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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山西省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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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摘暋要暋采用对山西省领取农机燃油补贴的主体———农户和农机户的调研数据,分析了领取主体对现行农

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相关补贴政策满意度的因素。模型结果显示:

对农户进行农资综合直补而言,受教育程度、对农机燃油补贴程序的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

度有显著影响。对农机户进行燃油补贴而言,对农机燃油补贴金额的满意度这一因素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

度的贡献率最高;农机作业支出变动、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了解度、能否推动领取主体作业积极性、对政府管

理部门工作的满意度、对农机燃油补贴程序的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均有较显著影响。

因此,重点需要提升领取补贴主体的教育水平和加强政府在补贴发放中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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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对农机燃油实行减免税收和价格补贴是 WTO
成员国政府普遍采用的对农民间接性收入支持的政

策[1]。在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突破50%、净进口量

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的情况下[2],国际原油价格

高涨推升了我国燃油价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

了弥补因农机燃油价格上涨给农户和农机户带来的

支出增加,发放了各种农机燃油补贴,其中主要补贴

方式是农户的农资综合直补和农机户的燃油补贴。
当前实施的农机燃油补贴政策对提高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奠定了

坚实基础。
在我国农机燃油补贴创始阶段,对该政策的研

究视角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对农机

燃油补贴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如赵

宗泽[3]的研究;二是对农机燃油补贴的方式提出改

革优化建议,如陆桂良[4]的研究;三是对农机燃油补

贴的实施给各主体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如赵

贺惠等[5]的研究。但是,从领取补贴的主体出发,即
从农户和农机户角度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度的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几乎没有,所以,本文拟从该方

面着手展开研究,以期为我国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

完善和优化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暋暋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以领取农机燃油补贴的主体,即农户和农机户

为调查对象,选取山西省农机发展状况较好的20个

县市(区)的515户农户和山西省晋城、长治两市的

198户农机户为调查样本进行研究,分别收获有效

问卷487份和168份,有效率分别达到94.56%和

84.85%。

1.补贴领取主体的基本情况

(1)农户。487户样本农户家庭,户均4.27人,
其中劳动力户均2.28人,外出打工户均1.04人;男
性比例为91.17%;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73岁,
平均年龄48.23岁;文化程度总体偏低,小学及以下

文 化 程 度 的 占 14.66%,初 中 文 化 程 度 的 占

69.50%,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5.61%,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0.23%;家庭收入以农业为主

要来源的,占45.05%,以非农业收益为主要来源

的,占54.95%;户均拥有土地0.42hm2,2009年农

户农机作业支出1053.75元/hm2。
(2)农 机 户。168 户 样 本 农 机 户 家 庭,户 均

4.47人,其中劳动力户均2.21人,外雇农机手户均

1.25人;户主为男性的占94.61%;年龄最小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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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最大的61岁,平均年龄44.95岁;家庭收入以农

机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比重高达97.4%;小学及

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4.79%,初中文 化 程 度 的 占

73.05%,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占21.56%,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0.60%,和农户相比,农机户

作为农村先进劳动生产者的代表,受教育程度较高。

2.补贴领取主体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了解情况

(1)农 户。487 户 样 本 农 户 中,480 户 (占

98.56%)承认得到过国家发放的补贴,但是,这480
户中的部分农户不知道自己获取的是什么形式的补

贴,且难以说出获得的补贴包含的具体内容和金额,
其中,误认为领取的是粮食直补的418户农户里,

12.70%的农户不知道自己领取补贴的具体金额;认
为自己领取的是农资综合直补的124户农户里,

15.60%的农户不知道补贴的具体发放标准。
(2)农机户。168户样本农机户中,95.96%的

承认自己获得了相应的燃油补贴,且基本上都明确

燃油补贴发放的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并能够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测算出自己可以得到的补贴金额,
只有一小部分农机户对现行的农机燃油补贴的标准

