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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分工理论,根据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和方差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创业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民创业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分工的演进,交易效率也正向促

进农村分工,但其作用较弱。创业对农户增收、农业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很大,分工对农户创业促进农户收入、农
业生产率提高的调节作用明显,而交易效率的调节作用较弱。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农户创业应该走专业

化经营的路径,从资源优势、自身技能、独有的经营网络等开发专业化的农业经营;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从改善

农村交易效率入手,改善农户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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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和创业精神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经

济发展的源泉。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始终是主体,
以农民或其集合体为基础的农民创业对促进农业产

业分工、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带动农民增收等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创业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

的增长极,农民创业是全民创业的重点[1]。农户创

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已有文献研究多从经济外生增长的角度出发,
选择的样本范围过于宽泛,农、工、商俱在,难以揭示

农民创业对农业、农民以及农村的贡献。基于这一

研究现状,本文尝试利用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

从分工的视角实证研究农民创业对农村劳动分工、
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以期提高农民创业的收益,实
现农村经济增长转型。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1.农民创业促进分工演进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农民的生存压力、发家致

富的强烈愿望促使农民创业迅速发展。截至2011
年,我国农村个体创业的创业者已达2718万户,私
营企业创业者达到3442万户。由农民非农活动以

及农民创业而实现的农村劳动力分工分业,是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之一[2]。农民创业的领

域多数集中在现代农业、农业服务业领域[3],之所以

选择这个创业领域,是因为这些领域是农业的薄弱

点、盲点和政策支持点[4],交易效率(transactionef-
ficiency,TRA)较高。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分工都伴

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

引力作用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决定了农村

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必然[5],而剩余劳动力一般为

实用农村人才和普通农民,实用人才凭借自身的农

技经验脱离了收益率较低的粮食种植,开始向收益

较高的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加工业领域转移,从而获

得横向上农业规模经济和纵向上的分工经济[6],提
高了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进而提高了

农业分工水平。然而,由于农产品的生物特性,不允

许有严格的分工[7]。农民创业的过程也是农民对自

身的改造和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是农业分工过程

中农民群体强化的过程。获得分工收益的创业农

民,由于自身能力的提高,具备了向农业产业链条纵

向延伸的可能,进而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分工[4]。

2.分工演进、交易效率和农村经济增长

分工一直被视为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

个重要因素。在工业部门,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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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和生产效率获得规模报酬,在农业部门也是否

如此呢? 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分工对农村经济增

长的贡 献 率 达 到4%~9%[2],且 存 在 区 域 间 差

异[8]。农村分工不足是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重要原因[9],分工深化的制度阻碍是农民遭遇制度

性贫困陷阱的深层原因[10]。杨小凯认为分工的专

业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稀缺性,但却会增加交

易费用[11],这就是市场上自利行为形成的最重要的

两难冲突[12]。只有当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为此付

出的交易成本时,即交易效率提高时,分工才有可能

实现。这时会出现一个更广大的市场为折中分工的

好处和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的余

地[13]。从长远经济发展来看,分工的深化最终将促

进交易效率的提升,最优的分工水平又取决于交易

效率,所以分工和交易效率之间是一个互为因果的

反馈机制。薛继亮等利用的超边际分析,发现越是

专业化分工下,农民创业和交易效率呈正相关[3]。
交易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农户能够

获得更多的收益或者提高了承担创业失败风险的能

力,农户有动力和也有能力去尝试新的创业领域。
因此,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了农民创业的广度和深

度,具体表现为专业大户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的纵深发展,进而带动农户增收、农业科

技进步以及农业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时代背景

下,农户创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会促进农村分工

水平的提高。

H2:农户创业的纵深发展,通过获得规模经济

和分工经济,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表
现为农户增收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H2a:分工正向调节农民创业促进农户增收与农

业生产效率提高。

H2b:交易效率正向调节农民创业促进农户增

收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二、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其变量往往

