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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
L?`K :S:*( R*U:Sb

IbSY'U:8c8:)

）的增长回答了“饥荒之地”是如何养活

占世界
/-<

的人口。对于资源禀赋本就不富足的中

国农业来说，相比于投入要素增加带来的产出增长，

由农业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农业增长才

是长足且可持续的。当前，国内粮食安全问题在城镇

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再次受到了学术界和

政府的广泛关注，
/-$!

年的中央
$

号文件首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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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问题。新形势下的粮食生产面临着种粮成

本不断上升、耕地和水资源日益短缺的不利条件#$%，

如何有效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实现集约型增长成为

探究保障粮食安全之路的新方向。分区域明晰粮食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结构及增长源泉，探索影响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外生因子，有利于准确把握粮食

生产内涵式增长方式，对宏观调控粮食生产的资源

配置、充分发挥区域生产优势以及确保粮食生产持

续有效增长和粮食安全的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纵观目前有关农业
&'(

的文献及研究成果，众

多学者已从多个视角、使用不同层面的数据并运用

多种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

）

在测算
&'(

方法上，
$)"*

年
+,-,.

开创的索洛余值

法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应用#/0 !%，此外有学者采用增

长核算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来计算农业
&'(

#10 "%，

以上都属于计算
&'(

的参数方法，而非参数方法主

要以基于
2345 67-89:;<=

指数方法为代表，不少学

者用此方法对中国的农业
&'(

进行了测算#>?@%；（
/

）在

探讨
&'(

增长的源泉方面。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农

业
&'(

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呈

现恶化阻碍了农业
&'(

的增长#)0AB%，还有学者认为农

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存在“双驱动模式”，中国农

业
&'(

的增长得益于两者共同的提升#AA%；（
!

）在探索

&'(

影响因素上，较有代表性的研究结论是：资源禀

赋、经营管理能力#A/%以及农业经营规模#A!%等对农业

&'(

的增长有显著影响作用。此外，国内专门针对粮

食
&'(

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我国固定阶段粮

食
&'(

指数的测算、变化趋势的分析及影响因素的

探索等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结论是，黄金波和周先波

测算了
A)*@?/BB@

年我国粮食生产的
&'(

水平，研

究发现粮食
&'(

增长了
AC*D

，且主要得益于技术进

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因素是影响粮食生产

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1%；肖红波和王济民对新世纪

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

了测算，发现我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由技

术创新所决定的技术进步也呈现下降趋势#$"%。上述

研究成果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仍

然存在一些研究的欠缺处：（
$

）从研究内容来看，有

关粮食
&'(

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献本就不丰富，而且

更缺乏对
&'(

分解指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

影响因素的探索和分析。（
E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宏

观层面的研究居多，且分区域的研究多从东、中、西

部或者其他地理划分方法的区域视角研究粮食生

产，鲜有文献从粮食功能区域（主产区、主销区、平衡

区）分异的视角测度和分析不同区域粮食
&'(

增长

水平及影响因素。（
!

）从指标的设置来看，新经济增

长理论考虑了人力资本因素，用以揭示产出增长中

贡献率日益显著的技术进步的源泉，但在测算粮食

生产
&'(

时，将人力资本纳入农业
&'(

增长及生产

前沿方面分析框架中的研究仍较为缺乏。

考虑到以上三点，本文将从粮食生产的主产区、

主销区和平衡区三大区域的层面入手，采用
234?

67-89:;<=

生产率指数方法，使用粮食生产投入要素

和产出要素统一口径的数据测算三大区域粮食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并分析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时

空差异以及变化源泉，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分异视角

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因素

进行探索与检验。

1研究方法、变量与数据

1.1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
67-89:;<=

指数法测算我国

粮食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

效率
F&3GH =IJKL;J7- IMM;J;ILJN O

指数和技术进步
F&(0

=IJKL;J7- PQ,RQI<<O

指数 #A>%，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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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A

，
!

，
!

