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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的实证分析

李明月,陈　凯

(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　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利用河南省产粮大县的６４５户农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价值的形成机理,系统研究农户感知价值对其绿色

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１)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动逻辑遵循“感知价值→
行为意愿→行为表现”路径范式,农户感知价值对其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具有直接和间

接的显著影响,且感知价值对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２)农户感知利益和感知

风险对其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显著影响,其中感知利益对农户绿色

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感知风险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这表

明农户在做出真正决策时,其绿色农业生产感知风险的影响力大于感知利益的影响力.
(３)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发生了悖离,政策变量对其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激

励型政策比约束型政策更能促进农户主动实施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因此,政府应在宣传教

育、技术创新、规模化生产、政策激励等方面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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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近些年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然而,过度施用化肥农药、随意丢弃农业废弃

物等长期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活动,使得农村生态环境亮起“红灯”,农产品质量触碰“底线”,人类及牲

畜健康屡遭威胁[１Ｇ３].为应对上述问题和挑战,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创

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健全农业投入品减量施用制度、完善废旧地膜和包装废

弃物等回收处理制度;２０１８年中央将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国家三大攻坚战之一,并倡导全民共治的

污染治理体系[３];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强畜禽粪污、秸秆、农膜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
深入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２０２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开展农药化

肥减量行动,加强农膜污染治理等.从上述中央文件精神可以看出,促进传统农业生产向绿色农业生

产转型,加快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节约农业资源、治理农村环境、保障产品安全以及维护人体

健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绿色农业生产是指通过合理的田间管理模式和科学的耕作技术,实现节约资源、减少生态环境污

染、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４].在中国小农经济占重要地位的特殊情境下[５],农户在农业生

产方式转变和生态环境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其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意愿会直接影响绿色农业生产行

为.农户行为理论认为,农户的态度是影响其行为意愿的首要因素,而感知价值是形成农户行为态度

的最直接原因[６],换句话说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绿色农业生产的感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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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因此,从感知价值层面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意愿展开研究,厘清农户绿色农业生产的心理机

制与行为逻辑,对规范农户绿色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围绕绿色农业生产进行了大量探讨,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绿色农业发展的问

题对策.有研究指出,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的保护,应从绿色发展理

念认知、耕地保护制度、水生态建设、机制创新等方面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农产品品质[７].还有研

究指出,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较高,绿色无效率较严重,绿色发展速度较缓慢,应明确这一客观事实并

依靠提升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低碳可持续的绿色农业发展[８].二是绿色农业生产的影响因

素.研究发现,户主性别、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９],耕地面积、劳动力规模、收入变化等家

庭特征[１０],政府规制、社会规范等制度环境特征[１１],以及产出价格、生态补偿、经济收益等经济特

征[１２],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转型.
上述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侧重于问题对策等

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以及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制度环境特征等中观层面的实证分析,缺
少心理因素等微观层面的定量研究.即使有研究关注到认知因素会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的意愿与

行为[９,１３],也仅是将其作为众多观测变量之一.因此,有必要引入感知价值等心理变量,并作为内生

潜在变量,来考察农户绿色农业生产的心理决策机制.二是研究方法上,现有文献多借助 Logit、

Probit等模型分析各独立解释变量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的直接影响,较少采用SEM 模型剖析各影响

因素的作用路径和内在机理.采用SEM 模型研究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及其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

机制,对认识阻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因素,以及明晰促进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的机制具有较

强的适用性.
基于小农户规模分散经营仍是中国农业生产主要形式的现实情况[５],本文试图以感知价值理论

为基础,引入心理变量,利用河南省产粮大县的６４５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SEM 模型,验证农户绿色

农业生产感知价值的形成机理,系统研究农户感知价值对其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的影响,以期为

政府部门掌握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特征并制定相关农业污染防治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理论分析框架

