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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草地资源的重要性

 生态功能（北方生态屏障）

 经济功能（牧区经济主要来源）

 社会稳定功能（少数民族聚集区域）



研究背景

 草地资源管理制度的改变

 “公地悲剧”

 解决途径——技术手段、制度手段

 20世纪80年代的农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牧区施行“双权一制”（草场所有权、使用权和承
包经营责任制 ）



问题的提出

 关于“双权一制”的争论

 支持者认为：明晰产权，有利于草地租赁

 反对者认为：改变了牧区传统的经营方式

忽视了草地的弱可分性和强异质性

打破了草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全面实施到底是利是弊？



问题的提出

 前期研究的局限

 研究方法

理论分析为主，实证分析较少

 研究数据

案例分析为主，基于计量的大数据分析较少

 研究思路

对于制度评价指标的量化和衡量



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研究思路

制度的合理性

细碎化

效率值的计算

验证制度性损
失的存在



问题的提出

 现行草地产权制度下，牧户是有效的吗？

 已有关于农户效率分析的文献较多

Tan et al., 2010——0.8

Chen and Song,2008 ——0.9

 已有关于牧户效率分析的文献较少

房风文和孔祥智（2011）——奶农养殖效率0.62

孙致陆和肖海峰（2013） ——牧户羊毛效率0.76



研究方法

 样本

 时间：2011年到2012年

 地点：呼伦贝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

 前提：满足统计学随机抽样原理以保证效性和随机性

 总体数据：445

 数据处理：删除无效问卷，保留有效问卷422份



研究方法

 异质性随机前沿分析



研究方法-SFA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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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设定思想

 异方差的设定(不确定性)

 均值的设定(无效率水平)

异质性 SFA: Heterogeneous S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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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异质性随机前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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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随机前沿分析，
将样本所具有的异质
性考虑进去，分析其
行为对效率的影响。



研究方法-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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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户收入前沿

自适应行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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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自适应行为

 所谓自适应行为，是指牧户根据外界环境及实施政策
不同，结合自身特征，而采取的旨在改善其技术效率
的行为，本文中的自适应行为主要包括是否施行禁牧
休牧政策，是否施行草畜平衡政策，是否进行借款和
进行牲畜买卖的数量。

 自适应行为效果反映该行为对于效率偏离程度的影响

 自适应行为稳定性反映该行为对于效率偏离程度稳定
性的影响



表 1变量名称及含义

变量名 代码 单位 变量说明

牧业收入 Y 万元 包括牧业生产的货币收入与生态补偿收入

草场面积 Sq 亩 牧户实际经营的草场面积

劳动投入 Nul 人 劳动投入为自家参与牧业劳动的人数

资本投入 Inv 万元 围栏、舍棚、水井和生产经营机械等资产投入

户主性别 Sex 虚拟变量，1为男性，0为女性

户主年龄 Age 岁 户主或受访者的年龄

户主民族 Ethnic 虚拟变量，0为汉族，1为其他民族（蒙古族为主）

受教育程度 Edu 1-4分别为文盲、小学、初中或中专、高中及以上

汉语水平 Chin 1为完全不会，2为会一点，3为很好

牲畜存栏量 Nus 只 牧户实际所拥有的标准羊单位[1]

借款额度 Loan 万元 牧户通过各种渠道的借款金额

地区变量 Loc 虚拟变量，1为呼伦贝尔盟，0为锡林郭勒盟

禁牧休牧 Forb 虚拟变量，1为施行该政策，0为未施行该政策

草蓄平衡 Bala 虚拟变量，1为施行该政策，0为未施行该政策

[1]标准羊单位的换算方法为：一只山羊相当于0.9只标准羊，一只绵羊相当于一只标准羊，一头牛相当于5只标准羊，一匹马相当于6只标准羊，一匹骆驼相当于7只标准羊。



表 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变量个数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Y 万元 422 6.61 7.83 0 7.54

Sq 千亩 422 5.10 6.18 0 9.60

Nul 人 422 1.96 1.03 0 5

Inv 万元 422 9.89 1.11 6.29 12.61

Sex
422 0.86 0.35 0 1

Age 岁 422 45.40 11.30 21 83

Ethnic
422 0.90 0.31 0 1

Edu
422 3.02 0.63 1 4

Chin
422 2.39 0.69 1 3

loan 万元 422 5.02 7.24 0 80

Nus 只 422 363.3 367.2 0 2179

Forb
422 0.21 0.41 0 1

Bala
422 0.60 0.49 0 1

Loc
422 0.72 0.50 0 1



结果及分析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文章同时采用五种
回归方法进行，具体包括：

 模型1：异质性随机前沿分析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假定 意为现行土地
产权制度下，牧户的自适应行为对于其实际收入不会
产生任何影响

 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进一步令 ，意指现行制
度下的牧户自适应行为对于无效率行为的稳定性不产
生任何影响

Cons 

0u 



结果及分析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采用半正态分布的
随机前沿模型

 模型5：不同于BC（1988），采用Jondrow et 

al（1982）关于技术效率的计算方式







与方差呈现正相关关
系，即不稳定性上升



结果及分析

 禁牧休牧政策和草畜平衡政策都是正的，并且
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著，说明实行该政

策导致效率不稳定性上升，进而导致收入的不
稳定性上升。这与实际相符，由于政策合理性、
补贴不到位等原因，因偷牧、过牧而导致罚款
的现象普遍存在。



结果及分析



结果及分析



结论

 牧户普遍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平均效率水平只有
0.63，远不及农户约0.90的效率水平；

 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生产力低、异质性强以及可分
性弱的草地资源可能不适用单家独户的经营制度，特
别是对那些技术效率值低于0.5的牧户而言，而更适合
采用共享产权的方式进行经营管理（Ostrom，1990）；

 舒尔茨（1964）发现的单家独户的小农“小而有效”
的事实并没有发生在单家独户的牧民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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