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５１期)２０２１(１)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１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家庭农场研究”(１８JJD７９００１２);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需求导向型农技推广机制研究”(２０YJC７９０１９７).

新技术采用能够提高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吗?

———基于新技术需求实现度视角

郭熙保1,龚广祥2

(１．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２．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２３)

摘　要　基于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两轮家庭农场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农场新技术

采用情况对其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新技术的家庭农场比未采用新技术的家庭

农场经营效率相对更高;但家庭农场只是一般性采用新技术,对经营效率的提高并不明显;
只有采用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新技术,才能够显著实现增收效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新技术采用的增收效应在经营种类上主要体现在非粮食类经济作

物上;在新技术种类上主要体现在新品种和病虫害防治新方法上;新技术采用对都市郊

区、技能较高的农场主以及示范性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首次提出新

技术需求实现度概念,并发现只有提高新技术需求实现度才能提高家庭农场采用新技术

的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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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时代背景下,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佳生产组织.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指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

由之路,并突出强调要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两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自２０１３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以来,中央和涉农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家

庭农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性文件.２０１４年原农业部出台了«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７
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２０１９年中农办牵头印发了«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

划的指导意见»,２０２０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等.这些

文件的密集出台,标志着国家对家庭农场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家庭农场作为一个生产者,代表着中国当前和未来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方向,是推动农业新技

术直接应用于生产的主力军.家庭农场对新技术的需求程度和采用能力都比小农户要大得多,因此,
家庭农场更愿意采用农业新技术,并从新技术采用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理论上的假设是否与事

实相符,也就是新技术采用能否给家庭农场带来更高的效益,还需要进行实证检验.为此,本研究基

于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两轮家庭农场调查数据,从农业新技术需求实现度视角,考察家庭农场新技术采

用行为对其经营效率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关于新技术采用对生产者经营效率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在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

观点是抑制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并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１Ｇ６].“农业踏车假说”指出,由于农

业新技术在早期只被少量农户所采用,这样早期采用了农业新技术的农户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但随

着农业新技术在更大区域、更广范围内不断扩散,使得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农户不断增多,此时,供给曲

线不断向右移动,然而农产品大都缺乏需求弹性,进而导致农民农产品总收入下降的幅度比农产品成

本下降的幅度大,最终导致农民收入随着总供给曲线右移而下降.黄祖辉等基于“农业踏车理论”,利
用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农业技术进步数据,研究发现农业技术进步并没有显著提高农业生产者收入,但
他同时强调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者增收有重要作用[７].王益松研究发现,由于受要素市

场和产品市场挤压,除少数能够使用领先技术的农民外,大多数农民难以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业收入

水平[８].另一种观点是促进论.例如,邬德林等认为农业技术创新能够通过促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农产品种类丰富、农产品质量提升以及农村劳动力释放等提高农民收入[９].在宏观研究层面,杨义武

等发现区域间密切的经济活动能够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对农民增收的溢出效应[１０].在微观研究层面,

Ding等基于云南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应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和缓解贫困程度[１１].
黄腾等研究发现采用有效节水灌溉技术能够使农业亩均收入增长１９．６６％[１２].侯晓康等发现采用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可使农户农业收入提高８％[６].此外,现有研究还发现,农业技术培训能够提高农民

新技术采纳率,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增加[１３].
这两种观点其实不存在矛盾.从长期动态角度看,农业技术进步导致产量增加,产品价格下降,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农业生产者从技术进步中获得的收入并不会随着技术进步而增加,甚至会减

少.但在短期,率先采用新技术的农业生产者,将会获得新技术带来的更高收益,那些认为新技术采

用能够给农业生产者带来更高效益的观点是从短期角度来考虑的.本文要讨论的是短期情况,也就

是家庭农场采用新技术对其当期收入的影响.
关于家庭农场和规模经营户新技术采用对其经营效率影响的研究文献目前并不是很多.蔡荣等

在研究示范家庭农场技术效率是否更高时,发现采用测土配方和节水灌溉技术对家庭农场的技术效

率具有促进作用,即新技术采纳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技术效率[１４].刘德娟等在研究水稻生产

