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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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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利用规模优势指数、效率优势指数以及综合优势指数对湖南省主要农产品在生产方面的优势进行实证

分析, 结果显示湖南省在谷物、稻谷、油菜籽、麻类、烟叶、茶叶等农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利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对

湖南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即使具有明显生产性优势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也没有形成比较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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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 农产品贸易在整个对外贸

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研究湖南省农产品生产与对外贸

易流程中的比较优势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生

产方面如周梦 ( 2006)认为湖南省农业在水稻、烟草等农产

品的生产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湖南省农业发展的机

械化、现代化水平较低, 不能形成竞争优势 [ 1]。彭宇文

( 2009)研究认为湖南省农业产业化已经初具规模, 呈现出

显著的区域化特征,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 [ 2]。朱文蔚

( 2009)对 2005年湖南省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实证

分析, 结果显示:湖南省在稻谷、棉花、大豆、烤烟、茶叶等农

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较明显的规模比较优势,玉米、高粱、小麦

等农产品则处于劣势。总体上各种农产品的效率优势不明

显, 市场竞争力比较弱 [ 3] ;对外贸易方面刘林奇 ( 2008)通过

国际市场占有率, 显示性比较优势以及贸易竞争力三种指

数, 对湖南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评价结果显示, 湖南省农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有所下降 [ 4]; 曾琳丽、肖东生 ( 2008)

认为湖南省农产品的生产力低, 单位成本很高, 远远大于国

际成本, 使得湖南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5]。王晰和兰勇

( 2007)基于钻石模型理论从竞争潜力、竞争实力和竞争业

绩的角度论证了湖南省农产品对外贸易风险抵御能力不

足 [ 6]。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湖南省农产品在生产

方面符合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理论,提供了研究农产品生

产与贸易两方面比较优势的良好视角,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

供了思路。但仅仅从生产或贸易单个方面来研究湖南省农

产品的比较优势是不够的, 为此本文将从生产和对外贸易两

个方面全面分析湖南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一  湖南省农业生产概况

(一 )湖南省农产品生产状况

湖南省地处全国中南部,地势南高北低, 呈敞口的马蹄

形,属大陆性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全年平均气温 16 -

18bC, 日照时间 1600小时左右,无霜期为 260- 310天, 雨量

充沛,年均降雨量在 1200- 1700mm之间, 是个农业大省,全

省主要农产品有棉花、油菜、茶叶、水稻等。其中棉花单产一

直稳居全国前三位, 总产位居全国前八位, 常年总产量基本

稳定在 20万吨左右。是全国重要的商品棉生产基地, 全国

八大主产省份之一。在油菜的生产上湖南省常年种植面积

在 1000万亩以上,居全国第二位, 总产占全国总产的 10% ,

居全国前五位。在茶叶的生产上, 湖南省素有 /茶叶之乡0

的美称。茶园面积有 140多万亩, 2008年产量达到 9. 19万

吨,居全国第六位。湖南省在水稻的生产上具有天然的优

势,是全国重要的稻谷主产区。 2008年湖南省水稻播种面

积 4195千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 52. 8%。

(二 )湖南省农业产业结构变化

湖南省农业内部各个产业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以单一农

业为主的发展模式,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湖南省农

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的优化。如表 1所示,湖南省农业的构成

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逐渐下降,其他产业有所发展, 这是

国家大力倡导农业多元化的结果。农、林、牧、渔四业的结构

从 2002年的 49. 38: 4. 05: 39. 9: 6. 65转变为 2008年的 43.

52: 4. 67: 44. 02: 5. 1。其中牧业以较快的增长态势由 2002

年的 39. 9%上升到 2008年的 44. 02% ,林业和渔业都在 5%



和 6%左右的低构成率上略有波动。

表 1 湖南省农林牧渔业比例变化情况

年份
产值 (亿元 )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结构比 (% )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总产值

2002 666. 6 54. 8 538. 6 89. 9 49. 38 4. 05 39. 9 6. 65 1349. 9

2003 671. 7 81. 7 575. 1 97 46. 22 5. 62 39. 58 6. 67 1453

2004 874. 0 91. 3 797 119. 9 45. 68 4. 77 41. 65 6. 27 1913. 3

2005 947. 7 100. 9 834. 5 138. 4 46. 09 4. 9 40. 58 6. 73 2056. 2

2006 1023. 5 112. 5 808. 5 150. 5 48 5. 27 37. 92 7. 06 2131. 9

2007 1243. 2 144. 1 1013. 8 154. 7 47. 23 5. 47 38. 51 5. 88 2632. 1

2008 1446. 9 155. 4 1463. 4 169. 6 43. 52 4. 67 44. 02 5. 1 3324. 5

  资料来源:湖南省统计年鉴 ( 2009)。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二  湖南省农产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

