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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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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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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摘 要 以 南京 市为例
,

采 用 指 数 法 计 算和 分 析 了 一 年 中国地 区 农 业 全要素生 产率

的增 长 率
,

并对 增 长 的 来源 进行分解
,

估 算 了 对 增 长 有促进作 用 的 各 类 关健 因素的 贡 献

率
。

根据 增 长贡 献 率的 大 小
,

对 中国地 区 农业 现代化发展提 出 了 一 些 对 策性建议
。

主要研 究 结 论如

下 支农及农业 事业 费
、

农 田 灌溉率
、

农业 劳动 者每 日 工 资与 人均 非农年 收入 的 比值都对 的 增 长具 有

统计意 义上 的 正 的重要影响 而 农产品 生 产价格指数对 有着统计 意 义 上 的 负的影响
。

关键词 农业 全要素生 产率 指数 法 分解

中图 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过程 中
,

推进现代农

业建设无疑是解决 当前
“

三农
”
问题 的 中心 内容之

一
,

而 以 全 要 素生 产 率
,

为代表的农业生产率则是衡量农业发展的一

个重要且合理的指标
。

文献综述

表 对基于 指数法对农业生产率研

究的代 表 性 成 果 进 行 了 汇 总
。

目前 对 中 国农 业

测算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全 国层面或省际层面
,

如 等
’。口、

李京文 ” 〕、

等 ” 〕、

王红玲

等
’ 、

和
’‘ 〕、

和 ‘ 、

姚万

军
’ 〕等

,

而对于 中国区域性特别是市县层次的研究

较少
。

南京地处 中国最具活力 的长三角地区
,

分析

其农业生产率演化趋势和发展规律
,

对于 中国农业

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性和典型性
,

因此具有重要 的

研究价值
。

用非参数指数法来测算农业
,

目前主要有

指数法 和 指数法
。

已有 的 国

内研究主要是基于 五 指数法
,

如吴方卫等叫
、

表 基于 指数法对农业生产率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作作者者 时期期 实证 内容容 增 长率
, , , 」」 一 美 国农业生产率和投人

、

产出组成 的变动情况况
, 」」 一 测算印度农业部门 的

,

进而对 公共投资和私人 投资对农业业

增长的影响进行评价价价

一 测算 澳大利亚西部主要地区农业 的投人
、

产 出和 增 长率
,,

并并并并与其他地区之结果相 比较较较

一 测算爱尔兰农业 的 增长率
,

并且对农业创新
、

结构 和 竞争性性

进进进进行了分析析析
, , ,,

一 测算澳大利亚牛奶产业投人
、

产 出和 的增长情况
,

由此评估估

〕〕〕 了贸易对整个澳大利亚 和各州 牛奶产业 的影响响响
, 〕〕 一 测算新西 兰 的农业 增长率率

① , 口口 一 测算中国及各省份农业 的投人
、

产出和 的增长率
,

借此来重重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评价经济改革对生产
、

生产率和地 区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响响响响响响响响一

〕〕 一 通过测算两个相似但具有不同政策期望 的渔场 的生产率
,

来评价价

规规规规则的效率率率

收稿 日期 一 一

基金项 目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南京市软科学招 标课题 。。

作者简介 孙学科 一 ,

男
,

浙江 慈澳人
,

东南大 学经 济管理 学院 硕 士研 究 生
,

研究 方 向 数量 经 济学 范金 ,
一 ,

男
,

江 苏扬 州人
,

江 苏省行政 学院 江 苏应 用 经 济研 究 中心 主任
,

教授
,

博士 生导 师
,

博士
,

研究方 向 世界经济
、

中

国宏观经 济 胡汉辉 一
,

男
,

江 苏南通人
,

东南 大 学经 济管理 学院主任
,

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

研究方 向 产业

经 济学
、

知识 管理
。

① 樊胜根 曾做过相似的研究
,

得 出的结论是 中国农业 年 的 增长 率为 一 。 一 年 的 增 长 率为

一 年的 增长率为 一 年的 增长率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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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
、

