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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基于对吉林省 １８６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应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从户主特征、农户生产经营特征、作业效果

感知和政策与环境特征等 ４个方面对农户采用玉米机械化收获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户主性别、

技术培训经历、种植规模、非农收入比重、作业效果感知、参与合作社、政策扶持以及示范推广等对农户玉米机械化

收获行为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受到严重自然灾害的作用为显著负向。加大农民技术培训力度、加快土地整

合和流转速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强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强化农村防灾抗灾能力等措施可以促进更多的农

户采用机械化方式收获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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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玉米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
［１～２］

。尽

管近年来玉米生产机械化迅速发展，但不同环节的

机械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尤其是机收水平仍然较低。

玉米机械化收获发展缓慢已成为制约我国玉米生产

全程机械化的主要因素，如何提高玉米机械化收获

水平已成为我国玉米生产机械化的重要课题。

国内学者围绕玉米机械化收获等问题进行了大

量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其影响因素
［３～９］

，然而，现

有研究较少从农户的微观视角分析影响玉米机械化

收获行为的因素。为此，本文依据２０１０年在吉林省
的实地调查数据，从农户的微观角度定量分析玉米

机械化收获的影响因素。

１　研究假说与变量设计

对农户而言，采用玉米机械化收获同土地和资

本一样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投入，能够获得较多的产

出。一方面，玉米机械化收获可以在不减少玉米产

量的前提下减少劳动力投入；另一方面，玉米机械化

收获可以在劳动力供给不变的条件下扩大种植规

模，为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而且，在劳动

力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运用机械化的方式收获

玉米，不仅能够节约生产成本，还可以显著提高农机

户或农机服务组织的经济效益。

农户是玉米生产过程中的决策主体，对是否采

用机械化的方式收获玉米具有决定权。研究影响农

户采用玉米机械化收获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为玉

米收获机的推广使用提供理论参考。玉米机械化收

获可以视为一项农业技术创新活动，从技术采用的

角度加以研究，可以从采用者的特征、农户生产经营

特征和环境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借

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影响农户玉米机械化

收获行为的因素分为 ４大类：户主特征，包括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技术培训等；农户生产经营特征，

