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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重心模型刻画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业经济和农业要素禀赋结构

重心的时空演变轨迹,同时通过耦合“经济Ｇ禀赋”重心的空间变动过程测度农业经济与禀赋

结构的协同程度.结果表明:(１)我国农业经济重心总体上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宏观态势,近

四十年呈现出先向东后向西北的小幅度移动.(２)在农业要素禀赋结构重心方面,农业劳动

力重心呈现出向西北方向移动的特点;农业资本重心在东西方向上表现为先西后东的移动

特点,在南北方向上则有较为明显的北移趋势;农业劳均资本重心总体上呈现出向东北方向

的“逆S”型移动.(３)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的移动更多是由劳动力重心移动所

引起,农业资本重心的移动带动了农业经济重心在南北方向上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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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已经成为社

会广泛关注的“新三农”问题[１],三农问题内涵变化背后所隐含的是区域农业经济和要素禀赋结构的

调整,从空间角度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格局变迁趋势进行研究,既是对过去四十年农业经济

发展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未来农业产业优化升级的有益探索.利用重心模型研究我国农业经济

重心和要素禀赋结构重心的时空演变规律,能够更为直观反映区域农业发展的轨迹,进而揭示农业生

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与农业产出之间的内在联系.国外学者利用重心方法对相关问题开展研究的起步

相对较早,Walker利用重心模型刻画了美国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就此开创这一领域研究先河[２].
随着Bellone等学者的进一步完善[３],近年来重心模型已经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得

到了广泛的运用[４Ｇ６].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经济重心研究更多是利用定性方法进行判断,缺乏数理

模型的论述与证明[７Ｇ９],周民良作为国内最早引入重心模型的学者之一,通过构建重心模型对我国经

济重心进行测算,就此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１０].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国内学者已经从全国、
省市、区域等不同空间尺度就我国经济重心、人口重心、产业重心等一系列问题利用重心模型进行了

分析与研究[１１Ｇ１５].通过初步文献梳理发现,尽管近年来对于经济重心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但是就农

业经济相关重心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该领域已有相关研究包括我国畜禽养殖重心变动[１６]、粮食

产量重心演进格局[１７]、农民收入重心变迁[１８]等.在农业经济重心的研究上,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不

尽相同,冯宗宪等研究发现我国第一产业重心移动不存在规律性[１９],许家伟等认为２１世纪以来我国

农业重心有北移特征[２０],李小云等研究表明１９９０年以来我国第一产业经济重心呈现向西南方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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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趋势[２１],涂建军等则指出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间我国第一产业中心始终位于河南省境内,但总体上呈

现出向西北方向移动的特点[１４].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要素禀赋结构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

分析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２２Ｇ２３].现阶段学界关于禀赋结构与经

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国际经济学视角[２４Ｇ２６]、新结构经济学视角[２２,２７]和农业经济学视角[２３,２８]

等三个视角.农业要素禀赋变化会对农业技术选择起到引诱性作用,因此应当根据农业要素禀赋结

构选择合适的农业生产技术[２８].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业要素禀赋也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例如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方面,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８６３４万人减少至２０１７年的２０９４４万人,而
在第一产业资本存量上,则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２２１．４３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９１８８．５８亿元[２９],已有研究

也表明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存在较大差异[２３,２８].禀赋结构的空间布局变化是否会对

农业经济产出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的重心移动与农业重心移动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

规律性? 这显然是一个具有研究意义的话题,但尚未得到学界的更多关注.
已有研究无论是对重心模型的推广使用还是对我国经济重心分析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

与方法借鉴,对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有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引发了笔者几点思

考:第一,对于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的研究,不同学者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造成研究结论差异可能的

原因除了研究时间区间、数据处理方法、衡量指标选取等方面的不同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上述

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仅仅将农业作为三大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简要的分析,缺少对于农业经济重

心与其他相关属性重心之间的多重心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忽略了对造成农业经济重心变动背后根本

原因的研究.因此,除了对于经济重心本身移动进行分析之外,还应当就其变迁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探

讨.第二,对于农业经济重心变迁的刻画方法上,大多研究仅仅是从静态角度出发,利用重心模型对

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在每一时点上的位置进行测算,而忽略了对农业重心在不同阶段动态演化过程的

