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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玉米规模经营主体生产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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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黑龙江省1805份玉米规模经营主体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CD生产函数模型与超越对数生产模

型，探讨资金缺口与玉米规模经营主体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CD生产函数还是超越对数生产函

数，资金缺口均对平均产量产生负向显著影响，黑龙江玉米规模经营主体资金缺口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金融

机构建立新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金融服务，解决玉米规模经营主体季节性资金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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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ng gap and the ma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maize planting scale

was studied with CD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and Transcendental logarithmic production model based on 1805
field survey data of maize planting scale operator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ther CD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or Transcendental logarithmic production model, the financing gap has a significant nega⁃
tive impact on the average yield. The financing gap of large-scale corn farmers in Heilongjiang affects their norm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establish new financial services related to agri⁃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o solve the seasonal financing gap of large-scale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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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位居四大主粮之首，凸显了玉米在保障中

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地位。玉米是粮、经、饲三元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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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三产融合提供着重要的桥梁作用。2017年

中国玉米播种面积为42 399×103hm2，占全国粮食播

种面积的 36%；全国玉米总产量为 25 907.1万 t，占
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9%。东北三省是我国玉米的主

产区，2017年东北三省的玉米播种面积为12 718.8×
103 hm2，占东北三省粮食播种面积的55%，占全国玉

米播种面积的30%；玉米总产量为8 743.3万 t，占东

北三省粮食总产量的 63%，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

34%。研究东北黄金玉米带的生产效率问题，可为

推进玉米种植结构调整及提高玉米主产区的规模效

率提供借鉴及参考。

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

一定程度上的生产自主权，使得农业取得了一定的

发展。为了体现土地分配的公平性，村落中农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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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分布呈现插花式、细碎化特点，人多地少的资源

约束下，各种生产要素无法达到最优配置，农业的生

产效率会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对玉米等大田作物

来说，玉米种植全程机械化的发展引致玉米适度规

模经营带来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促进生产效率的

提高。玉米生产若要实现以土地流转为主的规模经

营，前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获得更多的土地，后期

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进行长期的农业投资，包括机

械购置于生产资料等投入，而资金缺口是玉米规模

经营主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生产阻碍。由于农村信

贷市场的不完善，玉米规模经营主体没有金融机构

要求相当的抵押品，金融机构面临着农户借款风险

极高的压力，使得玉米规模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得

不到充分的满足，限制了以资本、技术为主的资源配

置水平，无法实现农业高水平发展。

本研究关注现行土地产权制度下，玉米规模经

营主体的资金缺口对玉米生产效率是否有一定的负

向影响，影响机制如何表现及程度如何。本文基于

黑龙江省玉米规模经营主体的调查，探讨玉米规模

经营主体资金缺口与生产效率关系来验证该问题。

1 文献简评

已有研究集中探讨农户的金融需求及规模化和

农业生产效率的关系。规模化经营是推进我国现代

大农业的必经之路，规模化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生

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实现机械服务、设施服务、科技

服务及信息服务等大农业配套的社会化服务内容，

降低农业的单位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1]。农户

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也会带来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

的提高，需要鼓励农民继续进行土地流转，使得土地

形成规模经营，通过不同环节的生产要素的外包服

务，助力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2]。谭银清等 [3，4]认

为，小农户向规模经营主体转变的条件之一在于是

否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的资

金缺口主要源自于农业生产的投资需求，资金缺口

会对农户经营主体方式的转变产生负面效应，限制

了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能力，进一步降低了农业的

生产率。卫新等[5～7]认为，农户扩大土地规模使得经

营土地的单位面积平均成本减少，然而由于劳动力

成本一直在上升，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成本成了农

户的必然选择。以农业机械为主的农业长期投资的

必要条件是高额的投资成本，巨大的资金短缺是农

户扩大经营规模面临的最大障碍，资金缺口条件下

扩大经营规模势必造成土地单位面积平均投入强度

的降低，进而影响土地的单产，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效

率产生瓶颈约束。有少数学者认为，外部的金融约

束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负面影响。长三角地区

农户的土地经营面积有限，受农户决策习惯的制约，

农户资金缺口相对很小，虽面临着外部融资约束，但

不会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构成威胁，进而不会影

响农业生产效率[8]。信贷市场约束的存在对农场盈

利能力有显著影响，但对农场的农业生产投资没有

影响，资金缺口只影响利润，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不

显著[9]。

金融支持可以满足农户的资金缺口，只是信贷

支持渠道的贡献不同。通过互助资金的方式可以增

强农户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的门槛，减少引发违约风

险的交易成本，增加农户信贷资金的可获性，为农户

的农业生产投资获得资金支持，从而进一步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10]。正规金融提供的外部金融支持，可

