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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背景下山东省农产品外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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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2022 年生效，山东省农产品外贸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与挑战。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已连续 24 年位居全国首位。然而，在 RCEP 背

景下，山东省农产品外贸仍面临企业对 RCEP 了解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弱、服务平台缺失、品牌建设滞后、营商

环境待优化及附加值低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山东省农产品出口规模、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现状，探讨了山东省

农产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包括强化 RCEP 宣传培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智能服务平台、加强品

牌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以及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等策略。研究显示，这些措施有助于增强山东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发展，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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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in 2022, the 
agricultural foreign trade in Shandong Province has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s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s in Shandong Province have ranked first in 
China for 24 consecutive years, with major markets including Japan, ASE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RCEP, the foreign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handong Province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RCEP by enterprises, weak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lack of service platforms, lagging brand 
building, need for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low added valu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ort scale, product 
structure, and market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explores the effective path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foreign trade in Shandong Province,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RCEP publicity and training, 
enhanc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uilding intelligent service platforms, strengthening brand building,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creasing the added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se 
measures help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providing solid guarantees for achiev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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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加深，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

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22 年《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为我国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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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

山东省农产品外贸注入了新动力[1]。根据济南海关和青

岛海关统计，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已连续 24 年居全国首

位。RCEP 成员国是山东重要的农业贸易伙伴，协定实

施一年多来，为山东农产品外贸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与挑战。因此，探索 RCEP 背景下山东农产品外贸高

质量发展的路径，对于解决现实困境、提升国际竞争力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2 山东省农产品外贸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山东省作为中国的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其农产

品外贸对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

析山东省农产品出口规模、产品结构及市场分布，可以

为制定发展策略提供依据，促进山东省农产品外贸高

质量发展。本研究基于济南海关、青岛海关及山东省统

计局的数据，涵盖农产品出口额、主要农产品出口额及

出口市场分布情况等。 
2.1 山东省农产品出口规模分析 
根据济南海关和青岛海关统计，2018 年山东省农

产品出口 1150.3 亿元，而 2022 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

到了 1394 亿元，比 2018 年的 1150.3 亿美元增长了

21.2%，年平均增长率为 7.43%。2022 年山东省农产品

出口值再创历史新高，连续 24 年位居全国第一位。

2018-2022 年山东省农产品出口额及增长情况见表 1，
2018-2022 年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变化趋势见图 1。 

表 1  2018 - 2022 年山东省农产品出口额增长情况 
年份 出口额（亿元） 同比增长 占全国比重 

2018 1150.3 -0.20% 22% 

2019 1234.5 7.30% 22.80% 

2020 1257.4 1.90% 23.90% 

2021 1238.4 -1.50% 22.70% 

2022 1394 12.60% 21.30% 

 
图 1  山东省 2018-2022 年农产品出口变化趋势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近五年来，山东省农产品出

口显示出一定的波动性，2018 年和 2021 年略有下降，

但其余年份均有增长，且占比全国始终保持在 20%以

上。尤其在 2019 年和 2022 年增长率较高，表明山东

省农产品出口规模正在逐年扩大，具有较强的国际竞

争力。然而，为了全面理解这一增长趋势背后的驱动因

素，需要进一步分析国际市场需求变化、贸易政策影响

及农业生产结构性调整等多方面因素。通过深入研究

这些要素，可以更精准地提出促进山东省农产品出口

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2.2 山东省农产品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逐渐形成以水海产品、蔬菜、

水果为主体的农产品出口结构，特别是从 1997年开始，

这三类商品出口值占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值的比重超过

50%，此后一直保持在 50%以上。山东省近 5 年农产

品出口产品结构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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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近五年来，山东省农产品出口

