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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生态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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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的微观治理机制,基于对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

蒲城县、合阳县和韩城县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态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农户生态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家庭资产状况和兼业程度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外,其他因素如户主年龄、家庭规模、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的实际劳动力数、土地产权制度、农业技术推广程

度、农业补贴政策、农业耕作方式、农村社区文化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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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生态行为是指农户为了满足自身需要(物
质需要或精神需要),受到一定动机的驱动,并伴随

着外在因素的影响,为达到特定目标(个人目标和社

会目标)而表现出来的能够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正
面或负面)的一系列活动过程[1]。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许多农户只重视眼前利益,忽视长期利益,只注

重经济效益,而忽略生态效益;对自然资源只取不予

或多取少予进行掠夺式开发和利用,如乱砍滥伐森

林,过度放牧;对承包地重用轻养,滥施农药、化肥

等,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农户是农业生产

的基本单位,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充分认

识农户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最大限

度地激发农户的环保意识,纠正农户生态行为的偏

差,建立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微观治理机制。
当前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经

营行为对农业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外部性方面。如

陈其霆[2]认为农户经营行为的短期化导致土地板

结,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农业生产条件萎缩。冯孝杰

等[3]从农户层面分析了农户的经营行为对农业面源

污染的影响,同时利用环境经济学模型研究了农业

面源污染形成的经济机理。牛建高等[4]通过分析贫

困地区农户经济行为生产和发展的双重目标以及生

态农业发展与农户经济行为目标的矛盾性,探讨了

农户缺乏发展生态农业内在动力的原因。马岩等[5]

从农户的经营行为动机出发,分析影响农户经济行

为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阐述农户生

态行为影响因素,把握各因素对农户生态行为的影

响程度,是建立农业生态环境微观治理机制的基础。
本研究运用实地调查资料,对农户生态行为影响因

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建立农业生态环境微

观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一、数据来源及模型

1.数据来源

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农户实地调查资料。农户调

查主要集中在农户对农业残留的认识、对农家肥的

施用情况、对生活垃圾和秸秆处理方式这4个方面,
通过不同层次的问题设计用以反映和表征农户的生

态行为。
调查对象为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蒲城县、合阳

县和韩城县的部分农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

问卷获取数据。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500份,
有效问卷480份,有效率为96%。

2.模型的选择和设计

Logistic回归模型是一种专门针对二分类因变

量(即因变量取值有0和1)进行回归分析时的一种

非线性分类统计方法,它通过回归建模探讨不同因

子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是研究农户行为经常使用

的一种方法[6]。因此,本文使用Logistic逐步回归

模型,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户生态行为的影响因

素进行定量分析。
根据Logistic回归建模的要求,设X1,X2…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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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Y 相关的一组向量,设P 是某事件发生的概率,
将比数P/(1-P)取对数得到In[P/(1-P)],也就

是对P 作Logistic变换,标记为logit(P)为:

Y=In(P
1-P

)=a-B1X1-B2X2-…-BiX1

P= exp(a-B1X1-B2X2-…-BiX1)
1-exp(a-BiX1-B2X2-…-BiX1)  

