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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于

劳动分工理论的阐释与实证分析

李颖慧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6###01$

摘4要%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超边际分析方法!构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劳动分工模

型!揭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农户分布密度"政府政策倾斜和农户劳动力

变化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农户劳动力变化的弹性系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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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随着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业劳动力减少&农

村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

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越来越多"农经发5!#'160

号$% 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成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任务% 国内外实践证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降低农业投入成本&促

进农民增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积极作用%

在此背景下#厘清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内在机

理及其影响因素#将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

推进%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促进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快速发展呢2 其制约因素又有哪些呢2 要回答

这些问题#必须要弄清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

内在机理% 目前#有部分学者认为农业生产环节

的分工深化和经济组织的变迁是农业生产性服务

产生的重要原因!"#

% 对于具体服务项目的演进

过程#如农机服务外包#有学者认为服务外包可以

使得农机跨区作业的市场容量增大#同时使得小

农户也参与到农业分工过程$%

% 另外#也有学者

从分工视角#用间接定价理论模型&超边际方法对

农业组织化的演进及农户对加入经济组织的选择

进行研究#认为当组织中单个农户与其他经济主

体之间的交易费用超过分工协作的经济性时#农

户就不会加入组织#组织的作用将被弱化&'

% 只

是#现有针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研究#虽然

引入了分工概念#但大多为描述性分析#较少构建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劳动分工理论模型% 另

外#现有研究较多关注交易费用问题和服务规模

经济性问题#较少关注农户劳动力变化和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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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倾斜% 本文认为#农户劳动力变化和政府政策

倾斜这两个因素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至关重

要的% 因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劳动力绝对

数量减少是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特征% 另

外#近年来#政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非常重

视%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业现代

化发展需要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年和 !#'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 显然政府政策倾斜

对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超

边际分析方法#构建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

劳动分工模型% 模型在 7>E 7("'331$模型的基

础上进行了四方面拓展!

% 一是用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替换公共基础设施% 假定专业农业生产性服

务专家为所有产品生产者提供公共服务% 二是引

入政府政策倾斜对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补贴

因素"政府补贴$% 三是基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具有改进农业生产效率作用的考虑#将改进生产

性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引入生产函数% 四是

考模型可分析劳动供给变化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的影响% 该模型揭示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

四个方面的因素#即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农户分布

密度&政府政策倾斜和农户劳动力变化%

一4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

本态势与区域分布

根据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

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

见("农经发5!#'160 号$#农业生产性服务是指

贯穿农业生产作业链条#直接完成或协助完成农

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作业的社会化服务% 农

业生产性服务主要包括农资供应及配送服务&农

机作业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及服务&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农业金融保险服务&农产品物流服务&农产

品销售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服

务&土地流转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

的不断推进&政府系列支持文件的相继出台#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了快速发展% 根据'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公布数据#农林牧渔业对生产性服务

中间消耗支出不断增长#'33" 年为 !))(!" 亿元#

!#'0年增加到 1 !61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1(66\/农林牧渔业生产性服务的支出占农林牧

渔业中间消耗总量的比重也从 '33" 年的 0(!'\

增加到 !#'0年的 ')(1'\% 从投资来看#根据'中

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公布数据#!#'! 年#中国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

' 3'!('亿元#!#'0 年增长到 " 3")(0 亿元#年均

增长率为 '3(3\% 从产出来看#全国农林牧渔服

务业总产值从 !#'# 年的 ! )")(' 亿元增长到

!#'0年的6 *0)(3亿元#年平均增长率 ''(6*\%

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增加值也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

"见图 '$#从 !#'#年的 ' '13(# 亿元增长至 !#'0

年的 ! "#!(1亿元#年平均增长率 ''(*'\#但整体

上这一增长速度低于投资增长速度%

图 '4全国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发展态势

呈现明显区域分布差异% 根据各地区农林牧渔服

务业增加值数据"见表 '$#!#'# 年全国仅有江苏

"'!'(1亿元$与山东"'"!() 亿元$两个百亿增长

省份#在此期间#湖北&河南&安徽&湖南&河北与辽

宁纷纷实现突破#!#'0年中国有 * 个省份农业服

务业增加值超过百亿#原有的百亿省份更是迈过

了两百亿大关% 全国 "'个省市中仅有 '#个省市

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分别是贵州&湖北&河南&

黑龙江&海南&重庆&安徽&江西&江苏与湖南#大部

分省市表现为)低起点高涨幅*的特征/而其余 !'

