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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１２省１９２６户农户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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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全国１２省１９２６户农户调研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新型经营主

体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６０％的样本农户接受了新型经

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其中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收割服务的普及率较高.新型经营主体

生产性服务能够显著提升稻农的技术效率,但不同稻作环节的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技术效

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生产规模小于８０亩农户而言,土地平整、机械栽插和田间管理服务的

作用明显;而对生产规模大于８０亩农户来说,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栽插服务的作用更

显著.因此要积极推进机械化稻作服务,加强机械化技术集成,提升农机具的适用性和适配

性,同时要针对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需要和作业条件调整服务内容,着重提高机械收割、田

间管理等环节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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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粮食安全是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底线.近几年,由于调整种植结构等原因,粮食种

植面积呈现下降趋势,从长远来看,保障粮食产出的关键在于提升技术效率.水稻作为我国占比最大

的口粮作物,必须确保绝对安全.随着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初步建立,生产

性服务为我国水稻产业带来了新变化[１],以机耕、机插、机收为重点的劳动力替代型服务和以代育秧、
植保统防统治、机烘为重点的技术替代型服务越来越普及[２].鉴于小规模兼业农户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仍将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主体[３],发展生产性服务有助于分散农户搭上规模经营的“快车”,是解

决“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地”的有效途径[４].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实证研究来明确生产性服务究竟对

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农业生产性服务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服务及其组合,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５].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为主导、多元化市

场主体广泛参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在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２].

已有研究分别从劳动力转移[７]、土地细碎化[８]、技术采纳[９]和生产规模[１０]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水

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因素,仅有周宏等、张忠军等和孙顶强等少数人关注了生产性服务对稻农技术效率

的影响[１１Ｇ１３].然而这一问题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首先,产中服务最直接作用于水稻生产

过程,其中包括育秧、栽插、耕田整田、田间管理和收割等多个环节,由于各环节的生产方式和作用机

理不同,服务质量和监督成本各异,因此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多以“生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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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者“机械服务”概论,很少区分不同环节;其次,鉴于新型经营主体在经营性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因此有必要针对新型经营主体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效果进行专门考察.综上,本文基于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全国１２省１９２６户农户调研数据,着重探讨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

效率的影响,具体分析不同稻作环节的服务对不同规模稻农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差异,为稳定粮食产

出,完善粮食生产性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思路.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１．理论模型

技术效率是指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受到既定投入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影响,表现为实际产出

数量与最优产出数量之比.Aigner等及 Meeusen等独立提出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１４Ｇ１５],基本形

式为:

lnYi＝f(lnXi)＋vi－ui (１)
式(１)中,代表产出水平,Xi 为第i个农户的一组生产要素投入,f(lnXi)为前沿生产函数,vi 为

对称的随机扰动项,服从独立正态同分布,vi~N(０,σ２
v),ui 为技术无效率效应的随机误差项.第i

个农户的技术效率值Ti 为:

Ti＝Yi/exp[f(lnXi)＋vi]＝exp(－ui) (２)
式(２)中,Ti 的取值区间为(０,１).
随机前沿模型的常用形式包括CＧ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根据Taylor等及 Hanley等

的研究[１６Ｇ１７],考虑到本文着重测算技术效率且投入要素较多,因此选择CＧD型生产函数更适合.BatＧ
tese等在１９９５年提出了同时估计技术效率模型和技术效率损失模型的“一步法”方法[１８].假定ui

服从非负截尾正态分布,ui~N(mi,σ２
u),且效率影响因素是独立分布的,则技术效率损失模型可表

示为:

mi＝Ziδ (３)
式(３)中,Zi 为影响技术效率外生变量的p×１维向量,δ为外生变量Zi 对技术效率影响的待估

参数,若δ＜０表明该变量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δ＞０表明有负向影响.

２．变量与模型

结合水稻生产实际及农业成本收益统计指标,式(１)技术效率模型中的因变量为水稻亩产,自变

量包括种苗、化肥、劳动力和机械投入.自变量中没有加入农药变量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根据

黄祖辉等、刘颖等的研究结论[１９Ｇ２０],农药投入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贡献率非常低且不显著;其次,农
药品类多,数值单位不统一,导致样本农药数据标准差过大,为了不影响技术效率测算结果,综合考虑

未加入农药变量.已有研究指出,插秧和收割是实现水稻全程机械化的两个关键环节[２１],并且机械

插秧和机械收割显著影响了水稻产量[２２Ｇ２３],因此也放入插秧、收割环节是否使用机械两个虚拟变量,
同时放入省份控制变量.表达式见式(４).

