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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传统的仅考虑效率比较优势和规模比较优势的农作物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研究的

基础上，引入地区劳动力优势指数、农业机械化优势指数和市场设施优势指数，将传统理论予以扩

展使其可更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地区某农作物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近６年来国家和

上海市农业统计年鉴数据和《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分别计算了传统及改进后的上海市

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比较优势均值，并进一步对上海郊区主要粮食作物种植的结构调整和规模效益

优化工作给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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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产出在上海ＧＤＰ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但
是随着上海都市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农副产品的需

求不断增加，上海农业在供应本地新鲜产品方面正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上海正处于高速

发展进程中，耕地压力不断增加，分析和理清上海市

的农业种植现状，合理规划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种植

效益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并

对其进一步改进的基础上，力图对上海市主要粮食

作物的比较优势进行科学、客观的计算分析，并基于

对上海市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粮食作物、以及影响

粮食作物综合比较优势关键因素的分析研究，对上

海郊区主要粮食作物种植的结构调整和规模效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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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１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上海位于我国长江入海口处（１２０°５２′～１２２°１２′
Ｅ，３０°４０′～３１°５３′Ｎ），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雨热

同期，日照充分，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１５．８℃、年

降雨量１　１００ｍｍ。上海地区种植农作物类型主要

包括：粮食作物，如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以及经

济作物，如花生、油菜、棉花等。目前，上海地区粮食

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约４８％，经济作物占总播种面

积的约５２％。本 文 主 要 研 究 上 海 地 区 稻 谷、小 麦、
玉米、大豆等４种粮食作物，在全国范围内的种植比

较优势课题。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

编撰的《中国农业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１］，上海市统

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编撰的《上海市统计

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２］，以及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二次农

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３］，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上

海市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４］。

１．３　研究方法

区域农作物比较优势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

如自然条件、科技水平、市场区位等。传统的综合比

较优势指数法是一种较理想的比较优势测算方法，
该指数具备一定的可扩展性，可相对科学、客观地反

映区域农作物在自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科学技术

以及市场需 求 等 因 素 对 区 域 农 作 物 比 较 优 势 的 影

响。该方法已经被国内研究者广泛应用于各地农产

品的比较优势研究，比如李凤对河南省粮食作物的

研究［５］、孙雅健对云南省农作物的 研 究［６］以 及 袁 梁

对陕西省农作物的研究［７］等。

２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改进研究

传统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首先计算规模比较

优势指数和效率比较优势指数。其中，规模比较优

势指数是应用某地区某种农作物播种面积占该地区

全部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与全国范围内的相应

数据进行比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则该地区该种农

作物具备规模比较优势，反之则不具规模比较优势；
另外，效率比较优势指数是应用该地区该种农作物

单产占该地区全部农作物单产的比例，与全国范围

内的相应数据进行比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则该地

区该种农作物具备效率比较优势，反之则不具效率

比较优势。
在此基础上，相同年度的规模和效率比较优势

指数乘积的开方就决定了该地区该种农作物的综合

比较优势指数［８］。因此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和效率比

较优势指数对于最终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贡献度相

同，但是仅从区域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对应单产数据

考量区域农作物比较优势，最终计算结果相对笼统、
并未综合考虑价格、补贴等经济因素，以及基于粮食

安全考虑的区域粮食指标政策导向对于区域农作物

比较优势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根据《中国农业年鉴》［１］、《上 海 市

统计年鉴》［２］、《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３］和

《上海市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４］等材料提

供的国家及上海市农业统计数据，尝试从区域劳动

力优势、农业机械化优势与市场设施优势等３个维

度，进一步扩展和改进传统的综合优势指数，从而保

证该指数可相对全面、客观的反应区域农作物综合

比较优势，如图１所示。

图１　改进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Ｆｉｇ．１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２．１　地区劳动力优势指数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最具有决定性

