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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中国农业生产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严峻
!

继续靠增加自然资源和要素投入来提高农业产出的余地已越来

越小
!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

C/D

&

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更具有研究意义
'

作者搜集整理了
#,<,'!%%,

年国内外学

者关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的文章
!

着重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增长演变特征及其影

响因素进行了综述
'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

种
$

生产函数法
(

增长核算指数法
(

基于数据包络分

析的曼奎斯特
"

E463F85GH

&

生产率指数法和随机前沿法
'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演变特征表现为
$

技术进步是主

要源泉
!

省际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逐渐扩大
'

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农村制度变迁等
'

最后针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存在的问题
!

提出评估各种因素对省际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影响
!

将是未

来的研究方向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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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用占世界不到
$% ^

的耕地成功养活了占世界
!% ^

多的人口- 从理论

上说' 经济增长的贡献源泉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
!

个方面( 转型期中国农业所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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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巨大成功也可以归结为这
!

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农业生产要素特别是现代农用工业品使用数量的大幅增

长" 二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 (&)$%* +*%,-)$./.$0

"

123

$的提高" 包括技术进步% 专业化分工和效率增

进等& 随着中国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加快" 中国农业生产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严峻" 继续靠增加自然

资源和要素投入来提高农业产出的余地已越来越小" 国际经验也表明! 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增长所获得的

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 因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更加具有研究意义& 国内外

学者对中国农业
123

的研究常常出现难以解释的结果" 且存在一定争议& 作者搜集整理了
4565!!7"5

年

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农业
123

实证研究的代表性文章#总量农业
123

文章'" 进行逐篇分析考证" 对这些

研究文献进行总结% 评述&

4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123

的测算方法主要有
8

种(

4

)

!

!

生产函数法*

"

增长核算指数法*

#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

,&$& 9:"

/9'%+;9:$ &:&'0<.<

"

=>?

'的曼奎斯特+

@&';A-.<$

'生产率指数法" 简称
=>?

方法*

$

随机前沿法+

<$%)B&"

<$.) (*%:$.9* &++*%&)B

"

C2?

'& 中国农业
123

的研究对这
8

种方法都曾使用+表
4

'&

前
!

种方法立足于以生产者行为最优化为条件的新古典生产理论" 隐含着投入
"

产出观测数据必须

既表示技术有效又表示配置有效" 且技术规模报酬不变& 技术有效假设指生产者实现了生产前沿面上的

生产& 经验研究表明! 这一假设对世界各国的农业部门并不适宜"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由于

市场体制不完善等多种原因" 生产者很难实现生产前沿面上的生产" 而只能在生产前沿面内部(

!

)

" 要有

效地使用新技术需要较长时间(

D

)

& 配置效率问题比较复杂" 如果能得到准确的农业投入价格数据" 配置

效率问题并不难解决(

8

)

" 但农业投入价格通常很难得到" 并且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 由于政府的

干预使得价格也是扭曲的(

D

)

" 即配置有效假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很难满足& 具体到对
123

测算上" 在

上述假设条件下" 技术进步是
123

增长的唯一来源" 而无法区分技术效率的改善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不利于进一步寻找
123

增长的源泉& 但由于这
!

种方法的模型简单" 合乎经济原理" 因此" 国内外有

很多学者利用这
!

种方法对中国农业
123

进行研究&

后
!

种方法放弃了完全效率假设& 方法
#

中的
@&';A-.<$

生产率指数是
E&/9<

等(

F ! G

)在
@&';A-.<$

消费

指数与
CB9+B9*,

距离函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自
2&*9

等(

H

)的开创性研究之后"

=>?

方法在生产率研

究领域广为流行&

I9&,90

等(

8

)认为
=>?

方法之所以被广泛使用有
8

个原因!

!=>?

方法是一非参数方

法" 不需要预设前沿生产函数形式*

"=>?

方法能处理多产出与多投入的情况" 不需要对它们进行加

总*

#

由于
=>?

是基于线性规划方法" 因此它能确定出 ,最佳实践- 厂商" 也能提供参考厂商周围的信

息" 根据这些信息能清楚地掌握所关注的非效率厂商的效率状况如何*

$=>?

