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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化肥和农药的施用特征与减施技术需求0 

李先德 陈秧分 孙致陆 

我国是化肥、农药的生产与消费大国。化肥、农药的大量

使用，在促进粮食增产丰收的同时，因为过度施肥、滥用农药

等原因，也给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全

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 年)》要求全面加强农业面

源污染防控，到 2020年努力实现化肥与农药施用量的零增长。

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微观经营主体，农户认知与行为决策是推动

化肥与农药减施的重要依据。在此背景下，课题组在 2015年 7

月至 10月选取了安徽省宿州市、黑龙江省建三江管理局、新疆

自治区奇台县与喀什市三省区开展入户调研，旨在调研了解农

户对小麦或粳稻的化肥和农药施用情况与减施技术需求，进而

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建议。课题组共计调研农户 129 户，扣除

2015年没有种植小麦或粳稻的 5位农户，实际获取有效农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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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124份，其中安徽 40份、黑龙江 25 份、新疆 59份，户均经

营耕地面积分别为 7.34亩、274.35 亩与 118.53亩。 

一、化肥与农药来源及其施用情况 

（一）农户化肥与农药的主要来源为自行购买 

农户农业生产资料的来源渠道包括自行购买、农民专业合

作社统一购买、政府免费提供或集中代购。所调研农户化肥、

农药的主要来源渠道均为自行购买，其中安徽、黑龙江、新疆

化肥来源于自行采购的农户比例分别为 82.5%、60.0%、98.3%，

包括自行采购方式的农户比例为分别为 85.0%、80.0%与 98.3%
0
。

安徽、黑龙江、新疆农药来源于自行采购的农户比例分别为

65.0%、56.0%、86.4%，包括自行采购方式的农户比例分别为

87.5%、92.0%与 98.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业生产资料大

部分来源于自行购买，农户购买时主要考虑的仍是价格、质量

与品牌，鲜会仅根据自身经验或熟人介绍来采购农业生产资料，

调查显示，三省区化肥购买仅靠经验或熟人介绍的农户比例为

8.9%，农药仅为 0.8%。 

（二）化肥与农药施用量偏高且区域差异显著 

三省区的化肥与农药投入强度存在明显差异。黑龙江省的

化肥投入强度为 73.83元/亩，明显低于安徽（175.08 元/亩）

与新疆（219.57 元/亩），这与黑龙江所在的东北地区以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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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主，土壤肥沃有关。三省市的农药打药次数差异显著，其

中新疆农民的平均打药次数为 1.70 次，明显低于安徽（3.23

次）与黑龙江（4.74次）。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

编》，2013年全国、安徽、新疆单位面积小麦施用农药为 17.13

元/亩、17.07 元/亩、12.36 元/亩，全国、黑龙江单位面积粳

稻施用农药为 54.40 元/亩、28.92 元/亩。各省区打药次数的

农户调研结果与农药施用强度的全国统计数据是一致的，体现

南方与北方、小麦与粳稻的病虫害严重程度差异。 

（三）化肥与农药施用强度呈现增加趋势 

从年际变化看，与 2011-2014年相比，2015年各省区的化

肥投入强度总体呈现增加趋势，增施化肥的农户比例明显大于

减施化肥的农户比例，其中安徽化肥施用强度增加、不变、减

少、不确定的农户比例分别为 30.0%、55.0%、12.5%、2.5%，

黑龙江分别为 12.0%、80.0%、4.0%、4.0%，新疆分别为 48.4%、

48.4%、1.6%、1.6%。调研发现，增施化肥的主要原因是地力下

降、为了提高粮食单产，减施化肥的主要原因是秸秆还田、当

年气候好与施肥效率增加。农药施用次数同样呈现稳中有增趋

势，与 2011-2014年相比，2015年各省区增施农药的农户比例

大于或等于减施农药的农户比例，其中安徽农药施用强度增加、

不变、减少的农户比例分别为 32.5%、57.5%、10.0%，黑龙江

分别为 0.0%、100.0%、0.0%，新疆分别为 6.8%、8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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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增打农药的主要原因是病虫害加重，减施农药的主

