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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与土地利用
①
 

－以苏南地区为例 

 

王建国   杨林章   马毅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210008） 

 
摘  要    我国已加入WTO，每一个地区的农业产业都面对着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国内市场和国外市

场的激烈竞争。如何充分利用这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来提高区域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理论

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依据比较优势理论，以苏南地区土地利用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研究。通过研究

揭示了比较优势在土地利用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影响，获得了几点结论；同时，针对目前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优化土地利用的建议。 

关键词    比较优势；土地利用；苏南地区 

 

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贸易的本质是商品交换。通过

贸易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使贸易双方都获得了利益。在决定贸易发展战略

方面，比较优势起着基础和核心作用。我国已加入 WTO，农业产业面对两种资源和两个

市场的激烈竞争。如何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比较优

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依据比较优势理论，以苏南地区土地利用为例，试图

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与研究，探索比较优势在土地利用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应用比较优势

来优化土地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及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竞争优势。 

 

1  比较优势原理 

1.1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又称比较成本理论。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于 1817 年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1]。这一理论主张以各国生产成本的

相对差异为基础进行国际专业化分工，并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利益 [2]。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

用于世界各国，也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个人和厂商 [3]。在实际生活中，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

为什么一些地区倾向于集中生产有限种类的产品，而指望其它地区提供它们所需的其它许

多产品。 

为说明比较优势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先引进一个简单的假设例子[3]：一家公司的总裁

比他的秘书打字快，但让秘书打信件还是值得的，因为总裁在经营管理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而秘书在打字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更复杂的情况，可用下面的假设例子[4]来说明。我们假

设有 4 个独立农业生产地区，这 4 个地区土地利用及其收益情况见表 1[4]。 

从表 1 资料可以看出，地区 B 在小麦和玉米-生猪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在奶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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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与地区 A 相同，但它的最大比较优势表

现在玉米-生猪生产上，因此应以玉米-生猪生

产为主。地区 A 在土豆生产上虽然具有绝对

优势，但其最高比较优势却表现在奶牛生产

上，因此应以奶牛生产为主。地区 C 在四项

生产上虽均无绝对优优势, 但从事土豆生产 

表 1  土地利用及其收益状况 
  

 
的比较劣势最小，因此应以土豆生产为主，进行多种经营。地区 D 与其他地区相比，小麦

生产的比较劣势最小，故应集中进行小麦生产。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比较优势在优化土地利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时，应遵从“有利取其重”或“不利择其轻” [2]的原则。 

1.2  比较优势的决定要素 

由上述可知，比较优势是用一个国家、地区、厂商和个人在生产某种物品时与其他生

产者的经济竞争能力（生产成本或生产效率）来衡量的。这种竞争能力不仅取决于自然禀

赋、生产要素、区位、制度还取决于专业化水平和舒适程度 [3~5]。 

1.2.1  自然禀赋    自然禀赋对比较优势贡献的例子不胜枚举。拥有大量的可耕地，使

农业生产具有比较优势；优越的气候条件，适合多种作物生产；特殊的气候条件，有利于

形成特色作物；肥沃的土壤，有利于作物生产；地势平坦给机械化耕作提供了独特的优越

条件；丰富的水资源，有利于水稻和水生生物生产；⋯等。 

1.2.2  生产要素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

低廉的劳动力，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优越的知识，有利于发展技术密集型生产；

特殊的技艺，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生产；充足的资本供给，有利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生产；高

水平的管理，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1.2.3  区位因素    位置和交通条件也是形成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生产地到市场的距

离和交通条件，不仅影响运输成本、时间成本，也影响土地利用方式。较近的生产者比遥

远的生产者具有运输成本、时间成本和保鲜成本低的优势。运输成本、时间成本和保鲜成本

的节省能够使本地生产者与那些生产某种产品具有强大自然优势的外地生产者进行竞争。 

1.2.4  制度优势    比较优势也产生于特定制度和政策的实施。贸易壁垒和贸易限制，

有利于增进本国生产者的生产优势。保护关税经常给具有生存压力的农业和工业企业带来

明显的市场优势。贸易限制，有利于保护本地生产者免受外来竞争。补贴政策，有利于降

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长期稳定的土地产权，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 
1.2.5  专业化    专业化不仅提高了工作技术，而且也为发明创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所以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率，从而产生比较优势。 

