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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中农户行为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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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５年实施新的测土配方施肥政策以来，为 了 研 究 该 政 策 在 农 户 中 的 实 施 情 况，文 章 利 用 调 查 的

农户数据对农民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原因、采用效果的评价、影响农民采用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

表明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增加产量，采用该技术的农户基本实现了产量的增加

并且对技术的评价较好；影响农户对技术采用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施肥建议卡的发放情况、配方肥的价格以

及农户自身受教育水平。据此提出政 府 的 推 广 部 门 要 确 保 施 肥 建 议 卡 入 户、对 配 方 肥 进 行 补 贴 和 在 农 户

内部建立种植示范户制度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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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当前，化肥的使用为促进粮食增产和确保粮食

安全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据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ＡＯ）统 计，１９５０—

１９７０年的２０年间，世界粮食总产增加近１倍，其中

因单位面积 产 量 提 高 所 增 加 的 产 量 占７８％。在 各

项增产要素中，西方及日本科学家一致认为，化肥的

施用要 起 到４０％～６５％的 作 用。［１］诺 贝 尔 奖 获 得

者、绿色革命之父Ｎｏｒｍａｎ　Ｂｏｒｌａｕｇ在１９９８年指出，
如果中国要实现粮食生产目标，平衡土壤肥料是第

一位［２］。
然而，目前我国施肥状况存在不同地区间肥料

用量不平衡、作物间肥料用量不平衡和养分施用的

比例也不平衡等现象。这些不平衡的状况直接导致

以下４个不良后果：第一，化肥施用量的增长并没有

促进粮食单产的相应增长［３］；第二，粮食的生产成本

增加［４］；第 三，化 肥 利 用 率 徘 徊 不 前，造 成 环 境 污

染［５］；第 四，化 肥 的 利 用 率 低 也 造 成 了 资 源 的 浪

费［６］。基于这样的现实，一些学者研究了农 户 的 施

肥问题，如何浩然，张林秀等［７］等通过建立计量经济

学模型对农 民 施 肥 行 为 及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进 行 了 研

究，研究结果显示非农就业促进了化肥施用，农业技

术培训与农户化肥的施用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巩前

文，张俊飚等［８］通过构建农户施肥决策模型并运用

湖北省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认为耕地离家距离、耕地

等级、耕地灌溉、耕地租用、接受施肥技术培训、种粮

是否划算、农产品出售比例等因素影响农户施肥量

决策；吴鹏，张悦等［９］以陕西省商南县２００户农户为

调研对象，运用多元选择模型，探讨农户粮食作物施

肥现状以及影响农户施肥的主要因子。结果发现农

户个体特征，化肥、农产品的价格，农业政策等因素

直接影响着农户施肥决策，其中农户文化程度对农

民化肥施用的影响最大。
从这些已有的对农户施肥问题的研究来看，专

门对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行为研究不多。
实际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是中央这几年重点推广

的农业技术之 一，２００４年６月９日，温 家 宝 总 理 在

湖北省枝江市富安寺镇桑树河村调研时，该村农民

曾祥华向温总理反映了当前农民盲目施肥的问题，
希望测土施肥，施配方肥。温总理立即让随行的农

业部部长杜青林给予解决。杜部长及时做了安排，
指派种植业管理司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有

关领导和专 家 及 时 赶 到 现 场 协 助 解 决 问 题［１０］。随

后，２００５年中央 一 号 文 件 明 确 提 出 要" 搞 好 沃 土 工

程建设，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农业部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政策，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步骤地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后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

要求加快沃土工程实施步伐，扩大测土配方施肥范

围。２００８年，中 央 财 政 安 排１１．５亿 元 用 于 测 土 配

方施肥补贴，全国推广测土配方施肥９亿亩，全年为

１．２亿农户免 费 提 供 测 土 配 方 服 务，项 目 实 施 县 达

到１８６１个，覆 盖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的 农 业 县。２００９年

计划将未实施项目的农业县（市、区、旗、场）全部纳

入到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范围。
截至今年，该技术推广已经实施４年 多。农 民

