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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中国农业种植结构及演化的空间分布和原因分析#

梁书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B)#

摘!要!利用区位商的概念研究了)"种农作物大类的空间分布和各地农业种植结构的演化!从自然因素和

经济因素两方面解析了中国农业种植结构分布和变化的原因和动力$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中国农业种植结构

的空间分布主要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其分布的变化则主要是经济行为的结果%劳动力密集型的种植 比

重同人均土地资源的数量呈负相关!土地密集型的种植比重同人均土地资源的数量呈正相关%城镇化和 人

口发展决定了蔬菜生产的分布和变化!城镇化还影响着各地的复种指数的变化$提出政府应加强对各种 农

产品市场的状况分析和信息服务等对策$

关键词!中国!农业种植结构!演化!原因分析

收稿日期&!++A*+C*!@!作者为副研究员

# 该研究得到世界银行第-期技术合作贷款项目 ’国家农业政策分析平台与决策支持系统(的资助$

!!一"中国农业种植结构的空间分布

)CB-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种植结构的空间分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全面考察我国农业种植结构的空

间分布和变化!该研究以省级为基本研究单位!涵盖了我国各种农作物和园地共有)"类&稻谷)小麦)
玉米)其它谷物)豆类)薯类)油料)棉花)麻类)糖料)烟叶)药 材)蔬 菜 瓜 类)青 饲 料)其 它 农 作

物)茶园和果园$

!++@年中国省级的农业种植结构按各省市区的种植面积占前三位的作物组合可分为)@个农作物组合

类型$北方有吉林和黑龙江的玉米*大豆*稻谷%山东)河南和河北的小麦*玉米*蔬菜瓜类%山西)陕

西)甘肃)宁夏的小麦*玉米*其它谷物)果园)薯类或油料%辽宁的玉米*蔬菜瓜类*稻谷%内蒙古的

玉米*大豆*油料%新 疆 的 棉 花*小 麦*玉 米$南 方 有 江 苏)安 徽 的 稻 谷*小 麦*蔬 菜 瓜 类)油 料%湖

南)湖北)江西的稻谷*油料*蔬菜瓜类%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的稻谷*蔬菜瓜类*果园%重

庆)贵州)云南的稻谷*薯类*玉米%四川的稻谷*小麦*玉米$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和西藏以小麦*油

料*薯类)其它谷物为主$另外还有北京)天津)上海的以蔬菜和瓜类为主的城郊农业$
为研究各种作物在各省的分布情况和相对集中程度!笔者引用了区位商 "周一星#的概念$
e0b "W0+W<#+ "90+9<#e0!农作物0的区位商%W0!该地区农作物0的种植面积%W<!本地区农作

物的总种植面积%90!全国农作物0的种植面积%9<!全国农作物的总种植面积%如果e0b)!该地区农

作物的种植比重等于全国平均水平%e0$)!该地区农作物的种植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e0%)!该地

区农作物的种植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高值e0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该农作物的分布是相对集中

的%如果e0值各省之间相差不大!该农作物的分布是广域的$
结果表明!!++@年中国各农作物分布的主要特点分别为&稻谷广泛分布于南方!小麦广泛分布北方%

玉米分布于华北)东北%其它谷物广泛分布于农牧交错区%大豆集中于东北%薯类为广域分布%油料分布

广泛!但在个别省份较为集中%棉花集中于华北)新疆%麻类)糖料)烟叶)药材分别集中分布于个别省

份%蔬菜瓜类在沿海省份较为集中%青饲料集中于畜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其它农作物的分布为广域分

布%茶园集中于中亚热带%果园呈暖温带)南亚热带两带分布 "表)#$

 



表)!中国各种农作物的分布

农作物 !++@年区位商大于)IA的地区

稻谷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小麦 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玉米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其它谷物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

大豆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

薯类 山西!内蒙古!福建!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

油料 安徽!湖北!青海

棉花 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新疆

麻类 黑龙江!湖北!湖南!四川!新疆

糖料 广东!广西!海南!云南!新疆

烟叶 福建!重庆!贵州!云南

药材 湖北!陕西!甘肃

蔬菜瓜类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青饲料 内蒙古!湖南!广西!四川!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其它作物 北京!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西!海南!贵州!西藏!宁夏

茶园 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四川!云南

果园 北京!河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陕西!新疆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年鉴#历年

!!二!中 国 农 业 种 植 结 构 演 化 的

空间分布

)CB-!!++@年 稻 谷 分 布 的 变 化 较 大

的主要有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和江西的区

位商的大幅上升和南方的福建!广西!广

东!浙江!海南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

中黑龙江的水稻区位商由)CB-年的+&)-
上升到!++@年的+&B)#为全国上升最多

的省份%福建 的 水 稻 区 位 商 由)CB-年 的

!&,C下降到!++@年的)&B-#为全国下降

最多的省份$
小麦分布 的 变 化 较 大 的 主 要 有 河 南!

