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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ꎮ

流通基础设施对果品生产的影响研究
———基于加成率的视角

陈　 超ꎬ袁　 斌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 如何通过一降(成本)一升(质量)ꎬ将我国水果的成本优势转为质量竞争优势ꎬ进
而实现农业“供给侧”改革ꎬ是我国未来果品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ꎮ文章基于加成率的视角ꎬ
通过我国苹果主产区的省际面板数据ꎬ分析比较不同类型流通基础设施对我国水果产地价格与

生产成本的综合影响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批发、零售类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低等级公路的建设能

够显著提升农户果品的加成率ꎬ且其对加成率的提升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ꎻ相比于种

植规模较小的省份而言ꎬ单位流通基础设施投入对种植面积较大省份果品加成率的提升作用更

为明显ꎮ研究结果可为我国水果产业发展提供相关借鉴与参考ꎮ
关键词: 流通基础设施ꎻ加成率ꎻ果品生产ꎻ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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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ꎬ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科技进步ꎬ我国水果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ꎬ极大地促进

了农民就业与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ꎮ然而ꎬ随着我国水果种植面积与产量的增加、居民消费水平的提

高与消费结构的变化ꎬ“果子烂在果园”“蜜桃喂猪”等新闻屡见于报端ꎬ供给过剩所导致的“价格低”“出
售难”等供给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ꎬ果农传统“以量获益”的增收模式也因此面临巨大挑战ꎮ在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ꎬ如何引导农户提升生产优质果品积极性的同时ꎬ将成本优势转为质量竞

争优势ꎬ通过一降(成本)一升(质量)ꎬ逐渐向“以质增效”的增收模式转变ꎬ是实现我国果品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所在ꎮ作为一个经济再生与自然再生相互融合的产业ꎬ水果具有生产的地域性、消费的鲜活性与分散

性等诸多特性ꎬ这种特性客观上要求水果生产价值的实现必须克服消费与生产的时间障碍以及销地与产地

的空间障碍ꎮ而由于我国运输技术与条件的滞后ꎬ我国每年在流通过程中腐败损失的鲜活农产品数量占总产

量的比例高达２０％左右ꎬ损失价值高达千亿元ꎬ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损耗率仅在５％左右(施浩然ꎬ２０１６ꎻ毕玉

平ꎬ２０１１) [１－２]ꎮ与此同时ꎬ我国目前普遍高昂的运输成本也进一步降低了鲜活农产品的价格优势(贺峰ꎬ
２００６ａ) [３]ꎮ因此ꎬ作为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研究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对降低果品流通过程

中的物流损耗与流通成本ꎬ对推进农产品供给侧改革ꎬ完善现代化农产品市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当前ꎬ现有文献虽然就基础设施对农业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研究与分析ꎬ并就基础设施对降低农

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积极作用形成共识(Ｆｕｌｇｉｎｉｔｉ 和 Ｌｉｌｙａｎꎬ２０１０[４]ꎻ曾福生和李飞ꎬ２０１５[５])ꎬ
但仍存在一定不足ꎮ首先ꎬ由于基础设施种类繁多ꎬ不同种类对于农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ꎬ而迄今为止ꎬ
已有的研究并未对基础设施的种类进行区别分析ꎮ其次ꎬ与粮食等大田作物不同ꎬ对于苹果等果品而言ꎬ如
何将“成本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ꎬ进而提高农户收益才是我国水果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所在(钟甫

宁ꎬ２０１６) [６]ꎮ因此ꎬ基于我国现阶段农业流通基础设施的形态ꎬ在参照张贵友等(２００９) [７] 学者的研究之

上ꎬ本文将农业流通基础设施分为交通运输设施、交易场所设施以及仓储设施三部分ꎬ从加成率的视角分

析不同类型设施对果农生产的影响机制ꎬ以期能明确各类流通基础设施对果农生产的影响ꎬ进而为推进农

产品供给侧改革ꎬ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ꎬ提供更为详尽的参考与借鉴ꎮ

二、 流通基础设施影响果农加成率的机制分析

加成率通常是指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之比ꎬ即 ｐ / ｃꎬ加成率的大小反映出生产的盈利水平(Ｋｏｎｍｉｓｇｓ
等ꎬ２００５)ꎮ[８]在完全竞争市场下ꎬ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ꎬ因而加成率等于１ꎬ而在市场信息不对称、质
量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ꎬ加成率通常不等于１ꎮ相比于普通产品ꎬ高质量产品通常能够获得更高的加成率ꎬ
因而加成率能够同时捕捉成本以及产品质量的变化情况(Ｋｕｇｌｅｒ 和 Ｖｅｒｏｏｇｅｎꎬ２０１２) [９]ꎮ因此ꎬ本文基于加

