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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观数据和微观分析方法的论文未必在摘要中包含“微观”和“数据”两个关键词，因此我们分析的文献并不完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经济研究杂志社和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了第三届微观

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 本文综合论坛入选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微观数据在支撑乃至引

领相关研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回顾了中国在“三农”微观数据库方面的建设历史、最新发展

和挑战，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 引　 言

以定量分析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学研究发展和智慧技术、数字治理等新领域的兴起都对微观数

据提出了更高要求。 与此同时，随着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大数据分析手段和数据处理能力的进

步，微观数据的运用也日渐广泛、深入和复杂。 在农业经济学研究领域，近 ５０ 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

纪以后，基于微观数据的定量研究占比大幅提高。 微观数据库的建设与发展不仅是这一变化趋势

的重要推力，也在一定意义上引领了相关研究议题的深化和转变。 本论坛即在此背景下推出。
本文旨在结合本届论坛上的讨论系统梳理国内外农业经济学研究对微观数据的使用情况，追

踪有关研究议题及其发展趋势，回顾中国“三农”微观数据库的建设历史和现存挑战。 通过考察百

余年来全球农业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到定量研究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已成为主流方法。

二、 国际农业经济研究的议题演变和微观数据的使用趋势

农业经济学起源于 １９ 世纪末，经过 ２０ 世纪的发展，逐渐成为应用经济学的重要分支。 １９７０
年以来，国际农业经济学主要关注农业生产与供给、农产品营销与消费、农产品贸易与经济发展转

型、农业资源与环境等四方面议题。 近 ２０ 年来，前沿议题呈现出以下变化：第一是传统农业经济问

题的主导地位明显下降。 第二是数学与定量研究方法、家庭行为和经济发展议题的占比结束上升

趋势。 第三是环境经济学及资源和能源的相关议题快速增加。 第四是劳动、人口和公共经济学问

题的比重持续且大幅减少，而健康、教育和福利经济学相关的议题占比持续上升。 国际农业经济学

研究议题的演变与包括美国农业部在内的有关机构自 １９ 世纪中期开始整合农业生产经营信息，从
而使微观数据日益丰富密不可分。 在农业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导致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定量研究的

比重大幅增加。 １９５０ 年以前，定量分析在农业经济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仅约 ５％ ，但到 １９７０ 年时

就已上升至 ８０％（Ｄｅｂｅｒｔｉｎ ＆ Ｐａｇｏｕｌａｔｏｓ， １９９２）。 Ｌｙｂｂｅ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也发现，篇均图表和公式数量自

１９５０ 年以来总体呈上升趋势，且 １９９０ 年以后，图片和表格数量的增速均大幅提升。 我们利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从农业经济学领域的六本主要国际期刊上，检索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期间发表的、在文章摘

要中同时包含“微观”（ｍｉｃｒｏ）和“数据”（ｄａｔａ）两个关键词的合计 １９８５ 篇研究型论文（ａｒｔｉｃｌｅ）。①与微

观数据有关的论文数量和占比总体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 ２０１３ 年后加速上升。 这印证了微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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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与相关研究方法在国际农业经济学研究中兴起的态势。
我们还对这些论文的文章题目、摘要、作者关键词和扩展关键词（ｋｅｙｗｏｒｄ ｐｌｕｓ）中术语词组进行

了关联分析，结果显示：（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间，研究主要聚焦于农业生产议题，包括农业生产、全要素生

产率、技术效率、数据包络、农场规模、市场势力等。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以农业生产为代表的传统农

业经济问题仍占有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上述方面的微观数据可得性出现较早。 （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间，研究议题开始转向从农业生产视角考察经济发展、减贫和福利问题。 这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微

观数据的可得性明显改善，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期

间，偏向农业生产视角的议题导向开始发生改变。 由于世界粮食危机的出现，有关食品价格、粮食安

全、气候变化、农户收入的研究大幅增加，但这些新兴议题与传统议题的关联度仍然不高。 （４）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年期间，技术效率、农业生产和规模等传统议题已与食物消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小农户、发展

中国家等新兴议题形成了紧密联系。 这一方面说明微观数据在农业经济学不同领域均已出现较普遍

的可得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基于不同领域数据匹配开展交叉分析正成为重要的研究趋势。

三、 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中微观数据的使用

根据国际农经研究中与微观数据有关的研究论文的核心议题及演变趋势，我们收集和概述近

２０ 年来，中国农经学界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进展。 主要关注五个方向。
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利用一手调查数据以及农村固定观察点、农调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国

家庭金融调查等二手数据，研究了农村土地流转、生产效率、农业收入、农业投资、农业劳动参与及

劳动转移等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与使用相关的议题。 学者们也利用微观数据考察了农业技术采

纳、技术效率、合作组织等问题，细致刻画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和结构及农户如何应对农业生产风险。
学者们还利用农户调查、企业调查、消费者调查以及城调队、农村固定观察点、中国健康营养调查、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二手数据，研究了流通组织模式选择和绩效、供应链绩效、
膳食选择、营养健康等议题。 学者们主要利用一手调研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