河北!安徽!贵州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

新疆!黑龙江!北京!内蒙古!青海的区

位商的大幅 下 降$其 中 河 南 由)CB-年 的

)&C!上升到!++@年的!&A@#为全国上升

最多的省份%新疆的小麦区位商由)CB-年的!&!C下降到!++@年的)&!,#为全国下降最多的省份$
玉米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内蒙古!宁夏!山西!甘肃!安徽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北京!贵州!云

南!天津!新疆!广西!黑龙江!重庆!四川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中内蒙古的由)CB-年的+&"C上升

到!++@年的)&B,#为全国上升最多的省份%北京的玉米区位商由)CB-年的!&-C下降到!++@年的)&!C#
为全国下降最多的省份$

其它谷物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西 藏!山 西!甘 肃!云 南!辽 宁 的 区 位 商 的 大 幅 上 升 和 上 海!内 蒙

古!吉林!天津!宁夏!北京!陕西!浙江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中西藏的其它谷物区位商由)CB-年

的,&@C上升到!++@年的!)&)"#为 全 国 上 升 最 多 的 省 份%上 海 的 由)CB-年 的)&B-下 降 到!++@年 的

+&AC#为全国下降最多的省份$
豆类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内蒙古!青海!宁夏!黑龙江!云南!西藏!甘肃!浙江的区位商的大幅

上升和河南!辽宁!山东!广西!安徽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中内蒙古的豆类区位商由)CB-年的+&B-
上升到!++@年的!&@,#为全国上升最多的省份%河南的由)CB-年的)&,A下降到!++@年的+&AA#为全

国下降最多的省份$
薯类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青海!贵州!甘肃!云南!内蒙古!宁夏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山东!河

南!安徽!广东!江苏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中青海的薯类区位商由)CB-年的+&CA上升到!++@年的

!&@-#为全国上升最多的省份%山 东 的 由)CB-年 的)&@"下 降 到!++@年 的+&A"#为 全 国 下 降 最 多 的 省

份$
油料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湖北!青海!江苏!河南!湖南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天津!内蒙古!新

疆!贵州!吉林!海 南!广 东 的 区 位 商 的 大 幅 下 降$其 中 湖 北 的 油 料 区 位 商 由)CB-年 的)&)!上 升 到

!++@年的!&)C#为全国上升最多的省份%天津由)CB-年的)&))下降到!++@年的+&@!#为全国下降最多

的省份$
棉花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新疆!天津!安徽!甘肃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上海!山东!河北!陕

西!山西!辽宁!浙江!四川!江苏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中新疆的棉花区位商由)CB-年的!&+-上升

到!++@年的B&,B#为全国上升最多的省份%上海由)CB-年的!&"下降到!++@年的+&+,#为全国下降最

多的省份$
麻类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新疆!黑龙江!湖南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浙江!安徽!广西!河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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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吉林!山东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中新疆的麻类区位商由)CB-年的+&+)上升到!++@年的@&A-#
为全国上升最多的省份$浙江由)CB-年的!&+@下降到!++@年的+&+C#为全国下降最多的省份"

糖料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广西!云南!新疆!上海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海南!黑龙江!广东!福

建!吉林!宁夏!内蒙古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中广西的糖料区位商由)CB-年的-&)@上升到!++@年

的C&",#为全国上升最多的省份$海南由)CB-年的))&@,下降到!++@年的,&@"#为全国下降最多的省

份"
烟叶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云南!福建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河南!贵州!山东!安徽的区位商的大

幅下降"其中云南的烟叶区位商由)CB-年的-&C@上升到!++@年的"&)C#为全国上升最多的省份$河南

由)CB-年的!&A)下降到!++@年的)&!@#为全国下降最多的省份"
药材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陕西!湖北!青海!河南!湖南!新疆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海南!山

西!河北!上海!广西!吉林!甘肃!云南!天津!重庆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中陕西的药材区位商由

)CB-年的)&!-上升到!++@年的@&@)#为全国上升最多的省份$海南由)CB-年的C&-A下降到!++@年的

+&-#为全国下降最多的省份"
蔬菜瓜类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浙江!上海!山东!江苏!广西!福建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吉林!

