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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
 

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来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
 

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缓冲就业压力、
 

促进地方产业发展的现实途径.
 

该文基于武夷山市统计年鉴及251户茶农调查数据,
 

运用Logit模

型分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与农民收入的关系,
 

实证检验影响武夷山茶农参训的主要因素,
 

以及新型职业农民核心

要素对茶农收入的影响,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问题,
 

并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进行稳健型检验.
 

实证结果: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地方产业具有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
 

其专业技能、
 

经营管理、
 

职业道德对农民收入

具有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
 

文化素质与其收入并无显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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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a
 

realistic
 

way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buffer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

tries
 

by
 

cultivat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to
 

alleviate
 

the
 

“shortage”
 

of
 

rural
 

labor
 

force.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Mount
 

Wuyi
 

City
 

and
 

the
 

survey
 

data
 

of
 

251
 

tea
 

farmers,
 

this
 

paper
 

uses
 

the
 

Logit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ining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and
 

farmers
 

income,
 

empirically
 

tests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raining
 

of
 

Mount
 

Wuyi
 

tea
 

farmers,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on
 

tea
 

farmers
 

income.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is
 

used
 

to
 

control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
 

model
 

is
 

applied
 

to
 

conduct
 

a
 

robust
 

test.
 

Based
 

on
 

empirical
 

results,
 

the
 

training
 

of
 

new
 

vocational
 

farmers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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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local
 

industries.
 

Its
 

professional
 

skills,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s
 

income,
 

while
 

cultural
 

quality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ir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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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需要将各类资源与全要素向乡村分流、
 

聚集与重构[1],
 

通过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农民增收.
 

新型职业农民(基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定义,
 

本文中收入效应指农业经营性收入与农业工

资性收入,
 

不包括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与非农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村产业发展的主体,
 

其培育效果已成

为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
 

自2012年首次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概念,
 

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0
年对其聚焦,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培育高素质农民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
 

截至2018
年底,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
 

500万人,
 

其中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超过60%,
 

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改

善现有农村人力资本结构,
 

无疑是可行且有效的现实途经.
多数学者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2],

 

并且从性别[3]、
 

年龄[4]、
 

培训内容[5]、
 

次

数[6]等视角肯定了培训对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
 

培训除了提高农户收入,
 

还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力水平[7],
 

对年长、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8-11].
 

但是,
 

对培训的作用也有学者提出质疑,
 

认

为由培训引起的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其他因素诱发的收入增长,
 

培训的收入效应逐步被弱化[12],
 

并且因受

各方条件限制,
 

培训与乡村产业之间的融合关系往往表征为“彼此脱嵌”与“半融半嵌”两种现实状态[13],
 

因

此新型职业农民比传统普通农民更具有效率优势的判断值得质疑[14].
目前学界对新型职业农民与农业经营收入关系的讨论很多,

 

但这些文献多聚焦在单一问题上,
 

鲜有学

者从培训、
 

收入及产业3者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探讨.
 

本文以福建省武夷山市茶产业为例,
 

分析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与茶产业、
 

茶农收入之间的关系.
 

与已有相关研究相比,
 

本文主要有两点区别:
 

①
 

本文基于新结

构经济学视角,
 

将农业产业作为需求侧来分析人力资本的匹配问题;
 

②
 

厘清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与农民收

入、
 

地方产业3者之间的关系,
 

利用武夷山市茶农的调研数据及地方统计年鉴进行实证检验,
 

为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
 

促进地方农业产业化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1 核心要素与研究假说

1.1 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要素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提出,
 

产业结构决定了要素需求结构[15].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
 

各地禀赋资源存在较

大差异,
 

从而使各地区、
 

各产业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不同类型、
 

不同层次的需求[16],
 

只有通过产业结构与

人力资本的有效匹配,
 

才能减少供需摩擦成本[17],
 

提高生产效率,
 

增加经济收入.
 

实际上,
 

农业与其他产

业大为不同,
 

农业除了具有最基本的商品生产功能,
 

同时还具备生态、
 

休闲、
 

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18],
 

因

此农业产业需要具备农业文化、
 

生产技术、
 

规模经营及生态文明等关键要素,
 

而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要素

为文化素质、
 

专业技能、
 

经营管理及职业道德.

