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３８卷,第３期,２０１７年６月

Journalof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Vol．３８,No．３,Jun．２０１７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１４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４ZDA０７１);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１６JC０７３);浙江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项目

(YCX１５０４１)

作者简介:扈　映(１９７０－),女,山东临沂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生猪生产布局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扈　映,王　丹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生猪生产的区域布局发生较大变化,主要呈现从南方地区向北方地区转移,

中部地区逐渐取代东部地区成为主产区的趋势,具体省级单位在全国生猪生产布局中的地位也发生相应改变.文

章利用PLI指数分析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不同阶段中国生猪生产布局的演变情况,并基于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建立模

型,实证分析中国生猪生产布局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产业的路径依赖性、自然资源禀赋、市场需求、非农就业机

会等是影响中国生猪生产布局变动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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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２０１４年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大国.但是生猪生产的区域

分布和格局还不尽合理,研究生猪生产布局及其影

响因素有利于深入了解各地区发展生猪产业的优势

资源、整合各地优势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于

促进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

国内一些研究生猪生产布局的学者,将影响生

猪生产布局演变的因素划分为自然资源因素和社会

经济因素.梁振华等[１]认为生猪生产格局将向着区

域化、专业化、规模化、区域生产一体化发展,由资源

约束转向资源、市场、效益三重约束发展;胡浩等[２]

分析了产地移动与环境污染、比较优势、农户收入、
饲养规模以及市场的关系,认为完全由自然性布局

条件决定的生猪饲养的地域性正受到经济性布局条

件的影响;冯永辉[３]把生猪生产上游饲料原料的供

应看作是制约因素,认为我国生猪产区呈现逐渐从

南方向黄淮流域粮食主产区转移的趋势;黄延珺[４]

认为中国生猪生产布局的变化受气候、水文、饲料等

自然条件约束,同时也受到市场距离、消费偏好、饲
养传统、环境等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还有一些学

者综合考察了影响生猪生产布局的因素.周旭英

等[５]认为生态条件和技术条件是形成区域布局的主

要因素;王明利等[６]从内部因素(生猪价格、玉米价

格、能繁母猪数量)和外部冲击(GDP增长率、相关

政策、重大疾病等)的角度分析生猪生产波动的成

因,强调能繁母猪数量对生猪生产的重要性.
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完

善:一方面,生猪生产布局的变动可能在不同时期呈

现不同的特征,而导致这种变动的原因也有所差别,
所以分阶段布局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应引起足够重

视;另一方面,本文并非简单地将影响因素分为自然

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而是基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



划分影响因素,并考察了“路径依赖性”和水资源对

于生猪生产布局的影响,以期为合理布局和优化生

猪生产布局提供参考.

二、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中国生猪生产布局

变动的趋势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
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有所差异,尤其改革开放以来,
不同地区生产条件和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使得

地区间生猪产业发展程度有所不同,生猪生产的布

局也在发生改变,本文分析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中国生猪

生产布局的变化情况.
李帮鸿等[７]认为生产布局指数(PLI)是衡量生

产区域布局变化趋势的重要指标,并以此研究了中

国原料乳的布局变动情况;张园园等[８]１９４也使用生

猪生产格局指数这一指标测算生猪生产布局的变动

情况.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设定衡量生猪生产区

域布局变化的指标如下:

PLIit ＝qit

Qit
×１００％ (１)

其中:PLIit 是当期生产布局指数,qit 是各省(区、
市)当期的生猪出栏量,Qit 则是全国当期生猪出栏

总量.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地区划分形式,本文将

全国划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四个大的地区,并依据

全国各地区的年生猪出栏量计算并绘制出四大地区

的生产布局指数曲线(见图１).东部包括北京、天

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

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

江.其中１９９７年的区划调整使重庆脱离四川成为直

辖市,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在样本范围内将重

庆归于四川.

图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中国分地区生产布局指数变化情况

注:数据根据«中国农业年鉴»统计数据整理.

整体而言,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中国中部地区和东北

的PLI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PLI下降明显,西部地

区则在经历了明显上升期后近年PLI有小幅下降趋

势,我国生猪生产布局逐渐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

区转移.根据我国各地区PLI变化情况,本文将中国

生 猪 生 产 格 局 的 变 化 历 程 分 为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四个阶段,不
同阶段的平均PLI值和PLI值变化情况见表１.