个省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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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地区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

地区 !#'# !#'' !#'! !#'" !#'6 !#') !#'0 平均增长率

全国 ''13(# '""!(3 '6*'(# '066(" '*!'(3 !#63() !"#!(1 ''(*'\

北京 '(1 '(3 !(' !(! !(" !(6 !(6 )(33\

天津 '(6 '() '(0 '(0 '(0 '(1 '(* 6("!\

河北 *3(1 33(1 '#1(6 ''*(6 '!3(# '"3(! ')!(# 3('3\

山西 !0(" !3(0 "!(1 ")(0 "3(" 6#(3 6!() *("*\

内蒙古 '0(* '*(* !#(0 !!(6 !"(3 !)(' !0() 1(3!\

辽宁 1"(1 *"(" 3"(# '#)() ''1(6 '!'(' '!"() 3(#3\

吉林 ""(# "1(3 6'(' 6!(0 6)(0 6*(" )#(1 1(6*\

黑龙江 !0() "'(3 "1() 6!(1 6*(" )6(" 0'(! ')(#'\

上海 "(" "(1 "(3 6(6 6(6 6(! 6(# "()'\

江苏 '!'(1 '6!(0 ')*(3 '10(! !##(* !!"() !60(" '!(63\

浙江 !#(6 !!(3 !)(# !0(3 !3(6 "!(6 ")(' 3(6*\

安徽 )1(1 00(! 1"(! *#(3 *3() 3"(0 '!)() '6('3\

福建 )#(6 ))(" )3() 06(* 1#(! 10(# *'(0 *("0\

江西 6#(1 6!(* 6)(" 6*(# )'(0 )6(* )1(* 0(#!\

山东 '"!() '6"(6 ')*(6 '10(1 '36() !#"(* !6!(# '#(06\

河南 0)(1 1'(* 11(' *0(" '#'(1 '"*(3 ')"(* ')(0!\

湖北 6'(! 63() )*(' 01(3 13(# '#1() '!'() '3(31\

湖南 1"(" *)(' 30(* '#*(3 ''*(' '"#(6 '61() '!("3\

广东 )"() )3() 06(1 1#(6 1)(* *#(0 *1() *())\

广西 ")(6 6#(* 61(3 )!(3 0#() 01() 10(1 '"(1*\

海南 '!(3 ')(6 '*(# !#(" !"(' !)(* !3(" '6(0*\

重庆 3(0 ''(' '!(0 '6(' ')(1 '*() !'(6 '6("!\

四川 "3(1 6)(* )'(" )0(3 0"(' 0*(# 10(' ''(6*\

贵州 !!(3 !1(6 "#(# ""(! ")(0 1!(# 3*(' "#(3!\

云南 !6(" !1(6 "#() "6(6 "*(# 6!() 61(' ''(00\

西藏 !(! '(3 !(# !(! !(" !(1 "(# )(1*\

陕西 6!(* 63(# )1(1 0)(' 1#(3 1)(0 *!(6 ''(0#\

甘肃 !)() !*(0 "'(" ")(! "*(6 6'(6 66(" 3(00\

青海 !(" !() !(1 !(3 "(' "(" "() 1(!)\

宁夏 1(0 *(3 '#(' ''() '!(1 '"(3 '6(1 ''(0*\

新疆 !6(! !0(0 "#(! ""() "0(# "3(0 6!(* 3(33\

44数据来源!!#''b!#'1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44

二4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理论模

型)))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超边际分析

方法

!一"模型环境描述

模型环境参照7>E 7("'331$模型#可以表述

为!假定具有@个事前相同的生产者,消费者农

户经济系统#决策集是一个连续统% 经济系统中#

生产和消费/和=两种产品% 农户可以选择自给

自足#同时生产两种产品% 也可以选择专业化生

产某一种产品#而没有生产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

获得% 根据需要#农户也可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为其他生产者提供服务并获得服务对

