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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认知、外部环境与绿色农业生产意愿

——基于湖北省 632 个农户调研数据
*1

黄炎忠
1，2

罗小锋
1，2*

李容容
1，2

张俊飚
1，2

(1．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2．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以湖北省 632 个农户调研数据为实证，在考虑绿色农业生产外部环境的情况下，结合农户对绿色农业

生产的认知和农户特征因素，利用 logistic 回归探析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收入

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绿色技术的经济效益和了解程度、农村环境污染现状、政府补贴都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具

有正向影响；(2)农户年龄、绿色技术采用风险和政府管制则会减弱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因此在推进农业生产绿

色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加强职业农民培育和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宣传培训，确保绿色技术的适用可靠性。同时政府

应加强完善农业绿色生产制度，通过激励政策替代管制和惩罚机制，引导和规范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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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农业是一种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有利于农产品数量与质量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的形态与模式
［1］

。2014 年全国废水中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中农业源排放占比 48%，氮氨排放总量中农业源排放占 31.7%，农业污染已成为我国目前最严重的环境污染

问题之一
［2］

，传统高污染农业的绿色转型迫在眉睫。农业生产既是农业的基础与核心环节，也是农业污染产生的源头。而农户

作为农业生产微观经营主体，其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是农业“绿色化”发展战略的关键
［3］

。

绿色农业生产主要指通过合理的田间管理模式和耕作技术，实现节约资源、减少生态环境污染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

式
［4］

。绿色农业生产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特征，由于我国“绿色”市场的发展滞后，绿色农业的外部性并不能完全收益化
［5］

。

为了解决绿色生产技术供给需求不足的矛盾，政府农业生态补贴政策成为农业绿色转型导向的关键因素
［6］

。同时，农业生产污

染的政府管制和环境压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决策。农户作为“理性人”，除了生产成本收益外也会对绿色农

业生产技术采纳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因此，本文结合农户绿色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农户特征以及成本收益等

认知因素，对农户的绿色农业生产技术采纳意愿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农户绿色生产决策的制约因素，为我国农业绿色化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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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国内外有关绿色农业生产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上都有了丰硕的成果，相关内容大致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绿色生产

行为理论分析。农户的绿色农业生产行为被认为具有不确定性
［7］

和正外部性
［5］

，是一种动态行为过程
［8］

。二是绿色农业的实现

途径。于法稳
［9］

认为农业绿色转型是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绿色农业发展在自然资源环境、传统种植模

式以及绿色安全食品的增长需求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优势
［10］

，但仍需通过政府在绿色农业发展中的宏观调控来弥补绿色农业市场

发展的不足
［5］

。三是农业绿色生产率测算。李谷成
［11］

就基于非合意产出角度，利用非径向、非角度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

农业绿色生产率进行测算。四是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Espinosagoded
［12］

的相关研究表明农户的人力资本、农场特征

以及农业环境管制都会影响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用。同时农户的风险偏好
［7］

、政府农业财政支出及导向的补贴政策
［1，9］

很大程度

上都影响着农户的农业绿色生产行为。

已有文献在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理论、实现路径和难点、绿色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还存

在一些可以拓展的空间: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绿色农业发展的宏观、定性和理论分析，而对农业绿色生产的微观实证研究还有待

加强；而且研究内容往往强调农业绿色生产的高效率，而忽视农业绿色生产环境保护的外部性本质特征。鉴于此，本文将纳入

绿色农业生产的外部性和其他环境因素，结合农户成本收益等方面的认知因素，运用 Logistic 回归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尝试着对已有的文献研究进行补充，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理论依据与模型变量

1.1 成本收益理论

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总会做出最优的生产决策，他们能对市场价格的变动做出迅速而正确的调整，通过重新配置

生产要素来提高生产率，是“理性小农”。在经济学角度，通常假定农户以经营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作出合理的生产决策，也

即农户决定是否采用一项技术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采用这项技术，通常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依据。如果技术采用的边际收益大于

