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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广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是推进贫困地区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贫困地区农户作为农业

生产技术的使用主体，能否准确采纳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并通过其获得经济效益，将对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推广产生

关键性影响。本文从知识溢出视角，利用贵州省茶农实地调研数据，就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对贫困地区农户生产效

益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对贫困地区农户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农户的显性知识溢

出效应能进一步扩大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带来的增收效应，而农户的隐性知识溢出效应对其增收效应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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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Environment-Friendly Technology on Farmers′ Production Benefi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Spillover
WANG Jing
(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Promoting environment-friendly production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spillov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friendly technology on farmers' production benefi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by using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tea farmers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friendly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benefit increase of farmers in poverty-stricken ar⁃
eas. The explicit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 of farmers can further expand the benefit effect brought by environment-
friendly technology, but the implicit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 of farmers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income effect of environment-friendl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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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快速发展，农药、化肥

等农业生产污染加剧了贫困地区农业生态系统脆

弱性，严重制约着贫困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转

变资源利用方式，推广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是推

进贫困地区农业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重要途

径。然而，贫困地区农户作为农业生产技术的使

用主体，在技术信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能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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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农户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知识溢出效应准确采

纳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进而增加生产收益，将对环

境友好型生产技术推广及扩散产生关键性影响。因

此，有必要从知识溢出视角，围绕环境友好型生产技

术对贫困地区农民生产收益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

近 20年来，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作为环

境友好型农业的重要支撑，逐步形成了由有机农

业技术（如有机肥料技术、生物防治技术）、循环

农业技术（如沼气池技术、绿肥轮作技术）、亲环

境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

现代农业技术组成的技术体系 [1]。然而，由于技

术、制度、供给和需求市场等诸多约束，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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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生产技术的应用及扩散受到严重制约 [2]。因

此，农户的采用意愿及影响因素成为近年来国内

外学者从微观层面研究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应用

及扩散的重点领域。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户对于

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的吸纳意愿受到农户个体特

征、家庭特征、技术属性、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政

府行政效率等因素的显著性影响 [3-13]。在知识经

济时代的地理空间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

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讨论。有学

者指出，由于知识具有外部性特征 [14]，从事相似活

动的个体或组织从彼此研究中获得收益，这个过

程称为知识溢出 [15]。知识（技术）溢出作为技术扩

散的一种方式 [16]，对于企业生产效率、区域创新绩

效、区域经济增长等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17-21]。
从已有研究来看，随着技术选择行为理论的

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现代化农业建设在我国日

益受到重视，农业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行为的相

关研究正逐步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然而，已有

研究从农户视角对贫困地区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

经济效果的评价较少，尤其是忽视了由于贫困地

区技术信息渠道不畅，导致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

对农户生产经营收入会受到农户之间知识溢出的

影响，导致评价产生偏差。因此，本文利用贵州

省茶叶主产区茶农实地调研数据，就农户的环境

友好型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对其生产经营收入的

影响进行估计，并揭示农户社会网络成员之间形

成的知识溢出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中介效应。

1 理论分析

在知识溢出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信

任是影响知识溢出的重要情境因素[22-25]。贫困地

区的农户由于血缘、情缘、地缘、农业生产等关系联

结成为社会网络[26-27]。在这个社会网络中的成员

基于认知的信任、情感的信任，彼此之间能够通过

实地观察和沟通交流等方式吸收、获取农业生产技

术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即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网络

