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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四川、湖北、河南、陕西、上海、江苏6省市油菜示范县689户农户的微观数据,基于超对数随

机前沿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经营规模农户油菜生产的技术效率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发现:主要生

产要素投入对油菜产量增加的效果较明显,其大小顺序为农药投入>化肥投入>种子投入>劳动力投入>土地

投入;样本农户油菜种植平均技术效率为83.99%,仍有16.01%的增产空间;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油菜生产技

术效率分布差别较大,总体呈偏态分布;在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对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

技术效率均有正向影响,家庭受农业技术培训人次、家庭成员是否有人担任村或村以上干部、外出务工人数、农
户到最近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距离等因素,对小规模农户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大规模农户油菜生产技术

效率则对家庭规模、家庭成员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次及油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的反应较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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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

制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最成功的经济改革政策和

制度安排,它提高了农户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和

土地产出效率[1]。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

生产出现了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现象,这种平均分

配地权的制度带来了诸多争论,农村土地规模经营

由此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农业经营规模的不适当

扩张会带来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下降[2-3]。因此,适
度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才有助于提升技术效率,实
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当前油菜种植户扩大

经营规模能否提升其技术效率? 不同规模农户油菜

生产技术效率有何差异?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多

大? 技术培训、农村教育、外出务工等因素对不同规

模农户的油菜生产技术效率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

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对于提高油菜产量和农民种植

积极性,促进油菜产业快速发展,推动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业生产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

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20世纪60
年代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大农场由于能更有效率地

进行有组织的科研工作以及农业机械、化肥等物品

的投入,并实现信息共享,生产更加有效率。但Sen
通过对印度农业农户规模与农业效率的研究发现,
效率与规模存在负相关关系[4],从而对农业生产规

模经济问题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随后Berry
等[5]、Binswanger等[6]、Bizimana等[7]等都证明了

负向关系的存在。
然而效率与规模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以及如

何进行解释,在学界众说纷纭,并未达成一致的共

识。Ahmad等运用SFA模型和巴基斯坦农场的截

面数据,测算了小麦的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农场经营规模越大,其生产技术效率越

高[8]。类似的结论也出现在Cornia[9]、Andrew[10]、

Renato等[11]的研究成果中。从目前来看,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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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倾向于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很可能是非线性

的。Hall等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农业的研究发现,中
型农场在成本节约方面表现最突出[12]。Hoque同

样发现孟加拉的农场规模和效率之间是一个动态变

化的关系:1~7英亩正相关,7英亩以上负相关,因
此,7英亩是最佳规模[13]。Steven等认为农场规模

与生产效率存在非线性关系,而且随着规模扩大效

率是先降后升[14]。
综合来看,分歧产生的原因除了数据选取的差

异外,衡量效率所选择的指标不同是关键。土地产

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效率只是强调某一投入要

素的效率,不能综合全面地反映整个农业生产过程,
也导致了对于同一研究对象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本文选用了能综合考虑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

要素的技术效率作为衡量指标,基于全国6省市

68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和超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技

术,考察了不同经营规模农户油菜生产的技术效率

分布情况,进而分析各影响因素对不同经营规模农

户技术效率的作用机理,一方面希望能够在农户效

率与规模关系领域内丰富我国案例的研究,另一方

面为决策者制定相关的油菜产业政策提供依据。

  一、研究方法

  自从SFA方法提出以来,这一技术被广泛应用

于效率分析。Aigner等较早使用线性规划方法估

计了Cobb-Douglas型生产前沿函数,但这类模型没

有把测量误差、运气等统计噪声因素考虑进来,而是

假定所有偏离生产前沿的因素都来自于技术无效率

项。因此,Aigner等在确定性生产前沿函数基础上

引入了随机扰动项,并分别提出了如下形式的随机

前沿生产函数模型[15]:
yi=f(xi)exp(vi-μi)   i=1,2,3,…,I (1)

