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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⒇汪海洋，孟全省＊，亓红帅，唐　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利用１９７８～

２０１０年的财政支农数据，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的现状并在建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

测方差分解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各类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在促

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时滞；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在财政

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为６６．７％，而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仅为１２．３％，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农

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虽然仅为０．９％，但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达到了２０．

６％。最后提出建议：政府应特别加强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部分的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进而提升

对这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应尽快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结构进行

调整，适当减小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的投入比例，增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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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支出是政府进行经济调节的主要手段，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过程

中，财政支出不仅承担着支持文化教育、科学技术、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转移支付等方面的职能，更重

要的是通过对农业领域的投入来促进农业发展，提

高农民收入。深入分析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居

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充分发挥政府对农业

发展的财政支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在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关系方面所做的研究大多为定性研究，定量分析方

面的文章并不多见，且模型选择较为简单。李焕彰、

钱忠好［１］在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验证财政支农支

出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农

业公共产品投入不足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农业可持续

增长的潜力，为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

置效率，必须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

业基础设施投入，压缩农业事业费支出，并在政策层

面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机制。杨林娟、戴亨钊［２］对甘肃省财政支农 支 出 与

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财

政支农支出是甘肃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推动力，当

财政对农业每 增 加１％的 投 入，农 民 人 均 收 入 将 增

加１４８．８元。石 建 平［３］采 用ｌｏｇｉｔ模 型 分 析 了 财 政

支农资金中 的 各 类 支 出 对 农 民 人 均 收 入 的 影 响 关

系，得出农业支农支出、农业科技三项投入和农业救

济支出对农民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邢文洋［４］

采用边际效应分析方法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

收入之间的关系，也认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

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在用ＶＡＲ模型对财政农

业支出 与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增 长 关 系 研 究 方 面，刘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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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５］基于ＶＡＲ模型分析了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与第

一产业 发 展 之 间 的 关 系。刘 宏 杰、李 素 娜［６］运 用

ＶＡＲ模型对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与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

结论表明：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纯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农业支出冲击对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财政农业支

出冲击后的第８年，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正

向影响达到最大，对其波动的贡献份额也呈上升趋

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冲击对财政农业支出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１０年的影响最大，对财政农

业支出波动的贡献较小。但刘宏杰、李素娜只是用

ＶＡＲ模型研究了财政农业总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未分别研究各项财政农

业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陈

灿煌［７］以中 国１９８０～２００５年 度 数 据 为 样 本，基 于

ＶＡＲ模型检验了政府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贫困减

少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从长期看，财政农业支出

是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有效途径，但同时也加剧

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从短期看，财政农业支出减

少贫困的效果不明显。刘玉川［８］则利用误差修正模

型研究了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

究结论表明：财政支农对于增加我国农民收入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

收的 影 响 存 在 一 定 的 差 异。崔 姹［９］利 用 河 北 省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农业贷款、财政支农投入和农民收入

的实际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非

因果 检 验，进 行 脉 冲 分 析 和 方 差 分 解，研 究 表 明：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河 北 省 财 政 农 业 支 出 和 农 业 贷 款 对

农民 收 入 的 提 高 的 没 有 起 到 应 有 的 作 用。李 燕

凌［１０］利用县乡政府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的混合数据对县

乡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

明：目前县乡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产生了较好的农业

生产效率，但 功 能 覆 盖 面 较 窄、缺 乏 个 性 化 公 共 服

务、对农民收入水平反应不敏感。

综上可知，以往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采用的

时间序列数据有限，主要运用这些数据对财政农业

支出与农民收入进行相关性分析，并不能反映它们

之间存在的动态关系；二是在研究中假定经济数据

平稳，但在实证研究中，大多数的宏观经济数据都是

非平稳或者带有趋势的，如果直接进行回归，极有可

能导致伪回归现象［１１］；三是没有分别对各项财政农

业支出与农民收入互动关系进行研究［１２］。

由于传统的相关（协整）分析和ＶＡＲ分析可能

产生误导，国际学术界近年来普遍采用结构向量自

回归（ＳＶＡＲ）方法考察财政政策效应。目前用该方

法考察农业财政政策效应在我国尚属空白。本文使

用ＳＶＡＲ方法就 农 业 财 政 政 策 对 农 村 产 出 与 居 民

消费的影响进行冲击响应、方差分解，同时考察财政

农业支出的具体项目，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

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与农村居民收

入的动态关系。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农

业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问题的研究成果，克服其研究

方法的不足，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国家层面，运用结构

式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对各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

