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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经济边界研究

———以山东和海南的番茄、黄瓜为例

项朝阳,李崇光,周 娜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以山东寿光和海南海口的番茄、黄瓜为例,利用《2012蔬菜生产成本统计年鉴》中番茄、黄瓜的成

本统计数据和对蔬菜经销商的访谈资料,运用等成本原理,划分了南菜北运和北菜南运的经济边界,认为存在北

菜南运和南菜北运的经济边界,且由于不同蔬菜品种南方露地蔬菜生产资源和北方设施蔬菜资源的差异,经济

边界各不相同。提出了南、北蔬菜应错季节、错品种发展,明确目标市场和搭建覆盖全国的蔬菜信息平台等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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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蔬菜生产具有

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特点。在气温较高的夏秋之

交和气温较低的冬春之交,许多地方蔬菜上市量大

幅度减少,市场供应紧张,形成了被业内称为“春淡”
和“秋淡”的局面。为了解决“春淡”和“秋淡”难题,
我国自2009年以来较大幅度地调整了蔬菜生产区

域布局,规划了黄土高原夏秋蔬菜、云贵高原夏秋

蔬菜、北部高纬度夏秋蔬菜三大蔬菜区域以解决

“秋淡”难题;规划了华南与西南热区冬春蔬菜、长

江流域冬春蔬菜、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主要解

决“春淡”难题。在国家蔬菜区域布局的指引下,各
优势产区蔬菜产业发展较快,特别是华南与西南热

区冬春蔬菜区和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区在最近

几年均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有效地缓解了传统

淡季供应不足的问题。伴随着华南与西南热区冬春

蔬菜区和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区蔬菜产业的迅

速发展,南北蔬菜在市场“撞车”的现象时有发生,使
得部分时段个别蔬菜品种价跌销滞,造成了社会财

富的浪费并影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因而需要对在

南北蔬菜可能“撞车”时段各自的目标市场加以较准

确的界定,为华南与西南热区冬春蔬菜区和黄淮海

与环渤海设施蔬菜区总量控制提供依据。本研究拟

运用成本分析法对南北蔬菜的经济边界进行科学的

划分,为相关省区确定目标市场提供依据。
现有文献研究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的尚不多见,

但普遍认为南菜北运/北菜南运已成为一种趋势。
陈立新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蔬菜作为特殊商品

已在全国流通,冬春季节北方地区蔬菜供应主要依

赖于“南菜北运”,而在南方缺菜季节,北方地区充分

利用季节差价和地域差价,使“北菜南运”成为市场

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1]。汤晓丹等在对山东寿光蔬

菜物流发展的问题探讨中指出:冬季是市场交易的

旺季,主要是本地的冬暖大棚的蔬菜及南方海南、云
南、两广等地的蔬菜运到寿光市场,进行集散后,再
运送到京、津、东三省等地;夏秋季节是蔬菜交易相

对淡季,主要是北方内蒙古、东三省、京、津、冀等地

的蔬菜运到寿光市场,再发往南方浙、沪、两湖等[2]。
吕庆芳针对广东湛江南菜北运产业发展中遇到的蔬

菜生产者“卖难”和“菜贱伤农”困境,提出应通过国

家立项资助,完善现代化市场体系,保障产品、资金

和信息的流通,使湛江外运菜市场体系成为高效快

捷的现代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科学合理的市场体

系不仅使蔬菜供求之间的矛盾迎刃而解,而且保障

了广大北方地区市民冬季蔬菜供应[3]。针对南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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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北菜南运中因远距离运输导致的蔬菜损耗、流通

问题,商跃等运用冷藏技术构架了“南菜北运”和“北
菜南运”独有的蔬菜流通模式,有效地降低了蔬菜在

供应链中的损耗,提高了蔬菜流通效率,保证了蔬菜

新鲜度和品质[4]。
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对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的

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这一

现象的描述和流通模式的总结等方面。对南菜北

运/北菜南运是否经济合理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
本文拟以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的成本构成为基础,探
索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的经济边界,以期为各相关产

区合理的确定目标市场提供科学的依据,促进我国

蔬菜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一、研究方法

  采用成本构成分析法,即在确定研究对象(番
茄、黄瓜)的基础上,对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的总成本

分别进行核算,总成本相等的点的集合构成了南菜

北运/北菜南运的经济边界。
蔬菜生产的总成本主要包括生产成本和流通成

本两大部分,即总成本=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在

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经济边界,南运蔬菜和北运蔬菜

总成本相等,因此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经济边界满足

恒等式(1)。
SC1+SC2=NC1+NC2 (1)

式(1)中:SC1表示南菜北运生产成本;SC2表示

南菜北运流通成本;NC1表示北菜南运生产成本;

