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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朱丽萌的研究,农业产业进口对外依存度处于不同安全状态的警戒范围:５％以下安全,５％~１３％基本安全,１３％~１８％不

安全,１８％以上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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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高库存背景下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及耕地资源匮乏的双重矛盾,试图从

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探讨中国棉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路径.通过 DEAＧMalmquist模型

对中国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差异进行分析,并利用动态面板 LS方法估

计 TFP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技术进步是构成棉花

TFP提高的主要因素,新疆棉花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在各影响因素中,棉花播种面积占比

和受灾水平对棉花 TFP的影响最显著;各地区棉花 TFP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存在一定

差异,尤其是机械投入要素,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而在西北内陆

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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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近年来,受国际棉花市场的冲击和市场价格波动的

影响,棉花产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等都导致我国植棉

成本不断攀升,植棉比较效益下降,棉农种植积极性降低.２０１５年中国棉花亩均生产成本达到

１５０９．２６元,其中人工成本占据生产成本的５２．３２％,物化成本占总成本的４１．２７％,每亩纯收益为

－２２．３３元.棉花品质下滑加剧了中国棉花产业的不利形势,生产与需求脱节现象严重,２０１５年棉花

贸易进口依存度达到２４．６２％,远超过国际警戒线５％① 以下的安全范围[１],我国棉花产业安全问题引

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从２０１１年国家出台临时收储政策到２０１４年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国家

一直在探索有利于棉花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棉农收益,棉花价格逐渐与国际

接轨.且中国棉花单产一直保持较高水平,２０１５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达３７９．８９万公顷,用占世界

１１．１７％的面积生产出占世界２１．６１％的产量,中国棉花单产是１９７８年的３．２４倍,是世界单产的

１．８９倍.
棉花产量的提高,是否表明我国当前的棉花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可以确保我国的棉花产业安全?

从国际环境来看,２０１５年中国棉花消费量达７１５．６２万吨,占世界消费总量的３０．０９％;进口量是世界

进口量的１６．８９％.图１描述了棉花库存消费比的变动情况,我国棉花２０１５年的库存消费比达到

１８２．７５％,全球棉花库存消费比为７１．６０％,除去中国后全球棉花库存消费比降到３８．６８％,根据世界

棉花生产国际标准,棉花安全指标的库存消费比为３０．００％.我国的库存消费比已经远远超过棉花安

全指标,供给大于需求.从国内看,中国纺织企业存在需求不足现象,我国棉花市场出现了结构性供

应缺口,高品质棉花供应趋紧,价格不断走高,而低品质棉花库存积压,价格持续走低.不能再简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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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产量作为衡量棉花产业安全的指标,应该转变投入方式,按需生产,依靠科技进步带动棉花产量和

质量的双重提高.２０１５年中央领导明确给出了我国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方针,“供给侧”改
革的核心即“创新驱动”和“内部经济结构的优化”,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是增强经济持续增长

的动力.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增加研发投入,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将由投入型

增长转向效率型增长.棉花作为我国的重要战略物资,同样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随着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升和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依靠要素投入推动棉花产业的经济增长是缺乏动

力的,而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是在新常态下推动中国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调整

棉花产业结构,进一步去库存,实现劳动力、物质资本、科技、制度等要素的最优配置和有效利用将成

为棉花产业转型的重点.因此,在现行政策背景下,研究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实现路径对于确保我

国棉花产业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棉花网和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并经计算整理得出,其中GICR 表示全球库存消费比,OCICR 表示除中国以

外的全球库存消费比,CSCR 表示中国库存消费比.

