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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业扶持政策调整向适度规模倾斜，体现了稳定粮食生产和粮农收入并重的政策目标。基于江西省２２０份
规模农户的样本数据，对职业粮农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职业

粮农对于政策需求存在差异，稳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提供土地流转补贴以及农业信贷服务／贷
款担保是职业粮农需求较旺的政策。另外，通过对各项扶持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粮农的风险态度、经

营规模、土地租金、是否拥有农机设备、贷款难易程度、保险满意度、销售渠道对于各项政策需求具有显著影响。进而

提出发展优质稻、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化肥农资的使用效率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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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仓满，天下安”，粮食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是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石。虽然２００４年以来我国实现了粮食生
产的“十二连增”，但总体而言，我国粮食供求关系仍趋于紧

平衡状态［１－２］，背后隐含要素投入“路径依赖陷阱”和“供给

结构矛盾”，亟待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寻求结构性矛盾之

解［３］。当前，我国农业受到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封顶效应和

农业生产成本“地板”抬升的双重挤压，价格补贴“黄线”逼近

和资源环境“红灯”亮起，加之小规模、分散化的小农模式，使

得主产区粮食生产面临诸多挑战。在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

与务农成本攀升的背景下［４］，改造小规模、分散化的传统小

农模式，协调“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尤为紧迫。一方面，

须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解决种粮效益低下，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另一方面，须要培育有利于集约化、专业化发展的新

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５］。事实上，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正在形成，而发展种粮大

户和家庭农场的关键就是造就一批具有新理念、新技能的新

型农民———职业农民［６－７］。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规模经营乃

至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有利于改变满足家庭消费

为主，追求生产最低风险、保自给生产决策的传统小农经济占

主体的格局［５，８］。２０１４年农业部《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
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建立新型职

业农民制度，培育新的种地人，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

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业社会化

服务人员和返乡农民工等。本研究所指的职业粮农是指通过

土地流转、承包，从事粮食规模化生产的主体———种粮大户或

家庭农场经营者。其中种粮大户是职业粮农发展的初始状

态，家庭农场经营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生产经营

稳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职业粮农。针对近年来“三项”补贴

对农民增收作用有限、增粮效应甚微、政策改革呼声不断，

２０１６年农业“三项”补贴调整为地力保护补贴和适度规模经
营补贴，其中地力保护补贴针对普通承包户、适度规模补贴以

项目的形式补贴给规模农户。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
强调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通

过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带动农户专业化、

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推动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因

此，对职业粮农适度规模经营扶持政策需求的研究有利于提

高政府扶持政策的精准性、高效性，加快培育职业农民，促进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快速形成，推进粮食生产向专业化、

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提高粮食的土地生产率、劳动

生产率，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所以，对职业粮农适度规模经

营政策需求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为了培育职业粮农，促进

职业粮农适度规模经营，学者们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李伟

在分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础现状的背景下，提出建立培育

职业农民的法律法规、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引导土地有序流

转、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金融服务水平以及提高基础设

施建设等６项扶持政策［８］；米松华等通过对安徽、湖南、四川、

浙江 ４个省的新型职业农民的调查，发现他们对政府资金
（或项目）扶持、土地流转服务、金融信贷支持、农业信息和技

术服务推广、设施用地等有较强的政策需求［９］；胡宜挺等则

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家庭农场的调查认为，土地流转和资

金扶持是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关键［１０］，并且还发现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家庭农场扶持政策需求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即农

场主年龄、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投资规模、社会关系资

源、需要技术的帮助程度及需要销售帮助的程度、当地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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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人才数量、农产品市场发育情况等［１１］。通过对文献

的回顾梳理发现，已有较多有关职业粮农（种粮大户、家庭农

场）适度规模经营的扶持政策需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但对

于２０１５年以来粮食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显现、规模种粮农户效
益下滑甚至出现一些规模户“毁约跑路”情景下双季稻区职

业粮农适度规模经营扶持政策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因

此，本研究以江西省为例，分析江西省职业粮农适度规模经营

的扶持政策需求及其影响因素，预期成果为完善农业补贴政

策、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依据。

１　数据来源与扶持政策需求分析

１．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３

月在江西省５市１０县的实地调研。本研究所指职业粮农为
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钱克明等通过经济学分析方法或实际

