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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从农户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林地地块信息、技术本身特征、技术传播途径、林地产权制度等方

面对农户林业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显著影响农户林业技术需求的因

素,认为经常从事林业生产、接受过林业技术培训、参加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家庭收入高且收入主要来源于

林业的农户对林业技术有更强烈的需求。最后提出加强林业技术的有效供给、创新和完善林业技术的推

广机制、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以及加快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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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3年,福建省政府公布了 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率先在全国开
展了进一步明晰产权,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

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2006

年,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集体

林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 使得农户成为林业经营的

主体和林业技术需求的主体。农户对林业技术的需

求情况如何? 他们在林业科技进步中扮演着怎样的

角色呢? 有学者研究认为,林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户

经济实力、文化素质与观念束缚造成林业技术需求

不足[ 1] ;还有学者研究认为,集体统一经营制度下产

权利益与责任主体的模糊导致经营主体对林业技术

的需求低下,而以均山制为主体的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将营林的利益与损失具体到农户,产权制度的相

对完备引发了农民对长期收益合理预期, 进而关注

森林持续经营所依赖的林业技术 [ 2]。那么, 现实中

农户对林业技术的需求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1 � 农户林业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的
理论分析

� � 个体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动机, 而动机则是
由内在的需要和外来的刺激所引起的。因而, 影响

农户行为改变的因素, 有农户本身及其环境两大因

素。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福建地区的

实际情况,将农户林业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分为以

下几个方面,并从理论上进行分析。

1� 1 � 农户户主特征
农户户主特征是对农户家庭户主情况的总体描

述。包括以下方面:户主的性别、年龄、身份、工作经

历、受教育程度、接受技术培训经历、从事林业生产

的时间等。研究表明, 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

耕作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教育水平的

提高增加了农民观察能力、解释能力以及对新事物

的反应能力等[ 3- 4]。人力资本直接反映在人的素质

上,表现在其工作能力和资源的分配能力(把资源有

效地利用于各种技术)。这两种能力随着实践经验

的积累和自身素质的提高而提高。教育程度高的农

民对信息的反应敏感且接受能力强, 往往成为技术

采用的先驱者。

一般而言,户主若较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经

常从事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接受林业技术培训的

经历、担任过村干部、对林业方面的生产较为了解,

则能够较快地接受新鲜事物,有较强的获取技术信

息的愿望,能够成为林业技术的早期采用者,对林业

技术需求的动机强烈。相反,户主年龄越大、受教育

程度越低,接受技术的程度相对缓慢,要通过一段较

长时间的学习和模仿才能掌握, 一般成为技术的跟

进采用者或被迫采用者。需要指出的是, 在福建农

村家庭中外出务工的现象普遍, 家庭中 30岁以下的

年轻人从事林业生产的时间短、林业生产经验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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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基本倾向于外出打工, 即使他们受过多年的教

育,对林业技术需求的动机不强烈; 50岁以上的农

户,受传统林业生产习惯和当地风俗习惯影响,思想

相对保守,担心技术风险, 对技术采用持谨慎态度,

有时甚至不认同新的林业技术; 30~ 50 岁之间的农

户则成为林业技术的主要需求者。

1� 2 � 农户家庭特征
农户家庭特征是从家庭群体的角度,通过农户

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家庭劳动力人数、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人数、家庭

