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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实证研究

——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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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从传统和高质量双重视角构建农业生产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测算新

疆 81个县域的农业生产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且通过环境变量对投入指标进行调整。结果显

示：（1）新疆农业生产效率较低。未考虑环境因素时，生产技术落后是拉低综合效率的重要原因；经过环境

因素调整，生产规模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2）新疆各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差异较大，并且效率提升路径有所

不同。（3）不同环境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通过影响机械化程度促进效率提

高，城镇化水平提升通过影响劳动力人数、信息化水平、机械化程度和化肥施用量促进效率提高，城乡收入

差距扩大通过影响耕地面积促进效率提高，政府财政干预加强通过影响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和化肥施用量

促进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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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nstruct an ag-
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traditional
and high-quality,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81 counties in Xinjiang, and adjust input indicators through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Xinjiang’  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is  low.
Wh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not considered, backward production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reas-
on for lowering overall  efficiency; after adjustments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in production scale. (2)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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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iency in various regions of Xinjiang, and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paths are different. (3) Differ-
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   improve-
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promotes  efficiency  improvement  by  affecting  the  degree  of
mechan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level  promotes  efficiency  improvement  by   af-
fecting the number of laborers,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ization, the degree of mechanization, and the
amount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efficiency by affecting the area of arable
land, the degree of mechanization and the amount of fertilizer applied.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high-quality development；three-stage DE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占世界不到 10% 的耕

地养活了世界 20% 左右的人口，这是我国农业发

展的巨大成就。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促进农业高质量

发展。2020年 7月，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乡

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中制定了未

来五年农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持续壮大农产品加

工业，将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升至 80%；深度拓

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一批产值超过百亿、千亿

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优化升级乡村休闲旅游

业，实现年接待游客 40亿人次、经营收入 1.2万

亿元的突破；丰富乡村新型服务业，促进农林牧

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与农产品网络销售的发展；

活跃农村创新创业，积极开展创新创业人员返乡

入乡。《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

的制定无疑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要

求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怎样

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上升为现阶段农业

发展的核心问题。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面积 166万 km2，占

我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2018年，新疆地区

人均生产总值 49 475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24个百分点；农作物播种面积 6 062.07千 hm2，

占全国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 5.18%；粮食产量

1 492.55万 t，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2.27%。从全

国视角考察新疆，发现农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国比

率是粮食产量占全国比率的 2倍之多，新疆农作

物播种面积虽多，但粮食产量较少。由此可见，

新疆农业生产效率水平相对落后，现代化农业发

展体系有待完善。 

一、   文献回顾

农业生产效率的实质就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投

入成本与产出水平的比例关系，农业生产效率

“有效”表示农业生产的投入与产出达到理想状

态，即帕累托最优。根据研究视角不同，农业生

产效率一般分为农业单要素生产效率和农业全要

素生产效率。农业单要素生产效率是指在研究农

业生产效率时，只考虑一种投入要素，用产出水

平除以投入要素，即可得到农业单要素生产效

率。但是，农业单要素生产效率会忽略不同投入

要素之间的影响，即存在内生性问题，容易造成

测算结果出现偏差，因此部分学者多采用农业全

要素生产效率[1-3]。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也称农业

生产综合效率，计算该效率可以同时考虑多种投

入要素，弥补农业单要素生产效率的不足。

从相关文献来看，测度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多

采用三阶段 DEA模型。郭军华等将劳动力、土

地、农业机械动力以及化肥等 6个方面作为投入

要素测算了我国 2008年农业生产效率，并且发现

提高城市化水平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效率[4]；焦源从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3个层面测算了

农业生产效率，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受

教育程度以及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5]；贺志亮等从经济环境、政策支持、人力资

源以及自然灾害等方面对投入要素进行调整，发

现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财政支农支出是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的有效因素[6]；陈新华等考虑了农业生产

与生态环境的交互效应，将农业面源污染等指标

加入农业生产效率测算体系，发现农业科技进步

和农业专业镇发展水平提升可以加快农业生产效

率提高[7]；杨彩艳等将农村人均收入和政策支持力

度等因素作为环境变量对投入指标进行调整，发

现金融服务、农技服务、机械服务均与农业生产

效率呈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8]；王蕾等分阶段测算

了我国 2009—2016年农业生产效率，发现效率水

平不断提高，并且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程度有利

于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9]。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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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孙江超认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标准高、效

