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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农户对油菜品种不同性状主观需求的群体间差异与未来变化趋势,为油菜品种选育提供决策

依据,本研究基于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农户固定观察点１８个省份１７７０１个样本的农户调查数

据,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了农户对９个油菜品种性状主观需求的年度变化趋势,研究了不同地区、农地经营

规模、地形区域、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农户对油菜品种不同性状主观需求的群体间差异.结果显示:(１)农户对不

同油菜品种性 状 的 主 观 需 求 程 度 存 在 显 著 差 异,按 全 国 年 均 情 况 排 序,依 次 为:产 量 (８６．１５％)、抗 病 性

(６８．０２％)、出油率(６２．２８％)、抗倒性(６１．４３％)、发芽率(４３．４７％)、抗虫性(４１．４１％)、是否适合机械化(３５．６３％)、

是否“双低”(３５．６０％)、种子价格(３０．９８％);(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农户对产量的主观需求下降了６．６８％,出油率上

升了２８．３０％,抗虫性下降了１７．３０％,抗病性下降了１．９８％,抗倒性上升了１５．６１％,种子价格下降了１７．６０％;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农户对发芽率的主观需求上升了３３．１３％,是否“双低”上升了９．２９％,是否适合机械化上升了

２．７１％;(３)不同农户群体间对油菜品种性状的主观需求存在明显差异.建议从农户需求角度出发,未来在进一

步选育高产和高出油率油菜品种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具有抗性性状的油菜品种选育,有针对性地进行双低品种、

高发芽率品种和适合机械化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可以推出一批优质高价油菜品种,增加油菜育种人员科研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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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２０２０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确定,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是２０２１年经济工作

八项重点任务之一[１].农户是种子的使用者,育成

的品种需要通过农户才能被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新

技术或产品创新是市场需求变化诱导的结果,当市

场对某种产品需求增加,会诱导与此产品相关的新

技术发明与创新,从而推动技术进步[２].因此,了解

农户对各类农作物品种性状的需求,有助于更有针

对性地进行品种选育,推动农户新品种采纳和农业

技术进步.
目前研究农户对农作物品种不同性状需求的方

法主要有２种,一种是根据农户实际使用的品种情

况,统计每个品种的不同性状特征,从而推断不同品

种性状需求.例如 Xiang[３]使用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全

国不同小麦品种的种植面积数据,统计汇报了小麦

品种的产量、粗蛋白质含量、抗病性、全生育期时间

长短和株高等品种性状的需求.
另一种统计方法是直接向农户询问其选用农作

物品种时,不同品种性状对其品种选择行为的影响

高低程度,从而明确农户的主观需求.例如李艳

军[４]使用２００６年湖北荆州２８５个油菜农户调查数

据,统计分析了农户对油菜品种的产量、发芽率、出
油率、生育期、抗性、品牌信誉、是否“双低”、信息服

务、技术服务、购买方便、价格和包装等品种性状的

需求;郭淑静等[５]使用２０１０年黑龙江、吉林、河南和

山东四省６４０个农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了农户对

玉米品种的产量、抗倒性、产品品质、抗病性、熟期、
抗逆性、耐密性和种子价格等品种性状的需求;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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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等[６]使用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农户固定观察点

２０１５年在１５个油菜主省区５２２个农户调查数据,
汇报了农户对油菜品种的种子价格、抗倒性、是否双

低、出油率、产量和是否适合机械化等品种性状的

需求.
上述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首先,缺乏对时间

变化趋势的分析.上述研究主要使用一个横截面时

点的问卷统计数据,或者将一段时间内的宏观数据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其次,缺乏对农户群体间

差异性的分析.农户是一个存在群体间差异的群

体,不同农户对农作物不同品种性状的需求可能存

在明显差异,而上述研究中均仅将农户作为一个整

体进行分析.第三,研究时效性.上述研究的数据

均来源于２０１５年之前.
鉴于此,本研究收集整理了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国家

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农户固定观察点的大样本农户调

查数据,汇报这一长时间跨度上农户对油菜品种不

同性状主观需求的变化趋势,通过趋势分析研判未

来变化,并分析了不同地区、农地经营规模、地形区

域、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农户对油菜品种不同性状主

观需求的群体间差异.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范围

自２００７年起,财政部与原农业部联合成立了国

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在全国油菜主产区设立了３０
个油菜综合试验站,每个油菜综合试验站负责联系

