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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基于 ＤＥＡ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对南方双季稻区６个省（区）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水稻生产成本收益面

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水稻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的时序变动趋势及特征，并通过对技术效率

的分解，得到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时序特征。结果表明，不同阶段水稻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受不同因素的影响，

近期技术进步率下降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因素，结果也显示南方双季稻区水稻生产效率低于北方稻区的黑

龙江和稻麦轮作区的江苏，且区域内差异显著。因此，提高技术适应性，加强管理和制度的创新，提高水稻生产技

术进步率，缩小省（区）间的差异是提高南方双季稻区水稻生产效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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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南方双季稻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水稻产区，水稻

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的

４２１％和 ３６７％，但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仅为
５７２ｔ／ｈｍ２，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６５５ｔ／ｈｍ２）［１］。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是水稻生产能力的重要体现，提

高双季稻区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对于提高稻农种粮积

极性，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水稻单位面积

产量受到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共同影响，而

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不能无限制增加要素投入。

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水稻生产稳定发展



的关键
［２～４］

。

水稻生产效率是指稻谷产出量与全部投入量之

比，表明产出量的变动与全部要素投入量变动的关

系，以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反映。全要素生产率可
分解为技术进步率与技术效率

［４］
。技术进步率是

指在决策阶段，决策单位追逐新技术的努力程度。

技术效率是指在给定一组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

一个决策单元的实际产出与同一假设同样投入情况

下的最大产出之比
［５］
。对水稻生产而言，技术效率

反映的是各投入要素配置的合理性。近年来，关于

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研究

方法不一致，时间跨度也不尽相同，但研究区域主要

集中在全国范围及北方稻区，对南方双季稻区的研

究还不多见，且在已有的分析中，通常采用中国统计

年鉴中的总量指标，投入和产出以产值形式表示，未

考虑年际间价格指数变动的影响
［６～１３］

。目前，用于

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有参数方法及非参数方

法，采用 ＤＥＡ数据包络分析的这种非参数方法，较
参数方法更为客观

［１１］
。因此，本文利用基于 ＤＥＡ

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对南方双季稻区 ６个省（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的水稻成本收益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化特征，探索提高

水稻生产效率、实现水稻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理论与模型

实证分析中，Ｆａｒｅ等［１４］
构建的基于 ＤＥＡ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普遍被用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可以
利用多种投入与产出变量进行效率分析，且不需要

相关的价格信息，也不需要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

化等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可利用该方法，将水稻全要

素生产率（ＴＦＰ）变化的原因分解为技术进步率
（ＴＣ）与技术效率（ＥＣ）变化，并进一步把技术效率
的变化细分为纯技术效率（ＰＥ）变化与规模效率
（ＳＥ）变化。本文把南方双季稻区的每一个省（区）
看成一个生产决策单元，运用基于 ＤＥＡ模型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方法，构建每一时期水稻生产的最佳
前沿面，把每个决策单元的水稻生产与最佳前沿面

进行比较，分析南方双季稻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

变化特征。其基本原理如下：

在 ｓ时期，技术效率为

ｄｓ（ｘ，ｙ） {＝ｍｉｎ θ∶ｙ
θ
∈Ｐ（ｘ }）

式中最小化 θ，则 ｙ
θ
可实现最大化。该距离函数衡

量给定投入下产出的最大值，θ表示技术效率指数。

依次，定义 ｔ时期的产出距离函数

ｄｔ（ｘ，ｙ） {＝ｍｉｎ θ∶ｙ
θ
∈Ｐ（ｘ }）

则以 ｓ时期作为参照，从时期 ｓ到 ｔ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全
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为

ｍｓ＝ｄ
ｓ
（ｘｔ，ｙｔ）
ｄｓ（ｘｓ，ｙｓ）

同时，以时期 ｔ为参照，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全要素生产
率指数变化为

ｍｔ＝ｄ
ｔ
（ｘｔ，ｙｔ）
ｄｔ（ｘｓ，ｙｓ）

为了避免在多种投入和可变规模收益情况下两

个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的不一致性，根据上述 ２
种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推导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变

