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 言

绿肥作为一种清洁生产要素，在粮食丰产、土壤改良和环境改善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生态效

益（李福夺等，2022）。作为覆盖作物，绿肥能够有效减少降雨造成的土壤侵蚀，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

（樊志龙等，2020）；作为豆科植物，通过固氮作用能大量增加土壤中的营养物质、改善土壤结构（高

嵩涓等，2020）；翻压还田后，腐解质直接转化为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肥力（王强盛等，2021）；此

外，绿肥腐解质还可在一定程度上钝化土壤重金属，从而有效缓解农田污染（Almagro等，2014；
Manyevere等，2014；王赟等，2021）。在我国，绿肥曾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生物肥源。然而，20世
纪 80年代后，随着化肥工业的崛起，化肥逐渐取代绿肥成为作物营养最主要的提供者（曹卫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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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影响采纳动机的理论解析模型，并利用中国南方稻区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

现，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动机存在相对积极的内部动机与相对消极的外部动机，同一农户

的采纳动机具有多重复合性特征，而整个农户群体则以内部经济动机为主。与持外部动

机的农户相比，拥有丰富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农户更可能持有采纳绿肥稻作

系统的内部动机，而家庭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等经营和自然禀赋较差的农户采纳绿肥稻作

系统更倾向于持有外部动机。与持非经济动机的农民相比，持有经济动机的农民相对年轻，家

庭农业劳动力偏多、农业收入比重偏高，而兼业经营农业的农户更倾向于持有采纳绿肥稻作系

统的非经济动机。与持社会关系动机的农民相比，持有补偿激励动机的农民大多是男性，家庭

所经营的耕地面积较大，而拥有承包地的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更倾向于持有社会关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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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化学肥料的长期不合理使用，造成了土壤性状恶化、面源污染和农产品品质下降等问题。对

此，有学者开始重新定位化肥和绿肥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并发出“营佳壤务农之本，种绿肥生态之

根”的呼吁（杨纪珂，1996）。当前，国家在耕地质量提升和农业环境治理的诸多行动中开始关注绿肥

的作用，绿肥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重点挖掘的传统绿色农业要素之一。

然而，当前绿肥推广“上热下冷”结构性矛盾突出，即政府推动力度很大，而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却

不高。农户是耕地质量提升和农业环境改善行动的最终受益者，促进绿肥效益和绿肥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关键在于引导农户广泛采用。前期研究关注了政府激励（李福夺等，2021）、市场诱导（李福夺，

2020）、社会关系网络（Li等，2021；石志恒等，2022）等外部因素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的影响，而对

其内在作用机理揭示不足（袁金华等，2019）。尽管部分学者立足环境认知（Ho等，2006；李坦等，

2021）、感知行为控制（Li等，2021）等角度，探究了特定情境下影响农户绿肥种植行为的内在因素。

然而，这些研究很少从行为发生过程的视角对更深层次的心理动机进行探索，且忽视了个体与情境因

素的交互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户行为产生过程理解的深入性和全面性。实际上，心理动

机才是影响农户行为最基础的因素，任何外部冲击都必须通过调节个体的心理动机才能对最终的行为

决策产生影响（郭清卉等，2022）。从这一点来看，探明农户绿肥种植的心理动机，对引导农户行为、

推进耕地质量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都至关重要。

鉴于此，拟以南方稻区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以一种典型的绿肥种植模式——绿肥稻作系统为研

究对象，探究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动机及其驱动因子。具体而言，将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一

是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源于什么动机？二是禀赋异质性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动机是否存在差

异？三是如何基于不同动机分类施策、制定差异化的农户行为激励措施？相关结果对于明确农户绿肥

稻作系统采纳行为的基础制约因子并据此完善区域绿肥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研究对象与理论分析框架

