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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背景下北京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预测
秦建军 ,程　杰 ,闫逢柱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 :本文对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 ,在此基础上 ,采用 C - D 生产函数的双对

数模型 ,运用最小二乘法 ,分别利用季度和年度截面数据对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出进行了回归分析和

预测。得出如下结论 :金融危机对北京农产品加工业有一定影响 ,但总体影响不大。最后 ,模拟了不同程

度的金融危机冲击对产出水平的影响 ,并讨论了影响北京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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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 ,北京

各加工行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农产品加

工业则受到了较小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

下 ,研究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对缓解北京市周边地

区农民工就业 ,实现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 ,提高农产

品深加工程度和附加值 ,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前 ,关于农产品加工业的研究主要有 :马晓河

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 ,探讨了中国农产品

加工业的市场供求前景与政策选择 ,强调了农产品

深加工和延长加工产业链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1 ] ,研究不足在于利用统计分析的基

础上缺少模型分析。韩俊、陈会英 ,衍平和肖梅等对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进行了深入分析 ,主要集中在农

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政策选择上[2 ] ,但缺少相应的

量化分析。刘静 ,刘丹和晓力从国际竞争力视角分

析了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竞争力状况[3 ] ,并设置了一

定的竞争力指标 ,然而对经济运行出现异常时的竞

争力变化论述不足。李树基、火荣贵和马成武、会

明分别探讨了甘肃省和吉林省农产品加工业状况 ,

提出加强该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策略[4 - 5 ] ,

但研究侧重于定性描述。

本文结合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现状 ,利用 C -

D 生产函数对北京农产品加工产业进行回归分析和

预测 ,为了解和预测金融危机冲击下 ,北京市农产品

加工业所受影响程度的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北京 13 个区县①和北京市

770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 ,文中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所

属的行业仅限定在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和木材加工业。

1 　理论模型

美国数学家 Charles Cobb 和经济学家 Paul

Douglas 提出的 C - D 生产函数[6 ] 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在考虑资本和劳动这两种投入要素条件下 , C

- D 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

Y = A K
α

L
β

e
ε 。 (1)

式 (1)中 : K 、L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投入

量 ; A 为位技术效率系数 ;α、β为 K 、L 的产出弹

性 ; e
ε为随机扰动项 ;α、β和ε分别为待估参数。

对式 (1)两边取对数 ,得到 :

ln Y = lnA +αln K +βlnL +ε。 (2)

Cobb 和 Douglas 设计出这样一个公式来反映

投入要素与产出量之间的关系 ,通过截面数据和时

间序列数据带入公式可以估计出公式中的参数。由

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截面数据 ,但截面数据不能反映

短期技术变化的影响 ,因此 ,可以将式 (2) 转变为式
(3)进行估计 :

ln Y = c +αln K +βlnL +ε。 (3)

首先 ,参数α、β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根据要

素的产出弹性定义 :

ek = lnY/ ln K = (5Y/ 5 K) ×( K/ Y) =α; (4)

ek = ln Y/ lnL = (5Y/ 5L) ×( L / Y) =β。 (5)

即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且满足

0 ≤α≤1 、0 ≤β≤1 。

其次 ,函数具有α+β阶齐次性 ,且α+β决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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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报酬 : f (λL ,λK) = A (λL )α(λK)β = λα+βf ( L ,

K) , 当α+β= 1 时 ,规模报酬不变 ,该生产函数具

有一阶齐次性 ;当α+β< 1 时 ,规模报酬递减 ;当α

+β> 1 时 ,规模报酬递增。投入替代弹性为 :

σ= dln ( K/ L) / dln ( M PL / M P K)

= dln ( L / K) / dln (αL /βK) = 1 。 (6)

2 　实证分析

211 　数据说明及产业现状

笔者对北京市下属昌平区等 13 个区县的 770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了调查 ,涉及北京市全部农

