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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２１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度和质量成色.当前,农

业现代化依然是 “四化同步”的短板,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

不充分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体现,农业农村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突出短板.开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关工作,离不开对我国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现状的观察和调研.

为了深入观察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现状,更有针对性地支

持国家和地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决策和支撑 “三农”问题的

前沿学术研究,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宏观农

业研究院连续于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组织师生在河南、湖北、

湖南三省的１０８个行政村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 (Agriculturaland

RuralModernizationSurveys,ARMS),并在２０１９年调研的基础上

增加了反映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现状的内容.本调研报告主要依据

这三年调研所获得的数据撰写.

这三年的调研沿用了２０１９年调研的样本农户,其中２０２２年的调

研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在每个样本村新增了２户农户,即每个样本村

访问了１２户.新增农户的抽样沿用２０１９年调研时采用的随机抽样方

法.

调研报告的内容共涵盖行政村与农户基本情况、土地确权与流

转、农户生产经营投入与产出、农业机械使用、新品种与新技术采

用、农业农村数字化、生产经营风险、饮食消费、能源消费与废弃
１



物处理、调研心得体会等十个方面.根据这些内容,本调研报告分

为九个章节.第一章为农村概况,涉及农村劳动力供给、农村土地

确权与流转、样本村灌溉及生活用水资源、华中三省农村集体经济

与特色农业发展的相关内容,总体描述了农村的基本情况.第二章

为农户生计资本概况,根据 “生计资本”的组成部分,分别从自然

资本、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女性赋权四个方面描述农户的基

本经济社会特征.第三章为生产经营情况,在分析生产经营主体的

基础上,分别对种植业投入产出、农机设备使用、农业绿色技术使

用及种植业生产风险进行了分析和介绍.第四章为农业农村数字化,

分别对农户互联网使用和农业软件使用、数字素养、农户电商采纳

行为进行描述.第五章为金融与风险管理,分别对家庭收入支出、

农户个体的数字金融水平、种植风险的防范与补偿、农业保险参保

趋势进行详细的介绍,提供有关农户面临的收支生产风险以及风险

管理等方面的描述.第六章为农村收入、居民饮食消费与健康分析

报告,对农村居民２４小时饮食消费、一个月饮食消费进行描述,分

析农村居民收入、饮食消费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第七章为能源消费,

分别对能源消费结构、炊事能源使用现状及其空间和时间特征、取

暖方式、制冷方式与热水设备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第八章为调研

组织与实施方法,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跟踪调研前中

后各个环节是如何组织、开展、进行的.第九章为调研参与见闻与

体会,为参与人员在调研组织与管理、质量控制及实践过程中的心

得体会.

本报告不仅利用当前调研所获数据对现状进行描述,还包含了

与历史数据的比较和演进动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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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村概况

本章就此次调研样本村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统计分析,涉及样本村以下五

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主要分析当前华中三省农村

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工资收入、外出务工,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等情况.第二部

分,华中三省农村土地流转状况、土地经营投资,以及农村耕地可持续利用等

相关情况.第三部分,聚焦农村农业相关基础设施供给情况,特别关注农村水

资源和水利设施的供给情况.第四部分,主要关注村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以

及乡村特色农业经营的发展情况.最后,综合本次调研所获得的样本村信息提

炼出一些政策启示.

一、 华中三省农村劳动力供给情况∗

１农村人口与劳动力供给变化

农村人口规模及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这一趋势意味着影响中

国发展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将趋于缓和,长期以来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将有所缓

解 (张永丽等,２０１３).然而,农村劳动力不断减少对于我国农村发展同样带

来挑战 (叶兴庆,２０１８;朱启臻,２０１８).有研究表明,我国人口数量已经显

著越过刘易斯拐点,很多地区开始逐渐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种情况

可能会影响农业生产 (盖庆恩等,２０１４).本次调研,通过对比华中三省

１０８个样本村从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２１年,村人口总数、劳动力规模以及劳动力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当前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情况.

从图１ １可以看出,华中三省农村人口规模整体在２０１８年左右达到最

高,平均每个村的人口规模在２３００人左右,之后出现缓慢的降低趋势.农村

劳动力人口与村总人口呈现同样的变化趋势,数据显示农村１６~６５岁的劳动

力人口数也在２０１８年后出现缓慢的下降趋势.尽管如此,农村劳动力人口数

占总人口的比例从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２１年仍然维持在５４％以上,变化幅度并不

１
∗ 执笔人:李凡.



是很大.

图１ １　华中三省农村人口、劳动力规模及劳动力人口占比

进一步分省来看,表１ １的数据显示了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之间农村

人口规模、劳动力人口数的变化,数据显示,河南地区农村人口规模变化最明

显,平均每村人口减少了约１００人,劳动力减少了约６０人,村内劳动力比例

降至５０％以下.而湖北和湖南省样本村农村人口规模略微有所提高,村内劳

动力人口数也略微提升,劳动力人口占村总人口比例提高到约５５％.其中,

湖南省样本村人口数显著大于湖北和河南省村内人口数,河南省虽然属于华北

平原地区,土地平坦,但由于人口规模基数较大,且多年来一直为主要人口流

出省份,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减少比较明显.

表１ １　华中三省分省样本村农村人口、劳动力规模和劳动力人口占比

村总人口数 (人) 村内劳动力人口数 (人) 劳动力人口占比 (％)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河南省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４６２８ １０４３５２ １０６３２３ ６４２９１ ５１３１ １３５１

２０２１年 １９７８０９ ９６６５９ １００４３７ ６４１４１ ４９１０ １４６３

湖北省

２０１８年 １８２２４４ ９９０５４ ９６０９４ ５８８７８ ５１６３ １３６９

２０２１年 １８３９９７ １０１２８９ ９６８８８ ６７６９１ ５４５８ １２７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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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村总人口数 (人) 村内劳动力人口数 (人) 劳动力人口占比 (％)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湖南省

２０１８年 ３１１０１１ １８０９１０ １８５０６４ １１８３２２ ５４７４ １４０１

２０２１年 ３１１２１７ １８０４２７ １７７２８９ １２１０８８ ５５８０ １２５４

总体而言,尽管关于我国农村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讨论较多,但从调研的数

据来看,总体上,农村劳动力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在过去５年间都比较

稳定.农村面临的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农村劳动力人口

大量外出务工造成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之间的分布问题.

２外出务工与农户收入情况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不断增加,农村富余

劳动力越来越多地流入城市,在总人口缓慢增长的背景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劳

动力在３０多年减少了约３亿人.在农村,劳动力适度流出从事非农就业可以

有效缓解农业劳动力富裕 (或 “过密化”)的问题,从而提升农业整体劳动生

产率.然而,当农业劳动力过度或过快流失时,农村土地可能会因为劳动力短

缺而无法得到最优开发利用,从而降低农业总体产出.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基本上已经是农村人口实现收入增加的基本

途径,农业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例不断降低.特别是近几年由于人口总体

缓慢增长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第二、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提升,

非农就业收入相对于农户农业收入具有压倒性优势,在这一背景下,农村有相

当一部分劳动力外出务工从事非农工作.

图１ ２展示了调研的华中三省地区农村总体外出务工人数和外出务工人

数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尽管２０２０年初因为新冠疫情可能造成

了短暂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农村的情况,但从全年来看,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

规模和比例都显著提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例更是提高到接近７０％,

这一比例显著地高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８年的情况.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快速上升的同时,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快速增

长.图１ ３展示了调研的１０８个样本村居民汇报的不同年份的人均收入,以

及非农收入占其中的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进入２０２０年之后,华中三省农

村人均收入显著提升,从２０１８年的不足１００００元一跃超过年均１４０００元.除

了人均总收入的显著提升外,非农收入的比例也显著提升,从２０１５年占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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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　华中三省农村人口外出务工规模和比例

５０％增加至约６０％,提升了近１０个百分点.

图１ ３　华中三省农村人均收入及非农收入占比的变化

３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华中三省１０８个样本村与全国不同地区关于农村人口

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趋势一致,一方面,华中三省农村总体人口从２０１８年以

后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农村劳动力供给也出现小幅下降的趋势.另一方

面,农村外出务工、非农就业人数都显著地增长.这样的趋势在农村人口增长

缓慢甚至负增长的背景下,预期未来农业劳动力会进一步短缺,在实地调研的

过程中,课题组也发现农村劳动力短缺已经逐渐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重要障碍.
但从农村人口整体收入来看,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相较于２０１５年获得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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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例显著提升,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平均

而言已经降至不到４０％.

二、 华中三省农村土地确权与流转情况∗

１农村土地分布及土地确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土地则是保障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华中三省

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无论是主粮 (包括水稻、小麦和玉米)生

产,还是其他经济作物 (包括油菜、果蔬等)生产都是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重

要区域.此外,华中三省又是我国人口分布稠密区域,且华中三省地处南北交

接处,主粮种植结构上既有小麦—玉米轮作模式,又有多轮水稻、稻—油、

稻—虾等模式,耕地分布、降水等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项目调研的华中三省在土地分布上具有明显特征.首先,河南省总体处于

我国华北平原地区,以小麦—玉米种植为主要主粮生产;同时,河南省人口数

量较大,人口密度较高,尽管总体耕地面积较大,但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从

表１ ２所显示的数据来看,河南地区样本农村的平均耕地面积是三省中较小的,

平均每个村有约２５００亩∗∗耕地,样本村内人均耕地面积只有约１１３亩.其次,

湖北和湖南两省总体位于长江中游,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从表１ ２的数据可以

看出,湖北省样本村的耕地总面积较大,平均每村约有４０００亩耕地,且人均耕

地面积相对而言是华中三省中最高的 (人均２２４亩);而湖南省由于山地较

多,村耕地规模居中,但人均耕地面积是三省中最少的 (人约１０９亩).

表１ ２　华中三省２０２１年农村耕地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水平

省份
村平均耕地面积 (亩/村) 村人均耕地面积 (亩/人)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河南省 ２５６８７６ ３３７３２３ １１３ ０７９

湖北省 ４０９１８９ ３６１１０１ ２２４ １５２

湖南省 ３２０００６ ２３６２１８ １０９ ０７６

进一步分析农村土地确权情况.农村土地确权是国家为完善农村土地管理,

保障农村居民土地基本权利的重要政策.２０１１年农业部发布 «关于开展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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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意见»,此后,全国各地逐渐开始对农村农户土地

进行测量,确权并登记颁证.土地确权对于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进一步促进

农户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程令国等,２０１６).

所有参与本次调研的１０８个村在２０２２年调研时均已完成土地确权.图１ ４
显示了华中三省１０８个样本村分别完成土地确权工作的年份.不到１０％的村子

是在２０１５年以前完成了土地确权的工作,大部分村子是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这４年

内完成了全村的土地确权工作.

图１ ４　华中三省样本村土地确权工作完成年份

此外,调研数据显示,土地确权后,所有访谈到的村子均表示无论村内是

否后续有因婚丧嫁娶等出现人口增减的情况,村内土地确权都不会再进行调

整.不到１０％的村子指出,如果村内有农户家庭出现绝户的情况,即农户家

庭无子嗣也无村内直系亲属的情况,村集体可能会收回农户家庭的土地归为村

集体土地;但超过９０％的村子表示目前并未出现类似情况,且还需要具体等

待国家明确的政策.

２土地流转

在农村人口不断大量外出务工和农业从业人数大量减少的背景下,通过土

地流转,发展耕地租赁对于降低土地细碎化,提高土地利用,从而保障农业产

业健康发展是重要手段 (钱龙、洪名勇,２０１６).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全国有

１/３的农村承包土地进入了土地流转市场,有统计数据指出,全国有超过

６６００万户农户参与了土地流转.

图１ ５描述了华中三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华中三省

农村从２０１８年到２０２１年,绝大多数样本村 (超过７５％)都有规模不等的土

地流转.由于村级调研数据主要是由各村干部收集而来,村内农户之间 (以及

村与村之间)自行签订口头合约等形式的土地流转 (或季节性土地流转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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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未通过村委会进行协调登记,因此,调研农村实际发生的土地流转数量可

能比统计数据显示得更高.

图１ ５　华中三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

进一步分析村干部所掌握的农村土地流转规模,以及发生土地流转农户间

流转的规模.总体而言,表１ ３显示了有土地流转的村子,其土地流转面积

以及户均土地流转面积在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的变化.数据显示,从２０１８年的平均

４１４亩扩大到平均流转８８７亩,流转规模基本上扩大了１倍以上.再对比流转

户平均的流转规模,可以看出户均流转规模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２０１８年

的平均每户流转５９３亩增加到平均每户流转７２３亩.

分省来看土地流转在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间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三省

村级层面土地流转的规模从２０１８年到２０２１年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变化

最明显且流转面积增加最多的是湖南省,尽管户均土地流转面积并没有显著的

增加,但平均村流转面积从原先的５７０亩增加到约１２００亩.河南省和湖北省

的土地流转面积都有增加,但河南省总体增加幅度较小,流转户的平均流转规

模从５３亩增加到７２亩;湖北省的户均流转规模从６２亩增加到约８亩.

表１ ３　华中三省总体 (及各样本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

村土地流转面积 (亩) 流转户平均流转面积 (亩/户)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华中三省总体样本统计

２０１８年 ４１４４４ ４４２１７ ５９３ ６８０

２０２１年 ８８７３４ １０９２７３ ７２３ ９９５

分省样本村统计

河南省

２０１８年 ４１３４５ ３１１１８ ５２９ ４３０

２０２１年 ６９９３７ ６２０８９ ７２４ １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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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村土地流转面积 (亩) 流转户平均流转面积 (亩/户)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湖北省

２０１８年 ２２６３６ ４１４８９ ６２２ ４６２

２０２１年 ６７７６２ ９１１１１ ７７６ ８１２

湖南省

２０１８年 ５６９９８ ５２５５１ ６３９ ９９４

２０２１年 １１８１１７ １３８８９１ ６７９ １１２５

３土地分级与耕地质量变化

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基本上都是从土地数量的角度来直接反映农村土地资

源的基本情况,耕地质量改善对于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样重

要.对土地进行适当的耕地质量分级可以较好地根据不同地块情况实施耕地质

量改善措施.因此,项目组进一步调研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质量改善等相关

情况.

首先,调研组收集了华中三省农村土地是否按质量进行分级管理的情况,

如图１ ６所示.华中三省７０％的村干部表示本村并没有实施过任何土地质量

分析的措施.其余３０％的村干部表示其所在的村子之前有过土地分级,其中

１２％的村干部所指出的土地分级操作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时期所进行的土地质量分级,这一时期的土地分级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耕

地在进行包产到户分配时的公平性.有５％的村干部指出本村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开展的土地分级.只有大约１３％的村干部表示自己所在的村子在２０００年以

后实施过耕地质量分级措施.

图１ ６　华中三省农村土地质量分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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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调研组收集了样本村在过去１０年间有多大比例的耕地实施了不同

方案的土地改造措施,包括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耕地休耕等措

施.从图１ ７所展示的数据分析看,首先,覆盖面最广的是高标准农田建设.

数据显示有超过２５％的村子实施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这些实施过高标

准农田建设的村子,平均有超过４０％的村内耕地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措施.

其次是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约１５％的样本村在过去１０年间实施过中低产田的

改造项目,在项目村平均有３５％的耕地进行了改造.最后,只有不到１０％的

村实施了土地休耕措施,休耕的面积大约能占到村耕地面积的２０％,且所有

实施了休耕措施的村子都集中在河南地区.课题组从实地的访谈中发现,这些

地区的耕地休耕主要是政府指导下的作物季节性休耕,从而降低农业灌溉对地

下水的开采程度.

图１ ７　华中三省农村实施不同耕地改善措施的比例

４总结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首先,华中三省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尽管河南地

处华北平原,耕地总体面积大,但由于人口和村子数量众多,村平均耕地面积

和人均耕地面积实际上都不大.其次,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已经完全结束,确权

后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显著提升.湖南省土地流转面积增加最为明显,这可能主

要由于湖南省与广东省接壤,湖南省外出务工人口较多,且湖南省耕地多为山

地丘陵等,因此农户土地转出积极性更高.但从土地质量提升角度来看,虽然

２０１８年以来土地质量提升项目都有所增加,但华中三省农村实施土地质量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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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措施明显不足,只有约４０％的村子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大量土地

只进行了中低产田改造或未实施任何土地质量提升的项目.

三、 样本村灌溉及生活用水资源情况∗

１农业灌溉水资源利用

土地和水资源是农业生产的两大基础性资源,对于农业生产起到决定性作

用.粮食安全要实现可持续性,就必须落实对资源的节约,提高其利用效率.

已有大量关于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调查研究,但关于农业农村淡水

资源利用的调查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淡水资源具有较高的公共物品特性,

很难避免农村不同主体在淡水资源利用时出现的搭便车问题.例如,湖南、湖

北地区河流和湖泊的分布较广,沿河或沿湖泊农户数量较多,农户随意抽取河

流湖泊淡水进行农业灌溉或建立小型水库,这一切往往很难监测和规范管理.

另一方面,保障农业生产用水仍然是当前水资源利用的主要目标.规范农户用

水行为 (例如,防止过度抽取或防止因化肥农药过量使用造成水体污染等)往

往很难在执法层面落实.

首先,灌溉用水短缺问题.从样本村干部的回答可以看出,过去３年华中

三省农村整体灌溉用水资源的供给得到了有效改善,村内发生农业灌溉缺水的

情况有效缓解 (从２０１８年约３８％的发生率降低到３１％).但从绝对数量上来看,

仍然有约１/３的农村确实发生过因缺水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 (图１ ８).

图１ ８　华中三省农村灌溉缺水问题的发生率

进一步分析村干部对本村农业灌溉用水水质的评价状况.图１ ９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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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１年村干部分别关于本村内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良好的评定,从

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农村地表水水质总体良好率较低,只有约５４％
的村干部汇报本村地表水水质良好.这一结果意味着华中三省有将近一半的农

村村内地表水水质可能不适应农业灌溉或可能因地表水水质问题造成进一步土

壤污染的问题.再看地下水水质的评价结果,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地下水水质良好

的比例有所改善,尽管改善的幅度并不是很大.２０２１年,有约６５％的村干部

汇报本村地下水水质良好,这就意味着还有约３５％的村子地下水水质可能存

在不同程度的污染.

图１ ９　华中三省农业灌溉用水水质良好发生率

从农业灌溉用水来源来看,华中三省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从总体来看,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农业灌溉用水总体变化不大.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是地表水,

约占总灌溉面积的５５％,地下水占比约２５％,有大约５％的耕地既会用到地

表水,也会用到地下水.除此之外,还有不到１５％的耕地完全取决于降水,

既没有地表水,也没有地下水进行灌溉.

从分省来看农业灌溉用水来源,三省之间差异显著.河南地区农业灌溉用

水主要来源于地下水,２０１８年有超过６０％的耕地需要抽取地下水进行灌溉,

在对地下水抽取实行一定的限制后,仍然有超过５０％的耕地完全依赖抽取地

下水来保障农业灌溉,大概２０％的耕地完全依赖地表水进行灌溉,只有５％左

右的耕地可以既抽取地下水也可以抽取地表水进行灌溉;而湖南省农业灌溉则

主要通过抽取地表水来实现,有超过７７％的耕地是完全依赖抽取地表水来实

现农业灌溉,地下水只占约６％的比例.湖北地区农业灌溉用水虽然没有类似

湖南省那样严重依赖地表水,但仍然有超过６６％的农业灌溉用水完全依赖地

表水 (表１ ４).此外,对比湖北省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１年抽取地下水比例的变化

可以发现,湖北地区农村地下水的抽取有增多的趋势.这一变化,一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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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部分地区地表水水量下降,因此需要通过抽取地下水来

弥补地表水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地表水污染等问题相关,还需

要进一步统计针对农村水资源和水污染更加详细客观的测量数据.

表１ ４　华中三省 (分省)灌溉用水来源分布

地表水灌溉 (％) 地下水灌溉 (％) 两种水源都用 (％)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全部样本村

２０２１年 ５５４７ ４８２６ ２２６４ ３９６５ ４８９ １８６０

２０１８年 ５３８３ ４８０３ ２３３７ ４０８０ ６６０ ２２８２

分省来看

河南省

２０２１年 ２２７７ ４０８２ ５１９５ ４８２２ ５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５０ ３７２６ ６１５０ ４６９２ ３３９ １２４２

湖北省

２０２１年 ６６０５ ４４９２ １０３６ ２７２５ １３６ ３４４

２０１８年 ５８７２ ４８３１ ４６１ １８４８ １１２５ ３１０２

湖南省

２０２１年 ７７５８ ４１４５ ５６１ ２００５ ８３１ ２４８８

２０１８年 ８２２７ ３６４９ ４００ １７３９ ５１６ ２１０３

２农村居民生活用水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是农村淡水资源管理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首先,调研

组收集了华中三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来源情况,图１ １０显示了华中三省

农村在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１年的居民生活用水来源,可以发现,尽管井水 (包括机

井和一般井水)占的比例仍然较大,但农村居民自来水的供给率显著提高,且

所有有自来水供给的农村１００％都实现了２４小时供水.全村的自来水供给覆

盖率从２０１８年的５２７８％提升到２０２１年的７５１９％.

相应地,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水质的满意度也反映了过去４年农村生活用水

状况的改善 (图１ １１),从２０１８年约３０％的农村干部对本村的生活用水水质

比较满意提升到约４５％的农村干部比较满意.尽管农村干部对本村生活用水

水质满意度有了显著的提升,但相关数据也明确说明仍然有超过５０％的农村

干部认为本村生活用水水质有问题,并没有达到让农村居民满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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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０　华中三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来源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变化情况

图１ １１　农户生活用水水质的满意度

３农村水资源管理

最后一部分,调研组特别关注了当前华中三省农村水资源的管理.由于地

表水资源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即使在湖北省和湖南省等长江中游也会因

为村子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对地表淡水资源的获取情况也不同,而对地下水

的开采则更加难以规范.
首先,调研组询问了所有样本村是否成立了本村内水资源管理协调委员会

(例如村用水协会、村水长等)等相关机构.图１ １２显示相关农村用水管理

协会数量的确有一定的增长.然而,整体而言,这一比例仍然太低,只有不到

２０％的村子成立了相关水资源管理协会,大部分农村并没有组织成立水资源管

理协调的机构.

其次,对比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农村已经成立了村水资源管理协调委员会的村

子,从图１ １３中可以看出,基于村民自发选举产生的村水资源管理协调委员

会的份额显著增加,２０２１年超过５０％以上的村水资源管理协调委员会是由村

居民选举产生.村委会直接任命的水资源管理协调委员会比例基本没有变化.

这一结果说明,在部分村子农村居民已经开始意识到合理开发管理协调农村用

水的重要性,且主动积极地参与到了村用水管理协调工作中;但华中三省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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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２　样本村中成立水资源管理协调委员会的占比

分农村居民目前还缺乏基本的集约式用水的意识,也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参与农

村用水管理协调的诉求.

图１ １３　样本村水资源管理协调委员会产生对比情况

４总结与建议

通过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发现,华中三省农村淡水资源情况总体有所改

善.农业灌溉用水总体满意度提升,灌溉缺水比例降低,缺水问题主要在河南

地区,当地灌溉水资源主要来源于地下水的抽取.农村居民生活用水满意度提

升,自来水接入比例提升明显,但总体水平仍相对较低,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

农村居民没有接入自来水.农村淡水资源的质量问题也存在较大隐患,尽管从

村问卷中很难直接客观地调研关于农村水质的情况,但从农村居民对水质满意

度的评价来看,问题依然严峻.此外,虽然农村对淡水资源的管理有一定程度

４１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的提升,但整体而言,还没有从根本上形成对淡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协调机

制.总结这些问题可知,华中三省特别是河南省在村水资源管理,尤其在灌溉

和居民生活用水方面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改善措施.

四、 华中三省农村集体经济与特色农业发展情况∗

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是坚持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的具体要求,也是

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性保障.乡村振兴

战略中,产业兴旺是重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对于乡村产业发展,要实

现市场中企业主体与农村、农户的对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就成为不可缺少的

桥梁 (黄梦思、孙剑,２０１６).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种形式,其

中以村委会、经济合作社和不同类型的专业合作社为主体.

通过对比本次村级调研与２０１８年调研数据 (图１ １４),结果发现,华中

三省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比例得到显著的提升,从约３０％的村子有不同类型

的集体经济到２０２１年一跃超过５５％的村子都有不同类型的集体经济.

图１ １４　华中三省样本村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集体经济比例

进一步分省来看 (图１ １５),调查结果显示在区域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差异巨大.河南省３６个样本村中集体经济的比例实际上从２０１８年到２０２１年

存在小幅下降的趋势;而湖北省和湖南省农村集体经济比例大幅提升,特别是

湖南省在２０１８年时相较于其他两个省份最低,但到２０２１年时却是三省中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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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比例最高的省份.

图１ １５　华中三省分省比较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集体经济比例变化

按集体经济类型来看,调研组将已有农村集体经济分为经济合作组织、专

业合作组织和村委会集体经济.经济合作组织即主要以经济股份化合作、通过

出资等经济手段组成的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组织即主要通过共享专业生产技

术、专用投入品等基于基本专业技能的合作组织;村委会集体经济则是基于村

委会全体村民的集体经济.通过对比图１ １６调查结果的变化可以发现,在过

去的３~４年,基于经济合作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高速的发展,比例从

２０１８年的不到１５％跃升至将近６０％;其余两种集体经济形式农村专业合作组

织 (例如各种类型的专业技术合作社等)和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则出现了较大

幅度的下降.

图１ １６　分类型对比不同集体经济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比例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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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农村特色农业发展

发展特色农业是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村农业产业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

途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地方政府都不

断地提出要发展各种特色农业.然而,要实现农村特色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困

境.一方面,发展特色农业项目,农户的参与是基础,需通过构建农户间的合

作行为、确定生产标准、市场接入等从而形成市场议价能力.然而,当前以农

户为基本单位分散的农业经营模式,很难规范不同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另一

方面,发展特色农业还需要坚持市场原则.尽管经营规模扩大可以带来较高的

经济效益,但如果产品同质化过高,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单一农产品经常造成

特色农产品并没有得到市场良好的价格反馈,最终导致农户失去生产经营积极

性的问题.

华中三省农村调研的数据显示 (图１ １７),农村特色农业项目的比例在

２０１８年到２０２１年期间有所降低.在调研的１０８个样本村中,２０１８年有超过

５０个村子汇报本村有发展特色农业项目,这些项目从茶叶、油菜到水稻—小

龙虾等,规模不同、经营方式不同.但到２０２１年调研时,仅有３０多个村子汇

报本村内仍然有不同类型的特色农业项目,有超过２０个村子在４年间停止了

原有的特色农业经营项目.

图１ １７　华中三省调研农村特色农业项目数２０１８年到２０２１年变化

图１ １８进一步对比了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有特色农业经营项目的村子,其不

同经营模式的变化情况.总体来看,联户经营和单户 (个体)经营特色农业的

村子在比例上有所降低,但由企业经营特色农业项目的样本村的比例得到了较

为显著的提升.我们再按照特色农业项目发起主体对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１年特色农

业项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与图１ １８所显示的信息基本一致.从图１ １９可

以看出,总体而言,以村民为发起主体的特色农业项目占绝对的主体,尽管其

比例有所减少.由村民发起既包括由本村村民自主发起的合作社或其他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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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合作属性的经济组织,也包括由村委会组织协调,村民自愿参与的特色农

业项目.但最明显的变化是由企业发起的特色农业项目所占比例明显增加.然

而,仔细对比两期数据,我们发现造成企业发起特色农业项目比例增加的直接

原因并非有大量新增加的特色农业项目,而是由于村民发起的特色农业项目往

往项目寿命较短,而由企业或由政府发起的特色农业项目能够获得持续的投

入,因此在宏观经济环境较艰难的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有较多的村民发起的特色项

目停止从而造成比例的改变.

图１ １８　华中三省农村特色农业项目经营组织形式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变化情况

图１ １９　华中三省农村特色农业项目发起主体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变化情况

３总结与建议

通过以上针对农村集体经济和特色农业项目的分析总结数据发现,当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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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伴随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和全国人口增长

放缓,农业生产模式必然要进行适当转型,发展集体经济已成为未来一段时

间农业产业增长的重要组织方式;但农业产业发展仍然需要以坚持市场经济

导向为基础,类似具有 “一村一品”等特征的农村特色农业项目可能会面临

市场竞争和供需结构不合理的挑战,从而导致产业发展受限.因此,无论是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还是特色农业还需要结合华中三省农村自身地理、产业和

市场的特点进行具体定位,制定具体的发展策略才有可能适应市场竞争,实

现产业兴旺.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要实现乡村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增收,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

裕,依托农村劳动力、发展农业产业是未来我国乡村振兴的基础;而如何实现

对耕地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又关乎我国农业产业是否能够实现高

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既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又要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梳理对比分析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我国华中三省１０８个村级层

面的调研数据,可以发现当前农业农村发展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

从中长期来看,农村劳动力仍将向城市流动,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力短

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成为农村常态.但短期内,农村老龄化的速度并不会

急速增加,华中三省农村农业劳动力相对较富集.这与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

西北地区 (包括甘肃、宁夏、青海等),可能差异较大.第二,尽管华中三省

自然降水条件较好,无论是农业灌溉用水,还是居民生活用水状况都有改善,

但对水资源的管理并没有从制度上得到根本改善.而且,农村淡水资源的质量

问题存在较大隐患,农村居民对水质满意度的评价依然较低.第三,农业生产

方式正在发生转变,新型经营主体,特色农业项目逐渐发展,村民发起特色农

业项目虽然占主体,但整体市场基础不稳,受疫情及其他因素影响,可以看出

由村民发起的特色农业项目有减少的趋势,其抗击市场风险、气候变化等自然

风险能力仍然较弱.这些不同类型的风险也降低了农民转型成为新型经营主体

的动力.与此同时,如何保障农民享受发展带来的收益,又直接关系到我们如

何来组织和实现农村经济的分配.虽然农村集体经济为我国下一阶段农业发展

模式进行了探索,但仍然需要更多科学研究的论证、实时动态发展变化的观察

以及政策经验的积累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指导.

梳理分析这些变化,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粮食安全是我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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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根本,提高农业生产力、提升机械化水平从而降低农业发展对劳动力的

需求是国家未来需要在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领域关注的重点.第二,可持续高

质量的农业发展模式需要国家在耕地资源、水资源保护 (以及生态资源等)方

面加强监管,尤其是在土地流转、耕地地力保护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等方

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宏观指导和投入.第三,特色农业项目还需要坚持市场导

向,积极促进以企业和农户自身发起的特色农业项目发展,降低政府在特色农

业项目中的比重,允许更多企业和个体资本进入,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第

四,农业社会化服务、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聚焦农业产业整体

的提升,关注产业链的竞争力与韧性,而非个体企业或小规模区域.通过引导

农业产业链多主体参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

０２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第二章　农户生计资本情况

生计资本包括以农户土地经营、土地流转与投资为代表的自然资本,以劳

动力、健康、教育与就业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以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与社会活

动参与情况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以及家庭女性成员与家庭决策相关的女性赋权

状况.

作为生产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自然资本与人力

资本并称最重要的生计资本.农村自然资本指在农村这个空间和一定的时间

中,农村的自然资源以及农村的自然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产生的自然资

源流和服务流的存量 (曹宝等,２００９).本次调研中,人力资本由一系列劳动

经济学指标进行衡量,这些指标与家庭劳动力、健康、教育、就业相关.人力

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可以用来分解和分析劳动力为家庭经济收

入所做出的贡献.

２０世纪末社会资本理论逐渐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关注,成

为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了社会资本对增

长、公平和缓解贫困等发展成果的作用 (DasguptaandSerageldin,２００５).社

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为经济工作者研究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程昆等,２００６).本次调研将社会资本作为单独一部分进行总结与报告,体现

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在其经济活动与行为中的作用.

女性赋权本身的重要价值及其对于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作用已

被广泛认可,女性赋权也已成为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赋

权表现之一在于女性在家庭事务和生产生活中决策权的提升.本次调研将女性

赋权作为独立于其他家庭资本的一部分进行总结与报告,凸显出女性劳动者在

农村以及农户家庭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本章将按照以下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对自然资本调研状况进行描述;

第二部分描述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情况;第三部分就农村家庭社会资本情况进行

讨论;第四部分为农村女性赋权情况;最后在第五部分进行相应的总结,并得

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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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村自然资本情况∗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掘绿水青山的价

值,正是未来新经济和自然资本理论所倡导的目标和宗旨.农村自然资本的存

量相对较大,充分利用自然资本有利于后期经济的产出 (陈志鹏,２０１８).同

时,自然资本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投资自然资本开发

自然资本既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又有非经济的作用:一是增加自然资

本的资源供给能力,包括水、地、能、材等自然资源.二是提高经济社会系统

的环境调节功能,以及提高作为人类社会背景的生态支持功能和文化愉悦功能

(诸大建,２０１５).

从定义上看,自然资本是指能在现在和未来有利于生计的自然资源和物质环

境.对农村地区而言,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本,对农民的生计起着基础性作用.

根据调研地区的资源概况,本调研将自然资本的具体指标设置为农户家庭的耕地情

况,关注农户的土地经营、土地流转与投资活动,具体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１农户土地经营情况

土地作为农户农业生产的重要元素,对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户收入有着重要

影响.农户土地经营状况能较好地反映农户的土地利用情况,从而反映农户的

收入状况.

表２ １显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土地经营面积之间差异很大,２０２０
年农户经营的自家耕地平均面积为１５１亩,平均地块数为６１块,主要来源

于家庭承包的耕地,其次是承包村里的机动地和自己开荒的四边地.与２０１９
年的调查数据相比,２０２０年农户经营的自家耕地的面积较２０１８年显著扩大,

增加了４１１％.其中主要是由于家庭承包的耕地与承包村里的机动地面积增

加,分别上升了２８２％和１８８９％.

表２ 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经营耕地情况 (按来源分)

２０２０年农户经营的

自家耕地的面积 (亩)
地块数

(块)
家庭承包的耕

地面积 (亩)
承包村里的机

动地面积 (亩)
自己开荒的四

边地面积 (亩)

均值 １５１ ６１ １０９ ２６ ０３

标准差 ３７８ ９４ ２７９ ２２６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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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２０２０年农户经营的

自家耕地的面积 (亩)
地块数

(块)
家庭承包的耕

地面积 (亩)
承包村里的机

动地面积 (亩)
自己开荒的四

边地面积 (亩)

最小值 ０ １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２６

分省份来看,表２ ２显示,２０２０年农户经营的自家耕地面积和地块数均

为湖南省最多 (２２７亩,８０块),其次为湖北省 (１５７亩,６９块),河南省

最少 (１２０亩,４１块).

表２ 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经营耕地情况 (按省份分)

２０２０年农户经营的自家耕地面积 (亩) 地块数 (块)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均值 ２２７ １５７ １２０ ８０ ６９ ４１

标准差 ５５ ０９ １５ １０ ０６ ０２

最小值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５０ ９０ １００ ５０

表２ ３显示,样本农户２０２１年经营自家耕地平均面积为２５７亩,平均

地块数为８９块,其中家庭从村集体承包 (分田到户)的耕地平均面积为

１４２亩,平均地块数为５１块.转入 (租入)耕地的平均面积为１８６亩,与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的调查数据相比均显著增多.

表２ ３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经营耕地情况 (按来源分)

２０２２年农户

经营的耕地

面积 (亩)

地块数

(块)

家庭从村集体承包

(分田到户)的耕地

面积 (亩)

家庭从村集

体承包的耕

地块数 (块)

转入

(租入)耕地

面积 (亩)

均值 ２５７ ８９ １４２ ５１ １８６

标准差 ７２５ １６３ １３６５ １０７ ７０１

最小值 ０ ０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９２０ ２７０ ４５１０ ３５０ ９１２

分省份来看,表２ ４显示,２０２２年农户经营的自家耕地面积湖南省仍然

位居第 一 (２９２ 亩),河 南 省 升 为 第 二 (２５７ 亩),湖 北 省 下 降 为 第 三

(２２１亩),地块数与２０２１年经营自家耕地情况相同,均为湖南省最多 (１２５
块),其次为湖北省 (８７块),河南省最少 (５６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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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４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经营耕地情况 (按省份分)

２０２２年经营的自家耕地面积 (亩) 地块数 (块)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均值 ２９２ ２２１ ２５７ １２５ ８７ ５６

标准差 ４０ ２４ ３９ １２ ０６ ０４

最小值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９２０ ７００ ７９０ ２７０ １２０ ８０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户土地的经营状况,分别对农户经营土地的肥力、地

形、地类、灌溉来源和是否被撂荒情况进行分析.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从土地肥

力来看 (表 ２ ５),肥力较高的耕地占比 ５６５％,肥力较低的耕地占比

４３３％,但是二者的差异较大.从整体上来看,华中三省整体土地肥力状况较

好,但是存在较大差异.从地形来看 (表２ ６),平地地形平均占比７０６％,

其次为坡地,占比２００％.从地类来看 (表２ ７),水田面积平均为８５亩,

面积最大,水浇地和旱地面积相近.与２０１９年的调查数据相比,水浇地面积

占比有所上升,与旱地面积基本持平.从灌溉来源来看 (表２ ８),４６３％的

耕地仅能用地表水浇灌,２５６％的耕地仅能用地下水浇灌,６９％的耕地可以

同时采用两种灌溉方式.

表２ 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经营耕地情况 (按肥力分)

肥力高的耕地占比 (％) 肥力低的耕地占比 (％)

均值 ５６５ ４３３

标准差 ３７１ ３７１

最小值 ０ ０

最大值 １００ １００

表２ 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经营耕地情况 (按地形分)

平地占比

(％)
坡地占比

(％)
梯田占比

(％)
山地占比

(％)
河滩占比

(％)
其他地形占比

(％)

均值 ７０６ ２００ ４８ ２５ ０３ ０６

标准差 ４０９ ３５４ １９９ １４１ ３９ ７３

最小值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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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７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经营耕地情况 (按地类分)

水田面积 (亩) 水浇地面积 (亩) 旱地面积 (亩)

均值 ８５ ６２ ６１

标准差 ３０２ ２４６ ２０９

最小值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４００ ３５０ ３８５

表２ 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经营耕地情况 (按灌溉来源分)

仅能用地表水灌溉

面积比例 (％)
仅能用地下水

灌溉面积比例 (％)
二者皆可的比例

(％)

均值 ４６３ ２５６ ６９

标准差 ４８９ ４３２ ２４９

最小值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图２ １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耕地撂荒情况

２０２２年的数据显示,９１９４％ 的

土地没 有 被 撂 荒 (图 ２ １),而 在

８０６％的 闲 置 土 地 中,平 均 面 积 为

２７亩,最小为０１亩,最大为３０亩

(表２ ９).分省份来看,湖北省平均

撂荒耕地面积最大,为３７亩,其次

为湖南省 (１６亩),撂荒耕地面积最

小的 是 河 南 省, 平 均 撂 荒 面 积 为

１１亩.

表２ ９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闲置耕地情况

总体 (亩) 湖南省 (亩) 湖北省 (亩) 河南省 (亩)

样本量 ９１ ２４ ５０ １７

均值 ２７ １６ ３７ １１

标准差 ４５ １８ ５７ １１

最小值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１

最大值 ３０ ８ ３０ ５

从样本农户的土地经营情况来看,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和地块数呈现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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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趋势,但是各省之间差别较大.整个华中三省耕地条件较好,以肥力高

的平地为主,但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土地作为农业的基石在生

产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土地肥力、提升灌溉技术、减

少土地撂荒是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重要方式.

２农户土地流转情况

(１)转入土地

转入土地次数方面如图２ ２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６７４４％的农户是一

次性转入土地的,２０９３％的农户分两次转入,９３０％的农户分三次转入,

２３３％的农户分四次转入.

图２ 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转入土地次数

转入土地的开始时间方面如图２ ３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整体来看农户

每年转入土地次数呈现上升趋势,从２０１７年开始显著增长,２０１９年达到顶

峰,而且每年主要集中在１月、３月、６月、９月、１０月进行土地转入.

图２ 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转入土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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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土地的经营情况方面如表２ １０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农户最大转

入面积达４２０亩,平均转入２６２亩,平均地块为３５块.分省份来看,平均

转入面积最大的省份为河南省 (２８１亩),其次为湖北省 (２５４亩),湖南省

最小 (１７０亩).平均转入地块数湖北省最多 (５３块),其次为湖南省 (３７
块),河南省最少 (２６块).农户转入的土地质量用地类、灌溉来源等指标

衡量.

表２ １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转入耕地面积和地块数

面积 (亩) 地块数 (块)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均值 ２６２ １７０ ２５４ ２８１ ３５ ３７ ５３ ２６

标准差 ５２０ ３８ １１５ ５１ ４９ ０５ １２ ０４

最小值 ０７ １９ １ ０７ １ １ １ １

最大值 ４２０ ５２ ４２０ ３００ ３５ ７ ３５ ２０

从地类看 (表 ２ １１),样本农户转入的耕地主要是水浇地,平均为

１５７亩,其次是旱地,平均６７亩,水田最少.从灌溉水源来看 (表２ １２),

平均５３６％的耕地仅能用地下水浇灌,３３９％的耕地仅能用地表水浇灌,

６９％的耕地两种方式皆可.与２０１９年数据相比,水浇地的转入比例显著提

高,仅能用地下水浇灌的土地比例也大幅增长.

表２ １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转入耕地情况 (按地类分)

水田面积 (亩) 水浇地面积 (亩) 旱地面积 (亩)

均值 ３７ １５７ ６７

标准差 １１４ ４００ ２５４

最小值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９９ ３００ １９０

表２ １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转入耕地情况 (按灌溉来源分)

仅能用地表水灌溉

面积比例 (％)
仅能用地下水灌溉

面积比例 (％)
二者皆可的比例

(％)

均值 ３３９ ５３６ ６９

标准差 ４７１ ４９６ ２５２

最小值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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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数据显示,最大转入面积为９１２亩,平均转入４８５亩,平均地块

为１２块.与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相比,平均转入面积显著提高,同

时农户之间转入面积的差距也逐渐加大.分省份来看,平均转入面积最大的是

河南省 (５９８亩),其次为湖南省 (４７亩),最小的为湖北省 (４１９亩).平

均转入地块数最多的是湖南省 (１６７块),其次为湖北省 (９７块),最少的是

河南省 (６６块)(表２ １３).

表２ １３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转入耕地面积和地块数

面积 (亩) 地块数 (块)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均值 ４８５ ４７ ４１９ ５９８ １２０ １６７ ９７ ６６

标准差 １０６６ ６６ ８３ １１６ ２５２ ２４ １４ ０９

最小值 ０３ ０３ ０５ ０４ １ １ １ １

最大值 ９１２ ５００ ９１２ ７７９ ２６９ ２６９ １００ ７７

转入土地的渠道方面如图２ ４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中共有

１２６户转入了耕地,其中３３户从其他农户手中转入,３２户从熟人手中转入,

２５户从村转入,１９户从亲戚手中转入,１０户从村小组中转入,７户从其他

渠道转入.与２０１９年数据相比,其他农户、熟人和亲戚仍然是最大的转入

渠道.

２０２２年数据显示 (图２ ４),样本农户中共有４８５户农户转入了耕地,其

中１３１户从熟人手中转入,１１８户从村转入,１１７户从亲戚手中转入,５９户从

村小组转入,５８户从其他农户手中转入,２户从合作社转入.与２０１９年和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相比,农户从村转入这一渠道进行土地转入的比例大大

增加.

接受转入土地的对象方面如表２ １４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主要以本村

为主,其次是本乡外村.与２０１９年收集的数据相比,没有来自外省、本省外

县和本县外乡的对象.这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农户更倾向于在本地进行

土地流转.

２０２２年数据显示 (表２ １５),转入对象仍然主要来自本村,但是增加了

本县外乡和本省外县的转入对象,分别增加了５户和３户.其中,湖南省增加

了３户本县外乡转入对象,河南省增加２户本县外乡和３户本省外县转入对

象,湖北省仍然只有本村和本乡外村两种转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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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４　样本农户土地转入渠道

表２ １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经营耕地转入对象

来源 户数 (户)

本村 １１８

本乡外村 ８

总计 １２６

表２ １５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经营耕地转入对象

总体 (户) 湖南省 (户) 湖北省 (户) 河南省 (户)

样本量 ４８４ ２０９ １５６ １１９

本村 ４５０ ２０１ １４５ １０４

本乡外村 ２６ ５ １１ １０

本县外乡 ５ ３ ０ ２

本省外县 ３ ０ ０ ３

转入土地的流转期限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共有８４户农户转入

耕地的流转期限不固定,占样本农户的６６６７％ (图２ ５).其中２０户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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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转包,６０户选择可随时收回 (表２ １６).与２０１９年相比,一直转包的农户

占比有所上升.

图２ ５　样本农户土地流转期限是否固定

表２ １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土地流转期限

总体 (户) 湖南省 (户) 湖北省 (户) 河南省 (户)

一直转包 ２０ １ ８ １１

可随时收回 ６０ ９ １６ ３５

其他 ４ ０ ０ ４

总计 ８４ １０ ２４ ５０

２０２２年数据显示,共 ３６０ 户农户转入耕地的流转期限不固定,占比

７４２３％,１２５户农户转入耕地的流转期限固定,占比２５７７％ (图２ ５).

在流转期限不固定的３６０户农户中,４５户可以一直转包,３０９户可随时收

回 (表２ １７).可以一直转包的农户中,湖南省有２２户,湖北省有１５户,河

南省有８户.可以随时收回的农户中,湖南省有１２５户,湖北省有１１８户,河

南省有６６户.

表２ １７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土地流转期限

总体 (户) 湖南省 (户) 湖北省 (户) 河南省 (户)

一直转包 ４５ ２２ １５ ８

可随时收回 ３０９ １２５ １１８ ６６

其他 ６ ４ １ １

总计 ３６０ １５１ １３４ ７５

１２５户流转期限固定的农户中,平均流转期限为７３年 (表２ １８).湖北

省的流转合同期最长,为８９年,其次是河南省为７５年,流转期限最短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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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为６４年.

表２ １８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转入土地流转期限

总体 (年) 湖南省 (年) 湖北省 (年) 河南省 (年)

均值 ７３ ６４ ８９ ７５

标准差 ７６ ６３ １０２ ７５

最小值 ０５ ０５ １ １

最大值 ３５ ３０ ３５ ３０

转入土地的到期时间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到期年份主要集中在

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月份主要集中在３月、６月、９月、１０月和１２月 (图２ ６).

图２ ６　样本农户转入土地合同到期时间

转入土地的付款方式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 (表２ １９),１２６户

农户中有５９户选择了一次性付清转入款,平均一次性支付９４１０１元,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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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折合现金平均为 ４１２８８ 元;有 ６７ 户选择分期付款,平均首付现金

２４０５４元,实物支付折合现金平均３５０元,之后平均１１年支付１次.

表２ １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转入土地付款方式

一次性付款 (n＝５９) 分期付款 (n＝６７)

支付现金

(元)
支付折合

现金 (元)
首付现金

(元)
首付折合

现金 (元)
之后多久支付

１次 (年)

均值 ９４１０１ ４１２８８ ２４０５４ ３５０ １１

标准差 １４７０９３ ５９４８２ ８５４９４ １９３６ ０５

最小值 １２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１

最大值 ６００００ １６６４０ ５６００ ６００ ５

２０２２年的数据显示 (表２ ２０),转入土地的租金平均１４年支付１次,

现金支付的平均租金为４７０８元/亩,实物支付折合现金平均为２３７３元/亩.

表２ ２０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转入土地付款方式

付款间隔时间 (年) 现金支付 (元/亩) 实物支付 (元/亩)

均值 １４ ４７０８ ２３７３

标准差 ２８ １２５２２ １６５８

最小值 ０５ １０ １０

最大值 ３５ １６０００ ８５０

转入土地的价格调整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样本农户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年经营耕地转入过程中,９０４８％的农户不会调整价格,仅有９５２％的农

户会调整转入价格 (图２ ７左).其中,调整时间平均为２８年,最短为１
年,最长为５年 (表２ ２１).进行转入价格调整的有１户为湖北省农户,１０
户为河南省农户.

图２ ７　样本农户土地转入价格是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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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转入价格调整间隔

时间间隔 (年)

均值 ２８

标准差 １３

最小值 １

最大值 ５

２０２２年 数 据 显 示,８２０６％ 的 农 户 不 会 调 整 土 地 流 转 的 转 入 价 格,

１７９４％的农户会调整转入价格 (图２ ７右).其中,调整时间平均为２０年

(表２ ２２),其中,湖南省平均价格调整间隔最长,为２４年,其次为河南省

(２１年),时间间隔最短的为湖北省 (１９年).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相比,调整

转入价格的农户占比增多,同时调整时间变短.

表２ ２２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转入价格调整间隔

总体 (年) 湖南省 (年) 湖北省 (年) 河南省 (年)

均值 ２０ ２４ １９ ２１

标准差 １８ ０４ ０３ ０２

最小值 １ １ １ １

最大值 １０ １０ ５ １０

转入土地的交易方式方面,如图２ ８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从２０２０年

的土地转入来看,在总计１２６户农户中,有７７户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签

订书面合同,４９户签订了书面合同;１０５户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通过乡或

村的土地流转平台,只有２１户通过了土地流转平台.

图２ 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转入土地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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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 的 数 据 显 示,５４２３％ 的 农 户 在 转 入 土 地 时 没 有 签 订 合 同,

２６１９％的农户签订口头合同,１９５９％的农户签订书面合同.４２５户农户的土

地转入行为没有通过乡或村的土地流转平台,只有６０户通过了土地流转平台

(图２ ９).７８户农户的地力保护补贴归本人所有,３８８户归原有土地承包者所

有.分省份来看 (表２ ２３),湖南省转入土地的地力补贴１８６％归本人所有,

在３个省份中占比最多;７６２％的归原有土地承包者所有,在３个省份中占比最

少.湖北省转入土地的地力补贴１６０％归本人所有,有８３３％的归原有土地承

包者所有,在３个省份中占比最多.河南省转入土地的地力补贴１１８％归本人

所有,在３个省份中占比最少,８２４％的归原有土地承包者所有.

图２ ９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转入土地交易方式

表２ ２３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转入土地地力补贴

地力补贴

归谁所有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户数

(户)
占比

(％)
户数

(户)
占比

(％)
户数

(户)
占比

(％)
户数

(户)
占比

(％)

归本人所有 ７８ １６１ ３９ １８６ ２５ １６０ １４ １１８

归原有

土地承包者
３８８ ８００ １６０ ７６２ １３０ ８３３ ９８ ８２４

其他 １９ ３９ １１ ５２ １ ００７ ７ ５８

合计 ４８５ １００ ２１０ １００ １５６ １００ １１９ １００

(２)转出土地

转出土地的次数方面,如图２ １０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７８户转出土地

的农户中,８８４６％的农户是一次性转出土地的,１１５４％的农户分两次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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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样本农户转出土地次数

转出土地的开始时间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整体来看每年转出土地次数

呈现上升趋势,从２０１８年开始显著增长,２０２０年达到顶峰.每年主要集中在

１月、３月、６月、９月、１０月进行土地转出 (图２ １１).

图２ １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样本农户土地转出时间

转出土地的经营情况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最大转出面积达２５
亩,平均转出３６亩,平均地块为２１块.分省份来看,平均转出土地面积最

大的是湖北省 (４４亩),其次为湖南省 (３４亩),河南省最小 (３３亩),平

均转出地块数最多的是湖北省 (２９块),其次为湖南省 (２６块),最少的是

河南省 (１８块)(表２ ２４).农户转入的土地质量根据地类、灌溉来源情况

来衡量.从地类看 (表２ ２５),样本农户转出的土地主要是水浇地,平均为

１９亩,其次是旱地和水田,二者平均面积相近.从灌溉水源来看 (表２ ２６),

平均５６１％的地仅能用地下水浇灌,２７１％的仅能用地表水浇灌,６９％的两

种方式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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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样本农户转出耕地面积和地块数

面积 (亩) 地块数 (块)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均值 ３６ ３４ ４４ ３３ ２１ ２６ ２９ １８

标准差 ３３ ０９ １２ ０３ ２１ ０４ ０８ ０１

最小值 ０１６ １ ０４ ０１６ １ １ １ １

最大值 ２５ ８ ２５ １０ １７ ４ １７ ４

表２ ２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样本农户转出土地情况 (按地类分)

水田面积 (亩) 水浇地面积 (亩) 旱地面积 (亩)

均值 ０８ １９ ０９

标准差 １８ ２３ ３１

最小值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９ １０ ２５

表２ ２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样本农户转出土地情况 (按灌溉来源分)

仅能用地表水灌溉

面积比例 (％)
仅能用地下水灌溉

面积比例 (％)
二者皆可的

比例 (％)

均值 ２７１ ５６１ ６９

标准差 ４４３ ４９５ ２５６

最小值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２２年的数据显示 (表２ ２７),最大转出面积３０亩,平均转出４２亩,

平均地块数为２７块.较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转出面积和地块数相比均有

所上涨.分省份看,平均转出耕地面积最大的为湖北省 (５６亩),其次为河

南省 (４０亩),最小的为湖南省 (３３亩).平均转出土地地块数最多的是湖

南省 (３３块),其次为湖北省 (３０块),最少的为河南省 (２１块).

表２ ２７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转出土地面积和地块数

面积 (亩) 地块数 (块)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均值 ４２ ３３ ５６ ４０ ２７ ３３ ３０ ２１

标准差 ４４ ０４ ０７ ０３ ２３ ０６ ０３ ０２

最小值 ０４ ０５ ０４ ０４ １ １ １ １

最大值 ３０ ２２ ３０ １２ ２０ ２０ １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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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土地的渠道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中共有８７户转出了耕地,其

中２３户转给熟人,２１户转给其他农户,１３户转给村,８户转给亲戚,８户通

过其他渠道转出 (主要是转给农科院),６户转给企业,４户转给村小组,３户

转给家庭农场,１户转给合作社,具体比例见图２ １２.与２０１９年数据相比,

结构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图２ １２　样本农户土地转出渠道

２０２２年,样本中有５４户转给熟人,４８户转给其他农户,４３户转给村,

２１户转给亲戚,１９户转给村小组,１４户转给企业,９户转给合作社,５户转

给家庭农场.与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相比,结构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具体比例见图２ １２.

接受转出土地的对象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 (表２ ２８)显示,转出对

象主要以本村为主,其次是本乡外村,同时有少量农户转出给本县外乡、本省

外县和外省.其中河南省转出土地对象中非本村人占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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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样本农户经营耕地转出对象

来源 总体 (户) 湖南省 (户) 湖北省 (户) 河南省 (户)

本村 ６８ ６ ２１ ４１

本乡外村 ７ １ ０ ６

本县外乡 ３ ０ ０ ３

本省外县 ２ ０ １ １

外省 ６ ０ ０ ６

总计 ８６ ７ ２２ ５７

２０２２年数据 (表２ ２９)显示,转出对象仍然主要以本村为主,其次是本

乡外村,同时有少量农户转出给本县外乡、本省外县和外省.其中河南省转出

土地对象中非本村人占比最大,其次为湖北省.整体结构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没

有较大差别.

表２ ２９　２０２２样本农户经营耕地转出对象

来源 总体 (户) 湖南省 (户) 湖北省 (户) 河南省 (户)

本村 １６４ ６０ ４９ ５５

本乡外村 ２３ ４ ４ １５

本县外乡 １０ ０ ５ ５

本省外县 ９ １ １ ７

外省 ７ １ ０ ５

总计 ２１３ ６７ ５９ ８７

转出土地的流转期限方面,如图２ １３左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共６３户

农户转出耕地的流转期限不固定,占样本农户的７２４１％.其中１６户实行一

直转包,４０户选择可随时收回 (表２ ３０).可以一直转包的１６户中,河南省

占１０户,湖北省占４户,湖南省占２户.可随时收回的４０户中,河南省占

２６户,湖北省占１１户,湖南省占３户.

图２ １３　样本农户土地流转期限是否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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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土地流转期限

流转期限 总体 (户) 湖南省 (户) 湖北省 (户) 河南省 (户)

一直转包 １６ ２ ４ １０

可随时收回 ４０ ３ １１ ２６

其他 ７ ０ ２ ５

总计 ６３ ５ １７ ４１

２０２２年数据显示 (图２ １３右),共有１３１户农户转出土地的流转期限不

固定,占样本农户的６１５０％.８２户流转期限固定,占比３８５０％.其中,３１
户可一直转包,９４户可随时收回 (表２ ３１).可以一直转包的农户中,河南

省占１８户,湖北省占８户,湖南省占５户.可随时收回的农户中,河南省有

２４户,湖北省有３０户,湖南省有４０户.

表２ ３１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土地流转期限

流转期限 总体 (户) 湖南省 (户) 湖北省 (户) 河南省 (户)

一直转包 ３１ ５ ８ １８

可随时收回 ９４ ４０ ３０ ２４

其他 ６ ０ ２ ４

总计 １３１ ４５ ４０ ４６

平均流转期限为１１１年,最短为０５年,最长为５０年 (表２ ３２).其

中,各省流转期限相差很大,湖北省流转期限最长,平均为１７３年,其次为

河南省,平均为６７年,湖南省最短,平均期限为５３年.

表２ ３２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转出土地流转期限

总体 (年) 湖南省 (年) 湖北省 (年) 河南省 (年)

均值 １１１ ５３ １７３ ６７

标准差 １１６ １２ ２３ １３

最小值 ０５ ０５ １ １

最大值 ５０ ２０ ５０ １５

转出土地合同到期时间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合同主要在２０２１、

２０２４和２０２８年到期 (图２ １４上).月份集中在６月、８月、９月和１０月

(图２ １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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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转出土地合同到期时间

转出土地的付款方式,如表２ ３３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２０２０年

经营土地转出过程中,８７户农户中有２５户选择了一次性付清转出价款,平均

一次性支付２６０８８元,实物支付折合现金平均为１４２５元;有６２户选择分期

付款,平均首付现金１４６５１元,实物支付折合现金平均６４５５元,之后平均

１年支付１次.

表２ ３３　样本农户经营耕地付款方式

一次性付款 (n＝２５) 分期付款 (n＝６２)

支付现金

(元)
支付折合

现金 (元)
首付现金

(元)
首付折合

现金 (元)
之后多久

支付１次 (年)

均值 ２６０８８ １４２５ １４６５１ ６４５５ １

标准差 ４０２４３ １７２８９ １５９３９ ３８１１ ０１

最小值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２ １００ ０５

最大值 １６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

如表２ ３４所示,２０２２年,转出土地租金平均１１年支付一次,现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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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平均租金为９４０６元/亩,实物支付折合现金平均为４８８１元/亩.

表２ ３４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经营耕地付款方式

付款间隔时间 (年) 现金支付 (元/亩) 实物支付 (元/亩)

均值 １１ ９４０６ ４８８１

标准差 ０９ ４０８７７ ４９１８

最小值 ０５ ４５ １００

最大值 １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转出土地的价格调整方面,如图２ １５左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

户２０２０年经营土地转出过程中,８７３６％的农户不会调整价格,仅有１２６４％
的农户会调整转入价格.其中,平均调整时间为２４年,进行价格调整的样本

农户均选自河南省 (表２ ３５).

图２ １５　样本农户转出价格是否调整

表２ ３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转出价格调整间隔

时间间隔 (年)

均值 ２４

标准差 ３０

最小值 １

最大值 １０

如图２ １５右所示,２０２２年,８２０８％的农户不会调整土地流转的转出价

格,１７９２％的农户会调整转出价格.

其中,平均调整时间为２５年.河南省平均调整时间最长,为２６年,湖

南省和湖北省调整时间相同,平均为２３年 (表２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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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６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转出价格调整间隔

总体 (年) 湖南省 (年) 湖北省 (年) 河南省 (年)

均值 ２５ ２３ ２３ ２６

标准差 １９ ０６ ０６ ０５

最小值 １ １ １ １

最大值 ７ ５ ５ ７

转出土地交易方式方面,如图２ １６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从２０２０年的

耕地转出来看,在总计８７户农户中,有４８户农户的耕地转入行为没有签订书

面合同,３９户签订了书面合同;５７户农户的耕地转出行为没有通过乡或村的

土地流转平台,只有３０户通过了土地流转平台.

