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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农产品比较优势及区域布局分析

马丽荣 ,王保福＊ ,刘润萍 ,梁　伟 ,陈　珩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运用农产品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 ,对兰州市农产品比较优势及其生产分布进行了分析。综

合优势指数比较结果表明 ,兰州市小麦 、玉米 、油料生产的优势区为水澄县 、皋本县 、榆中县;蔬菜生

产的优势区为七里河区 、西周区 、红占区 、皋兰县 、榆中县;水果生产的优势区为西固 、安宁 、红古区

和皋兰县。同时提出了兰州市农产品区域布局的方向和推进兰州市农产品合理布局的建议:进一

步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强化科技支撑和基础保障;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形成产业集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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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 si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Agricultural

P roducts and Their Regional Dist ribution in Lan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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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index method of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 , the comparative ad-

vantages o f agricul tural products and their majo r distribution were analyzed in Lanzhou ci ty , Gan-

su province.The direction and suggestions of rational regional dist ribut ion of ag ricultural prod-

ucts w ere also put fo rwa rd as fo llow s:st reng then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reinforc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 logical suppo rt and fundamental guarantees;developing accumulat ive effect o f indus-

t ries and forming indust rial cluster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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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兰州市紧紧围绕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以

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为目标 ,以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

为核心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

新农村建设进程 ,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

农业综合竞争力 ,这就要求农业应向着统筹城乡和

区域 、资源高效持续利用的方向发展 ,农业布局应向

着适应市场需求 、优化资源和产业布局变化。

区域化布局 、专业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是世界各

国农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必然规律 ,也是农业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1] 。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 ,

实施扶优扶强战略 ,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培育 ,促进各

类生产要素向优势区域 、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集

聚[ 2-6] ,提高区域农业生产和管理水平 ,有利于充分

发挥兰州市农业比较优势 , 形成具有较强市场竞争

力的优势农产品产业区或产业带 ,通过辐射和带动

作用 ,从整体上提升兰州市农业的综合竞争力。为

此 ,通过农产品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 ,对兰州市农产

品比较优势及其分布进行分析 ,探索农产品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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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特点和布局规律 ,为兰州市农产品参与国内外市

场竞争 ,发展农业产业化 ,形成农业整体竞争力提供

科学依据 。

1　兰州市农业资源现状

兰州市地处黄土高原西北部 ,为温带干旱半干旱

气候 ,海拔 1900 ～ 2 350m ,年降水量 260 ～ 400mm ,

降水分布极为不均 , 50%～ 60%集中在 7-9月。日

照充足 ,温较差大 ,热量资源丰富。兰州市地域总面

积 1.31万 km
2
,其中市区面积 1 631.6 km

2
,耕地面

积 21.12万 hm2 ,草原面积 3.57 万 hm2 ,林地面积

13.02万 hm2 。兰州市现有耕地中无灌溉条件的旱

地面积占到 2/3 ,广大旱作区自然条件恶劣 ,中低产

田面积大 ,抗灾能力弱 ,加之气候复杂多变 ,粮食 、经

济作物长期沿用传统的露地栽培方式 ,粮食产量低

而不稳。

兰州市地形多变 ,气候条件复杂 ,各县区均有自

己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 。不同区域适合不同

的作物 ,作物布局有其区域性 。作物单产水平受自

然气候 、土壤等自然资源和科技 、投入等社会经济资

源的影响 ,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 。

2　兰州市农产品比较优势分析

不同区域的农业资源不同 ,也就有不同农业比

较优势和竞争力 ,区别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差异 ,就可

更好地确定各区域农业优势[ 2 , 7] 。就兰州市内部而

言 ,在自然条件 、种植习惯和生产技术等方面都存在

一定的差异 ,因此 ,农业生产在乡镇范围内也会有所

不同。农产品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 8] 适合于在全国

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某种产品或同一区域内不同产

品之间比较优势的衡量和比较 。综合比较优势主要

有效率优势指数 、规模优势指数 、综合优势指数等指

标 ,其计算方法如下 。

2.1　规模优势指数

规模优势指数 S A I(scale advantag e indice)反

映一个地区某一作物生产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 ,它

是市场需求资源禀赋种植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一般来讲 ,在一定长的时期内 ,只要有相当的规

模 ,就意味着有市场需求 ,而有市场需求就意味着有

经济效益 ,因此 ,规模优势指数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农作物生产的比较优势状况。其计算公式

如下:

S AI ij =(GS ij/GS i)/(GS j/GS),

式中:S AI ij为规模优势指数;GS i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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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区域 j 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GS 为全

区域所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S A I ij >1 ,表明与全

区域水平相比 , i区 j 种农作物生产具有规模优势;

