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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要素的革新,能够更好地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实现农业强国的

目标。基于2011-2022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

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的发展；通过异质性分析,得出在东部、中部粮食种植区、非粮食主产区,新质生产

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但在西部粮食种植区和粮食主产区不明显；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现

新质生产力可通过农业经济韧性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结合门槛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和

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基于研究的结论,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加强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其与农业生产的融合深度；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提高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果；加强农

业经济的韧性,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加强经济发展基础,营造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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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which can provide 

new momentu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better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becoming an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a fixed-effect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conduct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e. Through regional research,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grain planting areas and non-grai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the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s significant, but it is not obvious in the western grain 

planting areas and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By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it is found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e through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silience.Through the threshold effect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romote its integration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ormulating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mprove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trengthen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provides a guarante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reates a good atmosphe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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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总书记在2024年12月的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步伐等措施,朝着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1]。而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

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导向,通过生产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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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结构调整,从而扩展农民的增收渠道,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

激发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在2024年5月,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

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新质生产

力是以创新为核心催生新技术,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动

能、新的模式、新的业态,从而使农业高质量发展事半功倍。因

此,探究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程度具有实际

意义。 

1 文献综述 

1.1农业高质量发展 

在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路径探索和

水平测度。从路径探索角度来说,高澄和朱世欣的研究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巨大贡献,并从数字经济的

视角提出加强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安全网络环境等

建议[3]。路燕和田迎芳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要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要实施扛稳粮食安全重任、调优农业生产结构、促进产业融

合发展等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4]。 

从水平测度角度来说,朱礼龙等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2013-2022

年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时空演变特征的分析,

结果表明农业绿色发展、农业协调发展、农业共享发展是其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而农业创新发展与农业开放发展相对较弱,同

时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5]。高雪和尹朝静从新

发展理念的角度建立指标体系,并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

2012-2018年中国农业发展质量指数,结果表明协调发展指数对

农业发展质量指数的贡献度最大,绿色发展指数次之,共享发展

指数再次之且分区域看农业发展质量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

态势,且这种差距具有收敛趋势[6]。 

1.2新质生产力 

在新质生产力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内涵和发展路径。

从内涵的角度来说,赵峰和季雷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新一轮产业技

术革命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的生产力[7]。蒋永穆和乔张媛

从“新”、“质”和“力”三字对新质生产力内涵进行解读[8]。从

发展路径的角度来说,杨蕾和李海阳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从

培育新质劳动人才、优化新质劳动对象、研发新质劳动工具这三

方面着手[9]。康磊和顿博超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建立与之相对

应的生产关系,同时要把颠覆性技术融入产业体系[10]。 

1.3新质生产力和农业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劳动者方面,辛佳楠和初丹认为人才是推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基,加强人才的培养,能够更好地把先进技

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实现农业的高

质量发展[11]。二是劳动资料方面,姜家生和李龙龙等认为数字技

术是农业发展的新介质,在实践中加强智能化设备在农业生产

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精准性,从而推动农业的高质

量发展[12]。三是劳动对象方面,马光和侯鹏认为新质生产力能够

丰富农业生产要素,其中数据成为了新的劳动对象,并根据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加强数字农业发展,培养数字经济

新业态等措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13]。 

综上,现有关于新质生产力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

以理论研究为主,但是在实证方面的研究较少。基于此,首先本

文参考此前相关研究构建了指标体系,并用熵权topsis法测度

各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来深化相关研究。其次,以

2011-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去探索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

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再次,从粮食种植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是否为

粮食主产区的角度来揭示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性差异,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多维度视角。最后,以农业

经济韧性为中介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考察其在新

质生产力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此来扩

展现有研究范围。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直接影响 

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点： 

第一,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要素升级,从而为农业综合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14]。要素升级主要分为新农业劳动者、新农业劳

动资料、新农业劳动对象。新农业劳动者依靠先进技术培训和

科技,掌握前沿的信息、数据,从而将新知识、新技术融入到农

业生产中。新农业劳动资料能够通过数据共享和数字技术设备

的升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实现集约化经营。新农

业劳动对象则是把数据、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纳入农业劳动对象。

通过数据和信息等劳动对象,能够更好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

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第二,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技术跃迁,推动农业生产技术转

型。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融合,

进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例如围绕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农业技术体系,从而通过数据、信息,能够很

好地把握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以及需要施加的化肥农药量。 

第三,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革新,增强特色农业发展态势。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带来新的产业,且其与传统农业相结合,催

