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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更依赖于资源的有效配

置.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各地级市面板数据,借鉴 HK 经典要素错配理论,构建农业生产要素错配

模型,分别测算出广西“两区一带”及１４个地级市农业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错配的相对扭曲系数.结果表明:广

西整体农业资源错配水平偏高,且不同经济区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情况不尽相同;三类农业生产要素错配中农业资本

要素错配地区间差异最大;观测期内广西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有不同程度改善,但总体上波动趋势明显;不同地级市

间农业生产要素呈现出不同偏向的错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农业资源错配程度,为广西农业经济增长提

供新动能,助推广西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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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部门生产要素向非

农业部门流动,促进了非农业部门的迅速扩张,但
也制约着农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中国

农业部门较非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错配状态更为

严峻[１],改进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释放中国农业

经济增长潜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补齐农业现

代化“短板”实现中国农业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途径[２].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政府部门对农业生

产部门的投入增多,加之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市场激

励,更多的生产要素流入到农业部门,以此助推工

业反哺农业的进程.然而,由于资源配置效率增长

缓慢的限制,众多举措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

并不明显[３].作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

素,中国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仍存在区域投入不平

衡、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４].改革开放４０多年

来,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加大生产性投入.
随着中国人口转变过程进入新阶段,第一次人口红

利终将消失并且不可能再现,未来的经济发展必然

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行,人口红利趋于消失[５].伴

随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农业发展背负

着耕地不断减少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双重压力,
经济增长需要新的源泉[６].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和

积累状态将决定农业技术变革和增长路径选择[７],
充分发掘地区特色对于地区农业产出增长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在国际局势动荡和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的新时期,为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实
现兼顾生态环境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在实施传统的

要素投入型的经济发展策略时应以提升要素配置

质量为抓手,发挥农业资源配置调整对激发农业经

济潜在增长力的推动作用.
广西是西部１２省份中唯一的沿海省份,具有东

邻粤港澳、背靠大西南的区位优势,是中国唯一具

有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具有地

理位置、气候环境、自然资源等农业生产优势.但

广西的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总体上

来看,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广西农业生产效率呈逐渐下降

趋势,规模效率下降是广西农业生产效率下降的主

要原因[８].广西根据特有的农业资源禀赋,逐步形

成了以乡村集约化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农业发展体

系,但仍存在集约化程度较低、没有形成具有针对

性的经营管理措施,以及特色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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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不足等方面问题[９].结合广西当前农业现代化发

展以及劳动力投入情况发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后
疫情 时 代 广 西 农 业 生 产 面 临 着 巨 大 挑 战[１０].

２０２１年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并发表重要

讲话[１１],提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

西总目标,这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站
在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对广西不断谱

写祖国南疆繁荣稳定新篇章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广西应在其传统的发展道路基础上寻求新的增长

动力,从而为地区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跃

升提供新动能.广西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业经

济增长是全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实现

广西农业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就必须对其现阶段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情况进行定量研究,从而为改善

广西农业资源错配,提升农业经济增长速度提供政

策依据.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①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广西总体农业资源错配程度及变

化趋势;②不同经济区、不同地级市间农业资源错

配存在的差异;③农业资源错配地区间差异形成的

原因和改善农业资源错配的对策.

１　文献回顾
资源错配是基于资源有效配置而言的,指的

是在信息不对称、制度不完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受到限制等现实经济条件约束下生产要素配置偏

离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现象.早期资源配置方面研

究主要着眼于理论框架的构建与完善.随着理论

研究的丰富,学者们逐渐转向研究资源配置理论

的实际 应 用 价 值,即 如 何 配 置 资 源 以 使 得 效 率

更优.
对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至少可以

追溯到 Hsieh等[１２]对印度、中国和美国全要素增长

率及增长来源的探索.Hsieh等通过对中美印制造

业中观数据的研究发现,若印度和中国的资本、劳
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能提升到美国的相同水准,印度

的 TFP将有４０％~６０％的提升,中国将有３０％~
５０％ 的 提 升.Yu 等[１３] 分 析 澳 大 利 亚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０年农场面板数据也发现,资源再配置可以解释