主要收入来源、家庭收入等情况的描述反映农户家

庭的基本信息。一般而言, 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较

小、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家庭收入来源于

林业生产的农户,其对林业技术的需求程度较高; 家

庭收入高的农户具备较强的货币支付能力, 扩张了

生产可能性曲线, 有能力增加技术需求量。Low�
dennilk、Lipton、Bhalla 等人也指出, 要想使农民尽

快地采用技术, 必须克服对生产经营投资一成不变

的状况,增加生产经营投入;范登班、斯旺森的研究

认为,资金限制是技术需求的主要障碍,那些经济条

件好的农户往往成为技术的早期采用者
[ 5- 6]
。

1� 3 � 林地地块信息
通过林地面积、地块数量、林地经营类型、林地

资源类型、林地资源状况、树种、林地功能、林地立地

条件等地块综合信息反映技术载体的承载条件。林

地与农地不同, 其经营类型相当丰富, 包括自留山、

谁造谁有、单户经营、联户经营、大户经营、股份合作

制经营等多种经营类型。林地资源类型有不同形式

的划分,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主要探讨用材林、竹林、

除竹林外的经济林这 3种经营类型。林地功能主要

分为商品林和生态公益林两种情况;而林地立地条

件则通过林地的灌溉条件、林地坡度、林地离家远

近、离公路远近来反映。树种差异是不可忽略的, 树

种是林地的中心,是林业技术的处置对象,树种多种

多样,既有生长周期长的树种(如马尾松、杉木) , 也

有生产周期短的树种(如桉树、毛竹、除竹林外的经

济林)。一般而言, 生产周期短、立地条件好的商品

林,其经营者对技术的需求较强烈;而生态公益林的

经营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国家政策有严格规定, 禁

止进行商品性采伐, 且其补偿费用低,私人收益小于

社会收益,因此经营者缺乏生产积极性,林地使用权

的拥有者对技术需求较弱。与此同时, 林业经营的

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需求,单个农户的经

营规模一般较小、资金有限、经营分散, 因而技术需

求较弱;而通过联户或股份合作的形式,农户的经营

规模扩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位面积的技

术采用成本得以降低, 而且组织化程度提高后, 资金

进一步盘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分散经营的不

足,提高技术需求量。

1� 4 � 技术本身特征
技术本身特征因素主要包括技术的盈利性、技

术的复杂性、技术的风险性、技术的外部性、技术配

套技术的供给能力等。第一,技术的盈利性是技术

得以需求、得以选择、得以接受、得以采用以及实际

需求程度的关键所在。一种技术能够替代另一种技

术,它必须在生产上或是能够增产和增收、或是能够

节约开支。技术的相对效益可用各种指标表示, 如

产量、技术采用成本、产品的价格等, 综合起来就是

利润。见效快的技术成果,比较容易引起农户的兴

趣,一般容易扩散, 如良种、化肥、农药等; 见效慢的

技术则相反,扩散速度就要慢一些。第二,简单的技

术,农户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般扩散较快;复杂的

技术,需要培训和农户学习、理解和多次操作练习,

一般扩散较慢。第三, 技术既有主观的风险也有客

观的风险,主观性的风险是指农户对某种技术所能

产生的效益所表现的一种不确定性, 这种风险程度

因人而异,农户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综合素质和对

技术信息的了解等是影响个人主观风险的重要因

素,这在后面建立分析框架时还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客观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与技术采用相关的各种风

险。它包括气候变化对新技术采用后的影响、技术

对病虫害的敏感度及购买的可靠性等, 客观风险还

包括市场和价格风险, 这对于小规模经营的生产者

尤为重要,技术采用风险的存在是阻碍农户采用新

技术的主要因素。第四, 技术的外部性是指技术的

使用,不仅会给技术的直接需求者带来影响,而且会

给技术的间接需求者带来影响。由于技术需求者对

技术的使用,集中在林地上, 因此新的耕作方式、修

剪方法、新品种的栽培、新化肥、新农药的使用容易

被其他群众发觉, 很多林业技术可以被模仿和学习,

使得一些没有支付技术成本的农户也能够得到享

受,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户的技术需求。第五,

技术的配套技术的供给能力主要是指与该技术相关

的投入品供给能力和社会服务体系, 它同国家政策

及技术推广系统有关。完善的林业推广系统是技术

能得到顺利采用和推广的重要保证, 分散小规模的

林业生产在没有充分发展的林业合作组织(如合作

社)以及没有充分发育的技术市场情况下,只有靠完

善的政府林业技术推广部门来协调和支持。

1� 5 � 技术传播途径
农户是否产生对某种技术的需求受其本身的主

观因素影响,而这种因素又与他对该种技术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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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紧密相关, 尽管某种技术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但

不了解甚至还不知道这种技术存在的农户不可能采

用。传播途径是人们相互传播信息的路径或方式,

一般有公众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 3 种。公众

传播主要是指通过技术培训、技术现场讨论会等形

式传递技术信息, 公众传播的技术效果明显。大众

传播是指依赖于大众媒介传递信息的各种途径与方

式,通常有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技术小册子等。大

众传播与公众传播在新技术采用的初期较为有效,

它们能够使某种技术信息传递到众多的农户, 使潜

在的采用者迅速而有效地了解关于新技术的信息。

而人际传播是指在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面对面的信

息交流方式,包括农户与亲朋好友和邻居的交流以

及农户与林业技术推广人员、林业员之间的沟通。

人际传播更有利于说服人们改变态度、形成某种新

的观念从而做出采用决策。如果在新技术的扩散过

程中技术推广人员到林间地头示范技术, 或者让潜

在采用者和已经采用技术的邻居之间加强人际沟

通,会促进潜在采用者产生模仿行为。

1� 6 � 林地产权制度
从现代经济学和法学上看,一些代表人物认为,

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

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它之所以有意义, 就

在于它使人们在与别人的交换中形成合理的预期,

其主要功能就是为实现外部效应的更大程度的∀内
部化#提供动力。概括地讲,产权就是财产权或财产
权利,是法定主体对财产所拥有的、以所有权为核心

及由其衍生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各项权益的

总和。产权问题,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在整

个生产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决定着生产劳动中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产权制度

