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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农采纳农业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 *

———基于对我国食用菌主产省292位菇农的调查

王宏杰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以我国14个食用菌主产省292位菇农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菇农采纳食用菌技

术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菇农的户口类型、对种植品种的满意度、食用菌出售渠道、生产直接费

用、菇农家庭食用菌收入、菇农家庭总收入及菇农对国内食用菌市场行情的了解等因素对菇农采纳食用菌技术

意愿有显著性影响;而菇农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是否干部身份、其家庭所在省份、其住所到蔬菜批发市场所

需时间、菇农种植食用菌的品种、销售过程中是否存在滞销问题、尝试新的栽培技术是否有风险、了解食用菌国

外市场行情、是否知道市场上售价最高的食用菌品种、是否知道消费者最喜欢的品种以及菇农是否参加食用菌

方面的合作组织等多个因素在计量分析中表现得不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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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世界食用菌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07
年食用菌贸易总量48.21万t,比1990年增长了

3.85倍,贸易总额达14.27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

了2.53倍。我国是世界食用菌最大生产国,产量占

全球总量的46.28%,但却不是贸易大国,国际市场

占有率仅为7.93%[1]。要提高我国食用菌的出口

量和出口额,使之与食用菌生产大国的国际地位相

称,关键在于找出阻碍我国食用菌出口的因素。我

国食用菌出口受阻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产品安全问

题,如我国对欧洲出口食用菌产品中“多菌灵”的超

量问题、对日干香菇二氧化硫超标问题、对欧美出口

牛肝菌重金属超标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食用菌的

国际声誉[2],因此,加强食用菌的安全管理尤其是源

头的安全管理就显得极为重要,而提高菇农生产技

术水平是改进我国食用菌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之

一。要进一步提高菇农采纳食用菌技术的积极性,
首先要了解影响其采纳技术积极性的因素。笔者试

图通过分析菇农采纳技术意愿的影响因素,为促进

菇农采纳技术的积极性、提高食用菌产品质量、增强

产品出口能力提供建议。

  一、研究假设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在农户采纳

农业技术意愿的影响因素问题方面做了较多的研

究。关于年龄对农户采纳技术意愿的影响问题,张
舰等[3]通过对辽宁农户采纳大棚技术情况的研究结

果表明,年龄是影响大棚采用的重要因素,户主越年

轻越倾向于采用大棚技术;孔祥智等[4]通过对西部

农户采纳技术情况的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对农户

采纳新技术有正向影响,即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使用

新的品种;曹光乔等[5]在对农户采纳免耕播种技术

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农户户主年龄主要集中在40
岁以上。

关于性别对农户采纳技术意愿的影响,宋军

等[6]指出男性和女性在采纳农业技术上表现出不同

的偏好,女性比男性更偏好于选择高产技术而非优

质技术。
关于户口类型对农户采纳技术意愿的影响,朱

明芬等[7]指出兼业农户比纯农户采用农业技术的积

极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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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程度对农户采纳技术意愿的影响,宋
军等[6]认为教育水平并不一定与技术采纳程度成正

相关,而孔祥智等[4]则认为教育程度对技术的采纳

程度有正向影响。
关于是否干部身份对农户采纳技术意愿的影

响,孔祥智等[4]研究认为当过村干部的农户则有较

大可能成为新品种的早期采纳者。
关于农户家庭所在地区对农户采纳技术意愿的

影响,刘延风[8]指出中等发达地区农户对现代技术

的需求增长快,而不发达地区农户如果改变观念将

会有技术需求;满明俊等[9]指出农户受外在地理、社
会与政策环境的影响,采用不同属性新技术的行为

存在地区差异。
关于距市场远近对农户采纳技术意愿的影响,

朱希刚[10]研究发现乡集镇与农户的距离与农户采

用新技术表现出极大的负相关;姜文荣等[11]认为农

村基础设施发展的滞后对农户科技水平的提高会产

生不利的影响;孔祥智等[4]认为距县城距离与采纳

可能性呈正向变化。
关于尝试技术的风险性对农户采纳技术意愿的

影响,陈会英等[12]提出农业技术的风险会制约农户

的科技需求。
关于信息对农户采纳技术意愿的影响,蒙秀锋

等[13]指出当地的传统习惯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

活,人们不会轻易改变种植行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文特作以下假设:
假设1:菇农户主的个人特征变量,如性别、年

