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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大麦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大麦进口大幅快速增长，但国内大麦种植面积锐减，产量持续下降，生产规

模严重萎缩，大麦产业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基于大麦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从进口、国内生产能力、国际竞争力三个方面

选取 15个具体指标构建大麦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以 1995-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主成分法分析影响大麦

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麦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进口依赖程度较强、贸易竞争力较弱、生产

稳定性较差和进口冲击较大，即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自身生产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是影响大麦产

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因此，提出加强进口管理，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政策建议，降低进口冲

击和依赖，提高国内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保障中国大麦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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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China´s barley consumption demand, the import of barley increased
sharply and rapidly, but the domestic barley planting area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output continued to decline,
the production scale reduced seriously, and the safety of the barley industry faced severe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barley industry development, 15 specific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import, do⁃
mestic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o construct an index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arley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data from 1995 to 2020 were used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the main factors re⁃
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rley industry are strong import dependence, weak
trade competitiveness, poor production stability and import impact. Barley impor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
velopment of domestic barley industry.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re the fundamen⁃
tal affecting factors. Therefo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arley industry should be ensured by
strengthening barley import management, pro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mport sources to reduce import impact
and dependence, and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 to improve domestic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
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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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是重要的啤酒酿造原料和优良的饲料，

随着中国啤酒消费的大幅增加和畜牧业的快速发

展，大麦产业的安全发展对主产区域的农业经济

发展、农民收入增加以及啤酒和畜牧业等相关产

业的稳定发展等非常重要。20世纪初，中国大麦最

大种植面积为 804万 hm2，总产量高达 904.50万 t，在
世界大麦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1]。随着中国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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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大麦进口快速大幅增加，2020
年，大麦进口数量增加到 807.97万 t，进口市场集

中度和进口依存度大幅升高至 95%和 87%。然

而，国内大麦市场价格不断下跌，大麦生产规模

严重萎缩，大麦种植面积持续大幅减少至 26万
hm2，产量下降至 90 万 t，自给率显著降低至

13%，中国大麦产业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2]。本研

究基于目前大麦进口和国内大麦生产的现实状

况，构建中国大麦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实证分析影响大麦产业安全发展的主要因素，

为制定中国大麦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依据。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进口快速增加，关于农

业产业安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吴

孔明等 [3]基于农业外部风险加剧、农产品供给紧

平衡等农业产业安全视角，提出保障重要农产品

稳定供应等新阶段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战略

构想。黎娜等 [4]从进口依存度、国内产业发展等

方面对农业产业安全进行评估预测，研究得出

2017-2022年农业整体发展稳定态势需配以相应

的保障机制。宋聚国等 [5]构建产业竞争力、控制

力和产业成长性三方面的棉花产业安全评价体

系，分析指出棉花产业竞争力显著下降，进口依

存度明显提高，但在比较利益提高的情况下棉花

产业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张淑荣等 [6]分析认为，

棉花大量进口、生产不稳定以及贸易竞争力较弱

等影响棉花产业安全，生产方式水平低、市场调

控能力弱以及政策目标错位是影响棉花产业安

全的根本原因。贾兴梅等 [7]构建包含国内生产

环境、贸易竞争力和进口依存度三个方面的大豆

产业安全发展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

表明，国内大豆生产量较低，大豆进口大幅增

加，贸易竞争力指数较低，进口依存度升高，大

豆产业安全受到很大威胁。吴燕红 [8]研究认为，

影响大豆产业安全发展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国际

竞争力、产业控制力、产业对外依存度和国内生

存环境。钱宇 [9]研究表明，影响玉米产业安全发

展的主要因素为生产能力、进口冲击、供给稳定

性、市场需求状况和种业控制程度。朱梦诗等 [10]

分析指出，基本安全因子是棉花产业安全的主要

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棉花进出口消费比率与进口

依存度两个方面。王璐 [11]构建油菜产业安全评

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产业安全度进

行定量估算，指出油菜产业安全度总体上呈下降

趋势。邸娜 [12]构建产业生存环境、发展能力等在

内的大豆种子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认为

大豆种子产业 2006年已陷入危机，并且安全状

况不断恶化。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借

鉴与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已有研究较多

是从整体农业产业宏观层面进行产业安全研究，

从具体农产品微观层面研究较少，仅涉及大豆、

玉米、棉花少数农产品品种，此研究不足为本研

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第一，大麦是中国仅次于小麦、稻

谷、大豆、玉米的主要进口农产品 [13]，以及西部地

区的重要种植作物，研究其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能够弥补已有研究的空缺，丰富农产品产业安全

