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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认知、市场规制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
——基于湖北省水稻主产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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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厘清生态认知、市场规制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作用机理，运用两部模型，基于湖北省水稻主产区

1 005 份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生态认知、市场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1）大多数农户在绿色生产技术上虽然具有采纳行为，但其采纳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2）生态认知对农户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激励型市场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

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约束型市场规制的影响不够明显。4）激励型市场规制对农户生态认知-绿色生产技

术采纳程度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约束型市场规制则对农户生态认知-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关系存

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因此，在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过程中，既要提高农户生态认知水平，也要注重市场

规制的建立与完善，构建有利于农业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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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market regulation on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a micro-survey data of 1 005 farming 

households in the main rice-producing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this study used two-par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market regulation on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and adoption degree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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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rmers have adopted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e degree of adoption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2） Ecological cogni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adoption behavior and adoption degree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3） The incentive market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adoption 

behavior and adoption degree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but the restrictive market regul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4）The incentive market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degree， while 

restraint market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we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farmers’ 

ecological cognition level，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market regula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cognition； incentive market regulation； restrictive market regulation；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two-part model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对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

以来，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

的高度关注，加快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体系，成

为了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2022 年中央

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大力开展绿色高质高效行

动，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促进乡村生态振兴。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其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仍然较低［1］，且存在“高意

愿、低行为”［2］、持续采纳不足［3］等现实情形。因此，

研究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对于推动农业绿

色发展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是内外

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自身及家庭禀赋特征

的不同，农户的决策同时受到技术认知［4］、风险偏

好［5］、农户信任［6］等内在因素，以及社会网络［7］、制度

环境［8］、数字金融［9］等外在条件的显著影响。行为经

济学理论认为，研究不确定条件下农户的决策行为应

该将人类的心理因素纳入其中［10］。认知是行为的基

础，在当前倡导绿色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农户生产受

到生态认知等内在观念的重要影响［11］。已有研究发

现，生态认知对农户生态耕种技术采纳行为［12-14］等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应当强调，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

是基于其生态认知衡量后，在理性和感性综合影响下

所作出的最佳选择［15］。因此，从生态认知层面探究农

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既必要，也必须。

农业绿色生产行为驱动来源既包括内生动力，

也包括外在干预［16］。心理因素与行为决策之间的

关系在实践中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生态认知向

绿色生产行为的转化依赖于特定的外部因素，在不

同的规制情境作用下，其具体表现形式往往存在一

定差异［17］。值得注意的是，农户通过农产品生产和

销售环节逐步参与市场进程是农业市场经济发展

的必然产物，也是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结合的

关键所在［18］。因此，市场规制作为外部环境中不可

或缺的因素，对引导和约束农户的生产行为尤为重

要［19］。王常伟等［20］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市场规制

对农户施药行为的作用要显著地优于签订销售合同、

参加合作社以及政府介入。收益最大化是理性小农

行为决策的目标函数，以优质优价为代表的激励型市

场规制能满足农户对经济回报的追求，而以质量检测

为代表的约束型市场规制能加大农户因农产品质量

安全问题而面临的经济风险。因此，经济理性可以促

使农户更有动力采纳多样化的绿色生产技术。

在系统的文献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影

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重要的内因和外因，

生态认知与市场规制之间并非独立的平行关系，而

是存在一定的交互效应。然而，现有研究仅关注到

了生态认知和以优质优价、质量检测为代表的市场

规制单一方面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作

用，尚缺乏将生态认知和市场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

架进行研究，更缺少对二者交互机制的探讨。农户

作为微观生产经营主体，必然受到市场需求的驱

动，不同市场规制下农户生态认知水平的作用机理

是否发生变化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基于此，本研究拟从计划行为理论出发，在同时

考虑内生动力（生态认知）与外部环境（市场规制）的

影响下，利用来自湖北省水稻主产区的 1 005 份农户

调研数据，运用两部模型来探讨生态认知、市场规

制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影

响。并进一步分析生态认知和市场规制在影响农

户行为过程中的交互作用，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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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期为生态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进

一步提高提供有益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1　生态认知及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

