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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苹果低生产成本价格优势分析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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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运用要素价格分析了陕西苹果产业相对于甘肃和宁夏两省 (区) 的优势和劣势。结果显示, 陕西单

位面积 (hm 2)苹果产量较甘肃、宁夏分别高 125% 和 20% , 生产成本较甘肃低 5. 3% , 较宁夏高 43. 7% ; 每千克苹果

平均售价较甘肃和宁夏分别高 0. 20 元和 0. 28 元 , 但生产成本较甘肃和宁夏分别低 0. 64 元和 0. 07 元。运用统计

指数因素分析陕西苹果的种植状况, 2002 年单位产品生产成本较 1990 年提高了 32% , 增加 0. 12 元ökg, 其中由于

单位面积产量变化使其降低 50% , 减少 0. 45 元ökg, 由于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变化使其增长 147. 95% , 增加 0. 57

元ökg; 单位面积生产成本由于各种费用项目消耗量的变化使其降低 20. 32% , 降低金额为 993. 30 元öhm 2, 由于各

种费用项目价格的变化使其增长 211. 19% , 增加金额为 8 224. 80 元öhm 2。文章最后提出了今后陕西苹果产业的发

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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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是世界著名的苹果优生区, 也是我国著名

的苹果生产大省。目前, 全省苹果种植面积近 53 万

hm 2, 产量 350 万 t, 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二位, 人

均苹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则居全国第一位[1 ]。以苹果

为主的果业是陕西六大支柱产业之一, 在陕西经济、

生态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 陕西

苹果的生产成本 (0. 64 元ökg) 比全国平均水平

(0. 66元ökg) 和国外平均水平 (1. 2 元ökg) 都低, 从

而使得陕西苹果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2 ] , 于是

许多专家和学者对陕西苹果的发展高唱赞歌[3 ]。但

在W TO 框架下, 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陕西苹

果价格连年下跌, 一级红富士每千克批发价由 1994

年的 4. 4 元 (最高 5. 2 元) 跌到近几年的 2. 5 元, 有

的地方甚至0. 4～ 0. 6 元ökg 都无人问津, 只能任其

烂掉。于是, 在大荔和关中灌区, 果农开始大量砍树,

扶风、武功、杨凌等地的果农则挖了苹果树苗当柴

烧, 经济损失十分惨重[4 ]。不少专家和学者将陕西苹

果产业“乐极生悲”的原因, 主要归咎于苹果的种植

技术低、管理水平不高[5 ] , 区域分工不合理、产业化

程度低[5 ] , 或经营分散、果品总体质量低下、国际市

场占有份额少[6 ]等定性化的非价格因素。本研究试

图从定量角度探讨陕西苹果生产的价格优势, 以期

为政府制定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客观依据, 为

果农更好地面向世界市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参

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1　价格要素分析

　　苹果生产要素价格由物资费用和用工作价两部

分组成。物资费用主要包括直接生产费用, 如秧苗

费、农家肥费、化肥费、农膜费、农药费、畜力费、机械

作业费、排灌费及其他直接和间接生产费用, 如固定

资产折旧费和小农具购置、修理费等; 用工作价主要

指苹果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力作价。本研究主要从以

上两方面对陕西及各主要竞争省区苹果的要素价格

构成进行分析。

1. 2　指数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是从数量方面研究各种因素的数量变

动对苹果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7 ]。利用因素分析来

研究 2002 和 1990 年每千克苹果生产成本和每公顷

果园生产成本的影响因素, 对比分析 2002 年相对于

1990 年单位面积生产成本的构成、变化及其变化原

因。采用因素分析法对陕西的苹果生产成本进行分

析, 有利于客观、全面地了解陕西苹果的生产优势,

以便于调整苹果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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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数据来源

