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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价值及政策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

行为一致性的影响

姜立康 赵 伟 周 霞*

(山东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271018)

摘 要 为推进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转化为行动,促进我国化肥减施政策实施,本研究构建了农户有机肥替

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山东省16地市404份调查问卷,运用Logit和Probit模型,从感知

价值、政策规制探究了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基于政策规制和感知价值的交互效应以及有机肥

替代试点参与意愿中介效应做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感知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及激励性政策规制能够显

著正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政策规制在感知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

性的影响中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有机肥替代试点参与意愿在感知经济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

致性的影响中起到遮掩作用,在感知生态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

用。因此,在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推广过程中,可以通过激励政策提高农户的感知价值水平,进而促进农户将有机肥

替代化肥意愿付诸行动;在实施惩罚政策的过程中应注意力度,切忌过度的惩罚政策让农户出现逆反心理,反而出

现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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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perceivedvalueandpolicyregulationonfarmers’
willingnessandbehaviorconsistencyoforganic

fertilizertoreplacechemicalfertilizer

JIANGLikang,ZHAOWei,ZHOUXia*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and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an271018,China)

Abstract Inordertopromotethetransformationoffarmers’willingnesstoreplacechemicalfertilizerwithorganic

fertilizerintoactionandpromotetheimplementationofChina’schemicalfertilizerreductionpolicy,thisstudyconstructs
atheoreticalanalysisframeworkfortheconsistencyoffarmers’willingnessandbehavioroforganicfertilizertoreplace
chemicalfertilizer,andexplorestheconsistencyoffarmers’willingnessandbehavioroforganicfertilizertoreplace
chemicalfertilizerfromtheperspectiveofperceivedvalueandpolicyregulationbasedon404questionnairesin16cities

inShandongProvince.Basedontheinteractioneffectofpolicyregulationandperceivedvalueandthemediatingeffect
of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organicfertilizersubstitutionpilots,furtheranalysiswasconducted.Theresultsshow
that:Theperceivedeconomicvalue,perceivedecologicalvalueandincentivepolicyregulationcansignificantly
positivelyaffectthewillingnessandbehaviorconsistencyoffarmerstoreplacechemicalfertilizerwithorganicfertil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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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regulationplaysacertainroleinregulatingtheinfluenceofperceivedvalueonfarmers’willingnessandbehavior
consistencyoforganicfertilizertoreplacechemicalfertilizer.The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theorganicfertilizer
substitutionpilotplaysacoveringroleintheinfluenceofperceivedeconomicvalueonthewillingnessandbehavior
consistencyoffarmerstoreplacechemicalfertilizerwithorganicfertilizer,andplaysapart-mediatingroleinthe
influenceofperceivedecologicalvalueonthewillingnessandbehaviorconsistencyoforganicfertilizertoreplace
chemicalfertilizer.Therefore,intheprocessofpromotingthereplacementoforganicfertilizerwithchemicalfertilizer,

theperceivedvalueleveloffarmersisimprovedthroughincentivepolicies,whichpromotesfarmers’willingnessto
replacechemicalfertilizerwithorganicfertilizer.Intheprocessofimplementingthepunishmentpolicy,attentionshould
bepaidtoavoidexcessivepunishmentpolicythatcausesfarmerstohavearebelliousmentalityandwouldcausea
repressiveeffectinstead.
Keywords perceivedvalue;policyregulation;moderatingeffect;organicfertilizerinsteadofchemicalfertilizer;

consistencyofwillingnessandbehavior

  化肥过量施用会导致地下水中硝酸盐的含量增

加、土壤酸化、重金属污染等问题,长期食用种植出

来的农产品对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危害。我国化肥使

用量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总量的1/3,相当于美

国、印度的总和,存在过量施用的现象。增施有机肥

既能解决我国化肥施用过量的问题又能使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实现“双赢”。有机肥替代化肥在生态

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行动方案(2021—2025年)》①中提到,我国要深入推

进化肥减量增效,2022年在更大范围推进有机肥替

代化肥,说明现阶段我国非常重视有机肥替代化肥。
同时,通过调研和前人研究,可以看到大多数农户已

经有了施用有机肥的意愿,但有一部分农户并没有

付诸行动。农户对有机肥施用的感知价值主要体现

在经济、生态和社会上,是从农户个体出发,研究农

户有机肥替代意愿与行为一致性;政策规制是政府

为了推进有机肥施用采取的激励性政策和惩罚性政

策,是从外部角度出发,研究农户有机肥替代意愿与

行为的一致性。从这两个角度深入探究能够很好的

厘清感知价值、政策规制与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

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关系,从而制定政策促进农户用

有机肥替代化肥。
陶源等[1]、郭清卉等[2]、余威震等[3]在研究过程

中发现,多数农户出现了施用有机肥后仍不减施化

肥的现象,与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常规关系发生“悖
离”,也存在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问题。
关于“悖离”发生的原因,许佳彬等人也进行了探讨,
发现农户的年龄、经营特征和是否加入合作社都显

