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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产业化水平及其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 
王克喜，毛圆圆，谭 幸 

(湖南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借鉴逐步分析判别法和相应的农业产业化评价体系，选用 1995—2009 的有关数据，对中国农业产业

化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中国农业产业化自从 1987年提出后，1999年之前处于起步阶段，1999年至今一

直处于成长阶段。而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选用全国 30 个省(市、区)1999—2009 年的数据，建

立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对农业产业化和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民收入有

着明显的正向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 0.285 2、0.280 3、0.008 5，区域

之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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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farmers’ income 
WANG Ke-xi, MAO Yuan-yuan, TAN X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Referencing the discriminance of stepwise analysis, according to relevant evaluate system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his paper measur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by choosing the relevant data from 
1995 to 2009,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s at the start stage from 1987 to 
1998,and at the growth stage from 1999 till now. Based on Cobb -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selected panel data 
within 30 provinces from 1999 to 2008, established panel data analysis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on income of farmers by choosing individual fixed effect model. 
Empirical study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farmers’ income,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are 0.2852、0.2803、0.008 5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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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

径。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应坚持走中国特色

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壮大农产

品加工和流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

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

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带动农民收

入增长。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

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以深入探讨如何推进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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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促进农民增收。 
国外对于农业产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工

商综合体、农业产业化或农业工业化和订单农业

等，认为农业产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一方面可

以解决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问题，合理配置农业资

源，另一方面能够大大降低农户面对的市场风险和

价格风险，并能使农户分享由于农业产业链延长而

带来的利益。Goldsmith、Warning研究发现，企业
通过实行订单农业可以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农业

技术、新品种以及市场行情等方面的服务，有效解

决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所遇到的资金不足、技术落

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问题，降低单一农户在市

场竞争中所面临的经营风险，提高农村生产力的水

平，振兴地区经济的发展。[1,2]Kimenye通过统计数
据发现，订单农户在产量和净利润两个指标都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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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农户高，发展订单农业能够为农户提供更多的

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能够有效地促进小

农户收入的增长。[3]然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观

点，认为订单农业在实现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存在一

定的消极影响。Glover、Runsten、Reardon 认为，
农业企业在选择农户作为合作对象时，往往会选择

签订订单成本较小的具有规模化经营的农户，这就

导致了小农户在实际的订单农业中根本就没有与

农业企业签单的机会，导致了本来生存条件就比较

艰难的小农户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不利于农户

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与企业相比，农户在订单农

业中处于弱势地位，参与订单农业的农户对农业生

产结构的调整更趋向于满足企业的需求，这就导致

了农户对订单企业的依赖，降低了他们对价格的谈

判权利。[4-6] 
国内对于农业产业化与农民收入的研究多集

中于农业产业化各种组织经营模式、利益联结机制

等与农民收入关系，属于理论探讨；仅有少量文献

定量研究农业产业化与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发展

关系，且都是采用典型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的分析

方法。其中，孙新章等采用典型案例调查的分析方

法，以山东省龙口市为例，研究了农业产业化对农

民收入的影响，并分析了农业产业化影响农民收入

的途径和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在农业产业化起步

较早的龙口市，乡镇工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但农业产业的发展仍然是农村经济

发展的基石，具有二、三产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农

业产业化也将对地区农民收入的增加产生长期的

促进作用。[7]杜吟棠采用数据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就农业产业化的总体发展对农民收

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

营对农民收入增长有着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但由

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业产业化对于农民收入增

加作用有限。[8]朱湖银通过构建时间序列分析计量

模型，选用 1988—2004 年的相关农业统计数据，
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对农民增收

的影响，发现我国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实现

农民增收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9]郭建宇构建了农

业产业化影响农民收入的 Probit模型，对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及其相关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实证分析

了山西省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

明，农业产业化对地区农民收入的增加整体上呈现

较为积极的影响，其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农户的专

业化技术水平和龙头企业的规模、实力，并指出重

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农民收入的带动作用要

大于一般的农业合作企业。[10]徐健以我国北方五省

区 414份有效调查问卷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层次
回归模型，研究了订单农业及各种农业产业化组织

