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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低碳技术的应用意愿与驱动因素

——基于江西规模农户的调研
1

张小有，韩 思，许其彬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基于江西省规模农户的调研数据，以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为研究视角，运用有序 Logistic回归模

型研究规模农户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生产组织形式、农业

生产地是否处于传统产粮区和政府是否发放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补贴与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显著相关，户

主是否担任村干部、地形条件、政府是否组织农业低碳技术推广培训和规模农户能否从农技推广部门或农技人员处

获得有关农业低碳技术信息的差异未显著影响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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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由于过去长期的粗放式生产，我国农业发展目前面临着资源日趋匮乏、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近年来，农业污染带来一系

列生态威胁，例如氮肥过量使用造成土壤酸化、农药过量使用造成土壤有害物质增加，农膜过量使用造成农田“白色污染”等。

农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是其他产业稳定有序发展的保障。因此，可持续发展己成为农业发展新目标。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目标，需要深入贯彻“绿色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理念，以理念指导行动。《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

指出，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碳减排己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农业作为温室气体的第二大释放源，对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负

有重要责任，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拥有巨大潜力。低碳农业概念尽管己提出多年，国内外学者对此也在不断进行探索，但真正

广泛实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有关资料显示，低碳农业能减少资源投入、平衡生态环境、确保产品安全、提高经济效益、

创建和谐社会，进一步验证了低碳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农业低碳技术的广泛推广与有效实施在农业低碳化发展的进程中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者知识水平偏低、风险承担能力偏小和新事物接受能力偏差，再加上政府关于农业低碳技

术的宣传和指导力度偏小，农业低碳技术的推行效果并不显著。如何使农业低碳技术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得到有效广泛应用，这

一问题困扰着政策制定者与推行者。已有的研究表明，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农户的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行为。本文以规模农户农

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与驱动因素为研究点，探宄规模农户个体特征、生产特征和环境特征三方面对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的影

响，以期推动农业低碳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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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有学者探讨农户自身特性对农业技术的选择与运用的影响，农户自身特性主要包括农户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健康状

况等方面。宋军等
[1]
运用 Probit 模型研究教育程度与农业技术应用的关系，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倾向于选择劳动节

约型技术，即农业技术类型的选择受农户知识水平的影响。顾俊等[2]分析农户家庭特征的不同对水稻生产新技术采用率的影响，

结果显示，新技术采用率受年龄变量的制约，并受教育程度变量的推动。Doss & Morris[3]研究非洲农户的技术应用行为发现，

性别与农户技术偏好有一定的联系，其通过影响农业投入间接影响农户技术行为。Thangata & Alavalapati[4]经研究指出，户主

年龄与农户应用农业生态技术显著负相关，即户主年龄越大，农户越不愿采纳农业生态技术。刘战平和匡远配[5]认为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健康状况都是户主是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影响因素。蔡颖萍和杜志雄[6]以全国 1322 个家庭农场为样

本，研究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农场的生产行为越偏向生

态性。

还有学者基于技术诱导因素研究农业技术的应用行为，技术诱导因素主要指农业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土地、劳动力等。

顾俊等[2] 认为种植规模促进水稻生产新技术采用率的提高，家庭人口并未影响水稻生产新技术的采用率，家庭收入处于低水平

时，水稻新技术采用率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家庭收入处于高水平时，水稻新技术采用率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孙启

成[7]通过研究得出，技术设备先进性和种植规模大小都会影响水稻种植大户是否采用农业低碳技术。钟菁[8]的研究结果显示，农

户的家庭经济条件会影响农户农业技术应用行为。高雪萍[9]通过实地调研水稻种植大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行为，采用 Logit模型

分析调研数据，结果显示，重要影响因素是农户的文化水平和种植规模，其次是政府政策；土地地形并未发挥显著影响。朱萌

等[10]以苏南地区种稻大户为例，通过二元 Logistic模型研究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种子单价和是否是

兼业农户显著阻碍种稻大户采用农业技术，地租高低、种植面积大小、农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是否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家庭

人均年收入高低和信息是否来源于种子公司等因素显著促进种稻大户采用农业技术，这 8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各有侧重。

除了农户自身特性和技术诱导这两个因素外，也有部分学者从其他层面探讨农业技术应用的驱动因素。满明俊等[11]认为农

户也会因为是否轻易获得信贷支持来决定是否采用农业低碳技术。米松华等[12]经研究认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会显著提升

