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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棉花秸秆出售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以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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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利用空间巨大,但在现实中秸秆资源有效利用率仍

然较低.农户秸秆出售是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的首要环节,但在实践中农户秸秆出售行为

存在较大差异.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在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实地调查所获得

的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秸秆出售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种植

棉花面积越大,其出售秸秆的可能性就会越大;秸秆收购市场的便利与完善会促进农户出售

秸秆;对秸秆综合利用认知水平较高的农户会更多地选择出售秸秆.为此,政府应当制定及

落实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不断完善秸秆出售的市场条件,加大对秸秆处置行为的

宣传力度,以期进一步提高棉花秸秆出售比例使其得到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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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据农业部科教司统计,２０１５年我国农作物秸秆年产量已达１０．４ 亿

吨,具有巨大的潜在利用价值,合理利用农作物秸秆资源不仅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系统中物质高效转

化和能量高效循环,也是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１].但目前我国对于秸秆利用的比例仍

然较低,约有超过３０％的秸秆被直接烧掉,中国环保部环境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夏季

全国范围内依然有秸秆焚烧火点１１５８个,农户焚烧秸秆行为依然普遍[２Ｇ４],不仅浪费了资源还造成

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５Ｇ６].秸秆出售是其资源化综合利用的首要环节,因此对于农户秸秆出售行为

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在现实中有很多地区秸秆是可以进行出售获得一定收益,但是为什么很多农民

宁愿将秸秆废弃或焚烧掉也不选择将秸秆出售呢? 是什么因素导致农户在行为选择方面出现差异?
当前学者界较多关注农户焚烧秸秆的动机.认为基于农户理性经济人特征,私人成本最小化行

为选择的核心,焚烧秸秆是农户对比秸秆处理成本与收益后理性选择的最优结果[７Ｇ１０];农户个体特

征、家庭经营规模、外部环境等因素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户处置秸秆的行为[４Ｇ５,１１Ｇ１４];外部因素看,秸
秆资源化利用收益及集中处理便利度能正向促进农户秸秆出售行为[１５Ｇ１６].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秸秆

综合利用收益、农户秸秆焚烧动机等方面,关于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认知与行为的研究还较少,且已

有文献多关注农户对秸秆焚烧带来的危害性认知情况[１１].赵丽平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认知

是行为的基础,对农民个体行为有重要的影响[１７].钱忠好等通过实证模型分析,认为如果农户对秸

秆综合利用持有积极的态度,则农户综合利用秸秆的动机就会越强,越可能综合利用秸秆[４].目前在

有关秸秆处置方式的文献中,较多以秸秆综合利用行为为研究对象,而对于秸秆出售这一具体行为研

究并不多;且现有研究大多只是描述性分析农户对秸秆处置方式的认知情况,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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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知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以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实地调研数据

为例,探讨农户秸秆综合利用认知及行为现状,分析农户出售秸秆行为的影响因素,为秸秆综合利用

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一、研究假说

　　以往研究指出秸秆处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秸秆焚烧;二是进行综合利用[１８].其中综合利用

又可分为农户家庭生产生活利用(如直接还田、喂养动物、生产沼气、生活燃料等)和搜集后规模化综

合利用(如发电、生产饲料等).而秸秆出售是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的首要环节,因此农户秸秆处理的

方式主要包含焚烧、自用和出售.已有文献已经对农户秸秆焚烧和家庭自用进行了较多研究,并且近年

来我国农村地区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的变化使得家庭自用的综合利用方式逐渐减少,因此本文提到的综

合利用主要是指规模化的综合利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秸秆规模化的综合利用方式不断增多,而利

用的前提是搜集一定规模的秸秆,需要一定数量的农户将秸秆进行出售.农户是否选择出售秸秆是其

行为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行为往往取决于出售秸秆所得到的利润,出售秸秆的净收益等于收入

