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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1978-2007年西藏相关数据资料,借助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

解等方法,测算和分析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对西藏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了促进西藏农业经济增长的

对策:加快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流转,并努力提高农林牧渔业劳动力素质;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机械设备的投资力度,大幅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尝试新型的土地制度,深化精耕细作;转
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实行集约型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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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配第[1]指出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

财富之母”,同时马克思[2]也指出的“不论生产的社

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

素”,其观点均反映离开了农业生产要素将形成“巧
妇难做无米之炊”的局面,从而无法实现农业经济

增长。
国内许多学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试图从

分析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入手,探讨农业经济

增长的途径,在研究成果中,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

究,提出了许多观点。张鸿等[3]研究发现,在我国农

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业资本投入与农业劳动力

投入是促使农业经济增长量变的重要因素。魏宏安

等[4]和王瑞杰等[5]认为,研究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生

产以及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农业

机械的进一步投入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对促进

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具有较大的潜力。洪名勇

等[6]、宋华明等[7]、陈龙江等[8]和杜红梅等[9]、刘光

辉等[10]分别从农业经济结构、高等教育、农产品对

外贸易、农业机械化等视角进行农业生产要素分析。

  一、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选择农业总产值Z 作为农业产出指标,选择农

作物播种面积G1、农林牧渔业劳动力G2、农用化肥

施用量G3、有效灌溉面积G4、农机总动力G5作为农

业投入指标;为了消除或减轻各指标可能出现的异

方差,对式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用lnY、lnX1、

lnX2、lnX3、lnX4和lnX5表示,其中A 为科技进步,

b1、b2、b3、b4、b5分别为G1、G2、G3、G4和G5的弹性系

数。本文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农业五十年统计资

料》《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样本

区间为1978—2007年,各指标以当年绝对数进行

统计。
由ADF检验结果(表1)可知,各指标的时间序

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所
以各指标均为一阶单整序列I(1)[11]。

  二、Granger检验结果及分析

由于检验结果对滞后期的选择有时很敏感,不
同的滞后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一般而言要进行

不同滞后期的检验,以模型中随机干扰项不存在序

列相关的滞后期长度选择滞后期[12]。从检验结果

(表2)可知,在西藏农业经济增长中各投入变量与

内生变量之间有单向因果关系也有双向因果关系;

G1以及G3不是Z的Granger原因,这与西藏农业生

产实际相吻合。G2、G4和G5是Z 的Granger原因,
且Z是G4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G2、G4和G5对

Z有比较显著的影响。结果分析表明农业经济增长

是维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高投入的原因与动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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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进一步增长,由于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低下导致庞大数量的农林牧渔业劳动力都吸

纳在第一产业。另外,农业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农田

水利设施的建设。
表1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C,T,K)

ADF统计量
1%水平检验

临界值
5%水平检验

临界值
10%水平检验

临界值
相伴概率 结论LnY

(C,T,N) -2.444 -4.310 -3.574 -3.222 0.351 非平稳

LnX1 (C,T,12) -2.538 -4.616 -3.710 -3.298 0.308 非平稳

LnX2 (C,T,0) -2.530 -4.310 -3.574 -3.222 0.313 非平稳

LnX3 (C,T,N) -2.882 -4.533 -3.674 -3.277 0.189 非平稳

LnX4 (C,T,6) -2.786 -4.310 -3.574 -3.222 0.213 非平稳

LnX5 (C,T,7) 2.443 -4.728 -3.760 -3.325 1.000 非平稳

△LnY (C,N,1) -5.674*** -3.700 -2.976 -2.627 0.000 平稳

△LnX1 (C,N,N) -7.783*** -3.689 -2.972 -2.625 0.000 平稳

△lnX2 (C,N,N) -5.694*** -3.689 -2.972 -2.625 0.000 平稳

△lnX3 (C,N,1) -9.345*** -3.920 -3.066 -2.673 0.000 平稳

△lnX4 (C,N,N) -5.531*** -3.670 -2.976 -2.627 0.000 平稳

△lnX5 (C,N,12) -5.555*** -3.724 -2.986 -2.632 0.000 平稳

 注:ADF检验结果由Eviews5.0软件计算得出,其中检验形式C、T 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含有常数项、趋势项;K 表示滞后阶数,由

SIC和AIC 准则确定;N 表示不包括C,T,K;加入滞后项为了使残差项变为白噪声;△表示一阶差分;***,**,*分别表示统

计值通过1%,5%,10%的显著水平检验。

表2 Granger因果检验

零假设 H0 滞后期
F统
计量

P 值
(相伴概率)

