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增加、耕地

面积减少、水资源不足以及粮食生产基础比较薄

弱、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等原因，致使中国食物

安全存在着潜在危机, 此问题已受到国家的高度

重视。马铃薯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粮菜兼用作物，

在同等条件下，其单位面积蛋白质产量分别是小

麦的 2 倍、水稻的 1.3 倍和玉米的 1.2 倍，所含 Vc
是苹果的 l0 倍，VB 是苹果的 4 倍，各种矿物质含

量是苹果的 l0 倍以上。此外，马铃薯还具有比较

效益高、产业链长等优点。本文拟利用比较优势理

收稿日期：2009- 08- 31
作者简介：刘 峰(1962- )，男，研究员，主要从事马铃薯栽培育种

研究。

论测算马铃薯在吉林省种植结构中的比较优势，

判定其发展方向和发展区域，最大限度地挖掘马

铃薯的增产潜力，以期在吉林省提高粮食产量的

进程中做出重大贡献。同时，对吉林省主要作物的

比较优势也进行了分析，为吉林省种植结构调整

提供参考。

1 吉林省马铃薯及其主要农作物的
生产现状

吉林省地处松辽平原腹地，北纬 40°18′～46°
52′，东经 121°38′～ 131°19′，主要农业区全年无

霜 期 120 ～160 d, 全 年 降 雨 量 一 般 在 400 ～900
mm，全年日照时数 2 200～3 000 h，年活动积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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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主要农作物生产效益分析得知水稻、玉米、马铃薯生产效益位于前三位，而玉米又以其位于黄金玉米带

的得天独厚优势，在吉林省播种面积最大，成为吉林省第一大种植作物，水稻、马铃薯、大豆以其经济效益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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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在 2 700～3 200℃·d， 现 有 耕 地 面 积 498 万

hm2，主要产粮区土质肥沃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基

地，按照吉林省增产 50 亿 kg 商品粮能力建设总

体规划的要求，5 年后吉林省粮食产量将提高 50
亿 kg 是继河南、山东、江苏、黑龙江省之外的又一

个粮食总产超 300 亿 kg 的产粮大省。现阶段吉林

省的粮食总产量在 250 亿 kg 左右。主要作物玉米

190 亿 kg、水稻 49 亿 kg、大豆 12 亿 kg，而吉林省

马铃薯的总产量保持在 20 亿 kg 左右。就吉林省

的地理条件而言，全省按照生态条件被划分为 3
个生态区域类型：(1)半干旱农业生态区，该区包

括乾安、前郭、扶余、大安、长岭、镇赉、白 城、洮

南、通榆、双辽等 10 个县(市)。无霜期 130～135 d，

降雨量 388～507 mm，7 月降雨集中，为 138～155
mm，春季常常干旱、风沙，积温 2 800～3 000℃·d，

土壤类型为灰钙土和沙土，pH8 以上，为碱性土

壤。该区中的乾安、前郭、扶余、大安、长岭、双辽

等地土壤类型为灰钙土和沙土，非常适合马铃薯

的生长，是马铃薯的主产区之一。(2)半湿润农业

生态区，该区包括长春、双阳、九台、榆树、农安、
德惠、公主岭、伊通、辽源、梨树、四平等 11 个县

(市)。无霜期 135～140 d，降雨量 403～664 mm，7
月降雨集中，为 138～185 mm，积温 2 600～2 800
℃·d，土壤类型为黑土类，pH7，为中性土壤。该区

