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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家庭耕地经营规模的影响
———来自CLDS的经验证据

薛信阳 韩一军* 高 颖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北京100083)

摘 要 为探究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家庭耕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将农户家庭耕地面积、流转面积和弃耕地面积

放在同一分析框架内进行理论机制分析,并利用CLDS2018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农机社会化服

务对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和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转入地面积没有显著影响。第二,规模异质性分析表

明,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于规模经营农户的耕地面积和转入地面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农户和规模经营农户的

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通过增加规模经营农户的转入地面积增加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

减小了小农户的耕地面积。第三,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和

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的转入地面积具有正向影响,此外,对于东、中西部地区农

户家庭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根据结论提出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供给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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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agriculturalmachinerysocializationserviceonthe
farmlandscaleoffarmerhouseholds:

EmpiricalevidencefromC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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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enterforAgriculturalMarketStudies,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theimpactofagriculturalmachinerysocializationserviceonthefarmlandscaleoffarmers’

households,thearablelandarea,transferredareaandabandonedfarmlandareaoffarmerhouseholdswereputintothe

sameanalysisframeworkfortheoreticalmechanismanalysis,andtheCLDS2018datawereusedforempiricaltests.

Theresultsareasfollows:First,agriculturalmachinerysocializationservicehasasignificantnegativeimpactonthe

arablelandareaandabandonedfarmlandareaoffarmerhouseholds,buthasnosignificantimpactonthetransferred

area.Second,theanalysisofscaleheterogeneityshowsthattheagriculturalmachinerysocializationservicehasa

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arablelandareaandtransferredareaoflarge-scalefarmers,andhasasignificant

negativeimpactontheabandonedfarmlandareaofsmall-scalefarmersandlarge-scalefarmers.Third,theanalysisof

regionalheterogeneityshowsthattheagriculturalmachinerysocializationservicehasasignificantnegativeimpacton

thearablelandareaandabandonedfarmlandareaoffarmerhouseholdsintheeasternandcentralandwesternregions,

andhasapositiveimpactonthetransferredareaoffarmerhouseholdsin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butitis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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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iousfortheeasternregion.Inconclusion,itisproposedtoimprovethesupplyofagriculturalmachinerysocialization
servicesandacceleratethereformofthehouseholdregistrationsystem.
Keywords agriculturalmachineryoperationservice;farmlandarea;landtransfer;instrumentalvariablesmethod

  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效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约束趋

紧情况下“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等问题,也使服务

规模经营成为农地规模经营之外推进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的又一条道路[1-2]。2008年以来,尽管农地流

转率经历了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截至2019年流转

面积增加到了3700万hm2,但是中国的农地经营

规模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1],全国小农户数量在

农业经营主体中仍旧占据着绝对优势。在农机社会

化服务与农地流转并行发展的过程中,农机社会化

服务对农户家庭耕地经营规模是否产生影响? 如何

产生影响? 以及产生何种影响? 回答好以上问题对

于探索农机社会化服务影响农业生产要素机制,以
及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在关于农机社会化服务的研究中,农机社会化

服务与耕地经营特征的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领

域,如已有研究表明,耕地细碎化会提升农机社会化

服务的作业成本和交易费用,抑制农户对农机社会

化服务的使用[3-5]。现实中,这种抑制作用还存在环

节异质性,如与技术密集型环节相比,耕地细碎化对

劳动密集型环节服务使用的阻碍更大[6-7]。除了直

接的影响,土地细碎化还通过调节作用,削弱农户兼

业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的促进作用[8]。农机社

会化服务还可以降低因耕地细碎化而发生的耕地撂

荒比率[9]。耕地流转是解决耕地细碎化的有效途

径,耕地转入带来的规模效应可以增加对农机社会

化服务的购买[10],故而容易理解农地规模经营与农

机社会化服务使用之间的正向关系,也有研究认为

二者呈倒“U”型关系[11-12],原因在于农地经营规模

达到一定程度,相应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也会增

加,规模经营农户会由购买服务转向自购农机[13]。
此外,研究还表明产权稳定性增加促进了农户对服

务的购买[14-15]。
事实上,服务规模经营与土地规模经营能够相

互促进、有机统一[2,16]。由于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够

缓解农户面临的资源禀赋约束,改变农户劳动能力

与耕地经营规模的匹配度,使农户有能力和条件经

营更大 规 模 的 耕 地,因 此 能 够 促 进 农 户 耕 地 转

入[17],抑制耕地转出[18-19],扩大耕地经营规模[20]。
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规模经

