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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协同发力能够有效引导农户采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

基于黑龙江、湖北、广西 995 份农户调查数据，探析推广一致性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

纳行为的影响，并从信任程度的视角解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推广一致性水平对农

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在通过内生性处理解决度量偏误后，上述结论依

然成立；（2）推广一致性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的农户群体中具

有明显的异质性。相较老年组农户，推广一致性对年轻组农户的影响更为显著；（3）作用机

制分析发现，在农资店和农技站都明显鼓励农户使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即推广一致性水

平高时，农户对该技术信任程度更高，促使其更倾向于采纳该技术。因此，实现农户采纳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可从以下几个途径着力：完善推广一致性机制、提高农户对农业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的信任程度，并结合农户特性开展有效的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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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在保障农作物稳定高产、提升农产品质量和解决全球饥饿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

而，农业化肥的过度使用逐渐形成了粗放式肥料管理方式，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成为我国生态环境

污染中主要的污染源之一[1⁃2]。《中国统计年鉴 2023》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的农用化肥施用量约为

303.50千克/公顷，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环境安全上限（225千克/公顷）。为此，农业农村部颁

布的《到 2025年化肥减量化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广施肥新技术和新产品，促进农业生产绿

色转型[3]。然而，中国农业生产实践中农户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占比不足 30%[4]，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面临着“推而不广”的现实困境[5]。

目前，学者们已从两个方面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方面，从农业生产

主体出发，重点关注农户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对其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其中，个体

因素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技术认知等[6]，家庭因素包括收入、资产、劳动力等[7]。另

一方面，从农业生产条件出发，聚焦土地规模、政策补贴等因素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

响。有研究发现，土地经营规模、地权稳定性、土地细碎化程度等因素会改变农户生产规模经济性，

影响其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8]，而技术补贴、技术培训、社会化服务等因素可以降低农户技

术采用门槛，促进农户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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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主体，农技站和农资店均通过一系列农业技术推广活动，有效促

进农户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但在推广方式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农技站等公共农业技术部门

通过开展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宣传、培训、示范和补贴等农业技术推广活动，能有效地促进农户采纳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10]。农资店主要通过提高技术适用性、满足农户个性化需求；提供良好物资供应条

件，确保农户正确使用；提高农技推广可得性，实现技术信息共享等方式发挥农业绿色生产推广活动

作用[11]。

尽管学术界普遍认为，农业技术推广是影响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重要因素，但已有研

究要么将农资店、农技站等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推广主体视为一个整体，要么将农资店、农技站等农业

绿色生产技术推广主体完全分开，而在现实情境中农资店、农技站既非一个整体，也非毫无联系，两

者技术推广行为的一致性有可能会影响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尽管少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

推广一致性问题[12]，但是尚未有研究探讨推广一致性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更没

有深入分析推广一致性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作用机制。

为此，本文利用黑龙江、湖北、广西三省（自治区）农户调查数据，试图从以下三方面对既有研究

作出补充：一是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主体细分为农技站和农资店，并对两者的推广一致性问题

进行探讨；二是实证分析推广一致性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促进作用，补充有关农户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不足；三是从信任程度视角分析推广一致性影响农户采纳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推广一致性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知识分工理论认为，整个社会的知识分散地掌握在每个人或每类组织手中[13]。相较于传统技术，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具有采纳成本高和正外部性的双重特征：一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环节较多，操作

程序复杂，需要耗费一定的精力和成本；二是测土配方施肥除为作物补充养分外，还有利于保护和改

善生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特征。因此，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主体主要包括：以农技站为代表的公

共农技推广部门，以及以农资店为代表的营利性组织。以农技站为代表政府公益性的农业技术推广

主要通过集中培训和田间示范的方式，向农户推广农业绿色生产技术[14]。相较于农技站等组织，农资

店推广则更多表现为市场导向的经营性活动，与销售农资产品密切相关，注重产品销售和满足消费

者的个性化需求[15]。

推广一致性即农业技术推广一致性，指的是通过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技站）与经营性农资

经销组织（农资店）利用各自优势，分工协同、高效协作，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16]。推广一致性对农

户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农民是否通过农资店推广获取信息及

其投入的努力主要取决于个人意愿，因此农资店推广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强制性。相比之下，农技站

等公共农业技术推广则采取自上而下、集中培训的方式来传播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相关信息[17]，这种

方式具有一定的外部强制力。此外，由于政府的权威性和信誉度较高，农技站等公共农技推广还享

有额外的信任优势，能够有效激发农户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这一点是农资店推广无法比拟的。因