著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和行为的“悖离”[4],因
为存在“悖离”现象,研究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就显

得更加重要。基于农户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不少学者已经从粪污资源化利

用[5]、农业保险投保[6]、农村人居环境整治[7]、秸秆

还田[8]、农村居民清洁能源应用[9]等角度展开了深

入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研究基础。针对农户有机肥

替代化肥,当前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了研究。一方

面是有机肥施用意愿,一方面是施用行为。主要针

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

研究,发现农户个体特征、政府政策支持、市场环境

特征都会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或替代化肥的意愿与行

为造成影响,陶源等人对风险感知、社会信任与农户

有机肥替代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风险

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替代行为,社会信任

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替代行为,并且在风险感

知与有机肥替代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1];姜
立康等人从政策支持和市场约束的角度分析了农户

有机肥施用行为,发现政策支持能够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的有机肥施用行为,市场约束显著抑制农户的

有机肥施用行为[10]。不论是风险感知、政策支持、
市场约束等因素都是围绕着农户个体、政府政策和

市场环境3个方面。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总结,现
阶段学界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和意愿已经有

了丰厚的研究,但是在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

行为的一致性的领域仍有研究空间。
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

行为“悖离”,或者单独研究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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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乡村振兴局,2022年1月25日发布,https:∥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3/202201/t20220129_9685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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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并没有将先有意愿后有行为作为研究角度

