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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位商的云南省农业产业空间布局研究 

陈子歆
1
 

（大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 大理 674100） 

【摘 要】：采用区位商分析法，以云南省及各地级市 2018 年农业及其内部各产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生产总值、云南省农业发展现状和省内 16个州市农业内部各产业发展情况为背景数据，研究云南

省农业产业空间布局情况。结果表明，云南省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各地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再实现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云南省 农业 区位商 优势产业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 

农业作为云南支柱性产业之一，在全省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农业资源比较丰富，但农业基

础比较薄弱，现代农业起步较晚，发展比较缓慢。建国以前，云南农村除城市附近有一定的商品经济外，大多数地方处于封闭、

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农业耕作技术基本上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特别在边疆一些民族地区，还保留着原始的刀耕火种和游牧

(耕)式的生产方式。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各州市开始发展特色产业，其中包括一些高原特色产业。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

阶段，云南省正处于向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亟须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并促进优

势产业逐步走向规模化，这将有利于社会经济和农业资源的长久发展。 

1 区位商方法及数据来源 

1.1区位商方法 

在区域经济学中，通常用区位商来判断一个产业的规模
[1]
。采用区位商模型来分析 2018 年云南省全省及各州市农业产业空

间布局，探讨该省各产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地位及作用，并对此进行分析[2]。通过计算某一地区产

业的区位商，可以得出产业的比较优势度，判断出该地区具有一定地位的优势产业[3]。其算式为： 

 

其中，LQij为 i地区产业的区位商，Yij代表 i地区产业的产值，Yi代表 i地区的总产值，Yj代表高层次区域 j产业的总产值，

Y代表高层次区域的总产值。当 LQij>1时，可以认为 J产业是 I地区的专业化产业，表示该产业在研究区域农业结构内部专业化

程度较高，具有生产规模比较优势。当 LQij=1时，表示该产业在研究区域农业结构内部无明显优势。当 LQij<1时，表示该产业在

研究区域农业结构内部专业化程度较低，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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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来源 

分析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9》《云南统计年鉴 2019》《云南省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各州市统计年鉴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2 结果与分析 

2.1全省农业区位商比较 

通过 2018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出云南省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区位商，得出结果如表 1所示。该省农

业产值占全省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54.93%，其次是牧业，所占比重为 30.11%。林业、牧业，区位商都大于 1，其中林业的区位

商为 2.03，是云南省中区位商最大的产业，其次是牧业，区位商为 1.09。农业的区位商等于 1，渔业区位商小于 1。农林牧渔服

务业数据缺失。这说明，林业和牧业是该省农业内部的优势产业部门，农业在该省农业内部结构内无明显优势，而渔业和农林牧

渔服务业相对处于劣势地位。 

表 1 2018年云南省农林牧渔业各产业区位商比较 

产业 总产值(亿元) 占全省比重(%) 区位商 

农业 2234.74 54.39 1 

林业 396.88 9.66 2.03 

牧业 1237.12 30.11 1.09 

渔业 98.25 2.39 0.22 

农林牧渔服务业 141.89 3.45 — 

农林牧渔总产值 4108.88 100 — 

 

2018 年云南省林业产值 396.88 亿元，增长 9.9%。云南省土地面积为 39.41 万 km2，全省森林面积 2300.16 万 hm2。森林覆

盖率达 60.30%，森林蓄积量为 19.70 亿 m
3
。发展的林业产业有特色经济林产业、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森林生态旅游产业。

拥有发展林业的区位优势，发展林业产业是帮助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同时政府部门政策的不断扶持，对当地生态环境