NC2表示北菜南运流通成本。
蔬菜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

成本和土地成本三大组成部分,其中物质与服务费

用又包括直接费用(含种子费、化肥费、农家肥费、农
药费、农膜费、租赁作业费和工具材料费等)和间接

费用(含固定资产折旧、销售费和保险费等),人工成

本包括家庭用工和雇工。蔬菜生产成本取决于蔬菜

生产技术水平,同运输的远近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

在核算时不必进一步细分。蔬菜流通成本主要包括

仓库作业费(含装卸搬运费、包装、分级费和预冷

费)、长途运输费、损耗费、支付的市场费、人工成本、
资金占用利息和零售商费用。据此恒等式(1)可转

化成为恒等式(2)。
SC1+SK+SY+SH+SM+SR+SZ+SL=NC1+

NK+NY+NH+NM+NR+NZ+NL (2)

式(2)中:SC1表示南菜北运生产成本;SK 表示

南菜北运仓库作业费;SY 表示南菜北运长途运输

费;SH 表示南菜北运损耗费;SM 表示南菜北运需支

付的市场费;SR 表示南菜北运人工成本;SZ 表示北

菜南运资金占用利息;SL 表示北菜南运零售商费

用;NC1表示北菜南运生产成本;NK 表示北菜南运

仓库作业费;NY 表示北菜南运长途运输费;NH 北

菜南运损耗费;NM 表示北菜南运需支付的市场费;

NR 表示北菜南运人工成本;NZ 表示北菜南运资金

占用利息;NL 表示北菜南运零售商费用。
在经济边界区域,北运蔬菜和南运蔬菜在同一

市场“撞车”,因此零售商成本、支付的市场费完全相

同,即SL=NL,SM=NM。人工成本、资金占用利息

随经销商投入资金和人力的多少而不同,为研究简

便起见,在假定北运蔬菜经销商和南运蔬菜经销商

投入的资金和人力相同的情况下,有SR=NR,SZ=
NZ。资金占用利息也可相互抵消。由于在储运的

过程中均采用了相应的措施,因此可假定损耗率相

同,在此假定的条件下,损耗率和损耗费也相同,即

SH=NH。在劳动力价格相等的情况下,南运蔬菜

和北运蔬菜仓库作业费中的搬运费、包装、分级费应

该相同,仓库作业费中北运蔬菜和南运蔬菜相比多

了预冷费和过海费(北运蔬菜需要预冷后装车,而在

南北蔬菜撞车的3-4月份,南运蔬菜不需预冷;北
运蔬菜出海南岛需要支付一定的过海费)两项费用,
因此有SK=NK-NG-ND(NG 表示南菜北运过海

费,ND 表示南菜北运预冷费)。可将恒等式(2)简
化为恒等式(3)。

SC1+SY=NC1+NY-NG-ND (3)

蔬菜长途运费与蔬菜运距成正比,等于运距与

运费率的乘积,在运输装载量相等的情况下,单位运

距的运费率基本相同,假定运费率为B,则运费为B
与运距的乘积。恒等式(3)可简化为恒等式(4)。

SC1+B×SS=NC1+B×NS-NG-ND (4)

式(4)中:B 为运费率;SS 为南菜北运运距;NS

为北菜南运运距。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定

为简化计算过程,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做如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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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究假定:南菜北运/北菜南运均采用汽车运输

(30t),运输装载量相同,损耗率相同;南菜北运/北

菜南运经销商投入的资金和人力相同;运输线路为

均为直线;南菜和北菜在品质和消费者偏好上无

差异。

2.起点、品种选择

(1)起点选择。根据《全国蔬菜重点区域发展规

划2011-2020》,华南与西南热区冬春蔬菜优势区

域是南菜北运蔬菜的产地,包括7个省(区),分布

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云南南部、贵州南部以及

四川攀西地区,共有 94 个蔬菜产业重点县(市、
区)。其中海南海口是海南省会,为海南蔬菜运送集

散地,而且南菜北运最初也是从海口开始的,因而将

海口定为南菜北运的蔬菜集散中心[5-6]。
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优势区域是北菜南运

蔬菜的产地,包括8个省(市),分布在辽宁、北京、
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及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地

