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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吉林省 1978～2016年相关数据，重点关注土地政策这一因素并以此建立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土地

政策和其他相关变量和耕地质量之间的关系作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政策的演变对耕地质量具有

显著性影响，短期内土地政策对耕地质量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长期内土地政策对耕地质量的冲击弱化。除此之外，农

业劳动力、化肥使用量、农业机械化、经济发展因素等也是引起耕地质量变动的主要因素，据此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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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Jilin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6,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factor of land
policy and establishes regression model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land policy and other related variables and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volution
of land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short
term, land policy has a certain guiding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and in the long term, the impact of
land policy on the qu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is weakened. In addition,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fertilizer use, agricul⁃
tural mechan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ther factors are also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changes in the quali⁃
ty of cultivated land. Accordingly,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dr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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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耕地是保证国家食物供给和粮食安全的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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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耕地资源高度缺乏

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 1.43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的一半。耕地数量保护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

视，并确定了 18亿亩的耕地红线。然而由于不合

理的耕种制度、化学技术的过量使用再加上大量

耕地被污染等原因 [1]，耕地质量和土地生产力在

不断下降，有效面积已经不足 18亿亩。因此，耕

地质量保护也应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耕地质量的定义及内涵尚

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但通常是从耕地生产能力 [2-4]

和耕地生产环境 [5-6]等两个研究视角对耕地质量

进行定义的。本文关于耕地质量的研究侧重于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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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力即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目前，学者们对

于耕地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

素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与研究。如刘登高等 [7]认为

土壤风蚀、暴雨冲刷以及气候变暖加速有机质分

解等自然因素是致使耕地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

江键 [8]发现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发生频繁对我国

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带来一定的威胁。但自然因素

在短时间内具有稳定性，人文因素对耕地质量的

影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9]。刘彦随等 [10]的调查表

明长期的人口超载、高强度的土地开发、粗放农

牧经营方式是引起耕地沙漠化产生的现实因素；

刘文明 [11]从农户角度出发，认为资源开发方式、耕

作方式、生产资料投入方式等影响耕地质量；也

有学者如黎赔肆等 [12]认为土地经营权不稳定、土

地细碎化等产权制度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和耕地

质量恶化的主要因素；胡小平 [13]认为我国粮食生

产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综上所述，人口压力、农业灾害等自然因素，

不合理的农药、化肥施用方式，耕作制度等人为

因素都会造成耕地资源的破坏。除此之外，也能

看到政策性因素对于农民利用耕地资源、提高粮

食生产能力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土地

制度改革，通过影响农民利用耕地资源的方式进

而影响耕地生产能力，以此刺激粮食生产，保障

我国粮食安全。那么，土地政策的实施对我国耕

地地力、维护粮食安全方面是否产生良好效果？

起到了多大作用？本文将对此进行较深入的研

究。

2 模型建立与指标选择

2.1 模型的选择

本文重点关注土地政策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选取线性模型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

度进行量化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GYPA = α + βRLPR + γj∑δj + ε
…………………………………………( j = 1,2,…,n )

为消除异方差准确地进行统计推断，对各变

量作对数化处理。模型如下：

ln GYPA = α + β ln RLPR + γj∑ln δj + ε
…………………………………………( j = 1,2,…,n )

公式中，α为常数项，β为农业政策影响耕地

质量的偏回归系数，δj为土地政策以外的其他影

响耕地质量的影响因素，γj表示第 j个影响因素的

偏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2.2 影响耕地质量的因素和指标选择

（1）耕地质量变量

本文关于耕地质量的研究侧重于耕地的综合

生产能力即耕地地力，以往研究中多以粮食产量

或农业产值作为衡量耕地地力的主要指标，笔者

认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作为衡量耕地地力的主要

指标更为合理，本文选取 1978～2016年吉林省单

位面积粮食产量作为耕地地力的代表，用 GYPA
表示。

（2）土地政策变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出台支农、惠农政

策，特别是落实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等土地产

权制度，这些政策刺激农户不断改变种植行为，

从而影响耕地地力和粮食产量。因此本文重点引

入土地政策这一变量探索其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先后经历了

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发展阶段，

也经历了从个体经营到集体经营的发展过程。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揭开了中国农地改革的