　　１．理论基础

感知价值理论由Zeithaml于１９８８年正式提出,最早应用于研究产品营销领域的顾客意愿及行

为[１４].该理论认为顾客感知价值体现的是一种抽象概念,是基于个体认知并通过体验的角度,对某

一产品、服务或行为的收益和付出之间的权衡比较而形成的主观综合评价[１５].
关于感知价值的形成机理,“层次模型”认为感知价值来自于个体对感知信息的处理[６,１６],即通过

个体对消费产品或服务等要素的认知逻辑,将行为前的期望与行为后的结果进行对比而产生[１７Ｇ１８].
关于感知价值对行为意愿与行为表现的影响,“权衡模型”认为感知价值取决于个体对所获收益与所

付出成本之间对应关系的权衡[１５,１９],当感知利得(如产品收益、情感满足)大于感知利失(如货币损

失、机会成本)越多时,个体的感知价值水平就越高,其行为倾向性就越明显,从而实际行为发生的可

能性也就会越大[２０].
由以上分析可知,感知价值理论阐明了个体行为决策过程的路径范式和逻辑机理,即“认知层次

→认知权衡→感知价值→行为意愿→行为表现”.从该范式可看出,个体行为在实质上受到了感知价

值来源即认知层次的影响,这得到了已有研究成果的支持[１５,１７].

２．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相关研究表明[２１Ｇ２２],行为决策是理性个体对收益和付出(风险)的结果效用进行权衡比较后的一

种综合判断.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及农业生产的微观经营主体,总是追求以最小的付出(风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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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

得最大的收益[５Ｇ６],这为通过感知价值理论视角考察农

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及行为提供了较好理论支撑.基

于 以 上 分 析,结 合 农 户 行 为 领 域 的 相 关 研 究 成

果[６,１５,１７],构建了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决策的理论模

型(见图１).
从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可看出,

农户在权衡绿色农业生产的利益和风险后,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对绿色农业生产价值做出了主观性认知评价.
该理论模型包括感知价值(PV)的两个前因变量,即感

知利益(PB)与感知风险(PR),表明感知价值是农户对

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进行权衡比较的结果;还包括感知价值的两个结果变量,即绿色农业生产意愿

(GAPI)与绿色农业生产行为(GAPB),表明感知价值会影响农户的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和绿色农业

生产行为.
绿色农业生产意愿是指农户对绿色农业生产的心理意向.一般而言,个人对某一行为的感知价

值水平越高,越能刺激其产生更大的心理意向,从而其从事该行为的意愿就会越高[１７].因此,农户对

绿色农业生产持有的感知价值越高,越倾向于参与绿色农业生产.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是指农户在农

业生产过程中以绿色化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生态环保行为,如“减量施用化肥农药”“科学采用少耕

免耕技术”“循环利用农业废弃物”等.在本研究中,农户的感知价值与其两个前因变量(感知利益、感
知风险)以及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共同作用并影响农户的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有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

意愿是影响行为响应的动机因素[２３],意愿对行为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２４].因此,农户对绿色农业生

产的行为意愿越强,其在生产实践中实施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的概率就越大.此外,相关研究发现,个
体的行为决策是其对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进行权衡比较后所形成的感知价值的行为结果[６].因而,
农户对绿色农业生产的感知价值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农户实施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感知利益是指农户在绿色农业生产行为中对感知到的全部所得而做出的主观判断.有研究认

为,绿色农业生产能否为农户带来丰厚利益是农户进行绿色农业生产的关键[１３].因此,从理论上讲,
农户的感知利益越高,其对绿色农业生产所获利得的评价越佳,这不仅会直接促进农户绿色农业生产

感知价值的提高,也会直接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及行为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感知风险是指农

户在绿色农业生产行为中对感知到的全部损失或担心行为实施的阻碍因素而做出的主观判断.在影

响感知价值的所有因素中,个体的感知风险对感知价值有着负向作用,即感知价值会随着感知风险的

增加而相应降低[１７],与此同时个体的行为意愿也会随之减弱,进而影响行为实施的强度[１３].因此,
从理论上讲,农户的感知风险越高,其对绿色农业生产的损失或担心的评价越大,这不仅会直接降低

