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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水稻生产潜力对确保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文章将影响水稻

的生产潜力的因素分为要素投入与技术效率两部分,通过湖北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面板数

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水稻生产的技术变迁及其方式,投入要素(尤其是劳动要

素)的使用情况,技术效率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并强化了各相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首

先,农户生产水稻的平均技术效率很可能在７５．９０％~７９．００％之间,技术效率在所分析的年

份无显著变化,且存在负效应的希克斯中性的技术变迁,使水稻产出每年下降２．１４％;其次,
在农户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中,土地与农资的产出弹性均较大且为正,但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非正;最后,在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中,水稻之外的家庭经营收入比例影响为负,而其他作物

面积比例与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为正,政府补贴等无显著影响.因此,进一步挖掘水稻生

产潜力需大力推广机械化与规模化种植,并提高补贴类政策的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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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底线,要确保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当前我国粮食虽然库存较高,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和国民饮食结构

进一步升级,我国未来可能存在一定的粮食供需缺口,这将直接对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产生威胁.水稻

作为我国直接食用人口最多的粮食作物,对其生产潜力方面的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水稻生产潜力还存在多大空间? 如何进一步挖掘水稻生产潜力? 这在生物、化学等领域亦

是重大课题,学者更多地关注水稻生产的绝对潜力,而本文将主要从农业经济领域提升生产效率的角

度来考察水稻生产的相对潜力.水稻生产相对潜力的挖掘,与现阶段农户对已有的各种要素、技术的

使用情况直接相关,即一方面与农户对各要素的使用情况有关,另一方面与农户的技术效率水平有

关,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前者相关.
从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可知,假定农户技术水平一样,即使每个农户都能将现有技术利用至

最好,但对多个要素投入的不同配置,仍可能导致最终产出不同.若要增加水稻产出,进一步释放水

稻的生产潜力,可调整要素投入.至于如何调整,则需通过要素产出弹性进行权衡.成本一定时,在
要素可替代的理论区间内,增加产出弹性较大的要素投入,减少产出弹性相对较小甚至为负的要素投

入,使不平衡调整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１,从而增加最终产出.
在要素投入与产量影响因素及二者关系分析方面,孔祥智等利用调研的截面数据通过最小二乘

法设定CD生产函数分析了北方地区小麦的投入要素及影响因素[１],靖飞用截面数据研究了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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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的生产情况[２].近年来关于具体要素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土地要素方面,如适度规模经营,李谷成

等从多个维度的效率方面检视了农户的这些效率与耕地规模之间的关系[３];倪国华等则从农户劳动

和土地禀赋最大化利用的视角分析了农地经营的最适规模,并给出了农地规模的决策区间图谱[４];刘
颖等也分析了江汉平原不同规模下稻农相应的生产情况[５].

由于各种现实因素,即使现有的技术水平不变,农户也并不能将现有技术利用至最佳.所以,当
所有农户配置各种现有要素合理、使用现有技术得当,仍有可能较大程度地提升粮食的供给能力.判

定要素投入、技术利用合理程度,最终要依据农户对最大化水稻产量目标①的实现情况来进行评价.
其中以技术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TE)作为衡量指标被关注得较多,它反映的就是微观主体对现

有技术的利用程度,即利用现有要素投入生产后得到的实际产出与潜在最大产出的比例(或者产出一

定时潜在最小投入与实际投入的比例),而本文主要关注产出端的 TE,所以 TE越低,说明农户生产

水稻的潜力存在越大的挖掘空间.
除了要素投入情况可直接影响技术效率,还存在一些外生变量,比如农户固有的家庭特征、政府

有关政策以及其他影响农户经营决策的因素.通过对这些政策等影响因素的调整,也可增加技术效

率,从而释放水稻生产潜力.关于技术效率外在影响因素的研究,如李谷成等利用湖北的微观数据研

究了家庭禀赋方面的外生变量对农户种植业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６],章立等通过浙江省的跟踪调研

数据研究了正规教育、耕地细碎化等因素对农业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７].
目前对 TE的研究主要有非参数法与参数法.非参数法是基于数据本身用数据驱动方法求最优

