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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实现秸秆还田技术推广的长效性,基于河南、湖北两省共1102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回归

模型,从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2个维度探究了社会支持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主动采纳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支持促进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社会支持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农

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还通过秸秆还田技术知识和认同感知的中介路径间接影响农户秸秆还田技术的主动

采纳行为;2)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正向影响农户主动采纳行为;3)农户的健康状况会显著促进农户的主动采纳

行为,土地块数对农户采纳行为的主动性具有抑制作用,相比河南省,湖北省农户主动实施秸秆还田行为的比例

更高。因此,要提高农户秸秆还田技术主动采纳行为,需要强化软硬件环境建设,营造社会支持氛围,增强服务

有效供给,提高农户支持获得感,宣传内容情理兼顾,提升农户认知水平,鼓励土地流转,增强农户机械化作业便

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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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achievethelong-termeffectivenessofthepromotionofstrawreturningtechnology,basedon
1102microsurveydataoffarmersinHenanandHubeiprovince,thisstudyusesProbitregressionmodeltoexplorethe
impactofsocialsupportonfarmers’activeadoptionofstrawreturningtechnologyfromthetwodimensionsofemotional
supportandinformationsupport.Theinternalmechanismofsocialsupporttopromotefarmers’activeadoptionofstraw
returningtechnologyisfurtherdiscussed.Theresultsshowthat:1)Socialsupportcannotonlydirectlypromote
farmers’activeadoptionofstrawreturningtechnology,butalsoindirectlyaffectfarmer’activeadoptionofstraw
returningtechnologythroughtheintermediarypathofstrawreturningtechnologyknowledgeandidentity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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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motionalsupportandinformationsupportpositivelyaffectfarmers’activeadoptionbehavior;3)Thehealthstatus
offarmerswillsignificantlypromotetheactiveadoptionbehavioroffarmers.Thenumberoflandblockscaninhibitthe
initiativeoffarmers’adoptionbehavior.ComparedwithHenanProvince,HubeiProvincehasahigherprobabilityof
farmers’activestrawreturningbehavior.Therefore,inordertoimprovethefarmers’activeadoptionofstrawreturning
technology,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softwareandhardwareenvironment,createasocial
supportatmosphere,enhancetheeffectivesupplyofservices,improvethefarmers’senseofsupport,give
considerationtobothreasonandreason,improvethefarmers’cognitivelevel,encouragelandcirculation,andenhance
theconvenienceoffarmers’mechanizedoperation.
Keywords socialsupport;emotionalsupport;informationsupport;activeadoptionbehavior;strawreturning

  在农业面源污染导致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

严峻的现实下,转变农业生产方式,鼓励农户实施绿

色生产行为是推动我国生态农业体系顺利建设的根

本动力[1]。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中,农业生产末

端环节的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也不容忽视。农作

物秸秆的不当处置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对农业生

产环境和农业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甚至会危害人类

身体健康[2],已成为阻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

大诱因。作为秸秆处置的有效措施之一,秸秆还田

能够有效缓解秸秆焚烧等带来的空气污染,并改善

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3-4]。有鉴于此,继2008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的意见》后,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大力

推进秸秆还田等综合利用,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

发展。
这些支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秸秆还田技术的推

广,技术采纳率逐年提高,截至2019年底,机械化秸

秆还田普及率达到48.54%[5-6]①。但在秸秆还田技

术推广过程中依然存在秸秆焚烧现象屡禁不止,出
现露天焚烧反弹等问题,农户复烧情况时有发生②,
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主动性较低,从而使政府有

效推广秸秆还田技术的目标受到挑战。秸秆还田行

为具有环境正外部性,也具有“集体行为”和“利他主

义”属性[7],但农户采纳还田技术需承受风险和压

力,实施秸秆还田还需增加资本投入,技术效果显效

需要一定周期,且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增加了下一

季度生产难度[8]。因此,提高农户实施秸秆还田的

主动性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和帮助。
社会支持是主体获取外部资源的有效途径,能

够从社会网络中获取信息、情感等方面的支持[9],能
够有效提高个体的理解能力和自我效能认知且在面

对困难时更为乐观,从而提升其实施某种活动的预

期[10]。秸秆还田技术的溢出效应导致农户需要承

担实施还田技术的全部成本,但不能获取全部收益,
从而降低了其实施的主动性。如果能提高农户的社

会支持获得感,给予其信息和情感支持,势必会提升

收益预期,从而提升主动性。国内外学者从不同方

面探讨了社会支持的作用。社会支持包含主体面对

压力时,所需要的情感和物质资源[11],能够提升其

满意度,进而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12]。社会支持

对居民的绿色消费行为具有正向影响[13],能够提高

个体的自我效能和认同感进而显著提升其创业坚

持[10]。部分研究探讨了不同维度的社会支持的作

用,杨柳等[14]研究发现组织支持能够促进农户参与

小农水管护;邻居的支持对农户采纳地膜回收行为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5];政府的补贴支持、惩戒监督

