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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对影响恩施农户采用沼气技术的因素模型进行了构建,并利用实地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出了影响恩施农户决策的几个显著性影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

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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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沼气是一种生物质能,属于可再生能源。大力

发展农村沼气是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重

点。目前农村户用沼气建设仍处在示范和推广的缓

慢阶段,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差距还很大,
农村沼气能源推广还必须加快速度。

由于建池意愿较高的农户在政策扶持下大多已

经建池,余下的则是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或者难以

采用沼气技术的农户,这使得进一步推广沼气技术

变得十分艰巨。因此,要加快沼气建设,尚需对影响

农户沼气使用的因素进行分析,从行为视角来研究

和解释农户行为的决策因素,为制定环境经济政策

提供依据。这对于加快农村户用沼气建设,保护生

态环境,促进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政策目标的实

现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样本调研实施地为恩施洲。恩施洲位于湖

北省西南部,下辖2市6县。早在2000年,恩施洲

就启动了生态家园建设,积极发展了“五改三建”、
“猪-沼-茶(果)”等新型建设与利用模式。发展至

2007年,整个恩施洲沼气技术采用普及率已经达到

70%。恩施洲政府提出了打造全国“沼气第一大洲”
的目标,计划到2010年全州建池70万口。

  一、农户采用沼气技术的因素模型

1.沼气使用研究

国外对沼气等可再生能源十分关注。Katyal,

J.C等以印度为例,分析了有机物在农业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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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性,提出了人畜粪便作为沼气生产的原材

料可以带来双重效益,并对有机资源的合理利用提

出了可能的调查研究、发展、政策方案[1]。YangHS
分析了中国本土农耕习惯,特别是在针对土地利用

和资源管理方面的习惯,指出沼气技术在土壤肥沃

以及持续的农作物生产上的重要性,其利用可以更

加有效地对有机资源进行处理[2]。Jong-Soo,Park
提出应发展新一代沼气使用系统,用于降低环境污

染[3]。
国内分析户用沼气的文章也有很多,如陈奕民,

邱凌,郑启寿等分别针对檐州市、西部农村地区、恩
施洲发展农村沼气的条件与对策进行了研究和分

析,对生态家园模式以及效益进行了计算,对发展机

制和运作投资进行了分析[4-6]。但国内从行为视角

来研究农户沼气技术采纳的文献相对较少,彭新

宇[7],金鑫[8]等分别对湖南省专业养殖户和江汉平

原农户的沼气使用意愿进行了因素分析,通过模型

运转找到了影响养殖户和普通农户使用沼气的因

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方案对策。
本文将对调查地区户用沼气建设的行为决策进

行分析,找出影响农户沼气使用决策的因素。沼气

推广工作的过程,实际上是解决农户对使用沼气预

期上存在的困难的过程。因此,只有把握影响农户

建池意愿的显著性因素,才能根据这些因素有针对

性地制定对策。特别是在分析调查地农户的决策行

为之后,还可以为进行其他地区农户行为分析提供

借鉴。

2.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影响农户决策是否使用沼气的经济假设有很

多,一般有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技
术效率优化等。假设前提一般是以假设对象的某一

方面效果最大来实施的,比如康云海[9]在分析云南

山区农户的行为时,是以追求农户效用最大化为目

的的。如果我们假设农户是理性的经济人,则在国

家鼓励政策之下,农户采用沼气技术无疑可以带来

经济上和生态上的利益,这样农户都会选择沼气技

术。但是,实际情况下,农户是有限理性的,他们是

否采用沼气技术还受到许多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因

素影响,比如社会文化、心理认知、农事传统等制度

因素。所以,只有分析出沼气技术是否被接受的影

响因素,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源,并以此设计出相关经

济政策。
这里,先假定农户是否采纳沼气技术受性别、年

龄、学历、是否党员或干部、家庭常住人口、家庭务农

数、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工作地距离评价、是否养

殖、技术支持水平评价、环保意识程度、城市向往度、
农户年均收入、风险认识、对国家补贴评价等16项

因素影响。由于农户是否采用沼气技术是一个0-
1二分类因变量的问题,在实证研究中,通常采取

Logistic回归模型来估计分类因变量和一系列连续

自变量或分类自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10]。农户

是否 采 用 沼 气 的 Logistic模 型 具 体 表 达 式 如

式(1):

