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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江汉平原和大别山区6个县市的488份农户调查问卷,实证分析农户家庭结构对农户耕地资

本投入的影响,以探寻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的规律。研究表明:农户农业生产目的受制于耕地资

源禀赋,在耕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利润最大化,在耕地资源贫乏的地区,农户进

行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家庭结构对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的影响受制于耕地资源禀

赋;目前农村农业生产要素市场不活跃,农户农业生产决策与其消费决策相互影响。认为政府在制定农业发展

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农户的生产和消费问题,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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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户成了

农村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单位,农户农业

生产性投入直接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和国家粮食安

全。农户既是一个消费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

农户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其生产目标具有双重性,首
先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消费需求,其次才是追求家

庭收入最大化[1-3]。从数量上来看,家庭规模越大,

消费量越多;要获得较多的农业产出,就得投入较多

的生产要素。如果农户家庭的经济活动只限于农业

生产,人口规模较大的农户只有较多地进行农业投

入,才能获得较多的农产品供家庭成员消费;如果农

户可以在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之间进行选择,家
庭经济活动量仍然与家庭人口规模成正相关关系,

但是农业生产活动量与家庭规模不一定成正相关关

系。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农户家庭结构对农户农业

生产投入行为有影响,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

下,其影响不同。

从现实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

庭结构由过去的大家庭向规模较小的核心家庭转

变;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的普及使得农村接受教育

的人数不断增多,农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加之电

视、网络的普及,现代农民相比传统农民更加具有创

新意识,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采用更加积极。由

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户家庭的

就业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一部分农民进城打工

经商,一部分农户由纯农户转变成为兼业农户。另

外,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中老龄人口数量

增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呈老龄化趋势。概而言

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户家庭的规模结

构、就业结构、文化结构、年龄结构等正发生巨大变

化。农户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农业生产投入究竟产生

什么影响? 这一问题事关农业发展后劲,事关国家

粮食安全。

目前,学术界主要是从家庭收入[4-5]、市场与市

场风 险[6-8]、金 融 支 持[9]、经 营 规 模[10]、政 策 制

度[11-12]等方面来分析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影响因

素,而对农户家庭结构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入影响

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农户家庭结构与

农户耕地生产性投入的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探寻

城镇化进程中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的规律,为提高农

民收入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决策参考和案

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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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1.区域概况

为了更深入、具体地分析农户家庭结构对耕地

投入的影响,本文选取湖北省的江汉平原和大别山

区作为研究区域。这2个区域在自然条件、资源禀

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由长江与汉江冲

积而成,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雨季内涝

较为严重,耕地种植作物主要有水稻、棉花、小麦、油
菜等,是湖北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中南地区最发达的

区域之一。江汉平原西起枝江,东迄武汉,北至钟

祥,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范围较广,其腹地主要包

括荆州市(辖荆州区、沙市区、江陵县、松滋市、公安

县、石首市、监利县、洪湖市)、仙桃市、潜江市和天门

市等。本文选取沙市区、江陵县、监利县和仙桃市作

为江汉平原的典型调查区域。这4个县(市、区)位
于江汉平原腹地,既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大城市近郊

区(沙市区)和省直管市(仙桃市),又有经济相对落

后的农业县(江陵县),还有全国粮食主产县(监利

县)。以此4个县(市、区)作为江汉平原的典型样本

调查区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大别山位于湖北省、河南省和安徽省交界处,西

接桐柏山,东延为霍山(也称皖山)和张八岭,西段为

西北—东南走向,东段为东北—西南走向,是长江与

淮河的分水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天堂寨为

中心的大别山区是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的摇

篮;目前,大别山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是全国

贫困县市集中分布的区域之一。位于湖北省境内的

大别山区,主要包括大悟县、红安县、罗田县、英山

县、麻城市,耕地种植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油菜

等。本文选取大悟县和红安县作为大别山区的典型

调查区域。这2个县是湖北省大别山区典型的山区

农业县,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而且都是全国

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以此2个县作为湖

北省大别山区的典型样本调查区域,具有较强的代

表性。

2.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所需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农户调

