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91期)2011(1)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0-09-20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贫困与脆弱性:测度及其决定因素”(70773120);英国国际发展研究所(IDS)资助项目“反思规则:转基因技术及

其发展”(07/321)。
作者简介:陈 杰(1984-),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户经济与农业技术经济。E-mail:dounus@163.com

农户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与采用行为分析 *

———基于湖北与山东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的调查

陈 杰,丁士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 要 根据湖北与山东两地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了农户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与采用行为,考察

农户对于转基因技术规则的认知和参与方式。研究表明,农户对转基因抗虫棉及其安全性、相关规则仍缺乏认

知;农业技术人员仍然是农户获得种子信息的重要来源;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和管理体制上的弊端,现有农技推广

体系已经陷入困境,农民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种子技术方面的指导和服务;种子市场的监管不力及相关规则的

缺乏,不但损害了农户的利益,而且加大了农户技术采用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农户的决策行为、制定合

理完善的技术规则等促进转基因抗虫棉技术推广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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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在美国大面积商业化种

植以来,全球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据

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的研究

报告,200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25
亿hm2,比1996年增加了70多倍。在中国,转基因

抗虫棉自1997年开始商业化应用以来,种植面积迅

速增长,2007年达到380万hm2,占中国棉花种植

面积的69%,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面积已经达

到全国抗虫棉种植面积的75%[1]。然而,由于监管

不力和规则缺失,种子市场呈现“多、乱、杂”问题,损
害了农户利益,影响了农户对转基因技术的采用和

转基因产业的健康发展。有必要运用实地调查方

法,从农户视野对转基因抗虫棉的经济影响和生态

评价进行研究,分析农户的认知与采用行为,考察农

户对于转基因技术规则的认知和参与方式,讨论如

何让规则更好地约束技术,使之风险可控并为社会

服务。

  一、文献回顾

目前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转基因抗虫棉的应用

进行了研究。范存会等[2]认为在转基因Bt抗虫棉

(简称Bt棉)推广初期,确实大幅度地减少了棉农的

农药施用量和生产成本。吴孔明[3]的研究表明,Bt
棉的大规模商业化种植不仅有效控制了棉铃虫对棉

花的危害,而且高度抑制了棉铃虫在玉米、大豆、花
生和蔬菜等其它作物中的发生与危害。但是因为

Bt毒素的毒谱较窄,目前的Bt抗虫棉只杀死棉铃

虫而不能杀死其它昆虫,致使次生害虫不断增加。
黄季焜等[4]对大田生产中次要害虫农药施用量进行

了长期观察,发现农民防治次要害虫的农药施用量

出现增加的现象,但认为现有证据没有显著表明次

要害虫数量上升主要是由转基因抗虫棉推广所引起

的。王贵彦等[5]研究认为棉花收入和农户家庭教育

支出及医疗保健支出相关系数较大,转基因抗虫棉

技术的应用增加了农户来自农业的收入,改善了农

户生计。朱再清等[6]用概率优势原理分析了转基因

抗虫棉的推广与生产优势区域变化关系,指出推广

转基因棉的省份在棉花生产成本、净收益及产量方

面均表现出明显的优势。陈瑞剑等[7]从种子市场和

农户市场参与行为的角度,探讨了种子市场特征等

因素对农户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大部分农

户缺乏充分信息挑选自己满意的品种,部分农户倾

向于选择自留种等次优策略来回避市场风险,从而

对及时采用最优品种造成了负面影响。Peter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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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国5省区的棉农抽样调查发现,农户对转基

因抗虫棉的认知度和理解力都很低,导致信息不灵

通,风险观念扭曲,无法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种植中

的问题。
以上学者对转基因抗虫棉推广的研究涉及面较

广,但从农户视角研究转基因抗虫棉的技术采用及

其风险还有待深入。本文采用农户访谈、关键知情

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开展实

地调查,分析农户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与采用行

为,探讨了农户对转基因技术风险和规则的认知,提
出了改进转基因技术推广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研究所用资料来源于调查组于2008年4-8月

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棉区进行的农户调查和机构

访谈。调研的对象分为3类:(1)农户调查。课题组

赴湖北、山东两省(每个省1个县,每个县2个村,每
个村10户,共40户),与农户进行了面对面的入户

调查,搜集了棉花种植历史、投入产出以及农户购买

和使用种子等方面的详细情况。样本选取无论是村

庄或是农户均通过随机抽样产生。对农户访谈我们

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通过这种调查方

式我们可以获取问卷以外更多的、更直接的有关信

息。(2)种子经营单位调查。为了全面了解转基因

棉花种子市场情况,我们在进行农户访谈的同时,访
谈了40户农户所在的2个县城的种子公司负责人、

4个乡镇和4个村的销售店老板。(3)种子管理部

门的调查。为了了解种子管理规则方面的情况,我
们在2个样本县的农业局进行了座谈,与4个乡镇

的农技站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此外,调查组召开了

12个村级小组访谈会,抽取方式为每个县2个村,
每个村3个焦点小组:分别为种植能手小组,贫困户

小组和村委会干部小组。
所选取的两个样本点在地里位置、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上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天门和武城分别位于

