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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运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主成分分析法等现代化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农民人
力资本、农业现代化和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稳步提升，并对农

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财政支农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户

收入水平的提高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短期内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地抑制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当前我国农户

人力资本水平过低，与农业现代化对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需求相矛盾，且初始人力资本水平的微小差异经时间的放大效应，

将会造成农户收入水平的较大差异，而收入水平过低是导致当期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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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中央连续十年每年下发有关
“三农”问题的文件，体现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

重视程度。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因此如何持

续快速提高农民收入意义重大。近年来，国家推行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强农支农政策，为改善农村地区

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机制日益成为配置资源

的主要方式，而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产业化程

度不高，农民市场意识不强，组织化程度低，使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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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日益激烈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农民持续增收

面临瓶颈问题。

刘桂珍等人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是农民增收

的最主要原因 （刘桂珍等，２０１０［１］；邓宏亮，
２０１３［２］），也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陈宏珍，
２００４［３］；李晓嘉等，２００６［４］；曹子坚等［５］，２００７），并
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具有持续影响（李建军，

２００８）［６］，因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财政支
农支出力度的加大和结构的调整（文乐乐等，

２００７）［７］。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可显著改善农村
生产经营环境，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增加

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水平，提高农户收益水平，对

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助推农村的工业化和城

镇化进程，拓宽农户收入渠道，提升农户收益水平

具有重大意义。而农户足够数量的人力资本水平

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快速推进的有效保证，并已

成为制约农户收入水平进一步持续快速增长的关

键因素（陶松，２０１１［８］）。
因此，明晰财政支农、人力资本和农业现代化

水平的提高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单一和交互影

响，并根据各因素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作用机理

和环节，找出导致农民收入增速放缓的原因，并结

合各地区“三农”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

施，对于解决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快速提高遇到

的瓶颈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　模型设定

索罗模型表明，产出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即：Ｙｔ ＝Ａｔｆ（Ｋｔ，
Ｌｔ），其中：Ｙ，Ｋ和Ｌ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和劳动力，
Ａ表示技术进步。农村作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经济系
统，其发展路径和规律也同样遵循新古典经济增长

模型，但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不同的是，此处的

资本不仅指物质资本，同时还包括了农户的人力资

本。对于农村经济而言，其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农

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而财政支农支出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

是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划者和参与者，居于农村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统领位置，是农业现代快

速推进的有力助手。因此，可将农村经济技术进步

看成是财政支农与农业现代化的函数，即：Ａ＝

Ａｔ（Ｆｔ，Ｍｔ），则经改进后的农村经济增长模型可表
示为：Ｙｔ＝Ａｔ（Ｆｔ，Ｍｔ）ｆ（Ｋ（ｋｔ，ｈｔ）），采用Ｃ－Ｄ生产
函数将（１）式对数线性化可得：ｌｏｇＹｔ＝ａ０＋ａ１ｌｏｇＦｔ
＋ａ２ｌｏｇＭｔ＋ａ３ｌｏｇｋｔ＋ａ４ｌｏｇｈｔ＋ζｔ……（１），其中，其
中Ｙｔ、Ｆｔ、Ｍｔ、ｋｔ和ｈｔ分别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
财政支农支出数量，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村生产性

固定资产存量和农户人力资本存量。

　　二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一）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培养可通过受教育和边干边学等方

式获取，但通过接受各形式、各层次教育的方式对农

户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和收入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

更为明显和迅速，因此本文采用农户消费支出中用

于教育的支出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量度。

与固定资本相似，假定农户人力资本服从Ｈｔ＝
Ｈｔ－１（１－δ）＋Ｉｔ／Ｐｔ…… （２）的累积迭代模式，其中
Ｈｔ表示人力资本投资，δ为人力资本折旧率，Ｐｔ为人
力资本投资价格指数，Ｉｔ新增人力资本投资。假设在
较长时期内，人力资本投资的平均几何增长率与人

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相等且均等于 ｇ（张军等，
２００４［９］；单豪杰，２００８［１０］），则令（２）式中的ｔ＝１，并
将Ｈｔ／Ｈｔ－１代入（２）式可得，Ｈ０＝Ｉ１／（ｇ＋δ），取折旧
率δ＝１５％。

（二）农业现代化水平

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农
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使用量和农村

用电量综合成一个因子，用该因子的主成分总得分

作为农业现代化水平高低的度量。主成分分析结

果如表１所示，主成分总得分（农业现代化水平）如
表２所示：

表１　主成分分析结果

变量 主成分得分 特征根累积方差贡献率（％）

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０．２５３ ３．９４７ ９８．６７２

有效灌溉面积（万公顷） ０．２４５ ０．０４６ １．１５０

化肥使用量（万吨） ０．２５４ ０．００５ ０．１２４

农村用电量（亿千瓦时） ０．２５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４

从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９８．７％，已超过８５％的最低要
求，因此可以判定，该四个变量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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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业现代化水平

