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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托管何以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

张仁慧 张 瑜 赵 凯 王志彬

摘要：农业生产托管有助于将农村女性从农业生产约束中释放出来，为其非农就业创造有利条件。

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 2047份农村女性样本展开实证分析，考察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

业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未采纳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的农村女性相比，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不仅显著提高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概率，还能显

著增加其非农就业时长。从对非农就业选择和市场回报的影响看，农业生产托管促使女性劳动力兼业

转移并推动其外出务工，同时显著提高其非农就业收入。机制分析表明，农业生产托管通过发挥时间

释放效应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生产托管能对家庭收入水平偏低、抚幼负担

较轻、赡养负担较重和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村女性发挥更强的非农就业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证实，农

业生产托管的非农就业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男性劳动力相比，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

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为加快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发展和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提供了政

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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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提出，要促进妇女平等就业，消除就业性别歧视，

优化妇女就业结构，促进女性人才发展。促进女性就业既有助于女性权益的实现，又能改善家庭福利，

对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

表现远落后于男性（Egger et al.，2022），这一差异在中国农村地区也十分突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总量为 29562万人，其中男性占 63.4%，女性占 36.6%。

*本文研究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旱区农业战略研究项目“干旱半干旱地区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研究”（编号：

24520241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西部农地股份化动态调整机制研究”（编号：

22XJY027）和陕西省农业协同创新与推广联盟软科学项目“陕西粮食安全背景下榆林沙漠变农田的实现路径研究”（编

号：LMR202202）的资助。本文通讯作者：赵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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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与男性劳动力相比，中国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率仍然偏低，不利于中国人口和经济的长远

发展（张川川和王靖雯，2020）。

受传统性别分工和家庭联合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大量青壮年农村男性劳动力在工业化和城镇化

进程中凭借自身优势率先实现非农转移。这使得中国农村家庭的分工模式由传统的“男耕女织”向“男

工女耕”转变，女性劳动力多留守农村负责农业生产和家庭照料（罗明忠等，2021）。在不考虑闲暇

的情况下，农村女性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农业生产、家庭照料和非农劳动三大关键领域。依据农民劳动

的不可分性理论，农村女性在不同领域之间的劳动投入存在密切的联动关系（Bowlus and Sicular，2003）。

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减轻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对农村女性的束缚，进而激发其在非农领域的就业潜力

与发展动力。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平均家务劳动时间大约为男性的 2倍，女

性仍是家务劳动的主力，承担家庭照料的主要责任。在家务劳动分工模式短期内难以发生显著改变的

现实背景下（张勋等，2023），现阶段提高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率的可行路径之一在于减轻农村女

性的农业劳动负担，将农村女性从农业生产约束中释放出来，进而促进其非农就业。

蓬勃发展的农业生产托管为这一构想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抓手。农业生产托管是农户等经营主体在

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条件下，将农业生产中的耕、种、防、收等全部或部分环节委托给农业生产性服

务组织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性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和推动服务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冀

名峰和李琳，2020）。与普通的生产环节外包相比，农业生产托管的规范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供求

双方合作关系相对稳定，利益联结更为紧密（芦千文和苑鹏，2021）。作为农业领域专业化分工的重

要形式，农业生产托管能够通过迂回投资的方式，以服务替代劳动，节约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投入

（Wang et al.，2016；罗必良，2017），其劳动力替代与释放功能得到广泛认可（姜长云等，2021），

能够为农村家庭中的女性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提供有利条件。

已有文献就农业生产托管与劳动力非农转移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诸多有益探讨，总体上呈现两

类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类文献偏向于探究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服务采纳行为的影响。这类研究普遍

认为非农就业在导致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的同时增加了家庭收入，农户倾向于购买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以替代日益稀缺的劳动力资源（Yan et al.，2016；苏卫良等，2016；杨震宇等，2022）。

另一类文献则偏向于考察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采纳对劳动力非农化配置的影响。这类文献在肯定农业生

产托管劳动力替代效应的同时，从就业时间、劳动收入和转移距离等不同的视角对服务购买的就业效

应进行了细化和拓展（郑旭媛和林庆林，2021；耿鹏鹏等，2022；唐若迪等，2023）。

上述两类文献虽然呈现不同的研究方向，但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性，具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进

行讨论：第一阶段呈现“要素流动－要素补偿”的作用逻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发展进程，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巨大的工资率差异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从事非农

工作。男性凭借比较优势获取了优先转移的权利，导致农户家庭优质劳动力资源流失，中国小农生产

格局逐渐呈现“女性农业”的特征。农业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上升，要素相对价格的变

化对技术变革产生诱致性作用，推动农业生产托管不断发展。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加快了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进程，农业生产托管主要发挥对流失劳动力的补偿作用。第二阶段呈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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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展－要素扩散”的作用逻辑。进入 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新型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以来，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供给侧的服务供给能力持续增强（郭晓

鸣和温国强，202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

一阶段，农业生产托管不仅能发挥对流失劳动力的补偿作用，还能进一步释放剩余劳动力，为劳动力

要素的进一步扩散提供可能（罗明忠等，2021）。

总体上看，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缺乏对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性别结构背景下农业

生产托管如何影响女性劳动力非农化配置的深入探讨。事实上，劳动力并非同质化群体，由于家庭成

员分工和现代化机械的性别偏向等因素的客观存在，农业技术进步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不同（Daum et

al.，2021；Afridi et al.，2023）。农业生产托管作为农业技术变革和经营模式创新的综合载体，其劳动

力替代与释放效应也存在性别差异。鉴于相当一部分男性劳动力已率先转移至非农产业，他们的生计

模式主要为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时返乡协助农业生产（陆岐楠等，2017），农业生产托管有助于节

省其农忙时返乡的交通成本与误工成本，提高非农工作的稳定性。与男性劳动力不同，在“男工女耕”

