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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种植业专业化发展的时空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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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1978—2017年中国种植业发展的专业化测算，本研究对中国种植业发展的时空特征

进行了回顾和评价，创新性地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种植业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总结了

各阶段中国种植业的发展特征。研究发现：① 各省区市种植业的专业化系数FRi逐步增强；相

较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专业化系数FRi具有较好的基础和较快的增速，中

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则刚好相反，西北地区的基础及增速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② 6种农产品

的地方化系数FIj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增长，粮食、棉花和油料增长较快，糖料、水果和蔬菜增长较

慢；糖料为高度地方化农产品，棉花和水果长期表现为高度地方化，粮食、蔬菜和油料属于低度

地方化农产品。③ 相较于农业总产值10.66%的年均增速，中国种植业发展的国家专业化系数

Fmn保持平稳而缓慢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仅2.83%。④ 可将1978—2017年中国种植业发展划

分为四个阶段，即 1978—1983年的第一阶段为奠定制度基础阶段、1984—1995年的第二阶段

为稳步复苏和扩张阶段、1996—2014 年的第三阶段为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化发展深入阶段、

2015—2017年的第四阶段为追求全面发展的改革创新阶段。本研究对于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种植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为种植业专业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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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业化思想自亚当 ⋅斯密、李嘉图等人开创以来，地区专业化现象即成为区域经济
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地区专业化所要描述和解释的经济现象即某一地区集聚了某些产
业，而其他地区集聚了另外的产业[1]，工业领域的专业化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相
对而言，对于农业及种植业专业化的研究是稀缺的。专业化是现代农业的本质特征，西
方发达国家大体在20世纪60、70年代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基本实现了
农业的现代化和专业化。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占据领先地位，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农业实现了专业化[3]，专业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农业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4]。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chultz较早关注农业专业化现象，指出
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扩散削弱了传统农业地区的比较优势，因而不利于农业区域专业
化的发展[5]。Krugman、Porter等学者从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高度论证了
农业专业化的关键作用[6,7]。此外，国外学者多从专业化生产机制[8,9]、空间集聚[10-12]、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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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嵌入[13]等视角探究农业专业化的过程、格局、作用与意义。
20世纪70、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介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专业化现象及经验启

示[14-16]，农业专业化发展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7]，培育和建设专业化、规模化、特
色化的农业地理集聚区，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18]。吴传钧先生曾呼吁要因地制
宜，发挥地区优势，促使我国农业逐步形成地域生产专业化[19]。中国农业科学院基于我
国农产品商品化生产和农业区域开发的演变，分析了国内农产品专业化生产的基本特征
以及粮、棉、油、糖、畜牧和水产等6种大宗农产品集中生产地带的形成与发展，并提
出了农产品专业化发展的方向[20]。随后，国家或地区农业生产及其专业化逐渐受到更多
国内学者的关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专业化测度[21,22]、时空格局[23-28]、影响因素[29-33]、经
济效应[34-36]以及综合区划[37-39]等方面，这些研究利用各种相关指数和空间计量手段客观地
评价了所研究区域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广义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五种产业形式；狭义农业专指种
植业，包括生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上述大部
分文献中所论述的农业即狭义农业。种植业作为农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关系到人
类衣食住行，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种
植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是根本方向，专业化在现代农业中普遍存在，已成为一种潮流和
趋势。综合来看，国内外对种植业专业化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研究尺度以国家、区域
等中观尺度为主，侧重于实证研究，多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等从产业集
群、空间集聚、专业化区域等视角展开研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性，
但系统性的时空定量研究相对缺乏，尤其对农业及其专业化发展过程的划定缺少科学依
据。尽管少量的研究将农业划分为不同阶段[17,40]，但划分的方法依赖于先验性的定性分
析，划分的结果往往较为主观和粗略。

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专业化视角，采用定量方法对1978—2017年期间中国种植业
专业化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研究，并结合种植业发展进程和国家有关政策制度等内容对
各阶段特征进行总结，以期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和充实中国种植业专业化的相关研究
内容，为中国种植业及其专业化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以中国大陆地区及其31个省区市（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省区市”，不包括

