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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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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科学分析农户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和转变农户粗放型

灌溉方式提供基础。以陕西省温室作物生产地区的 10 个县（区）17 个乡镇的 296 份入户调查资料为样本，采用

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认知程度直接影响节水灌溉技术的扩散；

对节水灌溉技术的已有认知、对现有灌溉方法的满意度、政策补贴的方式和力度、灌水成本、受教育程度、是否

为干部、技术培训经历和种植经验等因素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水平；促进农户对传统灌

溉方式的理性认知、拓展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认知的广度和深度、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扶持力度、建立完善的

节水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有助于提升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水平、规范农户灌溉行为选择，提高农户采用节

水灌溉技术的积极性。 

关键词：灌溉，技术，水资源，农户，认知，影响因素，结构方程 

doi：10.3969/j.issn.1002-6819.2012.18.017 

中图分类号：S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6819(2012)-18-0113-08 

黄玉祥，韩文霆，周  龙，等. 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工程学报，2012，28(18)：113－120. 

Huang Yuxiang, Han Wenting, Zhou Long, et al. Farmer cognition o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2, 28(18): 113－12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0  引  言  

转变农户的粗放型灌溉方式，实现农业用水的

精细化管理，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5]。

尽管节水灌溉技术（water-saving irrigation，WSI）

在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产品品质、减少灌水量、防

治病虫害发生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6]，但目前，

以滴管、喷灌等为代表的WSI技术的应用范围仍然

有限[7-8]。一方面，WSI技术的扩散受到自然、社会、

经济因素等的制约[9-15]；另一方面，与农户对 WSI

技术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认知过程是WSI技术扩

散过程中的基本环节[15]。由于缺乏对 WSI 技术的

有效认知，致使很多农户对采用 WSI 技术缺乏信

心，进而导致技术扩散失败。因此，认知程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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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I技术应用和推广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逐步探索与实施灌溉补

贴政策，其目的是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来激励和

推动农户由粗放的灌溉模式向精准灌溉模式转变。

政策要素的加入，增加了农户灌溉行为选择的不确

定性。灌溉补贴是否能够有效激励农户采用 WSI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对WSI技术的认知

程度。 

现有研究侧重于分析影响农户采用 WSI 技术的

因素[9-14]，但系统分析农户对WSI技术的认知及其影

响因素的研究较少。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是为难以直接观测的潜变量提供一个

可以观测和处理，并可将难以避免的误差纳入模型之

中的分析工具。为此，本文以陕西省温室作物生产地

区的 296份入户调研资料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旨在

为研究农户选用 WSI 技术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进

而为 WSI 技术的有效应用和推广提供政策建议。与

大田作物生产相比，设施农业的种植户对节水灌溉技

术的需求和理性支付能力远高于大田作物种植户。因

而，在节水灌溉技术示范与推广的初期，以设施农业

种植户为突破口具有可行性。为此，本文以温室作物

生产农户为例，分析其对 WSI 技术的认知及其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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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关中地区位于陕西省中部，以关中平原为主

