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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农业资源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加快绿色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对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增强农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湖北省武汉、随州、天门三市的281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

ISM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层次关

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从Logistic回归结果看，农户在采用有机肥技术意愿与行为上发生悖离，在认知领域，主要是

受性别、年龄、从众心理、土壤肥力、种植规模、生态环境政策认知、化肥减量化行动认知以及绿色生产重要性认知

共八个因素的影响，证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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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之一；②从解释

结构模型结果来看，生态环境政策认知、化肥减量化行动认知是表层直接因素，绿色生产重要性认知是中间层间接

因素，性别、年龄、从众心理、土壤肥力以及种植规模是深层根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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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发展和推广农业绿色生产技术，不仅可以有效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资源浪

费，对实现农业发展绿色转型乃至美丽乡村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川。为此，政府部门先后出台《关于打好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2015年4

月，农业部)、《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

案》(2015年5月，农业部)等政策，旨在推动绿色生

产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农业“转方式、调结构”。

农户作为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关键主体，其采纳行

为直接影响着中国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效果。已

有的研究显示，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农户绿色生产

技术的采纳积极性不高、采用比例较低‰”，难以突

破常规石化农业的发展定式。农户绿色生产技术

的采纳行为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采纳意

愿是行动前提H]，但是，一项有关秸秆出售的研究指

出，有采纳意愿的农户占82．4％，但有实际行为的仅

占26．9％，意愿与行为之间表现出较大差异垆]。是什

么原因导致了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

的不一致?厘清导致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原因对绿

色生产技术推广应用乃至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迄今为止，基于意愿与行为悖离视角进行农户

行为分析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不少学

者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陋】、食品安全消费【”、小型水

利建设雄1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发现影响农户参

与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不尽相同，进而造成悖离现象

的发生。部分学者则针对绿色生产技术进行了相

关研究。如吕美晔通过对菜农保护性种植方式选

择进行研究后发现，预期收益是影响选择意愿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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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因素，而农户的资源禀赋约束是造成意愿与行为

差异的根本原因p，。这一结论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

证实，相较于意愿，农户在做出实际行为决策时更

加现实与理性【4】。王舒娟等、檀勤良等发现，秸秆综

合利用技术本身的易用程度与作用效果在意愿与

行为悖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瞪’10，。随着农户行

为决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农户心

理因素的重要作用，并从农户信任程度、作用效果

感知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u1’12-。也有部分学者尝

试探讨环境知识、环境影响等绿色认知对技术采纳

意愿与行为的作用，并发现农户绿色认知越好，采

用绿色生产技术意愿与行为的可能性越大【l31“，。前

期学者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尚存在

一些不足：一是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意愿与行为悖离

时仍然从意愿与行为两方面单独进行实证计量和

分析，未能进行综合性分析，导致结论的可靠性较

差；二是多数研究也已证实绿色认知对农户行为决

策的重要性，但在指标选取上较为零散，缺乏系

统性。

本文以湖北省随州、天门、武汉三市的281个农

户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

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进

行实证分析，探讨绿色认知在悖离过程中的关键作

用，并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进一步分析影响因

素的逻辑层次结构，为更好、更快地推广农业绿色

生产技术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

2理论分析框架
2．1概念界定

绿色农业是通过采用兼顾农产品数量和质量、

保障生态资源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

产技术，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高

度契合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u51，其中关于绿色生产

技术的具体界定，联合国环境署将其总结为三类：

①通过有机肥料投入、优化种植结构、畜牧．种植一

体化等提高土壤肥力的技术；②通过自然方法，减

少土壤侵蚀和病虫害管理的技术；③通过加强对农

产品收储销售管理以减少食品变质的技术n“。本文

沿用联合国环境署对绿色生产技术的定义，并以第

一类技术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提出意愿与行为悖

离的定义：是指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表现出采纳

http：／／wu,w．resc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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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产技术(有机肥技术)意愿和想法，但未能采

