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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 来，晋 城 市 出 台 和 践 行 了 一 系 列 政 策，并 在 促 进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方 面 取 得 一 定 成

就。但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农业经济未能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和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为解决 上 述 问 题，促 进 晋 城 市 农

业增产增收，利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阳城县统计年鉴》中记录的农业增加值、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用薄膜使用量和

农药使用量这五个指标数据，采用多元线 性 回 归 分 析 法 对 晋 城 市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因 素 进 行 实 证 分 析。研 究 结 果 表

明：有效灌溉面积、农用薄膜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均可促进晋城市农业经济的增长，其中，农用薄膜使用量影响最大，农药

使用量和有效灌溉面积次之。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认为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大力培养专业 的 农 业 科 技 研 发 人

员、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和坚持农业绿色发展对于促进晋城市农业经济增长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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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农业经济增长作为农 民 增 收 的 前 提，一 直 以 来 深

刻影响着我国的国计民生，成为实现乡村 振 兴 战 略 的

先决条件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各 地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当

地农业的生产，将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增长、推动农业

经济的发展作为自己长期的奋斗目标。晋城市作为山

西省地级市之一［１］，为响应 党 的 十 九 大 提 出 的 重 要 农

业决策部署，积极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旨在促进

管辖区域内农业经济的增长，更好更快地 实 现 乡 村 振

兴战略。据统计，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晋城市农业总产值从

５８　２１０．２３万元上升到６１　１１９．５３万 元，显 然，晋 城 市

在促进农 业 经 济 增 长 工 作 方 面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效。但

是，在此增长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从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９年 晋 城 市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增 长 指 数

均为负数可知，晋城市的农业经济并没有 实 现 持 续 稳

定增长，且年均增长率仅约为０．７１％，增长速度较慢，

发展动力不足。鉴于上述现状，分 析 影 响 晋 城 市 农 业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推动其农业发展的动力，对
于解决上述晋城市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

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促进晋城 市 农 业 经 济

更好更快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快实现 乡 村 振 兴 战

略具有强烈的政策启示。
分析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 素，研 究 经 济 增 长 的 动 力

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 点［２　６］。农 业 经 济 作 为 国 民

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增长同样倍 受 专 家 学 者

们的关注。近年来，关于农业经济 增 长 影 响 因 素 的 研

究较多，并且学术界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首先，
一些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经济

的增长。王克响、万吉丽等学者指出，技术的进步对农

业经济增长呈现良好的促进作用，其中互 联 网 技 术 进

步的影响最为显著［７］；黄龙俊江等［８］认为，技术进步对

农业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具有持续促进作 用，而 两 者 相

互作用结果复杂，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和方向不一致；于
世海等［９］指出，技术进步与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之 间 存 在 长

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 度 是 实 现 农

业经济增长的重要选择。其次，部 分 学 者 认 为 农 村 金

融在农业经济 增 长 方 面 发 挥 了 巨 大 作 用。李 涛 等［１０］

指出，农村金融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长 期 均 衡 关

系，支 农 贷 款 对 农 业 经 济 有 正 向 冲 击 作 用；张 启 文

等［１１］认为农村 金 融 的 发 展 对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具 有 显 著

影响；邵全权 等［１２］指 出，发 展 农 业 保 险 可 以 促 进 农 业

经济的增长，上期农业保险保费、本期农业保险赔付的

提高都有利于提高农业经济增 长。再 次，还 有 学 者 认

为农 业 投 资 对 于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有 较 大 影 响。袁 芳

等［１３］指出，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拉动作

用；侯石安等［１４］认为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存有正

向影响。最后，人力资本也是影响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因素之一。李朝等［１５］指出，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