其中,yi表示第i个厂商的产出,xi表示第i个

厂商的要素投入,f(·)为生产函数,表示厂商的生

产技术前沿,vi表示测量误差、运气等随机扰动项,

ui表示与技术无效相关的非负随机变量。
由于观测值的统计噪声项和技术无效项是作为

整体随机项(εi=vi-ui)植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因
此,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s,

OLS)获得的参数估计量是向下偏倚的。Greene指

出利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like-lihood,ML)可
以较好地解决参数的有偏问题,特别是借助计算机

的帮助大幅降低数值计算的繁琐程度以后,ML估

计方法变的更为可行[16]。ML估计方法的基本思

路是:按照Battese和Corra提出的建议,利用σ2=
σv2+σu2 及γ=σu2/(σv2+σu2)代替统计噪声项的方

差σv2 和技术无效项的方差σu2,其含义在于,若γ
值为零,则厂商生产完全有效率,ui应该从方程中剔

除,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即可得到参数的无

偏一致估计量,否则厂商生产存在技术无效效应;然
后采用三步法估计参数σ2和γ的最大似然拟合值

(第一步,计算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OLS)量;第二

步,利用两阶段网格搜索法和修正的最小二乘法

(correctedordinaryleastsquares,COLS)对参数进

行计算和调整;第三步,采用迭代法获得最后的最大

似然函数值,从而得到μ、σu2 和σv2 的无偏和一致

估计。
在解释技术效率的决定因素上,最初的做法是

先估计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然后利用得到的技术效

率指标与选择的影响技术效率的变量进行回归,从
而确定这些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但

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两阶段估计

方法由于技术效率分布假设在两个阶段的不同导致

了参数估计的低效和有偏。于是,Battese和 Coelli
于1995年提出了一步法估计模型。本文采用Bat-
tese和Coelli定义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具体

函数形式如下:
Yit=Xitβ+ (Vit–Uit)

i=1,2,……,N;t=1,2,……,T (2)

式(2)中,Yit表示t时期第i 个生产单元的产

出;Xit表示t时期第i 个生产单元的K 维投入向

量;β表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未知参数;Vit表示随

机扰动项,并且假设Vit服从独立于Uit的正态分布

N(0,σv2);Uit表示技术无效率的随机变量,并且假

设Uit服从独立截断正态分布N+(mit,σu2)。
效率函数表示为:

mit=zitδ (3)

式(3)中,zit表示影响生产单元技术效率的p
维向量,δ表示未知参数向量,用来反映变量zit对技

术效率的影响。由于回归方程的误差项不同于最小

二乘古典假定,因而不能用这一方法来估计有关参

数。遵循Battese等提出的建议,利用σ2=σv2+σu2

及γ=σu2/(σv2+σu2)代替σv2 和σu2,然后利用非线

性估 计 技 术,得 到 所 有 参 数 的 极 大 似 然 法 估 计

量[17]。这里γ∈(0,1),用来反映复合误差项中技术

无效率项所占比例,当γ趋近于0时,表明复合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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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主要来自于不可控制的随机误差项,此时不存在

显著的技术效率差别;γ趋近于1,表明复合误差项

主要来自于技术无效率项。
生产单元i在t时期的技术效率采用以下公式

计算:

TEit= E(Yit
*/Uit)

E(Yit
*/Uit=0,Xit)=exp

(-Uit) (4)

式(4)中,TEit表示技术效率,E(·)表示对括

号中的数学式求期望值,Yit
* 表示第i个生产单元

的产出,需 要 指 出 的 是,若 因 变 量 为 初 始 值,则

Yit
*=Yit,若因变量为初始值的对数值,则Yit

*=
exp(Yit)。

在实际的估算过程中,本文采用函数形式更为

灵活多变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

Ln(Yi)=β0+∑
j
βjLn(Xji)+

1
2∑j ∑mβjm

Ln(Xji)Ln(Xmi+Vi-Ui) (5)

