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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释放土地制度改革红利,保障粮食安全,基于山东省2地市6县市区50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

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探究“一户一田”对粮食单产的影响。结果表明:1)实施“一户一田”会增加粮食单产,即

实施“一户一田”与小麦和玉米单产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2)实施“一户一田”对不同农户群体影响存在差异,即实

施“一户一田”后,仅农业劳作和家中非农劳动力少的受访农户其小麦和玉米单产增幅更大。3)农户生产经营培训

情况、农民合作社员身份、村组土地质量等因素对粮食单产有促进作用,参加过生产经营培训、合作社成员和土地

质量高的受访农户其粮食单产更高。因此,政府应尊重民意,鼓励村组因地制宜分类实施“一户一田”,同时优化村

组生产条件,从而提高粮食产量,实现稳产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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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furtherreleasethedividendsofrurallandsystemreformandensurefoodsecurity,basedonthesurvey
dataof506farmersin2citiesand6countiesinShandongProvince,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wasusedto
exploretheimpactof“onehouseholdoneplot”ongrainyieldperunitarea.Theresultsshowedthat:1)Implementing
“onehouseholdoneplot”increasedgrainyieldperunitareaandithadastablepositiverelationshipwithwheatand
cornyieldperunitarea.2)Theimplementationof“onehouseholdoneplot”hasdifferentimpactsondifferentpeasant
householdgroups.Aftertheimplementationof“onehouseholdoneplot”,theperunityieldofwheatandmaizeofthe

peasanthouseholdswithlessagriculturalworkandnon-agriculturallaborathomehasagreaterincrease.3)Factors
suchasfarmers’productionandmanagementtraining,farmers’cooperativemembershipstatus,andlandqualityof
villagegroupshaveapositiveeffectongrainyieldperunitarea,andthegrainyieldperunitareaoffarmerswho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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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edinproductionandmanagementtraining,membersofcooperativesandhighlandqualityarehigher.Policy
implicationsareproposedinthisstudyasfollows:Thegovernmentshouldrespectpublicopinion,encouragevillage

groupstoimplement“onehouseholdoneplot”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andimprovethefoodproductionconditions,

increasegrainproductionandachievestableproductionandincreaseproduction.
Keywords farmlandfragmentation;onehouseholdoneplot;grainyieldperunitarea;Cobb-doughlasproduction
function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心系“三农”,始终重视粮食安全。2013年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要求“中国人的饭碗任何

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2020年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

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讲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进一步优化农地制度,
保障粮食安全,已成为政策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问题。同时,随着乡村振兴进程的逐步深入,农村改

革实践不断涌现。为治理农地细碎化,提高劳动生

产效率,山东、安徽、陕西、河南等省一些村组借助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和当地农地大调整契机,自发组织

实施“一户一田”实现了地块整合,有效地化解了农

地细碎化问题。
“一户一田”是指村集体通过土地“打乱重分”大

调整实现地块整合,由原来每户分配多块不同位置、
面积相对较小的承包地改为分配一块集中的大面积

承包地[1]。“一户一田”作为一种新兴实践,对粮食

产量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安徽省怀远县徐圩乡实施

“一户一田”后每亩可增产300斤 (2250kg/hm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三岔坪村耕地连片后,
由于可 以 统 一 安 装 节 水 灌 溉 设 施,棉 花 产 量 由

4500kg/hm2 提高到5700kg/hm2[3]。“一 户 一

田”虽然能够提高粮食产量,但农地细碎化对粮食产

量的影响并不一致。一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农地细

碎化会降低农作物产量,卢华等[4]发现,农地细碎化

可以改变要素的边际产出弹性而作用于整个农业生

产系统,从而降低农作物产量。李寅秋等[5]认为农

地细碎化对江苏省样本户水稻单产存在负向影响,
且示范户影响更为严重。高强等[6]、秦立建等[7]相

关研究也表明农地细碎化会降低粮食产量。另一方

面,部分学者认为农地细碎化对农作物产量具有提

升作用。Wu等[8]通过对1996年河北省两个县的

227个农户分析发现,农地细碎化可通过提高物质

投入效率,进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刘七军等[9]发

现耕地细碎化对内陆干旱绿洲区小麦和玉米产量具

有正向效应。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细碎化对于产量的

影响并不稳定,郭贯成等[10]对江苏盐城市和徐州市

农户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农地细碎化对不同地区粮

食产量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文高辉等[11]认为

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生产率的影响因农户经营规

模不同而存在差异。
上述文献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然

存在较大扩展空间。一方面,受制于调研难度①,
“一户一田”对粮食产量影响的研究多为案例分析,
尚缺乏关于“一户一田”对粮食单产的实证研究。另

一方面,由于细碎化对于粮食产量的影响还会受到

种植品种、既定规模、地区特征等多种因素影响,农
地细碎化是否会对粮食产量产生影响存在较大分

歧。因此“一户一田”能否提高山东省粮食单产? 会

引致多大程度的影响? 对不同农户群体粮食单产影

响是否存在差异? 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实证检

验。基于此,本研究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运用山

东省506个农户的一手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一户一

田”对粮食单产的影响,以期为促进我国粮食产量增

加、保障粮食安全,进一步释放土地制度改革红利提

出政策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课题综合已有研究,在与实施“一户一田”农
户大量访谈基础上,认为“一户一田”对粮食单产的

