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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农业关乎国民的生

存发展,而扩大农产品出口是增加农民就业、促进

农民增收、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提高农业竞

争力的重要途径.加入 WTO的２００１年,中国农产

品出口额仅为１５４７亿美元,而２０１７年已增加至

７３５８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０２％① .显然,这

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央１号文件自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

连续１４年聚焦 “三农”、重视 “三农”.伴随着中国

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美国、日本等发

达国家针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

垒也日益增多.２０１６年,中国有３４１％的出口企业

遭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由此引致的新

增成本约３００亿美元,直接损失约５００亿美元.其

中,农产品出口企业新增成本约６亿美元,直接损

失约４０亿美元,约占农产品出口总额比重的０８％
和５１％② .可见,技术性贸易壁垒现已成为中国农

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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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涉及技术法规、标准和合

格评定程序以及动物卫生、植物卫生与食品安全措

施两方面内容,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具有双向性,
既可以产生贸易抑制作用也可以产生贸易促进作

用[２].一方面,满足目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要求

会增加包含企业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等在内的额外

出口符合成本,其可能会降低潜在企业进入出口市

场的概率,甚至会将低生产率企业淘汰出市场,最

终对贸易流量产生抑制作用[３Ｇ５].另一方面,技术性

贸易壁垒在客观上具有增强产品信息披露、降低信

息不对称、提升产品质量、强化消费信心,从而提

高消费需求的作用,这对贸易流量会起到一定的促

进作用[６].
鉴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限制作用,一些国

家 (地区)将其作为限制进口、进行贸易保护的重

要手段.相较于其他产品,农产品更容易受到技术

性贸易壁垒的影响[７].那么,采用什么方式可以有

效化解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的不利影响呢?
实际上,WTO成员在 TBT/SPS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的特别贸易关注 (SpecificTradeConcerns,STCs)
是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键举措.一般来讲,如

果一成员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阻碍了其他成员的贸易,
那么受影响成员能在委员会会议上对该措施提出特

别贸易关注,并要求措施实施成员对相应规定进行

澄清或修改.作为解决贸易障碍的重要途径,特别

贸易关注已被众多成员所运用,中国也不例外.然

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运用这一机制应对技术

性贸易壁垒、解决贸易纠纷的能力与发达国家 (地
区)还存在较大差距,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也尚未引

起重视.由此,本文将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切入,
考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这

不仅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也能为在

WTO框架下有效运用特别贸易关注机制跨越技术

性贸易壁垒提供数据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

２　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特别贸易关注机制在各成员的广

泛运用,针对特别贸易关注的研究逐渐增多.目前,
国内研究大都集中于描述性统计等定性分析[８Ｇ９],而

国外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特别贸易关注作为技术性贸

易壁垒的量化指标来探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

效应.例如,Disdier和 Tongeren运用聚类分析方

法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的农产品

进行分类,以识别各成员通报措施的背后动机.他

们认为,如果非关税壁垒的高通报率与特别贸易关

注的高提出率具有一致性和对应性,则意味着这类

非关税壁垒具有潜在的保护主义效应[１０].Fontagne
等的研究表明,SPS等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实施,既

降低了企业对出口市场的参与度,也降低了留在市

场中企业的出口贸易额[１１].Crivelli和 Groeschl运

用 Heckman二值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SPS措施

对农产品出口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严格的SPS
措施对出口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一旦

进 入 目 的 国 市 场, 贸 易 流 量 往 往 会 更 高[１２].

Fontagne和 Orefice研究了 TBT措施对法国企业出

口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严格的 TBT措施会导致

出口企业退出市场,并且对产品出口到多目地市场

的企业而言,其退出的概率更高[１３].田曦和柴悦考

察了限制性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结果 显 示,其 对 中 国 出 口 贸 易 具 有 显 著 的 抑 制

效应[１４].
与此同时,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已经积

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也大大深化了学术界对其的

理解和认知.当前,众多学者将 WTO 技术性贸易

措施和动植物检验检疫 (TBT/SPS)的通报数量作

为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严苛程度的指标来考察其贸

易效应.例如,Disdier等使用该指标估计技术性贸

易壁垒对 OECD成员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著为

负[１５].Ferraz等使用该指标探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

巴西出口的影响,得出 TBT/SPS对巴西的出口产

生负面影响[１６].上述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技术性

贸易壁垒抑制了产品出口.然而,有些学者得出相

反结论,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并没有抑制出口贸易,
反而 起 到 了 推 动 作 用.例 如,秦 臻 和 祁 春 节 以

TBT/SPS通报数量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得出技术

性贸易壁垒有效促进了中国园艺产品出口[１７].彭勇

建立了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

效应,结论显示,技术性贸易壁垒显著推动了中国

农产品出口[１８].当然,除通报数量这一指标外,还

有学者以农药最大残留量[１９Ｇ２０]、SPS/TBT法规或标

准数 量[２１]、实 施 技 术 性 贸 易 壁 垒 年 份 的 虚 拟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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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２２]、频数比率和贸易覆盖率[２３]等指标来衡量技术

性贸易壁垒的严苛程度,但在当前已有衡量指标中,
通报数量的应用最为广泛.

尽管上述研究对特别贸易关注和技术性贸易壁

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遗憾的是:第一,对

于特别贸易关注领域的研究,中国学者仍以描述性

统计等定性分析居多.而实际上,鉴于特别贸易关

注的优势,部分国外学者已用特别贸易关注衡量技

术性贸易壁垒.第二,在以往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

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中,多以通报数量来

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然而,这一指标存在一定局

限性:①无法清晰界定是哪一类技术性贸易措施.

②不包含双边维度.如果 WTO 或 TRAINS通报技

术性贸易措施并将其记录数据库中,研究时必须假

定该措施会对所有出口企业产生影响[２４].但事实

上,由于出口产品和市场结构异质性的存在,出口

企业受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也并不尽相同.③
仅记录一成员是否通报技术性贸易措施,却未标明

该措施能否构成贸易障碍,从而无法准确判定通报

数量与贸易是否存在因果关系[２５].对此,本文将基

于 WTO 的特别贸易关注数据来构建能够较为准确

反映技术性贸易壁垒严格程度的有效指标.相比于

前人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来看,本文

以 WTO的特别贸易关注数据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
可较为准确地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

口的实际影响,为规避和突破壁垒提供可靠的数据

支撑.同时,区别于以往的定性分析,本文将特别

贸易关注运用到实证研究当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了相关研究.从实践层面来看,实证分析所得出的

结论能为中国更好地在 WTO 框架下有效运用特别

贸易关注机制,应对和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贸

易保护提供有力支撑;其研究结论也可以为中国如

何化解贸易风险、实现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３　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不同于配额、禁令等非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

壁垒更加灵活和隐蔽,因而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也

不如其他非关税壁垒直接或具有特定的方向性.有

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具

有抑制作用[２６];但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技术性

贸易壁垒会促进出口贸易[２７].鉴于技术性贸易壁垒

对出口贸易影响方向的不确定性,本文将从抑制效

应和促进效应两个层面来解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

产品出口贸易影响的作用机理.
第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抑

制效应.具体而言,抑制效应主要通过对出口农产

品的数量抑制和成本增加来实现.①技术性贸易壁

垒对出口农产品的数量抑制效应.从表现形式来看,
进口国 (地区)会通过对进口农产品制定标准及技

术法规、设置合格评定程序或规范包装标签等方式

来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如果出口企业的农产品完

全符合进口国 (地区)提出的各项标准,那么其产

品可自由进入目的国 (地区)市场,这种情境下技

术性贸易壁垒并未对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抑制效应;
然而,一旦出口企业产品未达到进口国 (地区)各

项要求,那么其产品将被禁止进入目的国 (地区)
市场,这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将会对出口农产品产生

数量抑制作用[２８].②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会增加

包含企业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等在内的额外出口符

合成本,降低潜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概率,甚至会

将低生产率企业淘汰出市场,最终对农产品出口贸

易产生抑制效应.因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增加的固定

成本主要包括操作代码和设备的升级、证书的获取、
市场要求的一致性、新产品设计和生产链调整等;
可变成本则主要包括技术标准升级、产品及包装调

整、海关检验检疫程序延长交货的时间成本等[２９].
此外,出口企业在进入目的国 (地区)市场之前其

产品还需通过相应的合格评定程序,这部分费用也

由出口企业来承担,这实际上也增加了出口企业的

额外成本.同时,出口企业为及时了解和获取进口

国 (地区)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标签和包装要求以

及产品检验检疫制度的变化,需要雇佣专业人员,
这进一步加重了出口企业的成本负担.总的来讲,
进口国 (地区)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通过增

加出口企业成本使得出口产品价格提高,来降低农

产品竞争力,限制进口需求.
第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促

进效应.具体而言,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通过以下

３个渠道促进农产品出口贸易.①减少信息不对称,
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消费者在市场上往往是信息不