化

ｍ（ｘｔ，ｙｔ，ｘｓ，ｙｓ） (＝ ｄｓ（ｘｔ，ｙ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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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ＴＣ

为分解水稻全要素生产率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需
计算 ｄｓ（ｘｔ，ｙｔ）、ｄｓ（ｘｓ，ｙｓ）、ｄｔ（ｘｔ，ｙｔ）、ｄｔ（ｘｓ，ｙｓ）这 ４
个距离函数。当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大于１时，表示全要
素生产率（ＴＦＰ）提高，当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指
数大于１时，表示其是 ＴＦＰ增长的主要因素，反之，
则是导致 ＴＦＰ下降的因素。而规模效率指数和纯
技术效率指数的高低，则反映其对技术效率指数的

影响
［５］
。

１２　变量与数据选取
１２１　变量选取

本文利用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
资料汇编》面板数据，对南方双季稻区 ６个省（区），
以及北方稻区的黑龙江省，稻麦轮作区的江苏省进

行分析，其中 １９９８年湖南省部分投入要素数据缺
失，用上下年份数据平均所得。为使数据具有可比

性，本文尽量选取实物量投入，对于以产值形式统计

的投入，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农用生产资料价

格指数进行平减计算。水稻生产需要多种投入，从

水稻生产过程看，种子秧苗、肥料、农业机械、塑料薄

膜、劳动力等都是影响水稻产量的因素
［１１］
。考虑数

据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可获得性，５个投入变量分别
为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单位：ｋｇ／ｈｍ２）、种子用量
（单位：ｋｇ／ｈｍ２）、农业机械费用（单位：元／ｈｍ２）、劳
动力投入量（单位：工／ｈｍ２）及其他费用（包括农药、
农家肥、农膜、畜力等中间物质投入费用）（单位：

元／ｈｍ２），产 出 为 水 稻 单 位 面 积 产 量 （单 位：
ｋ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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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水稻投入产出数据
表１的上部分是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各年南方双季

稻区水稻生产投入与产出的平均值，下半部分是区

域内各省（区）在１６年间水稻生产投入和产出的平
均值。从表中可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水稻生产各

要素的投入发生了较大变化。种子用量显著下降，

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未发生大幅改变，而其他物质

费用小幅上升，农业机械费用及劳动力投入量变化

较大。从表 １可知，２０１０年顷均机械作业费用是
１９９５年的 １３２倍；与机械作业费用趋势相反的是

顷均用工量的投入，由 １９９５年的 ２７３４５工减少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１１６２５工，降幅达 ５７４９％。从产出看，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呈小幅上升趋势，但是由于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有较大起伏。净成本收益率除 ２００４
年出现上升外，整体呈下降趋势，且降幅明显，年际

间水稻生产效率和净成本收益率存在差异，整体上

看，南方双季稻区水稻生产的成本收益率远低于北

方稻区（黑龙江）的５１１９％和稻麦轮作区（江苏）的
７２１４％。从表下半部分看，各省（区）各项投入和产出
都存在较大波动，表明各省（区）也存在差异。

表 １　南方双季稻区水稻生产投入及产出基本情况

Ｔａｂ．１　Ｉｎｐｕｔ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ｐａｄｄｙｒｉ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ａｒｅａ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年份／地域

