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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0月14日  王力 丁鹏 

摘要：本文从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与农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出发，首先从理论的角度指出

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必要性和作用。然后以江西省为例，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

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找出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中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

合江西省农业发展的实际，对未来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方向提出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农支出 农民收入增长 江西 

一、财政支农支出的必要性 

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既直接影响农民的生活水平，关系农村

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又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能否健康稳定地发展。尤其是在目前国际粮食价格暴

涨的背景下，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安

全和社会稳定。 

但是，农业的弱质性却制约了农民收入快速、稳定地增长。农业的弱质性体现在：第一，农业

生产极易受气候、土壤及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但大部分农产

品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其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且需求相对稳定。因此，受自然条件影响的农业生

产的不稳定性会影响农民收入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所以从稳定经济的角度，农业需要政府的支

持。第二，农业科研活动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从而私人部门没有动力去从事该活动。但是农业科研

所带来的农业技术进步是实现农业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

此，农业科研活动需要政府的大力资助。第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诸如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农村

电网改造等对帮助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巨额投入，且周期长、难回收，同时其所带来的收益很难分解并量化到具体的农户头上，从而

使之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意承担此类项目。但若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

配置资源，则往往会造成市场失灵。这从客观上需要政府介入通过财政支出进行干预，实现资源的

有效配置。 

可见，解决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与农业的弱质性之间矛盾的关键在于政府在财政上对于农

业的支持，即财政支农支出。“所谓财政支农支出是指政府为了扶持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改善农

村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将一部分财政资

金支付给农业领域而形成的支出。” 

二、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现状 



（一）财政支农支出在总量上逐年增加，但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呈波动性下降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在总量上是逐年增加的：1982 年为3.77 亿元，到2000 

年此值上升为38.89 亿元，此后，其总量呈波动性上涨，到2006 年达到85.82 亿元。但是，在相对

量上，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呈波动性下降趋势：由图1可见，从1982 年到

1994 年，在财政总支出中支农支出所占的比重大体上呈下降趋势，从24.31% 下降为11.91% ；从

1995 年至1999 年这一比重略有升。但从1999 年之后，财政支农所占比重大体又呈现下降趋势。这

一比重的下降究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往往急功近利，热衷发展利润大的工业，而往往忽略了对农业

的投入，且对地方财政在农业上的投入缺乏约束机制，导致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相对量大幅下降。 

（二）财政支农支出增速波动大，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 

自1982 年以来，江西省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基本稳定，但相对而言，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速

度波动幅度很大，尤其是1995 年之后，其增长速度波动巨大，呈现极其不稳定的状态。这说明：在

政府财政总支出中财政支农支出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投入机制，而这种投入的不稳定性会对农村

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定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近年来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呈现新的特征 

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主要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

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其它支出。图3 表明：从1982 年至2006 年，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中农业

科技三项费用与其他支出所占比重变化不大，比较稳定；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所占比重呈现稳步

下降的趋势；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所占比重在1997 年之前基本上是稳步上升的，之后至2002 年呈现

波动性下降的趋势，自2002 年之后又迅速上升；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所占比重的变动趋势基本上与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所占比重的变动趋势相反。在1982 年至1998 年之间，占财政支农总额主要部分

的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平均占到69.9% 。而1998 年至2002年，农业基本

建设支出是财政支农支出的主体。2002 年之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又成为财政支农支出的主体。由

此可见，在1998 年之前，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相对比较稳定，但是1998 年之后，其结构波

动比较大，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 

三、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支出等变量的弹性模型分析 

根据江西省1982 年至2006 年相关的数据资料，构建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N PI（N etaverage 

personalincom e 元）与财政支农支出FEA （Finance expenditure for agriculture 亿元）、农

业从业人员X1（万人）、农业机械总动力X2（亿瓦）、和化肥折纯施用量X3（万吨）的弹性模型并

利用Eview s 统计软件分析，得出模型的统计结果如下： 

LnN PI=11.91+0.40×LnFEA -1.57×LnX1-0.31×Lnx2+1.39×Lnx3

(3.27) (3.87) (2.77) (2.45) (8.14)

