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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山西省为例 ,调查分析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给出了影响

新技术推广应用的相关因素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技术体系、服务模式、经济利益、观念转变和政府行

为等 5 类影响因子 ,并测算了关键因素的影响程度 ,最后解析了各因子在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中的作

用和应对这些因子影响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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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性耕作技术作为一项革命性的农业新技

术 ,越来越成为各国农业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

在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德国、法国、日本、

伊朗等国家已得到较好的应用和发展[1 ] 。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保护性耕作技术以来 ,已经完

成了从前期试验到示范推广的过程 ,目前已经进入

大面积推广的阶段。从试验和推广情况来看 ,保护

性耕作技术具有防尘防沙、保护环境 ,减少风蚀、保

护耕地 ,蓄水保墒、培肥地力、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等

重要作用[2 - 3 ] ,其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已经

得到初步体现。2005 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多

次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鉴于保护

性耕作技术具有明显的准公共品性质 ,我国政府自

2002 年开始以项目形式 ,通过拨付专项资金来支持

各地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截至 2007 年底 ,

共计投入财政资金 18171 亿元 (其中中央累计投入

1171 亿元 ,地方累计投入 17 亿元) ,累计推广应用

保护性耕作面积 3000 多万亩。

虽然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成

效 ,但是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 ,在一些项目推广地区

仍不断出现“项目结束、资金停止、面积减缩、模式回

归”的现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既然保护性耕作技

术对政府和农民都有益 ,为什么推广应用的过程仍

然存在诸多问题而不顺利呢 ? 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顺利推广 ? 其影响程度有多大 ?

为此 ,本文以山西省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为

例 ,采用实地访谈、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找出

保护性耕作推广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保护性

耕作技术进一步推广应用的因素和关键因子 ,并测

算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 ,从而探索性地回答以上问

题 ,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顺利推广提供基本理论依

据。

1 　山西省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情况

山西省作为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最早的引入地

区 ,已拥有 17 年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历史 ,是研

究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影响因素的典型区

域。作为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 ,笔者首先就山西省

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的发展历程、实施现状、主

要做法和存在问题等内容进行了调查分析。

111 　发展历程

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早期试验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 ,但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性耕作技术试验

研究起始于 1992 年在山西省尧都区和寿阳县进行

的小麦和玉米保护性耕作试验。该试验由澳大利亚

专家和中国农业大学专家一起实施 ,在农业部的大

力支持和山西省农机局的配合下 ,经过 3 年的试验

研究 ,于 1996 年选择了 7 个项目示范县进行试验推

广。随着技术的逐步成熟 ,2000 年开始在山西省全

省范围内大面积推广。由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试

验、试验推广和大面积推广的效果都非常好 ,中央决

定从 2002 年起在包括山西省在内的北方 15 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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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广。

112 　实施现状

截至 2007 年底 ,山西省累计实施机械化保护性

耕作面积 63815 万亩 ,比 2006 年新增实施面积

8015 万亩 ,累计投入资金 46035 万元 ,其中 2007 年

投入资金 766213 万元 (中央财政投入 315 万元 ,省

财政投入 900 万元 ,市县配套 2000 余万元 ,其余为

农民自筹资金) [4 ] 。目前 ,该项技术已在小麦、玉米、

谷黍等粮食作物和豆类、胡麻等经济油料作物的种

植中得到广泛应用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就经济效益而言 ,山西省所有项目

实施区累计实现粮食产量增加 2128 亿公斤、农民作

业支出减少 1147 亿元 ,总节本增效达到 414 亿元。

113 　主要做法

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属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范

畴 ,再加上该项技术的社会生态效益非常显著 ,因此

政府将其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 ,主要采用“自上而

下”的政府推广模式来实施。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的一般做法为 :政府作为新技术的倡导者 ,通过技术

指导和资金补贴等政策引导推广主体 (如项目承担

单位、农机服务队、农机户、农场等)积极参与新技术

的推广应用 ;推广主体在政府政策的指引下 ,运用专

门的机具系统将新技术体系应用于农户和农场的土

地耕作和田间管理中 ,农户和农场可自愿选择是否

采用新技术。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过程中 ,推广者

是联结新技术倡导者与新技术接受者之间的桥梁 ,

在新技术的推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性耕

作技术推广的基本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的基本模式

114 　存在问题

虽然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效益显著 ,在山西省

的推广应用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在推广应用的过

程中 ,仍存在“项目结束、模式回归”的现象 ,即在国

家财政资金支持结束后 ,原有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的耕地面积不仅不能够持续发展或增加 ,反而退回

