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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稻种植模式变化会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威胁。采用比较优势分析法，对湖北省不同水稻种

植模式结构与区域分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湖北省单季稻种植已成为主要种植方式，且各种植模式播种面积基

本稳定,双季稻转种单季稻对粮食安全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水稻单产增加弥补了这种效应。②湖北省内大部分市

域水稻种植模式及结构有所调整，鄂中地区双季稻转单季稻程度最大，目前以单季稻种植为主，鄂东地区调整也较

为显著，但双季稻种植仍占很大比重。③较全国，湖北省单季稻的规模、效率、综合指数具有稳定比较优势。湖北

省内部，各市双季稻种植效率比较优势相对显著，但对综合效率指数影响小，种植规模已成为影响不同模式水稻种

植优势的关键。④水稻种植模式转变的原因分析显示，不管是内部效益驱动还是农户非农就业外部效益引诱，单季

稻种植更吸引农户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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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在我国粮食生产和消费中历来占主导地位，其稳产增产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为促进粮食生产有序发

展，我国政府自 2004 年起，实施“三减免，三补贴”政策，从补贴力度、粮食收购价格等方面实行惠农政策，但我国部分粮食

产区仍然存在季节性撂荒，双季稻改种单季稻，经济作物替代粮食作物等问题。现阶段粮食生产面临的问题将在区域层面决定

粮食生产的空间异质性
［1-2］

。因此，回顾区域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变化对引导区域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水稻作为三大粮食之一，其种植模式受社会、经济、资源、历史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3］

。科学选取种植模式，合理布局生产

区域，既能克服不利生产条件，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又能保障农户收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4］

。已有研究从水稻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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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技术、劳动投入、经济效益、政策扶持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发现双季稻的产投比、利润率均低于单季稻，农户单季稻种植

意愿明显
［5］

。钟甫宁
［6］

和陈风波等
［7］

认为，双季稻改单季稻的主要原因是农户非农生产增加，农业生产效益低下。水稻种植模

式的改变实际上是农户在面临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土地利用决策行为变化的一种现实结果
［8］

。

我国水稻品种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也发生很大改变，南方双季稻区“双转单”现象严重
［9］

，南方粮食主产区地位下降，粮食

生产格局逐渐北移，粮食运输由“南粮北运”转变为“北粮南运”
［10-12］

。刘书通等运用比较优势理论确定了我国水稻产量、规

模和综合优势区，为水稻生产及粮食安全提供保障
［13］

。陈印军等研究发现南方各省水稻与玉米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14］

。张大瑜

等认为，吉林省水稻播种面积规模不具有比较优势，而生产效率指数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具有比较优势
［15］

。

显然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区域粮食或水稻比较优势及其生产布局变化上，关于不同种植模式，则主要研究农户行为选

择和影响因素，但并未将不同种植模式的水稻与区域比较优势结合起来。湖北省境内地形地貌多样复杂，影响水稻种植的各市

域自然禀赋、经济水平、生产技术等因素的差异较大，省域水稻竞争力和优势分析并不能反映各市域的生产布局和优势。本文

从市域角度出发，利用比较优势分析法，比较研究了湖北省在全国以及省内各市域层面不同种植模式水稻时空变化，对形成水

稻集中优势产区、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研究重点是对农产品的区域比较优势的测定，以便为形成农产品集中优势产区、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服

务。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要素比率分析法，概率优势分析法，专家调查法模糊评估，国内资源成本分析法和“显示性”比较优

势指数法等。实证研究中，如何量化区域比较优势是关键，本文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法，选取规模比较优势指数、效率比

较优势指数，以及综合优势指数三个指标对水稻生产区域间比较优势进行测算。

1.1.1 水稻生产规模优势指数

水稻生产规模优势指数是指区域内某类植模式水稻播种面积与该区域内水稻总播种面积的比值和高一区域同一比值的比率。

生产规模除了播种面积还包含作物产量，因此，本研究采用的生产规模比较优势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SCAi 代表规模比较优势指数；Xi 、Mi 分别表示某一区域某类种植模式水稻 i 的产量和播种面积；X 、M 分别表示区

域水稻总产量和总种植面积；Yi 、Ni 分别表示全国（高一区域）某类种植模式水稻 i 的产量和播种面积；Y 、N 分别表示全国

（高一级区域）水稻总产量和总播种面积。

1.1.2 生产效率优势指数

生产效率优势指数是指某一区域某类种植模式水稻单产占该区域水稻平均单产比重与全国（高一级区域）某类种植模式水

稻单产占高一级区域水稻平均单产比重的比率，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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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CAi 是效率比较优势指数；Ui 、U 分别表示区域某类种植模式水稻 i 单产和水稻的平均单产；Vi 、V 分别表示全国