其中R2=0.98，F=433.35，DW 值为1.24，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模型整体和各个参数均通过显



著性检验，拟和度较好。DW值小于2，但通过对残差进行分析得知残差的一阶自相关系数约为0.35，

且不显著。统计结果表明：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对财政支农支出是缺乏弹性的，其弹性值仅

为0.40，即财政支农支出增长1% ，将会使得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增长0.40% ，这说明目前江西省财

政支农支出未能充分发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支持和促进作用；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对农业从

业人员和化肥折纯施用量都是富有弹性的，其弹性值分别为：-1.57 和1.39；而江西省农村住户人

均纯收入对农业机械总动力是缺乏弹性的，且弹性值为-0.31，我认为弹性值为负主要是因为江西省

地理和自然资源的特征使得本省的农业呈现小规模生产的特点，这导致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成本较

高，阻碍了其人均纯收入的提高。 

（二）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与财政支农中各项支出的弹性模型分析 

利用江西省1982 至2006 年的相关数据资料，建立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N PI（元）与财政支农

中各项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X1（万元）、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X2（万元）、农业基本建设支

出X3（万元）、农业科技三项费用X4（万元）和其他支出X5（万元）的弹性模型，并用Eview s 统

计软件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 

LnN PI=-4.07+0.36 ×Lnx1+0.53 ×Lnx2-0.05 ×Lnx3-0.10 ×Lnx4+0.26Lnx5

(6.06) (3.38) (4.90) (0.69) (0.84) (1.76)

其中R2=0.97 F=166.40，DW 值为1.51。由以上结果可见：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模型整体显

著，但农业基本建设支出X3、农业科技三项费用X4 和其他支出X5 三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这三个变量在促进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作用上收效甚微，没有起到相应的促进或拉动

作用。去除上述三个不显著变量之后，再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LnN PI=-3.98+0.43Lnx1+0.60Lnx2

(7.19) (10.86) (7.63)

其中R2=0.97 F=404.71，DW 值为1.37。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模型整体及各个变量均通过显

著性检验。但结果显示：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

呈现出弹性不足的特征，其弹性值分别为：0.43和0.60，这表明财政支农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每增

长1% ，或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每增长1% ，将会使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0.43% 和0.60% 

。这与上面得出的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对财政支农总支出是缺乏弹性的结论是一致的。 

四、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支持农业的力度，同时确保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由上面的分析，我认为江西省要继续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宏观调控的手段和

措施，规范和引导地方财政的支农行为：要严格遵守《农业法》关于财政支农的规定——“中央和

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本人认

为各级预算的支农资金的增长幅度也要略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以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

定增长；同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财政预算内安排的各项用于农业的资金应当及时足额拨付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国家各项农业资金分配、使用过程的监督管理，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确保支农资金的拨付到位和较高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村经济发

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结构，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作用 

由前面的实证分析可知，为了更好地促进江西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必要对

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进行优化调整：首先，在财政支农支出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加大支援农村

生产支出所占的比重，切实地减少农民的各项生产成本，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业生产的稳定

发展。在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国内农民种粮积极性正在减弱的背景下，尤其要加大发展粮食生产专

项资金的比重，提高农民种粮的收入，维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粮食的稳定供给。再者，有必

要加大财政中用于农业的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一方面继续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

入，尤其应加大对那些能极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极大降低农民生产成本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另一

方面，继续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加快农业科技的创新，切实推进农业科技的产业化，提升两者

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保证农业持续、稳定、长效发展。最后，财政支农支出中农林水气等

部门事业费和其他支出所占比重要保持稳定。 

（三）加大对农民农资的补助，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

纯收入对化肥折纯施用量是富有弹性的，且弹性值为正，这说明化肥折纯施用量的增长能有效地促

进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但是，目前农民普遍面临着农资价格上涨的压力，这严重削弱了他

们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农资的补助：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农民的农业生产的直

接补贴，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在种子、农药、化肥、机械动力这些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的生产原料价

格方面加强调控，切实减轻农民的生产负担，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和

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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