和范围比较模糊。

3.补贴领取主体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

情况

(1)农户。经过调研人员对农资综合直补具体

内容的解说,44.85%的农户对农资补贴表示满意,
认为能够弥补农资价格的上涨;6.80%的农户表示

不满意,认为不能弥补农资价格的上涨;48.35%的

农户中立。41.36%的农户认为农资综合直补能够

促进农机作业面积,20.00%的农户认为不能够促进

农机作业面积,38.64%的农户保持中立。51.45%
的农户认为发放的补贴能够减缓农户面对的压力,

13.40%的农户认为不能减缓,35.15%的农户保持

中立。农户对政府实施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行为满

意度较高,均值达到了0.732,但对该补贴政策效果

的满意度偏低,均值只有0.498,显示效果不是太理

想。73.40%的农户对政府发放补贴程序持满意态

度,9.32%的农户持不满意态度,17.28%的农户保

持中立。综合来看,山西省农户对农资综合直补政

策持肯定态度,满意度较高。
(2)农 机 户。对 农 机 燃 油 补 贴 政 策 而 言,

78.79%的农机户持满意态度,觉得发放的燃油补贴

能够缓解农用燃油价格的上涨,2.53%的农机户则

相反,认为该补贴不足以弥补燃油价格的升高,

18.68%的农机户保持中立。在该项政策促进农机

作业 发 展 方 面,65.66% 的 农 机 户 持 肯 定 态 度,

5.05%的农机户持否定态度,29.29%的农机户保持

中立。73.23%的农机户认为发放的补贴能够减轻

自己从事农机作业的压力,7.58%的农机户认为于

事无补,19.19%的农机户中立。84.84%的农机户

十分了解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内容,可见农机户对

该政策非常欢迎。农机户对该政策补贴效果的满意

度的均值达到了0.712,对政府组织的行为满意度

的均值达到0.679,效果较为理想。73.74%的农机

户对该补贴的程序持满意态度,4.55%的农机户持

不满意态度,21.71%农机户持中立态度。总体上来

看,山西省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实施是十分有效的,
得到了广大农机户的支持和肯定。

暋暋二、因素选择、方向预期和模型设定

1.影响因素选择与影响方向预期

结合对山西省农机燃油补贴实际的调研情况,
本文将影响领取补贴主体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

度的因素分为:受教育程度、农机作业面积、农机作

业支出变动、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了解度、能否推

动领取主体作业的积极性、能否缓解农资价格上涨

的压力、对政府管理部门工作的满意度、农机燃油补

贴的作用度、对农机燃油补贴金额的满意度和对农

机燃油补贴程序的满意度等10个。基于调研情况,
笔者提出这10个因素各自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

意度的影响预期:除农机作业支出变动的影响不确

定之外,其余9个因素都具有正向影响。

2.变量名称及定义

将领取补贴主体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是否满意

设定为被解释变量。设定t=0为不满意,t=1为满

意。将影响领取补贴主体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

的因素设定为解释变量。各变量设定见表1。

3.验证模型设定

按照领取补贴主体分类的不同,用 Logistic回

归模型来验证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具体影响趋

势和影响程度。在 Logistic回归模型里,使用下面

公式:

logitp=ln毟=ln p
1-p=毬0 +暺

n

i=1
毬ixi

暋暋式中,p代表领取补贴主体对农机燃油补贴政

策满意(t=1)的概率,1-p则表示对农机燃油补贴

政策不满意(t=0)的概率,i是影响领取补贴主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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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补贴政策满意的变量数量,本研究将影响因素

设定为10个自变量,毬0 表示截距参数(常量),毬i 表

示Xi的每单位的变化对被解释变量估计值的影

响[6]。
表1暋变量说明及预期影响方向

变量 变量定义
占比/%

农户 农机户

影响
预期

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是否
满意(t)