的产品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主要集中在水

海产品、蔬菜及鲜干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高技

术与高附加值产品供应不足，导致利润较低。市场上普

通农产品较多，品牌农产品稀缺，缺乏统一品牌意识和

有效的销售渠道，优质农产品如莱阳梨、栖霞苹果等未

能充分发挥品牌优势，仍处于价格竞争阶段。这限制了

山东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附加值，未能充

分体现其品质和特色。因此，需要强化品牌建设和渠道

整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 
2.3 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分析 
山东省在开拓农产品出口市场方面取得了较大的

发展，由改革开放以前的较单一的出口市场朝着多元

化市场发展，逐步扩大了日本、港澳、欧共体、美洲等

市场以及新兴市场。目前，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市场遍布

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东盟和欧盟为山东

省农产品主要出口市场[2]。以 2022 年为例，山东省农

产品主要出口至日本、东盟和欧盟，出口值分别为

308.9 亿、247.8 亿和 179.2 亿元，分别增长 8.8%、5.7%
和 17.5%，合计占当年山东省农产品出口总值的 52.8%。

此外，对韩国、美国分别出口 160.1 亿、140.5 亿元，

分别增长 22.8%、16.7%。山东省近 5 年农产品出口市

场结构见表 3，农产品主要出口市场占当年山东省农产

品出口总值的比重见图 2。 

表 2  山东省 2018-2022 年农产品出口产品结构（单位：亿元） 

农产品分类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出口额 比重 出口额 比重 出口额 比重 出口额 比重 出口额 比重 

水海产品 336.9 29.3% 350.2 28.4% 296.6 23.6% 285.9 23.1% 344.3 24.7% 

蔬菜 250.4 21.8% 288.5 23.4% 302.6 24.1% 276 22.3% 290.4 20.8% 

鲜、干水果及坚果 83.4 7.3% 99.7 8.1% 140 11.1% 107 8.6%   

总计 670.7 58.4% 738.4 59.9% 739.2 58.8% 668.9 54% 634.7 45.5% 

表 3  山东省 2018 - 2022 年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单位：亿元） 

农产品主要出口市场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出口额 同比增长 出口额 同比增长 出口额 同比增长 出口额 同比增长 出口额 同比增长 

日本 290.9 -0.2% 305.5 5% 283.8 -7.1% 284 0.10% 308.9 8.80% 

东盟 188.4 11.5% 217.1 15.2% 255.4 17.6% 234.4 -8.2% 247.8 5.7% 

欧盟 179.1 -0.2% 200.1 11.7% 149 -7.1% 152.4 2.3% 179.2 17.5% 

 

图 2  山东省 2018-2022 年农产品主要出口市场占当年山东省农产品出口总值的比重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2018-2022 年，山东省农产

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东盟和欧盟，这三个市场

占比超过 50%，存在较高的市场集中风险。若这些国

家实施严格的检疫标准或进口禁令，将严重影响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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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产品出口。为降低风险并获得更大自主权，山东应

分散出口市场，通过拓展新兴市场和加强国际贸易合

作实现市场多元化[3]。这不仅能减轻对特定市场的依赖，

还能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多样化产品组合、探

索新市场以及增强贸易伙伴关系等策略，有助于稳步

增加山东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提高其在全球市场

中的韧性和竞争力。因此，分散出口市场是提高山东农

产品国际市场表现的战略关键[4]。 
3 RCEP背景下山东省农产品外贸高质量发展面临

的现实困境 
3.1 企业对 RCEP 了解不够深入 
山东省许多农产品企业对RCEP的了解不够深入，

主要体现在对协议内容、成员国市场及跨境法律政策

三方面的认识不足。企业虽知 RCEP 为区域性贸易协

定，但对其具体条款、市场准入细节了解有限，难以充

分利用协议带来的机会与优惠。同时，企业缺乏对

RCEP 成员国市场规模、消费者需求等关键市场信息的

掌握，影响了目标市场的选择与市场战略的制定。此外，

企业在跨境贸易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知识上也存在短板，

增加了在海关手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合规风险。

这些问题共同限制了企业有效利用RCEP协议的优势。 
3.2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在 RCEP 背景下，山东省农产品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核心技术缺乏、产

