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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①

向国成，吴婧，韩绍凤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比较优势理论已发展成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即由单因素比较优势转变为多因素比较优势，由注重外生比
较优势转变为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以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全国３１个地区的面板数据为依据，通过对农业综合比较优
势的实证研究，验证综合比较优势的存在性及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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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亚当·斯密提出绝对比较优势理论以来，比较优势理论经历了基于外生技术效率差异的比较优

势理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优势理论［１］和内生专业化分工贸易理论［２］的发展。在这一

过程中，以杨小凯为主的学术群体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贡献突出，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通过一系列

的模型，推进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完成了由单因素比较优势向多因素比较优势、由注重外生比较

优势向注重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由国内国际贸易理论分离向国内国际贸易理论统一的转变［３］①。

王世军对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做了系统梳理与发展，并开展实证研究［４］１７８－２００。以往的比较优势理论往往

只考虑某个因素，或技术效率，或资源禀赋，或规模经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

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受技术效率、资源禀赋、需求偏好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最终决定于外

生和内生比较优势相互作用的净效果。他们认为“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嗜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

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有关的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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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建议把新兴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概括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并就此征求杨小凯教授的意见。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４日，杨小

凯教授在重病期间通过ｅ－ｍａｉｌ回复，他说：“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ｙｏｕ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Ｘ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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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一些特定规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５］。这就是综合

比较优势理论的不可能定理，它的实践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上，一个经济主体应该在充分利

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提出后，还需要接收实践的检验：（１）综合比较优势是否的确存在？（２）内生比
较优势是否重要？本文通过对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两个问题。

１　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源泉、测度指标与方法①

农业综合比较优势是把生产、交易与需求各个环节的比较优势综合在一起，并包含了资本、劳动力、

规模经济、需求规模、技术和偏好产品种类、交易费用等影响因素。

１．１　农业生产优势的源泉与测度指标
农业参与主体的生产优势主要来源于农业技术创新优势、农业劳动禀赋优势、农业资本禀赋优势、

农业规模经济优势、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优势。

１．１．１　农业技术创新优势
农业技术创新或技术优势表示参与主体在技术方面领先或落后的状况，它是农业比较优势的重要

源泉。本文用农业技术人员、各地区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农业综合投入开发等指标

表示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农业产业的技术优势。
１．１．２　农业劳动禀赋优势

农业劳动禀赋优势是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之一，它与农业劳动力的规模、工资高低、人员

素质和结构以及流动性有密切关系。本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农林牧渔）和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等

指标表示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农业产业的劳动要素赋优势。
１．１．３　农业资本禀赋优势

农业资本禀赋优势是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之一，拥有资本较多的国家或地区农业生产者

容易获取资本，而且使用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在投资较多的农业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６］。本文用农村

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标表示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农业产业的资本要素赋优势。
１．１．４　农业规模经济优势

农业规模经济优势是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它包括农业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与整个社

会分工扩大的外部规模经济，两者都表明随着产量的增加，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具有较大产量的农业企

业拥有比较优势。本文用种植业规模、畜牧业规模、林业规模、渔业规模等指标表示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
农业产业的规模经济优势。

１．１．５　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优势
影响动植物生长的光、热、水、土、地貌等自然因素是影响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重要资源条件，农业自

然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组合是农业生产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础。尽管自然资源对农产品生产的决定作用

正在减弱，但为了更全面的考察农业综合竞争力，本文仍然把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纳入农业生产优势

之中，并用农作物播种面积（反映各地土地资源状况）、人均水资源量指标表示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农业
产业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

１．２　农业交易优势的源泉与测度指标
农业交易优势是从交易过程的角度分析参与主体的比较优势，主要包括农业基础设施、贸易壁垒、

制度创新、政府作用和社会诚信等。由于目前对具体产业和国家的交易优势的研究文献和数据很少，本

文主要分析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如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政府作用与效率、教育水平高低等方面。

１．２．１　基础设施优势
农业基础设施优势指一国或地区相对于另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快捷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具有农

业基础设施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其交易效率更快，交易成本更低。本文用自来水受益村数、通汽车村

数、有效灌溉面积等指标表示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农业产业的基础设施优势。

７８

① 王世军教授基于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关于综合比较优势的指标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测度方法（２００７）。本文借鉴他的指
标体系与测度方法，应用于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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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政府治理优势
政府治理优势指一国或地区的政府相对于另一国或地区的政府具有更高治理效率和较低交易成本