调研计算认定中国北方的大户规模约为６．６７ｈｍ２，南方的大
户规模在２．００～３．３３ｈｍ２［１２］。江西省作为南方稻的主产区，
选取调研数据中经营面积超过２ｈｍ２的农户以及家庭农场的
数据，共得到有效问卷２２０份。调查问卷的区域涉及江西省
的５个地市（表１）。

表１　样本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
样本数

（个）

占比

（％）

抚州市 ３１ １４．０９
九江市 ３１ １４．０９
南昌市 ６０ ２７．２７
上饶市 ９４ ４２．２７
宜春市 ４ １．８２

１．２　扶持政策需求分析
通过对２２０份问卷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发现，职业粮农

对“稳定粮食最低收购价”需求最高，频数为１３９，达到样本总
数的６３．１８％；其次是“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政策需求，
频数为１１２，达到样本总数的５０．９１％。由前２项可知，职业
粮农对于粮食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关注度较高，反映出他们在

该方面的政策需求，以此来保证自己农业经营的收入水平。

列于第３位的是土地流转补贴，频数为７７，占样本总数３５％；
与之需求程度相似的是提供保险补贴，频数为７６，占比达到
３４．５５％。处于第５、第６位的分别是“提供农业保险补贴”
“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补贴”，分别占样本总数的

２９．０９％、２１．３６％；“提供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补贴”占总样
本数的１８．１８％，频数为４０；排在最后的是“农业社会化服务
补贴”，频数为１４，仅占样本总数的６．３６％（表２）。从需求的
政策情况来看，职业粮农的主要政策需求集中在如何提高粮

食价格和降低生产成本，反映到实际中就是稳定粮食收购价

格及降低生产资料成本，包括土地成本。这也是作为职业粮

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观需求的客观反映。

２　扶持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２．１　变量设置
在一般小农中农户因其经营规模小，农业收入占家庭总

收入比重低等因素影响，其主观对政策需求的欲望较低，农户

表２　扶持政策需求情况

扶持政策 频数
占比

（％）

稳定粮食最低收购价 １３９ ６３．１８
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１１２ ５０．９１
土地流转补贴 ７７ ３５．００
提供农业保险补贴 ７６ ３４．５５
农业信贷服务／贷款担保 ６４ ２９．０９
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补贴 ４７ ２１．３６
提供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补贴 ４０ １８．１８
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 １４ ６．３６

政策需求受其自身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对主观能动性的影

响［１３］，对政策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职业粮农相对一般农户，

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其生产经营规模、方式大不相同，粮食

的商品市场意识更加突出。结合调研的结果，将职业粮农适

度规模经营的扶持政策需求作为因变量，基于对政策需求的

分析，将需求最多的４个变量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其他政策需
求全部归类为其他；自变量从职业粮农个人家庭特征、生产经

营特征两方面选取解释变量指标（表３）。
　　在２２０份样本中，男性占比８８％，职业粮农的经营者主
要以男性为主；职业粮农的年龄均值达到５０．３４岁，说明农业
生产主体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多为初中及以下；

而在风险态度上表现为偏爱冒风险；农业收入在职业粮农的

家庭收入中占比较大；经营规模均值达到１２３．６ｈｍ２；而签订
正式土地流转合同的粮农仅占１６％；土地流转期限均值不到
４年，流转年限偏短；样本中职业粮农的流转土地租金均值达
到５６４７．８元／ｈｍ２；七成以上粮农拥有农业机械设备；大多反
映贷款难度较高，均值也显示贷款较困难；虽然江西省是典型

的双季稻产区，但是调查的粮农中双季稻比重普遍不到

５０％；而通过国有粮库销售粮食的比重偏低。
２．２　样本分类描述分析

问卷设计的政策需求共有８项，将各项需求在不同自变
量分类下的总数进行统计，计算出在该分类下的政策所求所

占比例（表４）。由表４可知，男性和女性职业粮农适度规模
的政策需求差异整体不大，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在稳定粮食最

低收购价、提供农业保险补贴、提供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补贴

方面的需求更加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在政策需求上具有一

定差异，主要是小学及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差异，体现在

对于直接降低成本和提高销售收入上，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粮

农需求更强，如稳定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土地流转补贴等；爱冒

风险的粮农在提供技术与经营管理补贴上面的政策需求更

大，而不爱冒风险的职业粮农更需要稳定的粮价和控制生产

资料价格上涨；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１０％的职业粮农
对于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农业信贷服务／贷款担保的政
策需求意愿强烈，随着农业收入比重的增加，职业粮农对农业