对称的弱势方,其在寻找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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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３０],因而信息搜寻

成本也较高.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客观上会释放

出有关食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方面的有效信息,减

少了信息不对称,也降低了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
同时,也会迫使市场上的企业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

规避出口风险,最终这也起到了强化消费信心,提

高消费需求的作用,从而对农产品出口贸易起到一

定的促进作用.②目的国 (地区)实施技术性贸易

壁垒会对出口企业产生 “倒逼机制”,即出口国 (地
区)为维持原有的市场地位及利润水平,会化被动

为主动,通过技术创新来突破目的国 (地区)技术

性贸易壁垒的限制.此外,技术创新有益于出口企

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而这又是影响企业边际成本的

重要因素;企业生产效率越高,其边际生产成本也

越低[３１].因此,“倒逼机制”引致的出口国 (地区)
企业技术创新还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边际生产成本,
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来促进出口贸易.③ “出口中学

习效应”.在遵守目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时,农产品

出口企业为保证产品质量,就需要不断更新其在产

品运输、储存过程中熏蒸室、冷藏或冷处理等方面

的设备投资,这实际上也属于企业的固定成本.但

是,伴随着企业 “出口中学习效应”能力的提升,
新增固定成本将会被分摊到更多的出口产品中,一

旦达到经验阈值之后,这些措施将不再成为企业出

口的贸易壁垒[３２].综上所述,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

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方向具有不确定性,由其引致

的贸易抑制效应和贸易促进效应的大小来决定.

４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４１　计量模型构建

在从理论上厘清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

贸易作用机制的情境下,本文将基本引力模型进行

拓展,基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检验技术性贸易壁垒

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基本模型为:

Tij ＝β０Mβ１
i Mβ２

iDβ３
ijAβ４

ij (１)
在公式 (１)中,Tij为i国 (地区)与j国 (地

区)的双边贸易额;Mi和Mj分别表示为i 国 (地
区)和j 国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Dij 为两国

(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Aij为影响出口贸易的其

他因素.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将基本引力模型进行

拓展来考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农业贸易的影响[２,３３].

鉴于此,本文将基本引力模型进行拓展,引入特别

贸易关注、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贸易开放度

等变量来进行实证检验,模型为:

ln(valueijkt＋１)＝β０＋β１STCijkt＋β２lngdpit　　
　　　　　＋β３lngdpjt＋β４lnpopjt

　　　　 ＋β５openjt＋β６lndistij

　　　　　 ＋fej ＋fek ＋fet＋μijkt

(２)
在公式 (２)中,i 代表中国,j 代表进口国

(地区),k 表 示 HS６ 位 码 农 产 品,t 表 示 年 份.

valueijkt表示i出口国 (中国)在第t年出口农产品

k到j国 (地区)的贸易额,本文对出口贸易额进行

加１处理以保留零贸易流量.为控制国家特征、产

品规格和时间趋势,本文在模型中还分别引入进口

国 (地区)j、产品k和时间t的固定效应,即fej、

fek和fet;β０为常数项;μijkt为随机误差项.

４２　变量选取

(１)核心变量.特别贸易关注 (STC),若t年

中国对j 国 (地区)的产品k 提出特别贸易关注,
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相较于以往研究中衡量技术

性贸易壁垒严苛程度的通报数量指标,特别贸易关

注的优势在于:①能够确认进口国 (地区)提出的

具体技术性贸易壁垒.②衡量维度是双边的,可以

识别其所针对的具体国家 (地区).③特别贸易关注

报告的是出口国 (地区)认为会对其出口贸易产生

重大障碍的措施.
(２)控制变量.出口国 (地区)供给能力和进口

国 (地区)需求能力分别用gdpi和gdpj来表示.理

论上来讲,出口国 (地区)GDP越高,其供给能力越

强;进口国 (地区)GDP水平越高,其需求能力越

大,两者预期符号为正.本文中的 GDP数据以现价

美元来表示,这是因为HS６位码的农产品出口额数据

也是以现价美元来计算[１６].人口规模 (pop),用一

国 (地区)的人口数量来表示.一国 (地区)人口规

模越大,一方面会增加对国外 (其他地区)产品的需

求;另一方面会促使国内企业提高产量,实现自给自

足.贸易开放度 (open),以一国 (地区)进出口总

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地理距离 (dist),用首都

北京到目的国首都之间的绝对距离来表示.

４３　数据来源

特别贸易 关 注 (STC)数 据 来 源 于 WTO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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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SPS信息管理系统,该数据库记录了各成员所

提出的每一项关注,其所包含的数据信息主要包括:

①提出与被提出关注的成员.②对关注持支持态度

的成员.③关注提出的时间、涉及的产品编码以及

后续讨论频次.④该关注是否得到解决.这些数据

信息不仅有利于考察特别贸易关注视角下技术性贸

易壁垒的贸易效应,也为本文拓展分析部分探讨特

别贸易关注的被讨论频次和是否由多成员共同提出

的影响提供了数据支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整理

的特别贸易关注数据基于的是 HS６位农产品编码.
如果一项特别关注只将 HS２位、HS４位或 HS５位

列入关注范围,那么本文则认为 HS２位、HS４位或

HS５位下的所有 HS６位农产品均受到影响.此外,
本文研究样本仅包含提出国为中国且涉及农产品为

HS编码１~２４章农产品的特别贸易关注.在样本期

内中国共对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埃及、欧盟、
日本、菲律宾及美国这８个成员提出过特别贸易关

注,涉及的 HS６位编码农产品种类达５５８种.农产

品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①,并以 HS１９９６分类标准整理获

得.GDP、人口规模等其他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世

界发展指标数据库②,国家 (地区)间贸易距离数据

来源于CEPII数据库③.表１为实证分析中主要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value 中国农产品出口额 (加一)的对数 １６５６９３ １１２９ ３５３ ０ 　２１１３

stc 特别贸易关注 １６５６９３ ００１ ０１１ ０ １

num 关注被讨论的频次 １６５６９３ ００８ ０７４ ０ ９

multi 关注是否由多国共同提出 １６５６９３ ００１ ０１０ ０ １

ivstc 特别贸易关注的工具变量 １６５６９３ ００１ ０１０ ０ １

tariff 进口国关税 １０９４０７ １２９６ ３０３６ ０ １００１７０

lngdpi 中国 GDP的对数 １６５６９３ ２９２６ ０７４ ２７９２ ３０１４

lngdpj 进口国 GDP的对数 １６５５４０ ２５９６ ２２７ １９０２ ３０６０

lnpop 进口国人口规模的对数 １６１４８０ １６９１ １８７ １０８３ ２１０２

open 进口国贸易开放度 １６１３２７ ７８６５ ７４５８ １３５２ ４１９９６

lndist 两国地理距离的对数 １６３８８５ ８６７ ０７４ ６８７ ９８７

５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５１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２
所示.其中,模型１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 果,
可以发 现,特 别 贸 易 关 注 变 量 的 估 计 系 数 显 著

为负.
模型２~模型６为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

果,可以看出,特别贸易关注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一

致显著为负.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特别贸易关注

视角下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显

著的负向影响.这也意味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

农产品出口的贸易限制效应要大于贸易促进效应,
从而导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的下降.具体而言,
模型６中特别贸易关注变量系数是－２８２３,表示若

中国对j 国 (地区)的农产品k 提出关注,中国对

其的农产品出口额将会减少９４０６％.这一数值远

大于将通报数量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严苛程度测度

指标的研究[１５Ｇ１８].原因在于,通报数量无法准确判

定其与贸易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通常只有在一国

(地区)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其他成员产生负面

影响的情况下,该成员才会提出特别贸易关注.换

言之,特别贸易关注主要聚焦于给成员造成贸易障

碍的措施.
此外,中国的GDP每提高１％,农产品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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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 长０４７２％;进 口 国 (地 区)的 GDP 每 提 高

１％,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会增长０６８４％,与预期相

符.进口国 (地区)的人口规模每提高１％,中国

对其的农产品出口额将下降０３５７％,表明随着一

国 (地区)人口规模的增长,国内企业更倾向于提

高产量以实现自给自足,进而减少农产品进口.进

口国 (地区)的贸易开放度每提高１个单位,中国

的农产品出口额将会增长００９２％,表明一国 (地
区)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其进口.两国

(地区)的贸易距离每提高１％,中国的农产品出口

额将会减少１６４０％,表明贸易距离的提高增加了

贸易成本,从而阻碍了农产品贸易.