表１　 分阶段不同地区PLI值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地区 平均值 变化值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
地区 平均值 变化值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地区 平均值 变化值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地区 平均值 变化值

四川 ０．１７９６ ０．０４９６ 四川 ０．１７７１ －０．０５０８ 四川 ０．１２０９ －０．００９５ 四川 ０．１４９３ －０．００５２
湖南 ０．０９３３ ０．０１５６ 湖南 ０．１０２１ ０．００７６ 湖南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０９１ 湖南 ０．０９６０ －０．０１３９
江苏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３１７ 山东 ０．０６４５ －０．００９１ 河南 ０．０６５６ ０．０１０４ 河南 ０．０９０８ ０．００１９
山东 ０．０６０６ －０．００３５ 江苏 ０．０６１２ －０．０２０９ 山东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０５６ 山东 ０．０７３０ －０．００２７
广东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０２９ 湖北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００７ 河北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０７７ 湖北 ０．０６２１ ０．０１０３
浙江 ０．０５６１ －０．０２６６ 广东 ０．０５４７ －０．００８７ 广东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０６９ 广东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０２０
湖北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０４９ 河北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１３５ 江苏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０４ 河北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１７８
河北 ０．０４０１ ０．０１０１ 河南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３２７ 湖北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０１１ 广西 ０．０５１３ ０．００８０
江西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０７３ 江西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０２６ 广西 ０．０４１４ －０．００５１ 云南 ０．０４８８ ０．００５７
安徽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００４ 广西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２０４ 安徽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０１４ 江苏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０６５
河南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００９ 安徽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０７１ 云南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０１９ 江西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１２１
广西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０３５ 浙江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１８０ 江西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１３８ 安徽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０１１
辽宁 ０．０２９８ －０．００７８ 云南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１０８ 浙江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４９ 辽宁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０４６
云南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０１７ 辽宁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００２ 辽宁 ０．０２２９ ０．００４６ 福建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００８
贵州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５６ 福建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０２９ 福建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０１ 浙江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０７２
福建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５７ 贵州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０４２ 贵州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２２ 贵州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０３６
陕西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３６ 黑龙江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０４ 吉林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４２ 黑龙江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０５２

黑龙江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０２ 陕西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０４ 黑龙江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０１３ 吉林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０４７
上海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６６ 吉林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０６ 内蒙古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２４ 陕西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０１７
吉林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３１ 甘肃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４２ 陕西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０２０ 内蒙古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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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地区 平均值 变化值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
地区 平均值 变化值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地区 平均值 变化值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地区 平均值 变化值

甘肃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２２ 内蒙古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６０ 甘肃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１０ 山西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１５
山西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５４ 上海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２５ 山西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０６ 甘肃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１０

内蒙古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２３ 山西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２２ 北京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０４ 海南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１６
北京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４７ 北京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０１ 上海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２２ 天津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２０
海南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２ 海南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４ 天津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２ 新疆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１５
天津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４ 天津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４ 海南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１２ 北京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３３
新疆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２ 新疆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５ 新疆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１ 上海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６
青海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２ 宁夏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２ 宁夏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５ 青海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１
宁夏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１ 青海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１ 青海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４ 宁夏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１
西藏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西藏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 西藏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 西藏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

注:根据«中国农业年鉴»统计数据整理.

　　 第一阶段(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四川一直是我国第

一大生猪产区,１９８０年PLImean 高达０．１７９６,记为

“四川(０．１７９６)”,下同.１９８０年,中国生猪生产主产

区在四川、江苏、湖南、浙江和山东等地,到１９８８年

形势发生了变化:江苏、浙江等生猪主产区地位下降

明显,同时辽宁、黑龙江PLI下降幅度较大;与此相

反,甘肃、内蒙古等地PLI 有所上升,但幅度较小.
综合看来,四川(０．１７９６)、湖南(０．０９３３)、江苏(０．
０８９９)、山东(０．０６０６)和广东(０．０５７７)在这一时期

对我国生猪生产的贡献率较大.
第二阶段(１９８９—１９９７年):由表１可见,山西、

河南、河北、湖北等地虽然在平均PLI 指数上不占

优势,但是这一时期末,其生猪生产在全国地位有明

显上升;前一阶段中部地区的生猪产业发展还在起

步阶段,这一阶段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同时,辽宁、黑
龙江PLI指数也不断提高,说明东北地区生猪产业

