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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转入能否促农户采纳有机肥技术?
———一个主体行为能力视角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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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农地流入对象的属性特征及其行为能力差异对有机肥采纳决策的影响,从农地流入对象视角切

入,着重讨论土地向规模户与散户集中可能造成有机肥技术采纳行为差异的理论机理,结合2019年对湖北省939
家农户的田野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并用 Heckman-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土地

转入规模户对有机肥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土地转入散户则对有机肥采纳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变量分

析表明:由于在要素交易前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规模户的土地转入具有更高的连片性,从而增强其对土地价值的

正面感知,继而激发其产生包括采纳有机肥技术在内的长期投资行为;由于在要素交易时具有更强的合约治理能

力,规模户普遍采用的正式合约能够显著增强其对土地稳定性的正面感知,也能够激发其对土地的长期投资行为;

由于在要素交易后具有更强的综合生产能力,规模户更高自我效果能感能够降低其对有机肥技术采纳的感知风

险,从而激发其采纳行为发生。基于此,本研究从土地产权实施的视角和农户赋能的视角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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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discusstheinfluenceoftheattributecharacteristicsandbehavioralcapacitydifferencesofland
inflowobjectonthedecisionoforganicfertilizeradoption,thisstudyfocusesonthetheoreticalmechanismofthe
differencesinorganicfertilizertechnologyadoptionbehaviorcausedbytheconcentrationoflandtolarge-scaleand
small-scalehouseholds.Fromtheperspectiveoffarmlandinflowobject,thefieldsurveydataof939farmersinHubei
Provincein2020arecombinedandaProbitmodelisusedtoconductempiricaltest.Theresultsshowedthat:Theland
transfertolarge-scalehouseholdshad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adoptionoforganicfertilizer,whiletheland
transfertosmallhouseholdshadnosignificantimpactontheadoptionoforganicfertilizer.Furtheranalysisofthe
mechanismvariablesshowedthat:Duetothestrongernegotiationabilitybeforefactortransaction,thelandtransfer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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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scalehouseholdshadhighercontiguity,whichenhancedtheirpositiveperceptionoflandvalue,andthen
encouragedthemtoproducelong-terminvestmentbehaviorsincludingadoptingorganicfertilizertechnology;Dueto
theirstrongercontractualgovernanceabilityinfactortransaction,theformalcontractcommonlyadoptedbylarge-scale
householdssignificantlyenhancedtheirpositiveperceptionoflandstabilityandstimulatedtheirlong-terminvestment
behaviorinland.;Duetothestrongercomprehensiveproductioncapacityafterfactortrading,thehigherself-efficacyof
large-scalehouseholdsreducedtheperceivedriskofadoptingorganicfertilizertechnology,thusstimulatedtheadoption
behavior.Basedonthis,thisstudyputsforwardcorrespondingstrategiesandsuggestionsfromtheperspectiveofland

propertyrightsimplementationandpeasanthouseholdempowerment.
Keywords organicfertilizer;landtransfer;operationscale;behavioralcapacity;technologyadoption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化肥过量施用的问题。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积极推进化肥零增长行动,并完善农业环境政

策法规和技术路径,以遏制农业生态环境趋于恶

化”;同时国家积极实施“藏粮于地”战略,鼓励通过

增施有机肥和采用秸秆还田等技术改善农地质

量[1]。作物学的试验数据表明,在不同的化肥施用

模式中,常量施用有机肥的实验土壤的全氮含量最

高(1.8g/kg),比常量施用化肥土壤的试验田高

70.2%,同时能有效降低作物的发病率,显著提高作

物单株质量、小区产量[2]。然而,农业生产过程中农

户对有机肥的采纳情况却并不乐观,现有微观实证

研究表明施用有机肥的样本农户比重仅占15%~
35%[3-5]。

既有研究表明,农户的有机肥采纳意愿主要受

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一,劳动力特征,包括年龄、收
入、教育、技术培训和主观认知等[6-7];其二,耕地和

经营特征,包含土地规模、种植品种、土壤肥力、地权

稳定性等[3,7];其三,外源特征,包括信息可得性、农
业保险以及国家政策激励等[1,8]。其中,土地作为

农业生产的基础,约束着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资本

要素的投入,尤其是家庭现有的初始土地资源对农

业生产中的种子、化肥、机械等资本要素的投入起到

决定作用,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经营成本和收

益[9]。随着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扩张以及农村市

场化改革的推进,农地交易市场逐步繁荣,既有农户

基于亲缘关系小规模转入土地,也有农户通过市场

交易大规模转入土地[9]。由此,规模化经营被认为

是促进我国有机肥采纳率的重要思路。
有研究认为,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户越倾向采纳

环境友好型技术[10];也有研究发现,经营规模与农

户实施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

的,即二者之间存在稳健的“U”型或倒“U”型关

系[11-12];还有研究提出,农地规模并不是农户技术采

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甚至经营规模与农户的采纳决

策之间存在负向关系[13-14]。既有研究结论相悖的可

能原因在于,相对忽略土地流入对象的差异性,以及

此种差异背后蕴含的主体行为能力对农户有机肥技

术采纳的影响。事实上,虽然转入土地扩大经营规

模能够通过规模经济促进农户采纳环境友好型技

术,但规模户和散户在主体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异,可
能导致两类农户对有机肥技术的采纳行为表现出明