边际成本，则农户会增加该技术的采用，反之则不会。喻永红等
［7］

认为构成从事某项农业技术选择与采纳的总成本包含农户的

生产要素投入、时间和精力投入以及采纳该农业技术存在的边际成本，而且不同农户对待风险承受能力和态度的不同也将导致

边际收益曲线的移动。

1.2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问题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 20 世纪初提出的，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外部作用，是一种经济力

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影响。外部性往往造成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很好的实现其资源的最优配置。解决外部性带来市场低

效率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将农业生产的正外部性内部化，即通过制度安排使经济主体活动产生的社会收益转化成私人收益。而外

部性内部化的手段通常有征税、补贴、企业合并和谈判等，其中补贴是解决农业生产正外部性最适用的方法
［5］

。政府通过对农

业绿色生产的农户进行生产性补贴，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减少了农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的边际成本，使得农户增加对绿色生产技

术的采用。除此之外，政府对高污染农业生产技术的管制(如秸秆焚烧)和农户自身的环保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行

为决策。

1.3 变量选取

通过上述成本收益与外部性理论分析，综合考量后将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农户特征、绿色

农业生产认知和外部环境因素 3 个方面，每个方面再选取 5 个指标。具体各指标测度和相关描述统计情况见表 3，以下是对文中

各个指标选取来源的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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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户特征因素。本文选取的农户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户主的教育程度、家庭种植规模、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绿

色生产技术学习能力 5 个指标。既包含农户的人力资本特征，也包括农户的家庭生产特征。王奇等
［13］

研究发现由于受传统农耕

方式的影响，年龄越大的农户对绿色有机农业技术采用的意愿会越强烈。但同时年龄越大的农户学习的积极性下降也会削弱他

们对新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用意愿［
14］

。另外，农业经营的耕地规模和农户的文化程度往往对农户的农业技术采用行为起着积极

作用
［15］

。一般而言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大，对农业生产的专注度就越高，更愿意采纳一些农业新技术
［12］

。而且个人资

质禀赋的不同使得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接受程度和学习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学习能力越强就越容易较快掌握绿色生产技术。

(2)农户的绿色农业生产认知因素。主要包括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成本收益认知的一类因素，文中选取对绿色生产

技术了解程度、绿色生产具有经济效益、具有绿色生产技术支付能力、绿色生产技术采用风险和生态保护有益性 5 个指标。农

户的生产决策过程中，绿色农业生产技术能否为农户带来经济效益是最关键的，同时绿色技术采用的风险直接影响着农户收益

的可能性大小，风险越大往往农户的采用意愿就越低
［9］

。此外，农户在绿色生产技术的引进过程中，其经济可行性对农户的技

术采纳决策影响很大
［7］

。除了明账上的会计成本之外还有很多隐性成本的付出，比如搜集信息和学习操作等边际成本，因此农

户对绿色生产技术了解程度会直接影响农户的决策态度。

(3)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一些市场未能体现，但客观存在的一些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总福利水平的因素，包含绿色农业

生产的政府激励和管制以及相关的基础条件设施。具体指标包括是否具有绿色农业技术服务组织、村庄农业生产污染现状、对

农村环保政策了解程度、政府补贴对绿色生产的影响和政府管制要求进行绿色生产 5个。姚文
［16］

认为信息获取程度直接影响着

农户对技术的采用态度，而且相关服务推广机构会加强农户对环保技术的认知和掌握。Bianco
［6］

研究发现当农业生产的自然环

境遭到破坏时，农户会增加对生态绿色技术总体的认同感。而且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制度安排、扶持补贴和管制力度都对农户的

绿色生产决策起引导性作用
［15］

。

1.4 模型设定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用意愿，自变量主要包括农户特征、绿色农业生产认知和外部环境因素。由于农户

的绿色技术采用意愿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将 Y=1 定义为农户愿意采纳绿色生产技术