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时,发现农技指导能够提高家庭农场收入[１５].张瑞娟等对普通农户和种粮大户进

行比较分析,发现种粮大户有更高概率采纳农业新技术,进一步研究发现采纳农业新技术能够提高粮

食生产的技术效率,对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绩效提升促进作用明显[１６].高鸣等进一步发现,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在生产、销售、加工等环节比传统主体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优势,其经营绩效

更好[１７].
以往文献或着眼于农户新技术采用绩效,或侧重于某一种新技术采纳行为是否能提升家庭农场

绩效,鲜有从农业新技术需求实现度的视角,考察家庭农场新技术采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收入水平.
因此,本研究拟在以下方面进行探索: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家庭农场,运用家庭农场微观调查数据,从农

业技术需求实现度(家庭农场新技术实际采用占其新技术需求的比例)视角考察农业新技术采用对采

用者经营效率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和变量设定

　　１．模型设定

参考现有研究农业新技术应用(农业技术研发、推广、扩散、采用等)对生产者的收入效应影响的

文献[１８],同时结合本文解释变量的特征,本研究首先建立最基本的 OLS回归模型:

ln(Y)＝α＋βX ＋γZ＋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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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家庭农场的亩均收入,代表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自变量中X 表示

家庭农场农业新技术采用情况,Z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向量;ε为随机扰动项.由于家庭农场亩均收入

实际上难以满足随机误差项同方差与服从正态分布假定,进而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分位数回归模

型能够放宽随机误差项独立同分布假设,为此本文采用分位数模型考察农业新技术需求实现度对家

庭农场亩均收入的影响.本文定义Qq[ln(Y)]代表q分位上的家庭农场亩均收入水平,对于任意的

０＜q＜１,构建如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

Qq[ln(Y)]＝αq ＋βqX ＋γqZ＋εq (２)

２．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组织的两轮家庭农场问卷调查.２０１７
年调查地区是湖北省武汉市和安徽省郎溪县,调查问题发生的时间是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由家在农村

的大学生在其本村和邻村进行调查,调查问题发生的时间是２０１７年.两轮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

１０７３个,调查内容涵盖了农场主基本信息、经营类别、农业新技术采用情况、农场收入与支出情况等.
由于调查的家庭农场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两类,但本文所讨论的新技术采用主要针对种植类家庭农

场,因此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步剔除非家庭农场(小农户);第二步剔除了纯养殖类家庭农场;
第三步,剔除种植面积低于５０亩且种植业产值低于整个家庭农场产值一半的种养混合家庭农场,共
得到５２３个种植类家庭农场样本,最后删除未填写种植收入、缺少农场主年龄和个人基本特征错误以

及经营面积未填的样本,共得到４６７个种植类家庭农场样本.

３．变量选取与测度

(１)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用亩均收入代表,在替代指标中,用劳均收入

代表,并把粮食和非粮食作物分类分析.
(２)解释变量.本文主要解释变量是家庭农场新技术采用,包括三个变量:新技术采用概率、新技

术采用种数、新技术需求实现度.２０１７年家庭农场问卷调查的问题代码是 G２:“在过去一年里,您是

否使用过如下新技术? (可多选)”,农场主回答的选项有“１．新品种;２．新机械;３．新化肥;４．新农药;

５．病虫害防治新方法;６．新生产方法(如新作物栽培方法、新施肥配方、新农药喷洒方法、新灌溉方法

等);７．新管理方法(如新田间管理、新作业方法、新成本控制方法等);８．未采用任何新技术.”首先如

果农场主选８,则认为该家庭农场没有采用任何新技术,赋值为０,否则则认为有使用新技术,赋值为

１.其次,若农场主在１－７中进行单选或多选,选了几项就赋值为相对应的数值,未选则赋值为０.
例如某农场主选择了１和２,则表明该家庭农场采用了２种新技术,就赋值为２.统计发现,在被访的

４６７户家庭农场中,采用新品种的有２４２户家庭农场,占比达到５１．８２％,采用新农药的有１７３家,占
比３８．１２％,采用新机械的有１１３家,占比为２４．２０％,未采用任何新技术的家庭农场９８家,占比

