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０５；修回日期：２０２３－０７－２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１５７３０１９）；农业农
村部财政经费项目“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战略研究”资助

（ＪＧＨＸ２０２００８）
作者简介：范筱元（１９９９），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计量
经济学、应用统计学（Ｅｍａｉｌ）ｆｘｙｕａｎ９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严茂林，硕士（Ｅｍａｉｌ）１３２６０１１１２８５＠１６３．ｃｏｍ。

专题论述 ＤＯＩ：１０．１９９０２／ｊ．ｃｎｋｉ．ｚｇｙｚ．１００３－７９６９．２２０６０８

中国油茶生产区域比较优势分析与影响因素研究

范筱元１，杜　娟２，周晓亮３，刘自搏４，严茂林２

（１．山东财经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２．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北京 １０２６００；
３．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４．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北京 １００７１４）

摘要：为促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丰富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体系，根据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数据，采
用综合比较优势法分析我国１６个油茶生产区域的比较优势，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
的提质增产的建议。结果表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国油茶生产规模呈现出东西部增长，中部下降的
特征；中国１６个油茶生产区域生产规模优势总体波动较小，效率优势呈先降后升趋势，效益优势、
综合比较优势总体呈下跌状态。根据油茶生产区域的规模、效率、效益优势情况，将１６个油茶生产
区域划分为“三高省区”“规模优势省区”“效率优势省区”等７种类型，其中湖南、江西、浙江属于
“三高省区”，广东、广西、福建属于“规模优势和效率优势双高省区”，云南属于“规模优势省区”，

湖北、海南、江苏属于“效率优势和效益优势双高省区”，贵州、陕西属于“效率优势省区”，安徽属于

“效益优势省区”，四川、重庆、河南属于“三低省区”。各省区油茶生产受自然资源禀赋、科技水平、

市场、政策等因素影响，建议通过优化种植区域布局、完善油茶市场体制、加速新品种研发、提高机

械化程度等措施进一步缩小油茶生产区域间的优势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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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食用植物油消费和进口大国，食用植物
油大规模持续进口导致我国食用植物油自给率不断

降低［１］。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等逆全球化浪潮

的出现，使得我国食用植物油国际供给安全不确定

性加剧。为进一步维护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安全，

提高国产油料油脂供给势在必行。油茶作为重要的

木本油料作物，已经由新兴小品种油料作物晋升为

与大豆、花生、油菜并列的大宗油料作物［２］，油茶籽

油不仅在国产木本油总体供给中占比超过５０％［３］，

在国产食用植物油供给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４］。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我国实
有油茶林面积４４５．１万ｈｍ２，油茶籽产量３１４．２万ｔ，
油茶籽油产量约７２．０万 ｔ，油茶产业产值１５２８．８
亿元，但与全国油茶最适宜区域种植面积１０２５．６
万ｈｍ２相比，现今油茶种植面积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且各油茶生产区域的种植潜力各不相同［５］。因此，

综合分析我国油茶生产区域比较优势，进一步梳理

重点省区油茶生产的优劣势，对优化我国油茶生产

布局和资源配置，提升油茶种植规模及产量，促进油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食用油料油脂供给安

全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农产品生产比较优势一直备受学者关注，但是

聚焦油茶生产的比较优势研究则相对较少。早期研

究多是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某一区域的油茶生产

进行比较优势分析，主要采用的方法为 ＳＷＯＴ分析
法［６］、横向比较分析法［７－８］、纵向比较分析法等［９］。

随着研究的深入，从全国角度出发，对油茶生产进行

定量比较优势分析的研究开始出现，其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研究包括：栾淑丽等［５］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比

较优势分析法对全国１４个油茶种植省份进行了种
植潜力评价并给出相应油茶产能提升建议；宋彩平

等［１０］采用规模指数、规模优势指数、效率优势指数

以及综合优势指数对我国１５个油茶生产区域进行
了比较优势分析，并对油茶生产省份进行了效率和

规模优势划分；韩会庆等［１１］利用集中度和综合优势

指数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我国油茶籽等林副产品生产
区域优势变化进行了分析。综上可知，关于全国范

围内油茶生产区域比较优势的研究较少，定量实证

研究则更加匮乏，且在指数选取方面存在效益优势

等重要指标的缺失，未经过改进的综合优势指数也

存在精度上的不足，严重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和科学性，同时，缺乏对各省区比较优势的成因分

析。自２００９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制订《全国油茶产
业发展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尤其是２０１６年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会同其他国家部委制订并实施了《全

国大宗油料作物生产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以
来，我国油茶生产区域又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统计

数据的更新和完善，使得利用完备的评价指标体系

和改进的综合优势指数对全国各省区油茶生产比较

优势进行分析及成因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基于此，本文整理出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我国１６个
油茶生产区域变化的最新宏观数据，采用集中度指

数、规模指数、规模优势指数、效率优势指数、效益优

势指数、改进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对我国１６
个油茶生产区域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比较优势进行深
入研究，并对比较优势差异成因即影响因素进行系

统分析，以期为我国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议

和参考。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由于我国油茶的种植区域主要在长江流域及其

以南地区，因此本文将湖南、江西、广西、湖北、广东、

福建、安徽、浙江、贵州、河南、云南、四川、重庆、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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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南、江苏等 １６个省区作为研究对象，对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上述１６个主要油茶生产区域进行比
较优势变化研究。

１．２　数据来源
全国１６个主要产区的油料作物播种面积、产量

及产值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主要包括花生、油菜籽、芝麻、胡麻籽、葵花籽

等。全国１６个主要产区的油茶种植面积、油茶籽产
量、油茶产值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国林业

和草原统计年鉴》（见表１～表３）。由于《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中统计的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产量及

产值只是草本油料的，不包括油茶的种植面积、产量

和产值，因此本文将油茶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和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统计的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产量、产值分别相加，作为最终总体油料的种植面

