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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粮于地：土地利用对粮食单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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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藏粮于地”战略背景，采用全国 10 省（区、市）950 户农户数据，在将土地利用分为规模经

营、可持续耕作、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土地

利用对农户粮食单产的影响效应与路径。结果表明：规模经营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呈先增后减趋势，即呈倒“U”

形关系，可持续耕作能够显著提升粮食单产，而结构调整显著负向影响粮食单产；规模经营在可持续耕作、结

构调整影响农户粮食单产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对于耕地禀赋不同的农户，规模经营、可持续耕作对农户粮食

单产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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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 production strategy based on farmland management: 

 The impact of land use on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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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rain production strategy based on farmland management, the data of 950 farmers in 1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and the method of dividing the land use into scale 

management, sustainable farming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impact and paths of land use on farmers’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have been analyzed empirically by utilizing ordinary least square method, two-stage least square method and 

moderating effect model.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scale management on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showing a trend of an inverted “U” shape. Sustainable farming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while structural adju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Scale 

management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sustainable farming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on farmers’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For farmers in different areas with different natural environments and resources, the effects of 

scal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farming on farmers’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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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安

全的关键前提，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

荣密不可分。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

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1]。中国粮食发展

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了艰难发展（1949

—1978年）、波动发展（1979—2003年）、跨越发

展（2004—2012年）、稳定发展（2013年至今）等

阶段。粮食产量实现了由长期供给不足向供求基本

平衡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自

2013 年以来，中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上升，为应对

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

有力支撑。然而，当前粮食安全已不再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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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问题，更重要的在于质量、结构、可持续生

产等方面。如何实现从“吃得饱”向“吃得好”

转变，是新时代新征程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新问

题。受边际收益递减等客观规律影响，中国长期

依赖物质要素投入驱动实现粮食增产已呈乏力态

势[3]。同时，粮食安全还受到国际贸易环境恶化、

地缘冲突、自然灾害冲击等方面的威胁[4]。“内忧

外患”形势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和挑战，粮食生产必须提质增效，粮食产业亟待关

键转变。具体而言，不仅要增加粮食单产和总产以

保障粮食总供给，还要降低生产引致的土地损害以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亟须探索并建立高效

率且可持续的粮食增产机制。 

近年来，学者针对粮食增产的影响因素展开

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关注到了农村劳动力外流和

人口老龄化[5,6]、技术进步[7]、土地托管[8]、气候变

化[9]、政策实施[10,11]、经营规模[12]等方面。根据柯

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土地是

粮食生产依托的关键投入要素，为粮食生产之基

础。基于人口基数庞大、耕地资源有限的基本国

情，党中央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实施“藏粮

于地”战略，并将其确定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藏粮于地”战略的本质要求是“向土地要产

能”，因此土地是实施该战略的基础和载体。已

有文献[13]表明，土地利用优化能够提升土地聚集

效应、释放农业生产潜力、保持土地生态平衡，

是一项涉及效率、经济、生态的多方面行为。随

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不但大量优质耕地被占用，并且耕地利用效

率不高，用地结构较为失衡。土地利用优化是破

解这一难题的关键举措，其能够充分发挥土地利

用潜力，激发规模经济效应，保持土地生态系统

平衡，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发展[13]。 

在粮食供应量变化、农业面源污染加剧、气

象灾害冲击等多重挑战下，促进土地利用推动粮

食增产对于贯彻落实“藏粮于地”战略以及实现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目标的

意义重大。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土地利用单一行

为与粮食总产或单产的关系，或者是从省域宏观

层面探讨土地的多功能利用，而忽视了从微观系

统性视角评估土地利用的产粮效应。基于此，本

文拟将土地利用分为规模经营、可持续耕作、结

构调整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农户粮食单产的影

响，并利用全国 10 省（区、市）农户的实地调查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然后进一步使用调节效应模

型检验规模经营在可持续耕作和结构调整影响农

户粮食单产中的调节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对于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具有重要意义，其重点在“藏”，关键在“地”，