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从动态的角度来分别

考察各项财政农业变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财政农业支出的现状描述

（一）总体规 模 大 幅 增 加 但 占 财 政 总 支 出 比 重

呈下降趋势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总量几乎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见图１），但国家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却存在一定的下降趋势（见图２）。财政用于农业的

支出总量，是衡量政府对农业支持程度的重要标准，

改革 开 放 以 来，中 国 财 政 农 业 支 出 从１９７８年 的

１５０．６６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８　５７９．７亿元，是１９７８
年财政农业支出的５６．９倍。但是财政农业支出总额

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１９７９年最 高 时 达 到１３．７％，２００３年 最 低 时 却 仅 为

７．１２％。财政净投入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等指标

也均呈下降趋势，从这些指标来看，国家财政对农业

的实际支持程度在不断的下降，这说明相对于改革开

放初期，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支农力度并不大。

图１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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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

（二）各项农 业 支 出 占 农 业 支 出 总 额 的 比 重 差

异较大

由图３可以看出，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

出部分比重最大，从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来平均水平

维持在６６．７％，最大值为７４．８％（１９９５年），最小值

为５１．０７％（１９７８年）。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次 之，平

均水平达到了２５％，最大值为３９．９％（１９９８年），最

小值为１９．９％（２００６年）。相对支农支出和农村基

本建设支出部分而言，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

费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比重较小，平均水平分别

为０．９％和５．５％。可以概括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和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是财政支农的重点，而财政支

持农业科技和农村救济的力度则相对较小。

图３　各项农业支出占农业支出总额的比重

三、研究假设

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增收之间的关系其实质为

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

主要用于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

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等方面，不同性质的投入通过

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作用于最终的产出，又由于各项

财政农业支出性质差别较大，对带动农民收入增加

的促进机制也各不相同，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１．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

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以及农村救济费等对农民增

收的带动效果不同。

２．不同时期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增收的运

用效果不同。

四、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

系研究中，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农民收入，记
为ＳＲ。目前，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支农支

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

济费等方面：

１．支农支出。支农支出主要用于支援农村生产

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主要指对农村兴办的小型

农田水利和打井灌溉，农村水土保持，农村开荒等的

补助费以及农业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经费。

２．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主要

指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等建设以及农业综

合开发的支出。

３．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

指用于农业科研方面的支出。

４．农村救济费。指通过转移支付手段，直 接 给

农村贫困以及失去劳动能力的居民的补贴。分别记

为ＳＣＺＣ、ＪＳＺＣ、ＳＸＦ、ＮＣＪＪ。

本研究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以 及 国 研 网 数 据 中 心，取 样 时 间 段 为

１９８７～２０１０年。同 时，为 了 消 除 异 方 差，对 农 村 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取自然对数以消除

变化趋势，记为ＬｎＳＲ、ＬｎＳＣＺＣ、ＬｎＪＳＺＣ、ＬｎＳＸＦ、

ＬｎＮＣＪＪ，其 相 应 的 差 分 序 列 记 为 ＬｎＳＲ（或

ＤＬｎＳＲ）、ＬｎＳＣＺＣ（或 ＤＬｎＳＣＺＣ）、ＬｎＪＳＺＣ
（或 ＤＬｎＪＳＺＣ）、 ＬｎＳＸＦ （或 ＤＬｎＳＸＦ）、
ＬｎＮＣＪＪ（或ＤＬｎＮＣＪＪ）。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