采用该技术与否的原因，农户对该技术的评价以及

影响其采用该技术的因素有哪些等问题，就值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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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深入研究。本文以２００９年９月份在江苏省南京

市六合区、扬州市江都市（县级市）和吉林省长春市

农安县、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调查的农户数据为

基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

２　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与否的

原因及对该技术的评价

２．１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１２０户农户中的农业生产决

策者，为了满足研究的需要，调查中采用该技术和未

采用该技术的农户各占一半。这些农业生产者的决

策者的基本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农业生产决策者的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性别 年龄 决策者文化程度

男 女 ５０以下 ５０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人数 １０６　 １４　 ４４　 ７６　 ２６　 ７１　 ２３
百分比（％） ８８．３３　 １１．６７　 ３６．６７　 ６３．３３　 ２１．６７　 ５９．１７　 １９．１６

　　从表１可以看出：①在调查地区从事农业生产

的决策者以 男 性 为 主。在 被 访 的１２０户 中，有１０６
户是男 性 做 决 策，占８８．３３％；有１４户 是 女 性 做 决

策，占１１．６７％。②这 些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的 决 策 者 年

龄以５０岁以上为主。在被访的１２０户中，决策者中

有７６人 的 年 龄 在５０岁 及 以 上，占６３．３３％；有４４
人的年龄在５０岁以下，占３６．６７％。③决策者的文

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在被访的１２０户中，决策者文

化程度 为 初 中 的 有７１户，占５９．１７％；文 化 程 度 为

小学及 以 下 者 为２６人，占２１．６７％；文 化 程 度 为 高

中及以上者为２３人，占１９．１６％。初中及以下的合

计达８０．８４％。
从总体上看，农村决策者大部分年龄较大，文化

程度较低，但也有少部分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和年龄

不大的人。

２．２　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原因

关于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原因的问题，
设计的问卷中针对这一问题向６０户采用的农户进

行了直接询问。所询问的问题是可以同时选择的多

个问题，如表２所示。
表２　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原因

采用原因选项（多选） 数量（户） 百分比（％）

相信该技术科学 ６０　 １００．００
想增加产量 ４５　 ７５．００

想提高肥料利用率，降低成本 ２３　 ３８．３３
提高农产品质量 ２０　 ３３．３３

施用方便，节约劳动 １１　 １８．３３
有利环境保护 １１　 １８．３３

价格便宜 ３　 ５．００
政府要求 ０ ０．００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调查的６０户采用农户中，