进行分析。本研究拟从感知价值和政策规制两个

角度,探究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

性,以期为我国有机肥替代化肥提供更加精准的

政策建议,促进农户将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转化

为行为。

1 材料与方法

1.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1.1.1 理论分析

1)意愿与行为一致性 意愿,也被称为行为意

图,即表明个人准备执行给定行为的意愿,它是行为

的直接先决条件。行为是在给定情况下,个人对给

定目标的可观察到的反应。Ajzen[11]提到,行为是

相容的意图和行为控制感知的函数,因为预期的行

为控制有望减轻意图对行为的影响,从而只有在感

知的行为控制很强时,良好的意图才会产生行为。
当前我国存在化肥过量施用的问题,欲通过有机肥

替代化肥的方式来减少化肥的施用。通过调研,发
现大多数农户已经有了有机肥的施用意愿,但是仅

停留在意愿无法促进政策的实施,需要将意愿转化

为行为才能达到化肥减施的目的。所以,本研究在

意愿的基础上,探究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

为的一致性。

2)感知价值 感知价值,最早用于研究顾客的

消费行为,是顾客所能感知到的利益与其在获取产

品或服务时所付出的成本权衡后对产品或者服务效

用的总体评价。感知价值主要维度有3个:经济利

益、感知利益、情感利益。当顾客感知到的利益获得

越多,风险损失越小时,感知价值水平也就越高,个
体就越倾向于购买这种产品或服务。在农业生产

中,新技术的采纳与使用如同消费者购买产品一样,
存在着感知价值。借鉴众多学者研究[12-15],并结合

农户调查情况,本研究的感知价值主要是指农户对

有机肥替代化肥感知到的利益与成本风险权衡后的

主观评价,主要包含感知经济价值、感知社会价值和

感知生态价值。从经济价值看,现金收益是绝大多

数农户所追求的利益,有机肥的使用能够提高农产

品品质,提升农产品售价,从而达到提高收入的目

的,所以感知经济价值能够影响到农户有机肥替代

化肥意愿和行为;从社会价值看,施用有机肥能够起

到减少化肥施用量,减轻过量施用化肥所带来的地

下水污染等问题的作用,具有一定社会效益,从社会

责任心出发,感知社会价值也能够影响到农户有机

肥替代化肥意愿和行为;从生态价值看,有机肥替代

化肥也是一种耕地保护行为,能够增加土地肥力,具
有一定生态保护和恢复的作用,所以感知生态价值

也会影 响 到 农 户 有 机 肥 替 代 化 肥 意 愿 和 行 为。

MOA理论源于传播学和营销领域对信息接收行为

的研 究,该 理 论 认 为 个 体 行 为 决 策 受 到 动 机

(Motivation)、机会(Opportunity)和能力(Ability)的
影响。动机是引起和维持农户生产活动的内部动

力,对动机进行强化能够促进意愿的形成以及意愿

向行为的转化。动机包括价值认同、现实压力和责

任意识3个主要部分。在本研究中,价值认同可以

用感知价值进行表示,主要包括感知经济价值、感知

社会价值和感知生态价值,感知价值越高,农户有机

肥替代意愿向行为转化的概率越大。

3)政策规制及其调节作用 政策规制主要是政

府通过制定某种政策来对社会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

所施加某种限制和约束,政策规制主要分为激励性

政策规制和惩罚性政策规制。根据外部性理论,政
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干预

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有机

肥替代化肥是一项极具正外部性的行为,政府应当

引导农户在种植过程中实现环境保护。激励性政策

主要包括补贴、技术支持等,通过这些措施降低了农

户有机肥替代化肥的边际成本,增加了收益,将有机

肥替代化肥的正外部效应内部化,弥补了市场失灵。
相反,化肥的过量施用会导致地下水污染、土壤板结

等问题,显然具有负外部性,应当出台相应的法律法

规来遏制其负外部性,例如对化肥过量施用的行为

采取惩罚等措施。政策规制可以是一种现实压力,
是外部环境给农户个人的一种约束力。当农户感知

到外部环境有利时,其行为就会得到强化,有机肥替

代化肥意愿行为一致性也会提高。政策规制中有激

励性政策也有惩罚性政策,作为一个理性农户,当政

策规制程度越强烈时,农户能够感知到周围环境带

来的压力,从而能够促进意愿到行为的转化[8]。感

知价值是一个农户的感觉和认识,政策规制是政府

制定的政策环境,农户对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感知经

济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生态价值与有机肥替代

化肥的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不同的政策

环境而发生变化,激励性政策可能会促进感知价值

的正向影响,而惩罚性政策在感知价值的影响过程

中是不确定的,一定程度的惩罚性政策可能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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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价值的正向影响,也可能会减弱感知价值的正

向影响。

4)有机肥替代试点参与意愿 试点,指全面开

展工作前,先在一处或几处试做。有机肥具有节本

增效、提质增效、改善环境等优点,但我国并没有大

面积推广,而是进行了试点,就说明有机肥的推广过

程存在一定难点和问题。首先,有机肥肥效慢,增产

效果不佳。产量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他直接影响

着农户的收益,假如有机肥的施用会降低产量必将

遭受农民的反感。再者是肥效的问题。施用有机肥

后,一般要3年以上土壤质量改良才能看出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先试点,让试点地区显现有机肥

的效果,再带动周围农民一起施用有机肥;其次,是
当前有机肥市场的问题,近年来有机肥企业数量快

速增加,市场监管无法有效衔接,销售的有机肥质量

参差不齐,一些农民受过假冒伪劣有机肥料的坑害

后,对有机肥接受程度进一步降低;最后是成本的问

题,由于有机肥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需要投入大量

人工,生产成本较高,所以出售价格相比化肥要高。
有机肥投入达13元/hm2 左右,比化肥高1倍,但短

期内收益少20%左右。在施肥劳动量的投入上,也
比化肥要多6元/hm2 左右。 

试点工作能够将一些问题显露出来,并且能够

制定相应的政策例如采取补贴等措施来解决试点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减少农户使用有机肥的成本。因

为考虑到用有机肥替代化肥之后可能会出现成本上

升的情况,所以各地区根据国家政策制定了相应补

贴政策,根据在山东省部分地市的实地调研,发现现

阶段补贴方式主要分为3种:使用补贴,按照使用有

机肥吨数给予现金补贴;购买补贴,主要是对生产厂

商进行补贴,从而降低有机肥的销售价格;实物补

贴,通过村集体统一购买有机肥的方式,降低购买到

假冒劣质有机肥的可能性。试点的各项政策能够很

好地降低农户购买有机肥的风险和生产成本。根据

计划行为理论,农户意愿到行为的转化肯定会受到

农户个人内在心理活动的影响[16],如果农户认为将

有机肥替代意愿付诸行动能够提高种植收益,那么

他会更加积极主动的用有机肥替代化肥。根据心理

学理论,人有能力规划未来,人的行为是目标导向

的,并且目标会使人产生自我激励[17]。如果农户

认为参与试点能够得到好处,那么他将会选择参加

试点,而且试点能够享受到补贴政策,很可能能够促

进农户有机肥替代意愿向行为的转化[18]。

1.1.2 研究假说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1:感知经济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

与行为的一致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感知社会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

与行为的一致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感知生态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

与行为的一致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激励性政策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

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5:处罚性政策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

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6:激励性政策规制在感知价值对农户有机肥

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中具有调节作用;

H7:处罚性政策规制在感知价值对农户有机肥

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中具有调节作用;

H8:有机肥试点参与意愿在感知价值对农户有

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中起中介作用。
理论框架与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2020—2021年

