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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三阶段 DEA模型测度了 2011～2016年广西种植业生产效率，并对 2016年广西种植业生产要素冗余状况及

其优化空间进行了初步探究。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对种植业生产效率存在明显影响，剔除二者后，2011～
2016年广西种植业生产效率有所降低，生产效率损失的主要因素由纯技术效率非有效转变为规模效率非有效。在环境

因素中，城镇化率上升是广西种植业生产效率改善的有利因素，财政支农比重增加、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均未对广西种植

业生产效率产生有利影响。广西各地区种植业生产要素冗余程度各有差异，需根据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优化。发展适度

的规模化经营、提升财政支农资金效率、转变农民粗放经营理念、实行区域差别化生产要素调控政策是提高广西种植业

生产效率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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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Guangxi’s planting industry from 2011 to 2016 was measured 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phase DEA model to analyze the redundancy statu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optimization space in
Guangxi planting industry of 2016. The results show: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statistical nois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rop production efficiency, without which,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Guangxi’s planting industry de⁃
creased from 2011 to 2016, and the main factor for the loss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changed from the inefficiency of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to scale efficiency. The degree of redundancy of crop production factors va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Guangxi, which needs to be optimiz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The local community
should develop moderately scaled operations and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planting industry; improve the funding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change farmers’extensive management concept; and differentially
regulate and control different regions based on the disparity in the redundancy of produc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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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

提出“应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依靠拼资源

消耗、拼农资投入、拼生态环境的粗放经营，尽快

转到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集约经营上来”的设

想。广西作为种植业大省，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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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大背景下，合理配置土地、劳动力、资本等

传统生产要素，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提升种植业

生产效率，对广西农业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目前国内学者常采用 Charnes等 [1]提出的数据

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

对农业生产效率进行评价。王征等 [2]研究了中国

灌区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并根据生产要素冗余状

况提出优化路径。尚丽 [3]评价了陕西省粮食生产

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傅东平和王鑫 [4]对广西农业

生产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广西农业生产效

率总体不高，有待进一步提升。以上学者的研究

方法均是基于传统 DEA模型，但 Fried等 [5]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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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传统 DEA模型进行效率评价时，会认为所有

与效率前沿的偏差都是由管理无效率引起的，忽

略了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对效率值的影响，这将

导致得出的效率值是有偏差的。因此，Fried等提

出了三阶段 DEA模型，通过在第二阶段构建随机

前沿模型（SFA）剔除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的干

扰，以修正外生因素引起的效率值偏差，获得更

加真实准确的效率评价结果。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国内许多学者对农业生产效率进行了深入

研究。刘子飞等 [6]测算了 2012年陕西省洋县的有

机农业生产效率，认为农业有机化有利于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纯技术效率

的提升，而非规模效率的改进。胡逸文等 [7]对河

南省部分县域不同规模农户粮食生产效率进行研

究，发现修正后的农户粮食生产效率损失主要是

由于规模非有效所占比重增加，农户的粮食生产

规模越大其效率值越高。单玉红等 [8]基于单期截

面数据实证分析了 2014年湖北省县际种植业生

产效率，发现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后的

生产效率均有所提升，同时各生产要素的冗余率

降低。熊鹰等 [9]研究了 2014年四川省重点生态功

能区有机农业生产效率，认为在外生变量影响

下，造成了对规模效率的高估和对纯技术效率的

低估。

大多学者的研究都认为生产效率会受到环境

因素和统计噪声的干扰，使得实证结果由于掺杂

外生干扰而有所失真，剔除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

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来还原真实准确的生产效率是

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运用三阶段 DEA模型对

广西种植业生产效率进行纠偏测度，探寻外部环

境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将环境因素和统计噪

声进行剥离性分析，还原更加真实准确的生产效

率值。并通过对广西种植业生产要素冗余程度的

研究，评价生产要素配置结构的合理性。这有利

于进一步实施区域差别化生产要素调控，不断提

升种植业生产效率，助力实现广西“十三五”种植

业发展目标。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三阶段 DEA模型对广西种植业生

产效率进行测度。

第一阶段：采用传统 DEA模型对生产效率进

行测度。本文从资源节约角度出发，采用投入导

向的规模报酬可变模型（BCC）。鉴于 DEA-BCC
模型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此处不再赘述公式。

