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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物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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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我国2000-2011年30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基于SFA方法从全国和各地区

的视角分别对农产品物流的技术效率进行测度,探讨了外生性环境因素对其影响的差异及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

的根源。研究表明:我国及各地区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外生性环境因

素对我国农产品物流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正向作用;我国农产品物流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变化主要来自于技

术变化和效率变化的综合效应,其中东部地区主要来自于技术效率的变化,中西部地区则几乎全部来自于技术

变化。改善和提高我国农产品物流效率是一个庞大的综合工程,宏观上要依托于我国地区发展的战略布局,中
观上要倚重于我国产业发展的结构调整方向,微观上要注重于合理配置物流核心过程中人员、物资、资金及信息

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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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农产品生产大国、流通大国和消费

大国。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11年农产品社会物流

总额达到2.3万亿元,2000-2011年平均增长高达

7.8%[1],农产品物流在整个国家的物流体系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农产品物流面临的一个

突出问题是损耗率居高不下,平均达到35%左右,
即便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其损耗率也在20%~
30%[2],物流成本通常占农产品销售价格八成以上,
农产品物流效率偏低已成为我国农业产业化和农村

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准确测度我国农产

品物流效率,重点分析外生性环境因素对农产品物

流效率的影响,并通过对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的分

解,探讨农产品物流效率变化的主要来源,对于针对

性地提出解决农产品物流效率偏低问题的合理化建

议,提高我国农产品物流的效率水平、促进我国农业

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一、文献回顾

  提高我国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是一个庞大的综

合工程。地区发展的战略布局、产业发展的结构调

整方向以及物流核心过程中人员、物资、资金与信息

的流动配置等都规定和制约着农产品物流的效率。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农产品物流进行了多层次和多维

度的分析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其中罗

必良等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农产品物流效

率的主要因素,认为农产品物流组织的产权结构、农
产品物流组织对其成员的努力与报酬的计量能力以

及农产品物流组织所隐含的制度内容是影响农产品

物流效率的主要因素[3];徐振宇则从经济增长理论

的视角探讨了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内生性增长的作用

机理,认为提升农产品的流通效率是实现农村地区

经济内生性增长有效方法[4]。黄祖辉等从农产品物

流核心过程中不同组织的角度探讨其增值效率的变

化,并分析其对关联农户的影响差异[5];也有部分学

者更多从农产品物流效率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

向对农产品物流效率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寇荣等构

建了以立场指标、类型指标和具体指标为基础的农

产品物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指出农产品物流模

式、物流结构、物流技术、物流网络布局、物流制度等

是影响农产品物流效率的重要因素[6];赵锋分析了

广西农产品流通效率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从质

量效率、速度效率和经济效率3个方面设计了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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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流通效率评价指标[7];张磊等则构建了以市

场整和度、市场集中度、技术效率、消费者满意度、流
通差价、交易费用、流通时间等七大指标为基础的农

产品流通效率综合评价体系并藉此探寻各指标的影

响因素[8];孙剑也以农产品流通速度指标、流通效益

指标和流通规模指标一类指标构建了测度我国农产

品流通效率的指标体系,并通过因子分析方法探讨

了1998-2009年间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总体趋势

和阶段变化[9]。还有部分学者从实证的角度来探讨

农产品物流的效率问题,如欧阳小迅等基于 DEA
方法测度了我国28个省份的农产品物流效率,并认

为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水平不高,但整体呈上升趋

势,农产品流通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农村物流

基础设施、农村劳动力质量与农村信息化水平是农

产品流通效率的正向影响因素[10]。
综上可知,国内学者对农产品物流效率的研究

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视角也逐渐从宏观理论转

向微观实际。从研究内容来看,可概括为物流效率

面临的问题、提高物流效率的现实意义及方针对策

等宏观研究和针对具体行业或特定地域的农产品物

流效率进行的数理性中观甚至微观研究;从研究方

法来看,可以分为强调物流效率范畴的界定、物流活

动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影响性因素、及提高物流效

率的对策等规范性研究和关注数理研究方法的具体

应用和适当扩展等实证研究。已有的研究在研究内

容上不够深入也欠缺宏观整体性,在研究方法上过

于偏重规范分析。为此,本文以我国2000-2011年

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农产品物流

效率进行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2个方向的拓展尝

试,从地区视角对农产品物流效率的进行测度,分析

了外生性环境因素对其存在的影响,并具体探讨了

全国及各地区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的来源,以期为

提高我国农产品物流效率的水平、促进我国农业经

济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2000-2011年《中国统计

年鉴》及《中国物流年鉴》,考虑到数据的可用性,面
板数据为剔除了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四省区的其

