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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在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中国耕地质量状况逐渐恶

化、基础地力下降，弱化了粮食的持续产出能力。保护性耕作技术是破解这种困

境的有效举措，为耕地质量保护提供了一条新路径，能够带来潜在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然而，当前我国的现状是，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水平不高。要想提

高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水平，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农村地区的顺利推广，农户

是出发点。资本禀赋是农户先天及后天获得的重要禀赋条件，很大程度上制约着

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同时，农户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决策过程

中会理性权衡产出和支出，进而形成自身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价值感知。因此，

研究资本禀赋、价值感知和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关系，对增强农户保

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动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本文基于研究区域实情和前人研究，界定了保护性耕作技术、资本禀赋、价

值感知等概念，其中从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五

个维度测度资本禀赋，从经济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和生态价值感知三个维度

测度价值感知。随后，将农户行为理论、资本禀赋理论、价值感知理论和外部性

理论作为本文的研究依据，探究了资本禀赋、价值感知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

纳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提出了理论假设。随后

通过统计指标分析了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价值感知水平和资本禀赋水平及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现状。最后建立有序 Logistic 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

实证分析。首先探究了资本禀赋、价值感知是否直接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

纳行为，其次分析了价值感知是否会通过资本禀赋间接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

采纳行为。结果表明：（1）从总体来看，配套性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水平不

高。具体来看，有机肥施用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的采纳水平较高，而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水平较低。（2）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价值

感知水平较高。超过一半的农户认同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所带来的预期经济效

益，七成左右的农户认同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3）

资本禀赋方面，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均显著正向促进农户保护性耕作

技术采纳行为。价值感知方面，经济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和生态价值感知均

显著正向促进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4）价值感知在资本禀赋影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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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路径中存在中介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重视

农户资本禀赋的积累、重视价值感知在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过程中的内在激励作

用及政府部门加强推广和完善保障措施三个方面提出促进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

技术的提升路径。

关键词：保护性耕作技术 资本禀赋 价值感知 有序 Logistic 模型 中介效应模

型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资本禀赋、价值感知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human and natural

factors, the quality of China's arable land has gradually deteriorated and

the underlying soil strength has declined, weakening its ability to produce

food on a sustainable basis.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break this predicament, providing a new path for arable land

quality protection, which can bring potential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Howev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is that

the degree of acceptance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is not great.To

improve the adoption level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and to

promote the smooth spread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in rural areas,

farmers are the starting point. Capital endowment is an important

endowment condition acquired by farmers both innately and later, which

largely constrains the adoption behaviour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by farmers. At once, farmers will rationally weigh outputs and

expenditure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adopting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this in turn shapes their own values perceptions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Therefore,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endowment, value perception and farmers'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adoption behaviour is of great relevance to

strengthening farmers' motivation to adopt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order to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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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of farmers to adopt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s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capital endowment and value perception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previous studies, in which capital endowment is

measured in five dimensions: social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human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value perception is

estimated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perception of economic worth,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worth, and the perception of ecological

worth.Subsequently, the theory of farmers' behaviour, the theory of

capital endowment, the theory of value perception and the theory of

externality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basis of this pap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endowment, value perception and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ur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develop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 of analysis for this paper and to put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Thereafter, the perception of the level of worth,

capital endowment level and take-up level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by farmers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sed through statistical

indicators. Finally, the ordered logistic model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were established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es. Firstly, we explored

whether capital endowment and value perception directly affect farmers'

protective farming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ur, and secondly,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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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d whether value perception indirectly affects farmers' protective

farming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ur through capital endow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general, the adoption level of complementary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is not high. Specifically, the uptake of

organic fertiliser application techniques and pest control techniques was

found to be high, while the uptake of soil testing and fertiliser application

techniques and straw return techniques was found to be low. (2) Farmers

have a high level of perceived worth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More than half of the farmers agree with the expected economic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adoption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and about 70%

of the farmers agree with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adoption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3) In terms of capital

endowment, economic assets, human assets,and natural assets, all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omote farmers' adoption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In respect of concept of value, economic context,

social context, and ecological context a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omote

farmers' adoption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4) The value

perception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pathway of capital endowment

influencing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ur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we propose a path to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by farmers from three aspects:

focusing on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endowment, focusing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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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insic incentive role of value perception in the process of adoption of

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romotion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improving the safeguard measure.

Keywords：Protection farming techniques；Capital Endowment；Value

perception；Ordered Logistic Model；Mediation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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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在这种现实的制约下我国始终坚持高投入和高产出的

农业生产模式。长期超负荷、高强度地利用耕地，使耕地土壤结构和理化性状改变，质

量和基础地力下降，导致出现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制约着“三农”工作的有序推进和农

产品的稳定供给。因此，急需探索一条提升耕地质量，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而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基于此背景，保护性耕作的方式成为破解耕地质量恶化的

有效措施（付国珍和摆万奇，2015）。保护性耕作技术是指通过深松、免耕少耕、秸秆

覆盖还田、施用有机肥等措施，减少对土壤的侵蚀，从而提升耕地质量的农业耕作技术

（汲文峰等，2013），能够有效缓解农业发展中的自然环境约束问题，实现经济、社会

及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不同于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保护性耕作技术需要农业机械、设

施设备的支撑，能够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升耕地质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障农产

品的稳定持续高产。截至 2019 年，保护性耕作技术已推广和应用到全球 70 多个国家，

应用面积超过 1.6 亿 hm
2
，占全球耕地面积的比重达 10.7%（谢艳琦和夏显力，2022）。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借鉴了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水土保持经验，将

保护性耕作技术本土化，并于粮食主产区进行了作物免耕种植试验示范。经过不断探索

和实践，我国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推广应用，均取得了较大进展，形

成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中国特色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尚小龙等，2021）。为了保护性

耕作技术的稳步推进，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系列政策扶持举措。从 2002 年起就

在旱作区域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在 2005-2020 年期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

强调要重视保护性耕作技术，农业部启动了《保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2009-2015

年）》、《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 年）》等，2017 年新提出的《耕地质量

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也明确强调要加快整地深松、秸秆覆盖还田等保护性耕作技术的

推广应用，增强耕地蓄水和保肥能力。通过不断实践和探索，保护性耕作的应用范围和

面积均不断扩大，相关扶持政策及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极大地改善了耕地质量，推动了

农业高质量发展。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现实情况下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规模仍

然受限、推广速度仍然比较滞后。同时，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和农业生产决策的

主体，其长期依赖于传统的生产模式，且普遍存利益短视化行为，使保护性耕作技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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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成为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进程中的障碍因子。

微观农户行为受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方面，农户行为动机强弱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自身拥有的资本禀赋条件；另一方面，按照舒尔茨对传统小农的认知，农户是理性经

济人，其行为动机的出发点是对收益和成本的综合理性衡量。因此，立足于小农户是农

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身份，探究影响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关注程度的因子，进而促

进农户采纳和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对我国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本文在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将农户作为研究对象，以

“资本禀赋-价值感知-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为主线，将资本禀赋与价值感知

引入到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中，以农户行为理论、资本禀赋理论、价值感知理论、

外部性理论等为理论依据，构建“资本禀赋—价值感知—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微观主体行为决策机制研究提供了新方向，拓展了保护性耕作技术

的研究领域，并为我们理解农户在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时的行为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观点

和思考方式。

（2）现实意义。首先，本文从量化角度分析了样本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现状，

有利于了解农业生产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推广现状，了解当前农业生产的经济和生态环

境，从而为制定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策略提供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撑。其次，本文探究

了价值感知、资本禀赋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有助于了解农户行为动

机背后的影响因子，能够为提升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关注程度，从而提高保护性耕

作技术的采纳水平提供参考和借鉴。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1.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1）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相关研究集中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用情况、影响因素

及采纳后产生的影响等方面。Echeverria（2011）从政府管控角度研究了保护性耕作技

术的推广及发展情况，认为政府的补贴机制和管控错位，这种错位导致保护性耕作技术

采纳过程中存在资源浪费。Derpsch R （2005）梳理了国外保护性耕作的发展现状，

发现 1974 年，全世界保护性耕作的应用面积不足 300×104hm
2
，约为全部耕地面积的

0.2%。到 2005 年，澳大利亚、巴西等多个国家加大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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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耕作的总应用面积达到 9900×104hm
2
，比例为总耕地面积的 6%以上。影响效应

方面，Tamburini et al（2016）研究发现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提升耕地质量、减少能

源消耗、抑制温室气体排放。Teklewold （2013）和 Qi et al（2020）研究发现保护

性耕作技术有利于农业生产，它具有增加土壤肥力和有机质含量，提升土壤质量的生态

效益和提高作物产量、促进农户增收的经济效益。相比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保护性

耕作技术有助于节省劳动力成本和机械设备投入（Lee et al，2006）。当具体到影响

因素研究时，Vignola et al（2010）认为农户受教育年限越多、程度越高，更愿意采

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另外，政府提供的农业生产补贴额度和政策执行的满意度（Mack et

al，2021）也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决策有重要影响。

国内学者集中于从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其中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考察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宏观视角下，首先，政府相关政策

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培训（杨兴杰等，2021）、政府

的技术推广情况（童洪志和刘伟，2018）、政策执行的满意度（翟雪玲等，2020）、政

策支持（张永强等，2020）等对农户采纳保护性技术有显著影响。诸多研究基于不同研

究对象集中探讨政府补贴额度的大小、是否提供补贴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

影响，均得出了统一结论，即政府提供补贴且额度越大，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可

能性就越大（曹光乔等，2008；赵旭强等，2012；李然嫣和陈印军，2017；马橙和龚直

文，2018）。当然，也有部分研究得出差异性的结论，石志恒等（2019）研究结果显示

政府提供的补贴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强度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其中农

业保险补贴和现金补贴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强度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化肥、

农药和地膜等农资补贴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强度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其次，

从技术角度来考察，陈美球等（2014）表明采纳先进技术有助于保护耕地质量。仇焕广

等（2020）研究发现可以从技术层面寻求突破，来引导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最后，

从制度角度来考察，钱龙等（2021）研究结果显示土地颁证确权有助于增强农户采纳保

护性耕作技术的行为动机。在微观层面，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

于两个层面：第一，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石志恒等（2022）和表明农户年龄抑制农户

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刘洪彬等（2021）发现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耕地资源禀赋、

农业劳动力人数抑制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朱萌等（2015）和夏雯雯等（2019）

发现接受专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曹光乔等（2008）研究表明，

农户的健康状况和科学技术熟练程度有助于促进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蔡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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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等发现农户是否兼业对其是否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具有积极影响。然而喻永红

和韩洪云（2012）在家庭兼业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方面得出了相反结论，他们

以湖北省稻农为研究对象，分析采纳害虫整治技术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农户家庭兼业

化水平抑制农户的害虫整治技术采纳行为。石志恒等（2022）研究发现，土地的规模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接受意向和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多位学者

的研究都指出，教育水平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即受教

育程度越高，农户越有可能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曹光乔等，2008；蔡荣和蔡书凯，2012；

朱萌等，2015；夏雯雯等，2019；石志恒和崔民，2019）。

第二，农户的认知及风险感知因素。农户的技术采纳决策存在风险因素，当农户面

临风险决策时，农户的技术认知会对其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证实农户

认知及感知因素对其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有积极促进作用。盖豪等（2020）研究结

果表明农户秸秆还田技术的感知水平越高，其采纳秸秆还田的可能性大幅提高。余志刚

等（2022）发现技术作用认知促进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刘丽等（2020）结果

表明少耕、免耕技术效果认知和便利性认知均促进农户技术采纳行为。而关于风险感知

因素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郭翔宇等（2022）发

现农户的技术感知风险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仇焕广等（2020）

以水稻种植户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显示农户风险感知促进其深松技术、秸秆还田技术