象的报酬或来自政府的补贴#并用获得的报酬在

市场上购买消费品 /和 =% 设定 /和 =分别为自

给自足两种商品的数量#/

$和=

$分别为从市场购

买的两种商品的数量# /

A和=

A分别是生产者提供

给市场的两种商品的数量% 市场交易效率系数为

C"# RCR'#市场上交易成本越高#则C越低$%

'(不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户的决策问题

对于不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农户#效用

函数!

,

S

/

T

C/

$( ) =

T

C=

$( ) "'$

生产函数!

/

T

/

A

S

0

/

#

#

'

T

(

5

( )
"!$

=

T

=

A

S

0

=

#

#

'

T

(

5

( )
""$

0

/

T

0

=

S

- "时间的禀赋约束$

其中# 0

/

和0

=

分别是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投

入#两者的和为 - #是一个农户的时间禀赋约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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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没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指数#反

映报酬递增#其值大于 '% (

5

为从事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的农户数量@

5

与生产两种产品农户数量

@

U

@

5

之比%

(

5

S

@

5

@

U

@

5

"6$

当没有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农户时

(

5

为零% 生产效率指数为 #

#

% 当有专门从事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农户时#生产效率指数为 #

#

"'

T

(

5

$#反映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

改进%

预算约束!

4

/

/

A

T

4

=

=

A

S

4

/

/

$

T

4

=

=

$

T

4

5

")$

其中4

/

和4

=

分别为两种商品的价格% 4

5

为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每个服务对象农户的收费%

!(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户的决策问题

对于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农户#其消费

的两种商品全部从市场购买#其效用函数!

,

S

C/

$

C=

$

"0$

预算约束!

4

/

/

$

T

4

=

=

$

S

4

5

@

U

@

5

@

5

( ) T

*

5

@

U

@

5

@

5

( )
"1$

其中4

/

和4

=

分别为两种商品的价格% 4

5

为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对每个服务对象农户的收费# *

5

为

政府的补贴%

@

U

@

5

@

5

( ) 为专门从事产品生产的
农户与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户的比率#

4

5

@

U

@

5

@

5

( ) 为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农户从专门从事产品生产农户方面得到的收入%

*

5

@

U

@

5

@

5

( ) 为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农户从政府补贴得到的收入%

!二"不同市场模式下农户收益分析

根据模型设定和文定理!

#有六种可行的模

式并呈现三类市场结构% 第一类是自给自足市场

结构5% 在此市场结构下#只有一种模式#所有农

户都同时生产和消费两种产品#没有交易市场形

成% 第二类是没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市

场结构N% 其中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 U+K模式#

专门生产U#而不生产K/第二种是 K+U模式#专门

生产K#而不生产U% 第三类是具有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的专业化市场结构 7% 其中有三种模式#第

一种是 U+K5模式#专门生产 U#而不生产 K#同时

接受农业生产性服务/第二种是 K+U5模式#专门

生产K#而不生产U#同时接受农业生产性服务/第

三种是 5+UK模式#专门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

下面分别分析每一种模式下农户的最大化收益%

'(自给自足市场结构下模式 5的农户收益

分析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所有自给产品的数量都

为正#而所有贸易品都为零% 即有! /#=#0

/

#0

=

V

##/

$

S

=

$

S

/

A

S

=

A

S

(

5

S

#% 则#模式5的决策问

题是

@#/,

'

S

/= "*$

%>1>/

S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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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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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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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

#

"3$

针对0

/

最大化 ,

'

#由此#可以求得# 0

/

S

-

!