（高一级区域）某类水稻 i 单产和水稻的平均单产。

1.1.3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是评判某农产品区域内外生产优势程度的直接指标，也是农业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

由生产规模优势指标和生产效率指数综合作用表达：

式中：CCAi 是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此指数以 1 为标准，且指数大小与比较优势水平呈正相关，当指数大于 1时，区域内 i 类

型的水稻相对全国（高一级区域）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小于 1则具有比较劣势，生产规模优势指数和生产效率优势指数评判标

准亦如此。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有全国及湖北省省级 1980—2014 年早稻、中稻和一季晚稻、双季晚稻的播种面积、产量，湖北省

17个市域行政区 1980—2014 年不同种植模式水稻产量和播种面积数据，湖北省 2001—2014 年不同种植模式水稻种植成本、产

值、利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0—2014）、《湖北农村统计年鉴》（1991—2014）、《全国农产品成本收

益汇编》（2001—2014）

2 实证分析

2.1 湖北省水稻种植结构变化分析

2.1.1 水稻种植结构时间序列变化

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反映了不同种植模式水稻的比较利益变化及对市场需求的反应。显然，1980 年以来，湖北省水稻总播

种面积呈阶梯下降态势（图 1），早稻和双季晚稻播种面积与之呈相同趋势。1980—1997 年，早稻、中稻和一季晚稻、双季晚

稻的播种面积基本维持在稳定状态。但从 1997 年始，早稻和双季晚稻播种面积快速下降，与之同时，中稻和一季晚稻播种面积

稳定上升，但是上升幅度显然小于早稻和双季晚稻播种面积下降幅度，导致同时间段水稻总播种面积快速下降，直至 2003 年的

1 805.1 千 hm
2
，总播种面积下降接近 500 千 hm

2
，创历史新低。2003 年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粮食补贴政策，粮食总播种面积

稍有上升之后基本维持不变，不同种植模式的播种面积也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单季稻播种面积远大于双季稻播种面积之

和。显然，湖北省双季稻种植转为单季稻种植现象明显，且单季稻种植已成为主要种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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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水稻种植结构空间变化

根据前面的分析，1997、2003 年分别是湖北省水稻种植情况变化的拐点，水稻的种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0—1997

年播种面积相对稳定期，1997—2003 年播种面积快速下降期，2003—2014 年播种面积均衡期。为了展示湖北省 17 个市域水稻

种植的空间变化，本文选取 1991、2001 和 2011 年三个时间点，对水稻种植空间分布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将湖北省各市不同种

植模式的水稻播种面积的变化幅度划分为 5 个等级，分别为＜10%、10%～20%、20～30%、30%～40%、>40%。

1991-2011 年湖北省水稻播种总面积下降 22.37% ，早稻和双季晚稻分别下降 54.32% 和 54.42%，中稻播种面积则相应增加

32.26%。襄阳市和随州市属于“先下降后上升”种植面积增加型，神农架林区属于种植面积不变型，宜昌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属于种植面积持续下降减小型，其余城市都属于“先下降后上升”种植面积减少型。数据显示，

仙桃市、潜江市、武汉市是 1991—2011 年水稻种植面积减少最明显的三个城市，其次是孝感市、宜昌市、随州市，总的来说种

植面积变化程度大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南部以及中部地区。

具体各种植模式的变化，早稻以及双季晚稻种植区域的种植面积均在减小，早稻和双季晚稻种植面积的变化基本一致，鄂

东南、鄂东北、江汉平原以及鄂西南的宜昌市和鄂西北的荆门市早晚稻种植面积减小程度极其显著，种植面积变化最小的是黄

石市，但早晚稻种植面积变化率也高达 28%、25.7%，余下鄂西北和鄂西南的随州市、襄阳市、十堰市、神农架林区以及恩施州

地区无早晚稻种植，属于中稻种植区。中稻和单季晚稻种植面积变化则主要集中在鄂东和鄂中地区，其中鄂东全部地区以及鄂

中的荆州市、天门市、仙桃市中稻种植面积都增加至少 40%。总之，湖北省水稻种植模式已产生较大变化，鄂中和鄂东地区双季

稻种植转化为单季稻种植现象明显，单季稻种植逐渐从鄂西向鄂东延伸，但东部仍主要种植双季稻。

2.1.3 水稻不同种植模式区域划分

通过分析湖北省 17 市域不同种植模式水稻种植面积的空间分布发现，湖北省绝大多数市域的水稻种植模式及结构有所改变

和转移。总种植面积减少最明显的五个城市分别是仙桃市、潜江市、武汉市、宜昌市和孝感市。单季稻种植逐渐至西向东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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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季稻，但目前水稻种植模式及结构已趋于稳定状态，不同区域已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种植模式，鄂西南（宜昌市、恩施州）