影响非常大；楼 俊 超 等［１６］指 出，人 力 资 本 的 数 量 和 质

量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综 合 看 来，不 难 发 现

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科学技术、资金、人力

资本和政策等。学者们在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

行研究时，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定

性化研究和定量化研究两大类。近 几 年 来，典 型 的 定

性化研究较少，而大部分研究则多采用建 模 的 定 量 化

分析方法。鉴于前人的研究，本文 发 现 其 研 究 主 要 集

中于 非 生 态 性 因 素 方 面，对 于 农 药 使 用 量、化 肥 施 用

量、塑料薄膜使用量等生态因素 的 研 究 较 少。在 现 实

的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用薄 膜 虽 然 能 有 效 改 善

植物 的 生 长 环 境，对 粮 食 增 产 起 到 重 要 的 贡 献 作

用［６，１７］，但是如果不合理利用，也会造成农业面源的污

染，从而 也 有 可 能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阻 碍 农 业 经 济 的 增

长［６，１８　１９］。为此，本 文 将 基 于 晋 城 市 中 较 有 代 表 性 的

县城———阳城县的相 关 农 业 指 标 数 据，运 用 较 为 普 遍

并最具说服力的定量化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生态性因

素与晋城市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１　研究设计与数据描述

１．１　研究方法

研究某一现象影响因 素 的 方 法 有 很 多，多 元 线 性

回归分析法就是其中一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是通

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估计和观察每个自变量前

的系数值来分析判断两因素间相互关系的数学分析方

法［２０］。由于该方法简单易懂、容易操作且科学性和准

确性 较 高，因 此，在 经 济 现 象 研 究 邻 域 的 应 用 十 分 广

泛。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晋城市农业经济增长的影

响因素，属于因果关系分析，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法进行研究是合适的。鉴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有

上述等优点，且已有研究多使用该方法，为此本文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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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来对晋城市农业经济增长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

１．２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 数 据 来 源 于 阳 城 县 统 计 局 印 发 的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年《阳城 县 统 计 年 鉴》。由 于 年 鉴 中 有 关 农 业 指

标数据有限，因此本文在数据可获取的条件下，并结合

前人的研究经验以及阳城县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取

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阳城县 的“农 业 增 加 值”作 为 衡 量 其

农业经济增长情况的因变量指标。虽然“农业总产值”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一地区农业经济 增 长 状 况，但

考虑到有重复计算的情况，因此本文没有 选 取 该 指 标

作为因变量指标。阳城县的耕地 主 要 以 旱 耕 地、坡 耕

地和中低产田为主，其主要特点为农业生产条件薄弱，
耕地质量不高，常年受到干旱少雨和洪涝灾害的影响。
有效灌溉面积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基础设施配备情况以

及农业生产稳定程度的指标，可以有效地 反 映 阳 城 县

近年来对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情况以及实效，因此，本
文选取“有效灌溉面积”作为影响阳城县农业经济增长

的自变量指标。通过文献综述分 析 得 出，专 家 学 者 们

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生态

性因素上，对于生态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农药、化
肥和农用塑料薄膜是农业生产中的生态 性 要 素，其 不

同程度 的 使 用 量 对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具 有 不 同 向 的 影

响［５］。鉴于以上 研 究 领 域 的 不 足，本 文 在 选 取 了“有

效灌溉面积”的基 础 上 又 选 取 了 具 有 代 表 性 的“化 肥

施用量”“农用 薄 膜 使 用 量”和“农 药 使 用 量”这 三 个

生态性指标作为影 响 阳 城 县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自 变 量

指标。综 上 所 述，本 文 选 取 了“农 业 增 加 值”作 为 被

解释变量，选取了“有 效 灌 溉 面 积”“化 肥 施 用 量”“农

用薄 膜 使 用 量”和“农 药 使 用 量”作 为 解 释 变 量。由

于《阳城县统计年 鉴》中 的“农 业 增 加 值”指 标 数 据 是

以现行价 格 计 算 的，为 了 使 数 据 更 加 的 真 实、可 比，
分析结果 更 加 的 科 学、准 确，本 文 以２０１０年 的 价 格

为不变 价 格 分 别 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 的 农 业 增 加 值 进

行了换算，最终得到的各个指 标 数 据 资 料 可 参 见 表１
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阳城县相关农业指标数据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ｔｏ　２０１９

年份
农业增加值
／万元

有效灌溉面积

／ｈｍ２
化肥施用量

／ｔ
农用薄膜使用量

／ｔ
农药使用量

／ｔ

２０１０　 ６０　０００　 ８　９１７　 ５０　８７０　 ３７　 ９５
２０１１　 ６１　５６０　 ９　０５１　 ５１　６４９　 ４５　 ８０
２０１２　 ６５　３７７　 ９　０９０　 ４９　７４３　 ５５　 ８０
２０１３　 ６８　７７６　 ９　０９５　 ４４　７６０　 ５８　 ８９
２０１４　 ６８　７０８　 ９　０９５　 ４３　８５７　 ４５．４　 １０４
２０１５　 ７３　９２９　 ９　８６８　 ３６　９５７　 ３３　 １０３
２０１６　 ７４　７４３　 ９　９４０　 ３５　１７６　 ２９　 ９６
２０１７　 ７２　８７４　 ９　９００　 ２８　２１２　 １７．９　 １１６．２
２０１８　 ７３　３１１　 ９　９０２　 ２５　６８６　 １３．６　 １０８．６
２０１９　 ７４　０４４　 ９　９０２　 ２４　７１１．１　 ２５．６　 １０６．８

