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卷第 1 期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4 No.1 
2013年 2月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Feb. 2013 

农村道路供给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5 省 2 000 农户的调查数据 

邓蒙芝 

(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3) 

摘 要：根据顾客满意度理论，将农村道路供给的可及性、道路密度和道路质量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并

基于全国 5省 100个行政村和 2 000农户的调查数据，建立 Probit模型深入分析农村道路供给农民满意度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表明：尽管近年来农村道路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与农民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农村

道路供给农民满意度普遍不高；道路可及性(村庄距最近柏油/水泥路的距离)和道路质量(村庄内道路的路面状况)

是影响农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此外，农民的组织身份(是否为党员)、职业选择(是否有非农就业、有非农劳动从

业者比例)、家庭中是否有学龄前儿童、家庭成员的组织身份(家中是否有党员)、家庭的资源禀赋(耕地面积)以及

村庄的地理位置(村庄距乡镇的距离)都会对农民满意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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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s’ satisfaction for rural road services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2000 households in 5 provinces  

DENG Meng-zhi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eory, basing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100 villages and 2000 
households from 5 provinces, applying Probit model, this paper put the accessibility, density and quality of rural road 
services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rural road satisfactory of rural resid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wide gap between current rural road services and farmers’ needs despite the great 
improvement of rural roads. The satisfaction of rural road services was not high in general. The accessibility of rural road 
(the distance from village to the nearest asphalt/concrete road) and the quality of rural roads (road condition within the 
village) were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ddition, farmers’ organization identity, career choice, career choice of 
family members, existence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the family, organization identity of family members, natural 
resources of family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village all had some influence on rural road satisfactory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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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道路是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

是支撑农村经济活动得以实现和延续的必要条件。

农村道路建设更被认为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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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抓手。[1]近年来我国农村道路交通明显改善，2011
年全国农村公路(含县道、乡道、村道)里程达356.40
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5.74万公里；全国通公路的
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97%，通公路的建制村
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99.38%。[2] 

农村道路供给是为满足农村地区居民生产、生

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而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

从理论上讲，农民对农村道路供给的满意程度能够

客观地反映农村道路需求的福利水平、满足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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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需求方向，因此，研究农村道路供给农民满

意度，分析农民对农村道路需求的变化，适时地提

出并实施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民需求的农村道路投

资策略，可以让农民更多地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

果，最大限度地增进农民的福利水平。 
当前关于农村道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道

路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农村道路供给机制与影响因

素以及农村道路满意度评价等方面。李文对农村道

路投资的减缓贫困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农村道路减贫效果显著。[3]邓蒙芝等基于5省2000
农户的调查实证分析了农村道路和农村劳动力非

农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农村道路改善可以有效促

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增加农民收入。[4]周月

书等基于江浙皖三省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道路在

供给量、供给模式和质量方面存在省际差异，影响

农村道路供给的主要因素是第二产业占GDP的比
例、人均收入、地方企业数等。[5]王明昊、李强等

研究认为，我国农村道路建设在总量和质量上仍有

待提高，特别是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农民对农

村道路的满意度不高但投资意愿较强。[6,7] 
现有文献在农村道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是，

这些文献较少对农村道路供给农民满意度进行专

门的研究，尤其是缺乏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鉴于此，笔者拟运用村庄和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实

证分析农村道路供给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二、理论分析及模型和变量的选取 

1985年美国学者首先提出了顾客满意度理论，
198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质量研究中心费耐
尔(Fornell)博士综合顾客期望、购买后的感知、购
买价格等多方面的因素构建了一个顾客满意度计

量经济学逻辑模型，即费耐尔模型。顾客满意度模

型最早应用于测量顾客对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质量的满意程度，以此衡量企业的竞争优势，反映

市场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认可程度。1993年美国颁
布《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明确指出要以顾客为

导向，将顾客需求作为政府公共部门存在、发展的

前提。这标志着顾客满意度理论开始正式应用于政

府绩效评估中。 

近年来，顾客满意度理论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

于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研究领域。李燕凌、曾福

生采用湖南省126个乡(镇)农户对农村公共品供给
满意度评价抽样调查数据，运用CSI-Probit回归模型
实证分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

