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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收储和目标价格补贴对棉花技术效率的影响 

——基于面板分数响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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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12 个棉花主产区 1994—2018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利用面

板分数响应模型而非 T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花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1994 年以来，棉花主产区的技术效率逐年提高，且呈收敛趋势；尽管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都有助于

提高棉花技术效率，但两者对棉花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临时收储政策而言，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

影响更大；同时，实施良种补贴政策、改善农业灌溉条件、提高棉花生产机械化水平也有助于提高棉花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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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put-output data of 12 main cotton producing areas from 1994 to 2018 and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panel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the effects of temporary purchase and storage policy and target price subsidy policy on 

cotton technical efficiency have been studied through using panel fractional response model instead of Tobit model.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he main cotton producing areas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since 1994, 

yet showing a convergence trend. Although both temporary purchase and storage policy and target price subsidy policy 

could improve cotton technical efficienc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impact on cotton technical efficiency. 

Compared with temporary purchase and storage policy, target price subsidy policy has greater impact.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implementing seed subsidy policy, improving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conditions 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mechanization 

of cotton production could help to enhance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o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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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近年来，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水、土等农业资源日益紧缺，我国棉花生产成本不

断攀升（从 2001 年的 638 元/亩急剧攀升到 2018 年

的约 2000 元/亩），棉花生产比较收益和国际竞争力

不断下降。尽管可以通过棉花生产支持政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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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3 年执行的棉花临时收储政策等）提高棉

花生产收益，保护棉农的生产积极性，但受世界贸

易规则的约束，我国支持棉花生产的政策空间不断

压缩，作用效果有限。为提高棉花产业国际竞争力，

我国需要转变目前的棉花生产方式。 

转变棉花生产方式，一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提高

棉花生产效率，这一点已基本达成共识，问题是如何

提高棉花生产效率。围绕棉花生产效率，已有学者从

棉花生产技术进步率、棉花生产技术效率、棉花全要

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方面，进行了大量研

究[1-9]；还有学者研究了良种补贴、目标价格补贴政

策对棉花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棉花良种补贴

政策的生产效率提升效果有限[10]，目标价格补贴政

策不仅有助于提高棉花生产效率[11]，还有助于提高

棉花生产技术效率[12]，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

体来看，目标价格补贴显著提高了纯技术效率和规

模效率，对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13]。 

已有研究对提高棉花生产效率作了很好的探

讨，但还存在一些待完善之处，突出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研究结论有时与常识和经济理论不相

吻合，如有学者利用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构建超越

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研究发现，生产要素产出弹性持

续为负[1,6]。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是，既然增加要素投

入后产出会下降，作为一个理性的生产者，会自觉

地减少生产要素投入，不可能投入过量生产要素，

不可能出现生产要素产出弹性持续为负的情形[14]。

二是在利用随机前沿法分析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

时，多数学者未考虑技术效率的取值范围[6,7,15,16]；

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技术效率的取值范围介于 0~1，

采用 OLS 方法会得到有偏的估计结果，因此，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17-20]。事实上，Tobit 模型仅适

宜估计数据存在归并情形，而技术效率取值介于

0~1，并不是数据归并造成的，是技术效率的全部取

值本身就位于这一范围内。因此，Tobit 模型的适用

条件并不成立，采用 Tobit 模型估计技术效率的影

响因素，所得估计结果有待商榷。尽管分数响应模

型可有效解决因变量取值介于 0~1 的问题[21,22]，但

目前还较少有学者应用面板分数响应模型分析技

术效率的影响因素。 

本文将基于 1994—2018 年我国 12 个棉花主产

区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分数响应模型分析临时收

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花技术效率的影响。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有两个方面：一