分析.利用更为全面和多样化的方法对农业重心演变路径进行分析,显然能够更为客观地得到我国

农业重心的变迁趋势.第三,一些学者在使用要素禀赋相关概念时存在一定偏差,将要素禀赋定义为

某种生产要素的绝对数量,而事实上要素禀赋结构除了要素绝对数量之外,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在数

量上的相对比例,例如对于农业生产而言,相对于农业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而言,劳均资本存量显然

能够更加科学地反映农业生产中的生产方式和技术选择.本文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中国省域农业投

入产出数据,对我国农业经济重心、要素禀赋结构重心进行刻画,并从时空视角出发,分析改革开放以

来农业经济重心和要素禀赋结构重心的时空格局、演变轨迹及其耦合趋势,从宏观上把握农业经济重

心和要素禀赋结构重心的区位及演变轨迹,探析农业经济重心迁移背后的潜在驱动,以期为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提供可能的新思考.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方法

　　１．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各省(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级行政区”)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

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５２—１９９５»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历史资料:１９９６—２００２»构建本文所需要的数据集.数据集包括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中国大陆３１个省级行

政区第一产业产值、从业人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作为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农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与劳动力、资本不同,土地不具流动性,加上我国

严格保护耕地,土地在区域间的变化差异不大[３０],因此本文将劳动力和资本作为主要研究的两种农

业要素禀赋,并将劳均农业资本存量作为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衡量指标.在资本存量的测度上,由于

目前尚没有大规模资产普查,已有的资本存量数据均是估算的,本文主要参照徐现祥等学者的方法对

于省际第一产业资本存量进行核算[３１].针对部分省份个别年度数据缺失的情况,本文做如下处理:
在从业人员数量方面,采用的方法是根据相邻年度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比乘以缺失年度全部产业从

业人数进行补齐.在资本存量方面,西藏、重庆和海南缺少部分年度第一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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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存量数据,本文利用其已有年度的数据,分别用第一产业资本存量数据与第一产业的产值做不含常

数项的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０．９０、０．７６与０．９２,进一步根据求得的参数估计值

再乘以第一产业产值分别得到缺失年份的第一产业资本存量数据.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值/亿元 １１７８ ５７４．２０ ８０８．９３ ３．０６ ４９７９．０８
劳动力/万人 １１７８ １０３５．１２ ７９２．２７ ３７．０９ ３５６４
资本存量/亿元 １１７８ １０１．９３ １１５．１８ －２０．７２ ９７３．７４

　　２．模型构建与方法

(１)重心模型.中国大陆由３１个省级行政区构成,第i个省级行政区省会城市的地理坐标为

(xi,yi),则农业经济重心或禀赋结构重心计算方法为:

x－＝
∑
n

i＝１
mixi

∑
n

i＝１
mi

;y－＝
∑
n

i＝１
miyi

∑
n

i＝１
mi

(１)

式(１)中,mi代表各省份农业经济某种属性,在本文中主要包括第一产业产值、从业人数、资本存

量以及劳均资本.
(２)重心移动方向模型.重心移动方向主要是通过计算偏移角度θ(－１８０°~１８０°)实现,其方

法为:

θ＝
nπ
２＋arctan[(yi－yi－１)/(xi－xi－１)](n＝０,１,２) (２)

式(２)中,(xi,yi)、(xi－１,yi－１)分别代表第i年和第i－１年的重心坐标.
(３)重心移动距离模型.第i年某种属性相对于第i－１年的移动距离计算公式为:

di＝c× (yi－yi－１)２＋(xi－xi－１)２ (３)
式(３)中c表示地理坐标与平面投影坐标之间的转化率,本文按１°＝１１１千米进行设定,并假定

在东西方向上,自西向东移动时,移动距离大于零,自东向西移动时,移动距离小于零;在南北方向上,
自南向北移动时,移动距离大于零,自北向南移动时,移动距离小于零.

