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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农地对农业生产的基础性作用,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以及面板数据对我国农业可持续性进行了

测度,分析了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中、东、西部地区的农业可持续性大小依次为东部

>中部>西部,粮食非主产地区的农业可持续性大于粮食主产区;而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在经济发

达的东部或粮食非主产区表现出显著性,在经济欠发达的中部或粮食主产区则表现不明显。因此,建议大力推

进耕地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地的有序、高效流转,如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地区,挖掘这些地区的农业

生产潜力,促进与保持农业可持续性,实现区域间平衡和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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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7年Barbier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文章引起人们的关注起,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便开始被引入了各个研究领域[1-3]。农

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要素,农地流转最直接的影

响对象就是农业。农地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及农地流

转主体的微观经济理性行为决定了农业增长的无极

限性范围,这种增长的无极限性就是农业发展的可

持续性。我国农地流转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

现,到21世纪初,农地流转已经相当普遍。农地流

转能够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机械化程度,但
是农地流转是否能够实现农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呢? 是否具有区域适用性? 是否有利于保持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我们发展可持

续农业非常重要。
农地流转具有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如促进农

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避免小

规模农户经营模式的效率损失,提高劳动生产率和

土地产出率,促进农民增收等[4-8]。此外,农地流转

还有利于农业投入增加、农业技术进步、农村劳动力

转移、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社会保障的货币

化,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与农村社会稳定[9-12]。具

体到农地流转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庞佑林提

出建立在土地流转机制基础上的种田大户型、集体

农场型、公司型农地经营模式,促进了农地适度规模

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经济利益,有利于实

现土地持续利用和农业持续增长[13];谢华国认为在

我国农村,特别是丘陵地及山区,实行土地适度集中

和规模经营势在必行,也是农村经济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的必然选择[14];邹晓云等指出规范的土地市场

本身应该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在价格机制的

作用下,不同用途土地的相互转换,可以改善土地利

用结构,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15];胡亦琴也认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是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创新农地流转及其相关制度是提

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土地资源永续利用、进而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16]。但现有文

献关于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性影响的定量研究还

没有涉及,也没有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为此,
本文拟使用统计指标体系并结合多元统计方法对

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测度,并将我国的省级

区域划分为三大区域以及粮食的主产区、非主产

区,对测算出来的农业可持续性与农地流转进行

面板数据研究,定量分析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

性的影响。

  一、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测量

  1.指标体系和数据来源

结合相关理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17-23],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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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可持续性可以由农业投入、产出以及农业生

态环境系统(反映农业生产潜力)状况来衡量,其中

农业投入包括人力(人员)、物力(设施、机械)、财力

(资金)方面,农业产出包括土地产出、劳动产出及农

业增加值,农业生产潜力则可由农业结构情况、自然

灾害情况、农业复种情况、农地压力以及农业污染等

来衡量(具体见表1)。由于指标衡量的非单一性,故

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业可持续性进行整体测度。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地流转经历了明令禁止

阶段(1978-1987年)、解禁阶段(1988-2002年)和

规范化阶段(2003年至今),因此本文分析的时间跨

度选定为1988-2011年;而空间范围为29个省、

市、自治州,把重庆的数据并入了四川,西藏、香港、

澳门、台湾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和发展的特殊性

未列入;所有数据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

编》《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以及2009-2012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

业统计年鉴》。
表1 农业发展可持续性指标及变量

指标 变量 单位

农业资金支持力度 1.财政支农支出 亿元

农业设施投资力度 2.农户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 元/户

农业机械化水平
3.农机总动力/农林牧渔总产值

4.单位面积耕地用电量
kWh/万元

kWh/667m2

农业人员潜力 5.户均人数

农业用水丰裕度
6.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7.水库总容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m3/667m2