研究内容，同时为其他农产品产业安全问题研究

提供一定的借鉴；第二，已有关于大麦进口对大

麦产业安全的影响研究主要是通过定性分析和描

述性分析，本研究基于大麦产业发展的现实背

景，从进口、国内生产能力、国际竞争力等多角度

构建全面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法进行实证分

析，解决了评价主观性较大的问题 [14]，而且通过消

除原始指标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减少信息的重复

交叉，能够更为准确地分析影响大麦产业发展的

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

实意义，能够为大麦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

提供理论依据。

1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大麦产业发展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要

全面反映影响大麦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既要包

括产业发展自身的内部影响因素，也要包括进口

的外部影响因素，所有指标应构成一个具有内在

联系的全面系统的整体。同时，应科学设置各级

指标，影响大麦产业发展主要方面的各一级指标

应相互联系，综合反映对大麦产业发展的影响，

同时也要彼此独立，明确重点反映出各方面对

大麦产业发展的影响；各二级指标要相互联系，

共同准确地解释支撑一级指标，同时能够反映

出各自对大麦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

此外，定量分析需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各指

标的计算方法应简单易行，具有可操作性与可

行性 [15]，为了进行对比分析，还要保持指标数据

的可靠性、连续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综

合以上方面，构建中国大麦产业发展影响因素

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82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49卷

1.2 指标体系构建

1.2.1 进口影响指标

基于中国当前大麦进口现状，进口对大麦产

业发展的影响指标主要包括六项。

1.2.1.1 进口数量（X1）
在国内供给难以满足快速增加的需求情况

下，适度进口有助于弥补供需缺口、促进供求平

衡和稳定市场价格。过度进口则会冲击国内市

场，挤占市场份额，影响市场价格，进而影响国内

生产供给，不利于产业安全发展。

1.2.1.2 进口增长速度（X2）
一定范围内稳定的进口增长可以补充国内供

给不足，但进口增长速度过快，波动幅度较大，则

会影响国内市场，不利于产业稳定发展。

1.2.1.3 进口价格（X3）
以合理的价格稳定地从国际市场获得外部资

源，能够保障国内市场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进口价格过高或过低则会对国内价格产生传导效

应，进而对国内生产、加工等产业链相关主体的

利益造成损害。

1.2.1.4 进口关税（X4）
适当使用进口关税政策可以保护本国相关产

业发展。如果进口关税水平过低，则将降低进口

价格，加大进口冲击，影响产业安全发展。

1.2.1.5 进口市场集中度（X5）
进口市场集中度是指进口市场中前几位进口

来源国的进口数量占进口总量的份额。中国大麦

进口来源国主要为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进

表 1 中国大麦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进口影响指标

国际竞争力指标

国内生产能力指标

二级指标

进口数量

进口增长速度

进口价格

进口关税

进口市场集中度

进口依存度

贸易竞争力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内市场占有率

出口依存度

自给率

种植面积

单产

产量增长率

计算方法

大麦进口绝对数量

本年进口量 - 上年进口量
上年进口量

× 100%

进口金额
进口数量

大麦进口关税税率

主要进口来源国进口数量
进口总量

× 100%

进口量
表观消费量

× 100%

出口额 - 进口额
出口额 + 进口额

中国大麦出口额 中国出口总额
世界大麦出口额 世界出口总额

中国大麦出口额
世界大麦出口总额

× 100%

国产大麦消费量
国内大麦消费需求总量

× 100%

出口量
总产量

× 100%

产量
表观消费量

× 100%

播种总面积

产量
种植面积

本年度产量 - 上年度产量
上年度产量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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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市场集中度越高，表明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越

高，将会加大进口风险。

1.2.1.6 进口依存度（X6）
进口依存度是指国内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对进

