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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视角下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范东君，刘艳文

（湖南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农发所，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３）

［摘　要］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年鉴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从粮食主销区、主产区和平衡区省级层面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
流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村劳动力依然过剩，粮食生产劳动力投入与粮食产出呈负

相关，说明这两个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对促进其粮食生产发展有利；粮食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出现短缺，粮食生产劳动力

投入量与粮食产出呈正相关，说明粮食主销区农村劳动力继续外流不利于其粮食生产的发展；就全国整体而言，农村劳动力

依然过剩，说明加快农村劳动力外流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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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的加剧，农
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不断加快，对农村经济发展产

生了巨大影响。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

础，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战略产业。其中，粮食生

产的稳定性是人类生存需求的重要保证。随着工

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外

流，农业必要劳动力已经逐渐从“过剩”向“短缺”

转变，农村劳动力剩余与优质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矛

盾日益凸显。这使得加快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流

动的长效机制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成为目前亟需

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从正反两个方面进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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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分析。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对

于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推进耕地规模化耕作、提高

粮食生产率等具有积极作用（ＫｏｐｐｅｌａｎｄＨａｗｋｉｎｓ
１９９１［１］；李实１９９９［２］；何代欣２０１１［３］；毛飞、孔祥智
２０１２［４］）；另一些学者认为：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非
农工作将造成粮食生产的劳动力短缺，农业老龄化

将加剧，使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受阻，从而引

起粮食产量下降（Ｌｉｐｔｏｎ１９８０［５］；Ｃｈｉｎｎ１９９７［６］；刘怀
宇等２００８［７］；姜明伦等２０１２［８］）；还有少数学者认
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到底是正面

的还是负面的并不是非常显著（杜鹰、白南生

１９９７［９］；蒲艳萍２０１１［１０］）。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

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已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但从劳动力外流区域差异性，以及对不同粮食生产

区域的粮食生产影响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还比较

少。因此，本文根据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

食生产平衡区的省际有关数据，实证分析不同地区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其粮食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其

存在问题及产生原因，并就农村劳动力流出的区域

性差别及其对不同粮食产区粮食生产经营的影响

程度差异给出相关的启示建议。

　　一　研究假说与模型框架

（一）研究假说

基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二元现象，我

们为理论模型提出以下几个基本研究假说的前提

条件：

１．经济中存在着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这两
个部门的产出量分别由其投入的生产要素投入量

以及各自的技术水平来决定；

２．城市经济发展已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非农
业部门自身的资本供给不变以及城市自身可供劳

动力不变；

３．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规模报酬基本处
于不变状态；

４．各种生产投入要素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
门间流动不受约束，同时，乡村全部劳动力在城镇

可以寻找到自己的就业岗位，从而变为现代部门的

工人。

（二）模型框架

基于上面的研究假说，再根据影响农业部门和

非农业部门总产出的因素，设定农业部门和非农业

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Ｑ（ｔ）１ ＝Ｆ［Ａ（ｔ）１，Ｌ（ｔ）１，Ｉ（ｔ）１］＝
Ａ（ｔ）１Ｌ（ｔ）α１Ｉ（ｔ）

１－α
１ （０＜α＜１） （１）

Ｑ（ｔ）２ ＝Ｆ［Ａ（ｔ）２，Ｌ（ｔ）２，Ｉ（ｔ）２］＝
Ａ（ｔ）２Ｌ（ｔ）β２Ｉ（ｔ）

１－β
２ （０＜β＜１） （２）

其中，Ｑ（ｔ）１表示农业部门农业总产量，Ｑ（ｔ）２
表示非农部门总产出量；Ｌ（ｔ）１表示农业部门中原
有劳动力总量，Ｌ（ｔ）２表示非农部门中原有劳动力
总量；Ｉ（ｔ）１表示农业部门中现有资本总投入量，
Ｉ（ｔ）２表示非农部门资本总投入量；Ａ（ｔ）１表示农业
部门现有技术状况，Ａ（ｔ）２表示非农部门目前技术
水平；α、β则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力
投入的弹性系数。从而可以得到农业部门的生产

