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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差异下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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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针对人口代际分化日益明显的农村社会现象,
 

探究代际差异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影响规律,
 

以期为提高农户生态耕种积极性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OLS回归方法对江西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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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影响两代农民生态耕种行为的因素存在明显差别的结果;
 

性别、
 

生态耕种认知、
 

信

息途径来源都是影响两代农民生态耕种行为的关键,
 

男性的生态耕种行为要优于女性,
 

生态耕种认知、
 

信息途径来

源能促进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
 

上一代农民还受到务农年限、
 

耕种面积、
 

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务农年限越短、
 

耕种

面积越多、
 

受教育水平越高,
 

其生态耕种采纳度越强.
 

结果表明:
 

上一代农民生态耕种行为的激励手段更多,
 

针对

新生代的激励手段同样适用于上一代农民;
 

针对留守妇女在家种地及种地老龄化的现象,
 

应加大对女性及上一代

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的激励.

关 键 词:农户;
 

生态耕种行为;
 

代际差异;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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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口第一大国,
 

我们在为用占全球8%左右的耕地面积养活全球20%左右人口而骄傲的同时,
 

不

得不面对消耗了全球化肥总量约三分之一的现实[1].
 

类似于农药化肥滥用这样的违背耕地生态系统规律的

耕种行为,
 

直接导致耕地质量的退化、
 

农产品质量的下降、
 

生态服务功能的衰减,
 

已成为了威胁我国粮食

安全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2].
 

我国耕地保护的重点任务已从数量保护转向数量、
 

生态与质量的“三位一体”

保护,
 

只有维持了耕地良好的生态系统,
 

才能实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
 

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3].
 

遵循生态

系统基本原理、
 

避免人为地对耕地系统产生不可逆干扰的生态耕种,
 

是实现耕地生态与质量保护的一个重

要路径[4].
 

为此,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
 

实现投入品减量化、
 

生产清洁

化、
 

废弃物资源化、
 

产业模式生态化”.
 

作为耕地的直接利用主体,
 

农户是生态耕种行为的关键决策主体.
 

激励农户进行生态耕种,
 

不仅是实现耕地资源数量、
 

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目标的内在需求,
 

也是推

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
 

而掌握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规律,
 

是制定激励农户生态耕

种政策的基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和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渐凸显,

 

代际差异已成为我国农村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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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突出现象[5].
 

已有研究表明,
 

农户的代际差异对耕种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
 

如曹慧等[6]通过豫宁两省

粮农的调查,
 

得出新生代和中生代粮农在保护性耕作投入的积极性上高于老一代粮农的结论;
 

陈奕山等[7]

通过将代际差异和耕地流转结合的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年轻化有助于农户转出耕地;
 

陈美球等[8]通过江西

省的实证研究得出新生代农户比上一代农户有更高的生态耕种采纳度;
 

杨志海等[9]对豫鄂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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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同

代际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认知、
 

意愿与具体行为进行分析,
 

认为新生代农民在认知、
 

积极性以及实际行为方

面均优于中生代与老一代农民;
 

王喜等[10]调研数据表明,
 

青年、
 

中年、
 

老年3个层次的农户参与耕地保护

意愿呈现“低-高-低”的变化趋势.
 

以上研究更多侧重于意愿或某种具体耕种行为,
 

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

的代际差异的研究还较少,
 

还有待深化的空间.
既有研究对理解农户生态耕种行为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

 

然而农民社会人口结构的分化和异质性

对其生态耕种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得要应有的重视,
 

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显,
 

已经成为一种不

可忽视的因素.
 

尽管有文献认识到这种差异,
 

但更多是基于某种具体的行为来分析代际差异,
 

还有待深化.
 

本研究以国家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江西省为例,
 

利用专题调研数据,
 

通过日常的耕种行为构建农户的生

态耕种指标体系,
 

分析代际差异下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影响因素规律,
 

以期为促进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政

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理论分析

1.1 理论基础

卡尔·曼海姆提出,
 

代际差异是指因出生年代与成长背景的不同导致的各代群之间在价值观、
 

偏好、
 

态度与行为等方面呈现出的具有差异性的群体特征[11].
 