营农户群体中,对小农户则不显著[21]。与之相对应

的是,农机社会化服务会对小农户的耕地转出会产

生抑制效用[22]。在服务环节方面,与劳动密集型环

节相比,技术密集型环节对规模经营农户则有更强

的促进作用[21]。
总体来看,目前农机社会化服务对耕地的影响

探究方面稍显欠缺,一是现有研究更多的单纯关注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或耕地流转,
使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二是现有研究得出农

机社会化服务可以增加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没有充

分考虑农户规模异质性,且与当前中国户均经营规

模呈两极分化的现状不符。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

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影响农

户家庭耕地面积、转入地面积和弃耕地面积进行系

统分析,以期为优化农户耕地配置提供政策启示。

1 理论分析

农机社会化服务改变农户劳动能力与经营规模

的匹配度。农机社会化服务打破了农户原有农业生

产要素间的平衡[1],改变了农户劳动能力与经营规

模的匹配度,即单位劳动力有能力经营更多的耕地,
或单位耕地需要投入更少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主

要作用途径有三:一是要素替代,降低成本。劳动力

工资的上涨使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成本不断

上升,农户通过使用服务代替劳动力,节约了生产成

本,节约的农业生产成本也为以农为主的农户转入

耕地、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二是缓解资源禀赋

约束。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资金、技术等

资源禀赋约束。现实中,单个农户自购农机面临着

资金约束,此外,农机新技术的出现和更迭,整体朝

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这一知识技术密集型的

行业特点,让有能力自购农机的农户面临着使用、保
养和维修等众多问题。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出现让农

户省去了技术学习的环节,缓解了技术约束[23]。三

是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农业机械化发展为传统农

业改造提供了有力支撑,农机社会化服务加速了农

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24],通过新技术的普及和应

用,不仅缩短了农业生产时间,还提升了农业生产专

业化水平[23,25-26](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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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社会化服务可以影响农户耕地流转行为。
农机社会化服务在能够有效改变农户劳动能力与耕

地经营规模的匹配度的情况下,对于有条件、有能

力、有意愿扩大耕地经营规模,但是由于自身家庭

承包经营的耕地数量有限而无法达到理想经营目

标的农户家庭来讲,通过扩大耕地转入面积来增

加耕地经营规模是首选方式。相反,在农业生产

能力得到提升以后,仍旧无法改变农户的农业生

产经营决策,相应的,其耕地经营规模将不会发生

明显变化。
农机社会化服务降低农户弃耕地面积。对于在

未使用农机社会化服务前存在弃耕行为的农户来

讲,使用农机社会化服务可以有效提升农户在从事

非农就业的同时兼顾农业生产的能力,减少土地弃

耕,增加农业经营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农机作业全

过程、全链条服务水平的提升,以及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方式也将进一步发

生变化,未来,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特征进一步下

降,更多的是一种生产契约,届时农户权衡稀缺资源

在农业和非农之间的配置问题将进一步得到解决。
因此,总体来讲,农机社会化服务将有效减少农户弃

耕地面积,减少耕地撂荒水平。
虽然农机社会化服务可以增强农户的生产经营

能力,但是前提在于农户将农业作为家庭收入的主

要来源,即“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使用农机社会

化服务激励其以转入耕地增加经营规模的方式,扩
大再生产、实现规模经济,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经

营目标。现实中规模经营农户最贴近、最符合以上

3个条件。对于大多数小农户来讲,由于主观上已

经不太具备扩大经营规模的动机和行为,农机社会

化服务难以对其既定决策产生方向性的影响,但可

能会抑制小农户的弃耕行为。
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农机社会化服务通过

增加耕地转入的方式增加农户家庭耕地面积,但是

具有明显的农户异质性。此外,农机社会化服务可

以减少农户家庭弃耕地面积。

图1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家庭耕地经营规模的影响机制

Fig.1 Influencemechanismofagriculturalmachinerysocializationservice
onthescaleoffarmlandmanagementofpeasanthousehold

2 模型、变量选择与描述

2.1 模型选择

2.1.1 工具变量法(IV)
参考林文声等[27]的研究,构建农户决策模型(1),

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核心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

在互为因果,以及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Landi =α+β·Mech_seri+∑δj·Controlij +εi

(1)

Mech_ser=δ1·Control+δ2·IV+vi (2)

