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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甘肃省陇南市农户的自身意愿出发，结合 180 份调查问卷，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

法，对影响农户参与退耕还林项目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调查地区的农户更多地希

望补偿的多种搭配方式，而非单一的资金和实物补偿; 陇南市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物质

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可能性比不参与的可能性分别增加 0. 22 和

0. 14，并据此提出了今后在该类区域生态补偿项目中亟需改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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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farmer's own willingness by means of logistic model to analysis their desire
for participation in this project with 180 questionnaires in Longnan city． After analysis，farmers ur-
gently hope get more multiple compensation methods rather than a single compensation way，for in-
stance，the financial and in-kind compensation． Through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the human cap-
ital and physical capita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sir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ayments for environ-
mental． Each additional unit of the human capital and physical capital of farmers in poor areas，the
possi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is respectively 0. 22，and 0. 14 in comparison with framers not
to participate． In addition，the paper summarizes some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PES
system，which urgently needs improving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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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有大量的自然资源供其消耗。从

1960 到 2000 年间，全球三分之二的生态系统服务正在退化。西部是中国生态环境中最脆弱、最易受到

损害的地区之一。如何维护西部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采用生态补偿

(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 来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陆续在中国各地展开，西部地区退耕

还林工程即是其中之一。农户参与生态补偿项目，首先要经过资格审定，随后调查其参与的动机或意

愿。农户最关心的问题是 PES 项目所补偿的资金是否高于土地转换的机会成本。依据国外研究的最新

进展［1 － 3］，需要考察贫困农户在资格、愿望和能力方面的参与意愿。对于政府行为的退耕还林项目，资

格问题已有具体的参与要求，讨论的重点应该是农户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意愿问题。因此，以甘肃省陇

南市退耕还林项目为例，首先通过入户调查和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响

应分析入手，通过引入二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意愿进行计量研究，希望

能为促进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实施生态补偿项目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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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补偿的基本理论

1. 1 生态补偿的概念界定

截止 2011 年底，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补偿的概念仍有较大的争议。
在国际上，“生态补偿”称之为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

和“生态效益付费” ( Payment for ecological benefit，PEB) 。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 PES) 应

具备 4 个条件: ⑴现实性，即该机制手段是基于某种现实的因果关系 ( 如种树有固碳和减缓温室效应

的作用) 和基于对机会成本的现实权衡; ⑵自愿性，即买卖双方在该机制中所做的是充分知情下的自

愿行为; ⑶条件性，即付费是有条件的，且付费的条件是可监测的，例如有合同约束达到什么条件就付

多少费用; ⑷生态系统服务富集的地区大多地处偏僻，尚待开发的欠发达地区，因此该机制应是有利于

穷人，并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不致使穷人利益受损。
在国内，1989 年 10 月在四川乐山召开了有关森林生态补偿的研讨会，此次会议开启了日后中国生

态补偿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大门。国内的主要补偿类型有: 流域生态补偿、森林与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

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区域生态补偿。学者们从生态学、财政学、环境学以及生态经济学等角度对生

态补偿的概念做了界定。如庄国泰等认为生态补偿是对自然生态环境价值所进行的补偿［4］; 洪尚群认

为生态补偿是一种保护环境资源的经济手段［5］; 章铮提出以生态环境补偿税的方式进行［6］。国内对生

态补偿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生态补偿是一种为调整相关利益者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

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公共物品外部性

为原则的，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7］。
1. 2 生态补偿的基本逻辑

图 1 生态补偿的基本逻辑示意图
Figure 1 Basic logic of PES scheme

生态补偿的基本逻辑

如图 1［8］所示。一般情况

下，土地使用者从森林养

护 中 仅 能 得 到 微 小 的 收

入，迫于生计压力，他们

将转换土地利用方式，如

将森 林 转 化 为 牧 场。但

是，毁林给其他人带来了

损失，如减少水服务、生

物多样性丧失、调节服务

减弱。相反，若下游的受

益者付费购买这些服务则

能够有效激励此类土地使

用者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因此，下游受益者支付的补偿费用显然必须超过上游土地使用者额外的收入

( 如牧场的收入) 。反之，他们则不会改变现有的土地利用方式。

2 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文献法、个别访谈和农户问卷调查等调查方式，对甘肃省陇南市参与退耕还林的农户进行