%

自给自足市场结构下模式5的农户收益为

,

'

S

-

!

6

( )
#

#

"'#$

!(没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N模

式/J=的农户收益分析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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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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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A最大化 ,

!

#可得/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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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由此#可以

求得专业化市场结构N模式U+K下的农户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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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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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N模

式K+U的农户收益分析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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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模式K+U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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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最大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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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

求得专业化市场结构N模式K+U下的农户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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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7模式

U+K5的农户收益分析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0

/

#/#/

A

#=

$

#(

5

#4

5

V##

而0

=

S

=

S

=

A

S

/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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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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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求得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

市场结构7模式/J=5的农户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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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7模式

K+U5的农户收益分析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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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求得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

市场结构7模式K+U5下的农户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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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7模式

5+UK的农户收益分析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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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模式5+UK的决策问

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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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并分别针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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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大化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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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入效用函数#由此#可以求得有

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 7模式 5J/=的

农户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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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的均衡分析

在同一种市场结构下#模式之间的竞争将建

立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条件% 也就是在同一

种市场结构下#通过各种模式的效用相等条件#可

以计算出模型的角点均衡解% 角点均衡求解是进

行一般均衡讨论的前提%

'(自给自足市场结构5下的角点均衡求解

对于自给自足市场结构 5下#只有一种模

式#其角点均衡解就是该模式下的效用#户均真实

收入" ,

5

$由式"''$ ,

'

给出#即为

,

5

S

-

!

6

( )
#

#

"!1$

!(没有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市场结构N下的

角点均衡求解

对于没有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市场结构 N

下#有两种模式% 其角点均衡解需要满足两种模

式下的效用相等% 即由式"'6$和式"'1$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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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式"!*$#可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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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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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市场结构N下的户均真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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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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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市场结构7下

的角点均衡求解

对于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市场结构7

下#有三种模式% 其角点均衡解需要满足三种模

式下的效用相等% 即由"'3$&"!!$和"!0$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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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结论 '!交易效率" C$越高#出现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根据表 '的结果#首先比较5和 N两种市场

结构下的户均真实收入% 如果要选择 N市场结

构下的分工模式#必然要求 ,

N

V,

5

#即
C

6

-

#

#( ) !

V"

-

!

6

$

#

#

#则可以解出 CVC

#

S

6

'

U

#

#

( )
% 也就

是说# N市场结构下#只有交易效率足够高#达到

门槛值C

#

时#农户才可能选择分工#否则会选择

自给自足生产模式%

再比较5和 7两种市场结构下的户均真实

收入% 如果要选择 7市场结构下的分工模式#必

然要求 ,

7

V,

5

% 通过对上式C求一阶导数可得

",

7

$

W

C

V##也就是说#交易效率C越大#7市场结

构下的收益越高# ,

7

V,

5

的可能性越大#出现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结论 !!农户数量规模" @$越大#有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的分工结构更容易产生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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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表示为农户数量

规模@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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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对 ,

7

中的 @求一阶导数可求

得 ",

7

$

W

@

V ## 而对 ,

5

和 ,

N

求一阶导数可得

",

5

$

W

@

S

",

N

$

W

@

S

#% 因此也就是说#农户数量规

模越大#7市场结构下的收益越高# ,

7

V,

5

和 ,

7

V,

N

的可能性越大#有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的分工结构更容易产生%

结论 "!政府补贴" 4

*

$可以诱导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的发展

由于 ,

7

是政府补贴 4

*

的函数% 根据式

""'$#对 ,

7

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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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阶导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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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政府补贴越多# ,

7

V,

5

和 ,

7

V

,

N

的可能性越大#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结

构更容易产生% 不过这种补贴来自于系统外部#

是政府从其他部门转入% 因此#政府补贴可以诱

导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结论 6!农户劳动力"-$下降是农业生产性服

务发展的诱因

,

7

可针对 (

5

"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农

户数量@

5

与生产两种产品农户数量之比$被最

大化% 对式""'$的 (

5

求一阶导数#并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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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得

(

5

S

'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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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劳动力 -下降时#则最优 (

5

会提高#也就是从

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农户数量比例应当提高#

体现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

三4理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一"实证模型与数据

根据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分工理论模型#

发现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四个方面的因

素分别是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农户数量规模&政府

补贴和农户劳动力变化% 对于商品市场交易效

率#借鉴 SB.?"'33'$的做法!