结论

Z不是G1的Granger原因 3 4.552540.01375 拒绝原假设

G2不是Z 的Granger原因 8 6.994440.02324 拒绝原假设

Z不是G3的Granger原因 2 9.846250.00081 拒绝原假设

G4不是Z的Granger原因 9 8.130580.11427 拒绝原假设

Z不是G4的Granger原因 9 4.428450.19775 拒绝原假设

G5不是Z的Granger原因 9 9.200050.10184 拒绝原假设

  三、协整检验、协整方程及分析

1.协整检验

如上所述,我们所涉及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如果这些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些

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反映了所研究变

量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由于本文

研究变量超过两个,样本量也相对有限,所以本研究

采用Johansen检验进行分析。根据AIC 和SC 信

息准则最小化并结合似然比LR 检验,确定VAR
(4)模 型 为 最 优 模 型(AIC=-20.10088,SC=
-14.62957,LR=385.3618)。由于前面确定的无

约束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3,因此协整检验的

VAR 模型滞后期应确定为2[13]。

表3 Johansen协整检验

假设:协整
向量个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的临

界值 P 值
最大特征
值统计量 5%的临界值 P 值

None* 0.970 230.668 95.754 0.000 94.771 40.078 0.000

Atmost1* 0.948 135.897 69.819 0.000 79.858 33.877 0.000

Atmost2* 0.687 56.039 47.856 0.007 31.396 27.584 0.015

Atmost3 0.451 24.643 29.797 0.175 16.213 21.132 0.213

Atmost4 0.268 8.430 15.495 0.421 8.425 14.265 0.337

Atmost5 0.000 0.005 3.841 0.942 0.005 3.841 0.942

  2.协整方程

Johansen检验结果表明(表1),在5%的显著水

平上,变量之间有3个协整关系,说明内生变量与各

投入变量之间构成的协整关系很稳定,投入变量与

内生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前面关于农业经

济增长与其各投入变量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是基于

VAR模型以及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一阶差分,为了

进一步研究投入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当期变化的影

响,进而要确定出正规化的协整方程,其协整方程

如下:

CEt=lnY-3.596lnX1-7.290lnX2-0.344lnX3+1.241lnX4-0.619lnX5+45.382
(1.945)  (1.423)  (0.107) (0.294)(0.131)(括号内为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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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长期中农业经济增长与

投入要素G1、G2、G3和G5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化肥施用量、农
机总动力每增长一个单位,将分别促进农业产值增

长3.596、7.290、0.344、0.619个单位。从对农业经

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小排序为G2>G1>G5>G3,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二因素是促

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说明西藏农业虽然

通过近3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西藏农业

生产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型,西藏农业生产还是粗放

型生产,西藏农业经济增长还是依靠庞大的农林牧

渔业劳动力和投入大量的土地作为支撑,这正是西

藏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

因。而农业经济增长与投入要素G4之间具有反向

关系,这主要可能是由于极端气候因素以及有效灌

溉面积长期持续减少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济

增长。

  四、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

1.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中分别给变量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得到

相关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1、2、3、4和5给出了Z
对各个变量冲击的响应(G1=lnX1、G2=lnX2、G3=
lnX3、G4=lnX4、G5=lnX5、Z=lnY,下同)。横轴代表

追踪期数,这里为30;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各变量的

响应大小。实线表示响应函数曲线,两条虚线代表两

倍标准差的置信带。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响应期数

(单位:年),纵轴表示各变量的变化百分比。

  图1 LNY 对LNX1 冲击的响应    图2 LNY对LNX2 冲击的响应    图3 LNY对LNX3 冲击的响应

  图4 LNY 对LNX4 冲击的响应    图5 LNY对LNX5 冲击的响应    图6 LNY对自身冲击的响应

  当在本期给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林牧渔业劳动

力、有效灌溉面积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后(即增加该

要素投入),影响农业总产值上升,对农作物播种面

积响应在第3期达到最高点(c(3)30 =6.75%,即在第

3期Z对G1的响应是6.75),从第16期以后开始稳

定增长;对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响应在当期达到最高

点(c(1)30 =7.79%,即在第1期 Z 对G2的响应是

7.79),从第17期以后开始稳定增长;对有效灌溉面

积的响应在第20期达到最高点(c(20)30 =3.96%,即
在第20期Z对G4的响应是3.96),从第9期以后开

始稳定增长。
当在本期给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一个

标准差的正冲击后(即增加该要素投入),农业总产

值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其中对农用化肥施用量

响应在第3期达到最高点(c(3)30 =0.89%,即在第3
期Z对G3的响应是0.89)。这与表3中Granger因

果分析相一致,即由于农林牧渔业劳动力观念的制

约导致该要素投入长期持续低迷,这正成为促进农

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对农机总动力响

应在第17期达到最高点(c(17)30 =1.20%,即在第17
期Z对G5的响应是1.20),从第6期以后开始波浪

式增长。
从图6可以看出,农业总产值这个内生变量是

一个正的响应,并且在17期后仍有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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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差分解分析