图１　棉花库存消费比趋势

　　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有效推动了我国的农业现

代化进程.颜鹏飞等利用DEA法对我国３０个省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曼奎斯特生

产率指数进行了测度,发现人力资本、制度因素对其都有重要的影响[２].陈卫平、周瑞明运用非参数

Malmquist指数法分别测算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和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演进和

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虽然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的态势,但却表现出区域不均衡的现

象,且呈现出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效率损失并存的局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确保我国农业经

济增长的关键因素[３Ｇ４].谭砚文等、刘锐等、张社梅等、朱希刚等都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棉花

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表示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５Ｇ８].田伟等利用随

机前沿分析法对中国１３个棉花主产区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 TFP增长率的波动及地区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明显,且主要是由配置效率的变化引起的[９].朱会义利用主要植

棉省市在棉花生产过程中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产出率的差异探讨了１９８０年以来我国棉花

逐步向新疆转移的主要原因,结果发现,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是促使棉花向新疆集中的主要原因[１０].
上述研究对于分析棉花生产率问题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学者们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增

长趋势的观点比较统一,但在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关于棉花 TFP指数是否提高存在一定争

议.研究多侧重从时间和空间的波动趋势进行分析,而结合模型对棉花 TFP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因

素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不足.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DEAＧMalmquist模型探讨我国棉

花近年来 TFP的实际变化情况,并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路径依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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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２０１０年之前,近几年棉花政策变动频繁,棉花生产波动幅度大,
因此本文将研究期限扩展到２０１４年.

　　一、研究方法、变量与数据

　　１．研究方法

(１)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想.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率即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利用新古典

增长理论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时首次发现了“索洛剩余”,索洛剩余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受资本

(K)和劳动力(L)影响的部分,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部分因素是由投入的积累产生的,但还有一部

分因素是不可观测的数量.而索洛剩余就是经济增长不能归因于投入增长的那部分.用简单的增长

核算关系来看:

ΔY＝Δ∂＋αΔK＋(１－α)ΔL (１)
式(１)中,ΔY 是产出增长率,ΔK 是资本存量增长率,ΔL 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

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即索洛剩余.通过对上式的变换,索洛剩余可表示为:

Δ∂＝ΔY－αΔK－(１－α)ΔL (２)
通常根据总量生产函数,利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残差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由此可见索洛剩余也可以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
在现实生产活动中,无论是企业还是农户都很难实现规模效益最大化,即处在生产可能性边界曲

线上.实际产出水平总是与潜在产出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差距的大小则源于对新技术的开发以及应

用能力上.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新技术运用能力的提高所导致的技术效率的增

进共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可由生产曲线的转变体现(见图２).

图２　产出增长与投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关系

　　图２中的曲线F１和F２分别为T１和T２时期的前沿生产函数,P 为投入函数,F１e和F２e分别为T１和

T２时期的前沿产出,即投资曲线与产出曲线相交时的均衡点,X１和X２分别为T１和T２时期的要素投

入组合,YF是当生产技术条件不变时要素投入由X１增加到X２所带来的投入,Te１和Te２分别表示在

T１和T２时期由于技术无效率所带来的损失,用I 表示投入所带来的增长.这样,生产单位的产出增

长ΔY 可以表示为:

ΔY＝Y２－Y１＝ F２e－YF ＋ YF－F１e ＋ Te１－Te２ ＝I＋TFP (３)
因此,可以说产出的增加即表现为投入要素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２)DEAＧMalmquist方法介绍.Malmquist指数最早由StenMalmquist在１９５３年提出,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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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ell、Fare等对 Malmquist指数的发展与改造,使该指数中的非参数线性规划法与 DEA理论得到

有效结合,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生产效率的测算[１１Ｇ１３].根据Fare等人的观点,最佳实践前沿面可由投

入要素集、产出可行性集以及曲线图三种方式来表达.在本文,主要从投入的角度研究棉花全要素生

产率的变化情况.根据Fare等人的研究 Malmquist生产率函数的表达式为[１４]:

M０ xt＋１,yt＋１;xt,yt( ) ＝Ef xt＋１,yt＋１;xt,yt( )Text＋１,yt＋１;xt,yt( ) (４)
其中Ef xt＋１,yt＋１;xt,yt( ) 指技术效率增进指数,Text＋１,yt＋１;xt,yt( ) 指技术进步指数.技术

效率的变化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因此,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也可以表

示为:

M０ xt＋１,yt＋１;xt,yt( ) ＝Pext＋１,yt＋１;xt,yt( )Sext＋１,yt＋１;xt,yt( )Text＋１,yt＋１;xt,yt( ) (５)
综上所述,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主要来自两大部分:一是通过对最佳实践边界的追赶而带来的技

术效率的提高,另一个是通过对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边界的变化.