利润关系式为：

ｒ１ ＝ＴＲ１ －Ｃ１ ＝Ａ（ｔ）１Ｐ（ｔ）１Ｌ（ｔ）α１Ｉ（ｔ）
１－α
１ －

Ｗ（ｔ）１Ｌ（ｔ）１－Ｒ（ｔ）１Ｉ（ｔ）１ （３）
其中，ｒ１是务农所能够获得的利润，ＴＲ１是务

农所能够获得的总收入，Ｃ１是务农所付出的总成
本，Ｐ（ｔ）１是所卖农产品的价格水平（我们假设它
处于不变状态），Ｗ（ｔ）１是从事农业生产所能得到
的收入，Ｒ（ｔ）１是从事农业生产投入资本所付出的
租金。我们对式（３）中资本投入量、劳动力投入量、
租金分别求一阶偏导且令他们等于零。基于产出

利润最大化，Ｒ（ｔ）１、Ｌ（ｔ）１可以分别表示为：
Ｒ（ｔ）１ ＝（１－α）Ａ（ｔ）１Ｐ（ｔ）１Ｌ（ｔ）α１Ｉ（ｔ）

－α
１ （４）

Ｌ（ｔ）１ ＝
Ｑ（ｔ）１
Ａ（ｔ）１

αＲ（ｔ）１
（１－α）Ｗ（ｔ）[ ]

１

１－α

（５）

我们又设定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为

ＡＬ（ｔ）１，用农业部门总劳动力减去从事农业生产所
需的劳动力总量就可以得到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

力（也就是能为非农部门供给的农村劳动

力）Ｌ（ｔ）３为：

Ｌ（ｔ）３＝Ｌ（ｔ）１－ＡＬ（ｔ）１＝
Ｑ（ｔ）１
Ａ（ｔ）１

αＲ（ｔ）１
（１－α）Ｗ（ｔ）[ ]

１

１－α

－

ＡＬ（ｔ）１ （６）
与此同时，我们可得到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数

量为：

Ｌ（ｔ）２ ＝
Ｑ（ｔ）２
Ａ（ｔ）２

βＲ（ｔ）２
（１－β）Ｗ（ｔ）[ ]

２

１－β

（７）

同时，我们又假定城市所需劳动力总量为

ＡＬ（ｔ）２，那么非农部门还需要农村提供的劳动力
Ｌ（ｔ）４为：

Ｌ（ｔ）４＝Ｌ（ｔ）２－ＡＬ（ｔ）２＝
Ｑ（ｔ）２
Ａ（ｔ）２

βＲ（ｔ）２
（１－β）Ｗ（ｔ）[ ]

２

１－β

－

ＡＬ（ｔ）２ （８）
当供需处于平衡时，则有 Ｌ（ｔ）３ ＝Ｌ（ｔ）４。由

（６）式和（８）式可得：
Ｑ（ｔ）１
Ａ（ｔ）１

αＲ（ｔ）１
（１－α）Ｗ（ｔ）[ ]

１

１－α

－ＡＬ（ｔ）１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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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ｔ）２
Ａ（ｔ）２

βＲ（ｔ）２
（１－β）Ｗ（ｔ）[ ]