益高以及可持续等特性，具体包括土地资源、科

技水平和财政支持等多个方面[10]；夏显力等认为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需要借助数字信息技术从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

经营体系等方面入手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11]；程

士国等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经济绩

效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三者之间存

在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需要鼓励农业经营主体

加强技术创新[12]。现有文献也对农业高质量发展

水平的测度进行了研究，辛岭等从绿色发展、供

给提质、规模生产以及产业融合等方面测度了我

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13]，谷洪波等从经济效

益、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社会效益等 6个方面

测度了中部六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14]，黄修杰

等从产业效益、生产效率、经营者素质、国际竞

争力和农民收入等 7个维度测度了 30个省区的农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15]。

上述研究成果显示，相关学者对农业生产效

率测算、农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以及农业高质量

发展水平测度都进行了广泛研究，并且成果颇

丰。已有研究文献表明，虽然有学者研究了农业

生产效率，但没有考虑农业高质量发展这一宏观

背景；尽管有学者测度了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但没有给出农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生产效率如

何；农业生产效率作为评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指标，既能展现当前阶段的农业生产效率水

平，还能反映农业高质量发展程度。因此，本文

基于现阶段新疆农业发展水平，立足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宏观背景，从传统农业和高质量农业双重

视角构建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采用三

阶段 DEA模型给出农业生产效率的测算方法，并

通过环境变量对投入指标进行调整，以期更为精

准的服务于优化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指标选择

从传统指标和高质量指标两个维度选取投入

产出变量，传统指标的选取主要借鉴之前学者测

算农业生产效率的指标体系[4-6,9,16]，将劳动力人数

和耕地面积作为投入指标，农业产值和粮食产量

作为产出指标；高质量指标的选取主要参考辛岭

等和谷洪波等构建的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将信息化水平、机械化水平和化肥施用量作

为投入指标，产业融合度作为产出指标[13-14]。农业

生产投入容易受到经济发展、政策支持等方面的

影响，因此本文采用投入导向的三阶段 DEA模型

测算新疆农业生产效率，并且在第二阶段从经济

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政府

财政干预 4个方面对投入指标进行调整[4-9]。

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中

2018年新疆 81个县域的截面数据，由于克拉玛依

市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农业生产活动涉及较少，

因此这 81个县域中不包含克拉玛依市的下属县

域。各个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计量单位和相应

的数据预处理方法见表 1。 

（二）  三阶段 DEA 模型 

1.   第一阶段：传统 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 Charnes等首次提出

的，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下，采用 CCR模型可

以测算新疆各县域农业生产综合效率[17]。在此基

础上，将投入产出的线性组合系数之和限定为 1，
得到 BCC模型[18]，采用该模型可以测算出各县域

农业生产技术效率（PTE）。将综合效率和技术效

率的比值定义为规模效率（SE），则有

T E = S E×PT E （1）

x
y

测算对象以截面数据的形式给出，包含 I个县

域，并假设每个县域都有 M种投入 和 N种产出

。用 xim 表示 i县域的第 m种投入，yin 表示 i县
域的第 n种产出。基于投入导向的线性规划式为

T E =min
θ,λ
θ

s.t.



I∑
i=1

λixim+ ism = θk xkm

I∑
i=1

λiyin−osn = ykn

λi, ism,osn ⩾ 0

（2）

PT E =min
θ,λ
θ

s.t.



I∑
i=1

λixim+ ism = θk xkm

I∑
i=1

λiyin−osn = ykn

I∑
i=1

λi = 1

λi, ism,osn ⩾ 0

（3）

λ

is os

式（2）（3）中， 表示投入变量线性组合的

权重系数， 表示投入的松弛变量， 表示产出的

松弛变量。 

2.   第二阶段：相似 SFA模型

is = (is1, · · · , isM)Fried等研究发现，投入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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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 = (1,zi1, · · · ,zir)

βm = (βm0,βm1, · · · ,βmr)

fm (zi|βm)

