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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农村信息资源对农民收入的贡献, 选用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乡村劳动力、农村信息资

源作为投入变量,农民收入作为产出变量 ,利用生产函数和面板数据( Panel Data)研究农村信息资源与农民收入之

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信息资源对农民收入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其次是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最后是

劳动力。政府在农村信息资源建设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必须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适当降低农村信息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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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是用来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类福利的,

经过加工处理的有用信息的集合。在新世纪之初,人

类正走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 信息资

源已成为与材料和能源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 信息产

业已发展为世界范围内的朝阳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

点;信息化水平则成为城乡或地区现代化水平和综合

实力的重要标志。

俞立平( 2006) [ 1 ]认为,从本质上讲,导致社会进步

和经济发展的要素可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部

分。自然资源是有形资源, 包括材料、能源、土地等。

社会资源包括知识、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知识包括科

学、技术和制度管理因素。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其作用是潜在的和间接的。技术是知识应用的

体现,是物化了的知识,是知识的归宿, 知识对社会经

济的贡献是通过技术体现的,也可以这样说,知识中只

有一部分是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那就是技

术与制度管理。

农村信息资源是在农村地域中对农民有用的一切

信息资源的总称。农村信息资源建设可以提高农业生

产管理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减少市场交易风险,加快

农业市场流通效率,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要手段。农

村信息资源建设还可以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掌握

劳动就业动态,改善农业就业结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

有效措施。从微观上说,信息是影响农民个体行为的

十分重要的因素, 深层次影响农民收入。农村信息资

源与农村资本、劳动力一样,是产生农民收入的重要的

投入要素。

对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影响因素方面。

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信息化的核心, 在信息化与

农民收入研究领域,陈芳 ( 2003) [ 2 ]认为信息技术拓宽

了农民增收的空间,提供了农民增收的手段,要求农民

应掌握获取信息技术的本领,依靠信息技术增加农民

自身收入。操亚龙、张述灵 ( 2005) [ 3]分析了农业信息

化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改进措施。廖红丰、杨佳

( 2004) [ 4]论述了农业信息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内在机

制,并提出了加快农业信息化,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建

议。总体上,研究农业信息化对农民收入贡献的理论

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把农村信息资源作为农民收

入投入要素进行实证研究的报道不多。

本文选用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乡村劳

动力、农村信息资源作为投入变量,农民收入作为产出

变量,利用生产函数和面板数据 ( Panel Data) 进行分

析,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进行新的尝试。

1 研究方法

1. 1 Cobb- Douglas 生产函数 Cobb- Douglas 生

产函数最初是美国数学家柯布( C. W. Cobb)和经济学

家保罗!道格拉斯( Paul H. Douglas)共同探讨投入和产

出的关系时创造的生产函数,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

的一种生产函数形式,它在数理经济学与经济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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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与应用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先生产函数的

投入变量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本文在此基础上增加

信息资源变量。

1. 2 面板数据 ( Panel Data) 面板数据,也被翻译

为 平行数据 、嵌入数据 、综列数据 ,指在时间序

列上取多个截面,在这些截面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值

所构成的样本数据。J. M .伍德里奇( 2003) [ 6]认为面

板数据能够提供更多信息、更少共线性、更多自由度和

更高效率。有效消除投入要素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

题,有效控制个体差异,克服随机解释变量问题,从而

能有效测度投入要素对产出的贡献。

2 数据与计量模型

2. 1 变量选取与说明 因变量为农民纯收入;自变

量包括资本、劳动力、信息资源,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备注(代理变量)

SR 农民纯收入 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纯收入

K 资本 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资产原值

L 劳动力 各地区每户乡村劳动力

I 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指数

产出变量选取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纯收入。

投入变量资本用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资产原值

表示,劳动力用每户乡村劳动力表示,该数据已经减掉

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数。由于对信息资源很难界

定,本文用农村信息资源指数表示,公式如下:

农村信息资源指数= 百户彩电拥有量+ 百户黑白

电视拥有量/ 2+ 百户电话拥有量

俞立平( 2006)
[ 5]
认为, 从信息搜集处理阶段及应

用阶段对信息资源进行测度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方法

是从信息的传播与存储角度进行测度。电视机拥有量

反映了信息单向传输水平, 由于大部分黑白电视机制

式问题, 其收到的频道是有限的, 因此,折算 50%表

示。电话反应了农村居民信息沟通水平。二者结合从

农村居民的角度反应了农村信息资源的综合水平。

2. 2 数据描述统计量 本文所有数据来自于 2001

~ 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再以前的数据部分数据不

全,只能重点进行近几年来的研究。数据为大陆 31个

省市 7年来的面板数据,表 2为数据的描述统计量。

表 2 摘要统计量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SR 2852. 48 8247. 77 1330. 81 1318. 98

K 6266. 47 31409. 38 1887. 00 3786. 76

L 1. 99 2. 70 1. 29 0. 31

I 132. 64 282. 83 11. 56 49. 72

截面数 31

观测数 31 ∀ 7 = 21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1- 2007

3 实证结果

采用 EVIEWS6. 0 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实证结果

自变量 混合回归1 随机效应RE 固定效应 FE

C
4. 301* * *

( 10. 088)

