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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面源污染的
认知和环保生产意愿分析

邓翼杰， 尉小强， 李　 静， 陈柏桦， 曾文俊， 马红菊∗

（四川省农业生态资源保护中心，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 基于四川省 ２０７ 个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面源污染认知和环保生产意愿的问卷调查，通过 ＳＰＳＳ软件对数据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四川省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认知程度、危害认知

程度和环保生产意愿总体较好。 农业经营主体的年龄、学历、是否为村干部、是否为党员、是否为农业院校毕业对

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认知程度、危害认知程度和环保生产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针对不同农业经营主体

的特征，可进一步细化相关宣传手段和相关扶持政策，以便进一步降低四川省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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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解决好农业面源污染正是加快

农业绿色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农业经济绿色化、低碳

化高质量发展的前提［１］。 农业面源污染是农业生

产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农田渗漏等

方式，对水体等生态系统的造成污染［２］。 据《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我国农业源水污染

物排放量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达到

１０６７． １３ 万 ｔ、１４９． ４９ 万 ｔ 和 ２１． ２ 万 ｔ，分别占全国

水污染物排放量的 ４９． ７％ 、４６． ５％和 ６７． ２％ ［３］。 如

何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成为新时代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议题。
因此，本文对四川省农业经营主体进行问卷调

查，通过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总结农户对农业面源

污染认知和环保生产意愿，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为
其他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四川省是中国农业生产大省，不仅是粮食主产

区，也是畜牧大省，农户生产类型多样。 同时，四川

省农业面源污染具有量大面广、复杂多样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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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４］。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以四川省为代表分析各

生产类型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认知和环保生产意

愿具有现实依据和重要参考价值。
此次，随机问卷调查共有效抽查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 ２０７ 个。 其中，９４ 个从事专业化种植业，３１ 个

从事专业化养殖业，其余 ８２ 个涉及种植业、养殖业、
服务业（含专业生产服务、加工、储存、运输、营销、
冷藏库出租）中的两个或多个产业。 从生产经营主

体类型看，单一经营类型的受访主体为 ８５ 个家庭农

场、３８ 个农民合作社、１３ 个企业和 １３ 个种养大户，
其余 ５８ 个涉及两个以上经营类型。 通过 ＳＰＳＳ软件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对农

业经营主体的农业面源污染认知和环保生产意愿进

行分析。

２　 数据分析

２． １　 受访人基本情况

受访人均为经营主体的主要负责人，年龄平均

４２． ６２ 岁，集 中 在 ４０ ～ ５０ 岁，有 １０４ 人，占 比

５０. ２４％ ；其次是 ４０ 岁以下 ６３ 人，占比 ３０． ４３％ ；５０

岁以上 ４０ 人，占比 １９． ２３％ ；调查经营主体主要负

责人以青壮年为主。 同时，受访人中 ２８． ０２％为农

业类院校毕业，４３． ００％所学专业与所从事行业相同

或相关，这说明受访人中大多数为“半道出家”，可
结合其他专业知识拓展思路和市场（见表 １）。
２． ２　 农业经营主体认知情况

２． ２． １　 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面源污染相关概念认

知程度

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面源污染现状认知、成因

认知和政策认知均是影响化肥投入的重要因素，对
耕地投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５］。 由表 ２ 可知，农业

经营主体对“农业面源污染”“一控两减三基本”“化
肥农药零增长” “秸秆综合利用” “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农田残膜回收利用”非常了解的比例分别为

３６． ７１％ 、 ３２． ８５％ 、 ３５． ２７％ 、 ３６． ７１％ 、 ３１． ４％ 、
２９. ９５％ ；完全不了解的比例分别为 ０． ４８％ 、２． ９％ 、
０． ９７％ 、０％ 、１． ４５％ 、２． ４２％ 。 非常了解的比例均未

超过调查主体的一半，但完全不了解的比例也很低，
这表明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面源污染相关概念均有