影响主要通过3条路径发挥作用(图1)。
一是优化劳动力配置利于精细化管理。地块细

碎迫使农户携带劳动工具奔走于各地块之间,浪费

有效投工量。在移动运输环节,农户需在家和地块

① 虽然“一户一田”可有效治理农地细碎化,但却面临土地调整合法性问题,因此村组多为农民商议一致后自发低调实施,地方政府大多

采取不鼓励、不宣传的处理方式,更无意上报统计实施村组名单。而且“一户一田”实施地点具有分散性,难以进行统计,因此多村组大样本实

证调研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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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户一田”对粮食单产的影响机理

Fig.1 Influencemechanismof“onehouseholdoneplot”ongrainyieldperunitarea

之间、不同地块之间往返,大量时间会消耗在人的移

动和生产资料运输过程中。在灌溉环节,农户要为

每个地块排队等井,挪动灌溉设备,费时颇多①。在

机械作业环节,机械难以在细小地块上耕种,农户只

能被迫采取人畜劳作的原始方式,此外,农户等待、
观望机械作业时间也与地块数成正比。与此同时,
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增多,
理性农户会把更多精力分配到非农劳动中去,从事

农业劳动时间就非常有限。地块细碎会使农户因

“精力不济”造成灌溉、施肥、除草、打药不及时的“误
农时”现象,影响粮食产量,甚至出现部分农户将无

法机械作业的地块直接抛荒,影响粮食种植面积[4]。
农地细碎也会迫使农户将生产要素更多地投入到肥

沃地块上,而缺乏足够的激励去改善贫瘠土地的质

量[10],进而影响粮食产量。农户实施“一户一田”,
有助于大幅减少交通、等待作业等时间,将农业劳动

投入更多配置到农业生产过程当中,“误农时”现象

会明显减少。例如,小麦在抽穗、拔尖等关键生长期

能够得到及时灌溉,作物照料更加完善,助力产量得

以提升。
二是促进要素投入增强生产能力。农地细碎化

影响产量的重要原因是减少了农户对农业生产资料

的投入,从而抑制了粮食增产。在土地投入方面,地
块细碎分散会导致田埂、地界、生产道路过多,大量

良田被占用。实行“一户一田”后,小地块间大量田

埂垄沟得以去除,水渠和小路得到整治,村中荒地进

行整理,有效耕种面积明显增加,进而促进产量提

升。在农资投入方面,农地细碎化会减少农户化肥、
农药等农业可变生产资料的投入,抑制粮食产量。
具体来说,若把同一块农地分给两个农户,由于化肥

等可变资本投入具有使用效益的外部性特征,两个

农户在地界附近的都有减少化肥等要素使用量的

行为,进而降低粮食产量。秦立建等[7]进行田野

调研的事实亦表明了这一观点。此外,地块零碎

会加剧水肥等要素泄露和蒸发,例如,当灌溉同样

水量时,细碎地块会因水的下渗和外溢造成资源

浪费,有效水资源投入量相对更少[4]。在资金投

入方面,细碎地块上投资难度大、成本高,农户生

产设 施 投 资 意 愿 不 强[12],不 利 于 资 本 深 度 投

资[13]。在机械投入方面,地块边界和田埂增多会

浪费农机作业时间,限制农业机械的使用,迫使农

户只得采取相对传统和保守的种植方式,效率相

对较低。在技术投入方面,农地细碎化还会降低

农户接受农业新技术和农业创新的积极性,进而

降低投入产出效率。
三是改进生产条件奠定增产基础。村组原本

“一户多田”的重要原因是村组土地的土壤肥力、排
水能力和灌溉条件等村组内土地禀赋存在差异[14]。
为了实施“一户一田”,部分地方政府和村组集体会

出资进行灌溉设施修缮、农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

① 所调研地区部分村组农业生产为引黄灌溉,灌溉时需多人在黄河边放置百余斤的真空泵,每次挪用安装设备大约需要近2小时。

672



 第4期 张成鹏等:“一户一田”会影响粮食单产吗? ———基于山东省506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改善了粮食种植条件,此举无疑会有效增加粮食产

量[3]。例如,在所调研的村组中,Miaodong村① 为

消除灌溉条件差异,实施“一户一田”前进行了小农

水改造,使所有地块均能正常灌溉;Zhongtaocheng
村为消除排水条件差异,实施“一户一田”前将部分

土地垫高,防止部分地块下雨积水影响产量。这些

做法在保障“一户一田”顺利实施的同时,也为粮食

增产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实施“一户一

田”会增加粮食单产。
“一户一田”对粮食单产的影响或因农户工作性

质差异而不同。部分农户只从事农业劳动,亦有农

户兼业非农工作。对只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户而言,
由于无需外出打工,工作时间可全部配置于农业生