式中:Land为农户家庭耕地面积、转入地面积和弃

耕地面积3种类型;Mech_ser为农户农机社会化服

务使用情况,Controlij(j=1,2,…,n)为控制变量,

IV是工具变量;α表示截距项;β为核心自变量的回

归系数;δj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i 是随机扰

动项。

2.1.2 倾向得分匹配(PSM)
在PSM 过程中,考虑农户使用农机社会化服

务的情况,若使用,Si=1(实验组),反之,Si=0(对

照组)。Yi1和Yi0分别是Si=1和Si=0时对耕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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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规模的影响结果,二者的差值即为处理效应。平

均处理效应的计算公式为:

ATT≡E(Yi1|Si =1)-E(Yi0|Si =1)=
E(Yi1-Yi0|Si =1) (3)

式中:E(Yi0|Si=1)为非观测的反事实结果(农户未

使用农机社会化服务的结果)。在匹配方法的选择

上,主要包括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半径近邻匹配。

2.2 变量选择与描述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为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

调查(CLDS)。CLDS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

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包含了户主个人、家

庭、所在村庄等信息,是一项大型追踪调查。根据研

究需要,最终从数据中筛选获得有效样本1306个

种粮 农 户①。从 样 本 农 户 的 基 本 特 征 可 以 看 出

(表1),户主中男性占据了绝对比重。户主年龄60
岁以上的占比为41.96%,侧面反映了农村老龄化

问题比较严重。户主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多为初

中以 下。使 用 农 机 社 会 化 服 务 的 农 户 占 比 为

84.76%,88.67%的农户耕地规模在2hm2 以下,总
体来看,样本农户基本特征与现实情况较为符合。
此外,样本选择中,超过80%的村庄,其样本户数量

大于10,为工具变量的选择奠定了良好基础。

表1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Table1 Basiccharacteristicsofsamplefarmers

变量      
Variable      

类型

Type

数量

Number

占比/%
Proportion

户主性别

Genderofhouseholder

男 1242 95.10

女 64 4.90

<50岁 299 22.89
户主年龄

Ageofhouseholder
>50~60岁 459 35.15

>60岁 548 41.96

文盲和小学 577 44.18
户主受教育水平

Educationlevelofthehouseholder
初中 578 44.26

高中及以上 151 11.56

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

Agriculturalmachinerysocializationserviceuse

1 1107 84.76

0 199 15.24

<2hm2 1158 88.67
耕地面积

Arablelandarea
>2~3.33hm2 93 7.12

>3.33hm2 55 4.21

<10户 5 19.6
村样本户数量

Numberofsamplehouseholdsinvillages
>10~50户 34 73.9

>50户 7 6.5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家庭耕地配

置,具体选取了农户家庭耕地面积、转入地面积、弃
耕地面积3个变量来表征。其中,家庭耕地面积为

实际经营耕地面积,通过家庭承包地面积,加上耕地

转入面积,减去弃耕地面积计算得出,单位统一为公

顷,hm2。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自变量为农户农机社会

化服务使用情况。借鉴栾健等[28]的研究,用村庄农

机社会化服务使用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将农户分为

小农户和规模经营农户②,从各个分组的均值可以看

① 本研究主要指种植小麦、玉米和水稻三类主粮作物的农户。

② 主要采用2种划分方法,一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以3.33hm2(50亩)作为小农户和规模经营农户的划分界限。二是借鉴陈超

等[29]的做法,以2hm2(30亩)作为小农户和规模经营农户的划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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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表2),小农户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水平都要

高于规模经营农户。此外,小农户的耕地面积、转
入地面积均小于规模经营农户。整体来看,规模

经营农户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对应着更大的耕

地面积和转入地面积,而小农户的农机社会化服

务使用则对应着更大的弃耕地面积。从地域划分

来看,东部地区农户的服务使用水平要高于中西

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服务使用对应着更

大的耕地面积和转入地面积,在弃耕地面积上则

差别不大。

表2 不同规模和区域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和耕地经营情况

Table2 Agriculturalmachinerysocializationserviceuseandcultivatedlandmanagementof
farmersindifferentscalesandregions

变量

Variable

均值

Mean

规模分组3.33hm2(50亩)

Scalegrouping

规模分组2hm2(30亩)