为２０．９９％.
在调查问卷中除了设计了新技术采用的问题,还设计了家庭农场对农业技术需求的问题,代码为

G１:“您觉得您的农场需要哪类农业技术服务? (可多选)”.该问题共设计了２７个选项,其中与种植

业相关技术需求如下:１．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２．新品种技术服务;３．优良品种选育服务;４．栽培管理

技术服务;５．施肥技术服务;６．农机技术服务;９．育秧技术指导;１０．地膜覆盖技术服务;１１．节水灌溉技

术服务;１２．收割技术指导;１３．晾晒/烘干技术指导;１４．农药安全使用技术服务;１５．大棚技术服务.对

这些选项与以上编码为 G２ 的问题进行一一配对,然后将 G１ 的选项１与 G２ 的选项５配对;将 G１ 的

选项２和３与 G２ 的选项１配对;将G１ 的选项４、５、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１５与G２ 的选项６配对;将G１ 的

选项６与 G２ 的选项２配对;将 G１ 的选项１３与 G２ 的选项７配对.这样可以计算出每一个家庭农场

新技术需求种数和与其配对的新技术采用种数,用新技术采用种数除以与其配对的新技术需求种数,
即可得到新技术需求实现度.统计发现,在４６７户家庭农场中,有以上新技术需求的有４１８户,平均

而言,家庭农场新技术需求实现度的平均值为４１．０％.在有以上新技术需求的４１８户家庭农场中,需
求最大的新技术是新品种,需求户数为３１３户,与之配对实际采用新品种的户数为１８７户,新品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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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需求实现度为５９．７％.需求第二大的新技术是病虫害防治新方法,有３０２户,与之配对实际采用病

虫害防治新方法的户数为１００户,病虫害防治新方法需求实现度为３３．１％.需求最少的技术是新管

理方法,仅有３９人,与之配对实际采用新管理方法技术的人数为１５人,新管理方法技术需求实现度

为３８．５％.
(３)控制变量.本文分别控制了农场主个体特征变量、农场经营变量和外部环境变量.农场主个

体特征变量包括农场主年龄、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农场经营变量包括家庭参与农场劳动人数、是否机

械化作业、经营规模、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使用互联网、外部环境变量包括是否获得非正规信贷和正

规信贷、是否获得政府技术指导等.
具体变量定义及测度说明见表１.

表１　变量测量和赋值

被解释变量 变量说明

全部家庭农场亩均收入/(元/亩) 家庭农场种植业总销售收入/种植业总亩数,估计时取对数

粮食作物家庭农场亩均收入/(元/亩) 粮食作物家庭农场总销售收入/粮食作物种植总亩数,估计时取对数

非粮作物家庭农场亩均收入/(元/亩) 非粮食作物家庭农场总销售收入/非粮食作物种植总亩数,估计时取对数

替代变量

全部家庭农场劳均收入/(元/人) 全部家庭农场总销售收入/参与家庭农场劳动的劳动力人数,估计时取对数

粮食作物家庭农场劳均收入/(元/人) 粮食作物家庭农场总销售收入/参与家庭农场劳动的劳动力人数,估计时取对数

非粮作物家庭农场劳均收入/(元/人) 非粮作物家庭农场总销售收入/参与家庭农场劳动的劳动力人数,估计时取对数

解释变量

是否采用新技术(状况维度) 采用了新技术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新技术采用的种数(强度维度) 家庭农场采用n种新技术就记为n,没有采用记为零

新技术需求实现度(匹配维度)
对家庭农场新技术的需求和新技术的采用一一配对,然后用采用的新技术种数除以配
对的新技术需求的种数(百分比)

控制变量

农场主年龄 调查年份减去农场主出生年份,在实证中取对数值

农场主受教育程度
从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技校与中专,大专,大学及其以上,依次记为０,６,９,１２,
１５,１６

劳动人数 参与家庭农场经营活动的家庭成员人数

是否机械化作业 是记为１;否则记为０

经营规模/亩 家庭农场实际经营面积取对数

是否加入合作社 农场主加入合作社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是否使用互联网 使用了互联网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非正规信贷 获得非正规信贷支持的,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正规信贷 获得正规信贷支持的,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技术支持 当地政府对家庭农场有技术指导服务,就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