显异质性。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土地流入对象

的属性纳入研究范畴,根据土地流转前农户实际经

营规模,将农户分为规模户和散户;然后分析土地向

规模户和散户集中是否会对其有机肥技术采纳行为

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转入者的要素市场

谈判能力、要素合约治理能力以及要素综合生产能

力3个方面剖析有机肥采纳行为差异的理论机理;
最后运用939份微观调研数据对理论机理进行实证

检验。由此,构建起“农地转入—主体行为能力—要

素采纳决策”的分析框架,客观揭示出农户农地转入

对其有机肥采纳决策的影响及其机理。

1 理论分析

有机肥采纳决策属于要素投入决策,由于主体

行为能力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如果单纯扩大经营规

模却不能保证主体行为能力等相关要素的匹配,将
不能实现先进要素的有效推广和实施[15]。张维迎

等[16]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掌握某些经营决策能力,
但因为不同人的信息搜集与加工费用不同,“机灵”
“想象力”“判断力”不同,所以个人经营决策能力不

同。罗必良[17]进一步指出,个体在经营决策能力上

的差别,为人们创造了合作机遇,具有较高经营决策

能力的主体负责经营决策,不擅长决策的主体则负

责生产活动。在农户经营决策能力方面,张露等[18]

将农户分为具有生产能力优势的农户、具有交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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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优势的农户和具有综合能力优势的农户。
具体到土地经营情景,在土地转入前,转入方和

转出方沟通协商时,不同谈判能力的农户可能流转

到的土地连片化程度存在差异[19];土地流转时,不
同合约治理能力的农户可能在是否签署正式合约以

及合约设计方面存在差异[20];土地流转后,不同生

产能力的农户可能面临新技术时的自我效能感存在

差异继而导致采纳意愿的区别[21]。据此,本研究将

主体行为能力划分为要素市场谈判能力、要素合约

治理能力以及要素综合生产能力的差异,分析当土

地要素流入以规模户和散户为代表的具有不同行为

能力的主体时,可能引致的有机肥采纳行为差异及

其理论机理。

1)要素市场谈判能力与有机肥采纳意愿

项目组2019年在湖北省水稻主产区对939份农

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在地块规模上,散户的地块

规模为0.214hm2,规模户的地块规模为0.463hm2。
规模户可以流转到地块规模更大的土地的原因在

于:第一,强社会资本支撑的高谈判能力。规模户拥

有更强的村庄内外部社会资本,可以实现以村组为

单位的整组甚至整村的土地流转,这将明显减少转

入土地的细碎化程度[22]。第二,强物质资本支撑的

高谈判能力。在市场竞争以及高收益预期的影响

下,集中转入连片土地时的交易价格一般会高于市

场的平均价格[23],规模户多在种植业之外同时开展

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农资销售等关联活动,因此

其综合 经 济 实 力 更 强,更 有 能 力 保 障 高 租 金 的

支付[24]。
农户对于连片化的土地容易形成强禀赋效应,

即土地的连片化会加强规模户对土地价值的正面感

知[25]。因为集中连片的土地能通过降低生产经营

成本从而提升技术效率,相关研究表明,转入地片平

均规模每提升一个单位,单位面积雇工数量将降低

3.79%、技术效率将提升5.94%[24]。进一步地,土
地价值认知是个体行为利得和利失的权衡比较,与
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

系[26]。流转到连片农田的规模户将会形成高土地

价值认知,从而激励其对土地的长期投资行为,如采

纳有机肥,以继续维持农田的高价值和高产能。而

散户流转到细碎化的土地后,对其价值认知较低,容
易形成心理层面的“破窗效应,将反向激励其采用破

坏式的土地利用方式,阻碍其采纳有利于耕地地力

保护但成本较高的有机肥技术。

假设1:规模户有更强的要素市场谈判能力,在
土地流转前能协商到连片化程度更高的土地,从而

提高其对于土地价值的认知,因此有利于其采纳有

机肥技术。

2)要素合约治理能力与有机肥采纳意愿

在传统的村庄内部,散户的流转土地会优先选

择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地缘关系的乡邻,正式合

约往往不被采纳。但规模户转入土地的规模普遍更

大,交易对象更多,通常将突破原有的人际关系范

围,与自身没有亲属或乡邻关系的农户进行土地交

易[27]。此时,农村内部利用人际信任机制将不能有

效预防或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风险[28]。
为减少交易风险保障自身利益,规模户将倾向基于

个体经济理性的市场逻辑选择书面契约。
较之于口头契约,书面契约更加规范,通过写明

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规定土地流转的起止时间、
流转面积、流转金额以及违约惩罚等,明晰双方的责

任和义务,对流转双方都形成约束[20]。因此,书面

合约可以有效规避土地转出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如
随时收回土地、随意提高土地租金等,从而提高规模

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29]。稳定明晰的地权也可

能激发规模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行为,正向激励规

模户采纳有机肥技术。因为有机肥中富含氮、磷、钾
及有机质,施用有机肥料可以在保持农作物产量的

基础上减少化肥的施用量,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实现

农田的可持续利用并增加生产效率[30]。必须指出

的是,采纳有机肥是一种长期投资,其收益需要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才能显现,而且需要采纳主体支付额

外的成本。所以采纳有机肥的前提是土地收益稳

定[31]。对散户而言,土地流转期限不确定,可能造

成土地收益的不稳定性预期,从而阻滞其采纳有

机肥[32]。
假设2:规模户有更强的要素合约治理能力,在

流转土地时偏好正式合约,从而增加其对土地稳定

性的正面感知,有利于其采纳有机肥技术。

3)要素综合生产能力与有机肥采纳意愿

对种植户来说,其农业生产活动主要面临两类

感知风险:一是技术风险,农户需要有针对性地根据

种植土壤的质地、气候以及种植作物的生长习性、需
肥特性,选择合适的有机肥料进行合理施肥等,否则

可能面临技术实施后的减产风险;二是市场风险,由
于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存在信息不对称,采用有机

肥种植的优质农产品可能难以在消费市场实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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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因此作为市场价格被动接受者的农户,采用有

