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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2—2018年3省3 255份农户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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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基于生产要素配置视角，研究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作用路径，并进行理论分

析。［方法］文章利用 2012—201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全国固定观察点的 3 255份农户

面板数据，首先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其次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借

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及作用强度，并利用 IV-2SLS方法处理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影

响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定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结果］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促进作

用，存在借贷行为的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比未存在借贷行为的农户高 0.017。除此之外，农户党员身份、

农业技术培训、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以及加入合作社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都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家庭

劳动力人数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抑制作用。［结论］农户利用借贷资金改善生产要素配置从而提高粮

食生产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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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守“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

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在有限的耕地资源条件下，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是确保粮食稳定供给的重要

途径，它不仅是衡量粮食产业质量发展好坏以及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准，也是我国未来农业现代化发展

进程中关键的一步。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重点强调要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增加农民效益和产业竞争力。然而，农业、农民弱质

性的特征导致仅依赖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身的经济能力很难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农

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支持对生产经营主体追求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效率至关重要。但“融资难”“融资贵”

始终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及我国农村金融

供给服务缺乏的双重背景下，借贷行为作为农村金融服务最基本的形式，重点研究生产经营主体的借贷

行为是否能够带来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这对改善我国农村金融供给服务体系以及提高粮食生产技

术效率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已有较多文献分别研究农户借贷和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这两方面，关于农户借贷的研究多集中在关于

农户借贷的影响因素、农户借贷的增收效应以及农户借贷对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农户借贷的影响因素

归纳为农户个人禀赋与家庭禀赋的内部因素[1,2]和社会资本与地区金融发展等的外部因素[3]；大部分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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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会对家庭收入产生促进作用[4,5]；农户借贷对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农业生

产性投入，例如物质资本投入及土地规模投入[6-8]。关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文献聚焦测算方法、影响因

素以及时空变化分析，对不同行业、不同主体的生产效率都进行了测算[9]，较为普遍的方法为数据包络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和随机前沿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

现有研究为该文进一步分析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指导以及方法借鉴，但

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已有研究较少将农户借贷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联系起来，多从宏观视角分析

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少以微观农户为研究对象，缺乏完整性；其次，

已有文献分别研究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决策和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没有考虑三者之间影响路径

的理论分析。因此，文章从微观农户视角分析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构建“农户借贷

—生产要素配置—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尝试厘清农户借贷行为对家庭自有资金约束的缓解

影响农户生产决策从而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产生影响，进一步证实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作用

方向。

1 理论分析和框架

传统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转变往往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明显的金

融排斥，从而导致农户受到广泛的借贷约束[10]。农户生产过程中的借贷约束不仅仅会影响农地流入规模，

也可能会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投资水平产生不利影响，使得农户存在生产投入的双重约束效应，在为实现

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双重约束效应会进一步降低生产要素效率从而导致生产效率损

失。因此，我国对于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极为重视，农户借贷约束得到缓解从而使得借贷可得性提升，基

于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农户获得借贷资金会直接影响粮食生产投资决策和劳动资源配置决策，最终影响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及市场竞争力。因此构建如图 1的分析框架，在农村金融改革以及农户自有资金约束的

共同作用下，农户会做出借贷决策，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而言，借贷资金被用于生产投资决策或

者劳动资源配置决策，生产投资决策包括农地流入规模决策以及农用机械购入决策，而劳动资源配置决

策即为家庭劳动分工，进而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进一步基于现有理论就农户借贷

如何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分析。

1.1　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利用生产前沿面理论分析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如图 2，F（x）为生产前沿面即生产

边界，此时生产技术效率等于 1，而农户实际产量为Y，Y与F（x）之间的距离则衡量农户生产技术无效

图1 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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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值，假设农户利益最大化目标为 Y*，此时需

要投入X*，农户原有资金为X0，在资金为X0的

水平上，农户仅能够达到 Y0的产出，为弥补资

金约束，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或非正规金融渠

道借贷金额M≤ （X*-X0），此时农户拥有X1的投

入量。当农户获得借贷资金时，会对生产前沿

面、技术组合和要素组合均产生影响，从而影

响农业生产。（1）当农户不改变其生产技术边

界及技术组合，仅仅改变其要素组合时，农户

在X1的投入量下获得 Y2的产出，生产技术效率

保持不变；（2）当生产前沿面不变，而技术组

合发生改变时，农户投入X1可获得 Y’的产出，

Y2<Y’≤Y1，此时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得到提高，效率损失减少。（3）当农户改变其生产前沿面时，资金的