我国两大产棉区的长江流域棉区和黄河流域棉区,
长江流域是我国第三大产棉区,棉产量占全国的

21%;黄河流域是我国第二大的产棉区,其棉花产量

占我国棉花总产量的34%(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是

新疆棉区,其棉产量占全国的40%)。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棉区的棉铃虫危害非常严重,并且这两大

棉区的棉花生产都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种植,
农户的地块分散,很多棉田是分散在其它农作物如

小麦、玉米等地块之间,增加了病虫害防治的困难。
但是,两地的气候和农业生产方式上有明显的差异,
因此在棉花品种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

  三、农户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分析

1.农户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

转基因抗虫棉是转基因棉花的一种,也是目前

我国推广最为迅速、播种面积最多的转基因棉花品

种。杂交棉中有抗虫棉,转基因棉中也有抗虫棉,这
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调查发现,有75%以上的调查

农户听说过转基因棉花,这与之前学者的研究有差

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调查时间较早,但
是这也恰好说明转基因棉花发展迅速,农户获取转

基因棉花信息的渠道增多。农户获得信息的来源主

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棉种的包装袋;二是看电视、听
广播;三是种子销售人员的介绍;四是农技人员的宣

传。尽管如此,农户对于“什么是转基因棉花”仍缺

乏认知。近半数的农户(46%)认为转基因棉就是抗

虫棉,抗虫棉都是转基因的,两者是可以等同的。

37%的农户则说不清楚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仅
有17%的农户认为转基因棉和抗虫棉存在显著

差异。

2.农户对转基因技术风险的认知

(1)对棉籽油安全的认知。为了考察农户对转

基因抗虫棉安全性的认知,本文采用了Peter等[9]

的方法,将棉籽油作为判别农户认知的载体。通过

设计一系列问题,引导农户从消费者角度而不是生

产者角度来判断对转基因安全的态度。在调查过程

中,当被问到转基因棉花榨的油能否食用时,有5%
的农户回答“不清楚”;有12%的农户认为不能食

用,因为打的农药太多了,污染很严重,对人身体有

害;83%的农户认为是可以食用的,其中有37%的

农户仍然在吃或者偶尔会吃一点棉籽油,甚至有的

农户家里90%的食用油是棉籽油。通过访谈我们

发现,年轻人都不再吃了,但是有些老年人还是喜欢

吃棉籽油。农户食用棉籽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
是棉籽油香,农户多用来炸麻花;二是棉籽油价格相

对便宜。
(2)对生态风险的认知。转基因抗虫棉的田间

种植是否会引起外源基因向其它物种渗透,是否会

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这是转基因抗虫棉商业化生

产前必须明确的问题。事实上,转基因抗虫棉对生

态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只有在多年后才能得到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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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关于转基因抗虫棉的环境风险关注最多的是转

Bt基因棉花。转Bt基因棉花的安全性研究主要有

两方面:一是Bt蛋白时空表达的不稳定性,这种不

稳定性提高了害虫生存几率,因此提高了害虫的抗

性进化风险。二是转基因逃逸的风险,主要是外源

基因通过花粉向近源物种或其他物种渗透[10]。调

查发现,仅有7%的农户认为对环境有影响,有71%
的农户认为转基因棉花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22%
的农户回答不知道。农户既不了解也不关注转基因