副食品加工企业、食品制造企业、饮料制造企业和木

材加工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其中 ,调查的数据

对象包括 :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 2008 年一季度和

2008 年全年以及 2009 年一季度的资产总额情况、

固定资产总额情况、企业职工人数情况、企业吸收农

民工就业人数情况、吸收本市农民工人数情况、企业

销售收入情况、企业利润总额情况、企业上交税金情

况等。

农产品加工业主要分布在大兴、昌平、顺义、房

山和丰台等郊区县。在全部调查的 770 家北京地区

农产品加工企业中 ,大兴区拥有 192 家 ,占总体的

25 % ,数量最多 ,排在第一位 ;其次是昌平区 ,拥有

125 家 ,占总体的 16 % ;顺义区和房山区分别有 94

家和 86 家 ,占总体比例都达到了 10 % ,丰台区也有

71 家企业。图 1 所示为北京市及下属 13 个区县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数据及其分布。其中北京市 2008

年评选出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42 家。

　　这 42 家重点龙头企业的总资产规模、吸纳就业

人数和销售收入以及利润水平在北京市农产品加工

企业中占有很大份额 , 但农产品加工行业总体市场

图 1 　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数据及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 :根据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企业调查数据整理所得。

集中度偏低 ,而分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按照北京

市农委确定的 42 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情况 ,

可计算得到 2008 年北京市农产品加工行业市场集

中度情况 ,如表 1 所示。其中 ,2008 年 42 家龙头企

业总资产规模占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总资产规模

的 42196 % ,固定资产规模占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

业总固定资产规模的 48138 % ;42 家龙头企业吸纳

就业人数占北京市农产品加工行业总就业人数的

47151 % ,其中 ,农民工占总体就业人数的 46117 % ,

本市农民工占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总体农民工的

32116 % ;龙头企业创造的销售收入占行业总体收入

的 56176 % ,利润占总体行业利润的 49178 %。根据

企业的销售收入情况 ,通过核算前 8 家企业的市场

集中度 ,农产品加工行业所有企业中前 8 位的行业

集中度为 12177 % ,这说明农产品加工行业总体集

中度较低 ,农产品加工行业接近于完全竞争行业 ,但

是对农产品加工行业企业细分来看 ,各行业的前 8

家企业的市场集中度较高 ,特别是饮料制造业和木

材加工业分别达到了 92119 %和 97149 % ,这表明分

行业中的企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势力 ,前几家企业处

于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市场状态。

表 1 　2008 年北京市农产品加工行业市场集中度情况

类别 北京市地区加总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木材加工业

销售收入总和 (万元) 4243120 2868990 75433313 6104471 9 9346185

前 8 家销售收入 (万元) 54196818 2182983 48118012 5627751 3 9111185

CR 8 ( %) 12177 76109 63179 921 19 971 49

　　数据来源 :根据 2008 年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企业调查数据整理

①　集中度测算方法 :假设该产业内有 m 家企业 ,选取 n家来测算其集中度 CR n ,其计算公式为 CRn = ∑
n

i = 1
X i/ ∑

m

i = 1
X i 。其中 , CR n 表示市场

集中度 , X 表示销售额、资产额和职工人数等。通常以最大的 4 家或 8 家厂商的指标份额来测算市场的集中度 ( CR4 , C8 ) ,因为其能

较好地反映市场的集中状况、产业的垄断和竞争程度

212 　估计模型的说明

在模型估计中 ,假定农产品加工企业不存在存

货投资 ,即企业产出等于企业销售收入。根据调查

获得的数据 ,这里以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销售收入代

替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

估计模型不对劳动力进行细分 ,即假定所有劳

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是无差异的。在数据调查过程

中 ,将职工、农民工和本市农民工进行区分 ,仅仅是

为了进一步考察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就业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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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企业的总资产规模来反映企业的资本存

量。由于调查数据为截面数据 ,方程不能直接反映

技术贡献率 ,因此 ,技术水平部分包含在常数项中。

结合调查的数据特点和 C - D 函数的具体形

式 ,笔者拟采用式 (3) 所示的模型 ,利用参数线性最

小二乘法 (OL S)进行回归分析。

213 　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最小二乘法对 C - D 函数进行估计 ,本文

