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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亲环境的农业生产资料,施用有机肥可改善当前的农业环境污染现状。为探究农户亲环境

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所在,以有机肥施用为例,基于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从认知特征、心

理特征和外部情境因素,对导致农户在施用有机肥这一亲环境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行为与意愿的悖离现象背后的原

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存在悖离,农户对有机肥了解情况、感知行为控制、社会责任感、

社会规范、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地块数和有机肥收益是该现象的成因。此外,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对

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而言,农业环境污染认知水平越高、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水平越高,其有机肥施用

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越小;对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而言,居住地与地块距离越远、地块周边交通状况越差,其有

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越大。据此提出应提升文化程度较高农户的整体认知水平、加强对施用有机肥的

宣传、合理制定有机肥施用社会规范、加大对有机肥施用措施的补贴力度、在尽量照顾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前提下

调整耕地并进一步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等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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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化肥的过量施用所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已呈现日趋严重的态势,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直接经营者,其不合理的

农业生产行为是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根源,为此,如何促进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实施亲环境行为成为缓解当前农业环境问题的

关键。有机肥作为一种亲环境的农业生产资料,可作为化肥的替代品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减少对化肥的投入,对农业环境污染现状

起到很大的改善作用。目前,用有机肥替代化肥以减少污染改善农业环境已成为社会公众的共识,如何促进农户施用有机肥成为

缓解农业环境问题的关键。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现阶段,农户的有机肥施用意愿普遍较高,而在行为的落实上相对较低,其有机肥

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现象显著。为此,本文就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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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为何与意愿悖离?部分学者通过根据具体行为特点分别对农户生物农药购买[1]、小型水利设施合作[2]和参与新农保[3]意愿

与行为进行分析后得出,意愿与行为产生的原因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了悖离现象的产生。聚焦到农户的施肥意愿与行为上,现有研

究普遍认为,农户在施肥意愿和行为的选择上受制于个体特征和家庭与生产特征,文化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多的农户采用测土

配方施肥的意愿越强[4],实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大[5];也有研究表明,年龄越大的农户越愿意进行测土配方施肥[6],在实际行为

的选择上则与之相反[7],种植规模在农户施肥意愿[8]与行为[9]的选择上也发挥相反作用。随着研究的推进,开始有学者注意到其他

因素对农户施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资料表明,农户对有机肥的认知水平越高,其有机肥施用意愿越强[10],在实际生产中施用有机

肥的可能性也越大[11];技术培训正向影响农户的减施化肥意愿[12],但对具体施肥行为作用不明显[13]。 

上述研究为分析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原因及农户的施肥意愿与行为提供了一些借鉴,但仍存在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1)

已有针对行为与意愿悖离的文献多是分别对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分析,将对农户行为与意愿产生不同影响的因素作为

其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未将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考察,对影响因素的选取亦不是通过对农户行为与意愿

悖离原因出发所进行的实地调查中获取;(2)回顾已有研究发现,同一因素在农户施肥意愿与行为上可能发挥相反的作用,而对此

可能会导致的农户施肥行为与意愿的悖离现有文献鲜有涉及。基于此,本文以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为研究对象,采

用半开放式问卷进行调查,依据实地调查情况总结归纳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可能的原因,并在农户调查数据基础上,

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可能导致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以进一步完善对农户施肥行为与意愿

的研究,为农业环境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1 理论分析——基于半开放式问卷从农户角度的考察 

1.1实地调查结果 

以往研究多从主观角度设计问卷,后对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得出结论,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采用半开放式的调查问卷,通过记

录农户的自主表达,后经总结后得到完整的问卷结果。在实地调查过程中,通过 2 个问题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实际行为的悖

离情况进行识别,首先问“您是否愿意在农业生产中施用有机肥?”,结果显示有 62.76%的农户表示愿意在农业生产中施用有机

肥,继而对这一群体的有机肥实际施用情况进行询问,得出仅有 56.08%的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将有机肥施用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

