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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基于山东省 ５０６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ꎬ结合规模经济理论ꎬ构建半对数模型研究“一户一田”对小麦生

产成本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１)“一户一田”与小麦生产成本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ꎬ即实施“一户一田”能够显著降

低小麦生产成本ꎮ (２)实施“一户一田”主要降低小麦生产人工成本和机械成本ꎬ而对土地成本和农资成本无显著

影响ꎬ且不同地区对小麦生产成本影响存在差异ꎮ (３)在选用村干部任职年限作为“一户一田”的工具变量和进一

步筛选样本后实证结果保持稳健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ꎬ从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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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ꎬ按农户人口平均分配耕地ꎬ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

产积极性ꎬ释放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红利ꎬ推动了农

业生产力的发展ꎬ但也造成了农地细碎化问题ꎬ即单

个农户拥有多块土地ꎬ大多面积较小且彼此互不相

连[１]ꎮ 农地细碎化会增加农业生产成本[２]、降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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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效率[３]、减少农户收入[４]ꎮ 各地通常利用土地流

转和土地整治化解农地细碎化问题ꎬ但均有一定局

限性[５]ꎮ
为更好地治理农地细碎化ꎬ提高粮食生产效率ꎬ

安徽省怀远县和蒙城县[６]、陕西省榆阳区[７]、河南

省民权县[８]、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９]、湖北省沙

洋县[９￣１１]、广东省清远市[１２]等一些村组借助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和当地农地大调整契机ꎬ通过实施“一
户一田”一定程度上治理了农地细碎化问题ꎮ “一
户一田”是指村集体通过土地“打乱重分”大调整实

现地块整合ꎬ由原来每户分配多块不同位置、面积相

对较小的承包地改为分配一块集中的大面积承包

地ꎮ 虽各地对此称呼略有不同ꎬ本文为方便论述将

符合上述定义的农地细碎化治理实践统称为“一户

一田”ꎮ
“一户一田”在缓解农地细碎化的同时ꎬ对粮食

生产成本会产生一定影响ꎮ 安徽省怀远县实施“一
户一田”后ꎬ年度生产成本 １ ｈｍ２降低 ７５０ 元以上ꎬ
户均节省成本１ ０００多元[５]ꎮ 河南省民权县实施“一
户一田”后ꎬ生产成本每年 １ ｈｍ２节约１ ５００元ꎬ李楼

村仅小麦收割一项ꎬ全村节约１.５×１０４ 元ꎮ 湖北省

沙洋县实施“一户一田”后ꎬ６１个水稻种植户机收费

用同比下降约 １ ｈｍ２ １８ ５８９ 元[９]ꎮ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沙湾县土地整合后 １ ｈｍ２节约劳力 ５ ４ 个[１３]ꎮ
“一户一田”能够降低粮食生产成本ꎬ但经营规模、
地块规模、农地细碎化对生产成本的影响并不一致ꎮ
在经营规模方面ꎬ许庆等[１４]、李文明等[１５]、唐轲

等[１６]研究结果表明经营规模对粮食生产成本具有

负向影响ꎬ张晓恒等[１７]发现单位产量生产成本随经

营规模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ꎮ 郭阳等[１８]研究

结果表明水稻和玉米的单位产量成本与地块面积之

间呈“倒 Ｕ”型关系ꎮ 在地块规模方面ꎬ顾天竹等[１９]

研究了小麦、玉米和水稻 ３种作物后发现ꎬ水稻单位

产量生产成本随地块规模的扩大而递减ꎬ而小麦和

玉米单位生产成本与地块规模呈“正 Ｕ 型”关系ꎮ
吕挺等[２０]也获得地块层面规模经济明显存在的结

论ꎮ 在农地细碎化方面ꎬ卢华等[２１]、王嫚嫚等[２２]等

学者均用辛普森指数表示农地细碎化程度ꎬ辛普森

系数越高ꎬ即农地细碎化越严重ꎬ农业生产成本就越

大ꎮ 杨慧莲等[２３]发现“规模大户”单位产量总成本

随着地块数量的增加而上升ꎮ
上述研究结论均有支持证据ꎬ但依旧存在较大

扩展空间ꎮ 一方面ꎬ“一户一田”实施地点具有分散

性ꎬ受制于调研难度ꎬ关于“一户一田”对于生产成

本影响的研究均为案例分析ꎬ尚无关于“一户一田”
对生产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ꎬ亦未对生产成本各分

