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3-8701（2014）06-0076-05

吉林省水稻质量安全农户认知与种植意愿分析
王洪丽 1，2，杨 双 2，徐晓红 2，杨印生 1*

（1.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长春 130025；2.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长春 130033）
摘 要：为了解吉林省水稻生产农户对无公害、绿色和有机水稻及其生产操作规程和水稻生产中禁止使

用的农药等水稻质量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和优质安全水稻的种植意愿，对吉林省 293 户稻农进行了问卷调查

和分析。结果表明, 吉林省稻农对无公害、绿色和有机水稻及其生产技术规程和标准认知程度比较低；吉林

省稻农对农药残留影响水稻质量安全的认知度较高，但对重金属和生物霉素影响水稻质量安全的认知度较

低；并且有 84.6%的农民不了解水稻生产中禁止施用的农药品种和名称；吉林省稻农种植优质安全水稻的意愿

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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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Farmers' Cognition and Planting Willingness on the Quality

Safety of Rice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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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Biological and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5;
2.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angchun 130033,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know the cognition of rice farmers of Jilin Province related to rice quality and safety and
their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safety rice production, 293 households of rice farmers were surveyed and the investi⁃
gation data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e cognition of production procedure for pollution-free rice, green
rice and organic rice was lower, the cognition of the residues of pesticides influencing on rice quality and safety was
higher, the cognition of the residues of heavy metals and the bio-toxin influencing on rice quality and safety was low⁃
er. 84.6% of farmers did not know varieties and names of pesticides that had been prohibited to use during rice pro⁃
duction.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roduce green or organic rice was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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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是世界上食用人口最多、历史最为悠久

的谷类食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与

消费国，年生产能力在 2 亿 t 以上，国内年消费总

量约 1.4 亿 t，其中口粮消费 1.2 亿 t，养活近 2/3 的

中国人口，稻米质量及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中国人

民的生活质量问题 [1]。但由于气候变化、品种变

更和耕作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水稻病虫害

持续爆发，导致水稻生产过程中农药使用迅速增

长 [2]。 在 稻 米 生 产 流 通 的 过 程 中 ，农 户 是 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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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农 田 到 餐 桌 ”全 程 质 量 安 全 控 制 的 关 键 环

节。而农户安全认知水平和安全水稻生产的意愿

影响其水稻质量安全生产行为。

吉 林 省 作 为 粮 食 主 产 区 ，水 稻 播 种 面 积 为

67.35 万 hm2，每年水稻产量约 560 万 t，涉及稻农

约 100 万户。为了解吉林省稻农对水稻质量安全

相关知识的认知与安全水稻的生产意愿与行为态

度，本文通过对吉林省 293 户稻农进行问卷调查,
分析了吉林省水稻生产农户对无公害、绿色和有

机水稻及其生产操作规程和水稻生产中禁止使用

的农药等水稻质量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和优质安

全水稻的种植意愿。

1 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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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收的 293 份调查样本中,从性别来看男性