５０％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再次印证了资源错配与经

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之后,学者们致力于研究资源错配造成的潜在

经济增长空间测度和影响资源错配的核心因素,旨
在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朱喜

等[１４]通过观测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数据发

现,即使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形下,若能有效消

除资本和劳动配置的扭曲,农户的农业 TFP的增长

空间在２０％以上.陈永伟、胡伟民[１５]研究发现中国

制造业内部各子行业间的资源错配大约造成了实

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１５％的缺口,优化资源配置

是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文东伟[１６]通过测度中国

制造业资源错配的程度、方向及其演进趋势,并估

计了中国制造业的潜在增长率,发现对中国制造

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能有效的释放产出潜

能,缩小实际产出与有效产出之间的缺口,匡正资

源错配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杨传喜等[１７]从技术创新的中介角度分析农业

科技资源错配与农业科技生产率之间的作用途

径,发现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可以直接影响农业科

技生产率,也可通过技术创新间接影响农业科技

生产率.吴国松等[１８]在对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效应的研究中发现要素市

场扭曲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

空间溢出效应.若能找到影响资源错配的相关因

素,并加以针对性的调整,将能较大幅度地提高农

业产出水平.
关于资源错配的成因,楼东伟[１９]认为主要是因

为无效的制度安排、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国际贸易

壁垒等市场以外的因素,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下降.
王璐等[２０]研究中国农业结构变迁等问题,发现农业

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维持或降至较低水平,其
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和制造业相比有

较大差异,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生产方式及结构转型

等问题.郑宏运、李谷成[２１]则认为应在政策制定上

给予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更多的关注,充分发挥农业

资源再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驱动作用.吴伟伟

等[２２]在对江西省农业生产要素错配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中发现支农财政、工业化水平、农业劳动力

占比、人均化肥投入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要素错

配,而人均耕地规模正向影响了要素错配,农业生

产的规模效应未充分发挥.雷绍海等[２３]的研究表

明,农业生产规模、要素流动制度、区域间联动机制

是形成要素错配的重要因素.
已有文献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要素错配理

论和错配测度方法,越来越多的文献从不同行业、
不同部门、不同要素投入等角度,基于要素错配理

论研究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方法,并提供政策建

议,但是目前对广西农业资源错配情况进行定量研

究的文献较少.黄文校等[２４]通过研究广西农业可

持续发展评价方法,发现广西农业劳动者平均受教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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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年限和农业技术人才的比重有所增加,但是农业

财政支出的比例始终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梁盛

凯等[８]利用 DEA 模型对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广西１４个

地级市的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从２００７年开

始广西农业生产效率呈逐渐下降趋势,只有北海市

农业生产效率一直保持有效值.李小红等[２５]通过

探究广西农业转型升级发现新常态下广西农业劳

动力素质较低、农业科技资源较分散等问题日渐凸

显.杨传喜等[２６]通过测度广西农业科研机构的综

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规模收益、全要素

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发现农业科研机构管理方式

上的不合理造成了效率的损失.总体来看,广西农

业生产中仍存在投入要素质量不高,生产效率增长

不稳定,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因此,本文在农

业资源存在地区禀赋差异的假设下,以广西１４个地

级市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农业生产

要素错配测度框架,准确测算要素错配程度,并分

析广西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农业生产要素的错配变动趋

势及地区间农业资源配置存在的而差异,最后对改

善广西农业生产要素错配,促进广西农业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２　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测度模型构建
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测度框架将借鉴已有资源

错配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构建,并测算出广西农业

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相对扭曲系数.模型构建前需

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１)农业生产要素错配属于哪种类型的错配.
目前对要素错配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 Hsieh等[１２]

基于对中美日三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研究提出的“内
涵型错配”,该类错配强调异质性企业由于生产效

率不同,同质的生产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出不

同,从而导致资源无法按照相同的边际报酬进行分

配;另一种是Banerjee和 Moll[２７]提出的“外延型错

配”,即在所有企业同质生产要素边际产出相同的

前提下,由于要素流动受限,边际报酬递增的企业

要素投入不足,边际报酬递减的企业要素投入过

剩,导致无法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中国农村耕地

流转市场和流转规模受到限制,短时间内不具有规

模效应,所以中国农业中的要素错配主要表现为

“内涵型错配”.

２)要素错配测度方法的适用性.已有研究对

要素错配程度的测算主要有３种方法:①通过测度

要素扭曲反映要素错配情况,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

生产函 数,测 算 制 造 业 中 的 资 本 错 配 和 劳 动 错

配[１２].②通过比较实际全要素生产率和帕累托最

优状态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来反映要素错配程

度[２８].③通过研究要素价格加成率的差异测度要

素错配水平[２９].
通过要素扭曲来反映要素错配情况的测度方

法具有操作简单,数据较容易获取,测度结果科学

可信等优点,已经在资源错配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特别是在 “内涵型错配”行业.基于以上原因,
本文将借鉴该测度方法,构建农业生产要素测度模

型.模型构建如下.

