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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张珺，石欣 

（湖南农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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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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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behavio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raw utilization of farmers 

ZHANG Jun, SHI Xin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farm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to use straw as resourc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31 farmers in four cities (autonomous prefectures) of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behavior of farmers' using straw as resour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havior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ptual 
behavior contro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use straw, and the willingness to use straw 
also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use behavior. Farmers’ perception of straw resource utilization behavior 
(cognition of improving their skills) will positively affect their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of straw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then affect farmers' willingness to use straw resource. The support of township neighbors, village committees, and village 
cadre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ubjective judgment of farmers. Straw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is a key factor for farmers' perceived behavior. Active promotion of straw resource utilization is the final result 
of farmers'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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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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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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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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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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rwe R V 和

Heerden G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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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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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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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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η η ξ ζΓ                      （1） 

yy η ε= Λ +                        
（2） 

xx ξ δ= Λ +                        （3） 

式（1）为结构模型，用来界定潜在自变量与

潜在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η 表示内生潜变量；ξ
表示外生潜变量。式（2）和式（3）为测量模型，

用来界定潜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x 表

示外生潜变量； y 表示内生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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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样本数据特征 
类型 变量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 
类型 变量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 
户主特征 性别 男 253 76.44 家庭特征 耕地面积/亩 ≤3  99 29.88 

女  78 23.56 （3，6] 125 37.79 
年龄 ≤30  50 15.22 （6，9]  92 27.66 

31～45 岁  86 26.00 ＞9  15  4.67 

46～60 岁 151 45.49 从事农业的劳动人数/人 ≤2 215 64.95 

＞60 岁  44 13.29 3～5  59 17.82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87 26.28 ＞5  57 17.22 
初中  99 29.91 家中有村干部或党员 有  37 11.18 

高中 122 36.86 无 294 88.82 

大专及以上  23  6.95 家庭人均年收入/万元 ≤2  53 16.01 

兼业情况 纯农户  70 11.05 （2，3] 122 36.86 

兼业务农 157 67.43 （3，4]  98 29.58 

其他 104 21.52 ＞4  58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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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觉行为

 

主观规范 利用行为 

行为态度 

利用意愿 

H1 
H4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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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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潜变量 代码 测量题项 均值 标准差 

行为态度(AT) AT1 认为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能够给自己带来经济收入 3.073 1.006 
 AT2 认为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能够提高自己的技能 3.124 1.141 
 AT3 认为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能够改善生态环境 3.139 1.038 
 AT4 很了解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含义和政策 3.015 1.031 
主观规范(SN) SN1 朋友支持自己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 3.520 1.194 
 SN2 乡邻支持自己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 3.710 1.079 
 SN3 有关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报道鼓励自己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 3.695 1.045 
 SN4 家人支持自己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 3.420 1.287 
 SN5 村委会和村干部支持自己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 3.574 1.192 
知觉行为控制(PBC) PBC1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秸秆资源化利用 3.671 1.080 
 PBC2 认为相关技术经验会影响自己对秸秆资源的利用 3.565 1.213 
 PBC3 有进行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经济条件 3.541 1.181 
 PBC4 认为是否进行秸秆资源化利用通常取决于自己 3.668 1.058 
 PBC5 认为相关的配套设施(如秸秆还田的配套机械)便于秸秆资源化利用 3.616 1.152 
 PBC6 有能力去学习和使用秸秆资源化技术 3.520 1.176 
利用意愿(UW) UW1 愿意从现在开始进行秸秆资源化利用 3.411 1.090 
 UW2 愿意从现在开始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上投入资金 3.299 1.035 
 UW3 愿意从现在开始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上投入劳动力 3.284 0.971 
利用行为(UB) UB1 会阻止他人对秸秆焚烧或抛弃 3.378 1.218 
 UB2 会主动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 3.366 1.313 

 UB3 会主动向他人宣传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 3.384 1.248 
 UB4 会主动学习秸秆资源化利用技能和知识 3.495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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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潜变量 测量题项 Cronbach's α 公因子数 因子共同成分 累计方差(%) 效度 

行为态度(AT) AT1 0.896 1 0.829 21.326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0.914 

Bartlett 的球形度近似卡方为

4818.284,df=231,P 值=0.000 

 AT2   0.859  
 AT3   0.830  
 AT4   0.825  
主观规范(SN) SN1 0.900 1 0.852 38.754 
 SN2   0.780  
 SN3   0.791  
 SN4   0.819  
 SN5   0.860  
知觉行为控制(PBC) PBC1 0.937 1 0.799 51.193 
 PBC2   0.862  
 PBC3   0.862  
 PBC4   0.816  
 PBC5   0.886  
 PBC6   0.851  
利用意愿(UW) UW1 0.816 1 0.772 66.677 
 UW2   0.780  
 UW3   0.783  
利用行为(UB) UB1 0.882 1 0.772 75.073 