假期中的实地调研数据,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
涵盖山东省16地市。具体抽样方法为每个市选取

2~3个县,每个县选取1~2个乡镇(街道),再从每

个乡镇随机选取5~10名农户进行实地调研。经过

回收整理,筛选出有有机肥替代意愿的农户,最终得

到问卷404份①。

1.3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1)因变量。本研究探讨的主要是农户有机肥替

代化肥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即有有机肥替代化肥

意愿的农户是否将意愿付诸行动,如果意愿与行为

相一致则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由均值可以看

出,仅有57.9%的农户将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意愿付

诸了行动。

2)感知价值。本研究所分析的感知价值主要包

括感知经济价值、感知社会价值和感知生态价值3
个方面。感知经济价值从收入、享受惠农政策、支出

① 本研究主要研究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即有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也能够付诸行动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农户,所以在本研究的研究

对象筛选时,仅保留有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的农户。在这些农户中,探究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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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oreticalanalysisframework

减少3个方面进行衡量;感知社会价值从社会认可、
社会责任和农村社会进步3个方面进行衡量;感知

生态价值从农产品健康、减少污染、改善环境来衡

量。在感知价值中,感知生态价值的均值最高,说明

当前农户对有机肥在生态改善中的作用已经有了较

高的认同。平均值最低的是感知经济价值,虽然该

项平均值最低,但是已经超过了3,接近4,说明大部

分农户认可有机肥的经济价值。处于中等水平的是

感知社会价值,其平均值更接近4,说明大部分农户

对有机肥的社会价值也有一定认可。

3)政策规制。政策规制主要从激励政策和惩罚

政策两个方面考虑。激励性政策主要是当地有无有

机肥替代化肥的补贴政策;惩罚性政策主要是是否

对化肥过量施用进行处罚。由表1可知,70.5%的

被调研农户所在地区已经出台了关于化肥过量施用

致使土地以及地下水污染行为的处罚措施,但是仅

有12.9%的农户所在地区出台了有机肥替代补贴

政策。可以看出,对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支持政策仍

表1 变量定义与赋值

Table1 Variabledefinitionsandassignments

变量   
Variable   

定义

Definition

赋值

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预期方向

Expected
direction

因变量

Dependentvariable

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

致性

0=不一致,1=一致 0.579 0.494

感知经济价值1 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生产的农

产品可以带来更可观的收入

3.725 0.925 +

感知经济价值

Perceived
economic
value

感知经济价值2 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能够享受

惠农政策

1=非常不赞同,2=
不 赞 同,3= 一 般,

4=比较赞同,5=非

常赞同

3.809 0.908

感知经济价值3 使用有机肥能够减少化肥的支

出,长期使用下来比较合算

3.797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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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变量   
Variable   

定义

Definition

赋值

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预期方向

Expected
direction

感知社会价值1 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能够响应

政府号召,得到社会认可

3.973 0.872 +

感知社会价值

Perception
ofsocial
value

感知社会价值2 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是一种社

会责任

1=非常不赞同,2=
不 赞 同,3= 一 般,

4=比较赞同,5=非

常赞同

3.847 1.026

感知社会价值3 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促进了农

村社会的进步

4.022 0.838

感知生态价值1 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生产的农

产品有利于身体健康

4.220 0.717 +

感知生态价值

Perceived
ecological
value

感知生态价值2 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有利于减

轻土壤、水体的污染

1=非常不赞同,2=
不 赞 同,3= 一 般,

4=比较赞同,5=非

常赞同

4.245 0.782

感知生态价值3 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能够明显

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

4.079 0.821

政策规制

Policy
regulation

惩罚政策 当地政府是否对化肥过量施用导

致的土地及水源污染进行处罚

0=否,1=是 0.705 0.456 +

激励政策 当地政府是否出台有机肥替代

化肥补贴政策

0=否,1=是 0.129 0.335 +

性别 0=女性,1=男性 0.705 0.456 ?

年龄 实际年龄 50.220 10.898 ?