农户绿色农业生产的感知价值,也会直接对农户的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及行为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１:感知利益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

H２:感知风险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价值有显著负向影响;

H３:感知价值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４:感知利益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５:感知风险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H６:感知价值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H７:感知利益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H８:感知风险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

H９: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对其生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３．变量选择与量表设计

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分析,借鉴已有研究设计[６,１５,１７],结合半结构化的入户访谈,以及调研区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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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最终设计出５个模型变量和２１个测量题项(见表１).所有测量题项均采用LikＧ
ert５级量表,其范围从“非常不赞同”至“非常赞同”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

表１　变量选择与量表设计

模型变量 测量题项 题项含义

感知利益(PB)

PB１．我认为绿色农业生产能为家庭提供可观的收入 收入增多

PB２．我认为绿色农业生产能减轻水体、土壤等污染 利于环境

PB３．我认为绿色农业生产有利于农产品安全 食品安全

PB４．我认为绿色农业生产改善生活环境,利于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

PB５．我知道一些绿色农业生产的技术,向邻居们介绍 责任认知

PB６．我认为绿色农业生产响应政府号召,得到社会认可 社会认同

感知风险(PR)

PR１．我认为采用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得多投入一些钱 成本风险

PR２．我得花时间学习绿色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 时间风险

PR３．比起费时费力地绿色农业生产,外出打工更挣钱 机会风险

PR４．我担心没有绿色农业生产的政策支持或相关技术 情境风险

PR５．我担心绿色农业生产会遭到邻居议论、家人反对 群体压力

PR６．我担心农业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很难得到治理 行为后果

感知价值(PV)
PV１．我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持肯定态度 肯定态度

PV２．我认为绿色农业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积极意义

PV３．我认为绿色农业生产能带来好处利益 价值认可

绿色农业

生产意愿(GAPI)

GAPI１．我愿意投入劳动进行绿色农业生产 劳动意愿

GAPI２．我愿意投入时间进行绿色农业生产 时间意愿

GAPI３．我愿意投入金钱进行绿色农业生产 金钱意愿

绿色农业

生产行为(GAPB)

GAPB１．我家在绿色农业生产中投入的劳动比一般家庭多 劳动投入

GAPB２．我家在绿色农业生产中投入的时间比一般家庭多 时间投入

GAPB３．我家在绿色农业生产中投入的金钱比一般家庭多 金钱投入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有效的高等统计分析工具,与传统计量方法相比,它具有可以同时处理

观察变量、潜在变量、干扰或误差变量之间关系的优势[１７,２５].“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决策模型”是
考察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决策中各抽象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路径及其作用关系,该模型的变量关

系和模型结构符合SEM 的理论特性.因此,本文选择结构方程模型(SEM)并使用统计软件(AMOS
２４．０)进行实证研究.

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２所示.其中２１个测量题项(PB１ＧPB６,PR１Ｇ
PR６,PV１ＧPV３,GAPI１ＧGAPI３,GAPB１ＧGAPB３)为SEM 的观察变量,５个模型变量(PB、PR、PV、

GAPI、GAPB)为SEM 的潜在变量.本研究中的SEM 包括:①结构模型,反映５个潜在变量之间的

线性关系;②测量模型,反映各个潜在变量与其多个观察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２５].各模型的回归方

程式如下所示.
结构模型的回归方程式:

η＝γξ＋βη＋ζ (１)
测量模型的回归方程式:

X＝λxξ＋δ (２)

Y＝λyη＋ε (３)
式(１)~(３)中,η为内生潜在变量,ξ为外生潜在变量,γ 为估计参数,β为回归系数;X 为内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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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即自变量,Y 为外生变量即因变量,λx 为外生潜在变量(ξ)间的关联系数矩阵,λy 为内生潜在变量

(η)间的关联系数矩阵,δ为X 变量的测量误差,ε为Y 变量的测量误差.

