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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选择视角的茶业种植户收入影响因素

———来自河南信阳284个茶叶种植户的调查

郭亚军,刘东南,陈暋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中心,陕西 杨凌712100)

摘暋要暋以技术选择为视角,着眼于茶叶产业发展进程中种植户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采用农户技术选择

假说构建计量模型,以河南省信阳市284个茶叶种植户的微观调查为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劳动

节约型、劳动密集型技术选择对不同规模茶叶种植户生产收入变动的影响机理、方向和程度。研究表明:茶叶生

产过程中,劳动节约型技术、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投入回报率存在差异;茶园规模对茶叶种植户收入影响显著,其
中大规模茶园偏向劳动节约型技术,小规模茶园倾向劳动密集型技术。基于此,得出以下结论:茶叶生产过程中

劳动节约型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并存;茶叶生产依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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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2011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总量达

810亿元,平均品牌价值8.62亿元,其中信阳毛尖

以45.71亿元位居第三。茶叶是信阳农业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也是信阳茶农的致富之源。截止2010
年,全 市 有 10 个 县 区、133 个 乡 镇 茶 园 总 面 积

9.33万km2,开采面积6.67万km2,2009年茶叶产

量3000万kg左右,农业产值约30亿元,社会总收

入超过40亿元。
茶农作为整个茶叶产业的核心环节,其收益的

高低是影响该产业健康运行的重要因素。在茶叶市

场化进程中,探究其生产过程中影响茶农收入的具

体因素,对茶叶产业的发展尤为必要。苏祝成等通

过研究不同规模茶场的经营绩效,结果表明茶园经

营并不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1]。吕美晔等以茶叶为

调查对象,研究了农户绿色农产品种植意愿影响因

素,认为绿色农产品生产技术的掌握难度影响了农

户的经济收益[2]。林善波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必然要

求规模化经营,茶叶的规模化经营一方面可以促进

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提高技术水平,降低劳动力的

投入成本,进而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有利于

茶叶产业化的发展,提高我国茶叶的国际竞争力[3]。
以上学者重点分析了规模化经营对茶农经济效

益的影响。规模化固然是影响茶农收入的一个重要

方面,然而市场化进程中技术选择也是影响经济效

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以技术选择为切入点对

农户的经营性行为进行研究也是众多学者进行实证

分析的重要途径。根据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假

说,在生产要素价格能够充分反映生产要素稀缺程

度的条件下,技术选择就是指农户根据各类生产要

素价格的相对变动,倾向于选择节约稀缺生产要素

的技术,以获得总要素投入边际收入最大化[4]。按

照该假说及其对技术类型分析的成果,将促进机械

等动力对劳动力替代的技术定义为劳动节约型技

术;将增加劳动投入以替代机械使用的技术,定义为

劳动密集型技术。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界就

技术选择尤其是技术选择与农户生产收入变动之间

的关系进行相关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文献有,Leg灢
gesse等利用期限分析研究了随时间改变的变量和

随时间不变的变量对埃塞俄比亚东部和西部地区农

民采用有机化肥和除莠剂技术的速度的影响[5]。

Khan等通过研究不同糖类加工技术对各收入水平

农户的影响表明,以资本投入为主的现代机械化技

术对高、中、低收入农户的边际贡献均低于以劳动力

投入为主的传统技术[6]。Mariapia运用非参数的

P灢Score匹配模型,对5062个农户的分析表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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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种子技术对中小农户缓解贫困的贡献率仅为0.2,
难以使其跨越贫困线,大农户的收入增长幅度更

大[7]。Arjunan等以印度 305 户农户为例,运用社

会核算矩分析指出,女性劳动力和小规模农户能从

转基因棉花中获得更多收入[8]。与国外学者相比,
国内学术界关于技术收入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晚。黄