查。课题组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5月,先后到

上述6个县(市、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采取分层

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即在每个县(市、区)随机选择

3~5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2~3个行政村,每
个行政村随机选择10个左右的农户,进行访谈式的

问卷调查。本文共选取有效问卷488份,其中江汉

平原263份,大别山区225份,详见表1。
表1 调查样本概况

研究区域 县(市、区)数量/个 乡镇数量/个 行政村数量/个 有效调查户数/户 占样本比例/%
江汉平原 4 12 28 263 53.89
大别山区 2 9 22 225 46.11

合计 6 21 50 488 100.00

  二、农户家庭结构与耕地资本投入
的对应分析

  本文涉及的农户家庭结构是指农户家庭规模结

构、消费人口结构、劳力结构、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
农户的耕地资本投入主要包括化肥、农药、种子、水
费、农机租赁费和购买农机的年折旧费等。
1.不同家庭规模的农户耕地资本投入

按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将农户家庭规模划分

为2人及其以下、3~4人、5人和6人及以上4种情

况(从调查中发现,家庭人口规模为2人及以下的大

多为一代人家庭,3~4人的多为两代人家庭,6人及

以上的家庭几乎都为三代同堂。唯有5人家庭,其
两代和三代的农户数量较为相近,因此单独列出)。
这里的耕地资本投入指标,采用了单位面积耕地资

本总投入来表达。农户家庭规模与耕地资本投入的

对应情况具体见表2。
从单位耕地面积资本投入指标来看,农户耕地

资本投入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而呈现出先增后减的

趋势。其原因可能有三:第一,家庭规模较大,意味

着家庭对粮食的需求较多,农户必须投入比小规模

家庭更多的生产要素以提高产量来满足较多的粮食

需求;第二,家庭规模较大,表明家庭其他方面的消

费支出较大,为了换取较多的收入以满足生活支出

也必须进行较高强度的生产;第三,6人及以上的家

庭,由于老人较多,开支较大,耕地资本投入有所降

低。
表2 不同家庭规模的农户单位面积耕地资本投入

家庭规模/人 ≤2 [3,4] 5 ≥6
资本投入/(元/hm2) 4428 4427 4848 4358

  2.不同消费人口结构的农户耕地资本投入

不同消费人口结构的农户家庭的耕地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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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详见表3。由表3可见,农户耕地资本投入量

在消费劳动比(即农户家庭消费人口与劳动力人口

的比值,用C/W 表示)处在(1,1.25]区间时最大;
在C/W 大于1.5时,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相对较少。
随着C/W 增大,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的资本金额呈

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究其原因,若农户家庭

人口全部为劳动人口,即消费人口等于劳动人口时,
农户家庭的劳动力人均负担较轻,生产压力较小,不
必要投入更多的要素以提高产量和生产率。在

C/W增加时,家庭劳力人均生产压力增大,在劳力

有限的情况下,增加的需求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

率来满足。而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可能采取2种方

式:一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二是提高化

肥、农药等可变投入要素的数量。这2种方式都会

增加农地的资本投入强度。单位面积资本投入额随

着C/W 值的继续增大而减小,这很可能是在消费

人口较多的家庭中,劳动力更多地从事非农生产以

更大程度满足自身及被抚养者需求的缘故。
表3 不同消费劳动比的农户单位面积耕地资本投入

消费劳动比/(C/W)1.00 (1.00,1.25](1.25,1.50] >1.50
资本投入/(元/hm2)4481 4899 4611 3929

  3.不同劳力结构的农户耕地资本投入

用农业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力的比例(用AW/W
表示)作为衡量劳力结构的指标。根据实地调查情

况,本文将家庭劳力结构分为4类:小于0.5、等于

0.5、大于0.5小于1.0、等于1.0。由表4可以看

出,农户耕地资本投入额随着家庭农业劳力与总劳

力比值的增大而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家
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增多,从事非农生

