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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崔新蕾，蔡银莺，张安录
（华中农业大学 土地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利用对武汉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以农户“是否愿意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来衡量农户参与保

护农田生态环境意愿的指标，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１）愿意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农户具有以下特征：女性居多，家庭农业收入比例较高，家庭 人 口 数

较少，农田质量高，灌溉设施好，区位条件优，对 环 境 关 注 程 度 高，认 为 施 用 化 肥 对 环 境 造 成 危 害 和 迫 切 希

望尽快治理环境。（２）农户参与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与性别、农业收入比例、环境满意度呈显 著 正 相

关，与家庭人口数、灌溉条件、土地区位、施用化肥状况对环境有害认知呈显著负相关。提出加大农田生态

环境的宣传力度，开 展 农 田 整 治 工 作 和 改 善 农 田 生 态 环 境 等 措 施，增 强 农 户 参 与 保 护 农 田 生 态 环 境 的

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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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生产和消费化肥农药的大

国之一，化肥和农药的过量及不当使用已成为农田生

态环境污染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化肥使用导致土壤

大幅度板结，肥力下降；农药使用造成农产品中农药

残留，导致蔬菜、粮食及畜禽产品污染，最终使人类健

康遭受危害。化肥农药施用后的流失，不仅威胁居民



的饮用水安全，还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破坏周围农田

生态环境。据对２３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０
年我国共发 生 农 业 环 境 污 染 事 故８９１起，污 染 农 田

４×１０４　ｈｍ２，造成农畜 产 品 损 失 近２．５×１０４　ｔ，直 接

经济损失达２．２×１０８元［１］。尤其是农田环境污染在

不断加剧，据报道，全国污染农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１／６，农田中有 机 农 药 残 留 量 高 达５０％～６０％，每 年

因农田污染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约达４×１０１０　ｋｇ［２］。
随着工业化和集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应对措施的

缺乏，中国农田污染正在加剧［３］。
不同区域农田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有农业面源

污染、土壤沙化、水土流失、干旱缺水、耕地质量下降

等问题［４－６］。针对农田生态环境存在 的 问 题，王 瑞 玲

等［７］研究认为农田生态环境的治理不应忽视污染前

的预防、预测和预警工作，并构建了农田生态环境质

量预警体系；鲁向晖等［８］根据保护性耕作在我国的实

施情况并结合国外已有研究结果，提出保护性耕作技

术是保护农田生态环境而需要采取主要措施；夏玉红

等［９］对在农田中使用地膜、化肥、农药等造成的污染

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建立农田环境监测、提供环

保技术指导、制定环境修复规划和加强农田环境管理

措施等对策。本文研究区域中农田生态环境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由于过量或不当使用化肥和农药造成的

农业面源污染。国内学者针对不同研究区域中化肥

农药施用引起的农业面源污染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

发达国家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上采取的策略和治理经

验的研究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农田生态环境中存在的

问题，分析了其污染的原因、特征，并提出了防治措施

等［１０－１３］。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农田环境污染的防治是近几

年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侧

面作了有益的探讨。由于我国农业规模化生产程度

较低，专业化服务不足，农户依然是粮食作物的主要

生产者和化肥农药的主要施用者，在对农田面源污染

的防治过程中，农户是最主要的参与者。目前农田生

态环境受到 的 污 染 主 要 来 自 农 民 过 量 使 用 化 肥、农

药、地膜等化学产品，农户是农田环境污染的主要制

造者，也是农田环境污染的主要受害者。土壤板结、
农田肥力下降和有毒物质残留在农田中，造成农户投

入农田的劳动力和化肥农药的投入量逐年增加，形成

恶性循环的现象，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意愿的

高低直接关系到农田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因此，农
户是否愿意不施用化肥农药，也就成为衡量农户是否

愿意参与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所以，本文

通过调查农户“是否愿意不施用化肥农药”，反映其参

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这也是一个容易被农户

理解并做出实际行动保护环境的措施，较好地解决了

农户在调查时有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意愿，但实际

实施中却没有指标衡量的困难。本文利用武汉市周

边农村的实地调查数据，以农户的视角分析其参与保

护周围农田生态环境愿意，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离散选择模

型对影响农户意愿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为政府改善

农田生态环境提供相应的实证支持。

１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武汉市位于 江 汉 平 原 东 部，地 处 东 经１１３°４１′—