的因素，劳动力资源的数量的多少和素质的高低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地区种植业以至农业的发展水

平。为了量化一个地区劳动力的优势水平，本文选

择３个具体的方面来测量：男性劳动力占比（Ｍ）、５０
岁以下劳动 力 占 比（Ｆ）、初 中 以 上 文 化 程 度 劳 动 力

占比（Ｈ）。显然，因为种植业需要投入大量劳动，鉴
于男性和女性体能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可以认为某

地区男性劳动力的比例越高，在种植劳作上越有优

势；其次，５０岁 以 下 的 人 一 般 而 言 在 体 能 上 更 具 优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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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所以该类人的占比越高，也说明在种植劳作上有

优势；最后，劳动力的文化水平直接影响劳动质量，
具有较 高 文 化 的 人 占 比 越 高，在 农 业 生 产 上 越 有

优势。
地区劳动力优势指数计算方法如式（１）所示，式

中Ｍ、Ｆ、Ｈ 对应全国的数据，Ｍｉ、Ｆｉ、Ｈｉ对应地区数

据，用地区数据和全国相除，得到的结果可以反映地

区相对于全国的优势。显然，全国的ＬＡＩ值始终等

于１，如果地区ＬＡＩ值大于１，说明地区的劳动力具

有优势。

ＬＡＩｉ＝ ［（Ｍｉ／Ｍ）×（Ｆｉ／Ｆ）×（Ｈｉ／Ｈ）］１／３ （１）

２．２　地区农业机械化优势指数

农业科技是农业生产诸要素中最直接、最有效

的一个因素，农业机械化水平反映了农业集约化经

营的程度和对土地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是

农业科技优势的客观反应、同时也是农业生产发展

的物质基础，直接制约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为

初步量 化 科 技 优 势，本 文 选 择 机 械 播 种 面 积 占 比

（Ｓ）、机电灌溉面积占比（Ｉ）、机械收割面积占比（Ｒ）
等３个维度进行农业机械化优势指数测算。

地区农业机械化优势指数计算方法如式（２）所

示，式中Ｓ、Ｉ、Ｒ对应全国的数据，Ｓｉ、Ｉｉ、Ｒｉ对应地区

数据，用地区数据和全国相除，得到的结果可以反映

地区相对于全国的优势。显然，全国的ＡＭＡＩ值始

终等于１，如果地区ＡＭＡＩ值大于１，说明地区的农

业科技具有优势。

ＡＭＡＩｉ＝ ［（Ｓｉ／Ｓ）×（Ｉｉ／Ｉ）×（Ｒｉ／Ｒ）］１／３ （２）

２．３　地区市场设施优势指数

市场基础设施指包括金融机构、交通、电 力、通

讯等与市场活动密切相关的农业基础设施。市场基

础设施的水平直接影响地区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效

率。为了量化地区市场设施优势，本文选择有综合

市场的乡镇占比（Ｚ），有储蓄 所 的 乡 镇 占 比（Ｃ），有

二级以上公 路 通 过 的 乡 镇 占 比（Ｇ），通 电 的 村 占 比

（Ｄ）和通电 话 的 村 占 比（Ｔ）等５个 维 度 进 行 测 量。
这是因为市场、储蓄所、公路、电、电话这些都是日常

市场活动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完善程

度直接影响地区农业生产的效率。
地区市场设施计算方法如式（３）所 示，式 中Ｚ、

Ｃ、Ｇ、Ｄ、Ｔ对应全国的数据，Ｚｉ、Ｃｉ、Ｇｉ、Ｄｉ、Ｔｉ对应地

区数据，用地区数据和全国相除，得到的结果可以反

映地区相对 于 全 国 的 优 势。显 然，全 国 的 ＭＡＩ值

始终等于１，如果地区ＭＡＩ值大于１，说明地区的市

场设施具有优势。

ＭＡＩｉ＝
［（Ｚｉ／Ｚ）×（Ｃｉ／Ｃ）×（Ｇｉ／Ｇ）×（Ｄｉ／Ｄ）×（Ｔｉ／Ｔ）］１／５

（３）

２．４　改进的综合优势指数

将上述地区劳动力优势指数、农业机械化优势

指数及市场设施优势指数和传统的规模优势指数、
效率优势指数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改进后的综合

