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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四个农业大省９４２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

从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两个维度对农户社会网络嵌入程度进行测度,运用Probit模型,实证

分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
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呈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嵌入能够缓解农业

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不利影响.从不同维度的社会网络嵌入看,关系

嵌入与结构嵌入均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仅结构嵌入显著缓解农

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负面冲击,关系嵌入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检

验表明,社会网络嵌入的缓解效应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基于此,提出缓解农业劳

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负面影响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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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村青壮人才外流化现象,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

衍生出“农业真脆弱、农村真散乱、农民真老”的新三农问题.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最新结果显示,

２０１６年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全国年龄为５５岁以上人员所占比例高达３３．６％,山东省为３６．２％,河
南省为３０．５％,陕西省为３５．２％,四川省为３８．１％① .可见,留守老年群体已成为农业生产主要力量,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态势不容乐观.围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已进行大量研究,但
仍存在较大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会导致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先进技术采

纳困难,使得现代农业生产面临巨大挑战[１Ｇ２].不过,大量劳动力外流演化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
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增加了家庭收入,有效缓解了人地矛盾,为规模经营提供条件,是对农业现代化转

型的积极回应[３].相关研究还表明,与其他劳动力相比,老年农业的生产效率并未有明显差异[４],且
老年生产者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可与年轻人的新知识形成互补,不必担心其认知能力下降对农业

生产、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而应将其视为一种常态,并适应这一发展趋势[５].
然而,农业始终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根基所在,农村人口依然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面对农村人

口老龄化难题,如何以技术进步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便成了乡村振兴的关键.相关研究虽较少

关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农技推广服务之间的关系,但置身老龄化背景下,农户禀赋特征、技术认知

与接纳程度均会影响其农技服务的获取.就农业生产老龄群体而言,其有赖于技术推广来降低生产

的体力强度,弱化老化效应,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实践表明,农技推广服务作为一项准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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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相对稀缺资源,对新兴规模经营主体政策倾斜明显.老年农民生理机能不断下降,常因年龄门槛

被排斥于基层农技服务之外[６Ｇ７].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增强老年群体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支持

条件也在不断完善.社会网络,作为人们信任、交流联系的基本要素资源,可以缓解劳动力老龄化在

农业生产投入、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的人力资本约束,形成合作互惠的社会氛围,利于技术扩散[８].
但是,社会网络嵌入能否有效缓解老龄农户的农技推广服务获取问题,助推公共资源配置精准化,尚
待探讨.立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实,聚焦农户农技服务获取,以及社会网络这一渠道能否有效缓解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负面冲击.这不仅会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困局改善提

供依据,更会完善老龄农户与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效衔接机制.
现有研究探讨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但仍有以下不足:一是以往研究多涉

及老龄化对农业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的影响,缺乏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影响机理的关注.而这一问

题对实现老年劳动力与现代农业有效对接至关重要.二是社会网络内涵丰富,现有文献鲜有对嵌入

性分析范式的深入考察,缺乏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作用路径分析.三是社会网

络是促进农户技术沟通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但以往文献较少涉及社会网络嵌入与不同维度的社会网

络嵌入对老龄生产者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作用机制差异,且多以某一新技术采纳行为为被解释变量,
难以完整检验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本质特征.

鉴于此,本文以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的样本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网络

嵌入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影响路径,并探讨社会网络嵌入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缓解效应,以
及不同维度下的社会网络嵌入影响差异,以期为缓解老龄化危机、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率的政策优化

提供支持,激发老龄化背景下农业生产要素潜能.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１．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的影响

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生产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动力来源,决定着农户家庭经济增长、劳动力流动偏

向、生产决策与技术采纳[９].多数学者认为,人力资本遵循生命周期规律,跟随人们年龄而变化,与科

技进步呈现驼峰型关系[１０].老龄群体年龄效应明显,学习能力、创新意识随年龄增长而降低,人力资

本积累效率普遍不高,是农业技术进步不可忽视的障碍[１１].农技推广过程中,农户的学习能力、认知

能力、内在感知,很大程度决定着其技术接受意愿以及是否获取技术服务[１２Ｇ１３].相较于年轻群体,老
龄人群身体、脑力机能有所减弱,新事物接受能力较差,对技术服务的可获得性、技术操作的易用性感

知也相对较低,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限制性约束也愈发强烈.对比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现,各个年龄

