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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补贴能有效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吗?
———兼顾农业技术环境的调节作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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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中国财政支农补贴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影响关系,采用传统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以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中介,以农业技术环境为调节,探究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补贴能够有效促进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对非粮食主产区粮食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要大于粮食主产区;财政支农补贴通过发挥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在较优

的农业技术环境中,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据此,从完善财政支农补贴政策,充

分发挥结构和技术效应,加大农业技术环境优化力度3个方面提出促进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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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study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na'sfinancialsubsidiesforagricultureandgraintotalfactor

productivity,thisstudyadoptsthetraditionalDEA-Malmquistindextomeasuregraintotalfactorproductivity,takes
structuraleffectsandtechnologicaleffectsasmediation,andusesagriculturaltechnologyenvironmentasmoderationto
exploretheinfluencemechanismoffinancialsubsidiesforagricultureongraintotalfactorproductivity.Theresultsshow
that:ThefinancialsubsidiesforagriculturecaneffectivelyincreasetheTFP,andtheimpactonnon-majorfood

producingareasisgreaterthanthatofmajorfoodproducingareas.Thefinancialsubsidiesforagricultureincreasethe
TFPthroughstructuralandtechnologicaleffects.Inabetteragriculturaltechnologyenvironment,thefinancialsubsidies
foragriculturehaveasignificantroleinpromotingtheTFP.Intheend,thisstudyputsforwardsuggestionstopromote
theTFP,suchasimprovingfiscalsubsidypoliciesforagriculture,makingfulluseofstructureandtechnicaleffects,and
increaseingtheoptimizationoftheagriculturaltechnologyenvironment.
Keywords financialsubsidiesforagriculture;foodtotalfactorproductivity;agriculturaltechnology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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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自

2003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对13个粮食主产区实行农

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政策,2004年后全面扩大对

粮食生产补贴的支持范围,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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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综合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相继出台。直

至2016年展开的三项补贴改革后将财政支农补贴

分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在随后的

2018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均强调应继续

优化调整农业补贴政策加大财政支农力度,2020年

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优化农业补贴政策,
调整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中国政府对财政

支农补贴政策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相应的中国粮

食产量除2016与2018年小幅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

保持上升趋势。然而,居民粮食与食物消费需求逐

步提升,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收紧,都对中国粮食安

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是在

资源、环境约束日趋紧张形势下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的重要途径[1]。但是,受制于较低的粮食生产效率,
中国在日益频繁的国际粮食贸易过程中,长期处于

劣势,为了保障国内粮价稳定而采取的贸易政策不

断受到国际社会的诟病,粮食进口压力与日俱增[2]。
因此,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

全与增强粮食国际贸易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3]。
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

和技术效率的提升,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于技术创

新,技术效率的提升则依赖于规模扩张和组织管理

效率的提高。基于此,中国政府长期通过财政预算

对农业技术研发、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要素等

进行专项投入[4]。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寄希望于财政

支农补贴能够保护农户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供给

的同时,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粮食的国

际竞争力。那么,财政支农补贴是否能够真正有效

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其作用机理是什么? 对上

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的提升,
也有助于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完善。因此,本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机制,利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统计数据

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2003—2018年的省级面板

数据,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粮食生产全

要素生产率,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财政支农补

贴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机制进行实证检

验,以期为提升中国粮食生产效率和完善财政支农

补贴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已对财政支农效用和粮食全要素生产

率的测量方法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

关于财政支农效用的研究,大多从财政支农对

农民收入、农村经济增长以及农民消费的影响3个

方面展开。首先,在研究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影响

的文献中,多数研究认为财政支农投入能有效改善

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从而提升农业的综合生

产能力,进而有效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5-6]。然而,
朱青等[7]则持有不同观点,认为财政支农虽然对农

民整体的总收入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却对于中低收

入的农民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不会改变农民整

体的收入分配格局。其次,在探索财政支农对经济

增长影响的研究中,有研究认为政府对农业的研发

补助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的投资回报率[8]。与此同

时,Indalmanie[9]提出政府对农业的转移性支付能

够推动农业GDP的增长。基于此,朱万里等[10]进

一步提出财政支农虽然能够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增

长,但对于周边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却具有一定程

度的抑制作用。最后,在研究财政支农对农民消费

的影响中,财政支农支出总体上提高了农民的消费

水平,然而,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农民较强的流动性

约束,财政支农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要大于经济繁荣

时期[11]。此外,财政支农对农民消费水平的作用还

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沿海地区的挤出效应大于中

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挤入效应则大于东部沿

海地区[12]。
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方法来看主要有3

种:一是索洛余值法,索洛余值法是由Solow通过

对在一般生产函数中加入技术进步指标,从而构建

出包含产出变动、投入要素变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变

动之间函数模型,通常称之为“索洛模型”[13]。索洛

余值法在科技进步对粮食生产贡献率测算过程中被

广泛使用,例如刘英基[14]运用索洛余值法对粮食科

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率进行测度,进而研究知识资

本对粮食科技进步贡献率增长率的影响。二是数据

包络分析法,Los等[15]是较早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技

术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学者之一,后续研究在此基

础上提出DEA-Tobit两阶段法,对中国玉米的全要

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发现在2004—2008年期间由于

技术进步作用使得中国玉米的全要素生产率稳步上

升[16]。另外,还有研究运用DEA-Malmquist指数,
对云南省各州市粮食的TFP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并
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17]。基于此,李明文等[18]采

