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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为探索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方法]文章以2018年“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活能源”专项
调查数据为依托，引入非农就业特征、抚养比和代际同住变量，运用Tobit模型分析非农就业特征、家庭人口经济特
征、能源可获性、能源价格因素、区位因素及消费偏好对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非农就业特征对
农户能源消费结果有显著影响；代际同住、抚养比、人均农业收入及其他收入均对生物质能源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
户主的高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经历对商品能源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商品能源平均价格作用则相反；
不同地区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差别大且受消费偏好影响。[结论]研究表明，非农就业能够直接推动陕西农户生活能
源由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向以商品能源为主转型，但家庭人口经济等特征使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转型的显著影
响力以经济因素为中心产生不同变化。

 0引言

 我国农户高碳化和非清洁化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导致农村地区土壤侵蚀，土地退化，农业生产力下降[1]以及潜在
的严重生态变化且不利于农村可持续发展[2]。随着非农业化水平的提升及消费需求的增加[3]，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
构也已发生明显变化[4]，非商品能源在农户生活能源中的比重下降，因此生物质能源不再处于领先地位[5]，而农村
能源的再生化对改善农户能源消费结构有积极影响[6]，这就为文章用其评价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提供了依据。因
此该文把生物质能源消费比例和商品能源消费比例作为反映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两个主要指标。

 1文献综述

 既往研究从多角度将影响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的因素大致分为家庭人口特征、生计特征、收入水平、能源可获性及地
理特征5类。如LeachG研究认为由于能源消费结构受到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尤其在农村地区生活能源消费结
构升级尤为困难[7]。

 1.1家庭人口特征

 户主在农户家庭能源消费中起决定作用，此外老人与孩子数量也会对农户家庭能源消费决策有影响[8]；户主年龄
对农户生活能源的选择有直接影响[9]；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则用能整体认知水平越高从而有利农户选择高质商品能
源[10]。另有学者发现花费时间采集薪柴的主要为老人或孩子，故老人和孩子数量影响了农户选择生物质能源的几率
[11]。综上，家庭人口特征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仍需进一步验证。

 1.2生计特征

 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增加了农户对高质商品能源和新型可再生能源需求[12]；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在用能选择上的差异
越来越明显，薪柴消费在以农业为主的家庭中占比最高[13]，且农户采集薪柴时伴随着大量劳动力投入[14]。纯农户
更倾向于选择可获性较高的生物质能源，兼业户则相反，非农户由于缺乏生物质能源转而选择煤炭或电能等便捷、高
效性能源[15-17]；能源消费也受到生计资本的影响，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越多，则更倾向于选择商品能源[18]，物质
、人力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转变起重要作用[19]。综上，既往研究从是否非农就业的角度研究了农户
生活能源消费结构，而从其具体特征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展开的研究较少。

 1.3收入水平

 学者认为经济是影响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最重要方式[20]。由于采集秸秆和薪柴费时费力且燃烧不利于身
体健康，收入越高的家庭越注重生活品质从而选择高质商品能源[21]，故经济水平提升比能源可替代性更能有效抑制
农户对薪柴等生物质能源的选择[22]，但另有研究表明，经济水平的提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商品能源消费增速逐渐减
缓[23]。综上，收入水平是农户生活能源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我国贫困户数量在脱贫政策作用下大幅减少，但
是脱贫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户需要承担重新贫困的风险，故经济水平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确切影响程度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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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能源可获性

 资源禀赋差异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具有差异[24]，商品能源可获性有助于降低农户生物质能源消费[25-26]。农
户居住地位置、交通条件、市场距离等均影响农户生活能源消费[27]；政府常通过控制能源价格等政策工具来满足农
户需求[28]；除能源市场价格因素外，市场以外的社会交往和宏观政府政策也会对农户能源决策产生影响[29]，例如
，使用太阳能对我国农村地区生活能源消费转型具有重要意义[30]，而由于技术不成熟、初期投入成本过高或不稳定
等因素使得农户放弃使用太阳能。综上，该文把人均耕地面积作为一项自变量加以考察。

 1.5地理特征

 不同地区在气候和建筑设计方面有较大差别，由此导致农户在用能选择和消费行为等也有较大差异，例如在气候寒
冷区域的农户冬季的煤炭消费远高于气候相对温暖地区[31]，所处平原区的农户商品能源消费远高于山区及半山区[32
]。另有研究发现越靠近城镇的农村由于享有售后和配送优势，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方便的生活能源。综上，考虑到不
同区域农户生活用能状况的不同，该文把陕西省划分为陕南、陕北和关中3个区域作为自变量加以考察。

