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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对我国种植业比较优势的影响

吴 晓 艳

（石家庄铁道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我国种植业的国际竞争力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根据 Ｈ－Ｏ定理，分别就投入要素对

我国种植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素质和质量的下降是

造成我国种植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土地资源数量和质量的缺乏也影响着种植业的

竞争力；资本投入虽然近年来持续增长，但总量依然不足且具有明显的滞后效果，因此未对我

国种植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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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一国的生产要素禀赋是

决定其农 产 品 在 国 际 贸 易 中 比 较 优 势 的 决 定 因

素，一国的自然资源影响着其农业的国际分工地

位、增长状况和获利状况。近年来，我国种植业的

国际竞争力持续下降，其中大豆、棉花等大宗产品

的竞争力严重不足，而优势产品主要是部分果蔬

类作物和经济作物。本文将实证检验生产要素角

度对我国种植业比较优势的影响，进而分析影响

我国种植业国际竞争力变动的深层原因［１］。

　　一、模型建立

（一）模型的理论基础

根据 Ｈ－Ｏ定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会派生出

对生产要素的需求，要素价格取决于要素的供给

和需求，同时要素价格又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最终

产品的价格，而最终产品的价格决定了各国之间

的比较优势。利莫尔（１９８４）曾系统地对比较优势

理论进行了检验，发现比较优势原理能解释相当

一部分产品的贸易格局。研究主要考察农业生产

要素对我国种植业比较优势的影响程度，将分别

从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资本要素三个方面进行

分析［２］。

　　（二）模型选择

采用面板数据，即在不同的时间上选 择 不 同

农作物的生产要素投入情况作为样本观测值，这

样既可分析不同生产要素对于各种种植业竞争力

的影响，也可分析我国国内生产要素的变动对于

种植业竞争力的影响。面板数据模型有混合估计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类型，首
先需要在三者中选择合适的模型。

１．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

表１　Ｆ检验的ＥＶＩＥＷＳ　６．０估计结果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ｓｔｓ

Ｐｏｏｌ：ＰＯＯＬ０１

Ｔｅｓ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ｓ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ｄ．ｆ． Ｐｒｏｂ．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　 ９．５３００８２ （１４，４２）０．００００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８５．７７１２０４　 １４　 ０．００００

从输出结果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αｉ 有１５
个，混合模型中截距项是１个，所以约束条件１４
个（分子自由度）。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非约束模

型）的自由度是ＮＴ－Ｎ－ｋ＝６０－（１５＋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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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１５是αｉ 个数，１是βｉ 个数。
因为Ｆ统 计 量 对 应 的Ｐ值＜０．０５（近 似 为

零），所以推翻原假设（混合模型），即应该建立固

定效应模型。

２．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

第一，固 定 影 响 变 截 距 模 型。利 用Ｆ检 验，
使用变截距模型，其形式可表示为：

ｙｉｔ＝αｉ＋ｘｉｔβｉ＋ｕｉｔ （１）

ｉ＝１，…，ｎ　ｔ＝１，…，Ｔ
其中，ｘｉｔ为１×Ｋ 向 量；βｉ 为Ｋ×１向 量；αｉ

为个体的异质性影响；ｕｉｔ为模型中被忽略的反应

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为随机误差项。是模型当

中被忽略 的 随 着 横 截 面 和 时 间 变 化 的 因 素 的 影

响，两者均值皆为零，方差恒定，ｕｉｔ与ｘｉｔ不相关。
第二，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当 横 截 面 的 单

位是总体的所有单位时，固定影响模型是一个合

理的模型。如果横截面单位是随机的抽取自一个

大的总体，而该模型仅仅适用于抽到的横截面数

据单位，而不是样本之外的其他单位。在这种情

况下，把总体中个体的差异认为是服从随机分布

可能会更加合适。于是可以写成：

ｙｉｔ＝μ＋αｉ＋ｘｉｔβｉ＋ｕｉｔ （２）

ｉ＝１，…，ｎ　ｔ＝１，…，Ｔ
在分析种植业国际竞争力的时候，因 选 取 的

样本种类占中国全部种植业的生产和进出口的绝

大部分比重，样本单位较大，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因此，采用固定效应分析———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三）数据的来源与说明

