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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超级稻品种技术在科研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要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还得依赖稻农对新品种

的采纳。基于对湖北省武穴、随州、孝感三地农户种植超级稻情况的调查,分析了农户采纳超级稻品种的行为及

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务农人口最高学历、家庭人均年收入、水稻播种面积、家庭务农人口比例、对农业补贴

政策的态度以及对新品种的需求程度六个解释变量,对农户超级稻品种采纳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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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鉴于“第一次

绿色革命”的脆弱性,我国于1996年由农业部立项

了“中国超级稻育种及栽培体系”项目,并且在2005
年正式成立了超级稻品种推广项目。2009年,我国

超级稻品种推广面积达606.67万公顷,占水稻种植

总面积的21.2%。湖北省是我国十大粮食生产省

区之一,目前已有很多超级稻品种在该省内推广和

种植。湖北省已于2009年培育出了首个自己的超

级稻品种“洛优8号”,并成为了全国第三批示范推

广的 超 级 稻 品 种。2010年3月,我 国 农 业 部 在

《2010年全国超级稻“双增一百”科技行动实施方

案》中,提出“2010年全国超级稻推广面积达667亿

平方米以上,实现每667平方米增产50千克、节本

增效100元”的目标,且对湖北省提出了60万公顷

的超级稻示范推广任务,任务量仅次于湖南省,在全

国各省份中位居第二。
农户是技术推广的主体,新品种技术能否最终

转化成实际生产力,关键在于农户是否采纳新品种。
陈风波等[1]指出,新的水稻品种能否顺利到达农户

手中,新品种的性状是否符合农户的要求,种子系统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户与种子系统之间需要建立

一种合作机制来改进现有的种子系统。技术服务不

到位、种粮比较效益低下、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兼

业化、良种良法不配套以及品种缺乏广适性等因素

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户对超级稻品种的采纳。在

对湖北省种稻区的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调查数据

进行处理和分析,得出农户采纳超级稻品种的影响

因素,并对湖北省超级稻品种的推广提出相关政策

建议。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

农户采纳一项新技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

农户家庭特征、种稻意愿及原因、资源禀赋、信息来

源和技术需求这五个方面来研究农户超级稻品种采

纳的影响因素。

1.研究假设

(1)农户家庭特征。选取了农户家庭务农人口

最高学历(hedu)、家庭人均年收入(inco)和家庭务

农人口比例(peas)三个变量作为影响农户采纳超级

稻品种技术的家庭特征变量。孔祥智等[2]通过实证

研究得出:受教育程度对技术采纳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务农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最高者在家庭农业生

产活动中比较有发言权,其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对

一项新技术的认知更加深刻,采纳这项新技术的可

能性也越大。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制约着其采

纳一项新技术的行为。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户,
越有可能承受引进新技术所带来的成本与风险。赵

静[3]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农户家庭从事农业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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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人数占的比例对农户精确定量施肥技术选择行为

的影响为正。家庭务农人口所占的比例越大,该农

户对农业生产越重视,采纳一项新技术的可能性也

相应增加。
假设1a(H1a):农户家庭务农人口最高学历与

农户对超级稻品种技术的采纳呈正相关。
假设1b(H1b):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采

纳超级稻品种技术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1c(H1c):农户家庭务农人口比例越大,采

纳超级稻品种技术的可能性越大。
(2)种稻意愿及原因。选择农户对种植水稻的

态度(rica)和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态度(suba)来衡量

农户的种稻意愿,并将种植水稻的主要原因(reas)
纳入该组指标。齐振宏等[4]研究认为,农户对国家

种稻补贴政策的满意程度与其对新技术的选择意愿

呈正相关。农民有了农业补贴作为一定的经济支

持,其采纳一项新技术的可能性更大。农民的种稻

意愿表现了其种稻积极性,种稻积极性高的农民对

种稻新技术相应地有更大的积极性和采纳的可能

性。
假设2a(H2a):农户对种植水稻的态度与其对

超级稻品种的采纳呈正相关性。
假设2b(H2b):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满意程

