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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江西省 11 市 47县(区)1488 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分析并探究农

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总人口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兼业程度、农业收入占比、家中是否

有村干部、是否参加新农保、是否有农业补贴、是否为家庭农场、是否加入合作社、近年耕地质量变化、相关信息

获取难度等 9 个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对生态耕种行为采纳的均值只有 4.74 项,总体偏低,生态耕种行为

有待推广与应用。论文探究了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为生态耕种的推广、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激励农户生态耕种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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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耕地质量日益下降的现实,推行生态耕种、避免人为对耕地系统进行不可逆的干扰,已成为实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耕地保护目标的重要手段。农户是耕种的主体,其耕种行为的选择极大影响着现代农业发展的走向[1]。探讨农户生态耕

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能为生态耕种的研究、应用和推广以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具有较强的理论参考和现实

指导意义。 

当前生态耕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对生态耕种具体一项行为采纳意愿或行为的研究,如对秸秆还田、使用有

机肥、保护性耕作、测土配方施肥、环境友好型行为等的采纳意愿或行为影响因素[2-8]。二是从具体作用因素对农户生态耕种采

纳的影响进行研究,如农户分化、代际差异、资源禀赋等方面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9-10]。三是对生态耕种现状的研究,

主要对如何激励农户合理使用化肥农药进行了研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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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针对农户的生态耕种采纳意愿进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性别、常年在家务农劳动力、化肥施用量方式的确定、行为

态度、主观规范等是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重要因素[12]。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生态耕种模式得到了不断的推广和优化,

基于农户微观视角来研究农户对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的文献相对不足。 

江西省农业人口多、农村地域大、农业比重相对较高,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也是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之一,粮食、猪肉、油

料、蔬菜、水产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江西省 11市 47县(区)共 1488份农户对生态耕种的调查数

据,运用多元有序 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对生态耕种的采纳行为,探究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主要因素,从微观上合理判

断农户耕种方式选择的行为状况,以期为实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新格局形势下的农业转型升级以及促进

和推广生态耕种提供实证依据与政策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8 年 1—3 月份开展的“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认知与行为”专题抽样调查。调查采用访谈和问卷相结

合方式,对户主或参与农业经营决策的家庭主要成员开展调查,一共发放问卷 1600 份,实际有效问卷 1488 份,有效问卷率为

93.00%。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农户个人和农户家庭的基本情况,农户对生态耕种行为认知与采纳情况,农户对生态耕种行为的观点

及看法。 

1.2研究假设 

农户生态耕种的采纳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理论,总结、借鉴关于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

研究成果[13-16],结合课题组实地调研资料,将影响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主要因素分为农户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兼业程度、是否参加生态耕种相关培训)、农户家庭特征(如家庭总人数、家庭年收入、农业收入占比、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是

否享受农业补贴、是否参加新农保)、农户群体特征(如是否为家庭农场、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为种粮大户)、外部条件特征(如

耕地质量的变化、获取生态耕种相关信息的难度)四方面。 

(1)农户个体特征。 

性别差异会导致农户种植方式选择不同。男性相对于女性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更容易接受生态耕种新型农业生产行为
[17]。年龄差异影响心理状态、知识结构和身体机能。一方面,农户年龄越大,耕种的知识和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对土地等有保护

作用的生态耕种。另一方面,农户年龄越大,受传统耕种的影响就越深刻,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越低,同时身体状况对其采用生

态耕种也有限制。通常情况下,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了解生态耕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采纳生态耕种的可能性就越高。兼业

程度表示农户务农和其他工作之间的比重情况,农户兼业程度越高,对农业的依赖和关注程度就越低,采纳生态耕种行为的可能

性也就越低。参加过生态耕种相关培训的农户更能了解到生态耕种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采纳生态耕种的可能性更大[18]。 

(2)农户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数是反映家庭人力资源储备情况的指标,家庭总人数越多,进行农业生产的人数也会越多,对农业和耕地的依赖性

