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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秸秆还田技术:指利用农业机械将农作物秸秆切碎或整秆翻压式埋入土壤,促使土壤中的微生物菌落和秸秆相互作用达到腐熟

分解的处理方法[７].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２０１７»,２０１６年机收面积为９１７２２．３５千公顷.

③　秸秆还田作业质量主要是指秸秆抛洒是否均匀、留茬高度、切碎长度以及翻地深度,这些指标会影响秸秆腐熟程度,进而影响后

茬作物的播种、栽植和后期生长.

④　根据江苏徐州沛县、扬州高邮访谈调研得知,秸秆机械化还田比不还田需要增加秸秆切碎、土壤镇压、翻地覆盖等作业工序,增加

成本约４０元/亩.

农业技术补贴对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的影响

———以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补贴为例

曹光乔1,周　力2,毛　慧3

(１．农业农村部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３;

２．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３．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黑龙江、山东、江苏３省１２县２７７户农机用户

２０１７年秸秆还田作业情况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对农机

户社会化服务效率和农机作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能够提

高农机户社会化服务效率.②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补贴能够提升农机户秸秆还田作业质

量,且在实施作业补贴时第三方核查对农机户秸秆还田作业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③秸秆

机械化还田技术补贴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机户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影响更大.基于此针

对提升秸秆还田作业质量和政府推广秸秆还田技术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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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耕地质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大量研究表明,小麦、玉米和水稻等农作物秸秆还

田① 作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１],具有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农作物产量的经济效应,同时兼

具减少秸秆焚烧污染的环境效应[２].但是,我国秸秆还田技术推广率仍然较低,到２０１６年我国机

械化秸秆还田面积４８０００．６５千公顷,仅占机收面积的５２．３３％② .实地调查表明,秸秆还田技

术推广率低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质量③ 难以掌控,给下茬作

物播种或栽插造成困难;二是秸秆还田后耕地肥力提升见效缓慢或效果并不明显,增加作物产

量的经济效益需要较长周期;三是相对于田头直接焚烧,秸秆还田需要付出额外成本④ .
农业补贴是各国政府部门支持农业发展、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政策工具[３].我国政府高度

重视农业发展,连续十二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支持和扶持农业发展并实施各项补贴政策.国内

外学者对农业补贴争论较多,有研究表明农业补贴属于政府转移支付,能够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提
高农民收入[４Ｇ５].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农业补贴导致农产品市场扭曲,导致农产品市场的流通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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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扭曲农产品价格[６].目前关于农业补贴相关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安全、粮
食生产效率及农业生产的影响,鲜有研究涉及农业补贴对农机户服务效率及作业质量的相关影响.

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属于农业补贴项目之一,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对象包括农

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及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府通过给予财政支持及培育第三方组

织实施治理监督①,鼓励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提高秸秆还田质量.目前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

基本流程是政府制定秸秆还田作业标准及补贴金额,由农户(农机服务组织或农机户)自愿申请签订

作业合同,按作业标准实施秸秆还田作业,并由第三方机构对作业情况进行核查,政府按照核查结果

支付补贴资金.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政策实施后,作业价格降低,根据需求定律,需求量上升,但
农户秸秆还田积极性仍然较低,部分农户仍然选择焚烧秸秆或者清除秸秆[７Ｇ８].原因在于:一方面,补
贴并不是全额补贴,农户需要投入补贴以外的其余成本②.另一方面,秸秆还田后续效应周期长,作
业质量不确定性较大,且会影响后茬作物生长.比如秸秆抛洒不均匀、翻地深度不够、切碎长度太长

以及留茬较长等问题,导致秸秆难以腐熟、病虫害增多、出现黄苗死苗[９].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

政策以及第三方核查机制③无法缩减农机户作业质量出现的较大差异,其机制也很复杂,应系统研究

分析.
以往关于农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秸秆还田环境效应[１０Ｇ１１]、秸秆利用模式研究[１２]

以及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研究[１３Ｇ１４]等方面,从农机户视角分析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研究尚不

多见.因此,本文拟从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以及第三方核查视角出发,分析农机户服务效率和作

业质量的差异,并试图剖析产生差异的内在机制,构建一个分析框架解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政

策、第三方核查对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服务效率指的是农机户的作业面积、作业时间、作业收

