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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
———基于信息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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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原因,缓解当前农业环境污染现状,基于甘肃省730户有施用

有机肥意愿的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二元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从社会资本视角实证探究社会资本及各维度对

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并验证了信息可得性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

用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农户社会资本越丰富,其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转化的可能性越强。2)社

会资本各维度均显著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且影响方向为负,影响效应从大到小依次是社会

规范(13.1%)、社会网络(4.7%)、社会信任(4.1%)。3)信息可得性在社会资本及各维度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

愿与行为悖离中均具有中介效应,社会资本及各维度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既可产生直接影响,也可

以通过信息可得性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和信息可得性是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转化的过程中,应重视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加大对其社会资本的培育力

度;同时政府等相关部门应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的来源,加大信息获取渠道的数量,增

加农户的信息可得性,为农户提供有关绿色生产的相关知识,让绿色生产深入农户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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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aimsofthisstudyweretoexplorethereasonsforthedeviationbetweenfarmers’willingnessandtheir
behaviortoapplyorganicfertilizer,andalleviatethecurrentsituationofagriculturalenvironmentalpollution.Basedon
thesurveydataof730farmerswhohavetheintentiontoapplyorganicfertilizerinGansuProvince,thisstudy
empiricallyinvestigatestheimpactofsocialcapitalandvariousdimensionsonfarmers’willingnesstouseorganic
fertilizerandtheirbehaviordevi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capital,andverifiestheintermediaryeffectof
informationavailabilitybyusingthebinaryLogitmodelandintermediaryeffectmodel.Theresultsshowthat:1)Social
capitalhasasignificantinhibitoryeffectonthedeviationbetweenfarmers’willingnesstouseorganicfertilizerandtheir
behavior.Thericherthesocialcapitaloffarmersis,thestrongerthepossibilityoftheirwillingnesstouseorg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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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zertotransformintotheirbehavior.2)Alldimensionsofsocialcapital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deviationof
farmers’willingnessandbehaviortoapplyorganicfertilizer,andtheimpactdirectionisnegative.Theimpacteffectis
socialnorms(13.1%),socialnetworks(4.7%),andsocialtrust(4.1%)fromthelargesttothesmallest.3)The
availabilityofinformationhasamediatingeffectinthesocialcapitalandvariousdimensionsaffectingthefarmers’

willingnessandbehaviortoapplyorganicfertilizer.Thesocialcapitalandvariousdimensionshaveadirectimpacton
thefarmers’willingnessandbehaviortouseorganicfertilizer,andhaveanindirectimpactthroughtheavailabilityof
information.Socialcapitalandavailabilityofinformationareimportantfactorsthataffectthedeviationoffarmers’

willingnessandbehaviortoapplyorganicfertilizer.Therefore,intheprocessof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of
farmers’willingnesstoapplyorganicfertilizertotheirbehavior,close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accumulationof
farmers’socialcapitalandincreasethecultivationoftheirsocialcapital.Meanwhile,thegovernmentandother
relevantdepartmentsshouldbroadenthesourcesoffarmers’informationaccesschannelsthroughvariousformsof
trainingactivities,increasethenumberofinformationaccesschannels,increasetheavailabilityoffarmers’information,

providefarmerswithrelevantknowledgeaboutgreenproduction,andletgreenproductionpenetrateintotheheartsof
farmers.
Keywords socialcapital;informationavailability;mediationeffect;organicfertilizer;willingnessandbehavior

  近年来,我国农业高速发展并取得突出成就,农
药、化肥的使用对其快速发展有着重要贡献,但也由

此导致了严重的农业环境问题。《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公报》①显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占全

国排放总量的近50%。化学品的大量投入,一方面

造成土壤质量下降、农业生产能力损失和产品质量

不安全等问题,另一方面也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对高

质量农业发展造成极大威胁[1]。面对这一严峻形

势,农业农村部于2018年制定《农业绿色发展技术

导则(2018—2030年)》全面推进常规技术向绿色施

肥技术转型。与传统化肥相比,有机肥是一种亲环

境的农业生产资料,可以极大程度改变农业污染现

状[2]。所以,施用有机肥替代化肥以减少农业面源

污染已经成为大众共识。但是在实地调查过程中,
发现农户普遍有施用有机肥的意愿,却很少有农户

将其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即有机肥施用意愿和

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悖离。
目前,关于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行为影响因素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农户个

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方面,认为农户的

年龄[2]、受教育程度[3]、非农就业[4]、务农意愿[5]、耕
地质量[6]等是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的主

