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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环境对苹果种植户省力化技术认知影响

产业经济研究室 霍学喜 王 静 闫小欢

近年来，在劳动力资源日渐稀缺、要素价格快速上涨、土地非

农化趋势加快的工业化背景下，我国苹果产业发展面临着土地与劳

动资源的双重约束，苹果产业发展也呈现出资本要素对土地与劳动

要素的替代趋势。省力化栽培技术具有节约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优

点，因此推广省力化栽培技术是解决苹果产业资源瓶颈的必然选择。

苹果种植户作为现代苹果产业技术终端需求者和重要市场主

体，其技术选择行为是一个包含技术认知、技术潜在需求、技术采

用在内的多阶段、连续性决策过程。其中，技术认知作为影响苹果

种植户省力化技术选择决策的首要环节，在诱发苹果种植户生产模

式创新动机转变为潜在技术需求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但苹果种

植户技术认知不仅从微观层面上受到自身因素影响，而且从中观层

面上受到技术创新环境影响。因此，剖析技术创新环境中的关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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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苹果种植户省力化技术认知的影响机理，成为引导公共技术有

效供给、优化技术创新环境的重要研究领域。基于这种背景，苹果

产业经济研究室组织力量，运用渤海湾优势区和黄土高原优势区的 7

个苹果主产省的相关数据，分析技术创新环境对苹果种植户省力化

技术认知的影响，提出提升苹果种植户个体和群体的省力化技术认

知，提高技术创新及推广主体对省力化技术有效供给的对策与建议。

一、数据来源与调研方法说明

样本数据源于全国优势产区 7个苹果主产省、15 个农业部规划

建设的苹果重点生产县(市)的苹果种植户技术认知—意愿—行为结

构化调研。这 15 个苹果重点生产县(市)的苹果产业均为其重要优势

农业产业。特别是 2001 年以来，苹果标准化生产、管理技术进步较

快，这些苹果重点生产县(市)苹果种植户技术认知特征在全国苹果

优势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调研采取的抽样方法为：第一阶段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

方法在全国 7个苹果主产省内选取 15 个苹果重点生产县( 市)；第

二阶段仍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在各苹果重点生产县(市)

内选取 3个样本乡(镇)；第三阶段按照苹果种植户果园管理水平高、

中、低三个层次，在各样本乡(镇)以分层随机抽样方式随机选取 3

个样本村；第四阶段对每个样本村进行村级问卷调研，同时在每个

样本村随机选取 5 个苹果种植户进行种植户问卷调研。经过集中检

验，剔除重要指标缺失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村级问卷 124 份，对应

的有效苹果种植户问卷 625 份，样本有效率为 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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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苹果种植户省力化技术认知情况分析

根据要素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及其对技术类型分析成果，农户

在要素禀赋稀缺性诱致下，会形成两类技术偏向——劳动密集型技

术和劳动节约型（省力化）技术。因此，苹果种植户对劳动密集型

技术和省力化技术属性的主观认知偏好会直接影响其对两类技术的

潜在需求意愿。这一过程不仅从微观层面上受到苹果种植户个体特

征影响，还从中观层面上受到技术创新环境影响。这是因为中国苹

果产业技术创新环境具有显著“二元结构”特征，技术创新供给主

体涉及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涉果企业、果农专业合作社、政府

机构，技术创新需求主体则是分散化、小规模的苹果种植户。由于

技术创新供给主体在组织特点、运作机制和职能作用等方面存在结

构性、分割性差异，导致其向苹果种植户传递的技术属性信息不具

有一致性，进而导致苹果种植户技术认知产生分化。

根据技术接受模型，苹果种植户技术潜在需求受到感知易用性

和有效性的共同影响。其中，感知易用性是指苹果种植户学习和运

用某技术所做的认知努力程度，而感知有效性是苹果种植户对某技

术是否产生效用及程度的主观判断。感知易用性由包括苹果种植户

特征和技术创新供给主体特征在内的外部变量决定，感知有效性则

由感知的易用性和外部变量共同决定。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运用实地调研数据揭示了技术创新

环境中的关键要素（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涉果企业、果农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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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和政府机构构成）对苹果种植户省力化技术认知的影响机理。

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1、苹果种植户对省力化技术认知概况分析

有效样本中，对省力化技术具有潜在需求的样本种植户仅占样

本种植户总数的 26%，虽然苹果种植户对省力化技术的易用性认知高

于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易用性认知，但是对省力化技术的有效性认

知低于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有效性认知。这表明，与省力化技术相

比，苹果种植户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现实效益性的认可度更高，从而

对劳动密集型技术表现出刚性的潜在需求偏好，对省力化技术的需

求明显不足。

2、苹果种植户个体层面对省力化技术的认知

以苹果种植户省力化技术易用性认知为主线，果农专业合作社

的技术活动和苹果种植户受教育程度对其直接影响为正向显著，这

表明，参加专业合作社和提高果农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升苹果种植

户对省力化技术的认知水平；以苹果种植户省力化技术有效性认知

为主线，苹果种植户省力化技术易用性认知度越高，种植规模越大，

则其对省力化技术有效性认知度也越高，表明种植规模的扩大会显

著提高苹果种植户对省力化技术的认知。

以技术创新供给主体相关关系为主线，产业技术体系与果农专

业合作社、涉果企业、政府机构、邻里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表明产业技术体系是技术创新及扩散的重要纽带。果农专业合作社

