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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作业如何影响农机服务获取?

黄炎忠,罗小锋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基于农机跨区作业不完全的现实背景,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将农机服务市场

细分成有跨区作业和无跨区作业两种市场情境,利用湖北省１４４０份稻农的农业机械收割

服务样本,探讨了农机跨区作业对农机服务获取的影响.研究表明:处于跨区作业服务市场

农户的农机收割服务价格平均要比无跨区作业服务市场低１１．０２６~１２．９３１元/亩;跨区作

业对不同规模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较大规模农户在农机服务的获取价格

和难度上更具优势,且跨区作业对较小规模农户的服务价格改善并不明显;相较而言,近距

离跨区更能显著降低农户的农机服务价格和获取难度.因此,建议统筹农户的农机生产服

务需求,扩大跨区作业服务规模,构建跨区作业信息服务平台以传递农机服务市场供需信

息,优先鼓励在适合半径的区域内提供跨区作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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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① ,２０１９年我国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为６９％,农机户４０８０万个,服务组织１９万个,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能力和效率都在不

断提升.农机作业服务化解了小规模农户与大功率机械间的矛盾,在农机可跨区服务的途径下,实现

了区域间技术外溢和农业内部分工,成为连接传统小农户和现代农业之间的重要纽带和工具.然而,

目前我国农机服务市场普遍存在地理区域上发展不平衡[１Ｇ２],作物种类和农业生产环节发展不全

面[３],农机服务时间上不连续[４],农机服务市场供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不少地区的农机服务市场依

然没有外地农机服务组织的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存在两种典型的农机服务市场:一种是无外地

农机服务组织进入,区域内部形成的封闭式农机服务市场;另一种则是有外地农机服务组织进入的开

放式农机服务市场.那么,农机跨区作业到底给农机服务市场带来了什么影响? 这两种市场中农户

的农机服务获取会有差异吗? 相关问题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但解决以上问

题对于理解我国农机服务市场的构成,提升我国农机服务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１．文献综述

农机服务市场的形成改变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路径,使得农业分工成为可能,寻求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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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的途径由土地规模化转向服务规模化[５Ｇ６].蔡键等研究发现小规模粮农在耕地和播种环节

的大型机械采纳率高达８０％以上[７].同时,跨区农机服务组织在农机服务市场的供给主体地位在不

断提升[８].目前跨区农机服务市场普遍存在,为了迎合市场的发展需求,我国政策甚至为跨区作业农

机提供高速免费通行、优先加油、治安管理等各种便利[９Ｇ１０].
农机跨区作业对于农业生产具有积极的影响.其一,跨区作业能实现农业生产技术的外溢[１１].

农业机械生产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水平在区域间呈现出不平衡发展态势,农机跨区作业发挥了重要的

技术扩散媒介作用.其二,农机跨区作业提升了农业内部分工水平,扩大了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１２].
不同的经纬度和地势使得我国地理空间气候呈现多样化特征,农作物的播种期、生长期和成熟期呈现

南北差异较大的空间格局,为农机服务跨区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１３].其三,农机跨区作业能

提升机械的使用效率,避免了小型机械重复购买带来的资源浪费,解决了小农户资金不足与大机械效

率提升的衔接矛盾[７].在我国农村耕地细碎化、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妇女化

的背景下,农户更倾向于购买农机服务而并非直接投资农机[１４Ｇ１５].
然而,现实中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并不完善.主要表现为:第一,地理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北方地区农机服务市场发展优于南方地区[１３],平原地区农机服务市场发展优于丘陵和山区[１６].
山区地块具有面积小、形状不规则、坡度大且分布分散的特征,降低农机作业可行性,阻碍农机服务的

有效供给[１７].第二,作物种类和农业生产环节发展不全面.由于劳动力成本高和雇工劳动质量监督

难的问题,生产性服务组织会更倾向于选择大田粮食作物作为服务对象[３],且大多仅能提供机耕和机

收等比较初级的机械服务[２].第三,农机服务时间上不连续.农作物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使得跨区农

机服务组织每年只有非常有限的时间进入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４].第四,农机服务市场供需信息不

对称.跨区作业必然导致服务市场农机的流动,农机服务组织要不断地寻找订单,然而“没订单只能

乱跑,越跑越亏”①的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大多聚焦于探究农机跨区作业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农机跨区作业存在的障碍以及实现跨区的可行性路径研究.从微观层面分析农户跨区农机服务获取

