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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江苏省滨海盐碱区２个县级市４个行政村１３３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农户盐碱地改良技

术选择意愿与各自变量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计量模型，从农户特征、家庭特征、政策导向、社会环境４个方面分析农户选

择盐碱地改良技术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大丰、东台２市以秸秆还田为代表的化学生物改良技术普及

率较高；家庭农业人口多，农业纯收入大的农户更加意愿进行盐碱地技术改良；非农就业情况影响农户盐碱地改良

的行为决策；农业政策诸如补贴、农业保险、贷款因素等对改良技术选择的影响有限；东台、大丰２市影响农户盐碱

改良技术的意愿的因素大体一致，部分因子在影响方向和显著程度上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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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盐渍土资源量多且分布广泛，总面积约

３６００万ｈｍ２，占全国可利用土地面积的４．８８％。

耕地中盐渍化面积达到９２０．９万ｈｍ２，占全国耕地

面积６．６２％
［１］，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东北、华北和

西北地区。目前，分布在我国西北、东北及滨海地区

的盐碱荒地和盐碱障碍耕地总面积超过３３３３万

ｈｍ２，其中具有农业利用潜力的盐渍土面积约１３３３

万ｈｍ２，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１０％
［２］。盐碱地农业

高效利用对我国耕地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耕地数量

的增加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盐碱地改良利用相关研究在土地盐碱化

发生过程、机理、防治及合理利用等诸多方面都有新

的发展和突破［３］，但大多是通过田间试验的手段集

中于灌排技术研发、耐盐植物开发利用及其配套管

理方面，至于技术推广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哪些问

题，技术的直接执行主体对技术效果的评判等问题

难以单纯通过上述自然科学的手段给予回答［４５］。

我国盐碱地改良利用技术的直接实施主体是农户，

其技术选择偏好是促进盐碱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

尽管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技术的利润［６］、采用成

本［７］、可试验性［８］等技术特征，农村发展政策和规

划［９１０］等政策因素以及农户资源禀赋、户主教育、土

壤退化认识［１１］等农户特征因素对农户技术选择行

为的影响开展了丰富且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

不少有益的结论，但对农户盐碱地改良技术选择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而随着农业

开发的不断深入，技术选择不当导致的盐碱地可持

续利用问题也日益突出，如何科学引导农户这一土

地利用行为主体的技术选择行为，是实现盐碱地可

持续利用的关键之一。盐碱地农户行为的研究，有

利于政府通过合理的制度规范和配套的社会保障机

制，结合市场化手段，有效引导农户对盐碱地进行技

术改良，促进盐碱地区土地生产能力的提高，在我国

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具有启发意义。

本研究利用农户问卷调查资料，尝试从微观主

体角度剖析不同盐碱地改良技术的农户选择意愿，

对影响农户选择盐碱地技术的因素进行科学划分，

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户选择盐碱地改良技术的影响，

探讨区域间农户意愿的差异，以期为盐碱地改良利

用技术的农户选择行为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同时为

盐碱地改良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基础科学依据。

１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１．１　理论框架

国内外学者对农户技术选择行为意愿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绿色

革命以来，国外学者对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进行了

大量研究。Ｒａｈｍ等认为土地的特征、耕作系统、农

场经营规模的大小和农户的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户

选择耕作技术的显著影响因素［１２］；ＤＳｏｕｚａ等通过

其设计的可持续农业系统分析发现，包括年龄和受

教育程度在内的农户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农场环境因

素显著影响着农户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的选择［１３］；

Ａｒｅｌｌａｎｅｓ和Ｌｅｅ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农户

技术选择决策主要受地块所有权、地块坡度以及对

地块质量感知的影响［１４］。

国内也有众多学者探讨过农户技术选择意愿的

驱动因素，赵龙群等认为，农民选择农业新技术的首

要目标是增加经济收入，尤其是技术选择所带来的

农业收入［１５］；但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低、农户的经

营规模普遍偏小等因素限制了农民对新技术的采

纳［１６］。同时，相关政策和激励制度，信息不完全，农

业补贴、农业保险、信贷，都会限制农户的技术选择，

尤其是土地产权的稳定性能刺激农户长期可持续地

投资于土地［１７］，其中也包括农业技术投资。有关农

民选择盐土农业技术的实证分析表明，户主的文化

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及土地面积等是影响农户决

策的内部因素；农技推广成本与经济效益、风险因

素、推广服务体系、社区及邻里关系等则成为影响农

户决策的外部因素［１８］。

分析上述已有成果可知，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乃

至不同种植方式，农户对于技术选择的意愿存在较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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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异，但总体来看，农户特征是农户盐碱地改良