表２　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value

估计方法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模型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stc
－２８７０∗∗∗ －２８７０∗∗∗ －２８４３∗∗∗ －２８２６∗∗∗ －２８２５∗∗∗ －２８２３∗∗∗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０)

lngdpi
０８０４∗∗∗ ０４６８∗∗∗ ０４９１∗∗∗ ０４７６∗∗∗ ０４７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lngdpj
０６３９∗∗∗ ０６３５∗∗∗ ０６６７∗∗∗ ０６８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lnpop
－０３２０∗∗∗ －０３３８∗∗∗ －０３５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５)

open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lndist
－１６４０∗∗∗

(０２４１)

cons
－２３１４∗∗∗ －２４７５０∗∗∗ －２９７８０∗∗∗ －２４９１０∗∗∗ －２４９１０∗∗∗ －１１２００∗∗∗

(０３３９) (０６６８) (０６８６) (１４４１) (１４４１) (２８４１)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１６５６９３ １６５６９３ １６５５４０ １６１３２７ １６１３２７ １５９５１９

R２ ０４１０ ０４１０ ０４１１ ０４１２ ０４１２ ０４１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差值.表３和表４同.

５２　稳健性检验

在以往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贸易影响

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到关税的贸易保护作用,这在

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导致有偏或不稳的估计

结果.为了避免这一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

将双边关税作为控制变量引入计量模型中再次进行

实证检验,结果如表３模型７所示.此外,针对核

心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论的

有偏或 不 稳,本 文 主 要 采 用 两 阶 段 最 小 二 乘 法

(２SLS)和广 义 矩 估 计 (GMM)的 方 法 来 解 决.
运用这两种方法进行估计的首要前提是要选择或构

建合理的工具变量,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若同时满

足:①中国对进口国 (地区)j除产品k 还对其他

至少１种产品存在关注.②除了中国对进口国 (地
区)j的产品k 存在关注,至少还有１个第三国

(地区)对其存在关注,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１３].
实证结果如表３模型８和模型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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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lnvalue

估计方法 OLS ２SLS GMM

模型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stc
－２５４０∗∗∗ －３３３６∗∗∗ －３３３６∗∗∗

(０１４６)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６)

tariff
－０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０３３)

cons
８２７９ －１１０７０∗∗∗

(６９９５) (２８３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N １０５９４８ １５９５１９ １５９５１９

R２ ０４３２ ０４１４ ００２３

不可识别检验

KleibergenＧPaap
rkLMstatistic

１８７２９６０
(p 值:００００)

１８７２９６０
(p 值:００００)

弱工具变量检验

KleibergenＧPaap
rkWaldFstatistic

１３e＋０５ １３e＋０５

　　注:控制变量同表２模型６.表４同.

表３模型７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双边关税的情

况下,特别贸易关注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抑制效应不会因遗漏双边关

税变量而产生偏差.同时,双边关税对出口贸易的

负向影响的结论 也 与 Disdier等 的 研 究 结 果 相 一

致[１５].模型８和模型９的结果显示,在尽量弱化内

生性问题的情况下,特别贸易关注变量的估计系数

依然显著为负.这说明,无论是在考虑农产品关税

还是内生性问题的情境下,特别贸易关注变量的估

计系数均一致显著为负,基准回归的结论具有较好

的稳健性.

５３　拓展性分析

在 TBT/SPS委员会上,WTO成员既可以对其

他成员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提出新的特别贸易关注,
也可对以往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关注进行申诉和讨

论.对此,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关注和讨论频次

的交互项 (stc×num)检验讨论频次对中国农产品

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４模型１０所示.此外,
理论上来讲,特别贸易关注可由一个成员单独提出,

也可由多成员联合提出.在一成员技术性贸易壁垒

对多成员产品出口均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不同

成员之间更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共同提出关注.对

此,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特别贸易关注和是否由

多成员共同提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stc×multi)考

察关注是否由多国共同提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

响.其中,multi定义为:如果t年中国对成员j的

农产品k提出的特别贸易关注是由多成员提出,则

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实证结果如表４模型１１所示.

表４　拓展性分析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value

估计方法 OLS OLS

模型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stc
－１８２９∗∗∗ －１４３７∗∗∗

(０２８２) (０２４２)

stc×num
－０１７１∗∗∗

(００４５)

stc×multi
－１７９６∗∗∗

(０２７９)

cons
－１１４７∗∗∗ －１０７４∗∗∗

(２８３４) (２８４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N １５９５１９ １５９５１９

R２ ０４１４ ０４１４

表４模型１０显示,特别贸易关注系数、关注与

被讨论频次的交叉项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特别贸

易关注被讨论频率的上升会加重其对中国农产品出

口的抑制效应.这一结论并不符合预期,其可能的

原因在于:由于特别贸易关注的提出和磋商存在成

本,所以一般而言,只有对被实施成员出口具有较

大影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才会被多次讨论.可能正

是因为如此,导致尽管从理论上看,“通过各成员之

间的提问和磋商,讨论频次越多越有助于关注的解

决,从 而 缓 解 或 避 免 技 术 性 贸 易 壁 垒 的 负 面 影

响”[１４],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因为技术性贸易壁垒

对被实施成员出口的不利影响很大,导致相关利益

方难以协商一致,即使经过多次讨论,最后还是难

—０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09（总 497）



以挽救被实施成员出口的不利局面.表４模型１１显

示,特别贸易关注系数、关注与是否由多成员提出

的交叉项系数也都显著为负.这表明关注若是由多

成员提出,则会加重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

出口的负面影响.其可能原因在于,多成员共同提

出一项特别贸易关注意味着该项壁垒波及范围更广

泛,实施所带的影响也更深刻.

６　结论与政策建议

伴随着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地区)实施的技术性贸易

壁垒日益增多,中国农产品出口频频受阻.因此,
如何合理评估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

影响,如何妥善应对和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当前

亟须研究的问题.区别于以往文献中衡量技术性贸

易壁垒严苛程度的通报数量指标,本文的特别贸易

关注指标聚焦于给成员造成贸易障碍的措施,克服

了通报数量指标的种种缺陷,实证所得结论更为准

确可靠.具体地,本文首先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切

入,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农产品出口的作用机制

进行了深入解析;其次将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产品

出口的微观数据与样本期内中国提出特别贸易关注

的宏观数据相匹配,运用规范的计量方法对上述作

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特别贸易关注

视角下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显著

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考虑双边关税以及构建特

别贸易关注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情境下

依然成立,且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此外,拓展

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一项特别贸易关注被讨论的频

率越高、关注由多成员提出均会加重技术性贸易壁

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抑制效应.
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农业大国,目前中

国运用特别贸易关注机制化解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技

术性贸易壁垒约束的能力与发达国家 (地区)还存

在较大差距.本文基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探讨了技

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一方面丰

富了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为中国有效利用特别

贸易关注机制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实证支撑.
鉴于此,本文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可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对特别贸易关注的

收集、整理与分析工作,深入剖析对中国农产品出

口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并在此基础上

合理运用特别贸易关注机制提出有针对性的反制措

施.第二,持续推动跨部门有效协作,不断提升协

同应对特别贸易关注的能力.目前,中国 TBT/SPS
立法和执法工作涉及商务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等多个部门,部门之间极易出现权力交

叉或空白,从而可能导致应对特别贸易关注能力和

效率的下降.对此,政府应推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协

调与配合,促进中国 TBT/SPS工作的有效开展,
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合法权益.第三,
强化 WTO成员之间的合作交流,形成利益共同体.
成员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往往涉及多个出口成

员的贸易利益,政府应与具有共同贸易利益的成员

积极协调,达成一致立场,在 WTO的TBT/SPS委

员会上联合提出特别贸易关注并进一步表达观点,
进而推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有效解决,维护本国合

法正当的贸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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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现有家庭农场相关研究为基础,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中国家庭农场的

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家庭农场的形成是两种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需

求诱致,二是政府引导.需求诱致来自宏观上农业产业的发展要求,以及微观农户为

节约自身交易费用的努力;政府引导则通过提高制度供给,创造有利于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的环境来发挥作用,在中国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农业经营现状下,表现为家庭农场

的形成.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家庭农场形成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系列重要特征,并

针对阻碍中国家庭农场形成的困境提出了完善农地流转制度、规范农地流转契约、建

立健全财政补贴体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家庭农场;需求诱致;政府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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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家庭农场制度是对中国家庭经营制度的继承和

完善,是促进中国农业向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

发展的有效形式[１].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农业发

展成功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实行以家庭农场为

主的农场制度[２].中国正处于从小农经济向农场经

济的转轨时期[３],研究家庭农场的形成机理,对发

展中国家庭农场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的

意义.
国外许多学者从家庭农场形成的微观基础的

角度来 研 究 家 庭 农 场 的 形 成 机 理.Fernandes 和

Woodhouse从微观农场、中观社区、宏观区域范围

的视角出发,从经济、社会、生态３个维度,选取

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

资本５个要素对巴西南部家庭农场的形成与发展问

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支持是家庭农场形成过程

中不可或缺的因素[４].Vidal认为妇女在家庭农场形

成过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政府政策、
技术培训及其他服务主要是针对男性农民而忽视妇

女,影响了家庭农场的顺利形成[５].国内方面,关

于家庭农场形成驱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互均衡是家庭农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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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因素[１].家庭农场形成的内在驱动力在于

农地的专业化经营、技术的逐步进步以及专业化

分工格局的形成,而家庭农场形成的外部原因在于

农户对利润的追求.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农民

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互结合,共同推进与实现家庭农

场制度的产生[６].李俏认为,家庭农场制来自家庭

经营基础上的形式转化、现代农业基础上的体制创

新、农民分化基础上的专业定向以及统一经营基础

上的社会服务化[７].张建雷则从微观视角出发分析

了某县家庭农场的形成情况,指出该县家庭农场的

形成主要由种粮大户、农业企业、农民创业推动

而来[８].
总之,现有对家庭农场形成的研究多角度分析

了家庭农场形成的驱动力,但作为近几年才迅速发

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式,学术界对家庭农场形

成的研究还未十分深入,特别是从微观角度概括式

的议论较多,缺乏从宏观经济学学科视角的解读.
基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制度

变迁理论分析框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认识中

国家庭农场形成的内在机理,以期揭示中国家庭农

场形成机理的内涵与特征.