优势。本文用政府财政的农业支出、林业支出等指标表示中国 ３１省市自治区农业产业的政府治理
优势。

１．２．３　教育水平优势
教育水平优势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公民相对予另一国或地区公民受到更高的教育程度。一国公民的

教育水平、文化程度、识字率的提高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在农业生产中同样如此。本文

用百个农业劳动力中受九年教育人数指标表示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农业产业的教育水平优势。
１．３　农业需求优势的源泉与测度指标

农业需求优势是从需求的角度分析参与主体的综合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需求规模优势与差异产

品优势。

１．３．１　农业需求规模优势
农业需求规模优势表示参与主体在农产品需求数量方面的指标，农产品需求规模越大，参与主体的

需求优势越大。本文用农民人均收入、农产品出口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居民消费水平比例等指标

表示表示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农业产业的需求规模优势。
１．３．２　农业差异产品优势

差异产品种类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同一产业生产的具有差异性产品的种类。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一国的农业生产的差异性产品种类越多，越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形成了相对于另一国或地

区的优势。本文用各地区进口农产品数量指标表示表示中国３１省市自治区农业产业的差异产品优势。
１．４　综合比较优势测度方法与数据说明
１．４．１　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ＩＣ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表示参与主体的综合比较优势，
根据综合比较优势的构成，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有３个一级指标的指数构成，其计算公式为：

ＩＣＡ＝ＷＰＱＰ＋ＷＴＱＴ＋ＷＤＱＤ （１）
其中，ＷＰ，ＷＴ，ＷＤ分别表示农业生产优势、交易优势和需求优势的一级指标权重系数。ＱＰ、ＱＴ、ＱＤ

分别表示一国或某地区的农业生产优势指数、交易优势指数和需求优势指数，其对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所示：

ＱＰ ＝∑
ｍ
ＷＰｍＱ

Ｐ
ｍｎ （２）

ＱＴ ＝∑
ｍ
ＷＴｍＱ

Ｔ
ｍｎ （３）

ＱＤ ＝∑
ｍ
ＷＤｍＱ

Ｄ
ｍｎ （４）

其中，ＷＰｍ、Ｗ
Ｔ
ｍ、Ｗ

Ｄ
ｍ分别表示生产优势、交易优势、需求优势二级指标的权重系数，ｍ表示构成二级子

指标的个数，ＱＰｍｎ、Ｑ
Ｔ
ｍｎ、Ｑ

Ｄ
ｍｎ表示构成生产优势、交易优势、需求优势的二级子指标的指数，其对应的计算

公式如下所示：

ＱＰｍｎ ＝∑
ｎ
Ｗｍ

Ｐ
ｎＲ
Ｐ
ｉｍｎ （２．２）

ＱＴｍｎ ＝∑
ｎ
ＷＴｍｎＲ

Ｔ
ｍｎ （３．２）

ＱＤｍｎ ＝∑
ｎ
ＷＤｍｎＲ

Ｄ
ｍｎ （４．２）

其中，ＷＰｍｎ、Ｗ
Ｔ
ｍｎ、Ｗ

Ｄ
ｍｎ分别表示生产优势、交易优势、需求优势二级指标的各个三级指标的权重系数。

ＲＰｍｎ、Ｒ
Ｔ
ｍｎ、Ｒ

Ｄ
ｍｎ表示构成二级指标优势的三级子指标的指数，ｎ表示构成二级指标优势的三级子指标的个

数。该级指数代表市场份额，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ＲＰｍｎ ＝（实际值 －理论最小值）／（最大值 －理论最小值） （２．３）
ＲＴｍｎ ＝（实际值 －理论最小值）／（最大值 －理论最小值） （３．３）
ＲＤｍｎ ＝（实际值 －理论最小值）／（最大值 －理论最小值） （４．３）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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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界定，本文建立的农业综合比较优势指标体系，如表１，表中的权重系数是依据专家问卷
和该指标的重要性确定的。

表１　农产品综合比较优势指标源泉和指标体系（ＩＣＡ）

一级优势来源和测度指标 二级优势来源和测度指标 选用的三级指标

优势来源 指标和权重 优势来源 指标和权重 测度指标

生产优势
生产优势指数

（ＱＰ，ＷＰ）（０．４）

技术创新优势
技术创新优势指数

（ＱＰ１，ＷＰ１）（０．３）

农业技术人员（ＲＰ１１，ＷＰ１１）（０．４）；研究与开

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 （ＲＰ１２，

ＷＰ１２）（０．２）；农业综合投入开发 （ＲＰ１３，

ＷＰ１３）（０．４）

资本禀赋优势
资本禀赋优势指数

（ＱＰ２，ＷＰ２）（０．１）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ＲＰ２１，ＷＰ２１）（１．０）