机肥技术存在市场风险。人力、物质和技术资本实

力更强的规模户,将更有能力和信心利用自身的资

源解决困难,因此其自我效能感更高[33],而高自我

效能感能够降低农户对有机肥等新技术采纳的风险

感知。
面对技术风险,规模户由于技术人员和技术装

备更强,农业生产的“现场处置能力”就更高,可以更

好地根据土壤中各种养分及有机质的消耗情况合理

使用有机肥,做到平衡施肥;面对市场风险,规模户

在要素市场的强谈判能力和在生产过程中的高规模

经济性,均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均使其具备更强的被

动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而对市场信息的强获取、分
析和预判能力,也使其能够主动应对市场风险。据

此判断,在农户进行有机肥技术采用行为决策的过

程中,其 预 期 净 收 益 是 包 含 主 观 风 险 感 知 的 函

数[6],规模户更高的自我效能感能够降低其对采

纳有机肥技术的风险感知,从而有利于其采纳有

机肥技术。
假设3:规模户有更强的要素综合生产能力,在

流转土地后其更高的自我效能感能够降低对有机肥

技术采纳的感知风险,有利于其采纳有机肥技术。

图1 有机肥技术采纳行为框图

Fig.1 Blockdiagramoforganicfertilizertechnologyadoptionbehavior

2 数据、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2.1 数据来源

我国拥有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水稻是我国重

要的粮食作物。2020年我国的水稻播种面积为

3007.6万hm2,占 当 年 粮 食 播 种 总 面 积 的

25.76%①。水稻是湖北省第一大粮食作物,常年种

植面积233万hm2 左右,总产1900万t左右,面积

和产量常年位居全国第六位和第五位,是我国水稻

主产省份之一,因而研究区域的选择具有代表性②。
本研究数据来源与课题组2019年7—8月在湖

北省水稻主产区的调查数据。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

方法,对每个样本县(市、区)随机抽取2个乡镇(街
道),再从样本乡镇(街道)随机抽取2个村,最后再

从每个村随机抽取至少25位农户进行问卷调查。
调研内容包括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农业生产经营

情况、生产要素投入情况、生产成本及收益、当地要

素市场特征、气候变化与应对行为以及信息化水

平等。

本次调研总共发放问卷1060份,回收问卷

1055份,剔除漏答、空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

939份,问卷有效率为89.00%。

2.2 模型设置

考虑到本研究待分析因变量“是否施用有机肥”

为二元选择变量,选择二元Probit模型进行分析较

为合适。假定技术采纳行为为Y,则二元Probit模

型的方程为:

Gi =β0+β1Transferi+β2Controli+εi

式中:Gi 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Transferi 为第i个

农户的土地转入面积;Controli 为控制变量;β1、β2
为系数估计向量,εi 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为了验证规模户的要素市场谈判能力、要素合

约治理能力以及要素综合生产能力对转入地块有机

932

①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局http:∥www.gov.cn/xinwen/2020-12/10/content_5568623.htm
数据来源:贤集网https:∥www.xianjichina.com/news/details_255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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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技术采纳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

Gi =γ0+γ1Contracti+γ2Landi+
γ3Abilityi+γ4Controli+ηi

式中:Landi 是农户的要素市场谈判能力;Contracti
是农户的要素合约治理能力;Abilityi 是农户的要

素综合生产能力;Xi 为控制变量;γ1、γ2、γ3 和γ4 为

待估系数;ηi 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2.3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的有机

肥采纳行为,设为y,如果农户在2018年的农业种

植生产活动中施用了有机肥,则y=1,若没有施用,
则y=0。

主要解释变量。①土地转入面积。本研究以农

户的实际土地流转面积衡量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
转入面积为0则说明农户没有转入土地,转入面积

越大代表农户规模扩张程度越高。②要素市场谈判

能力。本研究利用地块规模表征农户的要素市场谈

判能力,地块规模越大,说明农地的连片化程度越

高,农户的土地要素谈判能力越强,否则越差[34]。

③要素合约治理能力。农户的要素合约治理能力用

是否签订规范的书面契约进行衡量,若签订了书面

契约,则农户的要素合约治理能力较强,否则较

差[35]。④要素综合生产能力。农户的要素综合生

产能力可直观的用其农业生产成本体现,因此本研

究选择用农户的每公顷经营成本表现其要素综合生

产能力,经营成本越低则说明农户的要素合约治理

能力越强,否则越弱[36]。
控制变量。①户主个体特征,涵盖了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其他身份、务农年限、兼业状况、生
活满意度、健康状况以及环保意愿[12]。②家庭特

征,包括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家庭老年人数等。③农

业经营特征,包涵合作社、农业补贴、技术培训和灌

溉条件等[37]。
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2.4 规模户和散户的生产经营情况对比

如表2所示,在土地转入面积上,散户的土地转

入面积为0.382hm2,规模户的土地转入面积为

0.840hm2,规模户和散户的土地转入面积在10%的

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地块规模上,散户的地块

规模为0.214hm2,规模户的地块规模为0.463hm2,
规模户和散户的地块规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

在差异;在契约形式上,有8%的转入土地的散户签

订书面合同,有15%的转入土地的规模户签订书面

合同,规模户和散户的契约形式选择在10%的显著

性水平上存在差异;在每公顷经营成本上,散户为

1.770万元,规模户为1.560万元,规模户的行为能

力强于散户。因此总体上,相较于散户,规模户的转

入面积更大,土地连片化程度更高,流转契约更加稳

定以及生产成本更低,这说明规模户的农地转入程

度更深,同时要素市场谈判能力、要素合约治理能力

以及要素综合生产能力均强于散户。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尽管已有研究指出通过转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

