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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内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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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农业强国 ，首要任务就是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农户生产效率事关国家粮食产量稳定和粮

食战 略安全 。利用江苏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 ，基于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农户生产效率 ，在此基

础 上从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视角考察农业产业链发展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 ，并关注农户生产投资规模 、生产

投资结构和正规信贷获得在其中的影响机制 。研究表明： 样本农户平均生产效率为 0. 87 , 总体较高 ，但仍存 在

13%的生产效率损失； 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对小规模农户的促进作用更 明显；

农业产业链服务通过激励农户增加土地经营规模和单位土地农机投入 ，促进农户以机械投入替代劳动 投入 、以

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替代购置农机 ，以及提高农户正规信贷获得促进农户生产效率提升 。提出强化农 业产业链服

务水平 、因人制宜供给农业产业链服务 、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供给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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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战略部署，2023年一号文件也指出要立足国情农情，

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外

部环境和内部动因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表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国际环境、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的国内环境与消费升级和品质化的消费环境，尤其国际粮食价格天花板不断下移、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攀升的双

重打击导致农业领域出现“三量齐增、三本其升”的尴尬局面，农业经济效益不高，继而导致农户生产投资乏力、生产效率表

现不佳。如何提升农户生产效率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已有研究基于要素配置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等经济学理论从不同维度出发考察农户生产

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生产效率具有收入效应[1]和替代

效应[2,3];土地规模经营进程推进和土地流转市场发展下的土地确权对农户生产效率具有技术变革效应[4]和要素配置效应[5];还

有其他诸如环境禀赋[6]、人力资本[7]、社会资本[8]等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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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农业生产成本攀升与保障粮食安全的现实矛盾，分工与合作基础上的农业产业链发展与农户生产效率的关系成为学术

界研究的热点[9,10]。相关研究基本一致认为农户凭借农业产业链成员身份获得的信息技术、农机服务、盈余返还等服务可以有

效降低农业生产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促进农户生产效率提高[11,12,13]。提供生产性服务是农业产业链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农

业产业链作用于三农领域的一个重要维度[14]。关于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机服务，指出其可

以通过科技引入效应和劳动替代效应优化农业成本结构，促进农户生产效率提升[15]。

当前农业产业链服务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涵盖产品销售、生产管理、农资采购、信息技术、加工运输等方面，对农户生产

效率的影响亟待重新检验。现有文献对本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可能存在以下不足：(1)以往研究侧重于分析农业产业链内、

外农户的生产效率差异，未能体现农业产业链间的差异性特征；(2)尽管相关研究已试图构建农业产业链服务与农户生产效率的

关系，但关于中间影响机制的分析有待完善。鉴于此，本文基于江苏省水稻种植户数据，在测度农户生产效率的基础上，从生

产性服务供给视角探究农业产业链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并讨论、验证其中的作用机制，为从政策层面引导农业产业链发展

以提高农户生产效率、确保粮食安全提供经验借鉴。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农业产业链服务的含义

根据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农经发[2017]6号),农业

生产性服务是指贯穿农业生产作业链条，直接完成或协助完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作业的社会化服务。学术界亦倾向

于从农业产业化角度界定农业产业链服务。例如，黄祖辉等[16]从种苗供应、农资采购、生产管理、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五个方

面定义合作社具有的生产性服务，并从服务宽度和服务深度两个方面测度合作社服务水平实现程度。黄季焜等[17]从技术信息、

农资购买、产品销售和资金借贷 4个维度界定农业产业链服务。陈新建等[18]从技术指导、农资购买、生产管理和品牌化销售 4

个维度对合作社生产性服务进行划分。更一般地，可以将农业产业链服务定义为农业产业链通过为成员提供农业生产经营相关

服务来满足农户农业生产经营需求所发挥的作用。

现阶段，农业产业链服务已经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涉及产品销售、生产管理、农资采购、标准化生产、信息技术服务、

以及产品加工等诸多方面，但各服务模块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19]。此外，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2022年中国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报告(二)——基于中国农民合作社的调查》显示，农业产业链服务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技术指导、信息服务、产品销售等，