的性别分工模式下，农村女性仍承担着主要的农业生产责任，对农业生产的附着力强于男性（孟晓志

和李尚蒲，2022）。女性与服务要素的结合显著降低了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不可替代性，促使家庭内

部分工改变。快速发展的农业生产托管不仅弥补了女性在高强度生产作业中的体力劣势，还能以服务

的形式强化先进技术的获取和应用，优化经营理念，提升生产管理效率，进而产生时间节余，使女性

有更多精力投入非农生产（Ma et al.，2024）。因此，在农业生产托管的协助下，女性劳动力呈现更强

的非农转移潜力，且农业生产托管产生的时间释放效应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其非农就业选择和市场回报。

值得关注的是，少数学者探究了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机

械的应用通过发挥劳动力替代效应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产生正向影响（罗明忠等，2021；Ma et al.，2024）。

但上述研究或是不够聚焦，未明确区分农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渠道是自购农机还是购买市场化服务；

或是对农业生产托管的考察不够全面，仅从整地和收割两个环节探讨农业机械化服务对农村女性非农

就业的影响；也未明晰农业生产托管影响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作用机制，使得农业生产托管在推动农

村女性非农就业中的作用难以被充分认识。在中国农村社会，女性劳动力往往被赋予更多的家庭责任，

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对于家庭生产生活乃至农村社会发展都存在关键影响。因此，对农业生产托管就业

效应的考察有必要进一步聚焦于女性劳动力，重点关注农村女性群体能否享受到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

红利，明晰农业生产托管何以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进而为乡村振兴和社会发展赋能。

鉴于此，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 2047份农村女性样本展开实证分析，拟回答以下问题：第一，

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能否促进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参与，其作用机制是什么？第二，农业生产托管是

否会进一步影响农村女性的就业选择与市场回报？第三，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在

不同农村家庭以及不同作物类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

聚焦女性劳动力群体，分析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通过拓展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

与的研究视域，进一步细化与丰富农业生产托管发展效应评估；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不仅探究

农业生产托管能否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还进一步剖析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以期为利用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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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推动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并针对不同女性劳动力群体分类施策提供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资源稀缺性引起的要素相对价格变化会对技术变革产生诱致性作用

（Hayami and Ruttan，1985）。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农村男性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

门大量转移，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郑旭媛和徐志刚，2017），农户对农业机械

的需求不断增加。由于购置农机存在较强的资产专用性约束，以农机服务采纳代替农业机械购买成为

农户的理性选择（刘进等，2023）。农业生产托管不仅以服务购买的形式替代了农业雇工，补偿了流

失劳动力，解决了家庭农业经营与留守劳动力的结构失衡问题（郑旭媛和林庆林，2021），其隐含的

效率提升机制还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农村家庭中的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罗明忠等，2021）。

农业生产托管是农业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专业化的服务组织经营理念相对先进，在农业机械和

现代化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具有优势。农村女性劳动力通过将自身干不了或干不好的生产环节委托给托

管服务主体，迂回地参与了专业化分工，提升了生产作业效率，进而实现劳动力释放。首先，在整地、

播种和收获等生产环节，女性存在天然的体力劣势，往往需要其投入大量时间来完成这些高劳动强度

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托管的主要服务媒介（郑旭媛和林庆林，2021），农业机械的应用

替代了农村女性的劳动投入，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提高了作业效率。其次，在病虫害防治、除草等

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精细管理的生产环节，女性具有一定优势，能够发挥其耐心、细致和灵活的特

性。然而，农业生产所固有的季节性和时间紧迫性的特点，使这些看似非高劳动强度环节对劳动力的

需求同样紧迫。同时，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和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精

细管理环节对先进技术的需求日益迫切。农业生产托管作为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重要渠道，扮演着

先进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关键角色（张仁慧等，2023）。农业生产托管以服务的形式将先进技术嵌入农

业生产（孙小燕和刘雍，2019），既能降低病虫害防治等环节重复作业的概率，又可节省女性劳动力

搜寻、学习和转化先进技术所需的时间，通过技术应用有效节约劳动力和时间成本。再次，农业生产

经营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有赖于信息的及时获取、传递和应用。受“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的长

期影响，农村女性的社交范围和信息获取渠道有限，这无形中增加了女性劳动力信息获取和应用的时

间成本。与农户相比，服务组织通常具有广泛的市场网络和信息资源，能够及时获取自然灾害、气象

数据和病虫害等自然环境信息以及良种推广、价格走势和市场需求等外部市场信息。农业生产托管作

为信息传递的关键渠道，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的信息可得性，为生产经营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提

高了生产经营决策和管理效率。最后，农业生产托管还具备知识资本传送器的功能，能在服务过程中

产生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与农户相比，服务主体具备先进的管理理念，能够通过高效的经营管理方

法和现代组织制度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姜长云等，2021）。农业生产托管的示范效应以及农户与服务

主体之间的交流学习有助于优化农户的生产经营理念，引导女性以相对科学、高效的方式优化农业生

产资源配置，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并强化不同环节之间的统筹安排，实现生产作业效率的提升。

在农业生产托管的协助下，农村女性可以更加高效地完成农业生产任务。效率提升的直观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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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农业生产经营时间成本的降低。在生产函数中，时间是提供效用的重要投入因素（Becker，1965）。

农业生产托管隐含的效率提升机制发挥了显著的时间释放效应，为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工作提供了有利

的客观条件。利用农业生产节余的时间，农村女性不仅可以积极投入非农劳动，还可以参与非农技术

培训和其他学习活动，从而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提高就业竞争力，获得与自身需求匹配

度更高的非农就业机会，促使其在非农领域实现更好发展。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农业生产托管能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

H2：农业生产托管通过发挥时间释放效应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课题组于 2022年 7－8月在

