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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由化肥过量使用导致的农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如何在提高化肥功效、保证农作物产量与质量的前提

下,从源头上减少对化肥的使用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以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和山西5个省份的实地调研数据

为基础,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2个维度出发,对在社会规范视角下,农

户对增施有机肥、使用高效新型肥料和秸秆还田这3项具体的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进行探究。结果表明:描

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不仅会直接正向促进农户对化肥减量化措施的采纳程度,还可通过个人规范这一

中介变量对农户的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程度发挥间接的正向影响作用;受访对象对具体的化肥减量化措施的了解

程度越高、对具体措施实施难易程度感知越容易,实施某一措施的意愿越强烈,农户实施化肥减量化措施的可能性

就越大;反之,家庭拥有的地块数越多,农户实施化肥减量化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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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肥在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均耕地资源极其匮乏,为
了提高粮食产量,农户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使用大

量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导致中国耕地面积虽不到

世界的10%,但其化肥施用量却已接近世界的1/3,

并且化肥投入量还在持续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

世界上化肥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1],由此产生的农

业环境问题也愈加严重,引发了社会公众的高度关

注。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提高化肥功效、保证农作物

产量与质量的前提下,从源头上减少对化肥的使用

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就中国农村现状而言,由政

府等相关部门出台的法令、法规等正式制度对农户

行为的约束已出现“政府失效”现象[2],而社会规范

等非正式制度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却一直存在,为此,
从社会规范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出发,对农户的

化肥减量化措施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一、化肥减量化研究现状分析

  化肥在保证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过量或不合理使用化肥对环境产生的恶劣

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中国,这一现象尤为严

重,实现农业化肥的减量增效已迫在眉睫[3],因此,

对化肥减量化的相关研究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究

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户的化肥减量化行为? 早期

学者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和生产特征等基本方面

找寻答案。在个体特征方面,徐卫涛等通过对循环

农业中的农户减量化投入行为分析后得出,相较于

男性,女性更倾向于在农业中减少化肥使用[4]。田



云等通过对农户的农业低碳生产行为进行研究后发

现,年龄较小、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

低于标准或按标准使用化肥[5]。尚杰和尹晓宇经研

究后发现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其化肥施用强度越

小[6]。在家庭和生产特征方面,崔新蕾等通过对农

户减少化肥使用量的生产意愿进行研究后得出,农
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高、家庭人数越少,农
户越愿意减少化肥使用量[7]。项诚等通过对农户的

氮肥使用行为进行研究后得出,家庭拥有的耕地面

积越大,农户的氮肥使用量越小[8]。Zhang等通过

对农户的化肥投入行为进行分析后得出,减少土地

分散程度,实现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适当规模可减

少其化肥使用水平[9]。随着研究的推进,开始有学

者注意到技术培训和农户认知对其化肥使用行为的

作用。有研究发现,农户接受的相关技术培训次数

越多,其减少使用化肥的可能性越大[10-12];农户对过

度使用化肥和有机肥等相关认知水平越高,其减少

或合理使用化肥的可能性越大[13-14]。另有部分研究

同时指出,缺乏农业技术培训、认知水平过低是导致

农户过量使用化肥的重要原因,农户参与技术培训

及具备相关认知对其化肥减量使用行为具有显著促

进作用[6-15]。此外,纪龙等研究发现,土地经营规

模、地块集中程度对农户化肥投入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土 地 租 金 对 农 户 化 肥 投 入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16]。Wang等认为,增加有机肥补贴对农户选择

有机肥从而减少使用化肥具有促进作用[17]。
综上所述,对农户化肥减量化行为的研究现已

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几点值得进一

步改进:一是已有研究中多是对农户的化肥投入情

况进行分析,但在当前的农业生产过程中,除了减少

化肥使用外,增施有机肥和选择高效新型的肥料能

在保证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进行秸秆还田也能提高土壤的肥力,进而减少对

化肥的依赖,而目前对这些能促进农户减少化肥使

用的相关措施的研究较为欠缺;二是对能影响农户

减少化肥使用原因的分析多聚焦在农户的个体特

征、家庭和生产特征、技术培训及认知水平等基本特

征上,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在农户行为决策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在生产实践中,特别是社会规范这一非正