减去出售所产生的成本,其中收入由出售价格和数量所决定.因而秸秆出售行为会受到出售数量、价格

以及出售之前产生成本的影响.下面将分析哪些因素会导致出售数量、价格以及成本发生变化.
首先是农户家庭种植棉花的规模.农户种植的棉花数量越多,用于出售的数量就会越大.棉花

秸秆具有质硬、体积大的特点,农户需要人工和运用机械将秸秆收割、扎捆,这一过程农户需要支付相

应的人工收集费用和运输费用,这些费用构成了出售秸秆的成本,而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种植棉花

的面积越大就会更多地降低收集秸秆的单位成本,最终使得净收益增加.同样农户在出售棉花秸秆

时也存在规模效应,这一规模效应主要表现为农户凭借出售较多的秸秆数量获得一定议价能力,进而

提高秸秆出售价格,获得更多收入促进净收益的提高.因而农户家庭种植棉花的规模对秸秆出售行

为起到正向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说１.
假说１: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农户种植棉花的面积越大,就越倾向于将棉花秸秆出售.
其次来看在秸秆出售过程中农户需要考虑秸秆收购市场的条件.市场条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市场距离、收购价格.市场距离就是农户田地距秸秆集中收购点的距离,它会影响到秸秆的运输

成本,对农户来说自家田地距秸秆集中收购点的距离越远,其需要支付的运输成本就会越多.另一方

面市场价格会直接影响到农户出售秸秆的收益,在实际中由于秸秆收购市场不统一,不同秸秆收购点

对秸秆的购买价格不同,农户最终获得的收入也不相同,秸秆收购价格越高农户收入会越大,越倾向

于出售秸秆.基于此提出假说２.
假说２:棉花秸秆收购市场状况会对农户秸秆出售行为产生影响,棉花秸秆收购价格越高、收购

点与农田的距离越近农户就越倾向于出售秸秆.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收入、成本因素外,引起农户出售行为选择差异还可能由于农户秸秆综合利用

认知水平存在差异.理性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愿是决定行为的直接因素,而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共

同决定了行为意愿[１５].农户的认知水平会影响其处理秸秆的意愿,进而影响其对秸秆处置行为的选

择.农户越了解废弃和焚烧秸秆造成污染的危害性,越不会倾向于选择将秸秆直接废弃和焚烧,或者

说更倾向于选择出售秸秆.另一方面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行为的种类了解得越多,其越有可能认识

到棉花秸秆的价值,从而选择出售秸秆,以期使秸秆得到综合利用.基于此提出假说３.
假说３:农户的认知水平直接会影响其行为选择,对秸秆综合利用认知水平较高的农户会更多地

选择出售秸秆.

　　二、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１．研究区概况

邢台市威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是传统的农业大县、植棉大县,２０多年来植棉面积始终保持在８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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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左右,占该县农业用地６３．２５％,棉花种植面积及总产稳居河北省第一,素有“冀南棉海”之称,更
是河北省棉花秸秆的主要资源地.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区域内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棉花秸秆综合利用

模式,县域内建有以棉花秸秆为主要原料的生物能发电厂,有各级各类秸秆收购点６０余个,单位面积

棉田秸秆收购价格为５０~１００元/亩(农户自行收集并运输到收购点)和５~１０元/亩(中介负责收集,
农户直接获得利益).从目前调查来看,由于运输及劳动力成本等关系,较多农户委托中介收集秸秆,
初步形成了专业化分工.

２．数据来源

为进一步探讨研究区农户结构出售微观行为,２０１５年７—９月通过入户调查和电话采访相结合

的形式调查了该区域５个典型村(北双庙村、陆台村、项营村、高庄村、南大城村),发放问卷２００份,回
收有效问卷１８０份,样本有效率为９０％.

　　三、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知及行为分析

　　农户的认知会受到当前经济、技术、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１４],其秸秆处置方式是认知的直接后

果,本文基于调查问卷,重点分析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认知及其行为处置方式.