的研究甚少,仅部分文献涉及农户购买农业机械和自我雇佣服务的行为决策机制问题[１０];而且在探

讨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研究中,都暗含一个基本假定,即市场能够提供农户所需的机械服务,认为农

机服务市场是同质的.但现实中有无跨区作业的农机服务市场显然存在较大差异.仇叶虽关注到农

机服务市场的异质性,探析了小农户村庄内生型机械服务市场问题,但却未进一步研究其他市场类

型[１８].此外,学者们虽然在理论上阐述跨区作业对农户带来的积极影响,但该影响到底如何以及影

响的程度有多大等问题一直未得到学者证实.考虑到服务小规模农户存在较高的协商成本和搜寻成

本[１７],农机服务组织会优先向当地大规模农户提供服务[１８],使得大规模农户在农机服务市场上的地

位明显高于小规模农户.因此,解析不同市场环境下的市场主体关系,对于深层次理解我国农机服务

市场的构成,满足不同农户的农机服务需求,构建更为完善的农机服务市场意义重大.现实农机跨区

障碍的存在为本文准自然实验方法提供研究的可行性,本文将以农业机械收割服务为例,通过探究在

有跨区作业和无跨区作业两种市场情景下不同规模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的价格和难度差异,来探讨农

机跨区作业与农机服务获取之间的关系.

２．理论分析

(１)跨区作业对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的影响.在无外界农机服务组织进入而形成的村域内部农机

服务市场中,农机服务供给主体主要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成.当外界农业机

械由于各种因素存在市场准入障碍时,村域内是有限的农机服务供给,其服务市场会保持供给与需求

相等,是一种长期均衡状态.然而,农业生产往往具有时间集中性特征.考虑到天气、雨水等原因,农
户作物收割或播种环节的时间紧迫性提升[１９],势必造成短期内的农机服务供给不足,增加农机服务

０９

① 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http://www．amic．agri．gov．cn),“农机跨区作业,怎样‘跨’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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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难度.此时,农机服务供给组织的市场地位要高于需求主体,为供给主导型市场.然而,在有外

界农机服务组织进入的开放式农机服务市场中,外界农业机械可以随时进入当地农机服务市场以增

加农机服务的供给.农户的农机服务来源既可以是村内的农机服务组织,也可以是跨区作业的外地

农机服务组织.此时,整个村域内的农业机械供给服务会具有典型的竞争市场特征.据此,提出研究

假说:

H１:跨区农机服务组织的进入,使得村域农机服务供给增加,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难度和服务价

格将下降.
(２)跨区作业对不同生产规模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的影响.外部农机的进入相对于本地农机服务

供给组织而言,存在额外的跨区成本,例如,跨区过程中带来的能源消耗与机械磨损[２０].同时农机服

务市场开放,具有典型的农业生产边际报酬递减特征.因此,可以将跨区农机服务费用表示为:

F＝τ＋fs( ) ,τ＝φl( ) ,fs＞０,fss＜０ (１)
式(１)中,F 为跨区农机的服务总费用,由跨区成本和作业成本两部分组成.τ为农机跨区产生

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可以表示成农机跨区距离l的函数形式①.f(s)为农机作业成本,是农户耕地面

积的函数.fs和fss分别为f(s)的一阶和二阶导数,农户的机械服务存在规模效应,故fss＜０,表示规

模越大,则每增加１单位农机服务所花费的成本越少.也即在相同的条件下,农户的农机服务平均价

格随着规模的增加而减小.将跨区作业市场的农机服务平均价格表示为:

F
－

＝
τ＋f(s)

s ＝φ(l)
s ＋

f(s)
s

(２)

假定市场上存在 A和B两个农户,种植规模分别为sA和sB,且sA＜sB,由式(１)可知f(sA)/sA ＜

f(sB)/sB,也即F
－
是一个关于规模s的单调递减函数.