产的劳力相对较少,从而使得非农收入较少。那么,
在家庭消费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农户家庭劳力生产

的Z商品数量和出售剩余产品以满足家庭成员对

市场上其他产品需求的农业收入就要增加,这就要

求农户家庭必须增加各种投入的数量来提高农产品

产量和家庭收入,从而满足农户的家庭生活需求(新
古典经济学文献将在家庭内生产并直接用于家庭消

费的商品和服务,称为Z商品)。
表4 不同劳力结构的农户单位面积耕地资本投入

家庭劳力结构/(AW/W)(0.0,0.5) 0.5 (0.5,1.0) 1.0
资本投入/(元/hm2) 3947 4594 4679 4662

  4.不同年龄结构的农户耕地资本投入

用农户家庭农业劳力的平均年龄作为年龄结构

的衡量指标。据实地调查,本文将该指标划分为4

个区间:小于40岁、大于等于40岁小于50岁、大于

等于50岁小于60岁、大于等于60岁。由表5可

见,农户耕地资本投入数额与家庭农业劳力的平均

年龄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根据表中指标值初步判

断,随着农业劳力平均年龄的增长,农户对耕地的资

本投入强度表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首先解释“两头小”的现象产生的可能原因。年

轻的农民富有闯劲,对新事物接受较快,他们一般外

出打工经商以获取较高的非农收入,这样他们不用

过于依赖出售农产品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只需种

植家庭自身需要消费的农产品即可。因此,他们对

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大,各方面的投入自然不会太

多。农业劳力平均年龄大于60岁的农户家庭,通过

调查显示,主要分为以下2种:1种是老年夫妻二人

组成的家庭;另1种是俩老在家务农,子女在外务工

的核心家庭。这2种家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以

赚取收益作为农业生产的目标,其农产品的生产仅

仅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要。
中间2个区间的农户耕地资本投入额相对较

高,这与该年龄阶段农户的类型有较大关系(农户类

型划分依据200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

局制定的农村住户调查方法,分为纯农户、农业兼业

户、非农业兼业户、非农业户四类)。在调查中发现,当
农户家庭农业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指标值在[40,60)
这个区间时,农户多为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他们为

了获得更多的农业收入,就会精耕细作,通过增加要

素投入以提高产出率。
表5 不同年龄结构的农户单位面积耕地资本投入

农业劳力平均年龄/岁 <40 [40,50) [50,60) ≥60
资本投入/(元/hm2) 3993 4681 4903 4072

  5.不同文化结构的农户耕地资本投入

本文依据家庭农业劳力平均受教育年数,将农

户文化结构划分为4种类型:0年、大于0年小于等

于6年、大于6年小于等于9年、大于9年。从表6
中可以看出,农户家庭的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越高,
即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对农地的资本投入总量就会

越多,强度就越大。这是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

知识更加丰富、素质较高、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较

强,在目前的惠农政策下,他们更愿意增加对农地的

资本投入,以获取更多的农产品和更高的农业收入。
表6 不同文化结构的农户单位面积耕地资本投入

农业劳力受教育年数/年 0 (0,6] (6,9] >9
资本投入/(元/hm2) 4164 4109 4984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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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庭结构对农户耕地资本投入
影响的定量分析

  1.变量与模型选择

(1)变量选择与说明。以农户2008年单位耕地

面积的资本投入作为因变量,耕地资本投入主要包

括化肥、农药、种子、水费、农机租赁费和购买农机的

年折旧费等。在参考有关文献[13-15]的基础上,本文

选择如下自变量:

①家庭结构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家庭规模、消
费人口结构、劳力结构、农业劳力平均年龄和农业劳

力文化水平。根据对应分析结果,家庭规模、消费人

口结构、农业劳力平均年龄对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的

预期作用方向不明,劳力结构和农业劳力文化水平

对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

②家庭财富变量。主要包括:人均耕地面积、家
庭总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比。从理论上讲,农户经

营的耕地面积越大,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越明显,农
户进行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就越高;但当耕地面