即依靠土地提高粮食总产量，而提高粮食总产量的

前提在于要促进单产提升。因此，须以“保持粮食

单产”为核心，向土地要粮，深入贯彻“藏粮于

地”战略。20 世纪 90 年代，Krugman[14]基于新贸

易理论的发展，以规模报酬递增为理论基础研究发

现，城市空间规模不断扩大与土地空间的聚集息息

相关。这对中国土地利用具有重要启发。根据土地

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土地利用是指土地空间的布局

与利用，具体而言，土地利用以实现社会、经济、

生态等目标为导向，根据土地特性，通过采用先进

的管理手段和科学技术，针对特定区域的土地资源

进行数量结构、空间布局、利用方式等方面优化，

推动人地系统协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提高土地生

态经济系统功能。鉴于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现状，基

于效率、生态、经济视角，本文重点关注规模经

营、可持续耕作、结构调整三个方面对粮食单产的

影响。 

随着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不

断提升，规模化经营是必然趋势，对提高劳动生

产率和粮食生产竞争力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规模经营的

优势在于通过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获得规模经济，

因此，理论上农户应努力实现专业化规模生产[15]。

在技术水平既定前提下，特定区间生产一单位单

一或复合产品的平均成本递减，则认为存在规模

经济[16]。在农地规模经营过程中，劳动力、化

肥、农药等生产要素边际成本随农业规模增加而

降低，经济效益提高，农户由此获得更多生产性

纯收入，从而实现农地的规模经济[17]。近 30 年

来，中国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导致

农业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且呈老龄化趋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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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年开始，中国农业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

使得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力下降[18]。相

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粮食生产人工成本较

高，机械投入占比相对较低。然而实际工资上升

具有不可逆性，因此推动粮食规模经营，加快机

械化进程，减少人工等要素投入数量，提高劳动

生产率，是提升粮食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方向。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耕地要素集中连片，

降低生产资料流转成本，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产

能和经济效益[19]。可持续耕作是改善土壤质量、

平衡生态矛盾的有力手段，其包含套种、轮作、

间作等[20]。该举措是一项涉及经济、生态等多重因

素的行为，旨在提高耕地质量、治理土壤污染，从

而实现农业生态改善和粮食增收双赢[21]。连作会使

得土壤微生物类型由细菌向真菌转化，降低土壤

酶活性，打破土壤微生物群落平衡，导致土壤养

分流失、肥力下降[22-24]。因此，在规模化经营模式

下，有必要推行套种、轮作、间作等可持续耕作模

式，这对于提高土壤肥力[25]、减少病虫害[26]、改善

土壤结构[27]和提高粮食单产[28]具有重要作用。以

玉米—大豆轮作为例，该耕作模式能够提升土壤

氮循环活力，减少土壤氮元素流失，提升作物氮

利用效率，从而推动土地可持续生产[23]。随着农

业生产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农户生

产经营环境面临较多不稳定因素，客观上要求其

动态调整和更新生产经营活动，以应对市场变化

和波动[29,30]。农户是“理性经济人”，而经济作

物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有助于增加农户经营收

入，因此，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下，为获取最大经济

收益，农户可能对种植结构进行改变和调整[31]。具

体而言，受经济利益驱使，农户可能增加利润更

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小粮食作物生产规

模，导致土地“非粮化”和粮食减产[32]。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a：规模经营对农户粮食单产具有显著的正

向促进作用； 

H1b：可持续耕作对农户粮食单产具有显著的

正向促进作用； 

H1c：结构调整对农户粮食单产具有显著的负

向促进作用。 

规模经营的目标是“集碎为整”，实现农业

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33]。更多的土地面积可

用，集中连片经营为农户的可持续行为提供了空

间和条件。在规模经营背景下，农户可以分配更

多土地用于不同作物的种植和轮作，平衡土壤微

生物含量和土壤养分，保障耕地质量，为土地可

持续利用和粮食增产创造良好条件[34]。在绿色技

术采纳方面，相较于小规模农户，规模经营农户

会更倾向采取环境友好型行为，从而实现农业绿

色发展[35]。此外，农业规模经营是典型的“土地

共享”理念，即采用诸如轮作、套种等生态可持

续措施来生产农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经济效

益、粮食增产[36]等多重目标，从而取代要素投入

更为密集且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据此，本文

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规模经营在可持续耕作影响农户粮食单

产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随着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城乡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节奏不断加快，农业供给结

