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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追求利润而采用新品种但需要缓解风险、臻别信息的过程中 ,外部推广机

构行为较农户自身禀赋相比影响更为显著 ,但是大多数农户对公共机构的权威性的认同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家和科

学的信任而敢于采用新品种。由于农户自身无法有效地对新品种作出信息臻别 ,农户行为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规避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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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良种在种植业增长方式转变中具有基础作用、

决定作用、载体作用和增效作用〔1〕,所以尽管种子

与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相比 ,资金需求是最少的 ,

但却是农民最重视的。Scott Rozelle 和黄季　通过

“品种替换”(每年农民种植新品种面积的比例)这个

变量发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国农民完

全更换一次品种的时间与美国一些比较发达的州相

当 ,每年平均替换 20 %到 25 %的品种〔2 - 3〕。另一方

面 ,曾经的良种推广主渠道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面临着“网破、线断、人散”等一系列问题 ,刘鹏凌的

一项调查显示 ,实施良种补贴政策也没有使安徽省

良种率显著提高〔4〕。农户的新品种采用有其自身

的规律 ,其采用过程是追求利润的同时也面临着对

新品种不了解的风险 ,从 1999 年我国实施《植物新

品种保护条例》以来截止 2006 年 1 月 1 日 ,我国共

有 174 个水稻品种获得授权 ,这样农民就有更多的

种子品种可供选择 ,不过这也要求农民具备更高的

臻别能力。农户的水稻新品种采用行为实际上是一

个提高信息臻别和规避风险能力的过程 ,那么农户

是如何进行品种安排的呢 ? 哪些因素影响其信息臻

别能力和风险规避能力 ? 弄清楚农民的品种安排行

为对于优化良种补贴政策措施、完善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促进种子产业健康发展、推动农业保险事业的

发展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研究假说与研究方法

农民品种安排行为是追求利润并合理规避风

险、接受与臻别新品种信息的过程 ,所以影响风险与

信息传递的因素都将影响着农户的品种安排。从品

种安排行为的需求方来看 ,农户禀赋是关键因素 ,农

户禀赋是指农户的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所拥有的天

然所有的及其后天所获得的资源和能力 ,包括物质

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品种安排的供给方

来看 ,推广组织的行为也将通过影响农户接受与臻

别信息的能力而影响着农户的品种安排。学者们在

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影响方面有较多的研究 ,

但对各类因素起的作用方向及影响力的大小存在着

较大的争议 ,如经营规模对农技采用的影响〔5 - 6〕,

教育水平的影响〔7 - 8〕,人际网络对技术扩散过程的

意义等 ,本文仅对水稻品种安排的影响因素进行讨

论。另一方面 ,尽管基层农技推广部门面临着一系

列困境 ,但也不容忽视推广单位的行为 ,它是否仍然

在继续显著地影响着农户的品种安排 ? 根据对相关

文献的疏理〔9〕,我们提出对水稻新品种消费的影响

变量系数符号假设 :

反映农户人力、社会资本和资源禀赋的变量有

户主年龄、户主教育年限、户主政治面貌、户主职业、

耕地面积和年产量 ,它们对农户的信息臻别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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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能力都会产生作用。其中户主职业的影响是不

确定的 ,我们以户主今年主要工作来表示 ,1 为务

农 ,0 为兼业、务工或其它 ,该变量对新品种的采用

具有双重影响 ,务农则更为关心品种的安排 ,但一般

认为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人力资本更高 ,见识更广 ,

因而该变量的影响符号需要模型结果来检验。
表 1 　自变量系数符号假设

户主年龄 (X1) 教育年限 (X2) 政治面貌 (X3) 户主职业 (X4) 耕地面积 (X5)

- + + - / + +

年产量 (X6) 农技信息 (X7) 影响人群 (X8) 联合购种 (X9) 未买过假种子 (X10)