Scalegrouping

区域分组

Regionalgrouping

小农户

Smallholder
farmers

规模经

营农户

Large-scale
farmers

小农户

Smallholder
farmers

规模经

营农户

Large-scale
farmers

东部

Eastern
region

中西部

Centraland
western
regions

农业社会化服务使用

Agriculturalmachinery
socializationserviceuse

0.85 0.86 0.41 0.87 0.56 0.94 0.83

耕地面积

Arablelandarea
1.02 0.60 11.33 0.52 5.10 0.54 1.02

转入地面积

Transferredarea
0.26 0.21 9.54 0.18 3.50 0.10 0.67

弃耕地面积

Abandonedarablearea
0.010 0.011 0.010 0.012 0.007 0.009 0.011

  3)控制变量。选择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

以及村庄特征等作为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包括

户主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农业生产种植经

验、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是否接受过职业技能培

训。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农业补贴

金额和家庭总收入。村庄特征变量包括到县城距

离、交通状况、是否组织劳动力外出、是否组织农业

技术培训和地形特征。变量具体含义以及描述性统

计见表3。

3 实证结果

3.1 回归结果

同时进行 OLS和IV估计(表4)。在进行IV
估计时同时进行了估计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

检验,对应的LM 值为429.09,Cragg-DonaldWald
F 值为631.23,二者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

原假设,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核心解释

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IV估计结果的系数均大于

OLS,表明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

户家庭耕地经营规模的影响被低估。鉴于此,以下

将以IV估计结果为准进行具体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对农户

家庭耕地面积和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表
明农机社会化服务会导致农户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

积和弃耕地面积明显下降,而对家庭转入地面积没

有显著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效提升了农户的耕

地经营能力,改变劳动力数量与经营规模的匹配程

度,对于由于劳动力缺乏、农业劳作繁重等原因而撂

荒耕地的农户家庭,由于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使用或

增加使用,可以在不增加农业劳动力或增加少量农

业就业时间的条件下进行重新经营,因此,可以有效

减少农户家庭弃耕地面积,提升耕地的使用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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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3 Variablemeaning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类型  
Type  

变量

Variable

变量含义及说明

Variablemeaning
anddescrip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耕地面积 Arablelandarea 实际经营耕种面积,包括种粮、果

园、种菜及林木用地,hm2
1.02 2.06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
variable

转入地面积 Transferredarea 家庭转入耕地面积,hm2 0.26 1.08

弃耕地面积

Abandonedfarmlandarea

家庭放弃耕种耕地面积,hm2 0.01 0.06

解释变量

Explaining
variable

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

Agriculturalmachinerysocialization
serviceuse

1=使用任意一个或多个环节的农

机社会化服务,0=不使用农机社

会化服务

0.85 0.36

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s

村庄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水平

Villageagriculturalmachinery
socializationserviceusagelevel

除本户外本村其他农户使用农机

社会化服务的总户数/除本户外本

村其他户数总和

0.85 0.23

年龄 Age 户主年龄,岁 56.64 10.34

受教育水平 Educationlevel 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

中,5=大专及以上

2.57 0.84

健康状况 Healthcondition 1=健康,2=一般,3=不健康 1.58 0.76户主特征变量

Householder
characteristic
variable

种植经验Plantingexperience 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年 32.45 13.44

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Haveanymigrantworkexperience
1=是,0=否 0.16 0.37

是否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

Havereceivedvocationaltraining

1=是,0=否 0.05 0.22

家庭劳动力数量

Numberofhouseholdlabor

家庭劳动力人数,个 2.15 0.83
家庭特征变量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
variable

农业补贴金额

Amountofagriculturalsubsidies
家庭获得农业补贴金额,元 925.1 3458

家庭总收入 Totalhouseholdincome 家庭全年总收入,元 37112 43429

到县城距离

Distancetothecountyseat

本村距最近县城或区政府的距离,

km
22.84 18

交通状况 Trafficconditions 本村道路是否硬化:1=是,0=否 0.93 0.26
村庄特征变量

Village
characteristic
variable

是否组织劳动力外出

Whetherlaboroutingsisorganized

本村是否组织非农就业:1=是,

0=否

0.18 0.38

是否组织农业技术培训

Whetheragriculturaltechnicaltraining
isorganized

本村是否组织农业技术培训:

1=是,0=否

0.73 0.44

地形特征 Terrainfeatures 1=平原,2=丘陵,3=山区 1.54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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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家庭耕地经营规模影响估计结果

Table4 Estimationresultsoftheimpactofagriculturalmachinerysocialization
serviceonthescaleofhouseholdarablelandoperation