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全国272各个地级市

粮食的TFP进行测度,以便于进一步研究农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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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三是随机前沿生产

函数模型,在粮食全要素生产率领域,王琛等[19]采

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13个粮食主产区的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

影响主产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因素及作用机

制进行探究。此外,曾雅婷等[20]进一步使用超越对

数形式的SFA对各种投入要素产出弹性和粮食生

产技术效率进行测度,发现中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从2000年至2014年,由0.790逐渐上升至0.859。
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领域,李翔等[21]利用1978—

2015年华东地区六省面板数据,使用随机前沿生产

函数模型测算出该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平均

增长率为4.59%。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领域,
展进涛等[22]利用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

据,采用SFA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
发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4.10%,
具有时序波动性和梯度性特征。

关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分

为微观和宏观2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从微观层面来

看,主要包括土地投入[23]、化肥投入、机械投入[24]、
有效灌溉面积[25]、劳动力投入和粮农个体特征[16]等

因素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来

看,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26]、环
境污染[27]、气候条件[28]、技术变迁[29]和农业基础设

施[3]等因素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中,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粮食生产效率的作用机理已

有不少研究进行验证。如朱晶等[4]认为农业基础设

施有利于粮食规模经营和生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

成本,提升粮食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此同时,蔡保忠

等[30]利用中国28个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农业基

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李谷成

等[31]提出公路设施能有效提升农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沿此思路,卓乐等[3]分别探讨农田水利设施、农
村交通设施和农业电力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

作用机制,与多数研究结论不同的是,该研究认为农

业基础设施中的农业电力设施并不会对粮食全要素

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全要

素生产率的关系机制存在一定争议。
综上,已有文献对财政支农补贴效用和粮食全

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的探究已较为充

分,为本研究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然而,现有研

究主要聚焦于财政支农补贴对农民收入、农村经济

增长、农民消费等领域的效用,且存在一定的分歧。

此外,已有成果主要从土地投入、化肥投入、机械投

入、有效灌溉面积、劳动力投入、粮农个体特征、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染、气候条件、技术变迁和农

业基础设施等角度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探究,
忽略了财政支农补贴这个关键的政策性因素对粮食

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对财政支农补贴影响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研究还较为薄弱。因此,本
研究借鉴前人广泛使用的DEA-Malmquist指数法

测算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8年的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并以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中介,
以农业技术环境为调节,考察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既是对粮食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的进一步探索,也是对财政支农补贴研究领

域的延展。

2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2.1 财政支农补贴影响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

多数学者认为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具有积极作

用,原因大致分为以下2个方面。一是农业补贴能

够有效激发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业补贴通过增加

农民的收入,提高粮食生产者参与继续教育和专业

培训的机会,从而促进粮食生产者投资能力和技术

水平的提升,进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32]。此外,
在生产资源稀缺背景下,农业补贴会对农业生产者

的理性行为产生影响,增加农业生产者的种粮概

率[33]。二是农业补贴能够促进粮食增产。政府利

用财政支农资金为粮食生产者提供信息服务、生产

服务和科技服务等公共服务,加之,财政支农补贴中

的农业信贷补贴为粮食的生产、收购、仓储和运输等

环节提供财政贴息,在为粮食生产者提供及时有效

融资渠道的同时,降低粮食生产的融资成本,提高中

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在资金约束的条件下,财
政支农补贴能够有效增加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劳动

力、土地、化肥和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数量,从而有

利于粮食的增产[34]。此外,农业补贴还能通过改变

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各生产要素的投入配比等方式,
引导农户采取更为高效的种植行为,对粮食增产也

具有积极作用[35]。由此可见,财政支农补贴能够提

升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改变农业生

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数量和投入结构,降低粮食生

产成本,从而提高种粮积极性和产量。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粮食生产成本的下降,生产积极性和

产量的提升,都能够有效促进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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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2.2 机制分析

财政支农补贴通过将财政资源差异化地细分于

粮食生产内部结构,主要用于对小麦、玉米和水稻三

大主粮的直接补贴、生产资料补贴和价格支持上,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农户主粮生产的边际成本,维
持粮食市场价格稳定,保障主粮生产者的利益。而

