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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

张永生１　任洪斌２　方宪法３　王德成１

（１．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２．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３．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　采用产业国际竞争力“国家钻石”理论作为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经济分析范式，选择农

业装备产业 ５个方面 １５项指标，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的农业装备产业分别

在代表本土的中国市场、完全市场化成熟的美国市场以及新兴的非洲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其结果为：在中国市

场，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从大到小依次为：中国，日本，美国，德国；在美国市场，从大到小依次为：美国，德国，

日本，中国；在非洲市场，从大到小依次为：中国，美国，日本，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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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开放的中国农

机市场受到了国外农机企业的格外青睐。据统计，

目前外国著名农机品牌如约翰迪尔、爱科、凯斯纽荷

兰、久保田等在中国独资或合资建厂已超 ２０个，部
分其他国外企业正在加紧深入了解中国农机市场，

伺机投资
［１～２］

，我国农业装备产业面临着激烈的国

际竞争。为了积极应对国际化挑战，近年来，国内农

业装备企业也积极谋求国际化发展步伐，如福田雷

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一拖集团以及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

院等
［３］
。尽管如此，与国际农机巨头在全球布局和

加快抢占中国市场的步伐和成效相比，国内农机行



业的整体国际化步伐则相对缓慢。我国农业装备产

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研究，国际化竞争态势分析，国

际化发展战略制定，都是值得研究的热点问题
［４～５］

。

从概念上讲，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某一产业在

国际间竞争时所表现出的现实能力和发展潜

力
［６～９］

，而实质上，就是这一国家这一行业企业国际

竞争力的综合体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的国际

化发展评价方法进行了系列研究，代表性的有苏利

文测量方法
［１０］
、全球营销战略模型

［１１］
、国际化蛛网

模型
［１２］
、六要素模型

［１３］
等，这些研究成果为分析评

价我国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方法参考。

本文采用产业国际竞争力“国家钻石”理论
［１４］
作为

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经济分析范式，选

择农业装备产业５个方面１５项指标，采用模糊综合
评价方法

［１５］
，分析中国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农业装备

产业分别在代表本土的中国市场、完全市场化成熟的

美国市场以及新兴的非洲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

１　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在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范式上，目前运用

最为广泛的是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国家钻石”理论
［１４］
，因此，本文引用该理论，将农业

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指标分为 ５大类，如
图１所示。

图 １　农业装备产业竞争力的因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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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生产要素指标
基础制造能力主要指行业制造手段、工艺材料

水平等综合反映，是基本生产要素指标。从业人员

素质和比例，是该行业的人力资源要素，一般采用高

等学历以上人员所占的比重来衡量。科研成果数量

主要是指自主知识产权成果的数量及推广应用情

况。

１２　需求条件指标
农业装备产业规模主要用农机工业总产值来衡

量。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主要用全国主要粮食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来衡量，也是装备技术需求

的一种潜在反映。产业增长速度反映了一种现实需

求。比如，自 ２００４年《农业机械化促进法》颁布实
施以来，我国农机工业总产值连续稳定高度增长，

２０１１年规模以上农机企业工业总产值 ２９６８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５％，成为机械工业增长最快的产业之
一；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农机市场已经成为

国际上最为稳健和有吸引力的市场，这也是近几年

欧美、日韩农业装备制造企业加紧抢滩中国的原因。

农民购买力是一种消费者行为，目前，中国农村人均

收入进一步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支持土地流转

集中，农村城镇化加快发展，对农业装备业需求迫

切。

１３　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指标
高新技术发展状况主要指行业应用智能化、

信息化以及先进制造技术的状况，是表征不同国

家间产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物流及配套产业

条件主要是指当前农机行业物流体系及产业链配

套情况。

１４　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状态指标
企业竞争条件主要反映行业骨干企业的组织管

理模式、水平、发展策略等综合能力。企业投入能力

主要反映企业对科技创新、研究开发的投入水平和

能力，最能反映企业的战略选择和企业在今后的竞

争力。产品性价比是产品竞争力影响很重要的指

标，比较不同国家的企业所生产的相同农业装备在

同一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可以说明各国农业装备产

业之间的国际竞争力差异。

１５　政府政策指标
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税收、信贷

政策、行业准入以及农机购置补贴等。支持企业自

身发展的政策主要体现在技术改造、科技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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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研平台建设等的支持。

２　综合评价模型

对复杂对象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一直是人

们研究的课题，国内外先后出现了主成分分析法、数

据包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神经网络等方法，取

得了诸如多级模型、算子调整、范畴统观等理论成

果。根据图１可以看出，农业装备产业竞争力涉及
的因素较多，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模糊