这里在 VAR(3)模型的基础上对Z 的预测方

差按成因分解为各个方程相关的部分,本文列出Z
作为 因 变 量 时 的 方 差 分 解 结 果,详 细 情 况 见 图

7-12。其中追踪期数这里取30;图示中横坐标标识

滞后期间数(单位:年),纵坐标表示该要素对农业总

产值的贡献率(单位:百分数)。
通过图7-12可知:从长期来看,农业总产值的

变化中约有8%由其自身决定,这也说明上期农业

总产值的信息对当期农业总产值影响不大,但具有

一定的指导作用,这与上述结论相一致。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的冲击能解释农业总产值变化的15.20%,
且贡献率最大达到23.75%(RVCG1→Z=23.75%),
是农业总产值得以稳定增长的主要原因,这正是粗

放型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农林牧渔业劳动力的冲

击能解释农业总产值变化的20.78%,且贡献率最

大达到60.27%(RVCG2→Z=60.27%),是农业总产

值稳定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

渐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呈现出了边际效益递减的趋

势,这与上述协整方程分析相一致;农用化肥施用量

的冲击能解释农业总产值变化的38.57%,且贡献

率最大达到38.71%(RVCG3→Z=38.71%),对农业

总产值的贡献随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也逐步显现出

来;有效灌溉面积的冲击能解释农业总产值变化的

16.27%,贡献率 最 大 达 到16.62%(RVCG4→Z=
16.62%),该要素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随时间的推

移其重要性也逐步加大;农机总动力的冲击能解释

农业总产值变化的1.25%,贡献率最大达到1.71%
(RVCG5→Z=1.71%),该要素的贡献趋势随时间的

推移其贡献率也逐渐加大,但从总体上说,其贡献率

还是不高;这正是粗放型农业生产长期重视农作物

总播种面积和农林牧渔业劳动力投入所必然导致的

结果。
因此,农机总动力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长期不

高不应仅仅归咎于单要素本身,因为这是各投入要

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

  图7 LNX1 对LNY 的贡献率     图8 LNX2 对LNY的贡献率     图9 LNX3 对LNY的贡献率

  图10 LNX4 对LNY 的贡献率     图11 LNX5 对LNY的贡献率     图12 LNY对自身的贡献率

  五、结 论

基于1978-2007年西藏农业经济投入与产出

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藏农业经济增长和各投入

要素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西藏的

农业生产还是粗放型生产;农业经济增长,到目前为

止,仍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为

主来拉动。因此,要改变西藏农业经济增长长期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落后局面,实现西藏农业经济增

长,必须提高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由研究结论可

得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加快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向第

二、三产业流转,并努力提高农林牧渔业劳动力素

质。第二,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有效

提升现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扩大有效灌

溉面积,进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第三,加大农业机

械设备的投资力度,大幅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第

四,尝试新型的土地制度,深化精耕细作。第五,转变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实行集约型农业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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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ContributionsofInputFactors
toTibetanAgriculturalEconomicGrowth

SONGLian-jiu1,ZHANGFu-ping2,SUNZi-bao1,HEYan1,QIONG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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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dataofTibetanagriculturefrom1978to2007,thisstudymeasuredthecon-
tributionsmadebyagriculturalproductionfactorstoTibetanagriculturaleconomicgrowthintermsof
co-integrationtest,grangercausalitytest,impulseresponsefunction,andvarianceanalysis.Thesugges-
tionstopromoteagriculturaleconomicgrowthinTibetaregivenasfollow:Speeduptransferringlabor
fromthefirstindustrytothesecondandthirdindustry;Further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Increaseinvestmentinagriculturalmachineryandequipment;Toimplementnewland
systemanddeepenintensivecultivation;Transformthegrowthpatternofagriculturebyimplementing
intensiveagriculture.

Keywords Tibet;inputfactors;impulseresponsefunction;variance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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