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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农户采用新型能源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江西省560户样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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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江西省 560 户空巢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了江西省农村地区空巢农户使用新能源的实际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空巢农户使用新能源的主要因素是所在村离县城距离、户主年龄、户主文化

程度、户主职业、家庭人口数、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数、村集体推广、农技人员推广、宏观指导

认知度、组织协调认知度等。其中所在村离县城距离、户主年龄、户主职业、村集体推广与采纳

新能源意愿成负相关关系；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农技人员人员推广、

宏观指导认知度、组织协调认知度等均会显著促进农户的新能源采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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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能源是人类生活和社会进步最基本的一个要素 [1]，

一切背离了能源的发展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非正常

发展，且会由此带来各种棘手的问题。我国地大物

博 [2]，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依旧很少，能源利用

率不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农业大国，能否真正有

效地开发新型能源不仅对提升农户的生活水平大有

裨益 [3]，同时对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农村建设

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就目前来看，在

农村地区 [4]，依旧存在着农户对能源的认知度不高、

消费结构不合理、使用率低等突出性问题。一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今天，空巢农户对能源的需求

量不断提高，但是农村又不能从根源上保障能源的

及时有效供给，所以更多的用户依靠固有的传统的

能源来维持正常生活。[5] 另一方面，传统能源虽然

使用方便简单，无须经过过多的人工处理，但是仍

然有使用效率低、污染较严重的缺点，在国家大力

提倡清洁能源普及的背景下，这样的举动无疑会带

来诸多弊端。[6] 对环境的破坏，对人身安全的摧残

都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在短期

内无法恢复，不能以损害环境为代价而换来一时的

经济增长，[7] 所以尽早地改善能源产生与消费的统

一性结构，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促进可再生

能源的结构转型对促进江西现代化农业的良性可持

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正面推动作用。 

江西地处中西部区域，农业生产结构单一，新

型能源的普及率较低。自然条件的限制再加上自身

综合实力的短缺，使得江西的能源发展和其他周边

省份比起来没有多少优势。为此，江西省“十二五”

规划特别强调了要不断增大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通

过使用新能源，一改以往单一传统的农业形式，转

向现代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农业。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空巢农户是一群年龄在 45 岁以上且子女不在身

边，依旧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一类农户的统称。[8] 此

项研究数据全部来源于课题组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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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期间对江西省 6 市 12 县共计 560 户空巢农户

所做的实地调查。考虑到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笔者特地选取赣北、赣中、赣南三个不同区域的 6

个县作为调研对象，此外在每个县中随机选取 3 个

乡镇，而在每个乡镇中又随机选取若干个空巢农户，

共获取 578 个样本数据。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

最后得到 560 个有效样本，问卷有效率达 96.89%。

三、�被调查地区空巢农户的能源应用现状及农户�

个体特征

表1��空巢农户使用不同能源的基本特征描述

变量 变量含义 频数 所占比例 总比例

空巢农户使用木炭 (x 1)
1= 使用�
2= 不使用

118
236

21.07%
42.14%

63.21%

空巢农户使用秸秆 (x 2)
1= 使用�
2= 不使用

95
360

16.96%
64.29%

81.25%

空巢农户使用化石燃料 (x 3)
1= 使用
2= 不使用

351
104

62.68%
18.57%

81.25%

空巢农户使用风能 (x 4）
1= 使用
2= 不使用

210
159

37.50%
28.39%

65.89%

空巢农户使用太阳能 (x 5)
1= 使用�
2= 不使用

223
108

39.82%
19.29%

59.11%

空巢农户使用天然气 (x 6)
1= 使用
2= 不使用

360
105

64.29%
18.75%

83.04%

空巢农户使用水能 (x 7)
1= 使用�
2= 不使用

78
352

13.93%
62.86%

76.79%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农户已经摆脱了过去使用木炭的日子，

仅有约 20% 的农户仍在使用木炭作为主要的能源，

这些农户主要集中在偏远山区 ；在经过国家近几年

来的大力宣传后，大多数农民对秸秆的使用危害已

经较为清楚，正在尝试走采纳其他能源的道路，目

前只有不到 20% 的农户采用秸秆 ；化石燃料依旧在

农村地区很流行，其中蜂窝煤的使用又占据了极大

的比例，高达 62% 的农户都倾向于使用化石燃料 ;

