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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扩散困境

———基于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视角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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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促进“两型”农业科技创新在农村中的扩散是实现生态产业链与生态价值链的互动与融合的重要

途径,但很少有文献探讨这一创新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中的扩散困境。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对影响农业废弃

物基质化管理创新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中扩散的障碍因素进行了深层解构。研究发现,当前自我雇佣型女性

农民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需求偏低,比例仅为35.7%,说明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扩散远没

有政策设计预想的顺畅。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按边际效应大小排序依次是科技特派员缺位、专业化水平不高、

区位禀赋异质性、正规教育水平不高和信息资源可得性不强。提出根据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变化和农业废

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特点,制定合理的技术推广模式、大力培育职业女性农民、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加强

农业信息化建设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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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其核心就是要促进以

农业废弃物转化为核心的“两型”农业科技创新在农

村中的扩散,实现生态产业链与生态价值链的互动

与融合[1]。《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明确指出“要强化废弃物减量化、
资源化利用与安全处置,加强发展循环经济的共性

技术研究”,并将“综合治污与废弃物循环利用”作为

环境领域的优先主题。《废物资源化科技工程“十二

五”专项规划》同样将加强废物基质化科技创新作为

深入实施节能减排,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绿色产业、
低碳技术的要求。

作为劳动力性别替代和家庭社会分工的结果,
我国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已经逐渐由“男耕女织”转变

为“男工女耕”,农业生产女性化现象较为严重。据

统计,除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广西、海南、新
疆等少数省份外,全国26个省(市)的女性农业劳动

力数量均超过了男性[2],由此引致了农村劳动力弱

质化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女性地位的逐渐提高,
女性农民担任户主的现象在农村屡见不鲜,农业生

产决策主体逐渐由男性向女性倾斜[3],农业科技创

新需求主体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有科技推广

模式亟待改革[4]。可见,在此背景下,探讨农业废弃

物基质化管理创新扩散的障碍因素,具有非常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目前,包括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在内的

“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扩散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

和政策部门的广泛关注[5-7]。不过遗憾的是,针对

“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创新需求问

题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

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程度如何? 影响农

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

民中扩散的障碍因素有哪些? 农业女性化日益普遍

的形势下,打破农业科技创新扩散障碍的着力点在

哪里? 基于经验证据解答上述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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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实地调查数据,构建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

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模型,运用计量经

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探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

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程度及其影响

因素。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说

  1.概念界定

管理创新是指组织形成创造性思想并将其转换

为有用的产品、服务或作业方法的过程,通常包括新

的管理方法、管理手段与管理模式[8]。农业废弃物

基质化管理创新是指采取控温、控光、补水、保湿、通
风等现代管理手段提高农业废弃物基质化产出的科

技创新[9-10]。
本文将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界定为自我创业型

女性农民。这类女性农民均从事废弃物基质化生

产。从备料、配料、灭菌、栽培管理、运输加工到产

品销售都主要依靠女性农民家庭自有劳动力以及

不同家庭之间的“换工”或“请工”来完成。

2.研究假说

Lucas在其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了政府

教育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他指出,教育具有“外
溢作用”,能够促进技术环境的改善[11]。Hossain、

Psacharopoulos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随着受教育

程度的提高,教育的私人回报率也会提升[12-13]。具

体而言,一是正规教育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增强

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的个人能力,受教育程度较高

的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理解、掌握、应用农业废弃

物基质化管理创新更有信心;二是受教育程度的提

高能够提升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的认知水平,如对

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生态效益的认识、对环境保护重

要性的认知等,进而有利于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

需求的增加;三是教育的外溢作用有助于农业废弃

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的改善。因此,提出如下

假说:
假说1:较低的正规教育水平是影响农业废弃

物基质化管理创新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中扩散的

重要障碍因素。

Young在其著名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
中指出,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进步得以实现的一个

基本组成部分[14]。通过专业化水平提升的方式改

善农业科技创新的扩散效率是农业资本集约程度不

断提高的过程。如果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专业从事

基质化生产,既可免除培训活动的学习费用,又因专

业从事基质化生产熟能生巧,日积月累的经验积累,
有助于扩展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扩散效率的

