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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ogit-ISM 模型的农户耕地保护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研究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陈银蓉 王晓妹 梅昀
1
 

(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将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使其意愿与行为统一起来，是解决耕地保护问题的有效措施之

一。把社会嵌入理论运用到农户耕地保护中，采用二元 Logit模型测算社会嵌入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

离的影响程度，借助 ISM模型进一步探究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分

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农户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农业收入占比、耕地面积、政策宣传、经济

产出价值认知、社会保障价值认知、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强连接网络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

影响；(2)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耕地面积和政策宣传是深层根源因素，这些根源因素通过影响农业收入占

比、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强连接网络，进而影响农户经济产出价值认知和社会保障价值认知这两个驱动农户耕地

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表层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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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主要载体，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用仅占世界 7%的耕地养育世界近 21%

的人口的国家来说，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尤为重要。农户作为耕地的主要使用者，在耕地保护中起着关键作用，农户参与耕地保

护的意愿与行为直接关系到耕地保护政策的执行效果和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1,2]。因而，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保护问题研究引起

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集中在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和行为决策两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耕地资

源禀赋、耕地价值认知等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主要因素[3,4,5];农户兼业情况、政策了解程度、投入产出比和道德责任意识

等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主要因素。然而，目前大多数研究多为针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或行为进行单方面的研究，割裂了两

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异[6,7,8]。现实中常存在农户耕地保护意愿较高，但真正实施耕地保护行为却较少的情形。因此，将农户的耕地

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使其意愿与行为统一起来，是解决耕地保护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同时，已有研究[9,10,11]大多是基于农户

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忽略了农户作为社会人的角色。乡村社会环境具有鲜明的“半熟

人社会”的特征，成员之间大多以“熟人连带”的方式互动，社会人角色对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产生的影响尤其突出
[12,13]

。 

基于此，本文尝试将意愿与行为联系起来，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进行探究。同时，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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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运用到农户耕地保护中，从农户复杂人角色假说出发，构建多维度社会嵌入指标体系，采用二元 Logit模型测算社会嵌入因

素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程度，借助解释结构模型进一步探究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之间的

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以推动有耕地保护意愿的农户实施保护行为，增强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效

果。 

1 理论分析与方法设计 

1.1理论分析 

虽然社会行为学领域普遍认为“个体意愿往往直接决定个体行为决策”,但事实上从农户产生意愿到最终行为发生，农户会

对社会经济环境、风险成本等因素进行全面而理性的考量。与意愿相比，农户进行实际行为决策时会更加谨慎，导致农户最终行

为并不一定遵循最初的意愿，造成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迄今为止，基于意愿与行为悖离视角的农户耕地保护决策的研究已经取

得了一定成果。Pray 和 Nagarajan 在印度进行的一项关于生物农药的推广调查中发现，具有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农户占总体样

本的 1/3,但只有 3%左右的农户在过去的一年中实际施用[14];罗岚等通过研究发现绿色认知、现实情景是导致生物农药施用意愿

与行为悖离程度高的重要原因
[15]
。余威震等认为农户绿色认知差异是导致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原因

[16]
。这些

研究多是基于某一特定的耕地保护技术角度来对农户意愿与行为的悖离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农

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系统研究。 

此外，社会嵌入理论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基于社会结构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进行的，始终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理性的经济行

为始终受到周围社会关系的影响[17]。根据该理论，本文认为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决策是嵌入于村庄社会结构中的，既是一种经济

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其决策受经济学零嵌入立场的自主因素和社会学强嵌入立场的嵌入因素的双重影响与约束
[18]
。自主因

素是农户形成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前提条件，通过影响农户的自主性，决定着农户的最初意向；而嵌入因素通过农户所处的乡

村社会环境影响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制约或促进自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形成的预期，改变农户的最初意

向，导致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 

 

图 1理论分析框架图 

1.2方法设计 

1.2.1二元 Logi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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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与行为是否悖离是典型的二元决策问题，因此本文选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对各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Logit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P表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概率；Xi表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第 i个解释变量。解释

变量 y是被解释变量 Xi的线性组合，即： 

 

式中：β0表示回归方程的截距项；βi表示第 i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整理(1)式和(2)式得到的 Logit模型如下： 

 

式中ε表示随机误差项。 

1.2.2 ISM模型 

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通常用于研究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层次，将复杂的系统分解成若

干子系统(要素),解析各子系统(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19]。影响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各因素间既相互

