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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养牛业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束缚,改革开放之后,政府放开养牛业,产业

得到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肉牛产业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原始肉牛业时期”、
“传统肉牛业时期”和“现代肉牛业时期”,养牛业历经“役用”、“兼用”乃至“肉用”的历史进

程.基于农业机械化对肉牛产业发展的释放作用,借助面板 VAR 模型分析了农业机械化

对肉牛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化对我国肉牛生产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传

统肉牛业时期”及过渡时期肉牛生产受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比“现代肉牛业时期”更大;非粮食

主产区受影响比粮食主产区稍大,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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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产业是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牛肉是城乡居民重要的肉类消费品.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肉牛产业得到快速发展.１９７９年,我国牛存栏量和出栏量分别为７１３４．６０万头和２９６．８０万

头,牛肉产量为２３．００万吨,２０１２年三者达到１０３４３．４０万头、４７６０．９０万头和６６２．３０万吨,年均增长

率分别为１．１３％、８．７７％和１０．７２％.就牛肉消费而言,城乡居民对牛肉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城镇

居民家庭人均牛肉消费量从１９９９年的１．８６千克上升至２０１２年的２．５４千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

量则从０．５５千克增加至１．０２千克,两者分别增长了３６．５６％和８５．４５％.未来我国牛肉产量及消费量

仍将不断增长,２０２０年城乡居民牛肉消费量将达到６００．３５万吨;牛肉产量将达到７２３．１７万吨,其对

国内市场贡献巨大[１].总体而言,在当前我国肉类产品供给紧缺的现实情况下,肉牛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改善城乡居民膳食结构、提供动物蛋白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农牧民

增收的重要渠道.
纵观我国养牛业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束缚.１９７９年,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保护耕牛和调整屠宰政策的通知»,从政策层面首次放开养牛业,标志着我国肉牛产业的正式起

步,推动了产业的快速发展.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农业机

械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以及要素市场流动性的不断增强,我国肉牛产业和牛肉市场不断成熟.在伴着

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过程中,肉牛产业和牛肉市场的主导力量逐步由政府“看得见的手”转向了市场

“看不见的手”,市场力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肉牛产业不断调整,牛肉市场开始频繁波动,养牛

业历经了“役用”、“兼用”乃至“肉用”的历史进程.总体来看,肉牛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我国农业现代化

水平的提高,其在农业动力的供给主体经历了由“人＋牲畜”到“人＋机械”转变的过程中快速发展.
更确切地说,肉牛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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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影响我国肉牛生产及产业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层

面.从内部因素看,其包括生物机制和市场机制,生物机制在短期内对产业的影响较大;而市场机制

则涵盖仔畜、饲料、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量及其价格的变化,以及消费者消费行为及其预期的变化等,其
均在短期内发挥重要作用.就外部因素而言,其主要涵盖制度性因素和随机因素,前者包括肉牛产业

宏微观调控政策、经济增长、农业现代化等因素,后者则包括经济危机、重大自然灾害、畜禽疫病等随

机事件.两者的影响不仅仅体现于短期,其长期作用更大.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机械化是重要组

成部分,其对我国养牛业的作用毋庸置疑.基于农业机械化对肉牛产业的冲击作用,本研究首先对我

国肉牛产业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粗略划分,然后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就农业机械化对

肉牛生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我国肉牛产业发展阶段及特征分析

　　自农耕文明以来,我国的养牛业一直以役用为主、肉用为辅.秦汉时期,牛普遍用于农耕,是农业

发展的重要生产力,也是交通运输的得力工具;在唐代,政府为恢复生产力,发展经济社会,大力推进

农耕“一户一牛”生产模式[２Ｇ３].宋时,我国养牛业到达一个高峰,已成为依附于种植业的副业,耕牛贸

易发达,耕牛市场水平较高;为发展农业生产,政府实施农户贷款买牛、“减免牛税”等政策,立法禁止

屠宰耕牛,养牛业的目的依旧是农耕[４].此后朝代,养牛业的目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甚至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旧如此;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养牛业才得以放开,并开始向肉牛产业转变和发

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国肉牛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此后,随着养牛业结构的转变,牛存栏逐步

减少,而牛出栏量和牛肉产量不断上升.到１９９８年,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巴西的第三大牛肉生

产国,肉牛产业已形成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条[５].
纵观我国肉牛产业发展的历史,根据养牛业生产目标,结合国家政策转变、肉牛产业发展水平和

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肉牛产业发展的阶段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即
“原始肉牛业时期”“传统肉牛业时期”和“现代肉牛业时期”.以下针对各阶段及其特征进行简要

论述.