入)和作业质量(作业质量指的是抛洒是否均匀、切碎长度、留茬高度)的影响,以厘清秸秆还田技术推

广制约因素.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为解决秸秆直接焚烧、改善生态环境等问题,２００５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秸秆还田,２００９
年至今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支持秸秆还田等农机作业,并实行秸秆机械化还

田作业补贴等政策措施.该补贴政策的基本流程是由农户与农机户自愿申请签订作业合同,按相关

标准实施秸秆还田作业,并由第三方机构对作业情况进行核查,然后给予农户或农机户财政资金补

贴.补贴可以改变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环境和相对价格,进而改变农户生产行为.农作物秸秆机械化

还田作业补贴以现金方式,按照实际作业面积发放.目前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方式主要有以下

两种:
第一,直接补贴种植农户.政府直接将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发放给种植户,这与发达国家普

遍实施的政府向农户发放补贴的模式相似,属于对技术采用者的直接激励,效果最易体现,农户对补

贴政策感受最直观.且在政府补贴水平达到农户接受水平时,农户将会采用秸秆还田技术,并且农户

可以自主选择秸秆还田作业服务组织.该补贴方式不足之处是农户受合同制约,需要对服务组织作

业质量进行监督,付出较多的监督成本.同时,农户田块分散,不能集中连片作业,农机无效工作时间

和油耗成本增加,降低了秸秆机械化还田效率.
第二,补贴农机服务组织或农机大户(以下简称农机户).农机户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作业合

６５

①

②

③

为了保证补贴业务发生的真实性(含实际作业面积和作业质量),政府委托行业专家组成第三方,到现场核实或电话核实.
比如秸秆还田作业费用４０~５０元/亩,但补贴仅为１０~１５元/亩,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就算是能获得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

贴也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补贴方式及第三方核查不同指的是:补贴农户和补贴农机户的监督核查机制和力度有区别,第三方核查更多核实业务发生的真

实性、作业质量以及是否有农户和农机户合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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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统一为农户提供秸秆还田作业服务.在效益最大化驱使下,农机户倾向于提升业务规模和质量,
可以根据计划统筹安排作业服务,且有利于秸秆还田规模化开展,降低了小户分散作业的交易成本.
农机户受到作业合同约束,具有提高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的内在动力.因此,与补贴农户相比,政府

直接补贴给农机户,能够提高农机户服务积极性,进而提高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
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不管是发放给农户(农户直接获得补贴)还是农机户(促使农机

户降低作业价格使农户获益),其补贴实质是激励农户采用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但并不是所有农

户、农机户都能获得补贴资格,只有部分农机户能享受补贴政策红利.获得作业补贴的农机户服务价

格会低于未享受补贴的农机户,在作业市场竞争中享有价格优势,将会带动服务业务增加.因此享受

补贴的农机户作业面积增加,从而进一步提高农机户作业收入.此外,农机服务提供者为了持续获得

补贴,有动力提高作业质量.
政府一般会委托第三方对秸秆还田作业面积及质量进行核查验收.第三方核查能够一定程度上

解决信息不对称,存在农机户获得补贴却不降低作业价格的道德主义行为[１５],以及农机户与农户合

谋套取补贴资金等问题.引入第三方机构核查作业面积和作业质量,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机户的

服务效率.由此提出:
假说: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政策对提升农机户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有正向作用.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１．计量经济模型

本文研究目的是检验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对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的影响,
其中服务效率用作业面积、作业时间、作业收入衡量,作业质量用抛洒是否均匀、切碎长度、留茬高度、
翻地深度衡量.鉴于被解释变量作业面积、作业时间、作业收入、切碎长度、留茬高度、翻地深度属于

连续变量,采用 OLS回归估计;抛洒是否均匀属于二元选择变量,用Logit模型估计.假设农机户秸

秆还田作业情况回归方程如下:

Y１＝a１＋b１Sub＋c１G＋f１X＋μ１ (１)
式(１)中,Y１为农机户服务行为,包括:服务效率(作业面积、作业时间、作业收入)和作业质量(抛

洒是否均匀、切碎长度、留茬高度、翻地深度),Sub为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方式,主要包括是否有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是否补贴农机户;G 表示第三方核查,主要包括是否有第三方核查、核查次

数;X 表示其他解释向量,包括农户特征、经营特征、外部环境特征等变量,μ１指的是随机扰动项.
另外,为考察补贴对不同专业化程度的农机户服务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交互项模型分析,如

式(２):

Y２＝a２＋b２Sub＋c２G＋b３SubSpe＋f２X＋μ２ (２)
式(２)中,Y２为农机户服务行为,Sub×Spe表示是否补贴农机户与专业化程度的交互项;μ２指的

是随机扰动项.