1.2.6  舒适因素    在现代世界，无论生产者、消费者还是投资者，与过去相比都更加

注意舒适因素了。当其它条件相同时，优美而舒适的环境条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产

生比较优势。旅游农业的兴起就充分利用了舒适优势。 

 

2  实例研究 

苏南地区，即江苏省的南部地区，具体包括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和常州 5 市，是

土地利用 地区 A 

（美元） 

地区 B 

（美元） 

地区 C 

（美元） 

地区 D 

（美元） 

小麦 10 12 11 8 

玉米-生猪 8 20 10 1 

土豆 14 12 13 － 

奶牛 18 18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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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闻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可见，该地区在水稻、鱼类、桑蚕等生产方面

具有比较优势。目前该地区土地利用如何，是否发挥了比较优势、发挥程度如何，如何强

化现有比较优势，还需要发展哪些比较优势等，对此我们进行了案例实证分析与研究。 

2.1  南京市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2.1.1  比较优势与土地利用    该基地位于溧水县白马镇境内。由于该地工业企业发展

相对滞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以及长期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使得该地农业自然生态环境

基本未受破坏。其中，空气、土壤和水体等自然生态环境要素，基本符合国家生产有机食

品的质量标准，这为发展有机农业提供了几乎无额外生产成本的天然场所。为充分发挥这

一宝贵资源的比较优势，当地政府发展了政策优势。这些政策包括：①扶持政策。1996～

1998 年连续 3 年由当地政府投资，进行土地整理，显著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为发

展有机农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在技术上，聘请科研院所专家进行全面指导；在产品

销售上，发展了定单农业；在生产资金上，实行优先贷款。②鼓励政策。为使当地土壤尽

快向完全符合国家生产有机食品的质量标准转化，政府采取了每施一吨有机肥补助 200 元

的鼓励政策。③行政措施。为形成一定的经营规模，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对不愿从事有机

农业生产的经营者，当地政府采用了土地置换措施，即用基地外的土地置换基地内的土地。

由此可见，自然禀赋优势和政策优势在该基地土地利用中得到了发挥。 

2.1.2  土地利用效益    在经济效益上，目前该基地生产的“思源”牌有机食品已名扬

四海，每年都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客商前来洽谈合作项目，产品不仅供不应求，而

且价格比同类普通产品高出 2～4 倍以上。以青刀豆为例，当地市场价格为 0.60 元/kg，出

口价格为 2.60 元/kg。在生态效益上，不仅大大降低了土地利用对空气、土壤和水体的污

染，而且显著提高了土壤肥力，降低了水土流失水平。在社会效益上，不仅为国家创造了

外汇收入，而且对周边产生了示范效应。 

2.1.3  基于比较优势的土地优化利用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该基地为发挥该地

的自然禀赋优势，发展了政策优势，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形

成了新的品牌优势。根据目前的比较优势和土地利用现状，提出以下优化土地利用的建议：

一是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目前该基地用于发展有机农业的土地面

积仅有 240km2，在其周边还有大量符合生产有机食品标准的土地有待开发利用。因此，

在今后土地利用决策中，应充分发挥自然禀赋优势和业已形成的品牌优势，扩大土地经营

规模；二是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发展人力资本优势。有机农业不同于普通农业，它对生

产者素质的要求比较高，而目前的生产者素质远不能满足有机农业的要求。为此，应增加

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生产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培养经营者的质量意识、科技意识、管