了解，但同时存在认知不足的现象。

表 １　 调查主体经营者基本情况

项 目

经营者年龄 ／岁 经营者文化程度

＜ ４０ ４０ ～ ５０ ＞ ５０ 初中及以下
中专 ／

普通高中
大专及以上

农业类院

校毕业

所学专业与

农业相关
村干部 党员

人数 ６３ １０４ ４０ ２４ ８２ １０１ ５８ ８９ ３８ ７４

比例 ／ ％ ３０． ４３ ５０． ２４ １９． ３２ １１． ５９ ３９． ６１ ４８． ７９ ２８． ０２ ４３． ００ １８． ３６ ３５． ７５

表 ２　 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面源污染相关概念了解程度统计表

调查项目 了解程度 数量 ／户 比例 ／ ％ 调查项目 了解程度 数量 ／户 比例 ／ ％

农业面源污染 非常了解 ７６ ３６． ７１ 秸秆综合利用 非常了解 ７６ ３６． ７１
较为了解 ６４ ３０． ９２ 较为了解 ６６ ３１． ８８
一般 ４９ ２３． ６７ 一般 ４８ ２３． １９
不太了解 １７ ８． ２１ 不太了解 １７ ８． ２１
完全不了解 １ ０． ４８ 完全不了解 ０ ０． ００

一控两减三基本 非常了解 ６８ ３２． ８５ 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

非常了解 ６５ ３１． ４０
较为了解 ３７ １７． ８７ 较为了解 ６４ ３０． ９２
一般 ５８ ２８． ０２ 一般 ６０ ２８． ９９
不太了解 ３８ １８． ３６ 不太了解 １５ ７． ２５
完全不了解 ６ ２． ９０ 完全不了解 ３ １． ４５

化肥农药零增长 非常了解 ７３ ３５． ２７ 农田残膜回收利

用

非常了解 ６２ ２９． ９５
较为了解 ５０ ２４． １５ 较为了解 ６１ ２９． ４７
一般 ５３ ２５． ６０ 一般 ５９ ２８． ５０
不太了解 ２９ １４． ０１ 不太了解 ２０ ９． ６６
完全不了解 ２ ０． ９７ 完全不了解 ５ ２．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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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面源污染危害的认知

程度

从表 ３ 可知，一方面 ６９． ７５％的农业经营主体

非常赞同养殖废水随意丢弃或直接排放、废旧地膜

随意丢弃会对水质和环境有危害，６４． ７３％非常赞同

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对农田、水质和环境有危害，
５７. ９７％非常赞同秸秆随意丢弃对水质和环境有危

害；另一方面，仅有 １． ９６％ 、０． ９７％ 、０． ９７％ 、０％的

农业经营主体认为养殖废水、废旧地膜、秸秆随意丢

弃或直接排放以及过量施用化肥农药不会对水质、
环境和农田造成危害。 这表明农业经营主体普遍意

识到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但也有极少部分人对农

业面源污染的危害没有较为科学的认知。

２． ２． ３　 农业经营主体的环保生产意愿情况

　 从表 ４ 可知 ７０． ０５％和 ７３． ９１％的农业经营

主体非常愿意主动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有 ７４．
４５％非常愿意主动处理农业生产废弃物。 在不减产

的前提下，非常愿意减少化肥施用的农业经营主体

增加到 ８６． ９６％ ；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非常愿意

减少化肥施用的农业经营主体增加到 ８９． ３７％ ；在
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非常愿意减少废弃物的丢弃

或直排的农业经营主体为 ８９． ８６％ 。 这表明，目前

大部分农业经营主体主动减轻农业面源污染的积极

性较好；另一方面，在不减产和有政府补贴的前提

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积极性

会较明显提升。

表 ３　 农业经营主体对危害农田、水质和环境因素的赞同程度统计表

调查项目 赞同程度 数量 ／户 比例 ／ ％ 调查项目 赞同程度 数量 ／户 比例 ／ ％

是否认为养殖废水随意丢弃
或直接排放对水质和环境有
危害

非常赞同 １４４ ６９． ５７ 是否认为秸秆随意丢弃
对水质和环境有危害

非常赞同 １２０ ５７． ９７
较为赞同 ４２ ２０． ２９ 较为赞同 ４９ ２３． ６７
一般 １４ ６． ７６ 一般 ２６ １２． ５６
不太赞同 ３ １． ４５ 不太赞同 １０ ４． ８３
完全不赞同 ４ １． ９３ 完全不赞同 ２ ０． ９７

是否认为废旧地膜随意
丢弃对水质和环境有危害

非常赞同 １４４ ６９． ５７ 是否认为过量施用化肥
农药对农田、水质和环境
有危害

非常赞同 １３４ ６４． ７３
较为赞同 ３７ １７． ８７ 较为赞同 ５１ ２４． ６４
一般 ２０ ９． ６６ 一般 １８ ８． ７０
不太赞同 ４ １． ９３ 不太赞同 ４ １． ９３
完全不赞同 ２ ０． ９７ 完全不赞同 ０ ０． ００