２

１－β

－ＡＬ（ｔ）２ （９）

为了使公式更为简化，假定 α＝β。化解（９）
式，从而得到均衡工资：

Ｗ＝

Ｑ（ｔ）１
Ａ（ｔ）１

αＲ（ｔ）１
１－[ ]α

１－α

－
Ｑ（ｔ）２
Ａ（ｔ）２

αＲ（ｔ）２
１－[ ]α

１－α

ＡＬ（ｔ）１－ＡＬ（ｔ）









２

１
１－α

（１０）
在均衡状态之下，会有Ｌ（ｔ）３ ＝Ｌ（ｔ）４ ＝Ｌｄ，Ｌｄ

是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总量。将式（１０）代入式（６）
可得：

Ｌｄ ＝

ＴＬ（ｔ）１
Ｑ（ｔ）２
Ａ（ｔ）２

αＲ（ｔ）２
１－[ ]α

１－α

＋ＴＬ（ｔ）２
Ｑ（ｔ）１
Ａ（ｔ）１

αＲ（ｔ）１
１－[ ]α

１－α

Ｑ（ｔ）１
Ａ（ｔ）１

αＲ（ｔ）１
１－[ ]α

１－α

－
Ｑ（ｔ）２
Ａ（ｔ）２

αＲ（ｔ）２
１－[ ]α

１－α

（１１）
根据（１１）式可求出农业部门产出与农村劳动

力流出的关系式：

Ｑ（ｔ）１ ＝
Ｑ（ｔ）２Ａ（ｔ）１

αＲ（ｔ）２
１－[ ]α

１－α

Ａ（ｔ）２
αＲ（ｔ）１
１－[ ]α

１－α ×
ＡＬ（ｔ）１＋Ｌｄ
Ｌｄ－ＡＬ（ｔ）２

（１２）
把（４）式代入（１２）式可得：

Ｑ（ｔ）１ ＝ Ｑ（ｔ）２
Ａ（ｔ）[ ]

１
α

Ａ（ｔ）２
Ｒ（ｔ）２ Ｉ（ｔ）[ ]

１
α

Ｐ（ｔ）１ Ｌ（ｔ）[ ]
１

{ }α
１－α

×

ＡＬ（ｔ）１＋Ｌｄ
Ｌｄ－ＡＬ（ｔ）２

（１３）

基于式（１３）可以看出，农业产出跟其劳动力使
用数量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即：劳动力使用愈多，农

业产出增长也愈多，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外流越

多，农业总产出下降越多。究其原因：一是农村劳

动力大量外流，使得可用的农业劳动力大大减少，

进而造成耕地撂荒现象不断增多，使得农作物实际

播种面积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形下，农作物播

种面积下降将会带来农业总产量减少；二是农村流

出的主要是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而留守农村的

基本上是妇女、儿童和老人，造成农业所需必要劳

动力的缺乏，从而使先进的农业技术难以得到有效

应用，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引起农业产出下降；三

是农村劳动力流出往往使其家庭总收入出现增长，

根据个人劳动供给曲线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

入的增加将会带来家庭留守劳动力消费更多的闲

暇以替代更多的劳动时间，留守劳动力农业劳动时

间减少无疑会降低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引起农业总

产量下降。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实证模型构建

经济问题中的投入与产出，通常可借助柯布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来研究。根据现有文献可知，影响

粮食产出的主要投入要素是资本（农业机械动力）、

劳动力、土地、化肥（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

２００３［１１］）。为有效阐释劳动力外流对粮食产出的
影响，我们根据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２００３）提出
的影响粮食生产的四大常规因素构建 Ｃ－Ｄ生产
函数如下：

Ｙ＝（Ｌ）λ１（Ｓ）λ２（Ｐ）λ３（Ｆ）λ４ （１４）
为了消除各变量之间部分异方差的影响，我们

对（１４）式取对数：
Ｌｎ（Ｙ）＝λ１Ｌｎ（Ｌ）＋λ２Ｌｎ（Ｓ）＋λ３Ｌｎ（Ｐ）＋

λ４Ｌｎ（Ｆ）＋ε （１５）
其中，Ｙ表示粮食总产量，Ｌ表示粮食生产劳

动力投入量，Ｓ表示粮食播种面积，Ｐ表示机械总动
力，Ｆ表示农业化肥使用总量，ε表示计量模型中的
随机因素。

（二）计量模型确定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实施面板数据分析前，必

须选择一个适合的模型来进行检验。一般来说，变

系数检验模型利用的非常少（Ｇｒｅｅｎｅ，１９９４），因而
从齐次线性参数与变截距两个模型中选择一个来

进行研究。从模型检验结果可知：三十个省市、粮

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平衡区的 Ｆ检验值分
别为１９１．７、７７．１、４７．６和１０８．６，因而拒绝齐次线
性参数原假设。所以，我们利用变截距检验模型来

