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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扩散何以影响稻作系统转型实践?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链式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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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促进水稻—冬闲农作系统向绿肥稻作系统转型是强化区域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

效措施。基于南方稻作区安徽、湖南、广西三省区934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PLS-SEM 模型和Bootstrap检验方

法,分析知识扩散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效果与作用路径,并进一步运用Orderedlogit模型揭示异

质性农户禀赋对其参与农业知识扩散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扩散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具有显著正

向的直接影响;外部风险感知与组织信任、生态服务价值感知与组织信任分别在知识扩散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

纳意愿的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知识扩散通过农户障碍感知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产生显著的间接作

用;参加合作社、务农经验、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身体健康状况均对农户参加知识扩散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据此,本研究提出开展系统性宣讲培训活动、提高农户组织信任、改善农户禀赋条件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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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ofriceplantingfromrice-winteridlefarmingsystemtogreenmanure-rice

systemisaneffectivewaytostrengthentheprotectionandimprovementofregionalcultivatedlandqualityand

guaranteenationalfoodsecurity.Basedonthesurveydataof934farmersinAnhui,HunanandGuangxi,thePLS-SEM

modelandBootstraptestmethodwereusedtoanalyzetheeffectandpathofknowledgediffusiononfarmers’intention

toadoptgreenmanure-ricesystem.Furthermore,theOrderedLogitmodelwasusedtorevealtheinfluenceof

heterogeneousfarmers’endowmentontheirparticipationinagriculturalknowledgediffusion.Theresultsshowedthat:

1)Knowledgediffusionhadasignificantpositivedirecteffectonfarmers’intentiontoadoptgreenmanure-ricecr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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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2)Externalriskperceptionandorganizationaltrust,ecologicalservicevalueperceptionandorganizational
trusthadachainmediatingeffectontheinfluenceofknowledgediffusiononfarmers’intention.3)Knowledgediffusion
hadasignificantindirecteffectonfarmers’intentionthroughtheirperceptionofobstacles.4)Participationin
cooperatives,farmingexperience,educationlevel,familyincomeandhealthstatushad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son
farmers’participationinknowledgediffusionactivities.Therefore,somecountermeasuressuchascarryingout
systematicpropagandaandtrainingactivities,enhancingthetrustoffarmers’organizationsandimprovingthe
conditionsoffarmers’endowment,wereputforward.
Keywords greenmanure-ricecroppingsystem;adoptionintention;knowledgediffusion;organizationaltrust;PLS-
SEMmodel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乡村振兴战略和健

康中国战略的全面推进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安全提

出更高的要求。农产品生产离不开肥沃的耕地,耕
地作为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个严峻事实是,
长期不合理的耕作方式造成中国耕地质量普遍不

高。《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显示,全
国耕地平均等级为4.76等,中低等耕地面积所占比

例超过70%,优质耕地严重稀缺。特别是南方稻作

区,有机质减少、耕作层变浅、土壤酸化等问题突出;
加之南方各省近年来农产品安全事件频发,造成公

众对南方稻作区土壤污染问题的普遍担忧。鉴于

此,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长牙齿’的措

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确保耕地数量

不减少、质量有提高”;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

明确了“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的具体实

施方案。中国有近60%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稻米

生产与安全直接关系到居民生计与健康。作为我国

重要的稻米产区,不断强化南方稻作区耕地质量保

护与提升,对保障国家粮食数量和质量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
促进耕地保护性利用,改造农作系统是重要的

途径。传统农作系统下,南方稻作区耕地多栽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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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利用冬闲窗口种植绿肥,将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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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绿肥稻作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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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与其他土壤管理措施相比,绿肥稻作系统具

有如下优势:其一,可充分利用水稻种植茬口,于冬

闲期对耕地质量进行保护性提升,可最大限度化解

耕地保护与粮食生产间的时空矛盾;其二,具有多重

生态环境功效,包括减肥增效[4]、增加土壤有机

质[5]、提高土壤 N 含量[6]、水土保持[7]、钝化重金

属[8]等,是全面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的综合性方案;其
三,能有效阻控水稻吸收土壤重金属,稻米中镉、砷、
铅蓄积可分别减少28.5%、21.2%和19.7%[9],对
食物生产具有明显的优化作用。鉴于此,从2015年

开始,我国相继出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

案》等系列政策文件,大力发展绿肥覆盖,支持常规

稻作系统向绿肥稻作系统转型升级。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其行为直接影响着

耕地质量及可持续利用,也影响着耕地生产能力的

提升。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南方稻区绿肥稻作系统

总推广面积不足185万hm2,仅占总适推面积的

19%左右[10]。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积极性不高

阻碍其在耕地质量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困

境缘何产生? 一方面,从经济效益视角看,绿肥稻作

系统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而经济价值相对较低,但
由于政府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同时,绿肥产品市场

培育尚处于初级阶段,导致绿肥稻作系统生态效益

向经济 效 益 转 化 困 难,削 弱 了 农 户 采 纳 的 积 极

性[11-13];另一方面,农户作为技术扩散的主要对象,
在技术扩散早期通常因信息不对称而面临信息获取

滞后、处于信息网络不利地位等问题,直接影响其行

为决策,进而对技术扩散效果产生负面影响[14-15]。
此时,若提供其所需知识信息将极大破除“信息壁

垒”,从而显著提高行为发生的边际可能性[16]。在

中国,虽然绿肥稻作系统历史悠久,但自20世纪70
年代开始在化肥工业的剧烈冲击下其长期被废置,
直到近年来伴随农业生产形势和目标的转变才重新

获得重视。此时,对于大部分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

民对绿肥稻作系统的价值缺乏了解;加之,随着农业

科技的快速发展,绿肥栽培技术已经实现了从播种、
田间管理到刈割、翻压还田的全过程轻简化、机械

化、高效化改造,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现代化、标准化

技术规程,而由于农民技术素养和技术掌握程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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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较低,限制了其新形势下的绿肥稻作系统采纳决