口的依赖程度。进口依存度越高，受国际市场的

影响越大，产业发展的风险就越高，进而威胁国

内产业安全。

1.2.2 国际竞争力指标

国际竞争力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般包括资源禀赋、劳动生产率、成本及价格等，

综合通过市场竞争力表现出来。衡量中国大麦产

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主要包含五项。

1.2.2.1 贸易竞争力指数（X7）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反映产业国际竞争力最重

要的指标。该指数值介于（-1，1）[16]，当指数值为

0时，表明产业竞争力处于世界平均水平；当指数

值大于 0时，表明产品出口高于进口，数值越接近

1，国际竞争力越强，有利于促进产业发展；指数

值小于 0时，表明出口低于进口，数值越接近-1，
国际竞争力越弱，不利于产业发展。

1.2.2.2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8）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反映一国某产业在进

出口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当该指数值大于 2.5
时 [16]，表示国际竞争力非常强；指数值在（1.25，
2.5）时，表示国际竞争力较强；指数值在（0.8，
1.25）时，表示产业具有平均竞争优势；当指数值

小于 0.8时，表示国际竞争力非常弱，不具有竞

争优势。

1.2.2.3 国际市场占有率（X9）
国际市场占有率指一国某产品的出口额与世

界该产业（产品）的出口总额的比率。国际市场

占有率越高，表明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

重要地位，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1.2.2.4 国内市场占有率（X10）
国内市场占有率指一国某产品在国内市场的

消费量与国内市场全部该产品的消费需求量的比

率。国内市场占有率越高，说明该产品所占市场

份额越大，具有较强的市场地位与竞争力，有利

于推动产业发展。

1.2.2.5 出口依存度（X11）
出口依存度是指国内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对出

口市场的依赖程度。出口依存度越高，受国际市

场影响越大，产业发展的风险就越高。但如果出

口依存度过低，则表明出口较少，缺乏国际竞争

力，不利于产业可持续发展。

1.2.3 国内生产能力指标

生产能力是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稳定

的生产能力能够保证国内供给、抵御进口冲击、

保障产业安全。根据大麦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数

据的可获得性，衡量国内生产能力指标主要选取

四项。

1.2.3.1 自给率（X12）
自给率是评价粮食安全水平的重要指标。在

大麦进口快速增长现状下，自给率是产业适应性

和控制力的重要表现。自给率越高，说明自身供

给能力越强，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越强，有利

于保障产业安全发展。

1.2.3.2 种植面积（X13）
种植面积反映农业生产的土地要素状况。

在中国耕地资源有限以及比较优势情况下，种

植面积是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种

植面积越稳定，产业抗压性越强，能够保障产业

稳定发展。

1.2.3.3 单产（X14）
单产是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衡量指标，从生

产技术角度衡量产业的抗压能力和发展潜力 [17]，

单产水平越高，竞争优势越强，发展潜力越大，有

利于抵抗进口压力，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1.2.3.4 产量增长率（X15）
产量增长率从供给波动角度反映产业的生产

能力与抗压能力，产量的稳定增长态势是产业安

全发展的重要保障。产量的波动程度越大，表明

生产的稳定性越差，供给能力和抗压能力下降，

遭受进口冲击越大，影响产业安全发展。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3.1 研究方法

通过借鉴葛春梅等 [18]、赵桢桢等 [19]多位学者

的研究成果，根据当前中国大麦产业发展的实际

情况以及本研究的主要目的，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对大麦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成分分

析法由美国数理统计学家 H.霍特林于 1933年提

出，通过投影的方法实现数据的降维 [20]，把多指标

转化成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原有指标大部分

信息的综合指标（主成分）的多元统计方法 [21]。即

将多个相互关联的影响因素重新组成两两不相

关，且信息尽可能不丢失、不重叠的几个综合因

素，通过揭示影响的普遍信息与特殊信息，找出

关键的影响因素。影响中国大麦产业发展的各因

素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为了剔除各影响因素间

相关性包含的冗余信息，导致信息重叠，同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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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定量分析各因素对大麦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影

响程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众多影响因素进行

综合分析。主成分分析法的优点是首先消除了原

始指标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使计算结果更为准

确；其次是降维简化了原始指标体系，并且能够

尽可能多地反映原始指标的统计特征与信息量；

最后是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得到的综合指标

（主成分）之间彼此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使得

分析评价结果具有客观性。

1.3.2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选取 1995-202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