体，西窄东宽，面积约 3.4 万 km2，如图 1 所示。

该地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 11～

13℃，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非常利于农业生产，

是陕西省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16]。 

关中地区是陕西省最大的设施蔬菜生产基地。该

地区的设施农业主要以温室大棚蔬菜为主。超过 60%

是塑料薄膜棚，俗称“中棚”，其余的温室大棚由土

墙围砌而成，采光面由塑料薄膜覆盖为日光温室。每

个棚的种植面积从 0.067～0.201 hm2不等，建造年限

从 1到 27 a不等。种植的蔬菜主要有西红柿、辣椒、

黄瓜、西瓜、豆角等。上述大棚主要分布在西安、咸

阳、宝鸡等大、中城市的周围，供应反季节新鲜蔬菜。 

关中地区水资源匮乏，人均占有水资源量是全

国的 17%，陕西省的 30%。农田灌溉基本以大水漫 

灌为主，用水效率不高。因此，在关中灌区推广应

用WSI技术具有现实需要。另外，国家和陕西省已

将关中灌区列为WSI技术的试点区域，并率先进行

大棚蔬菜滴灌、微灌等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因此，

选择该地区分析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及其影响

因素，具有代表性。 

1.2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 WSI 技术认知分析方法 

农户对WSI技术的认知属于农户的主观认识，

具有难以直接测量与难以避免主观测量误差的特

征。本文选用 SEM方法探析农户WSI技术认知与

其影响因子之间的内在关系。与传统的多元统计方

法相比，SEM具有如下优点[17]：引入了潜变量，可

以同时考虑及处理多个内生变量；在参数估计时允

许存在测量误差；可以同时分析变量间的直接效应

和间接效应。正是由于 SEM 具有很好的实证分析

能力，且适用于潜变量分析，因此在心理学、行为

科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7-21]。 

 

图 1  研究区域 

Fig.1  Research region 
 

SEM方法包括结构方程和测量模型，一般由 3

个矩阵方程式所代表[18-21] 

B Г                （1） 

式（1）为结构方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其中，η为内生潜变量，ξ为外源潜变量，B为内生

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Г 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

潜变量的影响系数矩阵，ξ是测量误差。 

yY                   （2） 

xX                   （3） 

式（2）和（3）为测量变量模型，反映潜变量和可

测变量间的关系。其中，X 为外源潜变量的可测变

量，Y 为内生潜变量的可测变量，Λx为外源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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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可测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Λy为内生潜变量与

其可测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通过测量模型，潜变

量可以由可测变量来反映。 

通过求解式（1）、（2）、（3），可获得内

生潜变量和外源潜变量，以及各个潜变量与可测变

量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一、分析影响 WSI 技术

认知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假设；二、对调研指标（测

量值）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剔除没有通过检验的因

素；三、通过因子分析和模型检验，考察影响因素是

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四、通过建立 SEM 模型来考察

农户 WSI 认知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五、提出

提高农户认知程度的措施。研究流程如图 2所示。 

 

图 2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因素 

分析流程 

Fig.2  Factor analysis chart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cognitive technique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1.3  影响因素分析及假设 

节水灌溉技术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和资源节约

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户是否采用

WSI技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对WSI技术的认知程

度。首先，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农户是

否具有现代农业生产的意识和生产方式是否符合现代

农业生产的特征，对WSI技术的认知有重要影响；其

次，农户在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的情况下，会因为对

WSI技术缺乏了解而不能正确评估采用WSI技术的风

险和预期效果；第三，在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动力不足

和存在很多限制因素的情况下，政策与环境特征往往

在促进农户对WSI技术的认知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9-15]，本文选择户主个人特征、农户

生产特征、技术认知特征、政策与环境特征等 4 组变

量作为影响农户WSI技术认知的待检验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农户 WSI 技术认知及其影

响因素的假说模型（如图 3 所示）。以农户对 WSI

技术的认知为内生潜变量，以户主的自身特征、家庭

生产特征、技术认知特征、政策与环境特征为外源潜

变量。上述 4 个外生潜变量同时对农户 WSI 技术认

知产生影响，且四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其中，自身

特征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是否为干部；家庭生产特

征包括温棚产权、温棚收入、种植规模、种植经验、

是否为合作组织成员、技术培训经历、灌水成本；技

术认知特征包括对节水设备的熟悉程度、对现有灌溉

方式的满意程度、技术预期（指在采用 WSI 技术之

后，农户对温室在产量、品质和生态等方面获得成果

的判断）、技术壁垒（指应用节水灌溉技术的难易程

度，包括技术的复杂性、难度，还包括技术故障的排

除、维修等）；政策与环境特征包括对灌溉政策的了

解程度、补贴力度（指农户期望的补贴资金占全部投

资的比例）、补贴方式、产业预期（指农户对温室生

产活动市场前景的预测）等。 

基于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户主自身特征、家庭生产特征、技术认知

特征、政策与环境特征等潜变量对农户WSI技术认

知产生重要影响。 

H2：教育程度、是否为干部、温棚收入、种植

规模、种植经验、是否为合作组织成员、技术培训

经历、对节水设备的熟悉程度、灌水成本、技术预

期、对灌溉政策的了解程度、补贴力度、补贴方式

与农户对WSI技术的认知呈正相关关系。 

H3：年龄、温棚产权、农户对现有灌溉方式的满

意程度、技术壁垒对农户WSI技术认知呈负相关关系。 

 

