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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稻作历史悠久袁生态环境优越袁是江苏省优质稻
米产业的优势区域袁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1]遥 长期以
来袁扬州市水稻生产受到各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袁水稻生
产能力不断提高袁优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袁优质稻米产
业初具规模遥为将扬州市水稻生产的资源优势尧区位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袁促进优质稻米产业的快速发展袁
笔者于 2003耀2005年选择了扬州市水稻生产的优势区域高
邮尧宝应尧江都 3县渊 市冤的 9个乡镇 20个村的 115户稻农
作为研究对象袁 对影响稻农生产经营的决策因素进行了调
查袁旨在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遥
1 稻农类型

1.1 普通稻农 扬州市大多数农户的水稻种植面积为

0.267耀0.467 hm2袁 生产的稻谷主要有 2个用途袁60 %左右自
己消费袁 包括食用和作养殖饲料用袁40 %左右在市场出售遥
因此袁大多数农户种植水稻是不完全的商品化生产袁普通农
户的户均水稻面积虽然占到户均耕地面积的 89.7 %曰但
2004年袁在户均纯收入 13 892.6元中袁种植水稻的收入只有
1 610.4元袁所占比重为 11.6 %遥 与种植蔬菜尧棉花尧瓜果等
经济作物的目的不同袁卖稻收入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袁
稻谷收多收少以及价格高低对他们影响不大遥 如高邮市高
邮镇高谢村农民吉文刚袁 承包土地 0.413 hm2袁 夏熟种植小
麦袁秋熟种植水稻遥 夫妻 2人平时进城打工袁农忙时在家帮
忙种田袁农田平时由 60多岁的父母管理遥家里还从事养鸡尧
养猪等家庭养殖业遥家庭年纯收入 15 874.3元袁其中 65.4 %
来自打工袁18.4 %来自家庭养殖业袁16.2 %来自种粮遥稻谷在
留足自己消费后销售给江苏珠光集团遥 2002年该地区生产
上推广优质粳稻新品种野 广陵香粳冶袁江苏珠光集团以高于
市场粳稻价的 7 %订单收购袁 吉文刚家没有选用优质粳稻
新品种野 广陵香粳冶袁而是种植老品种野 盐选 2号冶遥在看到本
村的种粮大户吴有宝取得了好收成后袁2003 年开始种植
野 广陵香粳冶遥 这一类型农民属于普通稻农袁 占调查比例的
90 %左右遥
1.2 种粮专业大户 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有 13个种粮专业
大户袁占被调查农户的 11.3 %遥他们种植水稻已达到一定规
模袁种植面积最多的 1户达到 30 hm2袁一般的在 8.6耀12 hm2袁
雇工人数从 3耀10人不等遥这些大户主要或完全从事粮食生
产袁很少有其他家庭副业袁家庭收入主要来自粮食生产袁生
产的稻谷除少量口粮外全部出售袁基本上是商品化生产袁达
到了专业化尧 规模化的程度袁 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生产的目

标遥 如宝应县范水镇成庄村农民华鹤苗袁 2001年承包了村
里 9.33 hm2土地袁从事稻麦 2熟生产袁家庭收入主要来自粮
食生产遥 2002年宝应县水稻生产中推广优质杂交籼稻野 丰
优香占冶袁扬州宝泰米业有限公司以高出普通杂交籼稻价格
的 20 %订单收购袁华鹤苗种植了 3 hm2以上袁取得了增收
1 125元/hm2的效益遥 2003年袁与扬州宝泰米业有限公司签
订合同袁9.33 hm2全部种植了野 丰优香占冶袁比种植普通水稻
品种野 武育粳 3号冶增收 1.5万元遥

任何一个生产者总是力求降低风险袁包括来自技术尧社
区内生产者的相互竞争尧区域销售市场尧自然灾害等各方面
的风险袁有时利润最大化的本身同时也包含着风险的最大化[2]遥
对于不同类型的稻农袁 由于资源稀缺性影响程度和家庭收
入主要来源不同袁使其能够承受的风险程度也不同院生产条
件较高的专业大户承受风险能力较弱袁而普通稻农则较强遥
因此袁大户等野 能人冶选择相对风险较小尧利润更大化为生产
目标曰 而大多数普通稻农一般选择风险较小化下的利润相
对稳定为生产目标遥 由此可见袁稻农是野 有限理性经济人冶遥
2 决策因素分析

稻农生产经营决策不是由某单一因素决定的袁 而是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袁经过与稻农座谈和调查袁总结归纳
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2大方面渊 图 1冤遥