式(5)中,j、k=1,2,3,4,5,Xj或 Xm表示在农

户油菜生产函数中选取的5个自变量,即播种面积、
劳动力投入、化肥投入、种子投入和农药投入。

需要说明的是,常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是超对数生产函数的一个特例。究竟那种函数形

式更合适,可以通过检验(5)式中所有βjm同时等于

零的假设是否成立来判断。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于2012年12月 至

2013年1月对四川、湖北、河南、陕西、上海、江苏等

省市进行的油菜生产入户调查。本次调查所选取的

6个省(市)的油菜籽播种面积占全国总播种面积的

46.7%,油菜籽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4.1%;在这

些省(市)中,湖北是全国最大的油菜生产省份,油菜

产量占全国的18.28%;四川是中国传统的油菜主

产地,产量居全国第二位,是长江上游的冬油菜主产

区;上海的油菜种植属于郊区型种植,也是长江下游

油菜生产的重要地区;黄淮地区的河南、西北地区的

陕西等地的油菜种植与长江流域各省生产情况形成

对照。因此,被调查省(市)的油菜种植状况能够代

表目前中国油菜种植的基本情况。在具体的调查过

程中,依托国家油菜现代产业技术体系的综合试验

站,由相关油菜专家牵头,组织课题组成员在所属范

围的主产县建立长期定点生产监测网络,调查和搜

集农户的油菜生产信息。为客观真实地反映当前中

国油菜生产动态,调查范围锁定在各综合试验站合

作建立的5个油菜示范县(示范县不足5个的,可根

据实际情况来定)基础上,每个县随机选择3个行政

村,每村随机选择6个农户(包括未种油菜的农户)
进行座谈调查,并填写农户调查表,共取得有效样本

合计689户。本调查内容涉及农户2012年油菜生

产投入和产出情况、农户自身特征、其他种植业生产

情况和农户非农收入等方面,以及农户所在村的一

些经济和社会情况。

2.变量描述

综合SFA 分析对投入产出指标的基本要求,本
文选取了农户全年油菜生产的主产品产量作为产出

变量(Y),这里指农户该年度实际收获主产品的数

量,以 kg为 单 位。投 入 变 量 包 括:①播 种 面 积

(X1),是指播种期农户的种植面积,不考虑后期阴

雨干 旱、低 温 冻 害 等 因 素 造 成 的 面 积 增 减,以

667m2为单位;②劳动力投入(X2),是指生产过程

中实际使用的劳动力投入,包括雇用工和自用工,按
每天8小时折算成工日,以工日为单位;③物质费用

投入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各种农业生产资

料的费用支出,包括机械畜力作业、种子、化肥、农家

肥、农膜、农药、水电等,由于在油菜生产过程中采用

机械作业的农户少,若采用此项指标会大大折损样

本量;农家肥和畜力投入由于价格信息缺失在实际

的计算过程中面临着难以量化的困难;农膜和水电

费在农户的油菜生产投入中所占份额较小,基本可

以忽略,因此本文选择了化肥投入(X3)、种子投入

(X4)、农药投入(X5)3项中间投入分项纳入生产函

数以了解各物质费用投入对技术效率的不同作用,
并采用相应的不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剔除通货

膨胀的影响,以元为单位。另外从结果来看,并不存

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困扰。
影响农户经济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户主年龄

(Z1)、户主健康状况(Z2和Z3)、户主受教育年限

(Z4)、家庭人口数(Z5)、家庭到最近农产品贸易市

场的距离(Z6)、家庭成员是否有人担任村或村以上

干部(Z7)、家庭受农业技术培训人次(Z8)、家庭外

出务工人数(Z9)、油菜良种补贴(Z10)以及油菜收入

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Z11)。此外,还包括五个以上

海为参照组的地区哑变量:河南(Z12)、陕西(Z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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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Z14)、湖北(Z15)和江苏(Z16)①。
表1给出了部分解释变量的统计特性。从农户