１．原始肉牛业时期(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７９年)
近代以来,我国养牛业发展并不乐观,抗日战争前的１９３５年,我国牛群数量为４８２６．８万头,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减少至４３９３．６万头,较１９３５年下降了８．９７％,牛群数量的减少主要是源于战争侵

蚀和生产技术落后[６].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保护现有牲畜、奖励繁殖、发展畜牧业、防治兽疫”
和“防重于治”的方针,实施发放贷款、奖励繁殖和牧工牧主两利等政策,养牛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

期,但此后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农业生产“重农轻牧”,片面提出“以粮为纲”和“猪为六畜之首”
的方针,牛业发展又步入低谷[７].１９７９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保护耕牛和调整屠宰政策的通知»,提
出要恢复落实行之有效的饲养管理、良种繁育和奖惩办法,保证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有足够的

畜力,凡菜牛、杂种牛等肉用牛,除种用公牛、繁殖母牛外,不限年龄,育肥后可以出售屠宰[８].这一文

件的出台,才是我国肉牛养殖业发展的真正开端,而在之前的整个时期内,养牛业的发展旨在役用,故
称其为“原始肉牛业时期”.

在此时期,我国在经济社会上取得了较快进展,但农用机械仍然紧缺,牛仍然是我国农业发展的

主要动力,也即役用是当时养牛业发展的主要目标.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者主要表现为人民公社等,
由农牧民组成,养牛业生产效率低下,资本和劳动投入比很小,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要素投入主

要由政府提供,社会化服务体系没有得到有效建立,生产技术和生产手段处在原始阶段,生产目标旨

为役用(表１).受制度因素影响,我国肉牛产业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其发展虽与封建时期和民

国时期相比有很大进步,但上述各指标与前两时期无太大差别,特别是生产目标无明显差异.总体

来看,该时期养牛业发展旨在役用,牛肉主要来自淘汰的老弱病残役用牛.１９７９年,我国牛存栏量

为７１３４．６０万头,出栏量为２９６．８０万头,牛肉产量为２３．００万吨,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取得较大

进展.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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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肉牛业不同发展阶段特征

内容 原始肉牛业时期 传统肉牛业时期 现代肉牛业时期

主要生产者 个体养殖户 个体养殖户 企业、合作社或家庭农牧场

生产效率 很低 低 高

资本劳动投入比 低 低 高

生产要素 农户自投 农户自投 市场购买

社会化服务体系 无 不健全 健全

生产技术 无变化 基本无变化 创新型

生产手段 落后 传统 新颖

生产目标 非直接产肉(役用型) 自产自销(兼用或肉用) 追求利润和效益(肉用型)

　　２．传统肉牛业时期(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农业经营基本体制框架,使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有了自主权,其可按市场规律安排生产活动,劳动力必然由低收益行业向高收益行业转移,肉牛产

业是一个具有极大利润空间的产业,其发展是历史的必然[９Ｇ１０].改革开放对我国养牛业发展具有极

大的推动作用,其通过生产、消费和政府支持等方面的因素折射至肉牛业.同时,改革开放是我国肉

牛产业发展的开端,是养牛业由役用型向肉用型发展的过渡时期,改革开放的进行也标志着我国肉牛

产业从“原始肉牛业时期”步入了“传统肉牛业时期”.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肉牛产业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肉牛产业的突出特点在于生产目标开始转化,由原来的非直接肉用转变为肉用或兼

用,生产主体可以自产自销.经营者主要是个体养殖户,其生产效率依旧很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养殖户生产要素投入依靠自身,要素与原始阶段相差无几,肉牛产业还未能建立为产业发展服务的健

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生产技术和生产手段落后.肉牛品种杂乱而参差不齐,疫病防控体系尚未健

全,生产、加工、运输和消费等产业链各环节还相对落后.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为满足肉牛产

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各要素已经开始往现代化方向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给