图２ １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２０２０年转出土地交易方式

２０２２年数据显示,３８５０％的农户没有签订合同,３８５０％的农户签订书面

合同,２３００％的农户签订口头合同.有１４４户农户的耕地转出行为没有通过乡

或村的土地流转平台,只有６９户通过了土地流转平台 (图２ １７).３０户农户的

地力保护补贴归现土地承包者所有,１６７户归原土地承包者所有 (表２ ３７).
表２ ３７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转入土地地力补贴

地力补贴

归谁所有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户数

(户)
占比

(％)
户数

(户)
占比

(％)
户数

(户)
占比

(％)
户数

(户)
占比

(％)

归现土地承包者 ３０ １４１ １０ １４９ １２ ２０３ ８ ９２

归原土地承包者 １６７ ７８４ ５１ ７６１ ４４ ７４６ ７２ ８２８

其他 １６ ７５ ６ ９０ ３ ５１ ７ ８０

合计 ２１３ １００ ６７ １００ ５９ １００ ８７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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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７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转出耕地交易方式

从样本农户土地流转的情况来看,样本农户流转土地面积和地块数逐年增

加,但是流转渠道集中在本村的熟人和亲戚中,少有固定的流转期限和书面合

同,转入价格很少调整,也较少通过乡或村的土地流转平台.在流转土地的支

付方式上,分期付款与一次性付款差距较大,现金付款、实物折合现金付款和

付款方式差别较大.说明我国土地流转缺乏系统、正规的流程,需要相关政策

引导土地流转正规发展.

３对经营的土地的投资和其他活动

(１)投资活动

是否进行投资活动方面,如图２ １８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仅有４７５％的

农户进行了投资活动,９５２３％的农户没有进行投资活动.

图２ １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是否进行投资活动

投资活动类型方面,如表２ ３８所示,平整土地进行了１３次,修盖塑料

大棚进行了６次,打井进行了７次,土壤改良进行了７次,耕地改为鱼塘进行

了４次,建排水沟进行了３次,建引水渠进行了３次,其他耕地用途改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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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３次,修路进行了３次,修篱笆进行了２次,建蓄水库进行了１次,购入排

水设备进行了１次,建田边防护林进行了１次,兴修梯田进行了１次.

表２ ３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投资活动的类型

类型
次数 (次)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平整土地 １３ ０ ７ ６

塑料大棚 ６ ０ ４ ２

打井 ７ ０ ３ ４

改良土壤 ７ ０ ５ ２

耕地改鱼塘 ４ １ ３ ０

建排水沟 ３ １ ２ ０

建引水渠 ３ １ ０ ２

其他耕地用途改变 ３ １ １ １

修路 ３ ２ １ ０

修篱笆 ２ １ １ ０

建蓄水库 １ ０ １ ０

排水设备 １ １ ０ ０

田边防护林 １ ０ １ ０

兴修梯田 １ ０ １ ０

总计 ５５ ８ ３０ １７

投资活动次数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 (图２ １９),有８３７２％的

图２ １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

农户投资活动次数

农户进行了１次投资,１６２８％的农户进行了

２次投资.投资活动的开始以及结束时间方

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５５次投资活动

中,有２１次从２０１９年开始,３４次从２０２０
年开始 (图２ ２０).截至调研时,有１５次投

资活动尚未结束 (表２ ３９),１２次于２０１９
年结束,２８次于２０２０年结束 (图２ ２０).

在３月、４月、７月开始投资活动最多,在４
月结束投资活动的最多 (图２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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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是否结束投资活动

是否结束投资活动 次数

是 ４０

否 １５

总计 ５５

图２ ２０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样本农户投资活动开始和结束年份

图２ ２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样本农户投资活动开始月份 (上)和结束月份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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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决策方面,如表２ ４０所示,９次由政府决定,４６次由农户自己

决定.分省份看,湖南省所有投资活动均由农户自己决定,湖北省３次由政府

决定,２７次由农户自己决定,河南省６次由政府决定,１１次由农户自己决定.

表２ ４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投资活动决策

投资活动由谁决定
次数 (次)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政府 ９ ０ ３ ６

自己 ４６ ８ ２７ １１

总计 ５５ ８ ３０ １７

投资资金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数据显示 (表 ２ ４１),总投资平均为

２２９２５５元,其中农户自己投资平均为１４１１３３元.

表２ ４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进行投资活动的投资金额

总投资 (元) 自己投资 (元) 补贴 (元)

均值 ２２９２５９ １４１１３３ ３９４４４４

标准差 ３８５３２１ ２２５８９３ ４０７３１２

最小值 ７０ ０ １００００

最大值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有９次投资活动获得补贴 (表２ ４２),其中３次获得现金补贴,６次获得

实物补贴 (图２ ２２),平均补贴为３９４４４４元.

表２ ４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是否获得补贴

是否有补贴
次数 (次)

总体 湖南省 湖北省 河南省

是 ９ １ ７ １

否 ４６ ７ ２３ １６

总计 ５５ ８ ３０ １７

修补加固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对５次投资活动成果进行了修

补或加固,其余５０次未进行修补或加固 (表２ ４３).其中,３次投资活动成

果在２０２０年进行了修补或加固,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１年各有１次投资活动成果进

行了修补或加固 (图２ ２３).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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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获得补贴的方式

表２ ４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是否进行修补或加固

是否进行修补或加固 次数 (次)

是 ５

否 ５０

总计 ５５

图２ ２３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进行加固或修补时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４８次投资活动成果仍然使用,７次不再使用

(表２ ４４).其 中,２ 次 从 ２０１９ 年 不 再 使 用,５ 次 从 ２０２０ 年 不 再 使 用

(图２ ２４).

表２ ４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投资活动成果是否仍然使用

是否仍然使用 次数 (次)

是 ４８

否 ７

总计 ５５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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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４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停止使用投资活动成果时间

(２)其他投资活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除上述投资活动外,样本农户共进行了８次其他投资活

动.具体活动及次数见表２ ４５.

表２ ４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进行的其他投资活动及次数

投资活动 次数

修建化粪池 １

修建地下管道 １

鱼池整修 １

水田改旱田 １

购买耕地设备 １

水肥一体化 ２

围铁丝网 １

投资活动时间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８次投资活动中,有４次从

２０１９年开始,４次从２０２０年开始 (图２ ２５).截至调研时,有２次投资活动

尚未结束 (表２ ４６),２次于２０１９年结束,４次于２０２０年结束 (图２ ２５).

在７月开始投资活动最多,在８月结束投资活动最多 (图２ ２６).

表２ ４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是否结束投资活动

是否结束投资活动 次数 (次)

是 ６

否 ２

总计 ８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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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５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样本农户投资活动开始及结束时间

图２ ２６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样本农户投资活动开始月份 (左)和结束月份 (右)

投资活动决策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 (表２ ４７),４次由政府决

定,４次由农户自己决定.

表２ ４７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投资活动决策

投资活动由谁决定 次数 (次)

政府 ４

自己 ４

总计 ８

投资资金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总投资平均为 ５６９５３１１元,

其中自己投资平均为 １２５５５１３元 (表２ ４８).有３次投资活动获得补贴

(表２ ４９),其中１次获得现金补贴,２次获得实物补贴 (图２ ２７).

表２ ４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投资资金及来源

总投资 (元) 自己投资 (元)

均值 ５６９５３１１ １２５５５１３

标准差 １１１２１１４ ２４７５３１２

最小值 ２５０ ０

最大值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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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４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是否获得补贴

是否有补贴 次数 (次)

是 ３

否 ５

总计 ８

图２ ２７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获得补贴的方式

修补加固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 (表２ ５０),对１次投资活动成果

在２０２０年进行了修补或加固,其余７次未进行修补或加固.投资活动成果是否

还在使用方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数据显示,所有投资活动成果均仍在使用中.

表２ ５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是否进行修补或加固

是否进行修补或加固 次数 (次)

是 １

否 ７

总计 ８

从样本农户的投资活动来看,较少样本农户对经营的土地进行投资或其他

活动,投资时间较短,以１年内为主,使用期限较长,较少进行修补或加固.
投资决策主要以农户个人意愿为主,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较少,给予补贴的情

况也较少.农户对经营的土地进行投资是提高土地生产力的重要方式,需要鼓

励、支持、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投资活动.

４总结

综合上述分析,农户自然资本情况正在逐步改善.土地经营情况方面,家庭

承包平均耕地面积逐年上升,但也伴随着因撂荒而出现的土地浪费问题;土地的肥

力状况较好,地形以平地为主,主要以地表水进行灌溉.土地流转情况方面,土地

流转效率有所上升,其中转入面积远远大于转出面积;流转对象集中于熟人、亲戚

或其他农户;流转形式较为随意,一般为口头约定.土地投资活动方面,仅有少数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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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进行土地投资活动,多为１年期活动,政府较少给予补贴.

二、 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情况∗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使得农村居民非农

收入的增长成为其总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在不考虑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客观原

因的前提下,农民素质的高低成为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获得较为满意的非农工

作和工资收入的重要原因,其中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造成我国农民素质低下的

最主要原因 (陈国生等,２０１５).人力资本不足、不如人意的健康状况、落后

于城市的教育和培训设施使得农民不具备足够的就业竞争能力,也难以获得令

人满意的非农工作和收入.开展劳动力、健康与就业分析有利于充分了解农户

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就业情况,为切实提高农户的收入、改善农户生活水平提出

建设性意见.

本调研关注微观农户个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受教育和就业等情况,具体调研

结果如下.

１劳动力基本信息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共计调研８４３户农户,２０２２年共计调研１３４１户农户.此

次调研的农户数据中,受访对象的性别、民族情况见表２ ５１和图２ ２８.其

中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男性 (户主)６６８ 人,占比 ７９２４％,女性 １７５ 人,占比

２０７６％,２０２２年男性 (户主)９４５ 人,占比 ７０４７％,女性 ３９６ 人,占比

２９５３％.此次受访的样本农户主要是以男性为主的户主.样本中女性受访者

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代替户主进行访谈调研,相关的个人信息数据被单独记录,

且记录了其与户主之间的关系.受访农户中,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９７３９％的农户为

汉族,２０２２年９３０６％的农户为汉族,其余为侗族、满族和土家族等,总体来

说民族分布较为单一,但也符合受访地区的民族分布特征.

表２ ５１　受访对象的性别、民族情况

分类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性别

男 ６６８ ９４５ ７９２４ ７０４７

女 １７５ ３９６ ２０７６ ２９５３

总计 ８４３ １３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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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分类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民族

汉族 ８２１ １２４８ ９７３９ ９３０６

满族 ４ ６ ０４７ ０４５

土家族 １７ ２１ ２１４ ２１４

苗族 \ １ \ ００７

侗族 \ ６５ \ ４８５

总计 ８４３ １３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图２ ２８　受访对象的性别、民族

表２ ５２和表２ ５３分别显示了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样本村

农户的性别、民族分布,湖南省的样本农户中受访者的男性比例更高,且三省

中超过９０％的受访者均为汉族.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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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５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华中三省样本村农户性别、民族分布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性别

男 ２７９ ７７２９ １０６ ８８３３ ２８３ ７８１８

女 ８２ ２２７１ １４ １１６７ ７９ ２１８２

总计 ３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２ １００００

民族

汉族 ３４３ ９５０１ １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８ ９８９０

满族 \ \ \ \ ４ １１０

土家族 １８ ４９９ \ \ \ \

总计 ３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２ １００００

表２ ５３　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样本村农户性别、民族分布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性别

男 ３０６ ６７８５ ３４３ ７７０８ ２９６ ６６５２

女 １４５ ３２１５ １０２ ２２９２ １４９ ３３４８

总计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５ １００００

民族

汉族 ４２８ ９４９０ ３８０ ８５３９ ４４０ ９８８８

满族 １ ０２２ \ \ ５ １１２

土家族 ２１ ４６６ \ \ \ \

侗族 １ ０２２ ６４ １４３８ \ \

苗族 \ \ １ ０２２ \ \

总计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２健康状况

(１)身高、体重等基本健康信息

受访者的身高、体重与年龄分布如表２ ５４所示,其中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农

户平均身高１６６６２厘米,众数为１７０厘米.２０２２年农户平均身高１６６９５厘

米,众数为１７０厘米.本次调研抽样的受访对象中,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平均体重

为６７４６千克,众数为６５千克.２０２２年平均体重为６４４０千克,众数为６０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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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５４　受访者的身高、体重、年龄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身高

(厘米)
体重

(千克)
年龄

(岁)
身高

(厘米)
体重

(千克)
年龄

(岁)

平均 １６６６２ ６７４６ ５７８１ １６６９５ ６４４０ ５７５４

中位数 １６８ ６５ ５８ １６５ ６４ ５８

众数 １７０ ６５ ５８ １７０ ６０ ５９

最小值 ５６ ３５ ２１ １５ ４ １３

最大值 １９０ ５２５ ８８ １９７２ １４５ ８４

观测数 ８４３ ８４３ ８４３ １３４１ １３４１ １３３０

(２)自评健康

由于农村体力劳动的需要,受访对象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数据中还包括农户自评的健康状况变量,由农户自评的健康状况反映了农户对

自身健康水平的认知,属于主观数据.参见表２ ５５和图２ ２９,在健康状况

方面的几个分类中, “很健康”和 “比较健康”的受访者占比最多,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年为３６０６％和３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为２０９６％和３７６６％,绝大多数受访

者的健康状况在 “一般及以上”,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占比８３３９％,２０２２年占比

８４２４％.如表２ ５６和表２ ５７所示,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中,湖南省对健康水

平的评估 “很健康”和 “比较健康”的最多,占７５８３％,２０２２年中河南省对

健康水平的评估 “很健康”和 “比较健康”的最多,占６４６４％,总体而言三

省的健康自评较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有所下降.

表２ ５５　受访者健康状况自评

健康状况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很健康 ３０４ ２７０ ３６０６ ２０９６

比较健康 ２５４ ４８５ ３０１３ ３７６６

一般 １４５ ３３０ １７２０ ２５６２

不健康 １１３ １８９ １３４０ １４６７

很不健康 ２７ １４ ３２０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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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９　受访者健康状况自评

(左图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右图为２０２２年)

表２ ５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三省样本村农户健康状况自评

健康状况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很健康 １１３ ３１３０ ６７ ５５８３ １２４ ３４２５

比较健康 １１８ ３２６９ ２４ ２０００ １１２ ３０９４

一般 ５７ １５７９ ２０ １６６７ ６８ １８７８

不健康 ５８ １６０７ ９ ７５０ ４６ １２７１

很不健康 １５ ４１６ \ \ １２ ３３１

总计 ３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１ １００００

表２ ５７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健康状况自评

健康状况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很健康 ７９ １７５６ ９３ ２０９５ １０７ ２４１０

比较健康 １５９ ３５３３ １６８ ３７８４ １８０ ４０５４

一般 １１７ ２６００ １２３ ２７７０ １０２ ２２９７

不健康 ８７ １９３３ ５５ １２３９ ５３ １１９４

很不健康 ８ １７８ ５ １１３ ２ ０４５

总计 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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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样本农户年龄分布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的年龄均值约为５７８岁,中位数和众数均为５８
岁,２０２２年样本的年龄均值约为５７５岁,中位数和众数分别为５８岁和５９
岁,且从表２ ５８与图２ ３０中可以看出,若以１０年为一个区间,近三年样

本中年龄段分布在５０~６０岁区间的居多.整体来说,样本农户以５０~７０岁的

中老年为主,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占比为６８２１％,２０２２年占比为６６９６％.基于农

村地区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现状,结合农村生育政策导致的老龄化初现,样本

农户的年龄结构不难解释.且农户在以家庭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进行农业生产

活动,由于进城务工的群体在抽样调查期间被排除在了受访对象之外,在固定

村镇进行访谈式调研收集数据,得到的是相对固定在农村范围的人群数据,结

合农村年轻家庭的高劳动力流转率等因素,可以得出可能导致此次调研的受访

群体以５０~７０岁为主的年龄分布的原因,单独分析湖北、湖南、河南三个省

样本农户的年龄分布结果与总体上相差不大,三个省的年龄分布较为一致,均

以５０~７０岁的群体为主 (表２ ５９、表２ ６０).

表２ ５８　受访者年龄段分布

年龄 (岁)
响应率 (％) 累计响应率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４０以下 ４５１ ７２３ ４５１ ７２３

４０~５０ １７７９ １５９６ ２２３０ ２３１９

５０~６０ ３７４９ ３８８５ ５９７９ ６２０４

６０~７０ ３０７２ ２８１１ ９０５１ ９０１６

７０~８０ ８５４ ９０２ ９９０５ ９９１８

８０以上 ０９５ ０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５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图２ ３０　受访者年龄段分布

(上图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下图为２０２２年)

表２ ５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华中三省样本村农户年龄段分布

年龄 (岁)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４０以下 １３ ３６０ １０ ８３３ １５ ４１４

４０~５０ ６６ １８２８ ２１ １７５０ ６３ １７４０

５０~６０ １２４ ３４３５ ４２ ３５００ １５０ ４１４４

６０~７０ １２６ ３４９０ ３７ ３０８３ ９６ ２６５２

７０~８０ ３０ ８３１ ９ ７５０ ３３ ９１２

８０以上 ２ ０５５ １ ０８３ ５ １３８

总计 ３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２ １００００

表２ ６０　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样本村农户年龄段分布

年龄 (岁)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４０以下 ３４ ７５４ ３２ ７１９ ３２ ７１９

４０~５０ ５６ １２４２ ７３ １６４０ ８５ １９１０

５０~６０ １７２ ３８１４ １７０ ３８２０ １７９ ４０２２

６０~７０ １４０ ３１０４ １３０ ２９２１ １０７ ２４０４

７０~８０ ４４ ９７６ ３８ ８５４ ３９ ８７６

８０以上 ５ １１１ ２ ０４５ ３ ０６７

总计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３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方面,参见表２ ６１,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平均受教育年限

为７１４年,其中最小值为０年,最大值为１６年,其中湖北省样本农户的平均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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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年限为６９０年,湖南省为８６３年,河南省为６８８年.２０２２年样本农

户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７８７年,其中最小值为０年,最大值为１６年,其中湖北

省样本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７３５ 年,湖南省为 ８１２ 年,河南省为

８１５年.如表２ ６１和图２ ３１所示,从分布上来看,近三年农户样本受教育

年限主要集中在９年以下 (小学、初中学历),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占比为８４３４％,

２０２２年占比为８０６１％,整体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

表２ ６１　受访对象的受教育年限

年份 频数 (户) 均值 (年) 标准差 (年)最小值 (年) 最大值 (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湖北省 ３６１ ６９０ ３２１ ０ １６

湖南省 １２０ ８６３ ３２７ ０ １６

河南省 ３６２ ６８８ ３０４ ０ １５

总计 ８４３ ７１４ ３２０ ０ １６

２０２２

湖北省 ４５１ ７３５ ３５５ ０ １６

湖南省 ４４６ ８１２ ３３０ ０ １６

河南省 ４４４ ８１５ ３５９ ０ １６

总计 １３４１ ７８７ ３５０ ０ １６

图２ ３１　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分布

(上图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下图为２０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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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２ ６２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在所有样本农户中,接受过９年教育

的人数占比为５７１８％,２０２２年的这一比值为５８６９％,即将近半数的受访者

在初中毕业后就不再上学.虽然国家大力推进九年义务教育,但是由于受教育

的机会成本较高、务农的边际收益显著、农户家庭对于农业的依赖程度高于对

学校教育的依赖程度等可能的原因,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分别有４２８２％
和４１３１％的受访对象并没有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

表２ ６２　受访者教育水平分布

受教育年限 (年) 文化程度
响应率 (％) 累计响应率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０ 文盲 ４９８ ９６９ ４９８ ９６９

ε (０,６] 小学学历 ３７８４ ３１６２ ４２８２ ４１３１

ε (６,９] 初中学历 ４１５２ ３９３０ ８４３４ ８０６１

ε (９,１２] 高中学历 １４００ １６７０ ９８３４ ９７３２

＞１２ 大学学历 １６６ ２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方面如表２ ６３和图２ ３２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已婚的受访者占

比９３２４％,离婚、未婚、丧偶的受访者共占比不到７％.２０２２年已婚的受访

者占比９１５７％,离婚、未婚、丧偶的受访者共占比不到９％.因此样本农户

中绝大多数的婚姻状况为已婚 (不是户主的情况下其婚姻状态未知,因此将与

业主关系为 “配偶”的受访者的婚姻状况默认为 “已婚”,由此筛选出有效样

本数８４３个和１３４１个).在婚姻相关的数据中,受访农户的婚姻状况以已婚

为主,反映了华中三省农村家庭结构的主体成分以稳定的婚姻家庭为主的现

状.涉及未在已婚状况的农户,以婚姻状态自然结束为主,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离

婚率仅为０８３％,２０２２年离婚率仅为１０４％,说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

的婚姻家庭关系相对稳定.在我国相关人口普查数据中,也有农村离婚率显著

低于城市的相似现实状况.

表２ ６３　受访对象的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已婚 ７８６ １２２８ ９３２４ ９１５７

未婚 ５ ３３ ０５９ ２４６

９５

第二章　农户生计资本情况



(续)

婚姻状况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离婚 ７ １４ ０８３ １０４

丧偶 ４５ ６６ ５３４ ４９２

总计 ８４３ １３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图２ ３２　受访对象的婚姻状况

从表２ ６４和表２ ６５中,可以看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中湖南省的

样本农户离婚率最高,分别为３３３％和２０２％,河南省的离婚率最低.

表２ ６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三省样本村农户婚姻状况分布

婚姻状况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已婚 ３３２ ９１９７ １１０ ９１６７ ３４４ ９５０３

未婚 ４ １１１ \ \ １ ０２８

离婚 ３ ０８３ ４ ３３３ \ \

丧偶 ２２ ６０９ \ \ １７ ４７

总计 ３６１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３６２ １００

表２ ６５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婚姻状况分布

婚姻状况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已婚 ４１０ ９０９１ ４０３ ９０３５ ４１５ ９３４７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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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婚姻状况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未婚 ９ ２００ １５ ３３６ ９ ２０３

离婚 ３ ０６７ ９ ２０２ ２ ０４５

丧偶 ２９ ６４３ １９ ４２６ １８ ４０５

总计 ４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５就业

如表２ ６６ 和图 ２ ３３ 所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存在非农就业的人数为

２３６人,占比２８％,人均非农收入为２９０８６６元;２０２２年非农就业人数为

１０１５人,占比７５６９％,人均非农收入为１７７７３１元,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比例明显上升,且三个省份中湖北省和河南省的非农就业率较湖南省更高.

表２ ６６　三省样本村农户非农就业情况分布

年份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总计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人次)
响应率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９７ ２６８７ ２６ ２１６７ １１３ ３１２２ ２３６ ２８００

２０２２ ３５２ ７８０５ ３２２ ７２３６ ３４１ ７６６３ １０１５ ７５６９

图２ ３３　受访者非农就业比例

６总结

综合以上对调研样本农户的人力资本的描述,结论如下.

①样本农户中绝大部分为男性已婚,身体素质基本上属于正常水平.

②样本农户老龄化情况较为明显,年龄主要分布在５０~７０岁.应增强对

高素质农民的培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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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样本农户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主要为小学和初中学历.应加大对农村

的教育投入,支持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

三、 农村家庭社会资本情况∗

社会资本指农户为了进行生计活动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本次

调研主要关注农户以及其家庭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和使用情况.社会关系的广

度、频度和强化,以及参与合作社的情况均体现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

调研农户家庭的社会资本用要好的亲戚朋友在城里居住的户数、要好的亲

戚朋友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户数、春节互相拜年的户数以及送出礼金的数量和户

数进行衡量.具体调研结果如下.

１社会关系的广度

在社会关系的广度上,以农户家庭为单位,农户家庭社会关系范围的代理

指标有以下４个:“您的家属或与您家联系密切的亲戚朋友中,有多少家在城

市里生活?” “与您家关系要好的朋友、同学、同事中,有多少家在城市里生

活?”“您的家属或与您家联系密切的亲戚朋友中,有多少家在政府机关工作?”
“与您家关系要好的朋友、同学、同事中,有多少家在政府机关工作?”四项指

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城里生活.在城里生活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的

家庭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广泛,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的获取更加便捷,社会网络

更宽泛.这可能会为居住在农村的农户提供较多的农业生产信息和获取渠道.

但在城里生活又有 “强关系”和 “弱关系”之分. “家属或与农户联系密切的

亲戚朋友在城市里生活”与农户家庭的关系联接是一种 “强关系”,对农户的

影响较大;“关系要好的朋友、同学、同事在城市里生活”与农户家庭的关系

联接是一种 “弱关系”,对农户的影响可能较弱.

第二类是在政府机关工作.根据定位法测量社会资本的标准,在政府机关

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因为工作属性的关系,可能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

(赵雪雁,２０１２).又因强弱关系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这两类社会关

系广度的具体指标分为五类:拥有户数以０户为基准,分为０户、１~３户、

４~７户、８~１０户及１０户以上五类,代表社会关系的广度不断增强.

农户家庭的社会关系的广度,根据样本统计结果 (表２ ６７)可知,在

８４３个有效样本中,农户社会资本的广度大多低于５０％,没有这四种代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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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农户比例从高到低为８２％、７２％、５３％和２４％,总体占有量水平不高.

但在城里生活的同学、同事这种弱关系的社会网络状况要优于其他关系.在分

类的代理指标中,以结构属性为代表的社会关系的范围要低于以地理位置为代

表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在没有社会关系的情况下,地理位置属性均高于结构属

性的比例.与２０１９年相比,在城市里生活的亲戚朋友的比例显著提高,且有

增加的趋势,其余的亲戚朋友资本占有量大致不变.

表２ ６７　农户亲戚朋友资本占有量

资本类型 分类 ０ １~３ ４~７ ８~１０ １０以上

在城市里生活

亲戚朋友 (户) ２０２ １８１ １５２ ９８ ２１０

比例 (％) ２４ ２１ １８ １２ ２５

同学同事 (户) ４５１ ７５ ９１ ６９ １５７

比例 (％) ５３ ９ １１ ８ １９

在政府机关工作

亲戚朋友 (户) ６０５ １６１ ４０ １９ １８

比例 (％) ７２ １９ ５ ２ ２

同学同事 (户) ６９７ ６８ ４２ １４ ２２

比例 (％) ８２ ８ ５ ２ ３

２家庭社会关系的频度

由于春节在中国的特殊文化意义,春节拜年的人数往往能很好地代表农户

家庭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本.家庭社会关系频度运用农户春节拜年活动户数进行

衡量,具体有以下２个问题:一是 “最近的一个春节期间,您上门拜年的人有

多少位/家?”二是 “最近的一个春节期间,上门拜年您的人有多少位/家?”去

拜年的人数与来农户家拜年的人数形成了一种社会关系的互动,互动的频率反

映其社会关系的强度.其强度的测量分０户、１~５户、６~１０户、１１~１５户、

１６~２０户、２０户以上共６个层次.

在样本农户的拜年网络中,不论是去拜年的户数还是来拜年的户数均以

０户居多.总体上看,农户去拜年户数按照从大到小的排序为０户、１~５户、

６~１０户、２０户以上、１１~１５户、１６~２０户.来农户家拜年的户数按照从大

到小的排序为０户、１~５户、６~１０户、１１~１５户、２０户以上、１６~２０户.

样本农户春节期间拜年往来的户数集中在０户,且存在递减性.与２０１９年相

比,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 农 户 春 节 拜 访 次 数 显 著 减 少,将 近 一 半 都 没 有 走 动

(图２ ３４).

本次调研的有效样本为８４３个.如图２ ３５所示,在最近一个春节通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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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３４　农户春节拜年来往情况

电话/发微信/QQ/邮件等非见面方式相互问候过的户数区间由高到低依次是

１~５户、０户、６~１０户、２０户以上、１１~１５户、１６~２０户.

图２ ３５　农户春节非见面问候情况

３社会关系的维护和强化

在社会关系的维护和强化上,对亲友的转移性支出可以衡量农户对社会关

系的维护 (蒋乃华、卞智勇,２００７).对亲友的资金与实物赠送的总价值,能

反映家庭用于维护社会网络的投资,其中也包括了农户在使用社会性资源前对

社会关系的强化.

农户对社会关系的维护和强化用过去一年送出的礼金数和送出礼金的户数

衡量.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的８４３户农户中,有效样本７６２个.如表２ ６８
所示,平均每户在过去一年所送出的礼金数额为１０３２８元,平均送给２１户.

送出的礼金数额以３０００元为最多,有７６户;有１５８户农户没有送出礼金.

总体来看,调研农户在过去一年送出礼金数额在４５００元以下居多,也存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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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较多礼金的农户达到９００００元,但此类情况较少.

在２０２２年调研的１２８８户农户中,有效样本为１２４９个.如表２ ６９所示,

每户在２０２１年平均送出的礼金数额为４８００元,平均送给１４户.与２０１９年调查

结果相似,说明每户在这三年中送礼金的数额以及送出礼金的户数都没有太大

变化.样本农户送出的最大礼金额为３００００元,相较２０１９年有所降低.

表２ ６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送出礼金情况统计

指标 均值 众数 最小值 １/４分位数 １/２分位数 ３/４分位数 最大值

送出礼金额度 (元) １０３２８ ３０００ １０ １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小计 ７６ １ １３ １０ ３４ ２

送出礼金户数 (户) ２１ ０ ０ ３ １１５ ３０ １５０

小计 １５８ １５８ ３３ ２７ ８９ ７

表２ ６９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送出礼金情况统计

指标 均值 众数 最小值 １/４分位数 １/２分位数 ３/４分位数 最大值

送出礼金额度 (元)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６２ １４０ ８５ ３０ ９８ １７

送出礼金户数 (户) １４ １０ ０ ５ １０ ２０ １２０

小计 １８９ １３７ １２１ １８９ １２７ １

由表２ ７０可知,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中,河南省样本农户送出礼金均值为

５７２９元,平均送出１６户;湖北省样本农户送出礼金均值为１２１２１元,平均送

出２２户;湖南省样本农户送出礼金均值为１８２１０元,平均送出３４户,三省

呈逐渐递增的趋势,说明湖南省人情往来的金额以及关系网最多,湖北省次

之.２０２２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趋势与前两年大致相同.将时间轴进行横向对

比,２０２２年礼金金额数和送出礼金户数均大幅度下降.

表２ ７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农户送出礼金情况统计

指标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送出礼金

额度 (元)

均值 ５７２９ ２９５２ １２１２１ ５３９９ １８２１０ ６０４６

最小值 ５０ ０ １０ ０ ５００ ０

最大值 ６００００ ６６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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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指标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送出礼金

户数 (户)

均值 １６ １１ ２２ １５ ３４ １４

最小值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１２０ ８０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００

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的８３８户有效数据中,有８１％的农户认为他们在买

房或者修盖房子遇到资金困难时,能借到钱完成这些工作;７３％的农户自己或

直系亲属 (指父母、子女及其配偶)有村干部经历 (图２ ３６、图２ ３７).

在２０２２年调研的１２９５户数据中,有１２８５份有效数据.有８２％的农户认为他

们在买房或者修盖房子遇到资金困难时,能借到钱完成这些工作;６９％的农户自己

或直系亲属 (指父母、子女及其配偶)有村干部经历 (图２ ３６、图２ ３７).

图２ ３６　买房或者修盖房子遇到资金困难时,您能否借到钱完成这些工作

(左图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右图为２０２２年)

图２ ３７　自己或直系亲属 (指父母、子女及其配偶)是否有村干部经历

(左图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右图为２０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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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参加合作社基本情况

考察合作社参与情况按照 “您家是否参加了农民合作社 (或基地或公

司)?”“哪一年加入?” “合作社 (或基地或公司)的全称是什么?”来进行测

量.其中,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只有１２％的农户参加了农民合作社,且很大部分为

近５年内参加,合作社多种多样.在２０２２年有１７８名农户参加了农民合作社,

占比为１４％,相较前一年有所增长 (图２ ３８).

图２ ３８　农民合作社 (或基地或公司)参与情况

(左图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右图为２０２２年)

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查数据中,参加合作社百分比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

湖南省、河南省、湖北省;在２０２２年调查数据中,参加合作社百分比由高到

低排 列,依 次 是:河 南 省、湖 北 省、湖 南 省.湖 南 省 变 化 频 率 较 大,由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的２０５％降到了２０２２年的１２６％,河南省和湖北省参加合作

社的百分比相较上一年都有所上升 (表２ ７１).

表２ ７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农户参加合作社的情况

省份
参加合作社的百分比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河南省 １３６ １５０

湖北省 ８６ １３８

湖南省 ２０５ １２６

５社会关系信任程度

测量农户对社会关系的信任程度,用 “您同意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以

信任的吗?”“一般来讲,您认为人们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在与人交往时再小心

也不为过?”以及农户对好朋友、村干部、邻居、陌生人、国家政策的信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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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打分来测量.图２ ３９显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有４３５个农户都比较同意

“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其余农户同意的频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非

常同意、说不上同意或不同意、比较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可以看出,大部分

农户对社会关系的信任程度比较高.２０２２年数据显示,有７５３个农户都比较

同意 “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占主要部分.其余的从高到低依

次是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或不同意、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与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年数据排序不同.

图２ ３９　样本农户 “您同意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这一说法吗?

对于 “一般来讲,您认为人们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在与人交往时再小心也

不为过?”的问题,图中的分类依次为,１＝人们总是可以信任的,２＝人们通常

是可以信任的,３＝通常,与人们交往时应尽量小心,４＝在和人们交往时,总是

再小心也不为过,５＝无法选择.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中,有３７３个农户认为

在与人交往时应尽量小心;其次是认为人们通常是可以信任的 (图２ ４０左).

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中,有６８５个农户认为在与人交往时应尽量小心,认为

“在和人们交往时,总是再小心也不为过”的农户有３１９个,比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统计的人数增加了,且比例超过了认为 “人们通常是可以信任的”的农户

(图２ ４０右).

农户对身边各种社会关系类型的信任程度用０~１０打分,０分表示完全不

信任,１０分表示非常信任.由表２ ７２可知,农户对好朋友、村干部、邻居

信任程度比较高,均值分别为８０、７９、７９;对陌生人信任程度很低,均值

为２７;农民对我国的政策法规的信任程度最高,均值为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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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４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样本农户对他人信任程度

(左图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右图为２０２２年)

表２ ７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样本农户对社会关系的信任程度

指标 观察值 均值

一般来讲,您对好朋友的信任程度能打几分 ８３３ ８０

一般来讲,您对本村的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能打几分 ８３４ ７９

一般来讲,您对邻居的信任程度能打几分 ８３２ ７９

一般来讲,您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能打几分 ８３４ ２７

您对我国的政策法规的信任程度打几分 ８３１ ８８

６参与社会活动情况

对于 “农忙时,您和亲戚朋友是否会相互帮忙”等系列问题,回答 “是”

频率最高的是 “家里婚丧嫁娶时,亲戚朋友是否会互相帮忙”,其次是 “您家

婚丧嫁娶时,其他村民是否会互相帮忙”,分别为９５２％和９２２％,说明农户

在婚丧嫁娶时,亲戚朋友和村民之间几乎都会互相帮忙. “农忙时,您和亲戚

朋友是否会互相帮忙” “农忙时,您和其他村民是否会互相帮忙”频率为

７８６％和７６３％.由此发现,亲戚朋友和村民之间经常会互相帮忙,而且亲

戚朋友帮忙的可能性都会比村民帮忙的可能性大.频率最低的是 “您家所属的

家族/宗族是否有祠堂”,频率为１６４％,说明大部分农户所属的家族/宗族都

没有祠堂,但４５９％的农户所属的家族/宗族有家谱 (表２ ７３).

表２ ７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回答 “是”的频率

指标 频率 (％)

农忙时,您和亲戚朋友是否会互相帮忙 ７８６

农忙时,您和其他村民是否会互相帮忙 ７６３

家里婚丧嫁娶时,亲戚朋友是否会互相帮忙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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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指标 频率 (％)

您家婚丧嫁娶时,其他村民是否会互相帮忙 ９２２

其他村民 (除直系亲属外)有重大事情做决定时是否会找您商量 ５３６

其他村民 (除直系亲属外)有矛盾时是否会找您协调 ５１１

您家所属的家族/宗族是否有祠堂 １６４

您家所属的家族/宗族是否有家谱 ４５９

您是否为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捐款或捐物资 ３８９

是不是自愿的 ３８６

您是否义务参与过村级或村级及以上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如村里的消杀/生活必需品运送分发等工作) ３７８

图２ ４１显示,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的８３７个有效样本中,有３９７个农户每

次都参加村委会召开的会议和集体活动,其余人数由高到低排列是有时间就参

加、从不参加、自己关心的才参加.有３８３个农户从不参加休闲团体活动、体

育团体活动或文化团体活动,其余人数由高到低排列是有时间就参加、每次都

参加、自己关心的才参加.

图２ ４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样本农户参加活动情况

７总结

综合以上结果发现,总体样本农户的家庭社会资本拥有量并不丰富,对社

会资本的使用也较为不足.在家庭社会资本拥有量方面,家庭社会关系的范围

较小,且以血缘联接的 “强关系”状况优于同学朋友的 “弱关系”.在社会关

系的互动上,互动频率也不高.在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使用上,表现出两极分化

现象,关系网络较好的家庭对社会关系维护所进行的投资也相对高于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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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的家庭;此外,对社会关系的维护也侧重于对 “强关系”的维护.

四、 农村女性赋权情况∗

在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继续转移的大背景下,

农户基于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原则进行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分工.

留守女性随之已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生产生活的最主要的参与主体,留守在广大

农村地区的女性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却较少被关注.整个社会已逐步认识到:首

先,由于大批青壮年男性劳动力进城务工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农村留守女性已

经成为当下中国农业生产的中坚;其次,农村留守女性对其家庭做出的贡献不

仅仅局限于其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直接收入,还应包括为解决男性外出务工

的后顾之忧而承担的家庭照料工作,她们的社会价值应该被进一步的认识、评

估和肯定.其中,女性赋权是衡量女性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

女性赋权本身的重要价值及其对于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作用已

被广泛认可,女性赋权也已成为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赋

权表现之一在于女性在家庭事务和生产生活中决策权的提升.在一个家庭中,

女性通常是食物消费和决策的主体,相较于男性,女性更愿意把家庭资源配置

在营养、教育以及健康相关的支出上,因而有助于改善家庭的饮食结构,提升

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因此,提高女性赋权有利于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发展和

累积,对巩固脱贫成果、实践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１家庭女性决策者 (女主人)基本信息

(１)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个数

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查样本中,问题 “您家是否有成年女性?”获得了

８４０个有效数据,其中９６％以上的农户家庭有至少一位成年女性.其中,有

５６０２％的家庭女主人拥有２个子女,占大多数;有２０１２％家庭女主人有１个

子女,有 ３ 个 子 女 的 占 １８０１％;仅 有 ０７５％ 的 家 庭 女 主 人 没 有 子 女.

２０２２年,有５４０９％的家庭女主人拥有２个子女,有２１０７％的家庭女主人有

１个子女,有３个子女的占１８１９％;仅有０９６１５％的家庭女主人没有子女.

该情况与２０２１年相似.此外,２０２２年新增询问女主人兄弟姐妹的数量,获得

１２４６个有效数据.其中,仅有９２３％的家庭女主人没有兄弟,１６２１％的家

庭女主人没有姐妹,大多数家庭女主人拥有至少一位兄弟或姐妹.

１７

第二章　农户生计资本情况

∗ 执笔人:郝晶辉;参与人:周娉婷.



(２)家庭女主人收入水平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共有８０２个有效数据.从表２ ７４可知,调研农户家

中女性 (户主配偶或女性户主)２０２０年的全年总收入均值为１０８８８元.其中,

河南省受访农户家庭女主人年均收入为１２４２４元,湖北省为８４３０元,湖南省

为１３６８９元.对于问题 “您家女性 (户主配偶或女性户主)如果外出务工一

年能挣多少钱?”答案是三省家庭成年女性成员外出务工收入差距不大,其中,

河南省为１２６８６元/年,湖北省为１３４２１元/年,湖南省为１７２２２元/年.

表２ ７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全样本农户家庭女主人个人收入情况

单位:元

区域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三省
全年收入 ８０２ １０８８８ ３４７５５ ０ ８５００００

务工收入 ８０１ １３６１２ １７７８３ ０ １２００００

河南省
全年收入 ３５０ １２４２４ ４８６４２ ０ ８５００００

务工收入 ３５０ １２６８６ １６１５８ ０ ９９９９９

湖北省
全年收入 ３４３ ８４３０ １３９２５ ０ １０００００

务工收入 ３４３ １３４２１ １７４２７ ０ １０００００

湖南省
全年收入 １０９ １３６８９ ２５７６５ ０ ２０００００

务工收入 １０８ １７２２２ ２２９３６ ０ １２００００

由表２ ７５可知,２０２２年家庭女主人全年收入平均为１２００５元,较２０２１年有

所上升.其中,２０２２年将 “您家女性 (户主配偶或女性户主)如果外出务工一年

能挣多少钱?”问题更换为 “过去一年里,您家 (女性决策者)个人工资性收入

是多少?”全样本均值为５６７４元/年,其中,河南省为７３９５０７３元/年,湖北省

为４５４０３３１元/年,湖南省为５１１９９５９元/年.

表２ ７５　２０２２年全样本农户家庭女主人个人收入情况

单位:元

区域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三省
全年收入 １２４２ １２００５ ４７６５５ ０ １１７６４００

工资收入 １２４４ ５６７４ ３５０９３ ０ １１７００００

河南省
全年收入 ４１０ １８１００４３ ７８７８５１８ ０ １１７６４００

工资收入 ４１０ ７３９５０７３ ５８４７０１３ ０ １１７００００

湖北省
全年收入 ４２０ ９２４２０８８ １８５６５５４ ０ １０００００

工资收入 ４２０ ４５４０３３１ １３１１３９６ ０ １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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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区域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湖南省
全年收入 ４１２ ８７５６２４８ １６５３８７６ ０ １２７２２８

工资收入 ４１４ ５１１９９５９ １１９０６６６ ０ ６００００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村居民收入分组的标准和依据,低收入组人均可支

配收入７８６９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６４４３元,中间收入组人均

可支配收入２６２４９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４１１７２元,高收入组

人均可支配收入８０２９４元.因此,华中三省的农户女主人年收入水平均值在

中间偏下收入组内.

２家庭女主人日常活动时间安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受访农户中有８０７户的家庭女主人报告了自己的日常活动

时间安排情况,日常活动分别是 “您平均一天为自家干农活几小时? 干农活包

括种地、管理果树、采集农林产品、养鱼、打鱼、养牲畜以及去市场销售自家

生产的农产品等.”“您平均一天从事非农工作几小时? 非农工作包括挣工资工

作、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活动或不拿工资为家庭经营活动等,但不包括家务劳

动、义务的志愿劳动.”“您平均一天休闲娱乐几小时? 休闲娱乐包括聊天、玩

手机、看电视、打麻将、散步、锻炼身体等.”三个问题,以下分别简称为 “农

业劳动”“非农劳动”“休闲娱乐”.其中 “休闲娱乐”问题的回答搜集到８０５个

有效回答,其余两个问题均搜集到８０７个有效回答 (时间配置见图２ ４２).

图２ ４２展示了全样本家庭女主人日常活动时间分配均值分布,其中农业劳

动时间分配占比较高,平均每天花费３８７６个小时进行自家农业劳动.图２ ４３
为各地区女主人一天各项活动平均时间分配,三省家庭女主人均在农业劳动上

花费时间最多,其中,湖北省农户家庭女主人一天从事农业劳动时间较其他两

省长,平均一天４６９２个小时.

图２ ４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全样本女主人一天各项活动平均时间分布

(除去睡觉休息时间,单位: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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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４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各地区女主人一天各项活动平均时间分布

(除去睡觉休息时间,单位:小时)

此外,本调研还询问女主人对活动时间安排的主观满意程度.以５分制对

满意程度进行分类,５分为 “非常满意”,１分则表示 “非常不满意”.由图２ ４４
可以看出,农村家庭女主人对其日常活动时间安排以及休闲娱乐时间安排的满

意程度较高,平均得分分别是４１３３分和３８６５分,２０２２年满意度有所提高,

平均得分分别为４１５分和３２７分,如图２ ４５所示.将河南、湖北、湖南三

省平均主观评分进行比较,可以看出２０２２年湖南省和湖北省受访农户女主人

对其休闲娱乐时间安排满意程度较高.

图２ ４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农户家庭女主人对时间安排的主观满意程度评价

２０２２年在原三个问题基础上新增了问题:“您家 (女性决策者)平均一天

从事家务劳动几小时?”考虑了家务劳动对其时间安排的影响,农业劳动、非

农劳动、家务劳动、休闲娱乐分布共搜集到１２４４、１２４５、１２４２、１２４３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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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数据.

图２ ４５　２０２２年农户家庭女主人对时间安排的主观满意程度评价

图２ ４６报告了全样本家庭女主人加上家务劳动安排后的日常活动时间分

配均值分布.三个省份时间安排大体趋同,均是家务劳动占据最多时间,平均

达４３８６小时/天.其中湖北省农户女主人一天家务劳动时间最长,达到平均

每天５６５５小时.但当询问其对 “完全自由安排时间的满意程度”时,绝大多

数受访女性的满意程度都较高.

３家庭女性决策者 (女主人)参与村居活动的情况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的８４３个农户中,共有８００个有效观测值.对于 “村
里有集体活动,家里一般是谁参加”的问题,有５９５％的家庭由丈夫参加,

２７６３％的家庭由妻子参加,１２８８％的家庭的成员均不参加 (表２ ７６).对

于 “您家谁参加需要投票的村集体活动?”的问题,大多数家庭是由丈夫参加,

占比高达６８７６％,妻子参加的家庭占２４８４％,仅有６４％的家庭均无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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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４６　２０２２年全样本女主人一天各项活动平均时间分布

(除去睡觉休息时间,单位:小时)

参加需要投票的村集体活动 (表２ ７７).由此可见,三省农村家庭中男性相

较于女性获得更多参与村集体活动或会议的机会.对于 “您家女性成员是否参

加了妇联或其他妇女组织?”的问题,绝大多数家庭女性都没有参与,占比

达８５３４％.

表２ ７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全样本农户家庭村集体活动参与情况

村里有集体活动,家里一般是谁参加 农户数 (户) 百分比 (％) 累计 (％)

丈夫 ４７６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妻子 ２２１ ２７６３ ８７１３

都不参加 １０３ １２８８ １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２ ７７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全样本农户家庭村集体活动 (需要投票)参与情况

您家谁参加需要投票的村集体活动 农户数 (户) 百分比 (％) 累计 (％)

丈夫 ５４８ ６８７６ ６８７６

妻子 １９８ ２４８４ ９３６０

都不参加 ５１ ６４０ １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７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２年的调研对２０２１年问卷内容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新增了 “您在您

的生产小组 (生产队)里担任职务吗?”“您在村委会里担任职务吗?”“您帮忙

组织村里的活动吗 (包括文娱、宣传、生产生活相关的活动)?”等问题,绝大

６７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多数农村家庭女性没有在生产队小组或村委会担任职务,未担任家庭数占比分

别为９１３４％和９１８２％,但有７２９５％的受访农户女性表示会帮忙组织村里

面的活动.对于 “如果所在生产小组 (生产队)召开会议或有集体活动,您

(家庭女性决策者)总是持有什么态度或做法”的问题,绝大多数表示她们

“不参加”或 “参加会议,听取决议过程,但不发言”,占比分别为４３２２％和

４０８２％;仅有４８９％的农户家庭女性表示 “会就某些议题发布意见,但不总

是被采纳”,有１１０７％的受访女性表示 “无论被要求与否,总是充分表达自

己的见解”(表２ ７８).而对于村里召开的会议,农户家庭受访女性的回答与

生产队小组召开会议的回答结果相似.此外,在被问及 “您家由谁参与村集体

活动 (需要投票的表决活动)?”问题时,回答 “男性决定”的农户家庭最多,

占比４７１５％,其次是 “男女共同决定”,占比２０８８％,回答 “男女共同决

定,但以女性为主”和 “女性决定”的分别占比２０９％和１５１０％.由此可

见,农村女性通常采取安静聆听的方式参与村集体会议或活动.此外,男性参

与村集体会议的比重远远高于女性 (表２ ７９).

表２ ７８　２０２２年全样本农户家庭女主人在生产队会议中的表现情况

如果所在生产小组 (生产队)召开会议或有集体

活动,您 (家庭女性决策者)总是
农户数 (户) 百分比 (％) 累计 (％)

不参加 ５３９ ４３２２ ４３２２

参加会议,听取决议过程,但不发言 ５０９ ４０８２ ８４０４

会就某些议题发布意见,但不总是被采纳 ６１ ４８９ ８８９３

无论被要求与否,总是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 １３８ １１０７ １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１２４７ １００００

表２ ７９　２０２２年全样本农户家庭女主人在村集体会议 (需要投票)中的表现情况

您家由谁参与村集体活动

(需要投票的表决活动)
农户数 (户) 百分比 (％) 累计 (％)

男性决定 ５８７ ４７１５ ４７１５

男女共同决定,但以男性为主 ９８ ７８７ ５５０２

男女共同决定 ２６０ ２０８８ ７５９０

男女共同决定,但以女性为主 ２６ ２０９ ７７９９

女性决定 １８８ １５１０ ９３０９

无此项决策 ８６ ６９１ １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１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７

第二章　农户生计资本情况



４女性家庭决策参与情况

(１)总体家庭事务决策情况、女主人娘家基本情况

由图２ ４７可知,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在被调研的农村女主人中,家庭事务大

多数由家庭男性做主要决策,整体占比较大,家庭小事主要由女性决策,说明

家庭决策权力的分配仍主要由男性掌握,权力格局仍不平等.对于家庭女主

人,本调研还询问了其娘家经济情况以及其原家庭父母双方决策权分配情况,

有７７％女主人的娘家是男性成员做主,６９４５％的女主人表示她们的父母并不

是在当地有声望的人.对于比较双方结婚前后原家庭的经济情况,绝大多数农

户女主人表示娘家经济情况并没有更优,具体数据见图２ ４８.

图２ ４７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农户家庭总体、大事、小事决策情况

图２ ４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农户家庭女主人娘家父母做主状况以及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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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２ ４９可知,２０２２年调研对原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问卷答案进行了细分.

其中,绝大多数家庭女主人结婚前娘家经济状况以及现在娘家经济状况都与丈

夫家庭差不多,其结婚时的嫁妆也与同龄人差不多,大多数的女性父母或兄弟

姐妹都不在村中担任职务.

图２ ４９　２０２２年农户家庭女主人娘家父母或兄弟姐妹职务担任状况以及经济状况

(２)家庭决策事务具体分类

发展经济学领域通常采用女性农业赋权指数对女性赋权进行直接衡量和测

度,通过女性在农业生产决策、生产性资产、财务支配、人际交往、日常消费

等多个维度的决策参与度构建女性赋权得分,以此来衡量女性赋权程度.本调

研询问多项家庭活动的决策权分配,并通过打分形式 (１~５分)衡量女性赋

权程度.比如数值 “５”代表该项活动 “完全由女性决定”,数值 “４”代表该

项活动 “男女共同决定,但以女性为主”.数值 “３”代表 “男女共同决定”,

数值 “２”代表 “男女共同决定,但以男性为主”,数值 “１”代表 “完全由男

性决定”;得分越高则表示女性赋权程度越高.

表２ ８０至表２ ８３分别呈现了总样本以及各省份具体的家庭决策权力分

配格局.由表２ ８０可知,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对于华中三省总体而言,绝大

部分家庭对于家庭经营活动的决策通常采取男女双方共同决策为主,而家庭日

常消费和财务管理 (管钱决策)倾向于女性成员做主.在不同省份的样本数据

中,由表２ ８１至表２ ８３可以看出,河南省的农户女主人对日常消费、财务

管理、生育决策三项活动的话语权较大;湖北省的农户女主人对日常消费和财

务管理两项活动的决策程度更高;而湖南省的农户女主人在日常消费这些活动

中占据更多的主导地位.由图２ ５０可以看出,湖南省的农户女主人在多项家

庭活动中的决策权较河南省和湖北省更高,包括日常消费决策、大型家电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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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借钱给他人决策、生育决策、孩子上学决策方面表现出更高的话语权,

河南省农户女主人则在家庭非农经营活动中具有更多的决策权力.

表２ ８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全样本农户家庭事务决策分配

变量名 样本量 (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您家农业生产经营 (种什么、养什么等

问题)谁做主
８０６ ２３３３ １３６２ １ ５

　您家非农经营活动 (打工、做生意、手

工作坊等)谁做主
８０３ ２２６２ １２６０ １ ５

　您家家庭日常消费 (食物、衣物等)谁

做主
８０６ ３８２１ １３２８ １ ５

　您家大型家电 (冰箱、彩电等)的买卖

谁做主
８０５ ２７２４ １３２０ １ ５

　您家谁管钱 ８０５ ３２１７ １５６３ １ ５

　如果您家需要借钱来周转,出去借钱、
借多少的决定由谁做主

８０５ ２４８１ １３９１ １ ５

　如果别人来您家借钱,谁决定借不借,
借多少

８０５ ２６４１ １３５８ １ ５

　您家生育子女 (是否生育、生育数量、
何时生育)谁做主

８０３ ２９７３ ０９３７ １ ５

　您家孩子的上学问题谁做主 ８０４ ２７７１ １１４７ １ ５

　您家人情往来 (婚丧嫁娶)谁做主 ８０５ ２８２２ １２２１ １ ５

表２ ８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河南省农户家庭事务决策分配

变量名 样本量 (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您家农业生产经营 (种什么、养什么等

问题)谁做主
３５１ ２３３９ １４０９ １ ５

　您家非农经营活动 (打工、做生意、手

工作坊等)谁做主
３５０ ２２０６ １２６８ １ ５

　您家家庭日常消费 (食物、衣物等)谁

做主
３５１ ３９５４ １３２２ １ ５

　您家大型家电 (冰箱、彩电等)的买卖

谁做主
３５１ ２７３８ １３２７ １ ５

　您家谁管钱 ３５１ ３２５９ １６０７ １ ５

０８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续)

变量名 样本量 (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如果您家需要借钱来周转,出去借钱、
借多少的决定由谁做主

３５１ ２４７３ １４７５ １ ５

　如果别人来您家借钱,谁决定借不借,
借多少

３５１ ２６８９ １４１５ １ ５

　您家生育子女 (是否生育、生育数量、
何时生育)谁做主

３５１ ３１０５ ０８３７ １ ５

　您家孩子的上学问题谁做主 ３５１ ２８４６ １１８５ １ ５

　您家人情往来 (婚丧嫁娶)谁做主 ３５１ ２８４９ １２５５ １ ５

表２ ８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湖北省农户家庭事务决策分配

变量名 样本量 (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您家农业生产经营 (种什么、养什么等

问题)谁做主
３４６ ２４２５ １３８４ １ ５

　您家非农经营活动 (打工、做生意、手

工作坊等)谁做主
３４４ ２２７３ １２６７ １ ５

　您家家庭日常消费 (食物、衣物等)谁

做主
３４６ ３７２８ １３５４ １ ５

　您家大型家电 (冰箱、彩电等)的买卖

谁做主
３４５ ２７４５ １３４６ １ ５

　您家谁管钱 ３４５ ３３１３ １５４４ １ ５

　如果您家需要借钱来周转,出去借钱、
借多少的决定由谁做主

３４５ ２５３９ １３５１ １ ５

　如果别人来您家借钱,谁决定借不借,
借多少

３４５ ２６７５ １３３３ １ ５

　您家生育子女 (是否生育、生育数量、
何时生育)谁做主

３４４ ２９３９ １００４ １ ５

　您家孩子的上学问题谁做主 ３４４ ２７４７ １１２１ １ ５

　您家人情往来 (婚丧嫁娶)谁做主 ３４５ ２８６７ １１９８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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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８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湖南省农户家庭事务决策分配

变量名 样本量 (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您家农业生产经营 (种什么、养什么等

问题)谁做主
１０９ ２０１８ １０７１ １ ５

　您家非农经营活动 (打工、做生意、手

工作坊等)谁做主
１０９ ２４０４ １２１０ １ ５

　您家家庭日常消费 (食物、衣物等)谁

做主
１０９ ３６８８ １２３８ １ ５

　您家大型家电 (冰箱、彩电等)的买卖

谁做主
１０９ ２６１５ １２１６ １ ５

　您家谁管钱 １０９ ２７８０ １４１０ １ ５

　如果您家需要借钱来周转,出去借钱、
借多少的决定由谁做主

１０９ ２３２１ １２２４ １ ５

　如果别人来您家借钱,谁决定借不借,
借多少

１０９ ２３７６ １２２３ １ ５

　您家生育子女 (是否生育、生育数量、
何时生育)谁做主

１０８ ２６４８ ０９４０ １ ５

　您家孩子的上学问题谁做主 １０９ ２６０６ １０８９ １ ５

　您家人情往来 (婚丧嫁娶)谁做主 １０９ ２５９６ １１７２ １ ５

图２ ５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华中三省农户家庭各项活动决策权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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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观地对比２０２２年和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的数据,本部分除绘制表２ ８４至

表２ ８７外,还绘制了柱状对比图.由图２ ５１至图２ ５４可知,女性赋权在

日常消费决策、大型家电买卖决策、孩子上学决策方面有提升.就不同省份而

言,河南省农户女主人的家庭决策权仅在非农活动决策方面有所下降,其他方

面均有提升;湖北省农户女主人在非农活动决策、日常消费决策、大型家电购

买决策、向外借钱决策、生育决策、孩子上学决策方面决策权有提高,其他方

面略微下降;湖南省农户家庭女主人决策权程度在多方面均有下降,仅在家庭

非农活动决策方面有小幅度提升.