身体状况 1=非常不健康,2=
亚健康,3=正常,4=
健康,5=非常健康

3.710 0.988 +

受教育 1=没上过学,2=小

学,3=初中,4=高

中或 中 专,5=大 专

及以上

3.116 0.926 +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村干部 是否为村干部 0=否,1=是 0.069 0.254 +

合作社 是否加入合作社 0=否,1=是 0.230 0.421 +

有机肥替代培训 是否参加过有机肥替代技术的培训 0=否,1=是 0.161 0.368 +

地块分散程度 1=连片集中,2=相

距较 近,3=零 星 分

布,4=相距较远

2.792 0.900 -

有 机 肥 替 代 项

目示范村

是否有机肥替代项目示范村 0=否,1=是 0.077 0.266 +

  注:预期方向中,“?”代表不确定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代表负向影响,“+”代表正向影响。

Note:Intheexpecteddirection,?represent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uncertainindependentvariableandthedependentvariable;

-representsnegativeinfluence,and+representspositive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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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需要进一步加强。

4)控制变量。根据前人研究,个体特征、经营特

征、外部环境等方面也会影响到农户有机肥替代化

肥的意愿和行为[19],所以本研究将性别、年龄、身体

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是否加入合作社、
是否参加过有机肥替代培训、地块分散程度、是否为

有机肥替代项目示范村作为控制变量一起考虑到模

型中。

1.4 模型构建

1)基准Logit回归。当回归中因变量取0或1
时,很容易使用CDF(累计分布函数)建立回归模

型。由 于 历 史 和 实 际 两 方 面 原 因,通 常 选 用

Logistic和 Normal,前者是 Logit模型,后者则是

Probit模型。本研究首先利用Logit基准回归对感

知价值、政策规制以及个体特征等控制变量与农户

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关系进行了探

究。在感知价值因素中,由于感知价值是一个潜变

量,并且本研究用多个显变量来进行观测,在这里采

取求平均值的方法,利用感知经济价值、感知社会价

值、感知生态价值显变量的平均值来衡量感知价值

因素。模型设定如下:

Logit(p)=ln(P/1-P)=
a0+a1PVi+a2PRi+a3CVi (1)

式中:PVi,即Perceivedvalue,表示第i位农户的感

知价值水平;PRi,即Policyregulation,表示第i位

农户的政策规制水平;CVi,即Controlvariable,是
第i位农户的控制变量水平(下同)。a0 为常数项,

a1、a2、a3 分别为农户感知价值、政策规制、控制变量

的待估计参数。

2)Probit回归。而后,采用Probit模型对基准

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Probit(P)=Φ-1(P)=
b0+b1PVi+b2PRi+b3CVi (2)

式中:b0 为常数项;b1、b2、b3 分别为农户感知价值、
政策规制、控制变量的待估计参数。

3)调节效应。调节效应(Moderatingeffect)意
味着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随调节变量的取值不同

而产生变化,对调节效应的测量和检验与自变量和

调节变量的测量水平有关。当调节变量和自变量都

是类别变量时做方差分析,两者的交互效应显著时,
则说明调节变量产生了调节效应,两者的主效应显

著与否与调节效应的假设没有必然联系。之后,可
以通过简单效应分析进一步了解调节变量的具体作

用。当调节变量是连续变量时,无论自变量是何种

变量,均可采用层次回归技术来进行检验。即先分

别考察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大小,
然后将“自变量×调节变量”乘积项纳入回归方程,
若该项系数显著,则表明调节效应显著。

调节效应分析的数学公式如下,假设Y 与X 有

如下关系:

Y =aX +hM +cXM +e (3)
可以将上式改写成:

Y =hM +(a+cM)X+e (4)
对于固定的 M (政策规制),这是Y(有机肥替

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对X(感知价值)的直线

回归。Y 与X 的关系由回归系数a+cM 来刻画,它
是M 的线性函数,c衡量了调节效应的大小。对模

型中调节效应分析主要是估计和检验c是否显著

(即c=0的假设被拒绝),则说明 M 的调节效应显

著,e为随机扰动项。

4)中介效应(Intermediaryeffect)。当考虑自

变量 X 对因变量Y 的影响时,如果 X 通过影响

变量I来影响Y,则称I为中介变量。X 通过中

介变量I对Y 产生的影响就是中介效应。本研

究的中介影响路径见图2。中介效应的具体步骤

如下。
步骤1,根据Baron等[20]提出的回归模型,对

图2中的路径a,b,c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得出下式,
其中e1、e2、e3 为随机扰动项:

模型1:自变量X 和因变量(Y)的回归分析;
模型2:自变量X 和中介变量(I)的回归分析;
模型3:自变量X、中介变量(I)和因变量(Y)的

回归分析。

图2 中介变量检验的线性回归模型

Fig.2 Linearregressionmodelfor
mediationvariabletesting

模型中a代表X 对I 的回归系数,b代表I 对

Y 的回归系数,c代表X 对Y 总效应的回归系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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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X 对Y 直接效应的回归系数。
步骤2,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其实就是检验

