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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业经济效益静态评价分析 

胡 佳 梁 娜 蓝 淬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通过相关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建立了反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三个方面的农业经济效益

评价指标体系，从静态方面对重庆的农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并与西南四省(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平均水平和

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试分析重庆农业发展现状，找出重庆农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制约因素和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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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农业经济效益的内涵 

农业经济效益是农业生产中所投入的劳动消耗量与产出的生产成果的数量对比关系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意味养必须以尽可

能少的劳动占用和劳动消耗，最大限度地生产出符合社会和个人需要的农产品产出与投入比较的结果，反映了农业经济活动达

到的目的状态和程度某项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大小，与农业劳动成果多少成正比，与农业劳动占用和劳动消耗量成反比单位农

业劳动占用和劳动消耗所产出的有效成果的数量越多，那么农业经济效益就越大;反之，农业经济效益就越小(张华、吴超，2007) 

1.2农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 

农业技术经济效益指标体系是指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全而评价农业经济效益的一整套指标因为同一类别内的指标反映了

相同的经济效益内涵，在此我们只选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或一个)指标，作为农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计算基础考虑到

各地区数据来源情况，从经济、社会和生态方而，设立了三大指标体系，共 6个指标 

1.2.1经济指标 

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指农业生产成果与投入活劳动的对比，因此又称活劳动生产率指标，是一个反映投入活

劳动的经济效益指标计算公式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总产值(或净产值)/农业劳动力年平均人数(或农业劳动消耗时间)该指

标是单位农业劳动(或单位劳动时间)提供的总产值(或总收入)、或净产值(或农业纯收入)单位劳动力(或单位劳动时间)产出的

总产值(或净产值)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 

土地生产率:是指农业生产与占用土地面积的对比，是一个反映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指标其计算公式为:土地生产率-农业总

产值(或净产值)/土地面积该指标是单位土地面积上提供农产品的价值量(或总收入)，或净产值(或净收入)指标值越大，说明土

地利用效率越高;反之，利用效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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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额:是指生产单位农产品需要占用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数量，是一个反映劳动占用效果的经济效益指

标其计算公式为: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量-(固定资金十流动资金)/农产品产量(产值) 

1.2.2社会指标 

农民人均纯收入:指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农民每人平均得到的纯收入,纯收入是指农民家庭全年收入中，扣除费用性支出

后的剩余部分，可以直接用来进行生产和非生产性投资建设、改善生活的那部分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是一个反映农民实际收入

水平的社会效益指标 

农业劳动者就业率:指达到劳动年龄的农民参加工农业生产人数占劳动力人数的比率，是一个反映农业劳动者就业水平的社

会效益指标计算公式为:农村劳动者就业率-参加工农业生产人数/农业总劳动力人数 

1.2.3生态指标 

旱涝灾害率:是指受旱涝灾害面积与总耕地面积之比，是一个反映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程度的生态效益指标计算公式为:旱

涝灾害率-旱涝受灾面积/总耕地面积 

2 重庆农业经济效益现状评价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农业年鉴 2011》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 

本文根据以上建立的农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从静态方而对重庆市农业效益现状进行全而的分析与评价考虑到不同地区的

环境差异对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影响较大，故本文以农业自然环境相似的西南四省(重庆、四川、石南、贵州)平均水平和全国平

均水平为比较对象采用综合比较法，对重庆农业经济效益的现状进行评价和分析综合比较法，即以全国平均水平(或四省平均水

平)为标准，把四省的农业效益评价的各项指标分别与全国平均水平(或四省平均水平)相比较，比全国平均比率每高出 100,记正

一分;反之，若低出 100，则记负一分，由此计算出得分 1(或得分 2)进行比较。 

2.1农业经济效益总体情祝比较 

 

图 1为西南四省的综合得分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重庆的得分最高，得分 1为 27分，比第二高分省四川省高出了 8分，比得

