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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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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作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载体，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驱动力。

借助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 2005—2018年中国 816个县的面板数据和多期

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作用机理和制约因素。研究发现：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会导致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提高 3.04%，尤其在乡村旅游资源禀赋越好、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的地区，政策的增收效应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增收效应越来越强；此

外，作用机理检验表明，提高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和增加农业技术采用是示范县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中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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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1］。促进农民增收，有利于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增进农民

福祉和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意见》明确提出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鼓励农民勤劳守法致富，增加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保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

民。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如何通过产业融合、三产联动等方式实现农村产业兴旺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成为亟待解

决的重大课题［2］。理论界普遍认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作为农村产业融合的新业态，凭借其产业关联强、经济效益高、生态环境

优等典型特征，成为拓展农业功能、增加农民收入和提升乡村价值的重要实现形式［3］。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是国家为了加快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

而实施的一项范围最广、力度最强的扶持政策。该政策于 2010 年开始实施，截至 2018 年底，累计创建了 388 个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后文简称“示范县”）。如今，这些示范县已成为引领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排头兵”。据监测，

示范县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主要经济指标在当地省市区均处于领先水平，年接待游客在 100万人次左右，农民受益面在 30%以

上，从业人员中农民就业比例达到 60%以上①。 

对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能否促进农民增收，学术界已有大量讨论。在理论方面，一种观点认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

展能够通过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带动农特产品销售、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渠道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4-6］；而另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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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面临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农民参与度不高、产业发展受社会精英主导等障碍，导致其对农民的增收

效应无法充分发挥［7］。在实证方面，部分文献利用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如肖宏伟基

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证实了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8］
；Liu等则采用中国 1998—2013年 31个

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出乡村旅游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9］。同样，在国外也有大量文献使用政府二手数据研究发现乡村旅游

会导致农民收入增加［10-11］。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反，一些基于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宣称乡村旅游发展会带来环境破坏、物价上涨等

负面影响，从而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12］。还有一些文献基于微观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增收效应。

如杨启智等基于成都市 1850份农户调查问卷，利用对应分析法实证考察了乡村旅游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为农家乐

提供劳务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显著，而为农家乐提供农产品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有限［13］；姚海琴等利用四川、湖南和浙江三省 605

个农户的调研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未从事乡村旅游的农户，从事乡村旅游的农户年收入将提高 7万元［14］；Alex等使用希腊科

林斯山区 19 个村庄 74 家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的调研数据研究表明，该地区的休闲农业发展伴随着明显的经济漏损，大多数民宿

都是外地人经营的，当地农民并没有抓住机遇实现脱贫增收［15］。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关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争议。本文认为，除了研究

样本不同之外，上述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致来源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基于宏观数据的研究通常将农民人均收入对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发展水平进行回归，但除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之外，其他驱动因素也会使得农民收入发生变化，因此这种方法无法准确

识别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净影响；而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往往直接对比从事乡村旅游的农户与未从事乡村旅

游的农户的收入差异，这种方法存在样本选择偏误，例如一些农户认为从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获得的收入有限，因而不愿意从

事乡村旅游，出现“自选择”问题。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

准自然实验。结合县域面板数据和 PSM-DID方法，不仅可以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而且可以消除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

而能够较为充分地考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本文试图回答：在示范县政策的推动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发展是否真正提高了农民收入？哪些因素会影响示范县政策的增收效应？进一步地，如果示范县政策促进了农民增收，其具

体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1 理论假说 

1.1综合效应 

在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作用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两个环节：①政

策实施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具体分析如下： 

土地短缺、资金不足、人才匮乏、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不配套是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突出制约［16-17］。为了

突破这些发展瓶颈，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支持示范县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在土地使用方面，改革完

善用地管理制度，将农旅项目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农村闲置宅基地、“四荒地”等资源发

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在资金投入方面，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示范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休闲农业企业发展；搭建银企对接平

台，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在人才培养方面，引导返乡创业人员开展乡村旅游创业，提高从业人员存

量；鼓励高等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乡村旅游专门人才；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提升服务水平。在宣传推介方面，在线

下指导各地举办特色鲜明的农事节庆活动，打造一批农业嘉年华、星级户、休闲农业特色村镇等知名品牌；在线上开展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推介，促进供需对接。以上举措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向性和操作性，有效地推动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发展。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就业效应。农民增收的核心逻辑在于其就业的