进行绿色农业生产，Y=0 则为农户不愿意进行绿色农业生产行为。X1，X2，X3，…，Xm为与因变量 Y相关的 m个相关自变量，共进

行 n 次调研抽样，即每次抽样获得一组数据(X1i，X2i，…，Xmi)，其中 i=1，2，3，…，n。那么第 i次抽样发生事件 Y=1 的概率

可表示为:

对事件发生概率与事件不发生概率的比值后取对数得到逻辑线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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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1)和(2)中的β0表示回归函数的常数项，而β1，β2，…，βm分别表示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2 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

2.1 数据来源

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是我国中部的粮食生产大省，同时也是农业污染较严重区域之一。为了更好的从微观角度研究农户

绿色农业生产行为，课题组成员于 2016 年 8～9月从湖北省农村固定观察点中随机抽取随州、天门、新洲的 9 个镇与 25 个村的

农户，进行实地入户调查。调查采取调研员与农户面对面的形式展开，深入调研了家庭特征、农业生产现状、绿色生产认知和

技术采用意愿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基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绿色经济发展报告中对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建议
［4］

，本研究在进

行农户调研过程中将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归纳为农业废弃物管理、绿色耕作方式和科学灌溉 3个大类，具体技术包括常见的秸秆

还田/出售、废物沼气利用、绿色/生物农药、有机肥、测土配方肥、轮/套/间作技术、免耕/少耕技术、水渠硬化和喷/滴灌技

术 9 种。依据研究需要，对主要内容缺失或者信息失实的样本进行剔除，共获得有效样本 632 份。具体调查样本点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研样本分布

市名称 镇
称

乡
名

样本村名称
农户

样本量

安居镇 黄家寨村、聂家寨村、张家河村 83

随州 万店镇 槐东村、觉庙村、红石岗村、小河沟村 81

淅河镇 金屯村 48

横林镇 程滩村、天潭乡、鄢滩村、杨仙村 73

天门 汪场镇 雷场村、启厚村、杨桥村 55

张港镇 程滩村、但铺村、杨仙村、周铺村 92

武汉

(新洲区)

三店街 董椿村、三店村 84

徐古镇

李集镇
谢店村、谢元村、周山村 刘先村

66

50

2.2 样本基本概况

2.2.1 农户的基本特征

从调查数据分析来看，被调查者大多是处于平原地带的中等规模农业种植户。有 38.92%的样本农户地处丘陵地带，61.08%

地处平原。而且目前经营承包地的规模在 3亩以下的为 22.15%，3～10 亩占 64.24%，10亩以上仅 13.61%。其次，被调查者大部

分为受过基础教育的中老年群体。其中农户文盲为 5.22%，小学占 40.03%，初中占 41.14%，高中及以上占 13.61%。同时在年龄

分布上 40 岁以下农户占 4.91%，40～50 岁占 21.52%，50～60 岁占 39.08%，60～70 岁占 28.16%，70 岁以上占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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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现状

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要从目前的高投入、高污染的生产模式向农业绿色生产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而农户生产行为

认知就是其中的一方面，在调查农户中有 53.01%的人表示在化肥农药使用过程中会考虑残留污染的问题，而且 73.73%的农户目

前有考虑过要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在这些农户看来，实现农业绿色化生产确实重要。另一方面，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在农村的推

广普及也很重要。从数据来看，目前有 41.61%的农户表示知道并接受过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业生产指导，却仅有 9.49%

的农户接受过与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相关的指导和培训，农户的农业信息获取途径主要来源于农资供应店。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调研样本数据统计

特征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特征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40岁以下 31 4.91