上式中P 表示具有二分性的变量。本研究设定农

户采取生态保护措施时P 值为1,农户未采取生态

保护措施时P 值为0;a是常数项,即自变量取值全

是0时,比数(Y=1与Y=0的概率之比)的自然对

数;X1 表示影响农户生态行为的第i项因素;Bi是

Logistic回归的偏回归系数,表示变量 Xi 对Y 或

logit(P)的影响程度。
现代计量经济学应用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

Logistic模型,可直接适用于个体观察数据估计模

型。该模型用 Wald统计量检验,Wald检验值越大

表明该自变量的作用越显著。

3.变量的选择

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P 是一个赋值0或1的

变量,若在调查中农户采用了生态保护措施,则其取

值为1,否则取值为0。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先前的研

究,并结合调查中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出以下4类变

量:
(1)反映农户特征的变量为户主年龄(X1)、家

庭规模(X2)和户主的受教育年限(X3)。
(2)反映农户资源禀赋的变量为农户的家庭资

产状况(X4)、家庭实际劳动力数(X5)和农户的兼业

程度(X6)。
(3)反应制度安排的特征因素为土地产权制度

稳定性(X7)、农业技术推广程度(X8)和农业补贴政

策的导向作用(X9)。
(4)非经济因素为农业耕作方式(X10)和农村社

区文化(X11)。
本文将农户生态行为作为因变量,将影响农户

生态行为的各因素作为自变量,估计各影响因子对

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二、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利用SPSS16.0软件对选取的11个指标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的回归方法是 Backward
Conditional,即回归分析的过程中,11个影响指标

全部引入到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再剔除不显著的

指标,以此循环,直到显著性检验结束,剩下的指标

变量就是最终的拟合模型变量。
表1 最终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回归步数
(-2)倍的对数似

然函数的值
Cox&Snell
可决系数

Nagelkerke
可决系数

1 35.002 0.589 0.603

  由表1得拟合优度检验的结果如下:拟合优度

检验(-2)倍的对数似然函数的值为35.002,说明

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Cox&Snell可决系

数和 Nagelkerke可决系数统计量,分别为0.589、

0.603,其解释的是回归变异,也说明拟合效果较好;
最终模型统计量表中,所有的指标变量都通过了检

验,得到最终模型统计量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B 标准差(S.E.) Wald检验值 自由度(df) 显著性概率(Sig.) 发生比

X1 0.593 0.129 5.514 1 0.023** 0.911
X2 0.079 0.298 9.103 1 0.061* 2.943
X3 1.037 0.196 6.970 1 0.005** 1.401
X4 -0.191 0.252 8.277 1 0.067* 0.826
X5 0.453 0.267 2.832 1 0.092* 1.568
X6 -0.024 0.133 4.031 1 0.089* 1.024
X7 0.200 0.621 6.687 1 0.015** 6.732
X8 1.058 0.232 3.756 1 0.029** 2.879
X9 1.164 0.175 6.831 1 0.031** 1.178
X10 0.174 0.203 2.689 1 0.092* 2.382
X11 0.343 0.439 5.691 1 0.0571* 1.956

Constant -1.482 0.389 4.598 1 0.041** 3.464

 注:“*”“* *”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10%、5%的显著水平。

  根据估计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

1.农户特征变量对农户的生态行为有正向影响

由表2得知户主年龄对生态行为有显著正向影

响。户主年龄越大,其积累的经验越多,参与生态保

护的意识越强,采取生态保护措施的比例越高。家

庭规模对农户的生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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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规模越大,其规模效应越明显,农户实现生态经

济综合效应越显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意

愿越强烈。同时,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对农户生态行

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常情况下,受教育年限越

长,文化程度越高,对生态行为的认知程度越高,农
户经营行为更为理性。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户,更
容易将环境资源看作是一种共享的生产条件,而不

会将其计入到生产成本当中,从而普遍表现出对保

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责任感不强、经营行为短期化现

象严重,导致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

2.农户生态行为受到农户资产禀赋的影响

农户家庭资产状况对农户的生态行为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我们起初认为,家庭资产级别越高,越有

经济实力参与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但实证

分析结果与预期结果不一致,可能由于家庭资产状

况良好的农户,其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

业,对农业的依赖减少。而家庭资产状况较少的农

户,农业依然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将更多的

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发展方面,更加关心农业生态

环境变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家庭实际的劳动力数

量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是最主

要的影响因素。农户兼业程度对其生态行为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在调查样本中,有58%的农户存在兼

业行为。农户的兼业行为使得农户采取粗放经营,
广种薄收,为获得一定量的产出大量使用化肥和农

药等,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发生,甚至出现土地撂荒

现象。

3.土地制度的稳定性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农村土地制度界定了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使用

