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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合作供给成本公平合理的分摊给各参与农户,是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实现的关键。采用陕西

省89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价值评估法和Cox比例风险分析法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成本分

担意愿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成本分担意愿为小型水利设施总投资额的36.7%;农户水

利认知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成本分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预期收益率影响次之;而风险偏好与成本

分担意愿关系不大;农户的基本特征对成本分担意愿也有显著的影响。提出构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的收益远

景、强化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的认知、建立完善的风险应激机制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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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税费改革和取消“三提五统”后,农村水利设

施供给不足成为制约粮食安全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瓶

颈,小型水利设施的供给尤为薄弱。因此,加快小型

水利设施发展,成为一项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1]。
贺雪峰等指出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充分契合

了中国农户分散经营的现状,是一种有效的方式[2]。
而合作供给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合作成本能否公平

合理的分担[3]。农户既是小型水利设施的受益者,
又是小型水利设施的成本分担者,合理引导农民筹

资筹劳要充分考虑农户意愿。
农户水利设施供给意愿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

注。有学者认为水利设施的供给主要受到农户特征

(如农户年龄)、家庭特征(如劳动力人口、种粮收入、
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种植特征(人均耕地

面积)等因素的影响[4-6]。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合作供

给成本的分担标准及农户的选择行为。小型水利设

施农户合作以自愿、自发为基础,容易出现成本分担

不均和搭便车的问题。制定合理的成本分担标准,
平衡合作供给成员之间的利益,有利于激发农户合

作的积极性;探寻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支付意愿

的内在诱因,有利于减少搭便车的现象,提高小型水

利设施的利用效率。本文在借鉴相关理论模型的基

础上,综合中国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的合作经验,构建

合作供给的理论框架;选取西北干旱地区的典型代

表———陕西省,采用价值评估方法(contingentvalu-
ationmethod,CVM)和Cox风险比例方法,基于农

户支付意愿,从农户自愿角度,对农村小型水利设施

合作供给的成本分担标准进行估算,研究不确定条

件下风险偏好和认知异质性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

响,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农户合作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范围界定、研究方法与假设

  1.小型水利设施及其合作成本的范围界定

小型水利设施具体是指灌溉面积667hm2、除
涝面积2000hm2、库容10万 m3、渠道流量每秒

1m3以下的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工程,包括小型水

源(含抗旱水源)工程、渠道及其配套建筑物、小型泵

站以及直接为农田灌溉排水服务的小型河道治理等

工程。实际调查发现,陕西省咸阳市农户主要对机

井、沟渠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等投入成本。因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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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虑小型水利设施建设资金的合作供给方式。

2.成本分担意愿测算方法

小型水利设施“俱乐部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其合

作供给的成本难以完全利用市场机制来预算和估

计。而条件价值评估法可克服以上方法的缺陷,能
够为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成本的测算提供较

好的分析工具。CVM 最关键的技术是核心估值,

CVM的核心估值方法主要有投标博弈法、开放式

问卷、支付卡问卷和二分式选择法4种[7]。本文采

用支付卡方法通过调查和问卷形式揭示出被调查者

真实的支付意愿,即给定一组投标值,让被调查者选

择其中一种作为支付意愿。不同的小型水利设施类

型需要投资的的金额不一样,即使是相同的设施但

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投资的数量也有所差异,因此选

用比例的形式更能科学的反映成本分担意愿,减少

在问卷调查阶段的误差。本文将有效问卷中不愿意

支付的金额设定为0,以20%为间隔,参考曹红斌

等[8]的计算方法,设置了5个选项,取每个选项的中

位数即10%、30%、50%、70%、90%进行加总,计算

出最终的 WTP值。其具体的成本分担意愿的测算

公式为:

WTP =∑
5

i=1

ni×percentagei

N
(1)

3.模型与假设

当农户面临行为可供选择的几个方案时,农户

会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和环境约束做出行为选择,
选择能够给自己带来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本文将个