方法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分

析框架" 能够在测算每个厂商
123

增长的同时测算其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

=>?

方法的缺陷与不

足主要是" 该方法无法将测量误差与统计噪声的其他来源相分离...所有偏离前沿都假定是技术无效率

的结果& 这使得
=>?

方法的测算常常出现难以解释的结果 ,技术有可能退步-" 例如"

J&;K9*$

等(

6

)测算

#5H5!#55F

年内蒙古和宁夏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DL4M

和
!!L6M

* 周端明(

5

)测算
4568!4565

年全国技

术进步增长率为
!44LGM

& 这意味着" 在当前时期复制过去时期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之后" 当前时期的产

出水平有可能低于过去时期的产出水平" 这显然难以从经济学上给出合理可信的解释(

4"

)

& 因为如果假定

测算方法 作者

随机前沿法#

C2?

'

2&:

(

D4

)

"

N-

(

D!

)

"

O&'.*&P&:

等(

DD

)

" 全炯振 (

D8

)

生产函数法
J.:

(

4D

)

"

Q-

(

48

)

"

@9&,

(

4F

)

增长核算指数法
@)@.''&:

等(

4G

)

"

N9:

(

4H

)

"

2&:

(

46

)

"

2&:

等 (

45

)

"

E&$9*

等(

!7

)

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法#

=>?

'

@&%

等 (

!4

)

"

J&;K9*$

等 (

6

)

"

N-

等 (

!!

)

" 顾海等 (

!D

)

"

I<-

等 (

!8

)

" 江激宇等 (

!F

)

" 李静等 (

!G

)

" 陈卫平 (

!H

)

"

曾先峰等 (

!6

)

"

EB9:

等 (

4!

)

" 周端明(

5

)

" 李谷成(

!5!D7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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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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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综述

一个时期的知识连续地作为下一时期知识存量的一部分" 把技术看作是一种用同样投入能生产固定产出

的方法" 那么技术退步是不可能发生的#

##

$

% 为防止
&'(

方法由于测量误差而出现技术退步"

)*+,

等#

#!

$采

用了序列
&'(

方法&

-+./+,0123 &'(

'" 也有称累积
&'(

方法&

4/5/32016+ &'(

#

##

$

'" 该方法是用当前观察

值和以前所有观察值来构造最佳前沿面% 序列
&'(

方法并没有如标准
&'(

方法那样得到广泛运用" 因

为这种方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无论怎样要避免这个问题都必须将实际生产率与随机噪声或测量误

差区分开#

7

$

%

89(

方法恰恰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正是
89(

方法的最大优势所在%

89(

方法是通过生产

函数来描述生产前沿面" 需先验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和非效率项的分布形式" 而这常常被视为该方

法的缺陷%

应该说以上对
:9;

测算方法的分析只是表明
7

种方法都有其优势与不足" 并不表明哪种方法更适

合中国农业
:9;

的研究% 具体选择哪种方法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 可获得的数据和数据质量

等因素% 一般来说" 如果某个行业的投入
"

产出观测数据充满噪声" 那么倾向选择
89(

方法而不是
&'(

方法% 此外" 如果这个行业存在较少的市场扭曲" 即预期市场价格与影子价格大致相同% 那么在以上
!

个假定下"

89(

方法与增长核算指数法的测算结果相近#

#

$

%

! #"<$!!%%=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演变

从时间维度上看"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业
:9;

增长的关注" 主要是在
#"<$

年之后% 为便于梳理中

国农业
:9;

增长的演变特征" 作者把
#"<$!!%%=

年分为了
=

个阶段!

#"<$!#"$7

年(

#"$7!#""%

年(

#""%!#""=

年(

#""=!!%%%

年和
!%%%!!%%=

年%

:9;

的测算涉及投入和产出
!

组变量" 如果重要的投入

变量或产出变量被遗漏将会产生有偏的测算结果#

#

$

% 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表现

为对投入
"

产出变量的选择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从表
!

可看到! 产出变量大多选择农业总产值 &农林牧

渔'" 也有选择第一产业总产值#

!=!!>

$

" 或者是农业增加值#

#!

"

!#

$等% 投入变量的差异更大" 即使产出变量相

同也如此% 另外"

?*@,A

#

B=

$和
9/33+CD+,A

#

B>

$的研究发现!