实地调查，直接从农户获取研究所需资料、数据和信息，即农户的基本需求状况、生计资本状况以及农

户对生态补偿的响应情况等; 然后通过引入二项式 Logisitic 回归模型，对甘肃省陇南市农户参与退耕还

林项目的意愿进行建模分析，进一步揭示影响该地区农户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各种因素 ( 图 2［8］) 。
2. 1 基础资料收集

在下乡进行实地调查前，查阅了国内外很多相关研究的文献资料，对所要调查的内容有了初步了

解，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并经多次反复推敲、修改后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在调查期间，走访了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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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户参与生态补偿项目意愿影响因素示意图
Figure 2 Factors influencing farmer's desire for participation in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ject

省陇南市武都区的

多个部门，收集到

有关当地贫困农户

和退耕还林项目等

重 要 的 一 手 资 料。
在调查之后，根据

研究需要，又通过

信函、电话等方式

对一些数据、信息

进行补充，形成比

较完整的一手基础

数据资料。
2. 2 农户问卷调查

于 2009 年 7 月

采用面对面的采访

方式进行问卷调查。
样本发放范围包括

甘肃省陇南市马街

镇的姜家村，隆兴

乡的杨家沟村、包裕寺村，玉皇乡，城郊乡，上皇村，坪垭藏族自治乡，姚家寨村，汉林乡，龙凤乡，

桥头乡，尖山乡和天池乡。按照各退耕还林地区参与者的数量确定问卷的发放比例，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1 ～ 2 个村作为样本，共发放问卷 180 份，回收有效样本数 152 份，回收率为 85%。
2. 3 主要知情人访谈

在进行实地调查时，除了对农户采取一般的问卷调查之外，还对乡镇干部、村民组的干部以及典型

的农户等就收入来源的变化、生活满意程度、住房问题、地震影响、农业生产、退耕还林政策等问题进

行访谈，以期了解其整体情况以及相关政策和制度。
2. 4 logistic 回归模型

使用 SPSS 统计软件作为分析数据的工具，采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意

愿进行分析。二项 Logistic 逻辑回归分析是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 y = 1 的概率 P 进行建模［9］，而不

直接分析被解释变量 y 的取值与解释变量 xi ( i = 1，2，…m) 间的关系，而即:

Py = 1 = b0 +∑
m

i = 1
BiXi

3 结果与分析

3. 1 农户对退耕还林项目的响应分析

对 2009 年 7 月调查样本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多数农户 ( 约占总样本数的 78% ) 都积极响应退耕

还林政策。在“您在决定参加退耕还林项目时会考虑哪些因素”的回答中，77% 的调查对象选择补偿

金额，17. 1%的调查对象选择补偿时间，5. 9%的调查对象选择实施成本、土地所有权和优惠政策等其

他选项，这说明对于贫困地区农户而言，参与生态补偿项目时，大多数人都会考虑补偿金额是否有利可

图 ( 补偿金额须高于所种作物的经济收益) 。在 “实施退耕还林后，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的回答中，

85. 5%的调查对象选择外出打工，14. 5%的调查对象选择闲着、学手艺和搞基建等选项，这说明对于大

多数农户而言，退耕还林后，家庭劳动力得到了释放，许多人选择外出务工，赚取现金收入补贴家用。
在“您认为退耕还林工程能坚持下去吗”的回答中，68% 的调查对象选择能坚持下去，28% 的调查对

象选择国家的事情，4%的调查对象选择不一定，这说明多数农户都希望退耕还林项目继续实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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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农户对退耕还林项目补偿方式的趋向分析

从问卷结果来看，68. 5% 的农户希望采取现金补偿方式，17. 7% 的农户希望采取技术 ( 或教育)

补偿的方式，3. 3%的农户希望采取实物补偿的方式，10. 5% 农户希望采取政策补偿方式。根据访谈和

入户调查结果表明: 60. 2%的农户希望采取现金 + 技术 ( 或教育) 共同补偿的方式，29. 8% 的农户希

望采取现金 + 实物共同补偿的方式，10%的农户希望采取现金 + 政策共同补偿的方式。这说明现在农户

更倾向于补偿方式的组合。⑴期望现金补偿的农户有 4 个特点: 一是大多属于较为贫困的农户; 二是现

金补偿最直接、最实惠; 三是认为补偿现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支配; 四是便于计算，可以杜绝被