（一）研究对象

传统农作系统下，南方稻区耕地多栽培单季或双季稻，冬闲期近5个月，不仅造成巨大的耕地资

源浪费，连续单一作物种植还会导致土壤贫瘠和单产下降（倪学志等，2018）。充分利用冬闲窗口种植

绿肥，将传统水稻—冬闲农作系统改造为水稻—绿肥轮作用养结合型农作系统（下文简称绿肥稻作系

统），是在推进耕地质量保护的同时，提高耕地产出效率的有效措施（程凯凯等，2016）。
绿肥稻作系统的技术规程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每年10月初进行农田整理和机械开沟，10月中

旬撒播绿肥种子，待种子发芽后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以防止散养牲畜践踏，第二年四月初绿肥盛花期

进行刈割、翻压还田，然后泡水腐解；四月中旬进行水稻播种或插秧。作为覆盖作物，绿肥能够有效

地减少由降雨引起的土壤侵蚀（Hooker等，2008）；作为豆科植物，绿肥可通过吸收空气中的游离氮原

子将其转移到土壤中，从而在固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ecker等，1995）。此外，绿肥植物体翻压还田

后，其分解质还能显著提高土壤有机质。已有研究表明，南方地区连续5年使用绿肥稻作系统的稻田

土壤质量可提高1个等级（Li等，2020）。鉴于此，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系列政策文件，大力支持绿肥

稻作系统推广和应用。

（二）农户行为动机的类型

学术界对动机类型划分最普遍和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包括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部动

机（Extrinsic Motivation）两种（Oudeyer等，2007）。内部动机主要源自个体内心的实际需求，包括个体

对行为活动预期所得的期望、对行为结果的愉悦感以及出于自身的行为责任感等（杨纪珂，1996），而

外部动机主要来自于外界因素的刺激，它对行为结果的追求不是源于个体的心理需求，而是由外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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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引导、强迫所致（Martin等，2010；Pak等，2019），二者对于保障行为发生的持续性相辅相成。

依据动机的引发机制，本文将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行为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3年第2期 总第78期

内部动机来源于内在需求，农户的内在需要可划分为内在经济需求和内在非经济需求两类，据此

可将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内部动机区分为内部经济动机和内部非经济动机。内部经济动机包括三

个方面：一是化肥减施的需要，即农户通过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来减少农业生产中的化肥施用，降低生

产成本，进而提高农业收益；二是提高农产品产量的需要，即农户通过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来提升耕地

质量，使得耕地更加有利于农民稳定产量；三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需要，即农户通过采纳绿肥稻作系

统来生产安全、优质、绿色稻米，提升稻米质量和效益；内部非经济动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土

地传承责任感，即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来促进耕地质量提升是基于对家庭土地传承的历史使命负责

的态度；二是土地保护社会责任感，即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来促进耕地质量提升是基于对集体土地

保护的社会责任。

外部动机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刺激而产生的行为动力，是一种被动驱动力量，具有明显的诱导性特

征。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外部动机可以从外部激励、社会关系两个维度来衡量。外部激励是指农

户由于受到政府部门的经济激励、政策引导而被动参与，社会关系则是指农户受周围群众态度、行为

的影响而被迫与他们保持一致的行为。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行为动机的具体分类如表1所示。

图1 绿肥稻作系统技术规程

注：引自Li等（2021）。

表1 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动机

第一层

内部动机

外部动机

第二层

分类

经济动机

非经济动机

激励引导

社会关系

反映指标

收益期望

历史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

补偿激励

亲戚认同

邻居认同

政府认同

诠释

化肥减施的需要

提高农产品产量的需要

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需要

家庭土地传承责任感

土地保护社会责任感

绿肥种植补贴

亲戚参与的影响

邻居参与的影响

政府宣传的影响

（三）农户禀赋影响行为动机的理论模型

农户禀赋包括个体禀赋、家庭禀赋、经营禀赋、社会禀赋和自然禀赋五个方面。个体禀赋通过影

响农户对新技术的认知进而决定采纳动机（张云华等，2004）。Benyishay等（2013）认为，女性因自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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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事物的敏感性和农村女性化社会中彼此农事交流的广泛性而更可能持有社会关系动机。俞振宁等

（2018）指出，年龄较大的农民更倾向于持有技术采纳的内部非经济动机。史雨星等（2019）研究发现，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越倾向于持有技术采纳的内部非经济动机，而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民倾向于

