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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public goods perform a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ealization 
which possesse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easants. However, it’s not a sound solution for the gov-
ernment to provide all the rural public goods through transfer pay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bal-
ance between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demand, it is plausible to adopt different means in-
cluding peasants’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studies on the willingness of peasants’ par-
ticipation in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at the basis of statistical data. The result shows that pea-
sants’ age, educational level, cultivated land area, settlement tendency and government input ex-
ert affect their willingness for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participat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suggests acceleration of public policy to achieve satisfying result in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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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农村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农村公共品供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但由于供给约束问题，

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无法满足所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需求。为了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供需均衡，不仅需

要国家相关政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还需要撬动农村社会的一切力量，其中就包括农民的主动参与。文

章基于对河南省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因素进行了

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年龄、文化水平、耕地面积、定居倾向、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等对农民参

与供给具有影响。其中耕地面积、定居倾向和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的影响尤其显著，反映了农村

发展预期和国家政策激励对于农民农村公共品参与供给的积极推动作用。文章认为，为进一步解决我国

的三农问题，相应公共政策制定与完善应该强调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内生机制，注重农民的参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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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和共享五个发展理念，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这就需要在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品质结构的调整方面引起足够重视，并且通过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解决上述

问题。而作为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物质助力，农村公共品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

效益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更是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范围内为乡

村社会居民所消费的带有公共品性质的社会产品；其需求由农民个体和群体发出，而其供给却对政府和

社会的资源具有极大的依赖性[1]。从上述概念不难看出，由于农村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

完全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产品供给不太可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各级政府主导实施。省级财政虽然

可以为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转移资金，但完全依托省级财政来解决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可能性很小。进

入 21 世纪，国家对农村地区投入大量资金，有效推动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但与农民实际需求意愿相比

还存在较大差距，进而形成了结构性与区域性不平衡问题[2] [3]。因此，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建立合适

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在农村社会结构持续变化、农村利益格局不断重构的情况下至关重要。 

2. 文献回顾 

目前，国外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研究、需求特征研究、供给实证研

究和供给效率研究等。Gilles 和 Stephane 认为个人提供公共品缺乏效率，政府应承担责任[4]。在此基础

上，Robert 和 Klaas 提出可利用增加转移支付来解决农村公共资源短缺问题[5]。不同于政府导向型农村

公共品供给策略，Simon 和 Ravi 倡导在居民之间公共需求有重叠的前提下，通过协作自费的形式提供农

村公共品[6]。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农村公共品的研究较多，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公共品的概念及本质属

性、农村公共品的含义及特征、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农村公共品供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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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思路、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绩效评估等。在对农村公共品概念化的基础上，张士云等认为公共产品的

投入能够降低私人的生产成本，刺激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边际产量，对农业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7]。陈思源等构建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评价体系，实证掌握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的变化趋势[8]；余

丽燕和曲延春倾向于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政府承担责任机制，并肯定了“一事一议”

在当前提供农村公共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9] [10]；而张益丰等提出通过发展农村综合型合作社形成农村

准公共品供给新渠道[11]；蔡起华等分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因素，认为社会网络关系嵌入与农村公

共品供给密切相关[12]。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讨，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供

给制度变迁、现状困境和对策建议等方面，侧重于政策导向，具有微观性、技术性特征，其理论与方法

对后续研究具有总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国外学者关于农村公共品领域

研究成果均以经济较为发达、城乡发展较为均衡的大环境为背景，而中国还处于转型经济阶段，无论是

公共品供给方式还是供给特点都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二是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农村公共品供给，

但大都是从外部视角进行阐释，忽缺乏全面视角和宏观战略的方向性建构。由此，通过引入新的理念来

探究农村社区公共品的现实逻辑和未来指向具有填补理论空白的意义。 

3. 研究假设 

农村公共品供给是基于需求的行为过程，根据行为科学理论，行为源于动机，动机源于需求，而需

求离不开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13]。因此，人的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基于已有理论

和前述学者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探讨，文章选择农民微观因素国家政策宏观因素作为农村公共品供给

农民参与意愿的待检验因素。农民微观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耕田面积、收入和定居倾向，这些因

素可能会对农民是否愿意参与公共品供给产生影响；宏观环境包括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社会保障和政