和少耕免耕技术的采纳行为。石志恒等（2020）研究发现风险偏好显著促进农户劳动密

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程琳琳等（2019）研究结果发现风险感知

显著促进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也有学者研究得出相反结论，他们发现对风险

的认识阻碍了农民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杜三峡等（2021）表明技术感知风险抑制农户

采用生物农药技术。王璇等（2020）研究结果发现风险感知显著抑制农户绿色农业技术

采纳行为。石志恒等（2018）表明农户的亲环境价值观促进农户的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

为。目前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效应主要包括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殷文等，2016）。

经济效应方面，诸多研究发现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降低生产投入，提升农作物产出

（郑晶莉等，2005；张林鹤等，2005；高瑛等，2017）。崔利达等（2021）发现保护性

耕作技术能够提高玉米生产效率，高出平均水平 0.0345。生态效方面，郑晶莉等（2005）

和张林鹤等（2005）均证实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减少土壤侵蚀，增强土壤蓄水保墒能力，

从而保护土壤生态环境。李洋阳等（2015）研究表明保护性耕作技术相比于传统耕作技

术具有更高的生态价值，能够明显改善郊区及城市的空气质量、土地产出水平及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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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效率。祝华军和田志宏（2013）发现，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

燃油消耗，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鲁向晖等（2007）研究表明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显

著改善土壤生态环境。陈庆等（2016）研究发现保护性耕作技术具有比传统耕作技术更

好的固碳减排效应。

（2）农户资本禀赋的相关研究

关于资本禀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将资本禀赋和农户感知、认知

因素结合来探究对农户技术采纳意愿及行为的影响。高雅罕等（2024）实证分析农户资

本禀赋、价值感知对其秸秆收集受偿意愿的影响。结果证实，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显著

促进农户秸秆收集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晋荣荣等（2022）研究发现，资本禀赋等结构性

要素资源是农户实施清洁取暖的关键影响因素；价值感知在资本禀赋影响农户清洁取暖

采纳行为的路径中发挥中介效应。武翠（2023）等研究表明，资本禀赋中的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策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杨晨遥

等（2022）证实价值认知水平和资本禀赋均有助于促进农牧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价值认知通过调节资本禀赋进而影响农牧户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融入行为。吴亚群等

（2021）研究证实，资本禀赋既显著直接影响农户耕地低碳利用意愿,又通过技术认知

对其耕地低碳利用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唐林等（2021）发现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交通条

件及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方式;技术有效性和技术适应性显著促

进菇农专业制棒出菇方式。付鹏飞等（2021）研究家庭禀赋因素对牧户减蓄意愿的影响，

结果表明牧民的文化资本促进其减畜意愿,社会资本抑制其减畜意愿，而金融资本、物

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等对其减畜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政策监督力度越大，牧户超载放牧行

为的可能性越小。李福夺等（2020）发现农户个体和家庭禀赋条件越好，社会关系网络

越紧密，农户越有可能采纳绿肥养地;农民对绿肥养地的生态价值认知水平和经济价值

认知水平有助于促进农户绿肥养地采纳行为。黄晓慧等（2020）研究结果表明农用物质

资本显著促进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纳行为,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的采

纳及采纳程度；农户生态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纳行为。

其次是单独从资本禀赋视角出发研究资本禀赋对农户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刘二阳等

（2023）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禀赋显著增强农民合作社示范效应。其中人力资本禀赋、物

质资本禀赋和社会资本禀赋显著增强农民合作社的示范效应。商业贷款支持和政府资金

支持在资本禀赋影响农民合作社示范带动效应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苏宁（2023）

发现农户资本禀赋促进其对农业技术、农资供应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购买行为。李胜楠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hxQbSE9N8QcB2e-GXuNknCPDTeqNbVBwZWG5t0AXH6wkCu1LpC35Uhp3OxsyfAk3YBRb8ifBTakVihzDMEulEklsvVhzy2KZ7ZCWF-f_QH8=&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hxQbSE9N8QekMFCCBrBdq53Fd8pYaGI4Hffx1jYYt_tn6VIy7VQlIH2U1Nl-Lh9ivF4puVUr1WU1EGfAhBKbtNzPkdfe3wlTUFLf6RTMKnU=&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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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21）研究表明资本禀赋差异化影响渔民及非渔民的受偿意愿,对渔民的影响更显

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显著影响渔民的受偿意愿;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显著影响非渔民的受偿意愿。资本禀赋对渔民及非渔民迁出意愿的

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对非渔民的影响更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显著影响渔民的迁出

意愿;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显著影响非渔民的迁出意愿。曹铁毅

等（2022）证实资本禀赋显著影响农户服务型创业。经济资本中的农机投资价值、社会

资本中的本地人身份、文化资本中的农业技术培训次数和规模经营年限对农户创业决策

具有促进作用。文化资本中的农业技术培训频率、经济资本中的农机投资价值和社会资

本中的加入合作社有助于促进创业规模。马逍等（2022）发现人力资本禀赋中的受教育

程度、创业经验、是否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社会资本禀赋中的是否有亲戚朋友参与多

功能农业发展，经济资本禀赋中的家庭总收入水平，自然禀赋变量中的家庭住址与乡镇

的距离、家庭耕地面积显著促进农户参与多功能农业发展行为。汪熙琮等（2022）研究

发现经济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均有助于显著增强农户采纳稻虾共养技

术的行为动机，影响效果从强到弱依次为：经济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赵凯等（2022）研究结果显示，农户综合资本禀赋和各类资本禀赋均显著促进农户农业

社会化服务采纳行为。农户资本禀赋对其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行为的影响在不同阶段表

现出不同的特征。黄玛兰等(2022)表明提高农户资本禀赋水平有利于提高水稻生产生态

效率。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利于增强水稻生产生态效率。张文娥等（2021）

研究发现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因素有助于提升农户的减畜意愿,而道德约束、融资能力和

人际信任明显抑制农户的减畜意愿;人际网络、生产设备、是否为嘎查干部、草场面积、

融资能力和家庭年收入均显著增强牧户的参与程度。王学婷等（2021）研究发现无论是

否参加过政府组织的农业技术培训,家庭禀赋均有助于促进农户采用环保型生产方式。

李楠楠（2019）研究显示农户资本禀赋水平有助于增强其耕地质量保护认知、促进其耕

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行为。李楠楠等（2019）表明土地资本抑制深松技术和秸秆还田技

术采纳行为;劳动力资本水平越低，农户越有可能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减少有机肥和农家

肥的使用;经济资本水平越低，农户对耕地深松技术的采纳程度越低。

最后集中研究资本禀赋对农民工就业及创业的影响。周涛（2021）研究发现社会资

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显著影响农民参与非农就业,而金融资本的影响不太显著。李

海波等（2020）表明人力资本中的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程度显著促进返乡农民

工创业,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程度每提高 1 个单位,农民工创业概率分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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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和 15.1 个百分点;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显著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马婧仪（2020）

通过研究新疆和田农民资本禀赋对其转移就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的转移就业

受到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多种资本特质的显著影响。董文倩

（2019）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和家庭禀赋水平越高，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

业概率越大。张明侠（2018）以重庆市为例，基于资本禀赋视角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会、金融和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明显的

影响。

（3）农户价值感知的相关研究

价值感知最早应用于消费领域，被用来研究消费者在消费产品和劳务时权衡比较感

知收益和感知成本，从而形成自己的主观评价。后来基于研究需要，价值感知被引入到

农业生产领域，学界开始关注价值感知对微观农户行为意愿的影响，主要探讨在新发展

理念引领下价值感知是否会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如果有影响，影响方向如何。

首先，大量研究表明，农户对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接受程度受到价值感知的显著影

响。（任重和郭焱，2022；盖豪等，2020）。具体来看，张嘉琪等（2021）研究发现价

值感知的三个维度即环境责任意识、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农户秸秆还田技

术采纳行为。王璐瑶等（2023）证实价值感知中的感知利益显著增强农户秸秆还田技术

采纳意愿。安芳（2022）研究结果显示，具体而言，耕地价值感知显著影响农户有机肥

施用技术和免耕、少耕技术的采纳行为。整体而言，耕地价值感知促进农户保护性耕作

技术采纳行为，农户的耕地价值感知程度越高，其越有可能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费红

梅等（2022）发现价值感知显著影响农户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为决策。其次，价值感知

对农户资源化处理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如赵雅茹等（2023）研究表明养殖户感知利益对

其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又积极影响。并且从代际差异视角来看，感知社会、生态和经济

利益均有助于促进新生代养殖户行为，但只有感知经济利益有助于促进老一代养殖户的

行为。张红丽等（2023）研究证实价值感知及细分维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资源化行为，

其中影响程度最大的是技术感知适用性，影响程度最小的是感知生态价值。另外，吴璟

等（2021）基于经济、生态及社会三个维度研究价值感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

响，结果表明三者均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促进作用。谷满仓等（2023）发现价值

感知显著促进农户气候适应性采纳行为。具体来看，利益感知促进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

采纳，而风险感知抑制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采纳。

1.2.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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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文献发现，以往研究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保护性耕作技术

的采纳状况。集中于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国内外及某个特定区域的应用面积、推广现状等

方面；（2）影响该技术的各种因素。集中于宏观的政府政策、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及制

度因素和微观的农户个体及家庭禀赋条件、认知和感知等方面；（3）采纳后产生的影

响效果。集中于探究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所产生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影响等。研究方法

方面，关于采纳现状的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和处理法、可视化分析法等方法，关于影响

因素和影响效应的研究多采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多元 logistic 模型、二元 probit

模型、多元 probit 模型以及有序 logistic 模型等方法。以往研究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借

鉴和参考价值。但仍存在几个有待完善的方面：

（1）在农村社会，农户生产行为决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于自身禀赋条件，以往研

究中较少关注资本禀赋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同时忽略了农户的价值

感知对其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内在驱动作用，因而总体上缺乏资本禀赋、价值感

知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相关研究。

（2）虽已有学者研究了价值感知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但秸秆还

田技术采纳行为不仅是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一种，个例并不能代表和说明整体。同时，农

户自身禀赋条件是其做出行为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关于资本禀赋和农户保护性耕作技

术采纳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

（3）除了研究资本禀赋、价值感知和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外，

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二者是否具有一定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行

为决策产生影响，亦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

综合上述，本文在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保护性耕作技术、资本禀赋和价值

感知的内涵，拟从内部情境出发，研究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是否会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

技术采纳行为，如果有影响，影响程度和方向如何。并基于此讨论价值感知在资本禀赋

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这一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揭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

丰富农户行为决策的相关研究，为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推广提供方向。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本文梳理了以往研究，从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两个维度，探讨了两者对农户采纳保

护性耕作技术这一行为决策的作用机制。第一，界定了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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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等概念，然后基于研究需要构建理论基础，从而形成完备的理论体

系，具体包括农户行为理论、价值感知理论、资本禀赋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为之后的研

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基于相关理论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剖析资本禀赋、价值感知

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做出相应的理论假设。第三，

依据实地调研获得的微观农户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工具量化分析农户价值感知程度、资

本禀赋水平以及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现状。同时，运用熵值法对各维度资本进行赋权，

以综合评价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第四，研究资本禀赋与价值感知两个变量是否显著影

响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从而确认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在此

基础上，探究价值感知是否通过资本禀赋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第五，结

合前文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现状与实证分析，提出从积累农户资本禀赋、提升农户价

值感知水平和完善配套设施等方面增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行为。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首先，对国内外与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的技术、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相关度较高的

文献进行了归纳、整理。了解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动态，界定了资本禀赋、价值感知

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等相关概念。其次，选择农户行为理论、资本禀赋理论、价值认

知理论以及外部性理论作为研究依据，分析资本禀赋与价值感知对农户保护性耕种技术

采纳行为的作用机理。然后，参考以往研究，构建起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的多维度指标

体系，并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了解

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因子，为开展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2）问卷调查法

本文严格遵循“设计问卷—预调研—发现问题—修改问卷—正式调研”的流程，保

证有针对性、科学地获取数据。设计调查问卷时，综合考虑样本区地理环境、经济发展

状况及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现实，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式，通过入户调查与农户及