持有内部经济动机。

在家庭禀赋方面，有学者认为，在目前中国小农户“半工半农”经营特征显著的情况下，农户对农

业的依赖程度直接决定其行为动机（赵旭强等，2012）。白丽等（2015）研究发现，农业在农户家庭经济

中的地位越高，其行为决策的动机越倾向于追求农业收入。农业劳动力越多、农业收入比重越高、土

地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户一般兼业化程度较低，家庭生计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持有技术采

纳的内部经济动机。在经营禀赋方面，俞振宁等（2019）研究指出，土地经营条件越差的农户经营成本

相对较高，一般缺乏改变现状的内在主动性，除非外部补偿激励加以引导。因此，土地细碎化程度越

高的农户越倾向于持有外部补偿激励动机。罗必良等（2012）指出，经营承包地的农户一般不具有耕地

质量提升的内在主动性，他们进行耕地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补偿激励的作用，即他们的行为

更多的是基于外部补偿激励动机。张云华等（2004）分析兼业化农户技术采纳的动机问题，认为他们对

依靠耕地获取收益的需求较少，其行为主要是基于对保有高质量土地的历史或社会责任感。在社会禀

赋方面，已有研究表明，拥有村干部、党员等社会身份的农民更容易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更倾

向于持有技术采纳的外部社会关系动机。关于自然禀赋对农户行为动机的影响，汪冲（2019）研究表

明，农户的耕地自然条件越良好，则越具有维持这种良好经营状态以持续追求经济收益的内在主动

性。据此，预期村庄经济越发达、据当地农技局的距离越近、靠近绿肥示范基地和平原地区的农户更

倾向于持有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内部经济动机。建立如图2所示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2018年10月~2019年4月间在南方稻区的湖南、广西、江西、安徽、河南5省份开

展的三次农户调查。其中，第一次农户调查开展时间为2018年10.02~10.16，为期15天；第二次调查

开展时间为 2018年 11.05~12.16，为期 42天；第三次调查开展时间为 2019年 3.22~4.17，为期 27天。

农户调查时间的选择受绿肥种植周期的影响。一般而言，南方稻区绿肥会在每年的9月底或十月初播

种，次年3月底或4月初在绿肥盛花期刈割、翻压还田。因此，所选时间段开展的调查获取的是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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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农户禀赋影响绿肥稻作系统采纳动机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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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绿肥种植信息。此外，三次农户调查时间实际上也正对应着绿肥生长周期中的播种—生长管理—

翻压还田三个阶段，便于课题组深入现场、更为直观地观察和收集一手信息。

农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开展：在每个省随机选择3个样本县（考虑到河南省只有信阳市在地

理区位上属于南方稻区，因此只在信阳随机抽取了 1个样本县），在每个样本县随机选择 4个样本乡

镇，在每个样本乡镇随机选择3个样本村，在每个样本村随机选取7-10个样本农户。最终，得到有效

问卷 1 217份。由于本研究主题是“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动机”，“农户已经采纳”是本研究的前提，

因此，选择其中的541个具有采纳行为的农户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区域及样本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参与农户的地区分布

省份

广西

湖南

江西

河南

安徽

合计

参与的样本数（份）

131
208
64
42
96
541

总体样本数（份）

336
417
185
80
199
1217

参与比（%）
38.99
49.88
34.59
52.50
48.24
44.45

（二）研究方法

本文被解释变量是二分类变量，可选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分析。二分类Logit模型为：

Y=ln( Pi1 -Pi) = β0 +∑k = 1
n βkxi + μ （1）

其中，xi为模型的自变量；β0是模型的截距项；βk是系数，表示在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

下，某一解释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Logit P相应地增加（或减少）个单位。

（三）模型检验

采用HL（Hosmer-Lemeshow）方法进行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其公式如下：