相关学者将其归纳为年龄效应、
 

代效应和时代效

应,
 

其中时代效应指的是群体的共同变化[12-14],
 

而本文所研究的代际差异,
 

更多的是表示代群差异,
 

反映

的是社会历史变迁影响下形成的代群在价值观和个体在特征上所存在的差异,
 

即代效应和年龄效应.
 

针对

代际划分的标准,
 

曼海姆认为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是代际差异产生的根源,
 

所以对不同代群也应根据这些

历史事件发挥影响的实践阶段和空间范围来确定划分的边界[11-12],
 

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
 

改革开放作为一

个重要时间节点是已有研究中各位学者统一采用的标准[15-17],
 

以1980年为界将农民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和

上一代农民,
 

本文考虑到代效应中价值观的滞后性[13],
 

将时间在此基础上前延5年,
 

以1975年出生作为节

点,
 

形成虚拟变量来反映代际差异.

1.2 研究假设

不同个体的农户在个人、
 

家庭、
 

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户行为,
 

而在宏观环境下,
 

政策及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农户行为的因素.
 

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和结合代际差异理

论,
 

选取以下4类因素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进行检验分析:

1.2.1 个人特征

①
 

性别.
 

通常来说,
 

男性更具有挑战精神,
 

对高风险行为有更高的接受度,
 

女性则趋于保守,
 

倾向低

风险的行为[18].
 

男女的风险偏好有差距,
 

而生态耕种具有一定的经济风险;
 

②
 

年龄.
 

农户年龄越大,
 

其思

想越趋于保守,
 

对新技术的接纳度会降低,
 

越倾向传统的耕作方式[14];
 

③
 

务农年限.
 

农户务农的年限越

长,
 

对农业生产的适应性与了解度越高,
 

实施生态耕种行为的可能性也越高;
 

④
 

受教育水平.
 

一般而言,
 

农户受教育水平越高,
 

越易于接受和采纳新事物,
 

更能认识到生态耕种行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
 

从而更乐于采纳生态耕种行为.
 

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性别、
 

年龄、
 

务农年限和受教育水平等个人特征对不同代际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1.2.2 家庭特征

①
 

家庭务农劳动力比例.
 

一般而言,
 

家庭务农劳动力比例大,
 

意味着农户的收入比例更多来自农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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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农业收入普遍低下,
 

所以为了降低物质成本,
 

更倾向非生态耕种方式;
 

②
 

耕种面积.
 

耕地资源禀赋在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
 

通常来说,
 

所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
 

农户越倾向技术密集型生产方

式[15],
 

更容易考虑生态耕种行为;
 

③
 

收入水平.
 

农户选择生态耕种行为时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一方面,
 

家庭收入水平越高,
 

务工或其他兼业活动越多,
 

农户和农业生产的联系必然不高,
 

也就未必会选择生态耕

种行为.
 

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家庭务农劳动力比例、
 

耕种面积和收入水平等家庭特征对不同代际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存在显

著影响.

1.2.3 专业知识获取特征

①
 

户主对生态耕种的认知.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认知和行为相互影响,
 

生态耕种能带来环境效益和生态

效益,
 

对生态耕种概念和特征有一定了解的农户,
 

更有可能选择生态耕种行为;
 

另外,
 

这一问题也和本研

究衡量生态耕种行为的指标体系密切相关,
 

如果变量结果显示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则验证了指标体系的合

理性;
 

②
 

获取信息的途径.
 

通过信息的获取从而对生态耕种产生认知,
 

进一步考虑是否采取生态耕种行

为,
 

另外,
 

信息的来源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具体的决策.
 

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
 

户主对生态耕种的认知和获取信息的途径等专业知识获取特征对不同代际农户生态耕种行为

存在显著影响.