0=不满意,
1=满意

受教育程度 1=小学以下 14.66 4.79
2=初中 69.60 73.05
3=高中及中专 15.61 21.56
4=大专以上 0.23 0.60

正向

农机作业面积 实际发生额 正向

农机作业支出变动 1=增加 29.90 91.92
2=减少 5.44 0.00
3=不变 43.69 0.00
4=无所谓 20.97 8.08

不确定

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 0=不了解 6.80 2.53
了解度 1=了解 44.85 78.79

2=无所谓 48.35 18.68

正向

能否推动领取主体作业 0=不能 20.00 5.05
的积极性 1=能 41.36 65.66

2=无所谓 38.64 29.29

正向

能否缓解农资价格上涨 0=不能 6.80 2.53
的压力 1=能 44.85 78.79

2=无所谓 48.35 18.68

正向

对政府管理部门工作的 0=不满意 26.80 28.80
满意度 1=满意 73.20 71.20

正向

农机燃油补贴的作用度 0=作用不大 17.67 3.54
1=作用较大 45.44 88.89
2=无所谓 36.89 7.57

正向

对农机燃油补贴金额的 0=不满意 31.26 4.55
满意度 1=满意 42.33 62.63

2=无所谓 26.41 32.82

正向

对农机燃油补贴程序的 0=不满意 9.32 4.55
满意度 1=满意 73.40 73.74

2=无所谓 17.28 21.71

正向

暋暋三、模型验证结果分析

基于领取补贴主体及其领取农机燃油补贴方式

的不同,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趋势及方

向也各不相同,因此,本文对农户和农机户2个样本

主体分别进行了Logistic回归。在回归中,使用10
个自变量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与影响

预期大部分吻合,具体情况如下:

1.农户农资综合直补方式

山西省的农资综合直补的发放是依据农业部门

提供的粮食种植面积,采取“一卡通暠或“一折通暠的形

式直接兑付给种粮农民。兑付给农民的农资综合直

补资金,由乡镇财政部门向农民发放补贴通知。农民

领取补贴发放通知书后,在分户清册上签字、按指纹。
领取通知书后,农民持固定补贴存款折(卡)可随时到

承办银行营业网点办理存取款业务。影响农户对农

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
表2暋农户农资综合直补方式Logistic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1

B S.E. Wald df Sig.Exp(B)
常数 -0.380 1.738 0.045 1 0.832 ---
受教育程度 -4.358* 2.425 3.230 1 0.053 0.008
农机作业面积 0.035 0.051 0.471 1 0.523 1.023
农机作业支出变动 3.121** 1.643 3.608 1 0.049 21.467
对农机燃油补贴
政策的了解度 1.987* 1.078 3.397 1 0.079 0.657

能否推动领取主
体作业的积极性 2.010* 1.168 2.961 1 0.091 8.543

能否缓解农资价
格上涨的压力

-0.394 1.432 0.076 1 0.755 0.681

对政府管理部门
工作的满意度 5.414*** 1.687 10.299 1 0.002 20.715

农机燃油补贴的
作用度

-1.732 1.087 2.539 1 0.148 0.198

对农机燃油补贴
金额的满意度

-0.543 0.931 0.340 1 0.563 1.764

对农机燃油补贴
程序的满意度 4.231** 1.798 5.537 1 0.017 67.598

预测准确率
(C=0.5) 65.200

NagelkerkeR2 0.497
极大似然值 60.654

暋注:*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 表 示 在 5% 水 平 上 显 著;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表2显示,极大似然值达到60.654,Nagelkerke
R2的值也达到了0.497,说明模型具有相应的统计