策。因此,若通过知识扩散对农户进行必要的认知

和技术强化,将很可能对其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

产生积极影响。
已有研究从社会经济视角对绿肥稻作系统的扩

散机理已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究,特别是针对经

济与生态效益、外部补偿激励等因素对农户层面绿

肥稻作系统扩散过程的影响进行过深入研究;然而,
针对知识扩散对绿肥稻作系统扩散机理的影响目前

却缺乏必要的探索。鉴于此,为充分揭示知识扩散

的作用,本研究拟以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为

研究对象,综合采用PLS-SEM、Orderedlogit等模

型,主要探究以下3个问题:农业宣传培训带来的知

识扩散对促进农户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是否有效? 知

识扩散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行为的影响程度如

何? 知识扩散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 本研究旨在

破解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绿肥稻作系统扩散困

境,以期为治理因化学品过量施用造成的耕地生态

退化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农户行为理论,农户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利

益权衡过程,这种决策常常受到农户禀赋特征、责任

意识、信任等内生因素[17-18],以及关系网络、社会规

范等外生因素[19-20]的影响。然而,随着对农户行为

理解的深入,越来越多研究者提出感知、信任等方面

的心理因素才是影响农户决策的基础层因素[21]。
外部风险感知、价值感知、障碍感知等感知因素是农

户对事物的内在主观认识和评价,在引导微观主体

行为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20]。信任是一种稳定的

信念,是依赖关系的表现,信任程度越高,采用行动

的意愿则越强[17]。从心理学视角探究农户行为机

制,不仅可以考察个体与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还能

通过“追本溯源”提高对农户行为产生过程理解的科

学性和深入性[22]。而知识扩散作为一种知识经由

介质传播给需求者的过程[23],会通过改善农户的环

境素养、认知能力进而对农户心理和行为意愿产生

积极影响。

1.1 知识扩散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

以宣传培训为手段的农业知识扩散是目前我国

农业推广形式的主要部分,在引导农户决策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4]。其中,宣传是技术扩散的重

要方式,它不仅可以促进信息传播,还能发挥显著的

社会引导功能[25];培训教育则可以通过强化农户的

人力资本从而全面提升知识素养和认知能力[26]。
知识扩散有助于提升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或改善生

产行为[27-28]。绿肥稻作系统本质上是一种绿色生产

模式。通过开展宣传培训、强化与绿肥稻作系统相

关的知识扩散,农户有关绿肥稻作系统方面的知识

素养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善,在心理动机的进一

步催化下,其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很可能会有明

显增强。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知识扩散对

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

1.2 组织信任在外部风险感知、生态服务价值认知

影响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外部风险感知是个体对某事物做法,依据知觉

做出的评判,如农户对过度使用化肥带来环境影响

的认知程度;而组织信任是一种社会网络关系,新型

经营主体和政府等组织在农户与市场之间具有有机

衔接作用。作为产业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农户对外

部风险的感知会影响其对组织的信任程度。环境风

险感知程度越高,越会提高自身对组织的信任[29],
进而作用于农户的农业环境保护行为[30]。而价值

感知作为一种主观认识,是个体对某产品或服务体

会进行利弊衡量之后做出的整体评价[31],也会增加

组织信任,进而提高农户采纳意愿。时运涛等[32]指

出功能价值感知会直接正向影响信任倾向和持续参

与意愿;翟坤等[21]也认为价值感知对信任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信任可以提高彼此之间的关系承诺、降
低信息不对称性、加强合作,进而提高采纳意愿[33]。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组织信任在外部风险

感知、生态服务价值认知与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

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3 外部风险感知与组织信任、生态服务价值认知

与组织信任在知识扩散影响绿肥稻作系统采

纳意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个体感知或认知受知识素养的影响,良好的知

识素养意味着较强的感知或认知能力[34]。前期研

究发现,知识扩散是提升个体知识素养的有效途

径[35]。农户在培训等知识扩散中获取的有用信息,
经知觉、表象、想象、记忆、加工等思维活动,最终转

化形成相关感知或认知[36]。例如,参与培训会有助

于农户构建生态农业知识体系,以显著提高农户的生

态认知[24]。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以农业宣传、培训为

手段的知识扩散通常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户的

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农户感知或认知能力的提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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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农户通过参与宣传培训,增进了对外部

环境风险的感知和对绿肥生态系统服务的了解。同

时,考虑到上文外部风险感知、生态服务价值认知与

组织信任以及农户采纳意愿之间的关系,可提出如下

2个假设:1)外部风险感知、组织信任在知识扩散对

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2)生态服务价值认知、组织信任在知识扩散对绿肥稻

作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1.4 障碍感知在知识扩散影响绿肥稻作系统采纳

意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知识扩散通过影响农户自身的障碍感知,进而

作用于行为意愿[38]。障碍感知是农户自我效能的

主要体现,其本质是农户对自身健康状况、时间保

障、家庭务农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等控制和使用能力

的主观认识[12]。若农户认为自身和家庭禀赋充足,
即感知障碍越低时,其采纳某种行为的意愿越强;反

之,采纳意愿则越低。与常规稻作系统相比,绿肥稻

作系统农艺农事操作相对复杂,包括绿肥种植标准

化开沟、种子机械化撒播、轻简化栽培、翻压还田等

在内的一系列技术都会对农户的知识能力和家庭禀

赋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扩散能够发挥信息共享作

用,使农户可以更加系统、科学地了解绿肥稻作系统

的技术规程,更加清晰地识别自身参与其中的优势

和障碍,进而促使农户开展内在预估,最终对绿肥稻

作系统采纳意愿产生影响。据此,提出如下假设:障
碍感知在知识扩散与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之间发