表示时期，投入
$

"

'T

U

V

，产出
&

"

'T

U

V

，

(

"

#

（
$

"

，
&

"

）为生产者在
=

期的产出距离函数。上式表明

678-9:;<=

指数变化来源于技术效率（
&3G

）和技术

进步
F&(O

的共同作用。式中
678-9:;<=

指数若大于

A

，说明从
=

期到
=VA

期的
&'(

是增长的，反之则说

明
&'(

下降。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最终在
FAO

式的框架内

对我国三大粮食区域粮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

及分解。

1.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
EBBA?EBAB

年选取我国
!B

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有关粮食生产投入和产

出的面板数据，考虑到西藏特殊的资源禀赋条件和

生产力，故将西藏排除在外。另外，根据各地粮食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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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三大区域
"#$

指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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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资源禀赋条件、区域比较优势以及消费特点，将

"#

个省份划分为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

其中粮食主产区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

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

%"

个省份；粮食主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

江、福建、广东、海南
&

个省份；粮食平衡区包括：山

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

甘肃
%#

个省份。相关数据源于历年的《中国农村统

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

资料汇编》，部分变量基于年鉴数据计算而来。

1.3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
"#

个省份每年的粮食总产量（万
(

）

作为产出指标。选取土地投入、人力投入、资本投入

作为投入指标。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人力投入不仅

包括种粮劳动力数量投入，也包括劳动力质量（即人

力资本）投入，一方面是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异质性存

在的基本事实，另一方面，现阶段的中国农业正由传

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发展方式转变，逐渐向强调人力

资本对农业产出增长有积极影响的内生型农业发展

方式过渡，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的源泉，因此，本研

究将人力资本也纳入到了粮食生产效率的投入指标

之中。投入指标具体为：种粮土地投入、种粮劳动力

数量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种粮机械总动力和种粮化

肥、农药投入。为保证与粮食产出统计口径一致，各

投入要素变量均根据相应公式进行了换算$%)'：
!

种

粮劳动力
*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
!

（农业产值
+

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
!

（粮食播种面积
+

农作物播种面积）；
"

种粮机械动力投入、化肥投入和农药投入均根据比

例系数：粮食播种面积
+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进行调整

计算而来。在计算人力资本时，本研究采用人力资本

扩展性劳动力变量
!

"

来代表人力资本的水平 $%,'，

!

"

#$

!%&

"

'

(

"

#)

"

(

，其中
!&

"

是指接受了
-

年教育的劳动

力的生产效率（
!.#/*#

），该方法凸显了不同的教育

阶段对生产效率的贡献差异，使用年鉴统计数据计

算出各省份每年农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简单劳动力的度量则使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

量。此外，之所以没有统一统计口径，是因为人力资

本的作用是宏观整体促进技术进步的，不局限于种

粮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

2三大区域粮食TFP指数动态变化率评价

及比较

使用数据包络分析软件
0-1234%

进行运算，测

得
3##%53#%#

年
"#

个省份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

率指数，并基于区域视角对变化趋势和增长结构予

以分析和比较。

2.1三大区域TFP指数动态演变分析

为了解粮食三大区域
672

增长率的变化特点

和差异性，分别对
672

及其分解项
6-8

（技术效率）

指数和
62

（技术进步）指数进行时间维度的分析。

图
%

显示了三大区域
3##%53#%#

十年间
672

的变化趋势，从中不难发现，主产区和主销区的
672

增长率呈现“倒
9

”型，但最高值所对应的年份有所

区别：主产区在
3##"53##!

年期间增长率最高，为

)4!:

，
672

的高增长率也凸显了中央“支农、强农、惠

农”政策的有效性，随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大幅提

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了有效提升；主销区在

3##;53##<

年期间
672

增长最快，增长率为
<4;:

，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比主产区，主销区惠农政策

提升农业生产力的作用具有一定滞后性，这也不难

理解，粮食生产在主销区与其他产业相比占有较弱

地位，经济发展导致了较多生产要素流入非农行业，

再加上农民种粮规模小，提高种粮积极性难度较大，

因此，与粮食主产省份相比，在相同的惠农政策实施

背景下，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会出现滞后增长。平衡区

的粮食
672

变化整体上呈现“
=

”型，
3##"

年之前增

长率是缓慢上升阶段，从
3##"

年至
3##<

年呈现缓

慢下降趋势，随后至
3##)

年增长率大幅提高，最高

增长率达到
,4;:

，为三个区域中的最高值，说明粮

食平衡区存在着较大的粮食生产潜力，或者说平衡

区包括的省份中有粮食生产的“潜力股”，在推进新

型城镇化过程中，要有效引导土地流转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倾向于粮食生产及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平

衡区粮食生产的综合能力。

图
3

和图
"

给出了
672

的分解项
6-8 .