１)假设在整个经济中有i个地区并且同一时期

内所有农户的生产函数相同,将该地区的加总生产

函数设定为CＧD生产函数的形式,则生产函数的具

体形式为

Yi ＝AiKα
iLβ

iMγ
i (１)

式中:A 为广西代表性农户全要素生产率 TFP,是
反映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K、L、M 分别

为资本、劳动力、土地投入,α、β、γ为三者对应的产

出弹性.

２)假设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有农户都

是价格的接受者,则地区i在同一时期面临农产品

价格为Pi.

３)地区i在某一时期的要素供给是外生给定

的,即 ∑
N

i＝１
Ki ＝K,∑

N

i＝１
Li ＝L,∑

N

i＝１
Mi ＝M.

４)由于要素市场不完善,存在生产要素的边际

产出扭曲.在过去,相较农户,银行倾向于将贷款

提供给有政府信用作担保的国有企业或盈利能力

更强的私人企业,导致农户往往难以获得银行等正

式金融机构提供的利息较低的金融借款.但是在

“中央一号文件”发出后,无论是政府还是金融机构

对于农村发展都给予了更大程度的资金支持,农户

面临的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已经得到改善,所以农

业资本的使用成本将会降低.因此,可假设资本边

际产出的扭曲为τK,实际资本价格为(１－τK)r,r为

资本利率.现行的户籍制度、进城就业高昂的生活

成本、青年人建设家乡的号召等因素将可能降低

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水平,劳动力市场往往会

降低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务农工资收入,则可假设

实际劳动所得为(１－τL)ω.土地由于不具备流动

性,且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导致部分土地未得到

有效利用,因此可假设土地边际产出的扭曲为τM,
实际土地支出为(１－τM)υ,则代表性农户的利润

函数为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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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i ＝PAiKα
iLβ

iMγ
i －(１－τKi

)rK －
(１－τLi

)ωL－(１－τMi
)υM (２)

式中,P 为农产品价格.根据利润最大化目标,可得

最优的一阶条件为

ƏΠi

ƏKi
＝αPAiKα－１

i Lβ
iMγ

i －(１－τKi
)r＝０ (３)

ƏΠi

ƏLi
＝βPAiKα

iLβ－１
i Mγ

i －(１－τLi
)ω＝０ (４)

ƏΠi

ƏMi
＝γPAiKα

iLβ
iMγ－１

i －(１－τMi
)υ＝０ (５)

　　因此,劳动力的边际产出(MRPL)同人均产出

(APL)成正比,资本边际产出(MRPK)同单位资本

产出(APK)成正比.则

MRPKi ＝αPYi

Ki
＝ (１－τKi

)r＝０ (６)

MRPLi ＝βPYi

Li
＝ (１－τLi

)ω＝０ (７)

MRPMi ＝γPYi

Mi
＝ (１－τMi

)υ＝０ (８)

　　由式(６)~式(８)可以看出,不同的要素市场扭

曲会导致边际产出不相等,τKi
、τLi

、τMi
分别为资本、

劳动力和土地由于要素市场不完善而导致的产出

扭曲.根据不同经济区域各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
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总体错配计算公式如下:资本

的绝对错配系数为ρKi＝
１

１－τKi

,劳动力的绝对错配

系数为ρLi＝ １
１－τLi

,土地的绝对扭曲系数为ρMi ＝

１
１－τMi

.根据 以 上 的 推 导 农 业 资 本 相 对 扭 曲 系

数、劳动力相对扭曲系数和土地相对扭曲系数分

别为

ρ∗
Ki ＝

Ki

K
SiαiK

αK

,ρ∗
Li ＝

Li

L
SiβiL

βL

,ρ∗
Mi ＝

Mi

M
SiγiM

γM

(９)

　　以资本相对扭曲系数为例,对各个参数进行说

明. Ki

K
æ

è
ç

ö

ø
÷表示地区i在某年实际资本投入占总体资

本投入的比例;SiαiK

αK

æ

è
ç

ö

ø
÷ 表示在不存在错配的情形

下,理论上地区i由资本要素投入引起的产出应占

总体产出的比例,其中,Si ＝Yi

Y
,即地区i实际产出

占比,αiK 表示地区i资本产出弹性,αK ＝ ∑
i
SiαiK .

