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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比较和 ABC效率分析

陈纪平

!重庆工商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重庆 >+++9=#

摘-要"过高的劳动力:土地比例造成我国农业生产中高土地贡献率"低劳动力贡献率并存的均衡状

态# 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阻碍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形成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对国际农业生产

的非参数ABC分析表明$我国农业处于效率边界之上$因此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方式提高农村人口收入

的空间不大$难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是提高农村

居民收入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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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通过城乡统筹发

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一段时期内改革发展

的主要任务之一" 显然这一任务不可能通过降低

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的方式完成!因此必须提高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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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收入水平" 可选择的方式有三种)大力发展

农业生产*大规模的直接补贴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

部门转移" 其中对农业实施大规模补贴被普遍认

为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内容+.?*,

" 现实中!以

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发展以及补贴农村居民收入等

方面的工作被率先大力开展!而作为促进农业劳动

力非农化转移核心工作的解决城乡劳动力市场分

割问题却进展缓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与此

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

" 这种情况

下!需要判断是农村居民补贴和农业发展力度不

够!还是劳动力转移不足制约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缩小"

通过农业补贴这种转移支付方式提高农村居

民收入水平的效果!取决于补贴成本和价格体系的

反应" 已有研究+8?>,表明!尽管中国在人均 ZA[及

其增长速度上都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但中国工

业化程度*就业结构*人口总量以及农业人口本身

的数量决定了现阶段大幅度实施直接补贴的负担

过于沉重"

" 而且!在要素市场完备#并且不存在

收入效应的情况下!任何补贴或价格政策只会改变

相对价格体系!并不能形成要素报酬的结构性差异"

既然在我国现有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农业

和农村居民收入补贴不能有效地改变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现状及其演化趋势!那么在不改变城乡劳动

力市场分割的条件下!通过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提

高农业产出能否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合理路径-

本文从农业生产的技术视角回答这一问题!论证农

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前

提和核心内容" 全文第二部分通过对比国际主要

国家农业的要素结构及产出特征!定性分析我国农

业人均产出水平低的原因#第三部分计算各国农业

ABC效率!定量地支持第二部分的结论#第四部分

总结分析过程并给出若干政策建议"

二#我国农业投入产出结构的国际比较

市场经济条件下按边际贡献分配是国民财富

初次分配的基本方式!而初次分配应当$事实上也

是%主导最终分配格局" 一定技术条件下!生产活

动中要素比例决定了不同要素所有者取得收入的

均衡结果" 当前!农业依然是我国农村人口的主要

收入来源!能否通过进一步发展农业来提高农民收

入取决于现有的生产要素结构"

人多地少*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

征" 新中国建立后!不当的人口政策以及以户籍制

度为核心的城乡分离政策使我国农业延续了高劳

动力:土地比例的传统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

工业和农业都在改革开放政策框架下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然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态并没有被

改变!从而使得劳动力过多构成当前中国农业的一

个基本特征" 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如图

.%!中国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的人均农业面积为 .2.

公顷:千人!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国

家$多数都在 .+ 公顷:千人以上!日本为 *2> 公

顷:千人%"

图 .-农业面积与农业活动人口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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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率从 *++* 年上升到 82.. 后!一直保持在 82* 以上!

*++8 年到 *++@ 年分别是 82*8*82*+*82***82*=*8288*828.#绝对差距则保持持续上升态势!从 *++* 年的 , **=2* 元上升到

*++@ 年的 .. +*+ 元" 而根据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计算!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可能超过 9\."