２　家庭农场形成的动力机制———新制度经济

学的视角

　　舒尔茨[９]、林毅夫[１０]等学者认为制度是约束主

体行为的规则框架.从而一个制度的形成过程就是

一个行为规则的形成过程,有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

两个维度,前者指用来确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政

治、社会与法律强制性规则,后者主要指各经营主

体之间在不断的合作竞争关系中形成的一般性规

则[１１].家庭农场作为一种中国新型农地经营形式,
广义上是中国农地制度的一部分,并必然受中国农

地制度的限制和规范.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

理解,广义的农地制度包括农地制度环境和农地制

度安排两个方面.家庭农场的形成过程,即是由法

律、政策推动的农地制度环境变化和由农地交易、
经营市场内生影响的农地制度安排变化的过程.国

内外学者的研究也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农地制度环境

变化和农地经营市场内生影响是影响家庭农场形成

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项制度和规则的形成,以及它们的正常

发展,都必然要求一定的资源交易与消耗.家庭农

场不断形成,促进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需要消耗大

量的资源,需要对资源的产权进行界定,形成广泛

的契约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每一项交易的完成都

需要额外消耗一定的资源,即从旧制度到新制度变

迁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

理论为切入点,结合交易费用理论,可以发现家庭

农场的形成主要受到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农业生

产力发展的需求诱致.宏观上表现为农业产业的不

断优化发展,微观上则表现为农户在新的市场环境

中节约自身交易费用的努力.二是政府的政策引导.
政府为了促进农业发展,进而提高农地制度变革的

制度供给.可描述为:政府农业发展目标→政府政

策变更→农地交易市场变化→从小农户细碎农地到

小农户一定规模农地的家庭农场 (图１).

图１　家庭农场形成的动力机制

２１　需求诱致的家庭农场形成路径

家庭农场的形成是农地制度变迁的一部分.研

究家庭农场的形成,离不开研究宏观上农业生产力

发展需求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农地制度变

迁过程中主观因素最大的 “人”的因素,也就是微

观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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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从农业生产力发展需求来看农地制度

变迁.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体现在农业产业的发展上,
目前来看有两个维度,一是中国农业产业相对其他

非农产业较为落后,特别是表现在农地经营比较效

益降低;二是虽然相对落后,但农业产业自身机械

化水平、农产品产量、价格的提高可以提高劳动力

生产效率,从而导致专业农业经营的经营需求提高.
两者共同导致了农地交易市场的变化,农地比较效

益降低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农地闲置增加导致农

地交易市场的农地供给增加,农地经营需求提高导

致农地交易市场上的农地需求增加,需求与供给在

市场条件下达到均衡,农地集聚增加,逐步在原有

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形成了家庭经营的规模更大的家

庭式农场.
在这个从农业生产力发展需求诱致的制度变迁

过程中,农地经营形式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可分为小农户小经营、小农户大经营和大农场大经

营３个阶段.这里隐含着一个假设:由于中国农地

劳动力投入 “过密化”,因而劳动力投入增加晚于农

地资本投入的增加,即先集聚农地,再增加投入劳

动力.因为农地集聚初期,由于经营规模仍然比较

小,初期家庭劳动力的投入能够满足经营需求[１２].
在初级阶段,农地经营主要表现为家庭细碎化的分

割经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就进入了小农经营的阶段.小农经营能有效激

发农户生产的积极性,相对于公社生产来说提高了

生产效率,但由于土地过于细碎化,达不到规模效

应,比较效益较低,导致农村劳动力外移,农地经

营需求减少,农地经营权不断转移、集聚,由此慢

慢地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形成了规模化的种植户,
即家庭农场.当家庭农场的数量和规模达到一定程

度后,家庭劳动力投入不足以满足大农场经营的需

要,从而寻求家庭外部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雇用

更多劳动力、购买农业大机械等,逐步演变为现代

化的、高科技化的大农场.
微观上,从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视角分析,家庭

农场的形成受到小农户追求自身利益动机的直接推

动.以单个小农为分析对象,假设其不参与农地市

场时,拥有的农地面积为a,经营效益为E０,则在

农地市场中,其可以选择的决策有以下两种:①作

为农地需求方,转入农地经营,经营效益为E１,转

入后拥有农地面积为b,受到最大经营规模c 的约

束.②作为农地供给方,转出全部农地或部分农地.
作为一个理性人,农户会在可选决策里面选择对其

效益最大化的集合.如果农户作为农地需求方,流

入农地进行经营,需要花费一定的交易费用,在新

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交易费用是指为了达成和实

施交易契约所应该付出的成本[１３].具体地,农地需

求方的交易费用指的是农户为了转入农地所花费的

搜寻交易对手成本、谈判成本、契约签订成本等,
设其为T０,且农户在花费交易费用后仍能满足扩大

农地经营规模能提高其综合效益的期望值的要求,
且期望值大于农户进行其他活动的最大收益,即机

会成本S０,表示如下:

农户选择流入农地经营

　　　 的约束条件: 　
E１ ＞T０＋E０　　 (１)

E１ ＞S０ (２)

c＞b＞a (３)

ì

î

í

ï
ï

ïï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技术的提高

(如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地经营最大规模c 不断

提高,且农地经营效率不断提高.学者研究表明,
目前中国农地经营规模仍处于倒 U 形曲线的左侧,
即农地经营规模提高,农地经营效率仍在提高,未

穿越最优规模点[１４].虽然在这种背景下,农户流入

农地经营成为理性选择,但由于受到机会成本的约

束 [(２)式],农户必须流入足够量的农地才能满足

经营效益不低于日益增长的机会成本的要求,即农

地流入一方的农户会逐渐形成专业化倾向,也就形

成了不同农户的分化.从 (１)式的角度看,T０＜
E１－E０＝ΔE.转入农地越多,ΔE 越大,交易费用

T０也越大,但相对于单位经营效益的增加,单位交

易费用呈现递减趋势,理由是专业化农户参与市场

缔结农地交易契约的次数越多,所积累的交易经验、
谈判能力、市场信誉将促使交易费用的降低[１５Ｇ１６].

如果农户作为农地流出方,流出农地也是其一

定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流出方式有农地经营权出租、
转让等,流出农地的动机在于农地经营初始收益小

于农户参与其他活动的机会成本与流出农地的收益

S１减去签订流转合同契约的交易费用T１之差,即:
农户选择流出农地的约束条件:S０＋S１－T１＞E０

(４)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农业产业作为第一

产业,往往滞后于其他产业的发展,机会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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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经营比较效益相对降低,(４)式不断得到满足,
越来越多的小农户选择流出农地,农地市场上的农

地供给不断增加,农地流入方更容易找交易对手方,
信息搜寻的成本降低且达到契约的可能性增高,在

整个市场上会促使农地流入方进行农地流入交易费

用整体的下降.在原有家庭小农户经营的格局下,
农地越来越集中于部分农户家庭,这个阶段,转入

农户方仍以家庭劳动力作为主要劳动投入,因此这

是一个小农户小经营向小农户大经营的动态演化过

程,直到家庭劳动力投入不足以匹配更大规模经营

所要求的劳动力水平.

２２　政府引导的家庭农场形成路径

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对应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但由于中国家庭农场形成过程中未见到政府法律法

规的行政强制性因素,因此分析政府 “引导”而非

政府 “强制”更有实际意义.杨瑞龙认为,政府实

施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制度变

迁的成本[１７].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小农户分散化细

碎化的经营现状导致了劳动力农业经营的单位收益

较低,劳动力要素在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分配上可能

达不到系统内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出于合理分配经

济增长中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考虑,政府有进行农

地制度变迁的需求,落脚点就在通过政策支持或者

鼓励农户的自发探索,以提高制度供给,从而引导

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农地交易市场变化.
(１)政府引导路径的理论依据.为了促使农业

发展,需要完善的农地制度支撑,特别是当农业发

展滞后于其他非农产业发展时,政府会人为设计和

强力支持农地制度变革,以促进农业追赶式发展.
农业的追赶式发展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一方

面家庭农场制度的形成能大量解放农村劳动力,另

一方面家庭农场的发展能破解农地分散化经营对农

地资源的约束,释放土地资本.政府引导可以更快

地实现农地资源的集中,推动家庭农场的形成,最

终实现农业产业由分散化的小农经济向适度规模化

家庭农场经济的升级,并为进一步升级为现代大农

场经济打下制度基础和条件.相关学者对于国外家

庭农场形成机制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理论,以日本

为例,日本政府通过完善社会服务化体系的方式促

使小农户与大市场连接,对于日本家庭农场的形成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１８].