会在其进行农业生产技术决策时产生知识溢出效

应。其中，农户通过实地观察其社会网络中的成员

生产行为而获取的生产技术知识是显性的知识溢

出，农户通过与其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进行沟通交流

而获取的生产技术知识是隐性的知识溢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对于

贫困地区的农户而言，环境友好型生产农业生产

技术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生产环境脆弱

性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制约，进而对贫困地区农户

生产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

进作用会通过农户之间的显性知识溢出效应和隐

性知识溢出效应而扩大。

2 数据描述分析

本文的样本数据源于 2017年贵州茶叶主产

区的 13个县（市）（湄潭县、正安县、普定县、镇宁

县、道真县、坝固县、都匀市、独山县、大方县、黎平

县、雷山县、石阡县、凤冈县）的 848份茶农实地调

研问卷。经过检测，剔除重要指标缺失的样本，获

得有效问卷共计 808份，问卷有效率为 91.40%。
本文在实证模型中选择“样本户人均生产净

收入取对数”为因变量，“样本户茶叶生产中有机

肥投入占比”作为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行为

的代理变量，“社会网络成员是否投入有机肥”作

为农户显性知识溢出的代理变量，选择“样本户

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技术交流频次”作为农户

隐性知识溢出的代理变量。同时，基于农户生产

经营收入的已有研究，本文设计了反映农户基本

特征和生产基本特征的变量（见表 1）。需要进一

步说明的是，为准确获取农户社会网络成员信

息，本文设计了“在茶叶生产中是否有商量或帮

忙的对象”以及该对象相关生产特征等问题。

表1 变量分类及指标赋值

分类

因变量

自变量

农户知识

溢出特征

农户基本

特征

生产基本

特征

变量名

茶农生产经营收入

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行为

农户显性知识溢出

农户隐性知识溢出

农户受教育程度

参与茶叶生产的劳动力人数

参与茶叶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

种植茶叶地块数

种植茶叶年限

符号

income
envi
exp
imp
edu
labor
age
plot
year

含义

样本户人均生产净收入取对数

样本户茶叶生产中有机肥投入在肥料投入中的占比（%）
社会网络成员是否在茶叶生产中投入有机肥（1=是，0=否）

样本户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技术交流频次（1=偶尔，2=一般，3=经常，4=频繁）

样本户受教育程度，1=没上过学，2=小学，3=初中，4=中专/高中，5=高中及以上

样本户家庭中参与茶叶种植的劳动力人数（人）

样本户家庭中参与茶叶种植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岁）

样本户茶叶采摘园地块数（块）

样本户种植茶叶年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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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表 2），样本户

生产经营收入的均值为 3.817 8万元，标准差为

0.749 8万元，说明不同茶农之间的生产经营收益

差距较大。样本户有机肥投入在肥料投入中的占

比均值为 52.46%，表明经过长期的推广培训和自

我经验总结，样本户整体对有机肥投入仍有相当

大的提升潜力。从农户知识溢出特征来看，有

80.15%样本户的社会网络成员采用了有机肥技

术，说明样本户在有机肥技术的决策过程中，实

地观察其社会网络成员的生产行为是样本户获取

生产技术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即显性知识溢

出整体水平较高。样本户与其社会网络成员之间

技术交流平均频次偏低，说明样本户在有机肥技

术的决策过程中，与社会网络成员面对面沟通交

流信息并非是样本户获取生产技术知识和信息的

主要渠道，即隐性知识溢出效应整体水平偏低。

农户基本特征和生产基本特征方面，样本户平均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家庭参与茶叶生产的劳动力数平

均为2人，平均年龄为50岁，说明样本户在茶叶生产中

投入的人力资本整体数量偏少，质量偏低。样本户种

植年限平均为13.64年，地块数平均为8块，说明样本

户种植经验较丰富，但茶叶种植因山地影响，土地细碎

化程度较高，连片生产经营受到较大制约。

3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验证在农户知识溢出效应的中介影响

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的增收效应，本文

设置了“农户投入有机肥占比”和“社会网络成员

是否投入有机肥”的交叉项，“农户投入有机肥占

比”和“农户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技术交流频次”

的交叉项，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见表 3。
由表 3所得结果分析，农户在茶叶种植中投

