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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粮基地特征分析及其资源配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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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运用以实证分析为主的方法, 按照经济学规范定义了商品粮基地, 即商品粮基地是农业区域分工

体系中的一种基本形式, 是以粮食生产为主、以给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商品粮及其他相关农产品为基本功能的农业

专业化区域。从区域经济学角度分析, 商品粮基地具有区域界限完整性、产业结构相似性、系统开放性、功能整体性

等 4 方面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 认为商品粮基地建设具有深化农业资源开发效应、强化农业发展后劲效应、规

模经济化投资效应和农业区域专业化效应。但同时指出, 在农业资源结构及经济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以及市场

需求结构相对稳定的条件下, 商品粮基地在促进农业区域专业化中的功能和以上 4 方面的效应又具有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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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 商品粮基地建设具有悠久的历史, 但赋

予商品粮基地以准确的含义却比较困难[1 ]。其原因

在于现实经济生活中, 人们对商品粮基地的认识和

理解不同。有的认为商品粮基地就是粮食主产区, 如

松嫩平原、黄淮平原、江汉平原等; 还有的认为商品

粮基地就是政府指定的和某些以粮食生产为主的行

政区, 如公主岭市、阜阳县、临利县等。这些观点虽然

比较直观, 但不能揭示商品粮基地的根本属性。另一

方面, 大多数相关研究文献很少对商品粮基地的确

切含义做专门研究。有些分析虽然给定了较为具体

的含义, 但很不规范。

根据中国商品粮基地发展的历史背景、分布规

律、经济结构和功能状况, 本研究认为商品粮基地是

农业区域分工体系中的一种基本形式, 是以粮食生

产为主、以给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商品粮及其他相关

农产品为基本功能的农业专业化区域。商品粮基地

既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 又是

社会分工深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是现代社会组织大

规模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2 ]。这就是说, 要把握商品

粮基地的本质, 必须着眼于 3 个方面: (1) 商品粮基

地是一种农业专业化区域, 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 农

业产业在空间上分化和集中的结果; (2)这种农业专

业化区域以粮食生产及其相关产业为农业区域专业

方向; (3) 从发展方向看, 这种农业专业化区域既不

是传统的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 也不是单纯

追求粮食及其相关产品产量增长的产品经济体系,

而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商品经济体系。

1　商品粮基地的基本特征

1. 1　区域界限完整性特征

作为农业专业化区域, 商品粮基地一般具有明

显的区域边界和一定的区域经济规模。在既定的经

济技术条件下, 如果超越其区域界限, 或者由于受生

态、气象、资源等自然因素的制约, 不宜于集中发展

粮食生产; 或者由于受经济因素的制约, 集中发展粮

食生产将不经济。即在既定的自然、经济、社会环境

中,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 规定了商品粮基地的区域

位置、区域界限和区域规模[3 ]。

1. 2　产业结构相似性特征

在同一商品粮基地内部, 由于农业生态条件、农

业资源结构、区域位置及布局、粮食生产基础设施、

产业技术装备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较小, 其产业结构

的“均质化”程度比较高, 产业结构具有相似性特征。

具体表现如下[4 ]: (1) 在粮食作物结构中, 代表区域

专业化方向的主导粮食作物品种在粮食作物中的份

额、生产水平、商品化程度等都比较相似。(2)在种植

业结构中, 粮食作物栽培业所占份额较大, 而且不同

地区间差异很小。 (3)在农业产业结构中, 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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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粮食及其副产品为饲料的农区畜牧业都比较发

达, 在农业产业结构中所占的份额也比较接近。 (4)

在农村产业结构中, 以粮食及其转化产品加工为主

的农产品加工、包装、贮藏、运销、贸易、中介服务等

相关产业比较发达, 而且大都属于或已经被规划为

商品粮基地的主导产业。

1. 3　系统开放性特征

商品粮基地的本质属性及基本功能决定了其必

然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系统, 与其他经济区域之间

存在广泛的经济、技术、贸易等协作关系[5 ]。通过开

展经济、技术、贸易等协作, 商品粮基地要向其他经

济区域输出粮食及粮食转化与加工产品; 另一方面,

商品粮基地要从其他经济区域输入资本、技术等生

产要素和本基地生产缺乏优势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产

品等生活资料, 从而通过国内外大市场, 在社会分工

体系中实现自我发展。不过, 在不同经济体制下, 商

品粮基地与其他经济区域之间开展经济、技术、贸易

等协作的途径与方式也不同。一般来说, 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 以计划渠道为主, 是通过计划调节和必要的

