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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模型下化肥使用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 

——以合肥市为例 

杨玲玲
1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摘 要】我国自古地域辽阔，是农业生产大国，但近些年农业产值却一直停滯不前。通过对该现象的深入分析

发现农村存在着化肥品牌泛滥、对于化肥使用量没有准确概念、使用无节制等现象，所以笔者大胆提出了化肥使用

量对于农业产值“负效应”的猜想，为此笔者选取了合肥 2011-2016年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播种人口数以及

播种面积作为研究变量，运用 Excel、Eviews等数据分析软件重点研究了化肥使用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主要运

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逐步回归剔除无关变量、检验模型显著性等方法得到了农业总产值和

化肥使用量之间的关系，验证了猜想并以此为合肥市加快推进现代化农业高效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化肥使用量；农业总产值；回归分析；模型检验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1 绪论 

1.1研究背景 

当下中国倡导经济可持续发展，各行各业纷纷响应。但在农业生产领域仍然存在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对

于化肥的过量使用是一重大影响因素。由此所导致的农作物的生产效益低下，投人产出比例严重失衡、环境恶化等问题也困扰

着广大农民。笔者通过观察合肥市农业生产状况，发现农民普遍存在对于化肥的施于量没有概念、尽可能多地施肥等问题。在

结合生活实际观察到这一背景的增况下，笔者开始收集数据展开研究。 

1.2研究意义 

一方面我国面临着有效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我国人口每年均以一定的比例增长，二胎政策实施后我国将面

临新一轮的人口增长高峰。所以对于农产品的“多数量”和“高质量”的要求也将随之而来。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是保障

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化肥的使用，而这种方式势必不能满足我国当前对于

“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中存在着化肥过量施用的问题，造成土壤肥力下降。那么化肥的使用是否已

经达到了一种边际产出递减的状态，临界边际产出为零的状态在什么时间以及抑或已经达到了这种临界状态是目前正处于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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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期”的中国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1.3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选择 

数据来源：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安徽省统计局官网 

研究工具选择：通过 Excel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得到相应的原始表格。运用 Eviews进行数据再加工，主要包括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相关系数分析、模型显著性检验以及逐步回归分析。 

2 变量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 

为了得出目前我国化肥使用量与农业总产值之间的关系，探求化肥使用量的边际产出状况，代表性选取了合肥市 2011-2016

年化肥使用量、人口数量、播种面积这三个解释变量进行计量经济分析。 

模型的变量选择如下： 

Y：合肥市农业总产值（万元） 

X1:化肥使用量（吨） 

X2: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万人） 

X3:播种面积（公顷） 

运用 Excel对数据进行归类汇总，按照不同年份将自变量农业总产值和所选取的三个因变量排列在一张表格中，见表 1 

表 1合肥市 2011-2016年农业相关数据统计表 

年份 
农业总产值 

/万元 

化肥使用量 

/吨 

第一产业从业人口 

/万人 

播种面积 

/公顷 

2011 1729166 315919 81.9 751154 

2012 1961762 314245 85.6 750314 

2013 2091689 315477 92.7 743267 

2014 2205454 316718 102.4 751371 

2015 2349577 296858 106.5 754301 

2016 2407086 278673 115.3 755622 

运用 Eviews对数据进行初步加工，得到各个自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方向，通过相关系数，初步证明了笔者得猜想，目

前化肥的过度使用已经给农业的产值带来了负担，见表 2。 

表 2各自变量与农业总产值之间的相关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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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影响因素 
化肥使 

用量 
第一产业从业人口 播种面积 

相关系数 -0.7379 0.9629 0.437 

3 回归分析 

在 Eviews中输人时间区域为 2011-2016,带人具体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构建模型，在软件中输人 Is y c x1 x2 x3 得到图

3 

图 3多元线性回归 

 

3.1模型的检验 

t检验是用 t分布理论来推论差异发生的概率，从而比较两个平均数的差异是否显著。现建立原假设：农业总产值和相关自

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并确定检验水准α=0.1 

H0:μ=μ0（零假设，null hypothesis） 

H1:μ≠μ0（备择假设，alternative hypothesis） 

由图 3可得，自变量下 X1和 X3所对应的 P 值都大于 0.1，与实际情况不符合，不能通过 T检验，说明模型构造的模型不符

合现实意义，即被解释变量与所选取的三个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元相互关系。 

3.2出现的问题 

利用各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解释变量自身的相互关系得到相关系数表，见表 4。由相关系数表可以看

出，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大，由于上述模型不能通过 t检验，且模型结果显示出的 XI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效果与前文

