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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社会网络对小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
采纳的影响与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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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黑龙江省478份玉米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不同邻里社会网络对小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

采纳的边际效应和传导路径。结果表明，邻里社会网络影响的边际效应顺次为周围小农户>专业大户>宗亲网络。

周围小农户主要通过示范机制、社会规范与环境责任认知促使小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以专业大户为代表的邻

里社会网络主要通过示范机制和社会规范提高小农户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水平，宗亲网络主要通过环境责任认知

提高小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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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478 farmers’cultivated land utiliz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Empirical analysed the marginal effect and transmission path of different neighborhood social networks on the adop⁃
tion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by small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rrounding small farmers > profes⁃
sional large households > clan network. Surrounding smallholders mainly promote smallholders to adopt conserva⁃
tion tillage technology through demonstration mechanisms, social norms and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
ity; neighborhood social networks represented by large professional households mainly improve the level of small⁃
holders to adopt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through demonstration mechanisms and social norms; clan networks
mainly improve the adoption probability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by smallholders through awareness of en⁃
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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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

管理制度正在加剧耕地质量的退化[1]。东北黑土耕

地黑土层的厚度已经减少了 30%～50%，土壤有机

质含量由 20世纪 50年代的 5%～10%下降到 2%～

4%。我国充分认识到保护耕地质量的重要性，采取

保护性耕作技术以期实现耕地的可持续性利用。第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经营户

20 743万，其中，小农经营户占全国农业经营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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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8%。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小农经营将持续

存在[2]。

保护性耕作技术在中国推广了20多年，但普及

率一直较低 [3-4]。保护性耕作可以提高土壤中有机

碳储存和微生物活性 [5]，似乎并不能降低生产风

险[6-7]。中国保护性耕作技术是以规模化、集约化经

营为主，依托于大型机械操作得以实现[8]，忽略了适

用于小农户的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乡村是一个

典型的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组成的人际网络型社

会，小农户高度内嵌于村域的社会网络之中，其行为

更多的是直接或间接受到邻里社会网络的影响 [9]。

在信息“茧房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乡村，探讨

邻里社会网络下小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使用和

响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已有文献多集中于整体(或单一)邻里社会网络

对小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一是关系

嵌入和结构嵌入是社会网络最主要的两种嵌入机

制，但两者的影响效应仍存在分歧[10-11]；二是将除小

农户个体外同村其他农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的均值

作为衡量邻里社会网络的指标，验证邻里社会网络

边际影响的普遍性[12-14]。已有文献较少考虑邻里社

会网络的复杂性和传播主体的多元性。基于此，本

文研究邻里社会网络中小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

响应群体差异性，深入探讨不同邻里社会网络如何

通过示范机制、社会规范、环境责任认知三条路径，

深化社会网络的作用边界。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邻里社会网络是农户与村域内其他成员经过长

期相处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关系。邻里社会网络中，

社会学习(即农户向其他农户学习)为各农户信息获

取提供了便捷途径，加速了村域内信息溢出和技术

的扩散速度。技术特征认知对农户技术采用决策具

有显著影响。保护性耕作技术具有作用周期长、见

效慢、当期投入收益滞后性强的特点，其跨期收益属

性会造成农户技术采用的短视倾向，特别是当资本

和保险市场不发达时可能产生技术采用的挤出

效应。

乡村的邻里社会网络具有天然的信息传播优

势，但给定个体可能对邻里社会网络中不同成员的

选择做出异质反应。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行为会受到

其所处社会关系和纽带的影响。狭隘地将邻里社会

网络视为单一网络将可能无法区分不同邻里成员的

影响力，从而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政策或采取

措施。农户既可能从同质的同伴网络中学习，也可

能遵循或者信任那些与其具有明显特征差异的其他

成员。农户群体内部角色产生分化，主要包括小农

户和原本是小农户后期逐渐演变成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农户。理论上，异质性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