能够促进农户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但规模户和散

户在要素市场谈判能力、要素合约治理能力和要素

综合生产能力等3个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异,可能导

致两类农户对有机肥技术的采纳行为表现出明显差

异。借鉴江鑫等[38]的方法,本研究以样本家庭土地

流转行为发生前的经营规模为基准,将样本根据均

值分为散户和规模户。对散户和规模户采用该方法

进行划分的理由如下。第一,受地形、人口等因素的

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生产经营情况有巨大差

异,国内外学界关于散户和规模户的划分没有统一

标准,因此本研究结合调查农户的实际经营情况进

行划分。第二,国内有关散户和规模户的划分差别

不大,多以0.667hm2 左右为划分标准[38]。经计

算,样本家庭土地流转行为发生前经营面积均值为

0.612hm2,故将处于均值以下的农户视为散户,将
处于均值以上的农户视为规模户。接下来,本研究

将检验土地转入面积对散户和规模户的有机肥采纳

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要素市场谈判能力、要素

合约治理能力以及要素综合生产能力,对转入土地

规模采纳有机肥的影响;最后利用IV-Probit模型、

Heckman-Probit模型进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和稳

健性检验。

3.1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Probi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对规模户而言,土地

转入面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即土地向规

模户集中对其采纳有机肥技术产生正向激励,同时

土地转入面积对散户的有机肥技术采纳不产生显著

性影响,即土地向散户集中对其采纳有机肥技术不

具有显著影响(表3)。散户转入土地的面积较小,
自身生产能力较差且抵御风险能力较弱,其生产行

为决策主要追求生存,出于减少风险和成本最小化

的考量,散户小规模转入土地不能激励其采纳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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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含义、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Table1 Variablemeanings,assignments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    
Variable    

含义与赋值

Definitionand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是否采用技术

Adopttechnologyornot

在2018年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采纳有机肥技术,

1=是,0=否

0.150 0.3574

土地转入Landtransfer 2018年农户转入并投入生产的水田面积/hm2 0.551 2.962

要素市场谈判能力

Theabilityofmarketnegotiation
2018年转入农地农户水稻生产经营总面积/水稻经营

地块数

0.309 0.808

要素合约治理能力

Theabilityofcontractgovernance
2018年 转 入 农 地 农 户 是 否 签 订 书 面 契 约,1=是,

0=否 
0.106 0.308

要素综合生产能力

Theabilityofproduction
2018年转入农地农户农地每公顷生产成本/万元 1.679 3.825

性别 Gender 户主性别,1=男,0=女 0.855 0.352

年龄 Age 户主年龄/岁 58.857 9.785

受教育年限 Education 户主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7.162 3.349

其他身份Identity
户主是否为党员、村干部、人大代表或科技示范户,

1=是,0=否

0.126 0.331

务农年限 Yearsoffarming 户主从事农业劳动的年限/年 36.092 13.666

兼业Part-timejobs 农户是否从事其他非农业活动,1=是,0=否 0.288 0.453

生活满意度Lifesatisfaction 农户对自评生活满意度(1~10) 7.553 1.849

健康状况 Healthcondition
农户自评健康状况,1=很不健康,2=不健康,3=一

般,4=比较健康,5=健康

3.788 1.022

环保感知

Environmentalperception

农户是否愿意为社会福利的改进(如污染物减排)支
付额外的成本,1~10

6.061 2.540

农业劳动力比重

Proportionofagriculturallaborforce

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的比重/% 0.469 0.272

家庭老年人数

Numberofoldpeopleinfamily

家庭中老年人人数 1.169 0.947

合作社Cooperative 是否是合作社成员,1=是,0=否 0.072 0.259

农业补贴 Agriculturalsubsidy 2018年收到的农业补贴/万元 0.208 3.266

技术培训 Technologytraining 2018年是否接受过技术培训,1=是,0=否 0.179 0.384

灌溉条件Irrigationcondition 面积最大的水田浇水是否方便,1=是,0=否 0.750 0.433

肥技术。规模户自身拥有的较大的初始经营面

积,再加上较大规模的转入土地,规模户更容易达

到环境友好型技术的经营规模门槛;同时规模户

更多地考虑土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因此土地

较大规模流向规模户会正向影响其采用有机肥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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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规模户和散户的生产经营情况t检验

Table2 T-testofproductionandoperationoflarge-scaleandsmall-scalehouseholds

变量 
Variable 

散户

Small-scale
households

规模户

Large-scale
households

均值差异

Mean
difference

土地转入面积

Landtransfer
0.382
(1.542)

0.840
(4.438)

0.458*

(0.200)

地块规模

PlotScale
0.214
0.305

0.463
1.234

0.249**

(0.123)

书面合同

Contract
0.080
(0.267)

0.150
(0.361)

0.075*

(0.041)

经营成本

Operatingcosts
1.770
(4.770)

1.560
(1.275)

-0.210
(0.480)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Note:*,**and***ar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atthelevelof10%,5%and1%

respectively.Thesamebelow.