HL= ∑j = 1
J (Yj -NjPj)
NjPj (1 -Pj) （1）

式中，J为分组数，J≤10；Yj为第 j组事件的观测数量；Nj为第 j组中的案例数，Pj为第 j组预测事件

概率；NjPj为预测数。

四、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基本信息

在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 541个样本中，近 75%为男性。从年龄结构看，50岁以上受访农民超过

70%，60岁及以上农民占比达到35%，说明农民老龄化现象较严重。从受教育程度看，接受过高中以

上教育的受访者不足20%，反映出当前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事实。从家庭劳动力看，近60%的受访

农户农业劳动力数量在3人及以下。从收入结构看，超过一半的农户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家庭资本禀

赋的限制可能会影响到农民的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从经营耕地面积来看，5亩及以下的农户占70%
以上，规模以上（20亩及以上）的农户仅有不到12%，可见农业生产规模普遍偏小。从受访农户类型来

看，非兼业农户占比接近50%，说明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的农户对绿肥有更强烈的需求（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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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动机

为了解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动机，调查时询问了已采纳农户做出决策的具体原因。根据表4，
总样本中因内部动机而采纳的农户比例超70%，因外部动机而采纳的不到30%。在382个内部动机样

本中，有 53.19%的农户持单一内部动机；在 159个外部动机样本中，有 47.80%的农户仅持有外部动

机。在内部动机样本中，主要持有内部经济动机和主要持有内部非经济动机的农户样本分别为251个
和131个，而仅持有经济动机和仅持有非经济动机的农户样本分别为69个和55个。持外部补偿激励动

机、外部社会规范动机的样本数分别为88个和71个，分别占外部动机样本总数的55.35%和44.65%。

可见，一方面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既受到由内部需要诱发的内部动机的作用，也受由外界因素

激发产生的外部动机的影响，并且以内部动机影响为主；另一方面，农户的采纳动机具有典型的多重

复合性特征，即大多数农户不会单纯的存在一种采纳动机；最后，不同农民存在不同的采纳动机，但

整个农民群体采纳动机具有高度一致性，即以内部经济动机为主。

表4 农民采纳动机情况描述

张康洁等：耕地质量保护背景下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动机研究——基于南方稻区的实地调查

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是否兼业

是否村干部

分类

男

女

30岁及以下

31~40
41~50
51~60

60岁及以上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是

否

是

否

频数

404
137
14
55
89
193
190
90
123
221
89
18
271
270
61
480

频率

74.68
25.32
2.59
10.17
16.45
35.67
35.12
16.64
22.74
40.85
16.45
3.33
50.09
49.91
11.28
88.72

变量

家庭农业劳动力

家庭收入

耕地面积

分类

3人及以下

4~5人
6~7人

8人及以上

2万及以下

2~5万
5-8万

8万及以上

5亩及以下

5~10亩
10~15亩
15~20亩
20亩及以上

频数

315
161
52
13
124
195
93
129
378
70
22
8
63

频率

58.23
29.76
9.61
2.40
22.92
36.04
17.19
23.84
69.87
12.94
4.07
1.48
11.65

采纳动机类型

内部动机

外部动机

经济动机

非经济动机

补偿激励

社会关系

样本数（份）

382

159

251

131
88
71

比例（%）

70.61

29.39

65.71

34.29
55.35
44.65

采纳动机特征

持单一内部动机

持多重动机，但以内部动机为主

持单一外部动机

持多重动机，但以外部动机为主

持单一经济动机

持多重动机，但以经济动机为主

持单一非经济动机

持多重动机，但以非经济动机为主

——

——

样本数（份）

165
217
76
83
69
182
55
76
——

——

比例（%）
43.19
56.81
47.80
52.20
27.49
72.51
41.98
58.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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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定义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动机类型，选取农民的个体禀赋、家庭禀赋、经营禀赋、社会禀赋以及自