X 到I,I到Y 的路径是否同时具有显著性意义。

Bootstrap抽样法是目前普遍认为比较好的直接对

a、b的乘积进行检验的方法。Hayes等[21]建议使用

Bootstrap法进行相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判断,判断

方法是求出的Bootstrap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

不包含0,就表示相对中介效应显著。步骤①:对路

径a、b的乘积进行检验,检验中介变量I是否存在

中介效应;步骤②:对总效应c'进行检验,检验自变

量X 是否直接对因变量Y 有影响;若步骤①和步骤

②的结果都显著时,则继续进行步骤③;步骤③:对
路径a、b和总效应c'的乘积进行检验,确认中介变

量I产生效应的作用方向。

图3 中介变量检验的Baron和Kenny逐步法

Fig.3 BaronandKenny’sstep-by-stepmethod
formediationvariabletesting

2 结果与分析

2.1 共线性检验

在实证分析之前,本研究通过计算膨胀因子

(VIF)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

VIF最大值为3.598,全部小于10,因此模型没有多

重共线性问题,模型构建良好。

2.2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1为将感知价值、政策规制和控制变量一

起加入到模型中,得到的Logit基准回归结果。由

似然比卡方值、P 值等指标可以看出模型是有效的。
从表2中可以看出,感知经济价值正向影响农户的

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并通过了1%
的检验,说明农户的感知经济价值水平越高,其有机

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就越强,假说 H1
得到验证。感知社会价值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假说H2 没有得到验证。感知生态价值正向影

响农户的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并通

过了1%的检验,说明农户的感知生态价值水平越

高,其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就越强,
假说H3 得到验证。政策规制中,激励政策正向影

响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通过

了5%的检验,假说 H4 得到验证,说明所在地区有

激励政策的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

的概率就越大。惩罚政策负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替代

化肥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并且不显著,假说 H5没
有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惩罚性政策规制往往有

可能会起到一个反向作用的效果,当政府对过量施

用化肥采取过度的惩罚政策,很可能使得农户产生

逆反心理,反而达不到促进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

愿到行为的转化。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身体状

况、受教育程度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替代意

愿与行为的一致性,说明男性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

与行为一致性的概率要大于女性;年龄越大农户有

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概率就越大;身
体健康状况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有机肥替代化肥

意愿与行为就越一致。其余变量并不显著。

2.3 稳健性检验

1)Probit回归结果与分析

模型2是为了进一步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

验,本研究首先采取了更换回归模型的方法进行了

稳健性检验,由表3可以看出,核心变量的稳健性检

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实证结果具有稳

健性。

2)异质性分析

同时,本研究通过异质性划分群体再次对基准

回归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模型3代表男性群体的

Logit回归结果,模型4代表女性群体的Logit回归

结果。可以看出,感知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激
励政策的回归结果和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进一

步说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4 政策规制的调节效应

2.4.1 激励性政策

为了节省篇幅,本研究在表5中只展现交互项

的结果。模型5为感知经济价值和激励政策的交互

效应,即激励性政策在感知经济价值对农户有机肥

替代化肥一致性中的调节作用,是否有调节效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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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Logit基准回归结果

Table2 Logit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

变量    
Variable    

模型1Model1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Wald

常数Constant 10.533*** 1.714 37.759 

感知经济价值Perceivedeconomicvalue 0.476*** 0.183 6.764
感知价值

Perceivedvalue
感知社会价值Perceptionofsocialvalue -0.324 0.252 1.655

感知生态价值Perceivedecologicalvalue 0.902*** 0.287 9.856

政策规制

Policyregulation

激励政策Incentivepolicies 0.862** 0.423 4.15

惩罚政策Penaltypolicies -0.403 0.307 1.728

性别 Gender 0.82*** 0.284 8.329

年龄 Age 0.04*** 0.015 7.369

身体状况Physicalcondition 0.945*** 0.142 44.505

受教育 Education 0.424*** 0.165 6.655

村干部 Villagecadres -0.585 0.526 1.238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合作社Cooperative -0.319 0.334 0.909

土地分散程度 Thedegreeofland -0.191 0.145 1.731

有机肥替代技术的培训

Traininginorganicfertilizersubstitution
techniques

0.173 0.374 0.215

有机肥替代项目示范村

Organicfertilizersubstitutionproject
demonstrationvillage

0.339 0.505 0.450

似然比卡方值Likelihoodratiochi-squarevalue 431.61

 P 0.000***

 AIC 461.61

 BIC 521.632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Note:***,****and*representthesignificancelevelsof1%,5%and10%,respectively.Thesamebelow.

