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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资源投入效率的初步研究。 

一 以江苏省海安县为例 
张 侠 彭补拙 

(南京大掌城市与蠹酥学景 南京 210093) 

摘 要 袁业生产需要 3大类蠹掉：土地、劳动力、蚤幸。幸文通过对农业生产蠹弹特性的分析．论述 

了我国农业生产 蠹掉投人的效率。井以江苏省{每安县为倒。确算了{謦安县农业生产蠹弹投^的效率。 

美键词 表生生产蠹蠢；效率；{謦安县 

农业生产依赖于动植物的自然生长和再生产，农业生产者通过控制并促进这一进程来 

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各种农产品。为了进行生产活动，生产者需要有生产资源，如土地、种 

子、人类的技能和劳动、工具和机器等。这些生产资源．又叫生产要素。按各个生产要素在 

农产品生产 中的不同作用，可以把农业生产要素分为 3大类 ；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其实更 

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还有科技水平，但在实际的生产经济过程中，科技要素往往是物化在劳 

动力和资本两大要素之中的(科学技术水平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人力资源的素质面，并往往具 

体地表现为一定数量资产资源的堆积，因而本文并未单独研究此要素)。西方有些经济学家 

把管理或事业心作为除土地、劳动力、资本以外的第四个生产要素【lj。在我们 的研究 中也 

不妨把它看作人力资源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1 农业生产资源的特性 

l 1 要素的稀缺性 

所谓稀缺，可以理解为同需求相比在数量上的不足。尽管各种生产资源的供给状况不 

同，但相对 于需求而言，多数要素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稀缺 (中国人 口众多．特别是在广大农 

村，由于缺少与劳动力结合的生产资料，劳动力相对过剩)．其中可耕种的土地是最为稀缺的 

生产要素。 由于受到地球表面陆地部分的空间限制，土地面积是有限的。纵然一个社会可 

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增加或减少某种经济活动所使用的土地数量。但这只是改变了土地的 

经济利用方式．却不能增加土地总面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用土地资源就其几何面积 

存量来讲具有不断减少的趋势。 

稀缺是一个朴素但决非不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因为存在资源稀缺，在资源使用过程中 

就会有选择和放弃，即为获取某种收益，就要放弃另一部分收益。当生产资源的稀缺程度差 

异过大，其中一种或几种生产资源的可利用量不足以支持第三种生产资源时，就会发生资源 

的闲置和浪费。 

1．2 要素的不可分性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是按一定量的组台投人生产的，由于许多农业资源(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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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劳动力等)只能整单位地使用(也就是存在着要素的不可分性)．为了保证这些农业资源 

的潜力能充分发挥出来。其它要素的投^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 

1．3 要素的互补性 

任何经济活动都表现为基本经济资源的某种组台(资源配置形式)，在这些组台中，生产 

要素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性或可替代性。替代的存在为一定资源条件下优化配置 

生产要素提供了可能。 

不同资源要素之间的替代水平与各要素的边 际产量有关。由于报酬递减率的普遍存 

在，边际产量是不断减少的．所以一种要素很少能完全替代另一种要素。所谓“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生产力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土地上投^过多劳力，并不一 

定会增加产出。科学技术能够提高农业 自然资源的利用系数。从而使土地的边际报酬不断 

提高．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投^更多的劳动力，得到更多的产出。但特定时段适用技术的供 

给也是有限的。 

2 农业生产资源投入的效率 

2 1 限制要素的报酬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可以由各要素的边际收 

益率反映出来．并最终反映在要素的相对价格上。从 中国的情况看，在农业生产的土地 、劳 

力、资本三要素中。土地是“最小构成因子”，中国土地资源短缺，农地的供给缺乏弹性，成为 

农业增长与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 

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曾经用“木桶原理”来解释非均衡经济理论 中的“短线决定原则”： 
一 个由若干长短不一的木板条组装成的木桶，其最大盛水量唯一地取决于最短的那些木板 

条 。我们可以用这个原理表述我国农业资源的现状(见图 1a)，最长的木板条是劳力(L)， 

长度为 H；最短的木板条是土地(A)，长度为h’；资本(C)是较短的木板条。那么可以用木桶 

盛水部分的体积(v)来代表农业的产出量(Y)。可 以看出，盛水部分的体积 V等于木桶的 

底面积 S与最短木板条高度的乘积。即 Yo⋯Vo S h，这时劳动力这根木板条发挥效用的 

部分发是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 h，土地生产率是 PA0=Vo／h。如果能把木桶适 当地 