积、产量和产值，特此说明。１６个省区油料总种植
面积、总产量及总产值具体见表４～表６。

表１　中国１６个省区油茶种植面积 万ｈｍ２

省区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湖南 １４４．１ １４５．３ １３８．６ １３６．１ １２９．４ １２４．１ １２３．８ １２０．９ １２９．０ １３５．９ １２８．１
江西 ９９．０ ８９．４ ９１．６ ９１．５ ９０．８ ８９．８ ８５．４ ８６．１ ８５．５ ８２．５ ７２．８
广西 ５４．７ ５１．３ ４８．１ ３４．７ ３３．４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１．０ ３０．６ ３６．７ ２６．７
湖北 ２８．８ ２８．７ ２８．０ ２７．１ ２５．４ ２１．５ ２０．０ １７．１ １５．６ １３．６ １１．５
广东 １７．６ １８．１ １７．７ １７．１ １８．６ １７．１ １５．４ １５．７ １４．８ １３．６ １１．４
福建 １６．４ １６．７ ２１．９ １７．３ １５．９ １８．７ １３．８ １２．７ １３．４ １２．２ １３．７
安徽 １５．７ １４．７ １４．１ １３．２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１．５ １０．３ ９．１ ６．２ ４．７
浙江 １６．０ １５．７ １７．２ １７．３ １７．４ １６．０ １５．２ １４．４ １３．７ １３．０ １２．２
贵州 １９．１ １７．２ １５．４ １９．９ １９．２ １４．３ １２．９ １３．６ １１．１ １０．０ ８．４
河南 ６．７ ５．６ ５．２ ５．０ ４．６ ４．４ ４．０ ３．６ ３．１ ２．３ １．４
云南 １３．８ １７．９ １７．４ １８．０ ２３．９ ２２．７ ２２．０ ２０．４ １８．６ １３．１ ７．７
四川 ３．８ ３．７ ３．４ ２．９ ２．８ ２．５ ２．１ １．８ １．４ １．３ １．３
重庆 ６．５ ５．７ ５．１ ４．０ ３．９ ３．２ ３．２ ３．０ ２．３ ４．０ ３．７
陕西 ２．６ ２．７ ２．６ ２．８ ２．７ ２．６ ２．３ ２．３ １．６ １．３ １．０
海南 ０．５ ０．５ ０．４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０ －
江苏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注：－表示数据缺失。下同

表２　中国１６个省区油茶籽产量 万ｔ

省区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湖南 １３７．３ １１０．０ １０１．１ １００．８ ８７．５ ８２．４ ８２．４ ７２．５ ６８．１ ５１．７ ３９．０
江西 ４８．３ ４２．２ ４５．５ ４５．４ ３６．６ ４２．５ ４３．５ ４１．２ ４４．８ ４２．７ １８．０
广西 ２９．９ ２６．５ ２７．３ ２２．５ １９．７ １９．２ １７．８ １６．９ １６．４ １５．２ １４．４
湖北 ２２．２ ２０．９ １９．５ １４．７ １４．２ １４．２ １２．７ ８．７ ８．５ ８．３ ７．１
广东 ２０．１ １６．２ １４．９ １２．５ １４．７ １４．９ ８．５ ８．４ ６．５ ６．０ ８．２
福建 １５．２ １３．０ １７．４ １５．５ １３．８ １３．８ １１．３ ９．８ ８．９ ８．２ ９．５
安徽 １１．０ ９．４ ９．７ ８．６ ８．２ ７．８ ７．１ ６．４ ５．５ ３．２ ２．６
浙江 ８．２ ７．４ ６．９ ６．１ ５．１ ６．４ ５．８ ４．６ ６．２ ４．９ ４．０
贵州 ７．８ ７．１ ８．３ ７．５ ７．４ ７．２ ６．９ ４．１ ３．７ ３．３ ２．０
河南 ５．４ ５．５ ４．９ ３．２ ２．９ ２．４ １．８ １．７ ０．７ ２．２ ２．１
云南 ２．５ ２．５ ２．０ １．４ １．８ １．７ １．７ １．５ １．４ ０．５ ０．８
四川 ２．５ ２．０ ２．３ ２．１ １．７ ２．１ １．４ ０．５ ０．４ ０．５ ０．４
重庆 １．５ １．３ １．１ ０．９ ０．９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４ ０．４ ０．４
陕西 １．２ １．７ １．７ １．６ １．５ ０．９ ０．８ ０．８ １．１ １．０ ０．７
海南 １．１ ２．２ ０．４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
江苏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３ －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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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国１６个省区油茶产值 亿元

省区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湖南 ５４７．７ ４７１．９ ３７２．７ ３０５．２ ２５８．９ ２２３．９ ２０７．３ １５３．５ １４３．４ ９３．６ ４２．６
江西 ３６６．０ ３１３．９ ３２０．９ ２６９．５ ２３２．１ ２０６．６ １６４．４ １２１．３ １３０．２ ７０．３ ２５．３
广西 ３１７．１ ８２．１ ６７．１ ６６．２ ４１．０ ４４．９ ４１．０ ４０．３ ２９．２ ９．７ ８．８
湖北 ７３．９ ９７．６ １０４．２ １３５．６ １０４．４ ３３．４ ２８．６ １０．３ ８．９ １３．７ １２．５
广东 ３５．１ ３０．３ ２５．２ １２．２ １０．９ １６．９ ２２．８ １４．６ ６．６ ３．３ ０．５
福建 ４６．４ ４０．１ ３３．９ ３２．５ ２７．９ ３０．９ ２６．５ ２１．５ １７．０ １４．１ １２．６
安徽 ４５．５ ３７．０ ２８．１ ２５．４ ２４．０ ２５．１ ２８．２ ２８．１ ２２．５ １６．１ ９．５
浙江 ３３．８ ３６．７ ３４．５ ２６．８ ３０．５ ３０．５ ２０．４ １６．６ １６．２ １４．７ ２４．２
贵州 ２６．７ １８．５ １６．５ １８．７ ８．５ ４．８ ４．６ ２．８ ６．５ １．４ １．５
河南 １５．０ ８．５ ６．６ ５．８ ５．２ ２．７ １．８ ２．２ １．３ １．８ ０．５
云南 ６．４ ５．９ ３．７ ２．１ ２．６ ４．０ ２．１ ２．４ ２．２ １．９ １．０
四川 ５．５ ４．６ ３．５ ４．４ ２．７ ２．５ ２．１ ２．２ ０．９ ２．６ ０．５
重庆 ４．７ ４．２ ２．８ ３．１ ２．０ １．３ １．７ ０．７ ０．９ ０．８ ０．２
陕西 １．５ １．４ １．９ １．５ １．２ １．２ １．１ ２．４ １．２ １．１ ０．２
海南 ３．４ ４．７ ２．５ ２．７ ４．４ ４．２ ０．０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０
江苏 ０－ ０－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 ０．２ ０．４ ０．１