认知是行为的基础，是个体对所获信息的筛

选、组织、加工及理解的过程［15］。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认为人的行为是

经过深思熟虑计划的结果，行为认知将直接影响行

为主体的行为意向和决策［21］。因此，研究农户采纳

绿色生产技术的行为决策，应考虑生态认知的影

响。正确的生态认知是农户形成绿色发展理念并

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基础和必要前提［12］。目前，学

术界对生态认知的定义尚未统一，具体到农户的生

产行为中，生态认知是指农户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责

任意识，对绿色生产价值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

了解及重要性认知。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追求

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

功能和价值，生态理性同样是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

重要因素［22］。因此，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

可以通过其生态认知情况来解释和预测。一般而

言，生态认知水平越高，代表农户越了解和重视绿

色生产价值及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更倾

向于采纳多样的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基于此，本研

究提出如下假说：

H1：生态认知正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行为和采纳程度。

1. 2　市场规制及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

市场规制是解决绿色农产品信息不对称和防

止农户投机行为的重要手段，可由“环境规制理论”

引申而来［19］。赵玉民等［23］认为环境规制是政府直

接或间接运用行政法规、经济和市场机制政策等对

个人或组织进行的干预，正式的环境规制主要包括

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两种手段。那么，延伸到

市场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中，市场规制则

是市场利用激励或约束等手段对农户生产方式进

行干预和规范的措施。根据现有研究成果［19-20］，市

场规制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

采纳行为，一是优质优价的激励型市场规制，二是

质量检测的约束型市场规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农户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获取经

济回报是其生产决策的出发点和主要目的。而农产

品销售是农户参与市场并取得经济利润的最主要环

节，能否利用市场经济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将最终

影响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决策［18］。钟文晶等［24］发现

农产品价格越高，农户越重视生产技术行为的安全

性；罗小锋等［1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优质优价能够显著

促进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杨兴杰等［25］也论证了

经济效应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正向

影响。农业绿色生产是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

本［26］，能够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价值，帮助农户利

用市场销售渠道获取超额经济利润。因此，优质优

价的激励型市场规制能够通过影响农户收入调动

其获利动机和积极性，促使农户采纳多样化的绿色

生产技术。

在约束型市场规制方面，实行最低质量标准市

场准入限制与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都可以有效改

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27］。市场对终端农产品进

行质量检测，本质上作为一种监管手段，一方面能

够形成外在压力的供应链传导机制，对上游农户的

生产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使其行为决

策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生态因素［28］。另一方面，通

过增加因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风险成本和

惩罚成本，对农户不规范的生产行为起到一定的预

警作用。当面临市场检测时，“实现个体及家庭福

利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将促使农户向绿色生产方向

转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2a：激励型市场规制正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

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

H2b：约束型市场规制正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

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

1. 3　市场规制的调节效应

认知—情境—行为理论表明，个体认知对其行

为的影响会受到政策和制度等情境因素的制约，政

策和制度在限制农户获利方式的同时，又可以有效

提高农户逐利行为的效率［29］。尽管生态认知是提高

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积极性的内生动力，但大多数

农户仍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30］，当绿色生产技术较难

实施时，农户主动做出生产转型的动力不足，对内在

认知的依赖将减弱，而外部规制的影响力则会增

强［31］。激励型和约束型市场规制能够弥补农户生态

认知的相对不足，引导农户充分认识到采纳绿色生产

技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而激发生态认知的内源性

特质，使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成为农户的自觉行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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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规制—重塑—自觉”的良性循环［32］。

在不同市场规制情境下，农户会根据自身的生

态认知水平做出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与否和采纳程

度决策。当存在以优质优价为代表的激励型市场

规制时，具有较强生态认知的理性小农往往对绿色

农产品有更高的收益预期，从而在利益最大化目标

的驱使下，主动关注农业发展趋势和农业绿色生产

技术。农户不仅更加了解绿色生产价值，还能主动

感知消费者的绿色诉求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潜在市

场机会。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多样化的市场渠道和

信息，形成较强的市场把控能力，使得绿色生产实

现生产者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的

统一［16］。当存在以质量检测为代表的约束型市场

规制时，生态认知水平高的农户会更加自觉地关注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质量检测力度和惩罚措

施，更为敏锐地感知到市场规制所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从而有效避免可能受到的处罚。因此，为了规

