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05期)2013(3)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2-12-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农户收入和社会资本异质性双重视角的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71173174);陕西省教育厅2011年度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陕西农村土地流转及其影响研究”(人文社科专项)(11JK0060);2012
年度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农户分层视角的陕西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研究”(12D25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

费科技创新专项“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研究”(QN2011166);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科专项项目

“我国粮食安全政策绩效评价与长效政策体系构建研究”(2011RWZX02-4)。
作者简介:赵 凯(1971-),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E-mail:xinongzhaokai@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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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在陕西杨凌及其周边地区131个农户的调查样本,设定农户参与“公司+农户”和“公司+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户”2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运用Logit模型,对农户参与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

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程度、劳动力的农业技能培训和服务

频数、农户的专业化程度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性;政府的

支持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的认识程度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并提出了加强农民

专业合作社建设,组建多元化的农业技能培训体系,强化对农户有关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农民合作知识的普及,进
一步强化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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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农业市场化建设过程中,农业产业化经

营是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流通之间的矛

盾,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民顺利进入市场的有

效渠道。农业产业化已被各地认同为是我国农业发

展的必经之路[1]。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

于带动广大农户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集约化

生产,形成优势产业集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效

益[2]。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其经

营组织模式正在不断创新,主要有4种类型:一是

“公司+农户模式”,这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最

初模式;二是“公司+中间组织+农户模式”,此处的

中间组织主要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各种专

业技术协会、销售协会、专业批发市场等;三是“公司

+加工专业户(养殖大户/种植基地/生态农业示范

户/经纪人)+农户”模式;四 是“公 司+公 司”制
[3]。对于多样化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农户如

何参与到农业产业化进程之中,其参与农业产业

化组织模式的意愿如何,有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

着其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等问题是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综观现有文献,许多学者对影响农业产业化经

营的因素进行了研究。黄金辉从农业市场化程度、
农业规模经营、农业投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利益

分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4];郭红东认为,农户生

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对其参与订单农业的行为

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农产品的类型会影响农户参与

订单农业的行为,销售市场越远的农产品生产农户

参与订单农业的可能性越大,政府的支持有利于提

高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可能性[5];刘宁祥等以黑龙

江为例,从人们对农业产业的认识水平、要素市场建

设水平以及约束机制和分配机制3个方面来分析农

业产业化的影响因素[6];祝宏辉等在对新疆番茄产

业中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影响因素分析时认为,农
户的经营规模、对订单农业的了解程度以及政府的

支持对农户参与订单农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毛
飞等认为,农户果园面积、家庭劳动力数、是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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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组织、近3年是否购买过假农药、收购商违

约次数、是否遭遇滞销等对农户参与订单农业存在

正相关关系[8]。每一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的

产生和发展都有其一定的适宜条件,且不同农业产

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对龙头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

不同[9],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

织模式[10]。提高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关键在

于农户对于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选择。基于

此,本文利用在陕西杨凌及其周边地区131个农户

的调查样本,设定农户参与“公司+农户”和“公司+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2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运用Logit模型,对农户参与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

模式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从农

户视 角 来 制 定 农 业 产 业 化 经 营 政 策 提 供 决 策

参考。

  一、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1.变量选择

(1)因变量。本文设定农户参与“公司+农户”
和“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2种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来研究不同因素对农户参与不同农业产业

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程度。显然,此处的因变量

具有二元变量的属性,将农户选择参与“公司+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意愿赋值为1,将农户选

择参与“公司+农户”模式的意愿赋值为0。
(2)自变量。关于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

织模式意愿的影响因素,在广泛借鉴现有研究结

论[5,7-8,11]的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定量化

分析的需要,设定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

量、农户的经营特征、农户所处的外部环境等4个方

面,并将其细化为13个指标,见表1。

表1 自变量说明及其赋值

变量类型 具体变量 变量含义与赋值

户主个体特征

户主年龄(X1) 实际年龄

户主文化程度(X2) 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高中=4;高中以上=5
户主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认识程度(X3) 不了解=1;听说过=2;很了解=3

户主的风险偏好(X4) 风险厌恶=1;风险中性=2;风险偏好=3
户主对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程度(X5) 不满意=1;一般=2;满意=3

家庭特征

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X6) 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成员数量