以使农户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从而带来生产效率

的提高。弥补农户的信贷资金缺口对促进农户农业

生产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正规金融还

是非正规金融对农户的生产投资都有着显著的正向

效应。正规金融渠道对不同地区农户生产投资的影

响程度不同，通过银行等正规渠道获得贷款对农户

农业生产支出影响最大的是西部地区，而对东北地

区影响最小[11]。农户的资金缺口限制了家庭农场扩

大经营规模，而信贷需求的满足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扩大经营规模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尤其是非正

规信贷的获得对于规模经营的扩张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对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贡献[12]。

学者对金融需求及规模化和农业生产效率关系

的问题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仍存在有待改进

的研究空间。虽然学者们理清了金融需求对农业生

产效率作用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考虑到玉米等具体

大田作物生产资金使用的时间分配不一致性来考虑

资金缺口对玉米生产效率的影响。鉴于此，本文研

究玉米规模经营主体资金缺口与生产效率，为相关

决策部门完善相关支农金融服务制度提供理论与实

证依据。

2 分析框架

从玉米生产的资金使用方式上看，玉米生产资

金使用具有时间分配不一致的特点，这与玉米生产

周期性有关，需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资金用来购买

相应的生产资料，而非农忙时间对资金的需要相对

较低，资金回收时间是在玉米收获后。因此，玉米的

生产资金使用具有周期性特点，资金占用时间以及

回收时间较为固定。玉米生产资金需求虽然是某一



段时间的短期需求，由于玉米生产的周期性使得资

金回收时间要远远高于资金的使用时间，而且相同

地区的玉米规模经营主体玉米种植的资金使用时间

都集中在同一时间，资金需求的时间一致性使得玉

米规模经营主体同行之间无法通过相互拆借来弥补

资金缺口。如果发生资金需求缺口时，只能通过追

加其他资金来弥补资金缺口，这部分其他资金包括

玉米规模经营主体新追加资金和借贷资金。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要素自由流动条件

下，农业生产者金融需求是可以通过资金的借贷市

场来满足，其中借贷资金的成本与其自有资金投资

其他项目的收益(机会成本)相一致。如果二者不一

致，在资金自由流动条件下，农业生产者如果把资金

投入到其他项目收益更高，农业生产者就不会从事

相应的农业生产，转而会把资金投入到其他项目中

去，而资金借贷市场也不会借钱给农业生产者从事

农业生产，资金借贷市场资金也会转向其他更高收

益的项目，反之亦然。因此，在借贷市场资金自由流

动条件下，农业生产者的资金借贷成本与自有资金

投资收益都等于市场利率。

结合我国现实情况看，当实际发生农业生产资

金投入存在缺口时，玉米规模经营主体可能会通过

追加自有资金来弥足资金缺口，不愿意通过借贷资

金来弥补资金缺口，主要原因就是玉米规模经营主

体借入资金成本要普遍高于自有资金机会成本。出

现生产者借贷成本高于自有资金机会成本，一方面

原因是因为玉米生产具有低收益性，特别是近年来

玉米市场价格较低，玉米生产的低收益性使得玉米

规模经营主体不愿意提供较高的利率来借贷资金，

而市场上的资金借贷利率往往是以其他行业的利润

率来衡量，这个利润一般要高于玉米规模经营主体

能够提供的利率水平；另一个方面是因为玉米生产

高风险性，这包括市场风险与价格风险，资金提供者

为了预防资金无法回收，往往会要求资金需求者提

高利率、提供担保或者增加抵押来确保资金安全，这

又加大了资金需求者获取资金的难度。

当存在资金缺口时，玉米规模经营主体又无法

追加自有资金来弥足缺口，玉米规模经营主体只能

通过降低要素投入降低效率方式来应对资金缺口

问题。

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3.1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通过计量模型来探讨资金缺口与玉米

