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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生猪养殖户按出栏量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把出栏量小于３０头、３０～１００头、１００～１　０００头、大于１　０００头的

养殖户划分为散养户、小规模户、中等规模户和大规模户。由于散养户部分出栏量用于自给，大中规模养殖场市场供应量比重实际上超过三分之一。

【统计应用研究】

中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影响因素研究

周　晶ａ，陈玉萍ａ，丁士军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ａ．工商管理学院，ｂ．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摘要：在中国农业产业中，养 殖 业 率 先 进 入 规 模 化 发 展 阶 段。基 于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 省 际 面 板 数 据，运 用

ＦＧＬＳ法考察生猪养殖规模化的决定因素，发现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效益、饲料加工业发育、城乡猪肉消费、交

通条件、劳动力非农化、劳动力文化水平以及财政支持政策对规模化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利用回归分解 法

识别关键因子，结果表明，规模化发展主要取决于四股力量，其中市场拉力是主要的源动力，而交通条件和 劳

动力文化素质则是重要支撑力，生产扶持政策也形成一定推力，四者的贡献率分别为２７％、１９％、１０％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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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也是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必要条件。然而，受土地制度等

诸多因素制约，中国种植业规模化经营长期停留在

低水平阶段。相比之下，中国以生猪为代表的养殖

业规模化从 上 世 纪９０年 代 中 后 期 开 始 起 步，并 于

２００６年以后 加 速 发 展。根 据《中 国 畜 牧 业 年 鉴》公

布的数据测算，２０１１年全国年出栏５００头以上的生

猪规模养殖场出栏量占总出栏量的比重达到３６％，
这意味着全国至少三分之一的猪肉市场供应已经由

大中型规模 养 殖 场 提 供①。那 么，探 索 这 一 令 人 瞩

目现象背后的驱动力，考察各种力量的方向、强度等

特征，并识别其中的关键因素，对制定旨在推动规模

化发展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参

考意义。为此，本文基于全国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对生猪规模化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并进一步

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
发达国家养殖业规模化完成较早，大量研究利

用马尔科夫链模型测算不同规模养殖场向其他规模

转变的概率，然后考察多种因素对这种结构转变的

影响，发现技术进步、规模经济、非农工作机会、农产

品价格和市 场 距 离 对 养 殖 场 扩 大 规 模 具 有 显 著 影

响［１－５］。一些定性 研 究 指 出，规 模 经 济 和 技 术 进 步

是推动美国养殖规模扩张的主要因素，而农场兼并

和土地流转 则 是 制 约 丹 麦 生 猪 农 场 规 模 扩 大 的 因

素［６－７］。由于社会 经 济 条 件 相 对 落 后，发 展 中 国 家

养殖业规模 化 起 步 较 晚，受 到 研 究 者 的 关 注 较 少。

Ａｎｇｅｌｅｓ发现菲律宾大型生猪养殖场多布局在农作

物主产区［８］；Ｋａｒｉｍｕｒｉｂｏ认 为 饲 料、动 物 健 康 和 推

广服务的缺乏、疫病是限制坦桑利亚规模养殖的因

素［９］。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规模养殖成 本 收 益、
要素生产率和比较优势方面。一些研究显示，尽管

生猪规模养殖成本上升速度高于散养，但随着技术

３６



　　①　农业部发布的《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将年出栏５００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出栏量占比作为度量生猪养

殖业规模化水平的指标，本文也采用这一指标。

　　②　根据《中国畜牧业年鉴》的数据测算，２００３年 以 前 全 国 年 出 栏１－５０头 的 生 猪 散 养 户 数 量 超 过１亿，且 出 栏 量 占 比 超 过７０％，直 到

２００８年这一比 重 才 降 到５０％以 下；另 外，散 养 户 养 殖 规 模 大 多 不 足１０头，从２００３年 的 数 据 来 看，散 养 户 中 出 栏１－９头 的 农 户 占 比 高 达