也是促进农户实施秸秆还田的重要驱动因素[16-18],
董静等[19]探讨农民创业动机时认为家庭情感支持

能够为其提供心理资本和解决可能存在的家庭矛盾

冲突从而提升其创业的可能性,李立朋等[20]分析认

为信息支持型关系网络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土地流转

的可能性。现有研究讨论了社会支持对农户秸秆还

田行为的影响,如钱忠好等[21]认为政府支持对农户

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张
淑娴等[22]研究认为信息传递能够显著促进农户采

纳秸秆还田等保护性耕作方式。
已有研究对社会支持影响个体行为的作用进行

了探讨,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但尚存一些不

足:1)尽管现有文献关注到社会支持对农户行为的

影响,但鲜有研究探讨社会支持对农户秸秆还田技

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而秸秆还田技术作为一项具有

正外部性效用的绿色生产技术,其采纳应用需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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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计算得出,2019年机械化秸秆还田面积为5633.176万hm2[5],粮食种植面积为11606.4万hm2

中国吉林网,http:∥pinglun.cnjiwang.com/jwkp/201804/2629411.html,2018-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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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部支持,特别是从情感支持等视角的研究还非

常少见。2)现有文献虽然探讨了社会支持对农户行

为的影响,但少有研究关注社会支持对农户行为主

动性的作用机制。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湖北省和河

南省1102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从情感支持和信

息支持2个维度,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讨社会支持

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主动采纳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

机理,以期为政府部门加大秸秆还田技术的有效推

广提供决策依据。

1 理论分析框架

1.1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1.1.1 社会支持和农户秸秆还田主动采纳行为

秸秆还田技术具有外溢性,农户在实施时需支

付额外费用,但不能获取全部收益。理性农户是在

外部条件约束情况下,通过权衡比较不同处置方式

的净收益,选择使其收益最大化的方案。当外部机

制发生变化,改变采纳农业生态技术的收益和成本

时,会使农户的采纳行为变为自觉行为[23]。因此,
要将农户秸秆还田技术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采

纳,需要转变现有机制,使农户实施秸秆还田获得净

收益大于不当处置带来的净收益。而社会支持不仅

能够为农户提供相关信息,增加农户对秸秆还田收

益的认知,而且可以为农户提供情感支持,增强农户

的归属感,进而提高农户的非经济收益。因此社会

支持能够改变农户行为的外部约束条件,进而促进

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说:

H1:社会支持能够正向促进农户主动采纳秸秆

还田技术。

1.1.2 情感支持和农户秸秆还田主动采纳行为

社会支持可以分为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2个维

度。情感支持是指农户从亲人、邻居以及组织中获

得认同、理解与鼓励;信息支持是指农户从村干部、
技术员及其他农户中获得信息支持[24]。

情感支持是指农户从村干部、技术员及其他农

户处获取的对其从事秸秆还田行为的关心、认可和

鼓励。首先,当农户感知到他人对自己情感支持时,
能够增强其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当农户对群

体认同度高时,一方面其会将群体利益作为自己的

行为动机[25],并纳入到自己的收益函数中,而秸秆

还田有利于增进公共福利,从而提高农户的收益;另
一方面,农户对群体的认同表明其认同集体的价值

观和集体的行为准则,并将集体行为作为自己决策

依据,因此,其会实施具有集体行为属性的秸秆还田

行为,且当个体遵从社会规范时,将会获得集体归属

感收益[26]。因此,情感支持能够提升农户的集体归

属感,从而提高其集体归属感和荣誉感,进而提高农

户的非经济收益。其次,情感支持能够为个体提供

心理资本[19],心理资本包含自信、乐观、人性等积极

心理状态,乐观的个体能够充分认识到开展行为的

目的,以及对行为结果有着积极预期,具有韧性的行

为主体能够直面困难并积极解决困难,自信的个体

会勇于承担挑战性的任务[27];因此,心理资本强的

农户在实施秸秆还田遇到困难时,能够积极寻找解

决方法,并预期秸秆还田能够带来收益,促使其积极

参与秸秆还田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2:情感支持能够正向促进农户主动采纳秸秆

还田技术。

1.1.3 信息支持和农户秸秆还田主动采纳行为

个人的选择决策受到信息和认知的约束,在当

前农村现实中,农户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其群体

的其他成员,即信息支持是其信息获得的主要渠道。
信息支持能够为农户提供秸秆还田相关知识,提升

农户对秸秆还田的认知,有效缓解农户实施秸秆还

田时遇到的信息和认知的约束,促进其主动采纳秸

秆还田技术。首先,能够降低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

效果不确定的感知。不确定性来源于农户对秸秆还

田知识的掌握不足,而信息支持能够为农户提供秸

秆还田相关知识,增加其有效信息,一方面农户深刻

认识到秸秆还田技术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态系统的

改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降低农户对秸秆还田带来

的风险感知,从而提高其预期收益。其次,信息支持

能够提升农户胜任感。胜任感是行为主体通过学习

掌握相关知识以及从事某种行为的信念水平[14]。
当农户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信息支持,一是能够使