优势指数计算方法，如式（４）所示。

ＡＩｉｊ’＝
（ＥＡＩｉｊ×ＳＡＩｉｊ×ＬＡＩｉ×ＡＭＡＩｉ×ＭＡＩｉ）１／５

（４）
式中ＡＩｉｊ’＞１，同样表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ｉ地

区ｊ种农作 物 具 有 比 较 优 势，ＡＩｉｊ’值 越 大，说 明 比

较优势越明显；相反，如果ＡＩｉｊ’＜１，则表明ｉ地区ｊ
种农作物具有比较劣势。改进后的区域农作物综合

优势指数以可扩展的方式，统一整合规模、效率、劳

动力、科技水平、市场优势等方面的因素，从而可比

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地区某农作物的比较优势。

３　研究结果与分析

根据《中国农业年鉴》［１］和《上海市统计年鉴》［２］

给出的全国及上海市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情况、种植

面积情况，可以计算得到上海市主要粮食作物效率

优势指数、规模优势指数以及传统的综合比较优势

指数。同时，进一步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

公报》［３］和《上 海 市 第 二 次 农 业 普 查 主 要 数 据 公

报》［４］给出的全国及上海市劳动力数据、农业机械化

数据与市场设施数据，可进一步计算得到上海市主

要粮食作物劳动力优势指数、农业机械化优势指数

及市场设施 优 势 指 数 和 改 进 后 的 综 合 比 较 优 势 指

数。本文计 算 各 个 比 较 优 势 指 数 时 需 要 使 用 的 数

据，具体如表１、表２所示。

３．１　传统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计算

应用式效率比较优势指数、规模比较优势指数

和综合比较优势指数计算公式［８］及表１数据，可计

算得到的上 海 市 主 要 粮 食 作 物 综 合 比 较 优 势 指 数

（传统）均值（２００８－２０１３综合比较优势指数的平均

值）如表３所示。

　　相较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上海市只有大豆具备

效率比较优势，稻谷、玉米的效率比较优势接近全国

平均水平，而小麦最不具有效率优势；同时，上海市

只有稻谷具备规模比较优势，小麦的规模比较优势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而北方作物玉米、大豆在上海市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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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全国和上海主要粮食作物单产／种植面积情况

Ｔａｂ．１　Ｕｎｉｔｙｉｅｌｄ（ｋｉｌｏｇｒａｍ）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ａｒｅａ（ｋｉｌｏ－ｈｅｃｔａｒｅｓ）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ｋｇ／ｋｈｍ２

年份
Ｙｅａｒ

粮食作物每公顷
产量／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Ｇｒａｉｎ
ｃｒｏｐｓ／Ｃｒｏｐ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稻谷
Ｒｉｃｅ

玉米
Ｃｏｒｎ

小麦
Ｗｈｅａｔ

大豆
Ｓｏｙｂｅａｎ

全国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００８　 ４７４８／１５３４６３．９　 ６４３３／２８９１８．８　 ４６０８／２３７２０．６　 ５１６７／２９４７７．５　 １４５４／８７５３．８