港澳台地区）为基本统计单元，基于种植业专业化视角研究1978—2017年中国种植业发
展演化的时空特征及阶段划分。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79—2018）、《中国统计年鉴》
（1979—2018） 以及上述 31 个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1979—2018），例如河南统计年鉴
（1979—2018）、新疆统计年鉴（1979—2018）、上海统计年鉴（1979—2018）等，其中糖
料等 6种农作物在各省区市历年的种植面积来自于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1979—2018），
中国历年的GDP、总人口数及农村人口比重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8），中
国历年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糖料等6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农林牧渔业产值、农业总
产值、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及农民人均纯收入等
来自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79—2018）。由于1988年从广东省析出而成立了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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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1997年从四川省析出而成立了重庆市，1978—2017年期间广东省和四川省以及海南
省和重庆市的相关数据均按其当前所辖的行政区划范围进行统计。

3 研究方法

3.1 专业化指标的测度
由于地区专业化具有多重均衡和不稳定等特点，测度地区专业化是极其复杂的工

作，学术界衡量专业化的指标包括：SCRn指数、SHHI指数等产业集中度指标、区位商指
标、Hoover专业化系数、Theil指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等。樊福卓构建的应用于测度
地区专业化系数的指标更具有一般性[1,22]，可借鉴用于测度中国种植业发展过程中国家、
省市区以及主要农产品的专业化程度。本研究用m表示所讨论地区的个数，涉及中国大
陆地区31个省区市，m取值为31；i代表其中一个省区市，则有 i=1，2，3，…，m；n表
示种植业体系中的农产品种类，包括糖料、粮食、棉花、蔬菜、油料、水果等6种农产
品，故n取值为6；j表示其中一种农产品，j=1，2，3，…，n；Ei

j表示省区市 i的农产品 j
的播种面积；Ei表示省区市 i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C j表示农产品 j在全国的播种面积；
C表示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就种植业的专业化测度而言，省区市 i的专业化系数、农
产品 j的地方化系数和国家专业化系数分别计算如下：

省区市 i的专业化系数FRi，反映省区市 i与其他省区市发生种植业贸易的相对规模：

FRi＝
1
2∑j = 1

n |

|
|
|

|

|
|
|
E

j

i

Ei

- C
j

C
（1）

FRi的取值范围为[0, 1- E
j

i C ]。对于 j＝1，2，3，…，n，如果 E
j

i Ei ＝ C
j

C ，则

FRi的取值为0，说明每个省区市的种植业结构完全一致；当省区市 i的种植业实现了完全

的专业化分工时，其FRi的取值为1- E
j

i C 。

农产品 j的地方化系数FIj，反映该农产品在各省区市之间贸易的相对规模：

FIj＝
1
2∑j = 1

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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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

j

i

C
j
- Ei

C
（2）

FIj的取值范围为[0, 1- C
j

C ]。当每个省区市的农产品 j的播种面积占其总播种面积
的比重都相等时，FIj取值为 0；如果农产品 j 集中于一个地区且该地区仅生产农产品 j

时，则FIj取值为1- C
j

C 。
国家专业化系数Fmn，反映一个国家种植业专业化发展的整体水平：

Fmn＝∑
i = 1

m

( )FRi × Ei C ＝∑
j = 1

n

(FIj ×C
j

C) （3）

国家专业化系数Fmn既是m个省区市的专业化系数FRi的加权平均值，又是 n种农产
品的地方化系数FIj的加权平均值，从省区市 i的专业化系数FRi或农产品 j的地方化系数
FIj两个方面来计算国家专业化系数Fmn的值，计算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其取值范围为
[0，( m - 1) m ]。当每个省区市的种植业结构完全一致时，Fmn取值为0；当各省区市种植

业规模相同且实现完全的专业化分工时，Fmn的取值为( m - 1) m 。

上述三个专业化指标的测度对象及含义各不相同：省区市 i的专业化系数FRi反映的
是省区市 i的种植业专业化分工水平，该指标中的 i即本研究所涉及的 31个不同的省区
市；农产品 j的地方化系数FIj反映农产品 j的地方化程度，该指标中的 j分别指糖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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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棉花、蔬菜、油料、水果等6种不同的农产品；国家专业化系数Fmn反映国家种植业
整体的专业化分工水平，m为涉及的省区市个数、n为涉及的农产品种类数。
3.2 阶段划分的定量方法