取实际行动，即在意愿和行为上表现出不一致的

现象。

2．2理论分析

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受多种

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以理性小农学派的农户行为

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农户是理

性经济人，在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农户决策行为完全

是有理性的。在改造传统农业、实行绿色生产过程

中，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更多的农业产出

和收益，农户会毫不犹豫地追求更大利润。当对现

代技术要素产生需求时，也就产生了相应的采纳意

愿，而是否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则需要在意愿基

础上对多方面因素进行全面而理性的考量。因此，

本文结合相关研究，重点分析农户绿色认知是如何

影响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同时将受

访者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

型。其中，各个变量对农户采用有机肥技术意愿与

行为悖离的影响方向预期如下。

(1)农户绿色认知。农户的行为决策会受其对

事物的认知能力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农业发展

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是农户实行绿色生产时所

需要考虑的环境背景，而相关知识储备与责任意识

形成将会进一步强化绿色行为决策的形成。因此，

结合对企业绿色认知的相关研究u 81，本文从农户资

源环境感知、农户资源环境知识以及农户社会责任

意识三方面对农户的绿色认知进行细化与分析。

农户资源环境感知，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资源浪

费感知和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感知，反映的是农户对

农业生产资源浪费和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现实认

识的结果。因此，对其认识越深刻，对农村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农业资源的节约利用也会更加关注和

重视，进而在绿色可持续的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

行为上趋于一致。因此，本文预期农户资源环境感

知对农户采用有机肥技术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有负

向影响。

农户资源环境知识，主要包括农村生态环境政

策了解程度和化肥减量化行动认知，反映的是农户

对农村资源环境问题客观现实认识的结果。对农

业信息的了解程度直接会影响到农户技术采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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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91，若对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相关政策以及有针

对性的化肥减量化行动缺乏了解，农户在如何实现

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具体采取化肥减量化技术等方

面会出现困难。因此，本文预期农户资源环境知识

对农户采用有机肥技术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有负向

影响。

农户社会责任意识，主要包括农业绿色生产重

要性认知和农村生态保护责任意识，反映的是农户

主动对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节约农业资源所承担应

有责任的心理体验和特征。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实

行农业绿色生产，关键在于是否有采取实际行动的

责任意识。因此，本文预期农户社会责任意识对农

户采用有机肥技术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有负向影响。

(2)受访者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健

康状况、受教育水平、从众心理以及是否兼业。性

别不同决定了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差异，男性劳

动者一般会承担主要的生产性劳动工作，相对更加

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于有机肥技术的采纳

更趋于理性。有机肥技术作为一种传统农业生产

方式，无论是在技术特征还是使用方式，年龄稍大

的农户均有更全面的了解。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

高，对农业绿色生产及资源环境问题有较好的认

识，进而影响到农户行为决策能力口“。相较于化肥，

提高同等肥力需要施用更多的有机肥，从而对农户

的身体健康状况提出了进一步要求，而农户兼业的

情况加剧了农业劳动力质量的下降和数量的减少，

进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粗放经营口”，缺乏对耕地质

量保护的动机和绿色生产的意愿。面对农业生产

过程中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较

弱，易受周围农户的影响，但周围农户生产行为存

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文预期：性别、是否兼业对农

户采用有机肥技术的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正向作用；

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对农户采用有机肥技

术的意愿与行为悖离有负向作用；从众心理的作用

方向不能确定。

(3)生产经营特征，主要包括土壤肥力、农业收

人占比、种植规模以及技术采用偏好。土壤肥力反

映的是农户对自家耕地质量的综合判断，有机肥肥

效低、施用量大、吸收时间长的特性难以满足短时

间大幅提高耕地肥力的需求m，，迫于生计需求，采用

有机肥技术的意愿和行为均会受影响。同时有机

肥的特性决定了更多的劳动成本支出，种植规模越

大，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机会成本过高，进而限

制了实际的采纳行为。农业收人占比反映了农业

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性，对农业投资以及可持续发

展的需求更高，采用绿色、环保型技术的可能性也

就更高。技术采用偏好反映的是农户采用某项技

术的心理特征，相较于被动采用型，主动采用型农

户的风险接受能力更强、对新事物愿意主动尝试。

因此，本文预期：种植规模对农户采用有机肥技术

的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正向作用；土壤肥力、农业收

入占比以及技术采用偏好对农户采用有机肥技术

的意愿与行为悖离有负向作用。

3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2016

年7—8月对湖北武汉、随州、天门三市进行的实地调

研。2015年三个区域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分别为

21．48万hm、24．67万hm2、13．53万hm2，占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的41．14％、71．56％、59．93％；人均耕地面

