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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分化、技术约束与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差异
——基于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农户技术采纳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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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不完全要素市场和农户分化背景下，探索不同类型农户、耕地保护技术约束与技术选

择之间内在行为逻辑，以期为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利用Probit和Logit方

法，通过微观数据剖析不同类型农户技术选择意愿、行为逻辑及不同约束条件下的技术选择差

异。研究表明：纯农户、I类兼业户和 II类兼业户在耕地保护意愿方面具有统一性，但随着非农

收入的增加农户耕地保护意愿逐渐降低；在行为逻辑方面，异质性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选择上差

异显著，不同类型农户的禀赋特征与不同耕地保护技术间存在非对称性和偏差，主要受不同技

术属性和风险偏好的约束。因此在耕地保护技术实施与推广应用时，应当更多地考虑不同农

户禀赋优势与农户风险偏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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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定粮食产量，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

度，到 2020年确保建成 8亿亩高标准农田。然而，我国耕地质量水平一直处于退化状

态 [1]。调查显示，现阶段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40%以上，耕地生产能力下降，

全国土壤重金属点位超标率达1.4%（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农业农村部）。随着城镇化

和土地流转市场的不断完善，农业不再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原本同质的农民出现了

分化，导致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日益深化。而耕地乃粮食生产之根本，实施耕地质量

保护关系着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尤其是对保障农户收入、促进农业发展有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实施耕地质量保护尤为重要和必要，且任重道远。

近年来，关于耕地质量保护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主要探讨了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和外

部性条件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农户家庭禀赋中户主耕地保护意愿

较强，但其耕地质量认知水平较低，且农业劳动力缺乏也是影响耕地质量保护的原因

之一[3,4]，但耕地保护意愿的强弱并不必然诱发农户耕地保护实施行为[5]。在家庭禀赋中

耕地质量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变动[6]，当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达到了农

村劳动力总数的47%，便会对耕地保护技术采纳和行为产生影响。从不同代际关系的视

角看，农户在耕地质量保护的认识上存在差异[7-9]。通过在鄂豫两省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

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比例要高于中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分别占比51.85%、47.10%与

41.52%[10]；外部性条件对耕地质量保护的影响，主要包括农地确权、城镇化和土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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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通过湖南、江西、江苏三省调研得出农地确权有利于推进耕地质量保护，耕地

保护行为与风险偏好程度有关[11]。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或多重耕地保护补贴方式来提

高耕地价值，有利于推进耕地质量保护行为[12,13]。此外，除了资源禀赋和外部性环境对耕

地质量保护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将耕地质量保护进行了区分，如将耕地质量保护分为劳

动力投入型、资本投入型等。

综上所述，关于耕地质量保护的研究多数聚焦于家庭资源禀赋和外部性环境等方

面，较少以农户分化为视角来分析异质性农户耕地质量保护问题。近年来，农户主体结

构不再局限于单一农户，异质性农户数量不断上升，为加强耕地质量水平，需要考虑当

前不同异质性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异质性农户为视

角探讨不同禀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技术意愿，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理论分析与计量

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选择差异。同时

使用江苏省微观农户数据，运用Probit和Logit分析法深入剖析异质性农户对耕地质量保

护的影响，为政府科学制定管理决策提供宝贵建议。

1 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农户技术采纳理论分析框架

1.1 数理推导

农户分化①的演变实质是农户对于家庭收入最大化的追求，在不考虑家庭资产等其他

收入情况下，微观农户作为理性经纪人，通过最优化家庭资源禀赋（劳动力和土地禀

赋），充分利用家庭资源比较优势，有效地分配家庭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

农收入之间进行优化和决策。基于此，本文借鉴 Just等[14]和Mohamed等[15]的技术选择模

型，从农户分化视角对我国异质性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行为进行理论分析。

假设异质性农户处于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农户与市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等现

象，或者说农业生产交易成本极高，农户是否采用某项技术主要受家庭资源禀赋的影

响。同时，假设农户耕地保护同时使用新旧技术两种技术，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

边界，另一方面是为了规避新技术带来的农业风险[16]。由此，假设农户家庭拥有可配置

的农业生产耕地总面积为 D ，其中，农户采取旧技术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耕地面积为