此，公共农技推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资店推广在执行力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农技站公共农

技推广有时会出现推广内容与实际需求不符的情况[18]。而农资店推广则能够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农

户，使得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需要寻求建议，并通过面对面交流解决疑问，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加

直接有效的双向沟通机制，提高了技术推广的时效性和针对性。综上所述，在两种推广方式高度互

补的情况下，公共农技推广可以增强农资店推广的约束力，同时农资店推广也能够缓解公共农技推

广中出现的信息供需不匹配问题，共同促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普及。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技术推广一致性越高，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概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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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广一致性通过信任程度影响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作用机制

一致性理论认为，推广和应用新技术或产品时，多个技术推广或供给主体的态度和行为一致性

会对技术采纳个体是否接受新技术或产品产生影响[19]。理论上，推广一致性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采纳行为的诱导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是直接作用机制，推广一致性可以帮助农户直接接触新技

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20]；二是间接作用机制，较高的技术推广一致性能在无形中为农户树立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的“灯塔效应”，本质上是农户心理层面的一种风险分担机制[19]。

信任是指农户相信技术推广组织或提供商推荐的技术是可靠和有效的[21]。信任在农户技术采纳

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农户信任技术提供者或推广者时，他们更可能相信所提供

的技术信息是准确和可靠的[22]。信任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就农户

技术采纳行为来说，信任反映出农户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选择与认可，增加了他们尝试新技术的意

愿。二是信任降低农户对选择采纳技术后可能产生利益受损的风险预期[23]。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在

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利用包括对技术推广主体的信任评估等诸多决策信息，通过选择规避潜在风险

和实现损失最小化的一种理性行为。当农技站和农资店的推广工作高度一致时，会增强农户对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的信任程度，进而会表现出较高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概率。基于此，本提出如下

研究假设。

H2：技术推广一致性越高，农户的信任程度越高，从而促进其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 2023年 7-8月对黑龙江、湖北和广西三省（自治区）的农户开展

的农业生产情况“一对一”入户问卷调查。 选取上述样本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三省（自治区）都是

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2022 年，黑龙江、湖北和广西稻谷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13.69%、8.85% 和

4.78%。第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开展效果较好。根据《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和农业农村部种植管理司公布的第一批全国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县名单可知，上述省份的较多县

市均被列为开展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的示范县。样本选择过程如下：首先，随机抽取绥化市北林区、

庆安县、枣阳市、南漳县、仙桃市、潜江市、全州县、灵川县 8个县（市、区）作为样本；其次，根据每个县

（市、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的信息，随机选取 3个样本乡镇；再次，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4个样本村

庄；最后，每个村庄随机抽取10~15个样本农户家庭。

本次问卷内容涵盖农户的基本信息、农业生产条件、信任水平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应用情况。

共发放并回收了 1073份问卷，在排除了部分存在数据缺失或异常的样本之后，最终确定了 995份有

效问卷，有效率达到了92.73%。

2.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根据《农业部关于深入推

进科学施肥工作的意见》，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涵盖测土、配方、配肥、供应以及施肥指导五个环节。结

合该技术的实际推广应用现状，本文借鉴余威震等的做法[24]，将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取值为

1。反之，则为 0。统计结果显示，黑龙江、湖北和广西的样本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纳率分别

为37.05%、31.01%和28.57%。

（2）核心解释变量：推广一致性水平。借鉴何楠等对协同行为形成的研究[12]，本文将农技推广一

致性划分为高协同、较高协同、中等协同、低协同、逆协同等 5个程度。参照 Goldenberg等的分类思

路[25]，本文利用问题项“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时，农技站是否明显鼓励您使用该技术？农资店是

否明显鼓励您使用该技术？”进行测度，选项设为“明显鼓励使用、仅是介绍推荐、评价不好”，变量取

值为“1~5”。若农技站与农资店均“明显鼓励使用”，定义为高一致，取值为 5；若农技站与农资店之

中，一个“明显鼓励使用”，而另一个“仅是推荐介绍”，定义为较高一致，取值为 4；若农技站与农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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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仅是推荐介绍”，定义为中等一致，取值为 3；若农技站与农资店之中，一个“评价不好”，而另一个

“明显鼓励使用”或“仅是推荐介绍”时，定义为低一致，取值为 2；若农技站与农资店均“评价不好”，定

义为逆一致，取值为1。
（3）中介变量。信任程度是推广一致性作用于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作用路径。信

