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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促进农民增收的实证研究
*1

程文青 姜正杰 吴连翠

(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临安 311300)

【摘 要】：基于安徽省 1995～2010 年的统计数据，对安徽省的财政农业投入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利用 ADF 单方

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安徽

省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据此，提出了吸引社会

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财政农业投入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农业投入，农民增收，误差修正模型

1 引言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具有公益性和弱质性的特点，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发展始终受到政

府的保护和扶持，财政农业投入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而依赖于农业生存的农民，其增收问题也受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

士的关注。从国际上的经验看，通过财政农业投入方式来扶持农业发展，已成为了许多国家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保

障。在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尤其是 2004 年以

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9 年聚焦“三农”问题，提出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强化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增收的积极意义。

安徽省是我国中部的农业大省，2010 年安徽省 GDP 达到 12359 亿元，位居全国第 14 位，其中农业 GDP 达到 1729.02 亿元，

位居全国第 9 位。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安徽省历来都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尤其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年加大财政对农

业的投入力度，2007 年，财政农业投入达到了 103.51 亿元，2010 年，安徽省的财政农业投入进一步增加到 292.52 亿元，位居

全国第 11 位。同时，安徽省也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省份，截至 2010 年全省人口 5950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中农业人

口占到全省总人口的 78%，因此促进农民增收问题也是政府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和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数差额由 1995 年的 2493 元扩大到 2010 年的 10503 元。

因此，安徽省作为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农业大省，要从根本上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加大财政

农业投入的力度，提高财政农业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希望通过对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情况的分析和评价，为进一步优化财政农业投入政策，提高财政农业投入资金的使用

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和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实证依据和政策启示。

2 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的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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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农业对全省经济中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安徽省政府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历来都十分

重视。本文利用 1995～2010 年的安徽省统计年鉴数据和国家统计年鉴，对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农业财政投入占 GDP 的

比重以及财政农业投入的偏斜系数进行了详细分析。

2.1 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的绝对规模分析

表 1 给出了安徽省 1995～2010 年的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相关数据。从表中可以看出：自 1995 年起算，

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的绝对量与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绝对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其中财政农业投入从 1995 年的 12.61 亿元增

长到了 2010 年的 292.52 亿元，增长率达到了 23 倍。而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也从 1995 年的 1033.23 元增长到了 2010 年的

2939.28 元，增长率达到了 3倍。

注：此表中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安徽省统计年鉴》(1995-2010 年)整理而得 1

图 1 更加清晰的反映出：财政农业投入增长率与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从 1995 年到 2010 年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两

者变化基本一致，财政农业投入增长率变，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也变。但可以看出财政农业投入的增长率波动较大，

增长率有正有负，有高有低。这表明 1995～2010 年间安徽省政府在加大财政农业投入上的决心还不够坚定；另外，从农民收入

增长率的波动变化也可以看出农民持续增收仍有较大的困难。

2.2 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的相对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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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财政农业投入的相对规模的分析主要从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财政农业投入的偏斜系数两个方面进行

分析。

2.2.1 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析。表 1 显示，自 1995 年以来，虽然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在总量上逐

年增加，但是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并不如此，除 1995 年、1997 年、2009 年、2010 年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超

过 9%以外，中间大部分年份都低于 9%。从图 2也可以看出，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波动性。

尤其是 1997 年到 2001 年，财政农业投入占总支出的比重连续 5年下降，在这 5年里，比重下降了 3.6%。2002 年到 2008 年间，

这一比重又处于上下波动状态，2009 年和 2010 年又大幅上涨到 12.1%和 11.3%。这种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不稳定

且比例较低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安徽省政府对于支持农业发展及提高农民收入决心上仍不够坚定。

2.2.2 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偏斜系数分析。财政农业投入的偏斜系数是指财政对农业支持份额与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份额的比值，反映财政对农业的支持额是否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相匹配。若比值小于 1，表明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度比农业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小。若比值大于 1，说明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度比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大，若比值等于 1，说明财政对农

业的支持度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相对等。由表 1可以看出：1998～2006 年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 9.3%

下降到了 5.9%，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 2007 年起有回升的势头；而农业 GDP 贡献率则保持着较高的比重，1995 年到 2002 年

比重均在 20%以上，2002 年到 2010 年比重有一定的下降，但最低时也达到了 14%。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偏斜系数一直小于 1，且除了 2009 年和 2010 年达到 0.8 以上外，其余都维持在

