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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需求因素分析

华摇 坚,祁智国,马殷琳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摇 211100)

摘要::农村水利基础建设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了解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需

求意愿是提高政府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 根据 2013 年在苏北农村地区的实

地调查数据,以个人家庭特征、村庄特征、政策制度和农户态度 4 个维度建立 Logistic 模型,对影响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需求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村庄是否经常发生旱涝灾害和农户态度是

影响农户对农村水利需求意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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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 目前,我国的农村水利基础

设施薄弱,整体建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制约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受计划经济

下形成的公共支出配置模式影响,我国农村水利基

础设施供给效率不高,不能满足农户对农村水利基

础设施的实际需求。 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政府只

有在充分了解农户需求意愿的基础上才能合理地调

节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供求平衡。 因此,研究农户

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需求意愿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

意义。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属于农村公共产品范畴,然

而,目前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制度往往与农民

的实际需求脱节,其供给决策程序依然是“自上而

下冶的,使供给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或者造成

供给过程中的浪费[1]。 郭泽保[2] 指出,很多农村的

村委会和乡政府在作决议时,并没有考虑到农民的

意愿,最终导致供需失衡。 孔祥智等[3] 从农户的视

角, 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农民对公共产品需

求的优先序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农民自己最迫切

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最急需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的排

序有很大不同。
由于认知水平和信息获取困难的限制,农户对

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往往受到自然禀赋、社会

风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匡远配等[4] 通过对华北、

西南、西北地区的三个贫困县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

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来源和家庭经济条件对农

村公共产品需求排序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刘

欣[5]认为农户对农村水利公共设施的需求偏好主

要受农户受教育程度、农户收入状况、农户家庭劳动

力人数、拥有可灌溉耕地面积、农业物资投入、农田

水利设施投入存量、农田水利设施区位性等条件的

影响。 孔祥智等[6] 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对影

响农户需求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农户公共物品需求偏好受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

庄特征共同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

有很大差异,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情况也各不

相同。 因此,学者们在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因素分析

时大都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法。 张文明等[7] 通过问卷

调查收集基础数据,对皂河灌区影响农民灌溉水价支

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王广深等[8] 通过对广

东省珠江三角洲 303 户农户进行实地问卷调查,探讨

了导致农民对农田水利建设投资意愿低下原因。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一种,

农户对其的需求是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 以往学者

在对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因素分析时只考虑了农

户个人家庭与村庄的禀赋条件,而未将政策制度等

政治变量和农户的主观态度考虑在内。 本文基于

2013 年 6 ~ 8 月江苏省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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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5 个地区的县、乡镇的总共 879 家农户的实地调

查数据,利用 Logistic 模型对农户的个人家庭特征、
政策制度、村庄特征以及农户态度进行了分析,探讨

影响苏北地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因素。

1摇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需求影响因素指标体
系构建

1. 1摇 农户需求意愿识别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属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一种,
农村公共产品由于不存在直接的市场交易,无法通

过市场价格来反映人们的需求信息。 笔者采用封闭

式条件评价法,通过调查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

支付意愿来反映其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需求意愿。
起始价格从 100 元开始,如果农户在 100 的起

始价格水平上不愿意支付,就认为农户对农村水利

基础设施没有需求;若愿意支付,则认为其对农村水

利基础设施有需求,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询问。 个体

农户只要在 [100,150)、 [150,200)、 [200,250)、
[250,300)、[300,+肄 )这 5 个区间的任一区间表现

出支付意愿,均可视作农户对该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有

需求。 同时,个体农户的各支付意愿数值分布范围即

可视作个体农户对该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需求强度。
1. 2摇 指标体系构建

从行为理论[9]可知,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淤个人外在因素,包括个人的家

庭、受教育情况,个人的工作经验与生活经验等;
于自然环境因素,包括地区的自然条件或资源禀赋

状况等;盂社会环境因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

的、伦理的环境;榆人的心理因素,包括人对行为对

象的态度感知等。
由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到农户日常生

活的正常运转,且农户需求意愿易受到资源禀赋和

认知能力的影响。 因此,笔者假定直接影响农户需

求的特征变量主要有农户个人、家庭特征,农户所在

村庄的特征,政策、制度以及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

施上的态度几个方面。 具体来说,农户个人、家庭特

征包括农户受教育年限、是否以农业为主要职业、是
否有外出务工或经商经历和农户家庭纯收入。 农户

所在村庄特征包括村庄是否经常发生旱涝灾害和村

庄是否是贫困村。 政策制度主要体现在村庄是否制

定了促进农村水利基础建设相关政策。 另外,由于

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态度(简称农户态度)
是主观变量,还受到该村已有农村水利基础建设情