技术选择决策的基础，盐碱化程度、农业资源禀赋、

非农就业率等资源与家庭特征因素直接影响农户对

于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的选择和偏好，政策导向则

通过外部性的作用能够加强对农户的激励作用，而

客观存在的社会环境因素也可能引导或制约农户的

决策意愿。据此，可以选择以下因素分析农户的盐

碱地改良技术选择行为：

１）农户特征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素质、家庭人

口等因素的客观农户特征，是农户决策的基础；

２）家庭特征因素。基于农户的资源禀赋和不同

家庭生产分工下的非农就业率、农业纯收入、家庭存

款等直接影响农户对于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选择和

偏好的家庭特征；

３）政策导向因素。农业补贴、保险、信贷等因素

通过外部性的作用能够加强对农户的激励作用；

４）社会环境因素。当地的客观经济发展水平和

交通状况，引导或制约农户的决策意愿。

１．２　模型选择及构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两分变量的

分析，是分析个体决策行为的理想模型［１９］。农户盐

碱地技术体系选择的意愿是二分变量，因此可以利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改良意愿与各影响因子之间的

相关关系，从而可以得到农户特征、社会环境、政策

导向等主要因素的对改良体系选择意愿的贡献量。

根据模型设定，技术选择意愿犢犻与其诸影响因

素犡犻１，犡犻２，…，犡犻犽的关系为

犢犻＝β０＋β１犡犻１＋β２犡犻２＋…＋β犽犡犻犽＋μ （１）

因变量犢＝０时，表示“不愿意采用改良技术”；犢＝１

时，表示“愿意采用改良技术”，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

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显著性，通过各个变量的 Ｗａｌｄ

统计量对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则农户愿意

选择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的概率犘犻为

犘犻＝犈（犢犻）＝β０＋β１犡犻１＋β２犡犻２＋…＋β犽犡犻犽

（２）

对犘犻进行Ｌｏｇｉｔ转换，则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Ｌｏｇｉｔ（犘犻）＝犔狅犵［犘犻／（１－犘犻）］＝

犘犻＝犈（犢犻）＝β０＋β１犡犻１＋

β２犡犻２＋…＋β犽犡犻犽 （３）

式中：犘为农户愿意选择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的概

率；犡犻为影响农户进行主动性改良意愿的诸多因

素；β０ 为常数项，与犡犻无关；β犽 为回归系数，表示诸

因素犡犻 对犘 的贡献量。根据虚拟变量设置原则，

如果有犿种互斥的属性类型，则在模型中引入犿－１

个虚拟变量，对其确定一定意义。根据对农户盐碱

地改良技术选择行为机制的理解，考虑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特征及调研数据的可获取性等因素选取变量

（表１）。

表１　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所选变量列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分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变量名称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性质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含义及说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技术改良意愿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犢 二分因变量

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农户特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年龄

Ａｇｅ

犃１ 连续变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户主年龄

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文化素质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犃２ 连续变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家庭最高教育年限

Ｙｅａｒｓ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ｆａｍｉｌ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家庭人口

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

犃３ 连续变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家庭特征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资源禀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犅１ 连续变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小麦播种面积

Ａｃｒｅａｇｅｏｆｗｈｅａｔ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ｓ

土地盐碱化程度

Ｌ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犅２ 虚拟变量

Ｄｕｍｍ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轻＝０，中＝１，重＝２

Ｌｏｗ０，Ｍｉｄｄｌｅ１，Ｈｅａｖｙ２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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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分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变量名称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性质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含义及说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家庭特征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非农就业率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ａｔｅ