(２)政府引导路径的制度需求.不管政府把农

业视为保障性产业还是发展性产业,激发农户积极

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都是永恒的主题.中国农村

的 “包产到户”改革,突破了 “大锅饭”体制下农

户积极性不高、农地生产效率低的问题.但是由于

中国人均可耕种面积小,导致了农地劳动力投入

“过密化”,根据劳动力投入边际收益递减, “过密

化”意味着效率低.当劳动力拥有在农业和非农产

业选择的权力时,大量农村劳动力会向城镇流动,
农户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产业,并且后者是前者的

拐杖 (“拐杖逻辑”)[１９].农户不愿意放弃农地经

营,并不是因为农地经营收入高,而是因为农地承

载着中国农民的乡土寄托,也更因为农地流转市场

不健全,有流出农地需求的农户难以流出农地,有

流入农地经营的农户也难以租入农地,这就产生了

政府引导路径的制度需求.因此,政府不断出台相

关政策给农地流转松绑,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
而规模经营在目前农业经营格局下则表现为农地向

部分农村家庭集聚,形成家庭农场.
(３)从中国家庭农场形成政府引导的方式分析.

２０１３年中央１号文件首次在中央层面提出了 “家庭

农场”的概念,并指出要促进土地向家庭农场等规

模经营主体流转,支持家庭农场发展.但在此之前,
政府的政策也都在提高家庭农场形成的制度供给,
主要表现为农业补贴偏向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
如２００５年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等.２０１３年中央１号文件之后,中央和地方更

是大量出台相关政策,从促进土地流转、对家庭农

场进行直接补贴、对家庭农场信贷实行优惠政策、
鼓励提高家庭农场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有力引导家

庭农场的形成,如２０１３年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促进

专业农场发展条例»、２０１４年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的意见»、２０１６年 «浙江省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

场的意见»等.从这些政策中可以看出,政府通过

创造有利于家庭农场形成的制度环境来引导家庭农

场的形成.

３　中国家庭农场形成的主要特征与障碍

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从中

国农地制度变迁和农地集聚过程综合分析,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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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得出中国家庭农场形成发展的一些特征性结论

以及形成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这些特征与障碍

都表明,家庭农场的逐步形成是农地制度逐步变迁

的体现.

３１　中国家庭农场形成的主要特征

(１)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的特征.新制度经济

学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

迁[２０].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农地制

度变迁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同时存在[２１Ｇ２２].但是很显然,相对于 “人民公社”,
家庭农场的形成过程中没有政府强制性的因素,政

府只是通过出台奖补政策、逐步解绑农地流转市场,
起到鼓励和引导农地规模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率的

作用.因此,家庭农场的形成不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同时存在,而是需求诱致和政府

引导同时存在,由于政府引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诱

致性制度因素,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是中国家

庭农场形成的特征.
(２)家庭农场形成的渐进式特征.新制度经济

学把制度变迁的战略分为渐进式和激进式两种[２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实行的是 “摸着石头过

河”的探索型战略,农地制度的变迁也不例外.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制

度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其必将向更优状态

继续演进[２１].渐进式演进能减少制度形成过程中

的社会摩擦和转换成本,降低获取变迁信息的难

度,变迁的社会阻力也会相应减少,制度演进更加

顺利.但是,渐进式变迁也有其不足,其往往只注

重表面上的改变,而对涉及制度变迁内部深层次的

问题如农地权属问题、农民权益问题等采取规避性

的策略,而这些问题或早或晚都会对制度变迁造成

阻碍,如果不能处理好农地制度变迁相关利益者的

核心冲突,可能会对中国整个农村社会稳定造成

冲击.
(３)家庭农场形成的 “路径依赖”特征.中国

家庭农场的形成路径,无论是政府提高制度供给,
创造有利于农地向部分农户流转进行适当规模经营

的制度环境,还是农业生产力发展需求诱致的家庭

农场形成,都呈现出明显的 “路径依赖”特征.从

宏观政策角度看,政府推动的家庭农场形成路径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是一脉相承的,家庭农

场制是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继承和创新;从中观市

场角度上看,家庭农场形成的过程是劳动力和土地

资本配置向帕累托最优状态演进的一个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规模化经营的家庭农场是解决劳动力和

土地资本低效率配置的选择[２３];从农户的角度看,
其选择流入农地或者流出农地、选择投入家庭自有

劳动力还是雇用更多劳动力都受其对过去及现有农

地制度、农地经营比较收益的影响.因此,不管从

哪个角度看,中国家庭农场的形成都呈现了明显的

“路径依赖”特征.

３２　中国家庭农场形成中面临的主要障碍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影响新制度形成的原因在于

制度生成成本的大小.中国家庭农场形成过程中,
农地流转制度尚不健全,农地流转契约不规范、风

险较大以及小农户向家庭农场发展资金缺乏等旧的

制度环境是影响其制度成本的主要因素.
(１)农地流转制度尚不健全.健全的农地流转

制度是中国家庭农场形成的基本保障,然而目前中

国的土地流转制度还很不健全,具体表现在:第一,
中国目前针对农村土地进行规范的法律文件有所不

足,在明确土地流转中不同流转方式的产权关系、
交易权利义务、争端处理办法等内容上比较模糊;
第二,农地产权制度管理不够清晰,有些地方只明

确耕地和林地的产权,而对农村土地宅基地和自建

房屋并不明确,且各个地方对同样性质产权的界定

也会有差异,导致流转困难;第三,还存在流转信

息不通畅、缺少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所和仲裁机构

等问题,导致农地流转交易费用较高,市场处于不

活跃状态.
(２)农地流转契约风险较大.农地流转本质上

是一种交易行为,在家庭农场形成的过程中,农地

转入方和转出方交易的商品为可经营农地,通过签

订契约,转出方获得出租或转让农地的收入,转入

方获得农地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权.根据新制度经济

学的观点,契约是交易对手对于产权交换达成的合

意.但现实中农地市场并不是完善的,农地流转契

约也很难达到合意的效果.农地转入方和转出方达

成契约之前尽管有多次博弈,但由于市场信息不对

称、道德风险等问题,签订后的契约仍存在风险.
甚至农户间的农地流转协议往往以口头的方式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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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纸质契约都不签订,一旦发生争端纠纷,会给家

庭农场的经营带来很大的影响,农地流转的风险较

大.目前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法律文件对农地流转

中家庭农场的权益进行保护,发生争端时缺少一个

权威性的仲裁机构来解决争端,针对农地流转中的

契约风险保障机制缺位.
(３)农户面临资金缺乏问题.小农户向家庭农

场发展的过程往往需要较大量的启动资金,来购置

一些农业生产设备,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或转换种植

品种等,然而小农户自身资金往往不足,且也缺少

贷款所必需的合格抵押担保品,无法获得足额贷

款,这成为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家庭

农场开始运营的初期,一旦发生恶劣的天气、自然

灾害或者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可能对家庭农场

的生存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根据杨建利和周茂同

２０１４年的调查,中国家庭农场形成过程中的资金

需求主要是靠农民原始积累,或是通过民间借贷满

足,而获得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仍然相当困难[２４].
没有金融的支持,家庭农场的形成和发展会受到很

大限制.

４　总结与政策建议

家庭农场的形成,本质上是小农经营向农场经

营进行制度变迁的过程,且需求诱致的家庭农场形

成路径和政府引导的家庭农场形成路径同时存在,
共同作用.需求诱致来源于宏观上农业产业的发展

要求,以及微观农户为节约自身交易费用的努力;
政府引导则通过政府创造有利于家庭农场形成的环

境来发挥作用.沿着这个视角,可以发现中国家庭

农场形成的几个主要特征:诱致性、渐进式以及

“路径依赖”.中国家庭农场在形成中面临的主要障

碍是农地流转制度尚不健全、农地流转契约风险较

大、农户面临资金缺乏等.因此,建议针对性地通

过采取完善农地流转制度、规范农地流转契约、建

立健全财政补贴体系等措施,减少家庭农场形成过

程中的制度变迁成本,促进家庭农场更好更快发展.