挥中介作用。
据此,建立如图1所示的知识扩散影响农户绿

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的概念模型。可见:知识扩散

既可以直接作用于农户的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
也可以通过作用于外部风险感知、生态系统服务认

知、障碍感知和组织信任间接影响采纳意愿。

图1 知识扩散影响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的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modelofknowledgediffusionaffectingadoptionintentionofgreenmanure-ricecroppingsystem

2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变量设计

2.1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9年11月—2020年1月

在安徽、湖南和广西3省区开展的实地调查。样本

省份选择的依据概述如下:其一,3省区均是我国重

要的水稻生产区,2020年湖南、安徽和广西水稻种

植面积分别为399.4万、251.2万和176.0万hm2,
分别占全国的13.3%、8.4%和5.9%;水稻产量分

别是2638.9万、1560.5万和1013.7万t,皆处于

全国前列;其二,其具有悠久的绿肥种植传统,且目

前当地政府都比较重视恢复性发展绿肥,具有规模

化推广绿肥稻作系统的历史和政策条件。为消除选

择性偏差,此次调研采取随机抽样与典型抽样相结

合的方法,主要考虑是:样本省份的一些样本县不具

备发展绿肥稻作系统的地理条件,因此应该利用典

型抽样方法将这些县排除在样本池之外;而农作制

度或地理气候条件在同一县域内通常差异不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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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在县域内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来确定样本乡镇

和样本村。在每个省随机抽取2个县,每个县随机

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村随机抽取4个村,然后在每

个村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选择20个不同规模的农

户,最终共获取960份农户调查问卷,剔除极端值、
数据大量缺失等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934份,有
效率达97%,其中,安徽、湖南和广西各为234、332

和368份。
由表1可知,50~59岁的样本农户占比最高,

为42.18%;受教育程度以初中水平为主,占总样本

的47.64%;农户风险偏好方面相对较均匀,风险偏

好中立者略多;从兼业情况来看,农户以务农为主,
占64.31%,且一半以上有30年以上的务农经验,
超过70%的样本农户会使用智能手机。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

Table1 Sampledescriptivestatistics

统计指标

Statistical
indicator

分类指标

Classification
indicator

样本数量

Samplesize

百分比/%
Percentage

统计指标

Statistical
indicator

分类指标

Classification
indicator

样本数量

Samplesize

百分比/%
Percentage

受访者年龄

Age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风险偏好

Riskappetite

30岁以下 10 1.07

30~39岁 63 6.75

40~49岁 188 20.13

50~59岁 394 42.18

60岁及以上 279 29.87

未上过学 43 4.60

小学 256 27.41

初中 445 47.64

高中或中专 158 16.92

专科及以上 32 3.43

保守 281 30.09

中性 365 39.08

偏好 288 30.83

兼业情况

Multiple
occupations

智能手机

SmartphoneUse

务农经验

Farming
experience

务农劳动力

Agricultural
Laborforce

非兼业 600 64.31

兼业 333 35.69

不使用 247 26.45

使用 687 73.55

6年以下 44 4.71

6~10年 57 6.10

11~20年 100 10.71

21~30年 201 21.52

30年以上 532 56.96

2人以下 218 23.34

2~3人 650 69.59

3人以上 66 7.07

2.2 研究方法

2.2.1 PLS-SEM模型

PLS-SEM模型对数据样本量、模型识别问题

和分布状态要求不高,同时还能有效处理变量间的

共线性问题[13],因此,本研究拟采用SmartPLS3.0
开展PLS-SEM 建模。PLS-SEM 模型包括测量模

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
测量模型用于描述潜变量同其相对应的观测变

量之间的关系,其公式如下:

x=Λxξ+δ (1)

y=Λyη+ε (2)
式中:x和y 分别为外生显变量向量和内生显变量

向量;Λx 为x 在ξ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Λy 为y 在η
上的因子载荷矩阵;δ和ε为测量误差向量。

结构模型用于描述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之

间的路径关系,其公式如下:

η=βη+Γξ+ζ (3)
式中:η和ξ分别为内生潜在变量向量和外生潜变量

向量;β和Γ均为路径系数矩阵,分别表示η之间、ξ
和η之间的影响关系,ζ表示结构模型的残差向量。

2.2.2 OrderedLogit模型

为解释农户禀赋特征对知识扩散的影响,运用

Ordered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计算其边际效

应,用于解释当自变量变动1个单位时,被解释变量

取各个值的概率是如何变化的。

y* =Xβ+ε, ε|X ~Logit(0,1) (4)
式中:y为因变量,为农户知识扩散参与程度;y*

为y对应的潜变量;X 为y 组成向量;β为估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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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ε为随机误差项,服从Logistic分布。

y=
0, y* ≤ω0
1, ω0 <y* ≤ω1
2, y* >ω1







 (5)

式中:ω0、ω1、ω2 分别为农户知识扩散参与程度变量

的未知分割点,ω0 <ω1 <ω2。
P(y=0|X)=P(y* ≤w0|X)=
  ϕ(w0-Xβ)

P(y=1|X)=P(w0 <y* ≤w1|X)=
  ϕ(w1-Xβ)-ϕ(w0-Xβ)

P(y=2|X)=P(y* >w2|X)=
  1-ϕ(w2-Xβ)















(6)

为进一步分析农户禀赋特征对知识扩散参与程

度这一因变量的实际作用程度及方向,需要估计各

因素的边际效应,即在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

下,某一禀赋特征变动1个单位对因变量农户知识

扩散参与程度的边际概率影响。由式(6)可得:

P0/XK =-βkϕ(ω0-Xβ)

P1/XK =βkϕ(ω0-Xβ)-βkϕ(ω1-Xβ)

P2/XK =βkϕ(ω2-Xβ)







 (7)

