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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柑橘种植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柑橘主产区152个农户的调查

宋金田,祁春节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暋要暋以我国柑橘主产区15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Logit模型对农户柑橘种植意愿进行了实证

分析。研究表明,柑橘种植农户户主年龄、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从事柑橘种植的年限、是否了解市场行情等因素

对农户柑橘种植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对橘农进行培训、提供及时的信息服务能有效提升农户柑橘种植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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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柑橘是中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水果之

一,也是南方众多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和收入来源。
近年来中国柑橘产业发展迅速,2009年中国柑橘总

产量为2506万t,超过巴西的2045万t,成为全球

柑橘产量最大的国家[1]。为了进一步促进柑橘产业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农业部于2008年发布了《柑橘

优势区域发展规划(2008—2015年)》,对我国柑橘

产业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2],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

时间我国柑橘产业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随着柑橘产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柑橘供求关系发

生了转变。具体而言,柑橘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

方市场,部分年份、部分柑橘产区柑橘滞销现象时有

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柑橘种植者的收入[3]。部

分柑橘主产区的橘农种植柑橘的积极性下降。
面对柑橘总产量的不断提高与不同年份部分柑

橘产区的滞销,柑橘产业的主体———橘农对柑橘生

产的意愿如何? 哪些因素影响了橘农种植柑橘的意

愿? 哪些因素会影响我国柑橘产业的发展? 基于

此,本文在对我国柑橘主产区进行实地问卷调查的

基础上实证分析橘农柑橘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探
讨橘农柑橘种植意愿与我国柑橘产业发展的关系。

暋暋一、文献回顾

关于农户生产某种农产品意愿的相关研究较多,
如吕美晔等对皖南山区茶农茶叶生产意愿的研究认

为农户种植绿色农产品的意愿是被动的,政府采取加

强宣传、经济利益引导、技术支持等手段可以增加农

户主动种植绿色农产品的意愿[4];陈雨生等依据计划

行为理论,对北京市菜农无公害认证蔬菜以及有机蔬

菜生产意愿的研究,认为加大对菜农无公害认证蔬菜

生产技术培训投入,加强对农药和化肥销售点监管,
完善质量安全认证监管机制可以增加农户生产无公

害认证蔬菜和有机蔬菜的意愿[5灢6];刘芳等对广东省

油茶种植农户生产意愿的研究结果表明,食品质量监

管机制、农民的质量安全责任感以及市场前景对农户

油茶种植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农民年龄、种植技术障

碍对农户种植意愿有负面影响[7];徐家鹏等对湖北地

区种植农户种植转基因主粮意愿进行的分析结果表

明,农民的兼业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对转

基因主粮的产量预期等因素是影响农户生产意愿的

重要因素[8]。上述都是运用 Logistic或者Probit模

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来研究影响农户生产意愿的影

响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研究橘农柑橘种植意愿

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方法借鉴。

暋暋二、研究假设及生产意愿影响因素
分析

暋暋1.关于农户行为的理论假设

农户作为一个经济决策主体,其行为方式会影

响其决策。关于农户行为是否理性的讨论也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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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存在争论的问题。如以俄国经济学家恰亚

诺夫为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认为,农户从事生产是

为了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上的平衡,因此

农户的行为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即不是理性

的[9]。而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认为,农户

行为是有理性的,即农户会主动了解市场信息,并且

根据信息会对自己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来获

取最大利益[10]。
本文采用舒尔茨的观点,即农户是富有效率的、

精打细算的理性经济人,会根据市场信息对自己的生

产做出调整,其生产行为是一种利润最大化的行为。

2.橘农生产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从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农户生产特征、农
户销售特征3个方面对橘农柑橘生产意愿影响因素