表２ ８４　２０２２年全样本农户家庭事务决策分配

变量名 样本量 (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您家农业生产经营 (种什么、养什么等

问题)谁做主
１１８４ ２３２５ １４３４ １ ５

　您家非农经营活动 (打工、做生意、手

工作坊等)谁做主
９７８ ２２５８ １３４２ １ ５

　您家家庭日常消费 (食物、衣物等)谁

做主
１２１４ ３９２５ １３１５ １ ５

　您家大型家电 (冰箱、彩电等)的买卖

谁做主
１１９１ ２７３２ １３７２ １ ５

　您家谁管钱 １２１１ ３０６８ １５６２ １ ５

　如果别人来您家借钱,谁决定借不借,
借多少

１０８７ ２６１９ １３４６ １ ５

　您家生育子女 (是否生育、生育数量、
何时生育)谁做主

１００４ ２９５３ １０３４ １ ５

　您家孩子的上学问题谁做主 １０８７ ２７８７ １２４３ １ ５

　您家人情往来 (婚丧嫁娶)谁做主 １２０９ ２７６２ １２８４ １ ５

　您家由谁参与村集体活动 (需要投票的

表决活动) １１５９ ２２４９ １４９０ １ ５

表２ ８５　２０２２年河南省农户家庭事务决策分配

变量名 样本量 (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您家农业生产经营 (种什么、养什么等

问题)谁做主
３６４ ２４７８ １４６５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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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名 样本量 (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您家非农经营活动 (打工、做生意、手

工作坊等)谁做主
３３６ ２１４０ １３３２ １ ５

　您家家庭日常消费 (食物、衣物等)谁

做主
４０１ ４０６２ １２６２ １ ５

　您家大型家电 (冰箱、彩电等)的买卖

谁做主
３９６ ２７１０ １３５０ １ ５

　您家谁管钱 ４０３ ３０９４ １６１２ １ ５

　如果别人来您家借钱,谁决定借不借,
借多少

３６７ ２５７５ １３５９ １ ５

　您家生育子女 (是否生育、生育数量、
何时生育)谁做主

３４０ ２９９１ ０９１４ １ ５

　您家孩子的上学问题谁做主 ３６６ ２８３３ １２４２ １ ５

　您家人情往来 (婚丧嫁娶)谁做主 ３９４ ２７１１ １３０７ １ ５

　您家由谁参与村集体活动 (需要投票的

表决活动) ３８９ ２２０８ １４８５ １ ５

表２ ８６　２０２２年湖北省农户家庭事务决策分配

变量名 样本量 (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您家农业生产经营 (种什么、养什么等

问题)谁做主
４１４ ２３４３ １４４９ １ ５

　您家非农经营活动 (打工、做生意、手

工作坊等)谁做主
３００ ２３７３ １３７６ １ ５

　您家家庭日常消费 (食物、衣物等)谁

做主
４０５ ４０４０ １２５０ １ ５

　您家大型家电 (冰箱、彩电等)的买卖

谁做主
３９９ ２７８２ １３９５ １ ５

　您家谁管钱 ４０５ ３２３５ １５６１ １ ５

　如果别人来您家借钱,谁决定借不借,
借多少

３４６ ２７４０ １４１３ １ ５

　您家生育子女 (是否生育、生育数量、
何时生育)谁做主

３３１ ３１０３ １０６０ １ ５

　您家孩子的上学问题谁做主 ３５８ ２８９４ １２０２ １ ５

　您家人情往来 (婚丧嫁娶)谁做主 ４１１ ２８４９ １２４６ １ ５

　您家由谁参与村集体活动 (需要投票的

表决活动) ３７４ ２４３３ １５８１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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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８７　２０２２年湖南省农户家庭事务决策分配

变量名 样本量 (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您家农业生产经营 (种什么、养什么等

问题)谁做主
４０６ ２１７０ １３７８ １ ５

　您家非农经营活动 (打工、做生意、手

工作坊等)谁做主
３４２ ２２７２ １３１５ １ ５

　您家家庭日常消费 (食物、衣物等)谁

做主
４０８ ３６７６ １３９４ １ ５

　您家大型家电 (冰箱、彩电等)的买卖

谁做主
３９６ ２７０５ １３７３ １ ５

　您家谁管钱 ４０３ ２８７３ １４９３ １ ５

　如果别人来您家借钱,谁决定借不借,
借多少

３７４ ２５５１ １２６５ １ ５

　您家生育子女 (是否生育、生育数量、
何时生育)谁做主

３３３ ２７６６ １０９７ １ ５

　您家孩子的上学问题谁做主 ３６３ ２６３６ １２７２ １ ５

　您家人情往来 (婚丧嫁娶)谁做主 ４０４ ２７２３ １２９８ １ ５

　您家由谁参与村集体活动 (需要投票的

表决活动) ３９６ ２１１６ １３９０ １ ５

图２ ５１　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农户家庭各项活动决策权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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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５２　河南省农户家庭两期样本各项活动决策权分配情况

图２ ５３　湖北省农户家庭两期样本各项活动决策权分配情况

(３)女性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组对家庭女性在农业经营活动决策、日常消费决策以及

女性个人意见对家庭总体花费开支的影响程度———女性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

进行了提问.对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较高比例 (３８８８％)的农户家庭会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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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５４　湖南省农户家庭两期样本各项活动决策权分配情况

家中女性在农业经营活动方面提出的建议或意见,采取共同决策 (表２ ８８);

对于日常消费决策,女性在家庭中的影响程度较大,往往能够得到意见采纳

(４０００％)或持有完全的决定权 (４０９９％)(表２ ８９);对于女性对家庭花费开

支提出的意见,则有５３２９％的家庭表示最后会采取共同决策 (表２ ９０).

表２ ８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湖南省农户家庭女性在农业经营活动决策的影响力

您家中女性 (户主配偶或户主)对田 (地)
里种什么或养什么等问题的影响程度如何?

农户数 (户) 百分比 (％) 累计 (％)

只被告知决定 １３５ １６７７ １６７７

只就某些事物发表意见,但不一定被采纳 １１４ １４１６ ３０９３

无论被采纳与否,都要发表意见 １３５ １６７７ ４７７０

意见总是被采纳,共同决策 ３１３ ３８８８ ８６５８

完全决定权 １０８ １３４２ １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８０５ １００００

表２ ８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湖南省农户家庭女性对日常消费活动决策的影响力

您家中女性 (户主配偶或户主)对买食物、
衣物等日用品的影响程度如何?

农户数 (户)百分比 (％) 累计 (％)

只被告知决定 ３２ ３９８ ３９８

只就某些事物发表意见,但不一定被采纳 ３５ ４３５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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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您家中女性 (户主配偶或户主)对买食物、
衣物等日用品的影响程度如何?

农户数 (户)百分比 (％) 累计 (％)

无论被采纳与否,都要发表意见 ８６ １０６８ １９０１

意见总是被采纳,共同决策 ３２２ ４０００ ５９０１

完全决定权 ３３０ ４０９９ １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８０５ １００００

表２ ９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湖南省农户家庭女性意见对家庭开支花费活动决策的影响力

您家中女性 (户主配偶或户主)的意见

对钱怎么花的影响程度是?
农户数 (户)百分比 (％) 累计 (％)

只被告知决定 ３６ ４４７ ４４７

只就某些事物发表意见,但不一定被采纳 ７０ ８７０ １３１７

无论被采纳与否,都要发表意见 １２３ １５２８ ２８４５

意见总是被采纳,共同决策 ４２９ ５３２９ ８１７４

完全决定权 １４７ １８２６ １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８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５家庭女主人互联网使用情况

互联网是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拥有的海量信息能够给农户

带来比传统电视等媒体更及时、更广泛的信息获取体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

字经济已经深入到我国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带动了

农村互联网的发展,农村女性作为权力处于相对劣势的边缘群体能够通过互联

网实现赋权、赋能,新媒体的易接近性使得女性有了自我书写和自我表达的可

能,成为农村女性增能增权的渠道之一.所以,了解农户家庭女主人的互联网

使用情况对提高女性赋权有重要的应用意义和理论价值.

调查数据显示,被调研农户女主人有６９６５％表示自己在一天中会花时间

上网,３０３５％的女主人一天中几乎不上网,三省无明显差异.
(１)女主人上网目的

在女性赋权板块关于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调研中,被调研农户有９０５１％的

女主人表示邻居家有且使用无线或有限网络.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被调研

农户其邻居家能够使用无线或有限网络的比例分别是 ９１１２％、９２７９％、

８７４３％.针对使用互联网的农户进一步考察其上网目的、营养健康知识获取

途径等方面情况.
８８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在调查农户的上网目的时,使用过互联网的农户家庭有效样本观测值为

１２４３户.如图２ ５５所示,休闲娱乐、和家人朋友联络是大多数农户家庭女

性会产生上网行为的目的,占比分别为６５５％、４２７％;而工作需要家庭数

只占６８４％.三省农户家庭女性上网目的大体相似,湖北省农户家庭女性上

网对获取新闻与和家人朋友联络需求较大,分别占全样本的２０９％、４６５％,

高于其他两省.

图２ ５５　全样本及分样本农户家庭女主人上网目的

女性上网的具体行为数据如图２ ５６所示.９０５户的农户家庭女性表示没

有通过网络展示过自己的生活、状态或才艺,４９４户的农户家庭女性有过网络

购物行为,１１５７户的农户家庭女性没有通过网络获取赚钱的知识或信息,

９１９户的农户家庭女性表示当地没有开设农产品网络销售,仅有２２户参与过

网络销售.总体看来,样本中农户家庭女性使用网络的目的和行为较为单一,
多为娱乐休闲活动,涉及生产目的的上网活动较少.

(２)女主人营养健康方面知识获取途径

如图２ ５７所示,在三个省份的１２４６个样本中,超过半数的农户家庭女

性没有过主动获取营养健康知识的行为.首先,有３０９％的农户家庭女性表

示会使用互联网如手机、平板、电脑等上网工具获取营养健康方面知识,成为

获取知识的最重要渠道,且各省相似;其次,周围其他家人亲戚朋友相互交流

也是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占比为１２７０％;最后,书刊是农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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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５６　全样本及分样本农户家庭女主人上网的具体行为

女性获取营养健康方面知识来源的最不常用渠道,仅有１８５％的农户女性使

用过该种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在被问及 “您家 (女性决策者)觉得这些营养健

康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您和家人的生活?”时,有６１３５％及以上的女性

认为较大程度影响和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图２ ５７　全样本及分样本农户家庭女主人获取营养健康方面知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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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总结

根据家庭女性决策者的基本信息可知,华中三省的农户家庭女主人个人全

年收入水平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工资性收

入较低.经济赋权是改善农村女性自身贫困和改善家庭整体福利的重要手段.

因此,可通过农民职业和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女性再就业,进一步提高农村妇

女经济收入水平,进而推动农村女性赋权.

综合有关女性家庭决策参与情况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①总体来看,家

庭事务大多数由家庭男性做主要决策,家庭小事主要由女性决策.此外,农户

家庭中夫妻双方的原家庭经济状况大多无明显差异.②从家庭事务具体分类来

看,大部分受访农户家庭采用男女双方共同商量模式决策超过半数以上的家庭

活动,而家庭日常消费决策和财务管理决策 (管钱决策)则倾向于女性成员做

主.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湖南省农户家庭女性赋权程度较高,２０２２年湖北省农户

家庭女性赋权程度较其他两省高;河南省和湖北省女性赋权程度总体上升,湖

南省则较上一期样本数据略微下降.④女性意见对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日

常消费决策、家庭开支花费具有一定影响,且女性通常在日常消费如食物、衣

物方面的决策享有完全的决定权.

综合有关家庭女主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三省

农户互联网使用率较高,但家庭女主人互联网使用率相对较低,这和样本中女

主人较高的平均年龄相关,即年龄越大,使用互联网越少.②农户女主人使用

互联网主要为了休闲娱乐和与家人朋友联系,较少用于生产相关活动.③在全

国推动电商扶贫的大背景下,调研样本中从事电商的农户比例非常低,当地几

乎没有开展农产品网络销售,农村女性几乎没有使用网络获得收入,电商并没

有给她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影响.④互联网等网络平台已经成为农村女性了解

和学习营养健康方面知识不可忽视的渠道.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农户生计资本情况的调研发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①农村自然资本

情况正在逐步改善中.②有关人力资本信息显示,过去三年间华中三省农村地

区的劳动力、健康、教育、婚姻与就业情况未发生明显的变化.③农村社会资

本的发展仍然有较大的空间.④农村家庭决策权力的分配仍主要由男性掌握,

权力格局仍不平等.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几方面的建议.

首先,关于农村自然资本的建议包括:第一,加强对于农村土地撂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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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地区的产业扶持力度,结合农村基础条件建立特色产业模式.第二,完善

土地保护制度,提升农民维护土地的积极性,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保护土地

生产力.第三,强化国家关于农村土地相关政策的宣传,解决农民相关知识匮

乏的问题,提高农民权利意识和农村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第四,建立完善的

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第五,完善土地确权制

度,提高农民进行土地投资的积极性,同时政府积极承担农地投资的任务,加

大对土地投资活动的补贴力度.

其次,针对农村家庭社会资本,我们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进一步发挥政

府等社会性服务机构对农户家庭发展能力的培育,提供技能培训等教育性项

目.第二,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增强农村家庭发展能力,从农户自身拓宽社会

关系网络.第三,开拓多种类型的信息获取渠道,增强社会关系的联结.第

四,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户参与各种团体和活动提供渠道,拓宽农

户社会关系网络.

最后,针对农村地区女性赋权问题的建议包括:第一,肯定女性的家庭地

位和社会价值,发挥女性在家庭特长决策领域中的作用,赋予她们在家庭事务

决策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提高女性赋权.第二,在农村居民中宣传家庭

性别平等的理念,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贫困家庭中,淡化父权、夫权的传统落

后观念,推动男女平等.第三,加大对农村女性互联网使用的培训力度,还应

加大农村女性以及农户家庭对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引导,开展相关智能手机多种

应用功能的培训,缩小农村女性 “数字鸿沟”,帮助她们学会使用互联网获取

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信息,提高家庭生产生活水平.第四,应重视互联网

信息传播在农村发挥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的同时引导互联网

信息流向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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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产经营情况
∗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关系国计民生,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

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把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不断巩固

和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扎实

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但是目前

我国农业发展也面临一些难题,我国农业大而不强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表现为

农业基础还不稳固,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农业经营规模小,

农业劳动力生产率较低,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亟待提高;农业资源环境约束趋

紧,粮食供求平衡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这些矛盾亟待破解.华中三省包括河南

省、湖北省、湖南省三省,位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地理位置优越,

是我国农业种植大省,是工农业的心脏.为提升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

农业生产经营情况,本次调研在华中三省地区展开,试图通过分析华中三省农

业生产经营情况,找出影响农业生产的共性问题,为改善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提

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本章内容将从以下六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生产经营主体情况描述;第

二部分是种植业投入产出情况;第三部分是农业生产中农机设备使用情况;第

四部分为农业绿色技术使用情况;第五部分为种植业生产风险,通过分析和描

述华中三省农业生产经营数据,进一步总结华中三省生产经营情况;第六部分

得出相关结论并给出可能的政策建议.

一、 生产经营主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逐步形成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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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这几大类农业经营主

体中,农民合作社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类,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社的发

展,强调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鼓励各地

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

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本部分将以农业合作社为主,其他组织为

辅,描述和呈现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

１农户生产经营情况统计

删除省份信息不明确的５户样本,剩余１２９０户样本.如表３ １所示,

华中三省有效被调研农户样本总数为１２９０户,其中河南省为４２８户,占比为

３３１８％、湖北省４３５户,占比为３３７２％、湖南省４２７户,占比为３３１％.

样本在三省之间分布均衡,与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相比,本次调研各省样

本量都有所增加,２０１９年每个省份样本数均为３６０户,而２０２２年各省样本量

均超过４２０户.２０２０—２０２１是跨年的一次调研,其中２０２１年在湖南省只调研

了两个样本县.

表３ １　华中三省调研户统计表

样本省份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１９年

总样本数

(个)
比例

(％)
累计百分比

(％)
总样本数

(个)
总样本数

(个)

河南省 ４２８ ３３１８ ３３１８ ３６２ ３６０

湖北省 ４３５ ３３７２ ６６９ ３６１ ３６０

湖南省 ４２７ ３３１ １００ １２０ ３６０

总计 １２９０ １００ — ８４３ １０８０

如表３ ２所示,就华中三省地区调研户耕地基本情况来看,湖南省户均

耕地拥有量最大,为２９１６亩,相应地耕地细碎化情况也更严重,户均地块数

为１２５１块;湖北省户均耕地拥有量最小,为２２１４亩,户均地块数为８６６
块,相较之下,河南省耕地规模化经营程度更大,块均耕地规模为４６３亩,

并且河南省耕地流转市场也更为发达,户均转入耕地高达６２６３亩,户均撂荒

耕地仅为０９亩,远低于湖北省和湖南省.

表３ ２　华中三省调研户经营耕地基本情况

样本省份
平均地块数

(块)
平均耕地

(亩)
平均撂荒

(亩)
平均转入

(亩)
平均转出

(亩)

河南省 ５５６ ２５７４ ０９０ ６２６３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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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样本省份
平均地块数

(块)
平均耕地

(亩)
平均撂荒

(亩)
平均转入

(亩)
平均转出

(亩)

湖北省 ８６６ ２２１４ ３６０ ４２２３ ５５９

湖南省 １２５１ ２９１６ １３４ ４７６７ ３３０

如表３ ３所示,华中三省家庭经营面积为０到５亩的样本数最多,占比达

到４５７４％,经营面积为５到１０亩的样本占２１０１％;从总体上来看,经营面积

在３０亩及以内的农户占有效种植样本的８６１２％,这一比例较２０１９年调研数据

(８４６５％)有 所 上 升,略 低 于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 调 研 结 果 (８９６８％),结 论 与

２０１９年调研报告一致,即华中三省ARMS调研农户大部分生产规模较小,这与

我国当前农业经营规模基本情况相符,但是与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结果

相比,本次调研样本大户数量有所增加,２０１９年种植规模在１００亩以上的农户

样本占比４７４％,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占比为４０３％,２０２２年则上升至５２８％,可见

华中三省农业种植规模有所提升,进行农业规模经营的大户数量有所增加.

表３ ３　华中三省种植业农户生产经营规模统计

生产经营规模

(亩)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１９年

农户数 (户) 比例 (％) 累计比例 (％) 比例 (％) 比例 (％)

０≤面积 (亩)≤５ ５９０ ４５７４ ４５７４ ４７９２ ４３８９

５＜面积 (亩)≤１０ ２７１ ２１０１ ６６７４ ２０７６ ２１５２

１０＜面积 (亩)≤２０ １８０ １３９５ ８０７ １５９０ １４５０

２０＜面积 (亩)≤３０ ７０ ５４３ ８６１２ ５１０ ４７４

３０＜面积 (亩)≤４０ ２４ １８６ ８７９８ １７８ ４１７

４０＜面积 (亩)≤５０ ２２ １７１ ８９６９ １７８ ２２７

５０＜面积 (亩)≤１００ ６５ ５０４ ９４７３ ２７３ ４１７

１００＜面积 (亩)≤３００ ４６ ３５７ ９８２９ ３２０ ３４１

３００＜面积 (亩)≤１０００ ２２ １７１ — ０８３ １３３

总计 １２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农户参与合作社情况统计

(１)农户参与合作社比例

由表３ ４可见,华中三省１２９０个农户样本中共有１７７户参与合作社,
占总样 本 比 例 为 １３７２％.分 省 来 看,湖 北 省 和 湖 南 省 的 样 本 中 分 别 有

１３７９％和１２４１％的农户参与合作社,而河南省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比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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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５％,从参与合作社的情况来看,河南省的组织化程度最高,湖北省次之,

组织化程度最低的是湖南省.而２０１９年则是湖南省最高、湖北省次之,河南省

最低,由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只调研了湖南省两个样本县,因此湖南省数据不具有

可比性,在这种情况下河南省在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中农户参与合作社比例远要

高于湖北省.相较于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结果,２０２２年各省样本农户参

与合作社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其中河南省的上升比例最大,２０２２年比２０１９年增

长了７７３个百分点,可见从２０１９年开始,农户的组织化程度逐年上升.

表３ ４　华中三省农户参与合作社比例统计表

样本省份 参与户数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１９年

总样本数 参与比例 (％) 参与比例 (％) 参与比例 (％)

河南省 ６４ ４２８ １４９５ １３５４ ７２２

湖北省 ６０ ４３５ １３７９ ８５９ ７７８

湖南省 ５３ ４２７ １２４１ ２０００ １２５

总计 １７７ １２９０ １３７２ １３５４ ９１７

(２)入社年份情况

如图３ １所示,华中三省样本农户最早从１９５２年起就开始加入合作社,

２０１０年后参与合作社的农户人数增长较快,２０１８年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最多,

这与２０１９年的调研结果一致,２０１８年至今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逐年呈现下降

趋势,２０２２年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进一步迅速下降,可见合作社对农户的吸

引力不断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不断兴起,农户

的组织化选择日趋多元化.

图３ １　农户加入合作社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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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总结

对调研数据进行基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首先,从种植规模来看,华中三省地区耕地经营情况存在差异.湖南省户

均耕地拥有量最大,但是耕地细碎化最严重;湖北省耕地撂荒最严重,户均耕

地撂荒规模达３６亩;河南省耕地规模化程度最高,块均耕地规模４６３亩,

耕地利用最充分,参与流转最多并且撂荒最少.

其次,就生产经营情况来看.华中三省地区经营规模在３０亩及以内的农

户占比最大,为８６１２％,可见华中三省地区调研农户大部分从事小规模生产

经营,这与我国农业生产基本情况一致.

最后,就合作社参与情况而言.华中三省平均合作社参与比例较低,仅为

１３７２％,其中河南省的入社率最高,湖南省最低,三省总体差距不大.另一

现象则是,近年来新入社的农户逐年减少,合作社吸引力下降.

二、 种植业投入产出

本次调研以华中三省地区,即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三省为主,调研的

农作物面积共４９９５６７５亩,较２０１９年调研面积增长了３２４％,这可能是由

于调研样本户增多的原因.调研的农作物种类包括水稻、玉米、小麦等十余

种,经过统计分析,其中水稻、玉米、小麦、油菜和大豆是华中三省最主要种

植的农作物.本节通过本次调研所得的农作物种植数据,对华中三省种植业结

构进行分析.

１华中三省种植业结构分析

剔除种植面积为零的农户样本,共得到１２０２户种植户样本.从华中三省

地区的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来看,华中三省种植业以水稻、小麦、玉米、油菜

和大豆为主,蔬菜、水果等其他农作物在华中三省小范围种植.图３ ２、

表３ ５汇报了华中三省５种主要农作物在本次调研中所占的比重,其中,小

麦的种植面积为１０６１１４２亩,占调研农作物总面积的２８２７％,在主要农作

物中占比最大;玉米的种植面积为９３７２亩,占调研总面积的２４９７％;水稻的

种植面 积 达 ６２１００６ 亩,占 调 研 总 面 积 的 １６５４％;油 菜 的 种 植 面 积 为

２７８７４５亩,占调研总面积的７４３％;大豆的种植面积为２２３０７亩,占调研总

面积的５９４％,在５种主要农作物中的占比最低.与２０１９年相比,本次调研

农户农作物总种植面积下降了２２３４个百分点,其中水稻种植面积下降最多,

下降了１６５３３亩,小麦、玉米和油菜的种植面积则有所上升,２０２２年调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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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大致相当.可见,相较于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２年农户的种植

结构有所调整,更加多元化.

图３ ２　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

表３ ５　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

农作物品种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１９年

面积 (亩) 占比 (％) 面积 (亩) 占比 (％) 面积 (亩) 占比 (％)

小麦 １０６１１４２ ２８２７ ８９７５６１ ２３７４ ７２２９６６ １４９６

水稻 ６２１００６ １６５４ １２２６１４２ ３２４３ ２２７４３０７ ４７０５

玉米 ９３７２００ ２４９７ ８３３３１９ ２２０４ ７９９０６３ １６５３

油菜 ２７８７４５ ７４３ ５２７２０ １３９ ６３０５０ １３０

大豆 ２２３０７０ ５９４ ８７６６０ ２３２ — —

其他 ６３２５００ １６８５ ６８３３７９ １８０８ ８４７０１９ １７５２

合计 ３７５３６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８０７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３３６３４ １００

从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的种植省份来看,河南省以小麦和玉米种植为主,

湖北省以中稻、玉米和小麦种植为主,湖南省以中稻、晚稻和玉米种植为主.

总体来看华中三省农户水稻种植 比 重 达 ４０８５％,种 植 玉 米 的 农 户 占 比

３３９７％,种植小麦的农户占比为２０６９％,具体数据见表３ ６.

表３ ６　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各省种植情况

单位:户

样本省份 早稻 中稻 晚稻 小麦 玉米 其他经济作物 总计

河南省 １５ １８ ７ ２７２ ２９９ ４１ ６５２

湖北省 １３ ２５７ １２ １０６ ２４０ ２０ ６４８

湖南省 ７７ ２５７ １１０ １０ ９８ ２３ ５７５

总计 １０５ ５３２ １２９ ３８８ ６３７ ８４ １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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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７汇报了华中三省分省主要农作物的种植情况,删除无效农户样本,

共有１２０１户农户样本进入统计分析,其中河南省３８８户,湖北省４１５户,湖

南省３９８户.

在河南省,小麦的种植面积为８１４２０８亩,占本次河南省调研面积的

４２９０％,在主要农作物中所占比重最大;玉米的种植面积为７２６４６８亩,占

本次河南省调研面积的３８２８％;早稻种植面积为６５６０亩,占比０３５％、中

稻种植面积为２５亩,占比０１３％、晚稻种植面积为１１５亩,占本次河南省调

研种植面积比例的０６１％;油菜的种植面积为１１亩,占本次河南省调研面

积的 ００１％;大 豆 的 种 植 面 积 为 ８５２６０ 亩,占 本 次 河 南 省 调 研 面 积

的４４９％.

在湖北省,水稻的种植面积在主要农作物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中稻的种

植面积为４３２９３８亩,占本次湖北省调研面积的３０１５％,是湖北省种植面积

最广的水稻类型、早稻种植面积为６７２１亩,占比４６８％、晚稻种植面积为

３９６７０亩,占比２７６％;小麦的种植面积为２２３５３４亩,占本次湖北省调研

面积的１５５７％;玉米的种植面积为１９１９９２亩,占本次湖北省调研面积的

１３３７％;油菜的种植面积为１３５８２５亩,占本次湖北省调研面积的９４６％;

大豆的种植面积为１２７６８５亩,占本次湖北省调研面积的８８９％,所占比重

最小.

在湖南省,水稻的种植面积在主要农作物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中稻种

植面积为５７８５８４亩,占本次湖南省调研面积的３４９２％,为种植面积最大的

水稻类型,晚稻种植面积为３９３８６３亩,占比２３７７％、早稻种植面积为

３２８６９３亩,占比１９８４％;小麦种植面积为２３４亩,占本次湖南省调研面积

的１４１％;玉米的种植面积为１８７４亩,占本次湖南省调研面积的１１３％;

油菜的种植面积为１４２８１０亩,占本次湖南省调研面积的８６２％;大豆的种

植面积为１０１２５亩,占本次湖南省调研面积的０６１％,所占比重最小.

与２０１９年调研结果相比,河南省小麦、玉米、早稻、晚稻种植面积有所

上升,中稻种植面积略微下降;湖北省小麦、玉米、早稻、中稻和油菜种植面

积有所上升,其中油菜种植面积上升幅度最大,晚稻种植面积略微下降;湖南

省小麦、早稻和油菜种植面积上升,玉米、中稻和晚稻种植面积呈现下降趋

势.由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查数据中湖南样本有所缺失,就河南省和湖北省来

看,小麦、玉米、油菜以及大豆种植面积都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水稻种植

面积有所波动,但是整体较稳定.总体来看,相较于２０１９年调查数据华中三

省主要农作物中仅中稻和晚稻种植面积呈现下降趋势,其他作物种植面积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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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升,可能的原因在于２０２２年各省调研户数均有所增加.

表３ ７　华中三省分省主要农作物种植情况

单位:亩

样本

省份
年份 小麦 玉米

水稻

早稻 中稻 晚稻
油菜 大豆

河南省

２０２２ ８１４２０８ ７２６４６８ ６５６０ ２５００ １１５００ １１０ ８５２６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７２７５８６ ６５５９３９ １５６０ ５６９０ １４６３０ １００ ５３６００

２０１９ ６３８６１０ ６０６９５０ ４８６０ ２７４０ １３００ — —

湖北省

２０２２ ２２３５３４ １９１９９２ ６７２１０ ４３２９３８ ３９６７０ １３５８２５ １２７６８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１５１９７５ １７４２６０ ６９５００ ４６４１３２ ３７４００ ２８９４０ １８７２０

２０１９ ６１０５０ １２１７２９ ５１５８０ ４１５３２０ ４９７２０ １７８０ —

湖南省

２０２２ ２３４００ １８７４０ ３２８６９３ ５７８５８４ ３９３８６３ １４２８１０ １０１２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１８０００ ３１２０ １７４３８０ １６０７７０ ２９６７８０ ２３５８０ １５３４０

２０１９ ２３３００ ７０３８０ ２５２７７０ ９３７５９０ ５５８４３０ ６１２７０ —

总计

２０２２ １０６１１４２ ９３７２００ ４０２４６３ １０１４０２２ ４４５０３３ ２７８７４５ ２２３０７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８９７５６１ ８３３３１９ ２４５４４０ ６３０５９２ ３４８８１０ ５２６２０ ８７６６０

２０１９ ７２２９６０ ７９９０５９ ３０９２１０ １３５５６５０ ６０９４５０ ６３０５０ —

２华中三省种植业成本收益分析

(１)种植业生产成本分析

由于大豆种植的成本收益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为此接下来仅分析华中三省

地区最主要的前４种农作物,即水稻、小麦、玉米和油菜.灌溉、农药、化肥

以及种子投入构成了华中三省地区种植业生产的主要成本.图３ ３、表３ ８
汇报了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生产成本情况.每亩早稻的平均生产成本为

２９７０２元;每亩中稻的平均生产成本为４８４５０元;每亩晚稻的平均生产成本

为２８３０４元;每亩小麦的平均生产成本为１４８５５元;每亩玉米的平均生产成

本为２０５２８元;每亩油菜的平均生产成本为３４５８８元.可见水稻每亩平均生

产成本最高,尤其是中稻,其次是油菜,然后是玉米,小麦每亩平均生产成本

最低.从整体上来看,农药、化肥和种子费用在晚稻、小麦、玉米以及油菜作

物的生产投入中居于主要地位,灌溉费用较为次要;对于早稻和中稻而言,灌

溉、化肥和种子是其生产的主要投入,农药投入相对占比较低.具体来看,种

子费用占早稻和小麦的成本比例最高,分别为３５０６％和５１３７％;灌溉费用

占中稻的成本比例最高,为３２９４％;化肥费用占晚稻、玉米和油菜的成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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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最高,分别为３７４０％、４１７０％以及５９６８％.化肥费用占油菜投入成本的

高比重与２０１９年调研数据保持一致.

由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数据跨年且省份之间样本分布不均,数据偏差较大,

因此仅与２０１９年调研结果进行比较.与２０１９年相比,除农药费用和灌溉费用有

所下降外,水稻其他生产环节的亩均生产成本均呈现上升趋势,小麦和玉米生

产的亩均成本呈现下降趋势;油菜生产仅灌溉环节的亩均成本有所增长,其他

环节也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可能与调研户的种植结构调整有关.

图３ ３　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生产成本

表３ ８　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生产成本

单位:元/亩

作物种类 调研年份 灌溉费用 农药费用 化肥费用 种子费用

水稻
２０２２ ６７１４ １７６７２ １１６３９ １１８７７

２０１９ ９２２３ １８２３３ １０６９２ ９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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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作物种类 调研年份 灌溉费用 农药费用 化肥费用 种子费用

早稻
２０２２ ６６４６ ４２４８ ８３９４ １０４１４

２０１９ — — — —

中稻
２０２２ １５９６０ ８５８１ １３１３５ １０７７４

２０１９ — — — —

晚稻
２０２２ １４８６ ７１９５ １０５８７ ９０３６

２０１９ — — — —

小麦
２０２２ ４０４ ３２０９ ３６１１ ７６３１

２０１９ ８２７０ １４０９３ １２２８８ ７７５４

玉米
２０２２ ７８６ ４２６５ ８５６０ ６９１７

２０１９ ４４７１ １３１８２ １５７９８ ７２７９

油菜
２０２２ ２０３５ ８２３５ ２０６４３ ３６７５

２０１９ １５６６ １３４４０ ２８６４５ １０５７０

表３ ９从三省各自的角度汇报了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的生产成本.其中

河南省的水稻灌溉费用最高,湖北次之,湖南省最低.湖南省的水稻农药费用

最高,河南省次之,湖北省最低且低于平均水平.河南省水稻化肥费用最高,

湖南省次之,湖北省最低,且远低于平均水平.湖北省水稻种子费用最高,湖

南省次之,河南省最低.由于数据匹配问题,小麦、玉米和油菜灌溉费用数据

存在部分缺失,湖南省小麦农药费用最高,河南次之,湖北省最低,河南省和

湖北省的小麦农药费用仅为湖南省的约１/３;湖南省的小麦化肥费用最高,河

南次之,湖北化肥费用最低,仅为湖南省的近１/４;湖北省小麦种子费用最

高,河南省第二,湖南省最低;湖北省的玉米灌溉费用大致相当于湖南省的一

半;河南省的玉米农药费用最高,湖北次之,湖南省最低,低于平均水平的一

半,省份之间差距明显;河南省玉米化肥费用最高,湖南省次之,湖北省玉米

化肥费用最低,但是与湖南省费用相差不大;湖北省玉米种子费用最高,河南

省和湖南省玉米种子价格相当,略低于湖北省.由于数据匹配问题,油菜成本

投入部分也存在数据缺失,就现有数据来看,湖北省与湖南省相较而言,在农

药费用投入部分显著较低,化肥费用和种子费用部分则较为接近.

与２０１９年调研结果相比,２０２２年水稻、玉米、小麦和油菜的亩均总投入

成本均有所下降,但各省农作物各环节的亩均投入差距存在进一步加大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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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９　华中三省各省主要农作物生产成本

单位:元/亩

投入 样本省份 水稻 早稻 中稻 晚稻 小麦 玉米 油菜

灌溉费用

河南省 １２３０８ — １２３０８ — — — —

湖北省 ８９１６ ６６４６ １６３７７ ３７２４ ４０４ ６９８ —

湖南省 ５４７７ — ９９４９ １００５ — １３６８ ２０３５

平均 ８９００ ６６４６ １２８７８ ２３６５ ４０４ １０３３ ２０３５

农药费用

河南省 ６６０３ １９６４ １１２４２ — ３３４２ ７３０５ —

湖北省 ６３４６ ４５１２ ８４９８ ６０２９ ３１１９ ３９２９ ６３２７

湖南省 ８３６０ — ９３９６ ７３２４ ９６２７ １３４９ ９４７９

平均 ７１０３ ３２３８ ９７１２ ６６７７ ５３６３ ４１９４ ７９０３

化肥费用

河南省 １４８１４ — １４８１４ — ９５００ １３９４４ —

湖北省 ８８８１ ８５４５ １２９９４ ５１０５ ３４８０ ６０５５ ２００１７

湖南省 １２４９７ — １３７８４ １１２１０ １２０３３ ６３８９ ２０１４１

平均 １２０６４ ８５４５ １３８６４ ８１５８ ８３３８ ８７９６ ２００７９

种子费用

河南省 ７７９９ ８９３３ ６１７８ ８２８６ ７３１６ ６３９５ —

湖北省 １３３１９ １４６８８ １３０８７ １２１８２ ８５１４ ７７４１ ３６００

湖南省 ９１７３ ９９４４ ８７６６ ８８０８ ６８００ ６４９６ ３７５０

平均 １００９７ １１１８８ ９３４４ ９７５９ ７５４３ ６８７７ ３６７５

总投入费用

河南省 ２１２４２ １０８９７ ４４５４２ ８２８６ ２０１５８ ２７６４４ —

湖北省 ３７４６２ ３４３９１ ５０９５６ ２７０４０ １５５１７ １８４２３ ２９９４４

湖南省 ２６７２９ ９９４４ ４１８９５ ２８３４７ ２８４６０ １５６０２ ３５４０５

平均 ２８４７８ １８４１１ ４５７９８ ２１２２４ ２１３７８ ２０５５６ ３２６７５

表３ １０从各个规模的角度汇报了华中三省地区主要农作物生产成本信

息.每亩水稻灌溉费用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呈现出倒 N 形波动趋势,峰值分

别出现在小于等于２亩和２０~５０亩时,其中早稻的灌溉费用在５０亩以上呈现

出递减的趋势,在５０~１００亩时达到最高,中稻在５０亩以下呈现出先减后增

的 U形趋势,在２０~５０亩时达到最高,晚稻的亩均灌溉费用随着种植规模的

增加呈现出先减再增再减再增的 W 形变化趋势,最大值在２０~５０亩时出现,

整体亩均灌溉费用水平较低.小麦的每亩灌溉费用在２亩及以下时和５~１０亩

以及２０~５０亩时存在较大差异,整体来看呈现下降趋势,玉米和油菜的每亩

灌溉费用普遍呈现出较低的水平.

农药费用在水稻种植中的最大值出现在２亩及以下时,其中早稻在５０亩

以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稻在１００亩以下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 U 形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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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２亩及以下以及５０~１００亩时,并且２亩及以下的

小规模中稻种植所需农药费用最高,为１５９４５元每亩.晚稻每亩农药费用

呈现出较为剧烈的波动趋势,最高值出现在２０~５０亩时,为１０４７７元每

亩,最低值出现在５０~１００亩时,费用仅为１２９２元每亩,显示出巨大的差

异,可能是由于抽样户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小麦每亩农药费用呈现出 W
形趋势,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最后再上升,最高值出现在２亩及以下时,同

样呈现出规模越小费用越高的趋势;玉米农药费用在２~１００亩时呈现出先下

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呈现巨大差异;油菜在种植规模

为２~１０亩时农药费用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普遍来看规模越大,农药费用

投入越小.

水稻亩均化肥费用在２０亩以下呈现出随规模增加而减少的趋势,从

２０~５０亩开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１００亩及以上又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整

体维持较大的波动幅度,其中早稻在１０~１００亩时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但是在

规模达到 １００ 亩及以上时,化肥费用又呈现出一个极低的水平,即亩均

１２７３元,中稻在１００亩及以下整体上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在种植规模为

１０~２０亩时出现最低值,为８５５３元每亩,晚稻在２~１０亩时呈现出较为剧

烈的下降趋势,在１０亩及以上则呈现出小幅的波动上升趋势;小麦的化肥费

用整体上也呈现下降趋势,整体下降速度较快;玉米的亩均化肥费用在２~
１００亩时呈现出倒 N形波动趋势,峰值出现在２~５亩以及２０~５０亩时;油菜

亩均化肥费用在５０亩以下时整体处于较高水平,２０~５０亩时,亩均费用最

高,为每亩１９２５０元.

水稻种子费用整体上随着规模的递增呈现出 M 形的波动趋势,在５０~
１００亩时费用最高,为每亩１４６６７元,其中早稻种子费用在１０~１００亩时随着规

模递增呈现出上升趋势,在１００亩以上时有所回落,中稻种子费用整体上要高于

晚稻种子费用,中稻种子费用整体上稳定在每亩１００元以上,晚稻种子费用则在

１００元以下,波动趋势也更大;小麦种子费用随着规模的递增整体呈现出下降趋

势,最后稳定在每亩８０元左右;玉米的种子费用在２亩以上整体来看随着规模

递增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最后稳定在每亩７０元左右,最高值出现在２~５亩时;

油菜种子费用在２~１０亩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整体费用波动水平较小.

可见,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各环节的投入费用随着规模的变化,不断进行

波动,各主要农作物亩均投入最小的最佳种植规模也存在差异,这可能与抽样

的误差部分相关.与２０１９年调研结果较一致的是,随着农户种植规模的不断

增大,各环节投入整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即农业投入存在规模优势,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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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增加,生产所需的边际投入递减.

表３ １０　华中三省各省不同规模主要农作物费用投入情况

单元:元/亩

规模 投入 水稻 早稻 中稻 晚稻 小麦 玉米 油菜

≤２亩

灌溉费用 ９２８９ — １４０３３ ４５４５ ６１５４ — —

农药费用 １２４３９ — １５９４５ ８９３２ ２６３３３ — —

化肥费用 ２９５５０ — ２９５５０ — — ４５００ １６６６７

种子费用 ９５４７ — １０８９４ ８２００ １３３１７ — —

总投入费用 ６０８２５ — ７０４２２ ２１６７７ ４５８０４ ４５００ １６６６７

２~５亩

灌溉费用 ６４１２ — １２４２４ ４００ — ６６７ ２０３５

农药费用 ９５１０ — １１７８２ ７２３８ ５６３１ １２２１６ １２２３７

化肥费用 ２１６４７ — １９３８２ ２３９１２ １６５５７ ９５００ １４２４８

种子费用 ９４６０ — １１６４７ ７２７３ ７２３２ １２０００ ３７５０

总投入费用 ４７０２９ — ５５２３５ ３８８２３ ２９４２０ ３４３８３ ３２２７０

５~１０亩

灌溉费用 ７１６９ — １１８１７ ２５２１ ８６５ ２０００ —

农药费用 ８３８５ — ７５７１ ９１９８ ４００８ ２０２５ １６９００

化肥费用 １１０１９ — １３４１３ ８６２５ ８０５３ ６７９１ １６３７５

种子费用 １０３８６ — １２１１１ ８６６０ ７０００ ７３００ ２０２５

总投入费用 ３６９５８ — ４４９１２ ２９００４ １９９２６ １８１１６ ３５３００

１０~２０亩

灌溉费用 ７８０７ ６５７１ １４２１０ ２６３９ — — —

农药费用 ６５７９ ２４３１ ９８０２ ７５０４ １０７０３ １７００ —

化肥费用 ８１９５ ６９９４ ８５５３ ９０３９ １３４８５ ７２５０ １４８１３

种子费用 １２５８８ ８９１７ １３９４６ １４９００ ８７０８ ４１３３ —

总投入费用 ３５１６９ ２４９１３ ４６５１１ ３４０８２ ３２８９６ １３０８３ １４８１３

２０~５０亩

灌溉费用 １６８１４ — ２８２０５ ５４２３ ６５２ — —

农药费用 １０６１２ — １０７４６ １０４７７ ５１９３ ７０００ ４５００

化肥费用 ９９４２ １１０００ １１２４０ ７５８５ ４４９１ １６３３３ １９２５０

种子费用 １２０８９ １５０００ １２０１８ ９２５０ ７１２５ ６０００ —

总投入费用 ４９４５７ ２６０００ ６２２０９ ３２７３５ １７４６１ ２９３３３ ２３７５０

５０~１００亩

灌溉费用 ４６３５ ８６７０ — ６００ — ６９８ —

农药费用 ６９７４ ６２７４ １３３５５ １２９２ ２０５５ ５２３７ —

化肥费用 １２７６６ １５６５４ １１３１１ １１３３２ ６２５６ ７７４５ —

种子费用 １４６６７ １８６６７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３３３ ８６０９ ７３３３ —

总投入费用 ３９０４１ ４９２６５ ３９６６６ ２３５５７ １６９２０ ２１０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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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规模 投入 水稻 早稻 中稻 晚稻 小麦 玉米 油菜

≥１００亩

灌溉费用 １１３５ １６６７ — ６０２ — — —

农药费用 ７６１６ ５５５６ — ９６７６ ２６３４ — —

化肥费用 ６１２０ １２７３ — １０９６６ ４０８ — —

种子费用 ９７０６ １０１４４ １００３２ ８９４１ ７５２１ ６８９７ —

总投入费用 ２４５７６ １８６４０ １００３２ ３０１８５ １０５６３ ６８９７ —

如表３ １１所示,就华中三省种植业劳动投入及费用来看.在水稻种植

中,湖南省亩均自家劳动投入量最大,其次为河南省,最后为湖北省,湖北省

每亩自家劳动投入仅接近于河南省投入的一半.同样,湖南省的亩均雇用劳动

力也是最多的,是河南省和湖北省的３~４倍多,河南省和湖南省的亩均雇用

劳动力费用则不相上下,分别为每亩２１６１１元和２２１７６元,可见河南省人均

雇工费用较湖南省偏低,湖北省水稻种植亩均雇工费用最低,为１７３１９元每

亩;分水稻类型来看,河南省早稻种植亩均投入的自家劳动力最多,亩均雇用

劳动费用也最低,相较于早稻和晚稻,湖北省和湖南省均在中稻上投入更多的

自家劳动,此时中稻种植中自家劳动投入最少的河南省则拥有最高的亩均雇工

费用.湖南省在晚稻种植上的亩均自家投工量也最大,其次是河南省,湖北省

最低;河南省和湖北省在小麦种植上亩均自家劳动投入均大于雇工投入,而湖

南省则是亩均雇工投入更大,因此其亩均雇工费用也最高;在玉米种植上,三

省的亩均自家劳动投入均显著地高于雇工投入,在亩均雇工费用上,湖南省最

高,湖北省次之,河南省最低;在包括油菜、大豆等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上,

湖南省的亩均投工量最大,河南次之,湖北省最小,但是湖北省的亩均雇工劳

动费用却最大.

表３ １１　华中三省各省主要农作物劳动投入及费用

样本省份 投入 水稻 早稻 中稻 晚稻 小麦 玉米
其他经

济作物

河南省

自家劳动投入 (工/亩) ２８０５ ４６８２ １３２４ ２４１０ １７５８ １８５９ ４３８５

雇用劳动投入 (工/亩) ５３７ ５１３ ５３５ ５６３ ４９５ １１７３ ７７９６

雇用劳动费用 (元/亩) ２１６１１ １６５００ ２６５８３ ２１７５０ １３２７０ １５００６ ２６４００

湖北省

自家劳动投入 (工/亩) １３５８ ６５４ ２３０６ １１１５ ９８７ ２６２５ ５２５６

雇用劳动投入 (工/亩) ４０４ ３３３ ４７５ ４０３ ２２８ ３８８ ９２０

雇用劳动费用 (元/亩) １７３１９ ２０７５０ １９５３９ １１６６７ １５７５６ １７１８８ ３２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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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样本省份 投入 水稻 早稻 中稻 晚稻 小麦 玉米
其他经

济作物

湖南省

自家劳动投入 (工/亩) ３３９８ ２６６５ ４００６ ３５２２ ７５７ ２４８３ ３５６３

雇用劳动投入 (工/亩) １７７９ ２１６９ １８２４ １３４３ １３６７ １００ １１６５２

雇用劳动费用 (元/亩) ２２１７６ ２０１９７ ２５３６８ ２０９６３ ２７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７１６７

(２)种植业生产收益分析

表３ １２展现了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的亩均成本收益情况.分省来看,河

南省投入最高的是玉米,水稻的亩均总投入要略高于小麦,其中中稻投入最

高,其次是早稻,晚稻投入最低;河南省小麦的亩均销售收入最高,河南省玉

米的销售收入要高于水稻的销售收入;从销售利润来看,河南省小麦的亩均销

售利润也最高,玉米的亩均销售利润要高于水稻的亩均销售利润.从整体上来

看,河南省三种农作物的生产呈现出销售收入越高,亩均利润也越高的趋势.
湖北省水稻亩均投入最高,其中中稻最高,其次是早稻,晚稻最低.湖北

省早稻亩均销售收入也最高,其次是晚稻,呈现出低投入高收入的趋势,中稻

最低,湖北省水稻亩均利润与销售收入成正比,早稻最高,晚稻次之,中稻亩

均利润最低,仅为早稻的１/２;湖北省小麦和油菜生产也呈现出低投入高利润

的趋势,湖北省玉米亩均利润最低,为每亩２６２３５元.
湖南省亩均水稻生产同样呈现出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亩均小麦生产拥有

最高的利润,其次是水稻生产,其中中稻亩均总投入最大、其次是晚稻,早稻

投入最低,湖南省晚稻亩均销售收入最高,是中稻亩均收入的两倍多,是早稻

亩均收入的近３倍,湖南省亩均晚稻生产在水稻生产中同样拥有最高的亩均利

润,其次是早稻,中稻亩均利润最低,仅为晚稻的１/６;湖南省小麦生产拥有

较低的亩均投入和较高的亩均销售收入,亩均利润超过晚稻,油菜的亩均投入

仅稍低于亩均销售收入,亩均利润仅为每亩２５９２元,湖南省玉米生产具有低

投入高产出的特点,亩均利润高于中稻.
总体上来看,华中三省在小麦生产上最具优势,亩均利润最大.各省比较

来看,河南省在玉米生产上亩均利润最大,湖北省在早稻、中稻、晚稻以及油

菜生产中具有优势,湖南省则在小麦生产上最具优势.从各省内部来看,湖南

省晚稻生产亩均利润远超早稻和中稻生产;河南省在早稻和小麦生产上亩均利

润最高;湖北省在早稻和晚稻生产上具有优势;湖南省小麦生产亩均收入及利

润均最高,同样也远超本省的玉米和油菜种植利润,湖南省玉米和油菜生产最

具劣势,尤其是油菜生产利润最低.与２０１９年调研结果相比,水稻、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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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以及油菜总体上的投入均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整体上来看亩均利润均有所

上升,可见主要农作物投入生产资料的效率有所上升.

表３ １２　华中三省各省主要农作物成本收益

单位:元/亩

样本省份 水稻 早稻 中稻 晚稻 小麦 玉米 油菜

总投入

河南省 ２１２４２ １０８９７ ４４５４２ ８２８６ ２０１５８ ２７６４４ —

湖北省 ３７４６２ ３４３９１ ５０９５６ ２７０４０ １５５１７ １８４２３ ２９９４４

湖南省 ２６７２９ ９９４４ ４１８９５ ２８３４７ ２８４６０ １５６０２ ３５４０５

平均 ２８４７８ １８４１１ ４５７９８ ２１２２４ ２１３７８ ２０５５６ ３２６７５

销售收入

河南省 ９６９７３ １３８３３３ ４８５８６ １０４０００ １５１７６１ １１６９０５ —

湖北省 １５３８９８ １８７４８６ １２３１４０ １５１０６９ １２７６８７ ４４６５８ ９３６５９

湖南省 ８６８５４ ５３７０３ ６１２７９ １４５５８１ １６５７２３ ５２６２９ ３７９９７

平均 １１２５７５ １２６５０７ ７７６６８ １３３５５０ １４８３９０ ７１３９７ ６５８２８

利润

河南省 ７５７３１ １２７４３６ ４０４４ ９５７１４ １３１６０３ ８９２６１ —

湖北省 １１６４３６ １５３０９５ ７２１８４ １２４０２９ １１２１７０ ２６２３５ ６３７１５

湖南省 ６０１２６ ４３７５９ １９３８４ １１７２３４ １３７２６３ ３７０２７ ２５９２

平均 ８４０９８ １０８０９７ ３１８７１ １１２３２６ １２７０１２ ５０８４１ ３３１５４

如表３ １３所示,从不同生产规模来看,水稻总投入费用在２~５亩时最

大,其中,早稻种植规模为５０~１００亩时投入费用最高,中稻在２亩及以下时

投入最大,晚稻在２~５亩规模时投入最大;小麦种植规模在２亩及以下时亩

均投入最大;种植规模为１００亩以下的玉米在２~５亩时投入最大;油菜的种

植规模在５０亩以下时,最大投入发生在５~１０亩的情况下.总体来看,这几

种主要作物随着种植规模的增加,亩均投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从销售收入来看,水稻亩均销售收入在２０~５０亩时最大,其中在种植规

模为１０亩以上的早稻中,亩均销售收入在５０~１００亩时最大,中稻和晚稻分

别在２０~５０亩和５０~１００亩时亩均销售收入最大,小麦在２亩及以下时亩均

销售收入最大,在２~２０亩以及５０~１００亩的种植规模下,玉米的最大销售收

入出现在５~１０亩时,在２亩及以下和５~５０亩的油菜种植中,亩均销售收入

最大值出现在种植规模为２亩及以下时.

就亩均利润来看,水稻的亩均利润在种植规模为２０~５０亩时最大,玉米

的亩均利润整体上变动最大;在２亩及以下的种植规模上,相较于中稻和小麦

种植,油菜的亩均利润最高,在２~５０亩时则是中稻种植的亩均利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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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亩以上时则是晚稻种植的亩均利润最高,其中,在２~５亩时晚稻亩均利润

为负值,在１００亩及以上时早稻亩均利润为负值.在５~１０亩时玉米的亩均利

润高于中稻,达到每亩５４５７６元,油菜的亩均利润整体呈现较大的变动趋势.

玉米的亩均利润在２~５亩及１０~２０亩时出现负值,小麦的亩均利润在１００亩

以上的种植规模下呈现负数.可见,对于所有不同种类的农作物来说,均存在

不同的适宜经营的规模,超过或者低于这一规模都不会带来最大的生产收益.

与２０１９年调研结果相比,华中三省各主要农作物虽然整体上看亩均利润都有

所上升,但是规模上的波动趋势更加明显.

表３ １３　华中三省不同规模主要农作物成本利润情况

单位:元/亩

规模 水稻 早稻 中稻 晚稻 小麦 玉米 油菜

≤２亩

总投入费 ４６０５０ — ７０４２２ ２１６７７ ４５８０４ ４５００ １６６６７

销售收入 １１８１６１ — １１８１６１ — １５６４６７ — １４７８６６

利润 ７２１１２ — ４７７３９ — １１０６６３ — １３１１９９

２~５亩

总投入费 ４７０２９ — ５５２３５ ３８８２３ ２９４２０ ３４３８３ ３２２７０

销售收入 ８１９１９ — １３１０６０ ３２７７８ ７０３６０ ２７５０ —

利润 ３４８９０ — ７５８２５ —６０４５ ４０９４０ —３１６３３ —

５~１０亩

总投入费 ３６９５８ — ４４９１２ ２９００４ １９９２６ １８１１６ ３５３００

销售收入 ８６３２８ — ９６６３６ ７６０２０ ６３０６５ ７２６９２ ７９２６５

利润 ４９３７０ — ５１７２４ ４７０１６ ４３１３９ ５４５７６ ４３９６５

１０~２０亩

总投入费 ３５１６９ ２４９１３ ４６５１１ ３４０８２ ３２８９６ １３０８３ １４８１３

销售收入 ８４４１５ ６７８２１ １０９７５１ ７５６７２ ８３０９１ ６５００ ８９１２５

利润 ４９２４６ ４２９０８ ６３２４０ ４１５９０ ５０１９５ —６５８３ ７４３１２

２０~５０亩

总投入费 ４０３１５ ２６０００ ６２２０９ ３２７３５ １７４６１ ２９３３３ ２３７５０

销售收入 １３１６８３ ９４５００ １９８５１１ １０２０３７ ６１３４４ — ４００００

利润 ９１３６８ ６８５００ １３６３０２ ６９３０２ ４３８８３ — １６２５０

５０~１００亩

总投入费 ３７４９６ ４９２６５ ３９６６６ ２３５５７ １６９２０ ２１０１３ —

销售收入 ９０９５９ １０８５８９ ５８０６５ １０６２２２ ３８６３９ ６４４３１ —

利润 ５３４６３ ５９３２４ １８３９９ ８２６６５ ２１７１９ ４３４１８ —

≥１００亩

总投入费 １９６１９ １８６４０ １００３２ ３０１８５ １０５６３ ６８９７ —

销售收入 ５５９９８ １１６６７ — １００３２８ ５７８９ — —

利润 ３６３７９ －６９７３ — ７０１４３ －４７７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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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总结

通过对华中三省种植业投入产出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种植面积来看.华中三省最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其次为玉米、

水稻、油菜、大豆.分省来看,河南省以小麦和玉米种植为主,湖北省以中稻

和玉米、小麦为主,湖南以中稻、晚稻和玉米为主.

其次,从成本收益来看.在最主要的４种农作物中,水稻亩均生产成本最

高,尤其是中稻,其次是油菜,然后是玉米,小麦亩均生产成本最低.各省在

农作物各环节的投入上存在着差异,在不同规模的农作物种植上,投入也存在

较大波动.在种植业劳动投入及费用上,各省也差异明显,各有优势和劣势,

分省农作物成本收益则在总体上呈现出投入越高,亩均利润也越高的趋势.分

规模的成本收益情况在总体上同样印证了农业生产存在规模优势,应鼓励农户

进行规模化生产,以此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

三、 农机设备使用

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和内容,推进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对于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国家强调要

部署推进农业机械化全面发展,加快推进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稳步发展

经济作物和养殖业机械化,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本节就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农机设备使用情况做进一步分析.

１种植业机械化程度

(１)种植业各环节农业机械化程度

图３ ４、表３ １４汇报了华中三省地区种植业各环节的农业机械化程度.

在主要农作物生产过程当中,耕整地环节使用机械的农户最多,机械化率达到

７１２７％,其次是收获环节,机械化率为６９５５％,播种、施肥和打药环节农

户使用机械的程度较低,机械化率分别为３６２１％、１８０３％和１１２５％,很少

的农户会在除草和烘干环节使用机械,除草和烘干的机械化率仅为６７１％
和２２４％.

从各环节使用机械的来源情况来看,农户总体上在生产过程中要么使用自

家机械,要么使用别人家的机械,既使用自家机械又使用别人家的机械极其罕

见.从各个生产环节上来看,除草和打药环节农户使用自家机械的比例最高,

分别为６２８１％和５６９８％,在收获环节使用自家机械的农户比例最少,仅为

０１１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９５９％,这和农户的小规模经营特征有关.相比之下,农户在收获和播种环节

大量使用别人家的机械,比例高达９０１１％和８０２４％.可见,华中三省地区

农业机械化和机械化服务发展还不够全面.

如表３ １５所示,由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缺少湖南省部分样本数据,因

此数据可比性较差.与２０１９年调研结果相比较,华中三省除烘干环节使用机

械略有下降外,种植业其他生产环节的机械化率均有所上升,尤其是收获环节

的机械化率,上升接近９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与２０１９年情况相比较,华中

三省农户在耕整地、施肥、收获以及烘干环节使用自家机械的比率呈现上升趋

势,在打药环节使用别人家的机械比率上升.总体来看,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年以及２０２２年调研结果均显示农户在耕整地和收获环节机械化程度最

高,且绝大部分都是使用别人家机械,尤其是在收获环节使用别人家机械比率

均在９０％以上.