是非平稳的,变量间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协整

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本文

将以此理论作为研究基础。首先根据 Dickey&
Fuller提出的残差序列相关的 ADF单位根法检验

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

之平稳;其次,若变量间是单整的,则利用Johansen
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来检验这些变量间的长

期均衡关系;最后,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后,将进行

方差分解,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

2.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基于假说,本文选择农户创业水平、分工水平、
交易效率、农业发展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

变量,选取1995-2011年作为样本区间,为消除价

格因素和异方差的影响,涉及到的宏观变量指标均

以1978年为基期的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并对其取对

数。各变量的计算方法及相关数据来源如下。
(1)农民创业水平。根据国外已有的研究,一般

用创业率指标来衡量区域的创业活跃程度。区域创

业率指标的计算通常有2种方法[14]:劳动力市场法

和生态学研究法。由于生态学研究法忽略了企业的

规模应用较少,所以劳动力市场法应用较多。全球

创业观察项目建立的全员创业活动指数(totalen-
trepreneurialactivityindex,TEA),是从创业者的

角度衡量区域创业活跃程度,且与全球创业协会的

成员组织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劳动力市场法

的TEA 衡量农民创业水平,其含义是每100名

18~64岁的成年人中参与创业活动的人数。由于

农民创业的形式多为个体和私营企业,所以本文选

择《中国统计年鉴》中在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中的就

业人员数作为分子,分母选择与其最为接近的15~
64岁的乡村从业人员数,具体计算见式(1)。

TEA=(乡村私营企业数+乡村个体户)/

15~64岁的乡村就业人员数 (1)

(2)交易效率。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主要集中

在:教育投入、政府行为、通讯投入等几个方面[15-16]。
对农村交易效率的衡量,高帆将其分为交易技术因

素和交易制度因素[6];祁春节将其分为交通及信息

化、教育、组织规模和交易环境4个方面[17]。综合

以上分析,本文将在上述交易费用分析的基础上,对
交易效率做了一些补充,具体见表1。劳动力文化

程度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教育经 费 数 据 来 自 历 年《中 国 教 育 经 费 统 计 年

鉴》;农村信贷环境、市场交易环境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缺失数据采用回归法进行插补。
根据因子分析的降维思想,采用Spss18.0软件,将
表1中的多级变量内化为一个综合性变量———交

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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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农村交易效率的相关变量及其含义

变量分类 细分变量 变量涵义

教育环境
劳动力文化程度 劳动力初中程度/%;劳动力高中程度/%;文盲率/%

农村教育经费投入 中学投入经费/千元;小学投入经费/千元

交通和通讯环境
农民交通费用支出 邮电通信支出额/(元/人)
农村信息化水平 摩托车/(辆/百户);固定电话/(部/百户);移动电话/(部/百户)

市场环境
农业信贷环境 存贷比(贷款总额/存款总额);农业贷款额/总贷款额

市场交易环境 批发零售餐饮业支出/(元/人);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县级以下)/亿元

  (3)农村分工水平。根据杨小凯的产权经济学

模型,商业化程度反映了分工程度。商业化在农村

的反应主要是农民的商品消费额和乡镇企业的收

入,具体如式(2),该模型可以反映农村家庭之间以

及农民和非农民之间的分工。

DIV=r+ Yn
Yn+Ya

(2)

式2中,DIV 表示农村分工水平,r=农民商品

消费总额/总消费额,Yn 表示乡镇企业总收入,Ya
表示农业总产值。农民商品消费额和总消费额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乡镇企业收入来自《中国乡镇企业

年鉴》。
(4)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农业和

农户2个方面来衡量,对于农业增长沿用农业全要

素增长率,并采用DEA-malmquist非参数法对我国

农业全要素增长率(TFPch)进行测算[18];农户的发

展沿用传统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采用《中国农业

年鉴》中“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取1978年的为

100)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PINC)”的数据

来衡量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并取对数。经计算各变

量值见表2。
表2 1995-2011年我国农民创业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变量值