第二阶段：运用 SFA模型剔除环境因素和统

计噪声的影响。由于传统 DEA模型测算得到的

各决策单元松弛变量会受到环境因素、统计噪声

及管理无效率的影响，所谓松弛变量即是最优投

入与实际投入之间的差。因此，本文构建如下

SFA回归模型，以对影响种植业生产效率的环境

因素和统计噪声进行有效剥离，得到仅由管理无

效率所造成的投入松弛变量。以投入导向为例的

SFA模型为：

Snm = f n( )Zm ; βn + νnm + μnm（n = 1，2，⋯，N；m

= 1，2，⋯，M）

式中，Snm 表示第 m 个决策单元第 n 项投入

的松弛变量；Zm 表示环境变量；βn 表示环境变量

的系数；νnm 表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干扰项；μnm
表示服从在零点截断正态分布的管理无效率；

νnm + μnm 表示混合误差项。在进行下一阶段调整

之前，首先根据 Jondrow等 [10]学者的研究思路，把

随机误差项从混合误差项中分离出来，分离公式

如下：

Ê [ ]νnm|νnm + μnm = Snm - f n( )Zm ; βn - Ê [ ]μnm|νnm + μnm

式中，Ê [ ]νnm|νnm + μnm 表示管理无效率的期

望值，关于 Ê [ ]νnm|νnm + μnm 的具体推导过程，本

文直接参照了国内学者罗登跃、陈巍巍等 [11-12]的

计算方法。

在此基础上，将所有决策单元置于相同的运

营环境和运气水平来对原始投入值进行调整，具

体调整方法是将运营环境和运气水平都调至最差

状态，再将其他决策单元的投入量向上增加，此

时所有的决策单元便处于相同的外部环境中。调

整公式如下：

X A
nm = Xnm + é

ë
ù
û

max ( )f ( )Zm ; β̂n - f ( )Zm ; β̂n + [ ]max ( )νnm - νnm

式中，Xnm表示原始投入值；X A
nm表示调整后的

投入值；第一个中括号表示对环境因素的调整；

第二个中括号表示对统计噪声的调整，使所有决

策单元都调整至相同运营环境和运气水平之下。

第三阶段：生产效率再评价和生产要素优化

路径探寻。将第二阶段调整后的投入值替代第一

阶段的原始投入值，再次采用 BCC模型进行效率

评价，得到排除了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影响后的

生产效率值，此时的效率值相较第一阶段更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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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准确。在此基础上，基于“产出不变，投入最

优”的优化思想，计算出各决策单元生产要素投

入的冗余率，以探寻生产要素结构的优化路径。

2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2.1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根据农业经济学理论，投入的生产要素主要

包含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依照科学性、合理性

和数据可获得性原则，选取种植业劳动力、有效

灌溉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

化肥折纯量五个指标作为投入要素指标。由于广

西统计年鉴缺失种植业劳动力详细数据，本文根

据戴俊 [13]的调查研究，选取广西农村从业人员的

60%替代种植业劳动力数量，这相对符合广西种

植业现实发展情况，也是在数据缺失情况下较为

理想的替代方法。选取种植业生产总值作为产出

指标，并统一基期作消胀处理。本文研究对象为

广西所辖的 14个城市，时间段为 2011～2016年，

观测值共 84个。所有选取的指标数据来源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

由于运用 DEA模型时各项投入与产出之间

必须满足“等张性”假设，即投入量增加时产出不

得减少。本文对 2011～2016年各项投入产出指

标进行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

表明各项投入与产出之间均能在 1%的置信水平

下通过双尾检验且相关系数为正，各投入产出指

标符合“等张性”原则，模型构建具有合理性，可

做进一步分析。

2.2 外部环境变量选取

Simar和Wilson[14]认为环境变量应满足“分离

假设”的原则，即环境变量是对种植业生产效率

产生影响但不受样本主观控制的因素，一般包括

社会经济环境、政策支持、人力资源等因素。本

文基于前人研究 [6-9]，同时兼顾数据可获得性和合

理性，选取城镇化率、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

出比重、农民人均收入这三个代表性指标。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农村人口比重的减少，人均

