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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
 

普及农业保险是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抓手.
 

只有深入

探寻农业保险不同层次水平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同程度的影响,
 

才能精准发挥农业保险对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助推作用.
 

该文基于2007-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
 

探究不同发展阶段农业保险对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
 

研究表明:
 

①
 

农业保险能显著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且在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强

于其他地区;
 

②
 

在农业保险发展的高级阶段,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初级阶段和中级

阶段;
 

③
 

在农业保险发展的初级阶段,
 

农业保险主要通过提高技术效率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
 

高级阶段则

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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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the
 

sour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Populariz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nly
 

exploring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an
 

accurately
 

giv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to
 

play
 

the
 

role
 

o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7
 

to
 

2018,
 

this
 

paper
 

use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to
 

explore
 

the
 

dynamic
 

impac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an
 

signifi-
cant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stronger
 

than
 

that
 

in
 

other
 

regions;
 

②
 

In
 

the
 

advanced
 

stag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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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rimary
 

and
 

intermediate
 

stages;
 

③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insurance
 

mainly
 

promotes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improving
 

technical
 

efficiency,
 

while
 

in
 

the
 

middle
 

and
 

advanced
 

stage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mainly
 

promotes
 

agri-
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improving
 

technic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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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是现代化农业的重要表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农业保险逐渐成为我国支

农惠农的重要手段[1].
 

2007年以来,
 

农业政策性保险的试点范围逐步扩大[2],
 

2011年实现了政策性农业保

险全覆盖.
 

而后,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迅速,
 

保费收入由2004年的3.96亿元迅速提升到2014年的

325.78亿元[3].
 

截至2020年,
 

我国农业保费规模跃居世界第一.
 

在农业保险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学者们对

农业保险的研究不断深入.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
 

中外农业保险效用比较[4],
 

农业保险购买意向[5],
 

农业

保险实际运行弊端[6],
 

农业保险政策发展建议[7],
 

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增长[8],
 

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与消

费影响[9]等领域.
 

与此同时,
 

随着农用机械、
 

化肥、
 

农药以及劳动力等传统投入要素的边际报酬不断递减,
 

为确保粮食安全,
 

增强农业效益,
 

满足人民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
 

学者们将研究视线聚焦到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上[10],
 

不仅研究了不同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变[11],
 

还深入研究了科技投入[12]、
 

农村金

融[13-14]、
 

基础设施[15]等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探索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参考.
近年来,

 

部分国内外学者逐渐关注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这一领域.
 

邵全权等[16]研究了农

业保险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马述忠等[17]、
 

陈俊聪等[18]分别利用省级面板研究了农业保险与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但二者结论相反;
 

王悦等[19]研究了农业保险空间溢出效应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逻辑关联;
 

Hazell[20]、
 

Torkamani[21]等认为农业保险能通过“增加投资、
 

转移风险”等调节方式提高农业

生产率.
 

然而,
 

这些研究多以静态视角考察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途径,
 

缺乏以“动态视

角”研究不同农业保险发展阶段,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及影响途径的演变规律.
 

因此,
 

本文利用2007-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研究保险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
 

农业保险对

农业全要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及影响途径的演变规律.

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受小农思想的影响,
 

农户作为典型的“风险规避”者[22],
 

在生产中采用较为陈旧的生产技术、
 

生产经

验,
 

对采纳新技术、
 

采用新生产方式不积极.
 

小农户规避风险的特性不仅会使其错失先进生产技术的红利,
 

也阻碍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新阶段,
 

农业保险不仅能赔偿农户的灾害损失,
 

增

强农户的灾后恢复能力[23],
 

保障农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
 

而且购买农业保险这一行为也会影响农户要素配

制方式[24],
 

调整农户生产行为[25],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Horowitz等[26]认为,
 

农业保险能促进化肥和农药

的使用,
 

进而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逻辑图如图1所示.
 

假设:
H1:

 

农业保险的普及有助于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具体而言,

 

购买农业保险将显著提升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
 

①
 

农业保险普及有助于推动农户扩大种植

规模,
 

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率.
 