　　４．单变量分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２可以看出,使用新技术的家庭农场亩均收入为２７４０元,其中,粮食作物亩均收入为１３３３
元,非粮作物亩均收入为４５９２元;未使用任何新技术的家庭农场亩均收入为２１４７元,其中:粮食作物

亩均收入为１１３５元,非粮作物亩均收入为３０４８元.这表明,与未采用新技术的家庭农场相比,采用

新技术的家庭农场收入水平相对更高;分粮食和经济作物类别来看,结果依然如此.此外,经济作物

亩均收入的增加远高于粮食作物亩均收入的增加.细分技术种类来看,采用新品种、新机械、病虫害

防治新方法、新生产方法、新管理方法组的收入水平相对更高.
从表３可以看出,新技术采用种数与亩均和劳均收入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新技术需求实

现度与亩均和劳均收入却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如果使用的新技术不是农场需要的则

与其经营效率关系不大,只有当新技术采用正好是农场需要的则能提高其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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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按是否采用新技术分组家庭农场经营效率情况 元

变量名称
是否采用
新技术

新品种 新机械 新化肥 新农药
病虫害防
治新方法

新生产
方法

新管理
方法

采用新技术家庭农场组的经营效率

亩均收入 ２７４０ ２６５８ ２９７８ ２１５７ ２２６１ ３１８７ ３２６１ ２７２６

粮食作物亩均收入 １３３３ １４２５ １１９３ １２７７ １１９８ １５００ １４３４ １４７１

非粮作物亩均收入 ４５９２ ４６０７ ５７２３ ３７１４ ４０８３ ５０７１ ５０６８ ４４２９

劳均收入 ４１９７２５ ４８７２４３ ６８６８１４ ２９５８００ ４０３０５５ ５１０３６９ ４４４９８６ ３９６５６４

粮食作物劳均收入 ２８３９７５ ３１１４５２ ４０９１６７ ２４０５９１ ２７３５８１ ３２２７９６ ２９６５９５ ３１３４４３

非粮作物劳均收入 ３９１３９６ ５００２４７ ７７３７３５ ２１６９０９ ３９６２１６ ４８２６４７ ３９６６８５ ２７２８０８

未采用新技术家庭农场组的经营效率

亩均收入 ２１４７ ２５７０ ２４９９ ２８０６ ２８３３ ２４０４ ２３１３ ２５８４

粮食作物亩均收入 １１３５ １１３６ １３３０ １３０４ １３６２ １２２０ １２３０ １２４３

非粮作物亩均收入 ３０４８ ３９０６ ３８３４ ４４０９ ４３０７ ３９０６ ３８１２ ４１６８

劳均收入 １８９１７４ ２４５１３５ ２６９７９５ ４０２２７７ ３５１３３８ ３１９９４７ ３３６６５６ ３６３９００

粮食作物劳均收入 １２９３２５ １８３３５８ ２００８６０ ２６０６３４ ２４０２３１ ２２８７８１ ２３４２８７ ２３６２２６

非粮作物劳均收入 １６６４０９ １９７３４０ ２２２０６８ ３７９８８６ ３０９８４３ ２８３６４７ ３０９６０６ ３６０２１８

表３　基于新技术采用种数、需求实现度分组统计家庭农场经营效率情况 元

基于新技术采用种数分组统计的收入

新技术采用个数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亩均收入 ２１４７ ２３３２ ３０８１ ２９９６ ２７３３ ２７０２ １４３８ ２７７２