保险补贴的需求意愿增强，从０增长到３４．４１％，对于农业社
会化服务补贴的需求也逐步上升；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职业

粮农与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职业粮农相比，对于稳定粮食最

低收购价的政策需求更大；而不同土地流转年限对政策需求

差异不明显，但从变化趋势上看，随着流转年限的增加，对土

地流转扶持补贴和农业信贷服务／贷款担保的政策需求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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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变量选取与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 定义或赋值 均值

因变量 扶持政策需求（ｙ） 分别表示不同需求，选择了该政策需求＝１，没有选择＝０，共８个变量
自变量

个人家庭特征 性别（ｘ１） １＝男；０＝女 ０．８８
年龄（ｘ２） 实际输入 ５０．３４岁
受教育程度（ｘ３） １＝小学及以下；２＝初中；３＝高中、中专、职高；４＝大专及以上 １．８１
风险态度（ｘ４） １＝不喜欢冒险；２＝一般；３＝喜欢冒险 ２．１２
农业收入比重（ｘ５） １＝（－∞，１０％］；２＝（１０％～５０％］；３＝（５０％～９０％）；４＝［９０％，＋∞） ３．１９

生产经营特征 经营规模（ｘ６） 实际输入 １２３．６０ｈｍ２

土地流转合同（ｘ７） １＝签订书面合同；０＝未签订合同 ０．１６
土地流转年限（ｘ８） １＝１年及以内；２＝２～４年；３＝５年及以上 １．７０
土地租金（ｘ９） 实际输入 ３７６．５２元
农机设备（ｘ１０） １＝自有农机设备；０＝无自有农机设备 ０．７６
贷款难易程度（ｘ１１） １＝困难；２＝一般；３＝容易 １．１０
保险满意度（ｘ１２） １＝不满意；２＝一般；３＝满意 １．１６
双季稻比重（ｘ１３） １＝（－∞，２０％］；２＝（２０％，４０％］；３＝（４０％，６０％］；４＝（６０％，８０％）；５＝［８０％，＋∞） １．９５
销售渠道１（ｘ１４） 以经纪人收购为对照：１＝随行就市；０＝其他 ０．２７
销售渠道２（ｘ１５） 以经纪人收购为对照：１＝卖给国有粮库；０＝其他 ０．０７

表４　不同分类情况下职业粮农政策需求情况

影响因素 分类

各政策需求比例（％）

稳定粮食

最低收购价

控制生产资料

价格上涨

土地流

转补贴

提供农

业保险

补贴

农业信贷

服务／贷款
担保

生产性基础设施

建设和维护补贴

提供技术和

经营管理

培训补贴

农业社会化

服务补贴

性别 男 ８６．３２ ７３．５３ ４７．０６ ５２．２１ ４１．９１ ３２．３５ ２８．６８ ８．８２
女 ６３．６４ ５４．５５ ５９．０９ ２２．７３ ３１．８２ １３．６４ ４．５５ ９．０９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７０．４５ ６４．７７ ４７．７３ ３７．５０ 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４．７７ ５．６８
初中 ６０．４２ ４１．６７ ２２．９２ ３１．２５ ３３．３３ ２５．００ ２１．８８ ６．２５
高中中专 ６６．６７ ４２．４２ ３６．３６ ３６．３６ ２７．２７ ２７．２７ １５．１５ ６．０６
大专及以上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

风险态度 不喜欢 ８８．６８ ５６．６０ ４３．４０ ４１．５１ ２０．７５ １５．０９ １５．０９ ９．４３
一般 ５６．４１ ４７．４４ ２０．５１ ３０．７７ ３３．３３ ２３．０８ １７．９５ ７．６９
喜欢 ６０．６７ ５０．５６ ４２．７０ ３３．７１ ３０．３４ ２３．６０ ２０．２２ ３．３７

农业收入比重 （－∞，１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５０％］ ７６．７４ ５８．１４ ３７．２１ ３０．２３ ２７．９１ １８．６０ １１．６３ ２．３３
（５０％，９０％） ５３．７６ ４１．９４ ３１．１８ ３３．３３ ３０．１１ ２７．９６ ２４．７３ ５．３８
［９０％，＋∞） ７４．７０ ５０．５４ ３４．４１ ３４．４１ ２４．７３ １３．９８ １２．９０ ８．６０

