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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区农户参与农村小型水利管理的行为分析
———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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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新疆阿克苏地区四县一市的 250 个农户的调查资料为基本依据 ,通过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村小型水

利工程参与式管理模式中的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影响农户参与小型水利工

程的因素除了农户家庭和生产等一些常见的特征变量外 ,还有农户所在社区的特征 ,如周围人参与管理的比例及所

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这些实证研究结果 ,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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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我国干旱区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问

题 ,不仅是一个制度和政策问题 ,而且更是一个资源

有效配置和利用的问题。随着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的战略实施 ,严重缺水成为制约我国干旱区农村经

济发展和困扰农民生活的主要因素 ,因此培育新的

农业生产能力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农民用水

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管好、用好现有农村水利设

施 ,投资兴建更多的小型水利工程 ,使当地各种零碎

的水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 切实做到兴利除

害、开源节流、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从而解决干旱

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 ,具有独特的内陆干旱

气候特征 ,占全国干旱面积的 70 %左右 ,农业生产

具有典型的“荒漠绿洲 ,灌溉农业”的特点。新疆水

资源分布不均 ,加之水利工程建设滞后 ,管理薄弱 ,

更加剧了国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用水的矛

盾。新疆农业用水总量为 778 亿 m3 ,占到总用水量

的 94 % ,由于农村水利设施管理不善 ,老化失修严

重 , 灌溉方式落后等造成农业用水效率只有

42 %〔1〕,单方水的粮食生产能力只有 017kg 左右 ,远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央一号文件清晰表明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延伸到农村 ,饮水安全、农

田水利、农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2006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服务“三农”

始终是水利工作的重点所在 ,在搞好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的同时 ,引导农民自愿出资出劳 ,开展小型水利

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农民参与小

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 ,来促进工程的良性运行 ,

更好地发挥其工程效益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

满足农田灌溉和农村人畜饮水的需求。

本文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 ,通过研究干旱区

农户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参与管理的意愿分析 ,探

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有效

途径 ,从而缓解干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用水的争夺

与挤占。

二、研究假设及模型的选择

(一)研究假设

根据成本收益理论分析 ,农户参与农村小型水

利工程的意愿来自于是否可以通过参与管理给农户

或他的家庭带来效用最大化〔2〕。我们假定农户参

与管理的行为决策的数学表达式为 : D ( R) = P{ ( E

- C) > R } ,其中 , E - 参与预期收益 , C - 参与成

本 , R - 当前收益 , D ( R ) - 参与管理的决策函数。

我们将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分为四类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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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一般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 ,接

受新事物和新知识的速度就越快 ,对农村水利参与

管理的认知程度也就越高。(2)农户的家庭特征 ,主

要用家庭中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重来描述 ,非农就

业劳动力的比重越大的家庭其参与水利工程管理的

意愿就会越小。(3) 农户的农业生产特征。在本文

中采用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及家庭总耕地

面积来描述农户的农业生产特征 ,因为这里两个变

量都能很好的反映农户农业生产的一定水平 ,两个

变量都与参与管理的意愿呈正比例关系〔3〕。(4) 农

户所在地的社区特征。在这里我们用农户周围人参

与工程管理的比例以及农户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来

描述农户的社区特征。具体来说 ,周围人是否参与

工程管理对农户自身的参与意愿理论上应该有着较

大的正相关关系。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表明了

农户参与水利工程管理投资的替代程度 ,经济发展

好的地区 ,小型水利工程的维护投资可由当地政府

及集体经济支付 ,农户个人参与程度较低 ,反之 ,经

济发展水平薄弱的地区 ,农户参与工程管理的程度

也比较高。

(二)模型的选择及解释变量的说明

Logistic 回归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与它们的影

响因素之间关系的有效工具之一。在本文中 ,因变

量是农户有参与工程管理的意愿时用 1 表示 ,反之

用 0 表示 ,为了检验农户参与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 ,

本文建立了参与管理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选择模

型 ,运用 250 个农户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 ,模型的

解释变量包括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农户的家庭

特征变量、农户农业生产特征变量和农户所在社区

特征变量 ,设 Y 是以上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 ,用表

达式可表示为 :

Y =β0 +β1 X1 +β2 X2 +β3 X3 +β4 X4 +β5 X5 +

β6 X6 +ε

其中 :ε为随机扰动项 ,模型中的相关变量说明

见表 1。

表 1 　实证模型解释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参与 不参与

户主的个人特征

文化程度 X1 1 =不识字 ;2 =小学以下 ;3 =初中 ;4 =高中 ;5 =大专或大学 1174 2182 2116

农户的家庭特征

非农就业劳动力比重 X2 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 ( %) 2418 1217 25133

农户的农业生产特征

农业收入比重 X3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 %) 4618 5014 36183

耕地面积 X4 农户耕种的总面积 (亩) 23112 24172 19197

农户所在社区特征

农户周围人的参与比例 X5 1 = 比例很少 ;2 = 比例中等 ;3 = 比例很大 2118 2149 1192

所在地经济是否发达 3 X6 1 = 是 ;0 = 否 4112 4317 4014

　　3 注 :经济发达程度把农户所在县 (市、区) 2004 年人均 GDP 水平高于阿克苏地区平均水平以上的列为相对经济发达地

区 ,其余为相对经济不发达地区〔4〕。

　　三、数据来源及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是笔者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

目 (塔里木盆地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与塔里木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中的 2003 年阿克苏子项目区的调查