越强,对能减少投入、增加产出的生态耕种会有更积极的反映,更可能采纳生态耕种行为。家庭年收入越高,农户对于新技术采用

的抗风险能力就越强,采用生态耕种的可能性越高。农业收入占比越高,说明农业收入的重要性以及农户对农业的重视度越高,农

户采用生态耕种的可能性越高。家中有村干部的农户对生态耕种能有更为直接、清晰的了解,采纳生态耕种的可能性也更高。参

加新农保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户的抗风险能力,使得采用生态耕种的可能性相应增加。经济性补贴有弥补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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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预期收益之间差值的激励作用,使农户采纳生态耕种的积极性更高。 

(3)农户群体特征。 

多种经营主体并存是现阶段农业生产的主要特征。本文选取实地调查时所涉及的家庭农场、合作社、种粮大户 3 种新型经

营主体为对象,探究其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程度。新型农业主体农户是更为成熟的农业主体,对于能保护环境并且增

加收入的生态耕种方式,新型农业主体的农户采纳的可能性更大。 

(4)外部条件特征。 

耕地质量变化直接影响农户收入,耕地质量较之前越差,农户采纳生态耕种的可能性越高。生态耕种相关信息获取难度越大,

农户越难以了解和接受生态耕种,采纳生态耕种行为的可能性越小[19]。 

1.3变量选择 

基于本文对生态耕种的定义,结合问卷调查的实际性和局限性,将生态耕种行为界定为目前农户较为常见并常用的 10项具体

行为,包括测土配方施肥、种植绿肥、施用有机肥、减量施用化肥、低毒低残留农药、作物合理轮作、秸秆还田、生态农业、农

膜回收、保护性耕种等。通过将每种行为的采用情况赋分,采用就得 1分,不采用就得 0分,最后将农户的得分相加。结合课题组

的实际调查情况,将农户生态耕种的采纳行为算出总得分,得分范围为 0～10分。 

根据理论分析和实地调查情况,确定影响因素变量为:(1)农户个体特征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兼业程度、是

否参加相关培训。(2)农户家庭特征因素,包括家庭总人数、家庭年收入、农业收入占比、是否有村干部、是否参加新农保、是

否有农业补贴。(3)农户群体特征因素,包括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种粮大户。(4)外部条件特征因素,包括耕地质量变化、信

息获取难度。按照“能量化的量化,不能量化的细化赋值”原则构建了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变量及指标体系,变量设

定与描述见表 1。 

表 1变量设定与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生态耕种采纳行为 0=不采用;1=采用 1项;…;9=采用 9项;10=全部采用 4.735 2.302 

农户个体特征 

性别 0=女;1=男 0.746 0.435 

年龄(岁) 实际数值 48.38 10.768 

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专及以上 1.835 0.834 

兼业程度 0=务农;1=务农为主兼业;2=务工为主兼业;3=务工 1.653 1.084 

是否参加相关培训 0=否;1=是 0.086 0.28 

农户家庭特征 

家庭总人数(人) 实际数值 5.387 1.773 

家庭年收入(万) 实际数值 8.083 6.866 

农业收入占比 实际数值 0.317 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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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村干部 0=否;1=是 0.13 0.336 

是否参加新农保 0=否;1=是 0.767 0.423 

是否有农业补贴 0=否;1=是 0.776 0.417 

农户群体特征 

是否为家庭农场 0=否;1=是 0.106 0.307 

是否加入合作社 0=否;1=是 0.144 0.352 

是否为种粮大户 0=否;1=是 0.038 0.19 

外部条件特征 

近年耕地质量变化 0=变差了;1=没变化;2=变好了 0.677 0.694 

获取相关信息难度 0=很大;1=比较大;2=一般;3=比较小;4=很小 1.913 0.876 

 

1.4模型选择与构建 

本文中农户对生态耕种的采纳行为有 11 个取值,即采用了本文列举的生态耕种行为中的项数。一般的线性回归分析无法准

确地刻画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须要用其他的回归分析方法来进行拟合模拟,而多元有序 Logistic回归模型是一种简便处理该类

因变量问题的分析方法[20]。所以,本文采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的数据模型探索农户采纳生态耕种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选用 Y

作为因变量,Y=0 时,表示被访者并未采用生态耕种行为,Y=1 时,表示被访者采用生态耕种行为中的 1 种,以此类推,Y=10 时,表示

被访者采用生态耕种行为中的 10种。多元有序 Logistic回归模型的具体表达形式为: 