表 ４　 农业经营主体意愿统计表

调查项目 意愿程度 数量 ／户 比例 ／ ％ 调查项目 意愿程度 数量 ／户 比例 ／ ％

是否愿意主动减少
化肥的施用

非常愿意 １４５ ７０． ０５ 在作物不减产的前提下，
是否愿意减少化肥农药
的施用

非常愿意 １８０ ８６． ９６
较为愿意 ４９ ２３． ６７ 较为愿意 １９ ９． １８
一般 １１ ５． ３１ 一般 ８ ３． ８６
不太愿意 ２ ０． ９７ 不太愿意 ０ ０． ００
非常不愿意 ０ ０． ００ 非常不愿意 ０ ０． ００

是否愿意主动减少
农药的施用

非常愿意 １５３ ７３． ９１ 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
是否愿意减少化肥农药
的施用

非常愿意 １８５ ８９． ３７
较为愿意 ４２ ２０． ２９ 较为愿意 １６ ７． ７３
一般 １２ ５． ８０ 一般 ５ ２． ４２
不太愿意 ０ ０． ００ 不太愿意 １ ０． ４８
非常不愿意 ０ ０． ００ 非常不愿意 ０ ０． ００

是否愿意主动处理
农业生产的废弃物

非常愿意 １５４ ７４． ４０ 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
是否愿意减少废弃物的
丢弃或直排

非常愿意 １８６ ８９． ８６
较为愿意 ４２ ２０． ２９ 较为愿意 １４ ６． ７６
一般 １１ ５． ３１ 一般 ６ ２． ９０
不太愿意 ０ ０． ００ 不太愿意 １ ０． ４８
非常不愿意 ０ ０． ００ 非常不愿意 ０ ０． ００

２． ３　 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与政策认知、污染认知

和环保生产意愿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做以下假设：农业经营主体的个人特征变

量与政策认知、污染认知和环保生产意愿的变量之

间存在相关性。 本文把 ２０７ 个农业经营主体个人特

征和政策认知、污染认知和环保生产意愿进行了相

关分析，通过运行 ＳＰＳＳ ２７． ０ 得到如下结论。
２． ３． １　 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与政策认知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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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

表 ５ 为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与政策认知的相

关性分析结果。 经营者年龄与是否了解农业面源污

染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是否了解“秸秆

综合利用”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是否了

解“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负

相关，与是否了解“农田残膜回收利用”在 ０． ０１ 的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经营者年龄越大对农业

面源污染相关政策越不了解，因此在进行农业面源

污染政策宣传时，应当采取更有效的方式对年龄较

大的农户进行讲解。
是否为村干部与是否了解“一控两减三基本”

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是否了解“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是

否了解“秸秆综合利用”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

关，与是否了解“农田残膜回收利用”在 ０． ０５ 的水

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经营者为村干部的，对大

部分农业面源污染政策更为熟悉，非村干部的经营

者对农业面源污染政策不是很了解，原因可能在于

当地政府将政策传达给村干部后，村干部并没有较

好地将政策传达给当地农户，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政

策认知上出现了差距。
是否为党员与是否了解“一控两减三基本”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是否了解“化肥农药

零增长”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是否了解

“秸秆综合利用”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
是否了解“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与是否了解“农田残膜回收利用”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党员群体对农

业面源污染政策了解更多，原因可能在于作为党员

会更有意识地主动了解国家发布的相关政策。
２． ３． ２　 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与污染认知的相关

性分析

通过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与污染认识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见表 ６）可知：经营者学历与认为养殖

废水随意丢弃或直接排放对水质和环境有危害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认为废旧地膜随意丢

弃对水质和环境有危害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

关，与认为秸秆随意丢弃对水质和环境有危害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认为过量施用化肥农

药对农田、水质和环境有危害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

正相关。 但其他经营者个体特征与农业面源污染认

知无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农户年龄、是否为农

业类院校毕业、所学专业是否与所从事行业相同或

相关、是否为村干部、是否为党员都不会显著影响农

业经营主体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认知。 原因可能在于

表 ５　 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和政策认知的相关性分析

项　 目
经营者
年龄

经营者
学历

是否为农业
类院校毕业

所学专业
是否与所从

事行业
相同或相关

是否为
村干部

是否为党员

是否了解农业面源污染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１７５∗ － ０． ０６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５ ０． ０６６ ０． ０４１
显著性（双侧） ０． ０１２ ０． ３５８ ０． ５０１ ０． ６１２ ０． ３４４ ０． ５５８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是否了解“一控两减三基本”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０５ ０． ０６３ ０． ０８３ ０． ０３１ ０． １０６∗ ０． ２０８∗∗