包括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比重、种植规模和是否加

入合作社等；作业效果感知；政策与环境特征，包括

政府扶持、自然灾害和示范推广等。

（１）户主特征
农户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营主体，户主的自身

特征对机收行为的选择有重要影响。这里，选择户

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技术培训经历来描述

户主的个人特征。

性别：一般来说女性比较保守，为规避风险而倾

向于沿用原有技术，接受新技术的意愿较低
［１０～１１］

。

据此假设，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采用机械化的方式

收获玉米。

年龄：一般认为，年龄越大，接受新事物的积极

性越低。有调查发现，农户决策者的年龄越大，对新

技术的运用越排斥，积极性也会降低
［１２］
。另外，年

龄越大，外出打工机会越少，与年轻人相比进行人工

收获的机会成本较小，更倾向于人工收获。因此提

出假设，户主年龄越大，接受机械化的方式收获玉米

的可能性越低。

受教育程度：国内外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

农户易于理解和采用新技术。对农户采用水果保护

技术和小麦品种技术的分析发现，农户受教育程度

对技术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１３～１４］

。据此提出假

设，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采用机械化的方

式收获玉米。

技术培训经历：调查表明，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

的农民比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民更容易接受玉

米机械化收获，因为技术培训降低了农户的技术门

槛，并为其采用提供了条件。因此假设，户主接受过

农业技术培训与农户采用机械化的方式收获玉米正

相关。

（２）农户生产经营特征
除了受户主自身特征的影响外，农户机收行为

的选择还会受到农户生产特征的影响。本文用劳动

力数量、非农收入比重、种植规模、是否是合作组织

成员等变量来反映农户的生产特征。

劳动力数量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劳动力数

量。农户生产决策时很少考虑机会成本，劳动力数

量多的农户一般会选择人工收获玉米。调查发现，

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农户在秋收时会放弃打工而回家

务农。因此假设，劳动力数量与农户采用机械化的

方式收获玉米负相关。

非农收入比重指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

重。非农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民从农业生产转移到

二、三产业就业，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越大，越需

要采用机械化技术替代现在的农业劳动力。因此假

设，非农收入比重与玉米机械化收获方式的采用正

相关。

种植规模是影响农户采用玉米机械化收获方式

的主要因素之一，种植规模越大，受限于较高的劳动

力成本，农户越倾向于采用玉米机械化收获等先进

农业技术
［１５］
。因此假设，种植规模越大的农户，采

用机械化收获玉米的方式可能性越大。

合作社成员是指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组织，包

括农业合作社或农机合作社。通常，与普通农户相

比，合作社成员拥有较多的信息资源，且合作社在作

业价格方面能给予合作社成员一定的优惠。据此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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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加入合作社组织后，农户采用玉米机械化收获的

意愿更强。

（３）作业效果感知
机械化收获的作业效果直接影响农户机收行为

的选择。农户对玉米机械化收获作业效果的感知和

评价会影响其采用行为。农户一般通过亲身体验或

观察周围使用者对玉米机械化收获的效果作出评

价，效果好则倾向于采用，否则会降低采用概率。据

此假设，作业效果与农户采用机械化的方式收获玉

米正相关。

（４）政策与环境特征
在农户玉米机收行为选择受到诸多限制因素的

情况下，外部环境特征往往在促进新技术的采用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政府扶持、受灾程

度、示范推广等来描述环境特征。

政府扶持是指农户在采用机械化收获玉米的过

程中，是否获得政府在资金方面的扶持如作业补贴

等。预期农户在采用机械化收获玉米的过程中政府

有关部门的政策扶持力度越大，农民采用机械化收

获玉米的作业成本就越小，农户采用机械化收获玉

米可能性越大。

自然灾害是影响农户选择玉米机械化收获的外

部自然环境因素之一。玉米收获机作业时会受到一

系列外部环境条件的制约，如虫灾和风灾等自然灾

害会使得玉米果穗下垂和秸秆倒伏，从而不利于玉

米机械化收获。因此，假设受灾程度越严重，农户采

用机械化的方式收获玉米的概率越低。

示范推广是指示范园区、示范基地和示范户农

民对机械化收获玉米方式的示范推广。预期示范推

广范围和力度越大，农户采用机械化的方式收获玉

米的可能性越大。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域
吉林省位于中国黄金玉米带的核心区域，是国

家粮食主产省和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２０１０年
玉米种植面积为３０４６７ｋｈｍ２，产量２００４１万 ｔ，种
植面积和产量均列全国第二位

［１］
。２０１０年全国玉

米机械化收获的平均水平为 ２５８％，而吉林省仅为
１６５％，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

。因此，探究吉林省

玉米机械化收获的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吉林省乃至全

国玉米机械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所调查的农户家庭规模均较小，以 ４口之家居
多，占３９６％，其余３人、５人、２人的农户分别占
３４１％、１４４％和 ７８％。平均家庭人口数为 ３６４
人／户，农业劳动人口数为 ２５４人／户，每户年龄
在２０～５０岁的人口为２０１人，每户初中文化以上
的为２２６人。
２２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２０１０年７～８月和２０１１年８～９月，本调查在吉
林省中北、中东、东南等３个以玉米种植为主的区域
开展。调查样本的抽取采用两阶段法：第一阶段，采

用典型抽样法抽取榆树市、农安县、靖宇县、永吉县

等４个有代表性的地区为调研区域；第二阶段，按照
随机抽样原则在各县选择若干个村庄进行农户调

查。共发放问卷２５０份，回收２１０份，剔除信息不全
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１８６份，有效问卷率为
７４４％。

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

表１所示。

表 １　模型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Ｔａｂ．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预期影响