In P(Y)
1-P(Y
é

ë
êê

ù

û
úú)=β0+β1f1+β2f2+……+βifi

(1)

  其中,P(Y)表示农户使用沼气技术的概率,fi

表示影响农户使用沼气技术的16项影响因素,β0
表示回归方程的截距,其他βi 值表示回归系数。农

户是否采用沼气技术Y 作为因变量,取值只有0和

1,分别代表未采用沼气技术与采用沼气技术。此

外,本文对16项因素都划分了不同的等级,在下面

描述性分析中将会显示。

  二、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实地调查了不同海拔高度的四个村,核桃

坝村、小村村、桐子园村以及白泥坝村,共回收问卷

102份。调查结果如表1。
表1 调查样本统计

类别 样本数 使用户数 未修建户 新修建户 使用比例

核桃坝村 31 23 6 2 0.742

小村村 30 25 3 2 0.833

桐子河村 20 11 6 3 0.550

白泥坝村 21 18 3 0 0.857

合计 102 77 18 7 0.755

  由表1可知,不同调查点的沼气技术推广程度

是不同的。事实上,沼气建设之初,许多农民兴趣不

高,但通过生态家园项目的建设,国债资金、世行资

金的大量投入,恩施洲沼气发展迅速。下面表2利

用SPSS软件对自变量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性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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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描述性统计

全部样本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沼气采用户

平均数 标准差

沼气未采用户

平均数 标准差

年龄(5个等级) 1 5 3.40 1.22 3.25 1.22 3.84 1.14

学历(5个等级) 1 4 2.48 0.67 2.56 0.64 2.24 0.72

是否党员或干部(0,1) 0 1 0.11 0.31 0.13 0.34 0.04 0.2

家庭常住人口 0 8 3.11 1.45 3.17 1.35 2.92 1.73

家庭务农数 0 7 2.10 1.05 2.18 1.11 1.84 0.8

耕地面积 0 20 3.70 2.76 3.60 2.85 3.98 2.49

林地面积 0 50 3.96 5.48 4.04 6.05 3.70 3.24

工作地距离评价(1-5) 1 5 2.59 1.33 2.62 1.32 2.48 1.39

是否养殖(0,1) 0 1 0.87 0.34 0.94 0.25 0.68 0.48

技术支持水平评价(1-5) 1 5 3.81 0.93 3.79 0.94 3.88 0.93

环保意识程度(1-5) 1 5 3.11 1.48 3.29 1.47 2.56 1.42

城市向往度(1-5) 1 4 1.67 0.97 1.61 0.89 1.84 1.02

农户年均收入 450 94650 18720.3 12638 19404.8 10549.9 16612 17707.7

风险认识(1-3) 1 3 1.62 0.91 1.65 0.93 1.52 0.87

对国家补贴评价(1-3) 1 3 1.71 0.54 1.71 0.53 1.68 0.56

  由表2可知,与采用沼气技术的农户的情况相

比,未采用沼气技术的农户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是
党员或干部的可能性较低,家庭常住人口与务农人

数较少,养殖程度偏低,环保意识偏低,年收入偏低,
风险偏好偏低,对国家补贴评价偏低,上述因素影响

与预期相符。此外,未采用沼气技术的农户的耕地

面积反而更大、技术评价反而更高、城市向往度更

高。可以这样解释,农户耕地面积越大,意味着可消

纳更多的畜禽粪污,环保意识相对也差些。这是农

村的“猪-沼―种植”模式并没有得到实施的重要原

因,因为建设更大的沼气池对农户而言负担也更重。
我们调查的结果显示当地沼气技术很可靠,很少有

农户家里的沼气出现故障。由此可见,技术评价并

没有对农户决策产生较大影响。另外,沼气户的城

市向往度较低,因为沼气使用改善了家庭环境,提高

了对农村生活的满意度;相反,没有采用沼气技术的

农户大多年龄偏大,对城市的向往度反而更高。

  三、分析结果与对策

在计量最终结果之前,需要进行线性回归检验

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检

验较为理想,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并不严重。通过模

型筛选,最终得到了三个显著影响因子:年龄A、是
否养殖B、环保意识程度E。回归方程如式(2):

Logit(p)=-0.324-0.5172A+0.53027B+
0.51800E (2)