祖辉等人利用1994—2001年的宏观数据实证研究

发现,随着技术进步,因农产品总供给增加而导致其

价格降低,使因农产品销售数量增加所产生的收入

部分被抵消,农户生产收入呈下降趋势[9]。张东辉

等实证检验中国1987—2004年农业技术进步对农

户收入的影响,认为农用机械技术推广更有益于高

收入农户[10]。
关于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的国内外研究各有侧

重。国外学者主要运用微观经济理论及数量经济模

型探讨技术革新的微观收益。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

尚存在有待深入讨论的理论缺陷与难点,具体表现

为:运用宏观统计数据,以时间序列为主从整体上探

讨一定时期内技术选择对农户生产收入变化的影

响,难以从微观层面反映农户自身的技术选择偏好

及其收入效应。鉴于此,本文借鉴 Martins等[11]和

王韧[12]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基础引入劳动力等要素

投入和农产品市场价格因素,综合考虑茶叶生产中

的规模因素,就技术选择对不同规模茶叶种植户生

产收入变动的影响路径提出假设,并以理论分析为

支撑,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和河南信阳茶叶重点

生产区域专业茶叶种植户实地调研数据,对假设进

行检验,以揭示不同规模茶叶种植户的技术选择特

征对其生产收入变动的影响机理、方向和程度。

暋暋一、理论分析与模型设计

1.理论分析

本文研究的农户是茶叶专业种植户,假定茶叶种

植户是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无任何外生收入,
即其收入均来源于从事茶叶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

收入。针对调查样本,设第i个茶叶种植户产出为

qi,样本数量为k,则样本所有种植户总产出为:

Q= 暺
k

s=1
qs =q1 +q2 +…+qi+qi+1+…+qk

暋暋对茶叶种植户而言,单个种植户只能作为茶叶

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市场价格水平P 是关于样本种

植户总产出Q 的函数,即p(Q)=a-bQ。根据技术

诱导创新理论,假设茶叶种植户在稀缺要素诱导下

的选择导致生产要素投入发生偏向的技术A,产生

与该技术A 相对应的要素投入量(X)与要素单位

投入成本(C),则第i个茶叶种植户选择技术后的

净茶叶生产性收入函数为:
Ii =P(Q)qi-Ci(Ci,Xi)暋(炐i 暿N) (1)

暋暋为简化分析,对产出价格函数、产出函数和成本

函数做出如下线性假定:
qi =AiXi

Ci(Ci,Xi)=CiXi (2)

s.t.暋Ci >0,Xi >0,a>0,b>0

暋暋假设茶叶种植户的生产经营目标是收入最大

化,且茶叶种植户的技术选择是风险中性,则对第i
个茶叶种植户选择技术Ai 后的茶叶净生产性收入

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灥Ii

灥qi
=P(Q)+qi

灥P(Q)
灥Q .灥Q灥qi

-灥Ci(Ci,Xi)
灥Xi

.灥Xi

灥qi
(3)

暋暋将(2)式代入(3)式后有

a-bQ-bqi-Ci

Ai
=0 (4)

暋暋由式(4)求得茶叶净生产性收入最大化状态下

qi、Xi、p(Q)的表达式为:

qi =
a-Ci

Ai
-Qc

2b
Qc =q1 +q2 +…+qi-1+qi+1+…+qk (5)

Xi =
a-Ci

Ai
-Qc

2Aib
(6)

P(Q)=
a+Ci

Ai

2 +1-b
2 Qc (7)

暋暋此时第i个茶叶种植户选择技术Ai 后的茶叶

净生产性收入函数可转换为:

Ii =P(Q)qi-Ci(Ci,Xi)=
(aAi-Ci)2

4bAi
2 +

abQc-(1-b)Q2
c

4b +bQcCi

4bAi
(8)

暋暋由式(8)可得式(9)
灥Ii

灥Ai
= Ci

4bA2
i
(2a-1-2Ci

Ai
) (9)

暋暋式(9)表明:

(1)当Ai>
2Ci

2a-1>0时,灥Ii

灥Ai
>0,说明茶叶种

植户选择技术Ai 产生的增收效应大于与之相配套

的要素单位投入成本,即技术Ai 能促进种植户茶叶

生产收入增加。

(2)当 2Ci

2a-1>Ai>0时,灥Ii

灥Ai
<0,说明茶叶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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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选择技术Ai 产生的增收效应小于与之相配套的

要素单位投入成本,即技术Ai 会导致种植户茶叶生

产收入减少。
根据式(8),茶叶种植户茶叶生产性净收入还

受到茶叶价格、种植户茶叶产量以及要素投入数量

的影响。但由式(5)、式(6)、式(7)可知,种植户茶叶

产量(qi),要素投入数量(Xi),茶叶价格(P)对茶叶

种植户茶叶生产性净收入的影响,可分别表示为茶

叶种植户家庭技术选择Ai、茶叶生产单位投入成本

Ci 的函数,即qi、Xi、P 对种植户茶叶生产性净收入

的影响均可通过以上2个变量加以解释。

2.假设

根据理论分析,由于农户的特征不同,采用技术

的行为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当土地分配不均,市场

缺乏效率,以及公共制度受到经营规模影响时,低收

入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劳动密集、风险小的技术体系,
而高收入农户则更倾向于选择资本密集的技术体系,
并能承担更大风险。针对小规模茶叶种植户,由于土

地面积有限,机械投入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并不一定都

能弥补其投入成本。考虑到农户的劳动投入不以工

资的形式体现,因而农户自身不会将其计入投入成

本,于是更多的农户会选择增加家庭剩余劳动力的投

入。提出以下假设:

H1:小规模茶叶种植户技术选择倾向为劳动密

集型技术。
如果经济体中劳动力是相对稀缺的,那么,生产

决策者倾向于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而这种替代最

初是通过机械化来实现的。机械化设备被视为一种

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而被决策者采用,在一定程度上

起着替代劳动力的作用。农业机械化告诉人们这样

一个事实: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或扩大了单

位农业劳动力的耕作面积,或减少了单位土地面积

上劳动力的投入,从而解放了部分农业劳动人口。

Wozniak利用Probit和Logic模型研究美国农户采

纳饲料添加剂的情况,研究认为农户的教育水平、信
息源与农户采纳行为呈高度正相关,生产规模大的

农户比小规模农户更愿意获取信息,因此采纳概率

更高[13]。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大规模茶叶种植户技术选择倾向为劳动节

约型技术。
对当地整个茶叶产业而言,种植茶叶的以家庭为

单位的小型农户居多,鉴于农户的认知程度和茶叶种

植相关技术的弱需求性,考虑到部分大龄劳动力的闲

置现状,更多农户倾向于选择以增加劳动力投入为代

表的劳动密集型技术。提出如下假设:

H3:茶叶种植户总体技术选择倾向为劳动密集

型技术。
根据理论分析,茶叶种植户家庭技术选择、要素

单位成本是影响种植户茶叶生产收入变动的基本途

径,但其中的相互关系是否成立还需经验数据验证。
考虑数据限制,通过建立基于截面数据的简约种植

户收入函数模型,直接估算茶叶种植户的技术选择、
要素单位投入成本对种植户茶叶生产收入水平的影

响,并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3.计量模型设计及变量选择

基本计量模型为:I=f(X,A)+毰,针对每一茶

农种植户,将模型具体化:
Ii =毬0 +毬AAi+毬xXi+毰 (10)