龄、户口类型、是否干部和文化程度对农户采纳技术

的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假设2:菇农家庭特征变量,如所在省份和居住

地与蔬菜批发市场的距离对农户采纳新技术有显著

影响。
假设3:食用菌种植品种情况,食用菌种植品

种,即是香菇、黑木耳还是草菇等以及对种植品种是

否满意对农户采纳技术的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4:食用菌市场销售情况,如出售食用菌的

主要渠道及是否存在滞销对农户采纳技术的意愿有

显著影响。
假设5:食用菌成本收益,如食用菌生产直接费

用、食用菌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对农户采纳技术的意

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6:菇农对食用菌技术、市场等的认知程

度,如尝试新的栽培技术是否有风险、了解食用菌国

内外市场行情、知道市场上售价最高的食用菌品种、
知道消费者最喜欢的品种对农户采纳技术的意愿有

显著影响。
假设7:菇农种植环境特征,如参加食用菌方面

的合作组织对农户采纳技术的意愿有显著影响。
以上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预期作用方向见

表1。
表1 各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预期作用方向

影响因素 被解释变量(影响方向)

菇农户主个人特征

年龄 +/-

性别 +/-

户口类型 +/-

文化程度 +

是否干部 +

菇农家庭特征

所在省份 +/-

距蔬菜批发市场的距离 +/-

食用菌种植品种情况

食用菌种植品种 +/-

对种植品种是否满意 +/-

食用菌市场销售情况

出售食用菌的主要渠道 +/-

存在滞销 -

食用菌成本收益

食用菌生产直接费用 +/-

食用菌收入 +

家庭总收入 +

菇农对食用菌技术、市场等的认知程度

尝试新的栽培技术是否有风险 +
了解食用菌国内市场行情 +/-
了解食用菌国外市场行情 +/-
知道市场上售价最高的食用菌品种 +/-
知道消费者最喜欢的品种 +/-
菇农种植环境特征

参加食用菌方面的合作组织 +

  二、菇农采纳农业技术影响因素的

Logistic模型分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8年食用菌产业

体系成员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浙江、湖北等

14个食用菌主产区对菇农进行的统计调查。调查

涉及了可能影响菇农采纳技术意愿的影响因素,包
括菇农食用菌种植和销售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包
括菇农的年龄、文化程度、户口类型等个人特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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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用菌技术的认知等变量。对农户的调查是通

过体系内调查人员直接对农户进行面对面的询问

和农户自填方式进行的,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292
份。

2.模型的建立

以菇农是否采纳农业技术因变量,以菇农户主

个人特征、菇农家庭特征、菇农对食用菌技术、市场

等的认知程度和菇农种植环境特征为自变量,将菇

农非常关注技术并经常采纳技术赋值为1,将不很

关注技术且较少或根本不采纳技术赋值为0,从而

建立影响我国菇农采纳食用菌技术的二值Logistic
模型。

根据研究假设和调查结果,本文引入7类共20
个解释变量,第1类是菇农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

户主的年龄、性别、户口类型、文化程度及是否干部

身份;第2类是菇农家庭特征,包括其家庭所在省份

及其住所到蔬菜批发市场所需时间;第3类是食用

菌种植品种情况,包括菇农种植食用菌的品种和他

们对种植品种是否满意;第4类是食用菌市场销售

情况,包括出售食用菌的主要渠道和在销售过程中

是否存在滞销的问题;第5类是食用菌成本收益,包
括食用菌生产直接费用、食用菌收入和家庭总收入;
第6类是菇农对食用菌技术、市场等的认知程度,包
括尝试新的栽培技术是否有风险、了解食用菌国内

