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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就业经历、行为能力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

罗明忠,雷显凯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　基于粤赣两省５０１份问卷调查数据,采取 DEAＧTobit两阶段模型和中介效应

模型实证检验非农就业经历、行为能力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职

业农民经营效率偏低,后期提升空间较大;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其中务工经历和经商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有正向影响;非农就业经历有

助于提升行为能力,且行为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与经营效率”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控制

变量地形特征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提出应激励具有丰富非农就业经历的劳动者到农村

创业就业,并对具有不同就业经历有意愿从事农业的劳动者采取差异化培育政策,促进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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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才有乡村旺,有什么样的农民就有什么样的农业和农村[１].２０１２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正

式提出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概念,之后,连续多个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指出要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与传统小农生产相比,新型职业农民可以将资金、土地和技术更好地集中起来,在解决中国目前

面临的“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种什么地”等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２]以及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等

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以及农业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不少劳动力返回农村创业就业,成为新型

职业农民[３],而且不乏海归、城市下乡或乡村进城求学然后再回乡的较高学历人士、外出务工回乡劳

动者、经营工商业的成功者以及退役军人等成为新型职业农民[４].这些新型职业农民或多或少具有

不同的非农就业经历,这种非农就业经历可能影响后期的农业生产行为[５],如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

场主更偏向于选择风险较低的经营项目[６];同时,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民务农收入更高,究其原因,
这些农民更善于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７].行为能力的提升也有助于农民后期农业生产活动的开

展[８].那么,新型职业农民的这种非农就业经历是否会影响到其经营效率的提升? 作用机理何在?
值得探究.

相比传统农户,职业农民的生产效率普遍更高[９];个体特征差异影响明显,农民受教育程度[１０]、
自身创新能力[１１]和家庭资源配置[１２]在生产效率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另外,职业农民持续参加培

训可以提高农业生产行为能力[１３],也可以直接促进收入的增加,但对不同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会有

所差异,其中,生产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收入最高[１４].目前传统的农民培育模式已经满足不了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需要,相比政府主导的培育模式,以农业高校为主体的培育模式更能满足农民需求[１５].
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育的影响因素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因素主要有农地流转[１６]、政府

补贴[１７]、培育环境和培育方式等[１８];微观因素主要体现在农民的性别、年龄[１９]、政策认知程度[２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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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开始关注管理和环境等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生产效率的影响[２１].不同就业经历可以积累

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但鲜有文献从新型职业农民的非农就业经历视角研究其对经营效率

的影响.可见,既有研究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还存有空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
从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及其异质性视角,利用粤赣两省５０１份新型职业农民问卷调查数据,实
证检验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业

产业兴旺找准培育对象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

　　１．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释义

新型职业农民主要体现在“新”,是建立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具有经营规模大、集约化程度高

等特征的农业经济组织和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２２],主要包括种养殖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和农民企业家等.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新型职业农民中不乏具有非农就业经历者,与传统农民相

比,他们的学历更高、见识更广,接触过现代都市文明,拥有更强的市场意识和法制意识,可能将其从

业经历积累的知识、经验和人脉等运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经营理念和方式.基于

既往研究[２３],本文将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定义为:曾在一年中有超过６个月的时间在非农产

业就业的经历,目前均已脱离原来从事的务工、个体经营、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经营管理等职业,开始

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职业农民.因此,基于新型职业农民构成的差异,本文所研究的新型职业农

民非农就业经历主要包括务工、经商和从政三种.

２．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路径

现代农业作为一种新型农业耕作方式,是通过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及经营管理进行最优配置的农

业形态,需要生产要素及生产机制的密切合作.当前中国正处于传统“牧童”农业、“封闭”农业向现代

“机械”农业、“开放”农业转型时期,迫切需要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并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积累了一

定资本、有农业情怀的劳动力将其在非农就业领域获得的知识、技能、人脉和经验等运用到农业生产

经营中,以市场为导向,整合农业资源,进而提升农业经营效率.经历就是财富和资本,新型职业农民

非农就业经历有利于其增加资本积累,提升其行为能力,改善并影响其经营效率.
(１)丰富人生阅历,增加人力资本,提高经营决策和管理能力.人力资本是劳动者自己所拥有的

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的总积累.它的作用不言而喻,在提高农户的经济收入和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绩