项成本进行详细分类ꎮ 另一方面ꎬ经营规模、地块规

模等相关研究结论随粮食品种和规模不同而存在差

异ꎬ尚未形成统一结论ꎮ 因此“一户一田”能否降低

山东省小麦单位产量总成本? 主要影响哪些分项成

本? 会引致多大程度的影响? 不同地区对农户的影

响是否存在差异? 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实证检

验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在借鉴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ꎬ
利用山东省 ５０６ 个农户的一手调研数据ꎬ实证分析

“一户一田”对小麦单位产量生产总成本和各分项

成本的影响ꎬ探讨不同地区农户影响的异质性ꎬ进而

为促进中国粮食生产节本增效、进一步释放土地制

度改革红利提供决策参考ꎮ

１　 理论分析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２４]中的定

义ꎬ考虑在既定的(不变的)技术条件下ꎬ若在某一

规模区间下单位产品成本递减(或递增)ꎬ该区间则

存在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ꎮ 当规模很小时ꎬ农
户扩大经营规模或地块规模能够获得规模经济的好

处ꎬ而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ꎬ农业生产可能会进

入规模不经济阶段ꎮ
实施“一户一田”是将农户细碎地块进行整合ꎬ

虽未扩大农户地块总规模ꎬ但增加了单一地块的面

积ꎬ有可能在地块层面形成规模经济ꎮ 顾天竹等[１９]

认为地块层面形成规模经济主要是由于特定要素投

入的不可分性ꎮ
一是要素转移成本的不可分性ꎮ 在劳动力投入

方面ꎬ若地块过于细碎ꎬ劳动者需在家和地块之间、
不同地块之间往返奔波ꎬ大量时间会消耗在移动过

程中ꎬ导致人工成本处于高位ꎮ 在农业机械移动方

面ꎬ其燃油费用与地块间移动距离成正比ꎮ 若地块

过于分散ꎬ在农业生产中将有大量燃油费用消耗在

移动途中ꎬ单位面积所分摊的机械费用较多ꎮ 实施

“一户一田”后ꎬ农业机械移动距离会显著减少ꎬ进
而影响单位产量机械成本ꎮ 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

资料运输成本也与之相似ꎮ
二是生产作业成本的不可分性ꎮ 农业机械在

田间作业时ꎬ作业宽幅和调转方向所消耗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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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燃料是固定的ꎮ 若地块过于零碎ꎬ农业机械会