性别 ｘ１ 男表示为１，女表示为０ ０９４ ０２３ ＋

年龄 ｘ２ ３５岁以下表示为０，３６～４５岁表示为１，４６～５５表示为２，５６岁以上表示为３ １２７ ０８２ －

受教育程度 ｘ３ 文盲表示为０，小学表示为１，初中表示为２，高中及以上表示为３ ０６１ ０６１ ＋

技术培训 ｘ４ 是表示为１，否表示为 ０ ０１６ ０３６ ＋

劳动力数量 ｘ５ 按家庭实际劳动力个数计算 ２２６ ０９１ －

非农收入比重 ｘ６ ０～２５％表示为０，２６％ ～５０％表示为１，５１％ ～７５％表示为２，７６％ ～１００％表示为３ ０７４ ０９３ ＋

种植规模 ｘ７ ０３３ｈｍ２及以下表示为０，０３３～０６７ｈｍ２表示为１，０６７ｈｍ２以上表示为２ ０８９ ０８５ ＋

合作社成员 ｘ８ 是表示为１，否表示为 ０ ０２４ ０４３ ＋

作业效果 ｘ９ 效果差表示为０，效果一般表示为１，效果好表示为２ １２７ ０８２ ＋

政府扶持 ｘ１０ 是表示为１，否表示为 ０ ０７３ ０９７ ＋

自然灾害 ｘ１１ 是表示为１，否表示为 ０ ００４ ０１９ －

示范推广 ｘ１２ 是表示为１，否表示为 ０ ０３１ ０４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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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模型设定
农户选择玉米收获方式的状态可以概括为两

类：采用机械化收获（取值为 １）和不采用机械化收
获（取值为０），为二元选择变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适用
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研究，因此，本文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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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ｉ———农户采用玉米机械化收获的概率
ｘｉ———第 ｉ个影响因素

βｉ———第 ｉ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β０———截距，即回归方程的常数

将式（１）进行适当变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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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结果
本文运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回归结果进行

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模型的 Ｒ２为０５４９，说明整
体拟合程度较好。除劳动力数量的作用方向与预期

相反以外，其他自变量的作用方向与研究假说均一

致；性别、技术培训等９个自变量通过了统计显著性
检验，表明它们对农户玉米机械化收获行为重要的

表 ２　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ｄｅｌ

影响因素

类型

解释

变量

回归

系数
标准差

显著性

水平

性别 ｘ１ ０１７３ ０３１６ ００８０

户主特征
年龄 ｘ２ －０６７６ ０３６４ ０１２０

受教育程度 ｘ３ １５１０ ０４５４ ０３１２

技术培训 ｘ４ ０４６４ ０７３８ ００１３

劳动力数量 ｘ５ ０３１６ ０２５５ ０４４８

家庭特征
非农收入比重 ｘ６ ０３４８ ０４７０ ００２６

种植规模 ｘ７ ０６３４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９

合作社成员 ｘ８ ０２０３ ０２８４ ００３２

作业效果感知 作业效果 ｘ９ １３８５ ０２６１ ０００５

政府扶持 ｘ１０ ０４５９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１

环境特征
自然灾害 ｘ１１ －０５８６ ０２５６ ００３６

示范推广 ｘ１２ ０８０７ ０５３６ ０００７

常数项 －５９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３

　　注：、、表示统计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０１０、００５、

００１。

影响；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数量等变量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对农户采用玉米

机收行为的影响较小。

３２　研究结果
（１）户主的性别对农户玉米机械化收获行为选

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表 ２可知，户主的性别
对农户玉米机械化收获行为产生重要影响（ｐ＜
０１０），男性比女性更愿意采用机械化收获玉米的
方式。

（２）户主的技术培训经历对农户玉米机械化收
获行为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培训经历与

农户选择机械化收获玉米的概率正相关且通过了

００５的统计显著水平，这表明参加过农机相关技术
培训的农户更容易接受机械化收获玉米方式。农户

对机械化收获玉米信息内容了解程度对农户是否采

用该方式作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参加技术培训的

经历有利于农户了解机械化收获玉米技术的相关信

息，进而为其采用该作业方式收获玉米提供基础。

（３）农户的非农收入比重对农户采用机械化的
方式收获玉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收入比重

