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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全国不同省份蔬菜生产的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对称性效率比较优势指数以及对称性综合

比较优势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认为我国蔬菜生产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蔬菜生产的区域优势地区大多具

备良好的市场区位条件, 而且蔬菜生产的格局已经开始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为了进一步发挥我国蔬菜生产的

区域优势, 提出以下建议: 1) 蔬菜生产应该走规模化的道路; 2) 要建立国内统一的蔬菜流通体系, 确保蔬菜区

际贸易的高效畅通; 3)政府应制定区域优势互补的蔬菜产业政策; 4) 各地要协调好蔬菜生产与发挥区域农业

比较优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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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n the basis of the calcu la t ion and analysis of Symm etric Scale Comparat ive

A dvan tage Index, Symm etric Efficien t Comparat ive A dvan tage Index and Symm etric

Comp rehen sive Comparat ive A dvan tage Index of vegetab le p roduct ion in Ch ina, fo llow ing

conclu sion s are drew : first, g rea t d ifferences ex ist among differen t areas in Ch ina; second,

areas have vegetab le p roducing advan tages are tho se have good m arket ing condit ion s; and

th ird, vegetab le p roduct ion in Ch ina has began to ab ide by ru les of comparat ive advan tage.

A t last, suggest ion s fo r vegetab le p roduct ion to m ake good u se of area advan tages are pu t

fo rw ard as fo llow s: f irst, vegetab le p roduct ion shou ld fo llow the path of scale p roducing;

second, it is impo rtan t to set up cen tra lized vegetab le m arket system in o rder to en su re

vegetab les’ circu la t ing in h igh eff iciency; th ird, indu stry po lices fo r advan tages

comp lem en t ing betw een areas shou ld be adju sted by governm en t; and last, every area shou ld

coo rd inate the rela t ion betw een vegetab le p roducing and area agricu ltu ra l comparat ive

advan 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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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及加入W TO , 为我国蔬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在蔬

菜业发展的新时期, 了解和掌握全国蔬菜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状况对指导农业结构调整和提

高蔬菜生产的整体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不同地区间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等诸方面都存在着的显著差异从不同层面上影

响着各地区的蔬菜生产, 因此, 地区间蔬菜的生产成本、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等都各不相同。在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 我国蔬菜生产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地区层次上的蔬菜生产数据更是

鲜有统计, 故本文中只对反映蔬菜生产水平的播种面积和单位产量进行了定量分析。

蔬菜的生产水平取决于蔬菜的播种面积和单位产量两大因素[1, 2 ]。其中, 播种面积是外延

型的量变因素, 反映土地生产率的单位产量水平则是集中体现生产要素含量的内涵型质变因

素。本文中选择播种面积和单位产量作为基本变量。考虑到比率变量较之于数据原值更能体

现一个地区蔬菜生产在全国的相应地位或比较优势, 故选取某一区域蔬菜播种面积 (或单位产

量水平)占全国相应指标的比率作为基本分析变量。

根据上述思路, 对我国蔬菜生产进行区域比较优势指数测定。分析所用原始数据均选自

1980 至 2000 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3 ] , 并根据需要计算出蔬菜播种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

的比率及蔬菜单位产量比率, 在此基础上测算和分析了区域蔬菜生产的规模比较优势指数、效

率比较优势指数和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1　分析方法

目前, 国内学术界多采用局部份额占总体份额的比值来衡量比较优势。这种方法最大的缺

陷是它的偏斜分配破坏了回归检验中的正态假定, 也就不能提供可靠的 t 检验。因此, 当指标

值在参照点两侧时,“纯粹的”比较优势指标基本上没有可比性。其次, 在反映比较优势的变化

趋势方面, 比较优势指标也有问题。与 1 以下的观察值相比, 该方法在回归分析时更加看重 1

以上的值。例如, 如果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指数从 1ö2 提高到 1, 则在该期间该国的比较优势

指数提高了 2 倍。同样, 如果一国的比较优势指数从 1 提高到 2, 其比较优势指数也提高了 2

倍。然而, 两者之间的绝对差距却分别是 1ö2 和 1。因此, 国外很多学者已经对这一方法进行了

改进[4 ] , 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5 ]。其精髓是将一直沿用的比较优势指数对称化, 计算结

