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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耕地面积减少的 CGE 模拟分析 

冉茂盛1 王 蕃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文章介绍了重庆市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的基本结构，并模拟分析了耕地面积减少对重庆经济的影

响。研究表明:耕地减少对种植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引起了消费、投资的减少和城镇居民的福利降低。耕地减

少引起了净流出的增加，并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福利。应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

降低耕地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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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市城市化程度低，农业人口比重较大，2009年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 71.04%，二元经济

特征明显，因此，重庆又被称为“大农村”。在这个“大农村”中，农业用地比重较大，2009年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84.1%。但

由于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的平均人口密度水平，重庆的人均耕地面积明显低于全国数值，2008 年底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全国人

均耕地水平的 85.76%。随着重庆市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占用耕地己经成为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农业生产

效益低于其他产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缺失引起一部分地理位置偏远、分散，投入产出比值小，生

产效益低的耕地被撂荒，进一步造成了耕地的减少。作为一项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耕地数量的减少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农业生

产，而且由其引发的粮食问题将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尤其在重庆这个农业特征明显的“大农村、大城市”中，耕

地减少对整个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更不容忽视，因此，研究耕地的减少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将具有重要意义。 

CGE模型自 20世纪 60年代被建立以来，被运用于宏观经济、资源环境等政策模拟中。口前 CGE模型在中国得到广泛运用，

众多学者运用 CGE 模型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并展开了关于中国区域 CGE 模型的研究:段志刚
[1]
建立了中国双区域的推动态可

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李善同、何建武
[2]
开发了三区域中国 CGE 模型;许召元、李善同

[3]
建立了中国 30 个区域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

型。在 CGE模型中，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与社会的经济系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国内外与土地利用有关的研究很多:Kim 

E.和 Ju J.
[4]
介绍了首尔 CGE模型，并根据用途来区分土地类型，并利用该模型研究了首尔城市土地利用和住房供给的经济影响;

蒋庭松等
[5]
介绍了一个土地可以在农业部门间流动的中国区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 CERD，并用该模型分析了加入 WTO 与中国粮食

安全问题;赵永和王劲峰
[6]
利用 LHR 模型分析了耕地面积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些研究为区域 CGE 模型的建立及土地要素处

理提供了宝贵经验，但在以往研究中，鲜有针对重庆地区展开的 CGE 研究。因此，笔者将借鉴己有的研究成果，建立重庆 CGE

模型，并模拟耕地面积减少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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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结构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以一组数学方程的形式反映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说是经济社会

的一个缩影
[7]
。这个方程组将同时考虑多个市场的均衡和多个经济主体经济决策行为的最优化，通过求解得到一组达到均衡的数

量和价格。笔者所构建的重庆 CGE 模型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生产的部分 

模型假定所有生产技术都是规模报酬不变的，采用多层嵌套的 CES函数来描述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具体结构图见图 1。

在本模型中，生产部门采用劳动力、土地、资本这三个初级要素和中间投入要素进行生产，各嵌套层级的不同反映替代弹性的

不同。模型将劳动力分为农业从业人员、生产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农业从业人员和生产工人会受到相对工资的影响，根

据一个固定的弹性值进行转换。资本在各生产部门间可以部门流动，在区域间不能流动。Hertel
[8]
认为农业和土地利用的 CGE模

型，必须要使模型能够体现土地异质性。如果模型认为土地是同质的，将会夸大供给对价格的反应程度。笔者用土地在各类种

植业中生产作物类型的不同来区分土地的异质性，并认为土地可以在农业部门内部的各类种植业间不完全流动。对于初始要素

和中间投入的关系，笔者仿照翟凡
[9]
、赵永

[6]
的做法，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很小的替代弹性 0.1 

 

(二)对外贸易部分 

在本模型中，外部市场分为国内省外市场和国外市场，分别反映了省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情况。和以往很多研究一样，本

模型也遵循“小国假设”，进出口价格外生。区域内的生产活动的总产出在区域内供给，区域外国内供给和国外供给间的分配关

系通过嵌套的 CET 函数来描述。同样，区域内市场的产品供给也是由外省流入、国外进口和区域内生产来满足，它们之间的关

系符合阿明顿假设，并用嵌套的 CES 函数来描述。具体关系图如图 2所示。在效益最大化的条件下，区域内产品的区域内销售、

省际流出及出口的最优组合将根据 CET 弹性及相对价格来得到。在阿明顿假设下，区域内自产品、省际流入品、进口品的最优

组合将在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根据相对价格和 CES弹性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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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收入分配及需求部分 

