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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1985—2004年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

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长期存在唯一稳定的关系，但从短期来

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

同步所致。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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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

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04 by using unit root test，co-integration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The result of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both of the time series hav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and

could compute the regression equation．Its main reason is that agricultural infrastoucture investmeinvest—

ment is coordinate with economic growth for long time．Measure which enlargal the agriculture infrastruc—

ture investment should be taken SO as to realiz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al growth and infra—

structure investment increase．

Key words：agricultural infrasture；investment；economic growth；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经济赖以发展的“先行资

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实现传统自给性

农业向现代商品性农业的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发达和完善的现代农业

基础设施与之相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消除

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有着重要的作用。Patrick—

Bond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生活具有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包括工作机会、生产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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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间接效应包括农村环境改善和农民福利水平

的提高。石爱虎、霍学喜认为，农业基础设施在农业

发展中的经济效应体现为物质基础效应、效率提高

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13樊胜根研究发现，降低扶贫

率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起作用的13项因素中，增加基

础设施(尤其是道路)投资的作用居于第3位(教育

和农业科研居前2位)o[23林毅夫指出，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

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

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Ea]

有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已有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共识，而关于农业基

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尚不

多见。本文利用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

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业基础设

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检验，以期说明两者

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有效性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主要解决现实中大部分时间序列变

量为非平稳变量以及利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会

导致伪回归的问题。本文采用目前普遍应用的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法进行单位根

检验。

对时间序列X。建立下列方程：
一

zSX，=C+屈+Ⅸ，1+三ej△X，j+胁 (1)
i—l

Ho。y一0

其中C为常数项，t为趋势项。若接受原假设

H。则说明序列X。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否则说

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方程加入P个滞后项是为

了使残差项成为白噪音。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还要

检查其差分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n阶差分是平稳

的，则称此变量是n阶单整，记为I(n)。所有变量

同阶单整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为

了研究方便，分别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农业基础设施

投资额取自然对数，得到LnGDP和Lnfund的时间

序列数据。对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不仅可以得到平

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而且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

和相互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ADF检验结

果表明，LnGDP和LnFund都是二阶单整的时间序

列变量。两者的原值和一阶差分在5％和10％的显

著性水平下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二阶差分后均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

说明这两个变量具有二阶单整性I。rt3

表l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往t检验荚型中的C表不包括常数项，P表不趋势项，t表示包括滞后阶数。使用Eviews3．1统计软件。

(二)协整检验 ADR2—0．9032

为了检验LnGDP和LnFund是否存在协整关 F=159．7045

系，利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协整方 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残差“的平稳性，

法[7]，用Eviews软件对残差进行ADF检验，以判定 结果如表2所示。肛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

其平稳性。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 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残差为平稳的时间序列，经

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其结果为： 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

LnGDP=7．65+0．66LnFund+弘 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R2=0．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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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一!墨量至竺竺圭三苎雩翌两三堂耋三享量享竺 令非限制性i=1变量(4)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l,

苎要!兰絮三童要竺因君兰霎’它确定的是二：竺 限制釜≤；：吾i鬲残；。辜。；；’菇。三s乏，则F篓篙：变言嚣；zl rl

4,rl淼Itl,-'fi-：．．18．Y X 淼嘉馘赫纛舳，二二n量 的格兰杰原因，那么 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间蘑活可了F了再i#了雨世丹陡从目田反刀Lm，l一

，一c+a；量△y．，+兰&x—i+￡， (2) 阶数。如果接受零假设H，则X是YY Ho X 的非格兰杰，一c+a；互，△kl+三角x一+￡。 (2) 彤r甄。卿呆瑗毙零假议 ，则 是 的非格兰悉

系数。原假设为：H。：J6l=o(j=1，⋯，n)，若原假
原因。

表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注；使用Eviews3．1统计软件。

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间的关

系进行因果检验，其结果如表3。其中，F值为检验

统计量，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P≥o)。若P值小于

0．05，表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若

P值小于0．1，表示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

下成立，否则，因果关系不成立。表3中P值一个大

于0．05，另一个小于0．05，意味着在5％的显著性

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只存在格

兰杰意义上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

增加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农业基础

设施投资增加的原因[53；但由于在10％．的显著性水

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存在格兰

杰意义上的双向因果关系，因此，从长期来看，农业

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

二、原因探讨

基于有效性检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

长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它们之间存在长期

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虽然从短期来看，农业基

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但长期

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是互相

促进的。这与世界银行1994年给出的基础设施存

量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的经验性结论并

不完全一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

间之所以不能验证这一结论，除了战略选择失当、投

资效益低下、布局不尽合理且忽视技术进步的原因

之外，主要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

长期不同步。[6]

(一)财政支农资金长期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主要由国家和地

方各级财政投资建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计算，1985—2003年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

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在“八五”时期为3％，“九五”

时期为5．6％，2002年为7．3％；财政支出方面，改

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业支出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

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 456．7

亿元，但财政支出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比例却不

断下降，1978年为13．4％，20001年为7．7％，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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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7个百分点。

