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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农户行为响应展开，构建理论框架剖析其行为本质、影响因素及表现，

针对不同农户提出提升策略，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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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behavioral responses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adjustment of the agricul-
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essenc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anifestations of their behaviors.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are propose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household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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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农业产业结构变化显著。受政策与市场驱动，部分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上升，传统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下降[1]。例如，在云南部分地区，花卉、咖啡等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这种调

整中，农户行为响应至关重要。深入研究其行为响应，对制定精准政策、提升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意义重大。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2.1. 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指出，个体决策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在约束条件下权衡成本与收益。农户作为

农业生产的理性经济主体，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时，会综合考虑市场价格、生产成本、预期收益和风险

等因素。当市场上某种水果价格高且预期持续盈利，农户会依据自身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状况，评估种

植成本与收益，若有利可图且风险可控，便会扩大该水果种植面积，减少其他收益低的作物种植[2]。这

解释了农户在产业选择中的权衡决策机制。 

2.2. 有限理性理论 

尽管农户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实际决策受多种因素限制，表现出有限理性。行为决策理论表明，农

户获取信息渠道有限，处理信息时易出现认知偏差，难以做出完全理性决策。在现实中，农户可能因信

息滞后或不准确，在市场对某种农产品需求饱和时仍扩大种植，导致滞销亏损。有限理性理论补充了理

性选择理论，强调农户决策面临的现实困境，为深入分析农户行为提供更全面视角。 

2.3.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获取新知识与技能[3]。农村社会环境中，农户行为受

社会网络和文化影响。邻里示范效应、传统种植习惯和农业文化等作用显著。当部分农户采用新种植技

术或参与产业化经营获利后，其他农户会观察模仿。如某村部分农户种植特色蔬菜增收，周边农户纷纷

效仿，调整种植结构。该理论解释了农户行为在农村的传播机制和社会环境对决策的影响。 

3. 农户行为响应概述 

3.1. 农户行为响应的概念界定 

农户行为响应是指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农户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市场信息认知和风险偏好，

对产业调整信号做出的生产、经营和资源配置等行为改变。涵盖微观的种植养殖品种选择、规模调整，

以及宏观的参与产业链延伸等行为，是农户权衡收益、成本和风险后的适应性变化。 

3.2. 影响农户行为响应的内部因素 

农户资源禀赋影响其行为响应。优质土地和丰富劳动力的农户更有条件尝试新产业，具备农业技术

技能的劳动力能更快适应新型农业模式。风险偏好也很关键，风险规避型农户倾向传统模式，风险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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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农户更愿意尝试新兴产业。农户认知水平和教育程度影响其对产业调整信息的理解与处理能力，教育

程度高的农户能更好把握市场和新技术信息，做出更合理决策。 

3.3. 影响农户行为响应的外部因素 

市场环境直接影响农户生产决策。农产品价格波动、需求变化和竞争态势左右农户行为[4]。绿色有

机农产品需求旺、价格高时，农户会调整生产方向。政策环境通过补贴、扶持政策改变农户收益预期，

引导其行为。农村基础设施，如交通、灌溉、电力和通信等，影响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良好的基础设施

有利于农产品销售和农户调整生产结构。 

4.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农户行为响应表现 

4.1. 种植养殖结构调整行为 

农户为响应产业结构调整，直接改变种植养殖结构。受市场多样化需求和农业技术进步推动，农户

减少低附加值粮食作物种植，增加蔬菜、水果、中药材等经济作物种植，养殖领域也从传统向特种养殖

转变。农户根据市场价格和收益预期，选择特色品种，发挥地域优势，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和收入。 

4.2. 农业技术采用行为 

农户采用新技术响应产业结构调整。精准农业技术在种植中实现精准施肥、灌溉，降低成本、提高

产量质量；自动化养殖设备在养殖中精准控制环境，提升动物生长性能。但农户采用新技术受自身认知、

接受能力以及技术推广服务、应用成本影响。各地通过培训和示范推广，促进新技术应用。 

4.3. 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行为 

农业产业化经营促使农户行为改变。农户通过加入合作社、签订订单参与产业链延伸。在合作社中，

农户联合采购、统一标准、销售，提高议价能力、降低成本。订单农业让农户按企业要求生产，锁定价格

和数量，降低市场风险，拓宽收入渠道，提高生产稳定性和收益。 

4.4. 劳动力转移与就业行为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户劳动力转移与就业改变。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和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使

部分劳动力从传统农业转向农村非农产业或城市。农村内部，农户参与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电商服

务；大量劳动力转向城市从事工业、服务业。劳动力转移优化配置、增加收入，但也带来农村劳动力老

龄化等问题[5]。 

5. 提升农户行为响应的策略建议 

5.1. 加强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投入，建立功能完善的市场信息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农产品市场

价格、供求和趋势信息，为农户提供精准预测。同时，加强对农户的市场信息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发

放资料和开展线上讲座等方式，提高农户获取、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针对不同地区，结合当地农业

产业特色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如在水果产区重点提供水果市场信息，帮助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提高市

场适应性和经济效益[6]。 

5.2. 强化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机制 

要建立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加强政府推广部门、科研院校、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协作。政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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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部门应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提高推广人员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科研院校要将科研成果及

时转化为生产技术，通过培训和现场指导传授给农户。农业企业根据自身需求为农户提供针对性技术培训。

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推广和培训方案。对种植大户和新型经营主体提供高层次技术培训，对普通

小农户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注重操作技能培养，提升农户技术应用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5.3. 完善农业产业政策支持体系 

政府应完善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加大对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等产业的支持。通过财政

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政策，降低农户发展新兴产业的成本和风险，提高收益预期[7]。如对发展

特色农业的农户给予种植补贴，对建设农业设施的农户提供贷款贴息。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确保农户

知晓并享受政策优惠。建立监督机制，保证政策落实，提高实施效果。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和

农户的实际情况，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贫困地区农户加大扶持，对有能力农户鼓励规模化经营。 

5.4. 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改善 

要加大农村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交通可提

高农产品运输效率，降低成本；加强水利设施建设能保障农田灌溉，改善生产条件；推进电力和通信设

施建设，满足农业生产用电需求，为农村电商和智能化设备应用提供基础。在偏远农村建设通信基站，

实现网络覆盖，促进农村电商发展，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针对不同地区特点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山区

重点修路解决运输难题，干旱地区加强水利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农户参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积

极性和能力。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构建理论框架，深入分析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农户行为响应的相关问题，包括概念、影响

因素、行为表现及提升策略。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复杂多变，农户行为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且不断变化。

未来研究可深化农户行为决策机制研究，加强对不同地区和农户的长期跟踪调查，获取更丰富数据，为

政策制定提供更坚实依据。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农业中的应用，以及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户行为响应将面临新机遇和挑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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