图２　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

　　２．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９年４－５月对河南省六个产粮大县粮食种植户的实地调查.为

保证调研区域选定的合理性,分别从河南省财政厅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公示的中央财政奖励的９个超级产

粮大县、９５个常规产粮大县以及省财政奖励的７个省级产粮大县[２６]中,随机抽取２个超级产粮大县、
３个常规产粮大县、１个省级产粮大县,共计６个产粮大县.其中,超级产粮大县为滑县、夏邑县,常规

产粮大县为兰考县、鹿邑县、卫辉市(县级市),省级产粮大县为博爱县.所选样本县能较全面地反映

河南省的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等情况.为保证调研质量,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具体步骤:首先,根
据经济状况、距离远近,从抽取到的每个样本县内随机抽取２个不同的样本乡(镇),共计１２个乡

(镇);然后,从抽取到的每个样本乡(镇)内随机抽取２个不同的样本村,共计２４个行政村;最后,根据

村内家庭户数及人口状况,从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取２５~３０个样本农户.考虑到农户的文化水平及

认知能力,调研方式采取半结构化的入户访谈,同时由课题组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以“一问一答”的形

式完成问卷填写.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６６０份,有效问卷６４５份,有效率达９７．７３％.样本农户特征

见表２.
表２　样本农户特征

类型 选项 样本量 占比/％ 类型 选项 样本量 占比/％

性别
男 ４７４ ７３．４９

耕地面积

[０,３)亩 ８０ １２．４０
女 １７１ ２６．５１ [３,５)亩 １３７ ２１．２４

年龄

≤３０岁 ４４ ６．８２ [５,１０)亩 ２３２ ３５．９７
３１~４０岁 １３７ ２１．２４ [１０,２０)亩 １５４ ２３．８８
４１~５０岁 １５９ ２４．６５ [２０,＋∞)亩 ４２ ６．５１
５１~６０岁 １８８ ２９．１５

耕作年限

[０,１０)年 １０１ １５．６６
６１~７０岁 １１７ １８．１４ [１０,２０)年 １０４ １６．１２

受教育程度

文盲 １９４ ３０．０８ [２０,３０)年 ２２７ ３５．１９
小学 ２４９ ３８．６１ [３０,４０)年 １６４ ２５．４３
初中 ９８ １５．１９ [４０,＋∞)年 ４９ ７．６０
高中/职高/中专 ６６ １０．２３

农业收入占
家庭年收入比例

[０％,２０％) ２１３ ３３．０２
大专及以上 ３８ ５．８９ [２０％,４０％) ２１６ ３３．４９

家庭劳
动力人数

≤１人 ６２ ９．６１ [４０％,６０％) １５３ ２３．７２
２~３人 ３７４ ５７．９９ [６０％,８０％) ５２ ８．０６
≥４人 ２０９ ３２．４０ [８０％,１００％] １１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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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可知,被调查的男性占比明显高于女性,达到７３．４９％,这与男性对家庭耕作情况较为了解

有关;年龄主要集中在４１~６０岁,说明当前农田主要由中老年人经营管理,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

打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其中文盲占比高达３０．０８％①;除此之外,样本区域内,家庭劳动力人数在

３人以下的为６７．６０％,耕地面积在１０亩以下的为６９．６１％,耕作年限在２０年以上的为６８．２２％,并且

有６６．５１％的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年收入４０％以下,反映了当前农村农业劳动力不足、农户兼业化趋

势明显,农业规模化生产有待加强.综上,样本农户较好地反映了河南省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符合

本研究的需要,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三、实证分析

　　１．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SPSS２３．０统计软件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信度检验

中,感知利益(PB)、感知风险(PR)、感知价值(PV)、绿色农业生产意愿(GAPI)、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GAPB)５个潜在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均高于０．６的阈值条件,说明各测量指标的可信度较高.
效度检验中,各潜在变量的KMO 值均大于０．５的阈值条件,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P 值均小

