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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拟耕地是指隐含在农产品贸易中,生产这些农产品过程中所必需占用的土地资源 ,有意识的在国际农产

品贸易中实施虚拟耕地战略, 对于平衡国内耕地赤字、保障粮食安全,发挥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具

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首先介绍了虚拟耕地的定义及其量化方法,接着分析计算了我国谷物、油籽、棉花等几类

主要农产品单位重量的虚拟耕地含量, 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虚拟耕地的交易现状及未来发展

趋势作了分析和预测。结果显示: 近 10 a来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出现持续增长, 2006 年, 通过农产品国际贸易净进

口虚拟耕地 16 602 9031 1 hm2, 约占当年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121 77%。同时,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在今后若干年仍将

保持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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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 T ony Allan提出在商品生产和服务过

程中消费的水资源可被称作为/虚拟水0[ 1] 。2006

年, Wurtenber ger L 将虚拟水的概念推广至耕地,

提出那些隐含在进出口农产品中, 生产这些农产品

过程中所占用的耕地资源可称之为虚拟耕地[ 2]。由

于任何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占用一定面积的耕

地资源为其提供生长所需的各种物质和环境条件,

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农产品到其他国家或地

区,实质上相当于以虚拟的形式出口了本国的耕地

资源。相反, 对于那些耕地面积有限或食物短缺的

国家(地区)来说, 表面上通过农产品国际贸易解决

的是其食物和相关农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实质上

它们则是通过进口农产品拓展了其国土利用边界。

因此, /虚拟耕地0如/虚拟水0一样应引起人们的关

注和重视
[ 3]
。

作为拥有 13亿人口的中国,近年在全球贸易中

的比重和地位不断提高,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是加入WT O 后, 随着农产品市场向国外逐步

放开、农产品进口关税进一步下调,农产品国际贸易

呈现出口小幅增长, 进口迅猛攀升的发展态势。尽

管加入WT O对我国农业的冲击并不如先前预料的

那么明显,但入世后的第三个年头( 2004年) , 已经

从农产品的净出口国转变成为净进口国。因此, 在

当前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规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 深

入分析隐含在大宗农产品国际贸易背后的虚拟耕地

交易,揭示当前的/真实耕地利用0及耕地自给率水

平,这对于制定正确合理的土地管理及农产品贸易

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  虚拟耕地的量化方法

虚拟耕地的量化是研究虚拟耕地的前提和基

础。在量化单位重量某一农产品所含的虚拟耕地之

前,必须清楚两点: 第一,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

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 使得生产单位农产品过

程中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会随产品的种类及生产区

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第二,对于某一农产品来讲,

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各自角度对虚拟耕地进行量化

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 一般生产者会将农产品

虚拟耕地含量理解为其在当地(生产地)生产单位重

量某一农产品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而消费者则会

从在消费地生产这种农产品所需占用的耕地面积出

发去理解虚拟耕地。必须指出的是,从消费者的角

度出发量化某一农产品所含虚拟耕地面积的方法,

可能忽略了现实状况下在消费地也许并不生产该农

产品, 甚至由于相关条件的限制根本无法生产。但



这一量化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 它直接反

映出采用农产品进口替代政策所能节约的本国耕地

资源及对平衡国内耕地资源赤字的作用程度。当

然,当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处于同一地区时,不存在

第二个问题。

一般来讲,单位重量农产品所含虚拟耕地面积

可用下式计算:

VL i =
L i

P i
( 1)

式中: VL i 为单位重量 i 类农产品所含虚拟耕

地面积,也即某国(地区)生产单位重量 i类农产品

所必需占用的耕地面积; L i 为某国(地区)种植 i类

农产品的耕地总面积; P i 为某国(地区) i类农产品

的总产量。

而某国(地区)通过农产品国际贸易进(出)口的

虚拟耕地总面积可通过下式计算。

S v l = E
n

j = 1
E
m

i= 1

(NI i @ VL i ) ( 2)

