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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分析与假设

农户选择参与生态耕种行为的过程通常包括农户是否选择采

用生态耕种行为和决定采用几种生态耕种行为两方面内容 [9-10]，

按照采用与否，农户可分为采用生态耕种行为和不采用生态耕种

行为两种类型，按照采用的生态耕种行为，可以探知农户参与生

资本禀赋与农户生态耕种行为：
基于江西省9县862户农户的调查

苏婉赟

广东理工学院，广东 肇庆  526000

摘      要  ：  	本文基于江西省9县862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 Logit 和 Tobit 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禀赋、生态认知对农户生态耕种行

为采用与采用程度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样本农户中有88.98%的农户采用了生态耕种行为，但该部分农户的

采纳程度不高。（2）资本禀赋变量中，人力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禀赋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采用及采用程度均产生显著

影响。而自然资本禀赋、经济资本禀赋对采用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3）生态认知在资本禀赋对生态耕种行为采用过

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作用，正向影响农户行为的采用及采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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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study,	based	on	a	survey	of	862	 farmers	 in	nine	counties	of	Jiangxi	Province,	uses	binary	Logit	

and	Tobit	models	 to	examine	how	capital	 endowments	and	ecological	 cognition	 influence	 farmers'	

adoption	and	extent	of	ecological	 farming	practic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1)	88.98%	of	 farmers	

adopted	 ecological	 farming,	 but	 their	 adoption	 level	was	 generally	 low;	 (2)	Human	and	 natural	

capital	endowments	significantly	affect	both	adoption	and	extent,	while	natural	and	economic	capital	

endowments	 negatively	 impact	 adoption;	 (3)	 Ecological	 cognition	mediates	 the	 effect	 of	 capital	

endowments	on	adoption,	positively	influencing	both	adoption	and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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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耕种行为的程度现状。

H1：农户各类资本禀赋显著正向影响其生态生产行为选择。

H2：农户生态认知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选择。

H3：农户生态认知在农户家庭资本禀赋对生态耕种行为的影

响路径中起中介效应作用。

引言

生态耕种是我国在长期耕地保护实践中不断总结和逐渐推广的一系列遵循生态系统基本原理、提高耕地质量的耕地保护行为 [1]。农

户采用生态耕种行为不仅可以减少农业生产投入、提高耕地可持续利用和产出能力，还可以保障农户生计稳定，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农户作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耕地的直接作用人，其生态耕种行为的采用及采用程度与耕地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密切

相关 [2]。受农村劳动力外流和农户兼业化程度加深的影响，农户资本禀赋分化现象日益突出，不同农户家庭拥有的资本禀赋差异逐渐扩

大，资本禀赋作为农户及其家庭成员先天具备或后天学习获得的各类可用于生产生活的资源与能力储备的集合 [3-6]，众多研究表明资源

禀赋会较大程度影响农户认知、意愿进而影响其行为决策 [7-8]。因此深入探究资本禀赋与生态认知对农户采用生态耕种行为及采用程度的

影响机理，对于提高耕地生态保护效果，实现农业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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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一）数据说明

数据选取自对江西省9个县 30个乡涵盖60个自然村的实地

调查，时间跨度为2023年3-8月。采用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抽样

相结合，获取有效农户调查问卷 862 份。调查内容涉及农户四类

资本禀赋、农户对耕地利用中化肥农药的使用态度和所持的观点

（生态认知）、农户生态耕种行为采用的具体情况等。调查对象为

户主，每户调查时间1—2小时。

受访样本农户以男性为主，占总样本数的77.49%。户主年龄

大多集中在40 ～ 60岁，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多为小学及以下。整

体而言，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符合当前我国农村现实情况。

（二）变量说明

该研究因变量包括两类。其中，“是否采用”变量记录农户是

否采取特定行为（是1否0）；“采用程度”则衡量农户采取行为

的种类数。

核心自变。人力资本禀赋是通过计算人力资本禀赋水平得出

的。此外，还包括家庭劳动力总数（16-60岁成员计为1个劳动

力，60岁以上成员计为0.5个劳动力，其他成员不计入劳动力）以

及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高中及以上学历成员占家庭总人口的比

例）。另外，是否参加科学技术培训（参加 =1，不参加 =0）也被

纳入人力资本考量。自然资本禀赋通过计算自然资本禀赋水平来

评估，具体包括耕地块数、耕地面积（单位为亩）和水利设施条

件（耕地是否距离水利设施百米以内，是1否0）。经济资本禀赋

则通过计算经济资本禀赋水平来表示，并涵盖家庭总收入（单位

为万元）以及农业收入比重（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社

会资本禀赋包括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参加 =1，不参加 =0）以及

是否参与订单农业（参与 =1，不参与 =0）。

中介变量包括环境污染严重度认知和环保政策认知，分为

“不了解 =1”“了解一点 =2”和“比较了解 =3”三个等级。

（三）模型构建

为解决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将分两阶段对农户生态耕种

行为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是否采用”为二元变量，选择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