９５．５％，其出栏量占比达７４．２％。

效率反而和配置效率的改进，大中城市规模养殖成

本效率有所 提 高［１０－１１］。关 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研 究 发

现，中国各区域生猪养殖不同规模全要素生产率均

有所下降，但主产区规模养殖技术效率反而有所增

加，并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改进［１２－１５］。吴学兵、乔娟

利用概率优势模型对生猪主产省份不同规模养殖的

比较优势展开分析，发现各地不同规模比较优势差

异较大［１６］。

根据以上分析，关注发展中国家养殖业规模化

驱动力的研究较少，国内更缺乏针对性研究。基于

此，本文运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全国３１个省份的面板

数据展开实证分析，以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为被解

释变量，以科技水平、规模经济效益、饲料供应、猪肉

消费、交通通达性、劳动力非农化、农户投资水平、劳
动力文化水平、猪肉价格和规模化扶持政策等因素

为解释变量，使用ＦＧＬＳ法进行回归估计，并进一步

利用回 归 分 解 法 识 别 主 要 因 素，以 获 得 有 价 值 的

结论。

二、生猪养殖业规模化状况及
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一）生猪养殖业规模化状况

中 国 生 猪 规 模 化 养 殖 起 步 于 上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根据历年《中国畜牧业年鉴》整理得到图１。从

图１可以看出，１９９８年全国年出栏５００头以上的规

模养殖场出栏量在总出栏量 中 的 比 重 达６％①。此

后，这 一 比 重 缓 慢 上 升，于２００６年 达 到１５％左 右。
同期，规模养殖场数量从１．９万个增加到７．６万个。

２００６年以后，规模化进程明显加快，２００７年规模养

殖出栏比重比上年增加了７．４个百分点，规模养殖

场数量增长将近１倍。２００８年以后，规模养殖出栏

比重和养殖场数量分别保持了年均３．６％和１７％的

增长速度，到２０１１年 这 两 个 指 标 分 别 达 到３６．０％
和２３．８万个。

（二）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本文从技

术进步、规模经济效益、饲料供应、猪肉消费、交通通

达性、公共服务水平、劳动力非农化、农户投资能力、
劳动力文化素质、猪肉价格及规模化扶持政策等方

面阐释生猪养殖业规模化的动力机制。

图１　中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发展情况

１．技术进步。良 种 繁 育、圈 舍 设 施、废 弃 物 处

理、疫病防控等实体性技术以及科学经营管理技术

是提 高 养 殖 生 产 率 的 必 要 条 件。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和

ＭｃＢｒｉｄｅ指出技术进步是推动美国生猪养殖场规模

扩张的动力之一［６］。本文预期技术水平对生猪规模

化具有正向影响。

２．规模经济效益。规模养殖可以降低单位生产

成本，而成本优势有利于规模养殖场在剧烈的市场

价格波动中获取相对稳定的利润，从而达到规模经

济效应。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和 ＭｃＢｒｉｄｅ认 为 规 模 经 济 是

推动美国生猪养殖规模扩张的另一力量源泉，本文

预期规模经济对规模化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３．饲料供应。规模养殖场正常运转依赖于饲料

的可获得性和成本。粮食总产量体现了先天的饲料

资源禀赋，充足的粮食产量有利于保障饲料原料供

应并降低 饲 料 成 本。Ａｎｇｅｌｅｓ的 研 究 表 明，菲 律 宾

大型生 猪 养 殖 场 倾 向 于 布 局 在 粮 食 主 产 区［８］。然

而，随着养殖业对精细、混合配方饲料需求的不断加

强，一个地区后天饲料加工业发育不仅可以弥补粮

食资源的不足，而且它对规模化的支撑作用还可能

逐渐增强。基于此，本文认为资源禀赋和饲料加工

业发育程度都对规模化具有正向影响，但两者的相

对重要性则需要根据实证检验来判断。

４．猪肉消费。猪肉消费是拉动生猪生产的源动

力。然而，由于消费模式的差异，城乡猪肉消费对规

模化的影响需加以区分。在广大农村地区，一家一

到两头且以自给为主要目的的散养模式长期占主导

地位②，许多农 户 家 庭 全 年 的 猪 肉 消 费 大 部 分 来 自

年猪宰杀。尽管近年来受饲料成本上涨、生猪价格

剧烈波动和非农收入增加导致的机会成本上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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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截至２０１１年，全国仍有５　５００万个农村家庭从事生猪散养，并提供了３４％的出栏量。

