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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不彰 ＶＳ 行之有效: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促进了粮食生产吗?
甘林针　 钱　 龙　 钟　 钰∗

　 　 摘要: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是压实地方粮食安全主体责任ꎬ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要制度ꎮ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 ３１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ꎬ运用双重差分法ꎬ
验证了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对粮食生产有显著促进作用ꎬ更换实证模型、安慰剂检验、调整样本量和替换被解

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核心结论ꎮ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ꎬ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通过提高地方政府和领导抓粮积极性ꎬ实现促进粮食生产的目标ꎮ 为更

好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ꎬ稳定粮食生产ꎬ要不断优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

指标体系、持续加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粮食安全主体意识、严格落实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考核激励机制ꎮ
关键词: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ꎻ粮食生产ꎻ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 Ｆ３０２.２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ꎬ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ꎬ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ꎮ 粮食作为特殊的公共物品ꎬ其生产过程受到要素投入、技术进步、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的

影响ꎬ各项环节都离不开政府的参与ꎮ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决策影响

着粮食生产ꎬ直接关系到全国和区域粮食安全ꎮ 中央为压实地方粮食安全主体责任和调动

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开始实施专门的省级粮食安全责任制度ꎬ具体可

追溯到 １９９４ 年“米袋子”省长负责制ꎮ 由于 １９９３ 年和 １９９４ 年部分沿海省份的粮食产量大

幅下降ꎬ导致粮食供给不足ꎬ市场粮价急剧上升ꎬ引发国内物价上涨ꎬ影响国民经济正常秩

序ꎬ引致“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出台(伍山林ꎬ２０００)ꎮ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极大激励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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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抓粮积极性ꎬ各地强化了粮食生产的耕地保护、财政投入等ꎬ实现粮食面积和产量的双

增(宋洪远ꎬ１９９７)ꎮ
２０１４ 年ꎬ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十一连增”ꎬ但粮食生产却从“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出

台时的单纯数量失衡问题转变为更为复杂的结构性问题ꎮ 一是粮食生产正加速向主产区聚

集ꎬ而非主产区粮食生产占比大幅下降ꎬ粮食区域供需不平衡问题突出ꎮ 粮食产销的“两极

化”ꎬ加剧了对粮食流通的依赖ꎬ但我国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脆弱ꎬ在保障粮食安全

的工作上抗风险能力不足(毛学峰等ꎬ２０１５)ꎮ 二是国内食品和工业的粮食需求刚性增长ꎬ但
粮食稳定供给的资源约束逐渐加重、国际供应链不稳定等导致需求和供给矛盾突出(韩一

军ꎬ２０１６)ꎮ 三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权大幅上升ꎬ财力分配决定事权划分ꎬ强化地方粮食安

全责任成为必然选择(宋洪远ꎬ１９９７)ꎮ 在粮食生产新形势、新问题下ꎬ２０１４ 年出台的«国务

院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６９ 号)ꎬ标志着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正式出台ꎮ 伴随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实施ꎬ黑龙江、浙江等地明确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牵头负责ꎬ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ꎬ狠抓地方粮食

安全工作ꎻ山东、湖南等地将保障粮食安全列为省委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的年度重点任

务①ꎮ 在各省级政府和领导的高位推动下ꎬ主产区和平衡区的粮食产量延续上升趋势ꎬ主销

区粮食产量止跌回升ꎮ ２０１４ 年后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上升ꎬ２０２３ 年粮食人均占有量超过

４９０ 公斤ꎬ远超 ４００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ꎬ国家粮食供给水平达到新高度②ꎮ
学界围绕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ꎬ发现由于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对地方粮食安全工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要求ꎬ并且在 ２０１５ 年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５〕８０ 号)ꎬ出台了首个专项省级粮食

安全考核办法ꎬ详细注明了粮食生产的考核范围、指标等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成为地方政

府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激励(刘明月等ꎬ２０２１)ꎮ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强调了保障粮食安全

的法律性质ꎬ通过省、市、县层层传导ꎬ深化了各级政府对稳定粮食生产重要性的认识ꎬ从而

有效压实地方政府粮食安全主体责任和提高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ꎬ引导地方政府强化粮食

生产过程的支持工作ꎬ有效提升了粮食供给水平ꎬ成为保障我国粮食生产行之有效的重要制

度(韩一军ꎬ２０１６ꎻ周竹君、王健ꎬ２０１７ꎻ李宁、邱实ꎬ２０２３)ꎮ 这一主流观点在学界达成共识ꎬ并
为本文开展研究提供了参考ꎮ

但目前学界对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讨论大多为定性分析ꎬ缺乏对其政策效果的定量

评估ꎮ 基于此ꎬ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ꎬ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ꎬ定量评估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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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ꎬ以及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抓粮积极性的机制讨论ꎬ为
稳定粮食生产提供政策参考ꎮ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１)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制度ꎬ已有文献多对其实施效果进行定性分析ꎬ本文在此基础上ꎬ
补充实证模型以检验该制度是否是我国粮食增产的重要解释原因ꎮ (２)地方政府抓粮积极