大量投入促使农户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提高，生产前沿面由F（x）变为F（x*），此时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是

否提升要根据农户实际产出所决定。在农户理性人的前提下，短期来看，农户获得的借贷资金可以应对

家庭阶段性资金不足情况，即使在生产技术边界没有外移的情况下，农户通过借贷行为缓解自身资金约

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从长期看，在新技术水平下的生产技术边界外移，

在农户理性生产决策过程中，农户可以获得更高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1.2　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　

1.2.1　农户借贷、生产投资决策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关于农户借贷对于生产投入决策的影响，重点了解农户将借贷资金的多少投入农业生产环节中。假

设农户家庭原有生产投资为K0，农户愿意并可以获得的贷款为M，农户实际农业投资额为K，于是农户在

借贷行为发生后的追加投资额为K1=K-K0，K0代表意愿投入，而代表K1引致投入。因此关于农户借贷对于

生产投入决策的影响主要比较K1大小，当K1=0时，表示农户并没有将借贷资金用于农业生产，而是全部

用于生活性消费，农户借贷的目的并非用于扩大生产规模[11]；当 0<K1≤M时，表明农户仅将部分借贷资金

用于农业生产环节中，此时农户借贷对于农业生产存在一定的影响；当K1>M时，表明农户借贷大大促进

农户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农户借贷资金的引致需求超过借贷资金，农户借贷行为会大大影响农业生产。

理性农户在利用借贷资金去扩大种植规模时，充分考虑种植规模扩大带来的正向规模经济效应，即

当扩大种植规模能够带来规模效应时，农户才会选择将借贷资金投入农地流入决策。在适度规模前提下，

土地流转会促进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往往是由低效率农户手中转向至高效率农

户[12]，必定会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并且生产主体由原先小规模农户逐步变为大规模农户生产，从而形

成规模经济，进一步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13]。土地规模经营的实现也为农业现代化生产创造了条件[14]。规

模经营同时也可以减少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从而使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更为

合理。而当农户将借贷资金用于农用机械购买时，促使其生产技术边界由较低状态向较高生产边界状态

转移，技术进步提升了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机械化水平的推广和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是影响生产效率的

关键[15]。

1.2.2　农户借贷、劳动资源配置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农户借贷对劳动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时往往更倾向

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东部沿海地区生活成本较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尤其是在贫困家庭中

面临金融资本的约束，导致农村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户借贷资金可以通过替代劳动力从而促进农村劳动

力非农就业，而借贷约束会限制农户生产资本投入，使得更多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从而造成生产

图2 生产函数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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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损失[16]，借贷约束的缓解能够提高农户生产资本投入，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从而流向非农部门。

最后借贷资金能够为农户面临的不确定风险提供隐性担保从而促进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可能

会面临未来收入的极大不确定性，因此对于风险厌恶型的农户而言，他们往往宁愿接受低收入，也不愿

意选择一个不确定的高收入[17]，农户借贷资金尤其是低息贷款能够为非农就业可能存在的损失产生隐形担

保，缓解非农就业损失可能造成的基本消费不足的问题，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劳动力非农就业往往集中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18]，因此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必然会导致农户家庭劳动

力质量及数量的下降，但随着我国土地流转及生产性服务的健全完善，农户可以通过重新配置生产要素

结构、调整生产经营规模或者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来应对家庭劳动力质量和数量的下降，从而促进粮食生

产技术效率[19]。当农户因缺乏农业劳动力而退出生产时，土地经营往往由低效率水平生产转向高效率水平

生产，与此同时，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也能够进一步缓解耕地细碎化情况[20]，从而提高了粮食生产技术效

率；当农户仍然进行粮食生产时，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不仅仅可以增加农户市场信息来源，从而降低农

户生产风险，也可以通过增加家庭非农收入缓解家庭自有资金约束，从而能够有效购置农机等以及雇佣

劳动力，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粮食生产技术效率[21]。

2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该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中国农村微观经济固定观察