积分别为0．02hm2、0．07hm2、0．09hm2 122]。三个区域

的农业种植结构和人均耕地资源存在一定差异，这

与各区域对农业发展定位及地形特征存在一定关

系。武汉市新洲区是“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新一轮城市拓展的重要功能区域，以发展蔬

菜、畜禽、水产等都市农业为主。随州市处于鄂北

岗地地区，山地、丘陵、平原多种地形兼而有之，农

业发展布局以粮食生产为主线，食用菌、马铃薯等

为优势产业。天门市地处江汉平原北部，农业发展

资源条件较好，不仅是粮食主产区，也是棉花、油料

等大宗农产品主产区。

综合考虑资金约束、抽样原则、研究目的等因

素，调研组选取了武汉市新洲区的徐古镇、三店镇、

李集镇，随州市的万店镇、淅河镇、安居镇以及天门

市的横林镇、汪场镇、张港镇共9个乡镇25个农村，

所涉及的数据资料均以2015年度实际数据为准。

问卷调查以调查员与农户一对一访谈形式展开。

本文研究重点在于对绿色生产技术有采纳意愿却

行为存在差异的农户，访谈问卷共335份，剔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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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失的问卷后，获得有效样本281份，问卷有效

率83．88％。统计结果显示(表1)，本次调研的受访

者主要是以年龄在50岁以上(70．82％)、受教育年限

小于9年(82．92％)的男性(70．46％)农户为主，种植

规模集中在0．67hm2以内(80．07％)，半数以上的农

户(56．94％)存在着兼业行为，农业收人不足家庭总

收入的一半(82．56％)。

3．2变量选择及说明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从农户绿色认知、个体特

征以及生产经营特征构造影响农户绿色技术采纳

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因素，具体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

统计如表2所示。

3．3研究方法

农户在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决策

过程中，会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深层次分析各影

响因素间的逻辑层次关系，对研究如何提高农户绿

色生产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实际意义。因此，本文选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可

能存在影响的因素进行提炼，在此基础上运用ISM

模型对各影响因素的层级关系进行分析。

3．3．1 Logistic回归模型

由于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是否悖

离是二元决策问题，因此本文选用Logistic回归模

型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农户存在有机肥技

术采纳意愿的前提下，农户没有技术采纳行为的，

则定义为悖离，即y=l表示；若农户有技术采纳行

为，则定义为未悖离，即y=O表示。Logistic回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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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如下：

Pi=F抄i)=∞。+∑辟xF)
j=1

exp慨+∑Bxi) (1)
= !三!

—誓

1+exp(／30+艺辟x口)
，=1

式中Pi为农户f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概

率；r(yi)为概率分布函数；卢。为截距项；卢，为第／

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n为自变量个数；X。为第f个

农户第，个变量的取值。

通过对公式(1)两边取对数，得到简化形式为：

圹ln(告)=风+∑B墨 (2)
1

，I 』=1

3．3．2 ISM模型

解释结构模型(ISM)是由Warfield J N最初提

出，用于分析复杂经济社会系统的结构问题犯31。其

基本原理是，通过确定影响系统的各因素及相互关

系，利用关联矩阵原理和计算机技术，分析各因素

间的关联性和层级关系，最终确定主(次)要因素及

其关联结构口”。ISM模型以其在处理复杂经济社会

系统影响因素问题上的优势，近年来在农户技术采

纳意愿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和识别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瞄】，因此本文通过运用ISM模型，进一步分析

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影响

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层次性。ISM模型雎41的具体操

作步骤如下：

表1样本的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类型 选项 样本量 百分比慌 类型 选项 样本量 百分比胍