孟令杰〔‘ , 〕、

江激宇等
〕 〕。

用 指数

法测算农业 生产率在 国际上 已有大量 的研究成果

见表
,

但国内采用 指数法来测算农业

生产率的研究还 尚不 多见
。

本文 以南京市为例
,

尝

试用 指数法对中国市级层面的农业生产

率进行研究
。

一

本文的研究 目的是 通过测算南京市农业 的总

产出
、

总投人和 增长率的情况
,

并且通过进一

步对 增长的来源进行分解
,

来考察哪些要素对

增长有促进作用
,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指导

性建议
。

估算模型

农业生产率是衡量农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

一个重要指标
。

一般测量生产率的主要思路是 使

用相同数量 的投人所增 加 的产 出就是生产率的提

高
,

或者生产同样数量 的产出所减少 的投人则是生

产率的提高
。

因此
,

计算生产率增长 的最一般 的方

法是用产出的增长减去传统的投人要素的增长后 的

余值
,

也可 以定义为产出与投人 的 比值 ①
。

由于不

同的指数方法对应着不 同的生产函数形式
,

因此对

采用何种方法来计算生产率的增长存在着争论
。

本

文在对几种主要的传统指数法的性质进行简要 回顾

与简评的基础上
,

确定一种相对优越 的方法来用于

本文的数据计算
。

、 、 ’ 〕归结并分析了 四种 常用

的指 数 法
‘

指 数 法
、

指 数 法
、

指数法 和 指数法
。

指

数法和 指数法 的函数形式是线性 的
,

这就

意味着所有要素是可完全替代的并且投人组合的相

对数量是 固定不 变 的
。

这两种方法计算起来很容

易
,

而且能把真实的指数限定在经济理论范围之内
,

所以在国民统计机构计算一些指数时用得较多
。

然

而在计算两期之间的 增长率时
,

这两种指数法

则存在一些差异 指数法把基期数量作为

权重
,

而 指数法把当期数量作为权重
。

这

两种方法的权重分别处 于两个极端
,

当相对价格发

生变动时
,

计算结果往往有很 大 的偏差
。

指

数法是通过计算 指数和 指数 的

几何平 均来估算
,

所 以 指 数法 是介 于

指数法 和 指数法两者之 间的一

种方法
,

但计算结果 同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大的

偏差
。

指数法首先是 由 在

年提 出来 的
,

后 来 〔。 、 、 、

巳‘〕、

等
‘ , 〕人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发展

。

一般认 为 指数法是
“

最 优 的
”

,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所代表的生产函数或成本

函数是基于高度灵活 的齐次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

而

且对任意二阶可微分线性齐次的生产函数提供了一

个二次近似值的估计
一

〕 另一个重要性质是该指

数满足逆 向时 间原则来识别和强 比例检验 口。

因

此
,

指数法 的一 大优势是 随着时间的变

化
,

不管比价在何时发生何种实质性的变化
,

它都能

以滚动权值的形式进行调节
,

从而能有效消除采用

固定权重而出现的偏差
。

而把 当前价格作为权重
,

要素质量 的改进就反 映在 了工资和租金率的提高

上
,

所 以 指数法 的另一大优势是能计算

出要素质量的改进情况
。

在具备了大量合理的统计

和经济理论上 的性质后
,

相 比其他三种指 数方法
,

指数法 能 比较 真实可 靠地 计算 出农 业

的增长率
,

是一种 比较有优势的方法
。

指数法的几个前提假设是 ①竞争性

行为 ②规模报酬不变 ③希克斯技术 中性 ④投入

和产出分离
。

本文的研究对象南京市农业部门基本

上能满足这几个假设
。

按照 指数法 的基

本定义
,

我们将产出和投人都折算成一个总指数
,

以

用来计算相对于基年的投人和产出的实际增加值
。

首先
,

分别定义产出向量 一 , , ,

⋯
, 。 ,

投人向量 一 , , 。 ,

⋯
, , ,

产出价格 向量
, , ,

⋯
, 二 ,

投人要素价格 向量 一 , , ,

⋯
, 。 。

统计部门所给出的农业总产值是以不变价格计

算的
,

以反 映某一特定年份 的总产 出
,

但是
。〕指出不变价格在加总总产出过程 中可能是不

适当的权重
。

因此
,

我们不 能直接使用农业 总产值

作为总产出
,

而必须加总总产出
。

指数法

急产出的增长率可 以被定义为以下对数形式

燕 一 交凡旦退‘竺 通立 一
,

。 , 仁兮 乙 ‘,

卜

⋯
,

一
, ,

⋯
,

,
。

式 中
‘

和 卜 分别表示第 年和第 一 年的总产

① 应用上测算生产率增长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

即参数法和非参数法
。

参数法有最小二乘计量生产函数模型和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等 非参数法有 指数法和基于 的 指数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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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数量 又
‘