2.1 内部因素

2.1.1 土地资源遥土地是农户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袁包括土地
的数量和质量遥 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
增长袁非生产性占用耕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袁越是经济发达
的地区袁人均拥有的耕地越少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遥

据调查袁扬州市经济发达的沿江高沙土地区人均耕地仅
0.028 7 hm2袁农业发达的里下河地区人均耕地约 0.091 hm2袁
生产条件较差的丘陵地区人均耕地最多袁达到 0.095 hm2 [3]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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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稻农生产经营的决策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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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划分不同类型种稻农户的基础上袁分析了影响扬州市稻农生产经营决策的内外主要因素袁研究了各因素对不同类型稻农的
影响力大小袁旨在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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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土地质量差异较大袁有的农户 0.4 hm2左右的土地分
散在 3耀4处遥土地规模小和零星分散袁导致农户无法进行规
模经营袁极大地制约了农户的决策行为遥
2.1.2 劳动力资源遥 劳动力是农户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遥 调
查发现袁 许多农户为了使整个家庭的经济收入达到最大
化袁 不愿意把家庭所有的劳动力都投放在有限的土地上袁
对家庭内部的劳动力进行合理调整袁让某些劳动力长年或
季节性外出从事非农活动遥 调查表明袁由于受传统的男主
外尧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观念的影响袁外出从事非农活动的
劳动力总体比例是男性大于女性袁其结果是愈来愈多的农
村妇女承担了大部分或全部农业生产活动遥 被调查农户的
学历和年龄状况见图 2尧3遥由图 2可知袁从事种粮的农民中
有高中学历的所占比例最低袁为 9.6 %袁而只有小学及小学
以下学历的农民比例高达 52.2 %袁 学历普遍较低曰 由图 3
可知袁从事种粮的农民中 35岁以下年龄结构所占比例最低袁
只有 11.2 %袁而 50岁以上的高达 58.2 %袁年龄明显偏高遥 通过
年龄和学历这 2个因素袁 说明当前从事种粮农民的劳动力
质量普遍较低遥

2.1.3 农户生产技能遥 农户生产技能分为传统生产技能和
专门生产技能[4]遥传统生产技能渊 乡土知识冤是一种经验的积
累袁一般不需要专门学习袁比较容易掌握袁如水稻何时落谷尧
何时移栽袁以及何时收获等曰而专门生产技能是指使用先进
技术的能力袁如水稻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尧水稻旱育秧尧抛秧
技术等遥 现实中袁由于文化素质不同袁农户专门生产技能呈
现较大的差异袁有的则成为野 种田能手冶遥 目前袁我国虽然在
农村大力实施野 阳光工程冶尧野 科技入户工程冶袁但具有专门生
产技能的农民所占的比例仍较小袁 农民掌握的先进适用的
生产技术也较少袁制约了农户生产经营的决策行为遥这与农
业产业化要求的高效尧优质农产品占领市场不相适应遥
2.1.4 资金投入遥要生产袁就得投入袁资金必不可少袁能够用
于再生产的资金多少袁关系到生产的规模和质量遥 近年来袁
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袁 农民手里有点积蓄袁 但家庭消费较
高袁既要供子女上学袁又要抚养老人袁还要改善生活条件袁实
际结余不多遥 另一方面袁农民害怕遇到天灾人祸袁有点积蓄
不敢轻易使用遥 资金成为制约农户经营决策的重要因素之
一袁对于种田大户来说袁缺资金更为突出遥据调查袁有 80.8 %

的种田大户有意向扩大经营规模袁 但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在
资金投入上袁认为投入资金困难的占 47.4 %遥有许多大户想
改进设施袁引进新品种尧新技术等袁但往往因缺乏资金而不
能实现袁有的想向银行贷款袁但因找不到担保单位而贷款
无望遥
2.2 外部因素

