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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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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我国建设农村公共产品的资源日益增多，公共产品的供给资本也急剧增
加，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供给成果。在对投入和产出指标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科学检验的基础上，以
全国２５个省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为对象，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测算。测算结果
中，北京、河北、辽宁等省份总体上达到ＤＥＡ有效；海南、黑龙江、四川３个省份公共产品供给
相对有效率，但是提升空间不大；山东、江西等省份在供给效率方面进步空间大；安徽、湖南、云
南、西藏的供给效率出现衰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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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问题提出

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影响到我国农村的经济
建设，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近年来，我国
财政支农资金逐年增加，建设农村公共产品的资
源日益增多，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供给成果。要
使投入的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即资金能有效刺
激农村生产力，其实质就是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
效率。但是在政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现实困境
中，容易出现供给主体在利益博弈中互相推诿责
任、争取利益现象，导致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需
结构失调，制定关于提升供给效率的契约规范往
往得不到驱动和执行。因此，在财政政策出台相
对滞后、生产设备跟不上发展需求的现实条件约
束下，本研究旨在把握提升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
供给效率的命脉，探索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和人力
成本达到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最佳效果的实践
路径。

（二）文献回顾

在公共产品理论不断完善的历程中，萨缪尔
森率先定义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他认为，可以从
供求关系判定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若实现帕累托
效率，那么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就达到了水准。另
外，他指出实现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可以由两个基
础构成，一是既定的消费者偏好集合与效用函数，
二是个人对公共品与私人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公
共品和私人品的边际转换率［１］。之后，斯蒂格利
茨和阿尔金森在地方政府公共财政绩效评估体系
中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纳入其中，使公共产品供
给效率理论变成实用性强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
在评估体系中，政府系统管理实践的标准之一是
“３Ｅｓ”。“３Ｅｓ”具体指的是经济性（Ｅｃｏｎｏｍｙ）、效
果性（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和效率性（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经济
性侧重权衡成本与收益，即在一定的投入水平的
现实约束下，尽量降低成本或提高资源利用率。
而效果性注重公共产品投入后对社会组织产生的
效果，其中的影响指标包括产出的质量、公众期待

第１３卷　第４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４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Ｄｅｃ．２０１９



的效果和满意程度等。效率性则注重比较产出与
投入，在一定产出水平投入最小的成本或在一定
投入水平使产出最大化［２］。

在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中，Ｒａｎ－
ｄｏｌｐｈ，Ｂｏｇｅｔｉｃ和 Ｈｅｆｌｅｙ收集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２７
个落后和中等收入国家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关
信息，研究其决定因素，政府在交通和通讯上的人
均支出是被解释变量，而解释变量除了反映经济
结构的指标之外，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城乡结
构和劳动参与率等因素对其均有影响［３］。Ｈｅｎｉｓｚ
跨越两个世纪的时间维度，认真收集１００多个国
家关于公共产品的数据，得出了政治环境将会影
响基础设施投资的建构机制［４］。在公共服务领
域，Ｂｅｅｓｌｅｙ认为私人竞争能够保护消费者的利
益，提高公共服务效率。若私人部门或非政府组
织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宏观调控，能够使政府牢记
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缓解地方政府的供给压力［５］。

在国内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公众需求是影响
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主要因素，如刘书明认为甘
肃省民族地区宗教意识浓厚、文化程度较低，公共
产品需求有其特殊性，他倡导建立以公民合理需
求表达机制为核心的供给服务体系［６］。李国政等
人则构建农民需求与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曲线关
系，当政府契合农户需求时，供给效率才能达到最
优。另外，作者将农户需求强烈程度和政府供给
能力按强弱程度分为３个等级，得出结论为供给
效率与农民需求成正向线性关系［７］。有的学者则
从供给端研究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林丽梅等以福
建省６７个县生存型和发展型的公共产品为研究
对象，运用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测算县域公共产品供
给的相对效率，通过人口密度、城镇化率等分析供
给产品的综合影响因素，提高执政机构的履约能
力［８］。冷哲、黄佳民和仲昭朋则充分考虑到环境
的动态变化，剔除经济和财权制度等外部因素影
响，调整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因素后，整合三阶段