入的有机肥占比（envi）在 1%的显著水平下对其

生产经营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样本户投入有机肥的占比每增

加 1个单位，其生产经营收入就会增加 0.581个单

位。该估计结果表明，有机肥技术的运用对于贫

困地区农户而言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社会网络

成员是否投入有机肥（exp）和社会网络成员技术

交流频次（imp）分别作为农户与其社会网络成员

之间的显性知识溢出效应和隐性知识溢出效应的

代理变量，其对农户生产经营收入的影响均不显

著。该估计结果表明，农户与其社会网络成员之

间的显性知识溢出效应和隐性知识溢出效应均不

会直接对农户的生产经营收入产生显著影响。但

是，从交叉项的估计结果来看，农户投入有机肥

占比与社会网络成员是否投入有机肥的交叉项在

5%的显著水平下对农户的生产经营收入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

户与其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显性知识溢出效应越

大，越会促进有机肥技术的增收效应扩大。农户

投入有机肥占比与社会网络成员交流频次的交叉

项估计结果不显著，对该估计结果的解释原因是

农户获取隐性知识溢出通常需要与其社会网络成

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而贫困地区农户的受

教育程度不高，信息表达与沟通交流能力不足，

加之围绕生产技术进行的交流频次整体水平偏

低，从而导致农户获取的隐性知识有限，难以产

生明显的溢出效应，进而对有机肥投入的增收效

应未能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农户受教育程

度、茶园地块数、种植年限分别在 5%、1%、10%显

著性水平下对其生产经营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该估计结果表明，样本户知识水平越高，地块

数越多，种植经验越丰富，生产经营收入越高。

表3 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envi
exp
imp

envi×dominant
envi×recessive

edu
labor
age
plot
year
常量

注：F=4.476，P(F)=0.000，调整R2=0.084

回归系数

0.581
-0.021
-0.090
0.461
0.079
0.103
-0.059
0.000
0.019
0.007
9.580

标准误差

0.286
0.125
0.077
0.228
0.083
0.045
0.048
0.004
0.003
0.004
0.313

t
2.032
-0.165
-1.167
2.021
0.948
2.305
-1.233
0.120
5.340
1.943
30.562

Sig.
0.043
0.869
0.244
0.038
0.344
0.022
0.218
0.904
0.000
0.053
0.000

表2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income（万元）

envi
exp
imp
edu
labor
age
plot
year

极小值

0.003 4
0.00
0.00
0.00
0.00
1.00
28.00
0.00
2.00

极大值

219.128 7
1.00
1.00
4.00
5.00
7.00
81.00
130.00
80.00

均值

3.817 8
0.524 6
0.801 5
1.232 8
2.490 2
2.127 5
50.872 0
8.772 1
13.649 5

标准差

0.749 8
0.467 6
0.399 4
1.336 4
0.835 3
0.819 5
10.748 3
10.615 2
9.6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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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对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1）样本户有机肥投入在肥料投入中占比均

值为 52.46%，说明样本整体对有机肥投入积极性

较高，但仍有相当大的提升潜力。（2）样本户在有

机肥技术的决策过程中，显性知识溢出整体水平

较高，隐性知识溢出效应整体水平偏低。（3）样本

户有机肥投入占比对其生产经营收入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农户与其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显性知

识溢出效应能扩大有机肥投入带来的增收效应，

而农户与其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隐性知识溢出效

应对有机肥投入的增收效应影响不显著。

4.2 对策启示

上述结果表明，农户与其社会网络成员之间

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是促进贫困地区环境友好型

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及扩散、提高农户生产收益的

重要途径，而如何充分发挥农户与其社会网络成

员之间的知识溢出作用是关键。因此，贫困地区

政府在制定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的相关

制度安排时，应注重：（1）建立系统长效的农户技

术教育与培训体系。通过小组研讨、定期答疑等培

训形式，增加农户生产技术沟通交流机会，提升其沟

通表达能力。（2）改进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

模式。着力培育技术能手，加快技术扶贫示范村和

示范户机制建设。通过典型示范作用，加大环境友

好型农业生产技术的宣传推广力度。（3）强化农户专

业合作社技术服务功能。依托农户专业合作社鼓励

构建农户生产协作机制，加强农户互动与信任，推动

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及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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