４１　完善农地流转制度

第一,要明确农地产权.明确的产权关系是农地

流转的基本前提和要求,如果无法明确农地产权,将

会导致各种纠纷的出现.第二,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农地流转过程中涉及的农地交易

双方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的说明.第三,要发展农地

流转中介组织.目前中国农地流转的中介组织相当缺

乏,针对农地流转过程中涉及的土地测量评级、土地

评估等服务工作基本上是由集体代办的,但集体组织

一方面缺乏专业化的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集体有可能

本身就是农地流转的参与者,这会产生道德风险甚至

造成侵农现象.第四,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交易市场

体系,流转市场越完善、越公平公正公开,农地交易

双方对接的交易费用就越低,无效的资源浪费也会降

低,更有利于农地的规模化集中.

４２　规范农地流转契约

不规范的农地流转契约造成了家庭农场较大的

风险暴露,对家庭农场经营的稳定性造成了潜在的

不利影响.因此,规范农地流转契约是降低家庭农

场面临风险的重要措施,也是激励家庭农场形成的

重要手段.为了规范农地流转契约,中央政府要颁

布完善的农地流转合同范本,对农地流转契约中的

核心问题进行界定,如争端处理办法等;地方层面

政府针对各家庭农场进行补贴或调查时,可以要求

家庭农场主必须出示合格的、标准的农地流转合同,
倒逼家庭农场主在流入农地时签订规范的流转合同,
同时对家庭农场主进行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契约意

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农地流转契约

不签订或不规范造成的隐性风险.

４３　建立健全财政补贴体系

为了解决农户自有资金不足,且由于信用等级

不高无法获得信贷导致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应建

立健全财政补贴政策,使财政支农资金适度向家庭

农场倾斜.第一,各地区根据地区实际应制定对家

庭农场的财政支持政策,对农户购买农地的支出进

行直接补贴,刺激农户转入农地经营的需求.第二,
银行在向农户贷款时,往往会由于信息不对称、缺

少合格抵押担保品、还款来源不足等设置比较高的

利息率,政府可适当进行财政贴息.第三,为了防

止由于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对家庭农场造成过大的

损失,政府可以在灾害发生前和家庭农场主一起完

善灾害防范机制,灾害发生后提供一定的恢复资金,
防止由于灾害造成的家庭农场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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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农业转型的关键期,推进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实现合

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在深入２１家农民合作社访谈获得原始资料的基础

上,运用扎根理论对影响农民合作社开展绿色生产行为的动力与阻碍因素进行了探

究,通过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处理与分析,构建了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

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合作社的属性、市场竞争因素、生产与管理技术、政策支持与

管控、认知因素５大范畴影响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其中,合作社的属性是开展

绿色生产行为的前置因素,认知是影响合作社开展绿色生产行为的导向因素,市场竞

争是开展绿色生产的驱动要素,生产与管理技术是实施绿色生产的关键,政策支持与

管控是推进绿色生产顺利实施的保障.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政策支持与管控、培育

绿色消费意识、注重示范引领、提高绿色生产认知水平等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影响因素;扎根理论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３

１　引言

中国农业的发展正由最初过度依赖资源消耗、
满足 “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安全、可

持续、更加注重满足 “质”的需求转变,绿色农业

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绿色生产是顺应经济

社会发展潮流、满足人们健康需要而提出的新型生

产方式[１],以提升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危害为目

标[２],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

统一[３].２０１７年农业部下发了 «关于实施农业绿色

发展五大行动的通知»,旨在鼓励和推动绿色生产的

广泛实施.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正是当前中国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也是保障农产品安全、满足群众消费升级需求、着

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农民合作社作为

—０２—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09（总 497）



农产品供应的重要载体,其生产行为直接决定了农

产品质量的高低.然而,２０１６年农民合作社及其所

认证的产品,在全国绿色食品的认证主体和认证产

品总数中均仅占１５％左右[４],与农业绿色发展的目

标还有一段距离.在乡村振兴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大背景下,推进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减少环

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提高合作社的绿色生产效率,
对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５].

２　文献综述

国内早期关于绿色生产的相关研究多是针对能

源密集型、污染较为严重的工业企业,综合运用现

代污染防治和管控技术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污染

物的最小化排放[６],涉及绿色加工与包装[７]、绿色

技术设备升级及工艺改造[８]等.随着人们环保意识

的提升,绿色生产研究也逐渐扩展到农业领域.关

于农业绿色生产方面,学者们探讨了农户的生产意

愿、意识和意愿与行为背离原因、行为影响因素、
制约约束及政策建议等.关于农户绿色生产意愿方

面,杜运伟和景杰基于 “经济人”利益的视角,实

证研究了江苏苏北蔬菜种植户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

因素[９];陈卫平[１０]、陈卫平和王笑丛[１１]则从新制度

理论视角,基于对农户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农户转

型面临规制性、规范性、文化Ｇ认知性３种制度性压

力制约,并实证分析了３种制度要素对农户转型意

愿的影响.意识和意愿是行为的先导,然而并非必

然会转化为行为.余威震等基于农户实地调研数据,
发现受从众心理、生态环境政策、绿色生产重要性

等８个因素的影响,农户实施有机肥意愿与行为会

发生背离现象[１２].龚继红等研究发现农户绿色生产

意识水平和绿色生产行为水平有显著差异,产品是

否具有质量等级认证、是否加入合作社等是重要影

响因素[１３].此外,学者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影响农

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如蒋琳莉等应

用扎根理论探究了稻农低碳生产行为的深层次影响

因素及作用机理[１４];赵晓颖等应用 “委托Ｇ代理”模

型研究了 “茶农＋合作社”模式下影响绿色生产的

因素[１５];高昕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户对绿色

发展收益认知、农户家庭特征等因素对绿色生产行

为的影响[１６].
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绿

色农业方面起步较早,学者们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影

响绿色生产的行为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深度访谈、
扎根理论等质性分析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分

析方法[１７].研究表明,生产技术可获得性[１８]、财政

支持与补贴[１９Ｇ２０]、收益和风险认知[２１]、社会经济因

素[２０]等都会不同程度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对绿

色生产行为的研究不能脱离其经济、文化、政治等

社会环境,在不同环境背景下影响因素可能会有较

大差异.从国内外现有有关绿色生产研究文献看,
多是基于一般行为理论模型对影响农户绿色生产因

素所进行的定量分析,较少有从理论构建层面深入

剖析行为机理,更鲜见以中国农民合作社为情景的

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机理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已

有学者对绿色生产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中国农民

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的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相关

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和借鉴.

３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３１　研究方法

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研究是相对比较新颖

的范畴,尚缺乏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为此,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从质性研究的视角,通过

设计开放式问卷,对农民合作社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进行访谈,获得原始访谈资料,然后通过开放式编

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进行不断地比较与分析,
构建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该

理论把实证研究和理论构建紧密结合,通过对原始

资料的整理与归纳,构建质性研究的理论模型.这

一理论的应用首先要深入实地进行调研并形成访谈

备忘录,接下来的应用过程中需要遵循 “理论抽样”
的原则,即当抽取的样本没有新的重要信息再出现

时为止,这时在原始访谈记录的基础上通过开放式

编码系统地对资料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整理,形成

初始范畴,并经进一步主轴编码获得核心范畴,经

过分析之后构建初始范畴与核心范畴的联系,建立

扎根理论模型[２２].

３２　样本选择

基于扎根理论的应用,本文通过设计开放式问

卷对２１家农民合作社进行访谈.访谈对象主要是针

对熟悉整个农民合作社运营过程的理事长、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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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人员.访谈内容包括对绿色生产的认识和开

展情况,以及影响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的因素.
被访谈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和访谈提纲分别见表

１和表２.

表１　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属性 分类 比例 (％)

合作社的类别
养殖业 (１６) ７６２

种植业 (５) ２３８

合作社的示范级别

市级示范社 (１) ４７

省级示范社 (３) １４３

国家级示范社 (６) ２８６

非等级示范社 (１１) ５２４

表２　访谈提纲

访谈主题 主要内容

　对绿色生产的认识及开

展情况

　合作社是否开展了绿色生产行为 (如不添加化学药品和肥料,以保护生态环境和提升农产品品质为目标的生产

行为等),您怎样理解合作社的绿色生产行为

　合作社开展绿色生产的过程是怎样的,具体的实践效果如何

　影响绿色生产行为 的

因素

　目前,您认为合作社开展绿色生产行为有哪些动力和阻碍,具体包括哪几方面

　您认为绿色生产的开展对品牌建设有何影响

４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４１　开放式编码

扎根理论编码应用的第一步就是开放式编码,即

对通过访谈获得的原始记录进行逐字逐句的编码登

录[２３].编码过程中,提炼出契合原始语句的初始概

念,经过不断的分析、归纳与整理,将初始概念表达

意思相近或者相同的归纳成同一个范畴,这样便得到

了比原始概念概括性更强的几个初始范畴,使得原始

访谈记录所表达的内容更加清晰化、简洁化.本文就

农民合作社开展绿色生产行为的阻力和动力进行调

查,将出现频次较高、代表性较强的原始语句进行编

码处理,共得到３９个初始概念和２１个初始范畴,将

原始访谈语句概念化并范畴化的过程见表３.