年份
创业水平
(TEA)/%

分工水平
(DIV)

交易效率
(TRA)

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居民家庭人纯收入
(PINC)/元 ln(PINC)

农业全要素增长率
(TFPch)

1995 7.19 1.394 5.25 1577.7 7.364 1.030

1996 7.87 1.439 5.96 1926.1 7.563 1.040

1997 8.41 1.471 6.35 2090.1 7.645 1.025

1998 9.37 1.494 6.71 2162.0 7.679 1.028

1999 9.91 1.531 7.22 2210.3 7.701 1.005

2000 8.32 1.581 8.97 2253.4 7.720 1.038

2001 7.84 1.617 9.58 2366.4 7.769 1.049

2002 8.07 1.637 10.58 2475.6 7.814 1.042

2003 8.45 1.643 11.58 2622.2 7.872 1.039

2004 8.71 1.608 12.82 2936.4 7.985 1.018

2005 9.70 1.652 15.32 3254.9 8.088 1.028

2006 10.54 1.675 17.14 3587.0 8.185 1.037

2007 10.95 1.674 18.59 4140.4 8.329 1.020

2008 11.38 1.673 21.09 4760.6 8.468 1.047

2009 12.71 1.695 22.84 5153.2 8.547 1.040

2010 14.21 1.721 25.39 5919.0 8.686 1.095

2011 14.88 1.747 28.24 6977.3 8.850 1.048

 注:数据依据1995-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整理而得。

  三、结果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利用Eviews6.0软件,采用 ADF方法进行各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检验结

果可以看出,总体上,TEA、DIV、TRA、ln(PINC)、

TFPch都是非平稳的,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均是

平稳形式,其中D(REA)、D(DIV×TEA)在10%
的水平上显著,D(DIV)、D(TRA×TEA)在5%的

水平上显著,其余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各

变量同阶单整,因而可以检验这些变量间的协整

关系。

23



第4期 高 静 等:基于分工理论的农民创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探析  

2.协整检验

由于样本容量较小,且为多变量,适合用Jo-
hansen(JJ)检验。因此,本文选取JJ检验判断各变

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各相关变量

间的符号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表6。
表3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P 值 结论

TEA (C,T,0) 0.8779 不平稳

DIV (C,0,0) 0.2436 不平稳

TRA (C,T,4) 0.7980 不平稳

DIV×TEA (C,T,0) 0.7861 不平稳

TRA×TEA (C,T,0) 0.8542 不平稳

ln(PINC) (C,T,5) 0.2287 不平稳

TFPch (0,0,0) 0.7127 不平稳

D(TEA) (C,0,0) 0.0582 平稳

D(DIV) (C,0,0) 0.0368 平稳

D(TRA) (C,T,0) 0.0071 平稳

D(ln(PINC)) (C,T,0) 0.0048 平稳

D(TFPch) (C,0,0) 0.0001 平稳

D(DIV×TEA) (0,0,3) 0.0864 平稳

D(TRA×TEA) (C,T,0) 0.0456 平稳

 注:D(变量)表示各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形式(C,T,L)中的C表

示常数项(取0表示无常数项),T 表示趋势项(取0表示无趋

势项),L表示最优滞后阶数,根据施瓦茨(SC)准则确定。

表4 TEA 与DIV、TRA 的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协整方差个数

特征值
迹统
计量

临界值
(5%显著水平) P 值

0 0.8375 40.1343 24.2759 0.0002
至多1个 0.5584 12.8769 12.3209 0.0403
至多2个 0.0402 0.6157 4.1299 0.4937

表5 ln(PINC)与相关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协整方差个数

特征值
迹统
计量

临界值
(5%显著水平) P 值

0 0.978 56.935 32.118 0.000
至多1个 0.912 36.387 25.823 0.002
至多2个 0.631 14.970 19.387 0.195
至多3个 0.383 7.251 12.518 0.319

