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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程度、未来预期与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 

 ——基于武汉市农户的调查数据
1
 

田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摘 要】基于武汉市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探讨了认知程度、未来预期对农户农业

低碳生产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在城郊农村地区，约有 37.92%的农户存在农业低碳生产意愿。②认知程度和未

来预期均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农户用于信息获取的时间越长、对低碳农业理念

的了解越深、有过相关培训经历，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户对低碳生产农产品的品质预期越好、

价格预期越高、声誉预期越好、政府支持力度预期越大、成本预期越低，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则更为强烈。

③控制变量中，户主性别、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均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而务农年限和农业收入占

比则呈现出明显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增强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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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如何推进绿色发展，加快构建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制度框架，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成为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要特别解决工业的高耗能、

高排放问题，还需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大力推进农业生产低碳转型。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围绕低碳农业问题展开系统研

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低碳农业概念界定与理论阐述。王松良等、赵其国等先后定义了低碳农业的理论内涵，其核

心是在保证农业产出持续增长的同时，尽可能提高农业碳汇，并减少农业碳排放量
[1-2]

。陈儒等在分析了有关低碳农业性质研究

的观点后，又深入开展了低碳农业联合生产的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3]
。二是低碳农业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检验。曾大

林等利用 DEA模型探究了中国低碳农业发展水平，发现省域间差异明显，绝大多数地区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4]
。陈谨瑜等、朱玲等

利用层次分析法分别评价了四川、江苏的低碳农业发展水平，发现近些年来两地低碳农业均得到了快速发展，且整体水平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5-6］

。三是低碳农业发展路径研究。许广月阐述了低碳农业发展应坚持的基本思路，即注重农民的主体作用，充

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完善技术支撑，并强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7]
。Jennifer 等和刘静暖等重点探讨了低碳农业发展的可

行模式，主要涉及产业链互动模式、碳汇农业模式、集约化农业模式以及立体农业模式
[8-9]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围绕低碳农业

发展的具体技术措施
[10]
以及激励政策

[11]
展开深入分析。四是农户农业低碳生产行为研究。主要围绕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技术采纳

                                                        
1收稿日期：2018-05-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低碳农业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策略研究”(16YJC79009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种粮大户低碳生产行为的诱发机理与激励政策研究”(2018T110818);湖北省软科学研究面

上项目“绿色发展理念下湖北农业低碳生产技术应用的激励机制研究”(2018ADC05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湖

北省低碳农业发展水平测度与提升机制研究”(170045)。 

作者简介：田云(1986-)，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低碳经济与低碳农业。 



 

 2 

意愿及影响因素
［12］

、农户低碳生产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影响机制
［13-14］

以及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技术的综合运用及成效
[15-16］

等多个方

面展开。 

纵览文献可知，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低碳农业问题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且基本实现了理论探讨与定量分析、宏

观现状把握与微观机理探究的双重结合，所获取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低碳农业发展政策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但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研究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具体对象化的深入探究相对较少。虽然也有部

分学者从微观农户视角出发，围绕其农业低碳生产技术的选择意愿、利用行为等展开探讨，但解释变量多聚焦于户主个人特征

与农户家庭经营特征，而较少涉及其他层面。事实上，农户是否愿意参与低碳生产，除了与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特征密切

相关之外，还可能受其低碳信息的获取能力、基本认知水平以及对低碳农业发展的未来预期等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图

弥补当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利用在武汉城郊农村地区所获取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二元 Logistic模型，探讨认知程度、未来

预期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的影响，而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我国科学应对温室气体减排压力、深入贯彻

农业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着力实现农业生产低碳转型等一系列实际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1. 数据来源 

为了检验认知程度、未来预期是否显著影响了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本文使用了课题组 2016 年 10—12 月对武汉市农村

地区开展实地调研所获取的微观农户数据。本次调查围绕农户农业生产经营与农业低碳生产认知、意愿、行为等问题展开。具

体的抽样过程是:首先，基于江夏、新洲和黄陂三大远城区，各选择一个典型镇或街道进行调查，其中，江夏区为法泗镇，新洲

区为凤凰镇，黄陂区为长轩岭街道;其次，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距离镇（街道）中心的距离、农业生产结构及特点等各

个方面的差异，利用典型抽样法在每个镇（街道）选取 5〜6 个村庄，然后在每个村庄随机选取 25〜30 个农户展开人户调查。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50份（三个区均为 150份），最终收取问卷 439份，其中有效问卷 414份，问卷有效率为 94.31%。 

