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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关联分析模型 , 对近 20 年来各生产要素对广西农业增长的影响进行灰色关联分

析 G 认为农业投资是促进广西农业增长的关键性生产要素 G 建议广西调整农业投资政策 , 确立政府农业投资

主体地位 , 加强政府农业投资的力度 , 因地制宜地确定多元化的广西农业投资模式 , 使广西的农业朝集约化 
现代化 持久性方向发展和转变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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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F323. 8

Abstract: A model of gray incidence analysis is developed and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inf luences
of production factors of agriculture on agriculture growth of Guangxi in the past 20 years. It is
revealed that agriculture investment is a decisive facto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increasing
agricalture investment is to adjust the policy of agriculture investment, such as establish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pattern of multi-investments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agriculture input, agriculture growth, agriculture investment, gray incidence analysis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广西农业收入迅速增长,
正确认识不同生产要素变动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对

于制定新世纪农业发展战略, 促使农业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G 众所周

知, 由 美 国 经 济 学 家 柯 布 ( C.W. Cobb) 与 道 格 拉 斯

( P. ~. Douglas ) 提 出 的 柯 布-道 格 拉 斯 ( Cobb-
Douglas) 生产函数: Y = f(K. L) = aeTtLUKB, 它是

描述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的模型[1]G 式中

Y 表示产出, L 表示劳动力投入量, K 表示资金投入

量, e 表示随机扰动项sa T U B 为待估参数 G 笔者根

据广西农业有关数据建立柯布-道格拉斯农业生产

函数, 得出劳动力对农业总产值的边际值为零和土

地产出弹性大于 1 的不切实际的情况 G 事实上, 由于

广西农村仍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 使得劳动力要

素不构成对农业生产的约束, 而且广西可播种土地

资源稀缺且增加十分困难 G 因此, 这种以劳动力和资

本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不适合分析广西的农业生产 G 本文尝试在灰色系统

理论基础上建立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 分析各因素

间相互影响作用及大小, 以探索近 20 年来各生产要

素对广西农业增长的影响 G

l 灰色关联分析模型

灰色关联度分析是通过因素之间的时间序列的

相对变化进行计算和比较, 研究和预测经济系统的

动 态过程[2, 3]G 它是在 2 个系统或系统的 2 个因素

(其中 1 个 是 主 行 为 因 子, 1 个 是 相 关 行 为 因 子) 随

时间变化时其方向和速度的关联程度, 在系统发展

过程中, 那些因素是主要影响主行为因子, 哪些因素

对主行为因子产生的影响不大, 都可以用关联度的

排序来分析 G 关联度大的表明该因素影响主行为因

子较大, 关联度小的说明主行为因子不受或少受此

因素的影响 G 计算步聚如下:
( 1)确定主行为因子和相关行为因子s
( 2)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值化变换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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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 =
Iz( t)
Iz( O) , ( z = 1, 2, ~ ; t = 1, 2, ~ n) ; ( 1)

( 3) 求主行为因子数列 IO( t) 与相关行为因子

Iz( t) 的 绝 对 差, 并 确 定 出 最 大 值 Amax 与 最 小 值

Amin;
Az( t) = \ IO ( t) - Iz( t) \ , ( z = 1, 2, ~ , m) ; ( 2)
4) 计算关联系数 Zz( t) = ( 1= 1, 2, ~ , m; t = 1,

2, ~ n) ,

Zz( t) = Amin - 0 - Amax
Az( t) - 0 - Amax , ( O < 0 < 1) ;

( 3)

( 5) 求关联度 1z = 1
n Z

n

t= 1
Zz( t) O ( 4)

2 农业投入与农业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2. l 分析数据

根据 1981~ 2OO2 年广西统计年鉴[6], 整理得到

198O~ 2OO1 年广西农业各生 产 要 素 投 入 与 农 业 产

出情况(表 1) O 为分析方便, 表 1 以农林牧副渔总产

值代表农业总产值; 鉴于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动基本

反映农用地变化情况, 且相对于后者而言其数据的

质量更为可靠, 因此这里用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数代

替农用地投入指数; 用第一产业劳动者人数代替农

业劳动力投入量; 农业投资取财政支农资金( GEA)
和 农 业 贷 款 ( AL) 两 者 之 和 O 样 本 区 间 为 198O~
2OO1 年, 价格使用当年价 O
2. 2 广西农业投入产出的灰色关联分析