逐步向农产品仓储运输、加工销售等环节延伸。综上，并考虑指标可测度性、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同时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研

究结论的适用性，本文将农业产业链服务概括为农资采购、生产指导、农机服务和加工销售 4个模块，服务供给主体则包括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及不同农业产业链模式(图 1)。

图 1 农业产业链服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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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论分析

农户生产效率一般由 2方面因素决定：(1)生产投资规模；(2)受制于生产投资结构的边际产出率。然而，农村城镇化进程的

推进和要素市场的发展使农户面临劳动、土地、机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全面上涨[20]。在农业机械化和土地规模化发展趋势下，

参与土地流转市场、购置农业机械，亦或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均使农户生产资金需求由“小额、短期、分散”转变为“大额、

长期、集中”,由季节性周转式转变为稳定性固定式。然而，农村地区的低储蓄/积累加上农村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着信贷配给，导

致农户长期面临较强流动性约束[21]。农户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购置农机、以机械替代劳动等生产投资行为均面临较强限制，抑

制农户生产效率提高[22]。

农业产业链作为连接生产端农户和销售端消费者的中介桥梁，通过农资采购、生产指导、农机服务、加工销售等生产性服

务衔接农业生产不同环节，一方面，使农户共享现代化农业设施、生产管理模式，由分工带来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促进农

户生产效率提升[23]。另一方面，农业产业链将外部市场化服务转化为产业链内服务，在推动分工专业化、生产标准化、管理集

约化的同时，将经济剩余保留在农业内部，有利于改善农业自我积累能力，促进农户生产效率提高[24]。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

假说 1:

H1:农业产业链服务促进农户生产效率提升。

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还体现在：(1)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产业链组织往往具备资金、技

术和人才优势，以先进机械设备装备传统农业，其农机服务直接满足农户农机作业需求，保证农户在不自购农机的情况下也能

够及时获取全部或部分农机服务，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即增加农机投资规模[25]。(2)城镇化进程推进带来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导

致农业雇工成本提升，而农业产业链农机服务往往具备价格优势，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农户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可

以应对农村劳动力雇工成本上升难题，即提高资本投工比[26]。(3)农业产业链对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治、质量保障等方面的先进

技术具有较高的接受能力与采纳意愿，其生产指导服务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和示范带动效应可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缓解农村人

力资本弱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27]。其加工销售服务提高农产品品质、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并为农户提供稳定的农产品销售

渠道和销售价格，使农户得以享受农业产业链延伸带来的价值增值，规避农业“谷贱伤农”风险的同时提高农户预期收益[28]。

生产经营风险降低和预期收益提高有利于提升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土地经营规模。(4)农业产业链农资采购服务通

常采用实物赊销的形式，匹配生产投入环节的资金支出和产品销售环节的资金流入，缓解农户流动性约束[29,30],农机服务也避

免了农户为购买农机可能产生的资金缺口[31]。这些实物或现金形式、具有资金融通性质的活动为农户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供了

流动性资金。所以相较于购置农机，农户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以获取规模经营的意愿提高，即降低机械土地比。(5)农业产业链供

给生产性服务的过程，也是对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整合的过程，通过信号传递机制、能力显示机制和网络嵌入机制可以降低

信贷供需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32],同时发挥信誉证明和还贷责任保证作用，产生抵押替代效果，降低贷款交易成本和贷款风险，

提高金融机构贷款供给意愿，即提高正规信贷供给[33]。

基于上述分析，通常情况下存在：(1)土地一般流向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更有利于引进先进农

业生产技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提高农户生产效率[34]。(2)农机投资规模增加既可以解放农村劳动力从事

其他活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又可以降低农业生产对劳动力要素的依赖，缓解劳动力成本提高对农户生产效率提升的制约。(3)

融资能力提高、资金约束缓解有利于农户优化生产要素配置，要素均衡匹配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善不同要素之间的协调效率，

提高不同要素的组合生产力[35]。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2:

H2:农业产业链服务通过激励农户增加生产投资规模(农机投资规模与土地经营规模)、促进农户调整生产投资结构(提高资本

投工比、降低机械土地比)、提高金融机构正规信贷供给，促进农户生产效率提升。

2 数据、变量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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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源于课题组在 2021年 1～7月对江苏省水稻种植户的抽样调查数据。江苏省地处华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自

北向南依次增强，既是经济、人口大省，也是全国粮食主产省份之一。农户样本选取采用多级分层抽样策略以保证样本的代表

性和异质性：第 1阶段，综合考虑江苏各地级市水稻种植的历史生产数据及农业产业链发展情况，确定苏北地区的徐州、苏中

地区的泰州、苏南地区的南京和镇江 4市作为样本地级市；第 2阶段，在每个地级市的水稻主产县(区)中随机抽取 2～3个县(区)

开展调查，共抽取了 9个水稻主产县(区),具体包括隶属于镇江市的丹徒区和丹阳市，隶属于泰州市的姜堰区和兴化市，隶属于南

京市的六合区、江宁区和溧水区，隶属于徐州市的新沂市和铜山区(图 2);第 3阶段，从每个县(区)随机抽取 3～5个乡镇，并从每

个乡镇的农户数据库中随机抽取 12～18个水稻种植户。最终共随机抽取了 632个农户样本，剔除关键数据缺失和前后信息不一

致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533个，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84.34%。

图 2 调研样本县分布图

2.2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农户生产效率。本文采用 Frontier4.1软件测算农户生产效率。其中，投入指标包括土地投入(农户实际经营土

地面积)、劳动投入(家庭自用工和雇工总支出)、物质资本投入(种肥药等支出)和机械投入(水稻生产各环节的机械支出)1,产出指

标为水稻产量。

关键解释变量：农业产业链服务。根据上文对农业产业链服务内涵的界定，基于 4个生产服务子模块，按照农业产业链是

否提供相应生产服务子模块以及提供水平低、高 3个等级分别赋值 0、1和 2(表 1),等权重加权求和得到农业产业链服务指数 2。

农业产业链服务的样本量分布及样本描述性统计如图 3和表 2所示。

在农业产业链服务指标体系的 4个子模块中，以生产指导和农机服务为主，其中，获农业产业链提供生产指导服务的样本

农户数量为 224,占比 42.03%,且 94个样本农户(占比 17.64%)每年会获农业产业链提供 3次以上生产指导培训；18.57%的样本农

户能够获得农业产业链提供的低成本农机服务或 3种以上农机服务，这基本覆盖了农业生产的大部分机械作业环节；108个样本

农户(占比 20.26%)可以获得农业产业链提供的品质较好的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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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业产业链服务指标体系及赋值

服 务 模

块

无

赋值 0

低服务水平

赋值 1

高服务水平

赋值 2

农 资 采

购

不 提

供
提供普通种苗/部分农药肥料 提供优质种苗/全部农药肥料

生 产 指

导

不 提

供
每年提供 1～3次指导培训/组织内相互交流

每年提供 3次以上培训指导/专业的技术服务队指

导

农 机 服

务

不 提

供

提供 1～3种农机服务/农机服务价格等于或高

于市场价格

提供 3种以上农机服务/农机服务价格低于市场价

格

加 工 销

售

不 提

供

未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仅收购部分农产品/牵线

销售

签订书面购销合同/收购全部农产品/提供统一加

工、包装销售

图 3 农业产业链服务的样本量分布

中介变量。农户生产投资规模、生产投资结构、正规信贷获得为农业产业链服务影响农户生产效率的主要中介变量。在参

照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土地经营规模和农机投资规模作为农户生产投资规模的代理变量，以资本投工比和机械土地比作

为生产投资结构的代理变量，以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作为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情况的代理变量。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CJLY202311016_193.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pMkl6OWt5ZmZqS3JlZEoxdTdLc0RYSGFpWHIxMD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6

表 2 农业产业链服务的样本描述性统计

服务模块(样本占比)
0 1 2

农资采购
60.04% 19.70% 20.26%

生产指导
57.97% 24.39% 17.64%

农机服务
58.54% 22.89% 18.57%

加工销售
64.35% 18.39% 17.26%

注：数据来源为调研样本数据.