D0 ，采取新技术的耕地面积为 D1 ，且 D = D0 + D1 。该农户家庭中农业劳动力个数为

L ，其中，如果使用传统技术，那么传统技术（或旧技术）土地面积上需要使用的劳动

力个数为 l0 /每单位。如果选择耕地保护新技术，那么，新技术土地面积上需要使用的农

业劳动力个数为 l1 /每单位，同时需要满足 l0 D0 + l1D1 ≤L 。再者，假定该农户家庭可用

于农业生产的资本为 K ，其中，传统（或旧技术）技术土地面积上需要使用的资本为

k0 /每单位，而耕地保护新技术土地面积上需要使用的资本为 k1 /每单位，同时满足

k0 D0 + k1D1 ≤K 。

假设采用新技术和旧技术的单位面积利润分别为：

π͂0 = π0 + δ0 （1）

① 本文依据数据中指标特征，参考已有文献 [1, 2]，将农户划分为纯农户、兼业户、自给户及非农户，以非农

收入作为分类标准，其中非农收入≤10%，且土地经营规模排名前1/10为纯农户；在10%~50%之间为兼业 I类农户，

此类农户主要以农为主，非农为辅；50%~90%之间为兼业 II类农户，此类农户以非农为主，务农为辅；非农收入≤
10%且家庭经营土地规模小于当地人均土地规模为自给户；非农收入≥90%以上为非农户，或其耕地已全部流转出

去。由于自给户数量较少且较少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因此，本文不考虑自给户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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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1 = π1 + δ1 （2）

式中： π͂0 和 π͂1 分别为传统技术（或旧技术）与新技术采用下的单位面积利润（元）； δ0

和 δ1 分别表示干扰单位面积利润的随机扰动项。 π͂0 和 π͂1 的均值分别为 E(π͂0) = π0 与

E(π͂1) = π1 ，方差分别为V (π͂0) = σ 2
0 与V (π͂1) = σ 2

1 ，且假设耕地保护使用的新技术产出的新技

术大于旧技术，即 σ 2
0 > σ 2

1 。

假设异质性农户在进行耕地质量保护决策时综合考量家庭禀赋优势、利润和不确定

风险，并追求效应最大化，即：

max EU = E(π͂0 D0 + π͂1D1)- 1
2
ΦV (π͂0 D0 + π͂1D1) （3）

s.t. l0 D0 + l1D1 ≤L （4）

k0 D0 + k1D1 ≤K （5）

式中：Φ表示农户对绝对风险厌恶函数，具体表达式为：Φ = -EU"/EU' 。

对式（3）进行展开，进一步变形为：

max EU = π0 D0 + π1D1 - 1
2
Φ[( )D -D1

2
σ 2

0 + D2
1σ

2
1 + 2(D -D1)D1ρσ0σ1 +

λ1(L—l0 D0 + l1D1) + λ2(K—k0 D0 + k1D1)
（6）

因此，家庭效用函数EU对耕地保护新技术 D1 求偏导，且 ∂EU/∂D1 = 0 ，可得：

D1 =

1
Φ

(π1—π0) + Dσ0(σ0—ρσ1)—λ1(l1—l0)—λ2(k1 - k0)

σ 2
0 + σ 2

1 —2ρσ0σ1

（7）

式中：耕地质量保护所采用的新技术与旧技术的利润相关系数为 ρ < 0 ，因为采取耕地保

护新旧技术组合方式的目的之一是降低一切不确定的生产风险。 λ1、λ2 分别表示农户面

临家庭劳动力约束和资本约束的系数。

由此可以推断，农户最终选择的不同耕地保护新技术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

是受到农户家庭的耕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可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本等禀赋约束与

风 险 偏 好 的 影 响 ， 这 些 因 素 与 耕 地 质 量 保 护 新 技 术 采 用 的 关 系 如 下 ：

∂D1/∂D > 0，∂D1/∂λ1 < 0，∂D1/∂λ2 < 0，∂D1/∂Φ < 0 。二是受新技术的影响，包括新技术所

需的劳动力和资本，以及新技术所带来的一切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与采用新技术的关系

