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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平顶山市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比较优势指数、规模比较优势指数以及综合比较优势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分

析 ,结果表明 :与河南省的平均水平相比 ,玉米、薯类、烟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小麦、玉米、

薯类、花生、芝麻、烟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对主要农作物比较优势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平顶山市农作物结构

调整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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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 arative Advantage Index of yield p er unit area , Scale Comp arative Advantage Index and Compre2
hensive Comp arative Advantage Index of the major crops in Pingdingshan region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he re2
s ult showed that the corn , potato and tobacco produced in Pingdingshan region have dis tinct comp arative advantage

comp aring with thos e produced in Henan province . Comp ared with the wheat , corn , potato , p eanut , s es ame and to2
bacco produced in China , the crops produced in Pingdingshan region als o have obvious comp arative advantage . At

las t , the s uggestions on how to adjus t the s tructure of the crop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comp arative advantage index of yield p er unit area ; s cale comp arative advantage index ; comprehensive

comp arative advantage index ; major crops

　　平顶山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 ,是一个以农业为

主的传统农区 ,农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本文中运

用比较优势测度方法 ,对平顶山市主要农作物的比

较优势进行测度和分析 ,以期为平顶山市农业结构

调整提供决策参考。

某种农作物的生产水平取决于它的单产与播种

面积两大因素 ,其中 ,播种面积是外延型的量变因

素 ,反映土地生产率的单产水平则是集中体现生产

要素含量的内涵型质变因素。本文中选择单产与面

积作为 2 个基本变量。考虑到比率变量较之于数据

原值更能体现一个地区某种农作物生产与参照地区

比较具有的相应地位或比较优势 ,故选取某一区域

某种农作物单产比率和面积比率与参照地区相应指

标的比值作为基本分析变量[1 ] 。

根据上述思路 ,对平顶山市主要农作物的生产

进行比较优势指数测定 ,根据需要计算出某种作物

单产与粮食作物单产比率及其播种面积与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的比率 ,在此基础上测算和分析平顶山市

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比较优势指数、规模比较优势指数

和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所用原始数据选自 1991 —

2001 年《平顶山统计年鉴》[2 ]和《中国农业年鉴》[3 ] 。

1 　比较优势分析方法

就不同地区农作物的比较优势而言 ,主要取决

于自然资源丰度、市场需求、种植制度、种植习惯 ,以

及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农作物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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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测度可从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指数①

两方面来进行。

①　唐华俊 ,罗其友. 我国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35～40

绝对比较优势是指某一作物品种的地区水平与

参照地区平均水平的比值 ,数值较高为优势明显 ,数

值低则没有优势。相对比较优势是指某一种作物在

某区域中的优势指数与该作物在参照地区的优势指

数的比值。相对比较优势不仅考虑了单一作物指

标 ,还包括了各种农作物互竞关系的综合比较 ,因

此 ,它在作物空间布局与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引导作

用更加明显。

相对比较优势主要通过单产比较优势指数、规

模比较优势指数和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3 个指标来测

度 ,可直接依据作物比较优势的高低 ,评价各作物在

区内、区外发展的优势程度[4 ] 。本文中对平顶山市

主要农作物比较优势的分析采用的即是这种方法。

111 　计算公式[5 ]

1)单产比较优势指数。

作物单产优势主要反映区域农业比较优势形成

中资源供给因素的作用。由于粮食作物是最重要的

农作物 ,粮食作物的生产力水平往往可以综合反映

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因此 ,选择粮食作

物作为参考计算各种作物单产比较优势指数。其计

算公式为

A ijt =
Y ijt/ Y it

Y jt/ Y t

式中 : A ijt为 t 年度 i 地区 j 作物的单产比较优势指

数 ; Y ijt为 t 年度 i 地区 j 作物平均单产水平 ; Y it为 t

年度 i 地区粮食作物平均单产水平 ; Y jt为 t 年度参

照地区 j 作物平均单产水平 ; Y t 为 t 年度参照地区

粮食作物平均单产水平。

2) 规模比较优势指数。

作物规模优势主要反映区域比较优势形成中市

场需求、区位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其计算公式为

B ijt =
S ijt/ S it

S jt/ S t

式中 : B ijt为 t 年度 i 地区 j 作物的规模比较优势指

数 ; S ijt为 t 年度 i 地区 j 作物播种面积 ; S it为 t 年度

i 地区农作物总的播种面积 ; S jt为 t 年度参照地区 j

作物播种面积 ; S t 为 t 年度参照地区农作物总的播

种面积。

3)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单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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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比较优势 ,而规模比较