占 57.00%,女性占 43.00%；从年龄构成来看，15～

24 岁 的 青 年 人 占 1.37%，25～34 岁 的 占 9.22%，

35～45 岁占 26.96%，45～60 岁占 46.42%，60 岁以

上占 16.04%，表明中老年是农户生产活动的主体,
同时也表明本文中分析的农户认知状态和生产行

为比较接近中老年人的水平。从样本的文化程度

构 成 来 看,样 本 中 小 学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的 农 户 占

46.42%，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占 47.10%，表明目

前农户的整体文化水平偏低。从家庭经济主要来

源看，纯农户占 56.66%，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不

低于 50%的农户占 27.3%，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

低于 50%的农户占 16.04%，表明被调查农户的主

要经济来源为水稻种植。从水稻种植规模来看，

5～10 亩 的 农 户 占 32.57%，10～30 亩 占 38.77%，

30 亩以上的占 28.74%，表明吉林省农户平均种植

规模较小。

2 农户对水稻质量安全的认知及生

产意愿调查

2.1 生产农户对优质安全水稻及其生产操作规

范的认知

调查表明，对无公害水稻了解的农户占调查样

本的 10.92%，对绿色水稻了解的占 9.56%，对有机

水稻了解的占 7.85%，对三种都了解并能够区分的

只有 8人，占调查样本的近 2.7%；三种都听说过，但

不能区分的占52.56%；三种都不知道的占28.67%。

对无公害水稻生产技术规程和标准了解的农

户占调查样本的 10.58%；对绿色水稻生产技术规

程和标准了解的占调查样本的 5.80%；对有机水

稻 生 产 技 术 规 程 和 标 准 了 解 的 占 调 查 样 本 的

6.14%；对三种水稻生产技术规程和标准都不了

解的农户占调查样本的 82.94%。

表 1 吉林省稻农优质安全水稻及其生产技术规程和标准的认知调查表

统计指标与

分类指标

您知道

并了解

以下哪

种水稻

并能够

区分

1=无公害水稻

2=绿色水稻

3=有机水稻

4=都听说过，但不能区分

5=都不知道

人数

（人）

32

28

23

154

84

百分比

（%）

10.92

9.56

7.85

52.56

28.67

统计指标与分类指标

您了解

下列哪

些水稻

的生产

技术规

程和标

准

1=无公害水稻生产

技术规程和标准

2=绿色水稻生产技术

规程和标准

3=有机水稻生产技术

规程和标准

4=都不了解

5=了解一点

人数

（人）

31

17

18

243

2

百分比

（%）

10.58

5.80

6.14

82.94

0.68

表 2 吉林省稻农对水稻质量安全影响因素的认知调查表

统计指标与分类指标

您是否了

解水稻种

植生产过

程中禁止

使用的农

药品种和

名称

1=知道

2=大概知道

3=不了解

人数（人）

20

25

248

百分比（%）

6.83

8.53

84.64

统计指标与分类指标

您认为

以下哪

些因素

影响水

稻质量

安全

1=农药残留

2=重金属残留

（铅、汞、砷、铬等重金属残留）

3=生物霉素

（如水稻发霉产生的有毒物质）

4=都不知道

5=都没有

人数（人）

246

81

83

30

1

百分比（%）

83.96

27.65

28.33

10.24

0.34

从表中可以看出，吉林省稻农对无公害、绿色

和有机水稻及其生产技术规程和标准认知程度比

较低。

2.2 农户对水稻质量安全影响因素的认知

调查表明，认为农药残留对水稻质量安全有

影响的占调查样本的 83.96%，认为重金属残留对

水稻质量安全会有影响的占调查样本的 27.65%，

认 为 生 物 霉 素 对 水 稻 质 量 安 全 有 影 响 的 占

28.33%，对上诉三种都不知道的占 10.24%。调查

中还有 84.64%的农户不了解水稻种植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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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禁止使用的农药品种和名称。