犅３ 连续变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非农打工／家庭总人口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ｏｎｆａｒｍｗａｇｅ／

Ｔｏｔａｌ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

农业纯收入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ｐｒｏｆｉｔ
犅４

连续变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农业收入农业成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ｃｏｓｔ

非农收入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ｔ
犅５

连续变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非农打工收入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ｔ

家庭存款

Ｓａｖｉｎｇｓ
犅６

虚拟变量

Ｄｕｍｍ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最贫穷＝０，最富有＝８

Ｐｏｏｒｅｓｔ０，Ｒｉｃｈｅｓｔ８

政策导向

Ｐｏｌｉｃｙ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农业补贴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犆１

连续变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补贴标准

Ｓｕｂｓｉｄ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农业保险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犆２

虚拟变量

Ｄｕｍｍ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未参加保险＝０，参加保险＝１

Ｕｎｉｎｓｕｒｅｄ０，Ｉｎｓｕｒｅｄ１

贷款

Ｌｏａｎ
犆３

虚拟变量

Ｄｕｍｍ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未贷款＝０；取得贷款＝１

Ｎｏｌｏａｎｓ０，Ｌｏａｎ１

社会环境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经济发展水平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犇１

连续变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村庄人均纯收入

Ｖｉｌｌａｇｅｎｅｔｉｎｃｏｍｅ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交通状况

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犇２

连续变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居住地距县城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１．３　调研样本描述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通过农户问卷调查获得。作

者和课题组成员于２０１０１０前往位于江苏省滨海盐

碱区的东台市和大丰市盐土农业特色核心试验示范

区开展了农户问卷调研，选取东台市港镇的渔舍

村、新川村和大丰市草庙镇的东灶村、川竹村为样本

点，获得了有效问卷１３３份，样本村庄的总体情况见

表２和表３。

表２　样本村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２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市县

Ｃｉｔｙ
　　

村庄

Ｖｉｌｌａｇｅ
　　　

样本户数

Ｓａｍｐｌｅｓ

人均耕地面积／

ｈｍ２

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户均农业收入／

（元／年）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户均非农收入／

（元／年）

Ｎｏｎｆａｒｍ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外出打工

劳动力比例／％

Ｗａｇｅｌａｂｏｒｒａｔｉｏ

东台

Ｄｏｎｇｔａｉ

新川村

Ｘｉｎｃｈｕ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

３５ ０．３０ １１４９１ ２５４１３ ２７．４

渔舍村

Ｙｕｓ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

３１ ０．１９ １３２２６ １６６１７ ２５．７

大丰

Ｄａｆｅｎｇ

川竹村

Ｃｈｕａｎｚｈｕｖｉｌｌａｇｅ

３７ ０．３８ １０９２５ １８７５５ ２６．３

东灶村

Ｄｏｎｇｚａｏｖｉｌｌａｇｅ

３０ ０．４１ ２０８５４ １１７１０ ３０．０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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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样本村农业各要素投入以及产出概况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市县

Ｃｉｔｙ

村庄

Ｖｉｌｌａｇｅ

单位面积农业

投入／（元／ｈｍ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ｐｕｔｓ

ｐｅｒｕｎｉｔａｒｅａ

单位面积劳动力

投入／（工／ｈｍ２）

Ｌａｂｏｒｉｎｐｕｔｓｐｅｒ

ｕｎｉｔａｒｅａ

改良技术采用

比例／％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ａｔｅ

单位面积小麦

产量／（ｋｇ／ｈｍ
２）

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ｓ

东台 Ｄｏｎｇｔａｉ 新川村 Ｘｉｎｃｈｕａｎｖｉｌｌａｇｅ ５２１２．５０ １９０．５０ ０．５８ １０．０３

渔舍村 Ｙｕｓｈｅｖｉｌｌａｇｅ ４９１８．５０ ８６．６５ ０．６４ １０．０５

大丰 Ｄａｆｅｎｇ 川竹村Ｃｈｕａｎｚｈｕｖｉｌｌａｇｅ ４３６０．５０ １３１．１０ ０．６６ １０．６８

东灶村 Ｄｏｎｇｚａｏｖｉｌｌａｇｅ ５２３６．５０ １７１．１５ ０．７１ １１．０９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农户盐碱地技术改良技术选择行为特征

