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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1

韩沁言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报告了 1976～2015 年以来，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概况和调整优化的情况，并以武汉市 1999～2015

年农业产业结构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 Eviews 统计软件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

验，最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相关结论：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

②种植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③畜牧业和渔业的作用日益显著；④林业发展相对较慢；⑤劳动力和耕地面积对农业

经济影响较小。并以此为依据，对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增长；统计检验；回归分析；武汉市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农业产业结构，简单来说，就是指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在内的农业各产业部门和各部门内

部的组成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就是指根据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改变农产品的生产结构，

从而使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相协调的过程。一般来说，农业产业结构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不同的农业产业结构

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益，从而促使农业经济以不同的速度增长。当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不再是

劳动力和耕地，而主要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基础设施的不断优化和完善。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我国过于重视农产品总产量，忽视了农产品结

构比例的均衡，进而导致农业的低收益和农民普遍增产不增收，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武汉市而言，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城

市，是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其地理位置优越，农业资源丰富，底蕴深厚，比较优势突出，也有中部发展战略支持，这些都是武

汉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因素，但是武汉市现有的农业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和不协调的问题，使其成为武汉市经济崛起的

一个重要制约条件。本文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数据分析 20 年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建立计量经

济模型，并根据检验结果，得出相应结论，以期为今后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提出相应的调整对策，实现武汉市的长

远发展。

2 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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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农业发展概况

2.1.1 武汉市简介。湖北省位于我国的中心位置，因地处洞庭湖以北，故称湖北。作为湖北省的省会，武汉市总面积为

8494.41km
2
，是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市和特大城市。武汉市地形属于冲积平原，全市低山、丘陵、垄岗平原与平坦平原分别占

土地总面积的 5.8%、12.3%、42.6%和 39.3%。长江和汉江同时流经武汉，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赋予了武汉充足的淡水资源，

境内 5km 以上河流 165 条，湖泊 166 个，各类水库 273 座，总水域面积 2217.60km
2
，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26.1%，居全国大城市之

首。

2.1.2 主要农产品发展水平。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武汉市农业飞速发展，截至 2015 年，全市粮食总产量

是 1270028t，棉花总产量是 16490t，油料总产量为 18337t，蔬菜总产量是 7422982t，水果总产量是 115024t，水产品总产量市

524587t，禽蛋产量是 229231t，分别比 2014 年增长-0.1%、-19.39%、-1.16%、5.63%、4.36%、3.77%、4%。

2.1.3 农村常住居民收入水平。武汉市农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农村常住居民收入的增加，2015 年，武汉市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收入达到 22407.76 元，比 2014 年提高了 8.87%，其中，第一产业经营收入为 4782.67 元，占经营总收入的 58.3%，相较于 2014

年的 77.96%，下降幅度较大，但农业仍然是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2.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概况

自 1976 年以来，武汉市农业总产值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1993 年至 1999 年为一个小高峰，1997 年为顶峰，当年有 14

项主要指标全面超越历史。1999 年后，农业总产值增幅很大，一直呈稳定增长的态势，到 2015 年，武汉完成农业总产值 620.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见图 1）

截至 2015 年，武汉市种植业产值 359.16 亿元，增长 5.2%，林业产值 9.95 亿元，增长 11.7%，牧业产值 135.27 亿元，增

长 1.2%，渔业产值 91.81 亿元，增长 5.0%，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24.09 亿元，增长 19.3%，其中，农林牧渔服务业和林业的涨

幅是最大的，牧业的涨幅相对较小。1999～2015 年，武汉市农业各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变化趋势如图 2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迅速增长，武汉市的农业产业结构也有了巨大的变化。种植业的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林业和农林牧

渔服务业的比重迅速上升，从 1999 年到 2015 年，种植业的比重由 62.5%下降为 57.9%，林业的比重由 0.7%上升到 1.6%，农林

牧渔服务业的比重由 2004 年的 0.8%升至 2015 年的 3.9%，涨幅很大，牧业和渔业的比重总体来看基本保持稳定，总体在 21.8%

和 15%上下浮动。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种植业依旧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是促进武汉市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武汉市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顺应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不仅使农业产业结构自身不断优化，而且对城市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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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出 2011 年前后种植业的比重有明显变化，2011 年以后，种植业的比重明显增加，牧业

的比重有了小幅下降，这是因为近几年自然灾害明显增多，种植业相对于牧业来说，更加稳定，更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从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过程来看，农业产业结构不断的优化，效果显著，农林牧渔服务业的比