显著性（双侧） ０． ４７２ ０． ３６６ ０． ２３６ ０． ６５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３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是否了解“化肥农药零增长”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１２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９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 ０． １５８∗

显著性（双侧） ０． ０８２ ０． ２６５ ０． １８５ ０． ９７９ ０． ８８１ ０． ０２３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是否了解“秸秆综合利用”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２１８∗∗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９８ ０． ０３ ０． １０３∗ ０． １５９∗

显著性（双侧） ０． ００２ ０． ９９７ ０． １６２ ０． ６６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２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是否了解“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１６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１３１∗ ０． １５７∗

显著性（双侧） ０． ０１５ ０． ９７４ ０． ６６４ ０． ５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４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是否了解“农田残膜回收利
用”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１８９∗∗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 ０． ０５３ ０． １６２∗ ０． ２１４∗∗

显著性（双侧） ０． ００６ ０． ９６３ ０． ３１８ ０． ４４５ ０． ０２ ０． ００１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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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的隐蔽性强、时间周期长，需要经营者

具备一定知识储备才能更了解农业面源污染危害的

具体情况，因此其他因素并不是显著提升农业经营

主体对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的关键。 因此，在对

经营者进行培训或宣传时，不仅要注重倡导经营者

减少或杜绝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生产行为，也要

宣传科普农业面源污染会对水质、土壤肥力等造成

难以弥补的危害，以最低的知识门槛，让农业经营主

体更直观的认知到农业面源污染对农业生产造成的

危害程度。
表 ６　 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和污染认知的相关性分析

项　 目
经营者
年龄

经营者
学历

是否为农业
类院校毕业

所学专业是
否与所从事
行业相同
或相关

是否为
村干部

是否为
党员

认为养殖废水随意丢弃或直接排放对
水质和环境有危害程度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０２３ ０． １２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３７
显著性（双侧） ０． ７４５ ０． ０４３ ０． ３０２ ０． ３３ ０． ７４ ０． ６０１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认为废旧地膜随意丢弃对水质
和环境有危害程度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０６６ ０． １７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１
显著性（双侧） ０． ３４８ ０． ０１３ ０． ７０３ ０． ４４６ ０． ４２１ ０． ６４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认为秸秆随意丢弃对水质和
环境有危害程度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０２８ ０． １３１∗ ０． １０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６ ０． ００７
显著性（双侧） ０． ６９１ ０． ０４ ０． １４１ ０． ６８１ ０． ３８９ ０． ９１５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认为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对农田、
水质和环境有危害程度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９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９
显著性（双侧） ０． １９１ ０． ００３ ０． ４３３ ０． ７６６ ０． ９６６ ０． ７８５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 ３． ３　 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与减轻农业面源污

染危害的行为选择的相关性分析

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与环保生产意愿的相关

性如表 ７ 所示。 经营者年龄与是否愿意主动减少化

肥的施用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是否愿意

主动减少农药的施用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与是否愿意主动处理农业生产的废弃物在 ０． ０１ 的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在作物不减产的前提下，是否

愿意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负

相关，与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是否愿意减少化肥

农药的施用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在有政

府补贴的情况下，是否愿意减少废弃物的丢弃或直

排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经营者年

龄越大环保生产意愿越低，但在作物不减产的前提

下，经营者年龄与是否愿意减少化肥农业施用的负

相关系数减少至 ０． ２３５，同时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

下，经营者年龄与是否愿意减少化肥农业施用的负

相关系数进一步减少至 ０． ２１９；与是否愿意减少废

弃物的丢弃或直排的负相关系数减少至 ０． １１５。 因

此在作物不减产和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均能让年

龄较大的农业经营主体主动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行

为，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可有效减少废弃物的丢

弃或直排行为。
农业经营主体是否为农业类院校毕业与是

否愿意主动减少化肥的施用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

正相关，与是否愿意主动减少农药的施用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是否愿意主动处理农业生

产的废弃物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但是否

为农业类院校毕业与在作物不减产的前提下，是否

愿意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
是否愿意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和是否愿意减少废弃