因素，结果表明，农民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农民受教

育年限、医疗可及性、农户的有效灌溉面积率、农

户距乡镇政府距离、农林技术站服务次数以及被调

查者年龄等因素。[8]马林靖、张林秀使用全国性抽

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的Logit模型分析了农民对其
所在村庄灌溉设施投资状况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

素，结果显示，教育程度、项目实施前是否公开预

算和征求意见，以及农户家庭是否参加了项目维护

等因素都对农民满意度有积极的正向影响。[9]王延

中、江翠萍基于903户农村居民家庭调查资料，运
用路径分析法对农村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的年龄、区域、

职业、家庭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其医疗服务满意度，

而农民的文化程度、家庭成员的主要患病类型、家

庭成员患病后主要诊疗方式等因素间接影响农民

医疗服务满意度。[10] 
已有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农民对农村公

共服务评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这些研究多侧

重于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可及

性的评价，较少涉及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

质量可能对农民满意度产生的影响，尤其还尚未有

文献研究农民对农村道路供给的满意情况。事实

上，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可及性同样

重要，[11]而且，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

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民对农村道路供给的需求水

平也在不断提高，道路供给的质量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为此，本文根据顾客满意度理论，将农村道

路供给的可及性、道路密度和道路质量纳入一个统

一的分析框架中，建立Probit模型： 
)()|1Pr( 44332211 XXXXXsat ββββα ++++Φ==  

农民对于农村道路供给现状的满意度有“很满

意”、“满意”和“不满意”，为便于对数据进行处

理，本文把评价结果“很满意”和“满意”归并为

“满意”，当被解释变量sat值为1时表示“满意”，
sat值为0时表示“不满意”。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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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反映村庄道路状况的

变量X1。对于村庄道路状况，本文从村庄外部道路

条件即村庄与外界通达状况(用村庄距最近柏油路
或水泥路的距离衡量)和村庄内部道路密度(用人均
占有道路长度来测量)、道路质量(用路面状况即硬
化道路、砂石路和土路分别所占比例来衡量)等三个
方面考察。农民的个人特质、家庭特征以及村庄特

征也是影响其道路供给满意程度的重要因素。因

此，本文设置第二组反映受访者个人特征和社会特

征的控制变量X2，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是否有非农收入、是否是村领导、是否是

党员；第三组反映受访者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X3，

包括家庭总人口数、劳动力人数、非农劳动从业者

比例、耕地面积、是否有学龄前儿童、是否有正在

上学的学生、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是否有党员；第

四组反映村庄自然特征的控制变量X4，包括村庄的

规模(总户数)、地理位置(距乡镇的距离)、地形条件
(25度坡地所占比例)。具体的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选择及其含义 

变量 取值范围 赋值内容或单位 平均数 标准差 
对村庄道路供给是否满意 0，1 0为不满意；1为满意  0.65 0.48 
村庄道路特征 距最近柏油路/水泥路的距离 0-20 千米 1.29 3.52 
 人均占有道路长路 0.84-72.12 米 9.34 8.87 
 硬化道路比例 0-100 % 30.24 28.50 
 砂石路比例 0-100 % 19.06 27.65 
 土路比例 0-100 % 37.01 32.01 
个人特征 性别 0，1 0为女性；1为男性 0.92 0.27 
 年龄 23-65 岁 49.56 9.15 
 受教育程度 1-15 年 7.79 2.71 
 是否有非农收入 0，1 0为没有；1为有 0.52 0.50 
 是否为村领导 0，1 0为否；1为是 0.12 0.33 
 是否为党员 0，1 0为否；1为时 0.14 0.35 
家庭特征 总人口数 1-11 人 4.25 1.29 
 劳动力数量 0-8 人 2.90 1.15 
 非农劳动从业者占比 0-100 % 36.34 26.35 
 耕地面积 0-70 亩 7.07 7.59 
 是否有学龄前儿童 0，1 0为没有；1为有 0.16 0.37 
 是否有正在上学学生 0，1 0为没有；1为有 0.38 0.49 
 是否有村干部 0，1 0为没有；1为有 0.15 0.36 
 是否有党员 0，1 0为没有；1为有 0.20 0.40 
村庄特征 总户数 36-1209 户 397.79 235.37 
 距乡镇距离 0-20 千米 5.82 4.86 
 25度坡地比例 0-90 % 15.00 22.59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