肉牛产业带来巨大的活力,当然,在这过程中,役用牛和奶牛的淘汰也在肉牛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体来看,１９７９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保护耕牛和调整屠宰政策的通知»,肉牛产业开始步入传统时

期,产业开始向“兼用”乃至专业的“肉用”发展;特别是１９８４年国家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高后,进一步

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鼓励畜牧业发展,肉牛业发展日趋加快.至１９９５年,我国牛存栏量和出栏量分别

为１３２０６．００万头和３０４９．００万头,牛肉产量达到２９８．５０万吨,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较,已取得重大进

展.我国牛存栏量、出栏量及牛肉产量见表２.
表２　我国牛存栏量、出栏量及牛肉产量

年份 牛存栏量/万头 牛出栏量/万头 牛肉产量/万吨 年份 牛存栏量/万头 牛出栏量/万头 牛肉产量/万吨

１９７９ ７１３４．６０ ２９６．８０ ２３．００ １９９６ １１０３１．８０ ２６８５．９０ ３５５．７０
１９８０ ７１６７．６０ ３３２．２０ ２６．８７ １９９７ １２１８２．２０ ３２８３．９０ ４４０．８７
１９８１ ７３３０．１０ ３０１．６０ ２４．８４ １９９８ １２４４１．９０ ３５８７．１０ ４７９．９５
１９８２ ７６０７．３０ ３０９．６０ ２６．５６ １９９９ １２６９８．３４ ３７６６．２０ ５０５．４３
１９８３ ７８０８．４０ ３４７．２０ ３１．４８ ２０００ １２３５３．１５ ３８０６．９０ ５１３．１０
１９８４ ８２１２．８０ ３８６．９０ ３７．２８ ２００１ １１８０９．２１ ３７９４．８０ ５０８．６０
１９８５ ８６８２．００ ４５６．５０ ４６．７０ ２００２ １１５６７．７９ ３８９６．２０ ５２１．９０
１９８６ ９１６６．７０ ５５５．００ ５８．９０ ２００３ １１４３４．３５ ４０００．１０ ５４２．５０
１９８７ ９４６５．１０ ７４０．３０ ７９．２０ ２００４ １１２３５．４４ ４１０１．００ ５６０．４０
１９８８ ９７９４．８０ ８５８．００ ９５．８０ ２００５ １０９９０．７８ ４１４８．００ ５６８．１０
１９８９ １００７５．２０ ９４３．００ １０７．２０ ２００６ １０４６５．１１ ４２２２．００ ５７６．７０
１９９０ １０２８８．４０ １０８８．３０ １２５．６０ ２００７ １０５９４．７９ ４３５９．５０ ６１３．４１
１９９１ １０４５９．２０ １３０３．９０ １５３．５０ ２００８ １０５７６．００ ４４４４．６０ ６１３．１７
１９９２ １０７８４．００ １５１９．２０ １８０．３０ ２００９ １０７２６．５３ ４６０２．２０ ６３５．５４
１９９３ １１３１５．７０ １８９７．１０ ２３３．６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６２６．４３ ４７１６．８０ ６５３．１０
１９９４ １２３３１．８０ ２５１２．７０ ３２７．０２ ２０１１ １０３６０．５０ ４６７０．７０ ６４７．５０
１９９５ １３２０６．００ ３０４９．００ ２９８．５０ ２０１２ １０３４３．４０ ４７６０．９０ ６６２．３０

　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畜牧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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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现代肉牛业时期(１９９６年以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国加快了国外优良专用肉牛品种的引进,用于改良国内本地土种肉牛,
推动了肉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专业化肉牛业的创建.尤其是１９９６年以来,在我国农业快速发展和部

分农产品出现了区域性、阶段性过剩,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膳食结构改善的迫切要求等宏观背景

下,肉牛产业开始快速向专业化的肉牛养殖和现代化的屠宰加工方向发展,肉牛生产专业化分工和区

域化布局显现出来,出现了专业化的阶段育肥、“牧繁农育”和国内专业化的肉牛培育品种———中国西

门塔尔牛,肉牛产业向粮食主产区、饲草料资源丰富的区域集聚,肉牛产业开始步入现代时期.但是,
受到产业内部和外部各类因素的限制,该阶段的前期,即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４年是肉牛产业从传统向现代

