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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丘陵区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研究
———以江西省余江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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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余江县 3 个乡镇的农户访谈式调查 ,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

兼业行为、传统生产习惯、农业经营规模、农业劳动力状况、水土流失现状与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对农户水

土保持行为有较大影响。通过相关性分析 ,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运行结果表明 ,农户水土保持

行为主要受到非农收入比例、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从事农业人口数量、经营土地面积、水土流失减产损

失、家庭人均收入以及距离城市远近等因素的影响。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户 ,水土保持投入的积极性不

高。农业人口多的农户 ,或者受家族传统影响较勤劳的农户 ,其水土保持投资也多。据此 ,提出了激励农

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和改善水土流失治理现状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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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 Household’s Behavior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vestment in Red Soil Hill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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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Depart ment of L and Resources and Tourism Sciences , N anjing U niversity , N anjing ,

Jiangxi 210093 , China ; 2. W ater Conservancy B ureau of Yujiang County , Yingtan , Jiangxi 335400 ,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to farm households in Yujiang County , J iangxi Province , the mechanism of

farm househol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vestment behavior ( FHWSCIB) is analyzed. The factors which

mostly influence the FHWSCIB are the multi2operation behavior of farm household , habit of manufacture , the

scal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 the status of agricultural labor , soil and water loss disaster and economic

condition of a famil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lativity between the FHWSCIB and these indeice , a multi2linear re2
gress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It turns out that the FHWSCIB is mostly influenced by the proportion of non2agri2
culture income , the time spent on farm , agriculture population , area under cultivation , soil and water loss disaster ,

average income and the distance from county to city. Farm households who have a great proportion of non2agricul2
ture income have a less enthusiasm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vestment ,while those who have more agricul2
tural labors or whose members are more industrious have mor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puts. At last , some

pieces of advice are presented on how to prompt the FHWSCIB and improve the status of soil and water loss.

Keywords :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farm househol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vestment behavior ; mul2
ti2l inear regression model ; Yujiang County

　　水土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搞好水

土保持是促进环境、经济、社会同步协调的基础。全

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的结果显示 ,我国 9. 60

×106 km2 的陆地国土中 ,有 1/ 3 (3. 56 ×106 km2) 属

于水土流失区域 ,水土流失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因素。《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第 1829 页中水

