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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的有效机制,是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和

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中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
的面板数据,利用 Malmquist指数测算了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运用空间计量模型

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

明,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我国各省(市、自治

区)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考察不同形式的空间计量模型和权重后,这一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因此,提高农业保险

的发展水平,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是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政策选择.
关键词　农业保险;农村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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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本身具有弱质性,同时面临自然、市场等多种风险,而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生产的设施设

备相对薄弱,还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局面.据统计,全国平均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经济损失２０００
亿元左右,造成的农田受灾面积达０．３４亿公顷,受灾人口约６亿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１％~３％[１].此外,农产品的销售容易受制于市场的波动,市场供求关系的经常性失衡给农业

生产者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可见,农业生产中的风险不仅破坏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还会对整个经

济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急需农业保险这一专业的

风险管理工具来抵御风险、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保障机制,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稳定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业弱

质性生产结构并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２００７年,我国建立了农业保险风险防范机制,从中央到地方

对农业保险进行保费补贴.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我国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从

１１２６亿元增长到２．１６万亿元,年均增速３８．８３％.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５１．８亿元增长到４１７．１２亿

元,增长了７倍;承保农作物从２．３亿亩增加到１７．２１亿亩,增长了６倍,玉米、水稻、小麦三大口粮作

物承保覆盖率已超过７０％[２].在此期间,农民因灾累计获得赔付超过１１００亿元① ,农业保险大大减

少了农民因灾致贫现象,保障了农业的稳定生产,从而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在此大

背景下,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作用也成为学术界不断探究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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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农业保险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对国家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３],发展农业保

险是各国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４].而农业保险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一直是研究

热点,国内外学者研究后一般认为,农业保险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一是增加

农业资本积累,二是直接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
一种观点认为,农业保险通过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

进而影响农业生产率水平[５].在农业生产中,农业风险是阻碍农业技术和农村金融发展的直接原因,
因为农户不愿意将自己缓冲风险的储蓄用于投资,贫困农户也因为担心无法偿还而放弃可以借到的

资金[６].对于农业风险而言,受灾后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往往比政府救助和金融支持的效果更

好[７Ｇ８].农业保险的风险转移功能降低了农业运营中的风险成本,通过风险保障机制增强农户投资的

信心,也提升了农户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从而加大了农户对生产资料的投入,促进了农村经济

增长[９Ｇ１１].
另一种观点认为,农业保险直接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其理论基础是,农业保险通过合同制定和

政府补贴政策等,优化农村资源配置,从而促进农村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农业保险与农业结构

调整之间存在天然联系[１２],农业保险可以引导农业内部结构及区域结构更趋合理化,从而鼓励农户

参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１３].李琴英等总结了农业保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一是灾前的预

防,农业保险公司会定期向农户宣传、推广科学技术;二是灾害发生后转移风险降低损失,通过农产品

价格波动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转移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三是通过赔付使农户获得直接经

济补偿,帮助农户恢复再生产[１４].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农业保险对于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不明显或不确定,其中主要

表现为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由不良的合同执行机制、信息不对称、高交易成本和共变风险敞口造成

的[１５].由于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存在,以简单赔偿机制为基础的普通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影响效果

甚微[１６],甚至还会抑制农村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１７].同时,石文香等人的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对

农民收入水平具有门槛效应,只有当农民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后,农业保险才会显著提高农民收入

水平[１８].张哲晰也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了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具有“马太效应”,即规模越大的

农户,其投保效果会越好[１９].江生忠等构建了三部门简化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发现农业保险对农

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不明显[２０].
近几年来,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农业保险进行

研究.黄琦等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农业保险区域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存在

显著空间依赖性和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其根源是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高寡占市场结构[２１].王韧等采

用 TOPSIS熵权法测算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并利用空间误差与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发现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具有空间上的联系,并且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特征[２２].
综上所述,有关我国农业保险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作用的研究颇为丰富,这为本文选题及写

作提供了较好的参考视角与方法.但是在已有的农业保险研究中,大多是对农业保险与农村经济的

关系进行研究,而涉及农业保险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文献较少,且对各地区农村经济空间相互

影响的研究更少.我国自然气候环境复杂,地区间差异很大,各地区与其相似地区的联系紧密,如果

不考虑可能存在的空间互动关系,那么估计结果可能产生偏差[２３].同时,在农业保险空间相关性的

研究中,对于各地区的空间联系假设过于简单,仅考虑了区域间的地理要素,并没有把现实中的经济

等因素考虑在内.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１)在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时,把各地区之间的空间联系考虑在内,以更符合现实情况;(２)在对各地区空间关系的分析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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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农业发展的地理与经济等因素考虑在内,以更合理地描述各地区之间的空间经济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１．理论模型的设定