要因素;二是基于农户认知方面,认为生态认知[7]、
绿色认知[8]、经济感知[3]、有机肥效果认知[9]等是影

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因素;三是基

于外部环境方面,认为政府补贴[10]、技术环境[11]、农

产品销售服务政策[12]等是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

愿与行为的主要因素。然而,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

会,农户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身份,既受正

式制度的约束,又受非正式制度的规范。社会资本

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对农户个体的行为决

策有 着 重 要 影 响[13]。社 会 资 本 的 概 念 最 早 由

Bourdieu[14]正式提出,众多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

进行不断丰富和补充。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是

Putnam等[15]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

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纵观

已有文献,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宅

基地退出[16-17]、生态治理[18]、耕地保护[19]、垃圾处

理[20-21]、减贫效果评价[22]等领域。少有社会资本对

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的研究。综上所述,应
将社会资本纳入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现

象的研究框架具体分析。
已有研究对本研究有重要启发,但仍有以下可

待完善之处:一是已有关于农户意愿或行为的研究,
多是从意愿或行为的单一角度进行分析,鲜有将农

户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有机肥施用

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二是现有关于社会资

本的文献中,鲜有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

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的研究;三是社会资本对农户

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既可产生直接影响,又
可通过信息可得性间接影响,但学术界目前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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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2020年6月9日以2020年第33号公告发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https:∥www.
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6/t20200610_7835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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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其背后的传导机制。四是已有关于农户有机肥

施用行为的研究多聚焦于果菜茶等经济作物,而粮

食作物往往更具有高化肥强度的特征,但是却鲜有

文献研究粮食作物的有机肥施用情况。鉴于此,本
研究基于甘肃省实地调研数据,借鉴学界学者对社

会资本的定义[15,23],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

规范3个维度构建社会资本指标体系,利用二元

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社会资本及各维度

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同时验

证信息可得性的中介效应,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

足,更好的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转化。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

的影响

1)在农村特有的经济、制度体制的影响下,农户

进行个体决策时通常受到信息不对称以及信任、规
范缺失产生的道德风险的影响,致使个体行为决策

产生不确定性[21,24-25]。因此,需要信息、知识储备的

支撑以避免因认知差异而产生决策风险。王玉

等[26]研究也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

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假设:

H1:社会资本可以抑制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和

行为悖离的发生;

2)社会网络是社会成员、组织之间形成的稳定

关系网络[27]。调查研究发现,在缺乏政府技术推广

服务的农村地区,社会网络高密度、短传播路径的特

征使其在农户技术采纳行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28]。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机制对农户的

采纳意愿产生影响:农业生产过程中,社会网络加强

了农户与亲戚、朋友、邻居的交流,随着农户与亲朋

邻里间交流次数和频率的增加,增加了农户获得优

质信息的渠道从而减少了农户对有机肥的认知偏

差,降低了农户有机肥施用的风险。因此,社会网络

发达的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转化的可能性

就越大。据此,提出假设:

H1a:社会网络可以抑制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

和行为悖离的发生;

3)社会信任是公民在固定环境内长期形成的一

种相互信任关系,一般包括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
人际信任指以情感为纽带形成的农户对亲戚、邻居

的信任,制度信任指以制度、规范为基础形成的农户

对村干部、乡镇干部及当地法律法规的信任程度。

基于对人际关系的信任,农户从信任的亲朋邻里处

获得有关有机肥施用的建议,农户自身往往更容易

采纳。基于对制度关系的信任,农户信任政府等权

威机构,政府等权威机构发布的有关绿色生产的法

律法规,农户也更容易遵守。据此,提出假设:

H1b:社会信任可以抑制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

和行为悖离的发生;

4)社会规范指在生活地区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

或行为指导(不具备法律效力),用于约束自身行为

或者维护社会秩序[29]。在以“人情”为特征的中国

农村社会,人们普遍希望获得周围人的认可与尊重,
所以会做群体中大多数人赞同的事情,而不做大多

数人反对的事情[30]。农户遵守社会规范,是农户个

人释放的与其他农户合作的信号,目的是为了在未

来可能的条件下获得周围农户的帮助并从中获益。
当周围大多数农户认为应该施用有机肥时,农户自身

为了更好的融入群体以便日后获取大家的帮扶,农户

会选择遵从集体中大多数人的行为而施用有机肥,促
使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的转化。据此,提出假设:

H1c:社会规范可以抑制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

和行为悖离的发生。

1.2 社会资本对信息可得性的影响

信息可得性指农户有无丰富的信息收集渠道,
即农户信息获取渠道的数量[31]。在农业技术采纳

理论中,社会资本和信息可得性是研究农户技术采

纳行为的两个重要视角。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信任与

人情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影响[32]。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农户,与周围亲

戚朋友沟通交流频繁,对亲朋邻里的信任度高,其信

息获取渠道的数量自然更多。据此,提出假设:

H2:社会资本可以增加农户的信息可得性;

H2a:社会网络可以增加农户的信息可得性;

H2b:社会信任可以增加农户的信息可得性;

H2c:社会规范可以增加农户的信息可得性。

1.3 信息可得性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施用有机肥

中具有中介效应

农户信息可得性越强,越容易掌握充分完整的

有机肥施用信息,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转化的可

能性越大。信息可得性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

为转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信息积累和信息获取两个方

面。农户通过信息积累提高自身农业生产技能,通
过信息获取减少农业生产中技术不确定性问题。社

会资本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本,对农户信息获取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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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影响。社会资本可以拓展农户获取信息的来

源和渠道,提高农户认知,降低其生产经营风险。郑

黎阳等[31]研究表明,农户的社会资本越丰富,信息

可得性就越强,技术采纳行为越容易。农户通过自

身社会资本的积累,其获取信息渠道的数量不断增

加,可以全面了解有机肥施用技术,进而促使其有机

肥施用意愿向行为转化。据此,提出假设:

H3:信息可得性在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

意愿和行为悖离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3a:信息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对农户有机肥施

用意愿和行为悖离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3b:信息可得性在社会信任对农户有机肥施

用意愿和行为悖离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3c:信息可得性在社会规范对农户有机肥施

用意愿和行为悖离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1.4 关系理论模型图

构建了“社会资本—信息可得性—农户施用有

机肥意愿与行为悖离”模型图,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model

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1年7—9月在甘

肃省定西、陇南、天水、庆阳和平凉市5市的实地调

研。以上5市是甘肃省粮食作物种植的主要产区,
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与果菜茶等经济作物相比,
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经济附加值低,施用有机肥成

本高,农户在其生产过程中往往选择施用化肥而忽

视有机肥,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因此,
本研究选择以上5市作为样本地区,研究农户有机

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本次调研采用随机抽样和

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在每个市随机抽取3
个乡镇,其次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3个自然村,
最后在每个村随机选取20~30户农户。为使调查

数据有效、可靠,正式调研前采用预调研的方法进行

部分数据的收集,以此来发现初期问卷存在的问题。

最终共发放900份问卷,对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后共

得到730个有效样本。需要说明的是,本课题的研

究对象是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因此样

本筛选的前提是有施用有机肥意愿的农户。调查内

容主要包括:农户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基本信息、生
产经营状况、社会资本情况、信息获取情况以及农户

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等。
样本特征:户主年龄主要分布在35~65岁,占

比86.8%。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

占比为75.1%。农户家庭中,3人及以下家庭劳动

力人数占比69.5%,平均每户收入为4.3万元;生
计方式中21%的农户以纯农业种植为主,13.8%的

农户以家庭养殖兼种植为主,52.6%的农户以半农

半工为主;每户农户平均拥有0.8hm2 耕地。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借鉴郭清卉等[2]的研究,将农户有机肥施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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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与行为悖离界定为“有施用有机肥的意愿但无具

体施用有机肥行为”的现象。将愿意且实际施用有

机肥的农户赋值为0,表明其意愿与行为未发生悖

离;将愿意但没有施用有机肥的农户赋值为1,表明

其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本研究之所以不考虑没有

施用意愿的农户,是因为意识是行为的先导,且本次

调研中没有出现有施用有机肥行为却没有施用有机

肥意愿的情况。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据前述理论分析,本研究核心的自变量为农户

社会资本,并选取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

其进行度量。借鉴朱庆莹等[33]的研究,采用“与亲

戚交流频率”、“与街坊邻居交流频率”和“与朋友们

交流频率”“与村干部交流频率”等4个指标表示社

会网络;借鉴何可等[28]的研究,采用“对亲戚信任程

度”和“对村民信任程度”、“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和
“对乡镇干部信任程度”等4个指标表示社会信任;
借鉴石志恒等[29]研究,用“亲戚是否采取绿色环保