重显著增加是最好的说明，这也为武汉市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3.1 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分析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量化为贡献率来分析，为测算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率，本文采用

产值比率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其中，M 表示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Ci代表农业各产业产值所占比重，Mi代表农业各产业产值的增长率。农业产业结构转变

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实际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依据该模型测算的增长率之间的差额来计算的。由表 1 计算可知，

2015 年，武汉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为 4.8%，其中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产值的增长率分别为 5.2%、11.7%、1.2%、

5%，把 2015 年的各产业产值的增长率视为基期，保持不变，根据计算公式可以测算出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 1999 年、2002

年、2005 年、2008 年、2011 年、2014 年的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0.457%、0.552%、0.627%、0.756%、0.688%、0.622%，

由此可以看出，自 1999 年以来，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的几次调整都取得了成效，从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来看，由 1999 年的 0.552%

增加至 2014 年的 0.662%，有了明显的增加。同时，从增加的幅度来看，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有限

的，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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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立模型

我们将不同产业的生产函数确定为：

式中，Y代表的是产出总和，Xi代表的是第 i（1，2，3……n）产业的产出，A为技术等因素。对式（4-2-1）进行全微分可

得：

式（4-2-2）中的两边同时除以 Y，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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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2-3）中， 为对应第 i产业部门 Xi 的产出弹性，记为 ， 代表其他因素的变动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

献，记作 ，因此，（4-2-3）可以写成：

由此，最终建立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模型：

其中， 表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i=1，2，3，4）分别表示农、林、牧、渔产业的生产总值， （i=1，

2）则表示其他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变量。本文中选取了乡村人员年末就业人数、农作物播种面积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中，

希望进一步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在模型中所有数据均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最后的实证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 表示种植业总产值， 表示林业总产值， 是牧业总产值， 是渔业总产值， 表示的

是武汉市乡村人员年末就业人数， 表示的是农作物播种的面积。

3.3 因果关系检验

在分析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前，要先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只有当两者之间确实存在

因果关系的时候，才能进行实证分析。因果关系检验包括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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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单位根检验。因果关系检验的第一步，是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通常多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来对各个变量

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由根据 ADF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果变量不存在单位根，说明时间序列式平稳序列，就可以

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当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对时间序列做一阶和多阶差分，然后再根据 ADF 检验方

法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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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views 软件对表 1、表 2 数据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根据 ADF 的检验结果，变量

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

3.3.2 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主要是为了处理非平稳的序列的回归问题，如果有多个变量要进行协整检验，但是它们最终的

结果是非平稳的，则这些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F值可能很显著并且 R2 很大，就意味着拟合效果好，但解释变量也可能有相同

的趋势，那么由此得到的回归方程通常都是伪回归，所以，协整检验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尽量避免伪回归的出现。

本文将运用 EG 两步法进行检验，首先构建一个协整检验的方程：

其中 i=1，2，3……6， 分别表示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的总产值、乡村人员年末就业人数以及农作物播种的面积。

对表 1、表 2 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由表 4 可知，各个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系数的显著性都很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对每次回归后得到的残差项进行 ADF 检验，每一个残差项都是平稳序列，说明被解释变量农业经济增长与解释变量种植

业、林业、牧业、渔业总产值及乡村人员年末就业人数、农作物播种的面积之间各自存在协整关系。

3.3.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的最后一步是格兰杰检验，即对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通过将农业经济增长

的指标与各个解释变量种植业、林、牧、渔总产值以及乡村人员年末就业人数、农作物播种的面积分别进行检验，看两者之间

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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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 1、表 2 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表 5可知，解释变量种植业、林、牧、渔总产值以及乡村人员年末就业人

数和农作物播种的面积，确实是被解释变量农业经济增长变动的原因，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因此，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来检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是可行的，结论的可靠性较高

4 结果分析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所有解释变量表 1、表 2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首先可以得出，种植业、林、牧、渔业

总产值的显著性水平都较高，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也说明最后的结果是准确可靠的。对每一个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种植业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是最突出的，相关系数为 0.616；牧业和渔业的作用也至关重要，相关系数分别为 0.253

和 0.12；相对来说，林业对农业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相关系数相对较小，为 0.02。乡村人员年末就业人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而农作物播种面积非常不显著，同时，乡村人员年末就业人数的相关系数为负，与常识不符，我们可以预测，武汉市

农业经济的增长对劳动力和农作物播种面积的依赖性较小。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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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5.1.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一般来说，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推动农业经济稳定增长，

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虽然农业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稳定性相对较差，但能够使当前的产业结构适应农业经济发

展的需要，事实证明，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从而控制农业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政策，在武汉是有效的。