年份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农业现代化水平 －１．３７ －１．１３ －０．９６ －０．８２ －０．７２ －０．６２ －０．５０ －０．３９ －０．３１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农业现代化水平 －０．０７ ０．１３ ０．３７ ０．６７ ０．９９ １．２２ １．５６ １．９５ 　

　　 从表２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测算结果可知，１９９５
年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且增长较

快，年均复合增长５．７％。由于部分年份农业现代化
水平为负值，而根据计量模型，需对农业现代化时间

序列取对数，因此需对初始农业现代化时间序列进

行正规化处理，本文采用了如下处理方法：Ｍｔ
ｍｔ（ｍａｘ（ｍｃ）ｍｉｎ（ｍｃ）），其中Ｍｔ表示经过正规化处
理之后的农业现代化水平，ｍｔ为原始农业现代化水
平，也即表 ３中所测算出来的农业现代化水平，
ｍａｘ（ｍｔ）表示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间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最
大值，ｍｉｎ（ｍｔ）表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最小值。

（三）数据来源

农户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消费价

格指数、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使用

量、农村耗电量、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农民人均纯

收入、财政支农支出等时间序列原始数据均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６－２０１２）》。各变量描述性统
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人均纯收入（元） １７ ３３１８．３９８２ １５５６．６９

消费性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支出（元） １７ ２４３．０６ ９０．９２

财政支农支出（亿元） １７ ２９８１．９９ ２７７３．０８

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亿元） １７ ６６８３．９９ ３３８２．８１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１７ ６３４５２．０９ １９１０４．８１

有效灌溉面积（万公顷） １７ ５４９６０．７６ ３４３５．１３

化肥使用量（万吨） １７ ４５９４．６５ ６３７．７５

农村用电量（万千瓦时） １７ ３８４８．６２ １８４１．７８

　　三　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有效防止伪回归，需对变量的平稳性情况进

行检验，本文采用了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软件，运用ＡＤＦ检

验法，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 检验形式 ＡＤＦ值 ５％临界值 结论

ｌｎＹｔ （ｃ，ｔ，３） －２．９８ －３．８３ 不平稳

ｌｎＹｔ （ｎ，ｔ，１） －３．９９ －３．７９ 平稳

ｌｎＦｔ （ｃ，ｔ，０） －２．０５ －３．７３ 不平稳

ｌｎＦｔ （ｃ，ｎ，０） －５．２４ －３．０８ 平稳

ｌｎＫｔ （ｎ，ｎ，０） １．７８ －１．９６ 不平稳

ｌｎＫｔ※ （ｎ，ｎ，０） －２．３８ －１．９７ 平稳

ｌｎＨｔ （ｎ，ｎ，０） ０．８４ －１．９７ 不平稳

ｌｎＨｔ （ｎ，ｎ，０） －２．１８ －２．７３ 平稳

ｌｎＭｔ （ｎ，ｎ，０） ９．１１ －１．９６ 不平稳

ｌｎＭｔ （ｎ，ｔ，０） －４．００ －３．７６ 平稳

　　注释：检验形式中的（ｃ，ｔ，ｎ）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是否

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及滞后阶数，若包含常数项跟时间趋势向，则

分别用ｃ和ｔ列示，否则用ｎ列示，滞后阶数以实际数值列示。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ｌｎＹｔ、ｌｎＦｔ、ｌｎＨｔ、ｌｎＭｔ和ｌｎＫｔ的均

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他们的单整阶数相同，且均为一阶单整。

（二）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为Ｉ（１）时间序
列，具备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本文采用了

Ｅ－Ｇ两步法，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

检验对象 检验形式 ＡＤＦ值 ５％临界值 结论

Ｒｅｓｉｄ （ｎ，ｎ，０） －２．９７ －１．９６ 平稳

从协整检验结果可知，模型回归残差时间序列

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可以
判定，财政支农，农村固定资产，农户人力资本和农

户纯收入之间协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三）回归分析

为了判明变量间的具体经济数量关系，需进行

回归分析，本文运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软件，采用ＯＬＳ法对
变量间的经济数量关系进行了有效揭示，回归结果