暋暋式(10)表示线性回归方程组,下标i表示第i
个茶叶种植户,毰表示随机误差项,I为茶叶种植户

人均茶叶生产净收入的对数值。A 表示种植户的技

术选择偏向指数。对假设的检验,可转换为检验茶

叶种植户茶叶生产性净收入I与茶叶种植户的技术

选择偏向指数A 是存在正相关关系还是负相关关

系。
茶叶种植户的技术选择偏向指数(A)统计方

法。对样本总体而言本文借鉴常向阳等学者的方

法[15],将技术选择偏向指数作为茶叶种植户技术选

择的替代变量,用来表示茶叶种植户生产技术偏向

劳动节约或劳动耗用的程度,其计算公式为:Hi=

(mi

M
)/(fi

F
)。其中mi 为第i个种植户茶叶生产过程

中的农业机械投入成本,M 为被调查样本茶叶种植

户总体的茶叶生产机械投入总成本,fi 为第i个样

本种植户茶叶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成本,F 为

样本茶叶种植户总体的茶叶生产劳动力投入总成

本。因此,对样本总体来说,如果 H>1,说明第i个

样本茶叶种植户偏向劳动节约型技术;相反,如果

H<1,说明第i个样本茶叶种植户偏向劳动密集型

技术。
考虑到不同规模条件下农户对技术选择可能存

在不同的技术选择偏向,引入规模变量,得到修正的

技术选择偏向指数,以期更精确地反映出不同规模

种植条件下技术选择对茶农收入的影响。具体计算

方法如下:Zi=Hi si-
暺
j
sj

k
,其中,si 为第i 个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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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种植户的茶园规模,k为总体样本数量。对理论

分析部分提出的技术选择偏向指数A 可以表示成

以下结果:

Ai =
Hi,样本数量为k时

Zi,{ 其他

暋暋由假设可知,种植户选择的茶叶生产技术对其

生产收入的影响,还受到与该生产技术相配套的要

素单位投入成本变动的影响,且种植户茶叶生产收

入变化也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模型(10)中
引入X,以表示其他自变量的向量。其中,第一组向

量由茶叶种植户家庭人口学特征变量组成,包括家

庭种植茶叶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男性劳动力比

例;第二组向量由家庭种植特征变量组成,包括单位

面积(667m2)茶叶生产机械投入成本的对数值、单
位面积(667m2)茶叶生产劳动力投入成本的对数

值、样本种植户茶园规模、样本种植户的技术认知程

度、优产率及茶园受灾程度(见表1)。通过测算茶

叶种植户的技术选择偏向指数的系数,并分别将其

与单位面积茶叶生产机械投入成本对数值、单位面

积茶叶生产劳动力投入成本对数值的系数进行比

较,以验证假设。
表1暋其他自变量含义

变量 含义与赋值

家庭种植茶叶劳动
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文盲=1,小学毕业=2,初中毕业=3,高中(中
专)毕业=4,大专毕业=5,本科毕业=6

男性劳动力比例
家庭种植茶叶的男性劳动力数量占家庭种植茶
叶劳动力总数的比例

单位生产机械投入
成本对数值

单位生产机械投入成本=(机械作业费+燃料
费+工具材料费+机械维护费+固定资产折
旧)/茶园面积

单位生产劳动力投
入成本对数值

单位生产劳动力投入成本=(家庭用工折价+
雇工费)/茶园面积

茶园面积 样本种植户茶园总面积(承包地+自营地)

技术认知程度

种植户管理茶园水平,对茶叶质量安全认证体
系的了解程度,测土配方技术的掌握,现代病虫
害防治技术的认知程度
(按照对每个样本种植户的访谈情况评分,分值
区间为[0,15])

优产率
样本种植户茶叶销售量占总产量70%及以上
比例

茶园受灾程度

当年茶园无受灾=0,
当年受灾面积占茶园总面积的20%及以下=1,
当年受灾面积占茶园总面面积的20%-70%=
2,
当年受灾面积占茶园总面积的70%及以上=3