黄河流域中上游开展的农村与农户专项调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要战略之一。

现阶段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呈现“上游落后、中游崛起、下游发达”的分布态势（郭晗和

任保平，2020）。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加强对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状况的

关注与探讨。本文以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为研究区域，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

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生产经济带（畅倩等，2021），覆盖了中国传统农区和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

安全保障和优质特色农产品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杨永春等，2020）。第二，截至 2020年底，

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和河南省 6个省（自治区）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数量约 21.3万个，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达 3.8亿亩次，服务组织数量、托管服务面积均占全

国的 23.6%左右
①
。调研区域内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市场，便于开展农业生产托管发展

效应的识别和评估。第三，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是北方主要的人口聚集区（王铮等，2021），也是中

国劳动力的主要供给地区之一。释放该地区农村女性非农转移潜力、积极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对

于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逐步减弱的人口红利给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在样本选择上，课题组采取多阶段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包括青海

省、四川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和河南省 8个省（自治区），

受限于流域面积和实际耕作情况，青海省和四川省暂不作为调研省份。依据主导产业、资源禀赋和地

形地貌等特征，在上述 6个省（自治区）各选取 2个沿流域重点农业县（市、区）；依据农业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生态保护状况和地理区位，在各县（市、区）分别选取 2～6个样本乡镇；依据村

庄发展水平和产业状况，在各乡镇分别选取 2～5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选取 10～25户农户作为

调研对象，并重点对村“两委”、合作社负责人等进行访谈。实地调研采取问卷调查与典型访谈相结

合的方法，最终调研区域涉及 12个县（市、区）107个村，共获取 3235份农户数据，涉及 7137个劳

①
资料来源：省级数据来自各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的农业生产托管的相关报道；全国数据来自《截至 2020年底，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超 90万个》，https://www.gov.cn/xinwen/2021-02/08/content_55858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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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样本。结合本文研究主题对样本数据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剔除 2021年未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的

农户样本；其次，剔除没有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年龄在 16～55岁，男性劳动力年龄在 16～60岁）的

农户样本；再次，因为已婚女性受家庭联合供给决策的影响较大，在非农就业决策中需要考虑与配偶

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分工协调，而未婚女性受到的约束程度较小，故进一步剔除未婚女性样本；最后，

将已婚女性劳动力数据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的数据匹配，共获得来自 1719户农户的 2047份农村女

性样本。样本区域分布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样本区域分布

省（自治区） 县（市、区） 样本量（个） 合计（个） 省（自治区） 县（市、区） 样本量（个） 合计（个）

甘肃省
靖远县 191

384 陕西省
大荔县 223

462
榆中县 193 榆阳区 239

内蒙古自治区
达拉特旗 191

231 山西省
平陆县 191

325
准格尔旗 40 石楼县 134

宁夏回族自治区
平罗县 114

282 河南省
灵宝市 183

363
青铜峡市 168 荥阳市 180

此外，本文从家庭人口数量、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三个方面对样本农户家庭基本特

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其中：家庭人口规模的大小对于家庭农业生产和劳动力配置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平均受教育水平直接关系到家庭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素质，是家庭经济活动和家庭成员就业选择的重

要影响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直接反映了家庭的经济实力和支付能力。采用这三个指标将样本数据与

其所在县（市、区）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样本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省（自治区） 县（市、区）
家庭人口数量（人） 平均受教育水平（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统计数据 样本均值 统计数据 样本均值 统计数据 样本均值

甘肃省
靖远县 2.93 4.10 8.95 7.96 12531 17085.76

榆中县 2.69 3.72 8.57 7.60 12540 13825.87

内蒙古自治区
达拉特旗 2.35 2.99 9.35 7.44 22981 27252.11

准格尔旗 2.29 2.30 9.74 7.85 22892 23698.23

宁夏回族自治区
平罗县 2.47 2.99 8.96 7.89 18984 19710.81

青铜峡市 2.44 3.10 9.03 8.04 18798 17877.26

陕西省
大荔县 3.06 3.93 9.73 7.63 15715 19859.32

榆阳区 2.70 3.11 10.31 7.89 18343 18571.70

山西省
平陆县 2.54 3.50 10.00 7.49 11030 13373.35

石楼县 2.44 3.01 9.86 6.87 13731 14909.93

河南省
灵宝市 2.58 4.40 9.78 8.78 21097 22379.11

荥阳市 2.82 4.13 11.76 9.09 25525 24209.66

注：县域统计数据中，家庭人口数量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统计数据来自各县（市、区）公布的 2020年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公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统计数据来自各县（市、区）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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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与县域统计数据相比，样本的农户家庭规模偏大且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可能的原

因是，这两个指标的县域统计数据均呈现的是县（市、区）层面的总体水平，而本文研究对象均来自

农村地区。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看，样本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与各县（市、区）公布的数据大多较

为接近。总体上看，本文选取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基准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是否非农就业”和“非农工作时长”。其中：

“是否非农就业”为虚拟变量，若女性劳动力参与非农工作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非农就业时

长”以女性劳动力一年内参与非农工作的时长（以“天”为单位）衡量，回归时作取对数处理。此外，

对于参与非农工作的女性劳动力，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农业生产托管如何影响其就业选择与市场回报，

被解释变量具体包括“非农就业类型”、“非农就业区域”和“非农就业收入”。其中：“非农就业

类型”为虚拟变量，若女性劳动力仅参与非农工作则视为纯非农就业，赋值为 1；若其在一年内既参

与农业生产又参与非农工作，则视为兼业劳动，赋值为 0。“非农就业区域”也是虚拟变量，参照国

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指标解释，将女性劳动力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外从

业视为外出务工，赋值为 1；将就业区域为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视为本地就业，赋值为 0。本文还以

年就业收入总额（以“元”为单位）表征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收入”，回归时作取对数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业生产托管”。借鉴已有研究（唐若迪等，2023），

