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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居民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 
——以湖南紫鹊界梯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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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湖南省紫鹊界当地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 Scheaffer抽样法及二元 Logit模型，对其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的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71.76%的居民支付意愿较高，支付额度的峰值在 1~100元，

居民支付意愿与自身的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认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性别、户籍不

相关，居民不愿意支付的原因有收入低、认为遗产保护是国家的事情、担心资金不能用于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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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agri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A case study of ZiquejieTerrace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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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01 farmers in Ziquejie terrace，this article makes empirical study on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agri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useholds’willingness to 

pay. Data analysis reveals that most respondents (71.76%) have a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is agricultural heritage. Highest 

contribution of willingness to pay mainly concentrates in 100 CNY and the highest average WTP was 70.37 CNY. The 

main reasons of unwillingness to pay are as following: 38.14% of the respondents unwillingness to pay are unable to pay, 

29.90% of the respondents think it is not their business, and 24.74% of them fear the fund can’t be used for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features and WTP shows that educational level, income level and 

cognition degree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WTP; however, age i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WTP, and 

gender, guest source area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WTP. This study promotes rural households’ cogni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value, strengthens their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related 

organizations to plan, manage and protect agri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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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型的遗产类型， 包含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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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价值、遗产价值、美学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

值和游憩价值等多元价值，已引起了国内不同学科

群体的广泛关注。学者广泛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的

界定、特征、认知情况和生态补偿等问题 [1-4]，对

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构成进行了系统分析[5]，

在总结国外成功经验和国内实践探索基础上，从科

学研究、政策推动和管理实践等角度对中国农业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6-8]。从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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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来看，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是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相关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农

业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分析[9]、旅游开发模式
[10-11]、以及旅游适应性评价[12-14]等方面。这些研究

侧重从遗产特征、保护途径和旅游开发等视角探讨

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关注农业文

化遗产发展的外部动力，忽略了农业文化遗产建设

的社区主体。基于当地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

认知程度和支付意愿直接关系到遗产保护和开发

的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笔者以湖南省新化县紫鹊

界梯田稻作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为例，运用 Scheaffer

抽样法及二元 Logit 模型，对当地居民农业文化遗

产保护的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为农

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和政策导向提供可供借鉴

的量化方法和决策依据。 

紫鹊界梯田位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西部山

区的水车镇，介于东经 110°52′~111°00′，北纬

27°28′~27°45′，总面积 51.27 km2，是一种典型的梯

田稻作系统，主要分布于楼下、白水、龙普、石丰、

金龙、老庄、龙湘、正龙、金竹、白源、柳双、长

石、石禾和直乐等 14 个村。2013 年，紫鹊界梯田

入选了中国首批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名录。近年

来，由于紫鹊界梯田核心区人口增加、资源过度使

用，许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正面临着退化甚至消

失的危险，梯田旱化现象严重。据水利部门的初步

估计，2014 年紫鹊界梯田核心区旱化面积已达

106.67 hm2，其保护和开发的可持续性受到前所未

有的威胁和挑战。因此，探讨当地居民对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的感知和支付意愿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研究方法与分析模型 

1. 设计问卷 
问卷由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学历、

收入等)，被调查者对紫鹊界农业文化遗产的基本现
状、价值要素和社会影响的认知情况，支付意愿调

查(包括隐性支付意愿询问和显性支付意愿表达)等
几部分组成。 

2. 确定样本数 
设计问卷之后，利用 Scheaffer抽样法确定本次

调查的样本数[15]： 

2( 1) 1
MN

M δ
=

− +
                  (1) 

式中：N为调查样本数，M为调查区年末总人
口 140万，δ为抽样误差(δ=0.06)。由公式 1可知，
样本数至少应达到 278份。2014年 11～12月课题
组在新化县水车镇进行入户调查。随机抽样入户发

放问卷 350份，收回 350份，剔除无效问卷，得到
有效问卷 301份，有效问卷率达到 86%，具有统计
学上的意义。 

301个样本男女比例分别占 51.49%和 48.51%，
性别覆盖面较好；被调查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26 ~ 
45岁之间，年龄适中，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 50.83%，
此群体对支付意愿的结果将产生重要影响；被调查

者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人数比例达 46.84%；
被调查者的月收入不高，主要集中在 1 001~ 3 000
元之间，占样本总量的 49.17%(表 1)。从整体来看，
调查样本符合正态分布的抽样统计原则，调查样本

