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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禀赋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 

——基于湖北省 490 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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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湖北省 490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模型分析了家庭禀赋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

结果表明：农户大多倾向于学习和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但绝大多数农户是直接购买农机服务，而不是购置农业

生产机械。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均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重要因素。其中，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最为明显。在人力资本中，受教育年限越长、年龄越小、家庭劳动力规模越大的农户，

学习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意愿越强、购买农业生产机械的可能性越大；在物质资本中，劳均家庭年收入越高、非农

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学习和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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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e endowment of farmer households on the demands of labor-saving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490 rural households in Hu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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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490 farmer households in Hubei,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endowment of farmer households on the demands of labor-saving technology by using the binary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learn and adopt the labor-saving technology is high, but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tend to purchas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directly rather than to purchas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Family 
endowment including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materi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farmers’ demands of labor-saving technology. Among them, the human capital and material capital endowment are the 
most profound. As for human capital endowment, the households with more family work force, younger and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re more willing to learn labor-saving technology and to bu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While for material 
capital endowment, the higher the annual family income per labor force and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re, the more possible for them to learn and adopt labor-sav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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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及其相对价格发生重

大变化，进入到一个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刘易

斯转折区间”。相关研究表明，自 2004 年开始中

国劳动力成本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长速度[1-4]。这一重

大变化意味着农业不再是二元经济模型中提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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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劳动供给的“蓄水池”。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长

期性、趋势性和不可逆性，必然会对农业生产产生

重大影响。根据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农户主要根

据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的相对价格信号进行生

产经营决策。那么，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一重大

变化，农户的技术选择以及要素结构的调整是否会

按照减少劳动投入的方式进行？是否会倾向于采

纳劳动节约型技术？ 

关于农户是否会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既有研

究表明，在劳动力成本刚性增长、农业劳动力日益

稀缺的背景下，理性农民会更倾向于采纳劳动节约

型技术，减少劳动投入、增加机械等资本投入，用

资本替代劳动[4-5]。这无论是从农业机械化进程的

快速推进，还是从农机装备投入和农机服务需求的

快速增长上都可以得到证实[6-9]。然而，许多调查

也表明，农户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方法不一定就

是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也有可能是减少复种指

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10]。关于影响农户劳动

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因素，王爱民认为人力资本、组

织化程度、信息水平、技术服务等会影响采纳成本

进而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11]，何可等认为家庭生

命周期、政治资本、户主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

均会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12]，吴丽

丽和李谷成认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影

响和采纳条件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

愿的关键因素[13]。 

毋庸置疑，上述研究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农户

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理解，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一是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劳动力成本上

升对要素投入与要素替代的影响，而基于农户微观

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二是影响因素上，现有文献

已注意到家庭禀赋对于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

的重要作用，但在实证分析中仅仅引入其中一个或

几个因素(如人力资本、劳动力数量等)，而少有基

于家庭禀赋视角予以系统研究。鉴此，笔者拟基于

家庭禀赋视角，利用湖北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构

建二元 Logistic 模型，深入研究农户家庭禀赋对其

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以期为政府部门应对

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提供决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家庭禀赋是影响和约束个人行为的重要因素，