图３ ４　华中三省种植业各环节农业机械化利用程度

表３ １４　华中三省种植业各环节农业机械化利用程度

环节
使用机械

(户)
总户数

(户)

机械化

比率

(％)

自家机械

(户)
比率

(％)

别人家

机械

(户)

比率

(％)
两者都有

(户)
比率

(％)

耕整地 １３３７ １８７６ ７１２７ ４６２ ３４５５ ８６４ ６４６２ １１ ０８２

播种 ６７９ １８７５ ３６２１ １３４ １９７６ ５４４ ８０２４ ０ ０００

施肥 ３３８ １８７５ １８０３ １１７ ３４６２ ２２０ ６５０９ １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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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环节
使用机械

(户)
总户数

(户)

机械化

比率

(％)

自家机械

(户)
比率

(％)

别人家

机械

(户)

比率

(％)
两者都有

(户)
比率

(％)

除草 １２１ １８０３ ６７１ ７６ ６２８１ ４５ ３７１９ ０ ０００

打药 １７９ １５９１ １１２５ １０２ ５６９８ ７６ ４２４６ １ ０５６

收获 １３０４ １８７５ ６９５５ １２５ ９５９ １１７５ ９０１１ ４ ０３１

烘干 ４２ １８７４ ２２４ １８ ３０５１ ４１ ６９４９ ０ ０００

表３ １５　华中三省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２年农业机械化利用程度对比

环节

机械化比率 (％) 自家机械比率 (％) 使用别人家机械比率 (％)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１９年

耕整地 ７１２７ ８６９０ ６４０７ ３４５５ ２１９０ ２９５０ ６４６２ ７８４６ ７０５０

播种 ３６２１ ４７１５ ２８８４ １９７６ １５０２ ２０６０ ８０２４ ８４９８ ８０４０

施肥 １８０３ １４５９ １６０１ ３４６２ ３７６１ ２９８０ ６５０９ ６３３０ ７０２０

除草 ６７１ ５５８ — ６２８１ ７４３６ — ３７１９ ２５６４ —

打药 １１２５ ７９２ ６８９ ５６９８ ６３２７ ７９７０ ４２４６ ３８７８ ２０３０

收获 ６９５５ ７５２７ ６０６１ ９５９ ６８６ ７７０ ９０１１ ９３５０ ９２３０

烘干 ２２４ ４７６２ ２３５ ３０５１ ３０００ ２８６０ ６９４９ ６０００ ７１４０

(２)主要农作物机械化程度

表３ １６进一步展示了华中三省各主要农作物在其各生产环节的机械化水

平.早稻、中稻、晚稻和小麦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环节均为收获环节,次高的均

为耕整地环节;玉米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两个环节则分别为耕整地和播种环节;

对于其他经济作物而言,打药环节和耕整地环节机械化使用程度最高,这也体

现了经济作物收获环节不利于机械化的特性,可见,对于粮食作物,机械化水

平最高的环节为耕整地和收获环节,对于经济作物,则主要是耕整地和打药环

节机械化程度较高.总的来说,目前华中三省地区农业机械化程度仅在部分环

节较高,主要农作物生产的全程机械化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表３ １６　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各种植环节机械化程度

单位:％

环节 早稻 中稻 晚稻 小麦 玉米 其他经济作物

耕整地 ６８５７ ７７２６ ７４６２ ９０２１ ５７７７ ４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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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环节 早稻 中稻 晚稻 小麦 玉米 其他经济作物

播种 ２０００ １１０９ １８４６ ７６８０ ４２６１ ７１４

施肥 １７１４ ５８３ １２３１ ３３７６ ２０９１ １０７１

除草 ５７７ ４６８ ４７２ ９９５ ５４４ １８７５

打药 １２７５ １１１８ １０８５ １３６９ ７５８ ２６４２

收获 ８９５２ ８３０８ ９２３１ ９８４５ ４０８８ ７１４

烘干 １１４３ ３０１ １０７７ １０３ ０６３ １０８４

如表３ １７所示,农业机械化程度在华中三省内部也存在差异.分环节来

看,在耕整地环节,三省机械化程度都较高,均超过６０％,河南省和湖北省

甚至达到了７０％;就播种环节来看,三省差距较大,河南省播种环节机械化

率最高,为７４６５％,湖北省其次为２１３０％,湖南省播种环节机械化率为

９５７％,在三 省 中 最 低;施 肥 环 节,同 样 是 河 南 省 机 械 化 率 最 高,为

３４１０％,湖北省为１１４２％,湖南省最低,为７３０％;在除草环节,三省差

距不大,均低于１０％,湖南省甚至低于５％;打药环节,三省机械化率差距不

大,均略高于１０％;收获环节,三省机械化率均高于６０％,尤其是河南省,

接近８０％;烘干环节的机械化率普遍较低,但是与河南省和湖北省相比,湖

南省烘干环节的机械化率相对较高,为７８３％,河南省和湖北省则在１％附

近.整体来看,河南省在作物各生产环节的整体机械化程度较高,其次是湖北

省,湖南省机械化程度与两省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表３ １７　华中三省各省种植业各环节农业机械化率

环节 样本省份 机械户数 (户) 总户数 (户) 机械化比率 (％)

耕整地

河南省 ４７７ ６５２ ７３１６

湖北省 ４８７ ６４８ ７５１５

湖南省 ３７２ ５７５ ６４７０

播种

河南省 ４８６ ６５１ ７４６５

湖北省 １３８ ６４８ ２１３０

湖南省 ５５ ５７５ ９５７

施肥

河南省 ２２２ ６５１ ３４１０

湖北省 ７４ ６４８ １１４２

湖南省 ４２ ５７５ 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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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环节 样本省份 机械户数 (户) 总户数 (户) 机械化比率 (％)

除草

河南省 ５６ ６２１ ９０２

湖北省 ３９ ６２７ ６２２

湖南省 ２６ ５５４ ４６９

打药

河南省 ６２ ５７４ １０８０

湖北省 ５６ ４８６ １１５２

湖南省 ６１ ５３０ １１５１

收获

河南省 ５１５ ６５１ ７９１１

湖北省 ４０８ ６４８ ６２９６

湖南省 ３８０ ５７５ ６６０９

烘干

河南省 ４ ６５０ ０６２

湖北省 １０ ６４８ １５４

湖南省 ４５ ５７５ ７８３

２种植业机械化来源

图３ ５、表３ １８汇报了华中三省地区种植业中农业机械化的社会服务

利用情况.从整体上来看华中三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利用程度较低,种植业

生产环节中所使用的别人家的机械大多来自农机个体户,服务组织所占比重

较低,仅有７３８％的机械是由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从各个生产环节上

来看,烘干环节所使用的机械来自服务组织的社会化服务程度最高,在使用

别人家的机械总数中占比达３９０２％,其次是打药环节,社会化服务利用程

度第二高,在使用别人家的机械总数中占比为１７６５％;耕整地环节的社会

化服务利用程度最低,在使用别人家的机械总数中仅占比５７０％,而大多

数主要还是来自农机个体户所提供的服务,占比高达９３６４％.可见,华中

三省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化程度也较低.与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调研结果相比,农户在耕整地、播种、施肥、打药以及收获环节使用服务

组织提供的机械比例下降,使用农机个体户提供的机械比例上升;在烘干

环节,华中三省农户使用服务组织和农机个体户提供的机械比例均下降,
采用其他渠道获得烘干机械服务的比例上升,可见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仍不

够完善.
４１１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图３ ５　华中三省种植业各环节所使用的农业机械来源

表３ １８　华中三省种植业各环节所使用的农业机械来源

环节 调研年份
服务组织

(户)
比率

(％)
农机个体户

(户)
比率

(％)
其他

比率

(％)

耕整地

２０２２ ４３ ５７０ ７０７ ９３６４ ５ ０６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３５ ８０１ ４０１ ９１７６ ３ ０６９

２０１９ ９４ ５９６ １４５４ ９２２６ ２８ １７８

播种

２０２２ ２７ ５７８ ４３９ ９４００ １ ０２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５ １０７８ ２０６ ８８７９ ２ ０８６

２０１９ ５９ ６８９ ７８５ ９１７１ １２ １４０

施肥

２０２２ １２ ６４２ １７４ ９３０５ １ ０５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６ ８７０ ６３ ９１３０ １ １４５

２０１９ ３４ ８０８ ３７５ ８９０７ １２ ２８５

除草

２０２２ ３ ７８９ ３４ ８９４７ １ ２６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 ２０００ ９ ９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９ — — — — — —

打药

２０２２ １２ １７６５ ５４ ７９４１ ２ ２９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４ ２１０５ １５ ７８９５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１２ ２６０９ ３２ ６９５７ ２ ４３５

收获

２０２２ ７７ ７５６ ９３４ ９１７５ ７ ０６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６５ １２５５ ４５４ ８７６４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１７５ ８７０ １７９４ ８９２１ ４２ ２０９

烘干

２０２２ １６ ３９０２ １５ ３６５９ １０ ２４３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３ ４２８６ ５ ７１４３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９ ２３ ４４２３ ２５ ４８０８ ４ ７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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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总结

通过对华中三省农机设备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农业机械仅在作物生产的部分环节得到了较高程度的使用,如耕整

地和收获环节,在播种、施肥、打药环节的机械化率还很低,尤其是除草和烘

干环节更低.分作物来看,粮食作物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环节为耕整地和收获,

经济作物则在耕整地和打药环节拥有较高的机械化率.分省来看,河南省在作

物各生产环节的整体机械化程度最高,其次是湖北省,湖南省机械化程度与其

他两省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其次,从机械化来源来看,农户仅在烘干环节大量使用农业机械社会化服

务,除草和打药环节则更多使用农机个体户机械.进一步地,华中三省地区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大部分的农机服务由农机个体户提供,来自

服务组织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占比非常小.

四、 绿色技术使用

绿色农业技术可以提高耕地质量,有效促进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具有可观

的环境和经济效益,推广绿色农业技术、强化农业绿色发展的科技支撑是实现

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和技术采纳

对象,了解其在农业生产中对各类绿色技术的采纳情况和在采纳绿色技术期间

获得政府补贴和技术培训的情况,对于促进绿色技术的广泛运用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本次调研对三省农户绿色技术采纳情况及其在采纳过程中获得政府

补贴和技术培训的情况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１绿色技术采纳情况

在三省的受访农户中,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农户最多,占比达８３２５％,

这与政府高度重视秸秆机械化还田等综合利用工作相关;其次是采用深耕深松

和病虫害防治措施,分别占２５７１％和２４２７％;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节

水灌溉技术的农户最少,仅占５６５％和５２８％,农户节水灌溉意识仍不强,

具体农户数据见图３ ６.

图３ ７、表３ １９显示了河南、湖南和湖北三省受访农户绿色技术采纳情

况,可以发现,三个省份中秸秆还田的比例都达到了８０％以上,湖北省占比最

高,达到了８４８８％.对于深耕深松技术的采纳,湖北省占比最高 (３１４８％),

但是,在节水灌溉技术采纳中,湖北省占比最低,仅为２４７％.河南省在病虫

害防治技术和节水灌溉技术上采纳占比最高,分别为３１９０％和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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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６　绿色技术采纳情况

图３ ７　华中三省农户绿色技术采纳占比

表３ １９　华中三省农户绿色技术采纳占比

环节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数量 (户) 占比 (％) 数量 (户) 占比 (％) 数量 (户) 占比 (％)

深耕深松 ２０４ ３１４８ １３５ ２３４８ １４３ ２１９３

节水灌溉技术 １６ ２４７ ２４ ４１７ ５９ 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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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环节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数量 (户) 占比 (％) 数量 (户) 占比 (％) 数量 (户) 占比 (％)

测土配方施肥 ４０ ６１７ ３６ ６２６ ３０ ４６０

病虫害防治 １４９ ２２９９ ９８ １７０４ ２０８ ３１９０

秸秆还田 ５５０ ８４８８ ４６８ ８１３９ ５４３ ８３２８

图３ ８显示了农户秸秆还田的具体方式,其中农户选择最多的方式有粉

碎翻压还田和覆盖还田两种,分别占比７０％和１７％,可能的原因是在机械化

收割的广泛应用背景下,农户大多会选择让农机手在收割时顺道粉碎秸秆,以

节约成本.此外,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仍有４％的农户会选择焚烧的方式来进行

秸秆还田,秸秆禁烧宣传和相关措施仍需进一步加强.相比之下,其他秸秆还

田方式应用较少,秸秆还田方式较为单一.

图３ ８　秸秆还田方式

图３ ９中显示了农户在进行病虫害防治时所采用不同类型措施的比例,

有７２％的农户选择施用生物农药,有２２％的农户则是进行了病虫害的统防统

治,使用生物防治措施和物理防治措施的农户仅占３％,农户进行病虫害防治

时措施使用方式较为单一.

图３ １０显示了农户所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主要类型占比,其中,采纳较

多的是渠道防渗和低压管灌溉,占采纳节水灌溉技术农户的３２％和２９％,其

次为喷灌 (９％)和注水点灌 (８％),其余如地下渗灌和地面滴灌技术采纳占

比较低.

２绿色技术采纳政府补贴及技术培训情况

图３ １１、表３ ２０显示了农户在绿色技术采纳期间获得的政府提供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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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９　病虫害防治措施类型

图３ １０　节水灌溉技术类型

贴和技术培训的情况 (根据问卷中农户对 “若采用,是否获得过政府提供的技

术指导或培训?”“若采用,采纳期间是否获得过政府补贴?”问题的回答),可

以发现,总体而言,农户在采纳绿色技术时,获得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的比例

要高于获得补贴的比例.具体而言,采纳各项技术的农户中获得补贴的农户所

占比例普遍低于２０％,可见绿色技术采纳补贴的覆盖面较小,农户可能因申请

补贴手续复杂或是未达到补贴标准等原因而未拿到补贴.同时,获得技术培训

的农户比例大多也不超过５０％,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仍需加强,其中针对测土

配方施肥的技术培训相对而言较多,获得技术培训的农户占比达到５７５５％.

表３ ２０　技术采纳期间获得政府补贴、培训人数及其占比

环节
获得补贴人数

(人)
获得补贴占比

(％)
获得技术培训人数

(人)
获得技术培训占比

(％)

深耕深松 ６１ １２６６ １０９ ２２６１

节水灌溉技术 １３ １３１３ ２５ ２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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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环节
获得补贴人数

(人)
获得补贴占比

(％)
获得技术培训人数

(人)
获得技术培训占比

(％)

测土配方施肥 ２０ １８８７ ６１ ５７５５

病虫害防治 ４４ ９６７ １５９ ３４９５

秸秆还田 ５１ ３２７ ２６２ １６７８

图３ １１　技术采纳期间获得政府补贴、培训人数及其占比

３总结

通过对华中三省绿色技术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华中三省,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率最高,其次是深耕深松和病虫害

防治措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节水灌溉技术采纳的农户较少,分省来看,湖

北省、湖南省和河南省的秸秆还田比例均处于很高的水平,河南省病虫害防治

措施采纳的比例在三省中最高,湖北省深耕深松采纳比例在三省中最高.
其次,就具体采纳措施而言,从秸秆还田的具体方式来看,整体上较为

单一,绝大多数农户选择粉碎还田,其次是覆盖还田;就病虫害防治措施而

言,农户防治措施比较集中,绝大多数农户使用生物农药,其次是进行病虫

害统防统治;从节水灌溉技术采纳类型来看,以渠道防渗和低压管灌溉

为主.
最后,从绿色技术采纳期间补贴获得情况来看,大多数农户在采纳绿色技

术期间,获得的是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尤其是获得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比

例较高,获得政府补贴的比例则较少.
０２１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五、 种植业生产风险

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对生长环境的变化反应敏感,其生

产风险不能被忽视,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性较大,危害

到我国局部区域的农业生产,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对于自然灾害的不可回避性,

通常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节将进一步分析华中三省存在的种植业生产风险,及其给农业生产带来

的影响.

１农户遭受自然灾害情况

(１)务农资金来源

就样本数据而言,华中三省农户平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３６年,具体来看,

河南省样本农户平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为３６年,湖北为３７年,湖南为３４年.

如图３ １２所示,从华中三省务农所投入资金来源来看,绝大多数来自自

家储蓄,占比高达９７２６％,其次为向亲戚朋友借,占比为９３８％,之后则是

向金融机构借款,占比为４３８％.

图３ １２　华中三省务农投入资金来源

表３ ２１　华中三省务农投入资金来源

来源 数量 (户) 比例 (％)

自己家的钱 １２４４ ９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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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来源 数量 (户) 比例 (％)

亲戚朋友借的 １２０ ９３８

农资公司借的 １１ ０８６

金融借贷机构借的 ５６ ４３８

收购机构借的 ４ ０３１

其他 １ １３３

(２)主要农作物因灾产出损失

图３ １３显示的是华中三省最主要农作物因灾产出下降最低的比例.在样

本农户记忆中,最主要农作物产出曾因自然灾害平均最低下降５７３４％,具体

而言,河南省为５７９０％、湖北省５６５２％、湖南省５７７１％.最低减产在０~
６０％的农户占比超过一半,为５６８０％,剩下近一半的农户则遭遇严重的减产

甚至是绝收.

图３ １３　华中三省最主要农作物因灾产出最低下降比例

表３ ２２　华中三省最主要农作物因灾产出最低下降比例

减产程度 (％) 户数 (户)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０~２０ １１２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６

２０~４０ ２４１ ２１８７ ３２０３

４０~５０ ４４ ３９９ ３６０２

５０~６０ ２２９ ２０７８ ５６８０

６０~８０ １１１ １００７ ６６８７

８０~１００ ３６５ ３３１２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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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３为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因灾产出最低下降比例的分省结果.可

见,河南省样本户认为的主要农作物最低减产在８０％~１００％的农户占比最

多,为３１６８％,其次是５０％~６０％,占比为２５１３％;湖北省情况和河南省

相似,大多数农户认为因灾导致的农作物生产最低下降比例在８０％~１００％,

占比为３１４８％,其次是５０％~６０％,占比为２２２２％;湖南省样本农户同样

认为自然灾害导致的最低减产比例在８０％~１００％,占比为３６６６％,其次为

２０％~４０％,占比为２４９３％.总体来看,华中三省抽样农户有超过一半认为

自然灾害导致的最低产出下降比例在０％~６０％的范围内,可见自然灾害对农

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表３ ２３　华中三省分省主要农作物因灾产出最低下降比例

调研省份 最低减产程度 (％) 户数 (户)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河南省

０~２０ ３３ ８６４ ８６４

２０~４０ ７８ ２０４２ ２９０６

４０~５０ １４ ３６６ ３２７２

５０~６０ ９６ ２５１３ ５７８５

６０~８０ ４０ １０４７ ６８３２

８０~１００ １２１ ３１６８ １００００

湖北省

０~２０ ４２ １１１１ １１１１

２０~４０ ７７ ２０３７ ３１４８

４０~５０ １８ ４７６ ３６２４

５０~６０ ８４ ２２２２ ５８４７

６０~８０ ３８ １００５ ６８５２

８０~１００ １１９ ３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湖南省

０~２０ ３７ １０８５ １０８５

２０~４０ ８５ ２４９３ ３５７８

４０~５０ １２ ３５２ ３９３０

５０~６０ ４９ １４３７ ５３６７

６０~８０ ３３ ９６８ ６３３４

８０~１００ １２５ ３６６６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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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４、表３ ２４显示的是,华中三省抽样农户认为因自然灾害产生的

产出严重下降的现象,未来将会发生的次数.三省约８５３０％的抽样农户认为

华中三省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未来十年将会发生３次及以下,其中,河南省

和湖南省农户平均认为会发生２次,湖北省农户平均认为会发生３次,可见华

中三省农户对未来可能产生的自然灾害持乐观态度.

图３ １４　华中三省因自然灾害产生的产出严重下降未来发生情况

表３ ２４　华中三省因自然灾害产生的产出严重下降未来发生次数

严重的自然灾害未来

十年可能发生的次数
户数 (户)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１ ４１２ ４２９６ ４２９６

２ ２５４ ２６４９ ６９４５

３ １５２ １５８５ ８５３０

４ ３７ ３８６ ８９１６

５ ４８ ５０１ ９４１６

６ １２ １２５ ９５４１

７ ４ ０４２ ９５８３

８ ７ ０７３ ９６５６

９ ４ ０４２ ９６９８

１０ ２９ ３０２ １００００

表３ ２５显示的是华中三省近１０年间受自然灾害的年份其主要作物平均

减产百分比.就河南省而言,近１０年间受自然灾害导致的主要农作物平均减

产百分比在２０％~４０％的农户最多,为４０７９％,其次是减产在０％~２０％的

农户,占比为３１０５％;湖北省近１０年自然灾害导致的主要农作物平均减产

百分比在０％~４０％的农户占比达到６８７１％;湖南省近１０年自然灾害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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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农作物减产百分比在０％~２０％的农户占比最高,达到４９７８％,其次是

减产比例在２０％~４０％之间的农户,占比为３５４３％,总体来看,与因灾导致

的主要农作物最低下降比例相比,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近１０年受自然灾害平

均减产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总体来看,近１０年受到自然灾害的地区,平均减

产为２７７％.并且湖南省因灾减产的程度相较于河南省和湖北省而言更低.

表３ ２５　华中三省近１０年间受到自然灾害的年份,主要作物平均减产百分比

调研省份 减产程度 (％) 户数 (户)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河南省

０~２０ ８６ ３１０５ ３１０５

２０~４０ １１３ ４０７９ ７１８４

４０~５０ ９ ３２５ ７５０９

５０~６０ ４５ １６２５ ９１３４

６０~８０ ８ ２８９ ９４２２

８０~１００ １６ ５７８ １００００

湖北省

０~２０ ８５ ３０５８ ３０５８

２０~４０ １０６ ３８１３ ６８７１

４０~５０ １０ ３６０ ７２３０

５０~６０ ４４ １５８３ ８８１３

６０~８０ ２１ ７５５ ９５６８

８０~１００ １２ ４３２ １００００

湖南省

０~２０ １１１ ４９７８ ４９７８

２０~４０ ７９ ３５４３ ８５２０

４０~５０ ４ １７９ ８７００

５０~６０ １６ ７１７ ９４１７

６０~８０ ６ ２６９ ９６８６

８０~１００ ７ ３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２作物减产原因

(１)主要农作物减产原因

图３ １５、表３ ２６进一步展示了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减产的原因,华中

三省地区主要遭受雹灾、涝灾、旱灾、冻灾、风灾、病虫害以及持续高温的影

响.就各个灾害导致的减产比例来看,华中三省地区主要农作物减产最主要的

原因是涝灾,因涝灾导致减产的农户比例高达５２１３％,其次是旱灾,减产农

户占比４５１３％,风灾和病虫害也是导致华中三省主要农作物减产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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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原因,合计占比高达４５８８％,雹灾、冻灾、持续高温等其他原因在

华中三省不是导致主要农作物减产的主要原因,其合计占比为１５３８％.

图３ １５　华中三省农作物减产原因

表３ ２６　华中三省农作物减产原因

减产原因 次数 (次) 比例 (％)

雹灾 ２４ ３００

涝灾 ４１７ ５２１３

旱灾 ３６１ ４５１３

冻灾 ３２ ４００

风灾 １６３ ２０３８

病虫害 ２０４ ２５５０

持续高温 ３４ ４２５

其他 ３３ ４１３

表３ ２７展示了华中三省分省农作物减产原因结果统计.就河南省来看,

导致主要农作物减产的主要灾害 为 涝 灾 和 旱 灾,占 比 分 别 为 ６０００％ 和

４７５０％;导致湖北省主要农作物减产的主要灾害除涝灾和旱灾外,还有风灾

和病虫害,四种灾害占比分别为４４３３％、４６７４％、３１２７％和２６１２％;导

致湖 南 省 农 作 物 减 产 的 主 要 灾 害 为 涝 灾、旱 灾 和 病 虫 害,占 比 分 别 为

５２４０％、４０１７％和３７１２％.总体来看,涝灾是导致河南省和湖南省主要农

作物减产的最主要原因,旱灾则是导致湖北省主要农作物减产的最主要原因.

湖北省遭受的导致农作物减产的自然灾害种类最多,其次是湖南省,河南省遭

６２１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受的导致农作物减产的自然灾害种类最少.

表３ ２７　华中三省分省农作物减产原因

调研省份 灾害类型 数量 (次) 总户数 (户) 比例 (％)

河南省

雹灾 １８ ２８０ ６４３

涝灾 １６８ ２８０ ６０００

旱灾 １３３ ２８０ ４７５０

冻灾 ２０ ２８０ ７１４

风灾 ４８ ２８０ １７１４

病虫害 ４３ ２８０ １５３６

持续高温 ９ ２８０ ３２１

其他 ５ ２８０ １７９

湖北省

雹灾 ４ ２９１ １３７

涝灾 １２９ ２９１ ４４３３

旱灾 １３６ ２９１ ４６７４

冻灾 ３ ２９１ １０３

风灾 ９１ ２９１ ３１２７

病虫害 ７６ ２９１ ２６１２

持续高温 １３ ２９１ ４４７

其他 ２０ ２９１ ６８７

湖南省

雹灾 ２ ２２９ ０８７

涝灾 １２０ ２２９ ５２４０

旱灾 ９２ ２２９ ４０１７

冻灾 ９ ２２９ ３９３

风灾 ２４ ２２９ １０４８

病虫害 ８５ ２２９ ３７１２

持续高温 １２ ２２９ ５２４

其他 ８ ２２９ ３４９

表３ ２８展示的是华中三省自然灾害导致的绝收,对农户下一季农业生产

的影响.华中三省有５８７５％的农户认为如果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绝收,将会影

响其下一季度的种植.分省来看,湖北省自然灾害导致的绝收对农户的种植行

为影响最大,有４７１１％的湖北省样本农户认为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生产的绝

收,会影响到他们下一季度的农业生产行为,其次是湖南省有３９２４％的农户

表示会受到影响,最后是河南省有３７１２％的农户表示会受到影响,总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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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绝收,较大程度地影响了农户接下来的农业生产行为.

表３ ２８　华中三省自然灾害导致的绝收对下一季度种植的影响

调研省份
灾害导致绝收,影响下

一季度种植的户数 (户)
百分比 (％)

河南省 １５７ ３７１２

湖北省 ２０４ ４７１１

湖南省 １６６ ３９２４

(２)农户补偿损失的方式

图３ １６、表３ ２９展示了华中三省农作物绝收后,农户补偿损失的方式.

绝大多 数 农 户 通 过 其 他 收 入 来 补 偿 农 业 生 产 绝 收 导 致 的 损 失,占 比 达

５４６９％;通过政府救济补贴的农户占比为２１４１％,向亲戚朋友借钱的农户占

比最低,为１０９４％.通过表３ ３０看分省结果,河南省最主要的损失补偿方式

为其他收入和政府的救济补贴,占比分别为５７２１％和２７１９％,湖北省最主要

的补偿方式为其他收入,占比为４９１９％,向亲戚朋友借钱以及政府救济补贴占

比均较小;湖南省最主要的补偿方式为其他收入,占比为５７６８％.可见华中三

省农户主要收入来源除农业生产外,可能主要是家庭经营或者外出务工收入,

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也有助于分担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

图３ １６　华中三省农作物绝收后农户补偿损失的方式

表３ ２９　华中三省农作物绝收后农户补偿损失的方式

农作物绝收的补偿方式 比率 (％) 户数 (户)

有其他收入 ５４６９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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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农作物绝收的补偿方式 比率 (％) 户数 (户)

亲戚朋友借钱 １０９４ １４０

政府救济补贴 ２１４１ ２７４

其他 ２６７２ ３４２

表３ ３０　华中三省各省作物绝收后的补偿方式

调研省份 补偿方式 数量 (户) 总户数 (户) 比例 (％)

河南省

有其他收入 ２４２ ４２３ ５７２１

亲戚朋友借钱 ３８ ４２３ ８９８

政府救济补贴 １１５ ４２３ ２７１９

其他 ８２ ４２３ １９３９

湖北省

有其他收入 ２１３ ４３３ ４９１９

亲戚朋友借钱 ５１ ４３３ １１７８

政府救济补贴 ７０ ４３３ １６１７

其他 １５３ ４３３ ３５３３

湖南省

有其他收入 ２４４ ４２３ ５７６８

亲戚朋友借钱 ５１ ４２３ １２０６

政府救济补贴 ８９ ４２３ ２１０４

其他 １０７ ４２３ ２５３０

(３)农户灾害预警及应对措施获得程度

图３ １７表示的是华中三省农户自然灾害预警以及应对措施的获得程度,

总体来看,华中三省抽样农户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以及灾害应对相关的培训获得

比例较高,获得农户占比分别为６８７５％和７２８９％,在政府资金或者物资支

持以及耕地土壤肥力退化信息方面,农户获得比例较小,分别为２１６１％和

１２８９％ (表３ ３１).表３ ３２为分省情况,河南省和湖南省农户获得的最多

的灾害预警及应对措施均为灾害应对培训,占比在７０％以上,其次是气象灾

害预警信息,占比在６０％以上;湖北省农户获得的最多的措施为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占比７６２１％,其次为灾害应对培训,占比为７５０６％;获得政府资

金或物资支持相对最多的省份为河南省,获得农户占比为２６６３％,其次是湖

北省,占比２０％,湖南省占比最低,为１７９３％;获得耕地土壤肥力退化信息

相对而言最多的是湖北省,其次是河南省,湖南省最低,并且与河南省和湖北

省相比差距较大.湖北省样本农户灾害预警及应对措施获得程度在华中三省中

占比最高,湖南省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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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７　华中三省灾害预警及应对措施获得程度

表３ ３１　华中三省灾害预警及应对措施获得程度

应对措施 户数 (户) 比率 (％)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８８０ ６８７５

灾害应对培训 ９３３ ７２８９

政府资金或者物资支持 ２３９ ２１６１

耕地土壤肥力退化信息 １６５ １２８９

表３ ３２　华中三省各省灾害预警及应对措施获得程度

调研省份 应对措施 户数 (户) 总数 (户) 比率 (％)

河南省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２８２ ４２３ ６６６７

灾害应对培训 ３０５ ４２３ ７２１０

政府资金或者物资支持 ９８ ３６８ ２６６３

耕地土壤肥力退化信息 ６０ ４２３ １４１８

湖北省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３３０ ４３３ ７６２１

灾害应对培训 ３２５ ４３３ ７５０６

政府资金或者物资支持 ７６ ３８０ ２０００

耕地土壤肥力退化信息 ６５ ４３３ １５０１

湖南省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２６７ ４２３ ６３１２

灾害应对培训 ３０３ ４２３ ７１６３

政府资金或者物资支持 ６４ ３５７ １７９３

耕地土壤肥力退化信息 ４０ ４２３ ９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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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总结

通过对华中三省种植业生产风险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华中三省农户务农资金来源单一,绝大多数来源于自家储蓄,其次

为向亲戚朋友借.

其次,农户认为自然灾害导致的最主要农作物平均产出下降比例超过一

半,可见灾害的严重性;分省结果显示,湖北省、湖南省以及河南省绝大多数

农户因灾导致的最大减产比例均在８０％~１００％;对于这种因灾导致的产出严

重下降的现象,华中三省绝大部分农户较为乐观,认为未来十年发生的次数将

较少.而且华中三省近十年间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较轻,农户平均减产程度

较低.

再次,就自然灾害产生的主要原因来看,华中三省地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

为涝灾和旱灾;分省来看,河南省和湖南省主要遭受涝灾,湖北省主要遭受旱

灾.自然灾害带来的绝收,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农户接下来的农业生产行为.

农作物绝收后,华中三省农户最主要的补偿方式为家庭的其他收入.

最后,华中三省农户获得的最多的自然灾害预警以及应对措施是灾害应对

培训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农户获得的政府支持和耕地退化信息则较少.可见

农户灾害应对措施较为单一.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生产经营情况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和描述,发现

华中三省地区在生产经营上主要反映的共性问题有:①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

不充分.②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耕地细碎化严重,农业生产不具有规模优

势.③农业生产整体机械化水平较低,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水平利用程度低.

④农户绿色技术采纳程度低,方式单一.⑤农业生产资金来源单一;农户自然

灾害应对措施单一,缺少政府支持.为此,政府应该加强政策的针对性,从多

方面着手解决农户面临的问题.

第一,加强政府支持力度,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加大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努力打造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的多元新型经营主体.特别是要积极支持合作社规范发

展,支持有能力的农民合作社发展多功能农业,大力支持农民合作社探索联合

与合作方式,引导农民合作社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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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应该加快对华中三省耕地碎片化现状的治理,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可以通过推进土地平整工程,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推进耕地集中连片,

同时还可以通过鼓励耕地流转,为农户规模化经营耕地创造条件,提高耕地利

用效率.政府部门应该通过将耕地整治与耕地流转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降低

耕地细碎化程度,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效益.

第三,要着力提升粮食作物生产的全程机械化水平,补齐粮食生产全程机

械化的短板,推进构建粮食全程机械化高效生产体系.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经济

作物的生产机械化,提升大宗经济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水平,加快推进设施种

植业机械化.为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同时也要发展和壮大农机大户、农

机合作社等各类农机服务组织,推进农机服务产业化发展,构建新型农机社会

化服务体系,加强农机服务应用的推广与宣传,满足农户实际需求,解放发展

农业生产力,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第四,在进一步加大技术培训和政府支持力度的同时,应不断完善信贷机

制和社会化服务支持体系以缓解农户在采纳新技术时可能面临的资金、技术等

约束.此外,还应进一步通过加强农产品市场管理并健全完善农产品追溯系统

来建立健全绿色农业补贴政策机制,完善农业绿色发展激励约束、价值实现、

评价考核等机制,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格局,以提升农户对

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意愿,推进我国现代化农业的转型,此外也要进一步加强

绿色技术采纳的推广与宣传,促进农户了解并采用绿色技术.

第五,积极畅通农户信贷渠道,提升农业信贷水平,使得农户能够通过金

融渠道等筹集农业生产资金,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和应对风险能力.此

外,政府还要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创新金融保险服务机制,提高政策性

保险的保费补助力度,扩大保险种类和覆盖面,提高农村居民农业风险保障能

力,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多

渠道有效提高现代农业防范自然灾害的水平,保障农民收入,降低农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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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业农村数字化

数字技术给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做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

村、推进 “互联网＋”现代农业、实施 “快递下乡”工程和 “快递进村”工程

等一系列重大部署安排.在此背景下,华中三省大力推进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

的应用.为了解华中三省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现状及问题,本章第一部分分析

农户互联网使用和农业软件使用状况;第二部分从设备与软件操作素养、沟通

与协作素养、数字内容创作素养、数字安全素养和信息与数据素养五个维度分析

农户数字素养,第三部分从电商购物和电商销售两方面分析农户电商采纳情况.

一、 互联网使用和农业软件使用∗

１互联网使用基本情况

在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关于家庭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调研中,共有１２８９户农

户回答了与互联网使用相关的问题,其中使用互联网宽带、Wi Fi或移动数

据流量上网的被调研农户家庭数量为１１０７户,占比８５８８％.湖北省、湖南

省、河南省被调研农户使用互联网的户数分别为３７１户、３６６户、３６９户,分

别占各省被调研农户总数的８５４８％、８５７１％、８６４２％.由以上情况可知,

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三个省份的农户互联网接入使用情况相差不大,互联

网使用率均在８５％~８６％.针对使用互联网的农户将进一步考察其上网方式、

上网设备种类及数量、上网行为及频率等具体情况.
(１)上网方式选择

如图４ １所示,２０１９年,在使用互联网的７９９个农户样本中,同时使用

互联网宽带、Wi Fi、移动数据流量三种方式上网的农户人数位居第一,占

比４６３１％,但只使用互联网宽带上网的人数最少,占比３７５％.

２０２０年,在使用互联网的６４２个农户样本中,选择只使用 Wi Fi上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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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人数最多,占比２５５５％,但同时使用互联网宽带和移动数据流量上网的

人数最少,占比３８９％.

２０２２年,在使用互联网的１１０７个农户样本中,同时使用互联网宽带、

Wi Fi、移动数据流量三种方式上网的农户人数最多,占３０７１％;只使用

Wi Fi上网的人数占比２３４０％;只使用互联网宽带的人数占比１６８０％;而

只使用移动数据流量上网的人数最少,占比３４３％.

对比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与２０２２年的情况可知,农户上网方式选择发生了

一定程度的变化,其中使用 Wi Fi和使用互联网宽带上网的人数有了一定的

上升,而只使用移动数据流量上网的人数占比从２０１９年的１７９％下降到２０２２
年的３４３％.

图４ １　上网方式选择

(２)上网设备种类及数量

此次调研收集了受访农户家庭的上网设备持有状况的相关信息,参见

表４ １与图４ ２.从受访农户的上网设备持有情况可以看出,互联网的使用

已经渗透到华中三省农户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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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使用互联网的１１０７户农户家庭中,有１０８９户 (９８３７％)的农

户家庭拥有智能手机,有８９５户 (８０８５％)的农户家庭安装了网络电视,有

７５３户 (６８０２％)的农户家庭拥有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台式电脑,这些

情况从侧面反映出农村地区已有相当水平的网络普及率.

其次,在拥有上网设备的受访农户中,智能手机的拥有总量最多,共计

３２８８部;其次为网络电视,共计１０８２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台式电脑

数量总计为９７４台;智能音箱和农业传感设备的拥有数量分别为１８４台和４４个.

最后,在各类上网设备的户均拥有数量方面,智能手机的户均占有量为

２１０部,即每户家庭平均拥有２部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台式

电脑、智能音箱等上网设备的户均占有量均有１台;其他未详尽列出的上网设

备户均占有量最高,为３０２个.

表４ １　受访者上网设备种类及数量

农户数 (户) 总数 (个) 平均 (个/户)

智能手机 １０８９ ３２８８ ２０９５２

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 ３９３ ５６８ １２１０５

台式电脑 ３６０ ４０６ １１２７８

智能音箱 １５２ １８４ １４４５３

网络电视 ８９５ １０８２ ３９０８６

农业传感设备 ２１ ４４ １２０８９

其他 １７５ ６８４ ３０１９３

图４ ２　上网设备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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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上网行为及频率

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２年在调查农户的上网行为情况时,均询问了被访农户使用

互联网从事浏览新闻、社交沟通、娱乐活动及网上购物频率的情况,２０２０年

有５７６户农户完整地回答了相关问题,２０２２年共有９６４位农户完整地回答了

相关问题.

如表４ ２所示,网上浏览新闻、社交沟通、进行娱乐活动是大多数农户会

产生的上网行为,在２０２０年进行这三种活动的农户人数占比分别为８３８５％、

８８８９％、８３３４％,而在２０２２年进行这三种活动的农户人数占比为７７５９％、

９３１５％、８１７４％,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从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２２年,使用互联网进行社

交沟通的人数占比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对于农户来说,通过拼多多、淘宝等网

络购物软件来进行线上购物的行为及频率相对较少,２０２０年有６３７２％的农户从

未通过互联网进行线上购物,但在２０２２年从未网上购物的人数占比下降到

４２６３％,表明网上购物的方式逐渐在农户群体中被普及和使用.

从２０２２年农户上网从事各种活动的频率来看,有７４６９％的农户几乎每

天都会进行社交沟通,从侧面反映出互联网是农户相互联系的重要通信方式;

４９９０％的农户几乎每天会浏览新闻,说明互联网同时也是农户获取信息的重

要渠道;５９１３％的农户几乎每天会通过互联网来听歌、打游戏等方式进行放

松娱乐,表明互联网在农户的文娱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４ ２　农户上网行为及频率

单位:％

上网频率
浏览新闻 社交沟通 娱乐活动 网上购物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２年

几乎每天 ６１４６ ４９９０ ６８０６ ７４６９ ６１８１ ５９１３ ２０８ ６０２

１周３~４次 １１２８ １１８３ １１８１ ９０２ １１６３ １１２０ ３６５ ７１６

１周１~２次 ７４７ １０４８ ５５６ ６４３ ６７７ ８０９ ７２９ １５７７

１月２~３次 １２２ ３１１ １９１ １４５ １２２ ２０７ １１２８ １４７３

１月１次 １０４ １０４ ０６９ ０７３ １０４ ０８３ ５９０ ６０２

几个月１次 １３９ １２４ ０８７ ０８３ ０８７ ０４１ ６０８ ７６８

从不 １６１５ ２２４１ １１１１ ６８５ １６６７ １８２６ ６３７２ ４２６３

２农业软件使用

(１)上网从事农业活动的行为及频率

在此次调研中,询问了农户使用互联网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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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９６４户农户回答了关于获取农业生产信息资讯的相关问题,但关于从事

农技培训、农技咨询、获取作物种植方案及操作农机设备的相关问题,仅有

３０８~３０９个农户做出了完整的回答.

如图４ ３所示,在９６４户受访农户中,有４７１户 (４８８６％)农户使用手

机软件从事过农业生产信息资讯活动,但也有４９３户农户表示从未使用手机软

件从事过农业生产信息资讯活动.在３０８户农户中,仅有７５户 (２４３５％)农

户使用手机软件参加过例如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等相关农技培训活动.在３０８
户农户中,使用手机软件从事农技咨询的农户数量为６３户,仅占２０４５％;

使用手机软件获取作物种植方案、操作农机设备的农户数量分别为５６户、

１７户.

由于使用手机软件获取农业生产信息资讯的人数较多,因此将会在下文进

一步报告该部分农户的使用频率及其满意程度.

图４ ３　网上从事农业活动的人数分布

表４ ３为４７０户使用手机软件从事过农业生产信息资讯农户的相关行为

频率,几乎每天都会查询获取农业生产信息资讯的农户数量为２６８户,占比

５７０２％;１周查询 ４~５ 次农业生产信息资讯的农户数量为 ３９ 户,占比

８３０％;１周查询２~３次农业生产信息资讯的农户数量为５４户,占１１４９％;

１月查询１次的农户数量最少,仅占１９１％.

表４ ３　从事农业生产信息资讯的频率分布

频率 农户数 (户) 占比 (％)

几乎每天 ２６８ ５７０２

１周４~５次 ３９ 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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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频率 农户数 (户) 占比 (％)

１周２~３次 ５４ １１４９

１月２~３次 １６ ３４０

１月１次 ９ １９１

几个月１次 ２０ ４２６

从不 ６４ １３６２

合计 ４７０ １００

表４ ４为４３０户使用手机软件查询过农业信息资讯的农户对于该功能对

农业生产帮助程度的评价,绝大部分农户对网上查询农业生产信息资讯表示了

一定程度的认可,只有２７９％的农户认为该功能对其农业生产完全没有帮助;

５０９３％的农户认为使用手机软件查询农业生产信息资讯对于其农业生产生活

的帮助较多;１８３７％的农户对该功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网上查询农业

生产信息资讯对于生产帮助非常多.

表４ ４　对网上农业信息资讯的农户评价

评价 农户数 (户) 占比 (％)

完全没帮助 １２ ２７９

帮助较少 ２７ ６２８

一般 ９３ ２１６３

帮助较多 ２１９ ５０９３

帮助非常多 ７９ １８３７

总计 ４３０ １００

图４ ４　付费情况

由图４ ４可知,只有极少部分的农户在使

用手机软件获取农业生产信息资讯的过程中是

处于付费状态,８９７９％的农户仍然是通过免费

渠道 来 获 取 相 关 的 农 业 生 产 信 息 资 讯;由

图４ ５可知,４３４户 (５１４２％)农户在经历手

机软件获取农业生产信息资讯后,仍有意愿长

期使用该功能,从侧面反映大部分农户对该功

能的肯定与认可.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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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５　长期使用意愿

(２)手机农业软件功能的态度与意愿

图４ ６展示了农户对不同手机农业软件功能的

需要程度,对于获取农业信息资讯的功能,１８６户农

户表示比较需要,有１１１户农户表示非常需要;对于

网上从事农技培训活动,大多数农户表示需要这项功

能,但也有少部分农户认为自己不需要网上农技培训

这项功能;对于网上获取作物种植方案的功能,超过

一半的农户表示自己需要该功能.

图４ ６　农户对手机软件不同功能的需要程度

图４ ７展示了农户对利用手机软件获取农业信息资讯、农技培训、农技

咨询、获取作物种植方案、操作农机设备五种功能提高其农业生产效率的评

价.２０２户农户比较认同网上获取农业信息资讯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６１户

农户非常认同该功能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１１０户农户比较认同网上进行农

技咨询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也有近１/３的农户不认同网上农技咨询能够

帮助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１２２户农户比较认同利用手机软件操作农机设备能

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１７户农户则表示非常认同该项功能能够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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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业农村数字化



图４ ７　农户对手机软件不同功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评价

图４ ８　使用专门用于农业

的手机软件的情况

(３)农业手机软件的使用行为

农业手机软件是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结合

的产物,有利于将信息转换为现实农业生产力.

在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２年的调研中课题组均关注了

农户对于农业手机软件使用的情况.在２０２０年

的调研中,仅仅只有９户农户表示安装过农业

手机软件,而在２０２２年的调研中,也只有５２
户农户表示使用过农业手机软件,说明农业手

机软件在农户群体中并未得到广泛使用,还有

一定的传播与扩散空间 (图４ ８).接着,我们

询问了农户具体使用的农业软件种类,如图４
９所示,主要为 “天天学农” “农一网” “爱耕

耘”“农视网”“农产品”等,但是大部分农户对使用的农业软件的名称没有具

体说明.

鉴于在５２户使用过农业软件的农户中,有２７户回答的农业软件名称属于

其他类别,因此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２７户农户对其农业软件使用频率的情况.

由表４ ５可知,几乎每天都会使用农业软件的农户仅有３人,占比１１１１％;

１周使用２~３次的农户数量为５户,占比１８５２％;几个月仅使用１次的农户

数量为７户,占比２５９３％.以上情况从侧面反映出大部分农户对农业软件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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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９　农业手机软件使用种类

用还是相对较少的,可能是因为对农业软件还不够熟悉,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农

业软件的宣传与推广力度不大,未能在农户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使用农业软件未能在短期内带给农户一定的收益,农户缺少使用动力.

表４ ５　农业手机软件使用频率

农户数 (户) 占比 (％)

几乎每天 ３ １１１１

１周４~５次 ３ １１１１

１周２~３次 ５ １８５２

１月２~３次 ４ １４８１

１月１次 ４ １４８１

几个月１次 ７ ２５９３

从不 １ ３７

总计 ２７ １００

此外,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农户对其使用的农业软件的评价,如表４ ６所

示,仅有１户农户认为使用农业软件对其农业生产完全没有帮助,３户农户认

为使用农业软件对农业生产的帮助较少;１０户农户认为农业软件带给农业生

产的帮助较多;６户农户认为使用农业软件的帮助非常多.

表４ ６　农业软件使用评价

农户数 (户) 占比 (％)

完全没帮助 １ ３７

１４１

第四章　农业农村数字化



(续)

农户数 (户) 占比 (％)

帮助较少 ３ １１１１

一般 ７ ２５９３

帮助较多 １０ ３７０４

帮助非常多 ６ ２２２２

总计 ２７ １００

３本节小结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农户互联网使用率较高,且省份间差异不大.华中三省的农户互联

网使用率达８５８８％,且三个省份的农户互联网使用率相差不大.

第二,在上网方式的选择上,选择宽带、无线 Wi Fi、移动数据流量结

合使用的上网方式最受农户青睐,三种上网方式的结合使用满足了农户在不同

地点、不同环境的上网需求.

第三,农户拥有的上网设备主要为智能手机.农户拥有的上网设备包括智

能手机、网络电视、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等,其中智能手机的拥有总量最

多,达３２８８部,且户均拥有２１０部.

第四,农户互联网使用行为主要集中于社交沟通、娱乐活动与浏览新闻,

说明互联网是农户相互联系、获取信息、放松娱乐的重要渠道.

第五,一半以上农户未使用过手机软件从事农业生产相关活动.农户使用

互联网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活动主要是获取农业生产信息资讯,而上网参与

农技培训、获取作物种植方案以及利用手机软件操作农机设备的农户较少.

第六,农业软件还未在农村地区得到较好的普及与使用.调研样本中仅有

５２户农户使用过专门用于农业生产的农业手机软件,且使用频率也较低.

二、 数字素养∗

现阶段我国大力开展农村数字乡村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推进

农村数字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农户作为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

本的决策单位,其采取的数字技术策略对农村数字乡村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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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可以直接反映农户数字知识及运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能

够帮助农户通过理解和运用数字信息与信息技术工具来解决生产生活面临的问

题,而且能够帮助其更好地融入信息化浪潮,从而获得各方面的资源和优势,

显著提升其管理水平及投资决策能力.

农户数字素养为数字化情境下农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具备的或形成的有

关数字知识、数字能力和数字意识的综合体,体现为设备与软件操作素养、沟

通与协作素养、数字内容创作素养、数字安全素养和信息与数据素养.上述五

个维度分别强调个体在使用基本数字工具收集、整理和加工数字化信息,通过

互联网平台进行资源共享、信息交流与协作、创建和编辑文字、图像和视频等

内容并进行创意化的表达、输出和传播,采取安全有效的措施保护个人信息、

维护正当权益以实现对数字技术长期安全利用等方面的意识、知识和能力.本

次调研中,我们对农户的数字素养进行了相关调查.

１设备与软件操作素养

农户的数字设备与软件操作素养主要是衡量农户对数字工具的基本操作能

力,例如使用电脑或手机观看视频、使用浏览器、在线付款等各种设备与软件

操作技能.表４ ７展示了农户数字设备与软件操作素养情况,总体来看,农

户对数字工具的一些基本操作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使用电脑或手机观看视频的

操作能力水平最强,平均得分为３９７,而河南省的农户该项操作掌握得最为

熟练,平均得分为４０５;农户使用手机出示健康码也较为熟练,平均得分为

３７７,其中,湖南省的农户平均得分最高,可能是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出示健康

码,所以大部分农户已经熟练掌握该项技能;在移动支付的普及与推广背景

下,农户的手机在线付款的操作能力也处于较为熟练的水平,总体农户的平均

得分为３７９,河南省的农户平均得分最高为３８８;然而,农户使用电脑玩游

戏的能力最差,平均得分只有１５３,一方面是因为农户没有较多的闲暇时间

玩游戏;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常使用电脑.

表４ ７　设备与软件操作素养

指标/得分 (１~５)
农户群体

平均得分

湖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湖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河南省农户

平均低分

使用电脑或手机观看视频 ３９７ ３８８ ３９６ ４０５

使用电脑或手机上的浏览器

(如百度)来搜索信息
２９３ ２８４ ３０４ ２８９

下载和安装电脑软件 ２３５ ２１６ ２５４ ２３１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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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指标/得分 (１~５)
农户群体

平均得分

湖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湖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河南省农户

平均低分

升级更新手机 App或微信小程序 ２４３ ２３０ ２６２ ２３５

手机上出示健康码 ３７７ ３４９ ３９１ ３８９

玩电脑游戏 １５３ １４４ １５２ １６２

手机在线付款 ３７９ ３６５ ３８４ ３８８

农户数量 (户) ９６４ ３１２ ３２９ ３２２

２沟通与协作素养

农户的沟通与协作素养主要衡量的是农户使用各种社交软件或平台与他人

线上沟通、分享、协作的能力,例如使用微信语音或视频聊天、转发文章或视

频、远程视频开会等操作能力水平.表４ ８展示了农户沟通与协作素养情况,

总体来看,农户的沟通与协作素养处于中等水平.

其中,农户使用微信或 QQ等软件与他人在线打字或发语音视频的能力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农户群体的平均得分为３８６,湖南省农户的平均得分最高,

为３９４;农户使用电脑或手机给他人分享网上信息的操作能力也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农户群体平均得分为３１５,而河南省农户群体的该项操作能力水平最高;

农户使用电脑或手机与他人玩联机游戏的操作能力较差,平均得分为１７７,可

能是因为农户对于网络游戏不感兴趣,因此没有投入较多精力和时间来学习该

操作方法;对于线上视频开会,农户也比较不熟练,平均得分仅为１８２.

表４ ８　沟通与协作素养

指标/得分 (１~５)
农户群体

平均得分

湖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湖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河南省农户

平均低分

　使用微信或 QQ 等聊天软件与他人在线

打字或发语音聊天
３８６ ３７８ ３９４ ３８６

　使用电脑或手机给他人分享网上的信息

(例如,转发文章、视频) ３１５ ３１１ ３１７ ３１８

　使用电脑或手机参与村委会安排的事务 ２９０ ２８５ ２９３ ２９０

　使用电脑或手机与他人在网上团购 (如
农资等) ２３４ ２２４ ２５１ ２２６

　使用电脑或者 手 机 与 他 人 联 机 玩 游 戏

(如斗地主) １７７ １５９ １９１ １７８

　与他人远程视频开会 (如开腾讯会议) １８２ １６５ １８７ １９１

　通过微信与他人远程视频聊天 ３７８ ３８７ ３７６ ３７１

　农户数量 (户) ９６１ ３１２ ３２７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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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数字内容创作素养

数字内容创作素养主要衡量的是农户创建和编辑文字、图像和视频等内容

并进行创意化的表达、输出和传播的能力水平,例如朋友圈发布文字或视频、
快手或抖音上制作并发布短视频、网络直播、Word或Excel等办公软件的使

用等.表４ ９展示了农户的数字内容创作素养情况,总体来看,农户的数字

内容创作素养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农户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文字或图片的操作能力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平均得

分为３１５,其中湖南省的农户对该项操作最为熟练,平均得分为３２５;对于

在抖音、快手上制作并发布短视频的操作,农户的能力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程

度,平均得分为２４０;对于 Word、Excel、PPT 等办公软件的使用和操作,
农户多处于不熟练甚至不会的状态,这是由于农户的职业特性,很少需要操作

此类办公软件,因此基本不会操作.

表４ ９　数字内容创作素养

指标/得分 (１~５)
农户群体

平均得分

湖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湖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河南省农户

平均低分

　您会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文字或图片吗 ３１５ ３１７ ３２５ ３０２

　您会 在 抖 音、快 手 上 制 作 并 发 布 短 视

频吗
２４０ ２３３ ２４０ ２４７

　您会在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上直播吗 １５０ １４３ １５５ １４９

　您会在朋友圈等网络平台的评论区发表

自己的评论吗
２７５ ２６８ ２８８ ２７０

　您会使用微软 Word文档编辑文字内容吗 １４７ １２９ １５１ １６０

　您会使用微软 Excel文档制作表格内容

并进行求和运算吗
１３６ １２２ １３７ １４７

　您会使用微软 PowerPoint (PPT)文档

制作和放映幻灯片吗
１２８ １１６ １３０ １３７

　您会在电脑上打印 Word、Excel或 PPT
文档吗

１４２ １２５ １４４ １５６

　农户数量 (户) ９６３ ３１２ ３２８ ３２２

４数字安全素养

数字安全素养主要衡量的是农户在使用电脑、手机等数字工具的过程中,对

于个人信息的保护、维护正当权益、保护金融资产的意识和能力,例如采用动态验

证码、绑定手机号、设置密码等措施来维护资金安全和信息安全.表４ １０展示了

农户数字安全素养的情况,总体来看,农户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处于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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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绝大部分农户知道数字网络环境中可能存在网络诈骗、账户信息泄露等安

全风险问题,其中,湖北省的农户更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农户在使用微信、淘

宝、抖音等软件时一般会考虑账号、密码等信息安全问题,其平均得分为

３８１;在使用网上银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互联网金融工具时,农户也会采

取动态口令、人脸识别等措施来维护线上交易的资金安全,其平均得分为

３５９,其中湖南省和河南省的农户比湖北省农户得分更高;对于手机短信或软

件中告知的中奖消息,农户绝大多数知道消息不实,从侧面反映出农户的网络

防诈骗意识较强.

表４ １０　数字安全素养

指标/得分 (１~５)
农户群体

平均得分

湖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湖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河南省农户

平均低分

　知道数字网络环境中可能存在网络诈骗、
账户信息泄露等安全风险问题

４１４ ４２５ ４００ ４１７

　使用微信、淘宝、抖音等软件时,您会

考虑账号、密码等信息安全问题吗
３８１ ３８４ ３８１ ３７８

　使用微信、淘宝、抖音等软件时,您会

通过绑定手机号、动态验证码等措施来维

护账号及密码等信息的安全吗

３６１ ３５２ ３６７ ３６２

　在使用网上银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

互联网金融工具时,您会采取措施 (如动

态口令和交易码、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
维护线上交易的资金安全吗

３５９ ３４７ ３６４ ３６４

　在手机短信或软件中告知您中奖的消息

都是骗人的吗
４３９ ４４８ ４３１ ４３７

　农户数量 (户) ９５８００ ３０８００ ３２７００ ３２２０

５信息和数据素养

信息和数据素养主要衡量的是农户使用电脑或手机等数字工具收集、整理

和加工信息和数据的能力,例如查找、筛选、下载所需的信息和数据、保存相

关图片等.表４ １１展示了农户的信息和数据素养情况,从总体来看,其信息

和数据素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

部分农户会使用电脑或手机查找、浏览和筛选所需要的信息和数据内容,

平均得分为２９０;对于网络上获取的信息,农户一般能够判断出是否准确可

信,其平均得分为３２０;同时,对于网上看到的图片大部分农户会将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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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手机上,该项操作农户的平均得分为３２２;但绝大部分农户不会使用优盘

等移动硬盘来存储和拷贝,其平均得分只有１６１.

表４ １１　信息和数据素养

指标/得分 (１~５)
农户群体

平均得分

湖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湖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河南省农户

平均低分

　会使用电脑或手机查找、浏览和筛选所

需要的信息和数据内容
２９０ ２８２ ２９５ ２９１

　能够判断从网络上获取的信息内容是否

准确可信
３２０ ３２７ ３２１ ３１１

　会使用手机的收藏、下载功能 ２８７ ２８３ ２９５ ２８１

　会将网上看到的图片保存到手机 ３２２ ３２１ ３２６ ３１７

　会用优盘等移动硬盘来存储和拷贝文件 １６１ １３８ １６７ １７７

　农户数量 (户) ９６２ ３１２ ３２７ ３２２

６综合数字素养

数字素养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户的农业知识技能和管理

能力都有重要影响,前文我们具体报告了农户五个不同维度的数字素养情况,

接下来我们将报告农户这五个维度及农户综合数字素养的情况.

由表４ １２与图４ １０可知,农户的数字内容创作素养最低,仅有１９２,

表明农户并不擅长编辑文字、制作视频等操作;然而,农户的数字安全素养最

高,平均得分为３９０,其中湖北省和河南省的农户得分相同,表明这两个省

份的农户数字安全素养相当,都处于较高水平;农户的数字设备与软件操作素

养、沟通与协作素养、信息和数据素养的平均得分分别为２９７、２８０、２７６;

综合来看,农户的综合数字素养不高,平均得分为２８７,其中湖南省的农户

综合数字素养最高,而湖北省的农户综合数字素养最低.

表４ １２　农户数字素养

指标/得分 (１~５)
农户群体

平均水平

湖北省农户

平均水平

湖南省农户

平均得分

河南省农户

平均低分

设备与软件操作素养 ２９７ ２８４ ３０５ ３００

沟通与协作素养 ２８０ ２７４ ２８７ ２８０

数字内容创作素养 １９２ １８３ １９５ １９６

数字安全素养 ３９０ ３９１ ３８９ ３９１

信息和数据素养 ２７６ ２７２ ２８０ ２７５

综合数字素养 ２８７ ２８１ ２９１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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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０　农户数字素养

７本节小结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农户的综合数字素养不高.农户的综合数字素养不高,平均得分为

２８７,其中湖南省的农户综合数字素养最高,而湖北省的农户综合数字素养

最低.

第二,农户的数字内容创作素养较低.农户的数字内容创作素养在五个维

度中最低,仅有１９２,介于完全不会与比较不熟练之间,表明农户并不擅长

编辑文字、制作视频等操作.

第三,农户的数字安全素养相对较高.农户的数字安全素养平均得分为

３９０,其中湖北省和河南省的农户得分相同,都处于较高水平,表明大部分农

户具有一定的网络安全意识.

三、 农户电商采纳∗

农村电子商务 (以下简称 “农村电商”)是改善农户生活水平、推动农村

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电子商务在国内各大城市已得到较为充分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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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农村地区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２０２０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１７９万亿元,是２０１５年的５１倍,远高于全国电子商务整体增速.农村电商

一方面可以克服传统商业的时空限制,便利农户的购物消费;另一方面,农村

电商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范围更广、效率更高、门槛更低的销售渠道.在近

年的实践中,农村电商已为乡村振兴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因此,深入调研

农户的电商使用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１电商购物

在本次调研中,了解电商购物的农户样本量为６１０人,占总体有效样本

的４７３６％.其中,河南省样本中４５９０％的农户了解电商购物,湖北省为

４８３９％,湖南省为４７７８％.农户或其家人有网购经历的样本量为５５３人,

占总体有效样本的４２９３％.其中,河南省样本中４１６９％的农户或其家人

有网购经历,湖北省为４１７１％,湖南省为４５４３％.针对了解电商购物的

农户,课题组还进行了网购频率、网购途径、网购商品类型和网购物流等方

面的调查.
(１)网购频率

通过询问农户或其家人上一次网购的时间来衡量农户的网购频率.图４ １１
为农户上一次网购时间的分布状况.在５５３份有网购经历的农户问卷中,３０２％
的样本近一天有过网购经历,３４９％的样本近一星期有过网购经历,１１３９％的

样本近半个月有过网购经历.由此可见,样本中的农户家庭网购频率较高.

图４ １１　农户或其家人上一次网购时间分布

(２)网购途径

表４ １３为农户的网购途径统计表.绝大多数 (９６９３％)农户通过智能

手机进行网购,使用电脑、电商代购或其他方式的农户非常少.由此可见,智

能手机是农户进行网购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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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３　农户网购途径统计表

河南省 (人) 湖北省 (人) 湖南省 (人) 合计 (人) 占比 (％)

电脑 １０ ７ １３ ３０ ５４２

智能手机 １７１ １７３ １９２ ５３６ ９６９３

电商代购 ２ ７ １ １０ １８１

其他 ７ ６ ０ １３ ２３５

(３)网购商品类型

表４ １４ 为 农 户 过 去 一 年 的 网 购 商 品 类 型 统 计 表.服 饰 类 商 品

(６９２６％)、日用品 (６４９２％)与食品饮料 (４５２１％)为农户的主要网购商

品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一部分 (１９７１％)农户开始使用网购的方式

购买化肥和农药等农资类产品.药品与保健类产品 (１７９０％)、家用电器

(１７５４％)、电子产品 (１７００％)的网购占比较低.在过去一年网购过家具

(６８１％)与烟酒类商品 (５４２％)的农户比例非常低.

表４ １４　农户过去一年网购的商品类型统计表

河南省 (人) 湖北省 (人) 湖南省 (人) 合计 (人) 占比 (％)

食品和非酒类饮料 ８３ ９０ ７７ ２５０ ４５２１

烟酒类产品 １２ ８ ９ ２９ ５４２

药品与保健品 ３０ ３２ ３７ ９９ １７９０

衣服、箱包和配饰 １２７ １３２ １２４ ３８３ ６９２６

日用品 １２１ １１７ １２１ ３５９ ６４９２

家具 １６ １３ ９ ３８ ６８１

电子产品 ３４ ２６ ３４ ９４ １７００

家用电器 ２８ ３１ ３８ ９７ １７５４

化肥和农药等农资 ３０ ３７ ４２ １０９ １９７１

其他 １１ ２４ １０ ４５ ８１４

(４)网购物流

表４ １５为农户网购的主要取货地点统计表.５７８７％的农户主要网购取

货点为乡镇地区,２９４８％的农户主要在村内取货,９０４％的农户主要以送货

上门的方式取货.以上数据说明农村的电商物流已发展到一定程度 (超过１/３
的农户主要在村内取货),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湖南省以送货上门为主要

取货方式的农户 (３１人)明显多于其他两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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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５　农户网购的主要取货地点统计表

河南省 (人) 湖北省 (人) 湖南省 (人) 合计 (人) 占比 (％)

送货上门 ７ １２ ３１ ５０ ９０４

村内 ６０ ５３ ５０ １６３ ２９４８

乡或镇里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７ ３２０ ５７８７

县里 １ ４ ５ １０ １８１

其他 ３ ６ １ １０ １８１

表４ １６为农户网购的物流时长统计表.通过询问农户在网上下单后平均

多少天可以收到产品来衡量农户网购的物流时长.总体上,农户网购的平均物

流时长为３４１天,湖北省为３３４天,河南省为３４０天,湖南省为３５５天.
农户网购的物流时长大部分 (７５９０％)集中于３到４天.相较于全国平均的

网购物流时长 (菜鸟平台２０２２年８月公布全国快递的平均送达时长约为４８小

时),农村网购的物流时长仍有待进一步缩短.

