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

!"#$

!

!%

"

!

#$

!!E&!GN

'()*+,-(./01+,2

3

*14)-5)*,-6+178*915

:

055

;

$

"

<

3

+

:

=>>?@1

A

()*+,-9@4+

BCD

$

#"@##E%#

%

A

@199+@#""F&%GGG@!"#$@"!@!%

我国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自繁自养型养猪场户的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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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识别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在厘清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河北$辽宁$北京

自繁自养型养猪场户调研数据为依据!采用稳健
CUK

回归对我国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

究%结果表明&

#

#提高场主受教育水平$加强养殖技术培训$推进专业化和规模化养殖$重视养殖环境控制和疫病

防控能显著促进生猪生产效率提升!而自配饲料$自繁母猪的要素投入方式和养殖雇工会产生效率损失'

!

#目前生

猪养殖组织化程度普遍偏低!且合作组织因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尚不健全还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G

#与北京相比!河

北和辽宁养猪场户在生产效率及种养结合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但辽宁养猪场户在养殖规范性上仍有更大改进空

间%据此提出应加快构建生猪产业职业教育体系$发展适度规模家庭农场$提高养殖标准化水平$推进生猪产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疏解约束发展区劣势生猪产能而着重发展重点发展区和潜力增长区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

生猪'自繁自养'生产效率'影响因素'稳健
CUK

回归

中图分类号
!

[G!N@G

!!!

文章编号
!

#""F&%GGG

"

!"#$

#

"!&"!!E&"$

!!!

文献标志码
!

2

收稿日期$

!"#E&"G&!"

基金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生猪产业创新团队产业经济岗位项目"

M2D/"!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EM̀ U#N$

#

第一作者$沈鑫琪!博士研究生!

O&P,1-

$

4,)908+

!QQ

@4(P

通讯作者$乔娟!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O&P,1-

$

Q

1,(

A

),+

!

4,)@8=)@4+

7)*+-/)1$)

@

*'1#(0.()

"

0(,-1#$()/**$1$/)1

:

(*

"

$

@

60//,$)

@

$),-.#0

:

$)43$)'

$

X'./,()*'00(DZ#(Z*$)$.3

"

$

@

*'0%.

:

.-0>/

:

,'#'

8=B2P$)

W

$

!

<7;!A-')

#

!

M;2N9/)

@

"

!"##$

%

$"&X,")"6-,;[ 9()(

%

$6$)4

!

!/-)(=

%

3-,8#483(#>)-?$3;-4

0

!

@$-

A

-)

%

BCCCQE

!

!/-)(

#

;6.#0'1#

!

F)"3*$34"-*$)4-&

0

()$&&$,4-?$L(

0

4"-6

G

3"?$4/$

G

-

%G

3"*8,4-")$&&-,-$),

0

!

2(;$*"),#(3-&

0

-)

%

4/$

6$,/()-;6"&4/$-)&#8$),-)

%

&(,4"3;"&

G

3"*8,4-")$&&-,-$),

0

!

4/-;;48*

0

,")*8,4$*()$6

G

-3-,(#()(#

0

;-;"&&(33"LH4"H

&-)-;/

G

-

%

&(36;-)!/-)(8;-)

%

3"28;4W'+3$

%

3$;;-")()*4/$;83?$

0

*(4("&S$2$-

!

'-(")-)

%

()*@$-

A

-)

%

I./$3$;8#4;

;/"L$*4/(4

$

F6

G

3"?-)

%G

-

%

&(36$3;

:

$*8,(4-")

!

;43$)

%

4/$)-)

%

4/$4$,/)"#"

%0

43(-)-)

%

!

G

3"6"4-)

%

4/$;

G

$,-(#-K(4-")()*

;,(#$

!

$6

G

/(;-K-)

%

4/$,")43"#"&23$$*-)

%

$)?-3")6$)4()*4/$$

G

-*$6-,*-;$(;$L"8#*

G

3"6"4$4/$

G

-

%G

3"*8,4-")

$&&-,-$),

0

;-

%

)-&-,()4#

0

IS"L$?$3

!

4/$L(

0

"&;$#&H6(*$&$$*

!

;$#&H

G

3"*8,$*;"L()*/-3$#(2"3L"8#*,(8;$#";;"&

G

3"*8,4-")$&&-,-$),

0

I./$ "3

%

()-K(4-")#$?$#"&

G

-

%

23$$*-)

%

L(;

%

$)$3(##

0

#"L (4

G

3$;$)4

!

()* ,""

G

$3(4-?$

"3

%

()-K(4-");,"8#*)

:

4

G

#(

0

()$&&$,4-?$3"#$2$,(8;$4/$,");438,4-")"&;",-(#;$3?-,$;

0

;4$6 L(;;4-##-6

G

$3&$,4I

!"6

G

(3$*L-4/@$-

A

-)

%

!

S$2$-()*'-(")-)

%

/(*,"6

G

(3(4-?$(*?()4(

%

$;-)

G

3"*8,4-")$&&-,-$),

0

()*,"62-)(4-")"&

G

#()4-)

%

()*23$$*-)

%

!

284'-(")-)

%

;4-##/(;68,/3""6&"3-6

G

3"?$6$)4-);4()*(3*-K(4-")IF),"),#8;-")

!

-4;/"8#*

;

G

$$*8

G

4/$,");438,4-")"&?",(4-")(#$*8,(4-");

0

;4$6"&

G

-

%

-)*8;43

0

!

*$?$#"

G

&(6-#

0

&(36;-)(

GG

3"

G

3-(4$;,(#$

!

-6

G

3"?$4/$;4()*(3*-K(4-")#$?$#

!

G

3"6"4$4/$,");438,4-")"&;",-(#;$3?-,$;

0

;4$6"&

G

-

%

-)*8;43

0

!

3$*8,$4/$

*-;(*?()4(

%

$;

G

-

%

,(

G

(,-4

0

-)3$;43-,4$**$?$#"

G

6$)43$

%

-");

!

()*&",8;")4/$M$

0

*$?$#"

G

6$)4()*

G

"4$)4-(#

%

3"L4/

3$

%

-");I

C/

:

D(0,.