２００９　 ４９５１／１５６２６５．７　 ６５６３／２９２４１．１　 ４７６２／２３６１７．２　 ５５５６／２９８６３．７　 １７０３／９１２７．１

２０１０　 ４８７１／１５８６３９．３　 ６５８５／２９６２６．９　 ４７３９／２４２９０．８　 ５２５８／３１１８２．６　 １６３０／９１８９．８

２０１１　 ４９７４／１６０６７４．８　 ６５５３／２９８７３．４　 ４７４８／２４２５６．５　 ５４５４／３２５００．１　 １７７１／８５１５．８

２０１２　 ５１６６／１６２２８３．２　 ６６８７／３００５７　 ４８３７／２４２７０．４　 ５７４８／３３５４１．７　 １８３６／７８８８．５

２０１３　 ５３０２／１６３４１５．７　 ６７７７／３０１３７．１　 ４９８７／２４２６８．３　 ５８７０／３５０２９．８　 １８２０／７１７１．７
上海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８　 ６４３９／３９０．７　 ７８８３／１０９．１　 ３９００／３７．５　 ６４１０／３．９　 ２２４４／６．２

２００９　 ６６２８／３８８．４　 ８２２３／１０８．６　 ４１２０／４４．２　 ５８８２／３．６　 ２０８０／５

２０１０　 ６２９６／３９６．１　 ８２９７／１０８．５　 ３８３８／５７．６　 ５７５５／４．２　 ２１８２／４．４

２０１１　 ６６０８／４０１．２　 ８３２８／１０８．５　 ３８９７／４９．４　 ６６５９／４．４　 ２６００／４．２

２０１２　 ６５４４／４００．６　 ８３７９／１０６．１　 ４０３１／５９．８　 ６６０３／４．２　 ２６７４／３．４

２０１３　 ６５２４／３８７．９　 ８４８１／１０５．１　 ３９８４／５６．６　 ６５９７／３．８　 ２７５３／２．９

表２　全国及上海市劳动力、农业机械化与市场设施数据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

数据内容Ｄａｔａ
全国
Ｃｏｕｎｔｒｙ

上海市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劳动力资源数据
Ｄａｔａ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农村男性劳动力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ｍａｌ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５０．８　 ５３．１

农村５０岁以下劳动力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ａｇｅ　ｏｆ　５０

７５．０　 ８３．２

农村劳动力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ｖｅ　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６０．５　 ７６．５

农业机械化数据
Ｄａｔａ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５９．９　 ７４．８

机电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６．６　 ７０．９

机收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２４．９　 ４０．４

市场设施数据
Ｄａｔａ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有综合市场的乡镇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

６８．４　 ９２．６

有储蓄所的乡镇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ｓａｖ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

８８．４　 ９９．１

有二级以上公路通过的乡镇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４６．１　 ９２．６

通电的村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９８．７　 １００

通电话的村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９７．６　 １０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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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上海市主要粮食作物的传统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Ｔａｂ．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ｕｒ　ｍａｉｎ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比较优势指数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稻谷
Ｒｉｃ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玉米
Ｃｏｒｎ

大豆
Ｓｏｙｂｅａｎ

效率比较优势指数均值
Ｍｅａｎ　ｏｆ　ＥＡＩ ０．９６　 ０．６４　 ０．８８　 １．１０

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均值
Ｍｅａｎ　ｏｆ　ＳＡＩ １．４７　 ０．８５　 ０．０５　 ０．２１

传统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均值
Ｍｅａｎ　ｏｆ　ＡＡＩ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１．１８　 ０．７４　 ０．２１　 ０．４７

不具有规模比较优势。从综合比较优势看，上海市

只有稻谷具有明显的综合比较优势，尽管玉米和大

豆的效率比较优势相对突出，但因它们规模比较优

势弱势明显，因此它们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也相对较

低；在仅仅考虑效率比较优势和规模比较优势时，上
海市小麦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也离全国平均水平有一

定差距，主 要 是 因 为 其 效 率 比 较 优 势 的 短 板 比 较

突出。

３．２　改进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计算

应用式（１）、（２）和（３）及表２数据，计算得到的

上海市主要粮食作物劳动力优势指数、农业机械化

优势指数和市场设施优势指数，以及应用式（４）计算

得到的上海市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改

进）均值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上海市主要粮食作物的改进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Ｔａｂ．４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ｕｒ　ｍａｉｎ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比较优势指数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稻谷
Ｒｉｃ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玉米
Ｃｏｒｎ