相对扭曲系数比绝对扭曲系数能更好地描述各地

区之间的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情况,若ρ∗
Ki ＞１,则表

示该地区资本投入过多;若ρ∗
Ki ＝１,则表示该地区

资本达到最优配置;若０＜ρ∗
Ki ＜１,则表示该地区资

本投入不足;最后,若ρ∗
Ki ＜０,则表明资本要素的产

出弹性为负,即加大农业资本投入,反而会造成农

业产出水平的下降,通过加大投入来拉动农业产出

增长的模式有效性正在减弱.要素投入产出弹性

为负这一情形,在“理性人”假设下不可能出现,但
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在中国农业生产部门中也时

有出现[３０Ｇ３３],宋戈等[３２]基于双重目标的东北粮食主

产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中,玉米的劳动产出弹

性就为负.究其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状态,但由于科技的进

步,通过增加投入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效果越来

越不明显,反而因为要素投入过多可能存在的诸如

资金不合理使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等问

题,导致产出不增反降.

３　变量定义、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３１　变量选取

选取恰当的指标来衡量农业产出和要素投入

是研究的前提和关键.借鉴已有研究,主要采用的

变量有:①农业产出,以农林牧渔总产值表示.其

中农林牧渔总产值中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

及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２００３年修订后),并根据

农林牧渔总产值指数将农林牧渔总产值折算为

２００５年不变价.②资本投入,以化肥施用折纯量表

示.在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化肥施用折纯

量和农用机械总动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现代

化水平,农业机械总动力更侧重于反映农业科技进

步,化肥施用折纯量更偏向原料投入,因此本文中

以化肥施用折纯量表征农业资本投入.③劳动力

投入,以城镇单位农林牧渔从业人员表示.④土地

投入,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表征.

３２　数据来源

在研究区间的选择上,考虑到包括“十三五”规
划期间在内的多年间,中央陆续出台多项宏观经济

政策来促进农业发展,２０２０年又恰逢“十三五”规划

截止,“十四五”规划即将出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达成的重要时间节点等原

因,同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将研究

区间设定为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本文中所有数据均来

源于«广西统计年鉴»、广西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官方统计数据,共计

２２４条观测值.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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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林牧渔总产值Y 亿元 １９０９７４ １１２２３７ ３７２ ７０２７５
化肥施用折纯量K 万t １７４７２ １０５６１ ３６４ ５３８３
城镇单位农林牧渔从业人员L 人 ６６２８４８８ ５２６４３７９ ４９７５ ３３６５１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M 千hm２ ４３５５９８ ２０４１３８ １１０７８ ９８３３６

４　农业生产要素错配程度测度

４１　要素产出弹性估计

根据前文的错配模型,首先需要估计各地区的

农业生产要素产出弹性.将 ２２４ 条观测值录入

Stata．１６计量分析软件,并进行 F 检验、Hausman
检验和LM 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

选用混合回归模型更显著,因此本文将通过混合回

归模型估计要素的产出弹性.
同时,由于地区间存在农业资源禀赋、地理气

候条件、地区发展定位等可能会使得要素错配呈现

出不同的地区性特征的差别,需要对不同地区的错

配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依托于广西鲜明的地域特

色,本文将按照“两区一带”,即北部湾经济区、桂西

资源富集区和西江经济带的划分思路对广西不同

经济区域错配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以北部湾经济

区为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Yit ＝lnAit＋αlnKit＋βlnLit＋γlnMit＋εit

(１０)
式中,εit为随机误差项.根据式(１０)估计了３个经

济区的资本、劳动力和资本产出弹性,结果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广西各地区农业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变量 北部湾经济区 西江经济带 桂西资源富集区

lnK
－０５６６∗∗∗ －０００３ ０３４３∗∗∗

(－２８３) (－００３) (４２８)

lnL
－０３４９∗∗∗ －０１９９∗∗∗ －０４３８∗∗∗

(－６９４) (－４５３) (－７２３)

lnM
１４５４∗∗∗ １２２４∗∗∗ ０８６５∗∗∗

(６６２) (６６６) (５８９)
样本数 ６４ １１２ ４８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从农业生产要素产出弹性估计结果来看,各经

济区的农业生产要素产出弹性差异明显,这很可能

是因为各地区的先天农业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所造

成的,这也说明本文分区域的研究有其合理性.各

经济区的土地产出弹性显著为正,且北部湾经济区

和西江经济带土地产出弹性大于１,符合中国大部

分地区土地相对稀缺的现状.“十三五”期间,中国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６０％,农业科技创新位于

农业农村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国农业生产方

式已由传统的依赖扩大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型”
生产经营模式渐渐向依赖科技进步的“集约型”现
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转变[３４].广西三大经济区内农

业劳动力产出弹性均为负数,这表明广西区内农业

劳动力投入对地区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不大,且存在

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原因可能是广西农业劳

动力素质偏低,导致其与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的适

应周期较长.这一结果并不能表明农业增长所需

要的劳动力越少越好,而很可能是有较多的农业剩

余劳动力进一步向其他产业转移[３５].