欺瞒或压榨的现象，保证资金发放到户。⑵期望技术补偿的农户认为: 技术补偿可以提高农户的生产技

能，适应生产方式的变革; 技术补偿可以为退耕农户提供新的生产技能，有助于他们从事非农产业，拓

宽就业渠道; 技术补偿有助于持续增加收入; 技术补偿可以提高自己应对各种变故的能力。⑶期望实物

补偿的农户，因为他们希望从补偿中得到更持久的回报，因此更倾向于比较实际的实物补偿方式; 同时

认为实物补偿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发展生产，尤其是补粮的政策部分地缓解了农户缺口粮的问题。⑷期望

政策补偿的农户，大部分家庭情况都比较好，他们想借助退耕还林工程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认为政策

补偿可以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 ( 招商引资、减免税收等) ，而且可以改变当地的基础设施

建设。
3. 3 农户是否愿意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计量分析

表 1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1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项目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 检验 自由度 显著性

常数 8. 553 2. 277 14. 107 1 0. 000
基本需求 － 23. 921 8. 277 8. 353 1 0. 004
人力资本 － 3. 810 15. 933 0. 057 1 0. 811
自然资本 － 36. 433 14. 385 6. 414 1 0. 011
物质资本 － 4. 243 6. 659 0. 406 1 0. 524
金融资本 － 24. 413 9. 827 6. 171 1 0. 013
社会资本 12. 005 6. 360 3. 563 1 0. 006

将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行为意愿作为被解

释变量，即因变量 ( 参与愿望) ，而将其影响

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即自变量。基于农户综合

生计能力框架的理论描述与分析，可以将农户

参与退耕还林工程愿望设定归纳为函数形式的

理论模型，即: 参与愿望 = f ( 基本需求，人

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

会资本) + 随机扰动项。对 2009 年农户问卷

调查的横截面数据进行 Logistic 回归处理，结

果如表 1 所示。这表明⑴以样本地区为例，农

户参与意愿仅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分别为 0. 811 和 0. 524，与基本需求、自然

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基本无显著相关关系; ⑵虽然农户参与意愿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呈现显著

负相关关系，但这两类综合生计因子的相伴概率较大，Wald 统计量较小，说明该类变量在模型中也不

是主导因素。
在最后一次回归中，极大似然估计值为 131. 763，预测准确率为 81. 6%，Nagelkerkers R2 的值为

0. 306。由此可以看出，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良好，回归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4 结论与讨论

4. 1 结论

以甘肃省陇南市为例进行农户参与退耕还林项目意愿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 ⑴大多数农户都积极响

应退耕还林政策，认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增加农户的家庭收入，优化农户

的综合生计结构，促进贫困山区的可持续发展; ⑵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显示生态补偿方式的合理搭配将

直接影响着参与农户的积极性和项目的可持续性，当前退耕还林项目的补偿方式与农户的需求严重错

位，应适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⑶对于西部的贫困农户而言，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假想行为意愿应与

六类综合生计因子都有关系，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仅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参与退耕还林项

目的愿望产生负面影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选择参与的发生比分别变为原来的

0. 22 和 0. 14 倍，也就是说，对于贫困地区农户而言，随着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满足程度的增强，农户

更多选择不参与; ⑷由于调查地区临近 “5. 12”汶川大地震震中，当地正在进行灾后重建工作，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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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本研究的调查样本数量和访谈内容有待进一步扩充和完善。
4. 2 讨论

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今后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启示为:

第一，贫困地区的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核心在于其综合福利的整体提高，实施任何一项生态补偿项

目都必须是在满足农户基本需求的基础上给予农户特别的生活保障与经济补偿。否则，农户将难以积极

响应。
第二，在退耕还林项目实施过程中，适时地、有针对性地调整补偿方式与内容，这对于贫困地区的

农户来说尤为重要。单一的补偿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户的需要，大部分农户喜欢不同补偿方式之间的组

合类型，且都是倾向“现金、实物补偿”与 “技术、政策补偿”的组合。前者属于 “输血型”补偿方

式，它有极大的灵活性，且容易获得，能解决农户退耕后的短期生活问题。后者属于 “造血型”补偿

方式，它能增强被补偿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利于农户在退耕中后期为自己的生计方式的多样化积蓄

实力。
第三，陇南市是甘肃省的林业大市，但 2007 年农林产值的比例为 60∶ 16。这说明陇南林业的增值

空间很大，经济林果开发潜力较大，黄芪、党参、当归、柴胡等中药材品种丰富，中药材种植优势明

显。因此，政府要为参与退耕还林项目的农户提供可靠的保障机制，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11］，使农户

能放下包袱，安心参与相关的生态补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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