效[２４Ｇ２５]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多样,非农就业经历就

是其一[２６],尤其是在农村出生和成长的劳动者,外出务工可以增加其知识技能经验的积累、推动观念

的更新和农业生产新技术的获得[２７].同样,与传统安稳的小农生活相比,经商活动面临的竞争性

和风险性更大,要求经商者具备更多的商业知识和灵活应变能力.另外,能够进入公务员系统,
都是经过层层考核的高素质人才[２８],而且通过后期工作的锻炼,这种人力资本优势会进一步得

到提升.
(２)夯实经营发展基础,积累经济资本,增强生产投资和风险抵御能力.资金是农业生产中必不

可少的生产要素.与务农相比,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水平一般更高,由此形成的物质财富积

累[２９],为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领域开启新的事业奠定物质基础;特别是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会更

容易获得经营资金和客户资源[３０].经商经历可以帮助个体或组织积累生产资金[３１],而资金的回流

也增加了新型职业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的可能性.具有从政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对国家相关

政策的关注度更高,基于从政时期养成的职业习惯,他们更可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响应或者应对国家农

业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于农业生产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经营风险.
(３)拓宽社会网络关系,丰富社会资本,提升市场拓展和营销能力.从微观上讲,社会资本可以促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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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个体或组织间信息传递、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以及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当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

越丰富,有利于其发现新的机会.农民社会资本中强连带社会关系在提供资源方面具有很强的优

势[３２],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农村亲缘和地缘的限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网络关系.作为

有限理性“经济人”,有务工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为获得经济报酬最大化,会尽可能将外出务工获得的

新知识、新技能、资金以及新的社会网络关系应用于农业生产,改变原有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

村社会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不同,经商主要构建的是以“业缘”为主的关系网络,这种宽的社会网络关系

可以提升民间借贷水平[３３],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甚至是农民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获得银行贷款或

者民间借贷的可能性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资金缺乏的压力

和“信息孤岛”问题.政治关系是一种重要且稀缺的资源,新型职业农民的从政经历有利于丰富其社

会资本,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资金来源的范围和信息来源渠道.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H１:非农就业经历有助于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

３．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影响:行为能力的中介效应

作为人们开始某项工作之前初始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各种从业经历可以为人们某种行为的发生

提供信息和知识支持,还会影响人们开发机会的能力[３４].因此,基于“干中学”的原因,新型职业农民

部分(而不是全部)行为能力的提升很可能来自之前的就业经历,并且这部分行为能力对其经营效率

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行为能力会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３５]、经营规模[３６]、农业经营收入以及农业

生产经营模式等[３７].而且,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技术和资金等也只有转

化为内在的行为能力,才可能在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提升农业经营效率中发挥作用.现实中,新型职

业农民具有异质性,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新型职业农民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资源禀赋上,也体现

在行为能力上.即使在资源禀赋相同的情况下,由于个人行为能力不同,经营效果也会有所不同.新

型职业农民行为能力的差异,特别是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其经营效率出现差异.对

于生产经营能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而言,出于预期经济收益的考虑,可能更愿意增加农业生产投入,
扩大生产规模,使农业经营规模与生产要素相匹配.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说 H２:行为能力在新型职业农民非农就业经历与其经营效率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１．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９年８－１１月进行的问卷调查,主要利用给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授课

的机会,对参加培训的新型职业农民发放调查问卷,经过预调查、问卷确定和全面调查等阶段,共发放

调查问卷５６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５４５份,调查范围涉及广东和江西两省.删除关键值缺失的无效问卷

后,本文最终使用５０１份有效问卷,问卷使用率为９１．９２％.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新型职业农民个体特

征、家庭特征及其农业经营情况等.

２．变量选择与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Y),依据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指标,采用

DEA方法计算出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其中综合效率等于技术效

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综合效率值更能全面反映农业生产状况[３８],因此将综合效率值作为新型职业

农民经营效率的代理变量.
(２)核心解释变量.第一,是否具有非农就业经历(X).如前文分析,非农就业可以增加个人的

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行为能力,进而影响到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如果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非农就业经历,则X＝１;反之,X＝０.第二,根据实地调研发现,新型职业农

民的非农就业经历存在差异性,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在调查问卷中主要设置了“您在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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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农业之前的职业”题项,以此判断其就业经历的差异性.借鉴罗明忠等[１]的研究,依据个体成为

新型职业农民之前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将其非农就业经历分为务工经历、经商经历和从政经历三种主

