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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业技术服务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分析
———以湖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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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湖北省4市(州)11县(市、区)的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劳动力资源、农业技术服务对农

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力不足会限制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用,而农业技术服务显著促进

农户的秸秆还田行为。2)农业技术服务可以缓解劳动力不足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限制作用。3)作为农业技术

服务的2个不同服务方式,现阶段下,农机服务直接正向影响农户的秸秆还田行为,而技术培训通过缓解劳动力不

足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限制作用间接影响农户的秸秆还田行为。对此,应加大农户秸秆还田技术培训力度,提

高秸秆还田的质量与效率,加强土地流转并完善秸秆监管体系等,以促进农户的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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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impactofagriculturaltechnicalserviceson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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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datafrom11counties(cities/districts)in4cities(states)ofHubeiProvince,thebinary
Logisticmodelisusedtodiscusstheinfluenceoflaborforceandagriculturaltechnicalservicesonfarmers’straw
returningbehavior.Theresearchshowthat:Firstly,theshortageoflaborresourceslimitsthefarmers’adoptionof
strawreturningtechnology,whileagriculturaltechnicalservicessignificantlypromotedit.Secondly,theagricultural
technicalservicesalleviatetherestrictiveeffectoflaborshortageonfarmers’strawreturningbehavior.Thirdly,astwo
differentservicemodesofagriculturaltechnicalservice,theagriculturalmachineryservicedirectlypositivelyaffect
farmers’strawreturningbehavioratthepresentstage,whilethetechnicaltrainingindirectlyaffectfarmers’straw
returningbehaviorbyalleviatingtherestrictionofinsufficientlaborresourcesonfarmers’adoptionofstrawreturning
technology.Therefore,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echnicaltraining,improvethequalityandefficiencyofstraw
returningtechnology,strengthenlandtransferandperfectstrawsupervisionsystemtopromotefarmers’adoptionon
strawresourceutiliza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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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在

20世纪70年代以前,秸秆主要用于生活燃料以及

牲畜饲料。随着社会的发展,燃料和饲料的主要来

源发生了变化,秸秆的直接利用率降低[1],闲置或焚

烧成为大部分农户的选择,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环

境污染。如何实现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已经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焦点。其中,秸秆还田利用不仅能够改善

土壤微量元素比例结构、肥沃土地,而且能够降低种

植成本[2],是当前秸秆资源规模化集中利用的现实

选择。加大秸秆还田力度,提升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对加快补齐农业资源环境领域的突出短板意义

重大。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农村大量

劳动力流入城镇务工就业已成为常态。一些学者认

为,大量 人 员 外 出 务 工 造 成 农 村 劳 动 力 数 量 不

足[3-4]。农村转移出去的更多是人力资本水平相对

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留守劳动力多为老人和妇女,
受限于在认知和体力上的不足,劳动力转移加剧了

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上的空缺[5]。很多研究指

出,农业绿色化生产技术的采用,是农户在综合考量

自身禀赋条件下的权衡结果,通常受人力资本条件

的约束[6-7]。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户在有机肥替代

化肥技术[4,8-10]、保护性耕作技术[11-12]等绿色化生产

技术的采用方面受到的制约日趋明显。秸秆还田作

为一项劳动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13],在实施时需要

一定劳动力的投入[2],劳动力不足使农户在秸秆还

田时往往力有不逮[3,14],从而趋向更节约劳动的行

为决策[15]。因此,通常情况下劳动力短缺不利于农

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用。
虽然劳动力不足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用存

在负面影响,但秸秆还田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一定因

此受到阻碍,因为仍有一些外在因素可以有效缓解

劳动力转移的不利影响。关于缓解劳动力转移负面

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等产中环节[16-19],
对农户秸秆资源化技术采用等产后环节的研究相对

较少。少数学者关注到农户绿色化技术的采用问

题[20],但主要从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从而提高劳动力

的人力资本方面进行相关分析,对于劳动替代方面

的研究较为不足。事实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造成

农业劳动力短缺,使农业生产劳动投入明显不足,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户的行为决策进而不利于农业的