表４ １６　农户网购的物流时长统计表

河南省 (人) 湖北省 (人) 湖南省 (人) 合计 (人) 占比 (％)

１天以内 ０ ２ １ ３ ０５４

１天 ５ ５ １０ ２０ ３６２

２天 １８ １６ １１ ４５ ８１５

３天 ９５ ９５ ８１ ２７１ ４９０９

４天 ３９ ４８ ６１ １４８ ２６８１

５天 １１ ７ １６ ３４ ６１６

６天 １ ０ ４ ５ ０９０

７天及以上 ９ ８ ９ ２６ ４７１

２电商销售农产品

在本次调研中,了解电商销售农产品的样本仅有１２７人,占总体有效样本

的９８７％,其中４３３１％来自湖北省,３３０７％来自河南省,２３６２％来自湖南

省 (图４ １２).农户自身或其家人有过电商销售农产品经历的样本仅有１７人,
占总体有效样本的１３２％,其中湖北９人,河南４人,湖南４人.２０２２年有

电商销售经历的农户比例较２０１９年 (１０人,占总体有效样本的０９３％)有所

增长,但该比例仍然较小.在１７份有电商销售农产品经历的样本中,平均年

电商销售额为１１３９５６元;大部分 (６４７１％)销售的是农户自家生产的农产

品;大部分 (７６４２％)电商销售的农产品没有品牌;２９４１％的农户通过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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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电商销售.

图４ １２　了解农产品电商销售的省份差异

３本节小结

通过对华中三省农户电商采纳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了解电商并有电商购物经历的农户占样本一半左右,且省份间差异

较小.据调查,了解电商购物的农户样本量为６１０人,占总体有效样本的

４７３６％.农户或家人有网购经历的样本量为 ５５３ 人,占总体有效样本的

４２９３％.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三省农户了解电商并有电商购物经历的农

户占比均在４０％~５０％,没有明显区域差异.
第二,在购物频率和购买途径方面,网购农户的购买频率较高,且绝大部

分网购农户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网购.７０％以上的网购农户在近半月内使用过电

商购物,９６９３％的网购农户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网购.
第三,在网购商品类型上,农户通过电商主要购买非耐用品.农户通过电

商主要购买衣服、箱包和配饰 (６９２６％)、日用品 (６４９２％)与食品和非酒

类饮料 (４５２１％)等产品.
第四,在网购物流及时间上,大部分农户在乡或镇里取货,物流时间大部

分在３天以上.５７８７％的农户在乡里或镇里取快递,仅３８５２％的农户在村

里取快递.农户网购物流时长平均为３４１天,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第五,农户或家人有电商销售农产品经历的比例仍然较低.已有小部分

(９８７％)农户了解电商销售农产品,但仅有１３２％的农户或其家人有电商销

售农产品的经历.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农业农村数字化情况进行分析,本报告发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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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问题:

①农户使用互联网主要用于娱乐活动,较少参与农技培训、获取作物种植

方法以及利用手机软件操作农机设备等生产性活动.②农业软件还未在农村地

区得到较好的普及与使用.③农户的综合数字素养不高,尤其数字内容创作素

养最低.④了解电商并有电商购物经历的农户仅占样本的一半左右.⑤农户通

过电商主要购买非耐用品,较少购买耐用品.⑥大部分农户在乡或镇里取快

递,且物流时间大多在３天以上.⑦农户或家人较少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

为解决农业农村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本报告提出如下政策

建议.

第一,完善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扩大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和农

户使用率,进而提升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

第二,引导农户使用互联网从事农业生产相关活动.开展手机软件在农业

生产中的应用培训,使得农户能够熟练地通过手机软件来获取农业信息资讯、

线上参加种植或养殖相关的技术培训、农技咨询、获取科学的作物种植方案以

及手机操作农机设备,形成 “互联网＋农业”的良好经营模式.

第三,加大对农业手机软件的宣传与推广.提高农业手机软件在农户群体

中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户对于农业软件的了解,鼓励农户使用农业手机软件来

辅助农业生产,实现科学种地.

第三,应建立农村数字化教育体系,充分发挥数字化教育驱动农民参与数

字生活的作用.在实施数字化教育时,要注意精准施策.

第四,全方位提升农户的数字素养水平.开展农户数字技能培训,重点关

注中低收入农户、中老年农户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户.

第五,推广农村电商,让更多农户获得数字红利.加大对农村电商采纳的

推广、培训和示范,让更多的农户了解和使用农村电商,通过电商购买种类更

多、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生活用品与农资产品,进而降低农户的生活与生产

成本,提升农户幸福感.

第六,加快农村电商物流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加大农村电

商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农村电商物流速度,满足农户多样化、多层次的电商购

物需求.

第七,推进农户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通过电商技能培训等方式,鼓励农

户广泛参与农村电商,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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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金融与风险管理

对于华中三省的农户,金融与风险管理是关乎其家庭收入长期稳定增长的

极其重要的内容.由于农业生产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农户的收入与支出往往

存在很大的波动.同时,农业风险也是农户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包括天气灾

害、病虫害、市场波动等.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农户可以采用一些风险防范措

施,例如使用金融工具、参保农业保险项目、实行多样化种植等.另外,农业

保险参保率和赔付率也是值得关注的乡村风险保障体系建设的一环.本章将对

这些内容进行详细的介绍,提供有关华中三省农户面临的收支生产风险以及风

险管理等方面的描述.

本章将按照以下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对家庭收入支出状况进行描述;

第二部分关注微观农户个体的数字金融水平;第三部分刻画种植风险的防范与

补偿;第四部分析农业保险参保趋势及农户反馈;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得出研

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家庭收入支出情况∗

金融资本指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人们为了取得生计目标所需要的积累和流

动.农户金融资本指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中可支配和可筹措的资金,主要包括:

农户进行生产活动获得的现金收入,从金融机构和其他个人处获得的贷款、无

偿援助等.本书对金融资本的考量只关注了农户的收入和消费支出状况,未对

农户借贷资金方面进行考虑.

１农户家庭收入

农户的非农收入主要来源于其就业.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获得的数据中共有

１９２７位受访对象回答了关于是否务农、是否非农就业的问题.其中,１４８７人

在２０２０年参与务农,４４０人没有从事农业相关生产.参与非农就业的样本农

户为８０２人,占比４２％ (图５ １).

４５１
∗ 执笔人:张泽宇;参与人:刘恒艺、谭晓艳.



图５ １　受访者的非农就业、从业情况

根据表５ １和表５ ２可知,在１９６３—２０２０年期间,部分年份中有受访

者外出务工,自１９８５年开始,每一年均有农户外出务工.在所有从事非农生

产的工作中,受访者以务工为主 (４０１人,占比８４０７％),自营 (４４人,占

比９２２％)与公职 (２１人,占比４４０％)分列第二、三位.外出务工的农民

工平均工作时间为７个月,每月２４天.如图５ ２所示,受访省份中,外出务

工者的务工地点以河南省 (１５０人)、湖北省 (１４８人)居多;除受访省份以

外,外出务工人员多集中在广东省 (５８人).其中在广东省从业的人主要分布

城市为深圳、广州;在湖北省从业的人主要分布城市为武汉、襄阳;在河南省

从业的人主要分布在安阳、洛阳、郑州、新乡.

表５ 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受访对象的非农就业情况

非农就业状况 农户数 (户) 占比 (％)

公职 ２１ ４４０

务工 ４０１ ８４０７

自营 ４４ ９２２

其他 １１ ２３１

总计 ４７７ １００

表５ 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受访对象的非农业劳动供给

首次外出务工年份 主要非农工作月数 (年) 主要非农工作天数 (月)

平均值 ２００６ ７ ２４

中位数 ２００７ ８ ２６

众数 ２０１５ １２ ３０

最小值 １９６３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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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首次外出务工年份 主要非农工作月数 (年) 主要非农工作天数 (月)

最大值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１

观测数 ４７７ ４７７ ４７７

与２０１９年的调研数据相比,在所有从事非农生产的工作中,务工人数明

显增加,而从事公职、自营以及其他工作方式的人数并没有显著变化.从外出

务工地点的分布来看,和２０１９年相比,在河南省、湖北省务工仍然是最多人

的选择,除受访省份以外,广东省仍是外出务工人员最大的集中地,且城市分

布与２０１９年保持一致.

图５ ２　受访者外出务工省份分布

从表５ ３可看出,除自营公司的受访对象以外,受访者全年家庭收入平

均值为５８９４３元.其中,农业劳动收入为２０５７３元,非农收入为３８６３５元,

家庭收入均值与非农收入均值较２０１９年有所上涨,但农业收入均值有小幅度

下降 (图５ ３).本次受访华中三省家庭人均收入为１７５３０８７元/年,与

２０１９年调研得到的家庭人均收入相比提高了约７０００元/年,但仍然显著低于

全国人均收入２８２２８元/年.

表５ 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受访对象的家庭收入情况

单位:元

家庭总收入 农业劳动收入 非农收入

平均值 ５８９４３ ２０５７３ ３８６３５

中位数 ３２４７０ ８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

众数 ２０００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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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家庭总收入 农业劳动收入 非农收入

最小值 ０ ０ ０

最大值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７９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观测数 ８３９ ８３９ ８３９

图５ ３　家庭收入均值对比

我们仍然以国家统计数据为标准,以四口之家计算,官方划分的收入水平

组为２３８３２元/年 (低收入),５５３７２元/年 (中等偏低),８９９８０元/年 (中等

偏上)以及２５９７３６元/年 (高收入).与２０１９年的调研结果相比,华中三省

的农户年收入水平均值仍在中等偏低组内,但在绝对值上较２０１９年有所提高.

除此之外,低收入家庭数量有所减少,其余收入水平家庭数量与２０１９年相比

变化不大 (图５ ４).

图５ ４　收入水平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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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４中将三省受访对象家庭收入情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河南省农户

的家庭收入整体水平要高于湖北省和湖南省,其次是湖南省,湖北省的家庭收

入整体水平在三省中最低.

表５ 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三省受访对象家庭收入情况对比

单位:元

家庭总收入 家庭农业收入 家庭非农收入

平均数 中位数 众数 平均数 中位数 众数 平均数 中位数 众数

湖北省 ５２０５１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７７５２ ６０００ ０ ３４２５２ １６４５０ ０

湖南省 ５８５８５ ３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１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７５０８ １５０００ ０

河南省 ６５４０３ ３８８９６ ３００００ ２１４１９ ９０００ ０ ４４１５７ ２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２２年的调研中课题组更加详细地分析了受访者收入来源.从统计结果

来看,受访者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收入,占比将近５０％,其次为务农收入,

两者合计占比达到８２７９％.而在非农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为最重要来源,占

比总非农收入的７４１５％,其次为经营性收入 (图５ ５).

图５ ５　收入来源

(左侧为人均收入来源,右侧为人均非农收入来源)

２农户消费支出

通过剔除缺失值及异常值,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调研共获得８３２个有效数据.

从总体上看,２０２０年受访者支出平均值为４２６５５４５元,中位数为２１１２５元.

从图５ ６可以看出,接近７５％的农户支出水平小于农户支出的平均值,超过

６％的农户支出费用高达１０万元以上.分省份来看,湖北省受访者支出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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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３９１５５６８元,中位数为２３４６０元;河南省受访者支出平均值为４８３４１８４元,

中位数为１８５４６００元;湖南省受访者支出平均值为３５５４５０３元,中位数为

２６０９７５０元 (表５ ５).

图５ 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受访者支出分布直方图

表５ 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三省受访者支出情况对比

省份 受访人数 (人) 支出的均值 (元) 支出的中位数 (元)

湖北 ３５９ ３９１５５６８ ２３４６０００

河南 ３６１ ４８３４１８４ １８５４６００

湖南 １１２ ３５５４５０３ ２６０９７５０

从表５ ６和图５ ７可以看出,食物和医疗是受访者支出的主要部分,占

农户支出的４２１８％.此外,受访者在 (孙)子女、住房公用事业、房屋维

修、烟酒、服装上的消费较多.受访者在法律费用、住房、税款、捐赠、外出

旅游、电子设备上的需求很小.其中,在食物支出上,农户自己做饭上的支出

占７２２６％,餐馆支出以及外卖支出仅占２７０７％与０６７％.在医疗支出上,

４２８１％的支出为农户自付支出.

表５ 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受访者支出流向

受访人数 (人) 总支出 (元) 平均支出 (元) 占比 (％)

医疗 ８３２ ８１１１４７３８０ ９７４９３７ ２２８６

食物 ８３２ ６８５５０９９０１ ８２３９３０ １９３２

(孙)子女 ８３２ ４７１４２５５００ ５６６６１７ １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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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受访人数 (人) 总支出 (元) 平均支出 (元) 占比 (％)

住房公用事业 ８３２ ３２５８４９０４０ ３９１６４５ ９１８

房屋维修 ８３２ ３１５３４０３００ ３７９０１５ ８８９

烟酒 ８３２ ３０２３２５０００ ３６３３７１ ８５２

服装 ８３２ ２４３５９７６００ ２９２７８６ ６８６

交通 ８３２ １４９３３１１４０ １７９４８５ ４２１

非生产性保险费 ８３２ １１３９００４６０ １３６９００ ３２１

电子设备 ８３２ ５７９５６０００ ６９６５９ １６３

外出旅游 ８３２ ３０４９８６００ ３６６５７ ０８６

捐赠 ８３２ １７４４５２００ ２０９６８ ０４９

住房 ８３２ １５９１９９００ １９１３４ ０４５

税款 ８３２ ７７０８４００ ９２６５ ０２２

法律费用 ８３２ ９７９２００ １１７７ ００３

图５ ７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受访者不同类型支出占比

从农户主观感受上看,如图５ ８所示,与其他农户相比,５８％的受访者

认为自己的支出在中等水平,３２％的农户认为自己的支出水平比较低或很低,

只有１０％的农户认为自己处在高水平的支出上.

在２０２２年的调研中,剔除缺失值及异常值后共获得１２７９个有效数据.

从总体上看,受访者支出平均值为４１５０１０６元,中位数为２５５００元.从

０６１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图５ 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受访者支出水平主观感受

图５ ９可以看出,接近７０％的农户支出水平小于农户支出的平均值,接近７％
的农户支出费用高达１０万元以上.分省份来看,湖北省受访农户支出平均值为

３６７７６６７元,中位数为２４２００元;河南省受访农户支出平均值为５００６７３８元,中

位数为２７９００元;湖南省受访农户支出平均值为３７７１２４１元,中位数为

２５９００元.整体消费支出水平上,河南省消费支出水平是三省 中 最 高 的

(表５ ７).

图５ ９　２０２２年受访者支出分布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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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７　２０２２年三省受访者支出情况对比

省份 受访人数 (人) 均值 (元) 中位数 (元)

河南 ４２５ ５００６７３８ ２７９００００

湖北 ４３３ ３６７７６６７ ２４２００００

湖南 ４２１ ３７７１２４１ ２５９００００

从受访者支出流向来看,如表５ ８和图５ １０所示,食物消费与医疗消

费是受访者支出的主要部分,占农户支出的４２７６％.此外,受访者在 (孙)

子女教育消费、住房公用事业上的消费也比较多.受访者在外出旅游、住房、

服装上的需求很小,总计不足支出的１０％.

表５ ８　２０２２年受访者支出流向

支出流向 受访人数 (人) 总支出 (元) 平均支出 (元) 占比 (％)

食物 １２７９ 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１３７００ ２２０４

医疗 １２７９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６１３６１ ２０７２

(孙)子女教育 １２７９ ８６１９５０３００ ６７３９２５ １６２４

住房公用事业 １２７９ ６６４１３９３００ ５１９２６５ １２５１

娱乐活动 １２７９ ３８０５９６５００ ２９７５７４ ７１７

交通费用 １２７９ ３７５９３００００ ２９３９２５ ７０８

烟酒 １２７９ ３６５８０８０００ ２８６０１１ ６８９

服装 １２７９ ２５６６６６９００ ２００６７８ ４８４

住房 １２７９ ８９５６２５００ ７００２５ １６９

外出旅游 １２７９ ４３０２９７００ ３３６４３ ０８１

两次的调研结果均显示农户支出流向主要均为食物和医疗,旅游、娱乐等

项目上农户支出少,支出流向较为单调,这也说明农户的支出主要还是用于生

活必需品.

从农户主观感受上看,如图５ １１所示,与其他农户相比,５８％的受访者

认为自己的支出水平居于中等水平,１８％的农户认为自己的支出水平比较低或

比较高,只有６％的农户认为自己处在很高或很低的支出水平上.与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年的调研数据相比,２０２２年调研中更多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支出水平属于

较高甚至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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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０　２０２２年受访者不同类型支出占比

图５ １１　２０２２年受访者支出水平主观感受

３结论与建议

结合对样本收入与消费支出的描述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收入方面,华中三

省的农户收入来源以非农收入为主,但家庭总收入均值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

平,仍然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金融资本拥有量比较低.在消费支出方面,综

合两年调研结果可以看出,７０％~７５％的受访者支出水平低于农户人均支出水

平,少部分农户支出水平要显著高于大部分农户的支出水平,农户支出有较为

明显的两极分化.对三省的收入和消费支出进行对比,河南省的整体收入水平

以及消费支出水平是最高的.除此之外,医疗消费以及食物消费均是受访者的

主要支出,说明受访者的支出仍然以生活必需品为主.

根据以上结论,相关政府部门应该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帮助农户提高收

入,比如推广普惠金融以缓解农户流动性资金约束和资金压力,为农户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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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就业帮扶和就业机会,完善相关医疗保障体系让农户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得

有效医疗服务.

二、 数字金融∗

传统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创新性的金融模式加以解

决.特别是,凭借近年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蓬勃发展的重大契

机,金融也加强了与新兴技术的有机融合,一种新型普惠金融模式———数字金

融应运而生 (唐松等,２０２０).数字金融泛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利用

数字技术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业务模式 (黄益平、黄卓,

２０１８).数字金融以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门槛为特征 (唐松等,２０２０),对

全要素生产率 (唐松等,２０１９)、创业 (谢绚丽等,２０１８)、金融需求 (傅秋

子、黄益平,２０１８)、包容性增长 (张勋等,２０１９)、居民 消 费 (张 勋 等,

２０２０)等都具有显著影响.

本调研关注微观农户个体的数字金融水平,样本农户家庭的数字金融水平

用金融机构账户普及与使用情况、储蓄与借贷情况、资金往来情况和手机/互

联网使用情况四个方面进行衡量.具体调研结果如下.

１金融机构账户普及与使用情况

表５ ９的结果显示,在１２８８个有效样本中,１０７９户在银行或其他类型

的正规金融机构拥有账户,占比达到８３７７％,其中湖南省农户拥有的金融机

构账户占三省所有样本农户 (１２８８户)的比例最高 (２８３４％),河南省农户

拥有的金融机构账户比例为２７８７％,湖北省农户拥有的金融机构账户比例为

２７５６％.样本农户中共有９７７位农户拥有借记卡,普及率达到７５８５％,２０４
位农户拥有信用卡,普及率只有１５８４％.河南省样本拥有借记卡的比例

(２６２４％)高于湖南省 (２５０８％)和湖北省 (２４５３％),湖北省样本农户拥

有信用卡的比例 (６２９％)高于河南省 (５０５％)和湖南省 (４５０％).

表５ ９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金融机构账户普及情况统计表

省份

在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正规金

融机构拥有账户的农户数量

拥有借记卡

的农户数量

拥有信用卡的

农户数量

样本数 (户) 比例 (％) 样本数 (户) 比例 (％) 样本数 (户) 比例 (％)

河南省 ３５９ ２７８７ ３３８ ２６２４ ６５ 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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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省份

在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正规金

融机构拥有账户的农户数量

拥有借记卡

的农户数量

拥有信用卡的

农户数量

样本数 (户) 比例 (％) 样本数 (户) 比例 (％) 样本数 (户) 比例 (％)

湖北省 ３５５ ２７５６ ３１６ ２４５３ ８１ ６２９

湖南省 ３６５ ２８３４ ３２３ ２５０８ ５８ ４５０

总计 １０７９ ８３７７ ９７７ ７５８５ ２０４ １５８４

注:比例为拥有金融机构账户/借记卡/信用卡的农户占调研农户有效样本的比例.

为进一步考察农户的银行卡使用情况,我们询问了农户借记卡和信用卡的

用途.响应率为多选题各选项的全部选择项比例情况.由于农户可以使用银行

卡进行多项活动,所以我们用响应率来分析多选题中农户的回答情况.

在总共９７７位拥有借记卡的农户中,有５５８位农户不使用借记卡进行消

费,占比５７１１％;在总共２０４位拥有信用卡的农户中,有１２１位农户不使用

信用卡进行消费,占比５９３１％.表５ １０显示了样本村农户借记卡和信用卡

的使用情况,农户使用借记卡和信用卡在手机或互联网上进行消费的频次最

高,而在实体店刷卡消费的频次较低.

表５ １０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银行卡使用情况统计表

用途
拥有借记卡农户 拥有信用卡农户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在实体店刷卡消费 ２３０ ２００３ ６３ ２６２５

在手机或互联网上消费 ４９９ ４３４７ ９４ ３９１７

不消费 ４１９ ３６５０ ８３ ３４５８

汇总 １１４８ １００ ２４０ １００

样本农户中有６１８２％的农户使用手机 (包括短信)或互联网查看银行卡

(借记卡)账户余额,有６６９９％的农户使用手机 (包括短信)或互联网查看

信用卡额度 (图５ １２).

２储蓄与借贷情况

表５ １１显示了样本农户的储蓄存放情况.平均而言,７７５８％的样本农

户曾将资金存入个人账户,农户的储蓄主要放在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正规金融机

构,其次是自己家、亲戚或者朋友家,最后是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具体来

说,与湖北省和河南省相比,湖南省样本农户将储蓄放在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正

规金融机构的比例更高 (８００９％),而湖北省样本农户将储蓄放在自己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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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２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银行卡使用情况

戚或者朋友家的比例更高 (２６３２％).

表５ １１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存款情况

存款情况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汇总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银行或其他类型

的正规金融机构
３３３ ７３０３ ３７０ ８００９ ３６６ ７９５７ １０６９ ７７５８

自己家、亲戚

或朋友家
１２０ ２６３２ ８９ １９２６ ９０ １９５７ ２９９ ２１７０

其他非正规

金融机构
３ ０６６ ３ ０６５ ４ ０８７ １０ ０７３

汇总 ４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４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７８ １００００

表５ １２显示了样本农户的储蓄使用情况.平均而言,样本农户的储蓄用

于家庭成员养老的比例最高 (３９１２％),其次是家庭成员未来的医疗健康

(３６１２％),最后是家庭成员未来的教育 (２４７６％).分省份而言,与湖南省

和河南省相比,湖北省样本农户将更大比例的存款用于家庭成员养老、家庭成

员未来的医疗健康,而在家庭成员未来的教育方面,存款准备较少.与之相

比,河南省样本农户在家庭成员未来的教育方面的存款准备比例最高.

表５ １２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存款的使用情况

储蓄用途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汇总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家庭成员养老 ２９０ ４０５６ ３２８ ３９９５ ３０８ ３７０６ ９２６ ３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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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储蓄用途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汇总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家庭成员未来

的医疗健康
２６７ ３７３４ ３００ ３６５４ ２８８ ３４６６ ８５５ ３６１２

家庭成员

未来的教育
１５８ ２２１０ １９３ ２３５１ ２３５ ２８２８ ５８６ ２４７６

汇总 ７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８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６７ １００００

表５ １３显示了样本农户的借款来源情况.整体来说,湖北省和河南省样

本农户的借款主要来源于家人、亲戚或朋友,而湖南省样本农户的借款主要来

源于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正规金融机构,占比达到６１０７％.

表５ １３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借款来源情况

借款来源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汇总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银行或其他类型

的正规金融机构
４７ ４６５３ ９１ ６１０７ ６０ ４７６２ １９８ ５２６６

家人、亲戚

或朋友
５３ ５２４８ ５８ ３８９３ ６５ ５１５９ １７６ ４６８１

其他非正

规金融机构
１ ０９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７９ ２ ０５３

汇总 １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６ １００００

表５ １４显示,平均而言,三省样本农户的借款/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

(２９１２％),其次是购买/建造房屋 (１８８５％)、创办、经营或发展企业 (１５０４％)、

为自己或家人治病 (１３１３％),还分别有６９２％和５０１％农户的借款/贷款用于家

庭成员教育和流转土地.分省份来看,湖北省和湖南省样本农户借款/贷款的最大

用途是农业生产,响应率分别达到３４７８％和３１２５％.而河南省样本农户借款/贷

款的最大用途是购买/建造房屋,占比为２５００％,其次是农业生产 (２２２２％).

表５ １４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借款用途情况

借款用途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汇总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流转土地 ８ ６９６ ９ ５６３ ４ ２７８ ２１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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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借款用途

湖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汇总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响应频次

(次)
响应率

(％)

购买/建造房屋 １７ １４７８ ２６ １６２５ ３６ ２５００ ７９ １８８５

为自己或家人治病 １６ １３９１ １８ １１２５ ２１ １４５８ ５５ １３１３

家庭成员教育 ５ ４３５ １３ ８１３ １１ ７６４ ２９ ６９２

进行农业生产 ４０ ３４７８ ５０ ３１２５ ３２ ２２２２ １２２ ２９１２

创办、经营或

发展企业
１７ １４７８ ２３ １４３８ ２３ １５９７ ６３ １５０４

其他 １２ １０４３ ２１ １３１３ １７ １１８１ ５０ １１９３

汇总 １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３资金往来情况

总样本中有２６２８％的样本农户曾向居住在中国不同城市或地区的亲戚或

朋友提供过汇款.从转出资金渠道来看 (图５ １３左),资金主要是通过银行

或其他类型的正规金融机构的手机/互联网软件 (小程序),其次是通过银行或

其他类型的正规金融机构的线下网点、面对面给现金、邮寄.总样本中有

３２５０％的样本农户从居住在中国不同城市或地区的亲戚或朋友那里收到了钱.

从转入资金渠道来看 (图５ １３右),资金主要是通过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正规

金融机构的手机/互联网软件 (小程序),其次是通过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正规金

融机构的线下网点、面对面给现金、邮寄.

图５ １３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资金转出 (左)/转入 (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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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手机/互联网的使用情况

在手机/互联网使用情况方面,我们采用问题 “您是否使用手机/互联网,

诸如支付宝、微信、QQ之类的服务进行线下汇款/收款” “您是否使用手机/

互联网,诸如支付宝、微信、QQ之类的服务进行线下购物” “您是否使用手

机/互联网,诸如支付宝、微信、QQ之类的服务在线支付账单”“您是否使用

手机/互联网,诸如支付宝、微信、QQ 之类的服务进行网购活动”这四个问

题进行测量.

分析结果见图５ １４,三省的样本农户对使用手机/互联网进行线下购物

的响应 率 为 ３２９１％,其 次 是 线 下 汇 款/收 款 (２８１６％)、在 线 支 付 账 单

(２０８１％)和网购 (１８１２％).具体而言,河南省使用手机/互联网进行线下

购物的响应率 (３６９５％)高于湖北省 (３１４５％)和湖南省 (３０４２％).湖南

省使用手机/互联网进行线下汇款/收款的响应率 (３０２９％)高于湖北省

(２７１５％)和河南省 (２６７９％).湖北省使用手机/互联网进行网购的响应率

(２００３％)高于湖南省 (１８１２％)和河南省 (１６３５％).

图５ １４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手机/互联网使用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３４０％的样本农户通过诸如手机银行、网银、支付宝、微

信等互联网平台购买理财产品 (图５ １５左),６７２％的样本农户使用诸如手机

银行、花呗、京东白条、拍拍贷、陆金所等互联网平台的信贷产品 (图５ １５
中),４０９％的样本农户使用保险公司自营 App或小程序、支付宝和蚂蚁保等第

三方互联网渠道购买保险产品 (图５ １５右).

图５ １６显示了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样本农户使用诸如手机银行、网

银、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平台购买理财产品、信贷产品和保险产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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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５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使用互联网购买理财 (左)、
信贷 (中)、保险 (右)产品的情况

三省中,湖北省样本农户使用保险公司自营 App或小程序、支付宝和蚂蚁保

等第三方互联网渠道购买保险产品的比例最高 (３０２３％),湖南省样本农户通

过诸如手机银行、网银、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平台购买理财产品的比例最高

(３１２５％),河南省使用诸如手机银行、花呗、京东白条、拍拍贷、陆金所等

互联网平台的信贷产品的比例最高 (５３９７％).

图５ １６　２０２２年三省样本村农户使用互联网购买产品的差异

５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三省样本农户在金融机构拥有的账户以借记卡为主,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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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卡在三省样本村的普及率还比较低.拥有借记卡和信用卡的农户在手机或互

联网上进行消费的次数显著高于在实体店刷卡消费的次数.商务部数据显

示① ,２０２１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１３１万亿元.其中,２０２１年全国农村网络

零售额达２０５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３％,这也显示了农村地区的手机和网络

支付普及率较高.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正规金融机构是农户储蓄的主要存放地,

平均而言,样本农户的储蓄主要用于家庭成员养老和未来的医疗健康,但存在

区域异质性.三省相比,湖北省样本农户将更多储蓄用于家庭成员养老,而河

南省样本农户将更多储蓄用于家庭成员未来的教育.湖北省和湖南省样本农户

借款/贷款的最大用途是农业生产,而河南省样本农户借款/贷款的最大用途是

购买/建造房屋.样本农户通过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正规金融机构的手机/互联网

软件 (小程序)进行资金往来的频率高于通过线下网点和现金交易.虽然互联

网在农户之间的资金往来方面充当了重要桥梁,但通过诸如手机银行、网银、

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平台购买理财产品、信贷产品和保险产品的农户比例还

很少,说明数字金融在样本村的使用深度还有待挖掘.

因此,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为农村带来了移动支付

的便捷,有助于缓解农户的借贷约束,并促进了他们的生产投资和经营活动.

但数字金融的业务模式尚未成熟,未来在农村的发展还面临许多的机遇和挑

战.加快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乡村的建设对于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农村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 生产经营风险∗ ∗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弱质性产业,对自然条件和社会

经济环境均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农业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将影响生产经

营者的福利.本节围绕种植风险事前防范、事后补偿和农户的种植行为三个方

面刻画种植风险,并分省份进行了横向对比分析.

１三省概览

(１)种植行为

本小节分别从农户已经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务农投入的资金来源和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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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还将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三个方面来刻画农户的种植行为.

对农户已经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绘制了以 ５ 年为组距的直方图如

图５ １７所示.已经从事农业生产３６年至４０年的农户数量最多,共２７８户,

占总有效样本数的２１７％;从事农业生产少于或等于２０年的农户数量也占据

了一定的分量,共有２６１户,占总有效样本数的２０４％;仅２２户农户从事农

业生产超过了６０年,占样本少数.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呈现左偏的正态分

布特征,样本均值为３５３４年.

图５ １７　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直方图

在农户务农投入的资金来源方面,数据统计结果分布如图５ １８所示,由

于问题的备选项之间并不矛盾,所以将回答设置为多选,图示的百分比为选择

这一选项的农户数占被调研的１２７８份有效样本数的比重.在被调研的农户

中,１２４３户农户 (占比９７２６％)都使用了自己家的钱来进行务农投入,自

给自足式的小农生产模式依然是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也有１２０户

(占比９３９％)农户在向亲戚朋友借款进行务农投入,农户进行农业生产产生

资金需求时,主要还是依赖熟人网络借款;向金融借贷机构、农资公司和收购

机构借款进行务农投入的农户共有７０户,其中以向金融借贷机构借款为主.

可见,农户务农投入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自家的储蓄,融资需求不高,且对融

资机构的利用程度不高.

对于农户是否还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打算,绘制农户预计继续从事农业

生产年限圆饼图 (图５ １９).在全样本中,有２４９户农户对其未来从事农业

生产的年限进行了规划,３７％的农户表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将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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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８　农户务农投入的资金来源

５年,２４％的农户表示将在５~１０年内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这一结果是

存在一定选择性偏误的,短期内有不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计划的农户更有可

能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放弃农业生产后的土地处置问题,打算把地交给儿女的

农户有１０９户,而打算把地转给其他人的农户有１０８户.

图５ １９　农户预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年限

(２)种植风险防范与补偿

我们关注农户近三年主要作物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情况,在样本中,共

有２５１户对近三年内受到自然灾害的情况进行了反馈,统计结果分布如

图５ ２０所示.有效样本中有４８２１％的农户表示近三年没有遭受自然灾害,
其余农户在近三年遭受过一次及一次以上的自然灾害.２０２１年是近三年中

的主要受灾年,有效样本中有４１４３％的农户在２０２１年遭受了自然灾害的

影响,１３５５％的农户在２０２０年遭受了自然灾害,１１５５％的农户在２０２２
年截至调研时已遭受了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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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　近三年农户主要作物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情况

本小节将从自然灾害发生前的信息预警、技能培训方面,以及自然灾害发

生后的行为决策、补偿方式两个板块分析调研结果.

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方面,样本中共１２７９户农户反馈了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的获取情况,有８７９户 (占比６８７３％)农户表示获得过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其余４００户 (占比３１２７％)表示没有获得过.对获得过气象灾害预警信

息的农户进行信息来源的追问,各信息来源之间不相互矛盾,可以同时选择多

个信息来源,统计结果分布如图５ ２１所示,其中互联网是指包括微信、抖

音、新闻 App等使用互联网的途径,政府部门主要指村镇工作人员.调查结

果显示,在获得过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农户中,手机短信和互联网是农户获取

气象灾害预警的主要信息来源,分别有４３１户和４８６户,电视、政府部门也是

农户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根据调查结果也可知,农户往往通过多种途径

获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而非单一途径.

图５ ２１　农户获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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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方面,仅１６５户 (占比１２９０％)农户表示

获得过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其余１１１４户 (占比８７１０％)表示没有

获得过.同样对信息来源进行追问,统计结果分布如图５ ２２所示.调查结果

显示,在获得过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的农户中,有８５户的农户从政府

部门 (村镇工作人员)处获取了相关信息,政府部门是这一信息的主要来源;

从电视、互联网获取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的农户分别有３３户、４８户,

依靠口口相传他人转告而得知的村民有３５户,这些是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

信息的次要来源.农户也倾向于通过多种途径获取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

息,但这一信息的传播范围相对于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而言更窄,信息来源也比

较单一.

图５ ２２　农户获取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的来源

在干旱、洪涝灾害的应对方面,３６４户农户从政府那里接受过应对干旱、

洪涝灾害相关的技术指导、培训,而９３３户农户表示没有接受过相关指导与培

训.同时,２３８户农户从政府那里接受过应对干旱、洪涝灾害相关的资金或物

资支持,８６７户农户则表示并未接受过相关支持.结合指导培训与物质支持两

个方面,以１１０５户同时回答了两个问题的农户为样本,统计得到表５ １５.

有效样本中,有６０９０％的农户从政府那里既没有接受过应对干旱、洪涝灾害

相关的技术指导、培训,也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资金或物资支持;仅接受了政府

的资金或物质支持,而没有受到技术指导、培训的农户比仅受到技术指导、培

训的农户多了９７７个百分点;同时接受政府的指导培训和物质支持的农户仅

占１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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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１５　政府对干旱、洪涝灾害相关的指导培训与物质支持情况

资金或物资支持
技术指导、培训

是 否

是 １５２ (１３７５％) １９４ (１７５５％)

否 ８６ (７７８％) ６７３ (６０９０％)

对于自然灾害发生后的行为决策、补偿方式问题.在 “如果自然灾害导致

作物绝收,是否会影响农户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以及 “农户在农作物

绝收的情况下会采取何种补偿方式”问题下,共收集到１２７９份答复,并基于

农户关于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是否会被影响的回答,分别统计了他们补

偿方式,统计结果见图５ ２３.在总体样本下,７５２户农户 (占比５８８０％)

表示遭遇自然灾害,农作物绝收,并不会影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另外５２７户 (占比４１２０％)农户则表示,如果遭遇自然灾害,农作物绝收,

会影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在农作物绝收时,两组农户在补偿方式

上分布差异并不大,将近半数的农户都依靠其他收入进行补偿,共１４０户农户

选择了向亲戚朋友借款,２７４户农户表示政府会在农作物绝收的情况下救济,

给农户补贴;在选择其他方式的农户中,对回答进行进一步文本分析表明,有

２８５户农户表示没什么别的补偿办法,占比最高,仅２４户农户表示可以依靠

自身购买的农业保险进行收入补偿.

图５ ２３　农作物绝收时的补偿方式统计

２三省对比分析

本次调研在华中三省展开,在湖北省、湖南省及河南省分别收集到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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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和４２８份问卷结果.本节主要就各省自然灾害发生前的信息预警、技能培

训,及自然灾害发生后的补偿方式两个板块进行省际对比.
(１)种植行为

对湖北省农户已经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绘制了以５年为组距的直方图

(图５ ２４).湖北省已经从事农业生产３６年至４０年的农户数量最多,共９６
户,占总有效样本数的２２０７％;从事农业生产超过６０年的农户较少,仅９
户,占比２０７％.样本均值为３６６４年,分布特征与整体样本类似,呈现左

偏的正态分布特征.

图５ ２４　湖北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直方图

对湖南省农户已经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绘制了以５年为组距的直方图

(图５ ２５).湖南省已经从事农业生产３６年至４０年的农户数量最多,共８４
户,占总有效样本数的１９６７％;从事农业生产超过６０年的农户较少,仅６
户;也有１０８户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不高于２０年,占比２５２９％.样本均值为

３３８４年,分布特征与整体样本类似,呈现左偏的正态分布特征,但湖南省有

更大比例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低于２０年,与湖北省相比,农业生产年

限的样本均值更低.

对河南省农户已经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绘制了以５年为组距的直方图

(图５ ２６).河南省已经从事农业生产３６年至４０年的农户数量最多,共９８
户,占总有效样本数的２２９０％;从事农业生产超过６０年的农户较少,仅７
户;也有７９户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不高于２０年,占比１８４６％.样本均值为

３５５２年,分布特征与整体样本类似,呈现左偏的正态分布特征,河南省从事

农业生产年限低于２０年的农户比例在三省中为中等,农业生产年限的样本均

值略低于湖北省,但高于湖南省的样本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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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５　湖南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直方图

图５ ２６　河南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直方图

(２)种植风险防范与补偿

第一,灾前预警与培训.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方面,湖北省有３３０户 (占本

省样本的７６２１％)农户表示获得过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其余１０３户没有获得

过;湖南省有２６７户 (占本省样本的６３１２％)农户表示获得过气象灾害预警

信息,其余１５６户没有获得过;河南省有２８２户 (占本省样本的６６６７％)农

户表示获得过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其余１４１户没有获得过.在华中三省之间的

对比中,湖北省有更大比例的农户获得过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对获得过气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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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预警信息的农户进行信息来源的追问,统计结果分布如图５ ２７所示.

图５ ２７　华中三省农户获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来源

调查结果显示,在获得过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农户中,手机短信和互联网

是农户获取气象灾害预警的主要信息来源.湖北省有１８５户农户可以从手机短

信中获取相关信息,１８２户农户可以从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其中有９０户农

户同时选择了手机短信与互联网;湖南省有１４１户农户可以从互联网获取相关

信息,１１３户农户会通过手机短信获取,其中有５３户农户同时选择了手机短

信与互联网;河南省有１６３户农户可以从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１１３户农户会

通过手机短信获取,其中有６６户农户同时选择了手机短信与互联网.从信息

来源分布的角度看,湖北省对于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三类数字化渠道的依

赖性更强;湖南省相对其余两省较多地依赖于政府部门和广播;河南省的消息

来源分布更加接近全样本.

在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方面,湖北省６５户农户表示获得过耕地土

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其余３６８户没有获得过;湖南省４０户农户表示获得过

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其余３８３户没有获得过;河南省６０户农户表示

获得过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其余３６３户没有获得过.总体而言,华中

三省仅有较少比例的农户获得过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追问信息来源,

统计结果分布如图５ ２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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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８　三省农户获取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的来源

调查结果显示,在获得过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的农户中,政府部门

是主要的信息来源,电视、互联网是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的次要来源.

湖北省农户相对而言更加依赖电视和互联网渠道;湖南省农户更加依赖政府部

门渠道;河南省农户对口口相传的转告方式依赖性更强.

在应对干旱、洪涝灾害相关的技术指导、培训方面,湖北省１０８户 (占本

省样本的２４９４％)农户接受过相关指导;湖南省１２０户 (占本省样本的

２８３７％)农户接受过相关指导;河南省１１８户 (占本省样本的２７９０％)农

户接受过相关指导.在应对干旱、洪涝灾害相关的资金或物资支持方面,湖北

省有７６户农户获得过物资支持;湖南省６４户农户获得过物资支持;河南省

９８户农户获得过物资支持.结合指导培训与物质支持两个方面,统计得到

图５ ２９.　
调查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户在干旱、洪涝灾害方面,接受的政府指导培训

与物质支持都低于整体情况;湖南省在干旱、洪涝灾害方面,政府使农户受到

的技术指导、培训相对较多,但缺乏相关的资金或物资支持;河南省在干旱、

洪涝灾害方面,政府使农户受到的技术指导、培训以及相关的资金或物资支持

都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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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９　三省政府对干旱、洪涝灾害相关的指导培训与物质支持情况

第二,灾后补偿与对策.对于自然灾害发生后的行为决策、补偿方式问

题,基于农户关于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是否会被影响的回答,分组统计

了他们的补偿方式,统计结果见图５ ３０至图５ ３２.

图５ ３０　湖北省农户农作物绝收时的补偿方式

湖北省有２２９户农户 (占本省样本的５２８９％)表示遭遇自然灾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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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绝收,并不会影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另外２０４户农户则表

示会影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在农作物绝收时,两组农户在补偿

方式上差异并不大,将近半数的农户都依靠其他收入进行补偿,湖北省农户

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行为决策、补偿方式方面与总体样本特征没有明显

差异.

湖南省有２５７户农户 (占本省样本的６０７６％)表示遭遇自然灾害,农作

物绝收,并不会影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另外１６６户农户表示会影

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在农作物绝收时,表示并不会影响其下一季

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更多地依赖其他收入来源进行补偿,而表示会影响

的农户更多地需要向亲戚朋友借钱来补偿损失.湖南省更大比例的农户表示,

遭遇自然灾害,农作物绝收,并不会影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在绝

收时补偿方式方面,两组农户之间的选择呈现出差异.

图５ ３１　湖南省农户农作物绝收时的补偿方式

河南省有２６６户农户 (占本省样本的６２８８％)表示遭遇自然灾害,农作

物绝收,并不会影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另外１５７户农户则表示会

影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在农作物绝收时,表示会影响其下一季度

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更多地依赖其他收入来源进行补偿.接近半数的农户

都依靠其他收入进行补偿,在绝收时补偿方式方面,河南省更多的农户可以收

到来自政府的救济补贴.

对于自然灾害发生后的行为决策、补偿方式问题,农户下一季度继续从事

农业生产是否会被影响的不同分组下,组间补偿方式的差异在三省中差异不是

很大.单独考察各省农户灾后的补偿方式,统计结果见图５ ３３.三省农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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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３２　河南省农户农作物绝收时的补偿方式

有近半数的农户表示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从而平衡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风险,

个体收入来源的省际差异也较小,河南省农户相对更多地能够获得政府的救济

和补贴.

图５ ３３　三省农户农作物绝收时的补偿方式

３总结与建议

根据抽样数据总体分析来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呈现左偏的正态分布

特征,期望值在４０年附近,农户务农投入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自家的储蓄,

融资需求不高,且对融资机构的利用程度不高.七成农户通过多种途径获得过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而仅一成农户获得过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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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方面,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主要来自政府部门且来源相对单一,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互联网、电视和手机短信等数字化工具.在干

旱、洪涝灾害的应对方面,接受政府部门的技术指导、培训和资金或物资支持

的农户都不到三成,且有六成农户既没有从政府那里接受过应对干旱、洪涝灾

害相关的技术指导、培训,也没有接受过资金或物资支持.

从省际差异角度分析.华中三省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分布情况差异

不大,湖北省农户平均从事农业生产年限最长,河南省其次,湖南省最少,

湖南省从事农业生产不高于２０年的农户比重最大.从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和

耕地土壤肥力退化相关信息来看,湖北省获得两类信息的农户比重都更大,

在信息获取上表现出了更加依赖互联网、手机短信和电视一类数字化工具的

特征;湖南省获得两类信息的农户比重都更低,且在信息获取上表现出了更

加依赖政府部门渠道的特征;河南省获得两类信息的农户比重居中,在信息

获取方面表现出了对政府部门和村民社会网络相对更为依赖的特征,而对数

字化工具的利用程度较低.在政府应对干旱、洪涝灾害提供的指导培训与物

质支持方面,河南省农户获得的政府两类支持的比例高于湖北省、湖南省的

农户,三省的农户获得政府指导培训与物质支持两类帮扶的组合分布特征较

为一致,湖南省从政府那里接受过应对干旱、洪涝灾害相关的资金或物资支

持的农户比例最低.

关于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农户行为,湖北省农户更倾向于认为遭遇自然灾

害,农作物绝收,会影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且更少比例的农户能

依赖政府救济给补贴对绝收进行补偿;在绝收后的补偿方式上,对选择是否影

响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进行分组统计,湖南省与湖北省农户呈现

出认为农作物绝收不会影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同时也更多

地有其他收入补偿绝收损失的特征,而河南省农户则相反,呈现出认为农作物

绝收不会影响其下一季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同时也更少地有其他收入

补偿绝收损失的特征.

基于以上调研结果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政府有必

要构建有效的自然灾害相关信息发布平台,建立健全自然灾害信息发布和应对

指导机制,强化自然灾害发生前的预警与培训以及自然灾害发生后的保障措

施,为农户及相关主体提供有效的保障方案.第二,深化农业保险改革.除了

在保险的理论体系、法律框架、组织制度、经营模式等方面逐步完善之外,也

要注重并加强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和方式,提升农户对农业保险的实际利用

率,尽快使我国农民认同和接受农业保险并习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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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农业保险∗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是农业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多种重

要的制度功能和使命.自中国加入 WTO以来,农业保险作为 «农业协定»约

束下的 “绿箱政策”,逐步成为支持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从

２００７年农业保险补贴计划的正式推出到２０１３年 «农业保险条例»的实施,中

国的农业保险制度在不断完善.农业保险的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２００７年

至２０２１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实现近２０倍的增长,２０２１年,农业保险保费保

持２０１５年以来的两位数高增长态势,实现保费收入９７６８５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７％,占财产保险行业保费收入比重达７１４％,同比增加１１４个百分点①.

本节就省际农业保险参保趋势及农户投保行为和反馈的调研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

１三省概述

此次调研主要就农业保险推广、参保现状以及农户在保费、理赔方面的

满意程度进行了问卷调查,清晰化华中地区湖南、湖北、河南三省的农业保

险投保现状.农业保险推广成效较２０２０年调研结果有所提升,样本中仍有

三成农户表示从未听说过农业保险,其中湖南省农业保险推广成效相对最

低,从未听说过农业保险的农户占比达３１％.华中三省近三年的农业保险

参与率均在低水平下呈现上升趋势②,整体样本中４７９％的农户表示从未参

与过农业保险,三省均有约五成农户表示从未参与过农业保险.农户对于保险

公司赔付及时性的信任程度集中于较低水平,仅１４１％的样本农户对于出险

后能获得及时的理赔表达了比较高或非常高的信任度;农户对于农业保险赔付

金额存在普遍性的极低满意度,样本中８６％的农户表示对农业保险的赔付金

额满意程度很低;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参保费用满意程度相对较高,表示对农

业保险的参保费用一般和较高满意度的农户各占样本农户的２０％.华中三省

农户对农业保险在赔付效率、赔付金额、保费三个维度的满意程度反馈基本

一致.

在此概述后,本小节第二部分基于整体样本统计结果,分析２０２２年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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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执笔人:张玉、贺娟.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datastatsgovcn
２０２０年的调研样本中 (总计８３２份有效问卷)５５８％的农户表示从未对任何作物进行过投保,

２０１９年的调研样本中 (总计１０７９份有效问卷)６３７％的农户表示从未买过农业保险.



研结果,并结合三次①调研数据探讨了纵向年度趋势,第三部分对调研结果分

省份进行横向对比分析,最后总结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２主要指标分析

本节在华中三省整体样本下统计汇报２０２２年农业保险推广、参保现状以

及农户对保费、理赔满意程度的调研结果,结合３次调研数据探讨年度趋势.
(１)农业保险推广及信息来源

仍有三成农户从未听说过农业保险,听说过农业保险农户的主要信息来源

是政府部门和村委宣传.在１２９０份调查样本中,３９４户 (占比３０５％)的被

访者表示从未听说过农业保险及相关政策,９６户 (占比７４％)的被访者表示

好像听说过农业保险,８００户 (占比６２０％)的被访者明确表示听说过农业保

险,如图５ ３４所示.在听说过农业保险政策的农户中,有４５３％的农户是

从政府部门 (村干部、村组长)了解到农业保险政策的,有３３４％的农户是

从村委会的宣传栏或广播中了解到农业保险政策的.加强农业保险的宣传和相

关知识普及尚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图５ ３４　农业保险推广成效及信息来源

(２)农业保险参与率

华中三省的农业保险参与率在低水平下呈现上升趋势.在农业保险投保情

况的问题下,共计收集到９８０个有效样本②,问卷在农户哪一年参加过农业保

险这 一 问 题 下 设 置 了 五 个 备 选 项,分 别 是 ２０２２ 年、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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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共三次调研问卷.其中部分的调研问题有调整,但农业保险

投保情况这一关键问题在每一次调研中都存在,可以实现纵向对比.
去除了３０９个表示从未听说过农业保险且无法判断是否参与农业保险的样本,以及一条由于

数据录入错误而缺失相关信息的样本.



２０１９年及以前和从没有参加过农业保险,其中前４个备选项可以同时选择,

最后一个选项不可以与前４个选项中任意一个同时被选择.

２０２２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华中三省的农业保险参与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仍

有４７９％的农户表示从未参加过农业保险,参加过农业保险的农户占样本的

５２１％①.在有效样本中,３７０％的农户在２０１９年及以前购买过农业保险,

２２５户 (占有效样本的２５１％)农户在２０２０年购买了农业保险,２５７户 (占

比２８７％)农户在２０２１年购买了农业保险,２３２户 (占比２５９％)② 农户在

２０２２年购买了农业保险.

在有农业保险投保经历的农户中,不同年度的投保行为是存在差异的.为

了直观地刻画投保农户近３年的投保行为,本书对样本参保农户的新生参保和

退出参保行为进行了定义:若某农户在初次参保前的所有年度均未投过保,则

认为他是这一阶段的新生参保农户;若某农户在某次参保后的所有年度均未投

过保,则认为他是下一阶段的退出参保农户.本书也考虑了农户间断性参保行

为的影响.但参保行为中具有 “参保一年后暂停参保,在之后年度再次参保”

这样的间断性特征的农户个数极少,在２０２２年的调查样本中只有３例,所以

忽略这部分农户对统计结果的影响,不将其定义在新生参保和退出参保人群

中.统计结果如图５ ３５所示,其中保有人数在数值上等于上一阶段的总参保

人数减去本阶段退出参保人数.２０１９年及以前参与过农业保险的３３３户农户

中,仅４５９％的农户选择继续进行投保,剩余５４１％的农户则在近３年无投

保行为.在２０２０年选择参保的２２５户农户中,有３２０％是当年的新生参保;

２０２１年选择参保的２５７户农户中,有２６１％是当年的新生参保;２０２２年选择

参保的２３２户农户中,有１６８％是当年的新生参保.每年会有一定数量的农

户选择开始投保,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农户选择退出.

华中三省的农业保险参与率呈现上升趋势.２０２２年的调研样本中４７９％
的农户表示从未参与过农业保险,在２０２０年的调研样本中 (总计８３２份有效

问卷),５５８％的受访农户表示从未对任何作物进行过投保,在２０１９年的调研

样本中 (总计１０７９份有效问卷),６３７％的受访农户表示从未买过农业保险,

对比结果显示华中三省近年来在吸纳新增投保农户,提升农业保险覆盖面上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扩大了农业保险的新增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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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前４个选项可以多选,分别选择前４个选项的农户比重之和大于５２１％.

２０２２年样本投保率同比下降２８个百分点,可能的原因是问卷调查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７月,缺失

下半年的农户决策信息.



图５ ３５　２０１９年及以前、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调查样本参保趋势及参保率

为直观刻画参保农户的投保行为,对２０２０年的调研结果使用上述的新生

图５ ３６　２０１５年以前、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调查样本参保趋势及参保率

参保和退出参保定义,构建参保趋势如图５ ３６所示.２０２０年样本中４４２％
的农户有过参加农业保险的经历,每一年度的样本参保率也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下逐年增加.同样表现出农户购买保险决策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特

点,年度样本中的间断性参保行为每年不超过３户.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的平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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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保人数约占有效样本量的４８％ (约４０人/年),每年也仍然有一定数量

的农户不再购买农业保险.从整体趋势上来看,两次调研结果都显示华中三省

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在低水平中呈现上升趋势.
(３)农户满意程度

我们分别从农业保险的赔付效率、赔付金额、保费三个维度采集了抽样农

户的反馈,以此刻画投保农户的实际受益情况和综合满意程度.

第一,赔付效率.农户对于保险公司赔付及时性的信任程度集中于较低水

平.共计８０５户农户对问题 “您是否相信在出险后得到比较及时的保险赔付?”

的问题进行了答复,统计结果如图５ ３７所示,仅１４１％的样本对于出险后

能获得及时合理理赔表达比较高或非常高的信任度,而４１５％的农户对于出

险后保险公司理赔的效率和合理性持有比较低或很低的信任度,有１８６％的

农户表示无法判断出险后保险公司是否值得信赖.

图５ ３７　农户对出险后能获得及时合理理赔的信任程度

第二,赔付金额.农户对于农业保险赔付金额存在普遍性的极低满意程

度.在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赔付金额的满意程度的问题下,共采集了４８１份有

效问卷,统计结果见图５ ３８.其中８６％的农户都表示对农业保险的赔付金额

满意程度很低,也显示有４％的农户表示对农业保险赔付金额的满意程度比较

高,４％的农户表示对农业保险赔付金额的满意程度一般①.

围绕农业保险赔付,问卷还对农户是否收到赔付款以及赔付款的金额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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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拥有大量小农户生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保险的保额水平普遍较低,根据 Ming Wang等

(２０１０)测算,多数作物的保额无法补偿农户在耕作中的实物投入成本 (包括种子、化肥、除虫和灌溉

等可测成本),即使没有计算农户的劳动力投入成本,现有的保额水平也是不足的.



图５ ３８　农户对农业保险赔付金额的满意程度

了调查.在 “农户哪些年收到过参保作物的农业保险赔付款”的问题下,设置

了五个备选项,分别是２０２２年、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９年及以前和从未收

到过农业保险赔付,其中前四个备选项可以同时选择,最后一个选项不可以与

前四个选项中任意一个同时被选择.此题采集到了８０４份有效回答,统计结果

见图５ ３９.２０２２ 年 (截至调研时间前)有 ４４％ 的农户收到了赔付款,

２０２１年有１４９％的农户收到了赔付款,２０２０年有１０６％的农户收到了赔付

款,２０１９年及以前共有１５７％的农户收到了赔付款.在从未收到过农业保险

理赔的５５９户农户中,有５２１％ (２９１户)表示从未购买过农业保险①.

图５ ３９　农户获取保险赔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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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问卷还收集到剩余２６８户有过购买农业保险经历的农户中的４６户农村居民近３年的受灾情况.
在收集到的４６户样本中,４８％的农户表示在近３年中作物没有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在２０２１年有

４５７％的居民表示其作物遭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



在农户获得农业保险赔付的具体金额的回复中,删除了一条异常值,视收

到０赔付额为空缺值,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５ １６所示.赔付额中

位数远小于平均值,方差较大,表明大部分样本的农业保险赔付额集中于较低

水平,存在收到较高赔付的个例.

表５ １６　农户收到保险赔付金额描述性统计

数量

(个)
平均值

(元)
中位数

(元)
标准差

(元)
最小值

(元)
最大值

(元)

２０２２年 ７ １１０６ ４５０ １７６９ ４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年 ３３ ３２９３ ９９９ ５９４６ ４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年 ２９ ６９７５ ９９９ ２１１４６ ４０ １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及以前最高金额 １０５ ２７２６ ７００ ７９９７ ２０ ７００００

第三,参保费用.农户对于农业保险的参保费用满意程度相对较高.我们

询问了农户对农业保险参保费用的满意程度,共收到８２２户有效样本,统计结

果如图５ ４０所示.样本中３２％的农户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２０％的农户表

示对参保费用水平的满意度一般,２７％的农户比较高或非常高地满意参保费用

水平,２１％的农户对保费水平持有比较低或很低的满意度.我国低保险费用的

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使得农户获得实际优惠的同时,在较好程度上得到了农户

的认可,但仍存在优化空间.

图５ ４０　农户对农业保险参保费用水平的满意程度

调研还针对不同作物,农户对其农业保险费用 (元/亩)的认知情况作了

统计,表５ １７对部分主要的参保作物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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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１７　主要参保作物保费描述性统计

数量

(个)
平均值

(元/亩)
中位数

(元/亩)
标准差

(元/亩)
最小值

(元/亩)
最大值

(元/亩)

中稻 ４２５ １３６７ １０ １７７５ １５００ ２００

小麦 １８３ １０９６ ６ ３０７２ １ ４００

玉米 ８６ ９７２０ ８ ７０４０ ２ ５０

晚稻 ６３ １７９２ ７７００ ４１４６ ２８００ ２００

早稻 ６０ ２８２１ ８６５０ ５２０２ １５００ ３００

总计 ８９５ １６２９ ８５００ ３５９８ １ ４００

３三省对比分析

本次调研在华中三省展开,在湖南省、湖北省及河南省分别收集到４３５、

４２７和４２８份问卷结果.本节同样按照２０２２年农业保险推广、参保现状以及

农户在保费、理赔方面的满意程度的调研框架进一步探讨华中三省的省际

差异.
(１)农业保险推广及信息来源

河南省和湖北省在农业保险推广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分别有２５００％和

２５５２％的农户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农业保险,而湖南省有４１２２％的农户表

示从来没有听说过农业保险.具体统计结果如图５ ４１所示.

图５ ４１　三省样本基本统计及农业保险普及状况

从农业保险的信息获取渠道来看,各省特征与全样本的整体特征较为一

致.均以政府部门 (村干部,村组长)和村委会宣传栏或广播为主要渠道,在

３个省份中,两者总占比均达到了７７％以上.其中又以政府部门为主要途径,

而湖南省政府部门这一信息获取渠道占据了超５０％的主导地位,具体统计结

果如图５ ４２所示.
(２)农业保险参与率

湖南省参保率相对其他两省处于较低水平,但近３年参保状况处于较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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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４２　省际农业保险信息来源情况百分比对比

平.湖南省样本中总计 ２８５ 户农户对参保情况做出了答复,统计结果如

图５ ４３所示,其中５２３％的受访者表示至今仍未购买过农业保险,这一比例

在三省中是最高的.各年的样本参保率情况如图５ ４３左所示,样本２０２０年

参保率为２４６％,２０２１年参保率为２７４％,２０２２年截至调研时间 (７月)参

保率已经达到了２４６％,虽然湖南省农业保险的发展起步较晚,但近３年参

保状况有较好的增长.

图５ ４３　湖南省年度参保率趋势及总体参保情况

湖北省的历史参保率和近３年参保水平在三省中的表现都较好.湖北省样

本中总计３５４户农户对参保情况做出了答复,统计结果如图５ ４４ (右)所

示,其中４７５％的受访者表示至今仍未购买过农业保险.各年的样本参保率

情况如图５ ４４ (左)所示,样本２０２０年参保率为２５１％,２０２１年参保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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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２０２２年截至调研时间 (７月)参保率已经达到了２５７％.

图５ ４４　湖北省年度参保率趋势及总体参保情况

河南省投保参保情况在２０１９年以前较好,但近３年的参保率水平相对湖

南省、湖北省而言比较乏力.河南省样本中总计３４１户农户对参保情况做出了

答复,统计结果如图５ ４５右所示,其中４４６％的受访者表示至今仍未购买

过农业保险.而各年的样本参保率情况如图５ ４５左所示,样本２０２０年参保

率为１９４％,２０２１年参保率为２４６％,２０２２年截至调研时间 (７月)参保率

已经达到了２０８％.