其中年龄对农户使用沼气产生负向影响,另外

两个因素产生正向影响。下面我们对三个影响因素

一一分析。

1.年龄因素

模型框架中,把年龄划分为5个阶段,分别以

30岁、40岁、50岁、60岁四个点为界。随机抽样的

样本中,50岁以上农户的接近50%,沼气采用率只

占总样本的40%。

年龄较大的农户主要在三个方面比年轻的农户

要差。一是对沼气的认识方面,年老的农户一般思

想比较传统,并不习惯使用新技术和新能源,他们使

用更多的是薪柴、秸杆以及煤炭。二是经济方面,年
龄较大农户经济能力有限制,他们的收入大部分来

源于子女,因此,他们并不愿意拿出积蓄来“一池三

改”,更不愿意去借贷修建沼气池。三是劳力方面,

年龄较大的农户子女留在身边的不多,家里的劳动

力一般不多,也就缺少运作沼气池所必须的劳动力

要素。
综上所述,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从沼气使用

的方便性、节余开支、美化环境等角度宣传沼气利用

的优越性,引导农户接受新的技术与新能源。其次,

政府需要加大对年老的一些农户的补贴,节省他们

的开支。再次,政府需要在后期加强服务体系的建

设,为沼气池的管理提供物业化管理,以解决在沼气

池大出料时需要的高强度劳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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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养殖因素

恩施洲农村不养殖的农户很少,所调查的102
户农户中,只有13户没有养殖。在这13户中,就有

8户没有修建沼气池。由此可见,沼气池的最主要

原料对于农户修建沼气池意愿有很大的影响。当

然,也有农户在修建沼气池后有扩大养殖规模的

意愿,这占使用沼气技术农户数目的22%。不管

是养殖影响沼气技术推广还是沼气技术推广带动

农户扩大养殖规模,两者结合都带动了农村经济

发展。
在调查的4个村中,养猪饲料大多是农户田里

种植玉米或者茶叶所套种的土豆与红薯,外加购买

的添加剂。幼猪的来源一般比较稀缺,价格也比较

高。另外,猪价波动也比较大,农户养猪收入不一定

能得到保证。还有些农户一年内部分时间在外打

工,部分时间回来务农,缺乏养殖条件。
所以,要想鼓励农户养殖,必须让农户切身体会

到“猪-沼-种植”模式可以促进增收,政府必须扶

持养殖业,保证其健康发展,使农户有条件扩大养殖

规模。

3.环保意识因素

在调查的农户中,有21.57%的农户认为牲畜

养殖没有污染,而持这种意识的农户有31.82%的

农户没有修建沼气池。由模型可知,环保意识成为

影响农户使用沼气的正向显著性因素。农户对于环

境的要求越高,就越趋向于使用清洁能源。特别是

家里有养殖的农户,更希望能很好地处理牲畜粪便,
其他农户使用沼气后庭院整洁、蚊蝇明显减少,这些

都能很好的带动未修建沼气池的农户。因此,环保

意识强的农户采用沼气技术的意愿也就越强。
所以,政府在对农户进行推广沼气建设的工作

时,必须让农户切实感受到沼气使用前后的差别。
可以通过树立模范村与模范户,宣传沼气使用前后

的差异。那些对沼气使用认识不足的或对传统的牲

畜粪便处理没有太深污染意识的农户,通过对比,
眼见为实,对模式的认同将会有很大的改变,环保

意识也会相应提高。总之,向农户宣传环境污染

的危害性,可使农户明白使用沼气能给庭院、厨、
厕带来大的改善,这将会有力地推动沼气技术的

普及。

  四、结语

本文通过恩施洲案例,研究了农户沼气使用的

行为,运用了Logistic回归模型,对实地调查数据进

行了数理统计和描述性分析,最终得到了三个显著

性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事实上,不同地区的农户会具有不同的种植、养

殖、能源使用、经济特色等特征。因此,其对于沼气

使用的预期也是不同的,只有因地制宜地进行实证

分析,才能提出影响当地农户沼气技术采纳的显著

性影响因素,解决当地沼气推广上的问题。
此外,在下一步的沼气技术推广过程中,还将有

联户沼气、集中养殖户、大中型沼气工程等多种新型

模式。但不管哪一种模式,都是利用国家的政策导

向去发动农户投入资金,采用沼气技术。因此,从行

为分析的视角对农户的决策因素进行研究就显得十

分重要,其分析结果也将有助于各级政府更有针对

性地制定相应的环境、经济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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