性是粮食连续丰收的重要保障ꎬ本文将其引入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作用于粮食生产的机制

分析ꎬ补充学界对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的讨论ꎮ (３)本文考虑了地方领导的影响ꎬ在控制变

量中纳入地方主政领导和分管农业副职领导的相关变量ꎬ为粮食增产提供新的解释注脚ꎮ

二、理论分析

地方各领域的治理既需要中央宏观调控ꎬ也需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以因地施策

达到治理目标ꎮ 在具体落实环节ꎬ一方面ꎬ中央在一些领域的治理上实行委托代理的管理模

式ꎬ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治理自主权ꎬ对地方各项发展决策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力(赵静、
薛澜ꎬ２０２１ꎻ姜雅婷、杜焱强ꎬ２０２３)ꎻ另一方面ꎬ中央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强调各领域治理的重

要性ꎬ并伴随对地方政府和主要领导的考核制度ꎬ形成了地方对上级工作负责的有效激励ꎬ
引导地方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ꎬ达到国家治理目标(尚虎平ꎬ２０１８ꎻ许敬轩等ꎬ２０１９)ꎮ 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和专门考核制度的核心目标是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维护粮食安全的责任ꎬ
在我国多层级管理构架中提高地方政府和领导抓粮积极性ꎬ加快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

系ꎬ其作用于粮食生产的路径有两条:
第一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通过提高地方政府和领导对粮食生产的重视程度ꎬ促进粮食

生产ꎮ 学界使用注意力来表示地方政府和领导对某领域的重视程度ꎬ在注意力有限的现实

情况下ꎬ地方政府和领导同时承担经济、环境、卫生、文化等多元治理目标ꎬ决定了不同领域

难以在同时获得同等程度的关注ꎬ从而引发注意力集中于某些领域而忽视另一些领域的情

况ꎬ即注意力分配(庞明礼ꎬ２０１９)ꎮ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旨在强化地方政府和领导的粮食安

全意识ꎬ根据国办发〔２０１５〕８０ 号文件ꎬ考核结果向国务院报告ꎬ并作为地方政府综合考核评

价的重要参考ꎮ 对考核不合格的省份ꎬ要求作出书面报告并限期整改ꎻ对不履行职责、存在

重大工作失误等对粮食市场及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的ꎬ年度考核为不合格ꎬ并依法追究有

关责任人的责任ꎮ 粮食治理对地方政府和领导的激励机制就此形成ꎬ粮食注意力提升成为

可能ꎮ 一方面ꎬ省级政府和领导对粮食的注意力通过出台粮食支持文件、围绕粮食的讲话等

作为信号进行传递ꎬ市、县、镇政府和领导在接收到信号后会出现“层层加码”现象(周黎安

等ꎬ２０１５)ꎬ提高粮食生产治理强度ꎬ最终促进粮食生产ꎮ 另一方面ꎬ领导对某领域的高度重

视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治理工具组合ꎬ即“领导牵头、部门协调、财政支持、结果导向”四个方

面ꎬ各主体彼此理解领导注意力变化的重要性ꎬ在工作动力和责任意识上显著高于一般事项

(庞明礼ꎬ２０１９)ꎮ 当省级政府和领导的粮食注意力开始提升ꎬ其他主体将迅速作出反应ꎬ提
高地方粮食工作的治理强度ꎬ积极作用于粮食生产ꎮ

第二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通过增强地方政府对粮食生产的支持行动ꎬ促进粮食生产ꎮ
粮食作为大田作物ꎬ土地是其生产的必需要素ꎮ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在对地方巩固和提高

粮食生产能力的部署中ꎬ明确要求坚决守住耕地红线以确保耕地面积基本稳定ꎬ还要实施耕

地质量保护和提升计划、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等保证土地质量不下降ꎮ 在粮食安全省长责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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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考核中ꎬ对土地相关的考核分值占比较高ꎮ 显然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在粮食生产工作

上对土地整治给予较大权重ꎬ将引导地方政府和领导在粮食生产治理过程中ꎬ加大对土地整

治的资源投入和监督力度ꎬ以保障粮食生产所需耕地的数量和质量ꎮ 一方面ꎬ改造中低产

田、建设高标准农田等土地整治项目将有效提升耕地质量ꎬ积极作用于粮食生产效率和单

产ꎬ最终促进粮食增产(钱龙等ꎬ２０２３ꎻ肖湘雄、滕俊磊ꎬ２０２３)ꎮ 另一方面ꎬ土地整治中“小田

并大田”等举措将扩大耕地面积ꎬ从而提高粮食可播种面积ꎬ为地方粮食增产提供基础(赵和

楠、侯石安ꎬ２０２１)ꎮ 显然ꎬ土地整治是地方政府和领导抓粮积极性的重要行动表现之一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１:实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有利于提高粮食生产ꎮ
假说 ２: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存在通过提高地方政府和领导抓粮积极性以促进粮食生产

