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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比较优势的黑龙江省粮食作物生产布局$

刘宏曼-，郭翔宇!

（-C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DE；!C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F,,G,）

摘$ 要$ 该文应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包括效率、规模、效益指数），测算了黑龙江省水稻、玉米、小

麦、谷子、高粱、大豆、马铃薯 " 种作物的综合优势指数，并确立上述 " 种作物在黑龙江省内的区域布局。

关键词$ 比较优势$ 黑龙江省$ 粮食作物布局

收稿日期：!,,F+-,+-G$ 刘宏曼为讲师$ 郭翔宇为教授、院长

$ 黑龙江省科技计划重点攻关项目（项目编号：HI,!@!,F）

$ $ 一、问题的提出

对一省农产品生产比较优势测算可以从全省和分地区两个层次展开。在省级层次上，主要从国际市场

和国内市场两方面反映该省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品种差异。其中，国际市场比较优势主要通过国内资源成本

系数 @=.. 来反映，国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差异主要通过综合优势指数 99J 的比较来反映。通过上述省

级比较优势的品种差异分析，了解该省各农产品在全国的比较优势情况，并对农产品比较优势进行品种排

序。在此基础上，分析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地区差异，找出各农产品在省内的优势生产地区，从而为该省农

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生产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该文研究范围界定于黑龙江省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如水稻、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马铃

薯。重点分析黑龙江省粮食作物比较优势的地区差异，即找出黑龙江省各粮食作物品种最具优势的生产地

区，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布局规划和相应的产业带建设。

$ $ 二、黑龙江省粮食作物比较优势的地区差异

（一）分析方法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能很好地反映地区差异，适合进行比较优势的地区比较，因此，该文分析黑龙江

省各地区比较优势主要运用这一方法。农产品区域综合比较优势是由该区的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社会经

济条件、市场需求等多因素共同决定的。按照以往的研究，多数人只选择单产和种植面积作为衡量种植业

产品区域比较优势的关键因子［- K !］，即从产量角度来考察比较优势水平。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该

区的优势水平，但不够完善，因为效率不等于效益，规模不等于效益，高产也不等于高效。因此该文在测

算农产品区域综合比较优势时，选择了代表农作物生产的 G 个关键因子，即单产（?）、播种面积（L） 和

减税纯收益（每公斤产品收益）作为基本变量，构建指标包括效率优势指数 ?9J、规模优势指数 L9J、效

益优势指数 J9J，由于这三者相互制约关系较强，对 G 种优势指数进行几何平均即可得到综合优势指数

99J，即 99J M G L9J$?9J$! J9J。其中，效率优势指数 ?9J 为各种植区域某作物单产水平占该区所有作物

平均单产水平的比率与全省该作物单产水平占全省所有作物平均单产水平的比率进行对比，规模优势指数

L9J 为各种植区域某作物播种面积占该区所有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率与全省相应指标的比率进行对比，效

益优势指数 J9J 为各种植区域减税纯收益水平占该区所有作物平均减税纯收益水平的比率与全国减税纯收

益水平占全国所有作物平均减税纯收益水平的比率进行对比。

计算中，作物单产和播种面积数据来自《黑龙江统计年鉴》［!］，减税纯收益各地区数据由《黑龙江省

 



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各县市数据分地区汇总而成。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将黑龙江省按行政区划

分为 !" 个地区。

（二）分析结果

!# 水稻、玉米。表 ! 列出了黑龙江省各地区水稻和玉米综合优势指数，从中可以看出，水稻综合优

势指数大于 ! 的地区主要有农垦总局、鸡西、佳木斯和哈尔滨，其中佳木斯和哈尔滨兼具规模优势、效率

优势和效益优势，表明黑龙江省水稻生产在上述地区具有比较优势。鸡西和农垦总局主要是由于规模优势

指数较大，使得整体比较优势较强。而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地区完全不具有规模优势，使得整体综