村干部一对一访谈的形式来获取农户个体及家庭禀赋条件，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认

知程度以及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农村地区的采纳现状。调研结束后对问卷内容进行了自

查、互查和集中检查，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3）计量分析法

首先，为了能够整体且直观地分析各变量，文章通过各种图表和图表，形象地描述

了变量的特点和数值。通过对农户个体禀赋、家庭禀赋、价值认知水平以及保护性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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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采用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得出基础的描述性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样本地区农

户的资金禀赋、价值认知水平进行分析，揭示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为下一步的研

究打下基础。其次，基于样本数据，从价值感知与资本禀赋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两者对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价值

感知在资本禀赋影响其技术采纳行为这一路径中的间接影响。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1.4.1 研究内容

本文将甘肃省五市的样本农户作为分析主体，从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两个方面，研

究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行为受两者影响的情况。具体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1）概念界定及作用机理剖析

参考以往文献，界定价值感知、资本禀赋及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等概念，得出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研究需要选取资本禀赋理论、农户行为

理论、价值感知理论及外部性理论作为研究依据，剖析资本禀赋、价值感知和农户采纳

保护性耕作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

（2）样本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现状及问题分析

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在甘肃省天水市、陇南市、定西市、平凉市及武威五市实地

调研获取的农户微观数据进行归纳和整理。首先，通过均值、标准差等指标描述性统计

分析农户价值感知水平和资本禀赋水平，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数据依据。另外，分析配

套条件下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整体采纳情况和具体的秸秆还田技术、有机肥施用技术、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等的采纳程度。

（3）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分析

首先运用熵值法综合评价资本禀赋的各个维度，求得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经济资

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二级指标权重。其次，从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两个方面，研

究两者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基于此分析价值感知在资本禀赋影响农户采

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4）提出政策措施以增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动机

基于实证结果，得出了重要的科学结论：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是影响农户采纳保护

性耕作技术的重要变量。随后从积累资本禀赋、提高价值感知水平和完善配套设施方面

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提升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率，并且为制定相关政策、推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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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性耕作技术提供方向。

1.4.2 技术路线

研究思路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研究背景

现状分析

实证分析

结论及政策建议

耕地质量状况恶化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率低

概念界定

理论基础

保护性耕作技术

资本禀赋

价值感知

资本禀赋理论

价值感知理论

外部性理论

价值感知对农户采纳保护

性耕作技术的影响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价值感知水平

作用机理分析

资本禀赋对农户采纳保护

性耕作技术的影响

价值感知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

作技术的影响

的问题

资本禀赋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

作技术的影响

价值感知通过资本禀赋对农户

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间接影

响

样本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现状

价值感知通过资本禀赋对

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

的间接影响

文献分析法

中介效应模型

有 序 Logistic
模型

政策建议研究结论

描述性统计

分析法

文献归纳法

农户资本禀赋特征分析

农户行为理论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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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1.5 创新点

（1）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和系统性。区别于以往研究只关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某

一单项技术，本文的保护性耕作技术强调技术配套的整体性，包括秸秆还田、有机肥施

用、测土配方施肥和病虫害化防治四项核心技术，研究对象更全面，从而增强了研究结

论的说服力。

（2）基于内部驱动和外部激励视角分析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关键影响因素。克服以

往研究较少关注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影响的这一缺陷，

本文将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引入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领域，分析两者对农户保护性耕作

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构建资本禀赋-价值感知-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中介效应

模型，分析价值感知在资本禀赋影响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这一路径中的中介效应，

丰富了行为经济学的适用情境，拓宽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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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影响机理分析

2.1 概念界定

2.1.1 保护性耕作技术

保护性耕作技术于 20 世纪初起源于美国，开发该项技术最早是为了应对水土流失

和“黑风暴“引起的沙漠化现象。在学术界，最早提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是美国学者

Allmaras，他认为保护性耕作技术是以秸秆覆盖、免耕、少耕等方式，减少对土壤的扰

动，从而防治水土流失的农业耕作技术（谢艳琦和夏显力，2022）。我国对保护性耕作

技术的应用晚于大多西方国家。1980 年初，我国试验了一系列单个保护性耕作技术，并

且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2006 年，高焕文正式对保护性耕作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

保护性耕作主要包括秸秆覆盖还田、深松、免耕少耕、病虫害防治技术 4 个部分。随

后的相关研究对其概念有诸多提法，但本质不变，均将保护性耕作技术界定为一种综合

性农业科学技术，包括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施用有机肥、病虫害防治等。基于已

有研究及研究区域的现实情况，本文将保护性耕作技术界定为包括施用有机肥、测土配

方施肥、秸秆还田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配套农业技术。其中施用有机肥指的是施用除

化肥以外的其他可作肥料的物质，包括厩肥、人畜粪尿、堆肥和沼气肥等，具有优化土

壤结构，改良土壤理化性状从而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测土配方施肥是以肥料田间试验

为基础，科学合理提出化肥施用数量、时间及方法，调节和解决土壤供肥与作物需肥之

间的矛盾，实现作物各种养分平衡供应，从而提高肥料利用率和作物产量。秸秆还田是

指在收割完农作物之后，将玉米、荞麦、小麦秸秆等通过旋耕粉碎、堆积腐熟等方式直

接翻压进土壤中当作底肥。病虫害防治技术是指人为地采取一些手段，包括隔离壁障等

物理手段及杀虫剂等化学手段，来防止或者减轻害虫和微生物对农作物的危害。

2.1.2 资本禀赋

不同学者对资本禀赋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宋山梅（2014）将资本禀赋界定

为个人和家庭拥有的资本及资源的总和。王源珏（2023）将资本禀赋界定为个体从政府、

金融体系和社会中获得的资源，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改造项目支

持、财政补贴等，资本禀赋其他方面还包括行业标准、服务资源整合、技术创新、市场

信息匹配以及社会责任等。苏宁（2023）将资本禀赋界定为要素禀赋，他认为资本禀赋

就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拥有的要素的富裕程度，具体包括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

资源等各个方面。资源禀赋包括各维度资本，国内外学者对资本禀赋类别的划分标准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2%A5%E6%96%99%E5%88%A9%E7%94%A8%E7%8E%87/59461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7%94%9F%E7%89%A9/14752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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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Bourdieu（1986）在其实践理论中首次提出资本禀赋影响个体行为决策，他将

资本禀赋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当个体的最低限度资本得到

满足的时候，才会做出行为决策，进而产生具体行为。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加上三维度

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就构成了四维度。五维度包括人力、金融、自然、物质和社会

资本，其中，生计资本为核心要素（崔悦等，2019；王学婷等，2021）。六大类的划分

方式相对比较少，主要是由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的具体问题提出，如黄晓慧等（2019）研

究资本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价值认知的影响时引入了信息资本这一分维变量。

综上，本文参考以往文献（张童朝，2017；刘可，2019）及结合研究区域现实情况，

将本文的农户资本禀赋界定为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户所拥有的先天或后天积累的资

本资源总和，包括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劳动力数量、耕地细碎化程度、耕地质量和

家庭年收入等。主要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五个部

分。

社会资本。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界定，在《从社会网络到公共政策》这一

著作中，罗伯特·普特南对社会资本做出了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从社会网络中获得

的资源，包括沟通、信任、共同行为和共同行动。它具有提高社会效率、解决多数社会

问题和推动社会变革等功能。费孝通（2019）提出差序格局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基于

地缘、血缘和业缘形成的社会网络中可以获取的各种无形资源。黄晓慧等（2019）从社

会信任、网络和规范三个维度来表征社会资本。任重等（2020）从社会网络、参与、信

任和声望四个维度测度来社会资本。本文从研究的现实需要出发，将社会资本的内涵界

定为农户与街坊邻居之间的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及政治身份的总和。其中社会信任指的

是农户对街坊邻居的信任程度，社会网络指的是农户与街坊邻居的日常交流是否频繁，

政治地位指的是农户家庭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

人力资本。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力资本”看作是某一

特定社会领域中最有效力的一种资本，它是指一个人为获得某种投资或参加某种社会活

动而获得的具体利益。舒尔茨（1990）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可以通过劳动者的

数量和质量来评估人力资本的价值。随着农业生产中对劳动力要素需求量的增加，国内

大量学者将人力资本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他们基于现实需要用年龄、受教育程度或年

限、劳动力数量、健康状况、是否接受培训等变量来测量农户人力资本禀赋。本文将农

户人力资本界定为农户数量和质量的总和。其中数量通过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来测度，

质量通过农户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来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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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对经济资本的研究始于制造业领域，斯蒂芬.马尔克斯将经济资本定义

为“一种可以被用来取得经济结果的综合资本”，也就是可以被用来创造财富的经济能

力，这包括了机器、工厂、基金和其它的设施和设备，这些都可以独立地或者结合在一

起，以促使经营者达到预定的目的，是生产产品和服务以及创造财富的源泉和动力。在

农业生产领域，舒尔茨认为农户是理性小农，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出发点是为了获得收

益或者至少没有亏损，因此经济资本是农户家庭资本禀赋的基础。本文的经济资本用农

户家庭年收入和农业收入两项指标来衡量。

物质资本指农户维持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物质基础的总和，一般通过农户家庭

拥有的农业机械、仓库等设施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来测度。一方面，农业生产严重依

赖自然资源条件，尤其是耕地资源，而从播种到收割的整个农业生产过程离不开农业机

械的参与；另一方面，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农户的房屋结构

及数量等是农户生产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因此，本文选取房屋结构、农业机械数量两项

指标来测度物质资本。

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指农户所在的资源生态系统为农户提供资源环境要素以满足农

户生产生活所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这一性质决定了作物生长严重依赖于土地资源，农

户需要靠地吃饭。因此，本文将自然资本界定为农户先天或后天拥有的耕地资源，用耕

地质量和耕地面积两项指标来衡量。

2.1.3 价值感知

Zeithaml（1988）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就提出了价值感知的概念，用来研究消费者在

消费产品或服务时的认知状况，他将价值感知界定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比较感知收益

和感知成本权衡后得到的主观综合评价。之后的学者基于研究需要均对价值感知的内涵

有了新的提法，但在核心内涵方面始终保持一致，即价值感知来源于行为主体综合衡量

消费的产品或服务的感知收益和感知成本（ PETRICK J P，2002）后形成的主观评价。

随着农业生产领域农户理性意识的增强，学术界开始关注微观农户的价值感知对其

行为决策的影响，之后惯常的做法是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表征价值感知。本文

基于研究需要，将价值感知应用到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领域，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

维度来测度价值感知。经济价值感知指农户综合衡量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投入成本

（人力成本、物资成本等）和预期收益（作物产收），通过比较投入和预期收益进而得

到一种主观评价和认知。社会价值感知实质上指的是农户对于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带来

的社会效应的认知。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短期内成效不显著，甚至有损农户当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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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长期来看契合了农业绿色发展理念，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农户个体甚至子

孙后代提供重要的生存保障。农户对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后带来的这种社会效应认知度

高，则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感知；反之，则有较低的社会价值感知。采纳保护性耕作技

术能够减少有害气体排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进而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乡村人居环境，

农户对这种生态效应的认识和评价即为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后形成的生态价值感知。

2.2 理论基础

2.2.1 农户行为理论

农户行为指农户的生产生活行为，这种行为内涵广泛，包括生产中的劳动力配置行

为、化肥农药等物资的购置行为、技术采纳行为及生活中关于衣食住行的消费行为等等。

（翁贞林，2008）。在农民是否理性的问题上，农民行为理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流派：

理性小农学派、生存小农学派和商品小农学派。其中理性小农学派起源于《改造传统小

农》这一著作，其作者舒尔茨认为，在外部环境、家庭及个体禀赋等条件的制约下，农

户追求农业生产利益的最大化，即追求最小投入下的最大产出，这种理念跟经济学中的

帕累托最优原则完美契合。随后波普金等学者从农户家庭福利的角度出发，强调农户在

农业生产中的理性经济决策。前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恰亚诺夫，1996）创立了生存