式中: S vl为某国(地区)进(出)口虚拟耕地总面

积; N I i 为某类农产品的进(出)口数量; m 为该国进

(出)口农产品的全部种类; n为与该国有农产品贸

易往来的国家数量。

2  主要农产品虚拟耕地面积含量

根据5中国农业年鉴6,我国大宗农产品国际贸

易以谷物、食用油籽、棉花、蔬菜和瓜果等为主。利

用式( 1)计算这五类农产品的虚拟耕地面积含量,结

果如表 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单位重量的这五类

农产品中所含的虚拟耕地面积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最高的为棉花,达9 0121 3 m2 / t, 其次为食用油籽,接

下来依次分别为谷物、蔬菜和瓜果。瓜果类作物的平

均虚拟耕地含量为 3201 6 m
2
/ t,仅为棉花的 316%。

表 1  我国单位重量农产品所含虚拟耕地面积( m2 / t)

T ab. 1 Average A rea of V ir tual A rable Land

per Unit Agr icultural Pr oducts

谷物 食用油籽 棉花 蔬菜 瓜果

2000年 2 103. 9 5 211. 0 9 149. 1 359. 4 347. 3

2001年 2 083. 3 5 107. 3 9 033. 4 338. 0 329. 4

2002年 2 047. 1 5 096. 8 8 510. 6 328. 0 317. 3

2003年 2 052. 1 5 333. 3 10 515. 2 332. 3 337. 9

2004年 1 927. 9 4 705. 9 9 000. 9 318. 9 309. 1

2005年 1 913. 9 4 653. 3 8 857. 4 313. 9 303. 1

2006年 1 879. 0 4 490. 3 8 019. 2 312. 3 300. 4

平均 2 001. 0 4 942. 6 9 012. 3 329. 0 320. 6

资料来源:5中国农业年鉴6.

3  虚拟耕地贸易现状分析及趋势预测

3. 1  虚拟耕地贸易现状

图 1为 1996~ 2006年五大类主要农产品净进

口虚拟耕地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 过去的 11

a间我国虚拟耕地交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而 5 类

农产品的虚拟耕地净进口量不仅在数量上还是变化

趋势上均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其中,油籽贸易所含

的虚拟耕地交易不仅在规模上还是增长速度上均为

第一, 其从 1996 年的净进口虚拟耕地264 2341 6
hm 2上升到 2006年的14 029 3631 6 hm2 , 年均增长

率达 481 8% ;谷物和原棉贸易所含的虚拟耕地净进

口在 11 a 间大致都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发展过

程, 其中, 谷物从 1996 年的净进口虚拟耕地

2 228 4281 3 hm2 发展到 2003年的净出口虚拟耕地

4 839 6331 5 hm
2
, 虽然其后出口迅速减少, 但在

2006 年通过谷物贸易净出口虚拟耕地494 1941 1
hm 2 ;原棉贸易的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在 1996~ 2002

年略有下降, 但总体上相对稳定, 2002~ 2006 年则

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具体从 2002年的净进口虚拟

耕地20 1941 2 hm2增长到 2006 年的 3 270 0641 7
hm 2 ,年均增长率高达2561 7%。1996~ 2006年,蔬菜

贸易所含的虚拟耕地一直保持着净出口态势, 并且

规模还略有增加,而瓜果的虚拟耕地贸易则从 1996

年的净进口 2 9531 8 hm 2 发展到目前的净出口

21 986. 9 hm2 , 不过与其它 3类农产品比较而言, 蔬

菜和瓜果的虚拟耕地交易规模较小。

图 1 五类主要农产品净进口虚拟耕地面积变化

( 1996~ 2006 年)

Fig. 1 Var iation o f Net Im po rt V ir tua l A rable Land o f

Main Five Agr icultural Pr oducts ( 1996~ 2006)
 

