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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广大农民的主动参与。研究农民生态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引导

农民生产经营行为趋向理性化、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如果能对农民所发生的行为

进行探究，找出影响其外在行为的诱因，并据此制定政策措施，就能更加有效地对农民的行为

予以调整和规范，从而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农民的自觉行为。 

 

一、调研基本情况 

我们假定农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目标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在此基础上提出影响

农民在施用有机肥的因素可能有：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农业收人占家庭收人

的比重、耕地质量、环保意识、种植目的，以及对有机肥施用是否方便的认知等，于 2015 年

7 月选取杭州市指南村、九里村、花戏村、伍村村和杨溪村等五个典型性的村子进行走访调查

，先后对村干部、普通农民、农业种植基地负责人、农技推广人员、肥料经销商等不同类型的

主体进行访谈。这五个村子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模式：指南村利用有利的地理环境发展

旅游观光农业，以经营农家乐为主，兼有雷笋（因早森打雷即出笋而得名，是春笋市场上最早

上市的笋种―编者注）和茶树种植；花戏村以规模化的蔬菜水果种植为主；伍村村以养蚕和规

模化的莲藕种植为主；九里村主要以种植水稻、小番薯和雷笋为主；杨溪村以规模化的水稻种

植和蔬菜种植为主。调查采用随机抽取的方法，并在对农民访谈的基础上填写问卷，共整理得

到有效问卷 340 份。 

通过对问卷的分析，我们发现有 81.7％的农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施用有机肥，83.5％的农

民认为土地污染与过度使用化肥有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如下问题： 

1．农民对商品有机肥的认知不足。在调研中，虽然有很大比例的农民施用有机肥，但其

所用的主要为农家肥，在农民施肥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不少农民对商品有机肥的概念不清

楚，误认为复合肥就是商品有机肥。部分农民对有机肥的功效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有机肥在

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但只起辅助作用，提高产量主要还是依靠化肥。 

2．市场上的商品有机肥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有的生产商用含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原料加工

有机肥。目前有机肥生产行业良隽不齐，有的商家用工业废土做原料生产廉价商品有机肥，价

格虽然低廉，但肥效很差，影响农民对商品有机肥的选购信心。 

3．有机肥施用不方便影响其推广。由于农民在水稻、番薯、莲藕等平地作物上很少使用

有机肥，主要在山核桃、竹笋等山地作物上施用有机肥，而农家有机肥体积大，重量轻，对于

山核桃、竹笋这样生长在山上的作物来说，需要耗费大量人工，不如化肥省力方便，商品有机

肥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4．精制有机肥价格较高。目前的有机肥补贴政策只针对种粮大户，中小种植户农民享受

不到政策优惠，若大量购买使用商品有机肥，势必会提升其经济成本，这也影响到其购买使用

有机肥。 

5．农业技术培训不到位。在受访的农民中，大部分农民都是依据往年施肥量和施肥习惯

来确定如何施肥，这种方式缺乏科学性，容易导致土地板结和污染。同时，大部分农民都表示

虽然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但次数很少，且较少涉及如何施肥。 

 

 



二、农民生态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经济利益是影响农民生态行为的主要因素 

1．尽管农民对有机肥的评价较高，但农民大多并不愿意购买商品有机肥。在调查中，约

53.0％的农民认为有机肥能够疏松土壤、改善土壤肥力、提高农产品品质，对有机肥的功效持

认可的态度，但调查发现，购买有机肥的农民比例并不高，只有 79 位，占总数的 46.4%，即

半数以上的农民都是施用家中的农家肥或是只施用化肥。 

原因在于，精制有机肥价格高，普通有机肥肥效差，而化肥的性价比正好介于二者之间。

目前市场上有机肥价格高低不一，普通有机肥价格便宜，但质量差，肥效慢；而精制有机肥虽

然肥效好，但每亩施用量却远超化肥，农民若全部施用有机肥，则种植成本无疑会增加。因此

，农民更愿意施用化肥或农家肥。 

2．农民对于不同用途的作物，施肥倾向有所不同。在施用有机肥的农民中，有 66.9％的

农民优先将有机肥用于自己食用的农产品，只有 30.9％的农民将有机肥施用于出售的农产品

。原因在于，农民对于自己  

食用的农产品，以追求食品的安全和品质为主要目标，而对于出售的农产品，则以追求利

润最大化为目标，为降低成本，自然更愿意选择施用价格便宜的化肥。 

3．农业补贴政策时农民的决策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调查中，目前已经购买有机肥

的农民有 80% 左右表示政府给予补贴时，愿意增加购买量；而目前不购买有机肥的农民中有

75％表示在政府给予补贴时，愿意去购买有机肥。农业补贴政策能够直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

