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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财政支出对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

叶初升
!

惠
!

利

摘
!

要!中国农业污染问题愈发严重$农业经济增长的目标应从数量增长转移到质量数

量并重$研究农业财政支持对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考察农业财政支

出对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长期有助

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财政支持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财政支出主

要通过农业生产结构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粮食作物占比越大$污染物排放量也越大#因

此$应持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优化农业财政支持结构$建立与农业污染物减排挂钩

的财政支持体系$提高农业财政支出效率$促进中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

关键词!农业财政支出&绿色生产率&农业污染&

UXH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农业的发展关系着国计民生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

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正外部性较为明显$政府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财政支持来保证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从
!99:

年的
$0"#//

亿元$增加到
/"!$

年的
!$!?0#%

亿

元$年均增长
/"#&d

&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d

增加到
!0#9d

$占总支出的

比重从
&f0d

增加到
9#0d

#农业领域投入不断加大$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民增产

增收效果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d

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d

以上#

但中国农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根据环保部公布的+

/"!$

年中

国环境状况公报,$

/"!$

年全国废水中化学需氧量)

+GI

*排放总量
//9$#&

万吨$其中农

业源排放
!!"/#$

万吨$占比
$%#"d

&氮氨排放总量
/0%#:

万吨$其中农业源排放
?:#?

万

吨$占比
0!#?d

#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金书秦%武岩$

/"!$

!

?!;

%!

*

$农业污染成为中国当前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之一#日益严重的农业污染问题$直

接威胁到中国的生态安全%农产品质量和人体健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引发环境权

益类'群体性事件(等社会矛盾$危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袁平%朱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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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国农业财政支持措施是否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剧了农业生产污染的

排放/ 是否有效促进了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 是否拉大了农业绿色生产和传统生产之间

的差距/ 在农业财政支持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利用农业财政支持资金$提高农业

财政支持效率/ 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鉴于此$笔者使用
!99:@/"!0

年省际面板

数据$估算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考察农业财政支持政策对中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农业财政支出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划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合意的农业经济产

出的影响&二是对非合意的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当前对农业经济增长进行研究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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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较多$但对农业污染排放的研究文献较少$对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研究更为缺乏#下面分别从农业财

政支出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两方面进行评析#

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财政支持是激励农业生产

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工具&二是财政支持能够解决农业增长所需要的公共品外部性问题$通过形成物质

资本增加私人部门获得资源的便利度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形成人力资本提高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是研究财政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估算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多数研究对财政支持的影响效果持肯定态度$但对适合中国农业发展

的最优规模存在不同意见
)何振国%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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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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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多数研究者认为$与财政支出规模相比$支出结构的影响作用可能更为重要#不同类型的公

共支出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一方面受到本身生产能力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各类支出在政府总支

出中所占比重
)

A76.7J A>4

8

6>+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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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总体上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

中经济性支出比社会性支出和转移性作用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李晓嘉$

/"!/

!

&%;?/

*

#有学者从农村'推

力(的角度分析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生产效率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发现农机购置补贴能够提高机械化

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其他财政支出可以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
)吕炜等$

/"!:

!

//;0/

*

#

农业财政支出对环境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一方面$财政支农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农业

环境#比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可以产生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乘数效应$通过农机的使用和普及$优化

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组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高玉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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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支农资金未充分利用%支农力度未达到要求$甚或支农资金引导农

户加剧使用化学类要素投入$则会对农业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国家对化肥行业的管制和

财政补贴政策扭曲了化肥要素市场$显著激发了化肥面源污染物的排放
)葛继红%周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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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选题上看$当前研究财政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财政支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较

少文献分析支农政策对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方法上看$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较为合适的衡量

经济增长的方法#本文把考虑环境污染因素的农业经济增长称为农业绿色经济增长$把包含环境污染

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称为绿色生产率#已有学者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农业经济增长
)薛建良%李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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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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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海彬%赵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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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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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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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数文

献采用非径向的
4CJ

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

4CJ

模型方向向量的设定存在主观性$同一决策单元在

不同的方向向量设定下所计算出来的效率存在偏差#

0MJ

)

W3)

8

4X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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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不仅能够

避免主观设定模型参数$还具有非径向和非角度的特点$考虑环境的
0MJ

模型实现了包含环境因素的

效率测度$可以核算环境约束下的生产效率
)李涛$

/"!0

!