1.2.4 社会资本特征

是否参加了农民合作社.
 

农民是否加入组织是衡量其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
 

农民合作社作为一个

平台,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导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从盲目性过渡到组织性和计划性[16],
 

做到合理分配资

源,
 

接受新技术,
 

也为农户选择生态耕种行为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
 

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
 

是否参加了农民合作社的社会资本特征对不同代际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7年1-2月在江西省开展的专题调研,
 

根据鄱阳湖平原、
 

吉泰盆地和丘陵山区

这3种江西省主要地形地貌,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共选取了44个县市(区),
 

每个县市(区)再随机抽取

两个村,
 

每个村发放25~30份问卷.
 

为了更好地提高问卷的准确性,
 

课题组组织了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

与环境学院的在校生且老家正好是所选样本点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寒假期间回家调研,
 

调研前由课题组统

一对调研人员进行培训,
 

要求调研人员以入户访谈的方式与农户户主进行交流.
 

课题组共发放问卷2
 

370
份,

 

回收问卷2
 

176份,
 

剔除存在矛盾、
 

信息不全等问题的问卷,
 

共有有效问卷2
 

068份,
 

问卷回收率为

91.81%,
 

问卷有效率为95.04%.
 

调研内容主要涉及农户的基本信息、
 

农户农药化肥使用及认知、
 

生态耕

种意愿、
 

保护性耕作和生态农业模式采用等情况.
2.2 变量设置

2.2.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
 

对于一级指标的选取,
 

参考现有研究[6,8],
 

选取了生态耕种意

愿、
 

农药化肥相关、
 

生态农业模式和保护性耕作4个方面.
 

具体权重设置原因如下: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认

知是行为的基础,
 

人们的认知、
 

偏好进一步导致具体决策,
 

也有诸多研究表明[18-20],
 

农户良好的意愿有助

于农户采取良好的行为决策,
 

所以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意愿设置的权重最大.
 

正如前文所说农户生态耕种

行为的具体表现,
 

体现在农药化肥、
 

保护性耕作、
 

生态农业模式等,
 

农药化肥作为目前研究最多的方面,
 

在

衡量生态耕种行为时占据的比例也会更大,
 

虽然生态农业模式的历史最长,
 

但针对我国小农生产为主体的

现状,
 

其占比略低于农药化肥.
 

具体的指标构建和权重如表1所示,
 

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数据

表明,
 

新生代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高于上一代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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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农户生态耕种行为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 重

化肥农药相关(0.313
 

9) 减量施用化肥(0.136
 

7) 您如何确定化肥施用量? 0.010
 

9

与往年比较,
 

您施用的化肥量是? 0.046
 

5

您实际化肥施用量与说明书的施用量相比是? 0.021
 

4

您近10年使用的化肥种类是? 0.057
 

9

低毒低残留用药(0.148
 

6) 您如何确定农药施用量? 0.012
 

9

与往年比较,
 

您施用的农药量是? 0.036
 

4

您实际农药施用量与说明书的施用量相比是? 0.022
 

1

您如何选择农药种类? 0.069
 

9

您施用农药后空药瓶和袋子是怎样处理的? 0.007
 

3

您在使用农药化肥时,
 

是否会穿戴防护设备? 0.028
 

6

保护性耕作(0.090
 

4) 测土配方施肥 您是否采用该技术? 0.047
 

1

种植绿肥 您是否种植了冬季绿肥? 0.043
 

3

生态农业模式(0.111
 

6) 生态农业模式 您是否接受稻鱼生态农业模式? 0.111
 

6

生态耕种意愿(0.484
 

1) 生态耕种意愿 是否愿意生态耕种? 0.484
 

1

  注:
 

①
 

由于层次分析法有较强烈的主观性,
 

这里的权重定义经过了稳健性检验,
 

在一致性检验中,
 

如果一致性比例CR
小于0.1,

 

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否则就应对判断矩阵进行适当的调整.
 