表４　中国１６个省区油料总种植面积 万ｈｍ２

省区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湖南 ２８９．４ ２８１．８ ２７３．０ ２６７．２ ２７３．２ ２６８．６ ２６６．３ ２５９．１ ２６１．２ ２６５．５ ２４９．２
江西 １６６．９ １５７．１ １５９．６ １６１．４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８ １５９．５ １６０．４ １６０．０ １５５．７ １４５．９
广西 ８１．０ ７６．７ ７２．５ ５８．６ ５９．１ ５７．９ ５６．７ ５３．２ ５２．３ ５６．９ ４６．０
湖北 １６６．６ １５６．５ １５３．５ １５６．２ １７０．７ １７３．９ １７４．３ １６８．８ １６５．７ １５６．５ １５６．４
广东 ５３．１ ５２．９ ５１．８ ５０．３ ５６．５ ５４．７ ５２．１ ５１．８ ５０．０ ４７．９ ４５．１
福建 ２４．４ ２４．５ ２９．４ ２４．６ ２７．９ ３０．６ ２５．５ ２４．２ ２４．８ ２３．５ ２４．９
安徽 ６７．８ ６７．５ ６６．１ ６５．０ ８５．８ ８９．２ ９０．４ ９０．５ ９３．５ ９４．０ ９９．１
浙江 ２９．７ ２９．７ ３０．１ ２９．５ ３２．１ ３０．１ ２９．７ ３２．８ ３２．７ ３２．６ ３３．１
贵州 ７７．０ ７７．０ ８０．６ ８６．０ ７８．７ ７３．４ ７１．１ ６９．７ ６５．９ ６３．６ ６１．４
河南 １６６．４ １５８．９ １５１．４ １４４．７ １６７．１ １６４．５ １６３．８ １６２．６ １６０．４ １６０．１ １５７．８
云南 ４４．９ ４９．３ ４８．３ ４６．８ ５９．４ ５８．３ ５８．０ ５６．１ ５２．９ ４７．３ ４１．０
四川 １６２．２ １５３．２ １５２．５ １５０．８ １３３．５ １３２．３ １３０．６ １２８．４ １２６．３ １２４．６ １２３．２
重庆 ３９．９ ３８．７ ３７．６ ３５．８ ３５．９ ３４．１ ３３．２ ３１．３ ２９．４ ２９．７ ２９．２
陕西 ２９．２ ３０．１ ３１．０ ３０．６ ３３．１ ３８．２ ３２．４ ３２．２ ３１．８ ３１．４ ３１．１
海南 ３．６ ３．７ ３．６ ３．６ ４．３ ４．２ ４．１ ４．１ ４．０ ４．１ －
江苏 ２７．９ ２８．３ ２６．３ ２６．８ ４３．９ － ４９．９ ５１．９ ５２．８ ５５．３ ５７．５

表５　中国１６个省区油料总产量 万ｔ

省区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湖南 ３９８．０ ３４９．２ ３３５．５ ３２６．８ ３３２．２ ３２５．３ ３１６．１ ２９７．０ ２７５．９ ２６７．０ ２３４．３
江西 １７０．９ １６３．０ １６６．３ １６６．０ １５９．６ １６６．５ １６５．２ １６０．５ １６１．９ １５６．３ １２５．５
广西 １０３．８ ９８．１ ９４．０ ８７．５ ８８．６ ８３．９ ７９．１ ７４．１ ７０．９ ６５．３ ６０．２
湖北 ３６６．６ ３３４．９ ３２２．０ ３２２．４ ３５２．５ ３５３．８ ３５４．５ ３４１．９ ３２８．２ ３１３．０ ３１８．９
广东 １３３．７ １２６．４ １２１．２ １１３．８ １２９．０ １２５．３ １１４．０ １０９．４ １０３．１ ９７．９ ９６．４
福建 ３７．９ ３５．１ ３８．７ ３５．１ ４５．５ ４４．５ ４１．１ ３８．６ ３７．０ ３５．６ ３６．１
安徽 １７３．５ １７０．８ １６７．８ １６３．２ ２２３．０ ２３５．７ ２３５．９ ２３１．８ ２３３．２ ２１６．９ ２３０．２
浙江 ４０．３ ３９．３ ３６．３ ３３．０ ３５．３ ３６．７ ３６．５ ４２．３ ４４．５ ４４．７ ４３．５
贵州 １１１．２ １１０．１ １２０．９ １２３．０ １１０．８ １０８．５ １０５．０ ９５．７ ９１．１ ８２．１ ６２．４
河南 ６７７．８ ６５０．９ ６３５．９ ５９０．２ ６８８．９ ６０２．２ ５８６．２ ５９０．８ ５７０．２ ５３４．６ ５４２．８
云南 ６５．６ ６５．０ ６３．０ ５７．７ ７０．３ ６７．６ ６６．４ ６２．２ ６４．３ ６１．３ 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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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万ｔ

省区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四川 ３９５．４ ３６９．３ ３６４．９ ３６０．０ ３１５．９ ３０９．６ ３０２．２ ２９１．０ ２８８．２ ２７８．９ ２６９．０
重庆 ６８．５ ６６．５ ６４．８ ６３．３ ６３．６ ６０．４ ５７．４ ５３．６ ５０．５ ４６．９ ４４．８
陕西 ６０．３ ６１．８ ６２．６ ６１．４ ６５．５ ７５．６ ６３．１ ６０．３ ６１．４ ６０．０ ５６．８
海南 ８．８ １０．９ ８．８ ９．４ １１．５ １１．４ １１．６ １０．９ １０．４ ９．９ ９．５
江苏 ９３．０ ９４．４ ８６．１ ８５．４ １３７．３ １４３．１ １４６．６ １５０．４ １４７．０ １４４．１ １５２．０

表６　中国１６个省区油料总产值 亿元

省区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湖南 ７２６．６ ６３３．４ ５３１．０ ４５５．２ ４０２．８ ３７１．８ ３７３．４ ３１７．１ ２８８．９ ２２２．８ １２９．３
江西 ４４３．４ ３８７．７ ３９１．０ ３４０．２ ３０２．３ ２７４．０ ２２６．８ １８０．７ １８８．３ １２２．５ ７６．０
广西 ３９０．９ １５０．９ １２６．１ １１９．１ ９５．５ ９５．２ ８９．３ ８７．３ ６８．０ ４５．４ ３１．７
湖北 ２７６．２ ２７３．２ ２６２．８ ２９８．２ ２５５．８ ２１４．１ ２５５．６ ２３１．３ ２１３．９ １８４．９ １５９．９
广东 １４０．５ １２８．１ １１４．８ ９５．９ １０５．８ １０６．７ １０４．４ ９１．２ ８０．０ ７０．５ ５０．３
福建 ６９．２ ６４．４ ５５．７ ５２．４ ５７．１ ６６．７ ５２．１ ４５．６ ３９．９ ３４．０ ２７．０
安徽 １６０．６ １４４．２ １２９．３ １２３．１ １４９．４ １５８．２ １６２．０ １６０．５ １５５．１ １３５．４ １２０．５
浙江 ５８．５ ６２．１ ５７．５ ４７．８ ５４．２ ５２．２ ４１．５ ４０．８ ３５．４ ３２．８ ４０．７
贵州 ７６．８ ６９．２ ７１．４ ７４．７ ５８．１ ５４．９ ５３．３ ４９．３ ４６．６ ３４．４ ２４．９
河南 ４６０．４ ３７６．４ ３０６．４ ２６３．６ ３６４．４ ３４１．５ ３３９．０ ３７２．９ ３７３．６ ３０４．９ ２８５．８
云南 ３７．０ ３６．９ ３５．１ ３１．０ ４０．４ ４０．５ ３８．８ ３６．４ ３６．１ ３１．１ １６．５
四川 ２４４．３ ２３６．６ ２３６．８ ２１３．８ １８１．９ ２１６．３ ２０５．４ ２４３．３ ２２８．４ １７３．０ １５３．６
重庆 ４８．０ ４３．２ ４０．９ ４０．１ ３８．８ ３５．８ ４３．７ ３９．８ ３５．３ ３１．０ ２６．９
陕西 ４７．８ ４９．８ ４６．２ ４５．３ ４３．９ ４４．９ ４３．５ ４５．４ ４３．３ ４０．７ ２９．８
海南 １０．４ １２．１ ９．１ ９．７ １２．５ １２．１ ７．７ ７．４ ５．６ ４．８ ３．９
江苏 － － ６０．３ ６０．５ ７８．７ ８６．８ ８４．２ － ８９．６ ７２．３ ６６．６

