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

基金项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白桂萍"$+&"#$女$高级农艺师$硕士$主要从事

油菜育种%栽培技术研究$产业化服务等工作 ",-./01#

$%2&3$&&"455678.&

专题论述
!"#! $"6$++"!9:67;<06=>?=6$""@ #%+A+6!!""2@

我国油菜生产布局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白桂萍!谢雄泽!谢B捷!尹羽丰!褚乾梅!张清伟

"襄阳市农业科学院!湖北 襄阳 33$"2%#

摘要!为进一步优化我国油菜生产布局!基于生产集中度指数$生产规模指数$空间重心分析$产地集

中度系数等数据模型对 !$世纪以来我国油菜生产布局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进

入 !$世纪以来!我国油菜主产省基本无变化!但受各省不同产业定位的影响!四川$湖南$重庆$云南

油菜生产集中度指数逐年上升!安徽$江苏$浙江逐年下降'油菜产业扶持政策的陆续实施推动南方地

区油菜生产规模自 !""%年逐渐上升!北方对应下降!东$中$西三部及七大产区不同的区位特性导致

国内油菜生产在空间布局上总体呈现(东减$中稳$西移)的特征'油菜籽产量及油菜播种面积空间重

心则由中部逐渐向西南迁移'油菜产地集中度系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即油菜生产趋向于主产

地% 受自然环境$产业模式$政策扶持$科技创新等综合影响!我国油菜产业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空

间布局日益优化% 建议通过长江流域油菜优势产业带建设$油脂加工企业政策扶持$北方盐碱地开

发$南方冬闲田扩种及油菜多功能开发利用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我国油菜产业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油菜'生产布局'时空演变'空间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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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当前$我国食用油自给率不足 @"^$供给安全

问题也日益凸显$针对不同地区产业发展情况$进一

步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开展油料生产迫在眉睫& 从

目前我国油料产业发展总体布局来看$大力发展油

料产业最大的优势和潜力在于油菜产业($)

& 油菜

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区域分布最广的油料作物$作

为国产食用植物油第一大来源$我国油菜年产油量

占国产油料作物年产油量的 22^以上$发展油菜生

产对维护国家食用油供给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

在油菜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对区域内油菜生产

布局进行分析$明确产业发展规律及演变情况$对进

一步优化我国油菜生产布局$增加我国油菜籽供给

量$提升区域生产综合效益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我国农业生产布局时空演变的研究经过不断发展$

分析方法逐步得到完善$当前已有较多数据模型能

够科学%准确地反映农业生产变迁的客观规律& 此

前$已有学者对国内油料的生产布局进行了较为系

统的研究(@)

$本文基于殷艳(3)

%吴春彭(2)

%程沅

孜(A)

%淮贺举(%)等的研究经验$采用生产集中度指

数"_'D#%生产规模指数"_*D#%空间重心分析%产地

集中度系数等方法对 !$ 世纪以来我国油菜生产布

局时空演变情况进行描述$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

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优化我国油菜生产布局$提升

油菜产业竞争力提供理论支撑&

<=数据与方法

$6$B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 !""$*!"!$ 年+中国

统计年鉴,$并根据不同数据模型整理&

$6!B研究方法

$6!6$B生产集中度指数

生产集中度指数能够反映某地区某作物产量占

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以衡量某地区某作物产量对全

国总产量的贡献程度& 该指数的数据模型见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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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表示 "省"区##年油菜生产集中度指

数!%

"#

表示 "省"区##年的油菜籽产量!

!

%

#

表示 #

年全国油菜籽总产量&

$6!6!B生产规模指数

生产规模指数能够反映某地区某作物生产的区

域分布及变动情况$以衡量某地区某作物播种面积

占全国总播种面积的比例& 该指数的数据模型见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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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表示"省"区##年油菜生产规模指数!

(

"#

表示"省"区##年油菜播种面积!

!

(

#

表示 #年全

国油菜播种面积&

$6!6@B空间重心分析

空间重心分析能够反映全国油菜籽产量及油菜

播种面积重心在不同年份间移动的方向和距离$以

便对油菜籽产量及油菜播种面积动态演化过程进行

描述& 该分析方法的数据模型见公式"@#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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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和-

#

分别表示第#年产量"或面积#重

心的经度和纬度坐标$)

"

和-

"

表示"省"区#的经度

和纬度坐标!,表示所有省份的数量&

$6!63B产地集中度系数

产地集中度系数能够反映作物产地集中程度$

以从总体上量化某作物产地格局的变化情况& 该系

数越大$作物生产越趋向于主产地!反之$产地之间

越趋向于竞争& 该系数的计算步骤如下($$)

'

!