物的丢弃或直排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原因可能在

于从农业院校毕业的农业经营主体，具备较好的农

业生产基础知识和市场认知，一方面可以选择多种

技术代替化肥和农药的施用，更科学地处理农业生

产的废弃物甚至进行再利用，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人

们更加注重食品安全，更愿意选择绿色有机的食品，
因此这部分农户可以把握这部分消费需求，生产行

为也更加绿色环保。 而在作物不减产和有政府补贴

的情况下，并不会更进一步增加从农业类院校毕业

经营者的积极性，原因可能在于该类农业经营主体

无论作物减不减产和政府是否补贴，都会较为主动

地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危害，具备较好的主体责任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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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农业经营主体个体特征和环保生产意愿的相关性分析

项　 目
经营者
年龄

经营者
学历

是否为农业
类院校毕业

所学专业是
否与所从事
行业相同或

相关

是否为村干部 是否为党员

是否愿意主动减少化肥的施用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２４１∗∗ ０． ０２９ ０． １１２∗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５７ ０． １０４
显著性（双侧） ０ ０． ６７８ ０． ０３ ０． ４９２ ０． ４１７ ０． １３５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是否愿意主动减少农药的施用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２９５∗∗ ０． ０３７ ０． １２１∗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３ ０． １１５
显著性 （双侧） ０ ０． ５９８ ０． ０４２ ０． ４１４ ０． ９７１ ０． ０９８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是否愿意主动处理农业
生产的废弃物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２０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５ － ０． ００２
显著性 （双侧） ０． ００３ ０． ３３８ ０． ０４４ ０． ８９９ ０． ４７７ ０． ９７５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在作物不减产的前提下，您是否愿
意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２３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１１
显著性 （双侧） ０． ００１ ０． ９４４ ０． ５５１ ０． ３６２ ０． ５４７ ０． ８８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您是否愿
意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２１９∗∗ －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８
显著性 （双侧） ０． ００２ ０． ２４２ ０． ２７９ ０． ８８３ ０． ７８６ ０． ９０５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您是否愿
意减少废弃物的丢弃或直排

皮尔逊相关性 － ０． １１５∗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１４
显著性 （双侧） ０． ０４５ ０． ４２７ ０． ９６６ ０． ４３８ ０． ５１１ ０． ８４１
Ｎ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２０７

３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四川省 ２０７ 个农业经营主体问卷调

查，通过描述性分析对四川省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

面源污染的认知程度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意愿进

行统计，主要结论有：
总体而言，四川省受访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面

源污染认知比较了解，总体上无明显差异，且进行环

保生产的意愿较强烈。 一是对农业面源污染、一控

两减三基本、化肥农药零增长相关概念的有一定认

知，但认知并不深。 其中影响农业经营主体政策认

知较为重要的 ３ 个因素为农业经营主体年龄、是否

为村干部和是否为党员，年龄较大的经营者是农业

面源污染政策认知的薄弱点，而做为村干部和党员

的经营者是农业面源污染政策认知的第一梯队，可
发挥村干部和党员先锋力量，将政府政策更好传达

给当地农户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农业经营主体。 二是

在生产环节受访者对养殖废水、废旧地膜、秸秆随意

丢弃或直接排放以及过量施用化肥农药会对水质、
环境和农田有危害认知已经较为普遍，但也有少部

分人没有认识到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 其中经营者

学历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认知呈显著相关关系，
说明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认知具备一定的知识门

槛，可采取农业面源污染危害科普培训等方式，更为

直接明了地将农业面源污染危害结果展示给经营

者，进一步激发农业经营主体的危机意识，更为主动

承担减轻农业面源污染的责任。 三是近七成受访者

非常愿意减轻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年龄越大的经

营者环保生产的意愿显著越低，但在有政府补贴和

作物不减产的前提下，经营者年龄和环保生产意愿

的负相关系数会降低，说明年龄较大的农业经营主

体在政府补贴和作物不减产的前提下，环保生产意

愿会上升；从农业院校毕业的农业经营主体环保生

产意愿积极性较强，可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先锋力

量。
因此，在今后四川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行动中，一

是要加强宣传引导，可依托“农民夜校” “微党课”
“坝坝会”等，针对性举办主题培训课程，一方面要

积极宣传政府的相关政策，组织符合条件的农户，依
托政府项目升级农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要进行农

业面源污染危害科普培训，提升农户对农业生产环

境保护的意识，更为主动地减轻农业面源污染的危

害。 二是要加大政策扶持，围绕养殖废水、废旧地

膜、秸秆随意丢弃或直接排放以及过量施用化肥农

药等行为，研究可行的扶持政策，增加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政策扶持力度，调动社会各方和农户自身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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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积极性。 三是增加技术支持，
政府应加大与知名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合作，加快

新技术转化应用，推广尽量不降低农作物产量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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