充分实现，并依赖于农村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18］。在中国农村的产业结构中，农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由

于农业生产的周期长、风险大、效益低，导致农户的收入增长缓慢
［19］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具有较强产业关联性的新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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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带动农村地区的餐饮、住宿、交通、购物、文娱等产业的发展［20］。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会产生大量劳动

力需求，从而给农民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拓展和优化增收渠道。具体来看，一部分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当地

非农部门获得了更高的收入；还有一部分农民选择进行兼业经营，提升了家庭的非农收入占比
［21］

。更为重要的是，农旅产业具

有就业门槛低、包容性强的特点，即使是就业竞争力较弱的留守妇女和老人，通过一定的劳动技能培训，也可以承担乡村旅游所

需的导游、接待、保洁等工作［22］，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第二，技术效应。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可以促进蔬菜、瓜果等

经济作物的种植［23］。相较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对技术性的要求更高，农户具有更强的技术采用偏好［24］。因此，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的发展通过增加当地游客流量刺激特色农产品的需求，推动当地的经济作物种植，从而促进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采用［25］。

一方面，农业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农产品品质，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实现农

业增效和农户增收［26］。另一方面，采用农业技术会减少农户必要的农业劳动时间，促使其增加非农就业时间，从而提高家庭的

非农工资性收入
［27］

。换言之，农业技术采用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农民的务农收入，而且能通过时间重配置效应间接增加农民的非

农收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说： 

H1：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可以通过“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两条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1.2异质效应 

虽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有利于提高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和增加农业技术采用，从而有助于农民收入增长。但是，一方

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要建立在现有的乡村旅游资源禀赋上，各地出台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

规划中也纷纷表示要“利用当地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化遗产、优质的农特产品等资源优势，做好‘乡村旅游’大文章”；

另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这些因素与景点可达性和旅游体验密切相关，进而影响

到游客的消费需求
［28］

。这说明，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示范县政策的增收效应的重要因素。 

具体来看，乡村旅游资源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生态型、民俗文化型和特色物产型三大类型。首先，一个地区的自然生态型资源

越丰富，其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就越大，更容易吸引广大旅游企业进行开发，有利于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其次，民俗文化

型资源可以丰富乡村旅游的内涵和层次，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品牌，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29］；最后，当特色物产型资源较为丰

富时，易于开发观光采摘、创意农业等乡村旅游项目，从而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因此，在示范县政策的支持下，乡村旅游资源

较好的地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更快，可以有效带动当地农民增收。在现实中，即使乡村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如果脱离了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乡村旅游也难以发展。通常情况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越

好。另一方面，相关调查显示，“近郊乡村游”已成为新形势下居民外出游玩的首选方式①，如此一来，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点

更受青睐；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虽然拥有独特的乡村旅游资源禀赋，但受经济、地理等条件的限制，消费需求不足，示范县政

策的增收效应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说： 

H2：在乡村旅游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示范县政策的增收效应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H3：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示范县政策的增收效应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2 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 

2010—2017 年，中国政府分八批设立了 388 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了达到本文的研究目的，同时基于数据

的可得性，我们选取 2005—2018年作为样本区间。由于直辖市的行政序列和内部管理具有特殊性，我们首先剔除了隶属于直辖

市的示范县；与其他县级行政区相比，市辖区是城市市区的组成部分，而且居民以城镇人口为主，因此我们又剔除了市辖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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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示范县。本文将经过上述筛选后的示范县作为处理组，采用 PSM方法，在共同支撑域内为示范县匹配

对照组。最终，本文总共收集到 816个县的面板数据，其中，示范县 131个②，非示范县 685个。 

2.2模型设定 

本文将示范县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 DID方法来估计示范县政策的增收效应。然而，由于示范县的设立并

不是随机的，因此如果将所有非示范县作为对照组，很可能产生样本选择偏误。为此，我们首先使用 PSM方法为示范县匹配相近

的对照组，然后在匹配成功的样本范围内利用多期 DID方法检验示范县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净影响。相关模型设定如下： 

2.2.1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本文首先使用 PSM 方法构造反事实框架，以降低样本选择偏误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借鉴 Imbens、孙琳琳等的做法［30-31］，我