产,通过实施“一户一田”节省出来的有效投工量可

更多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进而使粮食生产更加精

细,增加粮食产量。而对兼业农户而言,实施“一户

一田”节省出的农业劳动时间有助于他们投入更多

时间精力到非农劳动中去,对农业劳动时间投入相

对较少,因此粮食产量增幅有限。鉴于可用受访者

是否仅农业劳作衡量农户不同工作性质差异,本研

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实施“一户一田”后,受访者仅农业劳作的

粮食单产增幅更大。
大多数农村家庭总人数和成员结构相差不大,

一个家庭中从事非农劳动的人数越少,相对其他家

庭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兼业劳动的人数也就越多,即
整个家庭主要以农业经营为主。实施“一户一田”
后,由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完成同样的工作所花费

的时间会更少,就会产生新的劳动剩余。除闲暇外,
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家庭更可能将剩余的农业劳动时

间用于农业生产,使得作物管理更加精细,进而提高

粮食产量。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b:实施“一户一田”后,家中非农劳动力少的

粮食单产增幅更大。

2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2.1 变量选择及说明

结合前述理论分析及现有文献,本研究主要涉

及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三大类变量。
具体变量的选择和说明如下。

2.1.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是粮食单产。考虑到山东省

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为小麦和玉米,故此处粮食单产

为每hm2 土地小麦和玉米产量,单位为kg/hm2。

2.1.2 解释变量

是否实施“一户一田”。若村组集体通过土地统

一调整实施地块整合,每家只分一整块土地,则为实

施“一户一田”。因担心农户对“一户一田”变量把握

不准,故此变量由村级问卷获取,对农户不再询问此

问题。

2.1.3 控制变量

借鉴李寅秋等[5]、唐轲等[15]、王雪琪等[16]、吴连

翠等[17]研究,选取要素特征、家庭特征、农地特征和

地区特征4类变量,具体说明见表1。
受访者要素特征方面,包括土地投入、劳动投入

和资本投入。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粮食生产

过程中,土地、资本和劳动投入量越多,就有可能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粮食产量。
受访者家庭特征方面,包括受访者年龄、受教育

年限和生产经营培训状况。受访者通常是每户留守

在村庄的农业经营决策人,其年龄大小可能与农业

生产技能高低息息相关,进而影响粮食单产;受访者

受教育年限越长,越有可能采用精进的种植技术,进
而获得更高的粮食产量;受访者农业劳动人数越多,
更容易实现精耕细作,单产可能更高;农村的生产经

营培训会显著提升农户的种植技能,进而可能获得

更高的产量。
受访者农地特征方面,现阶段农村土地质量存

在较大差别,特别是土壤肥力对于粮食产量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土地质量越高,相同情况下可能获

得更高的粮食产量。县级虚拟变量,不同县市区的

气候条件、种植习惯等不可观测的因素也可能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粮食单产。

2.2 模型设置

比较了Cobb-Doughlas生产函数、Translog生

产函数、VES生产函数和CES生产函数等众多生

产函数后,本研究决定采用变量更简单、更加突出

“一户一田”作用的Cobb-Douglas双对数粮食生产

① 应地方干部要求,出现的村庄名称用拼音代替,县市区名称用字母代替。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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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定义与说明

Table1 Variabledefinitionanddescription

类别   
Type   

变量定义

Variabledefinition

变量说明

Variabledeclaration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variable

粮食单产

Grainyield

每hm2 粮食产量/(kg/hm2),取对数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实施“一户一田”

Implementationof“onehousehold
oneplot”

1=实施;0=未实施

土地投入

Landinvestment

实际种植面积/hm2,取对数

要素特征

Elements
characteristic

单位面积劳动投入

Laborinputperunitarea

每hm2 劳动投入/(d/hm2),取对数

单位面积资本投入

Capitalinputperunitarea

每hm2 投入资金和物质折算/(元/hm2),取对数

年龄

Age

受访者年龄/岁

受教育年限

Yearsofeducation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年

家庭特征

Family
characteristic

农业劳动人数

Agriculturallaborforce

家庭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

生产经营培训

Productionandoperationtraining

受访者是否接受过生产经营培训:1=是,0=否

合作社员身份

Co-membership

受访者是否参加过农民合作社:1=是,0=否

农地特征

Farmland
characteristic

土地质量

Landquality

1=贫瘠;2=中等偏下;3=中等;4=中等偏上;

5=肥沃

地区特征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地区

Region

县级虚拟变量

函数,设置具体形式如下:

lnY
T =α0+γ1Treati+γ2(Treat×lnTi)+

α1lnTi+α2lnL
T +α3lnK

T +φControl+εi (1)

式中:Y/N 表示第i 个农户的每hm2 产量,kg;
Treati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是否实施“一户一田”;