如下： ∂D1/∂σ
2
1 < 0，∂D1/∂l1 < 0，∂D1/∂k1 < 0 。

由此可见，异质性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新旧技术的行为逻辑，主要受限于不同农

户耕地特征、劳动力和资本禀赋的差异，以及农户所能承担的风险厌恶程度等特征，可

能是导致异质性农户间存在技术选择差异的重要原因。

1.2 理论解释与研究假说

基于梳理推导，进一步分析农户类型与耕地保护方式。在不完全要素市场和信息不

对称环境下，不同类型农户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表 1）。具体情况是：（1）纯农户。

纯农户是转入土地较多的种植大户或规模户。由于该类农户耕地规模较大，与其他类型

农户相比风险厌恶程度中等，但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资金较多，可支配性资金较

少。农忙时所需要农业劳动力较多，受制于季节性用工约束。（2） I类兼业户。I类兼业

户耕地规模相对较多，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受资本约束较强。同时家庭中有少数劳动力

处于兼业状态，农忙时，兼业劳动力可及时返乡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力约束弱。（3） II

类兼业户。II类兼业户家庭中劳动力多数处于外出务工状态，农业生产和耕地质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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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存在较强的劳动力短缺，但由于非农收入的不断提高，同样存在非农收入添补农业

生产的可能性。农业资本约束力较弱，风险厌恶程度较低，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考虑到耕地质量保护中农户对不同技术属性耕地保护技术与农户风险厌恶程度和农

户禀赋特征有关。在技术采纳过程中，异质性农户对风险偏好（即风险不确定性）、劳动

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等方面的特点各不相同。由于耕地保护技术所带来的收益属于跨期农

业技术行为，因此，不同农户在决策时将考虑的因素较多，包括农户风险偏好、所需劳

动力和资本数量，主要归纳为：稳劳—增资—增险型—新技术，如耕地保护新技术；增

劳—节资—稳险型—劳动偏向型，如施用农家肥；节劳—增资—增险型—资本偏向型，

如机械作业型技术；增劳—增资—降险型—劳动加资本偏向型，如同时选择两种以上耕

地保护技术。具体表现为：（1）新技术。新技术具有增资和增险等特点，所谓增险即增

加了耕地产出的不确定性。耕地质量保护新技术具有增产或是稳定下一期产量的作用，

如政府推广休耕、轮作等项目。（2）劳动偏向型耕地保护技术。劳动偏向型技术具有节

省资本、劳动力需求大和风险稳定等特征，较倾向于纯农户和 I类兼业户。该项耕地保护

技术多属于传统型耕地质量保护技术，主要包括增施农家肥、种植绿肥、施用石灰等土

壤调理剂、回收地膜等措施。（3）资本偏向型耕地保护技术。该项技术具有节省劳动

力、资本需求大和增加风险等特征，该技术从家庭资源视角来看，需要具有一定的资金

实力来投入到耕地质量保护技术中。一般包括修整农田水渠、测土配方施肥、商品有机

肥、深松耕地等措施。（4）劳动加资本型耕地保护技术。属于既选择劳动型又选择资本

型耕地保护措施，该类人群多属于以农业收入为主，对耕地进行多次保护，避免减少产

出的不确定性。该类项目即需要劳动力，也需要较多资本。

结合以上数理推导和理论机制，由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说：

假说 1：纯农户具有较强的资本和机械储备实力，风险厌恶程度较低，地块规模较

大，对新技术和资金偏向型耕地保护技术具有较强的依赖。

假说 2：I类兼业户劳动力具有相对优势，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地块规模相对较大，

具有小型机械，较偏好劳动偏向型或劳动加资本偏向型耕地保护技术。

假说 3：Ⅱ类兼业户劳动力具有一定的约束，资金具有相对优势，风险厌恶程度较

低，地块规模相对较少，更多地采取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技术。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组对江苏省种植粮食的农户进行的随

机抽样调查。详细调查区域主要集中在如皋、高邮、兴化和射阳四个县（市），这些地区

表1 不同类型农户禀赋特征

Table 1 Endow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农户类型

纯农户

I类兼业户

II类兼业户

风险偏好

中等：抵抗风险能力较强，由于

土地规模大，相对风险也大

低：抵抗风险能力较弱

高：抵抗风险能力较强

劳动力约束

中等：季节性用工短

缺，劳动力约束强

弱：劳动力约束弱

强：劳动力约束较强

资本约束

中等：具有资金实力，但由于土地规

模较大，所需资金较多

强：资金约束较强

弱：由于兼业程度较高，资金约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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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生产水平较高，但是对耕地过度利用的问题较为显著，同时这些地区农户经营形