在同时兼顾成本付出、收益获得的比较以及收

益对于成本在时间尺度上的延迟性，农户根据自身

的资源禀赋、家庭特征和外界影响因素最优化的对

生产活动进行理性决策。土地在发挥生产功能的同

时，对于农户具有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在产权

制度合理的情况下，“恋土”情节会引导农户对其土

地进行改良和优化［２０］。

针对盐碱地的特征，总结前人关于盐碱地改

良的经验和方法，研究选取了耕作改良技术、水利

工程技术、化学生物改良技术３种改良技术体系，

从不同角度对农户技术选择行为和意愿进行研

究。耕作改良技术主要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土地

平整、深耕深翻、增施有机肥，也涵盖了针对盐碱

地改良的客土改碱、覆沙抑盐；水利工程技术是在

水源充足，水利配套设施齐全的条件下，通过或传

统或新型的灌溉排水技术达到对盐分的冲洗，主

要有漫灌、膜下滴灌、明沟暗管排盐等技术；化学

生物改良技术，是通过诸如过磷酸钙、石膏酸性的

化学改良剂对盐碱土进行中和，或者选择水稻以

及其他耐盐品种进行种植，一边改良土壤一边提

高农业产出［２１］，另外，秸秆还田是一种无污染的绿

色改良方式，通过粉碎覆盖或者深埋的方式对盐

分的抑制有较好的效果。

由图１可以看出，４个村庄的化学生物改良技

术的普及率都是最高的。由于样本区内的田块为旱

地，因为水源条件的限制导致无法通过种稻的方法

来改碱，酸性的化学改良剂施用率也较低，农户的改

良措施主要是通过秸秆还田、种植大豆等耐盐作物

来进行盐碱改良，并且改良效果良好。

图１　样本村盐碱地改良技术应用比例

Ｆｉｇ．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ｓａｌｉｎｅａｒｅａ

关于耕作改良技术，大丰市的川竹村和东灶村

采用比率明显高于东台市的新川村和渔舍村。调查

结果显示，大丰市样本区的盐碱化程度稍高于东台

市样本村，导致大丰市样本区农户提高耕作技术和

精细度水平的驱动力较强，因此大丰市样本区的土

地平整强度高于东台市样本区。

对于水利工程技术，由于样本区水资源数量分

布不均匀，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不够丰富，因此配到的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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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设施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除了渔舍

村靠近取水主干道，水利工程技术应用比例达到

６４．５２％，其余３个村均未达到５０％。

总体来说，样本区４个村庄的耕地改良技术

和化学生物改良技术的采用比例较高，由于当地

经济条件的制约，新型改良技术几乎未被采用，同

时样本区内的田块为旱地，因为水源条件的限制

导致无法通过种稻的方法来改碱，仅仅依靠传统

的土地平整、深耕深翻、秸秆还田等方式依然能达

到很好的效果；水利工程技术普及率较低，可利用

的淡水资源不够丰富，因此配套的水利工程设施

无法跟上农业生产的需求，是制约两市农村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

２．２　计量结果分析

２．２．１　盐碱地改良技术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使用ＳＰＰＳ１８．０软件对模型进行了估

计。以是否愿意选择盐碱地改良技术为因变量，采

用全部变量进入法，以农户特征、家庭特征、政策导

向、社会环境为自变量，计量结果见表４。可见，回

归系数为正表示被解释的自变量每增加１个单位值

时发生比会相应增加。从全部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

看：农户特征因子中，年龄没有对农户改良技术意愿

产生显著性影响，主要是由于调查农户户主年龄普

遍较大且接近（基本为５０～６０岁），对于盐碱地主观

的技术改良行为没有明显差异。文化素质因素达到

１％显著水平，回归系数为负值。可能的解释是，拥

表４　全部样本区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ｓａｍｐ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回归系数犅