若干油菜生产区域,并在其负责区域内设立农户固

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是其年度常规性工作.调查从

２００９年开始,积累了大量农户数据.
经过汇总整理,得到有效农户样本共１７７０１

个,来自 １８ 个 省 (含 自 治 区、直 辖 市,以 下 简 称

“省”).省份包括安徽、甘肃、广西、贵州、河南、湖
北、湖南、江苏、江西、青海、陕西、上海、四川、西藏、
新疆、云南、浙江和重庆.调查省份的油菜种植面积

占全国油菜总种植面积的９５％以上,大多数试验站

进行了多年连续跟踪调查,各年各站的有效样本量

见表１.
1.2　调查时点、抽样、调查与数据统计方法

１)调查时点与抽样方法.油菜体系的农户年度

调查每年通常有２次,一次是在每年年初进行的生

产现状调查,从上一年１２月月末开始,至该年１月

下旬结束.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由油菜体

系各综合试验站在所辖区域内随机抽取至少５个

县,在县内随机选择至少３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

机选择至少６个农户.
另一次是在各地油菜成熟期进行的田间测产调

查,调查时点根据不同地区的油菜成熟期分别设置.
调查同样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由油菜体系各综

合试验站在所辖区域内随机抽取至少３个县,在每

个抽中的县内随机选择至少３个行政村,每个行政

村随机选择至少３个种植油菜的农户.为使调查数

据衔接匹配,这些油菜种植户原则上要求在各站年

初的生产现状调查农户中选取.
各综合试验站对抽样中选定的生产县、行政村

和农户登记造表,作为长期调查的跟踪对象,无特殊

情况下不再变更.

２)调查方法.采用入户调查方式,由调查人员

与农户当面交流该年度油菜生长和收获情况,对问

卷指标进行询答.询答对象原则上要求应为农户家

庭中的农业生产决策者,即该户中实际决定农业生

产行为的个人.
该调查的调查员主要为各地基层政府农业行政

部门工作人员、农业科研工作者和农技推广人员,具
有较为丰富的农业知识,且在与受访者农业生产活

动之间的长期联系中建立了较强的信任关系,能够

减少受访者不真实汇报的动机,从而保证较高的调

查质量.

３)农户品种性状主观需求的询问方式与指标定

义.油菜体系农户固定观察点问卷中,有询问农户

在选择油菜品种时,不同品种性状的对其选择品种

的影响程度大小.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调查员在生产现

状调查中向农户询问,包括种子价格、抗虫性、抗病

性、抗倒性、出油率和产量共６个性状,采用不限项、
无排序的多选题(即多项任选题)统计.２０１５年起,
该指标改在田间测产调查时统计,在上述６个性状

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发芽率、是否双低和是否适合

机械化３个性状指标,共９个性状指标,采用五分类

李克特量表(非常低、低、一般、高、非常高)统计.
多项任选题的统计方式,等价于对每个多选题

的选项按照２项选择式(高、低)进行统计[７],在多选

题中选择该选项即其影响程度“高”,未选择该选项

即其影响程度“低”.为与２项选择式的数据相衔

接,参考同类研究,本研究将五分类李克特量表数据

进行降维处理,将其程度分类等级从５个等级降为

２个等级.其中,将五分类李克特量表中汇报该性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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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油菜农户调查各综合试验站有效样本量

Table１　Effectivesamplesizeofeachexperimentstationonrapeseedfarmersurvey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２０

省份(区)
Province

综合试验站

Experimentstation
年份 Year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安徽 Anhui
巢湖 Chaohu ９０ ８８ ８３ ８８ ８８ ８２ ３４ ３５ ３６ ２７ ２７
六安 Lu’an ７８ ７６ ８０ ８０ ８２ ７９ ２７ ２５ ３２ ３１ ２７ ２７

甘肃 Gansu 张掖 Zhangye ８４

广西 Guangxi 桂林 Guilin ８６ ７６ ８９ ９２ ８９ １５ １６ ２３ ２５ ２７ ２７

贵州 Guizhou
贵阳 Guiyang １０２ ９３ ９１ ９１ ９１ ９３ ２７ ２１ ２４ ２７
思南 Sinan ８１ ９０ ８９ ８９ ９３ ８６ ２７ ２５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河南 Henan 信阳 Xinyang ８４ ８９ ８９ ８９ ９０ ９０ ２７ １ ２７ ２７ ２７