式普遍兼业化，该地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根据经济发展

状况、交通便捷程度等因素在每个县（市）随机选择 3~4 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抽

取 2~3个村，每个样本村随机调查8~10户农户，由课题组成员进行一对一走访调查。调

查问卷主要涵盖了农户受教育情况、家庭劳动力结构情况、土地确权情况、土地转入方

式情况、耕地保护情况等内容。本调查于2018年进行，剔除信息不足和前后不一致的问

卷后，最终有效问卷共343户712个地块的数据。

2.2 农户分化与耕地质量保护基本状况

2.2.1 样本农户特征分析

农户兼业化已成为当代农户经营的普遍形式，也是农户获得专业化经济和专业多样

化经济的新型途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约8.5%的农户没有任何非农收入，剩余约91.5%

的农户皆具有非农收入，即验证了农户兼业化的普遍性。根据兼业经营形式进行分类，

从中发现 II 类兼业户为 70 人，占样本总体的 20.4%。其次，I 类兼业户占比最多，为

36.45%。最后，纯农户，占样本总体的35.79%，占比仅次于 I类兼业户（表2）。

调查问卷中将农户是否有意愿进行耕地保护进行了单独分析（表2），数据显示农户

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意识在不断增长，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在不断落实。四种类型的农

户中 58.17%的 II类兼业户愿意进行耕地保护性投入，纯农户和 I类兼业户耕地保护意愿

均处于较高水平，分别为93.46%和86.36%。

2.2.2 样本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投入行为分析

在调查中发现纯农户进行耕地保护的比例最高。其次为 I类兼业户，占比 97.25%。

排名较低的是 II类兼业户，占比为34.65%。通过对数据不断整理和总结可以发现：农户

进行耕地保护投入比例随着兼业深化而逐渐减少。

与预想不一致的是各类农户倾向采用劳动型耕地质量保护类型，这与当前农业生产

的实际发展不完全贴切，新技术耕地质量保护比例位于第二，这说明机械化取代手工农

业的生产方式依旧具有很大潜力。根据当前实际发展状况中人口老龄化现象，农户务农

机会成本不断增长等问题，传统的高强度耕作方式会被逐渐取代。四种类型农户所选择

的耕地质量保护新技术占比依次为34.57%、16.05%、49.38%、0。劳动偏向型占比最多

的为纯农户，资金偏向型占比最多的为 I类兼业户。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不同类型农户的耕

地保护类型间具有巨大差异性，这与耕地保护行为过程中资金和劳动可替代程度有关。

2.3 计量经济模型及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主体为农户分化背景下技术约束与异质性农户对耕地保护技术选择的影

表2 农户分化类型与耕地质量保护投入行为

Table 2 Differentiation type of farmers and input behavior of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

农户分化

类型

纯农户

I类兼业户

II类兼业户

非农户

界定

指标

≤10

10~50

50~90

≥ 90

样本

比例

35.79

36.45

20.4

7.36

是否愿意进行

耕地保护

是

93.46

86.36

58.17

16.72

是否进行了

耕地保护

是

100

97.25

34.65

1.64

耕地保护技术

选择差异

新技术

34.57

16.05

49.38

0

劳动偏向型

47.46

13.56

38.98

0

资金偏向型

27.55

36.73

34.69

1.02

劳动+资本

31.73

40.38

25.96

1.92

注：根据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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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采用耕地保护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农户分

化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即异质性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差异分析。其次，将以风险偏

好为视角所归纳的四种耕地保护技术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农户分化与农户耕地保护技术

选择差异分析，即异质性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差异分析。

农户分化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基本表达式如下：

Desi = β0 + β1Fari +∑
n - 1

β2Oni + β3IVi + εit （8）

式中： Desi 表示第 i个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Far表示异质性农户类型，分别包括纯农