和 狄
,

。七分别表示第 种产出在第
,

年和

第 一 年的产出数量 尺 。和
、

分别表示第 种

产出在第 年和第 一 年的收益份额
。 一

式 的含义是 从第 一 年到第
,

年总产出的

增长率是每一种产出加权后加
』

急的增长率
,

而这个

权重是由从第 一 年到第 乙年的每一种产出的收益

份额决定的
。

同理
,

在计算投人要素时也必须加、涂总投叭 , ,

得

出一个总投人指数
。

一般把传统投人要素通过市场

价格 或影 子 价 格 作为 视重后 加 总作为 总投 人
。

指数法 的总投人要素 的
一

增长率可 以被定

义为以下 的对数形式
, 。

月

丝匕

令圣应土鱼止
一

’

曰
‘

粼

, , , 、 ,

又于‘二 夕
,

卜

,
· 。· , 。

式中
‘

和 卜 分别表示第 年和第 一 年的总投

入 戈 和 ,
,

。 分别表示第 种投人要素在第‘ 年

和第
,

‘一 年的投人声, 和
, ,

卜 分别表示第 , 种投

人在第 ‘年和第 ‘一 ‘年的成夺份额
。

式 的含义是声从第 一 年到第声年总投人的

增长率是每一种投人要素加权后加 总 的增长率
, 而

这个权重是由从第 ‘万 年到第 ‘年的每一种生产要

素的成本份额决定的、 一
一

因此
,

按照 的定义
,

从第
一

一 年到第

年的 增长率可以由下式表示
,

丁 尸
‘

尸卜

, , , 、 , , , 、 , 、

又 , 一

一 气二 气 少
工 一 人 卜

进一步把式 和式 代人式 得到

艺下
,

尸
‘

丁 尸卜

二 , 、 ,
, , 、‘ 、

—
戈犷厂 夕 一

乙 笼 卜

合
、 , 、 , , , 、 , ‘ 、

夕
、

—
又 一 夕 气任夕

渭
乙 人沁

‘

把式 的对数形式转换成指数形式
,

得到式

石
,

尸
‘

丁 尸。
六 。兰上

怂
’

‘,

。

, 忿 ‘,

卜 一 官〔二二

昌
’

