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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棉花单产的增加是保证我国棉花供给的重要途径。基于我国河南、江苏、山东三省农户调查数据 ,

本文构建了我国棉花单产影响因素模型。模型计算的结果表明 ,棉花的人工、化肥、农药、地膜、灌溉及其

他项投入已经达到或超过最佳投入点 ,而技术培训与农业基础设施则远远落后于最佳投入点 ,这是现阶段

提高我国棉花单产的潜力所在。最后 ,本文指出政府应加大对棉花主产区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基础设施

投资力度 ,以提高我国棉花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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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07 年以来 ,国内外棉花供给形势发生了重大

变化。国际上 ,受玉米需求增加的冲击和 W TO 棉

花补贴政策的压力 ,美国棉花种植面积趋于减少 ;国

内 ,受农资价格上涨、棉花用工成本与玉米价格共同

上升的影响 ,我国棉花产量趋于下降。在无法控制

国外棉花供给的情况下 ,国内棉花的稳定供给对我

国纺织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保证

棉花供给 ,既有赖于棉花种植面积的稳定 ,又有赖于

棉花单产的增加。在棉花种植面积增加有限的情况

下 ,棉花单产的提高成为增加我国棉花供给的首要

途径。因此 ,研究棉花单产的影响因素就显得很有

意义。

现有的关于棉花供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宏观角

度展开。邹秀清、黄贤金[1 ] 利用我国棉花产业市场

化改革前的历史数据 ,证明了国家政策对鄱阳湖地

区粮棉产量波动有明显影响 ,但该研究侧重于对粮

食的分析 ,对棉花产量影响因素的分析较少。张立

桢[2 ]选择了农户规模、粮食价格、种植制度、农村劳

动力价格、非农产品基本价格、农民休闲等因素 ,建

立了棉区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供求关系数学模

型 ,系统分析了农村经济因素对我国农民作物种类

选择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 ,一旦粮棉比价失调 ,

粮棉种植面积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胡少华、邱

斌[3 ]对棉花产业增长因素 ———政策、制度、技术与气

候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认为 ,影响棉花产量的因素

可分为两大类 :直接因素与间接因素。直接因素是

土地 (播种面积) 、物质投入、劳动投入和生产技术水

平 ;间接因素是政策、制度和人力资本。其研究结果

表明 :品种改良、栽培技术的进步、农田水利设施的

改善、肥料投入的增加、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小

学毕业人数的增加、区域布局结构的调整对棉花产

量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土地投入的减少、税费政

策对棉花产量的增加有负面影响 ;价格对棉花产出

增长的作用甚微 ,劳动用工投入和机械畜力投入对

棉花产出的影响不显著 ;气候对棉花产出的影响极

为显著。马琼、杨可晗[4 ]认为 ,我国新疆棉花产量的

影响因素是施肥量、棉花播种面积、成灾面积、农机

总动力、农业劳动力。实证结果表明 ,种植规模、气

象因子、农业机械化程度是影响我国新疆棉花产量

的主要因素。

上述研究成果显示 :第一 ,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

从宏观角度展开 ,忽视了农户层次的研究 ;第二 ,现

有研究侧重于棉花总产量研究 ,而缺少对棉花单产

影响因素的分析 ,即一般直接将棉花总产量作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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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将棉花的种植面积与棉花的各种投入作为自