用的影响大于同质性社会网络。资源禀赋更高的专

业大户、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往往比小农户

更容易成为新技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随着专业大

户、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乡村的出现，加之

他们与小农户间天然的内生联系，更大范围和程度

上地信息溢出和技术扩散成为可能，且这种边际效

应理论上应大于其他类型的邻里社会网络。

地理邻近性被广义定义为行为主体之间的空间

或者物理距离。囿于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约束，住宅

地理距离越短反而更容易增加农户与周围小农间的

互动频次。这种交流会缩小农户绿色技术采纳意愿

与行为悖离的程度，但与宗亲互动不会增加农户对

于绿色技术采纳的概率。据此，与周围小农户密切

的联系和高度的信任所产生的互动效应似乎大于宗

亲网络。

邻里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对小农户保护性耕作技

术采纳的具体传导路径如下：①示范机制。根据辐

射效应，发展条件更好的农户反而更容易对其他农

户产生带动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资源禀

赋、专业化程度、生产效率、经营管理理念、技术感知

有用性与易用性等方面优势，能够对小农户技术采

用产生示范作用。周围小农户和宗亲构成了小农户

的强社会网络。基于血缘和地缘的高密度互动、社

会信任，以及高度同质的禀赋特征，小农户反而更容

易趋向于模仿其行为，即周围小农户和宗亲具备向

小农户产生学习的条件。②社会规范。农户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时存在从众心理。保护性耕作技术在邻

里社会网络中大规模扩散，无疑会对小农户技术采

用造成压力。一方面，迫于“合群”的需要，小农户会

追随邻居和宗亲的行为；另一方面，社会规范为小农

户提供了观摩学习或者“言传身教”的机会。专业大

户、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者周围小农户、宗

亲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对小农户造成压力的同时，

也为小农户提供了一个观察学习的机会，从而有助

于提升小农户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最终

实现技术的溢出效应。③环境责任认知。责任认知

(即责任感)会对个体意图和行动产生影响。耕地保

护责任认知越强的农户越可能采取保护性耕作技

术。通过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周围小农户和宗亲

的互动(或者观摩学习)，有助于增强小农户耕地保

护的责任意识，并采取保护性耕作技术。由于大户



和小农户间天然的禀赋差距，示范机制、社会规范和

环境责任认知产生的中介作用可能在不同邻里社会

网络下存在着差异。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邻里社会网络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

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假说 2：不同邻里社会网络对小农户保护性耕

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对小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边际影响

依次大于周围小农户大于宗亲。

假说3：与专业大户/有权威/有威望的人有相邻

地块的小农户更容易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假说4：不同邻里社会网络主要通过示范机制、

社会规范和环境责任认知推动小农户采用保护性耕

作技术。

2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2024年7月对黑龙江

省海伦、五大连池和铁力 3个县级市的玉米种植户

耕地利用情况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78份。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作为被

解释变量，其中，若少耕(或者免耕播种)、病虫草害

综合防治、深松和秸秆还田等 4项保护性耕作技术

中的一种或者多种被农户采用，视为农户实施了耕

地保护行为，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2.2 核心解释变量

将“若大多数周围人都实施了少耕(或者免耕播

种)、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深松和秸秆还田等耕地保

护行为，您是否也会实施”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作为

衡量邻里社会网络强度的指标；将邻里社会网络拓

展为社会网络效应和基于社会网络下生成的地块邻

近效应。用“与村里专业大户的联系”“合作社成员

身份”“宗亲中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人数”“除宗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外，周围小农户技术采用对小农

户的影响”评估邻里的社会网络效应；用“与专业大

户/有权威/有威望的人有无相邻地块”作为地理邻

近变量，以评估地块的邻近效应。

2.2.3 机制变量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将问卷中的“周围人采取

上述技术是否会增加您对这类技术的采用”“别人采

用以上技术您是否会感受到压力”与“您是否认同农

户是耕地保护的主要责任人”作为示范机制、社会规

范和环境责任认知变量，以深入探讨不同邻里社会

网络下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农户间传递的具体路径。

2.2.4 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选取农户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如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就业状况、农业

生产年限、技术培训、村干部、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

等；选取农业生产经营特征，诸如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农业保险、地块分散程度、地块整体质量水平等；