１．３　分析方法
１．３．１　集中度指数

油茶生产集中度指数是指某地区油茶籽的产量

占全国油茶籽总产量的比例。其计算公式见式

（１）。
Ａｉｊ＝Ｙｉｊ／Ｙｊ×１００％ （１）
式中：Ａｉｊ为 ｉ省区 ｊ年生产集中度指数；Ｙｉｊ为 ｉ

省区ｊ年油茶籽的产量；Ｙｊ为全国 ｊ年油茶籽的总
产量。

１．３．２　规模指数
油茶生产规模指数是指某地区油茶总种植面积

占全国油茶总种植面积的比例。其计算公式见式

（２）。
Ｂｉｊ＝Ｓｉｊ／Ｓｊ×１００％ （２）
式中：Ｂｉｊ为ｉ省区ｊ年油茶生产规模指数；Ｓｉｊ为ｉ

省区ｊ年油茶的种植面积；Ｓｊ为全国 ｊ年油茶的总种
植面积。

１．３．３　规模优势指数
油茶生产规模优势指数（Ｓ）反映一个地区油茶

的生产规模和专业化程度，其计算公式见式（３）。
Ｓ＜１，说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该地区油茶在生

产规模上处于劣势；Ｓ＞１，说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比，该地区油茶在生产规模上处于优势，Ｓ值越大则
说明比较优势越明显（下同）。

Ｓｉｊ＝（Ｇｉｊ／Ｇｉ）／（Ｇｊ／Ｇ） （３）
式中：Ｓｉｊ为 ｉ省区 ｊ年油茶生产规模优势指数；

Ｇｉｊ为ｉ省区ｊ年油茶的种植面积；Ｇｉ为 ｉ省区 ｊ年所
有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之和；Ｇｊ为全国 ｊ年油茶总
种植面积；Ｇ为全国 ｊ年所有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之和。

１．３．４　效率优势指数
油茶效率优势指数反映油茶对该地区自然条件

的适用性，其计算公式见式（４）。
Ｅｉｊ＝（Ａｉｊ／Ａｉ）／（Ａｊ／Ａ） （４）
式中：Ｅｉｊ为 ｉ省区 ｊ年油茶的生产效率优势指

数；Ａｉｊ为ｉ省区ｊ年油茶籽单产；Ａｉ为ｉ省区ｊ年所有
油料单产；Ａｊ为全国 ｊ年油茶籽单产；Ａ为全国 ｊ年
所有油料单产。

１．３．５　效益优势指数
油茶生产效益优势指数反映某地区油茶的经济

效益状况。其计算公式见式（５）。
Ｄｉｊ＝（Ｅｉｊ／Ｅｉ）／（Ｅｊ／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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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Ｄｉｊ为ｉ省区 ｊ年油茶生产效益优势指数；
Ｅｉｊ为ｉ省区ｊ年油茶的单位面积收益；Ｅｉ为 ｉ省区 ｊ
年所有油料作物单位面积收益；Ｅｊ为全国 ｊ年油茶
的单位面积收益；Ｅ为全国 ｊ年油料作物单位面积
收益。

１．３．６　改进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改进的油茶综合比较优势指数［１２－１３］是综合考

虑规模、效率和效益优势指数的结果。其计算公式

见式（６）。

Ｃｉｊ＝
３ＳｉｊＥｉｊＤ槡 ｉｊ （６）

式中：Ｃｉｊ为ｉ省区ｊ年改进的油茶综合比较优势
指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油茶生产区域比较优势分析
２．１．１　油茶生产集中度指数

根据表２计算中国油茶种植区域生产集中度指
数及其变化情况，结果如表７所示。由表７可以看

出，与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２０年全国油茶生产集中度排
名上升的省份有湖北、安徽、贵州、四川、重庆，排名

下降的省份有福建、浙江、河南、陕西。总体来讲，前

１０名中，湖北油茶生产集中度排名上升最多，福
建、陕西油茶生产集中度排名下降最明显。全国油

茶籽产量贡献排名前６的省区分别为湖南、江西、广
西、湖北、广东、福建，其中，湖南、江西、广西３个油
茶生产省区的集中度排名相对稳定，始终排名全国

前三，湖北、广东、福建３个省份的排名在交替变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湖南油茶生产集中度指数由
３５７５％增长为４３．７２％，江西油茶生产集中度指数
由１６．４５％波动下降到１５．３６％，广西油茶生产集中
度指数由１３．１６％波动下降为９．５１％，湖北油茶生
产集中度指数由６．５１％小幅上涨至７０６％，广东和
福建则分别下降了１．１４百分点和３．８４百分点，６
个省区中广西、福建的油茶生产集中度指数降幅

较大。

表７　中国油茶种植区域生产集中度指数及其变化情况 ％

省区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湖南 ３５．７５ ３４．９２ ３９．４４ ４０．８２ ４０．７０ ３８．１０ ４０．４１ ４１．４３ ３８．４４ ４１．０７ ４３．７２
江西 １６．４５ ２８．８６ ２５．９４ ２３．２１ ２１．４８ １９．６５ １６．９２ １８．６７ １７．３２ １５．７４ １５．３６
广西 １３．１６ １０．２４ ９．５０ ９．４９ ８．７９ ８．８６ ９．０９ ９．２６ １０．３８ ９．８９ ９．５１
湖北 ６．５１ ５．６０ ４．９３ ４．９２ ６．３０ ６．５６ ６．５８ ６．０４ ７．４１ ７．８２ ７．０６
广东 ７．５５ ４．０８ ３．７８ ４．７０ ４．２２ ６．９０ ６．７８ ５．１５ ５．６７ ６．０３ ６．４１
福建 ８．６８ ５．５３ ５．１８ ５．５１ ５．５７ ６．３９ ６．３７ ６．３８ ６．６２ ４．８６ ４．８４
安徽 ２．３７ ２．１４ ３．２０ ３．６０ ３．５３ ３．６２ ３．７８ ３．５３ ３．７０ ３．５１ ３．５１
浙江 ３．６９ ３．３０ ３．５７ ２．５７ ２．８９ ２．９７ ２．３８ ２．５１ ２．６１ ２．７６ ２．６０
贵州 １．８６ ２．２０ ２．１５ ２．３３ ３．４３ ３．３２ ３．４２ ３．０６ ３．１６ ２．６４ ２．４８
河南 １．９１ １．５１ ０．３８ ０．９８ ０．９１ １．１２ １．３５ １．３２ １．８７ ２．０５ １．７１
云南 ０．７１ ０．３７ ０．８３ ０．８７ ０．８３ ０．７８ ０．８３ ０．５９ ０．７６ ０．９４ ０．８０
四川 ０．４０ ０．３１ ０．２４ ０．３０ ０．６８ ０．９６ ０．８０ ０．８６ ０．８８ ０．７４ ０．８０
重庆 ０．３２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４１ ０．３８ ０．４０ ０．４８ ０．４７
陕西 ０．６５ ０．６７ ０．６１ ０．４３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７１ ０．６７ ０．６３ ０．６４ ０．３９
海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８２ ０．３６
江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２．１．２　油茶生产规模指数
本文在测算１６个省区油茶生产规模指数时，借

