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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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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华东地区六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的面板数据,
分析华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部分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华东

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４．５９％,依次呈现出递减、递增、平稳的变化趋势;农业

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效率是华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

阻碍因素,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规模效率对农业增长阻碍作用不明显;要素配置效率对经济

增长有促进作用即存在结构红利,但不显著.据此提出加大农业技术创新投入,提高农业产

出效率;加快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盘活存量、优化增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供

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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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明确强调,我国农业在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过程中,必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

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加强农业科技研发.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

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加快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Johnson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而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核心[１].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衡量农业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重要指标,是提高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农业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

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 GDP年均增长率高达１１．５３％① ,农业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奇迹与技术

进步以及要素(劳动力、资本)的再配置密不可分.近年来,以农业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为主

题的研究为农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要素配置效率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因此,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探究如何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研究起步较晚,代表性的有李谷成等利用 DEAＧ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测算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２．８％[２].张乐等利用SFA测算出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

５．１２％[３].高帆基于DEAＧ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出我国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

增长率为３．１％[４].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乔恒等运用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指出技术效率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５].而刘战伟认为农

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并不是技术效率的改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水平

的变化严重背离[６].对于农业规模效率的研究相对缺乏,吴玉鸣测算出中国区域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７].罗浩轩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大规模农业投资遭遇资本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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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减是造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之一[８].由于研究层次、方法以及数据来源等原因,国内有

关农业要素配置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朱喜等探究要素价格扭曲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９].
程丽雯等基于前沿生产函数,指出我国农业中普遍存在要素误置现象,中部地区农业要素误置最为严

重[１０].涂圣伟认为矫正农业要素配置扭曲是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１１].
本文采用的方法为Battese等和 Kumbhakar提出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与李翔和王蒙等

在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使用的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Ｇshare)相比,在多投入的情况下,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要比劳动生产率的测算更可靠[１２Ｇ１５].傅晓霞等认为SFA 相对于 DEA(数据包

络分析方法)估计稳健性更强、结论更可靠,更适合应用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率分析中,特别对农

业而言,SFA的应用前景应该更广泛[１６].另外,SFA 可以用来研究传统的假设检验,能充分考虑到

环境变化和随机因素对生产行为的影响,与农业生产的本质特征一致.本文选取华东六省作为研究

对象①,一方面由于学者大都研究全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单独对某个地区的研究较

少;另一方面,华东地区农业产值占比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５．８％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５．０９％,第一产业劳动份

额从１９７８年的７５．９％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４．７％,第三产业的劳动份额从９．４４％上升到３７．９％,劳动力

在三次产业间的再配置卓有成效②,要素再配置变化趋势相对于全国更加明显,研究要素配置效率更

具代表性.
从现有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来看,测算结果以及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由于变量选取、研究

方法的不同,尤其在农业资本存量的估算上存在较大分歧.在运用SFA 研究要素配置效率时,由于

劳动、资本成本很难获取,大多数文献认为要素配置效率是有效的.本文一方面通过比较现有资本存

量的研究文献,重新构建指标,估算华东各省份农业资本存量;另一方面用第一产业折旧和劳动报酬

总额代替农业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成本,具体测算华东农业要素配置效率.基于此,本文从华东六省省

级面板数据出发,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变化四个部分,测度各部分变化趋势,分析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模型设定

　　新古典经济学中,Solow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来源于要素投入还来源于技术进步,并将技术进步因

素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即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１７].根据 Kumbhakar的分

解法,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变化四个衡量生产效

率的指标,其中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共同构成经济效率的全面测量[１３].本文选用Battese等提出的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１２],生产函数模型表示如下:

Yit＝f(Xit,t)evit－uit (１)
式(１)中,i＝１,２,３,４,５,６代表６个省份,t＝１,２３８代表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３８个年份,Yit代表农

业总产值,f()代表前沿生产函数,表示一定要素投入下所得到的最大产出.投入要素Xit包括劳

动和资本存量,vit表示统计噪声的随机误差,为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uit表示与技术无效有

关的非负随机变量,即观测误差及其他随机因素,服从γ 分布,实际产出Yit与随机前沿产出f()比
为e－uit,代表农业技术效率(TE),其中uit大于等于０,因而e－uit介于０和１之间,反映了生产函数的

非效率程度.
对式(１)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得到产出增长率,其等于确定性前沿产出对时期t的全微分,即:

∂lnYit

∂t ＝
∂lnf(Xit,t)

∂t ＋∑
２

j＝１

∂lnf(Xit,t)
∂lnXitj

∂lnXitj

∂t ＋
∂lne－uit

∂t
(２)

３６

①

②

本文选取了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上海市农业产值低,服务业发展快,研究农业不具有

代表性,因此本文研究对象不包括上海市.
数据来源说明:劳动力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中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通过加总并以此计算劳动份额;总产出数据来自各省统

计年鉴中的“第一产业生产总值”,通过加总并以此计算产值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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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中,j＝１,２ 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lnf
(Xit,t)

∂lnXitj
代表要素j 的产出 弹 性,记 为αitj,

∂lnf(Xit,t)
∂t

代表技术水平变化,记为TC.