变量 ,这样做使自变量数量增多 ,增加了变量共线性

的概率。本文将棉花单产独立出来作为因变量 ,将

各种物质投入要素、人工、气候、土地质量、棉农生产

技术作为自变量 ,研究新时期我国棉花单产的影响

因素。

2 　研究假设与变量介绍

棉花单产指棉农家庭户均亩产量 ,单位为市斤。

棉花单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物质投入、耕地质量、

棉农生产技术水平、气候 4 类。

物质投入类因素包括人工、化肥、农药、种子、地

膜、机械、灌溉及其他杂项 ,以亩均投入为其衡量指

标 ,单位为元。棉花人工费用按人工的机会成本计

算 :调查时首先计算出当地每亩棉花用工量 ,询问棉

花种植者如果出去打工或从事其他工作的平均日收

入 ,然后用此日收入乘每亩棉花用工量 ,作为该户棉

花生产的人工费用①。每亩棉花的化肥、农药 (包括

除草剂) 、机械、种子、地膜、其他等各项投入用当年

价格折算成实际投入值。物质投入中的“灌溉及其

他”项主要指棉花的水费及其他杂项支出。因调查

地区的棉花生产以人工为主 ,棉农未使用机械 ,所以

“机械投入”项不进入本模型。

耕地质量、棉农生产技术水平、气候这 3 类因素

无直接衡量指标 ,本文用虚变量表示 :耕地明显盐碱

化 ,则其质量指标设为 1 ,若无盐碱化 ,则其质量指

标设为 0 ;农民接受过棉花技术培训 ,则棉农生产技

术水平指标设为 1 ,若未接受培训 ,则设为 0 ;当地气

候正常 ,对棉花产量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则气候指

标设为 0 ,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则设为 1。

根据上述指标 ,建立棉花单产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

Cp = F( cl , sa , cm , cf , pe , cs , f m , co , tt) 。

其中 , Cp 为棉花单产 ; cl 表示气候 ; sa 表示耕地质

量 ; cm 表示人工投入 ; cf 表示化肥投入 ; pe 表示农

药投入 ; cs 表示种子投入 ; f m 表示地膜投入 ; co表示

灌溉及其他 ; tt 表示棉农生产技术水平。

3 　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311 　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课题组在我国河

南省、山东省、江苏省的入户调查资料。该调查从

2007 年 11 月 20 日开始 ,至 2007 年 12 月 25 日结束 ,

采用直接访谈和问卷访问两种形式 ,调研具体地点包

括河南省周口扶沟县、南阳邓州市 ,江苏省盐城东台

市、泰州兴化市 ,山东省菏泽东明县、滨州邹平县 ,共

访问上述三省棉农 350 户 (当年的棉花种植户) 。

312 　实证结果及分析

3. 2. 1 　实证结果

将调查所得数据带入模型 ,用 SPSS 软件进行

回归分析 ,采用全部进入法 ( EN TER) ,所有自变量

全部进入模型。直接回归效果不理想 , F 值较高 ,

但各变量的 t 值不显著 ,尤其是种子投入变量 ( cs) ,

其 t 值为 0164 ,不适合进入模型。种子投入项出现异

常与 2007 年我国实施的棉花良种补贴政策有关。由

于该政策出台时间晚 ,且只补贴我国部分地区 ,从而

使享受到国家补贴的棉农的种子成本低 ,而没有享

受国家补贴的棉农的种子成本高 ,而这些种子的单

产水平却相差无几。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大样本横

截面数据 ,极有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 ,因此笔者用

Eviews510 软件做怀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模型

确实存在异方差 ,需要对变量进行加权处理[5 ] 。

在去掉“种子投入”项后 ,利用第一次回归后的

残差倒数作为加权变量 ,对模型整体进行加权6 ] ,对

加权后的变量再次进行回归。计算结果表明 :模型

的 F 值为 235 ,模型总体显著性达到 0100 ; R2 为

01936 ,调整后的 R2 为 01932 ;所有变量全部通过 t

检验 ,模型计量结果较好。总体来看 ,气候、耕地质量

对棉花单产有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 ;地膜、灌溉及其

他有轻微的负面影响 ;人工、化肥、农药对棉花单产仅

有轻微的正面影响 ;而棉农生产技术水平对棉花单产

则有极强的正面影响。各自变量系数值见表 1。

3. 2. 2 　结果分析

根据表 1 数据 ,可进行如下结果分析。

1)气候变量系数为 - 80。这表明气候对棉花单

产有极大的影响 ,气候的失常 (干旱、过多的雨水、冰

雹等)会导致棉花产量的大幅下降 ,平均每亩可降

80 斤左右。气候的影响系数过大 ,表明我国棉花主

产区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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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要说明的是 ,人工投入变量有其不足之处。人工的机会成本往往不能代表棉农真正的人工投入。但本研究调查发现 ,年龄大的农户