本，对中国大麦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

析。其中，中国大麦的进口数量、进口金额、出口

数量、出口金额、中国全部产品出口贸易总额、世

界大麦出口金额、世界全部产品出口金额的数据

主要来源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由于数据的可

获得性和连续性的限制，大麦消费量采用表观消

费量，是大麦国内产量与净进口量的加总数量；

国内大麦种植面积、产量、单产等生产数据主要

来源于 FAOSTAT数据库。影响因素中一些指标

变量与大麦产业发展呈反向变动趋势，即指标值

越大，越不利于大麦产业发展。因此，通过对进

口量、进口增长速度、进口价格、进口关税、进口

市场集中度以及进口依存度等进口影响方面的逆

指标和区间指标取其倒数的方法进行同趋化处

理 [8]，消除指标之间变化趋势的差异。此外，各指

标数据的计量单位不同，主成分分析的结果会受

到变量单位的影响，因此，应用 SPSS 24.0统计分

析软件对同趋化处理后的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标准

差的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差异的影响。

2 实证分析

2.1 主成分分析法的适用性检验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适

用性检验，主要采用相关系数矩阵、KMO 和

Bartlett球形检验方法确定数据是否适合进行主成

分分析。利用 SPSS 24.0统计软件得出各指标变

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1，1），并且大部分值大

于 0.5，表明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21]。一般

认为 KMO大于 0.6时可以做主成分分析，检验结

果如表 2所示。KMO的值为 0.638，并且 Bartlett球
体检验结果在显著性水平 0.01下显著，P值为

0.000，因此，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判定数据可以进

行主成分分析 [22]。

表 2 KMO和 Bartlett球形检验

Kaiser-Meyer-Olkin度量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分布

自由度

显著性

0.638
557.494
105.000
0.000

2.2 确定主成分

根据特征值大于 1，累计贡献率在 80%~85%
以上的原则确定主成分的个数。通过计算相关系

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选取主

成分分析法进行主成分的提取，结果如表 3所示。

前四个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 1，累计贡献率达到

表 3 主成分列表

成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初始特征值

总计

6.767
2.642
1.524
1.321
0.984
0.750
0.513
0.285
0.133
0.037
0.027
0.008
0.006
0.003
0.000

方差贡献率/%
45.112
17.611
10.163
8.804
6.563
5.003
3.420
1.901
0.884
0.249
0.177
0.051
0.039
0.023
0.001

累计贡献率/%
45.112
62.723
72.886
81.690
88.253
93.256
96.676
98.577
99.462
99.710
99.887
99.938
99.976
99.999
100.000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6.767
2.642
1.524
1.321

方差贡献率/%
45.112
17.611
10.163
8.804

累计贡献率/%
45.112
62.723
72.886
81.690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5.039
3.279
2.385
1.551

方差贡献率/%
33.591
21.861
15.898
10.339

累计贡献率/%
33.591
55.452
71.351
8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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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90%，说明这四个成分包含了原始变量所含总

信息的绝大部分 [23]，其余 11个成分包含的信息很

少，对方差影响很小。因此，可以提取前四个成

分作为主成分。

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得

到主成分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 4所示 [24]。

表 4 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

指标

进口数量（X1）
进口增长速度（X2）
进口价格（X3）
进口关税（X4）

进口市场集中度（X5）
进口依存度（X6）

贸易竞争力指数（X7）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8）
国际市场占有率（X9）
国内市场占有率（X10）
出口依存度（X11）
自给率（X12）
种植面积（X13）
单产（X14）

产量增长率（X15）

主成分

1
0.935
0.014
0.286
0.931
0.236
0.921
0.157
0.216
0.194
0.924
0.831
0.917
0.519
0.369
0.023

2
0.482
-0.118
-0.240
0.043
-0.105
0.361
0.974
0.892
0.965
0.196
-0.068
0.214
-0.017
-0.014
-0.257

3
0.260
0.201
0.031
0.072
0.370
0.422
-0.042
0.237
0.016
0.222
-0.003
0.284
0.746
-0.869
-0.674