②
 

生态耕种行为分值的具体计算是

在得出每个三级指标的权重后,
 

再结合回答的分值进行加权求和,
 

最后得出各农户的具体分值.

2.2.2 自变量

各个自变量的具体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
 

数据表明,
 

新生代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高于

上一代农民.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变量定义
上一代农民

均值 标准差

新生代农民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农户生态耕种行为 根据层次分析法计算所得 0.63 0.008 0.72 0.302

自变量

个人特征 性别 男=1;
 

女=0 0.76 0.425 0.69 0.462

年龄 实际年龄/岁 53.71 7.339 36.82 6.025

务农年限 实际务农时间/年 27.07 11.723 11.36 7.528

受教育水平 小学=0;
 

初中=1;
 

高中=2;
 

中专及以上=3 1.51 0.698 2.11 0.959

家庭特征 劳动力比重 家庭劳动力/家庭总人口数 0.37 0.195 0.39 0.207

耕种面积 实际种植面积/hm2 0.55 1.842 0.73 5.003

收入水平 实际年收入/万元 6.71 4.970 7.56 7.099

专业知识获取特征 生态耕种认知 是否听说过生态耕种? 是=1;
 

否=0 0.51 0.500 0.63 0.484

信息途径来源 电视网络=3;
 

相关部门宣传=2;
 

推销介绍=1 1.56 0.739 1.75 0.817

社会资本特征 是否加入合作社? 是=1;
 

否=0 0.04 0.202 0.02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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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型构建

通过以上分析,
 

本研究研究构建的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如下所示:

Behaviori=α0+α1sexi+α2oldi+α3yearsi+α4edui+α5labori+α6areai+

α7incomei+α8cognicei+α9messagei+α10scapitali+εi

式中:
 

Behaviori 表示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
 

模型中的自变量为上述理论分析中讨论过的各个影响因素,
 

α0 为常数项,
 

εi 为随机扰动项.
 

本研究采用OLS回归方法对式中模型进行估计.

3 结果与分析

3.1 OLS回归结果

通过对上一代农民和新生代农民分别构建模型,
 

来比较相关因素对两代农民生态耕种行为影响的代际

差异.
 

两代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影响因素的OLS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两代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影响因素OLS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上一代农民

系数 标准误

新生代农民

系数 标准误

个人特征 性别 0.122*** 0.026 0.091** 0.042

年龄 -0.041 0.025 -0.071 0.039

务农年限 -0.006*** 0.026 0.003 0.043

受教育水平 0.152** 0.025 0.059 0.042

家庭特征 劳动力比重 0.015 0.024 0.063 0.040

耕种面积 0.069*** 0.017 0.057 0.049

收入水平 0.022 0.024 0.082 0.043

专业知识获取特征 生态耕种认知 0.375*** 0.023 0.392*** 0.038

信息途径来源 0.156*** 0.025 0.177*** 0.038

社会资本特征 是否加入合作社 0.047 0.026 0.063 0.037

调整的R2 0.176 0.168

F 检验值 33.033 12.477

Prob>F 0 0

样本数 1
 

498 570

  注:
 

**和***分别表示变量在5%,
 

1%的统计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

3.2 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不同因素对不同代际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产生了不同影响,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性别变量对上一代农民和新生代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
 

但影响程度不同.
 

与新生代

农民相比,
 

上一代农民生态耕种行为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更大,
 

并且两代男性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显著高

于女性.
 

符合当前男性更具有生态理性,
 

为了降低物质成本,
 

更倾向生态耕种行为的价值判断.
 