1.1.1 文化素质

10年间,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下降22%,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呈现出不

同程度的变化(表1),
 

主要表现在农村劳动力文盲程度降低、
 

小学程度大幅度提升,
 

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快

速推进,
 

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
 

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初中、
 

高中人数占比均不同程度降低[19],
 

说

明我国农村扫盲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
 

现代农业发展对新型职业农民文化素质的要求与现阶

段我国农村实际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存在一定的矛盾[20],
 

既影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向

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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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及受教育程度

2007 2017

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万人 53
 

100 31
 

422
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

文盲 6.8 6.4
小学 32.7 37.0
初中 49.5 48.3
高中 9.8 7.1

大专及以上 1.2 1.2

  注:
 

数据来源于第2,3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因此,
 

新型职业农民的第1个要素是提高文化素质,
 

传统农民在农业知识获取方面主要来源于前辈的

经验传授,
 

并没有科学系统的技术体系支撑[21],
 

而新型职业农民在文化知识储备方面有较高的要求,
 

必须

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
1.1.2 专业技能

特定的专业技能也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一项必备要素[22].
 

农业产业化作为需求侧,
 

应将发展所需的技术

技能知识作为培训内容链接农村劳动力需求侧,
 

专业对接职业,
 

职业对接产业,
 

因此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支

撑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要跟进并引领农业产业化发展[23],
 

以专业技能培育农村技术型人才,
 

继而带动乡

村产业振兴.
1.1.3 经营管理

新型职业农民的第3个要素是经营管理能力.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农业市场状况复杂多变,
 

新型职业

农民要改变原来落后的小农经济思想,
 

参与市场竞争,
 

对农产品市场进行合理预判[24],
 

分析市场供求关系

变化,
 

及时调整生产经营模式来合理配置资源.
1.1.4 职业道德

新型职业农民的第4个要素是自身的职业道德.
 

以往由于农村环境封闭,
 

农民食品安全意识、
 

环保意

识淡薄[25],
 

对农业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和安全隐患.
 

随着国家法律法规逐渐完善,
 

新型职业农民要

求具备环保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
 

转变粗放型生产方式,
 

树立绿色无公害生产理念,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1.2 研究假设

1.2.1 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性

舒尔茨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提出,
 

相较于现代农业,
 

传统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素质较低,
 

强调了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手段[26].
 

当前,
 

我国大多数农村呈现出“空心化”[27]

状态,
 

农民收入普遍偏低[28],
 

通过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入,
 

优化农村人力资本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29],
 

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即是实现农村人力资本投入的有效措施.
 

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加强农民终

身教育,
 

不仅可以消除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落后造成的农民收入增长瓶颈,
 

也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基于

上述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1a:
 

在文化素质方面,
 

茶农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倾向于接受技能培训,
 

对收入促进作用也越强.
H1b:

 

在专业技能方面,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茶农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H1c:

 

在经营管理方面,
 

茶园规模越大、
 

产业链越长,
 

茶农收入也会相对更高,
 

即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

对收入回报产生正向影响.
H1d:

 

在职业道德方面,
 

低化肥、
 

低农药的生态化种植,
 

短期影响了武夷山市茶农的茶产量.
1.2.2 人力资本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性

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通过经济增长模型,
 

论证了人力资本的核心地位,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

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30].
 

随后,
 

学者们通过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匹配,
 

得出其不仅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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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和生产力的有效提高,
 

也对地方产业产值具有积极的影响[31],
 

最终实现区域的产业

经济发展[32].
 

近年来,
 

武夷山市大力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有效提升了农民的文

化素质、
 

专业技能、
 

经营管理和职业道德,
 

促进了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
 

并以此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最

终与茶产业形成互补、
 

互利、
 

共赢[33],
 

实现了良性循环并螺旋上升.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2: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农民收入,
 

还可以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1.2.3 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主要因素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委托代理理论,
 

市场供求双方信息现有数量的多少,
 

出现了双方不对等的信息

地位,
 

基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函数不一致、
 

信息不对称产生了一系列委托代理问题[34-35].
 

对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而言,
 

一方面获取信息主动权的参训茶农对自身职业培训的需求更为了解,
 

而组织者无法了解每次

参训对象的真实经历、
 

职业素养和培训效果,
 

因此在培训内容、
 

模式上无法准确匹配农民的真实需求,
 

也

正因为供求双方对信息掌握不对称,
 

造成了培训对象参与积极性不高、
 

培训资源效率低下[20].
 

另一方面,
 

政府作为供给方、
 

委托方,
 

培训机构作为代理方,
 

形成的培训内容存在多层次信息传递,
 

进一步加大了信

息不对称[36].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
 

在培训内容、
 

模式上委托方、
 

代理方与参训方存在差异.