农户获取实施秸秆还田相关技术,提高其知识水平,
使其具备实施秸秆还田所需的知识;二是农户能够

通过观察到群体内其他农户实施该项技术,基于替

代经验理论,观察到能力与自己相似的人的成功,能
促进其自我效能感的提高[28],即农户也会认为其具

有实施该项技术的能力;三是当农户实施秸秆还田

遇到问题时,能够通过他人发现实施秸秆还田技术

时存在问题的原因,并获取相关支持解决问题,因此

信息支持能够提升农户的胜任感。基于此,本研究

提出如下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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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信息支持能够正向促进农户主动采纳秸秆

还田技术。

1.2 模型设定

根据前述分析,个体采纳行为是由被动采纳逐

渐转为主动采纳行为,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

分为被动采纳以及主动采纳。因此,农户的行为在

测量层次上是离散型变量,要采用Probit模型。基

于此,构建如下模型:

Yi =β0+β1x1+β2x2+μ (1)
式中:被解释变量yi 表示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

为,当yi=1表示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当

yi=0表示农户被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x1 表示农

户的社会支持;x2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β1 表示农户

的社会支持对农户秸秆还田采纳行为的影响;β2 表

示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户秸秆还田采纳行为的影响。

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为课题组于2019年8月

份在湖北和河南两省开展的入户调查,选取两省的

原因如下:一是湖北省和河南省是我国粮食主产区,
河南省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二,湖北省粮食产量居全

国第十一,两省秸秆资源储量充裕;且两个省份的秸

秆处置方式主要是秸秆还田。二是土壤类型和耕地

质量现状方式看,河南省属于华北及黄淮平原潮土

区,湖北省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水稻土区;样本选择

尽可能涵盖了不同土壤质量和地形地貌。湖北省选

取荆州和襄阳两市作为调研地区,荆州秸秆治理情

况居全省前列,襄阳居湖北省中下游①;河南省选取

信阳和南阳市作为调研地区。这两个地区主要为水

稻种植区,作物种类与湖北较为相似,便于比较,以
避免因作物种类不同而导致农户秸秆还田行为的不

同。每个市随机抽取1~2个县(区),每个县区随机

抽取4~5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1~2个村,每
个村随机抽取30~40户农户。

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农户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经

营情况以及村庄基础设施等方面内容。根据研究主

题和相关指标,删除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1
102份问卷。湖北省完成有效问卷685份,河南省

完成样本量为417份。样本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点数据分布

Table1 Datadistributionofsamplepoint

省份

Province

市

City

县(区)

County(District)
样本数

Number

比重/%
Proportion

荆州市
公安县 165 14.97

湖北省

Hubei

监利县 168 15.25

襄阳市
枣阳市 175 15.88

襄州区 177 16.06

信阳市
固始县 141 12.79

河南省

Henan
罗山县 132 11.98

南阳市 桐柏县 144 13.07

合计 Total 4 7 1102 100

  在调查样本农户中,男性占比为75.77%,女性

占比为24.33%;40~59周岁农户占比为54.35%,

60周岁以上农户占比为41.2%;健康状况,比较健

康的农户占53%;未从事兼业的农户占74.05%;农
业收入低于1万元的农户约为49.91%;经营农田

大于3.33hm2(50亩)的农户家庭仅为5.63%;而
种植面积低于0.33hm2(5亩)的家庭占23.14%;种
植土地的块数,5块以下的农户占比为50.55%,但是

块数在10块以上的农户占比为24.04%。总体而言,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与我国农村情况基本一致。

①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2018年全省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情况的通报,http:∥sthjt.hubei.gov.cn/hjsj/ztzl/jgltjs/

zcdd/201901/t20190116_594713.shtml,201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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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受访者特征描述分析