#"">

年国家统计局对畜牧业主要产品产出高估

超过了
7%E

" 渔业产出高估了
<%E

% 国内外大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只有
92,

等#

#"

$的研究对这些产出数据进行了调整% 总之" 由于采用的测算方法和投入
!

产出变量的不同" 以及数

据质量的问题" 导致以往中国农业
:9;

的测算结果差异较大" 甚至截然相反" 影响了中国农业
:9;

测

算结果的可靠性%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业
:9;

增长的测算结果" 笔者对各阶段中国农业
:9;

年均增长率进行了

整理与计算&表
!

'% 第
#

阶段" 中国农业
:9;

年均增长率最高为
##F7%E

" 最低为
#G!%E

" 平均为
7G7%E

%

虽然已有研究对这一阶段中国农业
:9;

增长速度存在很大分歧" 但普遍认为这一阶段属于中国农业
:9;

快速增长时期% 第
!

阶段" 中国农业
:9;

年均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

:9;

年均增长率最高为
7G=%E

" 最

低为
H#G%E

" 平均仅为
%G<>E

" 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这一阶段是中国农业
:9;

增长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的

时期% 第
B

阶段" 中国农业
:9;

增长速度重新迅速回升 "

:9;

年均增长率最高为
>GB%E

" 最低为

#G7%E

" 平均为
BG=%E

% 第
7

阶段" 中国农业
:9;

增长速度又明显放慢"

:9;

年均增长率最高为
!G<%E

"

最低为
%G#$E

" 平均为
#G#E

%

!#

世纪" 中国农业
:9;

再次重新加快了增长速度"

:9;

年均增长率最高

为
=G%%E

" 最低为
!G=%E

" 平均为
BG>%E

% 总的来说" 国内外学者较为一致的认为"

#"<$

年以来" 中国

农业
:9;

经历了快速增长( 停滞( 重新快速增长( 再次增长放慢和重新快速增长这一演变历程% 中国

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恶化并存"

:9;

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
I

而技术效率的下降对
:9;

增长

J4J1332,

等#

#>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G$%K

投入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 机械( 役畜( 化

肥( 有机肥( 种子( 饲料( 杀虫剂

作者 变量
中国农业

:9;

年均增长率
LE

#"<$!#"$7 #"$7!#""% #""%!#""= #""=!!%%% !%%%!!%%=

表
!

投入
!

产出变量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2M3+ # N,O/0"@/0O/0 62C12M3+- 2,D 0*+ 26+C2A+ 2,,/23 :9; AC@P0* C20+ @Q )*1,2

)

- 2AC14/30/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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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

!

'(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

#

#*+,!

(*-,

$

投入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加草场面积&% 机械%

化肥% 有机肥

投入 劳动力% 土地'耕地&% 拖拉机% 役畜% 化肥

./&

!

(0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1

!)231

#

(*-2!

(*-*

&

投入
劳动力% 调整过的耕地% 机械% 役畜% 化肥%

有机肥% 种子% 饲料% 农业用电% 杀虫剂

.4

!

'!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2)201

#

(*-,!

(**(

&

投入 劳动力% 土地#耕地&% 机械% 化肥

5%678%9%&

等!

""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21

3)*(1

#

(*-2:

(*-0

&

投入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加草场面积&% 机械%

化肥

;%<

等!

!(

"

产出 农业增加值 ()2!

#

(*-2:

(**'

&

投入 劳动力% 耕地% 机械% 役畜% 化肥

$%&

!

(-

"

产出 粮食% 经济作物% 畜产品和水产品产值

2)0!1 !)21 ,)-,1

投入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 机械% 役畜% 化肥%

有机肥% 灌溉

=%>?/8@

等!

#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31

#

(*0*:

(*-2

&

:3)2+1

#

(*-,:

(*-*

&

!)201

#

(**3:

(**!

&

投入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 机械% 役畜% 化肥

,)*01

#

(**':

(**,

&

投入 劳动力% 工业#中间&投入

.4

等!

!!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0'

#

(*-3:

(*-2

&

:3)(3

#

(*-2:

(*-*

&

'),+

#

(*-*:

(**,

&

投入
劳动力% 土地 #播种面积&% 机械% 有机肥%

化肥% 灌溉

$%&

等!