湖北 Hubei

黄冈 Huanggang １１２ １１５ ９５ １０５ １００ ９０ ３６ ２６ ３４ ２７ ３６ ２７
荆州Jingzhou ９２ ９２ ９２ ９１ ９０ ９１ ３５ ３６ １３ ４５ ２７
襄阳 Xiangyang ９０ ９０ ７２ ９０ ９０ ９０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４５
宜昌 Yichang ９０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１ ８９ ２７ ２５ １９ ７ ２７

湖南 Hunan
常德 Changde ９１ ９１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衡阳 Hengyang ９０ ９０ ９１ ９０ ９０ ９０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长沙 Changsha ７２ ７２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８ ３６ ２６ ２７ ３６ ２７ ２７

江苏Jiangsu
苏州 Suzhou ８０ ９３ ８７ １０２ １０５ ８８ ２７ ２６ ２７ ２７ １８ ２７
扬州 Yangzhou ８９ ９０ ９０ ８６ ８６ ８９ ３２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江西Jiangxi
九江Jiujiang ９０ ８８ ８７ ９０ ９０ ９０ ２６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南昌 Nanchang ２７ ２７ ２７
宜春 Yichun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８７ ９０ ２７ ２５ ２ ２７ ２７

青海 Qinghai 互助 Huzhu ９０ ９０ ５４ ５４ ５４
陕西 Shannxi 咸阳 Xianyang ７１ ６１ ５８ ５２ ７４ ６２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上海 Shanghai 上海 Shanghai ８１ ８４ ９６ １１０ ８８ ８６ ２７ ２７ ２８ ２１ ２７ ２７

四川 Sichuan
成都 Chengdu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８８ ９０ ２７ ２７ １５ ２１ ７
绵阳 Mianyang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南充 Nanchong １２７ １４３ １３８ １３５ １２６ １０２ ２７ ４７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西藏 Tibet 拉萨 Lhasa ２７
新疆 Xinjiang 乌鲁木齐 Urumqi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云南 Yunnan 昆明 Kunming ９０ ９０ ９４ ９２ ９０ ９０ ２６ ２７ ２ ４６ ４５ ４５
浙江 Zhejiang 湖州 Huzhou ８７ ８８ ８８ ８２ ８８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１ ２７
重庆 Chongqing 三峡 Sanxia ８６ ８８ ８５ ８３ ８３ ８４ ２７ ２７ ２８ ２７ ２７

　注:试验站名称是其依托单位的驻地,不代表其所辖区域.Note:Experimentstationnameisthesiteofitssupportinginstitutionanddoes

notrepresentitsjurisdictionarea．

状指标对其品种选择的影响程度“高”和“非常高”的
样本归为一类,与２项选择式中“高”的样本相对应,
定义为农户存在该品种性状的主观需求,赋值为１;
将五分类李克特量表中汇报该性状指标对其品种选

择的影响程度“非常低”、“低”和“一般”的样本归为

一类,与２项选择式中“低”的样本相对应,定义为农

户不存在对该品种性状的主观需求,赋值为０.

４)地区划分方法.在进行趋势分析时,除汇报

全国情况的变化趋势之外,还分别汇报了东、中、西
部地区的变化趋势.其中,东、中、西部地区是按照国

家统计局的分类方法来划分的(http://www．stats．
gov．cn/tjsj/zxfb/２０１７０１/t２０１７０１２０_１４５５９６７．html).

５)数据统计与加权调整方法.在多阶段随机抽

样过程中,每个省内的样本量依赖于该省油菜综合

试验站数量.由于各个省份的油菜种植面积不同,
而样本量没有与其油菜种植面积严格对应,因此在

进行全国和各地区情况的趋势分析时,参考同类研

究的处理方法[８],在数据汇总时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中各省相应年份油菜种植面积做了加权调整.
同时,由于部分试验站的观察年份太少,在年度之间

的可比性不足,为避免对趋势分析结果产生不良影

响,在进行趋势分析时未纳入张掖、拉萨和南昌３个

综合试验站的数据(但本文“２．５节”进行群体间差异

分析时仍然将这３个综合试验站的数据纳入在内).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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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不同农户群体的定义方式.本研究汇报了不

同地形区域、农地经营规模、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农户

对油菜品种不同性状主观需求的群体间差异.
其中,对于农户农地经营规模,按照有效样本的

农户农地经营面积分布情况进行分组.考虑到分组

样本数量的平衡,首先,按照农户农地经营面积的四

分位点分为４组;然后,为了考察超大规模的情况,
在９０分位点、９５分位点和９９分位点也进行分组,
与之相对应,为了考察超小规模的情况,在１０分位

点、５分位点和１分位点也进行分组,共分为１０个

组,具体分组范围见表２.
地形区域按照受访农户所在县的地形类型(平

原县、丘陵县和山区县),以«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

计年鉴 ２０１２»[９]中不同地形类型县的分类进行赋

值,分为平原县农户、丘陵县农户和山区县农户３
组,具体分组范围见表３.

