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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技术、农户、渠道和环境四个方面综述关于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用影响

因素现有文献，发现：缺乏对绿色农业技术属性与农户采用之间关系的实证检

验，对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绿色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有待进行实证

检验，互联网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机理与效应探索不足，政策对农

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用的效果有待进一步分析检验。未来可在这些方面加强探

索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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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强调，要以绿色为导向，提高农业质

量效益和增强农业竞争力。发展绿色农业必须

依赖现代农业技术，特别是绿色农业技术。本

文拟在疏理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研

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有关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

用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推动该问题的深入

研究，为推动绿色农业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技术因素与农户绿色农业技术

采用

　　１．技术本身属性

技术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是农户采用的充

分条件［１］。某一技术越容易掌握与操作，农户

采用意愿也就越强烈［２］。技术复杂性对采用技

术有负面影响，低复杂性会导致更高的采用率，

而高复杂性会提高拒绝率［３］。兼容性和采用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新技术与个人

需求相符，不确定性将减少，采用率将增加［４］。

２．技术认知属性

农户对技术属性的认知与采用结果直接相

关。农户行为决策受到他们识别事物和环境能

力的影响，农户是否采用新技术与其对技术的

认知程度密切相关［５］。对转基因技术认知程度

越大，采用该技术的可能性和比例就越大［６］；对

技术的内在认知对新技术的采用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７］；农户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

性对农户采用意愿有正向影响［８］。

由此可知，现有文献对绿色农业技术属性

或技术认知与农户采用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

绿色农业技术不同属性与农户采用之间的关系

和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状况及对技术采

用的影响均有待检验。

　　二、农户因素与农户绿色农业技术

采用

　　１．农户自身因素

农户性别对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存在争

议。受社会文化价值观和规范的影响，男性是

家庭经营的主要决策者，比女性更容易获得和

控制生产资源，更愿意采用新技术［９］。Ｆ．Ｍ．

Ｗｅｋｅｓａｈ等［１０］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发

现由于保护性农业技术增加了妇女的工作量，

男性的新技术采用率要高于女性。一些学者持

有相反观点，如余威震等［１１］指出，与女性相比，

男性行为决策更为慎重理性，即使有采用有机

肥技术的意愿，在考虑技术可行性等因素后，采

用的概率也会降低。

农户年龄对技术采用行为有一定影响。年

龄大的农户倾向于沿用先前经验，对新技术采

用的积极性较低，而年轻农户倾向于采用新技

术［１２］。但也有学者持有不同意见，认为随着农

户年纪越来越大，经验越来越丰富，相比年轻人

更能评估这些信息并做出反应，更愿意采用新

技术［１３］。

农户受教育水平与技术采用行为之间显著

正相关。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与

其技术采用行为呈现正相关关系［１４］。极少数研

究者认为，农户受教育水平和技术采用行为之间

是负相关的［１５］；或者认为拥有低学历和高学历

的人比中等学历的人更愿意采用新技术［１６］。

２．农户家庭经营因素

收入水平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有积极影

响。充足的资金可以确保生产者在没有资金条

件限制的情况下尝试新技术，农户收入水平越

高，采用农业新技术的热情就越高［１７］。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对技术采用行

为有积极影响。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越

大，对农业生产的专注度就越高，采用新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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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就越强［１８］。