 

式中:P 为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发生增加或减少变化的概率;Χ 为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β0 为常数

项;βnj为 Logistic回归的偏回归系数(n=1,2,…,n),表示 Xn对 Y或 Logit(P)的影响大小;εj表示随机误差项。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此次问卷数据的统计结果表明:男性占样本总量的 74.6%,女性仅占 15.4%。在年龄方面,被访农户的平均年龄是 48.38

岁,81.25%的农户年龄在 40 岁以上。在受教育程度方面,82.86%的农户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在务农年限方面,被访户

的平均务农年限为 22.38年,63.24%的农户务农年限达到 20年及以上。由此可见,样本农户中男性占大多数,整体年龄偏大,受教

育程度偏低,务农年限较长,务农经验较丰富。被访农户平均家庭总人数为 5.39 人,平均劳动力人数(16～60 岁)为 3.45 人,平均

常在家务农人数为 1.37人。平均家庭年收入为 8.08 万元,平均来自农业的收入为 1.80 万元,农业收入平均比重为 31.7%。这表

明,样本农户劳动力选择在家务农的人数较少,且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较小,说明农业已经不是样本农户的主要谋生手段,

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也不强。总体而言,调查样本基本上符合我国农户的一般特征,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样本农户对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调查结果显示(表 2),对生态耕种行为进行采纳的平均为 4.74 项。94户采纳 0项,935户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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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5项及以下,41户采纳全部 10项。 

2.2模型估计结果 

为保证模型的稳定性与准确性,使回归结果真实有效,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各个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理论

上,(容忍度)Tolerance>0.1、(方差膨胀因子)VIF<10,即可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21]。运用多重共线性诊断法得出的结果

显示,容忍度最小值为 0.568,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为 1.76,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模型较为稳定。基于江西省

的 1488份实际调查数据,利用 State13.0统计软件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多元有序 Logistic模型检验各个自变量对农户生态耕种采

纳行为的影响(表 3)。 

表 2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情况 

采纳项数 样本量 比例/% 采纳项数 样本量 比例/% 

0 94 6.32 6 237 15.93 

1 39 2.62 7 159 10.69 

2 88 5.91 8 80 5.38 

3 188 12.63 9 36 2.42 

4 272 18.28 10 41 2.76 

5 254 17.07 均值 4.47 — 

 

表 3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估计系数 标准差 z检验 

农户个体特征 

性别 -0.152 0.109 -1.4 

年龄 0.003 0.006 0.56 

受教育程度 -0.001 0.066 -0.01 

兼业程度 0.214*** 0.052 4.15 

是否参加相关培训 0.079 0.166 0.47 

农户家庭特征 

家庭总人口 -0.065** 0.029 -2.22 

家庭年收入 -0.013 0.008 -1.58 

农业收入占比 0.666*** 0.186 3.58 

是否有村干部 0.331** 0.135 2.45 

是否参加新农保 0.483*** 0.13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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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农业补贴 0.44*** 0.14 3.15 

农户群体特征 

是否为家庭农场 0.525*** 0.157 3.33 

是否加入合作社 0.504*** 0.133 3.8 

是否为种粮大户 -0.119 0.258 -0.46 

外部条件特征 

近年耕地质量变化 0.194*** 0.068 2.84 

获取相关信息难度 0.177*** 0.054 3.28 

 

(1)农户个体特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 

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农户个体特征中只有兼业程度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兼业程度对农户生态耕种的采

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不符。说明农户兼业程度越高,采纳生态耕种行为的概率

越大,农户除务农外还外出打工,接触到生态耕种相关信息的可能性与频率更高,也更能理解进行生态耕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

进行农业生产时,对生态耕种的采纳行为更高。 

(2)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 

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农户家庭特征中家庭总人口、农业收入占比、是否有村干部、是否参加新农保、是否有农业补贴对农

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总人口变量在 5%的统计水平上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与预期不符。理论上,家庭进行务

农的劳动力人数越多,农户对于更能产生收益的生态耕种倾向性应该越大,进行生态耕种不仅能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还能提