点数据库，时间跨度从 2012—2018年，共计 3 255
个农户观察数据。该文首先将不同指标的农户信

息分表分省份汇总得到农户表，根据所用指标筛

选各省份观察值，剔除指标缺失的观察值，最终

得到样本总体分布为吉林省、河南省及河北省 3省

问卷数量分别为 985 份、900 份和 1 370 份，2012—2018 年问卷分别有 456 份、465 份、486 份、500 份、

465份、434份和440份，具体如表3所示。

2.2　模型设定　

该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测算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通过事先确定一个合适的前沿生产函

数来描述生产前沿面，从而估计出前沿生产函数中的未知参数，继而求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

以此对效率做出评价。相比于普遍所用的非参数的数据包络法（DEA），SFA考虑了可控的确定性因素和

不可控的随机因素的共同作用，整个误差项表示为技术非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的复合，更适用于粮食生

产的本质特征。考虑到所用面板数据，故选用时变形式的面板 SFA模型（BC92模型），该模型由 Battese 
and Coelli[22]提出，且适用于非平衡面板数据，面板SFA模型（BC92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y it = βxit + vit - uit （1）
uit = ui exp[ - ω ( t - T ) ] （2）
式（1）（2）中，y it是第 i个农户在第 t期产值；xit是第 i个农户在第 t期生产投入；β是未知参数向量；

vit是随机噪声，体现测量误差等不可抗因素所造成的模型偏差；uit是一个非负随机变量，反映管理不善等

人为因素造成的技术无效率。

SFA模型常用的函数形式有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超越对数函数等。由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设定形式

较为灵活，不仅无须限定各要素替代弹性完全相同或者要素替代弹性之和为 1，而且允许农业投入与农业

产出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该文利用超越对数函数将生产函数设定为：

表3　2012—2018年样本分布情况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吉林

151
149
146
139
142
127
131
985

河南

128
129
129
129
129
128
128
900

河北

186
187
211
232
194
179
181

1 370

总计

456
465
486
500
465
434
440

3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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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Y it = β0 + β1 ln L it + β2 ln B it + β3 ln F it + β4 ln J it + 1
2 β5 ( ln L it )2 + 1

2 β6 ( ln B it )2

+ 1
2 β7 ( ln F it )2 + 1

2 β8 ( ln J it )2 + β9 ln L it ln B it + β10 ln L it ln F it + β11 ln L it ln J it
+β12 ln B it ln F it + β13 ln B it ln J it + β14 ln F it ln J it + β15 t + β16 t2

+β17 t ln L it + β18 t ln B it + β19 t ln F it + +β20 t ln J it + (uit - vit )

（3）

式（3）中，ln Y it为第 i个农户在第 t期的粮食实际总产值的对数值，ln L it、ln B it、ln F it、ln J it为第 i个
农户在第 t期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投入、粮食种植总面积、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投入以及机械投入；t
为技术变化时间趋势，用以衡量技术的变化。

关于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建立基准回归模型为：

TE it = β0 + β1LEN it + β2Xit + μit + εit （4）
式（4）中，TE it是第 i个农户在第 t期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LEN it表示第 i个农户在第 t期是否存在借

贷行为，Xit为控制变量。

2.3　变量选取与说明　

粮食生技术产效率的测算选用农户家庭粮食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投入变量选择粮食生产劳动力投

入、农地经营规模、粮食生产物质投入、粮食生产机械投入。对于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

研究，变量的选择包括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3类。被解释变量：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

率。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借贷行为。控制变量：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变量，其中个人特征

包括受访农户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接受过农业培训、是否接受过非农业培训、兼业行为及健康状况；

家庭特征包括家中是否有党员、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庭劳动力、非农劳动力及是否加入合作社；地区