+ + + + +

　　农技信息 ( X7) 和影响人群 ( X8) 是影响农户信

息臻别能力的变量。影响人群 ( X8) 指影响农户品

种采用的机构或人群 ,1 指农技站或种子公司这样

的农技推广机构 ,0 指非正式机构 ;农技信息 ( X7) 指

是否去农技站或是否在农技站有熟人 ,若有 ,这样的

社会资本联系将更宜于采用新品种。

联合购种 ( X9) 和未买过假种子 ( X10) 是影响农

户规避风险能力的变量。共同购买种子被认为是一

种习以为常的日常邻里互助行为 ,不过农户具有趋

同心理 ,一起买同样的种子 ,可以共担同样的风险 ,

如果买到假种子 ,交涉的力量将会增强 ,客观上让农

户更放心的采用某种品种 ,因而更易于采用新品种 ,

如果该变量检验显著就说明这增强了农户规避风险

的能力 ,是一种分担风险的经济行为。以前是否经

历过假种子事件 ,即便这种假种子事件是农民主观

上所认为的 ,但将会影响到对潜在风险的态度。

模型中有一些变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在模型

计算中我们引入了交互作用变量。在分析新品种安

排时 ,将主要通过下列概率模型来观察自变量影响

的显著性程度 ,其中表示上述的各类影响因素 :

prob ( y = 1) =
e2

1 + e2 , z = α+ ∑βi X i

安徽省霍山县衡山镇的种植业以水稻为主 ,我

们的调查是在该镇的两个村进行的 ,共得到有效样

本 77 户。除了应用计量模型外 ,我们还将通过归纳

访谈对象语言来观察影响农户采用新品种的因素 ,

我们设计了一个关于转基因水稻种植意愿的问题 ,

因为转基因知识在我国农村推广并不普及 ,且转基

因水稻也未获准商品化 ,因而该问题恰好为我们研

究农民对未知品种的态度及对推广单位行为的期望

提供了可能。

三、实证分析

(一)品种的安排

在被调查的 77 户农户中能被记忆起来当年采

用的品种达到 19 种 (见表 2) ,其中 Ⅱ优 838 和 Ⅱ优

084 为当地的主导品种 ,64 %的农户当年的品种安

排中包括了前者 ,三分之一的农户采用了后者。在

挑选种子时最为关心的五个方面 ,选择了产量稳定

性的农民有 70 % ,选择了注重产量高的有 58 % ,选

择产量稳定性的比例高于追求高产 ,表明了大多数

农户规避风险的心理效应 ,一般而言 ,某一区域在品

种选择上会形成主导品种 ,如当地农户较多地采用

品种 II 优 838 和 084 ,尽管这一品并不能获得较高

的产量 ,但多年来稳产 ,深得农民放心。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 ,农民也较为重视品质 ,选择了口感好的农

户分别有 40 % ,农民对品种其它特性 ———价格、抗

病、营养、耐虫、抗旱的选择比例分别为 18 %、18 %、

10 %、12 %、13 % ,由于受自然状况的制约 ,是否适于

机耕并不在关注范围之列。当地人对 Ⅱ优 838 和 Ⅱ

优 084 等主导品种的评价是产量稳定、适宜当地气

候 ,可以耐高温和耐雨、另外价格便宜也是一个特

征 ,对于那些新品种的某些特性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如

认为富优一号营养好、耐虫 ,认为农安优 8 号米粒长。

表 2 　调查农户采用各类品种的户数

Ⅱ
优
8
3
8

Ⅱ
优
0
8
4

岗
优
7
2
5

特
优
5
5
9

Ⅱ优 086
Ⅱ优
7 号

Ⅱ优 58
国丰一号

10 优 18、Ⅱ优 728、富优 1 号、红优 2009、金优 918、农大 108、汕优 63、
伍优 1 号、香优 1 号、新汕优 63、新优 1 号

48 25 6 5 3 2 1

　　农户品种的数量安排是较为固定的 ,在仅采用

一种品种的农户中 ,由于土地有限的占 60 % ,认为

同一天播种和收获的效率更高的占 32 % ,认为所种

植品种满足生产与消费要求的占 15 % ,缺乏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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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 5 %。而同时采用多个品种的农户有 52 %认为