在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分析中,本文借鉴 Levine[２４]的思路,并对 Hulten
等[２５]的做法进行了扩展,基于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假定农业生产总值受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的共

同影响,如式(１)所示:

Y＝A(Ins_d,γ,t)f(K,L) (１)
式(１)中,Y 为农业总产出,Ins_d 为农业保险发展水平,γ 表示影响生产率的外生因素,K 表示

农村固定资产投入,L 表示劳动力投入,A(Ins_d,γ,t)为标准的希克斯中性效率函数,表示技术进步

可以通过外生变量的变化对农业总产值发生作用.
在农业保险发展对总产出的影响中,第一方面,农业保险通过影响f(K,L)中的资本和劳动力

投入,进而增加农业总产值;第二方面,农业保险通过影响A(Ins_d,γ,t)来影响总产值.本文主要

探讨的是第二方面通过非中介效应对总产值的影响,借鉴崔兴华等[２６]的做法,假设希克斯中性效率

函数是一个多元函数的组合形式,其具体的表达形式为:

A(Ins_d,γ,t)＝Ai０eλIns_dit＋γit (２)
式(２)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Ai０为初期的生产率水平,λ 表示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生产率

影响的参数.将式(２)带入式(１)并除以f(Kit,Lit)可得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公式:

R_TFPit＝
Yit

f(Kit,Lit)
＝Ai０eλIns_dit＋γit (３)

进一步,将式(３)取对数简化为:

Rit＝α＋βitΔIns_dit＋τit＋εit (４)
式(４)中,Rit为InR_TFPit的累计变化率,α 为常数项,βitΔIns_dit为农业保险发展引起的生产

率的变化,τit为其他控制变量,εit为误差项.
农业的发展极易受到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具有很强的空间相似

性.根据李靖等[２７]、侯赟慧等[２８]的思路,运用经济“引力模型”对地区间经济的相互联系进行分析,
其表达式为:

Wij＝Kij
YiYj

D２
ij

(５)

式(５)中,Wij为i地对j地的经济关系权重矩阵,其中Yi 和Yj 分别表示i和j两地的农业生产

总值,而Dij为两地(省会)的直线距离.Kij为i地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强度.
将其他地区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变量加入式(４)中,可以构建出空间杜宾模型

(SDM)和广义空间自回归模型(SAC),其表达式分别为式(６)和式(７).

Rit＝α＋β１Ins_dit＋β２R_finit＋β３Disit＋β４Mechit＋β５Govit＋β６Openit＋

β７Eduit＋δWijRit＋θ１WijIns_dit＋θ２WijR_finit＋θ３WijDisit＋
θ４WijMechit＋θ５WijGovit＋θ６WijOpenit＋θ７WijEduit＋υi＋ηt＋εit (６)

Rit＝α＋β１Ins_dit＋β２R_finit＋β３Disit＋β４Mechit＋β５Govit＋β６Openit＋

β７Eduit＋δWijRit＋υi＋ηt＋μit (７)
式(６)和式(７)中,μit＝λWijμt＋εit,δ、β、θ、λ分别表示在空间关系下WijRit、Ins_dit和τit、WijIns

_dit和Wijτit、Wijμt 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参数;τit分解为具体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R_finit、

Disit、Mechit、Govit、Openit、Eduit,分别表示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受灾面积、农业现代化水平、
政府干预力度、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力资本发展程度.υi 和ηt 个别表示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误

差项,μit表示具有空间关系的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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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被解释变量.参照唐文琳等[２９]的方法,选用 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水

平进行测算.以农村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量作为投入指标,农林牧渔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进行测

度.在投入变量中,农村资本以累计存量的形式发挥作用.因此,在对农村资本存量估计中,主要参

考徐现祥等[３０]和宗振利等[３１]做法.劳动力投入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劳动投入量,由于我国并

没有各省市的劳动时长统计资料,所以统一使用年平均劳动时长进行统计.对于劳动人数统计,选取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作为农村经济的劳动力投入指标.产出指标选取了我国农林牧渔生产总值.
通过 Malmquist指数法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变化量而非水平量,参考许海平等[３２]的做法,

Malmquist指数测度的各项指标对应的累计变动率计算公式为:

ATFPt＝∏
t

t＝１
TFPt (８)