ＤＥＡ和超效率ＤＥＡ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的东部、西部和中部的区域差异［９］。
而冯霞等人通过李克特５点量表得出影响公共治
理的７项指标，根据“公共事务参与机会”“对村干
部工作满意度”等自变量进行赋值和回归分析，探
讨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升路径和相关制度设
计［１０］。而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力是提升公共产
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比如严宏等认为农村公
共产品能否有效供给是乡村转型的关键，应积极

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改良激励机制设计，积
极协调各个供给主体的力量［１１］。周银超提出要
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和非营利组织在供给中的作
用，推进城乡公共产品一体化，这是破解公共产品
供给效率低下难题的关键［１２］。而曲延春认为，公
共产品供给时存在差序格局，总体上呈现由城市
到镇再到近郊农村的碎片化特征。而由差序格局
转变为同一平面格局需要整合供给机制，提高农
民政治参与能力、强化其民主参与意识［１３］。

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低下、社会
福利受损，是供给结构失衡的原因，还是市场化不
充分，亦或是供给制度缺陷？本研究紧密围绕农
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展开论证，在获取官
方更新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既通过ＤＥＡ模型
计算静态效率，又有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析动态效
率。另外，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较快，“三农”问
题备受国家领导人关注，财政支农资金力度也
在不断加大，而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投入要素
的数据也在不断更新。因此，从宏观上把握我
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治理信息非常关键，对
于改善我国公共产品供需错配的困境和切实维
护农民在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合法权益具有
重要作用。

二、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效
率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建构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中国社会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６）》《中国
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和《中国统计年
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６）》，根据地域分布将全国２５个省
份分为东部地区（北京、河北、辽宁、江苏、福建、山
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西部地区（内蒙古、
广西、新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青海）。
本文选取指标有以下要求：一是确立好合适的投
入和产出指标，能帮助本研究达到预期的测算目
的，即真实反映供给效率，寻找供给失灵、监督不
力的缘由；二是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总数（ａ＋ｂ）与
决策单元数目ｊ（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ＤＭＵ）
应满足如下数量关系：２（ａ＋ｂ）≤ｊ≤３（ａ＋ｂ）；三
是投入和产出指标应具备较弱的线性关系，否则
将会导致 ＤＥＡ测算结果有误。因此，鉴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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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获得性与研究的可行性，最终决定投入指标
包括水库数、农用机械总动力、水库库容量、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和除涝面积。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和粮食产量则是产出指标。

ＤＥＡ分析法要求投入和产出指标需要符合
同向性原则，即增加投入要素的同时，产出数量没
有减少。为保证投入和产出指标的科学性，本文
通过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将投入要素和产出指标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分析。根据表１所示，产出指
标和投入指标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为正数，通过
显著性水平为５％的ｔ检验，符合要求。非参数型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中，决策单元投影到生产前沿
面时，若与ＤＥＡ前沿面越偏离，相对有效性就会
大大下降。ＤＥＡ方法不需要确定详细的函数形
式，避免联立方程组出现偏差等问题，对于多投
入、多产出项目的效率测算具有良好的效果。但
是应用ＤＥＡ模型进行效率分析存在两个缺点：
一是ＤＥＡ模型只测算静态效率，而没有考虑到
动态变化过程；二是ＤＥＡ方法忽略技术更替对
农村生产力的内在经济动力。因此，本文通过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
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能够弥补 ＤＥＡ方法的
计量缺点，使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算更严谨、更
科学。

表１　投入和产出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系数

产出

投入

水库数

Ｘ１／座

水库库

容量Ｘ２／

亿ｍ３

除涝

面积

Ｘ３／公顷

水土流

失治理

面积Ｘ４／

公顷

农用

机械

总动力

Ｘ５／ｋＷ

农林
牧渔业
总产值
Ｙ１／亿元

０．５１１＊＊ ０．３９３＊ ６６４＊＊ １５７＊ ８４６　０＊＊

粮食产量

Ｙ２／万吨
０．２３４＊ ０．１８８＊ ９７９＊＊ ２２４＊ ８７６　０＊＊

　　注：“＊＊”是在０．０１水平下显著，“＊”是在０．０５水平

下显著。

　　（二）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静
态效率分析

　　１．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静态效率测
度结果

以下为２０１６年度全国２８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

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的测算结果。从表２可以看
出，不同地域在产出结果测算上有较大差异。