意义,整体拟合程度较好,方程整体效果较为显著。
但模型预测的准确率只达到65.2%,说明其总体解

释度较低,但对于本研究而言,该数值已足够解释影

响领取主体满意度水平的因素了。表2显示,领取

农资综合直补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农机作业支出变

动、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了解度、能否推动领取主

体作业的积极性、对政府管理部门工作的满意度、对
农机燃油补贴程序的满意度等变量因素对农户对农

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有较显著的影响。受教育

程度的回归系数为-4.358,在10%的水平上显著,
显示了受教育程度与对农资综合直补政策满意度呈

逆向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低,对该政策的满意度越

高。农机作业支出变动与对农资综合直补政策的满

意度正相关,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户负担

的农机作业支出变动越大,对该政策的满意度越高。
能否推动领取主体作业积极性在10%的水平上显

著,与对农资综合直补政策的满意度正相关。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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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理部门工作满意度的回归系数达到了5.414,
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该因素的 Wald值最高,
说明其对农资综合直补政策满意度的贡献率最高;
对农机燃油补贴程序的满意度在5%的水平上显

著,且其 Wald值也达到了5.537,仅屈居于对政府

管理部门工作的满意度,说明当前的农机燃油补贴

程序深得广大农户的肯定。

2.农机户燃油补贴方式

给农机户发放燃油补贴是山西省对国家农机燃

油补贴政策的创新之举。农机经营户提出农机田间

作业燃油补贴申请后,经过乡、县、市各级政府的复

查、审核、签注意见和备案后,由县农机管理部门委

托银行采用“一卡通暠直接兑付给农机经营户。农机

经营户通过国家办理的固定补贴存款折(卡)可随时

到承办银行营业网点办理资金的存取款业务。影响

农机户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分析结果

见表3。
表3暋农机户燃油补贴方式Logistic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2

B S.E. Wald df Sig. Exp(B)
常数 -3.764 1.632 5.319 1 0.027 ---
受教育程度 2.768** 1.151 5.783 1 0.014 16.754
农机作业面积 19.176* 1754.334 0.000 1 0.987 69.87
农机作业支出
变动 -1.211** 0.971 1.555 1 0.039 46.897

对农机燃油补贴
政策的了解度

-0.438 0.82 0.285 1 0.058 0.675

能推动农机作业
积极性 3.678** 1.269 1.748 1 0.019 17.483

能缓解农资价
格上涨压力 -2.349** 1.039 2.086 1 0.021 18.432

对政府管理部门
工作的满意度 1.222** 0.863 2.005 1 0.027 19.854

农机燃油补贴的
作用

-3.372 1.084 1.602 1 0.075 15.487

对农机燃油补贴
金额满意 5.013*** 3.124 0.812 1 0.001 71.078

对农机燃油补贴
程序满意 1.487 1.298 1.312 1 0.017 11.654

预测准确率
(C=0.5) 75.200

NagelkerkeR2 0.537
极大似然值 78.431
暋注:*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5% 水 平 上 显 著;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表3显示,预测准确率达到75.2%,极大似然

值达到78.431,NagelkerkeR2的值也达到了0.537,
说明模型具有统计意义。表3显示,就将燃油补贴

兑付给农机户政策而言,除了农机作业面积因素外,
其他相关因素对农机户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

度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2.786,在5%的水平上显著,揭示了农机作业支出

变动与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度呈正向关系,即
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机户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

意度越高。农机作业支出变动和能否缓解农资价格

上涨压力与对该政策的满意度负相关,并在5%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机作业支出变动幅度和缓解农

资价格上涨压力越小,对该政策的满意度越小。能

否推动领取主体作业的积极性和对政府管理部门工

作的满意度2个因素在5%的水平上显著,并对农

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对农机燃

油补贴政策本身的评价,3个具体因素对政策满意

度都起到了显著影响:除农机燃油补贴作用和政策

满意度是逆向关系外,农机户对农机燃油补贴金额

和补贴程序的满意度都与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正

相关;此外,对农机燃油补贴金额的满意度在1%的

水平上显著,且该因素的 Wald值最高,说明该因素

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度的贡献率最高。

3.两种补贴方式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比较

(1)受教育程度。分析结果显示,2种补贴方式

下,受教育程度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度都具有显

著影响。但是,在农户农资综合直补方式下,受教育

程度因素在10%水平上显著;而在分配给农机户的

补贴方式下,受教育程度因素在5%水平上显著。这

说明: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领取主体对使用农

机作业的便利性和重要性的重视越大,对能够减轻成

本开支的农机燃油补贴政策越满意;另一方面,受教

育程度高的领取主体对使用农机作业有较强的渴望。
(2)其他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农户农资综合