陕西、甘肃和宁夏的苹果生产成本收益调查汇

总资料, 是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选

取的 1990 和 2002 年的数据; 苹果生产中农用物资

的个体价格指数, 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的

1990 和 2002 年的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 1　要素价格分析结果

　　由表 1 可知, 2002 年在陕西、甘肃和宁夏 3 个

西部省区中, 陕西每公顷的苹果产量、产值均高于甘

肃和宁夏, 其中产量比甘肃、宁夏分别高 125. 00%

和 20% , 产值比甘肃、宁夏分别高 160. 00% 和

61% , 因而成本收益率比甘肃高 99. 01% , 比宁夏低

11. 53%。从苹果价格要素构成来看, 陕西每公顷的

生产成本比甘肃低 5. 3% , 比宁夏高 43. 7% ; 陕西、

甘肃、宁夏的物资费用分别为 7 301. 25, 5 504. 40和

4 175. 55 元öhm 2, 陕西的物资费用比甘肃高

1 796. 85元öhm 2, 比宁夏高 3 125. 70 元öhm 2, 其中

陕西化肥费用分别比甘肃、宁夏高 10. 52% 和

14. 43% , 其主要原因在于陕西苹果生产中农家肥费

用比甘肃和宁夏均低, 每公顷比甘肃低 325. 95 元

(低幅为 116. 83% ) , 比宁夏低 373. 65 元 (低幅为

133. 94% ) , 说明陕西苹果在种植过程中对化肥的依

赖程度远远高于甘肃和宁夏。这种现象会导致两种

结果: 第一, 在石油价格高涨的今天, 化肥价格会呈

现持续上涨趋势, 过分依赖化肥进行苹果生产, 其生

产成本无疑会继续增加, 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将减

弱; 第二, 长时间过分依赖化肥会导致土壤板结, 对

农作物生长不利, 产量将呈下降趋势。陕西的农药费

虽比甘肃低 13. 13% , 但远高于宁夏, 每公顷高

947. 70元, 高幅为 175. 65% , 这一现象说明陕西农

户在苹果种植过程中农药的施用整体水平偏高, 在

治虫杀菌过程中手段过于单一化, 绝大多数果农借

助于残留量大的农药来达到杀虫治菌的目的, 采用

有机肥和生物农药配合施用的果农较少。而机械作

业费和排灌费, 陕西均比其他两省 (区)低, 说明陕西

果农在种植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程度低, 水利基础设

施缺乏, 依赖自然条件的程度大。在 3 个省区中, 陕

西苹果种植的机械化水平最低, 但用工费用与甘肃

相比, 每公顷却低 2 495. 00 元, 比宁夏高 561. 00

元, 这说明陕西苹果种植的集约化程度很低。
表 1　1990 和 2002 年陕西、甘肃、宁夏每公顷苹果生产成本及收益

T able 1　Co st and p rofit of app le fo r un it area (each hectare) in 1990 and 2002 元öhm 2

项目
Item

陕西 Shannx i

1990 2002

甘肃 Gansu
2002

宁夏 N ingx ia
2002

主产品产量ö(kg·hm - 2)
Basic p roduction

12 618. 75 23 899. 5 10 581. 00 19 782. 00

产值合计 To tal value 17 559. 90 27 410. 4 10 537. 50 17 068. 80

主产品产值Basic p rodiuct value 17 364. 90 27 170. 55 9 907. 50 17 068. 80

副产品产值By2p roduct value 195. 00 239. 85 630. 00 0. 00

生产成本 P roduction co st 4 887. 75 12 119. 25 12 797. 40 8 432. 55

物资费用M aterial co st 2 657. 55 7 301. 25 5 504. 40 4 175. 55

直接物资费用D irect m aterial co st 2 207. 25 7 161. 30 4 869. 90 3 761. 70

农家肥费 Farm m anure co st 424. 80 279. 00 604. 95 652. 65

化肥费 Chem ical fert ilize co st 909. 30 1 911. 30 1 729. 35 1 670. 25

农膜费M em brane co st 2. 55 0. 00 0. 00 0. 00

农药费 Pesticide co st 647. 70 1 487. 25 1 682. 55 539. 55

畜力费A nim al pow er co st 116. 25 23. 10 0. 00 0. 00

机械作业费M echan ical operation co st 78. 30 44. 25 313. 05 315. 75

排灌费 Irrigation co st 28. 35 89. 10 540. 00 465. 30

间接费用 Indirect m aterial co st 450. 30 139. 95 634. 50 413. 85

固定资产折旧D ep reciation charge 101. 10 32. 85 495. 15 348. 30

小农具购置修理费 Repairm en t charge 121. 50 98. 10 139. 35 60. 75

其他间接费O ther indirect charge 336. 60 9. 00 0. 00 4. 80

用工作价 L abo r p rice 2 230. 20 4 818. 00 7 293. 00 4 257. 00

期间费用 Period co sts 325. 95 616. 80 641. 55 317. 25

税金 T ax 456. 15 3 063. 60 712. 50 475. 95

含税成本 To tal co sts including tax 5 669. 85 15 799. 65 14 151. 45 9 225. 75

净产值N et value 12 346. 20 20 109. 15 5 033. 10 12 893. 25

减税纯收益N et incom e 11 890. 05 11 610. 75 - 3 613. 95 7 84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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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 可知, 陕西苹果的平均售价最高, 较甘肃