表3 土地转入与散户和规模户的有机肥采纳行为

Table3 Organicfertilizeradoptionbehaviorofsmall-scaleandlarge-scalehouseholds

变量    
Variables    

散户

Small-scalehouseholds

规模户

Large-scalehouseholds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土地转入Landtransfer -0.041 0.062 0.114** 0.057

性别 Gender 0.054 0.223 0.005 0.276

年龄 Age 0.029*** 0.011 0.003 0.016

受教育年限 Education 0.020 0.023 0.003 0.032

其他身份Identity -0.198 0.240 0.512** 0.235

务农年限 Yearsoffarming -0.015** 0.006 -0.010 0.010

兼业Part-timejobs 0.634*** 0.155 0.389* 0.208

生活满意度Lifesatisfaction -0.028 0.042 0.112** 0.056

健康状况 Healthcondition -0.021 0.071 -0.106 0.099

环保感知 Environmentalperception 0.090*** 0.031 0.047 0.039

农业劳动力比重

Proportionofagriculturallaborforce
-0.072 0.083 0.215** 0.100

家庭老年人数

Numberofoldpeopleinfamily
0.375 0.249 -0.007 0.345

合作社Cooperative 0.071 0.277 0.337 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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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Variables    

散户

Small-scalehouseholds

规模户

Large-scalehouseholds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农业补贴 Agriculturalsubsidy 0.012 0.490 -0.314 0.422

技术培训 Technologytraining 0.284 0.183 0.000 0.230

灌溉条件Irrigationcondition -0.035 0.154 -0.525** 0.218

系数Constant -3.054*** 0.733 -1.792* 1.003

Prob>chi2 0.000 0.000

3.2 主体行为能力及转入土地的规模户的有机肥

采纳行为

表4结果显示,书面合同、地块规模以及经营成

本在农地转入影响规模户采纳有机肥中均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规模户的强要素谈判能力,在土地要

素流转前可以协商到地块规模更大的土地,有助于

其形成高土地价值认知,因此正向激励规模户采纳

有机肥技术;规模户的强合约治理能力,在流转土地

时偏好正式合约有助于其形成稳定的地权价值感

知,从而正向激励规模户采纳有机肥技术;规模户的

强要素综合生产能力,在流转土地后其更高的自我

效能感能够降低对有机肥技术采纳的感知风险,从
而有利于其使用有机肥技术。假说1、假说2和假

说3得到验证。

3.3 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检验

3.3.1 内生性处理

基于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土地向规模户集中

对其采纳有机肥技术产生正向激励。但规模户的土

地转入决策被解释变量即资源节约型技术存在逆向

因果的问题,即掌握了资源节约型技术的农户更愿

意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因此需要进行内生性检验。
目前,工具变量是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的有效工

具[39]。借鉴童庆蒙等[39]、梁志会等[34]的研究思路,
本研究选择除规模户i之外的村级规模户土地转入

面积,作为此规模户的土地转入的工具变量。
表5汇报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首先,第一

阶段模型回归的F 值大于10,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

的假设;其次,Wlad检验的结果通过了1% 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拒绝了土地转入为外生变量的假设;最
后,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排出内生性问题后,

解释变量土地转入正向显著影响规模户的有机肥技

术采纳决策,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3.3.2 稳健性检验

要观察流转土地的契约签订形式、土地连片化

程度以及经营者生产能力对转入地块的有机肥技术

采纳的影响,该地块必须是流转地块。如果仅以流

转地块的样本进行Probit估计,就会产生样本截断

的现象,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因此,本研究选择

Heckman-Probit两阶段方法对此进行修正。模型

第一阶段为规模户的土地转入行为决策,第二阶段

为规模户的有机肥技术采用决策。由于规模户有机

肥技术采纳行为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变量,因此

表6仅显示第二阶段的结果。表6模型(1)~(4)显
示,在加入逆米尔斯比率修正模型选择性偏误后,转
入面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显著,书面合同

在10%的显著水平上正向显著,地块规模在5%的

显著性水平上正向显著。这与表3和4的回归结果

基本一致,说明回归结果基本具有稳健性。

4 结论与启示

农地经营权可能流向规模户或者散户,由于两

类农业经营主体在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异明显,会导

致有机肥技术采纳的显著不同。本研究的理论分析

认为,规模户具有更强的要素市场谈判能力、要素合

约治理能力以及要素综合生产能力,能分别增强其

对于土地价值的积极感知、土地稳定性的正面感知,
并降低其对新技术采纳的风险感知,从而有利于有

机肥技术的推广运用。基于此,本研究结合湖北省

939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户的土地转入对其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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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主体行为能力与转入土地的规模户的有机肥采纳行为

Table4 Behaviorcapacityofsubjectsandorganicfertilizeradoptionbehavioroflarge-scalehouseholds

变量   
Variables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书面合同Contract 2.416*** 0.651

地块规模Plotscale 0.901** 0.435

经营成本 Operatingcosts -0.720** 0.326

性别 Gender -0.135 0.835 0.293 0.625 0.291 0.623

年龄 Age -0.013 0.038 -0.002 0.033 0.003 0.034

受教育年限 Education -0.001 0.078 0.038 0.065 -0.004 0.069

其他身份Identity 0.839 0.581 0.737 0.492 0.695 0.499

务农年限

Yearsoffarming
-0.013 0.028 -0.026 0.024 -0.039 0.024

兼业

Part-timejobs
0.383 0.553 0.101 0.460 0.102 0.454

生活满意度

Lifesatisfaction
0.124 0.127 0.198* 0.116 0.177 0.119

健康状况

Healthcondition
-0.101 0.292 -0.101 0.240 0.210 0.268

环保感知

Environmentalperception
-0.052 0.098 -0.073 0.086 -0.046 0.089

农业劳动力比重

Proportionofagricultural
laborforce

0.576** 0.271 0.482** 0.226 0.541** 0.237

家庭老年人数

Numberofoldpeoplein
family

0.090 0.937 0.677 0.755 1.078 0.807

合作社Cooperative -0.405 0.954 0.384 0.711 0.679 0.683

农业补贴

Agriculturalsubsidy
-4.919* 2.788 -2.815 2.612 -3.725 2.778

技术培训

Technologytraining
0.644 0.671 -0.294 0.527 -0.003 0.549

灌溉条件

Irrigationcondition
-0.750 0.605 -1.083** 0.491 -0.925* 0.505

系数Constant -0.769 2.111 -1.654 1.857 -1.583 2.036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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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基于IV-Probit模型的土地转入与规模户的有机肥采纳行为