!

G

-

%

&

&(33"LH4"H&-)-;/

&

G

3"*8,4-")$&&-,-$),

0

&

-)&#8$),-)

%

&(,4"3

&

3"28;4W'+3$

%

3$;;-")



!

第
!

期 沈鑫琪等$我国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自繁自养型养猪场户的调研数据

!!

作为我国畜牧业的支柱产业!生猪产业在发展

农牧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和保障居民日益增长的刚

性猪肉消费需求方面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

开放以来!在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大力扶持下!我

国生猪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猪肉产量稳步提高!近年

来均保持在全球猪肉总产量的一半左右!稳居世界

首位)但生猪生产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

差距'

#

(

!竞争劣势明显)随着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

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内猪肉市场会愈发国际化!在此

背景下提升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保障产业稳定发

展和猪肉供给安全变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随着

生猪养殖规模化的持续推进!粪污及病死猪等养殖

废弃物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并已成为农业面源污染

的重要污染源)为此!国务院*农业部等有关部门自

!"#%

年开始先后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以规

范养殖废弃物治理!地方政府也纷纷通过划定禁养

区和限养区等方式加大对生猪养殖的环境规制!导

致国内生猪产能迅速下降!猪肉进口快速提升!

!"#N

年达到历史最高
#N!

万
5

#

!无疑我国生猪产业正处

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

束以及激烈的产业竞争环境!如何提高我国生猪生

产效率变成一个很有现实意义且亟待解决的重要课

题!因为通过提高生猪生产效率不但能补偿环境规

制带来的产能下降!保障产业供给安全和国际竞争

力!而且还有益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缓环境承载

压力!是解决我国生猪养殖所面临困境的根本手段)

已有关于我国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的研究很

多!但主要集中在效率水平的测算)包括技术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成本效率*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

产率等!研究范围涵盖不同地域*不同饲养规模和不

同时期!研究方法有
K[2

*

BO2

*

H,-P

Q

)195

指数*

KMH

*

KO&BO2

*

H,-P

Q

)195&U)8+?8*

3

8*

指数*三阶

段
BO2

等'

!&E

(

)这些研究成果对全面了解我国生

猪生产效率水平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但却缺

乏对生产效率影响因素的详细分析!无法对具体的

制约或促进因素做出判断也就无法准确把握我国生

猪生产效率的提升路径)动物科学领域学者研究发

现胎次*配种季节*配种方式*日粮营养水平都能影

响母猪繁殖性能'

$&##

(

!为本研究影响机理分析提供

了重要技术支撑)其他产业的相关研究成果!如对

奶牛*羊毛*蛋鸡*油菜生产效率影响因素的研

究'

#!&#N

(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受4全国农

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5数据的限制!已有研究关注

的只是生猪育肥环节的生产效率情况!考虑到我国

生猪养殖模式主要是自繁自养"饲养母猪自繁仔猪

育肥#!体现这类养猪场户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关

键指标是母猪生产率!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和政府

部门用其反映我国与发达国家生猪生产效率的差

距!农业部发布的4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

!"#N

-

!"!"

年#5也将其作为产业发展目标明确提出)因

此!本研究以调研区域的自繁自养型养猪场户为研

究对象!以母猪生产率表征猪场生猪生产效率!对其

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

!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动物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母猪的繁

殖性状即表现型是由其基因型和所处环境条件共同

作用的结果'

#F

(

)基因型或称为遗传因素直接决定

母猪的生产潜能!母猪所处的环境条件"设施*营养*

疫病*管理等#则是影响其性能发挥的关键)因此!

本研究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维度选取具体的

影响因素变量并分析其作用机理!遗传因素主要指

母猪质量!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场主*家庭*养殖和社

会经济环境特征
%

个方面)

!"!

!

遗传因素

随着瘦肉型猪肉消费需求的增长!近年来杜长

大三元杂交商品猪的饲养在我国迅速普及并占据绝

大部分市场份额)其杂交模式是采用长白猪和大白

猪杂交所得的杂种一代作母本"父母代母猪#!再与

杜洛克公猪"终端父本#杂交!所生后代作为商品猪

育肥"三元杂交商品猪#)这种杂交方式能够充分利

用杂交母本的杂种优势*个体杂种优势以及亲本性

状的互补效应!使得所获得的杂种母猪生活力强*繁

殖力高且易饲养!杂交商品猪日增重快*饲料转化率

高且出肉多'

#F

(

)目前该杂交组合已成为我国瘦肉

型商品猪生产的主要模式)

按照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包括原种猪选育!祖

代*父母代种猪扩繁和商品猪生产#!商品猪场使用

的生猪良种应来自上游种猪企业!这样才能实现良

种繁育体系的功能!发挥其提升生猪生产率的作

用'

#E

(

)但是在养殖实践中!为规避引种带来的疫病

$!!

#

数据来源于
6W/(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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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降低生产要素投入成本!部分养猪场户会选择

自繁父母代母猪!即养猪场户在亲本选配的基础上!

通过杂交方式在本场繁育母猪)其繁育方式主要包

括购买高代次种猪生产父母代母猪"长白猪
n

大白

猪#!以父母代母猪充当高代次母猪与高代次公猪杂

交"长大杂交母猪
n

长白或大白猪#)

与外购良种母猪相比!自繁母猪虽然能降低引

种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但却要求养猪场户具备很

高的杂交亲本选优提纯的技术水平)一般遗传力低

的性状"如繁殖性状#杂种优势率就高!但最终的杂

交效果还要受到亲本间差异程度*纯度以及品质的

影响!亲本间遗传差异越大*亲本越纯*品质越好!杂

种优势率越高'

#F

(

!杂交所得的父母代母猪质量就越

好!性能表现越优)以父母代母猪充当高代次自繁

母猪会因为亲本间遗传关系较近*纯度较低*品质较

差!造成遗传稳定性弱!杂种优势率低!父母代母猪

质量差且性能不稳定)用外购高代次种猪自繁母猪

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亲本的纯度和质量!获得

全部的个体杂种优势!但在亲本杂交配合力的测定

和高质量父母代母猪的选育等工作上!商品猪养殖

场户的能力素质和技术水平应该不如具有规模优势

和技术优势的专业种猪场)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T#

$父母代母猪来源会显

著影响生产效率!外购良种母猪即采纳良种要优于

自繁)

!"#

!