式(８)中,ATFPt 为第t年的各指标累计变化值,TFPt 为第t年的各指标的变化值.最终,选取

的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TFPt),符号为之前假设的 Rit.运用 Deap２．１ 软件对

Malmquist指数进行测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全国农业平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年份
技术进步

变化率TECH
纯技术效率

变化率PECH
规模效率

变化率SECH
全要素生产率
变化率TFP

全要素生产
率水平ATPF

２０１０ １．０４４ ０．９７２ ０．９７４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７

２０１１ １．１６７ ０．９８４ １．０１４ １．１６６ １．１５１

２０１２ ０．９８３ １．００８ １．０７５ １．０６５ １．２２５

２０１３ １．００６ ０．９８０ １．０４１ １．０２７ １．２５９

２０１４ １．０４８ ０．９７３ １．０１１ １．０３１ １．２９８

２０１５ １．０６４ ０．９８５ ０．９３０ ０．９７５ １．２６５

２０１６ １．０２６ １．００１ １．０５７ １．０８６ １．３７４

　注:由于篇幅限制,仅报告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值.

　　(２)核心解释变量.农业保险发展为核心解释变量(Ins_d),目前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指标并没

有统一的标准,借鉴杜江等的思路[３３],分别从农业保险发展的规模和效率等方面通过熵权法来进行

综合衡量,其中包括农业保险的密度、深度、保费增长率以及赔付率四个指标①.在稳定性估计中,选
取农业保险深度(Ins_p)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估计.

(３)控制变量.农村金融发展规模(R_fin),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已成

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３４],因此,选取涉农贷款作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进行分析;政府干预力度

(Gov),用政府财政对第一产业的支出与农林牧渔总产值之比表示;农业现代化水平(Mech),使用农

用机械总动力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比值表示;人力资本发展程度(Edu),使用各省农业人口中大专

以上抽样人数占比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en),使用各地区农产品出口额与农林牧渔总产值比表示;
受灾面积(Dis),使用我国各地区受灾面积表示;贫困率(Pool),采用各地区贫困人口与农村人口的

总比值表示.
数据选取我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作为样本,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

和可得性,把西藏自治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地区剔除,选取指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为了保证指标跨年度的可比性,对部分指标进行对数处理;对
于部分年度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填补.表２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３７

① 熵权计算中,农业保险赔付率为负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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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类指标描述性统计结果

指标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村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Rit １．２４５３ ０．２８４８ ０．５６９７ １．２０３１ ２．８８４９

核心解释变量
农业保险发展水平 Ins_d ０．１２０２ ０．１１３４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８０９ ０．７５５９

农业保险深度 Ins_p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０

控制变量

农业现代化水平 Mech １．５９６８ ０．７２７７ ０．３９７４ １．４４３８ ３．８１７０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０．０５６３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１９４ ０．４３１６
政府干预力度 Gov ０．２０７６ ０．１８７３ ０．０６９５ ０．１４５０ １．３１１９
贫困率 Pool ０．０８５９ ０．０６７２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６９８ ０．７５２１
人力资本发展程度 Edu ０．０８０３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７２７ ０．２４８０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 R_fin ９．５８８７ ０．３９８４ ８．３７５３ ９．５７７７ １０．５２２
受灾面积 Dis ６．２６２０ １．４７３４ １．０９８６ ６．６３８６ ８．３４８５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空间相关性检验

首先使用莫兰指数测算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其表达式为:

M＝
n∑

n

i＝１
∑
n

j＝１
Wij(xi－x－)(xj－x－)

∑
n

i＝１
∑
n

j＝１
Wij(xi－x－)２

(９)

式(９)中,M 为莫兰指数,n 是地区总和,Wij是空间权重,xi 和xj 分别是地区i和地区j的变量,

x－＝
１
n∑

n

i＝１
xi.莫兰指数在 －１,１[ ] 间,正值表示正相关,即具有相似属性的聚集在一起;负值表示负相

关,即具有相异属性的聚集在一起;０则表示空间分布具有随机性.表３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全

要素生产率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具有一个正向的空间相关关系,说明任一地区与其他经济发展相似地

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息息相关.因此,使用普通 OLS回归估计并不能客观反映现实,应该考虑更多的

空间因素.
表３　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莫兰指数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７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５ ０．２２３ ０．０６２

临界值Z ０．４１５ ０．８２０ １．９２４ ３．３７６ ３．４５２ ３．５３６ １．４１２
P 值 ０．３３９ ０．２０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９

