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是世界上梨果生产第一大国，收获面积

和产量都大幅度高于其他国家居世界首位，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除海南省以外，其

余 30 个省市区都种植梨果。其中，河北省是我国梨

果的重要产区，栽培历史悠久，栽培面积和产量均位

于全国第一位，在世界也是领先水平；西藏的种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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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最小，不足 0.1 hm2，本文主要研究 29 个省市区

(不包括海南和西藏)梨果生产的国内比较优势。

1 区位商(LQ)分析法
1.1 分析方法及模型评述

区位商是评价区域优势产业基本的分析方

法。区 位 商 又 称 专 门 化 率 ， 它 由 哈 盖 特 (P．

Haggett)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在衡量某

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

的优劣势，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

作用等方面，通过计算某一区域产业的区位商，可

以找出该区域在全国具有一定地位的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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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2010 年中国各省市区梨果规模优势指数(LQ)计算结果

地区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地区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北京 4.819 5.050 4.697 4.507 4.382 河南 0.418 0.439 0.473 0.490 0.502

天津 0.984 1.287 1.108 1.171 1.250 湖北 0.748 0.723 0.705 0.750 0.692

河北 3.376 3.326 3.300 3.301 3.280 湖南 0.553 0.715 0.591 0.566 0.592

山西 1.118 1.220 1.198 1.234 1.128 广东 0.206 0.230 0.241 0.244 0.254

内蒙古 0.204 0.189 0.206 0.168 0.171 广西 0.398 0.461 0.475 0.479 0.507

辽宁 3.362 3.079 3.256 3.688 3.658 重庆 1.204 1.408 1.479 1.581 1.584

吉林 0.495 0.464 0.483 0.449 0.460 四川 1.203 1.271 1.283 1.310 1.319

黑龙江 0.068 0.061 0.064 0.051 0.060 贵州 1.095 1.235 1.300 1.346 1.376

上海 0.719 0.733 0.711 0.705 0.753 云南 0.980 1.072 1.126 1.125 1.211

江苏 0.763 0.704 0.711 0.729 0.750 陕西 2.053 1.951 1.822 1.835 1.769

浙江 1.343 1.623 1.611 1.499 1.515 甘肃 1.867 1.783 1.669 1.334 1.305

安徽 0.591 0.589 0.640 0.628 0.636 青海 0.324 0.305 0.255 0.244 0.221

福建 1.329 1.458 1.447 1.462 1.458 宁夏 0.346 0.325 0.277 0.280 0.266

江西 0.719 0.642 0.712 0.720 0.712 新疆 2.617 2.403 2.369 2.199 2.185

山东 0.802 0.733 0.659 0.619 0.594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种植业数据库和国家统计数据库公布数据计算。

并根据区位商 LQ 值的大小来衡量其专门化率。
LQ 的值越大，则专门化率也越大。一般来讲，如果

产业的区位商大于 1.5，则该产业在当地就具有明

显的比较优势。计算公式定义为：

LQ= Xa/Ya

X/Y
(公式 1)

其中 Xa 是某种作物在地区 A 的种植面积；X

是某种作物在全国的种植面积；Ya 是地区 A 的农

作物种植总面积；Y 是全国农作物种植总面积；如

果区位商(LQ)数值大，说明地区 A 在生产某种作

物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亦然。
1.2 河北省的规模优势指数(区位商 LQ)

根 据 公 式 1， 文 本 定 义 梨 果 规 模 优 势 指 数

LQ=(某地区年度梨果的种植面积 / 某地区年度农

作物播种总面积)/(全国年度梨果种植总面积 / 全

国年度农作物播种总面积)，计算 2006～2010 年

中国各省市区梨果规模优势指数如表 1。

2 资源禀赋系数(EF)分析法
2.1 分析方法及模型评述

资源禀赋系数是国际上通常采用的用于反映

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资源相对丰富程度的计量指

标，其可定义为：某一国或一区第 L 种资源在世界

或全国中的份额与该国或该区国民生产总值在世

界或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之比。其计算公

式如下：

EF= Vi/Vwi

Y/Yw
(公式 2)

其中 Vi 是某一国或一地区拥有的 i 资源；Vwi

是世界或全国拥有的 i 资源；Y 是该国或该地区

国民生产总值；Yw 是世界或全国国民生产总值。
如果 EF>1，则某一国或一地区 i 资源在赫一

俄模型的意义上是丰富的，拥有比较优势；反之，

如果 EF<1，则某一国或一地区 i 资源在赫一俄模

型的意义上是短缺的，不具有比较优势。

2.2 河北省梨果的资源禀赋系数(EF)

