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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湖北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依据,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分析框架,借助Boot-
strap自抽样的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社
会影响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农村社会网络中,充分发

挥意见领袖在劳动节约型技术推广过程中的示范作用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采纳条件不

仅可以直接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意愿,还能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

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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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讨论方兴未艾。诚

然,中国是否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学者们见仁见智、争论不休,但自从该讨论出现后,尤其是进入到

中等收入阶段以来,一些典型的“特征化事实”不容置疑: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受教育程度提高和经济

发展多因素叠加,使得低生育率水平得以形成并长期持续;二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未富”条件下提

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未富先老”问题;三是人口抚养比提高、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

失;四是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农业出现“老龄化”和“女性化”趋势。所有这些事实最终都必

然反映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上,且具有长期性、趋势性和不可逆性。中国经济面临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

相对价格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已逐步进入到一个劳动力成本被各种因素不断推高的发展区间。
根据农业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1],在家庭经营和资源配置市场化条件下,农户主要根据产品市场

和要素市场上的相对价格信号做出生产经营决策。那么,在农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情形下,农户

的技术选择以及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是否会按照减少劳动投入的方式进行呢? 是否会更倾向于采纳

劳动节约型技术呢?
有学者研究表明,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力日益稀缺的背景下,农户在进行生产经营决策

时会倾向于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用机械、化肥等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即农业生产呈现出明显

的节约劳动倾向和资本深化迹象[2]。然而,许多调查却发现,农户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方法不一定

就是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也有可能是减少复种指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3-4]。杨宇则提出,劳动力

转移不一定就会诱导农户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只有在农业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农户组织化程度

较高、农业技术推广较为有效的前提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采纳节约劳动技术的诱导效应才得以实

现[5]。此外,信息水平、技术服务、农户组织化程度、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也会通过影响采纳成本,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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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6]。何可等考察了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学特征对农户劳动节约型

技术需求的影响,认为家庭生命周期、劳动力数量、政治资本、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

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7]。
上述研究成果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行为的理解,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

生产的影响,而直接从农户微观视角考察其对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方法上

现有文献采用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绝大多数都是二元选择模型(包括Logistic、Tobit与Probit模

型),而较少采用技术接受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比较科学、合理、能够模拟现实的方法[8];变量选择

上,现有文献主要从资源禀赋、农户特征、技术因素以及制度与环境因素等方面分析,鲜有从心理机制

层面考察的文献报道。
基于此,本文引入了技术接受模型分析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以湖北省农户微观调

查数据为依据,从心理机制层面探讨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及影响因素,为农业应对劳动力成

本上升挑战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建议。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说

  1.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概念界定

Hayami等在其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中对农业技术类型进行了分类,将促进机械等生产要素对

劳动进行替代的技术定义为劳动节约型技术[1]。以此为依据,本文以水稻生产为例,将劳动节约型技

术定义为那些可以在生产过程中省工省力、节约劳动的技术,包括替代劳动的机械技术以及省工省力

的轻简化栽培技术。其中,替代劳动的机械技术是指在水稻生产过程中各生产环节所采用的农机服

务,包括在翻耕整地、育秧移栽、田间管理及收获运输等环节使用的农耕机、播种机、水泵、收割机、拖
拉机等;省工省力的轻简化栽培技术包括水稻的免耕技术、直播技术、抛秧技术以及采用抗虫抗病抗

逆性强的新品种。

2.技术接受模型与研究假说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TAM)最早是由Davis等[9]在理性行为理论(theo-
ryofreasonedaction,TRA)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是解释用户信息技术接受行为的经典模型。其核心要素包括感知有用性(perceivedusefulness,PU)
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seasyofuse,PEOU)。此后,经过多个学者的扩展与完善[10],该模型引入了

社会影响(socialinfluence,SI)、采纳条件(conditionsofadoption,CA)等变量,解释能力和适用性逐

渐增强,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1]。基于此,本文将选用技术接受模型来探讨农户劳动节