的平均年龄来看,随着规模的扩大,农户年龄呈年轻

化趋势。规模在2001m2以下的农户(51.93岁)比

3335m2以上农户平均年龄(49.29岁)大2.64岁。
家庭人口数在不同规模农户之间也有所区别,3335
m2以上规模农户的家庭平均人口(4.44人)略高于

2001m2以下的农户平均人口(4.3人)。从户主的

受教育程度来看,2001m2以下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39年,比3335m2以上规模(7.88年)低0.49年,
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规模化经营。规模以上

农户(3335m2以上)在接受农业技术培训人次、良
种补贴数额及油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方面都

要高于规模以下农户(2001m2以下)。由于家庭规

模经营对劳动力的需要,规模以上农户家庭成员外

出务工人数(0.89人)要少于规模以下农户(1.40
人)。特别地,家庭到最近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距离对

规模经营有不同的影响,规模较大的农户往往离农贸

市场较近(3335m2以上为2.9km),而小规模农户一

般离农贸市场较远(3.41km),这可能是因为距离越

近,农产品销售环境越好,越有利于实现规模经营。

  三、结果分析

  1.不同规模农户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参数估计

利用FRONTIER4.1软件对随机前沿生产函

数模型进行,结果见表2。
表1 影响技术效率各变量描述

变量 <667m2 [667,2001)m2 [2001,3335)m2 [3335,6667)m2 ≥6667m2
户主年龄 51.853 52.010 51.842 48.551 50.040
家庭人口数 4.441 4.165 4.575 4.483 4.400
户主受教育程度/年 7.471 7.315 7.483 8.472 7.280
家庭每年受农业技术培训人次 3.647 2.875 2.683 3.966 4.480
家庭到最近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距离/km 3.569 3.253 3.182 2.625 3.180
外出务工人数 1.441 1.359 1.246 0.949 0.840
油菜良种补贴到位/元 6.117 15.695 31.480 53.685 88.880
油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3.780 8.021 15.903 24.889 27.775

表2 不同规模农户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参数估计结果

自变量 <667m2 [667,2001)m2 [2001,3335)m2 [3335,6667)m2 ≥6667m2

常数项
0.601
(0.648)

4.038***
(5.048)

12.133***
(6.829)

5.739***

(6.081)
6.447***
(6.710)

lnX1
-2.355***
(-2.475)

-0.289
(-0.441)

-4.443***
(-4.530)

1.220***

(4.345)
-0.146
(-0.373)

lnX2
0.077
(0.110)

0.137
(0.559)

-2.172***
(-2.639)

-0.241***
(-3.123)

0.066*
(1.616)

lnX3
0.825*
(1.535)

0.230(0.878)
-0.474
(-0.679)

0.033
(0.337)

0.045
(0.438)

lnX4
0.981*
(1.332)

0.292*
(1.413)

-0.460
(-0.562)

0.012
(0.133)

-0.106*
(-1.573)

lnX5
0.441
(0.592)

0.102
(0.445)

0.867*
(1.591)

-0.005
(-0.053)

0.289
(1.275)

lnX1×lnX2
-0.127
(-0.564)

-0.092
(-0.909)

0.704**
(1.869)

lnX1×lnX3
0.449***
(3.049)

0.297***
(2.765)

0.225
(0.633)

lnX1×lnX4
0.714**
(2.361)

-0.043
(-0.478)

0.034
(0.108)

lnX1×lnX5
-0.153
(-0.744)

-0.018
(-0.195)

0.115
(0.331)

lnX2×lnX3
0.084
(0.848)

0.019
(0.410)

0.200**
(2.202)

lnX2×lnX4
-0.109
(-0.753)

-0.021
(-0.518)

0.096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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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自变量 <667m2 [667,2001)m2 [2001,3335)m2 [3335,6667)m2 ≥6667m2

lnX2×lnX5
-0.058
(-0.317)

0.050
(1.280)

-0.128**
(-1.702)

lnX3×lnX4
0.101
(1.164)