耕地面积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种植业生产效

率的提高，但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可能导致农村空

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边缘化等问题的出现。

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提升了种植业生产要素购买

能力及要素质量，也有可能导致生产要素的盲目

过量投入。因此，本文就以上两个指标对种植业

生产要素的影响方向不做预期。财政支农比重反

映了地区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理论上财政支

持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预期为正

向影响。选取的环境变量数据来源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统计年鉴》，时间段为 2011～2016年。

2.3 统计分析

运用 SPSS 22软件进行皮尔逊相关性检验；运

用 DEAP 2.1软件测算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生

产效率；运用 Frontier 4.1软件进行 SFA回归；运用

Excel 2013软件实现对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影响

的剔除。

3 结果与分析

3.1 第一阶段传统DEA模型实证结果

基于 2011～2016年广西 14个城市种植业的

相关面板数据，运用传统 DEA模型计算广西各城

市种植业生产效率并进行分解，结果见表 1。
综合效率是由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共同作

用的。综合效率是指在产出水平不变条件下，决

策单元使用最少投入的能力，衡量的是决策单元

的资源配置水平、资源利用效率等多方面综合能

力。纯技术效率主要反映的是由管理与技术水平

原因引起的效率变化。规模效率指由规模因素引

起的效率变化，反映实际生产规模与最优生产规

模的差距。由表 1可知，在未考虑环境因素和统

计噪声影响的情况下，广西 14个城市中只有桂

林、梧州、崇左三个城市的综合效率均值为 1，表
明其处于技术前沿面。从综合效率的驱动源泉上

看，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 0.935，规模效率平均值

表1 第一阶段：2011～2016年各区域种植业生产效

率变化及分解

城市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防城港

钦州

贵港

玉林

百色

贺州

河池

来宾

崇左

平均值

综合效率

0.943
0.985
1.000
1.000
0.696
0.731
0.983
0.619
0.818
0.890
0.961
0.745
0.905
1.000
0.877

纯技术效率

1.000
0.990
1.000
1.000
0.938
1.000
1.000
0.684
0.840
0.913
0.994
0.774
0.961
1.000
0.935

规模效率

0.943
0.996
1.000
1.000
0.746
0.731
0.983
0.905
0.974
0.975
0.966
0.961
0.941
1.000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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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937，纯技术效率小于规模效率，表明综合效

率的上升是由规模效率主导的，种植业生产过程

中规模经济贡献大于技术水平进步贡献。但第一

阶段的结果由于受到外生因素干扰存在一定偏

误，环境和运气较好地区的真实效率水平往往会

被高估，而环境和运气不好的地区也会低估其真

实效率水平。因此，为了使测算结果更加准确可

信，还需做进一步的纠偏测度。

3.2 第二阶段 SFA 模型实证结果

在第二阶段的 SFA模型中，将第一阶段计算

得到的各决策单元投入松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

量，城镇化率、财政支农比重、农民人均收入作为

解释变量，采用最大似然估计(MLE)对参数进行估

计。需要说明的是，在运用 SFA模型进行回归时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单独对每一组数据进行回