生出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例如以地区农产品相结合,

能够培育出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农产品和品牌。基于上

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2.2地域性差异 

各个地区的资源分布、社会环境等差异,使得新质生产力促进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也存在差异。地区性差异将会进一步拉大

各个地区之间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会进一步扩大东西地

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同时,这种地区性差

异对于各地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和采用也会带来影响,例如新质

生产力的引入受限、遭遇的机遇各不相同等。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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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定义 单位 属性

农业创新发展

科学三项支出 地方财政科学支出能力/地方财政 % +

农业机械化程度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kW/hm
2

+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 直接数据 % +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 直接数据 项 +

单位面积农业GDP产值 农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元/hm2 +

农业协调发展

财政支农力度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

农村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费用/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 % -

产业协调水平 第一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 +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亿元 +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指数 1-农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

农业绿色发展

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万t/hm2 -

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 农药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万t/hm2 -

单位面积农膜使用量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万t/hm2 -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土地面积 % +

农业开放发展

农产品出口依存度 农产品出口贸易额/第一产业增加值 % +

农产品进口依存度 农产品进口贸易额/第一产业增加值 % +

农业共享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直接数据 元 +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农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元/人 +

城乡消费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

村卫生室数量 直接数据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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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定义 单位 属性

新质劳动者

新质人力资本投入

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 直接数据 人年 +

信息软件业就业人员占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 +

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国内生产总值 % +

新质人力资本产出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直接数据 人 +

高等教育学校数 直接数据 所 +

城镇人员就业工资水平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元 +

新质劳动对象

信息化水平

人均电子商务销售额 电子商务销售额/地区常住人口数 亿元 +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电信业务总量/地区常住人口数 亿元/万人 +

数字化水平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直接数据 万个 +

域名数 直接数据 万个 +

生态环境

二氧化硫排放量 直接数据 万 t -

垃圾处理水平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直接数据 万 t -

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比

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支出

% +

新质劳动资料

技术研发与创新

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 直接数据 亿元 +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 直接数据 % +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 直接数据 项 +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比 科学技术支出/公共财政支出 % +

基础设施建设

铁路营业里程 直接数据 Km +

移动电话普及率 直接数据 部/百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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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2：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域性

差异。 

2.3中介效应 

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经济韧性来间接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农业经济韧性是指在农业经济在面临各种冲击和不

确定时,能够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一,是新质生产力

能够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设备的革新,并建立和完善自然

灾害的预警系统,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的韧性。农业经济韧性的提

高能够使农业生产在遇到自然灾害时,展现出更强的适应力和

快速响应能力,这主要表现为调整种植结构、精准管理农业生产

过程,进而确保农产品在遇到自然灾害时还能够保持稳定的产

量和质量,推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二,新质生产力能够为农

业生产带来数字化技术,促进农业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与流动,

提高农业经济的韧性。农业经济韧性的提高使得在面对市场供

需变化和政策导向调整时,能够迅速调整农业的生产方式以

及农业资源要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比重,从而减少农

表3农业经济韧性的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

农业经济韧性

风险抵抗能力

生产基础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kw/hm2 +

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 +

生态条件

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 Mt/hm2 -

单位播种面积农药施用量 Mt/hm2 -

适应调整能力 经济支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

重构革新能力 创新提升

政府支农力度 % +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 % +

表4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High 372 0.169 0.097 0.061 0.138 0.520

Newprod 372 0.134 0.100 0.059 0.106 0.750

Si 372 0.080 0.029 0.035 0.074 0.200

Kq 372 0.002 0.002 0.000 0.002 0.009

Jx 372 0.683 0.350 0.264 0.583 2.463

Ec 372 702.808 737.394 2.000 487.500 4224.000

Ncr 372 0.280 0.099 0.136 0.252 0.690

Lngdp 372 10.889 0.452 9.706 10.856 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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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者的损失和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益,提高农业的高质

量发展。第三,新质生产力能够促使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

合,进而提高农业的经济韧性。农业经济韧性的提高有助于打

造稳定通畅、安全可靠的农业产业链,实现传统农业产业链向

多元化、高附加值的产业链转变,从而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上的

竞争力,增加农民的收入,推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基于上述

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3：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农业经济韧性影响农业高质量