进行探讨。
(1)柑橘种植农户户主特征。包括户主的文化程

度、户主年龄、是否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以及是否为

专业合作组织成员等4个变量。橘农接受教育程度

对柑橘种植意愿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教育水

平更高的农户在生产决策方面具有更高的判断力,可
以更好的应用先进技术和更好的管理农田,取得好的

收益,但受教育高的农户更可能从事非农活动,因此

对种植意愿的影响也可能是负的;年龄对柑橘种植意

愿的影响预期为负,一般来说,种植柑橘对橘农的劳

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有一定要求,年龄大的农户随着身

体机能的老化,可能越来越没有能力种植柑橘;参加

农业培训影响预期为正,因为农业技术培训可以提高

农户的生产技术,扩展橘农的视野,增加橘农获取信

息的渠道和来源;农户是否为专业合作组织成员影响

预期为正,一个正常运转的专业合作组织在生产、销
售等方面对橘农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2)柑橘农户生产特征。包括柑橘种植面积、家
庭是否有非农产业、种植柑橘年限3个变量。柑橘

种植面积对意愿的影响预期为正,因为相对而言,种
植面积大的农户更有可能获得规模效益,生产效率

可能更高,从而收益较高,对柑橘种植的意愿就越

强;家庭是否有非农产业对种植意愿预期影响为负,
一个家庭有非农产业,对柑橘种植的依赖程度也会

相对降低,如果柑橘收入不理想,他们对柑橘的发展

前景以及种植信心可能更不看好;种植年限对意愿

的影响预期为正,因为种植年限越长,农户种植管理

经验越丰富,对柑橘种植会更有信心。
(3)柑橘农户销售特征。包括当地运输状况、

柑橘销售是否顺利、是否了解市场行情、对上年销

售价格是否满意4个变量。我国柑橘主产区多位

于山区,柑橘采摘、搬运均需要大量劳动力,如果

道路状况不理想,对橘农种植意愿会有负面影响;
如果柑橘销售不顺利、对市场行情不了解、对销售

价格不满意会直接影响橘农的种植信心。由于调

查是在7月份进行的,因此上述3个指标实际上反

映的是柑橘农户上一生产年度的销售特征,而上

一年度的销售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柑橘农户

的种植信心。

暋暋三、橘农柑橘种植意愿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是国家柑橘产业体系产业经济研

究室2009年7月在湖北、重庆、湖南、江西、浙江、福
建、广东、广西8个省(市、自治区)调查所得。这8
个省(市、自治区)是我国规划的柑橘产业优势区域,
农业部2008年发布的《柑橘优势区域发展规划》中,
确定今后我国柑橘重点发展的长江上中游柑橘带、
赣南-湘南-桂北柑橘带、浙-闽-粤柑橘带、鄂西

-湘西柑橘带基本上位于这8个省市。2009年这8
个省(市、自治区)柑橘总产量为1956万t,占我国

柑橘总产量的83.9%。本次调查就柑橘经营规模、
投入产出、技术、销售、市场流通等问题在上述8个

省市20个县共调查了207户。调查方法采取分层

抽样调查法,先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了解当地柑橘

发展的总体情况,抽取重点乡(镇),然后在重点乡

(镇)进一步抽取重点村,接着在每个村随机抽取柑

橘种植农户进行调查,调查方式为一对一式调查。
最后获得有效样本户为152户。被调查农户地域分

布如表1所示。
表1暋调查农户地域分布

重庆 广西 湖北 广东 江西 浙江 福建 湖南省

农户数 24 15 20 18 19 14 24 18
占比/% 15.8 9.9 13.2 11.8 12.5 9.2 15.8 11.8

暋暋2.模型选择

本文所考察的是橘农柑橘种植的意愿,由于调

查对象都是已经种植柑橘的橘农,因此这里的柑橘

农户种植意愿反映的是农户对柑橘产业未来发展趋

势的一种判断。调查中要求调查对象就“假定现在

您拥有一定资金和土地,是否愿意扩大柑橘种植面

积暠一题做出回答。结果有2种:愿意和不愿意。采

用研究农户种植意愿常用的 Logit模型,以橘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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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愿意扩大柑橘种植面积为因变量,如果愿意扩大

