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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而发展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是

解决该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依据黑河中游４个县（区）４８８份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ｌｏｇｉｔ模型对农户采用节

水灌溉技术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土地规模、土地细碎化程度、农业种植结构、水利基础设施、兼

业程度、投资风险和水费计价方式等对农户 采 纳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有 显 著 影 响。最 后 提 出 建 立 土 地 流 转 制 度、加 大 政 府

补贴力度、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构建农户用水激励机制、完善农民用水者协会的作用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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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西北内陆干旱地区，由于水资源短缺引发的生态环境问

题日益加剧，严重影响着区域内自然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

续发展，以生态输水工 程 为 主 的 全 流 域 水 资 源 统 一 分 配、调 度

和管理是我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治理措施［１］，这就对以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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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中游地区造成巨大的用水矛盾［２］。因此，在中游地区发

展节水农业，提 高 水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是 解 决 用 水 矛 盾 的 唯 一 途

径［３］。黑河流域综合治理在西北内陆干旱区具有典型性，它是

为遏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恢复流域生态而在上游地区进

行天然林保护和天然 草 场 建 设，中 游 地 区 发 展 节 水 农 业，下 游

地区实施生态保 护 和 人 工 绿 洲 建 设 的 生 态 输 水 工 程［４］。通 过

近１０年的综合治理，中 游 地 区 节 水 农 业 发 展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进

步［５］。但是，从水资源 可 持 续 利 用 的 战 略 目 标 来 说，其 节 水 农

业技术的推广潜力仍有待提高。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其

行为决定着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效率。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

护西北地区生态平衡以及水资源日益短缺的背景下，研究内陆

河流域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意愿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关于农户采 用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影 响 因 素 的 研 究 已 有

