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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江西省赣抚平原农区６县市２９３户稻农的调查数据,分析转入耕地稻农

的生产行为特征,采用随机前沿函数对稻农在不同转入规模下的耕地利用效率进行测算.
研究发现:稻农耕地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种植业生产成本收益率发生下降,耕地利用技术

效率也出现了显著降低,但是在适度规模范围内的耕地转入量对稻农耕地利用技术效率的

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引导耕地适度流转,加强对稻农农业技术的培训,扩宽农民

生产资金获得渠道等政策可提升稻农耕地利用的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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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户家

庭收入带来的贡献逐渐降低,耕地细碎化和规模小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了较大的阻碍[１],如
何在城镇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我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而提高耕地利

用效率和实现规模经营是解决这一课题的重要途径.耕地流转是实现耕地规模经营的必要手段[２],

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促进耕地流转的重要影响因素,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外向移动对耕地

流转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３Ｇ５],而耕地流转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６Ｇ７]、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８Ｇ９].但针对耕地流转是否能提高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在理论

界却一直存在争议,较多的研究表明耕地流转是有效率的[１０Ｇ１１],但也有部分研究呈现相反的结论,如

陈海磊等研究表明我国农户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加反而出现耕地利用效率降低的现象[１２].耕地流转

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耕地转入户的耕地利用行为对耕地利用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现有

文献在讨论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之关系时大多未对农户在耕地规模扩大后的生产行为变化

进行分析,因此对结果的讨论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稻农为了实现农业生产的利益最大化,选择通过转入耕地扩大其经营规模,但在资本积累、劳动

力素质等约束条件下,稻农是否能在耕地经营规模扩大的情况下保持耕地利用效率有效需要进一步

论证.因此,本文采用课题组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在江西省赣抚平原农区获取的稻农耕地利用调研数据,
对耕地转入稻农生产行为及其耕地利用效率进行研究,期望能从耕地转入稻农的耕地利用行为角度

对耕地流转后的耕地利用效率变化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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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表１　样本分布情况

县区 乡镇 样本数

余干县 大塘乡、古埠乡、上塘乡 ３２
万年县 湖云乡 ２８
鄱阳县 高家岭乡、三庙前乡、游城乡 ９９
永修县 立新乡 ７１
玉山县 怀玉乡 ２８
新建县 大塘乡 ３５

　　赣抚平原位于江西省中部偏北的赣江和抚河下游

的三角洲平原地带,以水稻为主,是江西省的粮食主要

产区,且耕地流转率较高,因此本文选择该区域作为研

究对象,数据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课题组于

２０１４年１月对该区域开展了实地抽样调研,样本主要

覆盖余干县、万年县、鄱阳县、永修县、玉山县和新建县

等６县市１０乡镇,具体样本分布如表１所示.
调查采取面对面访谈方式,内容主要涉及稻农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总人口、劳动力人口、年龄、教

育状况和职业等)、耕地流转情况(耕地转入和转出数量)、稻农的耕地利用行为(种植结构和生产资料

投入等)、作物产出和销售情况以及非农收入等.共收集问卷３３７份,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共收集

有效问卷２９３份,其中转入耕地农户占总样本数的３５．１５％,转入耕地农户基本特征如下表(表２).
表２　耕地转入农户基本特征

选项 样本数 占比/％ 选项 样本数 占比/％

受访者性别
男 ６９ ６７

受访者家庭人口数

２人及以下 ９ ９
女 ３４ ３３ ３~４人 ８３ ８１

受访者年龄

３５岁及以下 １５ １５ ５~６人 ６ ６
３６~４５岁 ４２ ４１ ６人以上 ５ ５
４６~５５岁 ３５ ３４

经营耕地面积/公顷

０．６７~１．００ ２３ ２２
５５岁以上 １１ １１ １．０１~２．００ ４３ ４２

受访者受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７ １７ ２．０１~３．００ １３ １３
初中 ６６ ６４ ３．００及以上 ２４ ２３
高中 ２０ １９

　　二、耕地转入稻农生产行为特征

　　由于水稻种植与旱作物种植在劳动和资本投入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因此本文仅考虑农户水稻生

产特征.稻农耕地利用行为主要可通过劳均耕地面积、单位面积耕地劳动和资本投入和来进行表征,
其中劳动投入按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工日数表示,资本投入用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及种苗投入之和