鉴宋彩平等［１０］的分类方式将上述区域划分为东部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河南、

湖北、江西、安徽、湖南）和西部（陕西、四川、重庆、

云南、贵州）三大地带。

从绝对量看，我国油茶种植面积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３０４．４万ｈｍ２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４４５．１万 ｈｍ２，总体
增长１４０．７万ｈｍ２，增长率为４６．２％。其中，东、中、
西部各增长了４１．２、７５．８、２３．６万 ｈｍ２，增长率分别
为６４．３％、３４．７％、１０７．１％（见表１）。从相对量看，

我国油茶种植区域规模指数及其变化情况见表８。
由表８可以看出，总体而言，油茶生产规模指数呈东
西部增长，中部下降的趋势。分区域而言，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我国东部地区油茶生产规模指数由２１．０１％
增加到２３．６３％，增长了２．６２百分点，经测算，主要
得益于广西、广东和海南油茶种植面积的扩大，其

中，广西的油茶生产规模指数由 ８．７６％增加到
１２３０％，贡献最大；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我国中部地区油
茶生产规模指数由 ７１．７４％下降为 ６６．１１％，经测
算，虽然湖北、安徽、河南３个省份的油茶生产规模
指数分别增长了２．６９、１．９９、１．０２百分点，但是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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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江西２个省份的油茶生产规模指数分别下降了
９．６９百分点和１．６５百分点，因此中部地区油茶生
产规模指数总体呈下降状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我国西
部地区油茶生产规模指数由 ７．２４％ 增加到

１０２６％，经测算，西部５个省份的油茶生产规模指
数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贵州的油茶生产规模指

数由２．７７％上升至４．２９％，增加了１．５２百分点。

表８　中国油茶种植区域生产规模指数及其变化情况 ％

区域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东部 ２１．０１ ２１．８５ ２０．７２ ２０．９３ ２１．２４ ２２．２５ ２１．３３ ２１．３２ ２４．７０ ２３．６３ ２３．６３
中部 ７１．７４ ６９．５７ ６９．２５ ６７．４３ ６７．０８ ６５．９１ ６５．５９ ６７．０２ ６５．０３ ６５．４３ ６６．１１
西部 ７．２４ ８．５８ １０．００ １１．６４ １１．６７ １１．８４ １３．０８ １１．６６ １０．２７ １０．８８ １０．２６

２．１．３　油茶生产规模优势指数
我国油茶种植区域生产规模优势指数及其变化

情况如表９所示。由表９可以看出，广西、福建、江
西、浙江、湖南、广东、云南等７个省区的油茶生产规
模优势指数始终大于１，说明这些省区的油茶生产
具有规模比较优势。安徽、湖北、重庆、海南、陕西、

河南、四川、江苏等８个省份的油茶生产规模优势指
数始终小于１，说明这些省份的油茶生产不具有规
模比较优势，进一步分析可知，除却重庆和江苏，安

徽、湖北等其余６个省份的油茶生产规模优势指数
处于波动上升状态，其中安徽从２０１０年的０．２６上

升至２０２０年的 ０．９１，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湖北从
０４１增加到０．６８，河南从０．０５增加到０．１６，海南更
是从２０１１年的０．０４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０．５４，增速显
著，说明虽然一些南北交界的省份在油茶种植中受

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影响，种植面积扩大有限，不

具有生产规模优势，但是因地制宜进行有计划地扩

种会带动当地油茶规模优势指数的增长，安徽、河南

交界的大别山区油茶种植规模的扩大就有效增强了

该省份油茶生产规模优势。贵州的生产规模优势指

数不断上升，于２０１３年之后其数值在１左右波动，说
明其油茶生产规模优势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表９　中国油茶种植区域生产规模优势指数及其变化情况

省区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广西 ３．２３ ３．２３ ２．９１ ２．９０ ２．８２ ２．６７ ２．５６ ２．５１ ２．６７ ２．６７ ２．６７
福建 ３．０７ ２．６１ ２．６９ ２．６０ ２．６２ ２．８６ ２．５８ ２．９９ ２．９９ ２．７２ ２．６６
江西 ２．７７ ２．６５ ２．６６ ２．６７ ２．６０ ２．５６ ２．５１ ２．４１ ２．３１ ２．２７ ２．３４
浙江 ２．０５ ２．００ ２．０９ ２．１９ ２．４９ ２．４８ ２．４６ ２．４９ ２．３０ ２．１０ ２．１２
湖南 ２．８６ ２．５６ ２．４６ ２．３２ ２．２５ ２．１６ ２．１４ ２．１６ ２．０４ ２．０５ １．９７
广东 １．４０ １．４２ １．４７ １．５１ １．４３ １．４６ １．４９ １．４５ １．３７ １．３６ １．３１
云南 １．０４ １．３９ １．７５ １．８０ １．８４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６３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２１
贵州 ０．７７ ０．７８ ０．８４ ０．９７ ０．８８ ０．９１ １．１１ ０．９８ ０．７７ ０．８９ ０．９８
安徽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４９ ０．５６ ０．６２ ０．６３ ０．６７ ０．８６ ０．８６ ０．８７ ０．９１
湖北 ０．４１ ０．４３ ０．４７ ０．５０ ０．５６ ０．５８ ０．６７ ０．７４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６８
重庆 ０．７１ ０．６８ ０．４０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４４ ０．５０ ０．４７ ０．５４ ０．５８ ０．６４
海南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２１ ０．３０ ０．３９ ０．４９ ０．５６ ０．５４
陕西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２５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３１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３３ ０．３６ ０．３４
河南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６
四川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９
江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４　油茶生产效率优势指数
我国油茶种植区域生产效率优势指数及其变化