任主体对未知的产品或技术的信任源自其对熟知的事物、人或组织的信任[26]。参照王全忠等的研

究[14]，利用题项是否信任“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农技站推广活动、农资店推广活动、农技站技术评价以

及农资店技术评价”等 5个问题测量信任。以上测量指标的选项均为“完全不同意”“较不同意”“一

般”“比较同意”“完全同意”，依次分别赋值为 1~5。以上题目的均值分别为 3.578、3.366、3.151、3.570
和3.350。

（4）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27⁃29]，本文控制了其他影响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因素，包

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户主健康、农业劳动力、家庭总收入、种植经验、种植规模、土壤肥力、

灌溉条件、交通条件、市场距离、社会网络和邻居行为。关于地区变量，设置黑龙江、湖北、广西三省

（自治区）地区虚拟变量。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1。由表 1 可知，样本农户中，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农户占比约

为 31.9%。

3.模型设定

参照已有研究[23]，本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因变量为二元离散变量，故本

文采用Logit 模型，该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ln ( pi

1 - pi )= α0 + α1CEi + α2Controli + εi （1）

式（1）中，pi 表示第 i 个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概率；1-pi 表示第 i 个农户未采纳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的概率；CEi 表示第 i 个农户描述的推广一致性的虚拟变量； Controli表示控制变量； εi 为
随机扰动项；a1、a2 为待估系数。

表1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分类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

推广一致性水平

信任程度

性别

年龄

健康状况

受教育年限

种植经验

农业生产劳动力

家庭总收入

种植规模

土壤肥力

灌溉条件

交通条件

市场距离

社会网络

邻居行为

地区虚拟变量1
地区虚拟变量2
地区虚拟变量3

变量含义和赋值

农户是否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是=1; 否=0
推广一致性水平：高=5；较高=4；中等=3；较低=2；逆=1
根据等加权平均计算而得

受访者性别：男=1；女=0
户主实际年龄

受访者健康状况：很好=5；较好=4；一般=3；较差=2；
很差=1
受访者受学校正规教育年限

农户务农年限

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

2022年农户家庭的总收入/万元

家庭经营耕地面积/亩
土壤肥沃程度：较好=3；一般=2；较差=1
灌溉条件：较好=3；一般=2；较差=1
家庭住处是否有水泥路：是=1；否=0
与最近集镇/市场距离/千米

手机通讯录上联系人数

周围邻居使用测土配方肥情况：很多=5；很少=1
湖北=1；其他=0
黑龙江=1；其他=0
广西=1；其他=0

均值

0.319
3.626
3.400
0.862

56.927

3.888

7.953
36.061
1.992

18.780
77.242
2.274
2.295
0.952
4.405

139.980
3.850
0.564
0.232
0.204

标准差

0.466
1.018
1.124
0.345

10.343

0.999

2.721
13.553
0.729

33.666
129.637

0.653
0.763
0.213
3.186

233.290
1.124
0.496
0.430
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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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探讨推广一致性与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从信任度视

角进行了讨论与分析，并且预期: 农技站和农资店的推广一致性越高，农户更加信任推广活动的规范

性和权威性，越易对技术主体的评价形成信任，也越能信任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相应地，农户对技术

的信任程度越高，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的可能性就越高。借鉴已有研究的中介效应检验方

法[30]，首先，将中间作用机制（M）对推广一致性（CE）进行回归，以检验推广一致性对信任程度的影响; 
其次，将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对中间作用机制（M）进行回归，以检验信任程度对农户技术

采纳行为的影响。对此，构建以下方程，对可能存在的中介路径进行检验，将中介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Mi=β0 +β1CEi +β2Controli+ei （2）

ln ( pi

1 - pi )= γ0 + γ1CEi + γ2 M + γ3Controli + φi （3）

其中：M 为中介变量，即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信任程度，β0、β1、β2、γ0、γ1、γ2、γ3为待估系数，

ei 和φi为随机扰动项，其余变量和符号的含义与式（1）相同。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推广一致性影响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回归 1基于 Logit模型进行计算得出；回归 2则采用了“OLS+稳健标准

误”的方法来获得结果；回归3，则是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来进行估计的。回归结果表明，推广

一致性与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之间始终保持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回归分析的结

果对比显示，选取不同的控制变量并未显著改变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这进一步支持了研究结论的