户、I类兼业户、II类兼业户和非农户；O表示控制变量，包括除农户类型外的一组影响

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变量；IV代表工具变量，表示乡村人口变化率；除此之外，模

型中还控制了不可观测的模型特异扰动项 εit ； β0 ~ β3 为待估参数。

由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为更准确考察异质性农户特征对

耕地质量保护意愿与行为响应，选取“乡村人口变化率”[17]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

农户分化与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差异，估计模型基本表达式如下：

Proi,n = α0 + α1Fari,n +∑
n - 1

α2Oi,n + α3Risi,n + εit （9）

式中：n=1, 2, 3, 4，分别表示耕地保护新技术、劳动偏向型耕地保护技术、资本偏向型

耕地保护技术和劳动加资本耕地保护技术；Ris表示农户风险厌恶程度； α0 ~ α3 为待估参数。

主要因变量。主要因变量分别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和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其中，耕地

质量保护意愿采用农户是否有意愿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投入来衡量。耕地质量保护选择用新

技术、资本偏向型、劳动偏向型和资本加劳动偏向型技术来反映异质性农户间选择差异。

主要自变量。主要自变量为异质性农户，即农户类型。由于农户类型不仅要体现农

户家庭定位，还要体现家庭收入程度，因此，分别用标准化后的农户类型和非农收入与

家庭总收入占比表示。同时，还包括一组控制变量：（1）家庭特征变量，包括非农收入

占比、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有中大型农业机械和家庭耕地数量等变量；（2）户主特征

变量，包括户主年龄、风险偏好程度、户主学历、户主健康程度、是否为村干部、是否

知道耕地质量可以提高产量和是否知道耕地需要保护等变量；（3）地块特征变量，包括

是否土地转入户、土地租金、租约期限、地块数量和土地是否确权等变量（表3）。

3 结果分析

3.1 农户分化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分析

表4报告了异质性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差异的回归结果。由于式（8）中被解释变量是

一个二元选择变量，因此，将其设定为Probit模型形式，并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

计。表4中（1）列是最大似然估计Probit估计结果。由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

在内生性问题，因此（2）列是Probit工具变量法（Probit-IV）估计结果。从模型的拟合

优度检验结果来看，模型总体拟合度较好，较适宜用来分析。

通过Probit-IV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极大似然估计工具变量法估计“乡村人口变化

率”对农户耕地质量认知变量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并且，关于工具变量的不可识别检验

（underidentification test）显著拒绝了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weak identification test）

结果也是大于10，表明工具变量有效且不存在低劣工具变量问题。因此，后文的讨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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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极大似然估计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从关键变量来看，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表明异质性农户与耕地保护意愿结果显著为

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4），表明随着非农收入的增长，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意

愿较低。随着农户非农收入的增加，土地不再是农民收入的唯一来源，农户便降低对耕

地的投入，降低耕地保护意愿。这也是由于当农户手中存在转入土地时，转入户认为农地

非自家地，在心理上认为存在过多投入而未等获得收益时可能面临着归还土地的风险[18]。

此外，家庭信息和地块信息中，家庭中资源禀赋对耕地保护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

中，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意愿越强，一方面，家庭中可从事农业

生产的劳动力数量越多说明家庭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耕地是农业的根本，增加

对耕地的投入则会进一步增加农业收入。另一方面，家庭劳动数量越多，非农忙时间增

加耕地质量保护投入的意愿越强；除受户主信息影响外，还受地块特征的影响；地块信

息中土地租金和地块数量对耕地质量保护意愿具有阻碍作用，地块数量和土地租金越

多，直接说明农户农业生产成本越多，间接制约了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意愿。而土地

确权、土地转入户和土地租期对耕地质量保护意愿具有促进作用，由于耕地质量保护投入

后要在未来的两三年才能见效，因此，租期越长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意愿越强烈。

3.2 不同约束条件下农户分化与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差异分析

表5列出了农户分化与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差异研究的参数估计结果。从非农收入变

量来看，非农收入水平与耕地保护技术选择间存在差异性。这也是由于随着非农收入水

平的上涨，农户外出务工的意愿不断加强，农户意愿越倾向于将土地流转出去，进而降

低农户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根据农户风险偏好程度，耕地保护技术选择趋势趋向于劳动