情况如表１０所示。由表１０可以看出，湖南、江西、
广西、福建、浙江５个省区的油茶生产效率优势指数
始终大于１，而湖北、广东２个省份的除却个别年份
外均大于１，说明这７个省区的油茶生产效率与全
国平均水平相比具有比较优势。贵州、陕西、四川３
个省份的油茶生产效率优势指数常年在１左右波

动，说明这３个省份的油茶生产效率与全国平均水
平大致相当。重庆、云南２个省份的油茶生产效率
优势指数始终小于１，说明这２个省份的油茶生产
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安徽２个省份的油
茶生产效率先是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后逐渐下降

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河南的油茶生产效率优

势指数由２０１０年的２３３下降为２０２０年的０．６２，降
幅高达７３．４％，主要原因是河南油茶单产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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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为１４５６９ｔ／ｈｍ２，２０２０年为８０８６ｔ／ｈｍ２）。
海南和江苏２个省份则恰好相反，其油茶生产效率
优势指数在２０１４年之前显著小于１，但在２０１５年之
后，则显著大于１，２个省份的油茶生产效率先是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后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近年来

其油茶生产效率在全国排名靠前，主要原因是２个
省份的单产分别由２０１１年的１０６７、２６１ｔ／ｈｍ２陡增
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３４４３、１８７５９ｔ／ｈｍ２。

表１０　中国油茶种植区域生产效率优势指数及其变化情况

省区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湖南 １．７８ １．７６ ２．１０ ２．１９ ２．１２ ２．０４ ２．１９ ２．１８ ２．０８ ２．１５ ２．１８
江西 １．５８ ２．４０ ２．１７ ２．００ １．８６ １．７３ １．６３ １．７４ １．６７ １．６０ １．５０
广西 ２．２６ １．６８ １．６６ １．６３ １．４６ １．４９ １．５５ １．５７ １．５３ １．４２ １．３４
湖北 １．６６ １．４２ １．１６ １．０６ １．１８ １．２０ １．０７ ０．９５ １．１６ １．２０ １．１０
广东 １．８６ １．０１ ０．９０ １．０５ ０．９６ １．４１ １．３６ １．１６ １．２６ １．３２ １．４３
福建 ２．６２ ２．０６ １．８７ ２．０２ １．９２ １．８９ ２．１０ ２．２６ ２．１２ １．９２ １．８７
安徽 １．３１ １．０３ １．０２ １．０２ ０．９０ ０．９２ ０．９８ ０．９３ ０．９５ ０．８９ ０．８６
浙江 １．３８ １．２８ １．３８ １．０２ １．１８ １．２３ １．０６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２６ １．１９
贵州 １．３０ １．１８ １．０１ ０．９３ １．３８ １．２６ １．０８ ０．９４ １．２６ １．０２ ０．８９
河南 ２．３３ １．３９ ０．２５ ０．５５ ０．４８ ０．５６ ０．６０ ０．５７ ０．７８ ０．８５ ０．６２
云南 ０．６５ ０．１５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２５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３１ ０．３８ ０．３９
四川 ０．８７ ０．７４ ０．５７ ０．５４ １．０７ １．３１ １．０４ １．０７ ０．９９ ０．７９ ０．８５
重庆 ０．３４ ０．２８ ０．４５ ０．３７ ０．３３ ０．３５ ０．５０ ０．４７ ０．４２ ０．４７ ０．４１
陕西 ２．１４ １．８７ １．４４ ０．７５ ０．７２ ０．６７ １．１６ １．０６ １．１１ １．１０ ０．７２
海南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２３ １．４２ １．７６ １．４５ １．２４ ５．０２ ２．９６
江苏 ０．０５ ０．５０ ０．４５ １．９３ １．６６ ５．７５ ５．３４ ５．３６ １．７７

２．１．５　油茶生产效益优势指数
我国油茶种植区域生产效益优势指数及其变化

情况如表１１所示。由表１１可以看出，总体上我国
油茶种植区域生产效益优势指数呈下降趋势。湖

南、江西、湖北３个省份除个别年份外，其油茶生产
效益优势指数均显著大于１，说明这３个省份的油
茶生产效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具有比较优势。广

东、河南、云南、四川、重庆５个省份的油茶生产效益

优势指数常年显著小于１，说明这５个省份油茶生
产效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具有比较劣势。广西、

福建、安徽、浙江、陕西、贵州６个省区油茶生产效益
优势指数总体由前期的大于１转变成后期的显著小
于１，且下降水平比较显著。海南的油茶生产效益
优势指数由前期的显著小于１转变成后期的显著大
于１，尤其是２０１４年之后该省的生产效益与全国平
均水平相比具有比较优势。

表１１　中国油茶种植区域生产效益优势指数及其变化情况

省区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湖南 １．４５ １．４２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１４ ０．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３ ０．９７
江西 １．５１ １．８８ １．７３ １．６２ １．３９ １．３１ １．１６ １．０３ １．０３ １．０１ ０．８９
广西 １．０８ ０．５７ ０．９８ １．０３ ０．８１ ０．７９ ０．６４ ０．６９ ０．５８ ０．５８ ０．７７
湖北 ２．３９ １．４８ ０．５９ ０．５７ １．００ １．２０ ２．２９ １．９３ １．５７ １．３９ ０．９９
广东 ０．０９ ０．２９ ０．３７ ０．６８ ０．７６ ０．４８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４８
福建 １．９１ １．３９ １．０５ １．１７ ０．９７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６５ ０．５９ ０．６５ ０．６４
安徽 ３．８０ ３．１３ １．９９ ２．００ １．４０ １．１２ ０．９１ ０．７５ ０．７４ ０．８４ ０．７８
浙江 ３．６４ １．９５ １．４５ １．２０ ０．９８ １．０５ ０．８７ ０．７０ ０．７６ ０．８０ ０．６９
贵州 ０．９９ ０．４６ １．０９ ０．３８ ０．４９ ０．４２ ０．５０ ０．８０ ０．８７ ０．８５ ０．９０
河南 ０．４２ ０．７１ ０．２４ ０．３４ ０．２３ ０．２８ ０．４３ ０．４７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５２
云南 ０．７２ ０．３８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１４ ０．２４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２１ ０．３１ ０．３６
四川 ０．６５ ２．５０ ０．４９ ０．８３ ０．６５ ０．５８ ０．６０ ０．７７ ０．４８ ０．５８ ０．６２
重庆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４１ ０．２３ ０．４１ ０．３８ ０．４０ ０．５１ ０．３６ ０．４７ ０．３８
陕西 ０．５８ １．１３ ０．７２ ０．９５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３６ ０．２２ ０．２３
海南 ０．３９ ３．６２ １．５４ ０．３１ ７．３８ ４．４７ ２．２５ １．６２ １．９６ １．５４
江苏 １３．３６ ３４．９３ ６．８３ ０．５４ ０．１６ ０．９９ 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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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　改进的油茶生产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我国油茶种植区域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及其变