家庭人数或劳动力数对技术采用行为产生

积极影响。家庭规模决定技术采用过程，规模

越大的家庭就越有能力放松引入新技术所需的

劳动力限制［１９］。拥有较大的家庭规模或者较低

的儿童抚养率，更容易采用现代技术［２０］。由于

部分农业技术属于劳动密集型技术，需要较多劳

动投入，家庭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用新技术［２１］。

耕地规模对技术采用行为有积极影响。耕

地面积较大的农户更愿意采用新技术［２２］。

　　三、渠道因素与农户绿色农业技术

采用

　　１．农技推广渠道

农技推广在现代农业发展中是政府引导农

户技术采用行为的重要措施，是解决农业科研

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农

户获取技术信息的主渠道［２１］。政府技术推广

可以节约农户生产成本、扩大技术传播范围、提

高技术传播速率、促进农户技术采用和转化，进

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２３］。

培训可以显著提高技术采用率。技术培训

有利于提高农户对技术属性的认知水平，从而

促进其对新技术的采用［２４］。技术培训频率的

提高将深化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从而

影响农户的绿色农业生产技术采用行为［１４］。

２．经济组织渠道

加入合作社有助于农户技术采用。合作社

可以发挥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和联合生产的作用，

是否加入合作社将影响农户农业技术采用［２５］。

合作社特征对农户技术采用有一定影响。

合作社规模越大，资源和经济基础越雄厚，农户

技术采用的风险越小，越有利于农户采用绿色

技术；农户对合作社地位的评价越高，信任程度

越高，对于合作社提供的新农业技术越信任，越

有助于技术采用；合作社越有凝聚力，农户对合

作社的评价越高，越愿意采用合作社鼓励采用

的新技术；合作社管理者能力越强，农户越相信

合作社可以赢得更高的地位，越有助于技术采

用［２６］。合作社成员身份与农户技术采用行为

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异质性的合作社成员更

有助于技术采用［２７］。

３．其他渠道

在互联网背景下，农户可以在互联网上获

得各种与农业技术相关的信息，从而决定是否

采用农业技术［２８］。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在农村

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基于农业大学的“试验

站”技术推广方式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得到了

政府支持及农户的配合，形成“产学研”三位一

体的推广效果，增强了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２９］。

尽管关于渠道与农户技术采用之间的关系

研究较多，但关于扩散渠道选择与农户绿色农

业技术采用的实证研究较少，缺乏对不同渠道

下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用效果的比较研究，特

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移动互联网

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机理与效果还

有待探索与实证检验。

　　四、环境因素与农户绿色农业技术

采用

　　１．政策支持

政府补贴有助于农户新技术采用。农户采

用新技术往往意味着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投入

和一定的生产风险，这些成本与风险需要一定

的补贴予以激励［３０］。政府补贴对农户低碳技

术采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３１］。农户同时采

用多种不同技术会降低风险溢价水平，而技术

购买会增加经营风险，政府补贴有助于降低其

经营风险［３２］。虽然政府补贴是必要的，但并不

能确保农户继续采用技术，因此补贴不是农户采

用绿色农业技术的充分条件。

农户能够感知到的、来源于政府的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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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支持对农户最终决定是否采用新技术发挥着

重要作用［３３］。推广服务、信贷服务、培训服务

与大多数实践的采用率和强度均呈显著正相

关。信贷服务可以刺激技术的采用［３４］。通过

放宽流动性约束，农户比较容易地获得信贷支

持，有助于提高家庭风险承担能力，提高对新技

术的采用率［３５］。

２．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对技术采用有积极的影响。社会

网络是获取技术创新信息的有效渠道，能够帮

助农户了解和掌握技术的价格、功能等信息，有

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成本，增强农户采

用新技术的意愿［３６］。社会网络也是农户交流

学习的场所，在采用新技术之后，农户仍然需要

学习相关的知识以提高技术使用绩效。社会网

络不仅能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也能降低技术

学习的成本［３５］。

同质性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户技术采用。同

质性社会网络是指农户与家人、亲戚朋友、邻居

和其他熟人之间的关系网络［３７］。异质性社会

网络是指农户与农技推广员、农业专家、合作

社、龙头企业等专业人士或机构间的关系网络。

多数学者认为同质性社会网络可有效促进农户

对新技术的采用，而异质性社会网络在促进农

户技术采用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３８］。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目前关于农户技术采

用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丰富，但针对绿色农业

技术采用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在技术属性、

农户特征、渠道、环境等方面较少针对绿色农业

技术的实证检验。具体说来，一是在技术属性

方面，较少探究作为系统的绿色农业技术与农

户采用之间的关系；二是在农户特征方面，在研

究对象上仍然集中于传统的个体农户，较少针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征与对绿色农业技术采

用的实证研究；三是在采用渠道方面，一方面较

少检验政府推广与经济组织对农户绿色农业技

术采用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对互联网渠道影

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用的机理与效应缺乏分

析；四是在环境因素方面，政策对农户绿色农业

技术采用的效果有待验证，同时虚拟社会网络

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机理与效应也

有待深入分析。

从动态发展看，目前国内学者对农业技术

采用的研究大多还是一种较为单一的静态分

析，未将农业技术采用视作一个动态的变化过

程或者多阶段的过程进行分析。农户在采用农

业技术时往往存在有试采用、采用决策、技术学

习与提升等行为，而已有研究大多忽视了农户

在技术采用中的学习行为。此外，对同一影响

因素在不同阶段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

异，目前学者在农户个体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方

面较为简单，所选取的影响因素差异性不大，可

能忽视了重要变量对农户行为的影响作用。

在当前绿色农业发展方兴未艾、互联网应

用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有关农户绿色农业技术

采用的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一是将绿色农业技术系统集成化，探讨作为技

术包的绿色农业技术属性，检验这一技术属性

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二是将研究对象聚焦

于新型经营主体，分析不同类别经营主体采用

绿色农业技术的意愿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三

是检验当前一系列绿色农业发展政策对农户绿

色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指出未来政策调控的

着力点；四是将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用置于互

联网背景下，分析互联网渠道、虚拟网络对农户

绿色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五是针对某一类绿

色农业技术进行持续观察探索，总结农户绿色农

业技术采用决策动态过程、效果及其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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