稳健性。研究发现表明，推广一致性对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意

味着推广一致性水平越高，农户采纳该技术的可能性越大。

表2　推广一致性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基准回归结果 N=995

变量或指标名称

推广一致性水平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户主健康状况

户主受教育年限

种植经验

农业生产劳动力

家庭总收入

种植规模

土壤肥力

灌溉条件

交通条件

市场距离

社会网络

邻居行为

地区虚拟变量：湖北

地区虚拟变量：黑龙江

地区虚拟变量：广西

R2

（1）Logit
系数

0.613***

0.215
-0.001

0.027
-0.010
-0.005
0.217**

0.002
0.001
0.015
0.207*

0.628
-0.043*

0.002***

0.032
-0.301

0.013
-0.106

0.095

标准误

0.082
0.212
0.011
0.080
0.028
0.008
0.108
0.003
0.001
0.122
0.122
0.422
0.025
0.001
0.074
0.731
0.724
0.720

（2）OLS
系数

0.123***

0.045
-0.000

0.005
-0.001
-0.001
0.042*

0.001
0.000
0.004
0.038*

0.111
-0.008*

0.000***

0.007
-0.034

0.024
-0.007

0.093

标准误

0.016
0.044
0.002
0.016
0.006
0.002
0.022
0.001
0.000
0.024
0.024
0.069
0.005
0.000
0.014
0.115
0.115
0.115

（3）WLS
系数

0.146***

0.034
-0.000

0.016
-0.003
-0.001
0.046**

0.000
0.000
0.028
0.037

0.196***

-0.005
0.000***

0.011
-0.117
-0.056
-0.134

0.124

标准误

0.018
0.043
0.002
0.017
0.006
0.002
0.023
0.001
0.000
0.025
0.024
0.070
0.005
0.000
0.015
0.100
0.099
0.100

注：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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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一致性的影响。表 2 的估计结果显示: 推广一致性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产生显著

正向影响。从施肥技术推广体系的构建来看，以农技站和农资店为主要推广主体，能够有效提高稻

农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纳概率。这种技术推广模式的本质在于向农户精准传递科学施肥的关

键要素，包括施肥时间、用量和方式等技术参数，从而引导农户采用科学的施肥方法。从文化传播的

角度来看，传统农耕文明的深远影响塑造了特定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与演变是传统集体主

义认知模式与现代传播技术交互作用的结果[31]。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技术推广具有显著的一致性特

征，而这种一致性恰恰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对新技术的积极采纳。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劳动力投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

解释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中，如果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越多，其更加重视农业生产方式的

改变，更加愿意引入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以提高家庭农业收入[32]。社会网络对农户绿色生产技

术采纳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网络是农户之间互动学习的重要平台，借助社会互动交流技

术使用心得，不仅能有效降低农户的技术学习与使用成本，对农户积累技术知识也具有重要影响[33]。

灌溉条件、交通条件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市场距离对技术采纳行为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灌溉、交通条件越便利和市场距离越近，农户越容易接触到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的传播与扩散，越可能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34]。以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已有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

2.内生性处理：倾向得分匹配法

推广一致性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该结果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影

响。对于本研究而言，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高推广一致性和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之间

的因果关系可能存在内生性，即推广一致性程度高状态下的农户可能自身对新技术需求敏感。也就

是说，农户的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水平是由其自身技术需求、技术偏好本身决定的，而非由高程度

的农业技术推广一致性决定的。

倾向得分匹配（PSM）是一种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它通过在样本内寻找与处理组相似的控制

组，以减少或消除由于非随机分配处理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由于推广一致性可能不是随机分

配的，而是受到样本本身特征的影响，因此观察到来自于变化结果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影响：推广

一致性和两组之间本身的特征差异。通过PSM方法可以在控制组中找到与处理组相似的个体进行

匹配，从而剔除特征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使得处理变量尽可能随机。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技术进行内生性问题的检

验。这一方法借鉴了孙小燕等[35]的研究成果，在原有的基

准模型之上进行了应用，处理推广一致性对农户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采纳行为影响的内生性。通过运用多种匹配技术

后，剩余自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显著减少，这表明采用倾向得

分匹配（PSM）方法能够有效降低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样

本的标准化偏差，从而接近随机实验的理想状态。表 3 展

示了推广一致性对于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行为影响

的估计结果，基于三种不同的匹配策略。结果显示，在这三

种匹配方式下，推广一致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呈现出显著

的正面影响，证明了推广一致性在促进农户采纳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ATT值表明，在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推广一致性显著