要类型①.如果新型职业农民具有务工经历、经商经历和从政经历,则X１、X２、X３＝１;反之,X１、X２、

X３＝０.
(３)中介变量.行为能力是一个待检验的中介变量,罗必良教授团队[３５]对行为能力做出了丰富

的研究.因为本文研究对象是新型职业农民,行为能力是指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经营能力,而非法

律层面的;同时,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非农就业经历对其农业生产经营行为能力的影

响.依据调查问卷“非农就业经历对您从事农业的影响”中题项,包括提升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增强

经营信心、拓宽视野、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培养管理能力、具备市场拓展能力、积累农业生产资金以及

拓宽社会网络关系等八个题项,参考朱红根的研究[３９],对选择项赋值,新型职业农民选择该项则为１,
反之则为０,最后对选择项进行得分加总,分值越大,表明获得正向影响能力数量越多,其农业生产经

营行为能力可能越强,基于此,用获得正向影响能力数量的加总值表示新型职业农民行为能力变量.
(４)控制变量.不仅非农就业经历、行为能力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其他因素也可能对

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产生影响.为此,除了引入新型职业农民个体特征变量,还引入新型职业农民

家庭特征和村庄层面特征.具体而言,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四个

变量.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和农产品销售渠道稳定性两个变量.村庄层面特

征主要包括:村庄水利设施能否满足农业生产和地形特征两个变量.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中纳入这

些变量,以期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层面特征后,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

影响仍具有稳健性.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N＝５０１

类别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 Y 具体测算值 ０．１１ ０．１７２

核心解释变量

非农就业经历 X 否＝０;是＝１ ０．７５ ０．４２９
务工经历 X１ 否＝０;是＝１ ０．１２ ０．３２３
经商经历 X２ 否＝０;是＝１ ０．４３ ０．４９５
从政经历 X３ 否＝０;是＝１ ０．０９ ０．２８３

中介变量 行为能力 X４ 连续变量 ３．０３ ２．３４４

性别 X５ 女＝１;男＝２ １．７３ ０．４４
年龄 X６ 连续变量 ３８．８０ ７．８２１
学历 X７ 初中及以下＝１;中专或高中＝２;大专以上＝３ ２．４８ ０．６３７

控制变量 从事农业生产年限 X８ 连续变量 ８．０５ ７．５１４
家庭农业从业人数 X９ 连续变量 ２．１３ １．１８２
产品销售渠道畅通性 X１０ 否＝１;是＝２ １．５７ ０．４９４
村庄水利设施是否满足农业生产 X１１ 不能满足＝１;基本能满足＝２;能满足＝３ １．８６ ０．６５９
地形特征 X１２ 平原＝１;丘陵＝２;山区＝３ ２．２６ ０．８０７

　　３．模型选择

应用 DEA 方法得出决策单元效率值后,为进一步分析效率值受哪些因素影响及其影响程度,若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直接进行回归,由于DEA 模型确定的效率值(因变量)被限制在０~１之间,参数

估计值会产生偏向于０的情形.为解决这一问题,采用 Tobit模型.

y∗ ＝βxi＋ε
yi＝y∗

i if y∗ ＞０,　　yi＝０if y∗ ≤０
其中,εi~N(０,σ２),β为回归参数向量,xi 为自变量向量,y∗

i 为因变量向量,yi 为效率值向量.

２３

① 非农就业经历还包括从军、求学和从医等其他经历,但每种经历获得样本量较少,合计为５９份,因此本文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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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行为能力的中介作用,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行为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和新型

职业农民经营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Yi＝V１＋aiTi＋b１iX１i＋ε１i

Mi＝V２＋ciTi＋b２iX２i＋ε２i

Yi＝V３＋diTi＋eiMi＋b３iX３i＋ε３i

其中,i表示不同的新型职业农民,Y 表示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T 表示非农就业经历变量,M
表示行为能力变量,X 是控制变量,V 是常数项,ε表示随机干扰项.分别采用 Tobit模型和 OLS模

型对３个方程进行回归.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１．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测度

(１)测度指标选择.资本、劳动和土地等三种要素在生产函数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DEA模型

选择的投入产出指标为:产出变量I,为新型职业农民当年的农业经营收入,不包括家庭非农收入,主
要根据当年新型职业农民所从事的各项农业活动,通过对当年的种植业收入、设施农业收入或畜牧养