他30个省、市、自治区的11年数据,样本观测总数

为4950个。样本数据中涉及到的固定资产投资、
生产总值及出口值均进行了针对性的处理,其中,固

定资产投资用各省市对应年份的价格指数剔除了价

格影响,其存量的估算则采用了国内学者惯常使用

的永续盘存法,参考霍尔和琼斯对资本存量估算方

法,基年固定资本存量采用2000年的固定投资比上

2000年至2010年固定投资增长的几何平均数加上

折旧率后的比值。而考虑到资产重估的现实困难,
重置率采用统一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来代替并设定为

9.6%[11]。生产总值采用相应的价格指数进行了不

变价处理,出口值则参考了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应年

份的基准汇率进行了转换,并用消费物价指数进行

了平滑处理。

2.变量设定

(1)投入与产出变量。基于生产函数的一般设

定原则,本文仍然选择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作

为其投入变量。限于无法获得直接的农产品物流固

定资本投入统计数据且考虑到交通运输与仓储业产

业的增加值通常占到物流产业增加值80%以上。
本文拟将农产品物流中的资本投入用《中国统计年

鉴》中的交通运输与仓储业固定资产投资来等替;人
力资源投入则考虑了从业人员的基本质素与能力,
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交通运输通讯业从业人数

(剔除了管道运输、城市公共交通及邮电通讯业从业

人数)和受教育程度的加权乘积(假定各地区交通运

输通讯业从业人员和各地区人口的各学历层次的比

例相同);生产函数的产出变量为实物形态的农产品

物流周转量,具体取值为各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

家庭平均每人出售主要农产品数量乘以各地区乡村

人口再乘以各地区货物运输平均距离,其中限于年

鉴中农产品数据实际可得性,本文中农产品界定范

围仅为粮食、鲜菜、食用植物油、猪肉、牛羊肉、禽类、
鲜蛋、水产品、鲜奶、鲜瓜果等可食性农产品。

(2)外生性环境变量。生产的外部环境是不断

变化的动态环境,为了得到模型的无偏估计和准确

地解释投入变量对产出的影响,有必要考虑生产主

要是在什么样的外在环境下进行的,哪些外生性环

境因素会对生产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一般而言,
外在环境因素通常包括随机性的环境因素和非随机

性的环境因素,前者通常表现为一些不可抗力的环

境因素如干旱、洪涝、雪灾等,相关的研究一般纳入

风险与灾害保险研究的范畴,后者主要表现为社会

发展所在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现实环境,它既

可以是宏观层次的,如国家性质等,也可以是中观层

次的,如产业结构环境与贸易环境等,还可以是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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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如石油价格的波动等。出于研究的目的和

我国农产品物流产业发展的基本环境,本文仅考虑

以下非随机性的环境因素。

①信息服务投入(informationservice,IS),信
息服务是信息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信息

服务对象针对性提供信息产品实现信息价值的过

程。信息服务投入是信息服务的实施基础,是信息

服务资本和信息服务人才的协调和运作过程。信息

服务投入指标在在指标的量化上比较复杂,大多文

献采用信息服务固定投资存量作为替代指标,为了

体现出人力因素和地区差异,本文将信息服务投入

表示为地区信息服务固定投资存量与地区信息服务

业从业人数之积除以地区总人数,表现单位资本存

量与个人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

②地区发展水平(theeconomicdevelopment
level,EDL),地区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指标,反映了

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及其质量。对一个地

区经济发展的水平,通常可从其规模或速度方面来

进行衡量,其最常用指标的是“人均GDP”或 “GDP
年增长率”。对农产品物流而言,地区发展水平一方

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区物流固定投资的能力和

人力资本的质素,另一方面也暗含着其对农产品需

求水平与供给能力的地区差异。藉此本文采用地区

人均GDP来表现地区发展水平。

③制度环境(systemenvironment,SE),诺斯认

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影响效率的核心因素,
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引致资源配置的改善和劳动效