段的劳动力不可完全替代,老龄劳动力技术受益期远低于年轻群体,农业技术需求明显萎缩,属于生

产力分化中的沉淀层[１４].无疑,老龄人口农业技术学习动机普遍较低,他们对获得农技推广服务缺

乏足够的主动意识,不利于农技推广与扩散.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１: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利于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

２．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的影响

社会网络作为技术传播的非正式渠道,在农技推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从资源获取视角考察,
社会网络的嵌入,能够有效摆脱政府推广的行政性色彩,将科学技术转化为民间意识.同时,广泛的

社会网络范围,可以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增强农户技术应用能力[１５].从社会互动视角看,技术传

播的邻里效应显著,网络作用不容忽视.村域范围内人们面对的环境条件、要素约束几乎相同,生产

经营认知与劳作习惯较为相近,技术互动同质性较高[１６].从情感联系来看,中国农村家庭长年居于

一个封闭网络系统,其技术服务的获取多是依靠亲朋、邻居相互交流,并且农户之间乐于以集体行动

之态采纳新技术,进而规避单一个体可能遇到的不确定性[１７].就互惠互助层面而言,农业生产属于

周期性长、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并存的弱质产业,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和技术采纳的波动性较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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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乡村社会网络作为农户之间的联系载体,不仅可以促进资源共享,而且能够有效分散生计风险,
提高其风险抵御能力,发挥安全网作用[１８].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２:社会网络嵌入程度越高,农户获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越容易.

３．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的交互影响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由于老龄化对农户人力资本储量具有削弱作用,老年农业生产者的学习能

力、技术内在感知相对处于低水平状态,农技推广服务获取难度较大.而社会网络作为农户获得农技

推广服务的重要媒介,能够不断扩展其人力资本附加值.现有文献表明,通过加深社会网络嵌入,人
们能够及时获得技术知识、生产经验、物质资本等资源,提高差异性信息可获取性,弥补人力资本贬值

缺憾,增强自身人力资本禀赋[１９].同时,社会网络影响下,老龄生产者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明

显提升,受限约束有所缓解[８].乡土社会场域互动中,农户通过沟通、模仿等直接体验的方式习得

新的知识技能,积累劳动经验,弥补因老龄化导致的人力弱势[２０].此外,由于社会网络能够提供丰

富的网络异质性资源,并随着信任资本积累,形成宽松的网络沟通环境,降低知识获取的机会

成本[２１].
农村社会实践中,不同维度的社会网络嵌入,对老龄化影响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作用机理可

能存在差异.农业技术与生产活动紧密连接,许多重要知识的传播具有“隐性”特征,多借助非正式交

流形式,而社会网络恰是最好的媒介[２２].进一步地,社会网络在促进隐性知识的扩散过程,也会拓展

潜在采用者范围,将技术推广服务融入社会性生活中[２３].不过,部分研究表明,不论是政府组织的农

技推广服务还是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培训、学习等,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具有一定财富和权势的农

户往往具备优先权,而弱势农户则处于边缘状态[２４Ｇ２５].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技术市场背景下,关系

网络与权力层级在农业技术信息传播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农技推广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农

户处于网络中心,更具获取优势,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更多依赖同质性较强的个人关系,即“差序格

局”下的关系[２６Ｇ２７].显然,农户农业生产技术的获得与否,受到其行为个体间的二元联系与所处网络

结构位置的双重影响,表现出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差异性特征.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３:社会网络嵌入程度的提升,能够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的消

极影响.

H４:不同维度的社会网络嵌入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的缓解作用

存在差异.
依据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相关理论以及前文研究假说分析,得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网络嵌

入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影响的研究机理(见图１).其中,人力资本的老化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技

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会助推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值.伴随人力资本不断提升,农户对农技推广服务的主

动获取动机也随之跟进,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图１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影响机理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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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数据来源、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１．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所用数据为课题组２０１８年７－９月在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开展主题为“劳动力老龄化、农
业技术推广与乡村振兴”的实地入户调查.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大省,
农业发展优势明显,且均有省级农业科研院校,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相对比较完善,在研究农技推广方

面代表性较好.各省份样本农户按照典型调查、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原则.调查组首先

抽取了４省的典型农业发展大县,然后采用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各县区随机选

取１~３个乡镇,并在每个样本乡镇随机选取１~３个行政村,又在每个样本村随机选择１０个左右样

本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经营主要从事者)进行访谈.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９４２
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４．２０％,调查范围涉及２８个县(区)１０６个行政村.其中,山东１０７户,河南２５０
户,陕西３７４户,四川２１１户.此次调查问卷分村级与户级两个层面,村级问卷内容涉及村庄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技术推广服务情况,户级问卷涉及家庭特征、生产经营情况、社会网络、农技推广服务获

取情况等信息.
样本基本情况如下:从个体基本特征看,样本中受访者以家庭主要决策人为主,男性占比为

９３．６３％,女性占比为６．３７％,平均年龄为５１．３４岁,受教育程度集中为初中文化程度,占比为４４．３７％.
从家庭特征看,获得农技推广服务的家庭占比为５８．９２％,加入合作社的家庭占比为４３．３１％,有亲戚

朋友为村干部的家庭占比为３１．２１％.

