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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技术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河南、浙江西瓜主产区种植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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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97;2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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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河南、浙江两省 519 户有效样本西瓜种植户的抽样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瓜农对不同类型农业技

术的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瓜农最需要的是良种技术和病虫害防控技术; 近九成的瓜农没有参加过任

何西瓜种植相关的技术培训; 不同家庭特征和技术诱导情况的瓜农表现出不同的技术需求行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

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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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瓜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带动种植业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①
。2012 年我国西瓜产量达到 7 024 万 t，占全球总产量的 66. 7% ( 据 2014 年 3 月 FAO 数据) ，已经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作为一种高效经济作物，与大田粮食作物相比，西瓜生产技术环节多，集约化程度高，田间管理

技术也比较复杂，要求生产者本人具有较高的生产管理水平。虽然近年来我国西瓜产业的科研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为西瓜增

产、瓜农增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目前我国西瓜种植仍多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科技含量不高，技术应用不足，产业比较

效益呈现下降趋势，严重制约了西瓜产业的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考察瓜农对各类型技术的需求现状，研究技术选择的影响

因素，对推动西瓜生产科技研发，提升西瓜产业的技术水平，实现产业内涵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国内对农户技术需求的相关研究颇丰。朱希刚等
②
发现经济实力强的农户对杂交玉米需求概率较大。胡瑞法等

③
认为妇女的

年龄以及妇女本身的职业会影响妇女在水稻生产计划和病虫害防控技术中所起的作用。杨巍
④
通过入户调查发现我国粮食作物种

植农户普遍对良种及其配套技术需求较为强烈，而对于机械技术的需求相对较弱，同时发现机械技术需求受农户年龄、性别、

生产规模等因素影响较大。陈波
⑤
对江苏省农户水稻新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发现户主的受教育年限、水稻种植面积与技术采用正

相关，户主年龄与技术采用负相关，家庭收入与新技术采用率呈倒“U”型关系。关俊霞等
⑥
对南方农户主要作物的技术需求进

行了实地调查，发现许多农户把新品种、省工技术和病虫害防控技术的需求排在首位。杨传喜等
⑦
基于河南、山东等 11 个省的

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了食用菌种植户的微观技术需求的优先顺序，并进一步研究得出食用菌农户的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和农业技

术推广人员的推广活动对农户采纳新技术的行为有正的影响，而食用菌销售难易程度与技术采纳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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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对本文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粮食作物种植户，对经济作物种植户研究较少，针对瓜

农技术需求的研究则几乎没有，这不仅不符合我国西瓜大国的地位，而且不利于西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实地调

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研究我国瓜农的技术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河南省和浙江省具有良好的气候、水质和土壤等自然禀赋条件，是我国传统的西瓜生产大省。依托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

系项目支持，本项目组于 2012 年 10 ～ 11 月分别对这两省共 9 个县市的西瓜种植户进行了随机抽样入户调查，从样本的具

体分布区域来看，基本上涵盖了两省主要的西瓜生产区域。本次调研共计发放 600 份调查问卷，回收 519 份，问卷有效率为 86. 

5% 。农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农户家庭的基本情况、技术需求情况及技术的获得途径等，其中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将西瓜生

产技术大致划分为增加产量良种技术、提高品质良种技术、病虫害防控技术、节本高效栽培技术、省工机械技术、水肥及管理

技术、贮运及加工技术等七种类型。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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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户的技术需求分析 

2． 1 农户的技术需求类型及现状评价 

从农户对技术的整体需求来看( 表 2 ) ，93. 82% 的瓜农需要增加产量的良种技术，其次有 93. 44% 的瓜农需求是病虫

害防控技术，排在第三位的是节本高效栽培技术，为 92. 86% ; 第 4、第 5 位分别是提高品质的良种技术和水肥及管 理 技 术，

其 需 求 比 例 分 别 是 86. 29% 和 85. 91% ; 瓜农需求较低的技术是贮运及加工技术和省工机械技术。总体上我国瓜农对

各种类型的技术都表现出较强需求欲望，各类技术都有七成以上的农户选择，其中瓜农对良种技术和病虫害防控技术的选择比

重最高。西瓜生产特别是大棚保护地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机械作业的替代性较小，所以瓜农对省工机械技术的需求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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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瓜农对现有技术水平现状的评价来看，超过一半的瓜农认为良种技术、病虫害防控技术、节本高效技术和贮运及加工技