度与其对超级稻品种的采纳呈正相关性。
假设2c(H2c):为增加收入而种植水稻的农户

较因其他原因而种植水稻的农户采纳超级稻品种的

可能性更大。
(3)资源禀赋。选取地区地形(reli)和农户的水

稻播种面积(area)两个变量来衡量农户种稻的资源

禀赋。一般来说,平原地区资源环境较丘陵和山区

更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农民在此地区种植水稻更有

可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平原地区的交通、经济条

件以及信息资源等较丘陵和山区更为发达,故平原

地区的农户更有可能了解和采纳超级稻品种。姜明

房等[5]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未采用新技术的

农户的土地规模相对较小。
假设3a(H3a):平原地区的农户采纳超级稻品

种的可能性较其他地区的农户大。
假设3b(H3b):农户的水稻播种面积越大,其

采纳超级稻品种的可能性越大。
(4)信息来源。根据农户水稻品种的信息来源

(info),对农户选择水稻品种信息渠道的畅通情况

进行描述。信息来源畅通的农户,接触到优良品种

的可能性更大;信息来源的畅通减少了农户采纳新

品种过程中,因理解和认知方面的局限而造成的困

惑。覃守贵[6]指出,推广人员与农户接触少、技术服

务不到位、市场信息闭塞等因素制约了农户对新技

术的采用。
假设4a(H4a):农户水稻品种的信息来源越畅

通,其采纳超级稻品种的可能性越大。
(5)技术需求。技术需求(dema)是技术采纳的

原因之一,技术采纳受技术需求的正向影响,且技术

需求促进技术的产生与扩散。
假设5a(H5a):农户对水稻新品种的需求越强

烈,其采纳超级稻品种的可能性越大。

2.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根据孔祥智等[2]的研究,农户技术采纳的影响

因素集合为线性函数:

Z=β+∑
n

i=1
αixi+u (1)

  其中,xi表示第i项影响因素,u为服从极值分

布的随机变量,αi和β均为待估参数。

BinaryLogistic回归的概率函数模型为:

p(y=1)=
exp(β+∑

n

i=1
αixi)

1+exp(β+∑
n

i=1
αixi)

= ez
1+ez

(2)

  在(2)式中,p(y=1)表示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概

率。
根据以上模型对因变量进行定义:在所调查的

种植水稻的农户中,当农户采用超级稻品种时,

y=1;当农户未采用超级稻品种时,y=0,即:

yi=
1⇒第i个农户采用超级稻品种

0⇒第i{ 个农户未采用超级稻品种

本文将影响农户超级稻品种采纳的因素分为5
类共10个,对这些影响因素变量进行赋值,并指出

它们对农户超级稻品种采纳的预期作用方向,如表

1所示。

  二、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成员2009年夏季对湖北

省种稻区农户的访谈式调查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

涉及农户家庭信息、所种植的水稻品种及水稻播种

面积、对种植水稻和农业补贴政策的态度、选择水稻

品种的信息来源以及对新技术的需求情况等。调查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武穴、随州、孝感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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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影响因素的变量赋值及对超级稻品种采纳的预期作用方向

解释变量 变量定义 预期作用
农户家庭特征
家庭务农人口最高学历 文盲=0,小学=1,初中=2,高中=3,大专及大专以上=4 +
家庭人均年收入 1000元以下=0,1000~1999=1,2000~2999=2,3000元及以上=3 +
家庭务农人口比例 0~0.5=0,0.5以上=1 +
种稻意愿及原因
对种植水稻的态度 不愿意=0,一般=1,愿意=2 +
种植水稻的主要原因 其他=0,解决口粮=1,增加收入=2 +
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态度 不满意=0,一般=1,满意=2 +
资源禀赋
地区地形 山区=0,丘陵=1,平原=2 +
水稻播种面积 实际播种面积 +
信息来源
选择水稻品种的信息来源 家人、周围农户=0,农技人员=1,媒体=2 +
技术需求
对新品种的需求程度 其他=0,省工、病虫害防治、新农药、新化肥=1,新品种=2 +

 注:“+”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正向,“-”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负向。

15个行政村,并在这些行政村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

的农户样本,由课题组成员对农户进行入户调查。
三个地区各发放问卷100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

283份,有效回收率为94.3%。

2.描述性统计分析

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83份,其中种植超级稻

品种的农户有118户。在本次调查的地区中,农户

所种植的超级稻品种包括两优287、金优299、新两

优6号、扬两优6号、Ⅱ优明86、两优培九和丰两优

香一号这几个品种。

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家庭务农人口

比例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农户对一项新技术

的采纳。按家庭务农人口的最高学历,将农户分为

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大专以上五类。从

表2可看出,在所调查的283户农户中,家庭务农人

口最高学历为小学的农户所占的比重最大,说明这

些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随着家庭务农人

口最高学历增加,农户采纳超级稻品种的比率也相

应增大,说明了文化素质的提高对农业新技术采纳

率的增加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表2 不同类型的农户采纳超级稻品种的比率 %

统计项目
家庭务农人口最高学历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1000以下 1000~1999 2000~2999 3000及以上