土地产出率 8.农业产值/农作物播种面积 元/hm2

社会劳动产出率 9.第一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数 元

农业产出水平
10.粮食单产

11.农林牧渔增加值
kg/667m2
亿元

农业结构调整 12.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农业自然灾害损害程度 13.成灾面积/受灾面积

农业复种指数 14.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农地压力指数 15.耕地面积/人口数 667m2

农地化学污染
16.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

17.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
kg/667m2

kg/667m2

  2.农业发展可持续性因子分析

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对上述17个变量

进行因子分析来综合评价农业发展可持续性,再根

据各构造因子的重要性作为权重计算各地区各年份

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综合得分。具体步骤为:
(1)建立可观测变量x,x=(x1,x2,x3…x17),

均值向量E(F)=0,协方差矩阵Cov(x)=∑,且变

量标准化之后协方差矩阵∑与相关矩阵R 相等。
(2)确认待分析变量是否合适因子分析,进行

KMO检验和SMC检验。
(3)构造因子变量,在主成份法的Factor(stata

因子分析命令)过程中发现在1988-2011年期间,
所有的样本年前5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且所

占方差都在82.98%以上(见表2),可见,运用因子

分析法很好地消除了相关性,并且能用提炼的少数

因子最大程度地反应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F=
(F1,F2,F3,F4,F5),F 是不可测的向量,均值向量

E(F)=0,协方差矩阵Cov(F)=1,F1,F2,F3,F4,

F5之间相互独立。
(4)进行旋转确定因子,获得较为明显的实际

含义。
(5)计算方差贡献率与累积方差贡献率。考虑

到样本量和计算的复杂性,本文只简要介绍计算过

程。令Y 为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总得分,则Y=
∑WitFi。其中,W 为每个主成分在方差总贡献率中

所占的比重,Wi=λi/∑λ,λ为每个主成分因子的方

差贡献率,∑λ为5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见表2);

F为每个主成分的得分;t=1…5(5个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i=1…29(除了29个省市自治区)。

(6)计算综合得分。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

变量经过了标准化处理,部分计算的综合得分有负

数,为了方便后面的计算,本文将全部得分加上了

2,使得全部综合得分都变为了大于0的正指标(见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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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累积贡献率

年份 因子贡献率 年份 因子贡献率 年份 因子贡献率 年份 因子贡献率

1988 0.8946 1994 0.8856 2000 0.8714 2006 0.8858

1989 0.8910 1995 0.8826 2001 0.8522 2007 0.8676

1990 0.8298 1996 0.8756 2002 0.8603 2008 0.8538

1991 0.9154 1997 0.8996 2003 0.8769 2009 0.8924

1992 0.8985 1998 0.8803 2004 0.8677 2010 0.8790

1993 0.8790 1999 0.8674 2005 0.8964 2011 0.8499

  3.各地区历年农业可持续性分析

根据表3可以计算我国东、中、西部及粮食主产

区、非主产区农业可持续性的平均得分情况,见图

1。从图1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拟合可持续性相

对较高,从1989年开始历年得分均超过2.0,但是

2011年有下降的趋势,说明农业可持续性在恶化,
此外粮食非主产区历年来的农业可持续性走势和东

部地区非常吻合,也是在2011年变弱了;东部沿海

地区大都属于我国的粮食非主产区,黄淮海平原的

大部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分布在这一带,
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发达,
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水平较高,因而经济发达地区

表现出较高的农业发展可持续性。西部地区的农业

可持续性最低,历年来都没有达到过2.0,说明西部

地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气候、水资源等的影

响,农业可持续性不高;但随着支持西部发展战略的

实施,农业支出比例的提高,各项农业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西部地区的农业可持续性在最近几年得到了

改善。中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可持续性表现

得较为平稳,略高于西部地区,但和东部地区比较

还存在一定差距,中部地区也是我国粮食主产地区

图1 各地区历年的农业可持续性

的主要分布地带,大都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区,农
业现代化程度不高,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有待更