　注：数据来源于《阳城县统计年鉴》。

１．３　模型的设定

１．３．１　模型建立与基本假设

根据上述选取的农业 指 标，以 农 业 增 加 值 为 被 解

释变量，以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 用 量、农 用 薄 膜 使 用

量和农药使用量为解释变量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如式（１）所示。

Ｙｉ＝β０＋β１Ｘ１ｉ＋β２Ｘ２ｉ＋β３Ｘ３ｉ＋β４Ｘ４ｉ＋μｉ （１）
式中：Ｙｉ———第ｉ年的农业增加值；

β０ ———截距；

β———待估计参数向量；

Ｘ１ｉ———第ｉ年的有效灌溉面积；

Ｘ２ｉ———第ｉ年的化肥施用量；

Ｘ３ｉ———第ｉ年的农用薄膜使用量；

Ｘ４ｉ———第ｉ年的农药使用量；

μｉ———随机误差项。
在对式（１）进行参数估计之前，需对该模型进行如

下假设。

１）随机误差项满足零均值，即Ｅ（μｉ）＝０。

２）随机误差项独立同方差，即

Ｅ（μｉ，μｊ）＝
０， ｉ≠ｊ
σ２，ｉ＝｛ ｊ

３）解释变量是确定性变量。

４）解释变量间不存在线性关系。

１．３．２　模型参数估计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对 式（１）进 行 参

数估计。为了使模型更好地拟合 实 际 观 测 值，则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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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的平方和最小，具体 的 参 数 估 计

