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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 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1983-2006年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多数年份全要素生产率都大

于1,我国农业正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对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财政支农弹性及出口弹性均

为正值,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但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城镇化的作用方向与预期的相反,主要

因农村较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及对剩余务农人员培训相对滞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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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

中,农业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
也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此,国内外

许多学者都很关注中国农业发展,通过农业生产效

率分析中国农业是一个重要方面。未来经济增长取

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1],而关于中国农业生产

效率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围

绕农业TFP源泉的研究形成了研究的不同侧重点,
即制度因素和制度外因素。JustinYiFuLin[2]分析

了制度因素对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认为1978
-1984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施。由于制度效应随时间的推移会逐步减

弱,所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的重点转向制度

外因素。WeiningMao、Won W.Koo、顾海、孟令

杰、陈卫平认为技术进步是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

主要来源[3-5]。石慧、孟令杰、王怀明运用随机前沿

生产函数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

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四个组成部分,更详尽地解

释了农业生产力增长的来源[6]。在研究总体效率的

背景下,出现了较多针对具体作物生产效率的研究

文献,孙林[7]、杨春、陆文聪[8]等分别研究了中国棉

花和玉米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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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侧重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

的描述及其政策背景的分析,且多数研究都运用相

关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一般分解为经济

效率、技术效率、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四个组成部

分,并据此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所在。但

问题是哪些因素引起了这些因素的变动,进而导致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相关研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

探讨,本文将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更深层次的

原因。

  一、测度方法简介

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提供

了理论依据和可操作性较强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

将经济增长率中投入要素的贡献扣除后的剩余部分

全部归入残差中,这个不能用要素投入来解释的剩

余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源的有限性

决定了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方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

长,因此TFP 已经成为研究经济增长来源的主要

内容。运用索洛模型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一般采

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但这种方法需要设

定因素间的具体关系,很难避免主观性因素的影响,
而且残差进入模型的方式对参数估计值的大小及估

计难度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 Malmquist指

数法不需要设定影响因素的具体函数关系,通过正

确选择投入产出指标,无需考虑指标的不同量纲即

可求解出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近些年来研究全要素

生产率的主要方法。

Malmquist指 数 最 初 由 瑞 典 经 济 学 家 Sten
Malmquist分析不同时期消费变化时所采用。1982
年Caves[9]等将这种思想用于生产率增长分析,其
后,考虑到时间和市场变化的可能性,这种方法得到

丰富和发展。Malmquist指数的测算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基于DEA的非参数方法,另一种是随机前

沿生产函数法。目前用得较多的是基于 DEA 的

Malmquist指数法,其理论基础是Shephard[10]提出

的距离函数的概念。
根据Shephard的定义,基于投入的距离函数为

d(x,y)=min{h:h(x)∈L(y),h≥0},其含义为技

术水平和产出水平不变时,投入可以缩小的倍数。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了决策单元不同时期的效率

演进情况,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需要给出以不同

时期技术为参照的距离函数,并据以计算全要素生

产率。以t期和t+1期技术为参照的 Malmquist

指数为:

Mt=Dt(xt+1,yt+1)
Dt(xt,yt)  Mt+1=Dt+1(xt+1,yt+1)

Dt+1(xt,yt)

  为避免参照技术选择的随意性,通常用上述计

算结果的几何平均值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变

化。即,

M = (MtMt+1)= Dt(xt+1,yt+1)
Dt(xt,yt)·

Dt+1(xt+1,yt+1)
Dt+1(xt,yt)

  根据 M 值大于、等于和小于1,可判断效率增

加、不变和衰退。以下将运用此方法求解农业全要

素生产率。

  二、指标设定及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运用 Malmquist指数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需要确定投入产出指标。影响农业产出的投入要素

较多,但并不是每一个影响因素都要进入模型。在

不至于影响模型主要结论的条件下,同时考虑到数

据可得性,确定农业劳动力、能源投入、化肥投入、农
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及有效灌溉面积

为投入要素指标,产出指标用狭义农业总产值代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是狭义农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而现有统计数据一般只给出了包含农林

牧渔在内的总量数据,为增强指标的解释能力,农业

劳动力投入、能源投入及农业机械总动力均调整为

狭义农业的相应指标数据。调整方法参照林毅夫的

做法,根据狭义农业的总产值占全部农业总产值的

比重对相应指标进行加权处理得到相应的数据。另

外,为增强指标的可比性,运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对农业总产值数据进行了平减处理。
数据区间为1983-2006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