综合评判又称为模糊综合决策或模糊多元决策，是

对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事物作出全面评价的一种十分

有效的多因素决策方法
［１５］
。本文主要应用二级模

糊综合评价模型。

２１　因素集
将因素集 Ｕ＝｛ｕ１，ｕ２，…，ｕｎ｝分成若干组 Ｕ＝

｛Ｕ１，Ｕ２，…，Ｕｋ｝，使得 Ｕ＝∪
ｋ

ｉ＝１
Ｕｉ，Ｕｉ∩Ｕｊ＝（ｉ≠

ｊ），称 Ｕ＝｛Ｕ１，Ｕ２，…，Ｕｋ｝为第一级因素集。

设 Ｕｉ＝｛ｕ
（ｉ）
ｎ１
，ｕ（ｉ）ｎ２，…，ｕ

（ｉ）
ｎｉ
｝（ｉ＝１，２，…，ｋ），其

中 ｎ１＋ｎ２＋… ＋ｎｋ＝∑
ｋ

ｉ＝１
ｎｉ＝ｎ，成为第二级因素

集。

２２　评判集
设评判集 Ｖ＝｛ｖ１，ｖ２，…，ｖｍ｝，先对第二级因素

集 Ｕｉ＝｛ｕ
（ｉ）
ｎ１
，ｕ（ｉ）ｎ２，…，ｕ

（ｉ）
ｎｉ
｝（ｉ＝１，２，…，ｋ）的 ｎｉ个因

素进行单因素评判，即建立模糊映射

ｆｉ∶Ｕｉ→η（Ｖ）

ｕ（ｉ）ｎ１ ｜→ｆｎ１（ｕ
（ｉ）
ｎ１
）＝（ｒ（ｉ）ｎ１１，ｒ

（ｉ）
ｎ１２
，…，ｒ（ｉ）ｎ１ｍ）

ｕ（ｉ）ｎ２ ｜→ｆｎ２（ｕ
（ｉ）
ｎ２
）＝（ｒ（ｉ）ｎ２１，ｒ

（ｉ）
ｎ２２
，…，ｒ（ｉ）ｎ２ｍ）



ｕ（ｉ）ｎｋ ｜→ｆｎｋ（ｕ
（ｉ）
ｎｋ
）＝（ｒ（ｉ）ｎｋ１，ｒ

（ｉ）
ｎｋ２
，…，ｒ（ｉ）ｎｋｍ）

得单因素评判矩阵为

Ｒｉ＝

ｒ（ｉ）ｎ１１ ｒ（ｉ）ｎ１２ … ｒ（ｉ）ｎ１ｍ

ｒ（ｉ）ｎ２１ ｒ（ｉ）ｎ２２ … ｒ（ｉ）ｎ２ｍ

   

