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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 据 比 较 优 势 理 论!应 用 综 合 比 较 优 势 指 数 法!对 吉 林 省 玉 米 生 产 县 域 尺 度 比 较 优 势 进 行 了 测

定 和 差 异 分 析$ 结 果 表 明!吉 林 省 玉 米 生 产 不 同 县 域 之 间 综 合 比 较 优 势 存 在 着 很 大 的 差 异!吉 林 省 应 当 引 导

各 县 域 按 照 比 较 优 势 的 原 理 进 行 玉 米 生 产 结 构 的 调 整 !实 现 玉 米 生 产 的 合 理 布 局 和 专 业 化 生 产 !以 充 分 发

挥 玉 米 生 产 的 比 较 优 势$

关 键 词%玉 米"县 域 尺 度"比 较 优 势"吉 林 省

中 图 分 类 号%,-") 文 献 标 识 码%.

’$ 世纪 *$ 年代以来!农业比较优势 的 研 究 引 起 了 国 外 学 者 们 的 重 视!%$ 年 代 以 来!随 着 中 国 对

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学者对农业比较优势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0’1$ 大多数学者研究中国粮食生

产的比较优势多以全国尺度 2)0-1或者省级尺度 230""1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科

学性!但是由于县域间比较优势的差异性!使得研究结论缺乏针对性!甚 至 产 生 误 导$ 在 我 国 农 业 生

产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背景下!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具体研究$ 事实上!尽 管 中 国 土 地 资 源 匮 乏!使

得粮食生产在整体上缺乏优势!但是区域间比较优势差异明显!即使在一个省域内各个地区在粮食生

产上优势水平的高低也是不同的$ 目前!在吉林省县域尺度上进行玉米比较优势研究还未见报道$ 因

此!本文选择吉林省玉米各生态区典型县为代表 2")0"&1!在县域尺度上对玉米生产比较优势的差异性进

行测定和分析!以期为吉林省如何发展玉米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 玉米生产区域比较优势测算模型的建立

玉米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是该区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社 会 经 济&科 学 技 术 及 区 位 条 件&市 场 需

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可认为是由该区域玉米生产的规模优势&效率优势和效益优势 ) 个方面

决定的$
种植面积即生产规模!是一个地区玉米生产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和物质可投入能力的体现"玉米单

产水平即生产效率是当地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各种物质投入水平和科技进步的综合体现"玉米的生产

效益! 则是在当地生产条件下市场需求& 物质投入量& 玉米的品质及区位条件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体

现$ 作物区域生产优势有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仅考虑了种植面积和单产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反映该区的优势水平!但并不够完善$ 因为效率不等于效益!前者也不能涵盖后者$ 特别是考虑到农

产品品质差异&需求差异和区位差异等因素!两者之间差异更为明显$ 因 此!将 效 益 因 素 引 入 到 比 较

优势研究是必要的 2"$1$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选择玉米生产的播种面积&单产水平和生产效益作为区域玉米生产的比较优

势测定模型的关键因子$ 播种面积4,5作为规模优势的衡量指标!选择单位面积产量!65作为效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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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衡量指标!选择单位面积纯收益!"#作为效益优势的衡量指标" $ 个因素综合作用!反映某一地区玉

米生产的现实优势"在计算过程中!分别以各县域玉米播种面积与吉林省各县域玉米播种面积平均数

的比值#各县域玉米单产与吉林省各县域玉米单产平均数的比值#各县域玉米每亩纯收益与吉林省各

县域玉米每亩纯收益平均数的比值来衡量各县份玉米在规模$效率$效益方面的优劣势程度"
规模优势指数%%&’(& ) ( !*#
效率优势指数%+&’,& ) , -.#
效益优势指数%"&’/& ) / -$#
式中!(& 和 ( 分别为第 & 县玉米播种面积与吉林省各县玉米播种面积的平均数#,& 和 , 分别为第

& 县玉米单产与吉林省各县玉米单产的平均数#/& 和 / 分别为第 & 县玉米每亩纯收益与吉林省各县玉

米每亩纯收益的平均数" 如果 %&0*1说明 & 县在玉米生产上有规模优势!比值越大!说明优势越强!反

之!如果 %&2* 则缺乏规模优势!比值越小!说明劣势越强#同理!如果 +&0* 说明 & 县在玉米生产上有效

率 优 势!比 值 越 大!说 明 优 势 越 强!反 之!如 果 +&2* 则 缺 乏 效 率 优 势 1 比 值 越 小!说 明 劣 势 越 强#如 果

"&0* 说明 & 县在玉米生产上有效益优势!比值越大!说明优势越强#反之!如果 "&2* 则缺乏效益优势!
比值越小!说明劣势越强" 对上述规模优势指数$效率优势指数$效益优势指数进行几何平均!得到综

合比较优势指数" 即%
3&’-%&4+&4"&#* )$ -5#
3& 综合了生产规模$效率$效益因素!全面地反映某一个县玉米生产的比较优势水平" 如果 3&0*1