农户理性行为则促使其种植受政策补贴的粮食作

物,使得农户对主粮种植的积极性得以提升[36],从
而调整了粮食种植的内部结构。可见,财政支农补

贴具有扩大主粮播种面积的作用,提升主粮在粮食

生产结构中的占比,而主粮占比的提升对粮食专业

化生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粮食种植专业化程度

的提升,一方面可以通过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组织

为粮食生产环节提供专业化机械作业,高效地完成

粮食生产工作,降低粮食平均生产成本,促进粮食生

产效率的提升[37]。另一方面粮食专业化生产通过

资本、劳动力和信息资源的共享,优化生产要素投入

的配置效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使服务价格更加透

明,促进技术推广、扩散和应用,从而降低粮食生产

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率[38]。可见,财政支农补贴

能够发挥粮食种植的结构效应,通过专业化生产服

务和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进而

提升粮食的全要素生产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财政支农补贴能通过结构效应正向影响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

财政支农补贴通过增加粮食生产技术研发专项

资金的投入,吸引技术研发人才、购置技术研发设

备、降低技术研发私人投入,有效增加粮食生产技术

专利成果的产出,加快粮食生产科技进步和生产技

术革新的步伐[39]。此外,财政支农补贴还通过科技

三项费用的支出,有效激励农业技术创新,提高粮食

生产资料相关技术专利成果产出,以此提升粮食生

产资料的利用效率,从而为粮食生产带来技术效应。
而技术效应一方面能促进粮食生产技术的转型升

级,打破现有资源和利用的局限性,进一步实现粮食

生产效率的跃迁[1]。另一方面,技术效应还可以提

升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在增加粮食产量

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40],从而提高粮食的全要素生

产率。更进一步分析,粮食专利成果的技术效应通

过发挥技术进步的增产效应,改变粮食的生产要素

投入数量和投入结构以及劳动方式,提高粮食生产

的现代化水平,从而为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财政支农补贴能通过技术效应正向影响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技术环境是指农业技术研发的投入产出效

率以及农业技术交易市场的规模化和规范化程度,
主要包括农业技术研发环境和农业技术流通环境两

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粮食生产者采用新技术进

行耕作时所产生的2个主要成本,即农业技术专利

的购置费用和购置过程中产生的其他交易费用[41]。
一方面,较好的农业技术研发环境,即技术研发人

才、技术研发设备与技术研发材料配备较高的环境

下,能够有效提升研发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有利于

降低单位农业技术产出的研发成本。另一方面,农
业技术市场是技术资源配置和技术成果转化为实际

价值的重要平台,它的发展程度能够反映农业技术

流通环境的优劣,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变化具有举足

轻重的影响。农业技术交易过程中,由于受到信息

不对称、技术价值不确定性、合约不完全性和产权易

逝性等交易特征的影响,存在着较高的交易成本,但
随着农业技术流通环境的改善交易成本也将逐步降

低[42]。与此同时,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

率的作用程度,受到外部农业技术环境优劣的影响。
在较好的农业技术环境中,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流通

效率较高,对于采用新技术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

生产者而言实现了购置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节约,更
多的财政支农补贴便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粮食

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增强了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

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反之,在较差的农业技术

环境中,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流通效率较低,意味着采

用新技术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生产者必须为此付

出更大的成本,财政支农补贴中的一部分将用来填

补粮食生产者增加的这部分成本,而并非直接或间

接地转化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削弱了财政支

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基于此,
提出以下假设:

H4:农业技术环境在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3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与结果分析

3.1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测量方法选取

通过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以下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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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C)进行测算,能够为后续实证检验提供数据资

料。而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测算运用最为广

泛的 方 法 是 DEA-Malmquist指 数 法,它 是 指 将

DEA与 Malmquist指数法相结合,通过构建目标生

产函数,估算在多投入-多产出的情形下全要素生产

率的变化情况。由于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

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相对效率,因此避免了由

参照系改变所引起的误差,不仅克服了索洛余值法

的缺陷,还能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

步和技术效率,以便后续进行深入研究。此外,该测

量方法还有以下三方面优势:一是使用该方法不需

要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的价格信息,便可计算出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二是该方法不需要对指

标进行权重设定或量纲统一;三是无需对生产决策

做假设条件,允许生产决策单元的无效行为。从而

能够更加简易、科学、合理地计算除粮食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指数,在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中被广泛

使用[43]。因此,本研究使用DEA-Malmquist方法

对2003—2018年中国的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
的TFPC进行测算。并将其分解成技术进步指数

(TCP)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P)两个指标,具体

公式介绍如下。

t时期的 Malmquist指数公式为:

Mt = Dt(xt,yt)
Dt(xt+1,yt+1) (1)

t+1时期的 Malmquist指数公式为:

Mt+1 = Dt+1(xt,yt)
Dt+1(xt+1,yt+1) (2)

式中:xt 和yt 分别表示t时的投入向量和产出向

量,xt+1和yt+1分别表示t+1时的投入向量和产出

向量。Dt(xt,yt)和Dt+1(xt+1,yt+1)分别表示投入

产出向量(x,y)在第t和t+1时期的产出距离

函数。

t+1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TFPC)公
式为:

M(xt,yt,xt+1,yt+1)=

Dt(xt,yt)
Dt(xt+1,yt+1)×

Dt+1(xt,yt)
Dt+1(xt+1,yt+1)  