偏向型—劳动加资本偏向型—资本偏向型—新技术。首先，从不同农户类型来看，I类兼

表3 变量选取与变量定义

Table 3 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finition

家庭

特征

户主

特征

地块

特征

变量名

非农收入占比

家庭劳动力数

是否有中大型农业机械

家庭耕地数量

户主年龄

风险偏好程度

户主学历

户主健康程度

是否为村干部

是否受过耕地保护培训

是否知道耕地质量可以提高产量

是否知道耕地需要保护

是否土地转入户

租约期限

土地租金

地块数量

土地是否确权

变量定义与说明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

从事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人

0=否；1=有

家庭耕地总数量/亩

户主年龄/岁

取值范围0~10，取值越大表示越偏好风险

户主受教育程度/年

1=良好；2=一般；3=较差

0=否；1=有

0=否；1=有

0=不知道；1=知道

0=不知道；1=知道

0=否；1=是

转入地约签年数/年

每亩地租金/元

家庭经营的土地地块数/块

0=否；1=是

均值

0.446

1.847

0.424

87.03

55.93

4.74

8.021

1.180

0.329

0.567

0.625

0.702

0.405

2.53

303.69

6.055

0.939

标准差

0.365

0.992

0.495

187.67

8.33

4.69

3.692

0.509

0.471

0.496

0.484

0.458

0.491

3.729

383.24

10.945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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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异质性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

Table 4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willingness of heterogeneous farmers

变量

农户类型

I类兼业户

（纯农户作为基准组）

II类兼业户

（纯农户作为基准组）

非农户

（纯农户作为基准组）

非农收入占比

家庭信息

家庭劳动力数

是否有中大型农业机械

家庭耕地数量

户主信息

户主年龄

户主文化

户主健康程度

是否为村干部

是否受过耕地保护培训

地块信息

是否土地转入户

租约期限

土地租金

地块数量

土地是否确权

耕地质量保护认知信息

对耕地质量保护的认知程度

常数项

县虚拟变量

LR检验

Wald

是否有意愿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Probit (1)

0.157***

（2.79）

0.039**

（2.04）

-0.016*

（-1.76）

—

3.062

（0.83）

0.396*

（1.80）

1.871**

（2.40）

0.073**

（2.25）

1.859***

（3.08）

-0.014***

（-3.54）

0.077*

（1.95）

0.579**

（2.02）

0.837*

（1.68）

0.286*

（1.68）

-1.983***

（2.84）

-0.836***

（4.27）

2.862*

（1.80）

0.1441***

（3.18）

-1.467

（-0.31）

控制

168.02

—

—

—

—

-1.766***

（-3.33）

3.776

（1.62）

0.086*

（1.93）

1.375***

（3.23）

0.879***

（2.67）

1.602***

（2.99）

-0.005***

（-3.21）

0.214

（0.178）

0.737***

（5.26）

0.429*

（1.79）

1.273*

（1.92）

-1.276***

（3.69）

-0.794***

（4.39）

2.163

（1.59）

0.133***

（3.71）

-1.347

（-0.22）

控制

160.99

—

Probit-IV (2)

1.865***

（3.00）

1.176***

（3.34）

-0.08**

（2.01）

—

3.118*

（1.80）

0.421**

（2.33）

2.067***

（3.29）

1.598***

（6.31）

1.955***

（3.14）

-0.002***

（-3.79）

0.225*

（1.97）

0.801***

（3.38）

0.446

（0.98）

1.238**

（2.52）

-2.749***

（3.72）

-1.37***

（3.62）

2.186

（1.36）

0.263***

（3.92）

-2.474***

（-2.96）

控制

—

177.29

—

—

—

-1.657***

（-4.13）

4.232*

（1.76）

0.344*

（1.77）

1.948***

（5.08）

1.543***

（3.54）

1.972***

（3.62）

-0.002***

（-2.98）

0.452**

（2.03）

0.893***

（2.84）

0.537

（1.33）

1.374**

（2.34）

-2.468***

（2.77）

-1.683***

（2.88）

2.372*

（1.75）

0.18**

（2.77）

1.728**

（2.43）

控制

—

173.54

注：***、**、*分别表示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表示 t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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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差异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behavior selection differences