２．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农技推广服务获取为二元离散变量,为估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户农技推

广服务获取的影响,选择Probit模型较为合适.其基本回归模型为:

Availabilityi＝Agingiα＋SNiβ＋Ziη＋εi (１)
式(１)中,Availabilityi代表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可获取性:获取＝１,未获取＝０;Agingi代表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α为其待估系数向量;SNi代表农户的社会网络嵌入程度,β为其待估系数向

量;Zi代表影响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的控制变量,η为其待估系数向量;εi为随机扰动项;下标

i表示第i个农户.
进一步地,在式(１)中加入Aging 和SN 的交互项,以检验社会网络嵌入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

模型表达式为:

Availabilityi＝Agingiα＋SNiβ＋Agingi×SNiγ＋Ziη＋εi (２)

３．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１)被解释变量.为了量化农业推广技术服务获取这一指标,借鉴佟大建[２８]、李庆海等[２９]关于

农技推广服务获取与金融借贷服务可得性研究指标,通过直接询问的方式观测农户的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获取行为,以二元离散变量表征.
(２)核心解释变量.①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变量.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衡量,国内还未形成统一标

准.借鉴已有研究做法,在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家庭里计算６０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比作为测度

指标[３０].同样地,选取年龄大于等于６５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占比作为替代变量,用于考察研究结论

的稳健性.②社会网络嵌入变量.社会网络嵌入与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紧密相关,是对人们社会资本

的重要表征.格兰诺维特在波兰尼“嵌入理论”基础上,最早对嵌入性概念进行设定,并提出关系嵌入

与结构嵌入二分类标准.其中,关系嵌入有赖于人们对情感联系、互惠互助、信任认同的关注程度,用
以刻画经济行为者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如互动频率、关系强度、关系质量;结构嵌入涉及到

行为者所处位置和结构对信息流动与资源获取的影响,用以描述行为主体在网络中的地位,通常由网

络规模、网络位置等指标衡量[３１Ｇ３２].
由于社会网络嵌入是难以被直接观测得到的潜变量,已有研究中并未形成统一的测度标准.基

于已有文献与社会网络嵌入性概念,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农户社会网络嵌入程度.借鉴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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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的测量指标[３３Ｇ３４],根据社会网络嵌入与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这一研究

内容,课题组通过询问家庭生产经营决策者与同村村民生产经验交流频率、村民之间生产决策的相互

影响、周围村民之间互助情况,农户所认识农技人员、公务人员等社会资本丰富的群体数量,农户在村

内社会地位(以村长为参照点自评)、周边人向其或家庭主事人询问生活中重大事项决策的情况,从互

动频率、信任强度、关系质量、网络规模、网络位置以及社会声望方面来考察社会网络嵌入具体测量指

标的选取(见表１).
表１　社会网络嵌入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互动频率 与同村村民交流程度 很少＝１;较少＝２;一般＝３;较多＝４;很多＝５ ３．３２３ １．１７８

信任强度 村内种植大户对您生产经营决策影响程度 很小＝１;较小＝２;一般＝３;较大＝４;很大＝５ ２．８８２ １．２０７

关系质量 是否经常从周围人身上得到帮助情况 很少＝１;较少＝２;一般＝３;较多＝４;很多＝５ ２．９８１ １．２０６

网络规模
所认识的农技人员、公务员、企业老板人员
数量加总并赋值

０人＝１;１~２人＝２;３人＝３;４~５人＝４;５人
及以上＝５

２．８９３ １．５１０

网络位置 目前家庭在村里社会地位情况 按照１~１０分由低到高进行打分自评 ５．６４２ ２．５５９

社会声望 别人有重大事情找您(主事人)商量频率 很少＝１;较少＝２;一般＝３;较多＝４;很多＝５ ２．７７９ １．２０９

　　为避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SPSS２１．０软件对农户社会网络嵌入程度变量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按照以下步骤提取公因子,并计算农户社会网络嵌入程度.首先,得到社会网络嵌入程