劳动力的农业技能培训和服务频数(X7) 0次=1;1~3次=2;大于4次=3
参加经济合作组织情况(X8) 参加=1;未参加=2

农户人均耕地规模(X9) 具体数量

农户经营特征
专业化程度(X10) 种粮收入/家庭总收入×100%
兼业化程度(X11) 以农为主=1;以非农为主=0

外部环境
农产品的价格波动(X12)

在10%内波动=1;在10%~20%内波动=2;在20%~

50%内波动=3;在50%以上波动=4
政府支持(X13) 有政府支持=1;没有政府支持=0

  2.模型构建

由于将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界定为“公司+农

户”和“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2种,农户的

选择也只有2种,要么参加前者,要么参加后者。因

此,该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二元选择问题,可以采用二

元Logit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分析,运用最大似然估

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具体形式如下:

Pi=F(α+βXi)= 1
1+exp[-(α+βXi)]

(i=1,2,…,13)

(1)

模型的解释变量不是一个连续变量,而是一个

离散变量,模型的矩阵形式可以定义为:
Y=Xiβ+μ  (i=1,2,…,13) (2)

其中,Y 为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

的意愿(1或0);Xi 为第i个影响农户参与农业产

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因素的观测值矩阵;β为待估参

数向量;μ为随机误差向量,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根

据式(1),得到:

ln(Pi

1-Pi
)=α+βXi  (i=1,2,…,13) (3)

式(3)中,Pi 表示农户选择参与“公司+农民专

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概率;X1~X13为各个影响

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的因素。

  二、数据来源及其描述性分析

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1年3-6月在陕西关中地区

的杨凌区和武功县开展的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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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的意愿、被
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经营特征以及

外部环境政策等4个方面的问题。
调研地点选择标准是具有优势农业产业的乡

镇,调研选择的农业产业类型为圣女果种植区、洋葱

种植区和猕猴桃种植区3个区域。具体调研点分别

为武功县大庄镇贺家庄(圣女果种植区);杨凌区揉

谷乡揉谷村、三家村、田东村、秦风村(洋葱种植区);
杨凌区杨村乡夏家沟村和曹新庄(猕猴桃种植区)。
被调研对象为,有承包地,且愿意参与农业产业化经

营的农户。
调查按照预调查、调查抽样、正式调查等几个环

节展开。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通过对被调研者发放

调查问卷、解释说明和获取数据3个步骤进行。由

于问卷涉及内容相对专业,与一些受访者的日常生

活关联不大,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

式。同时,为了确保问卷的有效性,调查者采取逐题

解说的方法,首先使被调查者了解题目内容及含义,
进而回答问题。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注重交谈技巧

和调查时间的选择,以保证被调查者积极配合和调

查的顺利进行。调查共完成问卷152份,通过一系

列方法对回收问卷的有效性进行鉴别,将整体无应

答、部分无应答和逻辑上前后矛盾的问卷视为无效

问卷,共剔除无效问卷21份,统计有效问卷131份,
有效率达到86.2%。有效问卷的具体区位分布见

表2。
表2 农户调查问卷样本分布情况 份

调研地点 公司+农户
公司+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户

武功县大庄镇 贺家庄 4 11

杨凌区揉谷乡

揉谷村 6 4
三家村 5 5

田东村 11 6

秦风村 9 13

杨凌区杨村乡
夏家沟 18 12

曹新庄 6 21

  2.描述性分析

(1)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情况。
在131份有效的调查问卷中,有59户表示愿意参与

“公司+农户”模式,占被调查农户的45%;有72户

表示愿意参加“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占被调查农户的55%。总体来看,愿意参加“公
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农户更多一些。
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农户选择“公司+农户”

的模式的原因是对合作社的不信任,认为合作社的

负责人不会为大多数农户的利益着想,会在其中层

层剥扣,所以会更愿意与农业龙头企业直接联系,即
相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会更相信与企业建立的

利益联接关系。选择“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农户

一般是建立在基本信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
其理由具体为:有农民组织会使农产品交易更有保

障;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给予会员在产品销售渠道

和稳定销售价格方面的支持。如在2011年,揉谷乡

田东村的洋葱发生滞销,种植户为了自己的利益出

现农户间相互压价的现象。
(2)户主个体特征。在131份有效的调查问卷

中,被调查的户主平均年龄在47岁左右,说明大多

数年轻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在家中务农的是

年龄偏大的劳动力,这也与现当今农村的基本情况

吻合。户主的平均文化程度为初中水平。在农户对

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其模式的认知程度方面,有11%
的农户表示对农业产业化及其模式很了解,42%的