的过渡时期.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役用牛的比重不断减少,特别是２００４年之后,随着农

业发展不断受到重视,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指出“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应

当分别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国家支持推广的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给予补

贴”.此举措从政策法规层面上进一步解放了传统生产力,使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肉牛产业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步入了“现代肉牛业时期”.在此阶段,虽然散养肉牛仍占较大比

重,但以企业为代表的经营组织成为了肉牛产业发展的重要新型主体,而以农牧民为代表的合作社、
家庭农牧场也成为了肉牛业生产主体的重要补充.肉牛生产者依靠现代科学技术、饲养和管理方式,
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资本投入成为肉牛业发展的重要推力,劳动投入已在要素竞争中逐步弱化,
肉牛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开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生产要素也不单单处于“自供”阶段,随着

产业分工和不断细化,肉牛业各类生产要素主要从市场购买得到,而为产业服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得

以建立并不断健全.生产者对新型生产技术进行不断研发、创新和推广,生产手段新颖,生产的直接

目标在于经济效益和高额利润.
此外,国家对肉牛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并出台了大量扶持政策.如２００８年国家出台

了«全国肉牛优势区域布局规划(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明确提出要建立肉牛生产四大优势区,即中原肉

牛区、东北肉牛区、西北肉牛区和西南肉牛区;并要健全优质肉牛繁育体系,完善标准化饲养技术体

系,建立优质安全饲草供应体系和完善的肉牛产业链体系.２０１１年,农业部«２０１１年畜牧业工作要

点»明确指出,要加强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畜禽品种改良,落实肉牛良种补贴政策,做好

肉用种公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加大对肉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肉牛原种场、资源场

和种公牛站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肉牛新品种选育,支持肉牛优势区域发展标准化肉牛养殖场和养殖小

区,扩大良种项目补贴实施范围,对选择肉牛优质冻精实施人工授精的养殖场给予补贴.«全国肉牛

遗传改良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５年)»提出,到２０２５年要培育出５~８个肉牛新品种,争取实现肉牛种公牛

的生产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奠定肉牛业发展的优良种源基础.可见,我国肉牛产业在不断调整中稳

步发展.至２０１２年,我国牛肉产量达到６６２．３０万吨,比１９９５年增长了１２１．８８％;牛存栏量和出栏量

分别为１０３４３．４万头和４７６０．９０万头,与１９９５年相比较,牛存栏量下降了２１．６８％,出栏量增加了

５６．１５％.
当然,由传统肉牛业向现代肉牛业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历经了肉牛产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过

渡阶段.当前,我国肉牛产业已形成肉牛育种、饲料生产、肉牛繁育、肉牛育肥、牛肉加工、销售餐饮等

各环节相互联动、协调发展的成熟产业链条[１１].肉牛产业已经成为改善城乡居民膳食结构的重要杠

杆,成为消费农作物秸秆、实现循环经济的重要支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总

体而言,肉牛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农业动力的供给主体由“人＋牲

畜”到“人＋机械”的转变,致使牛的生产由“役用”不断向“兼用”乃至“肉用”发展,“役用”和“肉用”成
为区分不同肉牛发展阶段的关键点.更确切地说,肉牛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

高,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存在着长期释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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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业机械化释放效应实证分析

　　１．研究方法、数据说明与相关检验

(１)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基于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的影响,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考察

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粮食产区影响的差异性.为分析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的影响,本文选取农业机

械总动力作为机械化的指标,以牛肉产量和牛存栏量作为肉牛生产的指标,并利用面板 VAR模型对

两者进行实证分析.牛存栏量包括奶牛存栏量、役用牛存栏量以及肉牛存栏量等,但其最后均需淘汰

作为肉用,可将奶牛和役用牛视为养殖周期更长的肉牛.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役用牛存栏不

断下降,而肉牛存栏不断增加,牛存栏量的变化是内部结构不断更新变化的结果.牛肉产量是衡量肉

牛生产最为直接的指标,其间接涵盖了牛出栏量.因此,本文不专门就农业机械化对牛出栏量的影响

进行实证分析.
(２)数据来源与说明.本文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畜牧业统计»,包括除上海、

海南、重庆、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外的全国２８个省市区１９８０－２０１２年的数据.为确保数据的平