可能性边界。本文用基质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

重作为专业化水平的代理变量。据此,提出如下

假说:
假说2:较低的专业化水平是影响农业废弃物

基质化管理创新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中扩散的重

要障碍因素。

Schumpeter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

新的生产函数”,即要将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

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以实现对

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创造性破坏”[15]。创新采

用先行者的示范效应能够引起普遍性的模仿行为,
形成一种独立于政府强制推广体系之外的自然传播

机制。信息则是这种自然传播机制的重要载体[16]。
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信息资源可得性不强是影响农业废弃

物基质化管理创新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中扩散的

重要障碍因素。
作为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重要主体,科技

特派员是将农业科技创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和竞争

优势的中介桥梁,在农村科技扩散和实际应用中具

有示范带动作用,能够帮助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克

服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有效降低采用新技

术的风险,进而能够提高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农

业创新的需求意愿[17]。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特派

员发挥了非正规教育的作用。类似于 Arrow 和

Uzawa的“干中学”的理论假设[18-19],自我雇佣型女

性农民在已有的人力资本水平上参与农业废弃物基

质化生产活动,不仅能够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学习,摸
索获得更多的知识积累以进行人力资本建设,而且

科技特派员也会对其培训,提高其技术水平从而有

益于产出的提高。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4:科技特派员缺位是影响农业废弃物基

质化管理创新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中扩散的重要

障碍因素。

  二、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1.模型构建

在回归分析中,如果被解释变量是间断变量,在
投入回归模型前要转化为虚拟变量。如果被解释变

量是二分名义变量,则可使用离散选择模型(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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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techoicemodels)。Probit模型通常用于分析基

于主体效用最大化原则的选择行为,且与Logit模

型相比,能够处理随机口味的变化、允许任何的替代

形式[20]。本文研究运用BinaryProbit模型对自我

雇佣型女性农民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进

行研究,符合模型的应用原理。
假设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

管理创新需要与否的选择行为是相互独立的,建立

如下模型:
Y* =βX+ε (1)

Y =
1ifY* >0

0ifY* ≤{ 0
(2)

其中,X 为随机向量,ε服从标准正态分布;Y
=1表示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

产业管理创新有需求,Y=0则表示没有需求。则自

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

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可以表示为:
p=prob(Y =1|X =x)=prob(Y*

i >0|x)=
prob{(εi>-xiβ)|x}=Φ(xiβ) (3)

式(3)中,Φ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β为模

型中的参数,x为影响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农业废

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的潜在影响因素。

2.数据来源

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大量闲置和

利用不充分的农业废弃物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又
加剧了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化[21]。在这样的

形势下,以食用菌产业为代表的农业废弃物基质化

产业迎合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愿景[22]。在国家

现代农业技术产业体系的支持下,课题组于2009-
2011年针对废弃物基质化农户展开了实地调研。
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湖北、浙江、福建、陕西、河南、
河北、辽宁等农业废弃物基质化水平较高的省份。
调查对象为基质化农户。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

法。本文采用了该调查项目的三期混合截面数据,
将分析样本限定于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进一步经

过问卷有效性检验,最终用于回归分析的样本数量

为322个。

3.变量说明

本文要研究的因变量是“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

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需求”。在问卷设

计中,将其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您是否愿意学

习、采用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例如,控温、控

光、补水、保湿、通风等管理技术)?”该问题的前提假

设是:女性农民在面临决策时,会选择一个令自身效

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
从调查结果来看,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农业

废弃 物 基 质 化 管 理 创 新 的 需 求 偏 低,比 例 仅 为

35.7%。除经济因素外,这可能还与自我雇佣型女性

农民的特点有关。一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

角色定位思想在中国农村根深蒂固。自我雇佣型女

性农民可能因为繁重的家务、抚养小孩或赡养老人

等负担而放弃学习新的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

的机会;另一方面,与女性农民环境保护认知普遍偏

低、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普遍不高有关[23]。作为

引领现代特色、新兴农业发展的朝阳产业,以食用菌

为代表的农业废弃物基质化产业的发展切合低碳经

济的基本理念,符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的建设构想。然而,女性农民对其认同程度偏低,
这说明,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扩散远没有