江西自然资源丰富，全年多风天数较多，故使用风

能作为能源来源的农户比例较多 ；太阳能和风能有

相似之处，都属于清洁能源，但由于江西降雨量较多，

以阴天为主，所以使用太阳能的人数并不多，只有

不到一半比例的人采用此种方式 ；天然气如今在农

村很普遍，价格便宜、风险小，超过 60% 的农户都

选择采用天然气，未来这种趋势预计依旧会上涨 ；

江西水库较多，但是农户对于水能的使用意识不强，

另外农村的水利设施还不完善，无形中也降低了水

能的使用率，只有 10% 左右的人使用水能。

从影响空巢农户使用能源因素的基本特征描述

中，可以看出 ：（1）在环境特征方面，有 199 人所在

村离县城的距离都超过了 3km，所占比例接近 40%，

在 1 km 以内和 1~3km 之间的比例大致相近。（2）在

空巢农户户主特征方面，户主年龄介于 56~66 岁之间

的人数占据了大部分比例，66 岁以上的农户比例仅

为 30%，户主的文化程度集中在小学和初中两个层次，

比例达到了 63.75%，约 10% 的农户未接受过教育，

25%的农户是高中文化。户主职业以务农兼务工为主，

比例为 51.65%，符合农村当前的农业生产趋势。（3）

在空巢农户家庭特征方面，约有 40% 的家庭人口数

集中在 5~8 个，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则约有 50% 的

比例集中在 3~6 个，这说明现时代下的农村家庭结

构还是以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为主。（4）在

农业科技推广方式中，空巢农户对村集体推广方式、

农技人员的推广方式均持较赞成的态度，比例分别

为 43.93% 和 37.50%。（5）在扶持政策认知特征方面，

农户无论是对宏观指导的认知度还是对组织协调认

知度均不高，普遍集中在一般认知了解阶段，二者

所对应的人群比例分别是 47.38% 和 46.79%。此外，

在被调查的样本中，28.39% 的农户不认为宏观指导

对使用能源有促进作用，35.17% 的农户对组织协调

认知度的评价并不高。

四、被调查地区空巢农户使用能源的模型分析
（一）�模型说明及变量选取

考虑到空巢农户使用能源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多

因子变量，故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具体的数学回

归分析，其数学表达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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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模型说明及变量选取

考虑到空巢农户使用能源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多因子变量，故本文采用 Lo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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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jj nXmW
j eenXmFWFP  

nXmW
p
p

Ln j
j

j 
1

jji XnmY j

其中， jY 表示空巢农户采纳具体能源的对数发生比，j 表示各种不同形式的

能源，如木炭、秸秆、太阳能、风能等， jX 表示可能影响到农户选择能源的具

体因素，包括所在村离县城距离、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村集

体推广、宏观指导认知度等， j 为各种待估参数，j 是相互独立且平均值为 0

的一个随机变量。

根据调研掌握的情况，笔者选取以下几种变量，在此基础之上建立江西省空

巢农户的能源消费选择的架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 3 变量选择与说明

变量 变量符号 定义及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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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选择与说明

变量 变量符号 定义及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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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影响空巢农户使用能源因素的基本特征描述

变量 变量含义 频数 所占比例 总比例

环境特征 (RE)

所在村离县城距离 (x1)

1�km 以内
1～ 3km
3km 以上

171 30.54%�

100%190 33.93%�

199 35.53%�

空巢农户户主特征（HP）

户主年龄 (x2)
[ 空巢农户年龄普遍介于 45 岁以上，故本文选取

45 岁以上年龄段来做研究 ]

