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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对河南18 个县347 户农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小麦种植农户选择的小麦生产情况及影响种子选择因素
的分析, 结果表明: 河南省小麦依然是高成本的生产模式 , 依靠小麦产量的提高依然是农民获得较高收益的重要途径 , 影响农民选择小
麦种子的因素依然是品种产量、种子质量和熟人推荐, 而种植优质小麦效益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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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作为中国小麦种植的最适生态区,2006 年小麦面

积在500 万hm2 以上, 总面积、单产水平、总产均居全国第一

位[ 1] 。作为小麦生产者的主体———农户是进行小麦生产的

基本单位。了解农户是如何利用小麦种子, 探讨影响农户利

用小麦种子的因素 , 对促进河南省小麦生产水平的继续提高

具有重要意义。为此, 笔者于2006 年9 ～11 月, 就河南小麦

种植农户对小麦种子利用情况进行了调查, 以期为河南省小

麦生产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

1  调查方法

通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 对河南省郑州、安阳、新乡、

焦作、开封、周口、平顶山、南阳和洛阳9 个地区18 个县( 市)

36 个乡( 镇) 74 个行政村370 户农民展开调查。调查内容涉

及品种名称、种子来源、是否为优质小麦品种、种植面积、种

子使用量及影响选择种子的因素等。通过对370 份问卷中

设置的监控点进行逻辑判断, 获得有效问卷347 份, 数据能

够反映河南省小麦用种的现状。

2  河南省小麦用种的现状分析

2 .1 小麦种植户的耕地现状  调查显示, 小麦种植户的户

均耕地面积仅0 .58 hm2 , 并被划分为3 .26 块, 反映了人多地

少的问题。这种小规模的生产模式, 在农户满足自给后, 可

出售的小麦数量很少, 这决定了他们没有确定自己产品销售

价格的机会, 而是完全被动地受市场调节。在这样的生产方

式下, 很难调动和维持农民长久种植小麦的积极性。

2 .2  小麦种植户使用小麦品种的现状  在被调查的347 户

农民中, 选择了479 频次的小麦品种 , 户均1 .38 个品种。选

择种植优质小麦品种的农户223 户 , 占调查农户的 64 .27 %

( 图1) ; 优质麦种植面积占总调查面积的64 .76 % 。表明当前

优质小麦品种种植已占河南省小麦生产的主导地位。

然而, 没有种植或没有全部种植优质小麦品种的农户依

然有113 户, 占调查农户的32 .56 % 。调查表明, 有些农民销

售的优质小麦价格与普通小麦品种相当, 但是 , 购买优质小

麦种子的价格高于普通小麦品种 , 种植优质麦的效益反而低

于种植普通小麦; 还有农民感觉优质小麦的产量没有普通小

麦品种的产量高。说明部分农户在选择种植优质小麦时存

在顾忌; 或者因为收购环节存在问题不能做到优质优价, 影

响农户种植优质小麦的积极性; 或者认为优质小麦生产技术

难以掌握, 而放弃种植优质小麦品种。另外, 还有17 .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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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户不清楚所种植的小麦品种。

图1 农户选择小麦品种类型的分布

2 .3  小麦种植户使用小麦品种的来源  在被调查的347 户

农民中 , 购买小麦种子的农户达到223 户, 占调查农户数的

64 .27 %( 图2) , 其中全部购买小麦种子的农户达到166 户 , 占

调查农户数的47 .84 % , 表明农户对小麦种子的重视程度是

很高的。然而没有购买或没有全部购买小麦种子的农户依

然有181 户, 占调查农户数的52 .16 % 。农户之所以没有购买

或没有全部购买小麦种子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正确选择和

辨别小麦种子的知识 , 为减少风险他们便选择经过别人或自

己种植后感觉还好的品种。其中小麦的购种渠道主要是住

地附近的种子公司和种子站, 也有部分是从农业高校购买。

自留种一般为2～3 年。串换对象主要是邻居或亲戚。

图2 农户小麦种子来源分布

2 .4  影响小麦种植户选择品种的因素 每个农户最少提出

3 个影响因素 , 最多提出8 个影响因素, 户均提出5 .25 个影

响因素, 主要包括10 个方面( 表1) 。最主要的因素是“小麦

产量”, 有75 .79 % 的农户提出 , 其中,45 .82 % 的农户将小麦的

产量作为第一考虑因素; 有60 % 以上的农户认为种子质量和

熟人推荐是影响自己选择品种的重要因素; 仅有5 % 左右的

农户认为种子价格和销售人员推荐是影响他们购买的主要

因素。而对小麦种子是否为新品种、品牌、提供技术服务以

及包装并不十分重视。

3  河南省小麦生产存在的问题

3 .1  小麦依然是高成本的生产模式  小麦生产多数是一家

一户分散种植, 生产规模小。且难以采用统一大型机械化作

业、统一收购、统一调运, 导致生产成本高, 使农户在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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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农民难以持续增加生产投入, 影