土壤肥沃，为吉林省粮食主产区，种植作物以玉

米、水稻等粮食作物为主。农安、德惠为马铃薯的

传统种植区，马铃薯产量高、品质好。(3)湿润农业

生态区，该区包括长白区、敦化区、汪清区、延吉

区、通化区、老爷岭区，集安区等 7 个局部生态区。
无霜期 80～140 d，降雨量 521～1 349 mm，其中

600～800 mm 占多数地区，积温 2 100～3 000℃·d，

土壤类型为白浆土为主，pH6，为酸性土壤。该区

多为低山丘陵地区，海拔高，气候冷凉，种植作物

以水稻、玉米为主，该区为吉林省马铃薯种薯繁殖

区。吉林省马铃薯的种植分布情况见表 1。

2 吉林省马铃薯及其主要农作物的
比较优势分析

2.1 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方法

比较优势理论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

图。他发展了两个地区、两种商品和一种生产要素

的比较优势学说，指出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相对有

利的生产条件，两个地区只要各自把劳动投入到

成本相对较低、最有利于本地区的商品生产上，以

这种商品交换在本地区相对不利的商品，将使两

个地区的资源都得到有效的利用，使各地区获得

比较利益。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区域农作物生产上，

该地区总有作物，或因其产量高，或因其规模大，

而得到高于同一地区其他作物的生产利益。这种

作物就是该区域的比较优势作物。按照这一理论，

学者们以作物单产和种植规模为区域农作物比较

优势指标的主因子，确立了 3 个比较优势指数。
2.1.1 产量优势指数

产 量 优 势 指 数 YCA (Yield Comparative
Advantage)是指该地区某种作物的单产水平与该

地区全部作物平均单产水平的比值和高层次区域

同一比值的比率，该指数是从资源内涵生产力的

角 度 来 分 析 作 物 的 比 较 优 势。其 计 算 公 式 为 ：

YCAij=(APij/APi)/(APj/AP)。式中 YCAij 为产量优

势指数，APij 表示 i 省(区)j 种作物的单产，APi 表

示 i 省(区)全部作物的平均单产，APj 表示全国 j
种作物的平均单产，AP 表示全国全部作物的平均

单产。当 YCAij＞1 时，表明 j 作物在 i 地区具有

单产优势。
2.1.2 规模优势指数

规模优势指数 SAI(Scale Advantage Indices)
是反映生产规模的大小，特别是反映出该产品的

市 场 重 要 性。其 计 算 公 式 为 ：SAIij= (GSij/GSi)/
(GSj/GS)。式中，SAIij 为规模优势指数；GSij 为 i
区 j 种作物的种植面积；GSi 为 i 区全部农作物种

植面积；GSj 为全国 j 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GS 为

全国农作物种植面积。当 SAIij＞1 时，表明 j 作物

在 i 区具有规模生产优势。SAIij 值越大，优势越

显著。
2.1.3 综合优势指数

综 合 优 势 指 数 AAI (Aggregated Advantage
Indices) 是产量优势指数和规模优势指数的综合

结果，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某种作物生产

的优势度。其计算公式为：AAIij=AAij＞1，表明与

全国农作物平均水平相比，I 区 j 种作物生产具

表 1 2007 年吉林省主要地区马铃薯播种面积
(全省：95 800 hm2)

地区 播种面积(hm2)
长春 33 100
吉林 9 500
四平 13 600
辽源 4 300
通化 3 200
白山 2 300
松原 18 800
白城 5 500
延边 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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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较优势。AAij 值越大，优势越显著。
2.2 比较优势的计算结果与分析

吉林省马铃薯及其主要作物在全国农作物中

的比较优势详见表 2。

表 2 列出了 2001～2006 年吉林省主要农作

物 6 年平均产量优势指数 YCA、规模优势指数

SAI 和综合优势指数 AAI 值。由表 2 可以看出，吉

林省的作物中谷子、马铃薯、大豆、高粱和玉米的

YCA 值都＞1，说明吉林省种植的这 5 种作物在

全国作物平均水平中生产效率处于优势。处于优

势的作物由大到小的排列为：谷子、马铃薯、大豆、
高粱和玉米，其中马铃薯 2001～2005 年的 YCA
值达到 1.70 以上(2006 年产量较低)，在吉林省的

种植作物中生产效率处于绝对优势。
由表 2 的 SAI 值可以看出，高粱、玉米、大豆

的 SAI 值＞1，说明 3 作物在吉林省种植和全国平

均水平相比具有面积优势，其中，高粱、玉米的规

模优势更加明显。马铃薯由于相对于全国的播种

面积较小其 SAI 值 仅为 0.63，也表明吉林省马

铃薯在种植面积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
就综合优势指数 AAI 值来看，高粱 2.27、玉

米 1.89、大豆 1.49，3 种作物的 AAI 值＞1，说明

高粱、玉米、大豆在全国农作物平均水平中具有综

合比较优势，马铃薯的 AAI 值在 0.96，说明吉林

省的马铃薯在全国农作物平均水平中基本处于优

势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吉林省

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作物为高粱、玉米、大豆，而

谷子和马铃薯在吉林省虽然相对播种面积较小，

但却具有单产高的特点，在吉林省的种植结构中

有不可缺少的作用。以上的参数分析是在和全国

平均水平相比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不能完全反映

当地作物间的比较优势，而当地作物间的效益比

较应该更有意义。
2.3 吉林省内主要农作物效益分析

将吉林省内主要农作物玉米、稻谷、小麦、高

粱、大豆和马铃薯以其单产计算公顷产值，统计结

果如表 3。

由表3可以看出，吉林省内的作物，以稻谷的

公顷产值为最高，达到13 959.00元/hm2；马铃薯的

产值位于第二位，达到10 428.00元/hm2；其次为玉

米产值达到9 050.88元/hm2。由此可看出吉林省种

植作物中效益最高的为稻谷，其次为马铃薯，第三

位为玉米，而效益最高的稻谷由于对水资源的特

殊要求，在吉林省的播种面积受到限制，而马铃薯

由于土壤和气候条件的限制，播种面积亦不是很

高，只有处于黄金玉米带的玉米，由于其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在吉林省内成为首要的种植作物。