受农业生产的周期性、
 

农产品的弱质性、
 

农业风险的“双重性”等影响,
 

为

规避损失,
 

农户在进行生产决策时会将有限的家庭资源分散配置于农业和非农产业,
 

不同地块之间,
 

这一

行为限制了农户的生产规模.
 

随着农业保险的普及,
 

农户可以购买保险,
 

规避农业生产活动中自然灾害的

影响,
 

进而增加资本投入[27],
 

扩大经营总规模[28],
 

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率.
 

②
 

农业保险的普及能有效推

动农户的专业化生产[29].
 

传统小农户在经营决策时倾向于在现有地块上多元化种植,
 

以便规避特定农产品

市场风险和特定病虫害风险.
 

在购买农业保险之后,
 

为了确保农业产出效益最大化,
 

农户倾向于专业化种

植,
 

以便提升技术效率,
 

提高经营利润.
 

为此,
 

提出如下假设:
H2a:

 

农业保险促使农户扩大生产规模并进行专业化生产,
 

进而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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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斌等[25]认为农业保险有助于农户采纳新技术,
 

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科技含量.
 

与工业生产

不同,
 

农业生产过程需要遵循特定的生物节律,
 

并且生产周期长,
 

前期投入大.
 

为确保收成稳定,
 

农户在生

产中采用新工艺、
 

原料、
 

品牌商品的积极性不高[30].
 

而农业保险将极大地规避农户的“损失厌恶”保守心

态.
 

Zhong
 

等[31]认为,
 

农业保险能够增强农户采纳新技术[32]、
 

新工艺的意愿,
 

推动农业生产领域的技术进

步,
 

从而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为此,
 

提出如下假设:
H2b:

 

农业保险有助于推动农户采纳新的生产技术,
 

进而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图1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2.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本文采用 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出2007-2018年31个省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可以有效避免由于生产函数方程设定导致的偏误[33-34].

 

本文采用投入导向且规模

报酬不变的DEA模型,
 

在计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时采用的产出指标为农业经济,
 

用农林牧渔生产总值衡

量,
 

单位为亿元;
 

投入指标分别为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万人)、
 

实际播种面积(千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千
公顷)、

 

化肥折纯施用量(万吨)、
 

农药折纯施用量(万吨)、
 

农用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

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其他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6-2018年).
2.2 变量选取

本文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
 

同时选取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
 

以各省份的农

业保费收入衡量.
 

此外,
 

参考龚斌磊等[35]、
 

陈丽竹[36]的研究,
 

本文选取农村教育水平、
 

农村道路条件、
 

农

村电力发展水平、
 

城市化率、
 

农业结构和灾害影响作为控制变量,
 

各变量赋值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见表1.
 

本

文所用数据来源包括《中国保险年鉴》(2007-2018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7-2018年)、
 

《中国统计

年鉴》(2007-2018年).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业保险 农业保费收入/百万元 5.771 1.876 -0.288 8.487
保险深度 农业保费收入/农林牧渔总产值×100% -1.740 1.602 -8.098 1.098
保险密度 农业保费收入/第一产业劳动力/(百元·人-1) -0.594 1.945 -7.810 2.897
教育水平 第一产业中初中及以上文化占比/% 4.165 0.367 1.526 4.551
道路水平 (省公路总里程-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总里程)/省域面积×100% -0.475 0.878 -3.175 0.644
城市化率 城镇人口占比/总人口×100% 3.494 0.268 3.068 4.495
电力水平 农村用电量/亿kW·h-1 4.555 1.572 -0.494 7.567
农业结构 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0% 3.945 0.164 3.407 4.361
灾害影响 成灾总面积/农作物播种总面积×100% 2.263 0.940 -1.004 4.089

  注:
 

在描述性统计和实际计算过程中,
 

上述指标均取对数.

2.3 模型设计

根据前文机理分析,
 

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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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tfpit=β0+β1lnsurit+γXit+εit (1)

lntechit=β0+β1lnsurit+γXit+εit (2)

lneffchit=β0+β1lnsurit+γXit+εit (3)
式(1)、

 

式(2)、
 

式(3)中,
 

lntfpit 表示t年i地区 Malmquist指数的对数,
 

lntechit 表示t年i地区农业技术

进步的对数;
 

lneffchit 表示t年i地区农业技术效率的对数;
 

lnsurit 为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t年i地区农业

保费收入的对数;
 

X 表示教育水平、
 

城市化率、
 

道路水平、
 

电力水平、
 

农业结构、
 

灾害影响.
 