则是以产权为依托,对财产关系进行合理有效的组

合、调节的制度安排。现代产权制度是与社会化大

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 其主要特

征是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对于

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制度功

能
[ 7]
。

林业产权作为具体的一种产权形态,是人们对

林业资产的一组经济权利,它包括了森林、林木和林

地的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

从 2003年起福建率先实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到

2006年基本结束, 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明晰林

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

确保收益权#,重塑农户的产权主体地位, 完善林业
生产资料的分配,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因此, 农

户是否参加林权制度改革、是否拥有林权证、以及对

林业政策稳定性的判断, 会对农户的技术需求产生

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参加林权制度改革的农户,

由于获得了林权制度改革的制度绩效, 拥有了林权

证,对其所拥有的林地享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林地使

用权、经营权、一定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对林地的使

用年限拥有比较稳定的预期,会增强农户的技术需

求强度。

2 � 福建农户林业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的
实证分析

2� 1 � 分析模型的建立
一般情况下, 在给定的某一时期,农户的生产决

策可以假设成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

的过程。效用最大化, 也是农户生产目标∃如利润、
产量等)函数的最大化, 它的解释变量包括生产投

入、技术采用决策和其他影响因素[ 8] 。而农户技术

需求是依据农户对将要采用的林业技术的了解程度

以及技术采用后产量、收益、风险等综合因素的估计

结果。如果农户根据自己掌握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加

以分析、衡量,认为接受新技术风险很低且收益会很

高,他就会做出采用的决策,同时对未来的生产进行

安排,以决定在新旧技术上的资源分配比例,以获得

最大的效用。用数学公式表示:

M axH = E[ U( �) ] = E[ U{ pf ( x ) + pg ( y ) a-

w ( x + y ) - ry } ] 。 ( 1)

其中, x + y = m 。

式( 1)中, E [ U(�) ] 为农户对采用某种技术的

期望利润(假设利润为农户生产的目标函数)。q =

p f ( x ) + pg ( y ) a表示农户的总产出。在林业生产

中, x 是接受传统技术的林地面积, y 是采用新技术

的林地面积,农户所用有的林地总面积是 m 。假设

传统技术的产出已知, 则其主观风险为零,也就是说

传统技术的生产函数 f ( x ) 是非随机的, 而新技术

生产的产出水平 pg ( y ) a在采用之前是不确定的,

产出的随机性由生产函数的随机变量 a来反映。每

亩地的变动成本(如劳动力、资本等)由 w 来表示, r

是采用新技术的额外成本, 例如: 购买新品种、新型

化肥和农药、额外管理的成本等, U表示效用函数�
根据拉格朗日乘数法, 首先分别对( 1)式中 x

和 y 求导,得:

E[ U%( p f x - w ) ] + �= 0 ; ( 2)

E[ U%{ pg ya - (w + r ) } ] + �= 0 ; ( 3)

x + y - m = 0。 ( 4)

然后利用式( 2) ~ 式( 4)对式( 1)求解,即为采用

新技术后使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分配比例。然而, 以

上农户所做出的技术需求决策是一个不确定性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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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问题。因为一开始农户并不了解关于新技术的

确切而又详尽的信息, 农户仅有的是来自各种不同

渠道的不完善的技术特征资料, 当他们开始使用技

术时,农户获得的有效技术信息增加,将有助于减少

这种不确定性, 使农户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分配更加

合理,假如不考虑自然因素的影响,以上分析中的随

机变量 a是随各个农户所掌握的技术信息量的不同

而不同的,而技术信息量的多寡则是由各个农户的

个人经济社会特征以及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因此,

任何使生产者所获得的技术信息量增加的经济上

的、社会上的以及人口自身的因素将对接受新技术

的强度有积极作用。

以上建立了农户林业技术需求分析模型的理论

框架,然而在分析过程中,关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主

观感受和农户打算采用新技术的程度方面无法得到

准确的数据,而且技术的风险和信息的难以量化, 在

实证的定量分析中利用前人已有的分析方法, 技术

需求分析模型转化为如下的实证分析形式。

首先,假设农户面临两种选择 � � � 新技术与传
统技术,如果农户认为采用新技术的边际收益大于

边际成本,农户会选择接受新技术,即:

y = gya - ( w + r) > 0。

其中, a是生产函数的随机变量反映的是产出

的随机性,它代表农户接受新技术所获得的边际效

用,在实际过程中不可能得到它的数值。然而通过

前面的分析,可知农户对技术的需求取决于技术使

用后所获得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之间的估计, 它

是由农户林业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所决定的, 因此

可以把∀农户林业技术需求与否#看成是其影响因素
的函数,可以得到如下函数表达:

Y i = F ( I ) = F(X ) = F ( b0 + b1X 1 + b2X 2 +

&+ bnX n) 。

函数表达式中 Y i 为因变量, 表示某个事件发生

的概率,它只取两个值∀ 0#或∀ 1#,即对林业技术产生

需求或不产生需求; F( I )是累积正态分布, 即具有

零均值、方差为 1的正态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而 I

是所有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 X )的线性函

数。由此可知, 概率值 Y i , 依赖于观察变量 X 1、X 2、

&、X n和这些变量的系数 b1、b2、&、bn。估计模型的
目标是找出最好的系数值。当某个特定变量的系数

值为正值时,意味着变量的值越高, 对应的∀技术需
求#的概率也越大。由于选取变量较多,为避免出现

多重共线性,因此在进行模型分析时,同一因素下大

多只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变量或者无相关性的两

个变量。

本研究鉴于被解析变量∀农户林业技术需求与

否#为不连续的技术变量,并且所有变量的数据是来
自一个时点的横截面数据,因此引入一个概率的复

合函数模型( Probit )来进行分析。此模型对于探讨

影响林业技术需求的决定因素是非常有效。此模型

的函数表达变为:

p robit (林业技术需求) = F( I ) = F(X ) =

F( b0 + b1X 1 + b2 X 2 + &+ bnX n) 。

2� 2 � 数据来源
分析中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 2007 年 8月以及

2008年 7月 � 2008年 8 月在长泰县、邵武市、光泽

县、顺昌县所做的实地调查为基础,以农户为调查对

象,采取随机抽样与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面

对面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的形式收集所需数据资源,

期间共发放问卷 140份,回收 140份,有效问卷 132

份,其中长泰县 38份、邵武市 36份、光泽县 20份、

顺昌县 38份,问卷有效率 94� 3%, 问卷受访对象全
部为户主,一般认为户主是对熟悉家庭生产活动,是

家庭生产活动的决策者,其反映的信息较为全面,调

查人员事先进行过专门的培训, 对问卷内容熟悉,精

于数据收集。本研究认为问卷所反映的信息真实可

靠。

2� 3 � 变量的选择
根据前人的研究经验, 以及对林区经济活动、自

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状况的调查分析, 由于农户林业

技术需求受其面临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环

境因素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了农户户主特征、农户

家庭特征、林地地块信息、林地产权制度因素。

1)农户户主特征。选取的变量有: ∀ 户主的年
龄#、∀户主的性别#、∀户口类型#、∀户主的受教育程
度#、∀是否党员#、∀是否村干部#、∀是否村名代表#、
∀是否接受过林业技术培训#、∀是否经常从事林业生
产活动#、∀是否参加林业合作组织#、∀是否在林业部
门工作过#。

2)农户家庭特征。选取的变量有: ∀农户家庭成

员的平均年龄#、∀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近
两年是否有人在上学#、∀家庭总人口数#、∀家庭劳动
力人数#、∀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人数#、∀农户家庭
离城镇的距离# 、∀家庭其他成员是否接受过林业技
术培训#、∀家庭收入#、∀家庭是否主要收入来源林
业#。

3)林地地块信息。选取的变量有: ∀地块数目#、
∀地块面积#、、∀ 林地经营类型#、∀ 林地资源类型#、

∀林地资源状况#、∀树种#、∀林地功能#、∀林地灌溉条
件#、∀林地坡度#、∀ 林地离家远近#、∀林地离公路远
近#。

4)林地产权制度。选取的变量为: 5 年后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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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是否还是你家的。

以上变量, 除可以量化(即可以用具体数值来衡

量)的变量外, 其他变量, 回答∀是#取值为 1; 回答

∀否#取值为 0。

农户林业技术需求也会受到地区差别的影响。

这种影响林业技术需求的地区差异或许是来自地区

之间不同的自然条件, 或许是由于不同地区政府对

技术需求的政策不同。因此,在模型的设定时, 本研

究也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 !( area dummy)。本研究

利用 SA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2� 4 � 计量结果与分析
2� 4� 1 � 农户户主特征的模型分析

表 1 � 农户户主特征的 Probit估计结果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95%置信区间 卡方 P 值

截距 0� 9903 0� 8846 - 0� 7435 2� 7242 1� 25 0�2629

户主年龄 - 0� 0105 0� 0095 - 0� 0291 0� 008 1� 24 0�2657

户主性别 0� 0000 � ∋ � � � �

户口类型 - 0� 5736 0� 6951 - 1� 936 0� 7887 0� 68 0�4092

户主受教育年限 - 0� 0054 0� 0261 - 0� 0566 0� 0458 0� 04 0�8357

是否党员 0� 0447 0� 2374 - 0� 4205 0� 5099 0� 04 0�8506

是否村干部 0� 5999 0� 2928 0� 026 1� 1739 4� 2 0� 0405* *

是否村民代表 0� 0145 0� 216 - 0� 4088 0� 4379 0 0�9464

是否接受过林业技术培训 0� 3111 0� 1758 - 0� 0335 0� 6557 3� 13 0� 0768*

是否参加过林业合作经济组织 0� 4963 0� 2507 0� 0049 0� 9876 3� 92 0� 0478* *

是否经常参加林业生产活动 0� 5243 0� 1471 0� 2359 0� 8127 12� 7 0� 0004* * *

是否在林业部门工作过 0� 8094 0� 6348 - 0� 4348 2� 0535 1� 63 0�2023

� � 注: ∀ * #、∀ * * #、∀ * * * #分别表示在 90%、95%、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 � 因为受访户主的性别都是男性,在 SAS运行中不能够反映该项内容的区别,所以后面标准差、卡方、p值等内容显示缺失,也可认为是