式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作用愈发引起人们的重

视,现有文献资料中对这一方面的探究却较为罕见。
为此,本文从社会规范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出发,

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来对农户在生产中可能会采

用的增施有机肥、使用高效新型肥料和秸秆还田这

3项化肥减量化措施的采纳情况进行分析,并将除

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特征等基本特征以

外的农户对具体措施了解程度、感知行为控制和实

施意愿也设置为控制变量,从而更为准确地测度社

会规范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影响程

度,以期丰富对农户化肥减量化行为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所谓社会规范,是指在特定情境下,一个群体或

团体中的成员针对某些事件或行为所理解的规则和

标准,其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是通过强制性手段来

控制人们的言行,但社会规范可对这个群体或团体

中成员的具体行为进行一定的指导和约束[18]。根

据CialdiniRB等对社会规范的划分标准,社会规

范可分为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两种类

型,其中描述性规范指的是群体或团体中大多数人

所做的,即人们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的具体行为,而

命令性社会规范指的是人们所在的群体或团体、社

会或文化中认同或反对的,即人们认为应该或不应

该实施的具体行为[19]。简言之,描述性社会规范指

的是人们实际上做了什么,而命令性社会规范指的

是人们认为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

社会规范可能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但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在不同的环境

中可能会对行为发挥不同的作用。描述性社会规范

常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当

这一规范存在时,无论好坏,人们的行为通常会在没

有察觉的情况下受到周围大多数人“行为”的影

响[20-21]。命令性社会规范则通过对多数人认为“什

么是好的或正确的行为”进行强调,进而对人们的行

为选择产生引导作用,但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好的行

为可能与个人利益之间存有冲突,因此命令性社会

规范的作用更不容易发生。然而,一旦命令性社会

规范的作用得以发挥,则能对行为产生广泛的影

响[22]。此外,社会规范还可通过内化为个人规范对

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个人规范的核心特征是个人在

决定开展或实施某种行为的过程中,其内心所产生

的道德责任感。在实际生活中,社会规范和个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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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有着密切联系。当农户受到描述性社会规范影响

时,其可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重复实施一种行为,由
于农户个人具有价值判断、信念与行为趋向一致的

行为心理,重复实施某种行为会改变农户个体对某

种行为的评价、看法或信念,使得社会规范部分转化

为个人规范。此外,当农户的行为长期受到命令性

社会规范的影响时,也会将其感知到的这一社会规

范部分转化为个人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如果社会

规范和个人规范趋于一致且同时被激活,这个社会

肯定是秩序良好的社会[23],由此推断社会规范可通

过内化为农户的个人规范进而对其农业生产行为产

生间接影响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均

能对农户的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产生直接正向

影响。

假设2: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均

可通过个人规范对农户的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

产生间接正向影响。

图1 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理论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为了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课题组以

2016年各省(区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选取依据,

将全国31个省市(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外)分为3个等级,分别从中选取1~2个省份作为

调研区域,其中较大农作物总播种面积选取安徽和

江苏两省,中等农作物总播种面积选取陕西和甘肃

两省,较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选取山西省,以这5个

省的农户为调研对象,先于2017年6月进行了预调

研,根据预调研的实际情况对问卷进行了修改与完

善,而后在2017年7-10月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调

研。本次调研期间总共发放1200份问卷,最终得

到1023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85.25%。
(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本次调研的样本区农户的基本情况:接受访问的

农户中男性占63.64%,占到本次调研总数的一半以

上;全体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47.60岁;在调查对象

中,超过半数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在
风险偏好上,受访对象对风险多数持中立态度,既不

追求也不回避;本次调研的农户平均每户每年收入

4.51万元;平均每户拥有2.14个主要从事农业劳动

的人口,其中主要农业劳动人数普遍分布在2~4人

间,其比例占到本次调研总样本数的79.47%;每户农

户平均拥有7.43亩耕地,其拥有的耕地块数为平均

每户4.22块,绝大多数的农户拥有2~6块耕地。
(三)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1.因变量。本文中所要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户的