的生产方式”、“朋友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

式”、“邻居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好友认

为我在生产中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邻居认

为我在生产中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亲戚认为

我在生产中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等6个指标表

示社会规范。社会资本指标测度及赋值见表1。

表1 社会资本测度

Table1 Measurementofsocialcapital

潜变量 
Latentvariable 

测量指标

Measurementindex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与亲戚交流频率 1 5 3.35 0.92

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

与街坊邻居交流频率 1 5 3.49 0.92

与朋友们交流频率 1 5 3.41 0.93

与村干部交流频率 1 5 2.78 0.95

对亲戚的信任程度 1 5 3.75 0.92

社会信任

Socialtrust

对村民的信任程度 1 5 3.36 0.81

对村干的部信任程度 1 5 3.26 0.91

对乡镇干部的信任程度 1 5 3.25 0.88

亲戚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 1 5 0.64 0.48

朋友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 1 5 0.65 0.48

社会规范

Socialnorm

邻居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 1 5 0.65 0.48

亲戚认为我在生产中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 1 5 3.48 0.94

朋友认为我在生产中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 1 5 3.54 0.85

邻居认为我在生产中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 1 5 3.55 0.87

  用SPSS26软件对社会资本各观测指标进行因

子分析并提取特征根>1的公因子,共得到4个公

因子,依次是社会信任(G1)、社会网络(G2)、描述性

社会规范(G3)和命令性社会规范(G4),各方差贡献

率依次是19.886%、18.677%、18.135%、17.226%,
累积贡献率为73.925%。最后,通过因子得分(G1、

G2、G3、G4)和各因子方差贡献率计算出社会规范

和农户社会资本的综合得分,计算方式为:社会规

范=(18.135%×G3+17.226%×G4)/(18.135+
17.226)%;社会资本综合得分=(19.886%×G1+
18.677%×G2+18.135%×G3+17.226%×G4)/

73.925%。

2.2.3 中介变量

参考郑黎阳等[31]的观点,以农户获取农业技术

信息的渠道数量来度量农户的信息可得性。问卷设

计中询问农户“您通常通过几个渠道获取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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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主要包括亲友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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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道等。

2.2.4 控制变量

为防止变量缺失导致实证结果估计不准确,参
照相关文献的研究,选取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

征、生产经营特征和外部力量等4个维度14个具体

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说明如表2所示。

2.3 模型构建

2.3.1 Logistic模型

由于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只有“发生悖

离”和“未发生悖离”两种情况,是典型的二值变量,
所以本研究选取二元Logit模型对农户有机肥施用

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进行考察。具体表达式如下:

Pi =F(y)= 1
1+e-y

(1)

表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Table2 Variabledescription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类型 
Variabletyp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定义与赋值

Definitionand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被解释变量

Interpreted
variable

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

Deviationbetweenintentionand
behavioroforganicfertilizer
application

发生悖离=1;未发生悖离=0 0.223 0.416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 依据因子分析法计算 0.00 0.50
核心解释变量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 依据因子分析法计算 0.00 1.00

社会信任Socialtrust 依据因子分析法计算 0.00 1.00

社会规范Socialnorm 依据因子分析法计算 0.00 0.71

中介变量

Intermediary
variable

信息可得性

Informationavailability

信息获取渠道数量:实际数值 3.45 1.52

性别 Gender 男=1;女=0 0.78 0.417
个体特征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年龄/岁 Age 受访者实际年龄 47.50 9.728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及中

专=3;大专以上=4
1.97 0.920

家庭年收入,万元

Annualhouseholdincome

户主家庭年总收入对数 4.30 5.86

非农就业

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

非农就业劳动 力 比 例:外 出 务 工 人

数/家庭劳动力人数

0.39 0.367

家庭特征

Family
characteristics

务农时间占比,%
Proportionoffarmingtime

0~20%=1;>20%~40%=2;

>40%~60%=3;>60%~80%=4;

>80%~100%=5

2.68 1.140

外出务工人数

Numberofmigrantworkers

户主家庭实际外出务工人数 1.10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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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类型 
Variabletyp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定义与赋值

Definitionand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家距县城的距离,km
Distancefromhometocounty
seat

≤5km=1;>5~10km=2;

>10~20km=3;>20~30km=4;

