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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乡融合发展，本质是协调农业与工业的关系。2003 年，

中国提出“五个统筹”之一的统筹城乡发展；2012 年中共中

央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从最开始的

统筹城乡发展到后来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现在的城乡融

合发展，中央政策方针一脉相通。但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蓬勃

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其经济地位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在新的历史发展中与其他产业产生

了新的联系，在新的经济结构中发挥着新的作用 [1]。因此，

研究工业产值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利于破解中国特有的

“三农”难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对促进乡村

振兴战略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2 工业产值与农业经济的现状分析

自迈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迎来了高速蓬勃的发展，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攀升，2019 年达到 99.08651 万亿元，

其中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三大产业的占比分别为 7.11%、

38.97%、53.92%。2000 年到 2019 年，全国第二产业总产

值从 45663.7 亿元增长到 386165.3 亿元，年均增量约为

17921.14 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 11.89%。但全国第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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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从 2000 年的 14717.4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70466.7

亿元，年均增长量只有约 2934.17 亿元，年均增长率约 8.59%。

根据图 1 可知，第一与第二产业的产值趋势图看出，第一产

业虽然也有大幅的增长，但每年年均增长率和年均增长量却

远远低于第二产业，使得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差距愈来愈

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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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9 年第一、二产业产值曲线图（亿元）

3 工业产值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变量的选取

论文所称“农业”是指广义农业，它包括农、林、牧、

渔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主要统计指标的解读，中国的

三个产业中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及其相关服务业，

所以论文用第一产业所代表的价值来概括农业的产值，以反

映中国广义农业经济总量的变动情况；论文所提及的“工业”

是指广义工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能源及水电气供应业，

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主要统计指标的解释，中国产业划分

中第二产业是指制造业、建筑业、能源、水电气供应业及其

相关服务业，因此论文用第二产业的产值来代表广义工业的

产值，以反映中国广义工业经济总量的变动情况 [3]。论文相

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0》并整理获得。

3.2 时间序列模型设定

论文采用金融时间序列实证分析方法，运用其一般线性

回归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

量方法，对 2000—2019 年农业产值与工业产值之间进行实证

分析。

3.2.1 线性回归分析

把 2000—2019 年第一、二产业产值数据导入 Eveiws7.2

中，命名为 Y 和 X，并且得到如下表 1 结果。

表 1 工业与农业产值一般线性回归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7170.955 764.8545 9.375580 0.0000

X 0.168336 0.003506 48.01715 0.0000

R-squared 0.992254     Mean dependent var 38965.34

Adjusted R-squared 0.991823     S.D. dependent var 18933.79

S.E. of regression 1712.101     Akaike info criterion 17.82347

Sum squared resid 52763204     Schwarz criterion 17.92304

Log likelihood -176.2347     Hannan-Quinn criter. 17.84291

F-statistic 2305.646     Durbin-Watson stat 0.853445

Prob[F-statistic] 0.000

根据相关分析得到线性回归式为：

Y=0.168336X ＋ 7170.955

其中，R²=0.992254；D.W.=0.853445；F=2305.646。

3.2.2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模型）

为了进一步分析工业产值增长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 Eviews7.2 中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先对工业产

值 X 时间序列与农业产值 Y 时间序列进行时间序列图和单位

根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数据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

经过二次差分，得到平稳时间序列 X2、Y2。其中，对 X2、

Y2 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时序图、单位根平稳性检验、自相关随

机性检验，该数据为平稳非白噪声时间序列，表明通过检验。

对两次差分后的工业经济增长 X2 和农业经济增长 Y2 初步建

立 VAR（2）模型。最后，对 VAR（2）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

在图 2 中特征根在单位圆内，表明 VAR 模型是稳定的，则通

过稳定性检验，可使用该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

并且得到以下 VAR 模型表达式：

Y2 ＝ 0.12*X2（-2）+0.04*X2（-1）-0.69*Y2（-1）-0.96*Y2

（-2）＋ 1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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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向量自回归模型特征根稳定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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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3.3.1 农业产值与工业产值相关性分析

从 回 归 模 型 的 F 检 验 值 来 看，F 统 计 量 的 值 为

2305.646，对应的 P 值为 0.000000，说明模型整体上高度显

著 [4]。可决系数为 0.992254，表明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间

存在高度相关性，由此说明工业产值的变动很大程度影响农

业经济的发展。

3.3.2 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采用 VAR 模型分析和测量一个标准差对

随机扰动影响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的现值和未来值的影响，

进而表示和描述一个变量的扰动或变量是如何受到模型的冲

击而影响其他所有变量的大小和影响程度，最后再反馈到自

身的进程。图 3 中脉冲响应函数在脉冲响应函数结果中，横

轴为冲击效应的滞后周期数，纵轴为响应变量的脉冲响应函

数，实线表示各自的脉冲响应函数，从工业产值脉冲衡量了

农业经济增长的发展，据此从经济增长维度测量中国工业对

农业“反哺”或是 “虹吸”的实现水平，及各时期对农业经

济增长的影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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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业产值对农业经济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

其一，工业产值的提高对农业经济发展有显著的“反哺”

效应，即工业经济产值不断地增加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正向

促进作用。

从第 1 期的响应为零之后该响应为正向的，至第 3 期约

为 789，之后第 4 期该响应又开始上升后很快到达第 6 期最

大值 1427 水平，10 期以后，工业产值的增加对农业经济冲

击幅度逐渐缓慢且趋于稳定，工业产值增加量和农业产值增

加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说明工业产值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工业产值的增