品创新缓慢、生产流程传统及外部创新资源利用不足

四个方面。许多企业依赖传统工艺，缺乏竞争力强的核

心技术和专利，导致产品差异化不足，市场竞争力低下。

同时，企业在产品研发上的投入不够，新产品的推出速

度慢，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抓住 RCEP 带

来的机遇。此外，传统的低效生产流程限制了产能提升

和成本控制，影响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最后，企业

未能有效吸纳外部创新资源，如与高校和研发机构的

合作，导致技术进步受限，整体竞争力下降。这些问题

共同制约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脱颖而出的能力。 
3.3 RCEP 企业服务平台有待搭建 
山东省农产品外贸企业面临 RCEP 服务平台缺失

的问题，导致在信息获取、贸易争端解决和市场准入方

面存在诸多困难。目前缺乏能够提供贸易信息、市场分

析及法律咨询的综合平台，使得企业难以及时了解

RCEP 相关政策与市场动态，增加了决策盲点和市场风

险。同时，由于缺少专业的法律和贸易咨询服务，企业

在处理贸易争端时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受限，增加了

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的风险。此外，不同市场的准入规

则复杂多变，而一站式服务平台的缺乏使企业难以全

面掌握相关信息，增加了市场进入难度和不确定性，严

重影响了企业的国际市场拓展效率和成功率。搭建完

善的 RCEP 企业服务平台对于提升山东省农产品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5]。 
3.4 出口农产品品牌建设有待加强 
山东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虽具竞争力，但品牌

建设不足限制了其出口规模和附加值提升。主要问题

包括品牌知名度低，许多产品缺乏明确的品牌标识，难

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影响消费者信任与市场渗透[6]。

品质标准化不足也是一大挑战，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降低了国际市场消费者的信赖度。此

外，市场推广策略的缺失使得产品难以获得足够的国

际认知，进一步制约了品牌的市场表现和销售增长。在

RCEP 背景下，加强品牌建设、提高品质标准及强化市

场推广对于提升山东省农产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显得

尤为重要。 
3.5 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 
山东省农产品外贸企业在进入 RCEP 市场时，面

临营商环境的多重挑战，包括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惠

企政策落实难及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不足。行政审批

过程复杂，涉及注册、质检、出口许可等多个环节，耗

费企业大量时间和精力，影响操作和出口效率。尽管政

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但实际执行中企业难以充

分受益。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企业在

国际市场投资时易遭遇合同纠纷和知识产权问题，导

致投资者权益受损，增加了法律风险。这些问题共同制

约了山东省农产品企业在 RCEP 市场中的发展[7]。 
3.6 农产品附加值低难题有待破解 
山东省农产品外贸发展中，附加值低的问题亟待

解决，主要由于大量小规模民企和作坊式企业的产品

单一、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导致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初级

加工品。这使得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既面临发达国家高

端产品的竞争，又遭遇新兴市场国家的低价竞争，压缩

了利润空间[8]。具体表现为：首先，价格竞争压力大，

缺乏独特附加值和品牌溢价使产品易成为价格战焦点；

其次，技术和加工水平有限，先进的加工技术缺失限制

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最后，产品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质量难以满足国际市场要求，进一步影响了出口销售

和附加值的增长。这些问题共同制约了山东省农产品

附加值的提升和利润空间的扩大。 
4 RCEP背景下山东农产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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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强化 RCEP 宣传培训，助力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为助力山东农产品企业更好地利用 RCEP 政策，

需强化宣传培训并建立信息交流平台。首先，通过专题

研讨会、培训班等形式广泛宣传RCEP的内容和意义，

邀请专家解读贸易规则、关税减免等知识，提升企业对

RCEP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其次，政府应推动建立RCEP
信息交流平台，提供及时的政策信息和市场动态，解答

企业疑问，并促进企业间的合作交流。此外，鼓励企业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政府可通过提供研发资金支持、技