大豆
Ｓｏｙｂｅａｎ

效率比较优势指数均值
Ｍｅａｎ　ｏｆ　ＥＡＩ ０．９６　 ０．６４　 ０．８８　 １．１０

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均值
Ｍｅａｎ　ｏｆ　ＳＡＩ １．４７　 ０．８５　 ０．０５　 ０．２１

劳动力优势指数（ＬＡＩ）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１．１４

农业机械化优势指数（ＡＭＡ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１．７５

市场设施优势指数（ＭＡＩ）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１．２６

改进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均值
Ｍｅａｎ　ｏｆ　ＡＡＩ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１．２９　 １．０６　 ０．６５　 ０．８９

　　一方面，上海市的劳动力优势、农业机械化优势

和市场设施优势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以农业

机械化优势最为突出），因此从当前改进后的综合比

较优势指数看，上海市主要粮食作物比较优势都极

具发展潜力。这也帮助上海市在玉米、大豆规模比

较优势极弱（种植面积在区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

占比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基于自身劳

动力、农业机械化和市场设施优势，取得了接近或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生产玉米、大豆的效率比较优势

（粮食作物单产输出）。另一方面，改进后的综合比

较优势指数表明，上海市稻谷和小麦种植的综合比

较优势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在稻谷效率比较优

势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生产小麦效率比较优势就显得尤为突出，也是

上海市在种植业规划和资源配置方面可重点改善的

环节。

４　讨论与展望

４．１　讨论

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比较优势的平均值看，上海的

稻谷具有规模比较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效率比较

优势也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从表１的数据可以

看到稻谷的单产数据正在逐年上升，这说明上海在

稻谷的生产效率提升方面是做了很大工作的。因此

上海市可继续保持对于稻谷生产的扶持、引导手段，
同时可进一步视需要施以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从

而使得上海市稻谷种植的综合比较优势充分发挥且

得以延续。
至于小麦，虽然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小麦不具

有比较优势，但是在上海本地区小麦的规模优势和

综合优势仅次于稻谷，但是小麦的效率优势则在四

种主要的粮食作物中垫底。因此在未来上海郊区粮

食作物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可多重视小麦种植人员

的技能培训，加大小麦种植领域科技人才和农业科

技的投入，在上海市小麦种植具备一定规模的情况

下，重视提升其小麦种植的效率（单产输出）。
虽然从效率优势看上海生产大豆和玉米的效率

优于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大豆和玉米的规模

优势则较低，但是也不能因此轻易得出可进一步扩

大上海市大豆、玉米种植规模的研究建议。因为要

扩大粮食种植面积面临一系列的外部限制，例如我

市耕地资源原本就相对稀缺、另外大豆、玉米并非如

稻谷类是人们的主食，因此不能简单基于效率优势

得出扩大大豆种植规模的建议。而必须进一步多维

度分析我市农作物比较优势，这也正是作者后期研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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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的重点。

４．２　展望

本文针对传统仅仅考虑效率比较优势和规模比

较优势的地区农作物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引入地区

劳动力优势指数、农业机械化优势指数和市场设施

优势指数，将传统的地区农作物综合比较优势予以

扩展，使其可以统一整合规模、效率、劳动力、科技水

平、市场优势等方面的因素，从而可比较全面、客观

地反映地区某农作物的比较优势，指导地区农作物

种植的结构调整和规模效益优化工作。
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可以从成本收益率、地区

专项农业科技人才数量等维度，进一步扩展地区农

作物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使之更完善地体现地区农

作物种植的综合比较优势。同时，可以进一步研究

向构成综合比较优势指数的各个维度赋予不同的权

重，充分考虑各个维度对于农作物种植、农产品生产

的贡献，确保地区农作物种植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计算方法的完备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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