分别对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 2008 年一季度和

2008 年全年以及 2009 年一季度和预测的 2009 年

全年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 ,其结果如表 2、表 3 所

示。

表 2 　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各年 C - D 函数回归结果

方程
被解释变量

Ln Y

常数项

C

解释变量 统计指标

L n K LnL R2 F 值 D1 W 值

2008 年全年 - 01 37

( - 21 60)

01 69

(15159)

01 55

(81 87)

01 74 1022111 11 93

2009 年预测全年 - 01 31

( - 21 31)

01 68

(16163)

01 54

(91 31)

01 78 1164107 11 83

2008 年第一季度 - 112

( - 81 17)

01 57

(12177)

01 62

(91 55)

01 71 7941 33 119

2009 年第一季度 - 11 47

( - 10112)

01 59

(131 9)

01 63

(10128)

01 73 8881 72 11 82

　　注 :括号内为 t 值。

表 3 　Wald Test :C( 2) + C( 3) = 1 各年方程检验结果

方程 F - statistic Probability

2008 年全年 49197 0

2009 年预测全年 50173 0

2008 年第一季度 29152 0

2009 年第一季度 2211 32 0

　　从 2008 年全年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 C - D

生产函数的回归结果来看 ,方程的 R 方和 F 值较

高 ,这表明方程整体拟合度高 ,通过对残差项做散点

图分析 ,方程无明显异方差 ,同时 D1 W 值接近于 2 ,

说明残差无序列相关。解释变量的 t 值较高 ,大于

5 %的显著水平时的取值 ,这表明方程系数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 ,即系数显著不为零。资本和劳动力的系

数分别为 0169 和 0155 ,其经济含义为资本和劳动

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0169 和 0155 ,即每增加一单位

的资本或劳动可以使产出增加 0169 或 0155 个单

位。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之和大于 1 ,反映出北京

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阶段 ,

Wald Test 系数检验拒绝规模报酬不变的原假设 ,

检验结果与方程系数估计结果相符。在 2008 年全

年的生产函数中 ,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劳动产出弹

性 ,表明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追加资本投入能够

提高企业产出水平 ,然而 ,这与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投

入替代弹性等于 1 并不矛盾 ,二者代表不同的经济

学含义。方程常数项取过对数后为负值 ,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技术水平对产出的影响 ,但短期内技

术水平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其值为正但接近于零) 。

从表 2 中 2008 年第一季度的回归结果来看 ,方

程整体拟合度较好 ,残差序列没有明显的异方差和

序列相关 :解释变量的 t 值较高 ,大于 5 %的显著水

平取值 ,方程系数显著不为零 ;资本和劳动力的系数

分别为 0157 和 0162 ,反映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分别为 0157 和 0162 ,即每增加一单位的资本或劳

动可以使产出增加 0157 或 0162 个单位 ;短期内资

本和劳动产出弹性之和仍大于 1 ,反映出北京市农

产品加工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阶段 ,此结

论可以由 Wald Test (估计结果拒绝规模报酬不变

的原假设)系数检验验证。2008 年一季度的生产函

数 (见表 2)中 ,资本的产出弹性小于劳动产出弹性 ,

表明短期内劳动具有更高的产出弹性 ,因此短期内

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追加劳动投入更能提高企业

产出水平。2008 年第一季度方程常数项为取过对

数后为负值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水平对产出的

影响 ,但短期内技术水平的影响不是很明显。2009

年第一季度的企业生产函数估计结果与 2008 年第

一季度的估计方程接近 ,表明 2009 年第一季度北京

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产能力与去年同期相比变化

不大。

以上回归的短期 (季度)和长期 (年度)方程系数

具有差异性。从经济意义上理解 ,资本和劳动短期

的产出弹性和长期的产出弹性有区别 :短期劳动的

产出弹性较大 ,资本大的产出弹性较小 ,资本短期调

整困难 ;短期劳动投入更容易调整。长期资本产出

弹性大于劳动产出弹性 ,例如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

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度。另外由 (式 6) 可

知 ,长期企业投入满足各要素的边际替代弹性相等

时 ,厂商停止要素间的替代 ,但并不意味着二要素的

产出弹性一定相等。季度和年度回归结果比较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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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年度间变化较大 (与弹性有关) ,季度与季度和