是研究内容上，系统分析了棉花临时收储政策、目

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花技术效率的影响。同时，考

虑到执行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期间，

还存在良种补贴等其他棉花生产支持政策，本文对

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影响进行了识

别，丰富了已有研究内容。二是研究方法上，考虑

到技术效率取值范围始终介于 0~1，采用专门用于

估计被解释变量取值介于 0~1的分数响应模型进行

估计[21,22]，对已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补充。 

二、理论、模型与数据 

1．理论分析 

为稳定市场预期，保护棉农利益，保证市场供

应，我国从 2011 年开始制定实施棉花临时收储预

案。预案执行范围为新疆、甘肃、陕西、河北、河

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

天津等 13 个棉花主产区，预案执行时间为当年的 9

月 1 日至下一年的 3 月 31 日。在预案执行期间，

当棉花市场价格连续五个工作日低于临时收储价

时，由中储棉总公司启动棉花临时收储预案，按临

时收储价收购棉花①。2011—2013 年，标准级皮棉

到库价格从 19800 元/吨上涨到 20400 元/吨，有效

保护了棉农利益，稳定了市场预期。然而，在此期

间，国际棉花市场价格持续走低，进口成本大幅低

于棉花临时收储价格，棉花进口压力剧增，收储棉

花大量积压，顺价销售受阻，市场活力减弱。从 2014

年开始，我国取消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在新疆开始

执行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根据“近三年生产成

本加合理收益”制定目标价格。生产者按市场价格

销售棉花，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给予

差价补贴②。2014—2017 年，棉花目标价格为“一

年一调整”，2017 年之后，除非棉花市场发生重大

变化，棉花目标价格“三年一调整”。取消棉花临时

收储政策之后，对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

江西、湖北、湖南和甘肃等 9 个棉花主产区的棉花

生产者，参照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标准给予定额

补贴。2014 年度补贴标准为 2000 元/吨，以后年度

的补贴标准以新疆补贴额的 60%为依据，上限不超

过 2000 元/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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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业产出函数可知，临时收储、目标价格

补贴等棉花生产支持政策对棉花产出的影响，最终

通过影响棉花生产要素投入和棉花全要素生产率

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

资源配置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四个部分[23]。

其中，技术效率表示现有技术水平的利用效率，技

术效率越高，实际产出和潜在生产前沿面之差越小，

两者之间的差距受生产条件的影响。 

图 1 显示了临时收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影响

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根据政策设计初衷，

无论是 2011 年开始实施、2014 年取消的棉花临时

收储政策，还是 2014 年开始在新疆实施的棉花目

标价格补贴政策，稳定市场预期、保护棉农利益始

终是政策设计的不变追求。实施临时收储、目标价

格补贴等棉花生产支持政策，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

提高棉花生产收益、提高棉农的生产积极性，激励

棉农增加农业投资[13,24]。一是有助于改善生产条件，

提升要素的使用效率，缩小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

间的差距。二是会促使棉农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在

扩大生产规模、获得规模效益的同时，也会提高现

有技术的利用水平。三是在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扩

大生产规模的同时，生产要素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

会促使棉农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积极调整

生产要素投入比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除此之外，还会促使棉农使用先进适用新技

术。可以预期，棉花临时收储政策、棉花目标价格

补贴政策均有助于提高棉花技术效率，但难以确定

两者对棉花技术效率的相对作用大小。 

 

图 1 临时收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影响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 
 

