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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粮食生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产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研究：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以我国粮
食供求形势和资源要素配置状况为背景，以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相关经济理论为
指导，在认真分析了我国粮食生产资源要素在不同时期、不同部门的配置状况之后，深刻地指出了生
产资源要素逃离粮食生产的问题及后果。
然后以区域差异视角下生产资源要素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粮食生产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为分析框架，
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资源要素对不同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不同区域粮食生产
资源要素配置的重点和重心、省级宏观层面粮食生产资源要素配置的效率、农户微观层面粮食生产资
源要素配置的效率进行了剖析，并在充分利用上述研究成果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构建
了区域间及产业间粮食生产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和优化配置模式。
最后以我国典型粮食主产省份河南省小麦生产为例，测算出了各种资源要素投入的优化配置值，这对
于河南及全国的粮食生产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际参考价值。
其中将粮食生产所必需的耕地、水、劳动力、资本、技术五大资源要素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分析其在
区域差异化条件下与粮食安全的关系及对粮食生产的贡献和整体影响；在分析了省级宏观层面和农户
微观层面粮食生产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粮食生产资源要素在区域间的协调机制；针对
粮食主产省份河南省的小麦资源配置状况计算得出的资源要素投入优化值，体现了本项研究的特点和
创新之处，这将对粮食安全和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希望一切有志于此方面研究与
实践的人们能够参阅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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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2.1.2我国农业投入状况　　在农业投入方面，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实现，必须依靠多层次、多
部门的委托一代理关系来实施，结果很容易导致财政支农脱离农民的实际需求。
我国财政支农系统以地方政府支农为主，而由于地方政府偏爱“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加上投
资农业风险大、投资回收时期长等原因，致使其轻视农业，偏好工商业，往往截留或挪用中央财政下
达的支农资金。
另外，我国的财政支农系统存在严重的空间不平衡性。
农业大省中，仅有江苏省财政支农强度较高，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79倍。
粮食主产省中也只有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三省财政支农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余粮食主产省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范建刚，2009）。
总之，我国农业投入整体水平低，且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性。
　　7.2.1.3我国粮食科技状况　　瞿商等（2003）认为虽然我国粮食科技不断取得进展，但与国际先
进水平相比至少落后10-15年。
我国粮食科技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我国粮食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原创性成果不足；缺乏创
新型粮食科技创新人才；科技贡献率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农业科技成果普及率和人户率低。
粮食科技推广是农业教育、科研与农民、政府与农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但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率仅为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650/0-85%的水平，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的对接。
下面通过一组微观调查数据来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湖北省鄂州市泽林镇的翁垴村和银山头村的调查发现，近3年来，有26.3010的农户从未更换过
粮食品种，8.6%、16.4%、45.4%的农户分别更换过一次、二次、三次粮食品种。
分别有38.2%、44.1010、17.8%的农户从来不关注、比较关注、经常关注粮食种植技术。
可见，农户选用粮食品种以及粮食种植技术有待改善。
另外，分别有29.60%、3.3%的农户认为不太容易和根本无法获得有关粮食种植科技方面的信息；分别
有27.6%、1.3%的农户认为与5年前相比，获得农业科技信息的能力没什么变化和降低了；分别有44.1%
、13.8%的农户觉得技术推广部门在农业生产方面帮助不大和无任何帮助；分别有24.3%、18.4%的农户
认为技术部门的作用一般以及可有可无；分别有23.%、57.2%的农户认为当前农技部门人员力量需要加
强以及实际指导不够。
可见，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工作非常薄弱，亟须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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