响小麦的产业化发展。采用自留种、串换种子等方式, 降低

了生产成本, 却影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

3 .2  依靠小麦产量的提高依然是农民获得较高收益的重要

途径 农民仍然希望利用小麦品种的产量获得较高的收益 ,

其原因: ①是受短缺经济时代量的需求影响造成的; ②目前

从事农业生产者多是年龄较大、文化较低, 不能适应农业生

产的发展; ③品种对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贡献依然最高。

  表1 影响农户选择品种的主要因素及重要性排序

影响因素
提出问题的

频次∥次

排序

1 2 3 4 5 6 7 8

小麦产量 263 159 64 35 4 1

种子质量 209 97 42 23 24 18 5

熟人推荐 217 41 35 33 43 38 24 3

价格 183 19 36 41 32 23 20 9 3

销售人员推荐 185 17 32 28 38 34 25 7 4

新品种 164 7 27 36 43 24 14 12 1

品牌 185 4 28 41 31 27 33 18 3

广告介绍 178 2 38 45 23 35 21 12 2

包装 124 1 26 39 27 21 9 1

提供技术 113 19 26 31 21 14 2

3 .3 优质小麦效益不显著 目前, 虽然优质小麦品种的选

用和种植已占河南省小麦生产的主导地位, 但由于品种多乱

杂, 且配套栽培措施应用较少, 致使优质小麦品种的优质性

有所下降, 部分优质小麦并未优价, 农民没有因采用优质小

麦获得较高收益, 导致优质小麦生产进入两难境地。

3 .4 农民选择小麦种子的主要依据仍是品种产量、种子质

量和熟人推荐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国际承认, 但农民的

市场经济观念较淡薄, 市场经济的一些销售方式和措施难以

获得预期效果, 尤其是在经济效益差的粮食作物上更是

如此。

4  建议与对策

4 .1 推行适度规模经营, 逐步建立以赢利型农户为主体的

农户结构 世界农业的现实格局证实, 发达的农业总是以赢

利型农户的存在和成长为充分条件, 因而逐步推行适度规模

经营, 建立一种以赢利农户为主体的农户结构 , 是促进河南

小麦生产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河南省目前的农户小

麦生产状况是自给半自给型农户占绝对比重, 由于自给半自

给型农户的“逆价格反应”特点, 局限了小麦生产的进一步发

展。只有适度规模经营, 才能降低小麦生产成本, 促进小麦

的产业化发展。因此, 政府应重视农业耕地使用权合理流转

机制的建立; 加大扶持小麦生产措施, 实行政策倾斜 , 促进小

麦生产健康、稳定地发展。

4 .2 强化村委会的服务意识  市场经济环境下, 村委的重

要任务是服务农村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减免农业税以后 ,

干群关系得到缓解, 村委会应该主动帮助村民解决生产中存

在的问题,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促进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降

低生产成本。

4 .3  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 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减小, 农业从业人员的更新速度迅速下降, 加强对现有农

业生产者的技术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各农技推广部门应

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 尤其要注重对妇女和收入较低农户

的技术培训。

4 .4 简化小麦种子的销售环节, 强化售后服务  建议小麦

种子售种单位减少非种子生产的必需成本 , 加强售后服务 ,

做到从小麦种子的售出到小麦收获实行跟踪服务 , 特别是优

质小麦的生产, 需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 , 促使优质品种实现

优质的目标, 提高小麦种植农户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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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材料与方法

清楚地交代出试验设计、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等。研究对象如品种、肥料、农药、土壤、病虫害等名称应交代清楚; 还应

交代试验必要的范围、重复次数及样本大小。对一般的研究方法注明出处即可, 如采用×××方法[ 2] ( [ 2] 为在参考文献表

中的序号) 。对于有所改进或新的方法要详细叙述, 以便他人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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