虚拟变量包括吉林省、河南省及河北省3个不同省份（表4）。

表4　变量选择、定义及赋值

变量名称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因变量

自变量

控制变量

粮食生产劳动力投入

农地经营规模

粮食生产物质投入

粮食生产机械投入

家庭粮食总产值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农户借贷行为

年龄

受教育年限

是否受过农业培训

是否受过非农培训

兼业情况

健康状况

家中是否有党员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家庭劳动力

家庭非农劳动力

是否加入合作社

地区

变量定义及赋值

用于自家粮食生产时间及雇工工时（d）
粮食种植总面积（hm2）

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投入（元）

粮食种植过程中机械费（元）

家庭卖出所生产粮食作物总价值（元）

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得出

0=否，  1=是
（年）

（年）

0=否， 1=是
0=否， 1=是

1直务农， 2一兼（以农为主）， 3二兼（以非农为主）， 4非农， 5在校学生， 
6无劳动能力者

1健康， 2体弱多病， 3长期慢性病， 4患有大病， 5 残疾

0=否， 1=是
0=否， 1=是

（人）

（人）

0=否， 1=是
D1=1即为吉林省

D2=1即为河南省

均值

40.167
0.927

2 488.052
548.642

10 445.030
0.692
0.071

51.227
8.185
0.339
0.083
1.560

1.145
0.240
0.127
3.322
0.742
0.054
0.303
0.276

标准差

54.525
6.094

4 363.811
1 050.739

18 754.380
0.154
0.256
9.607
1.955
0.473
0.275
0.833

0.627
0.427
0.333
1.317
0.997
0.226
0.459
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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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差异分析　

利用 Frontier4.1软件，通过随机前沿分析

方法测算出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受访农

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均值为 0.69，存在一定的

效率损失，有较大改进空间 （表 5）。从农户

借贷角度看，存在借贷行为的农户粮食生产

技术效率为 0.78，不存在借贷行为的农户粮食

生产技术效率为 0.69，农户借贷一定程度上对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存在借贷样本组与不存在借贷样本组的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最高值基本一致，但最小

值相差甚远，农户借贷更可能是提升了低效

率农户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从不同生产技术效率区间看，存在借贷样本组的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更

多处于 0.70~0.90，占比达到 63.04%，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在 0.60以下只有一户农户，而不存在借贷的农户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各区间数量较为平均，生产技术效率在 0.60以下达到 28.13%，与存在借贷农户的生产

技术效率拉开差距，而不存在借贷样本组的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处于 0.80~1.00占比达到 24.10%，而存

在借贷样本组该区间农户占比达到42.61%。

3.2　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3.2.1　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实证结果　

该文应用 Stata15.0软件分析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表 6中（1）（2）（3）列分别对应

混合OLS、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可见Prob>chi2 =0.004，

表5　农户是否借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差异

生产技术效率区间

TE<0.50
0.50≤TE<0.60
0.60≤TE<0.70
0.70≤TE<0.80
0.80≤TE<0.90
0.90≤TE<1.00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样本数

存在借贷

户数

1
0

49
82
63
35

0.97
0.44
0.78
0.01
230

占比（%）

0.43
0.00

21.30
35.65
27.39
15.22

不存在借贷

户数

395
456
596
850
466
262

0.97
0.18
0.69
0.15
3 03

占比（%）

13.06
15.07
19.70
28.10
15.40

8.66

表6　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回归估计

解释变量

借贷行为

年龄

健康（患有大病）

教育

党员

村干部

农业培训

非农培训

劳动力

非农劳动力

兼业（非农为主）

合作社

地区效应

时间效应

样本量

Hausman
Anderson LM统计量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1）OLS
0.584***（8.90）

-0.011***（-5.89）
-0.477**（-2.29）

0.003（0.27）
-0.116**（-2.52）
-0.074（-1.25）

0.343***（8.82）
0.127**（2.00）

-0.031（-1.48）
-0.020（-0.82）
-0.117**（-2.05）
-0.067（-0.88）

是

是

3 255
15.14（0.004）

18.680（0.000）
18.633

（2）FE
0.002***（3.36）

-0.000（-0.71）
-0.005*（-1.73）
-0.000*（-1.65）

0.005***（2.86）
0.001（1.37）
0.000（0.86）
0.000（1.00）

-0.001***（-4.58）
0.001***（3.66）
0.002***（2.70）
0.001（1.29）

是

是

3 255

（3）RE
0.002***（3.33）

-0.000（-0.83）
-0.005*（-1.71）
-0.000（-1.61）

0.005***（2.80）
0.001（1.35）
0.000（0.87）
0.001（0.98）

-0.001***（-4.51）
0.001***（3.61）
0.002***（2.65）
0.001（1.27）

是

是

3 255

（4）IV-2SLS
0.0167**（2.34）

-0.000（-1.22）
-0.033（-0.63）
-0.000（-1.00）

0.006***（2.76）
0.001（1.51）
0.001*（1.73）

-0.001（-0.77）
-0.001***（-3.02）

0.001***（2.63）
-0.008（-1.39）

0.002**（2.26）
是

是

2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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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拒绝原假设，故该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