Table5 Landtransferandorganicfertilizeradoptionbehavioroflarge-scalehouseholdsbasedonIV-probit

变量   
Variable   

第一阶段Firststage 第二阶段Secondstage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工具变量

Instrumentvariable
0.272*** 0.074

解释变量

Explainingvariables
0.125** 0.059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s
已控制 已控制

F值

Fvalue
120.03

Wlad检验

Wladtest
12.88***

表6 Heckman-Probit回归结果

Table6 TheresultsofHeckman-ProbitModel

变量  
Variable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
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
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
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
error

土地转入

Landtransfer
  0.128*** 0.046

书面合同

Contract
2.545* 1.323

地块规模

Blocksize
 0.895** 0.433

经营成本

Operatingcosts
-0.790 0.730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s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λ -13.999 8.574 2.545 1.323 -0.027 2.862 -0.475 2.799

采纳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散户的土地转入则对其有

机肥采纳行为影响不显著;由于在要素交易前具有

更强的谈判能力,规模户的土地转入具有更高的连

片性,从而增强其对土地价值的正面感知,继而激发

其产生包括采纳有机肥技术在内的长期投资行为;
由于在要素交易时具有更强的合约治理能力,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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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普遍采用的正式合约能够显著增强其对土地稳定

性的正面感知,也能够激发其对土地的长期投资行

为;由于在要素交易后具有更强的综合生产能力,规
模户更高自我效能感能够降低其对有机肥技术采纳

的感知风险,从而激发其有机肥技术采纳行为发生。
本研究的创新性在于:1)将土地流入对象的差

异性纳入研究范畴,分析此种差异背后蕴含的主体

行为能力对农户有机肥技术采纳的影响;2)根据农

业经营主体在土地交易前、中、后三阶段的能力需求

特征,将其行为能力划分为要素市场谈判能力、要素

合约治理能力以及要素综合生产能力;3)阐明了三

类能力特征作用于有机肥采纳决策的理论机理,由
此揭示出当土地经营权流向不同能力主体时,有机

肥采纳决策的差异性。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在于:1)在农地确权的基础

上,设计恰当的制度安排,鼓励土地经营权适当向规

模户流转和集中;2)改变分散化的土地流转形式,鼓
励地块整合化、连片化流转,减少细碎化的土地转入

对有机肥技术采纳的阻碍;3)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
引导农业经营主体签订书面的、固定期限的土地合

约,以此增进其对土地的长期投资意愿;4)通过合作

社等多种形式加强农户与农户之间的联合,增强其

对农业风险的抵御能力,继而激发其对新技术、新要

素的采纳意愿。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张驰,张崇尚,仇焕广,吕开宇.农业保险参保行为对农户投

入的影响:以有机肥投入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7(6):

79-87

ZhangC,ZhangC S,Qiu H G,Lv K Y.Influenceof

agriculturalinsuranceparticipationonfarmer’sinput:Acase

studyoforganicfertilizerinput[J].JournalofAgrotechnical

Economics,2017(6):79-87(inChinese)

[2] 宋震震,李絮花,李娟,林治安,赵秉强.有机肥和化肥长期

施用对土壤活性有机氮组分及酶活性的影响[J].植物营养与

肥料学报,2014,20(3):525-533

SongZZ,LiXH,LiJ,LinZA,ZhaoBQ.Effectsoflong-

termapplicationoforganicfertilizerandchemicalfertilizeron

soilactiveorganicnitrogencomponentsandenzymeactivities
[J].JournalofPlantNutritionandFertilizers,2014,20
(3):525-533(inChinese)

[3] 高瑛,王娜,李向菲,王咏红.农户生态友好型农田土壤管理

技术采纳决策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7,

38(1):38-47

GaoY,WangN,LiXF,WangY H.Decisionanalysisof

farmers’adoptionofeco-friendlyfarmlandsoilmanagement

technology:AcasestudyofShandongProvince[J].Issuesin

AgriculturalEconomy,2017,38(1):38-47(inChinese)

[4] 朱利群,王珏,王春杰,张培培.有机肥和化肥配施技术农户

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浙、皖三省农户调查[J].长江

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27(3):671-679

ZhuLQ,WangJ,WangCJ,ZhangPP.Analysisonthe

influencingfactors offarmers’willingnessto adoptthe

technology of combining organic fertilizer and chemical

fertilizer: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farmersinJiangsu,

ZhejiangandAnhuiprovinces[J].ResourcesandEnvironment

intheYangtzeBasin,2018,27(3):671-679(inChinese)

[5] 钟太洋,黄贤金,王柏源.非农业就业对农户施用有机肥的影

响[J].中国土地科学,2011,25(11):67-73

ZhongTY,HuangXJ,WangBY.Theinfluenceofnon-

agriculturalemploymentonfarmers’applicationoforganic

fertilizer[J].ChinaLandScience,2011,25(11):67-73(in

Chinese)

[6] 程琳琳,张俊飚,何可.网络嵌入与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

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61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7):1736-1746

ChenL L,ZhangJB,He K.Theimpactofnetwork

embeddingandriskperceptiononfarmers’adoptionbehavior

ofgreenfarmingtechnology:Basedonthesurveydataof615

farmersinHubeiProvince[J].ResourcesandEnvironmentin

theYangtzeBasin,2019,28(7):1736-1746(inChinese)