-0.025
(-0.605)

-0.004
(-0.027)

lnX3×lnX5
0.075
(0.885)

-0.021
(-0.451)

-0.085
(-0.995)

lnX4×lnX5
-0.133*
(-1.648)

0.031
(0.734)

-0.031
(-0.361)

(lnX1)2
-0.099
(-0.300)

0.129
(0.559)

0.346
(0.373)

(lnX2)2
0.049
(0.512)

-0.068***
(-2.830)

0.034
(0.538)

(lnX3)2
-0.123**
(-2.304)

-0.018
(-0.666)

0.007
(0.084)

(lnX4)2
-0.110**
(-1.864)

-0.029
(-1.268)

0.045
(1.276)

(lnX5)2
-0.095**
(-2.400)

-0.026
(-1.140)

0.011
(0.208)

σ2
0.054***
(5.132)

0.112***
(6.008)

0.064***
(2.396)

0.076***
(4.041)

0.086**
(2.173)

γ 1.000***
(196.912)

0.658***
(8.892)

0.529***
(2.491)

0.989***
(4.860)

1.000***
(198.519)

loglikelihood
function

32.653*** -16.655*** 15.367* 8.636*** 12.940***

LRtestoftheone-
sidederror

38.993 101.709 22.831 36.551 20.469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表示t统计值。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规模在[3335,6667)m2之间以及

大于等于6667m2的农户组中采用C-D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参数估计更为合适。

  由表2可知,似然比检验显示模型的设定合理;

γ值在统计上显著异于零,表明农户在油菜生产过

程中存在显著的技术效率损失。

2.不同规模农户要素投入平均产出弹性

利用产出弹性公式得到农户油菜生产中各要素

投入平均产出弹性②,见表3。
表3 不同规模农户要素投入平均产出弹性

要素 <667m2 [667,2001)m2 [2001,3335)m2 [3335,6667)m2 ≥6667m2

播种面积(X1) -0.887 0.309 -1.998 1.220 -0.146
劳动力(X2) 0.186 0.040 -1.117 -0.241 0.066
化肥(X3) 0.478 0.160 -0.169 0.033 0.045
种子(X4) 0.484 0.160 -0.197 0.012 -0.106
农药(X5) 0.193 0.069 0.484 -0.005 0.289

  由表3可知,各主要生产要素的增加对油菜产

量增加效果较明显,其大小排序为农药投入>化肥

投入>种子投入>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从不同

规模农户的情况看,播种面积对超小规模(小于667
m2)农户产出有负向影响,其他四种生产要素的增

加均有利于这类农户产出提升,特别是种子、化肥的

产出弹性值接近0.5,是所有要素中作用最大的两

个要素。[667,2001)m2小规模农户与超小规模略

有不同,播种面积对产出具有最大的正效应,弹性值

达0.309,增投其他4种要素均对产出有积极作用,
劳动力对产出的效应仍然最小。由此可知,播种面

积小于2001m2的小规模农户,化肥、种子等物质费

用始终对油菜产出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从目前中

国油菜的种植现状来看,小规模农户仍然占据多数。
那么,现有条件下如何增加产出? 速水佑次郎等指

出日本农业的土地生产率之所以远远高于东南亚各

国,完全是因为以品种改良和肥料增投为主的技术

革新克服了土地资源制约的结果[18]。换句话说,小
规模农户可以通过品种改良和灌溉条件的改善,利
用肥料(以及农药等相关要素)替代土地,从而克服

土地资源的约束。规模在2001~3335m2之间的

农户,除农药外其他四种要素均对产出具有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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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规模扩大到[3335,6667)m2时,播种面积、化
肥和种子对产出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劳动力和农

