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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特色农业是贫困地区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的重要抓手,
 

而参与特色农业经营则是贫困农户实现脱贫致

富的重要途径.
 

根据武陵山区特色蔬菜种植地区的建档贫困户调查数据,
 

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和参与能力对农户

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人力资本、
 

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禀赋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具

有显著差异.
 

技能培训和家庭纯收入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显著为负,
 

而家庭存款和土地面积的影响显

著为正;
 

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决策行为具有显著的能力依赖特征,
 

且主要体现于对客观能力的依赖;
 

进一步对

比不同能力水平农户的情况发现,
 

资源禀赋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作用并不会因其能力水平不同而产生

较大的差异,
 

在此情况下农户的参与决策将会更加依赖于自身的参与能力水平,
 

但随着能力水平的提升,
 

农户的依

赖性会逐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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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努力做到“产业兴旺、
 

生

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丰富”.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
 

需要发挥乡村的资源比较

优势,
 

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同时,
 

十九大报告还提出,
 

要“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重点攻克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任务”.
 

虽然贫困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程度较低,
 

但却保留着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
 

因而依托

特色农业的发展是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
 

但在实践当中农户的参与动力不足、
 

参与异化以及参与

障碍多元化等问题较为突出[1],
 

导致农户难以获得足够的发展机会,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农户的行为受到了

资源稀缺程度的制约[2],
 

另一部原因是农户的参与能力不足所致[3].
 

因此,
 

在依托特色农业进行精准扶贫

的背景下,
 

探讨不同参与能力农户的资源禀赋和能力水平对其参与决策的影响,
 

对推动贫困地区的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
 

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目前,

 

许多学者从宏观层面分析了特色农业的发展效应.
 

部分学者认为特色农业能够通过农业结构调

整和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农村经济增长[4].
 

部分学者证实了特色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增长具有拉动作用[5-6].
 

还

有学者对比分析了特色农业通过经济增长渠道和收入增长渠道实现减贫的差异[7].
 

总体而言,
 

特色农业对

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已获得了学术界的一致肯定.
 

在微观层面,
 

学术界关于资源禀赋和能力水平对农户行

为的影响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借鉴.
 

就资源禀赋而言,
 

学者们均认为“资源”是农户采取行动的条件与保

障.
 

张郁等[8]提出农户的环境行为是综合考虑家庭资源禀赋的理性选择.
 

朱月季等[9]研究表明,
 

农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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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作为外在约束对新技术采纳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姚文[10]证实了家庭禀赋与创业能力对农户采用环境

友好型技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能力水平方面,
 

学者们认为农户的自身能力水平是助推其行为选择的内

在动力.
 

在对农户规模经营行为的研究中,
 

朱文珏等[11]认为生产经营能力是决定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前置

因素,
 

而交易经营能力则是规模农户形成的决定因素;
 

李容容等[12]的研究表明,
 

种植大户的职业发展能力

对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
 

耿献辉等[13]认为农户的学习能力可以调整农民的市场导向意

识和行为选择,
 

进而影响其生产经营绩效.
学术界关于资源禀赋、

 

能力水平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

是,
 

本文以贫困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地区的建档贫困户为研究对象,
 

深入分析资源禀赋和参与能力对贫困农

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机理,
 

探讨影响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的关键因素,
 

为提升贫困农户的参与效率,
 

并最终实现贫困减缓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

1.1 资源禀赋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

资源禀赋包括劳动力、
 

资本、
 

土地、
 

技术、
 

管理等的丰歉.
 

对于农户而言,
 

其资源禀赋还包括了自身所

具有的智力、
 

体魄等素质[14].
 

现有研究表明,
 

农户的决策行为与其资源禀赋密切相关[15],
 

其中最为主要的

是农户的个体资源,
 

而这部分资源又主要以人力资本的形式呈现[16].
 

此外,
 

社会资本禀赋、
 

经济资本禀赋

和自然资本禀赋对农户的决策行为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这是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决策的最小单位,
 

由于宗族型社会的特点以及交往的自己人结构,
 

导致农户的行为逻辑不仅受客观因素判断的影响,
 

而且受

到社会支持与社会关系的影响[17].
 

社会资本能够影响人们的资源可获得性,
 

进而影响人们拓宽与资源接触

的机会,
 

因此社会资本是实现个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8].
 

