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测算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的增长份额，有助

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农业科技进步水平和科技进

步潜力，对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农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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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科技进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已成为世界

各国政府及学术界的共识。1995 年 5 月颁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

定》中首次提出了“科技进步贡献率”这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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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特别是现代农业生产，是一个十分

复杂的大系统，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双重影

响，伴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和突

破，现代农业领域不断地产生新的飞跃。比如，在

19 世纪 40 年代，植物矿质营养学说的创立强有

力地推动了化肥的生产与使用，有效地提高了粮

食产量。在 20 世纪初，杂种优势理论的应用，培育

出了更多的动植物良种，如杂交玉米新品种对粮

食增产的效果非常显著。近年来，转基因农作物成

为世界上普及应用速度最快的高新技术农作物，

推动了农业增产增效。根据农业部最新统计显示，

我国近一半的农业增产来自科技的贡献。
科技进步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知识、发明新技

术并推广应用于生产实践，进而不断提高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动态发展过程。农业科技进步有

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农业科技进步是指农业

科学的科技进步，即硬技术的进步；广义的农业科

技进步除了包括狭义的农业科技进步的全部内容

外，还包括农业管理水平、决策水平与智力水平等

软技术的进步。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就是在农业

经济增长量中，科技进步作用所占的份额，其实质

就是通过科技进步提高了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

(即投入产出比) 和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我们

测算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就是指广义农业科

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2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原理

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核心是测算出科技进

步率，测算科技进步率可以有多种方法，如：柯布

- 道格拉斯(Cobb- Douglas)生产函数、无约束弹性

的 C- D 随机扰动边界生产函数和带有哑变量的

C- D 函数等，但其原理和基本假设是一致的。经

济增长是在增加投入和提高投入产出比的科技进

步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因此经济增长总量可分

成两部分：一部分来自投入的增量，一部分来自科

技进步的作用。如果用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经济

水平，则有如下公式：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 = 因科技进步产生的总

产值增长率 + 因新增投入量产生的总产值增长

率。
上式中，因科技进步产生的总产值增长率，通

常叫做科技进步率。因此，农业科技进步率就是农

业总产值增长率中扣除新增投入量产生的总产值

增长率之后的余额。即：农业科技进步率 = 农业总

产值增长率 - 因新增投入量产生的总产值增长

率，农业科技进步率除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就是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
农业科技进步率 /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

3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模型

1997 年初农业部发出《关于规范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的通知》，将中国农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朱希刚等研究设计的“我国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作为统一使用的方法。也就

是增长速度方程(也叫余值法)。根据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的含义及测算原理，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

特点，把农业投入分成三大类：即物质费用、劳动

力和耕地。因此可得出如下增长速度方程:
农业科技进步率(δ)=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Y-

Y0)/Y0]- 劳动力产出弹性(α)×劳动力增长率[(L- L0)/
L0]- 耕地产出弹性(β)×耕地增长率[(A- A0)/A0]- 物

质费用产出弹性(γ)×物质费用增长率(K- K0)/K0]
上式中，Y0、L0、A0、K0 分别是基年的农业总产

值、农业劳动力数、耕地面积和物质费用，而 Y、L、
A、K 则是计算年的农业总产值(按 2003 年不变价

计算)、农业劳动力数、耕地面积和物质费用 (按
2003 年不变价计算)。全国劳动力、耕地、物质费

用的 3 个产出弹性值是通过建立全国总和生产函

数的回归方法估算出各投入要素的弹性值 (回归

系数)计算出来的。根据朱希刚课题组研究结果，

其中农业劳动力产出弹性 α=0.20，耕地产出弹

性 β=0.25，物质费用产出弹性 γ=0.55。在测算

吉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时，可根据当地实际

对劳动力和物质费用的产出弹性做出适当调整，

使之尽可能反映吉林省实际情况。

4 数据选取和弹性调整

4.1 数据选取

农业总产值、物质费用、劳动力数均指农、林、
牧、渔四业。农业总产值和农业物质费用均按

2003 年不变价去表示；农业劳动力数和耕地面积

均使用年末数。因农业生产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

为排除个别年份的大起大落，均采用前后 3 年数

据的平均值。2003 数据采用 2002、2003、2004 年

三年平均值，2008 年数据采用 2007、2008 年二年

平均值。
4.2 弹性调整

4.2.1 调整原则

在农业生产中，各地在每亩耕地上生产每一

元农业产值时，投入的物质费用有很大差别，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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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调整弹性系数

