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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政支农分析与规模优化 

许连君 1，支炳义 2 

（1浙江省水利水电高等专科学校，杭州 310004；2浙江省财政厅，杭州 310004） 

【摘 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三农”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文章

利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浙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规模呈增长趋势，

但财政支农水平还处于低水平，总量不足。因此合理确定财政支农规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经济意义。此文结合

经济数量模型，探讨了浙江财政对农业支出的合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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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资本投入的增加和资本产出的提高，资金的积累及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表明，财政是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随

着浙江国民经济的发展，财政收人增加，浙江省各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增幅比较大，财政支出的总规模不断增长，但是总

体来看，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一直处于低水平，总量不足，合理确定财政农业投入规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经济意义。 

1 浙江财政支农现状分析 

1.1浙江省财政支农政策的体制分析 

浙江省在财政管理体制上，较早地实行省管县的模式。所谓省管县财政体制，即市(地)本级财政和县(市)财政一样都直接

同省在体制上挂钩，市(地)级不与所辖县(市)在财政体制上产生结算关系。根据浙江省的财政体制，浙江省财政支农政策主要

体现在：政府对农业发展提出宏观目标，并将目标分解到农口各部门，在明确了政府的工作重点以后，各部门支农资金预算的

编制必须围绕政府的重点工作进行。对于体现引导性、区域性的政策，省级农口有关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门，联合制定省级财

政支农政策的具体意见，实行“扶持政策从上到下，项目申报从下到上”的方式，体现省级财政直接对各县（市、区）的农业

及产业发展的扶持。 

但长期以来，由于行政管理体制上政府职能的交叉，造成了政府对农业“多头”投入的局面，除了农业、林业、水利、海

洋与渔业和气象等农口部门外，发改委、科技、国土资源、农业综合开发等部门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从事着对农业的投入。这

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但同时也产生了政府对农业投入的财力分散、资金重复安排、项目单位多头争取资金等问题。 

1.2浙江省财政农业支出的总量规模分析 

1.2.1浙江省财政支农总量动态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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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财政农业支出在财政支出中保持了一个稳定而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目前中国“三农”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

观点仍未被深入接受，财政农业支出的增长速度未能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据浙江省统计资料显示，从 1998年至

2007年全省财政农业支出有很大增长，由 1998年 23.18亿元增加到 142.31亿元，同期财政总收入由 401.8亿元增加到 3240亿

元。显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财政农业支出总量规模也大幅增加，但年度之间增速不稳定。各年度支农投入变化情况见图 1。

从增量上看，各年增加额平均为 13.23亿元,其中,增加额最多的是 2007 年 40.44亿元，增加额最少的是 1999年增加 3.04亿元。

从增速上看,财政支农支出增长速度波动性较大，呈明显的波浪型变动，这主要是由中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所引起的。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的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规定，中国财政支

农支出增长速度的下限应该是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但在实际工作中，浙江省的财政支农支出增长速度并不是每年都控制

在这个下限之上，除 2004年和 2007年财政支农增速超过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速外,其余都未达到下限标准。 

 

1.2.2浙江财政支农占各指标的比重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三农”问题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开始提高对农业的

支持力度。财政农业投入占农林牧渔总产值比重反映了每单位农业产值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强度见表 1。总体上看，财政农业投

入呈上升趋势，即每产生 1 元的农业产值，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量，财政农业投入效益有上升趋势，从 1998 年的 2.31%上升至

8.91%，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益呈逐年递增，平稳性较好。按照 WTO 协议计算口径，发达国家的支持水平为 30%~50%，印度、泰国

等发展中国家为 10%~20%。说明浙江对农业的公共支出无论是在绝对量上还是相对量上都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财政农业投入占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反映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强度。表 1 可知，财政农业投入占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与财政

农业投入占农林牧渔总产值比重类似，财政支农支出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3.67%增长到 2007 年的 14.43%，10

年期间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 

浙江财政农业投入偏斜系数（财政农业投入偏斜系数表示为财政对农业支持份额与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比值,反映

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份额是否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相对等。若比值等于 1，表明二者对等；若比值大于 1，表明财政对农业

的支持度更大；若比值小于 1，表明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度较小）均小于 1，说明浙江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度比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

献度小，见表 1。影响因素表现为：第一产业占 GDP 份额呈下降趋势，由 1998 年的 19.8%降至 2007 年的 8.57%，而财政农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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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占比重下降幅度小，二者间的差距逐步扩大，偏斜系数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说明随着浙江省财力的增强，对农业支持的

力度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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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弹性系数表示为财政支农增速与财政收入增速之比。弹性系数大于 1，表明财政支农增速大于财政收入增速。由图

2 可知，除 2004年和 2007年外，其他年份的弹性系数均小于 1，说明财政支农增速相对较慢。 

1.3浙江省财政农业支出的制约因素分析 

财政农业支出是一种政府性行为
[2]
，在实际工作中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的水平要考虑到当年经济增长情况和往年财政农业支出

情况对当前财政农业支出的制约，从现实情况看，这种制约的程度还是相当大的。在目前的预算管理体制下，财政支农支出是

整个预算支出中的重点支出，与教育、科技、社保、卫生等一起处于财政支出比较突出的水平，但是年度的预算支出最终的决

定因素取决于当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图 1 看，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与财政总收入的轨迹相似，这也反映出当年经济增