>30km=5

2.83 1.330

土地经营规模,hm2

Landmanagementscale

土地经营规模 0.80 1.607

生产经营特征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耕地质量

Cultivatedlandquality

土地贫瘠=1;土地质量中等偏下=
2;土地质量中等=3;土地质量中等

偏上=4;土地肥沃=5

2.69 0.806

土地细碎化

Landfragmentation

经营地块数 7.61 13.096

是否登记土地确权证书

Whethertoregistertheland
ownershipcertificate

是=1;否=0 0.87 0.335

外部力量

External
forces

是否有有机肥替代化肥补贴

Whetherthereissubsidyfor
replacingchemicalfertilizerwith
organicfertilizer

是=1;否=0 0.38 0.487

是否有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

补贴

Whetherthereis subsidy for

green and efficienttechnology
promotionservice

是=1;否=0 0.36 0.48

式中:Pi 为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概

率;y表示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若
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则y=1,反
之为0;i代表第i个农户。y是变量X、S的线性组

合,即:

yi =a0+βXi+θSi (2)
式中:X 为控制变量;S为社会资本变量;a0为常数

项,β、θ为模型待估系数。
对式(1)和(2)进行处理,得到二元Logit模型

的表达式:

Logit(p)=ln pi

1-pi
=a0+βXi+θSi+εi

(3)

式中:εi 为随机误差项。

2.3.2 中介效应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二分类变量,参照刘红云

等[34]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构建模型如下:

Y'=i1+cX +ε1 (4)

Y″=i2+c'X +bM +ε2 (5)

M =i3+aX +ε3 (6)

Y'=LogitP(Y =1|X)=lnP(Y =1|X)
P(Y =0|X)

(7)

Y″=LogitP(Y =1|M,X)=lnP(Y =1|M,X)
P(Y =0|X)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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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 为中介变量信息可得性;X 为社会资本;

Y'为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Y″ 为加入

信息可得性后的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

a为X 对M 的影响;b为M 对Y″的影响;c为X 对

Y'的影响;c'为加入中介变量后X 对Y″的影响;

ε1、ε2、ε3 为随机误差项。
由于系数b与a、c与c' 属于不同尺度,借鉴

MacKinnon等[35]研究对待估系数进行等量尺化,等
量尺化计算公式如下:

bstd =bSD
(M)

SD(Y″)
(9)

cstd =cSD
(X)

SD(Y')
(10)

c'std =c'SD
(X)

SD(Y″)
(11)

式中:bstd、cstd 和c'std 为等量尺化后的标准化系数,
利用原 始 数 据 计 算 SD(M)、SD(X),SD(Y')、

SD(Y″)计算公式如下:

SD(Y')= c2Var(X)+Π2
3

(12)

SD(Y″)=

c'2Var(X)+b2Var(M)+2c'bCov(X,M)+Π2
3
(13)

式中:Π
2

3
为逻辑分布方差。将式(12)和(13)代入

式(9)~(11)得到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利用系数乘

积法得到中介效应量,因此中介效应占比的公式为:

Mp =abstd
cstd

(14)

式中:Mp 为中介效应占比,abstd为中介效应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3.1.1 社会资本及各维度的影响

首先,检验核心自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综合所有检验结果,VIF值远小于3,说明各自变量

间相互独立,可以进行进一步回归。其次,使用

Stata15.0软件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

进行Logit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其中,模型(1)是
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

影响,模型(2)是其边际效应。模型(3)和(4)从社会

资本3个维度分别检验其对农户施用有机肥意愿与

行为悖离的影响及其边际效应。总体来看,模型拟

合程度较好,说明社会资本与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

与行为悖离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由表(3)可知,社会资本及各维度均通过显著性

检验且影响为负,假设H1、H1a、H1b、H1c得证,具
体分析如下:

1)社会资本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水平每提高一

个单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减少

21.7%。相较于其他变量,社会资本指标的回归系

数最大,表明社会资本对悖离现象的作用效果最为

明显,是产生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的主

要原因。

2)社会网络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网络每提高一个单

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减少4.7%。
主要原因是,农户的学历普遍偏低,获取信息主要依

赖于自身形成的社会网络,正是通过亲朋邻里之间

的交流才有机会获取关于有机肥技术及绿色生产的

政策信息。社会网络水平高的农户可以得到更多关

于有机肥技术的信息,减少其行为决策的不确定性,
并且社会网络中施用有机肥的农户越多,随着村民

彼此之间交流的增加,越有利于农户添加有机肥,从
而减少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3)社会信任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信任每提高一个单

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减少4.1%。
主要原因是,中国是一个讲究“圈子”的人情社会,农
户通过长期与亲朋邻里的社会互动,形成自己的“圈
子”,并且在与他们不断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他