市场行情、了解食用菌国外市场行情、是否知道市场

上售价最高的食用菌品种以及是否知道消费者最喜

欢的品种;第7类是菇农种植环境特征,主要指菇农

是否参加食用菌方面的合作组织。具体的变量名及

其含义见表2,通过这些变量对菇农采纳农业技术

的积极性进行解释。
表2 变量名称及其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菇农户主个人特征

年龄 实际年龄

性别 1=男,2=女

户口类型 1=农业户口,2=非农户口

文化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学及以上

是否干部 1=是,0=否

菇农家庭特征

所在省份
1=湖北,2=山东,3=河南,4=河北,5=江苏,6=福建,7=浙江,8=吉林,9=黑龙
江,10=辽宁,11=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

到蔬菜批发市场所需时间
1=半小时以内,2=半小时-1小时,3=1-2小时,4=2-3小时,5=3-5小时,
6=5小时以上

食用菌种植品种情况

食用菌种植品种
1=香菇,2=黑木耳,3=草菇,4=双孢菇,5=金针菇,6=姬菇,7=杏鲍菇,8=鸡腿
菇,9=滑子菇,10=其他品种食用菌

对种植品种是否满意 1=很满意,2=比较满意,3=不是很满意,4=完全不满意

食用菌市场销售情况

出售食用菌的主要渠道
1=自己去集市销售,2=通过“食用菌商贩”出售,3=通过经纪人或食用菌协会等中
介销售,4=通过政府农业局(部门),5=通过批发市场销售,6=通过“公司+农户”
的订单销售,7=其他途径

是否存在滞销 1=是,0=否

食用菌成本收益

食用菌生产直接费用 支付的实际费用

食用菌收入 2008年来自食用菌的实际收入

家庭总收入 2008年家庭总收入

菇农对食用菌技术、市场等的认知程度

尝试新的栽培技术是否有风险
1=较高,投入较大,成本难以收回的可能性较大,比较担心收益;2=一般,成本可以
收回的可能性较大,相信现代先进技术;3=较低,投入可能很小或很大,但收回成本
可能性非常大

了解食用菌国内市场行情 1=了解,2=了解一点,3=不了解
了解食用菌国外市场行情 1=了解,2=了解一点,3=不了解
是否知道市场上售价最高的食用菌品种 1=知道,2=知道一点,3=不知道
是否知道消费者最喜欢的品种 1=知道,2=知道一点,3=不知道
菇农种植环境特征
是否参加食用菌方面的合作组织 1=是,0=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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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模型估计结果与讨论

运用SPSS10.0统计软件对所调查的292份农

户数据进行二值Logistic回归处理,在数据处理过

程中,采用向后筛选法,即首先将所有的变量引入回

归方程,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得到模型1,在
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不显著的变量中,将 Wald值

最小的变量剔除,再进行回归,直到所有的变量显著

为止。这样,一共有14个计量估计结果,第14步回

归后所有的变量的系数在检验标准0.1的水平下都

显著(见表3),因此,菇农的户口类型、对种植品种

的满意度、食用菌出售渠道、生产直接费用、菇农家

庭食用菌收入、菇农家庭总收入、菇农对国内食用菌

市场行情的了解等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菇

农采纳农业技术的显著性影响因素。
表3 基于Logistic模型对菇农采纳

农业技术影响因素计量结果

变量名
回归
系数

标准
误差

Wald
检验值

自由度 P 值

户口类型 -1.450 0.630 5.296 1 0.021
对食用菌种植
品种的满意度 -0.401 0.209 3.699 1 0.054

食用菌出售渠道 -0.243 0.151 2.588 1 0.108
食用菌生产
直接费用 0.000 0.000 4.938 1 0.026

食用菌收入 0.000 0.000 7.522 1 0.006
家庭总收入 0.000 0.000 9.652 1 0.002
对国内食用菌市场
行情的了解 -0.558 0.170 10.719 1 0.001