标准误差

Ｓ．Ｅ．
Ｗａｌｄ值

自由度

ｄｆ

显著性水平

Ｓｉｇ

发生比

Ｅｘｐ（犅）

年龄 Ａｇｅ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１ １．３５５ １ ０．２４４ ０．９６５

文化素质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０．３１６ ０．０９９ １０．２１６ １ ０．００１ ０．７２９

家庭人口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 ０．４８８ ０．２５６ ３．６２７ １ ０．０５７ １．６２９

资源禀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４ １ ０．９０５ ０．９９６

土地盐碱化程度Ｌ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２８１ ０．４３１ ８．８４６ １ ０．００３ ０．２７８

非农就业率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ａｔｅ －０．８５４ １．７１４ ０．２４８ １ ０．６１８ ０．４２６

农业纯收入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ｐｒｏｆｉ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４．５６９ １ ０．０３３ １．０２０

非农收入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２ １ ０．７８８ １．０００

家庭存款Ｓａｖｉｎｇｓ －０．２１０ ０．１６０ １．７３５ １ ０．１８８ ０．８１０

农业补贴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２ １ ０．８１９ ０．９９６

农业保险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０．９５９ ０．９２５ ４．４８６ １ ０．２３４ ２．６０９

贷款Ｌｏａｎ －０．１２５ ０．７８０ ０．０２６ １ ０．８７３ ０．８８２

经济发展水平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５３７ １ ０．１１１ １．０００

交通状况 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７３０ １ ０．３９３ １．０１４

常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０．７４０ ３．８４９ ７．７８５ １ ０．００５ ４６１６１．１８３

　　注：样本数为１３３，－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９６．８９６，Ｃｏｘ＆Ｓｎｅｌｌ犚２＝０．１９３，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２８．５９９，ｄｆ＝１４，Ｓｉｇ．＝０．０１２，效果判别准确率

为８５．０％。

Ｎｏｔｅｓ：ｖａｌｉ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１３３，－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９６．８９６，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犚２＝０．１９３，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２８．５９９，ｄｆ＝１４，Ｓｉｇ．＝０．０１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８５．０％．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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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庭最高教育年限的农民往往在家庭经济活动决

策中占有主导地位，认知水平和文化素质越高的农

民，掌握技术的能力越高，能参与的生产活动越多因

此就业面越广，在非农活动的收益高于农业活动的

情况下，若农户家庭能够通过从事非农行业的活动

取得较高的收入，会忽略对自身土地的投入，进行改

良的意愿会越小。家庭人口数量因素达到１０％显

著水平，回归系数为正值，家庭人口每提高１％，农

户的技术改良意愿就加强到原来１．６２９倍，说明对

于粮食来源基本依靠自己生产的家庭农户而言，土

地的生存保障作用尤其凸显，面对家庭规模和人口

的压力，农户会依靠可获得性和实用性强的改良技

术，保证家庭粮食自给自足。

家庭特征因子中，土地盐碱化程度达到１％显

著水平，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农户现阶段盐碱化

程度越重，选择改良技术的意愿越小。可能的解

释是，土地目前的盐碱化程度基本取决于过去多

年农户的种植状况和对土地的调理、改善程度；因

此，盐碱化程度越轻，表明之前农户对于土地采取

了合理、有效的盐碱改良技术；相反，盐碱程度重

则可能是因为农户对于土地的疏忽、缺乏管理和

置之不理，其技术采纳意愿则越小。农户纯收入

达到５％显著水平，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农业纯

收入的增加可以激励农户加大对土地的投入，技

术的不断推广可以进一步优化改良土壤质量，以

形成滚雪球效应，达到更高的产出期望。其余的

资源禀赋、非农就业率、非农收入、家庭存款因素

显著性不足，未进入模型。

政策导向因子中的各因素都因为显著性不足，

未能进入模型，可能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地的政策

实施针对性不够，未能对农户进行盐碱地技术改良

达到有效的激励；同时，社会环境因素也因显著性不

足未进入模型，由于样本区的４个村人均纯收入相

差不大（分布在８～１１千元），对农户技术选择意愿

的影响不大。

２．２．２　盐碱地改良技术选择的区域差异

为了进一步剖析东台市和大丰市两地农户的技

术改良意愿程度，将样本数据按市级属性归类，进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进行影响因子模拟分析，变量选择同