稳性,将数据进行定基期指数化处理,再对其取自然对数,并进行一阶差分.为研究方便,记农业机械

化对牛肉产量的面板 VAR模型为模型１,而农业机械化对牛存栏量的面板 VAR模型为模型２.
(３)数据检验与模型选择.在进行面板 VAR模型分析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表３给

出的是各变量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通过LLC 检验、HT 检验、Breitung 检验、IPS 检验和Hadri
LM 检验可知,其均通过了１％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即各序列均为平稳过程.另外,经过面板 VAR
模型滞后期数检验可知,模型１和模型２均应选择滞后１期.因此,在滞后１期基础上对各变量进行

面板协整和格兰杰英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化与牛肉产量、牛存栏量之间存在

协整关系(在此不予列出).表４给出的是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知农业机械化与肉牛生产存

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农业机械化是牛肉产量和牛存栏量变化的格兰杰成因,而两者变化不是农业机械

化的格兰杰成因,这与生产实际相符合.
表３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序列 LLC 检验 HT 检验 Breitung 检验 IPS 检验 HadriLM 检验

牛肉产量
－７．６９５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６４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９４８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１６６６
(０．００００)

牛存栏量
－６．１５８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４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８２７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１３
(０．００００)

农业机械化
－７．６１５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２１８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５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５２１
(０．００００)

　注:表中各值为对应检验方法的Z 或T 统计值,括号内为P 值.

表４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统计量 P 值

农业机械化不是牛肉产量变化的格兰杰成因 ２４．３２５０ ０．００００
牛肉产量变化不是农业机械化的格兰杰成因 １．４６３３ ０．２２６０
农业机械化不是牛存栏量变化的格兰杰成因 ８．０８３３ ０．００４０
牛存栏量变化不是农业机械化的格兰杰成因 ０．９９３８ ０．３１９０

　　２．实证结果与分析

通过建立面板 VAR模型,做出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图１为１９８１－２０１２年的脉冲响应.
为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农业机械化对肉牛产业的影响,将２００５年作为界点,主要原因在于２００４年国家

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并连续出台扶持农业发展的一号文件,肉牛产业面临的

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并真正开始步入了现代化时期.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了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两个时期的冲击情况,由于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涵盖了“传统肉牛业时期”及之后的过渡时

期,可将其称为“传统－过渡时期”,而２００５年之后则可称为“现代时期”.图２和图３给出的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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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相应的脉冲响应结果.另外,为分析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的影响,
分别做出两者的脉冲响应进行比较分析,具体可参见图４和图５.表５给出的是不同情形下牛肉产

量和牛存栏量的方差分解结果.
(１)总体脉冲响应.图中实线表示相应的函数值,而虚线是响应函数一倍标准差的置信带,纵轴

表示响应程度,横轴表示实验设定的响应期数.图１左边为给牛肉产量一个标准差信息冲击所产生

的脉冲响应,当在本期给出一个冲击后,在第１期存在一个最大的正响应,然后正响应开始平缓下降,
在第５期左右趋于平稳.右图则为牛存栏量对一个标准差信息的脉冲响应,第１期存在一个最大的

正响应,随后开始平缓下降,在第３期左右趋于平稳.总体来看,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具有正的冲

击影响,即农业机械化对肉牛产业存在释放效应;农业机械化对牛肉产量的冲击影响更大,持续时间

更长;而对牛存栏量的冲击相对较小,持续时间较短.

图１　牛肉产量(左)和牛存栏量(右)对农业机械化的脉冲响应(１９８１－２０１２年)

　　(２)不同时期脉冲响应.就不同历史时期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的冲击影响而言,图２显示的是

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期间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的冲击影响.由图可知,农业机械化对牛肉产量的冲击呈

现出较大的正影响,在第１期便呈现出最大正响应,随后急剧下降,在第４期左右开始趋于平稳.而

农业机械化对牛存栏量的冲击效应很弱,冲击产生的正响应很小,并在第２期就开始趋于平稳.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的冲击情况看(图３),农业机械化对牛肉产量的冲击相对较小,当给出一个标准差信息

后,在第１期呈现出最大正响应,并在第３期开始趋于平稳.而其对牛存栏量的冲击在第２期才达到

最大正响应,第３期便开始趋于平稳.总体而言,两个时期的脉冲结果均说明了农业机械化会对肉牛

生产产生正的冲击作用,即释放效应明显;农业机械化对牛肉产量的冲击影响比牛存栏量的更大,持
续时间更长.比较不同时期,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产业所处的“传统－过渡时期”,其受到的冲击影响更大,
持续时间更长,这从牛肉产量的脉冲响应可知;当肉牛生产处在２００５年后的“现代时期”,其受农业机

械化的影响相对更小.