１．农户对秸秆处置的认知情况

调查中以询问农户是否了解秸秆综合利用概念及利用方式(秸秆出售、秸秆还田、秸秆沼气、秸秆

发电、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秸秆饲料、生活燃料、秸秆干馏和秸秆工业原料化等９种常见方式)来反映

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知水平,发现有９６．６７％的农户知道秸秆综合利用概念,而大多数农户对于

秸秆综合利用方式的种类了解并不全面,对于列举出来的秸秆综合利用方式种类了解４~６种的农户

较多.总体看来,虽然农户对于秸秆综合利用种类的认知不全面,但整体知晓秸秆综合利用的水平较

高,那么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知是否会影响其综合利用行为的选择,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２．农户秸秆利用方式的意愿和行为
表１　农户处理秸秆方式意愿 ％

意愿情况 收集秸秆综合利用 出售秸秆

愿意 ９６．６７ ７０

不愿意 ３．３３ ３０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１)农户秸秆利用方式的意愿.调查中发现９６．６７％
的农户认同秸秆的综合利用(表１),说明绝大多数农户已

接受综合利用方式,仅有３．３３％的农户选择废弃或焚烧来

处理秸秆,这其中５３．５８％的农户认为焚烧秸秆节省时间,

３２．１４％的农户是由于家中缺乏劳动力,这与当地的农业

生产特征和农村劳动力外流有关.此外,调查中还发现７０％的农户愿意出售秸秆,说明在综合利用

中秸秆出售是一种农户较为接受的处理方式.
(２)农户秸秆利用方式的行为.在当地秸秆综合利用处理方式中,由于棉花秸秆本身较硬、易燃,

是一种很好的燃料,可以用来做饭、烧水、取暖等,因此较多农户将秸秆作为生活燃料.除此外,较多

农户选择秸秆出售作为秸秆综合利用的处理方式.出售秸秆行为主要受到农户所获得的利益多少影

响,同时如果家中除了用于做饭、取暖等耗费的秸秆,剩余秸秆数量较少或者出售秸秆的收益太低、出
售不方便都会影响到农户出售行为.因此在调查中以未选择出售秸秆的农户为研究对象,调查其中原

因,发现家中自用、出售秸秆收益低、家中秸秆少是主要原因,分别占比是２４．６２％、２３．０８％、２１．５４％.
综合农户关于出售秸秆的意愿和行为来看,大部分农户出售秸秆的意愿很高,但由于秸秆出售市

场不规范、资金不足、企业带动力度不足等现实条件的限制,使其在综合考虑了自身收益和成本后,并
没有选择将秸秆出售,这就反映出当下秸秆出售市场仍存在缺陷,而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在

自身可以获得利益的条件下,才会选择出售秸秆.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农户的出售行为呢? 接下来

将进一步分析.

　　四、实证分析

　　１．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中被解释变量Y 为农户是否将秸秆出售的二元选择变量,在调查问卷中以二项选择形式(０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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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出现,如果是则取值为１,如果否则取值为０;选择棉花种植面积、秸秆销售价格、农田与收购点

之间距离、秸秆利用认知等４个关键解释变量(表２);调查样本显示农户植棉面积平均１０．２４亩,小规

模经营特征明显;秸秆出售平均价格为２８元/亩,农田与收购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为２．５１千米;农户认

知的秸秆综合利用方式约为４~６种,认知水平一般;除上述被解释变量和关键解释变量外,还选取了

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农业劳动时间、农业劳动力数、家庭收入和集体宣传等作为控制变量,样
本显示户主平均年龄４８．８９岁,农业从业者老龄化趋势明显;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８．１年,户主从事农业

生产时间２８．８４年,家庭劳动力数平均１．８８人,家庭年收入可达到２６９０６．７元,仅有５９％的调查村组

织过秸秆综合利用宣传活动.
表２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出售秸秆决策 是否出售棉花秸秆(是＝１;否＝０) ０．７１ ０．４６

