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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种植户技术需求行为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广西香蕉种植户的调查为例

夏勇开，刘殿国
（海南大学 农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以广西 8 个县市（区）35 个村组 125 户香蕉种植户的入户访谈资料为依据，运用多元 Logistic 模型实
证分析香蕉种植户技术选择时的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 发现除种植户自身特征外，种植户技术需求也受到
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技术诱导因素，风险因素，组织化因素等。 实证结果表明，种植户急需的技术类型依次
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高品质管理技术，施肥技术，土壤改良技术，新品种，“三避”技术，灌溉技术，采收与
保鲜包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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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为科学理论，行为发生的前提是需要，通过需要引发动机，再由动机产生行为。 农户对生产技
术采用的过程，就是农户由技术需要引发技术动机，再由技术动机产生技术的采用行为，这样便实现了农
业生产技术的有效推广应用。 可见，只有农户对农业技术产生了有效的需求，才能推动农业技术的采用
行为。 笔者通过对广西香蕉入户调研获取一手资料，建立农户技术需求模型，分析了香蕉种植户技术需
求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旨在提高中国香蕉技术研发和技术供给的针对性及有效性。
1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1． 1　问卷调查和样本选取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的形式收集香蕉种植户技术采用的情
况，并对收集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定量分析，以发现实际影响香蕉种植户技术采用的主要因素。 2010 年
10 月，笔者随同国家香蕉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的研究小组对广西香蕉产区进行了一次深入调研，
先后调查了北海、玉林、钦州、南宁、崇左、百色等地市的香蕉主产县（区）。 在所选择的香蕉主产县区中，
笔者主要采用重点调查方法对重点县、镇进行调查，同时结合广西的香蕉生产实际，确定重点调查的村
镇，例如，钦州主要调查浦北县的大成镇，灵山县的武利镇，南宁主要调查西乡塘区的坛洛镇、金陵镇等。
此外，为避免区域样本的趋同性，本调查将每个村或每片蕉区（很多调查并不在种植户家里，而是直接在
地里）的调查样本数严格控制在 5 个以下，这种分层重点调查的样本选取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调研
的广度和深度。 此次调研对香蕉种植户的实地访谈，总共收回问卷 130 份，其中，由于缺少部分关键信
息，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剔除部分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 125 份，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l所示。

表 1　被调查的香蕉种植户地区分布

主产县区 合浦 浦北 灵山 武鸣 扶绥 西乡塘区 隆安 田阳 合计

户数 13 16 17 13 14 18 16 18 125
％ 10． 4 12． 8 13． 6 10． 4 11． 2 14． 4 12． 8 14． 4 100



1． 2　变量选择与分析方法　调查工作大部分是笔者与香蕉种植户以面对面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小部
分是调研组的其他同志与种植户进行问卷调查。 在调查问卷的设计过程中，将影响种植户生产技术需求
的因素分 4 类 11 项，分别为种植户自身特征（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文化水平），技术诱导因素（种植面
积、种植年限），风险因素（香蕉收入比重、对新技术风险偏好、筹资能力），组织因素（是否参加香蕉专业合
作组织、是否担任村干部），具体见表 2。

表 2　香蕉种植户基本变量的定义及单位

项　　目 定义及单位

种植户自身特征

年龄 岁

性别 女 ＝ 0；男 ＝ 1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 ＝ 3；大专及以上 ＝ 4
年收入

2 万元以下 ＝ 1；2． 01 ～ 5． 00 万元 ＝ 2；5． 01 ～ 10． 00 万元 ＝ 3；
10． 01 － 30． 00 万元 ＝ 4；30． 00 万元以上 ＝ 5

技术诱导因素
种植面积

0． 333 hm2 以下 ＝ 1；0． 334 ～ 0． 667 hm2 ＝ 2；0． 673 ～ 2． 000 hm2 ＝ 3；
2． 001 ～ 6． 667 hm2 ＝ 4；6． 673 hm2 以上 ＝ 5

种植年限 5 年以下 ＝ 1；6 ～ 10 年 ＝ 2；11 年以上 ＝ 3

风险因素

香蕉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50％ ＝ 0；＞ 50％ ＝ 1
采用新技术风险偏好 没有风险或很低时才采用 ＝ 0；喜欢尝试 ＝ 1
资金筹措能力 不好筹钱 ＝ 0；筹钱问题不大 ＝ 1

组织因素
专业合作组织 未加入 ＝ 0；加入 ＝ 1
是否村干部 不是 ＝ 0；是 ＝ 1

　　在分析香蕉种植户对香蕉生产技术类型的需求时，对技术类别设计了 8 项，分别是：新品种，施肥技
术，灌溉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高品质管理技术，土壤改良技术，三避（避风、避寒、避雨）技术，采收与保
鲜包装技术等。 种植户在回答以上 8 项生产技术类型时，选择自己最需求的技术是什么，至少选 1 项，可
以多选，但多选的须对技术给予优先顺序排列。
2　香蕉种植户技术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2． 1　模型构建和变量界定　选择 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对影响香蕉种植户技术需求的因素进行研究。
为克服直接构造选择结果模型（即以选择结果为被解释变量）所带来的障碍，本研究通过把选择问题转化
为效用比较问题，来构造选择的效用模型，即假设第 i个种植户选择第 j种技术服务的效用为：