小农学派，认为农户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农户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首先是为了解决基本的物质生存需求，满足温饱，而并非追求经济利益的

最大化。黄宗智在批判吸收理性小农学派和生存小农学派的基础上形成了商品小农学

派，他认为农户并非只追求单一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或者满足物质生存需要，而是寻求两

者之间的平衡状态，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既要考虑预期经济利益，又要考虑是否能满足生

存需要。

在农业生产环境、家庭禀赋水平和价值感知水平等条件的约束下，农户在采纳保护

性耕作技术的时候持理性态度，他们考虑的是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后所带来的预期收益

如何，这些预期收益能否抵消技术采纳成本，从而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如果他们经过

判断认为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是一笔比较划算的买卖，那么他们会增强该技术的采纳动

机，反之，会减弱该技术的采纳动机。同时，农户做出的这一理性行为归根结底是从整

个家庭成员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有利于保障生存和未来发展。

2.2.2 资本禀赋理论

家庭禀赋的研究起源于 1950 年，这时候的研究从整个家庭的角度关注资本禀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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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布尔迪厄（Bourdieu，1989）认为资本禀赋是影响个体行为决策

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个体最低限度的资本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个体才会产生行为动机进

而做出实践活动。他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来界定家庭禀赋的分类，

并且认为这三种资本之间关系密切且互相影响。科尔曼（Coleman 1988）扩展了家庭禀

赋的概念。经济资本方面，经济资本一般可以评价家庭的经济状况，高水平的经济资本

对农户家庭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经济资本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另外两项资本的提升。人力

资本方面，家庭成员中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家庭或家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一

般来说，农户家庭中劳动力的多少指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多寡与家庭生产力水平息息

相关，劳动力数量越多，生产力水平越高；反之，则生产力水平越低。而生产力水平又

进一步影响农户家庭的创收能力和产出。劳动力质量指的是家庭成员的身体素质、文化

水平、认知程度和技能素质等。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投入程度，

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户，身体素质较好，愿意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并

且投入年限较长。受教育水平的投入效益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这种效益是无形

的，尤其对于子女的未来发展。并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水平越高。社会资本方

面，家庭成员通过社会网络与别人进行交流可以获取所需信息，通过与别人的信任可以

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

农户基于自身的资本禀赋条件来决定是否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资本禀赋条件越

好，农户对该技术的采纳动机就越强。经济资本禀赋方面，农户家庭拥有的财富越多、

收支状况越好、借贷资本越多，则说明农户的经济资本禀赋水平越高，农户越有可能采

纳保护性耕作技术。人力资本禀赋方面，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充裕，投入越多，则农

业产出水平和产出效率越高，创收能力越有保障；农户健康状况越好，越愿意花费较多

时间和精力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户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于农业政策越了解，认知水

平越高，同时能够理性认识保护性耕作技术带来的经济及生态效益。由此可知，农户人

力资本禀赋水平越高，农户越有可能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社会资本禀赋方面，农户在

与其他农户的交流中获得保护性耕作技术相关信息，能够加深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了

解，同时在交流的过程中构建起互相的信任机制，增强信任水平，这些均有利于促进农

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

2.2.3 价值感知理论

（1） 权衡价值理论

Zaithaml（1988）提出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价值感知是决定性因素。企业为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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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提供产品或服务，顾客在消费产品和服务除了考虑价价格、质量、服务水平之外，还

会衡量利得和损失，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其中，利得感知指的是顾客对企业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等要素的消费体验感知、尊重感知和获得感知；损失感知指顾客在消费产

品或者服务的过程中的投入亏损和风险损失。比如购买商品的成本、运输过程中的毁损

及不及时，订单处理拖延，安装不便捷，维修成本高昂、难度大及商品使用时性能不好

等各种风险。

在农业领域，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属于农业技术的消费行为，在这个过程

中，农户会理性权衡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利得和损失，利得就是农户采纳该项技术的

带来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损失就是采纳该技术的成本，当农户感知到收益大于损

失的时候，采纳动机会增强。

（2）产品让渡价值理论

Kotler（1991）认为当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存面临信息不对称难题，并且面临消费

偏好差异、收入定量化等条件的约束，此时消费者将产品是否符合预期价值作为标准来

衡量产品的价值。产品价值感知、人员价值感知、服务价值感知和形象价值感知共同构

成消费者价值感知。支付风险、体力风险、时间风险和精力风险等共同构成消费者风险

感知。该理论做出了这样的假设：消费者是理性的，他们会选择优质企业，这些企业一

般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其核心为消费者让渡价值，即总消费者价值和

总消费者成本做差。其中，总消费者价值指消费者从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中得到的实际和

心理预期收益的总和。总体消费者成本指的是消费者在消费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经济、

精力、时间和人力的总投入之和。

具体到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过程中，总消费者价值为农户从采纳该技术的消费中获

得的实际和心理预期收益的总和，总顾客成本指的是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过程中经

济、精力、时间和人力的总投入之和。消费者让渡价值则为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预期

收益和总投入之差。

2.2.4 外部性理论

马歇尔于 20 世纪初就提出了外部性理论，之后其概念和内涵不断扩展和丰富。对

于农户而言，通过采纳病虫害防治、有机肥使用、秸秆还田等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改

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农产品品质，使农户获得产收等经济利益以外的额外利益，即产

生正外部性。但并非所有农户存在理性经营活动，部分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随意

处理地膜、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不科学灌溉，会严重损害农业生态环境，带来农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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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污染，这种额外损失就是负外部性。当然，外部性的影响可以通过一定手段减轻。主

要表现为政府提供补贴、税收、直接管制、产权界定、奖惩机制及信息披露等。其中，

提供农业生产补贴由于能直接对冲农户部分风险而成为最有效的方式。

2.3 资本禀赋、价值感知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机理

2.3.1 资本禀赋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批判继承了现象学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哲学思想，形成了

社会实践理论。在布迪厄看来，实践是在特定的空间和一定的观念指导下，资本异质性

个体不断提高其在空间中的位置并促进资本再生产所采取的活动（宫留记，2008）。在

他的经济学理论中，农业资产是将研究农户主观活动与对象资本禀赋水平相关联的经

济、社会和人文资产等可利用的权利与资源的总和，其界定的方式突出了农民的资本禀

赋这一核心，但研究的内容并不完整。之后有学者基于研究需要对资本概念不断进行了

延深和丰富。季建宏（2023）将资本禀赋划分为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

资本和物质资本几个维度研究其对农户订单农业采纳行为和绿色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赵凯等（2022）将资本禀赋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

本几个维度研究资本禀赋对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行为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研究（贾弘

兆，2021；季建宏，2023）及结合现实需要，将资本禀赋分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人

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五个维度研究其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资本禀赋是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农户行为动机的强弱也直

接依赖于资本禀赋水平的高低，即资本禀赋水平越高，农户行为动机就越强；资本禀赋

水平越低，农户行为动机就越弱。在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过程中，农户会理性权衡自身

的综合资本禀赋水平，综合资本禀赋水平越高，家庭生产经营能力和创收能力就越强，

越有利于分散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风险，农户越倾向于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

社会资本的影响。农村社会不同于城市等区域，是依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形成的

特定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农户之间共同生活、频繁往来，从而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社会

网络关系圈。农户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除了依赖于自身的经验之外，还需要借助社会

网络圈层中其他成员的信息及生产经验等。首先，互动是一切交流的前提，通过成员之

间的互动信息资源可以流通和转化，同时提升成员之间的信任水平，巩固信任机制。保

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过程中，由于农户大多习惯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加之对保护性耕作技

术认知水平低，因此当面临决策困难的时候，农户会通过网络关系向其他成员求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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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的过程中了解保护性耕作技术相关信息，从而帮助自己做出选择。其次，网络成员

之间存在相互信任机制。网络关系中的群体经年累月间形成了稳定的人际关系，这种人

际关系以信任为基础和保障。成员间信任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互动是否频繁。保护性

耕作技术采纳决策中，农户首先会选择同信任水平较高的亲朋邻里交流，这种高信任水

平可以减少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

技术。最后，农户是否为村干部身份也至关重要。村干部是农户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可

以为农户解读农业相关政策，同时基于自身身份的特殊性必须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担任

村干部的农户家庭比不担任村干部的农户家庭有更强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动机。

经济资本的影响。根据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农户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需求，经济

资本是农户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农业生产中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的购买均需

要经济资本。农户的经济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创收能力和风险分散能力越强，保护性

耕作技术的成本支出对农户整个家庭支出的影响较小，此时农户会提高技术采纳的限度

和标准。这有利于增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动机。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农户

经济资本水平越高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不利于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

术。

人力资本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农户家庭文化程度越高、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越有可能采纳绿色农业技术。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虽然无形，却在农户家

庭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生产能力和创收能力就

越强；身体素质越好，投入到农业生产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农业

政策越了解，认知水平越高，越容易以开放的姿态接纳新兴事物，这些均有助于增强农

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动机。当然，当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时，他也有可能从事非

农工作，从而抑制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自然资本的影响。不同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本身比较依赖自

然条件，如果农户的自然资本禀赋水平较高，则可以减少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节省投

入成本。具体来说，农户的耕地面积越大，越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耕地越集中，越有

利机械化作业，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出，农户越有可能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

物质资本的影响。物质资本指的是农户生产生活中所需的各类物资和设备（贾弘

兆）。比如农业生产中的农业机械、购买的化肥农药和生活中的家用电器、出行工具等。

农用机械能够帮助农户从繁忙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节省农户时间和体力，同时还可

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作物品质；农户住房条件越好，抗风险能力就越强，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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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a：社会资本显著促进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H1b：经济资本显著促进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H1c：人力资本显著促进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H1d：自然资本显著促进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H1e：物质资本显著促进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2.3.2 价值感知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

价值感知最初兴起于消费领域。Zaithaml（1988）认为顾客在消费产品或服务的时

候会衡量收益和损失，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价，这种判断和评价就是价值感知。

视角不同，价值感知维度划分不同。Sheth 等（1991）认为价值感知包括认知性价值、

社会性价值、情境性价值及功能性价值，且这些价值之间彼此独立。从顾客购买到消费

产品或服务的整个过程来看。

随着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理性意识的增强，价值感知逐渐应用到农业领域，成为影响

农户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价值感知水平和农户行为动机呈正相关关系，农户价值感知

水平越高，其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动机就越强，反之则越弱。经济价值感知方面，保

护性耕作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农户对这种新兴事物缺乏了解，并且习惯了传统

生产模式，观念难以在短期内转变，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又存在内在不确定性，这些都

形成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阻力。出于利益最大化和家庭福利最大化的考量，当农户

认知到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利得高于损失或者至少没有亏损时，采取该技术的可能性

较大，反之则越小。社会价值感知方面，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为农户

提供未来的生存保障。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节省投入成本，从而提

高作物产量和生产效益，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甚至从长远来看惠及子孙后

代。当农户意识到这些社会效益的时候，技术采纳动机相应增强。生态价值感知方面，

随着“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理念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农户的绿色生产意识也在逐

渐形成，开始注重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通过减少化肥农药的投入、合理处理地膜等方式来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性耕作技术具有防治水土流失、改善土壤性状、增强土壤的蓄

水保墒能力等功能。农户对这些功能的感知水平越高，越有可能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经济价值感知显著促进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H2b:社会价值感知显著促进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资本禀赋、价值感知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

22

H2c:生态价值感知显著促进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2.3.3 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农户资本禀赋不仅会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产生直接影

响，还会通过影响价值感知影响该行为。农户的资本禀赋条件越好，其价值感知水平越

高，越有利于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具体来说，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户之间的互动往

来更频繁，越能提高信息的传播和转化效率，从而提取有用信息；并且网络成员间的信

任水平更高，信任机制更健全，这些均有助于提高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价值感知水平。