２．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八大棉花主产区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主要包括:新疆、山东、湖北、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和湖南.相关数据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部分变量根据年鉴数据计算而来.

３．指标与变量选取

根据投入产出指标,建立测度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体系,见表１:
表１　棉花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测算的指标体系

变量名称 含义和单位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年均增长率/％

产出

　棉花产量 棉花总产量/万吨 １２．９０ ３６７．４２ ７１．７４ ７６．１７ －２．４３

投入

　播种面积 棉花总播种面积/千公顷 １２９．２０ １９５３．３０ ５７７．８３ ４０８．６３ －２．６６

　化肥使用量 棉花化肥折纯用量/(千克/亩) １５．５３ ５５．９４ ３０．５８ ８．１２ １．７０

　种子费用 棉种投入费用/(元/亩) ９．６４ ７１．５６ ４０．３２ １３．２３ ３１．４９

　其他物质费用
每亩棉花扣除种子和化肥费用后的物质与
服务费用/(元/亩) ６０．１１ ５８１．５０ １６８．１３ ８８．４０ ４．９１

　农业机械动力 农用机械的总动力/万千瓦 ８８０．８５ １３１０１．４０ ５６２３．７４ ３３９３．７９ ５．５８

　劳动力数量 亩均棉花用工数量/(日/亩) １０．６１ ４２．７０ ２５．２１ ５．１１ －２．４５

　　二、主产区棉花ML指数值分析

　　在上述分析框架下,本文采用Deap２．１软件对棉花主产区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全要素

生产率(TFP)的测度(见表２),分析结果如下:

１．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比较分析

根据表２显示,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间棉花 TFP指数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波动特征,但整体呈下降

趋势,下降幅度达到０．６％.技术效率指数年均增长率下降３％,技术进步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２．４％,
技术效率的下降成为棉花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纯技术效率指数保持不变,规模效率年均

增长率下降３％,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阻碍了TFP 指数的上升.
分阶段看,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棉花全要素增长率分

别为１．５％、－３．８％、１．４％和－０．９％;技术效率增长率分别为－２．９％、－３．６％、－４．３％和７．２％;技术

进步率分别为４．９％、－０．１％、６．３％和－７．５％,变动趋势与 TFP指数的变化趋势相同,说明我国棉花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得益于技术

进步水平的提高,２００３年我国棉花价格出现大幅度增长,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的植棉积极性,引起２００４
年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上升,全国 TFP指数相较于２００３年上升１７．１％.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棉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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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全国棉花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变动值

年份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技术效率指数 技术进步指数 纯技术效率指数 规模效率指数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０．９８５ ０．８５８ １．１４８ ０．９８８ ０．８６８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０．８３７ ０．８９６ ０．９３４ １．０１６ ０．８８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１．１７１ １．１６４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１．１６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０．９７３ ０．８８９ １．０９５ ０．９９４ ０．８９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１．１１１ １．０４８ １．０６１ ０．９９２ １．０５６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平均 １．０１５ ０．９７１ １．０４９ ０．９９８ ０．９７３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０．９９０ ０．９５６ １．０３６ １．００８ ０．９４８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０．９５５ ０．９２０ １．０３８ １．００１ ０．９１９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０．９５８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９ ０．９９９ ０．９８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０．９４４ １．００２ ０．９４２ １．００８ ０．９９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平均 ０．９６２ ０．９６４ ０．９９９ １．００４ ０．９６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１．０２８ １．００９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１．０６１ ０．９０２ １．１７６ ０．９９４ ０．９０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０．９５４ ０．９６０ ０．９９３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平均 １．０１４ ０．９５７ １．０６３ ０．９９８ ０．９５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０．９９１ １．０７２ ０．９２５ １．００３ １．０６９

平均值 ０．９９４ ０．９７０ １．０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０

　注: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平均值是以几何平均计算.

