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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技术创新环境对苹果种植户技术选择行为的影响

产业经济研究室

苹果生产技术创新及推广已成为现阶段转变苹果生产方式、提

高苹果技术装备密集化程度和产业效益的关键，同时也是苹果优势

产区政府长期关注的重大科学技术和战略决策问题。苹果种植户作

为苹果产业技术的终端需求者和重要市场主体，其技术选择行为及

其经济效益既能反映现行苹果产业技术市场环境效率，又能可有效

反映各类技术创新及推广主体的行为及其效果，从而成为研究和评

价我国苹果产业技术管理体制效率、技术市场效率、公共政策效率

的一个关键环节。下面就苹果产业技术创新环境中的技术创新及推

广主体对种植户技术选择行为及其经济效益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样本选择及调研方法说明

样本数据源于体系研究室、试验站支持下，产业经济研究室 2011

年 3-7 月对全国优势产区 7个苹果主产省、15 个农业部规划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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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重点生产县（市）的 635 个样本苹果种植户技术认知—意愿—

行为结构化调研。在 15 个苹果重点生产县（市）中，果农人均苹果

纯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例超过 70%，苹果产业均当地主要优

势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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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种植户生产技术认知特征及其技术

采用行为，在全国苹果优势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按照果园收入水平，采取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和分层随机抽

样方法，以及入户访谈并填写问卷的入户调研方式，最终得到村级

问卷 124 份，对应的苹果种植户问卷 635 份。

二、技术创新及推广主体对苹果种植户技术选择及其经济效益

影响规律

本研究揭示了苹果种植户在要素禀赋和技术创新及推广主体

（由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涉果企业、果农专业合作社和政府机

构构成）的影响下，就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行技术认知、

技术决策实施和技术联合采用的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研究结论如下：

1、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的技术交易制度安排对降低苹果种植

户技术交易成本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其技术培训对提高苹果种

植户技术集成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对苹果种植户生产收

益具有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但由于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依靠自

身资源分配优势采取的典型示范技术推广制度，导致国家苹果产业

技术体系与非示范种植户之间，示范种植户与非示范种植户之间产

生信息非对称性，加大了苹果种植户技术认知差距，进而造成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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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户生产收益差距扩大。

2、由于产业主体间的经营利益机制关系，涉果企业和苹果种植

户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同时由于缺乏市场监管和行业

规范，且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及推广体系对以涉果企业主导的技术

创新及推广体系具有排斥性，导致过度功利化导向的涉果企业的专

业技术服务较弱且缺乏公信力，从而其技术信息传播活动和技术培

训活动对提升苹果种植户技术认知和技术集成能力并无明显影响，

其技术交易制度安排对降低苹果种植户技术交易成本的影响程度较

低，进而制约了苹果种植户对现代生产技术，尤其是对现代劳动节

约型技术的应用效率。

3、虽然果农专业合作社的技术信息传播活动对提高苹果种植户

技术认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因专业合作社规模小而分散，管理

不规范，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化程度低，使其专业技术服务能力及手

段较弱，从而其技术交易制度安排对降低苹果种植户技术交易成本

的影响程度低，其技术培训活动对激励苹果种植户劳动节约型技术

集成产生抑制作用，并阻碍了苹果种植户生产收益提高。

4、尽管政府机构通过大众传媒传播技术公共信息，加强公共性

投资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降低苹果种植户技术认知的公

共信息搜寻成本，并提高苹果种植户技术集成采用能力。但扭曲的

财政投资扶持政策和信贷优惠政策却导致技术资源配置扭曲，进而

对苹果种植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集成产生抑制作用。

三、应对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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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表明，随着要素市场中劳动力价格相对机械价格上升速度

加快，劳动力稀缺程度增加，苹果种植户生产技术呈现由劳动密集

型向劳动节约型转变的趋势。但受产品市场和苹果产业技术创新环

境的双重限制，当前苹果产业技术界及科技政策制定者主张推进果

园机械等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推广的观点、政策倾向尚不具备成

熟的实施条件，以劳动节约型技术为支撑的果园集约经营管理制度

创新缓慢，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支撑的果园精细经营管理制度依然

是目前中国苹果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具体为：

1、从技术需求来看，产品市场中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回报率相对

高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回报率，诱导利益导向的苹果种植户倾向采

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而造成劳动密集型技术的有效需求具有刚性，

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有效需求不足。

2、从技术供给来看，在苹果种植户进行技术认知、技术决策、

技术联合采用等技术选择阶段，由于苹果产业技术创新管理体制及

产业科技政策的不适当干预，使得包括私人部门和公共机构在内的

技术创新及推广主体在依托技术信息传播、技术交易、技术培训、

技术辐射进行技术创新供给过程中，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相比劳动

密集型技术而言）产生更大程度的结构性失衡供给、无效供给和扭

曲供给，由此产生较高的技术信息非对称性及技术交易成本，导致

劳动节约型技术有效供给不足。

3、从技术市场供需来看，苹果产业科技体制及政策之间，不同

技术创新及推广主体行为之间，以及苹果种植户与各类技术创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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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主体供需行为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导致政府行为与技术市场

调节之间的关系扭曲。因此，苹果产业技术市场缺乏有效性，技术

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使得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潜在收

益无法充分实现，制约了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以及果园集约经营管

理制度创新。

因此，从技术创新及推广主体层面优化苹果产业技术创新环境，

改进苹果产业技术市场的效率，促进苹果种植户经济效益与技术推

广之间实现有效对接的关键是突破技术成本约束和矫正技术公共供

给扭曲。具体的对策与建议为：

加快苹果科技扶贫示范村和示范户机制建设，促进公共技术资

源配置均衡发展，从兼顾公平视角优化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技术

服务结构；完善涉果企业与苹果种植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提

升技术服务公信度层面增强涉果企业创新产品供给能力；加强果农

专业合作社技术骨干系统化技术培训，并出台配套的苹果产业组织

整合政策，鼓励扩大果农专业合作社规模，强化果农专业合作社技

术服务协同功能以提高市场主体地位；优化苹果产业科技政策，在

政府合理引导下形成技术创新及推广主体合理分工和合作的制度安

排，以完善政府技术公共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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