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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节水灌溉对水资源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巨大, 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可节约水量、提高灌溉效果。

通过对农户参与的必要性分析;在对前人研究成果总结基础上进行了实地调研,提炼出影响农户参与节水灌溉

的 8个方面 14个因素,进行 26个变量设置,运用 Log isti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各因素影响显著性分析; 据

此分析了 3类 2种农户参与节水灌溉的可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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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灌溉对水资源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

巨大, 而且农户是节水灌溉第一线的利益受益

者,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各个环节中, 农户

是最后一环,是节水战场的一线战士,农户参与

具有不可替代性。

一、农户参与节水灌溉研究综述

Casw ell et a.l研究表明: 高节水灌溉技术市

场完善、高水价、高收入水平高和使用税等因素

都能够促进节水技术的采用。地下水越深和耕

地质量越差的地方, 越容易采用节水灌溉技术。

D inar et a.l对以色列漫灌等七种灌溉技术和采

纳过程研究表明, 水价、种植作物的收益和政府

对灌溉设施补贴对技术扩散有显著影响。

Greene t a.l研究表明, 作物特性、耕地特性和地

表水使用等因素对现代灌溉技术的采用有显著

影响。在使用地表水的地区运用滴灌技术的概

率大于运用漫灌和喷灌技术的概率。土壤的渗

透性越强、土地坡度越大、农户的耕地规模越大,

越容易采用滴灌技术。Schuck et a.l利用美国科

罗拉多州的数据研究表明,影响农户采用节水灌

溉技术的主要因素为租地制、田地规模和水供给

的可获得性
[ 1 ~ 4 ]
。

刘延风认为, 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是一项 准

公共行为 , 必须政府、农户等结合起来。韩洪

云等对辽宁省节水灌溉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低水

价政策下,农户不是利润最大灌水者,而是风险

最小灌水者, 不利于促进节水灌溉。刘红梅等,

运用二项 Log it模型, 探讨激励农户采用节水灌

溉技术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提高农民文化水

平、加大节水宣传教育力度、扩大经营规模、培育

用水者协会等民间组织、实行定额用水并给予农

户剩余水权的处分权、提高节水灌溉财政投入

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加大财政扶持,

都能促进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
[ 5 ~ 7 ]
。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上, 进行了几年的实

地调研跟踪, 在调研地选择上和国内相关研究达

到互补,在问卷设置上力求简洁、有效,通过定性

和定量分析, 力争得出适用结论。

二、农户参与节水灌溉影响因

素分析

1.影响因素选取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
[ 1~ 10]

和实地调查情



况,在因素选取上遵循适用、针对性和简单原则,

选取 14个影响因素,设置在一张调查问卷上, 这

样便于用户填写,因素涉及户主情况、家庭收入、

节水灌溉技术、节水灌溉投入、政府在节水灌溉

中的作用、节水灌溉信息获得、节水灌溉技术指

导和节水设备价格等 8个方面, 具体如下:

( 1)文化程度: 高中、初中和初中以下; ( 2 )

户主姓名性别; ( 3)户主年龄; ( 4)农户家庭年收

入; ( 5)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 ( 6)家中拥

有耕地面积和平均每块耕地面积; ( 7)采用的灌

溉技术:耕地不灌溉、漫灌、喷灌、坐水种、保水技

术和补水技术; ( 8)您是否愿意采纳节水灌溉技

术; ( 9)您觉得节水灌溉技术投入如何? ( 10)您

觉得政府支持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重要吗? ( 11)

您主要通过哪些方式了解节水灌溉技术? ( 12)

村里有节水技术人才或节水技术协会吗? ( 13)

若采用节水灌溉技术,能从节约的水中获得收益

吗? ( 14)您及周边所用节水设备价格是?

2. 模型选取

在模型选取上, 我们选择 Log istic模型分析

影响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因素。模型

的估计方程为具有特征 X j的用户面临传统灌溉

技术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概率:

P rob( event ) =
e
z

1 + e
z =

1

1 + e
-z ( 1)

其中: z= B0 + B 1X 1 + B 2X 2 + + B iX i ( i为

农户特征量的数量 ) ,不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概

率为: P rob( noevent) = 1- Prob( event)

为了理解 Log istic回归系数的含义, 把 Lo

g ist ic方程写作几率的对数,命名为 Log it。

Log[
Prob(event)
Prob(noevent)

] = B0 +B1X1 + + B iX i ( 2)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 可以得到估计系数。