采用聚类方法进行阶段划分。首先构建由专业化水平、规模、效率等综合反映种植
业专业化发展的指标体系（表1），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因子分析并提取公因子。然
后基于公因子得分进行以年份为个案标记的聚类分析，以此对中国种植业的发展阶段进
行客观、科学的划分。

种植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涉及面较广，指标体系的科学系统性对评价结果的准确

度和可信度影响极大。仅有少量研究从区域或国家的尺度构建了评价农业发展水平的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41,42]。本研究在构建中国种植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时，充分考虑种

植业发展内涵和种植业类型多样、省域之间差异巨大等现实问题，指标数量适中并兼顾

指标的综合性和可获取性，构建能反映专业化水平的中国种植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

指标体系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形成一级指标体系，包括专业化水平、规模、效率三

大指标；第二层次形成二级指标体系，是一级指标体系的定量化主要因素，其数值直接

确定各层级的指标构成，二级指标能综合反映种植业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投入和产出水平等方面的含义，其中国家专业化系数Fmn和糖料、粮食、棉花、蔬菜、油

料、水果等农产品的地方化系数FIj反映种植业的专业化水平，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糖料

产量、粮食产量、棉花产量、蔬菜产量、油料产量、水果产量等指标反映种植业的规

模，农业总产值占比及其增长率、农产品价格生产指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

重、农民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民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反

映种植业的效率（表1）。

基于表1的21个评价指标，采用K-均值聚类方法对1978—2017年的40个年份进行

聚类，以划分中国种植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聚类分析的原理是依照事物的数值特征来观

察各样品之间的亲疏关系，而样品之间的亲疏关系则由样品之间的距离来衡量，一旦样

品之间的距离定义之后，就把距离近的样品归为一类。K-均值聚类是常见的一种聚类分

析方法，其优势是能够对预先给定的分类数量进行检验，以选择最合理的分类数量，其

基本步骤包括：① 选择聚类分析的变量和类数；② 确定 k个初始类中心；③ 根据距离

最近原则进行分类；④ 根据聚类终止条件进行迭代，逐步调整到最终分类。

表1 种植业专业化发展特征指标体系
Tab. 1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 indexes of planting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一级

指标

专业化

二级指标

（变量）

Fmn （X1）

糖料FIj （X2）

粮食FIj （X3）

棉花FIj （X4）

蔬菜FIj （X5）

油料FIj （X6）

水果FIj （X7）

一级

指标

规模

二级指标

（变量）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X8）

糖料产量（X9）

粮食产量（X10）

棉花产量（X11）

蔬菜产量（X12）

油料产量（X13）

水果产量（X14）

一级

指标

效率

二级指标

（变量）

农业总产值占比（X15）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X16）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X17）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X18）

农民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X19）

农民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X20）

农民人均纯收入（X21）

注：本研究中的农业总产值指种植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占比指农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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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种植业专业化发展演化

4.1 省区市的专业化系数FRi格局变化
根据公式（1）测算出1978—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专业化系数FRi值，期间中国

种植业的专业化系数 FRi 均值平缓增长 （表 2），从 1978 年的 0.063 增长到 2017 年的
0.182，增长了 188.89%，年均增长 2.76%，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种植业生产的专业化
程度获得了较缓慢的提升，专业化逐步增强。为了更好地解释说明区域之间专业化系数
FRi的特征和差异，将中国分为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中部地区（山西、河
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
江、福建、广东、海南）、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和西南
地区（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 5个地区（图1、表2），对比5个地区的
专业化系数FRi均值及其增长变化，不同地区之间种植业专业化生产的基础和发展速度有
所不同：

（1）东北地区种植业专业化生产具有较好的基础，是全国种植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
最高的区域，1978—2017年东北地区的专业化系数FRi均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 1978
年的0.075增长到2017年的0.193，年均增长2.45%，低于全国2.76%的平均增速，其中黑
龙江的专业化系数FRi在全国处于领先的位置。