土流失的定义是 :在水力、重力、风力等外营力作用

下 ,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 ,包括土地

表层侵蚀及水的损失 ,亦称水土损失。水土流失在国

外叫土壤侵蚀 ,美国土壤保持学会关于土壤侵蚀的解

释是 :水、风、冰或重力等营力对陆地表面的磨损 ,或

者造成土壤、岩屑的分散与移动。英国学者对土壤侵

蚀的定义是 :就其本质而言 ,土壤侵蚀是一种夷平过

程 ,使土壤和岩石颗粒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转运、滚

动或流失。风和水是使颗粒变松和破坏的主要营

力[1 ] 。由此可见 ,国内外对水土流失产生的原因都



归咎于自然环境的变迁 ,在治理上 ,也都偏重于技术

手段 ,而事实上水土流失的产生是自然环境变化和人

类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尤其是在自然环境背景确定

的条件下 ,人类行为对于水土流失的产生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

作为土地利用投资主体的农户 ,其行为目标不仅

在于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由于其承担风险的能力弱

小 ,因此还追求经营风险的最小化。基于这一前提 ,

农户对于水土保持的投资行为也将是一个十分复杂

的过程 ,即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目

标 ,其行为可能会偏离土地持续利用的政府既定的政

策目标。同时 ,水土保持实施过程本身需要农民投入

大量的劳动 ,那么农户愿不愿意参与以及愿意以何种

方式参与水土保持 ,决定着水土保持工作的成败[2 ] 。

由于对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的研究还不够 ,水土流

失治理的各项技术措施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不能发挥

其应有的效果。

相关研究表明 ,在市场化条件下农户生产决策行

为及对水土保持的投资积极性对土地利用及水土保

持效果有着强烈的影响[3 —4 ] 。可见 ,作为农业生产

微观主体 ———农户 ,其是否具有符合生态友好的行为

方式 ,是生态脆弱区农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尤

其是在经过政府投资进行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治理

工作之后 ,在水土流失治理成果的维护方面 ,必然依

赖于农户行为的规范化。据此 ,为了进一步揭示农户

水土保持投资行为的特点 ,这里以水土流失严重的江

西省余江县为例 ,在农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建

立数量经济模型来分析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的内

在机制。

1 　问卷调查区域概况

1 . 1 　江西省余江县概况

余江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 ,属信江、白塔河中下

游 ,县境西至 E116°41′,东至 E117°09′,南至 N28°

04′,北至 N28°37′,距省会南昌市 120 km 左右 ,离华

东交通枢纽的鹰潭市 29 km。全县人口 3. 38 ×105

人 ,土地总面积 937 km2 ,其中林地面积 4. 25 ×104

hm2 ,耕地 2. 23 ×104 hm2 ,水域 9. 00 ×103 hm2 。余

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全年平均气温 16. 8 ℃, 年

降水量为 1 373. 8 mm ,年平均日照 1 852 h ,无霜期

270 d 左右 ,森地覆盖率达 37. 9 %。

余江县地处红壤丘陵地带 ,其土壤含沙质多 ,粘

性质少 ,易板结 ,在降雨和径流作用下极易受到侵蚀。

因此其水土流失面积大 ,侵蚀程度严重。据 1997 年

江西省遥感调查资料显示 ,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232. 53 km2 ,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24. 82 % ,

侵蚀程度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3. 72 %。各类流失面积

分别是轻度 80. 8 km2 ,中度 61. 27 km2 ,强度 70. 27

km2 ,极强度 0. 2 km2 ,人为流失 20 km2 [5 ] 。

经过政府的投资治理 ,相关研究表明 ,余江县从

1979 年到 1988 年至 1996 年 ,侵蚀土壤 (包括强度侵

蚀 ,中度侵蚀 ,和轻度侵蚀土壤) 的面积在逐渐减少 ,

侵蚀面积比分别为 53. 4 % ,26. 2 %和 24. 5 % ,强度侵

蚀土壤面积减少比例尤其明显[6 ] 。1998 —2003 年共

完成治理面积 176. 75 km2 ,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基本

得到控制 ,目前该区水土保持的关键是作为农村生产

经营活动主体农户的维护与护理行为及其水土保持

投资力度 ,因此选择该区作为研究对象。

1 . 2 　问卷调查区域概况

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涉及到自然、

社会、经济等多方面 ,在初步分析农户水土保持投资

行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依据各个乡镇地理区位、水

土流失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问卷选取了具有一定典

型性的洪湖、平定、杨溪 3 乡共 4 个村庄的农户作为

调查对象。样本中刘家村和洪桥村农地面积最多 ,人

均农业产值最高 ;官方村离城市最远 ,虽然水土流失

最严重 ,但各种投入多 ,单位土地面积产值较高 ;而大

塘村水土流失较轻 ,虽然其离城市较近 ,容易获得兼

业机会 ,对土地的投入与管理相对较少 ,但农业单产

并不低 ,而且拥有较高的非农收入 (见表 1) 。

表 1 　余江县样本乡村社会经济基本情况及水土流失现状

基本情况
调查
户数

离城市
距离/ km

经营农地
面积/ hm2

农业人均
产值/ 元

非农业人均
产值/ 元

农地水土流
失面积/ hm2

水土流失
面积比例/ %

人均
收入/ 元

洪湖乡官方村

平定乡刘家村和洪桥村

杨溪乡大塘村

35

36

34

20

7

5

9. 22

30. 01

12. 54

655. 12

1 587. 60

992. 05

1 133. 15

687. 50

1 310. 27

2. 46

2. 16

0. 79

34. 68

20. 06

15. 09

2 103. 01

2 285. 28

2 325. 45

　　注 : 平定乡刘家村和洪桥村的调查是在两村的结合部开展的 ,具有相似性 ,这里将两村合并在一起进行分析。

　　调查农户按随机抽取和典型样本相结合的原则

在样本村内抽取 ,调查中采用问卷访谈调查办法对户

主进行调查 ,得到 105 份有效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

括 :农户基本情况 ;农户拥有土地类型及农业经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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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农户经营土地的水土流失情况 ;近年采取的水土