表３　开放式编码的过程和结果

代表性的原始访谈语句 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平坦广阔、水分充足的地种水稻,旱地改建成采摘园,发展乡村旅游 因地制宜

　什么样的种养模式能对生态系统有促进作用,我们就采取什么样的模式 种养模式

　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条件优越,能形成天然的生态循环系统 自然条件

生产结构

　选种、育种很关键,我们选择的都是品质优、效益高的品种,不会随随便便选一个品种

就来搞
选种

　由于成本太高,目前还缺乏就地培育、繁育的苗种基地 苗种基地

良种培育

　我们合作社整合了有关国家支持的农业建设项目 国家支持

　对于政府的支持首先要落实主体责任 政府责任

　需要制定一系列鼓励合作社绿色生产和规范行为的政策和制度,把年轻人吸引回来,在

技能培训和信息服务等方面逐步出台一些鼓励政策
政策鼓励

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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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代表性的原始访谈语句 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我们合作社通过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培育了典型的示范园 示范作用

　推广先进典型、技术典范等宣传力度不够 宣传力度
示范引领

　我们聘请了技术顾问,能够全程为社员进行生产技术指导,另外我们定期有培训班开展

技术培训,有时还会带领社员外出参观学习
技术培训与指导 技术培训与指导

　没有技术哪能行,合作社还是要加大创新力度和新技术的引进 引进技术 技术创新

　企业和科研院所对我们帮助很大,这能使我们克服技术短缺的难题 产学研结合

　现在就是缺乏专门的技术人员,生产技术上不能统一,标准化技术推广又难,要是能组

建管理、加工、营销这样的一体化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就好了
专业技术人员

　我们的信息不灵通,除了 “苗情、虫情、灾情”监测,最好能给我们提供最新的市场行

情,我们好有把握为下一步打算
信息监测

专业化技术

　这个方式得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来制定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生产 消费者需求

　我们一直在努力拓展销售渠道,建立中心店、直销店,并与超市对接 销售渠道
市场需求

　我们应用了生物农药、控释肥,实施了秸秆粉碎还田等节肥、节药、节水措施 节肥节药节水措施

　现在主要是利用杀虫灯、性诱剂,实现病虫害绿色防控 病虫害防控
绿色技术

　合作社需要懂政策、有文化、有技术、会管理的领头人,且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破解难题的智慧
领头人素质

　管理中做到责任到人,强化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的管理,严禁使用国家违禁药物 责任明晰

管理者素质

　我自己搞了,别人不搞还是白搭,到了收获季节,又急于出手,互相压价 收益

　合作社需要的物资我们会统一采购、配送,减少中间环节,进而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

目的
成本

收益与成本

　总体上来说 (合作社)规模还比较小,实力达不到,优势效益不明显,仍处于艰难起步

阶段
规模小 规模

　搞这个 (绿色生产)首先得积极引进新的设备,完善生产设施才行 完善设备 基础设施

　首先要解决社区集体经济 “统”不起来,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包揽不了,渔民单家独户办

不了的重大问题
统一管理

　管理占一半的保障作用,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管理主体 内部管理

管理体系

　我们是 “五统一”管理体系生产 [统一生产模式、统一种苗供应、统一病虫害防治、统

一肥 (饲)料供应、统一对外销售]
统一体系 生产过程标准化

　最近我们都是联结市场和农户,先签订收购合同,确定保底收购价格,一来可以化解市

场风险,二来可以解决销售不畅的难题
风险化解

　如果连年实行单一品种的高密度养殖,养殖区的水域环境就会逐年恶化,导致效益低

下,养殖风险越来越大
养殖风险

风险

　希望质量检测中心和环保部门能定期来为合作社检测水质、土壤,确保符合生产标准的

要求
部门监测 部门监督

　无规矩不成方圆,强化制度建设,健全生产管理制度,才能确保农产品的质量 健全制度

　政府需制定文件对污染物的排放统一作出要求 政府规制

　我们特此制定了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质量标准,建立了生产记录、产品质量追溯管理

体系
制度实施

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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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代表性的原始访谈语句 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现在贷款融资非常困难,很多正常的业务活动无法展开,也无法支持社员发展新产业以

及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资金制约 资金支持

　没有重视环境污染的意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承担意识比较薄弱 环保意识

　看到 (绿色生产)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才会加入其中来,社员对眼前利益看得重,
需要有耐心,慢慢来

社员从众心理

　社员之间绿色生产的意识几乎没有,更别说改变生产方式了 意识淡薄

社员理念

　社员多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整体素质低,数量多 社员文化水平 社员素质

４２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

间的各种联系[２４],其目的在于深层次挖掘初始范畴

之间的潜在相关关系,使初始范畴之间的联系更紧

密.本文在开放式编码所得到的２１个初始范畴的基

础上,通过主轴编码过程不断比较与分析范畴之间

的关系,进一步归纳为５大范畴:合作社的属性、
市场竞争因素、生产与管理技术、政策支持与管控、
认知因素.规模、管理体系、基础设施、资金支持

是反映合作社运营情况的基本要素,归纳为合作社

的属性;市场需求、收益与成本、风险是合作社农

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归纳为市场

竞争因素;生产方式和技术革新是合作社开展绿色

生产行为的关键,因此把生产结构、良种培育、技

术创新、技术培训与指导、专业化技术、绿色技术、
生产过程标准化归纳为生产与管理技术;政策支持、
示范引领、制度约束、部门监督是合作社开展绿色

生产行为的外部规范性条件,归纳为政策支持与管

控;社员素质和管理者素质影响绿色生产行为的认

知形成,社员理念是绿色生产行为认知的体现,因

此把三者都归结为认知因素.其主轴编码的过程和

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主轴编码的过程和结果

初始范畴 主轴编码结果

规模

管理体系

基础设施

资金支持

合作社的属性

(续)

初始范畴 主轴编码结果

市场需求

收益与成本

风险

市场竞争因素

生产结构

良种培育

技术创新

技术培训与指导

专业化技术

绿色技术

生产过程标准化

生产与管理技术

政策支持

示范引领

制度约束

部门监督

政策支持与管控

社员素质

管理者素质

社员理念

认知因素

４３　选择性编码

基于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的结果,选择性编

码意在围绕 “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
这个核心范畴,厘清核心范畴与次要范畴之间的脉

络关系.合作社的属性是农民合作社开展绿色生产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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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基础,生产与管理技术是开展绿色生产的关

键因素,政策支持与管控能够推进合作社实施绿色

生产的规范性,认知因素是农民合作社对绿色生产

行为的理念认识,市场竞争因素能够促进合作社广

泛开展绿色生产技术.因此,将上述５大范畴对农

民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构建如图１所示模型.

图１　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

４４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在不获取额外数据的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某一个范畴特征,以作为停止采样

的鉴定标准[２５].本文采用随机抽取后剩下的９份问

卷样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并未发现除５大范畴

之外的新的范畴和关系,说明影响农民合作社绿色

生产行为的因素已经得到充分挖掘和体现.因此,
本文认为对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影响因素所构

建的模型在理论上是达到饱和的.

５　模型阐述

５１　合作社的属性是开展绿色生产行为的前置因素

合作社的属性是开展绿色生产行为的前置因

素,包含规模、管理体系、基础设施、资金支持４
个初始范畴.其中规模对合作社是否实施绿色生产

有重要影响,规模大的合作社有更强烈的意愿开展

绿色生产,规模小的合作社由于资金等问题转型绿

色生产面临诸多困难,更倾向于采用常规生产方

式.从调研情况看,一方面,合作社可以通过组织

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解决绿色生产的规模、
标准化等要求;但另一方面,正如访谈中提 到,
“总体上来说 (合作社)规模还比较小,实力达不

到,优势效益不明显,仍处于艰难起步阶段”.完

善的基础生产设施,是绿色生产行为开展的基础.
如访谈中提到, “搞这个 (绿色生产)首先得积极

引进新的设备,完善生产设施才行”.完善的管理

体系能够为合作社的正常运营创造良好的条件,既

体现在合作社主体的稳定性,又体现在合作社的统

一管理上,确保合作社内部的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

又互相制约,进而能够稳定有序地开展绿色生产行

为.此外,充足的资金才能保证合作社的持续发

展,不管是扩大规模,还是引进生产设备、完善基

础设施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如访谈中提到,
“现在贷款融资非常困难,很多正常的业务活动无

法展开,也无法支持社员发展新产业以及进一步扩

大生产经营规模”.