农户采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科技示范户的示范效应发挥显著作用，农技推广服务、贷款难易程度和农田水利设施完善程度

同时显著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和采纳数量。胡保玲和顾善发[13]突破以往的研究视角，从决策行为角度研究农业低碳技术的应用，

亲朋友邻的建议影响农户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即“羊群效应”在此发挥效用。褚彩虹等[14]认为农户在应用农业新技术时

应充分考虑技术信息的可获取性。刘灵芝等[15]以水禽养殖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农户新技术采用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

新技术风险程度的主观判断、新技术掌握的难易程度以及与农业推广机构的距离远近负向影响农户的采用意愿。朱萌等[16]基于

苏南微观调研数据分析种稻大户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采用率，不同来源的技术信息会造成种稻大户技术采用率的差异。

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农业技术应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农户自身特性、技术诱导因素和其他

因素。较少有文献直接研究农业低碳技术应用的驱动因素，并且很少从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角度予以分析。因此，本文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如下改进：第一，选择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作为研究视角；第二，米用有序 Logistic回归模型

深入分析规模农户个体特征、规模农户生产特征和环境特征对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的影响。

3、数据来源、样本特征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3.1数据来源

规模农户（本文指种植面积 100亩以上的农户，1亩=1/15公顷）由于种植面积比较大，技术专业性相对较强，对农业低碳

技术的应用具有更高的敏感性。所以，本文选择规模农户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重点研究驱动规模农户提升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

愿的因素，对农业低碳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低碳经济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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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的实地调研。调研时间为 2016 年下半年。此次调研走访江西省 18 个县市，包括抚州市、赣州市、九江市、南昌市、新余

市、萍乡市等，共填写 339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数为 171，有效率达 50.44%。

3.2样本特征

（1）规模农户应用意愿。表 1显示，样本中 3.51%的规模农户完全无意愿应用农业低碳技术，18.71%的规模农户有点意愿，

25.73%的规模农户意愿一般，33.33%的规模农户其意愿强度很强，18.71%的规模农户其意愿强度非常强。规模农户的农业低碳

技术应用意愿集中在“有点意愿、意愿一般、意愿很强”这三类意愿强度，表明规模农户目前已意识到农业低碳技术的重要性，

有一定的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但整体意愿强度并不高。

表 1 样本规模农户应用意愿基本情况

选项 样本数/个 百分比/%

完全无意愿 6 3.51

有点意愿 32 18.71

意愿一般 44 25.73

意愿很强 57 33.33

意愿非常强 32 18.71

（2）规模农户个体特征。在 171个样本规模农户中，年龄处于 41〜50岁的农户占比超过 50%，说明一半以上的规模农户处

于中年阶段，农业生产中缺乏壮年劳动力，这与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有关。规模农户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和高

中，占比高达 69.59%，说明农业生产方面缺乏高学历人才，农村教育有待进一步提高。规模农户担任村干部的只有 45人，占比

26.32%，说明大部分规模农户未在村委会中担任职务（表 2）。

表 2 样本主要特征及分布

样本特征 选项 样本数/个 百分比/%

规模农户个体特征

年龄

30岁及以下 5 2.92

31〜40岁 41 23.98

41〜50岁 93 54.39

51〜59岁 30 17.54

60岁及以上 2 1.1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4 8.19

初中 50 29.24

高中 69 40.35

大学及以上 38 22.22

担任村干部 是 45 26.32

规模农户生产特征

生产组织形式

专业大户 51 29.82

家庭农产 75 43.86

农民合作社 45 26.32

地形条件
盆地 8 4.68

平原 48 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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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 87 50.88

山地 24 14.04

处于传统产粮区 是 138 80.7

环境特征

组织技术培训 是 85 49.71

发放政府补贴 是 60 35.09

信息获取 是 82 47.95

（3）规模农户生产特征。规模农户主要以家庭农场的组织形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其次以专业大户的形式组织生产，说明

农民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并没有在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中成为主流。规模农户的农业生产地集中在丘陵地带，与江西的地形地貌

相吻合。江西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之一，规模农户主要聚集在传统产粮区，占比高达 80.70%。

（4）环境特征。大约一半的规模农户未参加政府组织的农业低碳技术推广培训，表明农业低碳技术推广培训需要进一步地

深入农业生产中，弥补现有的不足。在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补贴方面，只有 35.09%的规模农户获得该补贴，说明农业低碳技术应