均全要素生产率最低,主要是由于２００７年国家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力等要素

价格开始增长,棉花生产成本提高,我国棉花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国家开始加大棉花种植补贴力

度,２００７年实行棉花良种补贴政策,从数据来看,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提高棉花全要素生效率,反而导

致生产效率的进一步下降,这一时期的研究结果与关建波的研究相一致,在关建波的研究中,良种补

贴政策对棉花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十分有限,相比政策实施前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反而有所下降,与当

时规模效率下降所引起的技术效率下降密不可分,因为良种补贴政策以面积作为补贴标准,导致棉农

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可是又缺乏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激励[１５].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９年棉花全要素

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都小于１,受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棉花生产活动水平也出现下降.２０１１年

国家开始实施棉花临时收储政策,该政策不仅稳定了棉花市场,也充分保障了棉农的植棉利益,激发

了棉农的种植积极性.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２年农业部积极引导棉农科学选用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

术,大力推广棉花栽培技术、机械采收技术和膜下滴灌技术,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率最高,达到６．３％,
极大地促进了棉花生产效率的提高.２０１４年国家进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新疆和内地采取两种不

同的棉花价格补贴方式,由于对新疆实行６０％按面积补贴的方式,致使当年新疆植棉面积扩大,内地

植棉面积加剧萎缩,规模的优化使技术效率得到改善,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的衰退,２０１４年棉花TFP
指数仍然是下降的.

２．棉花主产区TFP 指数动态变化趋势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的变化情况,以棉花主产区为主体,进行时间

维度的区域对比分析.
图３是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间棉花主产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从中可以发现,各主产区TFP 指

数变化趋势差异较大,但在特殊年份(政策出台和市场变动)主产区的变化路径趋于一致.整体来看

黄河流域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该区域生产基础比较薄弱,再加上天气的原因,棉花全要

素生产率很难提高,只有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年这三年出现大幅度上升,前两次与棉价攀升密切

相关,２０１４年主要是由于农业部在２０１３年印发了«黄河流域棉区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导意见»,生
产过程的机械化以及种植管理模式的标准化极大地促进了黄河流域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长江

流域棉花全要素生产率最不稳定,变化幅度大,该地区纺织行业发展繁荣,活跃的市场使农民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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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捕捉到市场信息进而指导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棉花的生产效率.西北内陆地区棉花全要素

生产率整体水平较高,主要由于西北内陆棉区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比较高,并且远离内地,市场体系建

设落后,对外依存度低,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受外界不利影响因素小,主要依靠自身发展带动棉花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

图３　 棉花主产区TFP 指数变化趋势

　　图４和图５是棉花主产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变化图.黄河流域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率的

变化趋势相反,TFP 指数的变化与技术效率的变化保持同步,棉花全要素生产率更多地受技术效率

影响.长江流域２００９年之前主要由技术效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２０１０年开始受技术进步的

图４　棉花主产区Effch指数变化趋势

图５　棉花主产区Techch指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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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说明近年来当地把重心放到了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上,当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依靠

投入已不能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只有通过技术改进、管理创新等方式才能实现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

升.西北内陆的技术效率趋向于一条水平线,没有太大变动,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带动棉花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说明新疆在优质棉生产基地建设过程中,对棉花种植技术、栽培模式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探

索和改进,但近年来技术进步水平出现了下降的现象.