说 明 & 县 在 玉 米 生 产 上 具 有 综 合 比 较 优 势!其 值 越 大!优 势 越 强#反 之!如 果 3&2*!说 明 & 县 在 玉 米 生

产上不具有综合比较优势!数值越小!劣势越强#如果 3&’*!则处于临界状态"

! 吉林省各生态区典型县域玉米生产面积指数!单产指数!效益指数及综合

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与分析

!"# 面积比较优势指数

根据公式-*#计算 *6678.99. 年吉林省各生态区典型县域玉 米 生 产 的 面 积 比 较 优 势 指 数!计 算 结

果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 年平均全省具有面积比较优势的县域依次为榆树$公主岭和梨树!面积

优 势 指 数 分 别 为 .;$*$*;65 和 *;<$!具 有 绝 对 的 规 模 比 较 优 势!连 续 : 年 稳 居 前 $ 名!这 也 说 明 了 吉

林省粮食主产区的地位!在这些县市可以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行机械化规模经营来降低玉

米的生产成本!这些县市具有这样的自然基础条件#东丰$大安$梅河口$舒兰和汪清面 积 优 势 指 数 分

别为 9;:=$9;:*$9;5$$9;59$9;*9!和全省平均水平比不具有面积比较优势"

!"! 单产比较优势指数

根据公式!.>计算 *6678.99. 年吉林省各生态区典型县域玉 米 生 产 的 单 产 比 较 优 势 指 数!计 算 结

果见表 ." 从表 . 可 以 看 出!: 年 平 均 全 省 具 有 单 产 比 较 优 势 的 县 域 依 次 为 梨 树$公 主 岭$舒 兰 和 榆

树!单产优势指数分别为 *;$5$*;.:$*;96 和 *;9=#梅 河 口 与 东 丰 处 于 单 产 比 较 优 势 的 边 缘!和 全 省 平

均水平相当!单产指数分别为 9;66$9;6<" 这是由于地处吉林省中部松辽平原腹地的公主岭$梨树$榆

表 $ 吉林省各生态区典型县域玉米生产规模优势指数

地 区 *667 *666 .999 .99* .99. 平均

汪 清 9;9= 9;*9 9;*9 9;*9 9;** 9;*9
舒 兰 9;59 9;5. 9;$< 9;$< 9;5$ 9;59
梅河口 9;$: 9;5. 9;5< 9;5< 9;57 9;5$
大 安 9;:= 9;:< 9;:* 9;55 9;5$ 9;:*
东 丰 9;:6 9;7$ 9;:7 9;:7 9;:: 9;:=
梨 树 *;:5 *;=: *;=< *;=$ *;:7 *;<$
公主岭 .;.$ *;<9 *;=6 *;6$ *;6< *;65
榆 树 .;.$ .;$9 .;.$ .;$9 .;56 .;$*

资料来源%根据&吉林统计年鉴’*66< 8 .99$ 年有关数据计算"

7. $9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树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属于我国著名的黄金玉米带!物质投入能力高!科技发达!因此!在 单 产 上 具 有

比较优势!梅河口和东丰如果注意科学技术的应用!有进一步提高单产 的 潜 力"大 安 和 汪 清 与 全 省 平

均水平比不具有单产的比较优势!单产指数为 !"#$#!"%%$ 这是由于吉林省东部和西部自然条件不适

合玉米生产$

!"# 生产效益比较优势指数

根据公式&’(计算 )$$*+,!!, 年吉林省各生态区典型县域玉米生产的效益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

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 年平均全省具有效益比较优势的县域依次为公主岭%大 安#汪 清 和 梨 树!
其效益优势指数分别为 )").#)")##)")’#)"!)"榆树和梅河口处于效益比较优势的临界状态!和全省的

平均水平相当!效益指数为 !"$$ 和 !"$#"舒兰和东丰不具有效益的比较优势!指数为 !"$, 和 !"*,& 以

上结果分析表明!地处吉林省西部的大安虽然不具有生产玉米的自然优势条件!但是这两年由于重视

科学技术的应用! 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具有效益上的比较优势! 汪清这两年的效益优势有很大的下

降!,!!)+,!!, 年 效 益 上 具 有 比 较 劣 势"榆 树 和 梨 树 效 益 优 势 都 处 于 比 较 优 势 的 临 界 状 态"舒 兰 和 东

丰已不具有效益上的比较优势!尤其是东丰!效益指数只有 !"*,&

!"$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根据公式&%/计算 )$$*+,!!, 年各县域综合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 年

表 ! 吉林省各生态区典型县域玉米生产单产优势指数

地 区 )$$* )$$$ ,!!! ,!!) ,!!, 平均

汪 清 !"%% !"’$ !"-* !"%. !"’) !"%%
大 安 !"*$ !".$ !"*, !"., !"$’ !"#$
东 丰 )"!$ !"$- )"), !"#! )"!! !"$#
梅河口 )"!$ )"!’ )"!. !".$ !".. !"$$
榆 树 )")% !"$* )"), )"). !"$$ )"!.
舒 兰 !"$% )"!! )"%, )")% !"$- )"!$
公主岭 )",- )",% )"!’ )"’# )"’% )",-
梨 树 )"’# )",% )"!- )"%’ )"*! )"’%