合优势明显降低，表现为不利于水稻生产。绥化和大庆效率优势指数排在全省前两位，主要是由于规模优

势一般使得综合优势指数降低。

黑龙江省适合生产玉米的地区比较多，哈尔滨、大庆、佳木斯、七台河、牡丹江、绥化的综合优势指

数都大于 !，表现出生产玉米的区位优势，其中哈尔滨、大庆和绥化地区综合优势更为明显。大兴安岭具

有效率优势，但规模优势指数非常小，表现为综合优势指数处于全省最后一位（表 !）。

表 !$ 黑龙江省各地区水稻、玉米综合优势指数

水稻

%&’ (&’ ’&’ &&’

玉米

%&’ (&’ ’&’ &&’

黑龙江平均 !) ** !) ** !) ** !) ** !) ** !) ** !) ** !) **
哈尔滨 !) *" !) !* !) *+ !) *, !) -+ !) !. !) ", !) "/

齐齐哈尔 *) 00 *) 1+ *) 10 *) -, !) *+ *) +. !) *. *) 11
鸡西 !) +0 *) +1 !) /- !) /, *) ,0 !) *, *) 1 *) +1
鹤岗 !) 0. *) ,! *) 1+ *) 1, *) -" *) +" *) +0 *) ,-

双鸭山 *) +/ *) +- *) +, *) +. *) ,! *) 11 !) *! *) +1
大庆 *) -* !) /0 *) ++ *) +, !) -. !) *" !) 0" !) 0/
伊春 *) 1* *) 1* *) ++ *) +1 *) .. *) -. 2 *) -*

佳木斯 !) /. !) !1 !) /, !) /. *) ,0 !) /+ !) *. !) */
七台河 *) -- !) *! *) +, *) +. *) 1, !) !+ !) !. !) *1
牡丹江 *) .1 !) *- *) +! *) +* !) *1 !) !+ !) /! !) !-

黑河 *) !! *) +- 2 *) 0! *) 0 *) +" !) ," *) ,-
绥化 *) ,* !) /" *) 1. *) 1" !) -1 *) 1+ !) 00 !) 0*

大兴安岭 *) **! *) ,. 2 *) */ *) *! !) 0, 2 *) !0
农垦总局 /) *0 *) 1" !) ", !) "! *) /- *) 1" *) 1* *) -!

$ $ 资料来源：根据《黑龙江统计年鉴》（/**! 3 /**0 年）计算而得，表中数据为 /*** 3 /**/ 年平均数。

$ $ /# 小麦、谷子、高粱。

表 / 列出了黑龙江省各地区

小麦、谷子和高粱综合优势

指数。从中可以看出，黑龙

江省大多数地区都不适合种

植小麦，综合优势指数明显

小于 !。大兴安岭、农垦总

局、佳木斯和黑河地区综合

优势指数大于 !，具有生产

小麦 的 明 显 区 位 优 势。鹤

岗、双鸭山、七台河、牡丹

江效率优势指数大于 !，但

规模优势指数不高。

黑龙江省谷子生产地区

分布比较明显，只有大庆、

绥化和齐齐哈尔具有规模优

势，鹤岗、农垦总局、伊春、黑河、大兴安岭、佳木斯谷子生产在当地则是微乎其微。从综合优势指数来

看，省内谷子生产的最适宜地区为大庆，其次为绥化、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其中哈尔滨谷子效率优势指数

最高，但规模优势指数较小（表 /）。

黑龙江省高粱生产地区分布差异更为明显，大庆高粱规模优势指数为 .# ,"，远远高于其他地区，齐

齐哈尔和绥化规模优势也较为明显。反映在综合优势指数上，则主要是大庆、绥化和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

高粱生产的最适宜地区（表 /）。

0# 大豆、马铃薯。表 0 列出了黑龙江省各地区大豆和马铃薯综合优势指数。从中可以看出，黑龙江

省大多数地区都适宜进行大豆生产。其中，黑河和大兴安岭地区大豆生产综合比较优势更为突出，而且黑

河、大兴安岭和伊春大豆生产的规模优势指数在全省排在前三位。

$ $ 从黑龙江省各地区马铃薯生产比较优势状况可以看出，该省也是生产马铃薯的适宜地区，许多地区综

合优势指数都大于 !。其中，大兴安岭和齐齐哈尔是生产马铃薯的最适宜地区，其次是黑河、七台河。如

黑龙江省的克山、克东、依安、拜泉、北安、讷河一带，都是良好的马铃薯产区。而北部大小兴安岭山

区、半山区，海拔高、纬度高、温差大、积温低、地表水及地下水资源相对贫乏，发展喜冷凉、喜温差、

耐干旱的马铃薯业具备独特优势（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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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黑龙江省各地区小麦、谷子和高粱综合优势指数

小麦

#$% &$% $$%

谷子

#$% &$% $$%

高粱

#$% &$% $$%

黑龙江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哈尔滨 )( )’ )( *+ )( ’’ )( ,- ’( ./ ’( )+ )( ,* ’( .0 ’( )!