（2）中部地区的种植业专业化生产水平是全国较低的区域，1978—2017年中部地区
的专业化系数FRi均值和年均增速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均增速仅1.75%，且历年
的专业化系数FRi均值明显小于全国均值，其中传统的种植业大省如河南、江西等省的专
业化系数FRi在全国处于较落后的水平。

（3）东部地区的专业化系数FRi均值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年均增速达3.35%，居全国
首位。尤其是2000年以后经历了较快地增长，到2017年东部地区已成为全国FRi均值最
高的区域，其中上海、海南、广东等省区市的专业化系数FRi在全国处于较高的水平，福
建的专业化系数FRi年均增长5.94%，是东部地区专业化系数FRi增长最快的省区市。

（4）西北地区大部分年份的专业化系数FRi均值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从 1978
年的0.060增长到2017年的0.194，年均增速为3.05%，2000年以后，该区域的内部差异
逐渐扩大，例如新疆的专业化系数FRi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而甘肃的专业化系数FRi长期
处于较低水平。

（5）西南地区种植业的专业化系数FRi均值及其增速在全国均处于最低水平，均值从
1978年的0.064增长到2017年的0.153，年均增长2.26%，其中四川的专业化系数FRi及其
增速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

表2 1978—2017年中国分地区的专业化系数FRi均值变化
Tab. 2 Variation of averag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FRi)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1978-2017

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中国平均

1978年

0.075

0.057

0.064

0.060

0.064

0.063

1986年

0.107

0.060

0.077

0.082

0.076

0.077

1994年

0.152

0.081

0.111

0.142

0.094

0.112

2002年

0.149

0.093

0.185

0.171

0.114

0.147

2010年

0.180

0.102

0.182

0.178

0.108

0.151

2017年

0.193

0.112

0.231

0.194

0.153

0.182

总变化率（%）

157.33

96.49

260.94

223.33

139.06

188.89

年均增长率（%）

2.45

1.75

3.35

3.05

2.26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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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农产品地方化系数FIj的演化
根据公式（2），测算并总结出 1978—2017年期间糖料、粮食、棉花、蔬菜、油料、

水果等6种农产品地方化系数FIj的发展演化过程和特征（图2），其中粮食、棉花和油料
的地方化系数FIj增长相对较快，糖料、水果和蔬菜的地方化系数FIj增长相对较慢。以各
农产品地方化系数FIj的均值和标准差作为分段标准，将各农产品的地方化水平分为高度
地方化、中度地方化和低度地方化三类，当某种农产品的地方化系数FIj大于均值和标准
差之和时，该种农产品即为高度地方化，低于均值和标准差之差，即为低度地方化，居

图1 1978—2017年中国各省区市的专业化系数FRi

Fig. 1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FRi) of provinces in China, 1978-2017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 1580）绘制而成，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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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为中度地方化[25]。
由此可见，在上述 6 种农产品

中，糖料的地方化系数 FIj从总体水
平最高，从 1978 年的 0.531 上升到
2017 年的 0.745，上升了 40.19%，年
均增长仅为 0.87%；1978—2017年期
间，糖料的地方化系数FIj大于上述6
种农产品地方化系数的均值与标准差
之和，表现为高度地方化。粮食的地
方化系数 FIj总体水平最低但增长速
度最快，从 1978 年的 0.034 增长到
2017 年的 0.079，增长 128.68%，年
均增长 2.14%；1978—2017年期间粮
食的地方化系数 FIj始终低于均值与
标准差之差，表现为低度地方化。棉
花的地方化系数FIj总体水平较高且在波动中增长，从 1978年的 0.378增长到 2017年的
0.706，增长了86.57%，年均增长仅1.61%；棉花的地方化系数FIj经历了由短暂的中度地
方化向长期的高度地方化转变的过程，仅1978年表现为中度地方化，1979—2017年表现
为高度地方化。蔬菜的地方化系数FIj增长速度最慢，从1978年的0.210增长到2017年的
0.243，仅增长了 15.60%，年均增长 0.37%；1978—2017 年期间，蔬菜表现为低度地方
化。油料的地方化系数FIj整体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从1978年的0.138增长到2017年的
0.250，增长了 80.64%，年均增长 1.53%；1978—2017年期间，油料表现为低度地方化。
水果的地方化系数FIj有一定的波动，从 1978年的 0.336增长到 2017年的 0.397，增长了
17.86%，年均增长仅0.42%；1978年、1984—1993年、1995—2013年以及2015—2017年
期间水果表现为高度地方化，其余年份表现为中度地方化。简言之，1978—2017年期
间，上述6种农产品的地方化系数FIj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粮食、棉花、油料的地
方化系数FIj上升速度相对较快，糖料、蔬菜和水果的地方化系数FIj上升速度相对较慢；
糖料属于高度地方化农产品，棉花和水果仅少数年份表现为中度地方化，大部分年份表
现为高度地方化，粮食、蔬菜和油料均属于低度地方化农产品（表3）。