术有待提高或亟待提高，尤其是增加产量的良种技术有 20. 46%的瓜农认为亟待提高，另外有 55. 79% 的瓜农希望能够进一步

发展节本高效栽培技术，体现出瓜农提高西瓜比较收益的愿望强烈。目前只有省工机械技术和水肥及管理技术得到了一半以上

瓜农的认可。 

2． 2 农户对技术的需求排序 

通过瓜农按照急需性和重要性对西瓜技术需求的排序发现: 瓜农普遍对良种技术需求迫切，27. 99% 的瓜农将提高品质良

种技术的急需程度排在第一，其次有 24. 52% 的瓜农将提高产量良种技术排在第二位，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瓜农顺应人

们消费需求的变化，在高产稳产的基础上愈发重视西瓜的品质; 急需性排名第三的是病虫害防控技术，19. 88% 的农户认为最

需要此项技术; 瓜农对水肥及管理技术、省工机械技术、节本高效栽培技术的重视程度相当，分别排在第 4、第 5、第 6位; 在

对各种类型技术进行排序的过程中，41. 12%的瓜农把贮运及加工技术排在最后，可见目前大部分瓜农不太关注西瓜的产后技术。 

2． 3 农户获取技术的来源途径 

关于瓜农技术获得途径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瓜农没有参加过任何西瓜相关的技术培训，基本上还是以自己摸索、凭经

验生产为主，其次是通过向其他农户学习获得技术。具体来说，48. 97% 的瓜农西瓜生产主要依靠自己，39. 65%的瓜农则是模

仿其他瓜农生产，在其他获得技术途径方面，4. 91% 的瓜农从政府各级农技推广站的农技人员那里学到相关生产技术，2. 65% 

和 2. 26% 的瓜农分别从媒体或乡村干部那里获得生产技术知识，农业合作组织或龙头企业在西瓜生产技术供给方面的作用则微

乎其微。 

进一步从瓜农技术培训的现状来看( 表 3) ，无论是农闲，还是农忙，大部分瓜农都没有参加过系统的生产技术培训: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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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闲时只有 12. 74%的瓜农学习过全套的技术内容，而农忙时有 13. 71% 的瓜农学习过农业技术，比农闲时提高了 0. 97 个百

分点，可见瓜农在农忙的生产时间过程中更容易吸收一些生产技术，而平时则缺少主动参加技术培训的意识。 

 

3 农户技术需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 1 计量方法 

Logit 和 logistic 模型只能对编码成 0 或 1 两类结果的变量来拟合模型，而本研究考察的被解释变量技术需求是有序

变量，将技术需求分为 3个等级，因变量赋值为: “不太重要或不急需”=1，“比较重要或比较急需”= 2，“很重要或非常急需”

= 3，这三个变量反映农户技术需求增加的趋势，取值越大，瓜农对该项技术类型的需求程度越高，所以在模型的选择上采用序

次 logistic 回归(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具体回归方程 

为:  

在( 1) ，( 2) 式中，为农户对技术的需求，分为 3 个等级，分别用 1，2，3 表示，xi为 k 个影响农户技术需求的自变

量; αj为截距参数，βi为回归系数。 

考虑到多项逻辑斯蒂回归 ( multinomiallogistic) 的结果对参照组的选择有较强的依赖性，因此分别对每类技术的需求

情况进行单独回归
④
。 

3． 2 变量说明 

本研究将引入模型的解释变量分为瓜农的基本特征和技术诱导因素这两组变量，其中瓜农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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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务农人口，技术诱导因素包括农户家庭年收入、西瓜种植面积。被解释变量为瓜农对技术的需求程度，分别赋值 1，2，

3。各变量的含义及解释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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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结果分析 

运用 Stata12. 0 统计软件分析瓜农对不同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见表 5。从模型的整体结果来看，增加产量良种技

