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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稻农采用

机械技术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江西省调查样本

周 波，杨国强，李居英

(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依据稻农耕地面积，将稻农分为规模户、小户两类，以江西调查样本数据为依据，选取影响稻农采用机械

技术的因素分为 5 类 10 项，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两类稻农采用机械技术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两

类稻农间采用机械技术主要影响因素的的异同，并进一步运用 Probit 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不同耕地规模

稻农采用机械技术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影响规模户采用机械技术主要因素依次是高产动机、所在地形和年

龄; 而影响小户采用机械技术主要因素依次是种稻面积比重、高产动机、保证口粮、健康状况和外出务工时间。
规模户和小户模型比较分析获得加快土地流转规模化，不断完善水稻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而促进水稻生产

集约化程度的提高，激活适应规模户采用的大中型机械技术的市场活力，保证现阶段实用性和廉价性小型机械

技术供给是现阶段水稻机械技术推广较为有效的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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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actors Affecting Rice Farmers in Their
Application of Mechanical Techniqu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urvey Samples of Jiangxi Province

ZHOU Bo，YANG Guo-qiang，LI Ju-ying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has divided the rice farmers into two kinds，the large-scaled and small － scaled，ac-
cording to their cultivated land area． Selected factors which may affect rice farmers in their use of the mechani-
cal techniques have been classified into 5 categories and 10 terms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from Jiangxi Prov-
ince． We have analyzed factors that have major influence on the use of mechanical techniques through descrip-
tive analysis，based on which we have also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major influential factors on the two
kinds of farmers． And further inspection has been made by adopting the Probit model． Main factors that influ-
ence the large-scaled farmers are commercial high-yielding motives，terrain and age． In spite of commercial
high-yielding motives，factors affecting small-scaled farmers are area weighting，motivation to guarantee grain
ration，health and non-patriot working time． Comparative study of large － scaled and small-scaled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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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land flow，improve the rice mechanic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system，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rice production in order to activate intensive degree of the scale of large and medi-
um-sized machinery technology and its market vigor，and that effective policie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the
supply of practicable and cheap small mechanical technology．

Key words: rice farmers; mechanical techniques; scale of production; influential factors

稻农对现代水稻机械技术的采用是水稻增产

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现阶段中国水稻机械技术采

用程度整体较低，存在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双向

不足的问题
［1］，就有需求方面，作为水稻机械技

术采用主体的稻农，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存在严

重的守旧心理、小农心理、从众心理
［2］，并深受传

统生产观念束缚，对水稻机械技术持观望、怀疑、
抵触态度，机械技术采用愿望不强

［3］。鉴于此，

本文依据稻农耕地面积，将稻农分为规模户、小户

两类，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稻农在采用水稻机械技

术影响因素的异同，为最终提出宏观性、针对性、
有效性的水稻机械技术推广政策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

水稻机械技术作为农业技术的一类，稻农对

其采用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从农户采用农业技术

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寻找依据。徐世艳等
［4］

从农

民采用农业技术影响因素的角度研究认为影响中

国农民采用农业技术的主要因素有农业技术信息

来源、农户的耕地规模水平、农户家庭收入构成及

户主年龄; 张耀刚等
［5］

对农户需求农技服务的优

先序进行研究，发现农户在农技服务选择上优先

考虑产前和产中技术，较少考虑供销信息和加工

储存等产后技术，最后获得影响农户选择技术服

务的因素除农户自身特征和土地禀赋等一般因素

外，培训是激活农民技术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的

结论。
在农业机械技术应用和需求方面，李彦荣

［2］

研究农村地区对农业机械技术需求情况发现，当

前农村对农业机械技术需求存在分散性、差异性、
层次性、示范性、功能性、潜力巨大六大特点，但随

着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增加六大特点将

随之改变; 刘玉梅等
［6］

就对中国农机装备水平的

决定因素的研究中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

农机装备水平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土地经营规

模，适度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对促进农业装备水平

的提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再次为产品种植结构，

水稻种植比重对农机装备水平的影响是负的，研

究中还发现，各地农机装备自然增长率的大小与

自然地理条件和农业产业结构有一定相关关系;