εit 为随机干扰

项;
 

β0 为常数项;
 

β1 为农业保险的系数,
 

γ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3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

3.1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为研究购买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根据计量方程,
 

本文分别采用混合回归、
 

随机效应和

固定效应等模型进行研究.
 

在模型检验中,
 

F 检验、
 

LM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的p 值均为0.000,
 

因此本文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
 

并将混合回归(OLS)、
 

随机效应回归(RE)和固定效应回归(FE)的结果都列于表2.
表2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变量
(1)

OLS

(2)

RE

(3)

FE

(4)

FE

(5)

FE

(6)

FE

农业保险 0.110
 

3*** 0.082
 

4*** 0.035
 

2*** 0.044
 

9***

(16.83) (5.83) (3.65) (3.42)

保险密度 0.037
 

3***

(3.84)

保险深度 0.025
 

9**

(2.71)

教育水平 -0.106
 

6** -0.153
 

9*** -0.175
 

3*** -0.171
 

6*** -0.181
 

4*** -0.198
 

1***

(-2.09) (-2.86) (-4.31) (-4.28) (-4.20) (-4.10)

城市化率 0.130
 

2* 1.056
 

4*** 1.573
 

3*** 1.538
 

6*** 1.714
 

6*** 1.592
 

2***

(1.85) (5.20) (6.54) (6.43) (7.12) (6.61)

道路水平 0.087
 

4*** -0.010
 

3 0.377
 

9* 0.377
 

8* 0.409
 

1* 0.369
 

3*

(3.69) (-0.13) (1.75) (1.78) (1.84) (1.76)

电力水平 -0.053
 

7*** -0.008
 

7 0.118
 

9 0.118
 

4 0.134
 

6 0.109
 

8

(-4.59) (-0.20) (1.36) (1.35) (1.43) (1.33)

农业结构 0.000
 

5 -0.002
 

6 -0.004
 

8 -0.004
 

8 -0.004
 

8 -0.005
 

6

(0.49) (-0.63) (-0.75) (-0.77) (-0.73) (-0.90)

灾害影响 -0.043
 

3*** -0.058
 

7*** -0.028
 

4** -0.027
 

6** -0.029
 

2** -0.022
 

5*

(-2.77) (-3.98) (-2.32) (-2.27) (-2.28) (-1.84)

常数项 0.256
 

6 -3.054
 

0*** -5.041
 

4*** -4.691
 

4*** -5.377
 

7*** -5.030
 

3***

(0.95) (-4.43) (-4.61) (-4.20) (-4.63) (-4.74)

N 366 366 366 366 366 348

R2 0.450
 

0 0.848
 

1 0.850
 

1 0.841
 

4 0.843
 

3

  注:
 

*,**和***分别代表p=10%,p=5%和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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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型(1)可知,
 

在混合回归中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110
 

3,
 

且在p=1%水平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由模型(2)可知,
 

应用随机效应时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82
 

4,
 

同样在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模型(3)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结果显示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系数为0.035
 

2,
 

同样在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
 

农业保险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高,
 

部分验证了假设H1.
 

为检验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稳健性,
 

本文分别采用“替换

核心解释变量、
 

缩尾回归”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中,
 

模型(4)以各省份的农业保险密度作为该地区农业保

险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模型(5)以农业保险深度来衡量各地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变量.
 

在模型(6)中,
 

将农业

保费数据进行左右2.5%的截尾处理.
 

对比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的回归结果,
 

可知其差异不

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
 

农业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即假设H1得到证实.