农户听说过,47%的农户是完全不了解,说明农户对

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的认识整体偏低。在农户对风

险的偏好方面,47.3%的农户选择风险厌恶,32.1%
选择风险中性,20.6%选择风险偏好,说明近一半农

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是厌恶风险。在农户对当前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程度方面,24%的农户选择很

满意,25%的选择一般,51%的选择不满意,这说明

调研区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偏低。
(3)农户家庭特征。在131份有效的调查问卷

中,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的平均数为2.1人。在农

户参加农业技能培训或享受技术员服务方面,有

13.6%的农户选择了培训4次以上(含4次),

17.5%的选择了培训1~3次,67.9%的选择了没有

参加过培训,这说明农民培训的范围较窄,大多数农

户参加培训的机会偏少。在农户参加经济合作组织

方面,18.3%的农户选择了参加,81.7%的未参加,
说明杨凌及其周边地区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程

度仍然偏低。在农户人均耕地规模方面,其平均值

为0.133hm2,农户家庭的种植规模平均为0.269
hm2,说明农户经营耕地的规模偏小,土地流转程

度低。
(4)农户家庭经营特征。在农户专业化程度(用

主要农产品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表示)方
面,其平均值为38%。在农户兼业化程度方面,以
农为主的兼业化程度为0.481,以非农为主的兼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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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为0.519,说明调查地农户家庭总收入以非

农收入为主。
(5)外部环境。在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方面,有

43%的农户认为在2010年农产品价格波动在50%
以上的范围波动,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普遍较大。
调研中发现,农户销售过程中,农产品价格大多被贩

销户掌握,农户进行价格谈判的能力非常有限。需

要强调的是,调研中有部分农户与贩销户提前签订

了合同协议并有押金保障等,但最终发生违约情况,
使签约农户每667m2损失3000~4000元。由此可

见,农民的专业化组织程度较低,谈判能力非常有

限。在政府支持方面,有77.1%的农户认为没有政

府支持,说明地方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执行力

非常有限,超过3/4的农户没有感受到具体的政府

支持。

  三、结果分析

根据研究的需要,首先对户主文化程度的调研

数据利用教育年限法折算成了具体受教育年数。然

后运用Eviews6.0软件对131个调研样本数据进行

Logit模型的回归处理,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

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处理方法是,首先将全部变量

(X1~X13)引入回归方程,然后进行每个自变量的

显著性检验,在一个或多个不显著的变量中,将z检

验值最小的那个自变量剔除,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
并进行各种检验,依次重复。共经过9次回归,最
后,方程中所有自变量基本显著。另外,由于各个自

变量所取单位不同,非标准化的Logit回归系数不

能用于比较各自变量的相对作用,因此,本文将非标

准化的Logit回归系数转化为标准化的Logit回归

系数[12]。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转化为标准化的回

归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βi=
bi×si

π× 3
(4)

式(4)中,βi为第i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bi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si为第i 个自变量的标准

差。由于受到篇幅的影响,此处只列出第一次和第

九次的回归结果,即表3中的模型一和模型二。
数值经过5次迭代之后,对数似然值(Loglike-

hood)为-61.8221,似然比检验统计量的值(LR
static)为156.6681,McFaddenR2为0.7143,各个

参数的估算系数符合经济学意义,说明模型整体回

归效果较好。根据估计结果,农户选择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见表3。

表3 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一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
归系数 z统计值 P 值

模型二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
归系数 z统计值 P 值

X1 0.0006 0.0017 0.0116 0.9907 / / / /

X2 0.0527 0.0580 0.4129 0.6797 / / / /

X3 0.6130 0.2287 1.5376 0.1241 0.6770* 0.2533 1.8507 0.0642

X4 -0.2718 -0.1162 -0.8729 0.3827 / / / /

X5 1.7697*** 0.6881 4.3078 0.0000 1.6974*** 0.6617 4.4820 0.0000

X6 0.0052 0.0037 0.0232 0.9815 / / / /

X7 1.0455*** 0.4171 2.6595 0.0078 0.9950*** 0.3980 2.5965 0.0094

X8 -0.0090 -0.0019 -0.0137 0.9891 / / / /

X9 0.3064 0.1469 1.0703 0.2845 / / / /

X10 3.3411*** 0.4859 3.0196 0.0025 2.5888*** 0.3774 2.8332 0.0046

X11 -0.9211* -0.2533 -1.6428 0.1004 / / / /

X12 0.0009 0.0848 0.6716 0.5019 / / / /

X13 1.4901** 0.3444 2.3759 0.0175 1.4574** 0.3376 2.4925 0.0127

C -7.3785** / -2.1881 0.0287 -6.9185*** / -4.9967 0.0000
对数似然值 -59.2957 -61.8221

LR 161.7211 156.6681
McFaddenR2 0.7423 0.7143
 注:*、**、***分别表示估计的系数不等于零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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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认识程度与