避损失风险，农户会有意识地控制其在生产中的行

为，并向绿色生产方向转变。

由此可见，农户自身的生态认知水平与其所面临

的市场规制情境并非独立平行地作用于绿色生产技

术采纳行为，而是存在一定的交互效应。市场规制能

更好的激发和调动生态认知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

术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3：激励型市场规制、约束型市场规制在生态

认知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之

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湖北省武汉、

天门、荆州、黄冈和随州市开展的农户调查。湖北

省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具有一定的

区域代表性，调研地区属于国家推广绿色生产技术

的重点区域，也是重要的水稻种植主产区，其中武

汉、天门和荆州市地处江汉平原，黄冈和随州市地

处鄂东北丘陵地带，基本涵盖了湖北省主要经济地

理区域，保证了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调查严格

按照分层逐级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先在每个县（市）随机抽取 3~4 个乡镇，再在每个样

本镇随机抽取 2~3 个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随机抽

取 10~20 个农户作为调查对象。为保证样本数据

的有效性和操作的一致性，本次调研采取一对一入户

访谈的方式进行，所有调研人员均在实际调查前接受

过数次培训，最终共获得 1 116份问卷，内容涉及农户

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情况、环境

认知及市场建设等方面。结合本研究，在删除逻辑错

误、关键变量信息缺失等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1 005
份，问卷有效率为 90. 05%。

2. 2　样本基本特征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可以发现，受

访者以男性为主，占样本总数的 55. 92%；其中以中

老年人口居多，年龄段在 50~65 岁的受访者占比高

达 54. 72%，超过 65 岁的也有 23. 78%；受访者受教

育程度普遍偏低，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正规教育的仅

占 7. 96%，超半数的受访者文化水平为小学及以

下；85. 67% 的农户家里没有党员或干部，参加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仅占 6. 27%。农户家庭水稻种植面

积主要集中在 0. 3 hm2 及以下，占比高达 60. 30%，

以小规模水稻种植户为主；60. 60% 的农户家庭拥

有 3 个及以下劳动力；家庭农业收入普遍较低，在

1 万元及以下的占比高达 66. 27%。总体而言，受访

者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偏低、家庭水稻种植规模

较小和农业收入水平不高等特征符合湖北省农村

的现实情况，也与既有研究成果基本一致，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33］。

2. 3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决策包括两个方面的

内涵，一是采纳行为，即是否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二

是采纳程度，即如果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其数量如

何。其中，采纳行为为二分类变量，当农户采纳任

意一项绿色生产技术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没有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农

户，其采纳程度的数据将在 0 处断尾。相当部分农

户所采纳的绿色生产技术数量为 0，导致样本数据

出现归并现象，违背了随机误差项需满足正态分布

的假设。因此，本研究采用 Duan 等［34］提出的两部

模型（Two-part model），研究和估计生态认知、市场

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

影响，并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生态认知与市场规制

的交互项，以检验不同类型市场规制的调节作用。

两部模型包括两个估计部分。本研究在假定

农户每个决策阶段拥有不同的决策机制且相互独

立的基础上，对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分别使用 Lo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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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和广义线性模型（GLM）进行独立估计。

首先，第一部分决策模型为：

P ( Behavior i = 1|X )= Φ ( α0 + α1 EC i +
α2 MR i + α3 EC i × MR i + α4Xi + μi ) （1）