若农户在种植业生产的耕整地、播种、施肥、植保、灌溉、收割环节的任意一个或其中几个环节采用

了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同时，参考已有研究（董莹，2022；毕雪昊等，2022），

本文使用农户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环节数量（以“个”为单位）和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支出占农业

总支出的比例，即“托管环节数量”和“托管支出占比”，作为农业生产托管的稳健性检验指标。

3.控制变量。参考陈璐等（2016）、张川川和王靖雯（2020）、张勋等（2023）关于农村女性非

农就业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选取控制变量。第一类是女性个

体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社会身份和健康状况。其中：年龄分别设置“16～25岁”“26～

35岁”“36～45岁”“46～55岁”4个虚拟变量，回归时以“46～55岁”为参照组；“受教育程度”

以个体实际受教育时长（以“年”为单位）表征；“政治社会身份”为虚拟变量，若个体为党员，或

曾担任过村干部、合作社负责人等职务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健康状况”通过不健康（有疾病）、

一般、健康 3个层级表征，并分别赋值为 1、2、3。第二类是家庭因素，包括配偶年收入、家庭人口

特征、家庭年收入、社会网络、经营耕地面积和耕地转入比例。其中：配偶的收入水平可能对农村已

婚女性参与非农工作的期望和需求产生影响，因此，在家庭因素中控制了“配偶年收入”（以“元”

为单位），回归时作取对数处理；家庭人口特征通过“0～6岁儿童”“7～16岁儿童”“65岁以上老

人”“生活无法自理人口”4个指标测度，均为虚拟变量，用以反映家庭的幼儿抚养负担、学龄儿童

抚养负担、老年赡养负担和疾病照料负担；“家庭年收入”为 2021年农户家庭总收入（以“元”为

单位），回归时作取对数处理；采用农户家庭礼金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

变量，通常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越有助于个体寻求非农就业机会甚至提高其在非农就业市场的工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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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选取“经营耕地面积”和“耕地转入比例”两个指标反映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特征，前者以 2021

年农户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以“亩”为单位）表征，后者以转入耕地面积占经营耕地面积的比例

表征，较大的经营耕地面积、较高的耕地转入比例可能会抑制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第三类是外部经济

社会因素，包括村庄交通条件、村庄非农就业状况和村庄经济水平。其中：“村庄交通条件”以农户

的住房与最近的通村车站的距离（以“千米”为单位）表征；“村庄非农就业状况”以村级层面非农

劳动力总人数占村庄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表征；“村庄经济水平”以农户所在村庄的人均居民收入水

平（以“元”为单位）衡量，回归时作取对数处理。此外，回归时纳入县域固定效应，以控制县域间

政策差异以及县域层面不可观测因素对模型估计的影响。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非农就业 2047 0.252 0.434 0 1

非农就业时长 516 202.306 75.965 26 312

非农就业类型 516 0.203 0.403 0 1

非农就业区域 516 0.764 0.425 0 1

非农就业收入 516 28252.520 22942.190 1500 230500

核心解释变量

农业生产托管 2047 0.555 0.497 0 1

托管环节数量 2047 1.210 1.419 0 6

托管支出占比 2047 0.128 0.183 0 0.894

女性个体因素

16～25岁 2047 0.030 0.171 0 1

26～35岁 2047 0.233 0.423 0 1

36～45岁 2047 0.325 0.469 0 1

46～55岁 2047 0.412 0.492 0 1

受教育程度 2047 6.178 4.426 0 19

政治社会身份 2047 0.086 0.280 0 1

健康状况 2047 2.788 0.518 1 3

家庭因素

配偶年收入 2047 28555.590 43582.440 0 540000

0～6岁儿童 2047 0.158 0.365 0 1

7～16岁儿童 2047 0.256 0.437 0 1

65岁以上老人 2047 0.237 0.426 0 1

生活无法自理人口 2047 0.048 0.214 0 1

家庭年收入 2047 125271.400 184945.500 1200 2700000

社会网络 2047 0.081 0.087 0 0.692

经营耕地面积 2047 12.655 22.294 0.300 400

耕地转入比例 2047 0.139 0.310 0 1

外部经济社会因素

村庄交通条件 2047 6.619 8.828 0.010 54

村庄非农就业状况 2047 0.363 0.219 0.010 0.900

村庄经济水平 2047 16834.581 6174.206 1641.392 2996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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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

1.农业生产托管与农村女性是否非农就业。由于农村女性是否非农就业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本

文构建如下 Probit模型探究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是否非农就业的影响：

0 1P( 1 ) ( ),i i iii iwork X X DAPT APT        （1）

（1）式中：下标i代表农村女性个体； iwork 为农村女性是否非农就业的二值虚拟变量； iAPT
代表农业生产托管状况； iX 为影响农村女性是否非农就业的控制变量，包括女性个体因素、家庭因

素和外部经济社会因素； iD 为县域固定效应； 1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表示农业生产托管对

农村女性是否非农就业的影响； 为控制变量系数向量； 0 为常数项。

2.农业生产托管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时长。本文构建如下OLS模型探究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

非农就业时长的影响：

0 1i i i i itime APT X D        （2）

（2）式中： itime 表示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时长； iAPT 代表农业生产托管状况； iX 为一组包含

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 iD 为县域固定效应； 1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

表示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时长的影响； 为控制变量系数向量； 0 为常数项； i 为随

机扰动项。

3.农业生产托管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选择。除上述基准回归模型外，本文进一步考察农业生产托

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农村女性非农就业选择由非农就业类型和非农就业区域共同刻画，

鉴于这两个变量均为二值虚拟变量，故设置如下 Probit模型：

0 1P( 1 ) ( ),i i i i iise Plect XAPT A T X D        （3）

（3）式中： iselect 表示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类型和非农就业区域； 1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