环境因素

!@#@!

!

场主特征

作为猪场的主要负责人!场主在日常生产经营

管理决策中通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性别)一

般认为男性和女性在认知能力和处事方式等许多方

面都存在差异!男性较女性可能拥有更多的信息获

取渠道*更高的新技术采纳意愿'

#$

(和技术学习能

力!但在精细化生产和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女性较男

性可能更有优势)

!

#年龄)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规

模化水平快速提升!但仍未脱离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属性!尤其是自繁自养模式涵盖的养殖环节多且复

杂!对养猪场户的体力*技术和管理水平都要求很

高)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场主的身体状况*

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能力和养殖经验积累!对生产

效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G

#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力

资本投资最重要的手段!教育可以直接提高养猪场

户能力素质进而提升生产效率)自繁自养过程涉及

的良种选择与使用环节的专业性较强!受教育程度

低的养猪场户可能不能充分理解和应用新技术!导

致种猪性能无法有效发挥!影响生产效率'

#E

(

)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T!

$在场主特征中!受教育

程度会正向影响生产效率!性别和年龄的影响方向

不能确定)

!@#@#

!

家庭特征

养猪场户的生产经营不是场主的个人行为!其

家庭层面的特征也会起到很大作用)

#

#养殖专业化

程度)养猪场户养殖专业化程度越高!生猪养殖在

其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对养猪场户收入激励

越大!他们会更加重视生猪生产并倾向于把更多资

源配置给养殖活动!生产效率自然会得以提升)

!

#养殖年限)养猪场户养殖年限越长!在养殖过程

中积累的知识和技能越丰富!可以有效组织生产保

障养殖效率!但也可能容易被其积累的养殖经验束

缚!不愿意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阻碍养殖效率提升)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TG

$在家庭特征中!养殖专

业化程度会正向影响生产效率!养殖年限的影响方

向不能确定)

!@#@'

!

养殖特征

养殖过程中的要素投入及经营管理水平是直接

决定生产效率的关键)

#

#养殖规模)随着我国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生猪养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特点日益凸显!规模化养殖在资金*技术*科学化管

理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近年来我国生猪

规模养殖发展迅速!其生产效率优势也逐步显现)

!

#雇工比例)生猪自繁自养模式生产周期长且各环

节标准化程度低!养殖雇工会加大管理难度!增加监

督成本!降低生产效率)尤其是种猪选用与繁育环

节需要养殖人员具有较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但因

其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且标准化程度低!

难以实现有效监督!雇工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较高!

易产生效率损失)

G

#饲喂全价饲料)随着我国饲料

工业的快速发展!配合饲料在生猪养殖中愈发普及!

包括预混料*浓缩料和全价料)其中预混料和浓缩

料是半成品!需要再添加其他原料才能饲用!本研究

将其统称为自配料)与全价料相比!自配料需要养

猪场户自己采购原料并自选配方进行配制!而一般

养猪场户在对原料质量把控*配方合理性和准确性*

加工工艺科学性上都不如饲料企业!导致饲料营养

水平存在差异!影响生产效率)

%

#人工授精比例)

在养殖实践中配种方式有本交和人工授精!其中人

工授精因能提高良种公猪利用率*降低饲养管理成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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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减少公母猪多种疾病接触传染的可能以及克服

因体格差异造成的交配困难等优点'

#F

(

!在我国已得

到广泛应用)已有研究证明人工授精技术在提高母

猪窝产仔数上的效果比本交更好'

#"

(

)

J

#养殖环境

控制水平)猪对养殖环境的适应能力有限!当环境

变化超出其遗传反应范围其生产力和健康就会受到

影响)现代生猪养殖一般均采用舍饲!养猪场户对

猪舍环境的控制将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尤其需要及

时清理容易滋生细菌*病毒进而导致疫病传播的养

殖废弃物)粪污是养殖过程中产生最多的废弃物!

因此本研究选择清粪频率作为环境控制水平的表征

变量)

N

#疫病防控水平)疫病是养猪业的最大威胁!

随着生猪规模养殖发展!猪传染病的发生也变得愈发

复杂!呈现出老病未除*新病不断*多病原混合感染增

多的局面!防治难度加大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养猪场

户能否做好疫病防控是生猪养殖的关键!包括严格的

防疫和消毒制度以及发病时的及时诊断和有效治疗

等)本研究分别从预防和控制两个角度选择疫苗预

防接种种类和是否有专业兽医来表征疫病防控水平)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T%

$在养殖特征中!养殖规模*

饲喂全价饲料*人工授精比例*养殖环境控制水平"清

粪频率#*疫病防控水平"疫苗预防接种种类和专业兽

医#会正向影响生产效率!雇工增多会产生效率损失)

!@#@(

!

社会经济环境特征

除了个人*家庭及养殖特征等内部环境因素外!

养猪场户所处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也会对其生产行

为决策产生作用进而影响生产效率)

#

#技术培训)

在养猪场户获取科学养殖知识和现代养殖技术渠道

受限的情况下!参与养殖技术培训可快速有效地提

高养殖技术水平!这是加快养猪场户人力资本积累

的重要途径!也是目前基层畜牧技术推广机构技术

扩散的主要手段)养猪场户接受的培训次数越多!

内容越丰富!对生产效率提升越有益处)本研究选

择技术培训次数和培训内容来检验参加技术培训的

影响)

!