而两代农

民中女性的同质性存在差别,
 

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女性年龄小,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高于老一代女性,
 

更乐于

接受生态耕种.
务农年限变量对新生代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无显著影响;

 

但对上一代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
 

这可能是和新生代农民相比,
 

上一代农民更加依靠自身实践经验,
 

习惯了原有的耕作模式,
 

对新

事物有接纳,
 

但由于偏好的不同和精力的不足,
 

不愿投入到新技术中.
受教育水平对上一代农民的影响较显著,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上一代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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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果显示,
 

新生代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上一代农民,
 

标准差小于上一代农民(表2),
 

说明其内

部的同质性更高,
 

而上一代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起伏更大,
 

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也和我国的教育政策发

展和经济水平发展相符合,
 

上一代农民所处的教育环境劣于新生代农民,
 

在义务教育不成熟的条件下,
 

造

成农民普遍对教育不够重视的现状;
 

在农民贫穷的时期,
 

更倾向为生计奔波,
 

减轻家庭负担.
耕种面积对上一代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影响显著,

 

但对新生代农民影响不显著,
 

随着耕种面积的增

加,
 

上一代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会更强.
 

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农民耕地面积更大,
 

多采取机械化耕种,
 

耕

种面积对其耕种方式影响不大,
 

但上一代农民不同,
 

他们更加关注耕地耕种的细节,
 

并更加依赖耕地面积

扩大获得的收益.
生态耕种认知对两代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都影响显著,

 

且影响程度相近.
 

更好的认知能够为行为的实

施提供理论基础,
 

这与认知行为理论观点相符,
 

也验证了本研究的逻辑思路.
信息途径来源对两代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影响显著,

 

且影响程度相近.
 

信息的来源不同,
 

人们接受新

事物的程度和了解也不同,
 

更好的途径更能促使人的行为决策,
 

尤其是网络媒体平台的宣传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江西省2
 

068份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
 

可以发现:
 

影响上一代农民和新生代农民生态耕种行为

的因素存在明显差别,
 

影响上一代农民生态耕种行为的因素要明显多于新生代农民.
 

上一代农民生态耕种

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包括性别、
 

务农年限、
 

文化程度、
 

耕地耕种面积、
 

生态耕种认知和信息途径来源6个

因素影响,
 

而新生代农民生态耕种行为主要受性别、
 

生态耕种认知和信息途径来源3个因素影响.
 

上一代

农民生态耕种行为的激励手段更多,
 

针对新生代的激励手段同样适用于上一代农民.
以上结论证明了代际差异对不同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的影响不同,

 

本研究与国内其他对农户某种具体

生态耕种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存在异同.
 

在代际差异方面,
 

曹慧等[6]、
 

陈美球等[8]和杨志海等[9]均认

为新生代农民在耕地保护方面的积极性均高于上一代农民.
 

在性别因素方面,
 

田云等[18]认为户主为男性的

农户,
 

倾向选择低于标准或按标准利用化肥和农药,
 

和本研究结论一致,
 

但在代际差异上的体现和曹慧

等[6]的研究结论不同,
 

曹慧等[6]得出新生代农民中女性的保护性耕作意愿强于男性,
 

而本研究得出两代男

性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显著高于女性,
 

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区域的不同产生的差异.
 

在务农年限因

素方面,
 

陈美球等[8]认为务农年限长的农户对生态耕种行为有更高的采纳度;
 

田云等[18]认为务农年限长的

农户倾向选择低于标准或按标准利用化肥和农药,
 

和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在文化程度方面,
 

樊翔等[20]认

为文化程度和农户低碳农业生产行为呈现正向影响关系,
 

王喜等[10]认为文化程度有利于耕地保护意愿的

提高,
 

和本研究结论一致;
 

但针对不同代际农民,
 

和杨志海等[9]认为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耕地质量保护

行为决策的影响相对而言最显著的结论不同,
 

本研究认为生态耕种认知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影响相对而

言最显著.
 

在耕地面积方面,
 

杨志海等[9]认为耕地经营规模对新生代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决策的影响较

显著,
 

而本研究认为耕地面积显著影响上一代农民.
 

在生态耕种认知和信息途径来源方面,
 

曹慧等[6]、
 

杨

志海等[9]、
 

王喜等[10]、
 

何可等[17]、
 

田云等[18]和褚彩虹等[19]均认为两者和生态耕种相关行为呈现显著的正

向关系,
 

和本研究结论一致.

