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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关系的门槛效应研究


———以新疆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门限变量的实证分析

陈治国ａ，李　红ａ，刘向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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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门槛效应估计模型，采取Ｈａｎｓｅｎ提出的门限回归法，利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新疆１４地州市的
面板数据，以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作为门限变量，实证分析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关系的门槛效应。结

果表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对新疆农业投入产出弹性有显著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农牧民年人均

纯收入跨过８０５０元门限值时，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用电量、有效灌溉面积的产出弹性明显增加；当农牧民
年人均纯收入跨过９６５０元门限值时，农业机械总动力的产出弹性明显增加。可见，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提
升有利于增加新疆农业的产出，而南疆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离门限值有一定距离，抑制了其农业产出弹

性的提升。因此，应努力提升新疆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并重点扶持南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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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农业产出水平明显提升，农业经

济得到飞速发展。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改善，西

部地区农业生产要素在技术效率、规模经济、资源

配置效率等方面均得到了较大提升（郑循刚，

２０１０）。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有效推行下，农业
机械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田间式的农业机械化

管理模式有效盘活了整个农业生产要素，而农业生

产活动整个链条的关键点均离不开农民收入这个

核心要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林毅

夫，２００４），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许广月，
２０１１），农民收入的增加有赖于农业经济发展。随
着农业发展阶段的推进，农业生产趋向更优的生产

可能性边界离不开农民收入的支撑，主要表现在农

业生产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受到农业生产要素结构

和配置方式的制约，而农业生产要素结构和配置方

式又会受到农民收入的影响。农民收入与农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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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产出存在联动效应，农民收入可以影响农民农业

生产要素投入行为，充裕的农民收入能够有效解决

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周期长、投资量大、风险大

等天然难题，农民收入通过有效匹配农业物质生产

要素确保农业经济发展步入帕累托改进轨道。同

时，农民对农业收入增加的需求也会有效驱动农业

投入产出的自发组织效率。因此，从计量模型角

度，研究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弹性存在怎样的

传导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纵观农民收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我

们看到几乎均为如何通过推进农业发展来实现农

民收入增长的研究成果，而关于农民收入对农业发

展传导效应的研究文献较少。经过梳理归类，关于

农业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的研究基本上从如下两个

视角展开：一是农民收入对农业生产的直接传递效

应。李建军和王德祥（２０１０）通过动态计量模型研
究认为，在长期农民收入存在农业生产弹性，且弹

性为１，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农民收入的提高对农
业发展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何剑和崔钰雪

（２００５）通过建立联立方程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农民
收入对农业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农民收入通过影

响农业投资有力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喻平（２００３）
研究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

段，指出农民增收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卢圣泉

和朱建堂（２００９）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农民收入增速
减缓不利于农业经济发展，只有农民收入增加才能

有效促进农业发展；王性玉和田建强（２０１０）从农户
资源禀赋角度出发，研究指出农户收入通过来自于

农户信贷配给的影响对农业产出发生效应；高云峰

和王子健（２０１２）研究认为农业信贷和农民收入的
协同作用是提高农业产出的关键。二是将农民收

入作为门限变量研究农民收入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张宇青和周应恒（２０１４）通过设置农民纯收入为门
限变量，利用江苏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农民

人均纯收入对农业物质要素投入产出弹性的影响

显著，而且农民人均纯收入跨过门限值后农业物质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明显提升。

从以上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农民收入确实对农

业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较高的农民收入会推进农

业经济发展。然而，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把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两个整体进行单独分

析，没有析出农业经济具体那些因素受到农民收入

的影响，计量分析也比较笼统；二是研究对象更多

是全国范围或者是沿海发达地区，针对西部民族地

区的计量分析不多，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农民收入与

农业经济相互关系的研究，更多是一些评述性、政

策性的文章。因此，我们研究的路径不能仅仅从农

业发展促进农民收入这个单向度视角出发，还应该

从农民收入的视角出发，研究农民收入对农业生产

要素投入产出存在怎样的传导效应。为了探究西

部民族地区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的冲击作用，

本文以新疆地区为例，以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作为

门限变量，构建４个单门槛效应估计模型，细致探析
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弹性的影响效果，深入探