借鉴 Chambers 和 Conway[14]以及杨云彦等[15]的研

究，并结合本研究目的，笔者从家庭的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四个方面选取解释

变量。 

家庭人力资本是指家庭成员通过对教育、培

训、实践经验、健康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

技能的积累[15]。本研究以农业生产决策者的年龄、

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以及家庭劳动力规模来表

示。年龄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较大的影

响。一般而言，年轻劳动者思维更活跃，更容易接

受和采用新技术[16]；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的体力

下降，对繁重体力劳动的胜任能力越来越差，因此

在劳动强度大的关键环节采用轻简化栽培技术或

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正规教育是

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助于提高农

户个人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接纳和吸收能力，同时

还能发挥正外部性，改善技术环境[17]，因而预期受

教育年限会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产生正向

影响。非正规教育是对正规教育的必要补充，也是

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参加职业教

育或技术培训有助于降低农户学习新技术的时间

成本与潜在风险，并在“干中学”中采纳并扩散新

技术[17]，因而预期非正规教育会对农户劳动节约型

技术需求产生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规模是判断家

庭人力资本丰欠的重要指标之一，尤其在当前劳动

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形下，家庭自身的劳动力规模

显得愈发重要。一般而言，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

农户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可能性越大[18]，但

劳动力规模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还

取决于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配置[15]，其

具体影响尚难以确定，有待实证检验。 

家庭社会资本是指家庭成员所拥有的社会网

络，并根据家庭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而能

够得到的社会资源[15]。本研究以家庭政治背景、获

取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难易程度以及获取劳动节约型

技术信息的渠道数量来表示。在农村，家庭成员是

否担任过村干部是衡量农户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

一方面，家庭成员能够担任村干部意味着该成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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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再加上要分散时间与精力

处理行政事务，更是推高了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

成本[17]。另一方面，村干部往往是新技术的推广者，

干部身份也会促使其为村民做出表率[16]。因而预期

家庭成员的村干部任职经历会正向影响农户劳动节

约型技术需求。技术推广和技术扩散实际上是通过

有意识的信息传播来帮助农民形成正确的观念、做

出正确的决策[14]，因此信息的可获得性在技术推广

与技术扩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5]。王爱民的研究

也表明，信息水平直接影响着农户采纳劳动节约型

技术的搜寻成本和学习成本[5]。因而预期农户获取劳

动节约型技术信息的难度越小、获取信息的渠道数

量越多，那么其学习和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可能

性也越大。 

家庭物质资本体现的是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经济

能力[15]。本研究以劳均家庭年收入、农业收入以及

非农收入占比来表示。任何新技术的采纳都需要一

定的财力支撑。劳均家庭年收入以及农业收入越高

意味着农民面临的预算约束线越开阔，对采纳劳动

节约型技术(例如购买农业机械以及农机服务)的支

付能力就越强[16]；且家庭劳均年收入也从侧面反映

了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家庭劳均年

收入越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也越大，继而

刺激农户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17]。非农收入占比是

反映家庭收入来源的重要指标，非农收入占比越高

说明该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源自务工或其他兼业活

动，其务农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就越有可能使用

农业机械替代劳动投入。但与此同时，非农收入占

比高也意味着该农户家庭“不以农为主”“不以农

为生”，对农地与农业的依赖程度降低，对他们而

言，投资购买农业生产机械可能会挤出非农收入，

将面临激励不足的困境。据此预期劳均家庭年收入、

农业收入会对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产生正向影响；

非农收入占比的影响难以确定，有待实证检验。 

家庭自然资本是指家庭拥有的可供其开发利用

并创造价值的自然资源[15]。本研究以劳均耕地面积

和耕地细碎化程度来表示。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条

件与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制度造成了中国农村土地

经营的小规模、分散化与细碎化现状，这些都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一

般认为，家庭劳均耕地面积越大，那么农户采纳农

业机械等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规模效应越明显，采纳

成本也越低，即劳均耕地规模越大，农户对劳动节

约型技术的需求也越大[18]。耕地细碎化程度也是影

响农户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由于土地分配时要兼

顾位置远近、地力好坏等因素，农户家庭所拥有的

耕地通常分散为多个小块，土地分散以及由此而增

加的沟渠、田埂不利于农机作业与调度，会阻碍农

业机械技术的推广[19-20]。因此预期耕地细碎化会负

向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依次为农户“是否愿意学习

劳动节约型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是否采纳了劳动

节约型技术”“是否购买了农业生产机械”，均为

二分类变量，解决此类问题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就是

二元选择模型。参考一般文献的处理办法，笔者选

用 Binary Logistic模型，其形式如下： 

)exp(+1
)exp(

=)|1=(=
z
z

xyEp i                (1) 