１００％的农户都相信该技术科学，但促使他们采用的

动机可能同时 有 多 种，从 单 项 内 容 看，其 中 有７５％

的农户认为 可 以 增 加 产 量，有３８．３３％的 农 户 认 为

可以提高肥 料 利 用 率 来 降 低 成 本，有３３．３３％的 农

户认为可以 提 高 农 产 品 质 量，有１８．３３％的 农 户 认

为可以节约 劳 动，有１８．３３％的 农 户 认 为 有 利 于 环

境保护，有５．００％的农户认为配方肥价格便宜。没

有人是因为政府要求才采用的。可以看出，农户采

用该技术的主要动机是增加产量，其次是降低成本

和提高农产品质量。

２．３　采用农户对该技术的评价

询问已经采用该技术的农户对该项技术的评价

是很重要的，他们是该项技术的直接使用者，其评价

直接反映了实践中的真实情况。采用农户对该技术

的评价涉及到的几个问题如表３所示。
表３　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农户

对该技术的评价

问题 选项 数量 百分比（％）

施肥次数与

以前相比

增加了 １４　 ２３．３３
减少了 １７　 ２８．３３

不变 ２９　 ４８．３３

每一次施肥用工量

与以前相比

增加了 ５　 ８．３３
减少了 ２３　 ３８．３３

不变 ３２　 ５３．３３

采用该技术对粮食

产量的影响

增加一些 ４９　 ８１．６７
增加较多 １１　 １８．３３

没增加 ０ ００．００

配方肥与一般肥料

价格相比

配方肥价格高 ３８　 ６３．３３
一般肥料价格高 １１　 １８．３３

一样 １１　 １８．３３

购买配方肥和购买一般

肥料相比是否方便

不方便 ３　 ５．００
更方便 ５　 ８．３３

一样方便 ５２　 ８６．６７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施肥次数与以前相比这个

问题上，在６０户采用该技术的农户中，有１４户回答

增加了 施 肥 次 数，占２３．３３％，有１７户 回 答 减 少 了

施肥次 数，占２８．３３％，有２９户 回 答 和 以 前 施 肥 次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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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一样，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占４８．３３％。根据