成率的视角ꎬ从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两方面分析流通基础设施对果品生产的影响ꎮ

(一) 流通基础设施对果品价格的影响

首先ꎬ由于农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分散性ꎬ果农通常会在家中坐等中间商的上门收购ꎬ产品价格的确定

多数通过讨价还价的形式ꎬ而这一过程中果农需要耗费大量交易费用以防范机会主义行为与谈判ꎬ并且极

易形成买方垄断市场ꎮ而批发市场等交易场所一方面能够将大量的交易双方进行集中ꎬ在降低交易对象的

发现费用与价格搜寻费用的同时ꎬ通过营造一个相对信息对称的竞争环境ꎬ抑制交易双方的投机行为ꎬ弥
补果农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处的弱势地位ꎬ进而形成一个相对客观的市场价格(Ｔｅｒｕｅｌ 和 Ｋｕｒｏｄａꎬ２００５) [１０]ꎻ
其次ꎬ完善的交通运输设施能够大大降低区域间的空间障碍ꎬ增强地区的可达性ꎬ加快区域内资源的流动ꎬ
进而提升地区的区位优势ꎬ特别是对于果品种植大省ꎬ其在生产技术、产品品质、制度环境以及品牌口碑方面

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ꎬ一旦突破地理环境所导致的交通障碍ꎬ便能够扩大市场范围增加需求ꎬ进而提高价格ꎮ
再者ꎬ作为农产品仓储设施的主要功能ꎬ储藏功能能够有效延长果品的鲜活性ꎬ进而调解市场供给ꎬ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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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果品季节性所导致的供需矛盾ꎮ具体来看ꎬ由于农产品的季节性、周期性以及易腐性ꎬ果品供给不仅存在

典型的季节性特点ꎬ且对交易时间与环境要求严格ꎬ因而在交易与议价过程中农户通常处于弱势地位ꎬ中
间商则借机形成买方垄断ꎬ通过延长购货时间促使果农降低销售价格(陈宇峰和叶志鹏ꎬ２００５) [１１]ꎮ而完善

的仓储设施则能够有效降低果农收获后集中销售的必要性ꎬ使果农能够自由选择合适的交易时间ꎮ这种时

间的自由不仅能够缓解果品成熟期供过于求所导致价格下跌的被动局面ꎬ而且还能降低果品的自然损耗ꎬ
继而提高农户与中间商的谈判地位ꎬ通过等待后市价格相对较高时再进行销售ꎬ以获取更高的销售价格

(柳海燕等ꎬ２０１１ꎻ[１２]张晓敏等ꎬ２０１２[１３])ꎮ

(二) 流通基础设施对边际成本的影响

相比于与其他基础设施能够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ꎬ便于机械化的使用提高生产效率ꎬ进而降低农户的

边际生产成本ꎬ流通基础设施对生产成本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降低运输与损耗成本两方面ꎮ首先ꎬ交通基础

设施能够增强区域间的经济活动的整体性ꎬ并且高标准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有效满足大型运输工具的通行

需要ꎬ进而降低单位重量的运输成本(Ｆａｎ 和 Ｚｈａｎｇꎬ２００４) [１４]ꎮ交易市场通过产品的集中ꎬ不仅有助于弥补单

个农户在产量方面的不足ꎬ而且能够有效实现购销商间的组合ꎬ通过共同选用较好的运输设备ꎬ进而降低产

品运销尤其是大批量、远距离的单位产品的运销费用ꎬ进而实现规模经济(贺峰ꎬ２００６ｂ) [１５]ꎮ其次ꎬ相对平

整、宽敞的路面能够有效降低颠簸等外界原因对果品所造成的物理损耗(Ｂｏｒｅｎｓｅｉｎ 等ꎬ１９９７) [１６]ꎮ在现阶

段我国农产品冷链运输的普及程度相对较低ꎬ而便利的运输条件能够有效提高果品的运输效率、缩短流通

时间ꎬ进而降低果品在常温下所出现后熟、软化、腐烂等流通损耗(姜长云ꎬ２０１１) [１７]ꎮ

三、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 加成率估计

现阶段ꎬ对于加成率的计算主要有计量估计法与直接计算法两种方式ꎮ其中ꎬ直接法的计算通常需要

依据大量价格、成本以及市场信息ꎬ因而数据获得的成本相对较高ꎮ而 Ｈａｌｌ 提出的基于生产函数的计量估

算法则克服了这缺陷ꎬＬｏｅｃｋｅｒ 和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２０１２)对其进行进一步完善ꎬ降低了数据与模型假设的严格限