持续发展。
农业技术服务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中的重要

内容,既能向农户提供有效的技术信息,又能够将先

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到生产实践中[21],不仅在体力上

减轻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也拓宽了农户信息获取

的渠道,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提 高 了 劳 动 力 的 人 力 资

本[22-24]。在秸秆资源化利用方面,农业技术服务是

否能够减轻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制约呢? 其背后的影

响机制是什么? 回答这类问题,对解决劳动力转移

的负面效应、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无疑具有重要意

义。对此,本研究依据湖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在借

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引入农业技术服务对劳动力

资源的替代效应,探讨在农业技术服务的作用下,劳
动力转移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以期为更好

促进秸秆还田技术推广应用提供有益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理论分析

由Hayami等[25]共同提出的诱导性技术变迁

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产业内部的要

素相对稀缺程度发生变化并引起相对价格改变时,
将引发新的创新,并将朝着节约相对稀缺、价格相对

较高的要素的技术方向发展。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相对土地、机械等生产要素的

稀缺程度加剧[26],致使劳动力价格相对变高,农户

积极寻求更便宜的资本替代较昂贵的劳动力[27],价
格相对低廉的农业技术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

随之出现。农业技术服务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主要发

挥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在替代效应方面,农业技

术服务体系的建立为农户选择以相对便宜的农业技

术服务替代相对昂贵的劳动力提供了可能,这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突破原有农村劳动力资源禀赋的限

制;在技术效应方面,农业技术服务为人力资本导入

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了有效途径,农业技术服务供给

主体通 过 提 供 优 质 服 务,从 而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效

率[21]。
目前,学术界对于农业技术服务概念的界定有

不同认识。鄢万春[28]认为,农业技术服务是指技术

服务供给主体(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农民技术协

会、农业专业合作社等)为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提供

技术、信息和生产要素等的支持;童金杰[29]认为农

业技术服务是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农业合作社等机

构以先进的农业机械装备、专业的技术知识以及科

学的管理理念为农户解决农业生产过程的技术问

题。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的载体是保护性耕作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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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30],因此,本研究的农业技术服务主要依据后者

的概念进行分析,将农业技术服务分为农业机械装

备服务(即农机服务)以及农业技术知识服务(即技

术培训)。
农业技术服务的提供主体多元化,在农业服务

中所起的作用不一。有研究表明,政府在技术信息

服务的供给中起主要作用,政府技术培训是农户获

得技术信息的主要渠道来源。民间主体在农机服务

上占有重要地位[31],农机服务是农户获取秸秆还田

技术的主要路径。政府无偿提供技术培训,民间主

体有偿提供农机服务。有偿性和无偿性进一步验证

了本研究将农业技术服务分农机服务和技术培训的

合理性,并成为本研究对农机服务和技术培训进行

差异性分析的重要依据。

1.2 研究假说

学者们认为,劳动力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必不可

少的资源要素,在农业绿色化生产技术的应用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劳动力资源不足制约着农户秸秆还

田技术的使用[3]。一方面,在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

城镇转移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下降,
留守劳动力在新技术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

较差,对农业技术采用产生了不利影响[20]。另一方

面,农村劳动力人数的减少,增加了从事农业经营活

动的机会成本,农户趋向于选择节约劳动力的秸秆

处置方式[3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说H1:

H1:劳动力资源越少,越不利于农户对秸秆还

田技术的采用。
农业技术服务是农户获取秸秆还田技术的重要

途径,其专业化发展能减少农户获取技术的时间成

本,有助于促进农户的秸秆还田行为。同时,农业技

术服务是劳动分工的产物。亚当斯密[33]的分工理

论认为,分工使专业人员提供专业服务,提高了劳动

者的专业技巧,并减少了由一种工作转为另一种工

作产生的时间损失,因而能够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

率。农业技术服务供给主体提供的优质服务,比农

户自家粗放的进行农业生产的效果更好[34],秸秆还

田的质量与效率更高,有助于促进农户对秸秆还田

技术的采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说H2:

H2:农业技术服务正向影响农户对秸秆还田技

术的采用。
农业技术服务对劳动力资源和农户秸秆还田行

为之间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

一,从农业技术服务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方面来看,

农业技术服务释放了劳动压力,使农户在劳动力资

源不足的状况下也可以进行额外的生产活动,进行

秸秆还田;第二,从农业技术服务提高人力资本的方

面来看,农业技术服务提供技术信息和培训,提高了

农户的认知能力和应用能力,使农户更了解秸秆还

田技术的方法和好处,有助于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

术。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说H3:

H3:农业技术服务在劳动力资源影响农户秸秆

还田行为的过程中存在正向影响。
作为农业技术服务的两个不同方式,农机服务

和技术培训的主要区别是有偿和无偿性。农机服务

的有偿购买降低了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农
户以农机服务替代劳动力的积极程度相对不高,农
机服务在劳动力资源和农户秸秆还田行为之间的调

节作用相对较小。而技术培训为政府无偿提供的服

务,农户参与技术培训以获得秸秆还田知识、增加自

身人力资本的积极性较高,技术培训在劳动力资源

和农户秸秆还田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相对较大。基

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说H4:

H4:农机服务和技术培训对劳动力资源影响农

户秸秆还田行为的作用存在差异。

图1 逻辑框架图

Fig.1 Logicalframework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8月课题

组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荆州、荆门和黄

石4市(州)进行的调查。之所以选择这4个市

(州),主要有以下考虑:从秸秆资源上看,荆州、荆门

两市秸秆资源丰富,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黄石

两市(州)的区域秸秆量位于全省平均值之下,秸秆

资源相对匮乏,这4市(州)能够总体代表湖北的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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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分布情况;从地形地貌上看,荆州市位于江汉平

原,荆门、黄石2市以丘陵为主,而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主要为山区,对这4市(州)进行调查,可以了

解不同地形下的农户秸秆还田情况;从还田情况上

看,自2015年湖北省发布《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以来,各
市积极响应。其中,荆州、荆门2市作为秸秆主要生

产区,积极主动推进禁烧工作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协调发展,两市秸秆还田率位列湖北省前列,而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黄石2市(州)的秸秆禁烧工作

效益不高,秸秆还田工作进展缓慢。这4市(州)总
体代表了湖北省秸秆还田情况的水平。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与准确性,调研采取随机

抽样、入户调查的形式,在确定调查市(州)后,每市

(州)内随机抽取2~3个县(区)作为样本县,进而在

每个县(区)随机抽取约2个乡镇,每个乡镇2~4个

村作为样本村。然后调研员入村进行随机入户调

查,通过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以收集所需数据,本次调

查范围涉及4市11个县(市、区),其中荆州市抽取

的样本县(市、区)是江陵县、洪湖市、监利县,收集数

据226份;荆门市抽取的样本县(市、区)是掇刀区、
沙洋县、东宝区,收集数据211份,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抽取的样本县(市、区)是建始县、咸丰县、宜
恩县,收集数据140份,黄石市抽取的样本县(市、
区)是大冶市、阳新县,收集数据191份。共得到有

效问卷768份。由于一些农户将承包地转移出去,
存在近几年未种植土地的农户,为了避免土地耕种

面积的重复计算并影响种植面积对农户秸秆还田行

为的影响分析,种植面积为0的农户问卷被剔除。
在筛选并删除关键变量缺失以及前后回答对应不一

致等问卷后,得到问卷530份。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被调查对象

以男性为主,占比84.2%,且多为户主,能够清楚了

解家庭的生产经营情况,使得到的数据准确性较高;
在年龄分布方面,51~60岁的受访者最多,占比

31.9%,61岁及以上的农户次之,占比28.5%,受访

者整体年龄偏高,符合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势;在
文化程度方面,初中文化的农户最多,占比54.5%,
受访者以初中文化为主。总体来说,样本农户的基

本特征与我国农村情况较为一致。

表1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Table1 Basicsituationofsamplefarmers

统计指标

Statisticalindex

分类

Category

样本量

Sample

占比/%
Percentage

性别 男 446 84.2

Gender 女 84 15.8

≤20岁 2 0.4

21~30岁 16 3.0

年龄 31~40岁 45 8.5

Age 41~50岁 147 27.7

51~60岁 169 31.9

≥61岁 151 28.5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24 4.5

文化程度
小学      97 18.3

Degreeofeducation
初中      289 54.5

高中或中专   101 19.1

大专及以上   1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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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变量设置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的秸秆还田行为,
因此,选用“是否采纳秸秆还田”这一指标进行测度。