齐齐哈尔 )( /’ )( -) )( *) ’( ,! )( -, ’( !. ’( *- )( -. ’( 0+
鸡西 )( ’/ )( *- )( 0- )( 0/ ’( !+ )( ,* )( +! ’( ’- )( /’
鹤岗 )( ++ ’( ), )( ,* )( ))’ )( ,. )( )! )( ))+ )( ++ )( )+

双鸭山 )( .. ’( ’) )( // )( ’, )( /0 )( 0+ )( 0* )( /0 )( .0
大庆 )( 0, )( -, )( .- .( )* ’( +* !( /. .( /+ ’( 0! !( /.
伊春 )( ’, )( ./ )( 0) )( )! )( +, )( )- 1 1 1

佳木斯 ’( 0+ ’( .! ’( +0 )( ). )( *) )( !’ )( ’, )( ., )( 0)
七台河 )( 0) ’( ’- )( ,) )( ’* ’( ’0 )( +. )( !+ )( -* )( +-
牡丹江 )( +. ’( ’. )( /! )( )* ’( !’ )( 0’ )( )! ’( )/ )( ’,

黑河 !( ’* )( ** ’( 0* )( )+ ’( !! )( !! )( ))+ )( ,, )( ).
绥化 )( !- )( ./ )( +’ !( !- ’( ’/ ’( ,+ ’( .) ’( !- ’( 0-

大兴安岭 0( ++ ’( ,/ !( +) )( )+ )( )- )( ), 1 1 1
农垦总局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同表 ’。注：由于《黑龙江省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缺乏各地区小麦、谷子、高粱的减税纯收益数据，故综合优势指数为规

模优势指数和效率优势指数的几何平均值。

表 0" 黑龙江省各地区大豆、马铃薯综合优势指数

大豆

#$% &$% %$% $$%

马铃薯

#$% &$% $$%

黑龙江平均 ’( )) ’( )) ’( )) ’( )) ’( )) ’( )) ’( ))
哈尔滨 )( /. )( *- )( */ )( *+ )( -/ ’( 0! ’( ’0

齐齐哈尔 ’( )) ’( )- ’( ’0 ’( )/ !( )! ’( )+ ’( +.
鸡西 )( -’ )( -’ ’). )( -. )( +’ )( -0 )( ,!
鹤岗 ’( .’ )( /, ’( ’+ ’( )- )( .! )( // )( ,0

双鸭山 ’( 0* )( */ ’( !’ ’( ’0 )( -- ’( !+ ’( ’’
大庆 )( !* )( *- )( ,, )( .. ’( )) ’( ’) ’( ).
伊春 ’( /, )( ,/ ’( ’! ’( ’) )( !/ )( * )( +/

佳木斯 ’( ’, ’( ++ ’( 0- ’( 0+ )( ,) )( / )( ,.
七台河 )( - ’( )0 )( * )( -’ ’( 0/ ’( )0 ’( ’-
牡丹江 ’( )- ’( !. ’( !! ’( ’- )( ,/ ’( !0 )( -’

黑河 !( ’’ ’( )! ’( /+ ’( .. ’( +- ’( )’ ’( !0
绥化 )( +. ’( ). ’( ’* )( *! ’( !. )( -/ ’( ’’

大兴安岭 ’( -’ ’( ,! ’( ., ’( ,- !( ,) ’( 0. ’( */
农垦总局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同表 ’；注：同表 ’。