不少，影响因素大体 可 以 归 纳 为 以 下：个 体 性 因 素（文 化 程 度、

性别、年龄等），经济因素（如种植作物的收益、采用新技术的成

本等），自然环境因素（水 资 源 供 求 状 况、耕 地 质 量 与 规 模 和 地

下水深度等），社 会 环 境 因 素（交 通 运 输 和 市 场 网 络 发 达 程 度

等）和制度因素（水价、水权市场的存在和采用新技术的政府补

贴及激励 措 施）等。在 研 究 方 法 中，有 规 范 研 究，也 有 实 证 研

究。规范研究主要运 用 经 济 学、社 会 学、行 为 科 学 和 心 理 学 等

理论分析农户的采用行为。实证研究中，有的只使用简单的统

计数字说明；有的使 用 线 性 回 归 的 计 量 方 法 进 行 研 究［６］；有 的

运用博弈分析［７］；还有运用Ｌｏｇｉｔ模 型 分 析［８－１１］。由 于 农 业 资

源禀赋、农业生产格局、农 业 经 济 发 展 等 在 不 同 地 区 有 较 大 差

异，以往的结论和政策启示是否适用于西部内陆干旱地区还有

待研究。

本研究以黑河流域中游地区张掖市的４个县（区）４８８份农

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运用Ｌｏｇｉｔ模型对农户

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探讨。

１　研究假设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和已有研究成果，影响农户采用节水灌

溉技术意愿的主要因素主要可以分为５个方面。

１．１　个体特征对其采用意愿的影响效应
不同的个体特征影响着农户对新技术的认知水平及态度。

现有研究认为，性别、年 龄、文 化 水 平、是 否 是 村 干 部 等 个 体 特

征直接作用于农户采用意愿，或者反映出不同的认知水平而对

农户的采用意愿产生间接影响。从性别的视角看，男性对新技

术的接受能力普遍强 于 女 性，且 在 家 庭 中 具 有 决 策 权，因 而 比

女性更倾向采 用 新 技 术［１２］。在 年 龄 方 面 来 说，年 龄 较 大 的 农

户对新技术的 积 极 性 较 低［１３］。从 文 化 程 度 来 看，农 民 受 教 育

程度对其技术采纳具有正效应，而且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其对不

同类型技术的采纳程度呈现不同的相关关系，即农民受教育水

平越高，选择高产技术 的 比 例 越 低，而 选 择 节 约 劳 动 技 术 的 比

例越高［１４］。此外，如 果 农 户 有 村 干 部 的 经 历 可 能 是 最 早 被 选

用新技术的推广者［１５］，从而 起 到 带 头 示 范 效 应。因 此，本 研 究

选取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是村干部作为影响农户采用节

水灌溉技术的个体特征变量。

１．２　农户家庭特征对其采用意愿的影响效应
作为我国农业生产主体单元，农户家庭对节水灌溉技术的

采用起着重要作用。土地经营规模、土地细碎化程度对采用意

愿有显著影响［１６］，土地经营规 模 越 大，农 户 越 倾 向 于 采 用 先 进

的农业技术；地块面积越大，越方便实施节水灌溉。同时，节水

灌溉技术作为一项生 产 性 投 资，主 要 依 赖 于 家 庭 收 入，收 入 较

高的农户更愿意接受风险和更复杂的技术［１０，１５］，但是也有学者

研究认为，经济状况最差的农户具有最强烈的采用可持续农业

技术的欲望，而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对保护土地技术和新品种

不感兴趣。这可能是 从 事 非 农 业 生 产 活 动 会 带 来 更 大 收 益 的

缘故。所以，家庭兼 业 程 度 与 采 纳 意 愿 也 有 着 联 系，兼 业 农 户

特别是非 农 兼 业 户 采 用 新 技 术 的 积 极 性 呈 下 降 趋 势［１７］。所

以，本研究的农户家庭 特 征 主 要 选 取 了 土 地 经 营 规 模、土 地 细

碎化程度、家庭收入、家庭兼业程度等变量。

１．３　自然环境特征对其采用意愿的影响效应
自然环境的差异是导致农户是否采取新技术的根源，而资

源条件的限制会迫使农 户 考 虑 选 择 采 用 可 以 节 约 该 资 源 的 技

术。在水资源短缺的 地 区，会 迫 使 农 户 采 用 节 水 灌 溉 技 术，同

时，基础设施的好坏也决定着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程度。基础

设施完好，农户 可 以 优 先 考 虑 先 进 的 节 水 灌 溉 技 术（滴 灌、喷

灌、渠道防渗等），而 基 础 设 施 不 完 善，则 只 能 实 施 传 统 节 水 灌

溉（畦灌、沟灌等）［１８］。此外，农 业 生 产 结 构 与 灌 溉 技 术 的 选 择

也存在互动关系。先 进 的 农 业 生 产 结 构 会 促 进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的发展；同时，新型灌 水 技 术 的 应 用 也 为 农 业 生 产 结 构 的 调 整

提供了坚实的 基 础［１９］。因 此，本 研 究 的 自 然 环 境 特 征 主 要 选

择水资源情况、水利基础设施完好程度、农业生产结构等变量。

１．４　社会环境特征对其采用意愿的影响效应
解决灌溉水资源短 缺 的 传 统 方 式 往 往 是 借 助 于 工 程 技 术

手段，但随着工程建设 的 难 度 不 断 加 大，工 程 技 术 手 段 解 决 灌

溉水资源短缺的问题遇到了挑战，而制度管理则是提高农业水

资源利用效率的重 要 途 径。农 户 参 与 管 理 和 水 权 交 易 市 场 的

发达程度会显著影 响 农 户 采 用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意 愿。经 济 因 素

也是决定农户灌溉行为的关键因素，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增加

农户选择先进节水技术的预期，政府只有采取提高灌溉水价政

策，政府与农户之 间 的 博 弈 才 能 达 到 非 合 作 均 衡。因 此，本 研

究的社会环境特征主要选择参与农民用水者协会、政府资金支

持、水价、水权交易市场等变量。

１．５　认知特征对其采用意愿的影响效应
农户对节水灌溉技 术 掌 握 不 足 是 造 成 当 前 部 分 工 程 运 行

状况差、技术推广 缓 慢 的 一 个 突 出 问 题。技 术 采 纳 模 型 指 出，

采纳一项技术，决策者的态 度 比 主 观 规 范 有 更 强 的 影 响 力［２０］，

进一步地，对信息的认知水平会影响态度。农户采用该技术与

否主要取决于农户是否 能 感 知 技 术 带 来 的 收 益 以 及 增 收 节 支

的效果，而并非源于节约 水 资 源 的 动 机［２１］。因 此，本 研 究 选 择

了投资风险、对节水灌溉技术的了解程度和对节水灌溉的重要

性作为认知特征的研究变量。

２　数据来源、样本概况及变量设定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 的 数 据 来 源 于２０１１年７－８月 份 对 黑 河 中 游 沿 岸

