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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 

——基于 1998—2014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郭健，李谷成，李欠男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基于 1998—2014 年 7 种主要农作物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农业劳动力

成本上升对中国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成本每上涨 1倍，稻谷、小麦播种面积比例

分别降低 8.1%和 8.0%，玉米、蔬菜、油料播种面积比例分别提高 8.0%、6.3%和 2.3%；农机对劳动力的替代提

升了玉米和稻谷等易于机械种植品种的播种比例，农机总动力每增加 1%，玉米和稻谷播种面积比例分别提高

0.34%和 0.17%；地区非农经济比例通过对农作物的产品替代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其对蔬菜等高附加值经济

园艺作物播种面积比例有显著正影响，对稻谷、玉米等粮食作物播种比例有显著负影响；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还

导致农作物种植结构有向分品种地区集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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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 labor cost increase on the structure of main crops in China: 

Based on the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8 to 2014 

GUO Jian, LI Gucheng, LI Qiann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enter for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seven kinds of main crops from 1998 to 2014,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labor cost increase on the planting structure of China's main crops was analyzed by construct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rice and wheat sowing area decreased by 8.1% and 8.0% respectively 
while the ratio of corn,vegetable and oil sowing area increased by 8.0%, 6.3% and 2.3% respectively with the agricultural 
labor cost increased one times. The element substitu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corn and rice 
sowing area, which increased by 0.34% and 0.17% respectively with the tot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creased 
1%.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region deal with the issue of labor cost increase by changing the 
planting structure, which had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portion of sowing area of high value-added economic horticultural 
crops, while it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grain crops such as rice and maize. Besides, the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labor costs also led to the trend of agglomeration in different crops 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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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作物种植结构指不同品种农作物的播种面

积及其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农作物种植结

构的调整事关农业竞争力及粮食安全问题。21世纪
以来，中国粮食产量连年稳定增长，种植结构的不

断调整是保证粮食增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朱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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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2004—2012年粮食产量“九连增”期间，
粮食作物内部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年均

为 26%，贡献率最高的年份达到 67%，东北地区是
全国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幅度最大、贡献最为显著的

区域[1]。李天祥等进一步解释了粮食产量的增加主

要来自于高产的玉米、稻谷对相对低产的小麦、大

豆等作物的种植替代[2]。 
关于影响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因素，邓振镛等认

为有气候因素、技术因素、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3]。

祎李 君等认为，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明显受到

气候变暖、水热条件改变的影响，小麦播种面积比

例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波动大；水稻种植比例变

化南北方反向，玉米种植比例持续增加，增幅加大[4]，

表明自然资源条件是影响中国粮食种植结构调整

的重要因素。林大燕实证分析了中国 6种主要农作
物种植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上期供应和

上期自身价格是影响农作物种植结构的主要因素，

农产品价格变动是调节种植结构的重要因素[5]。但

是从近年来粮食生产量、净进口量、库存量变动来

看，许多农作物连续多年出现“三量齐增”现象，

表明价格对种植结构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弱。 
当前，中国农业生产正处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

密集型转换周期，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发生逆

转，“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6]，这意味着农业部门

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城镇对大量非熟练劳动力需

求的持续增加以及劳动力供求不均衡致使工业和

服务业的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 [6-8]。这意味着农民

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进而诱致农业劳动

力数量不断向城镇转移和农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

升，对农作物种植结构也产生很大影响。 
农业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表明：为应对农业劳

动力成本上升，理性农民会减少劳动投入、通过生

产要素替代降低劳动力成本，例如增加机械投入，

用机械替代劳动。农户可以通过购买生产性服务或

增加机械投资的方式来应对劳动力资源的不足
[9-11]。这与胡瑞法、黄季焜的研究结论一致:中国粮
食作物的生产技术是向着机械化方向发展的，理论

上可以解释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粮食生产的机械

化有正向作用[12]。然而，许多调查发现，农户应对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方法不一定就是采用机械等劳

