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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是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能源利用不仅关系到能源消费，而且关系到
环境保护和“三农问题”。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方法]以京津冀农村地区家庭微观数据为样本，从消费者视角探究影响薪柴和秸秆两类传统生物质能在农村家庭消费
的因素。[结果]在地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类考察变量中，前者对京津冀农村地区家庭的薪柴和秸秆两类传统生物质能
源的消费影响较为显著，而后者的影响次之。这意味着需要更加重视该地区的社会系统性影响。[结论]在现有节能减
排政策实施的背景下，要改变京津冀农村地区家庭农村能源使用结构，一方面，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条
件，以降低能源获得成本；另一方面，要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如建立清洁生物质能反馈补贴等措施，从而改善家庭收
支状况。

 0引言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工业是环境污染的“罪恶源头”。但是，随着我国政府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限制以及能源
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已经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2017
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约5.7661亿，约占总人口比重的41.48%。农村作为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的重要主体，如何优化能源
消费结构成为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农村，随着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能源消费品种的卫
生性、便捷性要求就越高。例如，农村家庭会增加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产品的消费。但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因收
入水平的限制，以及资源禀赋和能源获取的便利性等影响，长期以来以秸秆和薪柴为主的生物质能仍是农村重要的生
活能源。生物质能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焚烧为主的传统生物质能；另一类是以能源技术改造而形成的清洁生物
质能，例如沼气或以生物质能为基础经技术加工而形成的清洁能源。但是，在我国秸秆和薪柴两类生物质能的使用主
要以直接燃用为主。近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和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雾霾天气，尤其以京津冀地区最为严重，这
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学界对生物质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高生物质能利用技术和影响生物质能使用的因素两个方面。第一，在生
物质能利用技术方面。已有文献认为，生物质能源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生物质能源的利用率，然而，当前生物质能源新
工艺、新技术离真正实现商业化还存在很长的距离，生物质能源的推广仍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1]o第二，
在影响生物质能使用的因素方面。现有研究指出，为了生物质能源的长远发展，还需探究影响生物质能使用的因素。
这类文献主要从以下3个角度来分析生物质能使用的影响因素、一是，大多文献分析了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的维度，例
如家庭成员结构、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等[2-6]。二是，部分文献考察了城镇化率、能源价格
、消费者意愿度以及经济政策为主的经济特征维度[7-9]。三是，部分文献考虑了市场距离、交通条件以及地貌特征
为主的地区特征维度[10-23]。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在生物质能源消费方面已经有非常深人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仍然有以下两点不足：一是部分
文献采用的国家公布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往往统计口径比较粗，难以反映农户家庭能源消费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对理
解农户家庭能源消费行为又至关重要。二是已有文献缺乏对京津冀三地的系统比较分析。文章从消费者的角度，采用
对京津冀县级范围的农村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的方法，着重分析京津冀地区农村地区生物质能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以
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该文的贡献在于，运用了一手调研数据，比较分析了京冀农村家庭传统生物能源消费行为
及其影响因素。

 1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1数据来源和处理

 文中所用数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1）第一部分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5年和2016年多次入户调研，为随机抽样调
查方法。北京市选择昌平区、平谷区、顺义区和大兴区。天津市选择蓟县，河北选择保定市蠡县和唐山市玉田县，调
研问卷共同收142份。（2）第二部分数据来原于第三方调研机构“问卷星”。问卷设计共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村庄
环境以及家庭特征、具体能源消费情况、家庭供暖基本情况、对清洁能源与环保的认如情况、对雾霾的认知情况，最
终同收问卷2500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后，剩余2328份合格样卷，其中北京地区1014份。间北地区1013份、天律地区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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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此外，对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馆尾处理

 1.2描述性统计

 传统生物质能一直是京津冀农村地区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由薪柴类和秸秆类两类构成。根据
调研的数据，在京津冀地区，49.4%的农村家庭使用薪柴类能源，41.29%的农村家庭使用秸秆类能源。下面总体介绍
薪柴和秸秆的使用和收集情况。

 1.2.1薪柴的使用和收集情况

 在薪柴消费量方面，将其分为5个等级（图1)。总体来看、薪柴类能源的消费量在0.0571t标准谋以内的消费比例最
大，这主要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倾向于重视能源的便捷性与卫生性。而传统薪柴类能源使用的便
捷性不高，比如不易清洁，带给使用者的满意度也不高，所以人们对传统薪柴类能源使用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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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薪柴来源方面，使用薪柴的家庭中收集途径主要有：自家果树枝叶、集体林业、速生林、建筑废弃木材等以及其
他（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自家果树枝叶是最重要的薪柴来源，其次是建筑废弃木材，这从侧面反映了近年来京
津冀地区农村建房增多。需要强调的是，调研数据表用，部分家庭曾有过购买着柴的行为，家庭比例约为15.37%，这
意味看京津冀地区部分农村家庭可能收入不高，不得不购买薪柴这类较为便宜的能源。薪柴的主要用途为日常炊事用
能（87.6%）、采暖（49.61%）以及其他（11.44%）。