2 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武夷山市作为案例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①
 

武夷山市茶产业近10年发展迅速,
 

现有4
 

560家注册茶企,
 

33家市级以上茶叶龙头企业,
 

受益农户12万余人,
 

茶年产1万多t;
 

②
 

武夷山市

政校行企依托地方产业,
 

通过大力培育壮大新型职业茶农,
 

在推动茶农与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利益联接方

面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
 

全市拥有家庭农产企业29个,
 

各类茶叶专业合作社约650家,
 

每年通过政府搭建

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平台培育的新茶农500余名.
 

因此,
 

该样本地区具有代表性.
2.1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与武夷山市茶产业

2.1.1 选取指标

由于茶产业是武夷山市的主要产业,
 

更是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占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较

大,
 

因此借鉴有关学者的研究,
 

结合数据可得性选取茶产量、
 

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武夷山市茶产业

整体发展状况的指标[37-38];
 

以农村用电量、
 

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武夷山市茶产业规模化经营状况的指

标[39-41];
 

以化肥施用量、
 

农药使用量作为武夷山市茶产业生态状况的指标[42-43];
 

以乡村劳动力、
 

农村成人

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及结业生数作为武夷山市人力资本投入现状的指标[44-45].
 

据此,
 

形成了2015-2019年

武夷山市有关人力资本投入与茶产业的8个代表性指标数据(表2).
表2 2015-2019年福建省武夷山市茶产业与农村劳动力复合系统各指标数据

年份
产量/

t

第一产业地区

生产总值/

万元

乡村

劳动力/

人

农村成人文

化技术培训

学校/所

结业生

数/人

农村用电量/

万千瓦时

农业机械

总动力/

千瓦

化肥施

用量/t

农药使

用量/t

2019年 20
 

782 277
 

642 108
 

756 152 64
 

565 9
 

028 231
 

496 9
 

985 8
 

160

2018年 19
 

481 256
 

023 108
 

878 147 63
 

702 8
 

817 229
 

631 10
 

299 8
 

498
2017年 18

 

135 237
 

253 110
 

199 153 64
 

678 8
 

567 225
 

389 10
 

742 8
 

845

2016年 16
 

174 272
 

679 112
 

889 146 60
 

528 8
 

689 230
 

732 11
 

302 9
 

321

2015年 15
 

084 245
 

381 113
 

195 146 60
 

528 8
 

718 139
 

964 11
 

284 9
 

304

  注:
 

资料来源于《南平市统计年鉴》.

2.1.2 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样本的度量单位不一,
 

因此需要将以上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通过样本的统一度量单位,
 

达到统计样本的统一分布性.
 

本文选取武夷山市2015-2019
 

年茶产业和人力资本投入各类相关指标的最

大值,
 

运用数据无量纲化处理中的归一化,
 

将各相关指标的一列数据压缩在0~100的范围内,
 

成为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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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归一化计算公式为:

yi=
xij

max(xi)
×100 (1)

式(1)中,
 

yi 是第i类因素无量纲化处理后的相对值,
 

xij 是第i类指标在相应年份的原始值.
 

处理后复合

系统各指标的相对值如表3所示.
表3 2015-2019年福建省武夷山市茶产业与农村劳动力复合系统各指标的相对值

年份
产量/

t

第一产业

地区生产

总值/万元

乡村

劳动力/

人

农村成人文

化技术培训

学校/所

结业

生数/

人

农村用

电量/

万千瓦时

农业机械

总动力/

千瓦

化肥

施用量/

t

农药

使用量/

t
2019年 100.0 100.0 96.1 99.3 99.8 100.0 100.0 88.3 87.5

2018年 93.7 92.2 96.2 96.1 98.5 97.7 99.2 91.1 91.2

2017年 87.3 85.5 97.4 100.0 100.0 94.9 97.4 95.0 94.9

2016年 77.8 98.2 99.7 95.4 93.6 96.2 99.7 100.0 100.0

2015年 72.6 88.4 100.0 95.4 93.6 96.6 60.5 99.8 99.8

图1 2015-2019年武夷山市茶产业与

农村劳动力复合系统协调发展雷达图

2.1.3 武夷山市茶产业与

农村劳动力 复 合 系

统分析

通过 复 合 指 标 形 成 的

雷达图可以直观地反映整

个系统的协 调 度[46],
 

一 个

协调的雷达系统应呈现在

不同时间段,
 

从中心向外部

各影响因素逐渐扩展的“蛛
网”[47].