(４)重心耦合态势模型.本文利用重心距离指标和重心方向变动一致性指标对不同属性重心耦

合态势进行分析,其中重心距离指标代表重心耦合的静态分析,重心方向变动一致性指标代表重心耦

合的动态分析.重心距离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li＝ (xiq－xip)２＋(yiq－yip)２ (４)
式(４)中,下标p、q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属性.
重心方向变动一致性指标通过分析两个属性重心移动轨迹,从动态视角研究不同属性重心的耦

合情况.利用每一年不同属性重心相对于前一年度产生位移的矢量夹角ω 衡量.设定一致性指标

c＝cosω,当c＝１时代表两个属性重心完全同向移动,当c＝－１时代表两个属性重心完全反向移动,
具体计算公式为:

c＝
(Δx２

q＋Δy２
q)＋(Δx２

p＋Δy２
p)－[(Δxq－Δxp)２＋(Δyq－Δyp)２]

２ (Δx２
q＋Δy２

q)(Δx２
p＋Δy２

p)
(Δx＝xi－xi－１,Δy＝yi－yi－１) (５)

　　二、农业经济和要素禀赋结构重心的时空格局及演变

　　１．农业经济重心

表２和图１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的演变格局,通过与已有关于我国经济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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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业经济重心时空格局

研究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相对于经济重

心而言地理位置更偏向西部[１４,３２Ｇ３３].产生这一现象

的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二、三产业发展相

对迅速,使得农业经济重心西偏于经济重心.
从分布格局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重

心在不同时期空间上呈相对稳定的渐进式变化:重心

在南北方向上集中在北纬３２．１６°至３３．０１°之间,在东

西方向上集中在东经１１３．５２°至１１４．０８°之间,农业经

济重心宏观格局基本稳定,始终在河南和河北两省交

界地带移动,这与已有研究成果基本吻合[１４,２１].其中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和信阳市,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位于湖北省随州市,１９９３—２０１５年位于河南省

信阳市、南阳市和驻马店市,计算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已经连续十年在驻马店市境内.
表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业经济重心演变趋势