率的提高[12]。制度不仅通过影响资本与劳动配置

效率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还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直

接影响经济增长[13]。在我国,所有制改革是最根

本、最核心的制度变迁,产权结构的差异是影响地区

经济活力、引致竞争条件下企业绩效差距的主要原

因,也是各地区农产品物流的直接运营环境。本文

用各地区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

重(国有率)来表征制度因素,以反映地区政府对当

地经济的干预水平或私有经济的活跃程度。

④产 业 结 构 调 整(industrystructureadjust-
ment,ISA),产业结构调整表现为产业之间的数量

比例关系、经济技术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趋向协调

平衡的过程,这种协调平衡的过程动态地表现为投

入要素因其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在各产业间的流动,
是制度设计驱动和产业生态逐利性调整综合作用的

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会引致资源配置流向的改变,

对物流业本身及其运营环境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故在此采用各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各地区生产总

值中的比重来表示。

⑤外 贸 依 存 度 (foreigntradedependency,

FTA),农产品的进出口会影响资本存量和人力资

源的配置,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农产品物流的运

行,在此用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GDP
的比值),作为测度各地区开放程度的代理变量。

  三、模型的选取

  1.SFA模型

衡量技术效率的前沿面方法通常有基于数学规

划的以DEA为代表非参数方法和基于计量模型的

以SFA为代表参数法[14]。前者无需设定函数形

式,可以有效地避免设定函数的主观偏离,在测度多

投入多产出的效率上具有一定优势。但由于DEA
需要设定确定前沿边界,且假定所有偏离前沿的因

素都来自于技术无效(即忽略了模型的统计噪声)而
有所不足。后者由Aiger等及 Meeusen等提出,后
经Battese等不断得到完善[15-17]。SFA方法考虑了

由于测量误差和函数设定偏离所带来的统计噪声对

效率测度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引入非随机变量的

形式直接考虑外生性环境因素对个体技术效率影响

的差异。在测度技术效率的参数法模型中,常见的

生产函数形式主要有柯布-道格拉斯和超越对数2
种形式,前者设定形式简单,分析简单明了,但必须

以技术中性和产出弹性固定作为先验条件;后者松

弛了这些假设条件,且以更加切合实际的形式表述

模型,避免了由于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偏误而引致

的估计偏差。在此本文选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

机前沿模型,并事先通过假设检验拟合了样本数据

的适合函数形式,具体形式表示为:

lnqit=β+∑
N

n=1
βnlnnit+12∑

N

n=1
∑
N

j=1
βnjlnxnitlnxjit+

∑
N

n=1
βnttlnxnit+βtt+12βttt2+(vit-uit)

i=1,2,3...,I;t=1,2,3...,T

(1)

zit=δ0+δ1IS+δ2EDL+δ3SE+δ4ISA+δ5FTA+β6T
(2)

模型考虑了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引入一

次时间变量以考察前沿技术进步及投入要素的非中

性技术变化,引入二次时间变量以考察非单调的技

术变化。模型中,qit为地区i在第t年的货物周转

量,xn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第n 个投入变量,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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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n=2,即只包括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t表示

技术变化的时间趋势,β为生产函数的待估变量系

数,δ为反映外生性环境因素影响效应的无效率方

程的待估变量系数;uit~N+(zit,σ2μ),为非负随机

变量,表示物流活动中的无效率项。IS表示各地区

农产品物流的信息服务投入,EDL 表示地区发展水

平,SE 表示各地区农产品物流运行的制度环境,

ISA 表示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状况,FTA 表示各

地区农产品物流对外贸的依存度。

2.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的分解

全要素生产效率反映了“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

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效率

指标。通过对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分解,可以从另一

角度深入探讨我国农产品物流效率增长的来源。全

要素生产效率变化的分解方法通常分为2类:一是

应用基于导数的技术[18];二是应用显性的距离函

数[19-20]。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随机前沿函数选择

的需要,选用基于超越对数函数形式的显性距离函

数方法[20-21],并将其分解指数分别定义为效率变化

(TEC)、技术变化(TC)、规模变化(SC)及全要素生

产效率变化(TFPC)如下:

TEC=dt
0 qit,x( )it

ds
0 qis,x( )is

(3)