年度与年度之间的差异较小。因此 ,北京市农产品

加工业的产出 (销售收入) 可以由 2008 年的年度回

归方程进行预测。

3 　预测和讨论

受经济环境下行的影响 ,2008 年北京市新建农

产品加工企业的数量明显减少 ,企业投入的减少和

消费市场萎缩的影响势必在 2009 年进一步的显现。

关于金融危机对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的冲击后果 ,

笔者采用 2008 年北京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回归方程

在与实际值比较的基础上 ,设计如下模拟方案进行

预测 ,各方案的模拟结果具体见 (表 4) 。
表 4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北京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出模拟结果

方案

资本

(投入)

下降比例

( %)

劳动

(就业)

下降比例

( %)

预测

产出

(万元)

下降

比例

( %)

方案 A :弱冲击 2 2 4171046 1170

方案 B :中冲击 5 5 4043361 4170

方案 C :强冲击 10 10 3830553 9170

方案 D :资本强冲击 10 2 3915676 7170

方案 E :就业强冲击 2 10 4000799 5170

　　注 :模拟结果是按照 2008 年的回归方程和实际值调整后求得

　　不同方案的模拟结果 ,反映出金融危机冲击下

的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出有较大差异 ,其中 ,资

本和劳动的冲击效果也存在差异。结合表 4 的模拟

结果 ,笔者认为影响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产

出波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需求角度看 ,北京市居民对加工农产品需求

变化并不大。一方面 ,北京市居民收入较高 ,用于农

产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例较小 ,即北京市居

民的恩格尔消费系数较低 ;另一方面 ,加工农产品的

市场需求弹性很低 ,消费者需求变化波动较为平缓 ;

二者共同决定了 2009 年北京市居民消费对农产品

加工市场的影响较低。但是 ,对于加工农产品的消

费易收到其他扰动因素的影响 (例如北京奥运会) ,

对于外来消费的冲击可能影响到 2009 年及以后年

度的农产品消费量。

从企业层面上 ,投资者信心对农产品加工业有

一定的影响。市场不景气的预期将直接反映为投资

者投入减少 ,生产者供给的不足可能是导致北京市

2009 年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

经测算 ,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分行业的企业市场集

中度较高 ,龙头企业在整个行业中的销售收入占有

很高比重 ,这就要求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树立信

心 ,充分发挥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规模效应。

以龙头为核心 ,形成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产业优势区

域的产业集聚 ,更好的发挥主导企业的技术溢出效

应和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效应。

从政府角度 ,积极落实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的优惠政策 ,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大财

政、税收和金融支持力度 ,设置专项资金对带动区域

主导产业发展、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给予奖励。政策引导科技创新 ;优先安排农产

品加工企业用地 ,创建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 ;做好服

务工作 ,协调企业、职工和农户等各方的利益关系 ,

在效率优先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利益的平等分配 ,为

加快北京市农产品加工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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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Forecast on Agro2processing Industry in Beijing under Financial Crisis

Qin Jianjun ,Cheng Jie , Yan Fengzhu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gricult ure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 On t he basis of t 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 he status quo of agro2processing indust ry in Beijing ,t his paper uses t he double log C2D

function and OL S(least squares) as well as t he quarterly and annual data to make t he cross2section regression and prediction1 It draws t he con2
clusions t hat t he impact s of financial crisis on t he agro2processing indust ry in Beijing exist s ,but is not too great1 Finally ,it simulates t he different

change of economic fluctuation which leads to t he change rate of output level ,and discusses t he factors influencing t he develomnent of agro2pro2
cessing indust ry in Beijing1

Key words : agro2processing indust ry ;Beijing ;finan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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