式中：Φ（·）是标准正态累计分布函数，Behavior 为
采纳行为，取值为 1 表示农户至少采纳了一项绿色

生产技术，取值为 0 则表示没有采纳任何绿色生产

技术；EC 为生态认知；MR 为市场规制，包括激励型

市场规制和约束型市场规制；EC×MR 为生态认知

与市场规制的交互项，X为控制变量；α1~α4 为待估

系数，系数>0，说明对应的解释变量对农户采纳绿

色生产技术的概率具有正向影响，反之，则具有负

向影响；u为随机扰动项。

两部模型的第二部分决策模型为：

Extent i = β0 + β1 EC i + β2 MR i + β3 EC i ×
MR i + β4Xi + vi （2）

式中：Extent为采纳程度，即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

的数量；β1~β4 为待估系数；v为随机扰动项。假设

农户是否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和采纳程度的决策相

互独立，即式（1）与（2）的随机扰动项不相关，cov
（ui，vi）=0。
2. 3. 1　被解释变量

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决策包括“采纳与否”和“采

纳程度”。根据联合国环境署（UNEP）界定［35］，农业

绿色生产技术主要包括保护性耕作、施用有机肥和

生物农药以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虑及农业绿

色生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配合采纳多种

技术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本研究在参考杨志海［1］、

李芬妮等［36］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农作物产前、产中

与产后 3 个生产环节，依次选取少耕/免耕播种、有

机肥施用、生物农药施用和秸秆还田 4 种技术，在实

际调查中分别询问农户是否采纳上述绿色生产技

术，回答选项为“是”或“否”。当农户采纳任意一项

绿色生产技术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若农户

具有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则将其实际采纳绿色

生产技术的数量进行加总，以测量农户的“采纳程

度”，数值越大，表示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

越高。

2. 3. 2　核心解释变量

1）生态认知。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

本研究和调研中的实际情况，从“人类有责任保护

生态环境”  “发展绿色农业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深

化与拓展”  “出于保护环境，村民应该采用绿色生

产技术”  “绿色生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农产

品的绿色健康很重要”5 个维度衡量农户的生态认

知水平。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进行测量，

回答项为“完全不同意”  “不太同意”  “一般”  “比

较同意”和“完全同意”，分别赋值为 1、2、3、4 和 5，
分数越高说明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在此基础上，本

研究运用 SPSS22. 0 软件，对潜变量进行探索性因

表 1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rvey farmer households

特征

Characteristic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al Level

是否有党员或干部

CPC member or cadre

分类

Category
男

女

≤35
>35~50 岁

>50~65 岁

>65 岁

≤6 年

>6~9 年

>9 年

是

否

频数

Frequency
562
443
28

188
550
239
660
265
80

144
861

比例/%
Percentage

55. 92
44. 08

2. 79
18. 71
54. 72
23. 78
65. 67
26. 37

7. 96

14. 33
85. 67

特征

Characteristic
是否参加合作社

Cooperative members

劳动力数量

Number of labor force

种植面积

Planting area

农业收入

Farming income

分类

Category
是

否

≤3 人

>3~6 人

>6 人

≤0. 3 hm2

>0. 3~0. 7 hm2

>0. 7~1. 3 hm2

>1. 3 hm2

≤1 万元

>1~3 万元

>3 万元

频数

Frequency
63

942
609
383
13

606
249
87

63

666
278
61

比例/%
Percentage

6. 27
93. 73
60. 60
38. 11

1. 29
60. 30
24. 78

8. 66

6. 26

66. 27
27. 66

6. 07

208



第  3 期 张俊飚等： 生态认知、市场规制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基于湖北省水稻主产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子分析。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 762，Bartlett
球形检验值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各观测

变量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利

用最大方差法从 5 个指标中提取得到 1 个公因子，

并将其定义为“生态认知”。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因

子载荷均>0. 6，说明量表内在结构较为合理。生

态认知变量的测量指标及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2）市场规制。激励和约束是市场规制的两个

重要方面。本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将市场规制

变量划分为激励型市场规制和约束型市场规制，并

借鉴罗小锋等［19］的方法，用“绿色农产品是否能以

更高价格出售”衡量激励型市场规制，用“农产品销

售过程中是否进行质量检测”衡量约束型市场规

制。以上两个指标的回答项均为“是”或“否”，分别

赋值为 1 和 0。
2. 3. 3　控制变量

为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

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干扰，本研究选取受访者个人

特征、家庭及生产经营特征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其中，个人特征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风险感知，是否参加培训；家庭及生产经营特征包括

家庭中是否有党员或干部、兼业情况、家庭总人口、农

业收入、水稻种植面积。另外，本研究还纳入了市级

层面地区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间的差异。

所有的变量定义及赋值如表 3 所示。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 1　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基本情况

样本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基本情况如表 4
所示。有 45. 27% 的农户仅采纳了其中 1 种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 2 种的农户次之，占比为 29. 35%，采纳