 1.2.2秸秆的使用和收集情况

 在秸秆消费量方面，同薪柴一样将其分为5个等级（图3）。总体来说，京津冀地区农村使用秸秆的消费量也是在最
低一级的消费占比最大。这与薪柴类能源使用的原因一样，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对能源的卫生性以及便
捷性要求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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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秸秆来源方面，使用秸秆的家庭中收集主要来源于农作物(图4)。此外，根据调研数据可知，京津冀地区农村使
用秸秆的主要用途为日常炊事（82.86%）、饲料（33.96%）、生产沼气（11.81%）和田间抛弃或烧毁(33.54%)。

 2变量选择与模型选取

 2.1变量选择

 在调查京津冀地区农村家庭生物质能源的消费时，问卷中的问题为“是否存在将薪柴当作能源使用的情况”、“是
否存在将秸秆当作能源使用的情况”。因此，因变量(y)设定为“农村家庭是否使用某种生物质能源”，若使用则为1
，否则为0。该文对京津冀地区农村家庭生物质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各个解释变量具体涵义以及单位参见
表1。

 第一类是家庭特征维度变量，具体包括：（1）户主年龄（age）。户主需要安排一个家庭的大部分事物，包括能源
的选择、不同年龄的户主对于各种能源的接受程度有差异。（2）家庭人口数（population）。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多
，能源消费总量会增加、从而可能会增加能源消费的多样性。（3）家庭纯收入（mcome)。家庭收人是影响能源消费
种类的重要因素，会影响家庭能源消费的品种和数量。（4）教育程度（edncation）。受教育程度会影响能源消费品
种的选择，以及对环保的接受程度。需要强调的是，该文选取了户主教育程度（education）。（5）能源消费总量（c
omsumme）。家庭能源消费总量越大，家庭支出越高，这可能影响生物质能的消费。

 第二类是地区特征维度变量，具体包括：（1）地貌特征（topographical)。由于在不同的地貌特征条件下，生物质
能的资源禀赋情况和可获得性会有差异，从而影响农村家庭的生物质能的消费。（2）耕地面积（iarable)。不同的耕
地面积，生物质能的产量不同。通常来说，耕地面积越大，农村家庭选择生物质能可能性越大。（3）市场距离（dist
ance）。由于家庭距离市场的距离不同，因而能源运输的时间有差异，这会影响家庭能源获得的成本和便利性。

 2.2模型选取

 该文研究的是京津冀地区农村家庭选择生物质能源的影响因素，以“农村家庭是否使用某种生物质能源”作为被解
释变量y。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值选择变量，所以采用Probat模型[13]。根据上述自变量的讨论，京津冀地区农村家庭
生物质能源消费影响的模型具体为：

 3结果与分析

 3.1薪柴使用与否的实证分析

                                                页面 5 / 10



京津冀农村地区传统生物质能源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薪柴和秸秆为例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190167.html 
来源：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表2列出了京津冀农村地区家庭薪柴使用与否的Probit概率模型估计结果，下面从地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大影响因素
来分析实证的结果。

 3.1.1地区特征的影响

 北京农村地区估计结果：地区特征变量中地貌特征、耕地面积和市场距离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各变量每增加一单
位，北京农村地区薪柴使用意愿将增加0.0959，0.2070和0.0481。具体而言，地貌特征、耕地面积和市场距离的系数均
为正，这说明地区特征变量对北京农村地区薪柴使用意愿存在促进作用。天津农村地区估计结果：只有耕地面积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耕地面积变量每增加一单位，天津农村地区薪柴使用意愿将增加0.2390。具体而言，耕地面积系数为
正，说明耕地面积对天津农村地区薪柴使用意愿存在促进作用。值得强调的是，天津地貌特征以平原为主，约占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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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导致地貌特征变量在薪柴类生物质能源消费方面影响不显著。

 河北农村地区估计结果：地貌特征、耕地面积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地形特征与耕地面积变量每增加一单位，河北农
村地区薪柴使用意愿将分别增加0.132，0.132。具体而言，地貌特征对河北薪柴类能源使用有显著正向作用，随着山
区地貌特征越明显，薪柴类使用可能性越大；耕地面积对河北薪柴类能源使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耕地面积的增
大，薪柴的使用可能性越大。

 3.1.2家庭特征的影响

 北京农村地区估计结果：家庭特征影响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家庭特征变量对北京农村地区薪柴意愿
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天津农村地区估计结果：户主年龄和家庭纯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户主年龄和家庭纯收入每增加一单位，天津农
村地区薪柴使用意愿将分别增加0.0193和减少0.0514。具体而言，户主年龄的系数为正，说明户主年龄对天津农村地
区薪柴使用意愿存在促进作用；家庭纯收入的系数为负，说明家庭纯收入对天津农村地区薪柴使用意愿存在抑制作用
。