 UB2   0.836  
 UB3   0.807  
 UB4   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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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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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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 

因变量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PBC SN AT UW UB PBC SN AT UW UB PBC SN AT UW UB 
UW 0.285 0.313 0.286 0 0 0.285 0.313 0.286 0 0 0 0 0 0 0 
UB 0.284 0.312 0.285 0.997 0 0 0 0 0.997 0 0.284 0.312 0.285 0 0 
UB1 0.222 0.245 0.223 0.781 0.783 0 0 0 0 0.783 0.222 0.245 0.223 0.781 0 
UB2 0.232 0.256 0.233 0.817 0.82 0 0 0 0 0.82 0.232 0.256 0.233 0.817 0 
UW1 0.213 0.235 0.214 0.75 0 0 0 0 0.75 0 0.213 0.235 0.214 0 0 
UW2 0.22 0.243 0.221 0.774 0 0 0 0 0.774 0 0.22 0.243 0.221 0 0 
PBC1 0.226 0.248 0.227 0.793 0 0 0 0 0.793 0 0.226 0.248 0.227 0 0 
PBC2 0.774 0 0 0 0 0.774 0 0 0 0 0 0 0 0 0 
SN1 0.838 0 0 0 0 0.838 0 0 0 0 0 0 0 0 0 
SN2 0 0.782 0 0 0 0 0.782 0 0 0 0 0 0 0 0 
AT1 0 0.88 0 0 0 0 0.88 0 0 0 0 0 0 0 0 
AT2 0 0 0.829 0 0 0 0 0.829 0 0 0 0 0 0 0 

注：受篇幅所限，可观测变量至多报告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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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模型的配适度检验结果 
统计检验量 指标含义 初始指标值 修正指标 参考值 结果 

χ2/df χ2 自由度比 1.339 1.014 ＜2.00 理想 

GFI 拟合优度指数 0.931 0.949 >0.90 理想 

RMSEA 近适误差均方根 0.032 0.007 <0.05 理想 

TLI 塔克—刘易斯指数 0.983 0.999 >0.90 理想 

NFI 规范拟合指数 0.945 0.959 >0.90 理想 

IFI 增量拟合指数 0.986 0.999 >0.90 理想 

CFI 比较拟合度指数 0.985 0.999 >0.90 理想 

RFI 相对拟合度指数 0.937 0.953 >0.90 理想 

RMR 均方根残差指数 0.085 0.048 <0.05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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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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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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模型的估计系数表 
路径 Estimate(标准化系数) S.E. (标准误差) C.R.(临界值) P 值 

AT <--> SN 0.24 0.057 4.235 *** 

SN <--> PBC 0.186 0.063 2.948 *** 

AT <--> PBC 0.286 0.054 5.257 *** 

UW <--- AT 0.291 0.051 5.723 *** 

UW <--- SN 0.258 0.04 6.501 *** 

UW <--- PBC 0.25 0.042 5.901 *** 

UB <--- UW 1.126 0.132 8.535 *** 

AT1 <--- AT 1 - - - 

AT2 <--- AT 1.087 0.064 17.099 *** 

AT3 <--- AT 1.012 0.057 17.677 *** 

AT4 <--- AT 1.007 0.057 17.703 *** 

SN1 <--- SN 1 - - - 

SN2 <--- SN 1.013 0.053 18.967 *** 

SN3 <--- SN 0.779 0.045 17.354 *** 

SN4 <--- SN 0.773 0.047 16.306 *** 

SN5 <--- SN 0.89 0.051 17.36 *** 

PBC1 <--- PBC 1 - - - 

PBC2 <--- PBC 1.058 0.052 20.507 *** 

PBC3 <--- PBC 0.858 0.05 17.261 *** 

PBC4 <--- PBC 1.02 0.047 21.517 *** 

PBC5 <--- PBC 1.064 0.056 18.988 *** 

PBC6 <--- PBC 0.848 0.052 16.463 *** 

UW1 <--- UW 1 - - - 

UW2 <--- UW 0.927 0.07 13.202 *** 

UW3 <--- UW 0.842 0.065 12.872 *** 

UB1 <--- UB 1 - - - 

UB2 <--- UB 1.109 0.069 16.174 *** 

UB3 <--- UB 1.047 0.065 16.044 *** 

UB4 <--- UB 0.919 0.06 15.199 ***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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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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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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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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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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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