的甘州、临泽、高台、民乐４县（区）３６个乡镇的实际调研。样本

１５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黑河中游地区为例　　王　昱　赵廷红　李　波　等



数据的选择根据各县（区）农业人口比例分配，在每个县（区）随

即抽取几个乡镇作为调查点，由调查员直接入户进行调查。调

查区覆盖黑河中游全部地区，能客观的反映出黑河中游地区节

水农业的发展 水 平，使 得 调 研 取 样 具 有 一 定 的 典 型 性 和 代 表

性。围绕上述县（区）农 户 是 否 愿 意 采 纳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及 当 地

农业、资源、社会、经 济 发 展 状 况 和 有 关 问 题，课 题 组 共 计 发 放

了５００份农户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４８８份。

２．２　样本描述性统计
（１）农 户 基 本 特 征。在 调 查 对 象 中，以 男 性 居 多，占

７０．１％；年龄在１８～３５岁之间占４０．１％，３６～５０岁占５４．２％，

５１岁以 上 仅 占５．７％；受 教 育 程 度 大 多 为 小 学 和 初 中，高 中 以

上只占３３．８％，总体 文 化 水 平 偏 低；只 有９．１％的 农 户 有 担 任

村干部的经历；在兼 业 程 度 中 仅 有 少 数 的 农 户（６．１％）是 以 纯

农业 收 入 为 主，有 过 半 的 农 户 是 以 农 业 为 主（４８．６％），剩 余 农

户（４５．３％）主要 以 打 工 等 非 农 收 入 为 主。样 本 农 户 人 均 收 入

为５　７００元，其中非农收入为２　９００元（以２０１０年为例）。

（２）农户种 植 及 灌 溉 情 况。从 种 植 作 物 来 看，种 植 最 多 的

是小麦、玉米、大麦等粮食作物，其次为啤酒花、中草药、蔬菜等

经济作物。样本农户采用的灌溉方式有漫灌、土渠输水等粗放

灌溉方式，也有喷灌和滴灌、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等节水灌

溉方式。调查农户大部分（８８．７％）参加了农民用水者协会，并

且有８６．８％的用水户可以用水票进行水权交易。在农户灌溉

技术应用意愿情况的调查中，不愿意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

有２３５户，占 到 了４８．４％；愿 意 采 用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的 农 户 有

２５３户，占５１．６％。

２．３　变量设定
农户是否愿意采纳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可 能 会 受 到 多 方 面 的 影