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通过求解相应的距离函数可得各决策单元生产

率变化指数,运算结果如表1:
表1 各年份全要素生产率结果

年份 TFP 年份 TFP 年份 TFP 年份 TFP
1983 1.082 1989 1.060 1995 1.262 2001 1.010
1984 1.151 1990 1.092 1996 1.075 2002 1.018
1985 0.966 1991 1.008 1997 1.019 2003 1.035
1986 1.057 1992 1.084 1998 1.004 2004 1.162
1987 1.113 1993 1.169 1999 0.956 2005 1.073
1988 1.155 1994 1.394 2000 0.985 2006 1.046

  由表1可知,自1983年以来,我国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平均为1.082,总体上表现为上升的趋势。
除个别年分外,多数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说

41



第2期 时悦等: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  

明我国农业产出的增长并非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

量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正成为农业增长的重

要来源。1983-1984,年全要素生产率较高是由于

农业经营制度的改变所致。20世纪80年代后期,
改革重点开始向城市转移,但由于这一时期大规模

采用了杂交技术,以及一些缓解农业生产效率下降

措施的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产出的作用还是

正的。1994年,我国正式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在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要素得到合理

组合。1994、1996年,国家两度大幅提高农副产品

收购价格,促进了这一期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1998年以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使得全要素生

产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2004年,农业发展的宏观

环境逐步改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恢复性增

长。

  三、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测算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按照已有

的研究,可将其进一步分解为经济效率、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据此解释各部分与全要素生

产率波动的关系,可以发现,那些对全要素生产率提

高具有关键影响的组成部分,从来源上解释影响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但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

些组成部分的变化呢? 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社会

基础结构影响经济活动主体行为,决定着技术进步

及技术的有效利用。其中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

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分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时是需

要考虑的因素,且支农财政的增加对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这将是

未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我国人多

地少的情况下,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将使

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比例趋向合理。提高农业资源配

置效率,也将为研发和使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

供必要的条件,预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开放度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

重要因素,可以用农业参与对外贸易情况来衡量农

业开发度。农产品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通过竞

争力的比较促进农业生产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引
进先进的农业生产经营技术,进而提高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
根据上述分析,选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为被解释变量,财政支农增长率(CZZN)、城镇化增

长率(CZH)及农产品出口增长率(CK)为解释变

量。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及农产品出口在初级产品出

口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农产品出口增长率指标数

据用初级产品出口增长率替代。数据来源于历年统

计年鉴。
为平滑时间序列数据中的随机因素的影响,采

用双对数模型,运用最小二乘法得到模型的回归结

果如下:

log(TFP)=20.5331+0.2195log(CZZC)-
3.7901log(CZH)+0.1446log(CK)

AR(1)=0.6189,AR(3)=-0.2174
R2=0.64,DW=1.3
由于采用的是双对数模型,所以各解释变量的

系数表示弹性。根据回归结果,财政支农增长率增

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2195
个百分点,农产品出口增长率每提高1%,农业全要

素生产率增加0.1446个百分点。总体上,这两个

因素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小。全要素

生产率的财政支农弹性较小是因为对农业科研及成

果推广投入较小,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直接

影响了技术进步及其成果转化。出口因素的影响较

小可能是因为我国农业竞争力相对较弱,而农业结

构调整相对迟缓,农产品在品种、质量方面都需要优

化提高。从符号上看,财政支农及农产品出口增长

率的系数都为正,同预期的一致,但城镇化水平的系

数为负值,与预期的作用方向相反。出现这种情况

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过程中,
相当一部分接受过一定教育或者具有某种技能的农

村高素质人才流向城市,农业人力资本水平降低。
加上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相对滞后,继续留在农村务

农的劳动力在资源合理利用、先进生产技术利用的

能力会降低,并在一段时期内体现为对全要素生产

率的负面影响。

  四、结语

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研究了狭义农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并深入分析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

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财政支农增长率及出口

增长率的变化都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

积极作用,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农资金将有助于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鼓励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并
根据参与国际贸易的情况适时调整农业结构,借鉴

先进技术及农业生产管理方法,这也是开放经济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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