的技术活动与涉果企业、政府机构和邻里的技术活动均未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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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表明现有的果农专业合作社更多倾向于在其内部社员中

进行省力化知识技能扩散。

若以苹果种植户技术潜在需求为主线，省力化技术易用性和有

效性认知均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而劳动密集型技术易用

性和有效性认知对其影响不显著。这表明，苹果种植户省力化技术

认知的提升会诱发其对省力化技术的潜在需求增长。

3、苹果种植户群体层面对省力化技术的认知

以省力化技术易用性共识为主线，产业技术体系和涉果企业的

技术活动对其直接影响为负向显著，而果农专业合作社技术活动和

政府技术公共服务对其直接影响为正向显著，表明参加专业合作社

技术活动和接受政府公共服务能显著提高苹果种植户对省力化技术

易用性的共识度；以省力化技术有效性共识为主线，省力化技术易

用性共识度越高，则省力化技术有效性共识度也越高。此外，值得

注意的是，果农专业合作社技术活动和政府技术公共服务对省力化

技术有效性共识的间接正向影响，大于产业技术体系和涉果企业技

术活动的间接负向影响。因此，整体而言，省力化技术易用性共识

对有效性共识的提升仍具有促进作用，这表明，如果能够推广农户

易于学习和接受的省力化技术，农户对省力化技术的认可和采用程

度会更高。

以技术创新供给主体相关关系为主线，产业技术体系、果农专

业合作社、政府机构的技术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涉果

企业技术活动与上述三个技术创新供给主体的技术活动之间均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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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相关关系。该结果表明，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技术体系提供的

公共性、公益性技术服务体现了政府意志。同时，果农专业合作社

作为苹果种植户技术需求的联合体，是产业技术体系和政府机构的

重点技术扶持对象，因而产业技术体系、果农专业合作社和政府机

构之间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而对利益驱动型的涉果企业具有排斥

性。

以苹果种植户群体的技术潜在需求为主线，省力化技术的易用

性和有效性共识对其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苹果种植户技术潜在

需求更多具有个体差异性，而在苹果种植户群体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技术体系技术活动对苹果种植户个体省力

化技术易用性认知和群体省力化技术易用性共识的影响方向相反。

该结果可能合理的解释是，政府主导的产业技术体系在实现自身组

织利益最大化的导向下，依靠自身拥有的资源分配优势，以行政村

内设立典型示范为主要模式进行技术扩散。因此，本研究运用 124

份村级调研数据，设置含有示范户比例和产业技术体系技术活动的

交叉项，检验典型示范推广模式在产业技术体系对苹果种植户群体

技术共识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示范户比例提高能减少

产业技术体系技术活动对苹果种植户群体省力化技术易用性共识的

负向影响。因此，产业技术体系典型示范的技术扩散模式更有利于

提升样本示范户的省力化技术认知水平，而加大了苹果种植户群体

之间省力化技术共识的差距。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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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种植户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省力化技术特性的认知及主观

偏好的基本特征是：由于苹果生产仍然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环

节，且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技术服务机构侧重研发及推广劳动密集

型技术，劳动密集型技术市场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具有一致性。

因此，尽管高度知识集成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运用复杂程度高，但相

比省力化技术而言，苹果种植户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现实效益性的认

可度更高，从而对劳动密集型技术表现出刚性的潜在需求偏好，对

省力化技术的需求明显不足。

技术创新环境是诱发苹果种植户不同群体，以及同一群体内不

同个体对省力化技术的认知产生分化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由于

苹果产业技术创新环境监管缺位，行业技术信息披露规范缺失，加

之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推广体系对涉果企业具有排斥性，导致利益

驱动型的涉果企业技术活动对提升苹果种植户省力化技术认知无实

质性帮助。果农专业合作社通过技术信息有效传递与知识技能共享，

有利于提升苹果种植户个体的省力化技术认知和群体的技术共识。

邻里技术信息传播通过基于熟人信任机制的人际关系渠道产生显著

的口碑效应，有助于提升种植户个体的省力化技术认知水平。政府

产业扶持机构提供的技术公共服务通过优化技术市场的大众传媒环

境和政策环境，能够降低苹果种植户技术认知的公共信息搜寻成本，

从而有助于提升苹果种植户群体的省力化技术共识。

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苹果产业转型过程中，不完全技术市场

对苹果种植户技术认知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因此，优化技术创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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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关键是矫正技术市场环境制度扭曲，提高技术市场有效性，促

进苹果种植户省力化技术客观认知符合其需求偏好。具体来说，在

政策和制度设计方面，鼓励产业技术体系结合苹果种植户的邻里口

碑效应，向非示范种植户有效供给省力化技术信息；在加强涉果行

业监管的基础上，推动涉果企业与其他技术创新主体合作，以提高

涉果企业技术信息披露质量；依托果农专业合作社技术信息传递与

知识技能共享职能，营造规模经营环境；培育信息不对称校正机制，

强化技术公共服务环境，以提高省力化技术信息传播速度和透明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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