对于年龄,按照有效样本的农户中农业生产决

策者年龄分布情况进行分组.同样考虑到分组数量

的平衡,按照农业生产决策者年龄的四分位点分为

４组,具体分组范围见表３.
对于受教育程度,按照农户中农业生产决策者

受教育年限情况,根据受教育经历分为小学、初中、
高中和大学４组,具体分组范围也见表３.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量和出油率

１)产量.油菜的籽实,即油菜籽,是油菜作物的

主产品,农户对品种产量的需求在各项品种性状中

最高.全国农户对油菜品种产量性状的主观需求在

２００９年为９７．９１％,２０１４年之前均稳定在９５％以

上,２０１５年突降至５０．９２％,随后逐步回升,２０２０年

为９１．２３％,年均８６．１５％,年均变化率 －０．６４％.

２０２０年全国农户对油菜品种产量性状的主观需求

较２００９年下降６．６８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下降

４．５４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１０．６３个百分点,西部

地区下降２．１９个百分点.具体见图１.

２)出油率.油菜是一种油料作物,出油率是体

现其主产品品质的主要特征.全国农户对油菜品种

出油率性状的主观需求在２００９年为５２．０４％,随后

基本呈上升趋势,２０２０年为８０．３４％,年均６２．２８％,
年均变化率４．０３％.２０２０年全国农户对油菜品种

产量性状的主观需求较２００９年上升２８．３０个百分

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４０．５５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上

升３１．８２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２０．９３个百分点.
具体见图２.

　图中标记的数字为全国的数据,下图同.Thedatasmarkedinthe

figurearethewholenationdatas,thesameasbelow．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油菜产量性状主观需求变化

Fig．１　Trendofrapeseedyieldsubjective
demand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２０

图２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油菜出油率性状主观需求变化

Fig．２　Trendofrapeseedoilextractionrate
subjectivedemand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２０

2.2　抗性性状

１)抗虫性.具有抗虫性的油菜品种能够在遇到

虫害时减少农药使用,减少农户的田间作业工作量

和购买农药成本,并提高油菜产量.全国农户对油

菜品 种 抗 虫 性 性 状 的 主 观 需 求 在 ２００９ 年 为

５４．０６％,２０１４年之前均稳定在５０％以上,２０１５年突

降至１８．１０％,随后逐步回升,２０２０年为３６．７６％,年
均４１．４１％,年均变化率－３．４５％.２０２０年全国农

户对油菜抗虫性性状的主观需求较２００９年下降

１７．３０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下降１３．６０个百分

点,中部地区下降２３．５５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

８．７１个百分点.具体见图３.

２)抗病性.与抗虫性相似,具有抗病性的油菜

品种能够在遇到病害时同样减少农药使用,并提高

油菜产量.全国农户对油菜品种抗病性性状的主观

需求在２００９年为７８．０５％,２０１４年之前均稳定在

７５％以 上,２０１５ 年 和 ２０１６ 年 突 降 至 ５４．３１％ 和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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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６０％,随后逐步回升,２０２０ 年为 ７６．０７％,年均

６８．０２％,年均变化率－０．２３％.２０２０年全国农户对

油菜抗虫性性状的主观需求较２００９年下降１．９８个

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下降１４．８９个百分点,中部地

区下降４．２７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３．４７个百分

点.具体见图４.