图２　牛肉产量(左)和牛存栏量(右)对农业机械化的脉冲响应(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

　　(３)不同产区脉冲响应.从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农业机械化对肉牛产业的冲击影响看,农业机

械化对肉牛生产存在正影响的结论与前文一致,但其冲击效应在牛肉产量和牛存栏量等两方面存在

差异性.从图４和图５可知,农业机械化对牛肉产量的影响在非粮食主产区更大,但其持续时间相对

较短,粮食主产区响应在第６期之后才趋于平稳,而非粮食主产区约在第４期便趋于平稳.从其对牛

存栏量的冲击影响看,粮食主产区的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约在第４期开始趋于平稳,而非粮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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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在第３期便趋于平稳.总体来看,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具有正影响;以牛肉产量的脉冲相应为

准,其对非粮食主产区冲击影响较大,但对粮食主产区的冲击影响持续时间更长.

图３　牛肉产量(左)和牛存栏量(右)对农业机械化的脉冲响应(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

　　 图４　牛肉产量(左)和牛存栏量(右)对农业机械化的脉冲响应(粮食主产区)

图５　牛肉产量(左)和牛存栏量(右)对农业机械化的脉冲响应(非粮食主产区)

　　(４)方差分解结果.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后,可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波动

的贡献程度.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以进一步评价不同结

构冲击的重要性,其主要思想是将系统中的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随机干扰

项相关联的各组成部分,以了解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表５给出的是不同情形下第

１０期牛肉产量和牛存栏量变化的方差分解结果.从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农业机械化对牛肉产量变化

的贡献率高,达到９．６８％,而对牛存栏量变化的贡献率相对较低,为３．６０％.但总体而言,我国农业现

代化对肉牛产业的释放效应较大,考虑到牛存栏量包含较多用途的牛,而牛肉产量能更直接地说明肉
表５　牛肉产量和牛存栏量的方差分解结果

类型(１) 类型(２)
牛肉产量方差分解

牛肉产量 农业机械化

牛存栏量方差分解

牛存栏量 农业机械化

按时间区间
１９８１－２０１２年 ０．９０３２ ０．０９６８ ０．９６４０ ０．０３６０
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 ０．９２２０ ０．０７８０ ０．９９５９ ０．００４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 ０．９７５２ ０．０２４８ ０．９６０４ ０．０３９６

按粮食产区
粮食主产区 ０．９０３４ ０．０９６６ ０．９６０３ ０．０３９７

非粮食主产区 ０．８９６７ ０．１０３３ ０．９６６４ ０．０３３６
　注:方差分解的结果为滞后１０期的值;粮食主产区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

和四川等十三个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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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生产.因此,本研究以牛肉产量的冲击反应为标准,认为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对肉牛生产的贡献

率为９．６８％,其解放了我国肉牛业.
从肉牛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看,农业机械化在“传统－过渡时期”(１９８１－２００４年)对牛肉产量的

贡献率为７．８０％,对牛存栏量的贡献率为０．４１％.而在“现代时期”(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农业机械化对

牛肉产量变化的贡献率为２．４８％,要小于“传统－过渡时期”;对牛存栏量的贡献率为３．９６％,要高于

前期.从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方差结果看,农业机械化对粮食主产区牛肉产量变化的贡献程度

为９．６６％,对牛存栏量变化的贡献率为３．９７％;就非粮食主产区而言,牛肉产量变化约１０．３３％来自农

业机械化的冲击影响,而牛存栏量变化的３．３６％来自农业机械化的贡献.总体来看,以牛肉产量作为

判断标准,非粮食主产区肉牛生产受农业机械化的释放作用更强.
(５)冲击作用机理与讨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对我国肉牛产业发展具有

显著推动作用,即释放效应非常明显;“传统－过渡时期”肉牛产业发展受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比“现代