３．棉花主产区TFP 指数动态变化率评价及比较

棉花主产区TFP 指数增长结构分析.从各主产区的数据看(见表３),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间全国棉

花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主要由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以２．１％和０．６％
的速率在下降,西北内陆棉花全要素生产率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增幅达到３．８％,说明新疆存在

显著的植棉优势,为实现种植结构调整和优质棉基地建设目标,应加大对新疆棉区的扶持和重视

力度.
表３　各主产区棉花TFP 及构成

区域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技术效率指数 技术进步指数 纯技术效率指数 规模效率指数

黄河流域 ０．９７９ ０．９６５ １．０１５ １．００１ ０．９６４
长江流域 ０．９９４ ０．９６７ １．０２８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７
西北内陆 １．０３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平均值 ０．９９４ ０．９７０ １．０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０

　注:根据棉花主产省数据,黄河流域产区为河北、河南和山东３省的平均值,长江流域产区为湖北、湖南、江苏和安徽４省的平均值,
西北内陆产区为新疆自治区的指数值.

　　各棉区技术进步率都在提高,且增长速率高于TFP 的增长速率,说明技术的使用缺乏效率,技
术的推广和扩散并不成功,技术效率的恶化阻碍了棉花TFP 的增长.尤其是随着内地植棉面积的

萎缩,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花种植规模效率不断下降,分散化、小规模的家庭种植模式不利于技术

的推广和应用,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应重视规模优化,提高棉花技术利用效率.西北内陆棉

区种植规模大,资源配置效率高,同等的投入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棉花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技术

进步率位居全国之首.

　　三、主产区棉花TFP 及其分解指数影响因素分析

　　１．变量及模型构建

为准确分析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技术效率指

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各因素对不同指数的影响程度和方向.被解释变量为: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技术效率指数(Effch)、技术进步指数(Techch).影响棉花全要素生产

率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棉农在种植过程中的各种要素投入、种植规模、科技进步水平以及自然环

境等.表４列出了本文所选取的主要变量:
表４　模型变量选择及含义

变量名称 单位 变量含义 预期影响方向

棉花播种面积占比(lnArea) ％
即各地区棉花播种面积(千公顷)占耕地面积(千公顷)的比值.
比值越高,说明当地种植棉花的规模越大,农户植棉积极性越高,
将有助于棉花生产效率的提高.

＋

化肥投入水平(lnFertilizer) 公斤/亩
指棉花亩均化肥折纯用量,化肥投入是棉花实现高产量的重要保
障,该值越大产量相对越高. ＋

劳动要素投入水平(lnLabour) 日/亩
指每亩棉花在标准劳动日的用工数量,一般人工投入越多,说明
该地机械化水平越低. －

机械化投入水平(lnMechanics) 元/亩
为了更精确地表示棉花机械化水平,采用每亩棉花所使用的机械
费用指标,机械投入费用越高,说明棉花的现代化水平越高. ＋

农业受灾水平(lnDisaster) ％
受灾情况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紧密相关.用农业受灾面积(千公
顷)与总播种面积(千公顷)的比值表示.比值越大,说明受灾水
平越高,自然环境比较恶劣,越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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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包括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３种模型形式,根据检验结

果,本文中对整体进行回归时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如方程式(６):

lnYit＝α＋β１lnAit＋β２lnFit＋β３lnLit＋β４lnMit＋β５lnDit＋δit (６)
对棉花各主产区进行回归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如方程式(７):

lnyit＝αi＋β１lnAit＋β２lnFit＋β３lnLit＋β４lnMit＋β５lnDit＋vit (７)

２．模型结果分析及讨论

(１)整体样本模型结果分析及讨论.面板数据模型回归时,首先要进行 Hausman检验,以确定

模型的设定形式.表５列出了 Hausman检验结果,棉花TFP、Effch 和Techch 的检验统计量分别

为:６．５０８、２．８０８和３．６３０,伴随概率分别为:０．２６０、０．７３０和０．６０４,P 值均大于０．０５,所以接受原假设,
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对TFP、Effch 和Techch 进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