以 *++@ 年数据为例!*++@ 年我国城镇居民 9+ 99= 万!农村居民 =* .8, 万!分别占全国人口的 >,2=]和 ,>28]" 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 ., =@.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9. 元!差距为 828.,\." 如果以财政补贴的形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使将比

例降到 *\.!也需要财政支出 ** ,=>29>@ 亿元!占 *++@ 年财政收入$9. 8.92/ 亿元%的 892@]!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城乡居民

人口及收入水平数据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P$$5)::TTT2#$E$#2N&Q2K<:$;NR:<6$;NR:

SN<6$;NR:$*++/+**9^>+*,>+=.+2P$)%!财政数据见财政部网站 $ P$$5)::TTT2)&J2N&Q2K<:)&J:_P"<NT(V7<V7:KE7_P"<NV7<T"<:

*++/+8:$*++/+8.9^.**,>>2P$)1%"

如果仅仅有一个市场是不完备的!资源配置和相对价格体系均衡结果也不受影响!和所有市场完备情形一致"



在边际要素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这种极不平

衡的劳动力:土地比例必然导致高水平的土地产出

和低水平的人均产出" 如图 *!中国 *++> 年农业人

口的人均农业ZA[水平$*>. 美元%!不但大幅度低

于所有的发达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为 . 8̀

万美元%!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属于较低的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在高人:地比例背景下取得较

高的农业人口人均农业 ZA[!得益于高额的农业补

贴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

"

与此同时!如图 8!中国农业生产中谷物单产

$*++*(*++> 年%为 > /@+2* 公斤:公顷!不但高于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8928 公斤:公顷%!而且

比发达国家$8 @+82@ 公斤:公顷%和发达市场经济

国家的水平$> /8.28 公斤:公顷%也高出很多!

"

中国农业生产的这种均衡状态说明!过小的土

地!劳动力投入比例!一方面使得我国的土地产出

贡献率基本上达到了目前技术允许的极限!另一方

面造成劳动力的产出贡献率处于极低的水平!与发

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数量级上的差距" 因此!在现有极

端的土地!劳动力比例格局下!土地贡献率已基本达

到目前的最高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在土地供给限制下

已无多大增长的潜力" 在不改变城乡劳动力市场结

构前提下!依靠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来提高农村居民收

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并不是一条有效的道路"

图 *-部分国家 *++> 年农业人口人均农业ZA[

图 8-部分国家 *++*$*++> 年谷物单产

三#中国农业生产有效性检验

第二部分基于国际数据直接比较了中国农业

投入产出结构!这种定性分析的一个基本假设前提

就是中国农业生产在技术上是有效的" 这一部分

使用上述代表性国家的农业生产数据进行定量分

析!验证这一假设的正确性" 基本的思路是建立国

际农业的生产前沿轨迹!然后判断中国农业生产是

否位于&前沿面'之上" 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演化路

径的多元特征!采用估计生产函数的参数方法并不

能有效检验中国农业生产是否处于生产可能性前

沿" 因此!这里采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ABC%

方法确定生产前沿!并进一步检验我国农业的生产

效率状况"

."参数"模型与数据

根据现代农业生产的技术特征!选取农业机

械*化肥*劳动力和耕地为各国农业生产的投入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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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单产数据来自.%CD*++,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表C8!农业活动人口*农业面积数据来自.%CD*++9 年粮食及农业状

况/表C>*C,!农业人口人均ZA[数据来自.%CD*++= 年粮食及农业状况/表C/"



素!产出指标则确定为谷物产量!

" 假设分析样本

为 #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具体符号设定为)$a$%

.

!

0!%

#

%为 # 个代表国家农业生产产出向量#&a

$'

()

%

> b#

为 #个代表国家农业生产投入矩阵!'

()

代表

第)个国家农业生产中第(个投入!具体为农业机械

'

.)

*化肥用量'

*)

*劳动力'

8)

*耕地数量'

>)

"

数据包络分析本质上是采取线性规划的方法!

利用实际数据确定出样本的最有效率包络轨迹!即

生产前沿面" 位于生产前沿面之上的样本点具有

ABC效率!位于前沿包络面内部的样本属于 ABC

无效!其距离前沿面越远!相对有效性越低" 按照

前述确定的参数!建立如下由式$.%和$*%组成的两

阶段ABC模型+9,

" 其中式$.%确定每个国家农业

生产的ABC效率!式$*%确定每个国家农业生产中

四种投入和产出的松弛$冗余%量"

)7<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为一标量!代表每个国家农业生产的效

率#

"

为一维度为 # b. 的向量!代表每一个国家农

业生产在全部 #个国家农业生产中的权重"

--

!