们的信任。基于信任关系,看到圈中其他农户施用

有机肥获得更高的产量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保护环

境,农户自身就会主动信任他们并采取和其他“圈
中”农户相一致的做法。

4)社会规范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规范每提高一个单

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减少13.1%。
主要原因是,在以地缘、业缘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

会,农户间互动较为频繁,且大都存在从众心理,行
为决策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农户会做周围人赞

同的事情而不做周围人反对的事情,以此释放一种

与其他农户“合作”的信号,以便寻求日后的合作机

会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大多数农户认为施

用有机肥可以获得更高的产量,且对环境保护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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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3 Modelestimationresults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1.415***
(0.213)

-0.217***
(0.030)

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
-0.309***
(0.095)

-0.047***
(0.014)

社会信任

Socialtrust
-0.270***
(0.098)

-0.041***
(0.015)

社会规范

Socialnorm
-0.857***
(0.142)

-0.131***
(0.020)

性别

Gender
-0.072
(0.227)

-0.011
(0.035)

-0.075
(0.229)

-0.011
(0.035)

年龄

Age
-0.021*
(0.011)

-0.003*
(0.002)

-0.021*
(0.011)

-0.003*
(0.002)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0.240*
(0.120)

-0.037**
(0.018)

-0.214*
(0.121)

-0.033*
(0.018)

家庭年收入

Annualhouseholdincome
0.003
(0.017)

0.001
(0.003)

0.004
(0.017)

0.001
(0.003)

非农就业

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
-0.862
(0.540)

-0.132
(0.083)

0.792
(0.541)

-0.121
(0.082)

务农时间占比

Proportionoffarmingtime
0.014
(0.090)

0.002
(0.014)

-0.002
(0.091)

-0.000
(0.014)

外出务工人数

Numberofmigrantworkers
0.348*
(0.181)

0.053*
(0.028)

0.325*
(0.181)

0.050*
(0.027)

经营土地面积

Landmanagementscale
0.065
(0.096)

0.010
(0.015)

0.068
(0.097)

0.010
(0.015)

耕地质量

Cultivatedlandquality
0.269**
(0.127)

0.041**
(0.019)

0.251**
(0.127)

0.038**
(0.019)

土地细碎化

Landfragmentation
-0.017
(0.012)

-0.003
(0.002)

-0.017
(0.012)

-0.003
(0.002)

是否登记土地确权证书

Whethertoregistertheland
ownershipcertificate

0.007
(0.275)

0.001
(0.042)

0.068
(0.279)

0.010
(0.043)

家距县城的距离

Distancefromhometocountyseat
0.066
(0.074)

0.010
(0.011)

0.063
(0.074)

0.010
(0.011)

有无有机肥替代化肥补贴

Whetherthereissubsidyforreplacing
chemicalfertilizerwithorganicfertilizer

-0.208
(0.231)

-0.032
(0.035)

-0.198
(0.232)

-0.030
(0.035)

有无绿色高效技术服务推广的补贴

Whetherthereissubsidyforgreenand
efficienttechnologypromotionservice

-0.591**
(0.244)

-0.091**
(0.037)

-0.567**
(0.245)

-0.087**
(0.037)

常数项Constant -0.582 -0.588
Prob>chi2 0.0000 0.0000
PseudoR2 0.1030 0.1078
  注:*、**和***分别表示P 值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模型(1)是社会资本

对悖离的Logit回归,模型(2)为其对应的边际效应;模型(3)是社会资本各维度对悖离的Logit回归,模型(4)为其
对应的边际效应。

Note:*,**,and***representsignificantPvaluesatstatisticallevelsof10%,5%,and1%,respectively;
Standarderrorsareshowninparentheses,thesamebelow.Model(1)isaLogitregressionofsocialcapitalto
paradox,andmodel(2)isitscorrespondingmarginaleffect;Model(3)isaLogitregressionofvarious
dimensionsofsocialcapitaltodeviations,andmodel(4)isitscorrespondingmarginal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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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农户自身为了更好的融入群体也会尝试这一

生产方式以便加强自己良好的社会声望,从而获得

日后其他农户的帮助。

3.1.2 控制变量的影响

个体特征中,农户年龄对悖离现象有显著负向

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年龄大的农户对土地有更深的

感情和依赖性,对增施化肥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判断

更为敏锐,因此年龄大的农户更倾向于施用有机肥。
受教育程度对悖离现象有显著负向影响。一般来

说,与学历水平较低的农户相比,高学历的农户更了

解有机肥技术且有绿色化生产的意识,会主动施用

有机肥,减少悖离的发生。家庭特征方面,外出务工

人数对悖离有显著正向影响。一般来说,施用有机

肥需要运输,费时费力。随着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施用有机肥的成

本增加,农户则更倾向于施用化肥代替有机肥从而

弥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缺失。外部力量方面,有
无绿色高效技术服务推广的补贴对悖离有显著负向