２．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２０１８年１月对中国江苏、山东和黑龙江３省的实地调查数据,调查信息

为２０１７年秸秆还田作业情况、农业生产以及家庭基本情况.采取多阶段抽样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
作物特征以及地域分布选择江苏、山东和黑龙江３省作为样本省,然后在每个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
地域分布选择２个样本县.其中,江苏调研了泗阳、昆山２个县,山东调研了曲阜、兖州２个县,黑龙

江调研了桦川、杜蒙２个县.每个县选出４个样本乡镇(总计２４个样本乡镇);每个乡镇选择３０个农

户(３０户中,农机户不少于１０户).调查员与每个样本户受访者一对一访谈１个小时,收集该农户户

主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以及秸秆还田作业情况等信息.共访谈问卷７２０份,有效问卷６４３份,问
卷有效率为８９．３１％.在６４３份有效问卷中,农机户(有农机且提供农机服务的农户)有２７７户.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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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变量选择及描述性分析

(１)被解释变量.服务效率:主要从农机户秸秆还田作业经营效率方面衡量,具体从作业面积、作
业时间、作业收入情况方面考虑.作业质量:目前秸秆还田模式①主要有切碎还田和整秆还田两种方

式,在实际情况中以切碎还田为主[１６],本文主要以秸秆切碎还田为例,从抛洒是否均匀、切碎长度、留
茬高度、翻地深度衡量农机户秸秆还田作业质量.

(２)关键解释变量.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政策:主要从是否有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及补

贴方式(是否补贴农机户)两方面考虑.第三方核查:主要从是否有第三方核查(相关部门是否对秸秆

还田情况进行核查)及核查次数(相关部门对秸秆还田情况核查的次数)两方面考虑.
(３)控制变量.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根据已有研究把影响

农机户选择的因素分为三类:农机户决策能力、资源禀赋和所处环境.
农机户决策能力包括:１)户主年龄.户主年龄越大、经历越多、经验越丰富和社会资源越多[１７],

此外,秸秆还田作业是劳动密集型活动,户主年龄越大,作业能力及作业强度可能越弱.户主年龄会

影响农机户如何搜集作业信息、作业时间、作业面积及作业质量.２)户主受教育年限.一般而言,户
主受教育年限越多的农户获得信息的能力越强、理解及操作技术的能力越强、配置家庭资源的能力也

越强,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也就越高[１８].３)农机服务年限.一般认为,从事农机服务年限越长,对作

业服务需求、农机经营管理和技术操作规程等越熟悉,因而作业能力越强、作业质量越高.
农机户资源禀赋:农户的资源禀赋差异会导致农户的行为差异,在秸秆还田作业中,农机户可以

利用自己的资源禀赋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劳动力数量、专业化程度、秸秆还田机具质量等是农机户

从事农机服务的直接资源,会影响农机户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
农机户所处环境:个人、组织的行为除了受个人决策能力及资源禀赋影响外,还受到外在环境变

化的影响,比如农户的组织形式等[１９Ｇ２２].本文主要考虑农机户所处外部环境:是否参与农机合作社、
是否为村干部、竞争对手数量、是否与农户签订合同等对其服务效率的影响.变量的定义及描述统计

如表１.

　　三、实证分析

　　１．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政策对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的影响

是否有补贴政策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发放方式(是否发放给农机户)对农机户秸秆还田服

务效率和作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如表２~３所示.其中(１)~(３)列是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的

回归结果,(４)~(７)列是农机户秸秆还田作业质量的回归结果.
从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对于农机户而言,是否有补贴政策及是否补贴农机户对农机户

秸秆还田经营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若有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农机户作业面积越大、作业时

间越长、作业收入越多.原因在于,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政策作为激励手段,可以降低农机户作

业成本,提高农机户竞争力,从而激发拓展作业服务市场的积极性,提高农机户收入.同时,补贴发放

给农机户,主要是由农机大户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种粮大户统一签订作业合同,整村成片推进秸秆还

田.在效益最大化驱使下,农机户倾向于扩大业务规模,可以统筹安排作业服务,避免了小户分散作

业的额外成本,进而提升农机户经营效率和作业质量.同时,农机户为了持续获得政府补贴,有激励

确保作业质量符合标准的作用.