度变量的 KMO值为０．８５０,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３９１８．１５９(sig．＝０．０００),说明所选取的样本

指标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为使因子分析的结果更具经济含义,本文选取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

旋转后,运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根大于１的２个公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８３．０５２％.其中,公因

子１的方差贡献率为４２．４７６％,包含互动频率、信任强度、关系质量.因这些变量反映的是农户乡村

社会关系嵌入情况,故命名为关系嵌入.公因子２的方差贡献率为４０．５７６％,包含网络规模、网络位

置、社会声望.因这些变量与农户在乡村社会中网络结构位置有关,反映的是社会结构嵌入,故命名

为结构嵌入.最后,分别以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对社会网络２个维度的因子得分加权求

和,计算样本农户的社会网络嵌入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社会网络嵌入程度＝(４２．４７６×关系嵌入

得分＋４０．５７６×结构嵌入得分)/８３．０５２％.
(３)其他控制变量.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情况除受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网络嵌入的影响

外,还可能与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生产经营特征、村庄特征等因素有关.参考已有研究[３５],为避免其

他可能影响因素对检验结果造成干扰,本文还控制了相关层面的变量(见表２).其中,家庭农业生产

主要经营者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认知、健康状况、信息获取能力.家庭特

征,包括农业收入占比、家庭与村干部紧密程度、加入合作社情况、生产经营规模、家庭外出务工情况.
村庄特征,包括村庄与当地县级政府的距离、村庄近两年举办农业技术指导培训次数、村庄有无专门

进行农业技术指导服务的科技特派员.对于区域特征,设置地区虚拟变量,来控制区位因素的影响.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实证部分首先探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影响,估计结果

见表３中方程(１),然后引入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两个变量,分析不同维度的社会网络嵌入的影响差

异,估计结果见表３中方程(２),进而引入社会网络嵌入、劳动力老龄化和社会网络嵌入的交互项,进
一步考察社会网络嵌入作用机理以及社会网络嵌入能否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

获取的冲击.最后,为深入解读不同维度的社会网络嵌入的作用差异,引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与农

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交互项,重点研究哪一维度的社会网络嵌入缓解作用更加明显.

１．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影响

表３结果显示,各模型的卡方统计检验值均在１％水平上显著,说明各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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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技推广服务获取 ２０１７年您家获得农技培训服务或技术指导情况:是＝１;否＝０ ０．５８９ ０．４９２

老龄化程度(以６０岁为标准) ２０１７年年龄大于等于６０岁的农业劳动力/家庭劳动力总数 ０．３７１ ０．３２７

老龄化程度(以６５岁为标准) ２０１７年年龄大于等于６５岁的农业劳动力/家庭劳动力总数 ０．２８８ ０．２８７

社会网络嵌入

社会网络嵌入综合指标 因子分析后的综合得分 ０ ０．７０７

关系嵌入 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因子１ ０ １．０００

结构嵌入 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因子２ ０ １．０００

家庭生产决策者特征

年龄 生产经营决策者２０１７年实际年龄(周岁) ５１．３３７ １２．８７２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９３６ ０．２４４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３;大专＝４;本科及以上＝５ ２．１４０ ０．９６０

风险偏好 您尝试新技术(新品种)意愿:不愿意＝１;一般＝２;愿意＝３ ２．１００ ０．８７３

健康状况
与周围同龄人比,身体健康状况:很差＝１;较差＝２;一般＝３;较好＝４,
很好＝５

３．７５６ １．４２９

信息获取能力
您获取农业生产经营方面信息的能力:很差＝１;较差＝２;一般＝３;较
好＝４;很好＝５

３．０７０ １．０３８

家庭特征

农业收入占比 ２０１７年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０．３３１ ０．２２９

加入合作社情况 您是否为当地农民合作社成员:是＝１;否＝０ ０．４３３ ０．４９６

与村干部紧密程度 您家中是否有亲戚朋友为村干部:是＝１;否＝０ ０．３１２ ０．４６４

生产经营规模 ２０１７年家庭农业生产实际经营面积/亩 １４．６２６ １７．３７５

外出务工情况 ２０１７年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数量/人 ２．２５８ １．３６５

村庄特征

与当地县级政府距离 所在村庄距离当地县级政府距离/千米 １５．９８１ １１．４０２

农技培训情况 近２年村庄举办农业技术指导培训班情况/次 ３．２９７ １．８８０

科技特派员拥有情况 村庄有无专门的农技指导服务方面的科技特派员:有＝１;无＝０ ０．３６６ ０．４８２

好.其中,(１)和(２)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的获取具有负向影响,
且在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即随着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的升高,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会越来越