殖业、水产养殖业收入和休闲农业收入加总得到当年的农业产出.土地投入变量S,指的是农业生产

过程中投入的土地面积,包括种植面积或养殖面积.劳动力投入变量L,包括自家农业劳动力投入和

雇佣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变量K,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金投入量,包括种植业在种苗、化肥、农药、
水电灌溉等方面的物质费用或养殖业的物质费用,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指标 N＝５０１

类别 指标名称 符号 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经营收入/万元 I ８３８．２５ 农业经营收入

投入指标

经营面积/亩 S ５２０．００ 实际经营面积

劳动力(实际人数) L ２７．３０ 自家劳动力和雇佣劳动力

资金/万元 K ３３３．０４ 农业经营费用

　　(２)测度方法与结果.利用DEAP２．１软件,对５０１个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进行测算,结果如

表３所示,新型职业农民经营综合效率偏低,只有０．１１,说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综合效率损失严重,但
由此也说明后续提升空间较大,即在保持现有投入产出的水平下,如果消除技术和管理无效,可以使

平均投入减少８９％.纯技术效率为０．３１８,也处于偏低水平,在投入产出方面也有提升的余地.规模

效率为０．３７８.从三者的关系看,综合效率偏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较低.
表３　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值分区间统计 N＝５０１

效率值区间
综合效率

数量 占比/％

纯技术效率

数量 占比/％

规模效率

数量(个) 占比/％
[０,０．４) ４７７ ９５．２ ３５５ ７０．９ ３１７ ６３．３
[０．４,０．７) １１ ２．２ ８７ １７．３ ９３ １８．６
[０．７,０．９) ４ ０．８ ７ １．４ ３５ ６．９
[０．９,１] ９ １．８ ５２ １０．４ ５６ １１．２
均值 ０．１１０ ０．３１８ ０．３７８

　　２．回归检验

本文运用Stata１５软件对非农就业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进行 Tobit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４所示.
非农就业经历有助于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模型Ⅰ只纳入非农就业经历变量,回归系数

为０．０６５,在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农就业经历有利于新型

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提升.模型Ⅱ、模型Ⅲ和模型Ⅳ依次加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层面变量,
各模型的回归系数均保持在０．０５７左右,均在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非农就业经历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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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具有正影响,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验证了 H１假说.可能的原因在于,经历作

为一种财富和资本,新型职业农民可以通过非农就业经历积累资本、提升能力以及发挥“记忆反馈”效
应,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影响其经营效率.

表４　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回归结果 N＝５０１

变量
Ⅰ

系数 T 值

Ⅱ
系数 T 值

Ⅲ
系数 T 值

Ⅳ
系数 T 值

非农就业经历 ０．０６５∗∗∗ ３．６７ ０．０５７∗∗∗ ３．１２ ０．０５７∗∗∗ ３．１１ ０．０５８∗∗∗ ３．２０
性别 －０．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３０
年龄 ０．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３４
学历 ０．０１６ １．２８ ０．０１６ １．２９ ０．０１４ １．１３
从事农业生产年限 －０．００１ －０．９５ －０．００１ －０．８２ －０．０００ －０．７３
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 －０．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８５
产品销售渠道稳定性 ０．０１４ ０．９３ ０．０１３ ０．８６
地形特征 －０．０２３∗∗ －２．５０
村水利设施是否满足农业生产 ０．００１ ０．１６
常数项 ０．０６０ ３．９４ ０．０２７ ０．４２ ０．０２１ ０．３０ ０．０７３ ０．９１
PseudoR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５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后表同.

　　事实上,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既往的就业经历仍有差异,为此,基于异质性视角,进
一步采用Stata１５软件分别检验务工经历、经商经历和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
结果如表５所示.