国债安排的支出；从２００７年起，国家财政支农支出

因报表制度调 整，口 径 与 往 年 不 同，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中的支农支出仅为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

五、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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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

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入的五元结构ＶＡＲ（３）模型（即ＳＶＡＲ（３）模型）：

Ｂ０ｙｔ＝Γ１ｙｔ－１＋Γ２ｙｔ－２＋…＋Γｐｙｔ－ｐ＋ξｔ（ｐ＝３）

（１）

其中：

Ｂ＝

１ －ｂ１２ … －ｂ１ｋ
－ｂ２１ １ … －ｂ２ｋ
… …  …

－ｂｋ１ －ｂｋ２ …

熿

燀

燄

燅１

Γｉ＝

γ（ｉ）１１ γ（ｉ）１２ … γ（ｉ）１ｋ

γ（ｉ）２１ γ（ｉ）２２ … γ（ｉ）２ｋ
… …  …

γ（ｉ）ｋ１ γ（ｉ）ｋ２ … γ（ｉ）

熿

燀

燄

燅ｋｋ

　ｉ＝１，２，…，ｐ

ξｔ＝

ξ１ｔ

ξ２ｔ

ξ３ｔ
…

ξ

熿

燀

燄

燅ｎｔ
ＳＣＺＣｔ、ＪＳＺＣｔ、ＮＣＪＪｔ、ＳＸＦｔ、ＳＲｔ 分别为支农

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

项费用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序列，ξ１ｔ、ξ２ｔ、ξ３ｔ、

ξ４ｔ、ξ５ｔ分别为作用在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 设 支 出、

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农村居民家庭人

均纯收入上的结构式冲击，即结构式残差，ξｔ 是协方

差为单位矩阵的白噪声向量，即ξｔ～（０．）。

如果Ｂ是可逆的，可将结构式方程转化为简化

式方程：

Ｘｔ＝Ｂ－１Γ０＋Ｂ－１Γ１Ｘｔ－１＋Ｂ－１Γ２Ｘｔ－２＋Ｂ－１Γ３

Ｘｔ－３＋ｕｔ（ｕｔ＝Ｂ－１
ξｔ） （２）

一般而言，简化式残差是结构式残差的线性组

合，是一种复合冲击，比如式（２）中的残差可以看作

是５种冲击的线性组合。所谓的结构冲击和简化式

残差不同，它们互不相关且与其他的冲击不相关。

（二）模型的平稳性检验、模型阶数确定及模型

的稳定性检验

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运用要求系统中的变量

具有平稳性，因此，本文首先采用 ＡＤＦ检验法对相

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平稳性。检验结

果见表１。

表１　ＬｎＳＲ、ＬｎＳＣＺＣ、ＬｎＪＳＺＣ、ＬｎＳＸＦ、ＬｎＮＣＪＪ单位根的ＡＤＦ检验表

变量 检验类型 ＡＤＦ 个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结论

检验值 １％ ５％ １０％ Ｐｒｏｂ．＊
ＬｎＳＲ （Ｃ，Ｔ，１） －２．６６８　６７０ －４．３３９　３３０ －３．５８７　５２７ －３．２２９　２３０　 ０．２５６　０ 非平稳