归，此方法允许环境变量对不同的松弛变量产生

不同的影响；另一种是将所有投入松弛变量进行

叠加从而只回归一组数据，此方法的自由度更

高。Fried等 [5]学者认为舍弃自由度而保持灵活性

更为有效。因此本文采用逐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

分析，以获得更加准确的计算结果，一共建立 30
组回归方程，由于篇幅有限，仅列出最近的 2016

表2 第二阶段：3个外部环境变量的SFA参数估计

解释变量

常数项

城镇化率

财政支农比重

农民人均收入

σ2

γ

对数似然函数

LR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劳动力松弛量

-119.437***
-1.331***
3.334***

116.070***
1 774.240***

0.999***
-62.197
7.075**

化肥松弛量

-1.366
-0.025
0.017
1.949*
17.903***
0.999***

-27.716
11.755***

农业机械松弛量

-113.776***
0.163***
3.686***
45.990***

6 461.104***
0.999***

-69.896
9.770**

灌溉面积松弛量

-39.479***
-0.463***
1.098*
39.296***
778.292***
0.999***

-54.656
10.621***

播种面积松弛量

-80.306***
-0.706
4.160
37.361***

5 747.480***
0.999***

-70.914
6.972*

年的回归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知，模型的单边广义似然比检验

（LR test）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拒绝不存在无效率

项的原假设，模型拟合度较好。各项投入松弛变

量的 γ 值均接近于 1，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在混合误差项中管理无效率因素对各项投入松

弛变量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进一步分析环境因素

对广西种植业各项生产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如

果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该解释变量对投入松弛量

呈正相关，解释变量的增加会造成资源浪费；如

果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该解释变量对投入松弛量

呈负相关，解释变量的增加可减少投入松弛量，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1）城镇化率。该变量与劳动力、化肥、灌溉

面积、播种面积的投入松弛量回归系数均为负，

尽管对化肥和播种面积的松弛量影响不显著，但

仍可以从系数看出城镇化率有利于减少这些投入

要素的松弛变量，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种植

业生产效率。但是城镇化率对农业机械投入松弛

量回归系数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城

镇化水平的提高，大量农民进入城市，闲置的耕

地通过土地流转政策进行重新配置，种植业趋向

于规模化经营，而规模化生产对于农业机械的迫

切需求，增加了农民对农业机械投入的盲目性，

从而造成冗余。

（2）财政支农比重。该变量与所有投入松弛

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财政支农比重的增加

会导致生产要素松弛量增加，并不利于种植业生

产效率的提高。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

西财政支农资金运行效率不佳，存在财政支出浪

费的现象。张建国等 [15] 的研究发现广西财政支

农规模偏低，生产性特征偏离农业实际需求。王

谦等 [16]研究发现广西财政支农支出效率也处于全

国落后水平。可见，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提高财

政支农效率是今后提升广西种植业生产效率的着

力点。

（3）农民人均收入。该变量与所有投入松弛

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显著水平较高，表明

广西种植业尚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农户大多

是“小本经营”，在使用有限的资金时着重考虑的

是短期内实现投入-产出的循环，为尽快获取经

济效益，往往偏重于考虑“经济再生产”，容易产

生对农业生产投入要素掠夺性使用的非理性行

为 [17]。因此当农民收入增加，逐利心理会驱使其

追加生产要素投入以获取更高的产出，还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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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返乡务农的热潮，从而导致各类生产要素的