行政干预实现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则以市场渠道

为主, 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实现的。中国粮食体制正

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

中, 商品粮基地与其他经济区域之间的协作机制, 也

将以市场渠道为主, 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实现。

1. 4　功能整体性特征

商品粮基地的粮食生产及商品粮供给能力, 是

指其总体功能而言的, 而不是指基地范围内的农户

等微观产业组织的个体功能而言的[6 ]。对某一具体

的商品粮基地来说, 粮食生产及商品粮供给能力, 是

由基地区域规模、农业资源结构、基础设施配置、区

域位置及布局、粮食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内外

部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

义讲, 商品粮基地不同于农户等微观产业组织的生

产与经营活动, 其布局调整、建设规划与运行过程具

有系统性、综合性和区域整体性。

2　商品粮基地在农业发展中的资源配
置效应

作为一种农业专业化区域, 商品粮基地布局调

整、投资建设和运行效果, 对农业资源利用格局及农

业布局变动具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将这种影响或效

果称为商品粮基地在农业产业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效

应。这种资源配置效应直接、间接地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2. 1　深化农业资源开发效应

中国是农业用地、灌溉用水等农业资源相对稀

缺的国家, 但稀缺资源的利用程度还比较低, 开发潜

力较大。而扶持建立商品粮基地, 对一些重要农业区

域的资源进行深度和密集化开发, 是提高稀缺农业

资源利用率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说, 建立商品粮基地

在促进合理开发农业资源、有效利用农业资源方面

的作用主要有 3 方面: (1)商品粮基地通常布局在生

态环境及资源条件适宜集中发展粮食生产的农业区

域, 是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之间有机结合

的统一体, 其发展过程一般不存在或不会导致严重

的生态问题。因此, 商品粮基地建设是合理利用农业

自然资源、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实现农业及其

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2)商品粮基地的

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过程, 又是促进农业结构

优化和产业升级的过程。围绕粮食生产调整农业及

其相关产业结构, 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逐步

调整和布局在生态环境及资源条件适宜的农业区

域, 建立起与农业资源分布相匹配的农业产业体系,

并建立起与粮食生产、粮食转化相协调的农业相关

产业, 既可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 又可以提高农业

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系统的稳定性和综合竞争力。

(3)一些重要的适宜集中发展粮食生产的农业区域,

如三江平原等, 受某些因素的制约, 粮食生产水平及

资源利用的程度还较低。在这些区域选择和建立商

品粮基地, 并围绕消除制约粮食生产及其相关产业

发展的瓶颈, 有针对性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粮

食生产、转化、加工、包装、贮藏、运销、贸易等条件,

能够在较短期内将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建成生

产水平较高和竞争实力较强的粮食专业化区域。

2. 2　强化农业发展后劲效应

1985 年以后, 中国粮食生产一直在波动中发

展、发展中波动。这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市

场机制不完善、价格体系不合理等原因密切相关[7 ]。

但农田水利、农业科技、农村能源、乡村交通运输等

农业基础设施滞后, 以及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条件下, 资本、人才、科技等支撑农业结构转换与产

业升级的现代投入要素向农业及其相关产业领域流

动的速度缓慢和集中的程度偏低, 也是导致粮食生

产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 除了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对现有农业生产力系统加以改

造外, 别无选择。商品粮基地布局在中国主要的粮食

集中生产区域, 生产的粮食和提供的商品粮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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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相当的比重。因此, 其生产力状况如何, 对全国的