府投入。 

4.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 样本描述性统计 
文章以河南省农民为调查对象，于 2017 年上半年采用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在河南省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17 份，有效回收率为 72%。问卷根据文章的研究目的和以往相

关研究设计，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农民微观个体层面(年龄、文化程度、耕田面积、收入、定居倾向)
和宏观政策层面(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社会保障、政府投入)。 

(二) 计量模型与实证检验 
1) 模型构建 
农民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态度有两种情况，一是愿意参与，二是不愿意参与供给，显然因变量是一

个二分变量，所以本文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14]。 

1ln
1

m
i ii

P
P

α β χ
=

  = + − 
∑                                  (1) 

(1)式中，α 为常数项，m 为自变量的个数， iβ 是自变量的系数，表示自变量 iχ 每变化一个单位，农

民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自然对数值。 
2) 估计结果与分析 
文章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样本进行 Logistic 回归处理，结果如表 2 所示。 
根据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 1)，可以看出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不同年龄段的农民态度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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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for investigated samples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有参与供给意愿 无参与供给意愿 

Chi2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微观层面 

年龄 

<20 岁 9 4.1 28 12.9 

7.356 20 岁~60 岁 21 9.7 73 24.4 

>60 岁 5 2.3 91 41.9 

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 4 1.8 91 41.9 

26.500 
初中 10 4.6 86 39.6 

高中或中专 19 8.8 4 1.8 

大专及以上 2 0.9 1 0.5 

性别 
男 28 12.9 89 41.0 

0.021 
女 7 3.2 93 42.9 

耕田面积 

<3 亩 10 4.6 96 44.2 68.716 

3 亩~10 亩 22 10.1 85 39.2  

>10 亩 5 2.3 1 0.5  

年收入 

<1 万 4 1.8 87 40.1 

62.315 1 万~2 万 13 6.0 80 36.9 

>2 万 18 8.3 15 6.9 

 
定居倾向 

农村 31 14.3 39 18.0 

76.421 城镇 4 1.8 108 49.8 

城市 0 0 35 16.1 

宏观层面 

户籍政策 
反对 21 9.7 123 56.7 

0.908 
赞成 14 6.5 59 27.2 

土地政策 
反对 27 12.4 134 61.8 

24.487 
赞成 8 3.7 48 22.1 

现有社会保障 
满意 25 11.5 57 26.3 

45.396 
不满意 10 4.6 125 57.6 

政府对农村 
公共品投入 

满意 9 4.1 63 29.0 
26.728 

不满意 26 12.0 119 54.8 

 
年纪越大，参与供给意愿越强烈，这可能由于目前留守农村劳动力多为老年人，年轻人大多数选择外出

打工，因此对于农村公共设施没有强烈依赖意识；农民文化水平越高，耕地面积越多，公共品参与供给

意愿越强烈，说明在文化程度、耕地与供给之间存在农业生产层面的强关系；定居倾向、户籍政策、土

地政策对于农民参与供给意愿也存在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目前除了生计考量之外，越来

越注重生活质量与发展前景；现有社会保障与政府投入对于农民公共品参与供给意愿也产生一定影响，

这在无形中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农民越来越关注政府政策导向，农业生产也更加具有目标性与可操

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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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表 2 中，−2Loglikelihood 统计量表示对数似然函数的 2 倍，其数值越小意味着模型拟合有度越高，

表中的拟合结果为 36.427，数值比较理想。此外，Cox & SnellR2 统计量与 Negel Kerke R2 统计量数值分

别是 0.578 和 0.912，表明揭示了解释变量以上的变动。因此，该模型整体预测结果较满意。 
(三) 结论与讨论 

表 2 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在 10%的显著水平下，诸如年龄、文化水平、性别、家庭耕地面积、

年收入、定居倾向、土地政策、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和现有社会保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1) 微观个体因素中的年龄、文化水平、性别、耕地面积、年收入和定居倾向对于农民参与农村公共