(二)信贷资金不足

现阶段主要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

信用社承担对农业的信贷任务。由于农业基础设施

的建设周期和回收周期较长，收费较低有时甚至是

无偿服务，商业性银行不愿意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农

业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慎贷”和“惜贷”现象。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95～2003年农业贷

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最高比例仅为7．1％。

(三)乡镇负债严重，无力投资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

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由县乡(镇)

财政负担，然而，由于我国县乡(镇)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时乡(镇)的财政负债已

十分严重，依靠乡镇集体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

在投资不足的问题。农业税制改革，取消“两工”(劳

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一些乡镇对农业公共事业所需

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根据有关规定，“一事一

议”仅限于村级，而且必须是由村里兴办的农田水利

设施、人畜吃水设施、村庄道路建设、植树造林工程

等全体村民直接或间接受益的公共性设施和项目。

而这项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年人均不能超过15元。

由于农民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民

投资能力十分有限，要求村民自筹资金或举债进行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议案难以被认可，即使有些村

社开展议事，也大多是“议而不定”或“定而不行”，造

成急需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无法兴建，过去利用主

渠道“两工”兴建的农业基础设施严重毁坏后又无力

修复和管理。

农业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导致：(1)农业基

础设施长期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难以发

挥出它应有的“社会先行资本”的本质特征。(2)由

于资源约束，不能同时或在短期内建成农业基础设

施体系，而只能有选择性地建设某些子项或小规模

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能得

到有效和充分发挥。(3)农业中的许多重要基础设

施本来就依赖于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或者本身就

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城市和

工业基础设施在农村和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延伸。在

现行城乡二元制度或非制度性的障碍下，农业基础

设施的关联效应和投资乘数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作

用，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减小。(4)伴随着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

要性的变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个基础设施投

资比例不可能有大幅度增加，甚至趋于下降，在投资

结构不尽合理和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作用难以发挥。

三、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不仅构成了农业生

产的瓶颈制约，而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

显，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

施的投入，并制定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对农业基础设

施的投资，早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

的良性互动。

(一)提高对农业基础设施重要性的认识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赖以

发展的“先行资本”，农业基础设施则是农业和农村

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6J；仅仅认识到农业基础设

施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是不够的，必须扩大

基础设施的认识范围，在计算农业基础设施的贡献

率时，要充分考虑到农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不能单纯着眼于农业经济效益，要充分考虑

农业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性意义。总之，只有高

度认识到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才有可能在实践中给予其应有的发展地位。

(二)明确划分事权，发挥各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明确划分事权就是要真正严格地划分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农村社区、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投

资责任和投资范围。(1)全国性的、跨农业区和跨流

域的农业骨干基础设施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投资和管

理；区域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应以地方政府作为投资

和管理主体，中央政府可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受

益区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应适当分摊投资成本；

小流域和社区范围内的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应主要由

社区集体和农民个人负责投资和管理，地方政府可

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2)县级以上各级政府

都应设立水利等各项专项建设基金，以用于本区域内

一些较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3)政府主要运用经

济手段、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引导和诱使农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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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并依法处理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中的按投入要素进行补偿与分配等问题。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打破国家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渠道唯一来

源的框架，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渠道筹

资模式，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并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1)在制定和执

行国民经济计划和规划方面，统筹城乡经济和工农

业经济发展，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和社会资金的分配

格局，保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2)要逐

步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比重，中央政府基本

建设计划安排的预算内农业投资比重应由目前的

17％提高到20％以上。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应逐步

转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3)要逐步增加信贷

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保持农业贷款增长率高于各

项贷款平均增长率，银行新增贷款规模中农业贷款

的比重达到lo％以上。

(四)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业基础设施

按照受益范围和排他成本的大小，农业基础设

施可划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类，对竞争性项

目，由于受益范围不局限于农村社区，外部性大，原

则上应由政府供给，但在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

下，通过产权改革，将其外部收益内部化，民间资本

也可介入。政府建立财政贴息制度，把一部分财政

拨款或财政信贷转为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贴息资金，

增强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引诱；

对有竞争性项目，由于排他性成本不高，收取一定的

服务费可以补偿投资成本，应放开市场准入，民间资

本采用多种方式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五)探索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管理体制

按照“谁投资、谁管护、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

加快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清晰归属，明确权

责，建立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激励机制。(1)对

于农户自建或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产权归个人所

有，由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2)对受益户较多

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产权

归合作组织所有；(3)对经营性的工程，可组建法人

实体，实行企业化运作，可拍卖给个人经营；(4)对业

主开发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地方政府要

予以扶持，并规范其收费标准和服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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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陆迁.杨天荣 民间资本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探析 -经济研究导刊2009,""(11)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和私人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是民间资本投资的主要对象.然而,在一定时期内,国家职能范围、科学技术

进步以及人们在认识上的一些偏差,都对民间资本现实投资实践活动和未来投资范围产生较大影响,因而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具有弹性特点.从供给机制看

,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既互为补充又互相替代,未来我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将取决于民间资本投资效率和政府投资效率的博弈.