优势则反映一个地区某种作物生产的集中程度和生

产规模。由于单产水平和生产规模就形成农作物区

域比较优势而言缺一不可 ,因此 ,为了全面反映区域

农作物比较优势 ,有必要把农作物单产比较优势和

规模比较优势结合起来 ,进行综合比较优势指数的

分析。综合比较优势指数采用单产比较优势指数与

规模比较优势指数的几何平均数表示 ,它对作物区

域布局结构调整更具有决策参考价值。计算公式为

Cijt = A ijtB ijt

式中 : Cijt为 t 年度 i 地区 j 作物的综合比较优势指

数 ; A ijt为 t 年度 i 地区 j 作物相对于参照地区的单

产比较优势指数 ; B ijt为 t 年度 i 地区 j 作物相对于

参照地区的规模比较优势指数。

112 　判断标准

一般说来 ,当相对比较优势指数大于 1 时说明

这一时期该地区某作物生产高于同期参照地区的平

均水平 ,小于 1 则相反。根据这一标准 ,本文中分别

以河南省和全国为参照地区 , 计算了平顶山市

1990 —2000 年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比较优势指数、规

模比较优势指数和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并根据需要

计算出 1996 —2000 年主要农作物各项比较优势指

数的平均数。

2 　计算结果分析

211 　主要农作物单产比较优势状况

表 1 示出平顶山市主要农作物单产比较优势指

数。与河南省的平均水平相比 ,平顶山市烟叶和蔬

菜的单产比较优势指数始终大于 1 ,具有明显的单

产比较优势 ;薯类的单产比较优势指数除了 1993 年

和 1995 年小于 1 以外 ,其余年份均大于 1 ,表明薯

类的单产比较优势也是很明显的 ;此外 ,小麦的单产

比较优势指数有 5 年是大于等于 1 的 ,其余 6 年是

小于 1 的 , 表明小麦的单产优势不稳定 , 但从

1996 —2000 年的平均数来看 ,还是略有优势的。与

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平顶山市的小麦、薯类、烟叶和

蔬菜的单产比较优势指数始终大于 1 ,具有明显的

单产比较优势。此外 ,从 1996 —2000 年的平均数来

看 ,大豆也略有优势 ,但优势不明显。

　　平顶山市的小麦、薯类、烟叶和蔬菜 4 种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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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平顶山市主要农作物单产比较优势指数

Table 1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of yield per unit area of the major crops in Pingdingshan region

年份
以河南省为参照地区 以全国为参照地区

小麦 玉米 大豆 薯类 花生 油菜籽 芝麻 棉花 烟叶 蔬菜 小麦 玉米 大豆 薯类 花生 油菜籽 芝麻 棉花 烟叶 蔬菜

1990 0199 0199 1118 1113 1105 1106 0183 0179 1114 1118 1107 1120 1143 1128 1131 0190 0189 1146

1991 0198 1103 1111 1113 1100 1135 1108 0180 1120 1120 1106 1122 1143 1111 1112 1115 0185 1153

1992 1106 0199 1102 1110 1100 1116 1109 1119 1136 1126 1102 1103 1136 1112 1121 1105 1108 1151

1993 1114 0187 0183 0199 0183 0197 1104 0197 1129 1131 0186 0189 1120 0189 1114 1100 0189 1135

1994 0194 1109 0196 1116 1103 1103 1128 1112 1123 1144 1114 1104 1102 1154 1106 1107 1119 1103 1152 2113

1995 0179 0187 0183 0199 0178 0167 0196 0178 1102 1123 1103 1110 1121 1150 1113 0196 1122 0187 1145 1159

1996 1100 0199 1124 1106 0195 0180 0182 0185 1111 1137 1117 0196 1124 1141 1108 0197 0180 0179 1111 1155

1997 1121 0181 0166 1131 0165 1112 0185 0192 1121 1148 1142 0176 0158 1145 0172 1132 0167 0182 1129 1158

1998 0195 1101 1118 1111 0177 0195 1102 0183 1101 1121 1110 1100 1119 1156 0188 1109 0193 0176 1115 1131