经济资本是人们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为了取

得生计目标所需要的积累和流动[19],
 

一方面决定了农户的生计能力,
 

同时也决定了农户的发展能力,
 

是农

户行为决策的重要保障.
 

自然资本是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农户的自然资本禀赋越丰

裕,
 

其所面临的经营决策也会更加多样化,
 

将会对农户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1.2 能力水平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

Almond[20]认为影响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因素是其自身的参与能力.
 

有别于个体的其他能力,
 

参

与能力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主观能力和客观能力,
 

其中主观参与能力是指公民对自己影响和参与决策能力的

认知、
 

情感和态度;
 

客观参与能力是指公民参与决策的实际能力.
 

农户在生产经营决策的过程中,
 

个人偏

好是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当个体对自身能力的认知越高,
 

其不确定喜好的态度便会表现

得更加明显[21],
 

而这种不确定的个人态度将会对个体参与和选择等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同时,
 

农户在自

身能力认知的结构与过程中同样会对其行为的发生产生影响作用[22].
 

而参与主体和本身的心理态度也是

影响其实施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23].
 

尤其是对参与事务的认知,
 

一个人对于相关事务的认知情况对其在参

与过程中的态度和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4].
 

此外,
 

农户的客观能力是获取生产要素和保证生产经营的

关键因素.
 

资金获得能力能够决定资金要素的可获得性,
 

进而影响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25].
 

信息获取能力

体现了农户从不同渠道获得信息的能力水平,
 

若信息渠道闭塞,
 

农户的生产经营过程只能靠以往的经验来

进行决策和判断[26].
 

农业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是农户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风险应对能力的高低能

够确保农户参与行为的持续性,
 

进而有助于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生产经营能力是农户行为选择的基础,
 

较高的生产经营能力能够更快地适应生产方式的转变.

2 实证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6年7-8月课题组对武陵山区范围内湖北、
 

湖南、
 

重庆和贵州各区县特

色蔬菜种植地区农户的入户调查.
 

此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式,
 

数据采集方式为“一对一”的入户访

问调查,
 

共发放村级问卷30份,
 

农户问卷750份,
 

回收村级问卷30份,
 

回收率为100%;
 

回收农户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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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份,
 

回收率为91.6%.
 

为了避免调查数据因缺失或异常对研究带来影响,
 

按照研究内容的设定,
 

重点

研究了贫困村中建档贫困农户与脱贫农户的情况,
 

因此在数据整理过程中进一步剔除了不符合要求的农户

问卷277份,
 

最终获得村级有效问卷30份,
 

农户有效问卷410份.
2.2 变量设置

资源禀赋.
 

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2个重要维度,
 

在新人力资本理论中,
 

技能也作为人力资本的重

要内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7].
 

本文主要选取户主文化程度、
 

健康状况和技能培训情况(包括农业技

能培训和非农业技能培训)来反映农户的人力资本禀赋.
 

对于社会资本禀赋的衡量,
 

目前主要有2种方式:
 

①
 

从社会信任、
 

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3个维度构建多指标评价体系来进行测度[28],
 

②
 

利用单一指标进行

衡量,
 

例如是否为党员家庭、
 

是否为干部家庭和礼金支出来表示[29].
 

本文选取单一指标来表示农户的社会

资本禀赋.
 

同时,
 

由于建档贫困户中鲜有党员家庭和干部家庭,
 

因此只选取礼金支出来反映农户的社会资

本禀赋.
 

对于农户的经济资本禀赋,
 

选取农户家庭纯收入和家庭存款来反映,
 

而农户的自然资本禀赋则选

取农户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来反映.
能力水平.

 

按照前文理论分析的内容,
 

本文把农户的参与能力划分为主观能力与客观能力,
 

并选取包

括农户能力认知、
 

参与认知、
 

资金获得能力、
 

信息获取能力、
 

风险应对能力、
 

生产经营能力等方面的16个

指标来构建农户参与能力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表1).
 

在主观能力维度中,
 

能力认知包括农户对自己有充

足的时间、
 

有足够的经验和有足够的技术参与3个指标的主观认同程度,
 

用以体现农户对自己参与能力的

认知.
 

参与认知包括农户对参与能够带来收益增加、
 

能够增加就业机会、
 

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能够改善生

态环境4个指标的主观认同程度,
 

用以体现农户对参与的态度.
 

在客观能力中,
 

用农户银行贷款余额和亲

友及民间贷款余额2个指标来体现农户的资金获得能力.
 