按

照各省"区#油菜播种面积占全国油菜播种面积的

比例分为 A 组$分别为
"

$"^%(%^$ $"^#%(2^$

%^#%(@^$ 2^#%($^$ @^#% $̀^$计算各组省

"区#数占所有省份数的比例 .

"

!

"

计算各组油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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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面积占全国油菜播种面积的比例 /

"

!

#

计算

各组油菜播种面积占全国油菜播种面积的累加比

例 0

"

!

$

将相邻两组累加比例 0

"#$

和 0

"

相加得到

1

"

!

%

将.

"

和1

"

相乘得到 2

"

$求
!

2

"

得到 2!

&

运

用公式 3g29$" """ #$$计算出油菜产地集中度

系数 3&

>=结果与分析

!6$B生产集中度指数变化分析

计算 !"""*!"!" 年我国各省"区#油菜籽生产

集中度指数$以大于 $^为标准筛选油菜主产省

"区#

($!)

$结果见图 $& 由图 $ 可知$进入 !$ 世纪以

来$除上海%新疆在部分年份不属于油菜主产省

"区#之外$其余 $2 省"区#油菜主产省"区#的地位

基本无变动& 湖北%安徽%江苏%四川及湖南油菜生

产集中度指数始终位居前列$湖北常年居于首位$该

2 省油菜生产集中度总和常年占全国 !9@ 左右& 从

生产集中度指数的变化规律来看$四川%湖南%重庆%

云南呈上升趋势$安徽%江苏%浙江呈下降趋势$其中

四川%湖南的上升幅度及安徽%江苏的下降幅度较

大$较大程度影响了长江流域油菜的生产布局& 此

外$贵州%江西%河南生产集中度指数在 @6""^ h

A6""^之间$其中贵州%江西波动相对平稳$河南整

体先升后降& 其余省"区#生产集中度指数较小$具

体变化规律不作赘述&

图 <=油菜主产省%区&生产集中度指数变化

!6!B生产规模指数变化分析

参照相关标准($@ #$2)

$将我国各省"区#划分为

南北方%三大地带%七大产区$计算 !"""*!"!" 年各

省"区#油菜生产规模指数& 南北方油菜生产规模

指数变化见图 !$三大地带油菜生产规模指数变化

见图 @$七大产区油菜生产规模指数变化见图 3&

BBB

图 >=南北方油菜生产规模指数变化

BB由图 !可知$从南北方区域划分来看$南方油菜

生产规模指数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北方刚

好相反& 南方油菜生产规模指数自 !""$ 年开始呈波

动性下降的趋势$!""% 年降至最低$为 &"6@!^$随后

缓慢回升至 !"!" 年的 &26$"^$自 !""% 年起南方油

菜生产规模指数年均增长幅度为 "632^& !""% 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

明确在长江流域-双低.油菜优势区实施油菜种植良

种补贴$鼓励利用冬闲田扩大-双低.油菜种植面积!

!""&年$国家出台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并对南方油

料生产大县实施奖励政策& 相关政策的实施推动了

南方油菜生产规模指数逐年上升$北方则对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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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大地带油菜生产规模指数变化

BB由图 @ 可知'以三大地带区域划分来看$东部地

区生产规模指数总体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 !""" 年

的 $36A%^降至 !"!" 年的 26"@^$下降幅度达

A26%$^$年均降幅为 262"^!中部地区变化相对平

稳$年度间波动幅度较小$调查年度间标准偏差为

$63A^!西部地区总体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 !"""