lnYi＝α０＋α１lnX１i＋α２lnX２i＋α３lnX３i＋α４X４i＋α５lnX５i＋∑
１８

n＝６
αnXni＋vi－ui (４)

式(４)中,α０,α１αn 分别代表截距项和待估系数,n 为变量序号.
式(３)主要关注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将是否接受新型经营主体生产

性服务作为测量指标.其他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因素包括:(１)户主年龄、种稻年数和学历.粮食生

产既是体力劳动,也是经验劳动,体力的下降可能会降低技术效率,但是生产经验的积累有助于提高

稻作水平,因此年龄和种稻年数是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重要因素[２４Ｇ２５].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业技

术效率也有提升作用[２６],因此也放入了户主学历变量.(２)农业收入比重.有研究认为农户兼业会

带来“劳动力流失效应”,造成农业劳动供给不足和粗放经营[２７],也有研究认为农户兼业更多地体现

了“投资效应”,为农业生产提供资金资助和技术支持,提高了作业能力[２８],因此放入农业收入比重变

量来明确稻农兼业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３)种植面积.研究表明,生产规模是影响农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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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重要因素[２９Ｇ３０].屈小博指出,生产规模过小会丧失专业化分工和标准化生产的优势,但规模过

大则会带来组织内部协调成本和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的上升[３１],因此将种植面积和种植面积二次项

同时放入到模型中,考察种植面积与技术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表达式见式(５).

mi＝δ０＋∑
７

l＝１
δlZli (５)

式(５)中,δ０,δ１δl 分别代表截距项和待估参数,l为变量序号.
式(３)也用来考察新型经营主体不同稻作环节的服务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参考陈超等和申

红芳等对水稻生产性服务的分类[３２Ｇ３３]并结合生产实际,本文选取的主要稻作环节及其服务形式包括:
种苗提供,统一采购良种并统一育秧、分户移栽;土地平整,机械整田、犁地作业;机械栽插,机械化插

秧;田间管理,提供生长过程中的灌溉服务、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管理等;机械收割,收割机收割,以虚拟

变量的形式放入模型中,表达式见式(６).变量说明见表１.

mi＝γ０＋∑
１２

k＝２
γkZki (６)

式(６)中,γ０,γ２γk 分别代表截距项和待估参数,k为变量序号.
表１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缩写 单位 变量说明

产出 Y 千克/亩 单季(中稻/晚稻)亩产

种苗投入 X１ 千克/亩 种苗投入量

化肥投入 X２ 千克/亩 化肥投入量

劳动力投入 X３ 人日/亩 劳动力投入量(雇工及自家工)

机械投入虚拟变量[３４] X４ － 机械使用费用为０＝０;机械使用费用不为０＝１

机械投入 X５ 元/亩 机械使用费用与１－机械投入虚拟变量的较大值

插秧是否使用机械 X６ － 不使用＝０;使用＝１

收割是否使用机械 X７ － 不使用＝０;使用＝１

地区 X８~X１８ － 各省份虚拟变量

是否接受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 Z１ － 没接受＝０;接受＝１

户主年龄 Z２ 岁 户主,即生产决策者年龄

户主种稻年数 Z３ － 户主,即生产决策者种稻年数

户主学历 Z４ － 初中及初中以上学历＝０;初中以下学历＝１

农业收入比重 Z５ ％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种植面积 Z６ 亩 实际播种面积

种植面积二次项 Z７ － 种植面积×种植面积

是否接受种苗提供服务 Z８ － 没接受＝０;接受＝１

是否接受土地平整服务 Z９ － 没接受＝０;接受＝１

是否接受机械栽插服务 Z１０ － 没接受＝０;接受＝１

是否接受田间管理服务 Z１１ － 没接受＝０;接受＝１

是否接受机械收割服务 Z１２ － 没接受＝０;接受＝１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１．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产业经济功能研究室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进行的

体系内农户调查.样本分布于全国主要的水稻主产区,包括福建、广西、广东、贵州、四川、湖北、湖南、
江苏、江西、黑龙江、浙江和海南共１２个省份,通过多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结合的方式选取样本.调查

依托于国家水稻产业体系于各水稻主产省份设立的综合试验站进行,以农民口述、调查员填写的形式

填写问卷.去除缺失值及异常值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１９２６个(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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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本分布