表４。

从模型估计结果（表５）看，在东台市对农户盐

碱地改良技术选择意愿影响较为显著的因素有年

龄、家庭人口、农业纯收入、家庭存款。其中，年

龄、家庭人口对技术选择意愿影响是负向的，农

业纯收入、家庭存款则是正向的。可能的解释

是，老人由于身体不便、体力不支，只能进行较

为轻便的农业活动，因此需要进行精细化劳作的

技术改良普及起来就更显困难，同时年龄越大的

人思想偏于保守，对新技术的学习、应用成本

高，而且对于新技术选择的风险有过多顾虑，也

是驱使老龄家庭选择改良技术意愿降低的原因之

一；另外，家庭存款越多的农户，资金运用较为

灵活，可支配收入可根据需求分配到各项生产

中，能用于进行土地改良的预算较多，增大进行

盐碱技术改良的意愿。

在大丰市，文化素质、家庭人口、农业纯收入

和交通状况具有较为显著的作用，其中家庭人口、

农业纯收入、交通状况是正向的影响技术改良意

愿，文化素质则是负向的。农业纯收入的犅值不

大，但是对农户技术选择意愿的影响是最显著的，

可见能对农户进行农业各方面投入产生最大驱动

力的投入之后的效益大小。居住地离县城的所在

地远的农户家庭，从事非农劳动的机会较少，交通

的不便会导致农户专注于对自己土地的整理、开

发、改良，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增加的非农就业

机会以及土地流转的便捷性会抑制农户改良技术

的应用。

东台市和大丰市都隶属于盐城市，并且行政

边界相邻，因此，如计量结果所显示，农户决策行

为具有相似的规律性，各因子权重又稍有差异。

土地盐碱化程度在调查区域都对农户的技术选择

意愿产生负面影响，且东台市影响大于大丰市；非

农就业率对技术选择意愿的负向影响一定程度的

反应了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对农业技术普及的影

响，大丰市２村的非农就业率高于东台市，在改良

意愿各因子中占权重最大；此外，农业补贴、农业

保险、贷款等政策因子对农户的技术选择意愿也

有影响，但不甚明显。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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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市级样本区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回归系数

犅

标准误差

Ｓ．Ｅ．
Ｗａｌｄ值

自由度

ｄｆ

显著性水平

Ｓｉｇ．

发生比

Ｅｘｐ（犅）

东台 年龄 Ａｇｅ －１．１６０ ０．８８２ １．７２７ １ ０．１８９ ０．３１４

Ｄｏｎｇｔａｉ 文化素质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３．７８８ ２．８０５ １．８２３ 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２３

家庭人口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 ５．９８５ ４．３７５ １．８７１ １ ０．１７１ ３９７．４９１

资源禀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０．１６０ ０．１８８ ０．７２５ １ ０．３９５ ０．８５２

土地盐碱化程度Ｌ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４６５ ５．０３７ １．１７７ １ ０．２７８ ０．００４

非农就业率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ａｔｅ －３．７７５ ５．１３１ ０．５４１ １ ０．４６２ ０．０２３

农业纯收入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ｐｒｏｆｉｔ ０．００２ ０ １．８２３ １ ０．１７７ １．０２０

非农收入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 ０．２１７ １ ０．６４２ １．０００

家庭存款Ｓａｖｉｎｇｓ １．０３４ ０．７１８ １．８１２ １ ０．１７８ ０．０３３

农业补贴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０ ０．１３８ １ ０．７１０ ０．９７８

农业保险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１．５１５ ９．３２８ １．８００ １ ０．１８０ ０．２１２

贷款Ｌｏａｎ －０．５８１ ６．７３５ ０ １ ０．９９３ ０．５５９

经济发展水平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１．５４８ １ ０．２１３ ０．９９３

交通状况 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４ ０．８０８ １ ０．３６９ １．０５９

常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９０．２８８ １３８．９５１ １．８７５ １ ０．１７１ ４．３８×１０８２

