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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对于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的 

认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以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为例 

刘婕雅 岳文婷 朱玲 董文博
1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农户作为使用地膜的主体和政府政策的践行者，在对地膜回收利用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对政策的认知程度和实践程度直接影响到地膜回收的效果。以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农户为例，基于问卷调查采集

的 86 份农户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测度农户对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并探究其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农户对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偏低，影响其认知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是否参加农民合

作社、农户居住地与乡镇政府距离以及获取信息的流畅程度。对此，提出政府在推进废弃地膜循环利用的同时要加

强农民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适当拓宽农民获取相关政策的渠道，提高各部门相关政策的执行效率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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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田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具有节水抗旱、增温保墒和抑制杂草生长等作用，可达到农作物高产、稳产，具有节本增效之功能，

所以农用地膜已成为中国农业增产的重要支撑，在农业增产增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长期

以来的重使用、轻回收使得地膜残留已成为严峻的环境问题，废弃地膜不仅造成农田环境污染，而且会给耕作管理带来不便，

还会破坏耕层结构、阻滞水肥的输导、影响土壤的通透性和根系呼吸，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造成不良的影响，对于中国

农村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威胁。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非常关注“白色污染”问题，近几年，为了保障农民种地的收益，国家制定

并出台了关于回收利用地膜的政策。农业部出台的《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就地膜厚度国家标准的重

新修订、研究和生产可降解地膜等方面提出意见；甘肃省也针对如何解决地膜污染情况出台了《甘肃省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条例》。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于农业废弃物进行了学术研究，但其关注点主要在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废弃

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农业废弃物利用与畜牧业发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态补偿等：刘智萍等人进行了关于农业废弃物柑橘

皮渣堆肥工艺优化及其微生物群落结构演替规律的研究，为柑橘皮渣堆肥处理的产业化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与技术支撑；崔晓宇

等人为了解以农业废弃物为原料的生物质热解液理化特性，制备了生物油，从中分离精制得到生物质热解液(简称热解液)，对

其进行理化性质和化学组分的分析；翁伯琦等人针对福建省优化构建出的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农牧菌业废弃物多级循环利用的

主体生产模式，总结了因地制宜构建生产模式的经验，提出了现代循环农业的发展对策并展望了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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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所提到的农业废弃物多指农业生产秸秆和畜禽业养殖粪便，而对于农业废弃物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地

膜的研究较少。已有的关于地膜的研究又多聚焦在地膜的覆盖技术、新型地膜的研发、使用地膜带来的益处及污染等方面，很

少有人从农民对回收利用地膜的政策认知角度切入进行研究，本文将围绕农民对政策认知这一特定主题，探索政策认知程度的

测度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根据模型结果提出科学的建议。 

2 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荆州市以平原地区为主，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河流交错，湖泊密集，全市有大小河流近百条，均属长江水系。随

着地膜应用规模逐年扩大且增长快速，由此引发的污染影响范围逐渐扩大，程度也越来越深。近年来，由于人们的环保意识滞

后，以及缺乏有力的残膜回收政策与监督措施，土壤中的残膜污染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了农产品质量。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自 2016年连续两年承担了农业部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对比实验。荆州区位于荆州市内，农用地膜、超微膜使用量呈增长趋势。

由于超微膜使用量大，不利于回收，农田残膜污染逐年加重。为了探索农用地膜回收利用的政策对农民的影响，减少农田残膜

危害，通过走访当地农户，我们开展了农户对农膜回收利用的政策认知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于 2018 年 8 月至 12 月期间对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进行了关于农民对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认知情况的调查，在考

虑到荆州区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农场管理区和经济开发区的地膜使用情况与回收利用情况，选取了弥市镇与太湖港农场进行

随机抽样调查，具体涉及到横街队、岳台队和李埠村、杨井村等，共获得 86份问卷，其中涵盖了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及

收入水平的被访者。在 86位被访者中，女性占 58.6%，男性占 41.4%；年龄以 50岁以上为主；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接近于初中

水平；绝大多数农户没有加入农村合作社；劳动力人数在家庭人口数占比较低，且不同家庭总耕地面积差距较大。因此，抽样

调查样本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3 农户对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测度 