图５ ４５　河南省年度参保率趋势及总体参保情况

(３)农户满意程度

同样分别从农业保险的赔付效率、赔付金额、保费三个维度采集了抽样农

户的反馈,以此刻画投保农户的实际受益情况和综合满意程度,并对分省际的

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湖北省农户对于保险公司的支付保险赔付的及时性信任程度最高,而湖南

省、河南省农户对于保险公司赔付的及时性信任程度相对较低.在对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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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能给出比较及时赔付的相信程度这一评判问题下,分别在湖南、湖北及河

南三省收集到２２３、３０７和２８７份有效回复,统计结果如图５ ４６所示.湖北

省有６２％的农户对保险公司能够及时赔付的信任度极低,有１９２％的农户都

对保险公司赔付的及时性表达了比较高的信任程度.湖南省、河南省农户对于

保险公司赔付的时效性信任程度相对低,湖南省１７０％的农户对保险公司能

够及时对农业保险进行赔付的信任度极低,河南省３４５％的农户对农业保险

公司能给出比较及时赔付的相信程度是比较低的.

图５ ４６　三省对农业保险公司能给出比较及时赔付的相信程度

华中三省农户对于赔付金额的反馈较为一致,在对农业保险赔付金额满意

程度的问题下,分别在湖南、湖北及河南三省收集到１４２、１７０和１７１份有效

回复,统计结果如图５ ４７所示.对农业保险的赔付金额表达了极低满意程度

的农户在湖南、湖北及河南三省占比分别为８３８％、８８８％和８４２％.其中

湖南省表示较高或非常高满意程度的比例相对较高,总计占比１０６％.总体

而言三省对农业保险的赔付金额都表达了较为强烈的不满.

各省 (市)对参保费用水平的满意程度差异不大,都有较好的满意度,但

是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的农户比例整体而言也较高.在对农业保险参保费用水平

的满意程度问题下,分别在湖南、湖北及河南三省收集到２２８、３０５和２８９份

有效回复,统计结果如图５ ４８所示.湖南省１７５％的农户对参保费用水平

表达了比较低或很低的满意程度,在三省中占比最小,有２４１％的农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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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４７　三省对农业保险赔付金额的满意程度

对农业保险参保费用水平表达了一般满意,３０３％的农户对参保费用水平表达

了比较高或非常高的满意程度;而湖北省有３５１％表示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仅

２４５％的农户表示对农业保险参保费用水平的满意程度比较高或非常高;河南省

２３２％的农户都表示对农业保险参保费用水平的满意程度比较低或很低.

图５ ４８　三省对农业保险参保费用水平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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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总结与政策建议

基于农业保险推广成效和参与率来看,仍有三成农户表示从未听说过农业

保险,其中湖南省的推广效果较差,华中三省的农业保险参与率在低水平中呈

现上升趋势,湖北省的发展近状和整体状况都保持相对优势,湖南省整体发展

较晚但发展近况较好,河南省虽有历史发展优势但近年来增长势头不足.

基于农户对农业保险赔付效率、赔付金额、保费３个维度的反馈来看.农

户对于保险公司赔付及时性的信任程度处于较低水平,但也有少数农户相信可

以得到较为及时的赔付;农户对于农业保险赔付金额存在普遍性的不满;农户

对于农业保险的参保费用满意程度相对较好,可见政府补贴政策的成效.华中

三省对于上述三个维度的满意程度反馈比较一致.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面对自然

灾害时,农业保险已成为保障农业产业增长和稳定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基于

上述分析和总结,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其一,农业保险普及方式多样化与效率优化.地方政府在推广农业保险并

提升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民很少从保险公司获得实

际的计划建议,这一模式的关键缺点是,农民可能不了解许多农业保险保障及

赔付的细节,对其所承担的保费和保险赔付金额都缺乏了解,不利于农户充分

地选择农业保险并利用其保障作用.优化农业保险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是基

层组织的发展方向,但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农村地区的信息

网络发达程度逐渐提高,新形式的宣传方法及市场的自主扩散也是值得利用的

手段.

其二,充分利用村级分支机构,助力农业保险参与、赔付模式细化.中国

农村村庄孤立分散,导致进入这些村庄的交通费用很高,虽然大部分县都有保

险办事处,但农村或城镇开设的办事处很少,保险公司没有足够数量的专业人

员来处理大量的小额索赔.政府因其拥有的大量村级分支机构,在实施细化农

业保险业务办理的过程中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且避免了保险公司在乡村开设办

事处的较高固定成本.在补贴之外,政府的指导作用可以有效地发挥在农业保

险参与、赔付模式细化上,帮助保险工作建立起前期的农户链接网络,实现等

额成本下更高的经济、社会效益.

其三,评估测算对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物农业保险保额.关于

保险费率和保险范围的最终决定应由保险公司作出,并由市场作出调整,但是

农业风险评估和保险区域化需要大量数据作为支撑,需要相关政府和专业机构

提供支持.农业保险保额不足以覆盖农户投入的资本和劳动成本问题会使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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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对相应作物的投保、耕作积极性降低,制定合理的保险费率与保险范围需要

大量数据的支持,以实现精算上的准确性,这一工作对于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

和保证对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物产量有重要意义.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金融与风险管理的相关调研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金融方面:①农户家庭总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医疗及食物等生活必需

品消费是受访者的主要支出,但农户支出存在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②农户的

金融账户以借记卡为主,信用卡的普及率还比较低.农户更倾向于在手机或互

联网上进行消费,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正规金融机构是农户储蓄的主要存放地.

③农户务农投入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自家的储蓄,对融资机构的利用程度不

高.风险管理方面:①农户更容易通过数字化多渠道获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政府部门在应对干旱、洪涝灾害的技术指导、培训和资金或物资方面的支持力

度还需提高.②农户对于保险公司赔付及时性的信任程度普遍较低,但对于农

业保险的参保费用满意程度相对较好.

调研结论为农村金融与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据此,本报告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概要.

第一,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帮助农户提高收入,如推广普惠金融和提供就

业帮扶、医疗保障等,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二,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为农村带来了移动支付的便利,但未来发展仍

面临机遇和挑战,加速数字经济和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第三,政府应构建有效自然灾害信息发布平台、强化预警培训和灾后保障

措施,为农户提供有效保障方案.

第四,优化农业保险政策宣传和解读工作,充分利用村级分支机构,细化

保险参与和赔付模式,实现更高经济社会效益.

第五,政府应在农业保险业务办理过程中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避免保险公

司在乡村开设办事处的高固定成本,以帮助保险工作建立农户链接网络,实现

等额成本下的更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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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农村收入、 居民饮食消费
与健康分析报告

∗

食物是人类日常活动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居民的食物消费和居民健康

紧密相关,饮食消费水平会对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指出,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

“四化同步”的关键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消费方式显著变化、

消费结构加速升级,居民的消费观念不再仅限于 “吃得饱”,而是逐渐向

“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转变.我国的食物生产现状并不能适应

当下居民的营养需求,居民的营养不足与过剩并存、居民营养与健康知识匮

乏等问题仍然突出,必须给予重视.«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 病 状 况 报 告

(２０２０年)»也指出,居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仍然普遍存在,农村地区居民

的膳食脂肪功能比首次突破３０％的推荐摄入量上限,家庭蔬菜、水果、豆

及奶制品消费量不足.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将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纳入 «“健康中

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将合理膳食和重大慢性病防治纳入健康中国行动.准

确理解和把握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和饮食消费现状,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和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文献回顾不难发现以往研究多

采用二手数据通过分析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消费支出和地区差异来研究居

民的食物消费行为,但是对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和食物消费结构的研究尚且缺

乏微观调研数据的支持.因此,为开展对农村居民合理有效的膳食引导,需

要结合农村居民的收入现状和食物消费现状,准确掌握农村居民当下的饮食

结构,针对性给予改善饮食结构的建议和意见.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

ARMS调研收集了农村居民２４小时饮食消费、一个月饮食消费和居民收入

及健康状况的数据.基于调研数据,本章将对农村居民２４小时饮食消费、

一个月饮食消费进行描述性分析,并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和饮食消费与

健康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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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村居民２４小时饮食消费行为

１饮食次数

本次调研采用２４小时膳食回顾法,记录了１２９１户家庭的三餐用餐数据,

剔除用餐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清理出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１２８３个样本农

户一天 (２４小时之内)的饮食次数.超过８９５％的农村家庭一天当中用餐

３次,仅有９６％的农村家庭一天只吃两顿饭,每天吃４顿饭和１顿饭的农村

家庭各占０７％和０１％,具体农户数据见图６ １.研究表明一日三餐可以基

本满足一个人的日常能量需求,超过９９９％的农村家庭的饮食可以达到基本

满足个人日常需求的水平.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２４小时饮食调查显示,农村家庭

一天吃三顿饭的家庭占比为８８３３％,相比之下,２０２２年农村家庭一天用餐三

次的家庭比例提升了１１７个百分点,由此推断,农村居民饮食习惯在向好发

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的膳食次数能够满足日常能量消耗所需.

图６ １　农村居民一天 (２４小时)内饮食次数

２饮食类型

在对农村居民饮食次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 ２０２２ 年的三省

１２８３个样本家庭一天之内 (２４小时)的饮食类型进行分析.样本农户一日三

餐饮食表现较为规律,分布比较均匀,其中早餐、午餐、晚餐用餐比例分别为

９５９％、９６５％、９８２％.除一日三餐之外,还有少数农户会选择上午小吃、

下午小吃和夜宵,其中选择上午小吃和夜宵的居民占比均为５％.重要的是,

有４１％的农户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吃晚餐的比例高出吃早餐２３个百分点,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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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大多数居民更注重吃晚餐,而对于早餐的重视程度不够.此外,２０１９年

三省居民饮食调查显示,农村居民早餐、午餐和晚餐用餐比例分别为９５４％,

９２８％和９８０％,相比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选择吃午餐的比例有所提高.一日三

餐的用餐习惯有利于提升居民营养摄入水平和身体健康状况,居民更注重吃晚

餐,不注重吃早餐的情况是否会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对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农户饮食类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三省饮食类型

分布与总体饮食分布趋同,绝大多数农户一日 (２４小时)内的能量来源依赖于

早餐、中餐和晚餐.值得关注的是,湖北省的农村居民早餐、中餐和晚餐的比

例差异比较大,其中早餐占比３２４％,午餐占比３２８％,晚餐占比３４１％,因

此可以推测,湖北省的少部分居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而且更重视晚餐.总体

而言,三省农户一天内饮食类型的区域差异并不显著,具体农户数据见图６ ２.

图６ ２　居民一天 (２４小时)内的饮食类型

３食物消费及多样性分析

根据农村居民２４小时饮食消费调研数据,分析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

１２９１个样本农户过去一天 (２４小时)内每餐饭就２１种食物大类的消费比率

和饮食多样化指数 (表６ １),并与２０１９年的调研结果进行比较 (表６ ２).
从表６ １的数据来看,早餐的饮食多样性得分为１８.具体而言,首先,有

８４７４％的农村家庭吃了谷类,３５％以上的家庭吃了蔬菜类 (３５９４％);其次,
有１０％以上的农村家庭吃了薯类 (１２３９％)和蛋类 (１８９８％),５５％的农

村家庭吃了畜肉类,３６４％的农村家庭吃了乳类,２９４％的家庭吃了咸菜,

２５６％的家庭吃了干豆类;最后,早餐消费坚果类、禽肉类、速食、水果类、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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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食品、小吃甜点、海藻、白酒和啤酒的家庭比例不足１％,且没有家庭

在早餐消费菌类、碳酸饮料和果汁.此外,三省农村居民上午小吃的饮食多样

性得分为７,主要消费了谷类、薯类、蔬菜类、水果类、畜肉类、蛋类和鱼虾

类,但消费了这些食物的家庭比例均低于１％.与表６ ２的２０１９年三省调研

结果相比,三省农村居民早餐的饮食多样性有所增加,农村居民早餐增加了海

藻和小吃甜点的摄入.具体到食物种类的消费上,早餐食用了谷类的家庭比例

增加了１７７６个百分点,食用薯类和蔬菜的家庭比例分别下降了２８７２个和

１０４５个百分点,消费其他食物种类的家庭比例变化差异不大.

表６ １　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过去２４小时内每顿饭的食物消费比例及多样性

单位:％

食物种类 早餐 上午小吃 午餐 下午小吃 晚餐 夜宵

谷类 ８４７４ ０２３ ８６４４ ０００ ８８４６ ０２３

薯类 １２３９ ０３９ ９２２ ０００ １０８４ ０００

干豆类 ２５６ ０００ ４１８ ０００ ４１１ ０００

蔬菜类 ３５９４ ００８ ７８８５ ０００ ７０１０ ０００

菌类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７７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

水果类 ０３９ ００８ １７８ ０２３ １３２ ０００

坚果类 ０７０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 １３９ ０００

畜肉类 ５５０ ００８ ３８５７ ０００ ２３７８ ００８

禽肉类 ０５４ ０００ ６５１ ０００ ４９６ ００８

乳类 ３６４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１５ ０３９ ０００

蛋类 １８９８ ００８ １２７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７ ０００

鱼虾类 ０８５ ００８ ７５１ ０００ ６２７ ００８

婴幼儿食品 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小吃甜点 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００

速食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８ ０４６ ０１５

海藻 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６２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

咸菜 ２９４ ０００ １０８ ０００ ２１７ ０００

碳酸饮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果汁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

白酒 ０１５ ０００ １３９ ０００ １７０ ０００

啤酒 ０１５ ０００ ２０９ ０００ １１６ ００８

多样性得分 １８ ７ ２０ ４ ２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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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　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过去２４小时内每顿饭的食物消费及多样性

单位:％

食物种类 早餐 上午小吃 午餐 下午小吃 晚餐 夜宵

谷类 ６６９４ ２３０８ ７５５６ ０１９ ８４８１ ０２８

薯类 ４１１１ ３８４６ ２０７４ ０１９ ２３０６ ０１９

干豆类 ３５２ ０００ ７０４ ０００ ５００ ０２８

蔬菜类 ４６３９ ７６９ ８５１９ ０２８ ８６２０ ０２８

菌类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０

水果类 ０５６ ７６９ ３３３ ０００ ２４１ ０００

坚果类 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０

畜肉类 ７１３ ７６９ ３６６７ ０００ ２５７４ ０１９

禽肉类 ０７４ ０００ ４７２ ００９ ４３５ ００９

乳类 １７６ ０００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６５ ０００

蛋类 １９３５ ７６９ ２００９ ０００ １２１３ ０００

鱼虾类 ２８７ ７６９ １３５２ ０００ １１１１ ００９

婴幼儿食品 ０７４ ０００ ０６５ ０００ ０８３ ０００

小吃甜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０

速食 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０

海藻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０

咸菜 ３６１ ０００ ２２２ ０００ ２９６ ０００

碳酸饮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０

果汁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６ ０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０

白酒 ０９３ ０００ ３４３ ０００ ５００ ００９

啤酒 ０２８ ０００ ３９８ ０００ ２５０ ０００

多样性得分 １６ ７ ２１ ５ ２１ ８

就午餐的食物消费情况而言,饮食多样性得分为２０.午餐就２１种食物的

消费情况如下:首先,大多数家庭都吃了谷类 (８６４４％)和蔬菜 (７８８５％);
其次,３８５７％的家庭午餐都吃了畜肉类,１２７０％的家庭吃了蛋类;再次,午

餐消费了薯类、鱼虾类、禽肉类、干豆类、啤酒、水果类、白酒、咸菜的家庭

占比 分 别 是 ９２２％、７５１％、６５１％、４１８％、２０９％、１７８％、１３９％、

１０８％;最后,消费菌类、海藻、乳类、婴幼儿食品、果汁、坚果、速食和碳

酸饮料的家庭不到１％.下午小吃的饮食多样性得分仅为４,主要消费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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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为水果类、乳类、小吃甜点和速食,且消费占比均不到１％.与２０１９年

的调查结果相比,午餐的饮食多样性得分下降了１分.具体到食物种类,午餐

食用谷类的比例上升了１０８８个百分点,食用畜肉的家庭比例增加了１９个百

分点,午餐食用蔬菜、蛋类和薯类的家庭占比相比于２０１９年分别减少了

６３４、７３９和１１５２个百分点,消费其他食物种类的家庭比例变化浮动均在６
个百分点以下.

晚餐的饮食多样性得分为２１,高于早餐和晚餐,主要的食物消费情况如

下:首先,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消费了谷类 (８８４６％)和蔬菜类 (７０１０％),

其次,消 费 畜 肉 类、薯 类、蛋 类 的 家 庭 占 比 依 次 是 ２３７８％、１０８４％、

１００７％,再者,消费鱼虾类、禽肉类、干豆类、咸菜、白酒、坚果类、水果

类、啤酒的家庭占比在１％~７％;最后,消费速食、乳类、菌类、海藻、小

吃甜点、果汁、婴幼儿食品和碳酸饮料的家庭占比均不到１％.夜宵的饮食多

样性得分为６,消费谷类、畜肉类、禽肉类、鱼虾类、速食和啤酒的家庭占比

均不到１％.与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晚餐消费的数据比较,可以得知２０２２年晚餐

的饮食多样性得分没有变化,但是消费谷类的家庭占比增加了３６５个百分点,

消费薯类、蔬菜类、畜肉类、蛋类、鱼虾类的家庭占比均减少,依次减少了

１２２２个、１６１０个、１９６个、２０６个、４８４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多数

家庭的饮食结构可能发生了变化,更多家庭的晚餐依赖谷类等植物性食物,而

减少了动物性食物的消费.

总体而言,农村居民的早餐、中餐和晚餐的饮食多样性得分都比较高,早

餐、午餐和晚餐的饮食多样性得分依次递增,晚餐的饮食多样性得分为２１,

早餐的为１８.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的三餐饮食并不均衡,午餐和晚餐更加丰

富,但是这种不均衡的饮食模式,可能存在晚餐过于丰富,多吃少动,从而有

更高的肥胖风险.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样本农户一天２４小时内的食物消费情况,基于表６ １
对河南、湖北、河南三省消费情况和饮食多样性的分析绘制了图６ ３.从图

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农村居民在早餐、中餐和晚餐都消费的７种食物从多到少依

次为谷类、蔬菜、畜肉、蛋类、薯类、鱼虾类和干豆类,与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

家庭的消费情况基本一致.由此可知,当前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变化不大,食

物消费模式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消费为辅.

４剩菜处理

根据农村居民２４小时饮食消费数据,对１２８３户农户的每顿饭所吃的每

种食物的剩菜处理方式进行了统计 (表６ ３),并与２０１９年的剩菜处理方式

４０２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图６ ３　农村居民过去一天 (２４小时)内每顿饭的食物消费情况

进行了对比.从表６ ３中可知,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都能做到空盘行动

(７８２３％),现做现吃,不留剩菜.相比２０１９年,农户的空盘比例提高了

０７０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村居民的用餐空盘率有所增加.当家庭用餐结束有

剩菜时,１０９２％的家庭会选择将剩菜保留下来,在下一餐接着吃,８０３％的

家庭会选择将剩菜用于喂养畜禽牲畜.此外,还有２６９％家庭会选择直接倒

掉剩菜.相比２０１９年的调查,剩菜留作下顿继续吃的比例下降了１个百分点,

减少吃剩菜可以降低剩菜变质给身体带来的负担,且剩菜的营养价值相比新

鲜饭菜要差,不利于农村居民摄取充足的营养物质.这种吃剩菜的比例减

少,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农村居民的健康意识有所提升,但是仍然有

超过８％的农村家庭会吃剩菜剩饭,鉴于此,认为对农村居民进行健康饮食

的宣传十分有必要,呼吁大家应根据用餐需要合理烹饪食物的数量,减少剩

菜剩饭,合理膳食.

表６ ３　农村居民的剩菜处理方式

剩菜处理方式
百分比 (％)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２年

没剩菜 ７７５３ ７８２３

留作下顿吃 １１９１ １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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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剩菜处理方式
百分比 (％)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２年

喂给畜禽牲畜 ８６７ ８０３

倒扔 ２０１ ２６９

其他 — ０１４

５总结

基于对华中三省居民２４小时饮食消费行为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日常饮食习惯上,尽管大部分农村居民坚持一日三餐的饮食习

惯,但是仍然存在部分农村居民一天 只 吃 两 餐,甚 至 更 少.此 外,相 比

２０１９年三省居民的一日饮食次数,能够一天吃三餐的农村家庭比例有所上升.

总体而言农村居民的饮食习惯有向好改善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家庭的膳食次数

能够满足日常能量所需.

其次,三省 居 民 在 饮 食 类 型 上 更 重 视 晚 餐,不 注 重 吃 早 餐,且 相 比

２０１９年三省的饮食类型偏好,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重视吃午餐的比例上升.总体

而言,三省居民的饮食类型偏好的区域差异不大,时间维度上有所偏移,更多

家庭重视晚餐和午餐.

再者,从饮食多样性上看,农村居民的饮食多样性得分不均匀,晚餐的饮

食多样性更高,再次说明农村居民更重视吃晚餐.在饮食结构上消费不均匀,

动物性食物消费较少,更多依赖植物性食物消费,且相比２０１９年的饮食情况

并没有很大的改善.

最后,农村居民的剩菜处理方式依然存在食物浪费的现象,同时也存在部

分家庭吃剩菜剩饭的问题.呼吁农村居民合理烹饪,珍惜粮食,减少食物浪费

依然非常有必要.

二、 农村居民一个月饮食消费

１每个星期家庭食物消费频率

根据农村居民每周对１１种大类食物消费调查的数据,分析一周农村居民家

庭对１１类食物消费的频率,即一周７天中有几天食用了该类食物 (表６ ４).

从消费频率上来看,农村居民一周７天中有６天都会吃粮食、蔬菜、食用菌、

猪肉及制品、牛羊肉及制品、藻类、蛋类、奶及奶制品和瓜果类这９类食物,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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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较少吃禽肉及制品和鱼虾海鲜等水产品.农村居民较少消费禽肉,这可能与

农村居民自家养殖禽类用于生产蛋类,供应家庭对蛋类的需求有关.此外,鱼

虾海鲜等水产品消费较少,可能与该类产品的价格和可获得性有关,对于农村

普通家庭而言,可获得性低的鱼虾海鲜等产品,一般价格较高,因此消费量也

会因价格高而减少.

表６ ４　农村居民各类食物消费的一周消费频率

食物种类 ７天中食物消费频率 最大消费频率

粮食 ６９６ ７

蔬菜 ６９３ ７

食用菌 ６３９ ７

猪肉及制品 ６５７ ７

禽肉及制品 ４１６ ７

牛羊肉及制品 ６４７ ７

鱼虾海鲜等水产品 ５５２ ７

藻类 ６６７ ７

蛋类 ６０２ ７

奶及奶制品 ６８８ ７

瓜果类 ６６９ ７

２每个月人均食物消费量

根据农村居民家庭一个月饮食消费的调研数据,分析２０２２年１２９１户农

户家庭就１１种食物大类的月消费量和人均月消费量,并与２０１９年的调查结果

和国家统计的居民人均月消费量进行了比较.首先,从表６ ５数据可以得知,
农村居民家庭月消费量和人均消费量最多的食物是粮食和蔬菜,研究表明农村

居民多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农村居民的饮食习惯上

依赖植物性食物,另一方面是收入限制,植物性食物价格便宜,且能满足日常

能量需要,这种便宜的食物能满足较低收入水平的生活需要.其次,可以看

出农村居民对瓜果类、猪肉及制品、牛羊肉及制品、蛋奶等价格较高的高附

加值的食物消费得较少,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可能与家庭

收入紧密相关.最后,农村居民对食用菌和藻类的消费最少,食用菌和藻类

的价格并不高,但食用菌和藻类富含人体所需的重要营养素,可能农村居民

对于食材营养价值的认识并不深入,因此在日常消费者中并没有注意到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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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所以对农村居民进行合理的膳食知识宣传,可能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

饮食结构.
对比２０１９年三省家庭对１１种食物月消费量和人均月消费量,２０２２年农

村居民家庭的粮食和蔬菜月消费量均有所下降,而对于食用菌、猪肉及制品、
禽肉及制品、牛羊肉及制品、鱼虾海鲜等水产品、藻类、蛋奶和瓜果类这９类

食物的月消费量和人均月消费量均增加,这说明农村居民的饮食结构有所改

变,植物性食物消费占比下降,肉类、瓜果类、蛋奶等高附加值食物消费占比

增加,饮食模式的改变可能与农村居民收入改善紧密相关.

表６ ５　样本农村居民VS全国平均水平:各类食物的家庭月消费量、人均月消费量

食物种类
家庭月消费量 (千克) 人均月消费量 (千克)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２年

国家统计农村居民

人均月消费量数据∗

粮食 ３２７５ ２８５９ １１８９ ９３６ １２８８

蔬菜 ３９４２ ３２９ １４７５ １１０２ ７５２

食用菌 ０５４ １４８ ０２１ ０４１ —

猪肉及制品 ５３５ ６６４ １９３ ２１２ １６３

禽肉及制品 １６８ ３９４ ０６５ １２２ ０６７

牛羊肉及制品 ０２７ １７２ ０１０ ０５３ ０１６

鱼虾海鲜等水产品 ２６６ ４６０ ０９７ １６３ ０６２

藻类 ０３２ ０８０ ０１１ ０２６ —

蛋类 ４３７ ５０２ １５４ １６０ ０７４

奶及奶制品 ２３７ ７８２ ０８１ ２３９ ０５８

瓜果类 １５７０ ２１２３ ５５５ ６７８ ３２

∗　国家统计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８».

进一步将三省微观调研得出的人均月消费量数据与对应国家统计局数据进

行对比,发现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除粮食外,其他１０类食物消费均

超过了国家统计的农村居民相应食品的消费量.其中牛羊肉、蛋类、鱼虾海鲜

水产品等的人均消费量超过了国家统计数据的２倍,远远高于国内统计的农村

居民的人均消费量,而２０１９年三省调研发现牛羊肉、禽肉的月人均消费量还

略低于国家统计的农村居民月人均消费量,再次说明三省的农村居民食物消费

模式有所改变.总体而言,三省样本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量已经达到国家统计

量的平均水平.

３食物消费市场化与自给率

根据农村居民一个月饮食消费调查数据,分析农村居民１１种食物大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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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购买比例,自给率和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购买１１类食物的支出 (表６ ６),

并与２０１９年家庭月消费调查的结果进行对比 (表６ ７).从表６ ６得知,就

家庭购买比例而言,首先,藻类 (９４２７％)、奶及奶制品 (９２４３％)、食用菌

(８８７２％)的家庭购买比例最高,说明家庭主要依赖市场购买获取藻类、奶及

奶制品和食用菌;其次是牛羊肉及制品 (８７８０％)、瓜果类 (７７６９％)、猪肉

及猪肉制品 (７６９３％)的市场购买比例相对较高,粮食 (４１２３％)和蔬菜

(２４１４％)的市场购买比例最低.从家庭食物自给率来看,农村居民日常消费

的粮 食 (５８７７％)、蔬 菜 (７５８６％)、禽 肉 及 制 品 (５５８％) 以 及 蛋 类

(５０８１％)的５０％以上都是依赖家庭自产.从家庭购买支出金额来看,首先,
农村家庭每个月花费在猪肉及制品、牛羊肉及制品和奶及奶制品上的支出最

多,每个月的支出依次是１５２８元、１２６５元和１２１４元.其次,农村家庭月

均消费支出较高的食物分别是瓜果类、蔬菜和粮食,每个月依次需要支出

９５２３元、７１６０元和６４０６元.总体上来看,农村家庭动物性食物消费支出

高于植物性食物支出,这种消费不对称可能与食品本身的价格紧密相关,此

外,家庭自给率也会影响家庭食物购买支出.

表６ ６　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的食物市场化获取率、自给率和家庭支出

食物种类 家庭购买比例 (％) 自给率 (％) 家庭购买支出金额 (元)

粮食 ４１２３ ５８７７ ６４０６

蔬菜 ２４１４ ７５８６ ７１６０

食用菌 ８８７２ １１２８ ３１３１

猪肉及制品 ７６９３ ２３０７ １５２８

禽肉及制品 ４４２０ ５５８ ４１３１

牛羊肉及制品 ８７８０ １２２ １２６５

鱼虾海鲜等水产品 ６３０５ ３６９５ ５２６７

藻类 ９４２７ ５７３ １３２３

蛋类 ４９１９ ５０８１ ３３５０

奶及奶制品 ９２４３ ７５７ １２１４

瓜果类 ７７６９ ２２３１ ９５２３

对比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家庭月消费数据 (表６ ７),从家庭购买比例上看,

２０２２年食用菌、猪肉及制品、牛羊肉及制品、鱼虾海鲜等水产品和藻类的家

庭购买比例下降,粮食、蔬菜和瓜果类食物的购买比例有所上升,由此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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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２０２２年农村家庭购买的动物性食物减少,植物性消费增加,这可能与家庭

收入相关.从家庭购买支出金额上看,２０２２年除了奶及奶制品的购买支出有

所减少外,其余１０种食物的家庭购买支出均增加,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２２年蔬

菜的家庭月支出增加了接近１倍.总体而言,２０２２年农村家庭消费的大多数

食物依赖市场购买,且每个月食物消费支出相比２０１９年均有所增加.

表６ ７　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的食物市场化获取率、自给率和家庭支出

食物种类 家庭购买比例 (％) 自给率 (％) 家庭购买支出金额 (元)

粮食 ３５４３ ６４５７ ５９３５

蔬菜 １５４８ ８４５２ ３６６８

食用菌 ９２９６ ７０４ ２２４

猪肉及制品 ７７２８ ２２７２ ９７７２

禽肉及制品 ４１３８ ５８６２ ３２７３

牛羊肉及制品 ９３５７ ６４３ １１２８３

鱼虾海鲜等水产品 ７２１７ ２７８３ ４７０２

藻类 ９７４９ ２５１ １１６８

蛋类 ４２９７ ５７０３ ２２６７

奶及奶制品 ９０５９ ９４１ １８５７１

瓜果类 ７５６１ ２４３９ ７５４７

４白酒和烟类消费情况

根据农村居民一个月食物消费的调查数据,项目组整理出２０２２年农村居

民在酒类和烟类上的消费量情况,并与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的烟酒消费量进行了

对比 (表６ ８).从表中可以看出,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酒类的月消费量为６２５
千克,平均酒精度数为３７６９度,平均购买酒类的支出为１６２０４元.与２０１９
年家庭的酒类消费量相比,在酒类的消费量上,２０２２年与２０１９年基本没有差

异;在消费的酒类的酒精度数方面,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消费的酒类平均酒精度

数比２０１９年高２４９度;在酒类的月消费支出方面,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的酒类月

消费支出金额增加了１８４０元,相比２０１９年消费支出增加了１２８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推断出,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每天酒类的摄入量为４１７两,２０１９年农村

居民每天的酒类摄入量为４２４两,相比之下,酒类的摄入量没有明显的变化,

但是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消费的酒类的平均酒精度数有所上升,说明部分农村居

民可能偏好饮用高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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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８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每月白酒和烟类的消费情况

家庭月消费量 (千克)/ (包) 酒精度 (度)/焦油量 (毫克) 购买支出额 (元)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２年

酒类 ６３６ ６２５ ３５２０ ３７６９ １４３６４ １６２０４

烟类 １６６７ １７２９ ４４５１ ４６１６ ２８２６２ ４０８９４

２０２２年烟类的消费量和焦油量与２０１９年相差不大,烟类的月消费支出增

加了１倍.由表６ ８可知,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烟类月消费量为１７２９包,相比

于２０１９年,烟类月消费量增加了１３８包;２０２２年烟类消费的平均焦油量为

４６１６毫克,相比２０１９年增加了１６５毫克;在烟类购买支出方面,２０２２年农

村居民购买烟的月支出金额为４０８９４元,相比２０１９年增加了１２６３２元,烟

类支出增加了４４７０％.由此可以得知,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每天需要半包烟 (２０
支标准烟),平均每天抽掉１１５支烟,与２０１９年相比略微增加.总体上,

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的烟类消费量与２０１９年差异不大,但是烟类的月消费支出增

加了４４７０％,可能是部分农村居民对价格较高烟的消费量有所增加.

通过对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的烟酒消费量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居民

的烟酒消费量较高,并且有增加的趋势,在烟酒上的消费支出明显增加,给家

庭带来更多的支出负担,但是,烟酒本身不利于居民身体健康,还容易引发高

血压、心脏病等疾病.因此,建议农村居民应当根据自身情况和家庭收入情

况,削减烟酒的开支,尽量戒烟戒酒,降低患病风险.

５总结

基于对农村居民一个月食物消费的描述性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农村居民就１１大类的食物消费总体情况与２０１９年相比,植物性食

物消费量下降,动物性食物消费量上升,农村居民增加了对猪肉、禽肉、牛羊

肉和鱼虾等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食物的消费,说明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的饮食

结构相比２０１９年有所改善.

其次,在农村居民消费的食物中,动物性食物的市场购买比例比植物性食

物高,说明农村居民消费的肉类、蛋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主要依赖于市场购买.

此外,与２０１９年相比,农村居民消费的食物更多地依赖市场购买,每个月的

消费支出相比２０１９年有所增加.

最后,农村居民的烟酒消费量仍然较多,人均每天需要消费４１７两的酒

类,每两天需要消费一包烟.与２０１９年的烟酒消费相比,２０２２年的烟酒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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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略微有所上升,消费支出明显增加,逐渐增加的烟酒消费可能会给农村居民

带来更多的健康风险.

三、 收入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相关性分析

１农村居民的收入

根据２０２２年调研数据,分析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对农村居民的非农总收

入、农业总收入、家庭总收入和人均总收入进行分析 (表６ ９).基于农村居民

家庭收入的第２５百分位数和第７５百分位数的值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低、中、高三

组,以便于对不同收入水平进行比较,并分别计算了不同收入类型的平均收入

和低收入的差距、高收入和平均收入的差距.由表６ ９可知,２０２２年三省农村

居民的家庭平均非农收入总收入为５００７２元,非农收入的低收入家庭组与平均

非农收入相差４６万元,高收入家庭组相比平均非农收入高出２３万元,由此可

以看出２０２２年三省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低非农收入的家庭一

年中仅有４０００元的非农收入.在农业收入方面存在的收入差距更大,２０２２年有

２５％的农村家庭的农业总收入为０元,平均家庭农业总收入为２２７７４元.在家

庭总收入方面,２０２２年三省农村居民的家庭平均总收入为７４４９０元,家庭总收

入的平均收入与低收入组差距较大,相差５７万元,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收入与高

收入组的差距为２５万元,由此可见,２０２２年三省农村居民的家庭总收入存在

较大的收入差距.在人均总收入方面,２０２２年三省农村居民的人均总收入为

１８９６６元,低收入组的人均总收入仅为５７００元,平均收入与低收入人群相差

１３万元,个人总收入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存在收入不平

等的问题,低收入人群与平均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比较大,因此,

建议应当关注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并就改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进行相关

研究,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

表６ ９　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单位:元

收入种类 低 中 高 中—低 高—中

非农总收入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７２ ７２９５６ ４６０７２ ２２８８４

农业总收入 ０ ２２７７４ ２０００６ ２２７７４ －２７６８

家庭总收入 １７０００ ７４４９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９０ ２５５１０

人均总收入 ５７００ １８９６６ ２４４００ １３９０６ ４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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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农村居民收入与食物市场化比例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比较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村居民就１１种食物市场化比例的

差异,将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进行分组,基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第２５百分

位数和第７５百分位数的值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低、中、高三组,即人均总收入

低于或等于５７００元为低收入组,收入在５７００~２４４００元的为中收入组,高

于或等于２４４００元的为高收入组.分别将收入水平与１１种食物消费市场化购

买比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除谷物类、猪肉类、禽肉类、牛羊肉、鱼虾的市场购买比例

在不同收入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差异,蔬菜、食用菌、藻类、蛋类、奶类和瓜

果类的市场购买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对蔬菜

的市场购买比例存在显著差异 (M高 ＝２６１７,M中 ＝２６９９,M低 ＝１６５２,

P＜００５),但总体上依赖市场购买的比例并不高.对于食用菌而言,食用

菌的市场购买比例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 (M高 ＝８９００,M中 ＝
９１８６,M低 ＝７７４７,P＜００５),且中等收入居民消费的食用菌更多来自市

场购买.就藻类的消费而言,藻类的市场购买比例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存在显

著差异 (M高 ＝９８８１,M中 ＝９３３７,M低 ＝８７９９,P＜００５),结果说明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依赖市场购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蛋类的市场购买

比例在 不 同 收 入 水 平 下 表 现 出 差 异 (M高 ＝４９４２,M中 ＝５２０４,M低 ＝
４３００,P＜００５),其中中等收入的居民更可能依赖市场购买蛋类.最后,
蛋类 (M高 ＝９５９４,M中 ＝９２６９,M低 ＝８６１１,P＜００５)和瓜果 (M高 ＝
８５９９,M中 ＝７６６９,M低 ＝７０８４,P＜００１)的市场购买比例在不同收入

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且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依赖市场购买的比例随之

增加.

３农村居民收入与食物消费相关性分析

前面的分析讨论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影响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

量,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食物消费量下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差异,在剔

除收入缺失值之后,将低收入组 (人均年收入 ≤５７００ 元)、中等收入组

(５７００元＜人均年收入＜２４４００元)和高收入组 (人均年收入≥２４４００元)

和人均月食物消费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不同年收入水平居民的谷物、蔬菜类、食用菌、禽肉类、藻

类、蛋类和奶类的消费量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猪肉类、牛羊肉类、鱼虾海鲜

类和瓜果类的消费量存在显著差异.就猪肉的消费而言,高收入组居民的猪肉

消费量与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居民的猪肉消费量存在显著差异 (M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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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４,M中 ＝４１６,M低 ＝３６０,P＜００５),年收入高的居民相比年收入低的

居民平均每个月多吃约１５千克猪肉.就牛羊肉的消费而言,不同收入水平下

居民的牛羊肉消费量存在显著差异 (M高 ＝１３０,M中 ＝０８６,M低 ＝１１５,

P＜００５),其中中等收入居民对牛羊肉的消费量最少.鱼虾海鲜类食物类的

消费量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差异显著,其中等收入居民和低收入居民的鱼虾消费

量差距不大 (M高 ＝１３０,M中 ＝０８６,M低 ＝１１５,P＜００１),高收入水平居

民的鱼虾月均消费量为４２３千克,比低收入居民和中等收入居民每月多消费

近１千克鱼虾.此外,瓜果的人均月消费量在不同人均年收入水平下差异显著

(M高 ＝１５２１,M中 ＝１４０７,M低 ＝１０６２,P＜００５),低、中、高三个收入水

平的瓜果消费量依次增加.

４总结

首先,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在收入类型上,农村居民的主要经

济来源为非农收入,其次是农业收入.在收入数量上,不同类型收入均存在差

距,其中非农收入的差距最大,人均年总收入还不到３００００元.进一步稳定

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需要注意收入差距问题.

其次,农村居民的收入与食物消费紧密相关.分析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

居民对食物的市场购买比例不同,对于蔬菜、食用菌、藻类、瓜果类等植物性

食物的购买比例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有所增加.

再者,收入会影响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量.对于猪肉类,牛羊肉类、鱼虾

类的消费量,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有所增加.由此说明,收入会影响农村居

民对价格高、高营养价值食物的消费.

四、 农村居民饮食消费与身体健康情况相关性分析

１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根据２０２２年调研的农户基本信息,项目组对农村居民的主观报告的身体

健康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与２０１９年调查结果进行对比 (表６ １０).２０２２年调

查结果显示,有２０８５％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很健康,３７４５％的受访者认为自

己比较健康,总体健康占比为５８３０％,相比２０１９年的调查情况来看,总体

健康占比增加了２４７个百分点.此外,认为自己很不健康和不健康的受访者

分别占比１０８％和１４５９％,相比２０１９年的调查结果,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不

佳的比例下降了１４６个百分点.总体而言,相比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

的整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健康状况仍然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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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１０　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２年

农户数 (户) 百分比 (％) 农户数 (户) 百分比 (％)

很健康 ２９７ ２７５０ ２７０ ２０８５

比较健康 ３０６ ２８３３ ４８５ ３７４５

一般 ２０１ １８６１ ３３０ ２５４８

不健康 １７２ １５９３ １８９ １４５９

很不健康 １３ １２０ １４ １０８

缺失值 ９１ ８４３ ７ ０５４

２农村居民饮食消费与健康状况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比较分析不同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下就１１种食物消费量之间的

差异,项目组将农村居民健康水平进行分组之后与１１种食物的消费量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健康水平被分为高健康水平,一般健康水平和不健康,其中

“很健康”和 “比较健康”被赋值为１,代表高健康水平;“一般”被赋值为２,

代表中等健康水平,“不健康”和 “很不健康”被赋值为３,代表低健康水平,

剔除健康状况缺失值后,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谷物、蔬菜、食用菌、猪肉、禽肉、牛羊肉、藻类、蛋类、瓜

果的消费量在居民不同健康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差异,仅鱼虾和奶的消费量在不

同的健康水平下差异显著.具体而言,高健康水平组的鱼虾消费量显著高于低

健康水平组 (M高 ＝１０５７,M中 ＝７４７,P＜００５);且高健康水平组的鱼虾消

费量显著高于中等健康组,且两两比较均显著 (M高 ＝１０５７,M中 ＝７４７,

M低 ＝６９０,P＜００１).此外,高健康水平组的奶类消费量显著高于中等健康

水平组和低健康水平组的家庭 (M高 ＝１６６４,M中 ＝１３９４,M低 ＝１３８８,

P＜００１),且组间比较均显著.由此可以得知,除了鱼虾和奶类等高蛋白的

食物消费在不同健康水平下消费量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食物的消费量在不同

健康水平下无显著差异.

３总结

基于对农村居民饮食消费与健康状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相比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自评健康状况不佳的居民比例下降了１４６
个百分点,说明农村居民２０２２年的主观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有１５％
以上的农村居民认为自身健康状况不佳,说明农村居民仍然存在着健康问题.

其次,农村居民的部分食物消费量在不同的健康水平下存在差异,如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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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水平居民的鱼虾的消费量相较于低健康水平的居民较高,一定程度上说明农

村居民摄入鱼虾、奶类等优质蛋白质可能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自身健康状况.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农村居民的饮食消费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并提出以下几

点建议:

总体而言,２０２２年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相比２０１９年有所改善,但是仍

然维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为辅的结构.在饮食习惯上,保持着一

日三餐的习惯,仅少数居民忽略了早餐,比较注重吃晚餐,应当加强早餐重要

性的宣传,提倡三餐均衡饮食.

在饮食结构方面,三餐的饮食结构不均衡,早餐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饮食多样性最低,而午餐和晚餐的饮食多样性大于早餐.总体上,一日三餐主

要消费了７种食物,按照食物消费量多少依次为:谷类、蔬菜类、薯类、畜肉

类、蛋类、鱼虾海鲜类、干豆类,与２０１９年的饮食消费结构相似,对奶类和

蛋奶的消费量仍然较低.因此建议继续加强对农村居民膳食知识的宣传教育,

提升农村居民的营养健康意识,从而提升农村居民饮食多样性的水平.

在剩余食物处理方面,仍然有部分农村居民存在吃剩菜和直接丢弃食物的

行为.因此,一方面有必要继续呼吁农村居民合理烹饪食物数量,减少剩余食

物,尽量做到空盘.另一方面是加强食物浪费的宣传,呼吁农村居民珍惜粮

食,减少食物浪费,对于剩余食物可以合理利用,如喂养牲畜或者用于堆

肥等.

在家庭月食物消费量方面,三省样本农村居民在１１种食物大类上的月消

费量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并且相比２０１９年的月消费量有所增加.其中牛羊

肉及制品、蛋类、鱼虾的消费量甚至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的２倍.过多的食物

消费,可能会给居民身体带来负担,增加肥胖、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

因此建议加强科学膳食摄入量的宣传和教育,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营养搭配饮食,预防疾病发生.

根据对居民食物获取渠道的分析,农村居民消费的猪肉、牛羊肉、鱼虾海

鲜等动物性食物主要依赖市场购买,而蔬菜、谷物等植物性食物主要依赖自家

生产.但由于动物性食物本身的价格高于植物性食物,农村居民主要依赖植物

性食物.由此认为,农村居民依然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模式,与动物性食

物价格较高有很大关系,特别是疫情之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也给农村居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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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饮食多样性带来挑战.因此,建议相关部门能够制定有效的促进就业增收的

政策,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让农村居民能够买得起,吃得起高附加值的农

产品.

农村居民烟酒消费量比较高,酒类人均消费支出相比 ２０１９ 年增加了

１２８％,烟类人均消费支出相比２０１９年增加了４４７０％.调查表明我国每年

因吸烟相关疾病所致死亡人数超过１００万人,世界顶级医学期刊 «柳叶刀»刊

文指出喝酒直接导致了全球２８０万人的死亡,可见抽烟喝酒有害人体健康.因

此,建议应该加强对抽烟喝酒有害生命健康、增加个人患病风险的宣传,呼吁

为避免抽烟喝酒对自身身体健康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建议农村居民减少烟酒消

费,注意个人身体健康.

收入与食物市场化比例的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消费的蛋类、奶类和瓜果类

的市场来源比例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农村居民的收入对食物

消费市场化比例有影响,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

市场化比例,即增加蛋类、奶类和瓜果类等食物的购买比例,说明增加收入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居民购买高附加值农产品的比例.收入与居民的食物消费

量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的猪肉类、牛羊肉类、鱼虾海鲜类和瓜果类

的消费量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且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居民对于

这些动物性食物的消费量有所增加.因此,建议增加农村居民就业机会,稳定

就业形势,从而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对于改善农村居民饮食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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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能源消费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和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近十年来,经济

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作为中国能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

分,农村生活能源消费量也增长迅速,从２０１０年的９６４６９６万吨标准煤增长

至２０２０年的１６４７５３６万吨标准煤①.农村生活能源需求量增长,但能源清洁

开发技术落后、高效利用手段欠缺等问题严峻,柴草和煤炭等传统固体能源仍

然是不少农户的主要生活燃料.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数据显示,农民做

饭取暖使用的能源中,主要使用柴草的有１０１７７万户,占４４２％;主要使用

煤的有５５０６万户,占２３９％.农村地区非清洁能源的使用不仅加剧了空气污

染,而且增加了以呼吸道疾病为代表的农村居民健康损伤.为改善农村能源消

费结构,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推进能源清洁化进程的措施.«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提出了优化农村能源结构,推进农村能源消费升

级的明确目标.２０２１年国家能源局、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

«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将能源绿色低碳发

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多能融合的现代农村

能源体系.２０２２年中央１号文件指出,要推进农村光伏、生物质能等清洁能

源建设.在 “双碳”目标、 “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

推进现代农村能源体系建设势在必行.因此,对当前能源结构及能源消费现状

进行刻画,并挖掘当前能源消费体系建设的可行方案,对推进现代化农村能源

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章对华中三省２０２２年和２０２１年农户能源消费数据展开统计分析,内容

主要包括如下四节:第一节是华中三省的能源消费结构,包括能源消费结构现

状及其空间和时间特征;第二节是华中三省农户的炊事能源使用情况,包括炊

事能源使用现状及其空间特征;第三节是取暖、制冷与热水能源使用,包括主

要取暖方式、制冷方式与热水设备;第四节总结华中三省能源消费情况,得出

相关结论并给出可能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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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对于具体内容描述中的能源分类情况,本章参考了史清华

等 (２０１４)和畅华仪等 (２０２０)的研究,将能源划分为传统固体能源与现代清

洁能源,其中,传统固体能源进一步可以划分为传统生物质能源 (如秸秆、薪

柴、畜禽粪便等)和传统化石能源 (如蜂窝煤/煤球、煤块、汽油等);现代清

洁能源进一步可以划分为燃气 (如煤气、天然气、石油液化气等)和电力.

一、 能源消费现状∗

１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农户能源消费现状

(１)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定义为现代清洁能源消费量 (瓶装液化气、管道天然气和电

力等)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关系和传统固体能源消费总量 (蜂窝煤/煤球、

煤块和薪柴等)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关系.由表７ １可知,２０２２年华中三

省农户能源消费结构呈现传统固体能源与现代清洁能源共存的局面,但现代清

洁能源使用的占比更大.农户使用传统固体能源———蜂窝煤/煤球、煤块和薪

柴的比例分别为７７７％、２９５％和３８３８％;相比之下,使用现代清洁能

源———瓶装液化气、管道天然气和电力的比例分别为７２７３％、１０９６％和

９３３２％.从能源使用的普及程度来看,电力能源的普及程度最高,占比高达

９３３２％,瓶装液化气的普及程度次之,比例为７２７３％.此外,可以发现农

户对传统固体能源的使用率均较高,对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仍有待提高.农户对

农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农业废弃物利用程度较低,其中对畜禽粪便和农

作物秸秆的使用率分别为０７０％和０９３％.目前农户对农作物秸秆、畜禽粪

便等有机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程度较低 (李傲群、李学婷,

２０１９).

表７ １　华中三省农户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类型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总计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蜂窝煤/煤球 ６ １４１ ３０ ６９８ ６４ １４８８ １００ ７７７
煤块 ２ ０４７ ８ １８６ ２８ ６５１ ３８ ２９５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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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能源类型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总计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汽油 ７４ １７３３ １３２ ３０７０ １０８ ２５１２ ３１４ ２４４０

柴油 ３４ ７９６ １０５ ２４４２ ３８ ８８４ １７７ １３７５

瓶装液化气 ２６７ ６２５３ ３２３ ７５１２ ３４６ ８０４７ ９３６ ７２７３

管道天然气 １３０ ３０４４ １１ ２５６ ０ ０００ １４１ １０９６

管道煤气 ３ ０７０ １７ ３９５ １３ ３０２ ３３ ２５６

畜禽粪便 ０ ０００ ７ １６３ ２ ０４７ ９ ０７０

农作物秸秆 ２ ０４７ ６ １４０ ４ ０９３ １２ ０９３

薪柴 ７９ １８５０ ２６３ ６１１６ １５２ ３５３５ ４９４ ３８３８

电力 ４２０ ９８３６ ３９５ ９１８６ ３８６ ８９７７ １２０１ ９３３２

其他能源 ２ ０４７ ６ １４０ １ ０２３ ９ ０７０

(２)能源获取方式与成本

农户获取能源的方式有市场购买、自行购买原材料、免费获取、公共管网

等.从分析结果来看,调研区域农户获取能源方式的前三种为市场购买

(６４７６７％)、免费获取 (２９４５８％)和公共管网 (１８０２８％) (图７ １).农

户获取蜂窝煤/煤球、煤块、汽油、柴油、瓶装液化气和管道煤气均主要依靠

市场购买这一方式,其中农户通过市场购买这一方式获取能源占比最高的是消

费蜂窝煤/煤球,高达９９００％.农户获取管道天然气和电力能源主要依托公

共管网这一方式,分别达到了８７９４％和７８６０％.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城镇

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制度把燃气销售和燃气输送进行一体化垄断经营,阻碍了潜

在竞争者进入燃气销售市场,农户可选择的渠道少 (陈宇,崔双,２０２１).同

时,我国境内拥有完善的天然气管道和电网,农户能够轻易地获取该类能源.

除此之外,农户获取以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为主的农业废弃物主要通过免费

获取这一方式,分别达到了７５００％和１００００％.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在农

村地区较为常见,基于其售卖价格低廉、利用成本过高以及其他能源的高效

率,农户对这两种能源的利用率低 (刘志雄,２０１９),获取方式也主要是通过

自家农业生产和生活所产生或者邻里亲属赠予.

成本收益是农户进行能源选择时首先考量的因素,因此对农户能源获取成

本展开分析有助于识别影响农户能源选择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在调研中用交通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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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１　能源使用农户获取不同能源方式占比

及其他成本来考量农户获取能源的成本支出情况.由表７ ２可知,从能源类

别来看,农户使用管道天然气的平均成本为２１３３１元,远高于使用其他类别

能源的平均成本.农户获取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的交通成本及其他成本最低.

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农户获取现代清洁能源所消耗的交通及其他成本的平均

成本高于获取传统固体能源消费的平均成本.农户获取以瓶装液化气、管道天

然气为代表的现代清洁能源的平均成本分别为３０４６元和２１３３１元,农户获取

以蜂窝煤/煤球、煤块为代表的传统固体能源的平均成本分别为３５１元和１２６８
元.从能源消费的地域差异来看,南方农户消耗传统化石能源的平均成本高于

北方,如湖北省和湖南省农户消耗汽油和柴油的平均成本最低为５４１６元.

表７ ２　农户获取能源交通及其他成本

单位:元

能源类型
平均成本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总计

蜂窝煤/煤球 ０００ ５４５ ２９２ ３５１

煤块 １００ ０６３ １６９６ １２６８

汽油 ２９３ １３０４４ ５４１６ ７４１６

柴油 ３３１５ ２１６７３ ６３０７ １４８４７

瓶装液化气 ４２７ ６９８０ １３９１ ３０４６

管道天然气 ２２３６４ ９２１８ ０００ ２１３３１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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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能源类型
平均成本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总计

管道煤气 ０６７ １１２４ ３５４ ７２４

畜禽粪便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农作物秸秆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薪柴 ０９０ ６１３４ ０９４ ３３０９

电力 ０７９ ２６３ １２７５ ５２４

其他能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平均成本是指该省份农户消费该能源的户均成本.

(３)能源年消费总量

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农户的能源消费总量情况如表７ ３所示,为了便于分

析,此处合并了计量单位一样的样本,剔除掉了缺失及无效样本.从传统生物

质能源来看,畜禽粪便与农作物秸秆的户均消费量分别为８４４３立方米与

５４１９千克,薪柴的使用户数为２２１户,户均消费量４２６１千克.从传统化石

能源来看,由于蜂窝煤/煤球与煤块的计量单位不一,蜂窝煤/煤球的户均消费

量为２８７６千克或６７２４个;以千克为计量单位的农户煤块的户均消费量为

２５７１千克,以个为计量单位的农户煤块的户均消费量为８３２５个;汽油与柴

油的户均消费量分别为５８５１升和８６２６升.从燃气来看,瓶装液化气、管道

天然气、管道煤气的户均消费量分别为３３４瓶、１９０４９立方米与４８瓶.从

电力来看,华中三省农户电力的户均消费量为１２２５３６千瓦时.

表７ ３　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农户能源消费总量

能源类型 使用户数 (户) 计量单位 年消费总量 户均消费量

蜂窝煤/煤球
１０ 千克 ２８７６０ ２８７６

９０ 个 ６０５１３０ ６７２４

煤块
２０ 个 １６６５００ ８３２５

１８ 千克 ４６２７５ ２５７１

汽油 ２９８ 升 １７４３５２６ ５８５１

柴油 １５６ 升 １３４５７０５ ８６２６

瓶装液化气 ７８１ 瓶 ２６０９３１ ３３４

管道天然气 １３０ 立方米 ２４７６３７３ １９０４９

管道煤气 ２２ 瓶 １０６０ ４８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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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能源类型 使用户数 (户) 计量单位 年消费总量 户均消费量

畜禽粪便 ４ 立方米 ３３７７０ ８４４３

农作物秸秆 ８ 千克 ４３３５５ ５４１９

薪柴 ２２１ 千克 ９４１６８５０ ４２６１０

电力 １１９３ 千瓦时 １４６１８５８６０ １２２５３６

其他能源 ９ — — —

(４)能源年消费总支出

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的能源消费总支出情况如表７ ４所示,从传统生物质能

源来看,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薪柴的户均消费支出分别为２２２０、４２和

２３０６元.从传统化石能源来看,蜂窝煤/煤球与煤块的户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７９１５和７３３０元,汽油与柴油的户均消费支出分别为３９４２１和５０１３０元.

从燃气来看,瓶装液化气、管道天然气、管道煤气的户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８７１１、２２６１７与７０９１元.从电力来看,户均消费支出为１１８２９０元.通

过图７ ２可以发现电力的户均消费支出最高,这是由于电力对农户生活的各

个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相比瓶装液化气、管道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畜禽粪

便、农作物秸秆、薪柴、煤等非清洁能源的户均消费支出更低,这也是低收入

农户选择非清洁能源的重要影响因素 (廖华,２０１９).

表７ ４　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农户能源消费总支出情况

能源类型

总计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比率

(％)

年消费总

支出 (元)
户均消费

支出 (元)

蜂窝煤/煤球 １００ ７７６ ７９１５１３ ７９１５

煤块 ３８ ２９５ ２７８５５０ ７３３０

汽油 ３１４ ２４３８ １２３７８２１０ ３９４２１

柴油 １７７ １３７４ ８８７３０４７ ５０１３０

瓶装液化气 ９３７ ７２７５ ８１６２５５１ ８７１１

管道天然气 １４１ １０９５ ３１８９０３４ ２２６１７

管道煤气 ３３ ２５６ ２３４０００ ７０９１

畜禽粪便 ９ ０７０ １９９８０ ２２２０

农作物秸秆 １２ ０９３ ５００ ４２

薪柴 ４９４ ３８３５ １１３８９４６ ２３０６

电力 １２０２ ９３３２ １４２１８５０２０ １１８２９０

其他能源 ９ ０７０ — —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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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　华中三省农户户均能源消费支出

(５)能源主要用途

能源消费的最终用途是满足农户生产与生活需要 (李鑫等,２０１５),不同

的能源类型对农户生产与生活的作用不同 (表７ ５和图７ ３).从传统生物质

能源来看,在使用畜禽粪便的农户中,１００％的农户将其作为炊事用能;在使

用农作物秸秆的农户中,选择将其作为炊事用能与取暖用能的比例分别为

８３％与２５％;在使用薪柴的农户中,选择将其作为炊事用能与取暖用能的比

例分别为８２％与６４％.从传统化石能源来看,在使用蜂窝煤/煤球的农户中,

选择将其作为炊事用能与取暖用能的比例分别为６０％与５９％;在使用煤块的

农户中,选择将其作为炊事用能与取暖用能的比例分别为３２％与９２％;在使

用汽油的农户中,９２％的农户将其作为交通用能;在使用柴油的农户中,８１％
的农户将其作为农机用能.从燃气来看,在使用瓶装液化气、管道天然气和管

道煤气的农户中,分别有９９％、９９％和１００％的农户将其作为炊事用能.从电

力来看,选择将其作为炊事用能、取暖用能、洗澡用能、照明及家电用能、交

通用能和农机用能的比例分别为４６％、４６％、５１％、９７％、３１％和６％,其

中,选择照明及家电用能的比例最高.

表７ ５　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农户能源主要用途

能源类型

能源主要用途

使用户数

(户)
炊事用能

(％)
取暖用能

(％)
洗澡用能

(％)
照明及家电

用能 (％)
交通用能

(％)
农机用能

(％)
其他

(％)

蜂窝煤/煤球 １００ ６０ ５９ ４ ０ ０ ０ ３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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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能源类型

能源主要用途

使用户数

(户)
炊事用能

(％)
取暖用能

(％)
洗澡用能

(％)
照明及家电

用能 (％)
交通用能

(％)
农机用能

(％)
其他

(％)

煤块 ３８ ３２ ９２ １１ ０ ０ ０ ５

汽油 ３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９２ １８ １

柴油 １７７ ０ ０ ０ ０ ２５ ８１ ３

瓶装液化气 ９３７ ９９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管道天然气 １４１ ９９ １３ １１ ０ ０ ０ ０

管道煤气 ３３ １００ ０ ６ ０ ０ ０ ０

畜禽粪便 ９ １００ １１ １１ ０ ０ ０ ０

农作物秸秆 １２ ８３ ２５ ８ ０ ０ ０ ０

薪柴 ４９４ ８２ ６４ ９ ０ ０ ０ ２

电力 １２０２ ４６ ４６ ５１ ９７ ３１ ６ １

其他能源 ９ ７８ ４４ ３３ １１ ０ ０ ０

注:图中比例为选择某种能源类型作为某种能源用途的比例,如第一行中使用蜂窝煤/煤球的１００
位农户,选择将其作为炊事用能的占比６０％.

图７ ３　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农户能源主要用途

(６)能源消费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大量研究已经表明能源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方黎明、刘贺邦,２０１９;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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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勇、李东方,２０２１).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传统生物质能源以及煤炭

等传统化石能源的不完全燃烧会产生大量固体颗粒物、一氧化碳等污染物,散

烧煤中甚至还含有氟、砷等有毒物质,容易形成严重的室内空气污染 (廖华,

２０１９),对农村居民身体健康造成极大损害.