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包括劳动力资源、农业

技术服务(农机服务和技术培训)。其中劳动力资源

用劳动力占比(即家庭劳动力与家庭总人口的比例)
进行表示。一般来说,劳动力占比越大,表明劳动力

资源越丰富,劳动力占比越小,表明劳动力资源越稀

缺。因此,选用劳动力占比来表明劳动力资源的丰

裕程度。
关于农业技术服务,一般认为,农业技术服务提

供主体越多,农户获取服务越方便,农户对服务水平

越满意,越倾向于进行秸秆还田。因此,本研究用

“当地有无提供秸秆机械还田服务的人员或者机

构?”、“您获取秸秆还田等机械化服务方便吗?”、“您
对秸秆还田等机械化服务水平的满意程度?”、“当地

有无秸秆处置利用等农业技术指导人员和机构?”、
“当地有无秸秆处置利用等农业生产培训?”、“您对

秸秆处置利用等培训的满意程度”这6个问项的数

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变量总体衡量农业技术服

务。其中,“您获取秸秆还田等机械化服务方便

吗?”、“您对秸秆还田等机械化服务水平的满意程

度?”、“您对秸秆处置利用等培训的满意程度”这3
个问项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赋值。

本研究利用Spss23.0软件对上述6个指标进

行因子分析,得到 KMO检验值为0.679,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885.206(sig=0.000),说
明上述6个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在采用最大方差

法进行因子旋转后,得到2个特征根>1的公因子,
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4.584%。其中,公因子1在

前3个指标上载荷较大,方差贡献率为32.731%,
反映的是农机服务;公因子2在后3个指标上载荷

较大,方差贡献率为31.854%,反映的是技术培训

(见表2)。基于各因子的得分和方差贡献率,可以

得到农业技术服务的综合性测量指标,其计算方式

为:农业技术服务=(32.731%×农机服务得分+
31.854%×技术培训得分)/64.584%。

表2 农业技术服务因子分析结果

Table2 Factoranalysisresultsofagriculturaltechnicalservice

维度

Dimensionality

指标

Index

赋值

Assignment

均值

Mean

因子分析结果

Factoranalysisresults

因子1
Factor1

因子2
Factor2

农机服务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当地有无提供秸秆机械

还田服务的人员或机构

1=无;2=不清楚;

3=有

2.04 0.622 0.085

获取机械化还田服务方

便吗

五级量表1~5 2.95 0.892 0.124

您对秸秆还田等机械化

服务水平的满意程度

五级量表1~5 3.14 0.849 0.215

技术培训

Technical
training

当地有无秸秆处置利用

的技术指导人员和机构

1=无;2=有 1.37 0.077 0.820

当地有无秸秆处置利用

等农业生产培训

1=无;2=有 1.25 0.145 0.843

您对秸秆处置利用等培

训的满意程度

五级量表1~5 3.02 0.184 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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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特征、家庭

特征、农户的政府约束感知。农业生产以家庭经

营为主,户主作为一家之主,一般是农业生产行为

的决策者,对农业技术的采用起着关键作用。本

研究的户主特征主要指户主年龄和健康状况。秸

秆利用行为受家庭资本禀赋和农户类型的影响,
在家庭特征方面,本研究选用家庭年收入、农业收

入、种植面积、有无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这4个变

量。此外,有研究指出,农户的技术行为受政府

政策约束的影响[35],因此,本研究以“您觉得这

里焚烧秸秆会被处罚吗”这一问项的回答衡量农

户的政府约束感知,并将政府约束感知作为控制

变量。同时,本 研 究 将 秸 秆 类 型 和 地 形 进 行 控

制,以免对关键变量的结果造成影响。本研究关

于被解释变量、关键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解释

与说明见表3。

2.2.2 模型选取

由于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秸秆还田行为”以
“农户是否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这一指标进行测度,
否=0,是=1,是典型的二元选择变量,因此,本研究

选取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

Logistic(Pi)=ln Pi

1-Pi  =
α+β·Rj+∑

n

j=1γjXj+ui (1)

