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科学  2013,46(15):3248-3256 

Scientia Agricultura Sinica                                                   doi: 10.3864/j.issn.0578-1752.2013.15.020 

 
收稿日期：2012-09-20；接受日期：2013-03-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930101，41101537 和 71203157）、国家 973 计划项目（2010CB9515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0YJCZH129） 

联系方式：石淑芹，E-mail：ssq0533@163.com。通信作者唐华俊，E-mail：tanghuajun@ca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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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户农作物选择的影响机制，为优化农作物结构调整与制定政策提供

依据。【方法】本研究对黑龙江省宾县 384 个农户进行随机调查，采用频率分析法，从生产要素投入、作物纯

收益、作物出售情况、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及农业政策等 5 个方面，探讨其对农户种地积极性以及农作物选择

的影响。【结果】作物纯收益的提高、新品种与新技术的推广以及农业补贴与引导政策在较大程度上能够提高

种地积极性。而在农户作物选择方面，主要受作物纯收益影响，其次为农业补贴与引导政策。【结论】为进一

步促进东北地区未来的种植业发展，研究区应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提高粮食作物收购价格、提供稳定收购

渠道、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和拓展服务内容等方面调动农户种地积极性、优化农作物结构，并提高农民收

入水平。 

关键词：农户作物选择；社会经济因素；种地积极性；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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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on the 

crops choices of households,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ptimization of cropping structure and policy-making. 【Method】 Taking 

Binxian Count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the study area, this study randomly conducted face-to-face interviews on 384 households, 

and used statistical frequency method provided by SPSS softwar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cluding 

production inputs, net income of crops, crop sale, agriculture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on the farming 

initiative and crop choice. 【Resul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o a greater extent, increase of crops net income, the promotion of new 

varieties and new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agricultural subsidies and guidance policies, can greatly promote the farming initiative. 

Crop net income is the primary factor affecting farmer’s crop choices, followed by agricultural subsidies and guide policy. 

【Conclusion】Several ways such as increasi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raising crop prices, stabilizing purchasing channels,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R & D and services, can be considered to improve farming initiative, optimize cropping 

structure and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Key words: crop choices; socio-economic factors; farming initiative; Binxi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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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农作物种植结构演变受作物品种、气

候变迁、自然肥力以及种植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1]。

随着国家对粮食市场的逐步放开，农户在作物种植选

择上比以往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农户选择决策行为也因

此成为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之一。在农

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农户种植行为与农产

品市场、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技术及政策等诸多社

会经济因素的关系愈加紧密。因此，把握农户作物选择

的社会经济驱动机制，对于优化农作物结构、稳定粮食

生产发展、确保粮食安全及制定农业发展政策具有重要

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国内外相关研究已对社会经济

因素影响农户种植行为或意愿做了诸多探讨，研究表明

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户种粮意愿的影响较小[2]，粮食价

格、种植规模、产业化组织服务程度与意愿呈正相关，

文化程度、农资价格与意愿呈负相关[3]，市场需求或价

格、作物比较优势以及国家政策则是影响农户种植业生

产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4-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

会对各类型作物的经济效益进行比较，放弃效益低的农

作物，经营回报率较高或更高的产业[6-8]]。国外学者多

认为农业生产风险、农村信贷、保险机制会影响农户作

物种植模式[9-11]，国内相关研究表明，市场信息不完全

及收入水平低是中国北方偏远地区选择种植小杂粮作

物的主要原因[12]，农牧交错区的农户倾向于种植兼有

饲料用途的作物 [13]，非农就业市场和非农收入影响农

户种植决策[14]，而务农机会成本的提高促使农户提高

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作物种植比例[15-16]。【本研究切入

点】现有研究多偏重于单一的个别因素对农户农作物选

择的影响，或不同地区的农户行为对当地种植意愿及种

植决策的影响[13]；而综合分析各类社会经济因素对粮

食主产区农户种地积极性与农作物选择的影响尚待加

强。【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东北地区典型农业

区——黑龙江省宾县为例，采用农户调查方法，对宾

县新甸镇、宾安镇和长安镇 24 个村的 384 户农户进行

了单独访谈与调查，基于现况调查数据从生产要素投

入、作物纯收益、作物出售情况、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及

农业政策五个方面，探讨其对农户种地积极性与作物选

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可为农户作物选择模型构建、

优化农作物结构及政策指导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宾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总面积 3.84×103 km2，