经济资本水平越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和风险分散能力就越高，对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各

种投入越能接受，这种较高的经济价值感知水平能够增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动机。

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表现在农户的健康状况良好、身体素质高、教育水平高及劳动数量越

多和质量越好等方面。农户人力资本条件越好，对保护性耕作技术带来的经济和生态效

益有更全面、理性的了解和认知，从而有助于形成较高的价值感知水平。物质资本水平

越高，意味着农户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越有保障，马斯诺认为，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

后，农户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能够满足农户高层次的需要，满足农户的生态和经济诉求，从而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的

采纳行为。自然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农户生产依赖的耕地资源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形

成规模效应。同时，耕地质量越好，越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产量。如果在这种良好的

耕地资源的条件上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则能够为农户带来可观的收益，增强农户的价

值感知水平。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价值感知通过资本禀赋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农户保护性耕作

技术采纳行为

经济价值感知

社会价值感知

生态价值感知

价值感知 资本禀赋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赋

直接效应

图 2.1 作用机理图

物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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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样本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现状分析

3.1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3.1.1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遵循科学性、可行性、合理性原则。首先，在前期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

对资本禀赋、价值感知及保护性耕作技术作出清晰界定，随后根据调研目的地的实际情

况，合理设计问卷指标，使其贴合农户实际状况。其次，考虑到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不

高，对相关专业术语理解较浅，因此本着可行性的原则尽量将问卷中复杂、晦涩难懂的

问题转化为农户易于理解的问题。最后，问卷指标设计按照性质划分为不同模块，主要

依据农户个体、家庭禀赋、价值感知情况的顺序进行设计，由浅入深。

3.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于 2023 年 7 月—12 月在甘肃省平凉市、天水市、陇南市、武威市

和定西市这五市中实地调研所得。基于研究需要和本着样本具有代表性的原则分别在五

市选择秦州区、徽县、陇西县、静宁县、凉州区五个县（区），每个县（区）3个乡（镇），

每个乡（镇）2-3 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按照 15%-20%的比例随机抽取样本农户。课题

组于调研之前招募在校硕士研究生进行统一培训，对问卷中内容进行答疑，并在预调研

的基础上完善问卷和优化调查方案，农户访谈形式采用调查员与农户面对面交流的方

式，调查结束后统一对问卷进行自查、互查和集中检查。本次共发放 800 分调研问卷，

严格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问卷 746 份，问卷有效率 93.25%，最后根据研究需要选取了

702 份完整的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农户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农户资本禀赋条件、价值

感知情况及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现状等内容。

3.1.3 描述性统计分析

（1）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表 3.1 给出了样本农户基本情况。从农户个体特征来看，男性占比 78.77%，远远大

于女性占比 21.23%；年龄结构中中老年人占比较多，41-60 岁的占比达到 74.65%，劳动

力呈现出老龄化趋势；77.21%的农户接受初中及以下的教育，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农

户仅占 7.55%，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健康状况一般、较好、很好的农户占比高达 86.76%

说明农户的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好。从农户家庭特征来看，大部分农户家庭处于中等收入

水平，1-3 万元的占比 36.47%，3-5 万元的占比 27.35%，1 万元以下和 10 万元以上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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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情况占少数；劳动力数量为 2人的农户家庭占比将近一半，为 46.58%，劳动力数量为

3人和 4人的农户家庭占比分别为 23.36%和 14.25%，劳动力规模普遍不高。从经营特征

来看，一半左右的农户家庭经营规模为 5-15 亩之间，规模大户占比少,20 亩以上的农户

仅有 88 户；持风险中立态度的农户数量最多，占比为 39.46%，偏好风险的农户数量最

少，占比仅为 7.26%；40.31%的农户接受了政府补贴。

表 3.1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农户特征 分类 样本数

（个）

比例（%） 农户特征 分类 样本数

（个）

比例

(%)

性别 男 553 78.77 10万元以

上

28 3.98

女 149 21.23 劳动力人数（个） 1 90 12.82
年龄（岁） 30岁及以下 25 3.56 2 327 46.58

31-40 74 10.54 3 164 23.36
41-50 297 42.31 4 100 14.25
51-60 227 32.34 5人及以上 21 3.49

60岁以上 80 11.25 是否担任村干部 是 105 14.96
受教育程

度

小学及以下 248 35.33 否 597 85.04

初中 294 41.88 经营规模（亩） 5亩以下 175 24.93
高中及中专 107 15.24 5-10 195 27.78
大专及以上 53 7.55 10-15 177 25.21

健康状况 很差 31 4.41 15-20 67 9.54
比较差 62 8.83 20亩以上 88 12.54
一般 276 39.32 对风险的态度 非常厌恶 200 28.49

比较好 218 31.05 厌恶 164 23.36
很好 115 16.39 一般 277 39.46

家庭年收

入（万元）

1万元以下 93 13.25 偏好 51 7.26

1-3 256 36.47 非常偏好 10 1.43
3-5 192 27.35 政府是否提供补

贴

是 283 40.31

5-10 133 18.95 否 419 59.69

（2）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价值感知差异性分析

样本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经济价值感知指的是农户对于采纳该技术是否合算的

价值判断和评价。由表 3.2 可知，在五种不同的态度中，有 45 户农户持完全不同意的

态度，比重为 6.41%；有 65 户农户持比较不同意的态度，比重为 9.26%；有 224 户农户

持一般的态度，比重为 31.91%；有 266 户的农户持比较同意的态度，比重为 3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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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2 户农户持同意的态度，比重为 14.53%。综合来看，368 户农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感知，认为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是一笔比较划算的买卖。经济价值感知水平低的农户较

少，占比仅为 15.67%。样本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社会价值感知指农户认为采纳保护性

耕作技术是未来的生存保障，并且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五种不同的态度中，有 22 户农

户持完全不同意的态度，比重仅为 3.13%；有 34 户农户持比较不同意的态度，比重为

4.84%；有 158 户农户持一般的态度，比重为 22.51%；有 237 户农户持比较同意的态度，

比重为 33.76%；有 251 户农户持同意的态度，比重为 35.76%。综合来看，488 农户持赞

同的态度，比重为 69.52%，不同意的农户较少，仅占 7.97%。说明大部分农户有较高的

社会价值感知，认同保护性耕作技术所带来的保障生存、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社会

效应。样本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生态价值感知指农户认为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有利于

改善生态环境。在五种不同的态度中，仅有 18 户农户持完全不同意的态度，比重为

2.56%；有 41 户农户持比较不同意的态度，比重为 5.84%；有 184 户农户持一般的态度，

比重为 26.21%；有 358 户农户持比较同意的态度，比重为 51.00%；有 101 户农户持同

意的态度，比重为 14.39%。综合来看，占比 75.39%的农户持赞同态度，不同意的农户

较少，仅占 8.40%。说明大多数农户认同保护性耕作技术带来的生态效益。综合来看，

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价值感知水平较高。

表 3.2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价值感知差异

完全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 一般 比较同意 同意

频数

（个）

频率

（%）

频数

（个）

频率

（%）

频数

（个）

频率

（%）

频数

（个）

频率

（%）

频数

（个）

频率

（%）

经济价

值感知

45 6.41 65 9.26 224 31.91 266 37.89 102 14.53

社会价

值感知

22 3.13 34 4.84 158 22.51 237 33.76 251 35.76

生态价

值感知

18 2.56 41 5.84 184 26.21 358 51.00 101 14.39

（3）农户资本禀赋描述性统计分析及评价

如表 3.3 所示，社会资本禀赋方面，政治身份的均值为 0.150，说明大多农户并非

村干部身份。社会网络的均值高于平均水平，为 3.544，说明农户与亲朋邻里的互动比

较频繁。社会网络的均值为 3.769，高于平均水平，说明农户对亲朋邻里的信任程度较

高。经济资本禀赋方面，家庭年收入的最低值为 0.42 万元，最高值为 40 万元，最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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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差悬殊，且均值为 4.292 万元，可见农户的家庭年收入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农业

收入的最低值为 0万元，最高值为 20 万元，最值之间相差悬殊，且均值为 1.955 万元，

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人力资本禀赋方面，受教育程度的均值

为 1.950，可知大部分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不高。健康状况的均值高于平均水平，为 3.467，

可知大部分农户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劳动力数量的均值为 2.480，可知农户家庭劳动

力数量总体较少。物质资本禀赋方面，房屋结构均值为 2.154，高于平均水平，说明农

户的生存保障条件较好。农用机械数量均值为 1.490，最小值为 0辆，最大值为 11 辆，

说明农户的农用机械数量总体较少且差异较大。自然资本禀赋方面，经营土地面积的最

低值为 0 亩，最高值为 80 亩，均值为 11.679，可见农户的经营规模适中且内部规模差

异大。耕地质量的均值为 3.027，说明农户的耕地质量较好。

表 3.3 资本禀赋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资本 是否为村干部 0.150 0.357 0 1
社会网络 3.544 0.895 1 5
社会信任 3.769 0.862 1 5

经济资本 家庭年收入 4.292 3.739 0.42 40
农业收入 1.955 2.161 0 20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1.950 0.898 1 4
健康状况 3.467 1.007 1 5

劳动力数量 2.480 0.986 1 5
物质资本 房屋结构 2.154 0.732 1 3

农用机械数量 1.490 1.676 0 11
自然资本 经营土地面积 11.679 11.117 0 80

耕地质量 3.027 0.042 1 5

在利用熵值法对资本禀赋的各项指标进行计算之后得到农户资本禀赋各个维度的

评价结果。由表 3.4 可知，五项资本禀赋均值的大小顺序为：人力资本（0.3351）>经

济资本（0.1302）>社会资本（0.0228）>物质资本（0.0222）>自然资本（0.0033），

最高均值与最低均值之间相差 0.3318 个单位。从极差来看，极差最大的为经济资本，极

差值为 0.5956；极差最小的为社会资本，极差值为 0.0297，可见农户各个资本维度之

间差异较大，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表 3.4 资本禀赋评价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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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 702 0.1302 0.0472 0 0.5956

人力资本 702 0.3351 0.0183 0 0.0913

社会资本 702 0.0228 0.0063 0 0.0297

物质资本 702 0.0222 0.0121 0 0.0783

自然资本 702 0.0033 0.0058 0 0.1405

3.2 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现状

3.2.1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总体采纳现状

本文中，我们所采用的 4种技术，即“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

施用”和“病虫害防控”四种技术，其中“四种”被采用的项目数量分别为 0,1,2,3,4，

以此来进行分析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行为。由图 3.1 可以看到，746 户农户中，

有 101 户、比重 14.39%的农户未采纳任何保护性耕作技术；有 249 户，比重 35.47%的

农户采纳了 1项保护性耕作技术；有 203 户、比重 28.92%的农户采纳了 2项保护性耕作

技术；有 111 户、比重 15.81%的农户采纳了 3项保护性耕作技术；有 38 户、比重 5.41%

的农户采纳了 4项保护性耕作技术。由此可见，大多数农户采纳了 1-2 项保护性耕作技

术，全部采纳的农户很少，比例仅为 5.41%，总体采纳水平一般。

图 3.1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总体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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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具体采纳现状

表 3.5 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具体采纳情况

秸秆还田 有机肥施用 测土配方施肥 病虫害防治

采纳 频数（户） 153 528 47 508

频率（%） 21.79 75.21 6.70 72.36

未采纳 频数（户） 549 174 655 194

频率（%） 78.21 24.79 93.30 27.64

由表 3.5 可以看到，有 153 户，五分之一左右的农户采纳了秸秆还田技术，而未采

纳的农户占比将近百分之八十；有 528 户，四分之三的农户采纳了有机肥施用技术，而

未采纳的农户仅占五分之一；只有 47 户，即 6.70%的农户采纳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而

未采纳的农户比重达 93.30%，有 655 户之多；有 508 户，占比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农户采

纳了病虫害防治技术，而未采纳的农户占比百分之三十左右。可以看到，单项技术的采

纳中，采纳有机肥施用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农户数量较多，占比超过 7成，而采纳