选用指标Ｃ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显 示

性竞争优势指数，衡量我国种植业的国际竞争能

力。该指数由沃尔拉斯等 （Ｖｏｌｌｒａｔｌｈ）于１９８８年

提出，即从该产业出口的比较优势中减去该产业

进口的比较优势，从而得到该国该产业的真正竞

争忧势。其计算方法为：

ＣＡ＝ＲＣＡ－（Ｍｉａ／Ｍｉｔ）／（Ｍｗａ／Ｍｗｔ）
其中，Ｍｉａ是ｔ时期国家ｉ在产品ａ上的进口，

Ｍｉｔ是国家ｉ在ｔ时期的总 进 口，Ｍｗａ是 指ａ产 品

在世界市场上的总进口，Ｍｗｔ是指世界市场上在ｔ
时期的总 进 口。如 果 一 国ＣＡ 指 数 大 于０，说 明

该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若ＣＡ指数小于０，则说明

该国该产品贸易不具有比较优势。该指数越高，
国际竞争力越强；反之，该指数越低，国际竞争力

越弱。
为检验各类生产要素在国际贸易中 的 作 用，

探究其是否对我国种植业的竞争优势具有影响，
建立如下的检验模型：

Ｙ＝β０＋β１Ａ＋β２Ｌ＋β３Ｋ＋μ （３）
其中，Ａ代表劳动集中度，用每亩生产的劳动

力投入数量表示；Ｌ代表土地集中度，用每千元产

值的土地投 入 数 量 表 示；Ｋ 代 表 资 本 集 中 度，用

每亩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费用投入数量表示，包括

农药化肥投入、机械作业投入、农业固定资产折旧

等投入；Ｙ 代表显性竞争优势指数。
模型检验的样本数据选取我国１５种 主 要 种

植品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的横截面数据，要素数据来

源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贸易数

据来源 于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数 据 库ＦＡＯ（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分 别 以２００８年 数 据 为 基 期 计 算 得 出，
鉴于篇幅，文中只列出了８种主要农产品的显性

竞争优势指数、劳动集中度、土地集中度和资本集

中度。其 它７种 农 产 品（花 生、油 菜 籽、烤 烟、苎

麻、甘 蔗、甜 菜、绿 毛 茶）数 据 计 算 方 法 相 同，见

表２。

表２　中国８种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及其影响因素指标

农产品 年份 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 劳动集中度（工日／亩） 土地集中度（亩／千元） 资本集中度（百元／亩）

２００８ －０．３１　 １１．８５　 ３．４２　 ４．５１

稻谷
２００９ －０．１７　 １１．３９　 ３．６５　 ４．３１

２０１０ －０．０９　 １０．３７　 ３．１０　 ２．５５

２０１１　 ０．０２　 ９．６５　 ２．７８　 ２．７６

２００８ －１．３８　 ８．１０　 ４．７７　 ３．４０

小麦
２００９ －０．７６　 ７．９１　 ５．４７　 ３．２６

２０１０ －０．１３　 ７．０１　 ４．０３　 ２．３１

２０１１ －０．０２　 ６．６０　 ３．５３　 ２．４５

２００８ －０．５２　 ９．９７　 ３．６３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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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产品 年份 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 劳动集中度（工日／亩） 土地集中度（亩／千元） 资本集中度（百元／亩）

