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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福建省南平市３８０份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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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提高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是农村善

治的要求。本研究基于福建南平市９个村３８０份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大部分农户参与意愿较高。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回归发现：家庭总人口数、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了解程度及周围人的参与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意

愿的显著因素。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提高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认知度，建立信

任、互惠、合作的伙伴关系，完善公开透明的信息反馈机制等方面提出提升农户参与农村公共

产品供给意愿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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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权力逐渐下放的同时，如何鼓励农户

有效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农村公共产品

的供给效率是国家现代化治理进程中亟待解决的

课题。农户参与对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投劳、参与

决策、监督和筹资，以及供给后的管护行为都被界

定为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传统理论认

为农户公共产品由于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

易引发由“免费搭车”导致的“囚徒困境”僵局［１］，
因而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唯一主体，而事

实上，随着人们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深入研究以及

私人供给能力的提高，政府以外的主体供给农村

公共产品的现象也开始普遍存在。现如今，农村

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

模式之一［２］，包括社区自愿供给、私人自愿供给以

及非营利性组织自愿供给等多种方式［３］。本研究

基于国家 治 理 现 代 化 中 对 治 理 主 体 多 元 化 的 要

求，从农户微观角度，探究其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

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农 户 参 与 农 村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中 存

在的问题

　　（一）农 户 对 农 村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认 知

情况

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认知情况的调查显

示：６０．７９％的农户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基本

的认知，非常了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户占被

样本总量的３３．１６％，大 部 分 农 户 对 于 农 村 公 共

产品 供 给 的 认 知 停 留 在 初 级 阶 段，且 依 旧 有

６．０５％的农户 对 于 农 村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仍 不 了 解。
由于农户受教育水平程度普遍不高，主动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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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能力相对不足。村级党组织组织，基层政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供给政策等方面的宣传

也比较滞后，导致农户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

认识水平较低。

（二）农户供给能力相对不足

随着城 镇 化 的 推 进，农 村 外 出 务 工 人 数 逐

年增加，在 城 市 定 居 的 农 民 越 来 越 多，农 村“空

心化”比较严重，很 多 偏 远 的 农 村 甚 至 成 为 自 然

村［４］。由于人才 的 流 失 和 农 村 资 源 的 贫 乏 等 众

多因素导 致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相 对 滞 后，农 户 即 使

已经认 识 到 公 共 产 品 的 供 给 的 重 要 性［５］，但 因

自身供给能力的 缺 乏 导 致 农 村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效

率低下。

（三）农 户 对 于 公 共 产 品 的 需 求 增 多，
但缺乏集体意识

关于农户对于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意愿的调查

结果显示：样 本 量 中８８．６８％的 农 户 都 认 为 有 必

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

展，仅有４．４７％的农户认为没有必要增加农村公

共产品的供给，由此可见，广大农户对于农村公共

产品的需求意愿是非常高的，尽管大部分农户不

是非常了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情况，但是

农户依旧渴望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农户都是相对理性的经济人，往往都 会 从 自

己的利益角度出发来考虑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

题，彼此之间缺乏合作意识，缺乏集体意识。不是

自己所需要的，或者说对于自己的预期利益没有

好处的，积极性就不高。

二、福 建 南 平 市 农 户 参 与 农 村 公 共 产

品供给意愿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福建省南平市９个村为调 研 对 象，
随机抽取的４１３名农户进行调查。对回收的问卷

按要求进行筛选，最后的有效问卷为３８０份，其中

男性２１５人，女性１６５人，文盲的占２．３７％，小学

的占 ３７．３７％，初 中 的 占 ４５．５３％，高 中 的 占

１２．８９％，大专及 其 以 上 占１．８４％。样 本 数 据 的

相关信息详见表１。

表１　样本数据的基本信息

性别 男 女 总计

样本数 ２１５　 １６５　 ３８０

占比／％ ５６．５８　 ４３．４２　 １００

年龄 ２０～２９　 ３０～３９　 ４０～４９　 ５０～５９　 ６０～６９ ≥７０ —

样本数 ３１　 ３７　 １８７　 １０１　 １２　 １２　 ３８０

占比／％ ８．１６　 ９．７４　 ４９．２１　 ２６．５７　 ３．１６　 ３．１６　 １００

文化程度 文盲（０） 小学（１～６） 初中（７～９）高中（１０～１２）大专及以上 —

样本数 ９　 １４２　 １７３　 ４９　 ７ — ３８０

占比／％ ２．３７　 ３７．３７　 ４５．５３　 １２．８９　 １．８４ — １００

家总人口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

样本数 １９　 ６２　 １５３　 １１７　 １７　 １２　 ３８０

占比／％ ５　 １６．３２　 ４０．２６　 ３０．７９　 ４．４７　 ３．１６　 １００

劳动力 １　 ２　 ３　 ４　 ５ ≥５ —

样本数 ８７　 １７３　 ６４　 ４７　 ６　 ３　 ３８０

占比／％ ２２．８９　 ４５．５３　 １６．８４　 １２．３７　 １．５８　 ０．７９　 １００

　　（二）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１．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