解,如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它虽无须设定函数形式,但对大样本中的异

常值会比较敏感,所以主要研究多是从宏观方面比较分析 TE 的空间动态演进,如高鸣等根据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３１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DEA模型测量了各省份的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值,并分析比

较了各粮食生产功能区之间 TE的差异[８].参数法则需要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来模型化农户的生产

行为,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frontieranalysis,SFA)方法是其中的一大热点,它假定农户的行为受

随机因素冲击和技术非效率因素影响,使之区别于参数法里的平均生产函数模拟(假定农户不存在技

术非效率情况)和确定前沿分析(假定农户不受随机冲击因素影响),目前这类分析主要侧重于技术效

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应用SFA研究水稻的技术效率方面,如杨万江等基于南方１１个省所调研的截

面数据分析了稻农的生产技术效率状况[９],王晓兵等则是利用４种水稻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SFA方

法估计各种要素投入对水稻生产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机械与劳动力的替代关系[１０].
针对农户生产的技术效率方面的现有研究中,在分析方法及数据使用上均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使

结果的可靠性存疑,具体体现如下:(１)在分析方法上,研究投入要素利用情况的时多是用最小二乘法

估计平均生产函数模型,但这需假设所有农户的要素利用都是有效率的,而使用SFA时则多侧重TE
的影响因素分析而非投入要素本身,有的使用SFA 分析 TE影响因素时还采用了多被诟病的“两步

法”②,如果用SFA只分析投入要素或者 TE影响因素中的某一部分,则在模型检验上可能会被弱化;
(２)在数据特征上,使用的面板数据多是区域级别的宏观面板数据,这易忽视农户的微观特征,而使用

调研的微观数据则偏向截面数据,但截面数据使用SFA 估计时容易产生非一致性的问题[１１].鉴于

此,本文将在分析方法与数据使用上进行改善,并试图发现一些现有方法可能难以发现或易忽视的问

题;利用农户层面的微观面板数据,通过参数法中的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对农户的水稻生产状况

建模,分析农户在水稻生产中投入要素的使用情况、产出的技术效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并强化相应

模型的检验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６３

①

②

许多研究(包含本文所引用的)中暗含着农户可能追求不同的目标,其中较多的假定是,理性农户在生产中追求利润与产量最大

化,但由于市场风险的存在,这两个目标未必一致.本文认为农户虽然在长期中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在给定了土地的情况下,每
个相对独立的农户在生产中仍然是追求产量最大化,这一假定也符合农业生产弱质性的特点,同时也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
“两步法”:是指先估计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利用这一步预测的技术非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来估计其与各影响因素间的关

系.由于这两步中对u 的假定不一致,一般被称为“两步法悖论”[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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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析方法

　　一般认为,随机前沿分析是由１９７７年的三篇论文分别独立地提出,从而奠定了该方法基础[１２].
这些论文在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增加了随机因素的影响,即模型中采用了复合误差项(v－
u),如下所示:

Y＝F(X,β)exp(v－u) (１)
在实证应用时,一般将式(１)两边取对数:

lnY＝lnF X,β( ) ＋v－u (２)
在本文中Y 表示水稻产出,X 为各要素投入的向量(在本文中包括水稻耕种土地投入、农资投入

与劳动要素投入),β为相应的待估参数向量.而随机因素v 为经典误差项,即v~iid．N(０,σ２
v);非

效率误差项u 为半正态分布,其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在０处截断,只有x 正半轴部分,即u~
iid．N＋ (０,σ２

u).两误差项相互独立.理论上的技术效率如下式:

TE＝
实际产出

潜在最大产出＝
E Y u{ }

E Y u＝０{ }
＝
F(X,β)exp(v－u)
F(X,β)exp(v) ＝e－u (３)

在对两误差项v 与u 分别作出假设,并对式(２)给出具体函数形式之后,就可用极大似然估计法

(MLE)估计出向量β①,并预测出技术效率,实际应用中的样本平均技术效率为各主体的技术效率的

算术平均值.
由于技术效率TE＝e－u,所以当技术非效率项u 越大,技术效率越低.当u＝０时,农户不存在

技术非效率情况,即产出在生产前沿面上;u＞０时,０＜TE＜１,农户的产出在生产前沿面之下.似然

函数中会利用方差参数来反映技术非效率项在复合误差项中的占比情况:

γ＝
σ２

u

σ２,σ２＝σ２
u＋σ２

v (４)

式(４)中,０≤γ≤１,通过对此项的检验也可反映SFA模型是否适用.γ 越接近于０,在图象上非

效率项越聚集于y 轴附近,实际产出与潜在最大产出间的差距主要来自随机因素的冲击,用普通最

小二乘法(OLS)就可估计;γ 越接近于１,说明上述差距主要来自技术非效率项,SFA 模型合适;而
γ＝１时,σ２

v＝０,则需使用确定性前沿分析.
而更一般地,则假设u 服从截断正态分布,即u~iid．N＋ (μ,σ２

u),而

μ＝Z′δ＋ε,μ＞０ (５)
式(５)中,Z′为影响μ 的外生变量向量,δ 为相应的待估参数向量,ε是经典误差项.同样,在对

误差项v、u 与ε分别作出假设之后,在式(２)和式(５)基础上通过 MLE对β与ε可一步估计出来.

　　二、变量、数据与描述性分析

　　１．数据与变量

本文主要研究水稻的生产情况,根据数据的可获取性,主要采用的是湖北省农村固定观察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连续观测所产生的数据,在剔除了非水稻种植户、明显的异常值与缺失值后,形成了样

本数为４２２的连续３年的平衡短面板数据.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经济水平位于全国中上等,农业投

入资源较丰富.湖北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分布于１７个村落,其中城郊２个、丘陵７个,平原与山区各４个;
有１０个村的经济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样本具有代表性.数据运行所使用的软件为FRONTIER４．１和

Stata１４．０.
根据研究思路与数据的可获取性,所选取的变量依次为:①Y 表示每年的水稻总产出,单位为公

斤.由于各地粮价存在差异,所以选取了可比较的重量而非价值量.选取的投入向量X 包含:②M,

７３

① 由于复合误差项并不服从正态分布,所以在小样本下关于估计系数的t检验未必有效,这时需要用到z检验,但在大样本下,二者

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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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素投入,在此表示为水稻播种面积,单位为亩.③K,农资总投入,单位为元.农资总投入 K
表示农户所购买的物质资本及其服务费用的总和,包括种子种苗、农药、化肥、水电灌溉以及机械蓄力

等费用.这与以往许多研究的处理相一致,综合后还可减轻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以２００９年为基期,
根据湖北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的农资综合费用进行了平减,以便统一比较.

④L,劳动要素投入量.这一项表示农户在水稻生产上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它包含农户家人和所雇佣

的劳动力投入,以标准劳动日为单位,即工日.
所选取的可能会影响技术非效率项的外生变量包括:①outrice,水稻之外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占

比,等于家庭经营性总收入减去水稻总收入的差,再除以家庭经营性总收入得到的商;②subsidy,政
府补贴的收入占比,政府对农户经营的各种补贴之和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以此衡量补贴政策的有效

性;③othercrop,其他作物的面积占比,水稻之外的其他作物的经营面积所占所有作物经营面积的比

例;④age,户主年龄,单位为岁;⑤edu,户主受教育年限,单位为年;⑥homelab,家庭劳动力数,农户

家庭里所有的劳动力人数.

２．描述性分析

针对以上所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中值 最小值 最大值

Y ２０２７．５１ ２４４２．１５ ６８．６４ １３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３５００．００