1999 1104 0192 0184 1108 0169 0176 0195 0181 1105 1146 1118 0194 0191 1141 0175 0173 0187 0173 1113 1149

2000 0193 1101 1104 1133 0187 1102 1127 1106 1124 1158 1106 1101 1121 1173 0194 0186 0199 0183 1110 1178

平均① 1103 0195 0199 1118 0179 0193 0198 0189 1112 1142 1119 0193 1103 1151 0187 0199 0185 0179 1106 1154

　　注 : ①指 1996 —2000 年平均 ,表 2 和表 3 同此。

单产水平 ,无论与河南省还是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

较 ,都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 ,表明这 4 种作物单产水

平是比较高的。但是 ,在两种测度方法中 ,这 4 种作

物单产比较优势指数的排序略有不同 ,其中小麦以

河南省为参照地区时 ,只是略有优势 ,但与其他几种

作物相比 ,优势并不很突出 ;而以全国为参照地区

时 ,单产比较优势则非常明显。这是因为河南省是

全国的小麦主产区 ,其小麦单产水平高于全国的平

均水平 ,从而使得平顶山市的小麦单产水平与全国

平均水平相比优势明显 ,但与河南省的平均水平相

比 ,优势并不突出。

212 　主要农作物规模比较优势状况

与河南省的平均水平相比 ,平顶山市的玉米、薯

类和烟叶的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始终大于 1 ,具有明

显的规模比较优势 ;大豆也具有一定的规模比较优

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小麦、玉米、薯类、花生、

芝麻和烟叶的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始终大于 1 ,具有

明显的规模比较优势。

表 2 　平顶山市主要农作物规模比较优势指数
Table 2 　Scal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of the major crops in Pingdingshan region

年份
以河南省为参照地区 以全国为参照地区

小麦 玉米 大豆 薯类 花生 油菜籽 芝麻 棉花 烟叶 蔬菜 小麦 玉米 大豆 薯类 花生 油菜籽 芝麻 棉花 烟叶 蔬菜

1990 0198 1122 1120 1166 0186 0192 0171 0107 4102 1111 1190 1155 1127 1169 1163 0147 2175 0112 6123 0189

1991 0197 1128 1133 1173 0187 0180 0165 0109 3155 1117 1188 1155 1121 1168 1169 0140 2137 0121 6192 0188

1992 0198 1134 1134 1176 0187 0190 1103 0114 3128 1118 1190 1157 0194 1176 1176 0137 1196 0132 6110 0187

1993 0198 1140 1121 1177 0172 1102 0149 0117 3171 1103 1192 1162 0197 1168 1156 0148 2102 0141 5142 0176

1994 0199 1155 1121 1188 0166 0196 0148 0118 3169 0188 2101 1169 1105 1162 1163 0148 2109 0139 4194 0175

1995 1100 1154 1132 1181 0165 0190 0153 0113 4104 0192 2105 1163 1112 1165 1162 0144 2135 0130 4169 0173

1996 0199 1143 1102 1187 0168 0192 0157 0115 3148 0195 2101 1156 1104 1157 1167 0144 2149 0136 4111 0178

1997 0197 1157 1125 1189 0163 1100 0154 0114 2187 0187 2100 1162 1115 1151 1161 0147 2135 0135 3153 0173

1998 0198 1154 0192 2119 0160 1107 0154 0110 3118 0176 2103 1163 0198 1160 1145 0148 2119 0122 5122 0171

1999 0199 1159 1105 2105 0160 0195 0149 0111 3139 0172 2107 1167 0192 1150 1150 0136 2107 0126 4165 0170

2000 1105 1157 1110 1179 0160 1105 0152 0113 3107 0174 2130 1179 0179 1122 1146 0141 2102 0129 4170 0169

平均 0199 1154 1107 1196 0162 1100 0153 0112 3120 0181 2108 1165 0198 1148 1154 0143 2123 0130 4144 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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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的玉米、薯类和烟叶的专业化水平 ,无