策研究中心2008年对全国5省100个行政村和2 000
家农户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组先在全国范围内随

机选取了吉林、陕西、江苏、河北和四川5个省，
然后按照每个省随机抽取5个县的原则共确定了25
个样本县，再按每个样本县随机抽取2个乡镇、每
个乡镇随机抽取2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20家农户
的原则进行农户抽样，通过对村干部和村民的实地

问卷调查，最终收集了100个村道路供给和2 000家

农户的有关信息。 
表2显示，当前我国农村道路供给现状存在一

定的地区差异。截至2007年底，江苏省的所有村庄
都通了柏油路或水泥路，村庄距最近柏油路或水泥

路的距离平均只有0.13公里，村庄与外界通达的道
路条件最好；而陕西省和河北省与外界通达的道路

条件相对较差，村庄距最近柏油路或水泥路的距离

平均在2公里以上，特别是陕西省尚有20%的村庄没
有通柏油路或水泥路。村庄人均占有的道路长度则

以陕西和四川两省最多，分别有13.22米和12.31米
之多，而江苏和河北两省相对较少，分别只有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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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和4.74米。江苏省的村庄道路的路面状况最好， 
50.10%的道路都是硬化道路，土路的比例不到20%，
而其他省份村庄道路状况较差，土路所占比例相对

较高，其中吉林和河北省村庄中接近一半(46.60%，
46.70%)的道路都是土路。 

表 2 截至 2007 年底 5省农村道路供给现状 

项目 江苏 四川 陕西 吉林 河北 平均 
村庄距最近柏油路/水泥路的距离/公里 0.13 1.69 2.15 0.38 2.27 1.32 
村庄人均占有道路长度/米 6.43 12.31 13.22 10.12 4.74 9.36 
村内硬化道路占比/% 50.10 43.40 41.20 45.30 40.10 44.02 
村内砂石路占比/% 31.20 17.70 25.30 8.10 13.20 19.10 
村内土路占比/% 18.70 38.90 33.50 46.60 46.70 36.88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下同 

表3列出的是农民对现有农村道路供给的主观
评价，包括农民对农村道路供给的满意程度、与

2005年相比和与邻村相比本村道路供给状况。总的
来看，农民对已有道路供给的满意程度(包括很满
意和满意)不高。譬如，1/3的农民对现有道路供给

不满意，有些省份(如吉林)高达40%左右的农民对
已有道路供给不满意；农民对道路供给的很满意率

也相对较低，平均不到20%，满意度最高的陕西省
也不到30%，而江苏省只有约13%的农民对道路供
给很满意。 

表 3 农民对农村道路供给的满意度                                %  

  满意程度          与 2005年相比      与邻村相比     
省份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更好 一样 更差 更好 一样 更差 
江苏 12.6  48.5  38.9  73.4 20.3 6.3 30.5  29.7  39.8  
四川 19.7  48.1  32.2  72.4 24.1 3.5 37.7  23.6  38.7  
陕西 27.7  45.6  26.7  83.3 8.5 8.2 37.0  30.3  32.7  
吉林 19.5  39.8  40.7  67.6 18.6 13.8 36.5  23.0  40.5  
河北 22.7  44.1  33.2  70.3 25.0 4.7 27.9  29.7  42.4  
平均 20.44 45.22 34.34 73.4 19.3 7.3 33.92 27.26 38.82 
 