数，表示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类型和非农就业区域的影响； 为控制变量系数向量；

0 为常数项；其余变量设定与（1）式相同。

4.农业生产托管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收入。农业生产托管通过发挥劳动力释放作用促进农村女性

非农就业。随着非农劳动投入的增加，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收入可能随之增长。本文构建如下OLS

模型探究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

0 1i i i i iincome APT X D        （4）

（4）式中： iincome 表示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收入； 1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表示农业生

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 为控制变量系数向量； 0 为常数项； i 为随机扰动项；

其余变量设定与（2）式相同。

（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描述性统计

图 1展示了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状况，并对比不同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购买状态下农村女性非农就

业参与、非农就业时长、非农就业选择和非农就业收入的差异。



农业生产托管何以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

- 29 -

（e）非农就业收入（d）外出务工

（a）非农就业参与 （b）非农就业时长 （c）纯非农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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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非农就业时长、非农就业选择和非农就业收入对比

1.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情况的描述性统计。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状况看，如图 1（a）所示，

农村女性群体的非农就业参与率不高，仅为 25.2%，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仍是男性，非农就

业市场参与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结果一致。

对比不同服务购买状态下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状况发现，与未采用生产托管服务的农户相比，采纳

生产托管服务的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的积极性更高，实际非农就业参与率高出约 10个百分点。

2.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时长和非农就业选择情况的描述性统计。对于参与非农工作的农村女性，本

文进一步分析其就业行为特征，并对比不同服务购买状态下的特征差异。如图 1（b）～图 1（d）所示，

样本中共有 516名女性劳动力参与非农工作，其平均就业时长为 202.306天，纯非农就业比例为 20.3%，

就业区域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外的比例为 76.4%。与未采纳生产托管服务的农户相比，采纳生产托

管服务的农户家庭中，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时间更长，大约多 17天，且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兼业。

3.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收入情况的描述性统计。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收入看，如图 1（e）所示，样

本中 516名参与非农工作的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年均收入为 28252.520元，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农

户中的女性非农就业年收入比未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农户中的女性高出 9726.230元。结合图 1（b）

对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时长的统计，可大致测算出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工作的月均收入为 3630.963元①
。

据统计，样本中的男性劳动力月均非农收入为 5390.405元，比女性劳动力高出约 1759元。《2021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 4432元。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平均收入明显

低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收入的平均水平，这也反映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收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类似地，可以发现，与未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农户相比，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农户中女性劳

动力的月均收入要高出约 971元，说明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有助于女性寻求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

①
以一个月工作 26天计，农村女性月均非农收入为 28252.520/（202.306/26）=3630.963元。类似地，可以计算出采纳农

业生产托管服务和未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女性劳动力月均非农收入分别为3947.318元和 2976.6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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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4展示了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影响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利用 Probit模型估计农

业生产托管对女性劳动力是否非农就业的影响，表 4回归 1中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农业生产托管”，

回归 2～回归 4逐步添加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上述所有回归均纳入县域固定

效应。从表 4回归 1～回归 4的估计结果看，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均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依据表 4回归 4的估计结果，与未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农户相比，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的农户中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概率要高出 10个百分点。利用OLS模型估计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

非农就业时长影响。表 4回归 8的估计结果显示，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后，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工

作时长增加 23.9%（e0.214−1），大约 46（191×23.9%）天。这表明，农业生产托管不仅显著提高了女

性非农就业参与率，还有助于延长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时长，促使其有更积极的非农就业市场表现。

表 4 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是否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时长

回归1 回归 2 回归3 回归 4 回归5 回归6 回归 7 回归8

农业生产托管 0.115*** 0.111*** 0.102*** 0.100*** 0.195*** 0.202*** 0.203*** 0.214***

（0.018） （0.018） （0.017） （0.017） （0.047） （0.048） （0.047） （0.047）

16～25岁 −0.193*** −0.160*** −0.147** 0.021 0.053 0.072

（0.061） （0.058） （0.058） （0.144） （0.139） （0.140）

26～35岁 −0.221*** −0.186*** −0.181*** −0.048 −0.049 −0.054

（0.025） （0.025） （0.025） （0.054） （0.058） （0.058）

36～45岁 −0.182*** −0.127*** −0.124*** −0.051 −0.061 −0.066

（0.021） （0.021） （0.021） （0.052） （0.052） （0.053）

受教育程度 0.013*** 0.010*** 0.009*** 0.006 0.004 0.005

（0.002） （0.002） （0.002） （0.006） （0.006） （0.006）

政治社会身份 −0.018 −0.047 −0.047 0.042 0.035 0.033

（0.034） （0.032） （0.031） （0.080） （0.085） （0.084）

健康状况 0.060*** 0.020 0.018 −0.041 −0.070 −0.076

（0.019） （0.018） （0.018） （0.049） （0.047） （0.047）

配偶年收入 0.019*** 0.019*** 0.005 0.006

（0.002） （0.002） （0.005） （0.005）

0～6岁儿童 −0.056* −0.053* −0.004 −0.007

（0.029） （0.029） （0.077） （0.078）

7～16岁儿童 0.001 −0.001 −0.049 −0.040

（0.021） （0.021） （0.053） （0.053）

65岁以上老人 0.063*** 0.067*** −0.009 −0.007

（0.021） （0.021） （0.050） （0.050）



农业生产托管何以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

- 31 -

表 4（续）

生活无法自理人口 −0.048 −0.049 0.135 0.142

（0.045） （0.044） （0.130） （0.131）

家庭年收入 0.057*** 0.058*** 0.103*** 0.099***

（0.011） （0.011） （0.026） （0.025）

社会网络 −0.172 −0.162 −0.169 0.160

（0.102） （0.102） （0.269） （0.272）

经营耕地面积 −0.002** −0.002** 0.003 0.002

（0.001） （0.001） （0.002） （0.002）

耕地转入比例 −0.101*** −0.104*** 0.067 0.067

（0.029） （0.029） （0.074） （0.074）

村庄交通条件 0.001 0.005

（0.001） （0.003）

村庄非农就业状况 0.177*** −0.081

（0.041） （0.089）

村庄经济水平 −0.011 −0.020

（0.013） （0.027）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995*** −1.473*** −3.710*** −3.757*** 4.988*** 5.085*** 3.926*** 4.119***