变量（纯农户作为基准组）

农户类型

I类兼业户

（纯农户为基期）

II类兼业户

（纯农户为基期）

非农户

（纯农户为基期）

非农收入占比

风险偏好

家庭信息

家庭劳动力数

是否有中大型农业机械

家庭耕地数量

户主信息

户主年龄

户主文化

户主健康程度

是否为村干部

是否受过耕地保护培训

耕地质量保护意愿

地块信息

土地转入户

租约期限

土地租金

地块数量

土地是否确权

常数项

Wald

新技术模型1

0.006**

（1.96）

-0.001

（-1.62）

-0.004**

（-1.98）

—

-0.067***

（-3.08）

0.053

（1.13）

0.107***

（3.51）

0.054**

（1.98）

0.206

（1.51）

0.051

（0.79）

0.005

（0.06）

0.38

（1.44）

0.043

（0.96）

0.006*

（1.85）

-0.086*

（-1.78）

2.927**

（2.03）

-0.68**

（-2.35）

-0.37

（-0.58）

0.978

（1.09）

-0.092

（-0.06）

128.07

—

—

—

-0.097*

（-1.93）

-0.389**

（2.34）

0.182

（0.67）

0.297*

（1.96）

0.371

（0.78）

0.464

（1.19）

0.11

（1.35）

0.042

（1.07）

0.32

（1.63）

-0.002

（-0.03）

0.001*

（1.90）

0.034

（0.19）

2.664

（0.98）

-0.114**

（-2.01）

-0.21

（-0.22）

0.47

（0.05）

-0.882

（-1.51）

127.13

劳动偏向型模型2

-0.033*

(-1.79)

-0.099*

（-1.88）

-0.201***

（-3.29）

—

0.126***

（2.65）

3.878***

（3.14）

1.496

（0.66）

3.823

（0.37）

0.673

（1.34）

0.092**

（2.18）

-0.011

（-0.25）

0.139

（0.71）

0.761

（0.68）

0.101

（0.18）

0.237

（1.12）

2.097***

（2.98）

-0.009**

（-2.39）

0.042

（1.06）

1.313

（0.56）

4.87***

（3.39）

115.57

—

—

—

-0.440***

（3.39）

0.009**

（2.12）

4.922**

（2.32）

1.313*

（1.88）

3.137

（0.03）

-0.427

（-0.67）

0.556***

（5.63）

-0.005***

（3.54）

0.282**

（2.51）

0.187

（0.73）

0.192

（0.68）

-0.17**

(2.45)

2.382***

（5.04）

-0.935**

（-2.02）

-0.057*

（-1.75）

0.176*

（1.92）

2.18**

（2.67）

115.39

资本偏模型3

0.528***

（5.53）

0.811**

（2.29）

-1.417***

（-3.12）

—

-0.17*

（-1.79）

-0.660

（-0.08）

0.673**

（2.43）

-1.364

（-1.38）

-0.005

（0.64）

0.887

（0.064）

0.033

（0.51）

0.068

（1.06）

0.275

（0.57）

0.059

（0.21）

-0.048*

（-1.69）

1.017***

（3.21）

0.613

（1.62）

-0.008**

（-2.04）

0.014

（0.35）

-0.807

（-0.59）

236.99

—

—

—

-0.013***

（4.11）

-0.004

（-0.12）

0.304

（0.79）

0.305***

（3.16）

-1.011

（-0.81）

-0.323

（-0.51）

1.317*

(1.86)

0.808

（0.16）

0.067*

（1.86）

0.379**

（2.08）

0.002

（1.11）

0.012

（1.45）

0.342***

（2.98）

-0.175***

（-2.82）

-0.022***

（-2.58）

0.235

（1.07）

-2.14***

（-3.03）

218.17

劳动+资本模型4

0.016**

（1.98）

0.004*

（1.75）

-2.05***

（-2.70）

—

-0.165

（-0.08）

1.488

（1.49）

0.442

（0.63）

1.929*

（1.75）

0.104*

（1.92）

0.522

（1.53）

0.01*

（1.76）

0.998

（1.21）

-0.0001

（-0.97）

0.003

（0.02）

0.019

（0.54）

0.015

（0.57）

-0.266**

（-1.98）

-0.005

（-0.54）

0.099

（0.98）

0.201*

（1.82）

141.08

—

—

—

-0.007***

（2.75）

-0.07

（-0.21）

0.171

（0.544）

0.278***

（2.85）

1.416**

（2.14）

-0.106

（0.453）

0.898*

(1.73)