技术效

率
>

和
62

（技术进步）的变化趋势，对于二者的理论

解释，生产前沿面的构造能够很好的体现：技术进步

决定了前沿面的位置，作为外生变量，在其他既定要

素投入下技术进步对前沿面能够产生外推或内移的

马林静等：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分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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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三大区域技术效率（
"#$

）指数变化趋势

%&'( ) *+,&+-&./ .0 "1$ &/234 &/ -5,33 +,3+6

图
7

三大区域技术进步（
"8

）指数变化趋势

%&'9 : *+,&+-&./ .0 "8 &/234 &/ -5,33 +,3+6

效应，这是生产率长期变动的来源；技术效率取决于

生产单位与前沿面的位置关系，落在其内部说明存

在非效率，是生产率短期变动的来源。从图
#

可以看

出，
!

主产区的技术效率指数变化整体呈现“倒
$

”

型，技术效率指数增长率在
#%%!

年达到最高值

&'#(

，主产区的技术进步指数在
#%%&

年之前变化

幅度微小，但随后呈现较大波动，在
#%%)

年达到最

高值，技术进步增长率为
*'*(

，紧接着又跌入谷底，

在
#%%+

年下降了
*'#(

；
"

主销区和主产区的技术

效率指数变化轨迹大体相似，但是在
#%%"

年之前，

主销区显著滞后于主产区，主销区在
#%%,

年达到最

高值
"'*(

，随后两者均匀波动且缓慢趋于下降，主

销区技术进步呈现出较频繁波动，但是波动的幅度

有减小趋势，整体来看，技术进步指数是稍微下降

的，平均下降了
%'#)(

；
#

平衡区的技术效率和技术

进步都呈现出“
-

”型，与其
./0

变化轨迹相似，比较

图
1

、图
#

可知，
#%%!

年的技术效率拉动了
./0

的

增长，而在
#%%)

年，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

同为最高点，因此实现了技术推进和效率驱动的“双

驱动”效应。

2.2三大区域TFP指数增长结构分析

表
1

给出了
#%%12#%1%

年我国粮食主产区、主

销区和平衡区的全要素生产率（
./0

）增长指数及其

分解值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3//45

）和技术进步变

化指数（
.34545

）的平均变化率。可以看出，
#%%16

#%1%

年三个区域的
./0

平均增长率呈现较为明显

的差异：粮食主产区呈现增长趋势，增长率为

%'#+7

，粮食平衡区和粮食主销区的
./0

增长均呈

现负增长，平衡区
./0

下降
%'&*(

，主销区
./0

下

降
%'!"(

。从
./0

的构成和变化的源泉来看，主产区

的
./0

增长呈现出“双轨驱动”效应，即在技术效率

提高的同时，技术进步也有效提升，此种模式是未来

农业及粮食生产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主销区呈

现出粮食生产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损失并存，“双轨

损失”导致
./0

指数有恶化趋势。平衡区
./0

的恶

化是受技术进步所拖累，换言之，技术进步变化率的

下降导致了
./0

的下降，尽管技术效率指数呈现增

长态势，“单轨驱动”并没有拉动
./0

的增长。

从三大区域
./0

增长指数的差异性来看，
./0

的增长状况与粮食生产的区域功能划分非常吻合。

在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组成

部分，较多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业技术装备被投

入到粮食生产中，规模化的粮食生产较易催生生产

管理的制度创新与农业经营的组织创新，从而实现

最优化的资源配置、促进农业前沿技术的推广和应

用。而在粮食主销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由

于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具有“增长拉动

效应”的种粮前沿技术进步和具有“水平扩散效应”

的粮食生产组织管理水平也处于非积极状态，两者

损失最终引发了
./0

的下降。粮食平衡区显示出了

较好的“水平扩散效应”，但并未抵消掉技术进步水

平下降对
./0

的恶化作用。二者变化也恰恰说明了

在粮食产销平衡区所包括的省份中，有所增长的技

术效率水平揭示了种粮者的组织管理水平呈进步状

态，但是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前

沿科技进步，亦或是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意味着这

一区域需要在农业科学研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

注：EFFCH表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HCH表示技术进步变化指

数，TFPCH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

表
; !<<;=)>?>

年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

@+ABCD&6-

指数及其分解指数的均值

"+EA3? "53 B3+/ F+AD3 .0 @+ABCD&6- &/234 +/2

23G.BH.6&-&./ &/234 &/ B+&/ H,.2DG-&./ +,3+6I B+&/ 6+A36

+,3+6I +/2 E+A+/G&/' +,3+6 0,.B J>>? -. J>?>

主产区
主销区
平衡区

EFFCH
1.000
0.998
1.008

TECHCH
1.004
0.997
0.988

TFPCH
1.003
0.993
0.997

三大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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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等方面需要加大支持力度。