 

不考虑指标的正负

形时,
 

当图形越趋向于正多

边形,
 

表 示 复 合 系 统 越 协

调,
 

最终得到图1.
2.1.4 结果分析

1)
 

复合系统从中心向

外部逐渐协调

图1显示,
 

该多边形在

较早年份呈明显的不规则性,
 

是由于当时人力资本的培训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新型职业农民与茶产

业的耦合协调度不高.
 

随着近几年茶产业的发展壮大,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与茶产业发展共同趋于规则正多

边形,
 

进而有效拉动了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
 

使武夷山市茶产业与农村劳动力复合系统的整体协调度逐

渐提升,
 

说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地方茶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假设2得到证实.
2)

 

规模化、
 

生态化茶产业有效发展

从图1可知,
 

虽然受城市虹吸效应影响,
 

武夷山市农村人口逐渐外移,
 

乡村劳动力逐年递减,
 

但武夷

山市茶产业发展并没有受到人力资本减少因素的制约,
 

反而呈现出逐年规模化上涨趋势,
 

可见武夷山市在

大力发展规模化、
 

生态化茶产业方面,
 

通过控制化肥、
 

农药施用量和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等措施取得了显

著成效,
 

H1d未通过验证,
 

即低化肥、
 

低农药的生态化种植,
 

并未影响武夷山市茶农的茶产量.
2.2 新型职业农民与经营性收入

2.2.1 数据来源及基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调研组2021年5-7月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开展的调研结果,
 

采用了发放问卷及实地访

谈相结合的调研形式.
 

本次调研的对象指家庭含自有茶山的茶农,
 

可以是仅种植茶青,
 

也可以是种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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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半产品)、
 

也可以是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模式,
 

但不包括没有茶山(收购茶青、
 

半成品茶等)的企

业,
 

如八马企业等.
结合武夷山市资源分布及茶产业发展现状,

 

针对当地茶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设计思路,
 

调查问卷

主要分为3个部分:
 

①
 

茶园生产信息,
 

包括种植茶树品种、
 

种植面积、
 

生产设备及种植技术等;
 

②
 

茶农个

人信息,
 

包括性别、
 

年龄、
 

学历、
 

家庭收入及劳动力情况等;
 

③
 

茶农职业培训情况,
 

包括是否参加过相关培

训、
 

培训内容和效果、
 

培训需求等.
 

本文对福建省武夷山市285户种茶农户进行抽样调查,
 

剔除信息不完

全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251户,
 

样本有效率为88.07%.
 

采用Stata
 

15数据分析软件对本次问卷的调研

结果进行数据分析,
 

调查样本特征可以满足统计分析的基本要求.
2.2.2 设置变量

1)
 

因变量

因变量包括茶农参与培训行为的二分变量及参加培训的茶农其家庭年收入的连续变量.
2)

 

核心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上文提到的新型职业农民所包含的4个核心要素,
 

即文化素质、
 

专业技能、
 

经营管理、
 

职业道德.
3)

 

控制变量

通过梳理文献,
 

本文对农户性别、
 

年龄、
 

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
 

家庭农业年总收入等个人及家庭特征

有可能影响茶农收入的因素进行控制.
 

有关变量及描述性统计分析情况见表4.
表4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赋值及说明 平均值 标准差

个人特征 Q1性别 受访者的性别:
 

1=男,
 

0=女 0.633 0.483

Q2年龄
受访者年龄:

 

1=18~25,
 

2=26~35,
 

3=36~45,
 

4=
46~55,

 

5=56以上
3.49 1.071

Q3
 

从事涉茶农业年限
1=小于5,

 

2=5~10,
 

3=11~15,
 

4=16~20,
 

5=21
以上

2.71 1.192

Q4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 1=1~2,
 

2=3~5,
 

3=6~8,
 

4=9及以上 2.343 0.935
 

0

Q5家庭农业年总收入
1=10万及以下,

 

2=11万~20万,
 

3=21万~30万,
 

4=31万~40万,
 

5=41万以上
2.45 1.142

文化素质 Q6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含中专),
 

4=大专,
 

5=本科,
 

6=硕士及以上
2.47 1.404

专业技能
Q7是否参加过涉茶技能

培训
1=是,

 

0=否 0.837 0.370

经营能力
Q8是否实现茶产业全产

业链

这里指的产业链主要包括种植、
 

加工、
 

销售环节,
 

1=
是,

 

2=否
1.45 0.498

Q9茶园种植面积
1=10(667

 

m2)及以下,
 

2=11~20(667
 

m2),
 

3=21~

30(667
 

m2),
 

4=31~40(667
 

m2),
 

5=41(667
 

m2)以上
2.57 1.202

培训情况 Q10培训满意度

参加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回答此题,
 

1=非常满意,
 

2=比较满意,
 

3=介于两者之间,
 

4=不太满意,
 

5=
不满意

2.54 1.283

Q11是 否 还 会 参 加 类 似

职业培训
1=是,

 

2=否 1.27 0.446

Q12培训费用
1=免费,

 

2=100元及以下,
 

3=101~500元,
 

4=501~
1

 

000元,
 

5=1
 

001元以上
2.78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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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
 

男性户主159人,
 

女性户主92人.
 