根据公式 2，本文定义梨果资源禀赋系数 EF=

(某区拥有的梨果产量 / 全国拥有的梨果产量)/ (该

区农业总产值 / 全国农业总产值)，计算 2006～
2010 年中国各省市区资源禀赋系数如表 2。

3 河北省梨果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
综合指数分析
综合指数法是指在确定一套合理的指标体系

的基础上，将各项经济效益指标处理为同度量的

个体指数，然后加权平均，计算出综合值，用以评

价经济效益的一种方法。该数值越大，工作质量越

好，指标多少不限。
3.1 数据选取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 29 个省市区 2006～2010

年梨果生产的区位商、资源禀赋系数和单产各自

的平均数，具体数值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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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6～2010 年中国各省市区资源禀赋系数((EF)计算结果

地区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地区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北京 3.484 3.382 3.324 3.255 3.434 河南 0.731 0.800 0.815 0.823 0.782

天津 0.501 0.581 0.601 0.635 0.660 湖北 0.915 0.794 0.658 0.644 0.602

河北 4.595 4.253 4.303 4.074 3.948 湖南 0.186 0.182 0.164 0.161 0.179

山西 1.341 2.325 2.986 2.481 1.661 广东 0.058 0.067 0.058 0.068 0.073

内蒙古 0.252 0.248 0.236 0.208 0.197 广西 0.265 0.280 0.309 0.329 0.358

辽宁 1.512 1.492 1.782 1.926 2.082 重庆 0.896 0.948 1.013 1.058 1.156

吉林 0.412 0.367 0.397 0.358 0.363 四川 0.942 0.895 0.917 0.932 0.947

黑龙江 0.132 0.113 0.107 0.088 0.078 贵州 0.735 0.736 0.747 0.753 0.784

上海 0.679 0.694 0.685 0.710 0.907 云南 0.603 0.637 0.695 0.645 0.806

江苏 0.801 0.767 0.753 0.723 0.709 陕西 2.701 2.317 2.803 1.970 2.178

浙江 0.718 0.811 0.848 0.812 0.750 甘肃 1.902 1.691 1.527 1.592 1.501

安徽 1.601 1.718 1.097 1.434 1.504 青海 0.146 0.130 0.110 0.111 0.088

福建 0.354 0.364 0.362 0.384 0.366 宁夏 0.234 0.389 0.482 0.443 0.558

江西 0.207 0.218 0.265 0.264 0.261 新疆 1.661 1.910 2.480 2.845 2.628

山东 1.039 1.036 0.981 0.893 0.834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种植业数据库和国家统计数据库公布数据计算。

表 3 2006～2010 年各省市区梨果生产的区位商、资源禀赋系数和单产的平均数值

地区 种植面积(万 hm2) 产量(kt) 区位商 资源禀赋系数 单产(kg/hm2)

北京 1.016 154.82 4.691 3.376 15 316.8

天津 0.364 30.638 1.160 0.596 8 416.2

河北 19.742 3 546.678 3.317 4.235 17 999.6

山西 3.012 342.338 1.180 2.159 11 338.2

内蒙古 0.866 81.988 0.188 0.228 9 513

辽宁 8.940 954.106 3.409 1.759 10 591.8

吉林 1.620 139.596 0.470 0.379 8 624.4

黑龙江 0.486 44.306 0.061 0.104 9 120.8

上海 0.196 33.126 0.724 0.735 16 916.2

江苏 3.768 642.562 0.731 0.751 17 082.2

浙江 2.644 365.508 1.518 0.788 13 859.8

安徽 3.798 839.296 0.617 1.471 22 177

福建 2.222 171.082 1.431 0.366 7 706.2

江西 2.564 103.572 0.701 0.243 4 039.4

山东 5.02 1 148.894 0.681 0.957 23 249.6

河南 4.494 848.328 0.464 0.790 18 823.6

湖北 3.676 486.704 0.724 0.723 13 248.6

湖南 3.230 131.912 0.603 0.174 4 097.2

广东 0.724 51.714 0.235 0.065 7 127.4

广西 1.862 178.05 0.464 0.308 9 517

重庆 3.262 233.6 1.451 1.014 7 105.2

四川 8.256 821.148 1.277 0.927 9 941.4

贵州 4.094 160.022 1.270 0.751 3 903.2

云南 4.638 271.006 1.103 0.677 5 812.8

陕西 5.366 710.592 1.886 2.394 13 377.6

甘肃 4.194 309.834 1.592 1.643 7 583.2

青海 0.096 4.75 0.270 0.117 5 067.4

宁夏 0.244 21.09 0.299 0.421 8 934.8

新疆 7.022 719.464 2.355 2.305 10 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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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省市区梨果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各指标权重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权重