模型包括了五类经济主体，分别为居民、企业、政府、国外部门、外省部门，其中居民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但只有

居民、企业、政府获得要素收入。政府通过各项税收取得收入，居民、企业则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形式分配获得要素收入，

其中土地要素收益只分配给农村居民。在取得收入后，居民和政府将产生消费需求，模型用 Stone-Geary效用函数导出的 ELES(扩

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来描述居民需求，用 C-D效用函数来描述政府需求。此外，生产活动中还存在中间投入需求，各部门的总储

蓄将全部转化为投资。居民消费需求、政府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中间投入需求合成的总商品需求将转化为对本地区产品和境

外流入品(省外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的需求。 

(四)市场均衡部分 

均衡部分主要描述了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供求均衡关系。对于商品市场来说，重庆市场对商品的总需求(居民消费需求、

政府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中间投入需求)将等于商品总供给(外省流入、国外进口和区域内自产)。模型的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

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将不同类型劳动力的工资内生，使劳动需求等于外生的劳动供给。资本可以在区域内

的生产部门间不完全流动，内生的资本回报率使各部门的资本供需相等。农业部门根据产品类型划分为 6 种不同的种植行业，

土地要素在模型中只有农业部门使用。模型设定土地不能跨区域流动，在农业部门内部的细分行业之间可以流动。土地以供给

量外生的方式引入模型，根据 CET 弹性的大小及各类种植业土地回报率的大小来分配土地的使用，内生的各类土地回报率使各

类种植业的土地供给等于土地需求。 

三、数据基础与参数估计 

社会核算矩阵(SAM)可以为 CGE 模型提供一个全面而一致的均衡数据集，笔者求解模型的数据基础为重庆市社会核算矩阵，

是在 2007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及相关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的。主要账户包括商品、活动、劳动力、资本、土地、居

民、企业、政府、国外、外省、固定资产投资和库存。其中，商品和活动被细分为 21个部门，每个部门仅生产一种商品，部门

具体设置如下:水稻、小麦、其他谷物，蔬菜、水果、坚果，油料作物，其他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采

掘业，制造业，电、煤气、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商业、餐饮住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体育、福利及文化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劳动力类型参照王其文、李善同
[10]
的做法分为农

业从业人员、生产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在此，把水稻、小麦、其他谷物，蔬菜、水果、坚果，油料作物这六个行业称为种植

业，土地要素只有种植业使用。居民类型的划分再前文中己经提到，在此不再累述。各个账户之间的关系如表 1 所示，2007 年

重庆宏观 SAM的各数值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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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E 模型参数的确定主要有校准方法和计量方法，校准方法克服了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但其准确性受基准数据的影响较大;

计量方法的可靠性较高，但需要完备的经济数据作为支撑。因此很多学者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周焯华
[11]
认为对于刻画行

为人的行为并对结果有重要影响的参数(如各种弹性)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估计，其他的参数则利用所构造的社会核算矩阵

(SAM)通过校准方法而得到。笔者在参数估计时将校准法和计量方法结合使用，对一些用这两种方法都没办法确定的弹性值，笔

者借鉴了其他文献研究成果(如 Zhai
[9]
、Sicularand、Zhao

[12]
、李庆玉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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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耕地减少的模拟分析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耕地在不断减少，为了保证城市的健康发展，“重庆市土地利用总规划(2006-2020 年)”把

基本稳定耕地面积作为土地利用的规划目标之一，明确提出到 2010 年和 2020 年，净减少耕地分别控制在 4.6 万公顷(69 万亩)

和 9.20万公顷(138万亩)以内，减幅分别为 2.03%和 4.07%，并计划通过土地整理和复垦增加耕地。考虑到复垦会降低耕地减少

的程度，笔者分别模拟了耕地减少 1%.2%.3%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并分别将耕地减少 1%.2%.3%设定为方案一、方案二和方案