（0.134） （0.209） （0.479） （0.661） （0.120） （0.187） （0.346） （0.422）

PseudoR2 0.045 0.096 0.187 0.195 0.089 0.095 0.150 0.157

样本量 2047 2047 2047 2047 516 516 516 516

注：①回归 1～回归 4汇报的是边际效应；②回归 1～回归 4括号内为德尔塔方法计算的聚类至家庭层面的标准误，

回归5～回归 8括号内为聚类至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二）内生性讨论

1.反向因果问题处理。农业生产托管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即参与非农工作的农村女性，其家庭购买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概率更高。鉴于此，本文选取“所在乡

镇农业合作社和农事企业的数量”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重新估计。各类农业合作社

和农事企业是农业生产托管的重要供给主体（姜长云等，2021），其数量越多，服务供给越充分，越

有利于农户获取生产托管服务，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然而，一定时期内农业经济组织的发展

状况与政策支持、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与农户的非农就业决策不存在直接关联，

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Wald卡方值和AR值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

拒绝原假设，表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 5回归 1的 IV-Probit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引入工具

变量后，农业生产托管对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 5回归 2的被解释变量为

“非农就业时长”，2SLS估计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托管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增加了女性劳动力的

非农就业时长。上述结果说明，在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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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效应依旧存在，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度。

表 5 内生性问题处理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1 回归 2 回归3

IV-Probit第一阶段 IV-Probit第二阶段 2SLS Heckman两步法

农业生产托管 是否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时长 非农就业时长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工具变量 0.072*** 0.004

农业生产托管 0.700*** 0.203 0.302** 0.115 0.270*** 0.068

逆米尔斯比 0.212 0.19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2047 516 516

注：①回归1和回归2的标准误为聚类至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②***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

2.样本选择偏差处理。前文关于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时长的估计仅选择处于非农就

业状态的农村女性样本，但并非所有的农村女性都参与非农工作，忽略未参与非农工作的农村女性样

本可能导致前文相关估计结果存在选择性偏误。为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引致的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

两步法进行纠正：第一步，在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时长影响的估计中加入未参与非农工

作的农村女性样本，将这部分样本的非农就业时长处理成缺失值，并估计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概率，

计算得到逆米尔斯比；第二步，将逆米尔斯比加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5回归 3所

示。可以看出，在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后，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时长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

但逆米尔斯比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不存在明显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基准回归估计结果依然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和子样本估计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借鉴董莹

（2022）的研究，以“托管环节数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借鉴

毕雪昊等（2022）的研究，以“托管支出占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最

后，鉴于实际经营规模偏小或偏大的农户可能在资源分配决策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经营规模适中

的农户存在差异，缺乏广泛代表性，故剔除经营规模小于 1亩和经营规模大于 30亩的样本，采用子

样本估计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 6可知，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均显示，采

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不仅显著提高了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概率，还显著增加了其非农就业时长，再次

验证了基准回归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表 6 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回归1 回归 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回归6

是否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时长 是否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时长 是否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时长

托管环节数量 0.238*** 0.107**

（0.069）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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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续）

托管支出占比 2.409*** 0.931***

（0.652） （0.363）

农业生产托管 0.845*** 0.327***

（0.223） （0.12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卡方值 443.39*** 80.60*** 470.35*** 75.10*** 405.06*** 84.12***

样本量 2047 516 2047 516 1726 441

注：①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②括号内为聚类至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

五、进一步分析

（一）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机制分析

农业生产托管通过现代化农业机械和生产技术的应用以及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提高女性劳动力的

生产作业效率，减少了女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时间，为其参与非农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鉴

于此，本文以“农业劳动时间”为机制变量考察农业生产托管的时间释放效应。“农业劳动时间”以

农村女性一年内参与农业劳动的时长（以“天”为单位）来衡量，回归时作取对数处理。表 7的估计

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托管的估计系数为−0.182，且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采纳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后，农村女性的农业劳动时间减少了 16.6%（1−e−0.182）。由此说明，在给定时间约束下，假

定其他条件相同，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有助于减少农村女性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为了追求家庭收

益最大化，农村女性更倾向于将节约的时间用于非农工作。这一结果为“农业生产托管可发挥时间释

放效应”的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假说H2得证。

表 7 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影响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农业劳动时间

系数 标准误

农业生产托管 −0.182** 0.08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样本量 2047

注：①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②标准误为聚类至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

（二）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选择与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分析

1.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类型的影响。对于中国小农户而言，耕地具有重要的社会保

障功能。农业生产托管为不愿放弃经营权但又无力耕种的农户提供了两全的选择。购买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并非让农户做“甩手掌柜”，其仍需要负责日常的农业田间管理和组织经营（姜长云，2020）。

尤其当前农村家庭仍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为主，女性劳动力仍是多数家庭农业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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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力，其难以实现纯非农就业。鉴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类型的

影响。表 8回归 1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托管对女性劳动力纯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表

明农业生产托管的就业促进效应以兼业转移为主，农村女性仍需在农业生产、非农就业和家庭照料之

间进行时间分配与角色转换。可能的原因在于，尽管农业生产托管通过提高生产作业效率和市场参与

效率发挥了显著的时间释放效应，为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当前非农就业形势不稳

定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并不愿意完全放弃农业生产，而是更倾向于兼业转移。

表 8 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选择与非农就业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回归1 回归 2 回归 3