第一,能源消费与自评身体健康.表７ ６、图７ ４为不同能源类型下华

中三省农村居民的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从传统生物质能源来看,选择畜禽粪

便、农作物秸秆和薪柴的农户,身体健康状况为不健康和很不健康的比例分别

为０％、２５％与１９％,从传统化石能源来看,选择蜂窝煤/煤球与煤块的农户,

身体健康状况为不健康和很不健康的比例分别为１９％与２１％;选择汽油与柴

油的农户,身体健康状况为不健康和很不健康的比例分别为１３％与１１％.从

燃气来看,选择瓶装液化气、管道天然气、管道煤气的农户,身体健康状况为

不健康和很不健康的比例分别为１５％、４％与３０％,从电力来看,选择电力的

农户,身体健康状况为不健康和很不健康的比例为１５％.总体而言,选择蜂

窝煤/煤球、煤块、农作物秸秆等非清洁能源的农户,自评身体健康为不健康

和很不健康的比例相对较大.

表７ ６　不同能源类型下华中三省农村居民的自评身体健康状况

能源类型

受访者的自评身体健康状况

很健康

(户)
占比

(％)
比较健康

(户)
占比

(％)
一般

(户)
占比

(％)
不健康

(户)
占比

(％)
很不健康

(户)
占比

(％)

蜂窝煤/煤球 １５ １５ ３６ ３６ ３０ ３０ １８ １８ １ １

煤块 ６ １６ １８ ４７ ６ １６ ７ １８ １ ３

汽油 ６４ ２０ １３０ ４１ ８０ ２５ ３８ １２ ２ １

柴油 ４３ ２４ ７４ ４２ ４１ ２３ １９ １１ ０ ０

瓶装液化气 ２１１ ２３ ３３７ ３６ ２４８ ２６ １３１ １４ １０ １

管道天然气 ３２ ２３ ７６ ５４ ２８ ２０ ５ ４ ０ ０

管道煤气 ５ １５ １２ ３６ ６ １８ ６ １８ ４ １２

畜禽粪便 ３ ３３ ３ ３３ ３ ３３ ０ ０ ０ ０

农作物秸秆 ２ １７ ５ ４２ ２ １７ ３ ２５ ０ ０

薪柴 ８０ １６ １７２ ３５ １４４ ２９ ９１ １８ ７ １

电力 ２４４ ２０ ４６１ ３８ ３１３ ２６ １７１ １４ １３ １

其他能源 ０ ０ ４ ４４ ４ ４４ １ １１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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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４　不同能源类型下华中三省农村居民的自评身体健康状况

第二,能源消费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固体燃料燃烧所形

成的室内空气污染导致农村居民患病风险的增加,如多种呼吸道疾病 (DheraＧ

nietal,２００８;Chenetal,２０１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Liuetal,２０２０)

等.与这两种疾病直接相关的是炊事能源的使用,因此,仅保留前文中作为炊

事用能的比例大于５０％的农户样本,结果如表７ ７所示.与瓶装液化气、管

道天然气和管道煤气等清洁能源相比,蜂窝煤/煤球、农作物秸秆、薪柴等非

清洁能源使农户患病的比例更大.值得说明的是,畜禽粪便的样本量较少,仅

有５户,因此出现了０００％的比例.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来看,使用瓶装液

化气、管道天然气和管道煤气作为炊事能源的农户,家庭成员中患有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的比例分别为６５４％、１０２％和４５５％,农户的患病比例小于使用

蜂窝煤/煤球、农作物秸秆等的农户.从呼吸系统疾病来看,使用瓶装液化气、

管道天然气和管道煤气作为炊事能源的农户,家庭成员中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

比例分别为３１２％、１０２％和９０９％,相对而言比例更小.

表７ ７　不同炊事能源类型下华中三省农村居民的患病状况

能源类型

在过去５年中,是否有家庭成员曾被诊断患有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是 (％) 否 (％) 是 (％) 否 (％)

蜂窝煤/煤球 ８２０ ９１８０ ３２８ ９６７２

瓶装液化气 ６５４ ９３４６ ３１２ ９６８８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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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能源类型

在过去５年中,是否有家庭成员曾被诊断患有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是 (％) 否 (％) 是 (％) 否 (％)

管道天然气 １０２ ９８９８ １０２ ９８９８

管道煤气 ４５５ ９５４５ ９０９ ９０９１

畜禽粪便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农作物秸秆 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薪柴 ７２６ ９２７４ ５０５ ９４９５

２农户能源消费结构现状的空间特征分析

(１)能源消费结构省级层面特征

华中三省农户除能源消费具体类别不同外,能源消费结构的地域差异明

显.由图７ ５可知,北方地区现代清洁能源的使用率最高,南方地区传统固

体能源的使用率最高.以现代清洁能源为例,河南省农户管道天然气的使用率

超过了湖北省和湖南省农户的使用率,河南省农户管道天然气使用率高达

３０４４％,而湖北省仅有２５６％,湖南省为０００％.河南省农户电力能源的使

用率也最高,比湖北省高６５个百分点,比湖南省高８５９个百分点.以传统

固体能源为例,湖南省农户的蜂窝煤/煤球使用率最高,达到了１４８８％,湖

北省使用率为６９８％,而河南省仅有１４１％.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和湖南

省农户薪柴的使用率也远远高于河南省农户薪柴的使用率,河南省农户薪柴的

使用率比湖北省低４２６６个百分点,比湖南省低１６８５个百分点.南方地区传

统固体能源使用率高于北方地区的原因可能在于,南方地区天气湿热、植被茂

盛、多丘陵山地,以薪柴和煤块为代表的传统固体能源储量丰富、开采方便,
获取传统固体能源的成本较低 (熊伟,付宗平等,２０１７).

(２)能源消费结构县级层面特征

第一,河南省县级层面农户使用能源消费情况.本次调研所抽取的河南省

样本县 (市、区)包括偃师区、南召县、安阳市、新乡市、新郑市和确山县.

由表７ ８可知,河南省不同县 (市、区)农户消费能源类别差异较大.从能

源类别来看,总体而言,河南省各县 (市、区)消费传统固体能源比重低,消

费现代清洁能源比重高.但不同县 (市、区)消费的传统固体能源和现代清洁

能源内部种类差异较大,如新郑市农户消费瓶装液化气占比９４４４％,而新乡

市农户消费瓶装液化气占比仅有９７２％.但新乡市农户消费管道天然气比重

为９０２８％,远远高于河南省其他县 (市、区).此外,各县 (市、区)消费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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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５　不同省份农户能源消费结构

电力能源比较集中且占比最大,占比均维持在９５８３％以上.说明电力能源的

普及程度最高.

表７ ８　河南省县级层面农户使用能源消费情况

能源类型

偃师区 南召县 安阳市 新乡市 新郑市 确山县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蜂窝煤 ５ ７３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３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煤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３９ １ １３９ ０ ０００

汽油 １３ １９１２ １２ １６９０ １３ １８０６ ２１ ２９１７ ７ ９７２ ８ １１１１

柴油 １ １４７ ３ ４２３ ２ ２７８ １２ １６６７ １ １３９ １５ ２０８３

瓶装液化气 ４５ ６６１８ ５９ ８３１０ ２５ ３４７２ ７ ９７２ ６８ ９４４４ ６３ ８７５０

管道天然气 ２３ ３３８２ ０ ０００ ４１ ５６９４ ６５ ９０２８ １ １３９ ０ ０００

管道煤气 ０ ０００ １ １４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２７８

畜禽粪便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农作物秸秆 ０ ０００ ２ ２８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薪柴 ６ ８８２ ３３ ４６４８ ０ ０００ １ １３９ ０ ０００ ３９ ５４１７

电力 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６９ ９７１８ 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６９ ９５８３ ７０ ９７２２

其他能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４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３９ ０ ０００

第二,湖北省主要县 (市、区)层面农户使用能源消费情况.样本涉及湖

北省县 (市、区)的有建始县、当阳市、枣阳市、洪湖市、罗田县以及谷城

县.由表７ ９可知,从能源普及程度来看,瓶装液化气、薪柴和电力能源普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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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程度高,煤块、管道天然气、管道煤气、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普及程度

低.总体而言,湖北省各县 (市、区)农户电力能源消费比重最高,瓶装液化

气消费比重次之,但各个县 (市、区)农户能源消费比重存在明显差异,如罗

田县有９１５５％的农户使用薪柴,相比之下洪湖市使用薪柴的农户比重为

３１５１％.洪湖市 使 用 瓶 装 液 化 气 的 农 户 比 重 为 ８７６７％,而 罗 田 县 仅 有

３３８０％.建始县和谷城县农户使用能源最多的是瓶装液化气,比重分别为

７９１７％和８４９３％,当阳市、枣阳市、洪湖市和罗田县使用能源最多的是电

力能源,比重均超过了９７１４％.

表７ ９　湖北省主要县 (市、区)层面农户使用能源消费情况

能源类型

建始县 当阳市 枣阳市 洪湖市 罗田县 谷城县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蜂窝煤 ９ １２５０ ５ ７１４ ４ ５６３ ３ ４１１ ０ ０００ ９ １２３３

煤块 ２ ２７８ ０ ０００ １ １４１ ２ ２７４ ０ ０００ ３ ４１１

汽油 １４ １９４４ ２９ ４１４３ ２４ ３３８０ ３０ ４１１０ ２４ ３３８０ １１ １５０７

柴油 ２ ２７８ ２５ ３５７１ ３３ ４６４８ ２７ ３６９９ ６ ８４５ １２ １６４４

瓶装液化气 ５７ ７９１７ ５９ ８４２９ ５７ ８０２８ ６４ ８７６７ ２４ ３３８０ ６２ ８４９３

管道天然气 １ １３９ ６ ８５７ １ １４１ １ １３７ １ １４１ １ １３７

管道煤气 １ １３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５４８ ９ １２６８ ３ ４１１

畜禽粪便 １ １３９ ５ ７１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４１ ０ ０００

农作物秸秆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４２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４１１

薪柴 ３４ ４７２２ ３７ ５２８６ ５５ ７７４６ ２３ ３１５１ ６５ ９１５５ ４９ ６７１２

电力 ５３ ７３６１ ６８ ９７１４ 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７２ ９８６３ 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０ ８２１９

其他能源 ３ ４１７ ０ ０００ １ １４１ ０ ０００ １ １４１ １ １３７

第三,湖南省主要市/县级层面农户使用能源消费情况.参与本次调研的

湖南省各县 (市、区)涉及华容县、安仁县、新晃县、浏阳市、耒阳县和隆回

县.由表７ １０可知,瓶装液化气和电力能源是湖南省各县 (市、区)主要使

用的能源类型,其次为汽油和薪柴,管道天然气、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农户

使用程度最低.不同县 (市、区)农户使用能源类别同河南省和湖北省差异较

大.如华容县有９２９６％的农户使用瓶装液化气,而安仁县只有６７６１％的农

户使用瓶装液化气.华容县使用电力能源的农户比重为７３２４％,而新晃县却

为１００％,不过新晃县农户使用薪柴的比重最高,比华容县高６０８８个百分

０３２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点.原因可能为,新晃县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将生活在自然条件差、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山区贫困群众搬迁至发展要素齐全、基础设施完善的开

阔平缓地带,因而电力能源使用比重最高.同时,新晃县农户沿袭山区生活使

用薪柴能源的习惯,致使薪柴使用比重高 (姜璐,余露等,２０１９).

表７ １０　湖南省主要市/县级层面农户使用能源消费情况

能源类型

华容县 安仁县 新晃县 浏阳市 耒阳县 隆回县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的比率

(％)

蜂窝煤 ３ ４２３ １５ ２１１３ ０ ０００ １２ １６６７ ２６ ３６１１ ８ １１１１

煤块 ０ ０００ ５ ７０４ ３ ４１７ １ １３９ １４ １９４４ ５ ６９４

汽油 １２ １６９０ １９ ２６７６ ２９ ４０２８ ２２ ３０５６ １１ １５２８ １５ ２０８３

柴油 ４ ５６３ ６ ８４５ １５ ２０８３ ２ ２７８ ６ ８３３ ５ ６９４

瓶装液化气 ６６ ９２９６ ４８ ６７６１ ５５ ７６３９ ６７ ９３０６ ５８ ８０５６ ５２ ７２２２

管道天然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管道煤气 ０ ０００ ９ １２６８ ０ ０００ １ １３９ ３ ４１７ ０ ０００

畜禽粪便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３９ １ １３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农作物秸秆 １ １４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３９ ２ ２７８

薪柴 １２ １６９０ １１ １５４９ ５６ ７７７８ ２０ ２７７８ ２５ ３４７２ ２８ ３８８９

电力 ５２ ７３２４ ６４ ９０１４ 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５９ ８１９４ ７１ ９８６１ ６８ ９４４４

其他能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３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农户能源消费结构的时间特征分析

(１)华中三省能源消费结构

在时间维度上华中三省能源消费结构如表７ １１和图７ ６所示.从能源

消费总量来看,在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三年间华中三省农户使用

比率最高的能源皆为电力、瓶装液化气、汽油和薪柴,其他能源的使用比率相

对较小.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华中三省农户的能源消费结构呈现传统固体能

源与现代清洁能源并存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中三省农户使用传统生物

质能源和传统化石能源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而使用管道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比

例在不断上升,说明华中三省农户正在经历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生物

质能源来看,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薪柴的使用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分别从２０１９年的３８０％、５８３％与５４３５％下降至２０２２年的０７０％、０９３％
与３８３５％.从传统化石能源来看,蜂窝煤/煤球的使用比例在不断下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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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的２３１５％降至２０２２年的７７６％,煤块的使用比例相差不大;汽油的

使用比例下降较大,下降了 ４１６４ 个百分点;柴油的使用比例 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基本相同,２０２２年有所下降,下降了１３０２个百分点.从燃气

来看,瓶装液化气的使用比例略有降低,而管道天然气、管道煤气的比例在不

断上升,分别从 ２０１９ 年 的 ５１９％ 与 ０５６％ 上 升 至 ２０２２ 年 的 １０９５％ 与

２５６％.从电力来看,电力的使用比例呈现先降后增的趋势.

表７ １１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类型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蜂窝煤/煤球 ２４９ ２３１５ ６８ ８５０ １００ ７７６

煤块 ２２ ２０４ ３０ ３７５ ３８ ２９５

汽油 ７１３ ６６０２ ３１５ ３９３８ ３１４ ２４３８

柴油 ２９０ ２６７６ ２１５ ２６８８ １７７ １３７４

瓶装液化气 ８１１ ７５０９ ６０３ ７５３８ ９３７ ７２７５

管道天然气 ５６ ５１９ ８２ １０２５ １４１ １０９５

管道煤气 ６ ０５６ １１ １３８ ３３ ２５６

畜禽粪便 ４１ ３８０ ２６ ３２５ ９ ０７０

农作物秸秆 ６３ ５８３ ３８ ４７５ １２ ０９３

薪柴 ５８４ ５４３５ ３５８ ４４７５ ４９４ ３８３５

电力 １０７２ ９９２６ ６６９ ８３６３ １２０２ ９３３２

其他能源 １３ １２０ ５ ０６３ ９ ０７０

(２)河南省能源消费结构

河南省的能源消费情况如表７ １２和图７ ７所示.从能源消费总量来看,
在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三年间河南省农户使用比率最高的能源为

电力、瓶装液化气、汽油、柴油、管道天然气和薪柴,其他能源的使用比率相

对较小.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河南省农户的能源消费结构呈现传统固体能源

与现代清洁能源并存的局面,三年中,传统固体能源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而现

代清洁能源的比例在不断上升,说明河南省农户正在经历能源消费结构的转

型.从传统生物质能源来看,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薪柴的使用比例呈现不

断下降的趋势,分别从２０１９年的１１１％、６６７％与３０％下降至２０２２年的

０％、０４７％与１８５０％.从传统化石能源来看,蜂窝煤/煤球和煤块的使用比

例在不断下降,蜂窝煤/煤球的下降幅度更大,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２５０％ 降至

２０２２年的１４１％;汽油的使用比例下降最大,下降了４３７８个百分点;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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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６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能源消费结构

的使用比例也在不断下降,下降了１７８７个百分点.从燃气来看,瓶装液化气

的使用比例略有降低,管道煤气的使用比例先升后降,而管道天然气比例则呈

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２０１９年的１３３３％上升至２０２２年的３０４４％.从电力

来看,电力的使用比例呈现先降后增的趋势.

表７ １２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河南省农户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类型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蜂窝煤/煤球 １４３ １２５０ ８ ２４８ ６ １４１

煤块 ５ １６７ ５ １５５ ２ ０４７

汽油 ２５７ ６１１１ １０６ ３２８２ ７４ １７３３

柴油 ７３ ２５８３ ７２ ２２２９ ３４ ７９６

瓶装液化气 ２８２ ７７２２ ２２９ ７０９０ ２６７ ６２５３

管道天然气 ３ １３３３ ７３ ２２６０ １３０ ３０４４

管道煤气 １ ０２８ ５ １５５ ３ ０７０

畜禽粪便 １３ １１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农作物秸秆 １４ ６６７ １３ ４０２ ２ ０４７

薪柴 ２３１ ３０００ ９７ ３００３ ７９ １８５０

电力 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７ ７３３７ ４２０ ９８３６
其他能源 ８ ２２２ １ ０３１ ２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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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７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河南省能源消费结构

(３)湖北省能源消费结构

湖北省的能源消费情况如表７ １３和图７ ８所示.从能源消费总量来看,

在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三年间湖北省农户使用比率最高的能源为

电力、瓶装液化气、薪柴、汽油和柴油,其他能源的使用比率相对较小.从能

源消费结构来看,湖北省农户使用传统固体能源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使用现代

清洁能源的比例在不断上升,正在经历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生物质能

源来看,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薪柴的使用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分别

从２０１９年的６６７％、６９４％与６８８９％下降至２０２２年的１６３％、１４０％与

６１１６％,薪柴的下降比率较小.从传统化石能源来看,蜂窝煤/煤球的使用

比例在不断下降,从２０１９年的１７２２％降至２０２２年的６９８％,煤块的使用

比例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汽油使用比例的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３４８６个

百分点,柴油的使用比例也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从燃气来看,瓶装液化气

的使用比例远高于管道天然气与管道煤气,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２０２２
年瓶装液化气使用农户的比率达到７５１２％,管道天然气与管道煤气使用户

的比例略有上升,但仍在５％以内.从电力来看,电力的使用比例呈现先降后

增的趋势.
４３２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表７ １３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湖北省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类型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蜂窝煤/煤球 ６２ １７２２ ４６ １２７８ ３０ ６９８

煤块 １１ ３０６ ２０ ５５６ ８ １８６

汽油 ２３６ ６５５６ １５１ ４１９４ １３２ ３０７０

柴油 １２３ ３４１７ １２６ ３５００ １０５ ２４４２

瓶装液化气 ２５１ ６９７２ ２７０ ７５００ ３２３ ７５１２

管道天然气 ５ １３９ ７ １９４ １１ ２５６

管道煤气 ４ １１１ ５ １３９ １７ ３９５

畜禽粪便 ２４ ６６７ ２４ ６６７ ７ １６３

农作物秸秆 ２５ ６９４ ２５ ６９４ ６ １４０

薪柴 ２４８ ６８８９ ２４８ ６８８９ ２６３ ６１１６

电力 ３５４ ９８３３ ３２４ ９０００ ３９５ ９１８６

其他能源 ４ １１１ ４ １１１ ６ １４０

图７ ８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湖北省能源消费结构

(４)湖南省能源消费结构

湖南省的能源消费情况如表７ １４和图７ ９所示.从能源消费总量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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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三年间湖南省农户使用比率最高的能源为

电力、瓶装液化气、汽油和薪柴,其他能源的使用比率相对较小.从能源消费

结构来看,湖南省农户使用煤块等传统固体能源的比例还在上升,清洁能源的

使用比例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从传统生物质能源来看,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

使用户的比率较小,并基本呈现下降趋势,薪柴使用户的比率呈现先降后升的

趋势,从２０１９年的６４１７％降至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的１１１１％后,２０２２年又升至

３５３５％.从传统化石能源来看,与河南省和湖北省不同的是,湖南省蜂窝煤/

煤球使用户的比例呈现先降后增的趋势,煤块的使用户比例在逐渐上升.汽油

和柴油使用户的比率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汽油使用户的下降幅度最大,下

降了４６２７个百分点.从燃气来看,瓶装液化气与管道天然气均呈现先增后降

的趋势,华中三省中湖南省瓶装液化气使用户的比例最高,２０２２ 年达到

８０４７％.管道煤气使用户的比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２０１９年的０２８％
上升至２０２２年的３０２％.从电力来看,湖南省三年中使用户的比率呈现不断

下降的趋势,２０２２年降至８９７７％.

表７ １４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湖南省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类型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的

比率 (％)

蜂窝煤/煤球 ４５ ３８８９ １４ １１９７ ６４ １４８８

煤块 ６ １３９ ５ ４２７ ２８ ６５１

汽油 ２２０ ７１３９ ５８ ４９５７ １０８ ２５１２

柴油 ９３ ２０２８ １７ １４５３ ３８ ８８４

瓶装液化气 ２７８ ７８３３ １０４ ８８８９ ３４６ ８０４７

管道天然气 ４８ ０８３ ２ １７１ ０ ０００

管道煤气 １ ０２８ １ ０８５ １３ ３０２

畜禽粪便 ４ ３６１ ２ １７１ ２ ０４７

农作物秸秆 ２４ ３８９ ０ ０００ ４ ０９３

薪柴 １０８ ６４１７ １３ １１１１ １５２ ３５３５

电力 ３５８ ９９４４ １０８ ９２３１ ３８６ ８９７７

其他能源 ２ ０５６ ０ ０００ １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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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９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湖南省能源消费结构

４结论与政策建议

(１)研究结论

对调研数据进行基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２０２２年华中三省农村农户能源消费结构呈现传统固体能源与现代

清洁能源共存的局面,农户对传统固体能源的使用率均较高,对清洁能源的使

用率有待提升.

第二,农户获取能源主要通过市场购买、免费获取和公共管网三种方式,

不同能源类型的获取方式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获取现代清洁能源的交通及其他

成本高于获取传统固体能源.

第三,相比管道天然气等清洁能源,薪柴、煤等传统固体能源的户均消费

支出更低.

第四,选择农作物秸秆、煤等传统固体能源的农户,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为

不健康和很不健康的比例相对较大,家庭成员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呼吸系

统疾病的比例更高.

第五,从能源消费结构的空间特征来看,能源消费结构的地域差异明显,

北方地区现代清洁能源的使用率高,南方地区传统固体能源的使用率高.华中

三省不同县 (市、区)能源利用类型和结构各有差异,与行政区划、地理位置

以及农村居民能源消费观念等因素有关,农村能源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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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从能源消费结构的时间特征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中三省农户

使用传统生物质能源和传统化石能源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而使用管道天然气等

现代清洁能源的比例在不断上升,说明正在经历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华中三

省不同县 (市、区)能源消费结构的时间特征略有差异.
(２)政策建议

第一,要提高农村清洁能源的普及率和农户清洁能源的使用效率.一方面

政府应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和宣传力度,促使清洁能源供给能力不断提

升.另一方面各地区要制定差异化区域策略促进清洁能源发展,提升清洁能源

整体效率.

第二,要增强农户现代清洁能源的可获得性,优化现代清洁能源的获取方

式、降低其获取成本.在获取方式方面,可以从市场层面加大对农村清洁能源

以及器具的供给力度进而优化农村居民获取清洁能源的方式.如设置便利的清

洁能源供应点,鼓励从事清洁能源生产的企业提供辐射城乡的配套服务.在获

取成本方面,一方面,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条件,以降低能源获

取成本;另一方面,要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如实行清洁生物质能反馈补贴等措

施,从而改善家庭收支状况.

第三,提高华中三省农户清洁能源的消费能力.更低的消费支出是低收入

农户选择非清洁能源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进一步

挖掘天然气、煤气等的降价潜力;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补贴等手段优化农村

居民的能源消费结构,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并将其及时、持续、足

额地发放到户.

第四,提高华中三省农户向清洁能源转型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应加强能源

与健康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农村居民重视非清洁能源燃烧对人体所带来

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问题,提高农村居民对固体燃料的环境危害和健康风险的认

识,进而促进其向清洁能源转型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第五,通过多举措加大华中三省农村清洁能源设施,优化华中三省农村能

源供给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应增加燃气等清洁能源的设施建设,加大资金、

人员等要素资本的投入力度,在尊重农户意愿、保障安全和落实气源的前提

下,加快推进有条件地区管道天然气和管道煤气向农村覆盖.在交通不便、居

住分散等燃气建设难度大的农村偏远地区,可以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提高华

中三省农户使用清洁能源的比率.扎扎实实推进农村能源供给侧改革,从根本

上优化农村能源供给结构,扩大清洁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供给比例,从而改变

现有的农村能源供给结构,进而优化农村能源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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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要基于各地资源禀赋,结合新型城镇化、产业扶贫、乡村旅游、土

地利用等相关规划,因地制宜地编制各县 (市、区)能源建设实施方案.需要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把握农村能源供给与消费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农村能源

供给侧改革顶层设计.

二、 炊事能源使用∗

１农户炊事能源使用现状

(１)炊事能源使用结构

表７ １５为华中三省炊事能源使用现状,家庭消费的管道煤气和畜禽粪便

全部用作炊事能源,但是使用这两种能源的户数相对较少,总户数仅有４２户.

瓶装液化气和管道天然气用来做炊事能源的比例最高,分别占比９９４７％和

９８５８％,总户数高达１０７０户.像秸秆、薪柴和蜂窝煤/煤球等传统固体能源

的使用占比也较高,分别为８３３３％、８１９８％和６０％,其中使用秸秆和蜂窝

煤/煤球的总户数比较少,分别为１０户和６０户,而薪柴则高达４０５户.可见

在传统能源使用当中,薪柴是主要炊事能源.电力用作炊事能源的比例相对较

低,使用电力的户数为５４９户,占比４５７１％.煤块能源使用占比最低,总使

用户数有１２户,占比仅为３１５８％.

表７ １５　华中三省炊事能源使用结构

炊事能源

种类

总计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使用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使用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使用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使用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蜂窝煤/煤球 ６０ ６０００ １ １６６７ ２８ ９３３３ ３１ ４８４４

煤块 １２ ３１５８ ０ ０００ ３ ３７５ ９ ３２１４

瓶装液化气 ９３１ ９９４７ ２６６ ９９６３ ３２２ ９９６９ ３４３ ９９１３

管道天然气 １３９ ９８５８ １２９ ９９２３ １０ ９０９１ ０ ０００

管道煤气 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３ １００００

畜禽粪便 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 １００００ ２ １００００

农作物秸秆 １０ ８３３３ ２ １００００ ４ ６６６７ ４ １００００

薪柴 ４０５ ８１９８ ７２ ９１１４ ２０９ ７９４７ １２４ ８１５８

电力 ５４９ ４５７１ １６８ ４０００ １９９ ５０３８ １８２ ４７１５

其他能源 ７ ７７７８ １ ５０００ ５ ８３３３ １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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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１０为不同省份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华中三省农户都把瓶装液化

气作为最主要的炊事能源,三省农户使用瓶装液化气占比家庭能源总消费均

为９９％以上,但是从户数上来看,湖南省最多,为３４３户,湖北省次之,

为３２２户,河南省则为２６６户.使用管道天然气的农户河南省有１２９户,湖

北省仅有１０户,湖南省则没有使用管道天然气作为炊事能源的农户.对于

蜂窝煤/煤球,湖北省将其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高达９３３３％,湖南省为

４８４４％,但是从使用户数上来说,湖北为２８户,湖南为３１户,从总户数

来看不相上下,河南省将其作为炊事能源的农户比例仅为１６６７％,使用户

数仅为１户.

图７ １０　不同省份农户炊事能源消费结构

(２)炊事能源选择原因

华中三省农户选择炊事能源时的主要考虑因素分布见表７ １６.结果表

明,由于几代人一直沿用,３７８７％的农户认为使用习惯是选择能源的首要原

因.相比使用习惯,经济条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原因,３０９５％的人把能

源价格和费用、１８３５％的人把获取能源所需的交通费用作为选择原因考虑.
同时,能源供应点的距离和做饭味道更好也是炊事能源主要的选择原因,分别

占比１９９８％和１７７９％.此外还存在着一些客观原因,例如有的村内未通天

然气和管道气等,１２１３％的农户选择炊事能源时会考虑这个原因.有５５２％
的农户认为邻居或亲友使用的炊事能源也会影响自己的选择,占比相对较低.
此外,炊事能源选择也呈现出地域差异,河南省的农户主要选择原因是能源价

格和费用,占比３７２４％,而湖北省和湖南省的农户主要选择原因则是使用习

惯,占比分别为３８７９％和４３１６％.
０４２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表７ １６　华中三省农户炊事能源选择原因

炊事能源

选择原因

总计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做饭味道更好 ２２９ １７７９ ４４ １０３０ １０２ ２３８３ ８３ １９２６

几代人一直用,
习惯了用这种燃料

４８７ ３７８７ １３５ ３１６２ １６６ ３８７９ １８６ ４３１６

与燃料供应

点距离近
２５７ １９９８ ９２ ２１５５ ８５ １９８６ ８０ １８５６

获取燃料所需

的交通费低
２３６ １８３５ ９４ ２２０１ ８２ １９１６ ６０ １３９２

燃料的价格

和费用低
３９８ ３０９５ １５９ ３７２４ １３５ ３１５４ １０４ ２４１３

村内未通天然

气、管道气等
１５６ １２１３ ４５ １０５４ ６３ １４７２ ４８ １１１４

邻居或

亲友使用
７１ ５５２ ３３ ７７３ １９ ４４４ １９ ４４１

其他 (请注明) ３０５ ２３７２ １００ ２３４２ １２４ ２８９７ ８１ １８７９

除了炊事能源的具体选择原因不同外,选择原因的地域差异也客观存在,

从图７ １１中可以看出,河南省最主要的选择原因是能源价格和费用达到

３７２４％,湖北３１５４％,湖南只有２４１３％.湖北省和湖南省最主要的选择原

因都是炊事能源的使用习惯,分别占比３８７９％和４３１６％,河南省则相对较

少,占比３１６２％.对于做饭味道更好这个选择原因,湖北省和湖南省相对考

虑的较多,分别占比２３８３％和１９２６％,河南省仅占比１０３０％.获取能源

所需的交通费这个选择原因河南省占比最大,为２２０１％,湖北省为１９１６％,

湖南省仅为１３９２％.
(３)炊事能源满意程度

表７ １７和图７ １２为华中三省农户炊事能源满意程度,华中三省的整体

炊事能源满意程度比较高,满意度比例高达８２８９％,不满意度比例仅占

３２６％.三省横向比较而言,河南省满意度最高,占比８５４８％,湖南省满意

度仅次于 河 南 省,占 比 ８２６０％,湖 北 省 相 对 较 低,但 绝 对 占 比 也 高 达

８０６１％.对于不满意度,华中三省占比都比较低,三省比较而言,湖北省最

高,占比４６７％,河南省次之,占比３０４％,湖南省仅占比２０９％.
１４２

第七章　能源消费



图７ １１　不同省份农户炊事能源选择原因

表７ １７　华中三省农户炊事能源满意程度

炊事能源

满意程度

总计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户数

(户)
用户比例

(％)

非常不满意 ７ ０５４ ３ ０７０ ３ ０７０ １ ０２３

不太满意 ３５ ２７２ １０ ２３４ １７ ３９７ ８ １８６

一般 １７８ １３８４ ４９ １１４８ ６３ １４７２ ６６ １５３１

比较满意 ７８１ ６０７３ ２８２ ６６０４ ２４３ ５６７８ ２５６ ５９４０

非常满意 ２８５ ２２１６ ８３ １９４４ １０２ ２３８３ １００ ２３２０

图７ １２　不同省份农户炊事能源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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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农户炊事能源使用结构的空间特征分析

(１)河南省炊事能源使用结构

表７ １８和图７ １３为河南省炊事能源使用现状,河南省炊事能源以清洁

能源为主,非清洁能源占的比重较小.对于煤块、畜禽粪便和其他能源,河南

省所有样本县均没有农户采用这些能源作为炊事能源.对于蜂窝煤/煤球,仅

偃师区有１户将其作为炊事能源,其他县农户均没有使用.同时,南召县和确

山县分别有１户和２户农户将管道煤气作为炊事能源,秸秆也仅有南召县的２
户农户在使用.瓶装液化气、管道天然气、电力都是农户使用较多的炊事能

源,其中新郑市使用的瓶装液化气最多,有６８户,管道天然气新乡县使用得

最多,有６５户,电力南召县使用得最多,有３４户.安阳县、新乡县、新郑市

都已经不再使用薪柴作为炊事能源,偃师区用得也较少,只有３户,南召县和

确山县使用得相对较多,分别有３１和３８户.

表７ １８　河南省炊事能源使用现状

类型

偃师区 南召县 安阳县 新乡县 新郑市 确山县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蜂窝煤/煤球 １ ２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煤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瓶装液化气 ４４ ９７７８ ５９ １００ ２５ １００ ７ １００ ６８ １００ ６３ １００

管道天然气 ２２ ９５６５ ０ ０ ４１ １００ ６５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０ ０

管道煤气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００

畜禽粪便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农作物秸秆 ０ ０ 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薪柴 ３ ５０ ３１ ９３９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８ ９７４４

电力 ２９ ４２６５ ３４ ４９２８ ２９ ４０２８ １５ ２０８３ ３３ ４７８３ ２８ ４０

其他能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０ ０

(２)湖北省炊事能源使用结构

表７ １９和图７ １４为湖北省炊事能源使用现状,湖北省农户主要也是以

清洁的炊事能源为主,相比河南省来说,分布更均匀,且整体使用的能源种类

更多.对于固体能源,蜂窝煤/煤球除了罗田县没有农户使用外,其余县农户

均有使用,谷城县使用农户最多,有９户;煤块只有枣阳市、洪湖市、谷城县

农户在使用,且每个县也只有１户农户在使用;畜禽粪便有建始县、当阳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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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１３　河南省炊事能源使用现状

罗田县农户在使用,其中当阳市农户使用得最多,有５户;农作物秸秆只有枣

阳市和谷城县农户在使用,枣阳市农户有３户,谷城县有１户;薪柴湖北省每

个样本县农户都有使用,其中罗田县农户使用最多,有６４户,当阳市农户使

用最少有１１户.对于清洁能源,瓶装液化气是使用农户数最多的,洪湖市最

多,有６４户,罗田县最少,有２４户;管道天然气除了罗田县其他县农户也均

有使用,但是总体户数不多,当阳市有６户,其余各县各有１户;电力使用分

布也较为均匀,每个县都有使用农户,其中枣阳市户数最多为４２户,建始县

最少,有２５户.

表７ １９　湖北省炊事能源使用现状

类型

建始县 当阳市 枣阳市 洪湖市 罗田县 谷城县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蜂窝煤/煤球 ７ ７７７８ ５ １００ ４ １００ ３ １００ ０ ０ ９ １００

煤块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１ ５０ ０ ０ １ ３３３３

瓶装液化气 ５７ １００ ５９ １００ ５７ １００ ６４ １００ ２４ １００ ６１ ９８３９

管道天然气 １ １００ ６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

管道煤气 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００ ９ １００ ３ １００

畜禽粪便 １ １００ 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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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型

建始县 当阳市 枣阳市 洪湖市 罗田县 谷城县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农作物秸秆 ０ ０ ０ ０ 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３３３３

薪柴 ２２ ６４７１ １１ ２９７３ ５３ ９６３６ １８ ７８２６ ６４ ９８４６ ４１ ８３６７

电力 ２５ ４７１７ ３９ ５７３５ ４２ ５９１５ ３２ ４４４４ ２７ ３８０３ ３４ ５６６７

其他能源 ３ １０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０ ０

图７ １４　湖北省炊事能源使用现状

(３)湖南省炊事能源使用结构

表７ ２０和图７ １５为湖南省炊事能源使用现状,湖南省的炊事能源使用

既没有像湖北省分布得那么均匀,也没有河南省分布得那么极端,介于两者之

间.对于固体能源而言,蜂窝煤/煤球只有新晃侗族自治县没有农户使用,浏

阳市使用农户最多,为１２户;华容县和隆回县没有使用煤块作为炊事能源的

农户,其余县虽然有使用农户但也不多,耒阳县有７户;畜禽粪便只有新晃侗

族自治县和浏阳市还在使用,分别只有１户,其他县没有使用农户;农作物秸

秆有华容县、耒阳县、隆回县农户还在使用,户数都比较少,分别为１户,１
户和２户;薪柴都有使用,新晃侗族自治县使用农户最多,有５１户,浏阳市

使用农户最少,有８户.对于清洁能源,湖南省抽样县当中都没有使用管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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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的农户;瓶装液化气的使用非常普遍,并且分布十分均匀,最多的是浏阳

市有６７户农户,最少的安仁县也有４７户农户;电力也一样使用很普遍,但是

分布稍有不均,隆回县有４３户,华容县只有１３户.

表７ ２０　湖南省炊事能源使用现状

类型

华容县 安仁县
新晃侗族

自治县
浏阳市 耒阳县 隆回县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蜂窝煤/煤球 ３ １００ ４ ２６６７ ０ ０ １２ １００ １１ ４２３１ １ １２５

煤块 ０ ０ １ ２０ ３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７ ５０ ０ ０

瓶装液化气 ６６ １００ ４７ ９７９２ ５３ ９６３６ ６７ １００ ５８ １００ ５２ １００

管道天然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管道煤气 ０ ０ ９ １０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３ １００ ０ ０

畜禽粪便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农作物秸秆 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２ １００

薪柴 １０ ８３３３ １０ ９０９１ ５１ ９１０７ ８ ４０００ ２０ ８０００ ２５ ８９２９

电力 １３ ２５ ２７ ４２１９ ３９ ５４１７ ２６ ４４０７ ３４ ４７８９ ４３ ６３２４

其他能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图７ １５　湖南省炊事能源使用现状

３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从华中三省炊事能源使用现状来看,农户炊事能源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特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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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些新型的能源消费方式如:电力、太阳能等也正在被农户接受.虽然农

户已大力采用以液化气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但以薪柴为代表的传统固体能源使

用率依旧比较高.从三省的炊事能源选择因素来看,三省整体来看,使用习惯

是最重要的选择因素,经济因素则是农户选择的第二大因素.从炊事能源的满

意度来看,华中三省的整体炊事燃料满意程度达到８０％以上.

从空间特征来看,华中三省都把瓶装液化气作为最主要的炊事能源,户数

上来看,湖南省最多,湖北省次之,河南省最少.从炊事能源的选择因素来

看,河南省最主要的选择因素是燃料价格和费用,湖北和湖南省最主要的选择

因素则是燃料的使用习惯.从炊事能源的满意度来看,河南省最高,湖南省仅

次于河南省,湖北省最低.
(２)政策建议

第一,要继续优化炊事能源使用结构,加大清洁能源使用的鼓励与补贴力

度,提高农户使用清洁能源的积极性.继续保持清洁炊事能源的使用比例,减

少薪柴、蜂窝煤等非清洁炊事能源的使用比例,对于集中特困地区,可以采取

适当的价格控制,防止价格过高引起的使用频率过少等问题,同时加大宣传清

洁炊事能源的力度,使农户在认识层面进一步拓展深化对清洁能源的认识.

第二,对于习惯使用的以柴薪为代表的非清洁能源,可以通过优化室内通

风设施等措施来缓解室内空气污染.对于很多农户来说,薪柴的获取难度较

低,祖祖辈辈的使用习惯更是无法一时消除,基于此,政府施行强制性措施势

必有难度,但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优化室内的通风设施也可以起到缓解空气污

染的作用,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对排气扇、油烟机等的宣传力度.

第三,强化村庄内部基础能源设施建设,加大管道天然气等的普及力度,

同时考虑对一些交通不方便的特困村庄进行帮扶补助.农户想用但用不上的问

题客观存在,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进行把控,加大管道煤气等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基础硬件设施.

三、 取暖、 热水与制冷能源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生活用能的需求不断加

大,能源消费结构现在正面临着重大转型 (张希良等,２０２２).优化能源消费

结构不仅可以节约化石能源、改善空气质量,达到碳减排的目的,还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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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农村居民因吸入污染气体和有毒气体而患病的概率.在此背景下,针对河

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三个省展开了有关农户取暖、热水与制冷能源使用情况

的调研,以下为对调研结果的统计分析.

１农户取暖方式与热水设备

(１)取暖方式概况与空间特征分析

从表７ ２１可以看出,华中三省农户主要取暖方式存在差异,我国农村主

要的取暖方式呈现着传统取暖方式与现代取暖方式共存的特征,有４２８９％的

农户采用像柴火、炭火这样的传统取暖方式,有５７５％的农户采用蜂窝煤取

暖方式,同时也分别有２０１２％和２３３１％的农户采用电力等现代取暖方式.
从取暖方式的选择上看,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柴火以及空调、电暖器等常见的取

暖方式,较多农户选择柴火取暖这种传统方式,所占比例达到了３５７４％,同

时农户采用电暖器取暖以及空调取暖方式的比例也不低,都达到了２０％以上.
但是农户对于太阳能清洁能源和地暖这种节能取暖方式使用的比例都较低.此

外,农户采用地暖取暖以及太阳能取暖方式呈现出地域特征,地暖取暖方式仅

出现在河南省,太阳能取暖方式出现在湖南省与湖北省.两种取暖方式所占比

例也较低,仅占０２３％和０１６％.

表７ ２１　华中三省农户主要取暖方式

取暖方式

总计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无任何取暖设备 ６９ ５３６ ３１ ７２６ ２８ ６５１ １０ ２３３

柴火取暖 ４６０ ３５７４ ９６ ２２４８ ２５７ ５９７７ １０７ ２４８８

炭火取暖 ９２ ７１５ １１ ２５８ ２２ ５１２ ５９ １３７２

蜂窝煤取暖 ７５ ５７５ １５ ３５１ １ ０２３ ５８ １３４９

电暖器取暖 ２５９ ２０１２ ７０ １６３９ ６４ １４８８ １２５ ２９０７

空调取暖 ３００ ２３３１ １８７ ４３７９ ４７ １０９３ ６６ １５３５

壁挂炉取暖 ７ ０５４ ３ ０７０ ２ ０４７ ２ ０４７

地暖取暖 ３ ０２３ ３ ０７０ ０ ０ ０ ０

太阳能取暖 ２ ０１６ ０ ０ １ ０２３ １ ０２３

其他 (请注明) ２１ １６３ １１ ２５８ ８ １８６ ２ ０４７

(２)华中三省农户主要取暖方式地域差异

除了具体取暖方式的不同外,取暖方式的地域差距也比较明显,如图７ １６
所示:河南省现代取暖方式的使用率更高,而湖北省和湖南省传统取暖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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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更高.从图７ １６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河南省主要取暖方式为空调取暖

的比率最高,达到了４３７９％,而湖北只有１０９３％,湖南仅１５３５％.湖南

省主要取暖方式为电暖器取暖的比率也大大高于河南省和湖北省,比例达到了

２９０７％,但河南省与湖北省只有１６３９％和１４８８％.从传统取暖方式来看,

湖北省柴火取暖方式的使用率达到了５９７７％,在各种主要取暖方式中所占的

比例最高,领先于河南省和湖南省３７２９和３４８９个百分点.但是湖北省主要

取暖方式为炭火取暖的比率只有５１２％,要高于河南省的２５８％,低于湖南

的１３７２％.从图７ １６中可以明显看出:河南省传统取暖方式的使用率低于

湖北省和湖南省,但现代取暖方式使用率高于湖北省和湖南省.

图７ １６　华中三省农户主要取暖方式地域差别

(３)华中三省农户主要取暖方式满意度

通过对华中三省农户主要取暖方式满意度分析,如表７ ２２所示,我们发

现:农户取暖方式的满意度也因为取暖方式的不同存在着差异.从整体来看,
太阳能取暖方式与地暖取暖方式的使用户数较少,只有２户和３户,但是对于

太阳能取暖方式与地暖取暖方式的满意度却是９种方式中较高的,分别达到了

４５０分和４３３分.虽然主要采用太阳能取暖方式的农户最少,但是太阳能取

暖农户体验的满意度在各种取暖方式中是最高的.除此之外,空调取暖和壁挂

炉取暖方式的满意度也较高,都达到了４分以上.相比以上四种取暖方式的满

意度,主要用柴火取暖、炭火取暖、蜂窝煤取暖以及电暖器取暖的农户满意度

较低,只有３８１分、３６２分、３８３分和３９２分.而无任何取暖设备的农户

满意度最低,只有２９６分.从传统取暖方式与现代取暖方式来看,农户主要

使用现代取暖方式,比如使用太阳能、地暖和空调等取暖方式的满意度要高于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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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使用柴火、炭火以及蜂窝煤等传统取暖方式的满意度.从地区分布来看,

越往北,农户不使用任何取暖设备的满意度越低,这说明农户不使用任何取暖

设备的满意度与地理位置、地区温度有关.同时,农户主要使用柴火、炭火、

电暖器、空调、太阳能取暖的满意度湖南省和湖北省要高于河南省.但是农户

主要使用蜂窝煤、地暖取暖方式的满意度河南省要高于湖南省和湖北省.

表７ ２２　华中三省农户主要取暖方式满意度

取暖方式

总计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使用户数

(户)
满意度

(分)
使用户数

(户)
满意度

(分)
使用户数

(户)
满意度

(分)
使用户数

(户)
满意度

(分)

无任何取暖设备 ６７ ２９６ ３１ ２９４ ２６ ２８５ １０ ３１

柴火取暖 ４５９ ３８１ ９６ ３６１ ２５６ ３９５ １０７ ３８８

炭火取暖 ９２ ３６２ １１ ３５５ ２２ ３７３ ５９ ３５９

蜂窝煤取暖 ７４ ３８３ １５ ３９３ １ ４００ ５８ ３５５

电暖器取暖 ２５９ ３９２ ７０ ３８４ ６４ ３９７ １２５ ３９６

空调取暖 ２９９ ４０１ １８７ ３８０ ４６ ４０９ ６６ ４１５

壁挂炉取暖 ７ ４０６ ３ ３６７ ２ ４５０ ２ ４００

地暖取暖 ３ ４３３ ３ ４３３ ０ ０ ０ ０

太阳能取暖 ２ ４５０ ０ ０ １ ４００ １ ５００

其他 (请注明) ２１ ３３６ １１ ３８２ ８ ３７５ ２ ２５

(４)农户主要热水设备差异

华中三省农户主要热水设备使用户数与使用户比例如表７ ２３所示,从表

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最主要的热水设备使用方式呈现着３种热水设备并存的

特征,主要有太阳能热水器、电热水器以及燃气热水器.其中电热水器所占比

例最高,有４６１０％.太阳能热水器占的比例仅次于电热水器,占比４１９８％.

三者之中,占比最低的是燃气热水器,仅占比２７０％.虽然有超过９０％的农

户使用了热水设备,但是仍然有９２２％的农户无任何热水设备.

表７ ２３　华中三省农户主要热水设备

热水设备

总计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无任何热水设备 １２３ ９２２ ３７ ８４９ ３３ ７２４ ５３ １１９９

太阳能热水器 ５６０ ４１９８ ２５３ ５８０３ ２３７ ５１９７ ７０ １５８４

电热水器 ６１５ ４６１０ １３５ ３０９６ １７８ ３９０４ ３０２ ６８３３

燃气热水器 ３６ ２７０ １１ ２５２ ８ １７５ １７ ３８５

０５２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５)华中三省农户主要热水设备地域差别

华中三省农户主要热水设备地域差别如图７ １７所示,从地区分布情况来

看:河南省和湖北省农户主要热水设备以太阳能热水器为主,分别占比

５８０３％和５１９７％,与河南省与湖北省不同,湖南省农户主要热水设备以电

热水器为主,占比６８３３％.河南省和湖北省无任何热水设备的农户占比

８４９％和７２４％,少于湖南省的１１９９％.农户主要热水设备为太阳能热水器

占比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农户使用主要热水设备最多的为电热水器和燃气热

水器的省份是湖南省.

图７ １７　华中三省农户主要热水设备地域差别

２农户制冷方式

(１)制冷方式差异

制冷过程需要消耗一定的能源,主要以电力为主,因此将其纳入能源消

费的范畴.关于华中三省农户主要制冷方式的结果见表７ ２４,结果显示:

省与省之间,各省县域之间的农户主要制冷方式使用户比例存在很大的差

异.华中三省 主 要 的 制 冷 方 式 为 电 风 扇 和 空 调,分 别 占 总 制 冷 方 式 的

４４６３％和５２８１％,说明有超过９５％的农户选择用电力制冷,其中农户主

要制冷方式为使用空调,占总量的５２８１％.与此同时,仍然有小部分农户

无任何制冷设备,这类农户占了总农户数量的２５６％.从地区分布来看,

湖北省和湖南省分别有５５９％和２０９％的农户无任何制冷设备,河南省不

存在无任何制冷设备的农户.湖北省和湖南省农户主要使用电风扇制冷的比

例也比较高,分别达到了５３８５％和５７３１％.相比湖北省与湖南省,河南

省农户主要制冷方式为电风扇的比例只有２２７２％.但是湖北省与湖南省农

户主要冷方式为使用空调的比例较低,分别为４０５６％和４０６０％,明显低

于河南省的７７２８％.
１５２

第七章　能源消费



表７ ２４　华中三省农户主要制冷方式

制冷

方式

总计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无任何

制冷设备
３３ ２５６ ０ ０ ２４ ５５９ ９ ２０９

电风扇 ５７５ ４４６３ ９７ ２２７２ ２３１ ５３８５ ２４７ ５７３１

空调 ６７９ ５２８１ ３３０ ７７２８ １７４ ４０５６ １７５ ４０６０

(２)河南省农户主要制冷方式

河南省农户使用主要制冷方式的比例分布情况如表７ ２５所示,可以看

出:河南省６个县域地区的主要制冷方式为使用空调或者电风扇,不存在没有

任何制冷设备的农户.河南省使用电风扇为农户主要制冷设备的为南召县,所

占比例为整个南召县的３３８０％.除此之外,偃师区、安阳县、新乡县、确山

县这４个县主要制冷方式为电风扇的比例也都达到了２０％以上,其中安阳县

和确山县使用电风扇为主要制冷设备的比例达到了２５００％.新郑市使用电风

扇制冷的用户比例最低,只有１１１１％.河南省除了使用电风扇为主要制冷设

备外,使用空调的用户比例也不低.从表７ ２５中６个县的情况来看,６个县

使用空调为主要制冷方式的农户比例都达到了６０％以上,其中新郑市的用户

使用比例达到了最高,有８８８９％.偃师区和新乡县两个县的空调使用户比例

也都达到了７９％以上,分别占比７９４１％和７９１７％.安阳县和确山县的空调

使用户比例相同,都为７５００％.南召县的空调用户使用比例在６个县域地区

中最低,仅占６６２０％.

表７ ２５　河南省农户主要制冷方式

制冷

方式

偃师区 南召县 安阳县 新乡县 新郑市 确山县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无任何

制冷设备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电风扇 １４ ２０５９ ２４ ３３８０ １８ ２５００ １５ ２０８３ ８ １１１１ １８ ２５００

空调 ５４ ７９４１ ４７ ６６２０ ５４ ７５００ ５７ ７９１７ ６４ ８８８９ ５４ ７５００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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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湖北省农户主要制冷方式

湖北省农户主要制冷方式的比例分布情况如表７ ２６所示,从表中可以看

出:湖北省的建始县、罗田县和谷城县都存在无任何制冷设备的农户.其中,
建始县无任何制冷设备的用户比例最高,达到了３０５６％,罗田县与谷城县无

任何制冷设备的用户分别占比１４１％和１３９％.从农户使用电风扇为主要制

冷设备的情况来看,罗田县使用户比例最高,达到了７６０６％.建始县的电风

扇使用户比例也达到了５９７２％,仅低于罗田县,但是高于洪湖市与谷城县的

５４７９％和５８３３％.同时,当阳市与枣阳市电风扇的用户使用比例在５０％以

下,分别只有３１４３％和４２２５％.从农户使用空调为主要制冷设备的情况来

看,建始县仅９７２％的农户使用空调制冷,所占比例在６个县中最低.其次

是罗田县,使用空调为主要制冷设备的农户占比２２５４％.洪湖市与谷城县的

空调使用户比例分别有 ４５２１％ 和 ４０２８％,但是低于当阳市与枣阳市的

６８５７％和５７７５％.

表７ ２６　湖北省农户主要制冷方式

制冷

方式

建始县 当阳市 枣阳市 洪湖市 罗田县 谷城县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无任何

制冷设备
２２ ３０５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４１ １ １３９

电风扇 ４３ ５９７２ ２２ ３１４３ ３０ ４２２５ ４０ ５４７９ ５４ ７６０６ ４２ ５８３３

空调 ７ ９７２ ４８ ６８５７ ４１ ５７７５ ３３ ４５２１ １６ ２２５４ ２９ ４０２８

(４)湖南省农户主要制冷方式

当前湖南省农户主要制冷方式的比例分布情况如表７ ２７所示,从表中可

以看出:湖南省仅仅浏阳市和耒阳县不存在无任何制冷设备的现象,隆回县农

户无任何制冷设备的比例在６个县中最高,达到了５５６％,安仁县和新晃侗

族自治县农户无任何制冷设备的比例分别为２８２％和２７８％;除此之外,华

容县无任何制冷设备的用户仅１户,占比１３９％.从农户主要制冷方式为电

风扇的情况来看,新晃侗族自治县和隆回县的比例比其他４个地区高,分别占

比８０５６％、９０２８％,其中隆回县农户使用电风扇制冷的比例最高.安仁县

和耒阳县的农户使用电风扇的比例也比较高,都达到了６５％以上.相比之下,
华容县与浏阳市的农户使用电风扇的比例较低,仅有１９４４％和１６６７％.从

农户主要制冷方式为使用空调的情况来看,浏阳市的使用户比例最高,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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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３３％,且高于华容县的７９１７％和耒阳县的３０５６％、安仁县的２９５８％.
新晃侗族自治县农户主要制冷方式为空调的使用比例较低,仅为１６６７％,但

是要高于隆回县的４１７％.总的来说,隆回县无任何制冷设备和使用风扇制

冷的农户比例在６个县中最高,但是使用空调制冷的农户比例却最低.

表７ ２７　湖南省农户主要制冷方式

制冷

方式

华容县 安仁县 新晃县 浏阳市 耒阳县 隆回县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使用

户数

(户)

使用户

比例

(％)

无任何

制冷设备
１ １３９ ２ ２８２ ２ ２７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５５６

电风扇 １４ １９４４ ４８ ６７６１ ５８ ８０５６ １２ １６６７ ５０ ６９４４ ６５ ９０２８

空调 ５７ ７９１７ ２１ ２９５８ １２ １６６７ ６０ ８３３３ ２２ ３０５６ ３ ４１７

３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农户取暖方面,受访农户的取暖方式仍有较大改善空间,且其对于不同取

暖方式的满意度具有较大差异.同时,农户主要取暖方式还是以传统的取暖方

式为主,但是传统取暖方式的满意度要比现代清洁取暖方式的满意度低.受访

农户的制冷方式之间具有较大差异,河南省以空调制冷为主,湖北省和湖南省

以电风扇制冷为主.同时,电风扇与空调制冷方式在３个省份基本普及,但是

湖南省与湖北省仍然存在农户无任何制冷设备的现象.农户热水设备使用方

面,虽然市场上售卖的热水器的种类比较多,但是在农村受到相关条件的限

制,使用仍然以电热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为主.农户热水设备使用方面:华中

三省农户主要热水设备存在地域差别,河南省和湖北省农户主要热水设备以太

阳能热水器为主,湖南省农户主要热水设备以电热水器为主.同时,三省仍然

有较大比例的农户无任何热水设备.
(２)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一方面,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关于使用清洁能源取暖、制

冷和热水使用的宣传,尤其是注重利用媒体等优势资源,通过入户讲解等宣传

方式,使农户充分认识到使用清洁能源在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绿色农业经济中

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宣传、推广使

用节能设备;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地区的热水设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农村地区热水设备节能减排,减轻农户热水设备使用的负担,同时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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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源使用量、低运行费用的热水设备.以此推动农村地区取暖、制冷、热水

使用方式节能减排,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能源消费的相关调研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研究结论:①从能源消费结

构来看,一是农户能源消费结构总体呈现传统固体能源与现代清洁能源共存的

特征,农户正在经历清洁能源转型.二是传统固体能源使用户身体健康状况相

对较差,其家庭成员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呼吸系统疾病比例更高.三是农

户获取能源的方式主要为市场购买、免费获取和公共管网,能源选择受地理条

件和消费观念影响较大,农村能源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相对较弱.②从炊事能源

使用现状来看,一是农户炊事能源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尽管瓶装液化气

为最主要的炊事能源,但以薪柴为代表的传统固体能源依旧广泛存在.二是炊

事燃料使用习惯是农户进行能源选择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其次为经济因素.

③从农户取暖、热水与制冷能源来看,一是农户取暖、制冷以及热水设备呈现

出多样化的特点,以传统的取暖、制冷和热水方式为主,电力、太阳能等也正

在被农户接受,但传统固体能源使用率依旧比较高,且部分农户取暖、制冷状

况有待改善.二是取暖、制冷能源使用满意度存在地区差异,农户使用现代清

洁能源的满意度要高于农户使用传统能源.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村清洁能源的普及率和农户清洁能源的使用效率,强化村庄

层面基础能源设施建设以提高能源供给能力,优化农村居民现代清洁能源获取

方式.

第二,注重农户资源禀赋及经济可行能力,降低农户现代清洁能源的获取

成本,提高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第三,提高农户向清洁能源转型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媒

体资源改变农户的传统消费观念,加强能源与健康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

农村居民对固体燃料危害环境和增加健康风险的认知.

第四,优化炊事能源使用结构,加大清洁能源使用的鼓励与补贴力度,提

高农户使用清洁能源的积极性.

第五,优化室内通风设施以缓解室内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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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积极推广使用节能、减排的取暖、制冷与热水设备,推动传统设备

更新为现代设备,可加大农户购入节能减排设备的补贴力度以减轻农户购置相

关设备的负担.

第七,加大能源方面的科技投入力度,提升农户使用现代清洁能源的体验

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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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调研组织与实施方法
∗

一、 调研前的准备与人员组织

１教师队伍组建与队伍职责

组建一支能够持续参与和具有较高社会调研素养的教师队伍是跟踪调研

能够持续顺利开展的基本保证.本项目的调研教师队伍由华中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和华中农业大学宏观农业研究院的近１０名青年骨干教师组成,这

些教师大部分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接受过国际规范调研训练;他们从

事农业农村调研的经验丰富,且具有运用调研数据开展研究的专业技能.教

师队伍的主要职责包括设计问卷、编写调研手册、组织调研培训及带队入户

调研等.

教师们结合自身调研经验和已有的研究基础,发挥在固定研究领域的特长

设计编制问卷并组织调研前的集中培训.在开展入户调研时,带队教师负责调

研队伍的安全,对调研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或存在的威胁调研员人身安全、食

物安全和财务安全的情况进行提前预防,并能够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突发情

况.调研队伍抵达样本村后,带队教师将先与样本村联络人 (一般为村支书或

者会计)沟通对接,在村联络人的协助指引下安排调研员顺利入户.在调研过

程中,带队教师对调研员进行规范性指导及质量控制,及时解答现场问题,监

督现场操作及质量控制.带队教师需指导每日调研问卷的检查环节,包括调研

员互查和队长核查,解答问卷审查中出现的问题,必要时还需与由本年度

ARMS调研参与老师组成的项目组沟通反馈相关情况.

２调查问卷设计与完善

调查问卷所包含的问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础性问题,主要关于农业农

村农民的基本情况描述和一般性特征,问卷内容包括行政村 (村级问卷)与农

户 (农户问卷)基本情况、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农户生产经营投入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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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各环节的种植情况和农户基本养殖情况等,此类问题在 ARMS调查问卷

中的占比约为４０％.基础问卷中的问题原则上在多年的调研中保持不变,便

于长期固定性地观察农户的特征,形成面板数据.第二类是专题性问题,有针

对性地聚焦农业农村农民的某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具体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

包括生产经营风险及管理、新品种与新技术采纳、农户数字素养、互联网使用

与电商参与、能源消费与废弃物处理、饮食消费与食品安全行为、农户健康

等,此类问题占比约为６０％.专题问卷中问题可根据研究问题的转变在不同

年份中有所调整,但鼓励开展具有持续性的研究,目前的实践中也总体上保持

了稳定.