图３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油菜抗虫性性状主观需求变化

Fig．３　Trendofrapeseedinsectresistance
subjectivedemand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２０

图４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油菜抗病性性状主观需求变化

Fig．４　Trendofrapeseeddiseaseresistance

subjectivedemand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２０

３)抗倒性.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出现倒伏现象

将不便于作物收获,特别是机械化收获.全国农户

对油菜品种抗倒性性状的主观需求在２００９年为

６４．１３％,除２０１６年下降至４６．７８％之外,基本呈稳

步上升趋势,２０２０年为７９．７４％,年均６１．４３％,年均

变化率２．００％.２０２０年全国农户对油菜抗倒性性

状的主观需求较２００９年上升１５．６１个百分点,其中

东部地区上升２５．６２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上升８．５８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２３．４９个百分点.具体见

图５.
2.3　品种特征

１)发芽率.发芽率是体现种子质量的重要指标

之一,在近年来油菜直播比例持续增加的背景下更

加受到农户关注.全国农户对油菜品种发芽率性状

的主观需求在２０１５年为１９．２６％,随后迅速上升,

２０２０年 为 ５２．３８％,年 均 ４３．４７％,年 均 变 化 率

２２．１６％.２０２０年全国农户对油菜发芽率性状的主

观需求较２０１５年上升３３．１３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

区上升４３．７４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上升４４．０９个百分

点,西部地区上升１６．５０个百分点.具体见图６.

图５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油菜抗倒性性状主观需求变化

Fig．５　Trendofrapeseedlodgingresistance
subjectivedemand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２０

图６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油菜发芽率性状主观需求变化

Fig．６　Trendofrapeseedgermination
ratesubjectivedemandfrom２０１５to２０２０

２)是否“双低”.“双低”油菜指芥酸和硫苷含量

较低的油菜品种,全国农户对油菜品种是否“双低”
性状的主观需求在２０１５年为２８．７４％,随后基本呈

稳步上升趋势,２０２０年为３７．７６％,年均３５．６０％,年
均变化率５．８１％.２０２０年全国农户对油菜发芽率

性状的主观需求较２０１５年上升９．２９个百分点,其
中东部地区上升 ０．０５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上升

２７．４６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１３．７１个百分点.具

体见图７.

３)是否适合机械化.随着农业劳动力成本的上

升,近年来油菜农业机械化率逐步提高.全国农户

对油菜品种适合机械化性状的主观需求在２０１５年

为３７．３５％,２０１６年达到５２．２７％,随后降至２０１８年

的２５．４３％,近年来有所回升,２０２０年为４０．０６％,年

均３５．６３％,年均变化率１．４１％.２０２０年全国农户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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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油菜适合机械化性状的主观需求较２０１５年上升

２．７１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下降２０．８０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上升１７．７４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１２．７５
个百分点.具体见图８.

图７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油菜“双低”性状主观需求变化

Fig．７　TrendofrapeseeddoubleＧlowvariety
subjectivedemandfrom２０１５to２０２０

图８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油菜适合机械化性状主观需求变化

Fig．８　Trendofrapeseedsuitableformechanization
varietysubjectivedemandfrom２０１５to２０２０

2.4　种子价格

种子价格是影响农户品种需求的因素之一,全
国农户对油菜品种种子价格的主观需求在２００９年

为３８．７６％,随 后 基 本 呈 下 降 趋 势,２０２０ 年 为

２１．１６％,年均３０．９８％,年均变化率－５．３５％.２０２０
年全国农户对油菜种子性状的主观需求较２００９年

下降１７．６０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１２．１２个百

分点,中部地区下降３０．９３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

３．１７个百分点.具体见图９.
2.5　群体间差异分析

本节中,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析不同农

地经营规模、地形区域、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农户对油

菜品种不同性状主观需求的群体间差异,具体如下:

１)不同农地经营规模农户的主观需求差异.

２０１６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规模农

业经营户数量虽然仅占全部农户数量的１．９２％,但
其耕种的耕地面积占全部耕地耕种面积的比重达到

图９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油菜种子价格主观需求变化

Fig．９　Trendofdensityofpriceofrapeseed
seedsubjectivedemand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２０

２８．６％[１２Ｇ１３].随着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转移,农村

人口数量下降,农户耕地规模随之上升,规模农业经

营农户耕种的耕地面积占比预计会继续上升.了解

规模农业经营农户与非规模农业经营农户对于不同

品种性状的需求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单因

素方差分析的F 检验结果显示,９项油菜品种性状

在不同农地经营规模农户之间均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差异.其中,群体间差异最高的是适合机械化,其需

求总体上随着农地经营规模增加而上升,农地经营

规模最高１％农户的主观需求比农地经营规模最低

１％ 农 户 高 ５１．７２ 个 百 分 点.表 ２ 中,样 本 量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对应产量、出油率、抗虫性、抗病

性、抗 倒 性 和 种 子 价 格 ６ 项 的 样 本 量,样 本 量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对应发芽率、是否双低和是否适合

机械化３个指标的样本量,与表３相同.