况(简称情况判断),农户行为的主观规范(简称主

观规范)以及关于农村水利基础建设方面的信息认

知(简称认知信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对农户

的需求意愿形成间接影响。 基于此,构建出农户需

求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农户需求影响因素模型

图 1 中的实线箭头表示变量个人家庭特征、政
策制度因素、村庄特征等直接对农户需求产生影响,
虚线箭头表示变量情况判断、主观规范、信息认知等

通过影响农户态度来间接地影响农户需求。

2摇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2. 1摇 问卷设计

问卷调查主要由 5 部分构成。
a. 对目前我国农村水利设施现状进行描述。 根

据具体情况和研究目的,描述目前我国农村水利基础

设施的供给状况和农村水利基础建设的重要性。
b. 对农户所在村庄特征的调查。 主要包括:村

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饮水供给情况,水利设

施覆盖情况。
c. 对农户个体与家庭特征方面的调查。 主要

包括:农户年龄、家庭纯收入、受教育年限、职业、外
出务工或经商经历、家庭人口数等信息。

d. 对农户关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需求态度方

面等心理因素方面的调查。 主要包括农户在农村水

利基础设施供给上所体现的态度、对已有农村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成果的判断、来自农村其他村民影响的主

观规范、对农村水利基础建设方面的信息认知等。
e. 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支付意愿的调查。

2. 2摇 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

文中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 2013 年 6 ~ 8 月

对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

5 个地区)的县、乡镇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 实际发

放问卷 900 份,剔除有明显问题的问卷 21 份,得到

有效问卷 87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郾 67% 。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639 家农户对农村水利基

础设施有需求,占有效问卷的 72郾 70% ,其余 240 家

农户没有需求,占有效问卷的 27郾 3% 。

3摇 实证分析

3. 1摇 农户态度等心理因素分析

农户态度、情况判断、主观规范以及信息认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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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属于心理变量,无法直接观测,只能通过多维指

标来反映。 笔者运用五点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进行测量。 通过 SPSS19郾 0 软件对量表数据进行信

度以及效度检测,检测结果:Cronbach爷 s 琢 系数为

0郾 987,KMO 系数为 0郾 963,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

度和效度。
3. 1. 1摇 因子分析

农户态度等因素属于心理变量,它们是通过多

维指标来评价的,这些指标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

息,但同时也增加了计量分析的复杂性和难度,而且

这些指标之间有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因此,在
做计量分析之前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找出较少的几

个因子,然后进一步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

这些因子的因子值,并用这些因子替代原来的观测

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对上述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结

果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农户心理因素变量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变量项目
成分得分

系数

农户态度

我村农村水利比较薄弱,与我村农村水利
设施不完善有关。 0郾 340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对我很重要。 0郾 337
相比其他农村公共产品,我更希望获得农
村水利基础设施。 0郾 338

情况判断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存进我
村经济的发展。 0郾 504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完善能让农户获得
更高的收入。 0郾 504

主观规范

家人和亲戚朋友认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
很重要。 0郾 345

村里人认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很重要。 0郾 345
政府认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很重要。 0郾 346

信息认知

我有能力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承担每户
均摊的费用和劳力。 0郾 346

我了解自己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投钱的
去向。 0郾 355

我知道各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具体
用途。 0郾 345

3. 1. 2摇 影响农户态度的心理因素回归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找出了农户态度、情况判断、主
观规范和信息认知 4 个公因子。 利用这些因子作为

自变量,计算其在各个样本上的得分值,进行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F = 茁0+茁1E1+茁2E2+茁3E3 + 着 (1)
式中:F 为因变量,是农户态度新因子变量;E1,E2,
E3 分别为情况判断、主观规范、信息认知 3 个新因

子自变量;茁0 为常数项;茁 j( j = 1,2,3)为偏回归系

数;着 为随机误差。
影响农户需求态度的回归模型为

Y = - 0郾 587 + 0郾 450E1 + 0郾 483E2 + 0郾 205E3

(2)

摇 摇 回归结果见表 2, R2 =0郾 967,F = 284 7郾 970,P =
0郾 000,说明拟合的模型较好,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情况判断、主观规范和信息认知

对农户态度都有正相关的影响,情况判断和主观规

范对农户态度的影响更明显。 说明农户态度更容易

受已有农村水利基础建设成果和周围人对农村水利

基础建设态度的影响。
表 2摇 农户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标准误差 T 统计值 显著水平

常数项 0郾 052 -11郾 291 0郾 000
情况判断 0郾 030 14郾 952 0郾 000
主观规范 0郾 036 13郾 520 0郾 000
信息认知 0郾 034 5郾 955 0郾 000

摇 摇 注: R2 =0郾 967,F=2 847郾 970,P=0郾 000

3. 2摇 影响农户需求意愿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根据本文的假设,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