理意识和市场意识，使其产生人力资本优势；三是提高专业化水平，形成专业化优势。目

前该基地经营的品种较多，还没有一个品种形成规模。由于规模化和专业化是并蒂莲，专

业化和劳动分工是双胞胎，因此应着力推进专业化，并以此推动劳动分工和规模化，形成

专业化优势。 

2.2  苏州市吴县区车坊镇 

2.2.1  比较优势与土地利用    该镇属于水网平原土地类型区。丰富的水资源是该镇的

一大优势，为发展水生植物和水产养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围绕水资源优势，该镇形成了

以下优势项目：蔺草种植、加工和水生蔬菜种植、水产养殖。其中，蔺草种植面积达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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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hm2，蔺草加工企业有 70 多家，并初步形成了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他们的产品已

远销到日本、韩国等国家，产品供不应求。水生蔬菜种植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种植面积

达 1167 多 hm2。主要品种有茨菇、水八仙、茭白、芡食、菱角、荸荠、藕、芹菜等。水

产养殖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面积达 633 多 hm2，主要品种有四大家鱼、基围虾、青虾、

罗氏虾、螃蟹等。 

2.2.2  土地利用效益    以 2000 年为例，水生蔬菜每 hm2的纯收益为 30000～45000 元；

稻田养鱼每 hm2的纯收益为 30000 元；水生蔬菜套养鱼虾每 hm2的纯收益为 150000 元；

蔺草种植和加工的年成交额已达 1 亿元左右。 

2.2.3  基于比较优势的土地优化利用建议    根据上述比较优势和土地利用现状，提出

如下优化土地利用的建议：一是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形成品牌优

势。蔺草产业目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的发展可同时推动种植业、加工业和对外贸易

的发展。因此，在今后土地利用决策中，应扩大蔺草种植的经营规模，使其产生连锁反应，

推动加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树立品牌意识，发展品牌优势；二是强化区域布局，

发展专业化、特色化和集聚化优势。目前蔬菜种植已达相当的规模，但存在的问题是：品

种多、特色不明显，种植布局分散。因此，在今后土地利用决策中，应优化品种结构，强

调区域化种植布局，发展专业化、特色化和集聚化优势。 

2.3  常熟市新港镇 

2.3.1  比较优势与土地利用    该镇土地类型属河流冲积平原，地势高爽平坦。土壤类

型以灰潮土为主体，这种土壤具有通气透水性好、水肥气热协调、微生物活动旺盛、适种

性较强等特点，适合种植棉花、三麦、玉米、油菜、豆类、薯类、芝麻等多种作物，其中

该地生产的棉花以稳产高产优质而著称。为充分利用土壤资源优势，该镇形成了以下主流

土地利用方式：①棉花＋日本大蚕豆；②棉花＋荷兰豆；③棉花＋甜豌豆；④棉花＋青豆；

⑤蔬菜瓜果生产。其中，前四种土地利用方式已占整个土地利用方式的近 90％。在②、③、

④土地利用方式中，棉花秸秆对后续作物生长起着支架和挡风保温作用，因而也节省了人

力和物力成本。蔬菜瓜果生产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品种有西兰花、叶太郎、绿花菜、

生菜、紫甘蓝、大叶菠菜、樱桃番茄、香菜、日本大葱、蛇瓜、苦瓜、南瓜等。 

目前该镇棉花、豆类、蔬菜种植不仅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已成为该镇的主要作物和

主要特色，并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2.3.2  土地利用效益    以 2000 年为例，棉花＋日本大蚕豆土地利用方式的每 hm2纯收

益为 10500～12000 元；棉花＋荷兰豆为 18000～19500 元；棉花＋甜豌豆为 48000～49500

元；棉花＋青豆为 7500～9000 元。 

2.3.3  基于比较优势的土地优化利用建议    根据上述比较优势和土地利用效益，优化

土地利用的建议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强调区域化布局，发展专业化和集聚化优势。在

目前的土地利用方式中，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经济效益差别很大。因此，在今后土地利用

决策中，应以经济效益最高的土地利用方式为主体，优化种植结构，实行区域化布局，发

展专业化和集聚化优势。 

2.4  苏州市吴中区藏书镇 

2.4.1  比较优势与土地利用    该镇位于低山丘陵区。土地类型具有多样性特点。围绕

土地类型特点，该镇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目前该镇的优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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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苗木、草坪、种桑养蚕和种草养羊。其中，蚕茧和羊肉产品因质量优而具有一定