Table2 Descriptionandanalysisofrespondents’characteristics

指标 
Index 

分类

Classify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roportion

指标  
Index  

分类

Classify

数量

Number

百分比/%
Proportion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受教育年限

Yearsof
education

健康状况

Health
condition

男 835 75.77

女 267 24.23

<40岁 49 4.45

≥40~50岁 177 16.06

≥50~60岁 422 38.29

≥60~70岁 341 30.94

≥70岁 113 10.26

0~6年 594 53.90

>6~9年 389 35.30

>9~12年 108 9.80

>12年 11 1.00

非常差 26 2.36

比较差 198 17.96

一般 294 26.68

比较好 397 36.03

非常好 187 16.97

兼业情况

Part-time
situation

农业收入

Agricultural
income

土地面积

Landarea

种植块数

Number
ofland

无兼业经历 816 74.05

偶尔兼业 137 12.43

季节性兼业 101 9.17

经常兼业 48 4.35

<0.5万元 292 26.50

≥0.5~1万元 258 23.41

≥1~3万元 372 33.75

≥3~5万元 79 7.17

≥5万元 101 9.17

≤0.33hm2 255 23.14

>0.33~0.67hm2 262 23.77

>0.67~1.33hm2 309 28.04

>1.33~3.33hm2 214 19.42

>3.33hm2 62 5.63

≤3块 343 31.13

>3~5块 214 19.42

>5~10块 280 25.41

>10块 265 24.04

2.2 变量定义及描述

2.2.1 主动行为

主动行为是一种不受外力推动的行动,是主体

发自内心认同该项工作,体现了其主观能动性[29]。
当农户了解、认同秸秆还田技术时,才能预期采纳秸

秆还田获取的收益大于秸秆焚烧等不当处置带来的

收益,进而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因此,本研究基

于农村实际情况,首先设计以下问题:“现在是否露

天焚烧秸秆?”。剔除焚烧秸秆及未焚烧但没有采纳

秸秆还田的农户样本,从而使样本农户的秸秆治理

策略均为秸秆还田,其次询问农户未焚烧秸秆的原

因,给出如下选项:“A.政府不准烧,所以不得不遵

守”、“B.若焚烧,会遭受其他人批评”、“C.秸秆资源

化有利于保护环境,因此不愿烧”、“D.秸秆资源化

有利于提高经济收入,因此不愿烧”。因 A、B选项

是农户在外部压力下的被动选择,因此,定义为“被
动还田”;C、D是农户认知到秸秆还田的益处,从而

认同该项工作而选择秸秆还田行为,定义为“主动

还田”。

2.2.2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获得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关

心与支持。本研究参考凌文辁等[30]以及Eisenberger
等[31]、李楠等[32]度量量表,根据农村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设置如下问题:1)其他农户会分享自己的生产

经验;2)当我有农业生产方面的疑问时,我能从村干

部处获得信息和知识;3)其他农户会帮助我发现生

产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关解决建议;4)村干部或技术

人员会帮助我发现生产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

5)其他农户对我的担忧和感受深表同情;6)当我对

某件事感到沮丧需要发泄时,我会找其他农户倾诉;

7)如有需要,我能够从村干部得到我所需的情感支

持和精神帮助;(8)村干部对我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

担忧和感受深表理解;9)当我对某件事感到沮丧需

要发泄时,我会找村干部倾诉等问题。题项采用李

76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年 第28卷 

克特5级量表,分别赋值为1~5,将上述问题得分

的均值代表农户感知社会支持的程度,并使用软件

SPSS19.0对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问项的整体

Cronbach’a系数为0.899,信度通过检验,符合模型

稳定性与一致性的检验要求;问项整体的 KMO数

值为0.858,说明测量指标能有效反映其共同因素

构念的潜在特质,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

为6424.100,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量表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33-34]。
情感支持是指农户从组织中村干部、技术员以

及其他农户处获取的对其从事秸秆还田行为的关

心、鼓励和认可。本研究依据李楠等[32]的研究,将
问题(5)~(9)归为农户感知的情感支持程度问题,
并将问题的得分求均值表示为农户感知情感支持的

程度。信 度 和 效 度 检 验 结 果 表 明,问 项 整 体 的

Cronbach’a系数为0.871,问项整体的KMO数值为

0.773,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3477.829,
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33]。
信息支持是指农户从组织中村干部、技术员及其

他农户中获得信息支持。本研究依据Eisenberger
等[31]、凌文辁等[30]的研究成果,将问题(1)~(4)归
为农户感知的信息支持程度问题,并将问题的得分

求均值表示为农户感知信息支持的程度。信度和效

度检验结果表明,问项整体的Cronbach’a系数为

0.827,问卷整体的KMO数值为0.685,Bartlett球

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2006.100,显著性水平为

0.000,表明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33-34]。

2.2.3 其他解释变量

基于经济学逻辑、现实情况和现有文献对农户

秸秆还田影响因素分析,在参考颜廷武等[7]、姜维军

等[35]成果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农户的特征:受访者

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兼业情况、农业收

入、家庭劳动力数量、土地块数、土地面积、灌溉条

件、通车条件、平整程度、土地块数、以及距最近的邮

政距离作为控制变量,因调查区域为湖北和河南省,
本研究对省份进行了控制。

2.2.4 中介变量

秸秆还田技术知识是指农户掌握的秸秆还田技

术的相关知识,反映农户对实施秸秆还田技术相关

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秸秆还田技术效果的认知程

度。基于姜维军等[34]的研究,本研究设置如下问

题:“我很好地掌握了秸秆还田等绿色生产技术知识

及操作”,问项的设计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
认同感知是指农户所感知的其他农户对其行为

的认同,是在其实施秸秆还田技术时所得到其他群

体的认同,当其感知到其他农户对其行为的认同时,
能够增加其对秸秆还田技术的认同,也能提升其对

村集体的认同。基于此,本研究设置如下问题:“使
用秸秆还田等绿色技术服务给我带来了更大的社会

认同度”。问项的设计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3 实证检验与结果解释

3.1 社会支持对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行为影响

实证结果

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Stata15.0,基于Probit
模型分析社会支持对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