Uij ＝ βX ij ＋ β ij，
若种植户在实际中选择了 j，则假定 Uij 在（j ＋ 1）种选择中效用是最大的，其统计模型为

Prob（Uij●Uik），（j不等于 k，j，k ＝ 1，2，3，…）
采用的实证分析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log P ij

P ik
＝ f（x i）＋ δ i， （1）

把（1）式中的影响因素展开，得到如下方程

log P ij

P ik
＝ f｛sex，age，edu，inco，land，year，bananainco，risk，fund，orga，leader｝ ＋ δ i， （2）

在（2）式中 P i，Pk 分别表示香蕉种植户选择第 j，k种技术服务的概率，且 j ≠ k，各变量的定义及计算公式
见表 2。
2． 2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利用样本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分别以新品种，施肥技术，灌溉技术，病虫害
防治技术，高品质管理技术，土壤改良技术，三避技术为对照，研究香蕉种植户技术需求偏好，共建立 7 个
模型。

log P j

Pk
＝ α jk ＋ β jk sex ＋ β jkage ＋ β jkedu ＋ β jk inco ＋ β jk land ＋ β jkyear ＋

β jkbananinco ＋ β jk risk ＋ β jk fund ＋ β jkorga ＋ β jk lead ＋ δ 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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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1，2，…，7；k ＝ 1，2，…，7 且 j ≠ k），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3。
表 3　香蕉种植户技术需求模型估计结果（以土壤改良技术为对照）

　　注：“∗ ”“∗ ∗ ”“∗ ∗ ∗ ”表示 z值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 － 2log likehood ＝ 1 359． 26，prob ＞ chi2 ＝ 0。
1 ＝ “新品种”；2 ＝“施肥技术”；3 ＝“灌溉技术”；4 ＝“病虫害防治技术”；5 ＝“高品质管理技术”；6 ＝ “土壤改良技术”；
7 ＝“三避技术”

2． 2． 1　香蕉种植户自身特征对技术需求的影响　在所有模型检验结果中，香蕉种植户自身特征中的文
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 2 个变量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些因素在影响香蕉种植户技术需求中起到了主
导作用。 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文化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多更倾向选择高品质管理技术、土壤改
良技术，这与描述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检验结果中，种植户自身特征的性别和年龄变量没有达
到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些因素在影响种植户技术需求中不起主导作用。
2． 2． 2　技术诱导因素对技术需求的影响　技术诱导因素中的香蕉种植面积变量在各个模型中达到了显
著性水平，系数也非常大，反映出香蕉种植面积对技术需求的诱导作用非常明显，并且种植面积越大的种
植户更急需高品质管理技术，这也与本研究描述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检验结果中，种植户的香
蕉种植年限变量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该因素在影响种植户技术需求中不起主导作用。
2． 2． 3　风险因素对技术需求的影响　风险因素的 2 个变量在所有模型检验结果中没有达到显著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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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说明这些因素在影响香蕉种植户技术需求中不起主导作用。 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具有新技术
偏好的种植户更倾向选择需求高品质管理技术和土壤改良技术，这与描述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主要原因是具有新技术偏好的种植户种植规模相对比较大，并且文化程度也较高，比较容易接受新生事
物，即使存在风险，由于收入比较高，对自己的生活水平总体影响不大；而对于小规模种植户来讲，新技术
偏好就倾向于保守，急需的技术也主要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一般不追求香蕉的高品质，主要是以防治病
害和追求产量为根本目的。
2． 2． 4　组织因素对技术需求的影响　对于组织因素，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参加了香蕉专业合作组织的种
植户相对于没有参加者对病虫害防治技术的需求较小，主要原因是合作组织对香蕉病虫害比较重视，可
能提供了相关防治信息和技术。 模型估计结果中，是否为村干部的符号均为负，虽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系数值相对较大，反映村干部对病虫害防治技术的需求意愿弱，而对高品质管理技术和灌溉技术的需
求强烈，原因可能是村干部大多是农村致富的领头羊，家庭收入普遍比一般农户收入要高，并且相对来说
文化素质也会更高些，因此具有新技术偏好，比较容易冒风险，关注香蕉的品质。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当前广西香蕉种植户急需的技术类型依次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高品质管理技术，施肥技

术，土壤改良技术，新品种，三避（避风、避寒、避雨）技术，灌溉技术，采收与保鲜包装技术。 可见，病虫害
是当前种植户普遍关心的问题，说明产蕉区连片的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还没有执行。 病虫害的统防统治
是一项准公共技术，这方面薄弱也反映出广大的香蕉种植户还没有组织起来，或者组织起来成立了香蕉
合作社，但实质上可能只是一块牌子，还未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