5.1.2 种植业依然是主导型产业。从数据不难看出，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近几年有了一定的回升，总的趋势还是持

续下降的，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加之近年来政策的扶持，种植业的发展力度持续增大，因而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也更显著。但

是武汉市种植业也还存在大量问题，诸如“重量不重质”，技术投入不足，机械化程度低，品牌效应低等等，只要这些问题得

到解决，会给武汉市的农业带来长远利益。

5.1.3 畜牧业和渔业的作用日益突出。畜牧业和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偶尔会有一定波动，从整体上看，

畜牧业的占比仅此于种植业，已经成为武汉市农业发展的支柱型产业。武汉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湖泊众多，是鱼类的天

然种质库，为武汉市发展渔业提供了宽广舞台和有利条件，在未来，渔业必将成为武汉市发展农业经济的新的支柱点。

5.1.4 林业发展相对缓慢。相较于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来说，林业的占比始终是最少的，虽然林业的总产值逐年递增，但

是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始终处于落后位置。武汉市居于长江中游地区，郊区土壤肥沃，雨水充沛，气候宜林，但过去相当长

一个时期，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林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观念的逐步深入，林业愈益引起人们的

重视，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力发展林业，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对武汉市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发

展都有巨大帮助。

5.1.5 劳动力和农作物耕作面积对农业经济影响较小。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劳动力投入增加和农作物耕作面积扩大，

对农业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显著，甚至劳动力投入增加，不仅不会使农业经济增加，反而会使农业经济朝反方向发展，至少可以

说明，推动武汉市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包括劳动力和耕地，我们推测，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资金

投入等才是关键因素，如果是在劳动力大量过剩，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武汉市农业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农业技术水平进

步、农业投入增加以及改进并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5.2 对策建议

研究结论表明，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都发挥了各自作用，

其中，种植业依旧是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畜牧业和渔业的增长速度迅速，战略地位愈加重要，而林业在得到政府和

市民足够的重视下，发展空间越来越大，相信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会增加。此外，农业科技水平、农业资金投入及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会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未来，武汉市应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产业

结构的改善和优化，促进武汉市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实现武汉市的长远发展。

5.2.1 加强优质农产品品牌建设，保证农产品优质优量。鉴于种植业在武汉市农业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在未来，发展种

植业的过程中，首要任务是要保证农产品质量，保持传统优势。武汉市是重要的农业大市，应该大力发展品牌农业，做大油菜

产业，以加大产业政策导向为切入点，规范特种栽培技术，实施标准化生产和管理模式，将油菜产业由单一的数量规模型转向

质量、品牌、效益型的多重产业化发展；加快发展果、茶、桑等特色产业，扩大地域规模，加强开发产品结构，丰富层次，增

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使每个区域特色农业板块都有自己的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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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实现畜牧业由传统养殖向现代生态种养循环转变。基于畜牧业的重要战略地位，武汉市应大力发展畜牧业，实现由传

统养殖向现代生态种养循环转变。首先，应建立畜牧业配套建设种养循环农场，使猪-沼-菜、猪-沼-稻等循环农业模式得到推

广和应用，加快资源化循环利用；其次，武汉市政府应定期就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进行对接，制定相应的治污模式，做好畜禽小

区粪污的综合治理；最后，要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的处理，构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和监管长效机制，防止动物疫病传播，保

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5.2.3 加快现代渔业发展。武汉市发展渔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科技、产业和市场优势，深受武汉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历来在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推动现代渔业的发展，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因地制宜明确本地现代

渔业建设的重点和方向，出台配套政策，构建渔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其次，稳步推进渔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力扶持渔业新型经

营主体发展，同时，要鼓励并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到现代渔业建设中来；最后，市政府要强化渔业扶持政策，根据渔业经济

发展重点与建设任务，合理安排渔业扶持资金，使支农资金更多向渔业倾斜。

5.2.4 推进林业跨越式发展。现阶段，随着武汉市政府对林业发展的重视，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林业发展呈现良好势

头，加快林业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首先，应做到发展生态林与商品林并重，把发展商品林与农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与退耕

还林结合起来，与绿化荒山、荒坡、荒滩结合起来；其次，要积极推进林地综合开发、综合利用，如在低洼林地套养池鱼等。

此外，还可以把发展林业与生态旅游结合起来，开发森林公园，推动森林生态旅游业发展等。

5.2.5 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农业科技水平和资金投入，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

和规模较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的作用，利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辅助农业产

业化的项目资金，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提高自身的农业科技水平，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进而增加其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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