TC= ds
0 qit,x( )it

dt
0 qit,x( )it

×d
s
0 qis,x( )is

dt
0 qis,x( )[ ]is

1
2 (4)

SC= dt
0v qit,x( )it /dt

0c qit,x( )it

dt
0v qis,x( )is /dt

0c qis,x( )is
×d

s
0v qit,x( )it /ds

0c qit,x( )it

ds
0v qis,x( )is /ds

0c qis,x( )[ ]is

1
2

(5)

TFPC=dt
0 xit,q( )it

ds
0 xis,q( )is

× ds
0 qit,x( )it

dt
0 qit,x( )it

×d
s
0 qis,x( )is

dt
0 qis,x( )[ ]is

1
2
 

(6)

其中,ds
0qit,x( )it 表示i地区从t时期观测值到

s时期技术值的距离;ds
0v qit,x( )it 表示可变规模收益

技术下i地区从t时期观测值到s时期技术值的距

离;ds
0c qit,x( )it 表示CRS(不变规模收益)技术下i地

区从t时期观测值到s时期技术值的距离;当变化指

数值大于1时,表示该指数对应的效率或技术在s时

期到t时期中处于增长状态,反之,则处于下降状态。

  四、结果分析

  1.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估计

用2000-2011年面板数据,由式(2)分别对中

国30个省、市、自治区及3大地区进行三阶段最大

似然估计,表1给出了生产函数及无效效应方程的

变量系数的估计值、t统计值。Battese等曾证明,

LR 检验统计量渐近服从混合χ2 分布[22]。在截断

正态模型的假定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各

地区的LR 值都远大于临界值,因此模型应该拒绝

没有无效效应的零假设。再结合全国及各地区的γ
值均不低于0.910,可知不仅模型的无效效应存在,

表1 SFA模型的估计结果

前
沿
生
产
函
数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常数项 -14.960(-4.135)*** -10.230(-1.912)* -9.017(-0.772) -13.778(-6.725)***

lnk 4.800(3.622)*** -0.259(-0.105) 2.119(0.892) 6.626(4.333)***

lnl 2.589(2.321)** 5.652(4.024)*** 2.693(0.815) 0.195(0.146)
(lnk)2 -0.733(-2.764)** 0.189(0.384) -0.172(-0.370) -1.226(-3.654)***

(lnl)2 -0.637(-2.58)** -1.161(-3.560)*** -0.679(-0.979) -0.162(-0.476)

t×lnk -0.018(-1.396)* -0.025(-1.260)* -0.103(-3.967)*** -0.028(-1.203)

t×lnl 0.031(2.716)** 0.054(2.737)** 0.097(3.944)*** 0.058(2.689)**

t2 -0.007(-1.565)* -0.021(-2.606)** 0.018(3.139)** -0.014(-2.139)**

无
效
率
方
程

常数项 0.766(4.581)*** 1.699(5.755)*** -0.398(-1.411)* 2.095(4.416)***

IS -0.051(-1.973)* -0.0920(-2.001)* -0.0150(-1.493)* -0.0101(1.583)*

EDL -0.040(-1.631)* -0.065(-3.115)** 0.044(2.968)*** -0.021(-01.460)*

SE -0.279(-4.366)*** -0.156(-1.430)* -0.093(-1.823)* -0.092(-1.573)*

ISA -0.047(-6.000)*** -0.078(-6.609)*** -0.013(-7.839)*** 0.011(3.135)**

FTD -0.015(-5.977)*** -0.033(-3.265)*** -0.012(-1.084) 0.010(1.359)

T -0.016(-2.941)** -0.006(-0.612) -0.028(-3.053)*** 0.013(1.664)*

检
验
统
计
量

σ2 0.841(2.459)** 0.8566(2.329)** 0.2403(1.938)* 2.005(1.660)*

γ 0.910(24.629)*** 0.989(30.326)*** 0.984(60.910)*** 0.975(58.014)***

η 0.004(2.043)** -0.022(-1.607)* -0.019(-1.567)* 0.017(1.486)*

LR 466.38*** 176.58*** 107.21*** 143.26***

 注:括号内数值为t检验值;符号*、**、***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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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模型合成误差项的变异应该主要是由技术效率