粮食生产及供给状况具有决定作用。商品粮基地投

资与建设的重点, 又集中在对基地农业及其相关产

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基础设施方面, 如 1978 年以

后, 政府确定的商品粮基地县 (市)建设规划, 其建设

重点就集中在农田水利、农机配套、农技推广、良种

繁育等基础设施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 政府扶持建

设商品粮基地, 并不是增加粮食生产及商品粮供给

的阶段性、对策性措施, 而是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强

化农业发展后劲、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稳定农业发

展大局的持续性和战略性措施。

2. 3　规模经济化投资效应

农村改革以来, 在市场机制的调节和微观组织

追逐较高收益行为的驱使下, 中国农业投资增长不

但总量不足, 而且向近期利益倾斜, 以致农业发展基

础很不稳固。这种状况已经引起政府及经济界的广

泛关注, 要求增加农业投资的呼声也很强烈。但同时

应该看到, 中国的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 国民经济承

受较高比例或较大额度农业投资的能力还很弱, 农

业投资不足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困难和深层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 就存在一个合理集中、分配和使用包

括财政投资在内的资本问题。从以往的经验看, 资本

分配和使用还不够合理: (1) 投资决策缺乏科学性,

建设了不少投资大、效益小的基础设施。 (2)平均分

配、分散使用资金, 导致重复投资和乱上项目, 不能

适度集中资本和保证重点建设, 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效应, 降低了稀缺资本的投资效果。(3)缺乏严格、有

效的管理和监督体系, 资金挪用、转移、拖欠等现象

较为普遍。

从“六五”以后的实践看, 以商品粮基地形式进

行大规模的农业区域开发、进行集中投资, 是合理使

用资金、提高投资效果的比较有效的途径。这是因

为: (1) 商品粮基地通常布局在资源丰富、开发潜力

大的农业区域, 只要投资结构合理, 就能保证取得较

好的建设效果。(2)商品粮基地建设中的决策主体具

有多元性和层次性, 具备按照科学程序进行可行性

论证等前期分析工作的条件, 建设目标明确, 建设内

容具体, 容易达到科学规划、配套建设等目的。(3)商

品粮基地建设资金的供应与使用相对集中, 通常按

项目统一管理、配套使用, 便于各级财政部门、涉农

业务部门和社会监督部门对资金的使用过程进行管

理和监督。 (4)商品粮基地建设资金来自多种渠道,

包括有财政无偿投资、财政有偿扶持、商业性贷款和

基地区域农户自筹等多种形式。这一方面将来自多

渠道筹措的资金集中起来, 在统一规划下进行分配

和使用, 增强了各投资主体的责任感; 另一方面, 财

政有偿投资和商业性贷款收回后, 可实现滚动投资

和进行持续开发, 有利于形成良性的资金循环机制。

2. 4　农业区域专业化效应

农业区域专业化效应是指商品粮基地在提高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的区域集中程度、促进农业产

业在空间上分化与集中、推进农业的相关产业发育

与成长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由于中国的传统农业

改造滞后, 农业区域专业化水平低, 粮食等重要农产

品生产分布比较分散, 从而形成一种农户经营“小而

全”、农业产业结构趋同、农业生产区域“大而全”的

产业布局格局[8 ]。这种分布格局不仅整体上不利于

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 而且不利于推进农业商品化

进程。因此, 调整农业产业布局、优化农业产业空间

结构、提高重要农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和商品化程

度, 既是W TO 框架下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

要求, 又是国民经济结构转换与升级发展的基本保

障。从商品粮基地发展的特点看, 以建立商品粮基地

为契机,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有利于加快农业区域专

业化进程。这是因为: (1)商品粮基地通常布局在生

态环境及资源条件适宜的粮食生产区域, 这种布局

方式为粮食专业化区域的形成奠定了自然基础。

(2)商品粮基地通常布局在经济与贸易较发达、资本

与技术较密集的农业区域, 经过持续投资与建设以

后, 粮食生产、转化、加工、包装、贮藏、运销等条件可

得到进一步改善, 为提高粮食生产及其相关产业的

集中程度创造经济技术条件。(3)商品粮基地通常布

局在大中城市、工矿业基地、交通干线周围地区, 地

理位置优越, 粮食及其转化、加工产品的运销成本

低。在W TO 框架下, 这种布局方式可为具有较强竞

争力的粮食专业化区域以及粮食相关产业的密集化

区域的形成, 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可见, 从资源利用角度看, 建立商品粮基地的直