困难,假说１得到验证.
表３中(１)估计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嵌入这一变量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社会网络嵌入程

度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老龄化农户的农技推广服务获取,假说２得到验证.同时,
表３中(２)的估计结果显示,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分别在１％和５％水平上显著,表明其二者均对农户

农技推广服务的获取有正向影响,有助于老龄化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获取,进一步验证了

假说２.
表３中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家庭经营决策者的受教育水平、风险偏好水平、身体健康状况水平、信

息获取能力对农户获取农技推广服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伴随农技推广体制不断完善,受教水平较

高的农户与公共农技推广部门更易于沟通交流,形成利益联结机制,优先获得农技推广活动参与机

会.偏好于冒险、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更容易接纳新技术,积极响应农技推广服务.鉴于当下

农技推广服务的资源有限性与农户家庭经济地位不平等,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农户,易于获得准公共

性资源的惠顾,获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农户家庭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加入合作社、耕地经营规模、家中有亲戚朋友为村干部,均会

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较为一致[２８].其中,以农

业收入为家中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户,较为关注农技推广,会积极响应农技推广服务工作开展,参与到

农技推广的培训、实验、示范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经营大户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得益于其组织优势、规模经营优势,往往与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相联系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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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践中,公共农技推广部门倾向于选择部分示范社、种植大户作为联系点,形成“农技部门＋合作

社”“种植大户＋农户”的农技推广组织形式.因此,加入到合作社这一组织中的社员农户、大规模经

营农户,较其他农户更容易获取农技推广服务.此外,村两委干部作为村庄社会的治理者,承担着公

共政策执行、社会化服务信息宣传与通知工作.农技推广工作者作为乡村社会中的“陌生人”,不论是

场地安排还是参与农户的选择,均依赖于当地村干部的组织与协调.显然,这无形中赋予了村干部对

社会化服务的干预权,进而影响农户获取农技推广服务的机会与权利.
考虑老龄化、社会网络与农技推广服务的村际差异,当地农技推广服务(以培训为例)次数对农户

农技推广服务的获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农技推广服务的频率加大有助于技术推广服务落地.
不过,农户与当地县级政府(农业局、农技推广站位于当地县城区域)距离的系数为负值但不显著,说
明地域范围的远近并不会影响农户农技推广服务的获取.村庄科技特派员拥有情况对农户农技推广

服务获取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村庄有没有科技特派员并不会影响农户农技推广服务的获

取.结合调研中访谈材料,对此的解释是,科技特派员服务本身无可非议,然而科技特派员下乡次数

过少,且其下乡多是指导特定的联系户,形式主义、定点定户指导色彩浓厚,并非普通农户都能享受到

的服务,特别是家庭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的农户.这一结果说明存在基层农技推广服务的政策执

行偏差难以满足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现实问题.
表３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１)

系数 标准误

(２)

系数 标准误

(３)

系数 标准误

(４)