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家庭资源禀赋、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户生产效率的潜在影响，本文选择了包括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等户主个人特征，以及家庭自有农机价值、劳动力情况、非农收入占比等家庭特征在内的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含义及描

述性统计见表 3。

表 3 主要变量名称、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 解 释

变量

农户生产效

率

以水稻产量为产出指标，采用超越对数 SFA模型计算所得，

取值在 0和 1之间
0.874 0.064

解释变量

农业产业链

服务

根据农业产业链服务指标体系加权计算得到(各生产服务

模块权重均为 25%)
1.115 0.668

土地经营规
家庭实际经营的土地面积(hm2) 11.987 1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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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 模

农机投资规模
单位土地农机投入金额(元/hm2)

6

290.925

1

788.585

资本投工比
农机投入与劳动投入的比值 5.015 14.448

机械土地比
家庭持有农机价值与土地租金支出的比值 1.896 7.027

信贷需求
农户需要信贷资金时=1,否则=0 0.405 0.491

信贷供给
农户获得信贷资金时=1;否则=0 0.270 0.444

信贷约束
农户受到信贷约束时=1;否则=0 0.191 0.394

控制变量

农机价值 家庭持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万元) 17.711 31.691

农机购置补贴
购买农机获得的补贴金额(万元) 4.351 19.22

土地价格
流转土地的平均租金水平(元/hm2)

9

906.330

4

390.830

服务外包价格
农机服务外包市场上的农机服务价格(元/hm2)

3

295.095

2

030.280

家庭资产
持有住房、汽车等资产的价值(万元) 37.475 15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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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纯收入
家庭纯收入水平(万元) 4.146 24.549

非农收入占比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0.191 0.273

劳动力占比
劳动力人数占家庭总成员的比重 0.655 0.200

非正规借款
家庭有非正规借款=1;否则=0 0.499 0.500

正规信贷经历
家庭近三年是否贷过款，是=1;否则=0 0.206 0.405

金融机构距离
与最近金融机构网点的距离(km) 2.829 2.765

性别
户主的性别，男性=1;否则=0 0.895 0.307

年龄
户主的年龄(岁) 53.428 8.978

受教育程度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年) 8.051 3.016

风险偏好程度
取值在 0到 1之间，取值越大代表越偏好风险 0.236 0.371

健康状况
户主身体健康情况，较差=1;一般=2;良好=3 2.548 0.674

注：数据来源为调研样本数据.

2.3 计量模型设定

2.3.1 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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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户生产效率的测算可以分为两种思路：(1)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为代表的参数分析法；(2)以数据包络分析(DEA)

为代表的非参数分析法。考虑到降水、气温、光照等随机因素对农业生产的重要影响，采用 DEA进行效率分析容易发生偏误[36],

本文选择更为适用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农户生产效率进行估计，并选择包容性更强、形式更灵活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

型(Translog-SFA)测算农户生产效率。函数具体形式为式(1)。其中，Yi表示水稻总产量；Li 表示劳动投入；Si表示土地投入；

Ki表示物质资本投入；Mi为机械投入；νi为白噪声，νi～(0, ),主要用于判断测量误差和其他随机干扰因素的影响；μi是

代表生产效率水平的变量，且μi≥0,用于捕捉随机变量的技术无效率部分，反映农户与生产效率前沿面的距离，μi与νi相互

独立，且满足μi～N+(μi, )的原点左侧断尾正态分布。

尽管上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具有线性性质，但由于回归方程误差项包含两个不可观测变量，不满足最小二乘法的经典假设，

故利用两参数σ2= + 和γ= /( + )替代，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MLE)估计。这里γ∈(0,1),γ=0表示不存在生