动节约型技术，在满足一定的自然经济条件时，诱

致性效应才得以实现[13]。在机械技术进步受资源禀

赋限制的丘陵山区，农户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措

施，更倾向于改变作物种植结构、减少复种指数、

粗放经营甚至撂荒[14-16]。以江苏省为例，在临近高

收入人口聚集中心或深加工中心的地区，应对劳动

力成本上升的措施主要是产品替代，表现为蔬菜、

水果等高附加值园艺产品替代粮食作物或低产值

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17]。这表明农业劳动力成本

上升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影响越来越大但也受到地

区条件差异的约束。 
上述研究对于深入探讨劳动力成本对农作物种

植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但仍存在不足之处：

评估影响种植结构调整的因素时，往往局限于气候、

价格等视角，从劳动力成本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的文

献并不多见；由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较大，

已有文献多以一省一地区为对象考察区域内农作物

种植结构的调整及其影响因素。鉴于劳动力成本上

升是所有地区都要共同面对的挑战，笔者拟在控制

地区非农经济比例、机械化程度、人口结构、耕地

面积等因素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影响的基础上，参考

钟甫宁对农作物的分类，选取 7种主要农作物①[18]，

基于 1998—2014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②，探讨劳动力

成本上升对中国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以期为政

府制定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政策、应对劳动力成本

上升提供借鉴。 

二、1998—2014 年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 

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投入要素，农业生产

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是国内农产品

比较优势减弱、竞争力下降、粮食进口量大幅增加

的重要原因。农民收入表现为劳动力工资，劳动力

工资水平可以反映农业劳动力成本变动趋势。农业

劳动力工资水平测度主要有两个数据指标：一个是

农业部门劳动力外出打工工资水平，另一个是农业

生产劳动力雇工工资水平。 
本文主要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作物种植

结构变动的影响，因此使用农业生产中不同农作物

的生产雇工工资这一指标测度劳动力成本上升趋

势，该数据以《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各省

不同农作物雇佣劳动力单日工资来表示。表 1反映
了 1998—2014年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料、
蔬菜和烤烟这 7 种作物的劳动力雇工费用变化趋
势，并与当年劳动日工价比较。稻谷雇工工资从

1998年 22.6元上涨到 2014年 119.6元，上涨幅度
为 4.3倍。小麦从 1998年 19.9元上涨到 2014年 94.6
元，上涨了 3.8 倍。玉米雇工工资从 1998 年 12.2
元上涨到 2014 年 95.5 元，上涨幅度为 6.8 倍。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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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从 1998年 19.7元上涨到 2014年 100元，涨幅为
4.1倍。油料雇工工资从 1998年 24元上涨到 2014
年 94.6元，涨幅为 2.9倍。蔬菜从 1998年 14.3元
上涨到 2014 年 93.4 元，涨幅为 5.5 倍。烤烟雇工
工资从 1998年 14.7 元上涨到 2014年 78.7 元，涨
幅为 4.4 倍。稻谷、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雇工工
资普遍大于经济作物雇工工资，这主要是由于粮食