则记为1,否则记为0(愿意:y=1,不愿意:y=0)。
假定xi 是影响果农种植意愿的主要因素,p表示某

事件发生的概率,则线性Logit模型为:

Logit(p)=Ln( p
1-p

)=毬0 +毬1x1 +毬2x2……+

毬ixi+毰i (1)

式 (1)中,毬0 为截距项,毬i(i=1,2,…….,n)为回归

系数,xi(i=1,2,……,n)为解释变量,毰i 为误差项。
对式(1)进行整理,可以得到第i个果农不愿种植柑

橘的概率为:

pi = 1
1+e(毬0+毬1x1+毬2x2……+毬ixi+毰i) (2)

暋暋3.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以橘农是否愿意扩大柑橘种植面积为因变量,
以文化程度、户主的年龄、是否参加过农业技术培

训、是否为专业合作社成员、柑橘种植面积、家庭是

否有非农产业、种植柑橘年限、当地运输状况、柑橘

销售是否顺利、是否了解市场行情、对销售价格是否

满意为自变量。
表2为研究中所用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调

查对 象 来 看,表 示 愿 意 扩 大 种 植 面 积 的 果 农 占

69.0%,有31.0%的果农表示不愿意;文化教育程

度均值为2.3,中专及中专以上学历只占17.5%,显
示果农整体文化教育程度不高;户主平均年龄为

表2暋变量选择与赋值

变量 代码 赋值 均值

因变量

橘农是否愿意扩大
种植面积 Y 不愿意=0,愿意=1 0.69

自变量

文化程度 X1
小学以下=0,小学=1,初中=2,
高中=3,中专及中专以上=4

2.30

户主年龄 X2 按实际年龄计算 47.50
是否参加过农业技
术培训

X3 没有参加过=0,参加过=1 0.69

是否为专业合作社
成员

X4 不是=0,是=1 0.56

柑橘种植面积 X5 按实际种植面积算,单位为hm2 2.07
家庭是否有非农产
业

X6
没有非农产业=0,有非农产业=
1

0.42

种植柑橘年限 X7 按实际年数计算 16.30

当地运输状况 X8
运输没有困难=1,运输有困难=
2,运输有很大困难=3

1.68

柑橘销售是否顺利 X9 顺利=0,不顺利=1 0.61
是否了解市场行情 X10 了解=0,不了解=1 0.48
对销售价格是否满
意

X11
满意=1,不是很满意=2,非常不
满意=3

1.39

47.5岁,这也反映在目前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

力年龄偏大;有69.0%的果农曾经参加过政府组织

的农业技术培训,说明柑橘主产区对于农业技术的

推广和应用做得比较充分;柑橘平均种植面积为

2.07hm2,由于调查方法采取分层抽样调查法,被
调查农户多为当地柑橘种植大户,因此被调查农户

平均种植面积较大;有42.0%的家庭除了种植柑橘

以外,还从事其他生产活动;柑橘平均种植年限为

16.3年,说明柑橘种植时间比较长;当地运输状况均

值为1.68,说明运输状况相对较好;有61.0%的果

农认为存在滞销现象,说明近年来柑橘销售存在很

大压力;有52.0%的果农认为自己了解市场行情,
说明果农对市场需求信息了解的并不够;对销售价

格是否满意的均值为1.39,说明果农对目前的销售

价格还是比较满意的。

4.结果分析

运用SPSS16.0对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处理,结
果如表3所示。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将农户种

植柑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11个方面。
表3暋农户种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 Exp(B)
X1 -0.273 0.195 1.953 0.162 0.761
X2 -0.054 0.025 4.584 0.032 0.948
X3 0.767 0.419 3.353 0.067 2.153
X4 -0.047 0.407 0.013 0.908 0.954
X5 0.003 0.004 0.661 0.416 1.003
X6 -0.530 0.403 1.726 0.189 0.589
X7 0.061 0.024 6.580 0.010 1.063
X8 -0.493 0.394 1.572 0.210 0.611
X9 0.069 0.420 0.027 0.870 1.071
X10 -0.706 0.434 2.651 0.093 0.494
X11 -0.362 0.381 0.901 0.342 0.697
常数 4.427 1.779 6.195 0.013 83.672