产无效率，即μi应从模型中删除，γ=1则表明模型不存在随机白噪音，对γ的估计检验可以反映生产效率变动是否具有统计上

的显著性。农户生产效率(TE)为观察到的水稻产出同随机前沿生产面上可能的最大产出之比，其值处于 0～1之间。TE 取值为 1

时代表完全有效率，即生产前沿；TE取值为 0时，生产效率最小；0<TE<1 时，农户生产效率存在部分损失。农户生产效率可

以表示为：

2.3.2 CLAD模型

被解释变量农户生产效率是介于 0和 1之间的受限变量，本文采用归并绝对最小离差法(CLAD)检验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

生产效率的影响。模型设置如(3):

式中：Functioni表示农业产业链服务；Xi代表一系列影响农户生产效率的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εi表示随机误差

项。

3 实证估计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生产效率测度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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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随机前沿分析软件 Frontier4.1对(1)式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从模型拟合度来看，δμ、δν和λ均通过 t检验，

在 1%水平上显著，证明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合理性。γ约为 0.68,说明模型中有 68%的误差源于生产非效率项，可表明影响

误差项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生产单位的实际产出与前沿产出之间的差距主要由技术无效所引起，而 32%源于随机误差项，即随机

误差仅占到复合误差的 0.32,表明造成农户间生产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农户农业生产之间绝对的技术差异。

表 4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值(标准差) 变量 估计值(标准差)

劳动力对数值 -0.014(0.032) 机械对数值平方项 0.089***(0.025)

土地对数值
-0.341**(0.140) 劳动力对数与土地对数交叉项 -0.006(0.004)

资本对数值
1.018***(0.333) 劳动力对数与机械对数交叉项 -0.002(0.007)

机械对数值
0.571**(0.248) 劳动力对数与资本对数交叉项 0.009(0.008)

劳动力对数值平方项
-0.003*(0.002) 土地对数与资本对数交叉项 -0.043(0.029)

土地对数值平方项
0.029***(0.011) 土地对数与机械对数交叉项 0.061**(0.025)

资本对数值平方项
0.102**(0.044) 机械对数与资本对数交叉项 -0.231***(0.064)

δμ
0.138***(0.027) γ 0.634***(0.041)

δν
0.217***(0.015) 截距项 -0.494(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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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估计结果来看，大部分变量估计结果均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土地、资本、机械一次项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且资本与机械的回归系数均大于 0,说明资本与机械均能有效促进产出增加。从二次项系数估计结果来看，可以发现，劳动与水

稻产出之间呈“倒 U”型关系，土地、资本、机械与水稻产出则呈“U”型关系。此外，土地与机械的交互项显著为正，机械与

资本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进一步运用(2)式计算农户生产效率，得出样本农户生产效率均值为 0.87,说明在要素投入和生产技术不

变的情况下，如果消除效率损失，水稻产出还有 13%的提升空间，且样本农户生产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低至 0.55,高达 0.95。

3.2 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

运用 CLAD模型估计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影响的结果如表 5所示。可以发现，农业产业链服务的系数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即通过提高农业产业链服务可以促进农户生产效率提升。李晶晶等[37]利用江苏省样本研究也发现农业生产环节

外包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业生产效率。由于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在家庭禀赋和人力资本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农业产业

链服务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不同。本文依据土地经营规模将样本农户均分为大、中、小规模 3组，最终 3组样本农户的土地经

营规模区间范围分别是：0.67～3.47、3.47～14和 14 hm2以上。从分样本估计结果来看，农业产业链服务依然对农户生产效率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农业产业链服务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户生产效率提升。同时可以发现，相较于中、大规模农户，农

业产业链服务对小规模农户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对于小规模农户而言，其自身物质禀赋(包括人力资本

和物质资本)不足，而农业产业链服务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产业链服务水平越高，其降低小规模农户因市

场机制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不完善等因素导致的生产风险增加和成本提高的作用越强，进而提高小规模农户生产效率的效果越明

显。

表 5 实证估计结果

变量
(1)全样本 (2)小规模 (3)中规模 (4)大规模

农业产业链服务
0.007***(0.002) 0.020*** (0.003) 0.013***(0.005) 0.014*** (0.003)

家庭资产
0.004*** (0.001) -0.004*** (0.001) 0.003(0.002) 0.005***(0.001)