积超过临界值时,单位面积耕地的各项要素投入量

会随之减少。农户家庭收入提高,其农业投入能力

就会加强,资本投入就会增多。但是,当农户家庭收

入超过某一临界值,农户的效应函数就会发生变化,
对农业的投入就会减少。由于当年的生产决策取决

于上一年的收入水平,因此本文选用2007年农户家

庭总收入作为自变量的取值。本文用农户生活支出

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来衡量生活消费支出。农户家

庭收入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越大,其对农业生产的

投入就越少。同样,用2007年该指标的数值作为自

变量的取值。

③价格变量。主要包括:农产品价格和投入品

价格。一般而言,在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农产

品价格越高,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收益预期越高,从而

愿意增加农业生产性投入。农户的生产决策往往是

依据上一年农产品市场价格做出的,因此本文选取

2007年农产品市场价格作为自变量。因研究区域

种植制度各有不同,农户种植的农作物也存在差异,
为了使价格具有可比性,本文选取农户主要农产品

的综合价格即主要农产品总产值与总产量的比值作

为衡量指标。农业生产要素价格越高,则农业生产

成本越高,从而导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入减少。通

过调查发现,农户一般是根据当年要素市场价格来

决定当年的投入品数量。由于投入要素种类众多,
其价格又存在差异,为了便于分析,本文选择投入数

量最多的氮肥在2008年的市场平均价格作为衡量

指标。变量的度量方法以及自变量的预期作用方向

如表7所示。
(2)模型选择。通过比较,本文选取多元线性回

表7 变量的度量方法及自变量的预期作用方向

变 量      度量方法     作用方向

因变量 单位面积资本投入(Y)/(元/hm2) 资本投入总额/耕地总面积

家庭规模(X1)/人 家庭人口数量 ?
消费人口结构(X2)/% 家庭消费人口数量/家庭劳动力数量 ?
劳力结构(X3)/% 家庭农业劳力数量/家庭劳动力数量 +
农业劳力平均年龄(X4)/岁 农业劳力年龄之和/农业劳力数量 ?

自变量 农业劳力文化水平(X5)/(年/人) 农业劳力教育年数之和/农业劳力数量 +
人均耕地面积(X6)/(hm2/人) 家庭耕地总面积/家庭人口数量 ?
家庭总收入(X7)/元 2007年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之和 ?
生活消费支出比(X8)/元 2007年家庭生活支出/当年家庭总支出 -
农产品价格(X9)/(元/kg) 2007年农产品综合价格 +
投入品价格(X10)/(元/kg) 2008年氮肥价格 -

   注:“+”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方向为正;“-”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为负;“?”则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方向不明。

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Y=α+β1X1+β2X2+……+β9X9+β10X10+ξ (1)

式中:Y 表示农户家庭2008年单位耕地面积的

资本投入额;X1、X2、……、X9、X10分别为家庭规模、
消费人口结构、劳力结构、农业劳力平均年龄、农业

劳力文化水平、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总收入、生活消

费支出比、农产品价格、投入品价格;α表示模型中

的常数项,为方程的总体截距;βi(i=1,2,3,……,

10)是模型中的各因变量的待估参数项,表示各因素

对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的影响程度;ξ为残差项。

2.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SPSS软件的17.0版本对江汉平原

和大别山区的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8。从模型的F 检验值可知,模型符合统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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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水平要求,拟合效果较好。
(1)家庭规模对投入的影响。家庭规模对江汉

平原和大别山区农户耕地投入的影响都很显著,但
不同的是家庭规模对江汉平原农户耕地投入的作用

表8 基于2个区域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

影响因素
江汉平原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大别山区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截距项 24461.48＊＊＊(17.888) 8931.21＊＊＊(14.413)
家庭规模(X1) 1161.55＊＊(2.556) 0.169 -48.24＊＊(-2.455) -0.148

消费人口结构(X2) 566.03＊＊(2.095) 0.112 44.94(0.862) 0.047
劳力结构(X3) 595.89(1.595) 0.096 264.645＊＊(-2.371) 0.132