用补贴未普及化。约有 52.05%的规模农户未能从政府的农技推广部门或农技人员处获得有关农业低碳技术信息，说明政府对于

农业低碳技术的宣传不到位，阻碍农户获取相关技术信息的渠道。

3.3描述性统计分析

（1）规模农户个体特征与规模农户应用意愿。规模农户的个体特征不同，规模农户的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也表现出一定

的差异。表 3 显示，30 岁及以下的规模农户，其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非常强的比例最高，为 60%；31〜40 岁的规模农户，其

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处于“一般、很强、非常强”三类意愿强度的比例相近，分别为 26.83%、29.27%、29.27%；40岁及以上

的规模农户，其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处于“非常强”的比例较低。从教育程度分布来看，初中及以上的规模农户，其农业低

碳技术应用意愿偏向低强度的比例较高；高中及以上的规模农户，其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偏向高强度的比例较高。与未担任

村干部相比，担任村干部的规模农户，其农业低碳技术意愿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表 3 不同个体特征下规模农户应用意愿（％）

规模农户个体特征 选项 完全无意愿 有点意愿 意愿一般 意愿很强 意愿非常强

年龄

≤30 0.00 20.00 20.00 0.00 60.00 

(30,401 0.00 14.63 26.83 29.27 29.27 

[41,501 5.38 20.43 22.58 35.48 16.13 

[51,591 0.00 20.00 33.33 40.00 6.67 

≥60 50.00 0.00 50.00 0.00 0.00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1.43 28.57 14.29 28.57 7.14 

初中 6.00 28.00 26.00 32.00 8.00 

高中 0.00 18.84 28.99 28.99 23.19 

大学及以上 0.00 2.63 23.68 44.74 28.95 

村干部
是 2.22 22.22 17.78 42.22 15.56 

否 3.97 17.46 28.57 30.16 19.84 

（2）规模农户生产特征与规模农户应用意愿。从样本统计情况来看（表 4），加入农民合作社的规模农户，其一般拥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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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或非常强的意愿采用农业低碳技术；以家庭农场形式组织生产的规模农户，其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低于加入农民合作社

的规模农户；专业大户组织形式的规模农户，其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非常强的比例只占 5.88%。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

愿并没有因为地形条件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农业生产地未处于传统产粮区的规模农户相比，农业生产地处于传统产粮

区的规模农户更愿意采纳农业低碳技术。

表 4 不同生产特征下规模农户应用意愿（％）

规模农户生产特征 选项 完全无意愿 有点意愿 意愿一般 意愿很强 意愿非常强

生产组织形式

专业大户 9.80 31.37 27.45 25.49 5.88 

家庭农场 1.33 16.00 28.00 37.33 17.33 

农民合作社 0.00 8.89 20.00 35.56 35.56 

地形条件

盆地 0.00 37.50 25.00 12.50 25.00 

平原 8.33 18.75 27.08 29.17 16.67 

丘陵 2.30 16.09 25.29 35.63 20.69 

山地 0.00 21.43 25.00 39.29 14.29 

传统产粮区
是 2.90 17.39 24.64 34.78 20.29 

否 6.06 24.24 30.30 27.27 12.12 

（3）环境特征与规模农户应用意愿。表 5 显示，农业低碳技术推广培训未能有效改善规模农户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

说明培训的形式、内容等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对照政府未发放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补贴，领取到政府发放的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补

贴的规模农户其采用农业低碳技术意愿“很强、非常强”的比例分别高出 7.7%和 14.82%。相比于未从政府的农技推广部门或农

技人员处获得有关农业低碳技术信息的规模农户，从政府的农技推广部门或农技人员处获得有关农业低碳技术信息的规模农户

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未得到显著提升。

表 5 不同环境特征下规模农户应用意愿（％）

环境特征 选项 完全无意愿 有点意愿 意愿一般 意愿很强 意愿非常强

组织技术培训
是 0.00 15.29 28.24 34.12 22.35 

否 6.98 22.09 23.26 32.56 15.12 

发放政府补贴
是 0.00 10.00 23.33 38.33 28.33 

否 5.41 23.42 27.03 30.63 13.51 

信息获取
是 3.66 17.07 31.71 32.93 14.63 

否 3.37 20.22 20.22 33.71 22.47 

4、研究假设、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4.1研究假设

总结国内外己有关于农户应用农业技术的驱动因素的研究结论，并结合课题组在江西省 18个县市的调研情况，将影响规模

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三方面。从规模农户个体特征变量、规模农户生产特征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这三方