响，生猪散养几乎无利可图，散养户大量退出，但是

传统消费观念在一些地区和农户中根深蒂固，农村

地区尤其是 山 区 依 然 有 大 量 农 户 维 持 散 养 活 动①。

基于此，本文预期农村传统猪肉生产消费模式对规

模化养殖具有阻碍作用。

不同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是纯粹的猪肉消费

者，其市场需求是消化和拉动规模养殖场产能的主

要力量。城镇猪肉消费由居民消费偏好和人口总数

两方面共同决定，消费偏好越高，城镇人口越多，消

费量就越大，对规模化的拉动作用也可能越大。本

文认为城镇居民消费偏好和人口规模对规模化具有

促进作用。

５．交通通达性。规模养殖场生产、销售计划的

顺利实施依赖于频繁、大批量的生产资料调入和商

品猪调出，而物资调进、调出的成本和便利性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交通条件。因此，本文预期连接生产

资料市场和消费市场的交通条件对规模化具有正面

影响。

６．公共服务水平。在过去相当长的时 间 里，基

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系统在推广良种繁育、疫病防

控等技术，指导农户科学养殖，降低重大动物疫病风

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预期公共服务水平与

养殖规模化正相关。

７．劳动力非农化。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

出务工的背景下，劳动力短缺是部分农村家庭放弃

养殖或者缩小养殖规模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

非农活动带 来 非 农 收 入 的 增 加 提 高 了 养 殖 机 会 成

本，进 而 降 低 养 殖 比 较 收 益，使 得 散 户 退 出 散 养

活动。

８．农户投资水平。规模养殖具有资金密集型的

特点，圈舍修建和改造、优良品种引进、粪污处理设

施建设等都以大量的投资为基础，本文预期农户投

资水平与养殖规模化正相关。

９．劳动力文化素质。规模养殖场实质上是一个

自负盈亏、自主决策的企业，因此经营者收集、分析

信息以及在此基础上科学决策的能力对养殖场的生

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而文化素质是信息处理和决策

能力的重要体现。本文预期劳动力文化水平与养殖

规模化水平正相关。

１０．猪肉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根据

价格调整生产决策。在价格高位时，生产者容易形

成较高的价格预期，从而做出扩大生产规模的决策。

反之，在市场价格处于低位时，生产者倾向于缩小养

殖规模。本文预期猪肉价格与养殖规模正相关。

１１．生猪养殖扶持政策。为稳定并推动生猪生

产，从２００７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生猪生产扶

持政策，包括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生猪标准化规

模养殖场专项资金、生猪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

能繁母猪保险补贴等多项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在固

定资产投资、风险控制、良种技术推广等方面进行了

扶持，本文预期政策对规模化养殖具有推动作用。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指标选取

为了检验本文的解释，并测度各因素的作用大

小，本文采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全国３１个省份的面板

数据展开计量分析。相关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

益资料汇编》、《中国畜牧业年鉴》、《中国饲料工业年

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农产品价

格调查年鉴》和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一些年份个

别指标缺失，本文采用相邻两个年份均值或者当年

全国平均水平替代。
被解释变量用年出栏５００头以上规模养殖场出

栏量在总出栏量中的比重表示。解释变量中的科技

水平用出栏率衡量，出栏率为生猪年末出栏量与年

初存栏量的比值，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养殖业良种

技术和管理技术水平。规模经济效益使用５００头规

模养殖场与１０头散养户年均利润的比值表示，其中

年均利润用规模、每头平均成本和每头成本收益率

三者之间的乘积得到。反映饲料供应的两个指标分

别用粮食盈余量和饲料加工业规模表示，其中粮食

盈余量等于粮食总产量与城乡粮食消费量之间的差

额，饲料加工业规模由饲料加工业总产值除以行政

面积得到。衡量城乡居民猪肉消费的三个指标分别

为农村居民猪肉消费、城镇居民猪肉消费倾向和城

镇化率，其中农村猪肉消费用农村居民猪肉消费总

量表示，城镇居民猪肉消费倾向用城镇居民年人均

猪肉消费支出表示，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

的比值表 示。交 通 通 达 性 由 铁 路 和 公 路 网 密 度 表

示，它等于营业铁路和等级公路里程数除以行政面

积。公共服务水平用乡镇兽医站分布密度表示，其

值为乡镇兽医站个数除以行政面积。劳动力非农化

