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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效应亥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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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存量无论是总体水平还是具体构成均对国民生产总值具有较强的、持续时

间较长的正影响且时滞相对较短。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制约，政府有必要采

取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鼓励民间资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来推动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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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n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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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en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enan Zhengzhou 450002，China)

    Abstract,Total level or real composit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stock have relatively big and everlasting positive

effects on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have relative short time一lag. The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China's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forms the bottleneck to restric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a result, governments of China are necessary to take measures to enlarge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encourage civil capital to invest in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ensure sufficient funds to

promote a幼cult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stock; economic growth;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variation decomposition

    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实现传统自

给性农业向现代商品性农业的转变，实现农业现代

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发达和完善的现代

农业基础设施与之相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

于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有着重要的作用。

Prabhu L. Pingali (1997)等对越南的大米出口进行

了研究，通过对各种地形下的水稻生产技术进行分

析，指出要维持越南的出口水平，就要加强制度改

革，进一步进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技术创新。

Patrick Bond( 1999)在对南非应有的基础设施的数
量进行研究时，指出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生活具有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包括工作机会、生产

率的提高以及小型企业的增加;间接效应包括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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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支配时间和资源的增多、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和

公众福利的提高。石爱虎(1996)认为，农业基础设

施在农业发展中的经济效应体现为物质基础效应、

效率提高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关于农业基础设

施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还需要针对具体国

家、具体时期的经济现实进行具体实证分析。樊胜

根(2002)发现降低扶贫率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起作

用的13项因素中，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投

资的作用居于第3位。林毅夫(2003)指出，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

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

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以我国1985-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在向

量自回归的分析框架下，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

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考察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存

量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农

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时间特征，指出农业基础设施投

资总量不足，农业基础设施成为农业生产的瓶颈。

    一、模型设定

    本文构造一个VAR模型:模型包括国民生产总

值(GDP)和农业基础设施存量(1)。在建立VAR
模型之前，我们使用ADF单位根检验进行模型设定

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主要解决现实中大部分时间序列变

量为非平稳变量以及利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

会导致伪回归的问题。本文采用目前普遍应用的

ADF(augmented dickey一fuller)检验法进行单位根
检验。

    对时间序列X:建立下列方程:

AX, = C +/3, + yX:一，+叉--,AX:一，+拜:;

    Ho :,u=0

    其中C为常数项，‘为趋势项。若接受原假设

X:则说明序列X: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否则说
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方程加人尸个滞后项是为

了使残差项成为白噪音。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还要

检查其差分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n阶差分是平稳

的，则称此变量是n阶单整，记为1( n)。所有变量

同阶单整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

为了研究方便，分别对国民生产总值和农业基础设

施存量取自然对数，得到LnGDP和Lnl的时间序列

数据。对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不仅可以得到平稳

的时间序列数据，而且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

相互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LnGDP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类型 ADF I陇界值(99%) 临界值(95%) P值

    原值

一阶差分

(C,P,O)

(C,P,1)

一2.102

一4.551

一4.728

一4.812

一3.759

一3.791

0.5046

0.005 3

    原值

一阶差分

(C,P,O)

(C,P,1)

一2.608

一3.503

一4.886

一4.566

一3.828

一3.128

0.4990

0.0070

注:检验类型中的C表示常数项，P表示趋势项，t表示滞后阶数;使用Eviews3. 1统计软件。

    ADF检验结果表明，LnGDP和LnI都是一阶单

整的时间序列变量。两者的原值在1%和5%的显
著性水平下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一阶差分后均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

说明这两个变量具有一阶单整性。

    (二)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LnGDP和Lni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利

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协整方法，用
Eviews软件对残差进行ADF检验，以判定其平稳

性。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最

小二乘法回归，其结果为:
    LnGDP=11.22+0. 84LnI +N,

    RZ =0. 913 4沐DJ一RZ =0.909 3,F=324. 764 56
    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残差A的平稳性，结

果如表2所示。A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了存
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残差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不存在协整关

系，即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上接受原假

设，即Ln1和LnGD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这样，
我们利用Ln1和LnGDP的一阶差分序列DLn1和

DLnGDP来建立VAR模型。利用HQIC和BIC等信

息指数确定最大滞后阶数为2，所以模型可设定为:

    Y,=中。+oly:一，+币2Y‘一:+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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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Ln/和LnGDP协整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C,0,0)

ADF统计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一3.765 8 一2.4356 一1.873 9

注:检验类型中的C表示常数项，P表示趋势项，t表示滞

    后阶数，使用Eviews3. 1统计软件。 -//一“//一一11.11.
卜?产/尸
  、 --一---------一 、
  \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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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DLnGDP对Dlnl的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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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说明两个或多个变量之