的无效性部分引起,故此说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

型的假设是合理的,引入合适的环境变量也是必须

的。而从全国及各地区生产前沿模型参数的t值的

统计显著性来看,只有极少数变量的t值显示为不

显著,说明本文对模型参数的取舍性预设也是基本

合适的。

2.技术效率分析

基于表2可以看出,观测期内我国农产品物流

技术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2000-2010年30个观

测区农产品物流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3849,增长趋

势仅为0.004(见表1中η值),表明我国农产品物

流的技术效率尚处于较低水平且增长缓慢,与我国

近10年均10.7%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严重滞后,
而在10年来农产品产量年复合增长3.0%的情况

下其价格却以年复合增长8.5%的速度上涨,尽管

部分原因在于城镇化引起的人口消费结构的变化,
但低水平的农产品物流效率也难辞其咎,某种程度

上也是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的重要原因。从地区

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农产品物流的平均技术效率最

高,为0.4303,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最低,其
平均技术效率仅为0.2419,这种排列顺序体现了我

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格局,也契合了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资本和人力的利用效率相对较

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基本情况,而资本和人力的

利用不善通常也是制约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发展

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具体省市来看,我国4个直辖市的农产品物

流技术效率呈特例状态,其中除天津外的其他3个

直辖市的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均较低,究其原因可

能并非其资本和人力的利用效率偏低,而是三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处于较高水平,经济结构更偏向

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而且农产品周

转量在其物流周转总量中仅占很小一部分。东部省

市中,作为我国东北重要的农产品输出地的河北、辽
宁、山东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分别为

0.7429、0.8583、0.8444,而其他如福建、广东、广
西、海南等省份,农产品技术效率则相对较低。中部

地区各省份农产品物流技术的效率水平的分布比较

平均,吉林、黑龙江、河南等省份相对较高,技术效率

值徘徊在0.7上下,而技术效率相对较低的省份如

山西、内蒙古、湖南其效率值也达到了0.2左右。西

部地区各省份中除宁夏外其他各省的农产品物流技

术效率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四川、云南、青海甚

至均低于0.1,而其他省份的技术效率也在0.2
左右。

从资本及其交互项的系数综合来看,全国农产

品物流资本投入的规模效应处于递增状态,表明就

全国农产品物流效率水平而言,资本投入尚处于不

饱和状态,这种状态也同样呈现在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其中以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反映了中

西部地区资本的相对稀缺及利用效率的低下。结合

人力资源及其交互项的系数情况,可以看出东部地

区主要以资本来代替人力资源的投入,而中西部地

区则充分利用其人力资源优势,以弥补其资本投入

的不足。
从时间及其交互项的系数综合来看,由于模型

中时间t的统计量均不显著,表明观测期全国及各

地区农产品物流的技术进步都不明显,这也在表1
下半部分的η值处进一步得到了验证。二次时间变

量的系数除中部地区以外全为负值且显著(在5%
的水平上),表明全国及东、西部地区农产品物流的

技术变化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则正好相反。
这种情况反映了全国及各地区农产品物流中要素投

入的不平衡性,中部地区要素投入的平衡性相对最

好,但投入的绝对值稍显不足,反映在技术效率的

平均值上,则是东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时间

与资本及人力资源的交互项系数一负一正,表明

就充沛的人力资源而言,我国的资本仍然是相对

稀缺的。

3.无效效应分析

从表1的统计量假设检验可以看出,模型的技

术无效项可以很好地反映其合成误差项的变异,但
就全国及各地区分别而言,技术无效项对模型合成

误差项的反映程度并不完全相同。结合技术无效项

的系数及t统计值可以看出,信息服务投入水平对

我国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呈现出显著的正面影响,
其中信息服务投入水平的正向作用尤以东部地区最

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则最弱。这一方面反映

了我国地区间信息物流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另一方

面也指出了我国对农产品物流政策的重点扶持方

向;地区发展水平对我国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也主

要表现为积极效应。具体来说,全国农产品物流技

术效率的约4%来自于地区发展水平的促进效应,
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最高,约为6.5%,中、西
部地区分别为4.4%、2.1%;而制度因素虽然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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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也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其促进效应较为明显的地区仅限于东部,这说明