选取如政策宣传、自然灾害、农业补贴等外部环境特

征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

表1所示。

2.3 模型选择

由于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是一个二分

类离散型变量，因此选择二元Probit模型进行检验：

Y1i = a0 + aiNEi +∑γiXi + εi

Y2i = β 0 + βjNTj + λjPLj +∑ηjXj + εj

其中，Y1表示所有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

为，NE表示邻里社会网络效应；Y2表示小农户技术

采纳行为，NT和PL则分别表示社会网络效应和基

于社会网络下的地块邻近效应。Xi和Xj表示农户层

面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业生产经营特征以及外

部环境特征变量等；α0和β0为常数项，αi代表邻里社

会网络下农户技术采用的边际效应，βj和λj分别代

表邻里社会网络和地块邻近产生的边际影响；γi和

ηj表示各个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ε表示随机误

差项。

为探究不同邻里社会网络对保护性耕作技术扩

散的具体作用机制，借鉴相关研究[35]，构建如下模型：

Mi = δ0 + γiNTi +∑φiXi + μi

Y2i = κ0 + ρiMi +∑∂iXi + υi

其中，M表示机制变量；δ0和κ0表示常数项；γi、

ρi 、ψi和∂i表示待估参数；μi和υi表示随机扰动项。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结果分析

模型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值为 1.45，各变量中

最大VIF为 2.96，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表 2模

型 1所示，不考虑其他因素，邻里社会网络对农户保

护性耕作技术采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2和
模型 3所示，考虑其他因素和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

验，自变量系数的显著性不变，且主效应的影响大小

有所增加，表明农户在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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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 量

Variable
被解释变量

保护性耕作技术

核心解释变量

专业大户

合作社

宗亲网络

周围小农户

地块邻近

控制变量

性 别

年 龄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就业状况

农业生产年限

技术培训

村干部

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农业保险

政策宣

自然灾害

农业补贴

地块分散程度

地块整体质量水平

含 义

Meaning

是否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是=1，否=0

与同村专业大户的联系：邻居且亲戚=6，邻居且朋友=5，亲戚=4，朋友=3，
邻居=2，没有关系=1，其他=0
合作社成员身份：是=1，否=0
宗亲中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人口

周围小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对小农户的影响：非常不影响=1，不太影响=2，
一般=3，比较影响=4，非常影响=5
与专业大户/有权威/有威望的人有无相邻地块：是=1，否=0

男=1，女=0
农户实际年龄

实际受教育年限

与同龄人相比健康状况：很差=1，差=2，一般=3，好=4，很好=5
全职务工=1，兼业以务工为主=2，兼业以务农为主=3，全职务农=4
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实际年限

家中是否有人接受农业生产技术相关培训：是=1，否=0
村干部亲属：是=1，否=0
农业生产实际劳动力人数

2023年家庭粮食作物种植总面积

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是=1，否=0
是否进行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宣传：是=1，否=0
是否发生自然灾害造成作物减产：是=1，否=0
2023年农业补贴到账合计

相距距离远且分散=1，相距距离近且分散=2，集中连片=3
3等地=1，2等地=2，1等地=3

均 值

Mean

0.689

1.526

0.120
7.474
3.266

0.161

0.797
56.700
6.781
1.286

33.088
3.854
1.760
0.214
0.547

50.353
0.333
0.755
0.484

11 828.000
2.193
2.052

标准差

SD

0.463

1.588

0.326
10.121
1.179

0.369

0.403
9.197
3.135
0.557

13.141
1.171
0.705
0.411
0.499

25.753
0.473
0.431
0.501

10 406.000
0.663
0.661

表2 总体样本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and robustness test of population sample

变 量

Variable

邻里社会网络

控制变量

常数项

观测值

P值

R2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水平。下表同。

Note: ***, * *, * represent significant levels of 1%, 5%, and 10%,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模型1
Model 1