表 1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描述 

户主特征 样本分类 样本数 占比/% 家庭特征 样本分类 样本数 占比/% 

 男 249 60.14  1人 43 10.39 

性别 女 165 39.86  2人 193 46.62 

 40岁及以下 42 10.14 劳动力数量 3人 102 24.64 

年龄 
41〜50岁 234 56.52  4人及以上 76 18.36 

51〜60岁 85 20.53  [0,5]亩 85 20.53 

 60岁以上 53 12.80  (5,10]亩 126 30.43 

 识字很少 43 10.39 耕地面积 (10，15]亩 178 43.00 

 小学 111 26.81  15亩以上 25 6.04 

文化程度 
初中 193 46.62  [0,25%] 32 7.73 

髙中或中专 62 14.98  (25%,50%] 91 21.98 

 大专及以上 5 1.21 农业收入占比 (50%,75%] 179 43.24 

 10年及以下 20 4.83  (75%, 100%] 112 27.05 

务农年限 
11〜20年 190 45.89  1万元及以下 127 30.68 

21〜30年 137 33.09 收入水平 (1，3］万元 220 53.14 

 30年以上 67 16.18  3万元以上 67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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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列出了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调查结果显示，户主以男性为主，其比重超过 60%;年龄集中在 40 岁以上，其占比高达

89.86%;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户主占比不到 2%;绝大多数户主务农年限超过 10年，仅有 4.83%的

户主务农年限为 10年及以下。家庭特征方面，劳动力数量为 2人的农户数量最多，高达 1时户，占比超过 45%;超过 40%的农户

耕地经营面积介于 10〜15（含）亩;绝大多数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在 50%以上，仅有不到 30%的农户占比在 50%以下;超过半数的农

户家庭收入介于 1〜3（含）万元。 

2. 农户农业低碳生产参与意愿 

结合低碳生产的一般概念可知，农业低碳生产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并在保证产出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过程

的低能耗、低污染与高碳汇。我们所熟知的生态农业、两型农业以及循环农业都是农业低碳生产的重要表现形式。得益于近些

年来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宣传与因势利导，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对低碳农业理念有所了解(调查数据表明，其所占比重

达到了 44.69%)，并逐步拥有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主观意愿，这一现象在城郊农村地区相对普遍。为了更好地厘清影响农户农业

低碳生产意愿的主要原因，首先亟需明确农户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基本意愿状况。具体而言，在对农户进行农业低碳生产知识

的必要讲解之后，以“您是否愿意参与农业低碳生产”作为识别标准：若选择的答案为“是”，表明该农户愿意参与农业低碳生

产活动;反之则说明不愿意参与。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 414 个农户中，157 个家庭拥有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占比 37.92%;而

其他 257 个农户则无类似意愿，占比 62.08%。由此可见，在一些城郊农村地区，虽然越来越多的农户从主观意识上开始倾向于

农业低碳生产，但可能受限于自身认知水平的不足以及对未来预期收益的担忧，其所占比重仍不算太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变量选取与基本描述 

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受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本文研究目的以及已有的相关成果，拟选取以下 3 方面因素作为影响

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的待检验因素。 

(1) 认知程度。①信息接受程度。信息资源的接受程度会极大影响农户农业生产决策
［17］

。一般地，当农户通过互联网、电

视机、报纸等不同媒介接受各类外界信息时，也会不自觉地获取一些农业政策、农业技术以及环保知识方面的相关信息。在此

情形下，农户学习低碳农业知识、了解农业低碳生产技术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这显然有助于提升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

为此，本文预测，信息接收程度这一变量具有正向影响。 

② 低碳农业了解程度。已有学者研究表明，低碳农业了解程度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通常具有显著性影响
[18]
。若农户对

低碳农业理念了解有限，其学习低碳农业相关知识与技术的兴趣就越小，进而尝试农业低碳生产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若农户

对低碳农业的理论内涵了解较为深入，则有可能系统掌握低碳生产知识与技术，进而选择农业低碳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为此，

本文预测，低碳农业了解程度这一变量具有正向影响。 

③ 是否参加过低碳农业培训。一般情形下，是否参与农业培训或者参与培训次数的多寡都会极大影响农户农业生产决策
［19］

。这一特性也可能适用于农业低碳生产
［20］

，倘若农户从未参与低碳农业相关培训，其不但不能深入了解低碳农业，甚至还会

产生认知误区;反之，若农户参与了低碳农业培训，则可能对其形成较为全面地认知，进而消除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农业生产