#政府扶持)为促进生猪产业健康稳定发

展!我国自
!""F

年以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补贴优惠

政策!如生猪良种补贴*强制免疫疫苗补贴*养殖保

险和价格指数保险补贴*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等)

其中!生猪良种补贴是一项普惠程度较高且能通过

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进而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政

策!因此本研究选择其作为政府扶持的表征变量)

G

#组织化程度)养猪场户组织化程度越高!接触到

市场信息*技术指导和生产性服务就越容易!进而能

够提升养殖技术水平!降低养殖风险!提高生产效

率)对自繁自养型养猪场户来说!接触最多的产业

组织是合作社!参与其他相对紧密型组织模式的很

少!因此本研究选择是否参加合作社作为表征变量)

%

#地区差异)除了养殖过程中的微观环境因素!地

区间的经济地理环境*产业发展水平*政策导向及扶

持力度等宏观环境的差异也会对养猪场户生产效率

产生很大影响)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TJ

$在社会经济环境特征

中!技术培训"培训次数和培训内容#*政府扶持"生

猪良种补贴#*组织化程度"参加合作社#会正向影响

生产效率!地区差异的影响方向不能确定)

#

!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成员于
!"#N

年对

河北省*辽宁省和北京市自繁自养型养猪场户进行

的一对一调研访谈!共获得有效问卷
%"%

份"河北

#JN

份*辽宁
#G%

份*北京
##%

份#)调研内容包括

养猪场户基本信息*劳动投入*饲料和种猪选用*环

境治理*疫病防控和纵向协作等)被访者仅选择场

主或熟悉本场养殖情况的其他负责人!以保证调研

结果的可信度和准确性)调研对象仅选择饲养杜长

大商品猪的养殖场户!以保证样本间生产效率具有

可比性)在实际调研过程中!为保证样本具有较好

的代表性!课题组首先按照4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

"

!"#N

-

!"!"

年#5的布局!从重点发展区*潜力增长

区和约束发展区中分别选择一个代表性省域!再依

据生猪出栏量在每个省域内分别选择
%

"

J

个养殖

相对密集的市"县*区#!每个市"县*区#选择
J

"

N

个

养殖相对密集的乡镇!最后在本地畜牧部门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选择养猪场户相对密集的村并召集村

内养猪场户负责人参与一对一访谈调研)

#"#

!

模型设定

借鉴李谷成等'

!"

(

*钱龙等'

!#

(的研究!本研究采用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O..1418+4

:#

L

1

.

"

'

7

'

1&

其中$

O..1418+4

:

表示生产效率!

7

'

为一系列影响因

#G!

#

地区间生猪养殖分布不均匀!也不是每个地区都有!且受动物防疫的约束非猪场工作人员很难进入!因此需要畜牧部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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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误差项)

#"'

!

变量选择

在生产实践中一般用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

头数"

SKf

#来表示母猪生产率水平!这是业界早已

广泛认同的衡量母猪繁殖效率及猪场经济效益的重

要指标!其本意是指每头已配种母猪每年提供的断

奶仔猪头数!包括那些已配种但没有分娩的母猪

群'

!!

(

)但调研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养猪场户没有规

范记录统计母猪配种繁殖数据的习惯!将那些配过

种但因为返情*流产*死亡*淘汰*空胎等原因没有分

娩的母猪考虑在内比较困难!因而课题组选择每头

能繁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作为生产效率的替代变

量!这也是我国养猪场户常用的效率指标)各变量

的定义*数据统计特征*预期影响方向如表
#

所示)

! #!

调研中给出
G

种强制免疫疫苗和
#!

种可选择性疫苗供被调查养猪场户选择!其他种类自填)

!!(!

调研中给出饲料饲喂*种猪繁育*疫病防控*环境控制*粪污治理和经营管理
N

种培训内容供选择)

表
!

!

变量选择"数据特征与说明

_,?-8#

!

c,*1,?-898-8451(+

!

=,5,40,*,458*195149,+==894*1

;

51(+

类别

/,58

3

(*

:

变量

c,*1,?-8

定义

B8.1+151(+

均值

H8,+

标准差

K5,+=,*=

=871,51(+

预期方向

O>

;

8458=

=1*8451(+

生产效率

S*(=)451(+8..1418+4

:

母猪生产率%头
每头能繁母猪年提供

断奶仔猪数
#E@$%"% !@$%"J

遗传因素

8̀+8514.,45(*9

良种采纳程度
无

X#

!部分采纳
X!

!

全部采纳
XG

#@FJJ" "@FEJN L

环境因素

O+71*(+P8+5,-

.,45(*9

场主特征

[,*P(a+8*9

40,*,458*195149

性别 男
X#

!女
X" "@EG%! "@GF!% L

%

d

年龄%岁
%E@%"E% E@J%"G L

%

d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X#

!初中
X!

!

高中%中专
XG

!大专及以上
X%

!@G$## "@FE%E L

家庭特征

[,P1-

:

40,*,458*195149

养殖专业化程度%
R

养猪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
F$@F$$J !%@!!JG L

养殖年限%年
#G@"$%# N@#G!! L

%

d

养殖特征

M*88=1+

3

40,*,458*195149

养殖规模%头 能繁母猪年平均存栏量
NE@%FFF #"E@#!F$ L

雇工比例 无
X#

!

,

J"RX!

!

%

J"RXG #@JN$G "@F$!% d

饲喂全价饲料 是
X#

!否
X" "@"F$! "@!F"% L

人工授精比例 无
X#

!

,

J"RX!

!

%

J"RXG !@F%!N "@J$N! L

清粪频率
%

!=X#

!

#=X!

!

,

#=XG !@%#JE "@NGE! L

疫苗预防接种种类#

%种
$@###% G@"%"F L

专业兽医 有
X#

!没有
X" "@!F!G "@%%JF L

社会经济

环境特征

K(41,-,+=

84(+(P14

8+71*(+P8+5

40,*,458*195149

技术培训次数

无
X#

!

#

"

G

次
X!

!

%

"

N

次
XG

!

F

"

$

次
X%

!

%

#"

次
XJ

!@$#EG #@!F%! L

技术培训内容(

%种
G@J#%$ !@"$#J L

政府扶持 获得生猪良种补贴
X#

!没获得
X" "@GJ%" "@%FEE L

组织化程度 加入合作社
X#

!没加入
X" "@!N%$ "@%%#E L

地区差异

"以北京为参照#

河北
X#

!其他
X"

辽宁
X#

!其他
X"

"@GEN#

"@GG#F

"@%EFJ

"@%F#%

L

%

d

L

%

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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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修正异方差并获得更稳健的估计结果!本研

究通过
95,5,#%@"

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稳健
CUK

估

计!结果如表
!

