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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及行为理论模型，以湖南省4个市（州）331份农户微观
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均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对利用行为也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感知（提高自身技能的认知）会正向作用于其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认知和评
价，进而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化利用的意愿。乡邻、村委会和村干部支持是影响农户主观判断的重要因素，秸秆资源
化利用配套设施是农户知觉行为的关键因素，主动宣传秸秆资源化利用是农户利用行为的最终结果。

 一、问题的提出

 秸秆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副产品和农业生物质资源，具有巨大的潜在利用价值。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畜禽粪污、秸秆、农膜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我国是农业大国，每年产生的农作物秸秆超过
9亿吨，早在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提出加快解决由于秸秆废
弃和违规焚烧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截止到2019年8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4%。湖南省作为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是宝贵的可再生资源。据统计，
2017年湖南省秸秆资源总量约为4779.5万吨，全省全年秸秆实际利用量为2293.96万吨，综合利用率为67%。2018年湖南
省秸秆综合利用率为74%，与十三五规划确定2020年达到85%的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实践中，由于劳动力机会成
本提高、畜牧业与种植业逐渐分离、秸秆利用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许多农民不愿对作物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随意丢
弃等现象仍然会在未来一段时期长期存在[1]。提升农户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和行为，成为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关键
。

 诸多学者就秸秆资源化利用问题展开了研究。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
于秸秆资源数量估算及利用潜力的研究。毕于运等[2]对中国秸秆资源数量进行了估算；崔蜜蜜[3]基于资源密度视角
对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潜力进行了测算与市场评估；孙建飞[4]基于可收集的秸秆资源量进行了估算和潜力分析。二
是关于秸秆资源化利用路径与方式的研究。当前国内秸秆利用模式可概括为能源化、肥料化、饲料化、基质化、原料
化等，推广秸秆“五料化”利用技术可加快秸秆的应用发展进程[5-7]。三是关于秸秆资源化利用效益的研究。张兵
等[8]运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了江苏省秸秆类农业生物质能源分布及其利用的效益。王惠等[9]运用货币价值折算方
法对秸秆生物发酵饲料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进行了探讨。四是关于秸秆资源化利用宏微观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宏
观方面主要包括农户秸秆处置方式、交易费用、市场环境、农业政策、技术支持、秸秆产业发展状况[10-12]等，微观
层面主要包括农户个人和家庭特征、种植规模、个人认知、秸秆资源化利用受偿意愿与支付意愿[13-15]等，它们是影
响农户秸秆焚烧、还田、出售、资源化利用行为的重要因素[16-19]。

 总的来看，学界对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研究较多，对中西部地区的研究较少；对秸秆资源化利用
技术的研究较多，对微观实践主体农户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行为的研究较少。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和行为受
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和环境都在变化，对中部地区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和行为进行
更加深入的探讨十分必要。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发生取决于个体认知和意愿强弱，适用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
框架。基于此，笔者拟借鉴已有研究，采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和湖南省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户秸秆资源
化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选择

 计划行为理论（TPB）是Ajzen于1975年首先提出[20]，该理论由于能较好地解释及预测人类行为，因此运用广泛。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的行为取决于行为意愿，而行为意愿又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综合影响，
行为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越严格、知觉行为控制越强，行为意愿就越强，反之就越弱。基于已有理论和文献，对于
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作以下分析及假设：

 行为态度是指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认知及所持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它是农户产生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的前提
。态度上的赞同容易产生积极的利用意愿，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态度为正时，会产生积极的利用意愿，反之则形
成消极的利用意愿。田波、韦佳培等研究表明，行为态度对农户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和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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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行为态度越积极，意愿就越强烈，参与行为越积极[21-22]。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农户的行为态度对秸秆资
源化利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主观规范是指农户在选择执行或不执行秸秆资源利用行为时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反映着身边重要的人或组织等外
部压力对农户利用意愿的影响大小。对于农户来说，其利用行为会受到家庭和周围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家政策
支持与相关激励或规章制度约束的影响。候晶等对农户的订单农业参与行为研究发现，周围人群的意见对农户的参与
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23]；MerweRV和HeerdenGV对农户的安全生产意愿研究表明，社会舆论等对农户行为具有显著
的影响作用[24]。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2：农户的主观规范对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知觉行为控制即为农户执行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时所能感受到的可控程度。李傲群和李学婷[25]的研究表明，农户
对个人能力的认知程度、对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关注度以及政府的补助、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等，都会影响农户农业
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意愿与行为。此外，宾幕容等[26]研究发现，农户的经济能力及其技能等也是影响农户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3：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对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和行
为具有正向影响。