粮食作物亩均收入 １１３５ １１７１ １５６７ １１９７ １１８８ １６３２ １２３０ １５６２

非粮作物亩均收入 ３０４８ ３８１６ ４４３３ ６４９８ ４４３４ ４２３８ ２４１１ ５２８５

劳均收入 １８９１７４ ３２４４９４ ３３６８６７ ４５９１９８ ６６６９９５ ４２６１９８ ２２６４６５ ５９８８５２

粮食作物劳均收入 １２９３２５ ２９９４４４ ２７０９６５ ２２２００３ ２６７５９２ ３２２０３６ １７０５７４ ７２７６３４

非粮作物劳均收入 １６６４０９ ２１４７６０ ２６７９５０ ５８５７９０ ８６６１６６ ２８３５１６ １５０００９ １６３１３３

基于新技术需求实现度分组统计的收入

新技术需求实现度/％ ０ (０,３５] (３５,６０] (６０,１００) １００
亩均收入 １７４７ １８７２ ３９４８ ３１７８ ３２２７
粮食作物亩均收入 １１２３ １２３６ １１６３ ２０４９ １４７９
非粮作物亩均收入 ２５９４ ３９３２ ６７６３ ４３６２ ４９４３
劳均收入 ２３４１３５ ３９７３４０ ３６６８８６ ５７８０５６ ５２２９６９
粮食作物劳均收入 ２４３７０３ ２２８７９２ ２４８３５４ ３４０１７９ ３２００６３
非粮作物劳均收入 １２９１６５ ５１２１８８ ３２５７７７ ５７６４６３ ５０６８７１

　　三、实证分析

　　１．基准估计

首先把家庭农场亩均收入作为种植类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代理指标,亩均收入越高,意味着种植

类家庭农场经营效率越高.
表４模型(１)~(３)分别考察是否采用新技术、新技术采用种数和新技术需求实现度对家庭农场

亩均收入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与完全没有使用新技术的家庭农场相比,使用新技术的家庭农场亩

均收入水平相对更高,这表明新技术采用总体上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有正面影响.家庭农场新技术

采用种数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而新技术需求实现度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个回归

结果表明,仅仅采用新技术种类多不一定会带来家庭农场经营效率提高,但符合自己需要的新技术采

用能够明显增加家庭农场经营效率.模型(４)~(６)表示是否采用新技术、新技术采用种数和新技术

需求实现度对粮食作物家庭农场亩均收入的影响.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新技术采用变量、还
是新技术采用种数变量,两者估计系数虽然为正,但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这意味着增加家庭农场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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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采用的比例、新技术采用的种数对粮食种植类家庭农场的增收效果并不明显.但新技术需求实现

度的变量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经营粮食作物的家庭农场新技术采用的增收效果并不是

很明显,但与需求相匹配的新技术采用有较显著的收入效应.模型(７)~(９)考察新技术采用状况、新
技术采用种数和新技术需求实现度对家庭农场非粮作物亩均收入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哪个

变量,其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综上所述,家庭农场简单地增加新技术采用种类的增收效果并不明

显,只有采用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新技术(即提高新技术需求实现度),增收效果最为明显.分经营类

型来看,新技术需求实现度的增收效应主要体现在非粮作物种植上.
关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农场亩均收入有正向的影响,教育可以提高

农场主知识技能,而知识技能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从而对提高家庭农场亩均收入起促

进作用.劳动力投入量促进家庭农场亩均收入增加,但是把劳动力机会成本考虑进来后,其对家庭农

场亩均收入的促进作用也将逐渐减弱.经营规模对家庭农场的亩均收入存在负面效应,这与其他学

者研究结论一致[１９],主要原因是我国家庭农场普遍存在过度规模化的现象[２０Ｇ２１].加入合作社能够提

高家庭农场亩均收入,家庭农场参与合作社一方面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农产品的

销售渠道,获得农产品品质溢价来提高家庭农场亩均收入水平.
表４　新技术采用的收入效应

变量
亩均收入

(１) (２) (３)

粮食作物亩均收入

(４) (５) (６)

非粮作物亩均收入

(７) (８) (９)

是否采用新技术 ０．２３０∗ ０．１３８ ０．４２２∗∗

(１．８４) (１．６１) (２．２７)

新技术采用种数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９∗

(１．６１) (１．２４) (１．９０)

新技术需求实现度 ０．６０３∗∗∗ ０．２３３∗ ０．８４６∗∗∗

(４．５４) (１．９５) (４．２２)

农场主年龄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７３∗ ０．４３１∗ ０．５１８∗ －０．０９５ －０．１９０ ０．１２７
(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６) (１．７１) (１．８２) (－０．２１) (－０．４３) (０．２６)