论与河南省还是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较 ,都具有明

显的相对优势 ,表明平顶山市的这 3 种作物专业化

集中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 ,在 2 种测度方法中 ,具

有规模比较优势的作物品种有所不同。以河南省为

参照地区时 ,大豆具有规模比较优势 ,小麦、花生、芝

麻则不具有规模比较优势 ;而以全国为参照地区时 ,

大豆不具有规模比较优势 ,小麦、花生、芝麻则具有

明显的规模比较优势。这是因为河南省的小麦、花

生、芝麻的种植面积较大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具

有较大的规模优势 ,从而使得平顶山市的这 3 种作

物虽然在全国具有规模优势 ,但是在河南省则不具

有这种优势。

213 　主要农作物综合比较优势状况

与河南省的平均水平相比 ,平顶山市主要农作

物 1996 —2000 年的平均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小麦、

大豆、油菜、蔬菜接近于 1 ,与全省水平相同 ;玉米、

薯类、烟叶大于 1 ,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其他均小

于 1 ,处于劣势地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大豆、

蔬菜接近于 1 ,无比较优势 ;小麦、玉米、薯类、花生、

芝麻、烟叶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大于 1 ,具有明显的比

较优势 ,尤其是烟叶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达到 2126 ,

表 3 　平顶山市主要农作物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Table 3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of the major crops in Pingdingshan region

年份
以河南省为参照地区 以全国为参照地区

小麦 玉米 大豆 薯类 花生 油菜籽 芝麻 棉花 烟叶 蔬菜 小麦 玉米 大豆 薯类 花生 油菜籽 芝麻 棉花 烟叶 蔬菜

1990 0199 1110 1119 1137 0195 0199 0176 0123 2114 1150 1129 1124 1155 1145 0178 1157 0133 3101

1991 0198 1115 1121 1140 0193 1104 0184 0127 2107 1150 1128 1122 1155 1137 0167 1165 0142 3125

1992 1102 1115 1117 1139 0193 1102 1106 0141 2111 1154 1127 0198 1155 1140 0167 1143 0158 3103

1993 1106 1110 1100 1132 0178 0199 0171 0141 2118 1159 1118 0193 1142 1118 0174 1142 0161 2171

1994 0196 1130 1108 1148 0183 0199 0178 0145 2113 1113 1152 1132 1103 1158 1132 0172 1158 0164 2174 1126

1995 0188 1115 1104 1134 0171 0178 0172 0132 2103 1107 1145 1134 1116 1157 1135 0165 1169 0151 2161 1108

1996 0199 1119 1112 1141 0180 0186 0169 0135 1197 1114 1153 1122 1114 1149 1134 0165 1141 0153 2114 1110

1997 1109 1113 0191 1157 0164 1106 0168 0137 1186 1113 1168 1111 0182 1148 1107 0179 1126 0154 2113 1107

1998 0196 1125 1104 1156 0168 1101 0174 0129 1179 0196 1149 1127 1108 1158 1113 0172 1143 0141 2145 0197

1999 1102 1121 0194 1149 0164 0185 0168 0129 1188 1103 1156 1125 0191 1145 1106 0151 1135 0144 2129 1103

2000 0199 1126 1107 1155 0172 1104 0181 0137 1195 1108 1156 1135 0198 1145 1117 0159 1141 0149 2127 1111

平均 1101 1121 1102 1151 0170 0196 0172 0133 1189 1107 1157 1124 0199 1149 1115 0165 1137 0148 2126 1105

优势非常突出 ;其他均小于 1 ,处于劣势地位。

3 　措施与建议

根据上述测度分析 ,在平顶山市进行农作物结

构调整时 ,提出以下建议 :

1)压缩小麦生产。考虑当地的种植习惯、本地

需求及在国内具有的明显比较优势 ,具体思路应是

压缩种植面积 ,改善品种 ,提高单产水平 ,适当降低

总产量。

2)稳定及适量增加玉米生产。玉米的品种结构

应向适宜用作饲料和工业加工的专用型方面发展。

3)大力发展小杂粮和薯类生产 ,维持大豆生产。

发展小杂粮应注意在提高单产上下功夫 ,薯类发展

应注意解决加工和保鲜贮藏问题。

4) 压缩棉花生产 ,稳定或适当增加油料生产。

油料生产应以具有全国比较优势的花生和芝麻为

主 ,适当增加烟叶生产 ,保持烟叶主产区的地位。

5)适当增加蔬菜生产。蔬菜生产的增加应以发

展特优菜和反季节蔬菜为主 ,并设法解决大路菜的

加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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