分最低省石南省高出 7分;得分 2为 33分，比第二高分省四川省高出了 7分，比得分最低省石南省高出 82分说明重庆的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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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综合评价结果较好，居于西南四省首位但是仅仅以综合得分来评价重庆的农业经济效益显然是不够全而客观的，下而本

文将以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全国平均和四省平均水平两方而来评价重庆的农业经济效益。 

 

从图 2 可以看出，重庆农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者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重庆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62.0%，比全国平均水平 40%高出了 22%;重庆的农业劳动者就业率为 96.2%，比全国的平均水平 63.1%

高出 33.1%。 

而重庆土地生产率、单位产品资金占用额和旱涝灾害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的土地生产率为 45.7%，比全国平均水平 57.0%

低了 11.3%;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率为 83.6%，比全国平均的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率 94.5%低了 10.9%;旱涝灾害率为 25.7%，比全

国平均水平 30.7%低了 5%从图 3可以看出重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527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919元 

2.3与西南四省平均水平比较 

 

与西南四省相比，重庆土地生产率、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额和农业劳动者就业率略高于四省平均水平重庆的土地生产率为

45.7%，比四省平均水平 41.6%高出 4.1%;单位产品资金占用率为 83.6%，比四省平均水平 81.1%高出 2.5%;农业劳动就业率为

96.2%，比四省平均水平 87.0%高出 14.0%。 

然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旱涝灾害率低于四省平均水平重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62%，比四省平均水平 81.6%低了 19.6%;旱涝灾

害率为 25.7%，比四省平均水平 38.8%低了 13.1%从图 3 可以看出重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5277 元，比西南四省平均水平 4447

元还要高出 8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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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农业经济效益现状分析 

重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和西南四省相比都处于较高水平，一方而是因为近几年来，重庆市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政策扶

持力度，减免农业税收，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补助，农产品价格有所提高; 

同时，除 2006年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外，重庆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小，农业总产量稳定增长趋势因此重庆农业总产

值逐年增加。 

另一方而，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决，农业就业人员逐年减少，故农业劳动生产率较高

今后重庆市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和落实对农业方而的支持和扶持政策，为农业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保障农业的

快速稳定发展 

重庆的土地生产率低，其原因可能是重庆地形多为山地和丘陵，不利于农耕重庆农用地的生产效率低，即生产同样多的农

产品需要比其他地方更多的土地，故重庆的土地生产率低，针对这一自然条件的限制，重庆今后的农业发展应多考虑土地的集

约利用以及因地制宜特别是利用比较优势效益发展农业经济 

重庆的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其农业资金利用效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也可能是因为重庆农业

机械特别是大型农业机械使用比较少，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低重庆单位农产品资金占用额略高于西南四省平均水平，说明重庆

的农业资金利用效率稍微高于西南平均水平重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提高农业资金的利用效率，还需要增加对农业机械的

使用 

重庆的旱涝灾害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和西南地区相比都很低，说明重庆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良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重庆

市的面积较小且比较集中，相对于其他大省而高遭受自然灾害的可能性要小很多，所以重庆的旱涝灾害率较低重庆应该充分利

用这有利的自然环境条件大力发展农业，但同时也要注意农业巨灾风险的预测、防范及应对。 

重庆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重庆农业经济的社会效益还处于全国较低水平，究其原因可能是西南地区的

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及东部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拉低了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重庆农民人均纯收

入高于西南四省平均水平，可以说明在农业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重庆的农业经济效益发展较好，但更重

要的原因是因为重庆农业劳动者外出打工的人数众多，而且打工收入也比较高，由此拉高了重庆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 

重庆的农业劳动者就业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西南四省水平，主要是因为重庆的青壮年农业劳动者外出打工的比例很

高，农业劳动者参加工业劳动的人数多导致重庆农业劳动者就业率高，而农业劳动者参加农业劳动的比例并不高从今后的发展

方向来看，重庆急需拉动整体经济的增长； 

然后根据“工业反哺农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还应该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引导农

业劳动者的合理就业，促进工农业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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