作物生产的季节性导致农村劳动力市场在时空上

不匹配[20]，而且大田作物生产劳动时间集中，劳动

强度大；而油料、烤烟和蔬菜等经济作物劳动周期

较长，劳动强度平均且较轻。 
理论上，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通过两种路

径影响农作物种植结构。一是通过要素替代，在自

然经济条件满足规模化、机械化作业的平原地区，

农户为降低劳动力成本会增加机械投入，从而扩大

劳动力要素投入相对较少、易于机械化耕作的低价

值大田粮食作物的播种比例。二是通过产品替代，

在自然经济条件无法实施规模化、机械化的山区，

农户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会改种劳动投入少的作

物，可能减少复种指数、改粮为林、粗放经营甚至

撂荒；在城镇郊区距离消费市场近的地区，农户可

能会种植产值远高于粮食作物的蔬菜、水果等高附

加值经济作物来替代粮食作物，用高收入覆盖劳动

力成本。因此，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主

要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也会发生显著变化。 

                     表 1 1998—2014 年中国主要农作物生产雇工工资水平                            元/工日 

年份   稻谷   小麦   玉米   棉花   油料   蔬菜   烤烟 劳动日工价

1998 22.6 19.9 12.2 19.7 24.0 14.3 14.7 9.6  

1999 19.5 10.6 12.3 11.7 9.0 16.5 12.4 9.5  

2000 20.8 18.2 17.0 19.4 17.7 17.1 16.5 10.0  

2001 20.9 17.0 16.5 18.2 18.3 18.7 16.6 10.4  

2002 20.3 17.7 16.4 17.5 17.5 19.2 16.5 11.0  

2003 21.2 17.9 17.3 18.5 18.6 20.9 17.2 11.2  

2004 24.0 19.9 20.4 27.2 18.2 26.5 18.5 13.7  

2005 28.6 17.4 23.1 29.2 22.1 28.8 22.0 15.3  

2006 33.4 24.5 26.7 30.3 26.3 30.9 24.9 16.9  

2007 40.1 28.7 31.2 34.9 31.3 34.1 31.3 18.7  

2008 51.2 39.5 39.2 39.3 38.7 39.9 40.5 21.6  

2009 57.2 52.6 46.0 43.7 45.8 44.5 43.6 24.8  

2010 67.0 49.2 52.1 57.0 47.8 51.5 48.9 31.3  

2011 83.7 70.8 70.4 72.9 59.0 76.7 59.2 40.0  

2012 99.1 85.8 82.9 74.7 66.5 69.7 68.9 56.0  

2013 109.8 81.9 89.3 94.2 78.6 87.3 73.3 68.0  

2014 119.6 94.6 95.5 100.0 94.6 93.4 78.7 74.4  

数据来源：历年《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三、中国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趋势 

研究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趋势，可以从

历年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入手，种植结构采用作物

播种面积占总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来进行量化

分析。作物播种面积及其所占总作物播种比例的数

据全部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表 2反映了 1998
—2014年 7种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趋势。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随时间推移呈扩大趋势，从

1998年 155 706千公顷扩大到 2014年 165 446千公
顷，扩大幅度为 6.3%。稻谷播种面积减少了 11.9%，
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 17.5%。而玉米播种面积扩大了

85.9%，几乎增长了一倍。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之和从 1998年的 86 257千公顷增加到 2014年的
91 502千公顷，增长了 6.1%。粮食作物由以水稻为
主的格局调整为水稻、小麦和玉米并存的格局[19]。

玉米播种面积大幅度增加，主要是由于居民收入水

平增加，对肉类消费的需求量增大，作为饲料主要

原料的玉米需求量大幅攀升所致[20]。棉花播种面积

下降了 13.2%。油料播种面积上涨了 1.25 倍。蔬菜
播种面积上涨了 5.43倍。烤烟播种面积增长了 1.25
倍。由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食物消费结构

提升，对蔬菜等经济园艺作物消费需求增加致使经

济作物播种面积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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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8—2014 年中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                        千公顷 
年份 农作物 稻谷 小麦 玉米 棉花 油料 蔬菜 烤烟 
1998 155 706  31 214  29 774  25 239  4 459  12 919  12 293  1 200  
1999 15 6373 31 283 28 855 25 904 3 726 13 906 13 347 1 216 
2000 156 424 29 962 26 653 23 056 4 041 15 400 15 237 1 269 
2001 155 708 28 812 24 664 24 282 4 810 14 631 16 402 1 181 
2002 154 656 28 202 23 908 24 634 4 184 14 766 17 353 1 192 
2003 152 415 26 508 21 997 24 068 5 111 14 990 17 954 1 139 
2004 153 553 28 379 21 626 25 446 5 693 14 431 17 560 1 145 
2005 155 487 28 847 22 793 26 358 5 062 14 318 17 721 1 245 
2006 157 021 28 938 23 613 28 463 5 816 11 738 18 217 1 088 
2007 153 464 28 919 23 721 29 478 5 926 11 316 17 329 1 066 
2008 156 266 29 241 23 617 29 864 5 754 12 825 17 876 1 230 
2009 158 639 29 627 24 291 31 183 4 952 13 654 18 414 1 265 
2010 160 675 29 873 24 257 32 500 4 849 13 890 19 000 1 231 
2011 162 283 30 057 24 270 33 542 5 290 13 855 19 639 1 351 
2012 163 416 30 137 24 268 35 030 4 688 13 930 20 353 1 481 
2013 164 627 30 312 24 117 36 318 4 346 14 023 20 899 1 527 
2014 165 446 30 310 24 069 37 123 4 222 14 043 21 405 1 379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 1 反映了 1998—2014 年全国三种主要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变化。稻谷