随着大规模农村道路建设的展开，农民普遍认

为道路条件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

农村道路供给状况和农民的期望值仍然有很大差

距。与2005年(表3第4-6列)相比大多数(近3/4)农民
认为道路条件已经得到了改善，其中，陕西省有高

达83%的农民认为本村的道路条件比2005年更好。
然而，当进行横向比较时(表3第7-9列)，大部分农
民则认为本村的道路条件不如邻村或只是和邻村

一样，只有不到40%的农民认为本村的道路条件比
邻村好，河北省只有约28%的农民认为本村的道路
条件比邻村更好。 
笔者把100个村庄分别按照村庄距最近柏油/水

泥路的距离、村庄内道路的人均占有长度和硬化道

路在村内道路中所占比例等分成小、中、大三个组，

来考察村庄道路供给状况和村民满意度之间的相关

关系(表4)。结果表明，村庄的外部道路条件影响着
村民道路供给满意度。随着村庄距最近柏油/水泥路

的距离越来越远，村民对道路供给的满意度也越来

越低，满意率(包括很满意和满意)由76.5%下降到
45.5%，减少了31个百分点；其中很满意率由26.2%
下降到11.1%，减少了15.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不
满意率由23.5%上升到54.5%，增加了1.3倍。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村民道路供给满意程

度并没有随着村庄内部道路长度的增加而增加，相

反却在下降。从表4可以看到，当村庄内部道路密
度较高，即人均占有村庄道路较长时，只有60.5%
的农民对当前道路供给表示满意(包括很满意和满
意)，比村内道路密度较低的村庄低11个百分点。与
此同时笔者还发现，道路路面状况越好，村民的满

意程度越高。表4显示，道路路面状况较好即硬化
道路占比较高的村庄，农民的满意度较高，达到了

81.3%，比路面状况较差的村庄要高出近35个百分
点，其中表示很满意的农民占到了27%，比路面状
况较差的村庄高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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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村庄道路供给分组满意度比较                                     %  

按村庄距最近柏油/水泥路距离 按村内道路密度 按村内硬化道路比例 
分组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小 26.2  50.3  23.5  19.2  52.4  28.4  11.6  35.2  53.2  

中 8.4  48.6  43.0  19.1  44.4  36.5  21.3  47.2  31.5  

大 11.1  34.4  54.5  21.3  39.2  39.5  27.0  54.3  18.7  

四、计量结果分析 

1．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农村道路供给满意
度的影响 
表 5、表 6 列出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

征对农村道路供给满意度的影响。两张表还将受访

者按照评价结果分“满意”或“不满意”两组进行

对比，以初步判断两组受访者在个人和家庭特征上

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表 5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对比
结果表明，两组受访者在某些特征，如性别、是否

为村领导、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几乎没有差异；但是，

两组受访者在年龄、是否有非农收入和是否党员上

具有较为明显差异，年龄较大的受访者相对来说对

已有道路供给的满意度较高，而为党员的受访者满

意度也较高，此外，有非农收入的受访者对道路供

给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表 6受访者家庭特征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满

意”和“不满意”的受访者在家庭规模、耕地面积、

非农劳动从业者比例、家中是否有学龄前儿童、是

否有党员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比较而言，对已有

道路供给满意的受访者，家庭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

较多，非农劳动从业者比例较高，家中多有党员和

学龄前儿童。两组受访者在家庭的抚养系数、家庭

中是否有上学学生以及家庭中是否有村干部等方

面对道路供给满意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5 受访者个人特征 

变量 (1)满意 (2)不满意 
(3)个人特征差异
及 t检验 

性别 0.921(0.270) 0.925(0.264) -0.004(0.306) 
年龄 49.951(9.091) 49.157(9.019) 0.794*(1.727) 
是否村干部 0.132(0.338) 0.116(0.320) 0.016(0.929) 
是否党员 0.156(0.363) 0.121(0.326) 0.035*(1.989) 
受教育年限 7.772(2.741) 7.866(2.617) -0.094(0.673) 
是否有非农收入 0.514(0.499) 0.536(0.499) -0.022** (2.085) 

注：(1)和(2)列为各指标的平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3)列的括号
内为t统计量 

表 6 受访者家庭特征 

变量 (1)满意 (2)不满意 
(3)个人特征差异
及 t检验 

家庭规模 4.290(1.51) 4.152(1.45) 0.138*(1.76) 

抚养系数 0.292(0.0067) 0.289(0.0091) 0.0025(0.22) 

非农劳动从业者比例 0.353(0.0079) 0.370(0.0108) -0.0175*(1.71)

耕地面积 7.907(7.91) 6.440(6.92) -1.467 (1.15) 