２．第三方核查对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的影响

第三方核查及核查次数对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如表４~５所示,

８５

① 目前秸秆还田模式主要有秸秆还田＋旋耕、秸秆粉碎＋根茬破茬机、联合收割机＋切碎还田、秸秆还田＋深松等多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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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统计

变量名 定义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服务效率
秸秆还田作业面积 ２０１７年秸秆还田作业面积/万亩 ２７７ ０．０９０ ０．１２１
秸秆还田作业时间 ２０１７年秸秆还田作业天数 ２７７ ２１．５７９ １９．０８０
秸秆还田作业收入 ２０１７年秸秆还田作业净收入/万元 ２７７ ４．００６ ５．９６７
作业质量
是否均匀 秸秆还田抛洒是否均匀(是＝１;否＝０) ２７７ ０．５６３ ０．４９７
留茬高度 秸秆留茬高度(实际值/厘米) ２７７ １２．２１３ ２．４５１
切碎长度 秸秆切碎长度(实际值/厘米) ２７７ ９．４６２ ２．０５８
翻地深度 秸秆翻地深度(实际值/厘米) ２７７ １６．１８１ ２．０５６
关键解释变量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 当地是否有补贴政策(是＝１;否＝０) ２７７ ０．４０１ ０．４９１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方式 是否补贴农机户(是＝１;否＝０) １１１ ０．５６８ ０．４９８
第三方核查 相关部门是否有对秸秆还田情况进行核查 ２７７ ０．６３５ ０．４８２
核查次数 相关部门对秸秆还田情况核查的次数 ２１３ ２．６９０ ２．５９９
控制变量
负责人年龄 家庭户主实际年龄 ２７７ ４７．９１３ ８．５９８
负责人受教育程度 家庭户主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２７７ ８．１６２ ２．２８４
劳动力人数 家庭劳动力人数 ２７７ ３．０８７ １．３０８
农机服务年限 从事农机服务实际年限/年 ２７７ １１．２６７ ８．６５９
机械动力 实际机械马力数/马力 ２７７ １０９．１５９ １３１．３２６
经营耕地面积 农户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亩 ２７７ ２５２．３２２ ７６４．６５９
是否加入农机合作社 加入农机合作社＝１;其他＝０ ２７７ ０．４３３ ０．５０４
是否有村干部 家庭有村干部＝１;其他＝０ ２７７ ０．１７７ ０．３９２
竞争对手个数 当地秸秆还田服务提供者个数 ２７７ ４５．０６１ ５０．０５９
是否与农户签订合同 是否与农户签订作业合同(是＝１;否＝０) ２７７ ０．１８８ ０．３９１
专业化程度 无经营耕地仅提供服务＝１;否则＝０ ２７７ ０．０７６ ０．２６５

表２　是否有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对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n＝２７７

作业
面积(１)

作业
时间(２)

作业
收入(３)

是否
均匀(４)

留茬
高度(５)

切碎
长度(６)

翻地
深度(７)

是否有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 ０．０６８∗∗∗ １．２４８ １．５２９∗∗ ０．３６６∗∗∗ －０．６７４∗∗ －０．９５１∗∗∗ １．２９６∗∗∗

(０．０１４) (２．０７５) (０．７７３) (０．０６０) (０．２７４) (０．２８７) (０．２４５)

劳动力人数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５ ０．４８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７３８) (０．２７５) (０．０２１) (０．１１５) (０．０９１) (０．０７３)

机械动力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经营耕地面积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是否加入农机合作社 ０．０２２∗ ４．０２４∗∗ １．２８８∗ ０．０８６ ０．１６７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５
(０．０１３) (１．９０３) (０．７０９) (０．０５７) (０．２９８) (０．２５０) (０．２１１)

是否有村干部
－０．０２３ ０．２１８ ０．２８３ ０．１４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７６ －０．６９８∗∗∗

(０．０１７) (２．４３１) (０．９０６) (０．０６８) (０．４１２) (０．４３２) (０．２５８)