序幕，实现家庭联产承包、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

尝试。1984年的中央 1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一

般应在 15年以上，鼓励农民增加土地投资，培养

地力。1988年的《土地管理法》中通过法律的形

式将认可转包、转让等方式将农地交由其他人经

营的行为进行明确规定，获得了正式的立法认

可。此后，农户土地承包经营到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流转不断完善和发展。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

明确规定：“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加以

完善。”1993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的若干政策与措施》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

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 30年不变”，“允许土地使

用权依法有偿转让”。同年将“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列入《宪法》范畴，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政策实施以来的重大转折点。2008年十七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

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稳定现有土地

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

保障的土地经营权”，“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

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

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

度规模经营”。2014年中央 1号文件再次对农村

土地改革进行全面部署，从承包经营权流转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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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权分置”思想，强调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

局，并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土地确权，避免土地权

属争议，推动农村土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根据

不同年度实施的土地相关政策，选取相应的虚拟

变量表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索发展阶段

1978～1984年为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发

展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探索发展阶段；1985～
1992年为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发展阶段

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善发展阶段；1993～
2013年为 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发展阶段

2014年至今为 4，用RLPR表示。

（3）其他变量

农业劳动力。劳动力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生

产要素，其投入能够加快土地的生产效率，特别

是耕地质量改良和地力恢复等需要大量的劳动

力。因此劳动力对于土地利用活动具有较大影

响。统计年鉴中没有单独的农业劳动力从业人

数，因此本文选取 1978～2016年吉林省农业总产

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与农林牧渔从业人口

数的乘积作为农业劳动力的代表，用ALF表示。

化肥使用量。化肥使用量直接作用于土壤肥

力和耕地生产能力。改革开放以后粮食供给迅速

增加与化肥的施用关系巨大，但“石油农业”也给

土地带来了一定的负担，例如土壤酸化、板结等，

影响农作物生产，降低了土地的生产能力和安全

性。本文选取 1978～2016年吉林省农用化肥折

纯量作为化肥使用量的代表，用 FC表示。

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建设的

基本前提。借助机械作业能够保存土壤有机质含

量、提高化肥使用率，实现粮食高产。本文用

1978～2016年吉林省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农业

机械化的代表，用AM表示。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一般

包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

防护林建设等等。本文选择将 1978～2016年吉

林省有效灌溉面积作为农田水利设施的代表，体

现吉林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用AIC表示。

经济发展因素。本文用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

经济发展因素的代表。一般情况而言，农民收入

越高，短期内越会增加对化肥等生产要素和农业

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增加地力、提高产量。本

文以 197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期，选取 1978
～2016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用实际收入

来表示，以剔除通胀影响，用 ED表示。

农业自然灾害。耕地的地力高低与质量好坏

是在多种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下形成的，虽然本

文主要探讨人为因素对耕地质量的影响，但农业

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影响较大，是不可剔除的重

要因素，为避免误差过大，因此引入农业自然灾

害这一变量，选取 1978～2016年农业成灾面积来

代表，用DA表示。

3 结果与分析
表1 实证分析结果

Variable
C

LNRLPR
LNAM
LNAIC
LNALF
LNFC
LNDA
LNED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S.E. of regression
Sum squared resid
Log likelihood

Durbin-Watson stat

Coefficient
-1.648 460
0.164 751
0.521 051
6.12E-05
0.533 918
0.342 044
-0.114 300
0.412 077

0.9578 57
0.9483 40
0.0704 70
0.1539 46
52.588 40
2.0450 46

Std. Error
0.916 134
0.079 266
0.112 200
0.074 204
0.140 032
0.072 060
0.026 512
0.091 210

Mean dependent var
S.D. dependent var
Akaike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F-statistic

Prob(F-statistic)

t-Statistic
-1.799 366
2.078 465
4.643 955
0.000 824
3.812 816
4.746 677
-4.311 326
4.5179 10

1.636 052
0.310 047
-2.286 585
-1.945 341
100.655 0
0.000 000

Prob.
0.081 7
0.046 0
0.000 1
0.999 3
0.000 6
0.000 0
0.000 2
0.000 1

对以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1。
从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高，D.W.