袁新义
［7］

研究则发现土地流转趋向连片集中，农

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进而促进土地

经营、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激活适应规模化种

植的大中型拖拉机及多功能作业机具、成套技术

装备的市场活力，原有适应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

营模式对农机产品的小型化、实用化和廉价化需

求正在向大型化、高效率、多功能及复式作业方向

转变。
徐世艳等

［4］
调查数据表明 14． 4% 江西农户

最需要的农业技术为农机使用，远高于 5． 7% 的

全国综合水平，机械技术属于现阶段农户优先考

虑的产中技术，本研究就江西稻农采用机械技术

影响因素的分析在农户对其他农业技术采用上有

一定代表性。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模式下，稻农经

营规模小、现阶段劳动力价格不高、稻农经济和技

术水平低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稻农对水稻

机械技术的采用。廖西元等
［8］

研究认为稻农人均

收入、种稻规模、所在区域、劳动力文化水平、秧龄系

数和工价等因素影响稻农采用机械生产技术。
综观上述文献发现:

( 1) 农户采用农业技术的影响因素研究上，

按农户某一特征将农户分类并分别就不同类型农

户采用农业技术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是空白的。
( 2) 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影响因素研究上，

仅限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研究不多。
本研究按照江西省耕地分配基本情况，依据

稻农耕地面积，将稻农分为小户( 耕地面积 ＜ 0． 33
hm2)、规模户( 耕地面积≥0． 33 hm2 ) 两类。根据

《2009 年江西统计年鉴》计算获得江西省户均耕

地面积为 0． 218 hm2，这种划分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分别运用描述性统计和 Probit 模型实证研究

两类稻农采用机械技术主要影响因素，并进一步

比较分析两类稻农采用机械技术主要影响因素的

异同，研究方式具有一定创新。耕地规模对稻农

采用机械技术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本研究依据

耕地规模将稻农分类，获得不同类型稻农采用机

械技术主要影响因素的异同，为最终提出宏观性、
针对性、有效性的水稻机械技术推广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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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研地区(市)、乡镇、村数量 个

地市 乡( 镇) 村 地市 乡( 镇) 村

南昌市 5 6 赣州市 16 19

景德镇市 4 5 吉安市 13 17

萍乡市 4 4 宜春市 10 11

九江市 10 13 抚州市 8 9

新余市 1 1 上饶市 16 20

鹰潭市 1 1 合计 88 106

二、数据来源、因素选取和描述性分析

(一)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于 2010 年 2
月至 3 月的春节期间对江西、海南、广西等 9 个水

稻产区的 130 余个行政村进行随机问卷调查。问

卷分别从稻农家庭基本特性、农业技术获取途径、
农业技术需求与应用状况、以及务工对农业技术

应用方面的影响几个方面设计。至 2010 年 3 月

上旬，经过调查员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户直接面对

面访谈，共完成问卷 192 份，经过筛选处理，最终

得到有效样本数据 183 个。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工

作人员遗失问卷 1 份( 数据已经录入) ，最后实际

有效问卷为 182 份，其中江西省有效问卷 153 份，

本文仅采用江西省 153 份有效问卷作为样本进行

研究。样本数据涵盖江西省 11 个地区，88 个乡

镇，106 个村( 表 1) 。
本研究依据稻农耕地面积，将稻农分为规模

户、小户两类，样本中规模户 73 户，小户 80 户，两

类样本量相差不大，具有可比性。
(二)因素的选取

参考徐世艳等
［4］、张耀刚等

［5］
研究中因素的

分类和定性经验，影响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因素

包括农户自身特征、耕地利用构成、信息途径等，

本研究依据稻农耕地面积，将稻农分为规模户、小
户两类，并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选择了 5 类 10 项

可能影响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因素，具体如下:

( 1) 稻农自身特征。本研究选取年龄、性别、
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四项，在决策行为研究上，决