在作业时表现出频繁转向、移动困难的特征[２５] ꎬ降
低机械使用效率ꎬ增加人力和燃料成本ꎮ 实施“一
户一田”后ꎬ农户可采纳高效率的大型机械进行作

业ꎬ机械调转成本也会明显减少ꎬ单位面积分摊的

作业成本便会降低[２０] ꎮ 但随着社会化服务组织的

发展ꎬ农业机械利用方面的规模经济可能逐步被

转移到农户外部而非农户层面的内在经济ꎮ 当同

一村组土地或同一大片土地由一位农业机械驾驶

员负责统一作业时ꎬ虽然农户地块细碎分散但若

它们属同一大片地块ꎬ就不会造成机械效率的降

低ꎮ 此时ꎬ实施“一户一田”可能对于机械成本影

响较小ꎮ
三是生产设施投资的不可分性ꎮ 细碎地块上

投资难度大、成本高ꎬ农户投资生产设施意愿较

低[２６] ꎮ 灌溉用井、排灌沟渠及机耕道路等生产设

施建设起步成本高ꎬ总成本固定或呈阶梯式增加ꎬ
分摊固定成本地块面积越大ꎬ单位面积和单位产

量分摊成本就越少ꎮ 例如ꎬ在灌溉条件较差地区

的农户有修建机井等设施需求ꎬ但若地块分散到

不同位置ꎬ农户则需修建多口机井方能达到方便

灌溉目的ꎬ修建成本高且外部性强ꎮ 实施“一户一

田”后ꎬ农户只需修建一口机井便可满足灌溉需

求ꎬ生产设施投资意愿便可能增强ꎬ进而降低灌溉

等环节生产成本ꎮ
地块规模经济因不同地区特征表现出一定

差异ꎮ 一是调研地区既有地块规模ꎮ 若当前地

块较小ꎬ规模经济效果会更为明显ꎬ但若调研地

区地块面积已经较大ꎬ规模经济就会减弱甚至出

现规模不经济ꎮ 比如ꎬ东北三省每户虽也有多块

土地ꎬ但面积都较大ꎬ整合一起未必能形成明显

的规模经济ꎮ 二是要素相对价格ꎮ 不同地区生

产要素价格特别是人工成本是影响要素选择的

重要因素ꎬ不同调研地区要素价格不同就会导致

规模经济效果不同ꎮ 三是可供选择的技术ꎮ 若

调研地区生产技术较为先进ꎬ可以改进出与地块

匹配的生产技术和机械ꎬ地块规模特征就会受到

影响ꎮ 若调研地区使用的农业机械更加适合小

地块ꎬ那么地块规模经营特征就会减弱ꎮ 四是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ꎮ 若社会化服务组织

对某一片区作物进行统一技术指导以及收割等

作业ꎬ就可以避免农业机械在不同田块间移动的

效率损失ꎮ 综上所述ꎬ调研地区是否存在地块规

模经济以及多大程度上存在地块规模经济需要

进行实证测量ꎮ

２　 实证模型及数据说明

２.１　 模型设计与指标设定

许庆等[１４]利用 Ｒ２和 Ｆ 值ꎬ通过对比分析ꎬ得出

半对数模型是较线性模型和双对数模型更适宜进行

粮食成本分析的模型ꎮ 本研究借鉴李文明等 [１５]、
王嫚嫚等[２２]的研究结果ꎬ设置模型如下:

ｌｎＣｉ ＝ α０ ＋α１Ｔｒｅａｔｉ ＋α２ Ａｇｅｉ ＋α３ Ａｇｅ２ｉ ＋α４ Ｅｄｕｉ ＋α５
Ｔｒａｉｎｉ＋α６Ｆｎｕｍｉ＋α７ｌｎＬａｎｄｉ＋α８Ｌｑ＋γ１Ｃｏｕｎｔｙ＋μｉ

其中ꎬ ｌｎＣ ｉ 表示第 ｉ 个农户小麦生产的 ＴＣ ｉ

(总成本) 、ＬＣ ｉ(人工成本ꎬ包括雇工费和家庭用

工折算成本) 、ＬＤＣ ｉ(土地成本ꎬ包括流转土地和

家庭自有土地折算成本) 、ＭＣ ｉ(农业机械成本ꎬ包
含农业机械折旧、燃油费和机械服务费等) 、ＡＭＣ ｉ

(农资成本ꎬ包括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成本) ꎮ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附录一主

要指标解释ꎬ家庭用工折价反映的是家庭劳动用

工投入生产的机会成本ꎬ家庭用工折算成本 ＝家
庭用工量×劳动日工价 [２７] ꎮ 本研究利用农产品

成本核算法ꎬ某年农业劳动日工价 ＝本地上年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本地上年乡村人口数 /本地

上年乡村从业人员数) /全年劳动天数( ３６５ ｄ) ꎮ
由于本地乡村从业人员数省市层面不再公布ꎬ本
研究用全国范围乡村人口数和乡村从业人员数

比进行替代ꎮ 结合 Ｊ 市和 Ｄ 市人均纯收入值ꎬ计
算出的山东省 Ｊ、Ｄ 两市农业劳动日工价分别为

２６ ６５ 元、２４ １７ 元ꎮ
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为 Ｔｒｅａｔꎬ即是否实施“一

户一田”ꎮ 若村组集体通过统一土地调整实施地块

整合ꎬ即每家只分一整块土地ꎬ则为实施“一户一

田”ꎮ 除核心解释变量外ꎬ考虑单位产量成本还受

其他因素的影响ꎬ在实证分析中分别加入家庭特征、
农地特征和地区特征变量ꎬ以尽可能减缓遗漏变量

偏误ꎮ 具体见表 １ꎮ
农户经营不同类型粮食作物时生产成本投入可

能存在较大差异ꎬ因此本文在实证部分仅就“一户

一田”对小麦生产成本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ꎮ 为尽

可能避免异方差问题并增加数据可比性ꎬ对所有成

本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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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选取与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总成本 每单位产量总成本(元ꎬ １ ｋｇ)ꎬ取对数

人工成本 每单位产量人工成本(元ꎬ １ ｋｇ)ꎬ取对数

土地成本 每单位产量土地成本(元ꎬ １ ｋｇ)ꎬ取对数

农业机械成本 每单位产量机械成本(元ꎬ １ ｋｇ)ꎬ取对数

农资成本 每单位产量农资成本(元ꎬ １ ｋｇ)ꎬ取对数

解释变量 是否实施“一户一田” １＝实施ꎬ０＝未实施

家庭特征 年龄 受访者年龄(岁)