则用农村居 民 工 资 性 收 入 占 家 庭 总 收 入 的 比 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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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利用农民人均自筹固定资产投资衡量农民投资

水平，采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表示劳动力文化素质，
具体而言为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小学文化程度劳动

力所占的比重。猪肉价格用上一年猪肉价格指数衡

量。生猪规模化扶持政策具有连续性，但由于无法

获得历年各省扶持资金准确的数据，本文使用年份

虚拟变量来考察政策的影响，即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等于

１，否则等于０。各指标说明见表１。
表１　变量指标的选择与说明表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代码 指标说明 预期方向

规模化水平 规模养殖场出栏比重 Ｙ　 ５００头及以上规模养殖场年出栏量占生猪出栏总量的比重。单位：％
科技水平 出栏率 Ｘ１ 生猪年末出栏量与年初存栏量的比值，单位：％ ＋

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与散养收益比率 Ｘ２
５００头规模养殖场与１０头散养户年均利润的比值，其中利润用规模×每

头成本×每头成本收益率计算得到，单位：％
＋

饲料供应 粮食盈余量 Ｘ３ 粮食总产量与城乡粮食消费量之间的差额，单位：万吨 ＋
饲料加工业规模 Ｘ４ 单位国土面积上饲料工业产值，单位：元／亩 ＋

猪肉消费 农村猪肉消费 Ｘ５ 农村居民猪肉消费量，单位：万吨 －
城镇居民猪肉消费倾向 Ｘ６ 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支出，单位：元 ＋
城镇化率 Ｘ７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单位：％ ＋

交通通达性 铁路公路网密度 Ｘ８ 单位国土面积上营业铁路和等级公路里程数，单位：公里／千公顷 ＋
公共服务水平 乡镇兽医站分布密度 Ｘ９ 单位国土面积上乡镇兽医站个数，单位：个／千公顷 ＋
劳动力非农化 工资性收入占比 Ｘ１０ 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单位：％ ＋
农民投资水平 农民自筹固定资产投资 Ｘ１１ 乡村劳动力人均自筹固定资产，单位：元／人 ＋
劳动力文化素质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Ｘ１２ 农民家庭劳动力中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所占比重，单位：％ －
价格 猪肉价格 Ｘ１３ 农产品集贸市场猪肉价格指数，上年＝１００，单位：％ ＋
政策 规模化扶持政策 Ｘ１４ 设为虚拟变量，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１，否则＝０ ＋

（二）参数估计及结果解释

区域面板数据通常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

估计，但考虑到样本数据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和序

列相关 等 问 题，本 文 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中 采 用 对 截 面 异

方差和序列相关都稳健的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进行

参数估计（ＦＧＬＳ），ＦＧＬＳ法本质上是一种固定效应

模型。
表２　ＦＧＬＳ回归结果表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Ｚ统计量

出栏率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２．１９０
规模经济效益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２．３００
粮食盈余量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６４０
饲料工业规模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４　 １．７４０
农村猪肉消费量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７ －２．０００
城镇居民猪肉消费支出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１　 ６．８００
城镇化率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１　 ２．０９０
铁路公路网密度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７．１１０
乡镇兽医站分布密度 －０．０８７　 １．５５８ －０．０６０
工资性收入占比 ０．２０５＊＊＊ ０．０５０　 ４．０７０
农民自筹固定资产投资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２．２２０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０．１７９＊＊＊ ０．０４１ －４．３３０
猪肉价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３７０
扶持政策 ２．６４５＊＊＊ ０．６０８　 ４．３５０
常数项 －２．１５２　 ３．３７５ －０．６４０