的机制路径ꎮ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置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布ꎬ２０１５ 年在全国实施ꎮ 由于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在同一时间对全国各省份同步实施ꎬ所以不存在自然的实验组和对照组ꎮ 本文借

鉴已有研究(汪伟等ꎬ２０１３ꎻ梁志会等ꎬ２０２１)ꎬ利用样本受政策影响的强弱区分实验组和对照

组ꎮ 根据各省份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ꎬ国家确定了主产区、平衡区和主销区的粮食区域版图

(华树春、钟钰ꎬ２０２１)①ꎬ随后一系列粮食安全相关政策都对主产区提出粮食增产的要求ꎬ而
对平衡区和主销区的要求分别为稳定产需平衡和保证必要的自给率②ꎮ 显然ꎬ主产区受到

政策影响的粮食增产效应将强于非主产区ꎮ 因此ꎬ本文以各省份是否为粮食主产区作为区

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依据ꎬ将主产区的 １３ 个省份作为实验组ꎬ非主产区的 １８ 个省份作为对

照组ꎮ 即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实施的不同时间点ꎬ同一地区的粮食生产是变化的ꎬ制造了同

一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后粮食生产的变化ꎻ同时ꎬ在同一时期内ꎬ不同地区间的粮食生产也存

在明显的差异ꎬ制造了同一时间点上不同地区间粮食生产的差异ꎬ具有准自然实验特征ꎮ 因

此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ꎮ
１.基准回归模型

为识别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ꎬ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ｌｎＧｒａｉｎｉｔ ＝ α ＋ β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 × Ｉｐｏｓｔｔ ＋ θＸ 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１)

(１)式中:ｌｎＧｒａｉｎｉｔ表示第 ｉ 个省份在 ｔ 时期粮食产量的自然对数ꎻ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 表示粮食生产组

５２

①

②

粮食主产区为 １３ 个省份: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辽宁、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

南、四川ꎬ粮食产销平衡区为 １１ 个省份:山西、广西、贵州、云南、重庆、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ꎬ粮
食主销区为 ７ 个省份: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ꎮ

２００４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ꎬ提出“粮食主产区要稳定并逐步增加粮

食生产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ꎻ主销区要保证粮食播种面积ꎬ保证必要的粮食自给率ꎻ产销平衡地区要继续稳

定粮食产需平衡的局面”ꎮ ２０１０ 年«国务院关于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ꎬ提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

区要确保稳定现有自给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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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虚拟变量ꎻＩｐｏｓｔｔ 表示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实施时点的虚拟变量ꎻＸ ｉｔ表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

变量ꎻα 为常数项ꎻβ 和 θ 为待估参数ꎻμｉ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ꎻγｔ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ꎻεｉｔ为随机

误差项ꎮ 采用省份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ꎬ估计参数 β 即为实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对粮食生产的影响ꎮ
２.平行趋势检验与政策的动态影响分析

平行趋势假设成立是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有效的重要条件ꎬ即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

制建立以前ꎬ样本中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时间上的粮食生产变化趋势一致ꎮ 参考已有学者

的方法(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ꎬ２０１１ꎻ梁志会等ꎬ２０２１)ꎬ构建平行趋势检验模型:

ｌｎＧｒａｉｎｉｔ ＝ α ＋ ∑ ２０２０

ｔ ＝ ２００４
β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 × Ｅ ｔ ＋ θＸ 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２)

(２)式中:Ｅ ｔ 表示年份虚拟变量ꎬ分别使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建立前一年和前两年为基期

进行检验ꎬ其他系数和变量的设定与(１)式相同ꎮ 若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显著影响了粮食生

产ꎬ那么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建立前ꎬ实验组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 βｔ 将不显著ꎮ
本文还使用(２)式估计实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动态影响ꎮ

３.机制检验模型

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ꎬ参照温忠麟等(２０２２)ꎬ按照逐步回归法ꎬ构建模型:
Ｍｉｔ ＝α＋β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Ｉｐｏｓｔｔ ＋θＸ ｉｔ＋μｉ＋γｔ＋εｉｔ (３)
ｌｎＧｒａｉｎｉｔ ＝ α ＋ β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 × Ｉｐｏｓｔｔ ＋ σＭｉｔ ＋ θＸ 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４)

(３)、(４)式中:Ｍｉｔ为机制变量ꎬ表示地方政府和领导抓粮积极性ꎬσ 为待估计系数ꎬ其他变量

含义与(１)式保持一致ꎮ 为降低异方差ꎬ实证模型检验中对所有实值数据作对数处理ꎮ
(二)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

粮食生产是核心被解释变量ꎬ考虑到粮食产量是各省份粮食生产的最终结果ꎬ能够较好

反映地方粮食生产实际情况ꎬ选择粮食产量的自然对数表征粮食生产ꎮ 后文还使用粮食种

植面积、粮食自给率、粮食人均占有量 ３ 个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实施是核心解释变量ꎬ采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实施阶段和