比较优势的理论由来已久, 可以追溯到大卫# 李嘉图,

绝大部分学者都是通过构建一些模型或数量指标分析不同

国家或地区在某种或某些产品上由于资源禀赋的优势而拥

有比较优势。本文则从农产品生产上的规模和效率两个方

面, 也即从种植面积、总产量等规模量,以及单产、平均产量

等效率量来对湖南省农产品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进行评价。

从而引入了规模优势指数、效率优势指数、综合优势指数评

价指标; 对外贸易方面,采用目前较为成熟,被人们广为接受

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进行评价。

(一 )从生产的角度评价湖南省农产品比较优势的指标

1、规模优势指数 SAI( Scale Advantage Indices)

规模优势反映一个地区某一农作物生产的规模和专业

化程度, 计算公式如下:

SA Iij =
GS

i j
/GS

i

GS j /GS
( 1)

其中: SA Ii j为规模优势指数; GS i j为 i区 j种农作物的播

种面积; GS i为 i区所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GS j为全国 j种

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GS为全国所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2、效率优势指数 EAI( Effic iency Advantage Ind ices)

效率优势指数主要从单产水平来体现农作物生产的比

较优势, 计算公式如下:

EA I
ij
=

AP ij

APj

( 2)

其中: EA Ii j为 i区 j种农作物的效率优势指数; AP ij为 i

区 j种农作物单产; AP j为全国 j种农作物平均单产。

3、综合优势指数 AA I( Agg regated Advan tage Ind ices)

综合优势指数能够全面反映某个地区某种农作物生产

的优势度。由于规模优势指数与效率优势指数二者相互制

约关系极为显著, 只要其中一个方面降低就会对整体水平影

响很大。只有单方面的优势, 根本体现不了另一方面的优

势, 他们之间具有互补性。因此, 综合优势指数可以用规模

优势指数与效率优势指数的乘积来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AA Ii j= EA Ii j @ SAIij ( 3)

AAIij > 1, 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i区 j种农作物生

产具有优势; AA Ii j< 1,表明 i区 j种农作物生产与全国水平

相比无优势, AA Ii j值越大, 优势越明显。

(二 ) 贸易比较优势评价指标

利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 RCA ),对湖南省农产品对外贸

易方面的比较优势进行评价, 计算公式为:

RCA i j=
X ij /X i t

Xw j /Xw t

( 4)

其中: RCA ij表示 i国第 j种商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X ij表示 i国 j种商品的出口值; X it代表 i国所有商品的出口

总值; Xw j代表世界 j种商品的出口值; Xw t代表世界所有商品

的出口总值。

(三 ) 湖南省主要农产品生产优势结果与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9,湖南省统计年鉴 2009, 运用以

上评价生产优势的计算方法算出 2008年湖南省 17种主要

农产品的效率优势指数 EAI、规模优势指数 SA I和综合优势

指数 AA I (表 2) 。一般来说, SA Ii j > 1, 表明与全国平均水

平相比, i区 j种农作物生产具有规模优势; SA Ii j < 1, 表明 i

区 j种农作物生产处于劣势; EA Iij > 1,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

相比, i区 j种农作物生产具有效率优势; EA I
i j
< 1, 表明 i区 j

种农作物生产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生产效率处于劣势。从

表 2中可以看出,湖南省农作物效率优势指数和综合优势指

数不明显,所列的 17种农作物的优势指数大部分都在 1附

近波动,这一结果说明, 从生产效率来看, 湖南大部分农作物

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具有相同趋势, 趋于全国平均水平。由

于综合优势指数不明显,表明湖南省大部分农作物生产与全

国平均水平相比,不具有竞争优势。很明显的是湖南省在小

麦、玉米、花生、甘蔗、水果的生产上不具有优势,这五种农作

物三个优势指数都小于 1, 其中小麦、玉米、花生、甘蔗劣势

比较突出;薯类虽然效率优势指数 EA I大于 1, 但规模优势

指数 SA I和综合优势指数 AA I都小于 1, 表明这些农产品在

湖南种植不具普遍性, 从而制约了优势的形成。另外, 对于

棉花、大豆的生产, 朱文蔚利用 2005年湖南省的数据, 进行

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它们具有较明显的规模比较优势;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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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利用 2008年的数据再次分析, 结果显示棉花、大豆的规模

优势已不复存在, 但它们还具有效率优势。但是湖南省在谷

物、稻谷、油料、油菜籽、麻类、烟叶、茶叶的生产上无论是在

规模上, 还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优势都非常突出。例如稻

谷、油菜籽、麻类等它们的规模优势指数远远大于 1, 分别为

2. 97, 2. 71, 3. 93, 综合优势指数也非常明显, 远远大于其他

农作物的水平。

表 2 2008年湖南省农产品优势指数

农产品

湖南省

单产

(公斤 /公顷 )