2.2.1 国家农业政策遥 政策是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重要外
部因素遥 在我国加入WTO后袁国家对农业的现行政策主要
有 3点遥一是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袁把大宗优势农产品
生产集中布局到优势产区袁 发展主导产业袁 积极与国际接
轨遥 二是因地制宜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袁积极开发无公害农
产品尧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袁全面提升农产品安全质量袁增
强市场竞争力遥三是全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袁充分发挥龙
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袁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袁带领农民致富遥
近几年袁国家为了提高和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袁一方面采取
免交农业税的措施袁另一方面采取粮食直补尧农资增支综合
补贴尧良种推广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袁鼓励农民发展粮食
生产遥
2.2.2 市场信息遥当今社会是信息时代袁对于农户来说信息
就是效益袁 信息不灵是制约农民生产经营决策的直接外部
条件袁主要包括生产资料价格尧相关的技术信息及产品供需
状况遥 在调查中发现袁当问及制约生产的因素时袁农民们几
乎都提到信息袁包括生产什么产品尧市场销路如何等相关问
题遥 现在袁普通农民主要通过最直接的市场来获取信息袁并
根据市场信息和往年的经验来作出下一步的决策遥 但农民
面对的市场价格实际是个迟到的信息袁 农民据此做出的生
产调整袁往往会适得其反遥 2004年调查统计表明袁种田大户
通过报刊尧电视尧电台获取市场信息的占 49.3 %袁通过村组
干部获取市场信息的占 42.7 %袁 通过计算机网络获取市场
信息的仅占 8.0 %遥这与农业产业化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的
要求差距甚远遥目前袁农民对政府提供市场信息服务意见较
大袁 有 23.1 %农民感到满意袁66.7 %的农民感到一般袁9.2 %
的农民感到不满意遥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改进服务形式和服
务方法遥
2.2.3 农产品价格遥 农产品价格是农民经济效益的直接决
定因素袁也是农民生产经营决策的重要因素遥农民以获得最
大利润为目标袁什么农产品效益高袁就种什么遥 2003年前袁
粮食价格持续低迷袁结构调整又没有好的产业袁农民种粮积
极性不高遥 对于亏本的夏熟小麦袁农户少种不投入或撂荒曰
对于秋熟水稻袁虽然种植面积变化不大袁但农民投入明显减
少袁仅保证口粮自给袁市场流通量较少遥近几年袁国家为了保
护种粮农民的利益袁出台了小麦尧水稻等粮食作物的最低收
购价袁采取托市收购措施袁给粮农吃了颗野 定心丸冶袁稳定了
粮食生产遥
2.2.4 基础设施遥社区基础设施条件包括农田基本建设尧交
通尧收割机械等遥社区基础设施条件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社区
内部农户的生产活动袁基础设施好的袁可促进自然资源优势
的发挥袁提高土地生产率袁吸引农户增加投入遥反之袁则抑制
生产发展袁 如扬州市里下河地区水稻生产水源有保障且灌
溉成本低袁水稻产量高而稳袁效益相对较高袁农民比较重视
种稻袁 投入也相对较多遥 丘陵地区水稻生产中干旱时常发
生袁灌溉成本高袁水稻产量低而不稳袁效益较低袁农民种稻不

9.6 %

52.2 % 38.2 %

高中学历的比例

初中学历的比例

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比例

图 2 被调查农民的学历结构

11.2 %

58.2 % 30.6 %

年龄小于 35岁的稻农所占比例
年龄介于 35耀50岁的稻农所占比例
年龄大于 50岁的稻农所占比例

图 3 被调查农民的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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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政府干预和自由贸易情况下国内生产所产生的附加价

值增加百分率数的指标袁 用来确定国内对生产活动的保护
水平及保护效果遥 ERP不仅可测度某种产业受到保护的程
度袁而且能反映市场扭曲或障碍的严重程度遥 计算公式为院

ERP=实际生产的附加值/无保护时的附加值-1
=渊 以实际价格计算的产出-以实际价格计算的产
出投入冤 /渊 以影子价格计算的产出-按机会成本
计算的投入冤-1

3 结束语

淤指标分析的方法袁只是基于数量方面的竞争力判断袁
对于非数量方面的因素则很难分析袁需要进行综合考虑袁才
能得到准确的判断遥于就众多的分析指标而言袁有些是表明
竞争结果的袁有些是解释竞争原因的袁对于指标这些特性袁
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遥 以便确定评价指标应用的主次和分
析各个指标相互之间的关系遥 盂无论是结果性指标还是延
伸性指标袁都是一种事后评价指标袁即用业已发生的事实来
反观产品贸易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竞争力遥对于探源性指标袁

如 NSP尧DRC和 ERP 3种指标袁 可以作为事前的评估依据袁
来安排资源的分配与利用袁也可以作为事后的评估袁用来探
究贸易政策的保护水平与政策的扭曲作用遥 榆指标分析的
方法袁只能表现为一种静态的分析方法袁在利用这些指标进
行判断时袁需要考虑动态变化的因素遥
参考文献

[1] 赵美玲袁 王述英. 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研究
[J].南开经济研究袁2005渊 6冤院39-44.

[2] 蓝庆新.我国农产品国际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袁2003
渊 8冤院64-68.

[3] 庞守林袁田志宏.中国苹果国际贸易结构比较分析与优化[J].中国农
村经济袁2004渊 2冤院38-43.

[4] 刘春香袁宋玉华.农产品比较优势与竞争力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
报院社会科学版袁2004渊 4冤院8-12.