项目组在调研开始前３个月就组织参与调研的骨干老师开始设计问卷,设

计期间每月召开２到３次研讨会,同时多次邀请海内外专家进行相应指导,精

心设计打磨问卷模块设置和所采用的问题.问卷初稿完成后,通过针对小范围

农户贷焦点访谈优化问题表述方式和题量,使得问卷时长控制在两小时左右.

首套调查问卷于２０１９年３月形成初稿,随即在进行两次实地预调研后再次修

改完善,并在２０１９年７月第一次调研中开始使用.后续追踪调研均在此问卷

基础上根据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需要进行少量调整和充实,基础性问题基本上

保持稳定,专题性问题每年有局部修改.

３调查问卷电子化

ARMS调研采用电子问卷.相较于纸质问卷,电子问卷具有易于整理数

据、便于大规模使用、省时、环保等优点,更适合 ARMS调研.世界银行数

据部开发的SurveySolutions是一套免费电子问卷制作系统,在国外的农村调

研中得到普遍应用.其中,SurveySolutions制作的电子问卷可以满足支持多

种题型,具有设置跳转、关联和引用逻辑等功能,数据结果可以导出为Stata、

SPSS等数据文件格式.ARMS调研采用该系统制作电子问卷,并依托该系统

开展问卷填写情况检查等质量控制.

为保证电子问卷能够全面、准确反映问卷设计者的意图,电子问卷制作人

会参与调查问卷设计研讨会,并于调研培训前完成电子问卷的录入工作.电子

化问卷虽能够避免由于调研员个人操作失误导致的逻辑跳转错误,但程序一旦

失误则有可能带来一整批样本的损失,故在调研培训之前,项目组会邀请部分

调研员对所有问题的逻辑跳转进行一一排查,确保逻辑跳转无误.在调研培训

期间,电子问卷制作人集中收集老师、调研员反馈的电子问卷存在的漏洞并及

时修改,确保正式调研使用的电子问卷可以规避系统性错误跳转模式、选项不

完整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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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调研手册的编写

调研手册作为实地调研的指导性文件,对调研工作全过程做出了详细、具

体的规划和设计.具体内容包括:①纪律要求.主要针对安全和保密两个方

面:一是要求所有的调研参与人员在调研过程中始终遵循 “安全第一”的原

则,另一方面要求未经项目组和被访者允许,不能将调研过程中所获得的任何

数据泄露给其他主体.②任务安排和组织实施.为确保按时完成调研工作,手

册中会详细列出各项调研日程安排,包括培训安排、组队信息、调研任务、联

系方式等,便于调研员随时查阅.③问卷介绍及填写规则.本部分内容整体介

绍样本村及农户问卷内容、前站调研前准备工作及抽样、入村调研基本流程与

技巧、电子问卷填写和检查规则及数据上传规则.④财务规定与物资使用.⑤
其他注意事项及问卷内容相关公共知识介绍.

５调研员招募

参与调研的学生通过面向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公开招

募来确定,一般在调研前一个月开始实施.首先,面向校内外硕博研究生和

二年级及以上本科生发布招募启事.进而,根据报名者的籍贯、居住地等信

息对报名学生进行一定的初筛.然后,邀请通过初筛的候选人参加笔试及面

试环节.了解报名学生的综合能力,完成队伍组建工作.具有调研经验的学

生优先作为队伍骨干成员或队长,承担相应职责.此外,项目组会让具有较

强的创新意识、遇事能够随机应变、待人接物得体大方的同学担任前站

人员.

目前历次调研的调研员大部分来自华中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研

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也有华中农业大学自然科学类专业和武汉市其他高校的

学生参与.参与调研的学生普遍表示不仅加深了对 “三农”的认识,也学习到

了开展实地调研的方法.

６调研培训

调研员开展调研之前要经过系统性的培训,培训分为理论培训和实地培

训.理论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实地调研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巧、问卷中问题的

含义和问法、调研项目基本信息和调研活动的安排等.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

向调研员介绍该项调研的计划、内容、目的、方法,及相关的其他情况,以便

调研员对该项工作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同时还要就调研要求、时间安排、工

作量、报酬等具体问题加以说明.此外,参与问卷设计的老师就问卷内容展开

逐题讲解.考虑到正式调研期间使用电子问卷,项目组还增加了问卷系统及电

子问卷使用培训.在调研员熟悉问卷内容后使用电子问卷进行一对一的角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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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分别担当被访者和访问者,以了解实际问访的流程和注意点.老师会结合

自身经验介绍和传授一些农业农村的基本知识以及调研过程中的实用技巧,包

括如何进行自我介绍,如何客观地提出问题,如何记录回答,如何处理突发情

况等,为调研期间顺利开展工作提供实质性建议.

实地培训是安排调研员到武汉市郊区的村庄进行入户访谈演练,发现实

地调研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统一解答.与正式调研一样,实地培训由带

队老师带队,以调研队伍为单位开展入户访谈.每位调研员进行两次入户访

谈,第一次为两位调研员一道进入一户农户家中开展访谈,两位调研员分工

配合完成整个访谈过程;第二次为一位调研员单独进入一户农户家中开展访

谈,独立完成整个访谈过程.在实地培训中,带队老师一方面对调研员的访

谈实施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的指导,另一方面及时总结带有一般性的问题并

集中指导解决.

７调研队伍组建

调研员们以调研队为单位开展调研,一个调研队共同完成一个样本村的调

研任务.考虑到每个样本村样本农户的数量、当地常见的租用车辆载客人数等

因素,每支调研队由１１~１３人组成.在调研队的人员配置上,综合考虑调研

区域的语言、安全保障、学习层次及专业等因素.例如,为减少调研员听不懂

方言的情况,队伍中一般会安排户籍为样本省的同学.为确保调研员的人身安

全,每支调研队中至少配备两名男生.在学习层次及专业的配置上,每支调研

队中研究生比例为３０％~５０％.每个调研队设置一名队长和一名副队长,队

长负责调研队的分工协调、问卷质量审查和日常管理等事务,同时承担村级问

卷访谈的任务,往往是一个调研队的核心;副队长主要负责管理调研队的账

务.前者一般从具有调研经验、认真负责、沟通能力强的优秀调研员中选拔;

后者一般在队伍中推举产生,由细心且有财务工作经验者担任.

８抽样

本项目的调研样本分为原始样本和新增样本,样本遵循严格的分层随机抽

样方式产生.具体而言,首先根据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等指标对各个样本省的

县级行政单位采用k means聚类分析分为６类,再在每类中随机抽取１个作

为样本县 (市、区);再在每个样本县 (市、区)中抽取３个样本乡镇,而后

在每个样本乡镇中抽取２个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１５个农户作

为样本农户,其中１０户为正式样本,５户作为备用样本.由于本项目调研为

追踪调研,因此可能出现原样本户去世或举家迁移的情况,此时将会优先使用

备用户.由此,在华中三省获得１０８个样本村和１６２０个样本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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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调研中的标准化工作与制度保障

１前站制度

前站作为调研队伍的先行官,需要提前抵达样本村与村联系人对接抽取样

本农户名单,确定调研时间,为调研队伍安排好食住行,是整个调研能否顺利

进行的关键.前站提前调研队伍一天出发前往样本村所在县,在参考上一次调

研中其前站所撰写的调研日志后,挑选符合标准的住宿酒店和调研车辆.如果

调研日志对之前的酒店和车辆评价不好,则按照 «调研手册»中的相关标准重

新挑选.住宿酒店一般选择在县城,以安全卫生为主,同时方便行车路线的安

排.选择调研车辆的大小主要依据调研队伍人数及调研行程安排,同时优先选

择对县城各村庄路线较为熟悉的司机,并与司机提前沟通好每天的调研路线.

在做好食住行安排后,前站提前一天与下一个样本村进行联系并前往该村

考察路线 (包括路况和用时),到样本村后确保与每位样本农户进行联系确认

调研时间,如出现样本户去世或举家迁移的情况,则与备用户进行联系,及时

将最终确认参加调研的样本农户信息及受访时间与带队教师和队长对接.在途

中也需考察是否有环境卫生较好的餐馆,方便调研队伍在转换样本村的途中用

餐,并做好调研日志的记录工作.

２食宿行统一安排

每年 ARMS调研总时长为８~１０天,为确保调研顺利安全进行,整个调

研过程中调研队伍都是统一行动.调研队伍提前一天或半天时间从学校统一乘

车出发前往车站,抵达样本村所在县,与前站取得联系,入住已预订的酒店.

在附近统一就餐后,回到酒店召开调研前小组会,带队老师强调调研过程中的

安全问题并做好正式调研前的准备工作,包括熟悉问卷、检查所需携带物品,

在问卷系统中下载第二天需要用的问卷、了解调研样本农户的时间安排等.

调研当天调研队伍统一乘车出发前往样本村完成农户访谈.如果有距离较

远的样本农户,则安排车辆将调研员送至农户家中,调研结束后全体调研员在

村委会办公楼集合返程.利用在行车路上的时间讨论交流上一阶段调研中出现

的问题,开展问卷自查工作.在完成所有调研任务后,可以选择当天统一返校

或是休整后第二天再回校.

３财务制度

调研中的财务工作始终秉持 “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勤俭节约”的原则,

项目组会单独安排一位老师负责统筹调研期间的财务工作.为起到监督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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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调研队遵循钱账分离的原则,调研经费由队长保管,账务支出由副队

长记录.调研前,项目组会为每支调研队准备调研经费,保障调研期间各项财

务支出.同时,为每一位参与调研的师生购买人身保险,准备各种调研物资,

包括培训纸质问卷、平板电脑等.调研中,由负责财务的老师跟进各调研队财

务支出情况,及时处理调研队遇到的财务问题.如遇突发情况,负责财务的老

师还需起到统筹协调整体调研经费的作用.调研后,负责财务的老师与调研队

前站、队长、副队长对接,做好各队伍财务支出统计、票据收集、财务报账等

工作.

４质量检查与控制

为确保问卷调查规范和保证数据质量,项目组设置了质量检查和质量控制

环节.质量检查一共分为四查,包括自查、互查、队长查和问卷系统管理员

查.其中前三查主要检查所填问卷的完整度、是否符合实际以及前后是否逻辑

一致.在调研员完成问卷填写后,开始自查环节,利用行车途中和饭后时间完

善问卷,确保问卷没有因漏问等原因而产生的空缺,如果发现有空缺或是有矛

盾的地方,调研员则通过电话及时与农户回访确认.自查完成后,团队成员间

进行互查,确保每一份问卷被两位同组成员检查过,这一环节可能会存在成员

间因对问题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填写误差,这时需与带队老师沟通,老师指导

讲解后再向所有调研员反馈,以确保对问题的统一理解.队长查是调研队伍问

卷质量把关的最后一环节,在团队成员交换平板完成互查后,队长会对当天所

做问卷进行统一核查,确保问卷内容填写的统一规范之后上传到问卷系统后

台.问卷系统管理员查,即管理员对已提交的问卷填写完整度、数据间逻辑关

系、填写整份问卷和单个模块问题所用时间的有效性进行核查,以确保问卷及

数据质量.此外,在调研过程中为对数据进行质量控制,确保访问过程的真实

性,调研员在进行访问时会开启录屏和录音功能,一方面便于后续问卷核查发

现有空缺或是逻辑问题时再次进行确认,另一方面也对问卷填写规范性起到监

督作用.

三、 调研后的总结与维护

１调研材料及数据整理储存与管理

调研结束后调研员会对调研期间各项纸质或电子材料进行整理保存,包括

前站负责的抽样信息、调研日志等,队长负责的村级问卷、入户调研情况记录

表、调研路线明细、调研日志等.调研原始数据从SurveySolutions系统中导

２６２

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报告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华中卷)



出后,首先会对农户基本信息再次进行核对及清理确保数据准确性;然后将汇

总后的数据录入数据管理系统以便对外共享.数据申请使用者须填写数据使用

申请表及数据保密与使用协议书,经数据库负责人审核后,由数据库管理员才

可以将数据发送至申请人.

２调研员评价

调研员评价是调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项目组评选优秀调研员的重要依

据.在调研结束后的一个月内,调研员和带队老师需要完成调研员评价.评价

表通过问卷星线上发放,各调研员以调研队为单位进行评价.本着实事求是的

精神对所在调研队全部队员 (包括本人)在调研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价,包含自

评和互评.若综合评分相同,带队老师则需获取进一步信息再做判断.评价内

容包括工作积极性与吃苦耐劳程度、操作规范性与做事严谨程度、专业知识与

技能应用水平和调研任务完成的数量与质量四个方面,从而评价调研员在本次

调研工作中的表现.每次调研活动评分结果在前５０％者参与年度评优,每年

“优秀调研员”评选的比例不超过当年调研员总数的１/３.

３调研总结

调研结束后,项目组会组织参与调研的师生开展总结交流会,通报调研实

施情况,分享调研经验、总结调研过程发现的新问题和解决办法.会上,项目

负责人对本年度调研的情况进行总结,包括参与人员、财务支出、问卷及数据

等情况;对优秀调研员进行表彰,并颁发 «优秀调研员荣誉证书»,感谢他们

的辛勤付出;同时邀请调研队长代表、调研员代表以及前站代表发言,分享调

研心得.最后,项目组梳理调研中遇到的问题,总结经验及时调整.

项目组鼓励参与调研的师生撰写调研心得,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调研进行总

结.项目组进行统一回收并根据采用情况给予一定的奖励支持.调研心得充分

表达参与者在调研过程中的真实感受,分享对 “三农”问题和农村农民社会经

济发展的全新认识、遇到的困难和获得的经验等,为更加完善之后的调研提供

参考.项目组也鼓励参与调研的师生将撰写的调研心得投稿至华中农业大学南

湖新闻网、公众号或其他新闻媒体平台,分享开展调研工作的收获和体会.

４调研报告撰写

调研报告由项目组组织参与问卷设计的老师根据调查问卷内容及研究方向

进行梳理撰写.调研报告主要根据对调研数据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撰

写,包括与典型文献和资料相结合的分析,内容涵盖问卷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在撰写调研报告前,项目组会组织教师队伍进行讨论,确定当年调研报告的内

容及框架结构,安排撰写及推进日程.调研报告每一章节会确定一位负责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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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明确该章节及小节框架内容和执笔人,完成章节内容汇总工作.调研报告

初稿完成后,根据进度安排采取层层审查的方式,对稿件开展审查及修改工

作,主要包括:①形式初查,确保报告整体内容无偏差,格式、表述一致等;

②章节负责人交叉校稿,确保章节内容描述性统计的全面性、描述方法的丰富

性和适用性、结构的逻辑性和内容的连贯性、结论和政策启示的充分性和针对

性、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和规范性;③专家审查,由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对整体汇

总稿件进行审稿并给出修改意见;④出版社校稿.

５农村固定观察点维护

农村固定观察点指的是作为调研对象的样本农户和样本村,维护好这些固

定观察点是持续开展跟踪调研的保障.ARMS调研固定观察点自２０１９年建立

以来,项目组积极通过多种方式维护与样本村和样本农户的关系.主要有:

①为参与调研的农户发放误工补贴.②通过微信号和微信公众号建立线上联

系,及时解答疑问.公众号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相关的

资讯和科学知识,打造新型农人的知识社区与交流平台.③赠送挂历.每逢新

年之际,项目组会为样本乡镇、村委会及农户送去定制的具有学校特色的新年

挂历.挂历可以在家里摆放一整年,第二年课题组再次前往样本农户家中进行

入户调研时很多时候都可以看到华中农业大学的挂历,更容易与农户拉近关

系,建立信任.

四、 持续完善的一些建议

根据三年调研中发现的相关问题,调研组特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１调研员培训常态化

考虑到部分参与调研的学生对于农业农村情况了解不足及调研经验缺乏,

项目组计划采取多项措施提升调研队伍综合水平,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在

现有调研培训的基础上使培训全年常态化.时间上,计划４~６周组织一次理

论培训或实地培训,每学期大约开展４次,每次半天时间.每次培训安排两位

老师主讲或带队,主讲老师由设计问卷的老师分批次担任.内容上,理论培训

主讲调研方法及技巧、问卷内容、电子问卷使用等,也可邀请往届调研员分享

心得体会等,在培训过程中增设换角色对练及随堂测试等内容;实地培训开展

二对一、一对一入户调研,并在实地调研结束时组织集中总结讨论.在每年７
月份正式调研前进行一次综合培训及演练,综合考虑参与学生在常态化培训中

的表现,选拔最终参与正式调研工作的调研员.项目组会为全程参与并完成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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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内容的同学颁发 «调研培训证书»,为参加正式调研且符合条件的调研员颁

发 «社会实践调研证书».调研员培训常态化不仅起到了育人的作用,同时也

丰富了同学们对农业农村的了解,学习了调研方法和技巧.

２强化带队老师的质控职能

针对调研质量整齐性有所下滑的现象,项目组考虑增加质量控制环节,其

中较为重要的一项措施是进一步强化带队老师对调研质量、数据质量的质控职

能,提高调研数据质量.在每日实地调研过程中,带队老师应随着学生入户调

研达到一定数量,监督把控调研员对问题的理解、调研的技巧等的掌握程度,

遇到问题及时修正,在日常总结时提醒大家注意避免出现重复错误.对于调研

能力较弱的学生,应该重点关注并给予更多的专业指导.在每日问卷检查过程

中,带队老师应全程参与调研员互查、队长查等环节,要求调研员严格执行每

一个质检步骤并保质保量地完成.

３提升数据库的管理共享水平

在数据处理上,编写程序使得历次的调研数据自动化地根据农户对接起来

形成面板数据,并实现问卷系统导出的数据与数据管理系统的顺畅对接.在数

据共享上,实现通过数据管理系统来进行用户管理和处理用户的数据使用申

请,提高数据共享的效率.在数据应用上,一定程度实现数据的可视化描述性

统计,同时通过数据挖掘方法实现不同维度下数据指标的关联并形成知识

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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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调研参与见闻与体会

参与华中三省ARMS调研的一些思考

———基于２０２２年暑期河南两县调研经历

黄帆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２０２２年７月,我响应宏观农业研究院的号召,报名参加了２０２２年华中农

业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申请以调研队长的身份和调研队员们一起前往河南省

南阳市南召县和洛阳市偃师区开展调研活动.非常感谢宏观农业研究院给予我

这个机会,在经济管理学院郑宏运老师的带领下前往河南省完成为期１１天的

调研.调研团队共１３人,由５名本科生、７名硕士研究生和１名博士研究生

组成.在郑宏运老师的带领下,团队成员默契配合,共计完成了１３９份农户问

卷和１１份村级问卷的调研工作.总体而言,我们团队完成了预期调研目标,
但回顾整个调研过程,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现将自己下乡调研的一点感悟总结

于此.

一、调研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曾耳闻 “００后”的学生浑身娇气,毛病不少,而今自己接触到的这些同

学并非如此.此次调研队伍中,本科生同学占绝大多数,他们最小的甚至不满

１８岁.回想起自己１８岁时,还处在迷茫无知的状态,不知道自己想读哪所大

学,会去向何方,该如何成长.而自己眼前的这些少年,在学习方面,就已经

开始参与和学习微观社会调研,开始训练自己的科研能力,积累经验.有的同

学刚迈入本科二年级的学习阶段,就已经在早早积累调研经验,为自己以后读

研究生做准备,明确自己的成长方向.在相处的过程中,听着他们交流学习、
成绩和各类大学生竞赛项目,我不禁感到惭愧,昔日的自己不曾像他们一样,
对自己的成绩有高要求、对自己的发展有明确目标、对个人能力的发展有规

划.我深受触动,脑子里一直回响着 “东方春来早,奋斗向未来”这句话.
在整个调研过程中,整个团队默契配合,互帮互助,他们 “事不避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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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逃责”.七月的河南,烈日灼烧大地,戴着调研员 “小蓝牌”的队员们,总

是行动一致,服从安排,高效率地穿梭于目的村镇.有些村落比较偏僻,给受

访者买瓶水,需要跑几里路,才能找到小超市.团队里的男孩子就会争先恐后

地冲过去,扛着一箱矿泉水,在太阳下跑得满头大汗.他们将一瓶一瓶的矿泉

水分给自己的队友,双手送给农户,这些大男孩在一声声 “谢谢”里忘记了自

己汗湿的衣衫.访谈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些年纪较大的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难以听懂书面化的表述,调研队员只能模仿着河南话,换各种表达方式进

行解释.有时天黑透了,调研员和农户肚子饿得咕咕叫,调研员还得耐心安慰

农户,直到完成问卷.过程中,也会有已经完成任务的同学主动帮助对当地语

言不熟的同学,向农户进行解释说明.大家在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的氛围中,

克服调研中的困难,行为举止间体现出来他们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

品质.

回忆起调研那段时光,凌晨２点还趴在床边核对问卷的场面仿佛就在昨

天.在学校时,我们其中大多数人都是 “夜猫子”,早不起晚不睡,在调研期

间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早起的 “鸟儿”.俗话说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在这次

疲惫的社会调查过程中,我们确实收获了诸多珍贵的东西.对于我自己而言,

在此次调研过程中,我重新认识了农村生活.

广袤的土地上,淳朴的农民背靠山,面朝地,依赖自己精耕细作的土地生

活.秋收的果实是对他们辛勤劳作的回报,攒入银行卡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们对

于美好生活的期许.我看到手上满是茧子的七旬老汉,听说调研员家访,立马

肩挑背扛着牛草从地里赶回来接受家访.其实我们准备去地里找老爷爷的,但

是善良的他怕我们跑错地方,地里没地方坐下,宁可自己受累也不肯给别人添

麻烦,连一瓶水都坚持留给调研员自己喝.七旬老爷爷竟然还记得之前来回访

的调研员,甚至说出了他的名字,这让我很惊讶.通过聊天得知,老汉想减轻

儿女负担,一直和老伴儿坚持种粮,维持自己的生活开销.他开心得向我分享

了他儿女的幸福生活,在他黝黑又松弛的笑脸上,我看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

对儿女的疼爱,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在老汉的身上,我看到一位老父亲的

爱,那是一种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如山父爱.

田间地头的小房子,升起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声声.我回忆起儿时,光脚

踩在松软的泥土上,可以闻到新翻的泥土气息,夹杂着打碎的青草香.融入这

些美丽的农村景色和热情亲切的农民中,听着他们丰收的故事,阖家欢乐的幸

福趣事和他们面临的困惑难处,对农村的生活和生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

解.作为农业类院校的研究生,特别是研究农村问题的研究生,更应该深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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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了解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现状.实地调研有助于发现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重要且现实的科研问题,做好研究,为乡村振兴献言献策,将论文写

在祖国的大地上.

二、调研过程的所思所想

虽然我是第一次作为调研队长负责配合带队老师,带领队员去农村做社会

调查,但是我在此之前,多次参加过农村社会调研.作为一个带队的小队长,

我感觉自己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在队伍建立之前,我曾一度处于焦虑的状态,

不知道自己能否担任队长,能否做好队长.当调研队伍组建好时,我知道箭在

弦上,不得不发.我能做的就是,从团队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提前做好安

排,与带队老师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紧密的配合.

团队高效工作的基础是吃好和休息好.每天的调研任务是十分繁重的,队

员的能量补充和休息十分重要,因此我和带队老师以及副队长每天都会提前做

好就餐攻略,尽可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好的就餐环境,一方面可以保证能量补

充,另一方面尽可能保证大家有休息的机会.团队和谐的基础是相互包容.作

为队长,尽可能平衡大家的想法,为大家做好后勤保障,承担更多团队的繁杂

琐事,营造团队融合氛围.我一直将 “方便他人就是方便自己”这句话放在心

里,我也能感受到每位队员对我工作的支持.我非常感谢这些活泼可爱的队

员,让我有机会做一次调研小队长,带领着他们和我一起上山下乡,走村访

户.也非常感谢郑宏运老师,当我惶恐不知如何是好时,是他给予我的鼓励和

支持,带领着我和我们的队员一起圆满完成了此次调研任务.再次回忆起

２０２２年的７月,我依然觉得是幸运让我遇到这些可爱的人,一起听过很多故

事,看过很多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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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之路　成长之途

吴汉辉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不知不觉中为期一周的宏观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华中三省农村经

济社会调研在骄阳似火的九月圆满落下帷幕.这次 ARMS大调研不仅仅是我

研学路上的一次实践活动,更是我成长之途的宝贵财富.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是我对这次调研实践最真实的感悟.

调研启程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用这句话来形容这次调研的启程再合适不过了.

自２０２０年初开始,新冠疫情便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化风险,当然,这

次调研出行中最重要的计划安排就是应对疫情风险可能产生的任何行程改变.

果然,提前的预备总是应对突发情况最好的工具.

２０２２年７月８日,以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办的华中三省 ARMS
调研活动正式开始.在同学的推荐下,我十分荣幸地成了河南二队的调研队

长,跟随张泽宇老师一同前往河南省郑州市、驻马店市进行调研.在学院开完

培训会之后,我将会议内容重点整理成文档并开始规划第一站———驻马店确山

站的行程.当我做完所有安排工作,准备将信息发布到通信群时,突然接到驻

马店疫情严重的消息,二队要先行改到郑州市新郑县进行调研.我先是愣了一

下,因为这意味着我前期做的驻马店站调研攻略好像全白费了,但在稍做镇定

之后,我发现,因为有疫情突发的预判准备,所以,在规划中也没有提前购买

车票,现在也只需要和第二站的行程规划进行先后调整即可.我随即对事先预

备好的信息文档做出更改,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材料都替换完毕并发布到通信

群,万事俱备,整装待发.不得不说,多亏了启程前的预先计划做得周全,才

能让我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多了一层保障,少了一丝慌忙.

调研过程篇　　　

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经历.辗转两地,为时一周,虽然在外人听起来只是

一个入户调研问卷搜集的小小活动,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实际过程中的辛苦与

劳累:从问卷的培训、任务的分工、调研路线的临时变更、与村委会的交接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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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队内人员的饮食住宿到核酸健康码２４小时常绿等等这些问题都要队长一

一考虑、合理安排,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变动都会产生蝴蝶效应导致整个调研进

程的延误.

调研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在郑州市 Y 村调研时,Y 村村主任

家中突发白事,也因此让我们的行程在无意中增加了好些难题.在培训时,曾

有一位同学提到万一我们调研当天的农户外出 “吃席”怎么办? 我当时也只是

觉得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咋能啥事都给我们遇上,结果现实就恰恰来了一记重

拳.红白事的操办历来就是我国农村地区的重要习俗,我们这次的 ARMS调

研亦是对农村经济社会现状的问卷调研.要说让村主任放下自家事务前来调研

自然是不符合习俗的,要是换人接受调研问卷质量又会打折扣.但调研行程也

不可能再往后推迟一天,与租车公司的合约以及酒店的入住合约也都在当天就

要到期,我们的行程陷入困境.经过考虑后,我们决定当天先完成对空闲农户

的调研,前往村主任家的调研安排到第二天.但怎么来? 第二天什么时候来?

以及第二天村主任是否可以接受调研? 这又是一连串的问题.只得在当天回去

之后,等村主任家中事务稍稍办妥之后再打电话确认第二天的详细规划.回到

住处,我和张老师就安排分工:由我来主持当日总结会,将一天的问卷进行质

量核验,并与 Y村村主任再次沟通确定第二天八点开车再次前往调研,张老

师则负责寻找租车公司租借次日所需车辆,并向学院报告突发事件以求备案.

好在临时方案确有奏效,行程虽紧但最终也都如期完成任务.

突发事件总发生在我们的行程与计划之外,或许我们无法阻止事件的突

发,但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补救.不实践我们永远不会了解这其中的曲折

与不易,只有经历了,才能明白其中的坎坷,并获得相应的成长,这便是读万

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真实解读吧.

结束整理篇　　　

在老师和队员们团结一致的合作下,河南二队的调研数据收集任务在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日圆满完成,但要说完成整个完整的调研流程,财务支出报账

必须占有一席之地.

财务报账,可谓是每个出差人员最期待的事,但也是令每个出差人员最头

疼的一件事.财务报账虽说不难,但却最为考验耐心、细心和做事规范与否.

也因此,财务报账被戏称为每个研究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和技能.在调研出

发前,学院特地对财务方面的事宜加以培训,在整个调研过程中,我也时时关

注每项花销的记录,坚持一支一记,一天一总.我原本以为只要这样,最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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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就能十分顺利,但在最终汇总时却发现,前站的开销和队伍内的开销有许多

是重叠的,比如租车花销、住宿;还有些花销是队员自垫的花销,要想把这些

零碎的账目汇总起来,我需要和队员一一沟通并获得购买发票,完全整下来确

实需要下一番功夫.终于,在经过两天的加班加点后,前站和队内所有花销的

支付截图、报销发票、支出明细等材料被我一一理顺,并于９月５日顺利完成

报账.不得不说,这次报账再次锻炼了我做事细致入微的能力.

七天的调研路程虽短但却意义深远.作为一个队长,这次实践调研让我明

白了职责的意义,也让我体会到了计划、组织和协调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重

要意义.作为一名研究生,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次实践给了我

下基层、深入调研的机会,让我在文献之外拓宽了视野、感受了书本之外的世

界.作为一名党员,在此过程中让我看到了国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努力,也

看到了基层干部对政策的落实、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拥护,更看到了新时代青

年在振兴乡村具体实践中的不懈努力.这次调研,不仅是我科研生涯的一部

分,也是我深入基层的一次实践,更是我人生旅途的一次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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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大课三省行

———记赴河南前站调研有感

王孝文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本科生

作为涉农高校的学生,参与 “三农”调研是我大学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

课.第一次调研活动始于２０２０年春,由于疫情的原因,当时是电话调研.但

从那以后,我每一年都会参加宏观农业研究院的华中三省 ARMS调研.最近

的一次调研中我担任的是前站的角色,负责先队伍之前到达调研地点,安排相

关调研事项,这也是我之前从未尝试过的工作,在此简单谈一下我的感悟.

孤身担重任　　　

前站的工作和以往我做的工作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次我是单独行动,需

提前到调研地安排好队伍的行程、吃住行等事务,不像以往一样可以大家一起

共同商量、共同帮助和学习.我先于队伍出发,由于初次到陌生的地方,没有

做好提前规划,找住宿的地方以及队伍需要用到的车辆就花费了我很多时间,

住宿的地方可以从相关的平台上找到,并且相互对比也比较方便.但是租车相

关的平台较少,尤其是较大的车辆更难以租到,到当地再找的话时间不允许,

很多租车公司都已经下班.因此我想到了到抖音等平台试一试,功夫不负有心

人,终于让我在抖音平台上找到了一家资质较为良好的租车公司,顺利取得联

系并租到了合适的车辆.等到事情全部安排妥当已经是夜里十点多,我还要抓

紧时间做好总结将相关信息传递回团队.因此,很多事情除了多请教老师、请

教前辈,更多的是要自己主动去思考、去规划,充分运用各种信息渠道,提前

做好详细的规划才能够保证事情有条不紊地进行.

冷静勤思索　　　

第一次当前站,即使已经经过了老师和前辈的多次培训,我自己在脑海里

也预演了好几遍流程,但真正到调研地以后,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状况还是有些

手忙脚乱.比如本来准备的流程是先同当地的农业农村部的领导取得联系并互

换函件,但由于当地政府的办公地与农业农村局的办公地点不在同一个地方,

等到了当地政府才发现应该去另外一个地方,但当时的时间已经比较紧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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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还要赶往下面的乡镇.我赶紧同农业农村局的领导取得联系,幸好农业农村

局的领导热心协调,节省了后续的流程和时间,才让我顺利地完成了接下来的

工作.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一定要保持绝对的冷静并积极去寻找解决的办

法,始终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勤加思考是重要的法宝.

励志筑担当　　　

通过前站的工作,我学习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以往不同的一

点是我这次和当地的领导有了更多的交流,也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以往了解不到

的信息.在完成既定任务后,我对村里的领导做了一些小的访谈,我了解到

“三农”问题不是简单的发展问题,更不是课堂上的公式推导,因为每一个具

体事件背后都是真实的农民家庭.作为涉农高校的学生,当以强农兴农为己

任.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

才.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我从小生活在

农村,打小便在心底埋下了学成之后报效家乡、建设农村的理想种子.家乡的

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对那片土地,我爱得深沉.

人生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面对未知的事物,恐惧只是一时的,要勇敢地

迈出自己的舒适圈.并且,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

刻将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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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问卷质量的几点思考

———基于２０２２年暑期河南两县带队经历

郑宏运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系

２０２２年７月,根据学校安排,我有幸带队赴河南省开展了为期１１天的调

研.调研团队成员共１３人,由５名本科生、７名硕士研究生和１名博士研究

生组成.在团队成员的密切配合下,我们共完成了９７份追踪农户问卷、２３份

换户农户问卷、４７份新增大户问卷和１１份村级问卷.回顾整个调研历程,我

们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所有团队成员安全往返,未发生身体不适等突发问

题,顺利完成了调研任务.但总的来看,在问卷质量控制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和不足,现总结汇报如下:

一、控制问卷质量的问题与难点

一是部分问卷设计较为学术化和冗长,使得农户容易给出错误和简单的答

案.这一部分问题主要发生在老年受访农户和新增受访农户身上.大多数被访

者在调研开始时还可以正常问答,但由于不熟悉调研流程,随着调研时间推进

和调研进度的深入,一些农户可能对问卷内容有些敏感,例如家庭收入等问

题,虽然调研员做出了耐心解释,但还是存在少数不可避免的回答偏差.

二是少数调研员存在惯性思维,使得部分问卷答案趋同.调研初期,由于

未能很好把握问题的访谈技巧,简单认为 A户的情况与B户类似,或 A 村的

情况与B村类似.在调研后期,出现了少数在农户回答前就已经填写了答案

的情况.但实际上农户间差异很大.以农业生产投入为例,购买的种子品种不

同、复合肥的 N P K比例不同,导致投入费用和投入量都会有所不同.不

能以惯性思维一概而论.

二、控制问卷质量的一些做法

一是在调研过程中,带队老师需要 “流动监考”式跟踪访谈情况和进度.

尽管调研员参加过预调研,但真正独立开展调研时仍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

题.特别是在调研初期,需要在每位调研员访谈时停留驻足几分钟,听取调研

员提问和农户回答的情况.在不打扰访谈的前提下,对出现的问题予以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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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二是在非调研时间,调研团队坚持每日 “头脑风暴”式集中讨论和反馈.

我们团队利用乘车、午饭后的时间进行小问题的集中汇总和讨论,并在每晚进

行集中反馈.虽然每天工作强度很大,但团队成员仍坚持问卷核查工作,对每

一模块的问题逐一讨论汇总,总结交流提问方式和访谈技巧.这在调研初期尤

为必要,有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三、提高问卷质量的几点思考

一是明确团队分工和责任制.问卷质量控制不是仅由带队老师负责,也不

是由队长和副队长决定.要明确调研员是问卷质量控制的第一责任人,加强调

研员岗前培训.在目前两天的实地培训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一对一模拟培训.

保证调研员对各问卷模块有一个整体把握,对调研时长和节奏、访谈技巧有初

步认知.也有利于减少问卷中出现前后矛盾等设计问题.

二是将每日讨论反馈做细做实.抓住空闲时间开展集中讨论和反馈,总结

调研员遇到的共性和特殊性问题,引导调研员合理把握访谈进度和技巧.在落

实每日三查 “自查、互查、队长查”的基础上,对重点模块和问题要进行针对

性讨论,并和大团队保持一致.注意保护调研员的工作情绪.对已发生的问题

不能吹毛求疵,过分苛责,重点在于总结经验,避免在后续调研中出现类似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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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感　悟

———质量控制

鲁思怡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调研活动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在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必要的质量控制

是保证所获数据严谨准确的关键.由于调研人员与受访者沟通不顺畅、沟通环

境限制,抑或是调研人员调研态度等问题,活动收集到的问卷质量需要严格把

关质量.因此,此次调研设立了质控组,我也因此深入了解了问卷质控工作.

在质控组刚成立时,面临着许多由于录音录屏收集的复杂性和质控组成员不熟

悉实地调研情况等引发的各种问题.但是,在各带队老师的监督以及各成员对

问卷进行学习后,调研人员的录音录屏质量得到了提升,质控成员的检查效度

也得到了改善.在整个调研过程中,负责人设置了多重保障机制来确保后期数

据的准确性.

首先,预调研阶段,带队老师和队员们就问卷进行了系统的教学,发现并

解决相关问题.在整个调研过程中,各调研人员对问卷设计的逻辑与合理性进

行了反复推敲.对于一些晦涩的问题,调研人员会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对受访

者的答案进行合理表述,以此来减少受访者的回答与问题真实意图不一致导致

的 “低质量”问题.

其次,在每日的调研活动结束后,每队会组织调研人员和质检员对当日的

调查问卷进行 “自查、互查、质检”.大家先会对自己的问卷进行检查,查看

问卷有无漏填和错填,检查完后再由组内队员进行互查,对问题填写的合理性

进行复核.自查与互查工作完成后,每队的质检员会再次确认将要上传的问

卷,然后上传到平台.若质检员与后台人员发现问卷有错误或存在其他质量没

有保证的问题,会退回给相应调研人员进行核查与修改.

最后,也就是质控阶段.为了更进一步保证问卷的质量,此次调研活动组

织了质控组对每日的调研问卷进行质量监控.质控工作是对调研期间的问卷质

量的后续监督与保障,需要做好调研员录屏任务分配、及时上传工作和质控小

组监督工作.质控小组成员需要对每日的问卷录音录屏进行抽查,增强对调研

人员的监督以及减少引导式提问等问题的产生.

此外,以上质量检查时遇到的相关质量问题还要得到有效的反馈,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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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个性问题反馈给相应队伍,共性问题则反映给整个调研队伍,以此使问题

得到及时的修改与完善.

参加这次调研活动,我相信每位调研人员都收获颇多.我深切地感受到乡

村振兴调研活动开展的艰辛与不易.从问卷的设计与修改、负责人与带队老师

的组织、各队队员的工作执行到调研后的事后事项与数据处理等工作,都耗费

了参与者们大量的精力.因此,质控人员更需要保证此次调研数据的可用性,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让所有的努力都能体现其价值.同时,大家每天奔波在

各个乡村开展调研实践,深入了解村民们的生活与生产现状,为实际解决 “三
农”问题、城市乡村共生共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真正开展一项工作后,我才知道任

何任务的完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不断的试错与揣摩.此次质控组的

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次成长.我明白了凡事不能急躁、慢工

出细活,把工作流程确立并完善好之后再分配给大家更能提升效率.此外,在

实地调研中,我也掌握了一些与人沟通的技巧以及如何传递与获取自己想要的

信息,这为我日后更好地融入社会积攒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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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农村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刘笑天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系

在此次三省调研活动中,我带领湖南二队深入邵阳市隆回县基层农村开展

了农户入户调研工作.在走访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此次

调研搜集的数据与收获的经验,对参与活动的广大师生大有裨益,为将论文写

在祖国的大地上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团队准备

在团队抵达隆回县前一天,住宿、租车、协调村民时间等前站工作已准备

就绪,保证了调研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在团队抵达目的地后,县农业农村局邹

旦中副局长与胡中常主任来到酒店探望调研队员,向同学们热情地介绍了全县

的农业现状与发展愿景,引发了队员们对于农村改革振兴进行积极有益的探

讨.恰巧,胡中常主任本科也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与他的交流让同学们感受

到了浓浓校友情.在经过短暂的休整后,队员们的心已拧成一股绳,个个摩拳

擦掌准备迎接正式的调研.

二、农村变化

调研队本着走入农村、走近农民、走进农业的初衷,深入农村进行田野调

查,获得了大量有关农村发展的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农村近几年日新月异的

变化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乡村振兴道路的强劲势头和光明前景.农业方面,

不仅产量在几年间得到明显提升,农产品品质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这一

方面意味着农户在国家的号召和带动下,正逐渐掌握更加科学的耕作方式,另

一方面也体现出土地流转的效率不断提升,土地质量逐渐变好.同时,随着土

地灌溉技术的不断改进,农村近几年来用于灌溉的水资源十分充沛,污水排放

更加合规,这彰显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重要性、科学性

和先进性.在民生方面,几年间,农民从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到如今社会保险

全覆盖,此外,农民微商势头不断发展壮大,快递到家覆盖率、农村诊所覆盖

率等民生保障方面不断改善,大大提升了农村村民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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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饮食结构也随着越来越健康的生活理念与越来越优渥的生活条件而变得十

分均衡,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影响.

三、金石小记

最后一天调研的金石桥镇距离县中心很远,团队一行人虽舟车劳顿,心情

却始终很兴奋,我们既赞叹沿途雨中氤氲的秀丽村庄,也为看到的小桥流水人

家的生态农村感到欣喜.团队到达调研地点后,因当地村民普通话普及程度不

高,队员在与村民的沟通方面出现了较大困难.值得庆幸的是,村干部热情接

待了我们,自发在调研队员身边做起了 “专职翻译”,大家在和谐的氛围中高

效完成了调研任务.

四、总结

团队在此次调研活动中,深入农村基层,掌握了当地农村发展和现代化农

村建设相关的最新资料.调研队员也深刻认识到了乡村振兴过程中 “三农”发

生的新变化、新态势.同时也为三省调研数据建设提供了最新的研究范本,从

细微处深度挖掘了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的真实数据.我们将所收集到的数据用

于学术研究,为祖国继续深度实践乡村振兴提供技术性支持,真真切切为乡村

振兴贡献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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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ARMS调研带队老师的一点心得

陈通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系

这个暑假,我作为带队老师与１３名同学一同在湖南耒阳开展了为期３天

半的实地调研.华中三省农村调研虽然我们经济管理学院组织了很多年,但这

次却是我个人的第一次参加.我参与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一个新手和半个外

行,收获却很多.

一、富有经验和专业性的调研安排

其实我已经有段时间没参加过农村问卷调研,过往的调研经历给我的印象

是农村调研要比城市调研难太多,比如沟通难、找人难,数据信度低等.但在

这次调研中,我发现这些问题大多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得益于学院富有经

验的调研安排.比如对于找人难的问题,由于调研是纵向调研,调研的农户已

经是过去的调研活动固定下来的,在调研前,学生们手上已经有每个人的名字

和联系方式,这样就确保了绝大多数人能够实现跟踪调查.为了维系这种长期

的 “合作关系”,调研人员除了会给农户一定的误工补贴,在日后还会给农户

家里寄送一张挂历以维系感情,所以说现实的效果是就是大多数农户对调研人

员的抵触性低、配合更流畅,甚至有些人还处成了朋友 (注:有的同学是参加

了几届的调研).当然,除此之外更有效的措施是安排了 “前站”人员,调研

组会派一名同学作为前站提前调研队伍一天去调研的村子做好对接工作,与当

地领导讲明我们的需求,并提前联系好要调研的农户,甚至连午饭他都提前了

解清楚,这都极大地保证了调研的可靠性和效率.

二、具备责任感和综合素质的调研团队

一个调研小组的构成包括往年有经验的 “老兵”和新加入的 “新兵”.对

于 “新兵”的招募,前期做了充分的宣传和面试工作,但或许是宣传工作太有

效了,据说在面试环节还刷掉了不少人.在调研员的分配上,老师们也是花了

不少心思,又要保证男女平衡,又要保证学生的户籍和调研地点的匹配性,还

要考虑学生的个人意愿.就为这些工作,老师们花了不止一个晚上聚在一起讨

论、检查,足见他们的细心和准备工作的充分.在调研前,又请了设计问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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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往年有经验的 “老兵”介绍调研中的细节和要注意的事项,并且还花了

一整天的时间到武汉周边农户家中进行预调研.等这些训练有素的 “战士”真

正上场之后,确实显示出不俗的战斗力.主要表现在对调查问题熟悉、对农户

的回答方式也很熟悉,几天下来,除了特殊状况,都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

研.对于个别特殊情况 (如农户临时有事)在调研结束前中断的,负责的同学

也会在晚上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将问卷补全.每天晚上调研小组都会在酒店大

堂的休息区总结当天的调研情况,包括问卷的完成情况、财务情况,这通常也

要花费１~２个小时.调研过程中,同学们积极主动,男生会很绅士地选择去

居住较远的农户家调研,整个过程中大家互相关爱、互相扶持.

三、最后一点总结

几天的调研让我有两点大的感受:一是可爱的调研团队.可爱的老师们,

老师们作为调研流程和问卷的设计者,始终是以科研的严谨性为标准开展工

作,每个流程都要细致入微地反复确认,他们是真正的科研人.可爱的同学,

工作时热情饱满,认真负责,团结友爱,工作后有说有笑、青春洋溢,与我还

有一直跟随我们的当地租车师傅都处成了朋友.二是农业经济研究是会让人天

然产生情怀的.已经不做 “三农”研究有些时间了,但是当你再次接触这些问

题的时候,很难不为之触动,记得当时某一个镇的书记专门把我留下,跟我认

真地讲述了当地的经济困境还加了微信.当地地貌不适合大规模耕种,交通也

不便利,镇里这两年种了许多茶树,打算靠茶油致富,但是茶油价格高,市场

接受度又不高,茶油并不好卖.听了他的讲述,我当时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说出

一两条真正有用的建议,去帮助他们,但最后仅仅是在盛情难却下蹭了人家一

顿饭 (太惭愧了!).最后,衷心祝愿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中三省

ARMS调研开展得越来越好,能够扎根 “三农”、继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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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陈娴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时光飞逝,两年前第一次参加调研的场景还清晰地仿佛发生在昨天,眨眨

眼就走到了毕业季.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到２５日,在肖小勇老师的带领下,我

们一行１４人到湖北建始县进行了为期３天的调研.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到２０日,

在张泽宇老师和郑本荣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河南确山县和新郑县完成了调

研.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１日到１９日,在肖小勇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又一次来到了

建始县进行调研,同时又前往当阳市开展了调研活动.通过这几次的调研,我

不仅学习到了许多与农业农村相关的知识,也深深体会到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的辛苦,感受到了农民的热情和淳朴.

我第一次参加调研去的是建始县,调研的村庄都在海拔１０００多米的山

上.因为当时住的地方是在山下的县城里面,所以每天从住处到调研地可能要

一个半小时左右,村庄之间的距离也很远,同一个镇的两个村庄之间车程也有

一个小时左右.早上六点多起床吃饭,吃完饭大家一起坐租的车到山上的村子

里去调研,一共要完成６６份调研问卷.我从小是在平原长大的,虽然曾在书

里和荧幕上看到过对崎岖山路的描述,但是并没有很直观的感受,所以第一天

去的时候,我没有吃晕车药,非常真实地体验了一下现实版 “山路十八弯”.

结果就是,车程才走了一半就已经吐得腰都直不起来,到了调研地之后也还是

头晕得难受,导致那天上午状态很差,调研工作也没能顺利进行.所以从那天

下午开始,包括在后来的调研中,我都会提前备好晕车药,在坐车之前按说明

服用,避免出现第一次晕车的情况影响调研.

当时去的时候是冬天,山上下大雪,虽然雪景很美,但是因为结冰,山路

更难走了,也更危险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村子,几个农户家住在离村

委会很远的山上,我们的车走到一半就走不了了,因为有一棵树被雪压歪了,

挡住了本就狭窄的山路,所以我和两个同学就只能步行上山到农户家里调研.

农户家住的地方在村子很高处,再往上走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修好的路了,只

有黄泥路,泥和雪水交融,路况很不好.但好在大家都安全走到了农户家里,

也顺利地完成了调研任务.农户们都十分热情和淳朴,我们的调研员一到,就

热情地拉着我们到火炉边取暖,也很配合我们的调研工作.一开始的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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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调研工作进行得很慢,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调研员对当地方言不是很熟悉,

另一方面大家也缺乏一些和农户进行沟通的技巧.调研问卷中的问题表述得都

比较书面化,想要准确地传递问卷信息并得到有效的反馈,必须让农户听得懂

且听得明白.所以每次调研完成之后,大家都会在车里或者在酒店里相互沟通

交流,把自己每天在调研中遇到的一些沟通上的问题或者其他方面的困难说出

来,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也会有同学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沟通技巧,大家相

互学习,共同进步.

此外,我们在调研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村子,这个村子跟县城距离比较近,

所以许多农户都在县城务工或者是直接搬到了县城里面居住,导致调研员们没

办法入户调研.为了按时完成调研任务,肖老师和我们的调研员们商讨之后决

定采用电话调研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村子的调研工作.由于很多农户只有在下班

以后才有时间接受访谈,导致调研员们常常要到晚上十点左右才能结束调研,

然后再进行问卷的自查、互查等工作.相较于入户调研,电话调研的难度是更

大的,因为完成一份完整的调研问卷需要将近两个小时,所以经常会遇到一些

状况,比如农户临时有事需要提前挂断电话,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再约时间回

拨过去,继续完成问卷.但是在入户调研的时候,如果遇到农户要下地干活,

或者是要做饭,我们可以继续跟着他们去做问卷,农户也不会感到不耐烦.而

且电话调研对沟通能力的要求也更高,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交流能力和表

达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升.

在第一次和第三次的调研中,我都担任了调研队的队长,相较于调研员,

队长要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比如分配调研任务、记录调研日志等,因此要合

理安排自己的时间,除了完成调研任务之外,也要把其他的工作都按时完成.

在分配调研任务的时候要考虑到每个调研员的特点和农户的特点,比如这个调

研员会不会讲方言,农户家距离村委会远不远等.也会遇到一些需要临时换户

的情况,比如某个农户家庭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或是举家搬迁到了城市里面居

住.如果和带队老师商量之后一旦决定了换户,就要联系村主任或者村支书重

新抽取新的受访者.这些经历让我掌握了科学规范的社会调研方法,也锻炼了

我的组织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

参加的这几次调研让我感受到了各地农村之间地理和经济上的巨大差距,

也看到了农村的发展和变化.我无数次被平凡的故事感动,被强大的精神感

动,被质朴的情谊感动.我很难如实描述这些震撼,原来 «活着»的故事并不

只是文学创作,苦难之中的人依旧热爱生活.调研很苦也很累,但是大家都是

快乐的.每一位带队老师都十分认真负责,尽可能地帮助大家解决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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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困难,与我们同吃同住,遇到难走的山路也会陪着大家一起走,保障调研员

们的安全.而我们的队友也都很耐心和可靠,虽然经常要查问卷查到深夜,或

是等问卷做得慢的同学等到很晚,但没有任何人会因此抱怨或是不满,大家彼

此关心,相互体谅,一起创造了很多难忘的回忆,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次在面试的时候跟一个教授讲了自己的调研经历,刚好他正在做一个

农村电商的课题,想收集一些实地访谈的数据,所以沟通之后我成了这个项目

的ResearchAssistant.这个项目是香港中文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南加

州大学三位教授的一个合作课题,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帮他们完成农村电商访谈

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现在这份工作已经如期完成,我也拿到了一封非常宝贵的

推荐信.我有时候想,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其实很难评估它到底 “有没有

用”,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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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于农村调研的小事

张风玲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在这个七月,我和十几名伙伴一起前往湖北两县进行调研,这十几天的调

研是我求学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我在其中受益良多.在此次调研里,我看

到、遇到、感受到的几件小事在我记忆里如珍珠般温暖而闪耀,我想将其分享

出来.

关于乡村,在这十几天的调研里,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农村:我们一行人

那天坐在面包车上七拐八拐,历经了山路十八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路程好不

容易才到达的一个村落,整个村的成员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弱妇孺,空心化极

其严重,农户们的收入也大都是来自几分薄田;同样是需要历经波折才能到达

的另外一个位于大山里的村子,却因为村里和企业合作开发了村里的景色,为

其赋予了独特的来历与故事,开发了新景点、农家乐、采摘园等,整个村子一

片欣欣向荣,旅游业为这个乡村注入了新鲜血液,传统村落也能焕发出新的生

机.在此次调研过程中,作为北方人的我还在南方的乡村看到了一直在书本上

提及的 “稻虾共作”的养殖模式;见识到了整村齐搞大棚经济,合力从事蔬菜

产业的成效,也明白了所谓的林下经济是如何运作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当我切切实实在农村见到这些书本上提及的提高土地单位面积效

益,提高农户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时,我对于我们农业院

校一直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以及此次调研的重要性也有了新的体会.

关于农村基层干部,十几天里我与很多村干部打过了交道.我看到他们一

次又一次贡献出摩托车后座,翻山越岭送队员去到被调研农户的家里;也看过

他们不辞辛劳,冒着高温下车为我们挪开挡在调研前行路上的大石头;也遇到

过他们严厉地批评那些缺少耐心,不愿意配合队员调研的农户;也很多次受到

过他们热情的邀请,留在家里吃饭或去附近的景区游玩.正是因为有这些热情

而又朴素的基层干部的配合,我们的调研才能更加顺利地进行.而在与村干部

的交谈中,我们也领略到了基层工作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也意识到了我国目前

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尚存的不足.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而目前乡村人才总体

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要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 “三农”工作队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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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队员,我们整个小队十几个人在短短的十几天调研里并肩同行,早已

亲如一家.因为调研地交通不便,小队的前站就绞尽脑汁利用各种交通工具,

从出租车到摩托车,想方设法为我们接下来的调研解决困难,整个调研过程中

从来没有让我们因为吃饭和住宿问题烦恼过.我们小队还有队员负责了整个团

队的录音录屏的检查任务,几个人齐聚在一个酒店房间,或坐在床边或窝在地

上,抱着平板电脑复查到午夜的时候,竟生出了惺惺相惜的情感.每天晚上例

行开会的时候,大家齐聚在一起七嘴八舌讨论当天调研遇到的问题和收获的时

候,每个人都既疲惫又兴奋,这大概就是因为在和有志之人做有意义之事,即

使苦也是甜.

关于自己,在我脑袋一热举手承担调研小队的队长一职时,属实没想到之

后需要记录如此多的账目,牺牲如此多的睡眠,需要与如此多的人沟通,得承

担起如此多的责任.但是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想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举

起手,怀着满腔热血带领着十几名队员踏上此次调研之路.我知道,此次调研

之路也是我们的成长之路,我相信此次调研的经历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继续发光发热.当我在未来面临难题时,也会想到这段经历,并且坚定地告诉

自己: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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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华中三省农村调研的感悟

刘宇坤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转眼间,一个星期的调研工作结束了.一个星期的调研实习只是四年大学

生活中的一瞬间,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千金难买的宝贵光阴,我们都十分珍惜

这一难得的机会.这次的调研工作是对农户进行调查,一个星期的实习,留给

我们许多宝贵的回忆,而这些经历犹如血液般融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成长

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离开象牙塔前所迈出的最坚定的一步.

刚接触农村生活,或许还有许多的不适应,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始料不及

的,比如说难以和农民进行沟通.但是,只要我们平衡心态,以一颗平常心去

面对个人得失,基层的磨砺将会成为我们成长过程中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要

时刻以华农人顽强不屈的精神鞭策自己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只要摆正心态,始终保持理性的思考,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学会在忍耐

中坚持,才能在磨砺中炼就宝剑的锋利.

在调研过程中,作为调研员应该有 “两心”:“耐心”“细心”.

首先是耐心.在农村生活中常常会发生磕磕碰碰的大事小事,这都是很正

常的事,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事多、因为事小而心生反感,对之不闻不问,这都

是极其错误的做法,矛盾发生了,不管其多么小又多么多,我们都要把它们当

成自己的事情,必须尽心尽力地去化解.耐心地听群众述说他们的 “小事情”,

就是每一个调研员的 “大事情”.

其次是细心.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弄清楚事件的起因缘由,处理的问题越是

烦琐复杂,了解事件的起因缘由的时候,就越需要细致细心的分析,把容易忽

略的细节把握住,把细节和整体联系起来看问题,问题就能解决得较为圆满.

社会实践是我们大学生充分利用寒暑假的时间,以各种方式深入社会展开

形式多样的各种实践活动.一方面,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促进我们对社

会的了解,提高自身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认识,实现书本知识与社会知识

的更好结合,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另一方面,当我们走出校

园,踏入社会开始展现自我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没有足够的经

验,直接出来闯社会势必要吃很多的亏,但是当我们在校园的时候,大部分的

时间都在学习,要想得到更多的经验,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进行社会实践,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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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国家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新世纪社会发展要

求的全面发展型人才,必段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不断号召大学生积

极投身社会实践,深入群众,了解社会,争做社会主义新青年.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自己亲自

了解了农村的各方面情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是一次实践,更是一次

人生经历,是一生的宝贵财富.从中我确实学到了很多,觉得现在确实要好好

读书,为将来更好地回报祖国、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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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维　明　红　明若愚　牟沄芸　牛佳美　牛秋纯　彭静思　宋　超　童　康

童　婷　汪　昊　汪可欣　王　珂　王晓娅　王　颖　王志娜　魏彬彬　魏梦升

魏祖大　吴达敏　吴佳璇　吴跨灶　夏倩茹　肖子洁　邢云锋　徐　敏　鄢九红

闫　华　严诗雨　杨　浩　杨梦瑶　杨敏达　杨敏达　杨　鑫　袁嘉晨　袁　录

张　璐　张侣佳　张一凡　张　颖　张梓轩　赵　迪　周　洁　朱　润

２０２１年参与人员名单

参与教师 (以姓氏拼音为序)
郝晶辉　贺　娟　李谷成　闵　师　青　平　施龙中　熊　航　颜廷武　游良志

张泽宇　镇志勇　郑本荣

１９２



参与学生 (以姓氏拼音为序)
蔡露萌　曾梦璐　陈　娴　代梦婷　范文娴　费　琪　冯　威　高予臻　龚慧子

韩慧姣　侯明慧　孔　婕　雷争元　李　晗　李一行　李子薇　刘　欢　刘湉湉

卢梦尧　罗银坪　马梦燕　毛付兴　牟若彤　任汉铖　苏慧莹　谭晓艳　汪梓言

王泽佗　魏文浩　徐　澄　杨敏达　姚曼曼　于李洋　于雪珂　詹　洋　张晓雯

赵方潇　赵龙强　郑雪静　周　静　庄玉菲

２０２２年参与人员名单

参与教师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　通　郝晶辉　贺　娟　李　凡　李谷成　李学婷　刘笑天　芦旭然　青　平

王玉泽　肖小勇　熊　航　颜廷武　杨志海　游良志　张泽宇　镇志勇　郑宏运

参与学生 (以姓氏拼音为序)
蔡　琴　曾柯斐　陈　娴　陈华星　陈慧琳　陈乐添　陈杨哲　陈卓琪　陈姿屹

程浩南　党　庆　邓　婷　邓　薇　邓力奇　邓淑娟　都晶晶　范雅雯　范颖睿

范子璇　方鹏举　甘苗苗　高　俊　高予臻　芶银珈　辜香群　顾　芊　郭倩汝

韩　旭　韩慧姣　侯玲遇　胡文杰　胡欣妍　胡懿硕　黄　辰　黄　帆　黄安缇

黄佳雯　黄秀婷　姜倩妮　姜雨昕　降天凯　柯雯洁　雷航宇　李　霖　李　童

李　伟　李　文　李　想　李　晗　李一行　李泽峰　刘　倩　刘　双　刘　艳

刘佳辰　刘烺辰　刘梦洁　刘欣怡　刘伊蝶　刘颖琪　刘宇坤　隆　兰　鲁思怡

罗　蓉①　罗　蓉②　罗贝戈　罗银坪　宁丽红　潘嘉蓓　秦德祥　任飞璇　任汉铖

石　泉　石少峥　舒庚辰　宋沛煊　孙　珂　孙斯坦　汤　东　陶　博　万周菲

汪路捷　王　苗　王　瑞　王　杏　王海艳　王梦诗　王宁柯　王荣荣　王孝文

王笑天　王新燕　王毓雯　王泽佗　卫　漪　吴　曦　吴光麒　吴汉辉　吴奕彤

吴雨凡　夏　涌　向小林　项　琴　项明庆　许　悦　许晨光　许克绍　姚欣杨

余冠博　袁含笑　詹　洋　张　瑞　张　天　张　炎　张传生　张风玲　张家欣

张静阳　张小梅　张欣雨　张亚鑫　张一丹　赵睿佳　赵雅琴　郑方瑜　钟佩君

钟王雪铃　周　静　周　思　周娉婷　周旭寅　朱梦露　邹欣源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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