步骤如下所示。

１）对随机误差项的平方和进行变形。

Ｑ＝∑μｉ２ ＝∑（ｙｉ－ｙ�ｉ）２

＝∑（ｙｉ－β０－β１Ｘ１ｉ－β２Ｘ２ｉ－β３Ｘ３ｉ－β４Ｘ４ｉ）２
２）对变形 后 的 随 机 误 差 项 平 方 和 关 于 模 型 中 的

各个参数分别求导，并使求导后的各个方程等于０。

Ｑ′（β０）＝０
Ｑ′（β１）＝０
Ｑ′（β２）＝０
Ｑ′（β３）＝０
Ｑ′（β４）＝

■

■

■ ０
３）联立上面各个方程，求解各个参数的估计值。

１．３．３　模型检验

１）拟合优度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是指检验模型与实际观测值的拟合

程度是否良好。运用如下公式可计算出模型的拟合优

度（Ｒ２），其数值分布于０～１之间，越接近于１，说明模

型拟合程度越好。

Ｒ２ ＝ＥＳＳＴＳＳ
式中：ＥＳＳ———预测值与期望值的离差平方和；

ＴＳＳ———实际值与期望值的离差平方和。

２）Ｔ检验与Ｆ检验

Ｔ检验是指检验每个解释变量是否显著影响着被

解释变量。Ｆ检验是判定回归方程的所有解释变量对

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的显著性。其各自的计算公式如下

所示。

Ｆ＝ ＥＳＳ／ｋ
ＲＳＳ／（ｎ－ｋ－１）

Ｔ＝βｉＳβｉ
式中：ＲＳＳ———残差平方和；

ｋ———变量个数；

ｎ———样本个数；

βｉ———第ｉ个参数向量；

Ｓβｉ———第ｉ个β的标准差。

３）多重共线性与异方差性检验

本文运用辅助方程检验法对式（１）进 行 多 重 共 线

性检验，构造 的 辅 助 回 归 方 程 如 式（２）～式（４）所 示。
关于异方差性检验，本文运用布罗施—帕甘检验法，其
主要操作均在Ｅｖｉｅｗｓ软件上进行。

Ｘ１ｉ ＝β５＋β６Ｘ２ｉ＋β７Ｘ３ｉ＋β８Ｘ４ｉ＋μｉ （２）

Ｘ２ｉ ＝β９＋β１０Ｘ１ｉ＋β１１Ｘ３ｉ＋β１２Ｘ４ｉ＋μｉ （３）

Ｘ３ｉ ＝β１３＋β１４Ｘ１ｉ＋β１５Ｘ２ｉ＋β１６Ｘ４ｉ＋μｉ （４）

式中：β５、β９、β１３ ———截距。

１．４　数据描述性分析

从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９年，阳城县的农业增 加 值 大 体

上呈上升趋势，从２０１０年 的６亿 元 上 涨 到２０１９年 的

７．４亿 元。参 见 表２、表３可 知，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期

间，阳城县农业增加值的变化情况共经历了三个周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为 第 一 周 期，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 为 第 二 周

期，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为第三周期，平均周期长度约为２．７
年。在第一周期中，阳城县农业增 加 值 的 增 长 速 度 最

快达到６．２％，最慢则为－０．０１％，落差达到６．２１％；
在第 二 周 期 中，它 的 波 动 幅 度 更 大，落 差 达 到 了

１０．１％；在第三周期 中，其 波 动 幅 度 大 大 缩 小，落 差 仅

为０．５％。将 三 个 周 期 综 合 来 看，阳 城 县 农 业 增 加 值

的增长速度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平均落差达到５．６％，
这个数值表明阳城县农业经济增长波动 幅 度 较 大，阳

城县的 农 业 经 济 未 实 现 持 续 稳 定 增 长。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阳城县的有效灌溉面积和农药使用量与农业增加值

变化趋势一样，都是上升的，有效灌溉面积增长速度较

快，而农药使用量增长速度较慢。化 肥 施 用 量 和 农 用

薄膜使用量则相反，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应该是受绿

色发展观念的影响，减少了其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量。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阳城县农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周期表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ｔｏ　２０１９ 年

周期序列 周期长度
平均周期

长度
平均离差

第１周期（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３
第２周期（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３　 ２．７　 ０．４３
第３周期（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２

　注：数据来源于《阳城县统计年鉴》。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阳城县农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周期表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ｔｏ　２０１９ ％

周期序列
波峰
（年份）

低谷
（年份）

落差
平均

落差

第１周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６．２
（２０１２）

－０．０１
（２０１４）

６．２１

第２周期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７．６
（２０１５）

－２．５
（２０１７）

１０．１　 ５．６

第３周期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０．６
（２０１８）

０．１
（２０１９）

０．５

　注：数据来源于《阳城县统计年鉴》。

２　研究结果分析

２．１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经过一系列参数估计 以 及 统 计 检 验，以 农 业 增 加



２３８　　 中国农机化学报 ２０２３年

值为被解释变量，有效灌溉面积、化 肥 施 用 量、农 用 薄

膜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为解释变量的模型的相关统计

结果参见表４所 示。从 表４可 知，４个 自 变 量 前 的 系

数值分别为１２．４３０、－０．１５４、２８１．７３６和１４７．９６３，无

论是从其 符 号 还 是 数 值 来 看，经 济 意 义 都 是 合 理 的。
在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下，４．７２５、４．６７７和２．２３０均大

于临界值２．１３２，所以有效灌溉面积、农用薄膜使用量

和农药使用量都通过了Ｔ检验。然而，化肥施用量的

Ｔ统计量的绝对值１．１４６小于临界值２．１３２，未通过Ｔ
检验，因此，本文在式（１）的基础上将其 剔 除。运 用 普

通最小二乘法对剔除了“化肥施用量”的模型进行参数

估计，具 体 模 型 以 及 参 数 估 计 结 果 如 式（５）及 表５
所示。

Ｙ ＝－９９　９１３.６８＋１４.７７　Ｘ１ｉ＋２８０.８７　Ｘ３ｉ＋
１９５.９５　Ｘ４ｉ＋μｉ （５）

表４　参数估计与统计检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自变量 系数 Ｔ检测值

Ｘ１ １２．４３０　 ４．７２５

Ｘ２ －０．１５４ －１．１４６

Ｘ３ ２８１．７３６　 ４．６７７

Ｘ４ １４７．９６３　 ２．２３０

表５　剔除“化肥施用量”的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Ｔａｂ．５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自变量 系数 随机误差 Ｔ检测值 Ｐ值