果介于- 1 和 1 之间, 被称为“对称性比较优势 (symm etric comparat ive advan tage 或记为

SCA )”。本文中对蔬菜生产比较优势指标的衡量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111　计算公式

蔬菜生产的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指数。蔬菜生产的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S v, a=
A v, aöA a- 1
A vöA + 1

式中: S v, a为地区年度蔬菜生产的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指数; A v, a为地区年度蔬菜的播种面积;

A a为地区年度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A v为全国年度蔬菜播种面积; A 为全国年度农作物播种总

面积。

蔬菜生产的对称性效率比较优势指数。这里采用对称性效率比较优势指数来衡量各省区

蔬菜单位产量相对优势的大小。区域蔬菜生产的对称性效率比较优势, 主要可以反映区域蔬菜

比较优势形成中资源供给因素的作用。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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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a=
Y v, aöY g, a- 1

Y vöY g+ 1

式中: E v, a为地区年度蔬菜生产的对称性效率比较优势指数; Y v, a为地区年度蔬菜单位产量水

平; Y g, a为地区年度粮食作物单位产量水平; Y v为全国年度蔬菜单位产量平均水平; Y g为全国年

度粮食作物单位产量平均水平。

蔬菜生产的对称性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是把蔬菜生产的集中化程度、

生产规模给予充分体现, 而对称性效率比较优势主要通过由生产要素含量所决定的土地生产

率来体现蔬菜区域比较优势。由于生产规模和单位产量水平是形成蔬菜区域比较优势的 2 个

重要因素, 因此, 为了全面反映区域蔬菜比较优势, 有必要把蔬菜生产的规模比较优势和效率

比较优势结合起来, 进行综合比较优势指数的分析。综合比较优势指数采用规模比较优势指数

与效率比较优势指数的几何平均数来表示。

112　判断标准

一般来说, 对称比较优势指数大于 0, 说明这一时期该地区蔬菜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高于同

期全国平均水平, 小于 0 则相反; 而且, 比较优势指数越大, 说明专业化程度越高。根据这一标

准, 计算了 1979 至 1999 年我国除香港、澳门地区和台湾省外的各省市自治区蔬菜生产的对称

性规模比较优势指数, 对称性效率比较优势指数和对称性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2　计算结果分析

211　蔬菜生产的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状况

全国各省市中, 最具有蔬菜生产规模比较优势的是北京、天津和上海。从 1979 至 1999 年,

这 3 个直辖市蔬菜生产的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指数一直都大于 0133。

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的蔬菜生产相对于全国

也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 除了个别省份的个别年份 (江苏 1993 年以前, 浙江、江西和广西 1979

年, 山东 1983 至 1992 年, 湖北 1979 至 1982 年, 广东 1985 年以前)外, 上述省区的对称性规模

比较优势指数都大于 0。

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河南、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地区是蔬菜生

产规模处于比较劣势的地区。1979 至 1999 年期间, 这些省区的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指数一直

小于 0。

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 从蔬菜生产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化趋势上看, 江苏、广

东、福建、广西、山东和湖北等省份的规模比较优势都是上升的, 而吉林、湖南、贵州 3 省的规模

比较优势则表现为下降的局面。表 1 列出了 1999 年我国蔬菜生产规模比较优势的地区差异

情况。

表 1　1999 年我国蔬菜生产规模比较优势的区域差异

规模优势区 (S v, a> 0)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广

西、海南

规模劣势区 (S v, a< 0)
河北、山西、吉林、安徽、河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内

蒙古、黑龙江、西藏、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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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蔬菜生产的对称性效率比较优势状况

蔬菜生产的对称性效率比较优势指数一直大于 0 的省份主要有 13 个: 北京、天津、河北、

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另外, 山西省从 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 安徽省从 1996 至 1998 年也表现出蔬菜生产的效率比较优势。吉林、上海、江苏、安徽、

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省份则不具备蔬菜生产的效

率优势。表 2 列出了 1999 年全国蔬菜生产效率比较优势的地区差异。

表 2　1999 年我国蔬菜生产效率比较优势的区域差异

效率优势区 (E v, a> 0)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青海、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陕

西、甘肃、宁夏、新疆

效率劣势区 (E v, a< 0)
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

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213　蔬菜生产的对称性综合比较优势状况

总的说来, 蔬菜生产的综合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以下省区: 天津、北京、河北、上海、辽宁、

