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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自然灾害对农业投资项目影响的预测分析作了初步探讨, 以求能完善农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 , 为项目决策提供更科学
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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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made the preli minary discussion on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disaster to th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project . It Could consum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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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投资项目的主要特点

随着人们对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清醒

的认识, 近年来, 投向农业领域的资金不断增加, 以期能够迅

速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提高农民收入, 加速农村经济发展, 巩

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投入的资

金, 从农业基础理论研究到农业技术实际运用 , 分布于农业

领域的各个方面。该文所讨论的农业投资项目是指社会对

农业生产活动中土地利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结构调

整, 以及具体农业技术运用等的投资建设项目。

农业投资项目具有许多与其他产业投资项目明显不同

的特点, 其中主要有: 项目一般投资规模都较大, 同时不同项

目之间规模差异也较大 ; 项目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不

同的具体项目往往包含有不同比例的土地利用、农田基本建

设、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农业高新技术应用等各个方面的内

容; 项目区内涉及到的农民对项目的认识, 对项目实施及其

效果也会有较大影响。此外,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是农

业投资项目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极大, 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

产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农业再生产 , 使投资于农业再生产活动

中的投资项目不仅要注重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对项目的影响 ,

同时还要注重自然条件变化对项目的作用, 以使项目在建设

和实施中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经济效果和生态效果。

不同项目规模有别, 综合性各异 , 农民素质及农民对其

认识不同, 各项目所处时空的自然条件差异, 致使项目间可借

鉴参考性较差, 每个项目本身都具有区别于其他项目的较强的

独特性。因此, 在项目投资建设前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就要特别

重视对各个项目独特性的研究, 从而为项目投资决策提供科学

准确的依据。该文主要讨论在农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如

何分析确定自然条件变化对农业投资项目的影响。

2  自然条件变化对农业投资项目的影响

农业生产活动的自然条件包括该活动所处的地理位

置、地形地貌、水文地质、自然气候、植被、土壤等条件。显

然,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投资某农业项目 , 这些

条件都将对该项目产生巨大的影响。当项目适应各项自然

条件时, 将产生比无项目时大得多的经济效果 ; 当自然条件
�

作者简介  李源生( 1962 - ) , 男 , 山东莱芜人 , 硕士 , 副教授 , 从事农业

投资项目研究。

收稿日期  2006-09-25

改变, 如自然灾害发生时 , 项目无法适应自然条件的变化,

将可能产生比无项目时大得多的亏损。因此 , 在项目可行

性研究阶段分析研究自然灾害对项目的影响, 对确定项目

的可行性具有重要意义。

从短期看 , 自然条件变化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 , 即自然

条件变化常常在时间、类型、影响程度等方面都未知的情况

下发生。在农业生产中, 这种现象大量存在 , 因而会给农业

投资项目带来强烈的不确定性影响 , 对经济效益的影响程

度也难以预测。大量的实践经验表明, 当自然条件恶化, 自

然灾害发生时 , 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因此 , 农业投资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就不应忽视对这种影响的分析。然而, 一般而

言, 自然条件变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常常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和周期性 , 如某一地区的地形地貌、长期气候状况等, 它

们对农业投资项目的影响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和确定

性的。掌握和分析这些自然条件变化影响的规律性和确定

性, 不仅有助于决策在某一特定地域应该进行何种技术类

型项目的投资 , 需采用何种项目建设和经营的制度、方式

等, 还有助于进一步地研究在一定时期内自然灾害发生对

农业投资项目可能带来的影响 , 从而进一步确定项目的可

行性。

3  自然灾害影响的不确定性分析

农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对自然灾害影响的研究应

体现在2 个方面: 首先是在项目技术选择中的研究 , 这是对

项目区长期确定性自然条件因素影响的分析。在技术方案

选择阶段, 投资人可根据研究结论选用适合于当时当地自

然条件变化规律的技术方案进行投资。其次是在不确定性

分析中对短期自然条件变化给项目经济效益带来的影响所

作的分析。

不确定性分析是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之

一, 用以分析当投资项目的某些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发生变

化时, 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自然灾害影响的

不确定性分析就是研究当自然条件恶化, 自然灾害发生时,

对项目的经济效益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目前我国

农业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分析一般采用敏感性分析法, 实

际应用中往往比较简单、粗略, 缺乏对自然灾害影响的研

究。下面 , 我们以一个案例为例来对其作一简要介绍。

河北省张家口市某农业投资项目 , 涉及耕地面积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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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hm2 , 总投资约需2 100 万元 , 所需投资主要用于项目区内

基础设施建设 , 农产品优良品种及先进种植技术引进。项

目建成后 , 预期将使项目区内基础设施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农产品结构得到合理调整, 农民增收 , 农业增效。在可行性

研究阶段 , 根据所选技术方案和有关估算资料 , 按10 年计

算期测算后, 该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8 .7 % , 基准收益率

为12 % 时的财务净现值为995 .87 万元 , 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5 .37 年。通过对销售收入、基本建设投资和生产经营成本

