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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以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为例

殷小菲，刘友兆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目的］从农户行为的微观角度出发，就当前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现状、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与研究，旨在寻求优化和完善耕地质量保护的对策。［方法］选取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作为具 体 实

证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压 力—状 态—响 应”框 架 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 模 型。［结 果］农 户

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行为存在一定的差 异。有 些 农 户 积 极 主 动 响 应，有 些 只 是 被 动 响 应。农 户 参 与 耕 地

质量保护行为的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处理模型的整体 拟 合 效 果 良 好，回 归 结 果 可 信 度 较 高。［结 论］丹 徒 区

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积极性不高，农户的 年 龄、化 肥 的 使 用 情 况，农 户 对 耕 地 质 量 保 护 重 要 性 和 前 景

的判断这４个因素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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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ｙ

　　耕地作为一种稀缺的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

定［１］。中国的耕地保护从根本上说应是耕地生产能

力的保护，其内涵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耕地数

量保护是关键，耕地质量保护是核心［２］。自从国土资

源部在全国开展了“保红线保增长”行动后，耕地保护

更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３］。通过对国内有关耕地

保护文献的回顾、分析，发现国内学者已在理论方法、

产权结构、操作体系、运行机制和政策措施等方面对

其进行了研究和实践运用，初步形成了适应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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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耕地保护学说。
农户作为耕地使用权的所有者，是最基本的农村

微观经 济 单 位，必 然 在 耕 地 保 护 中 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４］。尤其在耕地质量的保护上，农户更是关键性因

素，其行为直接决定耕地能否合理利用［５］。当前对农

户行为的深入研究己成为国内新兴研究领域，中国的

农户行为既有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所谓

的在特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对市场信息反应灵敏，理
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６］。同时也符合以恰亚诺

夫为代表的组织学派所提出的保持自身消费的满足

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平衡，即不考虑家庭收入及利

润，只追 求 家 庭 效 用 最 大 化［７］。就 如 陈 海 燕 所 提 出

的，在保护优 质 耕 地 这 一 世 界 各 国 共 同 目 标 的 前 提

下，片面强调耕地数量的“占补平衡”是不科学的。只

有调动农户自身的积极性，才能从根本上保住耕地。
但国内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于耕地数量的现状、保
护的对策与建议、法律与规范以及监督管理等制度层

面。很少有人深入到耕地质量保护管理的实践中进

行系统研究并形成可具操作性的措施，涉及农户耕地

质量保护行为的分析较之更少［８］。因此，制定一套科

学合理的保护耕地质量的政策，离不开对农户参与耕

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准确定位［９］。
本研究旨在前人的基础上，立足于耕地质量保护

的内涵，从农户行为角度出发，对镇江市丹徒区农户

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现状的进行调查［１０］。从而分

析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影响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

护行为的种种因素，并探索对策建议来激发农户参与

耕地质量保护的积极性。随着耕地质量保护的愈发

重要，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研究农户参与耕地质量

保护行为将显得越来越迫切，这对中国耕地质量保护

制度政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

义和现实的实践参考价值。

１　研究理论基础

１．１　相关概念的确定

１．１．１　农户行为　农户作为农村经济的微观组织，
既是耕地利用的基本单位，又是耕地保护的重要承担

者［１１］。他们在农业投人与产出所做出的任何反应或

决策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其经营利益的最

大化目标。因此，所谓的农户行为，就是在一定的社

会经济环境下，农户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的最大

化而对外部经济信号 做 出 的 反 应 。这 就 说 明，农 户

行为主要指农户的经济行为，由３部分组成：目标、行
为模式和行为后果，其中行为后果处于决定性地位，
它决定了目标及行为模式。

１．１．２　耕地质量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耕地质量定义

的表述是“以一种特定方式影响特定土地可持续利用

的综合土地属性”［１２］。它是由耕地的土壤质量、环境质

量、经济产出效益和监测管理等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

１．２　农户行为与耕地质量的关系

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是其在土地利用中

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对耕地质量保

护采取的一 系 列 选 择 决 策 的 规 律 性 措 施 与 行 动［１３］。
从而满足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对耕地利用产