其中，耕地面积 1.62×103 km2，占总面积的 42.07%。

耕地面积中，包括灌溉水田面积约 0.10×103 km2，旱

地 1 520 km2。耕地种植类型中以粮食作物为主，粮豆

薯播种面积达 1.23×103 km2，总产量 58.5×104 t。其

中玉米播种面积 4.50 km2，产量 37.1×104 t；大豆播

种面积 0.58×103 km2，产量 9.8×104 t，水稻播种面积

0.10×103 km2，产量 6.8×104 t（2000 年统计数据）。

年平均气温 2.5—4.0℃，年平均无霜期为 110—150 d，

≥10℃积温为 2 500—3 100℃。一般春季干旱少雨，

夏季雨量集中，多年平均降水量 573. 43 mm，多年平

均蒸发量为 904. 21 mm。土壤为山地棕壤土，多为黑

土，大部分区域属农业生产区；河谷两岸为草甸。 

1.2  农户调查问卷设计及分析方法 

课题组于 2012 年 4 月对宾县新甸镇、宾安镇和长

安镇 24 个村进行了农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

访谈方式，每个村随机采访 16 户，共对 384 户农户进

行了访谈与调查。选择的样点村涵括不同的地貌、土

壤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特征。调查内容主要涉及以下

几个方面：（1）生产要素投入，包括种子、化肥、农

药、地膜、机械、排灌等；（2）市场收益，包括主要

农作物的出售价格、种植意愿及出售情况等；（3）农

业生产技术推广，包括农业专业合作社、品种与技术

推广情况；（4）农业政策，包括农业补贴项目、补贴

金额、农业引导政策与规划等。 

频率分析主要通过频率分析表、统计图以及反映

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的各种统计量来描述数据分布特

征，是所有问卷调查中最广泛使用的方法。本次将 384

份调查问卷录入到数据库中，利用 SPSS 软件的频率

分析功能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社会经济因素的基本特点 

2.1.1  农业生产投入要素  农业生产投入要素调查

包括种苗、肥料、农药、地膜、机械以及灌排等项目。

本次调查中，农业生产投入要素以大豆机械费最高，

为 278.33 万元/km2；其次为肥料投入成本，农户在种

植水稻和玉米时所花费的化肥成本分别高达 144.41和

154.87 万元/km2（图 1）。机械化及灌排设施条件方

面，39.2%的农户认为包产到户时自家机械、灌排设

施情况处于中等水平，35.2%的农户认为较差；超过

45.2%的农户认为当前的机械、灌排设施情况仍旧处

于中等水平（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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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户生产投入要素费用对比 

Fig. 1  Cost comparing of investment for crop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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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产机械与排灌设施情况历史对比 

Fig. 2  Temporal comparison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facilities and machinery 

 

2.1.2  市场收益情况  近 30 年来，由于社会经济

发展及通货膨胀，玉米、水稻与大豆价格均处于持

续上升趋势，且大豆价格始终处于最高水平。但从

相对价格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玉米、水稻与大豆的

相对价格比为 1﹕1.8﹕2.1；而目前相对价格比变为

为 1﹕1.5﹕1.9。即玉米相对价格有所抬升，水稻与

大豆相对价格处于下降趋势（图 3）。出售对象与方

式变化显著，由过去的国家统购统销转变为政府调

控与市场决定的粮食供销机制。迄今为止，研究区

近 80%的农户选择将农作物通过国家收购定价出售

给国家，近 10%的农户通过预定生产合同，将农作

物出售给农业相关企业（表 1）。 

2.1.3  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情况  调查的 3 个乡镇

中，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建立推广与使用情况不太理

想。79.2%的农户所在地没有农业专业合作社，仅有

15.6%的农户所在地有农业专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

主要进行专业机械作业和农产品加工销售方面的服

务。即便有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地区，农户参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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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作物出售价格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 of crop price 