秸秆还田技术和测土配方施肥的农户数量较少。综上，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

度存在差异，施用有机肥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的采纳水平高，而秸秆还田技术和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纳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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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本禀赋、价值感知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分

析

4.1 模型设定

在本文中，农民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是被解释变量。采纳的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数量

之间呈递增关系，属于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构建 Ordered Logistic 模型如下：

ii

n

i
i xy  

1
* （4-1）

其中， *y 称为潜变量，y属于不可观测变量， ix 用来描述影响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

技术的各变量， i 表示随机扰动项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i 表示待估系数。由于 *iy 无

法直接观测，因此需要通过可观测变量 iy 来表示， *iy 与 iy 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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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4321 rrrr 、、、 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数量变量的未知分割点，且满足

4321 rrrr  。由此，得到农户采纳各项保护性耕作技术行为的概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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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F 为分布函数。

4.2 变量选取

4.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是二分类变量，通过“您是

否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来测度，如果农户采纳了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测土配方施

肥、病虫害防治中的任何一种，则认为农户采纳，赋值为“1”，如果农户未采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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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则赋值为“0”。

为了量化分析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情况，本文将农户所采纳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数

量作为衡量其采纳行为的指标，并根据调研结果，选取了有机肥施用、测土配方施肥、

病虫害防治、秸秆还田 4种指标。样本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情况有 5种，分别为“未

采纳任何 1种技术”“采纳 1种技术”“采纳 2种技术”“采纳 3种技术”及“采纳 4

种技术”。

4.2.2 核心解释变量

（1）资本禀赋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张童朝，2017；刘可，2019），选取社会、经济、人力、物质

和自然资本禀赋来测度农户资本禀赋。同时，选取 12 项指标来表征农户各维度的资本

禀赋。其中，社会资本禀赋通过是否为村干部、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来测度，经济资本

禀赋通过家庭年收入、农业收入来测度，人力资本禀赋通过劳动力数量、健康状况和受

教育程度来测度，物质资本禀赋通过房屋结构、农用机械数量来测度，自然资本禀赋通

过耕地质量和经营土地面积来测度。各维度资本禀赋具体指标的含义及赋值情况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农户资本禀赋测度指标体系

指标 具体问题 变量赋值

社会资本 是否为村干部 1=是：0=否
社会网络 是否经常与村民交流：

1=从不；2=偶尔；3=一般；4=经常；5=非常频

繁

社会信任 对街坊邻里的信任水平：1=完全不信任；2=不太

信任；3=一般；4=比较信任；5=非常信任

经济资本 家庭年收入 家庭实际年收入（万元）

农业收入 农业实际年收入（万元）

人力资本 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及中专；4=大
专及以上

健康状况 1=很差；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很
好

劳动力数量 家庭实际劳动力数量（个）

物质资本 房屋结构 1=土木；2=砖石；3=钢筋混凝土

农用机械数量 农户实际拥有是农用机械数量（辆）

自然资本 经营土地面积 农户实际经营土地面积（亩）

耕地质量 1=贫瘠； 2=中等偏下；3=质量中等；4=中等偏

上； 5=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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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减少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本文通过熵值法来测度资本禀赋。在信息论

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一般来说，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就越大，熵也就越

大，反之熵也就越小。具体计算步骤如下所示：

（1）设定指标。设农户总共有 n个，指标总共有m个， ijX 则表示第 i个农户第 j项

指标的观测值；

（2）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原始的数据 ijX 进行正向化和标准化的处理，

从而消除指标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

1
minmax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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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ij

ij (4-1)

(3)计算第 j项指标下第 i个样本在该项指标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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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 j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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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Dj；

jj ED -1 (4-4)

(6)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权 j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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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计算第 i个农户的综合评价值 iV 。

ij

m

j
ji XWV 




1

(4-6)

通过上述步骤计算出资本禀赋各级指标权重情况，结果见表 4.2，可以看到，一级

指标中，权重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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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中，经济资本中农业收入的权重最大，家庭年收入的权重最小；人力资本中

受教育程度的权重最大，身体健康状况的权重最小；社会资本中是否为村干部的权重最

大，社会信任的权重最小；物质资本中农用机械数量的权重最大，房屋结构的权重最小；

自然资本中经营土地面积的权重最大，耕地质量的权重最小。

表 4.2 资本禀赋各级权重计算结果

变量 一级指标权重 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经济资本 0.6180
家庭年收入 0.2846

农业收入 0.3334

人力资本 0.0913

受教育程度 0.0546

身体健康状况 0.0106

劳动力人数 0.0261

社会资本 0.0297

是否为村干部 0.0165

社会网络 0.0075

社会信任 0.0057

物质资本 0.0929

房屋结构 0.0292

农用机械数量 0.0637

自然资本 0.1681
经营土地面积 0.1392

耕地质量 0.0288

（2）价值感知

已有文献表明价值感知对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有明显的影响（盖豪等，

2020；张嘉琪,等，2021；任重等，2022）。已有研究的共性均是从经济、生态和社会

三个维度来测度价值感知。因此本文将从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和社会价值感知

三个维度测算价值感知，用“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比较划算”表征经济价值感知、“采

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是重要的生存保障”来表征社会价值感知、“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能

否改善生态环境”来表征生态价值感知。

4.2.3 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研究，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对农业政策的了解程度、风险态度及政府是

否提供补贴作为控制变量。

表 4.3 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采纳保护

性耕作技术

1=未采纳；2=采纳 1项技术；

3=采纳 2项技术；4=采纳 3
项技术；5=采纳 4项技术

1.624 1.079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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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资本综

合变量

社会资本 熵值法计算得分
0.0228 0.0062 0 0.0297

是否为村干部 1=是：0=否 0.150 0.357 0 1
社会网络 1=从不；2=偶尔；3=一般；

4=经常；5=非常频繁

3.544 0.895 1 5

社会信任 1=完全不信任；2=不太信任；

3=一般；4=比较信任；5=非
常信任

3.769 0.862 1 5

经济资本综

合变量

经济资本 熵值法计算得分
0.1302 0.0472 0 0.5956

家庭年收入 家庭实际年收入（万元） 4.292 3.739 0.42 40
农业收入 农业实际年收入（万元） 1.955 2.161 0 20

人力资本综

合变量

人力资本 熵值法计算得分
0.3351 0.0183 0 0.0913

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
高中及中专；4=大专及以上

1.950 0.898 1 4

健康状况 1=很差；2=比较差；3=一般；

4=比较好；5=很好

3.467 1.007 1 5

劳动力数量 家庭实际劳动力数量（个） 2.480 0.986 1 5
物质资本综

合变量

物质资本 熵值法计算得分
0.0222 0.0121 0 0.0783

房屋结构 1=土木；2=砖石；3=钢筋混

凝土

2.154 0.732 1 3

农用机械数量 农户实际拥有是农用机械数

量（辆）

1.490 1.676 0 11

自然资本综

合变量

自然资本 熵值法计算得分
0.0033 0.0058 0 0.1405

经营土地面积 农户实际经营土地面积（亩） 11.679 11.117 0 80
耕地质量 1=贫瘠； 2=中等偏下；3=中

等=；4=中等偏上； 5=非常

肥沃

3.027 0.042 1 5

经济价值感

知

采纳保护性耕

作技术比较划

算

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

意；3=一般；4=比较同意；

5=同意

3.457 1.052 1 5

社会价值感

知

采纳保护性耕

作技术是重要

的生存保障

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

意；3=一般；4=比较同意；

5=同意

3.956 1.017 1 5

生态价值感

知

采纳保护性耕

作技术能够改

善生态环境

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

意；3=一般；4=比较同意；

5=同意

3.695 0.877 1 5

控制变量

年龄 农户的实际年龄（岁） 49.944 11.195 18 72
性别 1=男：0=女 0.788 0.409 0 1

对风险的态度 1=非常厌恶；2=厌恶；3=一 2.298 1.006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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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4=比较偏好；5=偏好

对农业政策的

了解程度
1=非常不了解；2=不了解；

3=一般；4=较为了解 5=非常

了解

2.527 0.920 1 5

政府是否提供

补贴

1=是：0=否 0.403 0.491 0 1

4.3 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之间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相关性，为了提

高模型结果的可信性，需要在实证分析之前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从而减

少模型偏差。传统的研究方法是使用容差与方差扩张系数（VIF）对多元共线性问题进

行研究。方差扩张因子的取值范围为 0-1，其容许范围为 0-1，且其取值范围较大，表

明存在较大的共线性。学术界通常将 10 作为一个临界点，并指出，当方差扩张系数超

过 10 时，该模型就会产生较强的共线性；相反，多线性问题基本上是没有的。本文通

过对各个变量间的共线性检验，发现各个变量的方差增长都远低于 10，如表 4.4 所示，

表明变量之间不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4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VIF 1/VIF
是否为村干部 1.12 0.8926

社会网络 1.29 0.7781
社会信任 1.32 0.7553

家庭年收入 2.33 0.4284
农业收入 3.07 0.3259

受教育程度 1.28 0.7841
健康状况 1.190 0.8415

劳动力数量 1.05 0.9479
房屋结构 1.22 0.8198

农用机械数量 1.22 0.8168
经营土地面积 1.03 0.9670

耕地质量 1.15 0.8726
经济价值感知 1.51 0.6636
社会价值感知 1.88 0.5326
生态价值感知 1.49 0.6698

年龄 1.21 0.8241
性别 1.05 0.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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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的态度 1.07 0.9316
对农业政策的了解程度 1.14 0.8805

政府是否提供补贴 1.09 0.9206

4.4 模型结果分析

4.4.1 资本禀赋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

由表 4.5 的模型 3可以看到，经济资本在 5%的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

采纳行为。假设 H1b 成立。经济资本是农户一切生产生活的保障，无论是日常的吃穿住

行还是农业生产活动中的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生产要素的购买，均需要经济资本做支

撑，否则，一切活动都无法进行。经济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农户的收入水平高，创收

能力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成本在日常支出中所占比重较小，对农户影响不大，能够增

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并且从长远来看，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产生可观的经济和生态效

益，有利于增强农户的采纳动机。人力资本在 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

技术。假设 H1c 成立。人力资本一般是无形的资本，但是对农户的影响深远，良好的人

力资本表现在健康状况好，受教育程度高和劳动力数量充裕等方面。健康状况越好，代

表农户身体素质好，会有更多精力和体力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且采纳保护

性耕作技术有时候可以让农户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减轻他们的压力，节省体力和

时间。相比于其他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更容易接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这项新兴事

物，并且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和价值判断。劳动力数量多的农户家庭有较强的生产能力，

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替代部分劳动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因而对农户有较强的吸引力。

自然资本在 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假设 H1e 成立。自然资

本是农户生产依赖的资源条件，农户耕地面积越多，更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从而降低成

本、提高产出，同时保护性耕作技术在规模化经营中的效用才能最大化体现出来，当农

户对这方面的认识越深刻，采纳动机就越强。

4.4.2 价值感知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

表 4.5 显示了价值感知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由模型 3可知，

分维变量经济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和生态价值感知分别在 5%、1%、5%的置信水平上

显著促进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假设 H2a、H2b、H2c 均成立。可能的原因是价

值感知作为一种主观评价和判断，是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关键影响因素。评价的

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户技术采纳动机的强弱。农户价值感知水平越高，保护性耕作技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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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动机就越强，反之，采纳动机就越弱。具体来说，经济价值感知方面，样本区大多农

户以农业收入为收入来源，因此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农户最关注的，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

提高作物产量，提升品质，从而增加收益，当农户意识到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比较划算

的时候，就会将意愿付诸实践。近些年，农户除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之外，开始关注

可持续发展，即能够对未来的生产经营形成一种稳定的保障机制。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

减少对农田生态的破坏，改善土壤结构，长期来看不仅有利于农户当代人的发展，还有

利于子孙后代的发展，当农户意识到这一点后，更有可能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当农户