4.3 国家专业化系数Fmn的演化
中国的农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0.112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5.806万亿元，增长了48

倍多，年均增长10.66%；从空间上来看，期间各省区市农业总产值的排序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农业总产值相对较高的省份包括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和四川等，农业生产总

图2 1978—2017年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地方化系数FIj
Fig. 2 Localization coefficient (FIj) of the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1978-2017

表3 1978—2017年期间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地方化划分
Tab. 3 Localization division of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1978-2017

地方化

高度地方化

中度地方化

低度地方化

糖料

1978—
2017年

―

―

粮食

―

―

1978—
2017年

棉花

1979—
2017年

1978年

―

蔬菜

―

―

1978—
2017年

油料

―

―

1978—
2017年

水果

1978 年 ， 1984—1993 年 ， 1995—
2013年，2015—2017年

1979—1983年，1994年，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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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对较低的省区市包括西藏、青
海、宁夏、海南、北京和天津等，其
余省区市的农业总产值处于中间水
平。同期中国的糖料、粮食、棉花、
蔬菜、油料、水果等农作物历年的种
植面积之和约占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
的 91%以上，以上述 6种主要农产品
为对象研究中国种植业专业化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和可行性。根据公式
（3）测算得出，1978—2017年期间中
国种植业的国家专业化系数 Fmn保持
较平缓的增长趋势 （图 3），从 1978
年的0.057增长到2017年的0.170，增
长了 196.94%，年均增长 2.83%，相
较于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 10.66%的
增速，中国种植业的国家专业化系数Fmn缓慢增长过程与农业总产值的快速扩大并不匹配。

5 种植业发展阶段划分及其特征

5.1 专业化视角下的中国种植业发展阶段划分——基于K-均值聚类分析
基于1978—2017年期间的21个二级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进行因子分析，当提

取出4个公因子时，KMO= 0.850>0.70，说明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因子分析综合了原来
21个变量指标的信息，对照表4发现，前4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它们的累积贡献率
为90.00%，即90%的总方差可以由4个潜在因子解释，从中提取4个公因子指标。

如表5所示，每个变量的共性方差均在0.7以上，且大多数均接近或超过0.9，说明4
个公因子能够很好地反映原变量的大部分信息。根据 0.5原则，第一个公因子（Fac_1）
主要对应于X1、X2、X3、X4、X6、X8、X9、X10、X11、X12、X13、X14、X20和X21共 14个指标；
第二个公因子（Fac_2）主要对应于X5、X8、X19和X21共4个指标；第三个公因子（Fac_3）
主要对应于X4、X5和X7共3个指标，第四个公因子（Fac_4）主要对应的指标为X16和X17。

计算上述4个公因子的得分值，经检验4个公因子得分值完全线性无关，即所代表的
信息不重叠，因此完全可以基于这4个公因子历年的得分值，进行以年份作为个案标记
的K-均值聚类分析，根据最优结果分类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基本原则，可以科学、客
观地对 1978—2017年期间中国种植业的专业化发展阶段划分进行研究。经过对两阶段、
三阶段、四阶段等不同阶段划分的综合对比检验，发现基于四阶段的划分能保证4个公