作用。多重共线性检验的结果表明 VIF最大值为

2.74(<10),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对系数估计的偏

差影响不大。本研究逐渐纳入控制变量以检验社会

支持对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的影响。从统计角度

看,模型1和2的 Wald检验结果都在1%水平上显

著表明模型是合适的。为了便于进一步的解释,我
们报告了所有解释变量的边际效用。具体结果见

表4。
模型2中社会支持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社会

支持对农户主动采纳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假说

H1得到证实;社会支持的边际效应为0.139,说明

随着农户感知获取的社会支持程度的提高,其主动

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概率会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农户感知的社会支持程度每增加一个单

位,其采纳行为的概率提高13.9%。
从控制变量看,农户的健康状况会显著促进农

户的主动采纳行为。可能的原因在于秸秆还田技术

虽然是“节劳”的绿色生产技术,但其实施需要支付

一定的生产成本,身体健康的农户能够从事其他生

产活动以获得收入,具有支付成本的能力。土地块

数对农户采纳行为的主动性具有抑制作用,可能的

原因是秸秆还田主要是通过机械实施,随着土地块

数地增加,机械实施的难度相应增加,增大了农户实

施秸秆还田的困难,从而阻碍农户主动实施秸秆还

田。省虚拟变量显著为正,表明相比河南省,湖北省

农户主动实施秸秆还田行为的概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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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Table3 Variabledescription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   
Variable   

定义

Defini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主动采纳

Activeadoptionbehavior
0.229 0.420 0 1

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 根据各指标均值计算而得 3.064 0.866 1 5

信息支持

Informationsupport

根据各指标均值计算而得 3.137 0.936 1 5

情感支持

Emotionalsupport

根据各指标均值计算而得 2.992 0.960 1 5

性别gender 男性=1,女性=0 0.758 0.429 0 1

年龄 Age 受访者实际年龄/岁 57.113 9.933 24 87

教育年限

Yearsofeducation

受访者实际上学时间/年 5.891 3.559 0 18

健康状况

Healthcondition

非常差=1,比较差=2,一般=3,

比较好=4,非常好=5
3.473 1.044 1 5

兼业情况

Part-timesituation

兼业情况:无兼业经历=1,偶尔兼业=2,

季节性兼业=3,经常兼业=4
1.438 0.832 1 4

农业收入

Agriculturalincome

受访者家庭实际农业收入/万元 2.616 6.429 0 120

劳动力Familylaborforce 农户家庭劳动力实际数量/人 2.830 1.284 0 8

灌溉条件

Irrigationconditions

耕种土地的灌溉条件:很差=1,比较差=2,

一般=3,比较好=4,很好=5
3.059 0.998 1 5

通车条件

Trafficconditionsofland

耕种土地的通车条件:很差=1,比较差=2,

一般=3,比较好=4,很好=5
3.366 0.879 1 5

平整程度

Flatness

耕种土地的平整程度:很差=1,比较差=2,

一般=3,比较好=4,很好=5
3.363 0.859 1 5

土地块数 Numberofland 每户所耕种的实际土地块数的对数 1.735 1.028 0 6.685

土地面积Landarea 每户所耕种的实际土地面积的对数 2.416 1.058 -3.401 4.382

距最近的邮政距离

Distancetomarkettown

距最近的邮政距离/km 3.852 3.190 0 40

省份Province 湖北省=1;河南省=0 0.622 0.485 0 1

认同感知

Identityperception

使用秸秆还田等绿色技术给我带来了更大

的社会 认 同 度? 完 全 不 同 意=1;不 太 同

意=2;一般=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3.176 1.219 1 5

秸秆还田技术知识

Technical knowledge of
strawreturning

我很好地掌握了秸秆还田等绿色生产技术

知识及操作? 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
2;一般=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3.124 1.13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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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社会支持影响作用的回归结果

Table4 Regressionresultsoftheimpactofsocialsupport

变量   
Variable   

模型1Model1 模型2Model2

系数

Coef

边际效用

Marginalutility

系数

Coef

边际效用

Marginalutility

社会支持

Socialsupport
0.691***

(0.058)
0.178***

(0.012)
0.564***

(0.059)
0.139***

(0.013)

性别

Gender
-0.054
(0.122)

-0.013
(0.030)

年龄

Age
-0.005
(0.005)

-0.001
(0.001)

教育年限

Yearsofeducation
0.005
(0.017)

0.001
(0.004)

健康状况

Healthcondition
0.108**

(0.050)
0.027
(0.012)

兼业情况

Part-timesituation
-0.052
(0.059)

-0.013
(0.015)

农业收入

Agriculturalincome
0.005
(0.008)

0.001
(0.002)

劳动力

Familylaborforce
-0.010
(0.038)

-0.002
(0.009)

灌溉条件

Irrigationconditions
-0.061
(0.051)

-0.015
(0.012)

通车条件

trafficconditions
0.015
(0.066)

0.004
(0.016)

平整程度Flatness
0.001
(0.068)

0.000
(0.017)

土地块数

Numberofland
-0.121*

(0.066)
-0.030*

(0.016)