然禀赋作为家庭资本禀赋的解释变量。各变量定义及说明如表5所示。

表5 变量定义与说明

类型

采纳动机

个体禀赋

家庭禀赋

经营禀赋

社会禀赋

自然禀赋

变量名称

采纳动机y1
采纳动机y2
采纳动机y3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家庭农业劳动力

农业收入比重

耕地面积

耕地性质

土地细碎化

是否兼业经营

家庭成员是否有否村干部

家庭成员是否有有党员

是否毗邻绿肥示范基地

地貌类型

变量定义

内部动机=1，外部动机=0
经济动机=1，非经济动机=0
社会关系=1，补偿激励=0

女=1，男=0
实际数值（岁）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或中专=4；
大专及以上=5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健康=4；很健康=5
实际数值（人）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
5亩及以下=1；5~10亩=2；10~15亩=3；

15~20亩=4；20亩及以上=5
全部自有=1，其他=0

2块及以下=1；2~4块=2；4~6块=3；
6~8块=4；8块及以上=5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平原=1，其他=0
丘陵=1，其他=0
山地=1，其他=0

均值

0.29
0.34
0.45
0.25
53.95
2.67
3.88
3.39
28.60
1.72
0.38
2.06
0.50
0.12
0.18
0.47
0.65
0.21
0.14

标准差

0.46
0.48
0.50
0.44
11.93
1.04
0.83
1.66
2.38
1.33
0.85
0.63
0.50
0.38
0.38
0.34
0.59
0.34
0.27

最小值

0
0
0
0
21
1
1
1
2.5
1
0
1
0
0
0
0
0
0
0

最大值

1
1
1
1
83
5
5
13
100
5
1
5
1
1
1
1
1
1
1

五、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内部与外部动机模型估计结果

表6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由表7可见，有8个变量对农民采纳绿肥稻作

系统的动机有显著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在农民个体禀赋维度，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方向为正，说明受教育

程度越高的农民越倾向于持有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内部动机。农民的农业生产决策与其知识水平密切

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业技术的内在价值认知越清楚，相对更具有采纳的内在主动性。在

家庭禀赋维度，农业收入比重对农民采纳动机正向影响显著，说明家庭农业收入越高的农户采纳绿肥

稻作系统主要源于自身的内在需求，更倾向于持内部的采纳动机。在经营禀赋维度，农户是否兼业经

营农业对其采纳动机负向影响显著，且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兼业经营农户采纳绿肥稻

作系统不是源于自身实际需要，更多是因为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即兼业农户更倾向于持外部动机，

非兼业农户更倾向于持内部动机。农业收入比重越高的农户和非兼业农户以农业为主业，家庭收入主

要来源于农业生产，迫切需要改善耕地质量，稳固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进而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土地细碎化对农民采纳动机负向影响显著，且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

检验，说明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的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主要源于外部因素的影响，更倾向于持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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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纳动机。土地细碎化提高了农民参与成本，降低了参与效率，农民基于参与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便

失去了参与的内部动力，在没有外部激励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农民很可能不会参与（史恒通等，

2018）。在社会禀赋维度，村干部身份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方向为负，说明村干部采纳绿

肥稻作系统更倾向于持外部动机，这是因为村干部作为农业政策在基层的主要落实者，一般会被相关

部门赋予联系、组织、协调农民群众参与的责任，他们的行为更可能是受到来自政府和群众因素（政

府政策、群众意见等）的影响（徐志刚等，2018）。在自然禀赋维度，平原地貌类型对农民采纳动机负

向影响显著，说明平原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持有参与的内在动机，更愿意积极主动地采纳绿肥稻作系

统。绿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当地自然生产条件的影响，平原地区农地自然生产条件较好，农业

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农民有采纳该技术的内在条件，因此更具有参与的内部主动性；而丘陵、山地地

区农地自然生产条件较差，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成本相对更高，农户行为

的发生更多是因为受到外部激励的影响。

张康洁等：耕地质量保护背景下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动机研究——基于南方稻区的实地调查