播种面积比例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从 1998 年的
20.05%下降到 2014年的 18.32%。小麦播种面积比
例随时间推移呈现下降趋势，从 1998年的 19.12%
下降到 2014年的 14.55%。玉米播种面积比例随时
间推移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从 1998年的 16.21%上
涨到 2014年的 22.44%。但 2004年后稻谷和小麦播
种面积比例下降幅度放缓，趋向平稳，这与国家粮

食安全政策调整有一定关系。 

 
图 1 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 2 反映了 1998—2014 年全国主要经济作物
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变化。棉花播种

面积比例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从 1998年的 2.86%下
降到 2014年的 2.55%。油料播种面积比例随时间变
化呈现上升趋势，从 1998 年的 8.30%上升到 2014
年的 8.49%。蔬菜播种面积比例随时间呈现持续上
升趋势，从 1998 年的 7.90%上涨到 2014 年的
12.94%。烤烟播种面积比例随时间呈现波动上升趋

势，从 1998年的 0.77%上涨到 2014年的 0.83%。
经济作物中棉花由于经济效益持续下降，劳动成本

不断上升等因素，播种面积比例近年来持续下降，

国家为稳定棉花生产已于 2014 年开始试点棉花目
标收购价格。蔬菜需求量由于经济增长、食物消费

结构优化等因素不断增加，导致蔬菜播种面积比例

高速增长。烤烟播种面积比例由于自然等条件限制

变化较为平稳小幅上升。油料作物播种面积比例经

历 2000 年前的快速增长后开始稳步调整，2006 年
实行油菜籽国家临储政策后，油菜种植收益增加导

致油料播种面积比例上升。但近年主要油料作物油

菜籽受食用油大量进口和油菜种植效益下滑等因

素影响，主产省份播种面积波动较大，油料作物播

种面积比例出现下降趋势。经济效益较高的茶叶和

烤烟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受自然地理环境和

生产条件限制，播种面积占总农作物播种比例增长

幅度小，整体较为稳定。 

 
图 2 四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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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力成本对种植结构影响的测算 

为实证分析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作物种

植结构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回归方程： 

iεLαα
αNAEααα

+ln+ln

+ln++ln+=

54

32j10

ii

iiiij

M

NXY
     (1) 

(1)式中，因变量 Yij为 i省种植 j农作物的播种
面积比例，关键自变量 Xij为 i省种植 j作物的雇工
工资；控制变量包括：NAEi为 i省非农经济比例，
Ni为 i省耕地总面积，Mi为 i省农业机械总动力, Li

为 i省农业劳动力数量； iε 为随机扰动项， 0α 、 1α  

2α 、 3α 、 4α 、 5α 是模型待估参数，ln 表示自然对
数③。为控制某些不可观察的随地区和时间变化的

影响因素，加入了省份和时间的虚拟变量，最终采

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因变量分别为 7种作物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总播

种面积中的比例。关键自变量为某省种植某作物的

雇工工资。由于中国省际间经济水平、人口、耕地

等差异较大，为了凸显劳动力成本对种植结构变化

的影响，选取非农经济比例、农业劳动力数量④、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总面积作为地区控制变量。

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难易往往是影响农业劳动力

是否选择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所以加入

省级非农经济比例(省级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总和占
总 GDP的比例)来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差异。农业劳
动力数量体现了各省区农业劳动力供给水平。农业

机械是劳动力的重要替代要素，在劳动力成本上升

背景下，农业机械化会提升易于机械化品种的播种

比例，也就是说农机总动力高的地区可能会增加易

于机械化作业的农作物，农机总动力低的地区可能

会增加不易于机械化作业的农作物，从而改变农作

物种植结构。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

密集型的粮食等大田作物比劳动力密集型的园艺

作物或经济作物需要更多的耕地，所以耕地面积大

的地区可能会种植更多的粮食等大田作物，耕地面

积小的地区可能会种植更多的园艺作物和经济作

物。其具体样本特征见表 3。 
表 4 报告的是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 7

种农作物雇工工资对播种面积比例的影响方向和

程度的结果。在 7个回归方程中，稻谷中劳动力成
本系数为-0.081，且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意味
着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各省倾向于减少稻谷的 