3 种和 4 种绿色生产技术的农户分别仅占 4. 88% 和

0. 60%，而未采纳任何绿色生产技术的农户占比达

到了 19. 90%。因此，农户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

度还需进一步提高。

3. 2　生态认知及市场规制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

术的主效应分析

由于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是以零

值为截断点的截断数据，因此，本研究选择两部模

型来估计生态认知和市场规制对农户采纳绿色生

产技术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之前，首先对解释变量

表 2　生态认知指标设计及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Ecological cognition indicator design and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指标

Indicator
人类有责任保护生态环境

Human being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发展绿色农业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

深化与拓展

Developing green agriculture is th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traditional farming civilization
出于保护环境，村民应该采用绿色生产

技术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villagers should 
adopt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绿色生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Green production and living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农产品的绿色健康很重要

Green health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very 
important

指标设置及赋值

Indicator setting and assignment
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
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
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
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
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
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均值

Mean
4. 197

3. 814

3. 696

3. 627

3. 804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0. 688

0. 752

0. 883

1. 020

0. 853

因子载荷

Factor loading
0. 734

0. 716

0. 680

0. 663

0. 621

209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4 年  第  29 卷

表 3　变量定义及赋值

Table 3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 variable

核心解释变量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变量

Variable

采纳行为

采纳程度

生态认知

激励型市场规制

约束型市场规制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风险感知

是否参加培训

政治身份

兼业情况

家庭总人口

农业收入

种植面积

地区虚拟变量

定义及赋值

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

农户是否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是=1；否=0

农户实际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数量/个

根据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到

绿色农产品是否能以更高价格出售：

是=1；否=0

农产品销售过程中是否进行质量检测：

是=1；否=0

男=1；女=0

农户实际年龄/岁

农户接受正规教育的实际年限

出于对风险的担忧，我不愿意尝试农业绿色

生产技术：完全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
般=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是否参加过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推广培训：

是=1；否=0

家庭中是否有党员或干部：是=1；否=0

家庭主要劳动力是否外出兼业务工：是=1；
否=0

家庭总人口数量

家庭农业收入/万元

家庭水稻种植面积/hm2

武汉=1，其他=0

天门=1，其他=0

荆州=1，其他=0

黄冈=1，其他=0

均值

Mean

0. 801

1. 210

0. 000

0. 261

0. 129

0. 559

58. 341

5. 773

3. 475

0. 096

0. 143

0. 780

5. 112

1. 190

0. 382

0. 179

0. 214

0. 246

0. 188

标准差

SD

0. 399

0. 835

1. 000

0. 439

0. 336

0. 497

10. 149

3. 550

1. 036

0. 294

0. 351

0. 414

2. 604

1. 811

0. 590

0. 384

0. 410

0. 431

0. 391

表 4　样本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基本情况

Table 4　Basic situation of sample farmers adopting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采纳程度

Adoption degree

数量/个
Quantity

比例/%
Percentage

未采纳

Not adopt

200

19. 90

采纳 1 种

Adopt 1

455

45. 27

采纳 2 种

Adopt 2

295

29. 35

采纳 3 种

Adopt 3

49

4. 88

采纳 4 种

Adopt 4

6

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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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 ，结果表明方差膨胀因子

（VIF）均值为 1. 26，远小于 10，说明变量间共线性

关系较弱，满足回归的基本要求。其次，采用逐步

回归的方法，将各核心解释变量逐一纳入模型，以

得到最优的回归方程。表 5 汇报了具体的估计结

果，其中，模型 1 为只加入生态认知后的回归结果，

模型 2 为同时加入生态认知、激励型市场规制和约

束型市场规制后的回归结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模型 2 包含了本课题重点研究的生态认知和市场规

制两个核心解释变量，控制最为严格，因此，以下分

析主要基于模型 2 的估计结果。

1）生态认知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

表 5 中模型 2 的估计结果显示，生态认知对农户绿

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具有正向影响，且

表 5　生态认知、市场规制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

Table 5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market regulation on farmers’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变量    
Variable   

生态认知

Ecological cognition
激励型市场规制

Incentive market regulation
约束型市场规制

Restrictive market regulation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风险感知