是否为主产区省份的虚拟变量交互项表征ꎮ 其中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实施阶段的虚拟变量

设置为ꎬ时间在 ２０１５ 年及以后的赋值 １ꎬ２０１５ 年以前赋值 ０ꎮ 是否为主产区省份虚拟变量设

置为ꎬ主产区的 １３ 个省份作为实验组ꎬ赋值 １ꎻ非主产区的 １８ 个省份作为对照组ꎬ赋值 ０ꎮ
３.机制变量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ꎬ选择粮食注意力和土地整治两个指标表征地方政府和领导抓粮

积极性ꎮ 其中粮食注意力使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粮食相关词

频①之比来表征ꎮ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地方最高级别的报告文件ꎬ报告内容严格以政

６２

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ꎬ选择 ５ 类与粮食相关的关键词提取粮食词频ꎮ 一是直接描述粮食本身ꎬ搜索关

键词为“粮”ꎻ二是粮食品种类ꎬ搜索关键词为“谷”“稻”“麦”“玉米”“薯”“豆”“青稞”ꎻ三是耕地类ꎬ搜索关

键词为“耕地”“农田”“灌溉”ꎻ四是种子类ꎬ搜索关键词为“种业”“种子”“种质”“种源”ꎻ五是其他类ꎬ搜索

关键词为“单产”“米袋子”“吃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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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意志为纲领ꎬ特定词语出现的时间、背景和频次等都经过深思熟虑ꎬ其文本是政府各领域

注意力变化的重要载体和分析窗口(侯新烁、杨汝岱ꎬ２０１６)ꎮ 土地整治使用改造中低产田面

积与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面积之和表征ꎬ改造中低产田和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是土地整治

的两个核心项目ꎬ其进展对地方土地整治水平有代表性ꎮ
４.控制变量

选择与粮食生产相关的 ５ 类控制变量ꎮ (１)粮食生产条件ꎮ 土地要素和农业基础设施

是粮食生产的基本前提(张志新等ꎬ２０２２)ꎬ选择土地资源、水利灌溉条件和机械化水平 ３ 个

变量ꎮ (２)灾害和气候因素ꎮ 粮食生产对自然条件有一定的依赖性ꎬ地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

化对其影响不可忽视(苏芳等ꎬ２０２２)ꎬ选择受灾情况、温度、湿度和日照数 ４ 个变量ꎮ (３)经
济社会发展ꎮ 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ꎬ包括交通、道路等ꎬ有利于农

资、农产品运输ꎬ对粮食生产有积极作用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投入的资源可能与粮食生产所

需资源存在竞争关系ꎬ越发展经济越不利于粮食生产ꎬ选择经济增长水平和交通条件 ２ 个变

量(谢坤等ꎬ２０２１)ꎮ (４)主政领导特征ꎮ 粮食生产具有独特的自然和经济属性ꎬ考验着地方

主政领导的治理能力ꎬ尤其是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明确将地方粮食安全工作与各省省长(直
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联系在一起ꎬ主政领导对最终粮食生产治理成效有重要影响ꎬ参考相

关研究(钱先航等ꎬ２０１１)ꎬ选择各省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的年龄、专业、是否有农

业部门工作经历 ３ 个变量ꎮ (５)分管农业副职领导特征ꎮ 考虑到主政领导负责全面工作ꎬ而
分管该领域的副职领导日常对农业农村治理成效负主要责任(马亮、王程伟ꎬ２０１９)ꎬ选择分

管农业副职领导的年龄、专业、是否有农业部门工作经历、是否是本地人、是否担任过基层组

织负责人 ５ 个变量ꎮ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由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全国粮食生产处于下行期间ꎬ观测区间选择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 ３１ 个

省份的面板数据ꎮ 其中粮食产量、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人均占有量、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

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主要城市年平均气温、主要城市

全年降水量、主要城市全年日照时数、人均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 指数(１９７８ 年为基期)、公路里

程、行政面积的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ꎮ 粮食

自给率没有直接的公开数据ꎬ以粮库轮换比例和存储量不变为前提ꎬ根据当年粮食产量占

当年粮食消费量的比例计算得出①ꎬ所需数据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中国

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ꎮ 主政领导特征和分管农业副职领导特征相关变量数据来

自手工搜集ꎬ主要数据来源有中国政要资料库、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人民网

等领导信息和简历ꎮ 改造中低产田面积与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面积数据来自«中国财政

统计年鉴»ꎬ政府工作报告粮食词频数据来自国务院和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ꎮ 主要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ꎮ