体特征、风险意识、认知程度、预期收益率作为影响

农户成本分担意愿的主要变量。建立小型水利设施

合作供给支付意愿的理论模型为:支付意愿=f(农
户基本特征、风险意识、水利认知、预期收益率)+随

机干扰项。
学术界普遍应用Logit模型估计支付意愿的影

响因素,该模型主要是对小型水利设施建设是否愿

意支付做出二元选择。由于支付意愿的区间为0~
1,且有些不愿意支付农户也有预期的支付金额,因
而存在截尾数据,进而造成Logit模型对不同支付

意愿水平下的支付意愿的多元量化和估计的局限

性。Cox比例风险模型在多因素分析上具有一定的

优势,能够对不同支付意愿进行多元量化和估计[9]。
具体的函数形式为:

ln[λ(t)/λ0(t)]=β1x1+β2x2+…+βixi (2)

其中,λ(t)/λ0(t)表示相对风险度,衡量的是在

t个支付意愿选项中愿意支付和不愿意支付的比

例,xi 为各影响因素变量,βi为影响系数。
本文对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下列假设。
(1)农户基本特征假设。主要选取农户的年龄、

务农期限和受教育年限作为农户基本特征指标。农

户的年龄越大,思想越保守,对小型水利设施的支付

意愿越不明显。务农期限越长,对小型水利设施的

依赖性越强,也更愿意投资小型水利设施的合作建

设。受教育年限越高,视野和思想越开阔,合作从事

农业生产的能力越强,小型水利设施的合作供给支

付意愿越强。因此,提出假设:

H0: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成本分担

意愿随着农户年龄的增大而减小。

H1: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成本分担

意愿随着农户务农期限增加而加大。

H2: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成本分担

意愿随着农户受教育年限增加而加大。
(2)农户的风险意识假设。在不确定条件下,决

策者的行为选择会受到风险偏好的影响,产生道德

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

成本分担意愿及大小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

行为决策过程,农户不同的风险意识,会直接影响到

农户的支付意愿。传统经济学将风险意识划分为风

险规避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偏好型。不同类型的

风险偏好的成本投资意识有较大的差别,会影响到

农户的行为决策。风险规避型农户不愿意承担投资

失败带来的风险,所以会不太愿意支付。因此,提出

假设:

H3: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成本分担

意愿随着农户的风险偏好增加而增加。
(3)预期收益的假设。作为“理性”的小农,农户

参与意愿取决于于这种参与是否给其带来经济福

利[10],表现在投资收益会超过机会成本。在农户合

作供给小型水利的交易中,农户会考虑预期收益率

是多少,如果预期收益率较高,农户则会愿意支付。
因此,提出假设:

H4: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成本分担意

愿随着农户的预期收益的增加而增加。
(4)小型水利认知的假设。对小型水利设施重

要地位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农户对待投资小型水利设

施的态度。小型水利设施认知的缺失和错位都会影

响到农户的支付意愿。如果单个农户认为小型水利

设施在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农户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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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用水来源,那么该农户对水利设施的依赖性强,
就会愿意为水利设施进行投资,合作支付意愿也就

越明显。因此,提出假设:

H5: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成本分担

意愿随着农户认知的增加而增加。
影响农户成本分担的各变量含义及预期假设见

表1。

表1 变量说明及预期假设

变量 变量含义 变量特征 预期假设

年龄
被调查者的年龄,17~30岁=1;31~45岁=2;
46~60岁=3;61~75岁=4;76岁及以上=5

定序变量 -

务农期限 被调查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以年为单位 连续变量 +
受教育程度 被调查者共接受多少年的教育,以年为单位 连续变量 +

风险偏好
被调查者对风险投资的态度,
风险规避=1;风险中立=2;风险偏好=3

定序变量 +

预期收益
被调查者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建成后所得收益的预期,
根据现有农户收入进行预算,以元为单位