表２　２０１６年我国２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地区 省（市自治区） ＴＥ　ＰＴＥ　ＳＥ　 ＲＴＳ

北京 １　 １　 １ －

河北 １　 １　 １ －

辽宁 １　 １　 １ －

江苏 １　 １　 １ －

东部地区 福建 １　 １　 １ －

山东 ０．９６６　１　 ０．９６６ｄｒｓ

广东 １　 １　 １ －

海南 １　 １　 １ －

均值 ０．９５０　０．９５９　０．９８８

山西 １　 １　 １ －

吉林 １　 １　 １ －

黑龙江 １　 １　 １ －

安徽 ０．７６２　０．８１２　０．９３９ｄｒｓ

中部地区 江西 ０．９９９　１　 ０．９９９ｉｒｓ

河南 １　 １　 １ －

湖北 ０．７２７　０．９１５　０．７９５ｄｒｓ

湖南 ０．７７　１　 ０．７７　ｄｒｓ

均值 ０．９０７　０．９６６　０．９３８

内蒙古 １　 １　 １ －

广西 ０．８０３　０．９９　０．８１１ｄｒｓ

新疆 １　 １　 １ －

四川 １　 １　 １ －

西部地区
贵州 ０．８６１　０．８９９　０．９５８ｄｒｓ

云南 ０．６５　０．６５　１ －

西藏 ０．２３９　０．３８４　０．６２１ｉｒｓ

陕西 １　 １　 １ －

青海 １　 １　 １ －

均值 ０．８３９　０．８８０　０．９３２

全国 均值 ０．９０６　０．９３８　０．９５７

　　注：“－”表示规模报酬不变，“ｄｒｓ”表示规模报酬递

减，“ｉｒｓ”表示规模报酬递增。

ＤＥＡ－ＢＣＣ模型计算的结果包含综合技术效
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其中综合技术效
率又可分为规模效率（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Ｅ）和纯
技术效率（Ｐ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ＴＥ），ＴＥ
＝ＳＥ＊ＰＴＥ。当且仅当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
都为１时，该决策单元为ＤＥＡ有效；当纯技术效
率为１或者规模效率为１时，该单元为弱ＤＥＡ有
效；当且仅当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都小于１时，

称该单元为非 ＤＥＡ有效。总之，在供给效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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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排序为：ＤＥＡ有效＞弱ＤＥＡ有效＞非ＤＥＡ有
效。总体而言，全国规模效率均值为０．９５７，纯技
术效率均值为０．９３８，投入项目规模相对合理。
整体综合技术效率呈现梯度特征，全国综合技术
效率均值为０．９０６，与生产前沿面相差０．０９４，公
共产品综合技术效率具备提升的空间。北京、河
北、辽宁、江苏等１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ＤＥＡ
有效，具备较强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山东、江西、湖南、云南４个省份为弱ＤＥＡ有效，
具有投入过多或产出不足的特点，要素配置不合
理。其余８个省份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较弱，投入
的资源未能有效利用，属于非 ＤＥＡ有效。从规
模效率来看，东部地区的山东省处于规模报酬递
减阶段，究其原因，山东省虽然技术水平高，但分
配的经济额度有限，从而导致规模效率不理想。
西部地区达到规模有效为内蒙古、新疆等６个省
份。并且只有西藏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说明
西藏未发挥出显著的规模效应，发展不够完善，配
置不够齐全。因此，加大对西藏公共服务的投入，
能有效带动其经济增长。总体来说，全国有１７个
省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服务达到规模有效状
态，占比为总省份的６０．７１％。从纯技术效率角
度看，中部地区的山西、吉林、黑龙江等省份均达
到技术有效状态，仅安徽、湖北还未达到技术有效
状态。东部地区中８８．８９％省份农村公共服务处
于纯技术效率前沿，与东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相
比，内蒙古、新疆、四川、山西、青海５个省份虽然
经济水平略有差异，但均处于生产前沿面上。并
且，贵州、云南、西藏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规模效
率高于纯技术效率，说明提升技术水平远比扩大
规模更为关键。因此，在艰难抉择中，合理部署资
源和资金及其比例非常重要。