表 2为 2006年我国虚拟耕地进出口情况。表中

显示, 2006年我国通过粮、油、棉等大宗农产品贸易

进口虚拟耕地18 501 9881 7 hm
2
, 出口1 899 085. 6

hm 2 ,合计净进口虚拟耕地16 602 9031 1 hm2。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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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农产品中, 出口虚拟耕地以谷物为最多, 计

1 210 972. 1 hm2 , 占当年虚拟耕地出口总量的

631 77% ;其次为食用油籽, 出口426 0311 7 hm
2
, 占

总出口量的 221 43%。进口虚拟耕地以食用油籽最
多,计14 455 3951 3 hm2 , 占虚拟耕地进口总量的

781 13%; 其次为原棉, 计3 281 7411 2 hm2 , 占总进

口量的 171 74%。总体而言, 当前我国农产品进出

口贸易中,食用油籽和原棉为虚拟耕地净进口,而谷

物、蔬菜和瓜果则为虚拟耕地净出口。

表 2  我国虚拟耕地贸易现状( 2006年)

T ab. 2  P resent Sit uation of V ir tua l A rable Land T rade o f China ( 2006)

农产品种类
进口虚拟耕地

面积( hm2 ) 比例( % )

出口虚拟耕地

面积( hm2 ) 比例( % )

净进口虚拟耕地面积
( hm2 )

谷物  716 778. 0  3. 87 1 210 972. 1 63. 77  - 494 194. 1

食用油籽 14 455 395. 3 78. 13 426 031. 7 22. 43 14 029 363. 6

原棉 3 281 741. 2 17. 74 11 676. 5 0. 61 3 270 064. 7

蔬菜 6 482. 3 0. 04 186 826. 4 9. 84 - 180 344. 1

瓜果 41 592. 0 0. 22 63 578. 9 3. 35 - 21 986. 9

合计 18 501 988. 7 100. 00 1 899 085. 6 100. 000 16 602 903. 1

  ¹  数据来源:5中国统计年鉴 20076 .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¹ , 2006年全国耕地总面积

为130 039 2001 0 hm2 , 则当年我国通过农产品贸易

从国外净进口虚拟耕地面积相当于全国耕地总面积

的 121 77%。因此, 加上净进口的虚拟耕地面积,

2006 年 我 国实 际 利 用的 耕 地 总 面积 达 到

146 642 1031 1 hm2。如果以国内耕地面积与其实

际利用耕地面积的比值作为该国(地区)耕地自给率

水平的话,则 2006年我国的耕地自给率为 881 7%。
3. 2  虚拟耕地贸易发展趋势预测

图 2为我国虚拟耕地进出口总量变化情况。从

中可以看出, 我国虚拟耕地进口量在 1996~ 2006年

间呈震荡上升态势, 其从 1996 年的3 847 0161 9
hm2 上升到 2006年的18 501 9881 7 hm2 , 11a 间增

长了 3801 9%; 而虚拟耕地的出口则是先升后降,以

2003年为拐点呈倒/ v0字型变化, 其数量从 1996年

的800 7711 7 hm2 上升到 2003 年的6 222 7291 4
hm

2
,增长幅度达 7771 1%,但在 2006年其数量又急

剧下降到1 899 0851 6 m
2
, 下降幅度达 691 5%。与

虚拟耕地进口量的变化曲线相一致, 虚拟耕地的净

进口量从 1996 年的3 046 2451 3 hm 2 上升到 2006

年的16 602 9031 1 hm
2
, 11 a 间增长了 4451 0%。

根据 1996~ 2006年我国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变

化数据, 分析符合 logistics 增长曲线, 拟合方程如

下:

y = 23 870 850. 83 -
22 753 268. 55

1+ ( x / 2002. 63)
699. 03 ,

R
2
= 0. 945 1 ( 3)

式中:y 为虚拟耕地净进口面积( hm2 ) ; x 为年份。

图 2  我国虚拟耕地进出口总量变化情况

( 1996~ 2006 年)

F ig . 2 Var iation of To tal V ir tual A rable Land

T rade o f China ( 1996~ 2006)