大丰 年龄 Ａｇｅ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４ ０．３００ １ ０．５８４ １．０２４

Ｄａｆｅｎｇ 文化素质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２ ０．９９６ １ ０．３１８ ０．８７７

家庭人口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 ０．６８６ ０．５５５ １．５２９ １ ０．２１６ １．９８７

资源禀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９６ １ ０．７５７ １．０１６

土地盐碱化程度Ｌ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４６２ ０．５５９ ０．６８３ １ ０．４０８ ０．６３０

非农就业率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ａｔｅ －１．７３３ ３．２８８ ０．２７８ １ ０．５９８ ０．１７７

农业纯收入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ｔｐｒｏｆｉｔ ０．０１０ ０ １．５４７ １ ０．２１４ １．０１０

非农收入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ｔ ０ ０ ０．００３ １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０

家庭存款Ｓａｖｉｎｇｓ －０．２２３ ０．２７２ ０．６７５ １ ０．４１１ ０．８００

农业补贴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１ ０．１１９ １ ０．７３０ ０．９８９

农业保险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０．１７２ １．６１３ ０．７３９ １ ０．３９０ ０．８２４

贷款Ｌｏａｎ －０．９０９ １．０７７ ０．７１３ １ ０．３９９ ０．４０３

交通状况 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２ １．２９９ １ ０．２５４ １．０６２

常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７８０ ４．３４６ ０．０３２ １ ０．８５８ ０．４５８

　　注：东台市的模型中，有效样本６５个，－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１７．４２５，Ｃｏｘ＆Ｓｎｅｌｌ犚２＝０．４７３，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４１．６８２，ｄｆ＝１４，Ｓｉｇ．＝０，效

果判别准确率为９５．４％；大丰市的模型中，有效样本６７个，－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４９．６１４，Ｃｏｘ＆Ｓｎｅｌｌ犚２＝０．１４１，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１０．２２２，ｄｆ＝１２，Ｓｉｇ．＝０．６７６，效果判别准确率为８０．６％。

Ｎｏ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Ｄｏｎｇｔａｉ，ｖａｌｉｄｓａｍｐｌｅ＝６５，－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１７．４２５，Ｃｏｘ＆Ｓｎｅｌｌ犚２＝０．４７３，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４１．６８２，ｄｆ＝１４，

Ｓｉｇ．＝０，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９５．４％；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Ｄａｆｅｎｇ，ｖａｌｉｄｓａｍｐｌｅ＝６７，－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４９．６１４，Ｃｏｘ＆Ｓｎｅｌｌ

犚２＝０．１４１，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１０．２２２，ｄｆ＝１２，Ｓｉｇ．＝０．６７６，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９５．４％．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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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建议

农户盐碱地改良技术行为受农户特征、家庭特

征、政策导向、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

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影响程度也是各不相同：家

庭农业人口数越多，农业纯收入越大，越倾向于进行

盐碱地技术改良；农户盐碱地状况越好，进行技术改

良的意愿越大；非农就业情况对盐碱地改良技术应

用行为有突出影响，在有限的劳动力和时间资源下，

非农打工规模影响农户的行为决策；农业政策诸如

农业补贴、农业保险、银行信用等对技术选择的影响

有限；东台、大丰两市的影响农户改良意愿的因素在

家庭人口、农业纯收入上具有一致性，在年龄、资源

禀赋因素上具有微弱的差异。

为了充分调动盐碱区农户进行技术改良的意

愿，首先要积极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促进新技术

应用的推广，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把农民培养成有较

强市场意识、较高生产技能、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现代

农业经营者；第二，针对秸秆的再利用进行规划，以

积极、持续性引导农户最大化利用秸秆为导向，普及

科学的秸秆还田技术，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环

境，实现农业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第三，通过建

立农业技术推广风险基金，完善大规模技术应用的

风险防范机制，降低农户的自然风险和技术应用风

险，有效地调动农业技术推广者的积极性；第四，加

强盐碱地改良技术的评估，对于土地盐碱化发生过

程、机理、防治及合理利用等诸多方面中的改良技术

进行系统性监测，提高技术应用对于盐碱地可持续

利用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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