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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整理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的影响

———基于湖北省部分地区的农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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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土地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在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出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影

响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会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

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农户对农地整理的认同程度和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对农户使用农业机

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意愿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

显著。进而得出如下结论:在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农地整理

项目的实施会影响这个最优规模的大小;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价格、劳动力要素市场价格、资
本要素市场价格、农户家庭特征、农户资源禀赋和农地整理的影响;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有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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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机械化具有相

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农业机械逐步成为我国当代

农村经济的重要物质支撑和生产技术手段[1]。农户

是现阶段使用农业机械的重要主体。研究农户使用

农业机械行为,对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实现农业

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关于农户使用农业机

械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农户使用、购买、投资

农业机械行为的影响因素。白冬艳等分析了农户收

入、土地制度、农机产品质量、农机服务组织、耕作自

然条件等因素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影响[2]。吴海

华分析了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对促进农业机械化

发展的作用以及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影响[3]。易丹

丹等采用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农村

家庭拥有的农业装备和使用现状,以及未来对农业

装备的需求[4]。傅泽田等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

农户的农业机械购买目的、方式及影响因素,认为农

民购置农业机械的需求取决于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和

劳均负担的播种面积[5]。林万龙等研究指出影响农

户购买农业机械的因素主要有:农户的土地经营规

模、种植业的生产专业化程度、当地社会的信息化水

平、私人农机服务的供求能力等[6]。曹阳等研究发

现户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耕地面积、山地面积、耕
地所在的地域、国家农业补贴、非农收入以及农户劳

动力打工地点等因素对使用农业机械的影响显著,
并得出土地规模经营既不是农业机械化的充分条

件,更不是其必要条件,两者是相容的[7]。国外学者

主要集中于对农户农业机械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一些学者认为:农场所属的土壤区域、农场

种植作物类型、农场规模、库存农机的价值、经营者

年龄、经营者教育年限对农户购买农机决策有重要

影响[8-10]。
农地整理是一项国家投入资金、各地方政府和

国土部门负责实施,以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

路和农田防护为主要建设内容的系统工程,10余年

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基

础设施条件,促进了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农地

整理项目实施后田间道路网络的配套及田块合并为

农户使用农业机械创造了条件,必然会影响到农户的

农业机械投入决策行为。但有关农地整理对农户使

用农业机械行为影响的研究鲜有报道。因此,本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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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整理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
试图从农户微观层面来考察农地整理的绩效,为农地

整理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农地整理对农户固定资本投入
影响的模型分析

  农业生产性投入是农户为了获得生产经营利润

或满足家庭消费将劳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于农地

之上进行农业生产的经济行为,主要包括土地要素

投入(包括自家承包地和转入土地);劳力要素投入

(包括自家劳力和雇佣劳力);资本要素投入(包括流

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其中固定资本投入主要包括农

业机械、生产性用房、传统农具等[11]。在农业生产

中农业机械投入占了农户固定资本投入的主要部

分,鉴于此本文主要分析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行为。
借鉴有关文献关于农业生产要素最优投入的计

量模型,结合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情况,建如下计量经

济学模型。
(l)模型的假设条件。①农户以单个劳动力为

基础,其行为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②农户生产目

标是追求农业利润最大化;③不考虑技术条件的变

化,不考虑风险因素;④农地整理项目实施,对农地

面积没有影响,只对农地质量产生影响。
(2)模型的说明。由于农户生产目标是追求农

业利润最大化,所以农地整理项目实施后农户进行

农业生产的决策模型如下:

max∏ =PA×Q(L,K1,K2,H)-WL-

    PK1K1-PK2K2-P′
HH-PAQ′ (1)

S.t.LA×N⩾L
Q(L,K1,K2,H)=ALαK1β1K2β2Hγ

P′
H=PH×CPH

  式(1)中:PA表示农产品市场价格;Q(L,K1,

K2,H)表示农业生产函数;WL表示农业生产的雇

工工资;PK1
表示农业生产中流动资本的市场价格;

PK2
表示农业生产中固定资本的市场价格;PH、PH′

表示农地整理前后农地流转价格;CPH
表示农地整

理项目实施对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系数。农地整理

项目实施后农地质量有所提高,农地的流转价格自

然也会发生变化,此系数的值可以通过农地整理前

后单位耕地面积流转价格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得出。

H 表示农地整理项目实施后农业生产中土地要素

投入量;L表示农地整理项目实施后投入农业生产

的劳动时间;K1表示农地整理项目实施后农业生产

中流动资本投入量;K2表示农地整理项目实施后农

业生产中固定资本投入量;Q′表示农户家庭消费的

农产品数量;LA表示受农作物生长季节的影响,农
作物生长期间能够接受的最大农业劳动天数;N 表

示农户自家劳动力数量;a表示生产函数中劳动投

入量对产出的弹性;β1表示生产函数中流动资本投

入量对产出的弹性;β2表示生产函数中固定资本投

入量对产出的弹性;γ表示生产函数中土地投入量

对产出的弹性。
对公式(1)分别求L,K1,K2,H 的一阶导数,并

令相应导数等于零,得到:

∂∏/∂L=PAαQ/K2-WL =0 (2)

∂∏/∂K1 =PAβ1Q/K2-PK1 =0 (3)

∂∏/∂H =PAγQ/K2-P′
H =0 (4)

∂∏/∂K2 =PAβ2Q/K2-PK2 =0 (5)

则有:

K2
* =PAβ2Q/PK2

L* =PAαQ/WL

K1
* =PAβ1Q/PK1

H* =PAγQ/P′
H

解方程组得到:

K2
* =

PAAααβ1β1γγβ2 1-α-β1-( )γ

W-α
AP-β1K1P′H

-γPK2
α+β1+γ-( )

é

ë
êê

ù

û
úú1

1/ 1-α-β1-β2-( )γ

(6)

K2
* ≤β2LANWL/αPK( )

2

L* =αK2PK2
/β2WL (7)

K1
* =β1K2PK2

/β2PK1
(8)

H* =γK2PK2
/β2P′

H (9)

将P′
H=PHCPH

代入公式 (2)-(6)中得到:

K2
* = PAAααβ1β1γγβ2 1-α-β1-( )γ WA

-αPK1
-β1 PHCP( )

H
-γPK2

α+β1+γ-( )[ ]1 1/ 1-α-β1-β2-( )γ (10)

  式(2)-(10)中,K2*、H*、L*、K1* 分别为农

地整理项目实施后农户最优固定资本投入量、农户

农业生产经营的最优耕地规模、最优的农业生产劳

动时间投入量、最优的流动资本要素投入量。从模

型中可以看出,农户农业生产的最优固定资本投入

量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农产品市场价格、农业生产

函数参数(主要受生产者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等影

响)、各投入要素价格、农户自家劳力情况等。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劳力、流动资本、
固定资本投入品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农地整理项

58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104期)

目的实施对其没有影响。然而,土地是不动产,土地

要素的价格要受到耕作地块质量的影响。农地整理

项目实施后,农地平整度、道路通达度、农田水利设

施完善度等方面都得到了改善,即农地综合质量提

升了,随即农地价格发生变化。因此,农地整理项目

区农地价格的变化,就是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结

果。农地价格的变化对农户固定资本投入的影

响,实际上就反映了农地整理对农户固定资本投

入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在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

下,农户农业生产中农业机械投入量受农产品市场

价格、劳动力要素市场价格、流动资本要素市场价

格、固定资本要素市场价格、农户家庭特征、农户资

源禀赋和农地整理的影响。

  二、农地整理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
行为的实证分析

  1.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数据资料来源于课题组2010年12月在湖北省

一些农地整理项目区域进行的问卷调查。湖北省是

全国农地整理开展较早的省份之一,也是目前全国

农地整理项目较多、成效较好的省份。武汉市和鄂

州市是全省第一批实施高产农田建设示范工程的地

区,研究选择鄂州市鄂城区的杜山镇和长港镇、鄂州

市华容区蒲团乡、武汉市江夏区法泗镇作为样本调

查区域。这几个调查区域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自然

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相似,地貌上都属平原,是湖北

省东南部的粮食主产区,种植结构相似,以水稻种植

为主,大部分区域已经实施了农地整理项目。
调查采取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即在实施农地整

理项目区域内随机选取3~4个乡镇,在选取的乡镇

中按当地农地整理项目分布区域选择相应的行政村

与农户进行访谈式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200份,
共获得有效问卷185份,有效率为92.5%,其中武

汉市63份,鄂州市122份。

2.农地整理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影响的回

归分析

(1)变量选择。选取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作为

农户生产固定资本投入的表征,故选择农户单位耕

地面积农业机械投入规模作为因变量。由于调查区

域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方式主要是租赁农机,所以

农户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投入规模用单位耕地面

积的农业机械租赁费用来表示。在参考上述理论分

析结果和相关研究成果[12-16],以及调查区域实际情

况的基础上,为了分析影响农户农业生产中农业机

械投入规模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向,选取农户基本特

征、农户家庭资源禀赋、经济状况、市场情况、农地整

理变量等五大类变量。各变量及度量方法见表1。
表1 变量及其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度量方法

因变量  农户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投入Y/(元/hm2)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租赁费用