玉米
２００９　 ０．５５　 ９．４９　 ３．７４　 ４．２３

２０１０ －０．３７　 ８．６７　 ３．０５　 １．８８

２０１１ －０．０９　 ８．２９　 ２．４９　 １．９９

２００８　 ０．３５　 ６．９８　 ３．２０　 １．４６

高粱
２００９ －０．１７　 ６．５０　 ２．８７　 １．５１

２０１０ －０．１　 ６．３１　 ３．０７　 １．６２

２０１１　 ０．２８　 ６．４１　 ２．１９　 １．６３

２００８ －６．５３　 ５．１８　 ３．５４　 １．１７

大豆
２００９ －６．９０　 ５．１１　 ３．７２　 １．１４

２０１０ －７．０１　 ４．６５　 ３．７９　 １．１０

２０１１ －６．８５　 ４．５３　 ２．６０　 １．１７

２００８ －５．５４　 ２４．６３　 １．３６　 ２．９８

棉花
２００９ －５．３５　 ２４．８６　 １．１１　 ２．９５

２０１０ －６．７９　 ２５．０４　 １．０６　 ３．２３

２０１１ －４．８２　 ２４．８５　 １．００　 ３．４６

２００８　 １２．８２　 ５５．５０　 ０．５６　 ４．３３

桑蚕茧
２００９　 １１．８９　 ５３．８７　 ０．４９　 ４．４８

２０１０　 ８．３１　 ５３．７３　 ０．３６　 ４．９７

２０１１　 １０．１６　 ５０．０６　 ０．５２　 ４．７９

２００８　 ０．６４　 ４２．７０　 ０．４７　 ６．３７

苹果
２００９　 ０．６２　 ３９．８２　 ０．３９　 ５．５９

２０１０　 ０．６３　 ４１．６４　 ０．３３　 ７．３５

２０１１　 ０．３８　 ３６．２８　 ０．２２　 １３．５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２）、《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２００８—２０１２）计算得出。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计量模型的固定效应模型输出结果的方程式是：

ＹＤＧ＝－８．２７＋１．０８＊ＡＤＧ－１．５７＊ＬＤＧ＋０．４８＊ＫＤＧ＋［ＡＲ（１）＝－０．７３］

ＹＸＭ＝－２．７０＋１．０８＊ＡＸＭ－１．５７＊ＬＸＭ＋０．４８＊ＫＸＭ＋［ＡＲ（１）＝－０．７３］

ＹＹＭ＝－６．１２＋１．０８＊ＡＹＭ－１．５７＊ＬＹＭ＋０．４８＊ＫＹＭ＋［ＡＲ（１）＝－０．７３］

ＹＧＬ＝－３．２５＋１．０８＊ＡＧＬ－１．５７＊ＬＧＬ＋０．４８＊ＫＧＬ＋［ＡＲ（１）＝－０．７３］

ＹＤＤ＝－７．１５＋１．０８＊ＡＤＤ－１．５７＊ＬＤＤ＋０．４８＊ＫＤＤ＋［ＡＲ（１）＝－０．７３］

ＹＨＳ＝－８．４１＋１．０８＊ＡＨＳ－１．５７＊ＬＨＳ＋０．４８＊ＫＨＳ＋［ＡＲ（１）＝－０．７３］

ＹＹＣ＝－４．２６＋１．０８＊ＡＹＣ－１．５７＊ＬＹＣ＋０．４８＊ＫＹＣ＋［ＡＲ（１）＝－０．７３］

ＹＭＨ＝－３２．３４＋１．０８＊ＡＭＨ－１．５７＊ＬＭＨ＋０．４８＊ＫＭＨ＋［ＡＲ（１）＝－０．７３］

ＹＫＹ＝－４３．７８＋１．０８＊ＡＹＫ－１．５７＊ＬＹＫ＋０．４８＊ＫＹＫ＋［ＡＲ（１）＝－０．７３］

ＹＺＭ＝－３４．４６＋１．０８＊ＡＺＭ－１．５７＊ＬＺＭ＋０．４８＊ＫＺＭ＋［ＡＲ（１）＝－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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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ＧＺ＝－１７．０２＋１．０８＊ＡＧＺ－１．５７＊ＬＧＺ＋０．４８＊ＫＧＺ＋［ＡＲ（１）＝－０．７３］