从表 6中可看出不论是何种回归模型，农户借贷行为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都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在

固定效应模型中，参与借贷的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比未参与借贷的农户高 0.002。农户借贷能够促进粮

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除此之外，农户健康问题、受教育程度及家庭劳动力数量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存在负面影响；而党员身份、非农劳动力数量及非农兼业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都存在明显的促进效应；

受访农户年龄、是否是村干部、是否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非农业技术培训以及是否加入合作社都对粮

食生产技术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3.2.2　内生性处理　

进一步对固定效应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分析。首先，模型设置中可能存在不随时间变动的

遗漏变量从而产生误差；其次，农户借贷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农户

借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但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也会影响农户借贷行为。因此该文选

择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该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与农户借贷相关，而与扰动项无关。

根据现有研究对于内生性的解决方法，该文选用农户借贷变量的滞后一期来控制潜在内生性，农户

借贷行为存在连续性，滞后一期借贷行为往往会影响农户当期是否借贷决策，而当期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对滞后一期农户借贷行为并不存在作用关系。考虑到该文仅选用一个工具变量，为检验所选工具变量的

有效性，仅对农户借贷滞后一期进行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检验，从表 6中可以看到Anderson LM统计量

通过 1%显著性检验，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表明农户借贷之后一期和农户当期借贷行为是显

著相关的；其次，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值为18.633，拒绝“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假定。因此该文所

选用农户借贷滞后一期作为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工具变量是具有合理性的。

该文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法（2SLS）进一步分析，所得结果见表 6的第（4）列。第二阶段中可

见农户借贷行为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通过内生性检验，并且当控制模型内

生性问题后，农户借贷行为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效果明显增强，存在借贷行为的农户粮食生产技

术效率比未存在借贷行为的农户高 0.017，内生性问题低估了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大小。

表7　稳定性检验

解释变量

借贷金额

借贷行为

年龄

健康（患有大病）

教育

党员

村干部

农业培训

非农培训

劳动力

非农劳动力

兼业（非农为主）

合作社

地区效应

时间效应

样本量

（1）
0.055***（6.37）

—

-0.012***（-6.02）
-0.497*（-2.37）

0.004（0.45）
-0.123**（-2.64）
-0.091（-1.52）

0.343***（8.79）
0.140* （2.18）

-0.028（-1.31）
-0.024（-0.97）
-0.112*（-1.96）
-0.058（-0.76）

是

是

3 255

地区异质

（2）吉林省

—

0.519***（4.97）
-0.0137**（-3.15）
-0.454*（-2.13）

0.0451*（2.20）
-0.262*（-2.56）
-0.026（-0.22）

0.356***（4.77）
0.030（0.24）
0.020（0.25）
0.019（0.19）
0.916**（3.10）

-0.065  （-0.60）
是

是

985

（3）河南省

—

0.508***（5.08）
0.001（0.41）

-0.398*（-2.27）
-0.0585***（-5.48）

0.153*（2.56）
0.0722（1.02）
0.018（0.34）
0.225**（3.18）

-0.144***（-5.15）
0.028（0.72）
0.151*（2.01）
0.353**（3.07）

是

是

900

（4）河北省

—

0.716***（5.81）
-0.013***（-4.57）
-0.477***（-3.86）

0.033*（2.02）
（-3.66）-0.262***

-0.221*（-2.04）
0.444***（6.86）

-0.135（-1.09）
0.007（0.24）

-0.068*（-2.11）
-0.403***（-4.88）
-0.622***（-3.37）

是

是

1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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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中，党员身份、农业技术培训、非农劳动力人数以及加入合作社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都存在

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劳动力人数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抑制作用，可见农业劳动力数量对粮食生产

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业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劳动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体力

逐渐衰减，相应地，劳动参与率和从事农业劳动的强度也会有所降低，减少了有效劳动的供给规模，从

而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影响[23]；除此之外，农户年龄、健康问题、村干部身份、非农业技术培训

及兼业行为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3.2.3　稳定性检验　

该文利用替换核心变量以及子样本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首先利用农户借贷金额替代原先模型

中的农户借贷行为，从而进一步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从表 7中可看到农户借贷金额对粮食

生产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借贷金额每提高 1万元，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增加 0.013，可

见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是存在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的，因此通过稳定性检验。其次分别对吉林