ＬｎＳＣＺＣ （Ｃ，Ｔ，１） －２．５４４　５８０ －４．３２３　９７９ －３．５８０　６２３ －３．２２５　３３４　 ０．３０６　１ 非平稳

ＬｎＪＳＺＣ （Ｃ，Ｔ，３） －２．６８６　５０２ －４．３２３　９７９ －３．５８０　６２３ －３．２２５　３３４　 ０．２４９　０ 非平稳

ＬｎＳＸＦ （Ｃ，Ｔ，３） －２．０６８　６６５ －４．３２３　９７９ －３．５８０　６２３ －３．２２５　３３４　 ０．５４０　０ 非平稳

ＬｎＮＣＪＪ （Ｃ，Ｔ，３） －２．２３４　０９０ －４．３２３　９７９ －３．５８０　６２３ －３．２２５　３３４　 ０．４５３　７ 非平稳

⊿ＬｎＳＲ （Ｃ，Ｔ，３） －３．２５４　１３６ －３．７２４　０７０ －２．９８６　２２５ －２．６３２　６０４　 ０．０２８　５ 平稳

⊿ＬｎＳＣＺＣ （Ｃ，Ｔ，１） －６．４４６　４４６ －４．３３９　３３０ －３．５８７　５２７ －３．２２９　２３０　 ０．０００　１ 平稳

⊿ＬｎＪＳＺＣ （Ｃ，Ｔ，３） －５．６５３　１４４ －４．３３９　３３０ －３．５８７　５２７ －３．２２９　２３０　 ０．０００　５ 平稳

⊿ＬｎＳＸＦ （Ｃ，Ｔ，３） －６．３２７　１８６　 ０．０００　１ －３．５８７　５２７ －３．２２９　２３０　 ０．０００　１ 平稳

⊿ＬｎＮＣＪＪ （Ｃ，Ｔ，３） －７．５７５　９５３ －４．３３９　３３０ －３．５８７　５２７ －３．２２９　２３０　 ０．００００ 平稳

　 　 由 表 １ 可 知，ＬｎＳＲ、ＬｎＳＣＺＣ、ＬｎＪＳＺＣ、

ＬｎＳＸＦ、ＬｎＮＣＪＪ的 ＡＤＦ检验统计量均大于 显 著

性水 平０．０５时 的 临 界 值，不 能 拒 绝 原 假 设，序 列

ＬｎＳＲ、ＬｎＳＣＺＣ、ＬｎＪＳＺＣ、ＬｎＳＸＦ、ＬｎＮＣＪＪ 都 存

在单位根，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进一步将序列

ＬｎＳＲ、ＬｎＳＣＺＣ、ＬｎＪＳＺＣ、ＬｎＳＸＦ、ＬｎＮＣＪＪ 分 别

进行 一 阶 差 分，得 到ＬｎＳＲ、ＬｎＳＣＺＣ、Ｌｎ－
ＪＳＺＣ、ＬｎＳＸＦ、ＬｎＮＣＪＪ，再分别对其进行单位

根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知道，ＬｎＳＲ、ＬｎＳＣ－

ＺＣ、ＬｎＪＳＺＣ、ＬｎＳＸＦ、ＬｎＮＣＪＪ的 ＡＤＦ检

验统计量均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时的临界值，说明

在５％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下 拒 绝 原 假 设，序 列 ＬｎＳＲ、

ＬｎＳＣＺＣ、ＬｎＪＳＺＣ、ＬｎＳＸＦ、ＬｎＮＣＪＪ均 不 存 在 单

位根，系 平 稳 时 间 序 列，这 说 明 ＬｎＳＲ、ＬｎＳＣＺＣ、

ＬｎＪＳＺＣ、ＬｎＳＸＦ、ＬｎＮＣＪＪ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根据ＡＩＣ和ＳＣ 取 值 最 小 的 原 则 来 选 择 模 型

的滞 后 阶 数。不 同 滞 后 阶 数 下 模 型 的ＡＩＣ 和ＳＣ
取值比较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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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滞后阶数下模型的ＡＩＣ和ＳＣ取值比较