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并选取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影响与采纳条件作为潜变量。
(1)感知有用性。感知有用性是指农户主观上认为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所能带来的益处。Nys-

veen等[12]、Hwang等[13]、López-Nicolás等[14]学者的研究表明,感知有用性是预测用户新技术采纳

意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否采纳一项新技术取决于用户对新旧技术生产绩效的预期与比较,如果

用户预期新技术比旧技术更先进,经济效益更好,则更愿意采纳新技术,反之,则采纳意愿较低。类似

地,基于理性小农理论,感知有用性也会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意愿。近年来,随着农村

劳动力外出务工,农业劳动力供给大幅减少,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而劳动力成

本的快速上升又使得依赖大量劳动投入的精耕细作技术逐渐被淘汰,代之以省工省力的劳动节约型

技术。此时,如果农户认为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能够省工省力、经济上更划算、综合效益更高,且很可

能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那么其采纳意愿可能更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H1:感知有用性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感知易用性。感知易用性是指农户主观上认为学习与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需要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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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通常情况下,采纳一项与原有技术不同的新技术,农户必须重新学习以适应新技术的改变,而
这一过程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与金钱,因此,农户会先根据个人经验与个人能力来判断新技术

是否易用[9]。特别是在技术采纳的早期阶段,感知易用性有助于降低农户学习新技术的焦虑感,并影

响其对新技术的有用性感知,从而影响其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15]。也就是说,如果农户认为劳动节

约型技术操作简单、容易学习、掌握难度小,那么其采纳意愿可能更高;反之,如果农户认为劳动节约

型技术操作复杂、难以掌握,则采纳意愿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H2: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以及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社会影响。本文的社会影响是指村干部、乡邻、种植能手等农村社会网络人员对农户劳动节

约型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受地理和血缘等因素的影响,农户群体形成了一个以村落形式自然组织

在一起的农村社会网络,在这个社会网络中,以意见领袖为核心的社会影响会对农户的技术采纳意愿

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16]。一方面,受自身素质、信息获取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约束,农户会倾向于

参考村干部、乡邻、种植能手等意见领袖对新技术的看法,并结合他们的意见来调整自己对新技术有

用性和易用性的认知[17]。另一方面,我国小规模农户在大田生产中通常连片种植同一种作物,这也

为他们采取相互模仿、随大众的生产决策提供了便利;而在进行新技术采纳决策时,农户通常会先持

观望等待态度,等确定其他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效果后再做出趋同性的采纳决策[18]。基于此,本文提

出假说3:

H3:社会影响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以及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4)采纳条件。本文的采纳条件是指农户现有的资源禀赋、技术经验以及政府的农技推广工作对

农户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帮助程度。周建华等学者认为,农户现有的资源禀赋、技术经验与新技术

的耦合程度越高,越有助于他们增进对新技术有用性和易用性的认知,进而提高其对新技术的采纳意

愿[19]。同时,农技推广机构是否提供技术培训与支持也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且还

能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17]。也就是说,如果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农户耕种的田地以及农

技推广工作越有助于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那么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

越高,采纳意愿也更高;反之,则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4:

H4:采纳条件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以及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二、数据来源、样本概况与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7月对湖北省荆州市水稻种植农户的实地调查,选取了西湖村、
黄家剅村、白渎村、东湖村、谷湖村、洪山村、木垸村、三岔村、王渊村、童河村等10余个村庄作为调查

区域。考虑到受访农户的文化层次差异,避免他们理解上的偏差,调查通过“一对一、面对面”访谈的

方式进行,由调查人员当场询问并填写问卷,保证问卷质量。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剔除前后矛盾、
关键信息漏答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556份。

2.样本概况

从农户个人特征来看,受访农户(户主)以男性为主,占78.24%,这说明在农村男性仍然是“一家

之主”,牢牢掌握着家庭经营决策权;且从年龄分布来看,受访农户平均年龄52.42岁,年龄偏大,以中

老年为主;从受教育年限来看,农户平均受教育年限7.26年,说明绝大多数农户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

以下。此外,18.35%的受访农户有过村干部任职经历,23.38%的受访农户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