区,共有204个蔬菜产业重点县(市、区)。其中山

东寿光是“中国蔬菜之乡”,设施蔬菜种植面积约占

全国设施蔬菜种植面积的25.9%,是北方重要的蔬

菜集散地,也是北菜南运的重要站点,因而以山东寿

光为北菜南运的集散中心。
(2)品种选择。根据《全国蔬菜重点区域发展规

划2011-2020》,华南地区主要产品为豇豆、黄瓜、
丝瓜、苦瓜、西甜瓜、番茄、辣椒、茄子等;黄淮海与环

渤海设施蔬菜优势区域主要产品为番茄、黄瓜、辣
椒、茄子、菜豆、西葫芦、西甜瓜、结球甘蓝、芹菜、芦
笋、韭菜、食用菌等。两区域交叉的品种主要有番

茄、黄瓜、辣椒、茄子。因山东种植的辣椒和茄子与

海南种植的辣椒和茄子在品种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

异,故本研究选择番茄和黄瓜作为研究品种。
(3)数据来源。本研究所采用的生产成本数据

来自《2012蔬菜生产成本统计年鉴》,因在南北蔬菜

“撞车”的3-4月,南菜为露地蔬菜,北菜为设施蔬

菜,故南菜生产成本选用露地蔬菜成本,北菜生产成

本选用设施蔬菜成本,其他数据来自实地调研。

  三、结果与讨论

  1.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番茄的经济边界

根据《2012蔬菜生产成本统计年鉴》,2011年山

东设施番茄每667m2产量5602.60kg(取青岛和

济南均值,产值和生产成本算法同),产值14860.89
元,生 产 总 成 本 为5949.37元,折 合 产 值2.50
元/kg,生产总成本1.06元/kg。海南露地番茄每

667m2产量5219.17kg,产值12510.72元,生产总

成本为4049.21元,折合产值2.40元/kg,生产总成

本0.78元/kg。因产值反映的是收购商在产地的收

购成本,本研究采用产值反映生产成本。
根据笔者对蔬菜经销商的访谈,蔬菜运费率为

0.5元/(kg·kkm),海南蔬菜过海费约为0.033
元/kg,预冷费约为0.14元/kg;南运蔬菜无过海费

和预冷费。则有:
SC1=2.40;NG=0.033;ND=0.14;B=0.50;NC1=2.50

根据经济边界恒等式(4)有:
2.40+0.50×Ss=2.50+0.50×Ns-0.033-0.14

化简得:
NS-SS=0.146kkm (5)

运用 MATLAB软件编程绘图如图1。

图1 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番茄的经济边界

  经济边界恒等式(5)表明,山东番茄南运与海南

番茄北运的经济边界在二者运距相差0.146kkm
的分界线上,而到两个定点距离之差为定值的点的

集合为双曲线界面,因此当山东番茄与海南番茄在

市场撞车时,在双曲线界面以南区域山东番茄无竞争

优势,在双曲线界面以北区域海南番茄无竞争优势。

2.南菜北运/北菜南运黄瓜的经济边界

根据《2012蔬菜生产成本统计年鉴》,2011年山

东设施黄瓜每667m2产量5979.315kg(青岛和济

南均值,产值和生产成本同),产值15310.49元,生
产总成本为6345.32元,折合产值2.56元/kg,生
产总成本1.25元/kg。海南露地黄瓜每667m2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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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3042.29kg,产值4079.15元,生产总成本为

2748.39元,折合产值1.34元/kg,生产总成本0.90
元/kg。根据经济边界恒等式(4)有:

2.56+0.50NS=1.34+0.173+0.50Ss

化简得:
NS-SS=-2.094kkm (6)