Risk perception
是否参加培训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政治身份

Political identity
兼业情况

Concurrent employment
家庭总人口

Total household population
农业收入

Farming income
种植面积

Planting area
地区虚拟变量

Regional dummy
样本量  Sample size

模型 1  Model 1
采纳行为

Behavior
0. 251***

（0. 097）

0. 459**

（0. 198）
0. 001

（0. 010）
−0. 015

（0. 028）
−0. 166*

（0. 089）
−0. 391

（0. 277）
−0. 087

（0. 242）
−0. 119

（0. 246）
−0. 033
（0. 044）
−0. 002
（0. 095）

0. 813**

（0. 383）

已控制

1 005

采纳程度

Degree
0. 092***

（0. 025）

0. 073
（0. 047）
−0. 002
（0. 002）

0. 004
（0. 007）
−0. 075***

（0. 021）
0. 076

（0. 086）
−0. 015
（0. 064）

0. 050
（0. 054）
−0. 002
（0. 008）

0. 046***

（0. 015）
−0. 012
（0. 049）

已控制

1 005

模型 2  Model 2
采纳行为

Behavior
0. 206**

（0. 099）
0. 914***

（0. 294）
−0. 325
（0. 275）

0. 428**

（0. 198）
0. 002

（0. 010）
−0. 015

（0. 028）
−0. 161*

（0. 091）
−0. 383

（0. 277）
−0. 036

（0. 243）
−0. 035

（0. 249）
−0. 037
（0. 043）
−0. 010
（0. 089）

0. 826**

（0. 378）

已控制

1 005

采纳程度

Degree
0. 079***

（0. 026）
0. 098*

（0. 053）
0. 097

（0. 066）
0. 080*

（0. 047）
−0. 002
（0. 002）

0. 004
（0. 007）
−0. 077***

（0. 021）
0. 068

（0. 086）
−0. 005
（0. 063）

0. 058
（0. 054）
−0. 002
（0. 008）

0. 041***

（0. 015）
−0. 016
（0. 049）

已控制

1 00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Note：*， ** and *** represent significant at the statistical levels of 10%， 5% and 1%， respectively.  Data in the parentheses is standard error.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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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 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生态认

知能促进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概率和程度的提

升，研究假说 1 得到验证。农户的生产行为受到生

态认知等内在观念的重要影响，生态认知水平越高

代表农户越了解和重视农业绿色生产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价值，也越可能主动采纳更多的绿色生产技

术。因此，正确的生态认知是促进农户采纳行为和

采纳程度的基础和关键。

2）市场规制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影

响。激励型市场规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

影响采纳行为，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

采纳程度。说明优质优价的激励型市场规制有利

于提高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概率和程度，研

究假说 2a 得以验证。而约束型市场规制的系数不

显著，表明约束型市场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

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影响较小，对农户生产行

为约束方面的效果有限，研究假说 2b 没有通过验

证。可能的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小农户数量多、生

产经营分散，面向生产环节和众多生产主体的质

量监管难度大。现实场景中，农产品质量检测主

要集中于市场的售卖环节，尚且在专业分工情况

下，小农户也很少直接进入市场来售卖自己的农

产品 ，因而对约束型市场规制的反应程度相对

较弱。

3. 3　生态认知和市场规制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

术的交互效应分析

生态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

纳程度的影响并不是固定的，可能会受激励型市场

规制和约束型市场规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即市场

规制在这一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为探究生态认

知与市场规制的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进一步在上

述计量模型中加入生态认知与激励型市场规制、约

束型市场规制的交互项，分析其对农户绿色生产技

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影响。如果交互项的系

数为正，则二者存在互补关系，市场规制的存在可

能会强化生态认知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概

率和程度的影响。反之，则为替代关系，市场规制

可能会削弱生态认知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

概率和程度的影响。考虑到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

究在进行交互效应分析之前，对原变量进行了中心

化处理。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生态认知和市场规制的交互项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

Table 6　Influe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market regulation on farmers’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变量            
Variable           

生态认知

Ecological cognition

激励型市场规制

Incentive market regulation

约束型市场规制

Restrictive market regulation

生态认知×激励型市场规制

Ecological cognition×Incentive market regulation

生态认知×约束型市场规制

Ecological cognition×Restrictive market regula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地区虚拟变量  Regional dummy