调查结果表明，吉林省稻农对农药残留影响水

稻质量安全的认知度较高，但对重金属和生物霉素

影响水稻质量安全的认知度较低。对水稻生产中禁

止施用的农药品种和名称的认知度非常低。

2.3 水稻农户种植优质安全水稻的意愿

调查表明，吉林省稻农种植优质安全水稻的

意愿比较高，78.5%的农户表示愿意生产无公害

水稻；77.82%的农户表示愿意生产绿色和有机水

稻；当被问在什么情况下才愿意生产优质安全水

稻时，10.24%表示与一般水稻收益相同就愿意生

产；58.36%的农户表示只要比一般水稻收益高就

愿意生产；只有 10.24%的农户表示无论什么情况

都不愿意生产，这部分主要是年龄偏大的农户。

表 3 优质安全水稻农户种植意愿调查表

统计指标与

分类指标

您是否

愿意生

产无公

害水稻

您是否

愿意生

产绿色

或有机

水稻

1=是

2=否

3=不知道

1=是

2=否

3=不知道

人数

（人）

230

54

9

228

56

9

百分比

（%）

78.50

18.43

3.07

77.82

19.11

3.07

统计指标与

分类指标

您在什

么情况

下愿意

生产无

公害水

稻、绿色

水稻和

有机水

稻

1=水稻收益至少与一般水稻相同

2=水稻收益比一般水稻高

3=您认为比一般水稻收益

高 50%时才愿意生产

4=都不生产，费工、费时，

目前市场不优质优价

5=不知道

人数

（人）

30

171

55

30

7

百分比

（%）

10.24

58.36

18.77

10.24

2.39

3 吉林省水稻生产农户优质安全水

稻生产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3.1 模型描述

本文采用 Logistic 模型,其函数即逻辑斯蒂函

数,又叫增长函数,此函数是在 1838 年由比利时学

者维尔玉斯特(P.F.Verhulst)第一次提出,后于 1920
年由美国学者珀尔和利得在研究果蝇的繁殖中,
再一次使用这个函数，开始在人口的估计和预测

中推广应用,并引起广泛注意 [3]。

对于二元选择问题可以建立以下计量经济学

模型：

y*=α+βxi+εi

假设误差项εi 有 logistic 和标准正态分布两种

情况。其中 F 为概率分布函数，在 F 服从标准正

态分布时，我们称为 Probit 模型。在 F 服从 logistic
分布时，我们称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本文选取 lo⁃
gistic 回归模型。因此，分布函数可记为：

P=（yi= |1 xi）=p[ε≤（α+βxi）]= 1
1 + e-（α+βxi）

设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为：p=（yi= |1 xi）=pi，可

得：Pi= 1
1 + e-（α+βxi）= e

α+βxi

1 + eα+βxi

事件不发生的概率为：

1-Pi=1- 1
1 + e-（α+βxi）= 1

1 + eα+βxi

则事件的发生比为：
pi1 - pi

= eα+βxi

对其取对数，得到线性函数：ln（ pi1 - pi
）=α+

βxi，当存在 k 个自变量时，logistic 模型形式扩展

为：ln（ pi1 - pi
）=α+∑

k=1

k βkxki

其中，pi=p（yi=1 |x1i，x2i，……，xki ）为在给定

系列自变量 x1i，x2i，……，xki 时的事件发生率。

3.2 变量选择

本文以农户生产优质安全水稻的意愿为因变

量，并根据调查样本的数量，选择了3组共7个自变

量：（1）个人特征变量：包括被调查农户的性别、年

龄和文化程度；（2）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经济主

要来源和水稻种植规模、是否参加专业合作社；（3）
农户对水稻质量安全的认知变量：环境对水稻质量

安全的影响。有关变量及其定义见表4。

3.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 SPSS19.0 进行模型估计，模型估计

结果见表 5。

模型统计结果显示，农户种植意愿与性别没

有相关性，但与年龄、学历、家庭经济主要来源、

家庭水稻种植规模、环境对水稻质量安全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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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是否参加合作组织呈显著相关关系。年龄

对 无 公 害 水 稻 种 植 意 愿 具 有 负 向 影 响 ，年 龄 越

大，越不愿意种植无公害水稻，说明稻农的年龄

越大，越倾向于使用常规的生产技术, 凭经验和

习惯来种植水稻 [4]；家庭经济主要来源和家庭水

稻种植规模对农户种植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水

稻种植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的农户，种植无

公害、绿色和有机水稻的意愿越强；学历对农户

的种植意愿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学历越高的

人越愿意生产无公害水稻；农户对环境影响水稻

质量安全的认知程度对其种植意愿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认知水平越高的农户其种植意愿越强；参

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种植无公害、绿色和有机

水稻的意愿高于未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主

要是因为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购买优质安全

水稻生产资料和销售水稻的渠道比较畅通，同时

能够更好地受到优质安全水稻生产技术指导。

表 4 模型变量及其定义

变量名称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家庭经济主要来源

水稻种植规模

是否参加合作组织

环境对水稻质量安全的影响程度

是否愿意生产无公害水稻

是否愿意生产绿色或有机水稻

变量符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Y1

Y2

定义

1=男；2=女

1=15～24；2=25～34；3=35～44；4=45～60；5=60 以上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及中专、技校；4=大专以上

1=家庭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低于 50%；

2=家庭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不低 50%；3=纯农户

1=5 亩以下；2=5～10 亩；3=10～30 亩；4=30～50 亩；5=50 亩以上

1=是；2=否

1=没影响；2=有一定影响；3=有决定性影响

1=是；2=否

1=是；2=否

表 5 吉林省农户优质安全水稻种植意愿的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年龄

性别

学历

家庭经济主要来源

家庭水稻种植规模

是否参加合作组织

环境影响水稻质量安全的程度

常量

注：*，**分别表示在 5%、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无公害水稻种植意愿

B

-0.419**

0.120

0.631**

0.250*

0.155*

1.424**

0.632**

-0.303

Wals

5.446

0.160

5.026

1.624

1.379

6.629

4.042

0.073

Sig.