规模经营主体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其中研究对象

为黑龙江省玉米规模经营主体，数据来源于2016年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技术创新、金融支

持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发展研究的调研，调查地点

为黑龙江省龙江县、林甸县和克山农场，调查年份为

2013～2015年从事玉米种植的规模经营户(经营耕

地面积大于3.33 hm2)农业生产投入情况。共取得有

效样本量 1 805份，其中样本调查中有 75.33%存在

着资金缺口。之所以选择该部分样本是因为黑龙江

规模种植户经营的耕地面积较大，农业生产的资金

投入量也相对较大，而且该地区农作物主要是以玉

米为主，通过对玉米规模经营户的调查分析能够满

足本文的要求。本文的资金缺口指的是玉米规模经

营主体资金需求预算与实际资金投入之差来表示，

该问题由问卷被访问者直接提供。样本地区调研对

象的玉米经营情况见表1。
表1 调研样本玉米规模经营主体投入情况

Table 1 Input of maize subject of scale management in survey samples

投入情况

Input

种子(元/667m2)
肥料(元/667m2)
农药(元/667m2)
农机作业费(元/667m2)
雇工费用(元/667m2)
资金缺口(万元)
产量(kg/667m2)

龙江县

Longjiang county
2013年
56.60

128.10
10.34
64.25
11.68
12.64

648.42

2014年
58.23

128.29
10.91
61.66
13.48
14.99

636.17

2015年
57.50

127.62
10.26
60.11
12.68
15.04

607.30

林甸县

Lindian county
2013年
43.37

122.27
11.44
76.53

448.24
10.77

492.34

2014年
44.29

123.64
11.42
70.69

448.87
12.89

591.69

2015年
45.62

122.12
15.12
69.70

448.87
13.84

512.90

克山农场

Keshan farm
2013年
90.97

114.64
34.62

123.79
35.28
7.67

685.44

2014年
91.05

114.52
33.13

122.65
40.90
7.48

644.35

2015年
89.56

116.17
34.07

120.52
37.48
7.75

6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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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选择

本文通过运用生产函数的方法探讨玉米规模经

营主体资金缺口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为了防止模型

本身对结果的影响，本文选择CD生产函数模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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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对数生产模型进行对照，其中CD生产函数假

设的是玉米生产的技术中性，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可以避免技术中性的假设。生产效率表示的是在既

定的土地经营规模下，单位面积的实际产出量与最

优产量的比例，所以生产效率的指标可以用产量表

示[13]，本文的因变量为玉米产量(Y)，关键变量(G)为

资金缺口的具体数额，控制变量变化种子投入(S)、
农机投入(C)、雇工费用(L)和化肥投入(F)，虚拟变量

D为专业大户和合作社，由于合作社在资金的使用

上会高于种植大户，因此，二者间的影响会有所差

异。两个模型具体形式为：

表2 模型变量定义和预期方向

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变量名称

Variable
Y
D
S
C
F
L

S×F
S×C
F×C
L×S
L×F
L×C

组织类型

变量含义

Variable meaning
当年种植面积

资金缺口具体数额

种子投入费用

农机租金费用

化肥投入费用

雇工投入费用

种子费用×化肥投入费用

种子费用×机械租金

化肥投入费用×机械费用

雇工投入费用×种子费用

雇工投入费用×化肥投入费用

雇工投入费用×机械费用

专业大户和合作社

变量取值

Variable assignment
kg/667m2，取对数

万元，取对数

元/667m2，取对数

元/667m2，取对数

元/667m2，取对数

元/667m2，取对数

元/667m2，取对数

元/667m2，取对数

元/667m2，取对数

元/667m2，取对数

元/667m2，取对数

元/667m2，取对数

0=合作社，1=专业大户

预期取值方向

Expected direction

-
+
+
+
+
?
?
?
?
?
?
-

ln Y =α +G + β1 ln S + β2 lnF + β3 lnC + β4 ln L +D + ϵ (1)
ln Y =α +G + β1 ln S + β2 lnF + β3 lnC + β4 ln L + β5 ln S lnF + β6 ln S lnC + β7 lnF lnC +