农场主教育程度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２．３３) (２．３１) (１．８０)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８５)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２６)

劳动人数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１．６８) (１．７０) (１．５５)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３８) (０．５７) (０．７２) (－０．２４)

是否机械化作业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８ ０．２５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４ ０．２７６ ０．２９８ ０．５９２∗∗

(０．３３) (０．３１) (１．１１)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２６) (１．２５) (１．３０) (２．３２)

经营规模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５∗∗∗ －０．２７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９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３∗∗∗ －０．３２２∗∗∗

(－５．００) (－４．９８) (－５．１４) (０．２２) (０．１８) (０．５４) (－３．１０) (－３．０１) (－３．５５)

是否加入合作社 ０．２１８∗∗ ０．２３５∗∗ ０．２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５
(２．２１) (２．３５) (２．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３２) (０．９０) (１．１４) (１．００)

是否使用互联网
０．１４４ ０．１３１ ０．１６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３ ０．１４９ ０．１８１ ０．１６４ ０．１０２
(１．５３) (１．３８) (１．６０) (１．６６) (１．５９) (１．６２) (１．４５) (１．２９) (０．６６)

技术支持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０ －０．１５８∗∗ －０．１６３∗∗ －０．１３０ ０．２８９∗ ０．２９５∗ ０．１９７
(０．３０) (０．２４) (０．６４) (－２．０７) (－２．０２) (－１．５０) (１．９０) (１．８９) (１．１１)

非正规信贷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３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３７) (０．６０) (０．６１) (０．４７) (０．１８) (０．０５) (－１．９７)

正规信贷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１ ０．１９５ ０．２１２ ０．３７７∗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２８)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３７) (１．３３) (１．４４) (１．８８)

常数项 ７．６１０∗∗∗ ７．９０８∗∗∗ ７．７７０∗∗∗ ４．９７０∗∗∗ ５．２２１∗∗∗ ４．７９４∗∗∗ ８．４２８∗∗∗ ８．９０９∗∗∗ ８．２１２∗∗∗

(５．６２) (５．８８) (５．４８) (４．２０) (４．４９) (３．６４) (４．８６) (５．２６) (４．５４)
样本量 ４６７ ４６７ ４１８ ３１５ ３１５ ２８４ ２７５ ２７５ １８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标准误.下同.

　　２．稳健性检验

(１)只保留纯种植业样本.由于本文把超过５０亩或者种植收入超过总收入５０％的种养混合型

家庭农场界定为种植类家庭农场.这样界定可能有偏差,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为此剔除掉那些种养混

合的家庭农场,只保留纯种植类家庭农场的样本进行估计,见表５.

８３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１期)



表５　保留纯种植业样本的估计结果

变量
亩均收入

(１) (２) (３)

粮食作物亩均收入

(４) (５) (６)

非粮作物亩均收入

(７) (８) (９)

是否采用新技术 ０．３２２∗∗ ０．１５７ ０．６２２∗∗

(１．９７) (１．４０) (２．４０)

新技术采用种数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４
(０．９０) (０．７１) (１．１８)

新技术需求实现度 ０．６１３∗∗∗ ０．１８４ ０．８０６∗∗∗

(３．６８) (１．２４) (３．６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１３ ３１３ ２８２ ２２０ ２２０ １９９ １８１ １８１ １５８

　　表５中,模型(１)~(３)列出了新技术采用对家庭农场亩均收入的影响,模型(４)~(６)列出了新技

术采用对家庭农场粮食作物亩均收入的影响,模型(７)~(９)列出了新技术采用对家庭农场非粮作物

亩均收入的影响.重复表４不同情形估计,结果仍然是家庭农场一般性增加新技术采用增收效果并

不明显,只有采用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新技术(即提高新技术需求实现度),增收效果才会很显著.分

种植类型来看,新技术需求实现度的增收效应主要体现在非粮作物上,在粮食作物上并不明显.表明

基准模型估计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２)将亩均收入更换为劳均收入.在基准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用亩均收入来表示的,这实际上