权和收益权。土地制度变动会影响农户对土地收益

的长期预期,进而影响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和农

业生态建设投入[7]。农业技术推广程度对农户生态

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是农户获得

农业技术的主要途径,有效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有

利于农户获得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或纠正农户不

合理的农业技术使用行为,更合理地使用现代农业

生产要素如化肥、农药等,减少农业生产过程造成的

环境污染。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主要有种粮直接补

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以及对农作物实行保险补贴

政策等。无论哪种补贴政策,其效果是直接增加了

农户经营农业的净收益,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为追求收益最大化,必然改

变家庭资源配置方式,逐渐向环境友好型行为方式

转变。当问到如果政府给予适当的补贴,你是否会

采用生态友好技术时,有87.3%的农户给予了肯定

的答复。可见给予农户适当的补贴,可以降低农户

采用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和可能带来的损失,鼓励农

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

4.农户生态行为也受其他非经济环境因素的

影响

农业的耕作方式是农户行为生态化、环保化的

一个体现,通过改变耕作方式,使得农户自身效益和

生态效益得到了双赢,对农户的生态行为产生积极

的引导和促进作用。积极的农村社区文化对生态行

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社区文化是一种家园文

化,是农村社区成员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

的具有其自身特色的精神财富如社区特定的道德规

范、价值观念、习俗礼仪和行为方式。在一个乡土性

社会中,农户行为受制于社区内的价值观念、风俗习

惯以及乡规民约等,利用农村社区文化的作用,不仅

有利于农户生态意识的培养,而且有利于消除农户

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机会主义行为,强化农户经营行

为自律和他律的作用。

  三、结 语

本文运用Logistic模型,采用实地调查资料,对
农户生态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化分析,结果

表明:农户生态行为受农户特征、农户资源禀赋条

件、制度安排和非经济因素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其中户主年龄、家庭规模、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实

际劳动力数、土地产权制度的稳定性、农业技术推广

程度、农业补贴政策、农业耕作方式和农业社区文化

都与农户生态行为成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而农

户资产状况和农户兼业程度会导致农户行为对农业

生态环境的负效应。这意味着政府应通过多元化的

政策手段如提高农户的受教育程度、稳定土地产权

制度、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和补贴的投入力度和提

倡科学合理的农业耕作方式等微观治理措施引导农

户生产经营行为,优化生态环境,最终实现可持续

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

告[R].北京:中国科学院,2006.

54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93期)

[2] 陈其霆.理性的农户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J].兰州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1,29(4):164-167.
[3] 冯孝杰,魏朝富.农户经营行为的农业面源污染效应及模型分

析[J].生态农业科学,2005(12):354-358.
[4] 牛建高,李义超,李文和.农户经济行为调控与贫困地区生态农

业发展[J].农村经济,2005(6):71-74.

[5] 马岩,陈利顶.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响应与影响

因素[J].地理科学,2008,28(1):34-38.
[6] 刘宏杰.logistic回归模型使用注意事项和结果表达[J].中国

公共卫生,2001,17(5):466-467.
[7] 郑海霞.金华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资源科学,2010,32(4):761-767.

EmpiricalAnalysisonDeterminantsofPeasantHouseholds’Eco-actions

WANGXin,LUQian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Inordertoachiev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andexplorethemicroscopic
governancemechanismofmodernagriculturalecologicalenvironment,thispaper,basedonthesurveyda-
taof500peasanthouseholdsfromDalicounty,Puchengcounty,HeyangcountyandHanchengcountyin
Weinancity,Shannxiprovincein2009,analyzesthedeterminantsofeco-actionsparticipatedbyhouse-
holdsbyusingtheLogisticmodel.Theresultsshowthatthepeasanthouseholds’eco-actionsareinflu-
encedbyvariouselements,thatageofheadofafamily,familyscale,educationofheadofafamily,actual
numberoflaborforceinafamily,rightoflandproperty,extentofagriculturaltechnologypopulariza-
tion,policyofagriculturalsubsidy,thewayoffarmingandruralcommunityculturehavesignificantposi-
tiveeffects,whilefinancialsituationofafamilyandextentofpeasants’takingotherjobshavesignificant
negativeeffects.

Keywords peasanthouseholds;eco-actions;Logisticmodel;factors;environmentalgovernance;

regional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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