可剔除出模型的变量。

� � 从表中可以看出, 由于随机调查的农户户主的
性别恰好都是男性,所以估计结果无法体现其可能

影响的程度,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不足。从其他的

个人特征的变量来看, 统计结果的符号与理论分析

的相同,农户个人特征变量中,户主的年龄、受教育

程度、是否为党员、是否村民代表的影响程度弱; ∀是

否接受过林业技术培训#一般显著; ∀ 是否为村干
部#、∀是否参加过林业合作组织#为比较显著; ∀是否

经常参加林业生产活动#对农户林业技术需求产生
了非常显著的影响。

2� 4� 2 � 农户家庭特征的模型分析

表 2 � 农户家庭特征的 Probit估计结果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95%置信区间 卡方 P 值

截距 - 0� 9022 0� 5497 1� 9796 0� 1752 2� 69 0�1007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 0� 0018 0� 0095 0� 0204 0� 0168 0� 04 0�8509

家庭成员受教育平均年龄 0� 0198 0� 0402 0� 059 0� 0986 0� 24 0�6222

近两年是否有人在上学 - 0� 0372 0� 1172 0� 267 0� 1926 0� 1 0�7511

家庭总人口数 0� 0347 0� 0959 0� 1533 0� 2227 0� 13 0�7173

家庭劳动力人数 0� 0435 0� 1137 0� 1794 0� 2663 0� 15 0�7023

从事非农就业劳动力人数 0� 0488 0� 0614 0� 0715 0� 1691 0� 63 0�4268

家庭离城镇距离 - 0� 0652 0� 0347 0� 1332 0� 0029 3� 53 0� 0604*

家庭其他成员是否接受过林业技术培训 0� 0000 � � � � �

家庭收入 0� 0588 0� 0201 0� 0193 0� 0982 8� 51 0� 0035* * *

家庭收入是否主要来自于林业 0� 3837 0� 1496 0� 0904 0� 677 6� 58 0� 0103* *

� � 注: ∀ * #、∀ * * #、∀ * * * #分别表示在 90%、95%、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 � 从表中可以看出, 由于随机调查的农户家庭其
他成员中没有接受过林业技术培训,因此估计结果

无法体现该项内容的影响情况。从其他变量的估计

结果来看,农户家庭平均年龄、家庭平均受教育程

度、近两年是否有人在上学、家庭总人口数、家庭劳

动力人数、从事非农就业劳动力人数等因素不会产

生显著影响;农户家庭离城镇距离一般显著、农户收

入是否主要来自林业为比较显著、农户家庭收入对

林业技术需求的影响非常显著。

2� 4� 3 � 林地地块信息的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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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林地地块信息的 Probit估计结果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95%置信区间 卡方 P 值

截距 - 1� 582 0� 1942 - 1� 9626 - 1� 2015 66� 39 < 0� 0001* * *

林地地块数目 0� 025 0� 0111 0� 0031 0� 0468 5� 02 0� 0250* *

林地地块面积 0� 0006 0� 0001 0� 0003 0� 0009 18� 02 < 0� 0001* * *

林地经营类型 A 0� 1576 0� 0712 0� 018 0� 2972 4� 9 0� 0269* *

林地经营类型 B 0� 0000 � � � � �

林地资源类型 A 0� 3107 0� 0969 0� 1208 0� 5006 10� 28 0� 0013* * *

林地资源类型 B 0� 3367 0� 1707 0� 0022 0� 6713 3� 89 0� 0485* *

林地资源类型 C 0� 0000 � � � � �

林地资源状况 0� 0799 0� 0655 - 0� 0484 0� 2083 1� 49 0�2223

树种 0� 0765 0� 0074 0� 062 0� 091 107� 04 < 0� 0001* * *

林地功能 0� 2196 0� 0956 0� 0323 0� 407 5� 28 0� 0216* *

灌溉条件 0� 0024 0� 0386 - 0� 0733 0� 078 0 0�9514

坡度 - 0� 1009 0� 0591 - 0� 2166 0� 0149 2� 92 0� 0877*

离家远近 - 0� 0001 0� 0013 - 0� 0026 0� 0023 0� 01 0�9173

离公路远近 - 0� 0036 0� 007 - 0� 0174 0� 0102 0� 27 0�6065

5年后林地是否还是你家的 0� 2754 0� 121 0� 0382 0� 5125 5� 18 0� 0228* *

� � 注: 林地经营类型 A 指联户经营、本村大户经营、股份或股份合作制经营;林地经营类型 B指自留山、谁造谁有、单户经营;林地资源类型

A 指竹林、林地资源类型 B指除竹林外的经济林;林地资源类型 C指中幼林、近熟林、成熟林; ∀ * #、∀ * * #、∀ * * * #分别表示在 90%、95%、

