种子工程和动植物保护工程；加强动植 

物疫病防治，推进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大 

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发挥中央银行在金 

融服务中的基础作用，更好的服务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种新尝试，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国家的优惠政策为湖南在 

农业产业布局、项目布点、资金安排、促进出口等方面争取国 

家更大的支持，提供了重要机遇。 

第三，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加大。省财政2O06年预 

算安排支农资金 47．76亿元，比上年增长 29．81％。同时国 

家对湖南大型优质稻基地建设和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也加大 

了投入力度。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市场和粮库建设的投入同 

时也得到重视。国家现代农业高科技术产业化专项投入，为 

湖南农业增添了新鲜血液。湖南各地坚持把农产品加工作 

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中心环节来抓 ，使农产品加工业得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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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 

4、挑战(№ ts) 

第一，零关税的竞争。2003年 1O月 1日，中国与泰国在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提前实现水果和蔬菜产品的 

零关税。2O04年 1月 1日，中国和东盟双方制订了“早期收 

获”计划 ，双方对近 600种产品实行降税。2O04年 l1月，中 

国和东盟共同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 

物贸易协议》。据该协议，7000余种货物将从2005年7月起 

陆续削减关税。湖南与东盟的农产品将在同等条件下竞争， 

而失去了国家对农产品的保护，湖南的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农 

产品进口的压力。 

第二，泛珠三角经济区域之间的竞争。在现行行政区划 

格局中的泛珠三角，由于存在多元利益主体 ，区域内经济合 

作、冲突并存 ，冲突主要表现为区域间低水平的竞争、区域要 

素争夺、区域市场封锁等。中国和东盟宣布建立自由贸易区 

以来 ，全国各地包括泛珠三角各省区掀起 了对接东盟的热 

潮，各省都将 目光局限于本地经济，只重视本地经济与东盟 

的对接，很少谈及共同合作对接东盟。制定的规划大多是以 

己为主，而不是从区域整体出发，导致区域内各省政策上的 

不协调甚至互相敌视，从而削弱了整个区域参与国际经济的 

竞争力。 

第三，农业科技应用不力。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梯度 

力的作用下，湖南大批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沿海发达地区， 

致使湖南在这个创新成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更处于不利 

地位。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水平不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 

农村干部适应新变化、应对新挑战的能力没有从根本上提 

高，严重阻碍农业增长方式由传统粗放型向现代集约型转 

变。 

第四，国际贸易以及有关规定对湖南农业产生挑战。就 

农业而论，中国必须按《农业协议》的精神，在国内支持、市场 

准入、出口补贴以及动植物卫生检疫等主要方面做出承诺。 

而这些承诺兑现，必将使湖南农业面临着挑战。在市场准入 

方面，中国进行了4次较大幅度的降税 ，若继续降税，加上中 

国关税结构等问题可能引起进 口农产品增多，冲击国内产 

业。这对湖南农产品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在 出口补贴方 

面，中国承诺取消农产品出 口补贴，主要是削减对小麦 、谷 

物、肉类和奶制品的补贴，特别是取消对美国不利的玉米、棉 

花和大米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这将使湖南农产品出口阻力 

增大；其次，由于湖南农业生产率较低 ，农业生产成本普遍较 

高，主要农产品价位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其比较优势不复 

存在。“入世”以来，国外价低质优的农产品将大量涌入湖 

南，压低市场价格，导致市场波动。而湖南具有价格优势的 

水果、蔬菜、水产品及部分畜产品，由于品质、包装等原因，出 

口水平较低 ，短期内难以扩大出口。这样，湖南农产品出口 

将面临由原来的多出少进变为少出多进的窘况，最终会导致 

生产投入减少 ，个别产品生产将出现萎缩情形。 

二 湖南农产品出口的发展战略 

通过上文的 SWOT分析可以看出，在制定湖南农产品出 

口发展战略时，必须使其优势和劣势与外部环境的机遇和威 

胁相适应。因此，在制定湖南农产品出口发展战略时，应该 

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一)政策引导支持，培育出口特色 

1、落实国家优惠政策，培育农产品出口品牌 

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好公共财政 

的投入。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湖南农产品出口工作，提出本 

地区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潜力的出口农产品，制定扶持政 

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支持本地区农产品出口的支持政 

策；鼓励企业发展深加工农产品出口，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支持企业培育农产品品牌，优先支持农产品出口品牌建设； 