会同时受到环境因素、随机因素和管理无效率的

共同影响，因此需要引入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进

行调整，从中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19]。假设

第 m种投入松弛会受到 r个环境变量的影响，

isim 表示 i县域第m种投入松弛，用

表示 i县域 r个环境变量， 表

示待估参数， 表示环境变量对第 m种投入

松弛 isim 的影响，建立的相似 SFA模型为

ismi = fm (zi|βm)+ vmi+umi （4）

vmi umi式（4）中， 表示随机因素， 表示管理无

效率，二者相互独立。式（4）的估计方法以及对

管理无效率和随机因素的分离方法参见罗登跃的

研究[20]。最终对投入指标的调整方法为

x̂mi = xmi+

[
max

i

(
ziβ̂m

)
− ziβ̂m

]
+

[
max

i
(v̂mi)− v̂mi

]
（5）

max
i

(
ziβ̂m

)
− ziβ̂m

max
i

(v̂mi)− v̂mi

其中， 是对外部环境因素的剔

除， 是对外部随机因素的剔除。
 

3.   第三阶段：调整 DEA模型

x

x̂ y

将第一阶段中的投入向量 替换为经过（5）
式调整的 ，产出向量 保持不变，根据式（1）
（2）（3）重新计算效率，最终得到的效率值即

为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结果。 

三、   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现状分析
 

（一）  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水平

绘制新疆 13个地级单位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情

况相对位置的多维标度图。绘制方法为：（1）将

本文选取的 81个县级单位按照行政区划分到对应

的地级单位；（2）从劳动力人数、耕地面积、信

息化水平、机械化水平和化肥施用量 5个维度考

察各地级单位的投入成本，从农业产值、粮食产

量以及产业融合度 3个维度考察各地级单位的产

出水平，采用非度量法多维标度分析函数 isoM-
DS绘制图 1和图 2。

图 1中右侧区域第一维度大于 0，表示投入成

本较高；左上方区域第一维度小于 0且第二维度

 

表 1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属性 具体指标 符号 代理变量 备注

投入指标

劳动力人数 x1 从事农业人员数 单位：万人

耕地面积 x2 年末耕地面积 单位：万hm2

信息化水平 x3 通宽带村数 单位：百个

机械化水平 x4 农业机械总动力 单位：万kW

化肥施用量 x5 化肥施用量 单位：万t

产出指标

农业产值 y1 农业产值 单位：亿元

粮食产量 y2 粮食作物产量 单位：万t

产业融合度 y3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业产值×100 单位：%

环境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z1 地区生产总值 取自然对数，标准化处理

城镇化水平 z2 城镇人口/（城镇人口+乡村人口）×100 单位：%，标准化处理

城乡收入差距 z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标准化处理

政府财政干预 z4 政府财政公共预算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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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疆 13 个地级单位投入成本的相对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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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疆 13 个地级单位产出水平的相对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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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0，表示投入成本中等；左下方区域第一维度