4
-0.074
-0.631
0.633
-0.018
0.697
0.105
-0.083
0.022
-0.101
0.093
0.077
0.086
0.270
-0.060
0.366

2.3 主成分分析

在对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适用性检验的

基础上，根据确定的四个主成分以及主成分的因

子载荷矩阵中的数据，综合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主成分在进口数量（X1）、进口关税（X4）、
进口依存度（X6）、国内市场占有率（X10）和自给率

（X12）五个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系数，这五个指

标主要反映了大麦产业的进口依赖程度，因此将

第一主成分命名为进口依赖因子。五个指标的载

荷系数均在 0.91以上，表明大麦进口依赖程度对

国内大麦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进口依赖程度

越高，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越大，进口风险加大，产

业控制力减弱，不利于大麦产业安全发展。

第二主成分在贸易竞争力指数（X7）、显示性

比较优势指数（X8）和国际市场占有率（X9）三个指

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系数，这三个指标主要反映

大麦的国际竞争力情况，因此将第二主成分命名

为国际竞争力因子。三个指标的载荷系数分别为

0.974、0.892、0.965，特别是贸易竞争力指数的载

荷系数在所有指标中最高，表明贸易竞争力对大

麦产业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贸易竞争力增

强，能够促进大麦产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主成分在种植面积（X13）、单产（X14）和产

量增长率（X15）三个指标上具有绝对值较大的载

荷系数，这三个指标主要反映国内大麦的生产稳

定性情况，因此将第三主成分命名为生产稳定性

因子，表明大麦自身的生产能力及稳定性对产业

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生产能力和稳定性越强，对

于进口的适应性与抗压性越强 [17]，有利于促进大

麦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其中，单产指标的绝对

值载荷系数较大，达 0.869，说明大麦品种、生产

技术、生产环境与条件等因素对大麦产业可持

续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国内生存与发展环境以

及生产技术条件改善，单产水平提高，能够促进

大麦产业健康发展。

第四主成分在进口增长速度（X2）、进口价格

（X3）和进口市场集中度（X5）三个指标上具有绝对

值较大的载荷系数，这三个指标主要反映进口大

麦的冲击情况，因此将第四主成分命名为进口冲

击因子，表明进口大麦市场对国内大麦产业具有

较大冲击影响。进口冲击越大，产业损害程度就

越大，威胁大麦产业安全发展。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中国大麦产业发展主要包括四大影响因素，

分别是进口依赖影响因子、国际竞争力影响因

子、生产稳定性影响因子和进口冲击影响因子。

第一与第四因素主要为大麦进口的影响，即大麦

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

与第三因素主要为国内大麦产业自身生产能力和

竞争力的影响，即国内生产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是

影响大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受国内、

外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大麦产业安全面

临严峻挑战。

3.2 政策建议

3.2.1 加强大麦进口管理，适度合理调整大麦进

口规模

近年来，大麦进口大幅快速增加，严重冲击国

内大麦市场，导致国内价格持续下跌，农民种植

积极性下降，生产规模大幅萎缩，大麦产业遭受

较大损害。大麦进口市场集中度和进口依存度过

高，自给率显著下降，产业控制力不断弱化，进口

风险加大，影响大麦及相关产业安全发展 [25]。因

此，在科学预测大麦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加强大

麦进口管理，适度合理调整大麦进口规模 [26]，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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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急剧增加对国内大麦市场的冲击；推动大麦

进口来源多元化，降低大麦进口市场集中度和进

口依存度，提高进口可调控能力，降低进口风险，

保障大麦供给安全；适时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27]，减

少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的损害程度，保障大麦产

业安全发展。

3.2.2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增强大麦国内生产能

力与国际竞争力

由于资源禀赋约束、产业政策支持缺乏以及

生产经营方式、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等问

题，国内大麦产业生产能力及稳定性较低，明显

缺乏国际竞争力，导致对内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

消费需求，对外难以抵抗进口的冲击压力，影响

大麦产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加大大麦生产补

贴和价格保护等政策支持力度 [28]，降低大麦市场

风险，恢复并提高国内大麦合理产能 [29]；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增加科技资金投入，加强大麦新品种

与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推广，进而提高大麦产

量与品质，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大麦产业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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