45 ～ 55 岁���������
56 ～ 66 岁
66 岁以上

185 33.04%�

100%
206 36.79%�

169 30.17%�

户主文化程度 (x3)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59 10.54%�

100%

165 29.46%�

192 34.29%�

144 25.71%�

户主职业 (x4)
务农
务工

务农兼务工

153 27.32%�

100%118 21.03%�

289 51.65%

空巢农户家庭特征（HF）

家庭人口数 (x5)
5 个以下
5～ 8个
8个以上

157 28.04%�

100%
212 37.86%�

191 34.10%�

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 (x6)
3 个以下
3～ 6个
6个以上

128 22.86%�

100%
254 45.36%�

178 31.78%�

农业科技推广方式（EM）

村集体推广 (x7)
赞成
较赞成
反对

198 35.36%�

100%
246 43.93%�

116 20.71%�

农技人员推广 (x8)
认可
较认可
反对

179 31.96%�

100%
210 37.50%�

171 30.54%�

扶持政策及其对扶持政策认知特征（PO）

宏观指导认知度 (x9)
较高
一般
较低

134 23.93%�

100%
265 47.38%�

159 28.39%�

组织协调认知度 (x10)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101 18.04%�

100%
262 46.79%�

197 35.17%�

这个模型所计算的概率范围在 ( 0，1) 之间，并

且能把对于概率预测的具体问题映射到实数轴上反

映出来。在此回归分析模型中，因变量 Yj 的取值只

有两种，分别为 0 和 1，前者表示农户不使用某种

能源，后者表示农户使用某种能源，基于此种或之

间的选择关系，又可将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

                          jji XnmY ξ++=j jβ
其中， jY 表示空巢农户采纳具体能源的对数发

生比，j 表示各种不同形式的能源，如木炭、秸秆、

太阳能、风能等， jβ 表示可能影响到农户选择能源
的具体因素，包括所在村离县城距离、户主年龄、户

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村集体推广、宏观指导认

知度等， jβ 为各种待估参数，j 是相互独立且平均值
为 0 的一个随机变量。

根据调研掌握的情况，笔者选取以下几种变量，

在此基础之上建立江西省空巢农户的能源消费选择

的架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 3����变量选择与说明����

变量 �变量符号 定义及赋值

采用能源 Y 是否使用能源

所在村离县城距离 X 1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户主年龄 X 2 依据实际情况而定

户主文化程度 X 3 1= 小学及以下�2= 初中��3= 高中及以上

户主职业 X 4 1= 务农��2= 务工��3= 务农兼务工

家庭人口数 X 5 1=3 个��2=4-6 个��3=6 个以上

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 X 6 1=3 个��2=4-6 个��3=6 个以上

村集体推广 X 7 1= 赞成��2= 较赞成��3= 反对

农技人员推广 X 8 1= 赞成��2= 较赞成��3= 反对

宏观指导认知度 X 9 1= 认可���2= 不认可

组织协调认知度 X 10 1= 知道���2=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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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值 ����B ��S.E ���Wals ���Sig ��Exp(B)

所在村离县城距离（X 1) -0.028 0.236 7.126 0.012 1.121

户主年龄（X 2) -0.320 0.192 5.235 0.036 0.923

户主文化程度（X 3) �0.019 0.052 0.079 0.905 1.124

户主职业（X 4) -0.009 0.092 0.065 0.830 1.120

家庭人口数（X 5) �0.091 0.065 1.906 0.192 0.961

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X 6)  0.123 0.059 5.425 0.035 0.852