投入 产出

种子用量

／ｋｇ·ｈｍ－２
单位面积化肥

施用量／ｋｇ·ｈｍ－２
农业机械费用

／元·ｈｍ－２
劳动力投入量

／工·ｈｍ－２
其他费用

／元·ｈｍ－２
水稻单位面积

产量／ｋｇ·ｈｍ－２

净成本

收益率／％

１９９５ ７０６５ ３０２１０ １１９４０ ２７３４５ １１９６１０ ５２９６５０ ７７７８

１９９６ ６８２５ ２８９９５ １４７７５ ２７２５５ １３００５０ ５３５９２０ ５５２３

１９９７ ５６２５ ３０４２０ １５８７０ ２５９２０ １３６６２０ ５３７４０５ ３５１１

１９９８ ５２３５ ２８５１５ １８４３５ ２３０４０ １２０２７０ ５３２１７０ ３６６７

１９９９ ４７２５ ２５７１０ ２００７０ ２１８４０ １０５４６５ ５２８６１５ ３０６３

２０００ ４２７５ ３１６９５ ２２４２５ ２０１９０ １０２９９０ ５３５０８０ １８９９

２００１ ３８２５ ３０４９５ ２２１２５ １９１２５ １０２９３０ ５４９８５５ ２５１５

２００２ ３６１５ ３０７３５ ２５６０５ １８７２０ ９７７１０ ５２８３７５ １４１２

２００３ ３５１０ ３１３６５ ２５７５５ １８５４０ ９６４０５ ５４５８３５ ３３６５

２００４ ３２２５ ２８１２５ ３４５７５ １７８９５ １４１１５０ ５７６４５０ ５１７５

２００５ ３２１０ ３１２３０ ４６７４０ １７１７５ １３０２７５ ５４６８５５ ２３３９

２００６ ２９７０ ３１５１５ ５９１４５ ３９９７５ １４０５８０ ５７４３９５ ２９１８

２００７ ２９４０ ３２６２５ ７９９６５ １４７００ １４８０６５ ５８５９９０ ３５９０

２００８ ３０４５ ２９８２０ １１１２７０ １３８４５ １６５８１０ ５９２２７５ ３１１６

２００９ ２７６０ ３０９１５ １２６７５０ １２６１５ １６０８００ ５９５４８５ ２５９９

２０１０ ２９２５ ３２５９５ １５７４４０ １１６２５ １７０３２５ ５６６８６５ ２０１０

福建　 ３６３０ ３２７４５ ３６５１０ ２１０１５ １３５４９５ ５９６４１５ ４５０５

江西　 ４３３５ ２７６１５ ４０８４５ ２８５９０ １３２６３０ ５６５９８０ ３８１５

湖南　 ５１００ ２９０４０ ５８０２０ １８５１０ １４７６７５ ５８６６６５ ３５０５

广东　 ３５２５ ３４００５ ６５１６０ １７５９５ １１４４９５ ５５９４５５ ４４７６

广西　 ３０６０ ３３６１５ ５７０７５ ２１１８０ １６３２００ ５５９２１５ ２４８８

海南　 ５０２５ ２４８４０ ３９７２０ １６７７０ ８２４１０ ４５５２０５ ３５８２

黑龙江 ９３９０ １９９６５ ９７０３５ １１５２０ １１５３０５ ６７８４５０ ５１５９

江苏　 ７４４０ ４３７５５ １００１５５ １５７２０ １６６２３０ ８１５１７５ ７２１４

１３　数据处理
使用上述面板数据，利用 Ｄｅａｐｘｐ１软件，计算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南方双季稻区水稻全要素生产率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并对其进行分解，得到影响水稻全
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率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并将

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经计算，得到基于 １９９５年的南方双季稻区

１７１增刊　　　　　　　　　　　　　徐丽君 等：基于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的水稻生产效率实证分析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 各 省 （区）水 稻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及其分解的 ４个指数，从整体上看，
南方双季稻区在所研究的１６年间生产效率较低，全
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都呈现出递减趋

势，平均值分别为 ０９７８、０９８６、０９９２。而纯技术
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９９９和 ０９９３，
在发展过程中起伏很大，纯技术效率高的年份，规模

效率不高，反之，在纯技术效率低的年份，规模效率较

高，如表２所示。从图１可更直观看出，技术进步率递
减是南方双季稻区水稻生产效率低的主导因素。

表 ２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历年南方双季稻区水稻生产

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ｄｄｙｒｉｃｅ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ｄｅｘｆｒｏｍ１９９５ｔｏ２０１０

年份
全要素

生产率

技术

进步率

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１９９６ １００２ ０９９８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４

１９９７ １０８７ １２０３ ０９０３ ０７５９ １１９０

１９９８ １０６１ １０９３ ０９７０ １１７４ ０８２６

１９９９ ０９２８ ０９０６ １０２４ ０７５７ １３５３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８ ０９７７ １０３２ １１３１ ０９１２