高产量、增加收益,但这是建立在生态耕种既能减少投入成本而且风险最小化的基础上的。在实际中,进行生态耕种前期需要比

传统耕种方式投入更多成本,而且还有着更大的风险性,所以农户家庭人口会和生态耕种采纳行为呈负相关关系。农业收入占比

在 1%的统计水平上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相符。农业收入占比高,说明农户对农业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

而采纳生态耕种行为符合理性小农学派的农户行为理论。是否有村干部在 5%的统计水平上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相符。家

中有村干部,对相关政策有更加快速和深入的了解,因此选择采纳生态耕种的可能性也更大。是否参加新农保、是否有农业补贴

都在 1%的统计水平上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相符。新农保和农业补贴都是给农户加了一层保险,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的抗

风险性,相关农业补贴还能增强农户采纳生态耕种的积极性。 

(3)农户群体特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 

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是否为家庭农场和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且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呈正相关,与预期结果一致。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新时代农业背景下所提出的发展方向,相比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具有

更强的生命力和优势,对生态耕种这种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可持续发展、增加收益的耕种方式,接受的可能性更大。 

(4)外部条件特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 

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耕地质量变化和信息获取难度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且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呈正相关。近年耕地质量变化影响方向与预期不符。说明在耕地质量变化方面,耕地质量与前几年相比变好了的农户对生态耕

种方式采纳的可能性更高,耕地质量越好,农户越会想要继续保持或提高其质量而选择生态耕种方式,从而形成一种保护耕地的

良性循环。信息获取难度影响方向与预期相符。生态耕种相关信息获取难度越小,农户采纳的可能性更大,说明农户越容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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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态耕种,获取相关信息难度越小的话,农户接受并采纳生态耕种的可能性越高。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研究表明,农户对本文所列举的 10项生态耕种行为,平均每户采纳 4.74项,采纳 5项及以上的有 807户,有 41户采纳了全部

10项行为,94户 1项都没有采纳。农户的总体生态耕种采纳行为不高,不利于我国生态耕种技术的推广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影

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很多,在农户个体特征中,兼业程度越高,采纳生态耕种的可能性更大。在农户家庭特征中,

农户采用生态耕种的可能性随家庭总人口的增加而降低。农业收入占比更高、家中有村干部、参加新农保、有农业补贴的农户

采纳生态耕种的可能性更高。在农户群体特征中,属于家庭农场或加入合作社的农户采用生态耕种的可能性更高。在外部条件特

征中,耕地质量比前几年有上升的农户更容易采用生态耕种,生态耕种相关信息获取难度越小的农户,越容易采纳生态耕种。 

3.2建议 

(1)鼓励和引导农户在农闲时外出务工。 

为农户提供能接触到外界更多信息的平台,扩大农户的视野,使农户对相关政策和技术有更多的了解,增加农户生态耕种采

纳的可能性。 

(2)加大生态耕种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完善相关政策体系。 

当前生态耕种的推广主要还是以政府主导,加大生态耕种的资金和技术投入,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效率和质量,向更多农户提

供更多的政策和技术信息,将有利于生态耕种的推广。 

(3)加大生态耕种相关信息宣传力度,提高农户认知水平。 

提高农户生态耕种的意识和技能,转变农户的传统农业生产观念。政府部门既要加强生态耕种的宣传工作,也要健全农村农

业的生产管理、信息宣传的服务体系,如通过农村广播或公示栏等宣传国家关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政策理念、组织农业技

术人员对农户进行指导等以提升农户对生态耕种的采纳。 

(4)增加对生态耕种农户的补贴,提高农户积极性。 

对采纳生态耕种的农户进行相应的资金补贴鼓励,提高农户采用生态耕种的抗风险能力,减少农户对实施生态耕种结果的后

顾之忧,提高农户采纳生态耕种的积极性。 

(5)健全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完善与土地流转相关的配套制度可以免去农户关于土地流转后使用权归属的担忧,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推动规模经营、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适度的规模、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生产和市场化程度高等特征,相对于传统农业主体

更能解决国内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质量安全要求不断提高的农业发展现状,为达到现代农业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农户采纳

生态耕种的可能性也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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