构需适应和调整，其关键在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37]。如前

所述，面对市场波动等现实问题，为追求最大收

益，农户通常通过调整生产结构以匹配市场需

求。相比于小农户，规模经营户土地相对较集

中，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来调整种植结构，以

增加经营收益。具体表现为，规模经营户能够集

中生产要素，调整生产结构，利用规模经济降低

单位产出成本，从而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同

时，规模农户可能具备更强的市场洞察力[38]，能

够针对市场需求较为迅速地调整经营结构，增加

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和投入，加快“非粮化”趋

势。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3：规模经营在结构调整影响农户粮食单产

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西南大学农村经济管理与研究

中心“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课题组 2022 年 2 月

至 8 月对全国 10 省（区、市）的中国农业发展与

粮食生产调查。实地调查采取一对一访谈的形式

进行，以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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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首先，在每个非粮主产省份抽取 2 个县，每

个粮食主产省份抽取 3 个县。考虑到部分非粮食

主产省份的一些县为地方性产粮大县，同时是高

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重点实施地区，特在其中随机

抽取 1 个县。其次，根据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

低，选取 3~4 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 4~6 个行政

村。调查区域覆盖安徽、贵州、河北、河南、内

蒙古、山东、山西、陕西、四川、重庆 10 省

（区、市）115 个乡镇 670 个村庄。调查内容主要

包括受访农户的个体及家庭特征、土地利用特

征、农业生产绩效、村庄特征等。调查共回收问

卷 1097 份，经过审核、筛选，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950份，问卷有效率为 86.60%。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粮食单产。借鉴已有研究[39,22]，

本文采用农户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即“粮食总产

量/种植面积”来表征。 

2．关键解释变量 

关键解释变量为土地利用，包括规模经营、

可持续利用、结构调整。具体而言，规模经营用

农户经营总面积来表征，即“自有耕地与转入土

地之和，再减转出土地”。可持续耕作为二元离

散变量，如果农户采用有利于生态可持续的种植

模式（套种、轮作、间作等），赋值为 1，否则赋

值为 0。于农户而言，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主要表现

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如果农

户根据市场行情来调整种植结构，赋值为 1，否则

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 

借鉴刘同山[40]、韩春虹和张德元[8]等的相关研

究，本文从 3 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家庭经营决策

者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家庭经营

特征，包括劳动力规模、技能培训、互联网使用、

农业保险、技术采纳、组织参与；村庄特征，包括

邻里和睦、村庄决策满意度、村庄经济水平。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粮食单产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吨/亩） 0.45 0.34 

核心解释变量    

规模经营 经营总面积（亩） 9.34 0.35 

可持续耕作 是否采用可持续耕作（例如套种、轮作、间作等）？否=0，是=1 0.73 0.44 

结构调整 是否根据市场行情来调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否=0，是=1 0.24 0.43 

控制变量    

性别 家庭经营决策者性别：女=0，男=1  0.77 0.42 

年龄 家庭经营决策者年龄（岁） 56.34 10.45 

健康状况 家庭经营决策者身体健康状况：较差=1，一般=2，良好=3  2.54 0.59 

劳动力规模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3.11 2.43 

技能培训 是否参加过农业技能培训：否=0，是=1  0.40 0.49 

互联网使用 是否使用互联网：否=0，是=1  0.84 0.37 

农业保险 是否购买农业保险：否=0，是=1  0.56 0.49 

技术采纳 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数量（个） 2.44 1.67 

组织参与 是否参与合作社：否=0，是=1 0.44 0.50 

邻里和睦 村社邻里和睦程度：很不和睦=1，比较不和睦=2，一般=3，比较和睦=4，非常和睦=5  4.04 0.87 

村庄决策满意度 对本村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的满意度：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

=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3.72 0.99 

村庄经济水平 村庄经济水平：很低=1，比较低=2，一般=3，比较高=4，很高=5 2.97 0.85 

注：考虑到复种指数等种植制度的样本差异，对被解释变量“粮食单产”已作复种指数计算处理，即粮食总产量/计算复种指数的面积。 
 

（三）模型设定 

考虑到粮食单产表征被解释变量，属于连续

型变量，故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

行拟合估计。模型构建如下： 

0 1 1

N

G i n i i iY X Z                   （1） 

其中，YG 表示粮食单产；Xi 表示土地利用，

包括规模经营、可持续耕作、结构调整；Zi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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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组；α0、α1及 αi为待估系数；εi表示随机扰动