[5] 毛日升.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及其决定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袁
2006渊 8冤院65-75.

[6] 张金昌.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2002院126-127.

[7] 金碚.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院理论尧方法和实证研究[M]. 北京院经济
管理出版社袁1997院158.

[8] 徐志刚袁钟甫宁袁傅龙波袁等.中国农产品的国内资源成本及比较优
势[J]. 农业技术经济袁2000渊 4冤院1-6.

够重视袁投入较少遥
2.2.5 传统习惯遥 传统习惯在农民的决策中有着很深的影
响力袁农民做事求稳的传统社会心理影响着决策的思路袁古
老而又现实的习惯行为方式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按新观念制

定的经济尧法律等制度中去袁从而使现代制度很难完全按新
观念预设的要求有效运作遥农民的种植习惯在实际生产中也
起着重要作用袁因为他们市场信息不灵袁技术更新慢袁为了
求稳袁便年复一年固定地采用老的生产套路袁没有发展创新遥
2.2.6 他人示范遥 农户之间效仿心理很重袁亲戚尧邻里和同
村乡亲之间在生产经营中的互通尧互助尧互学应该成为一种
重要的决策影响因素遥 但是袁有时却成为消极因素遥 农民们
普遍反映袁 掌握高效实用经营方式的农户往往出于个人私
利袁不愿透露新技术的实际效果袁因为好的新技术一旦被别
人大量采用袁投入市场的产品数量加大袁价格与效益必然降
低袁由此危及到个人的利益遥 更有甚者袁有的新技术的掌握
者故意向别人传递错误信息袁使得好的技术别人不敢采用遥
在传统道德伦理弱化和现代法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袁 市场
经济的竞争原则已经诱导许多人将金钱放在了首要位置袁
随之带来诸多负面问题袁 其中之一便是造成农户之间信任
感降低遥 因此袁 社会诚信的降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信任危
机袁成为农村发展中新的制约因素遥
2.2.7 预期经济效益遥农户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袁做出新的
生产经营方式的效益分析袁 但这一效益分析结果并不一定
能够反映最终的真实情况袁只是自己的预期值遥
3 影响因素作用力

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袁何种因素作用力最大钥不同类型
的农户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答遥 2003年 12月袁对高邮市参
加野 公司垣农户冶产销模式的水稻种植农户进行了调查袁被调
查的农户达到 52户袁按水稻种植面积的大小和主要用途分
成 2组进行统计袁 其中种粮专业大户 15户袁 普通稻农 37

户袁 被调查人员对各影响生产经营的因素影响力进行打分
渊 满分 100分袁分值越高袁影响力越大冤袁结果见表 1遥 由表 1
可见袁参加野 公司垣农户冶的种粮专业大户属于野 能人冶之列袁
他们资源条件好袁承包土地较多袁受教育程度较高袁资金充
裕袁社会关系网较发达袁信息灵通袁善于接受新事物袁受制约
因素较少袁生产目标更趋向于利润最大化袁首要考虑的因素
是预期经济效益袁 以及与预期经济效益关系密切的农产品
价格尧市场信息袁其次是国家政策袁然后是自身生产技能的
不断提高等曰而普通稻农资源条件较差袁受资源稀缺性影响
较大袁生产目标为风险较小化前提下的利润相对稳定袁最关
注国家政策袁对政策缺乏信心袁在好的政策下再考虑市场销
路以及农产品价格等信息袁 其次是预期经济效益和他人示
范袁传统习惯对他们影响也较大遥

参考文献

[1] 谢成林袁杨举善.扬州市优质稻米产业现状与发展对策[J].中国稻
米袁2003渊 2冤院38-39.

[2] 宋圭武.农户行为研究若干问题述评[J].农业技术经济袁2002渊 4冤院
59-64.

[3] 万秀英.扬州统计年鉴[M].扬州院叶 扬州统计年鉴曳编辑部袁2003.
[4] 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M].北京院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袁2001.

注院资料来源于高邮市水稻种植农户问卷调查遥

影响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因素
种粮专业大户 普通稻农
平均分值 排序 平均分值 排序

内部因素 土地 68.2 9 64.7 9
劳动力 74.8 6 72.1 8
生产技能 82.7 5 79.2 7
资金 69.8 8 52.6 10

外部因素 国家政策 85.2 4 94.2 1
市场信息 87.1 3 91.2 2
农产品价格 92.3 2 90.5 3
基础设施 42.7 11 48.4 11
传统习惯 52.3 10 82.3 6
他人示范 73.2 7 85.6 5
预期经济效益 97.4 1 87.4 4

表 1 高邮市不同小组农户的经营决策影响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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