0.045

0.689

0.025

0.052

0.064

0.030

0.044

0.787

绿色或有机水稻种植意愿

B

-0.627*

0.997

0.657**

1.516*

0.855*

1.870**

0.773**

1.471

Wals

3.236

0.100

8.006

1.421

2.033

6.027

4.083

0.787

Sig.

0.081

0.369

0.041

0.072

0.067

0.036

0.028

0.375

4 主要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4.1.1 农户对农药残留影响水稻质量安全的认知

比较高，但对重金属残留和生物霉素影响水稻质

量安全的认知水平比较低，并且对水稻生产中禁

止施用的农药的品种和名称的认知很低。主要是

由于吉林省水稻种植农户文化水平偏低，93.52%
的水稻种植农户为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4.1.2 吉林省稻农对无公害、绿色和有机水稻及

其生产技术规程和标准认知程度比较低，主要是

由于有关水稻质量安全知识的传播和教育有限使

农户缺乏相关知识和信息，吉林省安全水稻生产

技术培训缺位。调查中发现 70%以上的农户种植

水稻过程中使用农药化肥时的技术指导来自自己

的经验和其他农户，只有不到 10%的农户能够接

受到农业专家或农技人员的培训与指导。约有

80%的农户没有渠道获得优质、安全、无污染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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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生产技术。

4.1.3 吉林省水稻种植农户种植无公害、绿色和

有机水稻的意愿比较高，但是实际种植优质安全

水稻的农户并不多，调查中发现主要是由于小农

户缺少优质安全水稻的栽培技术和缺乏销售渠

道。

4.2 对策建议

4.2.1 政府应加强水稻质量安全相关知识和信息

的传播工作，拓展农户获取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知

识和信息的途径，不断提高稻农对水稻质量安全

相关知识和信息的认知，从而促使农户不断自觉

提高生产行为的质量安全水平。

4.2.2 加大优质安全水稻的生产技术与操作规程

的技术培训力度。农户对农业技术有着较强的需

求, 但受其自身知识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其生产

技术水平不高,尤其缺乏现代农业生产技术，需要

农业部门,尤其是科研机构和技术推广机构的大

力扶持。

4.2.3 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优质水稻生

产农户的质量安全生产技术和市场竞争能力。农

民合作组织可以将农户组织起来，通过提供统一

的生产资料、实施统一标准化的农业操作规范，

规范成员使用农药、兽药等技术行为，建立自己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方式，严格对成员的生产

监督和质量安全管理，并且可以通过创立合作组

织的产品品牌，树立产品在市场上的声誉，提高

农户对保障质量安全水平投入的预期回报，减少

小规模分散农户的交易成本，增强农户市场谈判

能力并保障其经济利益 [5]。
参考文献：

[ 1 ] 杨天和 . 基于农户生产行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实

证研究—江苏省水稻生产为例[D] . 南京农业大学，2006 .
[ 2 ] 徐 霞，杨仕华，朱智伟，等 . 水稻籽粒农药残留的品种间

差异性[J] . 中国水稻科学，2011，25（2）：227-230 .
[ 3 ] 常振海，刘 薇 . Logistic 回归模型及其应用[J] . 延边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28-32 .
[ 4 ] 陈凤霞，吕 杰 . 农户采纳稻米质量安全技术影响因素的

经济学分析[J] . 农业技术经济，2010（2）：84-89 .
[ 5 ] 苏 昕，王可山 . 农民合作组织：破解农产品质量安全困

境的现实路径[J] . 宏观经济研究，2013（2）：76-79 .

（上接第 50 页）豆粕提取物中多种抗氧化活性物质

相关。大豆皂甙可以直接参与机体的抗氧化过

程，能够使肝脏中丙二醛的含量降低，使得 SOD
和脂蛋白酶的活性大大增加，清除自由基。大豆

异黄酮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也是良好的自由

基清除剂，它能够形成稳定的自由基中间体从而

阻断自由基反应，具有显著的抗血清脂蛋白脂质

过氧化作用 [13]。本研究还发现，豆粕提取物添加

量高于 750 mg/kg 时，血清中抗氧化指标出现了

降 低 。 分 析 这 可 能 与 大 豆 异 黄 酮 的 含 量 有 关 ，

Karpuzoglu-Sahin E 等 [14] 认为低剂量的大豆异黄

酮可以有雌激素样作用，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对

淋巴细胞有抑制作用，高浓度的大豆异黄酮还能

够促进氧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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