独立又彼此影响。因此，本文采用 ISM模型来探究各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ISM模型的分析流程如下： 

第一步，确定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根据 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确定影响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因素有 m

个，表示为 Si(i=1,2,……,m),用 S0表示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因素间的逻辑关系是指任意两因素之间是否相

互影响，包括 Si与 S0的关系和 Si之间的关系。 

第二步，构建邻接矩阵和可达矩阵。邻接矩阵由各因素间的逻辑关系获得，邻接矩阵 R的构成要素定义如下： 

 

式中：i=1,2,3,……,m;j=1,2,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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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矩阵由邻接矩阵获得，从邻接矩阵转化为可达矩阵的计算方式如下： 

 

式中 I为单位矩阵，2≦λ≦m,矩阵的幂运算采用布尔运算法则。 

第三步，确定因素间的层级结构。从最高层到最底层要素集合的确定方式如下： 

 

式中：i=1,2,……,m;P(Si)为可达集，表示可达矩阵 M中要素 Si所对应的一行中包含有“1”的矩阵元素所对应的列要素集

合；Q(Si)为先行集，表示可达矩阵 M中要素 Si所对应的一列中包含有“1”的矩阵元素所对应的行要素集合。 

根据(6)式确定最高层 L1的要素集合后，再依次由高到低确定各层所包含的要素。其他层要素集合的确定方法是：删除原可

达矩阵 M中 L1层所对应的行与列，得到可达矩阵 M1,依据(6)式基于 M1进行计算得到第二层 L2的要素集合。以此类推，得到第三

层至最底层的要素集合。最后，根据层次关系，用有向边连接同一层级及相邻层级的因素，得到影响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

生悖离的各因素间的层级结构。 

2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2.1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课题组成员于 2018 年 7～8 月在武汉城市圈开展问卷调查，并采取典型调查与分层随机相结合的抽样方式以保证样本的典

型性和代表性。本研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地形地貌等因素，选取了武汉市的江夏区、鄂州市的鄂城区、黄石市的大冶市、

孝感市的孝南区、黄冈市的黄州区、咸宁市的咸安区、天门市、潜江市和仙桃市，以与县城的距离为标准，在每个县市抽取 1～

2个乡镇，而每个乡镇则随机选取 1～3个行政村，最后根据村庄规模，在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 20～50个农户。本次调研共走访

了 10个乡镇的 16个行政村，发放 5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483份，问卷有效率 96.6%。 

样本基本特征所示，样本中的男性要多于女性，这是因为本次的调查对象主要是户主；样本中农户年龄主要分布在 46～65

岁之间(59.83%);绝大部分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89.02%);样本农户家庭的耕地规模主要集中在 0.33hm2 以下

(66.26%)。从统计结果来看，样本基本特征与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受教育程度偏低、家庭小规模生产的现状相一致，即样本具

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与行为情况如表 1所示，样本中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较高(66.05%),采取过耕地保护行为的农

户则相对较少(26.71%)。其中，319个具有耕地保护意愿的农户中，有 195个农户从未采取过耕地保护行为，表明农户参与耕地

保护的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悖离，即研究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推动农户的耕地

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所以没有耕地保护意愿的农户不具有研究意义，因此剔除 164个不具有耕地保护意愿的农户，研究总样本

为 319个农户。 

表 1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与行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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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耕地保护意愿 

合计 

不愿意参与 愿意参与 

耕地保护行为 

从未参与过 159 195 354 

参与过 5 124 129 

合计 164 319 483 

 

2.2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是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与行为是否悖离。在农户具有参与耕地保护意愿的前提下，农户没有采取耕地保护

行为的，则定义为悖离；若农户有耕地保护行为，则定义为未悖离。解释变量主要是自主因素(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生计特征)和

嵌入因素(政府支持嵌入、农户认知嵌入、社会资本嵌入),具体设置为： 

自主因素。(1)农户个体特征。农户自身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等决定农户的自我判断能力，影响农户将耕地保护意愿转化为

行为。本文选取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情况来表征农户个体特征。(2)家庭生计特征。不同的家庭生计特征会影响家庭劳

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分配，导致农户家庭对耕地的依赖程度不同。本文选取家庭供养系数、农业收入占比和耕地面积来表

征家庭特征。 

嵌入因素。(1)政府支持嵌入。农户对政府的制度安排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地方政府对于政策的制定、宣传和落实情况会影