1
2

=

Dt(xt,yt)
Dt+1(xt+1,yt+1)×

Dt+1(xt+1,yt+1)
Dt(xt+1,yt+1)×Dt+1(xt,yt)

Dt(xt,yt)  
1
2

=TCP×TEP

(3)
将式(1)和(2)相乘之后取几何平均数,计算出

从t期到t+1期的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
并进一步将TFPC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TCP)和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P)。当式(3)值大于1时,说
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TFP)从t至t+1时段是增

长的,反之则为下降;当式(3)值为1时,表明TFP
保持不变。与此同时,当TCP、TEP的值大于1时,
则分别表明从t至t+1时段发生技术进步、技术效

率的提升,反之则为退步、下降;当TCP和TEP的

值均等于1时,则表明从t至t+1时段技术进步和

技术效率均不变。
关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的测算指标,

本研究选取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

范围,参照卓乐等[3]使用的粮食产量1个产出指标,
土地投入、化肥投入、机械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灌溉

投入5个投入指标,构建测算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
所示。

表1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指标

Table1 Measurementindicatorsofgraintotalfactorproductivity

变量    
Variables    

符号

Symbol

指标

Index

单位

Unit

粮食产量 Grainproduction Y 粮食总产量 万t

土地投入Landinput Land 粮食播种面积 hm2

化肥投入Fertilizerinput Chem 农用化肥(折纯)使用量 万t

机械投入 Mechanicalinvestment Mach 农用机械总动力 万kW

劳动力投入Laborinput Labor 第一产业从业人数 万人

灌溉投入Irrigationinput Ir 有效灌溉面积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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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测量结果

从横向来看(表2),根据DEA-Malmquist指数

法测算出来的2003—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
自治区)的技术进步指数(TCP)、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TEP)以及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TFPC)。
可以看出在2003—2018年,除重庆、四川、贵州和西

藏4省(市)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负以外,
其余27省(市、自治区)的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

速为正,说明在2003—2018年多数省份粮食全要素

生产率维持正增长。此外,除浙江和西藏2省(自治

区)以外,其余29省(市、自治区)的年均技术进步

指数均大于1;且除浙江、湖北、广东、重庆、贵州和

表2 各省(市、自治区)粮食DEA-Malmquist指数均值及其分解情况

Table2 TheaveragevalueofDEA-Malmquistindexanditsdecompositionineachprovince

地区  
Area  

技术进步指数

Technologyprogress
index,TCP

技术效率指数

Technicalefficiency
index,TEP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

Totalfactorproductivity
growthindex,TFPC

北京Beijing 1.015 1.006 1.021
天津 Tianjin 1.007 1.012 1.017
河北 Hebei 1.012 1.016 1.025
山西Shanxi 1.010 1.028 1.032
内蒙古InnerMongolia 1.022 1.009 1.027
辽宁Liaoning 1.013 1.004 1.017
吉林Jilin 1.008 1.000 1.008
黑龙江 Heilongjiang 1.027 1.000 1.027
上海Shanghai 1.013 1.000 1.013
江苏Jiangsu 1.011 1.001 1.010
浙江Zhejiang 1.014 0.989 1.002
安徽 Anhui 1.013 1.006 1.016
福建Fujian 1.016 1.004 1.018
江西Jiangxi 1.004 1.009 1.008
山东Shandong 1.009 1.010 1.017
河南 Henan 1.011 1.009 1.018
湖北 Hubei 1.011 0.997 1.005
湖南 Hunan 1.011 1.000 1.008
广东 Guangdong 1.038 0.988 1.082
广西 Guangxi 1.011 1.000 1.006
海南 Hainan 1.018 1.006 1.020
重庆Chongqing 1.005 0.991 0.991
四川Sichuan 1.001 1.002 0.996
贵州 Guizhou 1.010 0.984 0.988
云南 Yunnan 1.012 1.006 1.010
西藏 Xizang 0.986 0.998 0.983
陕西Shaanxi 1.011 1.012 1.017
甘肃 Gansu 1.005 1.017 1.017
青海 Qinghai 1.008 1.008 1.012
宁夏 Ningxia 1.014 1.017 1.023
新疆 Xinjiang 1.011 1.002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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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6省(自治区)以外,其余25省(市、自治区)的
年均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大于1,表明多数省(市、
自治区)的年均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均维持正增长。
从纵向来看(图1),2003—2018年全国平均技

术进步指数、效率变化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

数都具有交替变化的特征。其中,粮食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指数除2005、2006和2009年为负增长外,其
余13个 年 份 均 为 正 增 长;同 时,除2003、2005、

2006、2009、2014和2018年6个年份以外,其余10
个年份技术进步指数均大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
以初步看出全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更多依赖