表４　LM、RobustLM、LR、Wald、Hausman检验

检验指标 Statistic P 值

Moran指数 １．９４９ ０．０５１
LMtestnospatialerror ２．７２６ ０．０９９
RobustLMtestnospatialerror ４．７９７ ０．０２９
LMtestnospatiallag １１．５０７ ０．００１
RobustLMtestnospatiallag １３．５７８ ０．０００
LRtestspatiallag ５４．４２０ ０．０００
LRtestspatialerror ２３．５８０ ０．０００
Waldtestspatiallag ６３．８９０ ０．０００
Waldtestspatialerror １８．６９０ ０．００９
Hausmantest ６７．９００ ０．０００

　　为更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空间性,按照 Elhorst[３５]提

出的准则,选用Lagrangemultiplier(LM)检验、LikeliＧ
hoodratio(LR)检验和 Wald检验来选择空间计量模

型.最后再运用 Hausman检验来选择固定效应还是

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如下:
据表４LM 检验结果显示,空间误差检验的原假设

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空间滞后检验的原假设

在１％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说明SEM 模型和SLM 模

型均可被采用,所以可选用SDM 进行分析.Wald检

验判断模型是否可以简化为SLM 模型和SEM 模型,
根据LR检验和 Wald检验显示,其P 值均小于１％,表
明SDM 模型不能简化为SLM 模型和SEM 模型,而 Hausman检验P 值小于１％,所以选用SDM 空

间固定效应模型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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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实证结果

表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与

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变量 SAR SEM SAC SDM

Ins_d
０．４８６∗∗ ０．６１３∗∗∗ ０．６９３∗∗∗ ０．６７７∗∗∗

(２．４４) (３．４２) (３．７６) (３．７９)

R_fin
０．５５８∗∗∗ １．２７９∗∗∗ １．３２２∗∗∗ １．３０２∗∗∗

(６．７０) (９．９０) (１０．１６) (１０．２７)

Dis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６
(－０．５８)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４１)

Mech
－０．２６５∗∗∗ －０．２２８∗∗∗－０．２３０∗∗∗－０．２００∗∗∗

(－３．１５) (－２．９２) (－２．９０) (－２．６４)

Open
－２．１１７∗∗ －１．５０９∗ －１．５３１∗ －１．６４０∗

(－２．２１) (－１．７７) (－１．７７) (－１．９４)

Gov
－０．０５２ ０．６５５∗∗∗ ０．７０４∗∗∗ ０．６１７∗∗∗

(－０．３２) (３．７６) (４．００) (３．４８)

Edu
－１．３４５ １．４９８ １．２７６ １．８４６
(－０．９６) (１．０８) (０．９１) (１．３８)

WR_fin
/ / / －０．９３０∗∗∗

/ / / (－４．４５)

WOpen
/ / / －７．３７５∗∗

/ / / (－２．１０)

WEdu
/ / / －８．５１６∗∗

/ / / (－２．１０)

ρ
０．３４６∗∗∗ / ０．４５０∗∗∗ ０．５９０∗∗∗

(２．９８) / (２．９２) (５．２０)

δ
/ ０．６１７∗∗∗ ０．３１８ /
/ (５．３４) (１．５２) /

R２ ０．５５６ ０．５４８ ０．５００ ０．６２８
LogＧL １３７．１７１ １５８．６２２ １６１．５２２ １６６．２６６

　注:括号内为t 统计值,∗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

５％和１％水平上显著,“/”表示此项为空.下同.

为了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按照白俊红等的做

法[３６],为了将各省经济活动相关性考虑在内,分别对空

间面板SAR、SEM、SAC和SDM 四个模型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见表５.

从表５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以上四个空间计量模

型的空间项系数ρ 或δ 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检验,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是有效

的.从模型拟合效果和变量显著性水平来看,SDM 模

型较SAR、SEM 和 SAC 模型更好.同时,从前文对

SDM 模型的 Wald和 LR检验结果(表４)也可以看出

SDM 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因此,选择 SDM 模

型进行分析.
从SDM 模型回归结果(表５)可见,空间项系数ρ

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的空间

溢出效应,即某一地区的农村全要素生产率会受到其他

经济相似地区活动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

区,在吸引人才和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优势,可以影响科

学技术的传播,促进地区间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从而

提高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

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汪

桥等[１０]、刘桦灿等[３７]的结论一致.说明农业保险在发

展过程中,通过对农户提供风险保障和资源配置引导,
加大并优化了对生产技术要素的投入,从而促进了农村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进步,这与前文理论分析结果一

致.在控制变量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政府干预力度

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农村金融的

开展与政府的财政支农可以促进农村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受灾面积虽然不显著,但是在四个模

型中系数均为负数,符合现实情况;而对外开放程度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为负,说明其对农村全要素生

产率有抑制作用.