ｒ（ｉ）ｎｋ１ ｒ（ｉ）ｎｋ２ … ｒ（ｉ）ｎｋ















ｍ ｎｋ×ｍ

设 Ｕｉ＝｛ｕ
（ｉ）
ｎ１
，ｕ（ｉ）ｎ２，…，ｕ

（ｉ）
ｎｉ
｝（ｉ＝１，２，…，ｋ）的权重为

Ａｉ＝（ａ
（ｉ）
ｎ１
，ａ（ｉ）ｎ２，…，ａ

（ｉ）
ｎｋ
）

求得综合评判为

ＡｉＲｉ＝Ｂｉ　（ｉ＝１，２，…，ｋ）

２３　评判矩阵
再对第一级因素集 Ｕ＝｛Ｕ１，Ｕ２，…，Ｕｋ｝作综合

评判。设 Ｕ＝｛Ｕ１，Ｕ２，…，Ｕｋ｝的权重为 Ａ＝（ａ１，ａ２，
…，ａｎ），总评判矩阵为

Ｒ＝

Ｂ１
Ｂ２


Ｂ













ｋ

按一级模型用算子（∧，∨）计算，得综合评判为
Ａ
１×ｋ
Ｒ
ｋ×ｍ
＝Ｂ
１×ｍ
∈η（Ｖ）

２４　权重的确定
在模糊综合决策中，权重是至关重要的，它反映

了各个因素在综合决策过程中所占地位或所起的作

用，它直接影响到综合决策的结果。对于定性研究

为主的，主要采用专家综合评分法，通过选取行业典

型专家代表，以专家综合评判为结果也能够较好地

反映实际。

３　我国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分析

３１　确定指标
根据前面的指标体系，分别针对性地选择目标

市场，如中国本土市场、市场化成熟的美国市场、新

兴的非洲市场３类，进行中国农业装备产业与美国、
日本、德国３个国家的农业装备产业的比较分析，从
而分别研究确定我国农业装备产业在３类不同市场
上的国际竞争力。

为方便描述，将各因素指标用 ｘｉ（ｉ＝１，２，…，ｎ）
表示：ｘ１，基础制造能力；ｘ２，从业人员素质和比例；
ｘ３，科研成果数量和水平；ｘ４，农业装备产业规模；ｘ５，
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ｘ６，产业增长速度；ｘ７，农民购
买力；ｘ８，高新技术发展状况；ｘ９，物流及配套产业条
件；ｘ１０，企业竞争条件；ｘ１１，企业投入能力；ｘ１２，产品
性价比；ｘ１３，人力资源成本；ｘ１４，支持产业发展的政
策；ｘ１５，支持企业自身的政策。
３２　确定基础数据

因素指标值 ｘｉ（ｉ＝１，２，…，ｎ）基本分为两类：一

类是定量指标，由文献和实际调查数据构成，并用百

分制计分的方法表示出来；另一类是定性数据，为了

适应模糊数学理论模型的应用要求，将定性数据与

百分制打分法结合起来，各专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经

验独立给某指标评分，然后，综合所有专家的评分，

取平均值，即为该指标的最后得分。

评分的原则，各指标的效果体现均分成 ４个等
级：优、良、中、差，对应分数段分别为优 （８５～
１００分）、良（７５～８５分）、中（６０～７５分）和差（０～
６０分）。先根据指标的表现，确定在某一个等级，然
后再进一步根据比较、权衡给予具体的评分，最后对

每个指标取平均值。

３３　综合评价分析
产业竞争力应该跟特定的市场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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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家某一产业的竞争力是通过该国家在这一产业

内的农业装备企业及其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来具体

体现的。按照３１节，分析中国农业装备的产业竞
争力，选择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农业装备产业进行

比较，然后分别选择中国（代表本土市场，其实中国

的农业装备市场本身就是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美国（代表技术领先、市场成熟的发达市场）和

非洲市场（同南美洲一样，代表了新兴的产业市场，

农业生产资源丰富，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装备需求

旺盛，农业机械化发展迅速）。

３３１　中国市场
在中国市场上，以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４个

国家的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分别分析其 ５类
指标（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状态、政府政策指标），

根据专家评分结果，主要指标数据见表１。

表 １　中国市场上不同国家农业装备产业竞争力数据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ｋｅｔ

指标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ｘ１ ８０ ９５ ９０ ９８

生产要素指标 ｘ２ ７０ ９５ ９５ ９５

ｘ３ ７５ ９５ ９０ ９５

ｘ４ ９５ ８５ ８０ ８０

需求条件指标
ｘ５ ７０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ｘ６ ８０ ９５ ９０ ９０

ｘ７ ９０ ８５ ９５ ８０

相关及支持性
ｘ８ ７０ ９５ ９５ ９５

产业指标 ｘ９ ９５ ８０ ８５ ８０

ｘ１０ ７５ ９５ ９５ ９０

企业战略、结构和 ｘ１１ 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５

竞争状态指标 ｘ１２ ８０ ９０ ９５ ９０

ｘ１３ ８０ ９５ ９５ ９５

政府政策指标
ｘ１４ ９５ ８５ ８５ ８５

ｘ１５ ９５ ８０ ８５ ８０

　　根据以上指标体系表，不难看出，由于因素较
多，权重分配较均衡，中国市场上不同国家（中国、

美国、日本、德国）农业装备产业竞争力符合模糊综

合评价的二级模型。

对于第二级因素集 Ｕｉ（ｉ＝１，２，３，４，５），有 Ｕ１＝
｛ｘ１，ｘ２，ｘ３｝，根据 ３２节专家评分统计方法权重为
Ａ１＝（０４，０３，０３），单因素评判矩阵因素为 ｒｉｊ＝
ｘｉｊ

∑
４

ｊ＝１
ｘｉｊ

（ｉ＝１，２，３；ｊ＝１，２，３，４），则单因素评判矩阵

Ｒ＝（ｒｉｊ）３×４，ｒｉｊ表示第 ｊ个国家的第 ｉ个因素的值在
４个国家的同一因素值的总和中所占的比例，相当
于归一化处理。将表１中生产要素对应的３个指标
４个国家的评分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数据如表 ２所
示。

表 ２　归一化处理数据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因素
国家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ｘ１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２７