其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呈现显著地正向

影响,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显著。可能的

解释是,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即农户参与

“公司+农户”和“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两
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认识程度越高,其对“公
司+农户”和“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运

行机理及其特点掌握的越清楚,尤其是对“公司+农

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弊端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优点认识的更清楚,就越有可能更倾向于加入“公
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2)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程度与其参

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呈现显著地正向影

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显著。可能的解

释是,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程度越高,农民

专业合作社带给农户的利益越多,其加入“公司+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

就越高。
(3)劳动力的农业技能培训和服务频数与农户

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呈现显著地正向影

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显著。可能的解

释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会员开展的农业技能培

训次数越多,服务频率越高,农户加入“公司+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就

越高。
(4)农户家庭的专业化程度与其参与农业产业

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呈现显著地正向影响,且在1%
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本

文将农户家庭的专业化程度是用种粮收入占家庭总

收入的比重来衡量的,此比值越高,农户家庭种粮收

入的份额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产品销售中的

阻力越大,参与合作的积极性越大,从而选择“公司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

意愿就越高。
(5)政府的支持与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

式的意愿呈现显著地正向影响,且在5%的显著性

水平条件下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对农业产业

化经营的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就在种植技术指导和

农业生产资料提供合同履约等方面会更有制度保

障,其心理保障越可靠,就更愿意加入农业产业化经

营模式,以获取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在模型中,户主年龄、户主文化

程度、户主的风险偏好、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参加

经济合作组织情况、农户人均耕地规模、兼业化程度

以及农产品的价格波动等变量对农户加入农业产业

化经营模式意愿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即这些变

量对其加入意愿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其原因有待

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及建议

当前,在我国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由于

存在多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且各自的运行

机制和特点均有差别。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结论的

基础上,将这些不同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概括为

龙头企业牵动模式和合作经济组织推动模式两种类

型。以此为基础,通过陕西杨凌及其周边地区131
个农户的样本资料,运用Logit模型对农户加入农

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

程度、劳动力的农业技能培训和服务频数、农户家庭

的专业化程度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在

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呈现显著影响;政府的支持

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在5%的显著性

水平条件下呈现显著影响;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经营

模式的认识程度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

在10%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呈现显著影响。需要

说明的是,本文的调研主要是在陕西杨凌及其周边

地区开展的,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业产业化发展水

平不一致,因此,该结论对于其他地区的适应性有待

进一步证实。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提出以下政

策建议: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使其运行规范,
更好的为农户提供服务;组建多元化的农业技能培

训体系,提高农民培训的频率和效果;强化对农户有

关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农民合作知识的普及;进一步

强化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力度,加快我国

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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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InfluencingFactorsofFarmers’ParticipationWillingness
toDifferent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OperationalModels

ZHAOKai1,2,WEIShan1,BIYing1,2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2.AppliedEconomicsResearchCenter,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Basedon131samplescollectedbyfieldsurveyinYanglinganditssurroundingareas,this
paperchoosestwo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operationalmodels(AIOM)of“company +farmer
household”(CFH)and“company+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farmerhousehold”(CFPCFH)

andusesLogitmodeltoeconometricallyanalyzetheinfluencingfactorsoffarmers’participationwilling-
nesstotwoAIOMs.Theresultshowsthatfarmer’ssatisfactiondegreeto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
tives,agriculturalskilltraininganditsservicefrequencyandfarmer’sspecializationdegreehaveasignifi-
canteffectat1%levelonfarmer’s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AIOM,governmentsupportisat5%lev-
el,andthefarmer’srecognitiondegreetoAIOMisat10%level.Finally,thispaperputsforwardsome
suggestionsonhowto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s,establishthedi-
versifiedagriculturalskilltrainingsystem,popularizetheknowledgeof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op-
erationandfarmer’scooperativeandfurtherintensifythegovernmentalsupportforagriculturalindus-
trializationoperation.

Keywords farmer’swillingness;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professionalfarmerscooperatives;

operationalmodel;Logit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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