研究。但变截距检验模型又分为随机效应与固定

效应，因而我们对变截距检验模型实施再选择是必

要的。基于更为合理的方法出发，确定选取随机效

应还是固定效应，实施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是必要的。当
检验其原假设没有被拒绝时，我们选取随机效应，

反之选取固定效应，本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如表１
所示。

表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卡方统计 卡方统计量的自由度 Ｐ值

全　国 １４．８００６１０ ４ ０．００５１

粮食主产区 １２．１８４０２４ ４ ０．０１６０

粮食主销区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１．００００

粮食平衡区 ４．９６０４２２ ４ ０．２９１４

　　从表１可看出，３０个省市和粮食主产区选取固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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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应模型实施实证检验比较合适，而粮食主销区

和粮食平衡区选择随机效应的模型实施检验比较

合适。

（三）数据

基于劳动力转移对不同空间区域粮食产出的

影响差异性，我们选择３０个省市（因西藏有些年度
数据缺少，所以没有选择），通过使用省际面板数

据（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把它们划分为粮食主产区（黑龙
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

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苏等 １３省）、粮食主销区
（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福建、海南等 ７省
市）、粮食产销平衡区（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山

西、甘肃、宁夏、青海等８省）来研究农村劳动力流
出对这些区域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其差异。由于有

些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我们选取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相
关省市的省际数据。

现实中，粮食生产实际从业者的数据无法获

得，为得到粮食生产劳动力投入估计量，农业劳动

力投入量按照粮食总产出除以农业总产出的价值

份额来进行估算。本文的粮食生产劳动力投入量

（Ｌ）通过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 ×农业产值／农林牧
渔业产值×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计算得
来。各省市粮食总产量（Ｙ）、粮食播种面积（Ｓ）、农
业机械总动力（Ｐ）和化肥施用量（Ｆ）直接来源于各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就业与经济社

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三　实证研究

（一）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３０个省市的省际数据，我

们对粮食生产劳动力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

化肥施用量、粮食种植面积等投入要素指标与粮食

总产出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检验。为避免检验过

程中出现“伪回归”，首先必须在面板数据回归检验

前实施单位根检验。而面板模型单位根检验有异

质性假设与同质性假设之分。同质性面板模型假

设各截面序列单位根过程是相同的，主要的检验方

法有ＬＬＣ；异质性假设面板模型则允许各截面序列
单位根过程有相异性，主要检验方法有ＡＤＦ－Ｆｉｓｈ
ｅｒ、ＩＰＳ、ＰＰ－Ｆｉｓｈｅｒ三种。在检验过程中为了保障
其结论的平稳性，我们分别运用ＬＬＣ、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
ＩＰＳ、ＰＰ－Ｆｉｓｈｅｒ检验对各投入要素实施单位根检
验。遵循服从多数原则，在检验过程中如果超过２
种方法通过，就可以认为检验是稳健的，假如仅２
种或２种以下方法通过检验则认为不具有稳健性。

检验结果（见表２）表明，全国和各个粮食区域
的Ｌｎ（Ｓ）都有单位根，粮食主销区的 Ｌｎ（Ｙ）和 Ｌｎ
（Ｆ）也存在单位根，每一区域其他 ５变量都通过
ＡＤＦ、ＬＬＣ、ＰＰ、ＩＰＳ的单位根检验。从全国整体来
看，Ｌｎ（Ｙ）、Ｌｎ（Ｌ）、Ｌｎ（Ｐ）、Ｌｎ（Ｆ）没有拒绝存在单
位根的原假设；而从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