政策设计预想中那么顺畅。在农业女性化日益凸显

的背景下,找出并清除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

的扩散障碍,是政府部门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变量方面,除正规教育、专业化水平、信息资

源可得性、是否有科技特派员外,自我雇佣型女性农

民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还可能受其个人

和家庭特征、技术感知特征,以及某些社会经济变量

的影响,因此本文还构造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其中,
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年龄(反映自我雇佣型女性农

民的生理及心理差异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

需求的影响)、社会政治地位(反映自我雇佣型女性

农民的政治资本差异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

需求的作用)、非农专业技能(反映拥有泥瓦、兽医、
文艺表演等非农专业技能对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农

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的冲击)、劳动力数量

(反映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推广应用受到

劳动力约束的程度);技术感知特征包括新技术风险

判断(反映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风险的知觉态度

对其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的作用)、新技

术关注频率(反映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农业科技

创新的关心程度);社会经济变量则选择了地理环境

(是当地区位禀赋的重要表征,反映了区位禀赋对自

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

的影响)。自变量的具体含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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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变量的含义和描述性统计

模型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 实际周岁 42.27 7.487 26 70

正规教育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专及以上=4 1.97 0.660 1 4

社会政治地位 是否担任干部? 否=0;是=1 0.08 0.268 0 1

非农专业技能 是否具有非农专业技能? 否=0;是=1 0.17 0.380 0 1

劳动力数量 基质化生产实际投入家庭劳动力人数 2.52 0.938 1 6

专业化水平 20%以下=1;21%~40%=2;41%~60%=3;61%~80%=4;81%以上=5 3.67 1.240 1 5

新技术风险判断 较小=1;一般=2;较高=3 1.55 0.669 1 3

新技术关注频率 不关注=1;关注较少=2;一般=3;关注较多=4 2.95 0.933 1 4

信息资源可得性 获取信息难度,较小=1;一般=2;较高=3 1.73 0.719 1 3

是否有科技特派员 否=0;是=1 0.66 0.473 0 1

地理环境 平原=1;丘陵=2;山地=3 1.95 0.761 1 3

  三、回归分析

  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之后,对样本数据进行Bi-
naryProbit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为了检验模型

的稳健性,本文还对样本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

和OLS回归,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显著性还是

影响方向,3个模型差异不大,可认为回归结果较为

稳健。

表2 实证回归结果

变量
Probit(MLE)

系数 标准差 边际效应

Logistic(MLE)

系数 标准差

LPM(OLS)

系数 标准差

年龄 0.003 0.011 0.001 0.006 0.018 0.001 0.004

正规教育 0.256** 0.127 0.094 0.430** 0.216 0.081** 0.041

社会政治地位 -0.242 0.315 -0.084 -0.451 0.537 -0.094 0.101

非农专业技能 0.024 0.207 0.009 0.051 0.344 0.009 0.070

家庭劳动力数量 0.070 0.083 0.026 0.128 0.138 0.027 0.028

专业化水平 0.298*** 0.068 0.109 0.499*** 0.117 0.097*** 0.021

新技术风险判断 -0.083 0.117 -0.030 -0.133 0.194 -0.030 0.039

新技术关注频率 0.059 0.088 0.022 0.103 0.149 0.023 0.029

信息资源可得性 -0.250** 0.111 -0.091 -0.423** 0.188 -0.083** 0.036

是否有科技特派员 0.397** 0.168 0.140 0.678** 0.285 0.135** 0.054

地理环境 0.268*** 0.103 0.098 0.435** 0.173 0.085** 0.033

 注:***、**、*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MLE表示最大似然法,OLS表示最小二乘法。

  由表2不难发现,正规教育、专业化水平、信息

资源可得性、是否具有科技特派员、地理环境等变量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影响自我雇佣