 

社的比例依然较低，仅占调查人数的 11%。但从未

来发展来看，有 34.4%的农户看好专业合作社的发

展前景（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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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发现 62.8%的农户所在地有农业科技推广

服务。在培训内容方面，19.3%农户参与品种培训，

17.7%参与栽培技术培训。在应用范围方面，40.7%的

农户认为农业科技得到广泛应用，19.8%认为大多未

广泛应用。在应用效果方面，30%的农户认为农业科

技推广使生产力显著提高，44.1%的农户认为生产力

有一定提高。而关于参与意愿，56.8%的农户表示会

积极响应农业科技推广服务，11.8%的农户会看看效

果再说（表 3）。 

在作物品种更换方面，29.2%的农户会年年更换

作物品种，极少数农户会不经常换品种的。超过 80.2%

的农户都种植玉米，超过 30%的农户记得近两三年的

作物品种，22.2%的农户会自己尝试新品种，23.7%的

农户是邻居推荐的新品种，22.5%的农户是采用当地

种子站推荐的品种。25.8%的农户采用单一品种，

49.5%的农户采用混合品种。24.2%的农户认为品种更

重要，13.3%的农户认为技术更重要，47.7%的农户认

为两者都重要（表 4）。 

 

表 1  作物销售调查情况 

Table 1  Household survey on crop sale 

销售对象 Sale objects 销售方式 Sale methods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国家 Nation 收购价定价 Purchase price 303 78.9 

农业企业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预订合同 Booking contract 41 10.7 

中间商 Middleman 公司代售 Company consignment sale 1 0.3 

农贸市场 Farmer’s market 即时洽谈成交 Instant negotiation 1 0.3 

其它 Others — 38 9.9 

 

表 2  农业合作社发展调查情况 

Table 2  Household surve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当地是否有农业专业合作社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您是否使用这些合作社的服务 

Using the service of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您对专业合作社未来的发展是否看好 

The future of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选项  

Option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选项 

Option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选项 

Option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有 Yes 60 15.6  积极参加

Actively 

31 8.1  看好 

Good 

132 34.4 

没有 No 304 79.2  偶尔参加

Seldom 

11 2.9  不看好 

Not good 

21 5.5 

其它 Others 20 5.2  从不参加 

Never 

26 6.8  不清楚 

Unclear 

30 7.8 

 其它 Others 316 82.2  其它 Others 201 52.2 
           

 

表 3  农业科技推广调查情况 

Table 3  Household survey on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参与情况 Participation  类型 Type  普及程度 Penetration 

选项 

Option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选项 

Option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选项 

Option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积极参加 

Actively participation 

241 62.8  品种介绍 

Variety introduction 

74 19.3  广泛 

Widely 

156 40.7 

从没参加 

Never participation 

1 0.3  栽培技术 

Cultivation technology 

68 17.7  不广泛 

Not widely 

76 19.8 

没有 

Lack 

86 22.4  虫害防治 

Pest control 

5 1.3  不清楚 

Unclear 

9 2.3 

不清楚 

Unclear 

3 0.8  畜牧养殖 

Livestock farming 

25 6.5  仅提供培训 

Training only 

1 0.3 

其它 Others 53 13.8  其它 Others 212 55.2  其它 Others 142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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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农业生产技术调查情况 

Table 4  Household survey on the usage of new variety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品种更换频率 Frequency of variety replacement 品种组合方式 Pattern of variety combination 品种/技术倾向性 Tendency for variety or technology 

选项 

Option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选项 

Option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选项 

Option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每年更换 

Yearly 

112 29.2 单一品种 

Single variety 

99 25.8 品种 

Variety 

93 24.2 

不常更换 

Seldom 

5 1.3 混合品种 

Mixed variety 

190 49.5 技术 Technology 51 13.3 

两者均重要 

Both important 

183 47.7 

其它 Others 267 69.5 其它 Others 95 24.7 其它 Others 57 14.8 

 