如下所示：

　　　　　　　　　　ＬｎＹｔ＝８．６７－０．０４５ｌｎＦｔ＋０．１３２ｌｎＫｔ＋１．５ｌｎＭｔ－０．５２５ｌｎＨｔ
　　　　　　　　Ｐ值　　　　　０．１７２２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标准误差　　（０．０３１３５）　（０．０４５５）　（０．１３８４）　（０．０４２５）
　　　　　　　　Ｒ２ ＝０．９９７　　调整的Ｒ２ ＝０．９９６　　　Ｄ－Ｗ．＝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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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
达到了０．９８，自变量解释了因变量的绝大部分变
异，拟合优度较高，拟合效果较好。查 Ｄ．Ｗ．分布表
可得，ｄＬ＜Ｄ－Ｗ．＜ｄＵ，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序列相
关，但Ｗｈｉｔｅ检验统计量ｎＲ２ ＝１７０．７２＝１２．２４
＜χ０．０５（１４）＝２３．６８，因此不存在序列相关，符合
经典假设，各参数估计结果为有效无偏估计量。

从模型回归系数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对农

民增收的效果不显著，与预期相反。农村生产性固

定资本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民收入

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与预期相一致。但

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却抑制了农民收入水平

的提高，与预期不相符。

（四）脉冲响应函数

当随机冲击发生时，农民收入水平水平也会发

生相应的变化。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财政支农

和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为负，与预期相反，

为了更好的展示农民收入随财政支农和人力资本

的随机冲击而变化的情况，建立了以农民收入，财

政支农和人力资本为内生变量的 ＶＡＲ模型，并绘
制了农民人均收入对财政支农和人力资本的脉冲

响应图，结果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图１　农民收入与财政支农脉冲响应

图２　农民收入与农村资本脉冲响应

　　从图１可以看出，当农民收入水平发生一个随机
冲击时，财政支农并没有立即发生作用，而是存在２个
时期的滞后，这说明当前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主

要以农民收入引导为主，当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时，

财政支农政策才会不断完善，力度不断加大，这对我国

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快速提高极为不利。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当农民收入水平降低时，
农民拥有人力资本积累的支出显著下降，因此而导

致的农民人力资本机会成本不断增加。在随机冲

击发生时，农民的人力资本成本立即损失了０．００１，
经过１０个时期，农民收入水平的一个单位逆向冲
击对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的随机冲击约扩展至期

初的８倍，农民收入水平的一个微笑下降将会导致

农民人力资本机会成本的丧失，但是随着人力资本

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迅速提高，人力

资本的一个单位正向利好，经过十个时期后累计引

致农户收入水平提高０．０５个单位。前文的模型回
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作用

为负，这可能与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人力资本投资

过低，经过收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乘数作用，导致

人力资本机会成本成倍提高，破坏了人力资本促进

农户收入水平提高的动态平衡机制。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１．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农村固定资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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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显著地促进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２．在短期内财政支农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农户
收入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户收入水平的

提高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效应，但在长期内，财政

支农支出的增加却显著的促进了农户收入水平的

提升。

３．在考查期内，由于农户人力资本水平过低，
与农业现代化对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需求相脱节，

导致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不但没有促进农户

收入水平的提高，反而抑制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

升，但在长期内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显著促

进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升，初始人力资本的微小差

异经过时间的放大，将会对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产

生较大影响。

（二）具体措施

针对当前我国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区域差异

较大，以及农户人力资本水平过低，与农业现代化

水平不相适应的问题，农业主管和其他政府相关部

门可在如下方面有所作为：

１．加大中央对财力较弱的欠发达地区的财政
扶持力度，改善当地农业经营环境和条件，有效缓

解当地财政支农资金不足对农业发展和农户收入

水平提高的约束，充实地方政府特别是财力较弱的

地方政府支农资金力量。

２．合理制定财政支农支出计划，着眼长远，合
理安排支农资金使用方向，因地和因时制宜地调整

不同财政支农支出项目结构比例，有保有压，将财

政支农支出制度化，法制化，建立起主动运用财政

支农政策调控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收入水平提高

的长效机制，通过财政支农资金的示范作用，合理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盘活农村生产资源，转变

农村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现代化水

平，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增强农户在参与市场竞争

中的谈判能力，让分散经营的千家万户与千变万化

的市场形成有效对接，增强农户低于市场风险和自

然灾害的能力，拓宽农户收入来源，提高农户收益

水平。

３．整合现有农村教育资源，完善农村现有教育
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鼓励引

导和支持社会资金进入农村教育领域举办各种形

式和各层次的教育事业，为新生代和现有农民接受

各形式，各层次教育提供有力保障。与此同时政府

还可建立农户继续教育补贴基金，为主动参加农业

技能培训和各种形式继续教育培训的农户提供一

定幅度的补贴，鼓励农户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４．应继续深化农村经济经营体制改革，强力推
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行政

和经济手段，有效降低农户购置农机具的成本，提

高农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农业机械普及率，提高

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与此同时，还应对当前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流转制度进行改革，清理

阻碍农村土地顺利流转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为土

地集中规模化经营，机械化运作创造条件，不断提

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解放和发

展农村生产力，助推城镇化进程，拓宽农民收入来

源，增加劳动力要素收益水平，实现农村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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