年龄 30岁以下 6 2．14 种植规模 0．33hm2以下 79 28．11

30,-40岁 11 3．91 0．33～0．67hm2 146 5 1．96

40～50岁 65 23．13 O．67～lhrn2 36 12．8 l

50～60岁 123 43．77 1～1．33hm2 11 3．91

60岁以上 76 27．05 1．67hm2以上 9 3．20

受教育年限 0～6年 110 39．15 农业收入占比0-20％ 157 55．87

09年 123 43．77 20％-50％ 75 26．69

9～12年 44 15．66 50％-80％ 24 8．54

12年以上4 1．42 80％～100％ 25 8．90

性别 男 198 70．46 兼业情况 有兼业 160 56．94

女 83 29．54 无兼业 121 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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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 statistic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

(1)确定因素间的邻接矩阵尺。假设有觅个显

著的影响因素；S。为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

为悖离的情况；&(昂)表示第f(，)个显著影响因素；

邻接矩阵震的构成元素由公式(3)定义：

f1 pi与|si有关系)
q 10 p。与Js『无关系) (3)

(江0，1，⋯，是；歹=0，1，⋯，幼

(2)确定因素间的可达矩阵肘，由公式(4)计算

可得。

肘=(R+，广“=(R+，)^≠(R+，)^-1 ，d、

≠⋯≠(R+，罗≠(R+，)
⋯7

式中J为单位矩阵，2≤A≤宓，矩阵的幂运算中采用布

尔运算法则：

(3)确定各因素的层级。根据公式(5)将可达

矩阵分成可达集邵。)和前因集Q(S。)，且均表示可
达矩阵中从因素Jsj出发可以到达的全部因素的集

合，式中mi和mi均表示可达矩阵中的因素。由公

式(6)确定最高层(厶)及其包含的影响因素，然后确

定其他层次因素。具体操作为，在可达矩阵嬲中去

除最高层因素所在的行与列，组成可达矩阵％，重

复公式(5)和公式(6)的步骤得到第二层的因素，以

此类推得到位于所有层次的因素。

P(Si)={sImi=1}，Q(Si)={譬J，～=1} (5)

Ll={S。1P(S。)nQ(S。)=P(S；)；i=0，1，⋯，k} (6)

(4)确定各影响因素的层级结构。用有向箭头

连接相邻层次间及同一层次的因素，得到农户有机

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的层级

结构。

4结果及分析

4．1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

因素

在进行Logisitc回归模型前，对各自变量的多

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均小

万方数据



1578 资源科学

于10，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在此基础

上，运用SPSS 19．0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模型运

算，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一2倍对数似然值为

285．592，通过1％显著水平的检验，模型整体拟合效

果较好。

(1)绿色认知的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政策认知

对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即对农村生态环境政策越了解的农户，

在有技术采纳意愿的前提下，同时也具有技术采纳

行为的可能性越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生

态环境保护政策了解程度?”选项，选择完全不了

解、不了解、一般、比较了解、非常了解的农户分别

占38．46％、21．43％、30．59％、48．60％、100％，在有机

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上保持一致。这可能是由

于农户对生态环境政策越了解，加深了其对农村生

态环境严峻现实的认识，并在政策引导下更有可能

采取实际行动来响应政府的号召，进而在有机肥技

术采用与意愿上保持一致。

化肥减量化行动认知对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

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对化肥减量化

行动越了解的农户，发生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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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可能性越小。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知道化肥

减量化行动的农户中，有48．18％的农户在有机肥技

术采纳意愿与行为上保持了一致，而该数值在不知

道化肥减量化活动的农户群体中只有29．82％。化

肥减量化行动对相关技术的具体实施有一定介绍，

加深了农户对有机肥替代化肥作用的认识，进而表

现出更积极的有机肥技术采用态度。

绿色生产重要性认知对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

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显著负向作用，即认为农业绿色

生产越不重要的农户，发生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

行为悖离的可能性越大。统计分析也表明，在“农

业绿色生产重要性认知”一问中，选择一般的农户

中有84．23％发生悖离，而选择非常重要的农户中仅

有45．21％发生悖离。可能的解释为，认为农业绿色

生产越重要的农户会有更强的环境保护责任意识，

不仅在意识层面会更加关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

发展以及农业发展趋势，还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兼

顾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协调，进而会采取实际行

动来推动农业的绿色生产。

(2)农户个体特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性

别变量对农户的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

表3回归模型结果

Table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regression model

注：m、一、一+分别表示系数在10％、5％、l％水平上显著。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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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的水平下显著。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容易发