变量    
Variable    

耕地面积

Arablelandarea
转入地面积

Transferredarea
弃耕地面积

Abandonedfarmlandarea

OLS IV-2SLS OLS IV-2SLS OLS IV-2SLS

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

Agriculturalmachinery
socializationserviceuse

-0.402***

(0.069)
-0.426***

(0.099)
-0.036
(0.170)

0.131
(0.293)

-0.110
(0.120)

-0.258**

(0.129)

年龄

Age
-0.401***

(0.123)
-0.399***

(0.114)
-0.022**

(0.008)
-0.022***

(0.008)
0.163
(0.114)

0.171
(0.150)

受教育水平

Educationlevel
0.064***

(0.023)
0.064***

(0.024)
0.0371
(0.07)

0.0443
(0.07)

0.021
(0.024)

0.020
(0.032)

健康状况

Healthcondition
-0.038
(0.026)

-0.038
(0.026)

-0.011
(0.085)

-0.003
(0.082)

0.113**

(0.045)
0.114***

(0.035)

种植经验

Plantingexperience
0.070*

(0.038)
0.070**

(0.034)
-0.010*

(0.006)
-0.011*

(0.006)
-0.008
(0.041)

-0.006
(0.045)

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

Haveanymigrantworkexperience
-0.201***

(0.054)
-0.202***

(0.057)
-0.232
(0.153)

-0.233
(0.167)

0.005
(0.078)

0.001
(0.074)

是否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Havereceivedvocationaltraining
0.102
(0.105)

0.099
(0.092)

0.011
(0.282)

0.040
(0.276)

0.081
(0.172)

0.064
(0.120)

家庭劳动力数量

Numberofhouseholdlabor
0.056**

(0.026)
0.056**

(0.024)
0.038
(0.074)

0.041
(0.072)

0.083**

(0.035)
0.081***

(0.032)

农业补贴金额

Amountofagriculturalsubsidies
0.604***

(0.023)
0.603***

(0.018)
0.570***

(0.044)
0.582***

(0.051)
-0.025
(0.0289)

-0.030
(0.024)

家庭总收入

Totalhouseholdincome
0.081***

(0.026)
0.081***

(0.019)
0.162*

(0.087)
0.163***

(0.054)
-0.075***

(0.022)
-0.074***

(0.025)

到县城距离

distancetothecountyseat
0.122***

(0.028)
0.121***

(0.027)
-0.119
(0.085)

-0.118
(0.077)

0.052
(0.036)

0.047
(0.035)

道路状况

Trafficconditions
0.007
(0.073)

0.006
(0.080)

0.340**

(0.162)
0.371
(0.249)

-0.219
(0.171)

-0.225**

(0.105)

是否组织劳动力外出

Whetherlaboroutingsisorganized
0.006
(0.058)

0.006
(0.054)

0.459***

(0.173)
0.457***

(0.160)
-0.138*
(0.075)

-0.141**

(0.071)

是否组织农业技术培训

Whetheragriculturaltechnical
trainingisorganized

0.016
(0.043)

0.015
(0.047)

-0.166
(0.156)

-0.181
(0.161)

0.124***

(0.041)
0.122**

(0.061)

地形特征

Terrainfeatures
-0.018
(0.030)

-0.020
(0.031)

-0.127
(0.093)

-0.098
(0.099)

0.135**

(0.063)
0.119***

(0.041)

常数项

Constant
-1.338**

(0.639)
-1.312**

(0.548)
-1.851
(1.144)

-2.160**

(1.028)
-0.087
(0.425)

0.073
(0.719)

地区 Region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N 1306 1306 286 286 1306 1306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下同。
Note:*,**and***respectivelyrepresentin10%,5%and1%significancelevel.Thesame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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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方面,无论是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还是

村庄特征变量,都对农户家庭耕地配置的3种类型

具有显著影响,且总体来看控制变量的作用方向与

一般的常识性判断相符合。

3.2 异质性分析

3.2.1 规模异质性

以3.33hm2(50亩)和2hm2(30亩)分别作为

小农户和规模经营农户划分界限,相应的IV估计

分别见表5和6。从表5可以看出,农机社会化服

务对小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

有负向影响,对规模经营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正向影响,表明农机社会化服

务可以促进规模经营农户耕地面积的增加,但会降

低小农户的家庭耕地面积。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小农

户家庭转入地面积没有显著影响,对规模经营农户

家庭转入地面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正向影

响,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可以促进规模经营农户耕

地的转入。现实中,对于规模经营农户来讲,农业作

为其主营业务,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通过规模经

营可以有效降低边际成本。在自身承包地面积有限

的情况下,通过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采用,可以激励规

模经营转入耕地,从而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实
现粮食生产的节本增效。表6中,农机社会化服务