户主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４ －１．２６８∗∗∗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１８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３) (０．４２０) (０．１５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２)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农机服务年限 －０．００１∗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竞争对手数量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是否与农户签订合同
０．０２３ ６．６３０∗∗∗ １．２６７ ０．１７０∗∗ ０．３４５ －０．１５９ １．０２６∗∗∗

(０．０１７) (２．４９２) (０．９２９) (０．０７３) (０．４１０) (０．３９２) (０．３４２)

专业化程度
０．０１０ ４．４４８ １．１４０ －０．０９７ －０．２８７ ０．４８８ －０．４７６∗∗

(０．０２５) (３．６０５) (１．３４４) (０．０９１) (０．４４６) (０．３０８) (０．２４１)

常数项 ０．１４５∗∗∗ ３４．７１９∗∗∗ ２．２７３ ０．６８２∗∗∗ １３．９９９∗∗∗ ９．０７２∗∗∗ １５．８７０∗∗∗

(０．０４９) (７．１２７) (２．６５７) (０．２０９) (１．２１３) (０．８７３) (０．８４８)
R２ ０．１７７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７ ０．１９２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１ ０．２２８
　注:∗∗∗ 、∗∗ 和∗ 表示估计结果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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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１)~(３)列是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的回归结果,(４)~(７)列是农机户秸秆还田作业质量的

回归结果.
第三方核查及核查次数对农机户作业面积、作业时间及作业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对农机户秸秆还

田作业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有第三方核查及核查次数越多的地区,农机户秸秆还田作业质量优

于相关标准.原因在于:在实践中,第三方核查主要是核查作业面积是否真实、作业价格是否低于市

场价格以及作业质量是否符合要求.核查工作使得农机户受到作业合同约束,具有提供高效高质服

务的内在动力.第三方核查属于监督机制,若核查次数越多,说明政策执行监督越严格,越能确保作

业质量.
表３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发放方式对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

作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n＝２７７

作业
面积(１)

作业
时间(１)

作业
收入(１)

是否
均匀(１)

留茬
高度(１)

切碎
长度(１)

翻地
深度(１)

补贴发放方式
０．１００∗∗∗ ８．４４７∗∗∗ １．４３３∗ ０．５４９∗∗∗ －１．２９４∗∗∗ －２．０２４∗∗∗ ２．４５２∗∗∗

(０．０１６) (２．３６９) (０．７８０) (０．０６０) (０．４３０) (０．４５７) (０．４１３)

常数项
０．１２４∗∗ ３２．７７８∗∗∗ １．９８３ ０．５６４∗∗∗ １４．２８２∗∗∗ ９．５１８∗∗∗ １５．３３４∗∗∗

(０．０４８) (６．９８８) (３．０５６) (０．１９９) (１．１６３) (０．８１９) (０．６８０)

R２ ０．２１７ ０．１５７ ０．１０３ ０．２６２ ０．０８９ ０．２１１ ０．３７０

　注:∗∗∗ 、∗∗ 和∗ 表示估计结果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模型中控制了劳动力人数、机械动力、经营

耕地面积、是否加入农机合作社、是否有村干部、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机服务年限、竞争对手数量、是否与农户签订合

同、专业化程度等变量.表４~６同.

　　 表４　第三方核查对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n＝１１１

作业
面积(１)

作业
时间(２)

作业
收入(３)

是否
均匀(４)

留茬
高度(５)

切碎
长度(６)

翻地
深度(７)

有无核查
０．０３５ ２．３１５ －０．７８２ ０．３２０∗∗∗ －２．５５４∗∗∗ －３．５６５∗∗∗ １．５４８∗∗∗

(０．０２８) (３．９１２) (１．３２７) (０．０７７) (０．６５４) (０．６１４) (０．５４７)

常数项
０．２４８∗∗ ４７．６４６∗∗∗ ５．２４９ ０．９４７∗∗∗ １９．１７２∗∗∗ ９．８９３∗∗∗ １６．５８４∗∗∗

(０．１０３) (１４．２７９) (４．８４４) (０．２９６) (２．８０９) (１．５５６) (１．７２９)