省份 样本量/个 占比/％ 省份 样本量/个 占比/％
福建 ２１３ １１．０６ 湖南 ２１１ １０．９６
广东 １８６ ９．６６ 江苏 １９８ １０．２８
广西 １５１ ７．８４ 江西 １４８ ７．６８
贵州 １１８ ６．１３ 四川 １９１ ９．９２
海南 ８８ ４．５７ 浙江 ９１ ４．７２
湖北 １５７ ８．１５ 黑龙江 １７４ ９．０３

　　２．描述性分析

表３　描述性分析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产出 ５３７．５２ １２２．９６
种苗投入 ２．６０ １．８７
化肥投入 ７５．３９ ３７．２４
劳动力投入 ８．８７ ６．７２
机械投入 ２２０．０９ １０５．９６
插秧是否使用机械 ０．３１ ０．４６
收割是否使用机械 ０．８３ ０．３７
是否接受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 ０．６０ ０．４９
户主年龄 ５１．３１ ９．２６
户主种稻年数 ２８．２３ １４．５５
户主学历 ０．３０ ０．４６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４６．３５ １１９．４０
水稻种植面积 ３８．９７ １０５．１５

根据描述性分析结果(表３),样本农户单季水稻平

均产出为５３７．５２千克/亩,种苗投入２．６０千克/亩,化肥

投入７５．３９千克/亩,劳动力投入８．８７人日/亩.平均机

械投入２２０．０９元/亩,插秧环节和收割环节使用机械的

农户分别占到了３１％和８３％.户主平均年龄５１．３１
岁,平均种稻年数２８．２３年,３０％的户主文化水平在初

中以下,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比重为４６．３５％.
水稻平均种植面积３８．９７亩,小规模经营依旧是当前稻

农主要的生产特征.
接受了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的农户占总样本

的６０％,其中生产规模小于１０亩、１０~８０亩之间和大

于８０亩的农户接受服务的比重分别为６０％、５１％和

７４％.从地区来看(表４),贵州、江苏、浙江和黑龙江省有７０％以上的农户接受了服务,福建、海南、湖
北和湖南省则有６０％以上,广东和江西省有５２％左右的农户接受了服务,而四川和广西省只有３０％
左右.

表４　各省份农户接受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的比重

省份 占比/％ 省份 占比/％ 省份 占比/％
福建 ６６．６７ 海南 ６１．３６ 江西 ５２．０３
广东 ５２．６９ 湖北 ６０．５１ 四川 ３０．８９
广西 ２９．１４ 湖南 ６６．３５ 浙江 ８２．４２
贵州 ７９．６６ 江苏 ７５．２５ 黑龙江 ７４．７１

　　从不同稻作环节来看(表５),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收割服务的普及率达到了７０％左右,机
械栽插和田间管理服务的普及率只有５４％左右.机械栽插服务的普及率较低或许与秧苗质量差、田
块不规则和机具不配套等问题有关.农户参与田间管理服务的比重较低可能因为田间管理包括了灌

溉、施药施肥等多项内容,服务时间比较分散,监督成本偏高,机械施药施肥技术还不成熟,因此农户

不会轻易购买服务.生产面积在８０亩以上的规模经营户接受各环节服务的比重较高,其中接受种苗

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收割服务的比重达到了９０％左右,接受机械栽插和田间管理服务的比重分别

为８４％和７７％.１０亩以下和１０~８０亩农户接受各环节服务的比重相似,其中接受种苗提供、土地

平整和机械收割服务的比重接近７０％,接受机械栽插和田间管理服务的比重在５０％左右.
表５　农户接受不同稻作环节服务的占比 ％

稻作环节 总体 １０亩以下农户 １０~８０亩农户 ８０亩以上农户

种苗提供 ７１．２２ ６７．７７ ７０．５０ ８７．７９

土地平整 ６９．４０ ６５．９９ ６５．５０ ８９．５３

机械栽插 ５３．５０ ４８．７９ ４５．５０ ８４．３０

田间管理 ５４．６２ ４８．６６ ５９．００ ７６．７４

机械收割 ７０．３５ ６８．６６ ６０．００ ９０．１２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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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１．技术效率水平

利用 MLE方法对技术效率模型进行估计(表６),γ值表明９０．６６％的误差来源于技术非效率且

在１％水平上显著,广义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效率估计是有效的①.种苗投入对产出的影响为