型女性农民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的关键

因素;年龄、社会政治地位、非农专业技能、家庭劳动

力数量、新技术风险判断、新技术关注频率等变量则

对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

需求不具有显著影响。从显著变量的边际效应大小

来看,阻碍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在自我雇佣

型女性农民中扩散困境大小依次是科技特派员缺

位、专业化水平不高、区位禀赋异质性、正规教育水

平不高和信息资源可得性不强。具体而言,正规教

育是显著影响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农业废弃物基质

化管理创新需求的关键因素,系数符号为正,边际效

应为9.4%,表明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的受教育程

度越高,其需求意愿越强烈,假说1得到了验证。调

查结果也显示,当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的受教育程

度由“小学及以下”提高到“高中或中专”时,对管理

创新 有 需 求 的 农 民 所 占 比 例 由 23.9% 上 升 到

43.4%,上升幅度为19.5个百分点,证明了教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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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创新扩散中的作用。然而,从表1来看,自我雇

佣型女性农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97,学历多为

小学或初中,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较弱,这无疑阻碍

了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扩散。
以基质化产业收入所占比表征的专业化水平是

影响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在自我雇佣型女性

农民中扩散的另一大障碍因素。基质化产业收入所

占比变量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系数符号

为正,边际效应为10.9%。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基质化产业收入比重的提升,自
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

需求也会增强,假说2得到了验证。调查结果显示,
当基质化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由“0%~
20%”提高到“81%以上”时,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

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有需求的比例由15.4%
递增到56.3%,提高幅度高达40.9个百分点。与

基质化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较低的家庭相

比,基质化产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家庭所面临的风险

更大,“退出成本”更高,为了保证基质化产品的高质

量和高产量,这些家庭对通风保湿、光线调控、温度

调控等先进管理创新往往具有更高的需求。然而,
从表1来看,基质化产业收入比重平均值为3.67,
可见,专业化水平偏低是阻碍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

理创新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中扩散的另一关键

因素。
信息资源可得性对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农业废

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具有显著影响。该变量在

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影响方向为

负。可见,信息资源的获取难度越大,自我雇佣型女

性农民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的边际效应

越小,为9.1%,假说3得到了验证。当自我雇佣型

女性农民认为信息资源获取难度由“较大”降至“较
小”时,其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有需求的比

例由23.5%增至44.6%,提高了21.1个百分点。
因此,信息资源可得性能够显著影响自我雇佣型女

性农民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然而,从
调查结果来看,仅有15.8%的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

认为信息资源的获取难度较小。可见,信息资源获

取难度大是阻碍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在自我

雇佣型女性农民中扩散的重要原因。
是否有科技特派员对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农业

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具有显著影响。该变量

在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符号

为正,边际效应为14%,假说4得到了验证。与没

有科技特派员相比,拥有科技特派员的农村中,自我

雇佣型女性农民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需

求比例由24.1%提高至41.6%,提升幅度为17.5
个百分点。然而,从调查结果来看,34%的自我雇佣

型女性农民从未接受过科技特派员的帮助,科技特

派员缺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

理创新的扩散进程。
以地理环境表征的区位禀赋对自我雇佣型女性

农民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需求具有显著影

响。该变量在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影响方向为正,边际效应为9.8%。调查表明,
地理环境分别为“平原”“丘陵”和“山地”的地区,自
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有

需求的比例依次为24.5%、38.5%和44.7%。不难

发现,地处山区的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对农业废弃

物基质化管理创新有更为强烈的需求意愿。由于区

位禀赋较差、信息相对闭塞,地处山区的自我雇佣型

女性农民对基本管理技术的掌握程度往往不如平原

地区的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故而山区自我雇佣型

女性农民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需求更

高。区位禀赋异质性大大增加了农业废弃物基质化

管理创新的扩散成本。

  四、结论与建议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将“建立

支撑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资源环境技术体系”作为我

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以科技进

步与创新为支撑,完善废物资源化产业创新链,推进

废物资源化利用,已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任务。
然而,在大量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女性劳动力留守