分析原因:
 

随着福建省武夷山市茶叶生产专

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对劳动力及生产决策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而男性户主相较于女性户主掌握更多的

茶叶种植决策.
 

茶农的主要年龄分布在35~45岁之间.
 

调查茶农的文化结构可知,
 

小学及以下的茶农占

27.49%,
 

具有初、
 

高中文化程度的茶农占50.2%,
 

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茶农占22.31%.
 

调查还发

现,
 

农户的茶园总面积集中在10~30(667
 

m2)之间;
 

茶农家庭总收入多数集中在10~30万元范围内.
 

由此

可见,
 

武夷山市茶农年轻化趋势明显,
 

教育水平明显较高,
 

并且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
 

茶产业成为武夷山

市茶农致富的支柱产业.
由表5可知,

 

参加培训组和未参加培训组之间差异比较明显.
 

参加培训的家庭收入均值明显高于未参

加培训的家庭,
 

t检验结果也显示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武夷山市茶农的收

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5 分组描述统计及t检验

变量
未参加培训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参加培训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t检验

您的家庭茶年总收入 41 1.415 0.774 210 2.648 1.094 -1.233***

茶园所在乡镇 41 2.780 1.956 210 3.490 2.001 -0.710**
 

茶园种植面积 41 1.561 0.673 210 2.771 1.184 -1.210***
 

性别 41 0.683 0.471 210 0.624 0.486 0.059

年龄 41 4.488 0.711 210 3.290 1.020 1.197***

受教育程度 41 1.683 0.687 210 2.629 1.456 -0.946***

从事农业年限 41 2.805 1.249 210 2.695 1.183 0.11

  注:
 

*,**,***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6可知,
 

在土壤耕作、
 

病虫害防治、
 

肥水管理、
 

鲜叶采摘等培训内容方面,
 

武夷山市茶农已参训和

期望参训的比例最为接近,
 

在其他培训内容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
 

在茶树修剪、
 

经营销售方面,
 

茶农期

望降低比例,
 

在茶叶加工、
 

仓储物流、
 

休闲旅游方面,
 

茶农期望增加比例.
 

近年来,
 

以武夷山市政府、
 

科研

院校、
 

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等为主办单位的培训形式百花齐放,
 

在培训内容上也各具特色,
 

但是,
 

信息不

对称,
 

造成培训委托方、
 

代理方及参训方对培训需求差异较大.
 

调查中发现,
 

武夷山市周边乡镇的茶农对

以政府为培训组织方更为青睐,
 

正岩区茶农则更倾向于以协会为培训组织方的培训.
 

分析其原因,
 

主要是

武夷山市核心茶产区集中在正岩区,
 

该产区地质主要为紫色砂砾岩,
 

是武夷山市岩茶品质最好的产茶区,
 

因此相较于政府主办的公益性培训,
 

该区域的茶农对以技能大师、
 

协会等主办的收费性培训更有意向.
 

可

见,
 

在培训内容上供给方与需求方存在差异,
 

H3假设得到验证.
表6 茶农已参训和期望参训内容

变量
已参训内容

频率 比例/%

期望参训内容

频率 比例/%
土壤耕作 105 17.98 104 17.42

肥水管理 79 13.53 92 15.41

茶树修剪 75 12.84 45 7.54

病虫害防治 95 16.27 98 16.42

鲜叶采摘 15 2.57 20 3.35

茶叶加工 65 11.13 89 14.91

仓储物流 16 2.74 71 11.89

经营销售 115 19.69 35 5.86

休闲旅游 19 3.25 43 7.20

总计 584 100.00 59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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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模型设定

Q7=α+β1 Q1+β2 Q2+β3 Q3+β4 Q6+β5 Q9+∑Place+μ (2)

由于因变量是否参加培训是二分类变量,
 

因此本模型使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
 

α为模型截距项,
 

β为变量

的待估系数,
 

也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部分.
 

∑Place为地区固定效应,
 

以控制地区遗漏变量对结果的影响.
 