年份
空间位置

经度(东经) 纬度(北纬)
城市

移动距离/千米

东西方向 南北方向

移动方向

东西 南北

１９７８ １１３．８３ ３２．６３ 驻马店

１９７９ １１４．０１ ３２．４８ 信阳 ２０．５２ －１６．１９ 向东 向南

１９８０ １１３．８５ ３２．５６ 信阳 －１７．５５ ８．６８ 向西 向北

１９８１ １１３．８５ ３２．５４ 信阳 －０．１９ －２．３９ 向西 向南

１９８２ １１３．８７ ３２．４３ 信阳 １．６８ －１２．２４ 向东 向南

１９８３ １１４．０４ ３２．８５ 驻马店 １９．２６ ４７．２０ 向东 向北

１９８４ １１４．０８ ３２．８０ 驻马店 ４．５０ －６．２３ 向东 向南

１９８５ １１３．８７ ３２．４９ 信阳 －２３．３９ －３３．５１ 向西 向南

１９８６ １１４．０１ ３２．５２ 驻马店 １５．３３ ３．５１ 向东 向北

１９８７ １１３．９６ ３２．４４ 信阳 －４．７８ －９．４７ 向西 向南

１９８８ １１３．９２ ３２．３５ 信阳 －５．４１ －１０．２７ 向西 向南

１９８９ １１３．７４ ３２．１６ 随州 －１９．７７ －２１．０６ 向西 向南

１９９０ １１３．７３ ３２．４２ 随州 －１．２８ ２９．１２ 向西 向北

１９９１ １１３．６２ ３２．３４ 随州 －１１．２６ －８．３４ 向西 向南

１９９２ １１３．６６ ３２．２４ 随州 ３．７３ －１１．４５ 向东 向南

１９９３ １１３．８１ ３２．２６ 信阳 １７．１６ ２．５４ 向东 向北

１９９４ １１３．９２ ３２．４１ 信阳 １２．１５ １５．９８ 向东 向北

１９９５ １１４．０１ ３２．４２ 信阳 １０．２７ １．３３ 向东 向北

１９９６ １１３．９７ ３２．４９ 信阳 －５．３９ ７．５８ 向西 向北

１９９７ １１３．８９ ３２．４０ 信阳 －８．３８ －９．３５ 向西 向南

１９９８ １１３．９１ ３２．４９ 信阳 １．７８ ９．４９ 向东 向北

１９９９ １１３．８８ ３２．４１ 信阳 －３．１９ －８．９２ 向西 向南

２０００ １１３．８４ ３２．４３ 信阳 －４．３４ ２．４４ 向西 向北

２００１ １１３．９０ ３２．５０ 信阳 ６．５４ ７．９３ 向东 向北

２００２ １１３．８９ ３２．５６ 信阳 －０．５４ ５．９１ 向西 向北

２００３ １１３．７０ ３２．６３ 南阳 －２０．９６ ８．５６ 向西 向北

２００４ １１３．７１ ３２．６６ 南阳 ０．５０ ２．９７ 向东 向北

２００５ １１３．７０ ３２．７０ 南阳 －１．３８ ４．７３ 向西 向北

２００６ １１３．７３ ３２．７０ 驻马店 ３．８７ ０．１６ 向东 向北

２００７ １１３．６７ ３２．７４ 驻马店 －６．７９ ３．７７ 向西 向北

２００８ １１３．６８ ３２．７０ 驻马店 １．３１ －４．６７ 向东 向南

２００９ １１３．７２ ３２．８４ 驻马店 ４．１６ １５．９６ 向东 向北

２０１０ １１３．５８ ３２．９０ 驻马店 －１５．０５ ６．８９ 向西 向北

２０１１ １１３．６５ ３２．８４ 驻马店 ６．８７ －７．３６ 向东 向南

２０１２ １１３．６３ ３２．９３ 驻马店 －１．６７ ９．９６ 向西 向北

２０１３ １１３．６４ ３３．０１ 驻马店 １．４１ ９．２６ 向东 向北

２０１４ １１３．５５ ３２．９４ 驻马店 －１０．２３ －７．７８ 向西 向南

２０１５ １１３．５２ ３２．８２ 驻马店 －３．０１ －１３．１７ 向西 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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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移动方向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移动轨迹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虽然各个年度之间重心存在一定距离,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一阶段大致形成以东经

１１３．９°,北纬３２．５°为中心的移动特点;第二阶段为１９８９—２００２年,这一阶段农业经济重心先向西南方

向移动,此后再向东北方向回移的特点,农业重心在河南省与河北省之间移动;第三阶段为２００３—

２０１５年,农业经济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重心所在城市从南阳市移动至驻马店市并逐渐稳定于此.
与１９７８年相比,２０１５年重心向西移动约３３．５１千米,向北移动约２１．５８千米.其中,东西方向最大移

动距离为６２．１６千米,南北方向最大移动距离为９３．２４千米,改革开放初期有向东部移动的特点,近年

来则表现出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这一结果总体上与涂建军等学者研究结果较为接近[１４].
从移动速度上看,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移动呈现出先快后慢的特点.第一阶段移动

速度相对较快,在十年的时间中重心总计移动距离为１９７．９５千米,平均移动速度为１９．８０千米/年,第
二阶段移动速度骤降为１３．８６千米/年,第三阶段移动速度进一步降为１０．４６千米/年.

农业生产除了受到劳动力、资本等人为要素投入的影响之外,本身也存在着较强的自然环境依赖

特征.我国东中西部之间自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地形平坦且气候湿润,适宜农作物种植与

生长,是中国大部分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集中区.我国农业重心产生上述移动特征的原因可能包

括三个方面:一是东中西部产业支持政策差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落后,东部地区得

到政策扶持,各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结合自身天然的地理环境优势农业重心有向东部移动的趋势.随

着改革的深入,东部地区开始重视二、三产业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第一产业比重

逐年降低,农业重心向西部偏移.二是南北方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差异.我国南方地区降水量整体

上高于北方地区,给农业生产带来充足水分的同时也容易造成自然灾害,例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长江流

域的洪涝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方地区农业生产,因此在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农业重心在大多

数年份都向北方移动.三是粮食区域功能承载差异.在地区政策扶持上,我国将包括辽宁、河南、河
北、山东等在内的省份确立为粮食主产区,其中绝大多数省份位于中东部地带,这也保证了我国农业

重心相对稳定的特点,而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粮食总产量连续位居全国第一,这也是

我国农业重心始终在河南省及其周边地区移动的原因之一.