们采用迭代比较法确定匹配的协变量 Xi，具体地：首先将基础协变量 Base引入倾向得分估计方程，然后将待选协变量分别加入

到方程中，并与基准方程进行似然比检验得到 Log-Likelihood 统计量，接着选取最大的 Log-Likelihood 统计量与指定的门槛

值比较
③
，若大于门槛值则将对应的协变量加入方程并重复进行上述过程。用于估计倾向得分的 logit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pi=p(X)i=p(Treat|)i=1Xi代表各县的倾向得分；Base代表基础协变量；Other代表通过迭代比较后加入的其他协变

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核匹配法确定权重④。通过匹配，我们筛选出共同支撑域内的样本用于随后的因果推断，共同支撑

域之外的样本将被剔除⑤。 

2.2.2基准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影响农民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本文设定如下形式的回归方程： 

 

式中：i和 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lnYit表示农民收入水平，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值来衡量⑥；DIDit为核心解释

变量，具体地，DIDit=Treati×Timet，其中：Treati为是否设立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的虚拟变量，若是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Timet为时间虚拟变量，在设立之前取值为 0，设立当年及之后为 1；α0为截距项；α1反映示范县政策的增收效应；

Zit 代表影响农民收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γi 代表县固定效应，主要控制地区层面诸如文化风俗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λt

代表年份固定效应，主要控制宏观经济环境等不随地区变化但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εit代表随机干扰项。 

2.2.3平行趋势检验模型 

使用多期 DID识别策略的重要前提假设是，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发生前具有共同趋势。为此，本文借鉴现有的研究方法来

检验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平行趋势，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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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s是本文关注的估计系数，它捕捉了示范县与非示范县在时间趋势上的差异；DIDs是虚拟变量；s表示示范县设立

的时间窗口，当 s取值为正时，表示设立后第 s年；当 s取值为负时，表示设立前第 s年；仅在第 s年，DIDs的取值为 1，其余

年份取值为 0。其中，s=-8+包括了示范县设立前第 8 年及其更早年份的时间窗口，与之类似，s=4+包括了示范县设立后第 4 年

及其之后年份的时间窗口。值得注意的是，s=-1（示范县设立前一年）被设定为基准年份。其他变量与（1）式保持一致。图 1

展示了方程（3）的估计结果①。观察图 1可以发现，在示范县设立之前，所有时间窗口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而在示范县设立之

后，增收效应逐渐显现并且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一方面，示范县和非示范县在政策实施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另一方面，

示范县政策对农民增收产生了持续增强的正向影响。 

 

图 1平行趋势检验 

2.2.4作用机理检验模型 

为了实证检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影响农民收入的机理，本文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构建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Mit为中介变量，分别表示乡村非农就业水平（Emp）和农业技术采用情况（Tec），其他变量与（1）式保持一致。示

范县政策的总效应为α1，直接效应为θ1，间接效应为ω1θ2。如果示范县政策确实有一部分效应是通过中介变量 Mit 而产生

的，则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①DIDit对中介变量 Mit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ω1>0。②中介变量 Mit提高了农民收入，

即θ2>0，且引入中介变量后 DIDit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即θ1<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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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变量选取与说明 

2.3.1被解释变量 

为了分析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按照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32-33］，本文选取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的对数值（lnYit）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也使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Y_rateit）

进行稳健性检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各县农民收入数据按照所属省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转化为以 2010年为基期的可比价

格，从而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2.3.2核心解释变量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DIDit）。 

2.3.3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农民收入，借鉴唐跃桓等［32］的研究，本文还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业发展水平（Agr）、

产业结构（Ind）、政府规模（Gov）、金融发展水平（Fin）、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ix）、人力资本水平（Hum）、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Tran）和通信基础设施水平（ICT），详细的变量计算方法。 

2.3.4协变量 

本文首先选择控制变量作为基础协变量；其次，查阅了示范县申报材料，申报材料要求申报单位填写全县总人口、农业人口、

农业总产值、旅游业发展水平、环境状况等情况，因此本文又选择年末总人口（Pop）、乡村人口（Rpop）、旅游业总收入（Tour_inc）、

旅游接待总人次（Tour_pop）、空气质量（PM2.5）作为待选协变量②。最后，通过迭代比较法筛选之后，本文引入的其他协变量

包括了全部待选协变量。详细的变量计算方法。 

2.3.5其他变量 

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选取国家 5A级旅游景区（Spot）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Cult）作为乡村旅游资源的