受教育年限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年)

生产经营培训 受访者是否接受过生产经营培训:１＝是ꎬ０＝否

农业劳动力人数 家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人)

农地特征 种植面积 小麦种植面积(ｈｍ２)ꎬ取对数

土地质量 １＝贫瘠ꎻ２＝中等偏下ꎻ３＝中等ꎻ４＝中等偏上ꎻ５＝肥沃

地区特征 县级虚拟变量 ６个县市区

２.２　 数据来源

数据源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户一

田”研究团队开展的实地调研ꎮ 由于“一户一田”涉
及土地调整ꎬ在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区实施困难很

大ꎬ因此本研究范围限定在以平原为主的山东省ꎮ
在前期大量调研基础上ꎬ团队选取山东省自发出现

“一户一田”的 Ｄ市和 Ｊ市作为研究区域ꎮ Ｄ 市和 Ｊ
市均以平原为主ꎬ岗、坡、洼多种地貌并存ꎬ相间分

布ꎮ 每个市选择 ３个县(市、区)ꎬ每个县(市、区)选
择２~ １０ 个实施“一户一田”的村组ꎬ共计 ２５ 个村

组ꎮ 在每一个实施“一户一田”村组附近选择与其

家庭特征、农地特征等因素基本相同但未实施“一
户一田”的村组 ２５ 个ꎮ 通过人为样本匹配ꎬ尽可能

保证实施组和对照组的样本特征一致ꎮ 随后每个村

组随机抽样５~ １５ 个农户ꎮ 问卷数据收集工作于

２０２０年 ８月至 １０ 月完成ꎬ共计在 ５０ 个村组发放农

户调查问卷 ５２８份ꎬ得到有效问卷 ５０６份ꎬ有效率为

９５ ８３％ꎮ
２.３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是对小麦种植户基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ꎮ
受访者平均年龄为 ６０岁ꎬ最小值为 ３４岁ꎬ可见农村

老龄化现象明显ꎬ大多年轻人外出打工ꎬ在家留守人

员以老人为主ꎮ 农户经历过生产经营培训的平均值

约为 ０ ２５ꎬ说明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户较少ꎬ农村技

能培训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样本户种植面积均值

为 ０ ８ ｈｍ２ꎬ最小值为 ０ ０２ ｈｍ２ꎬ最大值为 ６０ ｈｍ２ꎬ
农户种植面积分布范围较大ꎮ 农业劳动人数均值约

为 １ ７８人ꎬ农村每户大多为 ３ ~ ５ 人ꎬ说明有些劳动

力未进行农业劳动ꎬ非农就业可能较为普遍ꎮ 土地

质量均值约为 ３ ６１ꎬ即区域内农户土地质量相对较

高ꎬ这符合 Ｄ、Ｊ 两市位于平原地区、土地禀赋优质

的实际情况ꎬ以及近些年政府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

等土地项目和农户加强个人投资的现实ꎮ

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ｙｌ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样本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总成本(ＴＣ) ５０６ １.５８ ０.４７ ０.７９ ３.７９

人工成本(ＬＣ) ５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６８

土地成本(ＬＤＣ) ５０６ ０.５６ ０.３０ ０.１５ ２

农业机械成本(ＭＣ) ５０６ ０.３１ ０.１２ ０ １.１２

农资成本(ＡＭＣ) ５０６ ０.６２ ０.２５ ０.１２ ２.５３

年龄(Ａｇｅ) ５０６ ５９.９３ ８.９１ ３４ ８１

受教育年限(Ｅｄｕ) ５０６ ６.４１ ３.５９ ０ １６

生产经营培训(Ｔｒａｉｎ) ５０６ ０.２５ ０.４３ ０ １

农业劳动人数(Ｆｎｕｍ) ５０６ １.７８ ０.７６ ０ ７

种植面积(Ｌａｎｄ) ５０６ ０.８０ ３.０６ ０.０２ ６０

土地质量(Ｌｑ) ５０６ ３.６１ ０.９２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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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基准回归

对 ５０６个小麦种植户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ꎮ
为建立更稳健的模型ꎬ在增减控制变量基础上关注