表6 变量多重共线性诊断

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是否村干部

是否党员

家庭农业劳动力

VIF值
1.10
1.48
1.47
1.22
1.48
1.56
1.12

CI指数

1.33
2.06
1.72
1.44
2.25
2.57
1.64

变量

农业收入比重

耕地面积

耕地性质

土地细碎化

是否兼业经营

是否毗邻绿肥示范基地

VIF值
1.43
2.00
1.86
1.25
1.08
1.04

CI指数

2.15
1.86
1.19
1.32
2.73
1.65

表7 内部与外部动机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个体禀赋

家庭禀赋

经营禀赋

社会禀赋

自然禀赋

地区变量

Constant
Log likelihood

Hosmer and Lemeshow Test
Modle(Sig.)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家庭劳动力
农业收入比重

耕地面积
耕地性质

土地细碎化
是否兼业经营
是否村干部
是否党员

是否毗邻绿肥示范基地
平原
丘陵
广西
湖南
河南
安徽

回归系数

0.643
0.002
0.170*
-0.332
0.051
0.005**
-0.095
-0.180
-0.235**
-0.382*
-0.535*
0.320
-0.318
0.659***
0.207
-0.215**
0.299**
0.706
-0.522
1.349

-244.806
0.876
<0.001

标准差

0.279
0.012
0.163
0.141
0.071
0.004
0.113
0.184
0.197
0.230
0.377
0.342
0.287
0.227
0.323
0.351
0.311
0.446
0.327
1.278

z
2.30
0.15
1.04
-2.35
0.72
1.19
-0.84
-0.98
-0.61
-1.66
-1.42
0.94
-1.11
2.90
0.74
-0.61
0.96
1.58
-0.85
1.06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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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经济与非经济动机模型及外部补偿激励与社会关系动机模型估计结果

分别以持有内部动机的382份农户数据和持有外部动机的159份农户数据为基础，对农户采纳绿

肥稻作系统的内部经济与非经济动机模型以及外部补偿激励与社会关系动机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

表8。在内部经济与非经济动机模型中，HL中 P=0.907>0.05，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在外部补偿激励与

社会关系动机模型中，HL中 P=0.885>0.05，模型拟合数据的效果良好。

在农民个体禀赋维度，农民年龄对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内部经济与非经济动机的影响在5%水平

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方向均为负，这意味着年龄较大的农民更倾向于持有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非经济

动机。我们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点。在农村，一些年长的老农民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热情明显高于其

他农民，特殊的历史经历使得他们对土地更具情感，对耕地保护的社会责任和土地传承的家庭责任感

更强，同时，有相当数量的老农民基于家庭责任希望能够继续贡献自己长期积累的乡土知识以在人生

的最后阶段实现自我价值的进一步提升。农民性别变量对其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外部补偿激励与社会

关系动机正向影响显著，说明女性农民更倾向于持有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社会关系动机。在农村集体

内部存在着由亲情关系、友情关系、邻里关系、组织关系等组成的错综复杂而又联系紧密的社会关系

网络，农民作为“社会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关系传导的外部行为结果的影响，进而做出一致性

的行为响应。尤其是女性农民，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女性化态势助推下，她们对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的

行为响应度明显高于男性农民。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女性化社会决定了在农业生产中与

社会关系人打交道的主要是女性，他们受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的渠道明显多于男性；二是由女性普遍的

性格特征所决定，大多数女性心思缜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更容易受到身边人行为的影响（杨向阳等，

2018）。
在家庭禀赋维度，农业劳动力、农业收入比重两个变量对农民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经济与非经济

动机正向影响显著，说明家庭农业劳动力越多、农业收入比重越大的农户更可能持有内部经济动机，

也就是说其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是为了从中谋求更多的经济效益。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越多、

农业收入比重越大，意味着农业在家庭生计中的地位越高，农户当然会更关注各种农业决策的经济影

响。具体而言，包括化肥减施以降低生产成本的诉求、提高农产品产量与质量以增加收益的诉求、农

田综合养护以降低农业生态退化产生的后续治理成本和维持农产品产出稳定性的诉求。耕地面积对农

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补偿激励与社会关系动机负向影响显著，且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

明农户家庭所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大越倾向于持有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补偿激励动机。以农业生产为主

的规模经营户是绿肥养地政府扶持的重点对象，同时，和普通小农相比规模经营户一般更具经济理

性，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决策目标主要是追求经济效益，以耕地面积为单元的农业补偿对他们而言是