土地面积

Landarea
0.030
(0.068)

0.007
(0.017)

距最近的邮政距离

Distancetomarkettown
0.0131
(0.014)

0.003
(0.003)

省份

Province
0.577***

(0.132)
0.142***

(0.032)

常数项

Cons
-2.984***

(0.198)
-2.702***

(0.495)

Waldchi2(1) 142.89*** 173.65***

PseudoR2 0.143 0.186

观察值 Observations 1102 1102

  注:***、**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Note:***,**and*representsignificantlevelof1%,5%and10%respectively.Valuesinbracketsare

standarddeviations.Thesame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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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维度社会支持对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

行为影响实证结果

为进一步分析社会支持对农户秸秆还田主动采

纳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将社会支持分为信息支持和

情感支持。实证结果见表5。
模型5中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系数都为正,

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农户感知获取的

信息和情感支持程度的提升,其主动采纳秸秆还田

技术的可能性也会提升。信息支持系数的边际效应

为0.07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感知

到获取的信息支持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其秸秆还

田技术采纳的概率会提高7.1%,假说 H2得到验

证;情感支持系数的边际效应为0.068,这表明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感知到获取的信息支持

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其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的可能

性会增加6.8%,假说H3得到验证。

表5 不同维度社会支持影响作用的回归结果

Table5 Regressionresultsoftheimpactofdifferenttypesofsocialsupport

变量   
Variable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模型5
Model5

模型6
Model6

系数

Coef

边际效用

Marginal
utility

系数

Coef

边际效用

Marginal
utility

系数

Coef

边际效用

Marginal
utility

信息支持

Informationsupport
0.461***

(0.055)
0.116***

(0.012)
0.290***

(0.070)
0.071***

(0.017)

情感支持

Emotionalsupport
0.437***

(0.052)
0.109***

(0.012)
0.275***

(0.066)
0.068***

(0.016)

Waldchi2(1) 145.42 167.11 175.43

PseudoR2 0.171 0.171 0.186

观察值 Observations 1102 1102 1102

4 路径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够正向影响农户主

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但社会支持何以影响农户秸

秆还田主动采纳行为? 这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根据

前述分析,社会支持能够为农户提供信息支持和情

感支持。信息支持能够为农户提供秸秆还田技术的

相关信息,提高农户对相关知识的掌握,进而增强农

户的收益预期;情感支持是指群体内其他成员给予

农户的关心、鼓励和认可,提升农户的集体归属感,
从而提高其认同感知,进而提高农户的非经济收益。

4.1 多重中介效应模型

社会支持主要通过秸秆还田技术知识和认同感

知影响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属于多重中介

效应,因此,本研究基于Preacher等[34]提出的中介

效应方法,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模型如表述方法

如下:
Y =α0+α1X+α3Z+ε1 (2)

M1 =β0+β1X+β2Z+ε2 (3)
M2 =δ0+δ1X+δ2Z+ε3 (4)

Y =φ0+φ1X+φ2M1+φ3M2+φ4Z+ε4 (5)
式中:Y 为农户秸秆还田技术主动采纳行为;M1 为

中介变量秸秆还田技术知识,M2 为认同感知。X
为社会支持。Z 表示控制变量。因为Y 为二分变

量,因此回归结果式(1)和(4)中系数为均值处的边

际效用,具体结果见表6。
表6回归结果(2)显示社会支持系数在1%水

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社会支持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秸

秆还田 技 术 的 相 关 知 识;其 系 数 的 边 际 效 应 为

0.431,说明当农户获得社会支持感知程度增加一个

单位,其秸秆还田技术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将上升

43.1%。从回归(3)的实证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的系

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社会支持能够显著

增加农 户 的 认 同 感 知;社 会 支 持 的 边 际 效 应 为

0.449,说明当农户获得社会支持感知程度增加一个

单位,其对村庄的认同感知将上升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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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社会支持对农户主动采纳行为影响的路径分析

Table6 Pathanalysisoftheimpactofbehaviorhabits

变量    
Variable    

模型1Model1 模型2Model2 模型3Model3 模型4Model4

主动行为

Activebehavior

技术知识

Technologyknowledge

认同感知

Identityperception

主动行为

Activebehavior

社会支持

Socialsupport
0.139***

(0.013)
0.473***

(0.037)
0.431***

(0.035)
0.101***

(0.015)

技术知识

Technologyknowledge
0.029***

(0.011)

认同感知

Identityperception
0.043***

(0.012)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察值 Observations 1102 1102 1102 1102

  回归结果(4)表明,在将秸秆还田技术相关知识

和村庄认同感知纳入模型后,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且社会支持系数为正且显著,其系数由0.139下降

到0.101,这说明中介变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具体来说,回归(5)显示秸秆还田技术相关知识

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户秸

秆还田技术对相关知识的掌握能够显著促进农户主

动采纳行为;其边际效应为0.029,说明当农户秸秆

还田技术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上升一个单位时,其
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概率上升2.9%。认同感