品质量不断增长的需求。它是特定要素环境下的产

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１．３　相关的理论和模型

１．３．１　理性人假设　它是指在经济决策中，理性人

能够完全了解自己的偏好，他们所采取的任何经济行

为都是力图花费最小的代价而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所谓的“理性人”的假设是对

从事 经 济 社 会 活 动 所 有 人 基 本 特 征 的 一 般 性 概

括［１４］。所以农户 也 是“理 性 人”，他 们 进 行 的 耕 地 质

量保护是出于一定目的和实现某一经济利益而安排

的合理性投入。在激励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时，要
充分考虑到农户的“理性人特征”。

１．３．２　“压力—状态—响应”模型　最初是加拿大统

计学家Ｄａｖｉｄ　Ｊ．Ｒａｐｐｏｒｔ和Ｔｏｎｙ　Ｆｒｉｅｎｄ提出的，后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

展起来 的 用 于 环 境 质 量 评 价 的 一 种 模 型［１４］。通 过

“ＰＳＲ”模型可以在理论上解释大部分农 户 参 与 耕 地

质量保护行为的动机。模型中的压力是指受本身特

征和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促使的农户

耕地利用行为变化；状态表征农户行为引起的特定时

间内耕地质量的变化情况；响应是农户为保护耕地质

量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和行为，以减轻或阻止其造

成的影响和危害。但现实中的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

１．３．３　可持续利用理论　可持续发展就是经济、社

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耕地是一种稀缺性资源，
而我国目前的耕地质量却不断下降，作为耕地的直接

使用者，农户在耕地可持续利用上承担着重要责任，
其行为直接影响耕地质量保护的效果。因此必须要

应用耕地可持续利用理论来研究农户参与耕地质量

保护的行为。

２　丹徒区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调查

结果分析

２．１　研究区域概况

丹徒区位于江苏省西南部，环绕镇江市区，全区

下辖７个镇，２个专业园区，１个新城区，１个省级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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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开发区，土地总面积７４９．７ｋｍ２，占全市土地总 面

积的１９．５％。全 区 地 貌 类 型 多 样，兼 有 平 原、丘 陵、
沿江圩区、洲地。另外，丹徒区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

通也十分方便。长江与京杭运河交汇的黄金水道，沪
宁高速公路、沪宁铁路及３１２国道横贯东西，使之成

为重要的交通枢纽。
丹徒区已利 用 土 地６３０．００ｋｍ２，占 全 区 土 地 总

面积的８４．０４％。但区内所有耕地都属中低产田，其

中中产田占耕地面积８４．５％。由于存在部分贫瘠的

黄土、死黄土、黄白土，导致全区中低产田面积较大；
一些水旱地 的 利 用 目 标 和 方 向 不 明 确，多 数 自 由 种

植、布局紊乱，产出率低；加之农业生产成本高，种粮

经济效益差，局部地区出现抛荒现象，耕地面积逐年

下降；农户的重用轻养，造成耕地质量下降；另外，区

内居民点零乱，占地较大，耕地破碎度比较高，导致耕

地低效率利用。

２．２　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

方法。问卷调查是通过向被调查人员发放问卷，向其

征询相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从而间接获取所需资料

和信息的一种方法。个案访谈是通过向同类社会现

象中的某一实例进行详细考察的方法，本文主要是在

具有相似家庭特征的农户中选取一位进行访谈以获

取所需信息。

２．３　被调查农户情况

本次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２月，根据７个镇的经

济发展水平和耕地利用情况，以调查对象均匀分布和

具有典型代表性为目的，分别选取了高桥镇安丰村、
辛丰镇潘家村、谷阳镇下白跑村、上党镇五塘村、高资

镇金家边 村、世 业 镇 常 丰 村 为 调 查 样 本 点，共 发 放

１０５份问卷，每 个 村１５份，收 回 有 效 问 卷９９份。被

调查的农户中 男 性６３人，占６３．６％，女 性３６人，占

３６．４％，其 中 中 老 年 农 户 居 多，有８８人，占８８．９％，
这部分人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有的老年人只能靠种植

