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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推广
KEJITUIGUANG

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传统农业正在以规模化、智能化的
现代化模式发展，农业现代化中，农业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
的核心，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有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农业技术主要
是以试验、示范、培训等方式进行推广，将技术应用于实际生产
中，从而增加农业产量。农业技术技术推广的方式有很多，能达
到的效果也各不相同。经多数学者研究发现，农业技术推广的增
强，可以有效提高化肥科学性的施用。在研究中发现，大部分地
区的农户，对化肥知识的了解比较匮乏，在技术推广中无法及时
了解化肥知识，可能会造成当地农田施肥不当的现象发生，开展
农业技术推广和实行订单式农业，可以有效规避此类现象问题发
生。本文对山东省菏泽市甄城县当地市场进行分析，以其了解技
术推广服务对农户施肥的影响度。

一、农户化肥投入现状及问题
（一）化肥使用增量减少，总量过多
在围绕化肥投入量过程中，对投入量问题专家一致认为，目

前我国农户化肥使用过量问题比较普遍。作为世界农业大国，化
肥使用总量占世界总量 1/3，亩均使用量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
高。在农业生产中，农户对化肥的意识还处于初期思想，遵循多
施多产原则进行粗犷式施肥，但通过化肥施用量零增长策略后，
我国用肥总量明显降低提前实现化肥的“零增长”。

（二）施肥结构不合理
有研究发现，一些农户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用肥结构不太合

理，过多的化肥投入使产能负增长，科学施肥，降低花费数量，
而不是增加施肥来提高粮食产量。同时目前有机肥还田利用率较
低，我国绿色肥料使用面积明显下降，秸秆畜牧粪便等不能被很
好地利用。造成土壤磷钾含量严重下降，营养成分缺失造成肥力
下降。

（三）农民的科技素养较低
大部分农民在化肥购买时存在一定盲目性，在化肥种类、效

果、含量等技术方面缺乏，盲目听取朋友，亲戚建议。因此农户
在化肥使用中更多的是遵循以往经验。从施肥方式来看，水肥一
体等高校施肥技术被农户采用的比例不足 35%，传统手撒方式仍
为普遍。且施肥工具确实，施肥时间等问题依旧存在。另外，大
量农村非农就业，小农户种田积极性不高对新技术使用敏感度较
低，无法快速吸收新农业文化知识，并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另外
一部分积极参与的用户对环境保护意识较差，对高纯度化肥利用
错误，导致粗放现象严重。此外，农业科技部门、技术推广部门
的技术与科研成果无法尽快使用，生产等问题也相对突出，因此
农户在化肥使用上存在效率不高等问题。

二、农户化肥使用影响分析
作为化学肥料使用者，指导农户在科学施肥的前提下减少施

肥总量，积极采用合理地施肥方式以及更高效的肥料意义更大。
讨论农业化肥使用影响因素有很多。首先，农业化肥使用是否过
量与农户施肥时是否有污染意识以及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有关。
其次，农业作为风险较高的产业，农户的风险规避意识与化肥投
入决策相关。此类研究发现，土地经营模式比较小的农户风险规
避程度较高，二土地经营较大的农户更愿意承担相应风险。高风
险高收入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受益与损失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农
业化肥的使用。研究表明，风险对农户化肥投入的影响主要是以
农户类型为主，规避风险程度越高，越倾向多使用化肥，降低存
在产量损失可能性。

土地质量。家庭劳动力等也是影响农户化肥使用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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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才劳动力较少的家庭中，为避免带来减产，农户更青睐于
用化肥代替劳动力，从而化肥整体使用率增加。也体现出农村大
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家庭土地质量与细碎化程度也影响着农
户对化肥的使用，当土地质量较差时，为弥补产量上的差距。地
块质量较高的地方，减少化肥投入也能获得较高的收益，此时多
使用化肥是为保证产量的选择。

农户个体特征也直接影响到对化学投入品的使用，如年龄，
性别，收入类型等等，都会影响农户是否合理使用化肥。农户年
龄越大越意味着从事农业实践越长。农户“多施多产”的观念在
日复一日的农业生产中不断积累增加。因此农户年龄越大会对化
肥施用量呈正面影响。户主的教育程度也与农户化肥使用量有
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意识到化肥使用对环境带来的危
害。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决策权一般由一家之主男性角色来扮
演，对化肥使用更有长远眼光。从家庭角度来看，预算是否增加
也是农户在购买化肥中考虑的因素，这种说法也可以验证了农业
补贴正在影响化肥的使用。对于不同作物类型，农户也会选择不
同的化肥投入策略，从而影响到化肥的使用。

三、农户化肥量投入对策
在基于以上对农户影响化肥使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可以从

科学培训、施肥技术改良、强化扶持等方面来解决农户化肥用量
问题。

正确引导农户在科学合理施肥下降低施肥总量，积极合理
地施肥方式以及更高效化施加肥料。因此，农业推广的发展非常
重要。现在农户大多数生产决策依赖于自身所积累的农业产业经
验，但为了适应农业现有阶段的快速发展，农户本身也有必要更
新自己所了解的知识体系。定期组织农户进行培训，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能提高对新型农业技术的
接受能力，进而提高农户生产经营的决策能力。合理引导农户施
肥，也可以利用基层农业站对农户进行农化产品的培训与指导。
此外，还要对农产品经销商进行合理地培训与监督，从源头保障
农户所需要的信息技术与指导。除化肥使用的技术指导外，还要
加强对农户保护生态环境进行教育。

推进施肥技术的创新，对农户技术的扶持力度加强，推进新
产品新器具，以及对机智的创新。积极落实相关惠农政策，扶持
农业化肥减少用量增加效果，积极开展零增长行动。促进优质化
肥产品的信息交流，从而促进化肥行业的发展。

四、结束语
农业技术推广培训工作，对农户施肥强度的影响很大，接受

过培训的农户在施肥强度上普遍会比未接受培训的农户低很多。
农户的文化水平越高，也更容易理解农业推广的内容，更加注重
施肥的效率。因此，为了能够促进农户施肥强度的科学性与合理
性，应加强农业的再教育，培养新形势农业，使农业推广形式多
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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