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 � 从表中可以看出, 当林地经营类型为 B (自留

山、谁造谁有、单户经营)、林地资源类型 C(中幼林、

近熟林、成熟林)时, 估计结果很不明显趋于 0。从

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 林地坡度的影响一般显

著;林地地块数目、经营类型 A (联户经营、本村大户

经营、股份或股份合作制经营)、林地资源类型 B(除

竹林外的经济林)、林地功能、5年后林地是否还是

你家的等 5个因素影响比较显著;林地资源类型 A

(竹林)、树种对林业技术需求的影响非常显著。

农户总是乐于采用生产周期短、短期效益明显

的树种(如桉树、竹林、除竹林外的经济林) , 也愿意

在这些树种上进行操作性技术(栽培方法、果树修剪

方法)、物化性技术投入(如农药、化肥投入) , 而那些

周期性很长的林木(如杉木、马尾松) ,除去抚育阶段

( 1~ 3)的技术投入外,农户在其他阶段基本没有技

术投入,主要依靠树种的自然生长。调查表明:相同

地区种植的树种大致相近, 不同地区种植的树种存

在显著的差异。如表 4所示。

表 4 � 调查地区树种分布情况

县域 杉木 竹林 除竹林外的经济林 桉树

长泰县 0� 00% 0� 00% 34� 21% 94� 74%

邵武市 83� 33% 83� 33% 22� 22% 0� 00%

光泽县 80� 00% 90� 00% 25� 00% 0� 00%

顺昌县 92� 11% 84� 21% 23� 68% 0� 00%

� � 显而易见, 一旦所属林木被划入生态公益林, 农
户即停止对林地的技术投入, 技术需求骤减, 究其原

因,是由于生态公益林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 私人收

益小于社会收益,国家的生态公益林补贴不足以弥

补农户的技术投入成本,因此,农户对此类林地拒不

投入。

不同的林地经营类型代表不同的林地制度安

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应不同的生产关系,农户对林

业技术的需求主要是为了改变当前所经营林地的生

产力水平,提高林地的产出, 然而, 生产力水平的改

变要求适合的生产关系,调查发现,当前林业经营过

程中通过适当的联合, 如联合经营、村大户经营、股

份合作制经营,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单户经营的分

散性、克服资金的短缺、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表 5 � 林地经营类型分布情况

县域 自留山 单户经营联户经营
村大户

经营

股份合作

经营
其他

长泰县 30 43 0 8 28 2

邵武市 39 48 26 6 0 6

光泽县 20 24 0 2 20 5

顺昌县 37 60 13 4 0 8

� � 林地的产权制度对农户林业技术需求的影响。
∀ 5年后这块林地是否还是你家的#这一反映农户预

期的指标对农户林业技术需求的结果产生了显著的

影响,而是否拥有林权证对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

调查表明:农户对林权证并不了解,只知道是林权制

度改革过程中由政府发放下来的, 而且农户反映林

权证上所登记的林地信息与他实际经营的林地情况

并不相符。农户对林地的经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其所拥有的林地面积在农村社区中基本形成共识。

∀是否参加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林业技术需求产生
显著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林业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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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重新分配, 部分农户的林地面积得到增加,原来

的规模瓶颈被突破,加强了农户林业技术需求的动

机。

以上分别从农户户主特征、农户家庭特征、林地

地块信息这 3个方面对农户林业技术需求做了初步

的模型估计,得出了一些具有显著的影响因素,然而

在实际的技术需求时, 这些影响因素是共同发生作

用时,所以很有必要把这些影响因素综合分析, 并结

合地区差异的影响, 得出影响因素与技术需求的相

关情况及其影响强度。

2� 4� 4 � 林业技术需求主要影响因素综合模型分析

表 6� 主要影响因素的 Probit估计结果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95%置信区间 卡方 P值