２００１ １０５２ １０８０ ０９７４ ０８９４ １０８９

２００２ ０９８３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２ １３０６ ０７６０

２００３ ０９８３ １１２９ ０８７１ ０６１８ １４１０

２００４ ０９５２ ０９３５ １０１８ １４１４ ０７２０

２００５ ０９２９ ０９５７ ０９７１ ０９２５ １０５０

２００６ ０９７０ ０８９０ １０９１ ０９５８ １１３８

２００７ ０９６０ ０８６６ １１０９ １２２０ ０９０９

２００８ ０９１２ ０９１２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０ １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０９８２ ０９２８ １０５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９

２０１０ ０８９１ ０９８９ ０９００ １１８１ ０７６２

平均值 ０９７８ ０９８６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３

黑龙江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江苏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图 １　南方双季稻区水稻生产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动态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ｒｅｎｄｏｆ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ａｄｄｙｒｉ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受体制的
变化和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共

经过４次改革，根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历程，分阶
段分析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南方双季稻区水稻全要素生

产率的时序变化特征。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该阶段南方双季稻区水稻全要
素生产率较高，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率递增。水

稻全要素生产率受气候、土壤、水分等多因素的影

响，化肥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对增产的潜力有限。但

是由于超级稻等育种技术的进步，通过技术进步转

移支付，水稻技术效率得到提高，稻谷增产明显
［６］
。

该阶段在粮食相对过剩的情况下，由于粮食流通体

制的价格限制，市场调节能力受到限制，造成粮食和

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水稻生产净成本收益率由

７７７８％下降到３５１１％，制约了农民对水稻生产的
投入和对生产环境的改善。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该阶段南方双季稻区水稻生产
效率、技术进步率与技术效率指数均有较大起伏。

１９９８年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强调由国家掌握必
要粮源，规定农民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并留足用于储

备的余粮后，由国有粮食收储部以保护价敞开收购。

较高的晚籼稻保护价和优质优价政策，刺激了农民

对新技术的应用，技术进步率递增。但是由于国家

长期对粮食流通体制的限制，全国粮油批发价格远

低于生产要素市场化过程中农产品生产价格的攀升

幅度，特别是稻谷生产的价格指数增速始终高于同

期种植业生产价格指数的增速，稻谷生产净成本收

益率由３６６７％降低至最低点１４１２％，经济效益的
下降制约了稻农的种粮积极性，也制约了农民对改

善生产环境，改进组织、管理水平等方面的投入。

２００３年，水稻种植面积降到历史最低点，技术效率
也降到最低点。

２００４年至今，该阶段南方双季稻区水稻全要素
生产率递减，而技术效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说明

该阶段真正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是技术进步率

的递减。２００４年国务院重新颁布的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标志着我国粮食生产与流通向市场化方向改

革，除对重点粮食品种在主产区继续实行最低价收

购外，新条例强调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受市场收

购价格波动以及生产要素成本上涨的影响，水稻生

产净成本收益率由 ２００４年最高的 ５１７５％下降到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０％，年际间存在较大起伏。随着水稻
生产机械化技术的推广迎用，生产力得到发展，水稻

生产进入一个新要素配置的阶段。

该阶段南方双季稻区水稻生产技术进步指数递

减，原因主要是：①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很快，造成净
成本收益率下降，稻农种粮积极性下降，导致农民采

用新技术的动力减弱。②水稻杂交育种、超级稻育
种等高产良种等技术已经普及应用，技术进步逐渐

内生化，导致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再明显。③水稻生

２７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产机械化主推技术不够明确，机插秧、机直播、机抛

秧无序发展，相配套的机具、人员不相匹配，导致技

术进步的作用不集中。

而技术效率递增主要是因为随着 ２００４年农业
机械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水稻生产机械的

应用，而机械作为重要的劳动工具，其高效率和较好

的作业质量，能实现抢种抢收，增加产量，提高稻谷

的质量。而规模效率的起伏，主要是由于要素配置

不合理，单位面积土地上物质要素的投入未达到最

优规模，导致规模效率不高，而随着技术进步，尤其

是机械化技术等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

投入增加幅度较小或下降的情况下，规模效率必然

下降
［１５］
。

２２　各省（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从时间序列数据平均计算出的各省（区）的水

稻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情况看（表 ３），不同省（区）水
稻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仅有广东和广西