劳动禀赋优势
劳动禀赋优势指数

（ＱＰ３，ＷＰ３）（０．３）
各地农业从业人员（ＲＰ３１，ＷＰ３１）（１．０）

规模经济优势
规模经济优势指数

（ＱＰ４，ＷＰ４）（０．１）

种植业规模（ＲＰ４１，ＷＰ４１）（０．４）；

畜牧业规模（ＲＰ４２，ＷＰ４２）（０．２）；

林业规模（ＲＰ４３，ＷＰ４３）（０．２）；

渔业规模（ＲＰ４４，ＷＰ４４）（０．２）

自然资源禀赋优势
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指数

（ＱＰ５，ＷＰ５）（０．２）

农作物播种面积（ＲＰ５１，ＷＰ５１）（０．６）；

人均水资源量（ＲＰ５２，ＷＰ５２）（０．４）

需求优势
需求优势指数

（ＱＤ，ＷＤ）（０．３）

需求规模优势
需求规模优势

（ＱＤ１，ＷＤ１）（０．５）

农民人均纯收入（ＲＤ１１，ＷＤ１１）（０．３）；

农产品出口额（ＲＤ１２，ＷＤ１２）（０．４）；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居民消费水平

（ＲＤ１３，ＷＤ１３）（０．３）；

差异产品优势
差异产品优势

（ＱＤ２，ＷＤ２）（０．５）

各地区进口农产品数量

（ＲＤ２１，ＷＤ２１）（１．０）

交易优势
交易优势指数

（ＱＴ，ＷＴ）（０．３）

基础设施优势
基础设施优势

（ＱＴ１，ＷＴ１）（０．５）

受自来水受益村数（ＲＴ１１，ＷＴ１１）（０．３）；

通汽车村数（ＲＴ１２，ＷＴ１２）（０．３）；

有效灌溉面积（ＲＴ１３，ＷＴ１３）（０．４）

政府治理优势
政府治理优势

（ＱＴ２，ＷＴ２）（０．３）

农业支出（ＲＴ２１，ＷＴ２１）（０．６）

林业支出（ＲＴ２２，ＷＴ２２）（０．４）

教育水平优势
教育水平优势

（ＱＴ３，ＷＴ３）（０．２）

百个农业劳动力中受九年教育人数等

（ＲＴ３１，ＷＴ３１）（１．０）；

１．４．２　数据说明
（１）农业技术人员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条目“地区分行业专业技术

人员年末人数统计”中的“农林牧渔业”，农业技术人员指数ＲＰ１１＝（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
值）＝实际值 ／１１１７４６，ＲＰ１１表示技术创新优势指数的第一个三级指标。

（２）各地区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年条目“各地区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统计”中的“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各地区
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指数ＲＰ１２＝（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
３３９００１０，ＲＰ１２表示技术创新优势指数的第二个三级指标。

（３）各地区农业综合投入开发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原始数据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的《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条目“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及财政价格补贴”中的“农业综合开发支出”，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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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中国财政年鉴》条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投入情况统计”中的“资金投入合计”，各
地区农业综合投入开发指数ＲＰ１３＝（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实际值／２００４６８１．４７，Ｒ

Ｐ
１３

表示技术创新优势指数的第三个三级指标。

（４）各地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原始数据来自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９《中国发展报告》条目“中国历年各地区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其中西藏的空缺数据来自《西藏统计年鉴》条目“西藏自治区历年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统计”中的“农村”。各地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指数ＲＰ２１＝（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
值）＝实际值 ／３１０７．６，ＲＰ２１表示资本禀赋优势指数的三级指标。

（５）各地区农业从业人员原始数据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全国农业统计提要》中的“中国历年各地
区农业从业人员统计”。各地区农业从业人员指数ＲＰ３１＝（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实际
值 ／３５５８．６，ＲＰ３１表示劳动禀赋优势指数的三级指标。

（６）各地种植业原始数据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中国农业年鉴》中的“各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统
计”。各地区种植业规模指数ＲＰ４１ ＝（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２３６０，Ｒ

Ｐ
４１表示

规模经济优势指数的第一个三级指标。

（７）各地畜牧业原始数据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中国农业年鉴》中的“各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统
计”。各地区畜牧业规模指数ＲＰ４２ ＝（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１３３４．６，Ｒ