加全面化,因而历年来这些地区的农业可持续性

并不高。

  二、农地流转对农业发展可持续性

的影响分析

  1.各地区历年农地流转情况

由于我国农地流转的官方数据缺失,因此,用历

年来农地户均经营耕地面积来表征农地流转变量。
图2反映了我国历年来各地区农户户均经营耕地的

状况。中西部地区农户户均经营的耕地面积较多,
而东部地区户均经营的耕地面积最少,反映了我国

东部地区农地流转频繁、农业大户多,逐步实行了农

业规模化生产,西部地区则多保持小农模式的农地

经营方式。此外,粮食主产地区的户均经营耕地面

积较高,非主产地区的户均经营耕地面积较少,粮食

主产地区耕地面积较多,流转的农地面积较大,而非

主产地区则受拥有耕地量和流转限制,户均经营耕

地面积普遍较低。

图2 农户户均经营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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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模型分析与结果

用农业可持续性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农地流转

作为解释变量来估计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性的影

响。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也存在相关性,故采用的省

级数据之间可能存在个体联系性,因此,对于面板模

型的选择仍然借鉴了hausman检验的结果;考虑到

农业可持续性具有累积效应,加入了因变量的滞后

一期数据,用Y(-1)表示;由于农业可持续性还受

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故加入了控制变量,把农民人

均纯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因此,模型Ⅰ、模型

Ⅱ、模型Ⅲ、模型Ⅳ分别为简单面板模型、考虑滞

后因素的简单面板模型、加入控制变量的面板模

型、加入控制变量和滞后因素的面板模型,结果如

表4。
表4 模型估计结果

地区 Hausman值 模型形式 常数项 Y(-1) 农地流转 控制变量 F/W

模

型

Ⅰ

东部地区 10.63(0.00) 固定效应 0.8489(0.00) -0.0175(0.70) 0.14(0.70)
西部地区 2.40(0.12) 随机效应 0.6357(0.00) -0.0473(0.34) 0.91(0.34)
中部地区 1.07(0.30) 随机效应 0.2330(0.10) 0.0943(0.11) 2.44(0.11)
粮食主产地区 3.13(0.07) 固定效应 1.1622(0.00) -0.2682(0.03) 4.46(0.03)
粮食非主产地区 4.52(0.03) 固定效应 0.6029(0.00) 0.0071(0.87) 0.02(0.87)

模

型

Ⅱ

东部地区 23.89(0.00) 固定效应 0.8026(0.00) 0.2495(0.00) 0.0334(0.25) 27.06(0.00)
西部地区 1.97(0.37) 随机效应 0.3196(0.00) 0.1924(0.00) 0.0683(0.13) 31.80(0.00)
中部地区 2.90(0.23) 随机效应 0.6388(0.00) 0.2805(0.00) -0.0373(0.38) 46.73(0.00)
粮食主产地区 4.90(0.08) 固定效应 1.0316(0.00) 0.2450(0.00) -0.1920(0.01) 29.78(0.00)
粮食非主产地区 6.29(0.04) 固定效应 0.5555(0.00) 0.2322(0.00) 0.0486(0.07) 38.96(0.00)

模

型

Ⅲ

东部地区 50.50(0.00) 固定效应 -0.9164(0.00) 0.2927(0.00) 0.1668(0.00) 30.98(0.00)
西部地区 3.90(0.12) 随机效应 -0.5645(0.02) 0.1448(0.00) 0.0939(0.00) 17.37(0.00)
中部地区 3.58(0.16) 随机效应 -0.0695(0.75) -0.0327(0.41) 0.0891(0.00) 12.90(0.00)
粮食主产地区 16.90(0.00) 固定效应 -0.5233(0.43) -0.0921(0.50) 0.1238(0.00) 18.72(0.00)
粮食非主产地区50.88(0.00) 固定效应 -0.3642(0.11) 0.1572(0.00) 0.0923(0.00) 9.90(0.00)

