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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海岸带各区县农业生产要素

产出效率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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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上海市海岸带各区县为研究对象，对其农业各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区县不同要素的产出效率存在巨大差异，各区县如果能够在农业产业结构、

产品结构、农业生产方式及经营方式等方面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则可以大幅度提高现有生产要

素的产出效率，使得现有农业生产要素得到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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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对象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上海市海岸带区县包括五区一县，即宝山

区、浦东新区、南汇区、金山区、奉贤区和崇明

县。

上海市海岸带各区县所依托腹地城市具有很高

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由于城市的集聚效应而造成

了庞大的城市规模，进而形成了对各区县农村的粮

食、蔬菜以及肉制品的巨大需求。另外，大量农业

人口的生存压力也对海岸带各区县农业发展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然而多年来，上海市海岸带各区县农

业由于土地的分散经营和异常的城市化特征等原

因，农业生产要素产出效率的正常发挥受到影响，

进而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集约化经营，也限制

了海岸带各区县农业发挥其成为依托城市的粮食、

蔬菜及肉制品供应基地的作用，压缩了农民转移创

业的空间，甚至由于农业发展速度的缓慢和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严重

下降。

为此，对上海市海岸带各区县农业各生产要素

的产出效率进行比较研究，以便从中找出影响耕地

要素、劳动力要素和农机要素产出效率的主要根

源，为促进海岸带区县农村土地、资金和技术等要

素的优化配置和农业高效率生产提供借鉴和决策

参考。

2基础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鉴于研究的目标和内容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

特收集以下几项数据：各区县的农业总产值、耕地

总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产业化指标和农业

生产科技含量情况，得到数据如表l所示。

3各区县生产要素产出效率的比较分析

3．1耕地要素产出效率比较

将各区县的农业总产值除以年末耕地面积获得

耕地要素的单位面积产出值，即耕地产出率。相关

的结果如图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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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郊区统计年鉴>(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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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2005年上海市各区县耕地产出率

从表1可以看出，海岸带各区县中农业大县

是崇明，该县农业总产值位于各区县之首，达到

近44亿元；南汇第二，为39．19亿元。而从图1

又发现，崇明的耕地产出率最低，只有0．51％，

而南汇则达到1．07％，位于榜首。这说明各区县

如果以南汇为基础进行比较，则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耕地要素的效益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农业

产出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具体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崇明县的可挖掘空间最大，

计算的总产值可以比实际翻一番，达到近92亿元。

其次依次为金山也可以翻一番，达到43亿元；奉

贤增长近50％，达到43亿元；宝山增长1倍，达

到12亿元。海岸带各区县如果都能够按照南汇土

地要素产出效率进行农业生产(虽然南汇与全国

相比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则海岸带区县预计农业

总产出将近244亿元，比目前的154．29亿元多出

近90亿元。因此，目前海岸带区县耕地资源没有

得到有效利用的损失至少有89亿元。

表2上海市各区县以南汇耕地要素产出率为标准所应

达到的农业总产出值计算结果

3．2劳动生产率比较

同样将表1中的总产值数据化成以“万元”

为单位，农业从业人数化成以“人”为单位，并

将各区县的农业总产值除以农业从业人数获得劳动

力要素的单位人员产出值，即劳动生产率，相关的

结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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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5年上海市各区县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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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l可以看出，海岸带各区县中宝山和浦

东的农业总产值最低。而从图2又发现，宝山的

劳动生产率最高，达到7．33％；浦东次之，为

6．96％。劳动生产率最低的是劳动力人口较多的

崇明和南汇，分别为2．98％和3．03％。这说明

各区县如果以宝山为基础进行比较，则在农业生

产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效益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农业产出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具体计算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上海市各区县以宝山劳动力要素产出率为标准

所应达到的农业总产出值计算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崇明县的可挖掘空间最大，

总产值可以增加近两倍，达到近108亿元。其次

依次是南汇可以增加一倍半，达到94亿元；金

山增加近一倍半，达到52亿元；奉贤增长近

50％，达到40亿元。海岸带各区县如果都能够

按照宝山的劳动生产率进行农业生产(虽然宝山

与全国相比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则海岸带区县

预计农业总产出将达到313亿元，比目前的

154．29亿元多出近158亿元。因此，目前海岸带

区县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损失至少有

158亿元。

3．3机械化产出率比较

再次将表l中的总产值数据化成以“万元”

为单位，并将各区县的农业总产值除以农业机械总

动力获得农机动力要素的单位农机动力产出值，即

机械化生产率，相关的结果如图3所示。

，7

≥6
_

痉45
≤3

萋；
暴0

∥焉

F嬲羽

+*i． _口_{_卜门一
宝山 浦东 南汇 金山 奉贤 崇明

图3 2005年上海市各区县机械化生产率

从表1可以看出，海岸带各区县中浦东的耕地

面积和农业总产值都很低，仅多于宝山。而从图3

又发现，浦东的机械化生产率最高，达到5．93％；

南汇次之，为5．5％。考虑到农业机械化应与区县

耕地面积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再结合图4可以看

出，耕地面积偏大、农机使用偏多的崇明机械化生

产率最低，只有1．799％；其次为金山和奉贤，分

别为1．88％和2．24％。和浦东的农机产出率相比

较，崇明的农业机械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率

现象，金山和奉贤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农业机械资源

的低效使用及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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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上海市各区县耕地拥有量