食平衡区部各区域来看，粮食主产区和平衡区的

Ｌｎ（Ｙ）、Ｌｎ（Ｌ）、Ｌｎ（Ｐ）、Ｌｎ（Ｆ）没有拒绝存在单位
根的原假设；粮食主销区的Ｌｎ（Ｌ）和Ｌｎ（Ｐ）也没有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这些区域以上变

量都是不平稳的，需要进行差分处理。然而这些变

量在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都没有通过单位根原假

设，因而其一阶差分变量具有稳健性。根据表２可
知，所有变量具有一阶单整 Ｉ（１），从而对相关数据
可以直接实施面板模型检验。

表２　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单位根检验结果

区域 变量
单位根检验方法

ＬＬＣ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 ＩＰＳ ＰＰ－Ｆｉｓｈｅｒ
平稳性

全国

Ｌｎ（Ｙ） －０．６３０９１ ６０．１７４７ １．９０５６８ ６９．３５４１ 否

ΔＬｎ（Ｙ） －２３．７６００ ２６２．４２４ －１２．７９７５ ２８８．５８５ 是

Ｌｎ（Ｌ） －３．８８４０９ ６２．１２５７ －６．７０６７１ ７７．７４４２ 否

ΔＬｎ（Ｌ） －６．７０６７１ １１２．９６６ －２．９３７４８ １２７．５１７ 是

Ｌｎ（Ｐ） ３．０８４８５ ３３．０２７４ ８．６９３２７ ４５．５２４９ 否

ΔＬｎ（Ｐ） －９．４１６４４ １２１．８３１ －４．０８２２５ １２１．７６２ 是

Ｌｎ（Ｆ） －１．６２３６６ ３９．３１２９ ３．９７８４０ ５８．８８５３ 否

ΔＬｎ（Ｆ） －１６．２７４１ １８９．８９７ －８．６９０３７ ２２０．８９０ 是

Ｌｎ（Ｓ） －６．８４１９０ ９９．５２４７ －２．６１１５６ １００．９２１ 是

ΔＬｎ（Ｓ） －３５．４９３２ ２０８．１９４ －１２．１１３３ １８２．７６４ 是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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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区域 变量
单位根检验方法

