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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化在我国已受到广泛的关

注，人们普遍意识到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三产

业的发展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作用，却常常

忽视农业自身的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构建了一个测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

体系，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证实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城市化之间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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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背景

（一）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具有广泛含义的概念，在

理论界人们对其表述不一；一个获得普遍认

可的提法是指人口城市化，即人口在一定时

期内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其实质含义是：人类

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农业

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活动比重上升，与这种

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比

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

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

质转化和强化的过程。

因此，从直观上说，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

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和传统的农业耕作方

式，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过程。这样一个转变

的完成需要一个前提———农业的进步和发

展。

本文旨在通过对一系列相关数据的观察

和处理来考查我国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水平

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得出的结论进行一些

探讨。

（二）农业现代化

论及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和“城市化”一

样，含义广泛，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因为农

业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和不发达农业转变到

现代发达农业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农

业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减少农民的过程，

减少农民需要走工业化和城市化之路，这是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所以城市化和农业

现代化不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从

某种意义上说二者是同一个过程。

因此，本文以农业的生产效率为核心，选

择了若干较具代表性的指标加以整合、分析。

指标设计及说明如下（W 为权重）：

（1）农民人均纯收入（W=13）———通过该

指标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

及扩大再生产和改善生活的能力

（2）劳均农业总产值（W=13）———衡量劳

动生产率

（3）每公顷粮食播种面积产量 （W=12）

———衡量土地生产率

（4）劳均拥有农机总动力（W=12）

（5）有效灌溉率（W=6）

（6）农民人均用电量（W=12）

（（4）- （6）衡量农业集约化水平）

（7）主要农产品出售量与商品量之比（W=

7）———衡量农业商品化程度

（8）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力比重（W=15）

———衡量农民知识化水平

（9）乡村从业人员中第一产业人员所占比

重（W=10）———该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

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二、模型与方法

本文的分析采用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在实证分析方面，选取我国 1985

年以及 1989- 2003 年共 16 年的有关数据，主

要采用统计学与经济计量学中的有关方法，

如线性回归模型、葛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和向量自回归检验等计量方法进行研究。

（一）线性回归模型

线性回归模型主要研究客观事物间的线

性关系，如果随机变量 Y 与变量 X1⋯⋯Xn 存

在线性相关关系，则可建立模型 Y=α+β∑Xi+

ε。其中 Y 是因变量，也被称为被解释变量；X1

⋯⋯Xn 是自变量，也称解释变量；ε是随机误

差，表示受随机因素影响而未能观察到的偶

然因素。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时，通常要满足零

均值、同方差、无序列相关等基本假定。

（二）葛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葛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存在两个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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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ε1t 和 ε2t 为白噪音，假设 ε1t 和 ε2 t 不

相关：

1. 如果 αi ≠0 ，βi =0 , 则可以由 X 推出

Y，即 X 引起 Y 变化；

2. 如果 λi =0 ，δi ≠0 ，则可以由 Y 推出

X，即 Y 引起 X 变化；

3.如果 X 和 Y 的系数集在两个回归中都

是统计上异于零的，则表示 X 和 Y 具有双方

因果关系，可以由 X 推出 Y，同时也可以由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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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 X；

4. 如果 X 和 Y 的系数集在两个回归中都不是统计上

显著的，则说明两者之间相互独立，没有因果关系，既无法

由 X 推出 Y，也无法由 Y 推出 X。

因此，虽然回归分析考虑一个变量依赖于另一个变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变量之间不存在因

果关系，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相互独立，那么用这两个变量所

拟合的模型也就失去了意义。

三、实证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

1947- 1957 年是城市化起步发展时期；（2）1958- 1965 年，

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发展时期；（3）1966- 1978 年，是城市化

停滞发展时期；（4）1978 年至今是城市化的稳定快速发展

时期，其中自 1983 年以来，我国实行了市带县的管理体制

及县改市、县并市、县级市升格等模式，使我国的城市行政

地域概念和实体概念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因此，本文选取的

是 1984 年以后的数据。由于早期的某些数据难以获得，故

只能选取我国 1985 年以及 1989- 2003 年共 16 年的有关数

据。为消除量化单位的不一致性，所有的数据都经过标准化

处理。

图 1 各指标数据数值处理图

图 2 农业现代化指标及城镇人口比重图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到，所选取的各指标数值经处理