μ 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Q5=α+β1 Q7+β2 Q1+β3 Q2+β4 Q3+β5 Q6+β6 Q9+∑Place+μ (3)

模型(3)研究参加培训对家庭年总收入的影响,
 

根据问卷对收入范围划分1~5个层次,
 

视作有序的分类变

量,
 

使用Order
 

Logit模型进行估计.

2.2.4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影响茶农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行为的因素分析

表7中列(1)显示了茶园种植面积对茶农是否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影响系数为1.479,
 

且在1%水

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列(2)增加性别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3)增加年龄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4)

增加受教育程度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5)增加从事农业年限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武夷山市茶农的性

别、
 

从事农业年限对其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决策并不显著;
 

茶园种植面积、
 

茶农受教育程度对参与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决策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茶农的年龄则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表7 茶农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决策分析

变量
(1) (2) (3) (4) (5)

是否参加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茶园种植面积 1.479*** 1.478*** 1.631*** 1.738*** 1.756***

(5.345) (5.342) (4.621) (4.218) (4.132)

性别 -0.185 -0.450 -0.424 -0.485

(-0.423) (-0.874) (-0.805) (-0.886)

年龄 -1.942*** -1.961*** -1.979***

(-4.628) (-4.238) (-4.293)

受教育程度 0.694*** 0.692**

(2.579) (2.519)

从事农业年限 -0.167

(-0.685)

截距项 -1.809*** -1.694*** 5.833*** 4.460** 4.995**

(-3.227) (-2.732) (2.893) (2.115) (2.294)

地区是否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251 251 251 251 251

卡方值 34.792 34.782 54.109 40.254 37.344

拟合优度 0.276 0.277 0.474 0.505 0.508

  注:
 

*,**,***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行为对茶农收入的影响性分析

表8中列(1)显示了是否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茶农收入的影响系数为2.854,
 

且在1%水平差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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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列(2)增加茶园种植面积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3)增加性别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4)

增加年龄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5)增加受教育程度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6)增加从事农业年限变量

并引入回归方程.
 

茶农受教育程度与茶农收入之间关系并不显著,
 

H1a验证不通过,
 

说明武夷山市茶农收

入并不因其受教育程度增高而增高.
 

结合表7的实证结果,
 

即在文化素质方面,
 

茶农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

倾向于接受技能培训,
 

但并不能显著提高收入.
 

武夷山市茶农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并无显著正向影响性的

主要原因可能有:
 

①
 

调研数据显示,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水平的武夷山市茶农占22.31%,
 

远高于全国

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的占1.2%(表1),
 

可见武夷山市茶农受教育程度本身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也间接说明了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性;
 

②
 

武夷山市良好的生态环境、
 

浓厚的技艺学习氛围以及显著的长

尾效应造就了茶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也给茶农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因此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影响武夷山

市茶农收入的主要因素.
 

参加培训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参加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家庭

收入,
 

H1b得到验证,
 

即在专业技能方面,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茶农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茶园种

植面积在p<5%水平上显著为正,
 

结合表7的实证结果,
 

说明茶园种植面积越大越有意向参加培训,
 

同

时收入也越高,
 

H1c得到验证,
 

即在经营管理方面,
 

茶园规模越大,
 

产业链越长,
 

茶农的收入也会相对

更高,
 

即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对收入回报产生正向影响.
表8 参与培训对家庭年总收入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家庭农业年总收入

是否参加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2.854*** 2.607*** 2.683*** 2.503*** 2.560*** 2.558***

(6.097) (5.351) (5.436) (4.973) (4.955) (4.930)

茶园种植面积 0.210* 0.226** 0.202* 0.213** 0.221**

(1.958) (2.110) (1.882) (1.969) (2.038)

性别 0.624** 0.609** 0.638** 0.646**

(2.448) (2.407) (2.489) (2.523)

年龄 -0.184 -0.220* -0.224*

(-1.598) (-1.870) (-1.906)

受教育程度 -0.104 -0.108

(-1.117) (-1.148)

从事农业年限 -0.083

(-0.783)

地区是否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251 251 251 251 251 251

卡方值 41.145 41.900 46.929 49.073 48.388 48.270

拟合优度 0.089 0.094 0.103 0.106 0.108 0.109

  注:
 

*,**,***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3 内生性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为了解决参加培训与家庭收入之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
 

即茶园收入较高的家庭,
 

茶园面积更大,
 

更重

视对茶园种植的培训机会,
 

本研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检验.
 