调查的情况，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用使农户施肥

的次数较为统一，以前施肥次数少的现在增加了，以
前施肥次数较多的减少了。在江苏省对于水稻的施

肥一般是３次，最后看水稻的长势是否施用第４次

肥，而对于小麦一般施肥两次。在吉林省对于种植

玉米的施肥一般为两次。
在每一次施肥用工量与以前相比这个问题上，

在６０户 采 用 的 农 户 中，用 工 量 增 加 的 为５户，占

８．３３％，增加的原因是以前施肥量少，现在施肥量有

所增加，所 以 用 工 增 加。回 答 用 工 量 减 少 的 有２３
户，占３８．３３％，减少的原因是配方肥综合了各种元

素，施肥数量比以前减少了。有３２户回答每次施肥

用工 量 不 变，占５３．３３％。从 这 些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该

项技术的采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施肥时间不变或者

减少，这对于提高劳动效率是有利的。根据调查的

情况，对于一次施肥的用工量即便与以前相比有变

化，也不是相差太多。
在采用该技术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这个问题上，

在６０户 采 用 的 农 户 中，有４９户 回 答 增 加 一 些，占

８１．６７％，有１１户 回 答 增 加 较 多，超 过５０公 斤，占

１８．３３％。没有回答产量不变或减少的，可见该项技

术的采用确实可以增加作物的单产，但是认为增加

一些的农户还是占大多数。一方面，在调查的地方

作物本身的产量已经比较高了，采用一项技术就能

有突破性提高并非易事，另一方面，传统的施肥方式

也并非都不符合科学施肥的要求或相差甚远，有一

部分施肥可能和科学施肥还是比较接近的，对于这

些农户作物单产的提高不可能一下子提高很多。
在配方肥价格方面，调查的６０户采用该技术的

农户中，有３８户 认 为 配 方 肥 的 价 格 比 一 般 肥 料 要

高，占６３．３３％。有１１户认为一般的化肥价格比配

方肥价格高，占１８．３３％。有１１户认为两者价格没

有区别，占１８．３３％。从这些统计可以看出，大部分

人认为配方肥价格高。这一点在这两个省的土肥部

门也得到了证实，其原因在于配方肥元素比较全面，
相对于一般肥料，制作工艺复杂，流程较多，因此成

本也高。一些过去施肥过量的农户采用该技术后，
每亩的化肥投入减少，可能他们认为成本降下来了

就认为配方肥便宜一些。
在购买配方肥和购买一般肥料相比是否方便这

个问题上，调查的６０户已经采用的农户中，有３户

认 为 购 买 配 方 肥 没 有 购 买 一 般 肥 料 方 便，占

５．００％。有５户认为购买配方肥比购买一般肥料更

方便，占８．３３％。有５２户 认 为 购 买 配 方 肥 比 购 买

一般 肥 料 更 方 便，占８６．６７％。这 个 问 题 的 不 同 答

案是由被访农户的住所和销售肥料的商店的位置决

定的，不过从总体上看，两者的方便程度并没有太大

差异。
从采用农户对该技术的评价来看，总体上施肥

次数和每次施肥的时间基本不变，粮食的单产增加

了，配方肥的购买也很方便，但是配方肥的价格也比

较贵。

２．４　未采用该技术的农户未采用原因

关 于 农 户 未 采 用 测 土 配 方 施 肥 技 术 原 因 的 问

题，问卷中针对这一问题对没有采用的６０户进行了

直接询问，所询问的问题是可以同时选择的多个问

题，具体见表４。
表４　农户未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的原因

未采用原因选项（多选） 数量（户） 百分比（％）

没有施肥建议卡 ２４　 ４０．００
看不懂施肥建议卡 ２０　 ３３．３３

没针对自己地块，不准确 １５　 ２５．００
配方肥价格贵 １３　 ２１．６７

不知道去哪里测土 １３　 ２１．６７
没人上门测土 １１　 １８．３３

施肥次数多 ９　 １５．００
测了土不知道如何配肥 ７　 １１．６７

不知道该技术 ６　 １０．００
买不到配方肥 ０ ０．００

购买配方肥不方便 ０ ０．００
每次用工多 ０ ０．００

　　从表４可 以 看 出，在 调 查 的６０户 未 采 用 农 户

中，从 单 项 内 容 看，没 有 施 肥 建 议 卡 的 农 户 有

４０．００％，看不懂 施 肥 建 议 卡 的 有３３．３３％，认 为 没

针对自己地 块 的 有２５．００％，认 为 配 方 肥 价 格 贵 的

有２１．６７％，不知道 去 哪 里 测 土 的 有２１．６７％，因 为

没人上 门 测 土 的 有１８．３３％，因 施 肥 次 数 多 的 有

１５．００％，因测了 土 不 知 道 如 何 配 肥 的 有１１．６７％，
因不知道该技术的有１０．００％。没有人因为买不到

配方肥、购买配方肥不方便和每次施肥用工多而不

采用该技术。从这些比例可以看出农户未采用的主

要原因是因为没有施肥建议卡、看不懂施肥建议卡、
针对性不强、配方肥价格贵和不知道到哪里测土等

因素，配方肥供应情况、购肥的方便程度和每次施肥

用工都不影响农户对该技术的采用。

３　农民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影响

因素分析

　　农民是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主体，他们在决定

是否采用该技术时，农户自身的情况、资源禀赋、经

济条件、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等因素将会影响他们

的决策，这里根据这些因素建立二元选择计量经济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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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型进行分析。

３．１　模型的设定与变量选择

关于农户是否采用该项技术的影响因素问题，
由于农户只有采用和不采用两种情况，建立如下的

Ｌｏｇｉｔ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分析：

Ｌｏｇ（Ｐ１／Ｐ２）＝ｂ０＋ｂ１ＡＧ＋ｂ２ＥＤ＋ｂ３ＡＲ＋ｂ４Ｐ
＋ｂ５ＬＡ＋ｂ６ＩＮ＋ｂ７ＤＩ＋ｂ８ＰＲ＋ｂ９Ｄ１＋ｂ１０Ｄ２＋εｉ；
Ｐｉ＝Ｆ（Ｚｉ）＝Ｆ（ｂ０＋ｂ１ＡＧ＋ｂ２ＥＤ＋ｂ３ＡＲ＋

ｂ４Ｐ＋ｂ５ＬＡ＋ｂ６ＩＮ＋ｂ７ＤＩ＋ｂ８ＰＲ＋ｂ９Ｄ１＋ｂ１０Ｄ２＋
εｉ）＝１／（１＋ｅ－Ｚｉ）（ｉ＝１，２，３，．．．）。

其中：Ｐ１ 表示被调查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的概率；Ｐ２ 表示被调查农户不采用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的概率。考虑的影响因素有：农户决策者的年