2.1.4  农业政策情况  宾县农业引导政策和规划的

普及性仍相对较低，61.2%的农户所在地没有农业引导

政策或规划；玉米种植区的引导政策及规划基本空白，

仅烟草、树莓等经济作物种植区有相应的政策和规划。

在农业补贴方面，2003 年由于粮食减产，中国相继出

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等 3 项补贴内

容；调查显示，37.2%的农户只有粮食直补，49.4%的

农户有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两种补贴。在补贴金额方

面，57%的农户认为粮食直补要高于其它补贴，在未来

希望提高哪项补贴金额或增加哪项补贴项目上，多数农

户还是希望提高补贴价格，其中 37.8%的农户希望未来

应该提高补贴价格，尤其是粮食直补价格，有 4.1%的

农户认为除了粮食直补，还应该补贴其它；26.6%的农

户认为未来应该补贴良种、化肥或机械等（表 5）。 

 

表 5  农业政策和农业补贴调查情况 

Table 5  Household survey on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subsidy 

农业政策 Agricultural policy 希望提高 Preferred improve 

选项 Option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选项 Option 份数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 

有 Yes 97 25.3 粮食直补  Direct subsidies to grain 143 37.2 

没有 No 235 61.2 良种补贴 Improved variety subsidies 47 12.2 

不清楚 Unclear 13 3.4 农药补贴  Pesticide subsidies 11 2.9 

其它 Others 39 10.2 农机补贴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ubsidies 12 3.1 

其它 Others 171 44.5 
      

 

2.2  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户农作物选择的影响 

2.2.1  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及其影响  一般认为，农业

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农田水利等农业生产设施老化等

理论上会降低农户种地积极性。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多数农户对于当地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灌排条件并不

满意，但仍旧认为宾县农资成本提高对农户种地积极

性以及作物选择无较大影响，认为无影响的农户分别

为近 50%以及 80%，认为有影响并且影响程度较大的

农户分别仅为 12%与 4%。主要原因是从投入产出水

平上看，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的同时，机械化水平比以

往有所改善，从事农作物种植所带来的收益及增长幅

度要高于农业生产成本及其上涨幅度；再加上除了从

事种植业别无选择，农户倾向于忽略考虑农业生产成

本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农业生产设施继续投资方

面，42.8%的农户选择会继续增加该方面的投资，

44.4%的农户选择不会继续增加农业生产设施投资，

调查发现不会追加投资的原因包括当地地形、气候条

件及家庭生活水平的限制。 

2.2.2  市场收益及其影响  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因素

调查中，作物纯收益对于农户种地积极性与农作物选

择的影响程度高于其它因素：70.8%的农户认为作物

纯收益提高了种地积极性，57.3%的农户认为作物纯

收益对作物选择有影响，认为作物纯收益对种地积极

性和作物选择影响程度很大的农户分别为 48.2%和

43.5%。尽管大豆在价格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在不考

虑产量与价格因素的前提下，39.1%的农户还是会选

择种植玉米，31%的农户选择种植大豆。最不喜欢种

植玉米的农户数（14.1%）要高于最不喜欢种植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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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稻的农户数量（分别为 9.6%和 9.9%），不选择

玉米的原因多数是认为种植玉米比较费工，而不选择

种植大豆和水稻的农户主要原因是大豆产量低、虫害

多，种植水稻的成本高，以及当地只适合种植优势作

物玉米、玉米容易出手、没有别的选择等（图 4、5）。

农户在从事种植业选择农作物时，会综合考虑自然条

件、劳力、出售价格、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市场等多

项因素并作出最佳选择；而作物纯收益作为能够体现

这些综合因素的重要指标之一，往往成为农户的首要

考虑因素。同时，约 60%的农户认为出售对象与方式

变化对种地积极性没影响，约 80%的人认为出售对象

与方式变化对选择种植哪种作物没影响，可以推知农

户对粮食价格波动的敏感度要远远超过出售对象与方

式的变化。 

 

其他 Others 30%

玉米 Maize 39%

大豆 Soybean 31%

 

 

图 4  不考虑产量与价格因素农户最喜欢种植的作物情况图 

Fig. 4  Favorite crops if are not considered production and price  

 