到原有的非保护性耕作模式。那么 ,究竟有哪些突

出问题阻碍着保护性耕作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呢 ? 根

据课题组 2007 年 7 月对山西省泽州县、屯留县、尧

都区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 ,发现阻碍保护性耕

作技术推广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技术的合理性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配套技术仍需进一步完

善 ,如化学除草、病虫害预测、防治等技术不尽成熟。

实施几年保护性耕作后 ,一些地方存在杂草滋生严

重、覆盖的秸秆影响化学除草效果、人工除草劳动强

度大等问题 ,除草问题成为一些地区保护性耕作技

术发展的瓶颈 (免耕地块尤为严重) 。二是一些保护

性耕作专用机具的性能缺乏稳定性和适用性 ,例如

免耕播种机的开沟铲尖容易磨损、覆土装置不能起

到应有作用、深松机的悬挂离地面不高、玉米播种机

的行数多 (6 行以上) 而不适宜小地块播种、旋播机

的圆盘开沟器转动不灵活等。

2)实施主体的经济效益需要提高。调查中发

现 ,部分实施主体 (如农机户) 存在因采用保护性耕

作技术而减少作业收入的问题 ,究其原因表现在 3

个方面 :一是保护性耕作技术与原耕作技术相比减

少了耕作环节 ,耕作环节的减少造成了机具作业面

积减少 ,最终使得农机户收入减少 ;二是机具尤其是

小麦机具用途单一 ,造成机具使用效率低下 ,创收途

径单一 ;三是部分乡村存在机具数量过多的现象 ,在

中央购机补贴的引导下 ,部分乡村的保护性耕作机

具数量增长过快 ,造成农机户总体平均作业面积减

少 ,最终也反映为收入减少。

3)农民的观念转变仍需加强。调查中发现 ,有

相当一部分农民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认识不够 ,农

民观念相对陈旧和落后。有一些农民认为新技术是

“懒汉做法 ,丢祖宗的脸”,还有一部分农民比较保

守 ,“不愿意尝试新事物 ,安于现状、惧怕风险”。此

外 ,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仅仅认为“采用保护性耕作技

术有一定的好处”———节本增效 ,而未意识到新技术

产生的巨大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如表 1 所示) 。

表 1 　农民对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好处的认识

认识 频数 (户) 频率 ( %) 累计频率 ( %)

不如以前 9 214 21 4

没多大变化 28 715 91 9

有一定的好处 212 561 7 6616

有较多的好处 73 191 5 8611

有很多的好处 52 131 9 1001 0

全部 374 10010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所得。

4)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比较缺乏。在调查中

发现 :目前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主要由农机部门

来完成 ,技术指导也主要由农机部门来实现。但保

护性耕作技术作为一项新的农业耕作技术 ,不仅需

要懂保护性耕作农机具的人员 ,而且需要懂保护性

耕作技术工艺的专业人员 ,它的推广不仅仅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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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推广 ,更是“农技”的推广。然而 ,基层的农业

技术推广人员严重匮乏 ,农户因不懂技术、害怕风险

而缺乏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5 ] ,因此经常有农户抱

怨说 ,“采用新技术我们不知道啥时候做啥 ,也不知

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5)土地的规模化程度比较低。调查显示 ,机械

化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应用效果在规模化的地块上
(如集体农场、国营农场)表现更为突出 ,但目前许多

地区的地块面积小、土地规模化程度低 ,这也妨碍了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土地规模化程度低的原因