0.2 到 0.5 之间。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与农业 GDP 贡献率之间是不协调的，尽管农业 GDP 贡献率总体上在逐年下降，

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的偏斜系数正逐渐趋近于比值 1，但从 1995～2010 年的数值上还是可以看出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的力度远

小于农业对安徽省经济的贡献度，这对于安徽省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产出的增加，农业经济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3 财政农业投入促进农民增收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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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上面基于安徽省 1995～2010 年的统计年鉴数据动态分析了财政农业投入的基本概况，那么安徽省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

增长有多少应归因于财政农业投入，财政农业投入是否达到了预期的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财政农业投入绝对量的增加对农民

增收的作用到底多大，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是多少？接下来将对此进行分析。

3.1 模型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在分析过程中用 x 代表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用 y 代表安徽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此外，为消除通货膨胀等原因导致

的数据不可比性，要对数据进行剔除价格变动的处理。本文的数据是以 1995 年的价格为基期剔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因为数据的

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变量之间的分析，并能够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提高模型的拟合度，所以本文又对安徽省财

政农业投入 x 和安徽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 y 两个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并用 lnx，lny 表示。

其中在分析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用的是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之所以用农民的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

不包括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是因为财政农业投入对这两个方面作用甚微。在安徽省这样一个农业大省，农民的纯收入中家

庭经营收入占了很大一部分，此外引入转移性收入是因为国家对农民日益增加的补贴，这些转移性收入补贴已经成为农民的一

个新的增收亮点。表 2 反映了安徽省农民的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以及转移收入所占到的比重，说明了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安

徽省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1995～2010 年)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主要包括农、林、牧、渔四大收入以及工业收入、建筑业收入、交通运输邮电业收入、批发零售餐饮业

收入、社会服务业收入、文教卫生业收入、其它家庭经营收入。由表 3 可知安徽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中，以农、林、牧、

渔为主的农业经营收入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占据着绝对的比重。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1995～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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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在处理财政农业投入指标时，由于统计年鉴指标调整的原因，1995～2003 年的财政农业投入额是由支援农业生

产，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农业综合开发支出三部分整理加总而来，2003～2006 年财政农业投入额是由农业支出，林业支

出，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三个指标整理加总而来，2007～2010 年财政农业投入额在统计年鉴上的实际指标名称为农林水事

务支出。通过参阅统计年鉴中对于指标的解释，以上指标基本代表了财政农业投入的含义。本文分析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中

国统计年鉴》和《安徽省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 1995 年到 2010 年的年度数据。

3.2 模型的构建与识别

经典回归模型是建立在平稳数据变量的基础上的，对于非平稳变量，不能使用经典回归模型，否则会出现数据的“伪回归”。

而由于时间序列分析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关于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此我们引入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一阶

差分项的使用消除了变量可能存在的趋势因素，从而避免了“伪回归”的出现；一阶差分项的使用也消除了模型可能出现的多

重共线性的问题；误差修正项的引入保证了变量水平值的信息没有被忽视；由于误差修正项本身的稳定性，使得该模型可以用

经典的回归方法进行估计。

模型的识别：平稳性检验是指时间序列均值，方差和协方差等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时间序列在各个时间点上的随机性

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反之，则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将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对另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时，会导致“伪

回归”。所以，为了避免出现数据的“伪回归”，保证分析数据的平稳性，首先，对模型中用到的时序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本文中采用了常用的 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对财政农业投入和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两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表 4 为变量单位

根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x变量，y变量以及它们的对数形式均没有拒绝单位根检验，它们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

它们对数的一阶差分拒绝单位根检验，所以一阶差分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即一阶单整。

注：Δ(lnx)，Δ(lny)分别为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Δ(lny)=lnyt-lnyt-1

注：***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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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1

如上所述，检验出来的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单整的，而且单整阶数均为一阶，所以我们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检验两个

变量是否存在一个长期的稳定关系。对于两变量的协整检验通常采用 E-G 两步法，故此处将用到 E-G 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建立模型 lny=C+βlnx+μ，由表 4的分析结果得到模型为：

lny=0.279lnx+6.328+μ (1)

R
2
=0.941，F=222.73，D.W.=1.242

对上述模型结果分析：在 1%的水平下，lnx 对 lny 有较强的显著性影响；通过拟合优度检验，可决系数 R2=0.941，说明模

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D.W.=1.242，介于上下限之间(下限值为 1.10，上限值为 1.37)，所以模型不能看出显著的序列相关