种植面积 3.704 3.801 1.026 187 905 0.214 292 79

产量 467.128 4 666.919 47 1.427 700 542 0.298 138 315

区位商 1.202 48 1.072 043 0.891 526 678 0.186 172 278

资源禀赋系数 1.050 21 1.013 887 0.965 413 584 0.201 601 646

单产 11 060.690 5 285.793 7 0.477 890 05 0.099 794 971

表 5 各省市区梨果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综合得分及排名

地区 综合得分 排名 地区 综合得分 排名 地区 综合得分 排名

河北 4.894 7 1 甘肃 1.070 7 11 湖南 0.434 8 21

辽宁 2.087 2 2 江苏 1.039 6 12 天津 0.410 6 22

新疆 1.765 2 3 浙江 0.897 6 13 吉林 0.406 2 23

北京 1.670 1 4 湖北 0.893 7 14 江西 0.406 1 24

陕西 1.636 2 5 重庆 0.821 2 15 内蒙古 0.261 1 25

山东 1.522 6 6 云南 0.794 5 16 宁夏 0.235 3 26

四川 1.467 1 7 贵州 0.715 0 17 广东 0.188 1 27

安徽 1.333 4 8 福建 0.599 1 18 黑龙江 0.168 1 28

河南 1.194 8 9 上海 0.438 3 19 青海 0.118 6 29

山西 1.092 2 10 广西 0.438 2 20

3.2 确定权重

权重是表明各项指标在经济效益综合值中重

要性的权数，表示各个评价指标在总体中所起的

不同作用,有多种确定方法，本论文采用变异系数

法计算。变异系数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用各

项指标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各项指标取值的差异程

度。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Vi=
σ i

x i

(i=1,2,…m) (公式 3)

式中：Vi是第 i 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也称为标

准差系数；σi 是第 i 项指标的标准差；xi 是第 i

项指标的平均数。
各项指标权重的公式为：

Wi=
Vi

m

i = 1
ΣVi

(i=1,2,…m) (公式 4)

式中：Wi 是第 i 项指标的权重，Vi 是第 i 项指

标的变异系数，
m

i = 1
ΣVi是 n 项指标变异系数之和。

用 spss19 软件计算表 3 各列数据的均值和

标准差，并根据公式 4 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如

表 4 所示。

3.3 综合得分

(1)计算标准值

各个单项指标的综合得分要先确定各指标的标

准值，常取该指标的总体平均数或基数数值，本文采

用总体平均数,然后求出实际值与标准值的比值。
(2)计算单项得分

根据权重和各项指标的乘积求出各个单项指

标的得分，步骤(1)和(2)的计算过程可以用公式表

示：

Xi=Wi× Mi

M
(i=1,2,…m) (公式 5)

式中：Xi是第 i 项指标的综合得分，Wi 是第 i

项指标的权重，Mi是第 i 项指标实际值，M 是 i 项

指标的平均值。
(3)计算综合得分

各类指标综合得分是本类指标中所包括的单

项指标的和，具体的计算过程可用公式表示：

Sj=
n

j = 1
ΣXij(i=1,2,…m ，i=1,2,…n) (公式 6)

Sj 是第 j 个地区的综合得分，Xij 是第 j 个地

区第 i 项指标的综合得分。计算结果如表 5。

4 结 论
如表 5 所示，河北省梨果生产区域比较优势

综合得分以明显优势排在全国首位，构成综合得

分的5 个分项指标如表 3 所示，其中河北省梨果

的种植面积、产量和资源禀赋系数均居首位，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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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3×104 kg/hm2 和 8.531×107 kg/hm2；盐碱水田

以盐类物质的巨量输出为污染特征。
⑷盐碱地改水田后，土壤中离子含量仍以

Na+ 和 HCO3
- 型为特征；随着耕种年限的增加，土

壤 pH 值变化不明显，有机质含量逐年增加，Na+

和 HCO3
- 含量逐年减少；部分水田随耕种年限增

加有次生盐碱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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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北京和辽宁之后排第三位，单产在山东、安

徽、河南之后，位居第 4 位。因此河北省梨果生产

优势还有提高的空间，主要是依靠提高单产水平，

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应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内在品质

和外观质量，注重标准化建设，降低产后营销成本

以及提高经营管理效率等方式保持河北省梨果产

业的优势，挖掘竞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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