这一现象表明现阶段农户的有机肥施用意愿虽较高,但实际采用率却相对较低,前期意愿与后期行为之间存有差距,悖离现象明

显。为进一步探寻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课题组对有意愿但无行为的农户继续追问理由,得到以下回答:(1)现

在农业环境质量挺好的,没什么污染,即使真有污染,对我也没什么影响,用不用有机肥无所谓;(2)对有机肥了解不多,也不知道

用了能有什么好处;(3)用有机肥对我来说挺难的;(4)环境受到污染不是我的责任,我也没有义务为保护环境去用有机肥;(5)居

住地与地块距离挺远的,去地里的路也不好走,把有机肥运到地里一点儿也不方便;(6)周围很多人都没有用有机肥。 

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农户对当前农业环境是否受到污染的认知、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和对施用有机肥这一措施

的基本了解情况是导致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所在,本文将其归结为农户的认知特征,与上文农户回答中的第

(1)(2)点相对应。另外,由农户回答中的第(3)(4)点可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对施用有机肥难易程度的感知、对保护环境和

施用有机肥的责任感知也会影响到农户对有机肥的实际施用情况,二者分别与感知行为控制和社会责任感相对应,是农户基于自

身具备的相关知识和基本认知所产生的重要心理表现,反映了农户在施用有机肥之前的心理特征。此外,农户回答中的第⑤⑥点

表明,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地块周边交通状况、周围其他农户的行为也是导致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重要限制条件,

以上三点均来自于外部情境,本文将其统称为外部情境因素,其中,周围其他人的行为是农户所处群体中社会规范的重要表现。基

于此,本文从认知特征、心理特征和外部情境因素三方面构建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分析框架。 



 

 3 

 

图 1理论分析框架 

1.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2.1认知特征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 

认知特征包括农户的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和有机肥了解情况。根据行为经济学的思想,个

体对某一事物的认知情况会使其对该事物的主观态度或看法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最终的行为[14]。在当前情况下,农户面临的农

业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但并非所有农户都对这一现状有着深刻认知,在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的影响更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

一般情况下,农户对当前农业环境受到污染、农业环境污染会影响自身健康的认知程度越高,越会关注和重视施用有机肥这一环

境友好措施,在有机肥的前期施用意愿与后期实际行为上也将更加趋于一致。此外,农户对施用有机肥这一措施的了解程度也会

对其在实际生产中的有机肥施用情况产生直接影响。若农户缺乏对有机肥及其实施效果等相关信息的了解,在实践中对这一措施

的采纳可能会存有疑虑或实施障碍,进而导致对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不足,实际行为受到限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农户对农业环境污染认知负向影响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假设 2:农户对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负向影响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假设 3:农户对有机肥了解情况负向影响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1.2.2心理特征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 

心理特征包括农户对施用有机肥的感知行为控制和社会责任感。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中[15],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实施某

一特定行为之前内心对完成这一事项的难易程度感知,可对个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16,17],具体到有机肥的施用,就指农户在自身所

拥有的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约束下对施用有机肥这一措施的难易程度感知。当农户掌握施用有机肥的相关知识和基本技能后,会

认为自己有机会或有条件在实际生产中采用这一措施,即农户对施用有机肥的感知行为控制较高,此时农户将有机肥施用意愿转

化为实际行为的可能性将随之提高,反之则农户出现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现象的概率将会变大。与此同时,人们在考虑是

否实施某一行为时,内心深处还会对是否应该那么做进行思索与考量,此即表现为社会责任感对行为的影响。当农户具备一定的

社会责任感时,会认为施用有机肥以缓解农业环境污染是应该做的事,不采取这一行为则会产生深深的内疚与自责,从而积极主

动地施用有机肥,达到从意愿到行为的转化。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农户对施用有机肥的感知行为控制负向影响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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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5:农户对施用有机肥的社会责任感负向影响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1.2.3外部情境因素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 

外部情境因素包括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地块周边交通状况和社会规范。农户在施用有机肥时,先要将有机肥运送到地里,才