农作物为生。

２．４　调查结果分析

２．４．１　农户及家庭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的农户中，
有接近４０％的人是兼业，在家务农的都是中老年人。
仅有１７．１７％的农户家庭收入主要依靠种地，家庭年

纯收入小于５　０００元；其他的依靠外出打工或从事其

他非农经营，他们对耕地的依赖程度较低，种地的年

收入在家庭年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甚微。所调查区域

耕地总体质量水平一般，大多为中低产田。有１０．１％
的农户存在撂荒行为，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成本的增

加以及外出打工收入高，再加之耕地地块小，破碎度

高，质量较差，个别农户将耕地种植双季变为单季，有
的只是象征性地种些树木，避免杂草丛生。有８位农

户实行了耕地流转，其中５位都是和本村其他农户对

各自所承包经营的土地进行简单的交换，可以让自己

所耕种的土地集中成片，方便经营，利于产量的提高；
另外３位是将土地经营权出租给了从事非农业生产

的大户（表１）。

表１　镇江市丹徒区被调查农户的基本特征

项目 变 量　 人数 百分比／％ 项 目 变 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性 ６３　 ６３．６４

耕地是否流转
是 ８　 ８．０８

女 性 ３６　 ３６．３６ 否 ９１　 ９１．９２
１５～２９　 ２　 ２．０２ 文盲 １２　 １２．１２
３０～４４　 ９　 ９．０９ 小学 ２７　 ２７．２７

年龄 ４５～５９　 ６６　 ６６．６７ 受教育程度　 初中 ４３　 ４３．４３
６０～７４　 １９　 １９．１９ 高中（技校、中专） １６　 １６．１６
７４及以上 ３　 ３．０３ 大专及以上 １　 １．０１
在家务农 １７　 １７．１７　 ５　０００元以下 １３　 １３．１３
从事非农经营 １１　 １１．１１　 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元 ２１　 ２１．２１

职业 兼 业 ３９　 ３９．３９ 家庭年收入　 １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元 ２３　 ２３．２３
外出打工 ２９　 ２９．２９　 ２０　０００元以上 ４２　 ４２．４２
其 他 ４　 ４．０４

２．４．２　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现状　从农户对耕地

质量变化的关注度来看，其关 注 程 度 普 遍 较 低，只 有

３９．４％的农户对耕地质量比较关注，２２．２％的根本就

不关注，还 有３８．４％的 农 户 持 无 所 谓 的 态 度。面 对

自家耕地质量的总体变化的情况，３７．４％的农户家庭

的耕地质量是下降的，４０％的农户认为自家承包经营

的耕地质量变化不明显，１７％的农户根本就没去关注

过耕地 质 量 的 变 化，他 们 说 不 清 楚，仅 有４％的 农 户

家庭的耕地质量是提高的。在 提 及 耕 地 质 量 保 护 重

要性的时候，５２．３％的 农 户 觉 得 非 常 重 要，２５．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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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认为重要性一 般，没 有 过 分 强 调，２７．３％的 农 户