用手机使用频率、
 

上网频率和亲戚交往频率3个

指标来体现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
 

用农产品销售是否顺畅和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来体现农户的风险应对能

力.
 

用是否有流转入土地和是否有雇佣帮工来表示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
表1 农户参与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准则层 二级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参与能力 主观能力 能力认知 有充足的时间参与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有足够的经验参与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有足够的技术参与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参与认知 能够带来收益增加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能够增加就业机会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能够改善生态环境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客观能力 资金获得能力 银行贷款余额 家庭年末银行贷款余额

亲友及民间贷款余额 家庭向亲友及民间贷款余额

信息获取能力 手机使用频率 从不=1,
 

偶尔=2,
 

经常=3

上网频率 从不=1,
 

偶尔=2,
 

经常=3

亲戚交往频率 从不=1,
 

偶尔=2,
 

经常=3

风险应对能力 农产品消售是否顺畅 是=1,
 

否=0

是否购买农业保险 是=1,
 

否=0

生产经营能力 是否有流转入土地 是=1,
 

否=0

是否有雇佣帮工 是=1,
 

否=0

  控制变量.
 

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是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
 

尤其是农业基础设施,
 

一方面通过直接参与

生产过程转化为农业产出,
 

另一方面通过其他生产条件和农业投入作用于农业生产过程[30].
 

村庄环境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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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户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对其参与特色农业行为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地理区位差异将会影响农户

的生产要素可得性,
 

进而影响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积极性.
 

尽管不同地区都在发展特色农业项目,
 

由

于发展模式不同,
 

农户获得的支持情况也有所差异,
 

因此各地农户的参与情况也有所不同.
 

本文选取村庄

环境、
 

地理区位和政策环境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各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参与选择 是=1,
 

否=0 0.386 0.487

文化程度 接受正规教育年限 5.473 2.859

健康状况 不健康=1,
 

一般=2,
 

健康=3 1.739 0.265

技能培训 受过培训=1,
 

没受过培训=0 0.076 0.265

礼金支出 年度礼金支出金额(元) 1
 

441.049 2
 

138.386

家庭纯收入 家庭年末人均纯收入(元) 17
 

108.31 14
 

827.69

存款金额 家庭存款金额(元) 4
 

595.366 13
 

721.26

土地面积 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公顷) 0.276 2.159

有充足的时间参与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3.224 1.302

有足够的经验参与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4.149 0.988

有足够的技术参与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4.239 0.653

能够增加收益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3.417 1.076

能够增加就业机会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2.805 0.904

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3.366 0.988

能够改善生态环境 五分制表示认同程度 3.319 1.071

银行贷款总额 家庭年末向银行贷款余额(元) 4
 

636.59 21
 

339.43

亲友及民间贷款总额 家庭年末向亲友借款及民间贷款余额(元) 5
 

674.39 29
 

902.07

手机使用频率 从不=1,
 

偶尔=2,
 

经常=3 2.368 0.673

上网频率 从不=1,
 

偶尔=2,
 

经常=3 1.334 0.694

亲戚交往频率 从不=1,
 

偶尔=2,
 

经常=3 2.683 0.649

农产品是否滞销 是=1,
 

否=0 0.351 0.478

是否购买农业保险 是=1,
 

否=0 0.237 0.426

是否有流转入土地 是=1,
 

否=0 0.088 0.283

是否有雇佣帮工 是=1,
 

否=0 0.361 0.481

村庄环境 很差=1,
 

较差=2,
 

一般=3,
 

较好=4,
 

很好=5 3.459 1.279

村庄地理区位 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公里) 32.068 22.618

政策环境 有政策支持=1,
 

没有政策支持=0 0.349 0.477

2.3 研究方法与模型选择

2.3.1 熵值法

熵值法是通过计算各项指标的信息熵,
 

并根据各项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响来对各项指

标进行客观赋权的方法.
 

基本计算步骤为

1)
 

数据标准化处理

x'
ij =

xj -xmin

xmax-xmin

x'
ij =

xmax-xj

xmax-xm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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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ij 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

 

xj 表示第j项指标的值,
 

xmax 和xmin 分别表示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若

所选指标为正向指标,
 

则选择前一公式进行处理,
 

反之则选择后一公式进行处理.
 

为了合理解决标准化后

出现负值所造成的影响,
 

需要对标准化后的数值进行平移.
 