的棉花生产投入劳动太多 (用棉农自己的话说“没事就在田里”) ,而年轻农户的情况则相反 ,能不干的尽量不干。如果仅用劳动的投

入数量则无法反映棉农劳动投入的质量。因此 ,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 ,本文用机会成本来代表棉农的人工投入。



表 1 　棉花单产影响因素系数表

自变量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s

B Std1 Error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 s

Beta
t Sig1

常数项 3571448 81696 411 105 01 000

气候 - 801 006 51035 - 01 752 - 151 890 01 000

耕地质量 - 331 412 71021 - 01 305 - 41759 01 000

人工投入 01013 01006 01118 21 191 01 030

化肥投入 01134 01041 01111 31 307 01 001

农药 (除草剂)投入 01345 01053 01257 61 557 01 000

地膜投入 - 01301 01070 - 01 119 - 41295 01 000

灌溉及其他 - 11067 01114 - 01 491 - 91327 01 000

棉农生产技术水平 241 226 71434 01219 31 259 01 001

　　2)耕地质量变量系数为 - 331412。低质量的盐

碱地要比非盐碱地平均每亩产量约少 33 斤。要提

高盐碱地的棉花产量 ,就要解决水利设施问题。在

有充足水源的条件下 ,盐碱地可以通过排灌等方式

逐步消除。调查显示 ,我国山东菏泽地区黄河洼地

的农业排、灌溉设施老化严重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

行修整。

3)人工投入变量系数为 01013。这说明 ,人工

投入对棉花单产的影响极小 ,且人工投入已经超过

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均衡点 ,即每增加 1 元

人工 ,仅能增加 2 两籽棉 ,价值仅 016 元。

4)化肥投入变量系数为 01134。这说明 ,每增

加 1 元的化肥投入 ,能使棉花产量增加 01134 斤 ,按

市价计算 ,仅增加 014 元收入。这表明棉农化肥投

入水平已经超过了最佳投入量 ,存在较大的浪费。

化肥施用过多不仅降低了农民的收益 ,还使环境遭

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这是政府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5)农药 (包括除草剂) 投入变量系数为 01345。