２．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区域
差异分析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借
助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发达的交通网络，吸引
广泛人才就地发展，实现经济的高度发展。在东
部地区中，规模效率达到有效是北京、河北、辽宁、
江苏等７个省份，这７个省份处于生产前沿面上，
说明７省（直辖市）能够科学规划，在保证投入项
目的同时能够健全投入转化机制。这与东部沿海
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密不可分，科学、优惠的
政策扶持也为新型产业的崛起提供了平台。而中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还有待调整，产品加工能力有

待加强，造成政府自身财力和能力的限制，成为制
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瓶颈，使得只有少部分
的公共服务需求进入政府公共产品的范畴，造成
各区域地方财政的限制性，导致供给效率的差异。
比如，云南省虽然规模效率水平很高，但纯技术效
率水平低，仅为０．６５，数据表明云南省处于技术
水平低下的尴尬境地，产业结构可以进一步升级，
从而达到改善农业技术环境的目的。在这其间，
可以引进高校先进科研人员，有效提升从事农业
人员技能水准。

第二，公共产品供给需求与对口程度不一。
东部地区农村凭借完善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
现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多元化，能够拓宽公共产
品选择空间，提升农民需求容量效能，符合生产性
公共产品的外溢性特征，更能调适公共产品需求
与供给的对口。而中西部由于农民日益增长的公
共产品需求与政府有限的供给能力发生冲突，公
共产品供给机制建设水平较低。即农民对公共产
品的需求朝着多样化、差异化趋势发展，但政府受
制于公共产品资源的稀缺性，使政府单一供给公
共产品的模式降低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使用效
能。比如，湖南与江西两省虽然处于弱 ＤＥＡ有
效阶段，但表现出不同状态的规模效率，这其中与
公共产品供给需求与供给调配不同有很大关系。
湖南省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显然之前投入规
模过大，投资时应重视服务质量，控制盲目投入，
重视维护现有基础设施，科学整合服务资源，缩小
供给规模；而江西属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说明该
地若能适当扩大投入量，兼顾当地民生问题，双管
齐下，完善投入到产出的转化机制，供给效率就能
如期得到发展。目前经济发展规模可以适当扩
大，存在发展潜力，若能适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提高基础设施的科技含量，则能使产出水平得到
快速增长。

第三，区域资源禀赋的差距。东部、中部和
西部三大区域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
在显著差异，东部综合效率均值为０．９５０，中部
为０．９０７，而西部仅为０．８３９。东部地区地势较
为平缓，交通发达，气候以温暖湿润为主，降雨量
充沛，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坚实的产业发展基
础，使得政府下拨资金充裕，生产资源得到很好的
利用和发挥，有利于公共产品相关信息的沟通和
交流；西北以高原为主，多荒漠，而西南地区则大
多为喀斯特地形，气候以大风干燥为主，土地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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瘠，造成交通条件差，很多开发资源无法利用。

三、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效
率动态分析

（一）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动
态效率测度结果

由于ＤＥＡ静态效率测算过程中存在缺陷，
因此本文针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农村生产性公共产

品进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测算。其中，“ｅｆｆｃｈ”是技
术效率增长率，技术变化增产率用“ｔｅｃｈｃｈ”来表
示，而“ｐｅｃｈ”表示纯技术效率增长率，“ｓｅｃｈ”是规
模效率增长率，“ｔｆｐｃｈ”代表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
全要素生产率。从表３可以看出，全国农村生产
性公共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省份（自治区、
直辖市）有２０个，其余７个省份呈现下降趋势。

表３　我国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及分解

省份（自治区、直辖市） ｅｆｆｃｈ　 ｔｅｃｈｃｈ　 ｐｅｃｈ　 ｓｅｃｈ　 ｔｆｐｃｈ

北京 １．０００　 １．１３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３０

河北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５

辽宁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４

江苏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东部地区 福建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７