于粮食生产技术的进步。
立体角度,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长指数来

看(图2),在2003—2018年间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累

计增长指数明显呈现出空间差异特征,总体上呈现

出由东北向西南方向递减的特征。具体而言,黑龙

江、北京、内蒙古、安徽、河南、宁夏和山西7个省

(市、自治区)的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长指数处

于相对较高水平,增长情况最好;河北、江苏、天津、
上海、甘肃和陕西6个省(市)次之;云南、广西、湖
北、浙江、广东和四川6个省(自治区)增长较为缓

慢;而西藏、贵州和重庆3个省(市、自治区)粮食全

要素生产率累计增长指数处于较低水平。

图1 2003—2018全国粮食DEA-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情况

Fig.1 2003-2018nationalgrainDEA-Malmquistindexanditsdecomposition

图2 2003—2018年粮食全要素生产率(TFP)累计增长指数分布

Fig.2 2003-2018TFPcumulativegrowthindexregional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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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4.1 变量选取

4.1.1 被解释变量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关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

测算指标,如前所述,本研究选取粮食产量作为产出

变量,土地投入、化肥投入、机械投入、劳动力投入和

灌溉投入作为投入变量,对2003—2018年中国大陆

31个省(市、自治区)的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

进行测量。为计算出各年份的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本研究以2003年作为基期将当年全要素生产率设

定为1,其余年份参照基期进行计算。

4.1.2 解释变量

财政支农补贴。关于农业补贴的测量指标,有
研究选取2004—2016年的农业四项补贴[44]、2016
年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45]或农机购置补贴[46]作为

农业补贴的测量指标。考虑到财政对农业的转移支

付一般统计在农林水事务支出项目,因此各省的财

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农业补贴的总

额。而财政支农补贴则由各省统计年鉴中的统计对

象“财政支农情况”的测量指标“农林水事务支出

(Expe)”进行测量。因此,本研究参照许庆等[47],选
取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06农业

支出、林业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

三者之和以及2007—2018年“农林水事务支出”作
为财政支农补贴(单位:百亿元)的测量指标。

4.1.3 中介变量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关于结构效应(Stru)的
测算方法,考虑到财政支农补贴用于粮食生产的支

出大多数转移到对小麦、稻谷和玉米3种主粮的生

产过程中,因此本研究参照金涛等[48]结合本研究具

体情境进行修改,选取主粮种植面积/其他粮食种植

面积进行测量;关于技术效应(Tech)的测量方法,
考虑到财政支农对粮食相关技术的研发投入与粮食

相关技术成果的产出密切相关,故参照马述忠等[49]

的研究进行修改,用分省年度的粮食相关专利数

(个)进行测量,该变量的数据来源通过知网专利数

据库逐省逐年进行检索获取。

4.1.4 调节变量

农业技术环境。关于农业技术环境(Agri)的测

量方法,本研究考虑到农业技术环境的优劣,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农业技术研发环境和农业技术流通环境

的好坏,对粮食生产技术及时有效的扩散和利用具

有较大影响,从而增强或削弱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

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各地区的农业技术合

同成交总额,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该地区农业技

术市场的发达程度,R&D经费内部支出则反映了

技术的研发成本。因此,参照王爱民等[41]根据本研

究研究情境进行修改,选取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R&D经费内部支出,作为农业技术环境的测量指

标,可以有效反应农业技术研发和流通的效率,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代表该地区的农业技术环境。

4.1.5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

相关研究成果[1,38],选取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

区)2003—2018年:单位农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

(Inve)、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Redu)、交通便利程

度(Road)、农业电力消耗(Elec)、和水土流失治理水

平(Waso)和城镇化水平(Urba)作为本研究模型的

控制变量,具体指标如表3所示。

4.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原始数据,无特别说明均来源于

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8年共16
年496个样本数据,由《中国农村统计年鉴》[50]、《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51]、《中国统计年鉴》[52]、《中国农

业机械工业年鉴》[53]和《新中国六十年农业统计资

料汇编》[54]整理所得。

4.3 模型设计

本研究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三部分检验上

述假说,以此探究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式(4)为本研究的基准模

型,用于检验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即假说H1。

lnTFPit =αi+α1lnExpeit+α2lnXj,it+μi+εit

(4)

式(5)~(7)是根据逐步回归法设计中介机制检

验模型[55]。第一步,检验财政支农补贴对结构效应

和技术效应的影响(式5)。第二步,检验结构效应

和技术效应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式6)。第

三步,分别检验财政支农补贴和结构效应对粮食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财政支农补贴和技术效应对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式7)。依次构建3个回归

模型,以此检验假设H2和假设H3:

lnINFRk,it =βi+β1lnExpeit+β2lnXj,it+νi+ε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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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控制变量测量指标

Table3 Controlvariablemeasurementindex

变量

Variable

指标

Index

计算方法

Calculationmethod

单位农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

Fixedassetinvestmentperunitof
agriculturaloutputvalue

Inve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Averageyearsofeducationinrural
areas

Redu 人均受教育年限=未受教育劳动者人数占

比×0+小学文化劳动者占比×6+初中文

化劳动者占比×9+高中文化劳动者占比×
12+大学专科文化劳动者占比×16

交通便利程度,km/hm2

Trafficconvenience
Road 各省公路线路总里程/各省面积

农业电力消耗,亿kW·h
Agriculturalpowerconsumption

Elec 电力消费量×第一产业GDP/GDP总量

水土流失治理水平,%
Soilerosioncontrollevel

Waso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省份面积×100%

城镇化水平

Urbanizationlevel
Urba 第二产业从业人数+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三