性；F统计量值为 222.73，表明两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显著，模型总体上是显著的。

然后对残差项μt进行平稳性检验。由表 6可知：残差项μt单位根 DF 统计量为-2.718，在 10%的水平下是显著拒绝原假设

的，说明残差项是平稳的，所以通过检验可知，lny 与 lnx 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财政农业投入和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之间

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

由以上单个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和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可以确定模型的最终形式为：

lny=β1lnyt-1+β2lnxt-1+β3lnxt+ut-1+εt+β0 (2)

其中，lnyt-1为农民收入的滞后一期项，lnxt-1为财政农业投入滞后一期项。ut-1为模型 lnyt=lnxt+ut的残差滞后一期项。

3.3 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由上述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已经得出两个变量是一阶单整并且存在协整关系的，根据格兰杰定理 2 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

型，即(2)式。对上式确定的模型，采用 GMM2 进行估计，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用 stata10 估计得到如下结果，见表 7。



7

注：***p＜0.01，**p＜0.05，*p＜0.1；L.为滞后一期项，L.为滞后一期项。

由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①安徽省政府当期财政投入对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有明显的正效应，但财政农业投入

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长期效果并不明显。由表 7可知，当期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弹性系数为 0.163，

即安徽省政府财政农业投入每增加 1%，安徽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将增加 0.163%，表明财政农业投入在投入当年促进农民增

收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从表中也看到，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持续增加并没有显著影响，上一期的财

政农业投入对当期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并没有显著的影响。②农民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累积效应，即农民当期收入对下一

期收入存在正的影响。由模型回归系数为 0.282，且在 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可以看出，农民当期收入对下一期收入的增长具有

正效应，即上一期农民收入增长率变化 1%，本期农民收入增长率同向变化 0.282%。表明在财政农业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农民家

庭经营收入的增加还受到上一期收入的影响。

从模型的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安徽省政府当期财政农业投入每增加 1%，安徽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将增加 0.163%。

而杨敏，蒋远胜(2011)就全国财政支持对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效果一文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财政农业投入每增加 1%，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相应增加 0.23%。通过与全国水平比较，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增加的影响系数并不高，

可能存在财政农业投入效益较低的现象。针对这一分析结果，笔者查阅了安徽省财政支农课题研究小组对于安徽省财政农业投

入情况的一个研究文献，发现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确实存在较多问题，尤其是财政农业投入效益较低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财

政投入资金管理上中间环节多，资金在途滞留时间长，资金到位率低，支农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上。而针对模型中分析得出的财

政农业投入对于农民持续增收无显著影响的结论，除了财政农业投入资金效率较低外，也可能是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的政策短

期针对性较强，政策存在多变性，也可能是由于农民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生了改变，导致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持续增收的效

果并不明显。

从模型分析得到的第二个结论也可以看出，农民收入存在一定的累积效应，也就是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不仅受

到财政农业投入的影响，也受到其上一期收入的影响。而在安徽省，农民上一期收入增长率变化 1%，本期农民收入增长率会同

向变化 0.282%，这一影响比较显著。我们可以知道农民本期收入或者上一期收入的增加终究还是归结于财政农业投入的增加，

所以无论是从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来看，财政农业投入对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都是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了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并构建误差修正模型研究

了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对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

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财政农业投入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事实：财政农业投入的决心不够坚定，投入力度有待加

强，投入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等问题，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4.1 进一步加大财政农业投入的总量

本文研究表明，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加，安徽省应该进一步加

大财政农业投入力度，坚定政府在财政农业投入上的决心，逐年提高财政农业投入量，充分发挥出农业对于安徽省经济的巨大

贡献作用，从而保证农民收入的增加。

4.2 建立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的机制

本文研究表明，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政府要积极调整财政投入政策，多方面筹措资金，大幅度增

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保证每年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



8

生活质量。在资金筹措过程中，发挥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引导作用，以政府投入为引导，扩宽农业投入来源渠道，鼓励工商资

本等社会力量投资农业，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投入机制。

4.3 提高财政农业投入资金使用效益

通过实证分析，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每增加 1%，农民当期的收入将增加 0.163%。但这样的一个影响效果还不显著，安徽省

财政农业投入对于农民增收的影响还有提升的空间，财政农业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益应进一步加大。因此，探索创新财政资金绩

效管理，加强选项、立项、资金核拨、监督实施、跟踪反馈等环节的管理，使财政农业投入资金真正惠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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