Ｐ
４２表

示规模经济优势指数的第二个三级指标。

（８）各地种植业原始数据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中国农业年鉴》中的“各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统
计”。各地区林业规模指数ＲＰ４３ ＝（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１５４，Ｒ

Ｐ
４３表示规模

经济优势指数的第三个三级指标。

（９）各地渔业原始数据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中国农业年鉴》中的“各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统
计”。各地区渔业规模指数ＲＰ４４ ＝（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５６７，Ｒ

Ｐ
４４表示规模

经济优势指数的第四个三级指标。

（１０）各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原始数据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中国农业年鉴》中的“各地区主要农作
物播种面积和产量统计”。各地区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指数ＲＰ５１＝（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１４１８５．６，ＲＰ５１表示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指数的第一个三级指标。

（１１）各地区人均水资源量原始数据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中国农业年鉴》中的“各地区水资源量统
计”。各地区人均水资源量指数ＲＰ５２＝（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实际值／１７７１７４．７，Ｒ

Ｐ
５２

表示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指数的第二个三级指标。

（１２）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０９》中的“中国历年各
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原始数据来自《中国连锁经营年鉴２００８》中的“中
国主要年份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统计”。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数 ＲＤ１１ ＝（实际值 －最小
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１０１４４．６，ＲＤ１１表示需求规模优势指数的第一个三级指标。

（１３）各地区农产品出口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中的“各地区农产品进出口
总值统计”。各地区农产品出口指数ＲＤ１２＝（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９２３７４５，
ＲＤ１２表示需求规模优势指数的第二个三级指标。

（１４）各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０７》和《中国奶业年鉴２００８》中
的 “中国主要年份各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各地区居民消费需求原始数据来自《中国连锁经

营年鉴２００７》、《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和《中国生活用纸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各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居民消费需求指数ＲＤ１３＝（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１．０６５３，Ｒ

Ｄ
１３表示需求规模

优势指数的第三个三级指标。

（１５）各地区农产品进口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０８》中的“各地区农产品进出口总
值统计”。各地区农产品进口指数Ｒ２１＝（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６６３２３３．３，
Ｒ２１表示差异产品优势指数的三级指标。

（１６）各地区自来水受益村数原始数据来自《全国农业统计提要２００１～２００８》中的“各地区农村基
本情况”。各地区自来水受益村数指数ＲＴ１１＝（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实际值／７０１６９，
ＲＴ１１表示基础设施优势指数的第一个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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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各地区自来水受益村数原始数据来自《全国农业统计提要２００１～２００８》中的“各地区农村基
本情况”。各地区通汽车村数指数ＲＴ１２＝（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８５０２２，Ｒ

Ｔ
１２

表示基础设施优势指数的第二个三级指标。

（１８）各地区有效灌溉面积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０８》中的“各地区灌溉面积统
计”。各地区有效灌溉面积指数ＲＴ１３＝（实际值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４９５２．８４，Ｒ

Ｔ
１３

表示基础设施优势指数的第三个三级指标。

（１９）各地区农业财政支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发展报告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２用
“支援农村生产”指标代替，２００３～２００６是农业支出指标。各地区农业财政支出指数ＲＴ２１ ＝（实际值 －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８３２９３９，ＲＴ２１表示政府治理优势指数的第一个三级指标。

（２０）各地区林业财政支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发展报告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２用
“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指标代替，２００３～２００６是林业支出指标。各地区农业财政支出指数ＲＴ２２ ＝
（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实际值／６４９４５６，ＲＴ２２表示政府治理优势指数的第二个三级指
标。

（２１）百个农业劳动力中受九年教育人数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０８》中的“地区农村居
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统计”。各地区百个农业劳动力中受九年教育人数指数 ＲＴ３１ ＝（实际值 －最小
值）／（最大值 －最小值）＝实际值 ／６４．０４，ＲＴ３１表示教育水平优势指数的三级指标。

２　对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
根据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地区农业的综合比较优势与其农产品出口贸易额正相关，如果一个地

区相对于另一个地区具有农业综合比较优势，则该地区具有更大的出口贸易额。因此将一地区的农业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ＩＣＡ与该地区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关联起来，就能检验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存在
性。对综合比较优势各组成部分与该地区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关联起来，就能检验农业内生比较优势