家庭纯收入
0.001***(0.000) 0.001***(0.000) 0.002***(0.000) 0.001***(0.000)

0.881***(0.016) 0.776***(0.010) 0.906***(0.027) 0.824***(0.018)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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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距项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533 178 178 17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内为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非农收入占比、

劳动力占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

3.3 影响机制讨论

3.3.1 影响机制一：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投资规模的影响

在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发展背景下，本文重点关注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和农机投资规模情况，运用WLS得出的估计结

果如表 6所示。从土地经营规模的估计结果来看，农业产业链服务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业产业链

服务的提升有利于激励农户增加土地经营规模。洪炜杰[38]的研究也发现，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农户转出土

地的可能性，而提高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控制变量中，信贷约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农户而言，信贷约束仍然是制

约其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地价格与土地经营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则反过来说明土地需求增加会引起土地价

格上涨。

从农机投资规模的估计结果来看，农业产业链服务正向激励农户农机投资规模，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农业产业链

服务提高有助于促进农户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从控制变量来看，信贷约束虽然对农户农机投入具有抑制作用，但回归系数不

显著，说明对农户而言，信贷约束不会明显抑制农户单位土地农机投入；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机投资规模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这可能是由于，随着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农户家庭自有劳动力越来越难以满足农业需求，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高成本促进了机

械对劳动的替代，生产经营规模越大，这种替代作用越明显。

表 6 影响机制一的估计结果

变量
(1)土地经营规模 变量 (2)农机投资规模

农业产业链服务 0.283***(0.069) 农业产业链服务 0.122***(0.020)

信贷约束
-0.396***(0.117) 信贷约束 -0.003(0.035)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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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价格
0.582***(0.048) 服务外包价格 0.078***(0.018)

家庭资产
-0.072**(0.030) 土地经营规模 0.045***(0.017)

截距项
0.637(0.532) 截距项 5.410***(0.199)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观测值
533 观测值 533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内为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非农收入占比、劳动力占

比、非正规借款、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程度、健康状况.

3.3.2 影响机制二：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投资结构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总体来看，农业产业链服务促进农户提高资本投工比。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留守

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下降，农业雇工成本上升。农业产业链服务在提高农户获取农机服务便利性的同时往往具有价格优势，可

以降低农户机械作业成本。作为理性的生产决策者，农户会用相对充裕、便宜的农机投入替代相对稀缺、昂贵的劳动投入，即

提高资本投工比。

表 7 影响机制二的估计结果

变量
(1)资本投工比 变量 (2)机械土地比

农业产业链服务 1.463***(0.411) 农业产业链服务 -0.295(0.243)

家庭资产
-0.084(0.089) 家庭资产 0.115(0.134)

家庭纯收入
0.044***(0.016) 家庭纯收入 0.016(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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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距项
-3.490*(1.821) 截距项 -0.063(1.870)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观测值
533 观测值 533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内为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非农收入占比、劳动力占

比、非正规借款、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程度、健康状况.

土地流转市场的完善和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使土地租金支出在农业生产成本中逐渐占据较高比重。农机具有高价值属性，

农户购买农机满足家庭农业作业需求的同时，通过对外提供农机作业服务可以提高家庭收入。换言之，对农户而言，土地和农

机均具有长期投资品属性。然而，受物质资源禀赋约束，农户需要在购买农机和扩大土地面积以获得规模经济这二者之间进行

权衡和分配。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家庭资源禀赋约束的缓解会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二者的相对关系。从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机

械土地比的估计结果来看，农业产业链服务的回归系数虽不显著，但仍为负向抑制作用，说明相较于购买农机，农业产业链服

务会激励农户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即降低机械土地比。

3.3.3 影响机制三：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正规信贷的影响

本部分使用双变量 Probit模型估计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正规信贷的影响 3,估计结果见表 8。可以发现，农业产业链服务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农户信贷需求，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结合前文分析，由于农业产业链服务激

