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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背景与综述 

•我国以产量为导向的生产方式严重破坏了生产环境的可持续性，致使
重度污染土壤面积达5000万亩，而化肥的不合理施用成为污染的重要
因素 

•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耕地的平均化肥使用量从2002年287.5
千克／公顷上升至2013年的364.4千克／公顷，是美国的2.76倍，是西
班牙的2.64倍 

• 2015年2月，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作为农户决策的重要信息依据——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在我国已实施
多年，作为挂钩的农业政策不仅直接对市场托市，保障农民的种粮积
极性，也影响了农户的种植行为。 

•价格支持政策（广义）主要包括收储政策、最低收购价政策、目标价
格政策、价补分离政策。 



一、引 言 

文献回顾与研究内容 

•过去相关问题实证研究的难点在于缺乏政策对化肥施用行为影响的理
论刻画，以及合理的政策方法提取化肥施用影响的“净效果”。 

 

•分析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决策影响的基础上，将不同的价格
支持政策、直补政策纳入农户收益决策中，并分析不同补贴情景下农
户家庭化肥投入以及种植面积的变化，并对政策的化肥施用总效应进
行分解 

 

•利用反事实思维方法对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对化肥施用的单产效应和面
积效应进行分解，并获得政策在两种效应下的贡献率，进而验证理论
部分的影响路径，并测度单产效应和面积效应对政策的反应情况。 



二、理论框架 

我国价格支持政策的背景与思考 

• 1993年对粮食销售价格进行市场化改革 

• 2004年我国针对战略性农产品——稻谷、小麦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 

• 2008年开始针对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籽和食糖相关主产区实施临
时收储政策 

• 2014年针对东北四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
实施的大豆、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宣告尾声 

 

•我国价格支持政策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农户
已产生较强的政策依赖，在农户理性的逐利原则下，稳定的市场价格
预期往往导致要素投入的增加。 

 



二、理论框架 

农户行为模型构建 



二、理论框架 

农户行为模型构建 



三、实证方法 

（一）宏观面板反事实模型  

•实证分析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对东北四省玉米单位面积化肥投入和种植
面积的影响，目前存在几个难点需要解决，首先，由于两项政策的收
储价格都在变化 

•同时，在众多影响玉米化肥施用、种植面积的因素中，准确提取出临
储政策的“净效果”较难，由于不可观测变量的遗漏已造成内生性问
题 

•本文的实证部分利用Hsiao, C.; Steve Ching等（2012年）提出的宏
观面板数据的截面相关模型 

 

 

 

 

 



三、实证方法 

（二）政策效应贡献率计算公式  



四、数据及政策描述 

（一）玉米临储政策描述 

 

年份 
Year 

启动时间 
Start time 

结束时间 
End time 

内蒙古 
Inner 

Mongoli
a 

辽宁 
Liaoni

ng 

吉林 
Jilin 

黑龙江 
Heilongj

iang 

2008-2009 2008年11月1日 2009年4月30日 1520 1520 1500 1480 

2009-2010 2009年12月1日 2010年4月30日 1520 1520 1500 1480 

2010-2011 2011年12月14日 2012年4月30日 1820 1820 1800 1780 

2011-2012 2012年11月16日 2013年5月31日 2000 2000 1980 1960 

2012-2013 2013年11月20日 2014年4月30日 2140 2140 2120 2100 

2013-2014 2014年11月25日 2015年4月30日 2260 2260 2240 2220 

2014-2015 2015年11月1日 2016年4月30日 2260 2260 2240 2220 

•玉米临储政策自2008年起实施，每级依次提升20元/吨 

•截止到2014年，临储价格年均增长速度 
• 黑龙江—6.99%；吉林省—6.91%；内蒙古与辽宁—6.83% 



四、数据及政策描述 

（二）数据来源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4-2015》中各省的玉米种植面积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994-2015》中每亩化肥用量以及每亩
化肥折纯量代表每亩的玉米化肥投入量 

 

•除临储实施的四省外，依据各省份玉米生产情况以及地理位置进行选
择，将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16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作为对照组参考 



五、实证结果 

（一）临时收储政策的单产效应 

 



五、实证结果 

（二）临时收储政策的面积效应 

 



五、实证结果 

（三）政策贡献率计算 

 

项目 品种 年份 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 内蒙古 合计 

政策贡献率 

2009 - 0.17% 2.93% 0.68% 1.06% 

2010 - -0.36% 11.11% -6.17% 0.46% 

2011 - -2.51% 14.67% -4.71% 0.77% 

2012 - 11.45% 15.11% -3.65% 6.66% 

2013 - 19.22% 16.32% 4.28% 12.76% 

2014 - 47.64% 13.69% 9.21% 23.00% 

2009 5.49% -3.74% 0.73% 2.68% 0.76% 

2010 53.27% 101.68% 20.17% 42.87% 49.33% 

2011 64.31% 107.66% 16.76% 69.13% 57.47% 

2012 45.20% 25.41% 23.28% 37.16% 30.96% 

2013 38.79% 67.26% 23.55% 14.52% 34.46% 

2014 54.45% 347.80% 35.03% 33.43% 72.97% 

•临储期间东北地区的化肥投入显著提升，主要贡献来自单产效应 

•临储政策对农户的单位面积化肥投入的刺激作用优先于扩大种植面积 



六、结论 
•结果发现，除价补分离政策外，其他政策均导致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同时
所有价格支持政策都会提高农户对相应作物的种植面积。 

 

•在直补政策下，农户不会增加化肥施用总量，仅在与当期种植面积挂钩的
直补政策下才会增加种植面积，因此，与价格支持政策相比，直补政策对
化肥施用的影响较小。 

 

•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单产效应的正向贡献程度强于面积效应，说明临时收
储政策可能导致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加剧，土地质量下降 

 

•通过公式计算总化肥投入的临储政策贡献率，发现临储政策显著增加了化
肥施用总量，在2014年对玉米的化肥施用的政策贡献率达112.75%。 

 

•由于农户获取化肥的交易费用远低于获取土地的交易费用，因而但政策实
施的短期内更容易通过增加单位面积化肥投入的方式提高单产水平，很可
能导致土地质量下降以及化肥的面源污染。 

 

•在鼓励价补分离政策替代过去一系列价格支持政策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
补贴资金分配方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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