“一户一田”对小麦生产成本影响的显著性ꎮ 此外ꎬ
为避免异方差造成的估计结果偏差ꎬ模型进行稳健

标准差处理ꎮ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ꎬ回归 １ 中仅包

括核心解释变量ꎬ回归２~回归 ４ 分别引入家庭特

征、农地特征和地区特征变量后回归ꎮ 具体来讲ꎬ实
施“一户一田”对于小麦单位产量总成本具有稳定

的负向影响ꎮ 如回归 ４ 所示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ꎬ实施“一户一田”会使小麦单位产量总成本下

降 ５ ８％ꎬ与假设相符ꎮ 所调研地区农户土地细碎、
面积小ꎬ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区域ꎬ增加土地面积会降

低单位产量生产总成本ꎮ 但究竟为何会降低单位产

量生产总成本以及对分项成本的影响有何不同ꎬ将
在异质性分析中进行详细讨论ꎮ

受访者年龄对单位产量总成本影响在 ０ １０ 置

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ꎬ且呈“Ｕ”型特征ꎬ５８ 岁

为拐点年龄ꎮ 当受访者小于 ５８ 岁时ꎬ随着年龄增

长ꎬ掌握的农业生产技术亦不断提升ꎬ所以单位产量

生产成本不断降低ꎻ当受访者年龄超过 ５８ 岁后ꎬ学
习能力逐步下降ꎬ很难采用最新节本技术ꎬ所以单位

产量成本呈现上升态势ꎮ 受教育年限对于单位产量

总成本无显著影响ꎬ主要是由于学校教授多为文化

课知识ꎬ而非农业生产技能ꎬ农户生产技能提升主要

还是靠农业技术培训和后期生产实践形成ꎮ 接受过

生产经营培训的农户比未接受培训的农户单位产量

总成本低 ９ ５％ꎬ且在 ０ ０１ 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

检验ꎮ 接受过培训的小麦种植户会有更先进的种植

技术ꎬ进而降低种植环节中人工成本ꎮ 此外ꎬ在提倡

化肥、农药双降的大背景下ꎬ经过培训的农户将更愿

意在保障产量的情况下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ꎬ进而

降低生产成本ꎮ 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对生产成本无

显著影响ꎬ可能原因是随着农业机械推广运用ꎬ机械

逐步替代了人工ꎬ劳动力数量对农业生产难再起到

决定性作用ꎮ 家庭人数少的农户可以通过增加工作

时间或者雇工方式实现弥补ꎬ且在成本核算过程中

已将自用工和雇工均按市场价进行折算ꎬ因而对成

本影响不大ꎮ
小麦种植户经营面积对单位产量总成本的负向

影响在 ０ ０５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ꎮ 结果表

明ꎬ随着经营规模扩大ꎬ单位产量总成本递减ꎮ 其原

因是所调研地区户均土地面积较少ꎬ土地处于边际

报酬递增范围内ꎮ 土地质量对单位产量总成本影响

在 ０ １０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ꎮ 说明土地质

量越高ꎬ单位产量总成本越低ꎮ 例如ꎬ土地肥力高的

地块ꎬ农户施用化肥数量就会明显减少ꎻ土地灌溉条

件好的地块ꎬ农户灌溉所花费的人力和水电成本也

会明显降低ꎮ

表 ３　 “一户一田”对生产成本的基准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ｏｎｅ ｐｌ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变量　 　 　 回归 １ 回归 ２ 回归 ３ 回归 ４

是否实施“一户一田” －０.０４４∗(０.０２４) －０.０５１∗∗(０.０２４) －０.０５３∗∗(０.０２４) －０.０５８∗∗∗(０.０２１)

年龄 －０.０３０∗∗(０.０１３) －０.０３５∗∗(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０.０１２)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０ ２５１∗∗(０.０００ １１４) ０.０００ ２９４∗∗(０.０００ １１６) ０.０００ １９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５(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０.００３)

生产经营培训 －０.１００∗∗∗(０.０２７) －０.０８０∗∗∗(０.０２６) －０.０９５∗∗∗(０.０２４)

农业劳动人数 －０.００３(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０.０１４) 　

种植面积(取对数) －０.０２５∗(０.０１３) －０.０２１∗∗(０.０１１)

土地质量 －０.０４７∗∗∗(０.０１４) －０.０４５∗∗∗(０.０１２)