选取谷物产量的基本原因在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存量背景下!保证粮食安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作物作为农产品的

比例"

"

本文所选产出变量是一维的谷物产量!因此,-是一标量"

#

当前技术*制度条件下!世界各国农业生产基本上都由家庭农场承担!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可以保证经济活动人口与农业

劳动力比例的稳定!从而使两者在比较分析时是一致的"

针对每一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由式$.%规定的线

性规划!求出各自相对于样本生产单位总体的相对

效率(((ABC效率
!

" 在此基础上!进行如下线性

规划)

)7<

"

!,-!.-

*$,- +/.0.-%

#$ *%

)

+$

"

*,- 1+

!

'

)

*&

"

*.- 1+

""

+!,-

"

+!.-

"










+

$*%

--其中!,-为产出松弛变量"

!.-为投入松弛向量

$> b.%!/.为 > b.的单位向量#

"

同上!为一维度为

# b.的向量!代表每一个国家农业生产在全部 # 个

国家农业生产中权重!在第二阶段规划中重新计算"

根据数据资源情况和模型计算的要求!这里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 *= 个国家$# a*=%!以其 *++, 年

的农业经济数据作为样本" 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

均选择每千公顷耕地面积上的单产或使用量!耕地

数量则统一为 . 千公顷" 其中农业机械数量由收割

机和拖拉机台数相加而成!农业劳动力由农业活动

人数近似表示#

" 具体数据见表 ."

表 . -*++, 年主要国家农业数据!每千公顷

国家
谷物产量

!千吨

农业机械

!台

化肥用量

!吨

劳动力

!人

加拿大 *"9@8 8 .@"+ 9."8 ="9

澳大利亚 ."=+@ @ =", >="/ @"=

美国 9".8@ > */"9 .98"8 .,"=

法国 ="+8> . 9="/ ./.". 8@"+

阿根廷 8"*.. / .+"> >/"+ ,+"+

德国 9"8*> + /+"9 *+@"@ 9="9

西班牙 8"8/> , =,"8 .88"/ @."8

英国 ="+@* * /,", *@/"@ @>"=

南非 *"9=, 9 ,"+ >,". .+@"=

新西兰 9">@9 9 ,*"= =+*"9 ..8"9

意大利 >"@@9 > *>@"+ .9="@ .8,".

以色列 8".+@ = =@". *./="= *++"+

巴西 8".*/ * .>"8 .89"@ *+>".

荷兰 ="/=8 @ .=+"@ 9@/"= *8@".

委内瑞拉 8"*>. 9 *+"= .9,", *@,"=

波兰 8".8+ 9 .*@"9 .*@". 8**"9

墨西哥 *"@*> 9 .8"/ =."= 8>>"@

日本 ,"/>@ / 99."* >+."9 >=9"*

土耳其 *"*/@ * >8"> ..*". 9*,"+

韩国 ,"//+ / ./8"@ ,8*"/ . ...".

泰国 *"=+= / >+"+ .*+"= . >*@"9

印度 *"8.* / .=". .*/"+ . 999"=

菲律宾 *"@*, . .."8 .8."+ * ,++"+

中国 >"/@+ * /"= 8*@"/ 8 888"8

埃及 ="./. * 88"8 =88". 8 888"8

孟加拉国 8">+/ @ +"* .@@"9 , +++"+

越南 >">@> > ,/"/ 8++"= , +++"+

数据来源)谷物单产数据来自+%CD*++, 年粮食及农业

状况,表C8%其余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局网站

& P$$5)::TTT2#$E$#2N&Q2K<:$;#;:S$#;:N;#;:

*++=:$*++@+98+^>+*>@/.8+2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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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利用A"E5*2. 软件对上述数据运用相应模型进

行处理!基本选项分别是规模报酬不变$Ic4%*投入

导向 $H3[dO?DcHB3OCOBA%*二阶段 $ *?4OCZB%

ABC模型!处理结果如表 * 所示"

由表 * 可以看出!在 *= 个国家中!中国与澳大

利亚*南非*加拿大*阿根廷*孟加拉国*美国*法

国*埃及*荷兰 .+ 个国家农业生产的 ABC效率

$

!