的全要素生产率处于效率有效，分别为 １０５３和
１０２３，在南方双季稻区中处于领先地位，而各项效
率都有效的仅为广东省。江西是我国水稻种植第二

大省，但除了纯技术效率，其他各项效率值都小于

１，福建的水稻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起伏中下降严
重。从表３可知，南方双季稻区存在技术进步率与
技术效率损失并存的现象，说明农业技术在这些省

的推广并不成功，技术的推广应适应当地的条件，加

强管理和制度的创新，提高效率。江西、福建等省水

稻生产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损失并存，如果不能提

高其全要素生产率，省（区）间的差异性会越来越

大。因此，提高这些省份的水稻生产效率，是提高南

方双季稻区水稻生产效率的关键。

表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南方双季稻区各省水稻生产全要素

生产率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及其分解

Ｔａｂ．３　Ｐａｄｄｙｒｉ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ｏｕｂｌ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９５ｔｏ２０１０

省

（区）

全要素

生产率

技术

进步率

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排名

福建 ０９２７ ０９３４ ０９９３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３ ５

江西 ０９１３ ０９３６ ０９７５ ０９２９ １０５０ ６

湖南 ０９９１ １０１６ ０９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５ ３

广东 １０５３ １０４３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９ １

广西 １０２３ １０３１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３ ０９９９ ２

海南 ０９２９ ０９２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平均 ０９７３ ０９８２ ０９９１ ０９８７ １００４

黑龙江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江苏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南方双季稻区各省（区）中，净成本收益率受各
地定价差异和市场需求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所研究的１６年间，水稻生产平均净成本收益率从
高到低排序为福建（４５０５％）、广东（４４７６％）、江
西（３８１５％）、海南（３５８２％）、湖南（３５０５％）、广
西（２４８８％）。从图 ２可看出，南方双季稻区水稻
生产净成本收益率年际间波动很大。从流通体制改

革的历程分阶段看，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间，南方双季稻
区水稻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高，但呈下降趋势，该阶

段各省（区）水稻生产净成本收益率降幅明显；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间，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起
伏，对应的净成本收益率也存在较大波动，并在

２００２年达到最低净成本收益率，此后有所上升；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间，水稻生产净成本收益率在２００４年
达到近 １０年的最高点，此后维持在 ２５％左右。该
阶段水稻全要素生产率也相对较低，呈缓慢上升趋

势。从年际数据看，全要素生产率高的省份，成本收

益率也较高，从各省（区）数据看，全要素生产率较

高的省份，净成本收益率相对较高；净成本收益率低

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也相对较低。经济效益是影响

稻农生产决策的重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省份，

生产要素利用充分，投入产出比高，稻农能获得更大的

收益，能促进其对水稻生产进行新技术和其他要素的

投入。

图 ２　区域水稻生产净成本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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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南方双季稻区水稻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０年间呈现出较大波动，并总体呈下降趋势。全
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受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化的影

响，每一阶段影响的程度不同。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技
术效率递减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低的主导因素；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交替影响；而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技术进步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更为明显。水稻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受相关政策

影响很大，如粮食流通体制变革的影响，因此，国

家农业政策的制定要稳定持续、有利于农业生产

的发展。

从时间序列分析结果看，南方双季稻区 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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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仅有一半

省（区）全要素生产率达到 １，每个效率都达到 １的
仅有广东省。水稻生产技术推广中存在技术进步与

技术效率损失并存的情况。因此，在技术推广中，不

仅要提高技术的适应性，还要加强管理和制度的创

新，提高水稻全要素生产率。

综上所述，要提高当前我国南方双季稻区水稻

的全要素生产率，首先要加强技术的创新，加强超级

稻育种、机械化栽植、收获等高产技术的创新，技术

的推广要适应南方双季稻区水稻生产的条件；其次

要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低省份水稻的全要素生产率，

缩小省（区）间的差异性。再次是要扩大南方水稻

种植规模，改善生产经营条件，使各投入要素效率得

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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