提升了农户的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假说H1得到进一步验证。

3.稳健性检验

（1）更换推广一致性定义方式的稳健性检验。参考已有相关农业技术推广研究[36]，本文利用问题

项“农技站是否向您宣传介绍配方肥的有用性？农资店是否向您宣传介绍使用配方肥的有用性”测

表3　推广一致性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技术

采纳行为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ATT

控制变

量

共同支

持域

剔除样

本

处理组

控制组

处理组

控制组

近邻
匹配

0.334***

(0.029)

已控制

642
331
22
0

卡尺
匹配

0.339***

(0.026)

已控制

642
331
22
0

核密度
匹配

0.334***

(0.028)

已控制

642
331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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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广一致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行测度，选项设为“很有用、一般、没有用”，变量取值为“1~5”。
若农技站与农资店均介绍“很有用”，定义为高一致，取值为 5；若农技站与农资店之中，一个“很有

用”，而另一个“一般”，定义为较高一致，取值为 4；若农技站与农资店均介绍“一般”，定义为中等一

致，取值为 3；若农技站与农资店之中，一个“没有用”，而另一个“很有用”或“一般”时，定义为低一致，

取值为 2；若农技站与农资店均“没有用”，定义为逆一致，取值为 1。表 4中的回归 1与回归 2展示了

采用不同推广一致性定义方法后所得的估计结果。研究发现，推广一致性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农户采

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行为，其影响系数保持正值，表明了该因素正向作用的稳定性。整体而言，这

些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2）通过调整样本规模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鉴

于部分受访者年龄超过 70岁，在参与问卷调查时可能

未能准确理解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这可能会给估计结

果带来偏差。为此，本研究选取了年龄小于 70岁的受

访者数据作为回归分析的基础，目的在于剔除部分可

能由于身体机能减退而无法准确回答问项的高龄农

户。表 4 中的回归 3 和回归 4 分析结果与基准估计值

呈现出一致性，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4.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农户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同

等的推广一致性水平可能会导致他们在采纳测土配方技术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为了分析不同年

龄组农户测土配方技术采纳行为的差异性，本文根据年龄将农户分为老龄组和年轻组，并进行了分

组回归分析。具体地，以 60岁作为划分标准，将农户分为两类：达到或超过 60岁的归类为“老龄组农

户”，而未满60岁的则定义为“年轻组农户”。

表 5中的回归（1）和回归（2）结果显示，推广一致性水平对老龄组和年轻组农户的农业绿色生产

技术采纳行为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年轻组的边际影响更大。原因可能在于，相较于年轻

组农户，老龄组农户由于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思维方

式以及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陌生感，仅凭推广手段难

以轻易促使他们采纳新技术。即便进行多方劝导，他们

的接受意愿也可能仍然较低。一方面，老龄农户可能担

心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会增加经济负担，或者认为自

己已经习惯了现有的生产方式，没有必要去尝试新事

物[37]。另一方面，新技术的采纳通常需要一定的学习和

适应过程，而老龄农户可能在这方面面临困难，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动力去尝试新技术[38]。因此，相较

于老龄组农户，推广一致性水平对年轻组农户的影响更为显著。

5.机制检验

前文的分析表明，推广一致性对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质上，较

高的信任程度不仅表明农户对农技推广主体及其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持有高度认可，还反映了农户

对新技术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的信心增强。具体来说，当农户感受到推广主体之间的协作更加紧密、

服务更加专业时，他们对这些推广活动的信任度也会相应提高。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信任程

度在推广一致性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中的作用。

从表 6中回归（1）可以看出，推广一致性越高，农户越信任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方便计算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以上回归均采用OLS模型估计。在确定中介效应显著后，还需要计算中介作用

的效应量，即中介变量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中所起的相对重要性。借鉴已有研究的中介效

表4　推广一致性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

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推广一致性

常数项

控制变量

观测值

R2

替换变量

（1）Logit
0.629***

（0.056）
-2.839**

（0.928）
已控制

995
0.120

（2）OLS
0.120***

（0.010）
-0.063
（0.180）
已控制

995
0.139

替换样本

（3）Logit
0.688***

（0.082）
-2.699**

（1.004）
已控制

897
0.132

（4）OLS
0.130***

（0.015）
-0.036
（0.191）
已控制

897
0.156

表5　区分农户类型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推广一致性水平

N

R2

卡方检验

回归（1）
老龄组农户

0.590***

(0.132)
471

0.118
55.03***

回归（2）
年轻组农户

0.690***

(0.148)
418

0.139
45.94***

73



（总177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应占比计算方法[30]，发现信任程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