式中:XK 表示第K 个自变量,K=1,2,…,14。
2.3 变量设计

参考王学婷等[26]研究,用是否参与专业培训学

习班和推广宣讲活动来测度知识扩散。对于外部风

险感知的测度,借鉴代首寒等[39]研究,以农户对过

量施用化肥对耕地质量、农业水环境、农村空气质量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危害的评价来表征。参考牛善栋

等[40]、李坦等[41]研究,并结合现实情况,主要以农户

对绿肥的供给服务和支持服务功能的感知来测度生

态服务价值认知,其中,供给服务价值包括采纳绿肥

稻作系统对后茬水稻产量和品质带来的变化。对于

障碍感知的测量,考虑到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会

受到自身健康状况、时间和家庭劳动力、资金等因素

的束缚,参考王淇韬等[42]研究,选择了4个可观测

变量。在组织信任方面,主要从农户对关系网络中

的新型经营主体和政府的信任2个层面进行测度。
对于农户意愿的测量,主要参考李福夺等[43]的研

究。具体变量名称和测量题项见表2。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测量模型检验

3.1.1 信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稳定性。测量误差越小,

表明 结 果 稳 定 性 越 高[44]。以 往 研 究 常 采 用

Cronbach’sα和CR来衡量问卷结果的信度。一般

将0.6作为这2个指标的阈值极限,数值越高,代表

信度越高[45]。不同之处在于,一般采用Cronbach’s
α来检验潜变量和观察变量之间的内部一致性,而
CR的应用范围更广[46]。利用PLS-SEM 软件计算

得到Cronbach’sα和CR结果见表3。可见:本研

究中全部潜变量的Cronbach’sα值均在0.6以上,
而全部CR值均大于0.8,均符合相应的约束条件,
表明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在反映实际情况方面足

够可靠,可以用于实证分析。

3.1.2 效度检验

效度可分为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收敛效度用

于检 验 潜 变 量 之 间 的 相 关 性。平 均 方 差 提 取

(AVE)和因子载荷是评价收敛效度的常用指标;当
AVE和因子载荷均大于0.5时,可认定模型具有足

够的收敛效度[46]。根据表3,各指标值均在0.5以

上,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区别效度检验

潜变量之间的差异。衡量区别效度的方法主要有三

种,即 变 量 交 叉 载 荷 法、弗 奈 尔—拉 克 准 则 和

HTMT比率。利用PLS-SEM 软件计算得到弗奈

尔—拉克准则和HTMT比率结果如表4和表5所

示。可见,对 于 弗 奈 尔—拉 克 准 则,每 个 维 度 的

AVE都大 于 与 其 他 维 度 的 相 关 系 数;而 对 于

HTMT比率,各维度之间的值均小于0.85[43]。因

此,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3.2 结构模型结果与分析

3.2.1 结构模型结果

为检验农户外部风险感知与组织信任、生态服

务价值认知与组织信任、障碍感知是否在知识扩散

与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

应,依据姚战琪[47]的研究,基于PLS参数估计方法

的SEM模型,在原结构模型基础上,去除了知识扩

散与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之间的直接路径

(图2)。基于PLS-SEM模型分析,发现知识扩散对

农户外部风险感知(β=0.127,ρ=0.000)、生态服务

价值认知(β=0.138,ρ=0.000)和障碍感知(β=
0.105,ρ=0.020)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对此做出的解

释是,知识扩散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给需求者的过程,
可通过改善农户的环境素养进而对农户心理产生积

极影响,而根据心理归因理论,外部风险感知、价值

感知、障碍感知等感知因素是个体对事物的内在主

观认识和评价,属于心理意识的范畴,换言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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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名称及测量题项

Table2 Variablesandmeasurementitems

潜变量

Latent
variable

缩写

Abbreviation

测量题项

Measurementitem

文献来源

Reference

知识扩散

Knowledge
diffusion

KNDIF1 您是否参加过有关绿肥稻作系统的专业培训学习班? (0=否;1=是)

王学婷等[26]

KNDIF2
您是否参加过相关部门开展的绿肥稻作系统推广宣讲活动? (0=否;

1=是)

ERP1
过量施用化肥会危害农田耕地质量(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

3=不清楚;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外部风险感知

External risk

perception

ERP2
过度施用化肥会危害农业水环境(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

3=不清楚;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代首寒等[39]

ERP3
过度施用化肥会危害农村空气质量(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

3=不清楚;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ERP4
过度施用化肥会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

3=不清楚;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ESVP1
您认为采纳绿肥稻作系统后水稻产量变化程度(1=没有提高;2=稍微

提高;3=一般;4=提高较大;5=提高很大)生态服务价值

感知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perception

ESVP2
您认为采纳绿肥稻作系统后水稻品质变化程度(1=没有提高;2=稍微

提高;3=一般;4=提高较大;5=提高很大)
牛善栋等[40]

李坦等[41]

ESVP3
您认为采纳绿肥稻作系统后农田质量的变化程度(1=没有提高;2=稍

微提高;3=一般;4=提高较大;5=提高很大)

OBP1
您认为自身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允许您采纳绿肥稻作系统(1=很不好;

2=较不好;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障碍感知

Obstacle

perception

OBP2
您是否有足够的时间采纳绿肥稻作系统(1=严重短缺;2=较短缺;

3=一般;4=较充足;5=非常充足) Li等[12]

王淇韬等[42]

OBP3
您家是否有充足的劳动力采纳绿肥稻作系统(1=严重短缺;2=较短缺;

3=一般;4=较充足;5=非常充足)

OBP4
您家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撑采纳绿肥稻作系统(1=严重短缺;2=较

短缺;3=一般;4=较充足;5=非常充足)

组织信任

Organizational
trust

ORT1

如果种植大户、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欲带领您采纳绿肥稻

作系统,您是否愿意尝试(1=很不愿意;2=较不愿意;3=一般;4=较愿

意;5=很愿意) Li等[12]

ORT2
如果政府建议您采纳绿肥稻作系统,您是否愿意尝试(1=很不愿意;

2=较不愿意;3=一般;4=较愿意;5=很愿意)

采纳意愿

Adoption
willingness

AWILL
您今后是否愿意采纳绿肥稻作系统(1=很不愿意;2=较不愿意;3=一

般;4=较愿意;5=很愿意)
李福夺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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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信度检验

Table3 Thereliabilitytest

题项

Item

平均值

Meanvalue

标准差

S.D.