暂定耕地弹性不变，为 0.25，只调整物质费用

和农业劳动力的弹性值。
通过上述方法，吉林省物质费用弹性为 0.44，

劳动力弹性为 0.31。
5.2.3 计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有了表 2、表 3 的计算结果，就可以计算出吉

林省农业科技进步率。计算结果见表 4。
根据测算，从表 4 可知，吉林省 2003～2008

年期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53.36%，根据杨

忠群的测算，“八五”时期吉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为 45.15%[5]；另据吉林省农委对吉林省“九

五”时 期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的 测 算 结 果 为

47.75%。可见，2003～2008 年间吉林省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比“九五”增加了 5.61 个百分点，比

表 1 计算用基础数据

单位
农业总产值(亿元) 物质费用(亿元) 农业劳动力(万人) 耕地面积(千公顷)

2003 年 2008 年 2003 年 2008 年 2003 年 2008 年 2003 年 2008 年
全国 30 062.59 37 999.7 10 868.2 13 420.1 36 228.33 31 049 123 339.43 121 726
吉林 790.71 1 065.25 291.97 429.24 522.3 512.2 5254.87 5841.62

注: 1、产值和物质费用均按 2003 年价格计算；2、依据 2002、2003、2004、2007、2008 年相关基础数据计算得出，如 2003 年数据为 2002～
2004 三年平均数，2008 年数为 2007～2008 二年平均数。

表 2 吉林省农业总产值、物质费用、农业劳动力、
耕地年平均增长速度 %

农业总产值 物质费用 农业劳动力 耕地面积
2003～2008 6.85 8.96 - 4.33 2.38
注: 年平均增长速度(a)=(y/y0)1/n- 1。由于 2008 年数字是 2007 与 2008
年平均数，因此，增长速度是按间隔 4.5 年计算得出。

际收益也不相同，因而作为反映边际收益大小的

弹性值应该进行调整。劳动力产出弹性与劳动力

价格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劳动力价格越高，其边

际收益越高，与之相应的产出弹性也应调高；对耕

地，各地的产出弹性也会有些差异，但因耕地面积

变动幅度很小，对计算结果影响极小，在此计算方

法中暂不进行调整。
4.2.2 调整方法

在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时，难点就在于

对物质费用、劳动力和耕地的三个产出弹性值的

确定。本文采用经验法，参考国内外经验并结合我

省具体情况来确定。全国三大类投入的弹性系数

值分别采用中国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研

究结果，耕地弹性值 γ=0.25，农业物质费用弹性

值α=0.55，农业劳动力弹性值 β=0.20。对吉林省

的调整按如下方法进行，首先假定耕地产出弹性

与全国相同，为 γ=0.25，仅需调整物质费用和劳

动力的产出弹性 α 和 β，同时假设 α+β+γ=1。由

于 γ=0.25 不变，因而 α+β=0.75。根据国家计委

1992 年 12 月发布的资金产出弹性调整公式，结

合农业实际，采用如下调整公式:
αi=αln {e- 1+ [(K0/L0)+ (Kt/Lt)]÷[(K0i/L0i)+

(Kti/Lti)]}
式中:αi———i 省农业物质费用弹性

α—全国农业物质费用弹性

e—自然对数(2.7183)的底

K0、L0 和 Kt、Lt─分别是全国基年和计算年的

农业物质费用和农业劳动力数，K0i、L0i 和 Kti、Lti

分别是 i 省基年和计算年的农业物质费用和农业

劳动力数。

5 测算吉林省 2003～2008 年期间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5.1 收集和整理数据