主要有三点。一是自然条件的制约。我国许多地区

的耕地属于山区小地块 ,无法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

营。二是目前农户和农机户安于现状的心态制约了

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根据对 42 户农民的调查发现 ,

仅有 2 %左右的农户愿意扩大土地耕作面积 (如表 2

所示) ,对农机户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了他们安于现状

而不愿意扩大作业服务对象的心态。三是部分农民

素质较低。调查中发现一些原来经营较好的集体农

场 ,碍于农户“红眼病”的压力不得不解散农场或改

变经营协议。

表 2 　不同农户对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态度

户数 所占比例 态度

32 7612 % 满足于现有分散土地经营现状

9 2114 % 愿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放弃和转让土地

1 21 4 % 愿意扩大土地耕种面积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所得。

此外 ,调查还发现了影响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

应用的一些其他问题。例如 :政府对项目县的资金

投入、项目周期与推广目标的设置不合理 ;不同推广

主体的服务能力、服务水平良莠不齐 ,作业服务质量

和效果不能让农户满意 ;部分农机部门的领导更换

频繁 ,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

用 ;等等。

2 　关键影响因素的确定

上文的研究表明 ,有诸多问题阻碍着保护性耕

作技术的推广应用。那么 ,这些问题中又有哪些因

素影响了新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呢 ? 这些因素又

有哪些共性特征 ? 其影响程度如何 ? 下文将对这些

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11 　因素选择

根据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中的具体做法和

存在问题 ,我们认为影响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

的因素主要有 :自然条件、作业机具的适用性、土地

的规模化程度、作业机具的经济性、农机户作业收

入、技术体系的熟化度、农户文化程度、作业机具的

可靠性、作业服务的方式、政府补贴、掌握新技术的

成本、试验示范效果、机具转换成本、成品油的价格、

政府重视程度、农机户文化程度、政府的资助力度、

农户对新技术接受能力、作业质量、政府的宣传与培

训、农机户对新技术接受能力、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农户的经济效益、项目单位的执行能力、政府的政策

措施等[ 6 ] 。

在上述 25 个因素中 ,有些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大 ,有些则小 ;有的因素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影响程

度大 ,有的则小。因此 ,需要在对众多因素分类的基

础上提取关键的影响因子 ,测算关键因素的影响程

度。以往的研究表明 ,聚类模型是分析数据和提取

因子的有力工具[7 ] 。

212 　数据来源

为实现因素的分类和度量 ,我们设计了“影响保

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的因子分析问卷调查表”,要

求被调查人员对各因素的重要度进行 5 级打分 (最

重要为 5 ,最不重要为 1) 。调查对象为熟悉保护性

耕作技术推广应用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乡村干

部、农机户和农户 ,样本的分布则是在山西省农机局

的协助下选择了保护性耕作发展较好、一般和较差

的 19 个项目县 ,其中每个项目县发放调查问卷 13

份 (向乡村干部发放问卷 1 份 ,其余各类被调查对象

均发放问卷 3 份) 。这些项目县分别是 :长治的长子

县、潞城市、屯留县 ;临汾的尧都区、襄汾县、霍州市 ;

忻州的定襄县、原平市 ;晋城的高平市、泽州县 ;朔州

的怀仁县 ;晋中的介休市、寿阳县 ;大同的阳高县、左

云县 ;运城的平陆县、永济市和吕梁的柳林县、孝义

市。调查在被调查项目县农机主管部门的帮助下于

2007 年 12 月开展 ,共计发放问卷 247 份 ,回收 235

份 (由于部分项目县熟悉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

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或农机户不足 3 人) ,其中有

效问卷 230 份。调查数据经过录入和严格审查后 ,

采用 SPSS1310 软件进行分析。

213 　因子提取

因子提取首先需要确定关键因子的数量 ,可以

用碎石图 ( scree plot ) 来判断 ,“影响保护性耕作技

术应用的关键因子”的碎石图如图 2 所示。碎石图

的纵轴表示因子的特征值 ,横轴表示因子的数目。

从图 2 可以看出 ,当因子数目小于 5 时 ,特征值大于

1 ;当因子数目大于 5 时 ,特征值小于 1 ;而且从第 6

个因子开始 ,特征值逐渐趋于平稳。因此 ,将影响保

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的关键因子数设定为 5 个是

科学的。

因子的提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计算采用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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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因子分析碎石图

旋转法 Varimax 对统计数据进行降维处理 ,最后载

荷系数按照数值大小、因子值排列并构成矩阵 ,其负

荷矩阵如表 3 所示。从表 3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

问卷调查中给出的 25 个影响因素通过因子提取后

变成了 5 大类因子 , 因子内的因素都有较大程度的

共性 ,而因子间的因素差别非常大。

214 　结果解释

21411 　因子类型

从表 3 的统计结果来看 ,矩阵中每类因子所包

括的因素都有比较接近的共同特征。经过分析讨论

后 ,笔者认为具有相近特征因素的因子可以划归的

类型分别为 :

