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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支出对西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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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我国西部各省市区1999-2003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生产函数框架就财政支农支出

对西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农业经济

增长，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06。进一步考察发现，各省市区农业投入要素的贡献率不同，可据此将

西部各省市区农业经济增长类型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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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支出即财政支农资金支出，是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

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和农村救济费等支出，是全部财政

支出项目中支农资金的汇总和综合。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 4%左右，即使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一比例也偏低。根据 WTO 农业协议及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我国财政

支农的力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深入研究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维度，具

体分析不同投入要素的影响程度，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生态发展。为此，本文拟就财政支

农支对西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财政支出的惠农增效和农业经济的

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财政支农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世界各国根据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财政收支的不

同状况，对其做了多角度的研究。迄今国外已有不少相关文献就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有Barro（1990）构建了包含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在内的农业经济

增长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得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

增长的影响呈倒U型模式存在最优的产出水平；Huang和Rozelle（1998）将农业科研存量纳入供给函

数中，分离出农业科研财政投资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结论显示:要素投入对农业增长具有快速直接

的作用。但受制于边际报酬递减、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要素投入增加导致的农业增长代价包

括经济与生态成本会越来越高，这说明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有序模式。Fan

（2000）构建了包含11个方程的三组联立方程组来研究财政支农的影响，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不仅

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而且还促进了农村贫困状况的缓解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还十分有限，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双元

（2003）就我国财政支农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财政农业投资中存在

的现实问题； 杨舟、张冬平（2003）应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就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实现财政支农新

框架所需的投资规模及资金投向进行了测算；张元红（2000）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市场经济条件下，



虽然农户成为农业投资的主体，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预算的比重呈相对下降趋势。但在我国，农业

的基础地位和农业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财政支农资金仍将是我国农业投资的最主要力量。上述研究表

明，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增 

长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本

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农业经济增长区域细化，锁定在西部地区，考察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以来，财政支农支出对西部各省市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

议。 

二、财政支农支出对西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分析 

本文选取西部十二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即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研究时期为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前

五年，即1999-2003年。所有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具体分析内容略） 

三、研究结论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财政用于农业主要有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

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农村救济费等支出项目。从财政支农支出的绝对规模来

看，西部各省市区财政支农支出在这五年里增长速度较快，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4.12%，高于全国

同期增长速度（13.19%）。但其支出的绝对值仍低于全国平均量，可见自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政

府虽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但由于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基数过低，近五年虽有较

大提高，与全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同时，从财政支农支出

的相对规模来看，无论是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占农业 GDP 的比重，西部地区都远远高于全国，

表明西部地方政府重视农业经济，财政支出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为明显。 

此外，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西部各省市区（除新疆外）农业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其整体

经济增长速度，但与全国农业经济增长比较，其优势地位还是明显的。在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各要

素中，尽管各省市区差异极大，但其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及地方财政支农支出

的产出弹性系数呈固定影响效应。其中，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产出弹性系数为0.06。不过，从各要素

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上述三种要素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近一半的贡献率是由其他综合因

素提供。可见，我们尚需进一步影响西部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其他因素。 

就财政支农支出来说，1 9 9 9 -2005年它对西部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18%，且该贡献

率在各省市区间的差距较小，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众多要素中相对稳定的一种因素。笔者认为，为

了保持西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地位，该产出贡献率应至少维持在这个比例，这就要求财政

支农支出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从这五年的增长情形来看，随着财政支农支出基数增长，其年

均增长速度呈缓慢递减状态，这会影响到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贡献率。因此，西部各省市区在安排

财政支出时，应切实保证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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