年的 @@6A3^上升至 !"!" 年的 336+&^$上升幅度

达 @@6%3^$年均涨幅为 $63A^& 从全国整体形势

来看$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区位优势$

非农就业机会成本低$且油菜种植相对于其他经

济作物效益低$导致其生产规模指数逐年下降!中

部地区作为全国油菜主产区$在政策扶持%科技投

入%规模化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在全国油料安全

保供方面地位突出$其生产规模指数常年趋于稳

定!西部地区作为传统油菜种植区域$在保障当地消

费者食用油供给方面意义重大$且得益于近年油菜

作为观光旅游%乡村振兴%促进三产融合等新的增长

极$推动了西部地区油菜生产规模指数逐年上升&

另外$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年度间生产规模指数变

动最大的年份为 !"$A*!"$% 年& !"$2 年 A 月$国

家取消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后$我国油菜产品直面

国际竞争$油菜籽由托底价 26" 元9<>左右跌破至

市场价 !6" 元9<>$种植户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

在 !"$A*!"$% 年间$我国油菜播种面积锐减$下跌

幅度达 +6!2^$全国油菜播种面积开始呈现萎缩

态势&

BBBBBB

图 @=七大产区油菜生产规模指数变化

BB由图 3 可知'从七大产区区域划分来看$东北和

华南地区油菜生产规模指数较小$在全国所占比例

极低$且呈下降趋势!华北和西北地区油菜生产规模

指数整体呈平稳波动的态势$年度间波动范围较小!

华东地区油菜生产规模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下降

幅度超过 2"6""^$年均降幅为 36$"^!华中和西南

地区油菜生产规模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西南地

区上升趋势明显$截至 !"!" 年上升幅度为 A$6$!^$

年均涨幅为 !63@^!华中地区在 !"$2 年出现下行

趋势$并在 !"$% 年出现恢复性增长$调查年间整体

上升幅度为 !&6!&^$年均涨幅为 $6$%^& 七大产

区中$以华东%华中%西南三产区油菜生产规模指数

变动情况对全国油菜生产布局影响最大$作为全国

油菜主产区$其生产规模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分别

与东%中%西三部基本相似&

!6@B空间重心变化分析

根据每年油菜生产集中度指数及生产规模指数

对各省"区#空间重心赋予权重$分别计算出 !$ 世

纪以来我国油菜籽产量空间重心及油菜播种面积空

间重心的经纬度坐标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我国油

菜籽产量重心 !""" 年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然

后于 !""3 年向西北方向迁移至襄阳市老河口市$接

着于 !""& 年向西迁移至十堰市丹江口市$再于

!"$A 年向西南方向迁移至十堰市房县$最后于 !"!"

年迁移至陕西省安康市!我国油菜播种面积重心

!""" 年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然后于 !""3 年

向西迁移至襄阳市老河口市$接着于 !""& 年向西南

方向迁移至十堰市房县$再于 !"$A 年向西南方向迁

移至神农架林区$最后于 !"!" 年迁移至重庆市巫溪

县& 进入 !$ 世纪以来$我国油菜籽产量空间重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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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向西南方向迁移了 !A36%$ <.$迁移夹角为西偏

南 $$62&i$油菜播种面积空间重心整体向西南方向

迁移了 !@!6$" <.$迁移夹角为西偏南 $A6%@i& 总

体来看$我国油菜籽产量及油菜播种面积空间重心

迁移轨迹基本吻合&

!63B产地集中度系数变化分析

计算 !"""*!"!" 年我国油菜产地集中度系数$

结果见图 2&

图 A=油菜产地集中度系数变化趋势

BB由图 2 可知$进入 !$ 世纪以来$我国油菜籽产

地集中度系数变化总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即产地

集中度越来越高$油菜生产逐渐趋向于主产地& 截

至 !"!" 年油菜产地集中度系数达 "6A+&$较 !""" 年

相比上涨 $"6%A^$年均增长幅度为 "6!+^& 东%南

部地区油菜生产规模的降低$推动油菜产地逐渐向

中%西部地区集中$进而推动了油菜产地集中度系

数逐年上升& 油菜产地集中度系数的升高$在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产业形成规模优势$降低油菜籽