技术效率变化(TEC)为技术效率对时间t求导,即:

TECit＝－
∂uit

∂t
(３)

因此,式(２)可以写为

Y
•

it＝TCit＋∑
２

j＝１
αitX

•

itj＋TECit (４)

式(４)中,Yit

•
、X

•

it分别代表产出增长率和投入要素增长率.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用

TFP
•

＝Y
•

it－∑
２

j＝１
sitjX

•

itj表示,即产出增长率与要素投入增长率的差值,sitj表示t时刻要素j的实际成

本占i省份总成本的份额,即sitj＝witjXitj/∑
２

j＝１
witjXitj,witj表示t时刻省份i内要素j的价格.

将式(４)带入到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表达式中,可得

TFP
•

＝TCit＋TECit＋(RTSit－１)∑
２

j＝１
λitjX

•

itj＋∑
２

j＝１
(λitj－sitj)X

•

itj (５)

式(５)中,RTSit＝∑
２

j＝１
αitj表示t时期i省的规模报酬,即要素产出弹性之和,λitj＝αitj/RTSit代表

要素j的最优边际产出份额.
在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最优边际产出份额等于产出弹性,但规模报酬往往是变化的,因

此式(５)右侧(RTSit－１)∑
２

j＝１
λitjX

•

itj能测算出农业规模经济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即规模效率

变化(SEC).若SEC 大于０,表明全要素投入与规模报酬相适应,即要素投入变化能够促进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我国各省市场化水平差距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使得实际要素配置与最优状态相差

甚远.式(５)右侧∑
２

j＝１
(λitj－sitj)X

•

itj反映了要素弹性份额偏离要素成本份额的程度,即要素配置效率

变化(FAEC).若FAEC 大于０,则要素配置能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即存在结构红利.综上

所述,本文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变化四

个部分,通过测度每一部分探究其变化趋势.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并且用时间趋势来解释技术变化,即:

lnYit＝β０＋βtt＋
１
２βttt２＋βklnKit＋βllnLit＋

１
２βkk(lnKit)２＋

１
２βll(lnLit)２＋βkllnKitlnLit＋βtktlnKit＋βtltlnLit－uit＋vit (６)

式(６)中,t、K 和L 分别代表时间、资本和劳动,β 表示要估计的未知参数,t、t２、lnKit、lnLit、
１
２

(lnKit)２、
１
２

(lnLit)２、lnKitlnLit、tlnKit、tlnLit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解释变量.通过估计未知参数β,

可以计算以下统计量:

αitk＝βk＋βkklnKit＋βkllnLit＋βtkt (７)
αitl＝βl＋βkllnKit＋βlllnLit＋βtlt (８)
TCit＝βt＋βttt＋βtklnKit＋βtllnLit (９)

RTSit＝αitk＋αitl (１０)
λitj＝αitj/RTSit (１１)
TECit＝ηuit (１２)

SECit＝(RTSit－１)∑
２

j＝１
λitjX

•

itj (１３)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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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EC＝∑
２

j＝１
(λitj－sitj)X

•

itj (１４)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华东六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的面板数据①进行分析,所有数据均以１９７８年为基期.

１．农业总产值

借鉴全炯振的研究成果[１８],产出采用农林牧渔业中的农业总产值指标,经过各省各年份农业产

值平减换算成以１９７８年为基期的可比价农业总产值,单位为亿元.

２．劳动投入

本文采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作为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衡量指标,单位为万人.