是否有学龄前儿童 0.174(0.39) 0.142(0.35) 0.032***(4.74)

是否有在上学学生 0.503(0.59) 0.535(0.59) -0.032(0.64) 

家中是否有党员 0.210(0.41) 0.174(0.38) 0.036*(1.89)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0.156(0.36) 0.135(0.34) 0.020(1.52) 

注：(1)和(2)列为各指标的平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3)列的括号
内为t统计量 

2. 农村道路供给农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 7 列出了农村道路供给农民满意度的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出于稳健性的考虑，在模型估计过

程中本文从两个维度度量农村道路密度，即人均占

有道路长度和每亩耕地上的道路长度(由于调查问

卷中没有收集村庄面积的数据，因此本文用每亩耕

地上的道路长度来近似度量村庄的道路密度)。表 7

的第 1列和第 2列是只引入道路供给可及性和道路

密度等有关数量方面的估计结果，第 3列和第 4列

则是加入表征道路质量变量的估计结果。此外，由

于样本是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获得，因此，在模型

估计时本文还做了聚类(cluster)校正。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只考虑道路可及性和道

路密度等有关道路数量对农民满意度的影响时，两

者对农民满意度的影响均为负且在统计上不显著

(表 7 第 1、2 列)。当将表征道路质量的变量(硬化

道路在村内道路所占比例)引入模型中以后，模型的

拟合度显著提高，Pseudo R-squared值由 0.0276和

0.0209增加到 0.127和 0.118(表 7最后一行)。但是

表征道路密度的变量系数(人均占有道路长路或每

亩耕地上的道路长度)依然在统计上不显著(显著性

概率分别为 0.81 和 0.85)，而表征道路可及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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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距最近柏油路或水泥路的距离)系数的显著性

水平明显提高，达到了 5%的显著性水平且为正，

特别是道路质量(硬化道路占比)变量对农民满意度

的影响尤为明显，其系数为正，达到 1%的显著水

平(表 7第 4行，第 3、4列)。 

由此可以看到，农村道路的可及性和道路质量

状况是影响农民道路供给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如果

村庄对外通达的道路状况越好(即村庄距最近柏油

路或水泥路的距离越近)农民对道路供给越满意。同

样，提高村内的道路质量(即村庄道路的硬化比例越

高)农民的满意度也会增加。道路密度对农民满意度

的影响则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村内的道路建设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数量水平，农民对道路供给的要

求相应提高，单纯地增加道路建设长度已不能满足

农民对道路供给的需求。 

个人、家庭以及村庄特征等变量的估计结果显

示，个人特征中是否具有非农收入、是否是党员是

影响农民道路供给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表 7 第 3、4

列)。有非农收入的受访者对道路供给的满意度相对

不高，而受访者为党员的满意度则相对较高。家庭

特征中，耕地面积、非农劳动从业者占比、是否有

学龄前儿童以及是否有党员都对满意度有显著的

影响。其中，非农劳动从业者占比和满意度有着显

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而家庭耕地面积、家中是否有

学龄前儿童和党员都和道路供给满意度有着显著

的正向相关关系。村庄特征中，距离乡镇越近的村

庄农民对道路供给的满意度越高。 

对于有非农收入和家中非农劳动从业者占比较

高的受访者来说，由于职业选择的关系，他们对农

村道路供给的要求和期望会更高。身为党员或家中

有党员的受访者出于对政府和村组织的信任或身份

的限制，对农村道路供给会更多地表达满意的态度。

家中有学龄前儿童的受访者因为照顾孩子家务劳动

相对较重和家中耕地面积较多的受访者农业生产任

务相对较重，他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多集中在一个

相对较小的范围（如村庄甚至村小组），因此，对道

路供给的敏感性和要求相对不高，满意程度较高。

地理位置较好、距离乡镇较近的村庄道路条件相对

较好，因而农民的满意度较高。 

 