其中，p 表示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与

采纳行为发生的概率(采纳=1，不采纳=0)，下标 i

表示受访农户，xi 表示各个影响因素，z 表示各影

响因素 x1，x2，⋯，xi的线性组合，那么可以得到

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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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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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μ 是随机干扰项，β0为常数项，βi表示
解释变量 xi与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之间的相关
程度。 

由于 Logistic函数是非线性形式，对
p
p

−1
取对

数得到 )
1

(ln
p
p

−
，即可转换成线性函数形式。令

)
1

(ln
p
py

−
= ，就可以得到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

的响应模型： 

0 1 1 2 2 i iy x x xβ β β β μ= + + + + +L         (3)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4 年 7 月对
湖北省荆州市 10 余个村庄水稻种植农户的实地调
查。考虑到受访农户的文化层次，为避免他们理解

上的偏差，本次调查通过“一对一、面对面”访谈

的方式进行，由调查人员当场询问并填写问卷，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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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问卷质量。调查共发放问卷 600份，剔除前后
矛盾、关键信息漏答的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490

份。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误 预期

被解释变量     

劳动节约型技术学习意愿 是否愿意学习劳动节约型技术？是=1；否=0  0.73 0.442  

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行为 各生产环节是否均使用了劳动节约型技术？是=1；否=0  0.73 0.445  

农业生产机械购买行为 是否购置了主要农业生产机械？是=1；否=0  0.31 0.464  

解释变量     

年龄 农业生产决策者的实际年龄(周岁) 52.64 9.621 +/-

正规教育 农业生产决策者的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7.11 3.212 + 

非正规教育 是否接受过相关技术培训？是=1；否=0  0.23 0.420 + 

家庭人力

资本 

劳动力规模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2.87 1.181 +/-

政治背景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担任过村干部？是=1；否=0  0.19 0.394 + 

获取技术的难易程度 是否较为容易获取劳动节约型技术(或服务)：是=1；否=0  0.55 0.498 - 

家庭社会

资本 

获取技术信息的渠道数量 劳动节约型技术信息的实际获取渠道数量  2.17 1.301 + 

劳均家庭年收入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收入(万元/人)  2.31 1.614 + 

农业收入 农户家庭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毛收入(万元)  3.47 2.746 + 

家庭物质

资本 

非农收入占比 非农收入在家庭年收入中所占的比重：30%以下=1；31%~60%=2；60%以上
=3 

 1.80 0.796 +/-

劳均耕地面积 家庭实际耕种土地面积(公顷)  0.45 0.482 + 家庭自然

资本 耕地细碎化程度 农户实际耕种的地块数(块)  4.57 3.197 - 

 
表 2 显示了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情

况。对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学习意愿，490 位受访

农民中有 360位表示愿意学习劳动节约型技术，占

总体样本量的 73.47%。对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

行为，有 357位受访农民(占总体样本量的 72.86%)

在水稻生产的各个环节均采用了劳动节约型技术，

余下的 133位受访农民在翻耕整地环节以及收获运

输环节使用了农业机械服务，但在育秧移栽环节仍

采用传统的“人工育秧、人工移栽”办法，没有采

用直播技术、机械插秧等省工省力的劳动节约型技

术。对于农业生产机械购买行为，只有 156位受访

农民家庭购置了主要农业生产机械，占样本总数的

31.84%。由此可见，农民大多倾向于学习和采纳劳

动节约型技术，但绝大多数农户是直接购买农机服

务，而不是购置农业生产机械。这是因为在当前农

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业生产出现老龄化、

女性化的情形下，小规模农户购置农业生产机械的

机会成本较高，直接购买农机作业服务更有利于节

本增效。 

表 2 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情况 
劳动节约型技术

学习意愿 
劳动节约型技术 
采纳行为 

农业生产机械 
购买行为 选项

频次/位 占比/% 频次/位 占比/% 频次/位 占比/%

是 360 73.47 357 72.86 156 31.84 

否 130 26.53 133 27.14 334 68.16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经多重共线性检验，在确保模型不出现估计偏