暋暋二、实证检验

1.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源于2011年9月至10月在河南省信

阳市茶叶重点生产县进行的入户访谈和调研。主要

采取如下调研方法:根据茶叶种植户的不同生产规

模,在信阳市茶叶主产区以非等概率方式选取7个样

本乡(镇);然后,按照种植户茶叶生产收入水平差异,
在各样本乡(镇)以分层随机选取1~3个样本村;最

后,在每个样本村按全村茶叶种植户的相应比例随机

选取9~20个农户样本。经过集中检验,剔除重要指

标缺失样本,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84份,调研所获数

据资料基本能反映信阳市茶叶种植情况。变量的基

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及预期分析如表2。
表2暋各变量均值及预期方向

变量 样本均值 预期方向

家庭种植茶叶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3.15 +
男性劳动力比例 0.29 -
单位生产机械投入成本/元 443.64 +
单位生产劳动力投入成本/元 713.74 +
茶园面积/(667m2) 22.81 +
技术认知程度 8.02 +
优产率 0.84 +
茶园受灾程度 1.12 -

暋暋2.结果与分析

运用EViews5.0软件,种植户茶叶生产收入函

数进行估计,针对回归估计中出现的异方差现象使

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并对最终结果进行检

验。结果如表3。
表3暋按规模分类及总体回归结果

变量 总体 大规模 小规模

常数项c
-1.4185 0.5873 1.4064**

(-0.7569) (0.4838) (2.1248)

男性劳动力比例x1
0.3675 0.2492 -0.0848
(1.2146) (1.1293) (-0.7389)

家庭种植茶叶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程度x2

0.0176 0.0068 0.0047
(0.3654) (0.1449) (0.2406)

茶园面积x3
0.0122***0.0051*** 0.0377***

(6.2131) (5.6272) (5.7572)

技术认知程度x4
0.0532* 0.0746* 0.1056
(1.7316) (1.8272) (0.7129)

优产率x5
0.1204** 0.3952* 0.1167**

(2.2151) (1.8719) (2.2416)

茶园受灾程度x6
-0.1836* -0.1792** -0.1427*

(-1.7099)(-2.2421)(-1.8924)
单位生产机械投入
成本对数值x7

0.4365** 0.5147* 0.3711***

(2.1429) (1.8171) (5.4941)
单位生产劳动力投入
成本对数值x8

0.6126***0.3604*** 0.4451***

(6.2546) (3.9486) (4.9233)

技术选择偏向指数x9
-0.2741**0.0198*** -0.0217**

(-2.1954) (4.7267) (-2.1531)

R2 0.7924 0.7167 0.6723
AdjustedR2 0.7714 0.6942 0.6492
暋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表示估计结果在1%,5%,
10%水平上显著。大规模为si>25,小规模为si曑25,单位面积为

6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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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中结果可以看出,对样本整体来说,

WLS回归结果的总体解释度较高,多数变量的解释

能力达到显著水平,特别是茶园面积和单位生产劳

动力投入成本,达到1%的显著水平,且影响为正,
分别为1.22%和61.26%。这表明茶园的规模化生

产有助于提高茶农的收入,因为规模化有助于资源

的集中利用,尤其有利于机械设备的投入使用。而

单位生产劳动力投入成本的显著性反映出现阶段茶

农的生产依然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来增加收入,
机械化的优势并没有发挥显著作用。优产率,单位