保护起到重要作用。牧业产值 1237.12亿元，增长 4.2%，全省牧草地面积 14.69万 hm2。全年猪、牛、羊、禽肉总产量 425.99万

t，增长 1.9%；牛奶产量 58.21万 t，增长 2.4%；禽蛋产量 32.72万 t，增长 7.9%。该省牧业坚持发展山地型畜牧业、设施型畜

牧业、节粮型畜牧业、环保型畜牧业和安全型畜牧业的原则，从传统的放牧方式逐步转向现代化经营方式和产业化发展。农业方

面 201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 1860.54万 t，比上年增长 0.9%。油料、烤烟、蔬菜、水果、茶叶、鲜切花产量均有所增长。从区位

商分析来看，云南省农业已不具备明显优势，云南地理环境特殊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山间盆地地形显著，当地人俗称“坝

子”，因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多样化的农产品。 

2.2各州市农业区位商分析 

以云南省为研究背景，计算 2018 年各州市农业内部各产值的区位商。云南省总共有 16 个州市，8 个下辖市(昆明、曲靖、

玉溪、昭通、丽江、普洱、保山、临沧)、8个少数民治自治州(楚雄、红河、迪庆、文山、西双版纳、大理、德宏、怒江)。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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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按照地级市和自治州来进行区位商分析，得出如表 2、3所示结果。 

2.2.1地级市区位商分析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 8 个地级市里，昆明、玉溪、临沧农业区位商均大于 1，说明这三个城市在省内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

8个城市里，只有普洱的林业区位商大于 1，说明普洱在省内具有发展林业的独特优势，且发展态势好。昆明、玉溪、保山、昭

通、丽江牧业区位商都均大于 1，说明牧业在省内的发展较为均衡。渔业区位商昆明、曲靖、普洱都均大于 1，普洱的渔业区位

商最大，为 1.96；其次为曲靖市，区位商为 1.91。说明这两个城市可以发展渔业作为地方的优势产业。农林牧渔服务业，普洱

的区位商最大。 

昆明市作为云南省省会，主要农产品有鲜切花、蔬菜和肉类。拥有全亚洲最大的花卉市场，鲜切花产量、出口额居全国第一。

农业内部产业发展都较为平均，区位值商都均等于或大于 1，林业区位商小于 1，新兴城市的发展不断在城市边缘扩张，使得林

地面积逐渐减少，昆明市有西山、滇池这些自然景观，但由于发展早期生态保护意识薄弱，致使现状的滇池污染严重，难以整治。

曲靖市 2018 年农业生产总值位居全省第一，林业、牧业和渔业的区位商都大于 1，曲靖市开展生态林业产业扶贫，生态林业助

推脱贫增收。近年来曲靖市积极打造西南地区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其渔业区位商为 1.91，有长期发展渔业的优势。丽江市

的农业生产总值在 8个地级市中最低，为 93.43亿元。丽江市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资源丰富，第三产业作为丽江市的支柱型

产业，并未从根本上带动第一、二产业的相关发展，从农业内部各区位商来看，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值大于 1且值最大。近年来丽

江市在农业上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产品，如丽江雪桃、华坪芒果这些品牌已经出具规模。牧业区位商为 1.2，表明丽江市在发展

牧业上已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普洱市的林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区位商最大，占据林业和渔业的有利优势，并积极带动相关

产业的发展。普洱市在林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中区位商最大，渔业作为普洱市的重要产业，经科学的养殖技术与市场经济

的推动，保持着优势。普洱市森林覆盖率超过 67%，茶园达 21.2万 hm
2
。普洱市林业用地面积 310.4万 hm

2
，是云南省重点林区、

重要的商品用材林基地和林产工业基地。 

表 2云南省 8个地级市农林牧渔业区位商比较 

地区 农业生产总值(亿元) 

区位商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服务业 

昆明 374.84 1.03 0.47 1.12 1.02 1 

曲靖 596.28 0.74 0.33 1.73 1.91 1.20 

玉溪 250.04 1.26 0.33 0.89 0.36 0.54 

保山 268.93 0.88 0.89 1.32 0.76 1.07 

昭通 249.09 0.93 0.35 1.39 0.71 1.07 

丽江 93.43 0.97 0.48 1.20 0.35 1.40 

普洱 271.95 0.95 1.77 0.73 1.96 2.70 

临沧 270.60 1.18 0.60 0.85 0.81 1.13 

 