于０．０５,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所有可观测变量在各自对应因子即潜在变

量上的载荷系数,因子载荷值均大于０．５的阈值条件,说明问卷数据具有较高的效度.
表３　信度与效度检验

潜在变量 可观测变量 α系数 标准因子载荷 KMO 值 Bartlett球形检验

感知利益PB

PB１

０．８４０

０．５９２

０．８６５ １３８１．１７６(P＝０．０００)

PB２ ０．７６４
PB３ ０．７３７
PB４ ０．６６８
PB５ ０．６９１
PB６ ０．６３４

感知风险 PR

PR１

０．８６０

０．８４１

０．８２８ １９９３．１１５(P＝０．０００)

PR２ ０．７６７
PR３ ０．７８８
PR４ ０．７１３
PR５ ０．７１６
PR６ ０．６６１

感知价值PV

PV１

０．８４９

０．５２２

０．７２４ ８３８．０５６(P＝０．０００)PV２ ０．５５９
PV３ ０．５６２

绿色农业

生产意愿GAPI

GAPI１

０．８２１

０．８５３

０．６４０ ８８１．８１６(P＝０．０００)GAPI２ ０．８１７
GAPI３ ０．５１８

绿色农业

生产行为GAPB

GAPB１

０．８７４

０．９２７

０．６９６ １１４２．１８３(P＝０．０００)GAPB２ ０．８００
GAPB３ ０．９２０

　　２．模型适配性检验

考虑到初始假设模型的变量方差之间存在合理共变关系,增列e２ 与e３、e７ 与e８、e８ 与e９、e７ 与

e９、e１３与e１４、e１６与e１８共计６组共变关系.最终在不违背理论假设的前提下,有效降低了模型的卡方

值.在此基础上,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
精简适配度指数共１２项指标均符合适配度检验标准,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说明本文构建的理论模

型与实际调研数据契合,图１研究假设路径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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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３０．０８％的文盲农户是指年龄段为５１~５５岁、５６~６０岁、６１~６５岁、６５~７０岁的文盲农户,这部分农户在所有样本农户中的占比

分别为３．８８％(２５人)、８．６８％(５６人)、１４．２６％(９２人)、３．２６％(２１人),与«河南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８»、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中的相关统计数据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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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模型适配度检验

适配度指数 统计检验指标 模型估计值 判断标准 检验结果

绝对适配度指数

X２/DF ３．８１７ ＜５ 接受

GFI ０．９１１ ＞０．９ 接受

AGFI ０．８８２ ＞０．９ 可接受

RMSEA ０．０６９ ＜０．０８ 接受

增值适配度指数

NFI ０．９１７ ＞０．９ 接受

RFI ０．９００ ＞０．９ 可接受

IFI ０．９３８ ＞０．９ 接受

TLI ０．９２４ ＞０．９ 接受

CFI ０．９３７ ＞０．９ 接受

精简适配度指数

PGFI ０．６８２ ＞０．５ 接受

PNFI ０．７５６ ＞０．５ 接受

CAIC
１０９３．５１０＜１７２１．３９７

１０９３．５１０＜８１５５．５６７

理论模型同时小于饱和

模型和独立模型
接受

　　３．结果分析

(１)采用 AMOS２４．０软件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参数的

标准化估计结果见图３.由图３可知,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利益对其感知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农
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风险对其感知价值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价值对其绿色农业

生产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利益对其绿色农业生产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

绿色农业生产感知风险对其绿色农业生产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价值对其绿

色农业生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利益对其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

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风险对其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对其

绿色农业生产行为有负向影响.结果表明,假设 H１、H２、H３、H４、H５、H６、H７、H８ 与理论预期一致,

H９ 与理论预期相悖.可能原因是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绿色农业生产“高投入、高劳耗、低
产量、低效益”的观念,即农户在绿色农业生产过程中会担心粮食产量减少而遭受收益损失,同时由于

农户绿色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欠缺以及自然灾害和市场行情的不确定性,以致农户虽然认识到绿色

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如生态环保、安全健康等),但在利益最大化目标驱使下其必然不会

“冒险”进行绿色农业生产.