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具体表现为农户对增施

有机肥、使用高效新型肥料和秸秆还田这3项措施

的实际采纳情况,对于这一行为的测量方式如表1
所示。由表1中的统计结果可知,在本次调研的样

本中,农户对增施有机肥、使用高效新型肥料和秸秆

还田这3项化肥减量化措施的采纳情况不容乐观,

其采纳率分别为55.82%、39.69%和48.97%,虽国

家已大力提倡和鼓励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增施有机

肥、使用高效新型肥料和秸秆还田等对环境友好的

化肥减量化措施,但现阶段对这3项措施的采纳率

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对于这些措施的采纳与实施

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2.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由于社会规范、个人规

范必须与所要研究的具体行为一一对应,为此需要

对每一项具体行为分别设计社会规范、个人规范的

测量问题,具体的测量方式及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本次调研的农户样本中,相比于描述

性社会规范,受访者对增施有机肥、使用高效新型肥

料和秸秆还田这3项化肥减量化措施的命令性社会

规范的感知程度要好一些,针对每一项具体措施的

个人规范均高于其实际采纳程度。

3.控制变量。农户的行为决策不是一个简单的

结果,其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或外部条件的制约,农
户的个体特征、风险偏好、家庭和生产特征等均会对

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且现有研究

中对这些基本因素在农户化肥使用行为过程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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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作用已进行验证,因而本文首先将户主的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以及家庭总收入、家
庭农业劳动人数、耕地面积和耕地块数这8项基本

特征因素列为控制变量。其次,对增施有机肥、使用

高效新型肥料和秸秆还田这3项具体的化肥减量化

措施的了解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的实际采

纳情况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农户对具体措施的

了解程度也设置为控制变量。此外,根据计划行为

理论[24],农户对于其本身对实施具体措施的机会或

能力的感知情况即感知行为控制和实施意愿也会对

其行为发挥作用,为此,本文将农户对具体措施的感

知行为控制和意愿也设置为控制变量。
表1 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研究变量选取

类别 变量 定义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

变

量

自

变

量

中
介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化肥减量化措施

采纳行为(Y)

描述性社会

规范(X1)

命令性社会

规范(X2)

个人规范(X3)

性别(X4)
年龄(X5)

受教育程度

(X6)

风险偏好

(X7)
家庭收入(X8)

农业劳动力(X9)
耕地规模(X10)
耕地块数(X11)

措施了解程度

(X12)

感知行为控制

(X13)

意愿(X14)

是否已经或正在增施有机肥

是否已经或正在使用高效新型肥料

是否已经或正在进行秸秆还田

邻居已经或正在增施有机肥

邻居已经或正在使用高效新型肥料

邻居中已经或正在进行秸秆还田

邻居认为应该增施有机肥

邻居认为应该使用高效新型肥料

邻居认为应该进行秸秆还田

您认为应该增施有机肥

您认为应该使用高效新型肥料

您认为应该进行秸秆还田

-
-

-

-

家庭年收入(万元)
家庭中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个)
农作物种植面积(亩)
拥有的地块数(块)
您对增施有机肥基本了解

您对使用高效新型肥料基本了解

您对秸秆还田基本了解

增施有机肥对您来说难易程度如何

使用高效新型肥料对您来说难易程度如何

秸秆还田对您来说难易程度如何

您愿意增施有机肥吗

您愿意使用高效新型肥料吗

您愿意秸秆还田吗

是=1,否=0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是=1,否=0

男=1,女=0
实际年龄

未上过学=1,小学=
2,初中=3,高中=4,
大专及以上=5

风险追求=1,风险中

性=2,风险回避=3
实际收入

实际农业劳动力人数

实际拥有种植面积

实际拥有耕地块数

非常不同意=1,不同

意=2,一般=3,同意

=4,非常同意=5
非常难=1,比较难=
2,一般=3,比较容易

=4,非常容易=5
非常不愿意=1,不愿

意=2,一般=3,愿意

=4,非常愿意=5

0.558 0.497
0.397 0.489
0.490 0.500
2.946 0.986
2.810 0.984
3.462 1.160
3.449 0.976
3.470 0.974
3.858 1.121
0.720 0.449
0.599 0.490
0.592 0.492
0.636 0.481
47.599 11.610