%等于 .!即 ABC有效" 这一结果意味着其生产

投入产出结构位于生产可能性前沿之上!从而不

可能在不减少产出水平的情况下节约任何投入

$投入的松弛量均等于 +%!或者说不可能通过改

善效率$在不改变要素投入结构情况下%来提高农

业产出水平"

表 * -ABC效率#输入指标松弛量及前沿面投影%单位同表 .&

国家
ABC效率

&

!

'

输入指标松弛量 前沿面上投影

机械 化肥 劳动力 耕地 机械 化肥 劳动力 耕地

澳大利亚 . + + + + =", >="/ @"=*9 .

南非 . + + + + , >,". .+@"9/9 .

加拿大 . + + + + .@ 9."8 =",// .

阿根廷 . + + + + .+"> >/ ,+ .

孟加拉国 . + + + + +"* .@@"9 , +++ .

中国 . + + + + /"= 8*@"/ 8 888"888 .

美国 . + + + + */"9 .98"8 .,"9// .

法国 . + + + + 9="/ ./.". 8@"+*8 .

埃及 . + + + + 88"8 =88". 8 888"888 .

荷兰 . + + + + .=+"@ 9@/"= *8@"+/, .

英国 +"/@. ="+/* + 9"/@* + @9",@8 *@>"*9> =9".>, +"/@.

新西兰 +"/9@ + >/."= + + ,+"//= .@@"*8 .+/"/9> +"/9@

德国 +"@/, .="+>8 + *+"+@ + 9>"+*9 .@9"@8, >+"8=@ +"@/,

日本 +"@+. >>+"* + *@8"* + @/".8@ 8*.",+/ /@"+9* +"@+.

韩国 +"=@ >8"./> + =8+"8 + .+@"+.9 >.,"=/ .89"9@ +"=@

巴西 +"==* + *@"./ + + .."+>9 ==">@. .,="9>/ +"==*

意大利 +"=98 .>>",> + =*",9 + >>",/* .*="/9@ 8+">/, +"=98

墨西哥 +"=, + + **8", + .+">8 ,8"@+. 8,"*,, +"=,

菲律宾 +"= + + ,,."= + ="/., /."=,@ . .//">9, +"=

委内瑞拉 +"9>@ + .9"=/ + + .8">+9 /+"8/, .@,"+8, +"9>@

越南 +"98= + + *=88 + 8@".89 ./.">>8 >,+"=@/ +"98=

西班牙 +"9.@ .@"@9@ + *8"=, + *="9>> @*"=+@ *9">9> +"9.@

波兰 +",@9 ,+",8, + .98"= + *>"@9> =,".+9 *,">+9 +",@9

泰国 +",*= +"8+/ + =*/"> + *+"=9* 98",@* *8".,, +",*=

印度 +",+8 + + >*="= + @"9+> 9>"/+9 >.+"@@/ +",+8

土 耳 其 +">9@ 8">/9 + *=."= + .9"@** ,*">=/ *+"/.= +">9@

以色列 +">8, + @8@"* + + 88"/= ..="99>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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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投入要素在前沿面上的投影是经过 ABC效

率系数$

!

%修正并去除松弛量的&有效'数量!是为

了获得各自产出所必须投入的最低水平" 对所有

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投影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

表 8%!可以看出劳动力在所有投入中与产量之间的

关系几乎为 +$+"+/%!与机械投入量弱负相关则表

明各国农业中机械投入与劳动力的替代关系" 这

种现象可能的原因在于!各国普遍对农业实行保护

和支持政策!从而导致农业领域存在着从技术角度

衡量的冗余劳动力和经济活动人口" 中国以户籍

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则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的保持并从事农业劳动"

表 8-各变量前沿面投影相关系数

机械 化肥 劳动力 耕地 产量

机械 ."++ +"9/ e+"*> +"*. +"=@

化肥 +"9/ ."++ +"8@ +"8@ +"=@

劳动力 e+"*> +"8@ ."++ +"8+ +"+/

耕地 +"*. +"8@ +"8+ ."++ +">/

产量 +"=@ +"=@ +"+/ +">/ ."++

-数据来源)根据表 * 数据计算整理#

劳动力投入量与农业产出之间不相关!因此减

少劳动力并不明显地使农业总产出下降" 与此同

时!农业劳动力通过非农化转移出农业生产领域!