发展迅速;江苏、上海、浙江等地PLI 继续下滑,新
疆(０．００２６)、宁夏(０．００１９)、青海(０．００１９)和西藏

(０．０００２)等西北地区的生猪出栏数量则持续低位.
第三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相比较于前两个发

展阶段,河北 (０．０５２６)、河南 (０．０６５６)、湖北 (０．
０４１５)、湖南(０．０８８２)等中部地区在这一时期作为

生猪主产区的地位得到巩固,西部各省市PLI 变化

不大,有微弱下降趋势,如广西的 PLI 指数由０．
０４８３下降到０．０４０３,东南沿海地区如江苏、上海和

福建等主要省市的PLI指数也在继续下滑.
第四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四川、山东、广东和

中部地区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是生猪生产大

省,完全稳固了生猪主产区的地位;江苏、浙江等地

的PLI指数进一步下降;东北地区的生猪产业自２０
世纪末以来发展速度较快,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广西、云南、青海等西部省份的PLI 指数有少许增

加,表明西部地区的生猪养殖出现恢复性发展,但是

发展速度缓慢,发展前景不大.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中国东、中、西和西北地区

PLI指数在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的整体变动情况,将生猪

生 产 区 域 布 局 的 变 迁 划 分 为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四个阶段.其
中江苏、浙江等东南部主要省市的生猪出栏数占全

国总出栏量的比重在经历了初始阶段的急速下降

后,近年来下降趋势有所减缓;河北、河南、湖北、湖
南等中部地区的在２１世纪之前的发展速度较快,进
入２１世纪后在生猪产业布局中的地位也在稳步提

升,山东、河南等地区增速尤为明显;东北地区在整

个生猪生产布局中的地位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西
部地区则在经历了上世纪的大起大落后,近些年生

猪产业发展情况变化不大.我国生猪生产布局整体

上呈现出逐渐从南方地区向北方地区转移,并且有

中部地区逐渐取代东部地区的趋势.

三、中国生猪生产布局变动的影响因素

(一)理论依据

生猪生产布局变化的机理在于各地区影响因素

的不同和变化使农户养殖行为发生变化,主要体现

在生猪出栏量发生变化,进而逐渐影响生猪生产布

局的变化.本文对生猪生产布局演变的影响因素进

行以下理论假设,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分析影响因

素生猪生产布局的因素,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生猪生产布局影响因素理论假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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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路径依赖性”
产业发展存在路径依赖效应,对于生猪养殖来

说,随着养猪年限和规模的扩大,需投入的单位成本

和追加成本会不断下降,通过建立养猪互利性合作

社等组织,养殖户会形成适应性预期,形成生猪养殖

的路径依赖[８]１９７,所以对于生猪养殖来说,上一期的

生产布局可能会影响当期生产布局.

２．资源禀赋

a)饲料资源.资源禀赋理论认为在资源较为丰

富的地区发展生产更具有相对优势,其中自然资源

禀赋是影响比较优势和生产布局最基本的因素.从
畜牧业经济学角度来看,生猪生产为耗粮型畜牧业,
饲料资源充足是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因此,饲料资源会影响生猪生产的区域布局.

b)土地资源.根据«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数据

来看,２００７年我国生猪年出栏量５００头以上规模化

程度为２２％,至２０１４年这一指标达到４６％,大规模

生猪饲养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与耕地保护面积构成竞

争,当耕地面积持续扩大时,一些地区会选择将生猪

饲养向省内或省外土地资源丰富的地区转移.因此

土地资源也会影响生猪生产的区域布局.

c)水资源.生猪生产耗水量较大,水资源是猪

生长、繁育过程中所必须的营养物质.据统计,猪饮

用水占猪场用水量的３０％~５０％,猪每食用１kg粉

料需要２~５L的水量;猪场在进行冲洗、消毒、降
温、稀释和供暖等工时也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平均每

天每头母猪用水达９０L左右.随着生猪生产规模化

的进程,需水量日益成为影响生猪生产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生猪产业会有条件地向水资源充裕的地

区集中.因此水资源也成为影响生猪生产布局的新

型影响因素.