误后，笔者运用 SPSS17.0 软件构建了农户劳动节
约型技术需求的 Logistic 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如
表 3所示。其中，模型 1、模型 2分别表示农户对
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学习意愿与采纳行为，模型 3表
示农户对农业生产机械的购买行为。从回归模型的

-2 倍对数似然值、卡方检验值以及预测准确率来
看，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1)家庭人力资本的影响。从表 3可知，年龄变
量在模型 1 和模型 3 中的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040
和-0.037，均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业生产
决策者的年龄越大，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学习意愿

越低，购买农业生产机械的可能性越小，与预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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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正规教育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学习意愿以

及农业机械购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

预期保持一致。但正规教育不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

型技术采纳行为的关键因素，可能的解释是农户劳

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行为主要是购买农业机械作

业服务，而这一行为不受农户自身人力资本高低的

影响，很可能是出于相互模仿的从众决策。非正规

教育在模型 1 中的偏回归系数为 0.547，在 10%统
计水平上显著，说明非正规教育对农户劳动节约型

技术的学习意愿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与预期一致。

但非正规教育在模型 2和模型 3中系数为负，且不
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目前的职业教育或技术培训

多集中在非农技能或者是农业种植技术、养殖技

术，而较少涉及劳动节约型技术。家庭劳动力规模

在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中的偏回归系数分别是
0.281、0.667和 0.234，均处于显著性水平，说明劳
动力规模越大的农户家庭，其学习劳动节约型技术

的意愿更强，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和购买农业生产

机械的可能性也越大。可能的解释是在当前劳动力

成本快速上升的情形下，非农产业的比较收益明显

高于农业生产，为实现家庭效益最大化，劳动力规

模大的农户家庭更可能让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非

农产业，而让年长劳动力、女性劳动力留守农村从

事农业生产，为应对大家庭相对繁重的农业生产，

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会较大。 

表 3 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家庭人力资本 年龄 -0.040*** 0.013 -0.019 0.012 -0.037*** 0.012 

 正规教育 0.079** 0.035 0.041 0.035 0.078** 0.036 

 非正规教育 0.547* 0.318 -0.049 0.287 -0.428 0.272 

 劳动力规模 0.281** 0.146 0.667*** 0.166 0.234* 0.139 

家庭社会资本 政治背景 0.045 0.307 0.017 0.304 0.679** 0.283 

 获取技术的难易程度 0.669*** 0.225 0.467** 0.225 -0.008 0.218 

 获取技术信息的渠道数量 0.013 0.089 0.053 0.087 0.125 0.080 

家庭物质资本 劳均家庭年收入 0.404** 0.192 0.353** 0.179 0.093 0.151 

 农业收入 -0.222** 0.113 0.235** 0.106 0.076 0.092 

 非农收入占比 0.468* 0.243 0.429* 0.240 -0.315 0.228 

家庭自然资本 劳均耕地面积 0.017 0.028 0.024 0.023 0.001 0.020 

 耕地细碎化程度 0.035 0.039 -0.120*** 0.035 -0.030 0.034 

常量 1.228 1.006 1.006 0.985 0.157 0.949 

-2倍对数似然值 510.282 518.452 547.340 

卡方检验值 48.449*** 38.267*** 47.433*** 

预测准确率 73.10% 73.80% 71.8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置信统计水平上显著。  
(2)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家庭背景对农户农业

机械购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劳动节约

型技术的学习意愿及采纳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说

明与普通农户相比，家庭成员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

购买农业生产机械的可能性更大。调查数据也显

示，家庭成员担任过干部的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机械

的比例为 39.36%，要明显高于普通农户家庭
(30.05%)。获取劳动节约型技术信息的难易程度会
显著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学习意愿和采

