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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棉花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棉花主产省的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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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1990 - 2008年我国棉花主产区面板数据对棉花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

分析 ,结果表明 ,播种面积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是棉花产量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受灾面积对棉花产

量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农用化肥施用量和种植业劳动力数量对棉花产量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根

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以提高我国棉花综合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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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about major production regions of cot ton in China f rom 1990 to

2008 , an empirical analy sis w as made to measure facto rs of co t ton productive 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acreage and power of agricul tural machinery w ere the main source in grow th of co-
t to n production , the statistics of the disaster area had a signif icant negative impact ,while fert ilizer

amount and labo r number w ere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o tton productive ability. Finally , ac-
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 the paper proposed co 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m-
prove Chinese co t ton product ive abil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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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快速发

展 ,近年来我国棉花出现了供给偏紧的态势 。2007

年以来棉花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 2010年国内市场棉

花价格更是创造历史新高 。棉花价格的上涨增加了

纺织 、服装等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 ,影响到我国传统

竞争优势产品的出口 。新疆 、河北 、河南 、安徽 、湖

北 、江苏和山东七省(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棉基地 ,

2008年这 7个省(区)棉花总产量达到 665. 70万 t ,

占到我国棉花总产量的 88. 58%。为确保我国棉花

产业安全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必须提高我

国棉花主产省的综合生产能力。因此 ,对影响我国

棉花综合生产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1　主产区棉花生产现状分析

1. 1　棉花总产量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棉花生产发展迅速 ,棉花产

量已由 1978 年的 216. 70 万 t 增长到 2008 年的

749. 20万 t。7个棉花主产省作为我国棉花的主要

生产基地 , 产量由 1978 年的 200. 27 万 t 增长到

2008年的 665. 70万 t ,但产量所占份额却由同期的

92. 42%下降到 88. 58%。

　河南农业科学 ,2011 ,40(10):49-51
　Journal of Henan Ag ricultural Sciences

DOI牶牨牥牣牨牭牴牫牫牤j牣cnki牣牨牥牥牬牠牫牪牰牳牣牪牥牨牨牣牨牥牣牥牥牰



从棉花主产区看 ,2008年新疆棉花总产量达到

302. 60万 t ,较 1978年增加了 247. 60 万 t ,占到全

国棉花总产量的 40. 39%;山东省棉花总产量由

1978年的 15. 40 万 t 增加到 104. 10 万 t , 增加了

88. 70万 t ;河南省棉花总产量由 1978 年的 22. 42

万 t 增加到 2008 年的 65. 10 万 t , 增加了 42. 68

万 t;湖北省棉花总产量由 1978年的 36. 70万 t 增

加到 2008年的 51. 30万 t ,增加了 14. 60万 t;江苏

省棉花产量由 1978年的 47. 54万 t减少为 2008年

的 32. 60万 t ,减少了 14. 94万 t ;河北省从 1978年

的 11. 71万 t增加到 2008年的 73. 70万 t ,增加了

61. 99万 t;2008年安徽省棉花产量较 1978年增加

了 24. 80万 t ,达到 36. 30万 t。

1. 2　棉花播种面积

1978年以来我国棉花播种面积波动较大 ,这主

要与我国棉花与其他作物的比较利益变化有关 。

2008年我国棉花播种面积比 1978年增加了 88. 7

万 hm2 ,为 575. 40 万 hm2 。其中 1992 年我国棉花

播种面积达到近 30 a来的最高值(683. 50万 hm
2
),

之后由于棉花比较收益的降低 ,播种面积不断下降 ,

1999年棉花播种面积为近 30 a来的最低值(372. 60

万 hm
2
)。

从 7个棉花主产省看 ,湖北 、江苏 、河南三省棉

花播种面积均有大幅下降 ,山东 、新疆 、河北和安徽

四省棉花播种面积有所增加。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

花主产区 , 2008年新疆棉花播种面积占到全国的

29. 87%。

1. 3　棉花单产

1978 年我国棉花平均单产水平为 445. 24

kg /hm2 ,2008年单产水平达到 1 302. 05 kg /hm2 ,年

均增长 3. 64%。棉花单产水平的提高是我国不断

加大农业科研投入的结果 ,尤其是覆膜栽培技术 、滴

灌技术和转基因棉花新品种的推广与应用 ,极大地

提高了我国棉花的单产水平。

在 7个棉花主产省区中 ,新疆棉花单产水平最

高 ,2008年达到 1 760. 74 kg /hm2 ,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出 558. 69 kg /hm
2
,这与新疆独特的气候条件 、大

量采用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有密切关系 。

2　主产区棉花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因
素分析

2. 1　模型设定

在分析投入产出关系时 ,一般有 3 种基本的生

产模型 ,即 C-D函数 、超越生产函数和斯皮尔曼生

产函数。本研究选择 C-D 函数来研究我国棉花主

产省棉花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因素 ,具体函数形式

如下:

lny it =c+β1 lnx 1it +β2 lnx2it +β3 ln x3it +β4 ln x4it

+β5 lnx5 it +μ。

其中 , y 表示棉花主产省棉花产量(t);x1 为第

一产业就业人数(万人);x 2 为棉花种植面积

(×10
3
hm

2
)、x3 为农业机械总动力(万 kW);x 4 为

农用化肥施用量 ( t);x5 为农作物受灾面积

(×103 hm2);β为代估要素弹性;μ为随机误差项;i为

棉花主产省;t为年份。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与完整

性 ,本研究选取 1990 - 2008年上述各省数据作为分析

基础 ,数据均来自于中国期刊网统计年鉴数据库。

2. 2　数据的稳定性检验

在回归分析之前 ,首先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单

位根检验 ,以检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 。面板数据的

单位根检验最常用的方法一般有 5 种 ,即 LLC 检

验 、Brei tung 检验 、IPS 检验 、Fisher-ADF 检验和

Hadri检验 。根据回归量包含滞后的差分项 ,本研

究选择的是 LLC检验 ,表 1列出了各变量在该检验

形式下的 t值和 P 值。

表 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t 值 P值 结论

lny - 12. 086 0. 000 平稳***

ln x1 - 2. 269 0. 012 平稳**

ln x2 - 9. 625 0. 000 平稳***

ln x3 - 1. 861 0. 031 平稳**

ln x4 - 5. 791 0. 000 平稳***

ln x5 - 13. 671 0. 000 平稳***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 ,所检验的变量原序

列均是平稳的 ,不存在单位根。即面板数据数列具

有平稳性 ,可以进行回归和预测分析 。

2. 3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是面板数据 ,而面板数据估计方

法又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因此必须

通过 Hausman检验以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 。经检

验 , Hausman 统计量 14. 13 , 相对应的概率是

0. 000 ,检验结果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 ,应建立固

定效应模型对棉花总产量进行估计。模型估计结果

见表 2。

在模型 1中 ,所有自变量均进入回归方程 ,而模

型 2是在剔除模型 1 中 lnx1 和 lnx4 2个不显著变

量后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1和模型 2 的 F 值均

远远大于临界值 ,且方程的整体拟合优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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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系数 t值

模型 2

系数 t 值

c - 3. 746*** - 3. 446　 - 2. 345*** 0. 518

ln x1 0. 196 1. 452

ln x2 0. 962*** 19. 183 0. 971*** 0. 049

ln x3 0. 426*** 4. 512 0. 364*** 0. 038

ln x4 - 0. 068 - 0. 500

ln x5 - 0. 071* - 1. 944 - 0. 057* 0. 032

R2 0. 958 0. 920

F 262. 197 165. 192

(1)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对棉花产量的弹性系数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在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

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在耕地资源约束下 ,大量剩余

劳动力的存在不仅不能提高棉花产量 ,还可能导致

农业资源的浪费 ,降低农业生产效率。

(2)棉花播种面积对棉花产量的弹性系数通过

了 1%的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在模型 1和模型

2中 ,棉花播种面积对棉花产量的弹性系数都在

0. 96以上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棉花播种

面积每上升 1%时 ,棉花产量将至少增加 0. 96%。

这说明 ,要确保棉花产量 ,必须提高广大农户的植棉

积极性 ,稳定和扩大棉花播种面积 。

(3)农业机械总动力对棉花生产有正的显著性

影响 ,该变量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在模

型 1中 ,农业机械总动力对棉花产出弹性系数为

0. 426 ,说明各主产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对棉花生产影

响较大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农业机械总动力

每提高 1%,棉花产出增加 0. 426%。从各棉花主产

省看 ,近年来在棉花耕种 、田间管理和采收环节大量

使用耕作机械 ,大大节约了劳动力 。其中以河南省

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速度最快 , 2008年该省农业机

械总动力是 1990年的 4. 16倍 。

(4)根据模型1 ,农用化肥施用量对棉花生产影

响不显著 ,且符号为负。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生产的

发展依赖于物质要素投入的增长 ,农户在进行棉花

生产过程中 ,普遍认为化肥施用越多则产量越高 ,造

成在棉花耕作过程中化肥施用量超过正常水平 ,有

些地区的化肥施用量甚至达到或超过国外先进农业

国家的水平 ,导致化肥投入的边际产量为零甚至为

负数 。同时过量施用化肥也会造成土壤板结 、水域

富营养化 ,从而对整个农业生产极为不利。

(5)受灾面积对棉花生产的影响为负 ,且通过

了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 1看 ,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 ,受灾面积每增加 1%,将导致棉花

产量下降 0. 071%。棉花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

大 ,干旱 、洪涝和病虫害的暴发等都会影响到作物的

生长 ,导致棉花减产。

3　提高我国棉花综合生产能力的政策
建议

3. 1　结论

通过本研究的实证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

一 ,棉花播种面积 、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作物受灾面

积是影响棉花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第二 ,第一

产业劳动力数量对棉花生产影响不显著 ,可能是因

为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其对棉花生产

边际贡献较低;第三 ,棉花生产中可能存在过量施用

化肥的现象 。

3. 2　政策建议

(1)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通过加快城

镇化建设 ,大力发展二 、三产业 ,建立统一的城乡劳

动力市场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2)稳定

棉花播种面积 。一是要依法确保基本农田的数量 、

质量不下降 ,用途不改变;二是国家应采取棉花保护

价收储政策 ,提高广大棉农植棉积极性来稳定棉花

播种面积不下降。(3)提高肥料利用率。在有条件

的地区 ,应率先加快测土配方施肥工程的实施 ,通过

政策引导并鼓励农民科学施肥 ,以提高肥料利用率。

(4)加快农业机械的研制与推广。国家应加快棉花

精量播种 、打顶和采收机械的研究与推广 ,加大对农

业大省的农机补贴支持力度 ,促进机械替代人力劳

动 。(5)加强棉区农田基本建设 , 改善生产条件。

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 ,提高有效

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率 ,改善农田生产条件 ,增强抗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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