考虑残留

是 335 53.01

40~50 岁 136 21.52 否 297 46.99

农户年龄 50~60 岁 247 39.08

保护生态环境

需要 466 73.73

60~70 岁 178 28.16 不需要 166 26.27

70 岁以上 40 6.33 非常不重要 3 0.50

文盲 33 5.22 不太重要 37 5.85

教育程度

小学 253 40.03 农业绿色生产 一般 182 28.80

初中 260 41.14 比较重要 298 47.15

高中及以上 86 13.61 非常重要 112 17.72

3 亩以下 140 22.15 推广服务机构 142 22.47

土地规模 3~10 亩 406 64.24 农资供应商 336 53.16

10 亩以上 86 13.61 技术获取途径 合作组织 10 1.58

区域

丘陵 246 38.92 电视广播书报 244 38.60

平原 386 61.08 其他 187 29.59

2.3 变量描述性统计

通过分析农户成本收益和外部性理论与问卷的实际内容，本文选取以下相关指标，各变量的赋值、描述统计及预测方向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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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因变量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意愿（Y） 不愿意=0；愿意=1 0.908 0.289

自变量 户主年龄（X1） 数值（周岁） 56.807 9.727

农户

特征

受教育年限（x2） 数值（年） 7.269 3.127 +

耕地面积（x3） 数值（亩） 7.043 8.996 +

农业收人占家庭总收入比重（x4） 数值（％） 0.319 0.315 +

绿色生产技术学习能力（x5）
非常不强=1；不太强=2；—般=3；比较强=4；非常强

=5
3.236 1.058 +

对绿色生产技术了解程度（x6）
非常不了解=1；不太了解=2；—般=3；比较了解=4；

非 常了解=5
2.443 0.998 +

绿色农 绿色生产具有经济效益（x7）
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般=3；比较同意=4；

非 常同意=5
3.323 0.983 +

业生产

认知
具有绿色生产技术支付能力（x8）

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般=3；比较同意=4；

非 常同意=5
2.943 1.047 +

绿色生产技术采用风险（x9） 非常低=1；比较低=2；—般=3；比较髙=4；非常高=5 3.051 0.880 -

生态保护有益性（X1Q）
完全无益=1；比较无益=2；—般=3；比较有益=4；非

常 有益=5
3.972 0.840 +

是否有绿色农业技术服务组织

（x11）
否=0；是=1 0.182 0.386 +

村庄农业生产污染现状（x12）
非常不严重=1；不太严重=2；—般=3；比较严重=4；

非 常严重=5
2.897 1.135 +/-

外部环

境因素

对农村环保政策了解程度（x13）

政府补贴对绿色生产的影响（x14）

非常不了解=1；不太了解=2；—般=3；比较了解=4；

非 常了解=5

非常不影响=1；不太影响=2；—般=3；比较影响=4；

非 常影响=5

2.951

3.785

0.991

0.924

+/-

+

政府管制要求进行绿色生产（x15）
非常不愿意=1；不太愿意=2；—般=3；比较愿意=4；

非 常愿意=5
3.911 0.815 +/-

注: 本表格数据是运用 SPSS19.0 对调研微观数据描述统计分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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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3.1 实证结果

本文运用 SPSS19.0 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的相关处理。首先对数据进行异常值检查，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排除问卷数据存在

的主观填写和录入错误，并对各个自变量因素进行共线性诊断，未发现共线性现象(VIF＜10)。接着对数据进行 Logistic 回归，

第一步通过 Enter 方式将全部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进行整体回归得到模型 1；第二步则采用 Backward LR 方式

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也即在模型 1的基础上按 Pvalue 值从大到小逐渐剔除，直至模型中所有变量都显著，得到的模型 2精确

度比模型 1 更高。从模型整体回归得到的卡方检验和预测准确率等指标，可以判定模型是有效的。具体的实证结果如下(表 4)。

表 4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Enter) 模型 2. ( Backward LR)

B Sig. Wals Exp( B) B Sig. Wals Exp(B)