2．模型与变量 

为比较分析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

对棉花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首先，构建如下超越

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 

ln𝑌𝑖𝑡 = 𝛽0 + 𝛽1ln𝐿𝑖𝑡 + 𝛽2ln𝐾𝑖𝑡 + 𝛽3(ln𝐿𝑖𝑡)2 + 

                    𝛽4(ln𝐾𝑖𝑡)2 + 𝛽5ln𝐿𝑖𝑡ln𝐾𝑖𝑡 − 𝜇𝑖𝑡 + 𝜐𝑖𝑡（1） 

（1）式中，Y 为棉花产出总量，L、K 分别为

棉花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总数和资本总量。劳

动力总数根据用工总量折算，用工总量等于每亩用

工数量乘以棉花播种面积，参照《全国农产品成本

收益资料汇编》④，按每个劳动力全年劳动 250 天，

将用工总量折算成劳动力总数。资本总量等于每亩

物质与服务费用乘以棉花播种面积，并用农业生产

资料定基价格指数（1994 年=100）进行物价平减，

以剔除物价因素对资本总量的影响。βi（i=0,1,2,3,4,5）

为待估参数，υit为随机扰动项。技术无效率因子 μit 

= -ln(ξit)，ξit为技术效率，遵循 Battese and Coelli 的

思路[25]，设置时变无效率因子 μit为： 

 𝜇𝑖𝑡 = exp{−𝜂 · (𝑡 − 𝑇𝑖)} ∙ 𝜇𝑖          （2） 

（2）式中，η>0 表明随时间推移，技术效率在

提高，存在技术追赶；反之，η<0 表明存在技术倒退；

η=0 表明技术无效率因子不随时间发生改变，也意味

着棉花生产技术效率不随时间发生改变。 

其次，在获得技术效率 ξit值之后，可以进一步

估计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考虑到技术效率 ξit值始

终介于 0~1，直接采用 OLS 法会得到有偏的估计结

果；Tobit 模型仅适宜估计数据存在归并情形，而技

术效率取值介于 0~1，并不是数据归并造成的。因

此，本文采用专门用于估计被解释变量取值介于

0~1 的分数响应模型进行估计[16,17]，构建面板分数

响应模型如下： 

 

财富和预

期效应

临时收储

政策

棉花市场价格连续五个

工作日低于临时收储价

时，按临时收储价收购

目标价格

补贴政策

根据市场价格销售，市

场价格低于棉花目标价

格时，进行差额补贴

提升要素

使用效率

使用新型

技术

扩大生产

规模

优化要素

投入结构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技术进步
促进

规模效率
提升

资源配置效率
提升

技术效率
提升

增加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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𝜉𝑖𝑡 = 𝚽(𝛼𝑖 + 𝜃1𝑑1 + 𝜃2𝑑2 + 𝜃3𝑑3 + 

          𝜃4𝑑𝑖𝑠𝑎𝑠𝑡𝑒𝑟𝑖𝑡 + 𝜃5𝑖𝑟𝑟𝑖𝑔𝑖𝑡 + 𝜃6ln𝑜𝑝𝑒𝑟𝑐𝑜𝑠𝑡𝑖𝑡 + 

𝜃7ln𝑠𝑢𝑛𝑠ℎ𝑖𝑛𝑒𝑖𝑡 + 𝜔𝑖𝑡)                 （3） 

（3）式中，αi为个体效应，代表其他影响技术

效率但不随时间改变的影响因素，Φ(·)为正态分布

函数。由于 Φ(·)的取值始终介于 0~1，从而可确保

（3）式因变量 ξit的值始终介于 0~1，与技术效率的

取值范围完全相吻合，有效地解决了利用 Tobit 模

型人为设置归并点的缺陷[21,22]。 

考虑到我国自 2011 年开始实施棉花临时收储

政策，2014 年取消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开始在新疆

地区实施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为分析临时收储政策、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花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分

别设置临时收储政策虚拟变量 d1、目标价格补贴政

策虚拟变量 d2。同时，考虑到自 2007 年起，我国实

施棉花良种补贴政策，对使用棉花良种的农民进行

补贴，为控制良种补贴政策对棉花生产技术效率可

能造成的影响，新增良种补贴政策虚拟变量 d3。虚

拟变量设置为： 

𝑑1 = {
 1 , 2011 ≤ 𝑦𝑒𝑎𝑟 ≤ 2013

 0 ,其他                                
 

𝑑2 = {
 1 , 𝑦𝑒𝑎𝑟 ≥ 2014，且仅在新疆地区

 0 ,其他                                                     
 

𝑑3 = {
 1 , 𝑦𝑒𝑎𝑟 ≥ 2007

 0 ,其他                
 

进一步，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同时控制

自然灾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化水平以及日

照时间等因素的影响。disaster为成灾面积占农作物

播种面积的比例，反映自然灾害对棉花生产技术效

率的影响。irrig为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

的比例，反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棉花生产技术效

率的影响。opercost 为棉花生产的机械作业费用，

sunshine 为平均日照时数，分别反映棉花生产机械

化水平、日照时长对棉花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3. 数据来源 

由于近年来天津的棉花成本收益数据严重缺

失，因此，本文的分析样本为新疆、甘肃、陕西、

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江西、湖

北、湖南等 12 个棉花主产区。近 20 多年来，这 12

个棉花主产区的棉花产量在全国棉花总产量中的

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从 1994 年的 96.32%增加

到 2019 年的 99.48%。 

样本时间段为 1994—2018 年。1994 年以前，

国家统计局未单独公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包含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中，