要原因是采纳了农药减施技术、使用了高效农药。 

（四）化肥与农药施用主要参照技术培训与包装说明 

农户施用化肥主要参照技术培训与化肥包装袋上的使用说

明，其中安徽、黑龙江、新疆参照技术培训施用化肥的农户比

例分别为 32.4%、60.0%、25.9%，参照使用说明的农户比例分

别为 27.0%、80.0%、39.7%，依据自身经验或别人传授经验的

情况较少，安徽、黑龙江、新疆分别为 40.54%、16.00%、44.83%。

农户施用农药同样主要参照技术培训与农药外包装袋上的使用

说明，其中安徽、黑龙江、新疆参照技术培训施用农药的农户

比例分别为 45.0%、69.2%、46.0%，参照使用说明的农户比例

分别为 22.5%、20.0%、20.0%，仅根据经验打农药的农户比例

分别为 33.33%、0.0%、4.0%，显著低于根据经验施用化肥的情

况，调研发现，农户认为农药有毒，相对化肥而言，不敢随意

用药。 

二、化肥与农药减施技术的认知、评价与需求 

（一）农户认可化肥与农药减施技术 

在知晓化肥减施技术的农户中，64.4%的农户认为化肥减施

技术很重要或比较重要，主要原因包括“减少成本”、“减少

过度施肥的风险”、“提高产量”，32.2%的农户认为化肥减施

技术的重要性一般，表示“没看到效果，不能判断其重要性”、



 5 

“减肥有减产的风险”，3.4%的农户认为不太重要或很不重要，

表示“少施肥会减产”、“效果不好”。在知晓农药减施技术

的农户中，63.3%的农户认为农药减施技术很重要或比较重要，

主要原因包括“降低农药残留”、“农药不会使用过量、省工”、

“增加产量、品质好”，32.6%的农户认为农药减施技术的重要

性一般，表示“没有合适的减施技术”、“没有尝试过，不知

道效果”，4.1%的农户认为不太重要或很不重要，认为“不打

药不行”。 

（二）农户对化肥与农药减施技术的认知程度偏低 

对于化肥减施技术，大部分农户知道该项技术，安徽、黑

龙江、新疆比例分别为 52.50%、80%%、50.88%，其中，黑龙江

省的比例明显高于另外两省区，这与所调研地区属于农垦，该

地区推进了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数

农户知道化肥减施技术，农民对该技术的了解程度总体偏低，

安徽、黑龙江、新疆三省区选择了解程度一般或不了解的比例

分别达 64.71%、90.0%、58.06%。对于农药减施技术，安徽、

黑龙江、新疆知晓该项技术的农户比例分别为 42.50%、58.33%、

28.07%，低于知晓化肥减施技术的农户比例。农民对农药减施

技术的了解程度同样偏低，安徽、黑龙江、新疆选择了解程度

一般或不了解的比例分别为 75.0%、94.1%、35.3%。 

（三）农技部门最有助于推广化肥与农药减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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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各级农技推广部门是农户知晓化肥与农药减施技术的

主要渠道。对于化肥减施技术，安徽、黑龙江、新疆经由农技

部门推广的比例分别达 36.8%、75.00%、82.61%，其他渠道包

括村干部传授、媒体宣传等，对于农药减施技术，安徽、黑龙

江、新疆经由政府各级农技推广部门与乡干部传授知晓该项技

术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81.25%、92.35%、73.33%，其他渠道包括

媒体宣传、合作的农业龙头企业提供等。进一步调研发现，三

省农民都认为通过政府农技部门开展技术培训的方式，最有助

于进一步推广化肥与农药减施技术，其中，安徽、黑龙江、新

疆三省认为应经过农技部门推广化肥减施技术的农户比例分别

达 70.59%、84.21%、83.33%，推广农药减施技术的农户比例分

别为 80.0%、78.57%、82.35%。其他有效途径包括建立示范区、

发展示范户等。 

三、促进农户减施化肥与农药的政策建议 

综上可知，安徽、黑龙江、新疆的化肥与农药施用强度均

呈现稳中有增的趋势，这与近年来中国耕地地力下降、病虫害

加重、农业劳动力转移、重视提高粮食单产等因素有关。农民

大多知道化肥、农药减施技术，也明白化肥、农药减施技术的

重要作用，但农民对该项技术的了解程度偏低，甚至有农户反

映没有适宜的减施技术，且病虫害严重或地力下降均不宜盲目

减施。在我国单位面积化肥与农药施用强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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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发达国家、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的现实背景下，迫切需

要加快改变农业生产过分依赖于化肥和农药的传统生产方式，

大力推广化肥与农药减施技术，切实减少化肥、农药的浪费与

不规范使用行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此建议： 

（一）加强适用型减施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创新农业科研组织方式，加强育种、栽培、研发、加工等

环节的协同攻关，加快研制具有稳产增产、省劳力、节约成本

等特性的适用型化肥与农药减施技术及其相关产品。进一步加

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力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引导工商企业建立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开展面向不

同区域、不同作物品种的化肥与农药减施技术模式示范，通过

技术推广、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以及试验示范等方式，带动更多

农户科学、合理地减施化肥和农药。 

（二）完善化肥与农药减施的宏观环境 

加大媒体宣传与科普教育工作，促使更多农业生产者知晓、

采纳并推广化肥与农药减施技术。健全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

通过价格杠杆，引导农户减少施用化肥和农药。完善优质安全

农产品认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制度，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信息追溯平台建设，切实保障农产品优质优价，提高农业生产

者减施化肥和农药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改革过于关注农产品产

量、忽视农产品品质的考核机制，加大对农业可持续发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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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保护等方面的考核力度，提高地方政府推动化肥与农药

减施工作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三）加强政府投入、引导与监管 

继续实施并健全完善测土配方施肥等相关政策，加大对化

肥与农药减施技术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加工、推广等环节的

补贴力度，对实用型化肥与农药减施技术给予重点支持。尽快

研究制修订农药管理、肥料管理等法规规章，研究完善农药残

留、土壤环境质量等标准，强化化肥与农药减施的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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