M ３．６３ ３．４９ ０．１０ ２．６５ ０．２０ ４３．００

K １１０３．７５ １１０８．１９ ３１．１５ ７１８．６４ １０６．７０ ７３４８．００

L ５４．４９ ４８．９９ １．３８ ４１．００ ４．００ ７２０．００

outrice ０．４９ 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０ ０．９５

subsidy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５３

othercrop ０．４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９７

age ５３．４４ １０．１１ ０．２８ ５４．００ ２１．００ ８５．００

edu ６．８２ ２．５１ ０．０７ ７．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０

homelab ３．１７ １．７９ ０．０５ ３．００ １．００ ５１．００

　　由上表可知:(１)从水稻产量以及各要素投入的部分(前四个变量)来看,平均而言,一个农户耕种

３．６３亩水稻,在投入５４．４９个工日及购买１１０３．７５元农资及其服务的情况下,可收获２０２７．５１公斤水

稻.联合均值、中值和标准差作参照时,水稻播种面积的变异性不大,而农资投入与最终产量变异性

却较大,进一步说明各农户在水稻生产上的技术效率很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水稻种植的土地规模相

对较小,劳动力投入的差异较小,说明水稻耕种多以小农生产为特征.(２)从可能影响技术非效率项

的变量(后六个变量)上来看,农户在水稻生产之外普遍种植了其他作物,这些作物的收入占比不低,
但政府的农业补贴则相对较少;户主年龄比较集中在５３岁左右,受教育程度多为小学,而农户家庭劳

动力数量多为３.这后三项均与农户家庭特征有关,而这三项变异性较低,说明样本中农户具有很强

的可比较性.
整体而言,均值的标准误都相对不大,说明所选样本均值能较好地近似总体的均值情况,所以数

据整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从最小值与最大值的范围来看,仍存在一些极端的异常点,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使用参数法估计的必要性.

　　三、计量模型的函数设定与实证分析

　　１．技术变迁与要素投入

在实证应用时需对式(２)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其中比较常用的有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

数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二者除了在形式上不同(即超越对数函数多了二次项与交叉项),理论假设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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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CD函数假定要素间的替代弹性不变,而超越对数函数则假定替代弹性可变;此外,CD函数

有许多优良的特性,如要素的指数即为其产出弹性系数,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比较灵活,对农户

的生产行为可能模拟得更好.在检验之前,两者均可使用.以下将基于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函数,
在技术非效率服从半正态分布的假定下设定模型,检验是否存在技术变迁(时间趋势项系数θ１ 与θ２

是否为０)以及存在何种变迁(时间趋势与要素投入的乘积项系数αis为０则存在希克斯中性技术变

迁),并且对所有要素的产出弹性βj 进行比较分析.所以,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的基础上(以 CD函

数建模时,只需使要素投入的二次项与交叉项的系数βjk与时间的二次项系数θ２ 为０即可),加入时

间趋势项及其与要素投入的乘积项之后,总体模型如下:

lnYit＝β０＋θ１t＋
１
２θ

２
２＋∑

j＝３

j＝１
βjlnxijt＋

１
２∑

j＝３

j＝１
∑

k＝３

k＝１
βjklnxijtlnxikt＋∑

s＝３

s＝１
αistlnxist＋vit－uit (６)

式(６)中,xi１t、xi２t、xi３t分别表示第i个农户在t时期的土地要素投入M、农资投入K、劳动力投

入L.通过对各种系数不同的假设将总体模型分拆为６个模型,模型１、２、３是基于CD函数的模型,
模型４、５、６则是基于超越对数函数设定的模型,而这两类模型内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技术变迁以及

存在的技术变迁方式,对面板数据的处理均是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方法,实证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要素投入与技术变迁的实证模型结果

参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β０
４．１７０７∗∗∗

(３３．６３４)
４．１７６３∗∗∗

(３３．８８６)
４．２９５８∗∗∗

(１７．２４５)
６．７８５１∗∗∗

(５．６７３)
６．９２００∗∗∗

(５．８２１)
７．００８０∗∗∗

(５．８５６)

β１
０．６９８４∗∗∗

(３１．２０２)
０．６８８４∗∗∗

(３０．４６３)
０．６７９２∗∗∗

(１４．５３５)
０．７０８９∗∗

(２．０７１)
０．７４３４∗∗

(２．１８６)
０．７５８８∗∗

(２．２０６)

β２
０．３８８９∗∗∗

(２２．１９８)
０．３９７６∗∗∗

(２２．５０２)
０．４０３６∗∗∗

(１１．７７７)
－０．６３０２∗∗

(－１．９６９)
－０．６３４５∗∗

(－１．９９７)
－０．６８１７∗∗

(－２．０９４)