播种面积

(千公顷 )

全国

单产

(公斤 /公顷 )

播种面积

(千公顷 )

湖南省农作物优势指数

EA Iij SA Ii j AAI ij

粮食 5999 4949 4950. 8 106793 1. 21 0. 96 1. 16

谷物 6243 4490 5547. 7 86248 1. 13 1. 08 1. 22

稻谷 6351 4195 6562. 6 29241 0. 97 2. 97 2. 88

小麦 2212 21 4762 23617 0. 46 0. 02 0. 01

玉米 5115 253 5555. 7 29864 0. 92 0. 18 0. 17

豆类 2169 187 1686. 2 12118 1. 28 0. 32 0. 41

薯类 4607 272 3536. 5 8427 1. 3 0. 67 0. 87

油料 1479 966 2302. 4 12825 0. 64 1. 56 1

花生 2435 93 3364. 6 4246 0. 72 0. 45 0. 32

油菜籽 1377 864 1835. 3 6594 0. 75 2. 71 2. 03

棉花 1419 170 1302. 1 5754 1. 08 0. 61 0. 66

麻类 2525 42 2828. 1 221 0. 89 3. 93 3. 5

甘蔗 52641 14 71228. 9 1743 0. 74 0. 17 0. 13

烟叶 2179 89 2140. 3 1326 1. 02 1. 39 1. 42

烤烟 2187 85 2132. 5 1230 1. 03 1. 43 1. 47

茶叶 1068. 4 86 731. 8 1719 1. 46 1. 03 1. 5

水果 14243. 7 469. 2 17905. 9 10734 0. 79 0. 9 0. 7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9;湖南省统计年鉴 2009整理而得。

  (四 ) 湖南省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对湖南省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评价本文利用显示比

较优势指数进行分析,但为了有针对性的进行分析, 本文从

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 从世界这个整体来分析湖南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的比较优势, 衡量指标是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它的特点是

不直接分析比较优势或贸易结构形式的决定因素,而是从商

品的进出口贸易的结果来间接地测定比较优势。它在经验

分析中可以摆脱苛刻的各种理论假设的制约,因而较适合于

现实的国际贸易结构分析。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某一

产业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较来看的相对优势。一

般认为, 若 RCA指数值大于 2. 5, 表明该国产品具有极强的

国际竞争力; 若 RCA指数值小于 2. 5而大于 1. 25, 表明该

国商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若 RCA指数值小于 1. 25而

大于 0. 8,则表明该商品国际竞争力一般, 且处于不稳定状

态; 若 RCA指数值小于 0. 8, 则表明该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较

弱 [ 7]。

第二, 我们将区域从世界缩小到中国 ,考察湖南省农产

品相对于全国来说比较优势如何,也即引入区域显示比较优

势指数,它是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引申。产品 i的区域显示

比较优势指数 RRCA ir定义为产品 i占区域 r的出口比重与

国家 c内产品 i占国家 c的出口比重之比。在上面显示比较

优势指数计算公式 ( 4)中我们把 X ij换成湖南省 j种商品的

出口值; X i t变成湖南省所有商品的出口总值; Xw j变成中国 j

种商品的出口值; Xw t变成中国所有商品的出口总值。然后

按公式 ( 4)计算就可得到区域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如果

RRCA ir大于 1, 则表示区域 r的产品 i在国家 c中具有比较

优势,并且区域比较优势指数越大, 比较优势就越显著。如

果 RRCA ir小于 1, 则表示区域 r的产品 i在国家 c中具有比

较劣势,区域比较优势指数越小,比较劣势就越显著 [ 8]。

1、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提供的有关统计资料,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手册, 湖南省统计年鉴 2009;中

国统计年鉴 2009,笔者计算出了 2005- 2008年间湖南省主

要农产品中肉类、谷物、稻谷、水果、茶叶 5大类产品的区域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见表 3。在所选的 5类农产品中, 湖南省

在肉类和茶叶 2类产品上相对于全国来说具有明显的比较

优势。2008年湖南省在稻谷、谷物上的区域比较优势指数

都大于 1, 分别是 2. 133, 1. 361, 说明这两类农产品近年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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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比较优势。水果的区域比较优势指数成上升趋势, 区

域比较优势正在提高 ,但与全国相比还未形成优势。

表 3 2005- 2008年湖南省区域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农产品
区域显示比较优势 RRCA