是用土地产出率作为效率指标,现在用每个家庭农场实际参与劳动的人数的平均收入即劳动生产率

作为被解释变量①,检验结果见表６.
表６　将亩均收入更换为劳均收入的估计结果

变量
劳均收入

(１) (２) (３)

粮食作物劳均收入

(４) (５) (６)

非粮作物劳均收入

(７) (８) (９)

是否使用新技术 ０．４０５∗∗∗ ０．５６５∗∗∗ ０．４０４∗

(２．８７) (３．９７) (１．７７)

新技术采用种数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８∗

(３．１９) (３．５３) (１．９６)

新技术需求实现度 ０．６９７∗∗∗ ０．６３４∗∗∗ １．１３７∗∗∗

(４．５８) (３．９０) (４．３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１７ ３１４ ３１４ ２８３ ２７４ ２７４ １８４

　　表６中,模型(１)~(３)列出了新技术采用对家庭农场劳均收入的影响,模型(４)~(６)列出了新技

术采用对家庭农场粮食作物劳均收入的影响,模型(７)~(９)列出了新技术采用对家庭农场非粮作物

劳均收入的影响.重复表４不同情形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新技术采用家庭农场所占比例、还是新

技术采用的种数、抑或是新技术需求实现度,新技术采用都具有增收效应.分种植类型来看,新技术

采用的增收效应在粮食产物和非粮产物上并无明显差别.这表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可靠.

　　四、拓展性研究

　　１．不同种类新技术采用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影响

上文从整体上论证了新技术采用对于家庭农场经营效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现在分种类考察新

技术采用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促进作用.表７模型(１)~(７)分别表示不同种类新技术对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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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均收入的影响.从估计结果可知,与其他技术相比,新品种、病虫害防治新方法的影响是显著的,尤
其是病虫害防治新技术的影响是最显著的.

表７　采用不同种类新技术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影响 n＝４６７

变量
亩均收入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新品种 ０．１５４∗(１．６９)

新机械 ０．０６４(０．５３)

新化肥 ０．００１(０．０１)

新农药 －０．０９０(－０．９３)

病虫害防治新方法 ０．２８５∗∗∗(２．６７)

新生产方法 ０．１２７(１．１６)

新管理方法 ０．１２４(１．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２．新技术采用对于不同经营特征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影响

从异质性角度进一步考察新技术采用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影响,可分为区域异质性、职业异质

性和经营状况异质性三类.由于中国各地区在人均耕地面积、土地质量、经济发展水平、气候条件等

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将会使得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经营类别存在着显著差异,新技术采用所带来的

经营效率也会存在较大差异.表８模型(１)~(３)考察新技术采用在不同区域的异质性,从估计结果

可知,无论是武汉市,还是郎溪县,新技术采用都能够提高家庭农场经营效率,但相对而言,武汉市的

农场主新技术采用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武汉市家庭农

场位于大城市郊区,新技术信息获取渠道相比一般农业区更多;二是武汉市家庭农场大都经营附加值

更高的蔬菜瓜果之类农产品,而郎溪家庭农场大都经营粮食类农产品,由前回归结果表明,新技术采

用对非粮食类作物经营效率的影响要高于对粮食类作物经营效率的影响.
表８　异质性与新技术采用的经营效率

地区(１)

郎溪 武汉 其他地区

建场前农场主职业(２)①

普通农民 其他职业者
技术人员或
务工人员

是否示范家庭农场(３)

是 否

新技术需求
实现度

０．５０７∗∗∗

(２．６９)
０．７４４∗∗∗

(３．００)
０．５１１
(１．３４)

０．３９１∗∗

(２．３３)
０．８６０∗∗∗

(２．７３)
１．０７４∗∗∗

(３．３０)
０．７７０∗∗∗

(３．１０)
０．５３６∗∗∗

(３．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９２ １２８ ９８ ２４６ ９１ ８１ １００ ３１６

　　分农场主建场前后的职业经历来看,普通农民组估计系数最小,其他职业者介于两者之间,技术

人员或务工人员估计系数最大,这表明新技术采用对技能更高的农场主采用新技术的作用最大.村

干部、农机手或农技员、农资销售人员,外出务工者大多是高素质的职业农民,对新技术信息更为灵

敏,对新技术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快,从而新技术采用的增收效应更大[２２].示范家庭农场与普通家

庭农场相比,前者新技术采用对其增收效果更大.一方面示范家庭农场都是按照较高标准评选出来

的,在农场主素质、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等方面都要优于非示范家庭农场,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和能力

更大,因此经营效率更高.