龄、文化程度、耕地面积、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

例、劳动力的数量、农业总收入、购买肥料的距离、肥
料价格、是否得到施肥建议卡和地区虚变量。下面

是对这些变量的详细解释：

１）年龄ＡＧ。现在在农村务农的大部分都是年

龄比较大的人，根据前面的分析，被调查者的年龄大

多数在五十岁以上。一般来说，年龄大的人从事农

业生产时间比较长，往往自己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

产经验，行为改变较难，对于农业新技术的接受速度

要比年轻人慢一些，年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经验积

累较少，对于新技术的接受要快一些。因此，预期农

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概率随着农业生产决策

者的年龄增加而降低。

２）文化程度ＥＤ。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越

相信科学，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强。因此预期采用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概率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

加。在此文化程度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高

中以上，依次取值为０、１、２、３和４。

３）耕地面积ＡＲ。农户耕地面积的大小直接决

定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总收入，耕地面积大的农

户农业的总收入也多，如果作物单产增加则总的作

物产量也增加较多。这意味着农户的收入也有较多

的增长。如果农户的耕地面积小，即便是作物的单

产有显著增加，总的产量增加有限，农户还是没有动

力来采用新技术。因此预期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的概率随着农户耕地面积的增大而增加。

４）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Ｐ。现在对于农

户来说，农业收入只是其全部收入的一部分，如果农

业收入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高，这会引起农户的重

视，如果农业收入在农户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比较低，
则农户可能不重视新技术的采用。因此预期农户采

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概率随着农业收入在农户家

庭收入中的比重增加而增加。

５）劳动 力 的 数 量ＬＡ。对 于 农 户 来 说，测 土 配

方施肥技术会使以前施肥次数较少的农户增加劳动

投入，而以 前 施 肥 次 数 较 多 的 农 户 减 少 劳 动 投 入。
对于减少劳动投入的农户自然愿意参加，但是对于

增加劳动投入的农户就未必愿意参加，至少说劳动

力的数量是约束采用该技术的一个因素。因此预期

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概率或者随着劳动力

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或者不显著，但不会随着劳动力

数量的增加而降低。

６）农业总收入ＩＮ。这里之所以选择农业总收

入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考虑是因为农户也是有限理性

经济人，他们会根据农业总收入的多少来决定农业

的投入，我们前边的统计分析表明，配方肥的价格比

一般肥料的价格要高，如果农业总收入比较少，农户

则会选择不采用该技术。因此把农业总收入作为一

个变量放入模型，并预期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的概率随着农业总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７）肥料价格ＰＲ。肥料价格是影响农户采用与

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根据调查的情况配方肥的

价格较一般的肥料价格要高一些。模型中所使用的

价格数据是指第一次施肥时农户购买化肥的名义价

格，其原因是一方面配方肥一般是作为第一次施基

肥时施用的；另一方面农民可以观察到的是化肥的

名义价格而非折纯后的价格。一般来说配方肥的价

格高是农户采用该技术的一个不利因素。

８）购买肥料的距离ＤＩ。这个变量反映了农 户

购买肥料的方便程度，以购买肥料的商店和自己住

所的距离为依据。由于销售配方肥的定点商店一般

都销售普通肥料，而销售普通肥料的商店不销售配

方肥。从这里可以推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

农户购买肥料的商店相对来说较远。可以预期农户

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概率随着农户购买肥料的

距离增加而减少。

９）反映技术供给的虚 变 量Ｄ１。如 果 农 户 要 采

用该技术的话，首先要有该技术供给的信息，农户手

中有施肥建议卡表明技术供给是没有问题的，农户

手中没有施 肥 建 议 卡 则 很 难 保 证 技 术 信 息 供 给 到

位。在这里把有 施 肥 建 议 卡 的 农 户 取 值 为１，没 有

施肥建议卡 的 农 户 取 值 为０。一 般 来 说，有 施 肥 建

议卡的农户更有可能采用该技术。

１０）地区虚变量Ｄ２。由于样本来源于在江苏省

和吉林省的调查数据，本模型用虚变量来反映区域

的差异影响，这个变量可以看作是习惯等因素。模

型中把在江苏省调查的农户取值为１，在吉林省 调

查的农户取值为０，但是这个变量对采用概率的 影

响不确定。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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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模型的结果分析