3.1指标选取 

本文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确定了评价农户对于相关政策认知的两个维度：关注程度认知与赞

同程度认知，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 2个一级指标 6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 

3.2确定权重 

由于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过于主观，本文采取熵权法来确定各个子指标的权重。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一个度量；如果指

标的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在综合评价中所起作用理当越大，权重就应该越高，因此，熵权法确定权重的原

理为利用信息熵这个工具，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本例中通过计算得到这 6 个指标的权重为（0.0595,0.2803,0.1765, 

0.0341,0.1765,0.2731）。 

3.3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与确定的权重求得各农户对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得分。 

农户对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得分在 0.50～0.80的比例最大即完全不了解，其次是比较了解，处于非常了解阶

段的农户仅占调研农户总数的 4.7%，结合被调查样本认知程度的方差为 0.149（较小）可推测被调研地区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大部分农户对于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都是比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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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户对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4.1变量选择 

本文就农户对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做出说明。在综合研究众多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

为其认知程度受到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经营状况、地膜使用情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4.2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βi是系数估计值，xi是解释变量，i代表第 i个变量。上式表明将农户对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认

知程度 y看作几类因素的函数，即 y=f（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经营特征，地膜使用情况，地理位置与环境）+εi 

4.3模型结果与分析 

农户基本特征因素中，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劳动力数量（x3）对农户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

影响。 

家庭经营特征因素中，是否参加农村合作社（x6）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是否参加农村合作社对农户的农业政策

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加农村合作社有利于其对政策认知程度的提升。人均年收入（x4）与农地面积（x5）对农户

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地膜使用情况因素中，使用地膜的年数（x7）对农户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 

地理位置与环境因素中，距离乡镇政府位置（x8）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农户距离乡镇政府越远，越不利于其提

高对政策的认知程度；信息渠道通畅程度（x9）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信息渠道通畅程度对农户的农业政策认知程度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通畅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农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 

5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对 8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子法与层次分析法建立农户对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认知程度评价体系，从

而计算得出各样本农户对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得分，此外，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影响认知程度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得到

以下几点结论： 

(1）农户是否参加农村合作社以及信息渠道通畅程度对农户的农业政策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入农村合作社的农

户对地膜回收利用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比未加入的高。由于农村设备受限，农户获得信息渠道比较单一，调查显示，农户了解

信息的渠道越多，其认知程度越高。 

(2）农户居住地距离乡镇政府位置对农户的农业政策认知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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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农户距离乡镇政府越远，收集到的信息越少，越不利于其提高对政策的认知程度，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在

对距离较远地区的农户关注度不够，对其进行的宣传教育不足。 

(3）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人均年收入、农地面积、使用地膜年数对农户关于回收利用地膜相关政策

的认知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依据实地调研结果，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虽对回收利用地膜政策的认知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却也存在一定影响。农户的认知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提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对属地政府农业政策的认知程度就越高。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农户对回收利用地膜政策认知程度的因素涉及到很多方面，要提高农户的认知程

度需要从各方面因素入手改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从农户出发，将政策简单化。政府制定的政策要让农户易于理解，减少一些晦涩难懂的字眼，充分考虑农民的受教育

程度及其文化水平，选择简单易懂的词语.尽量避免使用不利于农户理解政策文件的词语。提高政策表述的准确性也是减少农户

在政策认知上障碍，提高政策执行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2）政府可以适当的鼓励农民加入农村合作社，同时，也要保证其了解信息渠道的畅通。适当拓宽农民获取相关政策的渠

道，将广播、电视等多媒体手段打开，让农户可以用不同方式了解政府政策，进一步促进农民对于政策的认知，在极大程度上

促进地膜的回收利用。 

(3）政府在推进废弃地膜资源化利用的同时要加强农民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加强政府对回收利用地膜政策的宣传力度，

同时扩大宣传范围，尤其是对距离较远地区的农户，更应该注重对其进行相关政策的宣传 

(4）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提高各部门官员的执行效率，将相关政策落到实处。政府官员要注重所在区农户对政策的了解

情况，提高办事效率，有针对性地宣传和讲解一些农业政策，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和践行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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