保持措施及实施效果 ;水土流失的土地面积演变情

况 ;水土流失对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

情况等方面的内容。

2 　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机理及驱动
因素分析

2 . 1 　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机理分析

农户水土保持投入是农户生产性投资的一个重

要方面 ,其行为可以理解为在各种市场政策信息的影

响下 ,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民所表现出来的农业生产性

投资反应[7 ] 。有学者认为 ,农户投资行为和企业投

资行为一样 ,也表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但是农户水

土保持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农业投资 ,是一系列农户

经济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8 —10 ] 。根据我们的问卷调

查 ,农户总是在平衡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情况

下作出水土保持决策的 ,其运行机制如图 1 所示。

2 . 2 　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驱动因素指标体系

由于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与农户的生产经营

活动交织在一起 ,根据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的特点

及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这里把影响农户水土保持

行为的因素分为 7 大类 :农户兼业行为、传统生产习

惯、农业经营规模、农业劳动力状况、水土流失现状、

家庭经济条件和区位条件。为了进一步研究各相关

因素对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 ,这里对驱

动因素建立细化量化的评价指标 (见表 2) 。

图 1 　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示意图

2 . 3 　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相关度检验

为得到自变量与农户水土保持投资之间相关性

程度 ,并且消除自变量之间相关干扰 ,用 SPSS 软件

的 Correlate 命令调用 Partial 过程 ,进行相关性检验。

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2 　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驱动因素指标体系

研究目的 因素分类 指标量化

农
户
水
土
保
持
投
资
行
为
驱
动
因
素

农户兼业经济行为
农户兼业人口比例
非农收入比例

传统生产习惯 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

农业经营规模
农户经营土地面积
农业劳动时间比例
家庭农业收入

农业劳动力状况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
最高受教育水平

家庭规模及经济
条件

农户人均收入
家庭总人口

水土流失现状
农户水土流失影响面积
农户水土流失减产损失

区位条件 与城市的距离

表 3 　余江县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与影响因素相关度检验 ①

影响因素指标 相关系数 Sig. (2tail)
相关检
测结论

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 　0. 661 3 0. 000 显著

农业劳动时间比例 　0. 282 7 0. 004 显著

农户兼业人口比例 - 0. 201 8 0. 040 　较显著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 　0. 314 6 0. 001 显著

最高受教育水平 - 0. 218 0 0. 025 显著

家庭总人口 　0. 294 2 0. 002 显著

与城市的距离 　0. 258 0 0. 008 显著

农户经营土地面积 　0. 512 6 0. 000 显著

家庭农业收入 　0. 427 0 0. 000 显著

非农收入比例 - 0. 493 2 0. 000 显著

农户人均收入 - 0. 027 0 0. 392 相关②

农户水土流失影响面积 　0. 456 9 0. 000 显著

农户水土流失减产损失 　0. 269 8 0. 006 显著

　　注 : ①检测方法为 Pearson ; ②与兼业行为存在相关性。

(1) 农户农业经营规模与从事农业劳动时间。

调查中发现 ,农民普遍认为土地零碎 ,地块过多给经

营管理带来很多麻烦 ,从而增加了农业劳动时间和投

入成本 ,因此 ,农民在零散的地块上不愿进行过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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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而一些种田大户对水土保持表现极大的积极

性。另外 ,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越多 ,其水土保

持的投资就越多。经营土地面积与从事农业生产的

时间对水土保持投资都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

(2) 农户兼业行为。农业收益相对较低和农民

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收入的增加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

依赖性。兼业化水平高的农户种田只是为了满足家

庭的食物需求。劳动力过度向非农部门转移 ,导致农

业劳动力不足 ;另外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劳动力大多为

青壮年 ,而水土保持工作正需要大量体力劳动。因

此 ,高度的兼业化使水土保持投入急剧减少。相关性

分析也表明农户的非农收入比例与兼业人口比例对

水土保持投资呈较强的负相关。

(3) 水土流失现状。水土流失越严重的地区 ,农

作物减产给农户带来的影响越大 ,农户对水土流失危

害的认识就越深刻。收益上的差异刺激了农户水土

保持投资的热情。

(4) 交通条件。交通越便利的地区 ,非农就业机

会越多 ,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就越低。大塘村离城市

很近 ,水土保持的投资也越少。相关性检验中距中心

城市距离与农户水土保持投资正相关。

3 　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模型的构建
与运行结果分析

　　农户水土保持投资决策行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 ,为定量评价不同因素对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

为的影响 ,以及这些因素在不同区域作用的差异性 ,

这里构建了数量经济分析模型。

模型的因变量确定为农户水土保持投入额 I。根

据相关性分析结论 ,选取回归方程自变量 :非农收入

占总收入的比重 N r ; 一年内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

Ft ;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 S a ;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口 Fq ;水土流失引起的减产损失 R l ;人均收入 A i ;与