&&?;&9/

&王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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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0MJ

也存在两

个问题$一是不能处理投入产出的上下界$不能处理规模报酬可变模型&二是该模型对环境效率的识别

能力较弱#那么$有没有一个既是非径向的%投入产出边界可调整的$且识别能力较高的%综合性的框

架$来考察中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问题呢/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扩展!一是使用
!99:@/"!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财政

支持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并分别探讨支农支出对合意产出)农业产出*和非合意产出)农业生产污

染*的作用$为我国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优化与完善提供理论支持&二是进一步分析导致农业绿色生产

率和传统生产率之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农业经济从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型提供一定论证&

三是使用
CMJ

模型结合超效率模型和
<JO

指数$以准确核算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目前基于
CMJ

模

型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还很少$将
CMJ

模型%超效率模型和
<JO

指数结合起来测算中国农

业绿色生产率的文献还未出现#

二%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测算

)一*绿色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假设各省的农业部门使用
J

种投入
H

&

0

J

k

$得到
?

种合意产出
7

&

0

?

k

和
N

种非合意产出
A

&

0

N

k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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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农业部门的投入产出量为)

H

&

*

$

7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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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后文要对绿

色生产率进行回归$为解决效率值截尾问题$将超效率模型与
CMJ

结合相结合#

CMJ

模型由
T66

1

4>

等提出)

T66

1

4>4E32#

$

/"!!

!

%:;9$

*$该模型与
0MJ

模型类似$但适用于不同的规模报酬条件$它要求

投入产出在一定边界内进行$能够有效解决
I.M

模型中的投入产出变量负值问题$且模型识别能力较

高$可用于计算包含环境因素的不同规模报酬条件下的生产效率问题
)

W3.7+5+3)5Y3>I+

1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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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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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笔者构造一个基于
&

时期观测值和技术的包含'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
CMJ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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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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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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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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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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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S

B

V

!

!

B

V

!

表示规模报酬可变&

$

H

$

@

3

%

$

7

$

k

%

和
$

A

$

@

X

分别是投入%产出和非合意产出)污染*的松

弛变量$代表投入和产出的当前值与最优值之间的差距#

H

3

和
A

X

分别表示投入和非合意产出的下界$

*

7%

表示产出的上界#根据农业生产原理$投入不可能小于
"

$产出不会突然达到当前生产能力的
!"

倍$而

且当投入减少时会出现农作物减产#因此$本文将投入的下界设定为
"

$上界设定为当前技术条件下的

投入值&另外为了保证粮食产出增加又不大幅增加$将产出的下界设定为当前值的
%"d

$上界设定为当

前值的
!"

倍)在实际操作中$对上界还做了与当前值
/

倍的对比分析$结果差异不大*#

为了进行跨期比较研究$参考相关文献
)

M7

$

/"!"

!

!%0;!9?

*

$将
<JO

指数定义为!

<J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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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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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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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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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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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中$

<JO

&

$

&k!表示农业生产率指数$其值大于或小于
!

分别表示农业生产率有所增长或降低#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
!99:@/"!0

年中国内地
0"

个省份的农业投入产出的省际面板数据$估算中国农业绿色

生产率#为增强针对性和具体性$本文的农业采用国家统计局关于种植业的定义#为保持数据口径的

统一$本文不包括西藏$重庆的统计数据从
!99?

年开始#原始数据主要源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新中国农业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地统计年鉴#

投入指标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农业机械%灌溉%化肥%农药和农膜
?

个方面#劳动力投入采用的

是农业就业人数$将农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作权重$对农林牧渔业劳动力)第一产业就

业人数*进行分离$计算出的劳动力数量作为种植业的劳动力投入)万人*&土地投入$为反映复种套种%

补种改种和移植作物等情况$本文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千公顷*表示&机械动力投入$以农业总产值占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权重$对农机总动力进行分离$作为种植业的机械动力投入)万千瓦*&灌溉

投入以每年实际有效灌溉面积)千公顷*计算&化肥投入以每年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折纯量

)万吨*表示$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农药投入以农药使用量)万吨*表示&农膜投入以每年农用

塑料薄膜使用量)万吨*表示#

产出指标包括合意产出和非合意产出两个方面#合意产出$用农业总产值表示#为剔除价格因素

的影响$本文用各省份
!99:

年不变价农业总产值表示&非合意产出$指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面源污染物$

本文主要指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
+GI

%

-?