响农户的决策判断。本文选取政策宣传和奖惩措施来表征政府支持嵌入。(2)农户认知嵌入。耕地所提供的多功能价值是农户保

护耕地的重要驱动力，农户对耕地保护产生的价值增量的认可，直接影响其参与耕地保护的行为。本文选取经济产出价值认知、

社会保障价值认知、生态保育价值认知和文化传承价值认知来表征农户认知嵌入。参考已有研究[20,21,22],本文采用农户对于耕地

保护能够提高耕地在提供收入来源、食品来源和享受耕保补贴等方面功能的认识来表示经济产出价值认知；采用农户对于耕地

保护能够提高耕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就业和养老等方面功能的认识来表示社会保障价值认知；采用农户对于耕地保护

能够提高耕地在净化居住空间、涵养水源和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功能的认识来表示生态保育价值认知；采用农户对于耕地保

护能够提高耕地在提供娱乐休闲空间、传承农耕文化和保障后代生计需要等方面功能的认识来表示文化传承价值认知。量表设

计采用李克特(Likert)5级量表的形式，通过将“极不重要～极其重要”对应赋值“1～5”,对 4种耕地价值的 12个指标进行衡

量，运用熵值法测算农户耕地价值认知。(3)社会资本嵌入。农户的生活和生产行为会受到村庄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村庄特征作

为农户所处社会环境的反映，必然会影响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决策[23]。家人、亲戚朋友和周围其他农户等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信息

传递的载体，会影响农户个体的决策判断。本文选取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网络来表征社会资本嵌入。借鉴已有研究[24,25,26],

采用村庄规章制度的执行水平来表示社会规范；分别采用对亲朋邻里和对政策法规的信任程度来表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分

别采用同本自然村村民和其他自然村村民的联系程度来表示强连接网络和弱连接网络。 

3 结果与分析 

3.1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 

首先，运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 Stata15.0 对模型进行 White 检验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和多重

共线性问题。然后，考虑所有变量对(3)式进行 Logit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 2所示，模型总体上拟合程度较好，模型设定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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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农业收入占比、耕地面积、政策宣传、经济产出价值认知、社会

保障价值认知、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强连接网络这 10 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农户受教育程度在 10%的统计水平下

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能够认识到耕地保护对于改良耕地质量、提

高农产品产出率的重要性，其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小。就业情况在 5%的统计水平下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

行为的悖离产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非农兼业程度越大，将耕地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农业收入占比在 1%的

统计水平下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大，表明农户家庭在

生计上对耕地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将耕地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耕地面积在 10%的统计水平下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

与行为的悖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一定的耕地规模是实现耕地机械化经营的基础，耕地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耕地生产效益的显

现，农户将耕地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政策宣传在 5%的统计水平下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产生显著的

负向影响，政府对耕地保护的宣传力度加大，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识就会增强，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的可能性越大。经济产出价

值认知和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分别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下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现阶段农

户对耕地的经济产出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具有较强的需求，耕地在提供收入来源、食品来源、享受耕保补贴、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农民就业和养老等方面的功能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推动农户将耕地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人

际信任在 5%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制度信任和强连接网络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

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长期以“熟人信任”和“圈子主义”为核心的邻里关系可以增加彼此

之间的认同感，容易在农户之间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互惠机制[27],使得农户能够更加快捷有效地了解耕地保护的重要性以

及实施保护行为的具体措施，促使农户将耕地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 

表 2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系数 标准误 

个体特征 

年龄 0.198 0.151 

受教育程度 -0.307* 0.168 

就业情况 0.252** 0.088 

家庭特征 

家庭供养系数 0.283 0.134 

农业收入占比 -0.449*** 0.138 

耕地面积 -0.196* 0.097 

政府支持嵌入 

政策宣传 -0.325** 0.146 

奖惩措施 -0.217 0.121 

农户认知嵌入 

经济产出价值认知 -2.566
***
 0.934 

社会保障价值认知 -1.754** 0.855 

生态保育价值认知 -1.624 1.097 

文化传承价值认知 -1.352 1.176 

社会资本嵌入 

社会规范 -0.126 0.131 

社会信任 人际信任 -0.281** 0.137 



 

 7 

制度信任 -0.489*** 0.215 

社会网络 

强连接网络 -0.378*** 0.102 

弱连接网络 -0.086 0.077 

模型观测指标 

Loglikelihood=-594.26 

Prob>chi2=0.000 

PseudoR2=0.127 

 