０４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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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新技术采用对不同规模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影响

用家庭农场年度总收入来表示家庭农场规模,用新技术需求实现度作为新技术采用的强度指标.

为了考察新技术需求实现度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农场亩均收入的影响,在此把家庭农场总收入分为

五个等级,以分位点来衡量,分位数估计结果见表９.表９模型(１)~(５)分别使用１０％、２５％、５０％、

７５％和９０％这五个分位点的亩均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识别新技术需求实现度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

农场亩均收入的影响.从分位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系数值呈现出 U型趋势,从２５分位数开始都很

显著,到５０分位数开始下降,但到７５分位数开始上升,表明采用新技术对家庭农场亩均收入的影响

随着家庭农场规模扩大而先减后增的非线性增加.郭华等研究发现农业科技采纳对低收入农户的收

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增长的正向效应较弱,甚至并不显著.其结论不一

致的原因可能是两者研究的农业经营主体不同,本研究的对象是家庭农场,而郭华等研究的对象是普

通农户[１８].普通农户经营面积较小,新技术采用的规模效应不明显(表９中规模最小的２５分位家庭

农场可以看作是小规模经营主体,其估计值也不显著);而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较大,新技术采用的单位

成本会随着规模扩大而降低.此外,与一般农户相比,家庭农场主的素质更高,能力更强,其资金更为

雄厚,抗风险能力更高,因此,更愿意和更有能力采用新技术,从而,随着规模扩大,新技术采用的收入

效应更大.
表９　新技术需求实现度对不同规模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的影响 n＝４１８

分位点 (１)１０％ (２)２５％ (３)５０％ (４)７５％ (５)９０％

被解释变量 亩均收入

０．４５９
(１．６３)

０．４８３∗∗∗

(３．１５)
０．３７６∗∗∗

(３．４６)
０．６７６∗∗∗

(２．８２)
０．７５３∗∗∗

(４．７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两轮家庭农场问卷调查数据,考察新技术采用对家庭农场

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未采用新技术的家庭农场相比,采用新技术的家庭农场经营效率

更高,但一般性增加新技术采用的增收效果并不明显,只有采用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新技术,即提高

新技术需求实现度才能够实现增收效果.在变换被解释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

结论依然成立.从种植类型来看,新技术采用的增收效应主要体现在非粮作物上,在粮食作物上并不

明显;从经营特征看,新技术采用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影响在区域、农场主职业经历和是否示范性

家庭农场方面存在异质性;从采用新技术种类来看,与其他技术相比,新品种、病虫害防治新方法增收

效果相对更明显;从家庭农场收入水平来看,与低收入家庭农场相比,采用新技术更能促进高收入家

庭农场增加经营效率.
结合以上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在研发农业新技术时,要深入了解农业生产者特

别是家庭农场对新技术的需求情况,使开发的新技术与其需求相配,提高新技术需求实现度.(２)建
立家庭农场农业新技术需求反馈与服务评价机制.通过建立家庭农场农业新技术需求反馈与服务评

价机制,形成以农场主需求为导向的农业新技术服务体系,合理地提供农场主需要的农业新技术,将
减少农业新技术服务供给成本和提高农业新技术的采纳率,从而提高农业新技术的供给效率.具体

来说,农技推广人员可以做好服务前期的农业新技术需求调查,掌握不同家庭农场对农业新技术的服

务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农场农业新技术服务,同时从农场主角度评估已开展的农业新技术服务

效果,形成更准确的反馈.(３)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激励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技术推广效率.主

要是要建立与家庭农场联系机制,例如像郎溪县所做的那样,建立家庭农场顾问制度,健全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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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与家庭农场结成固定的联系机制,并通过充分使用互联网技术,把新技术推广与新技术采用更有

效更紧密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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