2.学位论文 段军华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研究 2008
    本文主要研究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问题。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和发展的物质载体，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建立现代农业的基础。滞后的农业基

础设施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而造成农业基设施建设和管理落后的关键是投资困境。进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研究，对创新农业基础设施的

投资制度，增进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思想，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发展和投资现状出发，在借鉴国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

，分析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困境，并对造成投资困境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提出改善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按照逻辑关系与结构

，将论文规划为6章。

    第1章，导论。本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

    第2章，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研究的基本理论。科学界定了基础设施、农业基础设施的内涵、类型及特征，构建了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的农业基础设

施投资研究的理论框架。

    第3章，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国际经验与启示。本章分析了美国、法国、日本及发展中国家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验，并总结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的启示。

    第4章，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现状与困境分析。本章分析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体制的变革历程，农业基础设施发展现状，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量、投

资结构及投资强度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困境，最后对造成投资困境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系统分析。

    第5章，改善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在第4章的基础上，借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国际经验，提出了改革现有城乡二元基础设施投资制

度、完善农村金融体制和法制建设等具体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

    第6章，研究结论。对整个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得出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3.期刊论文 刘艳平.LIU Yan-ping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机化研究2007,""(12)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越来越重视农业的投资问题,并充分认识到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关键,但我国财政对农业基础设

施的投资与城市比较还存在很大差距.为此,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为着眼点,分析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措施.

4.期刊论文 孙良 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8(2)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除具备与一般基础设施投资共同的特点之外,还有与农业这一产业紧密相关的特点.由于我国过去对后者认识不足,导致在农业基础

设施投资上存在着战略选择失当、投资数量不足、效益低下、方式单一、忽视技术进步等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应该调整投资战略、确定投资重点、完善

投资机制、理顺投资关系.

5.学位论文 张宵慰 农业基础设施民间资本投资研究 2008
    农业基础设施是指为农业直接生产活动以及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共同条件和公共服务的设施与机构。农业基础设施对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增长，有显著的贡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长期以来资金的匮乏一直制约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发展。在

国家财政和集体经济投资不足的条件下，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会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

    本文首先从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理论基础着手，界定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概念和特征，对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进行分析

，提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目标。另外介绍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奠定了项目评估方法。

    其次，本文在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体制历史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和投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创新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体制的目标，进而提出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农业基础设施涵盖的内容宽泛，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基础设施都适合民间资本投资。所以文章接着引入项目区分理论，为农业基础设施民间资本投资

范围划分原则与标准，并提出合理划分政府资本与民间资本投资范围需注意的问题。再次，本文根据各种投资方式的特点及其适用范围，介绍民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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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特定的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各种方式及应注意的问题。

    最后，根据国内外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针对目前民间资本进入农业基础设施遇到的重重障碍，文章提出完善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

对策和建议。

6.期刊论文 方芳.钱勇.柳士强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实证分析 -财经研究2004,30(2)
    文章通过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生产之间关系的研究,说明了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指出农业基础设施投

资的目的是为了释放原有农业经济的生产潜力,而不能引致新产量的增加.同时,通过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方式的分析,说明了在加强政府投资的基础

上,应开发新的融资手段和方法.

7.期刊论文 谭洪江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困境与出路 -岭南学刊2004,""(4)
    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投资主体缺位,投资管理体制不顺,资本筹划方式单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存在这些问题有着深层的原

因.解决办法,一是调整和转变投资政策,二是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体制,三是努力改善制度环境,等等.

8.学位论文 陈立中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管理研究 2004
    农业基础设施是指为农业直接生产活动以及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共同条件和公共服务的设施与机构.农业基础设施一般

具有公共物品、外部经济性、自然垄断性和投资资金聚集性等特征.因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管理有着不同于私人物品的特殊性.该文在分析中国农

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运用规范和实证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管理的相关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背景介绍和问题提出;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概念、特征和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并认为中国应实行"协调型"的农业基础设施发展

战略;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认为在农业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必须在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和财政支持力度的

基础上,调动个人、集体等社会闲散资金的投资积极性,大力推进中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第四部分,使用广西的历史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具体测算

了几种农业基础设施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贡献;第五部分分析了当前中国农业基础设施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以市场为主导,加强政府协调管理

的改革思路,并提出农业基础设施经营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具体改革建议.

9.期刊论文 陆迁.何学松.LU Qian.HE Xue-song 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障碍与建议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2)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在国家财政和集体经济投资不足的条件下,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就成为解决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一种

有效途径.目前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着投资环境不佳、投资产权界定不清、信用和市场准入障碍等制约性因素,需通过深化农业基础设施产权

改革等措施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

10.期刊论文 陆迁.Lu Qian 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探讨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在国家财政和集体经济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吸引民间资本介入就成为解决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一种

有效途径.目前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着投资环境不佳、民间投资产权界定不清、信用和市场准入障碍等制约性因素,需通过深化农业基础设施

产权改革等措施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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