载荷系数

Factorloading

克伦巴赫α系数

Cronbach’sα

组合信度

CR

平均方差提取量

AVE

ERP1 3.894 1.054 0.863

ERP2 3.716 1.090 0.886

0.885 0.920 0.743ERP3 3.593 1.114 0.863

ERP4 3.880 1.007 0.874

ESVP1 3.310 0.985 0.892

ESVP2 3.342 0.988 0.903 0.863 0.916 0.784

ESVP3 3.460 0.978 0.861

OBP1 3.619 1.010 0.762

OBP2 3.595 1.002 0.842

0.831 0.888 0.665OBP3 3.375 1.062 0.855

OBP4 3.330 1.022 0.800

ORT1 3.835 1.079 0.949
0.896 0.951 0.906

ORT2 4.060 1.040 0.955

KNDIF1 0.453 0.498 0.739
0.655 0.837 0.723

KNDIF2 0.540 0.499 0.948

AWILL 0.632 0.645 1.000 1.000 1.000 1.000

表4 基于弗奈尔—拉克准则的潜在构面区别效度检验

Table4 DiscriminantvaliditytestresultsoflatentdimensionsbasedonFornell-Larckercriterion

题项

Item
ERP KNDIF ESVP ORT AWILL OBP

ERP 0.862

KNDIF 0.127 0.850

ESVP 0.189 0.136 0.886

ORT 0.322 0.155 0.274 0.952

AWILL 0.139 0.171 0.230 0.588 1.000

OBP 0.226 0.113 0.205 0.401 0.397 0.816

  注:对角值粗体是AVE的平方根。

Note:TheboldnumberonthediagonalisthesquarerootofAVE.

扩散在塑造和改善农户感知能力方面能够发挥重要

作用[20]。外部风险感知(β=0.281,ρ=0.000)和生

态服务价值认知(β=0.221,ρ=0.000)均可对组织

信任产生显著积极影响,表明主体越能感知和认同

事物价值时,信任则越强烈。可能的原因是,信任是

一种稳定的信念,是依赖关系的表现;感知或认知水

平提高,自身认同感增强,行为主体更愿意相信组

织[48]。此外,组织信任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

愿具有积极影响(β=0.511,ρ=0.000),其原因是,
信任可以提高彼此之间的关系承诺、降低信息不对

称性、加强合作,进而提高采纳意愿[49]。
研究还发现,障碍感知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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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基于HTMT比率的潜在构面区别效度检验

Table5 DiscriminantvaliditytestresultsoflatentdimensionsbasedonHTMTratio

题项

Item
ERP KNDIF ESVP ORT AWILL OBP

ERP

KNDIF 0.166

ESVP 0.213 0.190

ORT 0.355 0.181 0.311

AWILL 0.142 0.184 0.257 0.621

OBP 0.258 0.170 0.241 0.464 0.435

***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indicatessignificantatthe1%level.Thesamebelow.
图2 知识扩散影响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的完全中介效应结构模型

Fig.2 Completemediatingeffectofknowledgediffusiononfarmers’

intentiontoadoptgreenmanure-ricecroppingsystem

纳意愿产生了正向影响(β=0.192,ρ=0.000)。这

是因为,障碍感知是农户自我效能的体现,其本质是

农户对自身健康状况、时间保障、家庭务农劳动力和

资金投入等控制和使用能力的主观认识;若农户认

识到自己在上述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或者障碍较

低,则其感知到的采纳特定亲环境行为的能力越强,
从而采纳意愿也越强[50]。

根据原结构模型,知识扩散不仅通过外部风险

感知与组织信任、生态服务价值认知与组织信任、障
碍感知间接影响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还可

能对意愿产生直接影响。由图3可知,知识扩散与

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具有正向弱相关关系

(β=0.072,ρ=0.004),验证了知识扩散对农户绿肥

稻作系统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这一假设。
这表明,知识扩散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农户绿肥稻

作系统采纳意愿,即知识扩散水平越高,对农户采纳

意愿的强化作用越强。这一点已被前期研究所证

实[13,27]。其给出的解释是,农户在参加知识扩散活

动时,与他人交流心得和生产经验等成为一种常态,
在这种交互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从众效应”,即态度

和意愿会相互影响、彼此强化,进而对农户决策产生

影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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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知识扩散影响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的部分中介效应结构模型

Fig.3 Partialmediatingeffectofknowledgediffusiononfarmers’

intentiontoadoptgreenmanure-ricecroppingsystem

表6 知识扩散影响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的路径系数

Table6 Pathcoefficientresultsofknowledgediffusionaffectingfarmers’

adoptionintentionofgreenmanure-ricecroppingsystem

作用路径

Path

路径系数

Pathcoefficient

标准差

S.D.
T 统计量

Tvalue
P 值

Pvalue

ERP→ORT 0.281 0.031 9.129 0

KNDIF→ERP 0.127 0.033 3.882 0

KNDIF→ESVP 0.136 0.036 3.761 0

KNDIF→AWILL 0.072 0.025 2.862 0.004

KNDIF→OBP 0.113 0.036 3.134 0.002

ESVP→ORT 0.221 0.031 7.117 0

ORT→AWILL 0.502 0.035 14.335 0

OBP→AWILL 0.187 0.030 6.155 0

3.2.2 知识扩散影响的路径分析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

验。运用Bootstrap生成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和百

分位置信区间方法,取效应参数分布第2.5百分位

数与第97.5百分位数数值为上下界,检查95% CI
是否包含0;若区间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否
则不显著。表7是知识扩散影响农户绿肥稻作系统