项。此外，模型可能存在变量互为因果、遗漏变

量等内生性问题，进而造成估计结果有偏。已有

研究通常是引入工具变量解决该问题。根据工具

变量“阶条件”原则，模型中至少要引入与内生变

量个数一样多的工具变量。对此，借鉴何可等[41]的

研究，本文选取村庄平均规模经营水平、平均可

持续耕作水平、平均结构调整水平作为规模经

营、可持续耕作、结构调整的工具变量。其中，

村庄平均规模经营水平、平均可持续耕作水平、

平均结构调整水平是剔除农户本身的规模经营、

可持续耕作、结构调整后计算其他农户的均值而

得。对于居住在同一村庄的农户，其生产行为具

有一定相似性，因此，村庄土地利用行为均值与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这

一变量并不直接影响农户粮食单产，因此满足工

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进一步地，构建含

有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 

第一阶段： 

1 2 1

N

G i n i i iX IV Z                  （2） 

第二阶段： 

0 1 1
ˆ N

G i n i i iY X Z                   （3） 

其中，IVi表示工具变量， X̂ 为 XG的预测值，

其余变量含义与 OLS 回归模型相同。此外，为了

验证规模经营在可持续耕作和结构调整影响粮食

单产中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引入“规模经营与可

持续耕作”和“规模经营与结构调整”的交互

项。若交互项影响显著，则规模经营具有显著的

调节作用。模型构建如下： 

0 2 3 1

N

G sca sca cul n i i iY X X X Z          （4） 

0 2 4 1

N

G sca sca str n i i iY X X X Z          （5） 

其中，α2、α3、α4 表示待估系数，αi 表示其他

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一）基准回归 

考虑到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在进行

模型估计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最大方差膨胀因子为

1.35，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 1.23，远小于 10，故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此，本文采用普通最

小二乘法（OLS）对土地利用影响粮食单产进行估

计。为了探讨土地利用不同维度表征的全面性和

科学性，采用分层回归估计规模经营、可持续耕

作、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结果如表 2 列（1）至

列（3）所示。规模经营对粮食单产在 5%的水平

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规模经营能够提

高粮食单产。可能的原因是规模经营户具有更多

可利用的生产资源和要素，可以整合土地、劳动

力等要素，使资源和要素配置趋向合理，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单位成本，从而促进粮食增产，即

规模经济。值得一提的是，规模经营与粮食单产

之 间 呈 现 倒 “U” 形关 系 ， 在 43.7 亩 （–

0.262/0.003×2）时，规模经营对粮食单产的提升

效应最强。可持续耕作对粮食单产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表明可持续耕作能够提升粮食单产。究其

原因，可能是该模式有助于提高土壤中的微生物

含量、改善土壤质量，同时能够保持水土、涵养

水源，对粮食单产增长具有显著作用。结构调整

在 1%的水平下对粮食单产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

农户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种植结构导致粮食减产。

可能的原因在于，为匹配市场需求和实现经济效

益最大化，农户减少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利

润更高的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从而导致粮食单产

下降。综合而言，土地利用能够提升粮食产能，

增加粮食单产，有利于夯实粮食根基，保障粮食

安全，同时还能增加农户生产经营收入，提升其

种粮积极性。H1得到初步验证。 

控制变量中，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粮食单

产，表明农户参与技能培训有利于粮食增产。可

能的原因是技能培训有利于农户获取农业相关知

识和服务，提高生产实践能力，从而提高粮食单

产。农业保险在 1%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粮食单

产，表明农户参保能够提升粮食单产。可能的解

释是农业保险能平抑农户损失，分散市场和灾害

风险，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进而提高粮食单

产。村庄经济水平显著正向影响粮食单产，说明

经济越好的村庄，其粮食增产效益越佳。可能的

解释是经济条件好意味着村庄的基础设施较好，

农户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生产，改善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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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推动生产效率提升。 

表 2 土地利用影响粮食单产的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规模经营 0.262** — — 0.267** 

 (0.031)   (0.031) 

模式调整 — 0.092*** — 0.087*** 

  (0.025)  (0.025) 

结构调整 — — –0.115*** –0.108*** 

   (0.025) (0.025) 

规模经营的平方 –0.003*** — — –0.003*** 

 (0.001)   (0.001) 

性别 0.010 0.012 0.000 –0.000 

 (0.027) (0.027) (0.027) (0.001) 

年龄 –0.001 –0.001 –0.001 –0.004 

 (0.001) (0.001) (0.001) (0.020) 

健康状况 0.001 0.003 –0.004 0.022 

 (0.020) (0.020) (0.020) (0.013) 