户主年龄 -0.051** 0.029 4.739 0.951 -0.046 ** 0.032 4.618 0.955

受教育年限 -0.095 0.148 2.097 0.910

耕地面积 0.033 0.539 0.377 1.034

农业收人占家庭总收人比重 1.299* 0.084 2.978 3.666 1.288* 0.059 3.557 3.625

绿色生产技术学习能力 0.097 0.674 0.177 1.102

对绿色生产技术了解程度 0.863 ⑽ 0.003 9.051 2.371 0.910*** 0.001 10.860 2.484

绿色生产具有经济效益 0.401 0.105 2.635 1.494 0.49V* 0.035 4.460 1.640

具有绿色生产技术支付能力 0.164 0.500 0.456 1.178

绿色生产技术采用风险 -0.781 *** 0.004 8.218 0.458 -0.769 … 0.004 8.334 0.464

生态保护有益性 0.898*** 0.000 18.741 2.455 0.917*** 0.000 21.183 2.502

是否有绿色农业技术服务组织 -0.119 0.836 0.043 0.888

村庄农业生产污染现状 0.455 ** 0.018 5.554 1.576 0.517*** 0.006 7.657 1.677

对农村环保政策了解程度 0.099 0.664 0.189 1.104

政府补贴对绿色生产的舉响 1.057*** 0.000 18.444 2.877 1.080 ⑽ 0.000 21.221 2.944

政府管制要求进行绿色生产 -0.495 * 0.066 3.386 0.610 -0.440* 0.084 2.988 0.644

常数 -2.060 0.367 0.814 0.127 -2.794 0.174 1.847 0.061

一 2 Log Likelihood 187.98l
a

191.535
8

Cox & Snell R
2

0.271 0.267

Nagelkerke R
2

0.591 0.582

Model chi-square test 199.585 196.031

Predicted Percentage

Correct
95.90% 95.40%

注: * 、**、***分别表示各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为 10%、5%、1%下显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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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析与讨论

由于模型 2 采用 Backward LR 方式进行逐步回归，排除其他不显著影响因素的干扰作用，得到的分析结果更加可靠。所以

具体的分析结果围绕模型 2 展开如下:

(1) 农户特征因素的影响。在年龄、教育程度、经营面积、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绿色生产技术学习能力中只有户

主年龄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变量分别通过了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农户年龄与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用意愿存

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即农户的年龄越大，表现出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需求意愿越低。随着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日趋完

善，高新技术、绿色技术的采用门槛也越来越低，教育程度和经营规模带来的阻碍越来越少。但农户的年龄却普遍偏高，由于

高龄带来农业生产者体力和身体健康状况水平的下降，使其无法满足大部分高新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劳动力需求，而趋向于选

择资本替代劳动型生产技术手段
［14］

，比如复合化肥和高效农药等。再者，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农户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积极性

也会出现不同程度减弱。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正向影响弹性较大，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

重越大的家庭往往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强。农业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时，农户对农业生产的关注度高，种粮积极性也就越

高，因此对于一些可能会带来增产增收的绿色生产技术就越敏感。

(2)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认知因素的影响。在对绿色生产技术了解程度、绿色生产具有经济效益、具有绿色生产技术支付能力、

绿色生产技术采用风险和生态保护有益性各指标中，对绿色生产技术了解程度、绿色生产技术采用风险和生态保护有益性都通

过 1%显著水平检验，绿色生产具有经济效益通过 5%显著性水平检验。农户对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了解程度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

采用意愿表现出明显正向影响。主要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①农户对于自己已经了解或掌握的生产技术往往会表现出很坚

决的态度，新旧生产技术的优劣势也会被农户进行充分比较和考虑。当某项绿色生产技术在不减少农户生产效益的基础上，如

果能生产出更优质、更环保的农产品，那么农户技术的采用意愿会明显增加。相反，当农户对某项技术的了解程度不够时一般

会表现出观望的态度。②农户对绿色技术越了解，那么技术采用的边际成本就越低。对于大多数的高新绿色农业生产技术而言，

农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对该技术进行相关信息收集和学习。大部分的绿色农业生产技术都具有比较严格的使用生产标准和