向劳力倾科，如图lb、c．假设在这一过程中，其它投入要素并未替代土地成为最短的木板条。 

可以看出，虽然土地的限制没有突破．但随着劳力投入的增加农业总产出是增大的(Y2>Yl 

>Yn)。此时土地生产率也是上升的(PA2>PAl>PAo)，这里就发生 了劳力 对土地的替代， 

作为限制要素的土地资源得到了更高的报酬。 

2．2 效率 

前面曾指出．如果经济中存在着短边因素，那么短缺可以通过替代缓和下来，这样不仅 

可以增加总产出，也能使限制要素得到更高报酬。这一“倾斜投入”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为 

维持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要素替 

代的结果。既有可能使效率不受损失，也有可能使教率下降。如图 l中，虽然随着木桶的倾 

斜，总产出(Y)和土地生产率(PA)是增加的，但劳动生产率 (PL)却是下降的。 

如果在整个倾斜过程中．未投入的劳力一直处于待用状态，那么增加在土地上的劳力投 

入仅仅是减少了部分人的财富．却使更多人的获得了生存的权利．就更加公平．并且还提高 

了土地产出率．对效率应是无损的。但如果在整个倾斜过程中．被投入的劳力需要放弃其它 

部门的一些就业机会。甚至可能更高的收人，即所谓存在机会成本，那么这种替代将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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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部分损失。假定生产要素的替代使效率下降的幅度小于因缺乏某种生产要素而导致 

的效率下降幅度，那么替代仍是可行的。反之，除非行政压制．替代将不会发生。 

圈 1 术桶的颤斜 

从理论上讲，凡有可能实现生产要素替代的场台，价格要素以及由此决定的成本与收益 

比较将促使生产者选择生产要素替代的有教方式。但是，从 以上的分析可 看 出，在 中国， 

用近乎“无限供给”状态下的劳力资源替代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会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 

首先由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报酬递减率的作用，单位土地能容纳的劳力就业是有限的，除非 

采取一定技术措施，突破土地资源的短边限制，才能适当增加劳力投人。其次，由于劳力投 

人机会成本的存在，即使功能上可以替代．在效率上却是不可替代的，再次，从经济理性上来 

看．为了能获得土地资源的高报酬．而放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漠视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方 

向必定是错误的。 

3 实证研究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中南部东端．通、扬、盐 3市交界处．东临黄海，西接泰县．南连如东、 

如皋、泰兴县．北邻东台市，总面积 1107．95kin2。 

海安县居滨海、江淮平原、长江三角洲的汇台地带．地理位置优越．地势平坦，兼有江、 

海、河、陆之利．全县河流众多，宛若网状，交错全境，水陆资源丰富。海安为北亚势带北缘湿 

润气候区域，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平均气温 14．6℃．气候条件甚佳，光能资源较丰富，天赋 

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利于各种生物的生息繁衍，尤为适宜粮、棉、桑、果等植物生长．是发展 

农业生产的有利 因素。 

根据 1985--1998年的统计资料．我们对海安县乡村农业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 

3 1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 

从 1985年到 1988年，农业劳动力转移较快，从 31．42万人减少到 27．45万人，平均每 

年转移 1．03％。耕地面积从 1985年的 6．367万 hm2下降到 1998年的 5．777万 } ，平均 

每年减少 0．74％，小于劳动力转移速度，使得农业劳均耕地面积从 0．2026 hmV人上升到 

0．2104}1rn ／人，平均每年增加0．29％．从而稍稍缓和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紧张关系。同时，我 

们还注意到农机总动力里增加趋势，这说明了存在农业机械动力替代劳动力的现象，从而可 

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如表 I，1985--1998年海安县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具有如下特点： 

1．海安县农业劳动生产率呈增长趋势．但个别年份下降显著，如 1987、1989等年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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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海安县农业生产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从而造成农业产出减少．致使生产率下降。在 

1991、1993、1998年，海安也遭受到自然灾害，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未普遍下降．这是由于海安 

加大了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增加投人．改善基础设施，使得农业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 

增强。尽管如此，有些指标还是有所下降，这也反映出农业并未完全摆脱自然的影响。 

寰 1 农业劳动生产宰豆萁增长率{％) 

葑料来源：海安县统计年监 1999；中国分县农村经济统计概要 1980---198",r；I~苏城计年监 1991、1994．江苏烃挤坑计 

年监 1987、1988、1989；江苏省市县经济 1990；江苏农村经挤赘料 1991；江苏省市县经 济 1993 

2．1988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名义增长率都高达 50％以上，与实际增长率相差较大，这是 

由于 80年代中期．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推进城市和工业部门改革，使城市和工业经济发展 