60.43%的受访农户在农闲期间会兼职务工。从家庭特征来看,受访农户家庭平均人口为4.39人,其
中劳动力3.02人;家庭平均年收入为6.24万元,其中农业收入3.47万元,仅占家庭总收入的

71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22期)

55.61%。

3.变量说明

本文基于TAM视角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因此,着重分析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影响及采纳条件等变量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其

中,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采纳意愿的测量指标主要参考Taylor等[20]相关研究,社会影响、采纳

条件的测量指标主要参考李后建等[17]的研究,并结合本文研究对象及相关专家建议进行适当修改。
上述测量指标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赋值,1~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
“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5个不同的表述程度,赋值从小到大具有程度上递增的含义。有关变量的

具体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的具体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潜变量 测量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感知有用性(PU)

与雇工相比,选择劳动节约型技术经济上更划算(PU1) 4.22 0.986

劳动节约型技术省工省力、方便快捷,便于抢农时(PU2) 4.34 0.860

劳动节约型技术投入少、成本低,综合效益高(PU3) 4.09 1.060

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动节约型技术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PU4) 4.35 0.923

感知易用性(PEOU)

学习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对我来说较为容易(PEOU1) 3.61 1.150

通过简单的培训,我就能掌握劳动节约型技术(PEOU2) 3.72 1.133

通过技术的讲解,我很容易理解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操作技巧(PEOU3) 3.72 1.143

乡镇的技术指导和培训能给予我较大的帮助(PEOU4) 3.36 1.211

社会影响(SI)

是否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我会考虑村干部的意见(SI1) 2.93 1.340

是否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我会考虑乡邻的意见(SI2) 3.47 1.175

是否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我会考虑种植能手的意见(SI3) 3.81 1.073

采纳条件(CA)

节约劳动型技术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气候特点(CA1) 4.01 0.939

我耕种的农田适合采纳相应的劳动节约型技术(CA2) 3.95 0.981

我具有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的经济条件(CA3) 4.15 0.929

采纳意愿(DI)

我会继续关注劳动节约型技术的相关信息(DI1) 4.01 1.028

我想要学习劳动节约型技术(DI2) 4.05 1.039

如果农技指导员推广该技术,我愿意尝试一下(DI3) 4.18 0.992

如果条件允许,我会考虑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DI4) 4.26 0.909

我会推荐亲友、邻居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DI5) 4.04 1.014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SEM)和AMOS17.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为难以直接观测的潜变量提供了一个可以观测和处理的分析工具[21],可以检验假设模

型中复杂的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路径中包括了结构模型与测量模型两部分,其中,结构模型

界定的是潜在自变量与潜在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测量模型界定的是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
各模型的方程式如下:

结构方程式:η=γξ+βη+ζ (1)
因变量的测量方程式:Y=λη+ε (2)
自变量的测量方程式:X=λξ+δ (3)

式(1)~(3)中,在结构方程式中,η及ξ是向量类型,γ及β是回归类型;在测量方程式中,λ是回

归类型,ε及δ是方差/协方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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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有效性,需要对调查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指的是测量结

果的稳定性或一致性,可以通过Cronbach’sα系数来进行检验,α系数越高,代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越佳。根据DeVellis的论述,α系数值介于0.80~0.90之间非常好,介于0.70~0.80之间相当好,
介于0.65~0.70之间为最小可接受值,介于0.60~0.65之间最好不要[22]。由表2可知,各潜变量

的Cronbach’sα系数值介于0.714~0.882之间,均大于0.70,说明各潜变量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

致性。
效度指的是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即测量工具或测量手段反映所要考察内容的准确程度,一般可从

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两个方面来检验。由于本文使用的潜变量测量指标均来源于前人研究文献,并
结合本文研究对象及相关专家建议进行了适当修订,基本保证了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因子分

析是检验量表建构效度的最常用方法,如果量表的测量题项能够进行因子分析,则说明该量表具有良

好的建构效度。根据学者Kaiser的观点,如果测量量表的KMO值在0.6以上,Bartlett’s球形检验

的显著性概率值P<0.05,且共同性因子负荷量在0.4以上,则适合做因子分析[23]。由表2可知,各
潜变量量表的KMO值介于0.670~0.847,Bartlett’s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值P=0.000<0.05,且
共同性因子负荷量介于0.495~0.930,均适合做因子分析,这说明各潜变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