生产机械投入成本以及本文最为关注的技术选择偏

向指数达到5%的显著水平。其中优产率和单位生

产机械投入成本对茶农生产收入的边际贡献分别为

12.04%和43.65%。技术偏向指数的回归系数为

负,说明其他条件不变时,茶叶种植户每偏向1个单

位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其茶叶生产净收入平均下降

27.41%;相反,当茶叶种植户每偏向1个单位的劳

动密 集 型 技 术 时,其 茶 叶 生 产 净 收 入 平 均 增 加

27.41%。同时从回归结果中不难看出,样本种植户

单位面积茶叶生产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对其茶叶生产

收入的正效应大于单位面积茶叶生产机械投入成本

对其茶叶生产收入的正效应,也进一步印证了茶叶

种植户技术选择偏向的收入效应。技术认知程度和

茶叶受灾面积分别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其边际

影响分别为5.32%和-18.36%。虽然技术认知对

茶农收入有影响但并非特别显著,这也和调查结果

大致相同:茶农对技术的认知还处在一个初级到中

级的阶段,是以经验生产代替技术支撑为主导,因此

相关技术的进一步推广有助于茶农生产收入的提

高。在回归结果中,男性劳动力比例和家庭种植茶

叶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对茶农收入影响并不显

著。由于茶叶产业的特殊性,尤其是采摘环节对劳

动力性别并无特殊要求,且以女性居多,因此性别差

异在结果中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在调查中,绝大多

数受访者都是初中毕业,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这也与

较低的技术认知程度相符合。
考虑规模因素以后,模型的回归结果有一些变

化,尤其是技术选择偏向指数在大规模和小规模下

分别呈现出相反的系数。在大规模条件下,茶园面

积,单位生产劳动力投入成本,技术选择偏向指数对

茶农收入影响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且均为正向

影响,分别为5.10%,36.04%和1.98%。技术选择

偏向指数为正,表明在大规模种植条件下,茶叶种植

户每偏向1个单位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其茶叶生产

净收入平均上升1.98%;相反,当茶叶种植户每偏

向1个单位的劳动密集型技术时,其茶叶生产净收

入平均减少1.98%。且样本种植户单位面积茶叶

生产的机械投入成本对其茶叶生产收入的正效应

51.47%大于单位面积茶叶生产劳动力投入成本对

其茶叶生产收入的正效应36.04%。作为大规模种

植户,由于劳动力的使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其进一

步增加会导致成本的快速上升,因此机械化等技术

性的投入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劳动成本并提高

收入。技术认知程度,优产率以及单位生产机械投

入成本对茶农收入影响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具
体数值为7.46%,39.52%,51.47%。茶园受灾程

度 依 然 对 茶 农 收 入 产 生 负 作 用,边 际 影 响 为

-17.92%。
对小规模种植户,可以得到如下结果:茶园面

积,单位生产机械投入成本,单位生产劳动力投入成

本对茶农收入影响显著,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影
响程度分别为3.77%,37.11%和44.51%。优产率

和技术选择偏向指数对茶农的收入影响达到5%的

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1.67%和-2.17%。小规模

下技术选择对茶农收入影响方向与样本总体保持一

致,均为负值。且从单位生产机械投入成本和劳动

力投入成本对茶农种植户的影响程度来看,样本种

植户单位面积茶叶生产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对其茶叶

生产收入的正效应大于单位面积茶叶生产机械投入

成本对其茶叶生产收入的正效应。茶园受灾程度对

茶农收入影响为-14.27%,在10%水平下显著。
无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条件下,男性劳动力比例

和家庭种植茶叶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对茶农收入

影响并不显著,这也与样本总体情况相吻合。

暋暋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运用农户技术选择假说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基于河南信阳茶叶种植户的调研数据,针对不同规

模茶农种植户,对劳动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技术选

择对种植户的茶叶生产收入变动的影响机理和方

向、差异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规模条件下,技术选择对茶农收入影响

方向及程度不同。劳动节约型技术、劳动密集型技

术的投入回报率差异显著。劳动节约型技术对大规

模种植户投入回报率大,劳动密集型技术对小规模

种植户投入回报率更大。目前茶叶产业的整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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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依然是以劳动投入为主,相关技术的采用有待