!!

"

产出 粮食% 经济作物% 畜产品和水产品产值

,),*1 !)3(1

!)'+1

#

(**3:

(**0

&

投入
劳动力% 耕地% 机械% 役畜% 化肥% 杀虫剂%

种子% 饲料% 灌溉

顾海等!

!'

"

产出 0),!

#

(*-3:

(*-2

&

:3)02

#

(*-2:

(*-*

&

')(,

#

(*-*:

(**,

&

投入

作者 变量
中国农业

A$B

年均增长率
CD

(*0-'(*-2 (*-2!(**3 (**3!(**, (**,!!333 !333!!33,

=7&

!

('

"

产出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值

')2!1

3)+-1

#

(*-2!

(*-0

&

E4

!

(2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

#

(*0*:

(*-2

&

(),-1

'),-1

#

(**3:

(**+

&

表
!

!

续
"

((2



第
!"

卷第
#

期

表
!

!

续
"

$%&'(

等!

!"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 !),-+

-)!.+

#

#""/0

#""-

$

投入
劳动力% 调整过的耕地% 机械% 役畜% 化肥%

有机肥% 种子% 饲料% 农业用电% 杀虫剂

1'%2

!

#.

"

产出
!!

种农产品产值
.),"+

#

#"3!4

#"3,

&

4/)!3+

#)3/+

'

#""/4

#""-

&

/)#3+

#

#""-4

#"""

&

投入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 机械% 役畜% 化肥%

有机肥

567

等!

!,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4/)./

#

#"3,4

#""!

&

/)*/

#

#""*4

#"""

&

投入 劳动力% 灌溉面积% 机械% 化肥% 农业用电

江激宇等 !

!.

"

产出 第一产业总产值

*)*/

4#)//

#

#"3.4

#""#

&

!)3/

#

#""!4

#""-

&

!)-/

#

#""84

!//!

&

投入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 机械% 化肥% 大牲

畜数量% 灌溉

李静等!

!-

"

产出 第一产业总产值

*),/

/)!/

#

#"3.4

#""#

&

*)#/

#

#""!4

#""-

&

!)8

#

#""84

!//,

&

投入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 机械% 化肥% 大牲

畜数量% 灌溉

作者 变量
中国农业

9:;

年均增长率
<=

#"83##"3, #"3,##""/ #""/##"". #"".#!/// !///#!//.

陈卫平!

!8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 /)!# ,)!!

投入
劳动力%土地#播种面积&% 机械% 役畜% 化肥%

有机肥% 灌溉

曾先峰等 !

!3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88+

#

#"3/#

#"3,

&

#/)##+ *)#"+ #)!.+ *).#+

投入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 机械% 化肥

$>'?

等!

#!

"

产出 农业增加值
#),/

#

#""/#

#""-

&

/)*/

#

#""-#

#"""

&

!)./

#

#"""#

!//*

&

投入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 机械% 役畜

周端明!

"

"

产出

投入

第一产业总产值

劳动力% 土地 #播种面积&% 机械% 役畜% 化

肥

-)//

/),/

#

#"3,#

#"3"

&

*)*/

#

#"3"#

#"".

&

/)!/

#

#"".#

!///

&

*)3/

#

!///#

!//.

&

全炯振!

*,

"

产出

投入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 机械% 化肥

农业生产总值

#)!/

!)./

##)//

#

#"3,#

#""#

&

/)./

#

#"3.#

#""#

&

!)./

#

#""##

#""-

&

,)!/

#

#""!#

#""-

&

/)8/

#

#""-#

!//8

&

!)-/

#

#""8#

!///

&

/)8//

#

#""-#

!//8

&

.)//

#

!//##

!//.

&

李谷成!

!"

"

投入
劳动力% 土地#播种面积&% 机械% 役畜% 化肥%

灌溉

李谷成!