效度。
表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潜变量 测量变量 Cronbach’sα(信度) 共同性 KMO Bartlett’s检验(显著性)

感知有用性(PU)

PU1

0.739(相当好)

0.819

0.735 515.953(0.000)
PU2 0.812

PU3 0.754
PU4 0.611

感知易用性(PEOU)

PEOU1

0.823(非常好)

0.880

0.754 1298.621(0.000)
PEOU2 0.930

PEOU3 0.915

PEOU4 0.495

社会影响(SI)
SI1

0.714(相当好)
0.776

0.670 331.405(0.000)SI2 0.834

SI3 0.791

采纳条件(CA)
CA1

0.812(非常好)
0.848

0.699 575.866(0.000)CA2 0.885

CA3 0.824

采纳意愿(DI)

DI1

0.882(非常好)

0.787

0.847 1463.452(0.000)
DI2 0.836

DI3 0.872

DI4 0.833

DI5 0.793

  3.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在进行适配度检验之前应首先检验模型是否存在违犯估计。
一般地,判断模型是否存在违犯估计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标准化系数超过或太接近于1(通常以

0.95为门槛),二是存在负的误差方差。由表4可知,本文的SEM回归结果中,标准化系数估计值均

小于0.95,也没有出现负的误差方差,因此,可以判定模型不存在违犯估计,可以进行整体适配度

检验。
通常情况下,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适配度检验指标包括绝对适配度指数(CMIN/DF、R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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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I、AGFI、RMSEA)、增值适配度指数(NFI、RFI、IFI、TLI、CFI)和简约适配度指数(PNFI、

PCFI、PGFI)等。表3给出了SEM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各项适配度检验指标均

处于理想或接近理想的范围,表明模型的整体适配度良好。
表3 SEM整体适配度检验

统计检验量 含义 SEM拟合值 判别标准 检验结果

绝对适配度指数

CMIN/DF 卡方自由度比 2.209 ≤3.00 理想

RMR 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0.055 <0.05 接近理想

GFI 适配度指数 0.947 ≥0.90 理想

AGFI 调整适配度指数 0.925 ≥0.90 理想

RMSEA 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0.047 <0.06 理想

增值适配度指数

NFI 规模适配度指数 0.941 ≥0.90 理想

RFI 相对适配度指数 0.926 ≥0.90 理想

IFI 增值适配度指数 0.967 ≥0.95 理想

TLI Tucker-Lewis指数 0.958 >0.95 理想

CFI 比较适配度指数 0.967 >0.90 理想

简约适配度指数

PNFI 简约调整NFI 0.749 >0.50 理想

PCFI 简约调整CFI 0.769 >0.50 理想

PGFI 简约调整GFI 0.678 >0.50 理想

  4.实证结果分析

表4给出了基于Bootstrap自抽样的SEM回归结果。不难看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

影响与采纳条件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理论预期保持一致;
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依次为0.265、0.312、0.225和0.206,说明它们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

的直接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社会影响>采纳条件。同时,采纳条件

也会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意愿。
表4 基于Bootstrap自抽样的SEM回归结果

路径 Estimate S.E. C.R. 路径 Estimate S.E. C.R.
PU <---CA 0.581*** 0.058 8.095 PEOU2<---PEOU 0.940*** 0.030 34.113

PU <---PEOU 0.066 0.029 1.392 PEOU3<---PEOU 0.913 ——— ———

PU <---SI 0.002 0.037 0.041 PEOU4<---PEOU 0.346*** 0.049 8.274
PEOU <---SI 0.119 0.062 2.415 SI1<---SI 0.622 ——— ———

PEOU <---CA 0.415*** 0.066 8.401 SI2<---SI 0.738*** 0.095 10.941
AI<---PEOU 0.312*** 0.032 6.952 SI3<---SI 0.678*** 0.080 10.882
AI<---PU 0.265** 0.066 4.733 CA1<---CA 0.830 ——— ———

