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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政策情境下农户认知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
———来自黑龙江省698个种植户数据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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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引导农户从事农业绿色生产,结合对外部性理论、农户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

论等相关理论的分析,基于对黑龙江省13市47村698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农户

认知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机制,并将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环境规制对农户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

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意愿仅为59%,还有很大提升空间;2)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

知、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和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均对提高农业绿色生产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另外农户受教

育程度、风险偏好、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培训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有正向影响,年龄、非农收入占比对农业绿色生产

意愿有负向影响;3)激励性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有显

著正向调节效应,约束性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有显著

正向调节效应。因此,提出加强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培训、加大绿色生产财政补贴力度、制定并实施合理的惩罚机

制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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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farmers’cognitiononthewillingnessofgreenproduction
inthecontex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policy:

Dataverificaitionfrom698growersinHeilongjiang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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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improvethewillingness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andguidefarmerstoengageinagricultural

greenproduction,basedonthesurveydataof698growersin47villagesof13citiesinHeilongjiangProvince,this
studycombinedtheanalysisofexternaltheory,farmerbehaviortheory,planningbehaviortheoryandotherrelated
theories.Thebinarylogisticregressionmodelwasconstructedtotesttheinfluencemechanismoffarmers’cognitionon
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willingness,andtheenvironmentalregulationswereappliedasamoderatingvariable.The
regulatoryeffe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therelationshipbetweenfarmers’cognitionandagriculturalgreen

productionwillingnesswasexplored.Theresultsshowthat:1)Farmers’willingness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is
only59%,andthereisstillalotofroomforimprovement;2)Thecognition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policy,

agriculturalnon-pointsourcepollutionhazardandagriculturalgreendevelopmentprospecthavesignificantpositive
effectsonimproving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willingness.Inaddition,farmers’educationlevel,risk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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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traininghave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son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
Thewillingnessofcolorproductionhasapositiveimpact,ageandtheproportionofnon-agriculturalincomehavea
negativeimpactonthewillingness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3)Incentiveenvironmentalregulationdisplaysa
significantpositiveregulatoryeffectonthecognition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policyandthecognitionof
agriculturalnon-pointsourcepollutionharm-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willingness,whiletherestrictiveenvironmental
regulationhasasignificantpositiveregulatoryeffectonthecognition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policyandthe
cognitionofagriculturaldevelopmentprospect-agriculturalgreen productionintentionhas a significantpositive
regulatoryeffect.Therefore,thisstudyputsforwardsomepolicysuggestions,suchasstrengtheningthetrainingof

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forfarmers,increasingfinancialsubsidiesforgreenproduction,andformulatingand
implementingreasonablepunishmentmechanism.
Keywords 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willingness;growers;environmentalregulation;farmers’cognition;binary
logisticregressionmodel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坚持节约资源优先和保护

环境优先,是中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

和贯彻的新发展理念,也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必

然要求[1-2]。近年来,中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从关注“量”到注重

“质”、“量”协同的跨越式发展,对农业绿色生产不断

提出新要求[3]。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2017年9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

意见》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农

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食品安

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2018和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实
施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2020年农业农村部印

发《2020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要点》指出,要积

极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加强农业突出环境问题治理,
强化农业资源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虽然政府

竭尽全力引导农户从事农业绿色生产,但中国农业

面源污染仍较为严峻[4],全国多个地区、多种主要农

作物的化肥、农药使用量已经超过了经济意义上的

最优施用量[5-7],过量使用程度已经达到50%[8]。

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①显示,中国水稻、
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化肥利用率仅有37.8%,农药

利用率仅有38.8%,另据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公报》②显示,中国农业化学需氧量(CODCr)、
总氮(TN)和总磷(TP)排放量高达1324×108t、

270.46×108t和28.47×108t,分别占全社会排放

总量的43.7%、57.2%和67.4%,推行农业绿色发

展势在必行。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农户作为农业绿

色生产的实施主体与最基本的微观决策单元,其生

产认知行为能否“绿色化”是关键[9],提高农户农业

绿色生产意愿是推动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根本出路。
农业绿色生产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通过

合理的田间管理模式和耕作技术,以实现节约资源

和减少生态环境污染[10-11],本研究的农业绿色生产

意愿是指种植户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包括产前、
产中、产后愿意采用相应的绿色环保生产技术,以减