采纳意愿的三条路径分析结果。可见,外部风险感

知→组织信任→采纳意愿(β=0.140,ρ=0.000,

95%置信区间从0.106到0.170)和生态价值感

知→组织信任→采纳意愿(β=0.110,ρ=0.000,

95%置信区间从0.082到0.155)的间接效应显著

均为正,验证了组织信任在外部风险感知、生态服务

价值认知与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

用这一假设。知识扩散→外部风险感知→组织信

任→采纳意愿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β=0.018,ρ=
0.000,95%置信区间从0.009到0.028),因此,知
识扩散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的作用可以通

过提高外部风险感知水平和增加组织信任进行传

导,验证了外部风险感知、组织信任在知识扩散对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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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这

一假设。其内在逻辑可表述为,知识扩散会使农户

获取更多系统性的技术知识等信息,有助于提高农

户对过度施用化肥会带来一系列危害的认识水平,
进而增强农户对周围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产业组织

和政府推广绿肥稻作系统的信任程度,激励农户绿

肥稻作系统采纳意向。知识扩散→生态价值感知→
组织信任→采纳意愿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β=
0.015,ρ=0.001,95% 的 置 信 区 间 从 0.008 到

0.025),即知识扩散通过提高生态价值感知和组织

信任显著促进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验证了

生态服务价值认知、组织信任在知识扩散对绿肥稻

作系统采纳意愿的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这一假

设。其内在逻辑为,知识扩散可以打破农户信息壁

垒,获取更多有关绿肥种植、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技术信息,以增强农户对绿肥生态服务价值感知水

平,增加农户认同感,进而提高对新型经营主体和政

府的信任水平,促进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积

极性。知识扩散→障碍感知→采纳意愿的间接效应

显著为正(β=0.021,ρ=0.008,95%的置信区间

从0.008到0.038),说明知识扩散通过强化农户

障碍感知显著促进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
验证了障碍感知在知识扩散与绿肥稻作系统采纳

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这一假设。可能的解释

是,知识扩散可以加快信息共享,使农户可以更清

晰地评估自身及家庭采纳绿肥稻作系统能力,当
农户感知约束能力较弱时其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

愿越强。

表7 知识扩散影响采纳意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Table7 Directeffect,indirecteffectandtotaleffectofknowledgediffusionaffectingadoptionintention

作用路径

Path

效应值

Effect

标准差

S.D.
T 统计值

Tvalue
P 值

Pvalue

修正偏倚95%CI
Bias-corrected
95%CI

百分位95%
置信区间

Percentile
95%CI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特定间接效应Specificindirecteffect:

ERP→ORT→AWILL 0.140 0.016 8.568 0.000 0.106 0.170 0.108 0.173

ESVP→ORT→AWILL 0.110 0.018 6.318 0.000 0.082 0.155 0.080 0.157

KNDIF→ERP→ORT→AWILL 0.018 0.005 3.581 0.000 0.009 0.028 0.008 0.027

KNDIF→ESVP→ORT→AWILL 0.015 0.004 3.374 0.001 0.008 0.025 0.006 0.025

KNDIF→OBP→AWILL 0.021 0.008 2.779 0.006 0.008 0.038 0.008 0.038

总间接效应 Totalindirecteffect:

KNDIF→AWILL
0.054 0.011 4.916 0.000 0.035 0.078 0.033 0.078

直接效应 Directeffect:KNDIF→AWILL 0.072 0.026 2.765 0.006 0.022 0.124 0.018 0.125

总效应 Totaleffect:KNDIF→AWILL 0.126 0.027 4.646 0.000 0.072 0.177 0.072 0.177

3.3 进一步从农户禀赋视角挖掘知识扩散的驱动

因素

前文研究表明,知识扩散既可以直接促进农户

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又能通过多条路径间接地

对农户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可见,强化知识扩

散是持续提高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的有效措

施。那么,农户参与知识扩散活动会受到哪些因素

的影响? 本部分将进一步分析异质性农户禀赋对知

识扩散的影响。借鉴黄晓慧等[52]、汪文雄等[53]研

究,选取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兼业情况为人力资

本禀赋,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为党员为社会资本禀

赋,农户经营规模、耕地细碎化程度为自然资本禀

赋,家庭农用机械数量为物质资本禀赋,家庭收入水

平为经济资本禀赋。
由表8可知,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社在1%水平

上对知识扩散产生正向影响。从边际效应来看,在
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参与合作社会显著降低农

户不参与知识扩散活动的概率,而使参与2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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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回归结果及其边际效应

Table8 Regressionresultsandthemarginaleffects

变量

Variable

系数

Coefficient

知识扩散程度 (边际效应)

Degreeofknowledgediffusion(marginaleffect)

未参与

Never

participated
inknowledge
diffusion

参与1种

Participated
inonekind
ofknowledge
diffusion

参与2种

Participated
intwokinds
ofknowledge
diffusion

水稻种植意愿

Willingnesstoplantrice
0.0215
(0.0686)

-0.0045
(0.0144)

0.00004
(0.0002)

0.0045
(0.0142)

参加合作社

Joinacooperative
0.4923***
(0.1763)

-0.1032***
(0.0367)

0.0009
(0.0029)

0.1023***

(0.0361)

农用生产性机械数量

Quantityofproductiveagricultural
machinery

0.1290
(0.0967)

-0.0270
(0.0202)

0.0002
(0.0008)

0.0268
(0.0200)

使用智能手机

SmartphoneUse
0.1645
(0.1859)

-0.0345
(0.0389)

0.0003
(0.0010)

0.0342
(0.0386)

兼业情况

Multipleoccupationssituation
0.1788
(0.1364)