１１５°０５′，北纬２９°５８′—３１°２２′，境内中间低平，南北垄

岗、丘陵环抱，北部低山耸立，形成以耕地、水域和林

地为主的农地利用格局。根据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

全市现有耕地３２１　５７９．３２ｈｍ２，园地８　２８１．６２ｈｍ２，

林地９７　５５８．７６ｈｍ２，草地３　８３６．３９ｈｍ２，农用地主要

分布在江夏区、蔡甸区、黄陂区和新洲区，其它区域农

田分布较少。２００９年武汉市农药使用量为９　１６５ｔ，

农用化肥施用量为１６２　５５１ｔ，其中氮肥６４　００３ｔ，磷

肥２７　１４６ｔ，钾肥１８　６１３ｔ，复合肥５２　７８９ｔ。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

的抽样单位是武汉市郊区的永安镇、玉贤镇和纸坊街

道等１３个乡镇３８个村，包括近郊区、远郊区和典型

农村。第二阶段采取立意抽样方法，通过调查员的判

断选择调查对象。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为主，调查时间

为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６日。本次调查共发放１９０份问

卷，有效回收问卷１８３份，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

１．３　样本特征

受访者样本特征呈明显的正态分布，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受访者中男性的比例相对偏高，这与调查对

象定位（户主）及武汉农村中男性普遍为家庭中具有

“决策权”的户主是一致的；被调查者年龄涵盖２０岁

以上的所有年龄段，年龄结构偏向于中老年，青年人

数较少，说明当前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中老年

人；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偏低，主要以小学和初中文化

为主；受访者的农业种植经验呈现明显的正态分布规

律，以２０～２９ａ的生产经验为主，占样本的３３．８８％，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受访者的人均土地面积多集中在

０．１３～０．２０ｈｍ２，土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小；在受访的

农户家庭中，有９０％以上的家庭有非农收入，并且多

数农户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较高；家庭规

模以３～４人居多，占７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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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描述性统计分析

２．１　受访者个人特征与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意愿的情况

由表１可知，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参与愿意来

看，男性不愿意保护农田环境的意愿明显高于女性；

在４０～４９岁年龄段的农户不愿意参与的意愿最高，

５０～５９岁年龄段的农户愿意参与的意愿最高；除 小

学文化程度外，其它文化程度的农户不愿意比例均高

于愿意的比例；农户个人特征中的农业生产经验在是

否愿意保护农田生态环境上没有明显的差别。

表１　受访者个人特征以及农户参与

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比例

农户个人

特 征
特征描述

不愿意

频数／人 比例／％

愿意

频数／人 比例／％

性 别
男 ４０　 ７１．４３　 ７３　 ５７．４８
女 １６　 ２８．５７　 ５４　 ４２．５２

２０～２９岁 ０　 ０．００　 １　 ０．７９
３０～３９岁 ４　 ７．１４　 １３　 １０．２４

年龄 ４０～４９岁 １９　 ３３．９３　 ３２　 ２５．２０
５０～５９岁 １２　 ２１．４３　 ５０　 ３９．３７
６０岁以上 ２１　 ３７．５０　 ３１　 ２４．４１
未受教育 ６　 １０．７１　 １１　 ８．６６

小 学 ２１　 ３７．５０　 ５３　 ４１．７３
文化程度 初 中 ２４　 ４２．８６　 ５１　 ４０．１６

高 中 ５　 ８．９３　 １１　 ８．６６
大专以上 ０　 ０．００　 １　 ０．７９
１０ａ以下 ２　 ３．５７　 １　 ０．７９
１０～１９ａ ５　 ８．９３　 １５　 １１．８１

农业生产

经 验

２０～２９ａ １６　 ２８．５７　 ４６　 ３６．２２
３０～３９ａ １２　 ２１．４３　 ２９　 ２２．８３
４０～４９ａ １５　 ２６．７９　 ２９　 ２２．８３
５０ａ以上 ６　 １０．７１　 ７　 ５．５１