４２　广西农业生产要素错配程度分析

基于对农业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结果和

广西１４个地级市的要素产出弹性估计结果(基于篇

幅原因未在本文中列示)根据式(８)及其拓展式,计
算出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广西三大经济区及１４个地级市

的农业生产要素相对错配系数.“两区一带”相对

错配系数见表３.由表３可知,在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
广西三大经济区的农业资源错配情况存在差异.
北部湾经济区农业劳动力配置过剩,资本和土地要

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不足.西江经济带农业资本

相对扭曲系数过大,系其资本产出弹性过小导致,
且前文中对该地区农业资本要素产出弹性估计结

果不显著,因此在此处不讨论其含义.西江经济带

农业劳动力和土地相对扭曲指数分别为０９６５和

０９７０,接近于１,表明该地区农业劳动力和土地配

置水平较高,接近最佳配置状态.桂西资源富集区

农业资本要素相对扭曲系数小于０,农业土地要素

相对扭曲系数大于１,说明该地区农业资本和农业

土地投入过剩,而农业劳动力投入略微不足.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广西“两区一带”农业要素相对错配系数

地区 要素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北部湾经

济区

资本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１ ０２０６ ０２１３
劳动力 １１４９ １０３１ １０８１ ０８７８
土地 ０７２７ ０７６９ ０７４６ ０７３２

西江经济

带

资本 ３０８２９ ３０１９０ ３３５６８ ３６２１４
劳动力 ０９６５ １１３５ １０３５ １２７７
土地 ０９７０ ０９６８ ０９７３ ０９９０

桂西资源

富集区

资本 －０３０１ －０２７８ －０３６３ －０４０６
劳动力 ０８６４ ０８１８ ０８６６ ０８３３
土地 １８３２ １６７０ １８１６ １８６６

　注:要素相对错配系数为地区各阶段内的历年算数平均.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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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北部湾被纳入国家战略后,“十一五”期间,
广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快速增长,这也导致

了广西区域经济发展重心向北部湾城市倾斜,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进一步加重.广西地区经

济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北部湾相对发达,而桂

西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表３中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各

经济区农业生产要素错配系数间的差异反映了这

一区域性特征.为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两
区一带”总体布局应运而生,其目的在于通过实施

区域发展总体布局,实现区域互动、协调发展.自

２０１０年广西“两区一带”新发展格局形成后,各经济

区农业生产要素错配差距逐渐缩小,北部湾经济区

仍是广西的重要增长极,西江黄金水道与北部湾经

济区江海联动,桂西资源富集区优势资源开发也颇

具成效.
相对错配指数有正负之分,其表达的经济含义

也有所差别,无法直接比较大小.为更加准确地描

述各个地区农业资源错配情况偏离资源最优配置

的程度,下文将相对扭曲指数与１作差,并取绝对

值,绝对值越大表示偏离资源最优配置程度越大,
绝对值越小表示偏离资源最优配置程度越小,具体

计算结果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广西农业生产要素各地区错配绝对值

年份
北部湾经济区 西江经济带 桂西资源富集区

资本 劳动力 土地 资本 劳动力 土地 资本 劳动力 土地

２００５ ０７９５ ０１４５ ０２９８ ３０３９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１ １３０９ ０１１２ ０９２４
２００６ ０７９２ ０１２６ ０３１１ ３１６５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３ １３１７ ０１１７ ０８９０
２００７ ０７８９ ０１５７ ０３０８ ３１４７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７ １３３３ ０１０５ ０８７８
２００８ ０８１１ ０１６９ ０１７５ ２５７８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８ １２４７ ０２０９ ０６３６
２００９ ０７９７ ００２４ ０２３９ ３０８１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３３ １２９８ ０１２９ ０７２７
２０１０ ０８１６ ００５０ ０２１１ ２６４２６ ０１６２ ００３１ １２４３ ０２２４ ０５６９
２０１１ ０７９４ ００１９ ０２６３ ３１９９９ ０１６１ ００１９ １３２７ ０１６３ ０７５５
２０１２ ０８２７ ０１１５ ０２１１ ２７５２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５ １２４６ ０２１２ ０６２９
２０１３ ０７８９ ００２２ ０３００ ３８６９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８ １４０４ ００８８ ０９４２
２０１４ ０８０９ ０１４２ ０２１１ ２６１５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４ １２７８ ０１８９ ０６８２
２０１５ ０７６６ ０００５ ０３０２ ３８７６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 １４８９ ００４６ １０２５
２０１６ ０８１２ ０１５４ ０２０１ ２６６５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１ １２８３ ０２１４ ０６１３
２０１７ ０７５２ ０１０３ ０３１８ ４１４９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０８ １５２２ ０００６ １１００
２０１８ ０８１７ ００３８ ０２１２ ２８０１１ ０２２２ ００３５ １２９２ ０２８５ ０６１７
２０１９ ０７６０ ０１３３ ０３３６ ４５３２０ ０３３０ ００１７ １５６１ ０２２７ １１８０
２０２０ ０８１７ ０２８９ ０２０６ ２６０３６ ０４３５ ００３２ １２５１ ０１６１ ０５６６