的重要性。相关性的计算公式

ｃｏｒｒ（Ｔｉ，Ｑｉ）＝
ｃｏｖ（Ｔｉ，Ｑｉ）
ｖａｒ（Ｔｉ）ｖａｒ（Ｑｉ槡 ）

（５．１）

其中ｃｏｒｒ（Ｔｉ，Ｑｉ）为Ｔｉ，Ｑｉ的相关系数，Ｔｉ为要考察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额或贸易差额，Ｑｉ是对应的
地区的农产品综合优势指数或农产品综合优势指数差距。

农产品综合优势理论的实证检验所用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采用以下模型

Ｔｉ＝α０＋∑
ｎ

ｊ＝１
αｋＱｉｊ＋μｉ （５．２）

因变量Ｔｉ根据考察的对象不同分别是出口额或贸易差额，Ｑｉｊ为对应农产品综合优势指标，α０为常
数项，αｋ为各自变量的回系数，μｉ表示残差，下标ｉ表示要考察地区的个数，ｊ表示自变量的个数。
２．１　整体的农业综合比较优势与出口贸易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编制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跨地区和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库，表１中每个三级指标都有２４８个样本
（３１个地区乘以８年）。以三级指标为基础可以得到１０个二级优势指数，以二级优势指数为基础又可
以得到３个一级优势指数，最后得到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对比较优势指数与出口贸易额指数进行相关
性分析，结果如表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农业综合比较优势ＩＣＡ与农产品出口贸易指数的相关系数为０．６６８２，说明农业
综合比较优势ＩＣＡ与出口贸易指数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从而证明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在总体上能
解释现实中的农业出口贸易现象。

表２同时反映了影响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因素与农产品出口贸易指数的相互关系。其中，需求优
势与农产品出口贸易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达０．８３７２，生产优势和交易优势与农产品出口贸易指数之间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３８６３和０．４６６９，说明生产优势、需求优势和交易优势对农业出口贸易的影响与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预测相符。

从１０个二级优势指数与农产品出口贸易额指数的相关关系来看，各优势指数与农产品出口贸易额
指数都是正相关，这说明二级优势指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预测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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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各级指数与农产品出口贸易指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３。
表２　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各级指数与农产品出口贸易

指数相关系数

优势指标名称
优势指数与农产品出口

贸易指数的相关系数

农业综合比较优势 ０．６６８２

生产优势 ０．３８６３

需求优势 ０．８３７２

交易优势 ０．４６６９

技术创新优势 ０．２８１９

资本禀赋优势 ０．６９５４

劳动禀赋优势 ０．１８７３

规模经济优势 ０．６３２５

自然资源优势 ０．１４６５

需求规模优势 ０．８４６８

差异产品优势 ０．７５５４

基础设施优势 ０．４５５６

政府治理优势 ０．４７７１

教育水平优势 ０．４２４０

表３　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各级指数与农产品出口贸易
指数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农产品出口贸易指数与优势指数的回归结果

常数 －０．０７８８（－６．３４３４）

综合比较优势 ０．７０７７（１４．１０９８）

常数 －０．０６１９（－６．６７４９）

生产优势 －０．０２５０（－０．４１４６）

需求优势 ０．６３７０（２０．５３６３）

交易优势 ０．１２５６（２．４０３４）

常数 －０．０３２９（－２．０７５５）

技术创新优势 ０．０７５６（１．５３０９）

资本禀赋优势 －０．０６７０（－１．１７２４）

劳动禀赋优势 －０．０８６８（－２．４９０１）

规模经济优势 ０．１７５７（３．３６８０）

自然资源优势 －０．０８３７（－１．５４８１）

需求规模优势 ０．７３９５（７．０７４１）

差异产品优势 ０．０９０２（２．０８５０）

基础设施优势 ０．１２６２（２．８７５４）

政府治理优势 －０．１４３６（－３．１９０４）

教育水平优势 －０．１２１９（－２．５９２１）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值，为１％显著性水平，为５％
显著性水平，为１０％显著性水平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
（１）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与出口贸易额指数回归结果的ｔ指数等均通过了统计检验，农业综合比较优

势每增加１个单位，则农业出口优势指数增加０．７０７７个单位。
（２）生产优势、交易优势和需求优势与出口贸易额的回归结果表明：除生产优势的 ｔ值未通过检验

外，其他指标均通过ｔ值等检验。需求优势和交易优势的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
（３）１０个二级优势指数与出口贸易额指数的回归结果表明，除资本禀赋优势指数未通过检验外，其

他指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禀赋优势、劳动禀赋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政府治理优势、