和鄂西北（随州市、荆门市、襄阳市、十堰市、神农架林区）依旧保持其以单季稻种植为主的特点；江汉平原（荆州市、仙桃

市、天门市、潜江市）双季稻转种单季稻明显，目前以单季稻种植为主；鄂东南（鄂州市、黄石市、咸宁市）以及鄂东北的黄

冈市也存在双季稻转为单季稻现象，但双季稻种植仍占很大比重。湖北省不同模式水稻种植区域划分和结构转变现象明显，形

成当前格局的原因有待深入探讨。

2.2 湖北省水稻不同种植模式比较优势分析

2.2.1 不同种植模式比较优势时间序列分析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1980—2014 年全国早稻、中稻和一季晚稻、双季晚稻的产量和种植面积数据，得到湖北省 1980—2014

年早稻、中稻和一季晚稻、双季晚稻的规模指数、效率指数以及综合指数（图 2）。

就全国而言，1981—2014 年湖北省中稻和一季晚稻较早稻和双季晚稻更具有优势，中稻和一季晚稻的规模指数、效率指数

以及综合指数基本全部大于 1，早稻和双季晚稻相应系数基本小于 1，其中晚稻较早稻而言越来越具备比较优势。1980—1999 年

水稻三种种植模式的综合指数差距较小，双季晚稻综合指数波动较大，与早稻综合指数以及中稻和一季晚稻综合指数时有交错。

1999 年之后，各种植模式的综合指数差距逐渐明晰，中稻和一季晚稻综合指数比较优势凸显，远优于早稻和双季晚稻，而双季

晚稻的综合指数则优于早稻，三者在保持一定差距下缓慢变动。总之，湖北省水稻种植比较优势随着时间逐渐清晰，中稻和一

季晚稻比较优势显著，单季稻种植逐渐替代双季稻。

2.2.2 不同种植模式比较优势空间分析

依旧选取 1991、2001 及 2011 年作为研究对象，计算各市域不同种植模式比较优势指数。基于湖北省种植特点及计算结果，

将湖北省各市域优势指数划分为五个区间：不种植区域、＜0.9、0.9～1.1、1.1＜1.3、＞1.3。

①早稻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湖北省绝大多数市域的早稻种植效率比较优势指数大于 1（表 1），且除孝感、黄冈和仙桃外，

其余市域早稻种植效率比较优势均有所上升。大多数市域早稻种植效率相对具有竞争优势，且这种优势逐渐凸显，其中黄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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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鄂州市、黄冈市、宜昌市、咸宁市是最突出的几个区域。早稻的规模比较优势则变化较为复杂，宜昌市基本保持不变，

维持在 0.54 水平上。仙桃市、孝感市下降迅速，分别由 1991 年的 1.34、1.26 下降到 2011 年的 0.15、0.63，其规模优势锐减。

潜江市和荆门市原本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偏低，但仍大幅度下降直至 2011 年的 0.01。其余市域的早稻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均保持在

1以上，其中黄石市、武汉市、鄂州市最高，种植规模相对更具有优势。从市域单元来看，湖北省早稻种植规模比较优势指数总

体呈下降趋势，且种植市域逐渐集中，整体表现为“东移”态势。

湖北省各市域的早稻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显示（图 3），黄石、武汉、鄂州、黄冈、咸宁、荆州、天门具有早稻种植优势，且

1991—2011 年这种优势差异以及分区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异主要由规模比较优势指数造成的，说明早稻种植面积以及产量

变化大，大部分市域种植结构有所调整，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区域种植特点，早稻整体种植重心向东部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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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稻和单季晚稻比较优势分析。湖北省中稻和单季晚稻生产效率和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在全国具有一定优势，因而对具体

优势区域分析具有一定意义。由表 2 可知，湖北省内各市域中稻和单季晚稻生产效率比较优势指数差异较小，且整体偏低，说

明各市域种植效率差异不突出。其中鄂州市、荆州市、武汉市、黄石市、仙桃市以及天门市平均效率指数较高，但是均小于等

于 1 大于 0.95，十堰市、襄阳市、随州市以及神农架四个市的平均效率指数均为 0.84，是湖北省最低水平。规模比较优势指数

则差异明显，十堰市、神农架林区、恩施州、襄阳市、随州市、荆门市、潜江市、宜昌市依次是省内平均规模优势指数最高的 8

个市，其余市域的平均规模优势指数均小于 1 且部分市域均值小于 0.5。另外，十堰市、神农架林区、襄阳市、恩施州、随州市

单季稻种植区的规模比较优势指数在逐渐减小，其余区域的中稻和单季晚稻规模指数则均有所上升，说明省内单季稻种植区域

的水稻种植比重下降，水稻种植结构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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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中稻和单季晚稻综合比较优势指数的差异在减小，但单季稻种植范围在自西向东逐渐扩大（图 4），除固有的单