氈2 69.7
-2对数似然值 164.743

自由度 11
显著性水平 0.000

暋暋 (1)户 主 文 化 程 度。文 化 程 度 变 量 系 数 为

-0.273,影响方向与假设相符。这说明,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户主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种植柑

橘的意愿越弱。主要原因是对于文化较高的农户来

说,更可能把精力投入到非农产业上去。但显著性

水平为0.167,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文化程度

对种植意愿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由
于受调查农户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均值为2.3),大
多为高中以下水平,他们在了解柑橘市场销售状况、
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差距较小,不足以影响种植意愿。

(2)户主年龄。户主年龄变量在5%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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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符号为负,影响方向与假设相符,说明户主年

龄对柑橘种植意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年龄越大的

农户柑橘种植意愿越低。可能原因有2个,一是柑

橘从最开始的种植幼树到最后结果,时间周期较长,
而被调查农户年龄偏大(均值为47.5),他们没有扩

大柑橘种植面积的积极性;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步
入老年后,身体状况也由盛转衰,而种植柑橘对农民

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有一定要求。调查过程中也

发现,部分年长的农户表示愿意扩大柑橘种植面积,
但体力和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提出了

一个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在10年、20年或者

更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柑橘产业会不会受到劳动

力不足的影响?
(3)是否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参加技术培训

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影响方向与假

设相符。这说明当目前各地技术部门对柑橘种植者

进行的各种培训是行之有效的。被调查农户有

69.0%参加过技术培训,对农户进行各种培训,可以

提高农户种植柑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给
农户传递各种信息,便于农户及时了解市场,也增强

了他们对柑橘的种植信心。
(4)是否为专业合作社成员。是否为专业合作

社成员对农户种植意愿影响为负,与假设相反,但并

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虽然目前各柑橘产区成立

了为数不少的专业合作社,而且很多农户都是合作

社成员(比例为56.0%),但就调查情况来看,多数

合作社只有合作之名而无合作之实,并没有真正起

到把分散的小农户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大市场的作

用。此外调查中发现有些产区的合作社是由当地运

销大户成立的,由于这些运销大户在当地柑橘收购

中占主导地位,在收购当地农户的柑橘时出价较低,
导致农户柑橘种植意愿下降。

(5)柑橘种植面积。种植面积对农户种植意愿影

响为正,与假设相符,但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被

调查农户平均种植面积较大(均值为2.07hm2),已

经达到一定规模,因此对农户种植意愿影响不显著。
(6)家庭是否有非农产业。农户是否有非农产

业对柑橘种植意愿影响为负,显著性水平为0.189,
这说明农户是否有非农产业对柑橘种植有一定负面

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如果农户除了种植柑橘以外

还有其他非农产业,说明农户收入来源多元化,对种

植柑橘获得收入的依赖性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从事

其他非农产业也会分散农户的时间、精力。

(7)柑橘种植年限。柑橘种植年限在1%的水

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说明种植柑橘时间较长的

农户对柑橘产业发展前景更为看好。这是因为,柑
橘种植时间越长,农户的种植经验和管理技术越丰

富,因此对柑橘产业的发展更有信心;另一方面,柑
橘种植时间越长,农户本身会具有一定“资产专用

性暠,转而从事其他职业的难度加大。
(8)当地运输状况。该变量符号为负,显著性水

平为0.210,说明运输状况差对柑橘种植有一定的

影响。主要原因是我国柑橘主产区大部分位于山

区、丘陵地带,运输条件较差,部分产区即使路况很

好,在发生雪灾等不利天气时,交通运输也会变得非

常困难。
(9)柑橘销售是否顺利。柑橘销售是否顺利对

种植意愿影响为正,与假设不符,虽然影响并不显

著。调查中高达61.0%的农户认为存在柑橘销售

不顺利的现象,按照一般思路来考虑,柑橘销售不顺

利导致橘农收入受到损失,因此柑橘滞销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橘农种植柑橘的积极性。对于这个问