ｒ＝０．８５７；Ｗａｌｄ检验统计量Ｐ ＝０．０００；时序Ｔ ＝１４；截面Ｎ
＝３１；样本量ＮＴ＝４３４

　　注：广义最小二乘回归中Ｒ２不 能 用，本 文 报 告 了 被 解 释 变 量 观

测值与预测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在表中用ｒ表示；＊＊＊、＊＊、＊分

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

　　从表２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解释变

量估计系数的符号都与预期一致，且多数变量都具

有统计显著性。其中，饲料加工业规模在１０％的水

平上显著，出栏率、规模经济效益、农村居民猪肉消

费、城镇化率和农民筹资能力在５％的水平上显著，
城镇居民猪肉消费倾向、铁路公路网密度、工资性收

入占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生产扶持政策均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

出栏率、规模散养收益比率影响显著，说明技术

进步和规模 经 济 效 益 对 规 模 化 具 有 显 著 的 推 动 作

用，这与已有研究得到的发现是一致的。粮食盈余

量对规模化影响不显著，而饲料工业规模影响显著，
这说明后天的饲料加工业发育不仅可以弥补粮食资

源短缺劣势，而且对规模化的作用超过了资源禀赋，
甚至对其形成一定程度的替代。与预期一致，代表

农村传统消费模式的农民猪肉消费对规模化水平具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意味着传统的生产消费习惯是

生猪散养得以维持的重要力量；与此相反，城镇居民

猪肉消费倾向和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

城镇猪肉市场需求是拉动规模化养殖的重要力量。
铁路、公路交通网密度影响显著，表明市场通达性对

规模化进程起到了显著的支撑作用。农村居民工资

性收入比重每提高１个百分点，规模化水平将显著

提高０．２０５个百分点，这说明劳动力非农化和机会

成本上升是推动散养户退出或者缩减养殖规模的重

要力量。农村劳动力小学、文盲比重越高，规模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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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越低，文化素质对于规模养殖场科学决策意义重

大。生猪规模化扶持政策对规模化水平具有显著影

响，说明以资金补助为主要内容的扶持政策显著推

动了养殖业规模化发展。农民筹资能力对规模化也

具有显著的影响。
乡镇兽医站空间分布密度对规模化的影响也不

显著，这可能跟目前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网破、
线断、人散”的局面有关，实际上我们也观察到很多

地区乡镇兽医站的个数逐年减少。上一年猪肉价格

指数对规模化的影响为负，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
可能是因为 散 养 户 在 养 殖 业 中 仍 旧 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而他们在价格波动的影响下更容易大量地进入

或退出市场，从而造成规模养殖场出栏量占比反向

变动的局面。
（三）各因素贡献率测度

参数估计得到了各因素的边际影响，但无法比

较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而对变量按重要性进行

排序对于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更有意义。本文在回归

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回归分解方法测度各因素

的重要程度，该方法测算的是各因素对规模化水平

省际差异的贡献率。

Ｗａｎ根据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提出的夏普里理论，并 借

鉴前人研究中采用的分解方法，提出了一个简单而

有效的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方法，本文采用

这 一 方 法，并 用 变 异 系 数 ＣＶ（·）测 度 省 际

差异［１７－１８］。
对回归模型的估计是进行回归分解的前提，这

里将回归模型表示为：

Ｙｉｔ＝α＋β１Ｘ１ｉｔ＋β２Ｘ２ｉｔ＋…＋β１４Ｘ１４ｉｔ＋εｉｔ
（１）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α和β的估计值，然后计算得到Ｙ
的估计值Ｙ^，同时也计算不考虑常数项时Ｙ 的估计