3 结 论

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的结果为：吉林省的

作物中谷子、马铃薯、大豆、高粱和玉米的 YCA
值都＞1，说明吉林省种植的这 5 种作物在全国作

物平均水平中生产效率处于优势，此 5 种作物具

有产量优势。在规模优势计算中，高粱、玉米、大

豆的 SAI 值＞1，说明 3 种作物在吉林省种植和全

国平均水平相比具有面积优势，其中，高粱、玉米

的规模优势更加明显。就综合优势指数 AAI 值来

看，高粱 2.27、玉米 1.89、大豆 1.49，3 种作物 的

AAI 值＞1，说明高粱、玉米、大豆在全国农作物平

均水平中具有综合比较优势，马铃薯的 AAI 值在

0.96 说明吉林省的马铃薯在全国农作物平均水平

中基本处于优势水平。
对吉林省种植作物进行效益比较分析，水稻、

玉米和马铃薯位于前三位，而玉米又以其位于黄

金玉米带的得天独厚优势，在吉林省播种面积最

大，成为吉林省第一大种植作物，水稻、马铃薯、大
豆以其经济效益高在吉林省亦有较大的生产规

模，成为吉林省种植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

参考文献：

表 3 2006 年吉林省马铃薯及其主要农作物的效益分析

作物 播种面积 (万 hm2) 总产量(万 t) 公顷产量(kg) 公顷产值(元)
稻谷 66.40 493.00 7 425.00 13 959.00
玉米 280.57 1 984.00 7 071.00 9 050.88
小麦 0.75 3.00 4 000.00 6 080.00
高粱 8.02 42.00 5 237.00 8 117.35
大豆 44.84 121.40 2 707.00 8 906.03

马铃薯 14.19 185.00 13 035.00 10 428.00
注：各作物的价格为 2006 年 12 月互联网公布的吉林省各作物的

批发时价。其中稻谷为 1.88 元 /kg；玉米为 1.28 元 /kg；小麦
为 1.52 元 /kg；大豆为 3.29 元 /kg；高粱为 1.55 元 /kg；马铃薯
为 0.80 元 /kg。

表 2 2001～2006 年吉林省主要农作物在全国农作物中
的比较优势

作物 YCA SAI AAI
稻谷 0.89 0.71 0.79
玉米 1.04 3.43 1.89
小麦 0.63 0.03 0.13
谷子 1.66 0.45 0.84
高粱 1.35 3.87 2.27
大豆 1.43 1.57 1.49

马铃薯 1.55 0.63 0.96
油料 0.83 0.55 0.66
蔬菜 0.89 0.49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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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以看出，不同放牧

时间和不同留茬高度影响朝鲜碱茅的生长速度。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开始放牧较好，留茬高度应为

6 cm。放牧过早、过迟都对草地产生不良影响。春

季过早放牧可降低牧草的产量，对朝鲜碱茅生长

发育危害较大。春季朝鲜碱茅刚返青后，幼苗较

小，被家畜采食后，严重影响其再生能力。春季放

牧应该避开此时期，以利牧草再生。放牧过迟，牧

草则粗老，适口性、营养价值降低，采食率也会降

低。年度间由于气候条件的不同，开始放牧时期应

酌情掌握。在第 1 次放牧以后，一般间隔 20～25
d，草层恢复后，可以第 2 次放牧。以后牧草再生

能力变弱，放牧间隔时间需延长。在生长季结束

前 30 d 停止放牧较为适宜。如果停止放牧过迟，

多年生草类没有足够的贮藏养料时间，以备越冬

和下一年春季萌生需要，因而会影响第 2 年牧草

产量。

测定时间 碱茅高度(cm) 平均日生长量(cm)
4 月 15 日 5.5 2.0 5 月 5 日 8.5 0.33
4 月 25 日 12.0 2.0 5 月 15 日 9.5 0.38

6.0 15.0 0.45
10.0 20.5 0.53

5 月 5 日 25.5 2.0 5 月 25 日 10.5 0.43
6.0 15.5 0.48
10.0 19.0 0.45

放牧试验时间 碱茅高度(cm) 放牧留茬高度(cm) 放牧试验后调查测定

表 1 不同留茬高度对朝鲜碱茅生长速度的影响

4 结 论

朝鲜碱茅春季适宜开始放牧时间应在牧草高

度达 12～15 cm(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放牧留茬

高度应为 6.0 cm 左右；在生长季结束前 30 d 停

止放牧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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