３．非农就业机会

养猪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

向非农产业,农民从事生猪产业的意愿会受到非农

就业机会的影响.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会不断提高

农民养猪的机会成本,农民从事生猪生产的可能性

变小,进而影响生猪产业的区域布局.

４．市场需求

中国是世界第一猪肉消费大国,猪肉是消费最多

的肉类产品.张振等[９]认为,从供求理论的角度看,需
求增加会因其供给增加,进而使得均衡数量上升,需
求是影响供给变化最为直接的因素.市场需求对生猪

生产发展越来越明显,消费者增加对猪肉的消费需求

倾向于刺激农民增加生猪的屠宰量和规模,从而不断

影响生猪生产区域布局和变动.市场需求的增加一方

面在于消费者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随着人们

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不断增加对猪肉的消费量.
(二)实证分析

１．模型设定

中国生猪生产布局的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所以本文构建实证模型:

PLIit ＝F(L．PLIit,FPit,FAit,WRit,NAPit,PNit,

lnUIit) (２)
本文将采用面板数据来估计样本中解释变量对

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通过假定样本个体的回归方

程拥有相同的斜率但是截距不同,以此捕捉个体间

不可观测或被遗漏的异质性.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

后项即L．PLIit,将模型设为动态面板模型:

PLIit ＝α＋ρL．PLIit＋β１FPit＋β２FAit＋β３NAPit＋

β４PNit＋β５lnUIit＋μi＋εit (３)
其中:i为省、区、市,i＝１,,n;t为年份,t＝１,,

T;被解释变量PLIit 为生猪生产布局指数,是度量

生猪生产布局变动的变量;L．PLIit 表示滞后一期

的生产布局指数;FPit 代表饲料资源禀赋;FAit 表

示各地区t期人均耕地面积;NAPit 代表非农就业机

会;PNit 表示人口数量,lnUIit 是各地区t期城镇居

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形式,PNit 和lnUIit 直接影响

市场需求;βi 为各个变量的系数,反映解释变量的变

动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μi＋εit 是复合扰动项,
其中不可观测的随机效应μi 是代表个体异质性的

截距项,εit 是随个体和时间而改变的扰动项.
鉴于水资源数据的可得性,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阶

段将水资源(WRit)加入解释变量体系之中.考虑到

人均耕 地 面 积 和 水 资 源 之 间 相 关 性 较 强 (p ＝
０．０４),为了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定性,在剔除人均耕

地面积加入水资源因素的情况下建立动态模型:

PLIit ＝α＋ρL．PLIit＋β１FPit＋θWRit＋β３NAPit＋

β４PNit＋β５lnUIit＋μi＋εit (４)

２．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鉴于数据可得性,模型所用数据为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中国３０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不包括香港、澳
门和台湾,且样本范围内将重庆归于四川.本节生产

布局指数、资源禀赋、市场消费需求、非农就业机会

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等所用数据根据１９９６—２０１５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整理所得,所用变量的具体量化指标和

主要统计特征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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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选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解释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组间标准差 组内标准差 预期影响

生产布局指数 PLIit

各地区生猪出栏量占同期

全国生猪出栏量的比重
％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０２５ －

上一期生产

布局指数
L．PLIit

上一期各地区生猪出栏量

占同期全国生猪出栏量的

比重

％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０２７ 正向

资源禀赋

FPit

各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

食产量的比重
％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０３４ 正向

FAit 各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公顷/人 ０．０９９０ ０．０７９５ ０．０７９０ ０．０１６２ 负向

WRit

各地区水资源总量占同期

全国水资源总量的比重
％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３６３ ０．３６２９ ０．００６４ 正向

非农就业机会 NAPit

各地区农村非农就业人数

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
％ ０．４３７０ ０．１５４６ ０．１５１５ ０．０４０３ 负向

市场消费需求

PNit

各地区年末人口数占全国

总人口的比重
％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０９ 正向

lnUIit

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纯收

入的对数
－ ０．０４２６１ ０．４０６１ ０．２４２８ ０．３２８４ 正向

　　３．模型估计和结果

(１)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回归结果和解释

本文运用Stata１１．０软件进行面板数据模型估

计,表３为动态模型估计结果,分别采用差分广义矩

(差分 GMM)和系统广义矩(系统 GMM)方法进行

估计,这两种方法很好地避免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L．PLI)产生内生性问题而引起的偏误.但是差分