平移公式为Mij=x'
ij+A,

 

A 表示平移幅度.
2)

 

计算农户第j项指标的比例

yij =
Mij

∑
m

i=1
Mij

(2)

  3)
 

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

ej =-
1

lnm∑
m

i=1

(yij ×lnyij) (3)

  4)
 

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dj =1-ej (4)

  5)
 

计算各指标权重

Wi=
dj

∑
n

j=1
dj

(5)

  6)
 

计算各农户的得分

Fi=∑
n

j=1
Wi×x'

ij (6)

2.3.2 模型选择

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行为决策是取值为“0”和“1”的二值变量,
 

因此选择构建Probit模型来进行实

证分析.
 

在本文中,
 

假设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行为决策为y,
 

当农户实际参与时,
 

y=1,
 

否则y=0.
 

由

此,
 

构建如下Probit模型

Pro(yi=1|Xi)=Φ(X'
iβ) (7)

式(7)中,
 

Φ(X'
iβ)为标准正态的积累分布函数,

 

Xi 表示人力资本禀赋、
 

社会资本禀赋、
 

经济资本禀赋、
 

自

然资本禀赋和参与能力水平等影响农户参与决策的因素.
 

β表示各因素对农户参与决策的影响.
 

需要指出

的是,
 

在实证过程中对于礼金支出、
 

家庭纯收入和家庭存款金额等数量级较大的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处理.

3 实证结果分析

1)
 

资源禀赋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
 

在人力资本禀赋中,
 

技能培训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明有过技能培训的农户,
 

其参与的几率会越低,
 

究其原因可能是技能培训使农户获得了更

多的增收手段,
 

因而会使农户选择其他的就业方式,
 

例如非农就业或者应用所学到的技术开展专业化的服务,
 

从而不再选择参与特色农产品的种植.
 

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为负,
 

但并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
 

由此可知,
 

农户选择参与特色农业经营并不依赖于自身的人力资本禀赋,
 

可能的原因是贫困地区农户在

实施行为决策时更渴望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人力资本丰裕的农户很大几率会选择外出务工,
 

而剩余

农户在选择是否参与特色农业经营时,
 

则不会把人力资本因素作为考虑的重点.
 

在经济资本禀赋中,
 

家庭纯收

入对农户选择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显著为负,
 

说明收入越高的家庭,
 

选择参与的几率越低.
 

这是因为高收

入的家庭一般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
 

在贫困地区更多的可能是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收入,
 

因此不会选择参与

特色农业经营.
 

家庭存款金额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明存款越多的家庭,
 

选择参与特色

农业经营的几率越高.
 

这是因为与常规农业相比,
 

特色农业能够为贫困地区农户带来可观的收益,
 

但是农

业生产需要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
 

而有资金保障的家庭对于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积极性便会越高.
 

在自然

资本禀赋中,
 

土地面积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作用显著为正,
 

说明土地面积越多的农户,
 

其参与特色

农业的几率越高.
 

这是因为对于从事农业种植的家庭而言,
 

特色农业的效益优势会促使农户将更多的土地

用于特色农产品的种植,
 

同时也会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
 

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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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与能力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
 

参与能力水平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
 

说明参与能力水平越高的农户,
 

其参与几率越大,
 

这一结果说明农户的参与决策具有显著的能力依

赖特征.
 

进一步考察主观能力与客观能力的影响差异可以发现,
 

客观能力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促进

作用大于主观能力,
 

说明农户的参与决策更加依赖于客观能力水平.
 

可能的原因是特色农业经营是一个经

济再生产的过程,
 

需要农户给予持续的要素投入,
 

而客观能力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户的要素可获得性,
 

因

而对农户参与的影响更加重要.
3)

 

控制变量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
 

政策支持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作用显著为正,
 

表

明有政策支持的地区,
 

农户参与的几率会越高,
 

这是因为政策支持为农户提供了特色农业经营所需的资

金、
 

技术和其他相关服务,
 

消除了农户参与的诸多顾虑,
 

从而增加了农户的参与积极性.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能力水平农户的资源禀赋和参与能力对其参与决策行为的影响差异,

 

将农户的总

体参与能力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按照样本农户数量平均分为高、
 

中、
 

低3个能力水平组(表3).
表3 不同能力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变量 低能力组 中能力组 高能力组

资源禀赋       
文化程度 -0.037

 