制ꎬ通过要素产出弹性对产品价格成本加成进行估计[１８]ꎬ其假设生产函数为:
Ｑｉｔ ＝ Ｆ(Ｘ ｉｔꎬＫ ｉｔꎬωｉｔ) (１)

其中ꎬ生产函数 Ｆ 为二阶连续可微ꎬＱｉｔ表示 ｔ 时期的苹果实际产量ꎻＸｉｔ为劳动力等中间可变要素投入ꎻＫｉｔ表示

土地投入等固定要素投入ꎮ在产量一定的条件下ꎬ利润最大化等价于成本最小化ꎬ根据拉格朗日函数可得:
Ｌ(Ｘ ｉｔꎬＫ ｉｔꎬλ ｉｔ) ＝ ＰＸ

ｉｔＸ ｉｔ ＋ ＰＫ
ｉｔＫ ｉｔ ＋ λ ｉｔ(Ｑｉｔ － Ｑｉｔ(Ｘ ｉｔꎬＫ ｉｔ)) (２)

其中ꎬＰＸ
ｉｔ、ＰＫ

ｉｔ为可变投入品与固定投入品的价格ꎮ对可变要素投入一阶求导可得:
∂Ｌ
∂Ｘ ｉｔ

＝ ＰＸ
ｉｔ － λ ｉｔ

∂Ｑｉｔ(Ｘ ｉｔꎬＫ ｉｔ)
∂Ｘ ｉｔ

＝ ０ (３)

由生产成本最小化可得ꎬ当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与其所占总成本份额相等时ꎬ其要素投入为最优状

态ꎮ作为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的比率ꎬ加成率 ξｉｔ ＝
Ｐ ｉｔ

λ ｉｔ
ꎬ因而在式(３)两边同乘

Ｑｉｔ

Ｘ ｉｔ
ꎬ便可整理推导出加成率

ξｉｔ的估计式(４):

ξｉｔ ＝ ϑＸ
ｉｔ
ＱｉｔＰ ｉｔ

Ｘ ｉｔＰＸ
ｉｔ
＝ ϑＸ

ｉｔ(ϕＸ
ｉｔ) － １ (４)

其中ꎬϑＸ
ｉｔ为可变投入要素 Ｘ 的产出弹性ꎬϕＸ

ｉｔ为可变要素支出占总销售收入的份额ꎬ进而加成率的估计转变

为求解可变要素投入产出弹性ꎮ鉴于传统 Ｃ￣Ｄ 生产函数已假定要素产出弹性不变ꎬ故本文采用更为灵活

地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 生产函数进行估计ꎬ可得可变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为:
ϑＸ

ｉｔ ＝ βｘ ＋ ２βｘｘＸ ｉｔ ＋ βｘｋＫ ｉ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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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各投入要素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ꎬ本文在参考 ＬＰ 法的基础

之上ꎬ借鉴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和 Ｃａｖｅｓ(２００６)提出的 ＡＣＦ 法ꎬ将劳动投入纳入中间投入品要素ꎬ通过中间投入要素

需求函数的反函数 ωｉｔ表示生产效率[１９]ꎬ则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υＸ
ｉｔ ＝ βｘＸ ｉｔ ＋ βＫＫ ｉｔ ＋ βｘｘＸ２

ｉｔ ＋ βＫＫＫ２
ｉｔ ＋ βｘｋＫ ｉｔＸ ｉｔ ＋ ωｉｔ ＋ εｉｔ ＝ ψ(Ｘ ｉｔꎬＫ ｉｔꎬｍｉｔ) ＋ εｉｔ (６)

ｍｉｔ表示包含生产率 μｉｔ、可变要素 Ｘ ｉｔ等中间投入要素的需求函数ꎮ本文在借鉴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一步估计法

的基础之上ꎬ通过 Ｓｔａｔａ１１估计未知函数 ψ(Ｘ ｉｔꎬＫ ｉｔꎬｍｉｔ)ꎬ最终将估计得到的参数代入式(５)以计算出可变

要素的产出弹性(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５) [２０]ꎮ
(二) 计量模型

为检验流通基础设施对果品加成率的影响ꎬ我们考虑设计如下基本模型:

ｍａｒｋｕｐｉꎬｔ ＝ α ＋ β∑
３

ｉ ＝ １
Ｗｉꎬｔ ＋ θＺ ＋ δｉꎬｔ ＋ εｉꎬｔ (７)

其中ꎬ被解释变量 ｍａｒｋｕｐｉꎬｔ为第 ｉ 个省份 ｔ 期的苹果加成率水平ꎬＷｉꎬｔ为各省份当年度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