面提出与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相关关系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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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模农户个体特征变量（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和户主是否担任村干部）。从理论上说，户主年龄越大，其传统

观念改变越难，新事物接受能力越差，风险承受能力越小，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越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学习能力

越强，全面掌握技术技能的速度越快，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越强；户主担任村干部，一方面能最快获知政府政策的变化，

另一方面村干部的领导示范作用，因此更能增强农业低碳技术的应用意愿。

（2）规模农户生产特征变量（生产组织形式、地形条件和农业生产地是否处于传统产粮区）。生产组织形式的差异会影响

农户应用农业技术。农户采用替代技术的经济效益会因为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分散性而不明显[17]，因此生产组织形式对规模农

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有一定的影响。地形条件的差异会间接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程度、信息通畅程度等，进而影响到

规模农户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传统产粮区已经历多年的种植，环境污染严重、生态遭到破坏等突出问题，农户迫切地寻

求新措施来改善现有局面，因此农户拥有更为强烈的意愿来应用农业低碳技术。

（3）环境特征变量（政府是否组织农业低碳技术推广培训、政府是否发放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补贴和农户能否从政府的农技

推广部门或农技人员处获取有关农业低碳技术信息）。政府支持有助于解决农业低碳技术应用和推广过程中的资金、技术、信

息等难题，为规模农户应用农业低碳技术扫除一些外在阻碍，因此政府支持与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

4.2变量定义

本文从规模农户个体特征、规模农户生产特征和环境特征三方面共选取 9 个自变量，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详见

表 6。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根据强度分为 5类，“完全无意愿=1，有点意愿=2，意愿一般=3，意愿很强=4，意愿非常

强=5”。

表 6 模型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应用意愿

设为有序变量。完全无意愿=1，

有点意愿=2，意愿一般=3，意

愿很强=4,意愿非常强=5

3.450 1.102 

自变量

规模农户个体特征

户主年龄
反映户主年龄的自变量，设为

尺度变量
43.152 6.987 

户主受教育程度

反映户主受教育程度的自变量，

户主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

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

四个层次。小学及以下=1，初

中=2,高中=3,大学及以上=4

2.766 0.890 

村干部

反映户主是否为村干部的自变

量，设为虚拟变量，户主是村

干部=1，户主不是村干部=0

0.263 0.442 

规模农户生产特征
生产组织形式

反映农户生产组织形式的自变

量，生产组织形式分为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三种。

专业大户=1，家庭农场=2，农

民合作社=3

1.966 0.751 

地形条件 反映农业生产地形条件的自变 2.789 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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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地形条件分为盆地、平原、

丘陵、山地四类。盆地=1，平

原=2,丘陵=3，山地=4

传统产粮区

反映农业生产地是否处于传统

产粮区的自变量，设为虚拟变

量。处于传统产粮区=1,不处

于传统产粮区=0

0.807 0.396 

环境特征

组织技术培训

反映政府是否组织农业低碳技

术推广培训，设为虚拟变量。

组织技术培训=1,未组织技术

培训=0

0.497 0.502 

发放政府补贴

反映政府是否发放农业低碳技

术应用补贴，设为虚拟变量。

有政府补贴=1，无政府补贴=0

0.351 0.479

信息获取

反映农户能否从政府的农技推

广部门或农技人员处获取有关

农业低碳技术信息，设为虚拟

变量。有信息获取=1,无信息

获取=0

0.480 0.501 

4.3模型构建

本文研究江西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的驱动因素，选取“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为因变量，因变量是有序变量。有

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适用于因变量为有序变量的情形。因此，本文通过建立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从规模农户个体特征、规

模农户生产特征和政府支持三方面分析驱动规模农户提升农业低碳技术意愿的因素。有序 Logistic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式中：F 表示 Y取 j 水平的累积概率；Pi表示 Y取 i水平的概率；表示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a 表示常数项；β