务农人口比例

一半及以下 一半以上

占有率 23.7 44.2 28.3 3.9 27.6 45.9 13.1 13.4 65.4 34.6
采纳率 22.4 45.6 47.5 72.7 17.9 43.8 59.5 65.8 33.5 57.1

  将农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划分四个级别:1000
元以下,1000~1999元,2000~2999元和3000元

及以上。从表2中可以看出,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1000~1999元这个级别的农户占所调查农户总数

的比例最高,达到45.9%。随着家庭人均年收入的

增加,农户采纳超级稻品种的比率也相应增加,家庭

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及以上的农户对超级稻品种

的采纳率达到65.8%。因此,家庭经济条件越宽裕

的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
据表2知,在所调查的农户中,务农人口比例超

过一半的农户只占全部农户的34.6%,造成这一现

象的原因可能是农村外出打工人口数量的增加。由

表2数据可知,家庭务农人口所占的比例越大,农户

采纳超级稻品种的可能性越大。

3.计量经济分析与模型验证

采用SPSS13.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其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
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家庭务农人口最高学

历、家庭人均年收入和水稻播种面积与农户对超级

稻品种的采纳呈正向相关;在5%的显著水平下,家
庭务农人口比例、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态度以及对新

品种的需求程度与农户对超级稻品种的采纳呈正向

相关。其他假设变量均与农户采纳行为没有明显的

相关性。对这些影响农户超级稻品种采纳的因素进

行分析如下:
(1)农户家庭务农人口最高学历对其采纳超级

稻品种技术有显著影响(Sig<0.05)。一般来说,农
村家庭的平均文化水平偏低,而家庭里文化水平较

高的人在家庭做出重大决策时往往较有发言权,其
意见的优劣也影响着家庭决策的最终质量。农户家

庭务农人口最高学历越高,该农户越容易获得和掌

握有效的农业生产信息,且对于新技术越容易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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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户超级稻品种采纳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的统计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B) 标准误差(S.E.) 卡方值(Wald) 显著性(Sig.)
家庭务农人口最高学历 0.625** 0.197 10.018 0.002
家庭人均年收入 0.629** 0.158 15.885 0.000
家庭务农人口比例 0.646* 0.297 4.744 0.029
对种植水稻的态度 0.137 0.219 0.392 0.531
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态度 0.577* 0.277 4.337 0.037
种植水稻的主要原因 0.360 0.414 0.755 0.385
地区地形 1.468 1.422 1.067 0.302
水稻播种面积 0.364** 0.116 9.917 0.002
选择水稻品种的信息来源 0.972 1.413 0.473 0.491
对新品种的需求程度 0.548* 0.240 5.222 0.022
常数项系数 -8.260 3.007 7.547 0.006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接受的态度。
(2)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农户采纳超级稻品种技

术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Sig=0.000)。家庭人均

年收入高的农户经济条件更加宽裕,这样的农户更

有能力承受采纳新技术、放弃旧技术所产生的各项

成本。此外,农户采纳一项新技术都是有风险的,家
庭人均年收入高的农户更能够承受新技术不确定性

所带来的后果;并且由于经济承受能力较强,家庭人

均年收入高的农户对采纳新技术主观风险程度的判

断不同于家庭人均年收入低的农户那样过分谨慎和

保守。通过以上分析知,家庭人均年收入高的农户

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更大。
(3)水稻播种面积对农户采纳超级稻品种有十

分显著的正向影响(Sig=0.002)。进行小规模生产

的农户,其种植水稻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解决家庭的

口粮问题,不必苛求产量与效益;且在播种面积较小

的情况下引进新技术,将会造成平均生产成本过高。
相对而言,水稻播种面积较大的农户更愿意在水稻

生产上投入精力与成本。
(4)家庭务农人口比例与农户对超级稻品种的

采纳呈正相关性。在本次调查所涉及的地区中,农
村人口外出打工的情况十分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缺失。由于农业劳动力的缺