省、河南省及河北省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农户借贷依旧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表

明模型通过稳定性检验，农户借贷可以促进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

3.2.4　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规模农户借贷用途、借贷规模等

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该文进一步关于农户借贷对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将全样本

农户分为小规模农户、中等规模及大规模户 3 类，

小规模户种植面积在 0.333 hm2以下，中等规模户

种植面积在 0.333~1.666 hm2，大规模户种植面积在

1.666 hm2以上。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 3个不同

样本组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表8）。

可见，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作用结果受到种植规模异质性的影响。在小规模以及中等规

模农户样本中，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大规模农户样本中农户

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随着农户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户

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不断下降，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户正规金融借贷规模

有限且手续复杂，对于规模户而言，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上限并不能够满足规模户生产经营，因此规模

户往往寻求民间高利率借款投入生产，这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对于

规模户而言，当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后，如果借贷资金仍然投入农业生产，例如扩大种植面积，

则可能会使得农户超过其最适种植规模，从而带来管理效率下降等问题进而使得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下降。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该文利用 2012—2018年中国农村微观经济固定观察点数据库的 3 255份粮食作物种植户数据，采用随

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得出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进一步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借贷对粮食生

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及作用强度，并利用 IV-2SLS方法处理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内生性

问题，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农户借贷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存在借贷行为的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比未存

在借贷行为的农户高0.017。
（2）农户党员身份、农业技术培训、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以及加入合作社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都存

在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家庭劳动力人数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抑制作用。

表8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农户借贷

控制变量

地区效应

时间效应

样本数

小规模户

（1）
0.003**

（2.17）
是

是

是

1 162

中等规模户

（2）
0.002**

（2.19）
是

是

是

1 737

大规模户

（3）
0.001

（1.10）
是

是

是

356

全样本

（4）
0.002***

（3.36）
是

是

是

3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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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议

（1）实现农村金融服务个性化设计，满足生产经营主体多样化借贷需求。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金

融服务体系，首先应当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借贷总量需求，通过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的资金支持，加大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业领域资金投放，发挥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中小型

金融机构支农的重要作用；其次应当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融资多样化需求。一是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

品，对普通农户借贷资金规模、用途、利率、期限、还贷时间宽泛化，针对性的解决各类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二是创新农户抵押贷款方式，缓解农户因缺乏抵押物而带来的借贷

约束；另外通过构建农户信用评级体系，降低道德风险带来的借贷配给，建立更为精准的农村金融信息

管理系统；最后由于农户借贷更倾向于提高低效率农户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因此应持续鼓励加大普惠

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实施力度与覆盖广度。

（2）开展农业相关技术培训，优化生产经营主体借贷资金配置效率。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投入能够有

效提升生产技术效率，提高农户自身素质对优化生产过程中的要素配置至关重要。对于存在借贷行为的

农户，自身素质的提升更能够提高借贷资金的配置效率，从而获得更为高效的生产。因此，首先通过向

农户开展农业生产相关知识培训，包括新技术、新知识的推广，培养农户自主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能力，

确定自身最适种植规模以及农用机械购买决策，最大化借贷资金的配置效率，自身素质的提升也提高了

农户借贷可得性；其次，加大农村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对农户借贷资金生产用途进行有效指导，全面

推广优质、高产、防虫害的作物品种，引导农户对于污染少、效果好的农药、化肥的选择及其使用频率

的指导，降低自然环境恶化造成农民收入损失的风险，以及减少劣质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导致的土壤板结

质量恶化的情况，从而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最后，增加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用低息贷款使

用的监管，防止农业资金非农用问题的发生，确保农用资金合理有效配置在农业生产环节，对粮食生产

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发挥到最大。

（3）鼓励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缓解农户家庭生产性资金约束。农户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对粮

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应当鼓励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通过缓解家庭生产性

资金约束进而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效率。首先通过积极宣传非农就业相关信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加

大对非农就业岗位等信息的宣传，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缓解家庭自有资金约束；其次对

农户进行非农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个人资本，有关部门应当精准识别非农技术培训对象，合理制

定非农技术培训方案提升培训质量，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最后，在乡村振兴战略发

展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可以大力扶持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就地非农就业提供机会，通过进一步的转

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改善我国人地关系矛盾、小农经营为主的生产方式，为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化机