以( 3)式预测 2010年我国虚拟耕地净进口面积

将达22 249 9451 1 hm
2
,比 2006年增长5 647 042. 0

hm
2
,而 2006~ 2010年虚拟耕地的净进口面积年均

增长率将达到 71 6%。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和

耕地保护政策力度不断加强的背景下, 此预测结果

可能会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 但它至少反映出下一

阶段我国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将呈高速增长趋势。关

于这一点,也可从其他学者有关我国未来粮、油、棉

花、蔬菜等农产品的需求与缺口方面的研究结果中

得到印证。如在粮油方面,有学者预测 2010年我国

包括小麦、玉米、稻谷、大豆、油菜籽等主要品种在内

的粮食生产预测数为45 590万 t , 需求数为50 440万

t, 产需缺额4 850万 t 需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解决
[ 4]
。

而在棉花方面, 有研究指出,作为一个纺织品生产大

国,随着人们对高档纺织品需求量的增大及后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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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到来, 我国对棉花的需求量将进一步增加[ 5]。

虽然,相关研究也表明,我国虚拟耕地净出口类别中

的蔬菜、瓜果的出口量在今后若干年也将呈增长态

势[ 6, 7] ,但蔬菜、瓜果本身虚拟耕地含量较低, 而且

在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因

此,我国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在今后若干年仍将保持

增长态势。

4  结论

本文介绍了虚拟耕地的定义及量化方法,并对

当前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中隐含的虚拟耕地进出口

情况作了分析。结果表明, 2006年我国通过农产品

贸易净进口虚拟耕地16 602 9031 1 hm
2
, 占当年全

国耕地总面积的 121 77%。在我国大宗农产品贸易
中,虚拟耕地净进口以油籽和原棉为主,出口主要以

谷物、蔬菜和瓜果为主。另外,研究也得出我国虚拟

耕地的净进口量在今后若干年仍将持续增长。

如何充分利用国内有限的耕地资源, 保障粮食

安全,并发挥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

是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虚拟耕地0概念的提出, 将促使人们对我国现

行农产品贸易政策进行重新审视, 农产品的虚拟耕

地含量应与劳动力、资本一样作为农业贸易政策制

定时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在制定农产品贸易政策

时,如有意识地对虚拟耕地含量较高的农产品采取

部分进口替代政策,而鼓励出口虚拟耕地含量较低

的果蔬类产品, 则不仅可以缓解国内人地关系紧张

的矛盾,并能实现粮食安全和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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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VIRTUAL ARABLE LAND HIDDEN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OF CHINA

ZHAO Yao-yang1, 2 , YANG Ju-feng1, 2

( 1. Nat 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Reset t lemen t, H ohai Un iversity, Nan jing 210098, Chin a;

2. In st itu te of Land Resou rce Management , H ohai U nivers ity, Nanjing 210098, Ch ina)

Abstract: The term/ v ir tual arable land0is used to descr ibe the ar ea of arable land embodied in crops that

are t raded internat ionally. T aking the virtual arable land st rateg y in the internat ional agr icultural products

t rade is useful fo r nation to balance domest ic arable land def icit , solve food security problem and give full

play to comparat ive advantage of ag 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paper int roduced the method to quant ify the

virtual arable land at f irst , and then applied the method comput ing the v irtual arable land hidden in the Ch-i

nese impo rt and ex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 he result show ed the w hole country exported 1 899 0831 9
hm2 and imported 1 850 19861 4 hm2 virtual arable land by 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 t rade in

2006. T he net import virtual arable land reached at 16 602 9031 1 hm2 , and it occupied the 121 77% o f the

w hole nat ion. s farmland. T he result also show ed that the net import virtual land in the last decade confo rm

to Logist ic curve equat ion. Based on this equation, the import amount of virtual arable land in the next

y ears w ill exhibit high-g row ing state.

Key words: virtual ar able l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ter nat ional t 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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