%

-!

%农药和农膜残留造成的污染#

由于环保部自
/"!!

年起才在环境统计中加入农业源的污染物排放统计$所以本文需要计算各个年

份的农业污染物排放量#参阅相关文献后$本文选择清单分析法$该方法基于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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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提出的'单元调查评估法($由于适合大范围大区域的农业非点源污染测度而被广泛使用#清单分析

法通过构建产生农业和农村污染可合理计量的最小单位$建立不同单元不同区域农业和农村污染产污

强度系数%资源综合利用系数和流失系数的数据库$进而计算出污染物排放量#

笔者借鉴相关文献
)赖斯芸等$

/""$

!

!!%$;!!%?

&陈敏鹏等$

/""&

!

?:!;?::

&梁流涛$

/""9

*

$并参考第一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公布的各种手册)农业污染源肥料流失系数手册%农药流失系数手册%农田地膜残留系数手

册*$对各产污单元)如表
!

所示*%单元产污系数和排放系数)如表
/

所示*等参数进行了补充和调整后$

计算得出
!99:@/"!0

年各省份的农业污染物排放量#需要注意的是$系数手册根据种植区划将检测调

查区域分类$包括南方湿润平原区%南方山地丘陵区%黄淮海半湿润平原区%北方高原山地区%东北半湿

润平原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平原区#然而$有些省份地域涵盖几种不同区域$对于这种情况$本文将各区

域的流失系数取平均值作为该省的流失系数值&其中包含地表径流和地下溶淋两种类型的$也取其平均

值代表流失情况#

表
&

!

农业非点源污染产污单元清单列表

活动类别 调查单元 调查指标 单位 排放清单
化肥 氮肥%磷肥%复合肥 施用量)折纯* 万吨

-?

%

-!

农药 农药 使用量 吨 农药

农膜 农膜 使用量 吨 农膜

农田固体废弃物 稻谷%小麦%玉米%豆类%薯类%油料%蔬菜 总产量 万吨
+GI

%

-?

%

-!

表
$

!

农业非点源污染产污单元产污强度影响参数表

活动类别 影响参数
化肥 复合肥的氮%磷含量)

d

*$氮%磷利用率)

d

*$地表径流流失率)

d

*$地下淋溶流失率)

d

*及流失量

农药 农药流失系数)

d

*

农膜 农膜残留系数)

d

*

农田固体废弃物 秸秆产量比)千克!千克*$秸秆的氮%磷%

TMB

含量)

d

*$秸秆养分流失率)

d

*及流失量

笔者使用的各种投入和产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0

所示#为确保本文测算结果的准确性$本文

将测算结果与公开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本文测算的化肥流失带来的
-?

%

-!

排放总量与第一次全国农

业源普查公布数据差异不大)由于普查数据未包含农田固体废弃物带来的污染$因此仅与化肥流失导致

的污染物排放量进行对比*&

+GI

%

-?

%

-!

排放总量与陈敏鹏等)

/""&

*的研究测算基本相符&农膜残留

量与农业部
/"!:

年公布数据!相差不大&目前针对农药残留的研究尚十分欠缺$多数文献使用农药施

用量作为替代变量#由于数据原因$本文经过处理后的农药残留量要小于农业部公布的农药平均利用

率
0:d

计算得出的残留量$但仍能反映农药残留带来的问题#

表
#

!

投入和产出的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变量描述 单位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5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千公顷
:&% :/!?#0& 0$:!#!" /$/#$& !$0/0#:$

O#A')

农业劳动力 万人
:&% ::!#!! $0$#/! !?#:/ /0"$#9?

Q")&

化肥折纯量 万吨
:&% !:%#"% !/&#%/ &#:" &9&#0?

@))*

有效灌溉面积 千公顷
:&% !%&!#&" !09!#$& !:0#"/ :0$/#!/

J#6,

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 //:$#%0 /0$%#%% 9:#0/ !/?09#%0

R

农业总产值 亿元
:&% $%:#/: 0%0#9: //#99 /!$?#"?