水稻 Rice 10%

其它 Others 66%

玉米 Maize 14%

大豆 Soybean 10%

 

 

图 5  不考虑产量与价格因素最不喜欢种植的作物情况图 

Fig. 5  Unfavorite crops if are not considered production and 

price 

 

2.2.3  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情况及其影响  调查显示

农业专业合作社对种地积极性及农户农作物选择的影

响相对较低：认为农业专业合作社对种地积极性及作

物选择无影响的农户数（分别为 24%和 31.6%）远远

高于认为有影响的农户数（分别为 14.3%和 6%）。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整体经济实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带

动能力相对较弱，与当前农民的期盼尚有差距，研究

区农业专业合作社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66.4%的农

户认为新品种与新技术的推广能够显着提高种地积极

性，36.1%的农户认为新品种与新技术的推广对种地

积极性影响程度很大。新品种与新技术的推广对于农

户农作物选择的影响分歧较大：认为新品种与新技术

对农作物选择有影响与无影响的农户分别为 45%和

50.3%。作物结构调整上，64.1%的农户会继续对作物

类型与作物品种结构进行调整，71.1%的农户认为调

整的目的是获取更大收益，3.9%的农户认为调整的目

的是减少农业劳动时间，降低灾害损失，超过 38.8%

的农户调整方向是采用高产高收益品种。 

2.2.4  农业政策情况及其影响  70.6%的农户认为

农业补贴及引导政策能够提高种地积极性。农户对于

农业引导政策的态度表现也较为积极，对于政府引导

种植的作物 35.7%的农户会积极响应；在政府引导基

础上给予直接补贴，46.4%的农户会积极响应，31.3%

的农户会保持观望。另外，农户对于农业引导政策的

影响认识较为多元：16.4%的农户认为农业引导政策

引起了当地作物种植面积的显著变化，14.1%的农户

认为没有；17.2%的农户认为农业引导政策提高了经

济效益，12%的农户认为农业引导政策没有引起经济

效益太大变化。 

3  政策建议与讨论 

调查显示多数农户希望政府在农作物生产中能够

起到提供更多科技服务、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如灌排

措施等）、提高粮食作物价格、提供稳定收购渠道、

保障土地流转收益等作用。因此，在政策与管理层面，

宜从以下方面入手优化农作物结构、促进农业生产。 

3.1  稳定农业生产投入要素价格，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 

近几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粮食价格提

高使农户收益部分转移到农业生产资料经营者手中，

导致宾县欠发达地区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幅度不大，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因此，稳定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是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及增加农民收入

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家在实施粮食直补、农机购置补

贴等惠农政策基础上，宜科学评估化肥、种子、柴油

等农资价格和粮食价格变动对农户种粮收益的影响，

加强农资市场价格监测，理性看待农资市场结构和竞

争环境，准确分析和预测农资市场供求形势和价格走

势，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增长，严惩企业

主“囤积居奇”行为。实行农资价格上涨与增加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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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综合补贴和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价、