药对产出具有负作用。对6667m2以上大规模农户

而言,增加农药投入对产出的影响较大,其弹性值为

0.289;种子和播种面积具有负效应。弗兰克曾指出

“规模”变化往往伴随着投入到生产中的资源的重大

变化,如新购买了拖拉机等[19]。由于农户机械投入

数据并不完整,所以无法对该项投入的效应进行判

断。可以预见的是,机械投入应该会对规模以上农

户产出增长产生正向影响。

3.不同规模农户技术效率差异分析

样本 农 户 油 菜 生 产 技 术 效 率 从39.58%到

97.18%不等,平均技术效率为83.99%,标准差为

10.99%。表明在现有的技术和投入水平下,如果能

消除效率损失,农户油菜产出还有16.01%的提升

空间。因此,在市场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提高技术效

率可能会有效地增加油菜种植户的收入。从样本农

户的技术效率分布来看,有37.16%的农户技术效

率集中在0.9~1.0之间,技术效率处于0.8~0.9
之间的农户也达到33.82%,超过70%的农户技术

效率大于0.8,表明农户的技术效率大部分还是比

较高的,仅有1.46%的农户技术效率低于0.5。样

本中有416个农户的技术效率超过平均值,39.62%
的农户技术效率低于平均值,见表4。

表4 样本农户技术效率频率分布

效率分组 农户个数 占样本总数的比例/%

<0.4 1 0.15
[0.4,0.5) 9 1.31
[0.5,0.6) 12 1.74
[0.6,0.7) 65 9.43
[0.7,0.8) 113 16.40
[0.8,0.9) 233 33.82
[0.9,1.0 256 37.16

  不同经营规模农户油菜生产技术效率的分布情

况差别较大。样本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呈偏态分布,
效率值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在[3335,

6667)m2处达到最高点,为0.867,尔后在6667m2

以上规模迅速下降至最低点。这说明适度扩大农户

经营规模能有效提升农户油菜生产技术效率,见
图1。

由表5可知,各影响因素对不同规模农户技术

效率的解释能力有明显的差异。就规模小于667m2

的农户而言,仅有3个变量对技术效率产生显著影

响,分别是农户到最近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距离、油菜

图1 不同规模农户油菜生产技术效率变化趋势

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及地区虚变量———湖北。
具体来说,农户到最近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距离越近、
油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提升

油菜生产的技术效率。与参照组相比,湖北超小规

模农户的技术效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低于上

海。对于667~2001m2小规模农户而言,受教育程

度、家庭受农业技术培训人次、家庭成员是否有人担

任村或村以上干部、外出务工人数四个变量对技术

效率产生显著的正效应。换言之,农户受教育程度

越高、家庭成员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次越多且外

出务工人员越多,越易提高技术效率。需要说明的

是,外出务工对农村劳动力收入影响显著,而收入的

提高有利于增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这对鼓励农户

进行技术创新、获得信贷机会和市场信息等具有积

极作用,因此有利于技术效率改进。小规模组中干

部型农户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一般农户。油菜收入

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依然对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

响。地区哑变量中,河南、四川和湖北的技术效率显

著低于参照组上海。规模扩大到2001~3335m2

时,户主年龄、健康状况及家庭规模对技术效率产生

了正影响,即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家庭规模的扩

大,技术效率会得到提升。健康状况对技术效率的

影响符合预期,即健康状况“良好”或“一般”的农户

技术效率要比“较差”的农户高。这里,上海的技术

效率要显著高于其他五省。规模在[2001,3335)

m2之间农户技术效率主要受家庭规模与家庭成员

接受农业技术培训情况的影响。6667m2以上大规

模农户油菜生产技术效率对家庭规模、家庭成员接

受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次及油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比例的反应较为敏感。可能的原因在于家庭人口规

模为规模经营提供劳动力保障,农业技术培训可以

为规模经营提供技术、知识及信息保障,油菜收入为

其提供资金保障,“三大”保障共同保证油菜大规模

经营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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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规模农户效率损失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667m2 [667,2001)m2 [2001,3335)m2 [3335,6667)m2 ≥6667m2

常数项(Z0)
0.146
(0.212)

-0.259
(-0.393)

0.673
(0.849)