通过表５的模型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模型的

整体拟合程度较好，Ｈ－Ｌ统计量和相办概率表明可

以接受拟合较好的假定，并且从模型的结果来看系

数符号和预期比较一致，并且大部分统计上也显著。
表５　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Ｚ值
零假设成立的

概率（Ｐ）

常数项 －７．８８００＊ ４．５０１７ －１．７５０４　 ０．０８００
ＡＧ －０．０９６１＊ ０．０５１８ －１．８５６０　 ０．０６３５
ＥＤ　 ３．５０９３＊＊＊ １．０６９９　 ３．２８０１　 ０．００１０
ＡＲ －０．１０７６　 ０．１０１３ －１．０６２１　 ０．２８８２
Ｐ　 １．１６９１＊＊ ０．５２４８　 ２．２２７９　 ０．０２５９
ＬＡ －０．０４０４　 ０．４５１５ －０．０８９５　 ０．９２８７
ＩＮ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２．５６０３　 ０．０１０５
ＰＲ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１２５　 ２．１６５１　 ０．０３０４
ＤＩ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８００ －０．５０７０　 ０．６１２２
Ｄ１ ２．３７１７＊＊＊ ０．９４３７　 ２．５１３４　 ０．０１２０
Ｄ２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４４０　 １．１４０７　 ０．２５４０
Ｈ－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９．２１１４
Ｐｒｏｂ．
Ｃｈｉ－Ｓｑ（８）

０．３２４８

注：“＊”、“＊＊”、“＊＊＊”分 别 表 示 在１０％、５％和１％的 水 平 上 显

著。

　　年龄ＡＧ这个因素是影响农户采用该技术的一

个显著因素，并且系数的符号为负值，和预期一致。
这说明随着农户决策者年龄的增大，不采用该项技

术的概率也在增加。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年龄大的决

策者认为自己对于种植农作物的经验比较丰富，采

用该技术不一定比自己的种植方法好。也可能是对

于种植农作物时间长的决策者行为习惯已经形成，
不愿意轻易的改变。

文化程度ＥＤ这个因素也是影响农户采用该技

术的一个显著因素，并且系数前边的符号为正值，和
预期一致。这说明决策者文化程度的提高对于该技

术的采用是一个起促进作用的因素。这一点是很容

易理解的，文化程度高的决策者一般来说容易接受

新事物，思想上比较开放。另外，对于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一般农业推广人员会发放施肥建议卡或进行

一些宣传，这些内容可能对于小学文化程度或文盲

是有点不太容易理解，尤其是这些内容里会有一些

涉及到化学或百分比之类的，这是初中的学习内容。
耕地面积ＡＲ这个因素对于该技术的采用影响

不明显。虽然系数前面的符号为负值，但是在统计

上是不显著的。这说明耕地面积的大小不是影响农

户采用该技术与否的重要因素。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对于决策者来说，如果采用该技术则会对所有经营

的地块都采用，如果不采用就统一的不采用，不会说

对于自己经营的地块一部分采用一部分不采用。
农业收入在 整 个 家 庭 收 入 中 的 比 例Ｐ 这 个 因

素对农户采用该技术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该变

量前面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且统计上显著，和预期

一致。这说明随着农业收入在整个家庭收入比重的

增加，农户采用该技术的概率也在增加。这一点不

难理解，因为对于那些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

占比例高的农户，其收入对农业的依赖性就大，为了

提高其家庭收入，他们就有动力去采用新技术，以求

获得更高的产量，从而获取更多的收入。
劳动力ＬＡ这个因素对于该技术的采用影响不

明显。虽然系数前面的符号为正值，但是在统计上

是不显著的。这说明劳动力的多少不是影响农户采

用该技术与否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可以从前面的统

计分析中得到解释，我们前面的统计分析显示该技

术的采用并没有使大多数农户的施肥次数增加，并

且具体到每一次施肥时间，有不少农户认为配方肥

施用起来更方便，劳动时间也并没有增加。对于个

别农户来说，少量的劳动次数增加和每次劳动时间

增加仍然是在现有劳动力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

此劳动力的多少对于采用该技术的影响不大。
农业收入ＩＮ 这个因素对农户采用该技术是一

个显著的 影 响 因 素。该 变 量 前 面 的 回 归 系 数 为 正

值，并且统计上显著，和预期一致。这说明农业收入

是影响决策 者 采 用 该 技 术 与 否 的 一 个 重 要 影 响 因

素。这一点也可以从前面的统计分析中得到解释，
从前面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采用的农户有不少人认