２．２　受访者家庭特征与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意愿的情况

由表２可知，愿意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农户中，
其家庭的农业收入大于４０％的比例要高于不愿意保

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农户；而不愿意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的农户中，其家庭人口数明显高于愿意保护农田生态

环境的农户家庭人口数。

２．３　地块特征与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意愿的

情况

由表３可知，农户拥有的土地属于高产农田，灌

溉条件很好，并且位于城市近郊，参与保护农田生态

环境的意愿明显高于不愿意参与保护的意愿；农户拥

有的土地属于低产农田，灌溉条件很差，且位于典型

农村，不愿意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要高于愿

意参与的比例。

表２　受访者家庭特征以及农户参与

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比例

家庭

特征
描述

不愿意

频数／人 比例／％

愿意

频数／人 比例／％

＜２０％ １８　 ３２．１４　 ２５　 １９．６９

２０％～３０％ ８　 １４．２９　 ９　 ７．０９

３０％～４０％ ４　 ７．１４　 ４　 ３．１５

４０％～５０％ ３　 ５．３６　 ８　 ６．３０
农业收

入比例
５０％～６０％ ２　 ３．５７　 １５　 １１．８１

６０％～７０％ ３　 ５．３６　 １１　 ８．６６

７０％～８０％ １１　 １９．６４　 ２６　 ２０．４７

８０％～９０％ ６　 １０．７１　 ２０　 １５．７５

９０％～１００％ １　 １．７９　 ９　 ７．０９

２人 ２　 ３．５７　 １５　 １１．８１
家庭人

口数

３人 １６　 ２８．５７　 ３１　 ２４．４１

４人 ２６　 ４６．４３　 ６１　 ４８．０３

≥５人 １２　 ２１．４３　 ２０　 １５．７５

表３　地块特征与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比例

地块

特征
描述

不愿意

频数／人 比例／％

愿意

频数／人 比例／％

土地

质量

高产 ６　 １０．７１　 ２３　 １８．１１
中产 ４４　 ７８．５７　 ９２　 ７２．４４
低产 ６　 １０．７１　 １２　 ９．４５

灌溉

条件

很好 ３　 ５．３６　 ９　 ７．０９
较好 １７　 ３０．３６　 ３６　 ２８．３５
一般 １８　 ３２．１４　 ５７　 ４４．８８
很差 １８　 ３２．１４　 ２５　 １９．６９

土地

区位

城市近郊农村 ９　 １６．０７　 ３７　 ２９．１３

城市远郊农村 ４０　 ７１．４３　 ８４　 ６６．１４
典型农村　　 ７　 １２．５０　 ６　 ４．７２

２．４　对周围环境认知状况与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

环境意愿的情况

由表４可知，愿意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农户，其

对环境关注状况“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比例要

高于不愿意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农户；而不愿意保护

农田生态环境的农户，对周围环境的满意度要高于愿

意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农户；农户认为施用化肥和农

药对环境有 害 时，其 保 护 农 田 生 态 环 境 的 意 愿 就 较

高，当不清楚施用化肥和农药是否对环境有害时，其

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就较低；农户认为现在治理

环境“非常紧迫”和“紧迫”时，其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

境的生态意愿明显高于不愿意参与的比例；而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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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关系及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在是否愿意保护

农田生态环境上没有明显的差别。

表４　受访者对环境的认知以及农户参与

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情况

家庭特征 描 述
不愿意

频数／人 比例／％

愿意

频数／人 比例／％

对环境关注

程度

非常关注 ２　 ３．５７　 １１　 ８．６６
比较关注 ９　 １６．０７　 ２４　 １８．９０
偶尔关注 １５　 ２６．７９　 ２２　 １７．３２
很少关注 ３０　 ５３．５７　 ７０　 ５５．１２

对周围环境

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３　 ５．３６　 ８　 ６．３０
比较满意 １７　 ３０．３６　 ２３　 １８．１１