注：
***
、

**
、

*
分别表示 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3.2稳健性检验 

城镇远郊村与近郊村农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不同，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存在差异，为验证区域差异对总体样本回归结

果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分成城镇远郊村和近郊村进行分样本回归。借鉴相关文献[28,29],基于实际情况，本文定义的城镇远郊村是

指离当地城镇 8km 之外的农村，城镇近郊村是离当地城镇 4km 范围内的农村。回归结果表明：各个自变量系数只在数值大小上

有较小变化，而系数的相对重要性和方向均没有发生变化，表明本文模型估计结果较为稳健。鉴于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稳健性

检验的结果。 

3.3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发生路径 

上述 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有 10个影响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用 S0表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用 S1、S2、……、

S10依次表示 10 个显性影响因素。首先，课题组成员在分析讨论并咨询相关专家学者的基础上，确定了 10 个影响因素之间的逻

辑关系，依据(4)式构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及其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然后，根据(5)式并借助 Matlab软件求得可

达矩阵。最后，根据可达矩阵，通过(6)式确定各层所包含的要素集分别为 L1={S0},L2={S6,S7},L3={S8,S9,S10},L4={S3,S5}, 

L5={S1,S2,S4}。根据层次关系，用有向边连接同一层级及相邻层级的因素，得到影响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各因素的层级

结构(图 2)。 

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发生机制是：表层因素直接驱动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而表层直接因素则受

到中间层间接因素的影响，中间层间接因素受到深层根源因素的影响。其中，农户的经济产出价值认知和社会保障价值认知是表

层直接影响因素，农业收入占比、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强连接网络是中间层间接因素，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耕地面积和政

策宣传是深层根源因素。由图 2可以看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 2条发生路径： 

路径一：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耕地面积→农业收入占比、人际信任、强连接网络→经济产出价值认知、社会保障价值认

知→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在这条路径中，首先，农户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和耕地面积作为根源因素影响了农户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人际信任和强连接网络。受教育程度通过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技能来影响家庭农业收入占比，通过影响农户

与亲朋邻里的沟通交流方式和技巧来影响人际信任和强连接网络；耕地面积和就业情况会影响农户在农业生产上投入的资本和

时间，进而影响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同时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投入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决定农户与亲朋邻里的相处时间，

进而影响其与本自然村村民的联系程度和对亲朋邻里的信任程度。其次，农业收入占比、人际信任和强连接网络作为间接因素共

同影响农户经济产出价值认知和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农业收入占比决定了农户家庭在生计上对耕地的依赖程度，影响农户对耕

地保护产生的经济产出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增量的认可；亲戚朋友、周围其他农户等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直接影响农户对于耕

地多功能价值和耕地保护重要性的认知。最终，农户经济产出价值认知和社会保障价值认知成为影响其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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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悖离的直接因素。意识是行动的指南，农户对于耕地保护产生的经济产出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增量的认知，直接关系到农户参

与耕地保护的决策，影响农户将耕地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 

 

图 2显性影响因素的关联层次结构图 

路径二：受教育程度、政策宣传→制度信任→经济产出价值认知、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

受教育程度和政策的宣传力度会影响农户对相关政策法规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对相关政策法规的信任程度会影响农户对于耕地

保护产生的经济产出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增量的认知；最终，农户经济产出价值认知和社会保障价值认知成为影响其耕地保护

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直接因素。 

4 结论与建议 

将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使其意愿与行为统一起来，是解决耕地保护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本文把社会嵌入理论

运用到农户耕地保护中，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测算社会嵌入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程度，借助 ISM 模型进

一步探究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

农业收入占比、耕地面积、政策宣传、经济产出价值认知、社会保障价值认知、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强连接网络对农户耕地保

护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影响；(2)影响农户耕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 10 个显性因素既相互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关

联，处于 3个不同层级，其中，农户的经济产出价值认知和社会保障价值认知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农业收入占比、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和强连接网络是中间层间接因素，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耕地面积和政策宣传是深层根源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在全面提升农户基本文化素养的同

时，着力提高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2)积极推进耕地流转和综合整治，一方面有助于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提高耕作

条件；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减少耕地被抛荒的可能性；(3)要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要积极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持

续增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和完善各项惠农政策，降低农民的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收益；(4)要加大耕地保护的宣

传教育力度，增强农户对于耕地保护政策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提高农户对于耕地保护产生的经济产出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增量

的认知，推动农户将耕地保护意愿转化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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