图３　结构方程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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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表５中各潜在变量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可直观地解释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价

值对其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程度.
就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价值而言,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利益对其总效应最大,估计值为

０．６７５,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风险对其总效应相对最小,估计值为－０．２３４,表明感知利益对农户绿

色农业生产感知价值的影响大于感知风险.因此,提高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利益、降低农户绿色农

业生产感知风险有助于提高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价值水平.
就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而言,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利益、感知风险对其直接效应估计值分别

为０．３１８、－０．１４６,间接效应估计值分别为０．２３５、－０．０８１,表明两者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均产生

直接和间接的重要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利益对其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总效应最大(估计值为

０．５５３),然后依次是感知价值的总效应(估计值为０．３４８)、感知风险的总效应(估计值为－０．２２７),表
明感知利益是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最主要因素,感知利益对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大于感知

风险.此外,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价值的直接效应估计值为０．３４８,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直

接效应最大,表明感知价值是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最直接因素.因此,提高农户绿色农业生

产感知利益和感知价值水平、降低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风险有助于提高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

程度.
就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而言,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利益、感知风险对其直接效应估计值分别

为０．２２０、－０．２４７,间接效应估计值分别为－０．０５１、０．０２３,表明两者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都有着

直接和间接的显著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利益、感知风险对其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的总效应估计

值分别为０．１６９、－０．２２４,表明感知风险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大于感知利益;农户绿色农

业生产感知价值的直接效应估计值为０．２３６,间接效应估计值为－０．０５６,总效应估计值为０．１８０,说明

感知价值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的重要影响;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总效应估计值

为－０．１６０,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的总效应相对最小,说明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不能有效地向

实际行为转化,甚至在绿色农业生产行为上农户往往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状态.
表５　潜在变量之间标准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假设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H１ 感知利益→感知价值 ０．６７５ — ０．６７５
H２ 感知风险→感知价值 －０．２３４ — －０．２３４
H３ 感知价值→绿色农业生产意愿 ０．３４８ — ０．３４８
H４ 感知利益→绿色农业生产意愿 ０．３１８ ０．２３５ ０．５５３
H５ 感知风险→绿色农业生产意愿 －０．１４６ －０．０８１ －０．２２７
H６ 感知价值→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０．２３６ －０．０５６ ０．１８０
H７ 感知利益→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０．２２０ －０．０５１ ０．１６９
H８ 感知风险→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０．２４７ ０．０２３ －０．２２４
H９ 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０．１６０ — －０．１６０

　　４．多群组SEM调节检验

多群组SEM 分析检验可以直接评估理论模型在不同样本群体间是否始终有效或参数具有不变

性,若检验结果表明理论模型合适且可以接受,表示间断变量(名义变量或次序变量)对研究者所提出

的理论模型具有调节作用[２５,２７].研究表明,农户在做出行为决策时,会出现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现

象,而制度情境往往能调节个体行为意愿对实际行为的作用[６].因此,采用多群组SEM,引入政策作

为调节变量,分析政策变量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的调节作用.如表６所示,政策调节变量

共有６个测量项目,检验结果显示政策调节变量的样本数据质量通过检验.
在多群组SEM 分析时,借鉴已有研究标准[６,２５]:①将政策调节变量(M)分成激励型政策组(M１)

和约束型政策组(M２);②计算比较两组变量(M１＋M２)的平均值(m１＋m２),得到大于平均值(m１＋
m２)的激励型政策组为高分组(设置为１)和小于平均值(m１＋m２)的约束型政策组为低分组(设置为