满 意 ３２　 ５７．１４　 ６３　 ４９．６１
不满意 ３　 ５．３６　 ３２　 ２５．２０

很不满意 １　 １．７９　 １　 ０．７９
施化肥是否

对环境有害

是 ３３　 ５８．９３　 ９４　 ７４．０２
否 １０　 １７．８６　 ２４　 １８．９０

不清楚 １３　 ２３．２１　 ９　 ７．０９
施农药是否

对环境有害

是 ４８　 ８５．７１　 １１２　 ８８．１９
否 ６　 １０．７１　 １４　 １１．０２

不清楚 ２　 ３．５７　 １　 ０．７９

是否有必要

治理环境

非常紧迫 １　 １．７９　 １２　 ９．４５
紧 迫 ７　 １２．５０　 ２４　 １８．９０
尚 可 ３５　 ６２．５０　 ６０　 ４７．２４

不紧迫 １３　 ２３．２１　 ３１　 ２４．４１

环境和个人

的关系

没关系　 １４　 ２５．００　 ３７　 ２９．１３
影响不大 ２１　 ３７．５０　 ３５　 ２７．５６
有影响　 ６　 １０．７１　 １２　 ９．４５
很有影响 １５　 ２６．７９　 ４３　 ３３．８６

解决环境

问题的手段

行政命令 １４　 ２５．００　 １１　 ８．６６
法律法规 １５　 ２６．７９　 ５８　 ４５．６７
经济补偿 ２７　 ４８．２１　 ５８　 ４５．６７

通过以上综合分析比较，相对于不愿意参与保护

农田生态环境的农户来说，愿意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

境的农户具有女性居多、家庭农业收入比例较高、家

庭人口数较 少、农 田 质 量 高、灌 溉 设 施 好、区 位 条 件

优、对环境关注程度高、认为施用化肥农药对环境造

成危害和迫切希望尽快治理环境等特征。

３　实证研究

３．１　模型的选择

本文使用二 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 步 回 归 模 型 分 析 影 响

农户参与 保 护 农 田 生 态 环 境 意 愿 的 相 关 因 素。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是一种对二分类因变量（因变量取值

有１或０两种可能）进行回归分析时经常采用的非线

性分类统计方法［１１］，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没有关于变量

分布的假设条件，也不需要假设它们之间存在多元正

态分布，最终以事件发生概率的形式提供结果［１４］。

根据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建模的要求，设Ｘ１，Ｘ２，Ｘ３…
是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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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Ｐ／（１－Ｐ）〕，即 对Ｐ
作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变换，记ｌｏｇｉｔ（Ｐ）为：

ｌｎ Ｐ
１－Ｐ＝ａ＋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

…＋βｉｘｉ＋μ （１）

　Ｐ＝
ｅｘｐ（α＋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βｉｘｉ）
１＋ｅｘｐ（α＋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βｉｘｉ）

（２）

式 中：Ｐ———农 户 参 与 保 护 农 田 生 态 环 境 愿 意 的 概

率；α———常数项；ｘｉ———影 响 农 户 参 与 保 护 农 田 生

态环境意愿的相关因素；βｉ———变量ｘｉ 的回归系数；

μ———随机误差。

３．２　变量的设定

本研究将农户是否参加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

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假设农户是否参与的意愿受到

农户个人 特 征（性 别、年 龄、文 化 程 度、农 业 生 产 经

验）、家庭特征（农业收入比例、家庭人口）、地块特征

（土地质量、灌溉条件、土地区位）和对环境认知（环境

关注程度、环境满意程度等）４组因素的影响，各因素

在模型中的含义见表５。

３．３　回归结果

运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 计 软 件 包 中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的逐步向后回归方法，对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意愿的相关因素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处理，判断概率设

为０．１，农 户 参 与 保 护 农 田 生 态 环 境 意 愿 模 型 的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拟 合 优 度 指 标 值 为１６．８０５，自

由度为８，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３２，以上数据表明统计均

不显著，没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因变量的观测值与模型

预测值不存在差异的零假设，说明在可接受的水平上

模型的估计拟合了数据，模型预测准确率是７６．５％。
模型的回归 结 果 及 检 验 结 果 见 表６。相 关 系 数 矩 阵

（未列出）中的元素值显示，各变量之间无高度的相关

性，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以上统计检验结果表

明，回归模型拟合度良好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回归

结果可信。

３．４　结果分析

（１）从受访者个人特征来看，性别对农户参与农

田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有正向影响作用，通过了５％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女
性更倾向于保护农田环境，这主要由于女性对家庭生