能进行下一步操作,由于有机肥存在体积大、运输难等特性[18],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和地块周边交通状况均提

出一定要求,居住地与地块距离越近、地块周边交通状况越好,农户施用有机肥时就越方便,反之则越麻烦,因此居住地与地块距

离较近、地块周边交通状况较好的农户将更容易将有机肥施用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社会规范是指在一个群体中,其成员针对某

一具体行为所感知到的规则和标准,具体到农户的有机肥施用行为中,则表现为农户所属群体(即农户经常接触到的亲戚、朋友和

街坊邻居等重要群体)对施用有机肥这一环境友好措施的规则和标准,通过多数农户的实际行为来体现。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指出,

个人活动多发生在与他人交往的社会关系中[19],其行为不可避免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且中国农村明显存在“熟人社会”、

“亲缘社会”和“人情社会”的特征[20],农户与农户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等对农户产生的影响也将更为

强烈。在农业生产中,农户出于构建人情亦或对个人面子的维护等原因,进而选择遵循社会规范的内容进行有机肥施用行为实践

即为其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做出的最优选择。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6:居住地与地块距离正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假设 7:地块周边交通状况负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假设 8:社会规范负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2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本研究所用到的数据源于课题组 2017年对陕西、山西、甘肃、安徽和江苏五省进行的实地调查。这 5个省份在经济发展水

平方面存在以下特征:从各地区生产总值看,根据各地区 2016 年生产总值将全国 31 个省市(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外)

划分为 3 个等级,则甘肃和山西两省同属于较低水平等级,陕西和安徽两省同属于中等水平等级,江苏省属于较高水平等级;从各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看,则甘肃、山西和安徽三省同属于较低水平等级,陕西省属于中等水平等级,江苏省属于较高水平等级,由此

可见,本研究所选取的 5 个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在实际调查中,问卷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的个体特征、家

庭与生产特征、认知特征、心理特征、外部情境因素现状、对有机肥的成本与收益感知以及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背离情况

这七部分的内容。问卷由经专业培训的调查员对农户进行面对面访谈后直接填写。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200 份,收回 1023 份,

有效率 85.25%(此次调查的受访对象均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决策者)。 

样本特征:受访者主要为男性,占比 63.64%;年龄集中分布在 35～65 岁之间,占比 79.18%;健康状况整体较好;文化程度普遍

偏低,其中 69.01%的受访者仅接受过初中及以下阶段的教育;农户的家庭收入为平均每户 4.51万元;家庭人数主要分布在 3～5人

之间,占比 66.28%;平均每户拥有 0.49hm2耕地,多数农户拥有 2～6块耕地,拥有的地块数为平均每户 4.22块。 

2.2变量的选择及说明 

本文主要研究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在进行具体分析时,因变量为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情况,

为此首先将不愿意施用有机肥的样本剔除,后将回答“愿意且已经或正在农业生产中施用有机肥”的赋值为 0,此时农户的有机

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没有发生悖离,将回答“愿意但未在农业生产中施用有机肥”的赋值为 1,此时农户的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



 

 5 

发生悖离(由于本次调查样本中未出现没有意愿但有行为的情况,为此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仅表现为有实施意愿但无实际行为)。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从农户的认知特征、心理特征和外部情境因素三方面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进

行研究,以行为经济学常用范式为基本逻辑,将农户个体特征、家庭与生产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与此同时,不同省份的农户在有机

肥施用行为与意愿上也可能存有差异,而农户对有机肥的成本与收益感知也可能会对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情况产生

影响,为此,本文将区域、有机肥成本和有机肥收益这 3个变量同时纳入控制变量进行验证,具体变量的选择和说明如表 1所示(本

部分数据源于 1023 户样本中愿意施用有机肥的 642 户样本),其中,感知行为控制、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规范分别通过 3 个问题采

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度,采用克伦巴赫阿尔法系数对这 3个变量进行信度检验,得出其 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 0.873、

0.745 和 0.807,均在 0.700 以上,表明三者在各自内部的一致性较高,本次样本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据此将每个变量对应的 3

个问题的值加总平均后代入模型进行检验。对于区域的赋值,为使研究结果更具实际意义,在此将本次调查的 5 个省份根据各地

区在 2016年的人均 GDP水平从低到高依次进行赋值,具体赋值情况见表 1。 

表 1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名称 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是否发生悖离?是=1;否=0 0.439 0.497 

认知特征 
   

农业环境污染认知 您认为当前农业环境是否受到污染?是=1;否=0 0.503 0.500 

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的认知 
您认为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有影响吗? 

