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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石漠化区生计重构农户的科技需求 

及影响因素分析 

--来自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种草养羊项目

的调查 

潘泽江，潘昌健 

（中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通过分析石漠化区典型生计重构项目“种草养羊”模式中农户科技需求意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

究发现：( l ）石漠化区生计重构农户属于“风险厌恶”型决策者，其理性是有限的，为实现“收入平滑”，其决

策结果往往是“理性但无效”的；( 2 ）生计重构农户在思想观念上相对存在缺失，短期行为和比较利益型决策的

问题较为突出。同时，还发现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男性劳动力比例、户型、家庭富裕等级、是

否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科技信息的获得途径等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程度影响了农户对不同类型技术的采

纳意愿。研究认为：消减农户生计重构风险和加强思想观念教育是首选策略，加强石漠化区生计重构农户的精准化

产业扶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措施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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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漠化治理下农户生计重构的科技需求行为反思 

（一）有关农户科技采纳的理论回顾。 

西奥多· 舒尔茨在《 改造传统农业》 中指出，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出路，而

农业现代化是利用现代科技改进、变革传统农业的过程。农业科技要经过农业主体采纳并实践后才可能变成生产力。既有研究

表明，影响科技采纳的因素错综复杂。从封闭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联产合作，再从联产合作到主体多元化，农户行为及其

理论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舒尔茨认为，小农同企业家一样，具有“经济人”的理性，波普金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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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亚诺夫则从“收人正效用”和“劳动负效用”角度来解释农户投入产出的行为，认为农户追求的是收入和劳动的均衡组

合，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2]

。K · 波兰尼、利普顿、斯科特等沿袭恰亚诺夫的思路，从哲学逻辑和制度视角分析了农户的“有限

理性”，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小农“厌恶贫困”的风险意识使得其决策行为符合“生存法则”。黄宗智认为中国农村家庭由于

不能雇佣多余劳动力导致过密化普遍存在，游离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劳动力出现了“内卷化”
[3]

。 

根据罗伯特· 西蒙的行为理论，农户决策中“理性”和“非理性”同在，郑风田基于西蒙的理论，从新制度经济学阐述了

小农经济的制度性假说，认为农户行为具有双重性
[4]

。徐勇、邓大才基于中国的社会化程度较高、农业税费全免等制度现实提

出了农户行为假说，认为应从农户本身、地域、时期、发展周期和需求层次上来确定小农的动机行为。具体到农户科技采纳的

影响因素，大致可分农户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生产规模、决策方式及意愿、环境与制度等类别。 

（二）石漠化治理下农户生计重构的科技需求行为反思。 

人地关系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最基础的一对关系，它描述和决定了人们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从自然中获得农产品。石漠化问

题因环境之极贫、面积之宽广、治理之艰难，堪称世界性难题，加之石漠化区民众生计之脆弱、贫困之极端，使得石漠化治理

与当地民众生计兼顾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正如西奥多· W · 舒尔茨所说：“一个像其祖辈那样耕作的人，无论土地多

么肥沃或他如何辛勤劳动，也无法生产大量食物。一个得到并精通运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农民，即使

在贫痔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丰富的食物。”并且石漠化区民众实践了“种草养羊”、“山间耐旱植物带”等成功模式，这使

人看到了科技扶贫与石漠化治理的希望。 

针对石漠化治理与贫困消减，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石漠化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及其配套措施。然而在石漠化治理

的同时，区内民众原有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无以为继，并面临艰难的生计重构。在石漠化治理和贫困农户生计转型双重压力的

“夹逼”之下，如何利用现代科技作为支撑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准确把握石漠化治理中生计转型农户科技需求意愿和采纳行

为特征，确定哪些因素会影响其采纳现代农业科技，如何利用科技减少农户生计转型和环境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等问题，

是石漠化治理与扶贫攻坚中关键的第一步。 

石漠化区贫困农户生计重构的本质是农业生产方式由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随着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农

户家庭商品性支出不断增加，其货币需要逐渐成为农户的核心需要，因此，新时期石漠化区贫困农户突破小农经济可能性大，

具有强烈的致富冲动。但是农户毕竟处于生计重构的关键期，不敢举债经营现代农业项目，这是考虑到生计重构的风险问题。

从理论上来讲，只要采纳新技术后获得比之前更高的净利润，理性小农是会选择的。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他们可能在肯定新