然而,在无外部农机进入的封闭式农机服务市场中,村域内往往具有“熟人社会”的性质,社会网

络关系会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农机服务供给主体往往会选择“一口价”以排除非议,使得大规模

农户与小规模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价格“趋同”[１８],导致农机规模作业的边际成本递减市场效应减

弱.此外,考虑到服务小规模农户存在较高的协商成本和搜寻成本[８],使得农机服务组织会优先向当

地大规模农户提供服务,也即农机服务组织在针对大规模农户进行服务时会存在明显的价格优势.
因此,无论是从农机服务边际报酬递减的市场收益角度,还是从协商成本的交易费用角度来看,农机

服务组织的进入,都会大幅改善大规模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的价格与难度.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２:在有跨区作业的农机服务市场中,大规模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价格和难度相对小规模农户

而言具有的优势更加明显.
(３)跨区距离对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的影响.由式(２)可知,跨区距离是影响农机跨区成本的关键,

距离较远不仅增加了农机服务组织的损耗成本,还会带来一定的机会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φ(l)是l的递增函数,故跨区成本随着l的增加而增加.据此分析,提出假说:

H３:跨区作业距离影响农户农机服务获取,跨区距离越远,农机服务获取的价格和难度越高.

　　二、研究数据与方法

　　１．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湖北省微观农户调研数据,选取该数据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满足

农机服务市场多样性特征.湖北省地貌类型多样,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５６％和２４％,存在明显的

农机跨区障碍.第二,调研数据的详实可靠程度较高.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８年８—９月对湖北省

农村固定观察点开展的农户调研,调研样本尽可能遵循随机取样的原则,从湖北省鄂州市、荆门市、潜

１９

① 借鉴吴利华研究中农机跨区距离模型,农业机械存在最优的跨区距离[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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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市、黄冈市、武汉市、襄阳市、宜昌市中依次随机选取４~５个乡镇,再从每个乡镇随机抽取２~３个

村庄,从每个村庄选取若干个样本农户,最终收集了７个市３２个镇(区)７８个村１８８０份农户问卷.
问卷收集了农户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的各项数据.调研方式主要以接受过多次培训的研究生开展农户

一对一的问卷访谈为主,并由调查员根据农户的明确表述来填制问卷.
为了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与研究范畴,对样本数据的使用有以下两点说明:一是选取水稻的农业

机械收割服务为研究对象.湖北省江汉平原以种植水稻为主,具有一定代表性,且目前农村的农机服

务主要有机械耕地、机械插秧、机械收割和机械灌溉４种,但结合农户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中机械

收割服务最为符合农机服务可跨区作业的特征.二是聚焦于机械收割服务,剔除样本中未购买农业

机械收割服务、购买服务价格缺失以及自我雇佣服务的样本.据此,经整理后共保留１４４０份有效样

本农户数据①,其中有跨区作业市场的农户样本数据５２３份,无跨区作业市场的农户样本数据９１７份.

２．计量模型

为了验证跨区作业是否会对农机服务市场产生影响,本文借鉴Rosenbaum 等提出的倾向性得分

匹配法(PSM),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尽量避免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带来的内生性困扰[２１].模型的

基本设定形式是将总样本分为两种类型:实验组(有跨区作业市场)和对照组(无跨区作业市场),并对

两组样本进行匹配以控制其他因素,仅考虑跨区作业带来的影响,其主要包含三个步骤.首先,估计

农户处于有跨区作业农机服务市场的概率拟合值:

Cross∗
i ＝βiXi＋εi (３)

Crossi＝
１,ifCross∗

i ＞０
０,others　　　{ (４)

式(３)中,Cross∗
i 表示农户是否处于有跨区作业农机服务市场的潜在代理变量,Xi为可能影响农

机跨区作业和农户获取农机服务的其他控制变量,βi为影响弹性系数,εi为随机干扰项.式(４)中,

Crossi为可观测的被解释变量,Crossi＝１代表农户处于有跨区作业农机服务市场,Crossi＝０代表农

户处于无跨区作业农机服务市场.利用Log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

P Xi( ) ＝prob(Crossi＝１ Xi) (５)
其次,实现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样本匹配.运用Stata软件选取 K近邻匹配和核匹配两种方法,对

样本进行１近邻匹配、４近邻匹配和宽带为０．０６的核匹配３种匹配估计,以验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

定性.
最后,测算实验组与对照组间的农机服务获取差异,也即跨区作业对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的平均处

理效应:

ATT＝E(Z１i－Z０i Crossi＝１) (６)
式(６)中,Z１i表示观测到的实验组(有跨区作业市场)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状态,Z０i表示匹配后

同质农户在对照组(无跨区作业市场)的农机服务获取状态.ATT 即为跨区作业因素对农户农机服

务获取的直接影响.从以下两个方面保障PSM 方法运用的合理性:第一,严格保证实验组与对照组

样本均值的独立性假设成立.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删除未成功匹配的样本农户.第二,在模型中

尽可能纳入影响农户机械收割服务获取的关键变量,降低模型遗漏变量带来的隐性偏误.同时运用

罗森鲍姆界限方法[２１],检测模型不可观测变量的隐性偏误.