 非农就业特征是影响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在城镇化进程中，务工是大多数农户的选择，但是现有研
究还缺乏对非农就业特征的考虑，因此，该文将细化非农就业特征进行考察。从经济角度看，农户家庭负担会对农户
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因此该文将代际同住和抚养比入家庭人口经济特征进行考察。另外，该文还将消费偏好
列入考察。

 2数据与方法

 2.1数据来源

 该文数据来自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在陕入户调查的“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生活能源”专项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
分层多级抽样方法，首先，采用多级整群抽样方法按环境及经济水平确定10个乡镇；其次，根据各乡镇行政村的非农
就业情况每个乡镇抽取4个村，共计40个行政村；最后，按每个村非农就业农户家庭占总户数的比例选择同比例数量
的农户家庭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为农户家庭，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成员基本信息、非农就业情况及生活能源消费的相关
信息。在实地调查和数据录入过程中，研究员控制问卷质量后对数据进行了整理清洗，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08份。

 2.2变量设计

 2.2.1因变量

 因变量为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包括生物质能源消费比例及商品能源消费比例，能源消费比例指各类能源消费量在农
户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33]。据既往研究对能源概念界定，该文将薪柴和秸秆统一为生物质能源[34]，将液化
气、煤炭及电力统一为商品能源[35]。

 2.2.2自变量

 自变量为可能影响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各类因素，具体包括非农就业特征、家庭人口经济特征、能源可获性、
能源价格因素、区位因素及消费偏好。非农就业特征包括人均务工收入、务工人数、非农就业负担、非劳动力年龄人
口数；家庭人口经济特征包括代际同住、家庭常住人口数、户主职业、户主受教育程度、抚养比、人均农业收入、人
均其他收入；能源可获性用人均耕地面积衡量；能源价格因素用液化气、煤炭及电力平均价格衡量；该文将调查区域
划分为陕南、陕北和关中地区并通过最希望用的生活用能种类体现农户消费偏好。

 2.3模型建立

 由于农户生物质能源使用量可能为0值，而Tobit模型能够有效测算模型中因变量存在0值且该值为正值的连续变量
的情况，因此该文采用此模型探析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具体模型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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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结果与讨论

 3.1描述性结果

 表1呈现了农户生物质能源消费比例0.281远低于商品能源消费比例0.717，生物质能源消费比例最小值为0且商品能
源消费比例最大值为1，说明目前农户生活能源以商品能源为主，以生物质能源为辅；人均务工收入6374元远高于人
均农业年收入1488元和人均其他年收入1385元，说明现阶段农户经济来源主要由务工所得，农户就业选择开始由单一
农业向多元化转变且该现象较为普遍；代际同住0.487说明农村老人已经打破传统和成年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户主
职业0.670说明大部分家庭户主选择务工；户主受教育程度1.608说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大多都在初中程度及以上；抚养
比0.630说明该地区务工人口抚养负担较重；消费偏好众数为2说明大部分农户家庭更偏向于选择商品能源作为生活能
源。

 3.2回归结果

 各因素对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受非农就业特征、家
庭人口经济特征、能源可获性、能源价格因素、区位因素及消费偏好的共同影响。非农就业特征中，人均务工收入递
增显著降低了生物质能源消费比例；务工人数递增显著降低了商品能源消费比例；非农就业负担和非劳动力年龄人口
数递增显著增加了生物质能源消费比例，却对商品能源消费比例有相反作用。家庭人口经济特征中，代际同住、抚养
比、人均农业收入及人均其他收入对生物质能源消费比例有显著正向影响，却对商品能源消费比例有相反作用；户主
职业为务工或有务工经历显著增加了商品能源消费比例，而家庭常住人口数反之；户主受教育程度递增显著降低了生
物质能源消费比例，却对商品能源消费比例有相反作用。人均耕地面积和商品能源平均价格递增显著增加了生物质能
源消费比例，却对商品能源消费比例有相反作用。消费偏好值递增显著降低了生物质能源消费比例，却显著增加了商
品能源消费比例。区位因素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有不同程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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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讨论