[7] 左喆瑜.农户对环境友好型肥料的选择行为研究:以有机肥及

控释肥为例[J].农村经济,2015(10):72-77

ZuoZ Y. A study on farmers’selection behavior of

environmentallyfriendlyfertilizer:Acasestudyoforganic

fertilizerandcontrolledreleasefertilizer[J].RuralEconomy,

2015(10):72-77(inChinese)

[8] 褚彩虹,冯淑怡,张蔚文.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行为

的实证分析:以有机肥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J].中国农村

经济,2012(3):68-77

ChuCH,FengSY,FengW W.Anempiricalanalysisof

farmers’ behavior in adopt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griculturaltechnology:Acasestudyoforganicfertilizerand

soiltestingandformulafertilizationtechnology[J].Chinese

RuralEconomy,2012(3):68-77(inChinese)

[9] 苏群,汪霏菲,陈杰.农户分化与土地流转行为[J].资源科

学,2016,38(3):377-386

SuQ,WangFF,ChenJ.Householddifferentiationandland

transferbehavior[J].ResourcesScience,2016,38(3):377-

386(inChinese)

[10]郑适,陈茜苗,王志刚.土地规模、合作社加入与植保无人机

技术认知及采纳:以吉林省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8(6):

92-105

ZhengS,ChenQ M,WangZG.Landscale,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andrecognitionandadoptionofuavtechnology

forplantprotection:AcasestudyofJilinProvince[J].Journal

642



 第10期 岳梦等:农地转入能否促农户采纳有机肥技术? ——— 一个主体行为能力视角的解释

ofAgrotechnicalEconomics,2018(6):92-105(inChinese)

[11]蔡书凯.经济结构、耕地特征与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实

证研究:基于安徽省740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

业大学学报,2013,18(4):208-215

CaiSK.Anempiricalstudyoneconomicstructure,cultivated

landcharacteristicsandadoptionofgreendiseaseandinsect

pestcontroltechnology:Basedonthesurveydataof740rice

farmersinAnhuiProvince[J].JournalofChina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13,18(4):208-215(inChinese)

[12]刘乐,张娇,张崇尚,仇焕广.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农户采

取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吗:以秸秆还田为例[J].农业技术经

济,2017(5):17-26

LiuL,ZhangJ,ZhangCS,QiuHG.Doestheexpansionof

businessscalehelpfarmerstoadoptenvironmentallyfriendly

productionbehavior:A casestudyofreturningstraw to

farmland[J].JournalofAgrotechnicalEconomics,2017(5):

17-26(inChinese)

[13]孔祥智,方松海,庞晓鹏,马九杰.西部地区农户禀赋对农业

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4(12):85-95

KongXZ,FangSH,PangXP,MaJJ.Analysisofthe

influenceoffarmer’sendowmentonagriculturaltechnology

adoptioninwesternChina[J].EconomicResearchJournal,

2004(12):85-95(inChinese)

[14]DeSouza Filho H M,Young T,Burton M P.Factors

influencingtheadoptionofsustainableagriculturaltechnologies:

Evidencefrom the State of Espírito Santo,Brazil[J].

TechnologicalForecastingandSocialChange,1999,60(2):

97-112
[15]纪志耿,黄婧.拥有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家庭农场主:经营规模

测算及自立能力分析[J].农村经济,2014(6):3-7

JiZG,HuangJ.Whatrequirementsdoyouhavetobea

familyfarmer:Businessscalemeasurementandindependent

abilityanalysis[J].RuralEconomy,2014(6):3-7 (in

Chinese)

[16]张维迎,余晖.西方企业理论的演进与最新发展[J].经济研

究,1994(11):70-81

Zhang W Y,Yu H.Evolutionandnew developmentof

westernfirmtheory[J].EconomicResearchJournal,1994
(11):70-81(inChinese)

[17]罗必良.论服务规模经营:从纵向分工到横向分工及连片专业

化[J].中国农村经济,2017(11):2-16

LuoBL.Onservicescalemanagement:Fromverticaldivision

tohorizontaldivisionandcontiguousspecialization[J].Rural

Economy,2017(11):2-16(inChinese)

[18]张露,罗必良.小农生产如何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来自中

国小麦主产 区 的 经 验 证 据[J].经 济 研 究,2018,53(12):

144-160 

ZhangL,LuoBL.Howdoessmallholderproductionfitinto

the developmenttrack of modern agriculture:Empirical

evidencefrom majorwheatproducingareasin China[J].

EconomicResearch Journal,2018,53(12):144-160 (in

Chinese)

[19]罗必良,郑燕丽.农户的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基于广东农户

问卷的实证分析[J].学术研究,2012(7):64-70

LuoBL,ZhengYL.Farmers’behavioralcapacityandland

transfer: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aquestionnairesurvey

offarmersinGuangdongProvince[J].AcademicResearch,

2012(7):64-70(inChinese)

[20]邹宝玲,罗必良.农户转入农地规模及其合约匹配[J].华中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39-148

ZouB L,LuoB L.Thescaleandcontractmatchingof

farmers’transferintofarmland[J].Journalof Huazhong
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2019(6):

139-148(inChinese)

[21]李宪宝.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采纳行为差异化研究[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3):87-94

LiXB.Researchonthedifferentiationoftechnologyadoption

behaviorofheterogeneousagriculturaloperatingentities[J].