模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在参

与了订单农业以后，其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同时不同农业产业化合作模式下的订单农业对农

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11] 
综上所述，研究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影

响的已有文献，大多都是分析农业产业化的现状，

探讨经营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等对农民收入的

影响，侧重理论分析，或是以典型案例分析农业产

业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未能以农业产业化水平作

为单独的解释变量进行分析。鉴于此，笔者拟在测

度和分析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的基础上，以农业产

业化水平为单独的解释变量，结合影响农民收入的

其他主要因素，构建计量模型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

分析，并通过全国面板数据分析和区域面板数据比

较，分析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和区域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1．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劳动力是一切生产劳动的基础和根本，农户作

为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参与者，农户的行为直接影响

农户的收入。传统的农业生产发展经营模式中，农

户参与农村劳动生产，农户的劳动所得自给自足，

仅有很少的部分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转化为农户的

农业生产性收入。然而伴随着农业生产合作和发展

模式的创新，农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

农户的行为由传统的纯农户行为转变为兼业农户

行为以及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农户行为。在农业产业

化发展模式下，农户行为发生转变，农户参与劳动

生产的方式和劳动投入的时间随之改变。农户作为

理性的经济人，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选择不同的

行为组合。对于纯农户来说，他可以顺应国家的鼓

励政策，承包更多的耕地，调整农业生产规模和种

植结构，实现农业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增。对于兼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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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来说，他在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分配的

耕地有效利用的前提下，可以把剩余的劳动力投入

到非农业劳动生产中，合理分配调节农业劳动与非

农业劳动的比例，以实现收入所得最大化。另外，

对于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他实现了从农业生

产劳动向非农业生产劳动的过渡，通过有效地利用

各种资源，实现更满意的收入。 
农业产业化导致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

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又会促

进农业产业化，两者相辅相成。农业产业化的组织

模式主要有“市场+农户”模式、“基地+农户”模
式、“公司+农户”模式、“合作社+农户”模式、“中
介+农户”模式等，在这些不同的合作模式中，农
户作为农业产业化各种组织模式中的一个主体，起

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户不再像在传统农业发展

模式中那样置身于市场之外，而是成为了市场中的

重要一员。“市场+农户”模式使得农户能够有固定
的产品销售或集散基地，农户可以自主参与产品的

销售。市场集散商品的效应，降低了农户参与市场

的各种交易成本，使农产品迅速转化为农户的收

入。“基地+农户”和“公司+农户”两种模式都为
农户生产经营给予了一定的销售保障，不会出现产

品大量滞销的现象，降低了市场价格波动等不可避

免的风险，增加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合作社+农
户”、“中介+农户”模式引入第三方机制，利用第
三方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方面的专业性能力，

为农户的生产经营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服务，提高

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效率，降低由于农户的非科

学性生产所带来的经营风险，相对稳定了农民的收

入。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够有效地调节农村

农业生产的结构和规模，降低农户生产经营的市场

性风险，增加农民参与非农业生产的机会，全方位

地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因此，农业产业化水

平的不断提高，能因地制宜，发挥地区资源禀赋优

势，不断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朝着有利于改善农

村发展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向转变。 
2．变量的选取和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农村农业生产效

率的提高，显示了内生技术进步的优势。笔者借鉴

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方

法，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依据，考虑技术进步等

要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对经典柯布—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进行拓展，建立多变量对数计量模型，并运

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单独研究农业产业

化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资本投入方面，笔者

将农业产业化水平从技术进步中分离出来，作为单

独的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1) 劳动力。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分

析模型，各个地区的劳动力总量和投入数量存在较

为明显的数量上的差别，选择劳动力投入的具体数

量不能很好地反映区域之间的相对差异性。于是笔

者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实有劳

动力总人数的比来表示劳动力的投入情况，用 L表
示，则 1-L表示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业劳动占地
区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反映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情