Ti 表示第i个农户的种植面积,hm2;劳动Li表示

第i个农户粮食种植过程中各个生产环节的有效劳

动投入量总和,d;Ki 表示第i个农户种植过程中投

入的物质和资金,元,包括化肥、种子、农药、机械作

业费用,自有种子和自有机械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折

算。Control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农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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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特征。为检验“一户一田”在土地投入对粮食

单产影响中的作用,加入两者的交互变量。
不同作物产量的影响因素或存在较大差异,故

本研究在实证部分主要分别就“一户一田”对小麦和

玉米每hm2 产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减少品

种差异带来的偏误。为尽可能避免异方差问题并增

加数据可比性,对要素投入变量和单产变量进行取

对数处理。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3.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山东省内出现“一户一田”的济宁市和

德州市作为调研地区。根据分层抽样原则,两地市

分别选取了A市、B市和C县;D县、E区和F县作

为调研地点。根据“一户一田”的实施情况,在每个

县(市、区)选择2~10个,共24个实施“一户一田”
的村组作为实验组。在24个实施“一户一田”村组

附近选择与其家庭特征、农地特征等因素基本相同

但未实施“一户一田”的村组24个作为对照组。通

过样本匹配,以尽可能保证实施组和对照组的样本

特征一致,随后每个村组随机抽样5~15个农户。
问卷数据收集工作于2020年8—10月完成,得到有

效问卷506份。需要特殊说明的是,506个农户的

第一季作物为小麦,第二季种植的作物有所不同,其
中496个农户种植玉米。因此小麦和玉米的相关回

归样本数分别为506个和496个。

3.1.2 “一户一田”调研村组基本情况

山东省济宁市和德州市均位于鲁西平原,济宁

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以平原洼地为主;德州市位于

山东省西北部,地形为平原之中起伏不平,岗、坡、洼
相间分布。平原内陆地形地貌为济宁市和德州市实

施“一户一田”提供了较好的自然条件①。通过对村

书记(小组长)的问卷访谈,24个村组实施“一户一

田”最主要的原因是减少耕种时间、利于机械化,部
分村组也有降低种植成本、增加粮食产量、利于土地

流转等方面的考量[18]。“一户一田”实施后表现出

良好效果,受访的24个村书记(小组长)中,10个表

示实施“一户一田”能促进农户非农收入的提高,9
个表示可以降低种植成本,7个表示可以提高粮食

产量,6个表示可以增加耕地面积,其他村组认为

“一户一田”对非农收入、种植成本、粮食产量和耕地

面积没有影响。

3.1.3 农户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

表2是农户基本情况调查问卷的描述性统计。
其中,受访者平均年龄约59.93岁,最小值为34岁,
最大值为81岁,可见农村老龄化现象明显,大多数

年轻人外出打工,在家留守的受访者以老人为主。
受教育年限均值为6.41,尚未达到9年义务教育的

标准,主要因老年受访者受教育年限较短,影响了平

均水平。生产经营培训的均值为0.25,说明接受培

训的农户较少,农村相关技能培训还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合作社员身份均值为0.15,说明加入农民合

作社的农户相对较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有较大

发展空间。土地质量均值为3.61,即区域内农户土

地质量相对较高,这符合济宁、德州两市位于平原地

区、土地禀赋优质的实际情况,以及近些年政府实施

高标准农田改造等土地项目和农户加强个人投资的

现实②。
样本户小麦单产均值约为8345.29kg/hm2

(556.35kg/亩),整体处于较高水平,这与两市优质

的种植条件密不可分。同时也注意到,小麦单产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有较大差距,说明部分低产农户产

量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样本户小麦土地投入均值

为0.80hm2,最小值为0.02hm2,最大值为60hm2,
农户小麦种植面积分布范围较大,既有专业的种粮

大户,亦涵盖种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小麦单位

面积劳动投入和单位面积资本投入的均值分别为

28.18d/hm2 和7617.61元/hm2,且极差很大,主要

原因是种粮大户和小农同时存在且差异较大。样本户

玉米单产均值约为8427.30kg/hm2(561.82kg/亩),
较小 麦 单 产 略 低。样 本 户 玉 米 土 地 投 入 均 值

0.80hm2,虽然样本数量减少,但是平均面积与小

麦保持一致。玉米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和单位面积资

本投入较小麦略低,但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标准差更

972

①

②

家庭承包责任制伊始,农户实施“一户多田”是由于农地禀赋难以平衡。特别是在山区丘陵地区,若农户只分一块地,必然有农户分到

的土地全部为高地和低地。高地块面临灌溉困难的情况,低地块容易下雨积水发生涝灾。此时,“一户一田”使得种植风险明显增加。而在平

原地区,不会因海拔产生种植风险,因此更容易实施“一户一田”。
土地质量为农户问卷调查时的自评土地质量,1=土地贫瘠;2=土地质量中等偏下;3=土地质量中等;4土地质量中等偏上;5=土地

非常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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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这一方面可能与作物特征有关,另一方面可能

与农户种植习惯有关。山东农户更加重视小麦种

植,平时管理都比较精细,但不同农户对玉米种植方

式却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农户在玉米种植时要素投

入较多,有的却懒于管理。因此,部分农户的玉米种

植过程可能具备进一步提升技术和降低成本的潜力。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2 Descriptivestatisticsof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样本量