７２
①由于篇幅原因ꎬ不展示粮食自给率的测算过程ꎬ如有需要ꎬ可联系作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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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粮食产量 各省份粮食产量 万吨 １９０３.８４４ １６７３.４２９
粮食种植面积 各省份粮食种植面积 千公顷 ３６３０.１６９ ３０３５.９８５
粮食自给率 各省份当年粮食产量 / 粮食消费量 － ０.８７７ ０.６３４
粮食人均占有量 各省份粮食人均占有量 公斤 ４３４.１３０ ３４７.０９０

土地整治
各省份改造中低产田面积与高标准农田示范
工程面积之和

万亩 ０.６９４ ０.４７４

粮食注意力 各省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粮食词频 / 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粮食词频 ％ ７８.５６３ ５０.７９６

土地资源 各省份耕地面积 万公顷 ３８０.１９１ ３０８.７２７
水利灌溉条件 各省份有效灌溉面积 / 耕地面积 － ０.５９７ ０.２３３
机械化水平 各省份农业机械总动力 / 耕地面积 千瓦 / 公顷 ８.７２５ ４.２６２
受灾情况 各省份农作物受灾面积 / 农作物播种面积 － ０.２０１ ０.１４８
温度 各省份主要城市年平均气温 摄氏度 １４.４２０ ５.０２７
湿度 各省份主要城市全年降水量 毫米 ９１１.７７０ ５３４.７７６
日照数 各省份主要城市全年日照时数 小时 ２０３４.２６５ ５６２.５１０
经济增长水平 各省份人均 ＧＤＰ 元 ４１５７０.７２０ ２７９５１.３７
交通条件 各省份每平方公里内的公路里程长度 公里 / 平方公里 ０.８０８ ０.５０２

主政领导年龄 各省份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的年
龄 岁 ５８.２２２ ３.７０８

主政领导专业 各省份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的专
业是否与农业有关ꎬ有关＝ １ꎬ无关＝ ０ － ０.０４６ ０.２０９

主政领导是否有农
业部门工作经历

各省份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是否
有农业部门工作经历ꎬ有＝ １ꎬ无＝ ０ － ０.１６３ ０.３７０

副职领导年龄 各省份分管农业副职领导的年龄 岁 ５４.９９６ ３.７７５

副职领导专业 各省份分管农业副职领导的专业是否与农业
有关ꎬ有关＝ １ꎬ无关＝ ０ － ０.１５９ ０.３６６

副职领导是否有农
业部门工作经历

各省份分管农业副职领导是否有农业部门工
作经历ꎬ有＝ １ꎬ无＝ ０ － ０.２５２ ０.４３５

副职领导是否是本
地人

各省份分管农业副职领导籍贯是否与工作地
一致ꎬ是＝ １ꎬ否＝ ０ － ０.６３９ ０.４８１

副职领导是否担任
过基层组织负责人

各省份分管农业副职领导是否担任过乡镇负
责人或书记ꎬ是＝ １ꎬ否＝ ０ － ０.２３５ ０.４２５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表 ２ 报告了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ꎮ 列(１)为普通标准误下的模型估计结果ꎬ结果表明

实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有利于粮食生产ꎬ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ꎬ即在控制其他条

件的情况下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提高了粮食生产ꎬ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ꎮ 再分别采用稳健

标准误、六大区域层面①的聚类稳健标准误、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ꎬ结果分

别报告在列(２)—(４)中ꎮ 结果显示ꎬ无论采用何种标准误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实施都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粮食生产ꎬ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较为稳健ꎮ 据此ꎬ研究假说 １ 得到验证ꎮ

８２

①六大区域分别为:华北地区 ５ 个省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ꎻ东北地区 ３ 个省份:辽宁、吉

林、黑龙江ꎻ华东地区 ７ 个省份: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ꎻ中南地区 ６ 个省份:河南、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ꎻ西南地区 ５ 个省份: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ꎻ西北地区 ５ 个省份: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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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政策实施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８)

土地资源
０.７３５∗∗∗ ０.７３５∗∗ ０.７３５∗∗ ０.７３５∗∗

(０.０６６) (０.２７８) (０.２７６) (０.２７８)

水利灌溉条件
０.６３７∗∗∗ ０.６３７∗ ０.６３７ ０.６３７∗

(０.１０１) (０.３１９) (０.３４６) (０.３１９)

机械化水平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受灾情况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温度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３
(０.１０９)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１)

湿度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日照数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８２)

经济增长水平
－０.２９９∗∗∗ －０.２９９∗∗ －０.２９９∗ －０.２９９∗∗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８) (０.１４３) (０.１１８)

交通条件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６) (０.１０７) (０.０８５) (０.１０７)

主政领导年龄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０９２) (０.１８０) (０.２１７) (０.１８０)

主政领导专业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６)

主政领导是否有农业部门工作经历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８)

副职领导年龄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７) (０.２２０) (０.１３７)

副职领导专业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６)

副职领导是否有农业部门工作经历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副职领导是否是本地人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副职领导是否担任过基层组织负责人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０)