施情况ꎬｉ 分别表示不同类型的流通基础设施水平ꎬδｉꎬｔ为各省份之间的时间固定效应ꎮ由于苹果等果品与

粮食等传统农作物不同ꎬ其内部之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ꎬ因而亦会对苹果的加成率产生影响ꎬ为提高模型

估计的准确性ꎬ加入其它影响加成率的控制变量 Ｚꎮ
模型(１)只是分析了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对苹果加成率的影响ꎬ但这种分析更多的仅限于平均水平

的意义ꎮ而作为公共投资ꎬ流通基础的建设使用通常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与异质性ꎬ因此ꎬ流通基础设施尤其

是道路、批发市场等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方能被公众认知及使用ꎬ因而流通基础设施效应的发挥存在一

定的时滞性ꎮ为了检验流通基础设施对苹果加成率的动态影响ꎬ在模型(１)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将其拓

展为模型(２)ꎬ其中ꎬＷｉꎬｔ为滞后 ｔ 期的流通基础设施存量ꎬ估计系数 φ 刻画了滞后 ｔ 期的流通基础设施存

量对苹果加成率的动态影响ꎮ

ｍａｒｋｕｐｉꎬｔ ＝ α ＋ ϕ∑
３

ｔ ＝ ０
Ｗｉꎬｔ ＋ θＺ ＋ δｉꎬｔ ＋ εｉꎬｔ (８)

作为一种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农产品ꎬ苹果的种植产业布局具有明显的聚集性ꎮ由于聚集程度的不同ꎬ
各区域的产品与生产要素市场范围也不相同ꎬ对于流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利用程度也存在差异ꎬ因此需要进

一步对流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与苹果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ꎮ鉴于此ꎬ本文在模型(７)的基

础之上进一步将其拓展为模型(９)ꎬ通过构建流通基础设施与种植规模的交互项 Ｗｉꎬｔ × Ｓｉｚｅｑꎬｔꎬ进一步考察

分析在不同产业聚集程度下ꎬ流通基础设施对苹果加成率的异质性影响ꎮ其中ꎬＳｉｚｅｑꎬｔ为种植规模的约束变

量ꎬｑ ＝ １ꎬ２ꎬ３表示不是同省份按种植面积从大到小排序的三分位数ꎬＳｉｚｅｑꎬｔ则为表示省份间种植规模差异

的虚拟变量ꎬ当第 ｉ 省份种植面积的排序在相应的 ｑ 分位时其取值为１ꎬ反之则为０ꎮ

ｍａｒｋｕｐｉꎬｔ ＝ α ＋ β∑
３

ｉ ＝ １
Ｗｉꎬｔ ＋ η∑

３

ｉ ＝ １
(Ｗｉꎬｔ × Ｓｉｚｅｑꎬｔ) ＋ θＺ ＋ δｉꎬｔ ＋ εｉꎬｔ (９)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１.数据来源ꎮ本文选取２００２－２０１５我国九个苹果主产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数据ꎬ计量模型中涉及的

数据均来自我国统计部门官方统计数据ꎬ主要包括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
及«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ꎬ主要涉及苹果生产以及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数据ꎬ相关价值数据以

２００２年为基期ꎬ通过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以及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ꎬ统一转换为定基价格指数ꎮ
２.被解释与解释变量ꎮ估计苹果加成率生产函数模型中ꎬ产出用苹果每亩种植收益表示ꎮ在要素投入

方面ꎬ由于果苗前期生长周期相对较长ꎬ因而农户种植面积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ꎬ即土地的投入是相对

固定的ꎬ结合上文模型分析的需要ꎬ本文将苹果生产投入要素划分为固定要素投入与可变要素投入ꎮ固定

要素指土地投入ꎬ通过每亩土地成本表示ꎻ可变要素投入用人工成本和物质与服务费用两部分表示ꎮ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参照张贵友等(２００９) [７]的分类方法ꎬ将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分为交易场所基础

设施、运输道路设施以及仓储设施三类ꎮ其中ꎬ交易场所基础设施与储存设施通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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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相关变量及说明

变量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υＸ
ｉｔ 每亩主产品出售产值的对数(元) ８. ０８９ ０. ８１１