系数 标准误

老龄化 －３．１１５∗∗ １．３９７ －２．７１４∗ １．４２３ －１．２７２ １．５２０ －２．１８４ ２．２０１

社会网络嵌入 ７．５６８∗∗∗ ２．７０３ ８．５９６∗∗ ３．４９６

关系嵌入 ３．８５５∗∗∗ １．３４６ ６．２５６∗∗ ２．５０３

结构嵌入 ３．２６４∗∗ １．２９５ ４．４６８∗∗ ２．１２０

老龄化×社会网络嵌入 ９．７２５∗ ５．２８０

老龄化×关系嵌入 ３．４７８ ３．７５６

老龄化×结构嵌入 ７．７６０∗∗ ３．９３７

家庭生产决策者特征

年龄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５

性别 －１．４８６ １．５８１ －１．４５１ １．６７８ －２．３１４ ２．１８１ －２．６３９ １０．４３６

受教育程度 ０．８０２∗∗ ０．３４１ ０．７８５∗∗ ０．３４６ ０．９２５∗∗ ０．４０３ １．５０３∗∗ ０．６７９

风险偏好 ０．７０６∗ ０．３７６ ０．６７０∗ ０．３７３ ０．８８２∗∗ ０．４１３ １．２９３∗∗ ０．６０２

健康状况 ０．６６７∗ ０．３６４ ０．６４５∗ ０．３６６ ０．９５２∗∗ ０．４６５ １．３６４∗∗ ０．６５７

信息获取能力 ０．９３８∗∗ ０．４１０ ０．８９７∗∗ ０．３８６ １．１５６∗∗ ０．５１４ １．２１９∗∗ ０．５３２

家庭特征

农业收入占比 ３．５９０∗ １．８４２ ３．２２１∗ １．８７２ ５．１４７∗∗ ２．１８４ ７．９１７∗∗ ３．６２６

加入合作社情况 １．８５６∗∗ ０．７６０ １．８５７∗∗ ０．７８５ ２．２３７∗∗ ０．９４１ ３．１８８∗∗ １．４６７

与村干部紧密程度 ２．７４１∗∗ １．１３５ ２．６３０∗∗ １．１７０ ３．４４４∗∗ １．６０６ ４．２８０∗ ２．５０７

生产经营规模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３ ０．１２１∗∗ ０．０５０ ０．１５５∗∗ ０．０６９

外出务工情况 －０．０６９ ０．２１０ －０．１０８ ０．２２１ －０．１５８ ０．２３５ －０．２００ ０．３２２

村庄特征

与当地县级政府距离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１

农技培训情况 ０．４７６∗∗ ０．２０５ ０．４９４∗∗ ０．２１１ ０．６５０∗∗ ０．２７８ ０．９７７∗∗ ０．４３５

科技特派员拥有情况 １．０９２ ０．９１２ ０．９２２ ０．９３０ １．７５６ １．０９２ ２．１６０ １．４１２
区域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６．６１４∗ ３．５６６ －６．５７２∗ ３．６１０ －９．２３３∗∗ ４．４６０ －１５．４２０∗∗ １２．４９０
观测值 ９４２ ９４２ ９４２ ９４２
PseudoR２ ０．９７０ ０．９７１ ０．９７３ ０．９７９
卡方统计检验量 １２３７．８３∗∗∗ １２３９．２３∗∗∗ １２４１．５９∗∗∗ １２４８．８１∗∗∗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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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社会网络嵌入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缓冲作用

(１)社会网络嵌入的缓冲作用.表３中(３)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社会网络嵌入

的交互项在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社会网络嵌入能够缓解老龄化对农户农技

推广服务获取的负面效应,验证了假设３.
(２)不同维度社会网络嵌入的缓冲作用.表３中(４)的估计结果显示,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与老龄

化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但仅结构嵌入与老龄化交互项显著,表明结构嵌入能够显著缓解老龄化对农

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负面影响,而关系嵌入并未有类似作用.这一估计结果验证了前文的假设４,
不同维度的社会网络嵌入对老龄化影响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取的作用机理存在差异.

进一步思考发现,如何甄别出有效的社会网络是化解农技推广服务“最后一公里”困境的一个重

要路径.中国农村社会中网络关系结构错综复杂,农户的社会网络资源禀赋异质性明显,特别是其在

整个村庄体系中的网络地位与亲缘、地缘、人情观念联系紧密.正如结构洞理论提出者Burt[３６]所言,
个体的网络位置决定着其信息、资源与权力.农技推广服务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的领

头农户掌握更多信息与资源,要素禀赋优势富集,呈现出“结构洞”特征.同时,村庄意见领袖和农技

推广人员也认可这类农户具备更强的技术学习和扩散能力.于是,结构嵌入程度越高、网络规模更

广、社会地位愈高的人,越易于成为普通农户的学习对象,理所应当成为农技推广组织进行技术推广

的首要目标群体.因此,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技术推广服务更容易被那些具备网络结构优势的“能
人”“技术能手”获取,从而形成“中心—边缘化”的服务推广体系形态.

３．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讨论

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６５岁为界限划分老龄户与非老龄户,再次估计农业劳动力

老龄化、社会网络嵌入对农户农技推广服务可获取性的影响.表４方程(１)、(２)、(３)和(４)回归结果

显示,无论作用方向还是显著性情况,以６５岁为标准的结果与上文保持一致,且以６５岁为界限的老

龄化指标系数绝对值大于以６０岁为界限的老龄化指标系数绝对值,说明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技推

广服务获取的影响较为稳健.此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社会网络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的交互

项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且交互项系数值更大,进一步证实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越大,社会网络嵌入

的缓冲作用越大.对此的解释是,农户年纪越大,其积累的社会网络资本愈加丰富,社会网络嵌入、结
构嵌入对其的帮助作用也更加明显.控制变量与前文估计结果相一致,限于篇幅限制,在此不做