为配方肥料的价格比普通肥料贵，对于那些农业收

入较多的农户可以承受较贵的配方肥，而对于那些

农业收入本 身 就 不 多 的 农 户 自 然 不 愿 意 购 买 配 方

肥。近年来，由于肥料的价格上涨较快，普通的肥料

价格上涨的农户都难以承受，而配方肥的价格又比

普通肥料贵了一些。
肥料的价格ＰＲ是影响农户采用与否的一个重

要因素，统计上显著并且符号为正。须指出这个结

果不能理解为肥料价格越高农户越采用，而是因为

采用的农户施用配方肥价格较高，所以采用的农户

购买的肥料价格也较高。在调查中发现包括已经采

用的农户也抱怨肥料的价格太高，配方肥的价格更

高。
购买肥料的距离ＤＩ这个因素对于该技术的采

用影响不显著。虽然系数前面的符号为负值，但是

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大部分的没有采用者认为购

买配方肥还是挺方便的。前面的统计分析表明无论

是采用的还是没有采用的大部分农户都认为购买配

方肥和普通肥料是一样方便的，这说明配方肥的供

应网点可以满足农户的需要。
反映技术供 给 的 虚 变 量Ｄ１ 在 统 计 上 显 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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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符号为正，和预期一致。这说明农户手中有施肥

建议卡是促进农户采用该技术的重要因素。在调查

中也发现未采用的农户有一些人没有施肥建议卡，
其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分发建议卡时不在家，有的发

了没看随手扔掉了，有的是不知道也没人通知。
反映地区 差 异 的 虚 变 量Ｄ２ 在 统 计 上 不 显 著，

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其他的差异因素并不是引起农户

采用该技术与否的重要原因。
通过模型的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务农决策者的

年龄、文化程度、农业收入的多少、农业收入在整个

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肥料价格和是否得到施肥建议

卡是影响农户采用该技术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

４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 先，农 户

采用测土配 方 施 肥 技 术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为 了 增 加 产

量，这些农户实现了增产的目的并且对该技术的评

价较好。有７５％的 被 调 查 农 户 采 用 该 技 术 的 目 的

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而几乎所有采用的农户粮食

单产都有所增加，只是增加的多少不同。同时该技

术的采用对大多农户来说没有增加施肥次数和每次

施肥用工，购买肥料的方便程度也没受影响；其次，
施肥建议卡的发放情况、配方肥价格和受教育水平

是影响农户采用该技术与否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对

农户的直接访谈还是通过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可 以 看 出

施肥建议卡的发放情况、配方肥价格和受教育水平

对该技术的采用与否影响较大。施肥建议卡发放不

到户将直接影响农户对该施肥技术的了解，配方肥

价格较高将直接影响农户对配方肥的购买，受教育

水平将直接影响农户接受新技术的速度与对施肥建

议卡的理解能力。
针对为未采用该技术的农户主要是受施肥建议

卡的发放情况、配方肥价格和受教育水平影响的事

实，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政府的推广部门（各级土肥

站）要加强施肥建议卡发放工作，确保建议卡入户；
其次，政府要对配方肥进行补贴。由于配方肥的生

产成本较同类肥料高，因此政府应对此环境友好型

肥料进行补贴，增强其价格竞争优势；再次，政府应

在农户内部建立种植示范户制度，这样可以帮助那

些文化水平 较 低 看 不 懂 施 肥 建 议 卡 的 农 户 科 学 施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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