ｘ２ ０２０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７

ｘ３ ０２１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２７

　　 根据表 ２的归一化处理结果，则有 Ｒ１ ＝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２７
０２０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１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２７
，作一级综合评判，用模

型 Ｍ（∧，∨）计算，得 Ｂ１＝Ａ１Ｒ１＝（０４，０４，０４，
０４），同理，Ｕ２ ＝｛ｘ４，ｘ５，ｘ６，ｘ７｝，权重 Ａ２ ＝（０２，

０３５，０１５，０３），Ｒ２＝

０２８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２７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２３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２３

，

Ｂ２＝Ａ２Ｒ２＝（０２６，０２４，０２７，０２７），同理，Ｕ３＝
｛ｘ８，ｘ９｝，权重 Ａ３ ＝（０４，０６），Ｂ３ ＝（０２８，０２７，
０２７，０２７）；Ｕ４ ＝｛ｘ１０，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３｝，权重 Ａ４ ＝
（０３，０３，０３，０１），Ｂ４ ＝（０２３，０２７，０２７，
０２６）；Ｕ５＝｛ｘ１４，ｘ１５｝，权重 Ａ５＝（０５，０５），Ｂ５＝
（０２８，０２４，０２５，０２４），再对第一级因素集 Ｕ＝
｛Ｕ１，Ｕ２，Ｕ３，Ｕ４，Ｕ５｝，设权重分配为 Ａ＝（０１，０４，
０１，０２，０３）。

令总单因素评判矩阵为

Ｒ＝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

















５

＝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３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４

做二级综合评判，得

Ｂ＝ＡＲ＝（０２８，０２６，０２７，０２６）
由此不难看出，在中国市场上，结合表１的５种

基本条件，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农业装备产业竞

争力从大到小依次为：中国（０２８），日本（０２７），美
国（０２６），德国（０２６）。

分析其原因如下：

（１）在中国市场上，根据一级权重 Ａ＝（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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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０１，０２，０３）可以看出，市场需求条件和中国
政府振兴农业装备制造业、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

条件占主导，所以在当前条件下，中国农业装备企业

生产的产品在本土市场上还是具有竞争力的，尽管

近年来，国外农机企业加紧抢滩中国市场，高端农业

装备几乎依赖进口，但是目前中国自主知识品牌的

农业装备占国内农机市场的仍有 ９０％以上。进一
步分析结果，从技术、产品和企业自身实力上看，中

国远落后于其他 ３个国家，只是结合总体发展环境
和产业配套条件形成了产业上一定的综合竞争力，

但是总体上相差还不大（０２８、０２７和 ０２６）。从
发展势头和当前趋势看，代表规模化和智能化作业

的大马力拖拉机及配套复式作业机具等高端产品几

乎被国外垄断，而“十二五”期间，国家统筹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可以预见，城镇化进一步

加快，农业产业化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迅速，中国农业

装备企业要想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充

分利用好当前国内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条件，依托

中国自身的农业生产条件，瞄准国外前沿技术、制造

条件和人才智力资源，加快提升企业和产业总体竞

争力，才能跻身国际农业装备产业竞争力的上游。

（２）在中国市场上，日本农机企业的产品相比
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农机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

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一些适合于丘陵山地

和水田作业的先进实用的经济型机具，如半喂入水

稻联合收割机、插秧机等产品，在中国市场供不应

求。而以欧美为代表的大型高端农机具则在大型国

有商品粮基地形成垄断之势。

３３２　美国市场
在美国市场上，以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４个

国家的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分别分析其 ５类
指标，根据专家评分结果，主要指标数据见表３。

表 ３　美国市场上不同国家农业装备产业竞争力数据分析

Ｔａｂ．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ｒｋｅｔ

一级指标 一级权重 二级指标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二级权重

ｘ１ ６０ ９５ ９０ ９８ ０２５

生产要素指标 ０１０ ｘ２ ６０ ９５ ９０ ９５ ０２５

ｘ３ 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９５ ０５０

ｘ４ ２０ ９８ ７０ ９０ ０２０

需求条件指标 ０３５
ｘ５ ２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０２０

ｘ６ ２０ ９５ ９０ ９０ ０１５

ｘ７ ２０ １００ ８５ ９０ ０４５

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指标 ０１５
ｘ８ ６０ ９８ ９５ ９５ ０４０

ｘ９ ４０ １００ ８０ ９０ ０６０

ｘ１０ ２０ ９５ ８５ ９０ ０２０

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状态指标 ０３５
ｘ１１ ２０ １００ ９０ ９５ ０３５