况。L 越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生产转移的
比重就越大。 

(2) 资本。在该变量的选择上，笔者选择农村
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作物播种面积这两个控制变量。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Kf)用政府对农业(农林牧渔)的
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包括农村用电、道路交通和水

利工程建设等。土地是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

一，是农产品生产的载体，直接参与农产品的生产

过程，本文利用农作物播种面积来反映土地资本(F)
的实际投入情况，更能够体现出不同时间、不同区

域农业生产的直接土地投入规模。 
(3) 技术进步。本文采用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机

投资、化肥使用量和人力资本来反映技术进步对农

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农业产业化水平是技术进步的

一个重要指标，用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测度值(R)来表
示；农机总动力(Mac)和化肥使用量(Fer)反映了农村
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分别用各个
地区每年的农机总动力和化肥总投入量来度量；人

力资本用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Edu)来替代，依据传
统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没有接受过教育的

文盲按 0 年计算，小学文化程度按 6 年，初中为 9
年，高中为 12 年，中专为 13 年，大专及大专以上
为 16年，对具有不同受教育年限的农村劳动力按比
例进行加权平均，即可计算出农村劳动力的人均受

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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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民收入。本文以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
来反映农村居民的收入情况，并以 1999 年为基期
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根据上述分析，借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并通过取对数变换，本文构建农业产业化发展影响

农村居民收入的面板数据实证模型： 

0 1ln ln lnit it i it i itY R Xβ β β η ε= + + + +          (1) 

其中， itY 代表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itR 表

示农业产业化水平， itX 表示除农业产业化水平变

量 itR 以外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

包括劳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基础设施投资、

农机总动力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控制变量的选

择避免了模型估计中可能产生遗漏变量的问题。 iη

指代省际效应，表示各省(区、市)不可观测的固定
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但随省际变化而变化

的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itε 指残差项， 0β 是

常数项， 1β 为待估计的农业产业化生产水平的系

数， iβ 为待估计的其他控制变量集合 itX 的系数组

合； ),,3,2( ni L= 代表省份； ),,3,2( Tt L= 代表年份。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和《中国农业年鉴》，对于少数缺失的数据则通过

查阅《中国统计年鉴》及相关统计研究报告进行必

要的补充，使数据更加全面和连续，得到平衡面板

数据。另外，为了使数据较为平稳，提高实证结果

的准确性，笔者在模型估计过程中，对所有的原始

数据采用取自然对数的方法进行处理，尽可能地削

弱数据之间的差异性。 

三、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测度及分析 

目前关于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测度大致可分为

直接测度和间接测度两类，前者直接使用各种农业

产业化特征指标进行描述，后者使用农业产业化相

关指标进行测度。在农业产业化水平的间接测度方

面，姚文戈用逐步分析判别法构建农业产业化阶段

识别模型，从定量的角度证明：农业产业化是一个

与其所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渐进的客观过程，经

历起步、成长和成熟三个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都

是不可逾越的；运用此阶段识别模型，可以判断某

一具体区域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阶段。[12]姚文戈根据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从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以及消费三个方面进行指标选择，选用美

国、法国、日本、德国 1950—1986 年的相关数据
构建农业产业化三个阶段的 Fisher线性判别函数，
最后确定X 1人均GDP(美元)、X2第一产业占GDP 比
重(%)、X3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X4人均粮食产