截距 - 1� 4872 0� 3323 - 2� 1385 - 0� 8359 20� 03 < 0� 0001* * *

是否村干部 1� 9137 0� 3083 1� 3095 2� 5179 38� 54 < 0� 0001* * *

是否接受过林业技术培训 0� 2353 0� 1077 0� 0243 0� 4463 4� 78 0� 0288* *

是否参加过林业合作经济组织 0� 6998 0� 1806 0� 3458 1� 0539 15� 01 0� 0001* * *

是否经常从事林业生产 0� 1335 0� 103 - 0� 0683 0� 3354 1� 68 0�1948

家庭离城镇距离 - 0� 0812 0� 02 - 0� 1203 - 0� 042 16� 52 < 0� 0001* * *

家庭收入 0� 0254 0� 0249 - 0� 0235 0� 0742 1� 04 0�3087

家庭收入是否主要来源于林业 0� 4316 0� 1103 0� 2155 0� 6478 15� 32 < 0� 0001* * *

林地地块数量 0� 0483 0� 02 0� 009 0� 0875 5� 82 0� 0159* *

林地地块面积 0� 0688 0� 0374 - 0� 0046 0� 1421 3� 37 0� 0662*

林地经营类型 A 0� 3386 0� 196 - 0� 0456 0� 7228 2� 98 0� 0841*

林地资源类型 A 0� 2539 0� 0786 0� 0999 0� 4079 10� 45 0� 0012* * *

林地资源类型 B 0� 3596 0� 1354 0� 0943 0� 6249 7� 06 0� 0079* * *

树种 0� 0498 0� 0129 0� 0245 0� 0751 14� 86 0� 0001* * *

林地功能 0� 5954 0� 2866 0� 0338 1� 1571 4� 32 0� 0377* *

5年内林地是否还是你家的 0� 5247 0� 2771 - 0� 0184 1� 0678 3� 59 0� 0583*

地区虚变量 - 0� 1601 0� 0563 - 0� 2705 - 0� 0498 8� 09 0� 0045* * *

是否村干部 ( 是否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 - 1� 4772 0� 344 - 2� 1513 - 0� 803 18� 44 < 0� 0001* * *

林地功能 ( 5年内林地是否还是你家的 - 0� 4294 0� 3073 - 1� 0317 0� 1729 1� 95 0�1623

林地地块面积 ( 林地经营类型 A - 0� 0628 0� 036 - 0� 1334 0� 0078 3� 04 0� 0813*

林地地块面积 ( 户口类型 - 0� 0693 0� 0375 - 0� 1427 0� 0041 3� 42 0� 0643*

� � 注: ∀ * #、∀ * * #、∀ * * * #分别表示在 90%、95%、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varA ( varB表示变量A 与变量B 的交互效应。

� � 通过进一步考虑影响因素交互效应后, 从表中
可以看出,户主是否经常参加林业生产活动、家庭收

入的影响程度下降了。而当考虑地区差异情况时,

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值比较显著,说明了调查地区

的技术需求概率存在明显的差异问题, 对于种植桉

树、竹林、除竹林外的经济林的地区其技术需求强,

而种植杉木的地区相应的技术需求较弱。其他主要

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变化相对不明显。

3 � 结论及建议

3� 1 � 结论
通过以上对林业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可

以发现:第一,户主经常从事林业生产、接受过林业

技术培训、参加林业合作经济组织越容易对林业技

术产生需求。虽然具有村干部的社会身份对技术需

求产生显著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不容易改变的, 这

样的身份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根本就不可能拥有。第

二,农户与乡镇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得

到信息的难易程度、以及影响其投入成本的大小。

乡镇是林业技术推广站所在地, 也是林业投入品的

主要供给地。林区的交通限制, 居住边远的农户在

得到信息、采购林用物资方面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

因此,在模型中它与农户技术需求表现出显著的影

响。第三,家庭收入高、收入主要来源于林业的农户

更注重林业技术需求, 家庭收入的高低与林业技术

需求呈正比例关系,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农户对林

业技术需求的意愿增强, 收入主要来源于林业的农

户更为关心林地产出情况。第四, 由技术的本身特

征所带来的风险对林业技术需求具有一定的影响,

但可惜的是本研究并不能够对此风险的影响程度进

行精确计量。第五, 农户获取技术信息和技术是多

渠道的,渠道信息的信任程度会对技术需求产生影

响。第六,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对于经营周期性长的

行业来说显得特别重要,能够保持技术的稳定需求。

第七,地区差异对林业技术需求有显著影响。适合

经营生产周期短, 短期效益明显树种的地区对林业

技术需求强。

3� 2 � 建议
1)加强林业技术的有效供给。对于林业技术的

供给主体而言,现阶段林业技术的供给主体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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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高等学校,而且存在有