策者自身因素是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因素，概括为

内因，文中稻农自身特征是影响稻农采用机械技

术的内在因素，因此，本研究选取四项稻农自身特

征因素进行分析是合理的。
( 2) 稻农家庭特征。本研究选取非种稻收入

比重、外出务工时间两项，非种稻收入比重涵盖面

广主要体现稻农对机械技术的应用能力; 伍旭

中
［7］

认为机械技术是“劳动节约型”技术即为省

时省工技术，由此，可判定外出务工时间可能直接

影响稻农是否采用机械技术。
( 3) 水稻生产特征。本研究选取种稻面积比

重作为水稻生产特征代表因素，徐世艳等
［1］

认为

农户耕地规模水平对农民农业技术需求有积极影

响，本研究按耕地规模将稻农分类，耕地规模已失

去直接作为影响因素的可能，而种稻面积比重能

有效地反映不同类型稻农的相对种稻规模。
( 4) 种稻动机。本研究选取保证口粮、商业

高产两项具有代表性的动机，在决策行为研究上，

决策者的动机同样是影响其决策不可忽略的因素。
( 5) 外部因素。某些大型机械技术的应用受

地形等外部因素影响，本研究选取所在地形作为

外部因素的代表因素进行研究。
(三)一般描述性统计

对可能影响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影响因素进

行一般描述性统计( 表 2) ，从中可以看出，各项因

素对两类稻农采用机械技术具有不同程度的影

响，具体表现如下:

( 1) 稻农自身特征因素。年龄与规模户采用

机械技术的概率呈一定正相关，与小户采用机械

技术的概率略呈 U 型关系; 性别对稻农采用机械

技术无明显影响，但无论规模户还是小户，女性表

现出采用机械技术较男性略大; 规模户、小户样本

在教育程度的结构表现出较大差异性，小户高中

以上教育水平占 31． 25%，规模户只有 17． 81%，

但整体看教育水平对规模户、小户采用机械技术

均没有明显影响，且两者间无明显差异; 健康状况

对小户采用机械技术的影响较规模户明显，整体

而言健康状况良好的稻农更愿意选择机械技术。
( 2) 稻农家庭特征因素。规模户样本非种稻

收入比重在 0 ～ 0． 40、0． 91 以上范围占 26． 03%、
9． 59%，与小户样本 7． 5%、25% 存在明显差异，

说明规模户存在相当大一部分纯稻农( 本研究将

种稻收入占总收入 60%以上的稻农归类为纯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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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影响因素与规模户、小户样本及机械技术之间描述性统计 %

影响因素
规模户

样本( n = 73) 机械技术( n = 50)

小户

样本( n = 80) 机械技术( n = 35)

年龄 30 岁以下 6． 85 4 5 8． 57
31 ～ 40 岁 16． 44 16 12． 5 8． 57
41 ～ 50 岁 49． 32 50 58． 75 57． 14
51 ～ 60 岁 23． 29 24 16． 25 17． 14
60 岁以上 4． 11 6 7． 5 8． 57

性别 男 87． 67 86 86． 25 85． 71

女 12． 33 14 13． 75 14． 29

教育 小学及以下 36． 99 40 31． 25 37． 14

初中 45． 21 46 37． 5 34． 29

高中及以上 17． 81 14 31． 25 28． 57

健康状况 不好 4． 11 4 5 5． 71
一般 31． 51 30 42． 5 31． 43

良好 64． 38 66 52． 5 62． 86

非种稻 0 ～ 0． 40 26． 03 26 7． 5 8． 57

收入 0． 41 ～ 0． 9 64． 38 64 67． 5 60
比重 0． 91 以上 9． 59 10 25 31． 43

外出 没有、不固定 56． 16 52 41． 25 31． 43

打工 3 个月内 4． 11 6 2． 5 0
时间 3 ～ 6 个月 6． 85 8 2． 5 2． 86

6 ～ 12 个月 13． 7 12 21． 25 20
12 个月以上 19． 18 22 32． 5 45． 71

种稻 0 ～ 0． 60 19． 18 16 15 20
面积 0． 61 ～ 0． 80 31． 51 34 23． 75 34． 29

比重 0． 81 以上 49． 32 50 61． 25 45． 71

是否保 是 30． 14 26 61． 25 60

证口粮 否 69． 86 74 38． 75 40

是否因为 是 38． 36 44 22． 5 34． 29

高产动机 否 61． 64 56 77． 5 65． 71

所在 湖区 1． 37 2 0 0

地形 平原 17． 81 22 15 17． 14

丘陵 61． 64 58 47． 5 45． 71

山区 19． 18 18 37． 5 37． 14

农) ，但非种稻收入比重在对采用机械技术的影

响上，小户表现更突出，非种稻收入比重大的小户

更愿意选择机械技术; 相比而言，规模户平均外出

务工时间比小户短，且外出务工时间对规模户采

用机械技术的影响程度不大，小户则外出务工时

间越长更愿意选择机械技术。
( 3) 水稻生产特征因素。种稻面积比重上，小

户本身耕地面积不多，种稻比重 61． 25%在 0． 81 以

上，规模户种稻面积比重在 0． 81 以上占 49． 32%，说

明耕地面积较大的规模户一般不会仅限于对水稻

的种植，在种稻面积比重对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

影响上，规模户没有明显影响，但令人理难以解的

是，小户种稻面积比重越小越愿意选择机械技术，

可能的原因是小户种稻面积比重越小，将会有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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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相关变量定义和单位