了当前时期我国国有经济仍然是农产品物流投资尤

其是物流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力军,且存在投资地域

结构的严重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反映了第三产业

在各地区的发展状况,一般来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

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越大,则其产业结构越为

合理,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对农产品物流的

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也越大,这点在ISA 的系数及

其t值的显著性中也同样得到了很好地验证。开放

依存度体现了各地区农产品出口的对外依存度,从
表1中 FTD 的 系 数 及 其 统 计 量 的 显 著 性 可 看

出,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对我国农产品物流的技术

效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其正向效果主

要来自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由于农业产业化

发展相对落后,其农产品出口量一般处于较低水

平,对 农 产 品 物 流 技 术 效 率 的 促 进 作 用 也 不

显著。
表2 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估测结果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东
部
地
区

北京 0.1706 0.1707 0.1708 0.1709 0.1710 0.1711 0.1712 0.1713 0.1714 0.1715 0.1716

天津 0.9155 0.9155 0.9155 0.9156 0.9156 0.9156 0.9156 0.9157 0.9157 0.9157 0.9157

河北 0.7426 0.7427 0.7427 0.7428 0.7429 0.7430 0.7430 0.7431 0.7432 0.7433 0.7434

辽宁 0.8581 0.8581 0.8582 0.8582 0.8583 0.8583 0.8584 0.8584 0.8585 0.8585 0.8586

上海 0.1090 0.1091 0.1092 0.1093 0.1094 0.1095 0.1096 0.1096 0.1097 0.1098 0.1099

江苏 0.2435 0.2437 0.2438 0.2439 0.2440 0.2442 0.2443 0.2444 0.2445 0.2446 0.2448

浙江 0.1235 0.1236 0.1236 0.1237 0.1238 0.1239 0.1240 0.1241 0.1242 0.1243 0.1244

福建 0.1806 0.1808 0.1809 0.1810 0.1811 0.1812 0.1813 0.1814 0.1815 0.1816 0.1817

山东 0.8442 0.8442 0.8443 0.8443 0.8444 0.8444 0.8445 0.8445 0.8446 0.8446 0.8447

广东 0.3720 0.3721 0.3723 0.3724 0.3725 0.3727 0.3728 0.3729 0.3731 0.3732 0.3733

广西 0.2597 0.2598 0.2600 0.2601 0.2602 0.2603 0.2604 0.2606 0.2607 0.2608 0.2609

海南 0.3393 0.3394 0.3395 0.3397 0.3398 0.3399 0.3401 0.3402 0.3403 0.3404 0.3406

平均值 0.4299 0.4300 0.4301 0.4302 0.4303 0.4303 0.4304 0.4305 0.4306 0.4307 0.4307

中
部
地
区

山西 0.1516 0.1517 0.1518 0.1519 0.1520 0.1521 0.1522 0.1523 0.1524 0.1525 0.1526

内蒙古 0.2357 0.2358 0.2359 0.2360 0.2362 0.2363 0.2364 0.2365 0.2366 0.2368 0.2369

吉林 0.7220 0.7221 0.7222 0.7222 0.7223 0.7224 0.7225 0.7226 0.7227 0.7227 0.7228

黑龙江 0.6143 0.6144 0.6145 0.6147 0.6148 0.6149 0.6150 0.6151 0.6152 0.6153 0.6154

安徽 0.4020 0.4021 0.4022 0.4024 0.4025 0.4026 0.4027 0.4029 0.4030 0.4031 0.4032

江西 0.4660 0.4661 0.4663 0.4664 0.4665 0.4666 0.4668 0.4669 0.4670 0.4671 0.4673

河南 0.5336 0.5337 0.5338 0.5339 0.5340 0.5341 0.5343 0.5344 0.5345 0.5346 0.5347

湖北 0.3988 0.3989 0.3991 0.3992 0.3993 0.3994 0.3996 0.3997 0.3998 0.4000 0.4001

湖南 0.1905 0.1906 0.1907 0.1908 0.1909 0.1910 0.1912 0.1913 0.1914 0.1915 0.1916

平均值 0.4127 0.4128 0.4129 0.4131 0.4132 0.4133 0.4134 0.4135 0.4136 0.4137 0.4138

西
部
地
区

重庆 0.1708 0.1709 0.1711 0.1712 0.1713 0.1714 0.1715 0.1716 0.1717 0.1718 0.1719

四川 0.0991 0.0992 0.0992 0.0993 0.0994 0.0995 0.0996 0.0996 0.0997 0.0998 0.0999

贵州 0.2674 0.2675 0.2677 0.2678 0.2679 0.2680 0.2682 0.2683 0.2684 0.2685 0.2687