ＬＬＣ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 ＩＰＳ ＰＰ－Ｆｉｓｈｅｒ
平稳性

粮食主产区

Ｌｎ（Ｙ） ２．１７０５８ ８．１１６９４ ３．８０５９０ １０．１２０７ 否

ΔＬｎ（Ｙ） －１５．１８２７ １２３．２５９ －９．１１５１１ １３９．６０９ 是

Ｌｎ（Ｌ） －２．２９１３５ ２２．９６０６ －１．０７５４８ ２９．７９２７ 否

ΔＬｎ（Ｌ） －２．０９２６７ ４６．４５９６ －６．２３８７７ ５３．４６９５ 是

Ｌｎ（Ｐ） －２．００６０５ １５．８９８２ ４．１６９９４ ２１．９８９４ 否

ΔＬｎ（Ｐ） －７．０８５２３ ６０．４２６３ －３．５３５２４ ５８．８６６１ 是

Ｌｎ（Ｆ） －２．１８３９９ １２．７４００ ２．８３８５９ １０．８９１３ 否

ΔＬｎ（Ｆ） －１２．４６７４ ８９．７０２２ －６．３９７１５ １０７．７４９ 是

Ｌｎ（Ｓ） －４．４４５２９ ４６．１３３９ －１．５１８２１ ４６．０３７２ 是

ΔＬｎ（Ｓ） －２０．８４２２ ９６．１０５５ －７．７８６６５ ７４．６６３５ 是

粮食主销区

Ｌｎ（Ｙ） －１．８０５８１ ２８．８０１８ －２．３０１４２ ３２．３８８６ 是

ΔＬｎ（Ｙ） －９．０６５６２ ５９．１４３４ －６．３７２１０ ４６．５６０７ 是

Ｌｎ（Ｌ） －２．８９８７０ １３．９８５８ ０．２５９７２ ２５．２２５９ 否

ΔＬｎ（Ｌ） －４．６７２８７ ３０．６８７０ －２．４８８１４ ２８．８５７７ 是

Ｌｎ（Ｐ） －０．７０３６０ ９．３０８８１ １．９７９８１ ６．１８６３９ 否

ΔＬｎ（Ｐ） －６．２１９１０ ３３．４５２８ －２．７９５５９ ２９．５５４４ 是

Ｌｎ（Ｆ） －２．９６４０５ ２１．７０３８ －１．５６５０７ ２９．００７０ 是

ΔＬｎ（Ｆ） －６．０８９０３ ３３．６０５５ －２．９１８７０ ３６．０７４６ 是

Ｌｎ（Ｓ） －３．８７６３６ ２２．７７６１ －１．７５９９８ ２３．７５３４ 是

ΔＬｎ（Ｓ） －２６．８６７７ ４８．３１０９ －８．６１７１４ ４２．９６９４ 是

粮食平衡区

Ｌｎ（Ｙ） －０．０１７２８ ２３．２５５９ ０．８７５１４ ２６．８４４８ 否

ΔＬｎ（Ｙ） －１１．５１６０ ８０．０２２１ －６．４２０４１ １０２．４１５ 是

Ｌｎ（Ｌ） －１．６２１０１ ２５．１７９３ ０．５４９９９ ２２．７２５６ 否

ΔＬｎ（Ｌ） －４．８２６７０ ３５．８１９２ －２．０３３９０ ４５．１８９９ 是

Ｌｎ（Ｐ） ７．３９１５２ ７．３７３０２ ８．６６２２３ １４．２３２９ 否

ΔＬｎ（Ｐ） －３．３２６２８ ３６．６２２６ －０．７２４３０ ６５．２１７１ 是

Ｌｎ（Ｆ） １．０８３９６ ４．８６８９８ ４．８７１３５ １８．９８７１ 否

ΔＬｎ（Ｆ） －９．３００２１ ６６．５８９０ －５．３０９１８ ７７．０６６１ 是

Ｌｎ（Ｓ） －３．５８５９８ ３０．６１４８ －１．３１４０４ ３１．１３０３ 是

ΔＬｎ（Ｓ） －１０．９２２２ ６３．７７８０ －４．９５７３７ ６５．１３１１ 是

　　注：、 、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接受原假设。

　　（二）实证结果
１．估计模型选择。使用 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软件，我们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全国和粮食主产区１３个省的
粮食产量影响因素进行估计，而粮食主销区７省市
和粮食生产平衡区１０省市则选用随机效应来进行
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从表３中可以看出，
所有区域的变量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在０．６以上，
同时全部相关变量都在１０％显著水平下通过了假
设检验，因而面板数据的拟合优度较好。解释变量

粮食生产劳动力（Ｌ）因素。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粮
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大大降

低，再加上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滞后，产生了劳动

力外流的推力；城乡报酬差距的不断拉大，再加上

城市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又产生了农村劳动力外

流的拉力。近些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符合

巴格内（Ｄ．Ｊ．Ｂａｇｎｅ）提出的人口流动“推—拉”理
论状况。但从表２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
对不同区域粮食生产带来的影响是有差异的。首

先，农村劳动力流出从各个区域来看都比较显著地

影响着粮食生产。但从全国层面、粮食主产区和粮

食平衡区来看，劳动力投入对粮食产出影响的弹性

系数都为负，说明在这些区域增加粮食生产劳动力

投入会降低粮食生产效率，带来粮食产量的下降，

也就是说在这些区域存在粮食生产劳动力过密化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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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因此，目前从全国来看，农村劳动力整体还