知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对

村庄的认同感知能够显著促进农户主动采纳行为;
其边际效应为0.043,说明当农户生态收益的预期

上升一个单位时,其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概率

上升4.3%。
从中介效应的绝对贡献来看,秸秆还田技术相

关知识的中介效应是0.0137①。认同感知中介效

应是0.0185②。整体的多重中介效应为0.0322,
社会支持影响其主动采纳行为技术的整体效应为

0.1332③。
从中介效应的相对贡献来看,在社会支持对其

主动采纳行为技术的影响作用中,有24.17%④是通

过中介效应实现的。具体来说,相关知识的中介效

应占比为10.28%⑤;认同感知的中介效应占比为

13.89%⑥。

4.2 Bootstrap检验

采纳逐步回归法分析中介效用时,首先需要主

回归显著,即社会支持对其主动采纳行为具有显著

影响,其次是在控制了中介变量之后通过主效应的

显著变化来检验是否存在中介效用,而不是直接检

验中介效用,且逐步回归法仅适用于因变量为连续

变量。为 解 决 这 一 问 题,Preacher等[35]提 出 了

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且该方法能够有效处

置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中介模型[36]。基于此,本研

究采纳Bootstrap抽样方法进行500次抽样,对中

介效应进行检验,并设置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Y =αX +ε1 (6)

Mj =βjX +ε2 (j=1、2) (7)

Y =α'X +δjMj+ε3 (j=1、2) (8)
式中:Y 为农户秸秆还田技术主动采纳行为,X 为社

会支持,Mj(j=1、2)为秸秆还田技术相关知识和村

庄认同感知2个中介变量。α为社会支持对其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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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该数值=0.473×0.029
该数值=0.431×0.043
该数值=0.0322+0.101
该数值=0.0322/0.0332
该数值=0.0137/0.1332
该数值=0.0185/0.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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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秸秆还田技术行为的影响作用的总效应;βj 为

社会支持对两个中介效应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α'、

δj 分别为社会支持和两个中介变量对其秸秆还田

技术主动采纳行为的直接效应。
与逐步回归法不同,Bootstrap检验方法的步骤

如下:首先检验当α、δj,当两者显著时,表明中介变

量在社会支持和主动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其
次,检验βjδj 的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当0不在置信

区间时,说明中介效应存在;最后检验α',当显著时,
说明中介效应是部分中介。

从表7可知,秸秆还田技术相关知识的中介效

应检验结果表明,秸秆还田技术知识对农户秸秆还

田技术的采纳主动行为影响为正且显著,且中介效

应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0不在置信区

间内,说明存在中介效应,且为部分中介;中介效应

占比为13.42%。认同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

明,认同感知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主动行为

影响为正且显著,且中介效应的系数在1%的水平

上显著,同时0不在置信区间内,说明具有中介效

应,且 为 部 分 中 介;中 介 效 应 占 比 为 10.74%。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与逐步回归法的检验

结果较为一致,说明中介效应检验具有稳定性。

表7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7 Bootstraptestmediationeffecttestresults

路径   
Route   

α' βj δj βjδj

系数

Coef

系数

Coef

系数

Coef

系数

Coef
P 值

P-value
95%置信区间

95%Confinterval

中介效应

占比/%
Proportion

社会支持

Socialsupport
0.113***

认同感知

Identityperception
0.431*** 0.047*** 0.020*** 0.003 [0.011 0.030] 13.42

技术知识

Technologyknowledge
0.473*** 0.035*** 0.016*** 0.000 [0.006 0.027] 10.74

5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社会支持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主动采纳

行为影响作用的稳健性,本研究借鉴相关研究,采用

如下方法检验稳健性:一是采用新的替代变量替换

主动采纳的变量,二是采用多种估计方法。

5.1 替换被解释变量

根据王晓敏等[39]、姜维军等[40]的研究,本研究

选择“没有优惠监管等政府行为,我依然进行秸秆还

田等绿色生产”变量替代主动采纳行为。主要原因

是农户秸秆还田技术主动采纳行为是指农户在没有

外部压力的条件下的采纳行为,当农户在没有优惠

和政府监督条件下,依然进行秸秆还田时,表明农户

对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是主动采纳而不是在政府管

制的被动选择行为。表8汇报了回归结果,模型1
可知,替换社会支持的变量系数为0.291,且在1%
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与表2
基本一致,说明结果是稳健的。

5.2 多种估计方法:平滑样本奇异值

农户间的个人及家庭禀赋具有差异性,因此基

于自我汇报的农户社会支持感知易受到其所处的内

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高估或低估感知到所获得的

社会支持程度,进而出现首尾奇异值,影响回归结

果,基于此,本研究借鉴张童朝等[41]的研究,采用

Winsorize方法,对农户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的上

下限的5%的数值做了平滑处理,并利用Probit模

型进行回归,检验表2结果的稳健性,实证结果如

表8所示。与表2的回归结果相比,虽然社会支持

的系数增大,但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剔除了首尾

异常值后结果依然稳健。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本研究利用湖北和河南两省的实地调研数据,
通过构建probit模型探讨了社会支持对农户秸秆