乏,农户的生产规模不得不缩减,对于农业生产的重

视程度也相应下降,从而影响了农户对新技术的关

注程度,故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也降低。相反,家庭

务农人口比例高的农户对农业生产更加重视,采纳

新技术的可能性更大。
(5)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态度正向影响其对

超级稻品种的采纳。我国的农业补贴一般由种粮直

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几部分构成。农业补贴

政策是农民种粮行为的有效激励,它大大提高了农

民种粮的积极性,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直接影响着

其对种粮新技术的关注和采纳。良种补贴对于农民

选择高产、优质、抗逆的新品种有着很大的促进作

用。
(6)农户对新品种技术的需求程度与其对超级

稻品种的采纳之间呈正相关性(Sig=0.022)。农户

对某项技术的需求是其采纳这项技术的前提,农户

对这项技术的需求越强烈,其采纳该技术的可能性

也越大。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湖北省农户种植超级稻品种的调查数据进行

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并根据模

型结果得出:家庭务农人口最高学历、家庭人均年收

入、水稻播种面积、家庭务农人口比例、对农业补贴

政策的态度以及对新品种的需求程度六个解释变量

对农户超级稻品种的采纳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根

据以上的分析和结论,对湖北省超级稻品种的推广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与农业技术培训

首先,农业技术培训是弥补农业生产中受教育

程度不足最有效的方式。在新品种技术方面,技术

培训首先要做到使农民全面了解和掌握一个新品种

的性状和优越性,消除其顾虑。
其次,新品种技术从农户投入使用到获得该品

种产出需要较长的时间。由于这种效益上的滞后

性,还由于超级稻品种在栽培方法上较常规稻复杂,
故农技部门需要对农户进行跟踪培训。针对湖北种

稻区稻飞虱、纹枯病、螟虫等虫害严重以及水稻种植

受季节性高温危害和晚稻花期寒害等因素影响的情

况,技术人员需对农户进行全程有效指导。
最后,加大对农技推广的资金投入,充分考虑农

户的实际需求。第一,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机具补

贴、技术人员的前期培训以及其它各项补贴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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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的资金到位。第二,推广人员应根据地区

资源条件和自然灾害等具体情况以及农民的实际需

求,推广最适合该地区种植的超级稻品种,且在品种

多样化的前提下,培育和推广具有广适性的品种。

2.鼓励种田大户,培育科技示范户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水稻种植面积对农户超级

稻品种的采纳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因此,鼓励种田

大户、培育科技示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超级稻

品种的采纳。有关机构应在信贷等方面对种田大户

进行支持,帮助他们解决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同

时,种植规模的增大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劳

动力资源的合理分配。科技示范户的培育可使其他

农户从实例中了解超级稻品种带来的各种收益,使
超级稻品种的推广更有说服力。

3.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和粮食保护政策

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态度正向影响其对超级

稻品种的采纳。因此,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对农

业基础设施补贴,可以为超级稻品种的推广提供一

个良好的平台。此外,政府部门应加强粮食保护政

策,稳定粮食价格,降低由粮食价格等不确定性因素

带来的风险,使农民种粮的收益得到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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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StudyonBehaviorandInfluencingFactorsof
Farmers’AdoptingSuperRiceVariety

———ASurveyonFarmer’sAdoptionofSRVinHubeiProvince
ZHOU Wei1,LIUHan2,WANGJing-xu1,YANGFan1

(1.CollegeofEconomics&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2.CollegeofAgronomyandBiotechnology,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094)

Abstract ChinahasmadegreatachievementsinscientificresearchofSuperRiceVariety(SRV).
However,convertingthenewricevarietytechnologyintopracticalproductiveforcewilldependonfarm-
er’sadoptionofnewvariety.BasedonthesurveyinWuxue,SuizhouandXiaoganofHubeiprovince,this
paperanalyzesthebehaviorandinfluencingfactorsoffarmers’adoptingSRV.Theresultsshowedthat
sixexpositoryvariableshavethepositiveinfluenceonfarmer’sadoptionofSRV:thehighesteducational
backgroundoffamilyfarmingmembers,percapitaannualincomeofthefamily,riceplantingarea,pro-
portionoffamilymembersengagedinfarming,attitudestowardagriculturalsubsidyandrequirementsof
newvariety.

Keywords farmer;SuperRiceVariety;adoption;influencing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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