冗余。郭军华、华坚等 [18-19]分别在对我国农业生

产效率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发现农民人

均收入对各项生产要素投入松弛量呈正相关影

响，表明生产要素粗放投入是我国农业发展中普

遍存在的问题。

3.3 调整后的DEA模型实证结果

将第二阶段调整后的生产要素投入值与原始

产出值再次代入传统 DEA模型进行测算，此时已

将所有决策单元处于相同的外部环境和运气水平

中，决策单元间具有更公平的横向可比性，测度

结果更接近各城市种植业生产的真实水平，结果

见表 3。
通过对比表 1与表 3的数据可知，在剔除了环

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对效率影响后的同质环境下，

综合效率均值从 0.877下降到 0.851。纯技术效率

均值呈现小幅上涨，效率均值从 0.935 上升到

0.937，调整之后的纯技术效率更为接近效率前沿

面。规模效率均值从 0.937下降到 0.906，大部分

城市的规模效率均有所下降，其中北海和防城港

两市的规模效率远低于广西平均水平，表明在外

生因素干扰下高估了规模效率。广西种植业生产

效率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规模效率损失，这一

结论与第一阶段的结论相反，说明环境因素和统

计噪声对广西种植业生产效率产生了明显影响。

在规模报酬方面，本文没有列出规模报酬处于递

增或是递减情况，但在逐年测算得到的结果中，

无论调整前后，仅有个别地区存在规模报酬递

减，大部分决策单元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

中，表明广西种植业生产规模报酬处于非理想状

态，实际生产规模低于最优生产规模，应在未来

注重种植业规模的适度扩大。

3.4 生产要素冗余率分析

生产要素冗余率是指在既定产出不变的前提

下，种植业生产所需要各项生产要素的松弛量与

实际投入量间的比值。当投入要素的松弛量不为

零时，说明生产要素存在由于粗放投入或资源利

用效率不高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在模型中，生产

要素冗余主要表现为纯技术效率非有效，进而造

成综合效率非有效。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种植

业生产效率，有必要对广西种植业生产要素冗余

状况进行考察，以明确种植业生产效率的优化路

径。本文采用第三阶段中剔除了环境因素和统计

噪声的 2016年种植业生产效率数据，对生产要素

冗余状况进行分析。由于测算结果中广西有 7个

城市达到效率前沿面，不存在冗余现象，因此本

文仅列出存在生产要素冗余的城市，结果见表 4。
由表 4可知，广西有 7个城市存在生产要素冗

余现象，占广西所有城市总数的一半，主要集中

在桂中和桂西等地。其中，贵港和河池在生产要

素配置方面表现较差，各项生产要素的冗余率均

在 20%以上，仍处于粗放式的种植业生产模式。

其余的城市各项生产要素大多表现为冗余率小于

20%的低度冗余，总体上广西种植业生产要素投

入结构方面表现尚可。但在优化要素投入的时候

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判别其冗余是源于投入过度

或是利用强度不足。劳动力冗余是在人口增长和

耕地减少这一矛盾关系背景下形成的投入过度型

冗余，河池、贵港和玉林等冗余率高的城市应注

重调整产业结构，以有效转移大量依赖农业生产

的劳动力。化肥冗余从边际规模效应递减理论上

看是一种投入过度型冗余，尽管“十二五”期间广

表3 第三阶段：2011～2016年各区域种植业生产效

率变化及其分解

城市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防城港

钦州

贵港

玉林

百色

贺州

河池

来宾

崇左

平均值

综合效率

0.967
0.981
1.000
0.969
0.624
0.630
0.918
0.590
0.815
0.878
0.943
0.713
0.880
1.000
0.851

纯技术效率

1.000
0.995
1.000
0.990
0.945
1.000
0.969
0.703
0.858
0.928
1.000
0.785
0.953
1.000
0.937

规模效率

0.967
0.986
1.000
0.978
0.662
0.630
0.947
0.840
0.950
0.947
0.943
0.909
0.924
1.000
0.906

表4 各区域种植业生产要素冗余率 %
城市

柳州

北海

贵港

玉林

百色

河池

来宾

劳动力

1.52
20.01
36.72
37.77
26.04
55.48
12.39

化肥

7.04
3.61
53.57
11.56
2.43
20.20
32.19

农业机械

1.52
35.83
50.72
16.68
11.99
42.33
12.39

灌溉面积

9.86
16.48
33.82
11.55
2.46
20.21
27.88

播种面积

1.52
14.81
32.40
12.59
17.18
38.55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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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肥使用量年均增长率为 1.72%，增幅呈现缓