效供给不足的情况。建议加强林业科研与技术开发

工作,加强政府部门与科研机构、企业、学校的联系,

继续鼓励和坚持农科教 3结合。林业科研部门要搞

好科研攻关,重点研究能满足农户实际生产需要的、

能解决农户实际问题的、节本增收的高质量的新科

技成果,结合实际的林业生产情况,研究和推出新品

种、省工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林业技术推广部门

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农民为已任,积极探索林业

技术推广工作的新机制, 在立足当地资源、现有条件

的前提下,选择推广那些投资省、成本低、收益好的

新技术。为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和农业科技进

步的需要,高等学校应敞开大门, 降低门槛, 在培养

专业人才的同时,与推广部门结合,对林业生产急需

技术多开办短期培训班, 使更多的农户接受林业技

术培训[ 9- 10]。

2)创新和完善林业技术的推广机制。∋ 与政府
为主导∀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机制不同的是, 农户
在技术需求过程中并非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而是一个具有充分的选择性和一定参与能力的对

象,因此, 需要创新推广机制, 建立一种以∀沟通与创
新#为核心∀自下而上#的技术推广体系。而从社会
变迁的角度看, 农户参与的内源变迁是一种更有效

率的变迁动力。) 加强林业科技推广服务队伍建
设。实行执业资格准入制度,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面向社会择优录用农技推广人员,同时内部

建立奖惩制度, 启动激励机制,优胜劣汰, 以专业技

能和服务水平考核林业技术推广人员。同时要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展现职林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知识更

新,鼓励在职在编林业科技推广人员根据需要参加

继续教育,加快农技推广人员的知识更新步伐,提高

自身素质,以适应现代林业发展的需求。 ∗ 同时建
立一个直接为农户提供服务的技术信息传播网络系

统。它不仅可使农户在技术选择上有较大的自由

度,随心所欲地获得先进实用成本低廉的各种技术,

避免假技术坑农害农, 而且可使农户在技术应用过

程中及时与外界进行信息反馈交流,提高农户对技

术采用的兴趣、知识和技能。具体运作方法: 一方

面,充分利用社区组织,在农村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建

立科技示范户、示范片、示范村, 这些科技示范户就

是在技术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获取有效信息与

使用信息的能力较强,能够激起社区、邻里和农户之

间竞相积极采用新技术的热情, 促进新技术信息在

社区范围内的快速有效传播;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电

视、农村有线广播以及发放针对性强的科技报刊资

料等大众化渠道,广泛传播科技信息、科技知识以及

科技应用经验和应用成果,让农户大量接受科技信

息的刺激,以此逐步强化农户的科技意识,提高农户

应用新技术的素质、水平和能力。

3)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目前, 福建林业的经营

方式以分散的农户经营为主。以家庭为生产和经营

单位,家庭成员为基本劳动力,依靠自由资金实行小

本经营。这种经营方式已明显暴露出一些问题。

如: ∋林业经营的分散性和投入的不平衡性,造成小
面积经营与规模经营的客观要求相矛盾。 )林业生
产要素难以优化配置。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变化,

造成许多地方有山无劳, 有劳无山; 想开发的农户

(拥有资金、劳力和技术)不一定有适当的林地, 而拥

有林地的农户, 却可能缺乏开发条件。各种生产要

素难以优化配置,束缚了林地生产力发挥。∗ 抵御
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农户单户经营, 形不成规模,往

往因某一环节不畅而造成损失。因此, 应积极推进

适度规模经营。推进规模经营的方式可以包括, 林

地流转(租赁、承包等形式)形成大户经营、股份合作

经营和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性的联合经营。

4)加快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福建林业合作

经济组织的大量出现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具有密切

关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得林地可以自由流转,为

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基本条件。加快林

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 引导农户加入林业合作经济

组织,使得农户较容易得到诸如林业技术、信息等林

区具有外部效应的要素供给,促进林业生产的发展。

然而现阶段的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提供林业技术产

品时,由于林业技术很多都是公共品,无法防止他人

搭便车行为,因此会出现合作经济组织对林业技术

产品的组织收益小于成本的问题, 这时林业合作经

济组织的建设受到了很大的抑制, 这就需要政府提

供优惠的政策、措施牵头成立相应的合作经济组织

(例如邵武市吴家塘镇工业原料林基地协会) ,帮助

农户克服组织机会成本高、组织制度松散的问题,从

而更好地通过合作经济来提高农户的技术需求进而

提高农户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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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 est s the varyin g co�integrat ion relat ion between the tw o variables applying the EG tw o� step meth od, an d explains th e oil con sumpt ion sit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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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study does theoret 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ing factors of farm ers'demands of forest ry techn ology fr om the respects of th e char�

acterist ics of the h ead of fam ers and family, the inform at ion of forest land, the characteri st ics of the technology it self , the w ay of techn ology

t ransm ission , th e w ood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so on� T hrough the empi 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get s the signif icant im pactin g factors of

farmers+ demands of forest ry technology and it bel ieves that the farm ers w ho are of ten engaged in forest ry product ion, accepted forest ry techni�

cal t raining, takes part in for est ry coop 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 ions, have a high incom e of family wh ich is mainly f rom fores t ry have a st 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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