#可用各地区的交

通条件来间接地反映#本文采用农村区域公路密

集度来反映这一因素% 对于农户数量规模#用农

户分布密度来反映#即各地区农户数与面积之比%

政府政策倾斜"政府补贴$用财政支农与农业总

值之比来反映% 农户劳动力变化反映农村劳动力

转移#用城镇化率来反映% 城镇化率越高#则农村

向城市转移人口越多#农村劳动力数量越少% 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增

加值来反映% 由于 !#'! 年及以后才有分区域的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统计% 根据数据可得

性#将实证区间定为 !#'!b!#'0 年% 本文采用面

板数据来弥补时间较短的缺陷% 横截面为 "' 个

省市区%

根据理论模型#可建立如下面板模型作为计

量分析模型!

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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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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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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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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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

M%?"-O

)1

U

'

$

T

F

T

;

)

T

%

)1

"")$

模型中9是各省市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增

加值#C代表商品市场交易效率#L是农户分布密

度# 7是财政支农与农业从业人员之比# -O是城

镇化率#F为共同截距# ;

)

为截面虚拟变量#

%

)1

为

随机扰动项% 下标 )是区域的标识" )

f

'#!#4

"'$#下标 1是时间" 1

f

!#'!#!#'"4!#'0$的标

识% 1

U

'表示滞后一期的值% 这里的自变量用滞

后变量#主要是为了解决互为因果可能带来的内

生性问题% 模型设定为双对数模型#一方面是通

过对数可以线性化#可以提高估计精度% 另一方

面通过模型可以估计出弹性系数%

!

)

#

"

)

#

#

)

#

$

)

分别是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农户

数量规模&政府补贴和农户劳动力变化对农业生

产性服务供给水平影响的弹性系数%

根据理论模型#农户分布密度" L$越大&政

府补贴" 7$越高#分工产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

可能性越大#预计
"

)

#

#

)

的值为正% 城镇化率越

高#则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越多#农村劳动力数量

越少#分工产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能性也越

大#因此
$

)

也为正% 而
!

)

处于不确定状态% 因为

商品市场交易效率越高#分工产生改进生产效率

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能性越大#而分工产生

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能性

越小%

!二"变量描述与模型检验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展示了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通过分析

核心变量的统计情况#我们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

发展水平的标准差为 '("!!#数值较大#且最大值

")()#1$与最小值"#(61$的差距明显#表明各地区

间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商品市场

交易效率的标准差为 '("31#最大值"''()0$和最

小值"'(13!$之间相差 3(10*#差距较大#表明各地

区间农业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具有显著差异% 农户

数量规模的标准差为 '()!"#最大值"!()60$和最

小值"

2

1(3)$之间相差 '#(630#与前面两个变量

具有相同特征#表明各地区农户分布密度显著不

同%政府补贴的标准差为#(10"#数值不大#最大

表 !4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农业生产性服务发

展水平M%?"9

)1

$

"()1) '("!! #(61 )()#1 '))

商品市场交易效率

M%?"C

)1

U

'

)
6(""! '("31 '(13! ''()0 '!6

农户数量规模

M%?L

)1

U

'

$

2

"(1"3 '()!"