常数项
４.８５３∗∗∗ ４.８５３∗∗ ４.８５３∗∗∗ ４.８５３∗∗

(０.９４４) (２.２４８) (０.９６２) (２.２４８)
年份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Ｒ２ ０.５７０ ０.５７０ ０.５７０ ０.５７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下显著ꎬ后文同ꎮ

在控制变量上ꎬ生产条件变量中ꎬ水利灌溉条件显著促进了粮食生产ꎮ 但机械化水平对

粮食生产的影响不显著ꎬ主要由于国内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激发了农机购买量ꎬ提高了农业机

械总动力ꎬ但其使用效率并未持续增加ꎮ 灾害和气候因素变量中ꎬ受灾情况和温度提高对粮

食生产不利ꎬ证实我国粮食生产还未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情况ꎮ 经济社会发展中ꎬ经济增

长水平负向作用于粮食生产ꎬ显然地方经济发展对粮食生产的带动作用还需提高ꎮ 主政领

导特征变量中ꎬ主政领导年龄和农业部门工作经历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基本不显著ꎬ而农业专

业的领导甚至负向作用于粮食生产ꎮ 这与主政领导负责全面统筹地方工作有关ꎬ主政领导

的管理能力需求高于专业能力ꎬ而专业能力较强的“专家型”领导往往在分管副职的位置能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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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发挥地方治理作用(刘杨、马亮ꎬ２０２２)ꎮ 这一点在分管副职领导特征中有所体现ꎬ农
业专业的副职领导对粮食生产有显著正向作用ꎮ 同时ꎬ副职领导是本地人时ꎬ对地方资源有

信息比较优势ꎬ更有利于粮食生产ꎮ
(二)平行趋势检验与政策的动态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２)式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与政策的动态影响分析ꎮ 首先选择粮食安全省长责

任制建立前一年 ２０１４ 年为基期ꎬ结果报告在表 ３ 的列(１)和列(２)中ꎬ分别为未加入控制变

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ꎮ 再将基准期扩大ꎬ选择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建立前两年ꎬ即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两年为基期ꎬ结果报告在表 ３ 的列(３)和列(４)中ꎬ分别为未加入控制变量

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ꎮ 根据结果ꎬ基期前的系数由显著为负ꎬ逐渐转为不显著为正ꎬ
再过渡到显著为正ꎬ表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实施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显著促进作用ꎮ

　 　 表 ３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动态影响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２００４ －０.０９０∗ －０.１０４∗∗ －０.１３９∗∗ －０.１４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７)

ＤＩＤ＿２００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８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１)

ＤＩＤ＿２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３)

ＤＩＤ＿２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５)

ＤＩＤ＿２００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０)

ＤＩＤ＿２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ＤＩＤ＿２０１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５)

ＤＩＤ＿２０１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０)

ＤＩＤ＿２０１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７)

ＤＩＤ＿２０１３ ０.１４５∗∗ ０.１２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６) 　 　

ＤＩＤ＿２０１５ ０.２１３∗∗∗ ０.１７９∗∗∗ ０.１６５∗∗∗ ０.１３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８)

ＤＩＤ＿２０１６ ０.２４０∗∗∗ ０.２０５∗∗∗ ０.１９１∗∗∗ ０.１６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１)

ＤＩＤ＿２０１７ ０.２７３∗∗∗ ０.２４３∗∗∗ ０.２２４∗∗∗ ０.２０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３)

ＤＩＤ＿２０１８ ０.２６５∗∗∗ ０.２１５∗∗∗ ０.２１７∗∗∗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３)

ＤＩＤ＿２０１９ ０.２９１∗∗∗ ０.２４６∗∗∗ ０.２４３∗∗∗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５)

ＤＩＤ＿２０２０ ０.２７５∗∗∗ ０.２２９∗∗∗ ０.２２７∗∗∗ ０.１８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９)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Ｒ２ ０.３５０ ０.５９７ ０.３４４ ０.５９３

　 　 注:(１)括号内数字为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ꎻ(２)控制变量同表 ２ꎬ估计结果省略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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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策的动态效应来看ꎬ列(１)和列(２)中ꎬ２０１３ 年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粮食安全

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预期效应ꎮ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出台有较强的

政策背景ꎬ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连续两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粮食安全工作放在部署新一年“三
农”工作的首位①ꎮ ２０１３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次年经济工

作的首要任务ꎬ同年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ꎬ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

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②ꎮ ２０１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将第一章全部内容用

于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阐述ꎬ占据全文超过 １ / ８ 的文字篇幅③ꎮ 中央通过各项重要

会议、重要文件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ꎬ根据理性预期理论(梁志会等ꎬ２０２１)ꎬ地方政府能接

收到国家不断提高粮食安全重视程度的信号ꎬ在地方粮食生产治理上有所行动ꎬ所以政策实

施前一段时间内就可以观测到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ꎮ 综合列(３)和
列(４)的检验结果ꎬ政策实施后ꎬ影响系数始终显著为正ꎬ表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生