技术同时拒绝采用新技术，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无法承受生计重构中技术采纳带来的巨大风险。 

基于这些思考，笔者以石漠化典型区域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为调研地，以“种草养羊”项目为

研究载体，在实地调研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本文。经 2011 年 1 月、8 月，2012 年 l 月、7 月，2013 年 1 月，2014 

年 8 月和 12 月先后 7 次实地调研，获得关于石漠化区贫困农户生计重构“种草养羊”项目中农业科技需求与供给的一手数据

和资料，并探析石漠化治理和农户生计重构这种特殊背景下农户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或

其他相似地区决策者在制定农业科技推广政策、生态保护治理以及扶贫等工作上提供参考。 

二、石漠化区生计重构农户科技需求意愿分析 

（一）调查样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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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年以来，黔西南州大力发展种草养羊产业化扶贫和石漠化治理项目，成效显著，被誉为石漠化治理的经典模式。本

文分析样本来自黔西南州晴隆县、兴仁县、普安县、安龙县、望谟县、册亨县，含养殖示范户、生产基地和大量散户共 465 份

有效数据。调研样本中，受访对象女性比例占 15.91 % ( 74 人）；年龄 35 岁以下的占 7.10 % ( 33 人）, 36 - 50 岁的占

63.01 % ( 293 人）, 51 - 65 岁的占 21.08 % ( 98 人）, 66 ％以上的占 8 . 82 % ( 41 人）；学历在小学及以下的占 73.98 % 

( 344 人），初中的占 21 . 08 % ( 98 人），高中及以上的占 4 . 95 % ( 23 人）；散户比例为 56 . 99 % ( 265 人），家

庭农场占 21.94 % ( 102 人），示范基地占比 15.05 % ( 70 人），合作组织占 4.09 % ( 19 人），农牧企业占 1.94 % ( 9 人）。

散户平均每户存羊量约 35 只，家庭农场存羊量约 50 只；生计重构模式分为五种，自发模式、小额信贷模式、滚动发展模式、

基地带动模式、组织化发展模式，样本占比为 15.91 ％、23.01 ％、44.09 ％、10.97 ％、6.02 % ；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农

户约 20 ％。另外，调研了解到，“种草养羊”项目以晴隆县为中心，被全州甚至全国相似地区纷纷效仿推广。受到黔西南州政

府和相关机构部门的重视，具有石漠化治理和扶贫开发双重效果的“种草养羊”模式得到了蓬勃发展。截止到 2014 年，仅晴隆

县就带动了 14 乡、96 村、1.86 万户、7 万多人发展种草畜牧业。该县还建成了海权肉羊加工厂，年屠羊量 120 万只，解决

就业 4000 多人。黔西南州加大种草畜牧业补贴力度、推进“晴普兴”草畜产业区发展，2014 年投入养羊补贴 180 万，养羊贷

款贴息 200 万，养羊其他基金 120 万。同时，全州还加强了草地建设、秸秆处理、饲料推广、草原普法宣传、草原监测、技术

宣传培训等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在黔西南州职业技术学院共培训了养殖人员 1400 人次。 

（二）生计重构农户对不同类型技术的需求意愿。 

本文针对石漠化治理和扶贫开发背景，以黔西南州种草养羊为例，适合将技术类型进行详尽划分，依据农户行为理论和需

求层次理论并结合产业项目本身的特点，将技术分为劳动替代型、环保节能型、技术密集型、风险防范型、高效发展型及环境

保护型五大类，每一类又包含了多项具体技术，形成了种草养羊模式的农业科技列表。 

本文通过调查生计重构户对科技列表中具体技术的需求意愿，采用 Likert（五分制）量表对细分技术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进行意愿量化测度，然后再通过具体技术得分加总求平均值的方式计算出不同类型技术的需求意愿优先序。如上述操作，

所得结果见表 1。 

 

在各类细分项中，按照评分均值的高低进行排序，生计重构农户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优先序为：大量储水系统、基础种植紧

急补种、抗旱抗寒洪植物、羊疾诊治技术知识、农牧综合管理、草场作物混播技术、保持水土型植物、羊群催肥管理技术、防

洪冻旱生物防治、紧急应灾知识技能、沼气绿色羊圈建设、羊群繁殖管理、草饲生产加工库存、饲草加工合作平台、催肥熟助

产圈舍、催肥催熟型植物。可见，农户在技术需求和采纳方面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应对自然风险、病害风险等因素。 