模

型

Ⅳ

东部地区 91.47(0.00) 固定效应 -0.3698(0.01)0.3083(0.00) 0.2193(0.00) 0.1135(0.00) 47.35(0.00)
西部地区 7.12(0.07) 随机效应 0.2488(0.17) 0.1943(0.00) 0.0853(0.05) 0.0044(0.78) 32.78(0.00)
中部地区 3.75(0.28) 随机效应 0.3808(0.02) 0.2953(0.00) -0.0264(0.50) 0.0308(0.08) 49.85(0.00
粮食主产地区 26.96(0.00) 固定效应 0.2794(0.26) 0.2738(0.00) -0.0384(0.65) 0.0567(0.00) 25.99(0.00)
粮食非主产地区59.51(0.00) 固定效应 0.4150(0.00) 0.2379(0.00) 0.0688(0.03) 0.0136(0.29) 26.34(0.00)

 注:括号内为P 值

  从表4可以看出,根据理论推测和Hausman检

验结果,对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和粮食非主产地区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反应我国西部地区和中部地

区的个体性差异较大。在中部的8个省中只有6个

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快,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水平

较高;在西部的10个省份中,农业生产布局有差异,
四川省属于土壤、气候和光照都比较适合农业生产

的省份,且拥有较好的农业生产基础和较高的生产

水平,宁夏有“塞上江南”的美誉,甘肃农地资源较为

丰富,新疆主要为温带水果和棉花产地,内蒙古等地

为糖料作物基地,而西北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
这些因素导致个体间结构上的差异。

在没有考虑滞后因素和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模
型的整体性检验都不太好,只有粮食主产地区表现

出轻微的负效应,这说明农业可持续性还受到其他

变量的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和滞后因素后,所有地区

的模型整体解释能力都变强了。加入控制变量后,
东部地区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的显著性参数达到

了0.2927,西部地区和粮食非主产地区也都分别达

到0.1448和0.1572,说明人们收入水平的增长导

致农地的资源配置效益增加,促进了农业发展可持

续性的提高,东部地区农地流转规模提高一个单位,
农业可持续性可以提高29.27%,西部地区可以提

高14.48%,粮食非主产地区可以提高15.72%,这
样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

增强。农地流转在东部地区对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

为所有分析区域中的最高值;而在西部地区和粮食

非主产区的促进效果大大低于东部地区,这说明这

些区域内农地流转经营模式、生态环境状况、农业生

产条件等都还有待改善。在中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地

区则表现为负影响,但这个负影响并不显著,农地流

转对农业可持续性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农地

流转能够促进农业可持续性的结论并不能解释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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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粮食主产地区,而提高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的

科技应用、积极进行农业污染治理或许是保证这些

地区农业可持续性的关键。这也说明农地流转在农

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对农业可持续性的效益并不

明显,而在农业发展相对较差的地区则表现出明显

的效果,所以,通过积极推进农地流转可以挖掘农业

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促进农业可持续性。
加入滞后变量之后,滞后因素对农业可持续性

的影响显著,农地流转却没有发挥明显的效益,但在

粮食主产地区表现出19.20%的负影响,在粮食非

主产地区则表现出4.86%的正影响。这说明粮食

主产区农地资源丰富,农地流转后可能存在的规模

经营、耕作技术改进、农药化肥、农技污染等也不利

于农业可持续性,且这些影响对农业可持续性存在

滞后效益;而在非主产地区,通过农地流转促使劣质

耕地被挤出,反而改善了农业可持续性。这分别可

以从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以及马尔萨斯假说和经济人

假设中推导求证,即一方面农地流转导致劣质农地

被抛弃或者利用粗放从而促使农业环境修复提高农

业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农地流转促使农地面积扩张

造成农地退化降低农业可持续性。
在综合考虑滞后因素和控制变量后,可以发现

控制变量和滞后因素对农业可持续性都表现出积极

影响,滞后因素效益更明显,控制变量对农业可持续

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粮食非

主产地区的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性的显著性参数

分别为0.2193、0.0853、0.0688,略低于模型Ⅲ中

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有一部分效应被农业可持续

性的累积负效益抵消,但是仍然呈现为正向的积极

效益,这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农业污染

也增加了,而保护、监督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可持续

性。因此,从保持和提高农业可持续性的角度出发,
应当积极促进农民增收,通过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变