活的关注程度较高，若周围农田环境受到污染，必然危

害到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从保护自己和家人角度，
女性更愿意参与到保护农田环境中来。但是受访者的

年龄、文化程度和农业生产经验对农户参与保护农田

生态环境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超出了笔者的预期。

８２１ 　　　　　　　　　　　　 　　　　　　水土保持通报　　　　　　　　　　　　　　　　　　　　　第３１卷



表５　相关自变量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性 别 男＝１，女＝２　 １．３８　 ０．４８７

农户个人

特征

年 龄 ２０～２９岁＝１，３０～３９岁＝２，４０～４９岁＝３，５０～５９岁＝４，６０岁以上＝５　 ３．８０　 ０．９７５

文化程度 未受教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４，大专以上＝５　 ２．５１　 ０．８０４

农业生产经验
１０ａ以下＝１，１０～１９ａ＝２，２０～２９ａ＝３，３０～３９ａ＝４，
４０～４９ａ＝５，５０ａ以上＝６

３．７８　 １．１８６

农户家庭

特征

农业收入比例
＜２０％＝１，２０～３０％＝２，３０～４０％＝３，４０～５０％＝４，５０～６０％＝５，
６０～７０％＝６，７０～８０％＝７，８０～９０％＝８，９０～１００％＝９

４．７６　 ２．８０２

家庭人口 ２人＝１，３人＝２，４人＝３，≥５人＝４　 ３．７３　 ０．８５８
土地质量状况 高产＝１，中产＝２，低产＝３　 １．９４　 ０．５０５

地块特征 灌溉条件 很好＝１，较好＝２，一般＝３，很差＝４　 ２．８１　 ０．８７０
土地区位 城市近郊农村＝１，城市远郊农村＝２，典型农村＝３　 １．８２　 ０．５４０
环境关注度 非常关注＝１，比较关注＝２，偶尔关注＝３，很少关注＝４　 ３．２２　 ０．９８３
环境满意度 非常满意＝１，比较满意＝２，满意＝３，不满意＝４，很不满意＝５　 ２．８７　 ０．８２６
化肥施用是否对环境有害 是＝１，否＝２，不清楚＝３　 １．４３　 ０．６９８

对环境

的认识

农药施用是否对环境有害 是＝１，否＝２，不清楚＝３　 １．１４　 ０．３９４
环境是否有必要治理 非常紧迫＝１，紧迫＝２，尚可＝３，不紧迫＝４　 ２．９３　 ０．８３２
环境和个人的关系 没关系＝１，影响不大＝２，有影响＝３，很有影响＝４　 ２．４５　 １．２０３
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 １＝行政命令，２＝法律法规，３＝经济补偿 ２．３３　 ０．７０４

表６　模型回归的结果

变 量　　　 系数 标准误差 Ｗａｌｄ检验 自由度 显著性 发生比率

性 别 ０．８１３　 ０．３８７　 ４．４０７　 １　 ０．０３６　 ２．２５４
农业收入比例 ０．１４６　 ０．０６６　 ４．８７２　 １　 ０．０２７　 １．１５８
家庭人口数 －０．３６１　 ０．２１７　 ２．７６７　 １　 ０．０９６　 ０．６９７
灌溉条件 －０．３６３　 ０．２１５　 ２．８３３　 １　 ０．０９２　 ０．６９６
土地区位 －０．６１１　 ０．３６２　 ２．８５２　 １　 ０．０９１　 ０．５４３
环境满意度 ０．４９９　 ０．２２２　 ５．０７５　 １　 ０．０２４　 １．６４８
化肥施用是否对环境有害 －０．５９５　 ０．２４２　 ６．０６８　 １　 ０．０１４　 ０．５５１
常 量 ２．０６３　 １．４７５　 １．９５５　 １　 ０．１６２　 ７．８６７

　　（２）从农户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农业收入比例与

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有正向影响，家庭

人口数和农户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呈负向作用，
分别通过了５％和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其