对小农户的耕地面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负

向影响,对规模经营农户的耕地面积和转入地面积

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正向影响,
与表5的估计结果保持了一致。

至此,可以解释在总样本分析中,农机社会化服

务为何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耕地面积。农机社会化

服务通过促进规模经营农户耕地转入的方式增加实

际经营的耕地面积,这意味着规模经营农户的高耕

地转入需求,会引致耕地流转市场的供给,尤其是近

些年耕地租金明显上升,诱使部分农户转出耕地。
现实中小农户尤其是非农户和二兼农户是耕地转出

的主体,主要原因在于农机社会化服务使农业生产

提质、节本和增效的积极作用,并不能有效改变农业

在其总体生产活动中的角色定位。耕地转出的增加

客观上使小农户家庭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减少。综

表5 规模异质性分析(以3.33hm2(50亩)为界)

Table5 Analysisofscaleheterogeneity(taking3.33hm2asthedividingline)

变量    
Variable    

耕地面积

Arablelandarea

转入地面积

Transferredarea

弃耕地面积

Abandonedfarmlandarea

小农户

Smallholder
farmers

规模经

营农户

Largescale
farmers

小农户

Smallholder
farmers

规模经

营农户

Largescale
farmers

小农户

Smallholder
farmers

规模经

营农户

Largescale
farmers

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

Agriculturalmachinery
socializationserviceuse

-0.321***

(0.100)
1.742**

(0.694)
0.368
(0.283)

0.857**

(0.377)
-0.261*

(0.136)
3.176
(2.516)

户主特征变量

Householdercharacteristic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Householdcharacteristic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特征变量

Villagecharacteristic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Regionaldummy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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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规模异质性分析(以2hm2(30亩)为界)

Table6 Analysisofscaleheterogeneity(taking2hm2asthedividingline)

变量    
Variable    

耕地面积

Arablelandarea

转入地面积

Transferredarea

弃耕地面积

Abandonedfarmlandarea

小农户

Smallholder
farmers

规模经

营农户

Largescale
farmers

小农户

Smallholder
farmers

规模经

营农户

Largescale
farmers

小农户

Smallholder
farmers

规模经

营农户

Largescale
farmers

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

Agriculturalmachinery
socializationserviceuse

-0.278***

(0.105)
0.615*

(0.336)
0.333
(0.225)

1.110**

(0.510)
-0.312**

(0.147)
0.431
(0.269)

户主特征变量

Householdercharacteristic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Householdcharacteristic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特征变量

Villagecharacteristic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Regionaldummy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合来看,规模经营农户增加耕地转入导致了小农

户的户均实际经营耕地面积下降,是耕地资源在

小农户与规模经营农户之间存量转移的再分配

过程。
现有研究多数指出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家庭

耕地经营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7,20],这似乎与当

前人均耕地规模不断下降的趋势相矛盾,2019年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指出,农业人均耕地约0.09
hm2,目前水平较1996年下降0.02hm2。本研究的

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对规模经营农户

转入地面积和实际经营耕地面积的双重促进作用,
客观上了降低了小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全国小

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

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

占总耕地面积的70%。”①小农户耕地规模的下降对

于农户整体耕地规模变化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从全

样本来看,农机社会化服务对总样本的耕地经营具

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该研究结果与现实情况相契合。
从表5还可以看出,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于小农

户家庭弃耕地面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负

向影响,而对规模经营农户则没有显著影响。那么

这与基于总样本估计得出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于农

户家庭耕地面积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的结论是否矛盾

呢? 事实上,两个结论均符合现实情况,从总样本的

估计结果(表4)可以看出,对家庭弃耕地面积的估

计系数要小于对家庭耕地面积的估计系数,表明农

机社会化服务抑制家庭耕地弃耕的积极作用要小于

客观上由于耕地转出对农户家庭耕地面积的削减作

用,换言之,农户家庭减少的弃耕地面积还不足以扭

转家庭实际经营面积持续下降的趋势,因此,整体来

看,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于农户家庭耕地面积仍旧具

有显著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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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区域异质性

将全国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部分,比较两区域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家庭耕地经营规模的影响。
从表7的IV估计结果可知,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东