操作规章，科技含量高以至于农户在学习和掌握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

绿色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作为理性小农，农业技术的盈利性肯定是农户最关注的

问题之一。农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的支付能力对绿色生产意愿表现并不显著。调研区域发现，现阶段的生产农户以赊购的方式

采购农资，然后在农产品收成后一并归还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相对于“是否用的起”而言，农户似乎更关注带来“多少收益”

问题。绿色技术采用风险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表现出负影响，这类风险包括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户是风险规避者，绿

色生产技术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是农户采纳的充分条件
［16］

。

(3)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是否有绿色农业技术服务组织、村庄农业生产污染现状、对农村环保政策了解程度、政府补贴

对绿色生产的影响和政府管制要求进行绿色生产变量中，村庄农业生产污染现状和政府补贴对绿色生产的影响通过 1%显著性水

平检验，政府管制要求进行绿色生产通过 10%显著性水平检验。村庄农业生产污染现状和政府补贴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具有

正向显著作用，随着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农村土壤板结等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但农村土地粮食生产对化肥农药的依赖性也

越来越强，不使用化肥农药的直接影响就是没有收成。不少农村老农户反映以前满是小鱼小虾的河流现在又臭又脏，农民对农

村污染的现象越来越重视，就连农村也开始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农民的自留地就是很好的证明。这种农村污染变严重的趋势与

农户认知会加强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用意愿的认同感。政府补贴是现阶段我国实现绿色农业生产的非市场化部分内部化的必

要手段，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采用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15］

。政府对排污主体征收税收，对生态环保主体进行补贴是对我国

绿色农业市场的完善。首先，补贴会减少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的边际成本。其次，政府补贴带来收入效益，农户获得额外的

转移性支付会通过更多的休闲替代劳作，避免耕地的过多耕作和耗损。

但政府管制要求进行绿色生产对农户的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带来负向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政府强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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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被迫。比如说秸秆还田，政府在环境保护宣传和管制过程中针对性太强，功利性明显，例如秸秆禁止燃烧的管制，在农

户看来将秸秆粉粹还田需要增加大量成本，在没有补贴和扶持的情况下农户几乎是不愿意主动参与的。②技术适用性问题。知

觉易用性和知觉有用性是驱动农户采纳循环农业技术的关键心理因素
［17］

。政府提倡甚至要求农户使用的一些绿色农业生产技术

几乎都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进行强制推广。对于技术采用的效果和农户增收问题不置与否，严重缺乏反馈交流机制。例如各地区

测土配方肥的研制由于取样少、代表性不强等导致其使用的效果并不理想，不少农户根本不愿意使用这种“不检测自己土地”

的测土配方肥。

4 结论与启示

在考虑绿色农业生产外部环境的情况下，结合农户对绿色农业生产的认知和农户特征因素，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了

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绿色生产的经济效益、对绿色生产技术的

了解程度、农村环境的污染现状以及政府补贴对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表现正向影响；而农户的年龄、绿色生产的风险和政府的

管制要求则对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表现出负向作用。

经过上述实证结果和分析，针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存在的影响因素做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目前农村突出污染问题的治理力度，针对农村水源污染、土地污染和空气污染进行专项整治，确保绿色生产环境；

(2)加大农业的专业化生产程度，培养年轻一代的新型职业农民进行农业规模生产；加大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和生态保护

宣传教育；把握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推广、使用和反馈等各个环节，确保技术的适用可靠性，降低农户存在的技术风险；

(3)完善我国绿色农产品质量标准认证体系，通过互联网共享平台实现绿色农产品可追溯监管，确保实现绿色农产品市场价

值；

(4)通过激励政策替代管制和惩罚机制，引导和规范农户的生产行为，因地制宜对农户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管理。加强对农

业绿色生产补贴制度的制定和出台，目前是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财政投入应该相应的增加来鼓励农户的绿色

农业生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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