响，本研究根据理论分析、研究假设和实地调研，将影响因素分

解为５大类，有关变量定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模型变量名称及说明

分类 变量 代码 定义及赋值

农户个体特征

性别 Ｘ１ 女＝０，男＝１

年龄 Ｘ２ ３０岁及以下＝０，３０岁～５０岁＝１，５０岁以上＝２

文化水平 Ｘ３ 小学及以下＝０，初中＝１，高中及以上＝２

是否村干部 Ｘ４ 不是村干部＝０，是村干部＝１

农户家庭特征

土地经营规模 Ｘ５ 耕地面积／ｈｍ２

土地细碎化程度 Ｘ６ 地块个数／块

家庭收入 Ｘ７ 小于１万元＝１，１～２万＝２，２～３万＝３，大于４万＝４

兼业程度 Ｘ８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纯农业＝０，农业为主＝１，非农为主＝２

自然环境特征

水资源状况 Ｘ９ 充足＝０，一般＝１，紧缺＝２

水利基础设施 Ｘ１０ 渠道工程状况：不好＝０，一般＝１，好＝２

农业生产结构 Ｘ１１ 以粮食作物为主＝０，种植经济作物为主＝１

社会环境特征

参与农民用水者协会 Ｘ１２ 参与灌溉用水管理：没参与＝０，参与＝１

政府扶持 Ｘ１３ 政府是否对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予以补贴：没有＝０，有＝１

水费计价方式 Ｘ１４ 按面积收取＝０，两部制水价＝１

水权交易市场 Ｘ１５ 剩余水量是否可以买卖：不是＝０，是＝１

认知特征

投资风险 Ｘ１６ 认为投资节水技术有无风险：有风险＝０，没风险＝１

节水灌溉认识程度 Ｘ１７ 节水灌溉对农业的重要程度：不重要＝０，一般＝１，很重要＝２

节水技术了解程度 Ｘ１８ 对节水技术的了解程度：不知道＝０，知道一点＝１，知道＝２

３　模型建立、模型结果及分析

３．１　模型建立
本文以农户 是 否 愿 意 采 纳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为 因 变 量，采 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对影响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因素进行分析。以

农户是否愿意采纳节水灌溉技术为因变量，则农户采用节水灌

溉技术的模型表示为：

ｌｎ ｐｉ
１－ｐ［ ］ｉ ＝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ｎＸｎε

模型中ｐｉ 为 农 户 愿 意 采 纳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的 概 率（采 用＝１，不

采用＝０），Ｘｉ 表示第ｉ个 影 响 因 素，βｉ 表 示 第ｉ个 影 响 因 素 的

回归系数，β０ 表示回归方程的回归常数。

３．２　模型结果及分析

３．２．１　模型估计

本文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 软 件，采 用 强 迫 进 入 法 对 模 型 进

行参数估计，得出结果见表２。模型的卡方检验 值 为１３２．７３４，

ｓｉｇ．为０．０００，说 明 模 型 整 体 显 著。模 型 的 似 然 比 检 验 值－

２ｌｏｇＬ为５１８．６０２，Ｃｏｘ＆Ｓｎｅｌｌ　ＲＳｑｕａｒｅ为０．２４６，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为０．３２８，说明模型拟合优度尚可；预测准确率为７０．０％。

３．２．２　结果讨论

（１）就农户个体 特 征 而 言，年 龄 对 农 户 采 纳 意 愿 有 显 著 负

影响，在１％水平上 显 著，这 与 已 有 研 究 结 论［１３］“年 龄 越 大，越

不容易采纳新技术”相 符，说 明 年 龄 越 大 的 农 户 越 倾 向 于 谨 慎

地对待节水灌溉技术，对 于 可 能 存 在 的 风 险 会 选 择 规 避，而 年

２５ 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黑河中游地区为例　　王　昱　赵廷红　李　波　等



轻人对于新技术更 加 青 睐。性 别 对 农 户 采 纳 意 愿 没 有 显 著 影

响，这和相关研究结论一致。文化水平对农户采纳意愿有负影

响，但是未通过显著性 检 验，主 要 原 因 是 文 化 水 平 较 高 的 农 户

因节水灌溉技术所需投入的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因此对节水

农业生产并不关心；相 反，文 化 水 平 较 低 的 农 户 较 为 重 视 农 业

生产效率，更看重科技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户担任村干部对

其采纳意愿并不显著，虽然村干部掌握节水技术的信息渠道比

较多，对政府机构的政 策 领 悟 能 力 强，但 是 由 于 其 他 因 素 的 限

制，客观上导致村干部并没有对采纳意愿有显著影响。

（２）从农户家庭 特 征 方 面 来 说，土 地 规 模 对 采 纳 意 愿 有 显

著正影响，在５％水平显 著。这 说 明 生 产 规 模 效 应 有 助 于 提 高

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 术 的 积 极 性，耕 地 面 积 越 大，采 用 节 水 灌