县级虚拟变量 控制

截距项 ０.４４０∗∗∗(０.０１７) １.３０３∗∗∗(０.３９０) １.６１０∗∗∗(０.４１４) １.３４３∗∗∗(０.３５８)

样本量 ５０６ ５０６ ５０６ ５０６

Ｒ２ ０.００６ ７ ０.０３９ ２ ０.０６８ ３ ０.３１４ ３
表中数值为回归系数和稳健性标准差(括号内)ꎮ 回归 １中仅包括核心解释变量ꎬ回归 ２~回归 ４分别引入家庭特征、农地特征和地区特征变量
后回归ꎮ∗、∗∗、∗∗∗分别表示在 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水平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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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一户一田”对生产成本影响的异
质性分析

３.１　 “一户一田”对不同生产成本的影响

将总成本划分为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农业机械

成本和农资成本(包括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成

本)ꎬ以进一步考察“一户一田”对不同类型生产成

本的影响差异ꎮ 回归 ５~回归 ８ 分别为“一户一田”
对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农业机械成本和农资成本影

响的实证结果(表 ４)ꎮ 结果显示ꎬ“一户一田”对人

工成本影响为负ꎬ且在 ０.０１ 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ꎮ
即实施“一户一田”的村组农户单位产量人工成本

比未实施的村组农户低 ２１.７％ꎮ 原因是实施“一户

一田”后ꎬ农户不必在不同地块之间奔波ꎬ从事农业

劳动的时间会显著降低ꎬ因此单位产量分摊的人工

成本亦会降低ꎮ “一户一田”对小麦农业机械成本

影响为负ꎬ且在 ０ ０５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ꎮ 即实

施“一户一田”村组农户单位产量农业机械成本比

未实施村组农户单位产量农业机械成本低 ７.４％ꎮ

所调研对象中相当比例农户自购农业机械ꎬ“一户

一田”的实施使得农业机械在地块间交通和作业成

本明显减少ꎬ进而降低农业机械成本ꎮ
“一户一田”对于小麦的土地成本和农资成本

均无显著影响ꎮ 在土地成本方面ꎬ本研究已将农户

自有土地和租入土地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折算ꎬ“一
户一田”既使小麦产量和生产条件发生变化ꎬ又使

土地租金发生相关变化ꎬ即实施“一户一田”村组土

地租金高于未实施“一户一田”村组ꎮ 采用“单位产

量土地成本＝ (自有土地和租赁土地价格折算) /土
地产量”的测算方法ꎬ当“一户一田”对于粮食产量

的影响已同步反映到土地折算后的价格上时ꎬ单位

产量土地成本便不再有明显变化ꎮ 农资成本方面的

结果与已有类似研究的结果[２３]存在一定差异ꎮ 主

要原因为农户要素投入匹配优化存在一定滞后性ꎮ
相当比例调研村组“一户一田”实施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之后ꎮ 农户地块整合后ꎬ农户大多依旧按照地块整

合前的习惯购买和使用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资

料ꎬ故未出现明显减少ꎮ

表 ４　 “一户一田”对农业生产分项成本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ｏｎｅ ｐｌ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ｔｅｍｉｚ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变量　 　 　 回归 ５人工成本 回归 ６土地成本 回归 ７农业机械成本 回归 ８农资成本

是否实施“一户一田” －０.２１７∗∗∗(０.０４９) －０.０３１(０.０４０) －０.０７４∗∗(０.０３１) －０.０４９(０.０３０)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２.０５７∗∗(０.９０２) ０.１２４(０.６９４) －０.８３２(０.６３８) ０.４７３(０.５７８)

样本量 ５０６ ５０６ ５０５ ５０６

Ｒ２ ０.２９２ ０ ０.３６２ ８ ０.２５８ １ ０.１５１ ４
表中数值为回归系数和稳健性标准差(括号内)ꎮ∗、∗∗、∗∗∗分别表示在 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水平显著ꎮ

３.２　 “一户一田”对不同地区小麦生产成本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一户一田”对不同地区小麦生

产成本的影响差异ꎬ将样本分为 Ｄ、Ｊ 两市进行对比

分析ꎬ模型设定与基准回归相同ꎮ 由表 ５ 知ꎬ“一户

一田”对 Ｄ市和 Ｊ市小麦生产总成本、人工成本、农
业机械成本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ꎬ并且与基

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ꎮ 在总成本和人工成本方面ꎬ
Ｄ市的回归系数更大ꎬ说明实施“一户一田”后 Ｄ 市