３．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分别从动态空间模型、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和更换核心变量三方面进行考虑.
由经济学经典理论可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一个持续累计的过程,上一期累计的产出与绩效

会对当期造成影响,所以在上文的空间面板模型估计过程中,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Rit－１作为解

释变量,引入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根据李婧等[２７]的研究,可以通过构建不同的

空间权重矩阵来验证空间机理模型设计是否合理.所以,引入较为常用的反距离矩阵进行稳健性检

验.最后,通过选取其他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将核心解释变量农业保险发展水平

(Ins_d)替换为农业保险深度(Ins_p),把受灾面积(Dis)替换为受灾率(Dis_i).受灾率为受灾面积

与耕地面积的比值,再添加贫困率(Pool)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检验结果见表６.其中,模型A为

上文的SDM 模型稳健估计、模型B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稳健估计、模型C为反距离矩阵稳健估计、
模型D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后的稳健性估计.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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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

变量 A B C D

Ins_d ０．６７７∗∗ ０．４２３∗ ０．３９７∗ /
(－２．３６) (－１．６５) (－１．８３) /

R_fin
１．３０２∗∗∗ １．５９１∗∗∗ ０．２５２∗∗ １．４０２∗∗∗

(－５．４８) (－５．４９) (－２．５２) (－６．８８)

Dis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０ /
(－０．３７) (－０．０９) (－０．５３) /

Mech －０．２００∗∗ －０．２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２３１∗∗

(－１．９９) (－２．１９) (－０．０９) (－２．２７)

Open
－１．６４０ ３．８５０∗∗∗ －１．１８４∗∗ －２．５０６∗∗

(－１．１４) (－２．８７) (－２．４２) (－２．２７)

Gov ０．６１７∗∗∗ ０．５１６∗∗ ０．８９８∗∗∗ ０．５３１∗∗∗

(－２．７３) (－２．２９) (－３．３５) (－２．９７)

Edu
１．８４６ ９．５５１∗∗∗ －４．１３９∗ １．５８２

(－１．３２) (－６．７５) (－１．８０) (－１．０６)

RitＧ１
/ ０．９０７∗∗∗ / /
/ (－４．０２) / /

Ins_p
/ / / ３１．０４４∗∗∗

/ / / (－３．３３)

Dis_i
/ / / －０．０２１
/ / / (－１．００)

Pool
/ / / ０．４１７∗∗∗

/ / / (－４．６７)

WR_fin
－０．９３０∗∗∗ / ０．１９９ －０．９４９∗∗∗

(－４．９１) / (－１．０８) (－５．３７)

WGov －２．２０９∗ / ０．９０４∗∗ －５．２５５∗∗∗

(－１．８９) / (－２．３５) (－３．２６)

WEdu －８．５１６∗∗ / －３．７５６ －８．２６５∗∗∗

(－２．４１) / (－０．６４) (－２．６５)

WR_
ATPFＧ１

/ / / ３０．４２３∗∗

/ / / (－２．３６)

ρ
０．５９０∗∗∗ ０．６５７∗∗∗ －０．３１６∗∗∗ ０．５０８∗∗∗

(８．５９) (６．３２) (－２．６２) (６．４３)

R２ ０．６２９ ０．２７８ ０．３４６ ０．６６９
LogＧL １６６．２６６ １４７．８６３ ２３．９０２ １７４．６９

　　上述四个模型的稳健性估计结果显示,空间系数ρ
均在１％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以上四个空间模

型是有效的.其中四个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Ins_d 和

Ins_p)均显著为正,而其他控制变量也均无根本性变

化,说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

　　四、结论与启示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各地区不断加

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而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从空间视角考察了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

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关

系进行测度.在分析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

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中国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检验了农业保险发展对

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１)我国不同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并非随机分布,

而是具有一个正向的空间相关关系;莫兰指数与空间项

系数均为正数,说明某地区农业发展会受到其他经济发

展相似地区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惠农政策

时,应该考虑当地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促进地区间的资

源共享和优化配置,这不仅有利于本地农村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其他地区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２)从实证结果来看,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

生产率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农业保险发展在

分散与转移农业风险、稳定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业弱

质性生产结构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当

根据当地经济状况,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从而促进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３)从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政府干预与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也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说明我国农村地区仍然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并在农村金融等方面提供大力支

持,以促进农村全要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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