少农业化学投入品的使用,并愿意采取恰当方法来

处理农业生产残留物的一种生产行为。目前,国内

外针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研究关注已久,主要集中

在农业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上,通过对文献的

梳理发现,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第
一,政策支持和引导因素。研究表明,科技示范、政
策补贴和减量替代等单项政策对提高农户的农业绿

色生产意愿有显著效果[12-15]。另外,有学者强调各

类政策应配套使用,才能更好发挥政府带动农户开

展绿色生产的效果[16-17]。第二,社会网络与组织化

程度因素。社会网络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
它是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及时有效获取外界信息

的重要途径[18],农户借助社会网络的互动,及时获

取相应的社会化服务信息,能够不断提高农业绿色

生产意愿[19-20]。同时,农户选择加入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能够显著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21],并且还

能显著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植保无人机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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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2017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http:∥www.gov.cn/guoqing/2019-04/09/content_5380689.htm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qttjgb/qgqttjgb/201002/

t20100211_30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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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意愿[22]。第三,农户主观认知因素。计划行为

理论认为,农户对具体行为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其参

与意愿的重要因素[23],农户主观认知主要包括对绿

色生产政策的认知程度、绿色生产技术的了解程度

和绿色生产未来发展前景等[10,24-25],农户的主观认

知程度越强,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越高[26-27]。
第四,农户其他基本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和参加技术培训等[28-31],也会不同程度的影

响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
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既需要相应的政策法规为

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还需要农户主观态度的认同,
并采取积极行动配合政策的实施。国内外文献资料

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但也存在着可进

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是,已有研究仅将农户的主

观认知作为影响农业绿色生产意愿的众多因素之

一,而并没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将农户的主

观认知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之间的关系做深层次研

究;二是,农业绿色生产是在政府约束和激励的背景

下推进的,在探究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问题

时不能脱离政府环境规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畜

禽养殖的环境规制问题,针对种植业绿色生产过程

中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农户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

愿调节效应的研究较少。因此,农户是否愿意参与

农业绿色生产、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的相关认知水

平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如何、政府的环境规制

政策发挥怎样的调节作用,都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释。
鉴于此,本研究结合对外部性理论、农户行为理论和

计划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分析,基于对黑龙江省

13市47村698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构建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农户认知对农业绿色生产意

愿的影响机制,并将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环

境规制对农户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关系的调节

效应,以期为政府引导农户从事农业绿色生产提供

理论支持与决策参考。

1 理论逻辑分析

1.1 理论分析

农户行为理论认为,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

基本决策单元,一切生产活动都会以实现自身利润

最大化为首要目标。但是,由于农户处于波动的市

场环境中,农户生产决策也会随着生产成本、产品价

格、政策演进等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农户的生产

决策往往会规避风险,在多种约束条件共同作用下,
农户会不断修正和完善自身的经营目标,使自身利

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因此,农户制定农业绿色生

产决策时会多方考虑,即农户农业绿色生产决策行为

是以个人或家庭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并受到多种

因素的综合影响。另外,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

中会产生大量污染环境的可见废弃物和不可见的残

留资源,如农药瓶、地膜等,亦或是农药、化肥的残留

与挥发等,如果不进行严格管控,加强农户生态保护

的意识,则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然而,由于

农户生产的负外部性行为存在,必然会导致社会福利

的整体下降,但是,为了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的最大

化,农户往往不愿意或者不会主动承认自己不当行为

对环境的破坏,也导致了私人边际成本(MPC)小于社

会边际成本(MSC)(见图1),最终导致由社会成员共

同承担农户生产的负外部性行为带来的负向影响。

  MSC为社会边际成本,MPC为私人边际成本,MEC为边际外

部性成本,MSB为社会边际收益

MSCrepresentsmarginalsocialcost,MPCrepresentsmarginal
privatecost,MEC represents marginal externality cost,MSB
representsmarginalsocialbenefit

图1 农户生产的负外部性

Fig.1 Negativeexternalitiesoffarmers’production

根据外部性理论可知,要想有效解决农户在农

业生产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通常有以

下两种方法供选择:一是按照庇古[32]的研究结论,
将政府组织引导到市场体系发展中,通过引导或者

强制的方法要求农户在农业生产时必须采取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并通过税收或者发放补

贴的方式,促使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私人边际成本

与私人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相

持平,确保社会发展的足够公平;二是依据科斯[33]

