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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不但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始终承担着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双重任务。在我国，农业仍

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弱势产业，农业的弱势性特征决定

了仅仅依靠其自身的积累无法有效促进农业的快速稳定

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也已表明，农业

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给予的大力支持和保护。政府实施财政

农业支出措施，是为了矫治农业领域市场失灵，向农业生

产者提供农业公共产品和服务，为农业生产的持续和稳定

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而支出的规模、结构以及

资金的使用效率，又是影响支出效益的重要因素，也是制

约职能发挥的关键性问题。国外学者亚当·斯密、布坎南、

刘易斯、李芝兰、李涛、孔国梁、魏朗等，就财政支出对农

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存在问题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重点探讨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结构及其对农业发

展的经济效应，对新世纪农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

有一定借鉴意义。

1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分析

财政支出规模反映了政府对农业财政支持的力度，可以

用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来表示。绝对规模是指政府各级财政

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的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相对规模是指一定

时期内的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占国家同期财政支出总额的比

重或占同期农业GDP的比重。支出资金绝对规模的增长能否

得到保障，相对规模能否保持合理比例，都将直接影响到国

家宏观农业发展政策和农业发展所需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资

金保障程度，对农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1 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

自1978年以来，我国各年的财政农业支出总额除了1980

年、1981年和1999年有所下降以外，各年的支出总额均呈现

上升的较快增长态势，见图1。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到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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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社会安定、国家繁荣的保证。同时，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农

业具有先天弱质性的特点。农业的重要性及其特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它予以支持和保护。财政支出作

为政府调控和保护农业的核心措施，也日益受到了政府和学者的关注。本文根据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地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财政农业支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结构的角度，分别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

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新形势下完善我国财

政农业支出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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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年来我国财政农业支出额占总支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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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5955.5亿元，增长了39.53倍，年均名义增长速度达到

11.50%。

1.2 财政支农的相对规模

1.2.1 财政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规模保持

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财政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

支出总额的比重却呈波动性下降的趋势。只有

1978、1979、1980、1991、1992和1998年农业支出占

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了10%，其他各年均低于10%

（见图2）。其中2000年以来，除2004年外各年的比

重仅在7%-8%之间。在这29年间，财政的农业支

出波动较大，并呈阶段性的变化。从1978年至1985

年阶段呈下降趋势，从1986年至1992年呈上升趋

势，从1993年起又呈总体逐步下降的态势，这其中

在1998年出现了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值10.69%，

在随后的各年就稳定在7%-8%之间波动。

1.2.2 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占农业GDP的比重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呈现阶

段性变化，总体来看是先高后低再上升的趋势（见

表1）。从1978年至1995年，这一比重由14.79%下降

到4.78%，这其中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间均在

10%以上，1982年到1993年保持在6%左右变化，在

1995年达到最低水平4.78%。随后又逐渐有所恢

复，2003年起又重新回到10%以上的水平，到2006

年上升为12.83%。但农业支出占农业GDP比重的上升并不是

农业支出总额迅速增加的结果，而是由于农业GDP增长缓慢

导致的。当时我国农业增长乏力，农业GDP基本维持在14000

亿元左右，甚至在1999年出现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的首次

负增长，农业GDP比1998年下降了4.78%。

图 1 近年来我国财政农业支出额与环比增长率

表 1 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 GDP 的比重 单位：亿元，%

1978 150.66 1018.4 14.79 1993 440.45 6887.3 6.40

1979 174.33 1258.9 13.85 1994 532.98 9471.4 5.63

1980 149.95 1359.4 11.03 1995 574.93 12020 4.78

1981 110.21 1545.6 7.13 1996 700.43 13885.8 5.04

1982 120.49 1761.6 6.84 1997 766.39 14264.6 5.37

1983 132.87 1960.8 6.78 1998 1154.76 14618 7.90

1984 141.29 2295.5 6.16 1999 1085.76 14548.1 7.46

1985 153.62 2541.6 6.04 2000 1231.54 14716.2 8.37

1986 184.2 2763.9 6.66 2001 1456.73 15516.2 9.39

年份 农业支出（X） 农业 GDP（Y） X/Y 年份 农业支出（X） 农业 GDP（Y） X/Y

1987 195.72 3204.3 6.11 2002 1580.76 16238.6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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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和