2.2.2民族自治州区位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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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中可以看出，在 8个民族自治州里，文山州、大理州和德宏州的农业区位商均大于 1，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农业区

位商最大，为 1.27。其气候资源独特，雨热同期，为多种作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西双版纳州、怒江州和迪庆州的区位商

均大于 1，且区位商的值偏高。在省内，这三个地区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着国家唯一的热带雨林保护区，

森林覆盖率达 80.8%，是全国第二大橡胶生产基地，具有发展林业的先天条件及独特优势。牧业区位商除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小

于 1，其他 6个自治州牧业发展均大于或等于 1。这说明在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传统生产生活中仍然保有畜牧养殖习惯，并且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已经改变了原来的传统畜牧养殖方式，逐步规模化产业化。大理白族自治州有知名的乳制品集团，已具备

规模和品牌，且产品销往全省各地的同时也销往省外。红河州和大理州渔业区位商大于 1，说明这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与其他

自治地方相比，有发展渔业的优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展特色渔业养殖产业，养殖鲟鱼、牛蛙和泥鳅等特色产品，农林

牧渔服务业西双版纳州的区位商最高，高达 3.16。西双版纳州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同时，充分开发利用

其经济价值。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农业生产总值为 21.61 亿元和 34.59 亿元，所占云南省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

为 0.53%和 0.84%。两个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地势复杂，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开展，但又因其自然资源的多样化，能够让这两

个地区利用这些特殊性，发掘适合自身的优势产业，如林业和牧业可发展生态林业，自然保护区内的可持续旅游开发和山地型畜

牧业。 

表 3云南省 8个民族自治州农林牧渔业区位商比较 

地区 农业生产总值(亿元) 

区位商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服务业 

楚雄 311.91 0.99 0.27 1.16 0.52 0.62 

红河 385.43 0.94 0.60 1.29 1.28 1.24 

文山 281.19 1.04 0.55 1.10 0.93 1.24 

西双版纳 173.90 0.91 3.16 0.33 0.94 2.03 

大理 416.01 1.06 0.33 1.09 1.08 0.98 

德宏 133.32 1.27 0.78 0.55 0.56 1.58 

怒江 34.59 0.74 1.80 1.23 0.01 0.07 

迪庆 21.61 0.89 2.88 1.00 0.05 0.91 

 

3 结论 

根据云南省农业内部各行业及 16个州市的数据，运用区位商分析法计算出农业内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

服务业的区位商，并结合多方面因素系统分析云南省及地辖的 16个州市优势产业，得出以下结论：云南省林业和牧业的区位商

都大于 1，说明该省林业和牧业是优势产业；而农业区位商等于 1，说明在现阶段云南省农业发展态势不稳定，再发展农业不具

备优势。云南省作为旅游大省，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业已经比较成熟，但由于没有找到国家关于农林牧渔服务业的数据，区位商无

法计算。从云南省 16个州市的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区位商数据来看，10个州市的区位商均大于 1。说明农林牧渔服务业可以作为

云南省的优势产业进行发展。渔业则相对比较劣势。农业的优势产区为昆明、玉溪、临沧、文山、大理和德宏。林业的优势产区

为普洱、西双版纳、怒江和迪庆。牧业的优势产区为昆明、曲靖、保山、昭通、丽江、楚雄、红河、文山、大理和怒江。渔业的

优势产区为昆明、曲靖、普洱、红河和大理。农林牧渔服务业的优势产区为曲靖、保山、昭通、丽江、普洱、临沧、红河、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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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和德宏。 

云南省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各地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安排农业内部产业布局，提升农作物的经济附

加值。以农业为保障，协调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不断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从而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逐步建成规模化产业带[4]。

以自身资源为依托，提高现代农业科技水平，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以实现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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