第二，影响香蕉种植户技术需求的多重因素中，除种植户自身特征外，更多的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如技术诱导因素、风险因素、组织因素等等。 香蕉种植户的“有限理性经济人”使其成为风险较小化前提
下相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 检验结果显示，小规模种植户对成本高、风险大的技术较为谨慎，技术选择
趋于保守，一般以病虫害防治技术为主；而对于文化程度高、种植规模大的种植户，其风险承受能力相对
较强，倾向于风险大和回报大的技术，如高品质管理技术、灌溉技术，并且他们还具有长期的战略发展眼
光，在土壤改良技术需求上也远高于小规模种植户。

第三，香蕉种植户特征中的年龄、技术诱导因素中种植年限、风险因素的资金筹措能力与种植户技术
需求相关性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结果。 年龄越大的种植户倾向于病虫害防治技术，主要是由于年龄大，相
对的文化水平也就较低，因而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在技术需求上就趋于保守。 种植年限越长与年龄较大
的种植户技术需求类似，主要是目前广西香蕉种植者中大多以中老年为主，并且改革开放以来，香蕉种植
是其主要生活来源，种植年限越长说明其年龄也越大，因而在技术需求上更趋于保守。 至于风险因素的
资金筹措能力与种植户技术需求相关性不大，主要是因为广西香蕉种植大多是以解决最低生活为目的的
家庭式农业生产，还没有完全达到以经营为目的的社会化生产。 因此，香蕉种植户的资金筹措能力与其
技术需求的相关性肯定不大。
3． 2　建议　可以看出，香蕉种植户技术需求行为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总体上说，香蕉种植户对生
产技术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因技术引发的成本收益权衡上。 可见，为加速香蕉生产技术对广大种植户形成
有效技术扩散，提高香蕉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以“供需结合”为导向，建立新型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首先要从香蕉种植户技术需求出发，选择
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方向；其次，要考虑农业技术需求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建立多元化的且符合生产实际的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要协调好香蕉种植户、技术推广部门和技术研发部门的关系，从“由下到上”和“由上
到下”的有机结合方面实现香蕉生产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第二，建立香蕉种植户技术选择风险的规避机制。 应该承认，现代社会中农业是弱质性，这种弱质性
使得农户选择技术存在非常大的风险，对于以解决基本生活来源为目的的小规模种植户来讲，更是如此，
他们对技术选择十分谨慎，因为所冒的风险有可能导致全家来年生活没有着落。 可见，风险因素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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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本文的实证分析已非常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政府应该从各方面
入手，站在香蕉种植户规避技术风险的角度，尽可能降低技术应用的各种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等等。

第三，提高香蕉种植的组织化程度，建立香蕉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准公共技术的供给机制。 广西香蕉
种植户急需的技术类型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除风险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广西香蕉生产大多是连
片的，而香蕉病虫害的统防统治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 因此，应以香蕉种植田块为单位，加快引导香蕉种
植户成立香蕉专业合作组织，加速香蕉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准公共技术的供给。

第四，逐步建立完善的政府支持政策体系。 虽然广西香蕉生产相对于其他作物规模化程度较高，但
其本质上还是属于小农生产方式，香蕉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 2009 年底的香蕉滞销事件，其中
主要原因就是广大香蕉种植户采用新技术的高成本性（信息成本、评估成本和交易成本）导致种植户采用
新技术动力不足，香蕉品质难以得到有效提高，继而大量的低质量香蕉充斥市场，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
（如低温冷害，运力不足等），香蕉滞销将会不可避免。 因此，政府不仅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开展香蕉新
技术的研发，还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培植香蕉种植户采用新技术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张耀钢，应瑞瑶．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优先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种植业农户的实证研究［ J］ ． 江苏社会科
学，2007（3）：65 － 71．

［2］ 吴敬学，杨巍．中国农户的技术需求行为分析与政策建议［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4）：421 － 425．
［3］ 庄丽娟，张杰．广东农户技术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10（8）：90 － 92．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armers’ Requirment
for Cultivate Technologies of Banana and Its Influenci ng Factors

———Investigation i n Guangxi
XIA Yong-kai，LIU Dian-guo

（College of Agriculture，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view information from eight county town （35 villages，125 households）in Guangxi，
multiple logistic choice model was used to analysis the farmers’requirment for cultivate technologies of banana
and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besides the farmers’s own characteristics，the farmers’
requirments for cultivate technologies of Banana were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such as technical guidance，
risk factors and organization factors． The urgently required technology type of banana peasants were the preven-
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 of disease，high quality management technologies，fertilization technologies，soil
improvment technologies，new species，“three avoidance”technology，irrigation technologies and harvest and
preservation technologies．
Key words：farmers’technical requirement；influence factors；multiple logistic choi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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