式中:Pi 代表第i个农户采用秸秆还田的概率。当

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时,P 值为1;若不采用,则为0。

α、β、γj 表示待估计参数,Rj 表示关键解释变量,Xj

表示控制变量,ui 为误差扰动项。

表3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3 Definitionofvariables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类型 
Typeofvariable 

变量

Variable

定义

Defini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被解释变量

Dependentvariable

秸秆还田行为 0=否;1=是 0.75 0.43

关键解释变量
劳动力资源 家庭劳动力与总人口占比,% 56.81 23.33

Keyindependent
农业技术服务 由因子分析获得 0 0.71

variable
农机服务 由因子分析获得 0 1

技术培训 由因子分析获得 0 1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年 54.57 10.04

健康状况 1=非常好;2=比较好;3=一般;

4=比较差;5=非常差

2.58 1.00

家庭年收入 实际家庭年收入,万元 4.80 9.18

控制变量 农业收入 实际家庭农业年收入,万元 1.69 2.29

Controlvariable 种植面积 实际种植面积,hm2 0.91 26.34

有无加入农民

专业合作社

0=无,1=有 0.23 0.42

政府约束感知 您觉得这里焚烧秸秆会被处罚吗:

1=不会被罚;2=多数时间可以躲过;

3=不好说;4=很可能被罚;5=肯定被罚

4.08 1.24

秸秆类型 1=小麦;2=其他 1.08 0.26

地形 1=平原;2=丘陵;3=山地 1.82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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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对上述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之后,发现

方差膨大因子(VIF)均<4,容差均>0.3,说明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可进行回归分析。表4是回归结果

的估计与检验,其中模型1为只含有劳动力资源、农
业技术服务以及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2是对农业

技术服务的再分类,为含有劳动力资源、农机服务、
技术培训以及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3和4分别在

模型1和2的基础上引入关键变量的交互项。

1)劳动力资源与农业技术服务对农户秸秆还田

行为的影响

模型1和2的结果显示,劳动力资源在5%的

统计水平上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

越丰富,越有利于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相反,劳
动力资源越稀缺,越不利于农户的秸秆还田行为。
假说H1得以验证。同时,这也和劳动力资源占比

与秸秆还田行为交叉表的结果一致。如表5所示,
虽然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家庭比例在劳动力占比

25%~50%的情况下有所下降,但从整体上看,随着

劳动力占比的增加,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家庭比例

呈上升趋势。
模型1的结果显示,农业技术服务在5%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业技术服务供给主体越

多,服务水平越好,越有助于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

术,假说H2得以验证。模型2的结果显示,在农业

技术服务的两种服务方式上,只有农机服务对秸秆

还田技术的采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培训对农

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现
阶段虽然有农业技术培训,但是开展次数不多,普通

农户的参与度不高,导致对农户的秸秆还田行为没

有显著影响。

2)农业技术服务对劳动力资源与农户秸秆还田

行为关系的影响

模型3的结果显示,劳动力资源与农业技术服

务的交互项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
说明随着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完善,劳动力资源越

充足,对农户的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越大,农业技术

服务对劳动力资源影响农户秸秆还田行为起着积极

作用。换而言之,在劳动力资源较少时,农业技术服

务能够缓解劳动力资源不足对秸秆还田行为的制

约。假说H3得以验证。

模型4的结果显示,劳动力资源与技术培训的

交互项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

技术培训在劳动力资源影响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过

程中起着积极作用。劳动力资源较少时,技术培训

缓解了劳动力资源不足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制

约。而劳动力资源与农机服务的交互项不显著,可
能的原因是虽然农机服务减少了农业劳动对体力的

要求,替代了一部分劳动力,但是现有的农户大多为

兼业,在农忙时会出现回流现象,因此在劳动力资源

和农户秸秆还田行为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综合模型2和4的结果,农机服务对秸秆还田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劳动力资源影响农户秸秆

还田行为的过程中没有产生调节作用。而技术培训

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但在劳动力资

源影响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
可认为农机服务直接对农户的秸秆还田行为产生影

响,技术培训主要通过缓解劳动力资源不足对农户

秸秆还田行为的限制作用间接影响农户的秸秆还田

行为。农机服务和技术培训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

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3)稳健性检验

由于可能出现一些不可控因素导致结果产生误

差,本研究将替换关键变量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本次运用单一变量,以“对秸秆还田机械化服务水平