推动企业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与国内自主研发 

并重的方式，开发 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提高核心竞争力。 

2、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出口效益 

湖南应抓住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和泛珠三角区域 

建立的契机 ，利用区位和交通方面的优势和劳动力资源优 

势，发展劳力、技能、科技密集型的如茶叶、花卉、特色水果等 

现代精细农业，以提高农产品的出口效益。应加强湖南农业 

生产的产业化经营，重点培植湘北洞庭湖区以粮、棉、油、麻、 

茶，湘中以粮油、辣椒、茶叶、黄花，湘南以烤烟、柑橘、甘蔗、 

土畜产品，湘西以山货 、猕猴桃 、土畜产品为主的出口产品产 

业化生产基地 ，以公司为“龙头”，把千家万户的农业小生产 

和大市场结合起来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适 

应能力，从而提高农产品出口的效益。 

3、培育壮大特色产业 
一 是特色家禽。依托龙头企业和养殖大户，发展规模 

化、专业化养殖和加工，培育形成湘黄鸡、东安鸡等一批地方 

特色家禽品牌，加快发展临武鸭、武冈铜鹅等水禽品种，重点 

建设环洞庭湖水禽养殖基地；二是特色水产。发挥淡水养殖 

的优势，突出发展名特优鱼类和珍珠、中华鳖、乌龟等特种水 

产。以洞庭水殖、益华、东江鱼、省水产公司等为龙头，实行 

规模养殖，扩大加工出口；三是特色蔬菜。扩大反季节、无公 

害、名特优蔬菜特别是外向型蔬菜的生产。重点抓好食用 

菌、辣椒、黄花菜、香芋等特色蔬菜的规模化基地建设，建设 

洞庭湖水生蔬菜生产基地、湘西高山反季节蔬菜生产基地和 

湘中、湘南食用菌生产基地。 

(二)强化科技支撑，提高出口竞争力 

1、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 

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根据现代农业发展态势， 

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公共财政对农业投入加大的机遇，从 

大农业、大市场、大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将湖南省 

级农业科研机构合并，并吸收有优势、有特色的地、市农业科 

研机构，在优化结构、分流人才的基础上组建湖南农业科技 

创新中心，从而利用高科技、高技术含量的农产品来促进出 

口。 

2、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高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应逐步实施动植物病虫害区域化管理，加强无动物疫病 

示范区的建设 ，切实提高动植物卫生水平 ；进一步推广“公司 

+基地”的农产品出口经营模式，支持农产品出口企业建立 

自有种植、养殖基地，进一步推进标准化生产，建立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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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进一步完善出口农产品的检验检测、安全监测体系，鼓 

励检验检测机构取得国家认定，重点加强和完善出口优势农 

产品及相关农业投入品的检验检测工作，加快农业生态环境 

检验检测中心的建设，提高湖南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三)创新市场手段，扩大对外开放 

1、开拓农产品市场，加强基地建设 

加强农产品市场开拓，巩固和扩大东盟农产品市场，与 

泛珠三角经济区域之间尽量使合作大于竞争。加强优质农 

产品基地建设，建立出口生产基地，努力把农产品推向国际 

市场。与泛珠三角各省份联合起来，加快城区综合市场和销 

地市场的升级改造，重点发展产地批发市场。 

2、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大力组织和参加各类农产品展示展销、经贸洽谈活动。 

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做好国内外先进技术、 

装备和优良品种的引进工作。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与合作，努力争取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借鉴国 

外先进经验，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有效整合信息资源，加快公 

共信息产品的开发，为农产品出口企业提供国外市场、商品、 

技术标准、贸易政策等各类信息，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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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ilthe analysis ofHunan agricultural exports enviromnent，usingSWOTmethod，the paperdiscussesits advantages and 

dlsa&antage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envimnent of glob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n puts forward developing 

strategy ofpromoting a cIdmI products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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