-?

总氮流失 万吨
:&% !0#%0 !$#"9 "#:" ?&#0&

-!

总磷流失 万吨
:&% "#%0 "#&" "#"$ /#??

+GI

化学需氧量流失 万吨
:&% ?#"9 &#"% "#$% /%#&"

Q*23

农膜残留 万吨
:&% "#&" "#&! "#"! /#:"

!"$&

农药残留 万吨
:&% !#/9 !#$& "#"" %#%!

.

!:

.

!

农业部网站$

7EE

1

!""

,,,#O63#

8

6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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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财政支出对中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农业财政支持政策对中国农业绿色增长的动态影响$笔者构建了以下模型!

R

*&

V"

"

U"

!

R

*&

T

!

U"

/

Q@?M

*&

U"

0

Q@?M

*&

T

!

U"

X

+G?-

*&

U#

*

U

$

&

U

1

*&

)

0

*

!!

其中$

R

*&

表示第
&

年
*

地区的生产率$包括绿色生产率)

<-Q!

*&

*和传统生产率)

-Q!

*&

*两种&

R

*&@!

表示
&

年
*

地区的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用于控制滞后期对当期的影响&

Q@?M

表示农业财政支出$用财

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当期和滞后期分别反映国家财政对当年和下一年农业生产的

影响#由于财政支出%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处理可能存在的双向

因果关系$本文采取差分
<JJ

方法$具体通过引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

+G?-

*&

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

*自然条件)

?#&1)"

*$用各省份受灾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之比来表示#农业是弱质性产业$农业的生产对象是植物$对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的依赖

性较强$自然环境可能对农业的生产和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

*农业生产结构)

4&)16

*$用各省份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个资源要素不断优化配置的

过程#)

0

*对外开放程度)

G

8

"%

*$用各省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与各省份农业增加值之比来表示#)

$

*农

村人力资本)

.51

*$用各省份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将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

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分别记为
"

年%

&

年%

9

年%

!/

年和
!?

年$然后将各省份劳动力不同

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乘以对应的受教育年限$得到的结果即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

*机械

化水平)

J#6,

*$用机械总动力占农业增加值的比例表示#农户拥有的机械动力水平$会影响农业技术

生产率#)

&

*经济发展水平)

M

;

)*

*$用人均农业生产总值表示$为避免内生性$使用滞后一期的人均农

业生产总值表示某省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一*农业财政支出对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表
$

的回归结果反映了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绿色生产率%传统生产率和两者之间差异的影响#首

先从回归结果)

!

*可以看到$财政支出的系数值为
@"#:/"

$但并不显著$滞后项系数为
"#&9:

$在
!"d

的

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农业财政支出能够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但有滞后效应&经济发展程度一定程度上

能够推动农业向绿色经济增长转变$受教育程度%机械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转变有一定影

响但并不显著#回归结果)

/

*说明农业财政支出能够促进传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但也有滞后效应$

且影响程度比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要低$农业财政支出占比增加有助于第二年的农业生产率提高&

家户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生产结构向经济作物转变也能提高传统农业生

产率#

表
$

中回归结果)

0

*和)

$

*反映的是农业财政支出对绿色生产率和传统生产率之间差异的影响#这

里的差异是指传统农业生产率与绿色生产率之差$为详细比较考虑污染因素后$农业生产变好还是变

差$本文将差异值大于和小于
"

的情况分别分析#可以看到$当绿色生产率较高时$农业财政支出能够

显著减少两种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当农业生产率较高时$财政支出则显著增加两种生产率之间的差异#

也就是说$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生产率存在一种推动效应$当农业生产方式为绿色增长$财政支出能够

推动农业继续绿色增长&当农业生产方式为粗放的生产方式时$财政支出导致增长方式更为粗放#具体

来说$当绿色生产率水平较高时$农业财政支持力度每提高
!

个单位$二者之间的差异当年就减少

"f9/:

个单位$第二年增加
"#:&!

个单位$当传统的农业生产率水平较高时$支农力度每提高
!

个单位$

二者之间的差异就提高
"#?$$

个单位$第二年为
"#"9?