山东 ０．９９１　 １．０５２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１　 １．０４３

广东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４４

海南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８

天津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９

山西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４

吉林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１

黑龙江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７

中部地区
江西 １．１６７　 ０．９６６　 １．１３３　 １．０３０　 １．１２８

安徽 １．００１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１　 １．０１１　 ０．９９５

河南 １．０１８　 ０．９９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８　 １．０１４

湖北 ０．９９８　 １．０２０　 １．０１７　 ０．９８１　 １．０１８

湖南 ０．９９８　 ０．９８５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８　 ０．９８３

内蒙古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９

广西 １．０４２　 ０．９６３　 １．０１８　 １．０２４　 １．００４

新疆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０

四川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９

西部地区 贵州 １．０６５　 １．００６　 １．０６８　 ０．９９７　 １．０７２

云南 ０．９６９　 ０．９８４　 ０．９６７　 １．００２　 ０．９５４

西藏 ０．７２１　 ０．９８５　 ０．７８７　 ０．９１５　 ０．７１０

陕西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８

甘肃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４

均值 ０．９９８　 １．０１９　 ０．９９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７

　　东部地区中，在技术变化增产率和农村生产
性公共产品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只有海南小于１，

其他省份均达到有效水平。只有山东的技术效率
增长率和规模效率增长率小于１，因此山东省需
要加强技术的投入，引进高科技人才，提炼科学的
管理经验。中部地区中，仅有山西、吉林、湖北三
省技术变化增产率超过１，纯技术效率增长率仅

安徽未达到１，说明安徽省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的
技术设施不够完善，对经济发展影响不显著。湖
北和湖南的技术效率增长率和规模效率增长率均
未超过１，显然是由于软件等硬实力投入不够，投
入的规模也有待增加。黑龙江、安徽和湖南三省
的规模效率增长率虽然达到了需求，但是全要素
生产率却并未符合要求，这也提醒着三省需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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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精进技术发展，维修技术设备，使其拥有“用武
之地”。西部地区中，除陕西、甘肃、内蒙古整体技
术投入有效、规模合理外，其他省份均需要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如西藏地区牧民收入增长
缓慢，劳动力素质有待提升，未形成相对规模的产
业体系。而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由于本身地理
条件限制，“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制约着山
区经济发展。近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指导下，贵州省的经济发展指日可待。

总的来说，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数值大
小为依据，把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供给效率
分为两类：技术效率≥１，技术进步变化指数＜１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技术效率＜１，技术进步
变化指数＜１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属于
第一类的有黑龙江、安徽、海南、四川，可能原因是
技术未更新，发展迟缓，供给跟不上当地民众消费
需求。属于第二类的是湖南、云南、西藏。其中湖
南省在扩大供给规模时，没有及时更替技术，导致
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指数都呈现负增长。对于云
南、西藏两个省（自治区），只有将提高技术和重视
现有技术的投入并驾齐驱，才能有效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使投入要素向生产力转化。

（二）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效
率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析

鉴于ＤＥＡ静态分析的局限性，本文将各省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的５年投入和产出指标组成生产
可能集，使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析我国２５个省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动态效率变
化。若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大于１，表示投资效率提
高；若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小于１，表示投资效率降
低。如表４所示，我国出现了“生产前沿面的移
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
全要素生产率为１．７％，技术效率指数的平均增
长率是－０．２％，技术变化指数的平均增产率为

１．９％，纯技术效率增长率是－０．２％。主要原因
是未将技术及时转化为经济生产力，影响了技
术效率的增长。纵使效率低下有供给规模和要
素配置不合理的原因，但技术在国家政策极力
倡导的创新环境下反而没跟上时代需求。这说
明需要注重技术的研发和精进，并对我国农村
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使用者进行培训，提高技术
的利用率，进一步将投入要素转化为农村经济
增长的动力。

表４　我国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度农村生产性

公共产品平均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及分解

年份 ｅｆｆｃｈ　ｔｅｃｈｃｈ　ｐｅｃｈ　 ｓｅｃｈ　 ｔｆｐｃｈ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０．９７９　１．０５１　１．０１５　０．９６４　１．０２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１．００５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３　１．００２　１．０２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０．９９２　１．０３６　０．９８０　１．０１２　１．０２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１．０１８　０．９７０　０．９９４　１．０２４　０．９８８

