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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１１个粮食主产省份２１７２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

了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农户是否加入粮

食合作社、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农户对测土配方肥价格评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经历、培
训次数、施肥信息来源、测土服务、配肥点设置对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具有显著影

响,其中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经历的影响程度最高.基于此,提出拓展测土服务范围、增

加配肥点数量、强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是提高测土配方肥普及率和采用率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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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是粮食增产的重要生产资料[１],据研究,化肥在粮食增长中的贡献率高达４０％~５０％[２].
近年来,农户盲目施肥、不合理施肥,偏施、多施现象普遍[３Ｇ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１９８０年我国化肥

折纯量为１２６９．４万吨,２０１０年增加到５５６１．７万吨,３０年间增长４５７公斤/公顷,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的４倍.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化肥施用量已经超过了经济意义上的最优施用量[５Ｇ６].化肥大量投入

引起土壤板结、水体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７Ｇ１０],为了规范农户施肥行为,解决不合理施肥问题,
缓解农业面源污染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于２００５年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

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实施１０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面积和技术到位率逐年

提升.但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完全落实到田间地头还很困难,很多农户还沿袭着传统施肥观念,对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的知晓度不高,对测土配方肥接受存在一定困难,习惯性盲目施肥现象依然普遍.为

打通测土配方肥施用到田“最后一公里”,有必要对农户对测土配方肥的使用情况及未使用的内在原

因进行深入剖析.
关于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行为的研究比较全面.张成玉利用农户微观数据对农民采用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原因、采用效果及其评价、影响农民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原因进行研究,发现

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主要原因是增加农产品产量;影响农户采用该项技术的主要因素包括

农户受教育程度、配方肥的价格、施肥建议卡的发放情况[１１].葛继红等以对江苏省３７６户农户的调

研数据为基础,运用Probit模型和 Tobit模型分别分析影响了农户选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因素及

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测土配方施肥指导卡、参加培训次数、施肥技术水平、示范效果、农户年龄等因素

是影响农户是否做出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决策的重要因素;农户年龄、测土配方施肥能力、参加培

训次数、农户务工情况对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行为具有显著影响[１２].高辉灵等基于福建省农

户的调研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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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政府是否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咨询服务、农户是否将农产品进行销售、农户的受教育年

限对农户是否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产生显著影响[１３].褚彩虹等在对太湖流域农户调研数据的基

础上,通过建立联立双变量Pr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分析农户采纳有机肥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

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施用商品有机肥和农家肥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农民是否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员、农民接受技术培训经历、农业信息技术传播渠道、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知晓程度、施肥技术指导卡

发放是影响农户施肥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重要因素[１４].
已有研究大多数是以一个省份或一个区域的农户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很少从全国层面(包括东

北、西北、华北、华东、华中)进行大样本分析,且未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中的“测土”、“配肥”服务

环节纳入考察范围.因此,本文以粮食主产区的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构建二元选择 Logistic模型,
对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进行更系统和全面的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１．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数据来自２０１４年“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十年实施效果评估”项目的调查结果,调查

在我国１１个粮食主产省份展开,调查省份为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甘肃、广西、湖南、黑龙江、
吉林、陕西等,调查范围覆盖了４４个县、１３２个乡镇、２６４个村.调查以与农户面对面、一对一问卷访

谈的形式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家庭特征(家庭耕地经营面

积、种植业收入、劳动力转移程度、农户兼业情况等)、农户的施肥情况(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认

知、采用和评价)和社会经济环境特征(培训服务、政策环境等).本次调查共获２１７２个问卷样本.

２．样本特征

表１　样本基本特征

变量 分组 样本量 占比/％

配方肥使用
未持续性使用 １２５６ ５７．８２
持续性使用 ９１６ ４２．１７

性别
女 ３７１ １７．０８
男 １８０１ ８２．９２

年龄

２０~３０岁 ５８ ２．６７
３１~４０岁 ２１９ １０．０８
４１~５０岁 ６４０ ２９．４７
５１~６０岁 ７０７ ３２．５５
６１~７０岁 ４６７ ２１．５０
７１岁以上 ８１ ３．７３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 １０６ ４．８８
小学 ５６７ ２６．１０
初中 １０３４ ４７．６１
高中 ４００ １８．４２
大学 ６５ ２．９９

务工情况

仅务农 １５６０ ７１．８２
仅务工 ６８ ３．１３

务农＋务工 ４８２ ２２．１９
其他 ６２ ２．８６

　注:数据来源于调研所得.