处于过剩状态，对提高粮食生产的边际效率不利。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有利于我国粮食生产发

展。从粮食主产区和平衡区来看，劳动力对粮食产

出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０．３５３、－０．２２３，表明粮食
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影响可能要大

于粮食平衡区。但两个区域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

食生产影响是一致的，存在粮食生产劳动力依然过

剩，即促进农村劳动力有效外流对促进这两个区域

粮食生产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粮食主产区和粮

食生产平衡区仍然表现出农村劳动力过剩状态，可

能的原因是这两个区域的粮食生产主要地区整体

上经济发展滞后，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尤其是

农村本地就业的机会更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农村劳动力外流，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不利于耕地

流转，在一定程度会抑制粮食规模化生产。从粮食

主销区来看，粮食生产劳动力增加有利于提高其粮

食产量，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继续外流不利于粮

食增产，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粮食的可持续发展，而

增加粮食生产劳动力投入有利于提升粮食边际生

产效率。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影响在粮食

主销区和粮食主产区、粮食平衡区出现相反的情

形，其原因可能是粮食主销区基本处于经济发达的

东南沿海，粮食主产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相对

比较高，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给本地农村劳动力从

事非农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发达的非农产业为主

销区的农民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创收渠道，促使农民

收入增加较快，而粮食价格弹性较低，因而从事粮

食生产增收非常有限，无疑带来从事粮食生产的机

会成本增大，以至粮食主销区大量农村劳动力放弃

粮食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快速流失，无疑

增大了粮食主销区农业必要劳动力的缺口，不管是

劳动力数量还是其质量都很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

的要求。当然，从比较利益原则来看，粮食主销区

这一现象未必会影响粮食生产安全。

表３　回归结果

变　量
全 国 粮食主产区 粮食主销区 粮食平衡区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Ｃ
－２．８９８０３７

（－４．０４４６５０）
－７．６８６０４９

（－４．６８０４５１）
－９．０７２４２７

（－４．６２３３２２）
１．８４８０９６

（２．０９７７２２）

ＬｎＬ
－０．２６７３３２

（－３．２７０７３４）
－０．３５２９５２

（－２．４８５０８０）
１．７４３８６７

（３．８３５４３４）
－０．２２１６５０

（－１．６７１１１２）

ＬｎＰ
０．０１８２４４
（０．３５７３５９）

－０．０６９１１９
（－０．８２９８９５）

－０．０８６５６３
（－１．２７７７４４）

－０．０１２９９１
（－０．２１６９９２）

ＬｎＦ
０．３０７７３１

（３．７９７２９８）
０．１２８５１３
（０．８２９４２５）

０．１０３１４０

（１．７２０４７０）
０．３４４９６９

（３．８５０１２２）

ＬｎＳ
１．２８３５９９

（１７．２５２６７）
２．０７４６４６

（１１．２８９００）
０．８９２４８２

（１０．７０４５５）
０．６２９０３９

（５．９２１１１６）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６９８６８７ ０．６３０７８０ ０．６８３７９６ ０．７９７８５６

Ｄ－Ｗ １．１６４４２２ １．１２２７１４ ２．６９２９２８ １．２１４１６７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９１．７２１９ ６１．６４８７６ １７．４３５１５ １０８．５５５２

小概率ｐ值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１０％、５％、１％；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
据库》。

　　２．估计结果分析。解释变量 Ｐ无论从全国层
面还是区域层面，对粮食产出影响均不显著，说明

机械化到底能带来粮食多大程度增产还不是很明

显。究其原因：一是在粮食主产区和平衡区由于农

村劳动力过密，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普遍推广；二

是主销区由于粮食生产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农业人

力资本紧缺，再加上这一区域耕地资源相对稀缺，

粮食规模化生产难以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粮

食生产机械化的推广应用，使得机械化对粮食生产

贡献不明显。总之，说明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人

力投入粮食生产是不争的事实，也说明今后注重粮

食生产机械化设备投入对粮食增产具有较大空间。

解释变量Ｆ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对粮
食产出影响是正向的，说明施用化肥对粮食增产具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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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粮食主产区化肥使用对