1.271*
(1.571)

0.224
(0.224)

户主年龄(Z1)
0.002
(0.274)

-0.004
(-1.066)

-0.010*
(-1.399)

-0.031
(-0.056)

0.003
(0.133)

健康虚拟变量(Z2)
0.202
(0.328)

-0.082
(-0.380)

-0.530*
(-1.415)

0.292
(0.323)

0.301
(0.304)

健康虚拟变量(Z3)
-0.057
(-0.090)

-0.114
(-0.422)

-1.140*
(-1.557)

0.064
(0.101)

-0.077
(-0.078)

家庭人口数(Z4)
0.027
(0.734)

0.018
(0.645)

-0.092*
(-1.498)

-0.950*
(-1.664)

-0.451**
(-2.096)

受教育年限(Z5)
-0.014
(-0.517)

-0.022*
(-1.356)

-0.035
(-1.103)

-0.089
(-0.634)

-0.144
(-1.270)

家庭受农业技术培训人次(Z6)
-0.018
(-0.981)

-0.058***
(-4.431)

0.003
(0.138)

-0.224*
(-1.395)

-0.079**
(-2.191)

家庭成员是否有人担任村或村以上干部(Z7)
0.089
(0.535)

-0.142*
(-1.480)

-0.206
(-0.860)

0.207
(1.226)

-0.325
(-0.335)

您家到最近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距离(Z8)
-0.052***
(-2.556)

0.010
(0.804)

0.032
(1.234)

0.241
(0.585)

-0.025
(-0.318)

外出务工人数(Z9)
-0.049
(-0.790)

-0.072*
(-1.605)

0.043
(0.520)

-0.055
(-0.291)

-0.465
(-1.388)

油菜良种补贴(Z10)
0.003
(0.293)

0.001
(0.860)

0.002
(0.570)

-0.106
(-0.523)

0.002
(0.464)

油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Z11)
-0.048**
(-2.409)

-0.014**
(-2.241)

0.003
(0.583)

0.719
(0.645)

-0.037*
(-1.810)

河南(Z12)
-0.391
(-0.588)

0.968*
(1.585)

1.044**
(1.967)

0.053
(0.659)

0.301
(0.365)

陕西(Z13)
0.069
(0.200)

0.278
(0.419)

0.839*
(1.317)

-0.081
(-0.324)

四川(Z14)
0.223
(0.759)

1.112**
(1.760)

0.814*
(1.470)

-0.066
(-0.459)

湖北(Z15)
0.598**
(1.865)

1.241**
(1.916)

0.843*
(1.623)

0.199
(1.135)

0.257
(0.340)

江苏(Z16)
0.113
(0.324)

0.356
(0.784)

0.940**
(1.676)

-0.004
(-0.554)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表示t统计值。在效率损失模型中,“-”表示该变量对技术效率具有正效
应,“+”表示负效应。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大量农户调查资料,将农户按其经营

规模分为5组:<667m2;[667,2001)m2;[2001,

3335)m2;[3335,6667)m2;≥6667m2。着重考

察了不同经营规模农户油菜生产经营状况,利用随

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了不同规模农户油菜生产的技

术效率,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主要结

论有。
(1)增加主要生产要素投入对油菜产量的增加

效果较为明显,其大小排序为农药投入>化肥投

入>种子投入>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由于现阶

段中国油菜生产仍以经营规模小于2001m2的小农

户为主,对于他们来说,化肥、种子等物质费用的投

入对油菜产出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
(2)样本农户油菜种植的技术效率从39.58%

到97.18%不等,平均技术效率为83.99%,标准差

为10.99%。这说明,在现有的技术和投入水平下,
如果能消除效率损失,农户油菜产出还有16.01%
的提升空间。

(3)不同经营规模农户油菜生产技术效率的分

布差别较大。样本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呈偏态分布,
效率值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在[3335,