无法获得 1994 年以前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1994 年之后的农业生产资料环比价格指数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以 1994 年为基期，转换成农业

生产资料定基价格指数。每亩用工数量、每亩物质

与服务费用、每亩机械作业费数据来源于 1995—

2019 年历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⑤，

缺失值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处理。棉花总产量、棉

花播种面积、成灾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及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参照丁建国、

穆月英一文中日照时数处理方法，日照时长用 4—

9 月的日照时数代替[13]，根据 1996—2019 年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整理。主要变量的定义和赋值说

明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说明 平均值 标准差 

棉花产量(lnY) 棉花总产量(万吨)，对数化处理 3.0835 1.2569 

劳动(lnL) 劳动力总数(万人)=每亩用工数量(天/亩)×棉花播种面积(万亩)/ 250，对数化处理 3.4527 1.3020 

资本(lnK) 资本总量(亿元) =每亩物质与服务费用(元/亩)×棉花播种面积(万亩)/ (10000×农业生产资

料定基价格指数（1994 年=100）)，对数化处理 

1.7055 1.2953 

自然灾害(disaster) 自然灾害(%) = (成灾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100% 21.3480 14.6668 

有效灌溉率(irrig) 有效灌溉率(%) = (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0% 41.5593 15.5724 

临时收储政策(d1) 2011≤年份≤2013 时，d1=1；其他，d1=0 0.1200 0.3255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d2) 年份≥2014，且仅在新疆地区时，d2=1；其他 d2=0 0.2000 0.4007 

良种补贴政策(d3) 年份≥2007 时，d3=1；其他 d3=0 0.4800 0.5004 

机械化水平(lnopercost) 机械化水平(万元) =每亩机械作业费(元/亩)×棉花播种面积(万亩)/ 农业生产资料定基价

格指数（1994 年=100），对数化处理 

5.3600 1.7258 

平均日照时数(lnsunshine) 平均日照时数= 4—9 月的累计日照时数/(6×30)，对数化处理 1.8741 0.194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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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 

1．模型设定检验 

假设技术无效率因子时变衰减，式（1）的面板

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2。 

表 2 面板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统计量 95%置信区间 

(ln𝐿)2 0.1845 0.0335 5.51*** [0.1189,0.2502] 

ln𝐿 × ln𝐾 -0.4095 0.0627 -6.53*** [-0.5323,-0.2867] 

ln𝐿 -0.0981 0.1111 -0.88 [-0.3159,0.1197] 

(ln𝐾)2 0.2336 0.0299 7.81*** [0.1750,0.2923] 

ln𝐾 1.0988 0.1014 10.84*** [0.9000,1.2975] 

常数项 1.3029 0.0951 13.71*** [1.1166,1.4892] 

𝑚𝑢 0.0541 0.0202 2.67*** [0.0145,0.0937] 

𝜂 0.1117 0.0128 8.37*** [0.0867,0.1368]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2所示的面板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准确时，

至少要满足两个假设： 

一是技术无效率因子时变衰减。式（2）中，当

 𝜂 = 0 时，表明技术无效率因子不随时间发生改变，

意味着此时宜采用技术无效率因子不随时间改变

的随机前沿模型。从表 2可以看出，𝜂 取值为 0.1117，

表明棉花生产技术使用效率在提高，存在技术追赶

现象。95%置信区间为[0.0867，0.1368]，表明 𝜂 取

值在 1%的水平上显著异于 0，意味着在用面板随机

前沿模型估计棉花的生产技术效率时，宜采用技术

无效率因子时变衰减假设。 

二是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非负。由于农户在生

产过程中会比较成本收益，进而调整自身生产行为，

不可能持续投入过剩的生产要素，从而不可能会出

现生产要素产出弹性持续为负的情形[14]，预期生产

要素产出弹性为非负。根据 𝐸𝐿𝑖𝑡 = 𝛽1 + 2𝛽3ln𝐿𝑖𝑡 +

𝛽5ln𝐾𝑖𝑡  、𝐸𝐾𝑖𝑡 = 𝛽2 + 2𝛽4ln𝐾𝑖𝑡 + 𝛽5ln𝐿𝑖𝑡 可分别获

得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计算结果见图 2。 

 