发展。 

2.4门槛效应 

在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水

平也会对其造成影响。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会

出现以下情况。一是农民面临着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的困境,

即使知道新技术和新设备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也没

有足够的资金去购买它们。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的农业

产业结构也比较单一,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往往以玉米、小麦、

水稻等基本粮食作物为主。这导致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极

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当基本粮食作物的基本价格下降,农民

的收入就会下滑。三是人们对资源的利用率较低,且在利用过程

中会产生较多的污染和浪费。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时期,会出现以下情况。一是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会催生出购

买先进农业生产设备和先进技术的需求。先进农业设备和先进

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够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二

是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的时期,农业产业结构不再像传统

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而是向多元化方向转

变,以此能够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三是随

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也会提高,这能够更

好地实现资源地优化配置和循环利用,进而减少对环境污染和

资源的浪费。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4：经济发展水平在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中起到门槛作用。 

3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3.1模型构建 

3.1.1基准模型 

为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设定如下

基准回归模型： 

0 1igh it it n it i t itH Newprod Zα α α μ λ ε= + + + + + (1) 

其中, itHigh 和 itNewprod 分别表示省份i 在t 时期的农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新质生产力水平； itZ 表示控制变量； 0α 表

示截距项； 1α 为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 iμ 表

示省份固定效应； tλ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it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3.1.2中介模型 

为了研究农业经济韧性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

展中的中介效应,采取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建立如下

模型： 

0 1 itit n i t itNcr Newprod Zϕ ϕ ϕ μ λ ε= + + + + +    (2) 

0 1 2 itit it n i t itHigh Newprod Ncr Zω ω ω ω μ λ ε= + + + + + + (3) 

其中 0ϕ 、 0ω 为常数项； 1ϕ 、 nϕ 、 1ω 、 2ω 、 nω 分别为

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如果 1ϕ 、 1ω 、 2ω 都显著,则存在部分中

介效应。如果 1ϕ 、 2ω 显著, 1ω 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3.1.3门槛模型 

为了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建立如下模型： 

0 1 1( )it i tH igh N ew prod I Lngdp qβ β= + × ≤ +  

2 1 2( )itN ew prod I q Lngdp qβ × < ≤ +  

( )m it n n i t itN ewprod I q Lngdp Zβ β μ λ ε⋅ ⋅ ⋅ + × < + + + +

                                                   (4) 

其中, Lngdp 为经济发展水平； 0β 为常数项； 1β 、 2β 、

mβ 、 nβ 为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 

3.2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High )。参考相关学

者的研究
[15-19]

,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并

且用熵权Topsis法计算得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解释变量为新质生产力水平( Newprod )。参考相关学

者的研究
[20-22]

,从新劳动者、新生产资料、新劳动对象三方面建

立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并采用熵权Topsis法进

行测度。 

中介变量为农业经济韧性水平(Ncr )。参考相关学者的

研究
[23-24]

,从风险抵抗能力、适应调整能力、重构革新能力三个

方面建立农业经济韧性的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并用熵权

Topsis法对其进行测算。 

门槛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

究
[25]

,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来衡量。 

控制变量。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选取,选取以下几个变

量。税负水平( Si ),用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

量
[26]

。研发强度(Kq ),用R&D经费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来衡量
[27]

。机械化水平( Jx ),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占农作物

播种面积的比重来衡量
[28]

。农业生态破坏面积(Ec ),用受灾面

积来衡量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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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数据来源 

选取2011-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各指

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各省农村统计年鉴、各省统

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等,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表4

为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4 实证检验 

4.1基准回归结果 

表5为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3)分别为基准回归结

果和加上时间固定效应的结果。从结果得知,农业高质量发展受

到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列(2)和

列(4)分别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的

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能够显

著地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故假设1得证。可能的原因在于,新质

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的革新,使得农民能够利

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

产品的质量,从而促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就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税负水平和农业生态破坏面积至

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研发强度在1%的水平上

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虽然机械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

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村依旧以小规模经营居多,大型机械的使

用较少。 

表 5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High High High High

Newprod 0.717*** 0.499*** 0.360*** 0.322***

(4.33) (4.83) (4.38) (4.61)

Si -0.739** -0.335**

(-2.37) (-2.48)

Kq 21.077*** 12.340***

(4.22) (3.40)

Jx 0.028 0.026

(0.60) (1.51)

Ec -0.000* -0.000**

(-1.96) (-2.18)

_cons 0.073*** 0.106** 0.120*** 0.110***

(3.26) (2.34) (10.90) (6.04)