季稻种植区，荆门市、宜昌市、潜江市、孝感市、仙桃市、天门市、荆州市变为或者已成为以单季稻种植为主的种植区域。双

季稻转单季稻已无可避免，为了稳固湖北省在全国粮食生产的地位，应在具有效率优势的市域注重单季稻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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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双季晚稻比较优势分析。湖北省双季晚稻的种植特点和早稻种植有许多相似之处，湖北省双季晚稻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在

全国虽无明显优势，但优于早稻生产。除开潜江市和荆门市，湖北省其余市域的晚稻种植效率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 1，且 1991

—2011 年大多数市域的晚稻效率比较优势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表 3）。仙桃市、孝感市、潜江市、荆门市的规模比较优

势指数快速下降且远低于 1，宜昌市持续的低规模比较优势指数，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武汉市、咸宁市是晚稻种植规模优

势最大的地区。从图 5 可以发现，晚稻综合优势指数基本完全受规模比较优势指数的影响，和早稻一样向东部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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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湖北省中稻种植的规模、效率相对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且综合比较优势目前基本维持稳定。就湖北省内

部而言，早稻和双季晚稻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东高西低，种植重心东移，这种现象主要是双季稻转单季稻种植导致种植面积减小

而引起的。中稻和单季晚稻综合比较优势从西至东扩展，种植规模扩大起关键作用。虽然各市早晚稻种植的效率比较优势显著，

但是对综合效率指数影响小，因而提高单产已经不能改变目前双季稻转单季稻的种植模式转变。

3 结论及讨论

本研究将水稻不同种植模式与区域优势研究相结合，对湖北省省域和 17 个市域层面的水稻种植优势指数进行比较分析，得

出如下结论：

水稻种植结构“双转单”现象显著，水稻种植总面积下降。湖北省双季稻种植转为单季稻种植现象明显，单季稻种植已成

为主要种植方式，且各种植模式播种面积目前趋于稳定，单季稻种植面积远大于双季稻种植面积之和，水稻总种植面积下降接

近 500 千 hm
2
。这种转变对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但粮食单产增加弱化并消除了这种效应，故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加大农业科

研经费投入，提高耕地产出效率，有益于农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不同种植模式水稻区域布局明显。湖北省内大部分市域水稻种植模式及结构有所调整，鄂中和鄂东地区最为显著。单季稻

种植逐渐至西向东取代双季稻，以单季稻种植为主的鄂西南和鄂西北地区依旧保持其特点，江汉平原地区双季稻转种单季稻明

显，目前以单季稻种植为主。鄂东南所有地区以及鄂东北部分地区也存在双季稻转为单季稻现象，但双季稻种植仍占很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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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稻生产格局已发生较大改变，在今后的生产力布局上应加以调整，在双季稻区增加土地肥力，防止耕地退化，同时调

整耕作制度，推广轮作制度，保养地力；在单季稻区则应提高耕地生产能力，扩大优质稻面积，实现单季水稻的优质高产稳产。

湖北省粮食主产区地位下降，单季稻地位凸显。在全国范围内，湖北省中稻种植的规模、效率相对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综合比较优势整体稍有下降目前基本维持稳定，早稻和双季晚稻综合比较优势近年则下降显著，即湖北省粮食主产区地位下降。

就湖北省内部而言，各市早稻和双季晚稻种植的效率比较优势显著，这种优势虽未对综合比较优势指数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仍

应保持其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中稻和单季晚稻综合比较优势从西至东扩展，种植规模扩大起了关键作用。以湖北省为代表的南

方双季稻种植区目前单季稻生产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因而应注重南方区域水稻生产向产业化、专业化方向推进。

内外部效益共同促进水稻种植模式转变。分析显示，中稻总产值和净利润均明显高于早晚稻，且差距越来越显著，这种内

部利益优势使其逐渐成为农户水稻种植的主要选择。不管是总人工成本投入还是人工成本比重，中稻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少，有

利于农户进行收益更高的非农生产。因此，提高水稻效益是关键，扶持以水稻为原料的食品企业的发展，延长产业链条，提高

稻米深加工水平。同时，加强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水平，使农村劳动力就近进行非农生产，保证农忙时期的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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