3.087 0.985

2.265 0.604

4.509 3.129
2.141 0.898
7.433 11.482
4.222 4.193

3.5010.879

2.978 1.001
3.715 0.941
3.418 0.813
3.161 0.820
3.228 0.846
3.690 0.768
3.528 0.833
3.909 0.910

  (四)模型构建

在本次调研过程中,对农户是否已经或正在实

施某一措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解,为此,本文中的因

变量即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增施有机肥、

使用高效新型肥料、秸秆还田)为二分类变量。在对

个人规范进行调研时,通过对受访者是否认为应该

实施某一措施的情况进行测量,为此中介变量(个人

规范)也为二分类变量。基于此,本文选用二元Lo-

gistic回归模型来对在社会规范视角下,农户的化肥

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进行研究,模型表达式为:

Logit(p)=ln(
p
1-p

)=b0+b1x1+b2x2…+bnxn

(1)

(1)式中,p 为每个回归方程中,因变量即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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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一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为1的概率;b0 为

常数项;b1、b2,…,bn 为待估计参数;x1、x2,…,xn

为解释变量,包括自变量、中介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先做自变量(社会规范)对因变量(农户化

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回归估计,得到的直接效

应结果即为社会规范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

为的直接影响,再依次做自变量(社会规范)对中介

变量(个人规范)、自变量(社会规范)和中介变量(个
人规范)同时对因变量(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

为)的回归估计,结合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分析得

出社会规范的间接效应结果,即社会规范通过内化

为个人规范进而对农户的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

产生的间接影响。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本文用SPSS20.0计量软件依次对较大农作物

总播种面积选取的安徽和江苏两省、中等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选取的陕西和甘肃两省、较小农作物总播

种面积选取的山西省农户样本数据进行二元Logis-
tic回归,结果如表2、表3和表4所示。结果显示模

型的拟合优度都较好。

表2 社会规范视角下的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模型估计结果(安徽和江苏两省数据)

变量
增施有机肥模型 使用高效新型肥料模型 秸秆还田模型

B1 B2 B3 B1 B2 B3 B1 B2 B3

X1 0.594*** 0.629*** 0.496*** 0.506*** 0.946*** 0.401** 0.779*** 0.533*** 0.722***

X2 0.697*** 0.537*** 0.630*** 0.482** 0.585*** 0.434** 0.509** 0.594*** 0.448**

X3 - - 1.292*** - - 0.607* - - 0.795**

X4 0.141 0.454 0.109 0.142 0.559* 0.181 0.171 0.307 0.246
X5 0.018 0.024 0.025 0.007 0.012 0.005 0.001 0.023 0.002
X6 0.527** 0.026 0.594** 0.424** 0.017 0.432** 0.222 0.302 0.286
X7 0.090 0.464 0.034 0.459 0.002 0.469* 0.076 0.233 0.154
X8 0.115* 0.032 0.109* 0.092* 0.040 0.097* 0.023 0.003 0.025
X9 0.003 0.182 0.066 0.005 0.090 0.007 0.140 0.071 0.134
X10 0.057 0.054 0.086 0.021 0.011 0.023 0.043 0.003 0.049
X11 0.387*** 0.175 0.435*** 0.253* 0.234* 0.289** 0.376** 0.006 0.378**

X12 0.574** 0.517** 0.454** 0.478*** 0.086 0.472*** 0.433** 0.290 0.400**

X13 0.868*** 0.638*** 0.832*** 0.462** 0.323 0.419** 0.940*** 1.509*** 0.735***

X14 0.695*** 1.068*** 0.551** 0.810*** 0.612*** 0.744*** 0.698*** 0.230 0.675***

C -13.447*** -8.816*** -13.499***-10.690*** -7.600*** -10.276***-12.541*** -7.964*** -12.250***

R2 0.523 0.449 0.549 0.419 0.347 0.429 0.518 0.479 0.532

  注:*、**、***表示统计检验分别在10%、5%及1%水平上显著;B1 为不同行为下描述性社会规范、命令性社会规范和

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影响的回归系数;B2 为不同行为下描述性社会规范、命令性社会规范和其他控