(１)务工经历正向影响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模型I和模型II的回归结果显示,务工经历变量

在５％的水平上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务工经

历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提升,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如前文所述,
外出务工经历使新型职业农民开阔了视野,促进其原有知识结构的改变,积累了农业生产所需

的资金,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改善农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经历也会对新型职业农民

的务农经历提供一个成本参照,影响他们的农业经营行为,正如方蕊等指出,外出务工就业经历

会提升农户种粮积极性[４０],进而激励新型职业农民更加专注于农业经营,寻求改善农业经营效

率的途径和方法.
(２)经商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有正向影响.如表５所示,模型I和模型II的回归结果显

示,经商经历会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提升,显著性水平均为５％,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可

能的原因在于,有经商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市场经验、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人脉

等,运用于农业生产经营转化为效率改善的重要源泉.
(３)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

营效率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较小,系数为０．０１７,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原因在于本文问

卷调查数据中具有从政经历的样本量较少,只有４４个,均值为０．０９,变量观测值较少,模型没有捕捉

到变量的变化,因此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扩大样本加以深化研究.但一般来

说,从政经历可以积累强的政治关系,进一步促进新型职业农民与政府部门交往,在自身的事业发展

过程中,通过对经验方法的复制,较容易获得外界资源.但是这种政治关系的强弱会受到地域距离的

限制,进而影响农民获得政治资源的数量;当然,这种从政获得的政治关系对组织绩效是否会产生直

接的影响,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４１].
(４)控制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各异.地形特征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有负向影响.从样本地形描述性统计结果看,均值为２．２６,可见大部分新型职业

农民所在村的地形是丘陵(２７．４％)和山区(４９．５％),可能的原因在于,丘陵和山区地形的细碎化程度

较高,对农业规模化经营有一定的限制,造成农业生产成本过高.性别、学历和年龄等控制变量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说明,非农就业经历中“干中学”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

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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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务工、经商和从政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回归结果 N＝５０１

变量
模型I

系数 T 值

模型II
系数 T 值

务工经历 ０．０４３∗∗ １．７３ ０．０４３∗∗ １．８０
经商经历 ０．０３５∗∗ １．９４ ０．０３５∗∗ ２．１３
从政经历 ０．０１７ ０．６１
性别 ０．００３ －０．１８
年龄 ０．０００ ０．３５
学历 ０．０１７ １．３８
从事农业生产年限 －０．００１ －１．０３
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 －０．００４ －０．７６
产品销售渠道稳定性 ０．０１２ ０．８１
地形特征 －０．０２２∗∗ －２．３８ －０．０２５∗∗ －２．６５
村水利设施是否满足农业生产 ０．００２ ０．２１
常数项 ０．０８０ ０．９９ ０．１４５ ５．８３
PseudoR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９

　　３．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新型

职业农民部分(而不是全部)农业生产经营行为能力的提升可能来源于非农就业经历,而且这部分行

为能力可能会影响其农业经营效率.基于此,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采取逐步回归法检验“非农就业经

历—行为能力—农民经营效率”这一作用路径.

表６为行为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其中第一

步和第三步均采用 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采用 OLS模型进行分析.第一步以经营效率为

被解释量,非农就业经历为核心解释变量,加上其余控制变量,而行为能力不加入解释变量,结果显

示,非农就业经历在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二步以行为能力为被解释变量,非农就业经历

为核心解释变量,加上其余控制变量.结果显示,非农就业经历在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
明非农就业经历可以促进新型职业农民行为能力的提升.第三步以经营效率为被解释变量,加入非

农就业经历和行为能力以及其余控制变量,结果显示非农就业经历的系数为０．０１５,对农民经营效率

影响较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为能力在１％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行为能力对经营效率

有显著影响,根据Baron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表明行为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行为能力－农民经

营效率”中发挥中介作用,证实了假说 H２.
表６　行为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N＝５０１

变量

第一步

因变量:经营效率

Tobit
系数 T 值

第二步

因变量:行为能力

OLS
系数 T 值

第三步

因变量:经营效率

Tobit
系数 T 值

非农就业经历 ０．０５８∗∗∗ ３．２０ ４．０７０∗∗∗ ３９．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５８

行为能力 ——— ——— ——— ——— ０．０１０∗∗∗ ２．２１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７３ ０．９１ －１．２６９ －１．７５ ０．０８６ １．０７

PseudoR２ －０．０７５ ０．５５６ －０．０９０

　　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所得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重新估计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

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选择核匹配作为主要匹配方式,同时选择半径匹配和 K近邻匹配进行参照.
结果如表７所示,其中处理组为有非农就业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控制组为没有非农就业经历的新型

职业农民.结果显示,三种匹配结果相差较小,而且均通过１％的显著水平检验,其效应方向和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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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是一致的,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因此,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没有因为匹配方法的不同而发生

变化,验证了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影响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７　不同匹配法下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处理效应 N＝５０１