政策的调整，支出项目呈现有增有减的变化。从我国财政农

业支出项目总额变动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不

断增加对农业的支出，农业支出总额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

财政用于农业各项的支出总体上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只

在不同年份出现一定的波动。

从各项支出所占的比重来看，财政支农支出一直占有绝

对的比重（见表2），从1978年到2006年的29年间的平均比重

达到67.71%，基本建设支出次之，平均比重达到25.23%，第三

是农业救济费及其他，平均比重达到6.75%，农业科技三项费

用支出最小，平均比重达到0.89%。

1992 376.02 5800 6.48

年份 农业支出（X） 农业 GDP（Y） X/Y 年份 农业支出（X） 农业 GDP（Y） X/Y

1988 214.07 3831 5.59 2003 1754.45 17068.3 10.28

1989 265.94 4228 6.29 2004 2337.63 20955.8 11.16

1990 307.84 5017 6.14 2005 2450.31 23070.4 10.62

1991 347.57 5288.6 6.57 2006 3172.97 24737 12.83

表 2 财政农业支出项目与比例情况

1978 76.95 51.08 1.06 0.7 51.14 33.94 21.51 14.28

1979 90.11 51.69 1.52 0.88 62.41 35.8 20.29 11.64

1980 82.12 54.76 1.31 0.87 48.59 32.4 17.93 11.96

1981 73.68 66.85 1.18 1.07 24.15 21.91 11.2 10.16

1982 79.88 66.3 1.13 0.94 28.81 23.91 10.67 8.86

1983 86.66 65.22 1.81 1.36 34.25 25.78 10.15 7.64

1984 95.93 67.9 2.18 1.54 33.63 23.8 9.55 6.76

1985 101.04 65.77 1.95 1.27 37.73 24.56 12.9 8.4

1986 124.3 67.48 2.7 1.47 43.87 23.82 13.33 7.24

1989 197.12 74.12 2.48 0.93 50.64 19.04 15.7 5.9

1990 221.76 72.04 3.11 1.01 66.71 21.67 16.26 5.28

1991 243.55 70.07 2.93 0.84 75.49 21.72 25.6 7.37

1992 269.04 71.55 3 0.8 85 22.61 18.98 5.05

1993 323.42 73.43 3 0.68 95 21.57 19.03 4.32

1994 399.7 74.99 3 0.56 107 20.08 23.28 4.37

1995 430.22 74.83 3 0.52 110 19.13 31.71 5.52

1996 510.07 72.82 4.94 0.71 141.51 20.2 43.91 6.27

1997 560.77 73.17 5.48 0.72 159.78 20.85 40.36 5.27

年份

支农支出

总额
（亿元）

比例
（%）

农业科技三项费

总额
（亿元）

比例
（%）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总额
（亿元）

比例
（%）

农业救济费及其他

总额
（亿元）

比例
（%）

1987 134.16 68.55 2.28 1.16 46.81 23.92 12.47 6.37

1988 158.74 74.15 2.39 1.12 39.67 18.53 13.27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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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各个部分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示在现有财

政支出总额的前提下，财政资源在农业的分布，不同的支出结构

必然产生不同的效应。以农业GDP为被解释变量，农业各项支出

额占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比重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LnAGDP=β1LnB1+β2LnB2+β3LnB3+β4LnB4+ε

其中AGDP代表农业GDP，B1、B2、B3、B4分别代表支援农

业生产支出占全部农业支出的比重、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

占全部农业支出比重、农业基础设施支出占全部农业支出比

重、农村救济费及其他占全部农业支出比重。选用1978-2006

年的相关数据，代入模型中，在初次估计中，发现D-W值较

小，说明残差自相关，在模型右边加入AR（1）项，以消除残差

自相关。回归结果如下：

1998 626.02 54.21 9.14 0.79 460.7 39.9 58.9 5.1

1999 677.46 62.4 9.13 0.84 357 32.88 42.17 3.88

2000 766.89 62.27 9.78 0.79 414.46 33.65 40.41 3.28

2001 917.96 63.02 10.28 0.71 480.81 33.01 47.68 3.27

2002 1102.7 69.76 9.88 0.63 423.8 26.81 44.38 2.81

2003 1134.86 64.68 12.43 0.71 527.36 30.06 79.8 4.55

2004 1693.79 72.46 15.61 0.67 542.36 23.2 85.87 3.67

2005 1792.4 73.15 19.9 0.81 512.63 20.92 125.38 5.12

2006 2161.35 68.12 21.42 0.68 504.28 15.89 15.31

年份

支农支出

总额
（亿元）

比例
（%）

农业科技三项费

总额
（亿元）

比例
（%）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总额
（亿元）

比例
（%）

农业救济费及其他

总额
（亿元）

比例
（%）

图3 模型分析结果图

探 讨 与 研 究

17



贵州农机化
GUIZHOUNONGJIHUA

2010-4

探 讨 与 研 究

方程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农业支出比重变量在10%水

平上不显著，将其剔除。回归结果显示，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

发展的贡献最大，贡献系数为2.06；其次为农业基本建设支

出，贡献系数为0.81；最后是农业救济费及其他，贡献系数为

0.28。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财政农业各项支出从不同方

面发挥了促进农业发展的功能。首先，支援农业生产支出

属于财政直接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支出，由于我国农户自

身积累差，从而制约了农户的投资能力，财政支援农业生

产支出中一部分是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的，有利于降低

农户生产成本，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有一部分资金

是用于土地治理、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等综合开发支出，

这些支出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综

合生产能力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其次，农业基础设施

属于公共物品，因此需要财政进行投资，农业基础设施是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

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外部条件。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不但