表 3 变量的样本特征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样本量

稻谷播种比例 0.223 0.613 0.007 5.146 442

小麦播种比例 0.203 0.401 0.011 0.098 306

玉米播种比例 0.226 0.658 0.047 0.138 357

油料播种比例 0.098 0.339 0.023 0.059 357

棉花播种比例 0.055 0.424 0.000 0.081 255

烤烟播种比例 0.011 0.107 0.000 0.016 340

蔬菜播种比例 0.120 0.376 0.070 0.070 459

稻谷雇工工资 43.930 179.070 7.400 32.610 442

小麦雇工工资 34.790 152.150 6.300 27.730 306

玉米雇工工资 36.830 127.900 6.300 26.130 357

油料雇工工资 38.310 133.940 6.000 26.320 357

棉花雇工工资 36.110 150.520 6.300 25.890 255

烤烟雇工工资 36.540 102.570 6.300 24.340 340

蔬菜雇工工资 40.760 126.250 7.500 26.680 459

非农经济比例 0.864 0.999 0.620 0.070 493

农机总动力/万千瓦 2 482.500 13 101.400 95.300 2 558.600 493

耕地面积/千公顷 5 393.001 14378.3 196.1 5 160.834 493

农业劳动力数量/万人 1 011.159 3 558.550 33.380 740.376 493

数据来源：历年《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中国统计年鉴》  
种植比例，农业劳动力成本提高 1倍，则稻谷

种植比例下降 8.1%。小麦的劳动力成本系数为
-0.080，且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随着劳
动力成本的上涨，各省倾向于减少小麦的种植比

例，农业劳动力成本上涨 1倍，则小麦种植比例下
降 8%。玉米中劳动力成本系数为 0.080，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意味着随着劳动力成本的

上涨，各省倾向于扩大玉米的种植比例，农业劳动

力成本上涨 1 倍，玉米的种植比例将提高 8%。棉
花的劳动力成本系数为-0.122，负向关系意味着随
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棉花的种植比例是降低的。

而油料作物中劳动力成本影响系数为 0.023，且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随着劳动力成本上
涨，各省倾向于增加油料作物的种植比例，农业劳

动力成本增加 1 倍，油料作物的种植比例会提高
2.3%。烤烟中劳动力成本系数为-0.282，且在 1%的
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意味着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

涨，各省倾向于降低烤烟的种植比例，农业劳动力

成本上涨 1倍，烤烟的播种比例将下降 28%。蔬菜
中劳动力成本系数为 0.063，且在 5%的统计水平上
高度显著，意味着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各省倾

向于增加蔬菜的种植比例，农业劳动力成本增加 1
倍，蔬菜播种比例会提高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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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雇工工资对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的影响 

自变量 稻谷 小麦 玉米 油料 棉花 烤烟 蔬菜 

ln稻谷工资 -0.081** 
(0.04) 

      

ln小麦工资  -0.080** 
(0.07) 

     

ln玉米工资   0.080*** 
(0.03) 

    

ln油料工资    0.023* 
(0.04) 

   

ln棉花工资     -0.122 
(0.20) 

  

ln烤烟工资      -0.282*** 
(0.09) 

 

ln蔬菜工资       0.063**    
(0.03) 

非农经济比例 -0.637** 
(0.25) 

0.004 
(0.00) 

-0.012*** 
(0.00) 

-0.010 
(0.00) 

0.064*** 
(0.02) 

0.008        
(0.00) 

0.032***   
(0.00) 

ln农业机械总动力 0.175*** 
(0.05) 

-0.620*** 
(0.15) 

0.348** 
(0.05) 

-0.110 
(0.08) 

0.318 
(0.27) 

0.387***  
(0.13) 

0.015      
(0.06) 

ln农业劳动力数量 -0.131**  
(0.06) 

0.424** 
(0.20) 

0.138** 
(0.07) 

0.638*** 
(0.12) 