品供给意愿影响显著，其中耕地面积与定居倾向的影响尤其显著，这是因为农村公共品中的主要项目，

诸如农田水利、道路等与耕地联系比较紧密，农民对于以上公共品的依赖性较强，有较强烈的意愿提高

供给效率，进而实现耕地收益最大化。由于现在耕地数量比较少，只有一小部分农户通过租种土地实现

了规模化，其对于农田水利的需求较大，参与公共品供给效率意愿比较大；定居倾向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农民的定居倾向对于其是否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有较大影响，这是由于农村中的许多中青年劳动力

选择外出打工，其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减弱，与农村的纽带仅限于春节回家过年，因此对于公共品供给参

与热情不高。相比较而言，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推进，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城镇或城市作为理

想养老地，无形中降低了对农村公共品的期望，也就自然认为没有必要参与供给，因为无法获得预期回

报。除了耕地面积和定居倾向之外，农民的年龄、文化水平、性别和年收入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是

否愿意参与公共品供给的决定。相比较而言，年龄越小，文化水平越高，年收入越多的男性比较倾向于

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这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年龄小的农民对于农村公共品的实际使用年限

较长，文化水平高的农民更加能够清楚认识到现如今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噬待解决的问题，而年收入

越多则意味着其具备一定的参与公共品供给成本。 
 
Table 2. Estimates of regression parameters and significance test 
表 2. 回归参数估计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 

自变量 β Wald 值 Exp(β) 

年龄(x1) −2.136* 2.657 0.095 

文化水平(x2) 2.736** 6.704 12.673 

性别(x3) −2.935* 2.381 7.065 

健康情况 −0.493 0.112 0.417 

家庭耕地面积(x4) 4.327*** 6.576 10.864 

年收入(x5) 5.073** 4.740 61.357 

定居倾向(x6) −2.318*** 7.608 1008.642 

土地政策(x7) 1.107** 4.361 5.478 

户籍政策 −0.625 0.538 0.363 

政府公共品投入力度(x8) 4.065** 5.468 87.864 

现有社会保障(x9) 1.588** 4.352 6.378 

常量 −18.640 4.340 0.000 

−2Loglikelihood 36.427 

Cox & Snell R2 0.578 

Negel Kerke R2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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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宏观因素中的土地政策、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和现有社会保障对于农民参与农村公共品供

给意愿影响显著。通过回归系数值不难发现，政府对于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对其参与意愿具有明显正向

影响。政府对于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越大，说明政府越重视农业生产，无形中会加强农民继续从事农业

生产的信心，其越有决心参与到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在 5%显著水平下，土地政策态度具有正向影响，说

明如果农户对于现有土地政策态度越加积极，其参与公用品积极性就会越高，主要是土地现如今已经不

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源泉，大部分劳动力可以选择从事工业或服务业，因此土地政策必须具备足够的

吸引力才可以打动这部分农民继续投资农业，否则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这部分人口红利可能会呈

现从农村净流出状态。除此之外，现有社会保障也是农民考虑是否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考虑因素之一。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工农业剪刀差，农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其发展受不到足够重视，社会保障相对于

城市来说呈现非平衡状态，导致很多农民对农业和农村缺乏足够信心。如果在社会保障方面可以实现城

乡一体化，农民就业比较有信心投资农业及其相关公共产品。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主要结论 
通过分析表明，农民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9 个，分别是年龄、文化水平、性

别、耕地面积、年收入、定居倾向、土地政策、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和现有社会保障。 
(二) 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国家政府投入是主要供给源泉，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这种外部力量往往

不可能包揽下所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更无法满足不同地区对于农村公共品的复杂要求。通过发现和挖

掘农民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参与度，进而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 
1) 鉴于农民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主要受到对于农村发展预期的影响，政府应当加大农村地区公

共品投入力度，无论是土地政策的实施还是政府的转移支付方面，都要率先考虑农民的切实利益，努力

营造农村向好性发展氛围，把农村生活生态与生产生态有机结合，使农民具备足够的信心长期投入农业

生产并且进行长远性农业投资。 
2)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鼓励农民在主动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时优先考虑种植绿色优质

农产品的可行性，在农村公共品的辅助下实现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创建，进而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

竞争力，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效用最大化。 
3) 通过文化建设提高农民主人翁意识，让农民切实理解农村公共品供给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增强

农民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同时也需要有号召力的各级政府以身作则，加深农民之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

相互沟通与协作，整合各种潜在资源，在良性博弈中实现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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