　　样本统计结果(表１),表明,有近６成农户未持续

性使用测土配方肥,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农户不到一

半.从性别方面看,８２．９２％为男性,１７．０８％为女性,以
男性户主为主;从年龄分布来看,受访者年龄最小１８
岁,最大９５岁,受访农户年龄主要集中在４０~６０岁之

间,约占样本总量的６２．０２％,３０岁以下和７１岁以上受

访农户比例较小,约占样本总量的６．４０％;从受教育程

度来看,有４７．６１％的受访农户有初中文化水平,有

４．８８％的受访农户没有接受过教育,高中以上学历的受

访者占２１．４１％;从受访农户务工情况看,７１．８２％的农

户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从事农业兼业化的农户占

２２．１９％.从总体上看,受访者大部分年龄较大,文化程

度较低,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

　　二、变量与模型

　　１．变量选择

(１)农户个人特征.农户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农户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一般而言,男性接受新技术的能

力强于女性,年龄较小的农户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高于年龄稍大的农户.教育能增强农户科学施肥

意识,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提高,其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强.
(２)农业经营状况.农业经营状况主要包括是否为粮食合作社社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农户家

庭耕地规模、农户兼业情况、最大地块土壤肥力.一般而言,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投入到粮食生产的

时间和劳动成本越高,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来替代劳动力的可能性越高;农户经营的耕地规模越大,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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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时间、精力、人力越多,越倾向于采用农业新技术来替代劳动力,实现省时、省力的目标;从事农

业和非农业生产的农户,劳动力务工的机会成本较高,选择测土配方肥的可能性越低.
(３)技术认知.技术认知包括对氮、磷、钾符号及配比含义的认知以及对施肥观念、配方肥价格评

价、农户风险偏好程度等的认知.一般而言,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越了解,选择持续使用测土配

方肥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是说,农户对氮、磷、钾符号及配比含义认知度越高,越倾向于持续使用测土

配方肥;持“施肥量并非越多越好”观念的农户,使用配方肥的概率越高;认为配方肥价格比普通复合

肥低的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可能性更大;风险偏好程度高的农户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更大.
(４)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包括获取施肥信息渠道、接受施肥技术培训经历、培训次数、测土经历、

配肥点设置和政策环境.一般来说,从政府部门获取施肥信息的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了解更

直接和直观,有助于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认可;经历过测土和施肥技术培训的农户,对测土的

目的和意义有一定的认识,越倾向于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农户住所附近设置有配肥点,在一定程度

上起着宣传和引导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作用,农户选择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可能性较大;在
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县,地方政府部门宣传和推广力度大,农户获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信息的渠道和机

会多,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可能性越大.变量及其赋值见表２.
表２　变量及其赋值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被解释变量