的知名度，并因此而形成了一定规模。以养羊为例，每年出栏近 10 万只，经销人员高达

1500 多人，产品销往全省各地；苗木和草坪种植因生产者懂技术、善经营，不仅形成了一

定种植规模（其中，苗木种植面积已达 337 hm2、草坪种植面积已达 155 hm2，两者种植面

积之和占全镇整个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 80％以上）和区域化布局（一个草坪专业村、两个

苗木专业村），而且还拥有一支 300 多人组成的经纪人队伍，并形成了“销售组织＋基地

＋农户”产业化组织形式，产品已打入上海、北京等市场。 

目前，该镇在传统优势项目上还有不小的发展空间，为充分发挥该镇资源比较优势，

进一步推动该镇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该镇发展了政策优势。例如，为进一步发展种桑

养蚕业，镇政府规定，凡新种桑养蚕的，桑苗投资的 50％由镇多种经营服务公司补助，其

余由公司担保贷款，利息由公司偿还，本金由农户在蚕茧出产后归还，并可签订按省定价

包销协议；⋯等。 

2.4.2  土地利用效益    就经济效益而言，以苗木种植经营为例，每 hm2 纯收益可达

45000～60000 元；在生态效益上，由于低山丘陵区适合发展苗木、草坪、种桑养蚕和种草

养羊业，因而具有较大的生态效益。通过几年的发展，不仅显著减少了水土流失，提高了

土壤肥力，而且明显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条件。从社会效益来看，苗木、草坪和养羊业

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经销人员，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2.4.3  基于比较优势的土地优化利用建议    根据上述比较优势和土地利用现状，提出

如下土地优化利用建议：一是充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目前该镇在苗

木、草坪、种桑养蚕和种草养羊等传统优势项目上，还有不小的发展空间。因此，在今后

土地利用决策中，应围绕这些传统优势项目，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强化这些传统项目的比

较优势；二是强调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发展集聚化和专业化优势。目前该镇在优势

项目的布局上比较分散，专业化程度也有待提高。因此，在今后土地利用决策中，应以目

前的专业村为龙头，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发展专业化和集聚化优势。 

 

3 结论和建议 

通过应用比较优势理论对苏南地区几个实例的实证分析和研究，获得了下列结论，提

出 4 点建议。 

3.1  结论 

1. 比较优势理论在决定土地利用方式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2. 比较优势在确立一地具体的土地利用方式中，起着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3. 只要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来确定土地利用方式，就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4. 发展政策优势，可促进当地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优势产业的形成。 

5. 土地利用涉及土地、资本、劳动、管理、区位、制度、政策等众多要素，每个地域

在上述要素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如果能找准自己的优势

项目并加以开发和利用，必然能将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速当地农村和农业

经济的发展。 

3.2  建议 

1. 应根据现有比较优势，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增强这种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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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围绕现有比较优势，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发展新的集聚化优势和专业

化优势； 

3. 应针对现有比较优势，积极发展政策优势，促进现有比较优势的开发和利用； 

4. 应围绕现有比较优势，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生产者的知识与技术水平，发展

人力资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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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综上所述，土地利用与农业生产结构关系极为密切，两者在空间上的表现是一致的，

农业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是持续农业的重要基础，既要依据自然条

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生产的原有基础，又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

吴县市并入苏州之后可发展一部分都市农业;利用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一方面吸引国际

市场的资源，另一方面发展出口为导向的创汇农业；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发展旅游和观

光农业；依靠科技进步，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建立绿色农产品基地等等都有很大的发展前

景。这些都属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范畴，也还要继续调整土地利用。除此之外，从建立

良好的生态系统和保护农业环境，持续性发展还涉及农业经营管理、栽培技术、合理施用

化肥农药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仅从土地利用与农业生产结构层面探讨，因而农业环境方面

的内容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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