赘述.
表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１)

系数 标准误

(２)

系数 标准误

(３)

系数 标准误

(４)

系数 标准误

老龄化 －３．９０４∗∗ １．６５０ －３．２９５∗ １．６９０ －０．７１９ ２．１９５ －３．８０７ ４．１１２

社会网络嵌入 ６．７０４∗∗∗ １．９８６ ６．６３６∗∗ ２．６６０

关系嵌入 ３．４７６∗∗∗ １．０１２ ５．４０４∗∗ ２．４４３

结构嵌入 ２．９３４∗∗∗ ０．９７８ ３．４８２∗ １．９０８

老龄化×社会网络嵌入 １１．９８３∗ ６．８５５

老龄化×关系嵌入 １．０６７ ５．４３５

老龄化×结构嵌入 ９．３４９∗ ５．６３９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５．２３５∗ ２．９５３ －５．４３０∗ ３．０５２ －６．４８６∗ ３．４５９ －１２．７７８∗ ８．４８４
观测值 ９４２ ９４２ ９４２ ９４２
PseudoR２ ０．９７０ ０．９７１ ０．９７３ ０．９８０
卡方统计检验量 １２３７．９７∗∗∗ １２３９．２２∗∗∗ １２４１．３０∗∗∗ １２５０．１２∗∗∗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四个农业大省９４２户的微观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方法,引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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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嵌入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交互项,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网络嵌入与农户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获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社会网络嵌入程

度的提升对老龄化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二,社会网络嵌入中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两个维度,均对老龄化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三,社会网络嵌入程度的提升能够缓解农业生产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获取

的负面影响,且不同维度的社会网络嵌入作用具有差异.具体为,结构嵌入的缓解效应显著,关系嵌

入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四,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与村庄特征结果表明,偏好冒险、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良好、

信息获取能力越强的农户农技推广服务获得性更大,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越大、加入合作社、有亲戚朋

友是村干部、耕地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户,越易于获取农技推广服务.同时,当地村庄农技培训服务次

数越多,农户获取农技推广服务的可能性越大.
农技推广服务是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形成的动力来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此的负面影响亟需

解决.根据以上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农技推广过程中,正视老龄化问题,反思“老年农业”
客观现实的同时,更要从制度建设着手,而非认定是年龄本身的问题.取消农户在社会化服务获得中

的年龄门槛,鼓励农业生产一线的老年人积极参与以观摩为主导的农技培训,改善乡村人力资本,不
断激发老年农业的潜力,加强老年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第二,调整农技推广服务供给服务体

系,积极推动老年农技推广服务团体构建,注重对老龄劳动力的技术培训与服务提供,设计针对老龄

户的农技服务套餐,提升农技推广服务供给的精准化水平.第三,化年龄劣势为优势,创新农业科技

服务组织形式.农技推广服务推进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乡村社会环境,重视社会嵌入的影响与农户在

乡村社会中的网络地位差异,不断创新农技推广模式,为老龄户技术学习提供组织基础,提高农业技

术推广效率.譬如,建立“农技推广站＋老年生产协会＋农户”、“科技特派员＋老年农户”的农技推广

方式,防止老龄农户技术获取的边缘化.第四,鉴于老龄劳动力的特殊性,要特别关注其健康状况与

文化素质建设,设立相关保障机制.积极引导老龄人口自组织协会建设,可选择威望高的老龄带头人

成立老年科技服务组织与生活互助组织,吸纳其他老龄农户加入.同时,鼓励老龄劳动力加入农业生

产合作组织,为其服务获得提供平台.

参　考　文　献

[１]　胡雪枝,钟甫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２(７):２９Ｇ３９．
[２]　ANCB,JEONSH．Demographicchangeandeconomicgrowth:aninvertedＧUshaperelationship[J]．Economicsletters,２００６,９２