农户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调查结果

显示：自身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户仅

为２４７人，占 样 本 总 量 的６５％，没 有 意 愿 参 与 农

村公共 产 品 供 给 的 农 户 有１３３人，占 样 本 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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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这与农户的需求意愿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的。
因而要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进一步发展，仍

需进一步提高农户的供给意愿，深入发掘农户供

给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找出相应政策措施努力提

高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

２．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影响因

素分析

（１）研究假说。在评述学者们对于农户参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运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探讨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意愿的影响因素。
假说１：农户 的 年 龄 与 其 参 与 农 村 公 共 产 品

供给的意愿呈负相关性，即农户年龄越大，越不愿

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假说２：农户 的 文 化 水 平 与 其 供 给 意 愿 呈 正

相关性，即农户的文化水平越高，知识范围越广，
越能意识到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益处，因而

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假说３：农户 参 与 过 农 村 公 共 产 品 的 供 给 其

参与 程 度 相 对 较 高，反 之，参 与 供 给 的 意 愿 就 会

较低。
假说４：农户 的 家 庭 收 入 与 其 参 与 供 给 意 愿

呈正相关性，即农户的家庭收入越高，经济实力越

强，其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也就越高。
假说５：农户 家 庭 总 人 口 数 与 农 户 参 与 供 给

意愿呈正相关性。通常农户家庭总人口越多，对

于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就越大，对于公共产品

所带来的利益获得得更多，因而家庭总人口较多

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来。
假说６：农户 对 于 农 村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的 了 解

情况与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呈正相关性，即农户对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了解越多，农户的参与意愿

会相对较高。
假说７：农户 预 期 增 加 公 共 产 品 的 供 给 能 够

带来更多的利益，其参与意愿就相对高，反之则无

参与意愿。
假说８：农户 周 围 村 民 参 与 农 村 公 共 产 品 供

给的人数与农户的参与意愿呈正相关性，即周围

如有很多村民参与，其参与意愿会相对较高。
（２）实 证 分 析 结 果。根 据 二 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

的定义，在影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

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回归方程中，将因变量即农户

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记为Ｙ（当Ｙ＝０时，

农户不愿意参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当Ｙ＝１时，
农户则愿意参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将自变量即

农户的年龄、文化水平、是否参与过供给、家庭总

收入、家庭总人口数、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了解

情况、预期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是否能获得利益、周
围村民参 与 供 给 的 人 数，分 别 记 为 Ｘ１、Ｘ２、Ｘ３、

Ｘ４、Ｘ５、Ｘ６、Ｘ７、Ｘ８，则农户 参 与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意

愿的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如下：

ｌｎＰ
（Ｙ１）
Ｐ（Ｙ２［ ］）＝β０＋∑

８

ｉ＝１βｉＸｉ＋μ

式中，Ｐ（Ｙ１）为农户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的概率；Ｐ（Ｙ２）为 农 户 不 愿 意 参 加 农 村 公 共 产 品

供给的概率；Ｘｉ 为第ｉ个影响因素；βｉ 为第ｉ个影

响因子的回 归 系 数；β０ 为 回 归 截 距，即 回 归 方 程

的常数，μ为 随 机 扰 动 项。在 进 行 文 献 研 究 和 实

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归结出农户参与农村公共

产品供给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预期作用方向，
如表２所示。

表２　模型中变量解释与说明

变量名 变量赋值规则
预期作

用方向

Ｘ１ 年龄（岁） －

Ｘ２ 文化水平（年） ＋

Ｘ３ 是否参加过供给（１＝否；２＝是） ＋

Ｘ４ 家庭收入水平（元／年） ＋

Ｘ５ 家庭总人口数（个） ＋

Ｘ６

对农 村 公 共 产 品 的 了 解 情 况（１

＝不了 解；２＝一 般 了 解；３＝非

常了解）
＋

Ｘ７
预期参 与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是 否 能

获得利益（１＝否；２＝是）
＋

Ｘ８

周围村 民 参 与 供 给 的 人 数（１＝
无；２＝很 少；３＝比 较 多；４＝非

常多）
＋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 件，采 用 强 制 进 入 策 略 对

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显示，回归

方程较显著，似 然 比 卡 方 检 验 的 观 测 值３５．４８７，
说 明 采 用 该 模 型 合 理。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值 为

０．７２９，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各因素的回归系数

及显著性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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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差 沃尔德值 显著度 幂指

农户年龄Ｘ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３　 ０．３５４　 ０．５５２　 １．０４５

文化水平Ｘ２ ０．４２６　 ０．２９７　 ２．０５２　 ０．１５２　 １．５３１

是否参与过供给Ｘ３ １．９３９　 １．３１７　 ２．１６８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４