β３
０．０１３７
(０．７４４)

０．０１０７
(０．５８２)

－０．０２９１
(－０．７５３)

０．４４４５
(１．６２７)

０．４２９２
(１．５７９)

０．４３７２
(１．６０２)

β１１ — — —
－０．００７６
(－０．２５６)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β２２ — — —
０．０７４５∗∗∗

(２．９９６)
０．０７６４∗∗∗

(３．０９１)
０．０８５５∗∗∗

(３．２５７)

β３３ — — —
－０．０６３４∗∗∗

(－３．８９９)
－０．０６０１∗∗∗

(－３．７０６)
－０．０５９４∗∗∗

(－３．６４７)

β１２ — — —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７９
(－０．１７４)

－０．０１８７
(－０．３９８)

β１３ — — —
０．００５６
(０．１２４)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０５
(０．２３１)

β２３ — — —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６４
(－０．１６６)

θ１ —
－０．０２１４∗∗∗

(－２．６５８)
－０．０８５１
(－０．７８０)

—
－０．１２０６∗∗

(－２．１７５)
－０．０８５０
(－０．６９０)

θ２ — — — —
０．０２４８∗

(１．８０８)
０．０２７３∗

(１．９６４)

α１ — —
０．００３０
(０．１５６)

— —
０．００８７
(０．４３４)

α２ — —
－０．００２４
(－０．１６２)

— —
－０．０１６６
(－１．０３８)

α３ — —
０．０２０５
(１．２３０)

— —
０．０１４９
(０．８８３)

σ２
０．１８３６∗∗∗

(１２．７６０)
０．１８３１∗∗∗

(１２．８０８)
０．１８２５∗∗∗

(１２．６２５)
０．１４９８∗∗∗

(１３．０６８)
０．１５０１∗∗∗

(１３．２７２)
０．１４９８∗∗∗

(１２．８６２)

γ
０．７２０７∗∗∗

(２６．７５０)
０．７２２０∗∗∗

(２６．９９８)
０．７２１７∗∗∗

(２６．３７８)
０．６５０２∗∗∗

(１９．７１３)
０．６５５６∗∗∗

(２０．０１４)
０．６５５３∗∗∗

(１９．５２５)

LR
２５２．９６４９

∗∗∗

２５５．９７０３
∗∗∗

２４９．４９９９
∗∗∗

１８４．３０５８
∗∗∗

１８８．９７８６
∗∗∗

１８６．２０３８
∗∗∗

Loglikelihood －１８０．４１７４ －１７６．８２６９ －１７５．０７４３ －１４９．１０４５ －１４３．９５０７ －１４２．７９８２
MeanTE ０．７５８７ ０．７５８８ ０．７５９１ ０．７９０２ ０．７８９２ ０．７８９４

　注:“—”表示在该模型中无此项,∗∗∗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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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所有模型中γ 和σ２ 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不存在技术非效率的原假设均被似

然比(LR)检验拒绝,所以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的应用是合理的,０＜γ＜１则说明至少比确定前

沿分析和平均生产函数的 OLS估计法好.以下的适用性检验,也均通过模型比较中的LR 检验

给出.
比较模型１和４,LR１＝６２．６２５８＞χ２

０．０１ ６( ) ＝１６．０７４,说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整体模拟比 CD函