有利于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减少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

又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间接成本。最后，农村救济费包括

用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和特大灾害的救济补助、灾

后重建补助费、自然灾害救济等支出，该项支出不仅有利

于推动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也使贫困人口有了基本的

生活保障。

需要说明的是，在回归模型分析结果中，农业科技三项

费用支出变量在10%水平上虽然不显著，但并不能说明农业

科技三项费用对农业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实际上，农业

科技发展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一点是毋庸质

疑的。其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农业科学研究对农业生产具有较

长的滞后期，有关研究认为农业科学研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

滞后期为17年。

3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中存在的问题

从上文分析可知，财政的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明

显的贡献作用，但在分析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同时，也发现了

我国现有的财政支农投入上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3.1 农业投入不足，难以满足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

从国家财政安排的农业支出来看，虽然总量在不断增

加，但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相对比重不稳定并有下降

趋势。另外，我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量占农业GDP的比例远低

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

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

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在日本、以色列等国农业财政支出

相当于农业GDP的45%-95%，而我国现阶段国家财政对农业

的支出总量占农业GDP的比例仅在10%左右，这严重影响了

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3.2 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投放重点和方向出现偏差

在我国1978-2006年财政支农支出中，支农支出、农业

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及其他的比

重各年平均分别为67.71%、0.89%、25.23%、6.75%。其中支

援农业生产支出的比重过大，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过小，同

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足等问题十分明显。在支援农

业生产的支出中占主要份额的是农林水利部门的事业费支

出，约有70%左右，表现出了对生产性投入低而对非生产性

投入高，即用于农业主管部门的人员经费投入多，对农业基

础设施、农业科技、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缺乏必要的资金投

入。

4 完善我国财政农业支出体系的对策建议

农业本身就是弱势产业，现代农业又存在一种资本净流

出的现象，如城市发展征用农村土地，形成了农业土地资本

的净流出；农民的存款增加而对农业的金融贷款减少，形成

了农业金融资本的净流出；还有农业从业人员进城务工，导

致了农业人员资本的净流出等等。正是这种资本的净流出加

剧了农业进一步成为弱势产业。根据舒尔茨的农业经济增长

理论，要发展农业就必须对农业从外部注入像资本、管理、体

制、科技等各种要素。因此，只有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才

能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的资本流入，从而缓解净流出的增

加，也才能扶持和保护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4.1 加大财政农业支出规模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其投资报酬

具有递减性，即随着投入的不断增加要取得同样的成果，需

要投入的就更多。农业投资报酬的递减性也决定了我国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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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5页）

2.加强人事档案管理现代化手段，使人事档案信息得到

充分利用。我所新办公大楼正在设计装修阶段，下一步有了

办公条件，有了专门的档案室，就要增加资金投入，引进现代

化技术和设备，实现档案现代化管理。提高档案管理的硬件

设备，购买空调、除湿机、档案密集架和电脑、设置防火、防盗

自动监控系统，引进计算机管理软件，建立人事档案的信息

存储和检索系统，建立基本信息表和人才结构统计表，让领

导充分了解目前的状况和需求，科学制定团队培养计划和引

进人才措施，实现人事档案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确保我

所在人才培养、职称晋升、干部聘用等方面的合理性和公正

性，真正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为我所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3.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的继续教育，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

质。新形式下要提高档案管理的水平，必须加强对档案管理

人员继续教育，可将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纳入我所人才培养

计划，按计划、按步骤进行。如开展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训，

使档案管理人员熟练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网络知识和操作

技术，不断提高其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通过竟聘上岗、择优

录用，把真正优秀的、有良好的敬业精神的档案专业人员选

拔到档案管理岗位上来，努力学习掌握档案管理工作的新知

识、新技术，了解我所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

之上要倡导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使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充

分调动和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

高工作效率，创造新的工作业绩。

财政农业投资数量的加速性，因为农业投资所提供的农产品

呈下降趋势，农业边际成本逐步提高，只有对农业投资的加

速增长，才能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要求相适应。政府增加对农

业的投资规模的同时，还应发挥对财政资金的导向功能，积

极引导其他资金进入农业领域。

4.2 调整和优化农业支出结构

虽然我国近些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是除了农业以外

的各项事业也需要财政资金的大力投入。因此，在尽可能提

高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同时，在保证即定的支出规模的前提

下，通过进一步优化和调节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来实现财政

资金投入的效益最大化。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

度，提高基础设施水平，为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支

持；加大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资力度，来加速农业科技

的创新、转化和推广，提高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使

农民真正走上科技致富的道路；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运输、综合利用等环节有机结合

起来，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形成一个经济利益的共同体，

从而尽可能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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