Ｘｉｔ
每亩生产成本(生产成本 ＝ 物质与

服务费用 ＋ 人工成本)的对数(元) ７. ４９４ ０. ７０６

Ｋｉｔ 每亩土地成本的对数(元) ４. ６６２ ０. ９４４

τ 农业流通设施利用率 (苹果总产

值 / 农林牧渔总产值)(％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５２

Ｗ１
农村批发和零售业投资额的对数

(期初存量∗利用率)(亿) ４２. ０２２ ３７. ３９８

Ｗ２
辖区内铁路里程总数(期初存量

∗利用率)(公里) ２１５３. １５６ １０６７. ３７７

Ｗ３
辖区内低等级公路里程总数(期初

存量∗利用率)(公里) ４８３１. ４１１ ３４７０.０１７

Ｚ１ １－１０月份的光照总时数(小时) １９４０. ２７５ ２９４. ８９３
Ｚ２ 地区年有效积温量(摄氏度 / 年) １６. ９８２ ２. ５１９
Ｚ３ ９－１０月份的降雨总量(毫米) ４５. ９５４ ３１. ８８７
Ｚ４ 雇工价格(元 / 工)
Ｚ５ 苹果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 μｉｔ 待估

批发和零售投资额表示ꎻ运输设施则进一步分为

铁路与公路两类ꎮ需要说明的是ꎬ由于现阶段我

国公路等级种类较多ꎬ因而本文根据其等级性质

不同划分为高等级公路与低等级公路两大类进

行分析ꎮ其中ꎬ高等级公路包括高速公路和一、二
级公路ꎬ主要链接大城市间的城市道路ꎮ低等级

道路则主要包括三、四级以及等外公路ꎬ其主要

是连接乡、镇、村庄以及村庄内部道路ꎮ故本文将

以等外公路里程衡量农村道路设施情况ꎮ仓储设

施方面ꎬ由于现阶段我国未就农产品仓储设施进

行专门统计ꎬ而现有的农产品仓储设施多以农产

品批发与零售市场的配套设施存在ꎬ因而本文仓

储设施统一纳入农产品交易场所设施进行分析ꎬ
即通过农产品批发与零售市场投资额一并表示ꎮ
此外ꎬ为避免不同地区苹果生产对农业流通设施

利用率的差异ꎬ本文通过借鉴Ｎａｄｉｒｉ 和Ｍａｎｕｎｅａｓ
(２００９)的做法ꎬ利用苹果总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

值比值构造农业流通基础设施利用率指标[２１]ꎬ
以反映其真实效应水平ꎮ

３.控制变量ꎮ根据已有文献ꎬ本文主要从样本的特征变量与约束变量两方面选取影响农户果品加成率的控

制变量(刘啟仁和黄建忠ꎬ２０１５)[２２]ꎮ从苹果自身的属性来看ꎬ其果重与１~１０月份的日照总时数、７~９月份苹果生育

期期间的日照时数以及地区积温水平相关(段晓凤等ꎬ２０１４)[２３]ꎬ故本文选取的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地区的自然环

境如积温、光照时长以及降雨量ꎮ而在约束变量方面则主要选择省级层面的苹果的全要素生产效率、雇工价格作

为控制变量ꎮ需要说明的是ꎬ由于数据可获性的约束ꎬ故无法准确获得地区积温水平的面板数据ꎬ所以本文改用月

度平均气温来估算每个地区的积温水平ꎮ

四、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表２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变量 ＯＬＳ ＦＥ ＡＣＦ

ＬｎＸ １. ０３３２∗∗ ２. ２２６１∗∗∗ １. ９８４１∗∗∗

( － ０. ４１１) ( － ０. ６３０) ( － ０. ６２２)

ＬｎＫ ０. ２９８１∗∗ － １. ０７５０ － ０. ５２３０∗∗

( － ０. １４１) ( － ０. ９３２) ( － ０. ２４２)

(ＬｎＸ) ２ ０. ３８８４∗∗∗ ０. ３１３３∗∗∗ ０. ３１２２∗∗∗

( － ０. ０８４) ( － ０. １１２) ( － ０. １０４)

(ＬｎＫ) ２ ０. ２５５１∗∗ ０. ５１８２∗∗∗ ０. ５０６１∗∗∗

( － ０. １２４) ( － ０. １３３) ( － ０. １２３)

ＬｎＫ∗ＬｎＸ － ０. ４５７８∗∗ － ０. ８４３２∗∗∗ － ０. ８５７１∗∗∗

( － ０. １９１) ( － ０. ２１０) ( － ０. ２０１)

＿ｃｏｎｓ １. ６８４４∗∗ ２. １３４２∗ １. １２３１∗∗∗

(０. ７４６) (１. １１０) (０. ２３１)
规模经济 １. ５７３１ １. １９４０ １. ４０１６

Ｒ２ ０. ７９２６ ０. ７３７１ ０. ７０２４
模型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代表变量系数在１０％ 、５％ 、
１％的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为标准误ꎮ

(一) 加成率的估计与计算结果

通过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发现ꎬＯＬＳ 回归、固
定效应模型以及 ＡＣＦ 法三者的回归结果存在较大差