表５　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影响因素的Hausman检验结果

变量

TFP 系数

固定效应

模型

随机效应

模型
差异

Effch 系数

固定效应

模型

随机效应

模型
差异

Techch 系数

固定效应

模型

随机效应

模型
差异

lnArea ０．０６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５
lnFertilizer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９０
lnLabour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１
lnMechanics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lnDisaster －０．１６９ －０．１３９ －０．０２９ －０．１４１ －０．１１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
ChiＧSq．Statistic ６．５０８ ２．８０８ ３．６３０
P ０．２６０ ０．７３０ ０．６０４
结论 接受原假设 接受原假设 接受原假设

　　由表６可以看出棉花播种面积占比变量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的提高都

有积极的影响,影响程度分别为８．５％、５．７％、２．９％,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影响最为显

著.可见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技术利用效率,还能带动棉花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
表６　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TFP

参数系数 t统计量

Effch
参数系数 t统计量

Techch
参数系数 t统计量

lnArea ０．０８５ ３．０２４∗∗∗ ０．０５７ １．９３２∗ ０．０２９ １．５０３
lnFertilizer ０．０７３ １．２１５ ０．０５２ ０．８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５３７
lnLabour ０．０４２ ０．４９９ －０．０１４ －０．１５４ ０．０５６ ０．９７９
lnMechanics －０．０２２ －１．６１５ －０．０１９ －１．３４７ －０．００３ －０．３１９
lnDisaster －０．１３９ －４．６３７∗∗∗ －０．１１７ －３．７３０∗∗∗ －０．０２３ －１．１２３
constant －０．１０３ －０．２３６ ０．１１６ ０．２５６ －０．２１９ －０．７４４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化肥作为棉花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物质投入,提高化肥投入量将有效促进棉花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模型中虽然化肥投入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影响系数都为正,但并没有通

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目前在棉花种植过程中化肥投入过剩,化肥投入量的继续增加并不会产生明显

的效果.
劳动投入对这３个指数的影响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对技术效率指数产生负面的影响.一

味地增加劳动投入并不会促进棉花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的提升.过度的劳动投入

反而降低技术使用效率、增加种植成本、浪费资源,应尝试转移多余劳动力.
机械投入虽然对这３个指数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目前的机械投入

并没有有效地促进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机械投入的增加导致棉花种植成本上升,但是由于对

新技术的利用效率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阻碍了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农业受灾水平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十分大,呈显著的负效应,影响程度分别达

到１３．９％和１１．７％,符合预期结果,自然环境因素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会产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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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如,２０１５年７－９月新疆棉花连续遭遇高温和冷空气的侵袭,棉花产量和质量均受到严重影

响,单产普遍下降２０％~３０％,棉花平均长度集中在２６~２７mm,各项质量标准较上年大幅度下滑①.
随着气候变化的异常,在棉花生产种植过程中要增加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重视程度.

(２)各主产区实证结果分析及讨论.在对棉花各主产区进行分析时,由于各主产区所选取的时点

数低于截面数,且研究的是个体成员对样本自身的影响作用,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表７是各变量对不同区域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对黄河流域来说,棉花播种面积占比

和化肥投入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劳动投入的影响为负,由于三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影响效果并不明显,单纯的增加这些要素投入不能促进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机械投入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呈负效应,说明机械投入处在边际收益递减阶段,分散的小规模种植难以发挥机

械化种植优势,增加机械投入不但不能提高生产效率,反而由于成本增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农

业受灾水平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影响程度高达１０％,说明自然灾害对棉花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很大.
表７　棉花主产区有关TFP 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西北内陆

lnArea ０．００８(０．１３４) ０．１７９(１．８６７∗) ０．０４６(０．３５１)
lnFertilizer ０．１４２(０．９０６) －０．１７６(－１．４０１) ０．０９５(０．４９０)
lnLabour －０．１５９(－０．６９６) －０．０２５(－０．２１７) ０．１０６(４．０９６∗∗∗)

lnMechanics －０．０７７(－１．６８５∗) －０．０２４(－２．８８２∗∗∗) ０．６１８(４．０２８∗∗∗)
lnDisaster －０．１００(－２．１９２∗∗) －０．１９３(－５．４２７∗∗∗) －０．０５０(－１．３２６)
constant ０．５７８(０．６３１) ０．９８６(１．３２１) －４．７１３(－４．１０３∗∗∗)