量(千克)、X5恩格尔系数等 5 项指标对判别结果有
显著影响，并确定此 5项指标为最后判别法的相关
变量，由此建立农业产业化发展阶段的判别函数： 

F1= –490.147+0.018 68X1+29.04 X2+10.487 X3+ 
0.018 62 X4+153.271 X5 

F2= –393.626+0.017 65X1+26.498 X2+9.641 X3+ 
0.012 2 X4+91.44 X5 

F3= –367.257+0.020 80 X1+25.45 X2+8.516 X3+ 
0.006 88 X4+83.5 X5 

其中 F1 代表农业产业化起步阶段判别值，F2

代表农业产业化成长阶段判别值，F3代表农业产业

化成熟阶段判别值。根据样本判别值的比较分析，

在产业化起步阶段，F1与 F2 的差值逐渐缩小，直

至到成长阶段 F2开始大于 F1，并在以后各阶段 F2

与 F1 的差值逐渐扩大。在产业化的成长阶段，F2

与 F3的差值逐渐缩小，直至到成熟阶段 F3开始大

于 F2。 
夏庆利在姚文戈逐步分析判别法的基础上构

建了农业产业化水平的评价模型：[13] 

2

3
2

1

2
1 F

FR
F
FR == ；  

R1、R2为农业产业化水平评价指标，可根据 R1、

R2数值的大小来判断农业产业化发展所处的阶段：

当 R1<1 时，说明农业产业化处于起步阶段，R1越

接近 1 表示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越接近于成长阶
段；当 R1>1且 R2<l时，说明农业产业化进入成长
阶段，R1为农业产业化水平系数，R2为农业产业化

水平参考系数；当 R2>1 时，说明农业产业化进入
成熟阶段。R1、R2 越大，表示此阶段农业产业化水

平越高。 
本文的农业产业化水平测度是在姚文戈的逐

步分析判别法的基础上，依照夏庆利的农业产业化

评价体系，选用 1995—2009 的有关数据，对我国
农业产业化水平进行测度。数据全部根据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

农业年鉴》整理而得，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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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 1995—2009 年度农业产业化的相关统计数据 

年份 X1  X2  X3  X4 X5 
1995 604.21 19.77 23.00 387.28 0.53 
1996 703.12 19.51 23.50 414.39 0.51 
1997 774.47 18.06 23.70 401.74 0.49 
1998 820.87 17.32 23.50 412.50 0.48 
1999 864.73 16.47 23.00 405.50 0.45 
2000 949.18 15.06 22.50 366.10 0.42 
2001 1 041.65 14.39 22.30 355.90 0.41 
2002 1 135.44 13.74 21.40 357.00 0.41 
2003 1 273.65 12.80 21.60 341.70 0.40 
2004 1 490.38 13.39 22.50 362.20 0.41 
2005 1 731.67 12.12 23.80 371.30 0.39 
2006 2 530.10 11.11 25.40 379.50 0.38 
2007 2 169.87 10.77 26.80 380.60 0.39 
2008 3 413.59 10.73 27.20 399.10 0.40 
2009 3 744.03 10.35 27.80 398.70 0.38 