值Ｙ^ｘ。下面分步骤进行回归分解。
第一步：计算残差和常数项对ＣＶ（Ｙ）的贡献：

Ｃε＝ＣＶ（Ｙ）－ＣＶ（^Ｙ） （２）

Ｃα ＝ＣＶ（^Ｙ）－ＣＶＶ（^Ｙｘ） （３）
第二步：分别计算每个变量对ＣＶ（Ｙ）的贡献。

通常针对不同的省份，Ｘ 的取值也不同，当用Ｘｉ 的

样本均值来取代Ｘｉ，可以消除Ｘｉ 差异，替换后很容

易重新计算Ｙ 的值，由此得到的Ｙ 值记为Ｙ^ｉ，用Ｙ^ｉ
所测算的差异记为ＣＶ（^Ｙｉ），它取决于Ｘ除去Ｘｉ 后

的差异性。类似地，分别用Ｘｉ 和Ｘｊ 的样本均值来取

代Ｘｉ 和Ｘｊ，可以同时消除Ｘｉ 和Ｘｊ 的差异，替换后

重新计 算Ｙ 值 记 为 Ｙ^ｉｊ，用 Ｙ^ｉｊ 测 度 的 差 异 记 为

ＣＶ（^Ｙｉｊ）；还可以同时消除更多Ｘ的差异。

Ｃｍｎｉ 表示变量ｉ在第ｍ 轮中第ｎ个对不平等的

贡献，各轮计算公式如下：

Ｃ１ｎｉ ＝ＣＶ（^Ｙｘ）－ＣＶＶ（^Ｙｉ）

ｉ＝１，２，…，１４ （４）

Ｃ２ｎｉ ＝ＣＶ（^Ｙｉ）－ＣＶ（^Ｙｊｉ）

ｉ，ｊ＝１，２，…，１４（ｉ≠ｊ） （５）
依此类推测算出 各 轮 的 贡 献 后，计 算 变 量ｉ在

第ｍ 轮中的贡献：

Ｃｍｉ ＝∑
Ｎｍ

ｎ＝１
Ｃｍｎｉ／Ｎｍ （６）

其 中Ｃｍｉ 表示变量ｉ在第ｍ轮中的贡献，Ｎｍ＝（１４－
１）！／（（１４－ｍ）！（ｍ－１）！）。变量ｉ对省际规模化差

异的贡献为：

Ｃｉ＝∑
１４

ｉ＝１
Ｃｍｉ／１４ （７）

第三步：分别测算各因素的贡献率。变量ｉ对省

际差异的贡献率计算方法如下，残差项和常数项贡

献率计算方法与此相同。

ＣＤｉ ＝Ｃｉ／ＣＶ（Ｙ）×１００％ （８）
表３列示了回归分解结果，包括常数项在内的

所有变量对 省 际 规 模 化 水 平 差 异 的 解 释 程 度 达 到

７４％，说明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从单个变

量贡献率来看，铁路公路网密度对规模化区域差异

的贡献率最大，达 到１９％；农 村 居 民 工 资 性 收 入 占

比的重要性居 第 二 位，贡 献 率 接 近１２％；城 镇 居 民

猪 肉 消 费 支 出 的 重 要 性 居 第 三 位，贡 献 率 超 过

１０％；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也是重要的因素，对区域差

异的解释 程 度 达１０％；城 镇 化 水 平 也 具 有 重 要 影

响，贡献度为４％；养殖业生产扶持政策也有较为明

显的影响，贡献 率 超 过３％；饲 料 加 工 业 规 模、技 术

水平和农村居民猪肉消费也具有一定影响，贡献率

都在２％左右；规 模 养 殖 比 较 收 益、粮 食 盈 余 量、公

共服务水平、农民筹资能力和价格水平的贡献比较

微弱。
进一步，可以把影响养殖业规模化发展的主要

因素归纳为四个方面：市场、交通基础设施、经营者

文化素质和生产扶持政策，其中城镇猪肉消费体现

了市场产品需求，而劳动力非农化则表现为生产要

素和成本的驱动，两者可视为市场机制的作用。计

算得出市场拉力是中国规模化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其贡献率达到２６．６％，而交通条件和劳动力文化素