数要好一些,但超越对数中有几项,尤其是交叉项系数未通过不为０的检验;而 CD函数估计的变量

要少一些,所以每个系数精度更高一些,在以下的要素投入的分析上更有优势.
分别比较模型１、２以及模型４、５,同样通过LR２＝７．１８１＞χ２

０．０５ ２( ) ＝５．１３８以及LR３＝１０．３０８＞
χ２

０．０１ ２( ) ＝８．２７３,说明农户存在技术变迁,而且这两模型均显示,技术变迁效应为负.模型２中

∂lnY
∂t ＝－０．０２１,模型５中∂lnY

∂t ＝θ１＋２θ２t＝－０．０２１,刚好吻合,综合可看出,技术变化使水稻产出以

平均每年２．１４％的速度下降.
比较模型２、３,LR４＝３．５０５＜χ２

０．１ ３( ) ＝５．５２８,比较模型５、６,LR５＝２．３０５＜χ２
０．１ ３( ) ＝５．５２８,时间

与要素投入的交叉项不显著,说明技术变化是希克斯中性的.
两类不同的函数形式所预测的平均技术效率相差不大,而同类函数之间的平均的 TE差别可忽

略不计,CD函数给出的约为７５．９０％,超越对数函数则约为７９．００％,可认为农户生产水稻的平均技

术效率很可能在７５．９０％~７９．００％之间,并且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它还存在负向的技术变迁,所以农户

水稻生产的潜能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上述比较分析,主要检验了使用SFA方法的合理性、技术变迁的存在性及存在方式,还分析了水

稻生产潜力的存在空间,以下将进行要素投入的分析.
在基于CD函数的所有模型中,劳动要素投入对数值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基于超越对数函数的模

型中,交叉项系数都不显著,只有二次项显著,为方便分析,下文将采用CD函数.
模型１、２、３说明劳动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为０.若基于模型２,考虑两误差项存在异方差①设定

模型２′,即

lnYit＝β０＋θ１t＋∑
j＝３

j＝１
βjlnxijt＋vit－uit (７)

表３　考虑异方差的实证结果

参数 模型２′ 参数 模型２′

β０
４．１３２４∗∗∗

(３０．０１) λu０
－１．４８４４
(－０．８７)

β１
０．７２３３∗∗∗

(３５．３６) λu１
０．９６９１∗∗∗

(２．７３)

β２
０．４４３１∗∗∗

(２３．６５) λu２
－２．８４４４∗∗∗

(－４．８５)

β３
－０．１２８６∗∗∗

(－４．５９) λv０
－１．９９６０∗∗∗

(－４．９１)

θ１
－０．０１９４∗

(－１．８６) λv１
－０．１３４４∗∗

(－２．０５)

λv２
０．１１４２
(１．１７)

　注:Loglikelihood 为－２７７．６４９０.

式(７)中lnσ２
uit ＝λu０ ＋λu１lnKit ＋λu２lnLit ＋εu,

lnσ２
vit＝λv０＋λv１lnKit＋λv２lnLit＋εv,εu 与εv 为经典白

噪声,估计的结果如表３所示:
考虑异方差之后,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β３为负,且

高度显著.这与当前大多数学者的实证结论不同,但也

与某少数学者的结论相吻合,如 Lewis[１３]、Sen[１４]、孔祥

智等[１]、弓秀云等[１５].从实际中来看,要素投入的产出

弹性至多为零而不会为负,因为不存在某一理性农户会

增加劳动力投入到使产量减少,或者减少投入能使粮食

产出增加而不为.针对这一情况,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

可能:(１)中国农村还存在着许多剩余的农业劳动力,或
者许多农户存在投入农业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他们的机
会成本很低,难以转移就业,同样的条件下,他们趋于“精耕细作”,使边际产出很小;(２)在农户调研统

计时,很多农户记不清投入多少工日,加总时出现偏差;(３)水稻的生产过程高度依赖自然耕作的农时

与季节,耕地规模不同的农户需要投入的工日均与农时联系紧密,劳动强度不同但统计的工日差别可

能不大,而本文所分析的样本中农户耕地规模普遍偏小,小规模农户虽然劳动强度不大但是不能充分

０４

① 在进行随机前沿的实证分析时考虑影响技术非效率的异方差情形,笔者在中文期刊中只能检索到极少篇目.但忽略其中u 的异

方差,会导致生产边界结构参数的估计值与技术效率的预测值均是有偏的[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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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工日,如图１所示大多数农户(按混合面板数据计)的劳动力投入的工日都比较集中,正好解释了

这一点①.