变量名 符号 定义及单位

是否采用机械技术 Y 稻农是否采用机械技术: 0 = 否、1 = 是

稻农自身特征

年龄 X1
户主的年龄: 1 = 30 岁以下; 2 = 31 ～ 40 岁; 3 = 41 ～ 50 岁;

4 = 51 ～ 60 岁; 5 = 61 岁以上

性别 X2 户主的性别: 0 = 女; 1 = 男

教育年限 X3 户主受教育水平: 1 = 小学及以下; 2 = 初中; 3 = 高中及以上

健康状况 X4 户主的身体状况: 0 = 不好; 1 = 正常; 2 = 良好

稻农家庭特征

非种稻收入比重 X5 非种稻收入 /家庭总收入: 1 = 0 ～ 0． 4; 2 = 0． 41 ～ 0． 9; 3 = 0． 91 以上

外出打工时间 X6 稻农务工时间:0 =不固定:1 =3 个月内;2 =3 ～6 个月;3 =6 ～12 个月;4 =12 个月以上

水稻生产特征

种稻面积比重 X7 种稻面积 /耕地面积: 1 = 0 ～ 0． 6; 2 = 0． 61 ～ 0． 8; 3 = 0． 8 以上

种稻动机

保证口粮 X8 是否保证口粮: 0 = 否、1 = 是

高产动机 X9 是否高产动机: 0 = 否、1 = 是

外部因素

所在地形 X10 稻农耕地所在地形: 湖区 = 1; 平原 = 2; 丘陵 = 3; 山区 = 4

多的时间从事其他工作，或外出务工，那么非种稻

收入越大。
( 4) 种稻动机因素。规模户与小户在种稻动

机上表现明显差异，61． 5% 的小户种稻动机为保

证口粮，规模户 30． 14%，38． 36% 规模户种稻动

机为高产，小户 22． 5%。保证口粮和高产的种稻

动机对规模户、小户是否采用机械技术均成正向

影响，规模户、小户整体而言商业高产的动机对稻

农采用机械技术影响程度更大，规模户、小户分别而

言两种稻动机对小户综合影响程度较规模户大。
( 5) 外部因素。江西主要以丘陵地形为主，

因此，无论是规模户、小户丘陵地形占相当大一部

分，且规模户所在地形偏向平原，小户则更偏向山

区，说明平原地区土地更容易流转，形成规模户，

所在地形变量上看，平原湖区地形稻农更愿意选

择机械技术，山区丘陵地形对稻农采用机械技术

影响不明显。

三、模型构造和选择

(一)变量的确定

为进一步验证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各种影响

因素和影响程度，需要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

析，为便于对某些可能影响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

因素计量模型的检验，将本研究被解释变量稻农

是否采用机械技术及所选 10 项可能的影响稻农

采用机械技术的相关变量定义( 表 3) 。
(二)模型的构造和选择

为使二元选择问题研究成为可能，必须构造

效用模型。我们假定稻农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的经济人，当他面临是否选择机械技术时，他会选

择可能带给他最大效用的方案，那么选择机械技

术第个 i 稻农的效用表达式是:

Ui
1 = BXi

1 + εi
1 ( 1)

不选择机械技术第个 i 稻农的效用表达式是:

Ui
0 = BXi

0 + εi
0 ( 2)

将( 1) 式与( 2) 式相减得:

Ui
1 － Ui

0 = Xi ( B
1 － B0 ) + ( εi

1 － εi
0 )

记作 yi
* = XiB + μi

* ( 3)