3三大区域粮食TFP及其分解指数影响因

素分析

中国的农业产出增长与农村经济政治环境、宏

观政策走向和制度安排密切相关。毋庸置疑，粮食全

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变动既与粮食生产的内部投入要

素有关，同时也与粮食生产者所处的制度安排及市

场环境有关。在探讨了三大区域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指数时空差异的基础上，本文将对该指数的影响因

素进行探索和检验。

3.1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为准确分析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动的影响

因素，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分解指数：技术效

率改进和技术进步也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各种

因素对不同指数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因此，被解释变

量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技术效率指数

（
'((%&

），技术进步指数（
")*&*&

）。

影响粮食生产的外生性因素有很多，考虑到数

据资料的获得性，并参考部分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设

定以下七个变量：

（
+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

+

）：采用农业总产值与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比来表示。地区的农业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对该地区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越大。预

期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正。

（
,

）农村文化水平（
!

,

）：用农村人口中高中以上

学历人口数量比重衡量。该指标反映各个地区的人

力资本水平，该指标越高，代表农业劳动者的综合素

质越高，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预期该指标对

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正。

（
-

）土地质量水平（
!

-

）：用该地区有效灌溉面积

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表示。预期该指标对被解释变

量的影响为正。

（
.

）受灾水平（
!

.

）：用该地区受灾面积占农作物

播种面积比例表示。受灾水平越高，越不利于生产效

率提高，因此，预期该指标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为负。

（
/

）粮食播种比例（
!

/

）：采用该地区粮食播种面

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表示。反映该地区粮

食播种的积极性水平。预期该指标对被解释变量的

影响为正。

（
0

）人均经营规模（
!

0

）：采用人均播种面积与种

粮劳动力投入的比值表示。学术界对于农户规模和

农户生产效率的正反关系的看法并未达成共识，部

分学者认为农户规模与农业效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1,23，

另有研究者对农户规模与农户效率之间负向关系的

存在性持怀疑态度1,+3，本文将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

（
4

）种粮机械化水平（
!

4

）：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

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值表示。该指标反映了对

劳动资源的替代能力，该值越高，表示对劳动资源的

替代越明显，但并不能说明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因

此，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需要进一步验证。

考虑到选取的时点数低于截面数，而且研究的

目的是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而非以

样本对总体效应进行推论，所以宜采用固定效应的

面板模型，根据前文分析，建立如下三个面板数据模

型以考察粮食
"($

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

响因素：

"#$%&

'()

*%

'

+!

,

!

,

'()

+#

'()

5,6

-##%&

'()

.%

'

+$

,

!

,

'/)

+#

'()

7-8

"-%0%0

'()

.%

'

+%

,

!

,

'()

+#

'()

5.8

式中：
%

'

代表常数项，
!

,

'()

代表各影响因素，
!

,

、
$

,

、
%

,

分别代表偏回归系数，
#

'()

表示随机误差项，
9:+

，
,

，

!

，
-2

表示省份序号，
;

表示年份，
<:+

，
,

，
!

，
!

表示

解释变量的序号。

3.2模型结果

表
,

显示的是不同因素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的影响。结合表
,

可知，对于主产区来说，农业经

济发展水平、农村文化水平、土地质量水平及粮食播

种比例对粮食
"($

增长有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受

灾水平、人均经营规模和种粮机械化水平对粮食的

"($

增长有负向影响；对于主销区来说，除受灾水平

对粮食
"($

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他变量都是正

向影响；在粮食平衡区，农村文化水平、受灾水平和

人均经营规模呈现出负向影响，其他都为正向。对照

预期结果分析，实证检验结果意味着，粮食主产区的

规模效益已经处在“规模收益递减”的阶段，扩大经

营规模反而会抑制粮食
"($

增长，这种情况同样出

现在平衡区；粮食主产区的机械化也处在“边际收益

表
!

三大区域粮食生产
"#$%&

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 ! +*,-*../01 -*.2)3. 04 "#$%& /14)2*15/1, 4'530-.

/1 36-** '-*'.

解释变量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

）
农村文化水平（!

,

）
土地质量水平（!

-

）
受灾水平（!

.

）
粮食播种比例（!

/

）
人均经营规模（!