励农户增加生产投资规模，所以农业产业链服务在提高农户外部融资能力的同时，农户信贷需求也随之提高。周月书等[39]也指

出，依托一体化的生产性服务和产业链上的交易关系，能够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农户信贷获得。从控

制变量来看，非正规借款对农户信贷需求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规模农户融资需求旺盛，需同时从正规金融

机构和非正规渠道筹集所需资金。

3.4 稳健性检验

3.4.1 更换农业产业链服务指标测度方法

农业产业链服务是本文的核心变量，对该指标的测度将直接影响研究结论。上文农业产业链服务指标是通过对 4个生产服

务模块等权重加权求和得到。不同的权重策略可能会产生差异性的研究结论，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考虑不同生产

服务模块在农业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之后又采取两种权重策略进行再估计。其中，指标权重 2是对生产指导服务模块赋权 10%、

对其他三类服务模块各赋权 30%后加权计算农业产业链服务指标；指标权重 3是对生产指导服务模块赋权 10%、农资采购服务

模块赋权 20%、农机服务模块和加工销售服务模块各赋权 30%后加权计算农业产业链服务指标。各生产服务模块的权重调整主

要是基于以下考虑：(1)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农产品“卖难”和农业生产组织的销售能力是农户参与农业产业链的重要原因之一[40],

且农产品再加工也是农户享受农业产业链延长带来的价值增值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我们逐渐提高了农业产业链加工销售服

务的权重。(2)土地规模化经营为农业机械化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农业产业链的农机服务有利于推动先进机械设备的使用，

提升农机作业效率。因此，文中也相应提高了农机服务模块的权重。(3)农业产业链的农资采购服务和加工销售服务中会涉及生

产指导[17]。因此，文中相应降低了生产指导服务模块的权重而增加其他各类服务功能模块的权重。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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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影响机制三的估计结果

变量

双变量 Probit模型

(1)信贷需求
(2)信贷供给

农业产业链服务
0.195**(0.084) 0.689***(0.093)

土地经营规模
0.036(0.073) -0.041(0.080)

农机价值
-0.018(0.017) 0.002(0.020)

家庭资产
0.001(0.038) -0.012(0.043)

正规信贷经历
1.371***(0.165) 1.314***(0.164)

非正规借款
0.359***(0.100)

金融机构距离
0.047**(0.018)

athrho
1.472***(0.162)

截距项
-3.817***(1.150) -2.899**(1.173)

已控制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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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变量

观测值
533 533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内为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非农收入占比、

劳动力占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

此外，为克服权重设计的主观性，本文进一步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农业产业链服务指标。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

验结果均表明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KMO值为 0.846,Bartlett 球形检验 P值为 0.000)。依据特征值大于 1的原则最终保留 1个因

子，该因子即表示农业产业链服务。估计结果如表 9所示，由估计结果可知，无论采用哪种权重策略、或是采用因子分析法测

度农业产业链服务指标后进行再估计，农业产业链服务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农户生产效率提高。

表 9 稳健性检验一

变量

(1)农户生产效率

(指标权重 2)

(2)农户生产效率

(指标权重 3)

(3)农户生产效率

(因子分析法)

农业产业链服务
0.009***(0.003) 0.010***(0.003) 0.007***(0.002)

家庭资产
0.001(0.001) 0.002(0.001) 0.003*(0.002)

家庭纯收入
0.001***(0.000) 0.001***(0.000) 0.001***(0.000)

截距项
0.878***(0.019) 0.823***(0.023) 0.892***(0.022)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533 533 533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内为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非农收入占比、劳动力占

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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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稳健性检验二

匹配方法

干预组

(高服务

水平)

控制组

(低服务

水平)

ATT 标准误

最小近邻匹配(1∶1) 0.896 7 0.859 9 0.036 8*** 0.010 3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0.896 7 0.861 8 0.034 9*** 0.010 3

半径匹配
0.896 7 0.861 9 0.034 8*** 0.006 3

马氏匹配
0.896 6 0.860 3 0.036 3*** 0.007 6

核匹配
0.896 7 0.861 4 0.035 2*** 0.006 3

样条匹配
0.896 6 0.864 4 0.032 1*** 0.006 9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3.4.2 内生性问题