讨农牧民纯收入对西部民族地区农业产出的传导

效应，进而提出有益的政策启示，以破解西部民族

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难题。

　　二、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１．门限变量的选取

　　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农民收入对农业物
质要素投入量确实存在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对农

业投入产出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农民收入在技术层面影响到农业物质要素组合结

构。农民收入增加使得农民投入更多之前缺乏的

农业要素资源，改变原有不合理的农业要素资源数

量搭配，使农业要素资源配置在结构上更加合理，

进而增加农业产出。二是农民收入在组织层面影

响到农业要素资源配置方式。农民收入增加会促

进农民的农业技能、管理方式等的提升，使得传统

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现代农民作为管理者能够升

级资源配置方式，甚至可以创新资源配置方式，进

而增加农业产出。因此，本研究选取农民纯收入作

为门限变量，通过估计门限值（即农民收入影响农

业投入产出关系的拐点）来刻画农民收入对农业投

入产出弹性的影响，以探寻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

出的传导效应。

２．门槛效应模型的构建

农业生产要素中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使用

量和农业用电量可以有效反映农业资本投入，农作

物播种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可以代表土地变量（党

超，２０１１），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可以衡量农业劳动力
投入，产出指标可以用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表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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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建立如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Ｙ＝ＡＬβ１ｃｓａβ２ｆｍｐβ３ｆｕａβ４ａｅｕβ５ｅｉａβ６

其中，Ｙ表示农业产出，Ｌ表示农业劳动力，ｃｓａ
表示农作物播种面积，ｆｍｐ表示农业机械总动力，ｆｕａ
表示化肥使用量，ａｅｕ表示农业用电量，ｅｉａ表示有
效灌溉面积，Ａ为固定的技术水平，β１、β２、β３、β４、β５、
β６为各投入变量的投入产出弹性。两边求导得：

ｌｎＹ＝α＋β１ｌｎＬ＋β２ｌｎｃｓａ＋β３ｌｎｆｍｐ＋β４ｌｎｆｕａ＋

β５ｌｎａｅｕ＋β６ｌｎｅｉａ＋μ
为了分析研究变量存在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本

研究把农民纯收入（ｎｆｉ）设置为门限变量。由于农
业劳动力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溢出性

和极强的流动性，化肥使用量也受制于生态农业发

展要求的约束，因此本研究把ｌｎＬ和ｌｎｆｕａ设置为控
制变量，不考虑此两个变量的门槛效应，把 ｌｎｃｓａ、
ｌｎｆｍｐ、ｌｎａｅｕ、ｌｎｅｉａ分别作为核心变量，构建如下 ４
个单门槛效应方程：

ｌｎＹ＝α１ｌｎＬ＋α２ｌｎｆｕａ＋β１１ｌｎｃｓａ（ｎｆｉ≤ ｒ）＋
β１２ｌｎｃｓａ（ｎｆｉ＞ｒ）＋ｅ

ｌｎＹ＝α１ｌｎＬ＋α２ｌｎｆｕａ＋β２１ｌｎｆｍｐ（ｎｆｉ≤ ｒ）＋

β２２ｌｎｆｍｐ（ｎｆｉ＞ｒ）＋ｅ
ｌｎＹ＝α１ｌｎＬ＋α２ｌｎｆｕａ＋β３１ｌｎａｅｕ（ｎｆｉ≤ ｒ）＋

β３２ｌｎａｅｕ（ｎｆｉ＞ｒ）＋ｅ
ｌｎＹ＝α１ｌｎＬ＋α２ｌｎｆｕａ＋β４１ｌｎｅｉａ（ｎｆｉ≤ ｒ）＋

β４２ｌｎｅｉａ（ｎｆｉ＞ｒ）＋ｅ
其中，ｒ表示门限向量ｎｆｉ的门限值，α１和α２为

控制变量待估参数，βｉｊ（ｉ＝１，２，３，４；ｊ＝１，２）表示对
于第ｉ个核心变量在第ｊ个门槛环境下的待估参数，
ｅ为残差项。通过在门限值处估计出每个门槛效应
方程的待估参数来估计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产出弹