　　由表４可知,广西区域间农业生产要素投入错

配程度存在差异.北部湾经济区农业资本错配程

度较桂西资源富集区农业资本错配程度偏离最优

配置状态较轻,且在观测期内轻微波动,桂西资源

富集区农业资本要素错配程度在２０２０年有所缓解.
西江经济带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农业资本错配绝对值远

大于其他地区,且其产出弹性估计值不显著,故在

此处不讨论其变化趋势.
广西农业劳动力要素错配程度相对较轻,但波

动频繁,波动幅度大.其中,北部湾经济区农业劳

动力配置状况在２００８年得到明显调整,错配指数绝

对值显著下降,在２０１０年“两区一带”提出后,面对

区域大调整,北部湾农业劳动力配置也受到影响,
震荡明显,且在２０１６年后错配程度有加重的趋势;
西江经济带在２０１０年后,农业劳动力错配绝对值呈

“U”形变化,即先减小后增大,在２０２０年劳动力错

配程度更是在“两区一带”中居于最高位;桂西资源

富集区劳动力配置情况反复波动,但在２０１７年时劳

动力错配指数绝对值为０００６,非常接近于农业劳

动力要素最优配置状态,２０１７年后农业劳动力错配

绝对值虽然跃升至最高点,但绝对数仍不高.除此

之外,三大经济区农业劳动力错配绝对值有“此起

彼伏”的特点,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劳动力要素在地

区间的跨区域流动,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

配置结构的调整,促进区域间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结合前文土地资源错配相对扭曲指数,广西农

业土地要素投入表现出总体不足.西江经济带农

业土地资源错配程度最轻,北部湾经济区次之,桂
西资源富集区农业土地资源错配情况最严重.西

江经济带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农业土地资源

错配绝对值分别为０００７、０００８、０００５、０００８,农
业土地资源在该经济区内配置情况较为合理.北

部湾经济区在观测期内农业土地资源错配绝对值

稳定在０２~０４,波动浮动相对较小,农业土地资

源配置状态稳定.桂西资源富集区农业土地资源

错配绝对值观测期内跨度较大,震荡明显.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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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资源错配程度最低为０５６６,２０１９年农业

土地资源错配绝对值最大为１１８０,但总体上看改

善趋势明显.

４３　广西地级市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比较

广西１４个地级市资源禀赋存在先天差异.桂

林和北海是中国著名的富有特色旅游城市,旅游资

源丰富.桂林以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以及仙境般的山

水旅游资源而世界闻名;北海是中国大陆地区南端的

一座沿海城市,位于北部湾经济圈内,其著名景点银

滩也享有“天下第一滩”的称号,这两个区域产业融合

趋势表现为农业发展滞后于旅游业,旅游带动农

业[３６];柳州是全国五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有成熟的

工业体系;来宾、钦州等又是传统的农业驱动型发展

模式,不同地级市间呈现出不同的与生俱来的优势或

不足.本部分将依照三大经济区资源错配程度测度

方法,先估计各地级市要素产出弹性,再测度出各地

级市农业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相对扭曲指数和其

绝对值,并对１４个地级市２０１５、２０２０两年的错配系

数绝对值进行排序,见表５.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发展迅速,吸引了部分农村

劳动人口流入城市,同时随着劳动力转移门槛和制

度性障碍的降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逐步由绝对剩

余转向相对剩余,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

间的配置效率提高,从要素配置的角度看这会在某

种程度上改善农村劳动力配置过剩带来的错配.
受制于农业部门收益低于工业部门的固有印象,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本进入农业部门的激励不足,使
得农业部门资本使用成本较高,从而导致资本在不

同部门间配置效率处于较低水平.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提出,以及“三农”政策的扶持,这一现状得