它条件不改变的情况下，家庭 农 业 收 入 比 例 越 高，农

户参加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就越强，或家庭人口

数越多，农户参加保护农田生 态 环 境 的 意 愿 就 越 弱。
这可能因为，家庭农业收入占 总 收 入 比 例 较 高 时，对

农田产出效益的关注程度就相对较高，当农田生态环

境较好时，农户投入到农田中的化肥农药就会相对减

少，农产品的产出效益会增加，农 户 就 更 愿 意 参 与 到

保护农田生态环境中来。根据 调 查 所 获 得 的 数 据 显

示，家庭中拥有的劳动力人口数平均是２．３５人，当家

庭人口数多时，其被抚养和需要赡养的人口数比例将

会增加，家庭的生活负担相对 较 重，参 与 保 护 农 田 生

态环境需要投入一定的经济成本或人工成本，致使家

庭人口数多的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 环 境 的 意 愿 相

对较低。
（３）从地块特征来看，灌溉条件和土地区位对农

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有较显著的影响，通
过了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存在负相关关系；土

地质量对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意 愿 的 影 响 较

弱，尚未达到显著水 平。在 其 它 条 件 不 变 的 状 况 下，
农田灌溉条件越好，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

愿越低。这可能因为，调查区域中农户普遍的种植制

度是早稻—晚稻 或 油 菜—中 稻，灌 溉 条 件 好 的 农 田，
其农作物的产量高，对于周围农田生态环境给家庭带

来的效应感觉不明显，所以参与保护的意愿不高。在

其它条件不变的状况下，土地 离 城 市 越 近，农 户 参 与

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越低。这可能因为，调查中

农田位于城市近郊区时，农户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的

比例较大，农户为提高作物产 量 和 加 快 其 生 长 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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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农田中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比城市 远 郊 区 和 典 型

农村中种植粮食作物的投入量多，城市近郊区农户不

施用化肥农药的损失成本要远远高于其它区域农户，
致使其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低于其它区域。

（４）从农户对周围环境认知来看，环境满意度对

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有正相关关系，在

５％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对 施 用 化 肥 是 否 有 害

的认识对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的 意 愿 有 负 相

关关系，在１０％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它对环

境认知的因素对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 态 环 境 的 意 愿

影响较弱，没有通过设定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在其

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周围 环 境 不 满 意，认 为 化 肥

施用对周围农田有害时，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的意愿越高。当农户认为周围 的 生 态 环 境 不 能 满 足

自己的生活需要，其参与保护 的 意 愿 就 更 强 烈，对 于

认为施用化肥对农田有害通过了显著性的检验，作者

认为，由于被调查者拥有较高的农业生 产 经 验（均 值

达到３．７８），认为过去施用农家肥等生物肥料对农田

地力恢复的效果较好，而现在施用化学肥料对土壤造

成板结，每年投入农田的化肥 量 逐 年 增 加，所 以 农 户

愿意不施用化肥，参与到保护农田生态环境中。

４　结 论

本文使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采用调研获取

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参与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的意

愿。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受

其性别、家庭农业收入比例、家庭人口数、农田灌溉条

件、土地区位、对周围环境的满意程度、认为施用化肥

是否对农田有害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影响的方向

和程度有所差异。具 体 而 言，性 别、家 庭 农 业 收 入 和

对周围环境的满意程度与农户保护农 田 生 态 环 境 的

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家庭人口数、农田灌溉条件、土地

区位和认为施用化肥是否对农田环境 有 害 对 农 户 保

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 结 果，为 改 善 农 田 生 态 环 境，提 高

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应重点加强以下

几个方面的工作：（１）要加大农田生态环境重要性的

宣传力度，针对不同经济特征的农户有侧重地进行推

广宣传，使农户认识到施用化 肥 农 药 的 害 处，这 是 提

高农 户 参 与 保 护 农 田 生 态 环 境 意 愿 的 根 本 途 径；
（２）加快开展农田整治工作，对田、水、路、林、村等进

行综合整治，改善农田灌溉条 件 和 耕 作 质 量，这 是 增

强农 户 参 与 保 护 农 田 生 态 环 境 意 愿 的 有 效 途 径；
（３）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高农户对周围环境的满意

程度，可促进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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