黑龙江!辽宁!贵州!北京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中浙江的蔬菜瓜类区位商由)CB-年的)&+!上升到

!++@年的)&C,#为全国上升最多的省份$吉林由)CB-年的)&@@下降到!++@年的+&A"#为全国下降最多

的省份"
茶园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浙江!湖北!陕西!云南!四川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海南!湖南!江

西!福建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中浙江的茶园区位商由)CB-年的A&+B上升到!++@年的A&C)#为全国

上升最多的省份$海南由)CB-年的)&)C下降到!++@年的+&!-#为全国下降最多的省份"
果园分布变化较大的主要有海南!北京!陕西!广西!甘肃!广东!上海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和辽

宁!山东的区位商的大幅下降"其中海南的果园区位商由)CB-年的)&+C上升到!++@年的!&AB#为全国

上升最多的省份$辽宁由)CB-年的-&,A下降到!++@年的)&@,#为全国下降最多的省份"

!!三!中国农业种植结构空间分布和变化的自然条件原因

中国农业种植结构空间分布主要是自然条件决定的#但受人文因素影响十分显著"目前主要从自然因

素角度来分析我国农作物的分布和变化情况"
稻谷的分布主要决定于水资源的分布情况#中国南方和东北地区水资源丰富#决定了中国水稻分布的

大格局$从热量条件上看特早熟水稻可以在’)+f积温在!+++f以上的地区栽培#水稻在中国的不适宜

区仅为青藏高原和东北的北部#全球气候变暖有利于水稻在东北地区的北扩"而!+年来东北地区水稻面

积的扩张决定于东北丰富的水份条件#广泛分布的沼泽为发展水稻创造了有利的土壤条件$气温低!生长

期长使东北的水稻质量较高#也是促使水稻在东北发展的原因之一"
小麦是耐寒喜旱作物#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最适宜于在春雨较少的黄河中下游和黄淮海平原生长#

因而在这些地区也较为集中"小麦也是温度条件较差的青藏高原的主要农作物")CB-!!++@年期间小麦

呈向主产区集中的趋势#土壤和水份条件较差的云贵高原和西藏的区位商也在增加#同小麦的适应性广的

特点是分不开的"
玉米为喜温作物#从热量条件上看早熟玉米可以在’)+f积温在!+++f以上的地区栽培#所以玉米

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但东北北部和青藏高原为玉米的不适宜种植区"目前中国玉米主要分布于东北!华

北和云贵高原并有向华北!东北进一步集中的趋势#这主要是各作物间经济效益竞争的结果"
其它谷物主要是耐寒耐旱作物#早熟麦类 %如青稞和莜麦&可以在’)+f积温为)+++!)A++f的地

区栽培#所以集中分布于热量和水份条件都较差的农牧交错地区"其它谷物在主产区区位商的变化主要是

农作物间竞争的经济因素决定的"
豆类中有喜凉品种如豌豆!蚕豆可以在$)+f积温为)A++!!+++f的地区栽培"所以豆类的分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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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的!!++@年豆类的区位商在温度条件较差的青海高原也达到了)&+,")CB-!!++@年豆类区位商增加

的地区大都分布在农牧交错地区!包括热量条件较差的东北#内蒙古和青藏高原"
薯类中的早熟马铃薯是耐寒的!可以在$)+f积温为)+++!)A++f的地区栽培!所以薯类在青海和

东北北部都有大面积分布!在西藏南部的河谷地区也生长良好"薯类耐干旱和耐贫瘠!有向农牧交错区和

云贵高原集中的趋势"
油料中油菜是耐寒的!可以在$)+f积温为)A++!!+++f的地区栽培!所以油料在温度条件极差的

青藏高原广泛栽培$!++@年西藏的油料区位商为)!青海更高达@&A)"由于油料品种的多样性和分布的

广域性!其区位商的变化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小"棉花需要$)+f积温为@+++f以上才能生长!且较为