检验合格。从 P值看，考察耕地质量影响因素中

的 7个解释变量有 6个解释变量在 5%的显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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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显著。模型较好的反映了耕地质量与各解释

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估计结果如下：

土地政策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与耕

地质量变动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土地政策是引

起耕地质量变动的显著性因素。国家不同时期采

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农户从事

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耕地生产基本要素投

入，加大对耕地质量保护的投入，提高耕地生产

能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土地政策与耕地质量之间的

关系，笔者建立 VAR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绘制脉冲

响应函数，见图 1。

 

从图 1可以看出，吉林省耕地质量受自身影

响在初期正向影响较大，随后迅速下降，在第 2期
开始逐渐恢复，但影响方向为负，第 3期开始恢复

正向影响，从第 5期又开始出现较小波动，大致

在±5%期间上下波动（图 1左）。

土地政策对耕地质量的影响也呈现一种波动

趋势，前期相对较大，后期逐渐平缓（图 1右），具

体分析如下：①0～2期（1978～1984年）：当土地

政策对耕地质量实施一个冲击时，耕地质量出现

一定的波动，在第 2期时达到负向最大，说明在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索发展阶段，农民对政策的

接受度和信任度较弱，多数农户处在观望阶段，

需要一个接受和学习的过程，因此土地政策对耕

地质量的影响效果并不好；②2～4 期（1985～
1992年）：从第 2期末开始逐渐恢复至第 3期达到

正向最大，在 3～4期平稳发展，说明在 1985～
199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完善发展以及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探索的积极作用，引起的耕

地地力增加，发展平稳；③4～9期（1993～2013
年）：第 4期开始，耕地地力又出现上下波动情况，

但波动逐渐减弱，到第 9期时开始趋于 0，这一阶

段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发展阶段和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土地

流转制度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会经历诸如迫使农

民流转土地、非法征用擅自改变耕地用途等负面

因素，但又在发展中不断立法、解决和完善，因此

土地耕地地力会受此影响出现波动性增减。在土

地政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引起的耕地质量变动

也趋于缓和；④9～10期（2014年至今）：在第 10期
可以看到土地政策仍会引起耕地质量轻微的负向

变动，可能是在现阶段虽然土地流转已经趋于规

范，但土地的短期经营行为造成农民对耕地质量

的不保护行为仍然存在，应引起足够注意。以上

结果分析说明短期内土地政策对耕地质量具有一

定的导向作用，长期内土地政策对耕地质量的冲

击弱化。

除了土地政策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外，表 1中
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化肥使用量、农业机械化、

经济发展因素、农业自然灾害等也是引起耕地质

量变动的主要因素。劳动力是农业生产、耕地地

力维持的重要生产要素，结果中农业劳动力的偏

回归系数为 0.534，说明农业劳动力投入每增加

1%就会引起耕地地力增加 0.53%。化肥使用量

正向影响耕地地力，说明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地

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化肥等生产资料的

投入，但值得注意的是，化肥有利于耕地地力的

提升，但过多施用化肥会造成土壤生态环境的破

坏，因此应合理施用化肥，增加土壤地力。农业

机械化实施正向影响耕地质量，我国农业机械化

发展迅速，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

了耕地的生产能力。经济发展因素和耕地质量呈

图1 脉冲响应函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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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关系，偏回归系数为 0.412。（下转第 118 页）

（上接第 82 页）经济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这对农

业生产的投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而引起耕

地生产能力的增加。农业自然灾害与耕地生产能

力呈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显示成灾面积每增加

1%就会引起耕地地力降低 0.114%。
4 政策启示

耕地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保护

耕地不仅是保障粮食安全，而且直接关系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和生态建设。实践证明，土地政策

能够引导农民的行为选择，是影响耕地质量的重

要因素。因此根据前文分析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一是农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有利于耕地质量保护

且符合中国农业发展现状，需要长期坚持和巩

固。但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城市的快速扩

张，土地政策中的不完善因素逐渐凸显出来，应

引起足够重视。二是土地经营权流转工作有助于

促进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但流转过程中

由于利益驱动、监管不当、合同不明确等各种因

素容易导致农户农业生产的短期行为，造成对耕

地的掠夺式生产。因此农村土地流转中应该积极

探索监管机制、政策引导，建立针对耕地质量保

护的政策法规。三是继续保证科技、人力、资金、

生产资料等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但必须合理配

置资源，避免过量的投入导致的资源浪费和耕地

负重增加降低耕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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