“保护性耕作的技术体系”因子 ,包括技术体系

的熟化度、作业机具的经济性、作业机具的适用性、

作业机具的可靠性、试验示范效果等因素 ,这些因素

构成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技术体系 ,是保护性

耕作技术推广的基础。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服务模式”因子 ,包括作业

服务方式、作业质量、土地的规模化程度、自然条件

等因素 ,这些因素构成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服务模

式 ,是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纽带。

表 3 　因子负荷矩阵表

影响新技术推广的因素
因子荷重

1 2 3 4 5
α系数

技术体系的熟化度 01 886 01269 01 467 01168 01 132

作业机具的经济性 01 861 01364 01 389 01213 31927E - 02

作业机具的适用性 01 836 01196 01 463 01261 21635E - 02 01 7653

作业机具的可靠性 01 743 - 31569E - 02 31 278E - 02 - 01156 21396E - 02

试验示范效果 01 601 01422 01 314 31 354 E - 03 01 125

作业服务方式 3 01 361 01833 01 136 01439 - 01 218

01 7326
作业质量 01 216 01769 01 214 01421 - 01 191

土地的规模化程度 01 463 01628 01 325 01328 31221E - 02

自然条件 01 387 01517 01 136 01218 31933E - 02

农机户作业收入 11 372 E - 02 01262 01 860 31 392 E - 02 01 167

01 7681

农户的经济效益 31 286 E - 02 01317 01 726 01321 01 184

政府补贴 01 186 11398 E - 02 01 665 01236 01 361

成品油的价格 01 262 01314 01 607 01127 01 199

机具转换成本 01 351 01231 01 543 01261 01 231

掌握新技术的成本 01 364 01364 01 541 01322 01 382

农机户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 31 853 E - 02 31368 E - 02 41 236E - 02 01837 01 365

农户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 - 01483 - 41356E - 02 01 318 01706 01 194

政府的宣传力度 01 364 01462 01 362 01682 01 326 01 7237

农机户的文化程度 - 01369 - 31381E - 02 - 01 132 01653 01 115

农户文化程度 01 264 01483 01 153 01637 01 228

政府的资助力度 01 594 01137 01 361 01292 01 706

项目单位的领导能力 01 538 01261 01 121 31 912 E - 02 01 674

政府的管理措施 01 213 01327 31 127E - 02 31 136 E - 02 01 667 01 7272

文件管理和执行能力 01 351 01269 01 238 21 634 E - 02 01 608

政府的政策与法律 01 469 01327 01 351 01281 01 597

特征值 21 871 21765 21 654 21490 21 027

方差贡献率 ( %) 18126 16134 151 89 14121 121 13 01 8213

累计方差贡献率 ( %) 18126 34160 501 49 6417 761 83

　　注 :学者 Nunnaly 认为 ,α系数在 01 7 以上是可接受的信度值 ,特征值为旋转后的数值。作业服务方式是指农机户服务、县乡农机队服务

等服务方式对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的影响程度 ;机具转换成本是指由于采用保护性耕作机具而舍弃原有耕作机具所产生的成本 ;掌握新

技术的成本是指农机户等接受并采用新技术的过程中耗费的时间成本 ,如学习使用新机具的成本。

数据来源 :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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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主体的经济性”因子 ,包