质则可视为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贡献率分

别为１８．７％和１０．０％，此外生产扶持政策也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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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推力，贡献率为３．５％。
表３　回归分解结果表

变量 变异系数
贡献率
（％）

重要性排序

铁路公路网密度 ０．１８１　 １８．６７４　 １
工资性收入占比 ０．１１５　 １１．８２２　 ２
城镇居民猪肉消费倾向 ０．１０１　 １０．４１９　 ３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０．０９７　 １０．０３０　 ４
城镇化率 ０．０４２　 ４．３２３　 ５
生产扶持政策 ０．０３４　 ３．４８８　 ６
饲料加工业规模 ０．０２２　 ２．３１５　 ７
出栏率 ０．０１９　 １．９５５　 ８
农村猪肉消费量 ０．０１５　 １．５６７　 ９
农民自筹固定资产投资 ０．００９　 ０．９６２　 １０
粮食盈余量 ０．００２　 ０．２４１　 １１
规模经济效益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１２
猪肉价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１３
乡镇兽医站分布密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　 １４
常数项 ０．０７６　 ７．７８８ －　
所有解释变量 ０．７１３　 ７３．５８６ －　
残差项 ０．２５６　 ２６．４１４ －　
全部 ０．９６９　 １００．０００ －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广义最小二乘回

归方法对中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

分析，并采用回归分解方法甄别主要因子，发现技术

进步、规模经济效益、饲料加工业发育程度、城乡猪

肉消费、交通通达性、劳动力非农化、劳动力文化素

质和生产扶持政策都对规模化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对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排序，发现中国养殖业

规模化发展主要得益于四股力量：城镇猪肉消费和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等市场因素形成的合力是养殖业

规模化最重要的拉动力量，交通通达性和经营管理

者的文化素质则是两股支撑力量，生产扶持政策也

具备一定的推力。
本文的结论表明，第一，在过去的１０多年间，农

业劳动力迁移造成的散户大量退出和人口城市化带

来的大量、集中消费需求拉动是推动规模化发展最

主要的两股市场力量。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随着农

村劳动力的 进 一 步 外 流 以 及 与 之 相 伴 的 人 口 城 镇

化，市场机制对规模化的牵引作用将更加明显。因

此，从长期来讲，应该让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更
好地发挥作用。逐步扫清农村劳动力前往城市就业

并真正融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障碍，促进劳动力顺

利迁移，推进人口深度城市化，以及保障农副产品从

产地到城市餐桌整个流通环节的畅通性，都是政府

在保障市 场 机 制 运 行 方 面 可 有 所 作 为 的 地 方。第

二，长期政策扶植还应该考虑支持交通、通讯等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培训等方面，完善

养殖业规模化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硬实力”和“软

实力”。当然，以财政资金投入为主要内容的生猪规

模化扶持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在中

短期内保持扶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给予潜在

投资者稳定的预期，可进一步发挥政策对规模化的

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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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统计调查与数据分析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

　　由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统计系承办的“大数据背景下统计调查与数据分析研讨会”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５－７日在广州举行。
会议邀请到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李金昌教授、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副司长徐荣华高级统计师、中

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金勇进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荆炳义教授、厦门大学数据挖掘研

究中心主任朱建平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游士兵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统计系刘建平教授分别做

了专题报告，来自全国相关院校的５０多名同行专家学者到会参加了交流。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在大数据时

代来临的背景下，如何从纷繁复杂的海量数据中提取并分析有用的信息，从而应对社会经济各方面问题。大

数据的概念、性质、特点及其对统计改革、统计调查提出的挑战成为会议的热点，与会专家学者就统计调查理

论方法、社会经济统计及其数据分析等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具体的交流探讨。
（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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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晶，陈玉萍，丁士军：中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影响因素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