3.2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为研究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本文将全国分为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4
个分区域,

 

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区域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

变量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4)

东北

农业保险 0.068
 

0*** 0.026
 

5** 0.009
 

4 0.009
 

7

(3.65) (2.62) (0.90) (1.65)

教育水平 -0.406
 

0 0.254
 

9 -0.085
 

9 -0.190
 

0

(-0.76) (0.79) (-1.19) (-0.43)

城市化率 1.797
 

6*** 1.873
 

9** 1.862
 

7*** 4.150
 

4

(3.32) (3.43) (4.39) (1.55)

道路水平 0.164
 

8 0.773
 

9** 0.225
 

1 -1.717
 

8

(0.45) (3.29) (0.72) (-1.50)

电力水平 0.051
 

4 -0.220
 

2 -0.004
 

3 0.853
 

5

(1.31) (-0.76) (-0.03) (1.86)

农业结构 -0.010
 

1 0.002
 

4 -0.017
 

0 0.014
 

8

(-1.03) (0.30) (-1.23) (0.65)

灾害影响 -0.007
 

0 -0.000
 

8 -0.049
 

5* -0.011
 

2

(-0.71) (-0.04) (-2.17) (-0.48)

常数项 -5.224
 

8 -6.975
 

9** -4.662
 

1** -21.919
 

0

(-1.51) (-2.96) (-2.34) (-1.90)

N 115 72 143 36

R2 0.855
 

7 0.902
 

4 0.908
 

7 0.781
 

6

  注:
 

*,**和***分别代表p=10%,p=5%和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t统计量.

在东部地区,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68
 

0,
 

且在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在中部地区,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
 

5,
 

且在p=5%水平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东部、
 

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较高、
 

保险意识浓厚,
 

因此购买农业保险

之后农户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
 

生产行为优化效果明显,
 

进而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
 

而在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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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东北地区,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对于西部而言,
 

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劳动

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其购买保险较多是被动的,
 

对其生产行为影响较小;
 

东北地区土地肥沃,
 

人均耕

地面积高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且农业机械化水平、
 

生产效率等已然较高,
 

因此购买农业保险之后,
 

对

其生产行为的影响较小.
 

所以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

3.3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

为研究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
 

本文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拆分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

率,
 

并进一步将技术效率拆分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而后分别对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和

规模效率加以回归,
 

具体结果见表4.
 

其中,
 

技术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乘以规模效率.
在控制教育水平、

 

道路水平、
 

电力水平、
 

城市化率、
 

农业结构和灾害影响之后,
 

由模型(2)和模型(3)的

回归结果可知,
 

农业保险对技术进步变化的影响系数为0.0290,
 

且在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

农业保险对技术效率变化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
 

农业保险主要通过推动农业生产领域的技术进

步,
 

进而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即假设H2a得到证实,
 

同时假设H2b不成立.
 

从模型(4)和模型(5)的回

归结果可知,
 

农业保险对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4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

变量
模型(1)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模型(2)

技术进步

模型(3)

技术效率

模型(4)

纯技术效率

模型(5)

规模效率

农业保险 0.035
 

2*** 0.029
 

0*** 0.006
 

2 -0.000
 

2 0.006
 

4

(3.65) (3.23) (1.05) (-0.08) (1.31)

教育水平 -0.175
 

3*** -0.136
 

0*** -0.040
 

5 0.013
 

4 -0.053
 

6**

(-4.31) (-4.27) (-1.44) (0.70) (-2.12)

城市化率 1.573
 

3*** 1.411
 

1*** 0.163
 

4 0.077
 

6 0.086
 

8

(6.54) (6.62) (0.86) (0.58) (0.64)

道路水平 0.377
 

9* 0.583
 

6*** -0.204
 

2 -0.086
 

7 -0.119
 

1

(1.75) (3.63) (-1.34) (-0.78) (-0.94)

电力水平 0.118
 

9 0.110
 

7* 0.007
 

4 0.001
 

0 0.006
 

9

(1.36) (1.86) (0.16) (0.04) (0.21)

农业结构 -0.004
 

8 -0.007
 

7 0.002
 

9 -0.003
 

3 0.006
 

2**

(-0.75) (-1.43) (0.93) (-1.31) (2.61)

灾害影响 -0.028
 

4** -0.017
 

6* -0.010
 

8 -0.002
 

6 -0.008
 

2

(-2.32) (-1.87) (-1.39) (-0.43) (-1.37)

常数项 -5.041
 

4*** -4.241
 

9*** -0.792
 

6 -0.179
 

6 -0.619
 

7

(-4.61) (-4.46) (-0.98) (-0.35) (-1.07)

N 366 366 366 366 366

R2 0.848
 

1 0.884
 

9 0.038
 

4 0.009
 

0 0.105
 

6

  注:
 

*,**和***分别代表p=10%,p=5%和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t统计量.