Samplesize

平均值

Averag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户主年龄

Householderage
506 59.93 8.91 34.00 81.00

受教育年限

Yearsofeducation
506 6.41 3.59 0.00 16.00

生产经营培训

Productionandoperationtraining

506 0.25 0.43 0.00 1.00

合作社员身份

Co-membership

506 0.15 0.36 0.00 1.00

农业劳动人数

Agriculturallaborforce
506 1.78 0.76 0.00 7.00

土地质量

Landquality

506 3.61 0.92 1.00 5.00

小麦单产

Wheatyield
506 8345.29 1136.63 4500.00 11250.00

小麦土地投入

Wheatlandinput
506 0.80 3.06 0.02 60.00

小麦单位面积劳动投入

Laborinputperunitareaofwheat
506 28.18 20.07 3.15 212.50

小麦单位面积资本投入

Capitalinputperunitareaofwheat
506 7617.61 2100.70 3300.00 18328.13

玉米单产

Cornyield
496 8427.30 1293.16 3750.00 13125.00

玉米土地投入

Cornlandinput
496 0.80 3.09 0.04 60.00

玉米单位劳动投入

Laborinputperunitareaofcorn
496 25.84 19.91 0.82 151.88

玉米单位资本投入

Capitalinputperunitareaofcorn
496 7072.10 2402.05 2659.29 2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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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粮食产量对比分析

表3反映了实施“一户一田”两类农户的单位产

量的差异。未实施“一户一田”农户的小麦单位产量

约为8226.84kg/hm2(548.46kg/亩);实施“一户

一田”农户的小麦单位产量约为8470.49kg/hm2

(564.70kg/亩),通过了均值相等的t检验,说明两

类农户小麦产量存在显著差异。未实施“一户一田”
农 户 的 玉 米 单 位 产 量 约 为8356.16kg/hm2

(557.08kg/亩);实施“一户一田”农户的单位产量

约为8500.78kg/hm2(566.72kg/亩),通过了均值

相等的t检验,说明两类农户玉米产量存在显著

差异。

表3 粮食单产的对比分析

Table3 Comparativeanalysisofgrainyieldperunitarea

变量  
Variable  

未实施农户/(kg/hm2)

Unimplementedfarmers

已实施农户/(kg/hm2)

Implementationfarmers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均值相等

t检验显著性

Meanequality
t-testsignificance

小麦单产

Wheatyield
8226.84 1205.22 8470.49 1047.27

0.00

玉米单产

Cornyield
8356.16 1301.12 8500.78 1283.41 0.10

3.2 基准回归结果

利用STATA15.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为

建立更稳健的模型,试图在增减控制变量基础上关

注“一户一田”对粮食单产影响的显著性。此外,为
避免异方差造成估计结果偏误,模型进行稳健标准

误处理。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模型

(1)和(3)中仅加入实施“一户一田”、要素投入变量

和地区特征变量后回归,回归模型(2)和(4)在此基

础上引入家庭特征和农地特征变量后回归。
首先分析实施“一户一田”对小麦单产的影响。

如回归模型(2)所示,实施“一户一田”会使小麦每

hm2 产出增加4.5%,与假设H1相符。通过与大量

农户访谈后发现,小麦增产的主要原因是 “一户一

田”的实施可以有效减少农户路途奔波的无效农业

劳动时间,进而促进对小麦的精细化管理、减少“误
农时”现象,提升产量。此外,实施“一户一田”时,村
组集体对于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设施修缮以及

农户自身对农田投资的增加也是小麦增产的重要

原因。
在要素特征方面,土地投入对小麦单产的负向

影响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农户经营规

模不断扩大,小麦单位产出会不断减少,农户农业生

产经营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域。单位面积劳动投入

对小麦单产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一点与刘七军等[9]

结论一致,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劳动力

过量投入的情况。而资本对于小麦单产的影响不显

著,其原因可能是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存在较为严重

的化肥、农药过量使用的情况。土地面积一定的条

件下,过多投入生产要素不一定会提高粮食产量,反
而可能对于土壤和周围生态环境产生负面效应,农
业生产领域化肥农药的“双降”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在家庭特征方面,农户年龄对于小麦单产的影

响呈现倒“U”型特征,58岁为拐点年龄①。当户主

小于58岁时,随着年龄增长,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

升,小麦单产不断提高;当户主年龄超过58岁之后,
学习能力逐步下降,很难采用新型种植技术,单位产

量便呈现下降态势。接受过生产经营培训的农户比

未接受过培训农户单位产量高3.9%,且在1%置信

水平下显著。接受过培训的小麦种植户会有更加精

进的种植技术,更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受教育年

限对于单位产量无显著影响,主要是由于学校教授

① 在回归模型(2)中,年龄和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6881和-0.000233,因此计算可得年龄拐点为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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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一户一田”对粮食单产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4 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of“onehouseholdoneplot”ongrainyieldperunitarea