部和中西部地区农户耕地面积分别在10%和1%的

显著性水平下具有负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农户转

入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从转

入地面积来看,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户

家庭转入地面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向影

响,对东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事实上,从户均经营

耕地面积来看,中西部地区要大于东部地区,尤其是

在地域划分上,本研究将东北三省划分到了中西部

地区范围,更是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户均耕地面积,
这也意味着,中西部地区有更多的规模经营农户,其
对耕地转入有更高的需求,因而对转入地面积有显

著正向影响,相比之下,对东部地区农户家庭的转入

地面积影响则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农机社会化

服务对东部地区农户家庭耕地面积的估计系数要

大于中西部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高,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小农户对耕

地依赖相对较低,因此有较高的耕地转出意愿,结
果是家庭耕地面积下降明显。从弃耕地面积来

看,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两区域农户耕地撂荒均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7 区域异质性分析

Table7 Analysisofregionheterogeneity

变量    
Variable    

耕地面积

Arablelandarea

转入地面积

Transferredarea

弃耕地面积

Abandonedfarmlandarea

东部

Eastern
region

中西部

Centraland
western
regions

东部

Eastern
region

中西部

Centraland
western
regions

东部

Eastern
region

中西部

Centraland
western
regions

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

Agriculturalmachinery
socializationserviceuse

-0.645*

(0.355)
-0.445***

(0.108)
0.887
(3.464)

0.555**

(0.251)
-0.540*

(0.283)
-0.310*

(0.172)

户主特征变量

Householdercharacteristic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Householdcharacteristic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特征变量

Villagecharacteristic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3 稳健性检验

3.3.1 更换因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因变量包括种粮农户实际经

营的种粮用地、果园用地、菜地和林地所有实际

经营的耕地面积,由各种耕地类型的家庭承包地

面积加上转入耕地面积减去弃耕地面积计算得

到。本部分主要是将因变量的耕地类型集中为

实际种粮耕地面积,不再包含果园用地、菜地和

林地。从表8可知,无论是核心因变量的估计系

数还是其显著性,更换因变量后的实证结果与更

换前保 持 了 一 致 性,表 明 基 准 回 归 结 果 具 备 稳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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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家庭耕地经营规模影响估计结果

Table8 Estimatedresultsontheimpactofagriculturalmachineryoperationserviceson
farmers’familylandconfigurationmeaning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    
Variables    

耕地面积

Arablelandarea

转入地面积

Transferredarea

弃耕地面积

Abandonedfarmlandarea

OLS IV-2SLS OLS IV-2SLS OLS IV-2SLS

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

Agriculturalmachinery
socializationserviceuse

-0.382***

(0.072)
-0.449***

(0.102)
-0.196
(0.143)

-0.483
(0.296)

-0.091
(0.118)

-0.263**

(0.127)

户主特征变量

Householdercharacteristic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Householdcharacteristic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特征变量

Villagecharacteristic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Regionaldummy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N 1306 1306 281 281 1306 1306

3.3.2 更换实证方法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同时也为了解决工

具变量潜在的外生性不足的问题,使用倾向得分匹

配方法(PSM)进行再次估计。首先,从共同支撑域

检验可以看出(图2),对于农户家庭耕地经营的3
种情况,农机社会化服务实验组与对照组样本的倾

向得分区间都具有很大的重叠范围,表明大多数观

察值在共同取值范围内,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仅会损

失少量样本,共同支撑条件得到满足。
其次,平衡性检验意在使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差异外,其他解释变量不具有系

统性区别。如表9所示,伪R2 匹配后显著小于0.02;

图2 共同支撑域检验

Fig.2 Commonsupportdomain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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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样本匹配前后平衡性检验结果

Table9 Testresultsofbalancebeforeandaftermatchingthesamples

样本  
Sample  

伪R2

PsR2
LR值

LRchi2
P 值

Pvalue

偏差均值

Meanbias
B值/%
Bvalue

R值

Rvalue

匹配前 Unmatched 0.069 117.13 0.000 23.0 67.6* 0.72

匹配后 Matched 0.002 8.64 0.373 2.9 10.7 1.15

LR值从117.13下降到8.64,相对应的 P 值为

0.373,显著大于0.1;匹配后的B 值为10.7%,显
著小于25%;R 值由匹配前的0.72增加到1.15,更
加居中于[0.5,2]区间;匹配后的均值偏差从23下