 河北农村地区估计结果：家庭人口数与家庭纯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家庭人口数与家庭纯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河
北农村地区薪柴使用意愿将分别增加0.0880和减少0.0408。具体而言，家庭人口数对河北薪柴类能源使用呈正向关系
，家庭人口数越多，薪柴能源使用的可能性越大；家庭纯收入与河北薪柴能源使用呈负相关关系，家庭收入越高，使
用薪柴可能性越低。

 3.2秸秆使用与否的实证分析

 表3列出了京津冀农村地区家庭秸秆使用与否的Probit概率模型估计结果，下面从地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大影响因素
来分析实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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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地区特征的影响

 首先，北京农村地区估计结果：只有耕地面积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耕地面积对北京农村地区秸秆使用意愿存在
显著影响。由系数可知，耕地面积变量每增加一单位，北京农村地区秸秆使用意愿将增加0.395。

 其次，天津农村地区估计结果：同样只有耕地面积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耕地面积对天津农村地区秸秆使用意
愿存在显著影响。由系数可知，耕地面积每增加一单位，天津农村地区秸秆使用意愿将增加0.413。

 再次，河北农村地区估计结果：地貌特征、耕地面积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市场距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系
数可知，地貌特征、耕地面积变量每增加一单位，河北农村地区秸秆使用意愿将增加0.0948、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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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家庭特征的影响

 首先，北京农村地区估计结果：只有消费总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户主年龄、人口数、收入、家庭受教育程度变
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消费总量的系数为负，说明消费总量对北京农村地区秸秆使用意愿存在抑制作
用。

 其次，天津农村地区估计结果：家庭特征星号表示，具体如下：影响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特征变
量对天津农村地区秸秆意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再次，河北农村地区估计结果：只有家庭纯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户主年龄、消费总量、家庭人口数、受教育
程度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家庭纯收入系数为负，说明家庭纯收入对河北农村地区秸秆使用意愿存
在显著负影响，家庭纯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河北农村地区秸秆使用意愿将减少0.0372。

 4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基于京津冀农村地区调查数据，采用Probit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村家庭薪柴和秸秆使用的因素，结果表明如下。

 (1)在京津冀地区，目前仍有接近一半的农村家庭使用薪柴类和秸秆类能源，前者占比为49.4%，后者占为41.29%，
这一方面说明薪柴类和秸秆类生物质能源的使用还相当普遍，另一方面意味着农村地区环境污染治理仍需加强。

 (2)总的来说，在两大类考察变量中，地区特征变量对京津冀农村地区家庭的薪柴和秸秆类生物质能源的消费影响
较为显著，而家庭层面的变量影响次之。这意味着需要更加重视该地区的社会系统性影响。其中，尤其是要加强农村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方便农村家庭获得更为清洁的能源。

 (3)就北京市农村地区而言，地貌特征、耕地面积和市场距离对北京农村薪柴类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其
他变量无显著作用。耕地面积对北京农村秸秆类能源消费存在正向作用，消费总量对其呈负向作用，其他变量无显著
作用。

 (4)就天津农村地区而言，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对天津农村薪柴类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家庭纯收入对其
呈负向作用。耕地面积、市场距离对天津农村秸秆类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他变量无显著作用。

 (5)就河北农村地区而言，地貌特征、耕地面积、家庭人口数对河北农村薪柴类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家
庭纯收入对其呈负向作用。地貌特征、耕地面积对河北农村秸秆类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家庭纯收入对其呈
现负向作用，其他变量无显著作用。

 4.2讨论

 根据调研结果，样本区传统生物质能消费仍然占据能源消费的重要地位。这说明，传统生物质能的有效升级以及农
村地区减排行为的引导，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重点。文中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利用调研数据
，分析了地区特征、家庭特征两大类变量对京津冀农村地区传统生物质能源使用意愿的影响程度，从而为促进传统生
物质向清洁生物质能的转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在现有节能减排政策实施的背景下，要改善农村能源使用情况，当前可行的措施包括：一是加大道
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家庭获得清洁能源的成本；二是在能源消费影响因素中，教育变量不显著，这与
农村家庭收入较低有关。因此，光是靠说服教育来改变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结构显然难以凑效，而应通过建立清洁生
物质能反馈补贴等措施提升农村家庭收入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文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京津冀地区为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地区家庭传统生物质能使用的影响因素，未
来可扩大研究范围，增加调研时段，进行更加多元化的分析。其次，该文主要选取了薪柴和秸秆作为传统生物质能的
代表，下一步可将其他生物质能纳入分析，综合探究农村地区传统生物质能使用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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