人们关注事物的重心。与此同时,还可以发现,在中

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地区的负效益也有明显的下降。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1988-2011年的数据对中国29个省

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农业可持

续性的测度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分

析,得出结论:(1)关于农业可持续性,我国中、东、西
部地区的农业可持续性大小依次为东部>中部>西

部;粮食非主产地区的农业可持续性大于粮食主产

区。(2)关于农业可持续性中的农地流转效益,只有

粮食主产区有轻微的负效益,加入控制变量后,东
部、西部和粮食非主产区的农地流转效益分别为

29.27%、14.48%和15.72%,中部地区和粮食主产

区则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效益;加入滞后因素后,表现

出较强的滞后效益,农地流转只在粮食主产区有

19.20%的负效益,在粮食非主产地区则是4.86%
的正效益,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效益不明显;同时考

虑滞后因素和控制变量后,东部、西部和粮食非主产

地区的农地流转效益分别为21.93%、8.53%和

6.88%,略低于只考虑控制变量模型的显著性水平,
农业可持续性的累积负效益抵消了一部分农地流转

的正效益。
通过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应当推动中部地

区、粮食主产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流转,依赖农地

流转促进农地经营的集中化、机械化和现代化,提升

农业生产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性,提高农业发展的可

持续性,从而更好地促进地区发展的平衡性、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农地流转是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改变

农业生产方法粗放,促进农业和工业、城市和农村协

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地区和西

部地区占有丰富的耕地资源,但是这些地区经济水

平低于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再加上农村劳动

力的大量流动,劣质耕地被挤出,耕地落荒严重,农
业生产条件恶化,农业生产效率低,而有序、高效、合
理的农地流转改变了农业分散经营的模式,解决了

农业细碎化问题,使得农业发展融资环境更好,农业

技术的适用性更强,农业生产管理的科学化程度更

高。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进农地流转,可以促

进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运营,充分挖掘这些地区的

农业生产潜力,增强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可

持续性也将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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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LandTransferEfficiency,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andRegionalDifferences

XIAYu-lian,ZENGFu-sheng
(CollegeofEconomic,Hu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128)

Abstract Basedonthefundamentalroleoftheagriculturallandtoagriculturalproduction,thepa-
perusedthemultivariatestatisticalmethodandthepaneldatamethodtomeasuretheagriculturalsus-
tainability,analyzetheinfluenceoftheagriculturallandtransfertoagriculturesustainability.Itisconclu-
dedthat:theagriculturalsustainabilityinourcountryisinorderoftheeastern>central>western,the
agriculturesustainabilityinthemajorgrain-producingareaislowerthanthatinthenon-maingrainpro-
ductionarea;andtheinfluenceofagriculturallandtransfertotheagriculturesustainabilityisobviousin
theeconomicallydevelopedeasternareasorthenon-majorgrainproductionarea,anditisnotsignificant-
lyaffectedintheunderdevelopedcentralareasormajorgrain-producingareas.Soitshouldvigorously
promotetheorderlyandefficientagriculturallandtransferinunderdevelopedareasfeaturedbyaffluent
arablelandresources,suchas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andthemajorgrain-producingareas,totap
thepotentialofagriculturalproduction,promoteandmaintaintheagriculturalsustainability,thentoa-
chievethebalanceandsustainabilityofdevelopmentamongdifferentregions.

Keywords agriculturallandtransfer;agriculturalsustainability;regionaldifferences;factoranaly-
sis;panel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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