云南 0.0624 0.0625 0.0625 0.0626 0.0627 0.0627 0.0628 0.0628 0.0629 0.0630 0.0630

陕西 0.1948 0.1949 0.1951 0.1952 0.1953 0.1954 0.1955 0.1956 0.1957 0.1958 0.1959

甘肃 0.2879 0.2881 0.2882 0.2883 0.2884 0.2886 0.2887 0.2888 0.2890 0.2891 0.2892

青海 0.0957 0.0958 0.0959 0.0960 0.0961 0.0961 0.0962 0.0963 0.0964 0.0965 0.0966

宁夏 0.7272 0.7273 0.7274 0.7275 0.7275 0.7276 0.7277 0.7278 0.7279 0.7279 0.7280

新疆 0.2677 0.2678 0.2679 0.2681 0.2682 0.2683 0.2684 0.2686 0.2687 0.2688 0.2689

平均值 0.2414 0.2416 0.2417 0.2418 0.2419 0.2420 0.2421 0.2422 0.2423 0.2424 0.2425

全国平均值 0.3594 0.3650 0.3706 0.3763 0.3820 0.3877 0.3934 0.3992 0.4049 0.4107 0.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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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分解分析

以SFA模型估测的各地区农产品物流技术效

率结果,分别代入式(3)、式(4)、式(5)、式(6)中可分

别得到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分解指数,并以图1-a、
图1-b、图1-c、图1-d分别表示各地区农产品物

流的效率变化(TEC)、技术变化(TC)、规模变化

(SC)全要素生产效率(TFPC)的趋势。考虑到马

氏指数中所有数据的计算都以上一年度为基础,故
各种基于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分解指数开始于观测期

的第二年度。
由图1可看出,全国及中西部农产品物流的技

术效率变化较为平稳,其变化率在-0.2%~0.2%
之间上下浮动,趋势上主要表现为以2004年为节

点,先抑后扬。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波动比较显著,
趋势上呈现锯齿状,反映了东部地区农产品物流的

技术效率对环境扰动极为敏感;技术变化上,观测期

间全国及各地区均处于增长状态,表明就技术进步

对我国农产品物流效率的影响而言,均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但从技术变化线的斜率变化来看,这种促进

作用是呈递减的。另外中部地区的技术变化最为显

著,其次分别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这反映了中部

地区农产品物流在资源均衡及后发优势相比其他地

区更具优势;在规模变化上,中部地区的波动比较剧

烈,这主要是因为相比全国其他地区而言,中部地区

是我国农产品最主要的生产地和输出地,其对农业

生产的外部环境更为敏感。在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变

化上,由于全要素生产效率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

变化的综合反映,其波动趋势和技术效率变化与技

术变化的趋势也基本一致。

a.技术效率变化趋势图;b.技术变化趋势图;c.规划变化趋势图;d.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趋势图.
图1 指标变化趋势图

  从横向比较来看,观测期内我国农产品物流的

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与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的

走势基本一致,而规模变化趋势平稳,这说明了我国

农产品物流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的源泉来自于技术

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的综合效应。而从地区范围来

看,观测期内东部地区农产品物流的全要素生产效

率变化与技术效率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表明东部

地区农产品物流全要素生产效率增长的源泉主要来

自于技术效率的进步;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情

况略有差异,其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趋势图与技术

变化趋势图几近重合,说明中西部地区农产品物流

业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技术进步

效应。这种差异从各地区固定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

投入的地区差异及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不同也可进

一步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建议

  1.结 论

(1)全国及各地区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均处于

较低水平,农产品物流在运行中远未发挥已有资本、
人员投入的全部潜力。就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农产

品物流的平均技术效率相对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
部地区最低;就要素的投入效应而言,全国农产品物