GMM常常会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而系统 GMM 不

存在过渡识别问题,选择的工具变量也合理,且系统

GMM自相关检验(AR(２))结果显示不能拒绝“扰动

项的差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假设,因此不能拒绝

“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表明模型的合理性,过
渡识别检验(Sargan检验)结果表明回归中使用工具

变量的有效性.另外,对比差分GMM和系统GMM方

法估计后的结果发现,系数的显著性并未发生大的变

化,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系统 GMM 是最为准确的

估计结果,对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生猪生产布局变化的

影响因素,可以得出结论如下:

a)上一期的生产布局指数

上一期的生产布局指数(L．PLI)对当期生产

布局指数(PLI)产生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L．PLI 每增加一个单位,PLI
会增加０．９１８３个单位,验证了生猪养殖具有较强的

“路径依赖”效应.

表３　 估计结果

变量 差分 GMM 系统 GMM
L．PLI ０．４５２２∗∗∗ ０．９１８３∗∗∗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１７２]

FP ０．１５７９∗∗∗ ０．１０７７∗∗∗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５５]

FA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６]

NAP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１４]

PN －０．１４０６∗∗∗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８５]

lnUI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_cons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５]

AR(２)p值

Order１＝０．０１７９ Order１＝０．００７０
Order２＝０．４１３１ Order２＝０．４９１６

Sarganp值 ０．４５１５ ０．９８３９

注:每个估计结果中,第一行是系数,系数下方括号里的值是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１％、５％ 和１０％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b)资源禀赋

粮食资源禀赋(FP)对生猪生产布局的影响有

正向影响,且系数在１％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粮食比

重每增加１个单位,生产布局指数提高０．１０７７个单

位,符合预期假设.生猪生产需要大量的饲料资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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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托,粮食产量高的地区可以提供丰富的饲料,节
省饲料成本,饲料资源充足的地区更倾向于发展生

猪养殖.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粮食主产区正是不

断发挥饲料资源优势,使生猪产业在全国的地位不

断得到提升.
人均耕地面积(FA)的系数在１％ 的水平上显

著,是对生产布局的影响为负,符合预期假设.耕地面

积所占用农用地与生猪养殖场地建设和养殖规模化

之间存在冲突关系,因此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区的生

猪产业受土地资源的限制发展速度不断下降.而四川

省则由于地广人稀,粮食产量高带来充足饲料资源和

传统养猪大省的传统一直占据生猪生产大省的地位.

c)其他因素

根据估计结果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非农就业

机会(NAP)、市场需求因素(PN 和lnUI)对生猪生

产布局指数无显著影响,表明在这一时期非农就业

就会和市场需求的变动对生猪生产布局的变化并无

显著作用.除了由于路径依赖带来的影响,这一时期

影响生猪生产布局变化的主要是粮食、土地等供给

型自然资源因素.
(２)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估计结果和解释

同理,估计结果表明系统 GMM 的估计最为准

确,同时本阶段考虑水资源对生猪生产布局的影响,
因此最终回归结果为表４的３、４列.

表４　 估计结果

变量 差分 GMM 系统 GMM
L．PLI ０．５０２９∗∗∗ ０．９２４５∗∗∗ ０．９４３１∗∗∗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３８]

FP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９]

FA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０]

WR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４２]

NAP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０]

PN ０．２１５２∗∗∗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１０８]

lnUI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_cons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AR(２)p值
Order１＝０．０３７７ Order１＝０．０３７４Order１＝０．０３６８
Order２＝０．８６６５ Order２＝０．９１９８Order２＝０．７８１４

Sarganp值 ０．９０８２ ０．９８０１ ０．９９５５
注:每个估计结果中,第一行是系数,系数下方括号里的值是标准

差,∗∗∗ 、∗∗ 、∗ 分别表示在１％、５％ 和１０％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对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生猪生产布局变化的影响

因素,可以得出结论如下:

a)上一期生产布局指数和资源禀赋

综合第３、４列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上一期的生产布局指数和粮食产量仍对当期生产布

局指数产生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耕地面积仍对

生猪生产布局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均符合预期假

设,与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的估计结果相同.

b)水资源

回归结果第４列显示,剔除耕地面积并加入水

资源变量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各地区水资

源总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比重每增加１个单位,

生猪生产布局指数增加０．００７７个单位,并在１０％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验证了之前的假设,说明水资源