2005 2006 2007 2008

肉类 15. 946 16. 146 13. 509 15. 262

稻谷 0. 989 0. 738 n. d 2. 133

谷物 0. 189 0. 295 0. 24 1. 361

水果 0. 233 0. 163 0. 325 0. 372

茶叶 12. 365 11. 65 12. 28 13. 493

  * n. d代表缺少数据; 肉类是指新鲜、急冻或冷藏肉; 谷物含谷

物制品。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手册 ( UNCTAD H and-

book of S tatistics) ;湖南省统计年鉴 2009;中国统计年鉴 2009。

  2、从整个世界来看, 湖南省主要农产品中肉类、谷物、

稻谷、水果、茶叶 5大类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

表明 (见表 4), 湖南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RCA指数值都小

于 0. 8,国际竞争力较弱,通过比较 2005 - 2006年的显示比

较优势指数可以看出湖南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下降, 比

较劣势越来越明显, 总体上已呈现出比较劣势。可见湖南省

主要农产品如肉类、谷物、稻谷、茶叶、棉花在生产上与全国

平均水平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 ,尤其是肉类和茶叶在贸易方

面与全国相比还具有明显的区域比较优势,但湖南省农产品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却并没有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从表 4

可以看出湖南省在生产上具有优势的农产品稻谷、谷物、猪

肉、茶叶的比较优势指数 RCA值都远远小于 0. 8, 表明这些

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比较优势 ,具有明显的劣势,缺乏

国际竞争力。湖南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特别是具有天

然优势的稻谷在出口上的困境 ,充分反映了湖南省农产品竞

争力的脆弱性。也说明了在生产上具有优势,并不代表在对

外贸易中具有优势。

表 4 2005- 2006湖南省和全国部分农产品显示比较优势

指数 RCA

农产品
湖南省 RCA

2005 2006

中国 RCA

2005 2006

肉类 0. 0409 0. 0367 0. 0257 0. 0023

稻谷 0. 0034 0. 0035 0. 0339 0. 0047

谷物 0. 0016 0. 0015 0. 0830 0. 0052

水果 0. 0007 0. 0005 0. 0311 0. 0032

茶叶 0. 1964 0. 1644 0. 1589 0. 0141

  * 肉类是指新鲜、急冻或冷藏肉;谷物含谷物制品。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手册 ( UNCTAD H and-

book of S tat ist ics) ;湖南省统计年鉴 2009;中国统计年鉴 2009。

三  结论与建议

(一 )湖南省在谷物、稻谷、油料、油菜籽、麻类、烟叶、茶

叶的生产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 综合

优势指数也非常明显, 但生产效率优势不明显, 而且整体而

言大部分农产品生产上的优势不明显, 没有形成规模优势,

缺乏规模化生产与产业化经营, 造成生产成本较高。在进行

国际贸易时,形成不了竞争力。因此湖南省政府要加快农业

科技进步与创新,提升农产品的生产效率, 形成农产品生产

的效率优势;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形成农产品生产的规模

经济。

(二 )湖南省农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 RCA )较低, 即

使是湖南省在生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农产品在出口方面

也没有优势,湖南省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较弱, 处于低竞争

水平的劣势。因此为了扩大湖南省农产品的出口规模, 应该

发挥湖南省农村劳动力丰裕的优势, 继续扩大水稻、水产品、

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

总而言之,湖南省农产品总体比较优势较弱, 要因地制

宜地做出调整。对发展潜力较小, 极不适合生产的小麦、甘

蔗等农产品应积极制定政策, 大幅削减其生产; 对具有明显

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应采取鼓励扩大生产的措施。对一直具

有比较优势,生产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产品, 应尝试建立保

障体系,避免因市场行情波动而影响优势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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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 is paper conducts an em pir ica l analysis on advan tages in the ma in agr icultural products in Hunan using SA I、EAI、

AA I. The result show s that it ha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in the produc tion of agr icu ltura l products such as cereal gra ins, paddy g ra in,

rape seed, hemp, tobacco lea f and tea lea.f Th is paper eva luates the com petitiveness in the in ternational ma rket of the ag ricu ltura l prod-

ucts in H unan using RCA. The resu lt shows that it hasn t' form ed the com para tive advantage in the internationa lm arke t even though it

has s ignificant produc tion advantages.

K ey words:  Hunan prov ince;  agr icultural produc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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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R 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Traits and Know ledge- sharing

Decision based on Trust Perspective

X IE H e- feng, X IAO B in

(Univer sity of South Ch 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Th is paper exam ines em pir ica 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personal traits, inc luding integr ity and ability, and know -l

edge shar ing v ia in terpersona l trust perspective. The resu lt shows that inte rpersona l trust, espec ially a ffection- based trust and cogn-i

tion- based trust are the key m ed ia to rs to the re lationship be tw een emp loyees. persona l traits and the ir know ledge- sharing dec isions.

M o reover, emp loyees. good personal tra its improve know ledge sha ring in organ ization m a in ly through affecting the leve l o f interpersona l

trust.

K ey words:  trust;  persona l tra its;  know ledge- sha ring dec 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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