所示)除了参加合作社!其他解释变

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与理论预期相符!且回归模型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进一步采用方差膨胀因子对多重共

线性进行检验发现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

cD[

最

高
G@G#

!平均
#@N"

#)结果显示!良种采纳程度*场主

性别及受教育程度*养殖专业化程度*养殖规模*雇工

比例*饲喂全价饲料*清粪频率*疫苗预防接种种类*

专业兽医*技术培训次数及培训内容均对生猪生产效

率具有显著影响!而场主年龄*养殖年限*人工授精比

例*生猪良种补贴和参加合作社的影响不显著)

表
#

!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_,?-8!

!

O951P,51(+*89)-59(.508*8

3

*8991(+

解释变量

O>

;

-,+,5(*

:

7,*1,?-8

系数

/(8..1418+5

解释变量

O>

;

-,+,5(*

:

7,*1,?-8

系数

/(8..1418+5

良种采纳程度

[1+8?*88=,=(

;

51(+-878-

"@%"#F

##

"

"@#JNJ

#

清粪频率

[84,-4-8,+1+

3

.*8

Q

)8+4

:

"@N!##

###

"

"@!#!N

#

性别

K8>

"@F"#F

#

"

"@GE%N

#

疫苗预防接种种类

c,441+,51(+95

:;

89

"@#JNG

###

"

"@"%NG

#

年龄

2

3

8

d"@"#FJ

"

"@"!%E

#

专业兽医

c858*1+,*1,+

"@F"GF

##

"

"@GG!#

#

受教育程度

O=)4,51(+

"@GG"%

#

"

"@#FJG

#

技术培训次数

_*,1+1+

3

51P89

"@G#!J

#

"

"@#NN!

#

养殖专业化程度

K

;

841,-1<,51(+-878-

"@"#%F

##

"

"@""N#

#

技术培训内容

_*,1+1+

3

4(+58+5

"@G"EF

###

"

"@"$!J

#

养殖年限

M*88=1+

3:

8,*

"@"#FJ

"

"@"!%E

#

生猪良种补贴

[1+8?*88=9)?91=

:

"@%##%

"

"@!$"J

#

养殖规模

M*88=1+

3

94,-8

"@G"#E

#

"

"@#E#J

#

参加合作社

S,*5141

;

,581+4((

;

8*,5178

d"@!#E"

"

"@!$"$

#

雇工比例

OP

;

-(

:

P8+5*,51(

d"@F!$#

###

"

"@!%#N

#

河北

T8?81

"@JN##

"

"@%!%"

#

饲喂全价饲料

/(P

;

-858.88=

"@EN""

#

"

"@%$JE

#

辽宁

U1,(+1+

3

#@#F"N

###

"

"@%GJ!

#

人工授精比例

2*51.141,-1+98P1+,51(+*,51(

"@"!EF

"

"@!G##

#

常数项

/(+95,+5

#"@%N!#

###

"

#@%GGE

#

F

!

"@G"J$ >

$@!N

###

!!

注$养殖规模在模型中取对数&

#

*

##

*

###

分别表示在
#"R

*

JR

和
#R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W(58

$

_,I8508-(

3

,*150P(.?*88=1+

3

94,-81+P(=8-@

#

!

##

!

###

*8

;

*898+59#"R

!

JR,+=#R91

3

+1.14,+5-878-

*89

;

845178-

:

@

!!

代表人力资本的
G

类变量!受教育程度*养殖年

限和技术培训!只有受教育程度和技术培训显著!表

明通过提高养猪场户受教育水平和加强养殖技术培

训的方式积累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生产效率提

升!而依靠养猪场户干中学积累经验对生产效率影

响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生猪产业环境日新

月异!产业技术进步发展迅速!养殖年限长的养猪场

户容易被其积累的养殖经验束缚!在养猪过程中因

循守旧!如调研发现养殖年限越长的养猪场户通过

各种渠道学习养殖技术的比例越低!尤其是自主学

习的比例低!进而削弱了干中学效应)

养殖专业化程度和养殖规模显著为正!雇工比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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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显著为负!表明提高生猪养殖专业化*规模化水平

有助于生产效率提升!但雇工增多会产生效率损失)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养猪场户都能认识到雇工工作积

极性对生产效率的重要影响!并重视配套一些激励

措施!包括提成或年终奖*改善伙食*亲情关怀和改

善住宿等!以尽量降低雇工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同

时通过养殖环节的职能分工!让雇工更多承担喂料*

清粪等简单的饲养工作!而家庭自有劳动力更多承

担配种*接生*兽医等复杂的技术工作!以避免因劳

动异质性造成过多效率损失)

良种采纳程度*饲喂全价饲料*清粪频率*疫苗

预防接种种类和专业兽医变量显著为正!表明养猪

场户生产经营特征对生产效率至关重要!通过提高

良种母猪和全价饲料采纳率!加强养殖环境控制和

疫病防控力度能显著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但调研发

现绝大多数养猪场户都会选择自繁母猪和自配饲料

的要素投入方式!且认为其质量较好!实证结果与养

猪场户认知出现偏差的原因!课题组分析可能如下$

一是因没有使用过外购良种母猪或全价饲料而对其

效果并不了解!即由信息不完全造成的非理性判断&

二是养猪场户通常综合考虑自繁母猪和自配饲料的

成本优势!而非只根据生产效率做出选择)

生猪良种补贴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该政

策认知度偏低造成数据失真)调研发现接近一半的

养猪场户没有听说过生猪良种补贴!对于是否获得

良种补贴也并不知情)与其他补贴政策不同!生猪

良种补贴是通过补贴中标供精单位的方式间接惠及

商品猪场!因此养猪场户政策认知度偏低!造成很多

已经接受过良种补贴的养猪场户不知情)

参加合作社不显著且系数符号与预期不符的原

因!课题组根据调研获取的信息分析!可能是因为当

前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其

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尚不健全!难以有效发挥积

极作用)参加合作社的被调查养猪场户较少!且有

将近一半表示其对养猪场户生产效率提升作用并不

明显)此外!调研还发现有部分养猪场户成立合作

社的初衷是为获取国家政策资金补贴!其技术服务

的有效供给仍处于缺位状态&还有部分企业牵头成

立的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采购或

推荐!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作用有限)

地区变量结果表明河北和辽宁养猪场户的生产

效率比北京要高且辽宁更显著)调研发现!在粪便

资源化利用方面!河北和辽宁养猪场户的表现均优

于北京&在猪场选址*粪污储存处理设施配套*污水

资源化利用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方面!河北养猪

场户的表现都相对较好!辽宁相对较差且还有部分

仍停留在较落后且不规范的房前屋后养殖状态)由

此可见!与北京相比!河北和辽宁养猪场户在生产效

率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上均具有优势!但辽宁养猪场

户在养殖规范性上存在更大改进空间!这印证了4全

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
!"#N&!"!"