查、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农村住户调查数据、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
ＣＥＲＣ ／ ＭｏＡ 中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等二手数据，研究了农户的融资约束情况、公共品供给、农村收

入与分配情况和反贫困问题。 学者们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访谈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了农业污

染、农产品出口的“污染天堂效应”、农村环境治理等问题，刻画了农户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参与决

策与行为。 学者们主要利用问卷调查及中国健康营养调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农村固定观察点等二手数据，研究了农村儿童营养

和受教育情况、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营养和健康状况对农村消费、创业和金融行为的影响。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借助对微观数据的运用，各领域的研究者们得以将视角聚焦于刻画具体问

题（如农户的种植结构如何变化），度量实际效果（如减贫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识别影响机制（如新

农合为何提高了农村家庭的非医疗支出），揭示微观主体间作用的差异（如消费者对低残留蔬菜的

支付意愿因何不同）。 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在大多数领域中限于局部地区的横截面调查研究有所

减少，使用大范围调查或覆盖全国的二手数据、拥有面板追踪数据结构的研究明显增加。 这说明

“三农”微观数据库建设在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农经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
本届论坛的入选论文选题也彰显了微观数据库的重要支撑作用。 论坛共收到 １５５ 篇投稿论

文，经两论评审筛选，共有 ２４ 篇论文在论坛报告，其中约 １ ／ ３ 的论文与农业经济问题有关。 这些论

文利用基于一手调研的地块跟踪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工业企业、企业专利、海关进出口和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等二手数据，研究了土地配置、农产品贸易、农村公共投资、农户收入、非农就业和

城乡融合等议题，通过细致的实证研究完善了已有的相关理论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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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三农”微观数据库建设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于 １９５２ 年成立了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工农总产值和劳动就业两项调查，并在 １９５３ 年开展

了第一次人口普查。 不过，在适应于计划经济体系的物质产品体系（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主导框

架下，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统计工作仍主要依赖于逐级上报的传统方式，普查和抽样调查等国际主流

做法尚未形成制度性手段。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我国开始全面改革统计体系，１９８４ 年成立了农村抽样调查队和城市抽

样调查队，１９８６ 年建立了农村固定观察点体系。 ９０ 年代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外研究机构和

团队又开展了多项与“三农”问题相关且各具特色的微观调查，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家庭收

入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ＨＩＰ）、北卡罗来纳大学、美国国家营养与食物安全研

究所、中国疾控中心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ＮＳ）、北京大

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ＣＨＡＲＬＳ）、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ＧＳＳ）及中山大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ＬＤＳ）等，这些微观调查是研究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重要数据来源。

上述数据库或者并非聚焦于农业农村部门，或者仅关注农业生产与农户收支等重点方面，在全

面刻画我国“三农”领域微观发展现状方面有所局限。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调查（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ＲＨＰＳ）提供了一套针对农村家庭的全国性抽样数据库，涵盖了包括成员

结构、就业、收支、金融、财富、农业生产经营、土地利用与流转、人口迁移、健康与社会保障、教育培

训等家庭情况的不同方面，同时也涉及农村基层社区在经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

的基本信息。 该数据库不仅采用主流 ＰＰＳ 抽样方法以保证数据具有全国、省份、副省级城市以及

农村和城镇部门的代表性，还在问卷设计中兼顾了调查的全方位性和时代特征性。
在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也反映出一些与其他微观数据库有共性的问题，值

得在今后的数据库工作中注意和着力解决。 第一是由于人口流动性明显提高，追踪被访者的困难

日益加剧。 目前，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第二轮中追踪被访者的比例大约为 ５８％ 。 对确实无法

追踪的样本，数据库采取两阶段抽样的办法替换原被访者，以保证数据的代表性。 但为确保抽样设

计的严谨性，今后数据库建设应充分运用先进信息通讯技术，加强样本的维护工作。 第二是作为全

方位抽样调查，时常会面临全面性和深入性之间的权衡取舍。 在前两轮调查中，中国农村家庭数据

库采取了一般调查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模式，兼顾上述两方面考量，但也因此面临访问工作量大的

挑战。 如何科学设计不同维度上调查访问的频率，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先进手段同时实现

问卷工作量的减负和调查准确性的提高，是今后数据库建设的重要研究方向。

五、 结　 论

经过百余年发展，农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议题已从农业生产经营转向农产品生产供给、营销消

费、贸易与经济发展及资源与环境等相关领域。 近 ２０ 年来，传统的农业经济和经济发展等议题相对

减少，与能源、环境、健康、教育和福利等相关的议题相对增加。 这种转变与微观数据的快速发展有关。
中国农业经济学领域微观数据的使用近年来主要聚焦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消费、农村社会保

障、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业资源环境这五大领域。 有关微观数据库的建设极大推动了上述研究。
但在建设过程中，也反映出追踪调查难度大、调查全面性和深入性难以兼顾和建设投入大等共性问

题。 先进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团队调查等制度创新有望成为解决上述数据建设挑战的可能方案。
（责任编辑：王利娜）（校对：曹　 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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