、
,

曰

‘斗
,

卜

除了上 面所论述 的两个优点外
·

,

用

指数法来 计 算 还 有 很 多优点
。

比如
,

因为

指数法是一种非参数的方法
,

所 以它就不

需要严格限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
。

因而此方法只

需使用一些传统的数据就能估算声生产率 的变化
,

而不 需 要 去 估 计 成 本
、

生 产 或 者 利 润 函 数
。

但
指数法 同梓也存在一些不么 比如

,

当时

间不一致或两部门的要素种类不同时 ,
则无法计算

。

一般而言
,

指数法不能把生产率变化分解

成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
,

而本文则尝试采用 一

型方程进行分解
,

来弥补这个不足
。

一

数琳源和处理方法

本文研究所用
‘

数
·

据的 年份 区 间是 一

年
,

数据来源于《南京统计年鉴 》
、

南京市统计局内部

资料树电国统计年鉴 》拭中恒农业发展报告 》
、

《中国

物价统计年鉴 》、形江苏统计年鉴灸、 南京农村社会经

济调查数据汇编 》等
。

一

根据《南京统计年鉴 》的定义
,

农产品包括 农业

产品
、

林业产品
、

畜牧产品和渔业产品 个大类 谷

物
、

棉花
、

油料
、

糖料
、

蔬菜
、

园艺
、

水果
、

中药材
、

林产

品
、

牲畜
、

家禽
、

禽蛋
、

奶类
、

海水产品和淡水产品等

孰个种类
、

个小类
。

一

为保证研究样本 的系统性 和研究数据的全面

性
,

本文尽可能多地包括南京市农业的主要农产品
、

【

董要农产品 粮食作物包括水稻
、

小麦
,

玉米
、

高粱
、

复类和薯类等
,

油料作物包括花生
、

油菜籽
、

芝麻和

其他油料
,

其他还有棉花
,

竺麻
,

甘蔗
,

药材类
,

蔬菜
、

瓜果类
,

茶叶
,

蚕茧
,

畜牧
,

家禽
,

水产品等等
。

一 农业部
一

门的投人要素主要有 劳动力
、

耕
卜

地
、

灌

溉翅电暴化肥
、

农药、农业机械总动力等
,

鸽 总产出
、

总投入和
‘

的估算

已知每年产出的数量和价格
,

运用式 就可计

算出 一 年南京市农业 的总产出的对数增

长率
。 另外

,

我们用统计年鉴指数和 年不变价

格指数也可以算出 一 肠 年南
「

京市农业 的总

片出
‘

见表 人
一

从表 中
,

我们发现 由于以 年不变价格计

算出来的总产出‘是在统计年鉴指数基础上按照价格

指数计算出来的
,

所 以两
‘

者 的汇总方法其实无多大

差别
、

通过比较 、基于统计年鉴指数和 年不变

价摺数计算 出来 的产 出增长率的最大差别 出现在

年
,

前者低 于后者
,

最小差别
一

出现在

年
,

前者低于后者 。 , ,

一 年年均

产出增长率相差 一召 ,

一 年年均产 出

增长率相差一
、 ,

一 年年均产 出增长

率相 差
。

飞 年不变价指数和

指数出现差别的原因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

,
、

即 功

年不变价指数是采用 固定权重
,

而 指数
法是采用耐的

卿权重的几何平均值
,

从而把产

出的权重 由
,

于相对价格的变化所产生的偏差最小化

了
。

年不变价指数
’

和 肠 指数计算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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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产出增长率的最大差别出现在 年
,

前者低

于后者
,

最小差别发生在 年
,

前者高于

后者
,

一 年年均 产 出增 长 率相 差

一
,

一 年 年 均 产 出 增 长 率 相 差

一
,

一 年 年 均 产 出 增 长 率 相 差
。

表 不 同方法测算的南京市农业总产出的增长率。

年年份份 统计年鉴指数数 。年不变价指数数 指数数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年年均增长率率

一

一

一

表 本文计算结果与 和 研究数据的比较

要要素素 劳动力力 耕地地 灌溉溉 化肥肥 农业机械械 农药药 加总总

面面面面积积 面积积 施用量量 总动力力 使用量量量

和和

本本文文

量的值
。

因此
,

本文采用 和 ②计算 中

国农业总投人的价值时所使用 的份额数值 原文 中

各种要素的份额的值见表
。

但由于受统计方法

与数据的限制
,

南京市的农业投人要素数据只有耕

地面积
、

劳动力人数
、

化肥施用量
、

农药使用量
、

农业

机械总动力
、

灌溉面积这 种投人要素
,

投人要素的

种类并没有 和 文章中那么多
,

但所幸

这 种投人要素的份额已经 占了 和 文

章中 种要素总份额的
,

已基本上能说明南

京市农业投人要素的成本份额
。

接下来
,

还需再对

这 种要素的份额进行 比例化处理
,

使得它们的总

额为
。

经过处理后
,

文本所用 的成本份额与

和 文 中所得出的份额很接近 数据见表
。

有了投人要素的数量和份额
,

我们就可 以运用

式 计算出 一 年 的总投人 的对数增长

率
,

再结合总产出的对数增长率
,

用 指数

法就能得 出 的对数增长率
,

然后用式 进行

数值 的转换
,

进 而得 到 的增 长 率
。

同样
,

用

年不 变价指数也 可算 出 一 年

的增长率
。

如果 假定 年为基准年份
,

且

的增 长率为
,

那么 就 可 以得 到 一 年

的累积增长率
。

计算结果见表
。

表 基于不同测算方法得出的南京市农业 增长率

根据式
,

要得到 的增长率
,

除了上面 已

经得到的总产出指数
,

我们还需要得到总投人指数
。

根据式
,

总投人的价值是 由各种投人要素的数量

和成本份额计算而得到
,

而所需各种投人要素的数

量可从《南京统计年鉴 》中得到
,

所 以还需要投人要

素的成本份额
。

但考虑到南京市农业数据的具体情

况
,

由于投入要素价格数据的不完备性 以及准确性

值得怀疑
,

例如耕地 面积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不存在

消耗的问题
,

只要对耕地进行一定的维护
,

土地的生

产力就能保持稳定
,

所 以耕地 的价值就很难用数值

来衡量
。

另外
,

由于中国没有土地市场
,

土地的价格

也没有参考依据
,

所 以土地 的价格很难得到
。

由于

数据的限制
,

其他一些要素也 同样出现一些不 可测

年年份份 。年不变价指数数 指数数

尸尸 千 累积积 尸尸 累积积

增增增长率率 增长率率 增长率率 增长率率 增长率率 增长率率

汽

门只

门夕气汽汽

自气 气气

一 门 门 门夕夕

一

门门 一

门 门 只只 门 只只

门 只 夕 气气

只又

年年均增长率率

一

一

一

统计年鉴指数是直接取 自统计年鉴上的数据
,

。年不变价指数和 指数均由作者计算
。

统计年鉴指数和 以 。年价格

计算的指数之间的差异只是由于价格不同所致
,

汇总这两个指数所用的方法都相 同
。

和 闭对中国各类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一些 不准 确的数据用一些统计方法进行调整
,