广西、福建、海南。在所测算的 9 a 中, 这些地区的对称性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 0, 即不同程

度地体现了蔬菜生产的综合比较优势。而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一直小于 0, 这些省份蔬

菜生产没有优势可言。从比较优势的变化来看, 山西、湖北由综合比较劣势变为微弱比较优势,

而河南、四川省则由微弱比较优势降为劣势地区。

根据 1999 年蔬菜生产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大小把各省市区分为 2 个等级: 综合比较优势指

数大于 0 的为蔬菜生产的优势区,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小于 0 的为劣势区。根据这一标准, 蔬菜

生产的优势区有 15 个, 依次为天津、北京、河北、山东、上海、辽宁、福建、山西、海南、广东、湖

北、浙江、江苏、河南、广西。其余省份则处于蔬菜生产的劣势。

3　主要结论与建议

311　主要结论

1) 蔬菜生产优势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蔬菜生产的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对称性效率比

较优势指数以及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指数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 我国蔬菜生产的优势区主

要分布在东、中部省份, 特别是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 而其他地区, 尤其是西南、西北是我国

蔬菜生产的劣势区。河北、山东、河南是我国蔬菜主产区, 1999 年这 3 个省的蔬菜播种面积为

73 400 万 hm 2, 占全国蔬菜总播种面积的 24140◊ 。从蔬菜播种面积占本地区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的比重来看, 北京、上海、天津的这一比例普遍较高, 其中以上海为最。1999 年上海的这一比

例达到 20110◊ , 北京、天津分别为 17174◊ 和 17151◊ , 而全国平均水平仅为 8154◊ 。1979 年

上海、北京、天津和全国平均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 6199◊ , 8103◊ , 5164◊ 和 2118◊ 。这种情况

既反映出区域比较优势的分布差异, 又展示了区域规模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2)蔬菜生产的区域优势地区大多具备良好的市场区位条件。我国蔬菜生产的优势区几乎

都是市场区位较好的地区。蔬菜市场的有利区位因素往往是接近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 一般可

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反映城市化水平。 1999 年我国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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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1◊ , 但在不同地区分布并不均衡。京津沪 3 个直辖市非农业人口比例都高于 50◊ , 分别

为 67175◊ , 57199◊ 和 73184◊ 。此外, 我国东北三省的非农业人口比重也较大, 基本都在

40◊ 以上。城市化程度明显较低的省区分别是西藏 (1318◊ )、贵州 (14148◊ )、云南 (15121◊ )、

广西 (17154◊ ) , 这些地区基本上都是蔬菜生产的劣势区。

分析原因, 主要是因为在面向市场方面, 蔬菜生产有着与其他农产品不同的特点。蔬菜, 特

别是商品蔬菜生产, 主要是面向城市居民和乡村非农业人口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在满足居民

基本生活需求和改善生活质量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蔬菜的收入弹性高, 其消费量与人民

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而且, 蔬菜产品要求新鲜, 产品的新鲜程度对价格影响很大。因此, 蔬菜产

品多半是地产地销, 即使需求量很大的大城市也从尽可能近的生产基地调入蔬菜。靠近城市以

及交通便利的地区除了具有较低的运销成本所形成的价格比较优势外, 由于储运时间短, 还具

有新鲜蔬菜的生产优势, 因此也就具有更为有利的区位市场比较优势。

3)蔬菜生产区域格局的变化开始立足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原则的经济学实

质是主张生产地域合理分工, 区域的合理分工有利于地区资源优势的发挥和基础设施的充分

利用。根据要素禀赋和资源特征, 立足于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努力提高区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实现全国农业整体水平的增长, 是我国农业发展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取向。我国蔬菜生产

整体格局已经开始随着比较利益选择和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而改变。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是我国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 东北地区是我国玉米、

大豆的主产区, 内蒙古的小麦生产比较有优势。这些地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断地根据地区优

势调整种植业结构, 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这也正是这些地区蔬菜生产的对称性比较优势指数不