样本量  Sample size

模型 3  Model 3
采纳行为   Behavior

0. 159

（0. 120）

0. 986***

（0. 328）

−0. 389

（0. 281）

−0. 256

（0. 365）

0. 604**

（0. 265）

已控制

已控制

1 005

采纳程度   Degree

0. 083***

（0. 026）

0. 078

（0. 053）

0. 091

（0. 072）

0. 127**

（0. 059）

0. 000

（0. 086）

已控制

已控制

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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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生态认知与激励型市场规制的交互项系

数在采纳程度方程中显著为正，且通过了 5% 的统

计检验，而在采纳行为方程中不显著；生态认知与

约束型市场规制的交互项系数在采纳行为方程中

显著为正，且通过了 5% 的统计检验，而在采纳程度

方程中不显著。这表明在不同市场规制的调节作

用下，生态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

纳程度的影响各有侧重。其中，激励型市场规制能

够强化生态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的

促进作用，而约束型市场规制有效加强生态认知对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正向影响，研究假说

3 得到部分验证。在不同的决策阶段，农户关注的

问题不同，因此，两类市场规制对采纳行为和采纳

程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主次关系［25］。在初期进行

采纳与否决策时，农户尚处于绿色生产的探索阶

段，更加需要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进行质量检测来

约束其生产行为，帮助农户突破固有的生产模式，

度过由传统生产转向绿色生产的“阵痛期”；而在采

纳程度决策阶段，农户对绿色生产的价值和前景认

知有所增强，激励型市场规制效应得以完全显现，

具有较强生态认知的农户会在优质优价的作用下，

采纳多样化的绿色生产技术［30］。

3. 4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定性，本研究采用有

序 Logit 模型替代两部模型重新进行回归，稳健性

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不难发现，模型整体拟合效

果较好，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前述基本

一致，说明本研究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

健性。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湖北省水稻主产区武汉、天门、荆

州、黄冈和随州 5 个市 1 005 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

两部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认知、市场规制对农户绿

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1）虽然有 80. 10% 的农户具有绿色生产技

术采纳行为，但其中多数农户仅采纳 1 种绿色生产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生态认知

Ecological cognition

激励型市场规制

Incentive market regulation

约束型市场规制

Restrictive market regulation

生态认知×激励型市场规制

Ecological cognition×Incentive market regulation

生态认知×约束型市场规制

Ecological cognition×Restrictive market regula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地区虚拟变量  Regional dummy

伪 R2 Pseudo R2

样本量  Sample size

模型 1
Model 1

0. 295***

（0. 070）

已控制

已控制

0. 108

1 005

模型 2
Model 2

0. 242***

（0. 071）

0. 589***

（0. 161）

0. 133

（0. 191）

已控制

已控制

0. 114

1 005

模型 3
Model 3

0. 276***

（0. 073）

0. 527***

（0. 165）

0. 028

（0. 196）

0. 303*

（0. 180）

0. 441**

（0. 203）

已控制

已控制

0. 117

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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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采纳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2）生态认知对农

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即生态认知水平越高的农户，其采纳绿

色生产技术的概率和程度越高。3）不同类型的市

场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

的作用存在差异，以优质优价为代表的激励型市场

规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以质量检测为代表的

约束型市场规制的影响不够显著。4）激励型市场

规制对农户生态认知—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关

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约束型市场规制则

对农户生态认知—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关系存

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得出以下政策启

示：1）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宣传教育，重视农户参与行为决策的心理因素，不

断强化农户生态认知，构建农户绿色生产自觉行

为。2）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利用激励

型市场规制手段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提升农户采

纳绿色生产技术的收入预期和盈利信心。3）建立

健全农产品质量可追溯系统，提高农产品市场质检

水平，适当增加质量差劣违规成本，发挥市场约束

机制在规范农户生产行为方面的指导作用。4）注
重识别农户所处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阶段，对于尚

未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农户，应加大对农产品质量

检测的普及力度，充分发挥约束型市场规制的作

用，帮助农户树立正确的质量认知并迈出技术采纳

第一步；而对于已经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农户，则

应加强技术推广，借助激励型市场规制的作用，让

更多的农户认识并享受到农业绿色生产的优势及

其所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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