评估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影响的理想方式是比较同一农户在面临不同农业产业链服务时的生产效率差异。但在

现实中，很难获得满足该要求的数据，为了应对样本自选择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依据农户所面临的农业产业链服务水平是

否高于均值水平将农业产业链服务划分为高、低两组。当农户所面临的农业产业链服务低于均值水平时为控制组(样本量为 378),

反之则为干预组(样本量为 155)。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高农业产业链

服务的倾向评分为既定条件下农户进入高农业产业链服务组的概率，用 Logit模型估计获得，如(4)式所示：

式中：Phigh为农户进入高农业产业链服务组的倾向值得分；high是干预变量，如果农户进入高农业产业链服务组，则 high

取值 1,否则为 0;Xi为选择的匹配变量。据此获得倾向评分后，就可以选用各种匹配法得到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影响

的处理组平均干预效应 ATT(average effect of treatment of t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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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等式左边表示满足共同支撑条件下经过得分值加权后高、低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平均影响差异。等式

右边 Fix1i和 Fix0i分别表示同一农户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两种情况下的输出结果。估计结果如表 10所示。估计结果显示，虽然在

不同的匹配策略下，ATT的数值略有差异，但无论采用哪种匹配方法，在消除了高、低农业产业链服务组农户之间可观测的系

统性差异后，高农业产业链服务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农户生产效率。从干预组处理效应的大小来看，高农业产业链服务

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集中在 0.032 1～0.036 8的水平上，净效应 ATT平均系数为 0.035 0,说明相比低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

户生产效率的影响，高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会增加 3.50%。

总体来看，无论是更换核心变量指标计算方法，或是采用其他计量模型进行再估计，农业产业链服务均对农户生产效率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较稳健。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首要任务。在农业产业化趋势下，农业产

业链服务发展是分工思想在三农领域的更深层次表现。区别于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农业产业链内、外的生产差异，本文立足农业

产业链服务蓬勃发展现状，将分工理论应用于三农研究，从农业产业链服务视角剖析农业生产效率变化规律，以揭示农业产业

链发展的增产效应，并进一步剖析其中的传导机制，以明晰农业产业链发展的要素配置作用。这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农业产业链

发展的影响效果。

采用江苏省水稻种植户数据，在利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农户生产效率的基础上考察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

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影响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样本农户的平均生产效率为 0.87,生产效率总体较高，但仍存在 13%

的效率损失。(2)农业产业链服务对农户生产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小规模农户的促进作用更明显。(3)农业产业链服务通

过激励农户增加生产投资规模、调整生产投资结构以及增加正规信贷获得促进农户生产效率提升。具体地，在生产投资规模方

面，农业产业链服务激励农户增加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机投资规模、促进农业机械化；在生产投资结构方面，农业产业链服

务促进农户提高资本投工比、降低机械土地比，即以机械替代劳动、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替代购置农机；在正规信贷方面，农

业产业链服务提高金融机构信贷供给，即提高农户外部融资能力，此外，本文还发现农业产业链服务使农户正规信贷需求也有

所提升。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可得出如下政策启示：(1)鉴于我国农业生产还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而农业产业链服务可以有效促进

农户生产效率提高，提出制定激励和监管并重的农业产业链发展政策，鼓励农业产业链采取“联大靠强”“引外靠优”方式，

优化存量，充实生产性服务供给内容、强化生产性服务供给水平。(2)鉴于农业产业链服务对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生产投资效

率的差异性影响，建议农业产业链服务发展应分类施策，尤其进一步改善小农户相配套的农业产业链服务，确保农业产业链服

务对小规模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农业产业链服务在不同经营主体中的适用性，形成多元共享型农业产业链服务新格局。(3)

基于农业产业化发展下农户生产投资规模变化和生产投资结构调整，提出农村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农业产业链这一媒介，挖掘

农业产业链内的交易数据，依据农户生产投资行为变化规律，判定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下的信贷需求特征，创新农村金融产品

供给，优化农村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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