阶数 ＡＩＣ　 ＳＣ

３阶 －７．４５３　０３５ －３．５５２　６３２

２阶 －６．１８９　６９２ －３．５２８　３３４

１阶 －５．０５４　３８４ －３．６１４　５６６

　　分析可知，各序列均为一阶差分平稳的，即各序列

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需要对模型包含的变量进

行协整检验。通过检验，结果显示在１％和５％的显著

性水平下各存在一个协整方程，模型中各内生变量之

间具有协整关系。由表３可知，被估计的模型所有根

的模小于１并且位于单位圆内，因此模型是稳定的。
表３　模型稳定性检验

模型单位根检验

Ｒｏｏｔ　 Ｍｏｄｕｌｕｓ

０．６４５　９２９－０．６５４　６３１ｉ ０．９１９　６５５

０．６４５　９２９＋０．６５４　６３１ｉ ０．９１９　６５５

０．８８９　９２１　 ０．８８９　９２１

－０．８５８　２０６　 ０．８５８　２０６

－０．６３５　６０３－０．５０９　９２２ｉ ０．８１４　８６９

－０．６３５　６０３＋０．５０９　９２２ｉ ０．８１４　８６９

０．６７５　７５２　 ０．６７５　７５２

－０．４６４　３５７－０．４７５　５１３ｉ ０．６６４　６３５

－０．４６４　３５７＋０．４７５　５１３ｉ ０．６６４　６３５

－０．０３７６６２－０．４４０３２７ｉ ０．４４１９３４

－０．０３７　６６２＋０．４４０　３２７ｉ ０．４４１　９３４

－０．２６９　７３５　 ０．２６９　７３５

　　因此，该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

出的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和可靠的。
（三）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分析农民收入对农业投资的１单位标准差冲

击的反应，在上述已建立的ＳＶＡＲ模型基础上建立广

义脉冲响应函数，图４是基于模型和渐进解析法模拟

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其中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

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同
时，将模型中响应函数的追踪期设定为１５年。

图４ａ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自身新息的响应路径

图４ｂ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支农支出新息的响应路径

图４ｃ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农业基本建设

支出新息的响应路径

图４ｄ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农业科技三项费

新息的响应路径

图４ｅ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农村救济新息的响应路径

１．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农村救济新息的

响应路径。考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对其

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而

这实际上显示了农民收入波动自身的惯性机制。从

图４ａ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对其

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路径整体上呈现出较

明显的波动性。在当期给农民人均纯收入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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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冲击后，在前三期显示出负向响应，第四期到第

五期表现为正向响应，但这种响应并不具有持续性，

从第五期开始，呈现出波动性的缓慢衰减，最终趋于

稳定。这说明，当前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与其

滞后期有一定的关联度，且其关联度呈弱化趋势，最

终趋于零。

２．考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对支农支

出增加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从图４ｂ可以看出，

在本期给支农支出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在前四期

表现出明显的负向响应，整体上呈现出逐渐下降的

趋势，并在第四期达到谷底。从第四期开始，负向响

应程度逐渐减小，并于第六期开始出现了正向响应，

在第八期达到最大的正向响应，随后又逐渐下降，并

与第九期再一次出现负向响应，在第十一期负向响

应开始减弱，在第十四期又出现正向响应。这说明，

农民人均纯收入对支农支出的响应极具波动性。短

期内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消极影响，

但长期来看，其将波动性地趋于稳定。整体而言，支

农支出的增加对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的正向拉动效

应并不显著，且很不稳定。政府在应考虑建立持续

稳定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的促

进作用。

３．考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对农业基

本建设支出 增 加 的 响 应 情 况 和 响 应 路 径。从 图４ｃ
可以看出，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对农业基本建设