和态势，但广西短期目标是要完成“到 2020年化

肥使用量零增长”的任务。对于化肥冗余率高的

地区，要迅速减少化肥使用量的现实可行性不

高，应把握循序渐进原则，避免政策“一刀切”。

农业机械投入冗余存在利用强度不足和投入过度

的区别，百色、河池等地区喀斯特地貌广布，许多

农业机械因缺乏适用环境而容易造成投入过度。

贵港、北海等地势平坦地区则主要由于农机利用

率不高而造成冗余。叶春等 [20]的研究发现，广西

贵港、玉林等地区的小型农机数量多，但利用率

低，小面积水稻种植户购买农业机械以自用为

主，并未服务于市场。有效灌溉面积冗余由于利

用效率过低造成，冯保清 [21]的研究发现，根据第三

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喷滴灌

等设施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 16%，而广西

的喷滴灌面积仅占有效灌溉面积的 5%，表明广西

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仍有待提升。播种面积冗

余表示在既定产出的情况下播种面积过高，冗余

地区的复种指数过高和耕地利用效率过低都有可

能造成播种面积冗余，应加强耕地的集约利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对种植业生产效率

存在明显影响，采用三阶段 DEA模型进行纠偏测

度是必要的。剔除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后，2011
～2016年广西种植业生产效率有所降低，生产效

率损失的主要因素由纯技术效率非有效转变为规

模效率非有效，表明规模效率非有效是广西种植

业生产效率上升的主要制约因素。

（2）在环境因素中，城镇化率上升对广西种植

业生产效率有积极影响，而财政支农比重增加、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均未对广西种植业生产效率产

生有利影响。

（3）在剔除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后，2016年
广西有一半的城市存在种植业生产要素冗余现

象，但各地区种植业生产要素冗余程度各有差

异，需根据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优化。各项生产要

素冗余率均较高的城市为贵港和河池，其余城市

生产要素大多表现为冗余率小于 20%的低度冗

余，只需小幅改进即可达到前沿面。

（4）另需说明的是，本文仅列出了 2016年的

SFA回归结果，在逐年测算的结果中历年环境因

素对各项生产要素投入冗余的影响方向是有一定

差异的，但 2015年和 2016年的 SFA回归结果是基

本一致的，仍可以较好地反映广西种植业发展现

状。此外，本文对生产要素冗余率的测度是基于

模型计算得出的理论值，可能与实际情况会存在

一定偏差，但不妨碍表现其总体趋势，对生产效

率的精确测度与优化仍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内

容。

4.2 建议

（1）发展适度规模化经营，提高种植业生产效

率。规模效率非有效是广西种植业生产效率的主

要制约因素，且总体上呈现生产规模报酬递增趋

势，说明应适度扩大生产规模以提高生产效率。

继续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通过强化政策宣传，引导农户将土地承包经

营权向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多种经

营主体流转，促进种植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

开展特色种植业提升工程，因地制宜培植糖料

蔗、食用菌、茶叶、中药等特色作物的优势产区，

推动产业集群，产生规模效应，从而提高种植业

生产效率。

（2）提升财政支农资金效率，转变农民粗放经

营理念。一方面应适度加大财政涉农资金投入规

模，完善多元化农业资金投入机制，创新资金整

合管理机制，优化涉农资金结构配置，建立财政

支农资金流动跟踪机制，实现全程动态监管，进

一步提升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财

政支农作用。另一方面，依托广西大学农学院等

高校平台，加快培育以现代青年农场主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为主要对象的新型职业农民，

在带动农民致富的同时，改变其粗放生产经营的

理念，促使农民从粗放生产向集约化、绿色化的

生产方式转变，推动种植业生产要素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3）根据生产要素冗余差异，实行区域差别化

调控。根据各地区生产要素冗余程度差异及其冗

余成因，采取区域差别化的调控对策。在劳动力

冗余较高地区（如河池、贵港、百色）需优化地区

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释放冗余劳动力。在

桂西山区应研发符合山地、丘陵等多种地貌适用

的农业机械与装备，而在贵港、北海等地势平坦

地区应注重提高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水平，提升

农机使用效率。化肥和灌溉的粗放投入普遍存

在，不仅要降低冗余较高地区的投入，还要在全

区深入推进化肥零增长行动，倡导有机肥替代化

肥，顺应国家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加大农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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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升级改造老旧灌溉设施，提

升灌溉用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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