 （1）就非农就业特征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看，人均务工收入增加显著降低了生物质能源比例，揭示了
人均务工收入提升了农户家庭经济水平，农户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使得农户放弃生物质能源转而选择高质商品能源
，且随着液化气等商品能源推广和出于对健康环保等因素的考虑，农户会选择使用商品能源代替生物质能源[36]；务
工人数增加显著降低了商品能源比例，揭示了虽然非农就业带来的务工收入有利于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商品能源，但务
工的家庭成员过多反而不利于生活能源消费结构转型；非农就业负担和非劳动力年龄人口数增加显著提升了生物质能
源比例，却降低了商品能源比例，揭示了务工人员经济压力越大导致经农户更倾向于选择零成本甚至生物质能源作为
主要生活能源。

 （2）就家庭人口经济特征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看，代际同住和抚养比能显著提升了生物质能源比例，
却降低了商品能源比例，揭示了老人与成年子女同住和抚养比的递增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农户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
成本采集零成本薪柴或低价购置劣质生物质能源；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其他收入显著提升了生物质能源比例，揭示了
虽然这两项收入越高家中经济状况越好，则商品能源的普及率也越高[37]，但由于人均农业收入越高则农户更容易获
取低成本生物质能源；户主职业为务工能够增加商品能源比例，揭示了户主务工不仅为家庭带来人均农业收入以外的
收入，而且为家庭注入了健康消费的新思想，而家庭常住人口越多导致家庭经济压力增加，从而对商品能源比例起反
作用；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使得家庭整体思想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且更能认识到传统生物质能源作为生活能源的危害
性，故农户选择商品能源几率增大。

 （3）就能源可获性和能源价格因素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看，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则农户更容易收集低成
本生物质能源，故耕地面积越多导致农户生物质能源比例增加；商品能源平均价格越高给农户带来了更大的生活压力
，由于用能费用不仅包含能源本身的费用，还包括购置设备、后期维护等费用，这笔费用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差的农户
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此农户会选择使用更低成本的生物质能源代替商品能源。

 （4）就消费偏好和区位因素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看，消费偏好值越高的农户家庭更倾向于使用商品能
源，揭示了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还取决于农户主观意识的改变；陕北与陕南相比地处陕西省经济水平发达、
商品能源普及率高的地区，因此陕北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方便快捷且有利于农户身体健康的商品能源，陕南属于陕西省
经济较落后地区，长期经济水平落后使得当地农户形成节俭的习惯，从而生物质能源在陕南地区使用较多。

 4结论与建议

 该文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选择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比例作为因变量，以非农就
业特征、家庭人口经济特征等因素为自变量，分析了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结论与建议如下。

 （1）农户原来以生物质能源为主的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已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38]，富裕农
户在生活能源消费方面的消费主要表现为高质商品能源需求迅速增加，尤其是电力和液化气，总之，陕西农户生活能
源消费结构呈现出以商品能源为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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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农就业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减少可用于收集生物质的劳动力数量，在向可持续能源结构过渡中发挥重
要作用[39]。政府应合理引导农户进行适度地非农就业以提升农户家庭经济水平并鼓励人才回流农村，形成良好城乡
互动机制，让农业生产更有效率并使农民跳出单一的农业生产活动，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兴旺，提高
农民收入水平，从而改善过去“能源贫困”现状，逐步向高质能源过渡。

 （3）整体收入水平提升对农户选择生物质能源替代高成本的商品能源有显著推动作用，而代际同住及高抚养比给
家中劳动力造成了较大经济负担，这抵消了收入增加给农户生活能源消费转型带来的积极作用，而地处偏远地区的农
户由于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原因则更倾向于选择生物质能源，故要加大农村能源设施建设力度，完善已有设施，考虑多
种能源组合向清洁能源过度的能源政策；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农户经济水平提升并给予农村老年人适当程度的扶持
政策以减少农户家庭劳动力的经济负担，进而改善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消费结构。

 （4）非农就业、户主受教育程度及消费偏好均影响消费意识和环保意识，进而对农户能源消费意识产生显著影响
，故应开展培训以加强农户环境保护和注重身体健康意识，加强农户生物质能源消费的监管力度，从而加强其对燃烧
传统生物质能源对人体的健康危害以及对我国环境污染状况如“雾霾”等的充分认知和重视，提高其环保意识，从而
充分认识到使用高质商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从而促使其向清洁能源消费选择的转变。

 该文尚存在不足。该文的实证数据进来自陕西省农村，尽管该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环境与我国西北地区绝大部分地区
相似，但是由于资源禀赋等因素，是否在我国其他地区得到同样的实证结果还有待在未来研究中做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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