肯定没有=1;没有=2;一般=3;有=4;肯定有=5 
3.944 0.794 

有机肥了解情况 
您对有机肥及其实施效果等相关信息了解吗? 

非常不了解=1;不了解=2;一般=3;了解=4;非常了解=5 
3.488 0.880 

心理特征 
   

感知行为控制 

施用有机肥对您来说难易程度如何? 

非常难=1;难=2;一般=3;容易=4;非常容易=5 
3.519 0.802 

您有能力施用有机肥吗?完全没能力=1;没能力=2; 

一般=3;有能力=4;非常有能力=5 
3.642 0.832 

您有机会施用有机肥吗?完全没机会=1;没机会=2; 

一般=3;有机会=4;非常有机会=5 
3.484 0.819 

社会责任感 

您认为应该施用有机肥吗?完全不应该=1;不应该=2; 

一般=3;应该=4;非常应该=5 
3.463 1.034 

您认为您有责任施用有机肥吗?完全没责任=1;没责任=2; 

一般=3;有责任=4;非常有责任=5 
3.474 1.194 

如果没有施用有机肥您会感到愧疚吗?完全不愧疚=1; 

不愧疚=2;一般=3;愧疚=4;非常愧疚=5 
3.460 1.209 

外部情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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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与地块距离 以受访农户居住地与其最远地块的实际距离代表(公里) 1.141 0.949 

地块周边交通状况 地块周边的交通状况如何?非常差=1;差=2;一般=3;好=4;非常好=5 3.648 0.875 

社会规范 

您的亲戚中施用有机肥的人多吗?几乎没有=1; 

比较少=2;一般=3;比较多=4;非常多=5 
2.910 0.953 

您的朋友中施用有机肥的人多吗?几乎没有=1; 

比较少=2;一般=3;比较多=4;非常多=5 
2.916 0.929 

您的街坊邻居中施用有机肥的人多吗?几乎没有=1; 

比较少=2;一般=3;比较多=4;非常多=5 
2.903 0.991 

个体特征 
   

性别 男=1;女=0 0.637 0.481 

年龄 以受访者实际年龄为准(岁) 47.745 11.773 

身体状况 非常差=1;差=2;一般=3;好=4;非常好=5 3.637 0.869 

文化程度 没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或本科及以上=5 3.106 0.983 

家庭与生产特征 
   

家庭收入 以受访者上年一年实际家庭收入为准(万元) 4.483 2.906 

家庭人数 以受访者实际家庭人数为准(口) 4.824 1.444 

种植面积 以受访者实际耕种面积为准(亩) 7.271 13.424 

地块数 以受访者实际拥有的地块数为准(块) 4.125 4.540 

其他特征 
   

区域 1=甘肃省;2=山西省;3=安徽省;4=陕西省;5=江苏省 — — 

有机肥成本 
与普通化肥相比,有机肥成本更高。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 
3.340 1.360 

有机肥收益 
与普通化肥相比,有机肥收益更高。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 
3.896 0.946 

 

2.3研究方法 

由于农户的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是否发生悖离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决策问题,为此选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对导致这

一悖离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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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为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发生悖离的概率;b0为常数;b1、b2,…,bn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x1、x2,…,xn为各自变