系 数

Coefficient
0.205***
已控制

-0.319
478
0.000
0.026

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
0.052

0.216

模型2
Model 2

系 数

Coefficient
0.235***
已控制

-2.113**
478
0.000
0.010

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
0.057

0.847

模型3
Model 3

系 数

Coefficient
0.235***
已控制

-2.106**
478
0.000
0.010

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
0.057

0.847



存在较强的邻里作用。假说1得以验证。

根据模型4和模型5，周围小农户对小农户技术

采用的溢出效应更大(专业大户影响的边际效应为

0.038，宗亲网络为 0.029，周围小农户为 0.051)。可

能是因为天然的距离优势、频繁地邻里互动和高度

的内在信任推动了技术信息的外溢，群体认同下个

体行为会与群体内成员行为趋于一致。专业大户对

小农户的技术采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合作社在

这组技术采纳的过程中似乎并未发生作用，原因在

于合作社内部存在自我服务(即服务社员农户)功能

弱化和“精英俘获”，致使社员对合作社的规范性产

生质疑，造成组织的示范作用难以发挥。宗亲网络

对于小农户技术采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亲

缘和地缘优势，小农户和宗亲间建立起了高度的信

任，促进了技术信息的溢出甚至带来更广泛的乘数

效应，这一影响呈倒“U”型，说明小农户并不是或不

总是盲目模仿宗亲，他们会基于现实情况做出理性

的生产决策。此外，与专业大户/有权威/有威望的

人地块毗邻似乎对小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没有

影响。

表3 邻里社会网络和地理邻近对小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rhood social network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n smallholder
farmers’adoption behavior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变 量

Variable

专业大户

合作社

宗亲网络

宗亲网络×宗亲网络

周围小农户

地块邻近

性 别

年 龄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就业状况

农业生产年限

技术培训

农业生产劳动力数量

村干部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农业保险

政策宣

自然灾害

农业补贴

地块分散程度

地块整体质量水平

常数项

观测值

P值

R2

模型4
Model 4

系 数

Coefficient
0.114*
0.381
0.035*

0.194**
-0.510*

-0.445
192
0.008
0.091

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
0.066
0.360
0.018

0.083
0.290

0.307

模型5
Model 5

系 数

Coefficient
0.136*

-0.035
0.102***

-0.002***
0.184**

-0.424
-0.248
0.032

-0.005
0.064
0.254

-0.008
0.756**
0.254*

-0.079
0.002

-0.082
-0.148
0.103

-0.000
0.027

-0.263
-2.602*

192
0.019
0.199

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
0.081
0.428
0.031
0.001
0.093
0.316
0.268
0.020
0.039
0.102
0.210
0.014
0.327
0.153
0.273
0.005
0.229
0.299
0.227
0.000
0.167
0.175
1.537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剔除极端值

对连续型变量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以避

免由于样本数据异常值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模

型 6所示，与基准回归相比，各维度社会网络的边际

效应与显著性水平变化均不明显，说明在对数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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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值进行修正后，邻里社会网络在农户保护性耕作

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中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进一

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3.2.2 删除部分控制变量

删除农业补贴合计、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年龄

等3个控制变量后模型回归结果如模型7所示，专业

大户、宗亲网络和周围小农户对小农户技术采纳具

有显著性影响，地块邻近效应未发生作用，表明基准

回归结果稳健性较好。

3.2.3 子样本回归

将74岁以上的子样本剔除后进行估计。模型8
所示，专业大户、宗亲网络和周围小农户对提高小农

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概率具有明显地促进作用，

地块邻近变量仍未发生作用。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

稳健可靠。

3.3 机制检验

进一步将小农户的 3个邻里社会网络(指专业

大户、周围小农户以及宗亲网络)作为自变量，深入

剖析邻里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对小农户技术采纳的具

体作用机制，如表5、表6和表7所示。

表4 社会网络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of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

变 量

Variable

专业大户

合作社

宗亲网络

宗亲网络*宗亲网络

周围小农户

地块邻近

控制变量

常数项

P值

R2

模型6
Model 6

系 数

Coefficient
0.136*

-0.035
0.102***

-0.002***
0.184**

-0.424
已控制

-2.601*
0.019
0.199

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
0.081
0.428
0.031
0.001
0.093
0.316

1.537

模型7
Model 7

系 数

Coefficient
0.144*

-0.040
0.106***

-0.002***
0.185**

-0.465
已控制

-1.048
0.011
0.188

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
0.084
0.409
0.031
0.001
0.093
0.319