关键解释变量

棉花种植面积 家庭棉花种植面积/亩 １０．２４ ６．０５
销售价格 秸秆出售价格(元/亩) ２８．００ ３０．３４

距离 农户农田离最近收购点的距离/千米 ２．５１ ２．６６

秸秆综合利用认知
知道秸秆综合利用方式种类

(０种＝０;１~３种＝１;４~６种＝２;７~９种＝３) １．９２ ０．６７

控制变量

性别 户主性别(男＝１;女＝０) ０．６７ ０．４７
年龄 户主年龄/岁 ４８．８９ １１．７７

受教育年限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８．１０ ２．１４
农业劳动时间 户主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年 ２８．８４ １２．２８
农业劳动力数 家庭劳动力数/人 １．８８ ０．４９

家庭收入 家庭年收入/元 ２６９０６．７０ ２０２５１．１１
集体宣传 村里是否宣传过秸秆综合利用(有＝１;没有＝０) ０．５９ ０．４９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２．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实证中因变量农户秸秆出售行为(Y)是二元选择变量,影响农户秸秆出售的因素为自变量:

Xi(i＝１,２,３,．．．,k).以二元Logistic模型为基础,探讨农户出售秸秆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向:

lnY＝
f(Pi)

１－f(Pi)
＝b０＋b１X１＋b２X２＋．．．＋biXi

其中,f(Pi)表示农户出售秸秆的概率,f(Pi)
１－f(Pi)

为农户出售秸秆的概率与不出售秸秆的概率

之比,bi(i＝１,２,３,．．．,k)表示解释变量对农户出售秸秆行为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系数为正且越大表

示农户出售秸秆的概率越大.
基于以上所构建的模型,应用Stata１１．０对１８０个有效农户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回归结

果如表３所示.从检验结果来看,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有统计意义.参数的估计结果表明,家
庭种植棉花面积、秸秆销售价格、秸秆集中收购点与农田的距离、农户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知水平、家
庭收入对农户出售秸秆行为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表明,农户棉花种植面积在５％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说１.农户种植棉花面

积越大,用于出售的秸秆数量就会越多,由于规模效益减少了单位面积秸秆的收集、运输费用,降低了

农户出售秸秆的单位成本,同时,出售较多数量的秸秆使农户获得一定的议价能力,能有效提高秸秆

出售价格、增加农户的净收益,因此其选择将秸秆出售的动机就越大.在反映市场因素的变量中,秸
秆的销售价格在１％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秸秆的销售价格是农户决定是否出售秸秆的重要参考因

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秸秆销售价格越高,农户的收入会增加,越会选择将秸秆出售;农户农

田与收购点距离在５％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农户农田与收购点的距离越近,农户就越倾向

于选择出售秸秆;反之,集中收购点与农户农田的距离越远,农户的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就越高,而
在秸秆 销 售 价 格 相 同 的 情 况 下,作 为 理 性 经 济 人 的 农 户 显 然 不 会 倾 向 于 选 择 将 秸 秆

出售.秸秆集中收购点与农田的距离反映了农户出售秸秆的便利程度,说明了秸秆收购市场的完善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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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农户秸秆出售行为的二元logistic模型估计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棉花种植面积 ０．２２∗∗ ０．０９ ２．４２

销售价格 ０．０９∗∗∗ ０．０３ ３．００
距离 －０．３５∗∗ ０．１５ －２．３５

秸秆综合利用认知 １．５１∗∗∗ ０．５８ ２．６１
性别 ０．３９ ０．７９ －０．５０
年龄 －０．１５∗ ０．０８ －１．９４

受教育年限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５４
农业劳动时间 ０．１１ ０．０７ １．５５

农业劳动力人数 ０．２８ ０．８０ ０．３４
家庭收入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２ －２．３４
集体宣传 ０．６９ ０．８１ ０．８５