总成本和人工成本降低更为明显ꎮ 据统计ꎬＤ 市、Ｊ
市小麦种植面积均值分别为 ０ ５３ ｈｍ２和 ０ ９４ ｈｍ２ꎬ
且通过了 ｔ 检验ꎬ即两市农户小麦种植规模存在显

著差异ꎮ Ｄ市户均经营规模更小ꎬ单一地块模块可

能也更小ꎬ实行地块整合后ꎬ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ꎬ
降低粮食生产成本ꎮ 有必要说明的是ꎬ在农业机械

成本方面ꎬＪ 市的回归系数更大一些ꎮ 可能原因是

Ｄ市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更为发达ꎬ通常一个农业

机械服务组织服务整村或整片地块ꎬ因此农户大多

数购买农业机械服务而非自购农业机械ꎮ 当村组没

有实施“一户一田”时ꎬ虽然农户地块分散在各处ꎬ
但不同农户实则共处同一块土地ꎬ即“多户一田”ꎬ
因此“一户一田”对农业机械成本影响相对较小ꎮ

４　 “一户一田”对小麦生产成本影响
的稳健性检验

４.１　 工具变量法

本研究可能出现内生性问题ꎬ即实施“一户

一田”与单位产量生产成本可能存在互为因果

的关系ꎮ 虽然“一户一田”是村组干部带领村民

７９５１张成鹏等:“一户一田”会影响小麦生产成本吗? ———基于山东省 ５０６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通过表决形式自发实施ꎬ但是生产成本低的农

户可能更注重生产成本的节约ꎬ因此更可能通

过实施“一户一田 ”降低生产成本ꎮ 若不考虑

“一户一田”内生性问题ꎬ那么估计出来的 “一
户一田”和粮食生产成本的系数只能是两者相

互关系ꎬ而不是因果关系ꎬ故需引入工具变量ꎮ
工具变量需满足与实施“一户一田”相关ꎬ而与

粮食生产成本无关的条件ꎮ 我们在调研中发

现ꎬ村干部任职年限与能否实施“一户一田”高
度相关ꎬ即村书记(或小组长)任职期限长的村

组ꎬ更容易发动村民实施“一户一田” ꎬ但其与单

位产量生产成本关系很小ꎮ 因此ꎬ尝试运用村

书记(小组长)任职年限作为 “一户一田”的工

具变量ꎬ进行 ２ＳＬＳ 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ꎬ第一

阶段结果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ꎬ第二阶

段结果如表 ６ 中回归 １５ ~ 回归 １７ 所示ꎮ 调研

时ꎬ部分村组未能获取准确的村干部任职年限ꎬ
因此回归 １５ ~回归 １７ 的样本数量少于基准回

归ꎮ 实施“一户一田”对粮食单位产量总成本、
人工成本、农业机械成本的影响均为负ꎬ且在

０ ０５ 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ꎮ 但是用工

具变量估计的结果比基准回归估计的结果系数

更大ꎮ 说明ꎬ实施“一户一田”与粮食生产成本

存在一定相关性ꎬ且相关性会低估“一户一田”
对小麦生产成本的影响ꎮ

表 ５　 “一户一田”对生产成本影响的分地区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ｏｎｅ ｐｌ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变量　 　 　 回归 ９
Ｄ市总成本

回归 １０
Ｊ市总成本

回归 １１
Ｄ市人工成本

回归 １２
Ｊ市人工成本

回归 １３ Ｄ市
农业机械成本

回归 １４ Ｊ市
农业机械成本

是否实施“一户一田” －０.０６５∗(０.０３５) －０.０４３∗(０.０２６) －０.２９３∗∗∗(０.０６７) －０.１６１∗∗(０.０６７) －０.０５７∗∗(０.０２８) －０.０８０∗(０.０４６)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１.７８５∗∗(０.７８６) １.１４１∗∗∗(０.４０２) －２.０１３(１.２３５) －２.０６６∗(１.１４２) －０.６９１(０.５５７) －０.８８８(０.８５３)

样本量 １８８ ３１８ １８８ ３１８ １８８ ３１７

Ｒ２ ０.４０２ ４ ０.１５６ ０ ０.４２１ ９ ０.２６７ ７ ０.２０８ ４ ０.２５３ ５

表中数值为回归系数和稳健性标准差(括号内)ꎮ∗、∗∗、∗∗∗分别表示在 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水平显著ꎮ

