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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农视域下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评价分析

——以湖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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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湖南省 500 户林农的调查，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林农林业社会服务需求和满意度进行实

证分析，并通过 IPA 分析法对湖南省林业社会化服务绩效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目前湖南省林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

水平相对于林农日益增长的需求仍显得落后，林农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满意度不高。为进一步完善湖南省林业

社会化服务，应做到以林农为本，促进供给体系结构优化，从而实现林农需求与林业社会化服务多元供给之间的良

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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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林业社会服务供给体系是指为满足林业生产与发展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为农户从事林业生产与经营提供各种服务

所构成的服务网络与组织系统。国内外文献对林业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的研究大多是从政府的政策建议、宏观调控和产业发展需

求的角度进行研究
[1]
。在政府与私营部门在服务中的权力划分问题上，Farrington(1994)等对比不同国家的创新政策及其实施效

果，认为政府社会化服务部门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在林业培训等方面加强政府支持与指导
[2]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上，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应对市场进行联合供应，既要为林业目的地的居民提供服务，也要为林农提供服务
[3]
；政府社会化服务部

门可与私营企业相结合，共同提供林业服务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思路，相对而言，政府能更好地满足林农的需求
[4]
。我国学者对林

业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的研究经历了从“政策”视角向“组织”视角的转换，他们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绩效评估的研究对我国林业

社会化服务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郑英宁(2007)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全国 28 个省林业社会化服务效率进行了

实证分析，测算了各地林业社会化服务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5]
。王汝发(2008))建立了林业社会化服务评价的

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动力结构指标，并应用模糊数学原理建立了林业社会化服务数量和质量绩效评价模型
[6]
。丁胜(2013)基于

1 * 收稿日期: 2016-11-02； 修回日期: 2017-03-08

基金项目: 国家林业局林业软科学课题(2015-R08-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CJY05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青年重点基金项

目(2015QZ005)

作者简介: 宋 璇(1978—)，女，湖南益阳人，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林业经济管理；田治威(1958

—)，男，山西晋中人，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林业经济管理。



2

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区市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绩效进行分析比较
[7]
。

综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1)以林农为视角研究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与供给效果关系的研究很少。(2)林业社会化服务引导和

激励林农林业生产行为的实施效果还需要进行跟踪和测度。针对目前研究的局限性，本文试图从林农需求的微观角度探讨林业

服务的组织、内容、方式和效果，建立基于林农需求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分析框架，并采用 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重要性-表现程度法)综合评价湖南省林农对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情况，从而直观地了解林农对各项林业社会化服务

需求迫切程度(即重要性)与供给满意度(即满意度)之间存在的差异，以期为决策执行及资源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二、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2015 年，国家林业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林业社会化体系建设专项研究”课题组对湖南省东南西北 10 个县 50个行政

村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林农样本 500 户，展开林业社会化服务专项问卷调查。在调查中，对湖南慈利、凤凰、会同、花垣

等 10 个县展开林农基本情况、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满意度的调查。调查包括林农大户、林农散户、村干部、低收入户、高收入

户等，同时还深入到调查地的林业要素市场、林业局林改办、林业站进行访谈，实地了解相关情况。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

500 份，有效率 100%。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根据林农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迫切度与供给满意度建立模型进行分析。经由林农所填写的调查问卷得到因变量数

据全部是分类数据。因此，使用 Logistic 逐步回归方法建立分析模型
①
，Logistic 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n=12；m =11；i=1，2，3，…，8 表示林农对林业科技服务、林地流转中介服务、林业产权资产评估服务、林业融资

服务、森林病虫防治服务、森林保险服务、林木种苗培育与供应服务、林产品加工服务这八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迫切度和

供给满意度；αi和βi分别表示方程组常数；εi和γi表示方程组的误差项。

(三)变量选取

1.因变量。因变量有 16 个，分别用 Qi、Gi(i=1，2，…，8)表示林农对八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迫切度和供给满意度。调

查问卷填写者以整数打分的形式对八种服务的需求迫切度和供给满意度进行评价。最低分是 1 分，最高分是 10 分。

2.自变量。影响需求迫切度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在调查问卷中，依据数据的科学性与可获取性选取

了 12 个与林农需求迫切度密切相关的因子和 11 个与林农供给满意度密切相关的因子，变量类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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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信度检验。信度检验是对量表工具所测结果稳定性以及一致性的检验，量表必须通过信度检验，其所测数据才具有

可靠性和α 有效性。本文利用 SPSS22.0 软件采用 Cron-bach α系数和 CITC 指数来衡量问卷中的 27 个观测变量的信度，检验

结果如表 2 所示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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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Cron-bach α系数大部分都大于 0.6，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CITC 指数大部分大于 0.35，说明量表具有

较高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4.数据效度检验。具备信度的量表不一定具备效度，因此，应该再进行效度分析。一般用验证性因素分析 CFA(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方法来检验量表的效度。在进行因素分析之前，通常需要对观测数据进行 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和

Bartlett 检验，以此来判断观测数据是否适合作因素分析。通常，KMO 值越接近 1，数据越适合作因素分析，其最低标准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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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知，问卷数据的 KMO 值为 0.729，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0.05 的巴特利球型检验，说明本次调查的数据非常适

合做因子分析。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4、表5是运用SPSS22.0软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需求迫切度和供给满意度的估计结果进行的分析。由表4可知:(1)

在个人特征中，林农性别与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呈正相关关系，即男性林农更偏向选择林业信息、技术服务。这是由于男性仍

是林业生产的主力军，并且男性一般能较好地选择和运用先进技术及市场信息，大胆采用科技来改善生产条件，从而优化资源

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文化程度对信息服务有正向影响，林农年龄对金融服务有负向影响。这也反映出年轻或学历较高的林农，