肉牛业时期”更大;非粮食主产区受到的影响比粮食主产区稍大,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存在释放效

应及差异的原因如下.其一,我国养牛业自古以来均以役用为主,其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而存

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政府放开肉牛产业,并在扶持农业生产中加大农

业机械推广和补贴,使农业生产逐渐摆脱了传统以养牛来耕作的生产方式,我国养牛业逐步向奶业和

肉用全面转型.总体而言,农业机械化解放了我国肉牛产业.其二,农业机械化对牛肉产量和牛存栏

量的释放效应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牛肉产量是直接反映肉牛生产的直接指标,而牛存栏量中则包含

诸多成分,如役用牛、兼用牛、肉牛和奶牛等,以牛存栏量作为指标可作为一个重要参考,但以此反映

肉牛生产现状稍有偏差,但并不影响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其三,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的释放效应在

不同时期存在差异具有历史必然性,１９７９年我国出台文件放开肉牛产业,但当时我国农业发展水平

相对落后,机械化程度不高,牛依旧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因此,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其冲击影响相对

较大.２００５年以来,我国肉牛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且农业机械化水平亦处在较高水平上,对肉牛生产

的释放效应无更大潜力,因此其冲击影响相对较小.最后,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受到冲击效应

存在差异性,其原因在于非粮食主产区役用牛的退出效应明显.由于并非粮食主产区,养牛业受到农

业生产的束缚相对较小,产业转型速度更快,且更为灵活.因此,相对粮食主产区而言,其受到的冲击

更大.相比较而言,粮食主产区由于农业规模较大,机械化对其影响的持续时间更为长久.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阐述了我国肉牛产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并基于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的释放作用,利用面板

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的影响,以了解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粮

食产区的释放效应,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其一,我国肉牛产业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也即“原始肉牛业时期”(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７９年)、“传

统肉牛业时期”(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和“现代肉牛业时期”(１９９６年以来).在不同时期,肉牛生产的主要

生产者、生产效率、资本劳动投入比、投入生产要素、社会化服务体系、生产技术、生产手段和生产目标

等存在差异;养牛业历经了“肉用”到“兼用”,乃至“肉用”的历史发展过程.农业现代化水平,尤其是

农业机械化水平对肉牛业发展具有明显的释放作用,其解放了我国肉牛业.
其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对我国肉牛生产的释放效应非常明显;“传统－过渡时期”肉牛生产

受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比“现代肉牛业时期”更大;非粮食主产区受到的影响比粮食主产区稍大,但持续

时间相对较短.通过基于面板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可知,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具有正向冲

击影响,对牛肉产量的冲击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而对牛存栏量的冲击相对较小,持续时间较短.
从不同历史时期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冲击的影响结果看,产业发展处于传统时期及之后的过渡时

期时,其受到的冲击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当肉牛产业发展处在现代时期,其受农业机械化的影响

相对更小.就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的冲击影响看,农业机械化对其具有正

影响,但冲击效应在牛肉产量和牛存栏量等两方面存在差异性.从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农业机械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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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提高对肉牛生产的贡献率为９．６８％.
本文旨在分析我国肉牛产业历史阶段及其与农业机械化的关系,基于我国肉牛产业处于现代化

时期及其生产受农业机械化影响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启示.其一,继续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
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完善政策法规,继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投资力度,做好农机具研发和推广工作,推动

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再上台阶,使养牛业彻底摆脱农业生产的束缚,全面推进肉牛产业向现代化持续

健康发展.其二,有重点分区域推进农业机械化.针对不同粮食主产区肉牛生产受农业机械化影响

差异的现状,应继续推进肉牛主产区建设,完善产业功能区划,重点扶持“肉牛主产区－粮食非主产

区”肉牛业快速发展,确保“肉牛主产区－粮食主产区”肉牛业稳健发展,兼顾“肉牛－粮食”双非主产

区肉牛业发展.其三,持续推进现代肉牛业发展.加大肉牛产业科技支撑力度,继续推动肉牛良种化

进程,提升肉牛养殖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水平;做好科技人才和培训机制建设;继续扶持

肉牛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好肉牛和牛肉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牛肉市场预

警机制;推进“粮改饲”进程和牧草产业发展,确保饲料草资源稳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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