家庭收入Ｘ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４　 ０．５８７　 １．０００

家庭总人口数Ｘ５（＊） １．９７１　 １．０４８　 ３．５３７　 ０．０６０　 ７．１７６

对农村公共产品了解情况Ｘ６（＊＊） ２．２５０　 １．０９５　 ４．２１８　 ０．０４０　 ９．４８４

预期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是否能获得利益Ｘ７ ２．５５２　 ２．３１１　 １．２２０　 ０．２６９　 １２．８３２

周围村民参与供给的人数Ｘ８（＊＊＊） ４．４６２　 １．６３４　 ７．４６１　 ０．００６　 ８６．６６８

常数项 －２４．１９９　 １０．２１７　 ５．６０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

　　　　注：＊，＊＊，＊＊＊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

　　三、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运行结果来看，影响农户参与农村 公 共 产

品供给意愿的显著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变量：家

庭总人口数，农村公共产品了解情况，农户周围村

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人数。模型中的剩余

变量显著效果不明显，其中文化水平、家庭收入、
预期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是否能获得利益、是否参

与过供给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农户年龄

对农户参与意愿呈负相关。本研究只对显著的变

量进行探析，其分析如下：
（１）家庭 总 人 口 数Ｘ５ 与 农 户 参 与 农 村 公 共

产品供给意愿呈正相关，这与预期方向一致。在

广大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总数越多的家庭对农村

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强，他们能从公共产品中获

得的利 益 也 会 相 对 较 多。当 家 庭 总 人 口 数 较 多

时，因为充裕的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就越大，
进而增强了其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反

之，家 庭 总 人 口 数 较 少 的 农 户 参 与 意 愿 就 相 对

较低。
（２）对农 村 公 共 产 品 了 解 情 况Ｘ６ 与 农 户 参

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呈正相关，在充分了解

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优惠政策，风险承担

机制，以及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带来的利益后，
农户会更深刻的体会到农村公共产品所发挥的作

用以及增加供给后所带来的效益，更加愿意参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３）周围 农 户 参 与 供 给 的 人 数Ｘ８ 与 农 户 对

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呈正相关，当周围如

有很多农户参与，其参与意愿会相对较高。因为

在当今社会下人们往往有从众的心理，农户的行

为意愿往往会跟随或是模仿周围的人，同时在众

多农户参与下，单个农户所承担的供给费用也会

相对减少，参与的意愿也随之提高。
模型中还有若干变量不显著，分别是 农 户 年

龄Ｘ１、文化水平Ｘ２、是否参与过供给Ｘ３、家庭收

入Ｘ４、预期 参 与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是 否 能 获 得 利 益

Ｘ７。其中年龄Ｘ１ 对 农 户 参 与 意 愿 呈 负 相 关，也

就是说农户年龄越大，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

意愿越低，这主要是受到“小农经济”传统思维的

影响。文化 水 平Ｘ２ 对 农 户 参 与 意 愿 有 正 影 响，

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对农村公

共产品理解程度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之前是否参

加过供给Ｘ３ 对 农 户 参 与 意 愿 呈 正 相 关，因 为 农

户参与供给所带来的收益是大于供给成本的，曾

经参加的农户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参与供给带来的

实质利益，因此参加过供给的次数越多，供给的意

愿就越高。家庭收入Ｘ４ 对农户参与意愿有正影

响，收入越高，对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风险承

受能力越大，参与的意愿相对越高。预期参与公

共产品供给是否能获得利益Ｘ７ 对农户参与意愿

有正影响，预期能获得更多利益的农户对于参与

的意愿就越高。

　　 （二）对策建议

（１）提高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认知度。

借助新闻媒体、通过教育宣传等多种形式让农民

认识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作为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６］，农户应该广泛的参 与 到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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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品的供给中来，农户参与是提高农村生产力，
加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２）建立信任、互惠、合作的伙伴关 系。人 与

人之间的信任是尤其重要的，相互信任才能保证

合作的进行，如果有人抱着“搭便车”的心理，相互

间的信任缺失了，就会造成农户对公共产品的供

给减少甚至出现停滞；互惠则是指每个人在对公

共产品的供给中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利

益是付出的结果，农户参与供给最终的结果都是

希望从中获益［７］，因此，建立互惠的关系就能提高

农户对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一个人的力量总是薄

弱的，只有相互合作才能达到最优的状态。公共

产品的供给只有通过大家合作，共同供给，最终才

能使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这样才能提高农户的

供给意愿。
（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息反馈机制。部分农

民认为，很多购买公共产品的资金没有落到实处，
村干部或者农业合作组织的领导者存在着贪污集

体资金、所购买的公共产品不达标等众多问题，这
些问题降低了农民的筹资热情，因此，必须建立公

开透明的信息反馈机制，让农村充分了解到资金

的来龙去脉，信息公开也便于农民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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