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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统计抽样技术概述

（一）抽样技术的基本原理

抽样技术是依据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原理，从研究总体中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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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旨在探讨农业统计中抽样技术的优化及其对生产结构分析的重要影响。首先介绍了农业统计抽样技术的基本概念

与意义，详细分析了传统抽样技术在农业统计应用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包括样本代表性不足、抽样误差较大等。

随后深入阐述了多种抽样技术的优化策略，如分层抽样、多阶段抽样、基于模型的抽样等，并结合实际案例展示其应

用效果。进一步探讨了优化后的抽样技术如何为农业生产结构分析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持，包括对农作物种植结构、

畜牧业养殖结构等多方面分析的促进作用，以及在农业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最后对农业统计抽样

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强调持续优化抽样技术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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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optimization	of	 sampling	 technique	 in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and	 it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nalysis	of	production	structure.	Firstly,	 the	basic	concept	and	significance	

of	 sampling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are	 introduced,	 and	 the	 status	 quo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sampling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are	analyzed	

in	detail,	 including	 insufficient	sample	 representation	and	 large	sampling	error.	Then,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various	sampling	 techniques,	such	as	stratified	sampling,	multi-stage	sampling,	model-

based	sampling,	 etc.,	are	elaborated,	and	 their	application	effects	are	demonstrated	 in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al	cases.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how	the	optimized	sampling	technology	can	provide	

more	accurate	data	support	 for	 the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analysis	of	crop	planting	structure,	animal	husbandry	structure	and	other	aspects,	and	it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agricultural	policy	 formul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Final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al	 sampling	 technology	 is	prospect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optimizing	

sampling	technology	to	meet	the	need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emphas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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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一部分样本单位进行调查，然后根据样本数据对总体的特征

进行推断和估计。在农业统计中，总体通常是广大的农业生产区

域、众多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大量的农产品等。通过科学合理

的抽样，可以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以样本的统计量来近似代表

引言

农业统计作为了解农业生产状况、制定农业政策以及规划农业发展的重要依据，其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抽样技术在农

业统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抽取部分样本对总体进行推断，能够在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的同时，获取关于农业生产各方面的

信息。然而，随着农业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传统抽样技术逐渐暴露出一些局限性，对农业生产结构分析的准确性和深度产生了一定

影响。因此，研究农业统计中抽样技术的优化及其对生产结构分析的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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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的参数，如农作物的平均产量、农业生产的总体规模等 [1]。