量。 

3 结果与分析 

3.1单样本 t检验结果 

由于本文实证中用到的数据源于本次调查总样本中有有机肥施用意愿的部分农户样本(以下统称为子样本),为避免样本选

择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偏差问题 1,对子样本与总样本在农户基本信息方面进行普通单样本 t 检验,为保证结果稳健性,本文同时给

出 1000 次 Bootstrap 抽样下的单样本 t 检验结果,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子样本中农户基本信息的 P 值均大于 0.05,表明子

样本均值与总样本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便存在样本选择问题,也不会影响本文的结果。 

3.2模型估计结果 

采用二项 Logistic 模型对 642 个愿意施用有机肥的农户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保证结果的稳定性,同时采用 Bootstrap

重复抽样 1000次进行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3所示。由表 3可知,Bootstrap 方法下 Logistic回归结果与普通 Logistic回归

结果基本一致,回归结果较稳定。 

表 2农户基本信息单样本 t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t检验结果 t检验 Bootstrap结果 

t P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 P 均值差值 

性别 0.035 0.972 0.001 0.018 0.963 0.001 

年龄 0.313 0.755 0.145 0.457 0.747 0.145 

身体状况 0.448 0.654 0.015 0.035 0.654 0.015 

文化程度 0.488 0.626 0.019 0.037 0.623 0.019 

家庭收入 -0.229 0.819 -0.026 0.115 0.817 -0.026 

家庭人数 -0.258 0.796 -0.015 0.058 0.806 -0.015 

种植面积 -0.306 0.760 -0.162 0.502 0.750 -0.162 

地块数 -0.543 0.587 -0.097 0.184 0.622 -0.097 

 

表 3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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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Logistic回归结果 Bootstrap方法下 Logistic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认知特征 农业环境污染认知 0.012 0.190 0.012 0.207 

 
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 -0.165 0.120 -0.165 0.138 

 
有机肥了解情况 -0.462*** 0.114 -0.462*** 0.121 

心理特征 感知行为控制 -0.342*** 0.131 -0.342** 0.137 

 
社会责任感 -0.260*** 0.100 -0.260** 0.115 

外部情境因素 居住地与地块距离 0.150 0.101 0.150 0.106 

 
地块周边交通状况 -0.164 0.108 -0.164 0.115 

 
社会规范 -0.865

***
 0.131 -0.865

***
 0.142 

个体特征 性别 -0.090 0.195 -0.090 0.205 

 
年龄 0.010 0.010 0.010 0.011 

 
身体状况 -0.229** 0.115 -0.229** 0.115 

 
文化程度 -0.301*** 0.112 -0.301*** 0.110 

家庭与生产特征 家庭收入 -0.107*** 0.038 -0.107*** 0.038 

 
家庭人数 0.072 0.068 0.072 0.076 

 
种植面积 -0.020 0.022 -0.020 0.024 

 
地块数 0.155*** 0.053 0.155*** 0.057 

其他特征 区域 0.050 0.063 0.050 0.068 

 
有机肥成本 -0.010 0.067 -0.010 0.070 

 
有机肥收益 -0.367*** 0.101 -0.367*** 0.106 

 

注:*､**､***分别表示估计参数在 10%､5%､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3.2.1认知特征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 

根据表 3 的回归结果可知,农户对有机肥了解情况对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负向影响,即农户对有机肥及其实

施效果等相关信息越了解,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将有机肥施用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假设 3 得证。农户对农业环境污

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没有通过显著检验,说明二者不是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显著因素。 

3.2.2心理特征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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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特征中,农户对施用有机肥的感知行为控制和社会责任感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同时为负,表明感知行为控

制和社会责任感都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负向影响,即农户对施用有机肥的感知行为控制越高、社会责任感越

强,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越小,将有机肥施用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假设 4和假设 5同时得证。这

一结果表明,感知行为控制和社会责任感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影响显著,为提高农户有机肥施用率,可从心理层面采取相应措

施。 

3.2.3外部情境因素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 

在外部情境因素中,除社会规范外,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和地块周边交通状况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不是影响农户有

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显著因素。由表 3中的回归结果可知,社会规范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显著的负向

