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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使用Granger 因果检验验证财政支农投资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运用生产函数测定财政支农各类投资的边
际产出效应 , 并进一步分析实际财政支农投资结构的偏差及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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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is paper the productionfunc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arginal output of all kinds of financial i nvest ment in China’s agriculture .On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i n agriculture and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t was exami ned with Granger Causality
Test ,and thenthe deviation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structure to agriculture inthe reality and the further solution were analyz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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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三农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如何提

高农民收入水平更是焦点中的焦点。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水

平,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多予, 少取, 放活”的政策方

针, 其中的“多予”就是指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农力度。那么

为何要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农力度? 我国财政支农的政策

效果到底怎样, 是否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增长? 前一个问

题是理论层面的, 后一个问题需要通过实证的检验来回答 ,

笔者的研究侧重于对后一个问题的分析展开。

财政支农投资是公共投入 , 属于公共财政的研究范围。

然而, 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对于财政支农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

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定论, 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 其一,As-

chauer 等认为, 财政支农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政府

通过对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生产支援和农业 R&D 等的财政

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规模经济, 从而降低农业的生产

成本和交易费用, 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其二,Grier 等认为 ,

财政支农投资并不能导致农业经济增长, 因为政府投资会产

生挤出效应和扭曲性税收, 从而导致政府投资的效率低下。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 国内的研究结果大多支持财政支农

投资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观点。比如, 国内学者朱晶[ 1] 等。

钱克明[ 2] 运用单方程模型, 估计各种农业公共投入品对农牧

业总产值的贡献大小依次为: 农业科技投入、农村教育投入、

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农牧户物质投入。

笔者在使用Granger 因果检验验证财政支农投资增长和

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 运用生产函数测定财政支

农各类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 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支农投资结

构的效果偏差。

1  我国财政支农现状

1 .1  财政总支出中支农投入的比例趋于下降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虽然国家财政性支农支出( 预算内, 下同) 的绝对

量从1991 年的347 亿元增加到2003 年的1 754 亿元, 但财政

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整体上却呈现下降趋势( 图1) ,

从1991 年的10 .3 % 下降到2003 年的7 .1 % 。其中,1998 年支

农支出比例提高到10 .7 % , 这是因为1998 年国家增发1 000

亿元债券中有350 亿元用于与农业相关的长江中下游、松花

江、嫩江、黄河的堤防工程 , 蓄洪区建设, 移民建镇和水利枢

纽工程等, 但实际上直接用于农业的只有20 亿元。

图1 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Fig .1 Theshare of financial invest in agricultureintotal financial

invest

1 .2 支农投入与农业对国民经济贡献不对称  从图2 可

见, 财政性支农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远低于农业 GDP 在总

GDP 中比重。也许有人会说, 国家税收中来自农业的只有

4 .0 % 左右, 但须知农民对财政的贡献还有乡镇企业纳税, 这

一块占到国家税收的不小比例。以2001 年为例 , 农民通过农

业、乡镇企业上缴的税收就占国家税收的18 .7 % , 高出当年

财政支农比重13 .6 个百分点, 上缴金额达2 353 亿元, 多出

财政支出金额1 388 亿元。

图2 财政支农占比与农业GDP 占比比较

 Fig .2 Contrast onthe proportion of financial invest in agriculture

and proportionof agricultural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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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科技占比较小  从图3 可

见, 总量上 , 国家财政支农投入不足, 要进一步对国家财政支

农投入的结构进行分析。当前财政支农支出包括: 支援农村

生产支出、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农业基本建设、农

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等项。其中农村救济对农村经济

增长没有直接影响 , 其他3 项的比重分别为部门事业费支出

最大, 农业基本建设次之,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最少。

图3 财政支农投资结构比重比较

 Fig.3 Comparison on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vest in agricul-

tureionsupport

2  财政支农政策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图4 财政支农支出增加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Fig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heincrease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andthegrow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2 .1  Granger 因果检验 从图4 可以看出, 财政支农支出和

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造成这种关系存在下列

几种可能: 其一 , 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推动农业产出增长; 其

二, 农业产出增长推动财政支农支出增长; 其三, 财政支农支

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但存在另一因

素同时影响两者。在这3 种情况下, 都存在着财政支农支出

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同方向变化的关系。本部分运用

Granger 因果检验法对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

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界定。

原假设 H1 : 财政支农支出总量 Yt 增长不是农业产出 Zt

增长的原因 ; 原假设 H2 : 农业产出增长 Zt 不是财政支农支

出总量 Yt 增长的原因。

Granger 因果检验要求经济变量应为平稳序列, 首先对

ln Yt 和ln Zt 做 ADF 检验( 检验步骤略) 。结果表明 , 财政支

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财政支农支

出增长引起农业经济增长, 而农业经济增长并未明显带动财

政支农支出的增长。这一结论与图1 结论一致。

2 .2 财政支农结构分析

2 .2 .1 指标选择。《中国统计年鉴》将财政支农投资分为4

个部分: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

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新产品试制、中

间试验、重要科学研究) 和农村救济费。基于这一考虑, 笔者

选用现行统计口径下我国财政支农结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就农业投入而言, 可将农业投入品分为私人投入品和公

共投入品两类。前者投入量由农户决定, 后者投入量由政府

财政支农支出决定。

在私人投入中, 现阶段土地投入既面临着土地资源总量

的刚性约束 , 又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 土地投入基本上

是一常量; 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 各地、各主要作物单位

土地面积上劳动力使用量基本上也是一个定量。因此 , 在进

行计量分析时没有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项要素作为解释变

量。化肥、种子、机械动力等投入品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或替

代性, 将各项物质投入作为解释变量纳入生产函数会带来严

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基于农户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会导致