变量名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T 值

经营效率

核匹配
匹配前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８ ３．６６∗∗∗

匹配后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６ ３．７０∗∗∗

K 近邻匹配
匹配前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８ ３．６６∗∗∗

匹配后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０ ０．１７１ ３．５３∗∗∗

半径匹配
匹配前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８ ３．６６∗∗∗

匹配后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６ ３．７５∗∗∗

　　为保证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匹配结果还要确保满足平衡假设.一般来说,模型匹配

后各个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最好控制在１０％以内,因此,为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继续验证处理组和控

制组的各个变量是否满足平衡性假设.具体结果如表８所示.与匹配前相比,匹配后处理组(有非农

就业经历)和控制组(没有非农就业经历)各个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有所降低,都在１０％以内,说明

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的差异基本得到消除,该模型满足平衡性假设检验.因此,倾向得分匹

配结果和前文分析一致,进一步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８　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N＝５０１

变量 　
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化偏差

T 检验

T 值 P 值

性别
匹配前 １．７３６ １．７３８ －０．４ －０．０３ ０．９７３
匹配后 １．７３６ １．７１１ ５．７ ０．７７ ０．４４３

年龄
匹配前 ３８．５８３ ３９．７８７ －１４．７ －１．４８ ０．１３９
匹配后 ３８．５８３ ３７．２５２ ６．３ １．３５ ０．１１９

学历
匹配前 ２．５２５ ２．３６９ ２３．８ ２．３７ ０．０１８∗∗

匹配后 ２．５２５ ２．５３２ －１．１ －０．１６ ０．８７４

从事农业生产年限
匹配前 ６．９３８ １１．５１６ －５４．０ －６．０６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６．９３８ ６．４１２ ６．２ １．２２ ０．２２１

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
匹配前 ２．０９７ ２．２６２ －１３．８ －１．３４ ０．１８
匹配后 ２．０９７ ２．１８６ －７．４ －１．０４ ０．２９９

产品销售渠道稳定性
匹配前 １．５７５ １．５９０ －３．０ －０．２９ ０．７７１
匹配后 １．５７５ １．５８７ －２．５ －０．３４ ０．７３４

水利设施情况
匹配前 １．８６８ １．８６９ －０．１ ２．４４ ０．０１５∗∗

匹配后 １．８６８ １．８６８ 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９３

地形特征
匹配前 ２．３３６ ２．１５４ ２２．３ ２．４４ ０．０１５∗∗

匹配后 ２．３３１ ２．３６３ －３．９ －０．５１ ０．６１１

　　四、结论与启示

　　既往关于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和收入等方面的研究较丰富,但经历作为一种资本,
较少文献从新型职业农民的非农就业经历视角研究对其经营效率的影响.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

面分析了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粤赣两省５０１个新型职业农民的问卷

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１)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偏低,有较大提升空间;(２)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

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务工经历和经商经历均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但从政经历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３)非农就业经历通过行为能力间

接显著影响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表明行为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与农民经营效率”中发挥中介作

用.可见,应激励具有丰富非农就业经历的劳动者到农村创业就业,并对具有不同就业经历有意愿从

事农业的劳动者采取差异化培育政策,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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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充分认识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具有积极影响的事实,既要从资金、技术

和财税等方面予以综合扶持,更要在职业荣誉感、农业情怀和乡村发展使命感等方面予以培育和肯

定,吸引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有较高学历和能力,积累了更丰厚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劳

动力投身农业,从事农业经营,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经营带头人的作用,化解“谁来种地”的难题.其次,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要充分考虑对象的差异化,依据其从业经历不同采取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培育

方式,对那些在外务工和经商等返乡回归型新型职业农民,重在引导其将在外务工和经商等经历获得

的现代市场意识和管理经验等与农业发展的特性结合,坚定以农为业的决心和信心,进而走职业化和

专业化的农业从业人员发展道路;对那些基于事业发展而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具有从政经历的新型

职业农民,可以引导其真正“爱农、事农、知农、富农”,为现代农业发展补充新生力量;对那些从来没有

过非农就业经历的农业中自发地内生成长起来的新型职业农民,则应重在强化对他们现代农业生产

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培育,帮助他们确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理念,掌握现代农业科技.最后,要
考虑地形特征对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因地施策,减少因地形限制给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经营带来负

面约束,山区和丘陵地区重在降低土地细碎化给农业规模经营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推进功能型农业

的发展;平原地区则重在以机械化促进农业经营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推升农业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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