和农机总动力变化趋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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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各区县如果以浦东为基

础进行比较，则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的效

益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农业产出依然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具体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崇明县的可挖掘空间最大，

总产值可以增加两倍多，达到近144亿元。其次依

次是金山可以增加两倍多，达到73亿元；奉贤增

加近两倍，达到80亿元；而宝山也可以增长近两

倍。海岸带各区县如果都能够按照浦东的农业机械

生产率进行农业生产(虽然浦东与全国相比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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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上海市各区县以浦东机械化产出率为标准所应

达到的农业总产出值计算结果

定是最有效的)，则海岸带区县预计农业总产出将

达到366亿元，比目前的154．29亿元多出近209

亿元。因此，目前海岸带区县农业机械资源没有得

到有效利用的损失至少有109亿元。

4根源剖析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用于农业生产的耕地要素呈现不断萎缩的态

势。因此，目前靠增加要素投入来促进农业经济增

长是不现实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以延续。

为了确保耕地要素的边际产出不至于递减，各区县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应当互相

匹配，农业增长的绝对决定因素将来自集约型生产

和产业化运作。

4．1耕地要素产出率问题的根源与产业化程度

本部分研究所选用的指标是农业总产值和耕地

面积。2006年《上海郊区统计年鉴》中对“农业

总产值”的解释是以货币表现农业生产者在一定

时期内生产的全部产品总量，计算范围包括农、

林、牧和渔业，并按照“产品法”计算，即用农

业的全部主、副产品乘各项产品的单价，求得各项

产品的总量，然后加总获得农业总产值；而“耕

地面积”指能够种植农作物和经常进行耕锄的田

地，包括熟地、当年新开荒地、连续撂荒未满三年

的耕地和当年的休闲地(轮歇地)。

鉴于上述两项指标的界定，则所有与农业主副

产品相关的经营方式和活动都与农业产出有关联。

另外，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拉长产业

链的有效途径，因此考虑各区县农业产业化程度与

耕地产出率的关系。各区县产业化程度与耕地产出

率之间的变化趋势比较如图5所示，该图非常清晰

地显示了各区县耕地产出率与产业化程度具有高度

的同步变动趋势。

200

180

掌160

鞭1
40

20

0

． 1一—扣II．，l，t口【缸l
／'k

一业十【fi厦

／ ＼ +耕地产出毕
／ ＼

一／▲＼ 入
幻P一 ＼＼ ／ ＼

／／ ＼二—～、l
r／ ＼‘／ 、
／ Y

摹
、

锝
丑
钆
冒
#

宝山 浦东 南汇 金山 奉贤 崇明

图5上海市各区县产业化程度与耕地产出率变化趋势比较

进一步考察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5，说明产

业化程度对耕地要素的产出效率发挥了很强的辅

佐拉动作用。从图5可以看出，宝山、金山和崇

明岛由于其产业化程度很低，显示出在有限的耕

地要素投入上形成的农业总产值相对较低，而南

汇则由于比较高的产业化程度而使得用于农业生

产的单位耕地面积引致的农业产出显胜于其他几

个区县。

总之，在耕地要素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与

其匹配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太多将造成农业生产的

粗放型增长。为了实现农业在现有投入要素匹配模

式下的高效化生产，依靠产业化拉长产业链以增加

农业总产出将是非常有效的发展途径。

4．2劳动生产率问题的根源

4．2．1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情况

据2008年对海岸带各区县调查资料分析，海

岸带各区县快速城市化进程的主要诱因有两点：一

是海岸带区县的人口老龄化，由于庞大的老龄人口

数以及这些老龄人口依然可以维持目前技术含量不

高的农业生产，使得青壮年有可能脱离农业而进入

二三产业；二是海岸带区县青少年教育开支较多，

瑚啪啪m啪㈣∞∞∞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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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其父母们外出打工以增加其真实收入。