术的卡方值为 6. 8，未通过检验。但提高品质良种技术、病虫害防控技术、节本高效栽培技术、省工机械技术、水肥及管理技

术、贮运及加工技术的卡方值分别为 24. 13，66. 45，29. 6，56. 33，26. 57 和 50. 1，均在 0. 01 置信水平显著，模型

整体拟合优度较高。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瓜农的性别对技术的需求没有明显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样本数据中男性成员较多，性别差异较小所致。但可以发现

女性对西瓜产后的技术需求要大于男性，女性比男性更重视西瓜的贮运及加工技术。 

( 2) 瓜农的年龄对“提高品质良种技术”、“病虫害防控技术”和“节本高效栽培技术”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而对于

“省工机械技术”、“水肥及管理技术”和“贮运及加工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可见瓜农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沿用过去

的生产经验，对传统的生产技术如种子、病虫害、栽培等习惯采用常规方法，对良种配套栽培技术需求相对较小; 西瓜生产环

节多，季节性强，劳动强度较大，随着瓜农年龄增大，身体素质和体力下降，就会对省工技术表现出较强的需求。 

( 3) 教育程度较高的瓜农对“病虫害防控技术”的需求程度较低，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瓜农关注的重点从

“数量型”转为“质量型”，追求西瓜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同时更加重视产后“贮运及加工技术”，以提高西瓜的附加值，并且

学历高的瓜农对“省工机械技术”这类新型技术也较为重视。 

( 4) 家庭务农人口对瓜农“提高品质良种技术”需求有正向影响，对“节本高效栽培技术”需求有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

是，瓜农家庭务农人口多，在西瓜生产中就会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能够在保障西瓜稳产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西瓜的品质问

题。 

( 5) 西瓜种植面积对“病虫害防控技术”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种植面积越大的瓜农，对这项技术的需求越强烈，说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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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西瓜规模化生产面积的扩大，病虫害防控将是生产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 6) 年收入高的家庭对“省工机械技术”、“水肥及管理技术”、“贮运及加工技术”这类田间管理技术和产后技术的认知程

度较高，这可能是由于收入高的家庭农户兼业化程度较高，不希望在农业生产上投入较多时间，因此对省工省时的技术需求更

加强烈。 

4 政策建议 

第一，西瓜生产的技术服务应基于瓜农本身需要而非政府主导或专家意愿，在技术推广过程中，要更重视瓜农对技术的需

求意愿，只有适应了需求的供给才能真正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因此应搭建农户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平台，

密切关注农户在生产中的实际需求，并以此作为科研工作的重要依据。调查显示目前瓜农最需要良种技术和病虫害防控技术，

在西瓜基础研究方面，要加强西瓜优异种质的创新研究，重点突出果实品质与植株对主要病害的抗病性
⑧
，提高技术研发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各地在扩大西瓜规模化生产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相结合的病虫害综合防治技

术的培训与推广。 

第二，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农民能否有效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及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农民较低的文化水平影响了

其技术需求的主动性和技术需求的明晰化
⑦
。研究显示，我国大部分瓜农的文化素质和生产的组织程度都较低，仍然以一家一户

单干为主，建议通过教育、培训、考察等形式，拓宽农技人员的服务领域，抓好农民技术员和示范户的培训，加强科技示范基

地建设，架起研究与示范推广之间的桥梁，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带动作用。同时做好宣传工作，用实例向农户证明技术的积极

作用，鼓励瓜农科学种瓜，提高经济效益。 

第三，根据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和技术诱导状况，制定不同的技术推广模式，展开相应的技术推广模式。例如对于推广节本

高效、提高西瓜品质等技术，应着重针对年龄较小的瓜农开展，提高技术转化的可能性，通过以点带面的作用，实现技术的广

泛应用。另外不同地区对于技术的需求也存在差异，我国西瓜种植面积广泛，几乎各省份都有种植，应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

种植规律，因时因地制宜，科学栽培管理。 

第四，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简化农业技术研发到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中间环节，缩减农业技术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时间

和中介的参与程度，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的应用转化能力。另外要创新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有效的信息传播网络系统，丰

富农户获得农业技术的途径，并及时与外界进行信息反馈交流，同时要做好长期的服务跟踪，切实解决农户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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