进一步普及和推广。对茶农种植户整体及小规模种

植户而言,劳动节约型技术与茶叶种植户生产收入

呈负相关关系;劳动密集型技术与样本种植户茶叶

生产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对大规模种植户而言结论

则相反。对大规模种植户而言,劳动力的大量使用

所带来的收益已不足以弥补其高额的成本支出,因
此种植户更倾向于增加其能够节约劳动力投入的机

械投入。该结论也支持了 Hayami等的要素稀缺诱

致性技术创新假说[4]。
(2)茶叶种植规模对茶农收入影响显著且成正

相关关系。无论是样本总体还是不同规模下的种植

群体,茶园面积都对茶农收入影响非常显著,因此规

模化生产能产生更高的经济收益,这也与林善波的

研究结果相吻合[3]。调查数据显示大规模种植户能

获取更高的人均收入,这是由于大规模种植户更有

利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使用,该结果也与张东辉等

认为农用机械技术推广更有益于高收入农户的结论

一致[10]。单位生产劳动力投入成本、机械投入成

本、技术认知程度和优产率对样本种植户茶叶生产

收入产生不同程度的正效应,且对于小规模种植户

而言,单位面积茶叶生产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对其生

产收入的正效应大于单位面积生产机械投入成本对

其生产收入的正效应;对大规模种植户来说,单位面

积茶叶生产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对其生产收入的正效

应小于单位面积生产机械投入成本对其生产收入的

正效应。
(3)茶园受灾程度对样本种植户茶叶生产收入

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影响;相对于小规模种植户,茶园

受灾程度对大规模种植户的影响更为显著。由于大

规模种植户的茶园成灾面积相对更加广泛,因此更

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男性劳动力比例和劳动力

受教育程度对茶农的生产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由

于茶叶产业的特殊性,以及茶叶产业发展的日趋成

熟,各种技术的推广和机械设施的应用,在节约劳动

力劳作体能的同时也进一步降低了茶叶生产对不同

性别劳动力技术素质的要求,从而弱化了劳动力性

别特征对种植户收入变动的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

受教育程度几乎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以及种植户

对茶叶生产中专业性技术的熟练掌握,导致对劳动

力受教育层次并没有更高的需求。
在茶叶种植户的生产过程中,需要积极引导茶农

进行规模化生产,邻近的小规模的茶农可以进行合

作,便于资源的集约利用。虽然大规模种植户已经初

步呈现出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倾向,但对于整个茶叶产

业来说,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依旧相对较慢,茶叶生

产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加快新技术与新设

备的推进和普及,实施技术标准化有利于茶叶产业向

劳动节约型产业发展。技术的推进离不开人员素质

的提高,现阶段茶农的技术认知水平也停留在一个相

对较低的阶段,加强茶叶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加快

机械设备、生物农药和物理防治技术在茶叶生产中的

推广和应用是提高茶农收入的有效途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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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FactorsofTeaGrowers暞IncomefromPerspectiveof
TechnologySelection

———ASurveyfrom284TeaGrowersinXinyang,HenanProvince

GUOYa灢jun,LIUDong灢nan,CHENNa
(CenterofResourceEconomicsandEnvironmental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

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暋Accordingtoeconomicfactorsinfluencingfarmers'incomeinthedevelopmentprocessof
teaindustry,thispaper,fromtheperspectiveoftechnologyselection,usesfarmer'stechnologyselec灢
tionhypothesisandmultipleregressionanalysis.Basedonmicro灢surveydatafrom284teagrowersin
Xinyangcity,Henanprovince,thispaperanalyzestheimpactoflabor灢savingandlabor灢intensivetech灢
nologyselectionontheirincomechangesaimingatteagrowerswithdifferentscales.Theresultshows
thatintheprocessofteaproduction,therearedifferencesinrateofreturnoninvestmentinlabor灢saving
technology,thescaleofteagardenshasasignificantimpactonteagrowers'income.Large灢scaletea
plantationstendtouselabor灢savingtechnology,whilesmall灢scaleteaplantationstendtouselabor灢inten灢
sivetechniques.Therefore,thispaperconcludesthatlabor灢savingtechnologyandlabor灢intensivetech灢
nologyco灢existintheteaproductionprocessandteaproductionisstilllabor灢intensiveindustry.

Keywords暋scale;technologyselection;changesinproductionofincome;teagrowers;laborinten灢
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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