但不显著&支农还能通过调节生产结构促使农业

经济绿色增长$在同样的财政支持下$粮食作物占比每提高
!

个单位$两种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将减少

!f:":

或
!#0?/

个单位#

总的来说$财政支出长期有助于农业生产率提高$但有一定的时滞性#当期财政支出可能不会提高

农业生产率甚至会降低$但随着时间推移$政策效应逐渐显现#财政支持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有推

波助澜作用$应引导支农政策向绿色经济增长转变$减少现代绿色增长与传统粗放增长之间的差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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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

!

农业财政支出对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

!

*

<-Q!

)

/

*

-Q!

)

0

*

-Q!;<-Q!

+

"

)

$

*

-Q!;<-Q!

,

"

R

E@!

@"#//:

---

@"#/!&

---

)

"#"::

* )

"#"$9

*

Q@?M

&

@"#:/" @"#:%&

--

@"#9/:

-

"#?$$

--

)

"#:?0

* )

"#/$!

* )

"#::/

* )

"#0/!

*

Q@?M

&@!

"#&9:

-

"#:/0

-

@"#:&!

--

"#"$!

)

"#$""

* )

"#/90

* )

"#/$$

* )

"#/0?

*

Q@?M

2

4&)16

!#:":

--

@!#0?/

---

)

"#&?&

* )

"#$$?

*

M

;

)*

"#"""$

--

"#"""! "#!/9

)

"#"""/

* )

"#"""!

* )

"#!%:

*

.51

"#!"$ "#!"/

---

"#!:9

---

@"#"?0

--

)

"#"9?

* )

"#"0&

* )

"#"0%

* )

"#"0&

*

4&)16

@"#$:"

@"#$%$

-

@"#$/:

--

"#!09

)

"#$&"

* )

"#/:?

* )

"#/!"

* )

"#/"!

*

J#6,

"#"!9 @"#"!/ @"#""& @"#"!!

)

"#"0%

* )

"#"/"

* )

"#""?

* )

"#""?

*

?#&1)"

@"#"&! @"#"// @"#"&! "#!$"

--

)

"#"9:

* )

"#"9/

* )

"#"&!

* )

"#"&/

*

G

8

"%

"#"!: "#""0 "#""? @"#"/"

--

)

"#"!$

* )

"#"!?

* )

"#"!/

* )

"#""%

*

F $$" $$" /:" /:!

!!

注!括号内数值为
E

统计量$

---

%

--

%

-分别表示
!d

%

:d

和
!"d

的显著性水平#

)二*农业财政支出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分解

农业财政支出一方面能够增产增收$促进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可能会激励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性

要素投入$加剧农业面源污染$污染水源$破坏生态环境$危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体健康#由于本文

分析的是绿色经济增长$农业生产中粮食作物使用的化肥%农药是农业污染排放的重要来源$因此$在接

下里的回归分析中$加入农业财政支出和农业生产结构的交互项$深入分析农业财政支持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表
:

反映了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产出)

<I!

*和农业污染)

!GOO

*的影响#

表
'

!

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产出和农业污染的影响

<I! !GOO

)

:

* )

&

* )

?

* )

%

*

Q@?M

"#09?

---

"#"!0 @%#$/9

---

@0&#"&"

---

)

"#"?0

* )

"#/"%

* )

/#$$9

* )

&#%&&

*

Q@?M

2

4&)16

"#&:!

--

$&#%9"

---

)

"#00!

* )

!"#9!"

*

M

;

)*

!#?!$

---

!#?"9

---

/!#9:"

---

/!#&/"

---

)

"#"9%

* )

"#"9%

* )

0#0""

* )

0#/$!

*

.51

"#/00

---

"#//$

---

%#0:9

---

?#&%$

---

)

"#"/0

* )

"#"/0

* )

"#?&:

* )

"#?&%

*

4&)16

"#/!0

-

"#"90 %#&"/

--

@"#"99

)

"#!/0

* )

"#!0?

* )

$#!!/

* )

$#:!&

*

J#6,

@"#"0&

---

@"#"0&

---

"#"$! "#"&/

)

"#""$

* )

"#""$

* )

"#!$?

* )

"#!$?