般看F 值是否呈现显著性变化或者查看交互项的

是否呈现显著性,由表5可知,△F 值的P 值为

0.000***<0.05,呈现显著性;同时基于交互项感知

经济价值×激励政策,显著性 P 值为0.020** <
0.05,模型5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意味着调节变

量激励政策对于感知经济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

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会产生显著干扰。模

型6是激励政策和感知社会价值作为交互项的分析

模型,可知△F 值的P 值为0.003***<0.05,呈现

显著性,意味着调节变量激励政策对于感知社会价

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

会产生显著干扰。模型7是为了验证激励政策在感

知生态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

性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模型7△F 值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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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Probit回归结果

Table3 Probitregressionresults

变量   
Variable   

模型2Model2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边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s

常数Constant 6.136*** 0.963

感知经济价值Perceivedeconomicvalue 0.526*** 0.17 0.16

感知社会价值Perceptionofsocialvalue -0.172 0.15 -0.052

感知生态价值Perceivedecologicalvalue 0.299*** 0.11 0.091

激励政策Incentivepolicies 0.521** 0.245 0.152

惩罚政策Penaltypolicies -0.215 0.179 -0.065

性别 Gender 0.47*** 0.166 0.147

年龄 Age 0.022*** 0.008 0.007

身体状况Physicalcondition 0.541*** 0.078 0.16

受教育 Education 0.239** 0.096 0.072

村干部 Villagecadres -0.313 0.319 -0.097

合作社Cooperative -0.205 0.199 -0.062

土地分散程度 Thedegreeofland -0.116 0.085 -0.035

有机肥替代技术的培训

Traininginorganicfertilizersubstitution
techniques

0.062 0.224 0.019

有机肥替代项目示范村

Organicfertilizersubstitutionproject
demonstrationvillage

0.194 0.298 0.058

表4 不同性别的Logit回归检验

Table4 Logitregressiontestsfordifferentsexes

变量

Variable

模型3Model3 模型4Model4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常数Constant 2.461** 0.959 9.874*** 2.185

感知经济价值Perceivedeconomicvalue 0.021** 0.212 1.808*** 0.41

感知社会价值Perceptionofsocialvalue -0.429 0.261 0.506 0.503

感知生态价值Perceivedecologicalvalue 1.13*** 0.303 0.203** 0.538

激励政策Incentivepolicies 0.84* 0.488 0.926* 0.655

惩罚政策Penaltypolicies -0.274 0.327 -0.427 0.511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s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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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0.000***<0.05,呈现显著性,意味着调节变量

激励政策对于感知生态价值对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

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会产生显著干扰。假说 H6 得

到验证,激励性政策的具体调节作用结果见表5。

表5 激励性政策在感知价值中的调节作用

Table5 Moderatingroleofincentivepoliciesinperceivedvalue

变量   
Variable   

模型5Model5 模型6Model6 模型7Model7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常数Constant 0.163 0.128 0.201 0.124 -0.165 0.157

感知经济价值×激励政策

Perceivedeconomicvalue×
Incentivepolicies

0.255** 0.109

感知社会价值×激励政策

Perceptionofsocialvalue×
Incentivepolicies

0.056 0.116

感知生态价值×激励政策

Perceivedecologicalvalue×
Incentivepolicies

-0.019 0.107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s 已控制

R2 0.068 0.042 0.073

调整R2AdjustR2 0.061 0.035 0.066

F
F(3,400)=9.771,

P=0.000***
F(3,400)=5.863,

P=0.001***
F(3,400)=10.535,

P=0.000***

△R2 0.068 0.042 0.073

△F
△F(1,400)=17.399,

P=0.000***
△F(1,400)=8.912,

P=0.003***
△F(1,400)=15.819,

P=0.000***

2.4.2 惩罚性政策

模型8为感知经济价值和惩罚政策作为交互项

的调节模型,可以看到模型8 △F 值的P 值为

0.000***<0.05,呈现显著性;同时基于交互项感知

经济价值×惩罚政策,显著性 P 值为0.000***<
0.05,模型8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意味着调节变

量惩罚政策对于感知经济价值对一致性的影响会产

生显著干扰,值得注意的是交互项的系数为负,说明

惩罚政策存在着负向的调节效应。模型9是感知社

会价值和惩罚政策作为交互项的调节效应模型,模
型9中△F 值的P 值为0.000***<0.05,呈现显著

性;同时基于交互项感知社会价值×惩罚政策,显著

性P 值为0.012**<0.05,模型9的交互项呈现出

显著性,意味着调节变量惩罚政策对于感知社会

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

影响会产生显著干扰,交互项的系数也为负,说明

惩罚政策也在感知社会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

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

用。模型10是基于感知生态价值和惩罚政策的

交互项所建立的模型,可以看到△F 值的P 值为

0.000***<0.05,呈现显著性,意味着调节变量惩

罚政策对于感知生态价值对一致性的影响会产生

显著干扰。假说 H7 得到验证,具体调节效应结果

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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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惩罚性政策在感知价值中的调节作用