产的促进作用较为稳定ꎮ 影响系数在 ２０１７ 年ꎬ即政策实施后第 ３ 年达到高峰ꎬ随后呈现较

为稳定的小幅波动ꎮ 显然ꎬ随着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实施的完善和推进ꎬ其对粮食生产的促

进效应从快速提升期ꎬ逐渐转换到稳定作用期ꎮ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更换实证模型、安慰剂检验、调整样本量和替换被解释变量 ４ 种方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ꎬ具体分析如下:
１.更换实证模型

考虑到在双重差分模型中ꎬ人为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可能对实证结果造成干扰ꎬ将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作为一般解释变量放入传统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再检验ꎮ 与(１)式的处理一

致ꎬ在传统面板回归模型中也分别使用普通标准误、稳健标准误、六大区域层面的聚类稳健

标准误、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ꎬ表 ４ 展示了回归结果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传统面板回归模型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政策实施
０.１９５∗∗∗ ０.６９１∗∗∗ ０.１９５∗∗∗ ０.６９１∗∗∗ ０.１９５∗∗ ０.５９２∗∗ ０.１９５∗∗∗ ０.６９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７) (０.１７０) (０.０６８) (０.１８９) (０.０６７) (０.１７０)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Ｒ２ ０.１８６ ０.５１９ ０.１８６ ０.５１９ ０.１８６ ０.５１９ ０.１８６ ０.５１９

　 　 注:(１)列(１)和列(２)括号内数字为普通标准误、列(３)和列(４)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列(５)和列
(６)括号内数字为六大区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列(７)和列(８)括号内数字为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
误ꎻ(２)控制变量同表 ２ꎬ估计结果省略ꎮ

１３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ꎬ
载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 / ｚｔｚｌ / ｙｈｗｊ２０１３ / ｗｊｈｇ / ２０１３０２ / ｔ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３２１３４９５.ｈｔｍ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ꎬ载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ｚｌ / ｙｈｗｊ２０１３ /
ｚｙｗｊ / ２０１３０２ / ｔ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３２１３４８０.ｈｔｍ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ꎬ载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ｌｄｈｄ / ２０１３－１２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５４７５４６. ｈｔｍꎮ « 中 央 农 村 工 作 会 议 在 北 京 举 行»ꎬ 载 于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１２３７１. ｃｎ /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２５ /
ＡＲＴＩ１３８７９１１４１６０９１８２８.ｓ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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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显示ꎬ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ꎬ不同标准误下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都显著促进粮食

生产ꎬ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ꎮ
２.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动态影响存在一定的预期效应ꎬ在安慰剂检验时ꎬ将研究

时间定为政策实施的前 ３ 年ꎬ即使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建立前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的样本数

据ꎬ以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作为政策实施时点进行安慰剂检验ꎬ结果见表 ５ 中列(１)和列(２)ꎮ
虽然政策实施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系数为正ꎬ但均不显著ꎮ 显然ꎬ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建立

前并不存在政策效应ꎬ基础回归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ꎮ
３.调整样本量

缩小和扩大样本量再进行回归估计ꎬ检验结果见表 ５ 中列(３)和列(４)ꎬ无论样本量如

何变化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都显著促进粮食生产ꎮ
４.替换被解释变量

粮食生产内容丰富ꎬ其在各类研究中的代理指标有所不同ꎬ在总量层面选择粮食种植面

积和粮食自给率ꎬ在人均层面选择粮食人均占有量作为粮食生产的代理指标进行检验ꎬ检验

结果见表 ５ 中列(５)—(７)ꎮ 显然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依然有利于粮食生产ꎬ核心结论稳

健ꎮ

　 　 表 ５ 　 　 稳健性检验:改变政策干预时点、调整样本量、替换变量

变量

安慰剂检验 调整样本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２００８ 年
政策实施

２００９ 年
政策实施

删除 ２００４
年样本

增加 ２００３
年样本

粮食种植
面积

粮食自给率
粮食人均
占有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２００８ 年政策实施
０.０８８

(０.０５４) 　 　

２００９ 年政策实施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８)

２０１５ 年政策实施
０.１４９∗∗∗ ０.１９７∗∗∗ ０.１７０∗∗∗ ０.２３２∗∗∗ ０.２４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１７ ２１７ ４９６ ５５８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Ｒ２ ０.４４９ ０.４３６ ０.５８７ ０.５８０ ０.４６８ ０.６８４ ０.５３８
　 　 注:(１)括号内数字为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ꎻ(２)控制变量同表 ２ꎬ估计结果省略ꎻ(３)列(１)和列
(２)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样本数据的估计结果ꎮ

(四)进一步分析:作用机制

前文的实证结果表明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显著促进了粮食生产ꎮ 理论分析认为ꎬ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具有提高地方政府和领导抓粮积极性的传导机制ꎮ 据此ꎬ通过(３)式、(４)
式组成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提高粮食生产的机制路径ꎮ 表 ６ 报告了机