自
变
量

农户特征
户主年龄X1 农户年龄

户主学习年限X2 农户受教育年限

资源禀赋
务农劳力比例X3/% 务农劳力占家庭总劳动人口数量的比例

耕地经营规模X4/(hm2) 农户家庭耕地承包面积

经济状况
家庭农业总收入X5/元 农户家庭农产品的总收入

非农收入比例X6/% 农户非农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市场情况
农产品市场价格X7/(元/50kg) 上一年稻谷的价格

务农劳动力价格X8/(元/天) 农户被雇务农一天的劳动工资

农地整理变量

农户对农地整理的认同程度X9
对农民根本没有好处,根本没有必要=1;对农民没有好处,没
有必要=2;对农民的好处不大,可有可无=3;对农民有一定的
好处,有必要=4;对农民有非常大的好处,非常有必要=5

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X10
不想参与,参与也不会听取意见=1;无所谓=2;如果有人主
动询问自己的意见,很想参与=3;很想主动参与,可以为农民
争取权益=4

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X11
比预期的好很多=1;比预期的好=2;和预期一样=3;比预
期差=4;比预期的差很多=5

  农户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户主年龄和户主学习年

限。户主是农户家庭的代表,是农户家庭农业生产

投入行为的主要决策人。户主的年龄和学习年限能

反映农户家庭的劳动力素质和农户接受先进生产技

术的能力。资源禀赋变量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务农劳

力比例和承包的耕地经营规模。农户家庭务农劳力

68



第2期 田 甜 等:农地整理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部分地区的农户调查  

比例反映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家庭承包耕地

规模主要表征农户的土地要素投入量。经济状况变

量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的农业总收入和非农收入比

例,用此来表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和兼业化程度。
市场状况变量主要包括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各投入要

素的价格。根据调查区域耕地作物种植情况,选用

稻谷的市场价格表征农产品市场价格。被雇务农劳

动力价格用来表征劳力投入要素的价格。由于调查

区域农地流转比例不高,耕地价格无法得到,故农地

整理变量主要用农户对农地整理的认同程度、农户

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和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实

施的满意程度来表示。
(2)模型选择。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农户单

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租赁金额差异较大,呈典型的

正偏态分布。如果显著性水平为0.05,概率P 值

(0.00)小于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零假设[15],即农

户单位面积农业机械租赁金额数据的总体分布不属

于正态分布,未通过正态分布检验。因此,需要对变

量观测数据进行自然对数转化。用SPSS统计分析

软件对转换后的数据进行概率分布检验,得到P-P
正态分布概率图。如果处理过的观测数据满足正态

分布,则图中数据各点应近似为一条直线。农户单

位面积农业机械租赁金额概率分布如图1。图1-a
中的数据点与第一象限的对角线基本重合,图1-b
的数据点随机分散在0横线附近,说明转换后的数

据有较好的正态分布性[15,16]。另外对自变量观测

数据点个体差异较大的变量(X5、X7、X8)也进行自

然对数转化。因此,本文选择如下模型:

  lnY =∑
n

i=1
βiXi+α (11)

式(11)中:Y 为单位耕地面积农户农业机械租

赁金额;Xi为影响农户单位面积农业机械租赁金额

的各因素;βi是模型中待估的回归系数,表示各影响

因素对Y 的贡献率;α是模型中的常数项。

1-a正态分布P-P概率图             1-b无趋势正态分布P-P概率图

图1 农户农业机械租赁金额P-P正态分布概率图

  (3)模型运行结果及分析。利用上述回归模型,
采用SPSS17.0软件对调查区域的样本进行回归分

析,筛选出对农户农业机械租赁金额影响较大的因

素,结果见表2。
首先,对方程进行拟合度检验。调整判断系数

adjusted-R2是解释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的变异在因变

量变异中所占的比率。表2中adjusted-R2系数为

0.650,因此模型拟合优度满足计量需要,可以很好

的解释因变量的情况。
其次,进行F 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F 统计

量的观测值为5.678,P 值为0.001,小于0.05,显
示因变量与模型筛选出的各自变量整体关系显著,
可以用选择的模型来表示因变量与各自变量之间的

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得知,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农户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租赁金额与 X1、X4、X5、

X9、X11显著相关,拟合模型如下:
lnY =4.527-0.019X1-0.004X4-

     0.092X5+0.044X9-0.085X11

(4)结果分析。农户对农地整理的认同程度对

农户单位耕地面积农业租赁金额有正向影响,其伴

随概率P 为0.013,达到了5%的显著水平。农户

对农地整理项目的认同程度越高,农户的农业机械

投入规模就越大。农户对农地整理的认同程度主要

反映农户对土地整理这一惠农政策所持的态度,会
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投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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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模型参数估计与检验