抗虫棉对环境的影响,棉农最关心的仍然是抗虫性

好不好。
为了进一步考察农户对转基因生态风险的认识

程度,我们询问了农户“是否考虑过隔离种植”。隔

离种植被认为是能够有效防止转基因逃逸的方法。
然而农户对隔离种植的概念是陌生的,调查农户均

不了解且未考虑过隔离种植的问题,其中,44%的农

户明确认为不可行。理由是:当前棉花种植收益较

其它农作物要高,棉花是当地农户的主要种植业收

入来源,而农户的生产活动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

目标的。如果隔离种植,不能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农

户就要选择种植其它作物或者非转基因棉花,那么

其劳动力及资金投入就会增加,收益可能会减少。
尽管有24%的农户认为隔离种植可行,但是他们同

时认为目前棉花都是大片种植,不好管理。如果政

府要求农户不种转基因抗虫棉,绝大多数农户都认

为不能服从安排。

3.农户对转基因技术相关规则的认知

在考察农户对转基因棉花种子相关规则的认知

时,发现70%的农户不知道有哪些与种子相关的法

律法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农户了解规则的信息

渠道不畅通;二是农户认为法律规则不太重要。农

户认为知道或了解种子规则并不能给其带来经济利

益,没有必要进行了解。10%的农户听说过农业法

和种子法,但是对其具体内容不清楚,仅了解个别

条款。
大部分农户对种子规则的执行问题也是模糊不

清。50%的农户根本不知道种子规则在农村基层是

如何执行的;70%的农户完全不知道种子规则的执

法主体有哪些;有10%的农户认为根本没有任何种

子管理部门。较大部分农户认为种子规则并不符合

农村基层现实,需要修改并完善。也有少部分农户

认为现有种子规则对农民是有利的,能够有效地制

止违法销售假种子的行为,减少农民买到假种子的

可能性。

  四、农户采用转基因技术的行为
分析

  1.农户获得种子的渠道

农户获取转基因棉种主要通过市场购买、棉花

良种补贴、自留种、串换(农户从邻居或亲戚中获取

棉种)、流动商贩等途径,见表1。与湖北农户不同

的是,山东农户从种子经销商处购种的比例较小,而
自留种的比例较大。这归因于山东农户有多年的转

基因棉花种植实践,认为转基因棉可以留种,其产量

和市场购买的种子产量大体相同,他们并不觉得自

留的二代种子在抗虫性和产量等指标上比一代种子

差。而湖北农户认为自留种的发芽率、抗虫性和产

量较低,并相信种子包装袋上的说明:转基因棉种是

不能自留的。
表1 农户获得种子的途径 %

种子经销商 良种补贴 自留种 串换 流动商贩

湖北天门 50 40 0 0 10
山东武城 20 40 30 5 5

  2.种子市场自由化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国营种子公司逐渐从

政府部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2000年

新的《种子法》颁布实施,种子市场开放,私人种子公

司大量参与到市场中来。然而,由于缺乏对种子质

量和生物安全的有效管理,种子市场自由化变成了

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中不断涌现的种子公司、
经销商以及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确实为农户提供了

更多的自由选择;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监管不力,很
多假冒伪劣的种子、未经合法程序审定的种子充斥

市场,扰乱了市场,也损害了农户对市场的信任。
调查发现,棉花种子市场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种子市场品种多、乱、杂,即品种数量多,区域布

局乱,种植方式杂;(2)假冒伪劣种子难以杜绝,质量

得不到保证,有冒用别人包装袋的,也有二代种子冒

充一代种子的;(3)无证经营多,流动商贩扰乱正常

经营;(4)市场管理不严,由于市级种子市场管理部

门的财政拨款只够人头费,基本上处于"半饥饿"状

态,而县级相当一部分种子市场管理部门更是连基

本工资都无法保障。由此导致种子市场管理部门靠

罚款来补充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公正执法的效果。
例如,在执法过程中,对于经营假冒伪劣种子的经销

商,执法部门只进行罚款却不没收其种子,以至罚款

单似乎成了这些经销商的“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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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失范,坑农害农事件频

频发生,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处于弱势

地位的小农户,面对质量纠纷,总是显得无奈、无助。
由于没有自己的组织,农户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加强