其中 yi
* ，Xi，B，μi

*
分别为二元选择模型的

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待估计参数和随机误差

项。本研究采用 Probit 模型对稻农选择机械技术

的行为进行估计，运用逐步回归的方法逐步剔除

模型中最不显著的影响因素，直至模型所包含的

变量都显著为止，最终能够有效地获得稻农选择

机械技术时影响其决策行为的各种主要影响因

素。Probit 模型是将标准正态分布作为 ( 3 ) 式中

μi
*

的概率分布推导得到的。其基本假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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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规模户、小户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符号 稻农类型 Coefficient Prob．

年龄 X1 规模户 0． 32* 0． 070 9

因为商业高产 X9 1． 12＊＊＊ 0． 004 8

所在地形 X10 0． 74＊＊＊ 0． 008 3

常数项 C － 2． 91＊＊＊ 0． 002 5

健康状况 X4 小户 0． 55* 0． 050 1

外出打工时间 X6 0． 18＊＊ 0． 042 5

种稻面积比重 X7 － 2． 07＊＊＊ 0． 006 3

保证口粮 X8 0． 81* 0． 072 6

高产动机 X9 1． 38＊＊＊ 0． 006 4

常数项 C － 0． 44 0． 591 2

“＊＊＊”、“＊＊”、* 分别表示 z 值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yi = BXi + μi，pi = F( yi ) = 1
2槡 π
∫ yi－∞ e

－
t2
2 dt

( 4)

即 yi 服从正态分布，相应概率值大于 0 且小

于 1。

四、模型结果分析

利用调查样本数据，分别将规模户模型、小户

模型中所有可能影响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因素变

量进行逐步回归，依次剔除多个最不显著的变量，

直到模型中所有变量都达到显著为止。规模户模

型依次剔除变量为外出打工时间、健康状况、教育

年限、是否保证口粮、性别、非种稻收入比重、种稻

面积比重; 小户模型依次剔除变量为教育年限、年
龄、性别、非种稻收入比重、所在地形。最终确定

3 个变量在规模户模型中对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

影响显著，5 个变量在小户模型中对稻农采用机

械技术的影响显著( 表 4) 。
(一)规模户模型分析

( 1) 稻农自身特征选取四项变量

中只 有 年 龄 达 到 显 著 且 符 号 为 正

( 10%的显著水平) ，与描述性统计分

析结果一致，即年龄因素与规模户采

用机械技术的概率呈一定的正相关，

年龄越大采用机械技术的意愿越强，

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农业科技化的发

展，机械技术已然成为江西稻农最需

要的农业技术之一，在有健全的劳动

能力下( 60 岁以下) ，年龄越大的稻农

更愿意在家进行水稻规模化生产，而

生产规模越大的稻农更愿意采用机械

技术; 健康状况、教育年限、性别三项

变量并不显著，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一致，即其

均对规模户稻农采用机械技术无明显影响，对于

健康状况原因可能是，只有健康状况良好的稻农

才有更多精力扩大生产规模，成为规模户，健康状

况好坏程度仅对规模户采用机械技术的影响不显

著是合理的。
( 2) 稻农家庭特征选取非种稻收入比重、外

出务工时间两项因素在规模户模型中均不显著，

外出务工时间变量在逐步回归中第一个被剔除，

说明外出务工时间对规模户采用机械技术影响非

常小甚至没有影响，原因可能是，规模户很大一部

分为纯稻农，一般不外出务工，外出务工时间对规

模户的研究意义不大; 非种稻收入比重虽在规模

户模型中不显著，但在逐步回归中最后被剔除，说

明非种稻收入比重对规模户采用机械技术仍存在

一定影响。
( 3) 水稻生产特征种稻面积比重因素在规模

户模型中不显著，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一致，即

种稻面积比重对规模户稻农采用机械技术无明显

影响，原因可能是，种稻面积比重为相对值，本文

定义规模户为耕地面积 ＞ 0． 33 hm2，存在一部分

稻农属于本文认为的规模户，实则种稻面积比重

较低，属于特殊的种稻小户，因此，种稻面积比重

因素在规模户模型中不显著，可能受到规模户部

分“特殊种稻小户”干扰。
( 4) 种稻动机选取因素中高产动机变量达到

显著( 1% 的显著水平) ，且高产的种稻动机对其

采用机械技术的影响最大，说明在规模户中水稻

目标产量越大的稻农更愿意采用机械技术，原因

在于，水稻规模户已形成一定的商业意识，机械化

生产省工、省力的特征使得稻农规模越大越需要

采用机械技术，但机械技术成本相对较高，相对其

他农业技术有效需求并不充分。
( 5) 外部特征选取因素所在地形变量同样达

到显著且变量参数符号为正 ( 1% 显著水平) ，说

明地形是影响规模户采用机械技术主要影响因素

之一，与前人研究结果相符。
(二)小户模型分析

( 1) 稻农自身特征选取因素中只有健康状况

达到显著且符号为正( 10% 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

对于小户健康状况越好对机械技术的需求意愿越

强。可能的原因在于，某些机械技术的采用对稻

农健康状况有一定要求，例如小型机械生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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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行一定距离搬运，健康状况不好的稻农不