和第二维度同时小于 0，表示投入成本较低。图 1
显示，喀什、阿克苏、塔城、昌吉、博尔塔拉以

及和田位于投入成本较高区域，吐鲁番和克孜勒

苏位于投入成本中等区域，乌鲁木齐、伊犁、哈密、

阿勒泰以及巴音郭楞位于投入成本较低区域。

与图 1的划分方法类似，图 2中右侧区域表

示产出水平较高，左上方区域表示产出水平中

等，左下方区域表示产出水平较低。图 2显示，

塔城、喀什、阿克苏、昌吉、伊犁以及巴音郭楞

位于产出水平较高区域，吐鲁番、乌鲁木齐、阿

勒泰、哈密以及和田位于产出水平中等区域，博

尔塔拉和克孜勒苏位于产出水平较低区域。 

（二）  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的相关性

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的“同向性”是采用

DEA模型测算决策单元效率的前提，所谓“同向

性”就是指随着投入变量增加，产出变量是单调

非减的[4-9]。本文选取的投入变量有 5个、产出变

量有 3个，投入与产出都涉及多个方面，因此采

用典型相关分析提取 1个综合投入变量和 1个综

合产出变量，通过分析两个综合变量的相关性对

投入产出变量的“同向性”假设作出检验。

典型相关结果显示，第一对典型变量（图 3）
对应的 F检验统计量为 201.92，贡献率为 89.59%，

说明仅选取第一对典型变量进行分析是显著有效

的。图 3计算结果显示，综合投入的 2.66% 来源

于劳动力人数、21.42% 来源于耕地面积、17.21%
来源于信息化水平、43.50% 来源于机械化水平以

及 15.21% 来源于化肥施用量，综合产出表示农业

产值与粮食产量同产业融合度的差值，综合投入

与综合产出的典型相关系数为 0.895 5，说明二者

呈高度正相关，即随着农业生产投入成本的增加，

产出水平也会逐步提高，符合“同向性”假设。 

四、   新疆农业生产效率测算结果分析
 

（一）  传统 DEA 模型计算结果

从多角度诠释农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农业

生产效率，这里基于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

效率三个视角，全面考察新疆 81个县域 2018年

的农业生产效率。鉴于篇幅有限，测算结果以灰

度地图形式进行呈现。将效率值按四分位数原则

进行划分，0～0.25分位数表示较低水平，0.25～
0.50分位数表示中低水平，0.50～0.75分位数表示

中高水平，0.75～1分位数表示较高水平。此外，

为了考察环境变量对效率值的影响，因此需要将

第一阶段效率值与第三阶段效率值放在一起进行

排序作图。图 4为第一阶段的效率测算结果，

图 5为第三阶段的效率测算结果。

在不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前提下，

2018年新疆 81个县域综合效率均值为 0.686，技

术效率均值为 0.780，规模效率均值为 0.883。这

一结果表明，新疆农业生产效率水平较低，并且

生产技术相对落后是导致水平偏低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看，新疆有 19.75% 的县域综合效率处于相

对有效状态，有 33.33% 的县域技术效率处于相对

有效状态，有 20.99% 的县域规模效率处于相对有

效状态。其中，有 16个县域综合效率、技术效率

和规模效率均处于相对有效状态，这些县域多集

中在伊犁、塔城、克孜勒苏、喀什以及和田等北

疆和南疆地区；有 11个县域仅是技术效率处于相

对有效状态，这些县域多集中在塔城和哈密等北

疆和东疆地区。由此可见，北疆县域应该优先扩

大农业生产规模，着重提高规模效率；南疆县域

应该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加快技

术效率的提升；东疆县域应该同时提高农业生产

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综合效率提高。 

（二）  相似 SFA 模型计算结果

根据式（3）计算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并将

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将环境因素作为解释

变量，采用 Frontier4.1软件计算式（4）。估计结

果如表 2所示。

表 2回归结果显示，5个投入松弛的回归模型

中，无效率方差占总方差的比重 γ都趋近于 0，说

明随机因素对这 5种投入均会产生显著影响，有

必要采用相似 SFA模型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

素。（1）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同时造成劳动力人

数、耕地面积、信息化水平以及化肥施用量投入

成本浪费，但是可以通过减少机械化水平投入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2）城镇化水平提高会造成耕

 

劳动力人数 农业产值

粮食产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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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型相关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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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投入成本浪费，但是可以同时通过减少劳

动力人数、信息化水平、机械化水平以及化肥施

用量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3）城乡收入差距

扩大会同时造成劳动力人数、信息化水平、机械

化水平以及化肥施用量投入成本浪费，但是可以

通过减少耕地面积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4）
政府财政干预加强会同时造成劳动力人数和信息

化水平投入成本浪费，但是可以同时通过减少耕

地面积、机械化水平和化肥施用量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 

（三）  调整 DEA 模型计算结果

基于表 2参数估计结果，采用式（5）对投入

指标进行调整，产出指标不变，重复第一阶段的

操作流程，得到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后的新

疆 81个县域农业生产效率。

对比图 5和图 4的效率测算结果，可以发现

环境因素与随机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很大。通过

环境变量对投入指标进行调整，综合效率均值由

0.686下降为 0.663，规模效率均值由 0.883下降

为 0.723，但技术效率均值由 0.780上升到 0.923。
表明环境因素可以通过影响投入变量提高农业生

产技术效率，但是会阻碍规模效率；并且环境因

素对规模效率的阻碍作用强于对技术效率的促进

作用，因此导致综合效率下降。值得注意的是，

技术效率经过环境因素调整之后，效率平均值达

到了 0.9以上，说明当前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因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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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一阶段效率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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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第三阶段效率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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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利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从 81个县域