采用增长速度方程的测算方法，需要收集四

类数据，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力数据、耕地面积

和农业物质费用。农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

年鉴》，要说明的是，2003 年起农业总产值包含农

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为了保持数据前后的一致性，

特在此剔除。物质费用数据：相关年鉴上自 20 世

纪 90 年代起就没有直接的数据了，笔者根据各年

农林牧渔业物质消耗费用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进而计算出 2003 及 2008 年的物质费用，基础数

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劳动力数据：由

于《中国统计年鉴》取消了相关条目，为了数据的

连续性和易得性，笔者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据

替代，数据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耕地面积数

据：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上 2003～2006 年相关数

据采用的数据都是 1996 年 10 月 31 日时点数，故

这里全国数据采用国土资源部统计公报数据，吉

林省相关数据来自《吉林统计年鉴》。
5.2 吉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5.2.1 计算年平均增长速度

依据表 1 整理好的数据，用基年(2003 年)和
计算年(2008 年)的四组数据计算出各个指标的年

平 均 增 长 速 度。由 于 2008 年 数 据 暂 时 用 的 是

2007 和 2008 年两年平均值，因此，其间隔年数不

是 5 年，而是 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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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吉林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进行分析，我

们就可以从宏观上对吉林省农业科技贡献有一个

全面的了解。根据表 1 数据，由公式可以计算出吉

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各生产要素对农业产

值的贡献份额，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科技进步

对吉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主要有以下特点。
从我们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吉林省农业经

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2003～2008 年期

间以年均 6.85%的速度稳定增长。其中，农业科技

进步的贡献份额为 53.36%；物质费用对农业总产

表 3 吉林省调整后的物质费用、劳动力、耕地弹性值

物质费用弹性(γ) 劳动力弹性(α) 耕地弹性(β)
2003～2008 0.44 0.31 0.25

注:1、吉林省物质费用弹性 = 全国物质费用弹性×Ln {e- 1+ [(全国

2003 年物质费用 / 全国 2003 年劳动力)+(全国 2008 年物质费用 / 全

国 2008 年劳动力)]÷[(吉林省 2003 年物质费用 / 吉林省 2003 年劳

动力)+(吉林省 2008 年物质费用 / 吉林省 2008 年劳动力)]}； 2、物质

费用弹性(γ)+ 劳动力弹性(α)+ 耕地弹性(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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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吉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结果 %

总产值增长率 科技进步率 科技进步贡献率
2003～2008 6.85 3.65 53.36

注:1、科技进步率 = 总产值增长率 - 劳动力弹性×劳动力增长率 -
耕地弹性×耕地增长率 - 物质费用弹性×物质费用增长率；

2、科技进步贡献率 = 科技进步率÷农业总产值增长率。

表 5 2003～2008 年吉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 %

年份 项目 农业总产值 物质费用 劳动力 耕地 科技进步
2003～2008 年增长率 6.85 8.96 - 4.33 2.38 3.65

贡献份额 100 57.55 - 19.60 8.69 53.36
注：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得出。

值增长的贡献份额为 57.55%；农业劳动力为负增

长状态，贡献份额为 - 19.6%；土地对农业总产值

增长的贡献份额为 8.69%。可以看出，在此期间，

吉林省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主要依靠农业物质费用

的投入和科技的进步，但物耗对农业经济增长的

贡献占首位，科技进步居第二位。
2003 年以来，吉林省良种繁育及推广工作取

得了巨大的进展，在 2003～2008 年期间，吉林省

培育出主要粮食作物新品种 511 个，进一步推动

了吉林省粮食生产科技进步，对吉林粮食单产的

增长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而随着劳动力转

移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对农业总产值的作用

为负。
在此期间，我国耕地面积呈现出一定趋势的

减少，相反，做为农业大省，吉林省的耕地面积这

几年不减反增，虽然与粮食直补政策有关，也说明

吉林省加大投资力度对中低产田进行改造使耕地

面积有一定的增长潜力。但耕地面积对农业增长

的作用是用限的，耕地属于稀缺有限资源。这表

明：吉林省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处于外延

式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经营阶段，而科技进步

的贡献率达到了 53%以上，则蕴含了吉林省农业

经济发展方式向内涵式扩大再生产转变的巨大潜

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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