Table6 Moderatingroleofpunitivepoliciesinperceivedvalue

变量   
Variable   

模型8Model8 模型9Model9 模型10Model10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常数Constant -0.914*** 0.293 -0.357 0.285 -0.201 0.299

感知经济价值×惩罚政策

Perceivedeconomicvalue×
Penaltypolicies

-0.329*** 0.08

感知社会价值×惩罚政策

Perceptionofsocialvalue×
Penaltypolicies

-0.192** 0.076

感知生态价值×惩罚政策

Perceivedecologicalvalue×
Penaltypolicies

-0.048 0.08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s 已控制

R2 0.086 0.05 0.067

调整R2AdjustR2 0.08 0.043 0.06

F
F(3,400)=12.609,

P=0.000***
F(3,400)=7.065,

P=0.000***
F(3,400)=9.536,

P=0.000***

△R2 0.086 0.05 0.067

△F
△F(1,400)=27.327,

P=0.000***
△F(1,400)=13.792,

P=0.000***
△F(1,400)=14.483,

P=0.000***

2.5 有机肥替代试点参与意愿的中介作用

2.5.1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模型11是自变量X 与因变量Y 进行回归模型

构建,即感知价值与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

为一致性做回归;模型12是自变量感知价值与中介

变量有机肥替代试点参与意愿进行回归模型构建;
模型13是自变量X 和中介变量I(有机肥替代试点

参与意愿)一起与因变量Y 进行回归模型构建。具

体回归结果见表7。

2.5.2 中介效应检验

传统意义上的中介效应:探究哪些变量是影响

X→Y 这个流程的因素,要求系数c必须显著。广

义上的中介效应(遮掩效应):探究哪些变量是如何

不影响X→Y 这个流程的因素,不需要系数c必须

显著,原因是可能存在间接效应(ab)符号与直接效

应(c')的符号相反,出现效应被遮掩的情况,不少文

献称之为“遮掩效应”,属于广义上的中介效应[22]。
由表8可以看出,有机肥替代试点参与意愿在感知

经济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

的影响中起到一定遮掩作用,在感知社会价值对农

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中没有

中介作用,在感知生态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

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3 讨 论

有机肥替代化肥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

段,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在总结了大量文献后,本
研究从感知价值和政策规制2个角度,探究了农户

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经过对文献

总结,可以看出我国多数农户已经有了用有机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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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肥意愿,但是根据实地调研结果来看,仍有很多

农户没有将意愿转换为行为,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意愿或者行为单一的研究,也得到了许多学界认

可的结论例如个体特征、替代补偿以及农产品市场

的有效性、肥料市场的约束等均会影响到农户有机

肥替代化肥的意愿与行为[10,23],不同规模的种植户

的有机肥替代行为存在一定差异,规模户替代意愿

及行为发生率更高[24]。现阶段需要使有有机肥替

代化肥意愿的这批人将意愿转化为行为,感知价值

和政策规制的研究相对而言已经较为成熟,本研究

将这两个变量引入了研究,得到了感知价值和激励

性政策能够提高有机肥替代意愿向行为转化概率的

结论,弥补了这一缺漏,能够丰富此研究领域的理论

基础,为下一步国家实行有机肥推进政策提供建议。
本研究还有一定不足,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将充

分考虑我国现行的土地使用政策,农业产品的市场

价格及波动性以及农户经营土地的低收入性。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山东省404份农户的微观调查数

据,利用Logit回归模型和二元Probit回归模型,实
证检验了感知价值和政策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

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经过描述统计与实证

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根据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仅有

57.9%的农户将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付诸了行动,
还有近50%的农户没有将意愿付诸行动,可见有机

肥替代化肥的普及仍有推广空间;2)感知价值中,感
知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

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政策规制

中,激励性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农户有机肥替代意愿

与行为的一致,并且激励性政策规制在感知价值对

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中能

够起到增强的调节作用。但是,惩罚政策在感知价

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

中起到减弱的调节作用;4)有机肥替代试点参与意

愿在感知经济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

为一致性的影响中起到一定遮掩作用,在感知生态

价值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

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感知价值能

够显著影响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意愿与行为的一致

性,所以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感知价值水

平,进而促进农户将有机肥替代化肥的意愿转化为

行动;同时,设立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奖励办法,通过

现金补贴、有机肥购买补贴、技术支持等方式,降低

农户使用有机肥的边际成本;其次,可以实行一定力

度的惩罚措施,过量使用化肥必定会带来地下水污

染、土壤板结等问题,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问题,可以

实行一定惩罚措施,来约束农户化肥过量使用的行

为;最后,继续推行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项目,让试

点区起到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区县的农户用有机肥

替代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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