表示[１３Ｇ１４],本文在设定耕地劳动时间投入时考虑到大部分稻农采取了雇工等形式,由于在数据获取过

程中稻农对所请雇工的数量和时间缺乏准确的回忆,而对雇工所花费的成本记载相对准确,因此对雇

佣劳动力数量进行了资本折算,计入耕地资本投入中,因此,本文所指耕地劳动时间投入系稻农家庭

自有劳动量的投入.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可得到,研究区域户均原始承包经营耕地规模为０．７８公顷,
根据黄祖辉等对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研究,定义１．００公顷及以下的为小规模稻农、１．００公顷到２．００
公顷之间的为适度规模稻农、２．００公顷以上的为大规模稻农[１０],结合研究区域户均原始承包耕地规

模,本文用转入耕地规模占稻农经营耕地总规模的比例来衡量稻农转入耕地的数量,该比例亦可反映

稻农耕地经营总规模.为了更清晰反映稻农转入耕地规模比例变化对其耕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对转

入耕地稻农按照转入耕地比例(ratiooffarmlandtransferＧin,RFTI)进行如下分类处理:第１类稻农

为未发生耕地流转稻农,RFTI＝０．００％;第２类稻农为:０．００％＜RFTI≤３０．００％;第３类稻农为:

３０．００％＜RFTI≤６０．００％;第四类稻农为RFTI＞６０．００％.通过对样本稻农耕地生产行为数据的整

理,不同转入规模稻农的分布及生产行为特征如下(表３).
通过表３可以看出,随着稻农耕地转入比例的增加,其种植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转入比例

在３０．００％与６０．００％之间时,选择双季种植的比例有所提升;雇佣劳动力成本随着稻农耕地转入比例

的增加呈现上升的趋势,但产品收益却呈现下降的趋势,以上特征对稻农耕地利用的技术效率可能产

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在随后部分将通过技术效率测度来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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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转入规模稻农的分布及生产行为特征

项目 RFTI＝０．００％ ０．００％＜RFTI≤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RFTI≤６０．００％ RFTI＞６０．００％

占比/％ ６３．７７ １８．２６ ８．１７ ９．８０

总经营规模/公顷 ０．８７ ０．９２ ２．０５ ６．８３

种植结构:双季占比/％ ４５．７８ ４８．７９ ５０．００ ４４．００

一季占比/％ ５４．２２ ５１．２１ ５０．００ ５６．００

家庭劳动投入/(工日/公顷) ４３６．８７ ３７９．２２ １１３．４６ ５０．５３

雇佣人力成本/(元/公顷) ６１２．７９ ９８９．７６ ２６９５．７０ ２９０７．０３

资本投入/(元/公顷) １０３７６．４５ １１８７９．５２ １４０５３．６９ １５１０７．５８

农产品收益/(元/公顷) ４２９９６．５０ ４００１９．２１ ３９８４２．３７ ２７８３３．６４

成本收益指数 ４．１４ ３．３７ ２．８４ ２．１１

新品种使用率/％ ４６．０３ ５６．８６ ３７．５０ ４０．００

　注:数据根据调研样本数据整理计算得到.农产品收益为稻农耕地总产出的毛收益,且未扣除稻农家庭消费部分.

　　三、耕地利用效率分析

　　１．技术效率分析模型

现有文献多采用非参数法的数据包络分析(DEA)[１５Ｇ１７]和计量经济学基础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方法(SFA)[１３,１８Ｇ１９].由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在估计技术效率的过程中考虑了随机误差所产生的

干扰,能较准确地将技术效率分离出来,在精确程度上优于数据包络分析,因此本文选择随机前沿生

产函数方法对稻农耕地利用效率进行评价.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可以做如式(１)的设定:

yi＝f(xi;β)evi－ui (１)
式(１)中,yi 代表第i个生产单位的产出向量,xi 为投入向量,f(xi;β)为确定性生产边界,需要

用具体的函数形式表现,代表稻农的生产技术,β为待估技术参数,TEi＝evi－ui 为技术效率,vi－ui

为复合误差项,vi~iidN(０,σ２
v)表示由于天气、运气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误差,ui 用以表征稻农生产

技术的非效率,独立分布于vi.f(xi;β)的函数形式采用简洁且易分解的CＧD生产函数予以设定,实
证研究表明CＧD对中国农业增长描述具有较可信的解释[２０],对数形式 CＧD生产函数表征下的随机

前沿函数如下所示:

lnyi＝β０＋∑
n
βnlnxni＋vi－ui (２)

ui~iidN＋ (mi,σ２
u) (３)

mi＝C＋∑δjXij＋wj (４)
式(３)和(４)中,mi 代表技术无效函数,e－mi 代表稻农i的技术效率,mi 越大表示技术无效程度

越高,Xj 表示影响稻农技术效率的各外生变量,wj 为随机误差项.稻农的技术效率可用式(５)进行

求解:

TEi＝
E(yi/ui,xi)

E(yi/ui＝０,xi)
＝exp(－ui) (５)

当ui＝０时,TEi＝１,表示该稻农达到完全技术效率,TEi∈(０,１),表明该农户存在技术效率损

失,用Frontier４．１软件包对以上过程进行估计.