农户个人特征

是否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 持续使用＝１;未持续使用＝０ ０．６５ ０．４８

解释变量

性别x１ 男＝１;女＝０ ０．８３ ０．３８ 正向

年龄(岁)x２
２０~３０岁＝１;３１~４０岁＝２;４１~５０岁＝３;
５１~６０岁＝４;６０岁以上＝５

３．６８ １．０４ 负向

受教育程度x３
未上学＝１;小学＝２;初中＝３
高中＝４;大学＝５

２．８９ ０．８６ 正向

农业经营状况

是否加入粮食合作社x４ 是＝１;否＝０ ０．２５ ０．４３ 正向

农户家庭收入水平x５
低收入＝１;中低等收入＝２;中等收入＝３;中
上等收入＝４;上等收入＝５

３．００ ０．８８ 正向

农户兼业情况x６ 纯农业户＝１;非纯农业户＝０ ０．４９ ０．５０ 负向

耕地规模x７ 小于６亩＝１;６~３０亩＝２;３０亩以上＝３ １．８３ ０．７４ 正向

最大地块土壤肥力x８ 好地＝１;中等地＝２;差地＝３ １．５６ ０．６０ 负向

技术认知

对氮磷钾配比含义认知x９ 都不知道＝１;部分知道＝２;都知道＝３ ２．２１ ０．９１ 正向

对氮磷钾符号认知x１０ 都不知道＝１;部分知道＝２;都知道＝３ ２．０２ ０．９４ 正向

“施肥越多越好”观念x１１ 观念正确＝１;观念错误＝０ ０．８０ ０．４０ 正向

配方肥价格与普通肥料比较x１２ 价格偏高＝１,价格差不多/价格偏低/不知道＝０ ０．３１ ０．４６ 负向

风险偏好程度x１３ １~９分 ３．９６ ２．８９ 正向

外部环境

是否接受过测土配方施肥培训x１４ 是＝１;否＝０ ０．６３ ０．４８ 正向

培训次数x１５ 实际培训次数 １．３１ １．４８ 正向

施肥信息渠道x１６ 农技推广站(政府)＝１;其他＝０ ０．３３ ０．４７ 负向

测土服务x１７ 测过土＝１;未测过土＝０ ０．７１ ０．４５ 正向

配肥点设置x１８ 有配肥点＝１;无配肥点＝０ ０．３１ ０．４６ 正向

政策x１９ 是示范县＝１;不是示范县＝０ ０．２５ ０．４３ 正向

　注:纯农业户指农户家庭所有劳动力均仅从事农业生产;政策环境变量里,示范县指的是２０１３年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整建制推进指

定示范的县域.农户家庭收入水平高低仅限于本村比较.

　　２．模型构建

农户是否采用测土配方肥是典型的两分类变量,可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的函数表达式为:

y＝α０＋α１x１＋α２x２＋．．．．．＋α１９x１９ (１)
式(１)中的被解释变量y 为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对于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农户,

y＝１;对于未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农户,y＝０.x１ ~xi 为解释变量,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农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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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技术认知、外部环境四类;α０ 为常数项,α１ ~α１９ 表示回归系数.

　　三、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stats１１．０对２１７２个样本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似然比卡方的统计量为５０８．４０
(表３),表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对应的P 值为０．０００,说明在０．０５的水平上该模型是整体显著的.
模型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表３　农户持续性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的Logistic回归结果 N＝２１７２

变量分类 变量 比值比 标准误 Z 值 P＞|z|

农户个人特征

性别 １．０６１ ０．１５０ ０．４２０ ０．６７５
年龄 １．０４０ ０．０５４ ０．７６０ ０．４４６

受教育程度 １．１１９∗ ０．０７２ １．７４０ ０．０８２

农业经营状况

是否加入粮食合作社 １．２２７∗ ０．１４２ １．７７０ ０．０７７
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０．８８１∗ ０．０５２ －２．１３０ ０．０３３

耕地规模 １．１９４∗∗ ０．０８８ ２．４００ ０．０１６
最大地块土壤肥力 １．０３０ ０．０８６ ０．３５０ ０．７２８

农户兼业情况 １．１４３ ０．１１６ １．３２０ ０．１８８

技术认知

对氮磷钾配比含义认知 １．０６３ ０．０７９ ０．８３０ ０．４０９
对氮磷钾符号认知 ０．９４４ ０．０６９ －０．７９０ ０．４２９

施肥观念 １．５４５∗∗∗ ０．２０１ ３．３４０ ０．００１
对测土配方肥价格评价 ２．４１９∗∗∗ ０．２５４ ８．４１０ ０．０００

风险偏好程度 ０．９７８ ０．０１７ －１．２９０ ０．１９７

外部环境

培训经历 １．６０１∗∗∗ ０．２４７ ３．０５０ ０．００２
培训次数 １．１９８∗∗∗ ０．０６３ ３．４６０ ０．００１

施肥信息来源 １．８６５∗∗∗ ０．２００ ５．８２０ ０．０００
测土经历 ２．４７４∗∗∗ ０．３１６ ７．０８０ ０．０００

配肥点设置 １．６３１∗∗∗ ０．１７４ ４．５８０ ０．０００
政策 ０．８４８ ０．１００ －１．４００ ０．１６３

２Loglikelihood －２４４９．１８８６
LRstatistic ５０８．４０

P 值 ０．０００
PseudoR２ ０．１７２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１．农户个人特征影响分析

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其是否持续性使用测土配方肥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结果一致.这说明受

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可能性更大.可能的原因是,文化层次高的农户,接受

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强于文化水平低的农户,知识积累多、见识面广,风险承受能力较强,接受和采

纳新技术的意愿更强烈.