代理变量，使用各县 GDP的对数值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lnGDP）；在作用机理检验中，本文选取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数占乡

村从业人员数的比重来衡量乡村非农就业水平（Emp）；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的比值来反映农业技术采

用情况（Tec）。 

2.4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名单和获批时间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网站①。2005—2018年各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网站②。2005—2018年各地级市旅游收入、旅游接待人次数据来源于各地方统计局和 EPS全球统计数据平台。2005—

2018年各县高速公路数据来源于历年 GPS导航地图。国家 5A级旅游景区数据来源于文化和旅游部及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③。其他指标数据均来自国泰安 CSMAR 县域经济数据库、《中

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6—2012）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3—2019）。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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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基准回归结果 

第（1）列仅控制了县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非示范县，政策导致示范县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显著提高了 2.47%。第（2）列则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结果表明，政策对示范县产生的增收效应依然显著。为了控制示范县

与非示范县可能存在的非平行趋势，本文在第（3）列中加入了是否设立示范县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互项，估计结果显示，政策仍

然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 3.69%。在第（4）列中，我们又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变量的交互项，第（5）列进

一步使用县虚拟变量替换省份虚拟变量，结果发现，DID的估计系数依然为正，并且都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同时，

以上回归结果与图 1展示的动态回归结果一致。 

3.2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又实施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更换匹配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安慰剂

检验。具体如下： 

3.2.1更换匹配方法 

在基准回归前，本文采用核匹配法进行匹配。为了排除匹配方法局限性对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分别使用最近邻匹配法和卡

尺匹配法重新进行匹配，匹配后的双重差分回归结果见（1）列和（2）列所示。可以发现，无论采用何种匹配方法，示范县政策

交互项 DID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本文估计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 

3.2.2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Y_rate）替换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值（lnY）后重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

（3）～（5）列所示。从中可以看出，除卡尺匹配外，示范县政策交互项 DID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有效提升了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进一步加强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2.3安慰剂检验 

尽管前文对多期 PSM-DID 方法的前提假设和估计结果进行了大量检验，但仍然可能存在非观测遗漏变量会影响估计结果。

为此，本文参照 Li等
［34］

的做法，随机设定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我们从 816个县中按照年份随机抽取 131个县，

将这些县设定为“伪处理组”①，剩余样本则作为对照组，由此构建新的模拟交互项并进行回归，获得模拟的估计系数。由于“伪

处理组”是随机生成的，理论上不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影响，所以预期的估计系数为 0。本文重复 500次上述随机过程并在

图 2中汇报了模拟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分布情况。可以发现，模拟估计系数的均值接近于 0，而图中竖线代表的实际估计系数 0.0304

在模拟估计系数分布中明显属于异常值。这表明，估计结果没有明显的遗漏变量偏误，政策效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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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安慰剂检验 

3.3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导致不同示范县的政策效果存在差异，本文在考察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县政策对农民增收的综合效应的基础上，也将从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视角探讨示范县政策促进农

民增收的异质性。 

为了验证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对示范县政策增收效应的影响，本文选取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作为乡村旅游资源的代理变量。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代表中国旅游景区质量的最高等级，具有完善的交通条件和稳定的客源市

场，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辐射带动效应很强。相关研究显示，5A级旅游景区周边的乡村休闲旅游点较为密集［35］。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经国务院批准，由文化旅游部确定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色彩，是乡村旅游独具特色的核心吸引物［36］。因此，使用上述变量

来表征乡村旅游资源丰裕度具有合理性，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示范县政策与国家 5A级旅游景区的交乘项显著为正；另

一方面，示范县政策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交乘项也显著为正。这说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对

农民增收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乡村旅游资源越多，示范县政策的增收效应越显著。因此，本文的假说 2得到验证。 

从现实来看，即使乡村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如果脱离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那么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也难以发

展，而基础设施状况和公共服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差异主要表现为东中西三大

区域间的差异，因此本文首先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将样本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然后分别对各地区进行回归，回归结

果见（1）～（3）列。可以发现，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而在西部地区，DID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为了进一步验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政策效果的重要性，本文又按照各县

lnGDP变量均值的中位数将全样本分为高低两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见（4）～（5）列。结果显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县政策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政策的增收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得到更