劳动力规模 –0.001 0.002 0.003 0.001 

 (0.005) (0.005) (0.005) (0.003) 

技能培训 0.050** 0.052** 0.042* 0.057* 

 (0.024) (0.024) (0.024) (0.021) 

互联网使用 –0.045 –0.044 –0.043 –0.044 

 (0.033) (0.031) (0.031) (0.032) 

农业保险 0.079*** 0.065*** 0.080*** 0.081 

 (0.023) (0.022) (0.022) (0.027) 

技术采纳 0.011 0.009 0.010 0.011 

 (0.007) (0.007) (0.007) (0.009) 

组织参与 –0.015 –0.036 –0.016 –0.015 

 (0.023) (0.024) (0.023) (0.014) 

邻里和睦 –0.002 –0.002 0.002 –0.001 

 (0.014) (0.014) (0.014) (0.012) 

村庄决策满意度 0.006 0.003 0.001 0.004 

 (0.012) (0.012) (0.012) (0.014) 

村庄经济水平 0.020* 0.027* 0.034** 0.034** 

 (0.014) (0.014) (0.014) (0.014) 

常数项 0.811*** 0.748*** 0.746*** 0.701*** 

 (0.106) (0.106) (0.106) (0.106) 

观测值 950 950 950 950 

R2 0.047 0.056 0.063 0.078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

为标准误。下同。 
 

（二）内生性讨论 

上述基准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遗漏变量

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内生性问题主

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农户为达到更高粮食单

产，进而选择规模经营、可持续耕作等，因此可

能存在变量反向因果问题；第二，基准模型可能

存在遗漏变量等问题。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控

制了部分变量，但要控制所有变量仍有较大难

度，因此不能完全排除有遗漏的变量与粮食单产

相关。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做进一步估

计。结果见表 3。 

表 3 土地利用影响粮食单产的模型回归结果（2SLS） 

变量 (5) (6) (7) 

规模经营 0.435*** — — 

 (0.042)   

可持续耕作 — 0.745** — 

  (0.023)  

结构调整 — — –0.532** 

   (0.255) 

规模经营的平方 –0.005** — — 

 （0.00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659*** 0.082 0.022 

 (0.327) (0.063) (0.071) 

观测值 950 950 950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42.38*** 43.65*** 38.62***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统计量 
13.15** 15.76** 13.17** 

 

在模型（5）—（7）中引入工具变量“平均

规模经营”“平均可持续耕作”和“平均结构调

整”，并采用 2SLS 进行模型估计，表 3 给出了第

二阶段模型估计结果。同时，本文对工具变量有

效性进行了检验。首先是工具变量的不可识别检

验。模型（5）—（7）中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分别是 42.38、43.65 和 38.62，且在 1%的

水平下显著，表明可拒绝“工具变量是不可识别

的”原假设。其次是弱工具变量检验。模型（5）

—（7）中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统计量分别是

13.15、15.76 和 13.17，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表

明可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最后是

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模型（5）—（7）中

Sargan 卡方统计量均不显著，接受“所有工具变

量均外生”的原假设。由表 3 实证结果可知，解

决内生性问题后，规模经营和可持续耕作依然显

著正向影响粮食单产，而结构调整显著负向影响

粮食单产，该结果充分支持了理论分析，H1 再次

得到验证。 

（三）规模经营的调节效应 

为检验规模经营在可持续耕作和结构调整影

响粮食单产中的调节效应，本文引入“规模经

营”和“可持续耕作”的交互项、“规模经营”

与“结构调整”的交互项，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二者间存在互补关系，反之则为替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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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检验前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

OLS、Tobit 和 SUR 模型，得到模型（8）—

（13）。考虑到交互项与交互项构建变量之间可

能存在关联，在回归前，本文对交互项进行了中

心化处理。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采用何种模

型，交互项对粮食单产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

明规模经营与可持续耕作、规模经营与结构调整

存在互补作用，结果如表 4所示。 

由表 4 可知，“规模经营”和“可持续耕

作”的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规模经营

在可持续耕作影响粮食单产中存在正向调节效

应。可能的解释为，规模经营农户具备较强的生

产能力，在既定的生产要素投入下，为追求收益

最大化和生产可持续性，往往采用更科学的方式

进行耕作，如套种、轮作、间作等，有助于保持

土壤肥力和质量，从而实现更高的粮食单产。因

此，规模经营农户更倾向于采用可持续耕作来提

高粮食单产。此外，“规模经营”和“结构调

整”的交互项为正并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同时结构调整显著负向影响粮食单产，表明