如果种一个品种 ,表现不好时 ,损失太大 ,新老品种

进行比较的占 28 % ,首次采用新品种 ,要先试种 ,占

23 % ,种植多个品种可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的占

14 % ,品种有不同的成熟期 ,可以减轻收获季节劳动

力压力的占 9 %。

(二)采用新品种的影响因素

根据访谈经验 ,我们将今年采用了除 Ⅱ优 086

和汕优 63 以外、种植户数在 3 户以下的品种的家庭

视为采用新品种的家庭。模型结果显示影响新品种

采用的因素按显著性依次为影响人群、户主年龄、联

合购种、耕地面积、未买过假种子、年产量、户主职

业 ,而户主教育程度、户主政治面貌以及农技信息等

变量都没有起显著性的影响 ,在模型计算中我们引

入了交互作用变量 ,不过最终都没有进入模型。

11 农户禀赋因素。人力资本中教育程度没有

最终进入模型 ,说明现行小规模土地经营下农业生

产经营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过低的事实 ,年

龄对采用新品种起负作用 ,说明年龄越大 ,越趋于保

守。户主职业变量的符号为负 ,说明专门从事农业

的户主更加注重新品种的采用 ,一是他们更关注农

业的收成因而越希望通过新品种的采用来提高产

量 ,二是专心于农业也使他们农业生产技能因经验

丰富而更高 ,更加具备种子信息的收集和臻别能力 ,

而兼业则不太利于新品种的推广。令人难以解释的

是具有正相关性的耕地规模与产量却对采用新品种

概率呈现出不同方向的影响 ,尤其是耕地规模与采

用新品种概率呈现负相关作用 ,这可能仅仅是计量

分析得出的结果 ,在访谈中的一个实感就是仅采用

一种品种的农户中由于土地有限原因的占到 60 % ,

不过实证结果没有验证林毅夫关于农场规模对优良

品种的决策具有正效应的结论 ,而是支持拉坦的结

论 ,有待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研究。

21 外部影响信息臻别的因素。结果显示新品

种的采用最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尽管是否去

农技站或是否有熟人并没有影响到新品种的采用 ,

但是采用品种受农技站或种子公司影响的农户较受

邻居影响的农户相比更宜于采用新品种。前者影响

不明显说明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推广功能确实大大

弱化 ,以所调查的镇农技站为例 ,全站有 15 名工作

人员 ,但全年在岗推广的只有 6 人 ,其他人则被抽掉

到工业园、企业或其它部门。调查却显示有一半的

农户在品种安排时受到农技人员的影响 ,采用新品

种的农户更有 2/ 3 是受到了农技人员的影响 ,那么

农技人员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 在问卷调查中 ,我们

设计了一项在哪购买种子的问题 ,备选答案有种子

公司、农技站、私人小店等 ,试图分析出农民购买行

为是否存在差异 ,但是这项问题的调查失败了 ,因为

大多数农民的答案是农技站或种子公司 ,而实际上

农民意识中的农技站很多已经在机构改革中转变为

私人小店 ,我们事后只能总结出新品种的购买大多

是在县城里购买的 ,而村里购买的几乎都是常规品

种 ,这不能归因于村里小店缺货 ,一个农资零售商向

我们声称他的店里有四十多种种子 ,可以说农技推

广的作用的途径一是县级推广机构 ,二是从事经营

的农技人员推广已经物化的技术。

31 影响风险规避的因素。联合买种和未买过

假种子两个变量都最终进入了模型 ,正如假说中所

叙述的 ,没有经历假种子事件的农户更愿意尝试新

品种 ,而合伙买种子这种行为证明不仅仅具有节约

交易费用的功能 ,还有共担风险的功效。受调查的

农户认为遇到假种子事件后找销售者没有用 ,因为

销售者会说是气候不适应所致 ,即使是赔偿也仅仅

是赔种子价钱而已 ,而损失却是一年的收成 ,但是合

伙购种无疑增强了抗争的谈判能力 ,这就增强了农

户购买从未使用过的种子的信心。25 户与其他人

一起购买稻种 ,其中有 12 户是今年采用新品种 ,而

这 12 户大部分首次采用的都不是在当地较普及的。
表 3 　计量模型运算结果

自变量 系数 Z值 P > | z|

Constant 115783 0188 01377

户主年龄 (X1) - 0110432 - 2125 01024

户主职业 (X4) 114859 1165 01098

耕地面积 (X5) - 0180753 - 1196 01050

年产量 (X6) 010007 1168 01094

农技信息 (X7) 115026 1177 01077

影响人群 (X8) 116589 2102 01043

联合购种 (X9) 210631 2182 01005

　　(三)农户对未知品种种植意愿的表述

仅有 16 %的被调查农户听说过转基因这个名

词 ,即使知道印象也十分模糊 ,出乎意料的是 ,有

56 %的农户称愿意种植转基因水稻 ,还有 16 %的农

户称会随大流或不清楚 ,只有 28 %的农户称不会种

植。不愿意种植的农户大多将原因表述为 :“没干

过 ,没得到实惠 ,不敢干”,“对它不了解 ,不敢随便尝

试”,“没有人种 ,我是不会种的”,“必须以前周围有

人试种 ,看他们种的怎么样”,个别农户称“今年收成

好 ,明年不会换种子”,“今年那一种新品种上当吃亏

47