村集体推广（X 7) -0.92 0.047 3.924 0.030 0.823

农技人员推广（X 8) �0.078 0.063 1.360 0.060 0.867

宏观指导认知度（X 9) �0.932 0.592 2.925 0.302 2.541

组织协调认知度（X 10) �1.176 0.653 1.675 0.421 3.140

（二）�模型结果解释
1. 环境特征变量解释。所在村离县城距离 sig

值为 0.012，表明这种因素对农户采纳能源有显著影

响，符号为负值表明离县城的距离越远，农户就越

不倾向于采纳新能源。

2. 空巢农户户主特征变量解释。户主年龄变量

sig 值为负向 0.320，表明户主年纪越大的农户就越

不可能采用新能源，这和其创新意识有关。户主文

化程度 sig 值为 +0.019，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对

于新能源的认可度与吸纳度就越高。户主职业的 sig

值为 -0.009，这意味着倾向于务工的农户不太愿意采

用新能源，或者对能源的意识较为浅薄。

3. 空巢农户家庭特征变量解释。从表中知道，家

庭人口数的 sig 值为 0.091，并且为正值，说明越是大

家庭就越渴望通过采用新能源来降低家庭的一笔开

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的 sig 值为 +0.123，劳动力越

多，对于能源的需求就大，此时传统的能源可能因为

其低效、价格昂贵、不及时等无法满足他们的正常需求。

4. 农业科技推广方式特征变量解释。村集体推

广的 sig 值为 -0.92，对于这个结果不难解释，中国

农民普遍有较强小农意识，若一味的由村牵头来推

广，势必会让农民对此可信度产生怀疑。而农技人

员推广的 sig 值为 +0.078，大多数农民还是愿意相

信外人，而不是内部人，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农

户采用能源的频率增大不少。

5. 扶持政策及其对扶持政策认知特征变量解释。

宏观指导认知度的 sig 值为正向的 0.932，政策越好、

越便捷，对于能源的使用就越普遍。组织协调认知

度的 sig 值为正向的 1.176，这也和国家政策有关，

协调的整齐度越高、组织的力度越高，就越会促进

农户的能源使用欲望。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影响空巢农户使用新能源的主要因素是 ：所在村

离县城距离、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户主职业、

家庭人口数、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数、村集体推广、农

技人员推广、宏观指导认知度、组织协调认知度等。[9]

其中既有正向的积极因素，也有负向的消极因素。在

当前资源结构转型的体系下，在提升能源消费的结构

中，要积极引导空巢农户真实客观地利用能源，确保

能源与环境的平衡稳定发展。

��（二）建议
第一，努力提高农户素养 [10]。提高他们的文化

素质并非顷刻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也不一定必须在

学校里接受专业教育，可由政府部门定期安排农业

科技人员下乡展开相关培训，或在各乡镇设立若干

名资深咨询人员，尽量解决农户的各种困惑。当文

化素养得以提升后，他们的思维与意识就会随之发

生改变，对能源利用方面的理解会更为透彻，也更

愿意采纳各种能源来支撑生活。 

第二，完善国家相关制度 [11]。以往曾经很流行

的能源方面的政策在现在可能无法正确实施，既有

外界的客观因素，也有内部的主观因素，但是在一

些地方，依旧存在着政策老旧、公开度较差、制度

不完善等现象，不能从政策上引导农户使用新能源，

这将会导致农户不认可此项规定，进而发展到不愿

使用或不知道如何使用新能源的窘况。

第三，加强信息技术的改进。多方面努力，大

力宣传新能源的好处，在不断宣传后，农户在潜意

识里就会提高对新能源的认识，只有认知度高了，

才会增加新能源的使用。平时可通过互联网、电视、

广播等不定期宣传，确保人人了解。另外，还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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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公益平台或公众空间来增大全民的参与意识，真

正做到全方位的宣传。

第四，增加能源政策补贴。农户由于具有一定

的理性化思维，优先考虑经济效益，而资金问题往

往成为使用新能源的瓶颈，若能合理适度地给予使

用新能源家庭以必要补助，对促进国家全面推进新

能源入户的意义重大，也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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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ty Nest Families Using New Energy 

——Taking 560 Samples in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NIE Zhi-ping1 ,YAO Xin-gan 1 , XU Wen-jiu 2   

(1.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Humanities, G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China

2.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Jianghuai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00,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survey data of 560 empty-nest families in rural areas in Jiangxi province who 

us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new energy, this paper finds the results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mpty-nest 

families’ use of new energy are as follows ：  the distance away from the county seat, householder age, cultural 

degree, occupation, family population, the household population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labor, the village 

collective promoti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ersonnel promotion, macro guidance recognition,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awareness, etc. The distance away from the county seat, householder age, occupation, the village 

collective promotion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doption of new energy will；while the household culture 

degree, family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labo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ersonnel staff 

promotion, macro guidance recognition,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awareness, etc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peasant household new energy adoption rate.

Key words ：empty nest families；new energy；influencing factors；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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