年5对我国生猪养

殖区域布局的合理性!约束发展北京!重点发展河

北!注重挖掘辽宁的增长潜力)

(

!

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在厘清生猪生产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机

理的基础上!利用河北*辽宁*北京自繁自养型养猪

场户的调研数据!采用稳健
CUK

回归对我国生猪养

殖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

果表明$

#

#提高养猪场户受教育水平*加强养殖技术

培训能显著促进生猪生产效率提升!干中学效应会

因养猪场户自主学习程度偏低而被削弱)

!

#提高生

猪养殖专业化*规模化水平有助于生产效率提升!但

增加雇工又会产生效率损失!尽管养猪场户已经通

过职能分工或配套激励措施尽量避免)

G

#提高良种

母猪和全价饲料采纳率!加强养殖环境控制和疫病

防控力度对生产效率提升至关重要!但因信息不完

全和节约成本考虑!养猪场户在养殖实践中仍更多

选择自繁母猪和自配饲料的要素投入方式)

%

#生猪

养殖组织化程度普遍偏低!且合作组织因社会化服

务体系构建尚不健全还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J

#与北

京相比!河北和辽宁养猪场户在生产效率及种养结

合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但辽宁养猪场户在养殖规

范性上仍有更大改进空间)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

#应加

快构建现代生猪等产业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养殖场

户职业教育!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养殖技术能力)在

继续推进基层畜牧兽医养殖技术培训服务工作的基

础上!整合利用农广校*中专*高职或高校等教育资

源!加快建立以职业学历教育为主*养殖技术培训为

辅的多层次职业教育体系!培育新型职业养殖人员)

!

#应注重发展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养殖专业化程度

较高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充分发挥规模经

济和专业化效率优势的同时避免雇工效率损失)持

续推进养殖专业化*规模化!鼓励引导中小养殖户向

适度规模家庭农场模式转变是效率较优的一种途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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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G

#应考虑通过提高标准化养殖水平来尽量减少

养殖场户在养殖过程中因技术*管理水平偏低造成

的投入要素效率损失)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加

大良种技术推广&加强饲料行业监管力度!提高全价

配合饲料普及率&针对种猪繁育*饲料配制*养殖环

境控制和疫病防控等关键环节修订完善行业技术规

范或指南)

%

#应加快推进生猪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提高养殖组织化水平)加大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力度!鼓励支持自繁自养型商品场与种猪场或

合作社等产业组织建立紧密纵向协作关系!同时注

重加强对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运行监管!保证服务有

效供给)

J

#应调减疏解约束发展区劣势明显的生猪

产能!优化养殖布局!提高粪污综合利用率&着重发

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发展区生猪养殖!提高其规

模化*标准化*组织化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潜力

增长区生猪养殖应在充分利用资源环境优势*挖掘

增长潜力的同时注重提高其养殖规范程度)

参考文献
!

3454*46748

'

#

(

!

季柯辛!乔娟
@

中美生猪产业生产率比较分析'

'

(

@

农业现代化

研究!

!"#J

!

GN

"

%

#$

JG$&J%N

'1h g

!

b1,('@S*(=)451715

:

4(P

;

,*19(+,+,-

:

919?85a88+

/01+,o9,+= 6Ko9 -178

;

1

3

1+=)95*189

'

'

(

@FMNM.PLI O

!

-

&

P'L4C94P.C 0OKMP$'V.9'O$

!

!"#J

!

GN

"

%

#$

JG$&J%N

"

1+

/01+898

#

'

!

(

!

陈诗波!王亚静!李崇光
@

中国生猪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

'

(

@

农业现代化研究!

!""E

!

!$

"

#

#$

%"&%%

/08+K M

!

Y,+

3

f '

!

U1/ `@V898,*40(+

;

*(=)451(+

8..1418+4

:

,+=,..8451+

3

.,45(*9(.-178

;

1

3

1+/01+,

'

'

(

@FMNM.PLI

O

!

-

&

P'L4C94P.C 0OKMP$'V.9'O$

!

!""E

!

!$

"

#

#$

%"&%%

"

1+

/01+898

#

'

G

(

!

王明利!李威夷
@

基于随机前沿函数的中国生猪生产效率研究

'

'

(

@

农业技术经济!

!"##

"

#!

#$

G!&G$

Y,+

3

H U

!

U1 Y f@K5)=

:

(+ /01+898

;

1

3 ;

*(=)451(+

8..1418+4

:

?,98=(+95(40,9514.*(+518*.)+451(+

'

'

(

@TO4P$.CO

!

-

&

PO9MLI$'L.C@LO$O)'LN

!

!"##

"

#!

#$

G!&G$

"

1+/01+898

#

'

%

(

!

吴学兵!乔娟!李谷成
@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规模猪场生产率增长

与分解研究'

'

(

@

统计与决策!

!"#G

"

!"

#$

##E&#!"

Y)gM

!

b1,('

!

U1`/@K5)=

:

(+

;

*(=)451715

:3

*(a50,+=

=84(P

;

(9151(+(./01+89894,-8

;

1

3

.,*P9)+=8*8+71*(+P8+5,-

4(+95*,1+59

'

'

(

@+9.9'N9'LN.$KSML'N'O$

!