一笔可观的收入，因此持补偿激励动机的农户经营面积相比持有社会关系动机的农民更大。

在经营禀赋维度，农户是否兼业经营农业对农民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经济与非经济动机负向影

响显著，且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兼业农户更倾向于持有参与的非经济动机。兼业农业

生产不是农户主业，其采纳绿肥稻作系统也不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而是源于提升自身综合能力的需

要或土地传承或保护的责任感。耕地性质对其参与的补偿激励与社会关系动机正向影响显著，说明经

营承包地的农户更倾向于持有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社会关系动机。这与调查过程中农民反映的情况相

一致。在调查中，一些承包户反映“用地不养地”“掠夺性的开度使用土地”会遭受土地发包方和周围群

众的谴责，这种社会压力成为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重要动机。

在社会禀赋维度，村干部和党员身份对农民参与的内部经济与非经济动机的影响都在10%水平上

通过显著性检验，方向均为负，这意味着拥有政治身份的农民更倾向于持有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非经

济动机。村干部是村集体的领导和农村事业发展的“带头人”，一般会被相关部门赋予联系、组织、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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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农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他们的行为更容易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农村中的党员一般有两

类，一是村干部，二是曾经担任过村干部或者有革命经历老年人。曾经担任过村干部或者有革命经历

老年人社会责任意识普遍较强，这种责任意识会驱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农村可持续发展事务，包括对耕

地进行保护。因此，党员身份会促使农户持有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内部非经济动机。

在自然禀赋维度，是否毗邻绿肥示范基地对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经济与非经济动机正向影响

显著，且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越靠近绿肥基地的农户越倾向于持有采纳的经济动机。

绿肥基地是目前绿肥项目实施的主要载体，是展示绿肥生态与经济功能的重要窗口，也是提高农村经

济规模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如果农户家庭周围存在绿肥基地，则会对绿肥的效益有更加直观

的认知，这种激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意愿。同时，绿肥基地的存在，可以使农

民“免费搭便车”或以较低的成本使用基地的基础设施和机械等物质资本，在降低参与风险的同时，提

高经济收入。因此，毗邻绿肥示范基地的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经济动机更加强烈。

此外，地区虚拟变量中的湖南省对农户参与的补偿激励与社会关系动机负向影响显著，且在5%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与江西相比，湖南的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更倾向于持有补偿激励动

机。湖南是我国绿肥养地实施最早、涵盖面积最大、成效最为显著的省份，同时也是绿肥补贴政策执

行最深入的省份，农户从该项目的参与中得到切实的经济收益，因此，和其他省份相比，湖南省的农

户更倾向于持有参与该项目的补偿激励动机。

表8 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个体

禀赋

家庭

禀赋

经营

禀赋

社会

禀赋

自然

禀赋

地区

变量

Constant
Log likelihood

Hosmer and Lemeshow Test
Modle(Sig.)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家庭劳动力

农业收入比重

耕地面积

耕地性质

土地细碎化

是否兼业经营

是否村干部

是否党员

周围是否有绿肥基地

平原

丘陵

广西

湖南

河南

安徽

内部经济与非经济动机模型

回归系数
Coef.
0.443
-0.018**
0.442
0.025
0.301***
0.022***
-0.123
-0.375
0.019
-0.254**
-1.120*
-0.130*
0.103*
-0.161
-0.087
-0.371
-0.417
-1.091
-0.875
-4.422**

-145.726
0.907
<0.001

标准差
Std.Err
0.401
0.150
0.205
0.195
0.105
0.007
0.149
0.269
0.134
0.135
0.639
0.474
0.403
0.311
0.216
0.575
0.523
0.858
0.324
1.829

z
1.11
-1.20
2.16
0.13
2.87
3.35
-0.83
-1.39
1.25
-1.37
-1.75
-0.27
0.26
-0.52
-0.47
-0.65
-0.80
-1.27
-0.91
-2.42