4.2 建 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重视对女性的生态耕种鼓励.
 

当前我国农村存在一定比例留守妇女,
 

女性在家种地现象较普遍,
 

要针对女性在农业绿色生产中存在认知不充分、
 

行为不到位的实际困难,
 

加大对女性的生态耕种鼓励,
 

积

极引导女性进行生态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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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教育.
 

在加强农村文化教育与有关生态耕种知识普及的同时,
 

加大以培训

新型职业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教育,
 

提高农户个体的文化知识水平,
 

特别是诸如合理使用农药化肥知

识、
 

采纳测土配方技术等生态耕种的基本知识.
 

尤其要重视对务农时间长的农民的宣传与引导,
 

可以通过

具体的培训操作等示范行为,
 

引导他们开展生态耕种.
第三,

 

促进耕地流转,
 

形成适度规模经营.
 

在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基础上经营权流转,
 

可以通过耕

地流转扩大农户实际耕种面积,
 

促进生态耕种.
 

因此,
 

应进一步加大培育种田大户、
 

家庭农场、
 

联户经营、
 

现代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力度,
 

通过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增强耕地经营权流出的动力,
 

切

实推进耕地流转,
 

形成适度规模经营.
第四,

 

针对目前农村种地老龄化日益突显的现象,
 

应重点加大对上一代农民的生态耕种行为激励,
 

通

过建立生产交流平台,
 

增强关系密度,
 

增加信息渠道,
 

为生态耕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五,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生态耕种行为涉及的相关农业技术,
 

尽管优势众多,
 

但在现实生活中并

不普及,
 

所以引导农户生态耕种行为,
 

仍然任重道远,
 

普及教育虽然在短期内无法看到成果,
 

但作为一种

长期投资,
 

在未来,
 

一定会对生态耕种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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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
 

is
 

an
 

increasingly
 

obvious
 

social
 

phenomenon
 

in
 

the
 

rural
 

areas
 

of
 

China.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by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to
 

im-

prove
 

the
 

farmers
 

ecological
 

cultivation
 

enthusiasm,
 

a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

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n
 

the
 

ecological
 

farming
 

behavior
 

of
 

farmers,
 

in
 

which
 

the
 

methods
 

of
 

AHP
 

and
 

OLS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of
 

2068
 

farmers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cological
 

farming
 

be-

havior
 

of
 

the
 

two
 

generations
 

of
 

farmers;
 

gender,
 

ecological
 

farming
 

cognition
 

and
 

information
 

source
 

we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ecological
 

farming
 

behavior;
 

the
 

male
 

had
 

stronger
 

ecological
 

farming
 

behav-

ior
 

than
 

the
 

female;
 

ecological
 

farming
 

cognitionandinformation
 

source
 

could
 

promote
 

farmers
 

ecological
 

farming
 

behavior;
 

the
 

senior-generation
 

farmerswere
 

also
 

limited
 

by
 

their
 

years
 

of
 

farming,
 

area
 

under
 

cul-

tivation
 

and
 

education
 

level.
 

As
 

a
 

whole,
 

the
 

younger-generation
 

farmers
 

had
 

fewer
 

years
 

of
 

farming,
 

greater
 

cultivation
 

area
 

and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nd
 

thus
 

showed
 

better
 

ecological
 

farming
 

behavior.
 

In
 

conclusion,
 

there
 

are
 

more
 

encouragement
 

means
 

to
 

encourage
 

the
 

ecological
 

farming
 

behaviors
 

of
 

the
 

sen-

ior
 

generation,
 

and
 

the
 

encouragement
 

means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equally
 

applicable
 

to
 

the
 

sen-

ior-generation
 

farmer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centives
 

for
 

the
 

ecological
 

farming
 

behav-

ior
 

of
 

women
 

and
 

senior-generation
 

farmers.

Key
 

words:
 

farmer
 

household;
 

ecological
 

farming
 

behavior;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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