分析，相关模型设定如下：

  (1)

  (2)

  (3)

第二阶段“采用程度”为双向归并的数据，选择常用于受限

因变量数据分析的 Tobit 模型，相关模型设定如下：

  (4)

  (5)

Y1代表农户是否采用生态耕种行为，Y2
* 代表为农户生态耕种

行为的采纳程度，两者均为因变量；Xi 为资本禀赋（i=1 ～ 12），

Ci 为控制变量，Mi 为中介变量 i=1,2；分别表示农用化学品污染

严重度认知和环保相关政策认知。

（四）实证分析

1. 资本禀赋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采用与采用程度的直接影响

表2 资本禀赋、生态认知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采用及采用程度的影响

变量 是否采用 采用程度 是否采用 采用程度 是否采用 采用程度

未引入中介变量 引入中介变量

家庭劳动

力总数

0.055 0.012 0.052 0.012 0.045 0.010

(0.073) (0.021) (0.073) (0.021) (0.073) (0.021)

家庭成员

文化素质

0.607 0.144 0.749 0.199 0.688 0.171

(0.613) (0.186) (0.622) (0.186) (0.614) (0.186)

科学培训
1.601** 0.521*** 1.549** 0.481*** 1.559** 0.497***

(0.651) (0.129) (0.656) (0.129) (0.653) (0.129)

环境污染

严重度 

认知

0.373** 0.187***

(0.188) (0.058)

环保政策

认知

0.245* 0.077*

(0.136) (0.041)

其余控制

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054*** 0.016*** 0.061*** 0.020*** 0.060*** 0.018***

如表2结果所示，人力资本禀赋中参加科学技术培训均显著正

向影响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采用及采用程度，参加过科学培训的

农户通过培训能够了解更多专业科学的农业生产技能，也能了解

到更多有关环境污染的危害知识，并在实际农业生产中予以实施

和运用，具有培训经验的农户更会采用生态耕种行为。

生态认知变量中，农户对环境污染严重度认知对其采用生态

耕种行为采用及采用程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当农户对过量施

用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会给土壤、农作物及残留给人体健康带

来的严重性认识程度越高，进行农业生产时越会采取生态耕种行

为。农户对环保政策的认知对其采用生态耕种行为的采用及采用

程度均产生正向影响。

2. 资本禀赋通过生态认知对生态耕种行为是否采用及采用程

度的间接影响

由于该部分主要考察资本禀赋亦存在通过生态认知变量间接影

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的情况，因此只用熵值法计算

的各类资本禀赋水平代替资本禀赋进行检验。检验表明生态认知变

量中环境污染严重度认知在各类资本禀赋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采

用及采用程度路径中均起到中介效应作用。而环保政策认知除“经

济资本－环保政策认知－是否采用”“经济资本－环保政策认知－

采用程度”路径中不发挥中介效应作用，在其他各类资本禀赋影响

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采用及采用程度中均发挥中介效应。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江西省9县862户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资本禀

赋、生态认知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采纳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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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样本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采用比例较高，但已经采用生态耕

种行为的农户采纳程度不高。（2）资本禀赋中，科学培训、耕地

水利设施条件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用及采用程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耕地块数、农业收入比重对采用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具

有不同资本禀赋优势型的农户生态耕种行为采用情况存在较大差

异。（3）生态认知对资本禀赋与生态耕种行为采用及采用程度具

有中介效应作用，环境污染严重度认知和环保政策认知在影响路

径中具有中介效应。

（二）建议

提升农户资本禀赋水平。重视各类资本禀赋在农户采用生态

耕种行为的综合影响，加强农户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提高农户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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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力素质；加强农业生产水利交通设施建设，改善农户农业

生产环境，同时促进耕地流转，提高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增加农

户自然资本禀赋。

优化农户资本禀赋结构。明确各类资本禀赋的优势效应，积

极引导农户利用不同优势资本禀赋在不同生态耕种行为间的合理

配置与转换，鼓励具有不同禀赋优势的农户相互合作，促进农户

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农户生态认知水平。重点提高农户对环境污染严重度的

认知水平，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及其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性知识

的宣传，提升农户参与耕地生态保护的意识与责任，促进农户在

农业生产中选择生态耕种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