0

）
种粮机械化水平（!

4

）
常数项（%）

粮食主产区
0.625（4.604）***

0.012（2.439）**

0.376（2.329）**

-0.320（4.648）***

0.717（6.448）***

-0.011（-4.277）***

-0.155（-2.038）**

5.345(-3.953)***

粮食主销区
1.410（5.824）***

0.007（2.942）***

0.294（-1.864）*

-0.260（2.968）***

0.282（1.541）
0.013（2.405）**

0.050（0.711）
1.249（2.989）***

粮食平衡区
0.504（1.449）
-0.003（-0.545）
0.350（1.562）
-0.083（-0.533）
0.761（2.769）***

-0.003（-1.342）
0.478（2.481）**

3.094（1.013）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马林静等：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分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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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减”阶段，提高机械化水平并不能促进粮食
#$%

的增长；粮食平衡区的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对粮食

#$%

增长有抑制效应，间接反映出该地区劳动力非

农转移程度较大，对粮食生产或已造成要素资源剥

夺效应，影响了粮食的产出增长。

表
!

显示的是不同因素对种粮技术效率指数的

影响结果。从结果可以得知，主产区的影响因素结果

都比较显著，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村文化水平、土

地质量水平、受灾水平与粮食播种比例对技术效率

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不过受灾水平的实证结果与预

期不一致，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数据获取的期限

内，受灾比重越大，一是导致种粮者采取的技术手段

和管理技能越多，二是给技术效率的提升创造了更

大的空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受灾率高能够导

致下一周期的技术效率改善的幅度大；人均经营规

模和种粮机械化水平对技术效率的提升是负向影

响，换言之，主产区应该考虑适度规模和合理使用机

械，不能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对主销区而言，农业经

济发展水平、粮食播种比例及人均经营规模对技术

效率的提升有正向作用且显著。对于平衡区，农业经

济发展水平、土地质量水平、粮食播种比例及人均经

营规模呈现显著正向作用，其他变量不显著。因此，

在主销区和平衡区，扩大人均粮食生产规模可以促

进技术效率水平改善。

表
&

显示的是不同因素对技术进步提升的作

用。由表
&

可知，对于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发展水

平、土地质量水平、粮食播种比例对粮食生产技术进

步有显著正向影响，种粮机械化水平不能够促进种

粮技术进步，其余变量不显著。技术进步代表着生产

前沿面的位置变动，实施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阻

碍粮食生产对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因此会出现负

向影响；对于粮食主销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村

文化水平、粮食播种比例和人均经营规模能够正向

驱动技术进步，受灾水平和种粮机械化水平会阻碍

技术的进步，其余变量不显著；对于粮食平衡区，土

地质量水平和粮食播种比例能够显著促进技术进

步，人均经营规模会显著制约技术进步，其余变量不

显著。深入分析人均经营规模与技术进步呈负相关

关系的原因可知，该区域省份粮食生产经营规模扩

大，虽然会降低一定交易成本，但与此同时管理成本

会上升，采用新技术的代价会加大，因此，在一定程

度上会阻碍前沿技术的使用，进而对技术进步产生

抑制效应。

4结论

本文采用
!'

个省份
('')*+')'

年粮食生产的

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
,-.

的非参数
/01234567

指

数模型，测算并比较讨论了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平

衡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的区域差

异、动态演变和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以下较有代表性

的结论：

第一，三个区域的
#$%

十年的平均增长率和增

长源泉呈现较明显差异：粮食主产区得益于技术效

率和技术进步“双驱动”效应的积极影响，呈现增长

趋势，增长率为
'8+9:

；主销区呈现出粮食生产技术

进步与技术效率损失并存，“双轨损失”导致
#$%

增

长率平均下降
'8!":

；粮食平衡区受技术进步的恶

化影响导致
#$%

增长率平均下降
'8;<:

。毋庸置疑，

“双驱动”效应下的增长模式是我国农业未来发展的

理想模式，不仅要保证处在前沿面上的最佳实践者

的“最佳实践”对生产前沿面的扩张作用，也要保证

处在前沿面内部的“落后者”积极追赶“最佳实践

者”，将“发散效应”和“收敛效应”相结合，才能获得

#$%

的快速增长，因此，要保证技术效率水平不断改

善、技术进步不断提升。

第二，惠农政策对粮食主产区的影响显著于主

销区和平衡区。数据表明，
+''&

年度以后受中央政

策扶持的影响，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明显

表
!