的满意程度”代表“农机服务”,以“对当前秸秆处置

利用培训的满意程度”代表“技术培训”,探讨农机服

务、技术培训以及劳动力资源对秸秆还田行为的影

响。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劳动力资源、
农机服务满意度、技术培训满意度以及两者交互项

的显著性和表4相似,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和表4也

较为一致。说明表4的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湖北省4市(州)11县的数据,运用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业

技术服务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

析。主要结论如下:劳动力资源越少,越不利于农户

进行秸秆还田,农业技术服务则缓解了其限制作用。
在短期内劳动力不足的现状难以改变的现实情况

下,要推动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加强农业技术服务成

为必然选择。农机服务和技术培训作为农业技术服

务的两个不同服务方式,现阶段下,两者对秸秆还田

行为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农机服务直接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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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劳动力资源占比与秸秆还田行为交叉表

Table5 Crosstableoflaborforceratioandstrawreturningbehavior

项目

Item

劳动力占比Laborforcepercentage

0%~25% 25%~50% 50%~75% 75%~100%

人数

Number

占比/%
Percentage

人数

Number

占比/%
Percentage

人数

Number

占比/%
Percentage

人数

Number

占比/%
Percentage

未秸秆还田

Nostrawreturning

10 22.22 82 34.60 28 19.05 11 10.89

秸秆还田

Strawreturning

35 77.78 155 65.40 119 80.95 90 89.11

总计Sum
45 100 237 100 147 100 101 100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6 Robustnesstestresults

解释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变量名

Variable

模型5
Model5

模型6
Model6

系数

B

标准误

SE

系数

B

标准误

SE

劳动力资源 0.013** 0.006 -0.027 0.021

关键解释变量 农机服务满意度 0.276** 0.120 0.147 0.311

Keyindependent 技术培训满意度 -0.116 0.137 -0.689* 0.354

variable 劳动力资源×农机服务满意度 0.003 0.006

劳动力资源×技术培训满意度 0.011* 0.006

年龄 0.017 0.013 0.017 0.013

健康状况 -0.244* 0.138 -0.250** 0.137

家庭年收入,万元 -0.038** 0.015 -0.041*** 0.015

农业收入,万元 0.014 0.151 -0.007 0.152

控制变量 种植面积 1.145*** 0.316 1.160*** 0.316

Controlvariable 有无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0.018 0.313 -0.044 0.314

政府约束感知 0.384*** 0.105 0.397*** 0.107

秸秆类型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形 已控制 已控制

常量 -3.405 1.268 -1.343 1.650

NagelkerkeR2 0.469 0.477

Cox&SnellR2 0.316 0.321

-2对数似然值 391.487 387.319

卡方 201.270 20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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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秸秆还田行为,而技术培训通过缓解劳动力

不足对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限制作用间接影响农户

的秸秆还田行为。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加大秸秆

资源化利用技术的培训力度并提高培训质量。完善

技术推广体系,增加技术培训次数,创新技术培训评

价机制,对评价优秀的农户进行奖励,以激发农户参

与技术培训的积极性。同时,组建专业性培训队伍,
提高培训人员的技术素质与培训能力,增强培训的

趣味性、实践性和可理解性,以提高培训质量。2)提
高秸秆机械化还田的质量与效率。加大政府对还田

机具的扶持力度,以鼓励更多农机户提供秸秆还田

服务,增加秸秆还田技术的易得性。并不断改进还

田基础设施,对购买还田机械的农户进行培训,增强

农机户秸秆还田技术的专业性,提高还田质量。

3)加强土地流转,实施规模化经营,以促进机械化作

业,有效降低单位土地面积的秸秆还田成本。完善

土地流转政策,基层干部应充分发挥中介作用,监督

土地流转双方签订合同以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促进土地从兼业户向纯农户流转。4)完善秸秆处理

监督体系。结合卫星遥感技术进行监测,加强执法

力度,做到“有违必罚”,提高农户的约束性感知,促
进农户从秸秆焚烧到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行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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