连续变量 +

水利认知
被调查对农户水利设施的重要性认识,非常不重要=1;
比较不重要=2;一般重要=3;比较重要=4;非常重要=5

定序变量 +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1.数据来源

调查于2011年4-6月和2012年3-5月在陕

西省咸阳市三原县展开,对村庄的经济情况、土地资

源禀赋和水利设施合作建设情况及农户的年龄、收
入、教育程度、种植面积等特征进行调查。随机抽取

新兴镇、渠岸乡、高渠乡、徐木乡、嵯峨乡5个乡镇

40个村100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百分比设

计农户支付意愿问题。为有效减少理解偏差,调查

采取入户面对面交流的访谈和问答形式。在回收的

1000份问卷中剔除缺乏关键数据的无效问卷,得
到有效问卷890份,问卷有效率为89.0%。

2.描述性统计

样本以男性和壮年为主。81.42%的农户主要

以农业生产为主,兼业化程度不高;42.9%的农户为

初中文化,仅有3.15%的农户接受了高中以上的文

化教育;样本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规模集中于2人

及以下,生产规模不太大;灌溉面积在2668m2及以

下,绝大部分农户都属于小农经营;家庭农业收入较

低,51.7%的农户处在5000元及以下的收入水平,
只有2.25%的农户收入在25000元及以上。样本

分布中以普通农户为主,占93.02%;84.12%属于

风险规避型农户,不太喜欢和参与风险大的投资或

事务。

  三、结果分析

  1.农户成本分担意愿的确定

根据支付卡问卷方法,对890份问卷进行整理

分析,各比例的成本分担意愿统计数据表明,在调查

样本中,有73.42%的人愿意进行小型水利设施合

作供给的支付。50.15%的农户愿意支付总体建设

投入的20%~40%,只有5%的农户愿意进行较大

比例的投入。在调查不愿意支付的原因时,24.21%
的农户觉得投资小型水利设施对收入的影响不太

大,属于利益导向型,有34.12%的农户觉得自己的

收入水平低,难以承受较高的小型水利设施的投入

成本,11.26%的农户想看看周围的朋友的反应再决

定,23.31%的农户对成本分担方案心存疑虑,7.1%
的农户觉得出钱或不出钱一样都会吃亏,担心在支

付过程中的公平问题。
根据公式(1)对各比例的成本分担意愿统计数

据进行计算,得到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成本

分担意愿为36.7%。表明在进行小型水利设施建

设时,农户最愿意接受的供给分担成本为总成本的

36.7%。

2.农户成本分担意愿影响因素假设检验

农户成本分担意愿影响因素估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该模型的似然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

性检验,模型结果可以接受。其中相对风险度衡量

的是农户愿意支付与不愿意支付的发生概率的比

例。农户的支付意愿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农期

限、预期收益率和小型水利认知的影响。
(1)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年龄的系数为-0.22,

与假设一致,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农

户的年龄对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的年

龄越大,其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支付意愿越

弱,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积累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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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生产经验,愿意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解决

小型水利设施的灌溉问题,不是依靠农户间的合作。
其相对风险度为0.80意味着农户的年龄每年轻

1岁,导致农户愿意支付发生的概率是不愿意支付

发生概率的0.8倍。
受教育程度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

方向为正,验证了原假设,这意味着农户的受教育程

度越高,农户愿意支付小型水利设施建设成本。与

刘辉等[11]的结论一致。这是由于农户的受教育程

度高,其视野越广阔和合作精神也越强烈,也就越愿

意参与小型水利设施的合作供给支付。而且农户的

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水平,导致农户愿意支付发

生的概率越高,是不愿意支付发生概率的1.03倍。
务农期限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方向为

正,验证了假设 H2,说明农户的务农期限越长,农
户越愿意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支付。可能