教育水平优势的系数均为负，表明这些优势指数与出口贸易额指数负相关，与预期结果不符，这正说明

技术创新、规模经济、需求规模、差异产品、基础设施等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性。

２．２　各地区农业综合比较优势与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相关性分析
３１个样本地区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与出口贸易额指数的相关系数和回归结果如表４和表５。３１

个样本地区的农业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与农产品出口贸易指数除内蒙古以外都是正相关的，并且从表５
中农产品出口贸易与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回归结果来看，所有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的符号相同，所有指标

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这充分验证了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存在性。从表４中各地区来看，除了北京、
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西藏外，其他地区的农业综合比较优势与农产品出口

指数的相关系数都大于０．７，其中有１３个地区的相关系数都大于０．８５，天津、上海、江苏和海南的农业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与农产品出口额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０．９８９１、０．９８６６、０．９６５４、０．９５５６，充分表明
农业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与出口额指数密切正相关关系，从而检验了综合比较优势的存在性。

从表５的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的平均值分别为 １．０９、０５９和
１０８，农业综合优势指数每增加 １个单位，东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指数会约增加 １．０９、０．５９和 １．０８，
中部地区的农业综合优势指数对出口贸易指数影响比东部和西部地区都要低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资源禀赋相对优越的地区不一定会有很强的竞争力，如中部的安徽、湖南、河南等；资源禀赋有劣势

的地区不一定不能形成很强的竞争力，如宁夏、陕西、新疆等。这也说明内生比较优势变得日益重要。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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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各地区综合优势指数与农产品出口贸易指数相关
系数

地区 综合优势指数与农产品出口贸易指数相关系数

东部

北京 ０．６１０４
天津 ０．９８９１
河北 ０．８９１１
辽宁 ０．９４３４
上海 ０．９８６６
江苏 ０．９６５４
浙江 ０．９０６７
福建 ０．９４４７
山东 ０．９６７５
广东 ０．９２９７
广西 ０．８９５７
海南 ０．９５５６
中部

山西 ０．１１７９
内蒙古 －０．０６７５
吉林 ０．１０１７
黑龙江 ０．８３９０
安徽 ０．７３５９
江西 ０．０１１４
河南 ０．９３５５
湖北 ０．８１９９
湖南 ０．７６０８
西部

重庆 ０．８６００
四川 ０．７１６６
贵州 ０．７１６２
云南 ０．７８５７
陕西 ０．８０５９
甘肃 ０．４９７０
青海 ０．６７１４
宁夏 ０．１３２６
新疆 ０．６９６６
西藏 ０．６００６

表５　各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指数与综合优势指数的回
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ｔ统计值

常数 －０．０９９６ －６．３００２

北京 １．０２３２ １０．２７７７

天津 １．４４８８ ７．１５３０

河北 ０．４８２７ ７．９８９１

辽宁 １．２０９１ １３．２２５５

上海 １．１７５８ ８．８４１９

江苏 ０．５４７２ ９．６４２８

浙江 １．０３８７ １４．２３９１

福建 １．４７２８ １３．０２２２

山东 １．２１０３ ３２．３３０２

广东 １．１０２２ １９．６０９４

广西 ０．５９６０ ６．１２７７

海南 １．４１９３ ５．３５６９

山西 ０．６２７１ ４．９８０７

内蒙古 ０．６５５０ ５．９８８３

吉林 １．０７５６ ８．８１９５

黑龙江 ０．６４３８ ７．３６９７

安徽 ０．５０３０ ６．２４０３

江西 ０．６１８９ ５．３５７１

河南 ０．３２９２ ６．４０１６

湖北 ０．５３０８ ６．０６９２

湖南 ０．４２４４ ５．８５７４

重庆 ０．８４３８ ５．１３０７

四川 ０．４０４１ ６．６３９２

贵州 ０．６５９６ ４．９６３７

云南 ０．６６７８ ６．８１５９

陕西 １．８９９７ ４．６６４３

甘肃 ０．６６９７ ６．０５６８

青海 ０．８２３５ ５．２３５６

宁夏 １．９６１０ ４．６８８６

新疆 １．６４６６ ４．７５５９

西藏 ０．８００３ ６．５３８７

　　注：为１％显著性水平，为５％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显著性水平

３　结论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本文通过对我国农业综合比较优势的实证研

究，一方面检验了综合比较优势的存在性，另一方面也检验了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性。随着人类认识自

然的进步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一个企业、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并不完全受制于禀赋条件，合理的选择

是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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