3. 926* * *

( 14. 239)

3. 263* * *

( 10. 237)

lnK
0. 066*

( 1. 906)

0. 224* * *

(5. 544)

0. 303* * *

(6. 389)

lnL
- 0. 304* *

(- 2. 403)

- 0. 217

(- 1. 101)

0. 267

(0. 912)

lnI
0. 667* * *

( 14. 679)

0. 451* * *

( 14. 442)

0. 378* * *

( 10. 571)

R2 0. 662 0. 766 0. 978

Hausman 18. 748

p 0. 0003

究竟是采用混合回归还是面板数据,可以通过 F

检验来进行判定, 结果表明应该采用面板数据。接下

来根据Hausman 检验来决定是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

机效应模型, Hausman 检验值为 18. 748, 拒绝了采用

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从固定效应结果看,农村居民资本投入与信息资

源投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比较显著,两项参数在 1%

的水平上都拒绝了原假设, 劳动力投入对农民收入贡

献不明显,参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R
2
值较高,达到了

0. 978,具有较高的拟合度。从弹性系数看,农村信息

资源投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最大, 即农村信息资源投

入每增加 1% ,会导致农民收入增加 0. 378% ; 农村居

民资本投入弹性系数次之, 即农村居民资本投入每增

加 1% ,会带来农民收入增加 0. 303%。

农村劳动力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之所以不显著,根

本原因在于农民纯收入中包含了农民外出到城市的打

工收入。由于缺乏分地区的全部农村劳动力数据,本

文选取乡村劳动力数据进行计算, 而乡村劳动力所创

造的收入仅是农民在农村所带来的收入。劳动力投入

是创造财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

4 结 论

信息资源是重要的无形资源,其流动容易,费用低

廉,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因此深化农村信息资源的

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表明,农村信息

资源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一样,都是增加农民收入的

重要投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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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08, 0 692, 0, 0, 0) , I15= ( 0 375, 0 625, 0, 0, 0) , I16

= ( 0 358, 0 642, 0, 0, 0)。进一步,计算得到综合属性

测度( 0 1021008, 0 8346648, 0 0642344, 0, 0)。

由综合属性测度知,该图书馆服务质量综合评价

属于 优 的信 度 为 0 1021008, 属 于 良的 信 度为

0 1021008+ 0 8346648= 0 9067656,即使取高置信度

= 0 9,图书馆服务质量仍为良以上,一般取置信度在

0 6 和 0 7 之间,因此可以判定该图书馆服务质量评

价结果介于优和良之间, 但偏向于良, 合 85 463664

分。

4. 4 与模糊数学模型评价相比较 文献[ 2]中利用

模糊数学模型对该图书馆的服务质量综合评价结果为

( 0. 288, 0. 499, 0. 179, 0. 027, 0. 007) (过程略 )。根据

最大隶属原则,该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结果为良。文

献[ 2]中的评价结果和本文的评价结果一致,但事实

上,质量评价是一个有序评价集,最大隶属原则是不适

合的。

举例来说,第一种情况,若最后计算得到图书馆服

务质量模糊综合评价向量为( 0. 2, 0. 2, 0. 2, 0. 2, 0. 2) ,

此时应用最大隶属原则无法判断。但是如果属性测度

为( 0. 2, 0. 2, 0. 2, 0. 2, 0. 2) ,按照置信度准则,取 = 0.

6,则该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为中。第二种情况, 若最后

计算得到图书馆服务质量模糊综合评价向量为( 0. 4,

0. 38, 0. 12, 0. 1, 0) ,则按照最大隶属原则判断该图书

馆服务质量为优等, 但是这个结论是不合理的, 首先

0. 40 与 0. 38 相差不大, 仅凭这一点不能做出判断。

从属性测度角度来看,该图书馆服务质量属于优等的

属性测度为 0. 4, 但是不属于优等的属性测度却为

0 38+ 0. 12+ 0. 1= 0. 6,取置信度 = 0. 6, 该图书馆

服务质量评价为良。显然把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评价为

优等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函

数构造具有随意性, 取大取小运算损失了大批中间值

信息[ 5] ,而最大隶属原则又不适合有序评价集的识别。

本文的置信度准则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5 结 语

应用属性综合评价方法对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指标

做出综合评价是一种较科学的方法,通过建立属性数

学模型将指标间的定性关系定量化,使图书馆服务质

量指标综合评价更趋于合理有效。随着信息时代的到

来,图书馆逐渐发展成为人类的知识信息中心,这对图

书馆的服务模式与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

对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做出科学有效的综合评价,是一

个值得更加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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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重要环节,这方面的工作除了物质资源投入以外,提

高农民素质、加快农村科技进步等方面无疑是十分重

要的,但在农村信息资源建设方面的重视不够。政府

应该发挥在农村信息资源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大力建

设农村信息资源基础设施,适当降低农村信息资费,以

全新的视野和手段来探索增加农民收入,创建和谐社

会的崭新思路。可喜的是,近年来,政府的村村通工

程、家电下乡工程等的大力推行,都为农村信息资源基

础设施建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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