２．变量和数据

有文献研究表明,我国耕地利用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有化学品的超量使用、劳动生产率低和

要素配置失衡等[２１],稻农的经营规模和投入产出决定其生产效率,家庭资源禀赋影响稻农经营规模

及投入产出行为,从而对其耕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本文对随机前沿函数中各外生变量做如下界定:
(１)稻农投入产出变量.①产出变量(yi).由于稻农所种植水稻品种分为早稻、中稻和晚稻等品

种,各品种之间存在差异,因此该变量值将稻农年内种植总产量以价格信息加总并以单位耕地上的评

价产值表示,单位为元/公顷.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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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资本投入变量(K).该变量表示稻农年内在种植业经营中所投入的各类支出,以货币价值量

之和表示,如此综合处理可以减轻多重共线性的困扰.主要包括肥料、农药、农机、种苗、灌溉、农膜、
灌溉及雇佣劳动力的费用等,以单位耕地资本投入量表示,单位为元/公顷.

③家庭劳动投入变量(L).表示稻农在年内从事种植业经营的劳动投入数量,以家庭成员中从

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之和表示,并平均到每公顷耕地,单位为工日/公顷.

④耕地面积投入变量(OP).耕地面积投入以稻农实际的播种面积衡量,以公顷为单位,用以衡

量稻农耕地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
(２)稻农家庭资源禀赋变量.①耕地转入规模(xi１).耕地转入规模是本文研究稻农耕地利用效

率的重要变量,以稻农转入耕地面积与其经营耕地总面积的比值来表示.农户租入耕地的主要目标

为扩大其农业生产规模,获得更多的农业收益,租入耕地面积占农户经营耕地总面积比例越高,租入

耕地农户可能会因为地权时限和稳定性问题做出更敏感的生产决策,从而影响耕地利用效率.

②主要农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xi２).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农户对各类信息的获取

和接受能力,本文将该变量取值设定为: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４;大学＝５;大学以上＝６,
由于农户家庭中主要由主要农业劳动者做出生产决策,因此本文以主要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来

考察其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

③农业劳动时间占家庭总劳动时间的比例(xi３).该指标用农户家庭中各劳动力每年从事农业

劳动时间的总和与其总劳动时间的比值表示,农业劳动时间占家庭总劳动时间比例越高表示农业生

产在该农户的生产活动中重要性程度越高,因此对耕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更为重视.

④非农业收入比重(xi４).非农业收入比重指标以农户家庭年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所占比例表

示.该指标在分析农户生产和消费决策中被广泛采用,且对不同的决策目标有不同的显著程度.稻

农非农收入比重增加时,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降低,耕地经营可能趋向于粗放,从而导致耕地

利用效率降低.

⑤农业劳动者平均年龄(xi５).该指标本文采用家庭主要从事农业劳动者平均年龄表示,现有的

文献大都以户主的年龄为指标来分析其对农户生产和消费决策的影响,然而户主在现实中可能并不

是家庭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本文采用参与农业劳动者平均年龄来分析其对稻农生产决策的影响.
现有的研究表明,年龄越大的农户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越低,对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性感知也

越低,不利于通过新的生产方式改善耕地利用效率.

⑥农业技术培训(xi６).农业技术培训对于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生产和管理技能具有显著的作用,
农户家庭中主要农业劳动力是否从事农业技术培训对耕地利用的技术效率也将产生显著的影响,本
文将家庭劳动力中的主要农业劳动力参与过技术培训设置为１,否则为０,考察该行为对耕地利用效

率的影响.