3.4 不同农业保险发展阶段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研究不同农业保险发展阶段,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
 

本文按照样本均分的原则

将全部农业保险样本细分为农业保险初级、
 

中级和高级3个阶段.
 

其中,
 

人均保费低于43.5元/年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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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为初级阶段;
 

人均保费介于43.5元/年与138元/年之间的样本,
 

划为中级阶段;
 

将人均保费高于

138元/年的样本列为高级阶段.
 

从样本数量上看(含缺失值的样本未统计),
 

初级阶段样本数据为125个,
 

占全部样本的33.87%;
 

中级阶段样本数据为119个,
 

占全部样本的31.99%;
 

高级阶段样本数据为

122个,
 

占全部样本的32.79%.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对比模型(2)、

 

模型(3)、
 

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
 

在初级阶段,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系数仅为0.012
 

7;
 

在中级阶段,
 

提升为0.070
 

5;
 

而在高级阶段,
 

达到0.269
 

6.
 

结果表明,
 

随着农业保险

发展水平的提高,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逐步增大.
 

主要原因在于:
 

随着农业保险发展阶段

的提升,
 

农业保险密度逐渐升高,
 

农户生产行为的保障程度越来越高,
 

农户生产行为的可调整空间增大、
 

方式增多.
 

因此,
 

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逐渐增强.
表5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阶段)

变量
模型(1)

全部

模型(2)

初级

模型(3)

中级

模型(4)

高级

农业保险 0.035
 

2*** 0.012
 

7* 0.075
 

0* 0.269
 

6***

(3.65) (1.88) (1.98) (3.91)

教育水平 -0.175
 

3*** 0.236
 

5 -0.060
 

6 -0.658
 

2

(-4.31) (1.18) (-0.76) (-1.41)

城市化率 1.573
 

3*** 2.543
 

4*** 1.076
 

7** 2.152
 

8***

(6.54) (4.72) (2.74) (3.84)

道路水平 0.377
 

9* 0.129
 

9 0.694
 

0** -0.780
 

7*

(1.75) (0.38) (2.17) (-1.95)

电力水平 0.118
 

9 -0.066
 

9 0.312
 

5* -0.016
 

9

(1.36) (-0.54) (1.78) (-0.42)

农业结构 -0.004
 

8 0.005
 

1 -0.010
 

0* -0.013
 

4***

(-0.75) (0.41) (-1.83) (-3.08)

农业灾害 -0.028
 

4** -0.032
 

7** -0.012
 

8 -0.000
 

4

(-2.32) (-2.20) (-1.14) (-0.02)

常数项 -5.041
 

4*** -10.250
 

5*** -4.304
 

2*** -6.694
 

6***

(-4.61) (-3.45) (-2.97) (-3.61)

N 366 125 119 122

R2 0.848
 

1 0.855
 

5 0.808
 

2 0.616
 

6

  注:
 

*,**和***分别代表p=10%,p=5%和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t统计量.

为探究不同农业保险发展阶段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途径的演变规律,
 

本文按照不同农业

保险发展阶段,
 

分别研究农业保险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
 

具体结果见表6.
从表6中可知,

 

在农业保险发展的初级阶段,
 

农业保险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对技

术效率的影响则在p=5%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在农业保险发展的初级阶段,
 

农业保险通过不断

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
 

进而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原因在于:
 

农业生产模式、
 

方式的调整易于实施,
 

且不需要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投入,
 

因而在农业保险密度较低的初级阶段,
 

农业保险主要通过改善技术效率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而在农业保险发展的中级阶段,
 

农业保险对技术进步变化的影响在p=1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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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反而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即随着农业保险由初级阶段进入中级

阶段,
 

农业保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途径发生转变.
 