2

1(3) !()60 '!6

政府补贴

M%?"7

)1

U

'

)
2

#(6'1 #(10"

2

'()0' !('"6 '!6

农户劳动力变化

M%?"-O

)1

U

'

)
"(31* #(!63 "('!) 6(63) '!6

值"!('"6$和最小值"

2

'()0'$直接相差不大#说

明政府补贴强度在各地区之间水平相当% 农户劳

动变化的标准差为 #(!63#数值较小#而最大值

"6(63)$和最小值""('!)$之间差距很小#说明各

地区农户劳动力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

1)

!

SB.?# _()8FPFM%IHF.D# LDJE-DEJF# B.$ J̀XB.&RBD&%.*#I',"$#0'&O.B.0'4(.$1A5'$'()5%#'33'#"6"!$!3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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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选择与相关检验

模型是固定效应合适还是随机效应合适#我

们需要进行检验% 在此进行ZF$E.$B.D固定效应

检验#结果发现7J%AA

2

AF-D&%. W值为 " !3"()*6 1#

在 '\水平通过检验% 同时进行 ;BEAHB. 检验#

7>&

2

AaEBJF为 0'(00"#同样在 '\水平通过检验%

如果聚类稳健标准误与普通标准误差别大#则传

统;BEAHB.检验无效#进一步地进行考虑聚类稳

健标准误的过度误别检验#可避免这一问题% 过

度误别检验中 LBJ?B.

2

;B.AF. ADBD&AD&-为 !!#(!!3#

同样在 '\水平通过检验#说明固定效应是非常

显著的#进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估计更合适%

由于横截面个数大于时序个数#同时地区规

模差异较大#不同截面可能存在异方差% 我们进

行d>&DFTA检验#->&!值为 0'("'##在 '\显著性水

平表明存在异方差% 基于所有四个自变量

NJFEA->

2

]B?B. +7%%/

2

dF&AXFJ?异方差检验也表

明存在异方差% 其中# 异方差主要来源于

0'* "7

)1

U

'

) 和 0'* "-O

)1

U

'

) # 即政府补贴和农村

劳动力变化% 为此#本文选择在固定效应面板模

型下#进一步进行组间异方差的 dBM$ 检验#->&!

""'$

f

') 0'*(01#]J%Xh->&!

f

#(### ##表明也存

在明显组间异方差%

因此#我们运用 %.F

2

ADFI OF&?>D&.?矩阵#进

行固定效应截面加权回归"7J%AA

2

AF-D&%. OF&?>DA$

来规避异方差问题% 估计结果见表 "#8d值为

'(*"* 1#接近 !#不存在明显自相关问题% 模型 W

值为 1 *6!("01 ##调整后的:

! 为 #(333 )#模型的

整体拟合度相比不加权回归提高很多#而且四个

解释变量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实证结果与讨论

根据模型选择与检验的结果#本文以固定效

应截面加权回归结果来进行分析和讨论%

根据表 "可知!

'(市场交易效率 0'* "C

)1

U

'

$% 回归系数为

#(#"' ##V值为 !(30# 3#在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检验% 表明商品市场交易效率越高#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增加值越高% 由于模型为双对数模型#因

此# 0'* "C

)1

U

'

) 的回归系数为弹性系数% 也就是

说商品市场交易效率提高 '\#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增加值将提高 #(#"' #\% 这验证了结论 '%

!(农户分布密度 0'* "L

)1

U

'

$% 回归系数为

#(#!* 6#!值为 '(*1# 6#概率值为 #(#06 1#在 '#\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明农户分布密度越

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越高% 由弹性系数

可知#农户分布密度提高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增加值将提高 #(#!* 6\#这验证了结论 !%

"(政府补贴 0'* "7

)1

U

'

$% 回归系数为 #('0'

0#V值为 0("*) 1#在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明政府补贴越高#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越

高% 由弹性系数可知#政府补贴提高 '\#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将提高 #('0' 0\#这验证了结

论 "%

6(农户劳动力变化 0'* "Y8

)1

U

'

) % 回归系数

为 !(3#! 3#!值为 '1(01) *#在 '\的显著水平上

通过检验% 表明城镇化率越高#则农村向城市转

移人口越多#农村劳动力数量越少#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增加值越高% 由弹性系数可知#城镇化率提