变量   
Variable   

小麦 Wheat 玉米Corn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土地投入,取对数

ln_T
-0.019*

(0.010)
-0.023**

(0.010)
-0.016
(0.012)

-0.019
(0.012)

实施“一户一田”

Treat
0.032*

(0.017)
0.045***

(0.016)
0.027
(0.019)

0.042**
(0.019)

是否实施“一户一田”×土地投入对数

Treat×ln_T
0.005
(0.013)

0.010
(0.012)

0.021
(0.015)

0.030*

(0.015)

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取对数

ln_(L/T)
-0.037***

(0.012)
-0.031***
(0.012)

-0.014
(0.013)

-0.006
(0.012)

单位面积资本投入,取对数

ln_(K/T)
-0.054*

(0.030)
-0.040
(0.028)

-0.047
(0.031)

-0.040
(0.031)

年龄

Age
0.027***

(0.007)
0.028***

(0.007)

年龄的平方

Age×Age
-0.000***

(0.000)
-0.000***

(0.000)

受教育年限

Edu
-0.003
(0.002)

-0.002
(0.002)

生产经营培训

Train
0.039***

(0.013)
0.040***

(0.015)

合作社员身份

Coop

0.077***

(0.017)
0.041**

(0.018)

农业劳动人数

Fnum
0.006
(0.008)

-0.014
(0.009)

土地质量

LQ
0.031***

(0.006)
0.028***

(0.008)

地区变量

Regionalvariables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常数项

Constantterm
9.619***

(0.258)
8.586***

(0.307)
9.531***

(0.261)
8.562***

(0.377)

样本量Samplesize 506 506 496 496

R2 0.162 0.274 0.172 0.238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表中数值为回归系数和稳健性标准误(括号内)。下同。

Note:*,**,and***representthesignificancelevelsof10%,5%,and1%,respectively;Valuesinthetableare

regressioncoefficientsandstandarderrorsofrobustness(inparentheses).Thesame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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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为文化课知识,而非农业生产技能,农户生产技

能提升主要还是靠农业培训和后期生产实践。农户

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小麦单产的正向影响在1%置信

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参加过农民合作社的农户

小麦产量比未参加农户高7.7%。山东各地均有粮

食生产型农民合作社,参与过合作社的农户能够学

习到更加精进的种植技术,促进产量增加。此外,合
作社通常还会为农户提供一些优质生产资料,例如

品质优良、质量可靠的化肥农药等,进而增加粮食单

产。在土地特征方面,耕地质量对于小麦单产的正

向影响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这与常识相符。土

壤肥力越高,同样的要素投入,必然会有更高的

产出。
回归模型(4)表明,实施“一户一田”对玉米单产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施“一户一田”会使玉米每

hm2 产出增加4.2%,与假设 H1相符,增产幅度小

于小麦。山东农户在从事小麦种植时,通常会更加

精细,而玉米种植大多采取较为“粗犷”的经营模式。
实施“一户一田”对于粮食增产作用主要是能够节省

无效农业劳动时间,促进农户实行“精耕细作”,避免

“务农时”的情况发生。而山东农户对于玉米较为

“粗犷”的种植模式即使有了剩余劳动力向其投入也

相对较少,因此增产幅度相对有限。农户年龄对于

玉米单产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58岁为拐点年

龄①,与小麦回归结果一致。是否参加生产经营培

训、合作社员身份和土地质量对玉米单产的影响与

小麦一致。参加过生产经营培训和农民合作社的农

户,家中土地质量高的农户玉米单产更高。玉米单

位面积劳动投入和单位面积资本投入对产量影响不

显著。在玉米种植中,劳动和资本或存在过量投入

的问题,农户可以在玉米种植中适当减少投入以降

低成本,增加农业收入。

4 异质性分析、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4.1 异质性分析

4.1.1 受访者不同工作性质的影响差异

本部分主要分析当受访者工作性质不同时,“一
户一田”对小麦单产的影响差异,本研究将样本分为

受访者仅农业劳作和兼业劳作两组。农业劳作指受

访者仅从事农业生产,兼业劳作即除了从事农业生

产之外,受访者还会外出打工,从事非农工作。由

表5回归模型(1)和(2)可知,“一户一田”对农业劳

作组小麦单产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基准回

归结果一致,但兼业劳作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

实施“一户一田”能够明显增加农业劳作组小麦单

产,假设 H2a得到检验。实施“一户一田”后,受访

者仅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户可能会将大多数时间用于

农业生产,作物管理会精细化,进而促进产量提升;
而兼业组会把更多时间配置到非农劳动中去,因此

产量增加并不明显。玉米的分组回归结果与小麦保

持一致,“一户一田”对农业劳作组玉米产量的影响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兼业劳作组的回归系数不

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2a的真伪。

4.1.2 不同非农劳动人数的影响差异

为分析当家庭非农劳动人数不同时,“一户一

田”对小麦单产的影响差异,本部分将非农劳动人数

根据“2人以下”和“2人及以上”分为人少组和人多

组。由表6回归(1)和回归(2)可知,“一户一田”对
两组小麦单产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人少