1.031

模型8
Model 8

系 数

Coefficient
0.146*

-0.028
0.010***

-0.002***
0.182*

-0.435
已控制

-2.522
0.027
0.198

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
0.082
0.422
0.032
0.001
0.094
0.316

1.554

表5 专业大户对小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影响的路径分析

Table 5 Path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large professional households on the adoption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by small farmers

变 量

Variable

专业大户

示范机制

社会规范

环境责任认知

观测值

R2

机制一

Mechanism 1
示范机制

Demonstration
mechanism

0.196***
(0.071)

192
0.074

保护性耕作技术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0.262***
(0.098)

192
0.132

机制二

Mechanism 2
社会规范

Social norm

0.113*
(0.061)

192
0.054

保护性耕作技术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0.180**
(0.073)

192
0.125

机制三

Mechanism 3
环境责任认知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0.099
(0.097)

192
0.131

保护性耕作技术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0.343***
(0.122)

192
0.134



表 5显示，以专业大户为代表的邻里社会网络

对示范机制变量和社会规范变量的影响分别在 1%
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环境责任认知变量未能

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示范机制、社会规范和环境

责任认知对小农户技术采纳的影响分别通过了1%、

5%和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以专业大户为代表的

邻里社会网络对小农户技术采纳的影响主要通过示

范机制和社会规范两种路径实现。表6显示周围小

农户可以通过示范机制、社会规范以及环境责任认

知3条路径，对小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产生正

向影响。

根据表 7，宗亲网络主要通过环境责任认知提

高小农户技术的采纳概率，示范机制和社会规范并

非作用路径。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本文结论：(1)邻里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保护性

耕作技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不同邻里社会网

络对小农户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表现为周围小农

户>专业大户>宗亲网络，宗亲网络对小农户技术采

纳的影响呈倒“U”型；(3)周围小农户主要通过示范

表6 周围小农户对小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影响的路径分析

Table 6 Path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mall farmers around on the adoption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by small farmers

变 量

Variable

周围小农户

示范机制

社会规范

环境责任认知

观测值

R2

机制一

Mechanism 1
示范机制

Demonstration
mechanism

0.450***
(0.093)

192
0.126

保护性耕作技术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0.262***
(0.098)

192
0.132

机制二

Mechanism 2
社会规范

Social norm

0.442***
(0.086)

192
0.110

保护性耕作技术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0.180**
(0.073)

192
0.125

机制三

Mechanism 3
环境责任认知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0.223***
(0.084)

192
0.113

保护性耕作技术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0.343***
(0.122)

192
0.134

表7 宗亲网络对小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影响的路径分析

Table 7 Path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clan network on the adoption of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by small farmers

变 量

Variable

宗亲网络

示范机制

社会规范

环境责任认知

观测值

R2

机制一

Mechanism 1
示范机制

Demonstration
mechanism

-0.003
(0.009)

192
0.056

保护性耕作技术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0.262***
(0.098)

192
0.132

机制二

Mechanism 2
示范机制

Demonstration
mechanism

-0.003
(0.010)

192
0.130

保护性耕作技术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0.180**
(0.073)

192
0.125

机制三

Mechanism 3
示范机制

Demonstration
mechanism

0.035***
(0.011)

192
0.120

保护性耕作技术

Conservation tillage
technology

0.343***
(0.122)

192
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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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社会规范与环境责任认知促使小农户采纳保

护性耕作技术，以专业大户为代表的邻里社会网络

主要通过示范机制和社会规范提高小农户采纳保护

性耕作技术水平，宗亲网络主要通过环境责任认知

提高小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概率。

4.2 政策启示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1)通过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补贴政策，鼓励和

扶持少数资源禀赋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保护

性耕作技术，完善技术培训与示范体系；(2)充分发

挥邻里社会关系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组织优势，

形成农户间信息交流的良性互动机制，降低农户信

息搜寻成本和风险规避意识，推动保护性耕作技术

在区域内的扩散；(3)开展耕读教育，加大保护性耕

作技术知识宣传普及力度，通过建立学习小组和举

办定期交流会等方式实现农户间的传帮带作用，提

升农户黑土地保护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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