３．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农机服务获取表示农户在农机服务市场购买服务的状态.从两个维度衡量这

种状态,以“服务获取价格”来直接测度农户获取农机服务成本[１９],以“服务获取难度”来衡量农户农

机服务获取的机会,获取成本和获取机会是衡量农户获取农机服务能力的两个重要维度[５].
(２)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样本农村地况的复杂性,即使处于可跨区作业服务村庄的农户也可能

２９

① 研究数据分布为鄂州市１４３份,荆门市１１６份,潜江市１５１份,黄冈市３００份,武汉市３１４份,襄阳市２１９份,宜昌市１９７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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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由于地形受阻而无法正常获取跨区农机服务.因此,本文以个体农户的农机服务可获取来源区分

农机服务市场类型.Crossi＝１代表农户既能获得跨区作业农机服务,也可以获得当地农机服务;

Crossi＝０代表农户仅能购买到当地农机服务.
(３)控制变量.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价格与难度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保证模型的完整性

与科学性,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２２],特纳入生产规模特征(生产规模、块均面积),家庭资源禀赋(农业

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水平),地块因素(地形特征、耕地质量、地块距离)以及拥有机械和参与合作社

的情况,并对不同类型的水稻品种加以控制.此外,考虑到农户议价能力差异,纳入户主的个人特征

变量(户主年龄、健康状况、兼业程度)加以控制,表１为模型中具体指标的描述.
表１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服务获取价格 获取机械收割服务的价格/(元/亩) １１６．８５５ ３２．８２５

服务获取难度
获取服务的难度:非常容易＝１;比较容易＝２;一般＝３;比较难＝４;非常
难＝５

１．４９５ ０．７４８

核心解释变量

农机服务市场类型 有跨区作业服务市场＝１;无跨区作业服务市场＝０ ０．３６２ ０．４８１

控制变量

生产规模 水稻种植面积/亩 １０．８８６ ２３．４６３

块均面积 总种植面积除以总地块数量/(亩/块) ２．９７９ ９．２１０

户主年龄 实际年龄/周岁 ５０．８４３ ２０．８０２

健康状况 自我健康评价:很差＝１;较差＝２;一般＝３;较好＝４;很好＝５ ３．１６８ １．４７２

兼业程度 户主全年的兼业时长占比 ０．３２４ ０．４３２

农业劳动力人数 家庭中从事农业劳动生产的人数 １．８５１ ０．７３８

家庭收入水平 ２０１７年家庭总收入/万元 ６．３９０ ５．６４５

地形特征 平原＝１;非平原(山地/丘陵)＝０ ０．３５９ ０．４８０

耕地质量 耕地的质量评价:较差＝１;一般＝２;较好＝３ ２．１６８ ０．７４０

地块距离 地块离住宅的平均距离/千米 １．３２６ ２．０６５

拥有机械 自家是否拥有机械:是＝１;否＝０ ０．０２５ ０．１５６

参与合作社 是否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１;否＝０ ０．１６１ ０．３６７

水稻种植类型:早稻 是＝１;否＝０ ０．１５２ ０．０２５

水稻种植类型:中稻 是＝１;否＝０ ０．４５２ ０．１６３

水稻种植类型:晚稻 是＝１;否＝０ ０．２１６ ０．０９７

水稻种植类型:再生稻 是＝１;否＝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１２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现状

从样本农户数据统计的情况来看(表２),在无跨区作业的农机服务市场中,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

平均价格为１２０．５４５元/亩,高于有跨区作业的农机服务市场价格１１０．４５１元/亩,且独立样本均值的

统计差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农机服务获取难度在有跨区作业市场和无跨区作业市场上并不存在

显著差异,但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难度都比较低.结合调研地实际情况来看,农户的水稻收割环节几

乎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表２　不同市场类型的农机服务获取差异

无跨区作业市场 有跨区作业市场 t值

服务获取价格 １２０．５４５(２．５５９) １１０．４５１(１．６１６) ３．０９４∗∗∗

服务获取难度 １．４９６(０．０２４) １．４９３(０．０３４) －０．０７１

　注:表中统计的是样本平均值,括号内为均值的标准误,t值为独立样本检验;∗∗∗ 表示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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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倾向得分估计结果