２．农业禀赋重心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业

劳动力重心时空格局

(１)农业劳动力重心.图２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劳动力重心移动趋势,其所折射出的是我国

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移动趋势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重心整体向西

移动,南北移动幅度相对较小.在这一时期,东部沿

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催生了第一代农民工向城镇迁

移的时期,东部地区劳动力迅速向二、三产业流动,导
致农业劳动力重心西移.第二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
的移动特点与第一阶段存在较大差异,重心主要在南

北方向上移动.这期间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

的初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使１９９２年成为重要时间节点,这一时期深圳、珠海等南方经

济特区资本大量流入,二、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相关数据显示广东、海南等南方省份第一产业从业人

数从１９９２年开始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第三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重心有较为明显向西北方向移动

的趋势.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造成农村人口年龄结构

的失衡,“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杨忍等通过研究发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长三角地区等东部沿海

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空心化程度最高的地区[３４],上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升级,农村人口转移进入稳定期,使得我国农业劳动力重心总体上呈现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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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业资本

存量重心时空格局

(２)农业资本存量重心.农业资本存量重心演变

趋势以１９９５年为时间节点划分为两个差异较为明显

的阶段(见图３).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４年)存量重

心在南北方向上没有出现大幅度的移动,在东西方向

上则表现出向西推进的趋势,自东向西的年均移动速

度为７．９６千米/年.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我国各个省

份农业资本存量增速相对较慢,１９７８—１９９４年我国

农业资本存量年均增速仅为３．１０％,辽宁、吉林、江苏

等东部省份在这一时期注重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农
业资本存量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趋势,因此资本存量

重心出现西移的趋势.第二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则
表现出了向东北方向不断移动的趋势,其中东西方向

上向东移动了２５７．５３千米,南北方向上向北移动了

２７９．６８千米.２０世纪末我国农业资本积累速度得到了迅速的提高,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农业资本存量年

均增速达７．６７％,远高于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市场改革加速的阶段

较为一致,也与２１世纪以来农业农村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相吻合.故资本积累与政府政策的偏向具有

一定关联,同时这一时期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农业逐渐走向现代化生产,开始重视农业生产过程中

技术水平的提高,努力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农业,使得资本存量重心向东部移动.

图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业劳均

资本重心时空格局

(３)农业劳均资本重心.图４通过对农业劳均

资本存量重心的计算和描绘来反映我国农业要素

禀赋结构重心移动趋势,可以发现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

我国农业劳均资本存量重心的移动态势总体上呈

现“逆S”型特征,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向东北方向移动,第二阶

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３ 年)向西北方向移动,第三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再次向东北方向移动.对于上述

移动特点,结合农业劳动力和资本存量重心的移动

可以做出大致判断:农业劳均资本存量移动第一阶

段与农业劳动力移动第一阶段时间较为吻合,这一

时期由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净增长稀释掉了一部分资本深化效应,而这种现象在西部地区更加明显,
因此劳均资本存量重心出现向东移动的趋势;第二阶段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以发展二、三产业为主,中
央强调对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强政策扶持,因此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在这一时期农业资本存量增长

速度较快,劳均资本存量重心向西移动;第三阶段我国农业资本深化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

性,其中北京、天津、浙江等东部地区资本深化水平相对较高,广西、湖南、贵州、四川等中西部省份资

本深化水平相对较低.地区农业资本深化水平的变化趋势与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为接近,是第一产业

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自然反应,其背后所体现的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近年来东部

地区城乡发展差距缩小,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一定成效,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西部省份近几

年经济发展较快,但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市场化程度不高、城镇化率仍比较低,因此农业劳

均资本重心重新形成向东部移动的趋势.

　　三、农业经济－禀赋结构重心的耦合态势

　　通过我国农业经济产出重心和农业要素禀赋结构重心的移动轨迹可以发现,各指标重心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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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划分较为接近,但是农业经济重心与要素禀赋结构重心轨迹是否真的存在耦合趋势,需要进一步

研究.从静态角度(重心空间距离)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Ｇ劳均资本”重心呈现出多阶段 U
型特征(见图５(a)),其中１９８９年两者空间距离达到最小值２１４．３２千米,２００４年达到最大值４７５．３５
千米.具体到农业经济重心和两种要素重心轨迹的变动可以发现,我国农业“经济Ｇ劳动力”重心波动

幅度较小,两者空间距离基本围绕１６０千米波动;农业“经济Ｇ资本”重心距离则呈现“倒 U”型的特征.