所作的敏感性分析得出 , 对项目经济效益影响较大的是销

售收入( 见图1) 。当销售收入下降10 % 时, 内部收益率下

降19 .8 % , 当销售收入下降约20 % 时, 内部收益率开始低于

12 % , 项目变为不可行( 图1) 。

图1 内部收益率敏感性分析

如该例所述, 多数农业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分析仅是

到此为止。对所选定的几个不确定性因素 , 尤其是销售收

入在实际中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及程度 , 影响其变动的原因

等都未作深入分析 , 因而使我们对项目的可行性仍无法进

行确切判断。

许多农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表明 , 一般而言 , 项目

建成投产后 , 基本建设投资和生产经营成本等因素受自然

环境条件影响发生较大变化的可能性较小, 项目经济效益

对其变化的敏感性也较低。而销售收入极易受自然环境条

件的影响 , 在生产经营中发生不确定性的变化 , 同时销售收

入通常又是影响项目经济效益的最敏感因素。为此, 可仅

就销售收入这一最敏感因素作进一步研究。

销售收入取决于农产品产量和农产品价格。作为单个

的农业投资项目, 其产量变动往往并不能影响农产品价格,

因此, 项目销售收入的变动主要取决于该项目所生产的某

种农产品产量的变动, 即产品产量变动是影响项目可行性的

直接最敏感因素。农业投资项目的技术方案一经确定, 并在建

成投产后按该技术方案进行生产经营, 农产品产量的变化就主

要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因此, 进一步的研究可限定在自然

环境条件变化对项目经济效益影响的范围内。

进一步的研究可采用敏感性分析和一定程度的概率分

析方法相结合来完成。下面延续前例作一探讨。根据统计

资料计算 ,1987 ～1996 年 , 该项目所在地区各年粮食单位面

积产量及增减产情况见表1 。

由表1 可见 , 由于科技进步的影响, 该地区粮食生产能

力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同时可以看出, 各年波动较大,

其中的一些年份粮食生产出现减产 , 减产幅度最高达到了

64 % 。由统计资料可证实, 减产的年份正是自然灾害严重

的年份。如1989 年和1993 年该地区自然灾害成灾面积占

耕地面积比重分别达到了94 .9 % 和80 .9 % 。实际上该地区

每年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的影响, 包括旱灾、风

灾、冰雹灾等。如1990 年和1996 年成灾面积仅占耕地面积

的0 .6 % 和15 .8 % , 影响较小 , 因此 , 粮食产量较高。

  表1 1987～1996 年项目所在地粮食生产情况

年份 单位面积产量∥kg/ hm2 比上年增减幅度∥%

1987     2 577     -

1988 3 247 .5     + 26

1989 1 177 .5 - 64

1990 3 894 .8 + 231

1991 2 331 .8 - 40

1992 3 739 .5 + 60

1993 1 791 - 52

1994 3 733 .5 + 108

1995 3 279 - 12

1996 4 239 + 29

  假设销售收入每年发生的概率为0 .1 , 依据各年资料及

销售收入与农产品产量的关系 , 可计算该地区销售收入在

1987～1996 年10 年内增减发生的累计概率 , 并编制计算表

如下( 表2) :

  表2 1987～1996 年销售收入增减概率计算

年份 销售收入增减∥% 发生概率 累计概率

1989     - 64 0 .1 0 .1

1993 - 52 0 .1 0 .2

1991 - 40 0 .1 0 .3

1995 - 12 0 .1 0 .4

1987      - 0 .1 0 .5

1988 +26 0 .1 0 .6

1994 +108 0 .1 0 .7

1992 +60 0 .1 0 .8

1990 +231 0 .1 0 .9

1996 +29 0 .1 1 .0

  表2 表明 , 该地区在1987 ～1996 年有40 % 的年份减产。

上面所作的敏感性分析已经确定 , 当销售收入减少约20 %

时, 项目将由可行变为不可行。通过计算表可知 ,10 年中有

3 年销售收入减少超过了20 % 。因此, 可进一步确定, 该项目

在生产经营中可能有30 % 的年份不可行。

在实际研究中, 可通过对各项经济效益指标期望值的计

算作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为项目决策提供更科学精确的依据。

以上分析简单明了 , 易于理解和掌握 , 便于在实际可行

性研究中应用, 其成立的假设条件及在实际应用中所需的

修正解释如下 :

( 1) 计算分析期的选取。为了总结概括某一地区自然

灾害发生的规律性, 一般而言 , 选取的计算分析期越长, 精

确性越高。实际研究中, 可根据项目所在地区实际情况, 决

定分析时间长度。

( 2) 分析中未考虑项目本身的抗灾能力。现代农业项

目的投资建设都具有一定的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项目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技术方案分析中 , 应就此做出定量分析

和讨论 , 从而就可在不确定分析中引进项目抗灾能力来对

项目可行性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考虑了项目本身的抗

( 下转第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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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度98 .62 % , T 检验分别为2 .339 8 和5 .718 6 都显著, 而