３．资本存量

目前,学者大都研究全社会资本存量或者省际资本存量,而对我国农业资本存量的研究较少,王
金田首先对中国及分省份农业初始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其次应用永续盘存法(PIM)估计了１９７８—

２００５年中国及分省份的农业资本存量[１９].
对于资本存量的估算,大多数学者都使用 GoldSmith于１９５１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其基本公式

为Kt＝(１－δt)Kt－１＋It,该方法的实质是通过对过去购置的并估算出使用年限的资产进行累加完

成的.
需要对以下变量进行估算:
(１)当年投资It的选择.张军等、徐现祥等、李谷成等认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以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额为基础,通过一定的调整计算而得到的,相对于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的积累和全社会

固定资本投资,其更能准确地测度我国可再生资本的变动情况,是当年投资最合理的指标[２０Ｇ２２].因

此,本文选择第一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衡量当年投资.对于江西省缺少的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第一产业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借鉴王金田等的建议,采用其他年份第一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第一产业生产

总值做不含常数项的线性回归,然后利用回归参数乘以总体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得到第一产业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１９].
(２)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因此要通过价格指数

进行缩减.在选取价格指数时,统计中并没有给出农业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指数是指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因此本文选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指数替代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
(３)折旧率.吴方卫依据农业资本效率以及国务院和财政部下发的有关设备和建筑分类折旧表,

经过加权估算出农业资本综合折旧率为５．４２％[２３],后来学者在选择折旧率时广泛认同这一数据.因

此本文将农业折旧率设定为５．４２％.
(４)资本存量基期.对于初始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假设产出增长率与资本存量增长率相等,采

用如下公式估计农业资本存量基期:

Ki１９７８＝Ii１９７８/(gi＋δ) (１５)

其中,gi 为实际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即gi＝
n
Yit/Yi０ －１,Ii１９７８是i省份１９７８年第一产业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δ为折旧率,Yit、Yi０分别为以１９７８年不变价格表示的i省份第t年和１９７８年的农

业总产值,n 表示时间段长度.
通过收集以上的数据可得华东地区各省资本存量,相应的计算结果见表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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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所用到的面板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５２—１９９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９６—

２００２)»、«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
由于篇幅所限,表１中仅列出了华东六省部分年份农业资本存量,其余年份数据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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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华东地区各省主要年份资本存量估算 亿元

省份 １９７８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５年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江苏 ２２．５１ ２５．５７ ３４．４１ ５２．０６ ８３．８２ １３７．６７ １７４．８８ ２４２．５５ ２８６．９７
浙江 ５０．１９ ５１．６９ ４７．９１ ４７．６６ ９８．３９ ２３３．７５ ２０９．９６ １８９．３１ ２４３．０５
安徽 ２６．３１ ２８．４０ ３４．４９ ６５．６２ １５１．８１ １９２．２６ １８７．４５ ２２８．６６ ３２０．６７
福建 １０．６９ １２．５０ １９．５１ ３０．８５ ５７．９６ １２８．１７ ２１９．６５ ２６２．１６ ３９５．９８
江西 ３１．１４ ３４．２１ ４４．５０ ５６．９４ ７６．８４ １０５．５９ １２４．４４ １９３．４２ ２７３．９８
山东 ８２．７０ １０６．０７ １２６．７１ １５６．７７ ２０３．４６ ３８５．１５ ５７９．１５ ８７５．６４ １０８２．４３

表２　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系数 标准误差 t统计量

t ０．３６８０∗ ０．０４５７ ８．０５７３
(１/２)×(t２)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９ －４．１１９２
lnK －２．６４７２∗ ０．５７２２ －４．６２６５
lnL １０．１３１３∗ ０．３７０７ ２７．３２７１
(１/２)×(lnK)２ －０．５５５４∗ ０．１４６０ －３．８０５１
(１/２)×(lnL)２ －１．５６１０∗ ０．０９５１ －１６．４１０９
lnK×lnL ０．６１２６∗ ０．１２１５ ５．０４２８
t×lnk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１１５ ４．２５６１
t×lnL －０．０６５６∗ ０．００９５ －６．９２３３
cons －３０．９０２８∗ ０．９５１０ －３２．４９４３

η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３９ －２．８２００
γ ０．９８９３ ０．００９８
sigma_u２ ０．４８７６ ０．４４９６
Waldchi２(９) ４１２２．４７
Loglikelihood ２９４．３２

　　注:∗ 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

　　三、结果分析

　　通过Frontier４．１计量软件对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

产函数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参数估计结果见下表２.由

表２可知在１％的水平上所有参数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１０个参数全部通过检验.其中γ 值达到０．９８９３,表明

总体技术非效率中,人为可控制的技术非效率所占比例

为９８．９３％,随机技术非效率仅仅占到１．０７％,表明华东

地区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间农业技术非效率主要源于生产技

术的非效率.
将华东地区六个省份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产值、劳动、资

本作平均,利用表２的回归系数并结合式(７)~式(１４),
可以计算出整个华东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现
将其做成趋势图,以直观呈现１９７８年以来华东农业 TFP及其组成部分的变化趋势(见图１).