该种方法不仅可以控制内生性问题,
 

还

可以有效控制样本的选择偏差(表9、
 

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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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具体步骤为:
 

①
 

建立以是否参加培训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
 

选择茶园种植面

积、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从事农业年限作为协变量.
 

②
 

通过回归计算出每一个家庭的倾向得分,
 

然后将处理组与控制组按倾向得分值进行匹配.
 

③
 

匹配后进行平衡性检验,
 

判断处理组与控制组匹配

效果的有效性.
表9 PSM平衡性检验

变量
匹配前:

 

U

匹配后:
 

M

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偏差/

%

降低偏差/

%

t检验

t p>|t|
茶园种植面积 U 2.771

 

4 1.561 125.7 6.34 0.000

M 1.974
 

7 1.743
 

7 24 80.9 1.78 0.078

性别 U 0.623
 

81 0.682
 

93 -12.4 -0.72 0.474

M 0.658
 

23 0.537
 

97 25.1 -103.4 1.54 0.125

年龄 U 3.290
 

5 4.487
 

8 -136.2 -7.18 0.000

M 4.088
 

6 3.970
 

5 13.4 90.1 0.94 0.349

受教育程度 U 2.628
 

6 1.682
 

9 83.1 4.07 0.000

M 1.835
 

4 1.832
 

3 0.3 99.7 0.02 0.981

从事农业年限 U 2.695
 

2 2.804
 

9 -9 -0.54 0.591

M 2.746
 

8 2.918
 

8 -14.1 -56.8 -0.8 0.425

  注:
 

*,**,***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0 PSM配对成功后再次回归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家庭农业年总收入

是否参加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2.709*** 2.709*** 2.831*** 2.827*** 2.673*** 2.691***

(4.889) (4.839) (4.702) (4.673) (4.470) (4.648)

茶园种植面积 0.000 0.032 0.035 0.139 0.123

(0.001) (0.148) (0.161) (0.619) (0.528)

性别 1.042** 1.040** 1.022** 1.027**

(2.491) (2.442) (2.372) (2.383)

年龄 -0.010 -0.157 -0.142

(-0.035) (-0.540) (-0.492)

受教育程度 0.398 0.395

(1.492) (1.493)

从事农业年限 0.053

(0.343)

地区是否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卡方值 32.432 32.436 33.316 33.448 38.363 42.072

拟合优度 0.133 0.133 0.154 0.154 0.164 0.164

  注:
 

*,**,***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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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次调研的对象按照参训与否定义为处理组和控制组,
 

根据表9的PSM 平衡性检验结果可知,
 

处

理组和控制组在匹配前组间变量均值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匹配后组间差异不显著,
 

说明匹配效果较好,
 

即

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在模型变量匹配后均衡可比,
 

通过PSM 得到的配对成功样本可以有效消除样本之间

的系统性差异[48],
 

满足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假设.
使用配对成功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分析,

 

检验参加培训是否依旧有助于增加收入.
 

通过PSM 配对成

功的样本共计115个,
 

其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
 

列(1)显示了是否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茶农收入的影

响系数为2.709,
 

且在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列(2)增加茶园种植面积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

(3)增加性别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4)增加年龄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5)增加受教育程度变量并引

入回归方程,
 

列(6)增加从事农业年限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培训与家庭收入之间的潜

在内生性问题后,
 

使用配对成功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分析,
 

是否参加培训依旧能够显著促进家庭收入提

高,
 

说明考虑到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后,
 

参加培训依旧能够显著地增加家庭收入.
2.4 稳健性检验

为了再次检验本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使用OLS模型对上面模型再次进行估计(表11),
 

列(1)显示了

是否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茶农收入的影响系数为1.219,
 

且在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列(2)增

加茶园种植面积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3)增加性别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4)增加年龄变量并引入回归

方程,
 

列(5)增加受教育程度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列(6)增加从事农业年限变量并引入回归方程.
 

结果显示参

加培训依旧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收入,
 

分析结果与前述的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
表11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家庭农业年总收入

是否参加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1.219*** 1.049*** 1.057*** 0.965*** 0.986*** 0.976***

(8.276) (6.183) (6.181) (5.191) (5.185) (5.168)

茶园种植面积 0.134** 0.143** 0.131** 0.136** 0.139**

(2.187) (2.374) (2.214) (2.290) (2.347)

性别 0.340** 0.325** 0.336** 0.338**

(2.537) (2.446) (2.510) (2.521)

年龄 -0.087 -0.106 -0.109

(-1.363) (-1.596) (-1.645)

受教育程度 -0.051 -0.053

(-0.991) (-1.007)