指标 系数 标准误 Z 值

生产规模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１．３９
块均面积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１．５６
户主年龄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１．４８
健康状况 －０．０２９ ０．０７０ －０．４１
兼业程度 ０．６６４∗∗∗ ０．１７６ ３．７６
农业劳动力人数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３ １．７１
家庭收入水平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２６
地形特征 ０．０４４∗∗ ０．１４８ －２．３０
耕地质量 －０．１２６ ０．０８９ －１．４２
地块距离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３ －１．８３
拥有机械 －０．１７０ ０．４１０ －０．４２
参与合作社 －０．０３２ ０．１９６ －０．１６
水稻种植类型 －０．５６６∗∗∗ ０．１４９ －３．８１
匹配样本量 １２０３
LRchi２ ５２．５１∗∗∗

PseudoR２ ０．０３４

　注:表中为采用１近邻匹配的结果,∗ 、∗∗ 和∗∗∗ 分别表

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２．计量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Stata软件中运用Logit模型对农户处于不同农

机服务市场类型的概率进行倾向得分估计.表３的估

计结果显示,户主的兼业程度、农业劳动力人数、地形特

征、地块距离和水稻种植类型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农

户处于跨区农机服务市场的概率.
利用匹配方法来平衡控制变量以保证匹配样本的

独立性假设,表４显示的是PSM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样

本数据中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组间差异情况.由表４可

知,匹配前有跨区作业市场与无跨区作业市场在户主健

康状况、兼业程度、地形特征、耕地质量和水稻种植类型

上存在显著的数理统计差异,而匹配后样本中组间差异

得到明显改善.进一步对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数据

进行平稳性检验,如表５所示,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平均

偏差从８．７％下降到５．５％,倾向得分方程的回归拟合优

度系数由０．０３４下降为０．０１５,也即控制变量与农户是

否处于跨区作业服务市场的关联度下降.实验组与对照组样本数据成功进行匹配,可以作进一步的

平均处理效应分析.
表４　匹配前后控制变量的样本均值差异

变量
匹配前

有跨区作业市场 无跨区作业市场 均值差异

匹配后

有跨区作业市场 无跨区作业市场 均值差异

生产规模 １０．０４３ １０．３４０ －０．２９７ ９．３８７ ９．７０４ －０．３１７
块均面积 ３．１９８ ２．６８６ ０．５１２ ２．４８５ ３．５０１ －１．０１６
户主年龄 ５８．４４９ ５７．６４１ ０．８０８ ５８．５６２ ５７．８５０ ０．７１２
健康状况 ３．５７４ ３．６１２ －０．０３８∗ ３．５６９ ３．５８６ －０．０１７
兼业程度 ０．３６３ ０．２５６ ０．１０７∗∗∗ ０．３５６ ０．３８７ －０．０３１
农业劳动力人数 １．８８５ １．８３６ ０．０４９ １．８７６ １．８７６ ０．０００
家庭收入水平 ６．３２３ ６．１９９ ０．１２４ ６．２７２ ６．１５８ ０．１１４
地形特征 ０．３１１ ０．３６５ －０．０５４∗ ０．３１２ ０．２６７ ０．０４５
耕地质量 ２．１４８ ２．２０８ －０．０６０∗ ２．１４８ ２．２００ －０．０５２
地块距离 １．１７９ １．３１３ －０．１３４ １．１９３ １．３８６ －０．１９３
拥有机械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参与合作社 ０．１４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２ ０．１３６ ０．１６４ －０．０２８
水稻种植类型 ２．０７５ ２．２２２ －０．１４７∗∗∗ ２．０７９ ２．０９５ －０．０１６

　注:∗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和１％的统计水平上独立样本检验t值显著.

表５　平稳性检验

平均偏差/％
匹配前 匹配后

偏差减少/％
PseudoR２

匹配前 匹配后

LRchi２
匹配前 匹配后

８．７ ５．５ ３６．７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５ ５２．７０∗∗∗ １７．６０

表６　农机跨区服务对农机服务

获取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农机服务
获取价格

农机服务
获取难度

近邻匹配(邻居１) －１１．０２６∗∗

(４．９３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０)

近邻匹配(邻居４) －１２．９３１∗∗∗

(４．０９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７)

核匹配(带宽０．０６) －１２．０１４∗∗∗

(３．２４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１)

　注:括号内为通过迭代２００次得到的自助标准误,下同.