-0.491

（-0.35）

0.060

（1.51）

0.157

（0.82）

-0.038

（-0.81）

0.238*

（1.80）

0.103**

（2.22）

-0.431***

（-2.95）

-0.88

（-1.15）

-0.003

（0.01）

0.114

（0.71）

1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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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户与纯农户相比倾向于选择新技术和资本投入型耕地保护技术，其原因为：I类兼业户

家庭收入不仅包括农业收入还包括非农业收入，农户可以将非农收入转移到农业生产和

资本型耕地保护方面，当家庭存在较多农业劳动力时也会增加劳动投入型耕地保护技

术；其次，从农户内部来看，随着非农收入水平的增长，且农户受风险偏好的影响，不

同类型农户的耕地保护技术选择行为均逐渐表现出阻碍作用，即非农收入越高，农户越

不会选择劳动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方式，而会选择资本偏向型或劳动加资本偏向型耕地

质量保护方式，由此验证了研究假说。

此外，家庭信息、户主信息和地块信息均对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从家

庭信息来看，家庭中是否有大型农业机械对耕地保护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也是由

于家庭存在大型机械对于投入部分耕地保护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且会充分利用家庭资

源，进而实现农业收入最大化；从户主信息来看，户主年龄和户主健康程度对耕地保护

技术均具有阻碍作用，这也是由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需要投入一定的体力和精力，户主

的健康状态、体力和精力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地块信息中，地块租金和

地块数量对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阻碍作用，这也是由于耕地租金和地块数

量越多越会增加土地投入成本，而资本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也是增加投入成本的行

为，进而土地租金越高，农户选择劳动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可能性较大，而选择资金

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概率较低。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通过使用 2018年江苏省 343份 712块调研数据，利用 Probit和Logit回归方法，

分析异质性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意愿和技术采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异质性农户

耕地质量认知水平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具有显著促进影响。第二，不同类型农户耕地质

量保护行为差异较大，随着非农收入的增长，促进耕地质量保护力度在降低。第三，I类

兼业户和Ⅱ类兼业户均对不同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在逐渐变

弱。随着非农收入的增长，异质性农户选择资金偏向型或劳动加资本偏向型耕地保护措

施的可能性较大。

4.2 讨论

基于本文结论，可以看出在国家放宽土地流转制度和促进耕地质量绿色发展重要时

期，农户外出务工带来的非农收入增长已经促使异质性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和技术选

择发生变化，这种情形既符合当前异质性农户分化发展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现代化耕

地保护现状，即异质性农户会根据家庭非农收入水平来选择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因此，

探索特定时期我国异质性农户耕地保护发展方向和耕地保护技术选择趋势，对当前农业

现代化发展和制定相关农业政策具有参考借鉴价值。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根据异质性农户禀赋优势与耕地保护技术属性，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耕地

质量保护技术，并正确引导农户按照国家宏观战略进行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2）加快健全农业劳动力和土地流转市场，正确引导农户土地流转，提高土地流转

年限，改善农户家庭资源禀赋，降低不同技术的采纳门槛，有效地推进农业技术的推广

工作，不断提高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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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technical constraint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echnology selec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farmer households' technological
adoption based on different constraints

ZHAO Dan-dan1, ZHOU Hong2, GAO Fu-xiong1

(1. Business School,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9,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omplete factor market and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behavior logic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technical

constrain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technical choic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in China. In this paper, probit and logit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choose technology,

behavior logic and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 selection under different constrai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ure farmers, class I and class II households have unity in farmland protection

intention, but with the increase of non- agricultural income, farmers' farmland protection

intention gradually decreases. In the aspect of behavioral logic,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echnology. There are

asymmetry and dev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endow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echnology, which are mainly constrained by different

technical attributes and risk preferences. Therefore,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armland protection technology, mor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different farmers'

endowment advantages and risk preference.

Keywords: farmer differentiation; technology constraints; technology adoption;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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