图3 1978—2017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及国家专业化系数Fmn

Fig. 3 National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Fmn) and gross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1978-2017

表4 旋转后的公因子方差解释
Tab. 4 Rotated variance of common factors

公因子

Fac_1

Fac_2

Fac_3

Fac_4

特征值

13.943

2.324

1.544

1.088

解释比例（%）

66.397

11.067

7.351

5.182

总解释比例（%）

66.397

77.465

84.816

8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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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指标全部通过F检验，F统计量分别为36.165、16.387、46.803和3.143，显著性水平
分别为0.000、0.000、0.000和0.037，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因此将1978—2017年期间的40个年份划分为4类丛集（表6），从整体上来看年份的
4类丛集分类具有较为显著且连续的丛集归属。考虑到年份及种植业专业化发展的时间
连续性和邻近性，对于个别具有离散特征的丛集分类年份归并于其前或后邻近年份的丛

表6 4类丛集年份分布
Tab. 6 Four clusters of year distribution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丛集

2

2

2

2

2

2

4

4

年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丛集

4

4

4

4

4

3

4

4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丛集

4

4

3

3

3

3

3

3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丛集

3

3

3

3

3

3

3

3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丛集

3

3

3

3

3

1

1

1

表5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Tab. 5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指标

Fmn

糖料FIj

粮食FIj

棉花FIj

蔬菜FIj

油料FIj

水果FIj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糖料产量

粮食产量

棉花产量

蔬菜产量

油料产量

水果产量

农业总产值占比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

农民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农民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农民人均纯收入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X19

X20

X21

共性方差

0.967

0.905

0.945

0.827

0.700

0.940

0.885

0.946

0.811

0.909

0.805

0.978

0.935

0.967

0.916

0.870

0.888

0.885

0.858

0.986

0.976

Fac_1

因子载荷

0.916

0.876

0.870

0.606

0.209

0.822

0.283

0.765

0.873

0.851

0.889

0.894

0.922

0.873

-0.929

0.007

-0.120

-0.064

0.312

0.900

0.702

Fac_2

因子载荷

0.214

0.343

0.382

0.296

0.608

0.387

-0.021

0.515

0.018

0.259

-0.094

0.339

0.165

0.430

0.104

-0.188

-0.017

-0.931

0.865

0.384

0.584

Fac_3

因子载荷

0.276

0.141

0.162

0.604

0.534

0.325

0.891

0.213

0.219

0.335

-0.039

0.204

0.204

0.140

-0.202

-0.091

-0.047

0.037

0.067

0.158

0.368

Fac_4

因子载荷

-0.082

-0.010

-0.130

-0.089

-0.054

-0.098

-0.103

-0.221

0.028

-0.082

0.061

-0.147

-0.126

-0.028

0.004

0.909

0.934

0.109

-0.090

-0.061

-0.081

注：公因子提取方法为主成分法，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的正交旋转方法，5次迭代后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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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类型。这些离散的年份在部分指标上具有异常的特征，例如1991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及
农业总产值增速明显放缓，聚类分析结果属于丛集3，但其前后邻近年份均属于丛集4，
因此将1991年归并为丛集4所属的阶段。根据丛集的分类结果并考虑年份的完整性与连
贯性，最终 1978—2017 年 40 个年份的丛集分类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
1978—1983年；② 第二阶段：1984—1995年；③ 第三阶段：1996—2014年；④ 第四阶
段：2015—2017年。
5.2 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特征

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种植业专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结合1978—2017年四个阶段
的种植业发展历史和政策制度，可以看出中国种植业发展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1） 1978—1983年的第一阶段：奠定制度基础阶段。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对经济政
策实行由中央计划经济渐进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改革，种植业发展相较于
改革开放以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核的经营制度迅速普及到
各个乡村，成为全国农村生产基本的经营制度，彻底改变了种植业生产的激励机制，刺
激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加之政府开始对农产品大幅度提价，这种非集体化和刺激创造性
的制度和政策机制，为后续的种植农业高速增长和全面繁荣创造了政策保障[43]。由于在
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的政策和经营体制下，产加销分离、农工商脱节，农产品加工和流
通附加值低，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农业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该阶段中
国种植业的专业化水平、规模和效率等指标水平较低且增长速度缓慢，但该阶段的主要
成就即奠定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核的制度基础。