S A I ij <1 ,表明 i区 j 种农作物生产处于劣势;S A I ij

值越大 ,表明优势越明显。

从表 1可以看出 ,永登县小麦和榆中县玉米规

模优势指数比较高 ,大于 1 ,永登县和皋兰县油料具

有规模优势 ,城关区 、七里河区 、西固区 、安宁区 、红

古区小麦 、玉米 、油料作物处于明显的规模弱势地

位 。七里河区 、西固区 、红古区 、皋兰县 、榆中县蔬菜

生产具有规模优势 ,说明蔬菜种植的分布在兰州各

县区比较广泛。水果生产以皋兰县的规模优势突

出 ,指数高达 5.94 ,西固区 、安宁区 、红古区水果规

模优势指数较高 ,均大于 2。

表 1　兰州市各县区主要作物规模优势指数

区(县) 小麦 玉米 油料 蔬菜 水果

城关区 0.02 0.41 0.00 0.98 0.81

七里河区 0.45 0.29 0.14 2.26 0.83

西固区 0.18 0.32 0.13 2.17 2.29

安宁区 0.00 0.00 0.00 0.95 2.89

红古区 0.29 0.74 0.17 1.77 2.60

永登县 1.59 0.82 1.51 0.42 0.65

皋兰县 0.90 0.42 1.01 1.70 5.94

榆中县 0.92 1.64 0.99 2.09 0.1

2.2　效率优势指数

效率优势指数 EAI(ef ficiency advantage in-

dice)主要是从资源内涵生产力的角度来反映作物

的比较优势 。其计算公式如下:

EA I ij =(AP ij/ AP i)/(AP j/AP)。

式中:EA I ij 为 i区 j 种作物的效率优势指数;

AP ij为 i区 j种作物单产;AP i 为 i区全部农作物平

均单产;AP j 为全区域 j种作物平均单产;AP 为全区

域全部作物平均单产。EAI ij >1 ,表明与全区域水平

相比 , i区 j种作物生产具有效率优势 ,反之不具有效

率优势 。EAI ij值越大 ,生产效率优势越明显。

永登县 、皋兰县 、榆中县小麦 、玉米 、油料规模优

势指数较大 ,其效率优势指数也比较高 ,均大于 1 ,

城关区 、七里河区 、西固区 、安宁区 、红古区小麦 、玉

米 、油料效率优势指数均小于 1;蔬菜仅永登县和榆

中县具有效率优势;水果种植的效率优势指数均小

于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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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兰州市各县区主要作物效率优势指数

区(县) 小麦 玉米 油料 蔬菜 水果

城关区 0.21 0.36 0.00 0.47 0.99

七里河区 0.70 0.59 0.14 0.50 0.98

西固区 0.62 0.59 0.59 0.52 0.49

安宁区 0.00 0.00 0.00 0.54 0.70

红古区 0.46 0.46 0.41 0.61 0.59

永登县 1.99 1.69 1.68 1.96 0.97

皋兰县 1.37 2.43 2.03 0.96 0.60

榆中县 1.20 1.26 1.26 1.00 0.91

2.3　综合优势指数

综合优势指数 AAI(agg regated advantag e in-

dice)是效率优势指数与规模优势指数的综合结果 ,

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某种作物生产的优势

度。由于资源因素和市场区位因素在区域农业比较

优势形成中的重要性相当 ,缺一不可 ,二者之间制约

关系极其显著 ,只要其中一方优势出现被动 ,就会对

整体水平影响很大 ,导致比较优势的丧失。因此 ,综

合比较优势是上述 2种比较优势的几何平均数。其

计算公式如下:

AA I ij =SQR(S AI ij ×EA I ij),

其中 , AA I ij >1 ,表明与全区域平均水平相比 , i

区 j 种作物生产具有比较优势;AAI ij <1 ,表明 i 区

j 作物生产与全区域水平相比无优势可言;AA I ij越

大 ,优势越明显 。

从表 3 综合优势指数看 ,兰州市小麦 、玉米 、油

料生产的优势区为永登县 、皋兰县 、榆中县;蔬菜生

产的优势区为七里河区 、西固区 、红古区 、皋兰县 、榆

中县 ,但不具有较大的明显性;水果生产的优势区为

西固 、安宁 、红古区和皋兰县。皋兰县各项综合优势

指数都比较高 ,应该是兰州市农业生产的重点地区 。

另外 ,永登县各项综合优势指数也较高 ,在小麦 、油

料生产上的优势明显 。榆中县除了水果生产的综合

优势指数较低外 ,其他各项优势指数也较高 ,尤其在

玉米和蔬菜生产上有明显优势 。

表 3　兰州市各县区主要作物综合优势指数

区(县) 小麦 玉米 油料 蔬菜 水果

城关区 0.00 0.38 0.00 0.68 0.89

七里河区 0.56 0.41 0.14 1.06 0.90

西固区 0.33 0.44 0.28 1.06 1.06

安宁区 0.00 0.00 0.00 0.71 1.42

红古区 0.36 0.58 0.26 1.04 1.24

永登县 1.78 1.18 1.59 0.90 0.79

皋兰县 1.10 1.00 1.43 1.28 1.88

榆中县 1.04 1.44 1.12 1.44 0.30

3　兰州市农产品生态区域布局

3.1　粮食作物区域布局

根据兰州市不同县区农业比较优势发展变化趋

势 ,兰州市郊区可以适当减少粮油作物种植面积 ,积

极发展高效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 ,积极推进农业现

代化进程;在永登县 、皋兰县 、榆中县的偏远郊区可

继续发挥粮油作物优势 ,以农业的深度开发为主 ,提

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 ,形成特色农产

品的商品生产 、加工 、销售基地 ,逐步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

从短期来看 ,不应该把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无

限制减缩 ,兰州具有多种气候 ,适合多种作物生产 ,

亦较适合粮食作物生产 ,某些地区用其他作物代替

粮食作物 ,反而会造成作物减产 、品质下降 、破坏生

态环境 。所以只能适当的增加经济效益高的作物种

植 ,同时也要不断提高粮食作物的品质 、单产及市场

竞争力 。

3.2　蔬菜及水果区域布局

兰州市自身独特的地理 、气候条件 ,为选择和形

成自己有发展潜力的特色农业产业提供了条件。

从季节上来讲 ,兰州与南方 、中东部地区有明显的季

节差 ,适应“北果南下 , 北菜南调”战略的实施。由

于日照时间长 ,有效干物质积累多 ,瓜果产品不但营

养好 ,口感也好 ,是参与竞争的有利条件 。其次 ,在

兰州传统的商品生产中 ,已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独特

产品 ,如百合 、玫瑰 、高原蔬菜等均已形成自己的

特色。

蔬菜产业布局上要立足区域优势 、发展特色品

种 ,榆中宛川河流域以白菜花 、西兰花 、芹菜 、青笋为

主;皋兰西电 、大砂沟灌区重点发展菜用豌豆 、西兰

花 、西洋南瓜 、菠菜;红古湟水河流域应以娃娃菜 、甘

蓝 、菜花 、洋葱为主;永登庄浪河流域应发展辣椒 、蒜

苗 、香菜种植 ,武胜驿等二阴地区适宜大力发展娃娃

菜 ,打造“一乡一品” 、“一村一品”的种植格局 ,形成

几个区域性主打品种与特色品种相结合的区域性生

产格局;同时 ,在种植结构上要根据各市场的消费趋

向进一步优化 ,积极扩大菜心 、空心菜 、芦笋 、香菜 、

西兰花 、荷兰豆等精细菜的面积 ,稳定或减少现有白

菜花 、芹菜等大路菜面积 ,通过几年实施使精细菜和

大路菜比例达到 30∶70以上 ,逐步达到生产结构与

销售结构的对接 ,形成相互搭配销售 、自动规避风险

的局面 。

果品产业布局上以皋兰县的红枣基地 ,连海川

台地的核桃基地 ,永登庄浪河川秦王川灌区的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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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大结杏和枸杞基地 ,兰州东南部高海拔区的啤

特果基地 ,兰州近郊区的桃 、梨 、苹果基地为主 ,强化

生产与市场的对接 ,提升生产能力与水平。

4　兰州市农产品区域化布局的对策

4.1　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

依照比较优势原则 ,合理配置土地 、劳力 、水 、资

金 、技术等资源。一是要优化种植业产业结构。适

当减少粮 、棉 、油等土地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生产 ,

增加优质果 、菜 、花卉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增

加畜牧养殖业及加工品的生产 。二是要优化产品结

构 ,大力发展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和名特稀优产品等

具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加大引进 、改造和推广优良品

种 ,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 。加快建设一批大规模的 、

专业化的生产基地。三是要优化区域布局 ,扩张有

竞争力的特色产业或产品 。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 ,

推动优质专业农产品向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生产 、产

业化经营方向发展 ,靠规模创名牌 、拓市场 、增效益 。

4.2　强化科技支撑和基础保障

要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推广应用

水平 ,努力提高成果转化率和农民对科技的吸纳能

力 ,全面提高良种覆盖率和产品优质率 ,充分依靠科

技 ,发挥科技效力 ,围绕优势区域 、优势产业 ,科学地

规划生产基地;加大投资力度 ,有针对性地扶持优势

农产品和优势产区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

社会资金投资优势产区农业建设。

4.3　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形成产业集群优势

产业集群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 ,它是指

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

规模的企业和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 、组织等行

为主体 ,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一

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是对应于一定的区域而言 ,经

济活动的一种空间集聚现象 ,是某一产业产供销的

各种相关行为主体的经济组织系统。其存在和发展

的核心是特定的具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产业[ 9] 。实

施产业集群战略 ,要以特色优势产业为基础 ,产业园

区为载体 ,产品加工业为龙头 ,带动物流业发展和推

进循环经济模式 。打破地域限制 ,使各邻近县市之

间政府统一政策 ,企业互通信息 ,把相同 、相关 、相近

的行业 、产业连接起来 ,实现资源互补 ,拓展产业链 ,

进行资源整合;大力发展产业集群还应开发国外市

场 ,提高专业化生产能力 ,调优产品品质 ,打造特色

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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