农村的背景下,营造一个有利于促进以农业废弃物

基质化为核心的“两型”农业科技创新在农村中扩散

的外部环境,实现生态产业链与生态价值链的互动

与融合,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微观层面考察了“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

这一特殊群体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这一

特殊创新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农业废弃物

基质化管理创新在自我雇佣型女性农民中扩散的障

碍因素进行了深层解构。研究发现,自我雇佣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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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农民对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需求偏低,
比例仅为35.7%。这说明,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

创新的扩散远没有政策设计预想中那么顺畅。从实

证角度进行解析,发现影响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

创新在女性农民中扩散的障碍因素按边际效应大小

排序依次是科技特派员缺位、专业化水平不高、区位

禀赋异质性、正规教育水平不高和信息资源可得性

不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以农业废弃物基质化为核心的“两型”农

业科技创新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明显的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从而产生效益外溢,私人供给曲

线与社会供给曲线难以达成一致。因此,在农业女

性化日益凸显的形势下,政府部门要根据女性在农

业生产中地位的变化和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

的特点制定合理的技术推广模式。
第二,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育职业女性农

民,强化其专业化程度,增进她们对“两型”农业科技

创新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对于地处山区的女性农

民,由于区位禀赋较差、信息相对闭塞,其对农业科

技创新的掌握程度往往不如平原地区的女性农民。
因此要针对山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提高农业废

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的适应性。
第三,强化政策支持,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

有助于打破当前农业废弃物基质化管理创新在女性

农民中的扩散困境。作为农业科技知识传播和先进

技术推广应用的重要主体,科技特派员在农村科技

服务中具有示范带动的作用。为此,要稳定科技特

派员队伍,提高科技人员的专业水平,建立激励机制

以激发科技特派员服务农村的积极性。
第四,研究成果发现,农业信息化和农民专业化

在农业科技创新扩散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
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缩小农业科

技创新供给方与需求方的“信息鸿沟”。另一方面,有
必要推动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以促进农民专业化、组织化水平

的提升,进而有助于改善农业科技创新的扩散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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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ffusionPredicamentofAgricultural
WasteMatrixManagementInnovation

———EmpiricalAnalysisinthePerspectiveofSelf-employedWomenFarmers

HEKe,ZHANGJun-biao,FENGJun-hui
(CollegeofEconomics& 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HubeiRur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Whileithasbeennotedthatthediffusionoftwo-type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
innovationinruralareaswasanimportantwaytoachievetheinteractionandintegrationofecologicalin-
dustrychainandecologicalvaluechain,therewaslittledocumentaboutitsdiffusionpredicamentinself-
employedwomenfarmers.Therefore,theobstaclefactorswereanalyzedbasedonmicroeconomicsurvey
datathataffectedthediffusionofagriculturalwastematrixmanagementinnovation(specialinnovation)

inself-employedwomenfarmers(specialgroup).Thestudyshowsthatcurrentself-employedwomen
farmershavelowdemandforagriculturalwastematrixmanagementinnovation,andonly35.7%ofthe
respondentsshowahigherinterest,farfromtheanticipationforthepolicyimplementation.Thereasons
forsuchapredicamentsortedbymarginaleffectaretheabsenceofscienceandtechnologycorrespond-
ents,lowprofessionallevels,heterogeneityinlocationendowment,lowformaleducationlevels,and
weaknessininformationresourceavailability,respectively.Basedonthepositionchangeoffemalesin
agriculturalproductionandcharacteristicsofagriculturalwastematrixmanagementinnovation,thepa-
perprovidessomecorrespondingpolicysuggestions,namelyformulatingreasonabletechnicalpromotion
model,cultivatingprofessionalfemalefarmers,makingfulluseofscienceandtechnologycorrespond-
ents,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agriculturalinformationandsoon.

Keywords agriculturalwastematrixmanagementinnovation;self-employedwomenfarmer;diffu-
sionpredicament;agriculturalinformationization;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tion;eco-
logical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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