２)不同地形区域农户的主观需求差异.耕地地

形阻隔效应的存在会降低田间可达性和作业便利

性,也影响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农业生产的成

本.同时,丘陵山区与平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可

能对农业生产活动产生影响.单因素方差分析的F
检验结果显示,９项油菜品种性状在不同地形区域

之间均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其中,群体间差异

最高的是抗虫性,丘陵县农户和山区县农户分别比

平原县农户高１９．８１个百分点和１５．７１个百分点,其
次是出油率,丘陵县农户和山区县农户分别比平原

县农户高１６．３７个百分点和１２．３６个百分点.具体

结果见表３.

３)不同年龄农户的主观需求差异.中国正逐渐

进入老龄化社会,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外出务工的人

口主要为中青年农民,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速度更快,
农业生产中“老人种田”的情况将更加普遍.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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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决策者年龄的中位数为５５岁,预计未来会

继续上升.老年农民的农业生产经验更加丰富,但
老年人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通常低于中青年.因

此,有必要了解老年农户与中青年农户对油菜品种

性状的差异化需求.单因素方差分析的F 检验结

果显示,９项油菜品种性状在不同年龄农户之间均

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其中,群体间差异最高的

是适合机械化,农户的主观需求随年龄增加而下降,
年龄范围在 １８~４７ 岁农户比 ６１~８７ 岁农户高

２８．６３个百分点.具体结果见表３.

４)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户的主观需求差异.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人民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预计未来

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也会相应提高.具有更高受教育

程度的农民对不同品种性状的差异化需求也需要进

行关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F 检验结果显示,８项

油菜品种性状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户之间有统计上

的显著性差异,发芽率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户之间

的差异性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中,群体间差

异最高的是双低,农户的主观需求随受教育程度增

加而上升,农业生产决策者受教育程度为大学的农

户比农业生产决策者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农户高

１６．６２个百分点;其次是适合机械化,农户的主观需

求同样随受教育程度增加而上升,农业生产决策者

受教育程度为大学的农户比农业生产决策者受教育

程度为小学的农户高１１．０７个百分点.具体结果见

表３.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使用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农户固定观

察点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１７７０１个农户调查数据,统计

了农户对油菜品种不同性状主观需求在全国和分地

区的时间变化趋势,并分析了不同农地经营规模、地
形区域、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农户的群体间差异.通

过对未来变化趋势和群体间差异的研判,得出未来

油菜新品种选育和推广的相关对策建议.具体研究

结论及相关对策建议如下:
3.1　研究结论

１)农户对高产油菜品种的需求最高,对出油率

的需求逐步增长.农户对油菜品种产量性状的主观

需求比例年均８６．１５％,在各个性状中的排名最高.
高产品种可以在有限的农地面积约束下,通过提高

单产直接增加油菜种植收益,因此农户对油菜品种

的产量性状存在着高度需求.产量性状主观需求比

例在２０１５年突降的原因可能是２０１５年油菜收获期

时国家油菜籽临储政策突然取消,导致该年油菜籽

销售价格大幅度下跌,严重损害了油菜种植户收

益[１４],影响了农户追求油菜高产的积极性.近年来

随着油菜种植收益的回升,农户对高产品种的需求

也在逐步回升,２０２０年达到９１．１３％,基本接近了国

家油菜籽临储政策改革前的水平.预计未来农户对

高产油菜品种的需求仍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农户对油菜品种出油率性状的主观需求比例年

均６２．２８％,在各个性状中排名第三,但其需求总体

呈增长趋势,在２０２０年达到８０．３４％,在２０２０年各

个性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产量性状.出油率是油

菜籽品质的重要体现,国家油菜籽临储政策取消后,
农户生产的油菜籽主要通过市场化方式销售,出油

率高的高品质油菜籽更易销售,增加农户收益.因

此,预计未来农户对油菜品种出油率性状的主观需

求会维持上升趋势.