还田主动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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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稳健性检验

Table8 Robustnesscheck

变量       
Variable       

模型1Model1 模型2Model2

系数

Coef

标准误

Stderror

系数

Coef

标准误

Stderror

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 0.291*** 0.046 0.596*** 0.063

性别 Gender -0.085 0.078 -0.056 0.122

年龄Age 0.003 0.004 -0.005 0.005

受教育年限 Yearsofeducation 0.023** 0.011 0.005 0.017

健康状况 Healthcondition 0.055 0.035 0.108*** 0.050

兼业情况Part-timesituation -0.052 0.040 -0.050 0.059

农业收入 Agriculturalincome 0.006 0.005 0.005 0.008

劳动力Familylaborforce -0.040 0.026 -0.006 0.038

灌溉条件Irrigationconditions -0.039 0.036 -0.064 0.050

通车条件 Trafficconditionsofland 0.049 0.045 0.019 0.066

平整程度Flatness 0.047 0.047 0.005 0.068

土地块数 Numberofland 0.065 0.054 -0.117* 0.067

土地面积Landarea -0.080 0.059 0.029 0.068

距最近的邮政距离 Distancetomarkettown 0.013 0.011 0.013 0.014

省份Province 0.272 0.089 0.580*** 0.132

常数项Cons -2.820 0.494

观测值数 Observations 1102 1102

Waldchi2(1) 102.49*** 172.54***

PseudoR2 0.0330 0.1847

能够直接促进农户主动采纳秸秆还田技术;通过秸

秆还田技术知识和认同感知的中介路径间接影响农

户秸秆还田技术的主动采纳行为,中介效应占比分

别为10.28%和13.89%。本研究通过采用替换被

解释变量和变换回归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验证

结果表明模型具有稳健性。2)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

正向影响农户主动采纳行为。具体表现为,农户感

知到获取的信息支持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其秸秆

还田技术采纳的概率会提高7.1%,农户感知到获

取的信息支持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其秸秆还田技

术采纳的可能性会提高6.8%。3)农户的健康状况

会显著促进农户的主动采纳行为;土地块数对农户

采纳行为的主动性具有抑制作用;相比河南省,湖北

省农户主动实施秸秆还田行为的概率更高。

6.2 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对农户主动

采纳秸秆还田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目前政府

秸秆还田的宣传沟通教育主要以行政命令、口号宣

传等为主,更多地以提高感知、认识为核心,对个体

的情感诉求或感情共鸣的重视不足。因此,提升农

户秸秆还田采纳行为的自主动性,需着重从以下几

方面入手:
一是强化软硬件环境建设,营造社会支持氛围。

农户获得社会支持感是其所感知到其他群体的支

持,而形成氛围是增强其感知的重要途径。首先,以
文化振兴为依托,以本地传统文化立足点,采用老年

文艺活动等种形式,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新型乡村文化。其次,建立文化传播场所,基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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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实际情况,在每个自然村建一个集娱乐、休闲、
阅读为一体的综合阅览室,为农户提供交流学习的

空间,增进农户间的交流;最后,设立“五好家庭”等
形式,通过制定铭牌以及物质奖励等形式,将互帮互

助作为重要的文化内核纳入乡村文化建设中,引导

并形成村民间的互助风气。
二是增强服务有效供给,提高农户支持获得感。

农户感知到社会支持,来源于一系列具体的实践;各
级政府通过不同形式不同层面的支持,增强农户的

获得感。首先,村干部的集体意识和互助意识影响

着其他村民的意识,因此,应以乡村振兴为抓手,以
干部培训为突破口,提高村干部素质,营造村庄互助

氛围;其次,从农户的生活层面给予农户支持,组织

他们在活动场所参加各种文娱活动,并在日常生活

中基于农户帮助与支持。最后,对于农户生产方面

给予支持和帮助;对于家庭劳动力短缺的农户,村干

部可以组织其他党员干部为该农户提供劳动力

支持。
三是宣传内容情理兼顾,提升农户认知水平。

政府在进行秸秆还田相关信息宣传时,首先要关注

农户的信息需求,宣传秸秆还田对农业生产和生态

系统的保护作用以及实施秸秆还田行为的相关知识

和方式,让农户充分认知到秸秆还田技术的益处,实
现“以理服人”。其次宣传内容要关注农户的精神需

要,对于无法实施秸秆还田的农户,在充分了解的基

础上,分析内在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法;对于示范农

户,加大宣传,并给予物质和精神鼓励,从而增强农

户对村集体的归属感以及实施秸秆还田获得认同感

和荣誉感,达到“以情动人”。
四是鼓励土地流转,增强农户机械化作业便利

性。秸秆还田行为的实施主要是依靠机械操作,只
有降低农户实施秸秆还田的难度,才能有效激发农

户的主动性。在土地较为分散区域,通过加强土地

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在土地流转困难地区,通过

改善土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鼓励农业服务外包降低

土地细碎化给秸秆还田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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