制变量对农户个人规范影响的回归系数;B3 为不同行为下描述性社会规范、命令性社会规范、个人规范和其他控制变量对农

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影响的回归系数;C 代表常量;R2 代表NagelkerkeR2,下同

表3 社会规范视角下的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模型估计结果(陕西和甘肃两省数据)

变量
增施有机肥模型 使用高效新型肥料模型 秸秆还田模型

B1 B2 B3 B1 B2 B3 B1 B2 B3

X1 0.530*** 0.684*** 0.479*** 0.753*** 0.388*** 0.719*** 0.507*** 0.590*** 0.446***

X2 0.410*** 0.335*** 0.386*** 0.566*** 0.850*** 0.473*** 0.374*** 0.493*** 0.334***

X3 - - 0.449** - - 0.528** - - 0.580**

X4 0.187 0.106 0.192 0.421* 0.028 0.435* 0.282 0.282 0.257
X5 0.016 0.009 0.016 0.001 0.005 0.001 0.003 0.019* 0.001
X6 0.212* 0.144 0.204 0.333** 0.058 0.328** 0.154 0.069 0.170
X7 0.199 0.104 0.216 0.113 0.105 0.152 0.173 0.204 0.156
X8 0.154*** 0.047 0.151*** 0.085* 0.008 0.086* 0.018 0.008 0.020
X9 0.180 0.008 0.184 0.214 0.299** 0.191 0.052 0.061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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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变量
增施有机肥模型 使用高效新型肥料模型 秸秆还田模型

B1 B2 B3 B1 B2 B3 B1 B2 B3
X10 0.063*** 0.008 0.062*** 0.027 0.003 0.026 0.024 0.011 0.024
X11 0.172*** 0.029 0.171*** 0.116** 0.028 0.121** 0.101** 0.029 0.096*

X12 0.256** 0.111 0.267** 0.473*** 0.214* 0.460*** 0.381*** 0.196 0.363**

X13 0.335*** 0.082 0.332*** 0.367** 0.282** 0.339** 0.488*** 0.331*** 0.464***

X14 0.433*** 0.094 0.426*** 0.738*** 0.302** 0.704*** 0.458*** 0.242** 0.437***

C -7.481*** -3.090**-7.572*** -10.607*** -7.390***-10.084***-7.695*** -4.719*** -7.620***

R2 0.271 0.169 0.278 0.467 0.339 0.474 0.364 0.389 0.376

表4社会规范视角下的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模型估计结果(山西省数据)

变量
增施有机肥模型 使用高效新型肥料模型 秸秆还田模型

B1 B2 B3 B1 B2 B3 B1 B2 B3

X1 0.884*** 0.606** 0.848*** 1.066*** 1.097*** 0.909*** 0.587** 0.819*** 0.497**

X2 0.990*** 0.935*** 0.840*** 0.820*** 0.965*** 0.696*** 0.619** 0.566** 0.563**

X3 - - 0.963** - - 1.149** - - 0.835*

X4 0.231 0.250 0.199 1.000** 0.099 1.033** 0.587 0.305 0.559
X5 0.030* 0.017 0.031* 0.008 0.016 0.013 0.006 0.016 0.009
X6 0.618* 0.566* 0.547 0.373 0.358 0.322 0.722** 0.190 0.741**

X7 0.052 0.187 0.030 0.381 0.136 0.463 0.027 0.198 0.044
X8 0.018 0.062 0.027 0.090 0.018 0.087 0.049 0.065 0.062
X9 0.362 0.264 0.342 0.062 0.018 0.069 0.149 0.226 0.119
X10 0.446** 0.107 0.431** 0.086 0.033 0.094 0.138 0.247 0.114
X11 0.568** 0.126 0.588** 0.390** 0.009 0.435** 0.471*** 0.338* 0.454**