方便去搬运，而雇佣他人则直接增加了水稻生产

的成本; 教育年限、年龄、性别在小户模型逐步回

归中依次被剔除，可能的原因是，小户耕地面积

小，种稻面积有限，教育年限、年龄、性别等自身特

征因素( 即内因) 对小户采用机械技术的影响非

常小。
( 2) 稻农家庭特征选取因素外出务工时间变

量达到显著且符号为正( 5% 的显著性水平) 。说

明外出务工时间越长的稻农家庭采用机械技术意

愿越强烈。可能的原因有: 外出务工时间越长务

工收入则比较稳定，而对于小户，其种稻动机一般

为保证口粮的同时能够高产并有所剩余，机械技

术优点在于省时、省工，这对于长期在外务工的家

庭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且小户生产规模较小大多

采用小型机械技术或简单机械技术，成本相对务

工收入所占比例较小。
( 3) 水稻生产特征选取因素种稻面积比重变

量达到显著符号为负 ( 1% 的显著水平) ，即种稻

比重越大小户稻农采用机械技术意愿反而越弱。
从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种稻面积比重需在 0． 6
以上样本才与模型估计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种

稻面积比重小于 0． 6 的数据过少已被模型忽略，

种稻面积比重 0． 6 以上稻农则可能因为是小户留

守劳动力水平高，种稻面积比重较大，相对劳动力

水平较充分，为降低成本小户更愿意用劳力代替

机械技术。这也是现阶段机械化技术推广存在的

制约因素之一。
( 4) 稻农种稻动机因素中的保证口粮变量、

高产动机变量均达到显著，且符号均为正 ( 分别

是 10%、1%的显著水平) ，即对于小户无论是保

证口粮还是高产动机的种稻动机均影响稻农采用

机械技术的意愿，且对于小户模型高产动机的动

机比保证口粮的动机影响更加强烈。为了模型变

量的简洁，本研究忽略高品质、低成本、规避风险、
传统习惯等种稻动机，这便是为何种稻动机中的

两个变量符号均为正的原因。
( 5) 外部因素选取所在地形变量在小户模型

中并不显著，再次说明小户生产规模较小大多采

用小型机械技术或简单机械技术，地形对其采用

机械技术的影响不强烈。
(三)对比分析

影响水稻规模户与小户采用机械技术的因素

存在共同点，其原因在于种稻动机对农户的采用

意愿的影响均最大，说明了无论稻农的耕地规模，

种稻动机都影响稻农对机械技术的采用; 规模户

与小户采用机械技术的因素差异处在于:

第一，稻农自身特征中规模户只有年龄在规

模户模型里达到显著且符号为正( 10% 的显著水

平) ，小 户 只 有 健 康 状 况 达 到 显 著 且 符 号 为 正

( 10%的显著性水平) ，体现出不同规模稻农影响

其采用机械技术的自身状况是不同的。
第二，稻农家庭特征中外出务工时间变量在

规模户模型里并不显著且第一个被剔除，而小户

模型中则显著且符号为正 ( 5% 的显著性水平) ，

说明耕地规模大的稻农外出务工情况较少，对机

械化技术需求不足以构成明显的影响，即规模越大

务工时间变量对稻农选择机械技术的影响越小。
第三，其他因素中，如水稻生产特征选取因素

种稻面积比重变量在规模户模型中不显著，而小

户模型中种稻面积比重变量达到显著且符号为负

( 5%的显著水平) ，说明种稻面积比重越大稻农

采用机械技术的意愿越小，且随着耕地面积增加

稻面积比重对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影响也越小;