( 1) 以农业总产值为主行为因子, 资本投入 ~ 劳

动力投入 ~ 土地投入为相关行为因子;
( 2)按照( 1)式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值化;
( 3)利用( 2)式求主行为因子数列 IO( t) 与相关

行为因子 Iz( t) 的绝对差;
( 4) 由( 3) 式分别计算主行为因子数列 IO( t) 与

相关行为因子 Iz( t) 关联系数;
( 5)根据( 4)式分别求各相关因子与主因子的关

联度 1, 其关联度和贡献率见表 2 O

表 l l980~ 200l 年广西农业投入产出情况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农业投资(亿元) 劳动力投入(万人) 土地投入( 1OOO hm2)

198O 63. 31 1O. 75 1265. 2 4877. 5

1981 74. 41 12. 21 1313. 7 4829. 5

1982 88. 23 12. O9 1358. 2 481O. 3

1983 89. 5 12. 47 1396. 3 4625. 4

1984 95. O2 16. O9 1436. 2 4511. 2

1985 1O8. O2 14. O5 1449. 2 4443. 4

1986 118. 69 16. 51 1477. 4 4547. 8

1987 137. 92 2O. 21 15O4. 5 4611. 5

1988 168. 94 24. 93 1523. 7 4735. 5

1989 212. 17 45. 54 155O. 1 4949. 7

199O 252. 22 5O 1589. 1 5141. 3

1991 278. 15 6O. 35 1618. 3 5327. 3

1992 333. 12 74. 51 16O2. 5 5373. 8

1993 378. 62 6O. 27 1572. 8 5385. 2

1994 516. 46 68. 14 1569 5515. 8

1995 698. 28 81. 63 1563 5745. 7

1996 821. 55 96. 56 158O 6O1O. 5

1997 882. 6 1O8. 91 159O 62O3

1998 865. 9 128. 75 16O4 6293. 4

1999 844. 78 132. 42 16O3. 4 6289. 4

2OOO 828. 97 135. 74 1556. 84 6258. 6

2OO1 872. 9 159. O9 157O. 2 619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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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0~ 2001 年广西农业投入产出关联度

农业投资 劳动力投入 土地投入

关联度 0.  419 0. 4033 0. 3790
贡献率(% ) 45. 07  8. 3   .  

3 各生产要素对广西农业增长的影响分析

从表  可看出 * 农业投资对广西农业增长影响

最大 ( 1 = 0.  419) * 而且关联度超过了 0. 5* 说明投

资对广西农业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 劳动力投入次

之( 1 = 0. 4033) * 最后是土地投入( 1 = 0. 3790) * 而

且关联度小于 0. 5* 说明劳动力投入和 土 地 投 入 对

广西农业增长不显著 G
3. 1 资本投入

 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 *
农业投资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和投资额不断增长的局

面 G 尤其是近些年来 * 由于对农业投入采取了必要的

倾斜政策 * 使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总量逐年增长 * 全

区 财 政 农 业 支 出 和 农 业 贷 款 总 额 由 1980 年 的

10. 75 亿 元 增 长 到  001 年 的 159. 09 亿 元 * 增 长

14. 8 倍 * 年均递增 13.  9% * 远远高于其它要素增长

速度 * 成为推动全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 贡献

份额高达 45. 07% G 因此 * 加大资金投入是发展广西

农业的关键 G
3. 2 劳动力投入

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 ~ 最革命的因素 G 但

是 * 劳动力投入推动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 G 若劳动力

过 多 或 增 长 过 快 * 不 能 为 其 它 要 素 所 吸 纳 * 出 现 过

剩 * 那么不仅不利 * 严重时甚至会有害于农业生产发

展 G 广西是人口大省 * 且 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G  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一方面全区耕地不断减少 * 另一