微观层面来看，经过环境变量调整，综合效率相

对有效县域所占比重下降 4.9个百分点，规模效率

相对有效县域所占比重下降 6.2个百分点，技术效

率相对有效县域所占比重没有发生变化。

考虑农业生产综合效率：（1）伊宁市、奎屯

市、霍城县、巩留县、托里县、阿合奇县、和田

县以及于田县由相对有效状态变为无效，说明经

济发展水平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差

距扩大和政府财政干预加强不利于这些县域的农

业生产活动；而奇台县、伊宁县、塔城市、额敏

县、若羌县、乌恰县、疏附县以及麦盖提县则由

无效状态转为相对有效，说明上述环境变量有利

于这些县域的农业生产活动。（2）较低水平效率

值介于 0.257～0.477之间，这些县域多集中在哈

密、阿勒泰以及和田等地区；中低水平效率值介

于 0.488～0.654之间，这些县域多集中在昌吉、伊

犁、巴音郭楞、阿克苏、喀什以及和田等地区；

中高水平效率值介于 0.655～0.898之间，这些县

域多集中在昌吉、伊犁、博尔塔拉、巴音郭楞、

阿克苏、克孜勒苏以及喀什等地区；较高水平效

率值介于 0.899～1.000之间，这些县域多集中在

塔城、巴音郭楞以及喀什等地区。由此可见，环

境因素有利于促进巴音郭楞、喀什、博尔塔拉、

阿克苏以及克孜勒苏等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新疆 81个县域 2018年的截面数

据，首先，立足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从传

统指标和高质量指标两个维度构建农业生产效率

测算体系；其次，从投入成本和产出水平两个层

面分析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现状；最后，采用三

阶段 DEA模型对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测度，并且在

第二阶段采用环境变量对投入指标进行调整，进

一步分析得出环境因素如何影响农业生产效率。

（1）农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新疆农业生产

效率整体水平较低。投入指标调整前后，效率值

均在 0.675左右，并且环境因素会阻碍农业生产效

率提高；未考虑环境因素时，生产技术落后是拉

低综合效率的重要原因，而经过环境因素调整之

后，生产规模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2）各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差异较大，且效率

提升路径有所不同。喀什、阿克苏、塔城、昌

吉、博尔塔拉以及和田投入成本较高，而塔城、

喀什、阿克苏、昌吉、伊犁以及巴音郭楞产出水

平较高；考虑环境因素影响，哈密与阿勒泰综合

效率水平较低，博尔塔拉与巴音郭楞综合效率水

平较高；北疆大部分县域需要通过扩大农业生产

规模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南疆大部分县域需

要通过加强农业科技应用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

高，而东疆大部分县域需要同时提高农业生产技

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3）不同环境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存

在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可通过减少机械化水

平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城镇化水平提高可以

通过减少劳动力人数、信息化水平、机械化水平以

及化肥施用量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城乡收入差

距扩大可以通过减少耕地面积投入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政府财政干预加强可通过减少耕地面积、

机械化水平和化肥施用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本研究为新疆农业生产效率测度提供了高质

量发展视角下的研究思路，促进新疆农业高质量

 

表 2   第二阶段投入松弛回归结果
 

项目 劳动力人数 耕地面积 信息化水平 机械化水平 化肥施用量

常数项 0.395 2(0.866 7) 0.409 7(1.237 3) 0.131 4(0.317 2) 1.913 9(2.889 6) 0.183 6(0.529 2)

经济发展水平 0.231 4**(0.119 6) 0.012 4(0.152 4) 0.133 6***(0.045 7) −0.669 0(0.546 5) 0.048 7(0.056 9)

城镇化水平 −0.154 0*(0.093 8) 0.075 3(0.121 1) −0.071 6**(0.035 8) −0.367 3(0.449 5) −0.061 8(0.053 4)

城乡收入差距 0.266 9*(0.141 0) −0.098 1(0.180 3) 0.036 2(0.052 6) 0.936 2(0.623 6) 0.075 0(0.069 4)

政府财政干预 0.097 2(0.180 6) −0.160 6(0.232 5) 0.158 0**(0.068 5) −1.437 0*(0.788 1) −0.045 9(0.074 2)

对数似然 −86.40 −106.55 −7.88 −211.42 −42.83

σ2 0.494 3***(0.075 8) 0.813 1***(0.121 7) 0.071 1***(0.011 5) 10.830 9***(1.622 8) 0.168 6***(0.026 0)

γ 0.000 0(0.006 9) 0.000 0(0.007 5) 0.000 0(0.006 5) 0.000 0(0.008 2) 0.000 0(0.005 6)

注：括号中表示标准误，***、**、*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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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需要因地制宜，在多

变的经济、政策等环境因素中，要稳步提高自身

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发展大规模机械

化生产。南疆和东疆地区要充分挖掘农业科技发

展潜力，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北疆和东疆地区

要逐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第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全疆范围要合理推进城镇化进

程，打破城乡资本、劳动力等方面的限制，加强

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互动，

逐步提高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适当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提高农业财

政支出使用效率。优化财政支农资金分配模式，

将有限资金用到最关键的地方，提高财政资金配

置效率；政府财政资金可以适当向农业基础科研

和农村教育倾斜，以支持高素质农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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