，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会增加农民的净收益，农民自然乐意接受。 

（二）农民的生态行为受知识水平和生态意识的影响 

1．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对农民生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受教育年

限越长，表示其文化程度相对高，其更容易认识到自身行为对环境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而

倾向于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虽然在某些方面的生态意识

很强，但为追求经济利益更容易将环境资源看作是一种共享的生产条件，而不会将其计人到生

产成本当中，从而普遍表现出对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责任感不强、经营行为短期化现象严重，

导致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 

2．农民的生态意识会直接影响其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决策。农民的生态意识包括对有机

肥的相关认知以及对环境污染的关切度。对有机肥的相关认知包括肥料培肥效果以及有机肥施

用的方便度，农民对有机肥提升土壤肥力的认知度越高，则其购买有机肥的倾向就越大；认为

有机肥施用方便的农民更倾向于购买有机肥；认为过度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壤板结污染的农民更

倾向于施用有机肥。在调查中，83.5％的农民认为化肥对环境的危害较大；其中有 81.7％的

农民不同比例地使用施用有机肥；而没有认识到过度施用化肥会污染环境的那部分农民中，无

人购买施用有机肥。3．农业技术推广程度对农民生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调查中，仅

有 31.45％的农民表示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而在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中，91.1％的农

民表示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对其选购肥料有影响。 

4．农民生态行为也受其他非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主要包括施肥习惯、施肥是否方便

，购买有机肥的渠道是否畅通，本区域的种粮大户施用肥料的情况等，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农民选择施用有机肥。在调查中，一些农民不愿施用有机肥的原因是有机肥施用不方便

，尤其是对于山核桃、雷笋这些种植在山上的作物，需要很多劳动力，增加了农民的施肥负担

。除此以外，一些农民习惯参照本区域内的种粮大户施用肥料的情况来决定自己购买何种肥料

及施肥量。 

 

三、引导农民推广施用有机肥的思考 

1．加强农民生态知识的普及，提升农民生态意识。充分发挥电视广播、媒体网络等的舆

论引导作用，通过宣传增施有机肥对发展生态绿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结合当前环境



保护领域的其它宣传，增强社会各界的认知度、关注度和支持度，应当将生态知识的普及与当

前农村的文化活动相结合，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开展农民生态教育，增强农民的生态技能，让

环境意识进一步深人民心，使农民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与他们的自身利益密不可分，从而促使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成为农民的自觉行为。 

2．切实强化科技支撑，引导农民行为生态化、科学化。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有机肥

推广应用方式也应当创新发展。近年来测土配方施肥在一些地区效果显著，根据本地区有机肥

资源状况和农业结构，结合对耕地质量调查的成果，钊一对不同的种植结构和地区状况因地制

宜地制定推广有机肥的举措。通过整合农技推广系统资源，探索与农业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

针对优势作物、特色作物的施肥标准，减少化肥的施用量，从而提高有机肥施用的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 

3．加强政府的引导与财政支持，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经济因素是当前有机肥推广不顺畅

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应当本着促进农民增收、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宗

旨，制定有机肥推广应  

用的方针政策。通过强化政府主导型的扶持，加大对有机肥推广应用的资金支持力度，使

补贴资金能够切实惠及广大农户。同时，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对肥料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督

，严防使用各类工业废料、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泥及其它可能对食品安全产生风险的原料加工

有机肥，应强化对市场流通的有机肥质量的监管，定期进行抽检。 

4．做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单位耕地面积有机肥的施用量难以确定是影响农户选购有机

肥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与农民缺少必要的农业技术指导有密切关系。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加

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力资源建设，进而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充分的技术保障。 

5．积极探索机制创新。目前商品有机肥生产的进人门槛还比较低，应按照市场经济理念

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到有机肥的推广应用，使更多的企业愿意加人到有机肥行业。财政补贴资金

应向那些生产技术先进、善于经营管理、信誉较好的企业倾斜，使这种企业得以壮大。同时要

与农业科研机构联合攻关，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和制约瓶颈，进而带动有机肥产业整体实力提升

。 

在推广应用有机肥的过程中，要注重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和种植大户等规模种植户的有机

结合，一方面充分发挥其对周边农民的示范带动效应，另一方面帮助、支持规模种植户创立品

牌，通过品牌经营提升应用有机肥生产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以更高经济效益带动有机肥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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