图 3  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影响因素的假说模型 

Fig.3  Hypothesis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water-saving irrigation cognitive technique 

 

1.4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1.4.1  数据来源 

笔者于 2011年 8－9月在关中地区进行农户实地

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调研对象。调研对象

为分布在西安市、咸阳市和宝鸡市的温室蔬菜生产农

户。涉及的县（区）有高陵县、未央区、周至县、凤

翔县、扶风县、岐山县、泾阳县、三原县、礼泉县和

杨凌区等 10个县（区），包含 17个乡镇、41个村庄。

其中，西安 4个乡镇，咸阳 8个乡镇，宝鸡 5个乡镇。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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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特征、农户生产特征、技术认知特征、政策与

环境特征等。累计调查了386个从事温室生产的农户，

剔除信息不全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296份，有效问

卷率为 76.7%。样本数据的统计学特征如表 1所示。 

表 1  样本数据及统计量 
Table 1  Basic statistic description of samples 

变量 测量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 2.1450 1.2920 农户个人 
特征 是否为干部 是=1，不是=0 0.0338 0.1810 

温棚收入 单位面积大棚净收入，万元/hm2 13.65 10.7055 

种植规模 大棚种植实际面积，hm2 0.5767 1.5907 

种植经验 大棚种植的实际年限，a 5.5355 5.0835 

是否为合作组织成员 是为 1；否为 0 0.6508 0.4775 

技术培训经历 有=1；没有=0 0.4561 0.4989 

农户生 
产特征 

灌水成本 单位面积大棚灌溉支出，元 47.7011 31.3556 

对节水灌溉技术的了解程度 很熟悉=3，一般=2，不熟悉=1 2.2838 0.7368 

对现有灌溉方法的满意度 满意=3，一般=2，不满意=1 1.9425 0.7088 

技术壁垒 容易掌握=5，一般=4，有点难=3，难=2，不清楚=1 2.7601 0.5141 
农户技术 
认知特征 

技术预期 
答对 3个问题=5，答对 2个问题=4，答对 1个问题=3，

全部答错=2，其他=1 
2.0676 1.0995 

对节水灌溉政策的认知程度 
答对 3个问题=3，答对 2个问题=2，答对 1个问题=1，

全部答错=0 
0.6453 0.7029 

补贴力度 
(0～20%]=1，(20%～30%]=2，(30%～50%]=3，(50%～

80%]=4，(80%～100%]=5 
4.0507 1.2327 

补贴方式 资金=3，设备=2，技术=1 2.2109 0.7033 

政策与 
环境特征 

产业预期 很好=3，一般=2，不好=1 1.9425 0.6162 

注：表中所有的变量均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没有通过的变量均已剔除（如年龄等）。 

 

1.4.2  样本信度、效度检验与因子分析 

为了验证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采用克朗

巴哈 α系数作为检验标准测量问卷的信度[19]。利

用 SPSS16.0 软件对农户个人特征、生产特征、

技术认知特征、政策与环境特征等 4个潜变量的

可观测变量进行信度分析。通过分析得到潜变量

的 α 值介于 0.787～0.935，问卷整体的 α 值为

0.938。这表明，本研究所用的数据具有很好的

内部一致性。一般认为克朗巴哈 α 系数值达 0.6

以上即可接受，达 0.7～0.8时表示量表具有相当

的信度，达 0.8～0.9时说明量表信度非常好[19]。

另外，各个可观测变量的标准因子载荷系数都在

0.7 左右，说明各潜变量的结构效度良好，表明

问卷测量变量的设计比较理想。 

利用 SPSS16.0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

析。通过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大部分

系数值大于 0.3，其检验值小于 0.05（SPSS16.0

软 件 直 接 输 出 运 算 结 果 ） 。 其 次 ， 利 用

Kaiser-Meyer-Olkin 样本测度和 Bartlett 球体检验

来验证调查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软件运行

结果KMO的值为 0.962，Bartlett球体检验Approx.