间是否存在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它确定的是一个

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即如果变量X是

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那么X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

间序列数据有助于改进对变量 Y的预测。其数学

检验模型为:玖=c+ ai }', AY,一‘+艺
                                      i二1             ;=i

其中s，为零均值非自相关随机误差项;

ojx‘一，+二‘。

a和R为系

数。原假设，Ho为几=0(’’=1，⋯，n)，若假设成立

则有:Y,=。+艺AY,一*+。‘。
    非限制性变量和限制性变量的残差平方和分

-0.1

-0.2

--------一 “一//
、~一 一 ~曰口碑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   3  4   5   6   7   8   9  10

别为Sse1, Sse2，则F=
(Sse2一Ssel )/n

Ssel/( T一n一m一1)
应服从

自由度为(m,T-n-m一1)的F分布，其中T为样

本数量，n,m分别为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决定

的X和Y的滞后阶数。如果接受零假设风，则X是

Y的非格兰杰原因;而如果拒绝零假设Ho，说明X

是Y的格兰杰原因。

          图2  DLnGDP对DlnI的累计脉冲响应

注:图1和图2中的横坐标表示冲击发生后的时间间隔，纵

坐标表示冲击的力度，图中的实线为脉冲响应曲线，虚线是

置信水平为5%的置信区间曲线。

表3  Lnl和LnGDP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滞后

阶数

D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I

DL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LNGDP

6.345 0.097

14.946 0.033

注:如果p>0.05，则接受原假设，否则拒绝原假设;使用
  Eviews3. 1统计软件。

    三、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上述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论，我们确定变

量次序为DLnl到DLnGDP。这样，我们在给出VAR

估计的基础上，计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农业

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函数和累积脉冲

响应函数，图1和图2给出了它们的动态轨迹。

    从图1可以看出，当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率

冲击发生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先出现明显的负

向反应，并于第2年达到最大值。此后，冲击力度逐

步减弱，并于第4年第一季度左右逐步减弱为零0o

  24

随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开始出现明显的正向反

应并于第7年达到最大值，此时1个百分点的农业

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率冲击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率上升了0.036个百分点。

    从图2可以看出，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率对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累积冲击开始为负向冲击，

并于第4年达到最大。此后，累积冲击力度开始减

弱，并于第7年左右减小之零，然后开始持续的正向

冲击，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基本上在0.1个百
分点左右。

    上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农业基础设施存

量增长率脉冲响应和累积脉冲响应模式表明，农业

基础设施存量对国民生产总值从长期看具有较大

的、持续时间长的正影响，但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

波动，而且时滞相对较短。

    四、方差分解

    我们在给出模型的VAR估计基础上，分别计算

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长

率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具体结果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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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Lnl和LnGDP之间的方差分解

方程 冲击 1年 2年 3年 5年 8年 10年

LnGDP

  刀乙刀了

LnGDP

  刀乙几了

100 87

0  12

.7 85.1 84.1 71.9 67.5

.3 48. 1

14. 9 15. 9 28. 1 32. 5

50.1 52.7 54.6 55.2
DLnJ

4 51.949.9 47.345.4 44.8

    从表4可以看出:(1)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

预测误差主要由自身冲击决定，但由农业基础设施

存量增长率冲击所决定的比例逐步增大。国民生

产总值增长率冲击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60%水平

上，而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率冲击的贡献率在第

10年达到32.5%，增长趋势非常明显。(2)农业基

础设施存量增长率的各期预测误差主要由自身冲

击解释。自身冲击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45%水平

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冲击的贡献率则始终保持

在50%水平以上，并具有缓慢增长趋势。这表明，
一方面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对农业基础设施存量的

内生性很强，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对国民生产总值的

影响较大且时滞相对较短;另一方面，国民生产总

值对农业基础设施存量的影响巨大，表明我国农业

基础设施存量的外生性相对较弱。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存量无论是总体水平还是

具体构成均对国民生产总值具有较强的、持续时间

较长的正影响且时滞相对较短。我国农业基础设

施投资不足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制约，政府有必

要采取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人，并制定

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早日实

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逐步

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渠道筹资模式，保证有

充足的资金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满足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首先，要逐步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人比

重，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应逐步转到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上来。其次，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的瓶颈

制约之所以形成并长期维持，其直接原因是资金不

足，而造成这种供需矛盾的关键是投融资机制的滞

后;因此在农村税费改革形势下，应构建新型农业

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最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设施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及

其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推进，要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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