Ｃ －９９　９１３．６８０　 １８　３１０．６９０ －５．４５７　 ０．００２

Ｘ１ １４．７７１　 １．７００　 ８．６８７　 ０．００１

Ｘ３ ２８０．８７０　 ６１．７８８　 ４．５４６　 ０．００４

Ｘ４ １９５．９５３　 ６１．２２３　 ３．２０１　 ０．０１９

Ｒ２：０．９６０　　　　Ｆ检测值：４８．５３９

　　有效灌溉面积的系数值约为１４．７７１，表明阳城县

农业生产中的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每 增 加１ｈｍ２，农 业 经 济

就可增长约１４．７７１万元。农 用 薄 膜 使 用 量 的 系 数 值

约为２８０．８７，说明农用薄膜每增加使用１ｔ，阳城县的

农业经济就会 上 涨 约２８０．８７万 元。农 药 使 用 量 的 系

数值约为１９５．９５３，表明农药每多喷洒１ｔ就会使阳城

县的农业经济增长约１９５．９５３万元。这三个系数值均

为正数，说明有效灌溉面积、农用薄膜使用量和农药使

用量均对阳城县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正 向 影 响，增 加

这三个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量，都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促进阳城县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三个系数值大

小不同，因此，每个因素对于阳城县农业经济增长的影

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对比着分析 这 三 个 系 数 值 可 知，

农用薄膜使用量的系数值最大，其次为农 药 使 用 量 的

系数值，“有效灌溉面积”的系数值最小。依 照 上 述 系

数值大小的排序可得结论：农用薄膜使用 量 对 阳 城 县

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农药使用量的影响次之，有
效灌溉面积的影响最小。

２．２　检验结果分析

１）统计 检 验。统 计 检 验 主 要 包 括 拟 合 优 度 检

验、Ｔ检 验 和Ｆ 检 验，具 体 检 验 结 果 可 参 见 表５所

示。模型的拟合优 度 为０．９６，接 近 于１，表 明 该 模 型

的拟合程 度 较 高，可 以 较 为 准 确 地 反 映 实 际 观 测 值

的分布情况。模型各个 解 释 变 量 的Ｔ统 计 量 分 别 为

８．６８７、４．５４６和３．２０１，在０．０５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下，都

大于临界值２．３５３，均通过了 检 验，因 此，有 效 灌 溉 面

积、农用薄 膜 使 用 量 和 农 药 使 用 量 对 阳 城 县 的 农 业

增加 值 均 存 在 显 著 影 响。模 型 的 Ｆ 统 计 量 为

４８．５３９，以０．０５为显著性 水 平，模 型 通 过 了Ｆ检 验，
则该模型中所有的 解 释 变 量 均 显 著 影 响 着 阳 城 县 农

业经济的增长。

２）多重共线 性 与 异 方 差 性 检 验。表６和 表７分

别展示了各个辅助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从这两个表

中可以看出，以０．０５为显著性水平，每个表中的Ｔ统

计量与Ｆ 统计量都未通过检验，且拟合优度也很低，因
此，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表８呈 现 的 是 模 型 的 异

方差性检验结果，从该结果中可 知，在０．０５显 著 性 水

平下，Ｔ统计量 未 通 过 检 验，Ｆ统 计 量 也 未 通 过 检 验，
拟合优 度 为０．４７９，拟 合 程 度 较 低，因 此，模 型 不 存 在

异方差性。
综上所述，模型既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也不存在异

方差性，所以该模型的建立是可以比较准 确 地 反 映 现

实的。

表６　辅助回归模型１的估计结果

Ｔａｂ．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１

自变量 系数 随机误差 Ｔ检测值 Ｐ值

Ｃ　 ９　８３５．４５１　 １　６５７．２２５　 ５．９３５　 ０．００１

Ｘ３ －２１．８９８　 １０．９６０ －１．９９８　 ０．０８６

Ｘ４ ４．３７２　 １３．５０８　 ０．３２４　 ０．７５６

Ｒ２：０．６７２　　 修正后的Ｒ２：０．５７９　　Ｆ检测值：７．１８４

表７　辅助回归模型２的估计结果

Ｔａｂ．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２

自变量 系数 随机误差 Ｔ检测值 Ｐ值

Ｃ　 ２４７．５８６　 ６１．５５５　 ４．０２２　 ０．００５

Ｘ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 －１．９９８　 ０．０８６

Ｘ４ －０．５５７　 ０．３１０ －１．７９７　 ０．１１５

Ｒ２：０．７７３　 修正后的Ｒ２：０．７０８　　Ｆ检测值：１１．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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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异方差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８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ｓｃ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ｔｅｓｔ