持有无所谓的态度，而５．４％的农户考虑到自身的利

益，包括耕地质量保护的成本，现 行 的 政 策 以 及 种 粮

的收益等，认为耕地质量保护不重要。绝大多数农户

还是愿意参与耕地保护的，毕竟对他们的粮食产量和

收益呈正相关，有的农户有农 业 保 险，政 府 部 门 也 会

给予一定的补贴，部分地区耕 地 质 量 退 化 严 重，必 须

要进行耕地质量保 护，２７．３％的 农 户 不 愿 意 参 与，他

们需要政府的政策、技术支持 和 资 金 保 障，也 需 要 完

善的农产品信息。

２．４．３　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的认知　由调查结果可

以看出，１３．１３％的农户 认 为 自 己 所 承 包 经 营 的 耕 地

为国家和政府所有；８．１％的农 户 认 为 耕 地 应 该 是 社

会共有 的；仍 有２５．３％的 农 户 觉 得 自 己 不 仅 拥 有 耕

地的使用权，还包括所有权；一 半 的 农 户 认 为 耕 地 不

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其所有权应该属于农村集体所

有，这部分农户对耕地产权的认识相对比较深刻和准

确。在问及“耕地质量保护的主要责任 人 是 谁”这 一

问题时，中 央 政 府 的 投 票 率 达 到２４．２４％，村 委 会 和

农 户 各 占 １５．２％ 和 １８．２％，而 地 方 政 府 高 达

４２．４２％，这些农户 一 致 认 为 地 方 政 府 在 耕 地 质 量 保

护中责任重大。农户自身经营 的 总 目 标 是 在 众 多 条

件的约束下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事农业生产

的农户大都为中老年，他们中有的还存在农地私有制

的观念，对现有的政策法律了 解 不 清；再 加 上 现 今 农

业收入比例下降，农资价格上 涨，农 户 对 地 方 政 府 的

依赖性比较强，导致他们中部分人采取消极的态度和

行为对待耕地质量的保护。根 据 农 户 对 耕 地 质 量 保

护目的的认知，所有人都认为 它 能 增 加 耕 地 产 量，另

外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增加农业收入以

及提高农产品质量方面均占７０％左右。由此可以看

出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的目的认知还是较全面的，实
行耕地质量保护算是有前景的。

２．４．４　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的判断　耕地质量保护

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任务。必 要 的 宣 传 活 动 有 助

于普及耕地质量保护的知识，提高农户参与耕地质量

保护的意识。但就调查区域而言，一半以上的农户都

没关注过当地是否开展过耕地质量保护的宣传活动，

３６．４％的农户没见过此类宣传，仅有５位农户所在的

镇开展过，但次数很少，他们对此的印象一般，有两位

农户已经不记得其中的内容了，可见当地政府的宣传

工作还不到位，没能承担耕地质量保护的责任。这也

影响到农户对耕地质量前景的判断，６３．６％的农户认

为还行，有２５．３％的 农 户 觉 得 其 前 景 不 太 乐 观 或 不

好，他们更多地考虑短期的经 济 收 益，对 自 己 在 耕 地

质量方面的投入得到丰厚的回报没有足够的信心，势
必会采取消极的保护耕地质量的态度，有的甚至于实

施不利于耕地质量保护的短期经济效益行为。
在农用肥施用 方 面，部 分 农 户 存 在 误 区，认 为 施

用 较 多 的 量 可 以 除 却 杂 草 和 虫 害，这 部 分 人 占 到

３１．３％，绝大 多 数 农 户 施 用 肥 料 是 较 科 学 的。对 于

“是否经常调整种植作物种类”这一问题，８１．８％的农

户都没有调整，他们认为使用 化 肥、农 药 可 以 提 高 亩

产，忽视了通过改善耕地自身条件和耕地生态环境条

件等保 护 性 措 施 来 增 加 耕 地 产 量；另 外１８．２％调 整

的农户中，一半的人是为了增加农作物产量，５位农户

是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的，跟风调整的３人，可见意识

到调整种植作物种类能够有助于土壤的改良，间接提

高耕地质量，促进种植物产量的增加的农户较少。

２．４．５　农户 参 与 耕 地 质 量 保 护 的 意 愿　有７８．８％
的农户是愿意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毕竟这有利于增