控制省份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 否 否 是 是

N 372 372 372 372

R2 0.745 0.796 0.951 0.959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内为t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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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采用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更换样本范围。一方面是直辖市的基础设施、政策等

与其他省份不一样,这会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果产生一定的

差异。因此把上海、北京、重庆、天津这四个直辖市剔除样本

后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列(1)所示。另一方面是2020-2022年,

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疫情的影响,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波

动,且疫情期间政策的实施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干扰。因此剔

除2020-2022年的数据后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第(2)列所示。结

果表明无论是剔除直辖市还是剔除2020-2022年数据后进行回

归,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产力的影响都在1%的水平上显

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这进一步说明了假设1的稳健性。 

二是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效果存在滞后性,因此把新质生产力滞后一期

(L.Newprod)、滞后二期(L2.Newprod)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估计,结果如表6的(3)(4)列所示。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

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假设1的稳健性。 

三是缩尾处理。为了减小异常数据对回归的不利影响,对农

业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进行1%水平的缩尾处理,结果如表6

列(5)所示。结果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了假设1的稳健性。 

4.3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两者互为因果的可能,因此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30],

把新质生产力滞后一期(L.Newprod)、滞后二期(L2.Newprod)

作为工具变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前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作为基础,满足了相关性的要求。而前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不会 

表6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High High High High High

Newprod 0.970*** 0.279*** 0.322***

(5.38) (3.48) (4.61)

L.Newprod 0.310***

(4.79)

L2.Newprod 0.313***

(3.78)

_cons 0.052** 0.066** 0.106*** 0.117*** 0.110***

(2.27) (2.56) (4.94) (4.76) (6.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N 324 279 341 310 372

R2 0.958 0.958 0.960 0.961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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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内生性检验结果

(1)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Newprod High Newprod High

L.Newprod 1.031***

(19.62)

L2.Newprod 1.181***

(19.44)

Newprod 0.301*** 0.265***

(6.01) (5.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控制省份 是 是

控制时间 是 是

N 341 310

LM 统计量 15.769*** 13.958***

WaldF统计量 385.062 377.987

R2 0.881 0.875

表8异质性分析结果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粮食主产区 非粮食主产区

High High High High High

Newprod 0.262*** 0.509* 1.229 0.302 0.302***

(3.20) (2.18) (1.41) (1.10) (3.96)

_cons 0.128** 0.021 0.029 0.111*** 0.093***

(2.34) (0.89) (0.45) (3.10) (3.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省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N 132 96 144 156 216

R2 0.954 0.981 0.960 0.982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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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这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

生性要求。如表7(1)所示,为新质生产力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

的结果,结果表明第一阶段滞后一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对当期

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正,且第二阶

段LM统计量和Wald F统计量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

识别不足的问题。如表7(2)所示为新质生产力滞后两期作为工

具变量的结果,结果表明在第一阶段,滞后两期的新质生产力水

平对当期新质生产力水平影响在1%的水平显著,且第二阶段的

LM统计量和Wald F统计量也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

问题。此外无论是把新质生产力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两期作为工

具变量,其第二阶段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在1%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这再一次验证了假设1的稳

健性。 

4.4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地

域性差异,将样本从粮食种植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是否为粮食主

产区的角度对其划分,然后进行研究。 

表8第一列到第三列可以得知,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

产力的影响在东部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而在西部无显著的促进

作用。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好和科技水平较

高、靠近沿海、基础设施完善以及为引入和运用新质生产力进

行了提前布局等优势,这使得东部地区能够很好地发挥新质生

产力的红利效应,进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相对于东

部地区而言,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没有那么高,且数字经济核心技

术发展水平滞后于东部地区,但是与东部地区相邻还是能够引

进先进数字技术,因此中部地区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

产力的影响次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由于资源匮乏、基础设施

的完善程度不高、经济基础较弱以及人口密度制约等因素,使得

西部地区对新质生产力的引进和运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导致

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不太显著。 

表8第四列和第五列可以得知,在粮食主产区,农业高质量

发展受到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302但不显著。相反,

在非粮食主产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产力量的影响回归

系数为0.3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粮食主产区

往往以种植业为主,尤其是粮食作物种植,这使得农业生产结构

相对固定。同时,粮食主产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农业,这使

得该地区会尽可能过早地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来提高产量,换一

句话说,在农业方面,粮食生产区的农业技术水平是处于先进地

位的。因此,粮食主产区引进新质生产力,这对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可能不太显著。相反,非粮食主产区往往关注的重点不在

