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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01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的果园行间利用仍然
以清耕为主，据文献统计，人工种草及种植
绿肥仅有3%，自然生草占26%。

果园耕地地力下降、土地生态退化、
果树发病率高、果品品质下降，
“化肥果”缺乏市场竞争问题突出

发 展 果 园
绿 肥 种 植
技 术 模 式
成 为 改 善
果 园 生 态
环 境 的 关
键。

对于果农的生态补偿标准，农

户的受偿意愿是生态补偿的核

心要素

为了增强果农绿肥种植积
极性，保障果农的利益不
受损害，必须确定合理科
学的生态补偿标准。



研究内容：因此鉴于当前我国果园绿肥种植补偿与果农意愿联系不够
紧密的情况下，
本文依托陕西省423份果农绿肥种植样本，从经济补偿需求方，及果农
受偿意愿的角度探讨果园绿肥种植的生态补偿标准，并通过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果农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果农绿肥种
植的行为规律，以期有针对性的提高果农绿肥种植的积极性，为完善
绿肥种植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参考，对绿肥种植生态补偿标准的测
算方法开辟新的思路。



理论框架与模型设计02



（一）理论框架

希克斯个人效用函数理论

   1 1 1 0,  ,  ,  ,  C Q U QV P Ue P e  （1）

若CV为正，表明政策实施使得个人效用水平提高，此时为个人的最大支付意愿；如果结果为负，

则说明政策实施使得个人效用受到了损失，为最小受偿意愿。

任何生态环境以及资源利用的政策实施都会产生收益和带来成本两方面的影响。果园种植绿肥，

对于果园土地生态环境改善以及果品质量提升，具有非常明显的积极作用；而对于果农而言，绿肥种

植并不会在短期内带来收益，可能还会使果农在短期内受到经济损失。

因此，CV在短期内，理论上为负，即在果园种植绿肥实施过程中，可以解释果农的受偿意愿。



（二）模型设计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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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设计

函数构建

果农种植绿肥与不种植绿肥的效用分别为： 1 1 1 1( , , , )YU S C W  0 0 0 0( , , , )YU S C W 

假定效用函数为线性函数，即:
1 1 1 1 1 11 1 1 1 1( , , , )YU S C W S C W         

0 0 0 0 0 00 0 0 0 0( , , , )YU S C W S C W         

W0为0，令                    、                          ，得到1 1 1C    2 0 0 0 0 0C W     

1 1 11 1 11 1( , , , )Y SC W WU S        

0 0 00 20 0( , , , )YU S C 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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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设计
当且仅当              时，理性果农才会愿意种植绿肥。令                  ，可得果农愿意种植绿肥的概率方程：1 0Y YU U  1 0* Y YU U U 

1 01 * 0 Y YUY P U P UP      （ ） （ ） （ ） （10）

1 0 2 1 0 1* * * *Y Y W WUU SU S                 （ ）（ ）而 （11）

则式（10）可表示为： 1  * 0 * * * 0P Y P U S W        （ ） （ ）

上式中随机干扰项服从Logistic分布，可得： *1  *  
1 *
eUP Y U
eU

   


（ ） （ ）

（12）

（13）

将式（10）代入式（12），转化得线性Logistic模型：  
 
  1

*  *  *
1   1
P Y

ln S W
P Y

  


  
 

（14）

当                时，可得果农进行绿肥种植的受偿意愿：1 0=Y YU U  2 0 0 1 1 1=S S W           （15）

变形得： *  *-
*
E SE A  





（ ）

（ ） （16）

E(A)即为等效用临界值，将式（15）中得出的                  系数数值及S变量的均值代入式(16)，E(A)=WTA，
即农户绿肥种植前后始终处于效用最大化的的最低生态补偿标准。  

* * *  ， ，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及
描述性统计03



（一）数据来源

l 通过实地调研收集数据，调研时间为2018.9.5-2018.9.12，调查对象为18-75岁的果农。

l 调研地点为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咸阳市旬邑县、彬县3个县，选取的目标地区为陕西果园绿肥种植
面积较大的地区。

l 在每个县选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随机选取3个村，最后调研27个村，发放问卷493份，
共回收有效问卷423份，有效问卷率达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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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l因变量-“0”表示果农没有进行绿肥种植（没有绿肥种植的意愿）；

“1”表示果农进行了绿肥种植（有绿肥种植的意愿）。

l自变量-[1]果农个人禀赋变量：①果农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②果农的属性

[2]农户生产经营变量：①人均家庭年均收入②家庭人口③农业劳动力占比④耕地面积

⑤耕地质量

[3]信任特征变量：①对亲戚的信任程度②对邻居的信任程度③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4]绿肥认知程度变量：表1

[5]政策认知与推广：①对政府政策了解程度②果农接受的最低政府补贴③政府宣传

④技术培训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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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l 果农果园绿肥种植意愿的总体水平较高，平均值为0.77，但差异性很大，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