加作物产量，提高收入水平；另外２１．２％的不愿意参

加的农户中有过半的人认为这对于提 高 家 庭 收 入 没

影响，他们种地只是 为 了 解 决 自 身 吃 饭 问 题，２３．８％
的农户受到农村基础设施差的影响，认为要想改善耕

地质量太难了，１９．０％的 农 户 由 于 没 时 间 和 精 力，也

不愿 改 变 现 有 的 耕 作 方 式 而 不 愿 意 参 加。仅 有

３８．４％的农户是愿意继续种地的，这部分人老年人居

多，他们没有其它生活来源，只能靠种地增加收入，但
受家 庭 农 业 劳 动 力 少 的 制 约，根 本 就 有 心 无 力；

３１．３％的农户是不愿意种地的，这部分人大多为中年

人，仅仅靠经营承包地已不能 获 得 满 意 的 收 入，种 地

收益少、政府补贴低成为他们 外 出 打 工 的 原 因；其 余

３０％的农户觉得种不种地无所谓的，对自己没什么影

响。而这其中的兼业农户则在 农 业 效 率 低 下 的 情 况

下，把农业作为副业，主要精力 和 资 金 用 于 非 农 业 经

营，他们不可能去精耕细作，反 而 会 减 少 对 耕 地 的 投

入，只要每年所经营的耕地能满足自己家庭的口粮即

可（见表２）。

３　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因素分析

３．１　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影响因素理论框架

构建

由上述调查结果分析可知，当前丹徒区农户参与

耕地质量保护的积极性并不高，受家庭特征和其它外

部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行为基 本 处 于 一 种 被 动 状 态。
综合以前学者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结果，农户参与

的耕地质量保护的行为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主要表现

在有些农户积极主动响应保护耕地质量；有些农户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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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动响应，不愿意去保护耕地质量或者保护的积极

性不高。这就表明农户参与耕 地 质 量 的 保 护 意 愿 受

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其中也存在理性和非理

性的因素，所以导致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行为是

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基于以上的影响因 素 和 农 户 参 与 耕 地 质 量 保 护

的特征，构建了基于农户行为的“压力—状态—响应”
框架（如图１所示）。

表２　镇江市丹徒区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意愿情况

项 目　　　　　 变 量　　　　　　　 人 数 百分比／％

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意愿
是 ７８　 ７８．８
否 ２１　 ２１．２
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差 ５　 ２３．８
对提高家庭收入没多大影响 １２　 ５７．１

不愿的参与耕地保护的原因 没时间和精力参与 ４　 １９．０
不愿意改变现有的耕作方式 ０ ０．０
其他 ０ ０．０
解决自家吃饭问题 ５２　 ５２．５
增加家庭收入 １８　 １８．２

种地的主要目的 以种地为生 １５　 １５．２
外出找工作较困难 １１　 １１．１
其他 ０ ０．０
愿意 ３８　 ３８．４

是否愿意继续种地 不愿意 ３１　 ３１．３
无所谓 ３０　 ３０．３
种地收入低 １８　 ５８．１

不愿意种地的原因
政府补贴低或者没补助 ５　 １６．１
缺乏劳动力和技术 ３　 ９．７
发展别的产业会更好 ４　 １２．９

图１　基于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ＰＳＲ”框架

３．２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３．２．１　模型设计　本文将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

意愿作为因变量，即当农户不愿意参与耕地质量保护

取值为“０”，反之取值为“１”，将影响农户参与耕地质量

保护行为的各种内外部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
对于这种二元离散的现象的数量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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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ｃ模型对其进行分析，以便客观地分析影响农户参与

耕地质量保护的各因素的作用方向，更准确地测定其

影响程度。最终归纳为函数形式的实证模型为：农户

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意愿（Ｙ）＝Ｆ（内部影响因素变量，
外部影响因素变量）＝Ｆ（农户及家庭基本特征，农户参

与耕地保护现状，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 的 判 断）＋随

即扰动项。

３．２．２　变量选择　由于研究时间和能力有限，以及

研究资料的获取性难易程度和准确性，将前文“ＰＳＲ”

框架中的所有影响因素作为 因 变 量 的 困 难 较 大。鉴

于此，根据各个因素的重要性 和 易 获 取 性，主 要 选 择

以下变量进行研究，具体特征变量赋值及样本分布情

况见表３。

３．２．３　模型估计　运用统计软件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ｓ　２０对本文所调查的９９份关于农户参与耕地质量

保护行为的 相 关 影 响 因 素 进 行 了 二 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

处理，具 体 分 析 结 果 见 表４。从 模 型 的 运 行 结 果 看，
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良好，回归结果可信度较高。