对产权的研究结论,将生态环境产权进行清晰化,通
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

题,实现农业生产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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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境资源本身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社会公共

物品的属性,所以导致生态环境产权的界定存在很

大困难,同时生态环境产权的明晰也会使社会经济

成本显著提高,不利于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因此,
政府组织介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积极引导农户从

事农业绿色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绿色生产意愿,是解

决农业生产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主要方式。
虽然政府的介入可以有效解决农业生产环境污

染的负外部性问题,但是政府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

度上会增加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生产成本,违背了

农户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在实施政府环境

规制政策解决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如何保证环境约

束与经济效益最大化之间的平衡,以及环境规制是

如何影响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的认知和参与意愿,
需要进一步给出明确答案。从计划行为理论中农户

认知行为的角度可以发现,认知的形成受到“自动化

思考”机制的影响,所谓自动化思考是指经过长时间

的自然积累形成的某种固定的思考和行为模式,行
动发出已经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思考,而是按照既定

的模式发出。正是由于行动的不假思索,个体的行

为会导致很多错误的想法、不理性的思考以及错误

的认知等,同时个体的认知也会影响个体的行为。
环境作为行为作用的对象和条件,将会对行为的作

用方向和强度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个体认知和行为

也会改变环境来适应人们的需求。因此,在环境规

制的作用下,农户个体认知同样会对农业绿色生产

意愿产生重要的影响。
1.2 研究假设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本研究构建了环境规制政

策情境下农户认知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关系的理论

结构框架(图2)。首先,农户认知会影响农户从事

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其中农户认知包括农业绿色生

产政策认知、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和农业绿色发

展前景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是指农户对国

家出台的有关农业绿色生产补偿政策、奖励政策以

及指导绿色生产政策等的了解程度,农业面源污染

危害认知是农户在生产过程中自身积累简单的污染

危害常识,例如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的危害、农药瓶等

随意丢弃的危害和农药非科学喷洒滴灌的危害等,
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表现的是农户对农业绿色生

产的期望,包含了农户对农产品质量提升的期望和

绿色农产品收益提升的期望。在现实发展过程中,
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越了解、对面源污染危害

的主观认识越高、对农业绿色发展越看好,就会越愿

意参与农业绿色生产,自觉形成保护环境观念。其

次,环境规制对农户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有调

节效应,其中环境规制包括激励性环境规制和约束

性环境规制。激励性环境规制通常是指政府为了激

励农户环保技术的应用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补偿或

奖励等,约束性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为了约束农户环

境污染行为而出台的一系列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等。
农户认知与行为虽然会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

标,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会受到当时的制度与政策的

约束,制度和政策在限制人们选择获利的同时,又可

以有效改善人们逐利行为的效率,因此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无论是激励性环境规制还是约束性环境规制

都会在农户认知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之间起到一定

调节作用。

图2 环境规制政策情境下农户认知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关系的理论结构框架

Fig.2 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therelationshipbetweenfarmers’cognitionandagricultural

greenproductionwillingnessinthecontex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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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农户认知,包括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农
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和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均会