AI<---CA 0.206*** 0.056 3.500 CA2<---CA 0.763*** 0.063 15.190
AI<---SI 0.225*** 0.042 4.770 CA3<---CA 0.810*** 0.059 16.295
PU1<---PU 0.673 ——— ——— AI1<---AI 0.739*** 0.067 15.446
PU2<---PU 0.854*** 0.101 11.518 AI2<---AI 0.800*** 0.067 16.653
PU3<---PU 0.508*** 0.071 12.082 AI3<---AI 0.734***  0.063 15.706
PU4<---PU 0.593*** 0.093 9.219 AI4<---AI 0.793*** 0.051 19.013

PEOU1<---PEOU 0.795*** 0.035 25.178 AI5<---AI 0.729 ——— ———

 注:满足多变量正态分布是使用极大似然法估计的前提条件,如果违反这一假定条件会导致低估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而Boot-

strap自抽样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本文应用这一方法进行估计,抽样次数 N=200;***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各路

径系数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具体来看:(1)感知有用性会正向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意愿(其标准化系数为

0.265>0,在1%水平上显著)。一方面,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快速上升,
调查显示,农忙季节雇工价格为120~150元/个工,且还难以请到工,而64.57%的农户认为这个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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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价格偏高,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使得依靠高劳动投入的精耕细作技术逐渐

被淘汰,代之以省工省力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如机械技术和轻简化栽培技术,而如果农户对这些劳动

节约型技术的有用性感知越强烈,那么其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意愿越高。
(2)感知易用性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标准化系数为

0.312>0,在1%水平上显著),但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不显著。从模型拟合结果来看,农户对学习

(0.795)、理解(0.913)和掌握(0.940)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认可度较高,但对“乡镇的技术指导和培训所

给予的帮助”(0.346)认可度较低。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户(占69.60%)采纳机械技术

是通过直接购买农机服务,而家庭自购、需要掌握机械操作技术的仅占28.78%,因此相对提高了劳

动节约型技术的易用性;另一方面,据农户反映,乡镇的农技推广机构人员较少,极少到田间地头给予

农民所需的技术指导与培训,农民学习与采纳新技术更多地还是依靠自身的经验与努力,因此对“乡
镇的技术指导和培训所给予的帮助”认可度较低。与预期不一致的是,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的影

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技术采纳的早期阶段,随着新技

术的日益扩散,其影响也会逐渐衰退,直至消失。
(3)社会影响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标准化系数为0.225>0,

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李后建[17]的研究一致。这一重要结论说明,在农村社会网络中,发挥乡邻、
村干部、种植能手等农村意见领袖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的示范作用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社

会影响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农村意见领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相

互模仿、随大众的跟风决策上,并没有上升到理性认知层面。
(4)采纳条件不仅会直接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意愿,还能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

用性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即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农户耕种的田地以及自身的技术经验与劳

动节约型技术的耦合程度越高,代表技术的适用性越强,越有助于增进农户对新技术有用性和易用性

的感知,进而增强其对劳动节约型性技术的采纳意愿。调查也显示,农户的种植规模越大、地块越集

中、越靠近硬化公路,其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意愿越高。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湖北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依据,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分析框架,借助Bootstrap自抽样的

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从心理机制层面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是合

理且适用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社会影

响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农村社会网络中,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在

劳动节约型技术推广过程中的示范作用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采纳条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农户对

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意愿,还能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农户的采纳

意愿。
基于上述结论,论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①由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

型技术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的农技推广部门在推广劳动节约型技术时应着重宣传其有用

性与易用性,以提高农户对新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进而增强其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

②可以通过政策激励与舆论引导建立科技示范村与科技示范户,充分发挥农村意见领袖的示范效应,
引导农户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③应推广适用技术,鼓励适度规模经营,以优化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

纳条件。一方面,要重点研发与当地资源禀赋条件相耦合的适用技术,重点推广适合当地的农机技术

(服务)与轻简化栽培技术,以应对劳动力短缺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另一方面,应鼓励农地自由

流转,促进农作物集中连片种植与适度规模经营,为农户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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