这说明 ,每增加 1 元农药投入 ,可使棉花产量增加

01345 斤 ,增加收入约 112 元 ,略高于边际成本。这

表明农药投入也已处于较高水平 ,但尚未突破最佳

投入点。笔者通过研究发现 ,除新疆外 ,我国各地棉

花施药量都比较大 ,棉农只要发现棉花有病或有害

虫就会打药 ,有时两三天连续施药。这种施药方法

虽然保住了棉花产量 ,但却大幅增加了施药成本 ,对

农民身体健康与环境都有较大的威胁。

6)地膜投入变量系数为 - 01301。这表明 ,农膜

使用的增加反而降低了棉花产量 ,这与一般的常识

不符。其原因在于 :第一 ,本研究的样本选择有冲

突。地膜覆盖的最大作用是保温保湿 ,这对于我国

北方棉区是必要的 ,但对于我国南方棉区 (如江苏省

的棉区)的作用不明显。由于本研究所基于的调查

样本分布广泛 ,既包括地膜覆盖的适合区域又包括

非适合区域 ,从而使地膜覆盖的作用反而无法显示。

第二 ,气候的影响。调查数据表明 ,地膜覆盖的主要

样本地区是河南扶沟县的曹李、大李 2 个乡镇以及

山东菏泽东明县陆圈、大屯、长兴 3 个乡镇。河南扶

沟县 2007 年雨水过多 ,棉花产量下降明显 ;山东东

明县的几个乡镇土地盐碱化严重 ,棉花产量一直不

高。因此 ,地膜覆盖的两个主要地区的棉花产量都

偏低 ,而棉花高产的样本地区 (如江苏省的兴化、东

台)的农民反而不用地膜覆盖 ,从而出现了不同地区

样本的反向作用使模型计算结果出现明显偏差的现

象。第三 ,样本地区的棉农未掌握正确的地膜覆盖

技术。根据当地技术人员介绍 ,覆盖的地膜需要在

棉花的初花期揭开 ,这样可保证棉花主根往下伸展 ,

吸收土壤底层的肥料 ,促进主茎强壮和棉花高产。

但调查结果表明 ,几乎所有的棉农都没有揭地膜的

习惯 ,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地膜的作用效果。

7)灌溉及其他变量系数为 - 11067。该结果也

与人们的常识相反。原因分析如下 :该项主要包括

农民交纳的水费、抽水的柴油费和电费以及集资等

其他杂项支出。因该项中的其他杂项支出 (如对被

偷盗的电线集资、修机井集资等)与棉花产量无直接

关系 ,无须分析。抽水的费用与棉花产量的关系也

不明显 ,这是因为 2007 年本研究所调查的地区都有

充足的雨水。因此 ,该变量真正对棉花单产起作用

的就是棉农交纳的水费。调查地区的水费交纳金额

大多是固定的 ,每亩的费用从 9 元到 40 元不等。因

为降水的关系 ,一般是北方水费多、南方水费少。如

果此次调查结果为北方的棉花单产比南方高 ,则此

变量计算结果会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但由于天气

影响 ,2007 年江苏省的雨水正常 ,山东省、河南省的

雨水偏多 ,从而使得交纳水费多的北方地区的棉花

单产低 ,而交纳水费少的南方地区的棉花单产高 ,使

得该变量系数为负值。

8)棉农生产技术水平变量系数为 241226。这

说明 ,如果棉农接受过培训 ,每亩棉花产量可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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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5 斤。该结果反映了技术培训的重要性 ,这也与