影响,即农户对社会规范的感知程度越强,越不容易发生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在农业生产中越容易将有机肥施用意愿转化为实际

行为,假设 8得证。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若周围已有亲戚、朋友或街坊邻居施用有机肥,则采纳这一措施可能存在的风险

和可能带来的损失将在这些农户的生产实践中得到验证,农户可据此判断自身对施用有机肥的风险承受程度,与此同时,由于农

户普遍存在从众心理,当周围施用有机肥的农户较多时,其也将更容易在行动上与多数农户保持一致。 

3.2.4个体特征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 

从表 3的回归结果可知,在农户个体特征中,性别与年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不产生显著影响。身体状况与文化程度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同时为负,说明身体状况和文化程度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

愿的悖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身体状况越好、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越不容易发生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在农业生产中的有机肥施用

行为与意愿更有可能趋于一致。 

3.2.5家庭与生产特征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 

根据表 3的回归结果,在家庭与生产特征中,家庭人数和种植面积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不是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

为与意愿悖离的显著性因素。家庭收入和地块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负、正,表明家庭收入和地块数分别对农户有机肥

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负向和正向影响,家庭收入越高、地块数越少,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小,提

高家庭收入、减小地块分散程度可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的转化。 

3.2.6其他特征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 

由表 3可知,在其他特征中,区域和有机肥成本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均不会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

生显著影响或影响不大,有机肥收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农户的有机肥收益感知对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产生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农户认为与普通化肥相比,施用有机肥可带来更高收益的程度越大,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

可能性越小,即农户在实际生产中将前期意愿转化为后期实际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3.3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考量 

3.3.1认知特征的深度分析 

在认知特征中,农户对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没有通过显著检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

是,在本次调查样本中,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学历(以下简称高文化程度)的农户中有 61.93%认为当前农业环境已经受到污

染,77.16%的农户认为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有影响(以问卷中对这一题项选择有影响和肯定有影响的农户数据统计),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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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在高中以下学历(以下简称低文化程度)的农户中,仅有 45.17%认为当前农业环境已经受到污染,75.73%的农户认为农业环境

污染对自身健康有影响,由此看出,低文化程度农户在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上整体低于高文化

程度农户。在调查期间还发现,对于低文化程度农户,即使其已认识到农业环境受到污染,且农业环境污染确实会对自身健康产生

影响,但其同时认为自身行为的改变并不会对农业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施用有机肥对改善农业环境作用不大,更不会对自身健康

产生影响,且这一想法普遍存在,而在高文化程度农户中,这一现象较为少见。由此,本文提出,农户对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

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农户文化程度的不同造成的。为此,本部分将总样本依据文化程度分

为高文化程度农户样本和低文化程度农户样本,分别验证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对农户有机肥

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结果见表 4。 

表 4不同文化程度农户数据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高文化程度 低文化程度 

Logistic回归结果 
Bootstrap方法下 

Logistic回归结果 

Logistic 

回归结果 

Bootstrap方法下 

Logistic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农业环境污染认知 -0.805** 0.393 -0.805* 0.553 0.334 0.238 0.334 0.258 

农业环境污染对 

自身健康影响认知 
-1.035*** 0.259 -1.035*** 0.382 0.174 0.157 0.174 0.17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注:本表格仅列出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的回归结果，其余变量以控制变量的形式进入模

型，结果在此处省略，下同． 

由表 4分析可知,在高文化程度农户样本中,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低

文化程度农户样本中,二者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对农户

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因农户文化程度的高低而有所区别。对高文化程度农户而言,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

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对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以上两种认知水平越高的农户越不容易发生

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在有机肥施用意愿与实际行为的选择上更容易保持一致。对于这一类农户,提高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

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可有效抑制其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对低文化程度农户而言,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

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与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之间无显著联系。这一结果的政策启示是,首先,应提高农户整体文化

程度,其次,当通过提高农户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以促进其将有机肥施用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

时可特别针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进行。 

3.3.2外部情境因素的深度分析 

在外部情境因素中,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和地块周边交通状况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一般而言,