粮食补贴等机制挂钩制度，确保欠发达地区农民种粮

收益不因农资价格过快上涨，从节约生产成本角度上

调动农户种粮的积极性[17-18]。 

调查地区除烟草种植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之外，

玉米种植区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

近年来，机井数的增多也未能抵御干旱、风灾、水灾、

雹灾等严重自然灾害，使粮食产量大幅减产。因而加

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是粮食增产稳产的关键。加强对

现有水库、水渠及防洪坝修复，推动农田灌溉系统和

节水灌溉项目建设，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及高效利

用，提高农业的防灾减灾能力，挖掘现有粮食增产潜

力[19]。此外，对于局地坡地可以通过改善地形条件，

通过拦蓄降雨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 

3.2  稳定农作物市场价格，完善粮食保护价格政策，

提供多元化及稳定的销售渠道 

随着粮食市场化取向的日趋明显，粮食价格幅度

波动频繁，粮食价格的波动带动粮食产量的增减，在

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种地积极性以及农作物结构调整等

经营决策具有导向作用。政府应根据农业生产成本、

市场供求标准、平均利润率及国际粮价等因素，合理

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在市场竞争机制前提下，对当

地玉米、水稻等主要农作物实行保护价格政策，重点

保护优质粮食品种，提高当地农作物在市场中的竞争

能力，保护农民利益。  

稳定的销售渠道对于提高当地农户的生活水平具

有重要作用。研究区需完善开放有序的粮食流通体系，

协调产销地区之间的购销关系，加快建设粮食批发市

场建设，健全现代化的粮食物流体系和信息流通体系，

避免农户在粮食丰产后的利益受损[20]。 

3.3  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力度，科学改良作物品种，加

快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 

品种改良和栽培技术是粮食增产的主要科技影响

因素。由于多数地区重视育种创新忽视栽培技术和生

产要素合理投入，导致优良品种的高产潜力难以有效

发挥，粮食产品附加值低。因此，在推广高产、优质

及抗病新品种的基础上，还应注重栽培新技术、机械

化收割、秸秆覆盖还田技术、合理施肥灌溉技术、规

范化生产技术等与传统耕作技术相结合的推广与应

用。 

研究区粮食生产以小农经营为主，农民生产组织

化程度低，没有形成龙头企业牵动、农户专业生产的

产业化格局。当前应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粮食作物，

扩大优质水稻、专用玉米种植面积；改造传统农业生

产经营方式，结合农业引导政策规划并考虑地域优势，

积极发展抗旱作物及优势经济作物，加快玉米产业园

建设，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畜牧业等龙头企业，提

高粮食生产的效率和农产品质量与粮食附加值。 

调查区农业合作组织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服务

功能及管理水平有限，组织结构和运作不完善。需要

借鉴日本及欧洲等农业发达国家及地区先进经验，结

合本地实际加快发展具有当地特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培养农业合作社专业带头人和管

理人才，建立符合市场机制的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

保证大部分社员获得合作社收益。此外，合作社作为

一个关键节点，应梳理好农户间以及农户-合作社-企

业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关系，逐步形成多层次与多形式

的经营与流通体系，有效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

产后各个环节的服务，为农户提供土壤质量、气象、

病虫灾等专业化管理、预报及生产经营服务，协助解

决农户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困难，有力推进现代农业建

设的步伐[21-23]。 

3.4  完善农业补贴体系，加大农业引导政策宣传，优

化农作物结构调整 

现行农业补贴是在 WTO 框架下针对于国内农业

生产及农产品的综合支持，主要有粮食直补、良种和

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这些惠农政策起到

了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效果，但仍存在补贴结

构不尽合理、激励效果不明显等现象。实施农业补

贴宜综合考虑粮食主产区对区域及全国粮食安全的重

要性、区域交通及社会经济水平，从补偿农业生产成

本、保护农户种地积极性、农户劳动保险及医疗、养

老保险等因素出发，合理确定粮食补贴标准。在实施

水稻、大豆、玉米的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基础

上，还可以考虑与增效增收有关的机耕机收、节水灌

溉等技术补贴，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种粮大户及农技服

务组织购置大中型农机具财政补贴力度，建立和试行

农业灾害保险制度等。政策宣传方面，需要深入农作

物种植机械化、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等理念的推

广。对于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存地区，应优化玉米、

水稻及烤烟等农作物布局，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

适当增加杂粮、大豆、烤烟、树莓等经济作物面积，

实现农户增产增收及农村经济发展[24-25]。 

本文采用频率分析方法对社会经济因素的特征及

其对农户作物选择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结合

其它地区农户调查进行对比分析，并采用计量经济模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3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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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一步深入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户作物选择的影

响机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调控机制，是今后研究的

一个重点。 

4  结论 

作物纯收益的提高、新品种与新技术的推广及农

业补贴与引导政策在较大程度上能够提高种地积极

性。虽然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成本呈逐年加大趋势，作

物出售对象与方式也发生变化，但对于农户农作物选

择的影响不大；作物纯收益是影响农户农作物选择的

首要因素，其次为农业补贴与引导政策。新品种与新

技术的推广在农作物选择上所占比重与农业补贴与引

导政策相仿，但实质上新品种与新技术的推广是影响

农户作物的品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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