断下降的原因。

闽东南属亚热带湿润气候, 冬季可种洋葱、菜花、甘蓝、芹菜、韭菜; 粤西、海南地区冬季无

霜, 除可种菜花、芹菜等之外, 还可种青椒、西红柿和黄瓜等, 商品菜可在 11 月至翌年 4 月流向

北方各地; 广西冬季可种植芹菜、蒜薹、甘蓝、菜豆等; 四川盆地气候温和, 雨量充足, 土地肥沃,

冬季适宜种植芹菜、莴苣、菜花、青菜头、韭菜、菠菜等; 云南四季如春, 从 10 月到次年 5 月可以

有西红柿、黄瓜、茄子、菜豆、辣椒、洋葱等多种蔬菜上市; 这些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南菜北运”商

品菜生产基地。位于黄河、淮河之间的江苏、安徽、山东、河南 4 省, 属于北亚热带和南温带气

候。春季, 这些地区种植的芹菜、菠菜、黄瓜、茄子、韭菜、大葱、蒜苗、莴笋、生姜等, 能有效地补

充北方大中城市 2～ 5 月的蔬菜淡季市场, 这些地区交通运输发达, 是我国黄淮早春菜基地。河

北、山东、河南的大白菜品质好, 生产比较稳定, 是我国的秋菜基地。北京市利用特殊气候生态

区建立延后蔬菜供应基地, 先在远郊延庆建立了青椒生产基地, 后又向张家口经济区、晋北大

同市延伸。这些地区夏季气候较凉爽, 可以种植青椒、黄瓜、西红柿、豆角、甘蓝、洋葱、马铃薯等

蔬菜, 是北京夏秋淡季蔬菜供应基地。上述地区在蔬菜生产方面具有气候、交通、技术等方面的

优势, 蔬菜的生产规模一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1979 至 1999 年期间, 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

区蔬菜生产的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在全国呈现下降的趋势, 福建、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北、

广西、广东以及海南等地区蔬菜生产的对称性比较优势指数则表现出上升的趋势。

312　几点建议

1)实现蔬菜生产的规模化, 发挥蔬菜生产区域优势。区域蔬菜生产的对称性规模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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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表明, 规模因素是形成区域蔬菜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规模化种植既是发挥区域蔬菜生产

优势的途径, 也是区域蔬菜生产优势进一步强化的重要途径。蔬菜生产只有实行区域化种植,

才能形成资源和要素配置更为合理的生产能力和稳定的商品产量, 从而获得高质量和高效益

的产品。这样既有利于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 同时也便于蔬菜产品的交易和聚散, 这也是世界

各国蔬菜生产的成功经验。目前, 我国蔬菜生产仍然以家庭经营为主体。虽然家庭经营有利于

发挥农民的积极性, 但规模较小, 很难形成蔬菜生产的专业化、机械化。随着蔬菜生产的进一步

发展, 我国蔬菜生产, 特别是蔬菜基地建设必须走规模化的道路, 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蔬菜生

产的区域优势, 并确保我国蔬菜的商品供应。

2)建立国内外统一的蔬菜流通体系, 确保蔬菜区际贸易的高效畅通。蔬菜流通体系是联结

生产与消费的桥梁, 可促进蔬菜供求的区域平衡。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建立

国内统一的蔬菜市场体系, 以确保蔬菜产品在区际间流通的自由化。只有通过建立统一的自由

贸易体制, 各地区才能根据区域比较优势, 参与国内蔬菜产品的竞争, 增强区域蔬菜的竞争力。

3)建立区域优势互补的蔬菜产业政策。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 应根据地区间蔬菜生产比

较优势的差异, 给予适当的调整, 引导各地区根据各自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 按照比较

优势的原则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实现蔬菜生产的合理布局和规模化生产。在充分发挥蔬菜生产

区域优势的基础上, 可进一步参与国际蔬菜市场的分工, 增强我国蔬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

4)正确处理蔬菜生产与发挥区域农业比较优势的关系。蔬菜生产已经是我国农业生产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蔬菜的生产必须与区域农业优势发挥并行不悖, 这是发挥区域蔬菜生产比

较优势的基础。随着黄河、长江流域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调减以及南方部分地区劣质小麦种植

面积的压缩, 蔬菜将成为各地种植结构调整中的首选作物, 播种面积将会继续扩大。实际上, 调

整的面积大小因区域而异, 对大部分地区来说, 调整的面积还是非常有限的。因此, 各地区应该

根据当地的农业优势, 只有正确处理好蔬菜生产与其他农业生产的关系, 才能确保地区比较优

势的发挥, 同时避免地区结构调整的趋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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