　　对长江流域来说,化肥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增加虽然会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作用,但没有通

过显著性检验.棉花播种面积占比、机械投入和农业受灾水平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影响.棉

花播种面积占比的影响程度为１７．９％,在长江流域扩大棉花种植面积能大幅度提高棉花全要素生产

率.长江流域植棉历史悠久,技术水平高,区内具有较多的纺织业,扩大种植面积能够充分发挥当地

的优势条件,促进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械化投入呈负向影响,与当地的种植规模、栽培模式密

切相关.农业受灾水平呈显著的负效益,影响程度在三个区中最高,应加强自然灾害的预警和防护.
西北内陆棉区中棉花播种面积占比和化肥投入的增加会促使棉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作用有

限.劳动投入和机械投入均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新疆在棉花生产过程中存在要素投入不足.受

灾水平相对于前两个区域的影响程度最小,新疆地域辽阔,有南疆、东疆和北疆三大植棉区,自然环境

有所差异,能够分散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
表８是各变量对棉花主产区技术效率的影响情况.黄河流域只有化肥投入变量的影响比较显

著,每增加１单位的化肥投入量将会使技术效率提升４６．７％,其他因素对技术效率提高的作用较小.
长江流域中棉花播种面积占比、机械投入和农业受灾水平的影响比较显著,尤其是种植面积的扩大将

会极大地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机械投入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产生抑制作用,和前面的分析一致.西北

内陆虽然只有劳动投入和机械投入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影响微乎其微,主要是新疆的技术效率

变化不大.
表８　棉花主产区有关Effch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西北内陆

lnArea ０．０８４(１．２８２) ０．１９４(２．３３６∗∗) －７．９１EＧ１６(－１．３９３)
lnFertilizer ０．４６６(２．５８７∗∗) －０．０６５(－０．５７８) ９．６１EＧ１６(１．０８２)
lnLabour －０．２０７(－０．７７１) －０．０４４(－０．４６９) ８．０４EＧ１５(２．８２５∗∗)

lnMechanics －０．０６９(－１．０２０) －０．０２０(－２．５４０∗∗) ３．９３EＧ１６(２．５０１∗∗)
lnDisaster －０．０７０(－１．０５５) －０．１７４(－５．１４０∗∗∗) ２．６８EＧ１６(１．０３１)
constant －０．５８５(－０．５２６) ０．５３４(０．８５９) １．００(１．５１E＋１３∗∗∗)

　注:由于西北内陆的Effch 指数值均为１,取对数后无法进行模型估计,故西北内陆的变量采用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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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国棉花网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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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是各影响因素对不同区域棉花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情况.黄河流域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只有

化肥投入变量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影响作用是负的,影响系数为－０．２８５,由于化肥投入

的增加使技术效率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导致对技术研发的忽视,制约了技术进步水平.长江流域中各

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小.西北内陆地区,棉花播种面积占比、化肥投入

和受灾水平对技术进步的提升作用有限,而劳动投入和机械投入则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技术水平

进步.
表９　棉花主产区有关Techch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西北内陆

lnArea －０．０４０(－０．９３５) －０．００８(－０．５０９) ０．０４６(０．３５１)

lnFertilizer －０．２８５(－３．１４６∗∗∗) －０．０１４(－０．５５３) ０．０９５(０．４９０)

lnLabour ０．１６４(１．１５５) ０．００５(０．２１８) ０．１０６(４．０９６∗∗∗)

lnMechanics －０．００９(－０．１９６) ０．００１(０．０７８) ０．６１８(４．０２８∗∗∗)

lnDisaster －０．０４７(－１．４６３) －０．００３(－０．３８６) －０．０５０(－１．３２６)

constant ０．６４１(１．２９４) ０．０８２(０．６２７) －４．７１３(－４．１０３∗∗∗)