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正确。在进行自相关检验时发现 DW=

1 .810 9 , n= 16 , k = 2 , 查 DW 检验表 dL = 0 .982 , dU = 1 .539 落

在无自相关的区域, 表明随机误差项之间不存在自相关。具

体计算结果见表1 :

  表1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临界概率

C 5 .662 275 0 .072 185 78 .440 73  0 .000 0
x1 0 .012 594 0 .005 382 2 .339 816 0 .037 4
x2 0 .027 595 0 .004 825 5 .718 618 0 .000 1

判定系数 0 .986 253 因变量均值 7 .214 453

调整判定系数 0 .983 962 因变量标准差 0 .229 863

回归标准差 0 .029 110 赤池信息准则 - 4 .058 599

回归平方和 0 .010 169 施瓦兹准则 - 3 .916 989

极大似然估计函数的对数值 33 .439 49 F- 统计量 430 .463 0

D- W 检验值 1 .810 923 临界概率 0 .000 000

  所以最终确定农民收入模型为: lny = 5 .66 + 0 .013 x7

+ 0 .028 x8

2 .3  结果分析 上面的计算结果表明非农业劳动力占乡村

劳动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ny 增加1 .259 4 个百分点, 因

此, 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对提高农民收入作用明

显。每百个劳动者中受9 年以上教育( 包括的9 年) 的人数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lny 将上升2 .759 5 % , 因而可以判断, 农

民受教育水平即人力资本对农民的增收作用与其他影响因

素相比是最为显著的。

3  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和建议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可知人力资本状况即农民的受教育

水平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最

显著, 针对这点给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 :

3 .1 从非农领域寻找增收突破口,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  目前, 由于机械化水平提高和城市建设造成部分农

民失地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 因此, 要加快剩余劳动力流

动和转移, 减少农村人口 , 增加农民收入, 就要加快非农产业

的发展。首先, 促进乡镇企业的第2 次创业, 乡镇企业的发

展无疑会促进大量的农村专业市场的涌现, 带动第三产业的

发展。其次 , 各地应以自己的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 因地制

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 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可以允许部分农民专门从事这些产业, 并允许他们以非农产

业为终生职业。第三, 在扩大农民就业的同时, 引导更多的

农民定居于工业经济带周围、服务于企业, 无形中促使农民

身份的变迁, 使其成为新的“市民”, 这也从客观上提高了农

民的收入水平 , 并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增收难的问题。第

四, 政府出台如降低税率 , 义务技术咨询等优惠政策 , 增加农

民的积极性, 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 还可以适当降低农民

创业贷款利率, 使农民有能力扩大生产 , 实现规模经营, 最终

使农民的人均收入大幅度地增长。最后, 应由政府引导 , 逐

步建立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农村人才市场。如果广大农村能

建立自己的劳动力市场, 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加速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转移, 实现农民的增收。

3 .2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 我国现阶段农村教育的

情况是: 农民受教育程度低, 农民贫困, 影响农民子女受教

育,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全国有数百万农村儿童因贫困而辍

学, 或根本就上不起学; 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因此, 我国

政府应该大力、全面地发展我国的农村教育, 大力推广农村

九年义务教育, 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 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率。与此同时, 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的转移归根结底也是

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首先, 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入。针对

我国目前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必须逐步取消城乡分

割的教育投入机制, 中央政府直接保障义务教育的经费投

入, 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实行补助, 逐步压缩高等教育经费所

占的比例, 教育投入逐步向义务教育倾斜, 用法律手段将经

费负担的责任、数量等固定下来。针对投入量不足的状况 ,

根据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对部分农村提供优惠, 如免

除九年义务教育的一些学杂费, 为当地学生提供免费的学习

用品等。其次 , 政府也应采取积极措施, 扩展资金筹集的渠

道,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量, 如发行教育国债等。政府应

调整农村教育结构, 在注重农村基础教育的基础上, 大力兴

办适合普及农业技术和农业现代化的职业教育, 提高农民就

业的竞争能力。

另外, 在其他方面政府也应该采取有力措施: ①加大农

业税免征减征力度。重点向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倾斜。②

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 有

条件的地方要提高补贴水平, 大幅度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

购置补贴。③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

力度。建立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④加大对产粮大

县的财政支持力度。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对产粮大县和

财政困难县实行转移支付。⑤加大扶贫开发和农村社会事

业投入力度。提高对农村教育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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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能力后 , 一般都会提高项目的可行性。

( 3) 在分析中由于该地区没有可参照研究的同类项目,

所以选用了过去粮食生产资料并且采用相邻2 年产量变动

相对数据来讨论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 以最大限

度地消除其他技术应用的作用。实际研究中 , 如果有可参

照的同类项目, 应采用该同类项目发生的绝对数据来进行

研究 , 研究结论的精确性将会更高。

此外 , 在研究中还应注意政策、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等

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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