(３):４４７Ｇ４５４．
[３]　贺雪峰．如何应对农村老龄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３):５８Ｇ６５．
[４]　BRAUW AD,HUANGJ,ZHANGL,etal．Thefeminisationofagri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J]．ThejournalofdeＧ

velopmentstudies,２０１３,４９(５):６８９Ｇ７０４．
[５]　黄季焜,靳少泽．未来谁来种地:基于我国农户劳动力就业代际差异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５(１):４Ｇ１０．
[６]　孙新华．规模经营背景下基层农技服务“垒大户”现象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２):８０Ｇ８６．
[７]　朱启臻,胡方萌．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环境的几个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６(１０):６１Ｇ６９．
[８]　杨志海．老龄化、社会网络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８(４):４４Ｇ５８．
[９]　程名望,盖庆恩,JINYH,等．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２０１６(１):１６８Ｇ１８１．
[１０]姚东旻,宁静,韦诗言．老龄化如何影响科技创新[J]．世界经济,２０１７(４):１０５Ｇ１２８．
[１１]AlMARSHUDIAS,KOTAGAMA H．SocioＧeconomicstructureandperformanceoftraditionalfishermeninthesultanateofOＧ

man[J]．Marineresourceeconomics,２００６,２１(２):２２１Ｇ２３０．
[１２]徐涛,赵敏娟,李二辉,等．技术认知、补贴政策对农户不同节水技术采用阶段的影响分析[J]．资源科学,２０１８(４):８０９Ｇ８１７．
[１３]朱月季．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业创新采纳与扩散[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６(９):５６Ｇ７１．

７８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４８期)

[１４]周娟．基于生产力分化的农村社会阶层重塑及其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７(５):６１Ｇ７３．
[１５]乔丹,陆迁,徐涛．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１４７Ｇ１５５．
[１６]WARDPS,PEDEVO．Capturingsocialnetworkeffectsintechnologyadoption:thespatialdiffusionofhybridriceinBangladesh

[J]．Australianjournalofagriculturalandresourceeconomics,２０１４,５９(１０):２２５Ｇ２４１．
[１７]贾蕊,陆迁．土地流转促进黄土高原区农户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吗? [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８(６):３８Ｇ５４．
[１８]GROOTAERTC．Socialcapital,householdwelfare,andpovertyinIndonesia[R]．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

１９９９．
[１９]黄维德,柯迪．社会关系强度对人力资本贬值的影响:工作压力与知识获取的中介作用[J]．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１７(５):９４Ｇ１０４．
[２０]王笳旭,冯波,王淑娟．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５):１１６Ｇ１２６．
[２１]张晓棠,安立仁,董广茂．关系强度、社会资本对知识获取绩效影响研究[J]．预测,２０１５(１):３５Ｇ４０．
[２２]李博伟,徐翔．社会网络、信息流动与农民采用新技术[J]．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７(１２):９８Ｇ１０９．
[２３]胡海华．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５):４７Ｇ５４．
[２４]DAVISK,NKONYAE,KATOE,etal．ImpactoffarmerfieldschoolsonagriculturalproductivityandpovertyineastAfrica[J]．

Worlddevelopment,２０１０,４０(２):４０２Ｇ４１３．
[２５]ALIA,SHARIFM．Impactoffarmerfieldschoolsonadoptionofintegratedpestmanagementpracticesamongcottonfarmersin

Pakistan[J]．JournaloftheAsiapacificeconomy,２０１２,１７(３):４９８Ｇ５１３．
[２６]佟大建,黄武,应瑞瑶．基层公共农技推广对农户技术采纳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８(４):５９Ｇ７３．
[２７]HOANGLA,CASTELLAJ,NOVOSADP．Socialnetworksandinformationaccess:implicationsforagriculturalextensionina

ricefarmingcommunityinnorthernVietnam[J]．Agricultureandhumanvalues,２００６,２３(４):５１３Ｇ５２７．
[２８]佟大建,黄武．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推广服务获取与农业技术扩散[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８(１１):１２８Ｇ１４３．
[２９]李庆海,孙光林,何婧．社会网络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抑制还是激励? [J]．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８(５):４５Ｇ６６．
[３０]何凌霄,南永清,张忠根．老龄化、社会网络与家庭农业经营[J]．经济评论,２０１６(２):８５Ｇ９７．
[３１]林南．社会资本[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２]程琳琳,何可,张俊飚．基于关系与结构嵌入的农户农业废弃物绿色处置行为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１７):２４１Ｇ２４９．
[３３]GRANOVETTER M．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problemofembeddedness[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１９８５,９１(３):４８１Ｇ５１０．
[３４]张桂颖,吕东辉．乡村社会嵌入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J]．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７(８):５７Ｇ６６．
[３５]WOSSENT,ABDOULAYET,ALENEA,etal．Impactsofextensionaccessandcooperativemembershipontechnologyadoption

andhouseholdwelfare[J]．Journalofruralstudies,２０１７,５４(５５):２２３Ｇ２３３．
[３６]BURTRS．Structuralholes:thesocialstructureofcompetition[M]．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

(责任编辑:金会平)

８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