技术经济 　　　　　　　　　　　　　　　　　　　　　　　　　　　　　　　　　　　　　　第 25 卷 　第 12 期



了 ,搞怕了 ,我再也不试验了”。声称愿意种植的农

户大多表述为 :“栽几分田试试”,“需要推广单位负

责 ,需要鉴定合同”,“熟人推广敢用 ,不熟不敢用”,

“必须是政府行为 ,才敢于尝试”。一些农户种植意

愿十分强烈 ,称“如果来指导 ,咱就愿推广新品种 ,产

量越高”,“现在相信科学 ,凡是推广的 ,我是相信科

学的”,“既然科学家实验出来 ,我相信它”,“相信政

府对种子的严格把关”,“现在越搞新产品 ,产量越

高 ,现有品种会退化”,“国家试验出来的 ,你要不买 ,

看人家收成好 ,你就吃亏 ,一开始少买”。从农民语

言中可以看出由于信息的不了解是农户不愿采纳新

品种的主要原因 ,而愿意采用新品种也不一定意味

着他们对信息的充分掌握 ,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家和

科学的信任 ,在调查中有三户声称今年种植的是新

品种但是却记不清其名称 ,这些都从另一角度说明

了农民对公共机构权威性的信任 ,对利益保障的需

求表现出对风险规避的渴望 ,这正是农业保险开展

的需求。

四、结论

(一)外部推广机构的行为更加显著地影响着农

户的新品种采用

与农户自身禀赋因素相比 ,外部环境更加显著

地影响着农户的品种安排。部分人力资本因素影响

的非显著性突出了公共机构尤其是农技推广机构帮

助农户提高信息臻别能力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典型

的例子就是某粮站希望通过在收购环节每百斤加价

2 元调动农民积极性来推广某种优良品种 ,但这却

因为与农资零售商 (大部分经营者都是原农技站人

员)争利而效果不佳 ,最终育种企业不得不通过协调

二者利益 ,最后仍然由农资店面来经营该品种才得

以有效推广该良种。但是基层农技系统推广职能弱

化 ①,帮助农户提高臻别能力的有效供给不足是一

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在调查中农户的回答实际上更

多是无奈地表现出对国家和科学的信任。

(二)农户品种安排行为表现出风险规避特征

由于农户自身无法有效地对新品种作出信息臻

别 ,农户行为就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规避特征。在选

种时 ,以往是否遭遇过假种子对新品种采纳可能性

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购种时 ,合伙行为被证明实际

上是一种风险缓解的行为 ;在种植时 ,农户行为趋同

形成区域主导品种。但是农户这些风险缓解行为仍

然是低水平的被动的风险规避 ,需要通过构筑积极

的风险保障体系如推广机构统一为农户投保以有效
缓解农民采用新技术过程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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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voidance , Information Distinguish and Application of Paddy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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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aper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about rice variety arrangement of 75 farmers household in Huoshan County , Anhui Province , think ex2

ternal behaviors have much effects than farmers’self endowment in the process of look forward profits but avoid risk and probe information1 But most

farmers based on the belief of state and science1 Because farmers can’t probe information validly by themselves , they have to take some measurers char2

acter risk avoida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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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对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调查中发现不但很多推广人员被抽掉到其它部门工作 ,而且缺乏试验田等基础条件也制约了其执行推广职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