-0.0375
(0.0285)

0.0003
(0.0011)

0.0371
(0.0283)

党员

Partymember
0.1844
(0.1808)

-0.0387
(0.0379)

0.0003
(0.0011)

0.0383
(0.0374)

务农经验

Farmingexperience
0.1513**
(0.0717)

-0.0317**
(0.0150)

0.0003

(0.0009)
0.0314**
(0.0148)

教育程度

Education
0.4282***
(0.0891)

-0.0898***
(0.0181)

0.0008
(0.0025)

0.0890***
(0.0180)

家庭收入水平

Householdincome
0.1739*
(0.0956)

-0.0365*
(0.0199)

0.0003
(0.0010)

0.0361*
(0.0198)

耕地面积

Cultivatedarea
-0.0025**
(0.0012)

0.0005**
(0.0003)

-4.65e-06
(0.00001)

-0.0005**
(0.0002)

耕地面积平方

Thesquareofthecultivatedarea
2.75e-06**
(1.34e-06)

-5.77e-07**
(2.80e-07)

5.11e-09
(1.63e-08)

5.72e-07**
(2.76e-07)

土地细碎化程度

Landfragmentation
0.0017
(0.0010)

-0.0003
(0.0002)

3.06e-06
(9.81e-06)

0.0003
(0.0002)

身体状况

Physicalcondition
0.2527***
(0.0724)

-0.0530***
(0.0149)

0.0005
(0.0015)

0.0525***
(0.0149)

年龄

Age
-0.0044
(0.0093)

0.0009
(0.0019)

-8.08e-06
(0.00003)

-0.0009
(0.0019)

  注:土地细碎化程度即平均地块面积是由种植面积与块数之比来测度。下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Note:Thedegreeoflandfragmentationismeasuredbytheratioofthecultivatedareatothenumberofplots.Thesamebelow.

***,**and*indicatesignificanceatthe1%,5%and10%levels,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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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活动的概率提高10.2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作为合作社社员,农户享有合作社提供的制度

安排服务,可以获取更多参与绿肥稻作系统技术培

训和宣传的机会。务农经验在5%水平上对知识扩

散产生正向影响,表明农户务农经验越丰富,越可能

参与与绿肥稻作系统相关的知识扩散活动。根据边

际效应,务农经验提升1%,会使农户不参与知识扩

散活动的概率降低3.17%,使参与2种知识扩散活

动的概率提高3.14%。可能的解释是,务农年限较

长,意味着农户更加专注于农业生产,同时,也更加

了解绿肥文化和熟悉绿肥在减肥增效和促进增收方

面的价值,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更愿意参与绿肥

稻作系统知识扩散活动。教育程度在1%水平上对

知识扩散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

越高,越可能参与知识扩散。受教育程度每提升

1%,农户不参与知识扩散活动的概率降低8.98%,
参与2种知识扩散活动的概率提高8.90%。这是

由于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学习能力越强,对农业培

训宣传重要性的认识会更深刻,因而参加农业知识

扩散活动的可能性也越大[54]。家庭收入在10%水

平上对知识扩散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每提

高1%,农 户 不 参 与 知 识 扩 散 活 动 的 概 率 降 低

3.65%,参与2种知识扩散活动的概率提高3.61%。
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是农户经济资本的重要体现,
反映了农户对农业生产投入的能力,只有以经济资

本作为保障,农户才具备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基础

动机,进而可能参加知识素养强化活动。耕地面积

对知识扩散产生显著的“U”型作用,原因在于,小规

模农户通过“搭便车”享受到合作社、企业等新型经

营主体技术外溢效应的福利,但随着种植规模的扩

大,其承担更多的成本投入风险,为稳定产出和收益,
会对存在风险的农作制度变迁持更加审慎的态度,这
会抑制农户参与相关知识扩散活动;然而,伴随种植

面积的进一步增加,意味着采纳绿肥稻作系统的更可

能是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他们通常会得到政府

农业推广政策的支持[55]。此外,身体状况在1%水平

上对农户知识扩散产生正向影响,表明农户身体状况

越好,越可能有自主能力和精力投入参与知识扩散。

3.4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将样本农户年龄大于65
岁的样本量删除,再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图4和

表9。结果表明,知识扩散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

纳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外部风险感知与组

织信任、生态服务价值感知与组织信任均在知识扩

散与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中具有链式中介作

用,知识扩散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意愿的影响也通

过农户障碍感知进行传导。此外,农户参加合作社、
务农经验、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均对农

户知识扩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能够降低农户不

参与知识扩散的概率,提高参与2种知识扩散的概

率(表10)。此结果与以上实证结果较一致,由此表

明,本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图4 结构方程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Fig.4 Robustnesstestofstructuralequat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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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作用路径的稳健性检验

Table9 Robustnesstestofpathanalysis

作用路径

Path

效应值

Effect
Boot
SE

T 统计值

Tvalue
P 值

Pvalue

Bias-Corrected
95%CI

Percentile
95%CI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特定间接效应Specificindirecteffect

  ERP→ORT→AWILL 0.126 0.016 7.803 0.000 0.093 0.155 0.098 0.166

  ESVP→ORT→AWILL 0.100 0.018 5.445 0.000 0.070 0.141 0.063 0.135

  KNDIF→ERP→ORT→AWILL 0.016 0.005 3.155 0.002 0.007 0.027 0.006 0.026

  KNDIF→ESVP→ORT→AWILL 0.014 0.005 3.040 0.002 0.006 0.024 0.007 0.025

  KNDIF→OBP→AWILL 0.021 0.010 2.041 0.042 0.001 0.042 0.002 0.043

总间接效应 Totalindirecteffect
  KNDIF→AWILL

0.051 0.012 4.112 0.000 0.022 0.074 0.028 0.077

  直接效应 Directeffect:KNDIF→AWILL 0.078 0.030 2.554 0.011 0.025 0.139 0.022 0.137

  总效应 Totaleffect:KNDIF→AWILL 0.051 0.012 4.112 0.000 0.022 0.074 0.028 0.077

表10 回归结果及其边际效应的稳健性

Table10 Robustnessofregressionresultsandthemarginaleffects

变量

Variable

系数

Coefficient

知识扩散程度 (边际效应)