方面农林牧 渔 业 劳 动 力 又 以 年 均 1. 03%的 速 度 递

增 *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G 从表  可看出 * 劳动力与农

业增长的关联度 1 = 0. 4033* 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不

显著 * 尽管劳动力总量不断增加 * 但对农业增长的贡

献率仅为  8. 3 % * 反映出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合理 *
将部分劳动力转入非农领域或城市是农村劳动力的

出路 G
3. 3 土地投入

从表  可以看出 * 土地 与 农 业 增 长 的 关 联 度 1
= 0. 379 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  % * 是所有

生产要素中贡献率最小的要素 G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

非农产业和城乡建设发展 * 广西耕地面积不断下降 *
1950 年 * 广西人均耕地 0. 13 hm G 至 199 年人均耕

地只有 0. 057 hm * 远远低于全国 0. 10 hm 的平均

水平 G 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 * 人地矛盾进一步加剧 *
但由于农业复种指数提高 * 土地投入总量没有下降 *
反而略有增加 G

灰色关联分析表明 * 农业投资是促进广西农业

增长的关键性生产要素 G 但是近几年来 * 虽然财政用

于农业的支出逐年增加 * 但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

却不断降低 * 从全局角度来讲 * 农业的地位不但没有

加强 * 反而被削弱了 G 因此 * 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农业

投资 * 促进广西农业持续稳定增长 G

4 增加广西农业投资的对策

4. 1 调整农业投资政策 * 确保农业增长

( 1)调整发展战略 * 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 G 为此 *
一要转变观念 * 认清农业的弱质地位和效益低是由

 剪刀差 ' 造成的 * 通过调整政策 * 农业也有出路 G 二

要着手经济战略的调整 * 改变农业部门利润率长期

以来大大低于工业部门利润率的现状 * 在宏观决策

和总体布局上摆正工农关系 * 使得工农业所用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社会价值等同 G
(  )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 维护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的积极性 G 根据广西人均农业资源短缺 ~ 经营规模狭

小 ~ 单 位 农 产 品 成 本 高 ~ 市 场 竞 争 能 力 弱 等 实 际 情

况 * 当前首先要制定具体的价格扶持政策 * 既要保证

农业生产者的利益 * 又要避免生产者对补贴的依赖;
其次是所需的资金 * 各级政府的预算必须到位 * 确保

资金的供给;第三是调节税收政策 * 从多方面减轻农

民负担 * 充分保护农民投资农业 ~ 发展农业生产的积

极性 G
( 3)调整农业信贷政策 * 支持农业发展 G 农业信

贷资金应有重点 ~ 分层面地向农业倾斜 * 同时要建立

健全农业信贷体系 * 确保农业发展对信贷资金的要

求 G 一是农业发展银行应承担基础性投入 * 主要包括

国家专项储备贷款扶贫贴息 ~ 重点项目建设贷款 ~ 与

财政资金相配套的重点建设贷款 ~ 合同定购的农产

品收购贷款 ~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其它基础性设施

投资贷款 ~ 农业综合开发贷款 ~ 扶持老少边穷的专项

贷款等;二是农业银行要支持优势项目和优质产品 *
兼顾一部分农业生产性贷款;三是即将组建的农村

合作银行(目前的农村信用社)主要承担一般性的农

业 投 入 贷 款 * 如 帮 助 农 户 购 买 农 机 具 ~ 良 种 以 及 农

药 ~ 化肥等生产资料;四是其它农村金融机构要承担

农业投入的补充角色 * 重点帮助解决临时性 ~ 短期性

的农业投入 * 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G 在完善农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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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协作机制的同时9还要构造利益协调机制9以完

