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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拟针对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总量与结构状况，综合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对财政农业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进

行研究，系统评价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农业增长效应，以及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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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农村问题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二五”

规划，为农村问题的解决迎来了历史新机遇。而农业是弱势行业，如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财政

投入就显得非常关键。合理的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的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催化剂”和“指南针”的作

用，推动农业快速向前良性发展。但是如果财政乱投入或者盲目投入，就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毫无效率

甚至适得其反。所以在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财政投入究竟多少最合适，哪些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最

有效果？这是政府决策前必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 财政农业投入规模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效应 

我们以农业生产总值反映农业经济总量，研究财政农业投入的农业增长效应。财政农业投入规模和

农业生产总值的样本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的年度数据并取自然对

数，原始数据以1978年为基数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物价平减，研究的样本区间定为1980-2006年。其中财政农业投入总量用T表示，农

业生产总值用GNP表示。
 

本文选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进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Johansen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在进行协整检

验之前，需要对建立的VAR系统确立合理的滞后期，根据AIC信息准则和SC信息准则确定其最优滞后期为l。财政农业投入总量与农业生产

总值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见表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LNPGNP和LNPT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

的稳定均衡关系。
 

表1 财政农业投入总量与农业生产总值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5%显著水平拒绝零假设 

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向量(LNPGNP，LNPT,C)为(1.000，-0.117，-6.7823)，因此财政农业投入与农业总产值之间的长期均衡方

程为: 

LNPGNP=6.783+0.ll7LNPT 

根据Engle定理，如果一组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则协整回归能被转换为误修正模型。描述经济增长随财政投入改变的短期波动向

长期均衡调整的误修正模型为: 

DLNPGNP=0.023EC
-1 

- 0.081DLNPGNP-
1 

+ 0.018DLNPT�
-1 

+ 0.070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l）在1980~2006年间，财政农业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从反映财政农业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长期均衡

关系的协整方程可知，财政农业投入每增长l%，农业生产总值将增长0.12%。
 

（2）EC
-1

是误差修正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
 

在描述农业生产总值随财政农业投入变化的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模型中，当修正系数

为1时，农业生产总值和财政农业投入的当年均衡误差在下一年就可调整到均衡状态。此模型中的系数仅为0.023，说明农业生产总值的增

零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值 

不存在协整关系

* 
0.647 26.406 20.262 0.006 

存在1个协整关系
 0.147 3.491 9.165 0.493 



 
加受到多种其他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总值和财政农业投入之间的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不是很强。

 

二、财政农业投入结构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效应 

通过上面对财政农业投入与农业增产之间关系的分析，发现目前我国的财政农业投入总量在促进农

业增产方面的效益不高。而财政农业投入内部的分配结构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农业投入总量的效

益。因此，本文需要进一步分析财政农业投入的内部结构，通过考察财政农业投入分项支出同农业增产

之间的关系，看目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财政农业投入——农业基本建设支出(G1)、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

(G2)、农村救济费 (G3)、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G4)等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效益如何，从而确定不同种类财政农业投入的优先次序，为制定

合理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提供依据。
 

由于LNPGNP、LNPG1、LNPG2、LNPG3和LNPG4均为非平稳的一阶单整过程，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对其进行协整

分析。财政农业投入分项支出与农业总产值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财政农业投入分项支出和农业生

产总值之间至少存在4个协整方程，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
 

表2  财政农业投入分项支出与农业总产值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5%显著水平拒绝零假设 

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向量(LNPGNP，LNPG1，LNPG2，LNPG3，LNPG4，C)为(l，0.95，-3.16，3.44，-2.01，-3.83)，因此财政

农业投入分项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长期均衡方程为: 

LNPGNP=3.834 - 0.95LNPG1 + 3.16LNPG2- 3.44LNPG3+2.01LNPG4 

根据Engle定理，如果一组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则协整回归能被转换为误差修正模型。描述农业生产总值随财政农业投入分项支出改

变的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DLNPGNP=(-0.027)EC
一1 

- 0.078DLNPGNP
一1

+0.056DLNPG1
一1

+
 

 0.004DLNPG2
一1 

+ 0.077DLNPG3
-l

 - 0.085DLNPG4
-1

+0.067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1）就长期而言，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同农业生产总值都呈正相关关系，其中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与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将同方向变动3.16%;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增加1%，农业生产

总值将同方向变动2.01%。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以及农村救济费用支出和农业生产总值呈负相关关系。
 

（2）农业生产总值随财政农业投入分项支出改变的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027，说明农

业生产总值受到多种其他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总值和财政农业投入分项支出之间的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不是

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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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出刊内容为准） 

零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值 

不存在协整关系

* 
0.946 129.703 76.973 0.000 

存在1个协整关系* 0.737 65.410 54.079 0.003 

存在2个协整关系* 0.5113 36.051 35.193 0.040 

存在3个协整关系
 0.413 20.297 20.262 0.049 

存在4个协整关系
 0.323 8.585 9.165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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