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2:环境规制,包括激励性环境规制和约束性

环境规制均会对农户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关系

起正向调节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源自于东北农业大学畜牧

经济团队于2019年7—8月对黑龙江省13市47村

开展的“第六次黑龙江省农村经济社会调查”,调查

区域覆盖黑龙江省全部市(地区)。样本选取方法主

要是通过分层抽样与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首先

对黑龙江省13市(地区)样本县进行选择,根据各地

市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随机选择一定数量的样本

县,其次根据样本县农业生产基本情况选择具有典

型性的样本村,最后在调研过程中根据样本村农业

人口数量按照一定比例选择一定数量的农户进行调

研。考虑到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性,本次调研全部采

取入户深度访谈的形式,在调研前,分别对调研员进

行整体培训和专题培训,重点强调座谈方式和记录

整理方式,充分保证每份问卷的有效性。经过样本

核实与数据校正,在剔除信息不全面、数据不合乎逻

辑的样本后,最终获得698个有效样本用于分析农

业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调研区域分布与样本

数量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调研区域分布与样本数量统计

Table1 Surveyareadistributionandsamplequantitystatistics

调研区域

Region

样本村

Samplevillage

样本量

Sample
size

调研区域

Region

样本村

Samplevillage

样本量

Sample
size

哈尔滨

Harbin

翻身村、城西村、中华村、万宝村、永
丰村、柞树村、三家村

138

齐齐哈尔

Qiqihar

大伍福玛村、库勒村、勤俭村、阿拉新

村、兴久村、大岗子村、鲁河村、长发

村、兴国村

159

绥化Suihua
巨宝村、诺敏河村、久新村、新跃村、

城北村、仁民村

 86

大庆 Daqing 长安村、新生村、实现村、中心村  78

伊春 Yichun 永丰村  9

牡丹江

Mudanjiang

莲花村、清河村、泡子沿村、响水村、

富强村
 68

佳木斯

Jiamusi

和平村、平安村、北靠山村、苏家店

村、城东村、海青村

59

黑河 Heihe 和民村、赵光村、东岗村 26

鹤岗 Hegang 永利村、民主村 32

鸡西Jixi 新发村  7

双鸭山

Shuangyashan

立新村 14

七台河

Qitaihe

铁东村 14

大兴安岭

Daxinganling

开库康村  8

2.2 模型构建

Logistic回归模型多用于进行因变量为定性数

据的实证研究,主要验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具体影

响趋势和影响程度[34],其因变量包括二分类变量

(取值为0或1)和多分类变量(分类数≥3类)。现

有研究意愿问题时,较多采用二分类变量,如王洋

等[35]、许佳彬等[36],因此,本研究将农户农业绿色生

产意愿分为“愿意”和“不 愿 意”两 类,选 择 二 元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影响

因素的研究。模型构建过程如下:

设因变量Y 服从于二项分布,其取值范围为0和

1,即农户愿意从事农业绿色生产赋值为1,不愿意从事

农业绿色生产赋值为0,Y=1的总体概率为P(Y=1),

Y=0的总体概率P(Y=0)=1-P(Y=1),则n个自变

量X1,X2,…,Xn 所对应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为:

P(Y =1)=
exp(β0+β1X1+β2X2+…+βnXn)
1+exp(β0+β1X1+β2X2+…+βnXn)=

 1
1+exp[-(β0+β1X1+β2X2+…+βnX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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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1)两边取对数得:

Logit[P(Y =1)]=ln P(Y =1)
1-P(Y =1)  =

β0+β1X1+β2X2+…+βnXn +ε (2)
式中:X1,X2,…,Xn 为自变量,包括核心解释变量

(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和

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控制变量(年龄、受教育程

度、风险偏好、非农收入占比和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培

训)和调节变量(激励性环境规制和约束性环境规

制);β1,β2,…,βn 为自变量Xi 的回归系数,n为自

变量个数,β0 为截距项,ε为随机误差项。

2.3 变量含义与赋值

1)因变量。在对农户的访谈中,询问“您是否愿

意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化肥农药的投入量?”、“您是否

愿意施用有机肥以替代化肥?”、“您是否愿意采用绿

色环保的生产技术以实现农业绿色生产?”3个问题

考察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并按照“愿意=1;不愿

意=0”对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进行赋值,只
要农户对于这3个问题中有1个题项回答“愿意”,
即代表农户愿意从事农业绿色生产。

2)核心变量。本研究主要考察农户认知对农业

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情况,将农户认知定位为核心

解释变量,并从政策认知、危害认知和前景认知3个

维度衡量农户认知情况,在调查过程中分别询问“您
了解当前政府关于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

吗?”、“您同意农业面源污染会破坏生态平衡、危及

人类身体健康吗?”和“您同意农业绿色生产将会显

著提高农产品质量、成为未来发展中国农业的主流

方向吗?”3个问题测度农户认知情况。

3)控制变量。参考Li等[28]、Waithaka等[29]、
褚彩虹等[30]、姜利娜等[31]的研究,本研究选择决策

者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非农收入占比以及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培训等影响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

产意愿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风险偏好的度量

标准借鉴杨志海[20]的研究,在调查过程中询问农户

“若政府提供一项新型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有一半可

能使现在收益翻倍,但有一半可能会使收益减少

1/3,您是否愿意采用?”,若回答“愿意”,则继续询问

“如果不是减少1/3,而是有一半可能使收益减少

1/2,您还愿意采用吗?”,对第1个问题,若回答“不
愿意”,则问“那有一半可能只减少1/5呢,您愿意采

用吗?”,若对前2个问题均回答“愿意”,则视该农户

为风险偏好者;若对第1个问题和第3个问题均回答

“不愿意”,则视该农户为风险规避者;回答其他答案

的视该农户为风险中立者。

4)调节变量。环境规制具体可包括激励性环境

规制和约束性环境规制,借鉴于婷等[37]、张郁等[38]