*/

"

产出 农业生产总值
#/),8@

#

#"33#

#""/

&

*)#-+ !)88+

.)8,+

#

!///#

!//-

&

投入
人力资本% 土地 #播种面积&% 机械% 役畜%

化肥% 灌溉

说明(

+

数据来自作者根据参考文献中的数据整理计算获得)

余 康等(

#"3"#!//"

中国总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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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造成了不利影响! 从中国农业
$%&

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
'

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

省区农业生产率增长相对较快
'

而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区农业生产率增长相对较慢!

(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

影响中国农业
$%&

增长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农村制度变迁" 农业投入" 农业科研投入" 人力资

本和自然禀赋等! 国内外学者主要是结合农村制度变迁来分析不同阶段中国农业
$%&

增长的特征! 对

于第
#

阶段中国农业
$%&

的快速增长# 一般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产品的政策性提价和现代投

入品使用的增加$化肥和良种%是第
#

阶段
$%&

快速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 &

#(

#

#)!#*

#

!+

#

(,

'

! 第
!

阶段中国农业

$%&

增长陷入停滞# 主要原因是农业贸易条件的恶化和乡镇企业主导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加速导致农业资

源外流&

-

#

,(

#

!(

#

!+

#

((

'

# 以及
,+-)

年粮食和棉花的合同定购又恢复了强制性# 政府对市场与生产的干预加剧了

地区比较优势的偏离&

,(

#

((

'

!

,+-.!,++/

年农业生产率的下滑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 政府开始加强农业

基础建设的投入# 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

!(

'

( 同时随着
,++!

年整个宏观经济市场化改革明显加速# 农产

品价格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0

年期间# 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大高于同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

涨速度# 农业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有利于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 给农业
$%&

增长带来了显著正效应&

+

#

!+

'

# 使

得
,++"!,++0

年农业
$%&

增长迅速回升(

,++0

年之后# 农业发展的市场约束及结构性矛盾带来的农业

增产不增收# 以及
,++.

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农民负担问题的日益突出# 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

防碍了农

民对农业的投资和农业新技术的采用
'

导致
,++0!!"""

年中国农业
$%&

的增长迅速下降&

+

#

,0

#

!*

#

!+

'

# 而
1234

&

,0

'

认为政策的不稳定性也是这一阶段农业
$%&

下降的原因! 进入
!,

世纪# 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低迷以及

农业面临陷入衰退的可能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系列支农" 惠农" 强农政策相继出台# 农业税的减免

直至取消" 增加农业补贴# 实行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 等等# 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

!5""!!""0

年中国农业
$%&

再次迅速上升&

+

#

!*

#

!+

'

!

.

总结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农业
$%&

增长的测定# 考察
$%&

增长源泉及

空间分布# 分析
$%&

增长的原因! 采用的方法主要有生产函数法" 增长核算指数法"

678

法和
9%8

法!

由于中国农业
$%&

研究所采用的测算方法和投入
"

产出变量的不同# 以及数据质量的问题# 导致以往研

究的中国农业
$%&

的测算结果差异很大# 甚至截然相反! 中国农业的
$%&

增长呈现周期性的变化#

,+*-!,+-.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农产品的政策性提价和现代投入品使用的增加# 使得这一时

期的农业
$%&

出现快速增长(

,+-.!,++5

年主要由于农业贸易条件的恶化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导致农业

资源外流# 导致这一时期农业
$%&

增长陷入停滞(

,++5!,++0

年政府加强了农业基础建设的投入# 同时

随着
,++!

年整个宏观经济市场化改革明显加速# 农业贸易条件得到相对改善# 使得这一时期农业
$%&

增长又迅速回升(

,++0!!555

年农业发展的市场约束及结构性矛盾带来的农业增产不增收
:

以及
,++.

年

分税制改革以后农民负担问题的日益突出# 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

使得这一时期农业
$%&

增长明显放

慢( 进入新世纪
'

一系列支农" 惠农" 强农政策相继出台
'

使得中国农业
$%&

增长再次迅速加快! 中国农

业
$%&

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
'

同时技术效率的下降抑制了
$%&

增长! 中国省区农业
$%&

增长的

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高度相关性!

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和方法# 结合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特征# 探索出适合中国农业
$%&

的测算方法#

提高测算结果的可靠性# 定量分析各种因素对中国农业
$%&

增长的影响# 以及定量分析各种因素对中

国省际间农业
$%&

增长差异的影响# 将是今后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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