到改善,资本流入农业部门的壁垒被打破,但是支

农财政的宽泛会产生部分资金不合理的利用,进而

由资本不足产生的错配向资本滥用转变.同时,经
济水平较高、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农业发展对资

本的吸引力更强,资本错配的程度也会相对更低.
表５结果显示,各地级市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２０年

农业生产要素错配绝对值排名趋于稳定,农业资本

要素配置绝对值较分散,跨度大;农业劳动力总体

错配程度较低,但极端值仍然存在;农业土地资源

错配绝对值相对集中,为０５３~２０３.桂林市在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２０年排名农业资本错配程度排名均为

第１,农业资本配置优势明显,贺州市居于１３位,但
其农业资本错配绝对值是排名１２位的南宁的近两

倍;柳州市农业劳动力配置状况良好,在２０２０年其

绝对值为００２,仅为２０１５年的１/７,接近于最优配

置状态;防城港市２０２０年农业劳动力错配得到明显

改善,跃居第２名;来宾市农业劳动力错配情况不容

乐观,有加重的趋势;农业土地资源配置状况各地

级市差距相对较小,排名波动变化小,整体错配程

度较低,但排名第１４的百色同排名第１的梧州相比

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表５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广西各地级市农业生产要素

错配程度排名

地级市 年份
资本错配 劳动力错配 土地错配

绝对值 排名 绝对值 排名 绝对值 排名

南宁
２０１５ ９８８ １２ ０４８ ４ １０２ ９
２０２０ １０３８ １２ ０６２ ９ １０２ ９

桂林
２０１５ ００１ １ ０５９ ６ １０５ １１
２０２０ ００５ １ ０３５ ５ １０７ １３

柳州
２０１５ ０４６ ３ ０１４ １ ０９７ ６
２０２０ ０４ ３ ００２ １ ０９７ ６

玉林
２０１５ ０７６ ４ ０５４ ５ ０９８ ７
２０２０ ０７５ ４ ０５３ ８ ０９７ ６

梧州
２０１５ ２１３ ８ ０８５ １０ ０６２ １
２０２０ ２１９ ８ ０４１ ７ ０５３ １

百色
２０１５ ３３１ ９ ０６３ ８ １９４ １４
２０２０ ２９３ ９ ０３９ ５ ２０３ １４

钦州
２０１５ ３３８ １０ ０４２ ２ １０５ １１
２０２０ ３４１ １０ ０７ １２ １０６ １１

北海
２０１５ ０９４ ６ ２７４ １２ １ ８
２０２０ ０９４ ５ １１５ １３ １ ８

贵港
２０１５ ４５６ １１ ０７３ ９ １０５ １１
２０２０ ４２４ １１ ０６３ １１ １０６ １１

崇左
２０１５ ００３ ２ １３ １１ ０８６ ３
２０２０ ００７ ２ ０４ ６ ０８５ ３

防城港
２０１５ １７ ７ ７１７ １３ １０２ ９
２０２０ １５４ ７ ０２ ２ １０２ ９

河池
２０１５ ２４４７ １４ ０４３ ３ ０９ ５
２０２０ ２５０８ １４ ０３２ ４ ０８８ ５

来宾
２０１５ ０８１ ５ ９８７ １４ ０７ ２
２０２０ １０６ ６ １７４４ １４ ０６５ ２

贺州
２０１５ ２０４５ １３ ０６ ７ ０８７ ４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７ １３ ０２３ ３ ０８６ ４

５　结论和建议

５１　结论

１)广西整体农业资源错配水平偏高,且不同经

济区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情况不尽相同,仍有较大改

进空间.北部湾农业生产资本投入和土地投入不

足,劳动力要素投入过剩;西江经济带由于资本投

入过多所造成的农业资源配置偏离最优配置状态

程度较大,农业劳动力和土地配置状态接近于最优

配置状态,但农业劳动力错配相对扭曲指数有逐渐

增大的趋势;桂西资源富集区农业资源错配主要体

现在农业资本投入、土地投入过剩和劳动力投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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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其中农业资本错配相对扭曲指数为负,这反映

了该区域内通过加大资本的投入,已经不能带来农

业产出的增长,更可能因为资金的不恰当使用造成

农业产出的降低.资源错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

产要素投入或使用质量不高导致,农业科技进步、
农用土地优化、支农财政适当、劳动者素质提升将

是解决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质量不高的有效途径.