常数 －０．８６ ２．９６ －０．２９

N １８０
LRchi２(１３) ４７．６３
PseudoR２ ０．４４
Prob＞chi２ ０．００

　　注:∗ 、∗∗ 、∗∗∗ 分别表示该系数估计值在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与便利会促进农户出售秸秆,验证了假说２.农户的秸秆综合利用认知水平对秸秆出售具有较大的

正向影响作用,该变量在１％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系数为１．５１,验证了假说３.从农户个体内部

层面看,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农户秸秆出售行为的驱动力,进而影响其自身

行为.控制变量中,收入水平在５％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其可能的收入来源

为非农业,那么其对农业生产投入的劳动力、资本、时间等要素就会降低,从而选择将秸秆出售的概率

会降低.户主年龄达到了１０％的置信水平,并显著为负,说明户主年龄越大越不倾向于出售秸秆,年
龄较大的农户会受其自身精力与体力的约束,减少对秸秆的收集与出售.村里是否宣传过秸秆综合

利用以及户主的性别、受教育年限、农业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力数在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这些因素

对于农户选择出售秸秆影响不大.

　　五、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农户种植棉花的面积与其是否出售秸秆具有正向关系,种植面积越大,可收集的秸秆

数量就会越多,农户的单位收集运输成本就会越低,获得的净收益就会越大,促进农户的秸秆出售行

为.秸秆收购市场的完善性以及便利程度会影响到农户出售秸秆行为,秸秆收购市场的完善与便利

会促进农户出售秸秆.在农户处置秸秆的意愿上,少部分农户仍有意愿焚烧秸秆,而大部分农户已认

可秸秆综合利用这种方式,有意愿将秸秆综合利用,并且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农户对于秸秆综合利用

认识水平对其出售秸秆具有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当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因地制宜地制定及落实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

对于小规模种植棉花的农户来说,由于收割的秸秆数量少、收集和运输成本高,其更可能采用废弃和

焚烧的方式处置秸秆,基于此当地政府应该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有条件的小规模

农户进行土地流转,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促进区域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在有条件的地区

可以适当鼓励大户进行规模化生产,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此外,鼓励专业经营大户的秸秆出售议

价能力,甚至鼓励专业农户兼业从事秸秆收购,提高大户的秸秆出售收益,有效提高秸秆综合利用

水平.
第二,政府应完善秸秆出售的市场条件,提高农户出售秸秆的便利性.研究中发现,农户出售秸

秆的净收益是影响其出售行为的主要因素,建立良性市场秩序、提高农户议价能力、减少市场收购中

间环节、将秸秆综合再利用利润还给农民是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有效途径.因此,地方政府应当一方

面尽量减少秸秆收集过程中的中间环节,在成立专业秸秆收购机构的基础上减少农户在收集、运输秸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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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过程中的单位成本,以经济手段刺激农户秸秆出售意愿,同时为农户提供必要的机器设备、专门的

储存地等,解决农户在收集秸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另一方面进一步规范秸秆收购市场,对以秸

秆为原料的工厂给予适当的补贴,稳定其收购行为,逐步完善秸秆出售市场.
第三,加大对秸秆处置行为的宣传力度.农户秸秆综合利用认知能有效促进其秸秆出售动机,建

议地方政府以乡镇文化站为重点,通过广播、生产技能培训等方式开展宣传活动,其中宣传包括秸秆

综合利用的优势,还有废弃或焚烧秸秆的危害性.通过积极引导农户对秸秆处置行为的态度,提高其

认知水平,使其形成正确的认识,从根本上杜绝焚烧秸秆行为,提高农户秸秆综合利用行为的参与度.
总之,秸秆综合利用是我国亟待解决的、关系到国家环境质量和农户收益的重要环节,中央和地

方政府需要以农户为核心,在切实提高农户经济利益、推动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手段

提高农户秸秆出售意愿,构建立足于秸秆综合利用的农业产业升级和深化,有效提高环境质量和农民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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