异ꎮ如前文所分析ꎬＯＬＳ 回归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

量———苹果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ꎻ固定效应模型虽然

将生产率纳入模型之中ꎬ但其生产率固定不变的严格

假设显然与苹果实际生产情况不符ꎬ因此以上两种方

法无法一致、无偏的对产出弹性进行估计ꎮ以往文献表

明ꎬ全要素生产率可按是否随时间波动分为短期波动

与长期趋势两部分ꎬ其中短期波动与投入要素之间关

系不确定ꎬ而长期趋势则与投入要素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ꎮ在实际估计的过程中ꎬ固定效应模型虽然

对长期趋势进行控制ꎬ但由于投入要素与短期波动之

间可能呈现负相关关系ꎬ因而导致低估模型的产出弹

性(黄枫和吴纯杰ꎬ２０１３)ꎮ[２４]根据表２的估计结果ꎬＡＣＦ
法得到的规模报酬明显低于 ＯＬＳ 估计ꎬ且高于固定效应

模型估计ꎬ因而表明 ＡＣＦ 法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 ＯＬＳ
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在生产函数估计过程中的准确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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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通基础设施对苹果加成率的影响效应检验

表 ３ 报告了农业流通基础设施对苹果加成率影响的估计结果ꎮ 在数据分析之前ꎬ首先对面板数据的

估计模型进行筛选ꎮ 通过对比固定效应模型的普通标准误与聚类稳健标准误发现ꎬ两者在解释变量的标

准误差别并不大ꎮ 因此ꎬ进一步对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回归模型进行选择ꎬ其 Ｆ 检验的 Ｐ 值为０. ００００表
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效应模型ꎻ其次ꎬＬＭ 检验的结果强烈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ꎬ即
随机效应模型同样优于混合回归模型ꎻ而后豪斯曼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之

间ꎬ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通过对比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各自普通标准

误与聚类稳健标准误的结果发现ꎬ两者的普通标准误与聚类稳健标准误间的差异并不大ꎬ即满足进行传统

豪斯曼法检验的前提条件ꎮ

表３　 农业流通设施对苹果加成率的基准估计结果

变量
混合回归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Ｅ Ｓ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Ｅ Ｓ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Ｅ

Ｗ１

Ｗ２

Ｗ３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Ｚ５

＿ｃｏｎｓ

Ｐｒｏｂ > Ｆ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 ０. ００１) (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１) ( － ０. ００２) ( － ０. ００３) ( － ０. ００３) (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３８７ － ０. １８５４∗ － ０. １８５４∗ － ０. ０３８７ － ０. ０３８７
(０. １４９) (０. ０９６) (０. １０１) (０. １６１) (０. １４３)
－ ０. ００１４ － ０. ０１１３∗ － ０. ０１１３∗∗ － ０. ００４１ －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２８４

( － ０. ０３４) ( － ０. ００３) ( － ０. ００７) ( － ０. ０３５) (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１００

( － ０. ００６) ( － ０. ００６) ( － ０. ００３) ( － ０. ００５) ( － ０. ００７)
０. ６６６０ ０. ５３７０∗ ０. ５３７０∗ ０. ６６６０∗ ０. ６６６０∗∗

(０. ２９３) (０. ２４７) (０. ２１７) (０. ３０３) (０. ２４０)
２. ０１３０∗ ３. ０７８０∗∗ ３. ０７８０∗∗ ２. ０１３０∗ ２. ０１３０

( － ０. ９３６) ( － ０. ９５９) ( － ０. ６７８) ( － ０. ９０３) ( － １. １１８)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模型选择 原假设 Ｐ 值

固定效应 ＶＳ 混合回归 Ｈ０:ａｌｌ ｕ ＝ ０ ０. ００００

随机效应 ＶＳ 混合回归 Ｈ０:σ２ ＝ ０ ０. ００００

固定效应 ＶＳ 随机效应 Ｈ０:ｕ 与 ｘꎬｚ 不相关 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代表变量系数在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为标准误ꎮ

综合模型估计结果可知ꎬ批发和零售业投资的估计系数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ꎬ表明批发和零售业

投资对提高苹果加成率有显著影响ꎬ即能显著提升农户的加成定价能力ꎮ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ꎬ批发市

场的建立在实现果品的集中交易的同时ꎬ扩大交易范围与销售渠道ꎬ一定程度上缓解产地的供给压力ꎬ进
而提高果农的加成定价能力ꎻ另一方面ꎬ伴随批发和零售业投资ꎬ农产品的流通技术亦在进步ꎬ借助现代化

的物流信息平台以及质量检测平台ꎬ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ꎬ能够进一步促进苹果的分等分级ꎬ实现优质