高 '\#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将提高

!(3#! 3\#这验证了结论 6%

由此可见#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农户分布密

度&政府补贴和农户劳动力变化"城镇化率$对农

业生产性服务供给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与

理论模型推演结论一致% 进一步比较四个因素的

弹性系数大小#可以发现#农户劳动力变化"城镇

化率$和政府补贴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的作用

更大% 特别是农户劳动力变化"城镇化率$其弹

性系数接近 "\% 说明节约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表 "4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值 概率值

7

2

1(3"# * #(000 0

2

''(*3* ' #(### #

M%?"C

)1

U

'

)
#(#"' #

###

#(#'# ) !(30# 3 #(##" 3

0'* "L

)1

U

'

$

#(#!* 6

#

#(#') ! '(*1# 6 #(#06 1

M%?"7

)1

U

'

)
#('0' 0

###

#(#!) " 0("*) 1 #(### #

M%?"Y8

)1

U

'

)
!(3#! 3

###

#('06 ! '1(01) * #(### #

dF&?>DF$ LDBD&AD&-A

5$,EADF$ Z

2

AaEBJF$ #(333 ) QFB. $FIF.$F.DPBJ *(6!0 1

L(̂(%GJF?JFAA&%. #(#11 1 L(8($FIF.$F.DPBJ 0(!)# 6

W

2

ADBD&AD&- 1 *6!("01 # LEHAaEBJF$ JFA&$ #()"1 1

]J%X"W

2

ADBD&AD&-$ #(### # 8EJX&.

2

dBDA%. ADBD '(*"* 1

44注!

#

#

##

#

###

分别表示该估计系数通过了 '#\&)\&

'\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

五4政策启示

结合研究结论和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

针对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进农业生产

效率提升#我们有四方面政策启示!一是要进一步

改进农村市场环境#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因为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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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是一个分工深化的过程% 分

工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 市场交易效率是分工

深化的决定性因素% 较高的市场交易效率对于改

进生产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极其重要% 要

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要加强农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市场软

环境建设% 二是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和农户适度

集中居住#减少服务成本% 因为农户数量规模和

分布密度是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 大力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和农户适度集中

居住#减少服务成本#是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供

给水平&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供给有效性的重

要方面% 要推进土地流转#培育农业生产大户#引

导农业向适度规模化经营方面发展/以家庭经营

为基础#推进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通过多元化渠

道#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 三是合理配置城乡

资源#创新服务方式% 根据农村劳动力变化和城

镇化水平#合理配置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资源/

根据农村劳动力变化和城镇化水平#创新服务方

式% 四是发挥市场与政府协同作用#优化政府支

持机制% 建立规范发展机制&行业治理机制和制

度支撑机制#推动资源要素向生产性服务业优化

配置%

I%L5+%&>. D-,-'"?B-%/"(N6$+2#'/#$&'F$"8#2/+,-

1-$,+2-C%8#./$0! R&.-8"%C''#./$&/+"%&%87B?+$+2&'

N%&'0.+. "(O&S"$D+,+.+"%45-"$0

YCS&.?@>E&

"ZFAFBJ-> 7F.DFJ%GD>F̂ -%.%HK%GD>F̀ IIFJZFB->FA%GSB.?DRFZ&PFJ#

7>%.?a&.?VF->.%M%?KB.$ NEA&.FAÀ .&PFJA&DK# 7>%.?a&.?6###01#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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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F.D%GB?J&-EMDEJBMIJ%$E-FJAFJP&-FA# XEDD>FFMBAD&-&DK-%FGG&-&F.D%GGBJHFJATMBX%JG%J-F->B.?F&AMBJ?FJ(

()* +,%-#! B?J&-EMDEJBMIJ%$E-D&PFAFJP&-F&.$EADJK/ $&P&A&%. %GMBX%J/ &.GMEF.-&.?GB-D%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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