城市的距离 D。

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

洪湖镇 : I = 64 . 519 - 46 . 506 N r + 6 . 120 Ft +

6 . 397 Fq + 2 . 536 S a + 0 . 295 R l - 0 . 0029 A i

( R2 = 0 . 689 , F = 10 . 318)

平定镇 : I = 34 . 282 - 27 . 547 N r + 7 . 690 Ft +

2 . 923 Fq + 2 . 461 S a + 0 . 393 R l - 0 . 00395 A i

( R2 = 0 . 867 , F = 31 . 470)

杨溪镇 : I = 29 . 019 - 26 . 622 N r + 5 . 889 Ft +

3 . 965 Fq + 0 . 280 S a + 0 . 510 R l - 0 . 00251 A i

( R2 = 0 . 843 , F = 24 . 104)

余江总样本 :

I = 5 . 996 - 38 . 761 N r + 6 . 916 Ft + 5 . 789 Fq +

2 . 362 S a + 0 . 364 R l - 0 . 00255 A i + 2 . 592 D

( R2 = 0 . 818 , F = 62 . 443)

以上方程拟合优度检验 R2 ,总体线性显著性检

验 F以及回归系数 t 检验都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

(1) 各模型中农户的非农收入比重 N r 都与水土

保持投入 I 呈负相关关系 ,而且回归方程系数绝对值

很大。这说明农户非农收入比重的增长会引起农户水

土保持投资的急剧衰减 ,其间存在某种放大效应。

(2) 农户经营土地面积与从事农业生产时间都

与 I 呈正相关关系。平定乡土地面积最多 ,农业生产

的投入也越多 ;洪湖乡官方村土地面积最少 ,但由于

其离城市最远 ,较少的兼业机会使他们对土地的依赖

性较强 ,因而他们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最多 ,水土

保持投资相应增加。

(3) 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越多 ,农户对农业

的依赖性就越强 ,因此他们对水土流失的刺激反映较

强烈。另外他们也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水土保持投

入。模型中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 Fq 与 I 呈正相

关关系。

(4) 水土流失引起的减产损失越高 ,农户越重视

对水土保持的投入。由于直接受水土流失影响的主要

是种植业 ,因而家庭种植业收入比重越高的地区 ,农

户水土保持的投入就越多。样本中平定乡刘家村和洪

桥村种植业收入比重最高 , 为 61 . 21 % , 他们对水土

保持的积极性比较高。

(5) 现阶段 ,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部分 , 主要用

于子女教育费用和生活开支 ,而用于投入到农业生产

中的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户进行扩大

农业生产规模的投资。另外 ,较高的人均收入往往是

农民从事了非农生产活动的结果。因此 ,较高的人均

收入不仅没有提高水土保持投资 ,反而可能会促进农

业生产投资向非农业生产投资的转移。

4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农户水土保持投资决策

行为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农户非农收入比例、从

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农业土地经营面积、家庭从事农

业生产的人口数量、水土流失引起的减产损失、人均

收入和与城市距离。农户非农收入的小幅增加也能

导致其对水土保持投资积极性的大幅衰减。另外 ,农

户人均收入还不能完全反映农户水土保持投资的能

力。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农户储蓄行为的特点。据此 ,

为提高农户水土保持行为的积极性 ,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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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进非农经济发展 ,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 ,

从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农村土地的

合并 ,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2)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稳定土地产

权 ,鼓励和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承包权的流转 ,建立农

村土地流转中介机构 ,降低土地流转交易成本 ,促进

农地集中和规模经营 ,提高农户水保投入的积极性。

(3) 适当延长土地使用期。土地的承包期过短

增加了土地资源的外部性 ,影响农户治理的积极性。

调查中当问及更长的土地使用期是否会促进他们对

水土保持的投入时 ,57. 3 %的农户完全同意 ,14. 8 %

的农户不完全同意 ,8. 7 %的农户认为没影响 ,1. 0 %

的农户不完全否认 ,完全否认的农户只有 10. 7 % ,另

有 3. 9 %的农户回答不知道。

(4)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步伐。积极发展“公

司 + 基地 + 农户”的水土保持发展模式[11 ] ,推进农业

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专门化发展。水土保持工作

需要有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条件 ,而该种运行模式将使

农业企业更有能力集中进行区域水土保持工作 ,并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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