三大区域粮食生产
"##$%

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 + ,*-.*//012 .*/3)4/ 15 "##$% 025)3*2602- 5'641./

02 47.** '.*'/

解释变量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

）
农村文化水平（!

+

）
土地质量水平（!

!

）
受灾水平（!

&

）
粮食播种比例（!

"

）
人均经营规模（!

;

）
种粮机械化水平（!

=

）
常数项（"）

粮食主产区
0.594（3.875）***

0.017（3.100）***

0.307（1.682）*

0.159（2.046）**

0.750（5.971）***

-0.009（-3.196）***

-0.232（-2.706）***

4.638（2.012）**

粮食主销区
1.206（4.374）***

0.002（0.957）
0.201（-1.123）
-0.163（1.636）
0.543（2.609）**

0.016（2.717）***

0.012（0.150）
3.257（1.213）

粮食平衡区
0.582（2.478）**

-0.001（-0.219）
0.256（1.694）*

-0.035（-0.333）
0.749（4.040）***

0.003（2.035）**

0.204（1.571）
5.628（1.348）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表
8

三大区域粮食生产
&"9%9%

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 8 ,*-.*//012 .*/3)4/ 15 &"9%9% 025)3*2602-

5'641./ 02 47.** '.*'/

解释变量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

）
农村文化水平（!

+

）
土地质量水平（!

!

）
受灾水平（!

&

）
粮食播种比例（!

"

）
人均经营规模（!

;

）
种粮机械化水平（!

=

）
常数项（"）

粮食主产区
0.339（2.218）**

0.011（1.037）
0.790（3.336）***

-0.133（-1.785）
0.703（6.151）***

-0.001（-0.479）
-0.237（-2.159）**

2.220（8.220）***

粮食主销区
1.432（6.122）***

0.006（2.578）**

-0.158（-1.036）
-0.243（2.872）***

0.318（1.802）*

0.010（1.872）*

-0.004（-0.055）
1.029（33.370）***

粮食平衡区
0.007（0.014）
0.007（0.574）

2.166（-3.443）***

-0.121（-1.002）
1.481（2.357）**

-0.005（-2.043）**

0.538（1.497）
1.873（17.710）***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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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趋势，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受益更加显著，
"#$

指

数增长率为
%&!'

，相比较而言，主销区与平衡区全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相对滞后，表现出对政策的敏感

性不及主产区。

第三，人均粮食经营规模和种粮机械化水平对

粮食主产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改善和

技术进步提升有负向作用关系，揭示出在粮食主产

区，粮食生产的规模效益和机械化带来的边际效益

都为负，扩大规模和提高机械化水平已然对生产要

素使用效率的提升没有任何正向促进作用。此种情

况在粮食主销区恰恰相反，意味着该区所包含的省

份扩大粮食生产规模以及提升机械化水平均能促进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粮食产销平衡区，规模

的扩大能够改善技术效率，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

术进步有反向抑制作用。除此之外，农业经济发展水

平、农村文化水平、土地质量水平、粮食播种比例对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正向影响，受灾水平对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负向影响。

5政策建议

在推崇以人为本，强调城乡统筹一体化的新型

城镇化背景下，结合以上研究结论，为保证粮食增长

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5.1发挥粮食生产的区域分化功能性优势，形成专

业化生产

城镇化过程中势必会引发农业资源要素如土

地、劳动力等的非农化转移，进而会引致种粮规模的

调整和粮食生产结构与组织结构的重组，使“家庭农

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在此过程中，各

级政府要抓住种粮主力，进行专门引导和培育，并予

以多种优惠政策支撑农村新型种粮主体的建立。力

争通过资源配置的调整和粮食生产要素投入格局的

变动，使粮食主产区能够获得更好的种粮规模效益，

提高粮食生产效率，让“强者”更“强”，进而获得更大

的粮食增产额度。

5.2注重开拓种粮现代化道路

种粮现代化的实现要注重两点：一是技术的投

入，实现“科技”种粮，这是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重要

驱动因素，能够促使“落后者”发挥向“最佳实践者”

的“追赶效应”；二是粮食生产环境的优化升级，这其

中又包括了资源条件环境和生产经营环境。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资源环境，创新农业经营方

式、促进粮食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都有利于粮

食生产现代化的实现。因此，要加大对粮食生产专业

化建设的支持，实现种粮产业的有效集聚，保证种粮

者的经济收益，使之专于种粮且乐于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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