外部补偿激励与社会关系动机模型

回归系数
Coef.
0.766**
0.040
0.770
0.166
0.032
0.001
-0.593**
0.697***
0.075
-1.187
0.290
-0.480
0.592
-0.601
-0.455
0.379
-1.123**
-0.202
-0.516
-3.100
-79.417
0.885
<0.001

标准差
Std.Err
0.481
0.023
0.341
0.262
0.124
0.007
0.247
0.351
0.346
0.450
0.767
0.630
0.502
0.407
0.298
0.592
0.520
0.778
0.429
2.426

z
1.59
1.70
2.26
0.63
0.26
0.09
-2.40
1.99
0.87
-2.64
0.38
-0.76
1.18
-1.48
-1.25
0.64
-2.16
-0.26
-0.6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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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南方稻区5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探究了农户禀赋对采纳绿肥稻作系统行为动机的影响及

其驱动因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现阶段农户异质性凸显，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动机也因

此呈现出差异化特征。表现为：1）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既受到由内部需要诱发的内部动机的作用，

也会受由外界因素激发产生的外部动机的影响，且以内部动机影响为主；2）同一农户的采纳动机具有

多重复合性特征，即同时存在多种采纳动机；3）不同农民存在不同的采纳动机，但整个农民群体采纳

动机具有高度一致性，即以内部经济动机为主。第二，农户禀赋对其采纳绿肥稻作系统动机的差异化

形成具有显著性影响。体现为：1）与持外部动机的农户相比，持有内部动机的农户大多受教育程度较

高，家庭经济条件和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都相对较好，换言之，拥有丰富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自然

资本的农户更可能持有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内部动机，而家庭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等经营和自然禀赋

较差的农户更倾向于持有外部动机。2）与持非经济动机的农民相比，持有经济动机的农民相对年轻，

家庭农业劳动力偏多、农业收入比重偏高，而兼业经营农业的农户更倾向于持有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

非经济动机。3）与持社会关系动机的农民相比，持有补偿激励动机的农民大多是男性，家庭所经营的

耕地面积较大，而拥有承包地的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更倾向于持有社会关系动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在今后绿肥稻作系统推广中，要理性分析农民的需求，

全面地认识农户采纳的多重动机，根据农户禀赋差异分类制定异质性的激励措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具体而言，对于女性农民及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农业收入比重较高、非兼业经营和农业

土地经营条件较好的农户，应更加关注其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内部动机，从强化收益期望认知和加强

耕地保护责任感的角度提升其参与强度；对于男性农民及大规模经营承包地的农户，则应该更多关注

其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外部动机，即可以通过加强补贴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强化行为动机，进而

为农户可持续采纳绿肥稻作系统创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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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Motivation to Adopt Green Manure-rice System Under
Background of Cultivated Land and Quality Conservation

——Based on Field Survey in Southern Rice Region
ZHANG Kangjie1, LI Fuduo2, YIN Changbin2, 3

(1.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important value to explore farmers' motivation of adopting GMR (green manure- rice
system) for revealing the behaviorial process and formulating supporting strategies. In this paper, a theoretical
analy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heterogeneous household endowment on the adoption motivation of GMR is
constructed by systematically identifying the scientific category of farmers' adoption motivation,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was subsequently conducted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541 farmers in Southern Rice
Region of China.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positive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negative external motivation
for farmers to adopt GMR. The adoption motivation of a single farmer had multiple compound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e whole farmer group was mainly driven by internal economic motivation. Compared with the farmers
with external motivation, farmers with abundant human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internal motivation for GMR adoption, while the farmers with higher degree of fragmentation of
family land and lower natural endowment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external motivation for adopting GMR.
Compared with farmers with non-economic motivation, young farmers with large family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high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income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economic motivation, while farmers with
part-time agricultural operation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non-economic motivation to adopt GMR. Compared with
the farmers with social relation motivation, the farmers with compensation incentive motivation were mostly
males, and the arable land operated by their families was larger, while the farmers with contracted land were
more inclined to have social relation motivation when GMR was adopted.

Key words: household endowment; green manure- rice system (GMR); behavioral motivation; Southern
ric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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