从公式 ( 2)可以看出,逻辑斯谛方程的回归系数

可以理解为一个单位的自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几

率对数的改变值。如果一个自变量的系数为正

值,它意味着几率将会增加, 此值将会大于 1; 如

果一个自变量的系数为负值,它意味着几率将会

减少,此值将会小于 1;当 B i为 0时,此值等于 1。

3.变量设置

根据调查问卷设置及实地调研情况,最终确

定的影响因素及变量设置情况如表 1。

表 1 影响因素选择及变量设置情况

顺序号 影响因素 变量代号 变量赋值说明

( 1 ) 高中及以上 x1 反映户主文化程度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户主的文化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以上

2个层次,户主文化程度是高中及以上 = 1,否则 = 0

( 2 ) 性别 x2 反映户主性别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男性 = 1,女性 = 0

( 3 ) 年龄 x3 反映户主年龄的自变量,单位为岁

( 4 ) 农户家庭年总收入 x4 反映农户经济能力的自变量,以农户家庭年均总收入来表示,单位为万元

( 5 ) 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

收入比重

x5 反映农户收入结构的自变量,以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表示

( 6 ) 农户耕地总面积 x6 反映农户耕地规模的自变量,以每户的总耕地面积来表示,单位为亩

( 7 ) 农户平均每块耕地面积 x7 反映地块大小程度的自变量,以农户平均每块耕地的面积来表示,单位为亩

( 8 ) 喷灌 x81 反映农户灌溉方式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种植不灌溉、漫灌、坐水种为对照组。农户

采用喷灌方式 = 1,否则 = 0

( 9 ) 滴灌 x82 反映农户灌溉方式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种植不灌溉、漫灌、坐水种为对照组。农户

采用滴灌方式 = 1,否则 = 0

( 10 ) 保水技术 x83 反映农户灌溉方式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种植不灌溉、漫灌、坐水种为对照组。农户

采用保水技术方式 = 1,否则 = 0

( 11 ) 补水技术 x84 反映农户灌溉方式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种植不灌溉、漫灌、坐水种为对照组。农户

采用补水技术方式 = 1,否则 = 0

( 12 ) 愿意节水 x9 反映农户主观意愿上愿意节水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愿意节水 = 1,否则 = 0

( 13 ) 节水技术投入大 x101 反映节水技术投入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技术投入小为对照组,节水技术投入大 = 1,

否则 = 0

( 14 ) 节水技术投入一般 x102 反映节水技术投入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技术投入小为对照组,节水技术投入一般 =

1,否则 = 0

( 15 ) 节水技术投入较小 x103 反映节水技术投入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技术投入小为对照组,节水技术投入较小 =

1,否则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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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16 ) 政府扶持 x11 反映政府扶持重要性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农户认为政府扶持重要 = 1,否则 = 0

( 17 ) 媒体 x121 反映农户了解节水技术的方式渠道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通过互联网方式为对照组,

农户通过媒体获得相关信息 = 1,否则 = 0

( 18 ) 村科技能人或者农业

大户

x122 反映农户了解节水技术的方式渠道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通过互联网方式为对照组,

农户通过村科技能人或农业大户获得相关信息 = 1,否则 = 0

( 19 ) 技术推广人员 x123 反映农户了解节水技术的方式渠道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通过互联网方式为对照组,

农户通过节水技术人员推广获得相关信息 = 1,否则 = 0

( 20 ) 政府的宣传材料 x124 反映农户了解节水技术的方式渠道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通过互联网方式为对照组,

农户通过政府的宣传材料获得相关信息 = 1,否则 = 0

( 21 ) 订单企业的宣传资料 x125 反映农户了解节水技术的方式渠道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通过互联网方式为对照组,

农户通过订单企业的宣传资料获得相关信息 = 1,否则 = 0

( 22 ) 亲朋好友近邻 x126 反映农户了解节水技术的方式渠道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通过互联网方式为对照组,

农户通过亲朋好友近邻获得相关信息 = 1,否则 = 0

( 23 ) 村干部宣传 x127 反映农户了解节水技术的方式渠道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以通过互联网方式为对照组,

农户通过村干部宣传获得相关信息 = 1,否则 = 0

( 24 ) 有无节水技术协会 x13 反映村中是否有节水技术协会或人才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有该类组织 = 1,否则 = 0

( 25 ) 节水获得收益 x14 反映节水是否能获得收益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能获得收益 = 1,否则 = 0