三，具体模拟结果如下。 

(一)对经济的总体影响 

当耕地面积分别减少 1%.2%.3%时，居民消费分别增加了 0.0002%.0.0005%.0.0007%.政府消费也呈现增加趋势。由总国外进

口和外省流入构成的总流入分别减少了 0.001%.0.002%.0.0031%，可见，耕地的减少降低了本区域对区域外产品的需求。另一方

而，由国外出口和外省流出构成的总流出分别增加了 0.0193%.0.0392%.0.0597%，将总流出和总流入结合起来比较，净流出分别

增加 0.0946%.0.1921%.0.2927%。耕地的减少引起了投资的价格的上升，进而使投资在三中方案中分别下降了

0.0263%.0.0534%.0.0813%。实际 GDP 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分别增加了 0.0037%.0.0075%.0.0115%，可以看出，耕地减少引起的

消费和净流出的增加成为实际 GDP 增加的主要原因。 

 

(二)对各个行业的影响 

在所有行业中，只有生产水稻、小麦、其他谷物，蔬菜、水果、坚果，油料作物和其他作物的产业使用土地要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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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耕地面积下降时，这几个行业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如表 4 所示，随着土地减少程度的增加，各种植业的总产出减少的幅度

在加大。其中油料作物受到的影响最大，其他作物受到的影响最小。另外从产出价格来看，各种植业都有很小幅度的上升，这

是由于土地要素价格的升高造成的。 

除种植业之外，其他各行业的总产出和产出价格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除了电、煤气、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

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房地产业，教育、卫生、体育、福利及文化娱乐业外，其余非种植业行业的总产出都有微弱增加。 

 

从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来看，种植业各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在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中的降低幅度逐渐增大，房地产业

和教育、卫生、体育、福利及文化娱乐业的劳动力需求出现了小幅下降。除以上行业外，其他各行业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均有所

增加，并且增加的幅度随着耕地减少程度的加深而加大，具体变化情况如图 3 所示。建筑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程度最大，第

一产业中的非种植业需求增加的程度次之，第三产业中大部分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在三种方案中都有所上升。耕地面积的减少引

起了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促进了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也促进了农业从业人员向非农产业生产工人的转化。 

(三)对居民影响 

耕地面积的减少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细节见表 5。耕地的减少导致了耕地租金的上升，同时农业平

均工资和非农平均工资的相对变化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农村居民的收入会随着耕地减少程度的增加而上升，

农村居民消费和储蓄也随之增加。另一方而，耕地的减少也引起了各部门平均工资的降低，这直接导致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减少，

城镇居民消费和储蓄也随着减少。为了反映出各类居民福利的变化情况，笔者用等价性变化量 EV(EquivalentVariation)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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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减少后居民福利的变化，EV 值为正表示福利增加，为负表示福利减少。从表 5 中可以看出，耕地减少后，农村居民的福利

增加了，而城镇居民的福利降低了，耕地减少得越多，两种居民的福利变化越大。 

 

五、总结 

笔者介绍了重庆 CGE模型的基本结构，并用该模型模拟耕地面积减少 1%.2%.3%对重庆经济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耕地面积

的减少引起的消费和净流出的增加将直接导致实际 GDP的微弱增加。在以往研究中(如赵永
[6]
)，耕地减少引起了 GDP的降低，而

本研究则得到相反的结果，这是因为本研究考虑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重庆这个“大农村”的环境下，农业劳动

力的转移将有利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因此，在笔者制定的模拟方案中，耕地的适度减少虽然对农业生产造成负而影响，但并没

有对第二、三产业中的大多数行业的实际产出产生负而影响。此外，耕地减少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福利，但也给城镇居民

带来了收入减少、福利降低的不利局面。 

虽然耕地的适度减少在口前的经济环境下并没有对重庆的整体经济带来负而影响，但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人口的不断增

多，耕地减少将在所难免，由此引发的负而影响也必将扩大并波及到非农产业，进而影响到重庆经济的发展。因此提高耕地利

用率，统筹城乡发展，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协调好耕地占用，耕地保护与耕地开发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改善重庆的宏观

经济环境。对于受影响最严重的第一产业，必要的扶持政策和相应技术、人才、资金的支持将缓解其发展受限的不利局而。同

时，稳定发展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发挥好二、三产业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将缓解农村的人地矛盾，提高居

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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