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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由于我国农业农村情况的复杂性、区域的多样性以及生产规
模的程度不同，现阶段新型粮食种植主体的经营内容也各不相同，
不再局限于传统单一的粮食种植，逐步形成以经济作物、畜牧养
殖、水产养殖、园艺栽培等多品种混营的多元化农业经营，这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户追求更高农业收入的冲动与分散农业收入风
险的渴望。

范围经济则是上述农户冲动与渴望的是否可行的衡量标准与
前提，范围经济的程度决定农户多元化经营的节约生产成本及提
高效益的机会与空间。



研究问题：

 我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是否存在范围经济？

 粮食种植户的生产范围的扩大是否有利于农业生

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进而降低农产品成本？

 对于粮食生产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否应继续这种冲

动与渴望？



研究框架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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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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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范围经济

特定范围经济

 粮食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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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之范围经济测算：

 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整体存在一定的范围经济现象，但不同省份之

间范围经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在特定的农业生产活动方面，粮食作物生产与畜牧养殖均具呈现范围

经济，其中畜牧养殖的范围经济较明显，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成本互

补性。表明一定程度上农户可以通过从粮食生产向畜牧养殖业拓展进

而实现总体生产成本节约，而这种成本节约则可能主要源于畜牧养殖

对农作物秸秆的充分利用以及动物粪便对粮食生产的反哺。

 相比之下，由于经济作物具有投入高、技术难度大且不易储存等特性

（Hobbs and Young,2000;徐家鹏,2012），使得农户在从事粮食生产

的同时很难再充分兼顾到经济作物种植，因而导致经济作物的范围经

济则相对较弱。



 从地域分布来看，范围经济呈现出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非粮食主

产区高于粮食主产区的局面。

 从地域分布来看，范围经济呈现出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非粮食主

产区高于粮食主产区的局面。由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粮食收入所占

总收入的比重相对较少，农户的兼业程度相对较高，因而以生猪养殖

以蔬菜种植为典型的畜牧养殖以及经济作物种植所表现出的范围经济

优势相对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紧邻特大型城市的河北与浙江两

省，所呈现出的范围经济优势尤为明显，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

研究结果之范围经济测算：



研究结果之范围经济评价：

 从分布情况来看，由于受自身技术能力以及管理水平等诸多“水平化”

因素的制约（Ilbery,1987;林雪海,2014），粮食生产专业化程度相对

较低的农户，其粮食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效率值几乎都处于0.6以下。

而随着农户粮食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其粮食生产效率也逐步上升，

其中多元化程度低于0.4且粮食生产效率亦高于0.6的农户样本占样本

总数的56.41%。



研究结果之范围经济评价：



研究结果之范围经济评价：

 效率回归结果表明，农户的信息化程度、粮食收入比重、非借贷性支

出均与粮食生产效率显著正相关，而农户多元化程度与农户性质则呈

现出负向影响。

 在农业保险相对不完善的条件下，农户通常会从事多种不同类型的农

业活动，在分散经营风险的同时以谋求获取更高的农业收益。然而，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多元化程度与粮食生产效率之间呈显著负

相关，与Nel(2004)、Rahman(2009)的研究结论相反，其原因可能在于

现阶段我国农户的生产能力有限，多元化的农业生产虽能实现范围经

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但不同生产活动之间势必会出现资本及劳动

力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冲突，同时也会占用农户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精

力与时间，导致无法实现粮食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



研究结论：

 我国农业总体生产存在一定的范围经济现象，但不同省份之间范围经

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在特定产品的范围经济方面，粮食作物生产与畜牧养殖均具呈现范围

经济，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成本互补性，农户可以通过粮食与畜牧养

殖混合经营的方式，实现生产成本节约，而经济作物的范围经济程度

则相对较弱。但农户多元化经营在实现范围经济的同时，也出现了

“多元化经济”与“专业化经济”的矛盾，即农户的尤其是种粮大户

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多元化经营降低了我国粮食生产效率。



政策建议：
 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针对不同粮食主体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

例如针对种粮大户等新型主体，提供专业技术指导、政策援助及分析，针对混

业经营的小农户则提供相应的农业技术服务。通过不断强化供需双方的交流，

弥补农户生产劣势，在鼓励小规模农户实行混业经营的同时，借助农业社会化

服务实现农户生产全能专业化。

 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一方面，试点建立动态农业风险调整机制，以前一

年农业生产成本为基数，确定后续风险保率水平，实现保险赔付水平的动态调

整；另一方面，设计多档不同的农业保额及保费，以满足不同类型农户的保险

需求，力求通过农业保险有效分散农业生产风险，固化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

体的粮食生产行为，进而通过提高其专业化程度，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在确保

我国粮食安全的同时，不断提高农户的粮食种植收益。



请各位老师专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