需求,不仅会受到农户个人或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
也会受到村庄特征、政治制度特征的影响,同时还会

受到农户态度变量的影响。 影响农户需求意愿的因

素可采用上述这些特征变量来作为解释变量。 农户

在 100 元的起始价位上“是否有需求冶可作为模型

的因变量,该模型是一种离散模型,笔者通过建立二

元 Logistic 模型来确认影响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

施需求的影响因素。
影响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需求的模型为

Y = 茁0 + 茁1X1 + 茁2 X1 + 茁3X3 + 茁4 lnX4 +
茁5X5 + 茁6X6 + 茁7X7 + 茁8X8 + 着 (3)

式中:Y 为因变量,反映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

需求情况;X j( j = 1,2,…,8)为自变量。 其中,X1 为

受教育年限;X2为农户是否以农业为主要职业;X3为

外出务工或经商经历;X4为家庭纯收入;X5为村庄是

否经常发生旱涝灾害;X6为村庄是否是贫困村;X7为

村庄是否制定促进农村水利基础建设相关政策;X8

为农户态度新因子。 按照经验对收入变量 X4 取对

数,以消除异常观测的敏感度。
采用 SPSS19郾 0 软件对 Logistic 模型(3)进行分

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摇 影响农户需求的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 统计值 自由度 显著水平

常数 -8郾 620 1郾 826 22郾 273 1 0郾 000
X1 0郾 108 0郾 334 0郾 105 1 0郾 746
X2 1郾 052 1郾 396 0郾 568 1 0郾 451
X3 -1郾 531 1郾 350 1郾 285 1 0郾 257
lnX4 2郾 327 2郾 073 1郾 260 1 0郾 262
X5 2郾 643 1郾 423 3郾 450 1 0郾 063
X6 -1郾 097 1郾 354 0郾 657 1 0郾 418
X7 0郾 990 1郾 390 0郾 507 1 0郾 476
X8 1郾 750 1郾 049 2郾 786 1 0郾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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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归结果得到影响农户需求的 Logistic 模

型为

Y = - 8郾 620 + 0郾 108X1 + 1郾 052X2 -
1郾 531X3 + 2郾 327lnX4 + 2郾 643X5 -
1郾 097X6 + 0郾 990X7 + 1郾 750X8 (4)

摇 摇 回归结果显示,除了是否有外出务工经验 X3 和

村庄是否是贫困村 X6 的回归系数是负数,其他变量

都与农户需求呈正相关,原因可能是有外出务工经

历的人并不如本地人一样关注农村水利基础建设对

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贫困村的农户因无法承担农

村水利基础建设所平摊的费用而导致需求意愿的降

低。 其中村庄是否经常发生旱涝灾害 X5 和农户态

度 X8 在 10%水平下显著,表明农户的需求意愿更

容易受村庄的受灾情况和农户自身态度的影响。
3. 3摇 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需求强度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给农户带

来的效用,需要对农户的需求强度进行分析。
根据笔者问卷设计,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

支付意愿 P 值是落在[0,100)、[100,150)、[150,
200)、[200,250)、[250,300)、[300,+肄 )这 6 个区

间。 根据偏好显示理论可知,农户的支付水平即代

表农户的需求强度。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有需求意愿的农户支付水

平主要集中在 100 ~ 250 元之间,占有需求意愿农户

总数的 80郾 13% ,而愿意为农村水利基础建设支付

超过 300 元的农户只占调查总数的 1郾 4% 。

图 2摇 农户需求强度分布情况

4摇 结论与建议

4. 1摇 结论

从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大部分农户

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存在需求,但需求意愿并不是

很强。 此次问卷调查中,占调查总数 72. 4%的 636
家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有需求,而有需求意愿

的农户中有 80郾 13%的农户愿意为农村水利基础建

设支付 100 ~ 250 元。 村庄是否经常发生旱涝灾害

对农户的需求意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经常发生旱

涝灾害地区的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有着强烈的

需求意愿,愿意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支付较高

的费用。 农户态度严重影响着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

设施的需求。 农户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意愿很大程度上受已有农村水利基础建设情况、个
人主观态度和周围人需求态度的影响。
4. 2摇 建议

a. 加强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宣传工作,
宣传农村水利基础建设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生活

水平提高的正面作用。
b. 重点加强洪涝灾害多发地区的农村水利基

础设施的建设。 经常发生洪涝灾害的村庄大多为经

济贫困地区,政府应承担更多的农村水利基础建设

费用,让农户分担更少的费用和劳力。
c. 建立健全农村水利基础建设需求表达机制。

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的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构建

有效的渠道让农民表达自己的需要,给农民说话的

权利;二是政府要对农民所表达的需要进行识别,了
解其真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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