从事农业年限 -0.043

(-0.793)

截距项 1.386*** 1.196*** 0.960*** 1.369*** 1.521*** 1.653***

(10.173) (6.856) (4.971) (4.064) (4.184) (4.276)

地区是否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251 251 251 251 251 251

卡方值 11.208 9.906 9.319 8.612 7.661 6.972

拟合优度 0.186 0.202 0.222 0.228 0.231 0.233

  注:
 

*,**,***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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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基于武夷山市统计年鉴及25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实证探讨了武夷山市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对提高茶农劳动力素质、
 

增加茶农收入的显著影响性,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其对提升

武夷山市现代化茶产业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
 

研究结论:
 

①
 

总体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人才对地方茶产业的

生态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茶农在生产种植方式上逐渐由高化肥、
 

高农药向绿色

种植方式转变,
 

而低农药、
 

低化肥的绿色种植方式并不会降低产量、
 

减少收益.
 

②
 

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对新型职业茶民的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从调研数据结合实地访谈来看,
 

武夷山市茶农收入在福建省茶

农范围内走在前列.
 

近年来,
 

以政校行企等为主办单位的培训形式百花齐放,
 

形成了良好的职业技能培训

氛围,
 

技能培训与武夷山市茶农的上、
 

中、
 

下游供应链紧密相连,
 

形成了良性循环的茶产业生态链,
 

让每个

节点参与者都能获利.
 

③
 

在培训内容上供给方与需求方存在差异.
 

对于培训需求,
 

培训委托方、
 

代理方与

参训方所掌握的信息存在差异,
 

掌握着获取信息主动权的参训茶农对自身职业培训的需求更为了解,
 

而政

府作为委托方,
 

培训机构作为代理方,
 

如此形成的培训内容存在多层次信息不对称问题,
 

进而导致了培训

供求差异.
 

④
 

培训内容和形式成为茶农是否愿意再次参训的关键因素.
 

分析原因是由于武夷山市茶农新生

代崛起,
 

年轻的一代武夷山市茶农受教育程度提高,
 

对培训内容和形式有着更高的要求.

3.2 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从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匹配角度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标准要素应包括4
个方面,

 

分别为文化素质、
 

专业技能、
 

经营管理及职业道德.
 

肯定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仅表现为农民收

入的增加,
 

还体现在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上.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从4个方面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1)
 

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随着科技的快

速发展,
 

智慧元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迫切需要高素质的职业化农民.
 

培养更多具有较高学历层次的新

农人,
 

留住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农村青年是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支撑.

2)
 

提升农民专业技能.
 

即使是同一个地市,
 

不同茶山、
 

不同区域的茶农对培训的需求也不相同,
 

政府

在制定地方整体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划时,
 

需要走进田间、
 

加工企业及销售门店等农业全流程、
 

全链条,
 

通过对已参训及未参训农民进行调研的方式调整培训课程内容,
 

还可以改变原来农民主体在参与、
 

设计培

训内容及模式过程中的缺失现状,
 

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培训资源浪费,
 

制定出适宜的培训计划.

3)
 

加强经营管理水平.
 

受武夷山市茶农家庭经营规模小而分散现象的影响,
 

茶农决策具有分散性、
 

个

体性,
 

导致武夷山茶难以面对市场,
 

更难像安徽绿茶、
 

福鼎白茶、
 

安溪铁观音等名优茶那样走出国门.
 

因

此,
 

地方政府应根据武夷山市核心茶产区面积少,
 

普通茶产区面积大的实际情况,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

程中,
 

一方面应加强每667
 

m2 产量和规模经营的培训内容,
 

另一方面需增加茶旅实践课程,
 

提高茶农对服

务带动型茶园的认知和管理水平,
 

进而多渠道增加茶农收入.

4)
 

强化农民职业道德.
 

近年来,
 

武夷山市茶园建设的生态化、
 

有机化正大步迈进,
 

但是仍然存在大量

农资店销售草甘膦、
 

甲胺磷等环境不友好型农药,
 

茶农作为理性经济人,
 

在面对可选择性的农资物料时,
 

一定会追求成本最低、
 

效率最高的产品,
 

因此从道德角度要求茶农自发购买高价格、
 

低效率的环境友好型

农资不现实,
 

这也造成了武夷山市正岩茶山土壤一定程度的钝化.
 

本文建议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设置职

业道德课程,
 

利用培训时机对茶农进行法制法规宣讲,
 

提高茶农的职业道德,
 

带动地区特色农产品提档升

级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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