高 0. 20 元ökg, 较宁夏高 0. 28 元ökg, 但生产成本

却最低, 较甘肃低 0. 64 元ökg, 较宁夏低 0. 07

元ökg, 从而使净产值和减税纯收益两项指标均较

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陕西优越的地理环境, 即

陕西苹果产区地处渭北黄土高原, 海拔高, 光照充

足, 昼夜温差大, 是世界公认的优质苹果产区。

表 2　2002 年陕西、甘肃、宁夏每千克苹果生产成本及收益

T able 2　Co st and p rofit of app le p roduction in Shaanx i, Gansu and N ingx ia in 2002 元ökg

项目名称
　 Item

陕西 Shaanx i p rovince

1990 2002

甘肃
Gansu p rovince

2002

宁夏
N ingx ia p rovince

2002

平均售价A verage sale p rice 1. 38 1. 14 0. 94 0. 86

物资费用M aterial co sts 0. 21 0. 30 0. 49 0. 21

生产成本 P roduction co sts 0. 38 0. 50 1. 14 0. 43

含税成本 To tal co sts including tax 0. 44 0. 65 1. 26 0. 47

净产值N et value 0. 17 0. 83 0. 45 0. 65

减税纯收益N et incom e 0. 94 0. 48 - 0. 32 0. 40

2. 2　指数因素分析

反映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低的指标主要有单位产

品 (kg) 生产成本和每公顷生产成本 (以下简称为单

位面积生产成本)。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高低主要取

决于单位面积产量和单位面积生产成本, 反映了单

位面积生产成本的变动, 故单位产品生产成本更能

综合地反映出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变动水平。

2. 2. 1　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影响因素分析　单位产

品生产成本等于单位面积生产成本除以单位面积产

量 (仅包括主产品产量, 不包括副产品产值折合的主

产品产量)。设X{ 1、X{ 0 分别为报告期 (2002 年)和基

期 (1990 年) 单位产品生产成本, X 1、X 0 分别为报告

期 (2002 年)和基期 (1990 年)的单位面积生产成本,

f 1、f 0 分别为报告期 (2002 年) 和基期 (1990 年) 单

位面积产量, 则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和单位面积产量

对单位产品成本的影响程度和影响结果可用下面的

指数式表示[7 ]:

影响程度:
X{ 1

X{ 0
=

X 1öf 1

X 0öf 0
=

X 1öf 1

X 1öf 0
·

X 1öf 0

X 0öf 0

影响结果: X{ 1- X{ 0= (
X 1

f 1
-

X 1

f 0
) + (

X 1

f 0
-

X 0

f 0
)

由表 2 可知, 陕西省 2002 年单位产品生产成本

较 1990 年提高了 32% , 增加 0. 12 元ökg。依据上述

两个公式计算出陕西苹果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对单位

产品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为 147. 95% , 影响结果使

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增加了 0. 57 元ökg; 单位面积产

量对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影响程度为- 50. 00% , 影响

结果使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减少了 0. 45 元。由以上计

算结果可知, 单位面积生产成本的变化对单位产品

生产成本的影响呈正向变化; 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

对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影响则呈负向变化, 说明单

位产品生产成本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单位面积生

产成本。

2. 2. 2　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影响因素分析　从表 1

可看出, 单位面积生产成本为每公顷物资费用和人

工费用之和。每公顷物资费用的高低取决于每公顷

各项物资的使用量及其价格, 每公顷人工费用的高

低取决于每公顷用工量和劳动日价格, 即每公顷生

产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各项物资费用的使用量、人工

用量及其价格。用 q0、q1 分别表示基期 (1990 年) 和

报告期 (2002 年) 的各项物资使用量和用工量, 用

p 0、p 1 分别表示基期 (1990 年) 和报告期 (2002 年)

各项物资价格和劳动日价格, 则可用综合指数体系

来反映物资消耗和用工量及其价格对单位面积生产

成本的综合影响程度和影响结果。

综合影响程度: ∑p 1q1

∑p 0q0

= ∑p 1q1

∑p 0q1

×∑p 0q1

∑p 0q0

,

　　或∑p 1q1

∑p 0q0

= ∑p 1q1

∑
p 1q1

k

×
∑

p 1q1

k

∑p 0q0

综合影响结果: ∑p 1q1- ∑p 0q0=

(∑p 1q1- ∑p 1q1

k
) + (∑p 1q1

k
- ∑p 0q0)