( 26 ) 节水设备价高 x15 反映节水设备价格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价格高 = 1,否则 = 0

4. 数据来源

数据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通过样本地调查得到。

调查对象是陕西、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的农户,一

共发放问卷 1000份, 最后回收 850份,在问卷填写

过程中,由于农户认识水平低等原因,有些问卷填写

空缺太多,因此,我们最后对比较全面的 716份问卷

进行分析。样本的分布情况见表 2。

表 2 被选样本量及分布

合计 陕西 新疆 内蒙古 黑龙江

样本数量 716 116 120 80 400

5.运算结果

变量进入模型的方法为向前逐步回归 LR

(极大似然估计 ) ,运用 SPSS11. 5作为计量分析

软件,具体运算结果见表 3。

表 3 影响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因素的实证分析模型输出结果

B S. E. W ald df S ig. E xp( B)

X1( 1) 0. 526792 0. 621059 0. 71947 1 0. 396318 1. 693492

X2( 1) 0. 408939 1. 252278 0. 106639 1 0. 744004 1. 50522

X3 0. 033824 0. 029952 1. 275271 1 0. 25878 1. 034402

X4 0. 4* * 0. 256 3. 773 1 0. 042 1

X5 - 38. 234 0. 164 4. 278 1 0. 097 2. 952

X6 0. 077069 0. 048698 2. 504586 1 0. 113515 1. 080117

X7 - 1. 339* 0. 049 13. 878 1 0. 081 0. 832

X81( 1 ) 6. 31* * * 1. 251 25. 434 1 0 1. 405

X82( 1 ) - 75. 325* 0. 875 1. 082 1 0. 095 1. 148

X83( 1 ) 0. 514358 49172. 22 0. 000000000109 1 0. 999992 1. 672564

X84( 1 ) 2. 195395 1. 181662 3. 451745 1 0. 063185 8. 983549

X9( 1) - 19. 729* * 0. 522 4. 278 1 0. 044 0. 972

X101( 1 ) 2. 413796 226. 5546 0. 000114 1 0. 991499 11. 1763

X102( 1 ) - 0. 54036 0. 653146 0. 684464 1 0. 408054 0. 582537

X103( 1 ) - 7. 89247 485. 9381 0. 000264 1 0. 987042 0. 000374

X11( 1 ) 76. 148* 0. 984 9. 932 1 0. 095 2. 388

X121( 1 ) 1. 62694 0. 815664 3. 978511 1 0. 460843 5. 088283
X122( 1 ) - 38. 234* 0. 164 4. 278 1 0. 097 2. 952

X123( 1 ) 0. 211097 0. 864521 0. 059623 1 0. 807093 1. 235032

X124( 1 ) 1. 167844 1. 009789 1. 337545 1 0. 247467 3. 215054

X125( 1 ) - 22. 775* * * 0. 188 6. . 022 1 0. 005 1. 627

X126( 1 ) - 1. 40327 0. 848792 2. 733272 1 0. 982778 0. 245791

X127( 1 ) - 0. 37743 0. 656463 0. 33057 1 0. 565324 0. 685618

X13( 1 ) 0. 400557 0. 614217 0. 425289 1 0. 51431 1. 492655

X14( 1 ) 2. 427745 1. 508796 2. 589077 1 0. 107603 11. 3333

X15( 1 ) 0. 962665 0. 674719 2. 035658 1 0. 153648 2. 618665

C onstan t - 3. 58561 2. 004927 3. 198377 1 0. 073711 0. 0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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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8. 649

- 2对数似然值 ( - 2LL) 1312. 713

显著性水平 0. 000

6. 结果分析

从表 3可以看出: 农户家庭收入、平均每块

耕地面积、喷灌、滴灌、愿意节水、政府扶持、村科

技能人或者农业大户以及订单企业的宣传资料

等项对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有显著的作用;其

中农户家庭收入、喷灌、政府扶持重要对农户采

用节水灌溉技术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平均每块耕

地面积、滴灌、愿意节水、村科技能人或者农业大

户以及订单企业的宣传资料对农户采用节水灌

溉技术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即喷灌、订单企业的

宣传材料 2个因素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农户家

庭收入和愿意节水 2个因素在 5%的水平上显

著;平均每块耕地面积、滴灌、政府支持和村中有

节水示范或科技能人 4个因素在 10%的水平显

著。高中以上、年龄和性别等其他因素在 10%水

平上不显著。

为此,对某地选择适用的节水方式 (如喷灌

等 )、加快订单农业发展、加强节水宣传和对农户

文化教育、进行土地集中、培植节水协会或示范

大户和加大财政等投入,都能有利于提高农户采

用节水灌溉技术。

三、农户参与节水灌溉的可行模式

按实证的分析结论,下面推荐在调研中整理

的几种模式。

1. 主要模式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可把引入农户参与节水

灌溉总结为三大类主要模式:

第一,水行政主管部门 +灌区水管单位 +农

民用水户协会 + 农户。这种模式是目前采用较

多的一种模式, 适合规模相对较大的水利设施,

如大中型灌区。水管单位负责管理骨干工程,协

会管理田间工程。

第二,水行政主管部门 +农民用水户协会 +

农户。这种模式适合规模相对较小的水利设施,

如小塘坝、灌溉机电井、小型灌区等,国家对这些

小型水利设施补助投资建设完成后,可交给农民

用水户协会管理。

第三, 水行政主管部门 +承包人 +农民用水

户协会 +农户。这种模式适合已经承包的小型

水利工程, 水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有关法规政策和

合同来约束承包人的行为,农民用水户协会监督

承包人,维护农民的权益, 限制承包人私利最大

化的行为。在承包到期后,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

转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农民用水户协会。

2.具体运行方式

上述三大类主要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又可以

分为以下几种具体运行方式。

第一, 黑龙江甘南县音河方式。甘南县音河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32万亩, 按照水源边际, 成立

农民用水户协会 23个,协会制定了协会章程,建

立了用水户协会财务制度。基本覆盖整个灌区,

管理斗渠 3 386条, 涉及行政村 52个, 参与农户

23 075户, 协会工作人员 48人。

基本方式为:灌区管理单位 (设协会总会 ) +

分协会 (主要由村干部组成 ) +农户。

音河灌区设一个总协会, 下设 23个分协会,

受总会领导, 各分协会执委均由村干部担任,即

和村级组织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分协会负责

支渠以下管理用水管理, 渠道清淤, 协助认定计

量水量,协助收水费。协会运行经费为灌区提取

当年应收水费总额的 90% 后, 其余 10%的提取

额全部作为分会各项费用。

第二, 黑龙江农垦方式。查哈阳灌区是黑龙

江垦区的代表。灌区成立农户用水者协会 9个,

协会制定了章程,建立了用水户协会财务制度,控

制灌溉面积 24. 5万亩,管理斗渠 389条,涉及连队

36个,参与农户6 289户,协会工作人员 45人。

基本方式为:灌区管理单位 +协会 (作业区 )

+农户。

查哈阳灌区下属协会之间是独立的, 灌区管

理单位与协会是合同关系,协会负责灌溉工程的

管理维修, 保证和提高灌溉服务水平, 工程维修

费、人员管理等费用从黑龙江农垦水利工程费和

每垧地 70元的管理费中支出。

此外, 还有黑龙江兰西县长岗方式、庆安县

和平方式和陕西省洛惠灌区方式等。

总之, 研究清楚影响农户参与节水灌溉的因

素,为培养农户参与节水灌溉的意愿指明了方

向,提出可行的农户参与节水灌溉模式, 更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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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农户参与节水灌溉的信心,如此, 在影响因素

方面引导激励,在模式方面典型引路, 必能促进

节水灌溉的推广,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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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wa ter- sav ing irr iga tion m ake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 ate r resources and the ag ricu ltu ra l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The deve lopm en t of w ater - sav ing irrigation may save the w ater vo lum e, and v igorously enhance irr igation

effect. By ana lyzing the peasant househo ld pa rtic ipating in w ater- sav ing irrig ation and hav ing investig ated and studied on the

spo t on the foundation to summ ary the predecessor resea rch resu lts, th is paper re fines 14 facto rs about 8 aspects affec ting the

peasant househo ld to partic ipate in the w ate r- sav ing irrig ation, establishes 26 va riab les, carr ies the quan tita tive analysis u

sing the Log isticm ode,l and obta ins som e sign ificance analysis about various influence facto rs. Acco rd ing to the above analy

ses, this paper explores 2 k inds o r 3 kinds feasible pattern o f peasant househo lds to partic ipate in thew ater- sav ing irrig ation.

K ey words: peasan t househo ld; w ater- sav ing irrig ation; in fluence factors; pa 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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