常数项 2.746 0.991 7.678 1 0.006

  方程经过 HosmerandLemeshow 的卡方检

验,其P 值为0.073(见表4),小于0.1的显著性水

表4 HosmerandLemeshow检验

步骤 卡方值 自由度 P 值

1 3.679 8 0.885

2 3.683 8 0.885

3 5.750 8 0.675

4 6.045 8 0.642

5 4.920 8 0.766

6 4.715 8 0.788

7 9.409 8 0.309

8 10.966 8 0.204

9 8.086 8 0.425

10 14.511 8 0.069

11 11.045 8 0.199

12 6.161 8 0.629

13 8.277 8 0.407

14 14.338 8 0.073

平,表明由菇农采纳农业技术的意愿为因变量,菇农

的户口类型、对种植品种的满意度、食用菌出售渠

道、生产直接费用、菇农家庭食用菌收入、菇农家庭

总收入、菇农对国内食用菌市场行情的了解等为自

变量构成的方程拟合性较好。
通过对计量结果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在菇农的户口类型、对种植品种的满意度、食用菌出

售渠道、生产直接费用、菇农家庭食用菌收入、菇农

家庭总收入、菇农对国内食用菌市场行情的了解等

7个显著性影响因素中,菇农对国内食用菌市场行

情的了解、家庭总收入和食用菌收入3个因素对农

户采纳农业技术的影响最为显著。其中,菇农对国

内食用菌市场行情的了解程度对菇农是否采纳农业

技术影响最大,且呈现负相关,这说明对国内市场行

情越是了解的菇农,越不原意采纳相关的食用菌技

术;而对国内市场行情还不太了解的菇农,对采纳相

关食用菌技术的意愿越强烈。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

的原因是:对市场行情非常了解的菇农往往是在这

个行业中从事种植工作多年,他们在多年食用菌种

植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过去固有的经验,对食用菌的

种植技术比较熟悉,管理效果也比较理想,因此在思

想上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不是很迫切。
家庭总收入和食用菌收入对菇农采纳技术的意

愿的影响程度也是非常显著的,且影响方向都是正

向的,即家庭总收入和食用菌收入越高的菇农更愿

意采纳相关的食用菌技术,而家庭总收入和食用菌

收入低的菇农更加不愿意采纳相关技术,这主要是

由于较高的收入者更有能力采纳技术,同时也更加

希望通过采纳技术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这在一定

程度上解释了收入高的菇农往往都是新技术的最先

采纳者的问题。
户口类型是影响菇农采纳农业技术意愿的较为

显著的因素但是二者呈负相关,即非农业户口的菇

农对食用菌技术的采纳意愿较强烈,而农业户口的

菇农不愿意采纳相关技术。其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

非农业户口菇农而言,食用菌收入是农业户口家庭

生产、生活的重要保证,对其更为重要,因此其对采

纳食用菌技术带来风险的恐惧心理更为紧迫,会阻

止其采纳技术的意愿程度。
对食用菌种植品种的满意度与菇农采纳农业技

术的意愿呈现负相关,菇农对其所使用的品种越不

满意,其希望采纳食用菌相关技术的愿望越强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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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菇农对其所使用的品种越满意,其越不希望采纳

食用菌相关技术。
食用菌出售渠道与菇农采纳农业技术的意愿的

关系也可以认为是显著负相关的,需要自己考虑食

用菌销售问题的菇农采纳相关技术的意愿越强烈,
而不需要自己考虑销售问题的菇农对相关技术没有

采纳欲望。但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在7个影响因素

中是最小的,表明在不同的销售渠道下,菇农只是在

不同程度上考虑销售问题,而并没有完全摆脱食用

菌销售问题的困扰。
菇农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是否干部身份、

其家庭所在省份、其住所到蔬菜批发市场所需时间、
菇农种植食用菌的品种、销售过程中是否存在滞销

问题、尝试新的栽培技术是否有风险、了解食用菌国

外市场行情、是否知道市场上售价最高的食用菌品

种以及是否知道消费者最喜欢的品种以及菇农是否

参加食用菌方面的合作组织等多个因素在计量分析

中表现得不够显著,对菇农采纳食用菌相关技术的

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还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的