善农业信贷功能9建立有利于农业投资的财政金融

宏观调控体系 O
4. 2 确立政府农业投资主体地位9加强政府农业投

资的力度

农业中的投入问题主要集中在公共资源性或外

部性强的要素投入上9如水利设施 \ 交通设施 \ 科技

投入 \ 教育投入等方面9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不

足尤为突出 O 这些方面的投资可以分别以国家 \ 集

体 \ 农户为主体 O 由于农户缺乏应有的经济实力9必
须确立政府农业投资的主体地位 O 政府要作为农业

投资的主体9首先应提高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整

个财政支出的比重 O l998 至 ZOOO 年广西财政农业

支出分别为 7. Z Z 亿元97. 57 亿元98. 39 亿元9分别

比上年增长 7. 6% 94. 8%和 lO. 83% O 支农支出占地

方 财 政 支 出 的 比 重 l998 年 为 3. 64% 9 l999 年 为

3. 37% 9ZOOO 年为 3. Z4% O 可以看出9近几年来9虽
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逐年增加9但占整个财政支

出的比重却不断降低 O 增加财政用于农业支出9不仅

可以迅速增加农民收入水平9而且有助于农业内部

自身积累能力的提高9使广西农业发展早日走上自

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O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9除了在

量上增加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9还要在结构上调整

财政资金支出的使用方向9尤其要提高用于农业科

技投资的比重 O 其次9还必须构建刚性的宏观约束机

制9规范政府的投入行为;要不断地拓展政府对农业

资金投入的来源;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政府农业投

入机制 O
4. 3 确立多元化的农业投资模式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9形成了多种不同

的发展模式[5]: ( I )农工商综合发展模式 O 集体统一

经营工 \ 商 \ 农和服务业; ( I ) " 绿色车间 模式 O 把土

地集中起来放到企业作为一个经营车间9工业和农

业利益在企业内形成一体化; ( l )家庭农场经营模

式 O 责任田集中到少数农户9实行家庭农场承包经

营; ( V )集体经济职能双层经营模式 O 农户分散经

营9集体组织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生产指导监督;
( V )股份合作经营模式 O 以股份合作的方式9将分散

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统一经营; ( V )国营公司 \ 集体

企业与农户经营三结合模式 O 以国营公司为龙头9引

导分散的农户走向商品化和社会化; ( / )农业高科

技园模式 O 以高新技术的集约投入和有效转化综合

开发利用生产资源 O
7 种主要的农业发展模式因其不同的经营机制

和利益分配机制9农业投资的模式也各不相同 O 从农

业发展的资金来看9第 I \ I 类农业发展资金主要来

源于非农产业或部门的反哺资金;第l \ V 类模式

中9农业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9生产中较大型的

设施或工程建改也根据有偿原则由集体组织;第V
类模式中9农业资金来源由多方面构成9农户自身积

累 \ 集体补贴和少量非农产业反哺;第V 类模式中9
农业发展的资金部分由农户积累9另一部分则由公

司通过信贷方式提供;第/ 类模式的农业发展资金

部分也是由农户积累9另外部分则由地方政府财政

支持和金融部门优惠的信贷支持 O

5 结束语

根据近几年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分析9农业投

资的多元化格局是中国农业发展和农业改革的必然

趋势 O 因此9因地制宜确定多元化的广西农业投资模

式9充分发挥社会各方对农业投资的潜力9克服现有

体制导致农业比较利益低 \ 投入不足 \ 科技水平低 \
农民的小规模家庭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等农

业发展的障碍9使农业朝集约化 \ 现代化 \ 持久性方

向发展和转变 O

参考文献:

l 柯 布9李 子 奈 . 计 量 经 济 学 . 北 京: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9

ZOOl . l85~ l95.

Z 张沁心9王学萌9聂宏声9等 .农村经济灰色系统分析_ 方

法 \ 模型 \ 应用 .北京:学术期刊出版社9l989. llO~ lZO.

3 王学萌9聂宏声9李晋陵9等 .灰色系统模型 .武汉:华中理

工大学出版社9l989. 79~ lO5.

4 董 承 章 . 农 业 投 资 模 型 与 预 测. 中 央 财 经 大 学 学 报9

l9979( lO) : l9~ Z3.

5 褚 保 金9张 兵 .农 业 增 长 方 式 转 变 与 农 业 投 资 问 题 研

究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9l9979ZO( Z ) : lOO~ lO6.

6 广西统计局 .广西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9l99l

~ ZOOZ .

(责任编辑:黎贞崇)

l9广西农业投入与农业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