*

?#&1)"

"#"!9 "#"/? @$#/$0

---

@0#&&%

---

)

"#"$/

* )

"#"$/

* )

!#$"$

* )

!#0%:

*

G

8

"%

@"#":!

---

@"#":/

---

@"#&:!

---

@"#&%%

---

)

"#""&

* )

"#""&

* )

"#!99

* )

"#!9&

*

(

6'%$

0#&!?

---

0#?&$

---

@:"#$&"

---

@09#%?"

---

)

"#//%

* )

"#/09

* )

?#&/9

* )

?#%%:

*

? :"0 :"0 :"0 :"0

!!

注!括号内数值为
E

统计量$

---

%

--

%

-分别表示
!d

%

:d

和
!"d

的显著性水平#

由于不同省份的农业生产总值差异较大$笔者对其作对数处理#从回归结果)

:

*可以看到$财政支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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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能够显著增加农业产出&教育程度越高$农业产出也越高&机械化和对外开放则不利于产出增加#回

归结果)

&

*中加入了财政支出和农业生产结构的交互项$财政支出和生产结构的交互项为
"#&:!

$在
:d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财政支出和生产结构的参数虽然仍为正$但系数值变小且不显著&这说明财政支

出主要通过影响生产结构影响农业产出$财政支出相同时$粮食作物占比每提高
!

个单位$农业产出增

加
"#&:!d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财政支持能够促进农业产出增加$且主要是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发

挥作用的$粮食作物占比越大$财政支持的增产作用越显著#

从回归结果)

?

*来看$农业财政支出有助于减少农业污染物的排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污染

物排放可能也越高&回归)

%

*中加入了财政支出和农业生产结构的交互项$可以看到交互项负号为正$且

在
!d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同时财政支出的系数值增大且仍为负$但农业生产结构的系数值不显著#

这说明财政支出总体上有助于减少农业生产污染$但会通过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污染物的排放$相同财政

支出水平下$粮食作物占比每增加
!

个单位$农业生产污染增加
$&#%9

个单位#

根据表
:

$本文认为财政支出存在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从总体上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污染$另一

方面$却加剧了粮食作物的农业污染排放#这可能是因为$财政支出对污染排放有正向和反向两条路

径#正向效应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农业污染物的排放&产生收入效应$促进农机具替代#负向效应主

要是指农资补贴等政策刺激农民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尤其是化肥农药等化学性投入品$导致农民过量施

用化肥农药等化学性要素$加剧农业面源污染#财政支出虽然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率提

高$但同时也对化学性投入品的使用起到了激励作用$导致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愈发严重#

综上所述$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为提高产出$减少污染&但对粮食作物的影响是减少产出$增加污

染$且污染的加剧作用较大$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为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更为严重$进而导致绿色生产与传统生产之间的差距增大#因此$应建立与农业污染物减排相关的

财政支持体系$但当前我国尚未设定用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专项资金$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公共投

入严重不足#国外已有国家做这方面的尝试$如日本从
/""?

年开始实施'农用地%水%环境保全对策($

该政策对化肥施用减少的农户进行补贴$并明确规定了补贴的标准和要求$有效改善了农业环境质量#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笔者使用
0"

个省)市%自治区*

!99:@/"!0

年的面板数据$在使用
I.M

方法中的超效率
CMJ

模

型结合
<JO

指数测算出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运用
<JJ

方法检验中国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绿色生

产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农业财政支持有助于农业生产率提高$但农业的支持政策有滞后效应#财

政支出可能不会提高甚至会降低当期农业生产率$随着时间推移$政策效应逐渐显现#农业财政支出对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支农政策应导向绿色经济增长#当前的农业财政支持政策有助

于提高产出%降低污染$但却加剧了粮食作物的污染物排放程度#这可能导致粮食作物的生产愈加劣

势$影响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

基于笔者的分析$得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持续增加农业财政支持资金总量$加强农业生产建设支

出$完善我国农业财政支持体系$促进形成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第二$优化农业财政支持资金结

构$完善农业财政支出资金导向$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策略&第三$建立与农业污染物减排挂钩的财政

支持政策$加强对农户生态知识的教育宣传$采取一定的措施激励农民使用环境保护型技术$扩大测土配

方政策的实施范围$加强农业环境保护型技术的推广和使用$提高农业环境保护型先进技术的实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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