3 -0.036
 

1 -0.038
 

7
(-1.31) (-1.28) (-1.37)

健康状况 -0.030
 

6 -0.032
 

4 -0.028
 

4
(-0.34) (-0.36) (-0.32)

技能培训 -0.617
 

5** -0.611
 

1** -0.586
 

2**

(-2.22) (-2.17) (-2.13)

礼金支出 -0.0116 -0.0126 -0.014
 

2
(-0.49) (-0.54) (-0.60)

家庭纯收入 -0.097
 

5* -0.114
 

7* -0.1348**

(-1.75) (-1.83) (-2.18)

存款金额 0.056
 

2*** 0.055
 

8*** 0.055
 

9***

-3.09 -3.07 -3.08

土地面积 0.077
 

9** 0.085
 

5** 0.088
 

6**

-2.2 -2.43 -2.5

能力水平       
参与能力 2.008

 

7*** 1.482
 

7*** 1.300
 

8***

-5.73 -5.65 -3.41

控制变量       
村庄环境 0.062

 

9 0.062
 

8 0.057
 

3
-1.11 -1.11 -1.02

地理区位 0.002
 

8 0.002
 

8 0.003
 

1

-0.97 -0.9 -1

政策支持 1.046
 

8*** 1.051
 

1*** 1.041
 

4***

-6.56 -6.61 -6.59

对数似然值 -191.966 -192.449 -193.662
卡方检验值 81.07 84.52 84.29
显著性水平 0 0 0

Pseudo
 

R2 0.228
 

2 0.226
 

3 0.221
 

4

  注:
 

“*”,“**”,“***”分别表示10%,5%和1%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括号内为z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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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知,
 

在人力资本禀赋中,
 

高能力水平农户参与决策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表明参与能力越高

的农户更能通过技能培训参与特色农业经营.
 

在经济资本禀赋中,
 

家庭纯收入对不同能力水平农户参与特

色农业经营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且随着能力水平的提升,
 

家庭纯收入的抑制作用在逐渐增强.
 

主要原因

在于,
 

能力水平越高的农户其本身更具有其他稳定的收入来源,
 

而特色农业经营需要一定的回报周期,
 

因

此家庭其他收入越高,
 

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积极性便会越低.
 

而家庭存款对高、
 

中、
 

低能力水平农户

的参与行为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作用差异十分微弱.
 

在自然资本禀赋中,
 

土地面积对不同能力水平农

户参与特色农业的影响作用均显著为正,
 

且影响差异同样较小.
 

以上结果表明,
 

资源禀赋对农户参与特色

农业经营的影响作用并没有因其能力水平的不同而产生较大的差异.
 

首先,
 

因为贫困地区农户的资源禀赋

差异较小,
 

尤其是贫困农户,
 

多数的资源禀赋较为类似,
 

因而没有对其行为决策产生较大的影响差异.
 

其

次,
 

因为贫困地区农户所面临的决策选择有限,
 

并且在强烈的脱贫愿望刺激下,
 

决策选择时并不会过多地

考虑自身的禀赋情况.
 

从参与能力来看,
 

农户的参与能力对其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效应随着能力水平

的提升而逐渐减小,
 

表明农户的能力提升更有助于增加低能力水平农户的参与几率.
 

这是因为在农户资源

禀赋对其参与决策的影响差异较小的情况下,
 

农户更加依赖于自身的参与能力水平,
 

尤其是低能力水平的

农户,
 

虽然初始禀赋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较大改善,
 

但同样可以通过提升参与能力水平促成自身的参与行

为,
 

因而具有较强的能力依赖性.

4 结 语

本文利用武陵山区特色蔬菜发展地区410个建档贫困户与脱贫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根据Probit模型实

证分析了资源禀赋和参与能力水平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
 

结果表明:
 

①
 

人力资本、
 

经济资本和

自然资本禀赋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差异显著.
 

技能培训和家庭纯收入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

的影响显著为负,
 

而家庭存款和土地面积的影响显著为正.
 

②
 

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决策行为具有显著

的能力依赖特征,
 

且主要表现在对客观能力的依赖.
 

农户总体参与能力、
 

主观能力和客观能力均对其参与

特色农业经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客观能力对农户参与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主观能力,
 

说明农户的参与决

策更加依赖于自身的客观能力水平.
 