图 2 1994—2018年的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 
 

从图 2 可以看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明显

非负，与预期相吻合，也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一致，

支持“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非负”假设[14]。 

由此可知，表 2 所示的面板随机前沿估计结果

同时满足技术无效率因子时变衰减假设和生产要

素产出弹性非负假设，表明表 2 所示的估计结果是

准确的，可以根据表 2 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2．估计结果分析 

从表 2 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增加劳动投入有助于提高棉花产量。尽

管劳动投入的一次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劳动投

入的二次项系数为正，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

增加劳动投入有助于提高棉花产量，且在 5%的水

平上显著。 

第二，增加资本投入有助于提高棉花产量。资

本投入的一次项、二次项系数都为正，95%置信区

间都不包含 0，表明增加资本投入有助于提高棉花

产量，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 

第三，相对于增加劳动投入，增加资本投入对

棉花产量的影响更大。资本投入及其平方项的系数

分别为 1.098、0.2336，而劳动投入及其平方项的系

数分别为-0.0981、0.1845，表明资本投入比劳动投

入对棉花产量的影响要大。 

第四，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劳

动和资本交互项的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资本投入，

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减少劳动投入；反过来，

增加劳动投入，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减少资

本投入，与常识和生产理论相吻合。 

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投入对棉花产出的边际

影响在下降，资本投入对棉花产出的边际影响在增

加。根据劳动、资本产出弹性发现，1994 年以来，

在 12 个棉花主产区的棉花生产过程中，劳动产出

弹性逐渐减小。1994 年，劳动产出弹性约为 0.70，

2009 年下降到约 0.40，之后的近 10 年间，劳动产

出弹性一直维持在 0.40 左右。反之，资本产出弹性

稳步增大。1994 年，资本产出弹性约为 0.20，2009

年增大到 0.58，近 10 年来，资本产出弹性维持在

0.60 左右（图 2）。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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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效率模型估计结果 

1．技术效率演变特征 

获得面板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系数之后，可以获

得棉花技术效率值，技术效率计算结果见图 3 和图

4。分析发现，新疆、甘肃地区的棉花生产技术使用

效率相对较高，生产技术效率值基本维持在 0.80 以

上。分析还发现： 

（1）1994 年以来，我国 12 个棉花主产区的棉

花技术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以陕西尤为明显

（图 3）。1994 年，陕西棉花技术效率值不足 0.30，

2018 年提高到 0.91，年均增长 5.36%。接下来依次

为江西（4.57%）、安徽（3.95%）、山西（3.86%）、

山东（3.60%）、湖北（3.27%）、河北（3.26%）、湖

南（3.13%）、河南（3.04%）、江苏（2.59%）、甘肃

（0.72%）、新疆（0.57%）。 

 

图 3 1994—2018年棉花技术效率演变趋势 
 

（2）1994 年以来，我国 12 个棉花主产区之间

的棉花技术效率呈收敛趋势。1994 年，我国 12 个

棉花主产区棉花技术效率最小值为 0.26，最大值为

0.86，两者相差 0.60；2018 年，棉花技术效率最小

值为 0.91，最大值为 0.99，两者相差不足 0.10，地

区差异在不断缩小（图 4）。 

 

 
图 4 1994年和 2018年棉花技术效率地区差异 
 

2．面板分数响应模型估计结果 

棉花技术效率的面板分数响应模型估计结果

见表 3。列(1)不考虑棉花良种补贴政策对技术效率

的影响，列(2)考虑良种补贴政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列(3)引入自然灾害和有效灌溉率，控制自然灾害和

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考虑到棉花

技术效率还受生产机械化水平、日照时数等因素的

影响，列(4)进一步控制棉花机械化水平和日照时数

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花技术效率

产生正的影响。同时发现，控制良种补贴政策、有

效灌溉率、棉花生产机械化水平等因素之后，临时

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明

显下降，模型估计结果更为准确。 

估计结果表明： 

第一，临时收储政策有助于提高棉花技术效率。

无论是否控制良种补贴政策、有效灌溉率、棉花生

产机械化水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临时收储政策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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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变量的系数都为正，表明估计结果相对稳健，临