居住地与地块距离越近,同时地块周边交通状况越好时,运输有机肥越便利,农户也将越有可能施用有机肥,然而根据实际调查情

况得知,在本次调查的农户中,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及地块周边交通状况虽存有差异,但这些农户中几乎家家都至少拥有一辆农用

三轮车,为此居住地与地块距离以及地块周边交通状况可能对其施用有机肥不构成限制;但也有年龄较大和女性农户表示,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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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有三轮车,若是脚蹬三轮车在体力上撑不住,若是烧油或电动三轮车在驾驶上存在困难,在居住地与地块距离较远或地块周

边交通状况较差的情况下,更不可能用三轮车往地里运送有机肥。由此,本文提出,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和地块周边交通状况是否对

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影响可能与农户的年龄和性别有关。为此,本部分分别按年龄(以总样本中农户平均年龄

47.745 岁为基准,将大于平均年龄归为较大年龄,小于平均年龄归为较小年龄)和性别将总样本分为较大年龄农户样本和较小年

龄农户样本以及女性农户样本和男性农户样本,分别分析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和地块周边交通状况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

悖离的影响,结果见表 5和表 6。 

表 5不同年龄农户数据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较大年龄 较小年龄 

Logistic回归结果 
Bootstrap方法下 

Logistic回归结果 
Logistic回归结果 

Bootstrap方法下 

Logistic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居住地与地块距离 0.587*** 0.155 0.587*** 0.218 -0.265 0.177 -0.265 0.210 

地块周边交通状况 -0.595*** 0.165 -0.595*** 0.198 0.238 0.173 0.238 0.20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表 6不同性别农户数据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女性 男性 

Logistic回归结果 
Bootstrap方法下 

Logistic回归结果 
Logistic回归结果 

Bootstrap方法下 

Logistic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居住地与地块距离 0.511** 0.231 0.511** 0.271 -0.003 0.133 -0.003 0.151 

地块周边交通状况 -0.381* 0.221 -0.381* 0.255 -0.074 0.131 -0.074 0.14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根据表 5和表 6的回归结果可知,在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样本中,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和地块周边交通状况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在较小年龄和男性农户样本中,二者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和地块周边交通状况对农户有机

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因农户年龄的大小和性别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对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而言,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和地

块周边交通状况分别对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居住地与地块距离越近、地块周边交通状况

越好的农户越不容易发生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对于这两类农户,缩小居住地与地块距离、改善地块周边交通状况可有效促进其在

实际生产中将有机肥施用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对较小年龄和男性农户而言,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和地块周边交通状况对其有机肥

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不产生显著影响。基于这一结果,在通过调整耕地等措施以提高农户有机肥施用率时,可优先将居住地与

地块距离较近、地块周边交通状况较好的耕地置换给较大年龄或女性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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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4.1讨论 

本文以农户的有机肥施用行为为例,根据实际调查情况,总结归纳出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主要包括农户的

认知特征、心理特征和外部情境因素。 

在认知特征中,本文得出,农户对有机肥及其实施效果等相关信息越了解,即对有机肥的认知水平越高,越不容易出现行为与

意愿的悖离,越容易将有机肥施用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这一结论与许增巍等[21]经研究得出的农户的认知水平越高,其在农村生

活垃圾集中处理筹资中出现支付行为与支付意愿悖离现象的可能性越小的结论一致;但农户对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

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现象之间关系不大或没有关系,结果与余威震等[22]得出的农户对农村

生态环境污染感知未对其绿色技术采纳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有相似之处,这一现象表明个体在认知与行为上

并不完全符合“知行合一”的模式,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户对农业环境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是否对农户

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影响与农户本身的文化程度有关,在高文化程度农户中,二者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低文

化农户中,二者作用不明显,由此看出,认知与行为关系的密切程度不仅与个体认知的具体内容相关,还与个体本身的文化程度相

关。 

在心理特征中,本文认为,农户对施用有机肥的感知行为控制越高、社会责任感越强,行为与意愿发生悖离的概率越小,将有

机肥施用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再次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15]中感知行为控制对个体行为的促进作用;另外,农户对