JournalofHua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Edition,2017,16(3):87-94(inChinese)

[22]田孟,贺雪峰.中国的农地细碎化及其治理之道[J].江西财经

大学学报,2015(2):88-96

TianM,HeXF.AgriculturallandfragmentationinChina

anditsgovernance[J].Journalof JiangxiUniversityof
FinanceandEconomics,2015(2):88-96(inChinese)

[23]冯华超.农地确权与农户农地转入合约偏好:基于三省五县调

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34(1):

69-79 

Feng H C.Farmland right confirmation and farmers’

preferencefor farmland transfer contract: An empirical

analysisbasedonsurveydatainthreeprovincesandfive

counties[J].JournalofGuangdong UniversityofFinance

andEconomics,2019,34(1):69-79(inChinese)

[24]李博伟.转入土地连片程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J].资源科学,

2019,41(09):1675-1689

LiB W.Theeffectoflandcontiguitydegreeonproduction

efficiency[J].ResourcesScience,2019,41(9):1675-1689(in

Chinese)

[25]WilsonJQ,KellingGL.BrokenWindows:ThePoliceand

NeighborhoodSafety[J].AtlanticMonthly,1982,211:29-38
[26]任立,甘臣林,吴萌,陈银蓉.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的移民安置

区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研究[J].资源科学,2018,40(8):1539-

1549

RenL,GanCL,WuM,ChenYR.Studyonfarmers’land

investmentbehaviorinresettlementareabasedonperceived

valuetheory[J].ResourcesScience,2018,40(8):1539-1549
(inChinese)

[27]卢泽羽,陈晓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J].新

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4):114-119

Lu Z Y,Chen X P.Currentsituation,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ofrurallandcirculationinChina[J].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ese Edition of

74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2年 第27卷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2015,36(4):114-119(in

Chinese)

[28]洪炜杰,胡新艳.非正式、短期化农地流转契约与自我执行:

基于关联博弈强度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8(11):4-19

Hong W J,Hu X Y.Informalandshort-termfarmland

transfercontractsandself-enforcement:Ananalysisbasedon

theintensityofrelationalgames[J].JournalofAgrotechnical

Economics,2018(11):4-19(inChinese)

[29]钱龙,洪名勇,龚丽娟,钱泽森.差序格局、利益取向与农户

土地流转契约选择[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
(12):95-104

QianL,Hong M Y,GongL Y,QianZS.Differential

pattern,benefitorientation andfarmers’choice ofland

transfercontract[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and

Environment,2015,25(12):95-104(inChinese)

[30]李银科,刘虎俊,李菁菁,万翔,张芝萍.施用不同有机肥对

种植甜高粱土壤生物学特性的影响[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35(9):171-176

LiYK,LiuHJ,LiJJ,WanX,ZhangZP.Effectsof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on soil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ofsweetsorghum[J].JournalofAridLand

Resourcesand Environment,2021,35(9):171-176 (in

Chinese)

[31]毛慧,周力,应瑞瑶.风险偏好与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分析:基

于契约农业视角再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18(4):74-89

MaoH,ZhouL,YingRY.Riskpreferenceandfarmers’

technologyadoptionbehavior:Areviewfromtheperspective

ofcontractagriculture[J].ChineseRuralEconomy,2018(4):

74-89(inChinese)

[32]PaltasinghKR.Landtenuresecurityandadoptionofmodern

ricetechnologyinOdisha,EasternIndia:RevisitingBesley’s

hypothesis[J].LandUsePolicy,2018,78:236-244
[33]LindN,HelenaH,CarlJL.Developmentandvalidationofa

measurementscaleforself-efficacyforfarmers’ mastitis

preventionindairycows[J].PreventiveVeterinaryMedicine,

2019,167:53-60.
[34]梁志会,张露,张俊飚.土地转入、地块规模与化肥减量:基于

湖北省水稻主产区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20(5):

73-92

LiangZH,ZhangL,ZhangJB.Landtransfer,landscaleand

fertilizerreduction:Anempiricalstudyofmajorriceproducing

areasinHubeiProvince[J].ChinaRuralSurvey,2020(5):

73-92(inChinese)

[35]蔡键,邵爽,刘文勇.土地流转与农业机械应用关系研究:基

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玉米机械化收割的分析[J].上海经

济研究,2016(12):89-96

CaiJ,ShaoS,LiuW Y.Stud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

landtransferandagriculturalmachineryapplication:Basedon

theanalysisofmechanizedcornharvestinginHebei,Henan

andShandongprovinces[J].ShanghaiJournalofEconomics,

2016(12):89-96(inChinese)

[36]张建杰,张改清,关付新.农地规模调适下农户营粮行为及效

率研究:基于对中部主产区1861个农户的问卷调查[J].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1):56-63

ZhangJJ,ZhangGQ,GuanFX.Studyonfarmers’grain

management behavior and efficiency under land scale

adjustment:Basedonaquestionnairesurveyof1861farmers

incentralChina[J].JournalofNorthwestA&FUniversity:

SocialScienceEdition,2014,14(1):56-63(inChinese)

[37]ZengD,AlwangJ,NortonG,JaletaM,ShiferawB,Yirga

C.Land ownership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revisited:

ImprovedmaizevarietiesinEthiopia[J].LandUsePolicy,

2018,72:270-279
[38]江鑫,颜廷武,尚燕,张俊飚.土地规模与农户秸秆还田技术

采纳:基于冀鲁皖鄂4省的微观调查[J].中国土 地 科 学,

2018,32(12):42-49

JiangX,YanT W,ShangY,ZhangJB.Landscaleand

adoption of straw returning technology by farmers: A

microscopicinvestigationin Hebei,Shandong,Anhuiand

Hubeiprovinces[J].ChinaLandScience,2018,32(12):42-

49(inChinese)

[39]童庆蒙,张露,张俊飚.土地转入能否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

来自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的经验证据[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2019,28(3):614-622

TongQM,ZhangL,ZhangJB.Canlandtransferimprove

farmers’lifesatisfaction:EmpiricalevidencefromJianghan

plainofHubeiProvince[J].ResourcesandEnvironmentinthe

YangtzeBasin,2019,28(3):614-622(inChinese)

责任编辑:王岩

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