生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且在同等条件下发

生悖离的概率是女性的2．081倍。相较于女性，长

期承担主要生产性劳动的男性，对农业生产的实际

情况更为了解，其作出行为决策时更趋于理性，考

虑的因素不仅包括有机肥技术本身的好坏，也包括

技术的可行性等方面，即使存在采纳意愿，也会因

为资源禀赋约束而未采取行动。

受访者年龄对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的

悖离有显著负向作用，表示受访者年龄越大，在有

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上越不易发生悖离。有

机肥技术作为一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农业

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较于年轻一

代，年龄较大的农民一方面对有机肥技术有更高的

认可度，另一方面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更熟悉其技

术特征以及使用方式。

从众心理对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的悖

离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具有从众。1、5"理的农户发生技

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概率是无从众心理的

O．267倍，即有从众心理的农户在意愿与行为上更

能保持一致。使用有机肥技术存在风险和发生损

失的可能性均已在周边农户身上得到检验，具有从

众心理的农户据此作出风险是否能承受的判断，进

而在行为上更趋向于意愿与否。

(3)生产经营特征的影响。土壤肥力对有机肥

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

作用，认为自家耕地土壤肥力越好的农户发生技术

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概率是认为肥力较差的

0．579倍，即认为土壤肥力较好的农户更不容易发

生悖离。有机肥由于其肥效长、对土壤的理化性质

有较好的改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以肥养地的

方式。而农户认为自家土壤肥力较差时，为保证稳

定的农业收入，只能通过施用化肥来快速提高肥

力，即使有意愿使用有机肥却只能被迫使用化肥。

种植规模对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的悖

离有极为显著的正向作用，种植规模越大，发生意

愿与行为悖离的可能性也就越高。相较于化肥，为

提高同等肥力条件下需要施加更多数量的有机肥，

而施用有机肥所需的劳动力成本和物质成本均较

高，出于尽可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考虑，尤其是

种植规模较大的农户，更易发生意愿与行为的

悖离。

4．2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因素

的解释性结构

由上述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户有机

肥技术采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因素为受访者性别、

年龄、从众心理、土壤肥力、种植规模、生态环境政

策认知、化肥减量化行动认知以及绿色生产重要性

认知共8个，因此本文用S(i=1，2，⋯，8)表示，技

术采用意愿与行为悖离行为则用&表示。在理论

分析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确定了因素间的逻辑关

系，如图1所示，其中V表示行因素对列因素有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A表示列因素对行因素有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0表示行因素和列因素之间无相互影响。

A A A A A A A A

V V V O O O O S

V V V O O O S，
‘

V V V o o
S}

V O o O S．

V o o S．

A O S。

A S

图1影响因素逻辑关系

Figure 1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influencing factors

根据图1和公式(3)可以得到各影响因素的邻

接矩阵足：

R=

0

1

0

(7)

进一步根据公式(4)并运用Matlab软件可以求

得各影响因素的可达矩阵M：

0

O

0

0

1

0

0

0

0

0

O

1

0

O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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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O 0 O

1 0 0 0 0 1 1 1

O 1 0 0 0 1 1 1

O 0 1 0 0 1 1 1

O 0 0 l 0 1 1 l

O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O 0 1 0

0 0 O 0 O 1 1 1

(8)

最后依据最高层因素的确定方法，得到L。=

{&}，同样依此办法得到￡：={&，岛}，厶={跚，厶=硒，

＆，&，&，＆}。根据以上层级对可达矩阵重新测算，

可得到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

因素的层次结构r：

1l 0 0 0

1佩0
1区一o
1 1 1固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l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O 0 O 0

0 0 0 0 0

1 0 0 0 0

O 1 0 0 0

O 0 1 0 0

0 0 0 1 0

O 0 0 0 l

(9)