支出变化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整个期间基本上

都呈现出负向响应关系，并具有明显的波动性，且波

动频率较大。在本期给财政农业支出资金一个标准

差的冲击后，从 第 二 期 开 始，负 向 响 应 程 度 逐 渐 增

大，并在第四期达到谷底，出现了最大的负效应。其

后负向响应程度逐渐减弱，在第八期与第九期期间

呈现出短暂的正向响应关系。随后又表现出一定的

负向响应关系。这说明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农业基

本建设支出在增加农民收入上的长期效果并不稳定

和显著，但这并说明农业基本建设对于提高农民收

入作用不大，恰好说明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农业基本

建设支出方面的资金使用效率，且提升空间很大。

４．考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对农业科

技三项费增加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从图４ｄ可

以看出，在本期给农业科技三项费一个标准差的冲

击后，一开始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一个较强的

正向拉动作用，但随后正向拉动效应逐渐减弱，并于

第四期出现负向响应关系，且负向响应程度逐渐增

大，于第六期达到谷底，负向响应程度达到最大。随

后负向响应逐渐减弱，并于第九期又表现为正向响

应，最终收敛于零。这说明，农村科技三项费的增加

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并不存在长期的正向拉动效应，

政府应充分发挥农村科技三项费的资金使用效率，

并建立稳定可行的长效机制促进其对农村收入的正

向拉动作用。

５．考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对农村救

济增加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从图４ｅ可以看出，

在本期给农村救济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在前五期

呈现出了负向响应关系。从第六期开始，出现了正

向响应关系，但这种正向相应并不具有持续性，从第

十一期开始又出现了负向响应，随后逐渐趋于稳定，

且收敛于零。这说明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农村救

济费的增加并没有对农民收入的增加起到显著的正

向拉动效应。

（四）预测方法分解

脉冲响应函 数 描 述 的 是ＳＶＡＲ模 型 中 的 一 个

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

化的贡献度，进 一 步 评 价 不 同 结 构 冲 击 的 重 要 性。

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ＳＶＡＲ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

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本文在以

下的分析中，利用预测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不同性质

的财政农业支出资金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

解结果见表４和图５。

从表４和图５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

收入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各项财

政农业支出资金变化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波动的冲击

在第二期才得以显现。同时，方差分解结果到第五

年以后趋于稳定。由表４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家庭

纯收入自身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变动的影响

最大，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最大贡献度为５９．８０２％，

即此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预测方差５９．８０２％
可由自身的变动来解释。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

加有其自身的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为资本对

收入的正向影响作用，即富裕家庭收入的增长幅度

大于贫穷家庭收入的增长幅度。另外，各项财政农

业支出资金按照贡献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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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

民 收 入 增 长 的 最 大 贡 献 度 分 别 为：２０．５５５％、

１２．３４０％和１０．６４０％。这说明，长期来看，各项财政

农业支出资金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

率都不很高，且存在较大差异。
表４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方差分解表

Ｐｅｒｉｄ　 Ｓ．Ｅ． ＤＬＮＳＲ１ ＤＬＮＳＣＺＣ１ ＤＬＮＳＸＦ１ ＤＬＮＪＳＺＣ１

１　 ０．０５２　２０８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６７　０９６　 ９２．８０７　６７　 ５．７７９　６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１７　 １．４０３　７０５

３　 ０．０７８　０９１　 ８５．６６５　８８　 ８．２８２　５７８　 ３．８０１　７９２　 ２．２４９　７５３

４　 ０．０８９　３１３　 ６６．６４１　８４　 １２．４８２　５７　 １２．４４５　８８　 ８．４２９　７０４

５　 ０．０９４　１０２　 ６０．３４４　８７　 １２．１８９　９８　 １８．８４５　６８　 ８．６１９　４６３

６　 ０．０９７　６８６　 ５７．９９０　７２　 １１．３１２　２１　 ２０．１２９　８０　 １０．５６７　２６

７　 ０．０９８　２９２　 ５７．３２７　８７　 １１．７５６　５８　 ２０．１７２　１８　 １０．７４３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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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方差分解图

六、结论与建议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对各

项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有着不同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

径，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

献度和影响力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作

用时滞，这也验证了本文假设的正确性。改革开放

３０多年来，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在财

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为６６．７％，而其对农村

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仅为１２．３４０％，

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

农业总支出中 的 平 均 比 重 虽 然 仅 为０．９％，但 其 对

农村 居 民 家 庭 人 均 纯 收 入 方 差 贡 献 率 却 达 到 了

２０．５５５％。

整体而言，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纯收入的正向拉动效应并不十分明显，这主要

源于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资金使用效率相对较低，且

缺少持续稳定的长效机制保障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的

使用效率。这说明我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

出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有效发挥其对农民增收

的拉动作用，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财政农业支

出中支农支出部分的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相

关机制进而提升对这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

外，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应

尽快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

小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的投入比例，增大农业

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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