术咨询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帮助企业提升产品质

量和竞争力。同时，加强人才培养，通过培训课程和国

际交流项目提高员工的专业素质和国际化经营能力。

这些措施将有效帮助山东农产品企业享受 RCEP 政策

红利，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4.2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赋能农产品企业转型升级 
为推动山东农产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提升其

自主创新能力，重点包括加强科研创新平台建设、推进

产学研合作及建立创新激励机制。首先，通过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建立科研创新平台，共享技术和资源，并

鼓励企业自建研发团队，增强技术实力。其次，积极推

动产学研合作，利用合作研究项目和技术转让等方式

促进科技成果的应用，政府应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最

后，设立科技创新奖励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企业

的创新热情，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这些措施将有效提

升农产品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助力其实现转型升级，

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4.3 构建智能服务平台，解决 RCEP 规则运用痛点 
为解决山东农产品企业在运用 RCEP 规则方面的

困难，政府应构建智能服务平台，整合政策解读、贸易

数据和市场信息等资源，提供精准的信息支持。平台需

开发智能化工具，如贸易计算和市场分析工具，帮助企

业快速准确应对 RCEP 规则。此外，建立线上线下结

合的培训和咨询服务机制，通过课程和研讨会等形式，

增强企业对 RCEP 规则的理解，并提供专业咨询解答

实际问题。通过这些措施，智能服务平台将全面提升农

产品企业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助力其实现高质量发

展。 
4.4 加强出口农产品品牌建设，切实提升品牌价值 
在 RCEP 背景下，加强山东出口农产品的品牌建

设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关键。首先，明确品

牌定位和差异化特点，通过市场研究确定独特卖点，打

造独特的品牌形象和故事。其次，强化产品质量和安全

标准，确保符合国际贸易规范和RCEP成员国的要求，

增强品牌的信誉。第三，利用线上线下多渠道推广品牌，

如建立官方网站、参与国际贸易展览会等，增加品牌曝

光度。最后，通过与知名企业和行业协会合作及申请地

理标志、有机认证等方式，提升品牌影响力和附加值[9]。

这些措施将有效提升出口农产品的品牌价值，拓展市

场份额，实现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4.5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提升招商引资水平 
为在 RCEP 背景下吸引更多外资和鼓励企业扩展

业务，山东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首先，简化行政审批

程序，建立一站式服务平台，提供在线申报和快速审批

流程，同时强化监管保障投资者权益。其次，提供优惠

政策和税收激励，如降低税负、提供土地优惠及技术转

让支持，确保法律政策环境的稳定性。此外，加强人才

培养与创新支持，通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培

训和科技创新项目，提升技术支持和创新能力，并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自主创新。这些措施将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招商引资水平，吸引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和产

业的升级发展，同时也需加强与 RCEP 成员国的合作

交流，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4.6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农产品出口核心竞争

力 
为提升山东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需从

多方面提高其附加值。首先，强化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

通过科学种植、规范生产和严格检测确保符合国际贸

易要求，增强消费者信任。其次，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

推广，打造独特品牌形象并通过参与国际展会等活动

增加曝光度。第三，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与创新，开发高

附加值产品如方便食品和健康食品，满足多样化需求。

最后，优化供应链管理，确保各环节合作紧密，提高供

应效率和品质稳定性。这些措施将有效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增强出口竞争力，并通过与 RCEP 成员国的合

作促进农产品国际化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

民增收[10]。 
5 结语 
RCEP 为山东省农产品外贸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

场机会，但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本研究分析了山东农

产品在出口规模、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方面的现状，针

对 RCEP 背景下山东省农产品外贸高质量发展面临的

现实困境，探索了山东省农产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

效路径，对于解决当前国际贸易和农产品出口领域的

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山东省在 RCEP 背景下农

产品外贸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企业和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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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提升山东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附加值。未来研

究会结合更多案例和企业访谈，进一步探讨政策和法

律对外贸的影响，并评估不同策略的有效性，以促进山

东农产品外贸的高质量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整体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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