（二）农业统计抽样的特点

农业生产具有地域广阔性、生产类型多样性、受自然环境影

响大等特点，这使得农业统计抽样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不同地

区的土壤肥力、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差异显著，导致农作物生长

状况和产量水平参差不齐；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既有大规模的农

场，也有众多分散的小农户，其生产规模、技术水平和管理方式

各不相同。因此，农业统计抽样需要充分考虑这些特殊性，以确

保样本能够准确反映总体特征。

（三）抽样技术在农业统计中的重要性

抽样技术在农业统计中的应用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一方

面，能够大大减少全面调查所需的巨大工作量和成本，提高统计

工作效率。对于农业这样涉及面广、数据量大的领域，如果进行

全面普查，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抽样调查

则可以在保证一定精度的前提下，快速获取关键信息。另一方

面，抽样调查可以及时反映农业生产中的动态变化，为农业生产

决策提供及时有效的数据支持。例如，通过对农作物生长关键时

期的抽样监测，可以提前预测产量走势，以便及时调整农业生产

策略和农产品市场调控措施。

二、传统抽样技术在农业统计中的应用现状及问题

（一）简单随机抽样的应用与局限

简单随机抽样是一种基本的抽样方法，在农业统计中也有一

定应用。例如，在对某一特定农产品的质量抽检中，可能会采用

简单随机抽样从众多的农产品中抽取样本进行检测。然而，简单

随机抽样在农业统计中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由于农业生产的空间

异质性，简单随机抽样可能导致样本分布不均匀，无法充分反映

不同地理区域、不同生产条件下的农业生产特征。例如，在一个

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的农业大县，简单随机抽样可能抽取到过多

来自某一特定地形或气候区域的样本，而对其他区域的代表性不

足，从而影响对全县农业生产总体情况的准确推断。

（二）系统抽样的应用与不足

系统抽样在农业统计中常用于对农田、农业设施等按一定顺

序排列的对象进行抽样。比如，在对一条灌溉渠道沿线的农田进

行灌溉效果调查时，可采用系统抽样每隔一定距离选取一块农田

作为样本。但系统抽样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总体存在周期性变

化或规律性分布，而抽样间隔恰好与这种周期或规律相吻合，就

可能会导致样本产生系统性偏差。在农业生产中，一些农作物的

种植可能存在行间距、区域分布等规律，若采用不恰当的系统抽

样方法，可能会使样本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种植模式或区域，无法

全面反映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2]。

（三）整群抽样的应用与弊端

整群抽样在农业统计中常用于对相对集中的农业生产群体进

行抽样，如以村庄或农业合作社为群进行抽样调查农业生产经营

情况。这种抽样方法的优点是便于组织实施，但缺点也较为突

出。当群内差异较大而群间差异较小时，整群抽样的抽样误差会

较大。在农业生产中，不同村庄或合作社内部的农业生产结构和

水平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若采用整群抽样，可能会因为抽取的群

不能很好地代表总体的多样性而导致对农业生产总体特征的估计

不准确。例如，在一些农业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地区，有的村庄以

种植业为主，有的村庄以畜牧业为主，整群抽样可能会因抽取的

村庄类型单一而无法全面反映整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全貌。

三、农业统计抽样技术的优化策略

（一）分层抽样技术的优化与应用

分层抽样是将总体按照某些特征或属性分成若干互不重叠的

层，然后从每一层中独立地进行抽样。在农业统计中，可根据地

理区域、土壤类型、气候条件、农业生产类型等因素进行分层。

例如，在对一个省的农作物产量进行抽样调查时，可以先将全省

按照不同的地理地貌（如山区、平原、丘陵）分层，再在每层内

按照不同的土壤肥力等级进一步分层，然后从各层中分别抽取样

本。这样可以确保每层都有足够的样本代表性，减少因总体异质

性带来的抽样误差。同时，在分层抽样中，还可以根据各层的重

要性或方差大小，采用不同的抽样比例，即最优分配分层抽样。

对于对总体特征影响较大或内部差异较大的层，分配较多的样本

量，以提高估计的精度 [3]。

（二）多阶段抽样技术的改进与实施

多阶段抽样是将抽样过程分为多个阶段进行。在农业统计

中，通常可以先以较大的区域（如县、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

然后在抽中的初级单元内再以乡镇、村庄或农场等作为二级抽样

单元，进一步在二级单元内抽取具体的农田地块、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等作为最终的样本单元。多阶段抽样的优点在于可以结合不

同层次的抽样框信息，降低抽样的复杂性和成本。例如，在全国

性的农业普查抽样中，先从全国所有省份中抽取部分省份，再从

抽中的省份中抽取市、县，然后逐步深入到乡镇、村庄和农户。

在实施多阶段抽样时，要合理确定各阶段的抽样方法和样本量分

配。例如，在初级阶段可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或分层抽样，在后

续阶段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抽样方法，并且根据各阶段单元

的大小、差异程度等因素确定样本量在各阶段的分配比例，以提

高抽样效率和估计精度。

（三）基于模型的抽样技术的探索与应用

基于模型的抽样是利用已有的农业生产相关模型或数据信

息来指导抽样过程。例如，利用农业气象模型预测不同地区农

作物生长的适宜性和产量潜力，然后根据这些预测结果进行抽

样。在一些地区，如果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业地理信息系统

（AGIS），可以根据土壤肥力、灌溉条件、地形地貌等地理信息

模型确定抽样重点区域和样本分布。基于模型的抽样能够充分利

用先验信息，提高抽样的针对性和准确性。例如，在对某种受气

候影响较大的农产品产量进行抽样预测时，可以先根据气象模型

筛选出气候条件较为相似且产量波动较大的区域作为重点抽样区

域，然后在这些区域内采用其他抽样方法抽取样本，这样可以更

有效地捕捉到影响农产品产量的关键因素和变化趋势，提高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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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产量估计的精度。