!"#G

"

!"

#$

##E&#!"

"

1+

/01+898

#

'

J

(

!

赵连阁!钟搏
@

基于
K[2

的中国生猪养殖成本效率研究'

'

(

@

中

国畜牧杂志!

!"#J

!

J#

"

%

#$

G#&GN

\0,(U`

!

\0(+

3

M@K5)=

:

(.

;

1

3

&?*88=1+

3

4(95&8..1418+4

:

1+

/01+,?,98=(+K[2 P850(=

'

'

(

@HI'$MNMTO4P$.CO

!

-$').C

+L'M$LM

!

!"#J

!

J#

"

%

#$

G#&GN

"

1+/01+898

#

'

N

(

!

杜红梅!李孟蕊!王明春!胡梅梅
@

基于
KO&BO2

模型的中国生

猪规模养殖环境效率时空差异研究'

'

(

@

中国畜牧杂志!

!"#F

!

JG

"

#

#$

#G#&#GF

B)T H

!

U1HV

!

Y,+

3

H/

!

T)H H@K5)=

:

(+58P

;

(*,-

,+=9

;

,51,-=1..8*8+48 (.8+71*(+P8+5,-8..1418+4

:

(.94,-8

4)-517,51(+(.0(

3

91+/01+,?,98=(+KO&BO2 P(=8-

'

'

(

@

HI'$MNMTO4P$.CO

!

-$').C+L'M$LM

!

!"#F

!

JG

"

#

#$

#G#&#GF

"

1+

/01+898

#

'

F

(

!

冷碧滨!付娆
@

不同规模间生猪养殖技术效率研究'

'

(

@

农村经

济!

!"#F

"

##

#$

J#&JN

U8+

3

M M

!

[) V@K5)=

:

(+5085840+14,-8..1418+4

:

(.

;

1

3

?*88=1+

3

?85a88+=1..8*8+594,-89

'

'

(

@F4P.C@LO$O)

Q

!

!"#F

"

##

#$

J#&JN

"

1+/01+898

#

'

E

(

!

李欣蕊!齐振宏!曹丽红
@

我国养猪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

分解研究$基于
K[2&H,-P

Q

)195

方法'

'

(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J

!

!"

"

%

#$

!F!&!E"

U1g V

!

b1\ T

!

/,(U T@V898,*40(+ P8,9)*8P8+5,+=

=84(P

;

(9151(+(.8+71*(+P8+5,-_[S(./01+,

:

9

;

1

3

1+=)95*

:

$

M,98=(+ K[2&H,-P

Q

)195 P850(=

'

'

(

@TO4P$.CO

!

HI'$.

-

&

P'L4C94P.C?$'UMPN'9

Q

!

!"#J

!

!"

"

%

#$

!F!&!E"

"

1+/01+898

#

'

$

(

!

李晓霞!曹平华!禹学礼
@

胎次和配种季节对
SD/

母猪繁殖性

能的影响'

'

(

@

家畜生态学报!

!"#G

!

G%

"

N

#$

%"&%G

U1gg

!

/,(ST

!

f)gU@O..8459(.=1..8*8+5

;

,*15189,+=

P,51+

3

98,9(+9(+508*8

;

*(=)45178

;

8*.(*P,+48(.SD/9(a9

'

'

(

@-L9.@LOCO

&

.M-$').C'NSO).N9'L'

!

!"#G

!

G%

"

N

#$

%"&%G

"

1+

/01+898

#

'

#"

(

!

于桂阳!张昊!袁孟琼
@

人工授精技术对长大二元杂母猪繁殖

性能的影响'

'

(

@

中国畜牧杂志!

!""J

!

%#

"

#

#$

G$&%"

f) ` f

!

\0,+

3

T

!

f),+ H b@O..845 (. ,*51.141,-

1+98P1+,51(+(+508*8

;

*(=)45178

;

8*.(*P,+48(.U,+=*,48&

f(*I901*89(a9

'

'

(

@HI'$MNMTO4P$.CO

!

-$').C+L'M$LM

!

!""J

!

%#

"

#

#$

G$&%"

"

1+/01+898

#

'

##

(

!

祝倩!姬玉娇!李华伟!郭秋平!孔祥峰
@

高*低营养水平饲粮对

妊娠环江香猪繁殖性能*体成分和血浆生化参数的影响'

'

(

@

动物营养学报!

!"#N

!

!E

"

J

#$

#JG%&#J%"

\0)b

!

'1f'

!

U1T Y

!

)̀(bS

!

h(+

3

g[@T1

3

0(*-(a

+)5*18+5-878-=1859,..845*8

;

*(=)45178

;

8*.(*P,+48

!

?(=

:

4(P

;

(9151(+,+=

;

-,9P,?1(408P14,-

;

,*,P858*9(.

;

*8

3

+,+5

T),+

A

1,+

3

H1+1&S1

3

9

'

'

(

@HI'$MNM TO4P$.C O

!

-$').C

849P'9'O$

!

!"#N

!

!E

"

J

#$

#JG%&#J%"

"

1+/01+898

#

'

#!

(

!

曹?!孙顶强!谭向勇
@

农户奶牛生产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分

析'

'

(

@

中国农村经济!

!""J

"

#"

#$

%!&%E

/,('

!

K)+ B b

!

_,+ g f@2+,-

:

919(+5085840+14,-

8..1418+4

:

,+=1+.-)8+41+

3

.,45(*9(.=,1*

:

4(a

;

*(=)451(+

'

'

(

@

HI'$MNMF4P.C@LO$O)

Q

!

!""J

"

#"

#$

%!&%E

"

1+/01+898

#

'

#G

(

!

何忠伟!韩啸!余洁!刘芳
@

我国奶牛养殖户生产技术效率及影

响因素分析$基于奶农微观层面'

'

(

@

农业技术经济!

!"#%

"

$

#$

%N&J#

T8\Y

!

T,+g

!

f)'

!

U1)[@2+,-

:

919(+508

;

*(=)451(+

8..1418+4

:

,+=1+.-)8+41+

3

.,45(*9(.=,1*

:

.,*P8*91+/01+,

$

JG!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年 第
!%

卷
!