农业劳力平均年龄(X4) 3.67(0.521) 0.022 1.89(0.644) 0.038
农业劳力文化水平(X5) 49.41＊(1.879) 0.077 3.03(0.376) 0.021

人均耕地面积(X6) 463.27＊(1.618) 0.070 -154.08＊＊＊(-5.822) -0.324
家庭总收入(X7) -0.03＊＊＊(-6.221) -0.286 0.000＊＊＊(11.822) 0.580

生活消费支出比(X8) -2591.01＊＊＊(-7.647) -0.304 -1551.99＊＊＊(-7.722) -0.415
农产品价格(X9) 222.28(0.456) 0.017 230.895(1.401) 0.065
投入品价格(X10) -11532.8＊＊＊(-17.441) -0.769 -3128.57＊＊＊(-11.796) -0.554

R2             0.887              0.851
F值             69.369＊＊＊              40.220＊＊＊

D-W检验值             1.618              1.395

 注:括号内数字为参数估计值的T 检验值,＊、＊＊、＊＊＊分别表示统计检验达到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R2 为拟合优度系数。

方向为正,而在大别山区该因素作用方向为负。究

其原因,江汉平原地区耕地资源丰富,家庭规模越

大,则家庭承包耕地越多,农业生产规模效应就更显

著,农户更愿意增加资本投入以获取更多的农业收

益。而大别山区由于耕地资源较贫乏,农业生产规

模效应难以形成,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家庭

成员的口粮需求;对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家庭,仅仅依

靠农业生产不能维持较高的生活开支,青壮年劳力

一般外出打工以获取非农收入,不愿意增加农业资

本投入,所以家庭规模对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的影响

为负。
(2)家庭消费人口结构对投入的影响。在江汉

平原地区和大别山区,家庭消费人口结构对农户耕

地投入的作用方向均为正,但是在江汉平原该因素

的影响显著,而在大别山区该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究其原因,江汉平原耕地资源丰富,劳均负担消费人

数较多时,农户主要是通过增加农业生产投资规模

和强度来提高家庭收入;而大别山区耕地资源较贫

乏,农户主要是通过非农劳动来提高家庭收入,因此

家庭消费人口结构对农户耕地投入影响不显著。
(3)家庭劳力结构对投入的影响。劳力结构对

江汉平原和大别山区的农户资本投入的影响都为

正,但显著性不同。该因素对江汉平原农户资本投

入的作用较小且不显著,而在大别山区该因素的作

用较大且显著。这也是由于耕地资源禀赋不同所造

成的。相对于江汉平原而言,大别山区耕地面积相

对较少,而且土壤质量较差,田块较破碎,灌溉条件

较差,获得等量的产量,必须投入较多的资本。
(4)家庭农业劳力平均年龄和文化水平对投入

的影响。农户农业劳力平均年龄和文化水平,对江

汉平原和大别山区农户的耕地资本投入影响皆为

正。这是因为年轻劳动力身体素质较高,大多进城

打工经商以获取较高的非农收入,相应地其农业生

产的资本投入量就较少;农业劳力受教育年限越长,
其掌握的知识技能越多,更容易接受农业生产新的

技术和方法,使用新的品种,从而增加对农业生产的

投入。
(5)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对投入的影响。人均耕

地面积对江汉平原农户的耕地资本投入影响为正,
而对大别山区农户的耕地资本投入影响为负;且前

者较显著,后者非常显著。正如以上所说,大别山区

耕地资源较贫乏,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

满足自身需要;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农户,就会以土

地替代资本,进行粗放经营。而江汉平原则相反,耕
地面积越大,生产越具有规模效应,农业机械投入也

越多,从而资本投入量也越大。
(6)家庭总收入对投入的影响。家庭总收入对

江汉平原和大别山区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的影响都十

分显著,但该因素在江汉平原的影响为负,在大别山

区的影响为正。究其原因,目前江汉平原农户人均

纯收入高于大别山区,所以对江汉平原的农户而言,
随着其家庭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并没有使其农业生

