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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既是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又是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
关键所在。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影响因素研究》在回顾经济增长理论和在回顾经济增长理论和全要素生产
率理论的基础上，测度了全国和三大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了全国和三大区域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规律和波动趋势，考察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全国和三大区域农业增长中的贡
献效应及其变化规律，揭示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提高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政策建议。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影响因素研究》既可以为各级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素材，也可供有关研究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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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受到重视，原因之一是其对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因素的引入和强调。
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持续性，索洛（1957）首先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技术因素变量。
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技术是一种外生变量，且保持一种固定的增长速度（即技术进步率）。
由于技术进步的存在，即使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资本的边际收益也会不断提高。
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随人均收入增加而递减的倾向，使其永远保持在零或某一
贴现值之上，保证人均资本积累过程在长期内不会停止，这样人均收入就将持续增长。
所以说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原因之二是它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如卡尔多归纳的经济增长的六条“标准化事实”，新古典增长理论可以解释其中的五条。
此外，大量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也基本证实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边际分析、一般均衡分析工具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
。
在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源上，马歇尔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
织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
这些因素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
马歇尔还区分了厂商的收益递减与行业的收益递增。
在长期均衡过程中，代表性厂商主要表现为收益递减，而行业产出的变动则可以使得代表性厂商出现
收益递增。
一方面，行业的扩大可以借助于厂商的内部经济发挥作用，从而使厂商成本下降，呈现规模收益递增
；另一方面，行业产出的扩大也产生外部的经济，也使得厂商出现规模收益递增，这便成了后来经济
增长理论的“外溢”模型的思想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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