（2） 1984—1995年的第二阶段：稳步复苏和扩张阶段。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稳定实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生产的活力开始激发出来。但由于1985年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此后几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有所恶
化，定价、收购等相关农业政策未能抵消宏观经济环境和比较利益格局恶化给种植业发
展带来的冲击，以及对农业形势判断失误和困难估计不足，反而实施了一些对农业发展
起抑制和误导作用的农业政策[43]。直至1989年，非农经济活动如乡镇企业的生产环境日
益严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业吸引资源的能力，此后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也开始
逐渐增强。相较于第一阶段，该阶段种植业的专业化水平、规模和效率的大部分指标都
获得了稳步增长。总体来看，该阶段是中国种植业专业化发展的稳步复苏和扩张阶段。

（3） 1996—2014年的第三阶段：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化发展的深入阶段。进入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加快了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采取了若干行政和财政措施支持农
业规模经营，加入WTO的谈判增加了政策实施和制度改革的外部压力，为应对开放国内
市场后不断加剧的竞争，政府高度重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44]。自《人民日报》于1995年
12月11日出版《论农业产业化》长篇社论以及1996年农业部成立“农业产业化办公室”
以来，农业产业化的思想开始在全国范围广泛传播，推动了农业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
解决了农业产销衔接问题，并形成了“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等经营模
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受到加入WTO后的巨大冲击，首当其冲的是政府对农
业生产的管理体制和政策选择，其次是农民和涉农企业 [45]，中国调整了工农业发展战
略，工业反哺农业得到加强，农产品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加快[46]，农业产业化不
断深入，中国种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农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农民
收入快速增长[47]。伴随着种植农业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化发展不断深入，该阶段种植业的
专业化水平、规模和效率的大部分指标获得了较大的增长。

（4） 2015—2017年的第四阶段：追求全面发展的改革创新阶段。2015年 2月 1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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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
干意见》，为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和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提出意见，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
现代化。该文件提出农业要强、农民要富、农村要美三个任务，改革是动力，法治是保
障，从以往追求产量为主转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该阶段农业基础地位继续得到强
化，农民持续增收，种植业的专业化、规模和效率等指标稳定在较高水平，是追求全面
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创新阶段，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改革创新仍在持续进行。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研究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和中国及各省区市相关数据整理分析，基于专业化视角探

讨了中国种植业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采用定量方法对中国种植业发展进行了阶段
划分，并总结了各个阶段的特征。具体而言：

（1） 1978—2017年期间：① 中国各省区市种植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不同程度地增
强，各省区市的专业化系数FRi逐年提升，东北地区的专业化系数FRi均值具有较好的基
础，是全国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中部地区的专业化系数FRi均值和年均增速均明显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专业化系数FRi均值及其增速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西
北地区的专业化系数FRi均值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内部差异较大；西南地区的专业化系
数FRi均值及其增速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全国种植业生产专业化水平最低的地
区。② 6种农产品的地方化系数FIj获得不同程度的增长，粮食、棉花和油料增长较快，
糖料、水果和蔬菜增长较慢；糖料为高度地方化农产品，棉花和水果大部分年份表现为
高度地方化，粮食、蔬菜和油料为低度地方化农产品。③ 中国种植业发展的国家专业化
系数Fmn提升速度明显低于农业总产值的增速。

（2）基于K-均值聚类的方法，并结合1978—2017年期间中国种植业发展历程和相关
政策制度，将 1978—2017年中国种植业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总结其阶段特征：
① 第一阶段为 1978—1983年，该阶段种植业的专业化水平、规模和效率等发展水平较
低，但该阶段奠定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核的制度基础。② 第二阶段为 1984—
1995年，该阶段的农业生产的活力开始激发出来，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逐渐增强，种
植业的专业化水平、规模和效率的大部分指标获得了稳定的增长，我国种植业及其专业
化发展开始稳步复苏和扩张。③ 第三阶段为1996—2014年，我国种植业进入市场化改革
和产业化发展的深入阶段，政府加快了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农产品价格体系的市场化
改革加快，农业产业化不断深入，种植业的专业化水平、规模和效率的大部分指标获得
了较大的增长。④ 第四阶段为2015—2017年，是追求全面发展的改革创新阶段，该阶段
以改革为动力，农业基础地位继续得到强化，农民持续增收，种植业的专业化、规模和
效率等指标稳定在较高水平，从以往追求产量为主转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追求全
面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6.2 讨论