表6 TFPch与相关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协整方差个数

特征值
迹统
计量

临界值
(5%显著水平) P 值

0 0.906 35.399 32.118 0.019
至多1个 0.866 30.097 25.823 0.013
至多2个 0.699 18.028 19.387 0.078
至多3个 0.443 8.766 12.518 0.195

  由表4~表6可知,协整检验表明,在1995-
2011年的样本区间内,TEA与DIV 、TRA这3个

变量之间,ln(PINC)与其他变量之间,以及TFPch
与其他变量之间均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

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均衡向量得到协

整方程见式(3)~式(5)。

DIV=0.2525TEA+0.1506TRA (3)

                     (0.0238)  (0.0226)

Ln(PINC)=0.0617TEA+0.0128DIV×TEA +0.0002TRA×TEA +0.0467t (4)

       (0.0199)        (0.0002)      (0.0147)   (0.0029)

TFPch=0.0913TEA+0.0561DIV×TEA +0.0002TRA×TEA +0.0143t (5)

           (0.0042)   (0.0028)    (3.1×10-5)    (0.0007)

  式(3)~式(5)中,t代表时间趋势,括号中数值

代表标准误差。从式3可知,农户创业水平正向促

进劳动分工,每100人农民中增加1%的人参与创

业,就可以提高0.2525个分工水平,TRA 的系数

符号正,表明交易效率正向促进农村分工,交易效率

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提高0.1506个分工水平,农
民创业和交易效率均正向促进农村分工水平的提

高,假说H1得到验证。由式4、式5可知:每百人农

民中增加1%的人创业,将会带动农民人均实际收

入增加6.17%,能够带动TFPch增加0.0913,相
当于TFPch增加8%(0.0913/1.048),假设 H2得
到验证。分工和创业的联合作用能够带动农户实际

收入增加1.28%,够带动TFPch增加0.0561,相

当于TFPch增加5%(0.0561/1.048),假说 H2a得
到验证;但交易效率和分工的联合作用对农户收入

的影响甚微,对TFPch的影响也太小,说明交易效

率对农户创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很小,
可以忽略,假说 H2b没有得到验证。这说明目前农

村的交易效率仍然比较低,可能的原因与交易效率

的变量选择有关,因为这些资源在城乡分布中严重

不均衡。

3.方差分解

JJ协整检验仅仅能说明变量的之间的关系,但
不能说明变量间关系的强度。为弥补这一不足,本
文利用前面确定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3组变

量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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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Ln(PINC)、TFPch、DIV 的方差分解结果

滞
后
期

ln(PINC)

S.E.
ln

(PINC)
TEA

DIV×
TEA

TRA×
TEA

TFPch

S.E. TFPch TEA
DIV×
TEA

TRA×
TEA

DIV

S.E. DIV TEA TRA

1 0.0286 100 0 0 0 0.0107 100 0 0 0 0.0201 100 0 0

2 0.0467 94.88 0.069 5.05 0 0.0208 26.51 59.66 13.05 0.78 0.0257 97.76 0.30 1.94

3 0.0603 80.13 2.16 17.03 0.68 0.0293 37.39 48.42 12.76 1.42 0.0289 91.63 6.57 1.81

4 0.0732 65.14 7.70 25.36 1.79 0.0343 33.11 49.23 16.59 1.06 0.0310 86.55 11.71 1.75

5 0.0862 53.96 11.92 31.64 2.48 0.0477 30.99 47.29 20.64 1.08 0.0316 85.39 12.27 2.33

6 0.1004 45.04 14.56 37.33 3.07 0.0649 28.95 52.28 18.18 0.58 0.0318 84.52 12.07 3.4

7 0.1150 38.62 16.86 40.67 3.85 0.0887 29.82 48.42 21.00 0.76 0.0322 83.18 12.05 4.77

8 0.1298 34.86 19.07 41.45 4.61 0.1221 27.16 52.24 20.21 0.40 0.0326 81.48 12.17 6.35