长情况对财政支农支出的制约作用。上年的财政支农支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年的财政支农支出水平，虽然目前浙江省预

算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但是所谓的“零基预算法”还没有真正全部到位，“基数预算法”还是影响着财政支农支出中的一部

分支出，同时，财政农业支出中还有少量支出受到“基数+增长”的因素制约，而这种增长速度往往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年份里是

不变的。因此，“基数预算法”实际上脱离了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除了上述两项比较刚性的制约因素外，当年的财政农业实际支出还要受到政策因素和突发事件的影响。从图 1 的财政支农

支出增速情况看，2004、2007 两个年度的财政支农支出增速要明显高于财政总收入的增长情况，实际上这里就反映出政策因素

和突发事件对个别年度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由于受 2003 年“非典”事件和 2004 年初中国禽流感疫情的影响，2004 年，各级

政府普遍提高了对动物疫病防控的重视程度，加大对动物疫病防控基础设施建设、检验防治设备及日常防控经费的投入；同时，

2004 年中央时隔 18 年后再次出台农业方面的中央 1 号文件，为各级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创造了重要背景。从 2007 年的情况

看，由于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按照农业支出达 4318.32亿元，比 2006年的 3517.22亿元增长 22.78%；同时，

浙江省委省政府将解决民生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年度要重点解决的“10件实事”，对一些涉及民生的重点工程进行

提前安排解决，因此也致使 2007年的财政支农支出增速特别明显。 

2 浙江农业财政投入适度规模讨论 

财政农业投入是政府支农职能的体现，投入规模和范围反映了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深度，体现了国家的“三农”政策

倾向
[3]
。财政农业投入过小，不利于为农业发展提供物质技术基础，过大又受到财政农业资金供给可能性的限制。 

2.1模型的理论基础 

财政资金投入农业部门，它面临着诸多因素的考虑，一般来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首先取决于政府支农职能的界定，其

次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财政收入状况，其三是农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根据边际效益原理，当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

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确定财政资金投入农业规模时同样遵循这个原则。资金投入于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当对两部门的资金投

入边际收益率下相等时，资金配置效率是最大的（生产经济学中资源配置原理）。 

2.2模型的构建 

（1）财政农业投入的绝对规模=上年规模×（1＋合理增长率）=Gt×(1＋r) 

其中：Y表示农业产出，△Y表示农业产出增量 

，G表示财政农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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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表示财政支农增量，t表示时间，年份序号，r表示财政农业投入合理增长率。 

合理增长率的确定方法，是测算绝对规模的关键，可以采取两种准则下相应的方法确定。第一，根据农业法规定，财政支

农的增长率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率，则 r≥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率。第二，弹性系数法。根据弹性系数公式计算，由于弹

性系数=农业产出增长率/财政支农投入增长率，所以可导出下列公式： 

 

a 表示财政农业投入弹性系数，根据资金投入产出生产函数模型，按边际效益原理来确定。农业产出增长率可以预先被估计

出来。 

（2）财政农业投入相对规模模型 

 

当 MPG=MPY=1时，最优投入相对规模为：a=G/Y， 

即按照 MPG=MPY原理，最优投入相对规模就是投入产出生产函数的弹性系数。 

（3）弹性系数 a 计算方法。财政投入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模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参数即弹性系数 a，它表示投入增长 1

个百分比，产出相应增长的百分比。弹性系数 a可以由生产函数模型计算出来。模型 Y=F（K，N，G） 

模型中 K代表农业信贷投入，N代表农户生产投入，G代表财政农业投入。具体回归模型形式 Y=AG
a
K
b
N
c
。 

2.3浙江财政支农投入适度规模分析 

利用浙江省 1991—2007年的统计数据，拟合农业总产出与财政投入、农户投入和信贷投资投入回归分析模型。理论模型：

lnY=A+alnG+blnK+clnN 

其中：Y—农业生产总值；G—农业财政投入；K—农业信贷投入；N—农户投入。 

利用 SPSS软件，得出具体模型及检验参数如下： 

LnY=530.553+0.23LnG+0.22LnK+0.401LnN 

（17.528）（3.33）(2.243)(11.272) 

RSquare: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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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型计算出浙江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弹性系数 a=G/Y=0.23。 

根据模型得出，当 MPG=1时，浙江财政农业投入适度规模相对指标模型计算结果为 23%。将理论值与实际值比较，浙江历年

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总产出的比例统计结果见表 1。浙江实际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各年均低于这个水平，2007年比例为 8.91%。说

明财政投入水平没有达到边际效益最优时的投入水平。 

3 结束语 

在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背景下，不仅表现出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别，而且由于农业生产活动效益比较低，更加剧了资本向城

市倾斜，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公正的经济基础，加大了农业发展的难度。因此，要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增长，增加财政对农

业投入的支持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侯荣华.中国财政支出效益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2]米强.我国农业财政支出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浅析[J].农业经济,2006(9):60-61. 

[3]梁世夫.如何提高农业财政投入结构效率[J].商业时代:学术评论,2006(8):4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