时收储政策始终对棉花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控

制良种补贴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临时收储政

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明显下降，表明如果不控制良

种补贴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会高估临时收储政

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表 3 Probit分布下技术效率面板分数响应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临时收储政策(𝜃1) 0.5971*** 0.0034 0.0278 0.0015 

 (17.85) (0.12) (0.95) (0.04)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𝜃2) 0.7352*** -0.0144 0.2403*** 0.1830* 

 (11.25) (-0.21) (2.67) (1.93) 

良种补贴政策(𝜃3)  0.8907*** 0.7011*** 0.7074*** 

  (24.18) (18.09) (17.94) 

自然灾害(𝜃4)   -0.0056*** -0.0055*** 

   (-3.82) (-3.64) 

有效灌溉率(𝜃5)   0.0371*** 0.0377*** 

   (6.55) (6.96) 

机械化水平(𝜃6)    0.0394* 

    (1.84) 

日照时数(𝜃7)    0.1191 

    (0.81) 

常数项 0.5382*** 0.2323*** -1.0318*** -1.4739*** 

 (5.41) (3.58) (-4.20) (-3.94)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𝐻0: 𝜃1 = 𝜃2 3.80** 0.08 5.80** 4.07** 

𝐻0: 𝜃2 = 𝜃3  96.89*** 18.95*** 21.52*** 

样本数 300 300 300 30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数值为 t统计量。 
 

第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显著有助于提高棉花

技术效率。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花技术效率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如果不控制良种补贴政策、有效

灌溉率、棉花生产机械化水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同样会高估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第三，相比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

更有利于提高棉花技术效率。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

的情况下，临时收储政策虚拟变量系数为 0.0015，

小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虚拟变量系数 0.1830，两者

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异，意味着目标

价格补贴政策更有助于提高棉花生产技术的使用

效率。 

第四，良种补贴政策显著有助于提高棉花技术

效率。良种补贴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与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

策相比，良种补贴政策对棉花技术效率的影响相对

更大，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

着单从提高技术效率而言，相对临时收储政策和目

标价格补贴政策，良种补贴政策的效果相对更好。 

除此之外，还发现，自然灾害会降低棉花生产

技术使用效率，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有效灌溉

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提高棉花生产机械

化水平，有助于提高棉花生产技术使用效率。 

3．稳健性检验结果 

面板分数响应模型估计结果可能受分布函数

假设的影响，表 4 报告了 Logit 分布下技术效率面

板分数响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 4 Logit分布下技术效率面板分数响应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临时收储政策(𝜃1) 1.0731*** 0.0095 0.0676 0.0205 

 (18.66) (0.18) (1.18) (0.31)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𝜃2) 1.6981*** 0.3689*** 0.8664*** 0.7553*** 

 (11.75) (2.67) (4.30) (3.62) 

良种补贴政策(𝜃3)  1.5623*** 1.2079*** 1.2285*** 

  (23.85) (16.95) (16.51) 

自然灾害(𝜃4)   -0.0090*** -0.0086*** 

   (-3.59) (-3.35) 

有效灌溉率(𝜃5)   0.0751*** 0.0743*** 

   (6.43) (6.76) 

机械化水平(𝜃6)    0.0720* 

    (1.84) 

日照时数(𝜃7)    0.1441 

    (0.58) 

常数项 0.8682*** 0.3578*** -2.2226*** -2.8371*** 

 (5.17) (3.20) (-4.67) (-4.37)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𝐻0: 𝜃1 = 𝜃2 16.91*** 7.56*** 16.08*** 13.50** 

𝐻0: 𝜃2 = 𝜃3  45.76*** 2.28 3.88** 

样本数 300 300 300 30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数值为 t统计量。 
 

同样发现，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

有助于提高棉花技术效率，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技

术效率的影响要大于临时收储政策的影响，且在 5%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良种补贴政策显著有助于

提高棉花技术效率，且大于临时收储、目标价格补

贴政策的影响。若不控制良种补贴政策等其他因素，

会高估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技术效

率的影响，与 Probit 分布下的面板分布响应模型研

究结论完全一致（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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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技术效率面板分数响应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Probit分布 Logit分布 