影响果农绿肥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

l 绿肥种植的果农文化程度偏低，均值不到初中水平，年龄偏大，平均值为52.66岁。

l 人均家庭年均收入平均值为7002.29万元，耕地面积均值为6.45亩，且耕地质量较差。

l 亲戚、邻居和村干部对果农绿肥种植有较高影响力，村干部影响力最大。

l 果农可以明确绿肥的重要性，但对绿肥的经济和生态功能认知水平较低。对绿肥相关的政策了解程

度偏低，技术培训活动参加的少。



实证结果与分析04



（一）模型运行结果及检验

这与课题组

南方稻区农户绿

肥种植的决策行

为影响因素一直，

从南北方农户绿

肥种植的决策行

为显示：农户对

绿肥的认知水平

是绿肥种植决策

行为关键影响因

素。

从各因素的影响

机制来看，耕地质量、

村干部建议、农户对

绿肥功能的认知水平

以及政策宣传是影响

其决策行为的重要因

素，尤其是补贴金额、

果农对绿肥的认知水

平等因素，对果农绿

肥种植决策的正向促

进作用更明显。

表2 模型回归结果



（二）果园绿肥种植补偿标准测算

1） 果农受偿意愿（WTA）期望值的非参
数估计结果

WTA
（元/亩）

频数
（人次）

相对频度
（%）

WTA
（元/亩）

频数
（人次）

相对频度
（%）

1 9 2.13 70 8 1.90

2 4 0.95 80 11 2.61

4 2 0.47 90 1 0.24

5 1 0.24 100 94 22.27

10 4 0.95 150 10 2.37

15 3 0.71 160 1 0.24

20 5 1.18 200 58 13.74

25 1 0.24 300 31 7.35

30 6 1.42 500 36 8.53

40 6 1.42 600 5 1.18

45 3 0.71 800 4 0.95

50 67 15.88 900 1 0.24

55 1 0.24 1000 22 5.21

59 1 0.24 1500 2 0.47

60 18 4.27 2000 4 0.95

65 1 0.24 3000 2 0.47

若不考虑受访者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生产

经营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等相关变量的影响，

样本果农受偿意愿分布频率见表，陕西省果

农受偿意愿期望值（WTA）可运用以下模型

计算得出。

表3 受偿意愿频率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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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果园绿肥种植补偿标准测算

2） 果农受偿意愿（WTA）期望值的参数估计结果

根据调研果农绿肥种植回归结果，带入公式（16），计算出果农绿肥种植的受偿意愿为174.12元/亩。

3）受偿意愿参数估计和非参数估计的对比

根据以上两种估计方法，受偿意愿的非参数估计值为244.04 元/亩，参数估计值为174.12元/亩，二
者相差69.92 元/亩。

结果表明不考虑客观条件受偿意愿的测算存在较大主观性，受偿意愿已超出客观条件下的受偿意
愿水平，不能直接作为补偿标准的下限，但可作为补偿标准上限的参考。将客观条件纳入测算范畴内
的参数估计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户的主观臆想，使得测算结果更加接近客观事实。



结论与政策启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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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论

1）受偿意愿值可以作为果农绿肥种植生态补偿标准的参考

根据效用函数测算果农在果园绿肥种植的受偿意愿额度为174.12 元/亩，非参数估计的受偿意愿额为244.05 

元/亩。可作为陕西省果园绿肥种植生态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区间，每个县市可结合实际情况调整生态补偿标准。

2）从果园耕地保护的角度，大多数果农愿意进行绿肥种植

根据调研结果，约77%的果农倾向于在果园种植绿肥，认为种植绿肥能够改善果园生态环境。但具有不同个

人特征、家庭特征、认知水平的农户会表现出不同的意愿。一般而言，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水平越

高的果农，越倾向于果园进行绿肥种植。

3） 影响果农绿肥种植受偿意愿的因素极其复杂

现阶段，陕西省果农绿肥种植意愿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在当前政府大力推进绿肥种植的背景下，果农

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影响作用被严重削弱，信任特征、农户对绿肥以及政策的认知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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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启示

 1） 建立管控与激励相结合的生态补偿制度，科学确定生态补偿标准

为保障绿肥种植的果农利益，应建立管控与激励相结合的市场化、多元化的果园绿肥种植生态补偿制度，积

极开展果园绿肥生态价值评估，科学合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根据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对绿肥补偿政策与制度的需

求，设计差异化的绿肥种植生态补偿机制。

2） 赋予农户利益诉求机会，提高果农绿肥种植意愿

在推动果园绿肥种植的过程中，政策制定时要考虑果农的利益诉求，不能强迫命令，需要加强地方政府与农

户的双向沟通，增强果农对政策的信任和认同度，提高果农绿肥种植意愿。

3）加强果农对果园绿肥种植的正确认知，提升果农绿肥种植的参与度

本研究中果农对绿肥的认知水平是影响绿肥种植意愿的关键直接因素，因此，政府应该做好充分引导作用，

加大对果园绿肥对果园土壤、水果质量、生态环境、经济收益等方面的的宣传，增强果农绿肥种植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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