次产业从业总人数

lnTFPit =γi+γ1lnINFRk,it+γ2lnXj,it+ηi+εit

(6)

lnTFPit =κi+κ1lnExpeit+κ2lnINFRk,it+
κ3lnXj,it+πi+εit (7)

由于财政支农补贴、农业技术环境和粮食全要

素生产率均为连续型变量,因此,在检验调节作用时

适合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第一步,进行财政支农

补贴和农业技术环境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

(式8)。第二步,进行财政支农补贴、农业技术环

境、财政支农补贴×农业技术环境对粮食全要素生

产率的回归(式9)。通过对比两个回归模型拟合优

度R2 以及交互项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判断调节作用

成立与否,若拟合优度R2 上升且交互项系数显著,
则证明农业技术环境在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以此检验假设H4。

lnTFPit =λi+λ1lnExpeit+λ2lnAGRIit+
λ3lnXj,it+φi+εit (8)

lnTFPit =ξi+ξ1lnExpeit+ξ2lnAGRIit+

ξ3lnExpeit×lnAGRIit+ξ4lnXj,it+ωi+εit (9)
式(8)~(9)中:TFP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t年i地区

的粮食全要素生产率;Expe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

t年i地区的财政支农补贴;INFRk,it为中介变量;

Xj,it为控制变量,代表影响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其

他因素;α、β、γ、κ、λ、ξ表示各方程对应的系数;μ、ν、

η、π、φ、ω 表示各省难以观测的省区效应;εit表示随

机扰动项。此外,i=1,2,…,31代表中国大陆31
个省;t=2003,2008,…,2018代表16个年份;j=1,

2,…,6分别表示单位农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农村

平均受教育年限、交通便利程度、农业电力消耗、水
土流失治理水平和城镇化水平;k=1,2分别表示

2个中介变量,即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5 实证检验

为检验财政支农补贴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之间

的关系机制,运用Stata16.0进行面板数据回归。
本研究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实证模型的选择上,
采用 Hausman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示选择固定

效应更加适合,后续研究主要针对固定效应模型结

果进行分析。但是,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
研究同时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作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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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财政支农补贴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检验

从表4的模型1和模型2回归结果中,可知,
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在

1%水平上显著,系数分别为0.092和0.068,说明

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表4 财政支农补贴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检验

Table4 Testontherelationshipbetweenfinancialsubsidyforagricultureandgraintotalfactorproductivity

变量    
Variable    

因变量:粮食全要素生产率lnTFP 粮食主产区:lnTFP 非粮食主产区:lnTFP

模型1FE 模型2RE 模型3IV 模型4FE 模型5RE 模型6FE 模型7RE

财政支农补贴lnExpe 0.092*** 0.068*** 0.09*** 0.015 0.017 0.082** 0.05*

单位农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lnInve -0.005 -0.005 -0.005 -0.061*** -0.063*** 0.031 0.038

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lnRedu -0.372 -0.035 -0.344 -0.311 -0.237 0.214 0.625

交通便利程度lnRoad -0.075 -0.037 -0.073 -0.019 -0.016 -0.125* -0.072

农业电力消耗lnElec 0.059 0.014 0.06** 0.177** 0.155*** 0.033 -0.037

水土流失治理水平lnWaso -0.024 -0.011 -0.025** -0.112** -0.103*** 0.019 0.029

城镇化水平lnUrba -0.358* -0.223* -0.354 0.363*** 0.343***-0.572*** -0.362***

常数项Cons 0.404 -0.065 0.346*** 0.491 0.387 -1.014 -1.464

一阶段F统计值F-statistic 49.32

Wald检验值 Waldstatistics 278.30***

观测值 Observations 496 496 496 208 208 288 288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Note:***,**and* meansignificanteffectsofvariablesat1%,5%and10%levels.Thesamebelow.

  考虑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粮食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因素较多,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例如气

候因素、政策因素和其他难以被观测的影响因素等,
因此本研究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遗漏变量问题进行处

理。此外,随着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政

府补贴效用的提高,政府可能对该地区做出更为积

极的补贴行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与财政支农补贴

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因此,本研究借助工具变

量法,处理反向因果问题。由于政府的“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度相关,且“农林

水事务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通常较

为稳定,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内生变量“财政支

农补贴”具有相关性,并与当期的随机误差项和粮食

全要素生产率均不相关。因此,本研究选取“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Reve)”作为工具变量。本研究首先对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如模型3所示一阶段估

计的F 值为49.32远大于弱工具变量检验临界值

10,Wald内生性检验的P 值显示“财政支农补贴”为
内生变量。说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为“财政支农

补贴”的工具变量较为合适。两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为

0.09在1%的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表明财政支农补贴

能够有效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假设H1成立。
此外,本研究还将样本分为粮食主产区和非粮