溉技术的成本越低，并且效率也越高。而土地细碎化程度与采

纳意愿程负相关，在１％水平显著。这与实际调研情况相符，在

样本中土地平均块数是０．０６ｈｍ２／块，土地细碎化程度高，许多

农户认为土地分散增加了节水灌溉设备的投资，同时也增加了

节水灌溉实施的难度，从而限制了节水灌溉的推广。家庭收入

与农户采纳意愿程正相关，但不显著。因为相对于节水灌溉技

术的投入，其效益低于成本，许多农户认为“节水灌溉工程投资

大，难以独 立 承 担”。兼 业 程 度 对 农 户 采 纳 行 为 有 负 影 响，在

１％水平上显著。这 是 因 为 兼 业 会 增 加 农 户 的 收 入，使 农 户 家

庭收入更加多元化，减 少 了 农 户 对 农 业 生 产 的 依 赖 性，同 时 兼

业还会占用农业劳动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户采用节水

灌溉技术。

表２　各变量对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意愿的影响

变量
Ｂ

（系数）

Ｓ．Ｅ．
（标准

误差）

Ｗａｌｄ
（卡方

值）

Ｓｉｇ．
（Ｐ值）

Ｅｘｐ（β）

（似然

比）

Ｘ１ ０．３５８　 ０．２４５　 ２．１３７　 ０．１４４　 １．４３１

Ｘ２ －１．５８７＊＊＊ ０．５８２　 ７．４４９　 ０．００６　 ４．８９０

Ｘ３ －０．３０６　 ０．４３５　 ０．４９４　 ０．４８２　 １．３５７

Ｘ４ ０．２８４　 ０．３６６　 ０．７１２　 ０．３９９　 １．３２８

Ｘ５ ０．１８４＊＊ ０．０８８　 ４．３２６　 ０．０３８　 １．２０１

Ｘ６ －１．１０７＊＊＊ ０．３００　 １３．６４４　 ０　 ３．０２７

Ｘ７ ０．０３８　 ０．２６３　 ０．０９４　 ０．７５９　 ０．９６３

Ｘ８ －１．０００＊＊＊ ０．２３９　 １７．４４６　 ０　 ２．７１８

Ｘ９ ０．３５５＊ ０．４０９　 ３．３４２　 ０．０６８　 ２．１１４

Ｘ１０ ０．７４８＊＊ ０．２４７　 ５．３４４　 ０．０２１　 １．６４３

Ｘ１１ ０．５２３＊＊ ０．３１３　 ２．７７９　 ０．０９５　 ０．５９３

Ｘ１２ ０．０５２　 ０．２７７　 ０．０３５　 ０．８５１　 １．０５３

Ｘ１３ ０．８９０＊＊ ０．３９１　 ５．１８９　 ０．０２３　 ２．４３４

Ｘ１４ ０．３７０＊＊ ０．１５２　 ５．８９０　 ０．０１５　 ０．６９１

Ｘ１５ ０．４２９　 ０．２５３　 ２．８８８　 ０．１８９　 １．５３６

Ｘ１６ ０．７０７＊＊＊ ０．２２７　 ９．７０７　 ０．００２　 ２．０２８

Ｘ１７ ０．７２７＊＊＊ ０．１９５　 １３．９３１　 ０　 ２．０６３

Ｘ１８ ０．２６１　 ０．２８９　 ０．４８４　 ０．４８７　 ２．８１８

常数项 －５．６９９　 １．５０６　 ４．３１６　 ０　 ０．００３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３）从自然环境 特 征 来 说，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对 农 户 采 纳 意 愿