３．模型估计及结果

将样本农户生产特征变量及影响耕地效率的外生变量带入到式(２),利用frontier４．１软件包对其

进行分析,得到估价结果(见表４).
模型估计结果中γ＝０．７３６说明随机前沿函数误差中有７３．６％来源于技术欠效率.从各变量的

估算结果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变量对稻农耕地利用效率提升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因此,提高农户耕地

资本获取和投入能力对耕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激励.家庭劳动投入变量和耕地面积投入

变量对稻农耕地利用效率具有较显著的抑制,其中家庭劳动投入过多从投入要素的配置上来看属于

配置失衡.耕地面积投入变量是衡量农户经营规模的重要指标,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耕地规模的扩

大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这与目前文献关于耕地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的研究结论基本

一致[１８].
耕地转入规模对稻农耕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与前面所得稻农耕地

规模对其利用效率是具有负向影响的结论似乎存在一定的矛盾,考察其原因可以发现,两个变量虽然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稻农耕地投入规模变量考察的是稻农耕地总规模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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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检验值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常数项 ８．９７６∗∗∗ ０．４９６ １２．７７９
资本投入变量(lnK) ０．４０３∗∗∗ ０．０３０ ９．０５９
家庭劳动投入变量(lnL) －０．１５３∗ ０．０５０ －２．４１２
耕地面积投入变量(lnOP) －０．２８１∗∗ ０．０６３ －７．９００
技术效率影响因素

耕地转入规模(xi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０ １．８８３
主要农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xi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２９９
农业劳动时间占家庭总劳动时间的比例(xi３) ０．３１２∗∗∗ ０．０２６ １１．５７７
非农业收入比重(xi４) ０．９５５∗∗∗ ０．０９７ １３．８４３
农业劳动者平均年龄(xi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０．７９５
农业技术培训(xi６) ０．２２８∗∗∗ ０．０４８ ９．３０５
δ２ ０．３１１∗∗∗ ０．０１９ １３．００５
γ＝０．７３６
loglikelihoodfunction＝ －２３８．１０６∗∗

LRtestoftheoneＧsidederror＝７１．０３５

　注:∗∗∗ 、∗∗ 、∗ 分别表示变量t检验值通过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入,而耕地转入规模则是以转入耕地面积占总经营规模的比例表示,由于具有转入耕地行为的样本稻

农比例仅占总样本的３５．１５％,也即是说稻农耕地投入总规模中不一定包含了转入耕地,因此两个变

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因此以上两个相似变量对稻农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差异是符合统计学特

征的.农业劳动时间占比对稻农耕地利用效率有显著正影响,说明农业劳动占比越高,稻农对农业的

依赖性越强,耕地利用效率也随之增加.非农收入比重增加对稻农耕地利用效率有显著正影响,说明

稻农随着非农收入的增加,可通资金对劳动的替代改善生产要素投入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耕地

利用效率.农业技术培训对稻农耕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亦有显著的正影响,稻农通过接受农业技术培

训可改善其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从而提升其耕地利用效率.
通过随机前沿函数的估计还可得到各样本稻农耕地利用效率值,根据前文对稻农类型的划分,可

分别计算出各类型稻农耕地利用效率的分布情况(表５).可以看出,随着稻农耕地转入比例的增加,
其耕地利用效率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当耕地转入率超过６０％时,耕地利用效率发生下降,说明

耕地规模的过度扩大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不利的影响.
表５　不同耕地转入规模稻农耕地利用效率

RFTI＝０．００％ ０．００％＜RFTI≤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RFTI≤６０．００％ RFTI＞６０．００％
最大值 ９９．３７ ９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０５
最小值 ７１．３０ ７２．１２ ７４．９１ ７０．３４
方差 ３．０１ ２．０５ ２．３９ ２．９０
均值 ７８．５６ ８０．７９ ８４．６９ ７８．３３

　　四、结论与讨论

　　在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加快的背景下,农村耕地流转对于提升农村推动利用效率,激发农村经济发

展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选择江西省耕地流转率较高的赣抚平原农区作为研究区域,通
过抽样调查方式对该区域稻农的生产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并对不同转入耕地规模农户的耕地利用技

术效率进行测算,得到如下结论:随着稻农耕地转入比例的增加,生产规模也随之扩大,资本对劳动力

的替代效应更加明显,但耕地经营的成本效益却逐渐降低.稻农耕地利用效率随转入耕地比例的增

加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当稻农耕地转入比例超过６０％时,利用效率下降明显,说明超过适度经

营规模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不利的影响;稻农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对耕地利用效率提升具有重要的

影响.
农村耕地流转和劳动力非农化将长期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耕地流转对耕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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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利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作用,但超过了稻农适度经营规模后耕地利用效率开始降低,因此,在制定

耕地流转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上现象,引导稻农进行适度耕地流转,保障耕地的高效利用.同时,
完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加强对稻农生产技术的培训,引导稻农对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配置,对节约

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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