表 7 农民道路供给满意度的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道路特征：     
人均占有村内道路长度 -1.076  -0.0483  
 (0.472)  (0.982)  
每亩耕地上的道路长度  0.000353  -0.000207
  (0.810)  (0.847) 
距最近柏油/水泥路距离 -0.0103 -0.0143 -0.0104** -0.00985**
 (0.258) (0.179) (0.026) (0.043) 
村内硬化道路比例   0.543*** 0.544***
   (0.000) (0.000) 
个人特征：     
性别 0.0145 0.0155 0.0202 0.0201 
 (0.853) (0.841) (0.798) (0.798) 
年龄 -0.0111 -0.00619 -0.00487 -0.00518 
 (0.536) (0.719) (0.782) (0.764) 
是否村干部 0.0119 0.0159 0.0873 0.0879 
 (0.888) (0.853) (0.240) (0.238) 
是否党员 0.0699 0.0653 0.0724* 0.0728* 
 (0.124) (0.118) (0.084) (0.082) 
受教育年限 -0.000482 -0.000292 -0.00312 -0.00315 
 (0.927) (0.956) (0.533) (0.526) 
是否有非农收入 -0.053* -0.0494* -0.0771*** -0.0769***
 (0.058) (0.078) (0.008) (0.008)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0.0104 0.00822 -0.00675 -0.00531 
 (0.272) (0.380) (0.948) (0.959) 
抚养系数 0.0127 0.0132 0.0201 0.0194 
 (0.873) (0.869) (0.803) (0.809) 
非农劳动从业者占比 -0.0960* -0.0862* -0.152** -0.143** 
 (0.081) (0.086) (0.025) (0.041) 
是否有学龄前儿童 0.0618** 0.0626** 0.0772** 0.0775* 
 (0.047) (0.042) (0.033) (0.033) 
是否有在上学学生 -0.0157 -0.0125 -0.0135 -0.0137 
 (0.582) (0.655) (0.660) (0.655) 
家中是否有党员 0.0274 0.0202 0.0320* 0.0316* 
 (0.330) (0.330) (0.074) (0.076)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0.0600 0.0540 0.0305 0.0307 
 (0.444) (0.506) (0.681) (0.688) 
耕地面积 -0.00464** -0.00421** -0.000324**-0.000411**
 (0.038) (0.036) (0.042) (0.034) 
村庄特征：     
村庄距乡镇的距离 0.000668 0.000282 0.00604* 0.0602* 
 (0.902) (0.960) (0.089) (0.092) 
村庄规模 -0.0000319 -0.0000173 -0.0000256 -0.0000277
 (0.747) (0.865) (0.805) (0.776) 
25度坡耕地比例 0.000505 0.000117 0.0000799 0.0000817
 (0.699) (0.929) (0.939) (0.908) 
虚拟变量(略)     
Pseudo R-squared 0.0276 0.0209 0.127 0. 118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p值； ***、 ** 和 * 分别表示在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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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根据顾客满意度理论，将农村道路的可及

性、密度和质量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并基

于 2008年全国 5省 100个行政村和 2 000农户的调

查数据，建立 Probit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村道路供给

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首先，尽管

近年来农村道路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与

农民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农村道路供给农民

满意度普遍不高。其次，村庄外部的道路条件和村

庄内部的道路质量与农村道路供给农民满意度显

著正相关，而村庄内部道路长度的影响则不显著。

再次，农民的组织身份(是否为党员)和职业选择(是

否有非农收入)与农村道路供给农民满意度显著正

相关，其他一些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等的影响并不显著。另外，家庭成员的职业选择、

家庭中是否有学龄前儿童、家庭成员的组织身份、

家庭的土地资源禀赋等和农村道路供给农民满意

度密切相关。最后，村庄的地理位置和道路供给满

意度显著正相关，村庄规模以及村庄地形条件的影

响不显著。 

上述分析表明，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

入推进，广大农村居民对道路供给的需求不断变化

和提高，要提高农村道路供给农民满意度，一方面

要提高村内新建、改建道路的规划、建设水平，村

庄内新建主干道和村组道路应全部规划为硬化道

路，原有主干道和村组道路为砂石或土路的应升级

为硬化道路；另一方面，要加大落后地区通村公路

的建设力度，同时还要关注已有通村公路的维护保

养，便利村民出行，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

满足农村居民日益提高的道路需求，提高农村居民

的福利水平，使其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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