食主产区进行检验。从粮食主产区样本的回归结果

来看(模型4和5),无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回归系数仍然为正。从

非粮食主产区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6和7),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财政

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在

5%和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分别

为0.082和0.050。可以看出,财政支农补贴对非

粮食主产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大于粮食主

产区。这可能是因为,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全要素生

产率发展起步较早,前期已经获得了较多财政支农

资金的支持,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也已经达到一个较

高水平,单位财政支农补贴投入的边际增长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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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滞后,前
期获得的财政支农补贴较少,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处

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单位财政支农补贴投入的

边际增长率较高。具体而言,财政支农补贴固然能

促进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提升,进而提

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但由于粮食主产区已经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生产,待发掘

利用资源有限并且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导致

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为微弱。而在非粮食

主产区,粮食种植的细碎化程度较高、专业化程度和

管理效率较低、要素投入数量和结构还有待调整、待
开发利用的资源和技术较多,生产规模和结构调整

的灵活性较强,因此财政支农补贴对规模效应、结构

效应和技术效应的提升程度较高,从而能够更有效

地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5.2 机制检验

5.2.1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中介作用检验

从表5的模型8和9回归结果中(基于式5),
可以看出,财政支农补贴对结构效应的影响均在

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291
和0.205,说明财政支农补贴对结构效应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且回归结果较为稳健。从模型10和

11回归结果中,可见,财政支农补贴对技术效应的

影响均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

分别为0.595和0.615,说明财政支农补贴对技术

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5 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结果

Table5 Mechanismresultsoffinancialsubsidiestoagricultureon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grain

变量   
Variable   

结构效应lnStru 技术效应lnTech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lnTFP

模型8
FE

模型9
RE

模型10
FE

模型11
RE

模型12
FE

模型13
RE

模型14
FE

模型15
RE

财政支农补贴lnExpe 0.291*** 0.205*** 0.595*** 0.615***

结构效应lnStru 0.14*** 0.132***

技术效应lnTech 0.032*** 0.029***

单位农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

lnInve
0.081 0.066 -0.275* -0.225 -0.016 -0.01 -0.019 -0.017

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lnRedu-1.815* -0.82 8.759*** 6.253*** 0.511 0.592 0.399 0.49

交通便利程度lnRoad -0.028 0.117 -0.034 0.265 -0.02 -0.027 -0.012 -0.007

农业电力消耗lnElec 0.045 0.021 0.339 0.388*** 0.082 0.046 0.088 0.042

水土流失治理水平lnWaso -0.107* -0.081 -0.389* -0.084 -0.018 -0.015 -0.046 -0.032

城镇化水平lnUrba -0.516 -0.316 2.384** 1.347*** -0.193 -0.115 -0.238 -0.159

常数项Cons 5.898** 3.996* -13.466***-10.124*** -1.729 -1.687 -1.266 -1.26

观测值 Observations 496 496 496 496 496 496 496 496

  模型12和13回归结果中(基于式6),可知,结
构效应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

显著,且系数分别为0.14和0.132说明结构效应对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回归结

果较为稳健。模型14和15回归结果中,可见,技术

效应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通

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分别为0.032和0.029
说明技术效应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对比表4和6中的,模型1和16、模型2和17

(基于式7),可以看出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下降了0.031和0.026,但

P 值仍然通过5%显著,说明结构效应在财政支农

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

用,假设H2成立。对比模型1和18、模型2和19,
可以看出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系数,分别下降了0.006和0.018,但P 值均通过显

著性检验,说明技术效应在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3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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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Table6 TestResultsoftheIntermediaryEffectofStructureEffectandTechnologyEffect

变量   
Variable   

因变量:粮食全要素生产率lnTFP

模型16FE 模型17RE 模型18FE 模型19RE

财政支农补贴lnExpe 0.061** 0.051** 0.086*** 0.059**

结构效应lnStru 0.109*** 0.119***

技术效应lnTech 0.014 0.015

单位农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lnInve -0.014 -0.012 -0.023 -0.022

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lnRedu -0.174 -0.039 -0.361 -0.05

交通便利程度lnRoad -0.072 -0.063 -0.087* -0.045

农业电力消耗lnElec 0.054 0.011 0.052 0.012

水土流失治理水平lnWaso -0.013 -0.003 -0.041 -0.022

城镇化水平lnUrba -0.302** -0.201** -0.332 -0.221

常数项Cons -0.24 -0.335 0.397 -0.075

观测值 Observations 496 496 496 496

  然而,部分学者认为即使在系数β1 和γ1 不显

著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中介效应,而逐步回归法却

要求系数β1 和γ1 必须具有统计意义,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统计功效。为此,本研究采用对抽样分布没

有限制且具有较高统计效力的Bootstrap中介检验

法,对假设H2和H3的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Bootstrap检验中发现(表7),结构效应在财政支农

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为

0.026,技术效应在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

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为0.019,且偏度校正检验与

百分位数检验值在95%的置信区间内都不包含0,
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再次验证假设 H2和 H3成

立,与逐步回归法得出的结果相同,说明中介效应检

验结果较为稳健。

表7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7 Bootstrapmediationeffecttestresults