经济边界恒等式(6)表明,山东黄瓜南运与海南

黄瓜北运的经济边界在二者运距相差-2.094kkm
的分界线上,而寿光到海口的距离为2200km 左

右,直线距离仅2000km左右,因此当山东黄瓜与

海南北运黄瓜在市场上“撞车”时,海南黄瓜运到寿

光后的总成本与山东黄瓜产地成本基本相当,说明

寿光以南区域山东黄瓜无竞争优势,在以北区域二

者竞争力基本相同。因此在二者市场撞车之时,山
东黄瓜只能北运。

3.讨 论

本研究为简化计算而做出了诸多假定,如南菜

北运/北菜南运均采用汽车运输(30t),运输装载量

相同,损耗率相同;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经销商投入

的资金和人力相同;运输线路均为直线;南菜和北菜

在品质和消费者偏好上无差异。放开假定会导致相

应的各项费用不能完全抵消,例如南菜北运/北菜南

运经销商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不同,会导致资金占用

利息不同,因此在资金占用利息上会产生一个差异

且为常量;运输装载量的差异会导致运费率有较小

的差异,由于无论北菜南运还是南菜北运装载量都

较大(都超过20t),因此差异不会很明显,仍然可以

认为运费率基本相同;南菜和北菜在品质和消费者

偏好上如存在较大的差异会使得二者在消费者可以

接受的价格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在某一个确定的时

期南菜和北菜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格上差异为一个

常量[7-9]。因此放开假定后虽然会导致南菜和北菜

相应的各项费用不能完全抵消,但产生的各项费用

的总差异在某一个确定的时期可以用一个常量来表

示,经济边界恒等式仍然为到寿光和海口距离之差

为定值的双曲线界面。只是经济边界界面会在寿光

和海口之间平行移动,并不影响本研究结论。

  四、结论与启示

  1.结 论

(1)存在经济边界。研究显示的确存在着北菜

南运和南菜北运的经济边界,且经济边界为双曲线

界面。双曲线界面以南为“南北菜撞车时”南菜北运

经济区域,以北为 “南北菜撞车时”北菜南运经济

区域。
(2)不同蔬菜品种经济边界不同。由于南方露

地蔬菜生产资源和北方设施蔬菜资源的差异,不同

蔬菜品种经济边界各不相同。根据对番茄和黄瓜的

研究:寿光以南区域北方黄瓜均无竞争优势,因此只

能采取同南方黄瓜错季生产或北运的竞争策略。而

南北方番茄市场撞车时,在湖南以北、江西中部以北

的广大区域,北方设施番茄竞争力强过南方露地番

茄,且越往北方,这种竞争优势越明显,在湖南及以

南,江西中部以南,南方露地番茄竞争优势强于北方

设施番茄,所以南方露地番茄北运的边界线为湖南、
江西中部。

2.启 示

(1)错季、错品种生产。相对于粮、棉、油而言,
蔬菜种植的经济效益较高,2010年 蔬 菜 栽 培 每

667m2值为粮食的6.1倍,棉花的2.4倍,油料的

6.1倍;净利润为粮食的12.1倍,棉花的2.8倍,油
料的11.1倍;成本利润率为粮食的3.1倍,棉花的

1.4倍,油料的2.6倍[10]。各蔬菜主产区对蔬菜生

产都极为重视,南、北蔬菜生产在未来均会有一定程

度的发展,南、北蔬菜市场撞车的现象将会逐年增

加。为了规避南北蔬菜市场撞车造成的损失,各区

域在规划本地蔬菜产业发展时应优先考虑错季、错
品种生产,使得南、北同一品种蔬菜集中上市时间尽

量错开,并且在蔬菜产品的品质上有一定的差异,以
降低南、北蔬菜市场撞车的概率,即便发生了市场

“撞车”现象,也会由于产品品质上的差异不至于在

市场上形成直接的对抗。
(2)确定相对明确的目标市场,实现“撞车”时错

市场竞争。南、北蔬菜各主要产区应在明确其北运/
南运经济边界的基础上,在其经济边界范围内,确定

相对明确的目标市场,在南、北蔬菜出现撞车时,引
导蔬菜经营主体将蔬菜运往主要目标市场,避免因

蔬菜外运超出经济边界、缺乏竞争力而造成的不必

要损失。
(3)搭建覆盖全国蔬菜信息平台。有效地避免

南、北蔬菜市场撞车需要及时、畅通的信息交流。完

善的信息交流平台能够及时地将蔬菜的生产、供应、
销售信息以及各地蔬菜需求信息反映出来,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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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蔬菜经营主体能够根据信息平台提供的信息进

行科学的决策,及时有效的将蔬菜运往蔬菜供不应

求的地区,推动蔬菜的顺畅运输,实现信息与市场的

完美结合和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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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EconomicBordersofSouth-to-North
andNorth-to-SouthVegetableTransfer

———ACaseStudyonTomatoandCucumberinShandongandHainanProvinces

XIANGZhao-yang,LIChong-guang,ZHOUNa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tomatoandcucumberinShouguangofShandongprovinceandHaikouofHain-
anprovince,thispaperusescostdatafrom"VegetableProductionCostStatisticalYearbook2011"and
interviewmaterialsfromvegetabledealersaswellasisocostprincipletodividetheeconomicbordersinto
South-to-NorthandNorth-to-Southvegetabletransfer.Itisconcludedthattheeconomicbordersof
South-to-NorthandNorth-to-Southvegetabletransferdidexist.Becauseofthedifferencebetweensouth-
ernoutdoorandnortherngreenhousevegetableresources,therearedifferenteconomicbordersamong
differentvegetablevarieties.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severalsuggestions,suchasvegetableculti-
vationplanningshouldbedifferentiatedbewteensouthernandnorthernChinaaccordingtodifferentsea-
sonsandvarieties.Inaddition,itisnecessarytobuildanationwidevegetableinformationplatform.
Keywords vegetableindustry;South-to-Northvegetabletransfer;North-to-Southvegetabletransfer;

economicborders;vegetableinformationplatform;isocost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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