本研究涉及的6种农产品中，糖料属于高度地方化农产品，棉花和水果大部分年份
均属于高度地方化农产品，粮食、蔬菜和油料属于低度地方化农产品，与上述农产品对
生长环境的要求及各省区市的种植历史等有较大关系。例如，种植糖料的省区市主要集
中在低纬度的广东、广西和云南等地，棉花则主要向西北的新疆集中，一定程度上使糖
料、棉花具备了高度地方化的特征；同理，其他几种农产品在种植范围趋于分散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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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化程度则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诚然，中国种植业的专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且影响种植业专业化发展

的因素极其复杂多元，气候、土壤、水源和地形等自然资源禀赋往往是种植业生产及专
业化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市场需求、规模效应、专业人才、技术及金融资本等因素
构成种植业生产及专业化的内在动力，外贸及开放水平、运输成本、方针政策乃至路径
依赖等因素构成种植业生产及专业化的外在推力，这些因素无不对种植业专业化产生深
刻影响。应当针对不同区域种植业专业化发展的差异性，分不同的亚区对区域的种植业
专业化演化格局及其因素进行对比研究和总结，真正实现区域种植业的专业化发展，以
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专业化区域布局，促进种植业专业化
分工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完善，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种植业的经济效益。

本研究采用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研究方法，在宏观尺度上较为准确地理顺了中国
种植业的专业化时空格局及其发展阶段，结合中国种植业政策制度的梳理，佐证了不同
阶段的发展特征。本研究的尝试对采用定量方法进行发展过程的阶段划分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研究结论对中国种植业发展及其专业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本
研究也存在政策制度的影响效果难以量化、农村和农民等微观尺度考虑欠缺等不足，有
待于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进一步考虑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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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specializ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lanting industry

WANG Wulin1, 2, YU Cuichan1, SHUI Wei1, 2, WU Pinqi1, 2, WANG Qianfeng1, 2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1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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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pecialized calculation of plan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from 1978 to
2017 in China, the paper reviews and evaluat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features of Chinese
planting industry,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lanting industry into several stages by
using cluster analysis creatively,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The main contents and results are summed up as follows: (1) Th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planting industry (FRi) increases gradually in each Province (Municipality, Municipality);
compared to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Northeast China and Eastern
China with higher value of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also grow faster, Central China and
Southeast China are just the opposite, and Northwest China closes to the foundation and growth
rate of national average. (2) The planting areas for sugar crop, grain, cotton, vegetable, oil crop
and fruit accounts for more than 91% of the total planting area of crops in China, so it is
representative and feasible to choose these 6 agricultural crop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Loc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six agricultural products(FIj) increases in different degrees, while grain,
cotton and oil crop grow faster and sugar crop, fruit, vegetable more slowly. Sugar crop is
highly localized agricultural product, while cotton and fruit are characterized by highly
localiz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long term; grain, vegetable and oil crop belongs to agricultural
product with low localization. (3) National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of planting industry (Fmn)
keeps steady and slow growth with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of 2. 83%, comparing with the
total annu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about 10. 66%.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system
and emphases of Chinese planting industry are different in each development stage.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of plan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7, namely,
the first stage from 1978 to 1983 characterized by laying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the
second stage from 1984 to 1995 characterized by steady recovery and expansion, the third stage
from 1996 to 2014 with the in-depth phase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fourth stage from 2015 to 2017 accompanied by reforming and innovation of pursuing all-
rou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eaning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orting out Chinese
plan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for specialization of planting industry.
Keywords: planting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spatio-temporal pattern; stage divis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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