２)农户对抗虫性和抗病性的需求逐步恢复,对
抗倒性的需求稳步上升.病虫害会明显影响油菜产

量,农户对抗虫性和抗病性性状的主观需求比例也

在２０１５年突然下降,原因可能也是２０１５年国家取

消油菜籽临储政策对农户油菜增产积极性的打击,
农户对增产的需求降低时,对病虫害防控的需求也

同步降低.与农户近年来对产量性状主观需求的回

升相似,农户对油菜品种抗虫性和抗病性的主观需

求在近年来也逐步回升.同时,群体间差异分析显

示,丘陵县农户和山区县农户比平原县农户的抗虫

性主观需求更高,原因可能在于丘陵山区森林植被

茂盛,昆虫数量多,更易出现虫害,从而增加了农户

对油菜抗虫性的主观需求.
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油菜种植户倾向于轻简

化栽培,近年来传统油菜育苗移栽技术逐步退出生

产,直播油菜比例大幅度提高[８].直播油菜的种植

密度高,群体间竞争激烈,植株基部通风透光性差,
导致油菜分枝部位高度增加、茎秆质量差,容易发生

倒伏,农户对油菜品种抗倒性性状的主观需求随之

上升,在２０２０年达到７９．７４％,在２０２０年各个性状

中的排名第三,预计未来仍将存在对抗倒性的较强

需求.

３)农户对发芽率的需求迅速提高,东部和中部

地区提高速度更快.直播油菜面临的挑战是低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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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种子是否能够正常萌发[１５].近年来油菜直播

比例逐年增加[８],农户对发芽率的主观需求迅速上

升,６年之间提高了３３．１３个百分点.其中,中部地

区和东部地区的油菜播种期相对较晚,对发芽率的

主观需求提高速度更快,东部地区对油菜发芽率的

主观需求在２０２０年已经提高到７８．７２％.预计未来

油菜直播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农户对油菜发芽率的

主观需求也将继续上升.

４)农户对“双低”油菜的需求存在明显的群体间

差异.芥酸和硫苷对人体健康有害,“双低”油菜更

加有利于人体健康[１０].农户对“双低”油菜的主观

需求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稳步上升,但是在西部地区

６年之间下降了１３．７１个百分点.高芥酸菜籽油具

有独特的浓香风味,更符合一部分西部地区居民的

饮食习惯.群体间差异分析显示,农地经营面积更

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和年龄更年轻的农户,对“双低”
油菜性状的主观需求更高,这些农户可能对“双低”
油菜的健康性有更多了解,因此其主观需求更强.
随着未来规模农业经营户数量增加和农民受教育水

平提高,对“双低”油菜的需求将继续稳步上升.

５)农户对适合机械化油菜品种的需求也存在明

显的群体间差异.近年来农户对于适合机械化油菜

品种的主观需求有所回升,２０２０年较２０１５年上升

２．７１个百分点.规模农业经营农户、中青年农户、受
教育程度更高农户和位于平原地区的农户对适合机

械化油菜品种的主观需求更高,这些农户可能更易

实现油菜的机械化作业,因此对适合机械化品种的

需求更高.近年来油菜农业机械化率逐步提高,

２０１８年油菜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５３．９４％[１１],

但是目前油菜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与粮食作物还

存在着一定差距,随着未来油菜机械化水平的进一

步提高,预计对适合机械化油菜品种的需求将逐步

上升.

６)农户对油菜种子价格的主观需求最低,且呈

下降趋势.全国农户对油菜品种种子价格的主观需

求年均３０．９２％,在各个性状中的排名最低,且在１２
年间下降１７．２４个百分点.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

收益资料汇编２０１９»,２０１８年全国油菜每６６６．６７m２

平均总成本为９１６．９７元,其中种子费２１．６２元,种子

费在总成本中占比仅为２．３６％[１６].由于占比较低,

农户对目前的油菜种子价格不敏感,主观需求较低.

3.2　对策建议

以农户实际需求为导向,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提
出对策建议如下:

１)持续进行高产和高出油率品种选育.农户对

油菜品种产量和出油率性状的主观需求在２０２０年

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产量和出油率直接影响着油

菜种植收益,因此建议未来应该将其作为油菜新品

种选育的重点方向,持续进行高产和高出油率品种

选育.

２)加强具有抗性性状的油菜品种选育.农户对

抗倒性性状的主观需求在２０２０年位居第三,对抗虫

性和抗病性的主观需求近年来也在逐步回升.具有

抗性性状油菜品种的选育对于油菜生产的绿色化和

轻简化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建议未来也要加强具有

抗虫、抗病和抗倒性等抗性性状的油菜品种选育.