土地流转合同 书面合同 ７２．００ ５２．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２．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无书面合同 ６４．１２ ５０．５９ ３４．７１ ３４．７１ ２８．２４ ２１．１８ １８．８２ ３．５３

土地流转年限 １年及以内 ７１．８２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２．７３ ２３．６４ ２１．８２ １５．４５ ９．０９
２～４年 ６７．５７ ５１．３５ ４０．５４ ４０．５４ ２７．０３ ２７．０３ １０．８１ ５．４１
５年及以上 ５６．１６ ５２．０５ ３９．７３ ３４．２５ ３８．３６ １７．８１ ２６．０３ ２．７４

农机设备 自有农机 ６４．２９ ５０．００ ３５．１２ ３８．１０ ３０．９５ ２０．８３ ２２．０２ ７．１４
无自己农机 ７１．１５ ５３．８５ ３４．６２ ２３．０８ ２３．０８ ２３．０８ ５．７７ ３．８５

贷款难易程度 困难 ６６．４８ ５０．５７ ３１．８２ ３３．５２ ３０．１１ ２１．５９ １９．８９ ６．２５
一般 ５２．１７ ５６．５２ ４３．４８ ５２．１７ ３４．７８ １７．３９ ２１．７４ ８．７０
容易 ７６．１９ ４７．６２ ５２．３８ ２３．８１ １４．２９ ２３．８１ ０．００ ４．７６

保险满意度 不满意 ６６．００ ５１．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８．００ ７．００
一般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０．００
满意 ７３．３３ ４６．６７ ２６．６７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６．６７ ０．００

双季稻比重 （－∞，２０％］ ７２．９０ ６３．５５ ３４．５８ ２８．９７ ２５．２３ １４．９５ １８．６９ ６．５４
（２０％，４０％］ ５３．１３ ３４．３８ ２５．００ ４３．７５ ３４．３８ ４３．７５ １８．７５ １５．６３
（４０％，６０％］ ６８．７５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 ４３．７５ ３３．３３ ２５．００ ２０．８３ ４．１７
（６０％，８０％） ６８．４２ ４７．３７ ３６．８４ ２６．３２ ２６．３２ ２１．０５ １５．７９ ０．００
［８０％，＋∞） ２８．５７ ４２．８６ ５０．００ ３５．７１ ３５．７１ ７．１４ ７．１４ ０．００

销售渠道 随行就市 ６９．６４ ５５．３６ ２３．２１ ３９．２９ ３７．５０ １４．２９ １９．６４ ７．１４
国有粮库 ７６．４７ ６１．７６ ２３．５３ ５５．８８ ４１．１８ ２９．４１ １７．６５ １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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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减弱趋势；从职业粮农贷款难易程度上比较，信贷困难的粮

农对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接受度低，希望获得土地流转补贴的

扶持政策和优惠；对于通过国有粮库销售粮食的职业粮农来说，

更需要保险方面的补贴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的扶持政策。

２．３　计量模型检验
２．３．１　研究方法　为进一步考察职业粮农适度规模经营政
策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建立计量模型对职业粮农

适度规模政策需求进行实证分析。职业粮农的每项政策需求

都存在“需求”“不需求”２种情况，因此，本研究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选择模型分析职业粮农适度规模经营政策需求的影
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选择模型的表达公式
如下：

Ｐｉ＝Ｆ（α＋∑
ｍ

ｊ＝１
βｊｘｊ）＝１／｛１＋ｅｘｐ［－（α＋∑

ｍ

ｊ＝１
βｊｘｊ）］｝。（１）

　　根据公式（１）整理得：

ｌｎ
Ｐｉ
１－Ｐｉ

＝α＋∑
ｍ

ｊ＝１
βｊｘｊ。 （２）

式中：Ｐｉ表示第ｉ个职业粮农选择了墨香政策需求的概率；α
表示常数项；βｊ表示待估参数系数；ｘｊ表示第ｊ个影响职业粮
农适度规模经营政策需求的因素。解释变量选择见表３。
２．３．２　估计结果及分析　分别建立“稳定粮食最低收购价”
“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土地流转补贴”“提供农业保险补