纳行为，与预期一致。但获取技术信息的渠道数量

在模型 1、模型 2和模型 3中均不显著，说明获取

技术信息的渠道数量不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

术需求的关键因素。可能的解释是获取技术信息的

渠道数量越多，并不意味着农户获取的信息就越全

越准确，关键在于信息传递的质量是否真正降低了

农户的搜寻成本和学习成本。 
(3)家庭物质资本的影响。劳均家庭年收入和非

农收入占比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学习意愿及采

纳行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相符。这说明

收入越高，农户面临的预算约束线越开阔，对采纳

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支付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也越

强。但农业收入越高的农户学习劳动节约型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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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越低，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可能性却更大，

出现了意愿与行为相背离现象。可能的解释是农业

收入高的农户主要以农业为生，对农业的依赖程度

更高，在生产过程中已经较早地关注并采纳了农机

作业服务以及轻简化栽培技术，但在认知层面，这

些已采纳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被误认为“原来的耕作

经验”，是已经掌握并正在使用的，不需要额外学

习，因此对这些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学习意愿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物质资本对农户农业机械购买

行为的影响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此，纪月清

在“农业经营户小型农机持有决策”研究中发现[9]，

非农就业增加了农户自给式农机服务的机会成本，

因此农户更倾向于直接购买农机服务而不是持有

农机具。本研究调查数据也显示，农户以直接购买

农机服务为主，占到了近 70%，购买了农业生产机
械的仅占 31.84%。 

(4)家庭自然资本的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在模
型 2中显著，且偏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农户耕种的
地块数越多，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可能性越小，

与预期一致。但耕地细碎化程度在模型 1 和模型 3
中不显著，说明耕地细碎化程度不是影响农户劳动

节约型技术学习意愿以及农业生产机械购买行为

的关键因素。劳均耕地面积在模型 1、模型 2 和模
型 3中的偏回归系数分别为 0.017、0.024、0.001，
符号为正，但均不显著，这说明劳均耕地面积对农

户劳动节约型技术学习意愿、采纳行为以及农业机

械购买行为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明

显。这一结果与 He Xuefeng[21]的研究较为相似，即

农地规模对农民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事

实上，随着专业化、市场化农机服务的推进，土地

经营规模已不再是农业机械化的充分条件，更不是

其必要条件[6]。 

五、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农户大多倾向于学习和采纳劳

动节约型技术，但绝大多数农户是直接购买农机服

务，而不是购置农业生产机械。家庭人力资本、社

会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均是影响农户劳动节

约型技术需求的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的影响最为明显。人力资本中，家庭劳动力规模越

大、受教育年限越长、年龄越小的农户，其学习劳

动节约型技术的意愿越强、购买农业生产机械的可

能性越大；物质资本中，劳均家庭年收入越高、非

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其学习和采纳劳动节约型

技术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社会资本中，农户获取

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难度越小，就越有可能学习和采

纳劳动节约型技术；与普通农户相比，家庭成员担

任过村干部的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机械的可能性更

大。自然资本中，耕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农户采纳

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可能性越小。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笔者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鉴于农户更倾向于直接购买农机服务，应着

重完善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专业化、市

场化运营，为农户提供代耕、代种、代收等全程机

械化服务，并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第二，

鉴于人力资本的突出作用，应将人力资本视为新

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

教育投资与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质量而减少劳动

力需求，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挑战。第三，制定

和实施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将农业生产机械化与

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以及农田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结合起来，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并

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最终促进农业机械等现代生

产要素对劳动的替代，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

第四，要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进程、完善农业技术

信息传播渠道，通过专家讲座、技术培训、制作相

关电视节目、发放科普读物等多种渠道向农民传达

相关技术信息，降低农民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获取

难度，进而促使农民学习和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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