可能的原因是:
 

随着农业保险密度的提高,
 

一方面

继续调整农业生产模式对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贡献降低;
 

另一方面,
 

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不断

增强,
 

继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
 

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农业保险发展的高级阶段,
 

农业保险对技术进

步的影响系数为0.242
 

4,
 

高于中级阶段,
 

并且在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同样,
 

农业保险对技术

效率的影响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表明,
 

在农业保险发展的高级阶段,
 

农业保险也是通过促进农业

技术进步,
 

进而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其原因是:
 

随着农业保险保障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农户采纳新技

术的意愿更强,
 

更有利于推动农业领域的技术进步.
 

随着农业保险发展阶段的提升,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由以提高技术效率为主,
 

转变为以促进技术进步为主,
 

并且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有

加强的趋势.
表6 农业保险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分阶段)

变量

初级阶段

(1)

技术进步

(2)

技术效率

中级阶段

(3)

技术进步

(4)

技术效率

高阶阶段

(5)

技术进步

(6)

技术效率

农业保险 0.000
 

1 0.012
 

6** 0.083
 

7* -0.009
 

1 0.242
 

4*** 0.026
 

8

(0.01) (2.33) (1.94) (-0.33) (5.81) (0.47)

教育水平 -0.286
 

9 0.522
 

3* 0.000
 

8 -0.062
 

2 -0.452
 

8 -0.208
 

0

(-1.25) (1.78) (0.02) (-1.13) (-1.16) (-1.08)

城市化率 2.0172*** 0.529
 

9 1.173
 

4** -0.095
 

6 1.316
 

7*** 0.837
 

1**

(5.04) (0.91) (2.52) (-0.41) (3.26) (2.32)

道路水平 0.319
 

6 -0.190
 

7 0.417
 

2 0.276
 

3 -0.013
 

7 -0.768
 

8**

(1.17) (-0.72) (1.57) (0.86) (-0.06) (-2.20)

电力水平 0.061
 

2 -0.128
 

6 0.480
 

0** -0.167
 

1 -0.037
 

4 0.020
 

6

(0.42) (-0.89) (2.51) (-1.22) (-1.26) (0.86)

农业结构 -0.005
 

7 0.010
 

7 -0.015
 

8*** 0.005
 

8 -0.0134*** 0.000
 

1

(-0.78) (0.91) (-4.20) (1.28) (-3.09) (0.02)

农业灾害 -0.029
 

5*** -0.003
 

4 -0.000
 

9 -0.011
 

9 0.010
 

0 -0.010
 

6

(-3.18) (-0.36) (-0.07) (-1.22) (0.89) (-1.07)

常数项 -5.847
 

2*** -4.408
 

0 -5.563
 

4*** 1.257
 

7 -3.378
 

3*** -3.308
 

5*

(-4.71) (-1.35) (-3.76) (1.12) (-3.09) (-1.89)

N 125 125 119 119 122 122

R2 0.859
 

7 0.157
 

3 0.817
 

9 0.035
 

8 0.764
 

1 0.031
 

9

  注:
 

*,**和***分别代表p=10%,p=5%和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t统计量.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31个省份共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研究了不同农业保险发展阶段,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差异及影响途径演变.
 

研究发现:
 

①
 

农业保险能够显著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并且

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②
 

随着农业保险发展阶段升级,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断

增强;
 

③
 

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途径由初阶阶段以提高农业技术效率为主,
 

转变成中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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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段以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为主.
本研究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政策启示:

 

①
 

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全面推进的背景下,
 

着重提高西部地区农

业保险的密度、
 

深度,
 

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以农业保险弥补西部地区农村发展

水平较差、
 

人力资源水平较弱、
 

生产环境较为恶劣等农业生产劣势;
 

②
 

根据各地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阶段

不同,
 

精准施策,
 

提升当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具体而言,
 

处于农业保险初级阶段的地区,
 

在大力推广农业

保险的前提下,
 

重点培训生产技术,
 

调整生产方式,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而在农业保险处于高级阶段

的地区,
 

在政策补贴等配套措施的共同发力下,
 

进一步增强农民购买农业机械、
 

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意愿,
 

推进农业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
 

提升农业的科技含量,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③
 

依据我国未来农业高质

量发展诉求,
 

国家要继续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体系,
 

优化农业保险险种,
 

扩大保险范围,
 

降低理赔交易

成本,
 

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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