题,可能的解释是在柑橘主产区,由于受到地理位

置、气候等条件影响,橘农想从事其他产业可能存在

一定难度,虽然柑橘销售不顺利,收入遭受损失,但
对于当地橘农来说种植柑橘仍是他们的较优选择。

(10)是否了解市场行情。农户是否了解市场行

情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这说明作为

单个的经济主体,农户很难准确了解和把握市场行

情的变化。因此农户针对市场的变化所做出的决策

是滞后于市场变化的。柑橘种植户对市场需求、市
场价格变化等信息的了解都是很不完善和不及时

的,很多农户对柑橘市场需求、价格等信息的了解都

是来自于当地贩卖柑橘的中介商。市场信息的闭塞

也影响了柑橘种植者的信心。
(11)对柑橘销售价格是否满意。柑橘销售价格

对种植意愿影响为负,与假设相符,但显著性水平只

有0.342,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该变量均值为

1.39,说明大部分柑橘农户对柑橘销售价格并不满

意,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柑橘价格在不同年份

变动较大,一年价格不景气可能不足以使农户改变

自己的种植决策。

暋暋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农户数据为依据,研究了我国柑橘主产

区农户柑橘种植面积意愿的影响因素。采用 Lo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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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柑橘种植意愿主要

受到户主的年龄、是否参加技术培训、柑橘种植年

限、是否了解市场行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上

述讨论,我国柑橘产业长远持续发展必须密切关注

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
(1)鼓励青壮年从事柑橘种植,提高种植者的整

体素质。文化程度高、相对年轻的劳动力更容易接

受新技术、管理方法,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整个柑

橘产业的发展方面更有优势。而目前实际情况是文

化程度高的农民对柑橘种植兴趣不大,从事柑橘生

产的农民年龄偏大,而且他们也没有动力再继续扩

大柑橘种植面积,柑橘种植农户整体素质状况可能

会成为我国柑橘产业长远发展的一个隐忧。提高柑

橘种植者的整体素质是当下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2)农业主管部门要促进柑橘技术培训和推广

工作,提高农户对市场信息的了解和利用能力,做好

运输销售等服务工作。促进柑橘技术的培训和推

广,可以提高柑橘农户的生产技术,提高产品的产量

和质量,从而增强他们种植柑橘信心。基层农业推

广部门要采取灵活的方式,如讲座、田间指导等,对
农户进行培训和引导。

(3)农业部门要加强农村基层信息服务建设。
除了增加通讯设备拥有数量、电视信号的覆盖范围,
政府相关部门还应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建立信息传播

平台,在柑橘收获季节及时向农户宣传提供各种有

效的市场信息,增加农户获得信息途径,降低农户获

得信息的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是以调查的截面数据分析

柑橘种植农户的生产意愿。不同年份柑橘的生产、销
售状况有所不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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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AnalysisonInfluencingFactorsofCitrusGrowers暞
PlantingIntentiontoPlantCitrus

———BasedontheSurveyDatafrom152HouseholdsinChina暞s
CitrusMainProductionRegion

SONGJin灢tian,QIChun灢jie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Basedonthesurveydatafrom152householdsinChina暞scitrusmainproductionregion,

thispaperusesLogitmodeltopositivelyanalyzetheplantingintentionofcitrusgrowers.Theresult
showsthatthegrowers暞age,technicaltraining,thenumberofyearsincitruscultivation,knowledgeof
priceinformationhavesignificantimpactoncitrusgrower'sintentiontoplantcitrus.Therefore,inorder
toimprovecitrusgrower'sintentiontoplantcitrus,thegovernmentshouldprovidetechnicaltrainingand
timelyinformationforcitrusgrowers.

Keywords暋citrus;plantingintention;influencingfactors;Logitmodel;empiric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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