贴”“农业信贷服务／贷款担保”“生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补贴”“提供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

贴”共８个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选择模型。其中“生产型基础设施建
设和维护补贴”模型的ＬＲ值通过显著性检验，整体模拟效果
不理想，本研究仅列出其余７个模型的估计结果（表５）。

表５　职业粮农扶持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模型一：稳定粮

食最低收购价

模型二：控制生产

资料价格上涨

模型三：土地

流转补贴

模型四：提供农

业保险补贴

模型五：农业信贷

服务／贷款担保
模型六：提供技术和

经营管理培训补贴

模型七：农业社

会化服务补贴

性别 ０．５０１ ０．３２４ －０．７３６ ０．７７２ －０．０６７ １．６７０ －０．３８９
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５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２ －０．５６３ －０．４８２ －０．３３５ ０．０９５ ０．１２１ ０．１９１
风险态度 －０．５２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０ －０．２４９ ０．１８３ ０．１１４ －０．７０９
农业收入比重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１ ０．２２１ ０．２３６ －０．２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６１２
经营规模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土地流转合同 －０．４３２ －０．１５３ ０．０１５ －０．３１９ －０．１８８ ０．１３５ ２．１９０
土地流转年限 －０．２６３ ０．０２１ ０．３４６ －０．０４１ ０．３７６ ０．３７８ －１．５２５

土地租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农机设备 ０．１８０ －０．１７３ ０．０５９ ０．７５２ －０．１３０ １．６３４ １．３７４
贷款难易程度 －０．０６６ －０．１３２ ０．２２５ －０．０６８ －０．３０５ －０．５４５ ０．２７３
保险满意度 ０．２１９ －０．０５８ －０．４７５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０ －０．１８２ －４．７１８

双季稻比重 －０．２１７ －０．２３３ ０．１５２ ０．１２４ ０．１６９ －０．１９１ －０．１８１
销售渠道１ －０．０６０ ０．３４２ －０．７９９ ０．５２８ ０．８９５ －０．１２３ １．８３２

销售渠道２ １．０２０ ０．８０９ －０．６６５ １．５３６ ０．７４９ －０．４０８ ２．１６２

常数项 －０．５６２ １．５７２ －０．８６８ －０．７１５ １．２２０ －３．４５８ １．９８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差异显著。

　　年龄在模型五中５％统计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年轻的职
业粮农对农业信贷服务／贷款担保的政策需求高于年长的职
业粮农对信贷服务的政策需求。可能的解释是相对于年长的

职业粮农，年轻的职业粮农从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处于起步

阶段，农业生产的前期投入较大，而个人的资金积累较低，需

要资金支持；此外，相对于年长的职业粮农，年轻的职业粮农

对于借贷的观念可能更高，更加关注该方面。

受教育程度在模型二、模型三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

数均为负。说明职业粮农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对控制生产

资料价格上涨、土地流转补贴政策需求的因素。其中，控制生

产资料价格上涨和土地流转补贴均属于直接降低生产成本的

政策需求，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职业粮农，受教育程度高的

职业粮农降低生产成本的能力和方式或许更为突出，这同时

说明知识在规模生产中的重要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粮食经

营收益。

职业粮农的风险态度在模型一中 ５％的显著性水平为
负，说明职业粮农的防范风险态度越高，其对稳定粮食最低收

购价的政策就越有需求。可能的原因是对越不爱冒风险的职

业粮农越需要更加稳定的粮食销售市场和价格，寻求风险更

小的经营。

经营规模在模型一和模型五中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为正，
说明职业粮农经营规模越大，稳定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农业信

贷服务／贷款担保的政策需求越强。可能的原因是生产规模
越大，其生产成本的总投入就会越高，如果粮食的收购价格低

于成本投入，那么经营规模越大带来的当季损失就会越高，对

于资本偏弱的粮农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因此，经营规模越

大，越需要稳定的粮食收购价格以及资金进行周转。

土地流转年限在模型三、模型五、模型六、模型七中均通

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土地流转期限越长，土地流转补贴、农业

信贷服务／贷款担保和提供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补贴的政策
需求越高，而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的需求就会降低。原因可

