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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户有机肥施用量的影响因素 

王晶晶            赵维清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临安 ３１３０００） 

【摘 要】为浙江地区农业生产上有机肥合理推广应用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利用２０１５年对浙江省

３个县１２４位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 Ｔｏｂｉｔ模型，分析浙江地区农户有机肥施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量的因素主要有农户对农业信息的关注度、政府的有机肥补贴力度、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比重及施用有机肥后的农产品品质改善程度。应加大对农户施用有机肥的补贴力度及其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引导

农户合理施用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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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活动中不合理地施用化肥，致使土壤结构破坏、有机质含量下降等现象，并在部分地区导致江河湖

泊富营养化等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解决农业环境污染等问题，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

出大力推广生物有机肥。对此，国内学者对影响农户施用有机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刘梅等
①②

认为，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

的因素主要有非种植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对增施有机肥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确定单位耕地面积有机肥施用量是

否有困难等。蔡荣等
②~④

研究表明，农户对有机肥的认知程度、化肥施用量和家庭人口特征等也均可对其产生影响。何凌云等
⑤~⑧

研究发现，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会影响农户在提高土地肥力方面的长期性投入，进而影响农户施用有机肥的意愿。郑鑫
⑨
研究得

出，有机肥的供需模式对农户施用有机肥的行为决策具有影响。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着眼于农户对有机肥施用的意愿，而

关于农户对有机肥施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
⑩○11

。２０１５年浙江省成为农业部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点省，将在３年内实现农

业用水总量控制，化肥、农药施用总量减少，畜禽养殖粪便与死亡动物、农作物秸秆、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基本实现资源化利用

或无害化处理。因此，笔者分析浙江地区农户有机肥施用量的影响因素，以期为该地区生产上合理地施用有机肥及其相关政策

的制定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来自２０１５年对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沈荡镇和于城镇、临安县板桥镇和龙岗镇以及淳安县千岛湖镇的随机农户调

查。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农户基本信息和农户有机肥施用情况。共完成问卷 １２６份，有效问卷１２４份（百步镇１６份，沈荡

镇２０份，于城镇２０份，板桥镇 ２３ 份，龙岗镇 ３２ 份，千 岛湖镇１３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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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基于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厌恶风险的理论假设，采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分析农户施用有机肥量的影响因素： 

 

式中，ｙｉ表示农户施用有机肥的量（ｋｇ），ｘｉ表示可能影响农户施用有机肥量的一组变量（表１）。ｙｉ的数学期望

值为： 

 

对式中的ｘｉ求导后得到有机肥施用量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农户家庭基本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愿意施用有机肥的农户８７户，占７０．１６％，不愿意的３７户，占２９．８４％。施用有机肥的农户

全部采用有机肥与化肥混用的方式，有机肥品种包括商品有机肥和非精加工有机肥（２ 户）。从表２可知，户主平均年龄为４

９．３３岁，１３％的农户担任过村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为０．４４，即大多数农户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家庭农业平均收入

为３０．６万元，标准差为５３．５８，反映出农户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家庭平均经营耕地面积的标准差为１９２．７

７，反映出户主之间的经营耕地面积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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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农户有机肥施用量的影响因素 

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１．２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模型的似然比检验值为１３１．２３，Ｐ 值为０．００００，表明模

型可以用于分析农户有机肥施用量的影响因素。从表３可知： 

１）关于农户对农业信息的关注度，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从不关注农业信息和偶尔关注的农户，两者的有机肥施用

量没有显著差异。而经常关注农业信息对农户的有机肥施用量有正影响，从边际效应看，经常关注农业信息的农户比从不关注

的农户增加有机肥施用量 ３０１．８１９ｋｇ／６６７ｍ２。原因在于，经常关注农业信息的农户能够更好地认识有机肥的优

点，更倾向于施用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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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政府有机肥补贴对农户有机肥施用量具有显著正影响，即随着政府补贴力度的加大，农户倾向于施用更多的有机肥。

由于有机肥施用成本较高，政府补贴有助于降低农户施肥成本，因此，政府补贴力度越大，农户越有可能增加有机肥施用量。

从边际效应看，政府每增加１元／ｋｇ的有机肥补贴，农户增加有机肥施用量０．８８９ ６ｋｇ／６６７ｍ２。 

３）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有机肥施用量具有显著正影响，即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增加，农户有机肥施用量也

会增加。主要是由于农业收入占比较高的农户，其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农业，而施用有机肥是对农地的长期投资，对提高农业收

益有利，因此农户更倾向于施用有机肥。从边际效应看，农业收入占比每提高１％，农户增加有机肥施用量１．９７４ ４ｋ

ｇ／６６７ｍ２。 

４）农户施用有机肥后的农产品品质与有机肥施用量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施用有机肥后农产品品质得到提高的农户，其有

机肥施用量比施用后农产品品质未提高的农户高。从边际效应看，前者比后者增加有机肥施用量３６３．６４４ｋｇ／６６７

ｍ２。 

３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浙江省海盐县、临安县和淳安县农户有机肥施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表明，农户对农业信息的关注程度、农业收

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施用有机肥后的农产品品质改善程度和政府对施用有机肥的补贴力度与农户有机肥施用量呈正相

关。因此，引导农户科学施用有机肥，促进有机肥推广应用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落实有机肥补贴政策，缩小地区间的

有机肥补贴金额差异，通过有效的补贴手段充分调动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其次，加强对有机肥的宣传，使农户充分认识

到合理施用有机肥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提高农产品品质和改善生态环境，促使其对施用有机肥形成正确的认识。再次，加大

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户的文化素质，不仅能够提高农户对有机肥的接受程度，也有利于提高农户对合理施用有机肥的认

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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