优价ꎬ通过差异化的产品提高利润ꎻ道路设施方面ꎬ铁路的估计系数虽为正ꎬ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ꎬ而相比

之下ꎬ低等级公路的估计系数为０. ００６９且在１％水平上显著ꎬ这表明农村地区公路里程的增加能够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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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果农苹果的销售价格ꎮ具体来看:一方面ꎬ相对农村内部普通土路ꎬ经过硬化修整的低等级公路运输效率更

高ꎬ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与运输损耗ꎻ另一方面ꎬ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等级公路网密度相对较低ꎬ大型运输车

辆常需绕经县城方能到达农区ꎬ而低等级的增加则能有效改善农区的交通状况ꎻ此外ꎬ相比高速公路等等级

公路ꎬ低等级公路往往并不收取费用ꎬ因而等外公路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运输的过路费ꎮ

(三) 流通基础设施对苹果加成率的动态效应检验

表 ４ 分别从滞后一、二、三期三个不同时期以及构建流通基础设施与地区种植规模虚拟变量的交互

项ꎬ进一步分析零售固定资产投资、铁路以及低等级公路三种流通基础设施对苹果加成率的动态与异质性

影响ꎮ

表４　 农业流通设施对苹果加成率的动态与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动态效应检验 异质性效应检验

交易存储设施 铁路 低等级公路 交易存储设施 铁路 低等级公路

Ｗｉ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 － ０. ００２) ( － ０. ００２)

Ｚ１
－ ０. ００３８∗∗∗ － ０. ０１３４∗∗∗ － ０. ３４７４∗∗ － ０. ０２３８∗∗ － ０. ０２３１∗∗ － ０. ０１３５
(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 － ０. １４１) ( － ０. ０１) ( － ０. ０１) ( － ０. ００９)

Ｚ２
－ ０. ００７１ － ０. ０１１６∗∗ － ０. ００７３ － ０. ０１０８∗∗∗ － ０. ０１１６∗∗∗ － ０. ０１３３

( － ０. ００４) ( － ０. ００５) ( － ０. ００５) ( － ０. ００４) ( － ０. ００４) ( － ０. ００４)

Ｚ３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４５４∗ ０. ０６０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１３８∗∗∗

( － ０. ０２４) ( － ０. ０２６) ( － ０. ０２８) ( － ０. ０２) ( － ０. ０２) ( － ０. ０２１)

Ｚ４
０. ００８０∗ － ０. ００９１ －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４１

( － ０. ００４) ( － ０. ００６) ( － ０. ００３) ( － ０. ００４) ( － ０. ００４) ( － ０. ００３)

Ｚ５
－ ０. ６０１∗∗ － ０. ５２８∗∗∗ － ０. ５０８∗∗∗ － ０. ４８３∗∗∗ － ０. ５１９∗∗∗ － ０. ５１１∗∗∗

(０. １８１) (０. １８２) (０. １７５) (０. ２２２) (０. １９４) (０. １８６)

Ｗｉꎬ１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 － ０. ００２)

Ｗｉꎬ２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Ｗｉꎬ３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 － ０. ００４)

Ｗｉ × Ｓｉｚｅ１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Ｗｉ × Ｓｉｚｅ２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ｃｏｎｓ
４. ４７０∗∗∗ ４. ０３７∗∗∗ ４. ０１５∗∗∗ ４. ３５２∗∗∗ ４. ０９８∗∗∗ ４. １９５∗∗∗

(０. ７９３) (０. ９２７) (０. ８７２) (０. ６２９) (０. ６７５))) (０. ６２４)

Ｒ２ ０. ２０８ ０. １４８ ０. ２１７ ０. １５４ ０. １４０ ０. ２０１

模型(Ｐｒｏｂ)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代表变量系数在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为标准误ꎻ由于篇幅限制本表中仅呈现固定效应

模型结果ꎮ

动态效应模型结果显示ꎬ批发与零售固定资产滞后三期的估计均显著为正ꎬ且估计系数随滞后期的增

多而扩大ꎬ表明批发与零售固定资产投资对苹果加成率的影响存在时滞性ꎬ而随后其对加成率的提升作用

与影响程度逐步增强ꎻ低等级公路里程对于加成率的影响情况则大致与批发与零售固定资产投资相同ꎬ滞
后三期的估计系数亦均显著为正ꎬ且影响程度亦呈现出递增趋势ꎮ值得注意的是ꎬ滞后三期的铁路里程的

估计系数虽然相对较小ꎬ但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呈现逐步增大的趋势ꎬ这表明铁路里程对苹果加成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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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可能存在２年的时滞ꎮ而这种时滞的出现可能源于公众对基础设施认知与利用存在时滞ꎮ以批发市场为