的符号为正且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ｐ＜００５），这
一结果与影响预期相一致，说明非农收入比重越高，

农户采用机械化的方式收获玉米概率越高。非农收

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大的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趋向多

样化，因此很多农户不再把种植玉米作为主要收入

来源，导致投入到农业上的劳动力不足，从而相应增

加了对机械化方式收获玉米的关注。

（４）农户的种植规模对农户玉米机械化收获行
为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种植规模与农户采用

机械化收获玉米正相关且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ｐ＜０１０），这一结果与预期一致，表明种植规模越
大，农户采用机械化方式收获玉米的概率就越高。

种植大户作为生产决策的主体是充满理性的，其追

求的目标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与人工收获玉米

的方式相比，机械化收获玉米的方式在作业价格上

具有比较优势，在规模效益的驱动下，种植大户更愿

以机械化收获玉米的方式替代人工收获，且种植规

模越大，节本增效作用越明显，积极性越高。

（５）户主对作业效果的感知对农户玉米机械化
收获行为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业效果的符

号为正且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ｐ＜００１），表明农
户对机械化收获玉米的效果越满意，越愿意采用机

械化的方式收获玉米。由于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

性，农户只有充分认识和评估该技术后才会作出相

应决策。由此可见，机械化收获玉米只有达到农户

的预期效果，农户才会积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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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农户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玉米机械化收获行
为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与合作社的农户更

倾向于采用机械化收获玉米，该变量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ｐ＜００５），表明农户加入合作社后有利于农
户更多的采用机械化收获玉米。合作社通过采取

“统一出租”、“统种统管统收”、“统种统管分收”和

“托管”等模式促进农户带地入社，这样有利于实现

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作业，减少机械化收获玉米的

作业成本，为合作社给合作社成员提供优惠的作业

价格创造了空间，提高农户采用机械化收获玉米的

积极性。

（７）政府扶持对农户玉米机械化收获行为的选
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扶持变量的回归系数

符号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ｐ＜００５），表明政府
扶持有利于机械化收获玉米的普及推广。与传统人

工收获玉米方式相比，机械化收获玉米属于新技术，

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通常持谨慎态度。享受作业补

贴的农户倾向于采纳该技术，反之，农户倾向于不

采纳，这表明政府扶持对促进农户采用机械化的方

式收获玉米有着重要的作用。

（８）自然灾害对农户玉米机械化收获行为选择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

（ｐ＜００５），且为正向影响，这一结果与预期结果一
致，表明当年遭受虫灾、风灾的农户不愿意选择机械

化的方式收获玉米。究其原因主要是虫灾造成的果

穗下垂和风灾造成的秸秆倒伏给机械化收获玉米增

加了难度，机收效果不能让农民满意，因此影响了农

户采用机械化收获玉米的信心。

（９）示范推广对农户玉米机械化收获行为选择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示范推广变量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ｐ＜００１），且为正向影响，它表明玉米机械化
收获通过推广示范辐射形成带动力，产生扩展效应，

促使更多的农户采用机械化的方式收获玉米。

４　结束语

通过调查问卷获取数据，并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玉米机械化收获行为选择的因

素。结果表明，男性户主、技术培训、农户的种植规

模、非农收入比重、农户感知的作业效果、农户参与

合作社、政策扶持以及示范推广等 ８个因素对农户
选择玉米机械化收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灾害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不同因素对农户采用玉米机收的影响程度有所

差异。从回归分析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小来看，影

响农户玉米机械化收获行为选择的９个因素的影响
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农户感知的作业效果、示范推

广、农户的种植规模、自然灾害、政策扶持、技术培

训、农户的非农收入比重、农户参与合作社、户主性

别。

现阶段，农户感知的作业效果对促进农户转变

传统人工作业方式具有重要影响，良好的作业效果

能够显著提高农户采用机械化的方式收获玉米的积

极性。同时，政策工具在促进玉米机械化收获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从技术培训、促进土地

流转、加快劳动力转移、示范推广和防灾抗灾等方面入

手，提高农户采用机械化方式收获玉米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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