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基本满足的时候，他开始对改善人居环境有一定的诉求，保护性耕

作技术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满足农户的生态诉求，有助于增强农户的技术采纳动机。

4.4.3 控制变量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

控制变量方面，年龄在 10%的水平上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户的身体素质和体力日益下降，无法承担日益繁重的生产经营活动，

并且注意力也开始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因此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意愿不高。风险态

度在 5%的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户的预期收

益与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直接挂钩，农业经营风险越高，农户预期收益降低，反之则预期

收益提高。保护性耕作技术是一项新兴的农业技术，采纳之后的效果和收益如何，对于

习惯了传统生产模式的农户来说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农户对风险的态度影响自身行为

决策，当农户偏好风险时，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行为动机就越强，当农户厌恶风险时，

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行为动机就越弱。政府是否提供补贴在 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

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这是因为补贴对农户来说是一种额外收益，可以抵消采纳保

护性耕作技术的部分成本，保障农户预期收益的实现。同时补贴可以形成一种政府和农

户共担风险的心理机制，有助于打消农户的顾虑，促进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

表 4.5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社会资本 0.568 0.122 0.024 0.019
经济资本 0.145** 0.073 0.170** 0.074
人力资本 0.229*** 0.070 0.254*** 0.072
物质资本 0.025 0.085 0.054 0.086
自然资本 0.290*** 0.092 0.284*** 0.093

经济价值感知 0.156 0.100 0.231**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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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感知 0.181*** 0.046 0.175*** 0.045
生态价值感知 0.027** 0.013 0.025** 0.013

年龄 -0.008 0.006 -0.011 0.006 -0.005* 0.007
性别 -0.032 0.168 -0.076 0.169 -0.021 0.170

对风险的态度 0.226*** 0.069 0.251*** 0.071 0.252*** 0.071
对农业政策的了解程度 0.090 0.077 0.063 0.077 0.073 0.079
政府是否提供补贴 0.830*** 0.144 0.726*** 0.144 0.768*** 0.145

样本量 702 702 702
伪 R2 0.0399 0.0359 0.0496

Log likelihood -980.5918 -979.3455 -965.4523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注：*、**和***分别表示 P值在 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4.5 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采取 Ordered

probit 模型，它同样适用被解释变量有多种选择的情形，二是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合

理替换掉数据中的极端值，从而达到剔除极端值的目的，因此本文对波动较大的变量，

即经济资本进行 1%分位缩尾处理。通过上述两种方式重新进行回归，跟基准回归做对比

来检验是否稳健。结果如表 4.6 所示，一方面，由模型 4可以看到 Ordered probit 模

型与 Ordered Logistic 模型的结果中核心变量的显著性基本无太大变化；另一方面，

由模型 5可以看到，对经济资本进行 1%分位缩尾处理后的估计系数值与未缩尾处理的基

准回归系数值十分接近，因此认为结果较为稳健。

表 4.6 稳健性检验结果

模型 4 模型 5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经济资本 0.015 0.011 0.022 0.021
人力资本 0.102** 0.042 0.171** 0.075
社会资本 0.137*** 0.042 0.257*** 0.072
物质资本 0.029 0.049 0.058 0.086
自然资本 0.161*** 0.052 0.269*** 0.093

经济价值感知 0.117** 0.060 0.223** 0.104
社会价值感知 0.107*** 0.025 0.219*** 0.049
生态价值感知 0.013* 0.008 0.029* 0.016

年龄 -0.002 0.004 -0.005 0.007
性别 0.010 0.100 0.027 0.170

对风险的态度 0.146*** 0.041 0.247*** 0.071
对农业政策的了解程度 0.046 0.046 0.068 0.079
政府是否提供补贴 0.447*** 0.084 0.754***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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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 702 702
Rseudo R2 0.0502 0.0513

Log likelihood -965.0452 -963.7478
Prob>chi2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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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5.1.1 模型设定

前面的理论研究表明，资本禀赋不仅会直接作用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行

为，还会通过价值感知间接作用于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为了验证这一关系，

借鉴温忠麟等（2009）的做法，采用逐步回归法依次检验回归系数。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1111   gcXY （5-1）

222 g   aXM （5-2）

3332 g'   bMXcY （5-3）

,,,i MXY 分别表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资本禀赋、价值感知及控制变

量，其中 i 表示截距， i 为随机扰动项， 'g ccbai 、、、、 为待估系数。公式(5-3)中的

系数 c表示资本禀赋作用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时的总效应；公式（5-4)中的

系数 a表示资本禀赋作用于价值感知的影响程度；公式(5-5)表示将资本禀赋和价值感

知纳入同一回归方程,系数b表示价值感知作用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系数 'c

是控制了价值感知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后,资本禀赋作用于农户保护

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后的直接效应。需要注意的是，资本禀赋变量和价值感知变量均为

连续性变量，所以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检验程序分为三步：（1）判断资本禀赋作用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总

效应系数 c是否显著。若 c值显著，则接着进行下一步；（2）判断资本禀赋作用于价值

感知的影响系数 a和价值感知作用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系数b显著与

否。若 ba、 值都显著，则接着进行下一步。若存在 baba 、或或 均未不显著，则不进行

下一步；（3）判断资本禀赋作用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直接效应系数 'c 是

否显著。若 'c 值显著，同时 cc ' ，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 'c 值不显著，则为完全

中介效应。

5.1.2 变量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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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验证价值感知是否通过资本禀赋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深

入把握农户行为背后的逻辑动机，本文将价值感知作为中介变量来检验其中介效应。

5.2 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价值感知和资本禀赋均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有显

著促进作用，那么价值感知是否通过作用于资本禀赋进而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

行为，需要进一步检验。由表 4.7 所示，模型 6 中资本禀赋中的回归系数 c为 0.083，

表明资本禀赋作用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模型 7中资本禀

赋的回归系数 a为 0.038，表明资本禀赋显著作用于价值感知。模型 8 中资本禀赋和价

值感知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 'c 和b均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

控制了资本禀赋的影响后，价值感知仍然显著作用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因

为 ba、 和 'c 的符号相同，并且回归系数 cba 和、 均显著，所以可以判断价值感知的中介

效应存在。假设 H3 成立。

表 4.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资本禀赋 0.106*** 0.024 0.097*** 0.024
价值感知 0.064*** 0.019 0.133*** 0.046

年龄 -0.005 0.004 0.011*** 0.003 -0.003 0.004
性别 -0.027 0.096 0.136* 0.079 -0.009 0.096

对风险的态度 0.139*** 0.039 -0.048 0.032 0.132*** 0.139
对农业政策的了解程度 0.032 0.043 0.089** 0.035 0.044 0.043
政府是否提供补贴 0.413*** 0.080 -0.021 0.066 0.410*** 0.080

常数项 1.164*** 0.241 3.101*** 0.197 1.576*** 0.279
样本量 702 702 702

Adjusted R2 0.0936 0.0486 0.1030

Prob>F 0.000 0.000 0.000
注：资本禀赋为熵值法得出的综合值，价值感知为各项指标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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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其是否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及采纳程度如何关系

到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关系到耕地质量的提升及可持续发展。及时了解有哪些因素

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对政策的管理和执行至关重要。本文利用于甘肃省实

地调研所得的 702 份微观农户数据，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资本禀赋和价值

感知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和阐释，基于此剖析了价值感知、资本禀赋和农户保护性耕作技

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实证研究，从资本禀赋和价值感知两个维度探讨两者

对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随后进一步检验了价值感知通过资本禀赋对农户采

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

（1）从总体来看，配套性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水平不高。具体来看，有机肥施用

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的采纳水平较高，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水

平较低。

（2）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价值感知水平较高。超过一半的农户认同采纳保护性耕

作技术所带来的预期经济效益，七成左右的农户认同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所带来的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

（3）资本禀赋方面，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均显著增强农户的保护性耕

作技术采纳动机。价值感知方面，经济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及生态价值感知均显著

增强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动机。

（4）价值感知在资本禀赋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路径中存在中介效

应。

6.2 对策建议

（1）重视农户资本禀赋的积累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农户加入合作社入股分红，通过特色产业增收致富，从而

积累农户经济资本禀赋；搭建社会网络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农业技术经验交流会，加强

农户之间的交流，巩固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村干部的培训，提升其政策认知和觉悟，

充分发挥其解读政策和采纳技术的带头作用，双管齐下积累农户的社会资本禀赋；邀请

农技专家常态化开展讲座和技术指导会，普及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效益，指导农

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操作方法，积累人力资本禀赋；政府部门引导农户科学合理流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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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成规模化效应。宣传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对土壤的危害，鼓励农户施用有机肥并给

予补贴，积累农户自然资本禀赋；政府对农户予以政策倾斜，提供农业机械购买补贴，

分担部分购置成本，积累农户物质资本禀赋。

（2）重视价值感知在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过程中的内在激励作用

通过邀请农技专家开展讲座、农业推广员田间地头指导等线下方式结合广播、村级

媒体等线上方式加大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宣传推广力度，宣传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内涵、

效益等内容，强化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带来的社会福利和生态效应的主观认同，提升

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认知水平。同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将农户的价值感知作为参考，

提供相关补贴，以经济激励强化农户的经济价值感知，提高农户的经济价值感知。

（3）政府部门加强推广，完善保障措施

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做好市场调研工作，通过下发问卷、入户走访、采访村干部等多

种方式了解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诉求、建议及使用反馈，随后对症施药，在保护性

耕作技术采纳率低的区域针对性地加大推广和普及力度，从而提高推广效率，做到精准

推广。另一方面，完善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配套服务、政策信息等保障体系，提供技术采

纳补贴，分散农户风险，提高农户风险承受能力。另外邀请农业领域专家开展技术培训，

安排农技人员对农户予以技术指导，提高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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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农户生产生活状况调查问卷

一、农户基本家庭情况

1.您的年龄为 (岁）

2.性别 （①男 ②女）

3.是否为村干部 （①是 ②否）。

4.是否为党员 （①是 ② 否）

5.主要亲属是否是村干部 （①是 ②否）。

6.主要亲属是否为党员 （①是 ②否）

7.您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 （①很差 ②比较差 ③一般 ④比较好 ⑤很好）

8.您家的生计方式为 （①纯农业种植 ②家庭养殖兼种植 ③半农半工；④家中自

己做生意兼种植；⑤除农业之外的其他方式）

9.您家中总人口为 人

10.老年人数（60岁以上）为 人

11.有劳动力的人数为 人

12.务农人数为 人

13.外出打工人数为

14.您的受教育程度为 ①小学及以下 ②初中 ③高中及中专 ④大专及以上

15.您的受教育年限为 年

16.您家距离县城位置 ①5公里以内 ②6-10公里 ③11-20公里 ④21-30公里 ⑤31

公里及以上。

17.您的不同耕地地块彼此之间的距离？ ①500米以内 ②0.5-1公里 ③1-2公里

④2-4公里⑤4公里以上

18.您的土地距离硬化道路远近？ ①1公里内 ②1-3公里 ③3-6公里 ④6公里以上

19.本村水利设施完善程度 ①很不完善 ②不太完善 ③一般 ④比较完善 ⑤非常

完善

20.土地距离灌溉水源的距离？______ ①500米以内 ②0.5-1公里 ③1-2公里 ④2-4公

里 ⑤4公里以上

21.您家房屋总面积________（①100平米以下②100-200平米③200-300平米④300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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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22.您的房屋结构为 （①土木结构 ②砖石结构 ③钢筋混凝土结构）