R２ ０．１９４ ０．２８５ ０．１７２ ０．２３０ ０．２９８ ０．４５６ ０．２４７

表５　核查次数对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n＝２７７

作业

面积(１)
作业

时间(２)
作业

收入(３)
是否

均匀(４)
留茬

高度(５)
切碎

长度(６)
翻地

深度(７)

核查次数
０．００３ ０．３２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５∗∗∗ －０．２３９ －０．４３０∗∗∗ ０．１５６∗∗

(０．００４) (０．６０５)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１４４) (０．１１１) (０．０６２)

常数项
０．２６３∗∗ ４８．５００∗∗∗ ４．８４２ １．０７４∗∗∗ １８．１１９∗∗∗ ８．５１７∗∗∗ １７．２１１∗∗∗

(０．１０２) (１４．１６０) (４．８１０) (０．２９８) (２．８９１) (１．８２０) (１．７５２)

R２ ０．１８５ ０．２８５ ０．１６９ ０．１７４ ０．２２５ ０．３４２ ０．２００

　　３．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专业化程度农机户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的影响

此外,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专业化程度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

效率的影响,用交互项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６.可以发现:是否有补贴政策与农机户专业化程度的交

互项对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补贴政策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机户服

务效率和作业质量影响较大.相较于兼业农机户,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农机户获得补贴后,服务效率更

高、作业质量优于相关标准.原因在于:在补贴政策驱动下,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农机户,为了持续获得

更多补贴,就越有动力提高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同时,政府为了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多愿意将补贴

发放给专业大户,这也有利于农机户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因此,为使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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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取得预期的效果,应当使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种植户较好的配合相关政策实施,且大力培养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
表６　是否有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对不同专业化程度农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

作业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n＝２７７

作业

面积(１)
作业

时间(２)
作业

收入(３)
是否

均匀(４)
留茬

高度(５)
切碎

长度(６)
翻地

深度(７)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
０．０７６∗∗∗ ３．９５８ ０．２５６ ０．４３２∗∗∗ －２．３０１∗∗∗ －３．４６５∗∗∗ ２．０４４∗∗∗

(０．０２０) (２．７８０) (１．０４８) (０．０６１) (０．６３２) (０．５４４) (０．４７６)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
与专业化程度交互项

０．１３９∗∗∗ １９．４６０∗∗∗ ７．３７９∗∗∗ ０．６８９∗∗∗ －１．８４７∗∗ －０．４４３ １．３９２∗∗

(０．０４９) (６．９８７) (２．６３４) (０．１２９) (０．７８６) (０．２７４) (０．５５５)

常数项
０．１４３∗∗∗ ３４．８２０∗∗∗ ２．４５６ ０．６６９∗∗∗ １４．１４８∗∗∗ ９．３５０∗∗∗ １５．７５２∗∗∗

(０．０４９) (７．０１３) (２．６４３) (０．２１５) (１．１２８) (０．７４９) (０．８５８)

R２ ０．１８５ ０．１５０ ０．１２１ ０．２０６ ０．１５９ ０．３８０ ０．２７２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出发,探讨了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第三方核查对农

机户秸秆还田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黑龙江、山东、江苏３省

１２县２７７户农机户２０１７年秸秆还田作业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是否有补

贴政策对农机户秸秆还田经营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发放给农机户,有助

于农机户扩大作业面积、延长作业时间、增加服务收入.第二,是否有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对农

机户秸秆还田作业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当有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时第三方核查对农机户秸

秆还田作业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有补贴政策及第三方核查的地区,农机户秸秆还田抛洒越均匀,
留茬高度、切碎长度和翻地深度越符合作业质量标准.第三,相对兼业农机户,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

补贴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机户,服务效率和质量影响较大.也就是说相较于兼业农机户,专业化程

度越高的农机户获得补贴后服务效率更高.
根据前文分析,围绕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扩大农作物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贴实施范围,因地制宜的提高部分地区的补贴额度,且对不同专业化程度的农

机户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其次,引导农户不焚烧秸秆,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并加强秸秆还田作业技

术培训和事后监督评价,使农机户更好掌握作业标准,提高作业质量.再次,培育专业型农机服务组

织、农机大户或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实施作业补贴与监督核查并重的技术推广政策,提升秸秆还田

服务效率和作业质量.最后,发挥科研、农技推广及学会协会的作用,参与政策实施,形成“行政检查、
社会监督和第三方核查”的监督核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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