在生猪生产布局中开始发挥作用.随着规模化的发

展,水资源将成为生猪产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影

响因素,而新疆、甘肃等西北部地区干旱缺水严重限

制生猪养殖业发展.

c)非农就业机会

非农就业机会开始对生猪生产布局发挥显著影

响,符合预期假设,比如江苏、浙江等地经济发展较

快.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非农就业机会增多,

农户从事生猪业的机会成本较大,逐渐放弃务农,劳
动力不足的地区会限制生猪产业的发展空间.

d)市场消费需求

从市场消费需求因素对生猪生产格局指数的影

响结果来看,人口数量和生猪生产布局的变迁呈正

向相关关系,符合预期假设.猪肉作为我国的一种

普通消费品食品,其生产布局与人口分布密切相关,

河南、山东等人口数量和密度较高的地区更能吸引

生猪产业布局.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动对生产布局指数也有

显著正向影响,符合预期假设,像广东等收入水平较

高的地区对猪肉需求量也相对较大,有利于带动本

地区生猪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全国生猪生产区域

布局的变迁.

综上,与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相比,２００４—２０１４阶段

影响当期生猪生产布局指数的因素除了上一期生产

布局指数、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水资源、非农就业机

会也会影响生猪生产布局,而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所

反映的市场需求因素则对布局变动的影响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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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各省(区、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运
用生猪生产布局指数(PLI)这一指标量化分析我国

生猪生产布局的区域变化情况和趋势.结果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华北地区、西南地区、华中地区和东

南地区保持我国生猪主产区的地位,但生猪生产布

局整体上呈现逐渐从南方地区向北部地区转移,中
部地区逐渐取代东部地区的趋势.其中,江苏、浙江

等东南部主要省市的生猪出栏数占全国总出栏量的

比重由急速下降变为缓慢下降;河北、河南、湖北、湖
南等中部地区的在２１世纪之前的发展速度较快,进
入２１世纪后在生猪产业布局中的地位也在稳步提

升;东北地区在整个生猪生产布局中的地位呈现稳

步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则在经历了上世纪的大起

大落后,近些年生猪产业发展情况变化不大,但出现

恢复性发展的趋势.

本文使用中国３０个省(区、市)１９年的短平衡

面板数据,分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４—２０１４两个阶段

建立动态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生猪生产布局变动的

影响因素.结果表明: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饲料资源禀

赋、耕地面积等供给型因素对生猪生产区域布局的

影响较大.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水资源和非农就业机会

也开始发挥对生猪生产布局的影响,人口数量和收

入水平所反映出来的市场需求因素则对生猪生产布

局的变动带来非常显著的影响.其中,上一期生产

布局指数、饲料资源禀赋、水资源等供给型因素和基

于人口数量、收入水平的需求型因素与生产布局指

数有正向变动关系,而耕地面积和非农就业机会与

生产布局指数成反向变动关系.
(二)政策建议

生猪生产布局情况会影响地区生猪产业的竞争

力,最终影响国内生猪市场的稳定和生猪产业可持

续发展.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笔者提出以下政策

方面的建议,以不断降低生猪生产成本,充分发挥各

地区比较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国内生猪产

业可持续发展.

a)把握生猪生产布局演变规律,进行合理布局.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生猪生产布局的变动有一

定的规律,这种有规律的变化需引起相关部门的重

视.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政
府应把握生猪生产布局的区域演变规律,及时关注

和纠正不合理的产业布局,同时充分挖掘和发展不

同地区的生猪生产比较优势,通过政策积极引导和

支持优势地区生猪产业的发展,而对于超过当地资

源环境承载力的情况应及时做出政策调整,缓解地

区环境污染和生态压力.

b)与时俱进,将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相结合

优化生猪生产布局.根据本文实证研究结果,不
同阶段影响生猪生产布局的因素有所差异,除了

传统上土地、饲料、劳动力等供给型因素的影响

外,以消费人群和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市场需求型

因素在近年来对生猪生产布局发挥显著性影响,

越发成为生猪产地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政府在把握生猪生产布局变动规律的基础上,应
以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相结合为导向优化生猪生

产布局,努力构建产销一体化体系,实现产销联

通,降低产业生产成本,挖掘和巩固猪肉消费市

场,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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