组回归系数更大,假设H2b得到验证。
农村家庭组成结构大多一致,非农劳动力少的

家庭通常从事农业劳动力的人数会更多。实施“一
户一田”后,非农劳动人数少的农户可能会将大多数

时间用于农业生产,使小麦管理更加及时、精细,进
而增加小麦单产;而非农劳动人数多的农户可能更

加重视非农劳动,因而会将增加的劳动时间更多地

投入到非农部门,使得小麦产量增加效果有限。玉

米的分组回归结果与小麦分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一户一田”对人少组玉米产量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但是人多组回归系数不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假

设H2b的真伪。

4.2 内生性讨论

虽然本研究尽可能控制了影响粮食单产的相关

因素,但遗漏变量偏误仍然是基准回归模型潜在内

生性问题的重要来源。若不考虑“一户一田”内生性

问题,那么基准回归估计出来的“一户一田”和粮食

单产的系数只能是两者相互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
故需引入工具变量。

本研究选择村干部上任竞选时的支持率②作为

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选择该

① 在回归模型(4)中,年龄和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8159和-0.000243,因此计算可得年龄拐点为58岁。

② 支持率=总票数/投票总人数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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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一户一田”对农业劳作及兼业劳作农户粮食单产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5 Regressionresultsoftheimpactof“onehouseholdoneplot”ongrainyieldperunitarea
ofagriculturalworkandconcurrentworkdifferentfarmers

变量     
Variable     

小麦 Wheat 玉米Corn

模型(1)

农业劳作

Agriculturallabor

模型(2)

兼业劳作

Sidelinework

模型(3)

农业劳作

Agriculturallabor

模型(4)

兼业劳作

Sidelinework

实施“一户一田”

Treat
0.058***

(0.021)
0.038
(0.025)

0.049*

(0.026)
0.017
(0.029)

是否实施“一户一田”×土地投入对数

Treat×ln_T
0.020
(0.017)

0.001
(0.019)

0.035*

(0.020)
0.006
(0.024)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controlvariables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常数项

Constantterm
8.419***

(0.424)
8.941***

(0.558)
7.702***

(0.462)
10.379***

(0.585)

样本量Samplesize 363 143 357 139

总样本 Totalsample 506 496

R2 0.269 0.357 0.256 0.323

表6 “一户一田”对不同非农劳动人数农户粮食单产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6 Regressionresultsoftheimpactof“onehouseholdoneplot”on

grainyieldperunitareaofnon-farmlaborforce

变量    
Variable    

小麦 Wheat 玉米Corn

模型(1)

人少组

Lesspeople

group

模型(2)

人多组

Morepeople

group

模型(3)

人少组

Lesspeople

group

模型(4)

人多组

Morepeople

group

实施“一户一田”

Treat
0.069***

(0.022)
0.037*

(0.022)
0.064**

(0.030)
0.032
(0.027)

实施“一户一田”×土地投入对数

Treat×ln_T
0.020
(0.017)

0.015
(0.018)

0.034
(0.023)

0.033
(0.023)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controlvariables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常数项

Constantterm
8.660***

(0.495)
8.392***

(0.387)
8.993***

(0.554)
8.215***

(0.521)

样本量Samplesize 239 267 235 261

总样本 Totalsample 506 496

R2 0.327 0.260 0.296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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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在调研时发现村

干部上任时竞选支持率与能否实施“一户一田”高度

相关。村干部换届时的支持率越高,说明村干部越

有威信和说服力,更容易在实施“一户一田”的过程

中劝说不愿意实施的农户服从集体决策,更有能力

采取公平公正的措施保障“一户一田”顺利实行。因

此村干部上任时支持率越高,越容易带动农户实施

“一户一田”。我们曾对实施“一户一田”和未实施

“一户一田”村组干部支持率进行了统计。实施“一
户一田”村 组 干 部 上 任 时 的 支 持 率 平 均 值 为

88.42%,显著高于未实施村组干部支持率的平均值

74.13%。很明显,干部支持率越高越可能实施“一
户一田”。另一方面,村干部上任时支持率与粮食单

产没有直接关系。村干部上任时的支持率是村组实

施“一户一田”之前的既定事实,在没有实施“一户一

田”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不受实施“一户一田”的影

响。粮食单产主要与农户家庭特征、要素投入特征

和土地特征相关,而且村干部上任时的支持率是村

级层面较为宏观变量,相较于个体的粮食单量具有

比较强的外生性。村干部现阶段主要职能是从事村

级日常管理工作,理论上与每一个农户的粮食单产

关系不大。村组干部支持率对比见表7。

表7 村组干部支持率对比

Table7 Comparisonofsupportrateofvillagecadres

组别

Group

干部支持率/%
Supportrateforcadres

实施组

Implementationgroup

88.42

未实施组

Unimplementedgroup

74.13

表8为工具变量估计(2SLS)结果。其中,回归

模型(1)和(3)为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组织实

施“一户一田”的村干部上任时的支持率与实施“一
户一田”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第一阶段回归F
值远大于临界值,可以认为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