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对判别函数的影响，表中的

价值指标“人均 GDP”均以美元为单位(按当年平均
汇率折算)；为了与模型建立时的口径一致，恩格尔
系数取小数形式；另外，我国统计年鉴所统计的恩

格尔系数的口径是按城乡分别进行统计，为了避免

城乡恩格尔系数相差较大对判别函数稳定性的影

响，本文根据传统的处理方法，以城乡 2 比 1 的权
重对我国平均的恩格尔系数进行相关的处理。笔者

将表 1 的数据代入判别函数，分别计算出我国农业
产业化各个阶段的判别值，再根据农业产业化水平

的测度模型计算出各年农业产业化水平(表 2)。 

表 2  我国农业产业化各阶段判别值及农业产业化水平系数 

年份 F1 F2 F3 R1 R2 

1995 424.906 2 415.839 0 383.757 4 0.978 7 0.922 9 

1996 421.886 3 414.017 6 348.459 2 0.981 3 0.841 7 

1997 379.907 6 376.799 7 327.979 1 0.991 8 0.870 4 

1998 355.855 0 355.298 8 300.903 8 0.998 4 0.846 9 

1999 322.674 3 326.293 9 300.903 8 1.011 2 0.922 2 

2000 272.925 0 282.519 4 260.416 9 1.035 2 0.921 8 

2001 250.872 6 263.118 4 242.533 9 1.048 8 0.921 8 

2002 223.348 4 238.310 2 219.745 2 1.067 0 0.922 1 

2003 199.593 4 217.025 4 199.989 5 1.087 3 0.921 5 

2004 231.894 1 246.239 4 227.799 6 1.061 9 0.925 1 

2005 211.240 1 228.246 1 210.369 2 1.080 5 0.921 7 

2006 211.818 6 229.948 8 213.789 7 1.085 6 0.929 7 

2007 211.052 7 228.734 9 210.140 7 1.083 8 0.918 7 

2008 239.136 3 254.604 7 239.091 7 1.064 7 0.939 1 

2009 237.455 7 254.243 6 239.659 2 1.070 7 0.942 6 
 

根据农业产业化水平测度模型的判别规则，利

用农业产业化的判别值可绘制出 1995—2009 年我
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图(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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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5-2009 年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 1999 年以前，起步阶段
判别值折线 f1较成长阶段判别值折线 f2和成熟阶段

判别值折线 f3一直处于最上方，但是三者之间的距

离在不断缩小，这是典型的农业产业化起步阶段特

征；1999年以后，折线 f2跃居最上方，折线 f1和折

线 f3相互交错处于其下方，而且折线 f2与折线 f1之

间的距离在不断扩大，与折线 f3之间的距离在不断

缩小，这是典型的农业产业化成长阶段的特征。 
因此，我国农业产业化从 1987年提出后，1999

年之前一直处于起步阶段，1999年至今一直处于成
长阶段。根据模型判别规则，可以用成长阶段判别

值与起步阶段判别值的比值表示我国现阶段农业

产业化的发展水平。 

四、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贡献率分析 

1．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贡献率的全国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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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本文选用 1999—2008全国 30个省份的省际面

板数据(由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未将西藏自治区
列入实证分析；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辽、沪、

苏、浙、闽、鲁、粤、琼 11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
括晋、黑、吉、皖、赣、豫、鄂、湘 8个省；西部
地区包括内蒙古、桂、渝、川、黔、云、陕、甘、

宁、青、新 11个省市自治区)，对方程(1)运用 stata9.0
进行实证分析。表 3列出了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
两种情况下的模型估计结果以及相关检验值，同时

汇报了检验两种效应的 Hausman检验结果。 
从表 3 的 Hausman 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Hausman检验值为正值，这意味着应拒绝随机效应
与固定效应模型，而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

估计。全国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程如下： 
lnYit=4.679 5+0.127 3 R+0.209 8Kf-0.193 5F+0.290 2Fer 

(1.18)    (12.54)   (-3.97)    (3.53) 

  +0.391 9Mac+0.410 5Edu-0.336 9L         (2) 

(6.85)      (5.34)    (-7.42) 

表 3  全国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农业产业化水平 0.127 3 
(1.18) 

0.231 8** 
(1.95) 

农业投资 0.209 8*** 

(12.54) 
0.265 9*** 

(14.89) 
农作物播种面积 -0.193 5*** 

(-3.97) 
-0.400 5*** 

(-8.79) 
化肥用量 0.290 2*** 

(3.53) 
0.083 9 

(1.41) 
农机动力 0.391 9*** 

(6.85) 
0.140 9*** 

(2.86) 
受教育年限 0.410 5*** 

(5.34) 
0.569 4*** 

(6.55) 
农业从业人员比重 -0.336 9*** 

(-7.42) 
-0.414 0*** 

(-8.38) 
常数项 4.679 5 8.462 6 

R2 0.845 8 0.795 8 

样本数量 330 330 

Hausman检验结果 Ch2(7)=145.11 

注：①括号中的数值是 t 统计值； ***② 、** 和* 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全国面板数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农业生

产要素投入方面，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化肥使用量、

农机总动力对农民收入的弹性都比较大，分别是

0.209 8、0.290 2和 0.391 9，反映出提高农村机械
化水平、科学发展农业和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对于增加农民收入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农业劳动力