从表1可知，2005年各区县农业从业人口最

多的是崇明，南汇次之，鉴于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数

据只有2005年郊区农业从业人员总数，而其中南

汇和崇明占到了54％。从总的从业人员文化层次

看，大专以上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5％，而超过

50％的农业从业人员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层次。

海岸带各区县城市化进程的特征导致滞留于农

业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且年龄普遍偏高，这

些劳动力在对新技术的吸收、应用及技术效用的正

常发挥上必然会有所欠缺，这导致了两个农业大区

县的劳动生产率偏低。

4．2．2 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超过与现有耕地要素匹

配的实际需求数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耕地资源的日益

紧缺，各区县能够投入农业生产的耕地资源数量相

对固定甚至在不断减少。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的

基本国情、上海大都市超大规模的人口储备、二三

产业发展速度还不能完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及

进入二三产业的劳动力素质和年龄等原因，各区县

能够被吸收进人城市发展并进入二三产业发展的劳

动力数量相对有限，仍然还会使相当数量的农业劳

动力被迫滞留于农业，名义上从事农业的生产但实

际并未完全发挥作用。而在农业技术水平尤其是农

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过多的劳动力要

素与有限的耕地要素之间会出现不匹配，从而表现

为劳动力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

从各区县的劳动生产率来看，宝山区的劳动生

产率最高。如果考虑各区县在地域空间上的近似性

和生产方式、技术水平的继承性，那么其他各区县

的劳动生产率均应可以达到与宝山区相同的高度。

如果按照宝山区耕地面积为7 481公顷仅需要劳动

力0．81万人计算，那么其他区县的劳动力需求量

将如表5所示。

表5上海市各区县按照宝山耕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匹配情况计算的实际劳动力需求

从表5中可以看出，与宝山区相比剩余劳动力

最多的是南汇区，达到lO万多人，其次是崇明，

为8．5万多人。这些区县在今后要解决剩余劳动力

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就要调整产业结构，使

其向旅游农业和农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方向

靠拢。

4．3农业机械化率问题的根源

4．3．1 分散经营

从各区县的机械化程度可以看出，浦东和南汇

的机械化率最高，而崇明的则最低。其根源在于浦

东和南汇两区的耕地集中且连片经营程度高，便于

机械化耕作，从而使其从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中获

得较多的利益；而崇明虽然有庞大的耕地面积基

数，但是绝大多数属于分散经营，未集中连片且规

模小，因而在规模化经营方面处于劣势，这显然也

给机械化耕作带来了一定的障碍，最终导致机械化

生产的低效率。

另外，崇明等区县机械化率很低的根源还在于

其在对耕地进行流转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观念、体

制和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耕地流转障碍重重，

这些为土地连片集约经营和机械化生产带来了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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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影响。

4．3．2农业机械投入比例相对过高

对于有限的耕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农业机械

投入也应当与之相匹配，一定数量的耕地要求一定

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否则也会造成农业机械资源

的严重浪费。崇明等区县虽然拥有较多的耕地，但

是由于劳动力文化层次和年龄结构等因素影响到对

劳动力要素的匹配要求，再加上土地连片程度不够

高等也会影响到农业机械化要素正常作用的发挥。

从图3可知浦东的机械化率最高，当其他区县按照

浦东同样的耕地机械化比值计算时，各区县所应该

具有的机械化程度如表6所示。

表6上海市各区县与耕地要素匹配的农业机械理论需求量与实际拥有量差额

从表6可以看出，如果以浦东为例，则其他各

区县均存在比较严重的农机资源浪费情况，其中崇

明、金山和奉贤比较严重，南汇和宝山相对较好，

因此这些区县只要从农机使用效率方面借鉴浦东的

经验，就可以节省大量的费用。

5结论

上海市海岸带区县腹地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与

海岸带区县经济的相对迟缓造成各区县较大的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受经济效益和择业观念的影响，

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转移进入城

市二三产业，而滞留于农业的劳动力大多是文化层

次较低且年龄偏大的人口，或者是外地移民和打工

人员。这给海岸带区县造成的显著影响有：①区县

农业现代化进程由于人口文化素质较低而受到阻

力心o；②区县的主导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对区县

人均收入提高的贡献很低；③资金外流造成区县内

部资金供应紧张，进而影响区县产业结构的升

级‘3|。

海岸带区县耕地资源由于受家庭联产承包制度

的影响，目前多数区县依然处于分散经营状态，这

无疑给实现农业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提倡土

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一直是中央农村政策的主要

内容之一，这在中央一系列农村政策中均有涉及，

但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管理，从上到下的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在流转程序、流转手

段和流转档案管理等方面缺乏统一规定HJ。另外，

海岸带区县外出务工和经商的农民中，有些对土地

的眷恋还很深，宁愿“撂荒”也舍不得将土地使

用权流转出去，甚至在政府实施土地使用权流转与

区县居民阻碍流转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博弈关系，

结果造成耕地流转进程缓慢且障碍重重，进一步影

响到区县农业产业化、集约化步伐，最终造成农业

产出低效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恶性循环。

再者，区县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也是

影响耕地产出率的重要因素∞山J。从2006年上海

郊区统计年鉴来看，2005年各区县种植业农产品

的商品化率均不如渔业产品，而种植业所占的耕地

资源却大于渔业。虽然种植业为各区县的农业发展

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是相对其所占据的资源

量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耕地资源的浪费071。

总之，海岸带区县耕地要素由于依托城市相对

于内陆非常发达的经济而显得非常稀缺，其作为农

业生产要素增加了区县农业的生产成本，这种稀缺

的耕地资源必须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否则就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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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进而使经济低效益运转。为

此，海岸带区县相关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存在的问

题，采取适合本区县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使耕地要

素的效益能够得到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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