" " 三、基于比较优势的黑龙

江省粮食作物生产布局

基于上文对农产品比较优势地区

差异的分析，结合黑龙江省不同区域

的生态环境特点、资源情况及基础条

件等，科学规划产业布局，积极进行

相关的产业带建设（图 ’）。

（一）大豆

黑龙江省大豆主产区为农垦总

局、齐齐哈尔、黑河、哈尔滨、绥化

和佳木斯地区，其中农垦总局种植规

模最大，约占全省总产量的 ’ 2 0。大

豆主产市县为巴彦、克山、克东、拜

泉、海 伦、讷 河、嫩 江、富 锦、北

安、林口、五大连池。

根据比较优势的测算，黑龙江省

大多地区都适合进行大豆生产，是大豆生产的优势产业地带。依照规模连片、重点突出，并考虑全省大豆

面积大、分布广的实际，对黑龙江省大豆布局，还应该坚持相对集中的原则，既要集中落实，又要发挥辐

射带动作用，以拉动全省大豆产业整体快速发展。具体来看，黑龙江省大豆生产区域布局如下。

’3 高油大豆生产区域分布。根据农业部《高油大豆优势区域发展规划》，黑龙江省高油大豆松嫩平原

优势区，包括哈尔滨、绥化、齐齐哈尔、大庆、黑河、伊春等 , 个地区的 0* 个县（ 市、区），其中重点

发展 !+ 个县（ 市、区）；三江平原优势产区，包括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双鸭山、佳木斯、

鹤岗等 / 个地区的 !0 个县（市、区），其中重点发展 ’, 个县、市。那么，结合黑龙江省实际，将高油大

豆生产具体分 . 个区域，共 +! 个县（ 市、区、场）。南部种植区：宾县、巴彦、木兰、尚志、阿城、呼

兰、穆棱、海林 * 个县市；中部种植区：海伦、北林区、望奎、庆安、绥棱、兰西、依兰、林甸共 * 个县

（市、区）；西部种植区：讷河、拜泉、依安、克山、克东、龙江和监狱管理局老莱农场共 / 个县（ 市、

+!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 " " " " " " " " " " " " !)), 年

 