M,98=(+508P14*(-878-(.=,1*

:

.,*P8*9

'

'

(

@TO4P$.CO

!

-

&

PO9MLI$'L.C@LO$O)'LN

!

!"#%

"

$

#$

%N&J#

"

1+/01+898

#

'

#%

(

!

孙致陆!肖海峰
@

农牧户羊毛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内蒙古*新疆等
J

省份农牧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

(

@

农

业技术经济!

!"#G

"

!

#$

EN&$%

K)+\U

!

g1,( T [@K5)=

:

(+5085840+14,-8..1418+4

:

,+=

1+.-)8+41+

3

.,45(*9(.a((-.,*P8*0()980(-=

$

M,98=(+D++8*

H(+

3

(-1,

!

g1+

A

1,+

3

,+= (508* J

;

*(71+489 ,

3

*14)-5)*,-

0()980(-=9)*78

:

=,5,,+,-

:

919

'

'

(

@TO4P$.CO

!

-

&

PO9MLI$'L.C

@LO$O)'LN

!

!"#G

"

!

#$

EN&$%

"

1+/01+898

#

'

#J

(

!

朱宁!秦富
@

畜禽粪便清理对规模养殖场生产效率的影响分

析$以蛋鸡规模养殖户为例'

'

(

@

农业技术经济!

!"#%

"

J

#$

%&#!

\0)W

!

b1+[@2+,-

:

919(.5088..845(.-17895(4I,+=

;

()-5*

:

P,+)*84-8,+1+

3

(+508

;

*(=)451(+8..1418+4

:

(.94,-8.,*P9

$

2

4,98 (. -,

:

8* .,*P8*9

'

'

(

@TO4P$.C O

!

-

&

PO9MLI$'L.C

@LO$O)'LN

!

!"#%

"

J

#$

%&#!

"

1+/01+898

#

'

#N

(

!

金福良!王璐!李谷成!冯中朝
@

不同规模农户冬油菜生产技

术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随机前沿函数与
#F"F

个农户微

观数据'

'

(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G

!

#E

"

#

#$

!#"&!#F

'1+[U

!

Y,+

3

U

!

U1`/

!

[8+

3

\/@Y1+58**,

;

8988=

:

9

5840+14,-8..1418+4

:

,+=1591+.-)8+48.,45(*9

$

M,98=(+508

P(=8-(.95(40,9514.*(+518*

;

*(=)451(+.)+451(+,+=#F"F

P14*(&=,5,9(..,*P8*9

'

'

(

@TO4P$.CO

!

HI'$.-

&

P'L4C94P.C

?$'UMPN'9

Q

!

!"#G

!

#E

"

#

#$

!#"&!#F

"

1+/01+898

#

'

#F

(

!

赵书广
@

中国养猪大成'

H

(

@

第
!

版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G

\0,(K`@HI'$MNM:'

&

F.'N'$

&

'

H

(

@!+=8=@M81

A

1+

3

$

/01+,

2

3

*14)-5)*,-S)?-1901+

3

T()98

!

!"#G

"

1+/01+898

#

'

#E

(

!

乔娟!季柯辛
@

我国生猪良种繁育体系$运行机理*发展困境与

路径选择'

'

(

@

农业经济问题!

!"#F

!

GE

"

!

#$

N%&F%

b1,('

!

'1hg@S1

3

M*88=1+

3

9

:

958P1+/01+,

$

C

;

8*,51(+,-

P840,+19P

!

=878-(

;

P8+5

;

*8=14,P8+5 ,+= =878-(

;

P8+5,-

;

,50

'

'

(

@/NN4MN'$.

&

P'L4C94P.C@LO$O)

Q

!

!"#F

!

GE

"

!

#$

N%&F%

"

1+/01+898

#

'

#$

(

!

王琛!吴敬学
@

农户粮食种植技术选择意愿影响研究'

'

(

@

华南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N

!

#J

"

#

#$

%J&JG

Y,+

3

/

!

Y)'g@K5)=

:

(+5081+.-)8+41+

3

.,45(*9(.

3

*,1+

.,*P8*9

:

5840+(-(

3:

40(148

'

'

(

@TO4P$.CO

!

+O49I HI'$.

-

&

P'L4C94P.C?$'UMPN'9

Q

$

+OL'.C+L'M$LM @K'9'O$

!

!"#N

!

#J

"

#

#$

%J&JG

"

1+/01+898

#

'

!"

(

!

李谷成!冯中朝!范丽霞
@

小农户真的更加具有效率吗8 来自

湖北省的经验证据'

'

(

@

经济学"季刊#!

!""$

!

$

"

#

#$

$J&#!%

U1` /

!

[8+

3

\ /

!

[,+ U g@D95089P,--&91<8=*)*,-

0()980(-=P(*88..1418+5

8

_088P

;

1*14,-871=8+48.*(PT)?81

S*(71+48

'

'

(

@HI'$.@LO$O)'Lb4.P9MPC

Q

!

!""$

!

$

"

#

#$

$J&#!%

"

1+/01+898

#

'

!#

(

!

钱龙!洪名勇
@

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基于

/[SK

的实证分析'

'

(

@

中国农村经济!

!"#N

"

#!

#$

!&#N

b1,+U

!

T(+

3

H f@W(+&,

3

*14)-5)*,-8P

;

-(

:

P8+5

!

-,+=

5*,+9.8*,+=,

3

*14)-5)*,-

;

*(=)451(+8..1418+4

:

$

2+8P

;

1*14,-

,+,-

:

919?,98=(+/[SK

'

'

(

@HI'$MNMF4P.C@LO$O)

Q

!

!"#N

"

#!

#$

!&#N

"

1+/01+898

#

'

!!

(

!

闫之春
@

母猪群
SKf

的计算方法'

'

(

@

今日养猪业!

!"#J

"

G

#$

%%&%J

f,+\/@/,-4)-,51(+P850(=(.9(a

3

*()

;

SKf

'

'

(

@:'

&

N

%OK.

Q

!

!"#J

"

G

#$

%%&%J

"

1+/01+898

#

责任编辑&王岩

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