在这一阶段显著加速，并且引发了 1988年的两位数通货膨胀。1994年每个农业劳动力提 

供的粮食产量有所下降，而创造的农业产值增幅较大，这是由于 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 

使得粮食减产；同时在这一年海安牧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 中所占比重达 

50％以上(1994年牧业产值增幅达 57％)，成为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领头羊”，同时也使得农 

业总产值的构成更为合理。 

3．农村劳动生产率较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为其 1．2～1．7倍，并且其增 长速度也较农业 

劳动生产率的为高。这表明乡村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比农业劳动生产率高，这是由于一方 

面农业的弱质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中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尽管海安县农业劳动力转移 

速度较快，但农业劳动力一直占乡村劳动力的一半以上，而农业总产值除 1985年占农村社 

会总产值的 51、3％(1985年农业劳动力 占乡村劳动力的 64．9％)外．多数年份都低于 40％。 

如果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也和每个农村劳动力创造的社会总产值相等，那么 

至少存在 6万剩余劳动力，从而说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仍很艰巨。 

3．2 土地生产率 

本文计算了耕地的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如表 2。海安县耕地生产率及其增长具有如下 

特点： 

1．海安县在耕地数量逐年减少的情况下，耕地生产率总体里增长趋势，表明人们通过精 

耕细作提高了耕地的产出．尤其近几年随着科技和资本投人的增加，耕地生产率增长较稳 

定，但总体来看耕地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曲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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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瓣来潼：同裹 1 

2．通过耕地生产率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可发现除个别年份外，耕地生产率的增长对粮食 

生产的贡献达 90％以上，即是说，十分之九以上的粮食增长来 自于耕地生产率的提高，不到 

十分之一来 自于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有些年份耕地生产率对粮食的贡献超过 100％。即 

意味着粮食生产增加全部来 自耕地生产率的提高．而播种面积却是下降的。 

3．与劳动生产率相对比 除 1989、1994、1997、1998年外，耕地生产率均低于劳动生产率 

的增长率，这是 由于：劳动生产率=劳均耕地面积 ×耕地生产率，劳均耕地面积除在 以上年 

份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为增长，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耕地生产率的增长。 

3 3 资本生产率 

资本的投入是多方面的 本文只计算了农机动力、农村用电和化肥的投入效率，如表 3。 

从总量上看，以上 3种投入基本是增加的，年增长率分别为4．9％、12．3％和 5．7％．但其生 

产率并非都是增加的，农机动力和农村用电的生产效率是缓慢增加的．慢于其投入的增加速 

度；而化肥的生产效率是下降的。与耕地生产率相联系，我们注意到 1985～1998年每公顷 

耕地化肥施用量呈增加趋势．年均增长5．7％，每公顷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3％．因此化肥的 

生产弹性为 0．40．也就是说，海安县是以化肥投入的较快增长来维持耕地生产率的缓慢提 

高．表现出投入 的低效率。由此可看出．海安县在农业劳动力和土地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主 

要是以增加资本投入来促进农业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海安县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呈增长趋势．但增长缓 

慢，且年际问波动大。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产出水平，提 出如下建议： 

1．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广泛开展农业实用技术的培训，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素 

质。 

2．发展立体农业．充分利用农用土地资源，同对增加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资．推广先 

进施肥技术和耕作技术，培肥地力，提高耕地质量。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尽量减少占用现有 

耕地，合理开发后备土地资源与土地复垦整理相结合，使农用土地资源从量上也不断增加。 

3．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增加农业科研和推广的投资，推广适宜的农业技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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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千瓦农机动力电l造的 每千瓦时袁村用电提供的 每吨化肥菇用量提供的 每吨化肥茸用量担供的 

年份 裹业总产值 囊村社舍产值(元 ) 农业产值(万元) 粮食产量 

90不变价 增长率 当年竹 增长率 90不变竹 增长率 吨 增长事 

资料来源 ：商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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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灰砂田。应加强防洪排涝设施，防止洪涝灾害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提高土壤保肥供 

肥能力，因地制宜，发展豆料绿肥，实行稻、豆、瓜、菜轮作．用地养地．提高地力。 

对青泥田，应以水改为中心．做好开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这一根本措施。在此基础上实 

行水旱轮作，冬翻晒垡，加速土壤养分转化，降低有毒还原物质含量，肪止水稻坐苗和败根早 

衰【5~。 

对冷水田、浅脚烂泥田，在改 良利用上．应以治水为中心，抓好开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这 
一 治本措施。根据山垄地形和土壤渍水程度，因地制宜开好 三沟”(即防洪沟、排水沟、灌溉 

沟)(5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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