为进一步观察各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和层次关

系，在层次结构丁中用方框将处于同一层级的因素

进行表示，并运用有向箭头连接得到各影响因素的

解释结构模型图(图2)。图2显示，生态环境政策

认知、化肥减量化行动认知是表层直接因素，绿色

生产重要性认知是中间层间接因素，性别、年龄、从

众心理、土壤肥力以及种植规模是深层根源问题。

可见，农户个体特征和经营特征是导致绿色生产技

图2各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Figure 2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http：／／wwu,．resci．t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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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采纳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的根本原因，农户的社

会责任意识决定了其对资源环境知识的了解程度，

进而对悖离产生直接影响。

5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本文基于农户绿色认知视角，利用2016年7—8

月在湖北省武汉市、随州市以及天门市进行的农户

调研数据，并运用Logistic—ISM模型分析了影响农

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关键因素，深

入探讨了各关键因素间的逻辑层次关系。研究

发现：

(1)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受

到多种因素影响。在绿色认知方面，生态环境政策

认知、化肥减量化行动认知以及绿色生产重要性认

知对悖离的发生均有负向作用，相关绿色认知越

好，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低。在个体特征和生产经

营特征方面，年龄、从众心理以及土壤肥力对悖离

的发生表现出负向作用，而性别和种植规模则具有

正向影响。

(2)解释结构模型结果显示，性别、年龄、从众

心理、土壤肥力以及种植规模是深层根源问题，并

通过绿色生产重要性认知这一中间层因素，造成农

户在生态环境政策认知和化肥减量化行动认知的

差异，最终影响到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

的悖离。可见，农户绿色认知在意愿与行为悖离过

程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传导作用。

5．2讨论

从农户绿色技术采纳意愿到实际行为之间尚

存在一定距离，尽管当前已采取创新发展农技推广

体系、绿色生态农业补贴政策等多种方式以缓和意

愿与行为的悖离。但究其根源，农业绿色技术在研

发与推广的思路上是否存在一定误区?农业科技

的进步带来了众多新型绿色技术，而技术最终能被

农户采纳应用才是实现农业发展绿色转型的关

键。过于追求高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即使农户了解

到相应技术的优势所在并存在采纳意愿，但目前中

国农业经营仍以小农户为主，资源禀赋约束导致了

技术的实用性和易用性降低，最终仍未能采取实际

行动。为此，当前农业技术创新应考虑提高绿色技

术的实用性和易用性，同时积极挖掘绿肥种植、作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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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环境。转变农业技术研究的关注重点，发现

并解决当前时代背景下绿色技术实际运用过程中

的问题，对于短时间内快速提高农业绿色生产水平

有显著的作用。

纵使从绿色认知视角对农户绿色技术采纳意

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所得结论对促

进农业绿色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具有一定实际意

义。但是由于农业绿色技术本身的差异性以及农

户对技术认知的局限性，这些都可能导致农户绿色

技术采纳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由于本研究将重

点放在了农户的绿色认知上，对农业技术本身的属

性还缺乏进一步考量，更缺乏农户对农业技术自身

属性方面的认知，这将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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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adox between farmer willingness and their adoption

of green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cognition

YU Weizhenl～，LUO Xiaofen91～，LI Rongron91一，XUE Longfei■HUANG Lei3

(，．College ofEconomics＆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2．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Wuhan 430070，China；

3．The Chinese UniversityofHongKong，Shenzhen 518000，China)

Abstract：Under the context of deteriorating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accelerating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reen techn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 data for 28 1 farmers in three cities in Hubei province，China，we analyz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aradox between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al adop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using

Logistic—ISM modeling．We also analyzed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We found that from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the paradox between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for farmer organic fertilizer adop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gender，age，herd mentality，

soil fertility，planting scale，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cognition，fertilizer

reduction action cognition and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production．Differences in

green cognition between farmer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rivers of this paradox．From the results of

interpretation structural model，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cognition and fertilizer

reduction action cognition are 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s．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production occupies the middle layer and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Gender，age，herd mentality，

soil fertility and planting scale are core influencing factors．

Key words：green cognition；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adoption intention；adoption behavior；

Logistic．ISM model：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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