经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生计重构农户对科技采纳的意愿至少有这三个特征：( 1 ）风险消减型技术和高效发展型技术是生

计重构农户最需要最迫切的。这说明了石漠化区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极强，一方面想要最大程度的避开风险，另一方面又想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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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利润，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其中存在先天性的不均衡。（2 ）生计重构农户的短期行为和小农经济思想观念依然较强。

调研中发现，大多农户都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利润，但其技术决策时往往作了次优选择，也就是为了实现“收入平

滑”, 其决策存在“理性但无效”的特征。（3 ）农户技术需求意愿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互相冲突。对真正利于其可持续

发展的环保型、节能型技术需求的意愿不强。这也是石漠化治理和扶贫开发中面临的难题。 

三、石漠化区生计重构农户科技需求的影响因素实证 

（一）实证模型构建。 

由于农户技术需求和采纳决策受到户主自身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环境特征的影响
[5]

。本文借鉴既有研究结果，采用多元回

归分析方法构建多个模型，组成不同类型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组，基于调查数据对生计重构农户科技需求的意愿及其

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所设计的函数模型及变量含义如下： 

根据 Logistic 概率公式（见公式（1 ) )  

 

在其两边取对数，并求出 y，得到如下式子： 

 

再由计量经济学的关系模型，可以知道： 

 

式中 Y 为第 f 种技术是否被采纳的情况，P为该技术被采纳的概率，表示变量系数，0为常熟系数，X 为影响因素向量，

共有 n个影响因素。根据以上模型，本文构建了石漠化区五种技术的采纳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组，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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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个模型中，Y1-Y5分别表示五类技术作为因变量时的取值，取 1 时表示有需求，取 0 时表示无需求；对数函数内的 P

表示生计重构农户对某类技术的需求概率；表示解释变量系数；表示随机扰动项；模型组中的下标对应于不用的技术和影响

因素，如32则表示第 2 种解释变量对农户第 3 类技术需求的影响系数；另外10-50表示常数项对五类不同技术需求的影响系数。 

（二）变量设计与数据处理。 

模型因变量分别为劳动替代型、环保节能型、技术密集型、风险防范型、高效发展型五类技术需求值，取值 0 或 1 ，五类

技术甄别采用的是排他性选 1 的方法。由于影响农户科技采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户主年龄、性别、学历等，都会影响其对

现代科技的采纳
[6]

；家庭特征，如生产规模、家庭负担等，是科技采纳的重要影响因素
[7][8]

；政策及环境特征，如是否有补

贴、是否参加过培训、技术人员下乡次数等，也影响了经营主体的科技采纳意愿。在此，本文将生计重构农户科技需求的影响

因素分为成四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信息特征，其中，每个自变量还进行了具体细分，本文自变量选择采用了

专家咨询法和文献分析法。变量取值和描述性统计以及预期影响趋向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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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分析。 

运行 Eviews6.0 ，建立新的 Workfile ，导入预处理后的样本数据，按步骤重复进行分析将结果汇总得出如表 3 所示统计

量。从结果可看出，Model1 到 Model5的调整后判决系数（Adjusted R2 ）依次分别为 0.7157 、0.6749 、0.8924 、0.7591 、

0.6792 ，各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是比较接近于 1 的，说明回归模型总体上具有显著性，模型组能较好地描述了现实情况；各模型

的 F 值分别为 84.0091 、68.4163 、273.3278 、29.1577 、71.0539 ，均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通过了 F 检验，

这因此也说明了模型组可用于现实描述。模型结果标明了不同自变量对 5 个因变量影响的程度和显著性，可以用表中结果来解

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由上表可知：( l ）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采纳受性别、年龄、学历、户型、草场面积、技术员每月下乡次数正向显著影响，

受男劳力比负向显著影响，受生计重构模式、信息获取途径一定程度上的负向影响。说明女性户主、男劳力比越小，农户对劳

动替代型技术需求越大。（2 ）节能环保型技术的采纳受到学历、家庭富裕程度、生计重构模式、技术员每月下乡次数、村里

是否有示范点正向显著影响，受年龄、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负向显著影响。说明家庭越富裕、技术员下乡次数越多、年龄越小、