得 出了 中国农业 的总产 出
、

总投人和

的增长率
。

该文所估算的中国投人要素的成本份额较接近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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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

我们可 以看 出
,

与 指数法

相 比
,

总体上来讲 年不变价指数低估 了

的增 长 率
,

即在 一 年
,

平 均 每 年 被 低 估
,

在 一 年
,

年不变价指数平均

每年低估 了 增 长率 为
,

在 一

年
,

年不变价指数平均每年 高估 了 增长

率为
。

从表 可 以 看 出
,

一 年 南 京 市 农 业

的年均增长率在 写左右波动
,

而从表 中

我们知道
,

一般国际上计算农业 的增长率大概

在 一 之间
,

我们计算 出来的这个结果

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

另外我们发现
,

基本上 每

年都在保持增长
,

一 年 的 年均增 长

率为
,

其 中 一 年的年均增长 率为
,

一 年 的年均增 长率 为 从

中可以看出
,

世纪 年代南京市农业 一直

在稳定增长
,

而进人 世纪后
,

的增长速度明

显加快
。

另外
,

从 累积增 长率看
,

在 一 年

这 年 间
,

累 积 增 长 率 达 到 了
,

而

年 不 变 价 指 数 低 估 了 累 积 增 长 率 为
。

增长加快 的具体原 因将 在接 下 来 的

部分给出解释
。

增长来源分析

政府出台各项经济政策来提高农业生产率
,

对

农业的扶持包括 支农及农业 事业 费
、

基础设施 建

设
、

农业补助
、

基础教育培训等
。

我们直觉上认为这

些政策和措施会对提高农业生产和生产率产生或大

或小的影响
,

但直觉有时并不可靠
,

缺少科学依据
,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政府对农业的政策和投人对农业

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进行分析
。

政府对农业投人的

增长是否能使生产率有所提高 究竟哪些投人能使

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 哪些作用并不是很大 哪些

投人反而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

的增长可 能来源于政府对农业 的投人增

加
、

科研投人的增加
、

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提高
、

基础

实施的完善
、

农产品价格 的上升等众多原 因
。

为 了

分清何种原因使得 增长率能有较快提高
,

需要

对各种 增长的可能来源进行分析
,

据此才能进

行科学决 策
,

对 增 长 贡 献 大 的加 大投 人
、

对

增长贡献较小甚至有负影 响的减小投人
。

因

此
,

有必要对 的增长进行分解
,

计算 出各类投

人要素的贡献率大小
。

对 增长的分解实际上是测算 的增长

与技术
、

基础设施和技能改进 的关系川习
。

本文主要

考虑技术
、

基础设施 和技 能这 三 大 因素
,

增 长

的分解方程所选取的 自变量则包含在这三大因素之

中
。

在 增长的分解方程 中
,

我们所选取的四个

自变量如下 支农及农业事业 费 以己为
, , 、

农 业

劳动者 每 日工 资 与人均 非农 年 收人 的 比值 记 为
, , 、

农 田灌溉率 有效灌溉 面积与耕地面积 的 比

值
,

记为
。

, , 、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记 为
,

, 。

增 长 的 分 解 方 程 的 一 般 形 式 为 了于于
,

一

, , , , , , ,
,

, ,

所以
,

增长的具体分解

方程为
,

月
, , ,

尽 爪
‘

汤
,

尽
,

, 。

至此
,

我们就可 以利用 方法来估 算

增长的分解方程
,

得 到弹性参数 召
, ,

汤
,

尽
,

肠 的

估计值
,

从而就能得到每一种来源要素对 的贡

献率的大小
。

估算结果见表
。

表 显示
,

支农及农业事业费
、

农业劳动者每 日

工资与人 均非 农 年 收人 的 比值
、

农 田灌溉 率都对

的增长具有统计意义上正 的重要影响
,

而农产

品生产价格指数对 有着统计意义上负的影响
。

下面对估算所得的各类来源要素的贡献率大小

进 行 解 释 说 明
。

支 农 及 农 业 事 业 费 的 系 数 为
,

说明政府对农业的扶持能有效促进生产率的

提高
,

而且作用相 当明显
,

政府投人
,

就相

应能有 的提高 农业劳动者每 日工资与人均

非农年收人 的 比值 的系数为
,

说 明提高劳 动

者的农业收入可 以提高生产率
,

因为农业 收人 的提

高有利于提高农 民种地的积极性
,

加大对农业 的投

入力度 农 田灌溉率的系数为
,

说 明亩均农 田

灌溉率的提高能有效促进农业 生产率的提高
,

因为

农 田灌溉率的提高能使农产品得到充足 的水分
,

利

于农作物生长
,

还能缓解干旱造成的损失
,

实现农业

保收
、

增收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系数为一
,

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是反 映一定时期 内