非农就业类型 非农就业区域 非农就业收入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农业生产托管 −0.875*** 0.341 0.736** 0.341 0.850*** 0.20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卡方值 127.79*** 50.21** 104.24***

样本量 516 516 516

注：①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②标准误为聚类至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

2.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区域的影响。一般而言，乡镇地区的非农就业市场规模有限，

乡镇之外的城市就业市场更为成熟，有利于女性劳动力寻求更适合的工作机会。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

季节性特征，而农业生产托管通过提升生产作业效率为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提供了保障。表 8回归 2的

估计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农业生产托管有助于推动

女性劳动力前往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外的区域从事非农工作。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农业生产托管的时间

释放效应，农业生产托管使得农村女性的可支配时间增加，为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提供了充分保障。

3.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随着非农劳动投入的增加，女性劳动力的非农

就业收入可能随之增长。本文以“非农就业收入”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

就业市场回报的影响。表 8回归 3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托管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1%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说明农业生产托管在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同时，显化了农村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

（三）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基于家庭的异质性分析。新迁移经济学强调，劳动力迁移决策是家庭层面的联合决策，家庭因

素对农业生产托管影响的发挥构成重要约束。女性劳动力将时间配置于不同产业的效用水平与家庭经

济状况密切相关。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女性相比，家庭经济匮乏的女性将时间配置于非农产业的效

用更高，因此，她们更倾向于将采纳农业生产托管节约的时间用于非农劳动以增加可支配收入、增进

家庭总福利。据此，本文将所在家庭年收入高于样本均值定义为相对高收入，反之定义为相对低收入，

划分不同的家庭收入水平，分组估计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表 9回归 1和回归 2

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托管显著促进了相对低收入家庭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对相对高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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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表 9回归 3和回归 4的估计结果显示，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女

性劳动力相比，农业生产托管对相对低收入家庭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时长的正向影响更大。上述估计

结果证实了家庭收入水平偏低的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工作缓解经济压力的需求和动力更强，故农业生产

托管对这部分女性群体非农就业的影响更大。

表 9 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影响家庭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

变量

是否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时长 是否非农就业

回归 1 回归2 回归 3 回归4 回归 5 回归6 回归7 回归8

相对高收入 相对低收入 相对高收入 相对低收入 高抚幼负担 低抚幼负担 高赡养负担 低赡养负担

农业生产托管 0.219 1.463*** 0.305** 0.358** 0.268 0.754*** 1.647*** 0.530**

（0.312） （0.235） （0.152） （0.181） （0.718） （0.214） （0.434） （0.22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160 887 374 142 324 1723 486 1561

组间系数差异 1.244*** 0.053* 0.486** −1.117**

注：①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②括号内为聚类至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

显著性水平；④回归1～回归4的控制变量不包括“家庭年收入”，回归5和回归6的控制变量不包括“0～6岁儿童”，回

归7和回归8的控制变量不包括“65岁以上老人”；⑤表中汇报的是核心解释变量“农业生产托管”估计系数组间差异，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由费舍尔组合检验实现。

此外，在农村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下，女性劳动力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

而且承担着日常家务劳动和成员照料责任（张川川和王靖雯，2020）。农业生产托管的非农就业促进

效应在不同抚幼负担和赡养负担的女性群体中可能存在差异。表 4回归 4的估计结果显示，当被解释

变量为“是否非农就业”时，家庭中是否有 0～6岁儿童和是否有 65岁以上老人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

参与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本文先依据家庭中是否有 0～6岁儿童将样本分为高抚幼负担和低抚幼负

担两组，再依据家庭中是否有 65岁以上老人将样本分为高赡养负担和低赡养负担两组，并分别进行

分组估计。表 9回归 5和回归 6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托管主要促进了低抚幼负担的农村女性参

与非农工作，而对高抚幼负担的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高抚幼负担的农村女性而言，

即使农业生产托管为其非农就业创造了条件，她们仍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照料幼儿，故难以发挥

农业生产托管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表 9回归 7和回归 8的估计结果表明，与家庭赡养负担较小的农

村女性相比，农业生产托管对家庭赡养负担较重的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工作的促进作用更强。可能的原

因是，赡养负担的加重强化了经济压力，农业生产托管将农村女性从农业劳动中释放出来后，较高的

赡养负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工作的激励因素，使女性劳动力强化了时间分配意识，

在兼顾家庭照料的同时承担起更多的经济责任，这与已有文献的实证结论类似（陆文聪和吴连翠，2011）。

2.基于作物的异质性分析。从外部条件看，服务市场的发育程度是农业生产托管影响发挥的关键

约束变量。当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市场发育相对完善、服务供给水平较高时，农业生产托管的影响才能

如理论预期般发生。目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市场发育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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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鸣和温国强，2023）。小麦、玉米和水稻等粮食作物通常为大面积种植，易于实现机械化，对应的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市场发育相对完善；而经济作物的种植在空间上相对分散，且需要精细管理和加工，

针对经济作物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因此，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村女性更容易利用市场化

的服务替代劳动投入进而实现非农转移。鉴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农业生产托管对女性非农就业的影

响在不同作物之间的差异。结合调研区域现实状况，本文考察的粮食作物主要包括小麦、玉米和水稻

三大主粮，经济作物为三大主粮之外的油菜、花生、蔬菜、水果等作物。为明确农业生产托管在不同

作物间影响的差异，本文剔除了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 295份样本，利用剩余 1752份样本

进行分组估计。表 10回归 1和回归 2的估计结果表明，与经济作物相比，粮食作物生产托管对农村

女性参与非农工作的促进作用更强。粮食作物生产托管服务市场更为完善，为女性从农业生产中解放

出来并寻求非农工作机会提供了契机。表 10回归 3和回归 4的估计结果表明，粮食作物生产托管更

有助于增加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时长。其原因在于，粮食作物通常具有较为稳定的生产周期，而经济