资 料 来 源’ 根 据 (吉 林 统 计 年 鉴 ))$$# + ,!!’ 年 有 关 数 据 计 算$

表 # 吉林省各生态区典型县域玉米生产效益优势指数

地 区 )$$* )$$$ ,!!) ,!!, 平均

东 丰 !"#$ )"%! 0!"%* !"#- !"*,
舒 兰 !".’ !"%) )"-’ !"$, !"$,
梅河口 !"#. !"*- )")! )"’# !"$#
榆 树 )"!. !"#! !"## )"%) !"$$
梨 树 )"%! !"%’ )"%! !"#$ )"!)
汪 清 )"’! ,"’% !".’ !"!* )")’
大 安 !"-, !"*# )".* )"*% )")#
公主岭 )"’! )"%! !"$. )"!* )").

资 料 来 源’根 据 ( 吉 林 省 农 产 品 成 本 收 益 资 料 汇 编 ))$$* + ,!!, 年 有 关 数 据 计 算$

表 $ 吉林省玉米各生态区典型县域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地 区 )$$* )$$$ ,!!) ,!!, 平均

汪 清 !"’- !"%- !"’% !")’ !"’,
东 丰 !".! !"$% 0!"-* !"#% !"%.
舒 兰 !"*. !"-* !".* !"#, !"#!
梅河口 !"*# !"*- !"## !"., !"#’
大 安 !"-$ !"#! !".. !".# !"#*
梨 树 )"%% )"!! )"-% )",* )"’)
榆 树 )"%! )")* )",. )"-, )"’%
公主岭 )"-% )"%% )"’# )"%) )"%%

资 料 来 源’根 据 (吉 林 统 计 年 鉴 )%(吉 林 省 农 产 品 成 本 收 益 资 料 汇 编 ) 有 关 数 据 计 算$

) 期 *’张大瑜等’吉林省玉米生产县域尺度比较优势分析



平均全省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县域依次为公主岭!榆树和梨树"其综合比较 优 势 指 数 为 !"##!!"$# 和

!"$!#大 安!梅 河 口!舒 兰!东 丰 和 汪 清 不 具 有 综 合 比 较 优 势"指 数 分 别 为 %"&’!%"&$!%"&%!%"#(!%"$)$
大安这几年面积优势指数一直在下降"和比较优势相符"汪清这几年基本稳定在 %"!% 的水平$

! 结论与建议

吉林省不同生态区之间玉米的综合比较优势存在很大的差异"吉林省应按比较优势原理进行玉米

生产结构调整和布局"保持中部地区玉米种植面积"扩大比较优势"缩 减 东 部 与 西 部 不 具 有 比 较 优 势

的县市的面积$ 而吉林省近几年由于玉米生产的相对过剩"盲目地减少中部玉米的播种面积"这与比

较优势不符$ 从近 $ 年来看"榆树和公主岭面积指数在增加"表明和比较优势是相符合的"而梨树近 $
年呈下降趋势"与比较优势不符$

中部地区县市具有自然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规模大"单产较高"比如"梨树和榆树"面积和单产

有 显 著 的 比 较 优 势 而 效 益 优 势 不 明 显"因 此"应 该 重 点 提 高 效 益 优 势"把 自 然 优 势 转 化 为 经 济 优 势$
主要建议如下%

降低成本%中部地区生产玉米的物质费用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化肥用量高"施肥方法和施肥技术

需要进一步改进"研究新的施肥方法和施肥机具"提高化肥利用率是节 本 增 效 的 一 个 途 径#推 进 农 业

规模化经营和农业机械化"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行龙头企业带动规模经营来降低玉米的生产成

本"搞好订单农业"以实现生产与市场的对接"是吉林中部玉米产业的发展方向$
提高质量%应该加强管理以及在育种和栽培上有一些新的突破来提高玉米的质量$ 比如实行标准

化栽培"扩大无公害玉米和绿色玉米的栽培面积"以提高玉米的市场竞争力"增加玉米生产的效益$
强化玉米深 加 工 转 化 和 畜 产 品 深 加 工 转 化 两 条 主 线"用 工 业 化 思 维 来 谋 划 农 业 生 产"把 玉 米 生 产

看 作 是 工 业 化 生 产 的 第 ! 车 间"按 照 畜 牧 业 和 加 工 业 的 要 求 进 行 玉 米 生 产"比 如 高 油&高 蛋 白 玉 米&
青 贮 玉 米 及 高 淀 粉 玉 米 等"延 长 产 业 链"增 加 玉 米 的 附 加 值"抓 好 骨 干 企 业"如 长 春 大 成 玉 米 开 发 有

限公司"吉发黄龙&吉发生药和吉粮集团等玉米深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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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在整个生长时期的回归方程

运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得到番茄在整个生长时期的回归方程" 逐步回归的标准为#应用 ! 值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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