大程度的发挥，这与前文的理论逻辑一致，假说 3得到验证。 

4 作用机理检验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作用显著，但示范县政策对农民

增收的内在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主要通过“就业效应”和“技术效

应”两条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本文将在该部分对以上渠道进行检验。 

（1）～（3）列展示了就业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第（1）列是基准回归结果，第（2）列检验了政策对乡村非农就业水平

的直接作用，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对乡村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①。第（3）列将政策交互项和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同时纳入

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政策交互项和乡村非农就业水平依然显著为正，且交互项 DID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这说明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当地的乡村非农就业水平促进农民增收。具体而言，在政策红利的推动下，示范县的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得以迅速发展，旅游业的发展则会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为农民提供就近就业机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旅游业产业

链条长，关联行业广，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其他产业起到带动作用，进一步扩大了农民的就业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农民放

弃农业生产，转移到非农部门获取更高的工资性收入；一部分农民选择兼业经营，提高了工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进一

步地，本文又检验了政策能否通过影响当地农业技术采用进而促进农民增收。借鉴张军等［25］的做法，本文使用人均农业机械总

动力反映当地农业技术采用情况。技术效应的检验结果见（4）～（6）列，（5）列结果显示示范县政策促进了农业机械技术的采

用，而将政策交互项和农业技术采用同时纳入方程（6）后，交互项 DID和农业技术采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 DID系数的

数值明显下降，这说明农业技术采用是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发挥增收效应的重要中介机制。具体而言，休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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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乡村旅游发展会导致当地游客流量增加，刺激果蔬等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推动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从而增强其技术采用偏好。

一方面，农业技术采用的增加促进了农业增效，直接增加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另一方面，农业技术采用可以减少农户必

要的农业劳动时间，促使其兼业经营，增加家庭的非农工资性收入。因此，以上证据证明了“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客观

存在性，本文的假说 1得到验证。 

5 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为了考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同时准确评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增收效果，本

文利用 2005—2018年中国 816个县的面板数据，基于多期 PSM-DID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

看，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收入增长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增收效应

越来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乡村旅游资源禀赋越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政策的增收效应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机理检验发现，乡村非农就业水平提升和农业技术采用增加是示范县政策发挥增收效应的重要渠道。 

5.2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多重政策启示。①各级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以便更好地发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对农民增

收的促进作用。东部和中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区位和资金优势，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加快乡村旅游产业提档升

级；西部地区应加强交通、物流、水电、网络、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旅游信息服务平台，激发乡村旅游资源禀赋优势。②

政府应加大乡村旅游从业技能培训力度，大力开展农家菜烹调、民俗文化服务、旅店管理、服务礼仪等技能、技艺培训，不断提

升乡村旅游村民的综合素质、业务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其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增加非农工资性收入。③地方政府应

积极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发挥“互联网+”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使农民及时了解农业新产品、新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

经验等信息内容，实现机械化和科学化生产，满足游客对乡村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农民家庭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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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文的研究样本中包含 131个示范县，具体到各年份分别为 10、14、14、10、14、26、19和 24个。从区域分布来看，东

部地区 60个，中部地区 48个，西部地区 23个，具有很好的地区代表性。 

4 Imbens［30］指定的门槛值为 1，但他认为该值并不一定是最优值，本文门槛值的设定与孙琳琳等[31]的研究保持一致，

同为 2.71，对应的 z值为 1.645。 

5为了稳健起见，本文同样尝试了最近邻匹配法和卡尺匹配法，相关结果在稳健性检验中汇报。 

6由于篇幅限制，正文中未汇报平衡性检验结果和共同支撑检验结果（均通过检验），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7由于国家在 2014对农村居民收入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因此 2014年之后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代替。 

8图中虚线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9由于县域旅游业总收入和旅游接待总人次数据缺失严重，故本文使用各县所在地级市的旅游业总收入和旅游接待总人次进

行替代。同时，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省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旅游业总收入转化为以 2010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格。 

10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http://www.moa.gov.cn/）。 

11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 

12详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 

13各年份“伪处理组”分布与真实情况保持一致，本文确保从 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年开始

进入“伪处理组”的县分别为 10、14、14、10、14、26、19和 24个。 

14从作用大小来看，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对乡村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仅为 0.94%。主要原因在于，本文

利用乡村从业人员数减去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得到的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数并未包含兼业农民。因此，“就业效应”被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