喜旱!最适宜于在暖温带的平原地区生长!所以高度集中于黄淮海平原和新疆")CB-!!++@年间安徽和

甘肃棉花的区位商的大幅上升较为引人注目!但两省都处在棉花适宜区!自然条件在棉花面积扩张中起了

一定作用"
麻类中胡麻比较耐寒可以在$)+f积温为)A++!!+++f的地区栽培!所以麻类的分布在中国应当是

广域的!其集中分布的特点和区位商的变化是经济行为作用的结果"
糖料中早熟甜菜可以在$)+f积温为)+++!)A++f地区栽培!而甘蔗只适宜于生长在南亚热带和热

带!所以中国的糖料形成了北甜菜南甘蔗的分布格局"从区位商变化来看!糖料有向适宜区集中发展的趋

势"
烟叶为喜凉作物!对温度条件要求不高!在我国分布较广"但高质烟叶同栽培地区特殊的气候条件有

关!所以烟叶在个别省份较为集中"从烟叶区位商变化的分布来看!烟叶生产有进一步向云南集中的趋

势!这与云南特殊的气候条件和云烟的知名度不断增加有关"
药材种类繁多!适应性强!其分布和变化以受人文因素影响为主"大棚蔬菜的普及使蔬菜瓜类在全国

广泛分布!其区位商的分布与变化是人文因素的结果"青饲料可以在籽粒作物不能成熟的极端条件下种

植!其分布和变化是同各地的畜牧业生产发展和畜牧业技术进步相关的"
茶树为喜热作物!广泛分布于南方"但名茶需要特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所以中国茶叶相对集中于南

方少数几个省份!其区位商变化则主要决定于人文和经济因素"
果园在中国的分布按水果的适宜性呈两带状分布"温带水果以苹果#梨#桃#葡萄为代表分布于中温

带南部和暖温带$亚热带#热带水果以柑橘#香蕉#荔枝#龙眼为代表分布于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北热

带"在两个水果带之间的北亚热带!温度条件较差的中温带北部#寒温带和青藏高原为水果相对较少的地

区"水果区位商的变化也体现了水果生产进一步向上述两个水果带集中的趋势"

!!四!中国农业种植结构空间分布和变化的人文条件原因

农作物主产区内不同省份之间的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差异是由该作物的经济特性决定的"为研究各农作

物的经济特性和其同农作物分布的关系!可以将农作物分为劳动力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两大类"劳动力密

集型以单位土地上使用的劳动力较多为特点!一般单产较高!使用较少的土地就可以生产出大量产品!以

蔬菜最为典型"土地密集型以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土地较多为特点!一般单产较低!单位土地上使用的劳

动力较少!以豆类最为典型"依据经济规律!各省劳动力密集型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比重将

同各省的人均耕地面积呈负相关$各省土地密集型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比重将同各省的人均

耕地面积呈正相关"通过)C"B!)CB-年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和)CB-!!++@年农业种植结构的不断调整!可

以认为中国的农业种植结构符合上述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作物有水果#
蔬菜瓜类#茶叶#棉花#糖料#稻谷#薯类和其他农作物B类$土地密集型的农作物有玉米#豆类#青饲

料#麻类#药材#小麦#油料#烟叶和其他谷物C类"粮食作物总体上是土地密集型的!经济作物总体上

是劳动力密集型的 %表!&"回归曲线的斜率则可以认为是该作物种植比重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弹性!即人

均耕地面积增加,,"E!!该作物的种植比重将增加或减少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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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种农作物种植比重同人均耕地面积的关系!L作物的种植比重"a人均耕地面积#

农作物 公式 =! 观测值 !!测值分布

粮食 Lb+I+"@!aV+I-,B) +I@AC- @)
经作 Lb G+I+"@!aV+IA@)C +I@AC- @)
稻谷 Lb G+I+AB,aV+I@@AB +I@+C@ )B
小麦 Lb+I+!@,aV+I)"C@ +I+C-C )) 北方

Lb+I+))"aG+I+)"- +IA)@ - 东北和内蒙古

Lb+I+,BBaV+I++!@ +I!@+, )A 南方!无海南"
玉米 Lb+I+A!+aV+I+A+C +I!+CA @)