表３　镇江市丹徒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变量说明及样本分布情况

变量 构成因素 变量名称 取值范围 变量赋值 样本分布比例／％

Ｙ

农户及家庭
基本特征

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 ０～１ 不愿意＝０；愿意＝１　 ２１．２，７８．８
Ｘ１ 性别 １～２ 男＝１；女＝２　 ６３．６，３６．４

Ｘ２ 年龄 １～４
１５～２９岁＝１；３０～４４岁＝２；４５～５９＝３；６０
岁以上＝４

２．０，９．１，６６．７，２２．２

Ｘ３ 受教育程度 １～５
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技校、中专）
＝４；大专及以上＝５

１２．１，２７．３，４３．４，１６．１，１．０

Ｘ４ 职业 １～４
务农＝１；从 事 非 农 经 营＝２；兼 业＝３；外 出 打
工＝４

１７．２，１１．２，３９．４，３３．２

Ｘ５ 农户参与耕地
保护现状

对耕地质量变化的关注度 １～３ 不关注＝１；无所谓＝２；关注＝３　 ２２．２，３８．４，３９．４
Ｘ６ 耕地质量保护的重要性 １～４ 不重要＝１；无所谓＝２；一般＝３；非常重要＝４　 ５．１，２７．３，２５．３，５２．５
Ｘ７

农户对耕地质
量保护的判断

耕地质量保护的前景 １～４ 不好＝１；不乐观＝２；还行＝３；非常好＝４　 ９．１，１６．２，６３．６，１１．１
Ｘ８ 耕地质量保护的宣传 １～２ 没有＝１；较少＝２；很多＝３　 ２８．３，３６．４，３５．３

Ｘ９ 农用肥施用情况 １～４
施用比 重 较 小＝１；施 用 比 重 一 般＝２；施 用 比
重较大＝３

２０．２，４８．５，３１．３

Ｘ１０ 是否愿意继续种地 １～３ 不愿意＝１；无所谓＝２；愿意＝３　 ３１．３，３０．３，３８．４

表４　镇江市丹徒区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估计结果

变 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ｓ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年 龄 －３．１８７　 １．２６２　 ６．３７６　 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１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４３　 １．１６５　 ０．０１５　 １　 ０．９０２　 １．１５３
职 业 １．５０９　 ５．８２２　 ０．０６７　 １　 ０．７９５　 ４．５２４
对耕地质量变化的关注度 ０．６３９　 ２．９１２　 ０．０４８　 １　 ０．８２６　 １．８９６
耕地质量保护的重要性 １．４６２　 １．５５１　 ０．８８８　 １　 ０．３４６　 ４．３１３
耕地质量保护的前景 ４．２４６　 １．１３８　 １３．９１９　 １　 ０．０００　 ６９．８２４
农用肥施用情况 －５．３５４　 ６．４８７　 ０．６８１　 １　 ０．４０９　 ０．００５
是否愿意继续种地 －１．８６３　 ２．５９７　 ０．５１４　 １　 ０．４７３　 ０．１５５
耕地质量保护的宣传 －０．１１１　 ６．２５８　 ０．０００　 １　 ０．９８６　 ０．８９４
常 量 ２．７５５　 ２．３１７　 １．４１３　 １　 ０．２３５　 １５．７１８

３．２．４　模型结果分析　农户作为一个家庭主体参与

耕地质量 保 护，其 行 为 往 往 受 到 家 庭 成 员 的 性 别 年

龄、受教育程度、职业 等 家 庭 特 征 的 影 响。上 表 显 示

农户的年龄是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而且是负影响作用，虽然在 调 查 中 一 些 中 老 年 人

只能靠种地为生，他们希望能 提 高 粮 食 产 量，增 加 收

入，但由于其思想可能趋于保守，文化程度低，对参与

耕地质量保护的意愿也就越 低；相 反，那 些 受 教 育 程

度相对较高的中年人，更多地 选 择 兼 业 或 外 出 打 工，
他们对耕地质量保护相关的法律政策了解的比较多，
若有时间和精力还是有意愿去保护耕地质量的，毕竟

这能够让家庭获得安全稳定的口粮供给。
受自身文化程度、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与掌握等影