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施用有机肥成本高,见效慢。
如果政府有关于绿色生产方面的政策补贴,会降低

农户施用有机肥的边际成本,促进其有机肥施用意

愿向行为转化。

3.1.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用替换模型、改变

社会资本变量计算方式等方法再次对实验数据进行

检验,结果如表4。模型(5)为改变社会资本变量计

算方式的方法,将前述社会网络中“是否经常与朋友

交流”、“是否经常与街坊交流”用“是否经常在空闲

时间社交”替换;社会信任中加入“对政府法律法规

实施的信任程度”,并对改变后的变量进行Logit回

归。模型(6)为社会资本及各维度影响农户有机肥

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Probit模型检验。在上述2
个模型中,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

为悖离的系数虽然有大小上的差异,但是核心变量

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方向也与上述回归结

果保持一致,表明前述实证结果是稳健的,上述结论

依然成立。

3.2 信息可得性的中介效应结果检验

考虑到中介效应模型的稳健性,为检验信息可

得性在社会资本各维度影响下的中介作用,参照陈

霞等[27]、王恒等[36]做法,将社会资本各维度单独纳

入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由于前述已分析了社会资本

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此表

5是社会资本各维度分别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

行为悖离影响的检验。由表3和5可知,社会资本

及其各维度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均有

显著负向影响。表6是社会资本及各维度对信息可

得性影响的检验。由表6可知,社会资本、社会网

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均在1%统计水平上对信息

可得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的

提高都会增加农户的信息可得性。假设 H2、H2a、

H2b、H2c得证。
进一步,表7是将社会资本及各维度分别和信

息可得性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回归

结果,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及各维度、信息可得性均对

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产生显著负向影

响,且加入信息可得性变量后,社会资本和各维度系

数的标准化数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表明社会资

本及各维度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

响中,信息可得性均具有正向部分中介效应。即社

会资本及各维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

与行为悖离,而且还通过信息可得性间接影响农户

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假说 H3、H3a、H3b、

H3c得证。表8是利用前述公式计算得到的标准化

系数及中介效应占比。从中介效应占比来看,社会

资本对悖离的影响中,信息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占比

为33.52%;各维度对悖离现象的影响中,信息可得

性的中介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信任(42.24%)>
社会网络(42.03%)>社会规范(17.75%)。综上所

述,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获取信息的渠道

数量就越多,越容易了解有机肥技术,促使其施肥意

愿向行为转化。

4 讨 论

有机肥替代传统化肥是农业“降本、提质、增效”
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37]。与传统化肥相比,有机肥

具有典型的投入大、见效慢、成本高的特点。因此,
农户施用有机肥后能否增加收入是影响悖离的一个

重要原因。现有研究表明,农户在施用有机肥后,收
入水平会有所提升[38],但是完善的农产品市场竞争

是收入效应增加的重要保障。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

会,农户多是基于地缘、血缘关系进行群体性活动,
社会网络、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其行为会产生重要影

响。因此,讨论社会资本背景下如何提高农户的收

入效应,或是解决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
促进其进行绿色化生产的有效途径。

882



 第11期 石志恒等: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基于信息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4 稳健性检验

Table4 Robustnesstest

变量  
Variable  

模型(5)Logit回归

Model(5)Logitregression

模型(6)Probit回归

Model(6)Probitregression

社会资本对悖离

Socialcapital
todeviation

社会资本各维度

对悖离

Variousdimensions
ofsocialcapital
todeviation

社会资本对悖离

Socialcapital
todeviation

社会资本各维度

对悖离

Variousdimensions
ofsocialcapital
todeviation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1.350***

(0.209)
-0.779***

(0.119)

社会网路

Socialnetwork
-0.199**

(0.097)
-0.113**

(0.056)

社会信任

Socialtrust
-0.312***

(0.099)
-0.177***

(0.057)

社会规范

Socialnorm
-0.863***

(0.141)
-0.505***

(0.082)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Constant -0.561 -0.559 -0.387 -0.309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R2 0.0999 0.1052 0.1001 0.1059

表5 各维度单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的回归分析

Table5 Regressionanalysisoftheimpactofeachdimensiononthedeviation

offarmers’willingnessandbehaviortoapplyorganicfertilizer

变量  
Variable  

模型(7)