 农户秸秆资源利用意愿是指农户在现有条件下或未来是否有愿意付出时间和努力来实施秸秆资源利用行为的程度，
农户秸秆资源利用意愿越强，最终执行秸秆资源利用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农户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是指农户通过
参与秸秆制成饲料、肥料、栽培食用菌等方式来实现预期利益目标的活动。这既是市场机制自发对资源重新配置的过
程，也是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评价与对外界环境的主观知觉共同影响的结果。农户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
受到秸秆资源利用意愿的影响，而意愿又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利用意愿三者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说H4
：农户的利用意愿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理论和研究假说的结构关系，本文构建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模型（图1）。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及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
变量之间关系的统计方法。它整合了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同时可检验模型中的显变量、潜变量和误差
变量的关系，从而捕捉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和总效果。该模型通常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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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

 为了保证微观调查数据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同时考虑湖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秸秆资源化利用状况、样本农村与
中心城区的距离，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按照市、县、乡或村、农户四个层次获得样本数据，共抽取湖南
省4个市（郴州、常德、怀化、长沙）、8个乡镇、16个村的400个农户为研究样本。课题组成员对农户进行入户调查
，并填写了调查问卷。累计发放问卷400份，剔除无效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31份，问卷有效率为82.75%。其中，常德
受访农户82户，长沙85户，郴州76户，怀化88户。被调查对象的描述特征见表1。

 本文基于TPB理论模型进行量表设计，即5个潜变量行为态度（attitude，简写“AT”)、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简写“SN”)、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简写“PBC”)、利用意愿（willingness to
use，简写“UW”)、利用行为（utilization behavior，简写“UB”），每个潜变量设置若干可观测变量，采用李克特
五级量表赋值，值越大代表被调查对象对此项叙述越赞同。量表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统计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标
准差均大于1，表明被调查对象对每个问题的认知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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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1．信度检验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运用SPSS22.0软件对样本数据集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所示，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14，表明样本内部一致性很高，且五个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
0.8，表明调研得到的数据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KMO值为0.914，表示样本各变量之间相关性非常强。P值在1%水
平下显著，通过Bartle球形度检验，说明样本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剔除旋转后小因子，公因子数为1个，且因子载荷
及方差贡献率均超过0.7，说明假设模型各维度结构合理。总之，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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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分析

 通过Amos24.0软件，可以得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表4可以直观地看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越接近1影响越大，越近于0影响越小；当自变量为零时，
说明两者不相互影响。当自变量对因变量没有直接影响时，那么总效应为零，如果存在间接效应，那么自变量通过间
接效应会产生总的影响效应。

 3．模型修正及指标适配度检验

 运用Amos24.0软件，可以得出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对照指标适配度的参考值，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指标值拟
合情况如表5所示。

 修正后的指标适配度都通过了参考值。模型修正后的卡方自由度比（χ2/df）为1.014，根据方杰、荣泰生等[27,28]
的观点，当卡方自由度比小于2时，表明拟合度很理想。其余统计检验量都通过参考值的阈值，模型比较理想。

 4．结果分析

 运用Amos24.0软件中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初始模型，然后对模型进行修正后得到最终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计算
结果给出了变量估计系数，如表6所示。所有变量的P值在5%水平下显著。同时，可观测到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
这与以往的研究类似，也符合传统计划行为理论解释框架。再者，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显示，农户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意
愿对其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1.126），表明农户的参与意向越强烈，农户实
际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发生的概率就越高。这一结论与李傲群和李学婷[23]在研究农户对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意
愿及其利用行为时得出的结论一致。进一步说明，本次实地微观数据得到的结果是正确的。由此，研究假设H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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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6给出的模型的估计系数表中，计划行为理论中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这3个潜变量均对农户的
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291、0.258和0.25），且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也通
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假设检验，表明农户的行为态度越主动、主观规范越完善、知觉行为控制越强烈，则农户参
与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意向越强，行为决策发生的概率越大。这与田波和王雅鹏等[21]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研究假
设H1、H2、H3均成立。