ｘ１２ ４０ ９８ ９０ ９５ ０２０

ｘ１３ ６０ ９５ ９５ ９５ ０２５

政府政策指标 ００５
ｘ１４ ６０ ９５ ８０ ８０ ０５０

ｘ１５ ２０ １００ ９０ ９５ ０５０

　　利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计算，得
Ｂ＝ＡＲ＝（０１７，０３４，０３０，０３１）
由此可知，在美国市场上，中国、美国、日本和德

国农业装备产业竞争力从大到小依次为：美国

（０３４）、德国（０３１）、日本（０３０）、中国（０１７）。
分析其原因：在美国这种成熟的市场，农业现代

化程度高，基本实现了全面机械化，农业装备产业完

全市场化，适应智能化、规模化和节能环保发展要求

的高品质农业机械产品才有立足之地，显然，在这样

的市场，中国的农业装备产品竞争力无疑非常弱，而

日本只能在经济型装备上有一定的位置，市场基本

上被美国本土企业和德国质量精量、可靠的机械产

品所占据。

３３３　非洲市场
在非洲市场上，以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

４个国家的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分别分析
其 ５类指标，根据专家评分结果，主要指标数据
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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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非洲市场上不同国家农业装备产业竞争力数据分析

Ｔａｂ．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ｍａｒｋｅｔ

一级指标　　　　 一级权重 二级指标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二级权重

ｘ１ ８０ ９５ ９０ ９８ ０４０

生产要素指标 ０１５ ｘ２ ７０ ９５ ９５ ９５ ０３０

ｘ３ ７５ ９５ ９０ ９５ ０３０

ｘ４ ９５ ８５ ８０ ８０ ０３０

需求条件指标 ０２５
ｘ５ ７０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０２５

ｘ６ ８０ ９５ ９０ ９０ ０１０

ｘ７ ９５ ８５ ９０ ８０ ０３５

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指标 ００５
ｘ８ ８０ ９５ ９０ ９５ ０３５

ｘ９ ９５ ９０ ８５ ９０ ０６５

ｘ１０ ８５ ９５ ９０ ９５ ０１５

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状态指标 ０３５
ｘ１１ ８０ ９８ ９０ ９５ ０２０

ｘ１２ ９５ ９０ ８５ ８５ ０４０

ｘ１３ ９５ ８５ ９０ ８５ ０２５

政府政策指标 ０１０
ｘ１４ ９５ ９０ ９０ ９０ ０６０

ｘ１５ ９５ ９０ ９０ ９０ ０４０

　　根据表４的数据，利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计算，得

Ｂ＝ＡＲ＝（０２７，０２５，０２５，０２４）
由此可知，在非洲市场上，中国、美国、日本和德

国农业装备产业竞争力从大到小依次为：中国

（０２７），美国（０２５），日本（０２５），德国（０２４）。
分析其原因：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在新兴市

场的竞争力基本相当，相互之间的差别不大。在非

洲这样亟待发展的农业现状和经济条件下，中国的

农业装备产品以其性价比和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等方

面，无疑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而美国、日本等高端

农业装备也在局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依托于各

国的援非项目得到有效应用，所以非洲大陆上经常

出现一边是全套美式的农业机械装备，一边是人工

劳作的场面；相比，美国和日本在区位优势、产品性

价比以及经济方式上有一定的弱势，总体来讲，４个
国家的产品在非洲这样亟待开发的新兴市场上各有

优势，竞争能力相当。

４　结论

（１）本研究采用波特教授提出的产业国际竞争
力“国家钻石”理论作为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

的基本经济分析范式。由此确定了农业装备产业 ５
个方面１５项指标，包括生产要素指标（基础制造能
力、从业人员素质和比例、科研成果数量和水平），

需求条件指标（包括产业规模、农机化水平、产业增

速和农民购买力），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指标（包括高

新技术发展状况、物流及配套产业条件），企业战

略、结构和竞争状态指标（包括企业竞争条件、企业

投入能力、产品性价比和人力资源成本），以及政府

政策指标（包括产业政策、企业补贴与税收优惠），

适合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２）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分析中国与
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农业装备产业分别在代表本土

的中国市场、完全市场化成熟的美国市场以及新兴

的非洲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其结果为：在中国市

场，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从大到小依次为：中国

（０２８），日本（０２７），美国（０２６），德国（０２６）；在
美国市场，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从大到小依次

为：美国（０３４），德国（０３１），日本（０３０），中国
（０１７）；在非洲市场，农业装备产业国际竞争力从
大到小依次为：中国（０２７），美国（０２５），日本
（０２５），德国（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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