23.您是否加入医疗保险 （①是 ②否）

24.您对风险的态度 （①非常厌恶 ②厌恶 ③一般 ④偏好 ⑤非常偏好）

25..您拥有的农用机械的数量 ，大型数量______，中型数量______，小型数量

______

26.您拥有的家用电器的数量

27.您家土地是否正式登记且有土地确权证书？ （①是 ②否）

28.您家在 2013-2016年期间是否登记了第一轮土地确权证？ （①是 ②否）

29.您家 2017年至今是否登记了新一轮土地确权证？ （①是 ②否）

30.您家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 ？（①是 ②否）

31.您家每年收入为_________元，其中农业收入为_______元,非农收入为________元

二、家庭承包土地情况（单位：亩）

（土地总面积应等于农户承包地面积+转入土地面积-流出土地面积）

1.您家土地经营总面积为 亩

2.您家经营土地的地块数为 块

3.您今年是否转入了土地 （①是，②否）如果是，转入了多少亩？

4.您今年是否流出了土地 （①是，②否）如果是，转出了多少亩？

5.您是否有近 1年以上未有任何生产投入的耕地？ （①是 ②否）

6.如果您有撂荒的土地，请问您撂荒土地的面积为多少亩？

7.您对您的土地质量整体评价 ①土地贫瘠 ②土地质量中等偏下 ③土地质量中等 ④

土地质量中等偏上 ⑤土地非常肥沃

三、政府支持力度状况

1.是否有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支持补贴______（①有 ②没有）

2.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补贴_____（①有 ②没有）

3.政府是否对专业化生产有补贴 （①是②否）

4.您认为政府的绿色生产补贴力度多大？_____（①非常小 ②比较小 ③一般 ④比较大 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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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大）

5.当地是否实施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方面（如秸秆禁烧）的处罚？_____（①有 ②没有）

6.自认为政府对环境污染行为处罚力度？_____（①非常小 ②比较小 ③一般 ④比较大 ⑤非

常大）

四、农业经营认知与态度

1.是否使用无公害农药？___（①是 ②否）

2.是否使用有机农药？____（①是 ②否）

3.是否处理地膜？____（①是 ②否）

4.是否采纳秸秆还田技术？___（①是 ②否）

5.是否添加有机肥？____（①是 ②否）

6.是否采纳病虫害防治技术？____（①是 ②否）

7.是否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____（①是 ②否)

9.是否采用喷灌、滴灌等节水设备？______（①多数种植面积采用 ②少数种植面积采用 ③

基本是传统的大水漫灌）

10.是否使用节水灌溉技术 （①是 ②否）

11.近三年每亩化肥施用量变化: （①比以前多很多 ②多一些 ③几乎没变化 ④减少一

点 ⑤减少很多）

12.近三年每亩农药施用量变化: （①比以前多很多 ②多一些 ③几乎没变化 ④减少

一点 ⑤减少很多）

13.化肥是否按说明书要求使用？_____（①是 ②否）

14.“我应该使用无公害农药技术”______（①同意 ②不同意）

15.“我应该进行处理地膜“______（①同意 ②不同意）

16.“我应该使用焚烧秸秆”______（①同意 ②不同意）

17.“我应该采用添加有机肥”______（①同意 ②不同意）

18.“我应该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______（①同意 ②不同意）

19.“我应该采用喷灌、滴灌等节水设备” ______（①同意 ②不同意）

20.“我应该采用病虫害防治技术” ______（①同意 ②不同意）

21.“我应该采用节水灌溉技术” ______（①同意 ②不同意）

22.“我认为化肥施用量应该减少” ______（①同意 ②不同意）

23.你认为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能节约成本吗？_____（①非常不可能 ②不可能 ③一般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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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⑤很有可能）

24.您是否了解保护性耕作技术（①是 ②否）

25.您是否同意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划算？_____（①完全不同意 ②比较不同意 ③一般④比

较同意 ⑤同意）

26.您是否同意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是重要的生存保障（①完全不同意 ②比较不同意 ③一

般④比较同意 ⑤同意）

27.您是否同意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够改善生态环境（①完全不同意 ②比较不同意 ③一

般④比较同意 ⑤同意）

28.您认为您有责任施用有机肥吗？_____（①完全没责任 ②没责任 ③一般 ④有责任 ⑤

完全有责任）

29.您认为您有责任施用新型无公害农药吗？___（①完全没责任 ②没责任 ③一般 ④有责

任 ⑤完全有责任）

30.您认为您对农作物生产风险属于下列哪一种？_____（①非常厌恶; ②比较厌恶; ③ 一般;

④比较偏好；⑤非常偏好)

31.对绿色农业的认知情况如何？____（①非常不了解 ②不了解 ③一般 ④了解 ⑤非常了

解）

32.您认为绿色农业是否重要？_____（ ①非常不重要 ②不重要 ③一般 ④重要 ⑤非常重

要）

33.您是否愿意采纳绿色生产技术？ _____（①是 ②否）

五、社会资本

1.亲友中村干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经商的人数_______

2.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社交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常频繁）

3.您是否常与亲戚交流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常频繁）

4.您是否常与朋友们交流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常频繁）

5.您是否常与街坊邻居交流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常频繁）

6.您是否常与农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农户们交流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常频繁）

7.您是否常与农业技术人员们交流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常频繁）

8.您是否常与村干部们交流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常频繁）

9.您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是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常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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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对家人的信任程度_______（①完全不信任 ②不太信任 ③一般 ④比较信任 ⑤非

常信任）

11.您对亲戚的信任程度_______（①完全不信任 ②不太信任 ③一般 ④比较信任 ⑤非

常信任）

12.您对朋友的信任程度_______（①完全不信任 ②不太信任 ③一般 ④比较信任 ⑤非

常信任）

13.您对邻居的信任程度_______（①完全不信任 ②不太信任 ③一般 ④比较信任 ⑤非

常信任）

14.您对其他村民的信任程度_______（①完全不信任 ②不太信任 ③一般 ④比较信任

⑤非常信任）

15.您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_______（①完全不信任 ②不太信任 ③一般 ④比较信任 ⑤

非常信任）

16.您对乡镇干部的信任程度_______（①完全不信任 ②不太信任 ③一般 ④比较信任

⑤非常信任）

17.您对政府法律法规实施的信任程度_____（①完全不信任 ②不太信任 ③一般 ④比较

信任 ⑤非常信任）

18.您通过亲友、电视、网络等途径获取外界信息的频率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

经常 ⑤非常频繁）

19.您通常从下列 几个渠道获取农业技术信息（有几个写几个）？亲友渠道、合作社组

织渠道、政府渠道、企业渠道、报刊渠道、电视渠道、手机渠道和电脑渠道意）

20.您对当地种养大户（致富能手）信任程度 （①完全不信任 ②不太信任 ③一般 ④

比较信任 ⑤非常信任）

21.亲戚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如秸秆或地膜回收利用）_____（①是 ②否）

22.邻居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如秸秆或地膜回收利用）_____（①是 ②否）

23.朋友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如秸秆或地膜回收利用）_____（①是 ②否）

24.亲戚等会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______（①非常不可能 ②

不可能 ③一般 ④可能 ⑤很有可能）

25.好友等会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______（①非常不可能 ②

不可能 ③一般 ④可能 ⑤很有可能）

26.邻居等会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______（①非常不可能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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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 ③一般 ④可能 ⑤很有可能）

27.您会学习亲戚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成功经验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常频繁）

28.您会学习朋友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成功经验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常频繁）

29.您会学习街坊邻居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成功经验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

常 ⑤非常频繁）

30.您会向农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农户请教农业生产技术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

经常 ⑤非常频繁）

31.您会向农业技术人员请教农业生产技术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

常频繁）

32.您会向村干部请教有关农业生产技术______（①从不 ②偶尔 ③一般 ④经常 ⑤非常

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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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岁月不语，却告诉了我们很多道理，教会了我们很多事情。转眼间研究生三年一晃

而过，马上到了和导师、师弟师妹、舍友以及同学说再见的时候，心中确有不舍，但是

离别是人生常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也感到无可奈何。

回想起研究生第一年刚开学的时候，我局促不安，既激动万分又满是担忧，来到一

个新的环境，面对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想到自己即将开启研究生生活，满是期待，但又

害怕适应不了新的生活，融入不了新的圈子，不知道如何以一种合适的态度跟导师、师

兄师姐等打交道，激动、彷徨、担心……各种矛盾心情交织在一起。我还记得和符越师

兄、张可馨师姐、韩晓慧刚见面时拘谨、手足无措的样子，大家彼此都不太熟悉，不知

道在这种初次见面的场合下该说什么话题才能打破那种好像连空气都会静止的僵局。但

好在师兄师姐以及同级的杨泽赟同学都很好相处，他们会想办法缓解你的紧张和局促，

可能是通过一顿饭的时间，也可能是对你总是微笑，试图让你融入到他们当中去。不知

不觉间，我也从师妹的角色转变成为师姐，又多了李汶迪师妹、于世捷师弟、刘俊彤师

妹三个家人。我们彼此相处自然，无话不说，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开玩笑。学习中有

压力了，我们可以像老友一样聚聚，也可以一起看电影、去唱歌放松、去玩......。学习

中可以自由畅谈自己的想法，也不会害怕他们嘲笑你，大家在观点的交锋和思想的碰撞

中一起成长，一起进步。有人说初中和高中最令人怀念，也最令人值得回忆。于我而言，

研究生三年的这段时光弥足宝贵，同样值得在以后回首和回忆。这段时光我成长了很多

很多，也教会了我很多，很幸运进入我们师门。

我要感谢我的舍友李玲、黄华婷和赵慧，是她们打破了我开学的第一次尴尬和无助，

虽然性格各异，却总能找到互补点，嘻嘻哈哈打闹、开玩笑、互相调侃、日常互怼是我

们的常态，一起学习、一起上课、一起恰饭、一起看电影.....也是我们的常态.就是在这

样美妙而又和谐的氛围中我们相处了两年多。感谢她们的陪伴和包容。

当然，一直要感谢我的家人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陪伴。自我读书以来，他们从来

没有给我施加任何压力，给我创造了一种轻松的学习氛围，能让我在任何时候都放松地

投入到学习当中去。当我学习中有压力、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家人永远是我最好的

也是最耐心的倾诉者，他们永远站在我这边，给予我鼓励和支持。他们眼中我就是最优

秀的，他们不会把我跟其他的优秀者相提并论，从小到大的各种考试，他们都无一例外

地相信我，不管我考的怎么样。得此家人，实乃我幸。

我也要感谢一个特别的人，那就是我自己。求学近二十载以来，都是自己单枪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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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过关斩将，这一路以来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深有体会，感

谢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无数个想放弃的时候都是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自己肯定自己，

自己无条件信任自己。虽然优秀的人很多，但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觉得自己走到这一

步已经超越了自己，这种自我肯定和知足让我始终保持初心，这在我的求学生涯中实属

不易，始终是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最后，“功不唐捐”致自己。

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导师石志恒老师，也很幸运进入我们老师门下，对我的论文写

作给予的指导。研究生刚开学我对论文的认知模糊不清，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的，就单

纯的以为写写文章这么简单，但是进入老师的门下了解之后，发现并非如此，我们领域

内的写作急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也需要对农村的具体实情、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是什

么、农户指的是什么等内容有深入的了解。可是我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道，我们老师虽

然很忙，但是也会抽空带着我们去调研，去亲身接触农村、去亲自和农户打交道。调研

的经历对我来说异常珍贵，调研的过程中和小组成员培养了感情，让我们之间的感情更

加深厚，更加了解彼此，同时也使我更了解农村，从而构建起我对自身研究领域的认知。

论文写作的时候，记得我研一下学期，对论文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倾注了很多的心思在

上面，下学期就自己写了一篇文章给我们老师发过去，自以为写的很不错，结果被老师

指导之后才发现自己的问题，急于求成，想赶快出成果证明自己适合搞科研。俗话说“心

急吃不了热豆腐”，结果到头来发现自己全是问题。现在我回过头看看自己写的第一篇

文章，真的就是小学生写作文，“过家家”的水平，这都要感谢我导师及时指出我的问

题，同时对我论文写作方面提供的指导。“一日为师，终生为师”，这份师恩我定当铭

记于心。

最后，感谢百忙之中参加此次论文答辩的各位专家与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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