表示对应的回归系数；x表示自变量；m表示自变量的个数。在实证研究中，多采用优势比（OR）来解释，即β值为正数，暴露

组优于参照组，因变量至少优于 1个等级的可能性，暴露组是参照组的 exp（β）倍；夕值为负数，暴露组比参照组差，因变量

至少优于 1个等级的可能性，暴露组是参照组的 exp（β）倍。

5、实证分析

5.1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有序 Logistic回归分析之前，运用相关性分析初步验证提出的研宂假设。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与 9个影

响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生产组织形式、参加技术培训、发放政府补贴与规模农户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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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存在相关关系。户主年龄与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显著负相关，户主受教育程度、生产组织形式、

政府是否组织农业低碳技术推广培训以及政府是否发放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补贴显著正向影响规模农户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

愿。

表 7 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与单因素相关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系数 显著性

户主年龄 -0.188** 0.014 

户主受教育程度 0.290*** 0.000 

村干部 0.152 0.411 

生产组织形式 0.411
***

0.000 

地形条件 0.233 0.679 

传统产粮区 0.136 0.532

组织技术培训 0.225* 0.071 

发放政府补贴 0.270
**

0.014 

信息获取 0.150 0.429 

注：上角标*、**、***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水平。

5.2有序 Logistic回归分析

在进行相关性分析后，本文运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江西省 171 个规模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旨

在分析各影响因素与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的关系，为提升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提供视角。

经似然比检验（表 8），χ2=58.505，对应的显著性 P=0.000＜0.01，拒绝原假设，说明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全为 0，自

变量对于解释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是有意义的。经平行性检验（表 9），χ2=44.280，对应的 P=0.376＞0.05，接受

原假设，表明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在 4 个回归方程中是相同的。根据参数估计表可知（表 10），与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

意愿显著相关的变量有五个：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生产组织形式、传统产粮区和发放政府补贴。

表 8 似然比检验

模型 -2对数似然值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仅截距 499.417 — — —

最终 440.912 58.505 14 0

表 9 平行性检验

模型 -2对数似然值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原假设 440.912 — — —

常规 396.632 44.28 42 0.376



9

表 10 参数估计表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比值比

因变量

应用意愿=1 -7.536 1.204 39.189 1 0.000 —

应用意愿=2 -5.157 1.119 21.224 1 0.000 —

应用意愿=3 -3.705 1.089 11.570 1 0.001 —

应用意愿=4 -1.794 1.058 2.876 1 0.090 —

白变量

户主年龄 -0.042* 0.022 3.746 1 0.053 0.959 

户主受教育程度=1 -2.136*** 0.699 9.327 1 0.002 0.118 

户主受教育程度=2 -1.261** 0.445 8.031 1 0.005 0.283 

户主受教育程度=3 -0.946** 0.405 5.457 1 0.019 0.388 

户主受教育程度=4 0.000 — — 0 — 1.000 

村干部=0 0.227 0.347 0.428 1 0.513 1.255 

村干部=1 0.000 — — 0 — 1.000 

生产组织形式=1 -1.562
***

0.423 13.668 1 0.000 0.210 

生产组织形式=2 -0.714** 0.362 3.889 1 0.049 0.490 

生产组织形式=3 0.000 — — 0 — 1.000 

地形条件=1 -0.076 0.748 0.010 1 0.919 0.927 

地形条件=2 0.436 0.484 0.814 1 0.367 1.547 

地形条件=3 0.152 0.414 0.134 1 0.714 1.164 

地形条件=4 0.000 — 0 — 1.000 

传统产粮区=0 -0.846** 0.386 4.793 1 0.029 0.429 

传统产粮区=1 0.000 — — 0 — 1.000 

组织技术培训=0 0.058 0.320 0.033 1 0.855 1.060 

组织技术培训=1 0.000 — 0 — 1.000 

发放政府补贴=0 -0.903
***

0.331 7.430 1 0.006 0.405 

发放政府补贴=1 0.000 — — 0 — 1.000 

信息获取=0 0.459 0.298 2.369 1 0.124 1.582 

信息获取=1 0.000 — — 0 — 1.000 

注：参照组为“意愿非常强=5”；上角标*、**、***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水平。

（1）规模农户个体特征。表 10 中户主年龄对应的系数值为负数，且 P=0.053＜0.1，说明规模农户的年龄越大，其采纳农

业低碳技术的意愿越低，即规模农户越年轻越倾向于应用农业低碳技术。年轻农户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且具有冒险精神，因