的研究,通过询问农户“农业绿色生产资金补贴获取

难易程度?”和“农业绿色生产技术获取难易程度?”2
个问题并取其平均值对激励性环境规制进行赋值;
通过询问农户“政府对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以及农

膜禁烧的监管力度?”、“政府对农药、化肥的过量使

用以及农膜焚烧的惩罚力度?”和“政府对环境影响

评价落实程度?”3个问题并取其平均值对约束性环

境规制进行赋值。变量具体含义与赋值如表2所示。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农户认知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SPSS24.0统计软件检验农户认

知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为确保回归结果的

有效性和准确性,本研究在进行回归之前对模型中

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

因子(VIF)均<2(即远小于10),则可以判断各自变

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可以进一步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对结果进行估计。通过回归结果

显示,卡方检验值Sig.值为0.000,充分表明模型构

建显著成立,Hosmer-Lemeshow 拟合度检验中 P
值均>0.05,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农户认知

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影响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核心变量农户认知来看,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

知、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和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

分别在1%、5%和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
系数符号均为正,表明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越了

解、对农业面源污染危害的紧迫感越强以及对农业绿

色发展前景越看好,则会越愿意参与农业绿色生产,
这一估计结果也充分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在党

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后,中国政府加大

对环境治理的力度,农业生产逐渐从追求“量”过渡到

追求“质”、“量”兼并发展的新时期,相关指导政策也

在逐渐从“喊口号”落实到实际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

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①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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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各地区开始加强对农业绿色生产的引导,以黑

龙江省为例,2018年黑龙江省政府发布了《黑龙江省

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①,明
确了绿色发展目标,强调要以实际农业生产者为基本

表2 变量含义与赋值

Table2 Meaningandassignmentofvariables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变量赋值

Variableassignment

均值

Mean
value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预期影响

Expected
impact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农业绿色生产意愿

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
willingness

愿意=1;不愿意=0 0.59 0.49

核心变量

Core
variable

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

Cognitionofagriculturalgreen

productionpolicy

农业绿色生产政策的了解程度:完全不了解=
1;不了解=2;一般=3;了解=4;非常了解=5

3.01 1.22 +

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

Cognitionofagriculturalnon

pointsourcepollutionharm

农业面 源 污 染 危 害 的 认 知 程 度:非 常 不 同

意=1;不同意=2;一般=3;同意=4;完全同

意=5

3.08 1.12 +

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

Cognitionofagriculturalgreen
developmentprospect

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可程度: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一般=3;同意=4;完全同意=5
3.08 1.22 +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年龄,岁

Age
≤30=1;31~40=2;41~50=3;51~60=4;

>60=5
2.89 1.22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level

未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4;

大专及以上=5
2.80 0.91 +

风险偏好

Riskappetite

风险规避者=1;风险中立者=2;风 险 偏 好

者=3
2.06 0.76 +

非农收入占比,%
Proportionofnon-agricultural
income

0~20=1;21~40=2;41~60=3;61~80=4;

81~100=5
2.64 1.10 -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培训

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
technologytraining

是否参加过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培训:是=1;

否=0
0.54 0.50 +

调节变量

Regulatory
variable

激励性环境规制

Binding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非常小=1;比较小=2;一般=3;比较大=4;

非常大=5
3.06 0.99 +

约束性环境规制

Incentive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非常小=1;比较小=2;一般=3;比较大=4;

非常大=5
2.99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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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人民政府:http:∥www.hlj.gov.cn/zwfb/system/2018/04/19/0108691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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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户认知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影响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Table3 EstimationresultsofbinaryLogisticregressionmodelforfarmers’perceptionof
willingnesstoproducegreenagriculture

变量类型

Variabletyp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error
Exp(B)

核心变量

Corevariable

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

Cognition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policy

 1.223*** 0.337  3.399

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

Cognitionofagriculturalnonpointsourcepollutionharm
 1.995** 0.563  7.540

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

Cognitionofagriculturalgreendevelopmentprospect
 1.239*** 0.354  3.454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年龄

Age
-1.601*** 0.367  0.202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level
 1.713*** 0.492  5.546

风险偏好

Riskappetite
 2.357*** 0.578 10.554

非农收入占比

Proportionofnon-agriculturalincome
-2.494** 0.557  0.083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培训

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training

 3.860*** 0.902 47.592

常数项

Constantterm
-12.086* 2.876  0.000

-2LogLikelihood  64.527

Cox&SnellR2   0.716

NagelkerkeR2   0.966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Note:***,**,*aresignificantatthelevelof1%,5%and10%,respectively.Thesamebelow.