２)三类农业生产要素错配中,农业资本要素错

配地区间差异最大.北部湾经济区农业资本投入

明显不足,桂西资源富集区农业资本投入严重过

剩,西江经济带此处不予讨论.财政支农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的重要保障,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但在实施财政支农政策时,应秉持

支出规模适当、支出结构恰当、支出效率较高的原

则[３７].广西三大经济区农业资本错配程度差距较

大恰好反映了其在财政支农方面存在的投入与地

区承载力上的不相适应,最终造成了地区间发展不

平衡、补充的局面.

３)在宏观经济政策支撑下,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广
西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有不同程度改善,但总体上看

波动趋势明显,农业资源错配问题仍待解决.观测

期内,广西三类要素错配指数绝对值都多次出现下

降,在某几年错配程度明显改善,但改善效果不具

有持久性.

４)不同地级市间农业生产要素呈现出不同偏

向的错配.桂林市农业资本利用效率更高,来宾市

和贺州市资本配置水平有较大改善空间;柳州市农

业劳动力保持较高配置水平,且有不断向好的趋

势,来宾市劳动力错配尚未得到有效纠正;梧州市

土地资源配置偏离最优配置状态的程度逐渐减小,
但百色市土地资源配置水平仍然不高.总体来看,
广西农业资源错配仍处于较高水平,地区间分异特

征明显,从改善到彻底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５２　建议

１)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作为地区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长期目标.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发展向高质

量发展转变,地方农业发展也应以高质量为目标,
以市场为导向,致力于创造高质量的有效供给,从
农业生产供给侧的角度改善农业资源配置.

２)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来源已经发生明显转移,
要重点关注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和财政支农政策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适度应用与合理监管.广西

农业资源错配有不足和过剩两个方向的表现,对于

投入不足的情况加大投入不失为直接有效的方式,
而对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过剩的情况,其背后反映

的问题相对较为复杂.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
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一方面提升了农业

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能会加重农村劳动力剩余.
农村发展资金不足问题也渐渐得到解决,但在支农

资金的运用上更应加强监督与有效管理.

３)充分识别并加强有助于改善广西农业资源

错配的因素.通过对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的错配程度测

度,发现广西在改善资源错配方面有过一些相对有

效的举措,但改善效果不持久问题也日益凸显.若

能精准识别某一年度错配改善的主要原因,将有助

于通过贯彻针对性的举措,将广西农业资源错配稳

定在较低水平.

４)以各地级市先天资源禀赋为依托,在解决农

业资源配置问题时避免政策上的“一刀切”,对各地

级市在农业资源错配方面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应具

体分析,在认清当前广西农业资源错配的变化趋势

及原因后因地制宜地制定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
政策制定上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把控,将地方发展特

点与政策制定相结合,充分发挥地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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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asurementandDifferenceAnalysisofAgriculturalProductionFactors
MisallocationinGuangxi

YANGChuanxi１,２,LIANGHuinan１,QIN Hui２

(１BusinessSchoolofGuilinUniversityofTechnology,GuilinGuangxi５４１００４,China;

２SchoolofBusiness,GuilinTourismUniversity,GuilinGuangxi５４１００６,China)

Abstract:Totalfactorproductivityisthesourceofsustainedeconomicgrowth,andtheimprovementoftotalfactorproductivitynotonlydeＧ
pendsontechnologicalprogress,butalsoontheeffectiveallocationofresources．BasedonthepaneldataofGuangxiZhuangautonomousregion
from２００５to２０２０,ofthemismatchofagriculturalproductionfactorsinGuangxidrawsontheclassicelementmismatchtheoryofHKisanaＧ
lyzed,amismatchmodelofagriculturalproductionfactorsisconstructed,andtherelativedistortioncoefficientsofagriculturalcapital,labor
andlandresourcemismatchinGuangxi’s“twodistrictsandonebelt”and１４prefectureＧlevelcitiesaremeasuredrespectively．Theresultsshow
thatthemismatchofagriculturalproductionfactorsindifferenteconomiczonesinGuangxiisnotthesame,andtheoveralllevelofmismatchof
agriculturalresourcesishigh;Amongthethreetypesofmismatchofagriculturalproductionfactors,thedifferencebetweenregionswiththe
mismatchofagriculturalcapitalfactorsisthelargest;From２００５to２０２０,thestaggereddistribu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ionfactorsinGuanＧ
gxiimprovedtovaryingdegrees,butonthewhole,thefluctuationtrendwasobvious;Theelementsofagriculturalproductionbetweendifferent
prefectureＧlevelcitiesshowamismatchofdifferentbiases．

Keywords:Guangxi;capitalfactors;laborfactors;landfactors;resourcemis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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