　　(１)跨区作业对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的影响.跨区作

业对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价格与难度的平均处理效应

结果如表６所示,结果显示:农机跨区服务显著降低了

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价格,而对农机服务获取难度作用

并不显著.处于跨区作业服务市场农户的农机收割服

务价格要比无跨区作业服务市场下降１１．０２６~１２．９３１
元/亩.同时参照Rosenbaum 等的研究,采用罗森保姆

界限方法进一步排除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隐性偏误问

题[２１],对模型进行敏感性检验,发现模型的罗森保姆界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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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回归结果较为稳定,也即不存在严重的不可观测变量所致隐性偏误问题①.
(２)跨区作业对不同生产规模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影响.为了探究不同生产规模农户在不同市

场环境下的农机服务获取.本文对不同生产规模的农户进行分组处理②(表７),结果显示:第一,农机

跨区服务对农户农机服务获取价格的影响主要作用于较大规模农户(１０亩以上),其中农机跨区服务

显著降低１０~２０亩规模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价格３．１６２~３．６８０元/亩,降低２０亩以上规模农户的农

机服务获取价格１５．９０９~１７．９５５元/亩.第二,农机跨区服务对农户农机服务获取难度的影响则主

要作用于较小规模农户(５亩及以下)和较大规模农户(２０亩以上).可见,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市场的

形成使得小规模和较大规模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机会增加,可以缓解由于机械少和机械功率不匹配

等导致的“请机械难”的问题[２３],但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较大规模农户在农机服务获取价格上更

加具有优势.
表７　农机跨区服务对不同生产规模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类别 (０,５]亩 (５,１０]亩 (１０,２０]亩 ２０亩以上

近邻匹配(邻居１)
服务获取价格

３．９２１
(５．４７９)

６．１３３
(４．７１９)

－３．６８０∗∗

(１．４０３)
－１５．９０９∗∗∗

(１．９３８)

服务获取难度 －０．１４２∗∗

(０．０５３)
０．１７３
(０．１５０)

－０．２１２∗

(０．１３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３)

近邻匹配(邻居４)
服务获取价格

４．８０６
(６．０７４)

６．０９３
(４．５３０)

－３．６７３∗∗

(１．６６１)
－１７．９５５∗∗

(２．１５０)

服务获取难度 －０．１３６∗

(０．０９２)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２)

－０．１８８
(０．１６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８)

核匹配(带宽０．０６)
服务获取价格

６．５０９
(５．４２６)

６．１０１
(４．８２４)

－３．１６２∗

(１．８６２)
－１６．８６１∗∗

(２．４４７)

服务获取难度 －０．２０１∗∗

(０．０６９)
０．１６３∗

(０．０９８)
－０．１６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４８)

　　(３)不同跨区作业距离对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的影响.考虑到农机可能存在多次连续跨区作业的

问题,使得现实中跨区作业转移距离测度与数据获取存在较大困难[２０],而且样本农户作为农机服务

接受者和问卷受访者,对于农机服务供给组织跨区距离的回答可能存在较大偏误.因此,本文利用调

查问卷中农机跨区来源(省内或省外)对数据进行简化分组处理(表８).结果显示:第一,省内跨区农

机服务市场显著降低农户的服务获取价格１２．８６０~１４．０２６元/亩,同时显著降低农户的农机服务获

取难度.第二,省外跨区农机服务市场显著降低农户的服务获取价格９．４８２~１０．２１５元/亩,但对农

户的农机服务获取难度作用并不显著.此结论与吴利华等学者强调的最优跨区距离[２０],与方师乐等

强调的跨区作业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减弱等结论基本一致[１１].一方面,随着跨区距离的增加,跨
区带来的能源损耗与机械磨损程度越高,提升了农机跨区成本和农机跨区服务市场的价格,与此同时

作业风险也增加.另一方面,远距离跨区作业农机组织获取市场信息有限,使其对农机服务市场的需

求信息掌握不够及时;而跨区的机会成本又很高,使得农机服务组织远距离跨区的难度加大,所以农

户仅能在短暂的固定时间点获取省外跨区作业服务.而本地的近距离跨区农机服务组织对于区域内

农户作物熟制和收割时点的把握更加准确,能更好地迎合农户的农机服务市场需求,从而降低农户服

务获取的难度.