化情况如表１２所示。由表１２可以看出，油茶种植
区域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由２０１０
年的均值１．０５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均值０．８９，降幅
为１５２４％。湖南、江西、广西、福建、浙江等 ５个
省区的油茶生产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始终大于１，说
明这５个省区的油茶生产综合比较优势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河南、云南、四川、重庆、陕西、江苏等６

个省份的油茶生产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始终小于１，
说明这６个省份的油茶生产综合比较优势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湖北、广东、安徽、贵州 ４个省份的
油茶生产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在 １左右波动，说明
其油茶生产综合比较优势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

平。海南在２０１４年及之前其油茶生产综合比较
优势指数显著小于１，但是２０１４年之后（除个别年
份）则显著大于１，说明当前海南的油茶生产较全
国平均水平有综合比较优势。

表１２　中国油茶种植区域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及其变化情况

省区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湖南 １．９５ １．８６ １．９１ １．９０ １．８０ １．７６ １．７５ １．６６ １．６２ １．６６ １．６１
江西 １．８８ ２．２９ ２．１５ ２．０５ １．８９ １．８０ １．６８ １．６３ １．５８ １．５４ １．４６
广西 １．９９ １．４６ １．６８ １．６９ １．４９ １．４６ １．３６ １．４０ １．３３ １．３０ １．４０
湖北 １．１８ ０．９７ ０．６９ ０．６７ ０．８７ ０．９４ １．１８ １．１１ １．１０ １．０７ ０．９０
广东 ０．６２ ０．７５ ０．７９ １．０３ １．０１ １．００ ０．８１ ０．７７ ０．９３ ０．９６ ０．９７
福建 ２．４９ １．９６ １．７４ １．８３ １．７０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６４ １．５５ １．５０ １．４７
安徽 １．０９ １．０２ １．００ １．０５ ０．９２ ０．８７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８７ ０．８５
浙江 ２．１８ １．７１ １．６１ １．３９ １．４２ １．４７ １．３１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８ １．２０
贵州 １．００ ０．７５ ０．９７ ０．７０ ０．８４ ０．７８ ０．８４ ０．９０ ０．９５ ０．９２ ０．９２
河南 ０．３７ ０．４１ ０．１８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３７
云南 ０．７９ ０．４３ ０．４８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４７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４５ ０．５５ ０．５５
四川 ０．３２ ０．４５ ０．２４ ０．３２ ０．３８ ０．４１ ０．３８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３６ ０．３６
重庆 ０．３４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３４ ０．４０ ０．３９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４３ ０．５０ ０．４６
陕西 ０．６１ ０．７６ ０．６４ ０．６３ ０．４５ ０．４３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５１ ０．４４ ０．３８
海南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２４ ０．１８ １．３０ １．３３ １．０８ ０．９９ １．７７ １．３５
江苏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２２ ０．４０

２．２　油茶种植区域比较优势与空间分布
按照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各省区油茶生产规模、效率

和效益比较优势指数计算 １１年的平均值，并利用
ＡｃｒＧＩＳ软件将本文分析的１６个油茶生产区域按照
Ｓ、Ｅ、Ｄ３个指数大小归为７类（具体见表１３）：①高
规模优势－高效率优势 －高效益优势（Ｓ＞１；Ｅ＞１；
Ｄ＞１），包含湖南、江西、浙江３个省份。处于该范
围内的油茶种植省份油茶生产规模、效率、效益均具

有比较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油茶种植“三

高省区”。②高规模优势 －高效率优势 －低效益优
势（Ｓ＞１；Ｅ＞１；Ｄ＜１），包含广东、广西、福建３个省
区。处于该范围内的油茶种植省区油茶规模比较优

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生产效率比较优势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效益比较优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油

茶种植“规模优势和效率优势双高省区”。③高规
模优势 －低效率优势 －低效益优势（Ｓ＞１；Ｅ＜１；
Ｄ＜１），包含云南１个省份。处于该范围内的油茶
种植省份油茶生产规模比较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效率和效益比较优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油

茶种植“规模优势省区”。④低规模优势 －高效率
优势－高效益优势（Ｓ＜１；Ｅ＞１；Ｄ＞１），包含湖北、
海南、江苏３个省份。处于该范围内的油茶种植省
份油茶生产规模比较优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效率

和效益比较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油茶种植

“效率优势和效益优势双高省区”。⑤低规模优势－
高效率优势－低效益优势（Ｓ＜１；Ｅ＞１；Ｄ＜１），包含
贵州、陕西２个省份。处于该范围内的油茶种植省
份效率比较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具有规模优

势和效益优势，属于油茶种植“效率优势省区”。

⑥低规模优势 －低效率优势 －高效益优势（Ｓ＜１；
Ｅ＜１；Ｄ＞１），包含安徽１个省份。处于该范围内的
油茶种植省份效益比较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

具有规模优势和效率优势，属于油茶种植“效益优

势省区”。⑦低规模优势 －低效率优势 －低效益优
势（Ｓ＜１；Ｅ＜１；Ｄ＜１），包含四川、重庆、河南３个省
份。处于该范围内的油茶种植省份效益、规模、效率

比较优势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油茶种植“三

低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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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中国油茶种植区域比较优势空间分布格局

类别 含义 省区

Ｓ＞１；Ｅ＞１；Ｄ＞１ 高规模优势－高效率优势－高效益优势 湖南、江西、浙江

Ｓ＞１；Ｅ＞１；Ｄ＜１ 高规模优势－高效率优势－低效益优势 广东、广西、福建

Ｓ＞１；Ｅ＜１；Ｄ＜１ 高规模优势－低效率优势－低效益优势 云南

Ｓ＜１；Ｅ＞１；Ｄ＞１ 低规模优势－高效率优势－高效益优势 湖北、海南、江苏

Ｓ＜１；Ｅ＞１；Ｄ＜１ 低规模优势－高效率优势－低效益优势 贵州、陕西

Ｓ＜１；Ｅ＜１；Ｄ＞１ 低规模优势－低效率优势－高效益优势 安徽

Ｓ＜１；Ｅ＜１；Ｄ＜１ 低规模优势－低效率优势－低效益优势 四川、重庆、河南

３　中国油茶生产区域比较优势影响因素
农作物生产的比较优势常常会受到这一地区自

然资源禀赋、科技水平、种植政策以及市场需求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１４］。本文结合油茶生产比较优势指

数的构成，对油茶生产区域比较优势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

３．１　自然资源禀赋
油茶是主产于我国的木本食用油料作物，除个

别品系的植株，油茶树一般被认为是一种自花不育

的树种，需要昆虫传粉才能结果，喜温暖湿润，要求

年均气温在１６～１８℃，花期平均气温１２～１３℃，年
降雨量在 １０００ｍｍ及以上，日照时间在１８００～
２２００ｈ之间，偏好微酸性土壤，可在低山丘陵及山
地地区生长［１５－１６］，其中，湖南、江西和广东为最佳种