临时收储政策(𝜃1) 0.0931*** 0.1930*** 

 (2.76) (3.01)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𝜃2) 0.2711*** 0.5580*** 

 (7.53) (8.28) 

良种补贴政策(𝜃3) 0.6338*** 1.0860*** 

 (17.32) (15.91) 

自然灾害(𝜃4) -0.0049*** -0.0077*** 

 (-3.17) (-2.98) 

有效灌溉率(𝜃5) 0.0319*** 0.0631*** 

 (5.65) (5.45) 

机械化水平(𝜃6) 0.0399* 0.0734* 

 (1.87) (1.89) 

日照时数(𝜃7) -0.6795 -1.2172 

 (-0.36) (-0.35) 

常数项 0.2382 0.4072 

 (0.45) (0.41)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𝐻0: 𝜃1 = 𝜃2 28.05*** 32.37*** 

𝐻0: 𝜃2 = 𝜃3 40.26*** 23.85*** 

样本数 300 300 

注：*、***分别表示在 1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t统

计量。 

我国在新疆实施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同时，对

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

南和甘肃等 9省棉花生产者参照新疆棉花目标价格

补贴标准给予定额补贴。据此，修改目标价格补贴

政策虚拟变量 𝑑2 为： 

𝑑2 = {
1 , 𝑦𝑒𝑎𝑟 ≥ 2014 ，新疆和其他 9 省

0 ,其他                                                     
 

对应的技术效率面板分数响应模型估计结果

见表 5。发现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

良种补贴政策、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有效灌溉

面积比例、提高棉花生产机械化水平有助于提高棉

花生产技术的使用效率，自然灾害将降低棉花技术

效率，研究结论基本保持不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 1994—2018 年我国 12 个棉花主产区

的投入产出数据，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的

基础上，利用面板分数响应模型分析了临时收储政

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花技术效率的影响，结

果表明：一是 1994 年以来，我国 12 个棉花主产区

的棉花技术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呈收敛趋势。

二是临时收储政策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都有助于

提高棉花技术效率，相对临时收储政策而言，目标

价格补贴政策的影响更大，两者对棉花技术效率的

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意味着仅从提高棉花生产技术

的使用效率来看，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更加有效。进

一步控制良种补贴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结

论保持不变。三是单从提高棉花生产技术的使用效

率来看，相对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而

言，良种补贴政策的效果更好。即使控制棉花机械

化水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保持不变。四

是有效灌溉面积比例、棉花生产机械化水平对棉花

技术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意味着改善农业基

础设施、提高棉花生产机械化水平，将有助于提高

棉花生产技术使用效率。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从提高我国棉花技术效率

来看，良种补贴政策优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目标

价格补贴政策优于临时收储政策，改善农业灌溉条

件、提高棉花生产机械化水平也有助于提高棉花技

术效率。因此，建议在完善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同

时，要提高生产要素投入质量、改善生产条件等，

以进一步提高棉花技术效率。具体为：一是应产学

研结合，加强农业研发投入，提高棉花生产技术水

平。根据棉花生产实际情况，以产定研、以研促产，

切实提高农业研发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棉花生产

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应加强水利灌溉设施建设，提

高抵抗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通过提高水利灌溉设

施建设水平，减少受灾面积，降低成灾面积比例，

进而降低自然灾害对棉花生产的影响。三是应改良

土壤质量，提高土壤肥力，促进土壤环境的良性循

环，为棉花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减少肥料损失，达到

配肥改良土壤、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2011 年度棉

花 临 时 收 储 预 案 .http://www.gov.cn/zwgk/2011-

03/31/content_1835425.htm,2011-03-31/2021-1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2013年度棉

花临时收储预案 . http://www.gov.cn/zwgk/2013-

04/12/content_2376103.htm,2013-04-12/2021-11-22. 

②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原农业部联合发布 2014年棉花目

标价格. http://www.gov.cn/xinwen/2014-04/06/conte 

nt_2654075.htm,2014-04-06/2021-11-22. 

③ 今年内地棉花补贴政策明确 9省棉花补贴为20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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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1106/c1004-

25982638.html ，2014-11-06/2021-12-28. 

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

资料汇编 2019》.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

资料汇编》.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2019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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