制模型的估计结果ꎬ列(１)和列(３)的结果显示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提高粮食注意力和

土地整治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显然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实施提高了地方政府和领

导抓粮积极性ꎬ增强了地方政府和领导对粮食生产的重视程度和支持行动ꎮ 列(２)和列(４)
的结果显示ꎬ粮食注意力和土地整治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ꎬ这一结果证实粮食安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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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长责任制的实施存在通过地方政府和领导抓粮积极性ꎬ促进粮食生产的机制路径ꎮ 在

重视程度上ꎬ省级政府和领导对粮食注意力的变化ꎬ会通过信号传递到下级政府和其他相关

部门ꎬ市、区、县级政府也会相应调整对粮食生产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入ꎬ各级政府和部门共同

促进粮食生产ꎮ 从支持行动上也可以看到ꎬ改造中低产田、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土地整治

工作有效提升了耕地质量和面积ꎬ最终积极作用于粮食生产ꎮ 结果证实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

制存在通过提高地方政府和领导抓粮积极性ꎬ促进粮食生产的机制路径ꎬ地方政府和领导抓

粮积极性是提高并稳定地方粮食生产的重要抓手ꎮ 据此ꎬ研究假说 ２ 得到验证ꎮ

　 　 表 ６ 　 　 影响机制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粮食注意力 粮食生产 土地整治 粮食生产

政策实施
０.１６７∗∗ ０.１２９∗∗∗ ０.２４３∗∗ ０.１３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８) (０.１０３) (０.０４２)

粮食注意力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１) 　 　

土地整治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６)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２７ ５２７ ４３４ ４３４
Ｒ２ ０.４１１ ０.５７５ ０.２４７ ０.６００

　 　 注:(１)括号内数字为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ꎻ(２)控制变量同表 ２ꎬ估计结果省略ꎻ(３)由于«中国
财政统计年鉴»对改造中低产田面积与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面积的数据仅更新到 ２０１７ 年ꎬ所以列(３)和
(４)的数据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年ꎬ样本量为 ４３４ꎮ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 ３１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准自然实验思路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

估计了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和机制路径ꎮ 核心结论为:(１)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对粮食生产有显著促进作用ꎬ这一结论通过了更换实证模型、安慰剂检验、调整样本

量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ꎮ (２)机制检验结果表明ꎬ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存在提高

地方政府和领导抓粮积极性以促进粮食生产的机制路径ꎮ 为更好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

制ꎬ稳定地方粮食生产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ꎬ提出如下建议:
１.优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指标体系ꎬ引导地方粮食安全工作方向

本着“突出重点、优化指标、强化导向、注重实效”的原则ꎬ从生产、储备、运输、销售等多

个方面优化考核指标体系ꎬ引导地方政府和领导调整资源配置、强化过程监督ꎬ积极作用于

地方粮食工作ꎮ 在区分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考核基础上ꎬ不仅要适度提高主产区粮食生

产的考核权重ꎬ确保国家粮食生产“主力军”粮食生产稳定ꎬ也要不断强调非主产区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建设ꎬ确保平衡区粮食基本自给ꎬ稳定并提高主销区粮食自给率ꎮ 同时ꎬ积极探索

动态调整考核机制ꎬ根据各省份考核落实情况及效果ꎬ与该省份粮食供需变化等相匹配ꎬ动
态调整和优化考核指标ꎬ着力解决各省份粮食安全的重点问题ꎮ

２.持续加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粮食安全主体责任意识ꎬ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是地方政府行动的决策者ꎬ持续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稳定粮食生产、保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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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粮食安全的执行力ꎬ建立起维护粮食安全的底线思维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ꎬ中国式现代

化特征之一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ꎬ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农业资源有限的现实情况

下ꎬ要解决规模巨大人口的“吃饭”问题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意识到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的重要性ꎮ 促进地方政府提高注意力分配、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治理体系等ꎬ切实承担起辖

区内粮食安全主体责任ꎬ激励地方粮食生产ꎬ保障国家和区域粮食安全ꎮ
３.严格落实考核激励机制ꎬ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结果的运用

根据各省份粮食安全实际情况ꎬ对各省份进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评议考核ꎮ 强化正

向激励ꎬ对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得分较高的省份ꎬ加大转移支付、项目建设等方面支持ꎬ
对稳定地方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较大贡献的地方党委政府、单位和个人要适时

给予表彰ꎬ树立“标兵”示范作用ꎮ 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ꎬ切实做到奖惩分明ꎬ鲜明树立重

实干重实绩的导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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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ａｎ Ｌｉｎｚｈｅｎ１ꎬ Ｑｉａｎ Ｌｏｎｇ２ ａｎｄ Ｚｈｏｎｇ Ｙｕ３

(１: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ꎻ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ꎻ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３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２０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ｎ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ꎬ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ꎬ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ｔｏ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Ｑ１８ꎬＲ５８ꎬＨ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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