规模经营强化了结构调整对粮食单产的负向影

响。可能的原因是，规模经营农户具有资源和规

模优势，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会积极了解市场动

态，获取市场偏好和需求变化相关信息，并调整

种植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以满足市场

需求。 

表 4 规模经营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OLS模型 Tobit模型 SUR模型 

(8) (9) (10) (11) (12) (13) 

规模经营×可持续耕作 
0.108** 

(0.047) 
— 

0.069** 

(0.033) 
— 

0.069*** 

(0.093) 
— 

规模经营×结构调整 — 
0.250*** 

(0.083) 
— 

0.236** 

(0.082) 
— 

0.232*** 

(0.084) 

规模经营 0.219*** 0.119*** 0.177*** 0.085*** 0.177*** 0.088*** 

 (0.032) (0.030) (0.035) (0.032) (0.035) (0.032) 

可持续耕作 0.125*** — 0.098*** — 0.094*** — 

 (0.023)  (0.025)  (0.025)  

结构调整 — –0.113*** — –0.119*** — –0.113*** 

  (0.025)  (0.016)  (0.02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753*** 0.748*** 0.753*** 0.680*** 0.752*** 0.725*** 

 (0.104) (0.102) (0.105) (0.106) (0.105) (0.104) 

观测值 950 950 950 950 950 950 

 

（四）异质性分析 

土地利用对粮食单产的提升效应在较大程度

上依赖耕地禀赋，因此本文探讨不同地形特征下

耕地利用的粮食增产效应的差异。本文依据农户

耕地的主要地形，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

表 5。在耕地禀赋差异上，规模经营、可持续耕作

均有利于促进平原和丘陵耕地的粮食单产提升。

可能的解释是，相较于平原和丘陵，山地地形较

为复杂，农户住地较为分散，资源禀赋欠佳，因

此耕地利用的粮食增产效果较差。 

表 5 耕地禀赋差异检验结果 

变量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平原 丘陵 山地 平原 丘陵 山地 平原 丘陵 山地 

规模经营 0.384** 0.278* 0.321 — — — — — — 

 (0.022) (0.004) (0.147)       

可持续耕作 — — — 0.169*** 0.123** 0.485    

    (0.002) (0.001) (0.010)    

结构调整 — — — — — — –0.192 –0.183 –0.153 

       (0.113) (0.487) (0.52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65 422 363 165 422 363 165 422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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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对于提升土地质量、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本文基于全国 10 省（区、市）的 950 户农

户数据，从规模经营、可持续耕作、结构调整三

个方面刻画土地利用，实证分析了土地利用对农

户粮食单产的影响效应及路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规模经营、可持续耕作对农户粮食单产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结构调整对农户粮食单产具

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二，规模经营在可持续耕

作、结构调整影响农户粮食单产中均存在正向调

节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土地利用对农

户粮食单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耕地资源

禀赋不同农户的粮食单产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积极引

导农户实行适度规模经营，针对不同阶段、区

域、群体有序落实。首先，根据农户的经营地位

和主观意愿，探寻符合现实情况的规模经营实现

路径，借助政府等多方力量为规模经营创造有利

条件；其次，大力支持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培

养规模经营户的潜在对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最后，出台农业保险政策，推动实现“应保尽

保”，降低农户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风险。 

第二，创新耕作管护模式，引导农户积极采

用套种、轮作、间作等可持续耕作方式。首先，

倡导绿色发展理念，采用休耕轮作等技术，涵养

水土、提升地力，促进土地可持续发展；其次，

充分尊重农户意愿，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推进集中

连片的可持续耕作，实现可持续耕作的规模效益

和区域生态系统恢复；最后，依托农业技术推广

等渠道，提供套种、轮作、间作等技术的培训和

指导，以帮助农户掌握并正确实践于生产中。 

第三，建立健全市场价格机制，确保粮食等

农产品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首先，建立

全面的市场情报系统，为农户提供有关市场需

求、价格走势等信息；其次，利用市场调节、监

管措施等保证市场价格的稳定性和公平性；最

后，全面开展市场调研，并提供市场分析报告，

为农户实施有效的决策创造良好条件，坚决遏制

“非粮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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