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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分析
1
 

邓翼杰 

(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30) 

【摘 要】依据四川省 21 个市（州）的 2001年到 2015 年的面板数据，我们将 2001 年至 2015年分为“十五”期

间、“十一五”期间和“十二五”期间三个时期使用引入时间变量的变截距模型分析在 2001 年至 2015 年期间化肥

施用量对粮食产量影响的动态变化。模型結果表明：随着四川省化肥施用量増加，粮食产量增加，两者为正向显著

相关关系；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增产弾性先为上升趋势再呈下降趋势；单位化肥投入量引起的实际粮食增产量呈

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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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四川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有着悠久的农业历史，同时也是使用化肥的大省。在 201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了 3442.8万吨，

当年施用化肥量达到了 249.83 万吨，其中使用氮肥 124.73 万吨，磷肥 49.63 万吨，钾肥 17.81 吨，复合肥 57.66 吨。如此多

的化肥使用量也和四川是人口大省，但耕地面积却年年縮減，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农民不得不使用化肥。但就目前多地已经出

现了滥用化肥的背景下，四川省化肥施用量的不断增加是否依然提高粮食产量，这仍然需要探讨。 

2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2.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02年到 2016年历年的《四川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地区历年统计年鉴。采用了四川省 21市(州）

的数据，为了更好的研究在 2001年到 2015年期间的两者动态关系，将这 15年分为“十五”期间、“十一五”期间和“十二五”

期间三个时间段来建模分析讨论。 

2.2模型构建 

由于是研究在控制ー些变量过后化肥的投入对粮食的产出影响，因此采取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以 Y 表示粮食产量，X1

表示化肥施用量，X2表示粮食播种面积，X3表示农业机械总动力，X5表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同时采用变截距模型将不变的截距

系数转换为可变系数 a，依此来消除地区间差异可能带来的估计误差。各变量还都可能带有时间趋势，为此引入时间变量 T消除

时间效应的影响。其中 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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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1 “十五”期间模型结果分析 

在“十五”期间，剔除不显著变量后，得到如表 1 的結果，依次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 检验和 DW 检验。其拟合性与现实意

义也较強。从此結果看来，化肥施用量为每增加 1%则粮食产量增加 0.236%。 

表 1 “十五”期间模型改进后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P 值 

Lnxl  0.2358  0.03273  7.2054  0.0000 

Lnx2  0.8515  0.0490  17.3620  0.0000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P 值 

T 0.0105 0.0022 4.8567 0.0000 

R 方 0.9464 调整后的 R方 0.9448  

F 统计量 594.5130 DW统计量 1.7919  

P 值（F统计量） 0.0000 观测值 105  

  

3.2 “十一五”期间模型结果分析 

在“十一五”期间，剔除不显著变量后得到最后的模型结果如表 2，可以看出改进后依此通过了方程的显著检验，变量的显

著性检验和序列自相关检验。从表可知，化肥施用量为每增加 1%则粮食产量増加 0.244%。 

表 2 “十一五”期间模型改进后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P 值 

Lnx1 0.2442 0.0346 7.0401 0.0000 

Lnx2 0.8343 0.0504 16.5462 0.0000 

R 方 0.91831 调整后的 R方 0.9167  

F 统计量 573.3573 DW统计量 1.7957  

P 值（F统计量） 0.0000 观测值 105  

  

3.3 “十二五”期间模型结果分析 

“十二五”期间，同样剔除回归所得模型如表 3。在显著性水平为 5%时各变量的通过 t 检验，同样通过了方程的显著检验

和序列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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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十二五”期间模型改进后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P 值 

Lnx1 0.1814 0.0353 5.1422 0.0000 

Lnx2 0.8631 0.0557 15.4734 0.0000 

Lnx4 0.0791 0.0302 2.6172 0.0102 

t 0.0052 0.0006 8.7179 0.0000 

R 方 0.9298 调整后的 R方 0.9270  

F 统计量 331.1338 DW统计量 1.6505  

P 值（F统计量） 0.0000 观测值 105  

  

3.4三个时期化肥增产效应的变化分析 

根据上述的三个回归模型，可以得到表 4。第一行是三个方程里 lnxl 的系数值，也就是化肥增产弹性，第二行是通过四川

省三个时期化肥施用量和粮食产量平均值简单换算出的每增加一公斤化肥施用量所能得到粮食产量増量。 

表 4化肥增产效应分析 

 2001 年-2005 年 2006 年-2010 年 2011 年-2015 年 

Lnxl系数值 0.2358 0.2442 0.1814 

每公斤化肥增  

产量 
3.596 3.205 2.422 

 

从化肥的增产弹性可以看出，不管是哪ー个时化肥期施用量都与粮食产量正向显著相关。“十五”到“十一五”期间化肥的

边际效应为増加，结合现实分析其原因，应当是在这段时期由于种植结构改变减少和城市化推进等原因导致种植面积減少，要

保障粮食产量就需要增加粮食单产水平，面影响单产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化肥，因此“十五”到“十一五”期间边际效益

为増加。但“十一五”到“十ニ五”化肥使用的边际效益減少，说明化肥施用效果已经开始下降。所以 2001 年到 2015 年期间

四川省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为显著的正相关系，并且增产弹性先増加后減小。 

从增加 1 公斤化肥投入带来的粮食增产数量变化来看，2001 年-2015 年，每公斤化肥投入产生的粮食产量増量变化是一直

減少，虽然说明增产效应已经在逐渐缩小，但是 2011-2015年依然每公斤化肥投入有 2.442公斤的粮食增产量，并未达到饱和。

表明四川省単位化肥投入量带来的实际粮食产量增加量在不断減少。 

4 结论与讨论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得出目前四川省化肥施用量的增加虽然仍然会引起粮食产量的増加，但从边际效应来看已经不能再有

效増加粮食产量了，若依然按目前的趋势甚至在未来有可能出现负效应。需要进ー步从化肥使用增加粮食产量应当聚焦于提高

化肥的使用效率，例如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精确控制化肥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改进化肥的施用结构，施用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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