有正影响，在５％水平上显著。随着国家对节水型社会的投入，

张掖市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逐步得到改善，这减少了农户对于

节水灌溉的投入，有利于促进农户采用先进节水灌溉技术。农

业生产结构对农户采纳节 水 灌 溉 意 愿 有 正 影 响，并 在５％水 平

上显著。大棚蔬菜和 花 卉 的 种 植，由 于 其 效 益 高，农 户 愿 意 花

钱投资节水灌溉；而对于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许多农户认为

“农副产品价格低廉，不愿意花钱在节水灌溉投资上”。水资源

状况对农户采纳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在５％水平上显著，这与已

有研究相符。在实地 调 研 中，水 资 源 短 缺 的 地 区，人 们 愿 意 投

资节水灌溉技术，而对 于 地 下 水 丰 富 的 地 区，则 相 对 不 愿 意 采

纳节水灌溉技术。

（４）从社会环境 特 征 来 说，政 府 扶 持 对 农 户 采 纳 有 显 著 正

影响，在５％水平显著。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节水效果明显，但

是成本较高，如果由农 户 完 全 承 担 技 术 改 造 会，农 户 采 纳 的 内

在动力不足。对实地 调 研 中 也 证 实 农 户 最 希 望 政 府 对 节 水 改

造进行一定的资金补贴。因此，在现行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

种植结构和较低的农产品价格下，适当的政府扶持是非常必要

的。水费计价方式对 采 纳 意 愿 有 正 影 响，在５％水 平 显 著。合

理的水费计价方式如果能完全反映农户所用水量，则会对农户

采取节水灌溉技术有很大促进多用。在实地调研中，部分灌区

仍然采用按耕地面积、用电量或家庭人口收费。虽然水价提高

了，但是水价仍然不能 反 映 用 水 量，对 节 水 灌 溉 并 没 有 起 到 促

进作用，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户参与用水者协会对采纳

节水灌溉技术有负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检验。这与当前大多数

协会的运行目标有关，用水者协会仅仅起到在渠道末级分配水

量、维护渠道、收取水费的作用，但是在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上

没有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水权交易对采纳意愿有正影响，但

未通过显著检验。尽 管 水 权 交 易 可 以 促 进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的 发

展，但是张掖地区水资 源 本 来 就 匮 乏，农 户 拥 有 水 资 源 量 本 来

就很少，并没有多少水资源可以参与交易。

（５）从认知特征来说，投资风险对农户采纳意愿有负影响，

在１％水平上显著。这表 明，农 户 对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所 带 来 的 收

益仍然持怀疑态度。作为理性的经济个体，农户必然将有限的

劳动投向于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生产。对节水灌溉技术的了

解程度和节水灌溉的重要性对农户采纳有正影响，但未通过显

著检验。这与“农户 对 有 关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的 信 息 获 得 量 越 多，

其节水灌溉技术意愿越 强”不 符，主 要 原 因 是 基 于 投 资 风 险 和

成本考虑所致。

４　结语及政策建议

４．１　结　语

本文对黑河中游张掖地区４个县区３６个乡镇５５０户 农 户

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Ｌｏｇｉ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节水灌溉技

术的采纳意愿及 其 影 响 因 素。研 究 表 明，第 一，农 户 采 用 节 水

灌溉技术的行为基本符合“理性小农”理论，即农户采用节水灌

溉技术是以技术收益最大化和技术风险最小化为主要动机，并

３５西北内陆干旱地区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黑河中游地区为例　　王　昱　赵廷红　李　波　等



受到所拥有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第二，不同个体特征、家庭特

征、自然环境特征、社 会 环 境 特 征 以 及 认 知 特 征 的 差 异 表 现 出

不同的采纳行为。具 体 表 现 为 土 地 规 模、水 利 基 础 设 施、农 业

生产结构、政府扶持和水费计价方式对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

有显著正影响，而年龄、土地细碎化程度、兼业程度和投资风险

则对农户采纳行为有显著负影响。

４．２　建　议
（１）政府应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加大对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

农户提供资金支持，尤其对节水技术工程初期投入方面加大支

持力度，降低农户的初期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

（２）有必要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土地集约化、规

模化发展，使土地向农村经营能手集中，充分发挥他们在资金、

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 势 和 对 市 场 的 驾 驭 能 力，实 现 农 业 产 业

化经营，促进节水灌溉 技 术 的 推 广；同 时 还 可 以 使 无 力 经 营 或

者不愿经营土地的农户可通过转让土地的使用权获得收益，并

将劳动力解放出来，转向农村的二、三产业，化解灌区内人地矛

盾，增加农民收入渠道。

（３）加大对大中型灌区的续建配套以及小型水利设施的投

入，对灌区的渠系进行合理规划，采用严格的计量设施，发挥水

价的杠杆作用，促进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

（４）在农业产业 结 构 调 整 中，指 导 农 民 选 择 节 水 型 的 产 业

结构，组织做好有关发 展 规 划 等 方 面 的 宏 观 指 导，并 制 定 相 应

的调整激励政策和资金投入，促进节水农业的发展。

（５）当地水务部 门 除 了 加 强 对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的 宣 传、推 广

之外，还要发挥用水者 协 会 对 促 进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的 作 用，提 高

运行目标，使农民用水户协会真正成为农村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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