响，大部分农民保护耕地质量 的 意 识 淡 薄，参 与 率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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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他们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相关部门的政策法规。调

查结果表明政府部门对耕地质量保护的宣传较少，使
得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责任 感 缺 失、主 动 性 不 强，就

算政府在某一时期大力宣传，一些农民参与的活动也

仅流于形式，上表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出农户参与

耕地质量保护的意愿与政府的宣传呈负相关，这也说

明政府的宣传根本不到位，重视程度还不够。
另外农村集 体 土 地 产 权 的 关 系 不 明 确。农 村 的

集体土地虽由家庭承包经营，但 在 实 际 操 作 过 程 中，
多数农村地区会根据人口的 变 动、耕 地 数 量 和 质 量，
每隔几年调整承包地的经营 者。这 就 弱 化 了 农 户 对

耕地质量的保护，就算自己经 营 的 再 好，下 一 期 也 要

分给别人，农户追求短期收益 的 最 大 化 在 所 难 免，所

以农户的化肥使用量很高。实证结果表明，化肥使用

量越高其保护耕地质量的意愿就越低，因为这些自家

经营耕地的农户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农村基础设施

也比较落后，只能通过传统的精耕细作的方式来提高

短期收益。
当然，多数影响因素与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

意愿是呈 正 相 关 的 作 用 的。如 农 户 受 教 育 程 度、职

业、对耕地质量变化的关注度、对 耕 地 质 量 保 护 重 要

性和前景的判断。如今，国家在不断地完善耕地产权

制度，加大对耕地保护的投入 和 对 农 户 的 补 贴；同 时

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自己经营的耕地面积，从而

增加了规模经营和获取更多利润的可能性，这就使得

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前景的期望很高，在实证分析中

表现出其显著性概率非常高。
不排除部分农 户 缺 少 资 金、技 术 的 支 持，其 使 用

机械化设备的费用较高，经营 面 积 有 限，农 户 根 本 就

无力承担生产成本，更无精力 参 与 耕 地 质 量 保 护；再

加上农村社会化服务项目少、质 量 差，农 户 自 己 从 事

农业生产和耕地质量保护的投入存在一些风险，这在

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其积极性［１５］。虽然有３８．４％
的农户愿意继续种地，但他们 的 保 护 意 愿 却 不 强，这

与模型估计结果中农户是否愿意继续 种 地 与 农 户 参

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呈负相关相吻合。

４　提高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对策

与建议

　　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是耕地质量保护中

不可忽视的对象。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的前景不 容 乐 观。结 合 镇 江 市 丹

徒区７个镇随机选取７个村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再借鉴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地区耕地质 量 保 护 的 先 进

经验，构建中国农户参与耕地 质 量 保 护 的 激 励 机 制，

重在改变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现状，从而提高他

们保护耕地质量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４．１　改革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

农地产权制度建设 的 核 心 是 其 使 用 权 和 所 有 权

的界定。通过对丹徒区农户参 与 耕 地 质 量 保 护 行 为

的分析发现，中国的农地产权 制 度 存 在 归 属 不 清，权

责不明，保护松懈的问题，这极 不 利 于 调 动 农 户 参 与

耕地质量保护的积极性。因此，要改革现有的农地产

权制度，确保农户不滥用耕地，不 随 意 撂 荒 或 非 法 流

转，以适应 市 场 经 济 改 革 和 促 进 农 户 主 动 保 护 耕 地

质量。

４．２　采取积极措施改造中低产田，提高耕地质量

丹徒区的耕地资源大多为中低产田，再加之耕地

地块小、破碎度高，再加上调查中的大部分农户，对耕

地的投入主要集中在短期能 见 效 的 如 农 药、化 肥 上，
不易于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耕地生产能力。因此要

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切实提高 耕 地 质 量，同 时 注 重 耕

地资源的生态环境保护，加大 对 有 机 肥 的 支 持 力 度。
政府部门应积极引导农户参 与 配 方 施 肥、秸 秆 还 田、
保护性耕作技术，禁止不合理 的 耕 地 开 发 利 用 方 式，
切实提高农户生态环境的责任感［１５］。