可以提高人均产出和劳动力的边际贡献率!从而可

以达到提高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的目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结构决定了

不可能通过的农业补贴或农业进一步发展来缩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因此其

不是一条科学的城乡统筹发展路径" 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在以工业化为基本内

容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

分割!导致农业中过多的劳动力存量和极低的劳动

生产率" 在理想的要素市场条件下!劳动力*资本

等要素的流动将会缩减并最后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因此!在农业生产范围内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过多的农业经济活动人口转移

到非农产业!从而提高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边际贡

献" 大力发展工业!除了可以接受大量农业人员转

移之外!而且可以提高农产品在相对价格体系中的

优势!使得农业生产中标志农业技术水平的工业产

品*技术投入量总体提高"

当前!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转移!最主要的

障碍来自三方面!即城乡就业市场的分割制度*非

农产业的规模限制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所带来的收

入效应!

" 在现有城市非农产业规模条件下实现城

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降低城

市居民的福利水平!导致制度变革的非帕累托性质

而使改革难以进行" 因此!以工业反哺农业!必须

通过工业自身发展并吸收农业劳动力的方式进行!

而这种方式则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或路径)

第一!必须坚持市场方式" 尽管从字面上&反

哺'是&哺育'的反向过程!但是中国农业&哺育'工

业过程主要完成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采取的主

要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偿的农业劳役*严

格的就业制度等方式" 而在工业需要对农业进行

&反向哺育'的现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

行了 8+ 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形成" 在这样

的条件下!&反哺'过程显然不能简单地以同样性质

的手段来实施!而应该通过市场手段进行"

第二!逐步消除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劳动

力市场分割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性的哺育手

段很快减少并趋于消除!但是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

的户籍等制度依然存在!破坏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

部门转移的农业现代化规律" 以工业反哺农业!实

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必须尽快消除城乡劳动力市

场分割的格局!加快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第三!在城镇和乡村区域内大力培育非农产

业" 基于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体制使福利供给的

城乡差距较大!消除户籍制度必然意味着改革的

&非帕累托'性质!因而存在很大的阻力" 现有城乡

居民数量结构又使这一情况更为严重"

" 因此!在

消除城乡就业市场分割的同时!应该在县域经济中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以减小改革的阻力并防止巨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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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结构的不平衡不仅仅是一个需要改变的目标!而且其存在本身也构成通过要素自由流动改变收入格局的障碍之一!

例如农村$业%人口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差距以及非农化转移所需要的费用等"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在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城市人口收入水平过高!而不是农村人口太穷"



人口存量背景下&城市病'的发生+=,

"

第四!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是城乡统筹

的主要内容之一" 农村和农业公共产品提供严重

滞后于城市与工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哺育'农

业的另一不良后果" 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具有

三重效应)直接降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农

业生产率!减少在农村形成非农产业的机会" 因

此!以新农村建设等方式增加农村地区的社会公共

产品供给!不仅具有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直接

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支持农业生产和扩大&小城镇'

工业等方式间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第五!确立正确的农业补贴政策原则" 对农业

的补贴和支持政策!应该以粮食安全和国际贸易策

略为标准!尽管在客观上可以起到增加农民收入的

作用!但不能作为城乡统筹战略的主要手段"

最后!应该通过财政手段消除农村居民在劳动

力市场中的劣势" 农村劳动力实现非农化转移的

一个重要前提是不存在严重的收入效应(((农村

居民过低的财富存量导致流动能力的减弱甚至丧

失" 然而!长期的城乡非均衡发展使得农村居民在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弱于城市居民" 因此!有必

要通过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

农村居民在非农产业部门!尤其是在城市非农部门

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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