性，进而通过对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

农业用电量、有效灌溉面积的投入产出弹性的分

析，来研究农民收入对农业物质要素投入产出的传

导效应。

３．估计方法

针对以上４个单门槛效应估计方程，关于最优
门限值的设定，本研究运用栅格法确定最小的残差

平方和，即找出最优门限值 ｒ ＝ａｒｇＳＳＥ（ｒ），其中
ＳＳＥ（ｒ）为残差平方和。

为了验证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研究采取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提出的自举样本法进行检验。首先

针对门槛效应估计方程建立零假设：

Ｈ０：βｉ１＝βｉ２　　ｉ＝１，２，３，４
备择假设为：

Ｈ１：βｉ１≠βｉ２　　ｉ＝１，２，３，４

建立Ｆ统计量检验零假设：Ｆ＝
ＳＳＥ０－ＳＳＥ（ｒ

∧
）

δ２（ｒ
∧
）

ＳＳＥ０表示不存在门槛效应零假设条件下的残

差平方和，ＳＳＥ（ｒ
∧
）表示存在门槛效应备择假设条件

下的残差平方和，δ２（ｒ
∧
）表示残差的方差。

建立似然比检验：ＬＲ（ｒ
∧
）＝
ＳＳＥ（ｒ）－ＳＳＥ（ｒ

∧
）

δ２（ｒ
∧
）

ＳＳＥ（ｒ）表示零假设条件下的残差平方和。定

义ＬＲ（ｒ０）＞－２ｌｎ（１－ １－槡 α）时，拒绝零假设，否则接
受零假设。其中 α表示渐进分布 ＬＲ（ｒ０）的渐近
水平。

　　三、实证分析

１．样本数据及统计特征描述

　　本研究为了验证新疆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对新
疆农业物质要素投入产出的影响效应，设定农牧民

年人均纯收入为门限变量，把农业劳动力、农作物

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使用量、农业用电

量、有效灌溉面积等６项指标作为投入指标，把农业
产出作为产出指标进行模型分析，各变量基本统计

特征见表１。其中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和农业产出数
据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选取新疆 １４个地州市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
《新疆统计年鉴》和各地州市统计年鉴。

２．门槛效应检验

本研究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进行估计，为了能够
从整体上探析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对各农业物

质要素投入产出弹性的影响效应，通过建立单门槛

效应估计方程减少门限区间数来进行检验与估计，

检验结果见表 ２。从表 ２可以看出，４个模型均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存在门槛效应，其中，３个模型门
限估计值都为 ８０５０元，表明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
入处于８０５０元两侧时，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用电
量和有效灌溉面积的投入产出弹性存在显著性差

异。农业机械总动力投入与农业产出间非线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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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拐点对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的要求较高，门限

值为９６５０元，即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处于９６５０
元两侧时，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投入产出弹性存在显

著性差异。

表１　模型中所涉变量基本统计特征（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Ｎ＝１４个地区，Ｔ＝１０年，ＮＴ＝１４０）

性质 变量 符号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产出 农林牧渔业产值 Ｙ 亿元 ８８．６９ ９８．７５ ４９７．７８ ２．２８

投入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 Ｌ 万人 ２９．３２ ２８．０４ １２０．７２ ０．１１

农作物播种面积 ｃｓａ 千公顷 ２８２．９９ ２８５．８９ １１５９．６５ ８．４０

农业机械总动力 ｆｍｐ 万千瓦 ９８．４３ ９２．５９ ４４８．７４ １．０３

化肥使用量 ｆｕａ 万吨 ８．１５ ８．４５ ３２．３４ ０．１１

农业用电量 ａｅｕ 亿千瓦时 ２．６１ ２．１３ ９．２９ ０．０３

有效灌溉面积 ｅｉａ 千公顷 ２２９．８２ ２２３．９２ ９４１．７０ ７．５６

门限变量 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 ｎｆｉ 元 ５９８２．７７ ２７０２．９６ １３０１４．００ １１３３．０１