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与农村居民收入呈现显著的

负相关关系，进一步从侧面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对农民收入的积极作用，同时反映出现阶段大

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从事非农生产对于农民增收

的重要性，劳动力文化程度的高低对于农村居民收

入的弹性为 0.410 5 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农
作物播种面积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有消极作用，有

可能是农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在耕地利用和劳动力

利用方面存在结构上的不合理现象，反而制约了农

民的增收，应该改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农业

产业化，使传统种植业与现代经济农业统筹发展。 
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民收入有着明显的正向

促进作用，贡献率是 0.127 3。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
龙头企业和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更完善，农产品

的产加销经营模式更成熟，不仅能够降低农产品价

格波动给农户带来的市场风险，使农户得到稳定的

农业收入，还可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促使

农村多余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领

域，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全面促进农民增收。 
2．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贡献率的区域面板

数据比较分析 
表 4 列出了东、中、西部地区在固定效应、随

机效应两种情况下的模型估计结果以及相关检验

值，同时结出了两种效应的 Hausman检验结果。根
据检验结果，在模型选择上，东部、中部地区应该

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有效，西部地区选

择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理有效。于是，可得我

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的模型估计方程： 
东部： 

lnYit=5.821 3+0.285 2 R+0.196 4Kf-0.084 8F+0.295 6Fer 

(1.48)    (5.95)   (-1.52)    (2.16) 

+0.273 6Mac+0.660 0Edu-0.885 4L           (3) 

(2.34)      (3.64)    (-7.81) 

中部： 
lnYit=1.115 9+0.280 3 R+0.061 3Kf-0.485 8F+1.160 4Fer 

(2.84)    (2.76)   (-2.19)    (6.51) 

+0.446 3Mac+0.270 9Edu-0.124 7L           (4) 

(6.67)      (2.28)    (-1.00) 

西部： 
lnYit=8.162 0+0.008 5R+0.183 0Kf-0.769 5F+0.372 0Fer 

(0.03)    (8.16)   (-6.75)    (3.82) 

+0.515 7Mac+0.194 0Edu-0.083 0L           (5) 

(5.73)      (2.73)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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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农业产业化水平 0.285 2 
(1.48) 

-0.067 6 
(-0.43) 

0.280 3*** 
(2.84) 

-0.029 5 
(-0.19) 

-0.474 9* 
(-1.77) 

0.008 5 
(0.03) 

农业投资 0.196 4*** 

(5.95) 
0.177 8*** 

(5.67) 
0.061 3*** 

(2.76) 
0.3217*** 

(10.60) 
0.145 7*** 

(7.59) 
0.183 0*** 

(8.16) 
农作物播种面积 -0.084 8 

(-1.52) 
-0.252 4*** 

(-4.36) 
-0.485 8** 

(-2.19) 
-0.183 2* 

(-1.84) 
-0.3000** 

(-1.99) 
-0.769 5*** 

(-6.75) 
化肥用量 0.295 6*** 

(2.16) 
0.184 2 

(2.80) 
1.160 4*** 

(6.51) 
-0.180 5** 

(-2.20) 
0.479 6*** 

(5.07) 
0.372 0 

(3.82) 
农机动力 0.273 6** 

(2.34) 
-0.076 8* 

(-1.76) 
0.446 3*** 

(6.67) 
0.056 3 

(0.92) 
0.644 1*** 

(7.92) 
0.515 7*** 

(5.73) 
受教育水平 0.660 0*** 

(3.46) 
0.369 9* 

(1.73) 
0.270 9** 

(2.28) 
0.731 2*** 

(3.08) 
0.128 1** 

(2.15) 
0.194 0*** 

(2.73) 
农业从业人员比重 -0.885 4*** 

(-7.81) 
-0.948 6*** 

(-14.18) 
-0.124 7 

(-1.00) 
-0.474 9** 

(-2.37) 
-0.069 0** 

(-2.14) 
-0.083 0** 

(-2.12) 
常数项 5.821 3 12.685 2 1.115 9 9.484 1 5.388 5 8.162 0 

R2 0.823 0 0.741 2  0.946 8 0.754 9 0.949 5 0.933 3 

样本数量 121 121 88 88 121 121 

Hausman检验结果 Ch2(7)=50.76 Ch2(7)=2753.18 Ch2(7)=-5.64 

注：①括号中的数值是 t 统计值； ***② 、** 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东、中、西部区域面板数据估计结果和以上