２．农业经营状况影响分析

(１)农户是否加入粮食合作社对其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具有显著影响,变量在１％水平上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方向与预期一致.与未加入粮食合作社的农户相比,粮食合作社社员持续使用测土配方

肥的意愿更强烈.
(２)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证结果与预期一

致.家庭收入高的农户,持续性使用测土配方肥的概率高于收入水平低的农户.可能的解释是,配方

肥价格比普通肥料高,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家庭对肥料投入成本增加的承受能力高于低收入家庭农户.
(３)耕地规模变量对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结果一致.耕地经营规

模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说明耕地集中流转有助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深入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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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技术认知影响分析

(１)施肥观念变量对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结果一致.持正确

施肥观念的农户更倾向于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这一结果反映了农户的认知对其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对农户施肥观念的正确引导.

(２)农户对测土配方肥价格评价变量对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结

果与预期不一致.认为测土配方肥价格比普通复合肥高的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概率高于其

他评价的农户,可能的原因是,认知程度高的农户了解测土配方肥在促进农作物增产、改善农作物品

质、提高肥料利用率等方面有积极作用,能够认识到农作物增产带来的收益能弥补肥料价格上涨造成

的损失,因此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测土配方肥;而评价测土配方肥价格低或与认为价格与普通复合

肥差不多的农户,可能认为测土配方肥效果没有普通复合肥好或认为两者效果差不多,对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的效果认知程度较低.

４．外部环境影响分析

(１)是否接受过施肥技术培训显著影响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培训通过了１％水平上

的显著性检验,方向为正,与预期一致.表明接受过培训的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可能性高于未

经历培训的农户.可能的解释是,培训对培养和增强农户合理、科学施肥意识产生正面效应,认知水

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认可度.
(２)培训次数对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变量在１％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方向为正,与预期一致.
(３)施肥信息渠道对显著影响农户对测土配方肥的持续使用行为.变量在１％水平上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方向与预期一致.表明在农技推广站、农资店、合作社、自己经验等施肥信息渠道中,从农

技部门获取施肥信息的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概率较高.可能的解释是,农技部门是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推广的主体,其宣传、培训的内容以该项技术为主,有别于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农资店,农户从

农技部门获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信息更全、更可靠.
(４)测土服务对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具有显著影响.变量在１％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方向与预期一致.在所有变量中,测土服务对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的影响程度最深,可能的

解释是,测土服务直接进村入户,面对面介绍和解释测土的目的和意义,农户亲身体验测土过程,能加

深印象并激发其了解这项技术的积极性.
(５)配肥点对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有显著影响.配肥点设置通过了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

验,回归方向与预期一致.表明有配肥点地方周围的农户持续使用测土配方肥的可能性高于无配肥

点的农户.可能的解释为,配肥点除了提供肥料以外,还为农户提供施肥咨询服务,有助于解决农户

不知道“施用多少肥料”,“氮肥、磷肥、钾肥如何配比”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引导农户持续使用

测土配方肥的作用.

　　四、结论和启示

　　１．结　论

本文利用对１１个省２１７２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从农户个人特征、农业经营状况、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认知和外部环境４个方面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农户测土配方肥的持续性

使用行为因素,研究结论为:农户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其持续性使用测土配方肥行为;农户持续性使

用测土配方肥行为受其是否为粮食合作社社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耕地规模、对测土配方肥价格评

价影响;施肥技术培训、培训次数、施肥信息渠道、测土服务、配肥点设置对农户的测土配方肥持续性

使用行为产生影响.对农户持续性使用测土配方肥的影响因素依影响程度高低依次排列为:测土经

历、农户对测土配方肥价格评价、施肥信息来源、配肥点设置、培训经历、施肥观念、是否加入粮食合作

社、培训次数、耕地规模、农户受教育程度、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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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启　示

为引导更多农户持续性使用测土配方肥,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和到位率,基于以上研究

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１)拓展测土服务范围、扩充测土服务内容、延长测土服务链条.以农民实际需求为导向,扩大常

规性测土服务供给范围,因地因人调整测土服务内容,满足农户大众化和差异化测土服务需求.
(２)加大施肥技术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模式.改变当前培训重理论轻实践、培训内容结构单一、培

训内容缺乏针对性等培训模式,应以农民听得懂、会操作为导向创新培训方式和方法,充分调动农民

参与和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认知水平.
(３)拓展测土配方施肥信息传播渠道.在依托农技人员进村入户传播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种植大

户、合作社、农资店、科技带头人等新型主体口碑效应传递科学施肥信息,同时,运用广播、电视、互联

网、手机等现代信息技术等多渠道宣传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４)增加配肥点设置数量,重点向村级地区布局.打破当前配肥点零星分散设置格局,以购买便

利、服务辐射范围广为核心,规划配肥点布局,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展配肥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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