植地区，贵州、广西、福建和浙江次之，西南地区再次

之，其余地区则基本不适宜［１７］。本文研究结果表

明，湖南、江西、浙江是“三高省区”，因水热充足、低

山丘陵地形面积较大，油茶种植面积、单产都处于全

国前列，因而产量和产值也排名靠前，尤其是湖南和

江西，２０２０年两省的油茶种植面积高达 １４４．１万
ｈｍ２和９９．０万 ｈｍ２，远高于排名第三的广西（５４．７
万ｈｍ２），油茶籽产量分别为１３７．３万ｔ和４８．３万ｔ，
是全国仅有的２个产量超过３０万ｔ的省份，油茶产
值分别为５４７．７亿元和３６６．０亿元，排名全国前二，
拥有规模、效率、效益比较优势；同理，广东、广西、福

建是油茶种植“规模优势和效率优势双高省区”，四

川、重庆、河南３个省份要么全年光照时间不足，要
么受制于地形和温度，属于“三低省区”，也进一步

说明自然资源禀赋是影响各省区油茶生产的重要

因素。

３．２　科技因素
科技在农产品生产区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

中起着关键性作用［１８］。油茶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受

制于科技发展，对于油茶品种的改良与改进使油茶

的种植区域由长江以南向秦岭 －淮河以南延伸，比

如安徽、河南２个省份的油茶种植区都位于长江以
北、中国南北分界线交汇处，随着油茶品种的改良，

其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分别由２０１０年的４．７万 ｈｍ２

和１４万ｈｍ２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５．７万ｈｍ２和６．７
万ｈｍ２，且单产均有稳定保证，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３年的
平均单产分别达到 ６７７４、９１２５ｔ／万 ｈｍ２，均高于
６４７０ｔ／万ｈｍ２的全国平均值。与此同时，先进的栽
培技术和生产机械的投入使用使得油茶的生产规模

得以持续扩大，生产效率得以显著提高。从本研究

中也能看出，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油

茶种植规模相对较大，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程度相对

较高，因而其规模比较优势和效率比较优势相较其

他省份也更加突出；而安徽、河南、陕西、四川、重庆

等省份油茶种植规模相对较小，大规模机械化的成

本和难度比较高，因而多数不具备综合比较优势。

３．３　市场因素
油茶的产业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状况对油茶生

产具有正向引导作用。油茶的市场价格波动会直接

影响林农的生产决策，从而影响油茶种植劳动力、土

地、资本等生产资料的投入，进而导致区域油茶生产

优势发生变化。例如湖南、江西、广西的油茶单位面

积产值常年处于全国前列，生产成本较东部的浙江、

广东等油茶生产大省更低，在木本食用油料生产价

格上升速度高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加持下，生产成本

低的林农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１９］，因而湖南、江西、

广西３个省区的油茶种植规模和产业效益持续增
加，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本文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
湖南、江西、广西３个省区的油茶单位面积产值分别
为 ３８０１２、３６０５７元／ｈｍ２及５７９３９元／ｈｍ２，远高于
浙江、广东的２１２０６元／ｈｍ２和１９９６０元／ｈｍ２，且只
有这３个省区的单位面积产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３４３４７元／ｈｍ２）。另一方面，在油茶及其附属产品
的消费环节中，消费者对油茶及其附属产品需求偏

好也会影响油茶的区域比较优势。其中，湖南就较

好地抓住了油茶籽油供不应求的消费缺口，依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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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油茶中心”平台打造三条百里油茶产业带及四

大油茶产业集群，有力地推动了本地油茶龙头企业

的发展和山润、金浩等油茶籽油品牌的建设，进一步

巩固了湖南在全国油茶产业发展中的综合优势

地位［２０］。

３．４　政策因素
现代农业的全民保障性等功能使得农产品准公

共物品的特性愈发凸显，政府发展政策的倾斜和资

金的大力支持是促进林农增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必要手段［２１］。因此，各省区油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

政府政策与财力的支持，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持续地

影响各省区油茶生产比较优势。例如海南出台《海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海南省２０１５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扶持油茶产业项目实施方案》《海南省油茶产业发

展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５）》等政策，推动海南油茶产业
快速发展，从本研究结果中也能明显看出，２０１５年
之后，海南油茶种植面积增加，由２０１５年的１９００
ｈｍ２增加至２０２０年的４８００ｈｍ２，油茶产量由１９７１ｔ
增加至１．１万ｔ，油茶产值稳定在２．５亿元以上，综
合竞争优势不断强化。

４　中国油茶生产发展建议
４．１　优化油茶种植区域布局，适度扩大油茶种植
面积

油茶的种植区域主要在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

区，但不同区域的适宜种植规模及范围不尽相同，在

保证生态多样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可进一步对各

省区油茶种植区域布局进行优化。如河南、陕西、安

徽等南北交界的省区，应当在秦岭 －淮河以南山地
或丘陵的平缓阳坡处扩大油茶种植规模，以匹配油

茶生长对日照时长、温度和降水量的需求，提高油

茶生产效率及产量；广西、云南、海南等热带季风

气候的省区，雨热同期，山地、林地规模大，可以进

行油茶的大规模种植，用规模优势平摊生产成本，

提高效率优势和效益优势，增强油茶生产综合比

较优势。而湖南、江西、浙江等综合比较优势较强

的省份，则可以有计划地进行低产林改造，进而提

高油茶生产效率优势和效益优势，巩固综合比较

优势地位。

４．２　完善油茶市场体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油茶市场需求直接影响农民的经济收益和生产

积极性，进而影响油茶种植面积。由于农村地区尤

其是偏远山区林农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有限，容易

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使得油茶种植具有一定的

盲目性和滞后性。而油茶的生产周期长，短期内收

益低下且很难进行种植调整。因此，一方面要完善

油茶市场体制，建立油茶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有利于

农民及时获取油茶市场行情，有针对性地进行种植

面积、种植品种的选择和调整；另一方面，为鼓励林

农进行规模化种植以及油茶生产基地建设，保障林

农收益不受损，政府可以在前期进行一定的种植补

贴和农机使用补贴，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构建“企

业＋生产基地 ＋农户”的综合生产模式，鼓励油茶
产品深加工，促进油茶三产融合发展，引导油茶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积极打造值得信赖的国

民品牌，助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４．３　加速新品种研发，提高机械化程度
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生产效率比较优势主

要受制于油茶单产。因此，可依靠培育油茶新品种、

推广先进种植技术来提高油茶产出水平进而提升油

茶生产效率，还可以基于已有的研究对油茶品种进

行改良，促进油茶生产范围适度向北推进，扩大油茶

的种植区域。同时，对适宜山地、林地的小型机械和

智能化机械进行研发研制，进一步提高油茶生产效

率，节约人工投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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