表２　１０００次自举样本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核心变量 Ｆ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１％ ５％ １０％

门限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门限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ｌｎｃｓａ ３１．５２６ ２．０１９ ３．８２７ ７．８５３ ８０５０ ［８０５０，９５２０］

ｌｎｆｍｐ ９．８４３ １．９８７ ３．１２７ ５．８８２ ９６５０ ［９６５０，１０１０］

ｌｎａｅｕ ２４．３２１ ２．４２３ ４．８４４ ６．９９６ ８０５０ ［８０５０，９５２０］

ｌｎｅｉａ １７．４２９ ２．５４９ ３．６８８ ６．６３７ ８０５０ ［８０５０，９５２０］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０％、５％、１％。

３．估计结果

从单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来看（见表 ３），农
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弹性有显著影

响。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跨过门限值时，新疆农作

物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用电量、有效灌

溉面积的投入产出弹性均增加。当农牧民年人均

纯收入大于门限值８０５０元时，农作物播种面积、农
业用电量及有效灌溉面积增加 １％，将分别促进新
疆农业产出增加０．４１６％、０．８６２％和０．２１５％；而当农
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门限值 ８０５０元时，农作物
播种面积、农业用电量及有效灌溉面积增加１％，将
分别促进新疆农业产出增加 ０．３２２％、０．７３３％和
０１６４％。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大于门限值９６５０
元时，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 １％将促进新疆农业产

出增加０．８６２％；而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小于门限
值９６５０元时，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１％将促进新疆
农业产出增加０．７３３％。

４．各地州市的门槛状态

根据８０５０元和９６５０元两个门限值，我们可以
依据２０１３年的统计数据把新疆１４个地州市进行分
类（见表 ４）。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地
区、哈密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等９个地区的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
８０５０元；阿勒泰地区、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
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及和田地区等５个地区农牧民
年人均纯收入低于８０５０元，其中阿克苏地区农牧民
年人均纯收为７８７５元，即将进入８０５０元的门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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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单门槛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Ｌ ０．１９８（０．００００） －０．２１８（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９（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４（０．００９５）

ｌｎｆｕａ ０．００２７（０．００５３） －０．９７６（０．００２８） ０．１８１（０．０２５８） ０．１９２（０．０４９７）

ｌｎｃｓａ（ｎｆｉ＞８０５０） ０．４１６（０．００００）

ｌｎｃｓａ（ｎｆｉ≤８０５０） ０．３２２（０．００００）

ｌｎｆｍｐ（ｎｆｉ＞９６５０） ０．９８６（０．０００７）

ｌｎｆｍｐ（ｎｆｉ≤９６５０） ０．８０７（０．００８１）

ｌｎａｅｕ（ｎｆｉ＞８０５０） ０．８６２（０．０００１）

ｌｎａｅｕ（ｎｆｉ≤８０５０） ０．７３３（０．００５７）

ｌｎｅｉａ（ｎｆｉ＞８０５０） ０．２１５（０．００００）

ｌｎｅｉａ（ｎｆｉ≤８０５０） ０．１６４（０．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１０％、５％、１％，括号内为Ｐ值。

表４　２０１３年新疆各地州市门槛状态划分

地区
农牧民人均

纯收入（元）

是否超过

８０５０元
是否超过

９６５０元

乌鲁木齐市 １１４９６ 是 是

克拉玛依市 １５５９５ 是 是

吐鲁番地区 ８１７０ 是 否

哈密地区 ９９０８ 是 是

昌吉回族自治州 １３０１４ 是 是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８５０３ 是 否

塔城地区 １１０９６ 是 是

阿勒泰地区 ７２６７ 否 否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１０６３６ 是 是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１１２３９ 是 是