的原因是农户的务农期限越长,对小型水利设施的

依赖性越强,越重视小型水利设施的灌溉作用,愿意

参与小型水利设施支付的合作。同时,务农期限每

增加一个单位,导致农户愿意支付发生的概率是不

愿意支付发生概率的1.02倍。
(2)农户风险偏好。风险偏好未能通过显著性

检验,与预期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相当一部分农

户属于小规模农户,支付能力有限,他们的风险偏好

在低收入时处于风险中性,且存在着同质性,导致最

终风险偏好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支付意愿影

响不明显。
(3)预期收益率。预期收益率通过了5%的显

著性检验,且方向为正,验证了假设 H4,表明农户

对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预期收益希望越高,越
愿意参与支付。这与王尔大等[9]的结论一致。农户

进行理性选择时,会进行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农
户的预期收益越高,说明农户预期合作行为带来的

好处越大,提高了农户进行合作的积极性。预期收

益率每增加一单位,导致农户小型水利设施的支付

意愿发生概率为不愿意支付发生概率的0.83倍。
(4)小型水利设施认知。小型水利设施的认知

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且方向为正,验证了假设

H5,表明小型水利设施在其生活中的作用越重要,
农户越愿意进行小型水利设施的支付。小型水利设

施的认知反映了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的态度,是对

小型水利设施功能的重要评价。小型水利设施在农

业生产中的作用越重要,越愿意进行小型水利设施

的投资。从相对风险度看,认知程度每提高一个单

位,导致小型水利设施的支付意愿发生概率是不愿

意支付发生概率的1.14倍。
表2 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相对风险度 置信区间 (95%CI)
年龄 -0.22*** 0.06 0.80*** 0.70 0.92
受教育程度 0.03** 0.01 1.03** 1.00 1.06
务农期限 0.02*** 0.01 1.02*** 1.01 1.03
风险偏好 0.09 0.07 1.10 0.97 1.24
预期收益 0.18** 0.08 0.83** 0.70 1.00
水利认知 0.14* 0.08 1.14* 1.00 1.32

Loglikelihood=-1132.4775      Prob>chi2=0.0000

 注:以上结果由STATA12.0计算得出,采用部分似然方法估计。*、**、***分别代表处于10%、5%和1%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陕西省调研数据,对农户小型水利设

施合作供给成本分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

分析。运用CVM方法得出农户成本分担意愿为总

成本的36.7%;运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对农户成本

分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假设检验,可以看出除

农户基本特征外,小型水利设施的认知和预期收益

对农户成本分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风险偏好的影

响相对不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为:强化农户对

小型水利设施的认知程度,增强其对小型水利设施

的重视程度;构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的收益远景,树
立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建设的信心;建立完善的风

险应急机制,解除农户合作供给的后顾之忧;从多方

面促进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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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sharingWillingnessofFarmer’sSmall-scale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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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locatingcooperativesupplycosttofarmersinvolvedinafairandresonablewayisthe
keytorealizethecooperativesupplyofsmall-scaleirrigations.Basedonsurveydatafrom890farming
householdsinShaanxiprovince,thispaperusesvaluationmethodandcoxproportionalhazardmethodto
analyzecost-sharingwillingnessanditsmaininfluencingfactorsofcooperativesupplyofsmall-scaleirri-
gations.Theresultshowsthatfarmer’scost-sharingwillingnessis36.7%inthetotalinvestmentof
small-scaleirrigation.Farmer’scognitionofirrigationshasthepositiveimpactoncost-sharingwilling-
nessofcooperativesupplyofsmall-scaleirrigations,followedbyexpectedreturnsratio,whiletherisk
preferencehaslittletodowithcost-sharingwillingnessandfarmer’sbasicfeaturesalsohavesignificant
impactoncost-sharingwillingness.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severalpolicysuggetionsonhowto
buildtheincomevisionofsmall-scaleirrigationcooperation,strengthenfarmer’scognitiondegreeof
small-scaleirrigationfacilitiesandestablishperfectriskstressmechanism.

Keywords small-scaleirrigations;cooperativesupply;costsharingstandards;riskpreference;

cognitionofirrigations;expectedreturns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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