③
 

进一步对比不同能力水平农户的情况可以发现,
 

由于贫困地区农户

的禀赋差异较小,
 

且面临的决策选择有限,
 

因而资源禀赋对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影响作用并不会因其

能力水平的不同而产生较大的差异.
 

在此情况下,
 

农户的参与决策将会更加依赖于自身的参与能力水平,
 

但随着能力水平的提升,
 

农户的依赖性呈现出逐步减弱的特征.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①
 

在促进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的过程中,
 

需要有针

对性地调整贫困农户的技能培训内容,
 

增加政策性技术培训手段.
 

具体而言,
 

由政府主导并开展特色农业生产

技能培训,
 

引导和组织农户参与,
 

并增加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基地务工的机会,
 

提升农户的特色农业生产经营技

术.
 

②
 

引导资金丰裕的农户积极参与特色农业发展,
 

由政府扶持和培育其成为种植大户,
 

充分发挥特色农业

的示范效应,
 

带动贫困农户积极参与.
 

③
 

积极培育贫困地区的土地流转市场,
 

完善土地流转和监管机制,
 

并

通过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平台与交易平台,
 

减少贫困农户的土地流转成本,
 

充分调动贫困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

积极性.
 

④
 

通过提升客观能力促进农户参与特色农业经营.
 

一方面,
 

通过增加农村基础教育和医疗投入,
 

改

善农村基础教育和医疗的软、
 

硬件条件,
 

提升农户的学习能力和健康水平;
 

另一方面,
 

加快推进和完善土地与

宅地基“三权分置”的相关制度,
 

激活农户土地及房屋产权的金融价值,
 

实现家庭资产的金融价值转化,
 

拓宽农

户的资金获得渠道,
 

促进资金获得能力的积累.
 

⑤
 

有针对性地提升农户参与能力水平,
 

鼓励农户积极参与特

色农业经营.
 

对于参与能力较低的农户而言,
 

由于初始禀赋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较大改善,
 

因此要努力引导农户

的思维观念转变,
 

增强农户的参与意识,
 

改善其对特色农业的参与认知和自我能力认知,
 

促进主观能力提升.
 

对于参与能力较高的农户而言,
 

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进一步改善农户参与所依靠的市场环境和生产

条件等外部环境,
 

加大对农户参与的资源投入,
 

提升农户的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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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Endowment
 

and
 

Ability
 

Level
 

of
 

Farmer
 

Households
 

as
 

Related
 

to
 

Their
 

Participation
 

on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Management
———Based

 

on
 

a
 

Survey
 

of
 

Filed
 

Poor
 

Farmer
 

Household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TIAN
 

Yi-piao1, ZHANG
 

Wei-guo2
1.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Dali
 

University,
 

Dali
 

Yunnan
 

67100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a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is
 

a
 

critical
 

measure
 

for
 

a
 

poor
 

area
 

to
 

realize
 

an
 

overall
 

re-

gional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is
 

an
 

impor-
tant

 

way
 

for
 

poor
 

farmer
 

households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become
 

prosperous.
 

Based
 

on
 

the
 

survey
 

da-
ta

 

of
 

filed
 

poor
 

farmer
 

households
 

in
 

a
 

characteristic
 

vegetable
 

growing
 

region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
a,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made
 

in
 

this
 

pap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s
 

of
 

their
 

resource
 

endowment
 

and
 

par-
ticipation

 

ability
 

o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manag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hu-
man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endowmen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farmers
 

partici-

pation
 

in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kills
 

training
 

and
 

household
 

net
 

income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while
 

household
 

savings
 

and
 

land
 

area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ir
 

participa-
tion

 

in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oper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a
 

significant
 

ability
 

dependence,
 

which
 

is
 

mainly
 

re-
flected

 

in
 

the
 

dependence
 

on
 

objective
 

ability.
 

A
 

comparison
 

of
 

the
 

situations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abil-
ity

 

levels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resource
 

endowment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characteristic
 

agri-
cultural

 

management
 

does
 

not
 

differ
 

greatly
 

for
 

their
 

different
 

ability
 

levels.
 

In
 

this
 

case
 

,
 

th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will
 

depend
 

more
 

on
 

their
 

own
 

ability,
 

bu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ability
 

level,
 

the
 

dependence
 

of
 

farmer
 

household
 

will
 

decrease
 

gradually.
Key

 

words:
 

resource
 

endowment;
 

participation
 

ability;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Wuling
 

Mountain
 

area;
 

filed
 

poor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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