四、优化抽样技术对农业生产结构分析的影响

（一）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分析的影响

优化后的抽样技术能够更精准地获取不同农作物在不同地

区、不同生产条件下的种植面积、产量等数据，从而为深入分析

农作物种植结构提供有力支持。通过分层抽样，可以分别对不同

土壤类型、气候区域的农作物种植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准确了解

哪些地区适合种植何种农作物，以及不同农作物在各地区的种植

比例和产量贡献。例如，在分析一个地区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种植结构时，分层抽样可以确保山区、平原等不同地形区域的样

本都能得到合理体现，从而全面反映该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多

样性和合理性。基于模型的抽样可以结合农业市场需求预测模型

和农作物生长模型，分析未来种植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潜力。例

如，如果市场需求预测显示某种经济作物的需求将大幅增加，而

通过农作物生长模型发现某一地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经过改良后

适合种植该经济作物，那么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有针对性地在该地

区增加抽样点，深入研究种植该经济作物的可行性和效益，为农

业生产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4]。

（二）对畜牧业养殖结构分析的影响

在畜牧业统计中，抽样技术的优化同样对养殖结构分析有着

重要影响。多阶段抽样可以先对不同规模的养殖区域（如大型养

殖基地、养殖专业村、散养户集中区域）进行分层，然后在各层

内进一步抽取养殖场或养殖户作为样本。这样可以全面了解不同

规模养殖主体在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不同畜种在各

类养殖主体中的养殖比例和养殖效益。例如，在分析一个省的畜

牧业养殖结构时，通过多阶段抽样可以准确掌握大型养殖企业中

生猪、牛羊、家禽等畜种的养殖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同时也能了

解散养户对地方特色畜种养殖的贡献。基于模型的抽样可以结合

动物疫病传播模型、饲料资源供应模型等，分析不同养殖结构下

的疫病风险和资源利用效率。例如，根据动物疫病传播模型确定

高风险养殖区域和畜种，在这些重点区域和畜种中增加抽样频率

和样本量，以便及时监测疫病动态，制定科学的防控策略；同

时，根据饲料资源供应模型分析不同畜种养殖对饲料的需求和供

应平衡情况，为调整畜牧业养殖结构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数

据支持 [5]。

（三）对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政策制定的意义

准确的农业生产结构分析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政策制定的

基础。优化后的抽样技术提供的高质量数据能够帮助农业决策者

全面了解农业生产现状和发展趋势，发现农业生产结构中存在的

问题和优势 [6]。例如，如果抽样数据显示某一地区某种农产品的

种植面积过大，市场供过于求，而另一种具有市场潜力的农产品

种植面积过小，那么就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

构，减少过剩农产品的生产，增加市场短缺农产品的种植。在畜

牧业方面，如果抽样结果表明某一地区小型散养户养殖效益低下

且疫病防控难度大，而大型养殖企业具有规模效益和较强的疫病

防控能力，那么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小型散养户向规模化养殖转型

或与大型企业合作，促进畜牧业养殖结构的优化升级。[7-8]此外，

优化抽样技术还能为农业补贴政策、农业资源保护政策等的制定

提供数据依据，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9-10]

五、结论

农业统计中抽样技术的优化对于提高农业统计数据质量、深

入分析农业生产结构以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通过对传统抽样技术存在问题的剖析，提出了分层抽样、多

阶段抽样、基于模型的抽样等优化策略，并详细阐述了这些优化

技术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畜牧业养殖结构分析以及农业生产结构

调整和政策制定的积极影响。展望未来，农业统计抽样技术将与

新兴技术融合，实现智能化抽样设计，并朝着国际化与标准化方

向发展。农业统计工作者应密切关注抽样技术的发展动态，不断

探索和创新，以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统计需求，为

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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