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等成本$提升产业的综合

效益$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油菜的产业布局正在逐

步优化&

!62B影响因素分析

!626$B自然禀赋

自然禀赋是影响我国油菜生产布局的根本要

素& 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禀赋形成了我国油菜生产的

基本布局& 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季风

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光%热%水%土等自然条

件优越$其中成都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

区%巢湖地区和太湖地区为油菜生产提供了极好的

自然条件$因此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各

省常年油菜生产规模大$生产集中度指数稳居前列&

黄淮地区处于温带季风气候带$夏季受极地海洋气

团或变性热带海洋气团影响$暖热多雨$冬季受高纬

内陆偏北风的影响盛行极地大陆气团$寒冷干燥&

以陕西%河南为黄淮流域油菜主产省代表$陕西秦巴

山区及渭北旱塬油菜生产区易受旱%冻%病三大危害

的影响$产量低而不稳$为制约陕西油菜发展的主

因!河南中%北部地处黄淮流域$南部则为长江流域

油菜优势产区$油菜生产波动平稳& 内蒙古%甘肃%

青海%新疆等西北部为春油菜产区$受海拔高%冬季

严寒%夏季高温%降水稀少等自然条件制约$油菜生

产规模较难突破&

!626!B区域差异

种植制度%产业模式等方面的区域差异是油

菜生产布局的内部诱因& 因各地种植制度不同$

部分比较效益相对较高的轮作模式较大程度制约

了油菜的空间布局& 如东北的大豆%西北的牧草%

中部的小麦%东部的蔬菜%南方的水稻等在种植过

程中均具备比较效益优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油

菜种植的积极性& 同时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

响$导致各地区农业生产者的非农就业机会存在

差异& 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非农就业机会较少$东部沿海等地经济发展较

快$非农就业机会多$导致农户种植油菜的比较效

益偏低$进而造成东部地区油菜种植面积萎缩(A)

&

另外$各省产业模式的不同定位$导致部分地区油

菜生产格局出现较大规模变动& 如四川%湖南%云

南等地近年来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油菜-花. -肥.

-蜜.-油.等多功能开发利用途径$有效促进了三

产融合$提升了油菜产业综合效益$进一步推动了

油菜生产重心逐步向西南地区转移&

!626@B社会因素

产业扶持政策%科技创新等社会因素为油菜生

产布局提供了外在动力& !""%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着力培育长江

流域-双低.油菜等优势产业带$同年在长江流域

-双低.油菜优势区实施油菜良种补贴$鼓励农民利

用冬闲田扩大-双低.油菜种植面积& -十一五.期

间国家在长江流域油菜产区建设一批生产基地$重

点改善良种繁育和农田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提高油

料综合生产能力& -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油菜全

程机械化水平$促进油菜生产向轻简化%规模化%集

约化方向发展$显著降低油菜生产成本& !"$+ 年中

央一号文件强调$支持长江流域油菜生产$推进新品

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和全程机械化$各级地方政府积

极响应$推出地方性%特色型油菜补贴措施$强化油

菜产业信心& 另外$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与发展$油

菜良种的选育%栽培模式的革新%机械化水平的提

升$促使北方地区快速进入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模

式$也推动了北方地区油菜的规模化发展&

2

!"!@ 年第 3& 卷第 3 期BBBBBBBBBBBBB中B国B油B脂



!6AB建议

鉴于我国油菜产业发展实际$结合诸多专业人

员的相关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以期进一步优化国内

油菜区域布局'

!

以长江流域为油菜生产主要优势

产区$进一步发挥产量%品质%加工优势$充分利用现

有区域的科研力量$打造长江流域油菜产区优势带$

通过良种选育%机械配套$提高油菜机械化水平$降

低生产成本!

"

通过优质油脂加工企业政策扶持%农

田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油菜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构

建稳定的产业发展渠道!通过产业模式开发%经济模

式创新$充分发挥油菜多功能开发特性$提高油菜种

植综合效益!

#

充分利用北方盐碱地扩种油菜$调减

南方低产劣质小麦产区种植面积$加大冬闲田开发

利用$提高南%北方地区油菜籽生产规模$增加国内

油菜籽总产量$提升自给能力!

$

全国油菜籽主产省

"区#进一步利用油菜-花为媒.带动旅游等第三产

业发展$提升油菜种植的综合效益!内蒙古%青海等

北方地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油菜产

业全程机械化$为油菜生产节本增效&

?=结=语

进入 !$ 世纪以来$我国油菜主产省"区#基本

无变化$但部分省"区#的生产集中度指数变动幅度

较大$主要体现在以四川%云南%重庆为代表的西部

三省和以湖南为代表的中部省份逐年上升$以安徽

为代表的中部省份和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东部两

省逐年下降!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油菜籽生产空间

布局总体呈现-东减%中稳%西移.的特征!产量及播

种面积空间重心迁移轨迹表明我国油菜主产区正在

由中部向西南地区迁移& 从全国范围来看$油菜籽

产地集中度系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产地集中

度越来越高$油菜生产趋向于主产地$即国内油菜生

产布局正在逐步优化!综合来看$受自然环境%种植

制度%产业模式%政策扶持%科技创新等要素的综合

影响$我国油菜产业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空间布局

日益优化& 面对当前国际农业市场复杂的贸易形

势$建议通过长江流域油菜优势产业带建设%油脂加

工企业政策扶持%北方盐碱地开发%南方冬闲田扩种

及油菜多功能开发利用等措施提升国内食用油的保

供能力及自给率$不断强化我国油菜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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