直补方式下,缓解农资价格上涨的压力、农机燃油补

贴政策的作用和对农机燃油补贴金额的满意度等因

素,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一方面,国家规定发放补贴时,应该通过补贴

通知告知农户补贴资金的金额、标准等,但是实际上

许多地方的补贴通知仅仅是通知了农户拥有的土地

和每单位土地需要补贴的总钱数,很少对补贴包含的

具体内容进行具体分解、告知;另一方面,现时的农资

综合直补的发放直接打入农户的固定补贴存款折

(卡),但很少对农资综合直补的构成内容进行分解展

示,农户只能被动接受,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农

户对包含在农资综合直补里的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

满意度不高。而在分配给农机户的补贴方式下,这些

因素都与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正相关。这说

明农机户所获得的补贴额度与其拥有的农机主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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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额和完成的农机作业面积相关,农机户为了弥补

自己的农资支出,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会更愿意积极

了解政府出台的农机燃油补贴政策及其配套措施。

暋暋四、结暋论

根据研究结果,当前要增强领取主体对农机燃

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需要在提升领取主体的教育

水平和转换补贴方式上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

应多管齐下,采取给力措施加大对农户的培训力度,
积极应用广播、报纸、杂志等多种媒介加强对农机燃

油补贴政策的宣扬,使广大农户深入了解农机燃油

补贴的政策目标,增加农户使用农机作业的积极性,
推进现代农业的农机化发展趋势;政府应尽快转变

农资综合直补式的“普惠制暠燃油补贴发放形式,抓
紧制定农机户优惠扶助政策,建立农机用油的科学

支撑体系;政府应积极总结农用燃油补贴的试点工

作和各地农机燃油补贴实践经验,尽快出台贯彻《农
业机械化促进法》要求的针对农机作业服务主体的

农机户的新型农机燃油补贴体系的工作方案,确定

和建立新型全国农机燃油补贴体系的思路、目标、任
务和模式,设立实行相应补贴的国家级项目专项资

金和国家级项目指南预案,根据各省市的具体情况,
确定国家整体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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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FactorsContributivetothePolicyofFuelSubsidies

———ACaseStudyofShanxiProvince

DUPu,CHENBao灢feng
(CollegeofEconomic& Management,ChinaAgricultureUniversity,Beijing,100083)

Abstract暋BasedonthestatisticsofsurveyfromtherecipientsoffuelsubsidiesinShanxiprovince,

thepaperanalyzedthefactorsaffectingrecipients暞satisfactiontothepolicyoffuelsubsidieswithLogis灢
ticmodel.Theresultsshowedthatrecipients暞educationallevelandattitudetosubsidiesprocedures
matteredalotincomprehensiveagriculturalsubsidiesmodel.Whileforrecipientspossessinglargeagri灢
culturalmachineries,theamountofsubsidyishighlycorrelatedwiththeirsatisfactiontothepolicy.In
addition,changesinagriculturaloperationscost,understandingforfuelsubsidiespolicy,passionforthe
utilizationofagriculturalmachineryandsatisfactionfortheserviceofgovernmentaswellasfuelsubsidy
procedurealsoinfluencerecipientsoverallcontentmenttothepolicy.Thereon,wehighlightedtheways
toenhancerecipients暞educationallevelsandstrengthentheleadingroleofgovernmentinthecourseof
subsidypayment.

Keywords暋fuelsubsidies;mainsubsidiesrecipients;satisfaction;influencefactors;Logisticre灢
gress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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