４．３　加强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政策宣传

鉴于中国农户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获取信息的

渠道也比较单一，他们对耕地质量的保护政策法规了

解和熟悉程度不高。地方政府 部 门 和 村 民 集 体 组 织

应该深入到人民中去，充分利 用 宣 传 栏、网 络 等 进 行

耕地质量保护的宣传与教育活动，并编制通俗易懂的

手册和挂图让农户充分了解到国家政策与法律知识。
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搞一些农户不能接受或者根本

无法理解的宣传活动。

４．４　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业收入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限

的耕地需要的劳动力不断减少，因此需要优化资源配

置，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向城 镇 和 非 农 业 转 移，在 提

高耕作效率的同时，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加。那些兼

业和外出打工的农户完全可以实行土地流转，将承包

经营的耕地出租给种田大户或企业，可以实现规模化

经营，保护耕地质量。

４．５　完善中国农业补贴政策

本次调查中反映出 政 府 部 门 的 农 业 补 贴 方 式 不

合理、补贴水平不高，农户本来 得 到 的 实 际 收 益 就 较

少，这严重影响到农户参与耕 地 质 量 保 护 的 积 极 性。
政府可采用直接补贴的方式，对 那 些 耕 地 保 护 得 当，
使得耕地质量提升的农户加大补贴额。当然，对于耕

地保护失当、质量下降的农户 减 少 补 贴 或 不 补 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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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来促进 农 户 保 护 耕 地 质 量 的 积 极 性［１６］。当 然，也

要建立农业保险补偿机制，对 受 自 然 灾 害，造 成 粮 食

生产能力下降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贴，帮助其恢复生

产从而调动其积极性。

４．６　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建立和健 全 农 村 社 会 保

障制度［１７］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发展，大量青壮年劳动力

都外出打工，经营耕地的大多 是 中 老 年 人，他 们 文 化

程度相对较低，很难担当耕地质量保护的重任。发展

农村服务业，可以增加农村的 就 业 机 会，拉 动 农 村 经

济的发展，为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提供劳动力。此

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协调农户和耕地质量

保护的重要措施，包括改善农 村 基 础 设 施 服 务 体 系，
提供教育、医疗、保险、科 技 等 保 障 制 度，提 高 农 户 的

经营效益，解决他们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后顾之忧。

５　结论与展望

丹徒区的实证 分 析 表 明：农 户 的 年 龄、化 肥 的 使

用情况、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重要性和前景的判断这

４个因素 对 农 户 参 与 耕 地 质 量 保 护 有 显 著 的 影 响。
新形势下，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变得越来越理性和

现实，虽然他们表现出较高的 耕 地 质 量 保 护 意 愿，但

其中大部分要依赖国家和政府对其技 术 和 资 金 的 投

入。受家庭经营特征、耕 地 资 源 禀 赋 等 影 响，农 户 自

身是不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和资金在耕 地 质 量 保 护 上

的，这就导致了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前景的判断充满

热情，但实践中丹徒区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主动

性却不高。因此，耕地质量保护工作应该关注农户行

为对其的影响，耕地质量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应

考虑到农户的现实利益、参与 意 愿、以 及 行 为 的 变 化

等问题，以保证农户对政策的 积 极 响 应，提 高 耕 地 质

量保护的实施效率。
当然，我们也应该关注到新生代农户对耕地质量

保护的影响。在调查中这部分 人 所 占 的 比 例 还 比 较

少，他们与传统农户相比，虽不如老一辈吃苦耐劳，但
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接受新鲜思想和信 息 的 能 力 以 及

推广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比较强，在耕地质量保

护中不会只依靠政府的补贴和生产技术，在不久的将

来会成为耕地质量保护的主体。
受资料、时间以 及 研 究 能 力 方 面 的 限 制，本 研 究

只对镇江是丹徒区７个镇的９９位农户进行了问卷调

查，虽然后期的农户访谈能弥 补 一 些 问 卷 的 缺 失，但

研究区域和样本数据毕竟是有限的，本研究的结论有

待不同地区的样本数据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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