加对农业产出依然有强烈的带动作用。从乘数效应的角度来

看，工业产值增加切实带动了农业原材料与农业产品的需求，

工业产值增加带来工业部门收入提升，从而也提高了当地农

业劳动生产率，导致农产品需求的扩大化和多元化，为农业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最常见的反哺表现形式。

因此，工业产值对农业经济的反馈机制不仅体现在工

业产值的增长促进农业产出，而且还体现在工业扩张间接促

进农业部门繁荣。

其二，工业产值的提高对农业经济发展有显著的“虹吸”

效应，即工业经济产值的不断增加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抑

制作用。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第 3 期开始，中国工业经济增长

对农业经济的脉冲力度开始下降直至第 4 期，此时该响应

为 -1099，响应数值为负表明工业产值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

之后第 6 期又开始快速下降到第 8 期最小值 -1203，10 期以

后工业产值增加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冲击幅度逐渐放缓且趋于

稳定。

这意味着，中国工业产值增长越快，工业对农业资源的

竞争力就越强，资本、人力以及土地等生产要素就会流向工

业部门。

另外，机械、信息以及生物化学等现代化工业的成果对

农业的技术转移则比较困难，农业现代化的阻力既源于大量

技术水平较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也又与中国特殊的自然

条件有关，占中国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山区和丘陵地区，不

具备进行大规模机械化耕作的地形条件，大型农机现代化设

备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工业产值提高带来的农民工工资的

增加导致农村生产要素“涌入”城市，而工业要素生产率提

高对农业的促进作用仅限于“滴流”，即工业产值的增加对

农业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抑制影响。

由此可见，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不是只有相互促进的关

系，同时也伴随着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关系。工业的技术、

机械以及资本投入到农业上，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以此来

促进农业发展，但同时工业也吸纳农业劳动人口的流入和农

村土地被征用为工业用地，由此抑制着农业经济的进步。结

合工业产值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说明现阶段工业对农业

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即工业规模的扩大带动了农业的发展，

而工业集约化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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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向量自回归模型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通过方差分析来衡量各结构性冲击对内生变量

变化的贡献，从而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性冲击的程度大小。

在上述 VAR（2）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方差分解对不同时期

的农业经济增长 Y2 受到的冲击程度进行分解，下表中 Y2 为

自身农业经济增长量的贡献率，X2 为工业经济增长量的贡献

率，以此来衡量模型中的内生和外生两个变量产生影响的每

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见下表 2。

表 2 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贡献率结果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Y2:

Period S.E. Y2 X2

1 1718.933 100.0000 0.000000

2 2014.726 96.89838 3.101620

3 2221.561 84.83512 15.16488

4 2622.906 71.54941 28.45059

5 2707.921 68.28184 31.71816

6 3068.445 53.66060 46.33940

7 3093.896 54.37427 45.62573

8 3332.330 47.64608 52.35392

9 3346.190 47.31645 52.68355

10 3447.966 45.92240 54.07760

11 3468.367 45.78323 54.21677

12 3492.663 45.57313 54.42687

13 3508.271 45.95309 54.04691

14 3513.162 45.82635 54.17365

15 3520.619 46.01070 53.98930

16 3527.274 45.90416 54.09584

17 3530.981 45.84947 54.15053

18 3540.392 45.64596 54.35404

19 3542.152 45.60274 54.39726

20 3551.250 45.36937 54.63063

表 2 方差分解的分析结果显示，工业产值的增加对农业

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逐渐上升且趋于稳定在 54%。由于工业

化的影响以及工业产值不断快速增长，农业经济发展受到工

业产值增长的冲击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工业产值增长

都起着一定的贡献作用，贡献率从第 1 期的 0 到第 20 期的

54.63%，其呈上升趋势并且稳定。在 2000—2004 年，工业经

济和农业经济产值相差不大的时候，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更

多地依赖于自身农业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2005 年以后

工业经济迅速发展，拉开了工业与农业之间产值的差距，工

业产值增长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迅速扩大，直到 2010

年以后逐步稳定在 54% 左右，略大于农业自身对农业经济发

展的贡献，其贡献率在 2019 年达到最大值 54.63%。因此，

可以说中国工业产值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大于自身农

业的影响且趋于稳定。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运用 Eviews7.2 分析软件对中国 2000—2019 年农业产值

和工业产值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 2005 年之后农业与工业之间产值差距迅速

拉大，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农业的缓慢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

工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突出明显。

第二，农业产值和工业产值存在高度密切相关性，工业

产值变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发展。

第三，工业产值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的正向冲击，但

也存在抑制的负向冲击，农业与工业之间为一种相互促进且

相互抑制的平衡稳定关系，且冲击幅度逐渐放缓且趋于稳定。

第四，2010 年以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自身冲击贡献

率不断下降且已小于工业产值增长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即工业产值变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已经占据主要 

地位。

4.2 建议

第一，重视农业发展，提升农业实力。单从经济产值这

个角度来看，中国农业经济在三大产业中增速最慢最平缓，

由于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且农业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要注重农业自身的发展，拓宽农业资

金渠道、优化农业生态环境、引进农业高水平技术人才、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等，以提升农业实力。

第二，工业反哺农业，农业支持工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

但也需疏通好中国工业对农业部门的反哺渠道，尊重工业反

哺农业的自然规律，真正做到效率上的反哺，才能真正解决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及城乡融合

发展，实现农业的衰落到再生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三产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农业是国民经济

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保障，工业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

产业，服务业则是畅通工农业之间的桥梁，只有优化好三大

产业之间的产业结构，畅通三大产业之间的作用渠道，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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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一体推进，真正做到效率上的农业经济，才能加快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早日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

进而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终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

国的伟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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