流资本投入尚处于不饱和状态,这种状态也同样呈

现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以西部地区表现得

更为突出,另外,东部地区在要素投入的替代效应上

主要表现为以资本来代替人力资源的投入,而中西

部地区则充分利用其人力资源优势,以弥补其资本

投入的不足;就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的时间趋势而

言,全国及东、西部地区农产品物流的技术变化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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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则正好相反。
(2)外生性环境变量对我国农产品物流效率存

在显著效应。其中信息服务水平对我国农产品物流

技术效率呈现出显著的正面影响,其正向作用尤以

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则最弱。制

度因素和外贸依存度对我国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也

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促进效应较为明显的

地区仅限于东部;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农产品物流

效率的影响类似于各地区的发展水平,表现为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的促进作

用越大。
(3)农产品物流效率中的EC、TC、SC、TFPC

在全国及各地区呈现不同特点。技术效率上,全国

及中西部的变化趋势较为平稳,东部地区则对外生

环境扰动极为敏感,表现为技术效率的波动比较显

著;技术变化上,观测期间全国及各地区均处于增长

状态,表明就技术进步对我国农产品物流效率的影

响而言,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规模变化上,中部地

区的波动比较剧烈,反映了作为农产品最主要的生

产地和输出地,其对农业生产的外在环境更为敏感。
另外,从农产品物流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来源来看,
我国农产品物流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源泉来自于技术

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的综合效应,其中东部地区农

产品物流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的源泉主要来自于技

术效率的进步;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情况略有

差异,其农产品物流全要素生产效率的进步几乎全

部来自于技术变化效应。

2.建 议

提高我国农产品物流技术效率是一个庞大的综

合工程,宏观上关乎政府对我国地区发展的战略布

局,中观上倚重于我国产业发展的结构调整方向,微
观上涉及物流核心过程中人员、物资、资金及信息的

流动和配置,关系农产品的安全生产和有效供给,因
此改善和提高我国农产品物流效率,可从以下3个

方面着手。
(1)战略上,要稳定和巩固沿海地区发展,进一

步夯实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及“振兴

东北战略”的发展基础,积极引导和推进“沿海反哺

内地”战略,缓解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的差距,从基础上改善我国农产品物流的地区

差异。
(2)产业发展上,要重点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

规划》和《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

见》落到实处,厘清物流产业的管理链,切实做到物

流管理的政出一门和权责统一,以根除物流企业经

营上的无所适从与经济上的苛费杂税。密切关注并

跟进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对物流发展的机

会,改革或创新物流新模式以无缝契合各地区产业

发展的新态势。
(3)政策实施上,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政策引

导,改善投资质量,诱导投资流向,切实提高对农村

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

投资力度,加大对农村农产品物流产业人才的引入

和培训,探索并创建合理高效的农村信息化服务模

式与农产品流通体系,逐步形成各地区农产品物流

要素投入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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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sEfficiencyofAgriculturalProducts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PanelDatabetween2000and2011

XULiang-pei,LIShu-hua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paneldataof30provinces,municipalitiesandautonomousregionsfrom2000to
2009inChina,thispaperusesstochasticfrontierproductionfunctiontomeasuretheefficiencyofagricul-
turalproductslogisticsanddiscussesexogenousinfluencingfactorsaffectingtheefficiencyofagricultural
productslogisticsandtheresourcesoftotalfactorproductivitychanges.Theresultshowsthattheeffi-
ciencyofChina’sagriculturalproductslogisticsisinefficientanddifferencesexistindifferentplaces.The
exogenousinfluencingfactorshavepositiveinfluenceontheefficiencyofChina,sagriculturalproducts
logisticsandth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Changesisattributedtothecombinedeffectsoftechnologi-
calimprovementandtechnicalefficiencyinChina,amongwhichtechnicalefficiencychangesaremainlyin
easternregionswhiletechnicalchangesarealmostentirelyin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Theim-
provementoftechnicalefficiencyinagriculturalproductlogisticsinChinaisanenormouslycomprehen-
siveproject,whichissupportedbystrategicdistributionofregionaldevelopmentfromthemacroscopic
view,anddependsmesoscopicallyonthestructuraladjustmentdirectionofindustrialdevelopment,and
finallyallocatesmicroscopicallytheflowconfigurationofstaff,materials,capitalandinformationinthe
logisticscoreprocess.

Keywords agriculturalproductslogistics;technicalefficiency;exogenousinfluencingfactors;total
factorproductivity;SFA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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