量问题。回归模型(2)和(4)为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表明实施“一户一田”对小麦和玉米单产的估计系数

仍显著为正,且边际效应比基准回归结果更大,说明

前述关于“一户一田”对粮食单产的回归结果可能因

为内生性的存在是被低估或保守的。总体上,工具

变量估计结果再次表明,实施“一户一田”将显著提

高粮食单产。但需特殊说明的是,因为在调研的过

程中,部分村组由于村干部上任时间较长,未能通过

乡镇组织部门或者村干部回忆的方式获取有效数

据,造成村干部支持率缺失,因此表8样本个数少于

基准回归。

4.3 稳健性检验

在实施“一户一田”的村组中,依然有个别农户

有2块农地①;在没有实施“一户一田”的村组中,也
有个别农户通过土地互换实现了“一户一田”。两类

农户的存在可能影响回归结果准确性。我们把上述

两类农户全部剔除后回归,以保证样本的纯粹性。
“一户一田”对小麦单产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9回归

模型(1)所示,“一户一田”对小麦产量的回归系数为

0.046,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实施“一户一

田”能够使得小麦单产增加4.6%,与基准回归结果

保持一致。“一户一田”对玉米单产影响的回归结果

如回归模型(2)所示,“一户一田”对玉米产量的回归

系数为0.038,且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即实施

“一户一田”能够使得玉米单产增加3.8%,与基准

回归结果基本相同。可见,“一户一田”对于小麦和

玉米的单位产量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基于山东省506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利用Cobb-Doughlas生产函数实证研究“一户一田”
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并进行了不同农户群体影响的

异质性分析。基准回归分步进行;异质性分析主要

考察受访农户工作性质和家庭非农劳动人数带来的

差别,内生性讨论使用村组干部上任时的支持率作

为工具变量,稳健性检验通过子样本回归进行。最

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实施“一户一田”会增加粮食

单产。逐步回归发现实施“一户一田”与小麦和玉米

单产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实施“一户一田”使得小麦和玉米单产分别提

高4.5%和4.2%。第二,实施“一户一田”对不同农

户群体影响存在差异,即实施“一户一田”后,受访者

582

① 原因是村组中某一大地块面积很难是户均面积的倍数。常见情况是村中农地被一条道路分为两半,路一侧地块面积分给 N户有剩

余,分给N+1户不够,所以就有农户在道路两侧都有农地,此时家中地块数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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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农业劳作和家中非农劳动力少的农户小麦和玉米

单产增幅更大。第三,农户生产经营培训情况、农民

合作社员身份、村组土地质量等因素亦对粮食单产

有促进作用,参加过生产经营培训、合作社成员和土

地质量高的农户粮食单产更高。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以下多个方面提出相关

政策建议:第一,尊重农民意愿,允许基层实施“一户

一田”。目前,全国范围内二轮承包即将到期,不妨

借此机会给予村组和农户更多自主权,允许农户在

适宜地区通过土地调整实现“一户一田”[19],达到提

高粮食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目的。第二,重视

影响差别,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实证结果表明“一户

一田”对不同农户的粮食单产影响存在差异。地方

政府应优先考虑在以农业为主的村组实施“一户一

表8 “一户一田”对粮食单产影响的内生性讨论

Table8 Endogeneitydiscussionontheimpactof“onehouseholdoneplot”ongrainyieldperunitarea

变量    
Variable    

小麦 Wheat 玉米Corn

模型(1)

2SLS一阶段

2SLSfirststage

模型(2)

2SLS二阶段

2SLSsecondstage

模型(3)

2SLS一阶段

2SLSfirststage

模型(4)

2SLS二阶段

2SLSsecondstage

实施“一户一田”

Treat
0.132**

(0.056)
0.103*

(0.056)

村干部支持率

Supportrateofvillagecadres
0.710***

(0.103)
0.718***

(0.102)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s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已控制

Becontrolled

R2 0.624 0.237 0.633 0.231

样本量Samplesize 481 474

F值

Fvalue
60.985 63.348

表9 “一户一田”对粮食单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Table9 Robustnesstestoftheimpactof“onehouseholdoneplot”

ongrainyieldperunitarea

变量    
Variable    

小麦 Wheat 玉米Corn

模型(1) 模型(2)

实施“一户一田”

Treat
0.046***

(0.016)
0.038*

(0.020)

实施“一户一田”×土地投入对数

Treat*ln_T
0.012
(0.012)

0.028*

(0.016)

常数项Constantterm
8.621***

(0.316)
8.721***

(0.379)

样本量Samplesize 476 467

R2 0.264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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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并给予资金支持,进而更好地发挥实施效果,降
低粮食生产成本。第三,加强农技培训,优化村组生

产条件。一方面,要持续加强对于农户的生产经营

培训,帮助农户引入高产品种,提高种植技能,增加

粮食产量;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财政投入,持续推

进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化等现代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夯实粮食生产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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