能是土地流转期限越长，长久化、稳定化的农业经营意愿就会

提高，此时的前期性投入及中期投入也会越高，并且由于具有

可预见的经营规划，及时有效的还款能力也会提高，此时这些

职业粮农的借贷需求就越大，然而实际经营中他们的借贷难

度也较高，因此对农业借贷服务／贷款担保的需求就越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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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时间越长，其生产机械的自购需求就会提升，因此会降低

社会化服务补贴的需求。

土地租金在模型一和模型三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

数为正。表明土地租金越高，职业粮农对于稳定粮食最低收

购价和提供土地流转补贴的政策需求越强。原因可能是土地

租金提高了粮食生产经营的成本，因此应寻求降低该成本对

经营收入降低的影响：一是降低租金，二是稳定甚至提高价

格，而在这两者的作用下，粮农对于稳定粮食最低收购价和提

供土地流转补贴的政策需求就较高。

职业粮农是否拥有农机设备在模型四和模型六中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其中，拥有农机设备的职业粮农对于技术和经

营管理培训补贴的需求就会越高。原因可能是农机设备会带

来粮农经营的变化，其盈利方式选择也会增多，如可以为他人

提供农机服务，但是经营的复杂化也会带来经营管理上的困

难，因此为了更好地追求利润、提高经营效益需要经营管理方

面的培训。

贷款的难易程度在模型五和模型六中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说明贷款的难度越大，对于农业信贷服务／贷款担保的政
策需求就越大，对于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补贴的政策需求也

会提高。对于贷款难度越大而追求信贷扶持的政策需求不难

理解，而对于经营培训补贴的需求提高可能因为当借贷难度

越高，对于资金的获取难度就会上升，在资金受制的状况下，

只有通过良好的经营管理来促进资金运转，提高经营效益。

农业保险的满意程度在模型四和模型七中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说明职业粮农对农业保险的满意度越高，对农业保险补

贴的政策需求就越低，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的政策需求

也会越低。对于农业保险是否满意，在于价格是否合理、理赔

是否恰当、服务是否合格等，粮农的满意度越高，对于改进这

些方面的需求也就会降低。

职业粮农的双季稻种植比重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显著性

为负，说明粮农种植双季稻的比重越高，对于稳定粮食最低收

购价和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政策需求就会降低，原因可

能是通过双季稻的种植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对收益的影响，而

双季稻的种植比重比单季稻高，职业粮农的收入也会提高，因

此其对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及销售价格的反应没有种植单

季稻的强烈。

不同销售渠道的职业粮农对于政策需求的反映也不一

样。主要以随行就市方式销售粮食的粮农，相对经纪人收购

而言，对于农业信贷服务／贷款担保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的
政策需求会更高；通过国有粮库销售粮食的粮农，相对于经纪

人收购，则对于稳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

涨、提供保险补贴、农业信贷服务／贷款担保以及农业社会化
服务补贴的政策需求更大，可能是因为国有粮库粮食收购的

要求更为严格，进而会产生这些情况。

３　结论与政策启示

３．１　结论
利用江西省２２０份职业粮农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职业

粮农适度规模经营的扶持政策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１）职业粮农最关注稳定粮食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其他需求
的政策依次为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土地流转补贴、农业保

险补贴、农业信贷服务／贷款担保等。可以看出，粮农更加关
注如何能够直接降低成本，提高销售收入，降低经营风险；同

时对于信贷的需求较高。（２）不同个体特征的职业粮农对于
政策需求存在差异。学历低的粮农更加关注直接降低生产成

本和直接提高销售收入的政策；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越高的粮农，也越关注成本的降低和销售收入的提高，同时还

越关注土地流转补贴政策。（３）不同生产特征的粮农对于政
策需求存在差异。土地流转期限越短，对于各项政策的需求

就会越高；种植双季稻的粮农比种植单季稻的粮农对于扶持

政策的总体需求较低。（４）粮农的风险态度、土地租金、是否
拥有农机设备、贷款难易程度、保险满意度及销售渠道对于各

项政策需求具有显著影响。

３．２　政策启示
稳定粮食市场价格、控制生产成本的上升是粮农最需要

的政策。因此，在当今国际粮价下行、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

缺、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稳定粮食市场价格的有

效办法是发展优质稻、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化肥农

资的使用效率。由于农户资源禀赋、土地交易特征、社会化服

务水平对规模农户的政策需求都有影响，所以适度规模农户

的各项扶持政策都须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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