ｍｅａｎ　 ０．９９８　１．０１９　０．９９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７

　　为更深入的分析数据，本文将通过ＤＥＡ的
综合效率与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进行综合比较，将其
分为四类。第一类：若综合效率大于等于１，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大于１，那么该省份在供给效率提
升方面具备发展潜力。北京、河北、辽宁等省份，
政府增加投入，合理规划财政资金利用率，则公共
产品供给将会表现出稳定的发展空间。第二类：
若综合效率大于等于１，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小于等于

１，海南、黑龙江、四川三个省份公共产品供给相对
有效率，但是发展前景不大。解决好政府对农民
公共产品消费的价值认识和农民需要配置不合理
的问题，能够激发供给效率提高的潜能。第三类：
综合效率小于１，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大于１，山东、江
西等省份虽然在供给效率方面还差强人意，但进
步空间大。若注重农业生产支出科学化、节约化，
将能为发展供给效率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第四
类：综合效率小于１，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小于等于１，
安徽、湖南、云南、西藏在全国省份中供给效率情
况不尽人意，可能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这些省份
需要不断优化政府管理机构，提升政府管理效率，
跟进农民对生产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另外，本文
只针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近５年的官方数据，在时间
跨度上可能无法完全反映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
品的供给效率的情况，在内涵和外延上还有一定
局限性。

四、问题与对策

在上文的实证分析中，有两个问题较为突出。
第一，技 术 创 新 不 足，供 给 结 构 失 衡。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逐年分解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
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基本呈现稳中上升趋
势，说明我国农村对于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但是公共产品的技术效率增长率和纯技术效率增
长率依然小于１，一方面说明我国农村生产性公
共产品技术的研发和创新程度不足，稳定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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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投入机制尚未形成，对未来农业发展的技术
储备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农业信息应用面较
窄，企业创新意识较为薄弱，创新型企业较少，农
业信息化程度较低，支持农业产业转型的应用基
础和科技能力欠缺。第二，资金使用效能低下，供
给体制存在缺陷。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够重视，虽然在农村财政支出
方面有所倾斜，但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规模不够扩
大，现有的农村基础设施也需要维护，特别是和农
业种植相关的水利工程部分已经年久失修，使用
效率低下。而供给体制存在缺陷的另一个突出表
现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公共产品选择
空间少，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差距大，农民需求容
量效能低，公共资源未实现均等优化配置。第三，
不同区域人口整体综合素质不一。东部地区的村
民自治组织为农民合理表达公共产品需求提供了
平台，集体主义认同感高，自身的民主法治意识较
高，农民的参与力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农
民的文化水平较低，目光短视，执政参与能力不
足，政治依附心理作祟，把精力往往放在自身利益
而非公共利益，未能主动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监督。因此，在话语权缺失的时候，无法为自身争
取应得的合法权益，从而被排除在决策主体之外，

破坏供给结构的平衡。
针对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目前

存在的问题，特提出以下几点对策。首先，优化公
共产品供给结构，根据不同区域调整供给重点。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并未稳定在ＤＥＡ有效的
数值上，这就要求在保持总的要素投入量的同时
对公共服务供给结构进行调整优化，通过基层机
构及时获知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需求，从而制定
具有针对性的财政投入计划，合理分配资金，避免
资源浪费和投入不足。提升农村公共产品水平不
仅仅是加大硬性投资力度，更应该针对不同区域
的公共产品需求，提高地方治理的绩效，扩展地方
民主和自治，让既定的投入产生最优的绩效。其
次，完善政府主导是基础、市场参与是关键、外部
监督是保障的多元化供给机制。政府可适当引入
多主体、全方位的评价机制，评价主体多元化，尊
重民众对公共品体验的感受，倾听使用者的意见，
注重他们公共利益诉求的表达，让公众介入政府
管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才能在阳光下运行。同
时，建立长效的民众公共产品的偏好表达机制，使
公共产品提供更有针对性，避免公共品供给无效
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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