路径   
Path   

中介效应

Mediation
effect

偏度校正检验95%
置信区间

95%confidenceinterval
bias-correctted

百分位数检验95%
置信区间

95%confidence
intervalpercentile

下限

Lower

上限

Upper

下限

Lower

上限

Upper

财政支农补贴→结构效应→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Financialsubsidiesforagriculture→structural
effects→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grain

0.026 0.007 0.047 0.008 0.049

财政支农补贴→技术效应→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Financialsupportforagriculture→technical
effect→foodtotalfactorproductivity

0.019 0.001 0.033 0.003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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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农业技术环境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检农业技术环境(M)在财政支农补贴(X)对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Y)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先对上

述三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再运用Stata16.0软

件进行层次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结果如表9的模型

20、21和22所示(基于式8和9)。其中,模型20为

控制变量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为模型21
和22的参照。

表8 农业技术环境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Table8 Testresultsoftheregulationeffectofagriculturaltechnologyenvironment

变量

Variable

因变量:粮食全要素生产率Y

模型20 模型21 模型22

单位农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lnInve -0.011 -0.007 -0.002

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lnRedu 1.034 0.32 0.108

交通便利程度lnRoad 0.031 0.052 0.033

农业电力消耗lnElec 0.112 0.059 0.081

水土流失治理水平lnWaso -0.053* -0.024 -0.023

城镇化水平lnUrba -0.164 -0.412* -0.363

常数项Cons -2.515* -1.015 -0.632

财政支农补贴 X 0.023*** 0.031***

农业技术环境 M -0.001 0.025**

财政支农补贴×农业技术环境 X×M 0.012**

R2 0.200 0.248 0.278

△R2 0.200 0.048 0.030

F 3.61*** 3.74*** 3.56***

观测值 Observations 446 446 446

  从模型回归结果看,拟合优度(R2)由模型21
的0.248提高到了模型22的0.278,△R2 为0.030
表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提升了3.0%,说明财政支

农补贴与农业技术环境的交互项增加了对方差的解

释力。而且,模型22结果显示,财政支农补贴对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加入农业技

术环境交互项之后,发现财政支农补贴与农业技术

环境的交互项(X×M)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

系数为0.012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综

上,可以看出农业技术环境在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

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

说H4。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2003—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的

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粮食全要

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农补贴对

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两方面结

论。从基础回归的结果来看,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

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财政支农

补贴确实能够有效促进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主产区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而对非

粮食主产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正且显

著,表明财政支农补贴对非粮食主产区粮食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大于粮食主产区。从机制分析

结果来看,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均在财政支农补贴

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证明

财政支农补贴不仅能通过结构效应,而且还能通过

技术效应,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机制分析

结果还发现,农业技术环境在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较优

的农业技术环境中,能够更为高效地将财政支农补

贴转化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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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3点对策建议:1)完善财

政支农补贴政策,提高财政支农资金效用。财政支

农补贴作为粮食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外源性资金来

源,对粮食生产的提质增效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

面,应继续加大财政支农补贴规模,在维持粮食主产

区的财政支农支出的基础上,侧重增加非粮食主产

区中粮食种植资源禀赋较高的省份的财政支农投

入。另一方面,政府适当增加用于粮食生产技术研

发、技术扩散、政府服务和农业人才培养等“绿箱政

策”的财政支农补贴,充分发挥补贴的创新效应促进

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调整用于粮食生产的固定资

产和生产要素投入等“黄箱政策”的财政支农补贴,
提高粮食生产资料配置效率,以此提升粮食生产的

技术效率。2)充分发挥结构和技术效应,提高粮食

全要素生产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技

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一方面,财政支农政策应继续

维持对主粮生产补贴的投入,进行精细化的政策管

理进一步优化粮食内部种植结构,提高主粮生产的

专业化水平,发挥粮食生产的结构效应,提升粮食的

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政府应适当加强粮食生

产科技项目的研发投入,强化财政支农补贴引导技

术进步的作用,鼓励粮食生产地区资源禀赋特征与

技术进步相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在保障粮食

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3)加大农业技术环境优化力度,增强财政支农转化

效率。优化农业技术环境是实现财政支农补贴向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高效转化的关键着力点,政府应主

要从农业技术研发环境和农业技术流通环境两个方

面着手进行改善。一方面,农业技术研发环境的改

善对技术研发成本的节约具有较大影响,政府必须

加大力度优化农业技术研发环境。另一方面,农业

技术市场通过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从而

实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对粮食生产活

动中各要素的投入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有必要构建良好的农业技

术流通环境,以此优化农业技术流通环境,提升财政

支农补贴向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转化效率。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本研究主要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从宏观角度

探究财政支农补贴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未
从微观农户视角进行验证。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
进一步采用实地调研方式获取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分析农户实际获取的农业补贴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

的影响,进而影响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另一方面,本研究主要关注财政支农补贴总额对粮

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分别

开展财政补贴的各个项目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针对影响较大的项目提出优化调整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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