图１　华东地区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

　　１．华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阶段性)特征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华东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４．５９％,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６６．２８％.图１显示,农业 TFP大致先后经历了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递减、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递增和２００３—
２０１５年平稳三个时期.这与全炯振测算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过程总体上呈现下降

(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上升(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停滞、下降(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的趋势有相似的阶段性特点,
表明华东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波动特征与中国农业发展阶段的变化是相吻合的,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１８].
２．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依赖于农业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５．３５％,农业技术进步有力地推动了华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TC
大致经历了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下降阶段和１９９３—２０１５年的上升阶段,并且TC 变化趋势与全要素生

产率变化趋势大体一致,表明华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显著依赖于农业技术进步,可以说,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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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属于技术诱导型的增长模式.原因在于,一方面从１９９４年８月起,我国开

始实施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计划,农业理论、人才、机制等多方面的引进为我国农业科技的发

展创造了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大大缩小了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其中机械设备等

方面的技术进步尤其迅速,对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国家重点鼓励不

同地区充分发挥本地区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形成不同地区产业多元化、相互竞争的格

局.同时政府通过实施各项扶持性优惠政策,给予产业资金支持,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

３．农业技术效率水平的上升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潜在动力

研究结果表明,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为－０．８９％,华东农业技术效率总体呈下降

的趋势.从图１可以看出,技术效率水平不断下降是阻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
农业技术效率提升空间很大,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潜力所在.

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总体趋势来看,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背离现象,技术效率的下降在

一定程度上“对冲”技术进步对农业 TFP的积极作用.具体来看,１９９３—２０１５年期间华东地区农业

技术效率表现出负增长,同期农业技术进步表现出正增长,农业技术进步有力地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的同时,农业技术效率却阻碍农业 TFP的增长,即农业技术进步的提高与农业技术效率损失

并存,表明在１９９３年之后的２０多年里华东地区对现有农业技术的推广不太成功.

４．规模报酬递减及要素配置效率低

规模效率年均增长率为－０．０３％,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为－０．４０％.分阶段来看,１９８３—２０００
年规模效率增长为负值,规模效率阻碍农业 TFP增长;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规模效率增长率为正值,促进

农业 TFP增长.由回归系数计算出华东地区资本的产出弹性较低,劳动和资本弹性之和为０．５７,存
在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这表明,尽管山东、江苏、安徽作为农业大省,资本存量规模较大,但资本积

累速度和深化程度却不够.李谷成等认为农业应对劳动力转移及城镇化进程存在滞后性,资本深化

的程度会受到劳动力转移的影响[２２],华东地区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期间农业劳动力转移较大,这在一定程

度上会对资本深化的程度产生影响.因此,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以及资本利用率低是造成华东地区规

模报酬递减的主要原因.
要素配置效率年均增长率为０．１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为２．２４％.可见,结构红利在华东农

业结构中是存在的,但不显著.具体来看,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要素配置效率增长率为负值,资本、劳动在

各省份的配置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要素配置效率增长率为正值,要素配置

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要素配置效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经历了由农业结构负利向结构

红利的转变,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经济不断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注重农业内涵发展,加大知

识和技能培训投入,打造职业农民队伍,强化农业技术创新,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技术保障和人力

基础,促使农业劳动力不断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第二、三产业;另一方面,各省份之间生产率的差异

也会促使资本、劳动由生产率较低的省份向生产率较高的省份转移,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释放“结构红利”,关键在于不断突破阻碍要素自由合理流动的桎梏,使农业中资

本、劳动在市场中充分流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要素配

置效率变化四个部分.根据华东地区六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华东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及分解部分的变化趋势.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华东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４．５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平

稳的趋势.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５．３５％,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依赖于农业技术进步的提高.技术

效率年均增长率为－０．８９％,总体呈下降的趋势,技术效率水平不断下降是阻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的主要因素.
第二,规模效率年均增长率为－０．０３％,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但不明显.华东地区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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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弹性较低,劳动和资本弹性之和为０．５７,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要素配置效率年均增长率为

０．１６％,要素配置效率对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即华东农业结构中存在结构红利,但不显著.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建议如下:
第一,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要把技术进步作为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核心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坚持以技术进步为主导,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

线,加大农业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引进力度,提高农业技术创新产出效率,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
第二,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华东地区规模效率阻碍经济增长,存在规模报

酬递减、农业资本产出弹性较小、资本利用率和深化程度低等问题.因此,应加快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体制改革步伐,降低资本增长率,合理利用农业中现有资本,盘活存量,促使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

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第三,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华

东地区存在结构红利,但不明显,表明农业劳动力和资本配置不合理,导致要素配置效率较低.因此,
要释放“结构红利”,就必须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和机制,突破阻碍要素合理流

动的桎梏,使资本、劳动在市场中获得充分自由.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激发市

场活力,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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