X12 0.693*** 0.058 0.700*** 0.611** 0.202 0.619** 0.667** 0.561** 0.613**

X13 0.730*** 0.518** 0.676** 0.875*** 0.138 0.855*** 0.635*** 0.618** 0.561**

X14 0.993*** 0.742*** 0.898*** 0.950*** 0.414* 0.955*** 0.560** 0.270 0.534**

C -15.246*** -10.493***-14.507***-13.128***-10.357***-12.322***-13.601***-6.882*** -13.325***

R2 0.542 0.357 0.560 0.581 0.495 0.604 0.408 0.341 0.424

  社会规范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直

接效应。表2中每个模型下的第1列数据即为不同

行为下社会规范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

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增施有机肥、使用高效新型

肥料和秸秆还田这3种具体的化肥减量化措施下,

描述性社会规范与命令性社会规范对农户具体措施

采纳行为的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3个模型中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在农户对化肥减量化措施

的采纳过程中,具体措施的采纳程度与其感知到的

社会规范的强烈程度同方向变动,即描述性社会规

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均能对农户的化肥减量化措施

采纳行为产生直接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

社会规范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间

接效应。表2中每个模型下的第1列数据表明,在

增施有机肥、使用高效新型肥料和秸秆还田这3种

不同行为下,社会规范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

行为影响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通过对

3个模型下的第2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描述性社

会规范与命令性社会规范对农户个人规范的影响同

时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正,与社会规范

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影响方向一致;3
个模型下第3列数据为将个人规范加入到自变量中

得到的社会规范和个人规范同时对农户化肥减量化

措施采纳行为的回归结果。此时,描述性社会规范、

命令性社会规范和个人规范的回归系数同时为正,

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这3种具体的化肥减

量化措施下,描述性社会规范与命令性社会规范均

可通过个人规范进而对农户的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

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

根据表3和表4可知,社会规范对农户化肥减

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陕西和

甘肃以及山西省的农户样本数据中再次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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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估计结果与表2基本一致,表明社会规范对农

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较稳定。

此外,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为下的直接效应回归

模型中,控制变量中的耕地块数、措施了解程度、感

知行为控制、意愿这4个变量也同时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且除耕地块数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外,其