械化提供条件，更能促进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以及产业竞争力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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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REDIT BEHAVIOR OF RURAL 
HOUSEHOLDS ON GRAIN PRODUCTION 

TECHNICAL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 255 FARMERS IN THE THREE 
PROVINCES FROM 2012 TO 2018

Yang　Yantao，Ding　Qi※，Wang　Guoga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d the 
pathways of credit behavior of rural households on grain production technical efficiency with the panel data of 
3 255 rural households from fixed observation points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from 2012 to 2018. Firstly, we used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to measure rural households 
' grain production technical efficiency. Secondly, we constructed a fixed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irection and intensity of the impact of credit behavior of rural households on grain production technical efficiency, 
then we adopted the Iv-2sls method to deal with the end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credit behavior of rural households 
on grain production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conducted a series of stability te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grain production w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by credit behavior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grain production was 0.017 higher for rural households with credit behavior than that of rural 
households without credit behavior. In addition, rural households' party membership, agricultural technical training, 
the number of family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participation in cooperatives had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s 
on grain production technical efficiency. However,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labor force had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grain production technical efficiency. It concludes that rural households use loan funding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reby enhance grain production technical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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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职业教育助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实现路径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必然要求，而职业教育是践行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的重要抓手。通过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新兴

人才的输出，职业教育可以促进农村产业转型升

级，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通过新型农

民的培训，职业教育可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

素质，带动农业收入的增加；通过农业技术和装

备的学习，职业教育也可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型，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通过培养农民

的自主学习和创新意识，职业教育可以帮助他们

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需求，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职业教育助力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的实现路径。

其一，定向培养专业人才。针对农村产业的

切实需求，职业教育机构应敏锐洞察并适时调整

其专业设置与课程设计，以确保培养出的人才与

农业农村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此种定向培养模

式不仅保证了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与农村实际

需求相匹配，更能激发他们的热情，使其更积极

地投身于农村建设。同时，政府部门也可与职业

教育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为当地培养

急需的专业人才，以推动农业农村的持续进步。

以安徽省为例，该省自 2023 年起启动基层农技推

广人才的定向培训项目。他们采用了一种创新性

的策略，将基层的需求申报与上级部门的定向培

养相结合，确保人才的培养、就业与服务都紧密

围绕农村的实际需求展开，同时还与省内具有专

业优势和培养条件的高等院校建立定向培养合作。

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创新和改革，

更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二，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创新。职业教育

机构凭借其丰富的科研资源和优质的教师团队，

能够针对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现实难题进行攻关，

为农业生产带来更高效、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同时还能将前沿的研发成果通过系统的技能培训

转化为农民的实际操作能力，确保先进技术能在

广大农村得到广泛应用，真正助力农业农村的繁

荣与发展。以贵州农业职业学院为例，该学院紧

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方向，鼓励师生将学

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专注于丘陵山地适用

的小型农业机械的研发及农业机械化创新研究。特

别是他们研发的“丘陵山地林下食用菌种植运输

车”，其设计独特，具有原地掉头的灵活操作功能，

非常适应丘陵山地的复杂地形，且仅需遥控器就能

轻松驾驭。这一创新成果，充分展示了职业教育机

构在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中的巨大潜力与价值。

其三，打造农民继续教育平台。职业教育为

农民提供了一个持续更新知识、提升技能的机会，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的变革和挑

战。通过设计灵活、多样的培训项目，职业教育

机构能够满足农民个性化的学习需求，确保每位

农民都能获得与现代农业发展步调一致的教育机

会。而这种教育机会不仅限于提升农民的个人素

质，更在于推动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为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山东省潍坊市为例，

该市通过成立乡村人才振兴专班，全面推进农民

继续教育工作。为满足农民的多元化需求，专班

采用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线上他们

为大姜、辣椒、西瓜等建立了专门的学习群，有

针对性地开设专业课程，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持

续发布有关标准化种植管理的技术知识；线下他

们将课堂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让农民能够在真

实的生产环境中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这种培训

模式切实解决了农技推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问题，让更多的农民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职业教

育资源，同时也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培养了

更多的新型农民。

职业教育是培养农业农村人才、推动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的关键途径，其重要性无可替代。只

有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和创新，不断优化职业

教育助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实现路径，才能确

保职业教育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中发挥最大的引

领作用，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奠定坚

实基础。

文/张 蕾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副教授）

刘根梅 （萍乡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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