所述并不相符，可以推论得出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下文将用逐步回归法剔除无关变量，具体得出化肥使用量与农业

总产值之间的“负向关系”。 

表 4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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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x1 x2 x3 

y 1 -0.73 0.96 0.43 

x1 -0.73 1 -0.815 -0.68 

x2 0.96 -0.815 1 0.56 

x3 0.43 -0.69 0.56 1 

3.3逐步回归修正模型 

所谓逐步回归是将变量逐个引人模型，每引人一个解释变量后都要进行 F检验，并对已经选人的解释变量逐个进行 t检验，

当原来引人的解释变量由于后面解释变量的引人变得不再显著时，则将其删除。由于本文已经完成将三个自变量均引人模型的

情况，故从引人两个变量开始逐步回归，经过几轮的操作发现对于双变量也不能实现很好的拟合，为了验证猜想，只引人“化

肥使用量”这一个解释变量。 

在 Eviews软件中输人 Is y c x1得到化肥使用量与农产品总产值的计量分析结果，如图 5所示。 

 

通过简单 T检验可以看出，自变量和常数项所对应的 P 值均小于 0.1，说明模型对于所选样本数据拟合优度较好，且由于模

型显示的化肥使用量的系数为负值，可以有效说明近几年化肥使用量对于农业总产值的确起到了负的效应。其具体数值关系⅛化

肥每多使用一吨，将导致农业总产值减少 12.06万元。 

3.4对于模型显示结果原因的探究 

在对现实情况进行走访观察中，笔者结合自身生活情况查找相关资料，发现以下几个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该现象。第一，我

国正处于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新时期又提出了乡村振兴计划，显然国家对于“三农”问题非常关注，为此国家对于粮食提

出了较高的保护价格，相当一部分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扩大自耕面积，想要依靠增加粮食产量来增加收人。

第二，这部分农民没有掌握一定的耕种技术，依然依靠原来的小规模生产的方式来管理大面积流转的土地，虽然总产量得到了

提升，但是单位产量却在减少。第三，农民管理方式欠缺，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等破坏环境加重土壤负担的不可持续的方式来维

持有限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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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提出猜想并验证猜想，运用计量经济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目前农业总产值的提高在一定基础上还依赖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和“播种面积”的相应提高，这其实也受到了我

国目前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影响。 

(2) 在可播种面积逐年减少、部分农民“弃农务工”的情况下，农民将希望寄托在了化肥的使用上，化肥似乎成为了高产

的必要保证。 

(3) 化肥的过度使用使得化肥对于农业产量的边际产出呈现递减的趋势，而就近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已经发展为

负数。 

(4) 深人探究可以发现农业总产值虽然目前正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但是增长的结构却很不合理，主要原因是从事种植的

人一般都是继承父辈留下来的种植方法，缺乏创新型与开拓性，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可耕种面积不断减

少的形式下，这样一种传统的依赖单一投人(化肥使用)的方式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为了加快我市农业现代化和专业化的进程，加速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的产业融合，提出以下建议。 

(1) 在高校内增设农业技术培训相关专业，并鼓励农村大学生积极宣读相关专业，培养一批既拥有专业知识又愿意回到农

村实践专业的大学生。 

(2) 政府应该安排技术人员对农民进行关于如何科学施肥的培训，减少粮食生产中由于过量施肥导致的不利影响。增加粮

食生产中的有机肥的使用。让边际产出重新回到较高水品。 

(3) 深化各个县乡的财政体制的改革，用激励性的方式鼓励县乡因地制宜，种植适合自己本土的绿色农产品，提供一定的

平台供其展示，鼓励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重新回到农业生产领域，提升农民对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4) 政府增加对农用高科技产品技术开发的投人，用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用机械化生产代替传统的落后的全靠劳动力

输人的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产值快速增长，满足人们对于高质量多样化农副产品的需求。 

(5) 通过财政支持的方式鼓励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部门积极开展农业新品种的培育，从根本上提高农产品产量。 

5 补充说明与研究缺陷 

笔者虽只选取了化肥使用量、播种面积、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来反映问题，且最终只以化肥使用量来阐述对于农业产值的影

响，并非表明农业产值只与这三个因素有关，而是为了凸显研究目的，重点阐明我市目前存在对于农业生产劳动力和耕地面积

过度依赖以及化肥使用已经超标的现象，这样一来简化了研究过程，针对性地得出研究结论并验证了猜想，为更好地为我市乃

至全国提供针对性政策建议。尽管如此，本文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数据收集量较少、没有进行实地考察等缺乏实践的问题是本

文的缺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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