３)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加强对高发芽率品种的选

育和推广.由于直播油菜比例持续上升,在缺少育

苗移栽环节之后,低温条件下油菜种子是否能够正

常萌发决定着后期的油菜生长,因此近年来农户对

于油菜品种发芽率性状的主观需求迅速上升.在未

来,受气候变化影响,冬季出现极端低温的概率增

加,高发芽率品种对于稳定东部和中部地区等油菜

播种期较晚地区的油菜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建议未来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加强高发芽率品种的选

育和推广工作.

４)有针对性地进行“双低”品种的推广.由于农

户对“双低”品种性状的主观需求存在着明显的群体

间差异,目前东部地区、农地经营面积更大、受教育

程度更高和年龄更年轻的农户,对“双低”油菜性状

的主观需求更高,“双低”油菜品种可以着重向这些

农户进行推广.

５)有针对性地进行适合机械化品种的推广.农

户对适合机械化品种性状的主观需求也存在着明显

的群体间差异,规模农业经营农户、中青年农户、受
教育程度更高农户和位于平原地区的农户,对适合

机械化油菜品种的主观需求更高,适合机械化油菜

品种可以着重向这些农户进行推广.

６)推出一批优质高价的专用油菜品种,增加油

菜育种人员科研收益.目前种子费占油菜生产成本

比例较低,农户对种子价格不敏感,未来可以在目前

的油菜品种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一批优质高价的专

用油菜品种,强化品种的多样化、专用化,增加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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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人员的科研收益,从而鼓励油菜新品种研发和

推广.

致谢:感谢参与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农户调查的国家油菜

产业技术体系调查员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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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trendandgroupdifferencesanalysisonfarmers’subjective
demandofrapeseedvarietycharactersinChina

LENGBofeng１,LIGucheng２,FENGZhongchao１,MA Wenjie１,LIXianrong３

１．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HubeiRur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２．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ResearchInstituteforAdvancedAgriculturalEconomy,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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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betterunderstandthefuturevariationtrendsofsubjectivedemandsfordifferenttraits
ofrapeseedvarietiesandthedifferencesbetweengroupsoffarmersinChinaandtoprovidedecisionＧmakＧ
ingbasisforthebreedingofrapeseedvarieties,descriptivestatisticalmethodwasusedtoreporttheanＧ
nualtrendsoffarmers’subjectivedemandfortraitsof９rapeseedvarietiesbasedonthesurveydataof
１７７０１samplescollectedfrom１８provinceswithfixedobservationpointsofChinaagricultureresearch
system (rapeseed)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２０．Groupdifferencesoffarmer’ssubjectivedemandsfordifferent
traitsofrapeseedvarietieswereanalyzedbetweendifferentregions,topographicregions,landscale,age
andeducationleveloffarmer．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we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farmers’subＧ
jectivedemandfordifferenttraitsofrapeseedvarieties．Accordingtotheannualaverageofwholenation,

thedecreasingorderwasyield(８６．１５％),followedbydiseaseresistance(６８．０２％),oilextractionrate
(６２．２８％),lodgingresistance(６１．４３％),germinationrate(４３．４７％),insectresistance(４１．４１％),suitable
formechanization(３５．６３％),doubleＧlow (３５．６０％),priceofseed (３０．９８％)．Farmers’subjectivedeＧ
mandforyielddecreasedby６．６８percentage,oilextractionrateincreasedby２８．３０percentage,insectreＧ
sistancedecreasedby１７．３０percentage,diseaseresistancedecreasedby１．９８percentage,lodgingresistＧ
anceincreasedby１５．６１percentage,priceofseeddecreasedby１７．６０percentagefrom２００９to２０２０．
Farmers’subjectivedemandforgerminationrateincreasedby３３．１３percentage,doubleＧlowincreasedby
９．２９percentage,suitableformechanizationincreasedby２．７１percentagefrom２０１５to２０２０．Therewere
significantdifferencesinfarmers’subjectivedemandfordifferenttraitsofrapeseedvarietiesamongdifＧ
ferentgroupsoffarmers．Itisrecommendedthatthebreedingofrapeseedcultivarswithmoreresistance
shouldbefarmorestrengthenedfromtheperspectiveoffarmers’needsandonthebasisoffurther
breedingrapeseedcultivarswithhighＧyieldandhighoilextractionrate．RapeseedcultivarswithdoubleＧ
low,highgerminationrateandsuitableformechanizationshouldbethetargetofbreedingandpromotion
inthefuture．AbatchofrapeseedvarietieswithhighＧqualityandhighＧpricecanbereleasedtoincrease
theincomeofrapeseedbree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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