 根据测量模型的结果，本研究的潜变量和可测变量间的关系可归纳如下：

 1)行为态度潜变量中最显著的特征因素是“认为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能够提高自己的技能”(AT2标准化系数为1.
087)，表明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在技术方面的感知会正向作用于其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认知和评价，进而影响
农户对秸秆资源化的利用意愿。一方面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是一项相对复杂的技术，对于农户而言，参加秸秆资源化利
用如果能够提高秸秆利用技术，那么就会增加农户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意愿。另一方面，农户获得了秸秆资源化利用
技术，那么必然会给自己带来收益。

 2)主观规范潜变量中最显著的因素是“乡邻支持自己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SN2标准化系数为1.013)。其次，是
“村委会和村干部支持自己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SN5标准化系数为0.89)。乡邻对农户主观规范影响显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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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当前农村存在集体行动特征，乡邻的行为对农户的主观规范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乡邻都普遍实施秸秆资源化
利用，那么必然影响农户的主观规范。村委会和村干部对农户主观规范影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我国是以村集体为基
本的治理体系，村干部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作用仍然不可忽略。所以村干部和村委是否支持农户，对农户的主观认知
具有重要影响。

 3)知觉行为控制潜变量中最显著的因素是“认为相关的配套设施（如秸秆还田的配套机械）便于秸秆资源利用”(P
BC5标准化系数为1.064)。不难理解，秸秆资源化利用需要必要的配套设施，如粉碎机等，这些设备的配备是否完备
直接影响到农户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如果没有完备的秸秆资源化利用设备，那么必然会影响农
户的知觉行为控制。

 4)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潜变量中最显著的因素是“愿意从现在开始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上投入资金”(UW2标准
化系数为0.927)、“愿意从现在开始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上投入劳动力”(UW3标准化系数为0.842)。原因是秸秆资源化
利用的前提是需要前期投入，然后才有回报，而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几乎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前提。所以资金和劳动力的
投入多少就影响着农户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

 5)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潜变量中最显著的因素是“会主动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UB2标准化系数为1.109)、其
次是“会主动向他人宣传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UB3标准化系数为1.047)。不难理解，农户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
受到利用意愿的影响。而意愿的强弱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理论上意愿会影响行为的发生，但不能决定行为的发生
。所以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发生，要求农户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农户的行为会影响其他农户的决策，同时农户
作为社会人，有向他人宣传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倾向。

 综上，本研究假设全部得到验证。说明本文构建的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及行为理论模型是正确的，实证的结果
也符合农户实际情况。

 五、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农户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对其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农户的行为态度越主动
、主观规范越完善、知觉行为控制越强烈，则农户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意向越强，行为决策发生的概率越大。不可
忽视的是可测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在技术方面的感知会正向作用于其对秸秆资源化利用
的认知和评价，进而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乡邻、村委会和村干部支持是影响农户主观判断的重要因素，秸
秆资源化利用配套设施（配套机械）是农户知觉行为的关键因素，主动宣传秸秆资源化利用是农户利用行为的最终结
果。

 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促进农户的秸秆资源化利用具有如下启示：一是应进一步改变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认知水平
，改善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态度。通过宣传实施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好处和成功经验，提高农户对秸秆资源化
利用的认知水平，从而达到改善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态度。二是应重视村集体在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中的作
用。在以村集体为单元的农村治理体系中，村委会、村干部的支持力度会间接影响农户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和决策
行为。因此，村集体要发挥积极作用，支持农户大胆尝试秸秆资源化利用。三是应加强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创新与推
广，让农户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力加强。按照农户需求进行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并通过培训的方式推广秸秆资源
化利用技术，让不同种植结构的农户都能利用秸秆资源化技术，从而实现秸秆资源化的良性循环，实现生态农业。四
是应完善政府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激励机制，提升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针对农户制定合理的财政补贴政策及配
套的优惠措施，并及时发放、减少发放的中间环节，保证农户的根本利益，来提升农户参与行为的积极性。五是应保
障农村金融服务，为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提供稳定的资金投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农村金融系统风险的发生率会加
大。政府要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保障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资金的安全，从而提升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的
行为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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