其他谷物 Lb+I+)+,aV+I+)AC +I)ACC !A 比重最大!无西藏"
豆类 Lb+I+-"@aG+I++,+ +IA-!" @)
薯类 Lb G+I+)A+aV+I)A+A +I!)+- )) 比重最大

油料 Lb+I++")aV+I+AB" +I)+@! )- 北方#无青海

Lb+I+C+-aV+I+!-! +I-) )) 南方#无藏云贵桂琼

棉花 Lb G+I+"@aV+I)A!! +IACC) B 比重最大!无新疆"
麻类 Lb+I++))aG+I+++@ +I)B"A @)
糖料 Lb G+I+)@)aV+I+"!C +I@!-C , 比重最大

烟叶 Lb+I+!C)aG+I+))@ +I"-"@ , 比重最大

药材 Lb+I+)-,aG+I++!" +IC!@- A 比重最大

蔬菜瓜类 Lb G+I+A"@aV+I!!CB +IA!), @)
青饲料 Lb+I+)@!aV+I++)B +I@+@, @)

其它农作 Lb G+I++C-aV+I+"@- +I)"+! )- 比重最大

茶园 Lb G+I+)-@aV+I+-) +I!B+! B 比重最大

果园 Lb G+I+!!BaV+I)+-B +I)C+A @)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年鉴#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由于易腐烂#不便长途运输#蔬菜瓜类的生产是同人口的分布密切相关的#农村的蔬菜供应一般是依

靠该县内的蔬菜生产#城市和城镇的蔬菜供应则主要依靠城郊蔬菜的生产&蔬菜生产和运输的特性决定各

省市区的蔬菜面积是由本省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数量决定的&人口’蔬菜模型可以解释中国蔬菜生产

的分布规律&模型中非农业人口对蔬菜面积的弹性为+&+!-B/E!(人#明显高于农业人口对蔬菜面积的弹

性#+&+)"B/E!(人&
人口G蔬菜模型$

9b G)"&!)@"V+&+!-B@+!#?5V+&+)"B))!#?6#观测值$@)省市区

[值!G!&@-C!!!@&C)B!!!!!!,&C)"
=!b+&B,A!
9#蔬菜瓜类面积#万/E!

?5#非农业人口#万人

?6#农业人口#万人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年鉴#历年

!!在研究各作物种植面积变化的同时#发现各省的农作物总种植面积变化是不一致的&农作物种植面积

变化是由耕地面积的变化和复种指数的变化两种因素引起的&其中耕地面积变化是各地的城镇扩张占地和

退耕还林还草面积的结果#而复种指数的变化则可以准确衡量各地对耕地资源的利用强度变化&随着城镇

化的发展#由于城镇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上升#城镇化程度高的省份由于劳动力缺乏#
倾向于降低复种指数#城镇化程度低的省份由于劳动力过剩#受农产品价格上涨因素的作用#为了扩大农

业生产倾向于提高复种指数&这样各省的城镇化率和其复种指数的增量应该呈负相关#中国的实证研究证

实了这一经济现象&这个城镇化率G复种变化模型可以用于解释农作物种植总面积的变化规律&模型表明

各省之间城镇化率每高出)个百分点#复种指数在)CB-!!++@年间的变化值就减少+&+)&
城镇化率G复种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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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b G)&+-)C#J6V+&A+!@!观测值"@)省市区!=!b+&A+!"!

ZE!复种指数变化#J6!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年鉴!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五!对策

遵从经济学的原理!为高效%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对中国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应采取的对策

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是经济行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达到对水土资源的最优化利用!政府对农

业种植结构调整的过分干预必将带来外部不经济!达不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是不可取的#&!’农业种植

结构的过快调整必然带来生产的大幅波动!造成对资源的浪费!政府应采取措施防止农业结构的恶性波

动!特别是加强对各种农产品市场状况的分析和信息服务#&@’城镇化造成了复种指数的下降!不利于对

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应鼓励农业劳动力的有序流动!采取雇工或转包等方式使高度城市化地区的耕地能

得到高效合理利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中国对食物的需求将增加!农作物的种植

总面积将进一步上升!通过移民合理开发边疆地区的荒地资源是必要的!特别是自然条件较差的贫困地区

的生态移民!既可以缓解移出区的人口压力!又促进了移入区的农业发展#&A’应大力发展农产品国际贸

易!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进口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以发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利用国外

丰富的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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