接效果是, 提高了商品粮基地和与其存在经济、技

术、贸易等协作关系的农业区域的资源利用效率, 进

而提高了全国的农业资源总体利用效率[9 ]。另一方

面, 在建立商品粮基地过程中,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要素配置等, 都是围绕区域专业化产业部门——粮

食生产及其相关产业进行的, 而其他农产品生产对

上述条件的要求又不尽相同。因此, 商品粮基地发展

的间接效果, 是扩大了商品粮基地与其他农业区域

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优势产品等方面的差异, 不

仅可为农业区域分工的深化发展创造条件, 而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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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农业资源总体配置效率创造条件。

3　结论与启示

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通过建立商品粮基地建

设, 并按照区际分工与区域专业化原则, 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配置农业资源, 由于农业区域资源优势通过

发展国内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等方式, 转化为产业

优势和经济优势, 农产品及其相关产品的总供给水

平和社会总消费水平均高于封闭条件下所能达到的

水平。换句话说, 在农业经济层次分析, 商品粮基地

运行的效果提高了农业资源总体配置的效率。这就

是建立商品粮基地的经济意义, 也是商品粮基地在

中国农业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效应。

2) 从静态分析, 在农业资源结构及经济技术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 以及市场需求结构相对稳定的条

件下, 商品粮基地在促进农业区域专业化中的功能

和作用具有相对性。这是因为在主要农产品的生产

和替代其他农产品生产的过程中, 由于替代成本具

有递增效应, 如果粮食作物的集中程度突破农业资

源结构及经济技术条件、市场需求所允许达到的界

限, 各农业区域可能丧失原有的比较优势, 从而可能

导致区域专业化不经济, 即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因

此, 商品粮基地在粮食生产方面的相对优势只能在

动态中发挥出来, 商品粮基地在促进农业区域专业

化和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也

只能在动态中实现。从这方面分析, 建立商品粮基地

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经济过程, 不能一蹴而就。也

就是说, 粮食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 只能在建立

商品粮基地过程中, 随着市场需求变动以及生产条

件、运销条件、贸易环境的改善而逐步加深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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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lysis of the m ajo r characterist ics and the resou rce m atch ing
effects of the m arketab le gra in base in Ch ina

HUO Xue-x i
(Colleg e of E conom ics and M anag em en t,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W ith the m ajo r m ethod of po sit ive analysis, th is paper defines the m arketab le gra in base
(M GB ) on the standard of econom ics. A cco rd ing to the defin it ion, the M GB , a basic and impo rtan t fo rm in
the modern system of division s of labo r in agricu ltu ra l reg ion s, is a specif ic k ind of agro2specia lizing region,

w h ich p rovides m arketab le gra in s and rela ted commodit ies fo r the con sum ers as its fundam en ta l funct ion.

M eanw h ile, the analysis from the view po in t of reg ional econom ics indica tes that the M GB has fou r basic

characterist ics, w h ich are the comp let ion of lim ita t ion betw een the M GB and o ther econom ic region s, the
sim ilarity of the indu stria l st ructu re in the M GB , the open ing of the M GB to o ther econom ic region, and the

w ho le of its funct ion s of the M GB. O n the basis of above analysis, the paper po in ts ou t tha t the con struc2
t ion of M GB in Ch ina has fou r impo rtan t effects: deep ly develop ing the agro2resou rces, enhancing the re2
serve st rength of agricu ltu re, invest ing in scale econom y, and specia lizing of agro2reg ion s. O n the o ther
hand, the funct ion and the effects of the M GB are rela t ive w hen the agro2resou rce st ructu re, the econom ic

and techno logica l condit ion s, and the dem and structu re of agro2p roducts are equal.

Key words: m arketab le gra in base; basic characterist ics; m atch ing effects of resou 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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