ＹＴＣ＝－７．７０＋１．０８＊ＡＴＣ－１．５７＊ＬＴＣ＋０．４８＊ＫＴＣ＋［ＡＲ（１）＝－０．７３］

ＹＳＣ＝－４８．４７＋１．０８＊ＡＳＣ－１．５７＊ＬＳＣ＋０．４８＊ＫＳＣ＋［ＡＲ（１）＝－０．７３］

ＹＬＭ＝－２８．６６＋１．０８＊ＡＬＭ－１．５７＊ＬＬＭ＋０．４８＊ＫＬＭ＋［ＡＲ（１）＝－０．７３］

ＹＰＧ＝－４５．９０＋１．０８＊ＡＰＧ－１．５７＊ＬＰＧ＋０．４８＊ＫＰＧ＋［ＡＲ（１）＝－０．７３］

　　１５种农 作 物 的 显 示 性 竞 争 优 势 指 数 的 固 定

效应模 型 回 归 的 统 计 结 果 为：Ｒ２＝０．８３９，Ｆ＝
７．５４，ＤＷ＝２．２２达到了极其 显 著 的 统 计 显 著 水

平，这说明回归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优度，此回归

模型能用来分析我国种植业的竞争力水平。

Ａ为劳动集中度，它对于我国种植 业 的 国 际

竞争力的影响达到了３．８０４的统计极显著水平，

Ｐ值为０．０００８，影响系数为１．０８，这表明用劳动

力要素对于我国种植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显著的

正方向影响。模型的结果显示，每亩生产的劳动

力投入增加１单位，我国种植业的显性竞争指数

将增加１．０８单位。这样的结果再次验证了劳动

密集型产品是我国种植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

优势的产品，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

下降是造成我国种植业国际竞争力整体下降的主

要原因。

Ｌ为土地集中 度，它 对 于 种 植 业 比 较 优 势 的

影响达到 了－２．０４的 统 计 极 显 著 水 平，Ｐ 值 为

０．０５，影响系数为－１．５７，这表明土地要素对我国

种植业比较优势有显著的反方向影响。模型的结

果显示出，当每亩土地的产值增加时，土地集中度

Ｌ将下降，从而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将得到提高，这
样的结论和理论上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土地密

集型农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农产品中具有比较劣势

的产品，土地密集度的增加是导致我国农产品比

较优势下降的重要因素。

Ｋ 为资本密集度，它对于我国种植业比较优

势的影响相比于前两种要素不显著，ｔ值为１．８３，

Ｐ值为０．０６，影响系数为０．９８，这表明资本要素

对于我国种植业比较优势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微弱

或存在一定的不明确性。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

要是：一方面我国的农业资本投入远远不足，还不

能满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需要；另一方

面是由于 资 本 要 素 的 产 出 效 应 具 有 一 定 的 时 滞

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比过去的研究数据，可
以发现资本密度对种植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在近

些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投入对种

植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积极意义。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种植业 比 较 优

势受土地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劳动力投

入数量，最后是资本的投入的数量。我国种植业

的劳动集中度系数大于１说明我国种植业生产增

加劳动投入不会过大程度的增加生产成本，反而

会提升种植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土地集中度系

数小于零说明我国种植业生产若依靠进一步扩大

土地的投入，将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大幅增加，从而

使我国种植 业 产 品 丧 失 国 际 竞 争 力（１∶１．５７）。
资本集中度系 数 大 于 零 小 于１，说 明 资 本 投 入 的

增加能对我国种植业产品的比较优势产生一定意

义的正向影响。
总之，通过 对 中 国 种 植 业１５中 产 品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劳动密集

型农产品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但这种优势在下

降；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有比较劣势；资本要素

投入对于进出口的影响不显著；这与我国目前的

贸易模式是相符的［３］。

　　 三、生产要素对我国种植业比较优势

的影响

　　（一）劳动力依然是影响我国农产品比

较优势的主要因素

　　按照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我国的农业分工应

该充分体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一方面，体

现为劳动集中度高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应当具有较

高的竞争力，劳动集中度低的产品相对缺乏竞争

力；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下降是

导致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存在着数量和质

量的矛盾。
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农业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