卡方统计值为 1718，小于 0.001。两者说明数据

具有很高的相关性，适宜做因子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及其评价 

应用AMOS7.0软件对构建的SEM方程进行分析[20]。

其中，结构模型反映了潜变量间（外生潜变量和内生

潜变量）的相互关系。由图 4可知，个人特征、生产

特征、技术认知特征、政策与环境特征对节水灌溉技

术认知的路径系数值分别为 0.368、0.314、0.563 和

0.457，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户主个人特

征、农户生产特征、技术认知特征、政策与环境特征

对农户 WSI 技术认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与前文

假设一致。同时，4个潜变量对农户WSI技术认知的

影响程度有差异。技术认知特征对农户 WSI 技术认

知的影响最大，政策与环境特征次之，而户主的自身

特征和家庭生产特征的影响则稍小。 

 
注：*、**、***分别表示路径系数值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图 4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Fig.4  Path diagram of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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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给出了农户WSI技术认知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的路径系数、标准误差、临界比率值及显著

性[18-21]。由表 2 所示，各可观测变量的临界比值

（C.R值）都大于 2，且都在 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检验，说明外源潜变量与可观测变量之间的载荷

系数估计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设定的可观测变

量可以用于对潜变量的考察，且具有较高的会聚

有效性。 

表 2  结构方程模型变量回归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variable regression of SEM 

变量关系 
未标准化路径/ 
载荷系数 

临界比值 
标准化路径/载荷

系数 
是否显著 

教育程度←户主个人特征 1.000 - 0.662 显著 

是否为干部←户主个人特征 1.690*** 7.878 0.773 显著 

温棚收入←农户生产特征 1.000 - 0.450 不显著 

种植规模←农户生产特征 0.711*** 5.609 0.296 不显著 

种植经验←农户生产特征 1.313*** 7.233 0.563 显著 

是否加入合作组织←农户生产特征 0.250*** 7.849 0.436 不显著 

技术培训←农户生产特征 0.861*** 9.219 0.579 显著 

灌溉成本←农户生产特征 1.197*** 23.130 0.899 显著 

对WSI的熟悉程度←技术认知特征 1.000 - 0.857 显著 

现有灌溉方法的满意度←技术认知特征 1.592*** 7.732 0.729 显著 

技术壁垒←技术认知特征 1.213*** 10.726 0.713 显著 

技术预期←技术认知特征 1.113*** 12.423 0.870 显著 

对节水灌溉政策的认知程度←政策与环
境特征 

1.000 - 0.689 显著 

补贴标准←政策与环境特征 0.965*** 16.509 0.732 显著 

补贴形式←政策与环境特征 1.036*** 20.139 0. 830 显著 

测量模型 

产业预期←政策与环境特征 0.957*** 9.550 0.605 显著 

注：测量模型反映外源潜变量（如户主自身特征）与各个可测变量（如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表示 p＜0.001水平上显著。 
 

另外，为了确定 SEM 模型是否适配于研究农

户WSI技术认知，还需要对模型进行拟合评价。本

研究选择绝对拟合指数、相对拟合指数进行模型适

配度检验[19-20]，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从模型拟合

评价的结果看，各指数指标值都符合标准值的要

求，说明测量模型的总体拟合情况较好。 

表 3  SEM整体适配度的评价及拟合结果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fitting results of SEM 

model 
统计检验量 实际拟合值 标准值 结果 

x2/df 5.542 ＜5 接近 

RMSEA 0.096 ＜0.1 理想 
绝对拟

合指数 
GFI 0.918 ＞0.9 理想 

NFI 0.933 ＞0.9 理想 

TLI 0.951 ＞0.9 理想 
相对拟

合指数 
CFI 0.958 ＞o.9 理想 

注：x2/df代表模型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RMSEA代表近似误差均方根；
GFI代表拟合优度指数；NFI代表规范拟合指数；TLI代表代表塔克-刘
易斯指数；CFI代表比较拟合指数。 

 

2.2  模型结果与讨论 

1）户主个人特征对WSI技术认知的影响 

由表 2可知，是否为干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773）是农户自身特征潜变量中最显著的因素。与