２);③在不同模型间限定各种参数,找出最简约且最适配的模型.根据AIC 和ECVI 指标值最小原

则,对预设模型、平行模型、相同截距、重合模型四个模型的适配度进行比较分析,最终选用平行模型

(设定GAPI对GAPB 路径强制相等)作为政策分组的多群组SEM 分析模型.多群组SEM 分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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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CFI值和GFI值分别为０．９３２、０．９０７,高于标准值０．９;PNFI值为０．８３３,高于标准值０．５;RMＧ
SEA 值为０．０５９,小于标准值０．０８,X２/DF 值为２．３６９,小于标准值５.因此,多群组SEM 与样本数

据适配度良好.多群组SEM 群组估计结果如表７所示.
由表７可知,激励型政策高分组(群组１)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对其行为的路径系数为０．７０２,

约束型政策低分组(群组２)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对其行为的路径系数为０．５７７,两者均在P＜０．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激励型政策和约束型政策均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较

之于约束型政策,激励型政策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影响更大,说明激励型政策更能

促进农户主动实施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因此,多采取如“增加投入”“加强宣传”“完善补贴”等激励型

政策措施,有助于促成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真正转化为行为.
表６　政策调节数据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潜在变量 测量项目 α系数 KMO 值 Bartlett’s检验

政策(POL)

POL１．希望加大绿色农业生产建设投入力度

POL２．希望加强绿色农业生产知识技术宣传

POL３．希望完善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补贴

POL４．希望政府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力度

POL５．希望政府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监管

POL６．希望对农业面源污染行为进行实质性惩罚

０．７２１ ０．８３１
７３４．０７２

(P＝０．０００)

表７　多群组SEM的群组估计结果

群组 路径关系 标准化估计系数 标准误差 临界比率 P
群组１(n＝３４１) GAPB＜－－－GAPI ０．７０２ ０．０２４ ４２．４５５ ∗∗∗

群组２(n＝３０４) GAPB＜－－－GAPI ０．５７７ ０．０２４ ４２．４５５ ∗∗∗

　注:∗∗∗ 表示P＜０．００１.

　　四、结论与启示

　　１．结　论

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是治理中国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任务.利

用河南省产粮大县６４５户农户调研数据,借鉴感知价值理论,采用SEM 研究方法,对农户绿色农业

生产意愿与行为展开分析,得到以下基本结论:(１)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动逻辑遵循“感知价值→行为

意愿→行为表现”路径范式,在该范式中,农户感知价值是其对绿色农业生产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权

衡比较后的结果;农户感知价值对其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显著影响,且感知价

值对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２)农户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对其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

为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显著影响,其中感知利益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且方向为

正;感知风险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且方向为负.这意味着农户在真正做出决策

时,其绿色农业生产感知风险的影响力大于感知利益的影响力.(３)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发

生了悖离,究其原因在于农户面临是否进行绿色农业生产的选择时普遍存在风险规避心理,这就导致

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其往往不会采取实际行动.(４)激励型政策和约束型政策对农户绿色农

业生产意愿与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较之于约束型政策,激励型政策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

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影响更大,说明激励型政策更能促进农户主动实施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２．启　示

为积极提升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与行为,提出以下政策启示:(１)继续加大对绿色农业生产的

宣传与教育,切实提高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感知价值水平,尤其在明确绿色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

关系方面,积极引导农户重视绿色农业生产,使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深入人心.(２)消除制约农户绿色

农业生产的技术瓶颈,立足于满足农户需求,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强化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推广

及利用,降低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技术风险,为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提供实用型的技术支撑.(３)创设良

好的产业化发展环境,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绿色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弥补农户零散生产行为的缺陷,实
现农户绿色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效益,提高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促进其真正转化为绿色农业生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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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加大绿色农业生产政策激励力度,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实施生态补偿、环境奖励等政策

优惠,确保农户践行绿色农业生产所需的资金投入,降低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成本风险,提高其绿色农

业生产的主动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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