图１　劳动要素投入的户数分布

　　模型２′中,对各要素投入对数值的系数之和为１的假设检验在０．０１的显著水平上可被接受

(P＝０．０４７８),说明水稻的生产服从规模报酬不变的规律,这与许庆等[１６]的结论一致.
土地要素与农资投入的产出弹性均为正,其中土地的产出弹性最大,约为０．７２,农资产出弹性约

为０．４４,说明土地要素是水稻等粮食作物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形下,应加速

土地流转,大力推广机械化,以增加产出;而且农资投入则相对分散,说明农资的流动比较通畅,这也

为发展规模经营提供了现实条件.暂时而言,平均耕地规模还远未达到最适[４],所以大力推广规模化

耕种的模式是必要且可行的.

２．技术效率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技术变迁与要素投入的大体情况,上述模型均是假定技术非效率项服从半正态分

布,即u~iid．N＋ (μ,σ２
u)中的m＝０,以下模型将假定m＞０,即u 服从截断正态分布.虽然后者更符合

一般的假定,但前者的假定可提高要素产出弹性与时间等系数的估计精度.本文更多关注系数的符

号与影响,在两种分布假定的转换中,系数变化小并不影响本文分析的侧重点.
在对面板数据的使用上,基于模型２对时不变技术效率模型(time－invariantmodel)和时变技术

效率模型(time－varyingmodel)的适用性进行LR 检验.

uit＝uiexp －ηt－T( )[ ] (８)
式(８)中,T 指所选取的基数年的前一年份,即２００８年,t为实际各年份数值.模型７、８即检验

η＝０是否成立,模型７为时不变模型,模型８为时变模型.
估计结果发现,截断正态的假定可行,但时变模型非必要,因为LR６＝－２lnH７－lnH８( ) ＝

０．１３８＜χ２
０．１ １( ) ＝１．６４２,并且η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０．１的检验,所以农户生产水稻的技术效率并没

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②.这可能与本研究所选取的时段较短有一定关系,在这三年中农户的技术效

率基本没发生变化.结合前面研究,农户生产水稻的技术变迁是希克斯中性的,而平均产出随技术变

化在逐年减少,但农户能很好地使用当前的技术方式,使技术效率得以维持当前水平.
下文将在时不变模型的基础上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截断正态分布的假设下,为

１４

①

②

笔者也尝试过使用每亩所用工日l作为劳动要素投入的指标来进行估计,得出这一项系数仍为负.有的学者在处理宏观数据

时,以每亩劳动力数作为劳动要素投入,所估计系数也为负.本文碍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只有选取这样的指标来衡量劳动要素的

投入,但足以说明问题.
其中lnH７、lnH８ 分别表示模型７、８的极大似然函数的对数值,限于篇幅,其他估计结果不在文中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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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两步法悖论”,基于模型２的函数设定形式综合式(２)(３)(４)对非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
中式(５)设定如下:

μ＝δ０＋δ１outrice＋δ２subsidy＋δ３othercrop＋δ４age＋δ５edu＋δ６homelab＋ε (９)
表４　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参数 模型９ 参数 模型９

δ０
－０．４６７８∗∗

(－２．４９３) δ５
－０．０１９９∗

(－１．８６５)

δ１
０．９０４１∗∗∗

(６．３１４) δ６
－０．００４７
(－０．３５５)

δ２
０．５５９３
(１．３４１) σ２ ０．０９９９∗∗∗

(１１．５９６)

δ３
－０．１１７９∗

(－１．６５８) γ
０．１５４９∗∗

(２．２０４)

δ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１０６) LR ６２．４２３１∗∗∗

　注:Loglikelihood 为－２７３．６００５.

实证结果(只列出技术非效率部分)如表４:
表中σ２、γ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说明随机前沿分

析的适用性;LR＝６２．４２３＞χ２
０．０１(８)＝２０．９７２,说明假定

u 服从一般的截断分布可行.
水稻之外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比例outrice 的系数

δ１＞０且显著,即该项越高技术效率越低.因为许多农

户除了从水稻获得收入的同时还有其他经营性收入,从
这些家庭经营中获得的收入越高,农户会将更多的时间

精力投入到这些经营之中,以致降低了水稻生产的技术

效率.而与之看似相似的δ３ 却小于０(实际上outrice
与othercrop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０．１４７５),其他作物种