,

农产 品

生产者出售农产品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及幅度的相对

数
,

该系数说明随着农产品生产价格的下降
,

农业生

产率反而提高了
,

这可能是 由于农产品生产价格下

降了
,

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降

低 了
,

所以就出现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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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京市农业 分解的参数估计

变变量量 弹性系数数 标准差差

截截距距
苦 否否

支支农及农业事业费的对数数
甘甘

农农业劳动者每 日工资与人均非农年收人人
苍 圣圣

的的比值的对数数数数

农农 田灌溉率的对数数
香 苦苦

农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对数数 一
香香

尺尺“ 一
,

一
,

统于于十量

注
关 、 , 和 ,

分别表示显 著性水平至少为
、

和
。

刁门」叮‘︵艺厂厂

结论

由于 指数法具有在价格权重发生变

化时
,

能最小化普通指数测量所产生 的偏差这一优

点
,

本文基于 指数法来对 一 年

南京市农业的总产出
、

总投人和 的增长率进行

了估算
。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

在 一 年
,

南

京市农业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
,

总投人的

年均增长率为
,

的年均增长率达 到 了

第二
,

在 一 年和 一

年两个时期内的增长率分别为 和
,

说

明 世纪 年代 以来南京市农业 一直以较

快的速度在增长
,

尤其是进人 世纪后
,

的增

长明显加快 第三
,

本文计算的南京 市农业 的

水平与中国农业 的平均 水平和 国外一些农业

的 平均水平相 比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
,

这说明

在 一 年这 年间
,

南京市农业取得 了较

高的技术进步与效率改进
。

本文还对 增长的来源进行了分解
,

得出对

的增长起 了关键作用 的因素
。

如果把各种 因

素按照对 增长的贡献率大小进行排序
,

根据本

文的计算
,

顺序如下 支农及农业事业费
、

农 田灌溉

率
、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

农业劳动者每 日工资与人

均非农业年收人 的 比值
。

把它们按照对 增长

的贡献率大小进行排序
,

可 以为决策者制定农业政

策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

从而把有 限的资源用在能最

大限度地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上
,

有利于更快
、

更

好地解决
“
三农

”问题
。

由于南京市的地位及其农业

发展水平的典型性
,

我们可 以把对南京市 的分析结

论应用到全国范围
。

根据对 增 长来源 的贡献

率大小
,

本文提出以下 项政策性建议

第一
,

建立健全农产品价格信息服务体系
,

改进

和完善农产品价格信息的开发采集
、

加工整理
、

分析

预测和公开发布工作
。

第二
,

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
,

持续加大对农业

投人
。

发达 国家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

普遍

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政策
,

加大对农业的投人力度
。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已经具备了反哺的条件
,

应该

加紧实施计划
。

第三
,

实行严格 的耕地和农 田保护政策
。

建立

土地节约利用机制
,

加强土地管理制度
,

引导工业园

区和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
,

控制土地空置
。

第四
,

加快科技创新
,

提高农业支撑水平
。

深化

农业科研体制改革
,

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人
,

增强

科研单位的创新能力
。

第五
,

加大对教育的投人
。

搞好农民扫盲工作
,

为农 民开展各类农业知识培训讲座
,

提高农业劳动

者的素质
,

加快最新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能力
。

第六
,

加大农业补贴
,

减轻农 民负担
。

要在稳定

政策的基础上
,

提高农民收人
,

继续发挥政策对调动

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导向作用
,

并且要提高农业组织

化程度
,

完善农村社保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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