Model(7)
模型(8)

Model(8)
模型(9)

Model(9)

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
-0.252***

(0.092)

社会信任

Socialtrust
-0.212**

(0.096)

社会规范

Socialnorm
-0.785***

(0.138)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Constant 0.644 0.572 0.055

LRchi2 39.33 36.73 65.77

PseudoR2 0.0509 0.0475 0.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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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社会资本及各维度单独对信息可得性影响的回归分析

Table6 Regressionanalysisoftheimpactofsocialcapitaland
eachdimensionontheavailabilityofinformation

变量  
Variable  

模型(10)

Model(10)
模型(11)

Model(11)
模型(12)

Model(12)
模型(13)

Model(13)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0.808***

(0.114)

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
0.267***

(0.055)

社会信任

Socialtrust
0.218***

(0.056)

社会规范

Socialnorm
0.255***

(0.081)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Constant 3.144 2.487 2.579 2.543

F 8.18 6.25 5.59 5.23

AdjR2 0.1287 0.0975 0.0863 0.0801

表7 社会资本、信息可得性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的回归分析

Table7 Regressionanalysisoftheimpactofsocialcapitalandinformationavailabilityon
thedeviationoffarmers’willingnessandbehaviortoapplyorganicfertilizer

变量

Variable

模型(14)

Model(14)
模型(15)

Model(15)
模型(16)

Model(16)
模型(17)

Model(17)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1.269***

(0.219)

社会网络

Socialnetwork
-0.193**

(0.094)

社会信任

Socialtrust
-0.161*

(0.098)

社会规范

Socialnorm
-0.743***

(0.140)

信息可得性

Information
availability

-0.196***

(0.071)
-0.266***

(0.068)
-0.274***

(0.067)
-0.261***

(0.069)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Constant -0.047 1.283 1.253 0.642

LRchi2 87.42 55.47 54.04 80.71

PseudoR2 0.1131 0.0718 0.0699 0.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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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标准化系数及效应结果

Table8 Standardizationcoefficientandeffectresults

影响路径   
Impactpath   

标准系数

Standardcoefficient

中介效应结果

Mediationeffectresult

astd bstd cstd C'std
中介效应

Intermediary
effect

总效应

Total
effect

中介占比/%
Proportionof
intermediaries

社会网络—信息可得性—悖离

Socialnetwork-Information
availability-Deviation

0.267 -0.216 -0.138 -0.103 -0.058 -0.138 42.03

社会信任—信息可得性—悖离

Socialtrust-Information
availability-Deviation

0.218 -0.223 -0.116 -0.086 -0.049 -0.116 42.24

社会规范—信息可得性—悖离

Socialnorms-Information
availability-Deviation

0.255 -0.204 -0.293 -0.270 -0.052 -0.293 17.75

社会资本—信息可得性—悖离

Socialcapital-Information
availability-Deviation

0.808 -0.151 -0.364 -0.322 -0.122 -0.364 33.52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为研究对

象,利用甘肃省730份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

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农

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得出以下结论:1)样本区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

为存在悖离,悖离平均发生率为22.3%。2)社会资

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有显著负向影

响,农户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将有机肥施用

意愿转化为行为。3)社会资本各维度对农户有机肥

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均有显著负向影响,但边际效

应有 所 不 同,效 应 从 大 到 小 依 次 为:社 会 规 范

(13.1%)>社会网络(4.7%)>社会信任(4.1%)。

4)信息可得性在社会资本及各维度对农户有机肥施

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中均存在中介效应,社会

资本及各维度可通过信息可得性的增加抑制农户有

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的发生。
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1)加大对

农户社会资本的培育力度,使其在农户有机肥施用

意愿与行为悖离中发挥重要作用。鼓励农户参加社

会活动和社区组织,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加强亲朋

邻里间的交流,提升其网络资本;加强村镇干部建

设,切实解决村民实际问题,提升农户的信任资本;
完善村规民约,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社会规范

和道德约束,提升农户的规范资本。2)拓展农户获

取信息渠道的来源和数量。从农村获取外界信息相

对闭塞的角度出发,政府等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各种

形式的培训活动、多种渠道为农户提供有关有机肥

施用等绿色生产的相关知识,例如:可以利用电视、
互联网络(抖音、快手等)制作有关绿色生产的专题

视频,使农户切实感受到绿色化生产的好处,从而自

觉的将绿色化生产的意愿转化为行为,减少悖离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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