逆向选择行为。为此，本文预测，参与低碳农业培训这一变量具有正向影响。 

(2) 未来预期。①品质预期。已有研究表明，农产品品质预期将显著影响农户低碳农业生产决策
［21］

。一般地，若农户坚信

参与农业低碳生产活动所获取的农产品品质会高于其他农业生产方式，且总产量不会受到明显影响，其选择农业低碳生产的意

愿通常会更为强烈;反之，若农户认定低碳生产获取的农产品品质可能低于常规生产方式，或者稳定性较弱，其低碳生产意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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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大减少。为此，本文预测，品质预期这一变量具有正向影响。 

②价格预期。已有研究表明，农产品预期售卖价格会对农户农业生产决策产生较大影响
［22-23］

。若农户认为采取低碳生产方

式所生产的农产品价格高于一般农产品，且具有一定的保障机制，则农户可能会拥有更强的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反之，若农户认

定参与低碳生产活动之后农产品价格与普通生产方式相比并无优势，且价格极不稳定，其参与低碳生产的意愿必将受到影响。

为此，本文预测，价格预期这一变量具有正向影响。 

③ 成本预期。一般地，生产成本是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依据。参照已有研究结果
［24］

也可大致判断，若农户认

为从事农业低碳生产活动的成本低于普通农业生产方式，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可能就会更加强烈;反之，若农户预计参与

农业低碳生产活动的成本要高于一般农业生产方式，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可能会受到影响。为此，本文预测，成本预期

这一变量具有负向影响。 

④ 声誉预期。低碳农业对个人声誉和农产品声誉的影响会对农户的低碳农业生产决策产生影响
［25］

。若农户认为实施农业

低碳生产有助于其在政府、合作组织以及农产品交易市场上赢得较好的个人声誉与产品声誉，进而使自身形象及农产品品牌形

象得到一定提升，他们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可能就更为强烈。反之，若农户认定从事农业低碳生产无法带来声誉的提升甚

至声誉还会受些影响，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可能就会减弱。为此，本文预测，声誉预期这一变量具有正向影响。 

⑤ 政府支持预期。政府是否支持低碳农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农户农业低碳生产决策
［26-27］

。一般地，政府在政策、

资金方面的支持力度越大，其低碳农业生产及交易的成本就越低，农户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可能更加强烈;反之，若政府缺

乏相应支持，低碳农业推广及交易的难度则会增大，农户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为此，本文预测，政府

支持预期这一变量具有正向影响。 

表 2变量的含义、均值和预期方向 

 变量 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 y 不愿意=0;愿意=1 0.38 0.486 / 

 性别 x1 女=0;男=1 0.60 0.490 + 

户主特征变量 
年龄 x2 户主实际年龄 49.31 10.218 - 

文化程度 x3 户生实际受教育年限 8.04 2.940 + 

 务农年限 x4 户主实际务农年限 21.10 9.446 +/- 

 劳动力数量 x5 家庭实际劳动力人数 2.57 1.045 +/— 

家庭特征变量 
耕地面积 x6 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亩 9.18 4.217 + 

收入水平 x7 家庭年收入/万元 2.04 1.163 +/- 

 农业收入占比 x8 
[0,25%]=1；（25%,50%]=2；（50%,75%]=3； 

（75%,100%]=4 
2.90 0.947 +/— 

低碳农业 
信息接收程度 x9 每周阅读报纸、看电视、上网的时间之和/小时 18.98 6.661 + 

低碳农业了解程度 x10 不了解=1;了解少=2;—般了解=3;了解多=4 1.64 0.848 .+ 

认知程度变量 
是否参加了低碳农业培训

x11 
否=0;是=1 0.16 0.367 + 

 品质预期 x12 变差=1;基本不变=2;略微变好=3;大幅提升=4 3.38 0.811 + 

低碳农业 
价格预期 x13 变低=1基本不变=2;略微提升==3;大幅提升=4 3.36 0.829 + 

成本预期 x14 减少=1;基本不变=2;略微增加=3;大幅增加=4 2.33 0.899 - 

预期变量 声誉预期 x15 变差
=
1;基本不变=2;略微变化=3;大幅变好=4 2.77 0.891 + 

 政府支持预期 x16 无支持=0;有支持=1 0.81 0.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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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考虑到户主以及农户自身家庭的重要性，特选取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基本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户主个

人特征方面，已有研究证实，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务农年限
［13,28］

对农户农业低碳行为均具有重要影响。为此，本文选取的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年龄，以户主实际年龄进行衡量;文化程度，以户主实际受教育年