例ꎬ在市场成立初期ꎬ由于其知名度相对较低ꎬ本地果户与外地客商对其缺乏准确的了解ꎬ因而导致客商量

相对不足ꎮ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市场被越来越多的本地果农与外地客商所认知接受ꎬ因而客商量逐渐增多ꎬ交
易量也随之增加ꎬ进而提高了交易效率ꎮ

异质性效应结果显示:批发与零售固定资产投资、低等级公路里程与种植规模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

为正且均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检验ꎬ表明流通基础设施对苹果加成率的影响随着地区种植规模增加而增

大ꎮ即规模越大的地区ꎬ流通基础设施对苹果加成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ꎬ其中尤以批发与零售投资的影响

最为突出ꎮ上述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市场稠密效应”ꎬ一方面ꎬ由于种植规模

较大地区从事苹果生产的个体相对较多ꎬ而流通基础设施投入的不断增加ꎬ能够大大增加信息传递的效

率ꎬ促使产业内不同种植个体信息的交流与知识的积累ꎮ在促进苹果产业在某一区域内不断聚集的同时ꎬ
不断强化具有相同生产水平及经营目标的个体之间的互动与信息传递ꎬ进而提高该地区的生产效率与品

质提升ꎬ推动加成率的提升ꎻ另一方面ꎬ对于苹果生产大省ꎬ由于其长期所形成的先发优势ꎬ包括良好的规

模效应、先进的种植技术、深厚的市场认知度以及成熟的管理经验等ꎬ伴随不断完善的道路体系与交易设

施能够进一步显著提升地区的可达性与吸引力ꎬ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ꎬ增强区域竞争优势ꎬ促进苹果加成

率的提高ꎮ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我国九大苹果主产省份的面板数据ꎬ从动态效应、地区差异等方面ꎬ在综合考虑

生产成本的基础之上ꎬ通过引入加成率指标ꎬ基于固定随机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了农业流通基础设施对我国

苹果种植户加成率的影响ꎮ研究发现ꎬ农业流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显著提升果农的加成议价能力ꎮ具体

来看ꎬ批发与零售固定投资一方面能够通过创造一个集中交易的场所ꎬ有效降低价格谈判与寻找交易对象

等一系列交易费用ꎬ弥补果农在信息获取方面的短板ꎬ进而实现交易的规模经济ꎻ另一方面ꎬ通过相关配套

的仓储设施ꎬ果农能够有效延长果品的鲜活期ꎬ避免成熟期集中上市的被动局面ꎬ进而选择合适的上市时

机ꎬ提高果品的销售价格ꎮ运输道路设施方面ꎬ低等级公路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地区的道路情况ꎬ提高单位

车次的运载能力ꎬ进而降低损耗提高运输效率ꎮ值得注意的是ꎬ作为陆上运载能力最大、费用最低的铁

路运输里程对于果农的加成议价能力影响却不显著ꎬ其原因可能在于高等级运输复杂而繁琐的申请审

批手续ꎮ
研究还表明ꎬ农业流通基础设施对果品议价加成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性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流

通基础设施对加成率的影响程度逐步加强ꎮ其中ꎬ批发与零售固定资产投资与低等级公路的影响最为明

显ꎮ而铁路设施的作用也在滞后两年后开始逐步显现ꎬ但总体影响程度相对较弱ꎮ此外ꎬ农业流通基础设施

对不同种植规模地区加成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农业流通基础设施对苹果加成率的积极影响随着地

区内种植面积的增大而增强ꎻ相比于小规模种植地区ꎬ大规模种植区议价加成率受农业流通基础设施的影

响更大ꎮ
鉴于果树成长期相对较长ꎬ品种调整的结构成本相对较高等特点ꎬ我国果品短时间内无法有效实现果

品品质的差异化ꎬ因而相关政府部门可从流通环节入手ꎮ首先ꎬ在交易基础设施方面ꎬ相关部门一方面可加

强果品主产区批发与零售资产的投资ꎬ通过集中交易与良好的仓储设施ꎬ在降低农户交易成本与仓储损耗

的同时ꎬ赋予果农更宽泛自由的销售时间ꎬ进而实现果农的预期收入ꎻ另一方面ꎬ可通过制定相关优惠与扶

持政策ꎬ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果品流通领域ꎬ借助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化的果品交易与仓储体系ꎮ此外ꎬ就交通

运输设施而言ꎬ除了进一步强化道路设施建设力度外ꎬ相关政府部门可将建设重点逐步转为农村低等级的

等外公路ꎬ尤其是连接产区与主要公路之间的基础路段ꎬ以提高单位车次的运输能力ꎬ降低运输过程中果

品的挤压与碰撞ꎮ

２２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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