３．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引入工具变量来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选取“村域样本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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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匹配后数据执行rbounds命令,对于农机获取价格结果变量,令敏感性分析的 Γ取值[１,１００],发现 Rosenbaum 界限显著性未

发生改变;对于农机获取难度结果变量,令敏感性分析的Γ取值[１,１０],发现 Rosenbaum 界限显著性未发生改变,跨区作业对农

户的农机服务获取影响稳定.
以往学者大多从规模绝对量(例如３０亩)或相对量(例如样本平均规模的５倍或１０倍)来划分小农户与规模户,本文探讨的农户

规模是一个相对概念,且不需要严格的界定规模户,同时由于PSM 方法的应用对样本量有一定的要求,此处样本农户规模分组

是综合考虑样本量分布后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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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兼业时长”为工具变量,农户兼业将减少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投入,增加机械生产服务依赖,进而促进

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市场的形成,但农户兼业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机服务价格和获取难度[１８].采用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２SLS)对模型进行稳健估计,得到回归结果见表９,模型 Wald值通过１０％的显著性检

验,同时利用CraggＧDonaldWaldF 统计量和DWH 方法对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发现不存在弱工具变

量的问题.且由回归结果系数显著性来看,农机服务市场类型与跨区作业距离对农户的农机服务获

取影响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因此可认为所得结论较为稳健.
表８　跨区作业距离对农机服务获取的影响差异

匹配方法
省内跨区(近距离跨区)

服务获取价格 服务获取难度

省外跨区(远距离跨区)
服务获取价格 服务获取难度

近邻匹配(邻居１) －１３．５７６∗∗∗(２．９６２) －０．０８３∗∗∗(０．０１７) －９．４８２∗∗(３．３２３) －０．０１２(０．３２７)
近邻匹配(邻居４) －１４．０２６∗∗∗(１．９０８) －０．０１９∗(０．００９) －１０．２１５∗∗∗(２．６９０) －０．０３６(０．２１９)
核匹配(带宽０．０６) －１２．８６０∗∗∗(３．０１９) －０．０３９∗(０．０２２) －９．９８３∗∗(４．１５５) －０．０２９(０．３３０)

　　 表９　稳健估计的２SLS回归结果

变量
服务获取价格

(０,５]亩 １０亩以上

服务获取难度

(０,５]亩 １０亩以上

农机服务市场类型 ２．８１８(３．２４１) －１３．３７９∗∗∗(４．１１３) －０．５５７∗(０．２７２) －１．１０９∗∗(０．４１０)
跨区作业距离 １．６８０∗(０．７８０) １．２５３∗(０．０８１) ０．０９９∗(０．０６５) ０．１３９(０．１０９)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CＧD WaldF 值 ３４．５５ ２９．８８ ２０．２２ ３２．９２
Hausman检验P 值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２

　注:表中仅展示(０,５]亩和１０亩以上的样本估计结果来检验前文结论,“跨区作业距离”变量以虚拟变量的形式纳入模型,表中展示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湖北省１４４０份稻农的农业机械收割服务样本,基于有无跨区作业将农机服务市场进

行细分,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讨了农机跨区作业对农户农机服务获取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跨区作业对农户农机服务获取具有显著影响,处于跨区作业服务市场农户的农机收割服务

价格平均要比无跨区作业服务市场价格低１１．０２６~１２．９３１元/亩.第二,跨区作业对不同规模农户

农机服务获取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能显著降低较大规模(１０亩以上)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价格

３．１６２~１７．９５５元/亩,对于小规模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价格改善并不显著,但能同时降低小规模和较

大规模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难度.第三,跨区作业的距离也影响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相较而言,区
域内近距离跨区作业的本地农机服务组织对农机服务市场需求信息把握更加准确,能更显著地降低

农户的农机服务获取价格和难度.
基于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农机服务市场发展的现实境遇,引申出以下政策启示:其一,要保障农机

跨区作业达到一定的服务规模.从农户角度而言,针对农户小规模生产模式的弊端,要鼓励农户集中

购买农机服务进行区域内统筹生产,特别是对于地块连片的农户尤其如此.从市场角度而言,要构建

跨区作业信息服务平台,传递区域农机服务市场供给需求信息,降低跨区作业的风险,避免农机服务

组织进行盲目跨区.其二,农机跨区作业的方式可能要有所规划与调整.在我国现有的农机服务市

场发展条件下,要优先鼓励本地农机服务组织在适合半径的区域内提供跨区作业服务,农机近距离跨

区作业的跨区成本更小,农机服务组织相应承担的跨区风险也能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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