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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评价 

——基于 2001-2018 年的数据分析 

岳丽雯
1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基于 2001—2018年贵州省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传统的 DEA-BCC模型，结合贵州省农业生产情况，

构建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贵州省 18 个决策单元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8

年，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近三年农业生态效率上升幅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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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状态，

农业产出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中国以占世界不到 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 20%左右的人口，201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 6.579亿 t。

但是在农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带来了一系列如生态承载力下降、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

题，跟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10）》的数据显示，中国农业污染源中的总磷（TP）、总氮（TD）和化学需氧量（COD）

的排放量分别达到 28.47万 t、270.46万 t和 1324.09万 t；化肥、农药农用地膜利用率不高，秸秆焚烧现象在农业生产中常见，

产生的污染物不经过处理直接进入环境，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影响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农业资源与

环境形势如此严峻的背景下，研究区域农业生态效率，倡导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十分有意义。 

将 DEA方法应用于效率的测度更科学客观，与其他参数分析方法相比有以下三点优势：(1)DEA方法的变量为决策单元（DMU）

的投入产出的权重，不需要确定各指标在系统内的权重；(2)DEA方法可以处理多投入多产出模型，不需要预先设定函数表达式，

不需要和其他参数分析方法一样进行参数估计；(3)因为该方法计算的效率是相对效率，不会受到投入产出项的计量单位的影响，

最终结果为 0～1之间的比值，不需要对测算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1 贵州省农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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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贵州省 2014—2018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及增长速度 

从图 1能够看出，贵州省农业发展迅速。2014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为 1275.45亿元，将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换算到 2014

年可比价格计算，到 2018年时就增加到了 1634.64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6.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贵州农业经济迅速发

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受喀斯特地貌及石漠化影响，生态环境脆弱，可耕地面积不多，农业生产难形成规模效应；大量

使用农药、化肥、农膜易导致土壤条件恶化，不利于农业生态可持续。且贵州省地处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上游地带，农业面源

污染所造成的水污染又较难集中处理，不利于两江源头的生态环境保护。 

2 指标与数据 

根据指标数据的选取原则，考虑所选取指标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从经济、环境和资源 3 个方面构建贵州省农业生态效

率评价指标体系，对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进行综合测度。指标基础原始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局数据，2002至 2019年《贵州省

统计年鉴》，极个别缺失数据用数据平滑法处理。 

3 测算结果分析 

运用 DEA-SOLVERPEO5.0数据分析软件，选取规模报酬可变的 BCC 模型，以每一年为一个 DMU，将 6 个投入产出指标的相关

数据代入测算，计算得到的 2001—2018年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测度结果如图 2所示。 

由图 2 可知，2001—2018 年，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 型”趋势，综合效率值从 2001 年的 0.82 下

降到 2008年的 0.6再波动上升至 2018年的 1.00。测算的 18年中，2018年达到相对有效，即效率值为 1，其次为 2017年和 2014

年，综合效率值分别为 0.98和 0.91。2001—2007年，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值一直维持在 0.79左右，在此之后，从 2008-2012

年，农业生态效率值有所降低。2012—2014年，农业生态效率值有小幅上升。2001—2007年间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稳定保持在

0.79 附近说明，国家政策因素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较大。中央一号文件十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并鼓励农业发展

要朝着循环和生态化方向发展，有效控制了农业生态效率下滑的趋势。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于 2007年爆发，贵州从 2008年开始，

农业生态效率略有降低。直到 2012 年，贵州省农作物产量的稳定回升相应带动了农业生态效率的逐步提高，且在 2014 年时，

国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更加需要注重减少化肥农药农膜等一系列化工产品的施用。该阶段农林

牧渔业的增加值也增加了 21.8%，化肥污染量仅仅增加 3%，农药污染量降低了 7%，也为这一阶段农业生态效率的提高作出了部

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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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1-2018年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变化 

从表 2分析可知，2001—2018年，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的平均值为 0.8，“十五”期间贵州省综合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 0.80，

从 2001年的 0.83逐步降低到了 2005年的 0.80，说明这五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规模效率的变动对综合技术效率的影响更多；

“十一五”期间，综合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 0.72，受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7、2008 这两年的农业综合技术效率下降

明显。“十二五”期间综合技术效率均值为 0.79，贵州农业综合技术效率稳步回升。这个时期，贵州依托区域优势，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形成了茶叶，中药材等一批重点农业产业。 

 

图 3 2001-2018年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变动趋势 

从纯技术效率（PTE）角度分析，纯技术效率均值为 0.97，只有 3%的投入没有得到相应产出，样本测算期间，有 5 年达到

了纯技术效率相对有效（即效率值为 1），纯技术效率相对有效年份分别为 2001 年、2002 年、2003 年、2007 年和 2018 年。纯

技术效率最低年份为 2015 年，低至 0.89。纯技术效率值总体上大于综合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且所测算的 18 年来，总体波动

程度不大，效率值大体上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PTE）是拉动综合效率（TE）增长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纯技术效率（PTE）平均值略有下降，说明贵州省农业生产存在农用化肥农药等工业化学用品施用过量的问

题。这不仅会增加农业产业生产成本，影响农业纯技术效率，而且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系列污染和破坏，对贵州省的农业可

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 

从规模效率（SE）角度分析，2001—2018年样本测算期间，规模效率平均值为 0.83，与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相近，变动趋

势大体上相似。说明生产规模效应对贵州省农业影响较大，规模效率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综合效率的差异。所以促进贵州

省农业产业化进程，最大程度发挥农业生产产业化的规模效应优势，是推动贵州省农业高效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举措。生产规模

效率值最高的年份为 2018 年，效率值达到相对有效，最低的年份为 2008 年，低至 0.61。2008 年到 2012 年，规模效率值一直

处于偏低水平，平均值围绕在 0.72 附近上下波动，直到 2014 年相对应的规模效率值才达到相对较高状态，说明这期间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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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规模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业资源分配不够合理有效，投入产出不够均衡。虽然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一直处于

稳步增加的状态，但投入规模不合理不均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测度的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 2001—2018 年贵州省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传统的 DEA-BCC 模型，测算了 18 个决策单元的农业生态效率，结果

表明：2001—2018年，贵州省农业生态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近三年效率上升幅度明显。 

本文通过经典的 DEA-BCC模型，结合贵州省农业发展情况，构建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贵州省 2001—2018年的农

业生态效率时间演变特征进行综合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如下建议：(1)农业生产应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根据本文分析可

看出，农业生产仅依靠投入的增加是不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的，相反会导致农业投入冗余，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粮食安

全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2)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农业发展政策。贵州省“十二五”以来，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成效显著。(3)整合农村资源，从供给侧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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