问题。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 论

根据计量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2点结论:
(1)菇农对食用菌相关技术较为关注,仅有

6.51%的菇农表示自己从未更换过食用菌品种或采

用新的生产技术,而93.49%的菇农表示自己平时

会关注食用菌技术,而且会采纳一些技术,其中

31.51%的菇农表示自己平时关注食用菌的频率非

常高,而且会经常采纳一些相关技术。但菇农是否

经常采纳食用菌技术受到菇农的户口类型、对种植

品种的满意度、食用菌出售渠道、生产直接费用、菇
农家庭食用菌收入、菇农家庭总收入、菇农对国内食

用菌市场行情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2)菇农符合理性人的基本特征,经济利润最大

化仍是其追求的目标。影响菇农是否经常关注和经

常采纳食用菌技术的主要因素包括他们对种植品种

是否满意、食用菌生产直接费用、食用菌收入和家庭

总收入和了解食用菌国内市场行情,而这些都是菇

农种植食用菌能否获得最大利润的决定因素。

2.政策建议

向菇农提供食用菌技术时,应以菇农获得经济

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千方百计减少菇农生产费用,
提高其收入水平,才能提高菇农对食用菌技术的关

注程度并提高其采纳技术的频率。
(1)加强食用菌菌种生产管理,向菇农提供质量

优良的品种,为菇农提高经济利润奠定前期基础。
(2)为菇农提供风险基金,通过分散菇农生产食

用菌的风险,降低菇农尤其是农业户口菇农采纳技

术的恐惧心理,提高其采纳技术的意愿。
(3)建立食用菌合作组织,为菇农出售食用菌提

供畅通的平台。菇农通过采纳技术生产出的食用菌

渠道越畅通,菇农越愿意采纳这类技术。因此,要建

立食用菌合作组织,帮助菇农拓宽食用菌销售渠道。
(4)尽快建立灵活高效的食用菌技术信息传播

渠道。为加强菇农尤其是新加入菇农对技术的了解

以及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及时与外界进行交流,建议

尽快建立形式多样灵活高效的食用菌技术信息传播

渠道。一是确保农业科技机构稳定,继续大力发挥

食用菌科技人员的主要技术传播渠道的功能;二是

充分发挥同一社区内食用菌种植技术能手的带头示

范作用,及时为新菇农解决技术中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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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FactorsInfluencingMushroomFarmers’
AdoptionofAgriculturalTechnologies

———BasedonaSurveyof292MushroomHouseholds
inMushroom-producingProvinces

WANGHong-jie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thesurveydataof292mushroomhouseholdsin14mushroom-producingprov-
inces,thispaperanalyzesfactorsinfluencingfarmers’willingnesstoadoptmushroomtechnologyby
usinglogisticmodel.Theresultsshowthattypesoffarmers’registeredresidence,satisfactionofplant
species,saleschannels,directcostsofproduction,familymushroomincome,householdincomeandknow-
ingofdomesticediblemushroommarketconditionsallhavesignificantimpactonadoptionofmushroom
technology,whilefarmers’age,gender,education,statusofcadres,provinceswheretheirfamilieslive,

time-consumingfromtheirresidencestothevegetablewholesalemarket,thecultivatedmushroomvarie-
ty,problemofoverstockedmushroom,risksofnewcultivationtechniques,understandingofforeignmar-
kets,awarenessofmushroomvarietywhichisthemostexpensiveandconsumerslikebestinthemarket
andparticipationinmushroomcooperativeorganizationshavenotsignificantimpact.

Keywords mushroom;mushroomfarmers;influencingfactors;Logisticmodel;agriculturaltech-
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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