植面积比例越大,u 却越小,从而TE 越高,可能因为这些同时耕作其他作物的稻农本身就更善于经

营农业,所以在种水稻的同时还经营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而且这些作物的生长农时与水稻多不相

同,无须在水稻的生长季节分出精力在其他作物上.δ２ 未通过不为０的检验,说明政府的各种补贴

对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无显著影响.
在农户特征上,户主个人年龄的系数δ４ 和家庭劳动力个数的系数δ５ 均不显著,而户主受教育年

限的系数在０．１的水平下显著且为负.农户的平均年龄都比较集中,变异性小,所以基本不对 TE产

生影响.家庭劳动力数与实际投入到水稻生产上的劳动力有一定的区别,较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就会

让两者有所分离,这也说明现在农村的劳动力就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转移,已不像改革开放初期过多

的束缚在土地上,所以基本可认为现在家庭劳动力数对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无显著影响.而δ６＜０,
说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技术效率越高,可以认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对生产有正向作用,受教育年

限越高则知识可能越多,人力资本积累得越厚重,从而对现有技术的利用相对越充分,使生产点靠近

生产边界,故而技术效率越高,这与章立等[７]的研究也较一致.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湖北省农户的微观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对水稻的生产潜力进行研

究,分析了水稻生产潜力的存在待挖掘的空间,要素投入(尤其是劳动要素投入)的情况,技术变迁、技
术效率变化及影响因素,得出的结论如下:①水稻生产中,许多农户都没有将现有技术利用到最佳,平
均技术效率很可能在７５．９０％~７９．００％之间,并且它在所分析的年份内未发生显著变化;②技术变迁

是希克斯中性的,但变迁的效应为负,使水稻产出以每年２．１４％速度下降;③要素使用中,土地产出弹

性最大,其次是农资,两者均为正,而劳动力产出弹性非正,要素投入符合规模报酬不变的规律;④在

技术效率影响因素中,水稻之外的家庭经营收入比例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其他作物面积

比例与受教育年限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为正,其他变量如政府补贴比例、户主年龄与家庭劳动力数等

均无显著影响.
从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劳动要素产出弹性为非正,投入明显过多,相对而言土地与农资的投入

要素的产出弹性为正,其中土地弹性较大,还有很多利用的空间.耕地的总量虽难以增加,但可促进

适度规模经营(如前所述,当前平均规模较小,还远未达到适度),同时推广机械化生产,增加灌溉沟渠

等水利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能替代劳动要素的投入,从而在整体上增加水稻产

量.从产出弹性来看,土地的平均规模现阶段还未达到理想状态,鼓励扩大规模经营反而能增加土地

生产率,政府可通过设立信息服务平台降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并配套鼓励机械化耕作,从而促进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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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１７].另一方面,政府的补贴单纯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若有类似增加水稻

产量的政策目标,还需要增加政策的精准度.鼓励农户发展多种作物经营,不但可以增收,还可提升

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从而进一步挖掘水稻生产的相对潜力.
本文从水稻生产潜力存在多大空间的经济问题角度切入,在要素投入与技术效率评价方面进行

了实证研究,在使用SFA方法时用了“一步法”估计,并强化了相应模型的检验,在数据的使用上用农

户层面的面板数据较好地解决了估计的非一致问题,在实证中重新检视并着重讨论了“劳动”这一投

入要素产出弹性非正的问题,最后对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因素作了一定的探究.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

增强了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技术变迁效应为负的结论,并重新深化探讨了劳动产出

弹性非正的问题,而这被多数研究所忽略;也进一步强化了现阶段发展机械化与规模化种植水稻的政

策启示.但本文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只选取了湖北省３年的短面板数据和一些被关注较多的影响

技术效率的外生变量,所以对于结论推广、应用至整个长江中下游乃至全国,可能还需更多的数据研

究支撑,但本文在方法与数据的使用上,还是很大程度地克服了大多数现有研究的一些弊病,还发现

与大多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劳动力产出弹性非正,并深化作出了一定的解释及相关的政策启示,这对当

前阶段我国粮食生产潜力的挖掘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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