他变量在3个模型下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这一结果

表明,受访对象对具体的化肥减量化措施的了解程

度越高、对具体措施实施难易程度感知越容易、实施

某一措施的意愿越强烈,农户实施化肥减量化措施

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家庭拥有的地块数越多,农

户实施化肥减量化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小。

五、讨论、结论与建议

(一)讨论

在化肥使用过量、农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现

实背景下,本文从社会规范视角对农户的化肥减量

化措施采纳行为进行研究,以期为农业环境政策的

制定提供新的思路。

1.本文将3组农户样本数据分别带入社会规范

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影响模型进行验

证,使得研究结果更为稳定。其次,本文从社会规范

出发,用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这一全

新划分方式对农户的社会规范感知情况进行测量,

使得对农户社会规范感知情况的调查更贴合实际。

2.根据研究结果可知,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

性社会规范均可促进农户对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

为的实施,这一结论与以往对社会规范的研究结论

一致[25-26],也 可 从 理 论 上 作 为 对 计 划 行 为 理 论

的补充。

3.本文还得出,农户对具体化肥减量化措施的

了解程度、感知行为控制和意愿以及家庭拥有的地

块数均会对农户的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产生影

响。其中,农户对具体化肥减量化措施的了解程度

亦可视为农户的认知水平,其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

施采纳行为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彭远春[27]得出

的城市居民的科技风险认知对其私域环境行为无显

著影响的结论有所出入,说明个体在认知与行为上

并不完全遵循“知行合一”的模式,认知是否对行为

产生影响还与其具体内容有关;感知行为控制和意

愿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正向影响再次

表明了计划行为理论在个体行为上的适用性;地块

数的增加抑制了农户对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

实施,强调了整合耕地、减小耕地细碎化的重要性。

然而,本文虽得出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性社

会规范均可促进农户对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的

实施,但当两种类型的社会规范感知情况不一致时,

哪种类型的社会规范将会发挥作用? 其作用效果如

何? 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二)结论

本文以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和山西5个省份

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

型,从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两个维度

出发,对在社会规范视角下,农户对增施有机肥、使

用高效新型肥料和秸秆还田这3项具体的化肥减量

化措施采纳行为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在农户对化肥

减量化措施的采纳过程中,无论是描述性社会规范

还是命令性社会规范,均会正向促进农户对具体措

施的采纳程度,即当农业生产中的决策者对实施某

一措施的社会规范感知越强烈时,其本身采取这一

措施的可能性也将越大;除直接影响外,描述性社会

规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还可通过个人规范这一中介

变量对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化肥减量化措施采

纳程度发挥间接的正向影响作用;此外,受访对象对

具体的化肥减量化措施的了解程度越高、对具体措

施实施难易程度感知越容易、实施某一措施的意愿

越强烈,农户实施化肥减量化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大;

反之,家庭拥有的地块数越多,农户实施化肥减量化

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政策建议

1.各地政府应在已有的科学数据基础上,结合

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适合本地的合理的化肥使用

量标准,为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实施化肥减量化

措施提供可参考的规范,并引导和提高农户对化肥

减量化措施社会规范的理解和认同,提高农户对不

遵守这类社会规范会受到的来自公众的谴责和压力

的损失感知,从而提高农户按照化肥减量化措施社

会规范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使农户将社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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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向个人规范转化,进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采纳并

实施化肥减量化措施。

2.应通过文字或图表等形式对化肥减量化具体

措施进行解释与推广,提高农户对化肥减量化措施

的了解程度,降低农户对实施化肥减量化措施困难

程度的感知,并将目前在农业生产中已采取化肥减

量化措施的农户树立为“模范示范户”,对其行为进

行大力宣传与肯定,进而号召其他农户向其看齐,先

产生实施化肥减量化措施的意愿,然后逐步向实施

化肥减量化措施靠近。

3.各级政府或相关部门应在已有的耕地现状基

础上,通过统一整合或等价置换等措施,降低农户已

有耕地的细碎化程度,减小农户实施化肥减量化措

施的现实障碍,为农户在实施化肥减量化措施的过

程中提供便利,最终促进农户对化肥减量化措施的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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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InfluenceofSocialNormsontheAdoptionBehavior
ofFarmers’ChemicalFertilizerReductionMeasures

GUOQinghui1,LIHao2,LIShiping1*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

2.SchoolofEconomics,Lanzhou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Agriculturalenvironmentalpollutioncausedbyexcessiveuseofchemicalfertilizersisbecomingin-

creasinglyserious,andhowtoreducetheuseofchemicalfertilizersfromthesourcehasbecomethefocusofcur-

rentresearchonthepremiseofimprovingtheefficacyofchemicalfertilizersandensuringtheyieldandqualityof

crops.BasedonthefieldsurveydataofprovincesofAnhui,JiangsuShaanxi,GansuandShanxi,thispaperuses

binaryLogisticmodeltostudythefarmers’threefertilizerreductionmeasureadoptionbehaviorswhichincludein-

creasingorganicfertilizer,applyingefficientnewtypesoffertilizerandreturningstrawtothefieldfromthetwodi-

mensionsofthedescriptivesocialnormsandinjunctivesocialnorms.Theresultsshowthatthedescriptivesocial

normsandinjunctivesocialnormswillnotonlyexertpositiveimpactdirectlytofarmers’adoptiontothefertilizer

reductionmeasures,butalsocanexertpositiveeffectindirectlytofarmers’adoptiontothefertilizerreduction

measuresthroughthemediationvariablewhichisthepersonalnorms;Theleveloftherespondents’understanding
ofthespecificfertilizerreductionmeasuresishigher,theperceptionofspecificmeasures’implementationdifficulty
leveliseasier,thewilltoimplementameasureisstronger,thefarmersaremorelikelytotakechemicalfertilizer

reductionmeasures.Onthecontrary,themorelandquantitythefamilyowns,thefarmersarelesslikelytotake

chemicalfertilizerreductionmeasures.

Keywords:chemicalfertilizerreduction;measureadoptionbehavior;socialnorms;personalnorms;farmers;

Logistic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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