参加过技术培训的农户较其他农户更有意愿采纳节能环保技术。( 3 ）技术密集型技术的采纳受羊存量、草场面积、生计重构

模式、村里是否有示范点、信息获取途径正向显著影响，受年龄负向显著影响，同时一定程度上受到性别、是否参加过培训负

向影响。说明村里有示范点、年龄越小，农户对技术密集型科技采纳的意愿更强。（4 ）风险防范型技术采纳受性别、户型、

享受补贴数正向显著影响，受家庭富裕程度、男劳力比、生计重构模式负向显著影响。说明户主是女性、享受补贴较多、家庭

越穷、男性劳动力越少、生计重构模式风险越大的农户本能性地采纳风险防范型技术，而且调研结果显示，97 ％的农户对风险

防范型技术都有刚性需求。（5 ）高效发展型技术受学历、家庭富裕程度、男劳力比、村里是否有示范点、信息获取途径正向

显著影响，受年龄、草场面积负向显著影响。模型结果总体上与预期影响相近，基本上接受原假设，但也有一定出入，可根据

实地调研结果进行微型修正，从而得到更为符合实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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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讨论与政策含义 

（一）结论及讨论。 

通过对石漠化区典型生计重构项目中农户科技需求意愿进行分析，可发现：石漠化区生计重构农户属于“风险厌恶”型决

策者，其理性是有限的，为实现“收入平滑”，其决策结果往往是“理性但无效”的。石漠化区生计重构农户的短期行为和比

较利益型决策的问题较为突出。笔者认为，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合理的，设想如果连生活都无法继续，其环境保护和治理意识如

何得到提高。因此，消减农户生计重构风险和加强思想观念教育是首要的。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男性劳动

力比例、户型、家庭富裕等级、是否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科技信息的获得途径等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程度影响了农

户对不同类型技术的采纳意愿
[9]

。根据这些因素所影响技术的程度及其方向，制定相应的农技推广政策，建设符合实际的农业

经营体系等：经分析，笔者认为加强石漠化区生计重构农户的精准化产业扶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措施迫在眉睫。 

（二）政策含义。 

1 ．依据需求意愿有序发展风险消减型技术，完善农业保险体系以提高农户收益预期，从而提高科技采纳率和实现技术驱

动功能。深人探析石漠化区生计重构农户的科技需求优先序，有序发展其所急需的现代农业科技和服务。如大力发展混播技术、

饲草加工储存技术、大量储水技术、耐旱耐寒品种、牲畜疾病防治技术等，以此消减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等风险。建立石漠化区

农牧业储备基金，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消减石漠化区贫困农户生计重构风险。如农业保险按照灾害损失比例赔偿，制定价格保

护制度等，使石漠化治理和扶贫产业由“剪刀差”向“保护伞”转型。建立完善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整合“微笑曲线”式的

产业链，返利给农户，增加其采纳现代农业科技的能力和欲望。加强公益性农技推广，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广泛

展开技术集约经营，提高技术使用效率，从而提高科技采纳率和实现技术驱动功能。 

2 ．完善农村财政金融制度，稳步推进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对片区的生态补偿。由政

府和扶贫部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整合资源，建立扶贫资金效益扩大机制，实现扶贫资金使用的良性循环。创新农村金融制度，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如财政贴息贷款，建设社区银行、乡村银行等，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技术采纳的支持力度，大力推广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扩大农户贷款面。以利益为诱导，鼓励有偿性服务机构参与科技推广工作。从农（牧）民中发展职业农（牧）

民，鼓励成立家庭联合组织，抱团发展。探索性地推进土地流转机制，将补贴变激励的机制，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大力发展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使用法律手段，保护农户利益，在加强资源资本化的

同时，加大生态补偿和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3 ．加强现代思想观念教育，发挥现代媒体的优势作用，精准化传播农技知识和精确扶持生计重构农户，强化培训和示范

户的作用。生计重构币农户的观念和意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计转型的成功率。因此要加强思维和观念的宣传和教育，在信

息传导方式应该借助现代媒体，提高其精准化程度。另外，要充分发挥政府、培训中心、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的作用。首先，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农业类科研院校、企业、农村合作社等在内的多元农业科技供给体系。其次，加强科技培训和服务。

加大对技术员、农民技术员的培训力度，提高草地畜牧业的科技水平。再次，将分散的农户纳入龙头企业的生产体系，或建立

专业合作组织。最后，农业科技示范户具有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带动周边农民采用和传播农业新技术的重要作用。通过农业

技术实验、示范、培训、宣传等方式，充分展示农业技术丰硕成果，提高农户科技素质，为农业技术推广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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