产性投入增加,而是增加了其生活消费支出。
(7)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比和市场价格对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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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活消费支出比对江汉平原和大别山区农户

的耕地资本投入都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农产品价格

的影响都为正,投入品价格的影响均为负。这与预

期作用方向一致。

  四、结论及启示

  1.结 论

(1)农户农业生产目的受制于耕地资源禀赋。

在耕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目的

主要是利润最大化;此时,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农业

生产的规模效应越明显,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就越高。

在耕地资源贫乏的地区,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目的

主要是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此时,人均耕地面

积较多,农户就会以土地替代资本,进行粗放经营。

(2)家庭结构对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的影响受制

于耕地资源禀赋。家庭规模对农户资本投入有显著

的影响,其作用方向受制于耕地资源禀赋;在耕地资

源丰富的地区,家庭规模对资本投入有正向的影响;

在耕地资源贫乏的地区,家庭规模对资本投入的影

响为负。消费人口结构对农户资本投入的影响都为

正,其显著性受制于耕地资源禀赋;在耕地资源丰富

的地区,其影响显著;在耕地资源贫乏的地区,其影

响不显著。劳力结构对农户资本投入产生正的影

响,其显著性也受制于耕地资源禀赋;在耕地资源丰

富的地区,该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在耕地资源贫乏的

地区,其作用显著。
(3)农村农业生产要素市场普遍不活跃。目前,

不管是耕地资源丰富的地区,还是耕地资源贫乏的

地区,农户的耕地资本投入行为明显地受制于农户

家庭结构,即农户农业生产决策与农户家庭的消费

决策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因此,根
据农户经济学理论,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我

国农村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农地流转市场、农业

资金借贷市场和农业劳动力市场等)不活跃。

2.启 示

目前农村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仍然较低,农户

农业生产决策与其消费决策相互影响和制约,所以

国家在制定农业发展政策时,就应综合考虑农民的

生产和消费问题,将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和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统筹考虑。在目前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进

城打工的情况下,无论是从减轻年龄偏大的务农人

员的农作负担,还是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推
进农业机械化进程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农业劳力受

教育年限越长,其掌握的知识技能越多,更容易接受

农业生产新的技术和方法,使用新的品种,从而增加

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所以,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

质是增加农业生产投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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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FamilyStructureonRuralHouseholds’Capital
InputstoCultivatedLand

———AnEmpiricalStudyBasedon488RuralHouseholdSurvey

KANYou-xun1,ZHOUYing2,YANGGang-qiao2

(1.TheLandRemediationBureauofHubeiProvince,Wuhan,Hubei,430071;

2.CollegeofL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Inordertodiscoverthelawofruralhouseholds’capitalinputstocultivatedlandduring
theprocessofurbanization,thispaperanalyzestheimpactoffamilystructureonruralhouseholds’cap-
italinputstocultivatedlandbasedonthequestionnairesurveyof488ruralhouseholdsin6countiesof
JianghanPlainandDabieshanMountain.Theresultshowsthatagriculturalproductiontargetofrural
householdsisdominatedbyarablelandresourcesendowment,andthetargetistogainmaximalprofits
intheregionaffluentinarablelandresources,whichismainlytomeettheneedsoffamilymembers’

life.Theimpactoffamilystructureonruralhouseholds’capitalinputstocultivatedlandisdominated
byarablelandresourcesendowment.Atpresent,marketofagriculturalproductionfactorsincountryside
isnotactive,therehasbeenreciprocalinfluencebetweenproductiondecisionsandconsumptiondecisions
ofruralhouseholds.Therefore,thispaperpointsoutthatitisveryimportantforgovernmentstocon-
siderfarmers’productionandconsumption,activelypromot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andenhancecul-
turalandtechnicalqualificationsofagriculturallabourers.

Keywords ruralhouseholds;familystructure;capitalinputstocultivatedland;regionalcompari-
son;endowmentof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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