场）；东部种植区：富锦、同江、桦川、绥滨、集贤、宝清、饶河、勃利、虎林 ! 个县、市；北部种植

区：五大连池、北安、爱辉、逊克、嫩江、孙吴、嘉荫、塔河、大兴安岭大杨树及岭南共 "# 个县（ 市、

区）。

图 "$ 黑龙江省各粮食作物重点县市分布

$ $ %& 高蛋白大豆生产区域分布。具体

分 ’ 个区域，共 (% 个县、市。

南部种植区：宾县、五常、巴彦、呼

兰、延寿、尚志、林口、海林、宁安 ! 个

县、市；中 部 种 植 区：海 伦、北 林、望

奎、绥棱、庆安、青岗、明水、依兰、汤

原 ! 个县、市；西部种植区：讷河、甘

南、克 山、克 东、拜 泉、林 甸 ) 个 县、

市；东部种植区：富锦、桦南、密山 ( 个

县、市；北部种植区：五大连池、北安、

逊克、嫩江、嘉荫 ’ 个县、市。

（二）玉米

黑龙江省玉米主产区为哈尔滨、绥

化、齐齐哈尔地区，面积约占全省 % * (，

产量约占全省 !#+ 。其中，双城、呼兰、

巴彦、肇 东、北 林 区、五 常、青 冈、拜

泉、桦南、宾县、海伦、依兰是黑龙江省传统玉米主产市、县。农垦总局产量占全省总产 " * "# 左右。

根据农业部《专用玉米优势区域发展规划》，黑龙江春玉米优势区共有 ,# 个县（市、农场），从中选

择玉米播种面积大于 %& ( 万 -.%、畜牧业相对发达的 %/ 个县（市、农场） 优先发展专用玉米，主要分布

在黑龙江南部和中部。根据比较优势以及当地实际，在黑龙江省构建相应的玉米产业带，专用玉米优先发

展区域包括：双城、肇东、巴彦、龙江、海伦、呼兰、肇州、五常、宾县、兰西、青冈、依兰、拜泉、望

奎、富锦、阿城、安达、明水、桦南、泰来、富裕、林口、木兰、肇源、汤原、林甸、桦川、尚志。优势

区内重点推广饲用（粒用）、青贮、高油及优质蛋白等专用饲料玉米和高淀粉、加工型糯玉米等专用加工

玉米品种。

（三）水稻

黑龙江省水稻主产区为农垦总局、哈尔滨、佳木斯、绥化和齐齐哈尔地区，总产占全省水稻总产的

!#+ 以上，其中农垦总局水稻产量占全省水稻总产量的接近一半。各县、市中，五常、富锦、庆安、北林

区、桦川、虎林、密山、尚志是黑龙江省著名水稻产区，年产量都在 %# 万 0 以上。

依据比较优势，结合各地的实际条件，确定黑龙江省水稻生产布局。具体如下：西部地区，包括五

常、通河、方正、尚志、延寿、木兰、阿城、庆安、兰西、依兰、绥棱、肇源、望奎、海伦、铁力、肇

东、讷河、巴彦、克东、林甸；东部地区，包括桦南、密山、鸡东、汤原、桦川、富锦、虎林、宁安、饶

河、萝北、绥滨、集贤、宝清、同江。此外，哈尔滨以五常、尚志、方正为主构建水稻产业带；绥化以庆

安、北林区、绥棱为主构建优质水稻产业带；齐齐哈尔以龙江、泰来、克东为主构建产业带。

（四）小麦

黑龙江省小麦近年呈逐渐下滑趋势。小麦主产区为农垦总局、黑河、齐齐哈尔、佳木斯地区，%##%
年小麦产量约占全省 1/+ ，其中，农垦总局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省一半以上。富锦、嫩江、五大连池、

讷河、克山、桦川、拜泉为黑龙江省小麦主产市县。农垦系统播种面积约占全省一半左右，产量约占全省% * (。

根据比较优势测算，黑龙江省大多数地区小麦生产不具比较优势。但是，大兴安岭、农垦总局、黑河

和佳木斯地区，种植小麦比较优势明显。那么，根据黑龙江省实际条件，并结合农业部《 专用小麦优势

区域发展规划》，确立黑龙江省小麦产业带如下：一是大兴安岭沿麓专用小麦优势产业带，主要包括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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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北部的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 ! 个地区 " 个市县；二是东部三江平原专用小麦优势产业带，主要

包括佳木斯的桦川、富锦及垦区九三、北安两个管理局。这些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商品春小麦生产基地，土

地肥沃，生态条件适宜，具有发展我国面包用硬红春小麦的生态资源优势。

（五）谷子、高粱

黑龙江省谷子生产比较优势区域差异明显，生产布局主要集中在优势生产地区，包括大庆、绥化、齐

齐哈尔和哈尔滨。黑龙江省高粱生产比较优势地区差异更为明显，生产应该集中在大庆、绥化和齐齐哈尔

地区发展。此外，根据黑龙江省杂粮良种生产基地布局，具体来看，谷子和高粱生产在龙江、泰来、杜

蒙、肇源等地应该优先发展。

（六）马铃薯

根据比较优势测算，结合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特点及资源条件，并考虑种薯生产基地建设等，确定黑龙

江省马铃薯主要生产地区为：大兴安岭、齐齐哈尔、黑河，具体包括克山、克东、依安、拜泉、北安、讷

河、嫩江、加格达奇等地。其次为七台河、绥化、大庆、哈尔滨，其中绥化以望奎、北林区、明水、海伦

等地为主。

# # 四、结束语

农业区域分工是随着市场经济商品交换空间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逐步形成的，是生产

者经过长期的市场竞争，以及成本与效益比较的结果。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农业自然资源分布的地

区差异，二是经济条件的地域差异，三是市场条件的差异，四是各地区需求多样性差异，五是生产成本的

差异。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地貌、资源、气候和生产习惯差异很大，应该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在各个地

区着手调整农业区域结构。各地应该坚持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最具当地优势的农产品加以重点发展，把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农业的区域化、专业化和规模

化水平。在依据比较优势安排农业生产布局的同时，要有足够的种源作保证，在有规模化供种条件的地方

布局；并坚持产业开发的原则，要有辐射能力强、经营状况好的加工龙头企业牵动，形成产业化链条；同

时考虑市场需求和潜力，努力实现流通渠道畅通、运销便捷，产得出，销得出；最后还要坚持农民自愿和

政府积极引导的原则，农民有种植意愿和技术，政府积极引导扶持，双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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