粮食增产并不显著。说明在粮食主产区化肥使用

对粮食增产贡献不明显，这可能的原因是粮食主产

区农户收入水平较低，而近些年化肥价格不断上

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户增加对化肥的使用。

解释变量Ｓ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对粮
食产出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粮食播种面

积对粮食增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说明扩大耕

地面积，保障我国耕地面积红线不被突破，对确保

我国粮食安全非常重要。

　　四　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１．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依然处于过
剩状态。也就是说增加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提

高粮食生产劳动边际效率是有利的，有利于推动粮

食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继续鼓励农村劳动力

转移。

２．粮食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村劳动力存在过密
化。当农村存在过剩劳动力时，往往不利于推动农

地的顺利流转，导致耕地细碎化依然比较普遍，进

而提高了机械化耕作成本，阻碍了粮食规模化经营

的推进，制约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因此，加快粮食

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有利于促进

其粮食生产发展。

３．粮食主销区粮食生产劳动力已出现短缺。
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主销区粮食规模化经营，防

止耕地大量抛荒或利用不足，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

外流或实施“要素替代”对主销区粮食生产可持续

发展意义重大。

（二）启示

１．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是经济市场化进程中
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要确保有足够的劳动力从

事粮食生产，必须从各个区域实际状况出发，加快

粮食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村劳动力外流步伐，以提高

粮食生产效率。

２．基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空间差异性特
征，在制定相关干预政策时不能搞“一刀切”，必须

基于各个区域的实际，因地制宜规划引导与干预农

村劳动力转移。粮食主销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

过大、转移速度太快，造成主销区粮食发展缺乏必

要的劳动力，因此政府大幅度增加粮食发展投入势

在必行，加快推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粮食主产区

和粮食平衡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较慢，关键要加

快其城镇化进程步伐，加速现代产业发展，为本地

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非农工作机会。与此同时，还

要加快提高这两个区域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大

力推进适合农民的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就

业能力和就业预期。

３．对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要充分发挥政府
和市场的作用，尤其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功能。

政府要做的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良好条件，并

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提供一个好的平台和机制，

以保障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进而加速粮食生产适

度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

［１］ＫＯＰＰＥＬＡＮＤＨＡＷＫＩＮＳ．Ｒ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ｓｉａ［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１，４２（４）：７８８－８０５．

［２］李　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Ｊ］．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２）：１６－３３．

［３］何代欣．非农业化是工业反哺农村、农民的唯一产业路
径吗［Ｊ］．财贸经济，２０１１（４）：３９－４５．

［４］毛　飞，孔祥智．中国农业现代化总体态势和未来取向
［Ｊ］．改革，２０１２（１０）：９－２１．

［５］ＬＩＰＴＯＮ，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ｏｆｐｏｏｒ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ｒ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ｃｏ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８０（８）：１－２４．

［６］ＣＨＩＮＮ．Ｒｕｒ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ａｒｍ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Ｔａｉｗａｎ
［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７９
（４）：２８３－３０１．

［７］刘怀宇，李晨婕，温铁军．被动闲暇中的劳动力机会成
本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６）：２１－３０．

［８］姜明伦，等．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展趋
势及对策研究［Ｊ］．经济学家，２０１２（９）：８１－９０．

［９］杜　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
证研究［Ｍ］．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３５０．

［１０］蒲艳萍．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基于西部２８９
个自然村的调查资料分析［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１
（１）：７０－７９．

［１１］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农业经济论［Ｍ］．中国农业出
版社，２００３：９－１１．

责任编辑：徐　蓓

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