限进行衡量;务农年限，以户主实际务农年限进行衡量。家庭特征方面，结合已有研究，主要考察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收入

水平、农业收入占比等因素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可能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劳动力数量以家庭实际劳动力人数进行衡量，

耕地面积以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为准;收入水平以家庭年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农业收入占比主要考察家庭务农收入占总收入的

比重。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获取各个变量的一般描述性信息如表 2所示。 

2.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认知程度、未来预期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的影响，本文将构建一个关于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模

型。农户是否具有农业低碳生产意愿(y)为一个二元分类变量，为此，选择二元 Logistic 模型来展开分析。具体而言，用表示

农户愿意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概率，则： 

 

由此可以得到农户愿意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机会比率是： 

 

将式(3)转化为线性方程式，得： 

 

式(4)中，β0为回归截距,x1,x2，***,xi,是前文提及的有关自变量，β1，β2，***，βi，为相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μ为随

机干扰项。 

三、结果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考虑到农户认知程度、未来预期与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部相关，有必要

对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诊断结果表明，所选择 16 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由此表明，各自变量之间并未存

在共线性问题。接下来，利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检验各自变量是否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产生了显著性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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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x1 0.715** 0.943 0.815** 0.946 

户主特征变量 年龄 x2 -0.078 0.421 -0.056 0.417 

 文化程度 x3 0.102 0.987 0.075 1.005 

 务农年限 x4 -0.385* 1.171 -0.401* 1.173 

 劳动力数量 x5 0.518* 0.935 0.532* * 0.937 

家庭特征变量 耕地面积 x6 0.213 0.831 0.182 0.834 

 收入水平 x7 0.364 0.763 0.415 0.761 

 农业收入占比 x8 -0.112* * 0.579 -0.103* 0.583 

低碳农业 认知程度变量 

信息接收程度 x9   0.218* 1.215 

低碳农业了解程度 x10   0.108* 0.965 

 是否参加了低碳农业培训 x11   0.674* 0.801 

 品质预期 x12   0.605* 1.792 

低碳农业 价格预期 x13   0.721* * 0.523 

预期变量 成本预期 x14   1.281 *** 2.951 

 声誉预期 x15   0.368* * 1.864 

 政府支持预期 x16   2.871 *** 2,108 

常数项  -3.123 1.301 -2.421 1.246 

一 2倍对数似然值  634.872  589.651  

卡方检验值  37.546 ***  47.148* *  

注：*、* *和*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在表 3 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选择的解释变量仅包括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模型(2)投入了低碳农业认知程度变量

和未来预期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信息接收程度、低碳农业了解程度、参加低碳农业培训、品质预期、价格预期、成本预期、声

誉预期以及政府支持预期等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低碳农业认知程度和未来预期均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产生

了重要影响。基于模型(2)的实证结果展开具体分析如下。 

(1)认知程度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信息接收程度、低碳农业了解程度、是否参加低碳农业培训等 3个变量均对农户农业

低碳生产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即农户用于信息获取的时间越长、对低碳农业理念的了解越深、参与过相关培训，其参与农业低

碳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由此可见，农户是否愿意参与低碳生产与其认知程度紧密相关，一般地，倘若此前已对低碳农业形成

了一定认知或者参与过与之相关的技术培训，农户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则将得到极大提升。可能的解释是，报纸、电视、

网络等信息传播媒介有力地拓展了农户获取各类科学知识的渠道，其中也包含与低碳农业相关的基础知识，信息接受越多，农

户对低碳农业的了解则更为系统、全面，进而会极大激发他们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积极性;低碳农业的核心是“低投入、低排放”

与“高碳汇、高产出”，在其理念深入人心的同时，对相关技术知识以及操作层面的要求却也较高，而农户对低碳农业的了解程

度越深，克服生产过程中各类潜在问题与挑战的能力就越强，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受自身能力的限制，在技术

推广中农户一般也难以完整地掌握技术含量较高的低碳生产技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而参加低碳农业培训有助于提升农户应

用低碳生产技术的能力，进而激发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热情。 

（2） 未来预期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品质预期、价格预期、声誉预期以及政府支持预期等 4个变量均与农户农业低碳生

产意愿呈现显著正相关;而成本预期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户对低碳农产品的品质预期越好、价格预期越高、声誉预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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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府支持力度预期越大、成本预期越低，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由此可见，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业低碳生