更注重生产与市场相对接。(2)在家庭经济特征中，林地面积与信息服务、生产资料供给服务呈正相关关系。越大的生产规模意

味着越多的成本投人。为了控制成本，林农可以通过生产资料供给服务购买价廉质高的良种、农药、化肥等，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也可通过信息服务及时准确地了解市场资讯，以降低交易成本。林业收入占比与技术服务同样呈正相关关系。林业收入占

比高的林农，林产品产出直接决定其林业收益。而技术服务不仅能增加林业产出，还能节约人力资本。(3)林农有无外出务工经

历在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中正向影响显著。而林农是否加入专业合作组织对金融服务有负向影响，即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林农

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较弱，这也表明中部地区的林农专业合作组织在解决林农融资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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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知:(1)第一类需求认知方面:需求种类在林业科技服务、森林病虫防治服务这两项中呈正相关；需求价格在林业

科技服务、林地流转中介服务、林业产权资产评估服务、森林病虫防治服务、林木种苗培育与供应服务这五项中呈正相关；需

求规模在林业科技服务、林地流转中介服务、林业产权资产评估服务、林业融资服务、森林病虫防治服务、林木种苗培育与供

应服务这六项中显著且呈正相关。这显示大部分林农对涉农信息和技术服务的需求十分迫切，对需求的种类、价格和规模的了

解较为清晰，即使服务需要支付一定费用，林农也愿意。(2)服务方法方面:发放宣传资料在林业科技服务、林地流转中介服务、

林业产权资产评估服务、林业融资服务、森林病虫防治服务、林产品加工服务这六项中显著且呈负相关，这反映出林农专业合

作组织功能不全，难以有效满足林农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需求，才导致林农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满意度不高。(3)林农是否加入专

业合作组织与金融服务和生产资料供给服务都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林农在与组织成员的交流中获取到的各种信息增强了他们

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了解，能帮助其正确评估某项服务的预期效益和风险，特别是金融服务。

四、湖南省林农对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现状综合评价

在构建 IPA 的两维、四象限方格图中，以“供给满意度”作为横坐标轴，“需求迫切度”作为纵坐标轴，以经过对调研数

据进行统计计算得出的“供给满意度”的均值的总平均数 6.364 和“需求迫切度”的均值的平均数 7.136 确定 IP 图中交叉点，

并以此点绘制十字线作为坐标系内四个象限的边界。再根据重要性分值和满意性分值，对八项林业社会化服务进行定位，绘制

出评价因素的 IPA 方格图(见图 1)。其中第一象限重要性高，满意度高，为“优势”区域；第二象限重要性低，但满意度高，

为“继续保持”区域；第三象限重要性低，满意度低，为“次要改善”区域；第四象限重要性高，但满意度低，为“重点改善”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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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象限为林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优势区域，此区域内的林农对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非常迫切，而且对林业社会化服务也

很满意，位于该区域的分别是“5”(即森林病虫防治服务)、“6”(即森林保险服务)。

第二象限为林业社会化服务的继续保持区域，该区域中林农对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并不是非常迫切，但对林业社会化服务

供给比较满意，该区域的林业社会化服务可能被过度供给了。定位于该区域的是“7”(即林木种苗培育与供应服务)。

第三象限为林业社会化服务的继续改进区域，该区域中林农对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并不是非常迫切，而且对林业社会化服

务供给也并不是很满意，该区域的林业社会化服务应该在重点改善区域之后进行改善。位于该区域的分别是“2”(即林地流转

中介服务)、“3”(即林地产权资产评估服务)、“4”(即林业融资服务)、“8”(即林产品加工服务)。

第四象限为林业社会化服务的继续保持区域，该区域中林农对林业社会化服务需求非常迫切，但对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不

满意，因此，应及时进行改进。位于该区域的是“1”(即林业科技服务)。

五、结 语

湖南省林业社会化服务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通过对林农进行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满意度调查分析发现，

林农对林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的总体评价不高。为此，目前要特别关注林业科技服务、病虫害防治和森林保险服务、种苗培育与

供应的服务，提高林业社会化服务效率。必须针对不同类型林农的需求差异，为林农提供针对性强、高效、便捷的林业技术服

务。同时，政府要将直接投资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模式改为“购买服务—过程监督—绩效评价”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模式，以提高

政府扶持政策的效率与服务输出能力，提高林业社会化服务质量与林农满意度，培育新型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市场有效

与政府有为”相得益彰。还要提高林业部门服务能力，扩大社会组织覆盖乡村的范围，鼓励林业企业参与服务，建设以政府服

务为主导，社会组织服务为基础，市场服务为主体的林业综合服务体系，形成公益性、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分层发展，各类

服务组织有序合作的互联、互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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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Logistic 回归模型是一种对因变量为二分类或者多分类进行回归分析时常采取的一种回归方法。和线性回归不同的是，

Logistic 回归是一种非线性模型，普遍采用的参数估计方法是最大似然估计法，Logistic 逐步回归法基于数据的抽样，可以筛

选出对事件发生与否较显著的因素，同时剔除不显著的因素，并能为每个显著的因素产生回归系数。

② 一般来讲，信度系数是不能直接计算的，只能以一种间接的方法对其进行估计。比较常用的评价指标就是用来评价一致

性的 Cron-bach α系数，Cron-bach α系数值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测量项的一致性，同时也能反映内部结构性。Cron-bach α

系数值越大，表明测量指标间的相关性越高，信度就越大。在探索性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在 0.6 以上被认为可信度较高。

同时，可以利用每个项目和总体的相关系数 CITC(corrected item total correlation)来衡量量表的可信度。在实际应用中，

CITC 应大于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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