后与“城镇人口比重”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从图 2 中可以看

出，在对反映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数值进行加权平均后

所得的“指标”值与“城镇人口比重”呈明显的线性相关关

系，二者的相关系数达 0.97。对其做线性回归，得到如下方

程：

以“城镇人口比重”为因变量，“农业现代化”为自变量：

CHSH = 1.19789855*NY

以“农业现代化”为因变量，“城镇人口比重”为自变量：

NY = 0.787596363*CHSH

T 检验值为 15.82；可决系数为 0.94。

为进一步验证农业发展与人口城市化两者的因果关

系，我们采用 Granger 因果检验进行验证，其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Granger 检验结果

滞后期 样本数
NY 不是引起 CHSH 葛

兰杰因果变化的概率

CHSH 不是引起 NY 葛

兰杰因果变化的概率

1 15 0.759 0.170

2 14 0.0018 0.476

3 13 0.069 0.160

4 12 0.252 0.332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除了滞后 1 期的农业现代化

不是引起人口城市化的葛兰杰因果变化的概率达到 0.76、

滞后 2 期的人口城市化不是引起农业现代化的概率达

0.476 外，其他概率都很低，说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很大

程度推动了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而人口的城市化也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当然，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因素绝不仅仅是农业的

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进步也是其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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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理论上，农村城市化的动力可分为：（1）利益动力。人们

对利益的追求是农村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即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所导致的城乡人口流动，也称作城乡之间的相互作

用力。（2）产业动力。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产业结

果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农业成为初始动力，工业成

为中坚动力，服务业成为后续动力。（3）制度动力。二元化的

户籍管理制度的逐渐放开、土地保障功能的逐渐完善都会

诱使农民成为城镇居民，而市场制度是城市化的最有效率

的动力。

而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说明，在我国，农业的进步和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为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提供了条件。所以，要加速我国城市

化的进程，光靠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是不够的；我国向来是

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的发展关系着国计民生，为整个

国民经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没有农业自身的发展进步，我

们的国民经济将失去发展的根基和原动力。

然而我国至今仍是一个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

（见表 3），机械化程度不高，生产结构失衡，农民的总体文

化素质较低，在农产品生产方面比较盲目；而我国自建国以

来，在推动城市化方面，一直都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

作为代价，这一点必须要改变。目前关于中国该如何走城市

化道路，针对着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这一问题

存在着许多争论。但无论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需要转

移的是农村剩余人口，需要改变的是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环

境，以及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需要提高的是农

民的素质和农业生产力———这些都是质的改变；并不是说

把耕地变为建筑用地、在农田上铺上水泥就叫做“城市化”

———这仍然是在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

小城镇建设需要占用的土地资源比发展大中城市多得多，

且小城镇城市功能残缺，缺乏支撑城镇经济发展的支柱产

业，因此走以发展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不符合中国

国情。在我国土地、水等资源稀缺的现实中，某种意义上说，

“节约的”才是“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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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与三次产业指标的相关系数

农业现代化

指标

工业总

产值

第三产业总

产值

城镇人口比重 0.971 0.975 0.986

表 3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国家
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

承担耕地面积（公顷） 生产的谷物（千克） 生产的肉类（千克）

世界平均 1.21 1703 154

中国 0.29 1194 136

美国 66.81 100695 10211

日本 1.07 3410 931

法国 14.02 46984 4357

加拿大 109.17 132426 6905

印度 0.76 884 9

巴西 3.89 2764 446

另外，现代农业是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

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农

业现代化是通过发展较高水平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

化学化、良种化，包括航空作业、遥感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

用，采用人工智能管理、自动灌溉系统、信息监控系统和现

代生物工程，实现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和社会化大生产，

从而彻底改变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它既包含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又包含现代化的制度框架；既

包含现代化的农业投入水平，又包含现代化的综合产出能

力。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本文并没有建

立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只选取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若干

个，且这些指标反映的多是过去较为“传统”的农业现代化

水平。为适应农业的发展，可将“节水灌溉率”、“科技进步贡

献率”、“良种普及率”等因素引入。需要关注的是，我们应尽

可能针对 “解决我国农业现代化所面临的矛盾”来选择指

标。这些矛盾分别是：一是人多地少的矛盾；二是小生产与

大市场的矛盾；三是分散经营和规模经营的矛盾；四是传统

农业思想和现代农业意识的矛盾。

参考文献:

[ 1] 皱农俭. 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 M] . 南宁：广西人民出

版社，2002

[ 2]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统计学会城

市统计委员会. 2003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M]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 3] 王延寿, 杨帆. 对农业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J ] . 农业经

济，2004（1）：45- 46

[ 4] 冯尚春. 中国农村城镇化动力研究[ M] . 北京：经济科

学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计划统计系)

· 4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