重为 0.195，表明推广一致性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

水平的影响 19.5% 是通过信任程度变量的中介作用实现

的，即推广一致性增强了农户的信任，从而促进其采纳农业

绿色生产技术，假说H2得以验证。

此外，通过运用Bootstrap方法来评估中介效应的重要

性，具体结果见表 7。在“推广一致性—信任程度—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采纳”这一路径中，发现中介效应值为 0.0215，
其 95%置信区间为[0.0121, 0.0309]，由于该区间不包括零

点，表明信任度作为中介变量，在推广一致性影响农户采用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样

地，这也证实了信任度在促进农户基于推广一致性而采取特定农业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中介角色。

全文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加快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是推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举措，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协同发力能够有效引

导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本文以 2023年黑龙江、湖

北和广西三省（自治区）995 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

了推广一致性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推广一致

性正向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技术采纳行为。（2）推广一致性水平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

影响在不同的农户群体中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老年组农户，推广一致性水平对年轻

组农户的影响更为显著；（3）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推广一致性通过增强信任程度促进农户采纳农业绿

色生产技术，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9.5%。

基于以上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1）政府应加强多主体推广体系建设，发挥推广一致性对农户

技术采纳行为的促进作用，为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提供更有效的技术支持。一是既要完善

公共农技推广体系，也要在实践操作方面建立交流反馈机制，以准确掌握农户差异化的技术需求，

从而提高技术推广的有效性；二是深入推进农资店推广带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可持续发展。为进

一步发挥农资店推广的作用，应致力于营造有利于农资店发展的环境，譬如通过设置激励措施，激

发农资店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中的主观能动性。三是发挥高推广一致性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

的促进作用。政府既要完善公共农技推广内容，借助公共农技推广保障技术传播效力，也要深入挖

掘农资店推广的作用，不断丰富农资店推广内容，只有当农技站与农资店推广工作高度一致时，才

会增强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信任程度，进而才会更倾向于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2）针对

老龄农户，除了继续加强推广措施之外，还可以辅以更多的激励策略。如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

者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或优惠政策，让老龄农户看到新技术带来的实际好处。同时，还可以结合老

龄农户的实际需求和兴趣点，设计更加贴近他们生活的推广活动和示范项目，让他们亲身体验到

新技术的便捷和实用。（3）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服务质量，增强农户对技术的信任程度。

建议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农资经营主体建立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机构的权威性和专业

机构的技术优势，共同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同时，加强市场监管，规范测土配方肥的生产流通环

节，强化农资市场主体资格审查和经营行为监管，确保农资市场规范有序。通过建立严格的市场

监管机制，有效消除农户对技术应用风险的顾虑，促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

应用。

表6　推广一致性对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 N=995

变量

推广一致性水平

信任程度

常数项

控制变量

R2

（1）信任

程度

0.197***

（0.035）

1.446***

（0.423）
已控制

0.128

（2）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采纳行为

0.095***

（0.014）
0.122***

（0.012）
-0.488***

（0.177）
已控制

0.157

表7　Bootstrap检验结果

抽样
次数

1000
2000
5000

中介
效应

0.0215
0.0215
0.0215

Boot
标准误

0.0050
0.0051
0.0051

置信区间
下限

0.0116
0.0118
0.0121

置信区间
上限

0.0313
0.0315
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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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xtension Consistency on Farmers’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 Case Study of Testing Soil Formula and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LI Xin， LI Wenjing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organizations can effectively guide 
farmers to adopt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ies.Based on 995 farmer survey data from Hei⁃
longjiang， Hubei and Guangxi provinc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extension consis⁃
tency on farmers’ adoption of soil testing and formula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and analyzes its mecha⁃
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ust.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extension 
consistenc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adop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addressing measurement errors through endogeneity treatment； 2） The impact of technol⁃
ogy extension consistency on farmers’ adoption of testing soil formula and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has 
obvious heterogeneity among different farmer groups. Compared with farmers in the elderly group，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extension consistency on young farmers is more significant； 3） Th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when both agricultural supply stores and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tations strongly en⁃
courage the use of gre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indicating a high level of promotion consistency—
farmers exhibit a higher level of trust in the technology，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their likelihood of adopt⁃
ing it. Therefore， improve the coordinated technology extension mechanism， enhance farmers’ trust in 
agricultural testing soil formula and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and develop effective incentive measures 
based on farmers’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able farmers to adopt testing soil for⁃
mula and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technology extension consistency； testing soil formula and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trust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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