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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 

川南浅丘区农业结构与竞争力分析 

范琳梅
1
 

（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以川南浅丘区及所包含的泸州市、宜宾市、内江市、自贡市、乐山市 5 个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该

片区 2010～2016年农、林、牧、渔总产值为数据指标,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从该辖区农业的结构偏离份额、经济

份额增长、竞争力偏离份额三个方面进行指数对比,分析该区域农业结构和竞争力,结果表明,川南浅丘区农业结构

缺乏竞争力导致效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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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顺利完成到2020年承诺

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对农业结构进行分析,确定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再就其结构加以优化发展,

最终实现全面小康。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四川是全国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担任着重要职责,而川南浅丘区在

四川省的农业发展中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目前已基本形成农林牧渔业及其服务业全面发展的形势,研究该区域的农业结构与

竞争力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调整四川省产业结构,平衡四川省农业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分析方法及数据选取 

1.1分析方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method)是由美国学者丹尼森·B·克雷默于 1942 年首次提出,后引入动态思想集各家所长

总结出现在普遍通用形式,其基本思路是:把区域经济的发展从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两个因素进行统计,其中竞争力因素选取

除产业结构以外的如生产经营水平等因素,将该区域经济的变化视为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从结构、份额、竞争力三个方面分析不

同时间段各地区、各因素对区域经济变化的影响。结合本文研究区域经济,可以将川南浅丘区农业经济变动分解为农业经济偏离

份额和农业区域经济增长份额,同时农业经济偏离份额又可分解为农业竞争力偏离份额和农业结构偏离份额,通过偏离份额找出

经济增长或衰退的原因,进而能确定改善和优化结构的方向。因此,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能有效分析产业竞争力及结构变化,促

进区域农业经济增长。 

1.2数据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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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川南浅丘区及所包含的泸州市、宜宾市、内江市、自贡市、乐山市 5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将四川省和川南浅丘区

整体两个标准区域作为参照;选取 2010年为初期年,选取 2016年为末期年,选取四川省、川南浅丘区和 5个市的农林牧渔总产值

及农业部门产值作为数据样本进行研究。 

2 川南浅丘区农业结构及竞争力分析 

本文选取四川省整体对比度标准区和川南浅丘陵区为研究对象,则区域份额为该区域按照标准区域经济增长量所需达成的

份额,若该区域结构偏离份额为正,说明该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优于标准区域,产业结构合理且区域结构偏离值越大说明结构效益

越显著;反之,则农业结构不合理,需待完善。同时,若该区域竞争力偏离份额为正,说明该区域农业竞争力大于四川省农业竞争力,

具有较强的农业竞争力,可以积极的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且竞争力偏离份额越大说明作用越大。 

就川南浅丘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而言,从 2012到 2016年间,农业经济增长额比四川省总体增长额多 97.26亿元,增长速度为

173.28%,比四川省整体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高 6 个百分点,说明川南浅丘区农业经济发展速度略微快于标准区域整体水平。同时,

本文引入农业结构指数和农业产业竞争力指数,用以衡量其效益;结合结构偏离份额分量和农业结构效益指数分析,若区域结构

效益为正值且结构效益指数>1,则区域农业结构合理,且对于经济增长有较强促进作用;若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且区域竞争效益

指数>1,则区域农业产业竞争能力较强。由数据可得川南浅丘区农业结构偏离份额分量为 119.77亿元,并且农业结构效益指数>1,

说明该区域农业结构合理,适应当前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从川南浅丘区农业内部结构分析,种植业的结构偏离份额分量为 69.64

亿元,占据川南浅丘区农业结构偏离份额的一半,说明种植业在农业总体发展过程中起着较大作用,同时林业的结构偏离份额分

量 19.27 也为区域结构做出了贡献,渔业的结构偏离份额量为 3.73 亿元,在总体结构中处于较稳定位置。因此,结构效益最差的

是畜牧业,畜牧业的结构偏离分量为负值-115.15亿元,导致川南浅丘区农业结构整体优势被大幅削弱。分析其原因是川南浅丘区

地理位置平缓,气候适宜,产业大都采用种植业,且畜牧业结构过于单一,以乐山市为例,乐山片区以生猪饲养为主,因此猪肉总产

量占畜牧业 80%以上。 

川南浅丘区竞争力偏离份额分量为负值,且竞争力效益指数小于 1,说明川南浅丘区域的农业竞争力相对于四川省整体经济

发展水平而言较弱,竞争力劣势造成了 22.51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从川南浅丘区农业内部结构分析农业竞争力可以看出,林业、

畜牧业及渔业竞争力水平都高于标准区域整体水平,对提升区域农业竞争力起促进作用,而种植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农业

竞争力水平的提高,这是由于四川省是农业大省,因此相较于川内其他区域,川南浅丘区种植业并不具备竞争优势。根据 2010 年

到 2016 年川南浅丘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数据分析,畜牧业竞争偏离分量为 106.9 亿元,远优于标准区域,其较强竞争力主要体现

在猪肉、家禽产量较大,且得益于不断上涨的猪肉价格,为畜牧牧业的竞争力优势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地理优势,川南浅丘区河

流面积宽阔,且拥有众多塘、堰、溪流等,因此在农业竞争力提升上也做出贡献。 

3 结论及建议 

3.1结论 

川南浅丘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农业经济的发展比四川省的整体水平更快。农业结构是合理的,种植业

和林业的结构合理性贡献了很多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然而,与全省相比,区域农业竞争力水平低,制约了区域农业竞争力的提高。 

3.2建议 

3.2.1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根据川南浅丘区自然条件,在种植业方面可以突出发展现代化农业,改善农业品种结构。在浅丘地区不适合放牧业,但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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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生猪品种,发展壮大生猪养殖,同时还应积极养殖牛、羊、兔、鸡、鸭、鹅等家禽家畜,提高畜牧业的多样化和促进农业内部结

构合理化。 

3.2.2增强农业竞争力。 

(1)继续巩固地区优势农业竞争力。实现优势农业经济由量的增加向质的提升转变。如增强内江市的种植业竞争力优势,乐

山市畜牧业竞争力优势,最终提高川南浅丘区整体竞争力。 

(2)提高弱势农业部门的竞争力。川南浅丘区具有发展种植业的天然优势条件,因此种植业上弱势区域应通过加大科技投入、

改善基础设施等措施提高种植业竞争力。 

(3)科技兴农。川南浅丘区整体区域应将农业科技大力推广给农民群体,提升农业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务农技能水平,逐渐提

升各农业部门的劳动效率,促进川南浅丘区乃至四川省整体的农村经济又快又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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