式中, k 为个体价格指数, 是根据 1990～ 2002 年《中

国统计年鉴》逐年的相应价格指数计算所得, 具体见

表 3。

用个体指数体系反映各个费用项目的消耗量及

其价格对单位面积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和影响结

果。

影响程度:
p 1q1

p 0q0
= k×

q1

q0
或

p 1q1

p 0q0
= k×

p 1q1ök
p 0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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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结果: p 1q1- p 0q0= (p 1q1-
p 1q1

k
) + (

p 1q1

k
-

p 0q0)

将表 1 中陕西省 1990 和 2002 年的相关数据及

表 3 中的数据带入上述公式进行计算, 结果见表 4。

表 3　苹果生产各项费用 2002 年相对于 1990 年的购买价格指数

T able 3　P rice indexes of app le p roduction co st item s in 2002

项目 Item 价格指数 Index 项目 Item 价格指数 Index

农家肥 Farm m anure 1. 841 8 机械作业M echan ical operation 1. 427 0

化肥 Chem ical fert ilize 1. 720 4 排灌 Irrigation 1. 841 8

农药M em brane 1. 502 9 间接物资 Indirect m aterial 1. 841 8

畜力 an im al pow er 2. 153 8 人工 L abo r 3. 264 1

表 4　1990～ 2002 年陕西苹果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影响因素分析

T able 4　A nalysis of affecting facto rs in Shaanx iπs app le p roduction co st per hm 2