负,化肥、劳动力和机械投入对产出的影响为正,插秧和收割环节使用机械的农户产出在５％和１％水

平上显著高于不使用的农户.可见相比于增加种苗、化肥等物质性投入,使用机械对提高水稻产出的

作用更明显.
表６　技术效率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值

C ６．２５０８∗∗∗ ０．０５６６ １１０．４５３４
lnX１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８８ －１．２７４４
lnX２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１１２ ０．５７５７
lnX３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６９ １．０１８０
X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５９６ ０．００４２
lnX５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１０５ ０．２５４５
X６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１２１ ２．３９０１
X７ ０．０４２６∗∗∗ ０．０１６０ ２．６６７０
X８~X１８ Controlled
Log(Likelihood) ５６７．１８
LRtestoftheoneＧsidederror ７６．６７

　注:∗∗ 、∗∗∗ 分别表示在５％、１％水平上显著.

表７　技术效率水平测算结果

组别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总体 １９２６ ０．９１６６ ０．０５００

接受服务农户 １１５７ ０．９２７７ ０．０４２７

没接受服务农户 ７６９ ０．９０００ ０．０５５４

　　样本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平均水平为０．９１６６
(表７),最低值为０．５１０９,最高值为０．９７８５,与２０１３年

稻农样本测算结果基本一致且略有上升[３５].接受了新

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的农户和没有接受服务的农户

技术效率均值分别为０．９２７７和０．９０００,T 检验结果为

－１１．７１,单边和双边检验均拒绝原假设,表明接受了生产性服务的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要显著

高于没接受服务的农户.

２．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技术效率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８.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的系数为负且在１％水平上

显著,表明新型经营主体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对提升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主要因为粮食

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能够以机械化作业等服务方式优化要素配置,取代粗放管理,实现标准

化、精细化生产.户主年龄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种稻年数在１％水平上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表明生产经验对提升技术效率仍旧很重要.初中以下学历对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说明户主学历越高,技术效率水平越高.农业收入比重在５％水平上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表明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技术效率越高,“收入效应”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要大于

“劳动力流失效应”带来的损失.种植面积变量系数为负,同时面积二次项系数为正,都在１％水平上

显著,表明技术效率随着面积的增加而提升,但面积对技术效率的边际效应递减,种植面积与技术效

率之间呈现“倒 U型”关系,生产规模过大和规模过小都会出现“规模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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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模型的适宜性进行广义似然比检验:检验统计量为LR＝－２[L(H０)－L(H１)],其中为L(H１)模型备择假设下对数似然值,

L(H０)为模型零假设下对数似然值.技术非效率检验(H０∶γ＝δ０－δi＝０)的LR 值为７６．６８,５％显著水平下临界值为１６．９２,
拒绝原假设,说明稻农生产的确存在技术无效率现象.外生无效效应检验 LnYi＝f(LnXi)＋vi－ui 的LR 值为２０．２４,临界值

为１４．０７,拒绝原假设,说明外生因素能够对技术效率水平产生影响.技术效率非随机检验Xi 的LR 值为２２．１８,Wald联合检验

临界值为１６．０７,拒绝原假设,说明技术效率具有随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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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技术效率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值

C －１．１８３４∗∗∗ ０．２６０９ －４．５３５１
Z１ －０．８９３１∗∗∗ ０．１９５８ －４．５６０４
Z２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２ －１．３８１１
Z３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３７ －５．１４７１
Z４ ０．４２０２∗∗∗ ０．１１１６ ３．７６７１
Z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１．９８３６
Z６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３ －４．４６１８
Z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５８４

　注:∗∗ 、∗∗∗ 分别表示在５％、１％水平上显著.

　　３．不同稻作环节的服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基于１１５７个接受了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的农户样本数据,考察种苗提供、土地平整、机械

栽插、田间管理和机械收割五项稻作服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考虑到规模是影响稻农生产的重要因

素[３６Ｇ３７],生产性服务在不同规模条件下的作用机理和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将农户划分

为不同的规模组别分别估计以精确研究结论.组别的划分综合考虑水稻适度规模经营的界定与样本

规模特征:首先根据李文明等的测算结果[３８],我国水稻适度规模经营的标准为８０亩,其次本样本生

产规模普遍偏小,在０~１０亩之间较为集中,因此将农户划分为１０亩以下、１０~８０亩(包括１０亩)和

８０亩以上(包括８０亩)三个组别①分别估计,对照分析.表９报告了主要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９　不同稻作环节的服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估计结果