断提高。据统计，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

１０年，与发达 国 家 的 差 距 在２年 以 上。因 此，将

劳动力素质作为衡量一国劳动力资源丰裕程度的

重要因素时，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可能并不

显著。其次，我国目前从事农业劳动的单位用工

收益明显低于其他行业，导致很多青壮年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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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农业生产的老龄化问题

日趋严重。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农业劳动力供给

的结构性短缺问题，致使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裕

度进一步降低。
因此，要提高我国农业比较优势水平，就必须

不断增加高素质劳动力供给，才能充分发挥我国

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进而提升我国农产品国

际竞争力；必须依据我国资源禀赋特点，促进劳动

力资源优势从数量到质量的升级，加快以高附加

值的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为 主 的 生 产 和 出 口［４］。对

此，国内许多学者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策略，建议

着重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经济作物，加快产业链的

延伸和升级，提升种植业产品国际竞争力。

　　（二）土地资源对我国种植业比较优势

的反向影响

　　 由于我国 的 农 业 耕 地 禀 赋 并 不 具 备 资 源 优

势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因此我国土地密集型的

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也没有成为优势产品。
根据 Ｈ－Ｏ理论，要素丰裕度是由各个要素总

量之间的比例衡量的，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决定了

土地资源禀赋，而人均耕地资源的缺乏对我国土

地资源禀赋优势产生影响。农业生产过程中人均

土地资源的缺乏必然导致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充分

开发，使得土地要素的总需求增加，而土地要素的

供给随着经济发展却逐步减少，因此土地要素的

价格不断提高，致使我国土地资源进一步丧失了

禀赋优势。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这种矛盾更为

突出，经济快速发展使土地越发稀缺，我国耕地面

积逐年减少，单位耕地成本较高，使得玉米、大米、
小麦、棉花等传统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不具有

比较优势。
与此同时，不断降低的耕地质量水平 也 使 得

耕地的补偿成本逐年提高。由于我国耕地物理和

化学的营养性能相对较低，为弥补土地低生产率

而需要的药肥、灌溉等补偿费用就较高，使我国耕

地资源禀赋丧失了资源优势。与美、澳等农业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耕地补偿生产成本明显偏高，进

一步提高了我国耕地的成本，从而使土地密集型

的种植产品国际竞争力显示出下降的趋势。

　　（三）我国农业投资对种植业比较优势

影响的不显著

　　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然而

相比于其他行业，我国农业投资却明显不足，这已

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根据前面的

回归结果可知，我国目前的农业投资并没能对提

高种植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的影响。
其一，我国农业投资总量不 足。根 据 美 国 经

济学家海雅米和卢坦提出的农业引致技术和制度

创新理论可知，资源状况（土地、劳动、资本）和技

术进步是农业发展中的基本要素，而资本和技术

在现代农业经济中发挥着最重要的影响力。相比

于世界上的发达农业国，我国的农业投资在基础

设施、农业机械化装备、农业市场建设、农业科研

等多个方面投入都明显不足，使得大多数产品生

产成本普遍高于其他国家，丧失了国际比较优势。
其二，农业投资之所以没有对比较优 势 产 生

显著影响的原因还在于农业投资增长对产出和出

口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自２００３年以来，
虽然我国政府逐年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但是

国家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与农产品净出口之间存

在着１～２年滞后关系。农业投资与农产品净出

口之间的滞后关系说明，我国农业投资在基础薄

弱的条件下，只有长期稳定地提高农业投资增长

率，才能实现劳动力与资本的合理配置，提高农产

品的国际竞争力［５］。
综上可知，我国目前种植业的国际竞 争 力 下

降主要基于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提升不足，土地资

源不具备优势以及农业资本投入不足和产出影响

滞后几方面的原因。因此，只有逐步提高农业劳

动力素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大国的资源优势，
加强政府对农业的中长期投资规模和覆盖范围，
采取积极策略保护农业用地、提高耕地质量，才能

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种植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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