产与其未来预期密切相关，在同等情形下，倘若农户认定从事低碳生产可以实现农产品品质、价格与声誉的提升，以及政府支

持力度的加大和生产成本的降低，其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将得到极大增强。可能的解释是，良好的品质是农产品长期立足于市场

的基本前提，若低碳生产能使农产品品质得到提升，显然能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对外销售更有保障;价格是维系农产品基本收益

的重要途径，由于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只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价格才能获取较高收益，若通过低碳方式生产出来的农产品

在价格上具有比较优势，收益将更有保障;较好的个人声誉有助于提升自身在各类组织中的地位，而较好的产品声誉则有利于农

产品更好地得到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若低碳生产能提升农户以及产品声誉，显然有助于农业生产者个人荣誉的提升以及农产

品销路的进一步拓宽;相比零散农户，政府具有技术水平、信息收集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比较优势，其支持力度的增加可以有效

调动各类社会资源，进而激发农户低碳生产活力;农资投入是维持较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如果低碳生产能切实减少对农用

物资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则可实现生产成本的降低，由此会极大增强农户参与低碳生产的积极性。 

（3） 控制变量的影响。控制变量的结果与之前相关研究基本类似。具体而言，在户主特征变量中，户主为男性的家庭参与

农业低碳生产的可能性更大，统计分析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比例仅为 26.21%，而当户主

为男性时该比重则提升至 44.24%，相比女性，男性户主更具冒险与探索精神，对农业低碳生产技术的认可度更高、风险承担能

力更强，更愿意尝试农业低碳生产。户主务农年限越长，其家庭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越弱;可能的解释是，务农时限长的农

户拥有较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在实际生产活动中更为依赖自身经验，在潜意识里可能会对各类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包括农

业低碳生产技术）产生排斥心理，由此导致其农业低碳生产意愿较低。在家庭特征变量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低碳生产意愿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劳动力越多，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可能性越大，统计结果显示，当劳动力数量为 1人、2人、3人、

4 人及以上时，愿意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农户所占比重依次为 27.91%、34.72%、42.16%和 46.05%，明显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

而提升;可能的原因是，劳动力数量多意味着农业生产人力成本的提升，为了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农户愿意尝试化肥、农药等

农用物资的减量化使用，切实践行农业低碳生产。农业收入占比与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农业收入占比

越高，农户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越低;可能的解释是，农业收入占比高意味着其家庭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为了维持家

庭基本开支，农户可能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化经营或者大量种植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为了弥补自身劳动力不足，可能更倾向

于“高投入、高产出”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武汉市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应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探讨了认知程度、未来预期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的

影响，得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①在城郊农村地区虽然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拥有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主观意愿，但抽样调查显

示，所占比重(37.92%)仍不算太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②认知程度和未来预期均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信息接收程度、低碳农业了解程度、是否参加低碳农业培训等 3 个变量均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即农

户用于信息获取的时间越长、对低碳农业理念的了解越深、有过相关培训经历，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品质预

期、价格预期、声誉预期以及政府支持预期等 4个变量均与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呈现显著正相关;而成本预期则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即农户对低碳生产农产品的品质预期越好、价格预期越高、声誉预期越好、政府支持力度预期越大、成本预期越低，

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则更为强烈。③控制变量中，户主性别、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均表现出显著的正效

应，即户主性别为男性、劳动力数量多的农户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可能性更大;而务农年限和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

意愿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户主务农年限越长、农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越低。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了更好地提升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切实推进农业生产低碳转型，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人手:第

一，强化宣传与引导，进一步深化农户对农业低碳生产的基本认知。一方面，加大对低碳农业理念的宣传力度，增强农户的宏

观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加大对各类农业低碳生产技术的示范与推广，并组织相关技能培训，以便让更多的农户了解、认可并最

终采纳运用。第二，加强研发投入与政策支持，着力提升低碳农产品的综合价值与比较优势。加大对农业低碳生产技术的研发

力度，并着力培育农产品优良品种，在此基础上辅以必要的配套政策支持，确保农业低碳生产能满足农户在品质、价格、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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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成本等方面的心理预期，且生产出来的产品相比一般农产品具有更高的综合价值与比较优势。第三，制定针对性策略，逐

步弱化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的潜在制约。一方面，积极鼓励女性户主参加低碳农业相关培训，满

足她们的差异化需求，提高其对农业低碳生产方式及相关低碳生产技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另一方面，加强对具有较长务农年限

户主科学知识的普及力度，让其能从心理上接受以低碳农业为代表的一些新生事物;除此之外，还需强化对农业收入占比较高家

庭农业低碳生产的引导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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