　　四、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运用DEAＧMalmquist模型以及动态面板LS法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中国棉花主产区的全要素生产

率进行了测度,并从时间阶段和空间分布两个维度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最终得

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增长,技术效率水平不高,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推动棉花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高.表现出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损失并存的局面,虽然技术进步水平得到提高,但技术的推

广和扩散并不成功.
(２)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均为负值,规模效率恶化是构成我国棉花全要素生产

率水平整体不高的主要原因.内地植棉区种植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受环境影响大,在棉花生产过程

中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西北内陆棉区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值,具有植棉优势,新疆作为优质棉生产基地

对于保障我国棉花产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３)在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棉花种播种面积占比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受灾水平的影响效应为负.机械投入的增加并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说明农业技

术推广和应用不成功.化肥投入和劳动投入虽然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效果不明显,在高物质成本和

人力资源匮乏的制约下应转变投入方式,从物质要素投入转向生物应用型、技术进步型投入,降低植

棉成本,提高棉花比较效益.
(４)在分地区的模型估计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机械投入对棉花 TFP的影响均是显著的负

效应,西北内陆地区该要素投入呈显著的正向影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花的种植规模、栽培方式

以及管理模式与西北内陆棉区存在很大差距,在新技术推广应用过程中与之相关的配套生产条件达

不到,技术利用率低,机械投入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棉花生产率的下降.相比西北内陆棉区内

地植棉区也易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无论从技术还是环境上看新疆都更具植棉优势.

２．建　议

根据研究结果,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以便提高我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棉花产业的进一

步发展:
(１)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种植面积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

影响,我国人多地少,小规模经营不利于机械技术的实现,风险分散能力弱,交易成本高,难以实现规

模效益,小农经济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应深化棉花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并加快棉花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

置,稳步退出次宜棉区、风险棉区和低产棉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提高棉花规模化、集约化和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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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２)加大培训力度,推广棉花机械采收.人力成本占据棉花生产成本的５０％以上,在高成本压力

和农业标准化的要求下,机械化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趋势.为降低棉花成本,提高植棉效益,应
大力推广机采棉.加大机采棉品种研发力度,改变现有栽培模式,严格执行机采棉残膜回收,科学打

药、脱叶、采收,烘干等相关管理制度,并加大对机采棉品种和采棉机的研发投入,积极引进和发展与

机采棉相关的加工配套设施,提高机采棉的质量与效益.在此基础上,要多途径、多形式开展农业技

术宣传和技能培训,积极推广优质高产的栽培模式,及时将新知识、技术和观念有效传递给农民,引导

棉农进行标准化生产,充分发挥技术效率的水平扩散效应.
(３)完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制度,提高棉花质量.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以产量作为补贴依据,导致

棉农只注重产量的提高而忽视了棉花质量的提升.随着纺织行业的转型升级,高品质棉花原料短缺,
棉花质量状况堪忧已成为制约我国棉花产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应从供给端入手,完善棉花目标价格

补贴政策,提倡“优质优补”,转变农户种植理念,提高棉农质量意识.
(４)探索棉花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综合提高抗灾能力和棉农收入.农业受灾水平是影响棉花全要

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影响系数高达１３．９％,农业抗灾减灾能力弱已成为制约棉花生产效率提高

的关键.农民对保险政策认知程度低、保费补贴少等造成农户参保率不高,应通过开展宣传提高农民

参与棉花保险的积极性.并逐步完善国家财政支持体系,在提高保费补贴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棉花经

营费用补贴、再保险补贴和特大风险补贴等多种补贴方式相结合的补贴制度,进而扩大保险覆盖率,
降低灾害损失率,保障棉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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