涵盖面较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1 调查样本个体特征 
调查指标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155   51.49 

 女 146 48.51 

年龄 16岁及以下   7  2.33 

 17岁～25岁  54 17.94 

 26岁～45岁 153 50.83 

 46岁～60岁  68 22.59 

 60岁及以上  19  6.31 

户籍 农村 253 84.05 

 城镇  48 15.95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41 46.84 

 高中或中专 111     36.87 

 大专或本科  42 13.95 

 本科以上   7  2.33 

收入水平 ≤1 000 119   39.53 

 1 001~2 000  72 23.92 

 2 001~3 000  76 25.25 

 ≥3 001  34 11.30 
 
3. 模型与变量选择 
本研究支付意愿是指人们对农业文化遗产保

护而愿意支付的价格，它是被调查者内心期望与实

际感知的综合结果，不同特征的个体受自身素质影

响，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程度不同，支付意愿的

表达也不相同。以支付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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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模型，被解释变量分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种选择，

故选取二元 Logit模型，其计算公式为[16]： 

0 1 1 2 2 3 3ln( /1 ) n np p x x x xβ β β β β− = + + + + ⋅⋅⋅ ⋅ ⋅ ⋅   (2) 
式中：p 为愿意支付的概率，1-p 为不愿意支付

的概率，β0，β1，β2，…βn表示回归系数，x1, x2, x3,…xn

表示独立变量(影响因子)。 

为了揭示支付意愿与被调查者个体属性特征及

认知程度之间的关系，找出规律性的关联效应，选

取被调查者性别、年龄、收入、学历、户籍及被调

查者的认知程度等 6 个解释变量，对每一个变量进
行赋值，并对变量的影响方向做出初步判断(表 2)。 

表 2  变量及其描述 

变量 赋值 样本均值 预期方向 

性别 男=1 女=2 1.49 不确定 

年龄(岁) (-，16] = 1 ；(16,25] = 2； (25,45] = 3；(5,60] = 4； (60,-) =5 3.13 -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1；高中、中专=2；专、本科=3；本科以上=4 1.72 + 

个人月收入(元)       (-，1000] =1； (1000,2000] = 2；(2000,3000] = 3； (3000,-)= 4 2.08 + 

户籍                  农村户口=1；城市户口 = 2       1.16 + 

认知程度              完全不了解=1； 不了解 = 2；了解=3；非常了解=4 2.54 + 
 

三、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1．样本农户支付意愿 
在301份有效问卷中，有215个被调查者明确表

示愿意支付(WTP)，支付意愿较强烈，占有效问卷的
71.43%，另外有86个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意支付，占
有效问卷的28.57%；被调查者愿意支付的额度主要
集中在1~100元区，占有效问卷的51.83%，200元以
上的支付区间仅有16人(表3)。从统计学角度来看，
随着支付金额的提升，支付的频率会越低；从支付

的额度来看，被调查者愿意支付的金额区间相对集

中，这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水平相吻合。 

表 3 样本农户支付意愿统计 

WTP区间(元) 样本个数 占比/% 

0  86  28.57 

1～50  95  31.56 

51～100  61  20.27 

101～200  43  14.28 

200以上  16   5.32 

总计 301 100.00 
 
利用 SPSS 统计软件进一步对 215 份有支付意

愿的被调查者支付额度的分布频率和累计频率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被调查者支付额度的偏度

系数为 1.006，分布为右偏，峰度系数为 0.130，比
正态分布要陡峭；从支付额度频率来看，愿意支付

100元的样本数最多，占总数的 16.28%，其次为 10
元和 200 元，分别占 13.02%和 13.45%；从支付额
度走势来看，被调查者支付额度出现了三个明显的

峰值，分别为 10元区、100区和 200元区，其他区
段频率较低，整体走势呈现一个“M”形态；从累
计频率来看，100 元以下的支付额度对累计频率贡
献最大，其中，5、10、50 和 100 元区段贡献率较
突出；从支付额度的平均值来看，根据中位数取值

法，2014年被调查者支付额度中位累计频率最接近
50%的是 49.83%和 54.48%(图 1)，即对应的支付额
度分别为 70元和 80元，经过线性插值法得到中位
数值为 70.37，可以认为 70.37元是样本区平均支付
意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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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样本支付额度的相对频率和累计频率 
  