变量
１０亩以下农户

系数 标准误 t值

１０~８０亩农户

系数 标准误 t值

８０亩以上农户

系数 标准误 t值

C －１．６２９３ １．０２３２ －１．５９２３ －０．８２５４∗∗ ０．３６７０ －２．２４８８ －０．６６０９∗ ０．３９６３ －１．６６７９

Z８ ０．０２９８ ０．０４４４ ０．６７１２ ０．１８８２ ０．１１６７ １．６１２１ －３．０３４０∗∗∗ １．０３１３ －２．９４１８

Z９ －１．０７２０∗∗ ０．４６４０ －２．３１０３ －０．２６１８∗ ０．１５５０ －１．６８８６ －０．４４９１∗∗∗ ０．１７０８ －２．６２９４

Z１０ －０．９２６８∗∗ ０．３６２４ －２．５５７１ －１．５８５７∗∗ ０．６６２２ －２．３９４４ －０．５６３５∗∗∗ ０．２００１ －２．８１６７

Z１１ －０．６６５５∗∗ ０．３０７６ －２．１６３７ －０．０１６２ ０．１０５１ －０．１５４４ ０．７８１０∗∗∗ ０．２３９８ ３．２５７０

Z１２ ０．７４７７∗ ０．４５５７ １．６４０７ ０．４３３１∗∗∗ ０．１４９４ ２．８９８０ －０．１８５６ ０．１７２２ －１．０７８１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在１０亩以下农户的估计结果中,土地平整、机械栽插和田间管理服务的系数为负且在５％水平

上显著,说明这三项服务能够显著提升小规模农户的技术效率.土地平整服务的系数绝对值最大,其
次是机械栽插服务,可能因为整田、栽插作业相对于田间管理属于用工较多的环节,生产性服务对劳

动力的替代作用更大.种苗提供和机械收割服务对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但均不显著.
在１０~８０亩农户的估计结果中,土地平整和田间管理服务对技术效率正向影响的显著性下降

了,并且机械收割服务的负向影响在１％水平上变得显著.综合考虑１０亩以下及１０~８０亩农户的

估计结果表明,土地平整、机械栽插和田间管理服务对中小规模农户的技术效率有提升作用.种苗提

供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机械收割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由于当前的服务机械以

大型收割机居多,在中小规模农户的分散田块中作业会出现较多损耗.
在８０亩以上农户的估计结果中,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栽插服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均为正

且在１％水平上显著,机械收割服务的影响也为正但不显著.种苗提供服务的系数绝对值大于其他

服务,可能因为很多集中育秧的开展都是依托大户实施的,因此大户往往拥有完整的育秧设备和技

术,育秧效果较好.田间管理服务对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且在１％水平上显著,可能因为水稻的田间

管理对作业时间和精心程度都有一定的要求,尽管购买服务能够替代田间管理的劳动量,但是大规模

服务未必能保证精细化、高质量的作业.

７１

① １０~８０亩之间没有再划分组别主要因为１０~８０亩之间的农户数量较少,样本量过小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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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全国１２省１９２６户农户调研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探讨了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

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了不同稻作环节的服务对不同规模稻农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

差异.结果表明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能够显著提升稻农的技术效率,对缓解“无人种稻”、稳定水

稻产出具有积极意义,因此要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根据研究结果,水稻产业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发展迅速,６０％的样本农户接受了新型经营主

体生产性服务,其中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收割服务的普及率较高.土地平整、机械栽插和田间

管理服务对生产规模小于１０亩和１０~８０亩农户的技术效率有提升作用,而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

械栽插服务对生产规模大于８０亩农户的技术效率有提升作用.因此,首先,要以满足差异化的服务

需求为目标,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各项生产性服务有序发展,重点提高机械栽插和田间管理服务的普及

率.其次,鉴于机械作业是稻作服务的重要方式并且对提高农户技术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要大力

推进水稻全程机械化,加强机械化技术集成,尤其要结合稻作区地形条件提升农机具的适用性和适配

性以提高农机作业水平.最后,鉴于生产性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要针

对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需要和作业条件设计服务方式,调整大小型机具,优化服务内容.研究也发现

种苗提供、机械收割和田间管理服务分别对中小规模农户和较大规模农户的技术效率产生了负向影

响,因此还要坚持选育良种、提高统一育秧的秧苗质量,提升机械收割和田间管理环节的标准化作业

水平,提高服务质量.通过上述多策并举共同推动粮食类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不断发展.

(致　谢:感谢所有在项目中付出了辛苦劳动的课题组成员、调研人员及问卷录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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