农业上,这导致农业相关的数字技术处于落后阶段,但是通过以

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引进,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因此

在非农业主产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产力影响显著。综

上,假设2得证。 

4.5中介效应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农业经济韧性

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为验证这一猜想,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如表9所示。表9列(1)是基准回归模型,表9列(2)结果表明

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

系数为正。表9列(3)为把中介变量加入模型后的结果,结果表明

新质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经济韧性水平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农业经济韧性在两者间存

在部分中介效应,得证假设3。 

表9 中介效应结果 

-1 -2 -3

High Ncr High

Newprod 0.322*** 0.197*** 0.221***

-4.61 -12.49 -2.85

Ncr 0.511***

-3.19

_cons 0.110*** 0.142*** 0.037

-6.04 -6.99 -1.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控制省份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 是 是 是

N 372 372 372

R 0.959 0.988 0.962
2

 

表10 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模型 F值 P值

临界值

1% 5% 10%

Lngdp 单门槛 36.74 0.017 39.292 27.766 22.13

双门槛 32.37 0.013 33.206 21.414 18.206

三门槛 18.2 0.207 56.527 38.11 25.63

 

表11双门槛模型的门槛值与置信区间 

门槛 门槛值 F值 P值 95%的置信区间

单门槛 11.31 36.74 0.010*** (11.267,11.311)

双门槛 11.68 32.37 0.013** (11.669,1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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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门槛效应 

根据上面的理论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存在门槛效应,为了检验此效应,建立以经

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回归模型,结果如下。表10为三门

槛模型的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单门槛和双门槛

的p值分别为0.017和0.013,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三门槛的p

值为0.207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以初步判断存在双门槛。表

11为双门槛模型的门槛值和置信区间,结果表明,单门槛和双门

槛的p值分别为0.01和0.013,分别在1%水平和5%水平上显著,门

槛值分别为11.310和11.680,这进一步验证了初步判断。表12

为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所示。 

表12 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回归结果 

(1)

High

Newprod 0.382**

(Lngdp≤11.310) (2.71)

Newprod 0.582***

(11.310<Lngdp≤11.680) (5.06)

Newprod 0.428***

(Lngdp>11.680) (6.71)

_cons 0.067***

(3.03)

控制变量 是

控制省份 是

控制时间 是

N 372

R2 0.904

 

当门槛变量低于第一门槛时,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

产力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382。当经济发展水平位

于第一门槛和第二门槛之间时,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产

力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提高到0.582。当经济发展水平

跨过第二门槛时,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产力影响的影响

在1%水平上显著,但是系数下降到0.428。可能的原因在于当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农业生产更多依靠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技术,

对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不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进的农

业生产技术和设备被广泛运用,且政府更加重视农业生产,并给

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完善,使新质生产力的需求范围得到了加

大,也进一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渗透性。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

到一定程度后,农民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的需求减少,

使得农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新质生产力影响的影响减弱。综上,

得证假设4。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结论 

在阐述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

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从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等角度对其

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地推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2)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新质

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但在西部地区和粮食

主产区不明显。(3)新质生产力可通过农业经济韧性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4)新质生产力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经济发展

水平的双门槛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新质生产力的赋

能效果逐渐增强,但到了一定水平后其效果有所减弱。 

5.2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其与农业生产的融合深

度。首先,加强对新型农民的培训,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数字技

术设备的使用并投入到农业生产的实际过程中。其次,升级数字

化设备,提高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有效信息的效率,使生产过程更

加合理与高效。最后,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形成新的产业

链,从而生产出新产品,使得农民的收入提高。 

二是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提高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果。依照

本研究的结论,东部地区应该加强科技创新,加强新质生产力对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果。中西部地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为新质生产力的引进创造更加充足的条件。粮食主产区应该

改变农产品种植结构,多种植经济效益高的农产品,同时加强农

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非粮食主产区应该加强对农产品生产的

重视,加强农业技术的研发。 

三是加强农业经济的韧性,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一

方面是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和自然灾害预警系统,降低自

然灾害和市场波动对农业的影响,确保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稳

定。另一方面是挖掘农业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等功能,推动农业

与旅游、教育、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并鼓励和支持农民发展农

家乐、民宿等乡村旅游项目,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四是加强经济发展基础,营造利于科技发展的良好氛围。一

方面是加大对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力

度,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是加强区域合作与联动,

促进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协同发展,这可以实现优势

互补,提升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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