-0.172 
(0.43) 

-0.277        
(0.27) 

-0.151      
(0.09) 

ln耕地面积 0.320* 
(0.09) 

-0.546** 
(0.27) 

-0.186 
(0.11) 

0.547*** 
(0.17) 

-0.476 
(0.58) 

-0.001***     
(0.00) 

-0.242*     
(0.13) 

省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306 0.435 0.497 0.333 0.275 0.331 0.508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控制变量在回归方程中的计量结果表明：非农

经济比例对蔬菜等高附加值经济园艺作物播种面

积比例有显著正影响，对稻谷、玉米等粮食作物播

种比例有显著负影响，换言之，非农经济水平越高

的地区，倾向于增加蔬菜等经济园艺作物播种面积

比例而降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农业机械总动

力对粮食作物尤其是稻谷和玉米播种面积比例有

显著正向影响，机械对劳动的生产要素替代提升了

易于机械种植品种的播种比例，对经济园艺作物播

种面积比例变动影响大多不显著，说明农业机械化

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扩大易于机械化作业的粮食等

大田作物播种面积比例；而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耕地

总面积在 7个方程中大多不显著或显著性水平低。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粮食种植结构有

向分品种地区集聚的趋势。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农业劳动

力成本上升对中国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效

应，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农业劳动力成本每上

涨 1倍，稻谷、小麦播种面积比例显著降低 8.1%和
8.0%，玉米、蔬菜、油料播种面积比例显著提高
8.0%、6.3%和 2.3%，棉花不显著。第二，农业劳
动力成本上升通过影响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没

有对粮食产量的增加造成实质性损害，并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

调整。第三，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机械对

劳动的生产要素替代提升了玉米和稻谷等易于机

械种植品种的播种比例；而地区非农经济比例对蔬

菜等高附加值经济园艺作物播种面积比例有显著

正影响，对稻谷、玉米等粮食作物播种比例有显著

负影响，非农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户越接近城

镇消费市场的地区，他们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有

效措施是通过产品替代，减少低产值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比例，增加蔬菜等高附加值园艺作物播种面积

比例，用高收入支付高成本；中国粮食种植结构有

向分品种地区集聚的趋势。 
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涵义：第一，因地制宜优

化粮食种植结构。在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不

同地区粮食生产呈现明显异质性。在平原等易于机械

作业的地区，扩大易于机械耕作的粮食作物播种比

例，在丘陵、城郊地区应该减少低产值粮食、大田作

物播种面积比例，扩大高附加值经济园艺作物播种面

积比例。逐步实现农业生产分品种空间集聚和地区专

业化。第二，实现资本对劳动的顺利替代以提高农业

劳动生产效率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挑战的关键。农

业机械是最重要的一种劳动节约型技术，政府应该积

极推进农机补贴政策，通过资本与劳动要素相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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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实现要素替代引致农业技术进步，增加技术投入

来控制劳动投入成本，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注释： 

① 一般而言，农作物主要分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中

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小麦和玉米属于土地密集

型作物；经济作物主要有棉、油、麻、桑、茶、糖、

烟、果和药等，其中蔬菜、水果、桑蚕、茶叶、烤烟

等经济作物生产中劳动投入密集，属于经济效益较高

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而棉花、油菜等一些经济作

物的比较效益不仅相对较低，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属

于经济效益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因此本文根

据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农产品每亩

净利润的全国平均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选取

小麦、水稻、玉米为土地密集型作物；选取棉花、油

料作为低经济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作物，选取蔬菜、烤

烟作为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作物。 

② 由于《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部分农作物雇工工

资的数据从1998年开始统计，以及2015年多项粮食政

策如《关于“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

开始实施，直接干预种植结构的调整，所以为了结果

的准确性以及规避政策干预，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1998-2014 年。 

③ 回归方程中所有实变量都取对数形式，这样做主要有

两个目的：其一，取对数以减小其方差，减少残差的

波动范围；其二，取对数可以直接反映其弹性，这样

又利于对回归系数的解读。 

④ 农业劳动力数量采用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数表示，该统

计量缺少 2013、2014 年的数据，本文通过线性回归预

测获得 2013、2014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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