三个估计方程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对农

民收入的贡献率为 0.285 2，数值比中部地区稍大，
但系数估计结果的显著性不及中部，西部地区的产

出弹性最小，说明在资本比较集中、科技水平较高

的东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更为成熟，农业龙头

企业与农村生产发展紧密结合，农业产业化水平的

提高带动农民增收的作用更为明显。从影响农民收

入的其他控制变量来分析，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平均

受教育年限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0.660 0)比中、西
部地区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对农民

收入的消极作用明显，弹性值为-0.885 4，农作物播
种面积与农民收入也呈显著负相关。这充分体现

出，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东部农村在城市化、产
业化、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率先发展新型农业产

业化合作组织和乡镇企业，释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

力从事第二、三产业生产，非农业劳动收入成为东

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中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为

0.280 3，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相关性检验。
中部地区由于土地肥沃，交通相对比较便利，具备

地理优势，近几年来农田水利建设等农村基本设施

投资不断增加，农业机械化步伐加快，目前正处于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科技型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业

产业化基地和龙头企业增多，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民

增收的作用明显。另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化肥

使用量、农机总动力的投入都对增加农民收入有着

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化肥使用量对农民收入的弹

性高达 1.160 4，充分体现出中部地区粮食产量在全
国的核心位置。中部地区经济不如东部地区发达，

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不是很高，进城从事非农

业生产的优势不如东部地区明显，所以应大力推进

中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多方式、广渠道地促使农业

生产企业扎根农村，在农村发展第二、三产业，就

近转移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机

会，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民收入

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仍然制约

着西部地区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

贡献率仅为 0.008 5，并且根据样本数据所得估计结
果也不是很显著，远小于东、中部地区，其他农业

生产要素的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弹性也均比同等情况

下中部地区要小。西部地区土地面积辽阔，而实证

结果显示农作物播种面积对农民收入的消极作用远

大于东、中部地区，说明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不

合理，不能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工具，应调整、

优化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结构，有效利用土地、草地

资源。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与农民收入仍然

呈显著的负相关，结合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正

向促进作用，说明现阶段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不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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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单一的传统农牧业，非农业收入重要性日益突显，

应逐步延长农业生产的产业链，促使农民从多个方

面实现收入的增加。 
从以上不同地区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所产

生的影响来看，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确实

存在较为积极的影响，但不同地区由于农业产业化

水平所处的阶段不同，其对农民收入所产生的正向

促进作用的显著性也不尽相同。另外，除了农业产

业化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外，模型中所包含的其他

控制变量对农民收入也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不同区域农业产业化水平存在一定的差

异，其对农民收入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部较为显

著，东部次之，西部最弱。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 30个省市自治区 1999—2009年
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居民收入之

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产业化

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有着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我

国农村不同的区域，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

存在一定的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对农

民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 0.285 2、0.280 3、0.008 5。发
展农业产业化不仅能够降低农民的市场风险，稳定

农业收入，还可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加快

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农民分享农产品产业链

的延长带来的农产品附加值的增加，从农业收入和

非农业收入两个方面全面促进农民增收。 
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对于制定合理的促进农民

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有着

深刻含义：发展农业产业化应优化农业资源配置，

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促进

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其他产业共同发展，实现良性均

衡；由于农业的发展受自然条件的约束，东、西部

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要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想

方设法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化，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中部地区与

西部地区相比，农业产业化水平在总体上较高，要

充分利用较成熟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不断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强化农产品深加工，带动更多的农

业劳动力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的加工和流通领域，增

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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