降到2.9,出现了明显下降,表明协变量不存在显著

差异。总体来看,匹配显著降低了实验组与对照组

之间匹配变量的差异,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样本选择

偏误,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最后,分别利用核匹配、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进

行匹配,得出的结果比较接近(表10)。可以看出,

3种匹配方法下,对农户耕地面积和弃耕地面积的

ATT均有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对农户耕地转

入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工具变量法实证结果具有较

好的稳健性。

表10 不同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

Table10 Estimatedresultsofdifferentmatchingmethods

变量

Variables

匹配方法

Matchingmethod

实验组

Treated

对照组

Controls
ATT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T 值

Tstat

未匹配 2.00 2.51 -0.50 0.06 -7.92***

耕地面积

Arableland
area

核匹配(带宽0.06) 2.01 2.64 -0.63 0.08 -7.47***

近邻匹配(k=4) 2.01 2.62 -0.61 0.10 -6.29***

半径匹配(范围0.01) 2.01 2.57 -0.56 0.09 -6.03***

未匹配 1.97 2.20 -0.23 0.14 -1.68
转入地面积

Transferred
area

核匹配(带宽0.06) 1.97 2.10 -0.12 0.17 -0.70

近邻匹配(k=4) 1.97 2.07 -0.09 0.19 -0.49

半径匹配(范围0.01) 1.97 2.13 -0.16 0.19 -0.83

未匹配 0.14 0.33 -0.19 0.07 -2.64**

弃耕地面积

Abandoned
farmlandarea

核匹配(带宽0.06) 0.14 0.49 -0.35 0.13 -2.60**

近邻匹配(k=4) 0.14 0.46 -0.32 0.16 -1.99**

半径匹配(范围0.01) 0.14 0.47 -0.33 0.15 -2.18**

3.4 进一步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对小农

户和规模经营农户的耕地面积分别具有显著负向和

正向影响,这与当前中国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两极分

化的发展趋势相吻合[30]。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两极

分化的出现,一方面源自耕地流转,耕地通过在农户

间流转,整体由小农户流向规模经营农户,这符合国

家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导向。随着耕地流

转速度的放缓,目前土地流转率总体稳定在36%左

右,其对于经营规模两极分化的影响将逐渐减弱。
另一方面源自农村户籍人口基数大。农户耕地经营

规模由耕地总面积和农户总数量决定,城镇化和工

业化的发展消耗了大量耕地资源,但在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下,截至2019年国家耕地面积总体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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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亿hm2(19亿亩)。与之相对应,国家2021年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6.7%,与64.72%的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相比依旧存在很大差距。农村户籍人口

和农户数量基数大,尤其是农村户籍人口减少的速

度慢于耕地减少的速度,对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具有

直接影响。唯有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和同步提升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能稳步推行农地适度规模经

营。需要注意的是,实证结果还表明,农机社会化服

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户耕地面积的负向作用要大于东

部地区农户,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户

耕地经营规模两极分化的趋势更明显,因此,在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要有侧重、因地制宜的进行政

策制定和实施。

4 政策启示

本研究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影响农户家庭耕地经

营 规 模 的 理 论 机 制 进 行 了 深 入 分 析,运 用

CLDS2018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

如下:第一,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和

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转入地面积没有

显著影响。第二,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机社会化

服务对于规模经营农户的耕地面积和转入地面积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农户的耕地面积具有显著负

向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可以激励规模经营农户管

理更多的耕地,从而更好的实现规模经济,其耕地转

入的需求,引致了小规模农户的耕地转出供给,客观

上导致了小农户以及总样本农户家庭耕地面积的减

少。此外,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于小农户的弃耕地面

积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耕地面

积和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

农户家庭转入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东部则

表现不明显。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的规模经营

农户数量更多,户均经营耕地更大,因此总体来讲对

农户家庭转入地面积影响更大。此外,对于东、中西

部地区农户家庭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稳

健性检验得出的结果均与基础回归保持了一致,表
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启示:一是完善农

机社会化服务供给。以农机社会化服务为代表的服

务规模经营作为农地规模经营的重要补充,共同推

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国要在现有基础上“补短

板、强弱项”,促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向全流程、全产业

发展,在促进种粮农户规模经营方面发挥出更大作

用。二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在严格执行耕地保护政策的基础上,要加快户籍制

度改革,尤其是在涉及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就业、教
育、医疗等民众关切的重要问题上强化保障,减少农

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逐步缩小两

种统计口径下的城镇化率差距,为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创造条件。此外,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差异,有侧

重、因地制宜推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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