β8 ln L ln S + β9 ln L lnF + β10 ln L lnC +D + ϵ (2)

其中模型(1)为CD生产函数模型，(2)为超越对

数生产函数模型。变量G为本研究的关键变量，主

要探讨资金缺口的数额对产量有着显著影响，如果

G大于零，变量资金缺口明显造成了产量下降与生

产效率损失。相关变量的定义和单位见表2。

4 计量结果

从计量结果上看，无论是CD生产函数还是超

越对数生产函数，资金缺口明显影响玉米规模经营

主体的生产效率，存在着资金缺口的玉米规模经营

主体其产量要比不存在资金缺口的玉米规模经营主

体低0.19个百分点，并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

资金缺口问题明显影响玉米规模经营主体生产效

率，当玉米规模经营主体存在着资金缺口时，会通过

降低产量方式应对资金缺口问题。控制变量方面，

CD函数表明种子支出增加对产量有着正向影响，这

与理论预期相一致，通过增加种子支出，有利于玉米

规模经营主体提高玉米产量；机械支出增加对产出

也有正向影响，机械投入量增加主要是通过提高机

械精耕方式来促进产量提高；化肥对产量影响不显

著，可能原因是本次调查的黑龙江玉米规模经营主

体都是按照固定生产模式生产，化肥投入量基本上

是按照一定标准实施，主要是施用底肥与苗后追肥

相结合方式投入化肥，从而使得计量结果不显著。

雇工对产量影响不显著，可能原因是本次调查的黑

龙江玉米规模经营主体都拥有大型农机进行作业，

替代人工作业，从而使得计量结果不显著。从回归

结果看出，资金缺口对合作社的效率影响高于专业

大户，并且在5%水平下差异显著，与理论预期一致。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验证了玉米规模经营主体资金缺口对玉米

生产效率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无论是CD生产函

数还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资金缺口都会对平均产

量产生负向显著影响，说明黑龙江玉米规模经营主



体资金缺口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缺乏资金的玉米

规模经营主体玉米生产投入产出没有达到最优比

例。黑龙江省玉米规模经营主体即存在着资金缺

口，又对金融产品需求较低，由于玉米规模经营主体

面临的金融供给产品利息高，贷款手续复杂等因素，

显著影响玉米规模经营主体对金融需求的积极性，

从而表现出既存在资金缺口又存在金融产品需求低

的现状。

黑龙江省玉米规模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需求

规模及资金的及时性)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是提高

玉米规模经营主体生产效率的重要保证。玉米规模

经营主体生产资金的获得主要通过金融机构以及非

正规金融机构寻求资金支持来满足。为弥补资金缺

口，提出提高玉米生产效率的对策建议。一是建立

与玉米生产特定要求相适应的季节性正规金融服

务。由于玉米的生产特性与其他部门不同，存在着

特定的时间性特点，一定时间内要求资金必须到位，

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错过了特定的时间，

会影响玉米的生产效率。这种季节性特性，所有的

玉米规模经营主体都是在同一时间来向玉米生产进

行投资，会存在部分玉米规模经营主体都需求金融

服务的可能性，资金缺口会呈现一定程度的集聚性，

使得玉米规模经营主体之间的资金拆借会存在局限

性，无法满足玉米生产的资金需求。因此，正规的金

融机构需要承担建立起与玉米生产周期密切相关的

季节性贷款等、大规模区域性贷款等金融服务。一

方面，需要正规的金融机构简化审批手续等一系列

复杂程序；另一面，也需要建立农户的信用征信的备

案，减少正规金融机构的信用识别的机会成本及道

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二是降低玉米种植成本，

提高玉米的生产效率。对于黑龙江省玉米种植专业

大户来讲，玉米的种植、田间管理及收获急需社会化

服务，一旦自己全程购买机械等设备，前期投资巨

大，并且使用周期短，人员专业化程度低，农机的折

旧及维护成本高，农机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全程的

过程管理成本巨大。因此，政府有必要推动全程的

社会化服务体系，种植大户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来

达到节本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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