对 86 份有“不愿意支付”的问卷进行原因统

计分析(图 2)，可知 38.14%的被调查者认为本身收
入有限，无能力支付，这与新化县整体收入水平不

高，被调查者收入较低的事实相吻合。24.74%的被
调查者因担心支付的费用不能用到农业文化遗产

的保护上，选择了不愿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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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愿意支付的主要原因 

2．当地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 SPSS19.0 软件对 301 份有效问卷数据进

行 Logit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模型 HLT统计量的
p 值(显著性)为 0.557＞0.05，说明其统计性不显著，
接受观察数据和预测数据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的零

假设，同时－2LL(-2 Log Likelihood)值为272.636(表
4)，表明该模型总体拟合度较好，分析结果可靠度
较高。 

表 4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B S.E. Wald df sig. Exp(β)

性别 -0.404 0.315 1.641 1 0.200 0.668

年龄 -0.673 0.197 11.636 1 0.001* 0.510

受教育程度 0.711 0.293  5.873 1 0.015** 2.036

收入水平 0.570 0.184  9.590 1 0.002* 1.768

户籍 0.353 0.551  0.410 1 0.522 1.423

认知程度 0.253 0.119  4.485 1 0.034** 1.287

常数项 0.606 1.167  0.270 1 0.603 1.834

注：Nagelkerke R2=0.362(p<0.001), Chi-square=6.633(p>0.05)；*、 **

分别表示在 1%、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由表 4可知，被调查者支付意愿与自身的年龄、

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认知程度在 5%的统计检
验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与预期判断方向一致。

其中，被调查者年龄与支付意愿呈现负相关，其回

归系数为负，说明被调查者随着年龄的增加，其支

付意愿会下降。而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

和认知程度则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其回归系数为

正，表明随着被调查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可支配收

入的增加以及认知程度的加深其支付意愿会上升，

这与实地调研的结论一致。年龄大的居民对农业文

化遗产的价值内涵整体认知程度较低，认为不值得

花钱保护；而年龄相对偏小的居民则意识到农业文

化遗产将带来种种福利，表示愿意支付一定的资金

保护现有梯田。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已经意识到了

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有较高的支

付意愿，家庭收入高的居民支付意愿越强烈，同时，

不愿意支付的居民中 24.74%的是因为担心资金用

不到实处而表示不愿意支付，这说明被调查者对政

府还存在不信任感，反映了农村地区干群之间沟通

不够，缺乏相互信任。这些未知的风险影响了他们

支付的热情，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带来了

不少阻力。 
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认知程度是决定

支付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认知程度越高，支付意

愿越强烈。但访谈结果也显示部分村民尽管对农业

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较了解，却不愿意支

付，29.90%的被调查者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属于国家
资产，其保护应该由政府或者旅游企业支付，表明

人们倾向于认为遗产类的环境物品的管理是政府

的义务，应该由政府出资金保护。调查结果也显示

被调查者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普遍持肯定态度。

从公共物品理论角度来看，紫鹊界梯田农业文化遗

产属于公共资源，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特征，正因为如此，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才是此类物

品天然的保护者和出资者，个人不应支付资金。同

时，从表 4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支付意愿与性别、
户籍在 5%的统计检验水平上不显著，说明农户的
支付意愿受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的影响较小。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 301 份有效问卷数据为基础，对紫鹊

界梯田区居民的农业文业遗产的保护的支付意愿及

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被调查者

支付意愿较高，支付额度的峰值集中在 1~100 元，

最大平均支付意愿为 70.37元。2)被调查者拒绝支付

的原因在于：一是收入低，无能力支付，二是认为

紫鹊界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国家和企业的事

情，与自己无关，三是担心资金不能真正用于农业

文化遗产保护而拒绝支付。3)通过二元 Logit模型估

算，发现被调查者支付意愿与自身的年龄显著负相

关，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认知程度显著正相

关，与性别、户籍在 5%的统计检验水平上相关性不

显著。这说明被调查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

水平和认知程度等是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

而性别和户籍对其支付意愿影响较小。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型的遗产类型，具有较

强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现实问题是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认知程度普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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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特别是核心区以外的居民对此更是知之甚少。

只有认清农业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居民才能真正

理解并认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价值。因此，必须

从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政策支持、经济效应

和后期福利等视角，大力宣传农业文化遗产的现代

价值，让当地居民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切

身体会到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社会经济利益，防止

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务虚化”。同时，从显性的

使用价值和隐形的非使用价值两个维度重新构建

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在文化创意产品中实现

两种价值的高度整合，凸显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完

整性和增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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