6667)m2处达到最高点,尔后在6667m2以上规模

迅速下降至最低点。表明适度扩大农户经营规模能

有效提升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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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主要因素对不同规模农户油菜生产技术

效率的影响方向及程度有明显差异。受教育程度对

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但影响

程度在各规模组农户之间有一定差异。对于2001
m2以下小规模农户来说,家庭受农业技术培训人

次、家庭成员是否有人担任村或村以上干部、外出务

工人数、农户到最近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距离等因素

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6667m2以上大规

模农户油菜生产技术效率则对家庭规模、家庭成员

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次及油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的比例的反应较为敏感。
油菜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油料作物,直接关系到

我国的食用植物油安全,现阶段适度提高我国油菜

种植户的经营规模可以有效提升其生产技术效率,
大幅提高油菜产量,实现规模经营,推动产业快速发

展。从研究的应用前景来看,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土

地流转机制,适度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另一方面要

健全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加大对农户的技术培训力

度,不断提升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增加对农村人力资

本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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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由于陕西、四川和江苏三省在6667m2 以上规模的农户样本量为零,因此,在第五组中只包含两个虚拟变量。

② 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公式为:εxi=췍LnY/췍LnXi,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εx1=β1+β11LnX1+12β12LnX2+12β13LnX3+12β14LnX4+12β15LnX5

εx2=β2+β22LnX2+12β21LnX1+12β23LnX2+12β24LnX4+12β25LnX5

εx3=β3+β33LnX3+12β31LnX1+12β33LnX2+12β34LnX4+12β35Ln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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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x4=β4+β44LnX4+12β41LnX1+12β42LnX2+12β43LnX3+12β45LnX5

εx5=β5+β55LnX5+12β51LnX1+12β52LnX2+12β53LnX3+12β54LnX4

其中,β来自表2中的参数估计结果,Xi(i=1,2,3,4,5)分别为样本农户播种面积、劳动力投入、化肥投入、种子投入

和农药投入的几何平均值。

AnalysisonTechnicalEfficiencyofRapeseedProduction
byDifferentScaleHouseholds

———BasedonSurveyDatafrom689HouseholdsofHubei,
SichuanandOtherFourProvinces

LIRan1,LIGu-cheng2,FENGZhong-chao2

((1.InstituteofRuralDevelopment,ChongqingAcademyofSocialSciences,Chongqing,400020;

2.CollegeofEconomics& 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microcosmicdatafrom689householdsinrapeseedproductiondemonstration
countiesofSichuan,Hubei,Henan,ShanxiandShanghai,thispaperusestrans-logstochasticfrontierap-
proachtoanalyzethedifferencesoftechnicalefficiencydistributionofhouseholdsofdifferentscaleofop-
erationsintherapeseedproductionandtheirimpactingfactors.Theresultshowsthatinvestmentofma-
jorproductionelementshadasignificanteffectonrapeseedyield,theorderispesticideinputs>chemical
fertilizer>seedinput>laborinput>landinput.Theaveragetechnicalefficiencyofrapeseedproduction
sampleswas83.99percent,therearestill16.01percenttoincrease.Technicalefficiencyofdifferent
rapeseedproductionscaleistotallydifferent,whichshowsskewdistributioningeneral.Amongthemajor
factorsinfluencingfarmers’technicalefficiency,educationhasapositiveinfluence.Ontheotherhand,

factorssuchasnumberoffamilymemberswhoaretrainedbyfarmingtechniques,whethermemberof
familyisholdingapostinthevillageoraboveornot,numberofmigrantworkers,distancebetween
farmers’houseandthenearestmarketshaveasignificantpositiveinfluenceontechnicalefficiencyof
small-scalehouseholds.Whiletechnicalefficiencyofrapeseedproductionforlarge-scalehouseholdsis
quitesensitivetofamilysize,familymemberswhoaretrainedbyfarming techniquesandthepercent-
ageofrapeseedincomeinthetotalfamilyincome.

Keywords scaleofoperation;farmers;technicalefficiency;rape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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