阿克苏地区 ７８７５ 否 否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３８５７ 否 否

喀什地区 ５３９３ 否 否

和田地区 ４９５１ 否 否

其他４个地区离８０５０元门限值还较远。乌鲁木齐
市、克拉玛依市、哈密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塔城

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等７个地区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同时也跨过了
９６５０元的门槛，其他７个地区则未跨过９６５０元的
门槛。进而表明：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哈密地

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区的农业机械总动力

的产出弹性与其他未能跨过９６５０元门限值的地区
存在明显差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地

区、哈密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等地区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用电量、有

效灌溉面积的产出弹性与其他未能跨过８０５０元门
限值的地区存在明显差异。

５．农牧民纯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的传导效应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对农业

投入产出确实存在显著传导效应。这种传导效应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作为

催化因子通过改变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比例来影响

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农牧民收入的提高

会有效增大农户对资本性物质要素的投入力度，如

加大对农业机械的购入和使用数量、增加农地有效

灌溉次数和扩大耕作面积（由于新疆大多数地区农

牧民拥有的耕地面积大，闲置农地现象普遍存在），

甚至会承包更多农地实现规模化农地耕作。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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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为农牧民提高技能提供

了更多机会，农牧民收入的增长可以促使其积极参

与各类技能培训项目，可以加入农机专业合作组

织、农机专业公司、农机协会等学习农业机械操作

技术和维修技术，提高农业机械利用率；可以掌握

更多作物栽培技术；可以学习掌握一系列设施农业

技术，扩大设施农业种植比重，进而实现最大化农

地产出效率的目的。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对新疆１４个地州市
２００４年至 ２０１３年的农业投入产出弹性进行了测
算，把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作为门限变量，采取

Ｈａｎｓｅｎ提出的门限回归法构建 ４个单门槛效应估
计模型，估计和检验了新疆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与

农业投入产出关系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

样本时期内，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

弹性有显著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农业物

质要素投入与农业产出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农牧民

年人均纯收入跨过门限值时，农作物播种面积、农

业机械总动力、农业用电量、有效灌溉面积的投入

产出弹性均有明显增加。具体来说，当农牧民年人

均纯收入高于 ８０５０元时（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
市、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

用电量、有效灌溉面积的投入产出弹性明显高于其

他未能跨过８０５０元门限值的地区；当农牧民年人均
纯收入高于９６５０元时（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哈
密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区），农业机械总

动力的投入产出弹性明显高于其他未能跨过９６５０
元门限值的地区。因此，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

有利于新疆农业产出的增加。

根据以上研究，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对农业投入

产出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农牧民收入对其农业生

产要素投入行为有显著影响。因此，在新疆农业现

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发展层次的提升有赖于农牧

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较高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有

利于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可以实现农业资源配

置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升级。提升农牧民人均纯收

入，要开拓农牧民增收思路，创新农牧民增收路径，

高效执行农牧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采取直接与

间接相结合、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并重的方式来提

高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不仅要从直接层面提供和增

加农牧民增收的条件和机会，不断优化农牧民直接

收入补贴机制；而且要从完善农牧民社会保障制

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优化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

确保农牧民能够有充足的资金额度配置在农业领

域；同时，还应研究和解决农牧民财产性收入问题，

拓宽增加农牧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稳步增加农牧

民财产性收入。要建立农业生产成本与农产品价

格、农业生产成本与农业补贴的联动机制，完善农

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业生产要素价格

以及农民生活消费价格协调挂钩机制，切实实施新

疆农作物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

贴、种粮农民直接补等农业“四补贴政策”，确保农

业生产要素投入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使得农

业经济发展保持在健康合理的发展轨道上。尤其

要把新疆南疆地区农牧民收入的增加作为盘活整

个新疆农业生态圈的首要任务，把和田地区、喀什

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农牧民人均纯收

入较低的南疆地区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努力提升南

疆地区农牧民收入水平，实现南北疆均衡发展，这

不仅是全疆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保持新疆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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