施用有机肥的社会责任感等同于农户所具备的个人规范,为此,文中结论也可视为对规范激活模型[23]中个人规范对个体行为产生

积极影响的实证检验。 

在外部情境因素中,经实证检验后得出,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和地块周边交通状况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不存在

显著关系,即二者对农户是否将有机肥施用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这与巩前文等[24]得出的耕地离住处的距离

是影响农户施肥决策的显著影响因素的结论存有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发展愈加重视,农村基础建设与以前

相比已发生明显改善,特别是对本次调查的区域而言,通往地块的道路、使用的交通工具等客观条件已得到显著提高,对农户施用

有机肥不构成限制,但这一情况只适用于较小年龄和男性农户,对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而言,二者仍然是重要的有机肥实施障碍,

为此,居住地与地块距离和地块周边交通状况是否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发挥作用因农户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

而有所区别。此外,本文还得出,社会规范感知越强烈的农户发生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现象的可能性越小,在实际生产中越

容易将前期实施意愿转化为后期实际行为,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中社会规范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积极影响结果一

致[25],再次证明了社会规范对农户这一特殊群体在进行农业生产决策时的重要作用,扩充了现阶段对农户施肥行为的研究,为农

业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本文以农户有机肥施用过程中行为与意愿是否发生悖离为研究主体,而不涉及行

为与意愿的悖离程度,那么,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其他行为选择上是否同样存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悖离程度又是如何?造成行为

与意愿悖离以及悖离程度大小的原因是否存有差异?这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4.2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查数据基础上,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将农户个体特征、

家庭与生产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从农户的认知特征、心理特征和外部情境因素三方面,实证分析了致使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

愿发生悖离的原因。结果表明,在本次调查的 1023户农户中有 642户农户表示愿意施用有机肥,但最终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施用有

机肥的农户仅有 360户,前期意愿与后期实践差异较大,农户的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现象明显。经实证检验后得出,农户对

有机肥了解情况、感知行为控制、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规范均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发挥抑制作用;农户对农业环境

污染认知和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是否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影响与农户本身的文化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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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文化程度农户中,二者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发挥抑制作用,而在低文化农户中,二者作用不明显;居住地与地

块距离和地块周边交通状况是否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影响与农户的年龄和性别有关,在较大年龄和女性农

户中,二者分别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促进和抑制作用,而在较小年龄和男性农户中,二者作用不明显;在控制

变量中,农户的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地块数和有机肥收益同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产生影响,其中

除地块数发挥促进作用外,其余变量均发挥抑制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的政策启示为:(1)明确环境保护对生产生活的重要性,加强农户对保护环境的认可,提高农户

特别是高文化程度农户的整体认知水平,加大对施用有机肥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户的社会责任感,同时阐释有机肥的实施方式、操

作流程和施用效果等相关信息,加深农户对施用有机肥这一环境友好措施的了解,降低农户对施用有机肥的困难程度感知。(2)政

府等相关部门应合理制定有机肥施用社会规范,有效利用好已施用有机肥农户的示范效应和群体效应,不断扩大施用有机肥这一

环境友好措施的影响力,为农户实现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的转变提供有利的社会互动环境,最终引导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施用有

机肥。(3)加大对有机肥施用措施的补贴力度,减小农户在施用有机肥过程中的经济压力。(4)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尽量照顾较

大年龄和女性农户前提下选取合适的方式方法进行耕地调整,进一步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为农户施用有机肥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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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Heckman两步法虽也可解决样本选择问题,但其一般先对影响意愿与否的原因进行分析,再对具备意愿前提下的支付意愿或

实际参与程度的原因进行分析,本文研究的主体为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情况,具体通过农户具备有机肥施用意愿前

提下是否发生实际行为来体现,不存在程度问题,为此 Heckman两步法在此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