市场管理和执法监督,有的调查农户期望政府统一

供种,减少种子的流通环节。

3.农户购种时考虑的因素

农户购种时一般考虑棉花种子本身和制种公司

两个方面的因素,也有部分农户依据他人推荐的品

种购买。棉种自身的特征是农户购种时考虑的重

点,农户一般考虑所购种子的抗病性、产量、抗虫性、
抗高温、抗低温、发芽率、棉桃大小、抗倒伏、皮棉量、
摘花的难易程度和区域适应性共11个因素。如图

1所示,抗病性、抗虫性和产量是农户关注的焦点,
三者的比例达到了63%;棉桃大小、发芽率和摘花

的难易程度3个因素次之,其他因素农户则考虑的

很少(3%以下)。在所有因素中,抗病性与产量并列

第1位。枯黄萎病是农户种植中最主要的风险虽然

与其他农作物轮换种植可改善这种情况,但是由于

棉花的经济价值较高,农户一般不愿意种植其他作

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枯黄萎病频繁发生。

注:其它因素的频率低于3%,没有一一标出。

图1 农户购种考虑因素的比例

  4.农户购种决策:小农的风险应对策略

(1)增加品种,分散风险。在不确定性及不完善

信息条件下,风险回避型的小农户将通过个人的多

样化来获得真正最优的“自我保险”[11]。棉农在购

种时,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一般不会选择单一品种

进行 种 植,而 是 进 行 多 品 种 搭 配。调 查 显 示,
39.02%的农户只选择1个品种种植,60.98%的农

户则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棉种进行搭配。选择单

一品种的农户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其耕地有

限;二是多年的经验积累使其认为可以选择质量最

好的棉种,如棉农自己多年种植且表现良好的品种、

历年棉花收购价格最高的品种、换工或者帮助他人

种收棉花的过程中了解到的最好的品种。种植多品

种的农户认为,不同种子的质量不同、价格不同,多
选几个品种可以回避风险,保证产量,降低成本。例

如将产量高的品种与出皮棉率高的品种搭配种植,
这样可以满足不同收购商的要求。图2显示了

2008年农户购买品种数的户频直方图,单个农户购

买品种最多达7个,湖北农户购买的棉花品种数量

明显多于山东农户,这也与山东农户的自留种比例

较大有关。

图2 2008年棉花品种数户频分布图

  (2)选择不同的种子经销商。调查发现,60%的

农户遇到过种子质量问题,并与经销商产生纠纷。
当遇到种子质量纠纷时,农户首先采取协商和调解

方式处理。如果协商无果,就会找村委会出面处理。
当纠纷仍然不能解决时,农户只好自认倒霉,只能不

再购买 该 经 销 商 的 种 子。为 了 规 避 这 一 风 险,

41.46%的农户会经常地更换购买地点。

  五、结论与建议

运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对转基因抗虫

棉的认知和采用行为,以及种子市场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转基因抗虫棉在我国商业化种植已历经10
余年,但是农户对转基因抗虫棉仍缺乏认知,而调查

发现,农业技术人员仍然是农户获得种子信息的重

要来源。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

系存在的问题。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和管理体制上的

弊端,现有农技推广体系已经陷入困境,大多数农技

人员不得不依靠经营来维持生计,乡镇农技站公益

性职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农民难以获得及时有效

的种子技术方面的指导和服务;种子市场的监管不

力及相关规则的缺乏,不但损害了农户的利益,而且

加大了农户技术采用的风险,进而影响到新技术的

采用和传播速度。
由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当重点支持乡镇农技服务部门体

系建设、服务设施、经费保障投入力度。相关管理部

82



第1期 陈 杰 等:农户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与采用行为分析———基于湖北与山东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的调查  

门应针对棉农的需求,制定和推广配套的转基因抗

虫棉病虫害综合防治及栽培技术规程,指导棉农科

学有效地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农业技术人员应经常

深入农户进行技术指导、设立示范点和示范户,定期

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
第二,必须积极采纳农户的观点,以解决农户面

临的问题为出发点,建立起农户导向型的农业科技

政策与推广机制,提高以农户为中心的农作系统的

生产力、经济力和生态力,并最终改善农户的生计。
第三,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必须受到合理的技术

规则的控制和约束,从而既避免技术风险,又增加社

会收益。目前的转基因棉花种子规则既存在一定的

漏洞,又缺乏有效地推广和执行。必须本着既要能

够加强政府农业生物技术管理能力,又要有利于农

户分散技术风险和获得利益的原则,建立健全我国

的农业生物技术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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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CottonFarmers’PerceptionandUseofGMTechnology

———EvidencefromHubeiandShandongProvinces

CHENJie,DINGShi-jun
(SchoolofBusinessAdministration,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Hubei,430074)

Abstract Basedonthesurvey,thispaperanalyzesfarmers’perceptionanduseofgeneticallymodi-
fiedcotton(GMCotton)andinvestigatesfarmer’sperceptionandparticipationofgeneticallymodified
technologyrules.TheresultsshowthatcottonfarmershavelowawarenessofGMCottonaswellasits
safetyandrelevantrules.Farmersobtaintheseedinformationmainlyfromagriculturaltechnician.Ow-
ingtothefunddeficiencyanddisadvantagesofmanagementsystem,thecurrentextentionsystemofag-
riculturaltechnologyhasgotsomuchtroublethatfarmerswillfindithardtogeteffectiveguidanceand
serviceofseedtechnology.Inaddition,poorsupervisionandshortageofrelevantrulesinseedmarkets
notonlyharmfarmers’benefitsbutalsoincreasetheriskoffarmers’adoptingtechnology.Therefore,

thispaperputsforwardsomecorrespondingsuggestionsonhowtopromotethetechnologyextensionof
GMCotton,suchasunderstandingthedecision-makingbehavioroffarmersandmakingmorereasonable
andperfecttechnicalrules.

Keywords GeneticallyModifiedCotton;technologyadoption;farmers;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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