数据。2003 年阿克苏地区社会总人口 101400096

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7400109 人 ,占总人口的

64192 % ,农业人口 8010634 人 ,农民人均纯收入

1776 元。我们采取了走访农户、发放问卷的形式对

阿克苏地区农户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调查样本涉及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县、

柯坪县等四县一市 ,共调查走访农户 250 户 ,人口

1475 人 ,分布在四县一市的 16 个乡 (镇) ,46 个行政

村。

(一)样本描述

在阿克苏地区的农户文化程度调查中 ,样本农

户中有 3515 %的户主接受过初中教育 ,占总数比重

较小 ,大多数户主情况见表 2。
表 2 　样本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

指标
文盲

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以上
合计

农户数

(个)
27 119 86 11 7 250

百分比

( %)
10180 47165 34140 4141 2180 100

　　数据来源 :实地调查的数据整理与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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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样本户有 4018 %的农户人均年纯收入

在 1000 - 2000 元之间 ,基本与阿克苏地区农民人均

年收入水平相当。人均为 1000 元以下和 4000 元以

上的农户所占比例较少。
表 3 　2003 年样本农户的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元)

指标 1000 元以下 1000 - 2000 2000 - 3000 3000 - 4000 4000 以上 合计

农户数 (个) 48 112 70 20 10 250

百分比 ( %) 19121 40182 28130 8114 3189 100

　　数据来源 :实地调查的数据整理与测算

　　在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参与管理意愿的调查

中 ,大约 2/ 3 的农户认为可以有偿参与工程管理投

入 ,但要取决于工程效益的发挥所能带来的效用及

为此需要支付的参与成本。

(二)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本文采用 Eviews311 软件对模型进行了估计 ,

结果见表 4。从估计结果来看 ,L R statistics = 6718 ,

说明该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方程整体效果显著。
表 4 　影响农户参与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因素的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Varible Coefficient Z2Statistic Prob1
常数项β0 - 713200 - 418506 010000

文化程度 X1 016632 219925 3 3 3 010082

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重 X2 - 016643 111071 3 010534

农业收入比重 X3 311467 216221 3 3 3 010086

耕地面积 X4 013403 019640 013530

农户周围人的参与比例 X5 116653 414547 3 3 010230

所在地的经济发达程度 X6 - 110536 212354 3 3 010159

McFadden R2suqared 015711

LR 单变检验误差 67168

　　注 : LR 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此处它符合混合卡方分布 ;“3 ”、

“3 3 ”、“3 3 3 ”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 10 %、5 %和 1 %显著性水

平。

　　根据模型估计的结果 ,农户参与工程管理意愿

的主要因素归纳如下 :

11 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小型

水利工程管理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模型上看 ,文化

程度在 1 %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 ,且系数符号为

正。这说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户主文化程

度越高 ,参与管理的意识越强烈。这一结果与笔者

最初的预期及分析基本一致。

21 农户家庭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对农户参

与水利工程管理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从运行结果来

看 ,非农就业劳动力比重的统计检验在 10 %的水平

上显著 ,而且系数符号为负值。这说明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 ,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比例越高农户参

与管理的意愿越小。这一结论与理论预期一致 ,即

农户家庭非农就业的比重反映了农户家庭劳动力的

配置状况 ,也间接反映了劳动力的比较收益或机会

成本。

31 农户的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是影响

农户参与工程管理意愿的重要因素。首先 ,从计量

结果来看 ,农业收入比重的统计检验在 1 %水平上

显著。究其原因 ,家庭农业收入比重越高农户越关

心农村水利在农业灌溉方面的发展 ,尤其是干旱缺

水地区 ,水利工程的供水量不足将严重影响其农业

生产的收入 ;其次 ,家庭耕地总面积对农户参与工程

管理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这与前面的假设不一致。

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阿克苏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较小

且畜牧养殖为主 ,农户耕地面积没有达到一定的规

模。

41 农户周围人对水利工程管理的参与比例及

经济发达与否对农户参与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从

模型结果来看 ,农户周围人参与管理的比例变量系

数在 1 %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 ,周围人参与工程管理的比例越高 ,农户自身

参与工程管理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发达程度变量

的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 ,且符号为负值。这说明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工程管理的概率要高于经

济发达地区 ,这与笔者的理论预期也是一致的。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

政策建议 : (1)农户在参与工程管理的机制上应与当

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结合 ,综合考虑各地的经

济状况和具体条件 ,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 ,绝不能

强求一律。(2)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今后政

府应该主要依靠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农户参与小型

水利工程管理的投入。鉴于模型的估计结果 ,农户

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比重对农户参与工程管理的意

愿存在着显著性的负面影响 ,因此政府可以继续进

行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农户参与工程管理的集中化

和专业化。(3) 加强宣传 ,统一农民投工投劳的认

识 ,让广大农民充分理解参与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

目的与自身利益的相关程度 ,积极引导农民参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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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受益的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 ,并采用物质

奖赏或水价补偿机制进行激励 ,增加农民投工投劳

的认识。(4)在推动农民参与工程管理的过程中 ,应

重视农村人力资本的建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农

户户主的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工程管理的重要

决定因素。因此需要政府在农闲季节号召农户积极

参与文化培训 ,放宽培训人员条件 ,尽快提高农民的

文化程度和生产经营能力 ,改善农民之间与外界的

信息交流即农户参与工程管理的自身条件和环境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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