所在地形变量只在规模户模型中显著说明耕地规

模越大地形对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影响越大。

五、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耕地规模稻农采用机械

技术影响因素存在异同。影响规模户采用机械技

术主要因素依次是高产动机、所在地形和年龄; 而

影响小户采用机械技术主要因素除高产动机外还

依次包括种稻面积比重、保证口粮动机、健康状况

和外出务工时间。具体而言:

( 1) 规模户模型。高产动机对规模户采用机

械技术产生积极影响，且模型中相对影响程度最

大，说明规模户稻农已存在一定商业意识，为商业

目的种稻的规模户更愿意采用机械技术; 所在地

形对规模户采用机械技术产生显著影响，说明地

形是影响规模户对机械技术采用的外因; 年龄越

大( 60 岁以下) 的稻农在家规模化生产意愿越强

烈，规模户模型估计结果中，年龄虽然对规模户采

用机械技术产生积极影响，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影

响因素，说明规模户的内因( 自身因素) 对其机械

技术采用影响略小。
因此，机械技术的推广应针对平原、湖区地形

规模户提供高效且成本低的大型机械技术，针对

丘陵、山区地形规模户提供便利的中小型机械技

术，针对年龄较大规模户应适时、适地、适当的给

与机械技术操作实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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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户模型。高产动机与保证口粮动机在

小户模型中均产生积极影响，且高产动机影响程

度大于保证口粮动机，说明高产动机仍然影响小

户稻农对机械技术的采用，虽然小户模型估计高产

动机系数大于保证口粮，但调查样本中 61． 25%小户

种稻动机为保证口粮，小户高产动机应在保证口

粮动机之后，源于在保证口粮的同时能有所节余

的传统小农思想; 种稻面积比重对小户采用机械

技术存在消极影响，说明小户留守劳动力水平高，

而机械技术相对成本高，种稻面积比重大且相对

劳动力水平较充分的小户更愿意用劳力代替机械

技术; 外出务工时间对小户采用机械技术产生积

极影响，外出务工时间越长收入越稳定，种稻只为

保证口粮或是传统习惯，采用机械技术能省时省

力，但小户大多采用小型机械技术; 健康状况对小

户采用机械技术产生积极影响，健康状况越好愿

意采用机械技术，例如江西等地小户所在地形一

般为丘陵山区，机械技术在稻田之间流动不便，健

康状况差的小户还要请其他劳力进行搬运，成本

增加，机械技术采用意愿反而下降。因此，提高小

户种稻收入，降低机械技术采用成本和附加成本

能有效提高小户机械技术采用率。调查样本显示

小户仅有 7． 5% 为纯稻农，大部分小户均外出务

工或从事其他农产品生产，说明现阶段普遍存在

稻农水稻收入相对偏低，种稻成本较高的问题，机

械技术对于小户的推广，应更加注重便捷、低价的

小型机械技术，甚至微型机械技术。
( 3) 规模户和小户模型对比分析。规模户是

机械技术采用的主体，小户是现阶段水稻生产的

大群体、主力军。为进一步加快农业科技发展，促

进水稻生产水平的提升，对于水稻机械技术的推

广，需增加种稻规模户的数量，改变农村种稻小户

保证口粮的小农观念，鼓励小户土地的流转，奖励

规模户对小户土地的租借，使水稻生产集中化、规
模化。同时，现阶段机械技术供给上必须增加机

械技术有效供给量，针对规模户、小户提供不同

机械技术，扩大规模户、小户选择机械技术的范

围。
总之，加快土地流规模化，不断完善水稻机械

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而促进水稻生产集约化程度

的提高，激活适应规模户采用的大中型机械技术

的市场活力，保证现阶段实用性和廉价性小型机

械技术的供给，是现阶段水稻机械技术推广较为

有效的政策取向
［9 － 10］。

就稻农采用机械技术的影响因素中，本研究

稻农家庭特征中提出外出务工因素的影响，采用

外出务工时间变量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其对稻农机

械技术的采用存在一定影响。因此，对于农户采

用农业技术的行为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未对机械

技术进行细化分类，笼统地机械技术研究很难获

得更加深入的结论; 第二，实证模型中未考虑机械

化技术信息的来源因素，因此，本研究无法说明稻

农耕地规模的变化下信息的来源因素对稻农采用

机械技术影响程度的变化; 第三，耕地利用情况因

素与种稻面积比重综合加入种稻季数可能对模型

更有解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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