５２　生产与管理技术是实施绿色生产的关键

生产与管理技术是实施绿色生产的关键,包含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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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结构、良种培育、技术创新、技术培训与指

导、专业化技术、绿色技术、生产过程标准化７个

初始范畴.绿色生产技术及相关支持的缺乏会阻碍

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相对于普通农户,合作社能

通过和科研院所、技术推广机构等直接对接,一定

程度上解决绿色生产技术缺乏问题.合作社还能通

过结合所在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人文地理环境,
制定合理的绿色经营方案,为开展绿色生产奠定良

好基础.如访谈中提到, “充分借助地理位置、自

然资源等优势条件,形成天然的生态循环系统”.
选择优质的品种,可以从生产源头上减少因种质资

源退化引发病虫害的问题,从而可以降低用药防治

的频率,保证绿色生产行为的实施.如访谈中提

到,“我们选择的都是品质优、效益高的品种,不

会随随便便选一个品种就来搞”.推进绿色生产最

重要的是实现各项技术的提升,一方面要积极创新

并引进新的技术,保证社员能够接受相关技术的培

训,突破技术难题;另一方面需要合作社制定统一

的生产技术标准,严格控制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的添

加,并将病虫害防控技术,节肥、节药、节水等绿

色技术,以及建立公共信息监测平台的专业化技术

应用到合作社的绿色生产过程中,为农民合作社绿

色生产行为的开展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但中小合

作社仍然存在技术人员缺乏等问题制约着绿色生产

的推广.正如访谈中提到, “现在就是缺乏专门的

技术人员,生产技术上不能统一,标准化技术推广

又难,要是能组建管理、加工、营销这样的一体化

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就好了”.

５３　认知是影响合作社开展绿色生产行为的导向

因素

社员认知是影响合作社开展绿色生产行为的

导向因素,包括社员素质、管理者素质及社员理

念３个初始范畴.认知因素要求合作社的社员和

管理者 具 有 较 高 的 文 化 素 养,然 而 从 访 谈 情 况

看,相对于普通中小农户,少部分由返乡技术人

员、大学生村官等组成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具有较

强的环保意识,在生产过程中更倾向于融入绿色

发展理念、采用绿色环保生产技术;然而部分合

作社的带头人和社员年龄结构偏大、受教育程度

低,社员在一定程度上受传统观念束缚较大、对

新观念的认识和接受能力有限.如访谈中提到,

“看到 (绿色生产)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才

会加入其中来,社员对眼前利益看得重,需要有

耐心,慢慢来”.由此可见,社员 对 绿 色 生 产 是

否有充分明确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合作

社能否接受开展绿色生产行为.这需要地方政府

引导合作社对生产做出合理的规划,培育新的理

念与意识,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以实现合作社

可持续发展.

５４　市场竞争是开展绿色生产的驱动要素

市场竞争是开展绿色生产的驱动要素,包含

市场需求、收益与成本、风险３个初始范畴.尽

管开展绿色生产通常会产生生态效应等外部经济

性,但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作社有作为理

性 “经纪人”的一面,追求效益最大化是其开展

绿色生产的内在动力.合作社在做出生产决策时

要考虑到自身经济利益,若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及

相关措施,能降低成本或提高产品销售价格增加

其收益,合 作 社 自 然 会 主 动 采 用 绿 色 技 术;反

之,若采 用 绿 色 生 产 方 式 及 技 术 会 造 成 收 益 受

损,合作 社 自 然 不 会 主 动 采 取 绿 色 生 产 相 关 技

术.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并不成熟,推广使用存在

风险,实施资本密集型生产行为投资大,收益更

长,风险更大[２６].目前,在相对缺乏有效风险规

避机制的情况下,风险必然会影响到合作社绿色

生产技术的实施.合作社希望通过开展绿色生产

行为,生产高质量和有特色的农产品,根据消费

者的 购 买 偏 好 制 定 生 产 计 划.如 访 谈 中 提 道:
“这个方 式 得 按 照 消 费 者 的 需 求 来 制 定 标 准 化、
绿色化、品牌化生产,从而降低 市 场 风 险”.相

对于普通农户,合作社尤其是上规模的合作社,
具有更好地对接市场的能力,可以在标准化生产

基础上 进 行 品 牌 打 造,以 赢 得 消 费 者 对 绿 色 农

产品的信任,较 好 地 实 现 绿 色 农 产 品 的 优 质 优

价,解 决 一 般 农 户 面 临 的 绿 色 农 产 品 销 售 难、
销售价格上不去等问题.尽管如此,市场需求仍

是农民合作社开展绿色生产行为的动力因素,绿

色生产需要更多投入,如果绿色生产的农产品没

有竞争优势甚至销售不畅,合作社便不会采取绿

色生产行为.如访谈中提到, “我自己搞了,别

人不搞还是白搭,到了收获季节,又急于出手,
互相压价”.只有推进绿色生产的农产品具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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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市 场 竞 争 优 势,合 作 社 才 有 动 力 开 展 绿 色

生产.

５５　政策支持与管控是推进绿色生产顺利实施的

保障

政策支持与管控有助于推进绿色生产的实施,
包含政策支持、示范引领、制度约束、部门监督

４个初始范畴.项目建设补贴、贷款优惠等政策

支持对于 合 作 社 转 型 绿 色 生 产 有 积 极 的 正 向 影

响.此外,地方政府需要在人才引进、技能培训

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多下功夫,优化待遇和福利政

策,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合作社建设.如访谈

中提到, “把年轻人吸引回来,在技能培训和信

息服 务 等 方 面 逐 步 出 台 一 些 鼓 励 政 策”.另 外,
建立示范基地对合作社顺利开展绿色生产加以引

领,让社员以典型为榜样,做到有章可循,积极

开展绿色生产.如访谈中提到, “推广先进典型、
技术典范等宣传力度不够”.同时也需要相关部

门落实好主体责任,加强监管力度,确保合作社

能够严格 按 照 标 准 化 生 产 的 要 求 开 展 各 项 生 产

活动.

６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２１家农民合作社的深度访谈资料,
对影响农民合作社绿色生产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剖

析.研究结果显示,合作社的属性、市场竞争因

素、生产与管理技术、政策支持与管控、认知因

素通过不同的作用机理,共同决定着农民合作社

绿色生 产 行 为.具 体 而 言,合 作 社 属 性 包 括 规

模、管理体系、基础设施、资金支持４个子范畴,
生产与管理技术包括生产结构、良种培育、技术

创新、技术培训与指导等７个子范畴,认知因素

包括社员素质、管理者素质、社员理念３个子范

畴,市场竞争因素包括市场需求、收益与成本、
风险３个子范畴,政策支持与管控包括政策引导、
示范引领、制度约束、部门监督４个子范畴.研

究结论 对 推 进 绿 色 生 产、制 定 相 关 政 策 的 启 示

如下.
第一,加强政策支持与管控,引导和规范绿色

生产行为.制度设计决定生产经营主体的行为和绩

效结构[２７].日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发展绿色生产、推进可持续农业方面,通过采取

颁布健全的政策法律制度、完善的配套财政补贴体

系等方式,不断提升对农业合作组织的支持力度,
提升绿色农业的落地效率[２８Ｇ２９],对中国推进绿色生

产、发展可持续农业具有借鉴作用.一是完善中国

农业绿色生产法律体系.针对农业细分行业具体生

产模式,制定清晰的、具体的、强制性的绿色生产

标准,对违反生产标准的加大处罚力度,规范绿色

生产行为.二是完善绿色生产补贴政策,推进补贴

的合理化、精准化、科学化[３０].三是完善绿色生

产信贷支持体系,适度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绿色生产

项目,解决绿色生产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四是加强

产学研合作,建立科研、推广和应用相融合的绿色

生产发展模式,加快推进绿色可持续生产技术模式

的落地.
第二,培育绿色消费意识,完善绿色农产品

消费市场体系.尽管相关调查显示,消费者追求

绿色农产品的意识逐渐增强,更愿意购买绿色生产

模式下的农产品[３１],但多数情况下,农产品投入

物及质量安全状况不能在价格形成中发挥影响作

用,“好坏不分”和 “真假难辨”是中国多数农产

品 “柠檬市场”属性的反应[３２].推动绿色生产,
必须培育 “优质优价”的绿色农产品消费市场体

系.一是加强对绿色消费意识的宣传,营造良好的

绿色消费氛围,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引导.二

是制定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计划,建立绿色农产品

营销基金,支持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加强农产品的绿

色、生态、有机认证和品牌打造.三是加大农产品

市场治 理 力 度,确 保 优 质 绿 色 农 产 品 市 场 健 康

运行[３２].
第三,注重示范引领,提高绿色生产认知水平.

调研中发现,多数合作社社长、理事长等管理人员

没有深刻认识到绿色生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认为严格按照绿色生产标准,必然会增加成本,进

而降低效益.应通过示范引领、加强宣传等方式扭

转其错误认知.一是对发展绿色生产取得良好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合作社大力表彰宣传,充分发挥其示

范引领作用,为其他经营主体开展绿色生产提供参

照.二是组织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参

观绿色生产示范基地,参加绿色种植、养殖等绿色

生产技术的培训,提升管理者和社员对绿色生产的

认知、技术和管理水平.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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