9 0.1459 32.92 20.75 41.14 5.18 0.1701 29.51 49.21 20.68 0.59 0.0332 79.69 12.21 8.09

10 0.1647 31.56 21.92 40.89 5.63 0.2338 27.04 51.93 20.71 0.32 0.0338 77.95 12.10 9.95

 注:S.E代表标准误差。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户创业对农业分工的贡

献率从滞后5期开始稳定在12%,交易效率对分工

的影响较小,滞后5期的影响仅有2%;创业对农户

收入的影响在在滞后2期后才有表现,与翟庆华对

城市私营企业创业的研究中也体现出2年后的翘尾

效应相一致[19],但其后增加迅速,滞后6期时达到

15%,最终稳定在20%;分工与创业的联合作用更

为显著,滞后3期已经达到17%,最后稳定在40%,
创业与交易效率的联合作用仅有5%;创业对农业

全要素增长率的影响在滞后2期后到达59%,其后

基本稳定在50%,分工和创业的联合作用最终在

20%左右,而交易效率对其影响很弱,且呈下降

趋势。

  四、结论与启示

1.结 论

依据1995-2011年的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时间

序列的实证研究方法,从经典的分工理论入手,把分

工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点,研究农户创业对劳动分工、
农户增收和农业发展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农户

创业对劳动分工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贡献率达到

12%,交易效率对劳动分工呈正向相关,降低交易费

用,提高交易效率有利于农村分工。农户创业对地

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对农户人均真实收入的贡

献率达到10%,对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能达到

50%,劳动分工的调节效应显著强于交易效率的调

节效应。交易效率制约着农户创业以及农村经济发

展的发展,进而说明教育资源、农村市场和农村交

通、通讯基础设施的滞后,是农户创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的主要瓶颈。

2.启 示

从研究结论上看,农户创业大大促进了农业产

业分工和劳动分工,也就是促进了中国农业专业化

经营的道路。因此,农户创业应该走专业化经营的

路径,从资源优势、自身技能、独有的经营网络等开

发专业化的农业经营;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从改善

农村交易效率入手,改善农户创业环境。改善农村

交易效率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其一,提高农村劳

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是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政府和公共组织

可以从创业教育、创新教育上设计符合不同创业农

户的模块化课程,提高农户的创业能力。其二,改善

农村的基础设施,如道路、网络等。道路、网络等基

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的命脉,宜疏而不能堵,改善农村

的基础设施是提高农村经济活力的关键。其三,完
善农村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从要素市场的流

动性和市场交易信息完善入手,创新农地流转模式,
加强农户之间、区域之间的市场联合,建立公平公信

的农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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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InherentMechanismofFarmerEntrepreneurshipand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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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usinessSchool,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41)

Abstract Basedonthedivisiontheoryandstatisticsfrom1995to2011,thispaperusescointegra-
tionandvarianceanalysistostudytheinherentmechanismofpromotingruraleconomicdevelopment.by
farmerentrepreneurship.Theresultshowsthatfarmerentrepreneurshipcaneffectivelypromotetheevo-
lutionofagriculturaldivision,andtransactionefficiencycanalsopromoterurallabordivision,butits
effectisweak.FarmersEntrepreneurshipmadegreatcontributionstotheincreaseoffarmers'income.
andagriculturalproductivity,whiledivisionhasthesignificanteffectonpromotingfarmer’sincomeand
increasingagriculturalproductivity,buttheadjustmentoftransactionefficiencyisweak.Consequently,

thispaperproposesthefollowingpolicysuggestions:first,farmerentrepreneurshipshouldbealongthe
pathofthespecializedoperationwhichshouldbedevelopedfromresourceadvantages,farmer’sskills,u-
niquemanagementnetwork.Aspolicymakers,thegovernmentsshouldimprovethefarmerentrepre-
neurshipenvironmentfromimprovingthetradeefficiency.

Keywords farmerentrepreneurship;divisionoflabortheory;ruraleconomicgrowth;transac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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