普通农户相比，村、镇干部对新事物比较敏感，视

野相对开阔，且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对WSI技术

的认知具有较强的主动性，通常是新事物的首先尝

试者。教育程度对促进农户WSI技术认知产生重要

影响[22]。其表明受教育的年限越长，会增强农户对

WSI 技术的认知意愿，且认知程度可能会更加透

彻。认知程度的深入能够显著增加农户获得、处理

与应用WSI技术的能力。 

2）农户生产特征对WSI技术认知的影响 

灌水成本是农户生产特征中最显著的可测变

量。它表明，灌水成本的高低显著影响农户 WSI

技术认知。通常，传统灌溉方法（漫灌或沟灌）需

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这促使人们希望了解和采用

WSI技术，以降低劳动强度。农户的种植经验和技

术培训经历，对WSI技术的认知也有正向影响。通

常，种植经验越丰富，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较大。

为了更好的使用WSI技术，农户就会自发的产生动

力去学习有关WSI技术的相关知识。另外，如果农

户曾经有技术培训的经历，往往会激发农户了解

WSI技术的欲望。 

3）技术认知特征对WSI技术认知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技术认知特征对农户 WSI 技术认

知的影响最显著，这表明农户对现有灌溉方法的满意

度、对WSI技术已有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户WSI技

术认知的重要因素。通常，对现有灌溉方法的满意度

越低，则对新技术的好奇心越强，这增加了对 WSI

技术认知的可能性。技术预期的高低，直接体现了农

户对 WSI 技术总体经济、生态等效益的判断，其对

农户 WSI 技术认知具有重要影响。通常，技术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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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农户会产生深入了解 WSI 技术的意愿，进而