Degreeofknowledgediffusion(marginaleffect)

未参与

Never

participated
inknowledge
diffusion

参与1种

Participated
inonekind
ofknowledge
diffusion

参与2种

Participated
intwokinds
ofknowledge
diffusion

水稻种植意愿

Willingnesstoplantrice
0.0207
(0.0748)

-0.0042
(0.0153)

-0.00003
(0.0009)

0.0045
(0.0162)

参加合作社

Joinacooperative
0.5023***
(0.1864)

-0.1029***
(0.0379)

-0.0061
(0.0038)

0.1090***
(0.0398)

农用生产性机械数量

Quantityofproductiveagricultural
machinery

0.1418
(0.1043)

-0.0290
(0.0213)

-0.0017
(0.0016)

0.0308
(0.0226)

使用智能手机

SmartphoneUse
0.1193
(0.2111)

-0.0244
(0.0432)

-0.0015
(0.0027)

0.0259
(0.0458)

兼业情况

Multipleoccupationssituation
0.0990
(0.1432)

-0.0203
(0.0293)

-0.0012
(0.0019)

0.0215
(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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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变量

Variable

系数

Coefficient

知识扩散程度 (边际效应)

Degreeofknowledgediffusion(marginaleffect)

未参与

Never

participated
inknowledge
diffusion

参与1种

Participated
inonekind
ofknowledge
diffusion

参与2种

Participated
intwokinds
ofknowledge
diffusion

党员

Partymember
0.1773
(0.1958)

-0.0363
(0.0401)

-0.0022
(0.0026)

0.0385
(0.0424)

务农经验

Farmingexperience
0.1729**
(0.0754)

-0.0354**
(0.0153)

-0.0021
(0.0014)

0.0375**
(0.0162)

教育程度

Education
0.3743***
(0.0972)

-0.0767***
(0.0194)

-0.0046*
(0.0027)

0.0812***
(0.0206)

家庭收入水平

Householdincome
0.2334**
(0.1085)

-0.0478**
(0.0220)

-0.0028
(0.0020)

0.0507**
(0.0234)

耕地面积

Cultivatedarea
-0.0027**
(0.0012)

0.0005**
(0.0003)

0.00003
(0.00002)

-0.0006**
(0.0003)

耕地面积平方

Thesquareofthecultivatedarea
2.75e-06**
(1.36e-06)

-5.63e-07**
(2.77e-07)

-3.35e-08
(2.34e-08)

5.97e-07**
(2.93e-07)

土地细碎化程度

Landfragmentation
0.0019*
(0.0011)

-0.0004*
(0.0002)

-0.00002
(0.00002)

0.0004*
(0.0002)

身体状况

Physicalcondition
0.2790***
(0.0801)

-0.0571***
(0.0160)

-0.0034
(0.0021)

0.0605***
(0.0171)

年龄

Age
-0.0032
(0.0114)

0.0007
(0.0023)

0.00004
(0.0001)

-0.0007
(0.0025)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探究了知识扩散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

纳意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进一步从农户禀赋视

角分析影响知识扩散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知识

扩散对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具有显著正向的

直接影响;农户外部风险感知积极影响组织信任,外
部风险感知和组织信任在知识扩散与农户绿肥稻作

系统采纳意愿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农户生态服务

价值感知对组织信任具有积极影响,生态服务价值

感知和组织信任在知识扩散与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

纳意愿中亦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农户障碍感知在知

识扩散与农户绿肥稻作系统采纳意愿中具有中介作

用。此外,参加合作社、务农经验、教育程度、家庭收

入、身体健康状况均对农户参加知识扩散活动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从边际效应来看,能降低农户不

参与知识扩散活动的概率,而提升参与2种知识扩

散活动的概率。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3点政策建议:
(1)开展系统性宣讲培训活动,增强农户绿肥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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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采纳意愿。应健全基层技术推广体系,通过

建立农技推广服务工作站、科技服务工作站、院士工

作站、示范基地等,不断创新知识扩散渠道,做好农

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工作。尤其针对新冠疫情

常态化防控新形势,可实行线上线下多元化宣讲和

培训活动。例如,开展“绿肥”农技服务下乡活动、绿
肥推广示范相关政策解读、绿肥生产现场观摩会以

及依托“快手”、“抖音”等智能终端APP媒介进行绿

肥技术宣传,增强农户对绿肥品种、功效、用途及政

策支持等的系统化了解,提高农户外部风险感知和

绿肥生态价值认知。
(2)提高农户组织信任,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引领

作用。从生产投入要素、农产品产销方式等方面不

断创新利益联结模式,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发挥合

作社、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绿肥种植示范带动作

用;进一步推动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有机衔接,通过

加入合作社或与合作社、农业企业签订生产、服务、
销售订单等协作方式,增加双方在播种前、经营管理

和后茬管理等农业全产业链环节交流合作,强化农

户对产业组织的信任水平,以更好地发挥产业组织

在绿肥稻作系统推广中的引领作用。
(3)改善农户禀赋条件,增强知识扩散活动参与

积极性。立足农户受教育程度、务农经验和家庭收

入水平等情况的差异性,结合各自的现实需求和主

要瓶颈,分层瞄准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个性

化知识扩散方案,提供更具针对性、精准化的宣传和

培训内容。优先引导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较大的农户

参与绿肥稻作系统宣传培训,合理制定促进农户参

与知识扩散活动的经济激励方案,如为参与的农户

发放误工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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