括农机户作业收入、农户的经济效益、政府补贴、成

品油的价格、机具转换成本、掌握新技术的成本等因

素 ,这些因素构成了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主体的经

济性 ,是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动力。

“农民的素质与观念”因子 ,包括农机户对新技

术的接受能力、农户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政府的宣

传力度、农机户的文化程度、农户文化程度等因素 ,

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素质和思想观

念 ,是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文化促进力量。

“政府的行为”因子 ,包括政府的资助力度、项目

单位的领导能力、政府的管理措施、文件管理和执行

能力、政府的政策与法律等因素 ,这些因素反映了新

技术推广过程中的项目管理情况 ,是保护性耕作技

术推广的行政推动力量。

21412 　因子和因素的影响程度

从因子的可信度来看 :上述 5 类因子的α系数

都在可接受的程度内 ,其中“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主

体的经济性”与“保护性耕作的技术体系”的可信度

都在 0176 以上 ,是新技术推广应用时首要考虑的因

子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服务模式”的可信度次之 ,

“政府的项目管理能力”与“农民的素质与观念”的可

信度排在最后。

从具体的影响因素来看 :技术体系的熟化度
(01886) 、作业机具的经济性 (01861) 、农机户作业收

入 (01860) 、农机户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 (01837) 、作

业机具的适用性 (01836) 、作业服务方式 (01833) 等

因素的载荷都在 018 以上 ,是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

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而自然条件 (01517) 、掌握

新技术的成本 (01541) 、机具转换成本 (01543) 、政府

的政策与法律 (01597)等因素的载荷都在 016 以下 ,

是本次调查结果中的非重点考虑因素 ,但并不意味

着这些因素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中

不重要。

从新技术推广涉及的主体来看 :涉及农机户的

因素在所有因素中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有 2 个因

素大于 018) ,这一结论与前文的分析结果一致 ;涉

及农户的因素排在第二位 ;涉及政府的因素排在最

后。后两者的结论与前文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基本推

广模式相悖 ,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下

农户接受新事物的能动性在增强 ,因此新技术的推

广需要实现“以政府行为为主向以市场行为为主”的

转变。

3 　关键因子的作用与解决思路

依据上文的分析 ,我们提取了影响保护性耕作

技术长效推广的 5 个关键因子 :技术体系、服务模

式、经济利益、观念转变、政府行为。那么 ,这些因子

在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 又

该如何应对这些因子的影响呢 ? 为此 ,我们在充分

讨论分析的基础上 ,形成了以下观点①。

1)技术体系是新技术推广的客体 ,是技术推广

应用的基础。因素分析的目的在于加速推广保护性

耕作技术 ,作为推广客体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自

然成为新技术推广的基础。这就要求在推广新技术

的过程中需要重视技术体系的地位和作用 ,确定合

理的技术标准 ,研制适宜的耕作机具 ,完善相应的配

套技术 ,为新技术的快速推广和持续推广提供熟化

度高的技术体系 ,以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

用。

2)服务模式是联结新技术推广者与新技术接受

者之间的桥梁 ,是技术推广应用的纽带。如果没有

良好的服务模式 ,再好、再成熟的技术也不能快速、

持续性地被推广 ,这就要求建立推广保护性耕作新

技术的服务模式 ,即推广应用的纽带。因此 ,培育多

元化的市场服务主体 (尤其是具有市场意识的农机

户)和多样化的市场服务模式、建立联结新技术推广

者与新技术接受者之间的纽带就非常有必要。

2)经济性是影响各实施主体积极性的内在驱动

力 ,是技术推广应用的动力。在市场化的今天 ,经济

利益的大小已经成为人们进行市场选择的首要指

标 ,采用和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动力大小完全取

决于该技术带给农机户、农户、农场、农机服务队
(站)等实施主体的经济利益大小。因此 ,理顺不同

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积极展示新技术的经济

效益、制定科学合理的政府补贴政策就成为调动推

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各参与主体积极性的关键。

3)观念转变问题是新技术接受者的行为意识问

题 ,是技术推广应用的文化促进。在技术体系完善、

服务模式多元化、经济利益理顺的情况下 ,保护性耕

作技术的顺利推广还受农民自身观念的影响。农民

作为新技术的接受者 ,保护性耕作这一“懒汉”技术

让农民完全、彻底地转变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这就要

求新技术的推广必须从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认知规律

着手 ,从宣传、培训、激励等工作展开 ,最终通过农民

思想观念的转变来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快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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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4)政府行为是新技术推广的外部推动力 ,是技

术推广应用的行政推动。从农业的弱质性、保护性

耕作技术的准公共产品性以及农业新技术的推广规

律来看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长效推广应用必须依赖

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和行政推动。因此 ,政府在新技

术推广过程中应该重视财政资金的合理支持力度、

支持重点 (如技术研制) 及合理使用 ,还需要重视技

术推广中的项目管理和政策措施。

4 　结语

作为一种革命性的耕作制度 ,保护性耕作技术

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 ,国

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兼顾 ,但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无

疑受到了各种因素的阻碍。从山西省的发展情况来

看 ,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的效果和问题并存 ,而

这些影响保护性耕作技术顺利推广的因素可以分为

5 大类 25 个 ,其中技术类因素和经济类因素至关重

要。为顺利推广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笔者认为必

须以科学合理的技术体系的设计与实施为基础、以

多元化服务模式的培育为纽带、以实施主体经济效

益的提高为动力、以农民观念的转变为文化促进、以

政府的有力支持为行政推动 ,最终建立符合保护性

耕作技术推广应用的长效机制 ,实现该技术推广应

用由政府行为向市场行为转变的可持续发展目的。

总体而言 ,上述影响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因

素应该成为山西省未来推广应用该技术过程中重点

关注和亟需解决的因素。同时 ,这些因素也应该引

起国家农业部门和其他省市在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

应用中的重视。但应该注意的是 ,受调查区域和样

本的影响 ,各地在应用上述结果和建议时 ,应充分考

虑本地的实际情况。此外 ,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关

注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乡村

干部、农机户和农户等不同利益主体在影响因素和

技术推广需求方面的差异。
致谢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山西省农机局和相关专家的热

心帮助 ,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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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ctors Influencing Exte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A Case of Shanxi Province

Ren J inzheng ,Chen Baofeng ,Wang Xiaoh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 Taking Shanxi province as t he example ,t his paper surveys and analyzes t he situation and questions in extending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1 Then ,it ext ract s influencing factors by factor analysis met hod as follows :technical system ,service model ,economic interest ,concep2
tion conversion and government behavior1 Finally ,it analyzes t he effect s of each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gives some ideas to cope wit h t he in2
fluences of t hese factors1

Key words :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extension ;influencing factor ;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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