物资项目
Item

影响程度ö% D egree of influence 影响结果ö(元·hm - 2) Resu lt

耗量
Amount

价格
P rice

费用
Co st

耗量
Amount

价格
P rice

费用
Co st

农家肥 Farm m anure - 64. 34 84. 18 - 34. 32 - 273. 30 127. 50 - 145. 80

化肥 Chem ical fert ilize 22. 18 72. 04 110. 19 201. 60 800. 40 1 002. 00

农药M em brane 52. 78 50. 29 129. 62 341. 85 497. 70 839. 55

畜力 A nim al pow er - 90. 77 115. 38 - 80. 13 - 105. 45 12. 30 - 93. 15

机械作业M echan ical operation - 69. 32 84. 18 - 43. 49 - 47. 25 13. 20 - 34. 05

排灌 Irrigation 70. 64 84. 18 214. 29 19. 95 40. 80 60. 75

直接物资D irect m aterial 6. 12 205. 72 224. 44 135. 15 4 818. 90 4 954. 05

间接物资 Indirect m aterial - 83. 13 84. 18 - 68. 92 374. 25 63. 90 - 310. 35

人工费用 L abo r - 33. 82 226. 41 116. 03 - 754. 20 3 342. 00 2 587. 80

生产成本 P roduction co st - 20. 32 211. 19 147. 95 - 993. 30 8 224. 80 7 231. 50

　　由表 4 可知: (1)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对生产成本

的影响起绝对主导作用。陕西苹果单位面积生产成

本 2002 年较 1990 年增加 147. 95% , 增加金额为

7 231. 50 元。其中, 由于各种费用项目消耗量减少

使其降低 20. 32% , 降低金额为 993. 30 元; 由于各

种费用项目价格的变化使其增加 211. 19% , 增加金

额为 8 224. 80 元。从直接物资费用分析可看出,

2002 年比 1990 年增长了 224. 44% , 其中由于农用

物资价格提高使其增长 205. 72% , 由于直接物资消

耗量的增加使其增长 6. 12% ; 2002 年比 1990 年直

接物资费用增加 4 954. 05 元, 其中由于农用物资价

格上涨使其增加了 4 818. 90 元, 由于直接物资消耗

量的增加使其增加 135. 15 元。(2) 1990～ 2002 年单

位面积用工量下降, 但劳动日价格升高, 且劳动日价

格增加幅度远大于用工量下降幅度, 所以人工费用

大幅度增加。与 1990 年相比, 2002 年陕西苹果每公

顷人工费用增长了 116. 03% , 增加金额为2 587. 80

元, 其中由于劳动日价格提高使其增长226. 41% , 增

加金额为 3 342. 00 元; 由于用工量减少使其下降

33. 82% , 减少金额为 754. 20 元。 (3)化肥、农药、排

灌和机械作业的消耗量或用量中, 除了机械作业费

下降之外, 其余均提高, 从而使这几项费用成为物资

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2002 年, 化肥、农药和排灌的

消耗量或作业量较 1990 年平均水平有所增加, 其中

化肥施用量增加 22. 18% , 加之价格上升的影响, 化

肥费用的增加使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增加了1 002. 00

元, 占直接费用增加额的 20. 22% ; 农药使用量增加

52. 78% , 加上农药价格上升的影响, 农药费用的增

加使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增加 839. 55 元, 占直接费用

增加额的 16. 95% ; 排灌量增加70. 64% , 加之价格

上升的影响, 排灌费用的增加使单位面积生产成本

增加 60. 75 元, 占直接费用增加额的 1. 22%。机械

作业量降低 69. 32% , 在价格上升的情况下, 机械作

业费用使单位面积生产成本降低 34. 05 元。(4)农家

肥使用量和畜力作业量呈下降趋势, 从而使其费用

在物资费用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与 1990 年相比,

2002 年农家肥使用量减少64. 34% , 但农家肥折价

提高, 最终使单位面积物资费用减少 145. 80 元; 畜

力作业量减少 90. 77% , 但畜力工价提高, 最终使其

单位面积物资费用减少93. 15元。可见, 农家肥和畜

力作业量的下降幅度是很大的。

3　结论与建议

陕西苹果在低生产成本上的价格优势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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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物资费用 (0. 42 元ökg) 低于国外平均水平

(0. 70元ökg) , 间接物资费用 (0. 22 元ökg) 也低于国

外平均水平 (0. 50 元ökg)。但陕西苹果优质果率却

只有 35% 左右, 达到出口标准的优果率则更低, 不

足 5% , 而美国、新西兰、日本等国的优质果率为

70% , 达到出口标准的优果率在 50% 左右[8 ]。陕西

鲜果质量差的首要原因是对果园的投入不足, 长期

重栽轻管, 广种薄收, 加之我国廉价的人工价格, 才

表现为低成本上的价格优势。针对此现状, 作者建议

为保持价格优势, 在进行优化品种结构和区域规划

布局的前提下, 一要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 改变

农用物资价格过高的现象; 二要加强机井基础设施

维修与修建, 改变由于干旱缺水导致的大量落果、小

果、果实风味淡化的现状; 三要减少化肥用量, 增加

农家肥的使用量, 以期降低肥料成本, 发展绿色苹

果, 提升苹果的竞争优势; 四要改变防治病虫害过分

依赖农药的习惯, 农药使用剂量过多, 会使果实农药

残留超标, 降低国际竞争力; 五要提高果农自身综合

文化素质, 力求自愿积极参加苹果种植技术培训, 依

靠科技, 促进苹果产业的健康发展; 六要注重果农物

质资本的积累, 物质资本的积累是果农提高机械化

作业程度、实现大量削减劳动用工和投入产出良性

循环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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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ice advan tage ana lysis of the low er p roduct ion co st of Shaanx iπs app le

L I Hua, ZHANG Hui,W ANG Bo-wen , HE M ing- jun
(Colleg e of E conom ic M anag em en t,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advan tages and disadvan tages of Shaanx i app le p roduct ion w ere analyzed in term s of

p rice.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un it ou tpu t of Shaanx iw as 125% and 20% mo re than that of Gan su and

N ingx ia w h ile the p roduct ion co st w as 5. 3% low er than that in Gan su and 43. 7% h igher than that in

N ingx ia; T he p rice per k ilogram of Shaanx iw as 0. 20 and 0. 28 Yuan than that of Gan su and N ingx ia w h ile

the p roduct ion co st w as 0. 64 and 0. 07 Yuan low er than that of Gan su and N ingx ia. Shaanx i app le p roduc2
t ion w as analyzed by u sing sta t ist ic index. T he increase of un it p roduct ion co st of the year 2002 over 1999

w as 32% w ith an increase of 0. 12 Yuan per k ilogram , of w h ich 50% of decrease w as due to changes of the

p lan t ing area w ith a decrease amoun t of 0. 45 Yuan per k ilogram ; the changes of un it p roduct ion cau sed an

increase of 147. 95% w ith an increase of 0. 57 Yuan per k ilogram ; differen t co st item s decreased 20. 32%

w ith an amoun t of 993. 30 Yuan per hm 2 and the p rice changes of d ifferen t co st item s increased 211. 19%

w ith an amoun t of 8 224. 80 Yuan per hm 2. In the end the coun term easu res and suggest ion s fo r app le indu s2
t ry w ere pu t fo rw ard.

Key words: Shannx iπs app le; p roduct ion co st; p rice rela t ive advan 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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