调查的实际感觉完全一致。原农技站技术人员一般

也种植棉花 ,他们的棉花单产一般要比棉农高约

100 斤/ 亩。其实 ,技术培训不仅能提高棉花单产

量 ,更能提高棉农的种棉效益。我们在调查中听到

的两个病虫害防治细节能更好说明该问题。

细节 1 :棉铃虫的防治。

在棉农大量种植抗虫棉的情况下 ,棉铃虫的危

害已得到基本控制 ,但其发生依然较为普遍 ,农民在

每次打药时要习惯性地搭配一些抗棉铃虫农药。由

于农民打药次数较多 ,棉铃虫防治成本仍然居高不

下。据有关农技人员介绍 ,在种植抗虫棉的情况下 ,

棉铃虫防治只需二次打药。第一次打药是在棉田的

棉铃虫刚刚破卵时 ,这一次要非常仔细 ,要把棉花全

部打到 ,因为刚刚破卵的小棉铃虫对农药非常敏感 ,

触药即死 ,而如果等到这些幼虫长大后 ,它们的抗药

性就会变得非常强。据有些农民讲 ,现在的成年棉

铃虫甚至能在农药里“游泳”而不死 ,足见棉铃虫在

长大后对其进行防治多么困难。第二次打药是在发

现其破卵后的第二天 ,起到补第一天施药不足的作

用。只要第二次用药的时间正确 ,就可以成功防住

棉铃虫。这样的防治技巧不算复杂 ,但笔者在调查

中发现 ,没有农民知道这样的打药方法 ,甚至部分农

民认为防棉铃虫就要在每年的 6 月 18 日。

细节 2 :盲椿橡的防治。

随着棉铃虫被抗虫棉成功抑制 ,盲椿橡开始大

量出现。因为盲椿橡会跳、会飞 ,当农民在一块棉田

施药时 ,这些害虫会立即跳到其他棉田里。由于农

民不可能对分散的棉田同时施药 ,盲椿橡的防治就

变得较为困难。据有关农技站人员介绍 ,防治盲椿

橡的关键是时间。盲椿橡在白天一般不活动 ,躲在

草丛里或棉花根部休息 ,晚上出来咬棉花嫩芽。如

果白天防治 ,一是盲椿橡会跳 ,二是大多数盲椿橡已

经躲藏起来 ,农药无法对其造成杀伤。最佳防治时

间是傍晚或晚上 ,等盲椿橡全部聚在棉花嫩芽上后

集中施药。施药要选用长喷杆 ,打药时 ,将盲椿橡从

棉花上赶起 ,直接向其身上施药 ,效果更佳 (盲椿橡

在晚上不跳跃 ,而是围绕喷头飞舞) 。防治盲椿橡的

这种方法也比较简单 ,但几乎所有防治盲椿橡的农

民都是在白天打药。常识性技术知识的缺乏使农民

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 ,而棉花产量却没有得到

实质性的提高。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 1 　主要结论

1)我国棉花生产的各项投入已达到或超过最佳

水平。除农药投入刚达到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

衡点外 ,棉花生产的其他投入的边际成本都已超过

其边际收益。这表明棉花的物质投入与人工投入都

已饱和 ,继续依靠物质投入来提升棉花单产的空间

极小。

2)棉农生产技术水平对棉花单产的提高有重大

影响。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低 ,缺乏有效的技术学

习途径 ,无法掌握现代各种农药、化肥的施用方法 ,

仅依靠传统经验进行生产。技术的缺乏抑制了棉花

单产的提高 ,并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3)气候与土地盐碱化对棉花单产的负面影响非

常明显。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普遍较差 ,自然抗灾能

力弱 ,尤其是水利设施落后 ,影响了棉花单产的提

高。

4. 2 　政策建议

1)加强棉农技术培训。棉农经过技术培训后 ,

户均棉花单产可增加近 25 斤 ,按 2007 年价格每斤

籽棉 3 元计算 ,每亩可增收 75 元 ;按本次调查户均

种植规模 616 亩计算 ,每户可增收 500 元左右。据

笔者与江苏省兴化市基层农技人员交流可知 ,当地

目前每个乡镇在岗的农技人员约 4～7 名 (在编人员

可能远超过此数) ,而每年有 15 万元的经费就可以

支撑一个乡镇的农技推广 ;按每个乡镇 5000 户、每

户增加收入 500 元计算 ,每个乡镇因农技推广所获

得的收益可达 250 万元 ,是其成本 (15 万元) 的 16

倍。而且 ,当乡镇的农技推广真正运转以后 ,受益的

不仅仅是棉花生产 ,其他作物的生产技术水平也会

相应提高。这样 ,农技推广的成本收益率则远不止

这里初步计算的 16 倍。因此 ,可以推断 ,我国农技

推广会有极高的经济效益 ,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

2)继续加大农村水利设施投资力度。水利设施

是提高土地质量、增强自然灾害抵抗能力的基础 ,我

国农业要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只有努力改善农业

基础设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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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igates 156 firms in Beijing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 he choice mechanism of inter2firm cooperative government model wit h t he data. The re2
search indicates t hat ,wit h t he buildup of inter2firm resource’s st ructural interdependence ,procedural interdependence and circumstance uncer2
tainty ,firms prefer to choose t he equity2based cooperative government model ;cooperative experiences had bot h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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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tton Yield In Yangtze River and Yellow River Areas :

Based on the Survey in Henan ,Jiangsu and Shandong

Xiao Shuangxi1 ,Liu Xiaohe2

(1.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

2.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 The increasing of cotton yield is t he most important to steady t he cotton supply. This paper brings forward a model on cotton yield to

analyze t 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 s of calculation show t hat ,labor ,fertilizer ,pesticide ,mulch and irrigation input s have reached or have

exceeded t he optimal equilibrium point ,but t he cotton farmer’s technical t raining and inf rast ructure invest ment are far behind t he optimal equi2
librium point . Finally ,it indicates t hat t he increasing of cot ton yield mainly relies on t he improvement of cotton farmer’s production technology

level as well as t he agricultural inf rast ructure invest ment .

Key words : cotton ; yield ;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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