变量
非标准
化系数

标准化
系数

t统
计量

T 检验

P 值

常数项 4.527 2.809 0.000
X1 0.019 0.332 -3.275 0.013**

X2 0.015 0.092 -1.060 0.291
X3 0.001 0.053 0.637 0.526
X4 0.004 0.107 -1.295 0.032**

X5 0.092 0.160 -1.840 0.068*

X6 0.002 0.132 1.576 0.117
X7 0.035 0.010 0.127 0.899
X8 0.192 0.083 0.960 0.339
X9 0.044 0.079 2.079 0.013**

X10 0.006 0.010 0.124 0.324
X11 0.085 0.153 1.788 0.076*

调整判断系数

adjusted-R2
0.650

F 5.678 0.001***

D-W 1.397

 注:*、**、***分别表示检验达到10%、5%、1%的显著性水平。

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意愿对农户单位耕地

面积农业机械租赁金额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其伴随概率为0.324。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过程

中,有效的公众参与可以使农地整理项目规划更易

于被当地农户所接受,能降低项目建设和运营的风

险,也可以更好地监督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维护公

众利益。
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对农户单

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租赁金额也有较显著的正向影

响,其伴随概率P 为0.076,达到了10%的显著水

平。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高低反映

了农地整理项目实施效果的好坏。农户对农地整理

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越高,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规

模越强。
此外,对农户单位耕地面积农业机械租赁金额

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还有户主年龄、农户家庭耕地经

营规模和家庭农业总收入。户主年龄、农户家庭耕

地经营规模和家庭农业总收入对农户单位耕地面积

农业机械租赁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的年龄

反映了农户家庭劳动力的素质,较年长的农户接受

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操作农业机械的能力较差,倾
向于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侧重于使用劳力。
家庭耕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从农业生产利润最

大化的目标出发,考虑到全部租赁农业机械的成本

较大,会选择购买一部分的农业机械来减少农业机

械租赁成本,因而农户家庭耕地规模越大,单位耕地

面积的农业机械租赁金额反而较小。家庭农业总收

入反映了农户家庭农业资本富余情况,农业总收入

越大,农户农业机械的购买力越强。国家的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会促使家庭资本较富余的农户选择购买

农业机械并向其他农户提供农机租赁服务[17]。

  三、结 论

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分析了农地整理对

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3点

研究结论。
(1)在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农户农业

生产中农业机械投入量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农地整

理项目的实施会影响这个最优规模的大小。
(2)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价

格、劳动力要素市场价格、资本要素市场价格、农户

家庭特征、农户资源禀赋和农地整理的影响。其中,
农户对农地整理的认同程度和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

实施的满意程度对农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意愿对农

户使用农业机械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3)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有

促进作用。因此,今后应加大农地整理政策的宣传

力度,提高农户对农地整理这一惠农政策的认知程

度;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户参与到农地整理项目运行

的各个阶段,提高农地整理项目工程的质量;从而使

农户产生积极的行为响应,增加农业机械投入,提高

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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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AgriculturalLandConsolidationon
Farmers’BehaviorofUsingAgriculturalMachinery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QuestionnaireSurvey

ofRuralHouseholdsinHubeiProvince

TIANTian,YANGGang-qiao
(CollegeofL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theimpactofagriculturallandconsolidationoninputinagriculturalproduction,

thispaperconstructsthetheoreticalmodelofimpactofagriculturallandconsolidationoninputinagri-
culturalproductionandmakesanempiricalanalysisbyusingdatafromruralhouseholdsurveyinareas
ofagriculturallandconsolidation.Theresultshowsthattheimplementationofagriculturallandconsoli-
dationprojectwillproducecertaineffectsonruralhouseholds’behaviorofusingagriculturalmachinery,

amongwhichruralhouseholds’identitydegreeonagriculturallandconsolidationandsatisfactiondegree
onagriculturallandconsolidationprojectimplementationhaveasignificantlypositiveeffectonrural
households’behaviorofusingagriculturalmechinery,andfarmer’participationintentiononagricultural
landconsolidationprojectimplementationhasapositiveinfluenceonfarmers’behaviorofusingagricul-
turalmechinery,buttheinfluenceisnotsoobvious.Itisconcludedthatundertheconditionoffarmers’

pursuingmaximumofprofit,thereexistsaoptimalscaleoffarmers’agriculturalmachineryinput,and
theimplementationofagriculturallandconsolidationprojectwillinfluencetheoptimalsize.Therural
households’behaviorofusingagriculturalmachinerywillbeaffectedbythefollowingfactors:themar-
ketpricesofagriculturalproducts,laborfactormarketprice,capitalfactormarketprice,ruralhousehold
familycharacteristics,ruralhouseholds’resourcesendowmentandimplementationofagriculturalland
consolidation.Theimplementationofagriculturallandconsolidationprojecthasastimulativeeffecton
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development.

Keywords agriculturallandconsolidation;agriculturalmechineryinput;inputinagriculturalpro-
duction;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thelandproblem

(责任编辑:陈万红)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