图５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业双重心空间距离趋势

　　从动态视角(变动一致性)看,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我国农业经济重心与农业劳动力、资本存量的耦合

过程呈现出多个波峰和波谷的特征,其中波峰代表经济重心与禀赋重心同向移动,波谷代表经济重心

与禀赋重心反向移动,而劳均资本存量与经济重心的一致性指数基本围绕着零上下波动.进一步分

析其具体成因:第一,在农业经济重心与劳动力重心的耦合过程中,呈现波浪式特征,产生这一现象可

能的原因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劳动力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迟滞现象,农业劳动力人口的重心迁移对农

业经济重心的迁移有一定的吸引力,对比二者重心移动的轨迹不难发现,这种吸引更多的是体现在东

西方向上,农业劳动力重心明显西移始于２００１年,而农业经济西移趋势始于２００３年,说明这种吸引

需要１~３年的时间才得以体现;第二,在农业经济重心与资本存量重心的耦合过程中,绝大多数年份

一致性指数均大于零,进入２１世纪之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十五年中仅有五年一致性指数小于零,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业经济重心与农业资本存量重心大致上保持着相同移动方向的特征,通过与前

文重心阶段划分特点可以得出结论,这样的同向移动更多体现在重心的南北迁移上,资本存量明显北

移的时间节点为１９９５年,而农业经济重心开始北移的转折点则出现在２０００年,说明资本存量重心的

移动先于农业经济重心,从而带动经济重心在南北方向上的移动;第三,在农业经济重心与劳均资本

重心的耦合过程中,一致性指数基本在零附近波动说明两个重心的移动方向大致呈现垂直的特点,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农业重心的移动更多是受到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二

者在东西和南北移动上形成合力,形成与经济重心移动方向垂直的态势(见图６).

图６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双重心一致性指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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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我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农业投入产出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

济重心和要素禀赋结构(包括农业劳动力、农业资本、农业劳均资本)重心移动轨迹及其耦合趋势进行

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对于我国农业经济重心而言,从重心的位置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宏观

格局相对稳定,始终位于河南和河北交接地带,略西偏于我国经济重心;从重心的移动上来看,近四十

年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移动呈现出先向东部方向移动再向西北方向移动的阶段性特征,移动速度上表

现出先快后慢的特点.
第二,对于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重心而言,从重心的位置上来看,农业劳动力、资本存量、劳均

资本重心均位于农业经济重心西面;从重心的移动上来看,则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为:农业劳动力

重心呈现出向西北方向移动的特点;农业资本重心在东西方向上表现为先西后东的移动特点,在南北

方向上则有较为明显的北移趋势;农业劳均资本重心总体上体现出向东北方向的“逆S”型移动特征.
第三,对于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和农业要素禀赋结构重心耦合态势而言,从静态角度(重心空间距

离)看,农业“经济Ｇ劳均资本”重心呈现出多阶段 U 型特征,“经济Ｇ劳动力”重心相对稳定波动幅度较

小,农业“经济Ｇ资本”重心距离则呈现“倒 U”型的特征.从动态视角(变动一致性)看,“经济Ｇ劳动力”
“经济Ｇ资本”重心一致性指数呈现波浪式变动特征,“经济Ｇ劳均资本”一致性指数围绕零值上下波动,
结合重心移动时空格局可以得到结论: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的移动更多是由劳动力重心

移动所引起,农业资本重心的移动带动了经济重心在南北方向上的移动,资本和劳动力重心的合力移

动使得劳均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相对移动呈现出垂直迁移的特点.
农业重心移动本质上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体现.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我国农业经济重

心西偏于经济重心反映出的是二、三产业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第一产业产值增速相对较低的特点,
农业产业边缘化已成为现阶段的“新三农”问题之一;在农业产业内部,则体现的是不同地区农业生产

模式的变化,例如近年来农业劳动力重心西移、农业资本重心东迁这一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东部地

区农业产业逐渐向现代农业发展,通过资本和设备的投入代替传统劳动力投入的生产模式,而代表农

业资本深化系数的农业劳均资本重心东移,更是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从城乡二元结构分析,我国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离土又离乡”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二、三产

业,使得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特殊性,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身

份,即使农民开始从事二、三产业工作,但报酬仍相对较低,从而延缓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农业劳

动力数量可以直观看出,在努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幅度高于中

西部地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打破二元结构的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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