变量 系数 随机误差 Ｔ检测值 Ｐ值

Ｃ　 ３　０６４　１２６　 １２　８５５　２７７　 ０．２３８　 ０．８２０
Ｘ１ －３４６．９６９　 １１９３．７８４ －０．２９１　 ０．７８１
Ｘ３ －３７　７２５．５５０　 ４３　３７９．０２０ －０．８７０　 ０．４１８
Ｘ４ ２６　８５４．４６０　 ４２　９８２．２１０　 ０．６２５　 ０．５５５
Ｒ２：０．４７９　　　　　Ｆ检测值：１．８３７

３　结论与政策启示

近年来，晋城市农业经济的增长存在不稳定，且动

力不足等问题，针对上述这些问题，分析影响晋城市农

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促进其增长 的 动 力 具 有

重要意义。本 文 基 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阳 城 县 相 关 的 农

业指标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 晋 城 市 农 业

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如下：（１）研

究结果显示，有效灌溉面积、农用薄膜使用量和农药使

用量的 系 数 值 均 为 正 数，分 别 为１４．７７１、２８０．８７０和

１９５．９５３，表明这三个因素对晋城市农业经济增长具有

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加大任何一个因素 或 多 个 因 素

的投入量，都可促进晋城市农业经济的增长。（２）农用

薄膜使 用 量 的 系 数 值 为２８０．８７０，比 其 他 两 个 因 素 的

系数值大，说明农用薄膜使用量对晋城市 农 业 经 济 的

增长影响最大。（３）农药使用量的系数值为１９５．９５３，
大于有效灌溉面积的系数值，小于农用薄 膜 使 用 量 的

系数值，表明其对晋城市农业经济增长的 影 响 仅 次 于

农用薄膜使用量。（４）有效灌溉面积对晋城市农 业 经

济的增长影响最小。
本文研究结论对晋城 市 发 展 农 业 生 产，促 进 其 农

业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政策性 意 义：第 一，重 视 新 型、
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农业科技在农民群体中的宣

传与普及，革新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观念，提升其农业

生产水平。一方面，指派相关的农 业 专 家 与 农 业 科 技

研究人员建立专门的农业生产指导与服 务 小 组，根 据

对应村庄的农业生产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计划，定期

深入农村考察当地农业发展的情况，积极 组 织 农 民 进

行集体学习，并现场示范正确的农业生产 方 式 与 新 型

科技的应用。在指导与服务的过 程 中，要 把 重 点 放 在

节水技术、有效灌溉技术以及温室大棚技 术 的 推 广 与

应用上，增加农业生产中的有效灌溉面积，延长农业生

产的时间。另一方面，成立监督与考核小组，建立健全

监督与考核机制，对弄虚作假、不作为的农业生产指导

与服务小组进行相应的处罚，对工作卓有 成 效 的 小 组

进行相应的奖励与鼓励。第二，大 力 培 养 专 业 的 农 业

科技研发人员。一方面，重视农业 院 校 基 础 设 施 以 及

师资力量的完善与发展，为培养专业的农 业 科 技 研 究

人员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另一 方 面，建 立 完 善 科 技

研发奖励机制，激发人们进行农业科技研发的积极性。
第三，加大财政支农支出。支出的 重 点 应 放 在 两 个 方

面：一方面，增加有效灌溉面积可促进晋城市农业经济

的增长，而有效灌溉面积的增加得益于水 利 工 程 的 完

善与先进灌溉技术的运用，因此要增加财 政 支 出 来 兴

修水利工程，完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要
加大资金投 入 来 激 励 农 民 运 用 先 进 技 术 进 行 农 业 生

产，可适当地给予价格补贴，激发农民购买和运用先进

生产技术的积极性。第 四，坚 持 农 业 绿 色 发 展。尽 管

农用薄膜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可促进晋城市农业经济

增长，但是农用薄膜和农药的过量使用则 会 破 坏 农 业

生产的环境，阻碍农业经济的增长，因此要严格控制农

用薄膜和农药的使用量，尽可能使用可降解、环保的农

用薄膜，坚持农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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