作物需要更多的精细管理和劳动投入，故粮食作物生产托管后发挥的时间释放效应更加显著。

表 10 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影响作物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

变量

是否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时长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农业生产托管 1.338*** 0.291 0.272 0.471 0.334** 0.136 0.152 0.09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380 372 241 185

组间系数差异 −1.066** −0.182**

注：①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②标准误为聚类至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

④表中汇报的是核心解释变量“农业生产托管”估计系数组间差异，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由费舍尔组合检验实现。

（四）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男性非农就业的影响分析

技术变革的影响在不同性别的劳动力群体中存在差异。农业生产托管作为技术进步和经营模式创

新的综合载体，对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可能不同。为验证农业生产托管非农就业

促进效应的性别差异，本文参照前文女性劳动力的样本筛选与数据匹配过程，利用 2819份已婚男性

样本数据，以“是否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时长”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考察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

男性非农就业的影响。表 11回归 1和回归 2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男性是否参与非农

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利用 IV-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男性非农就

业参与的影响依旧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 11回归 3的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农业生产托

管”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农业生产托管有助于增加男性劳动力的非农

就业时长。利用 2SLS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 11回归 4和回归 5所示，在缓解

了由反向因果和样本选择偏差引致的内生性问题后，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男性非农就业时长的影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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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显著为正。将表 11的估计结果与表 4和表 5的估计结果对比后发现
①
，农业生产托管的非农就业促

进效应的确存在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托管显著提高了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概率且增加了其

非农就业时长，但对农村男性的非农就业参与不具有显著影响，且对农村男性非农就业时长的正向影

响程度低于农村女性。总体上，农业生产托管更有助于激励农村女性积极参与非农工作。

表 11 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男性非农就业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是否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时长

回归1 回归2 回归 3 回归4 回归 5

Probit IV-Probit OLS 2SLS Heckman两步法

农业生产托管 0.024 −0.124 0.043*** 0.064*** 0.040***

（0.017） （0.170） （0.006） （0.024） （0.00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2819 2819 1557 1557 1557

注：①回归1汇报的是边际效应，回归1括号内为德尔塔方法计算的聚类至家庭层面的标准误，回归2～回归5汇报的

是估计系数，回归2～回归4括号内为聚类至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回归5括号内为标准误；②***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六、结论与建议

促进农村女性就业、保障妇女权益，是当前农村地区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

发展为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提供了契机。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农业生产托管影响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

理论逻辑与作用机理，并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的 2047份农村女性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业生产托管能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与未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女性劳动力相比，采纳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女性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显著提高，非农就业时长显著增加。第二，农业

生产托管通过发挥时间释放效应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第三，农业生产托管进一步影响农村女性的

非农就业选择和市场回报，具体表现为农业生产托管主要促进女性劳动力兼业转移，促使其前往户籍

所在乡镇地域以外的区域从事非农工作并显著增加其非农就业收入。第四，基于家庭的异质性分析结

果表明，农业生产托管对家庭收入水平偏低、抚幼负担较轻和赡养负担较重的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促

进作用更强；基于作物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与种植经济作物的女性劳动力相比，农业生产托管对

种植粮食作物的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五，农业生产托管的非农就业促进效应存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男性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其非农就业

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增幅较小，总体上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大对农业生产托管发展的支持力度。应充分认

识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积极影响，大力培育农业生产托管组织，增强服务供给能力，

①
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分别检验表 11回归 2与表 5回归 1、表 11回归 4与表5回归 2的核心解释变量“农业生产托管”

组间系数差异，核心解释变量组间系数差异分别为0.824和0.238，且分别在 1%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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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户对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可得性，引导农户积极采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积极效应的发挥提供契机；要进一步推动服务组织对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的应用，引导服务组织将技

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断发挥农业生产托管在节约劳动力要素投入方面的优势；同时，加

强粮食作物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普及与推广，加快经济作物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发展，以充分发挥农

业生产托管在要素替代与要素释放中的优势。第二，加强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服务与保障。本文研

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托管的影响下，农村女性的就业以兼业为主且倾向于外出务工以获取更高的非农

就业收入。在农村女性季节性外出务工的趋势下，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积极开展针对女性劳动力的就业

信息服务，帮助农村女性选择合适的就业岗位；鼓励相关部门整合资源，积极组织劳务输出，为农村

女性提供有组织的就业渠道，减少就业风险；同时，完善全流程就业服务体系以维护农村女性劳动权

利，如协助签订劳动合同、调解劳务纠纷等，保障农村女性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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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esAgriculturalProductionTrusteeshipPromoteRuralWomen’s
Non-farmEmployment?

ZHANGRenhui ZHANGYu ZHAOKai WANGZhibin

Abstrac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helps release rural women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straints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ir non-farm employmen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on rural women’s non-farm employment using data from a sample of 2047 female labor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YellowRiver Basin. The study finds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rural

women’s non-farm employment. Compared with rural women who do not adop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services,

adop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services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non-farm employment,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ir non-farm employment time. In terms of non-farm employment

choices and market retur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promotes the part-time transfer of rural women’s labor and facilitates

them to go out to work,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ir non-farm employment incom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stimulates rural women’s non-farm employment by exerting a time-release effec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plays a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non-farm employment for rural women who have a

lower level of household income, a lighter burden of child care, a heavier burden of supporting the elderly, and who grow grain

crops. Further analysis confirm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non-farm employment promotion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has a stronger non-farm employment promotion effect on

rural women compared to male laborers.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osting services and enhancing ruralwomen’s non-farm labor participation.

Keywords:Agricultural ProductionTrusteeship; FemaleLabor; Non-farmEmployment;YellowRiver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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