农户农业投资增加的考虑, 笔者选择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入作为解释变量, 并以上一期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总和( in-

come t - 1) 作为解释变量。

农业公共投入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农业科技三项

费用,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这3

部分构成, 其中的农村救济费不考虑, 认为其对农业经济增

长没有直接的影响。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

( X1) 中,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 降

低其生产成本, 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增加农业产出 ;

农业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 并通过农业事业单位

提供的各项服务, 扩大农户生产及交易的规模 , 减少农户生

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增加农业产出。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X2) 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

施等的建设以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本设施可以有效地

降低自然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 改进投入

与产出的质量, 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 增加农业产出。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X3) 投资形成的农业科研成果可降

低农业生产成本, 增加农业产出。

2 .2 .2 模型设定。考虑到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研等公共

投资对生产和市场的影响具有较长的滞后期, 投资期和收益

期不一致, 采用 Mark[ 3] 和Pardey 等[ 4] 研究确定的投资滞后期

和权重将各期流量转化为存量。

、对 X2t 而言, 运用公式( 1) 进行转换:

X2t = �X2t + ( 1 - d) X2t - 1 ( 1)

式中, X2t 是 t 时期形成的固定资产存量,�X2t 是 t 时期的农业

基本建设支出, d 是折旧率。考虑到水利等基本设施的生命

周期大多为40 年, 故 d 取值0 .025 。

对 X3t 而言, 运用公式( 2) 进行转换 :

X3t = Σ
n

t =0
�X3tα( t) ( 2)

式中, X3t 是 t 时期科研存量,�X3t 是 t 时期的科研开支, α( t)

是各期的时间权重( 具体取值见表1) 。

  对各变量进行技术处理之后 , 采用简洁的柯布- 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 形成多元回归模型:

ln Yt = C1 + C2lni ncome t - 1 + C3ln X1 + C4ln X2 + C5ln X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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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科研三项费用流量- 存量转换时间权重

Table 1 The share of flow/stockconversionti me for Three sums of S&T

funds

时期 t

Period

时间权重α( t)

Share of ti me

时期 t

Period

时间权重α( t)

Share of ti me
  0    0 - 9     0 .137

- 1 0 - 10 0 .120

- 2 0 - 11 0 .091

- 3 0 - 12 0 .079

- 4 0 .010 - 13 0 .071

- 5 0 .061 - 14 0 .051

- 6 0 .086 - 15 0 .030

- 7 0 .112 - 16 0 .010

- 8 0 .142 - 17 0

2 .2 .3 模型检验。

( 1) 单整检验。分别对( 3) 式中的诸变量进行单整检验。

结果( 略) 各变量原系列和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

( 2) Johansen 协整检验( 表略) 。通过检验, 得到协整回归

方程:

ln Yt = - 2 .396 262 + 0 .171 399lni ncomet - 1 - 0 .190 911ln X1

+ 0 .157 734ln X2 + 0 .255 461ln X3 ( 4)

由方程( 3) 和( 4) 可以看出 , C2 、C4 、C5 值为正且显著, 表

明农户私人投入、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

农业产出增长有积极的作用。C3 值为负, 表明生产性支出

和事业费支出并未有效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对这一现象

的可能解释是, 在当前的财政运作体系下, 作为转移支付的

生产性支出很难真正补贴给农民 , 并且伴随县乡财政压力的

日益凸现, 县乡政府往往迫使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机管理服

务站、水利站等农业事业单位提供有偿服务以减轻其财政压

力, 致使农户获得农业公共产品的成本不降反升。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

高低的次序为: 科技三项费用最高, 基本建设支出次之, 生产

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 而实际上从图3 可以看出, 现行财政

支农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为 : 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比重

最高, 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次之, 科技三项费用比重最低。现

行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3  结论与对策

其一, 财政支农投资的增加将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 因

此, 实施积极的财政支农政策以供给农业增长所必需的公共

产品是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

其二,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偏差导致财政支农资源配

置的低效率。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 , 大幅

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压缩农

业事业费支出, 可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置效率, 这应成为

今后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 而要优化财政支

农支出结构 , 又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 ,

以避免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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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加大农村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

3 .3 .1 建立和完善扶贫政策体系。目前, 我国的反贫困政

策缺乏全面性、连续性和长远性, 有待于改进和完善。山东

农村的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不合理社会、

经济制度长期运作的结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

题, 就必须消除导致贫困的结构性因素,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

结构, 改革不合理的经济、社会制度,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消

除不合理制度障碍的同时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

新, 要坚持以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为导向 , 在制度上为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激励和保障机制, 提高农村贫困人

口的参与能力和获得发展的能力。

3 .3 .2  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 切实维护农民的权益。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 要建立维护农民利益的组织 ,

来切实保障农民的权力。农民贫困的制度根源就是农民的

权力得不到保障,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给农民公民权, 并

建立保障该权利的利益团体和法律, 这样利益团体才能为农

民的利益参加各方博弈, 来切实保障农民的权力。

3 .3 .3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建

设, 也是解决贫困人口问题的一个必然选择。要明确目前山

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 就是要保障农村人口基本生活

权利, 保证自身发展的物资条件 , 确保贫困人口生有所靠、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 , 实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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