此年轻农户采纳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会更加强烈。表 10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均为负数，且系数值随变量值的增

大而增大，说明与对照组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相比，处于其他教育程度的规模农户其应用农业低碳技术意愿显著偏低，

且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随户主文化水平的提升而增强。接受更高教育的规模农户学习能力强，能快速有效掌握农业

低碳技术应用方法，且能正确认识农业低碳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效益，进而促进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的提升。村干

部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户主是否担任村干部不显著影响规模农户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

（2）规模农户生产特征。表 10中专业大户的偏回归系数为-1.562，对应的比值比 OR值为 0.210，P=0.000＜0.01，家庭农

场的偏回归系数 -0.714，对应的 0R 值为 0.490，P=0.0490＜0.05，表明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处于较高级别的可能

性，专业大户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0.210 倍，家庭农场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0.490 倍。因此，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农民专业合

作社最优，家庭农场次之。随着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专业性的增强，规模农户采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也随之提高。传统产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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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回归系数小于 0，则对应的 OR 值小于 1，表明与处于传统产粮区的规模农户相比，未处于传统产粮区的规模农户的应用意

愿强度较小。处于传统产粮区的规模农户主要依靠种植粮食来维持生计，近年来的气候变化使粮食大大减产，他们己深刻意识

到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农业低碳技术就是最好的措施之一，因此其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增强。地形条件这一变量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地形条件与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不相关。

（3）环境特征。政府是否组织农业低碳技术推广培训和农户能否从政府的农技推广部门或农技人员处获得有关农业低碳技

术信息对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政府是否发放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补贴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规模农户

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相关。政府补贴的偏回归系数为负数，则对应的 0R 值小于 1，表明与政府发放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补贴相

比，在没有发放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补贴的情况下，规模农户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显著偏低。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补贴给予农

户经济上的支持，直接增加农户的收入，对农业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是有效的。

6、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年龄越大越阻碍低碳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规模农户的年龄集中在 41〜50岁，农业劳动力偏向老龄化，制约了对农业

低碳技术的有效需求。户主受教育程度也影响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这与目前己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相似。规模农户

会根据自身的知识水平来选择是否应用农业低碳技术，即随着自身教育程度的提升，规模农户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也随之

增强，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专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有助于农业低碳技术的应用。大多规模农户未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未体验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带

来的好处。处于传统产粮区的规模农户更愿意采纳农业低碳技术。

政府在农业低碳技术推广中占重要地位，政府补贴己发挥促进效用，而政府组织的农业低碳技术推广培训和政府农技推广

部门或农技人员提供的有关农业低碳技术信息产生的影响不显著。

6.2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促进规模农户提高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的政策建议。

（1）加强义务教育的力度，大力提高农业生产人员的素质。高素质的农民是我国农业低碳化发展的主力军，是农业低碳技

术的接受和应用主体，因此大力提高农业生产人员的素质意义重大。第一，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经济发展以义务教育为坚实基

础，狠抓义务教育迫在眉睫；第二，农村教育须加强农民职业教育，有效改善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局面；第三，可通过短

期培训和科技讲座等形式提升农民的技术技能，提高技术成果的利用率。

（2）大力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推动农业低碳技术应用。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对于单个农户而言，在信息的获取、分

析和利用方面具有优势，其根据国家政策和市场信息，以向社员提供信息咨询、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等服务为主，维护社员的

经济利益。社员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邀请农业低碳技术方面的专家对其进行授课与指导，各社员在减少个人投入的同时，

也有效掌握农业低碳技术技能，并且农业低碳技术及理念被广泛认可。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业技术推广人

才的紧缺，增强农业技术的传播能力和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

（3）政府要拓展宣传渠道，全方位扶持农业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农户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普遍不高，政府的宣传手

段是提高农户应用意愿的重要手段。政府应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使农业低碳技术理念深入农户心中。年轻户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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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低碳技术的意愿更强，因此农技人员推广农业低碳技术时以年轻户主为首要推广对象。农户的文化水平偏低，政府应多采

用田间指导、一对一辅导等方式推广农业低碳技术，确保农户有效掌握农业低碳技术的使用方法。财政资金作为农业低碳发展

的坚强后盾，政府须扮演好财政支持者的角色。政府可通过设立专项基金，解决农业低碳技术研发投入的紧缺，对农业低碳技

术的应用者实施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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