４.２　 重新对样本进行筛选

在未实施“一户一田”的村组中ꎬ有农户通过土

地互换实现了“一户一田”ꎻ在实施“一户一田”的村

组中ꎬ也有个别农户有 ２ 块农地ꎮ 主要是村组中某

一大地块面积很难是户均面积的倍数ꎬ常见情况为

村中农地被一条道路分为两半ꎬ路一侧地块面积分

给 Ｎ 户有剩余ꎬ分给 Ｎ＋１ 户不足ꎬ所以部分农户在

道路两侧都有农地ꎬ此时家中地块数为 ２ꎮ ２类农户

的存在可能影响回归结果ꎮ 我们把上述 ２类农户全

部剔除后回归ꎬ进而保证样本纯粹性ꎮ 回归结果如

表 ６回归 １８~回归 ２０ 所示ꎮ 是否实施“一户一田”
对总成本、人力成本、农业机械成本的回归系数与基

准回归一致ꎬ结果保持稳健ꎮ

表 ６　 “一户一田”对生产成本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ｏｆ “ｏｎ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ｏｎｅ ｐｌ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变量　 　 　 回归 １５
总成本

回归 １６
人工成本

回归 １７
农业机械成本

回归 １８
新样本总成本

回归 １９
新样本人工成本

回归 ２０
新样本农业机械成本

是否实施“一户一田” －０.２２５∗∗(０.０９６) －０.４８０∗∗(０.２１６) －０.３０３∗∗(０.１１８) －０.０６９∗∗∗(０.０２２) －０.２３４∗∗∗(０.０５１) －０.０７９∗∗(０.０３４)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１.６９４∗∗∗(０.４４１) －１.６４４(１.０３５) －０.００６(０.５９６) １.３９６∗∗∗(０.３６８) －２.０６７∗∗(０.９３７) －０.８６１(０.６６８)

样本量 ４８１ ４８１ ４８１ ４７６ ４７６ ４７５

Ｒ２ ０.２４０ ９ ０.２３４ ０ ０.１８４ ６ ０.３０８ ９ ０.２９１ ０ ０.２５５ ６

表中数值和括号内数值分别为回归系数和稳健性标准差ꎮ∗、∗∗、∗∗∗分别表示在 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水平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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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山东省 ５０６ 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ꎬ
实证研究了“一户一田”对小麦生产成本和各分项

成本的影响ꎬ并进行了不同地区异质性分析ꎬ通过工

具变量和筛选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ꎮ 最终得出以

下结论:(１)实施“一户一田”可能降低农户单位产

量总成本ꎮ 通过逐步回归发现实施“一户一田”与
总成本之间存在稳定的负向关系ꎬ即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ꎬ实施“一户一田”会降低小麦生产总成

本ꎮ (２)实施“一户一田”对不同分项成本的影响存

在差异ꎮ 说明实施“一户一田”后ꎬ劳动者和农业机

械不必在不同地块之间奔波劳作ꎬ农业劳动时间和

农业机械交通时间将会明显减少ꎬ单位产量人工成

本和农业机械成本因此降低ꎬ但单位产量土地成本

和农资成本并无显著影响ꎮ (３)实施“一户一田”对
不同地区生产成本的影响存在差异ꎮ “一户一田”
在 Ｄ市和 Ｊ 市的效果存在一定差异ꎬ说明“一户一

田”效果发挥可能与地方土地禀赋状况、生产资料

价格、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关联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提出 ３ 个政策建议:(１)尊重民

意ꎬ允许基层探索实践ꎮ 目前ꎬ全国范围内土地二轮

承包即将到期ꎬ不妨借此机会给予村组和农户更多

自主权ꎬ允许适宜地区农户通过土地调整实现“一
户一田”ꎬ达到降低粮食生产成本ꎬ增加农业收入的

目的[２８]ꎮ (２)加强培训ꎬ增加农户非农收入ꎮ 本研

究发现“一户一田”能够大幅度降低人工成本ꎬ即能

够减少农业用工ꎬ增加非农工作时间ꎮ 政府应做好

劳务培训工作ꎬ与部分城市签订劳务定向输出协议ꎬ
保证剩余劳动力顺利有效转移ꎮ (３)统筹规划ꎬ分
类有序实施ꎮ 本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实施“一户一

田”对生产成本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ꎮ 计划实施

“一户一田”的地区ꎬ应做好前期调研ꎬ在适合的地

区分类推进、有序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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