促进农户最终采用 WSI 技术。另外，WSI 技术应用

的难度也会直接影响农户对WSI技术的认知程度。 

4）政策与环境特征对WSI认知的影响 

表 2 表明，政策与环境特征也是影响农户 WSI

技术认知的重要因素[13-14,23]。国家实施灌溉补贴的范

围和补贴力度不断加大对增强农户了解、认知 WSI

技术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这与实际情况相吻合。由

于受成本、市场风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户在

面对 WSI 技术时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良好的政策

与环境氛围，有助于促进农户对 WSI 技术的认知。

尤其在国家实施灌溉补贴，且补贴标准和方式满足农

户预期的情况下，很多农户具有较强的采用 WSI 技

术的愿望。因而，他们会主动了解、学习 WSI 技术

有关的知识，提高农户对WSI技术认知的水平。 

2.3  提高农户 WSI 技术认知程度的思考 

1）促进农户对传统灌溉方式的理性认知 

在调查中发现，有 18.9%的农户对传统灌溉方

法（漫灌或沟灌）比较满意，30.31%的农户明确表

示对漫灌或沟灌方法不满意，接近 50%的农户对传

统灌溉方法和WSI技术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好。从

农户的视角看，传统灌溉方式具有操作方便、成本

较低的特点，而且已经成为人们习惯的生产方式，

因而部分农户愿意在较长时期内采用该种灌溉方

式。再加上，部分农户长期以来缺乏节水意识[24-25]，

致使相当数量的农户对传统灌溉方法的认可度较

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深入分析农户的心理特点

和对灌溉方式的需求，利用各种信息传播平台与扩

散媒介，吸引农户积极主动地学习相关知识，帮助

农户了解转变现有粗放型灌溉方式的必要性，提高

农户对传统灌溉方式的理性认知，从而加快农户对

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过程以利于理性选择。 

2）拓展农户对WSI技术认知的广度和深度 

在研究区域，喷灌、微灌和滴灌方式所占的比

例分别为 0.68%、0.34%和 8.78%，另有 5.07%的农

户采用滴灌和漫灌相结合的方式，而采用传统灌溉

方法（漫灌或沟灌）的农户占 85.13%。总体看，节

水灌溉技术的采用率比较低，这也造成了大部分农

户对WSI技术缺乏深入地了解。已有研究表明，对

WSI 技术认知的缺失是造成 WSI 技术采用率低的

重要因素。尽管大多数农户认为喷灌、微灌、滴灌

等WSI技术的节水成效明显，但进一步调查发现，

很多农户对 WSI 技术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表面，对

WSI技术的原理、适用性、维护的方便性、可靠性

及应用注意事项等缺乏深入了解。再加上经济成本

高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户对认知、采用WSI技术

缺乏足够的动力。从技术推广的角度看，要让农户

充分认识到WSI技术的比较优势，拓宽农户对WSI

技术认知的深度和广度，是最终促使农户采用WSI

技术的基础和保障。 

3）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扶持力度，促使更

多的农户关注节水灌溉技术 

现阶段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部分农民发展现

代节水农业的意识比较薄弱，单纯依靠农民的现有

力量发展节水农业会受到诸多的限制。客观上需要

政府加强对节水农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当好现代节

水农业发展的引导者、规划者和组织者，为 WSI

技术应用与推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4,26]。现阶段，

由农户完全承担技术改造成本会制约农户采用

WSI技术的积极性。因此，政府需要采取多种激励

方式，推动农户转变观念，提高农户对WSI技术的

关注程度，增强农户应用WSI技术的信心和收益，

是提高农户WSI技术认知程度的有效途径。 

4）建立完善的节水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提高农户对 WSI 技术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从政府和技术推广部门、企业、农户

等多层面入手[15]。一、从政府层面看，需要考虑农

民对技术风险、资金承受能力，对WSI技术的掌握

能力，通过加大WSI技术培训力度等方式，帮助农

民客观认知WSI技术的相关信息；组建专业维修机

构（农技推广站等），免费（或减免相关费用）为

农民排除故障、维修设备等，从而真正为农户采用

WSI技术解除后顾之忧；二、从节水灌溉企业层面

看，需要承担推广、宣传WSI技术的责任和义务，

注意发挥典型农户（或农业合作组织等）的示范、

带动作用；从农户层面看，需要增强节水意识和应

用 WSI 技术的信心[24]。总之，农民是节水农业发

展的主体，现阶段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

推广体系是提高农户WSI技术认知的重要保证。 

3  结  论 

农户是节水灌溉技术的最终接受者和采用者，

其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节水灌溉

技术扩散的速度和效率。以陕西省温室作物生产地

区的 296份入户调查资料为样本，探讨农户对节水

灌溉技术的认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1）农户灌溉技术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研究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可以发

现农户灌溉方式选择的驱动机制，为转变农户灌溉

行为方式提供依据。 

2）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程度有较大差

异，不同的认知结果对节水灌溉技术的扩散会产生

不同的影响。对节水灌溉技术的已有认知、对现有

灌溉方法的满意度、政策补贴的方式和力度、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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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受教育程度、是否为干部、技术培训经历和

种植经验等因素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农户对节水灌

溉技术的认知广度和深度。现阶段，在农户采用节

水灌溉技术缺乏动力的情况下，政府扶持对促进农

户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具有重要影响。 

3）政府需要利用各种信息传播与扩散媒介，

拓展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广度和深度，并通

过加强宏观调控与加大扶持力度、建立完善的节水

灌溉技术推广体系等方式，有助于提升农户对节水

灌溉技术的认知水平、规范农户灌溉行为选择，进

而促进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致谢：在 2011 年 8、9月的问卷调查过程中，

得到了西安、咸阳、宝鸡市近 400 名农户的大力支

持，对他们接受课题组的调研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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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nalysis the driving forces of WSI technological choice and changing farmers’ traditional irrigation 
methods，farmer cognition o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WSI) technology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investigated. 296 households in 17 towns and 10 counties (districts) in Shaanxi province regarding greenhouse 
crop production were surveyed, and the farmer cogni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evel of farmer cognition influenced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WSI technology directly. The effects of familiarity towards WSI equipment,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existing irrigation methods, government subsidies, irrigation cost, education level, farmer’s age, 
technical training experience and planting experience on farmer cognition on WSI technology. Thus, it can be 
used to prompt farmer cognition level on WSI, and regulate farmer irrigation behavior, promote adoption ratio of 
WSI technology, by improving farmers' rational cognition on traditional irrigation methods, expanding farmers' 
depth and the breadth towards WSI technology, enhancing government's macroeconomics regulation, control and 
supporting strength, establishing a consummate WSI technology extension system.  
Key words: irrigation, technology, water resources, farmers, perception, influencing fact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