出发点,发挥广大生产经营主体参与绿色发展的积

极性,引导农民了解相关政策,及早认清环境污染危

害的严重性,强化农业绿色发展意识,推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显著性检验上还是在

发展实际的政策引导上,都在强调农户认知会对农

业绿色生产意愿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从控制变量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特征来

看,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均在1%水平

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符号不相一致,年龄对农

业绿色生产意愿有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和风险偏

好则有正向影响,即农户年龄越高越不愿意参与农

业绿色生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是风险偏好者越愿

意参与农业绿色生产,这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符,农业

绿色发展过程中会应用大量先进的农业绿色生产技

术,农户年龄越大,思想固化越严重,不愿意接受新

事物,因此会对参与意愿有负向影响。相比之下,农
户受教育水平越高,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越强,同时农

户越是风险偏好者,承担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也会越

愿意采纳新技术。非农收入占比在5%水平下通过

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负,表明非农收入占比越

高,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越小。非农收入占

比反映的是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非农收入

171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1年 第26卷 

占比越高,工资性收入就越高,则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程度会相应下降,因此会降低参与农业绿色生产意

愿。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培训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

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参加农业绿色生产技

术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
农业技能培训已被列入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工程项

目,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会明显拓宽农民视野,对
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与应用水平就会显著提升,因此

对提高农业绿色生产意愿也会有显著正向效果。

3.2 环境规制对农户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的

调节效应

为了检验环境规制对农户认知—农业绿色生产

意愿的调节效应,本研究以激励性环境规制和约束

性环境规制作为标准变量,以激励性环境规制和约

束性环境规制均值作为分组标准,将样本分成低于

均值组和高于均值组,并在低于均值组和高于均值

组中分别将农户认知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进行二元

Logistic回归,比较不同组别系数的显著性变化,以
此来判断环境规制对农户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

的调节效应,具体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激励性环境规制分组样本估计结果来看,农

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在低于均值组中在10%的水

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在高于均值组中显著水平明

显提升,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激励

性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农业绿色生

产意愿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也充分说明了财

政激励政策有助于激发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当前政

府在出台环境整治政策过程中也在逐渐增加补贴力

度,以提高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农业面源

污染危害认知在低于均值组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在高于均值组中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激励性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
农业绿色生产意愿也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也充

分显示了政府财政资金对农业面源污染整治上的投

放力度越大,越有益于激发农户对面源污染危害的

认知,也就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意

愿。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在低于均值组和高于均

值组中均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

激励性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农业绿

色生产意愿调节效应并不明显,可能是由于当前农

业绿色发展刚刚处于探索性阶段,激励性政策效应

并没有完全显现,导致农户对农业绿色发展前景的

认知程度并没有明显增强。

从约束性环境规制分组样本估计结果来看,农
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在低于均值组中在5%水平下

通过显著性检验,在高于均值组中在1%水平下通

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水平得到提升,这表明约束性环

境规制对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

愿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

在低于均值组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高于均值

组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水平大幅度

提升,这表明约束性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发展前景

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一般情况下,当约束性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以后,
农户便对农业生产政策的认知水平有了一定程度上

的提升,同时农户也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农业绿色发

展的重要性,以农业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生产模式认

知能力也会显著提升,因此总体上约束性环境规制

对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

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在低

于均值组和高于均值组中均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

性检验,则表明约束性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危

害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调节效应不显著,可能

是由于当前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惩罚力度不够,约束

性环境规制在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层面发挥的作

用不明显所导致。
综合来看,无论是激励性环境规制还是约束性

环境规制对农户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均有一定

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且各变量系数符号与未分组检

验时保持一致,因此充分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从实地调研经验也可以发现,农民在获得相应的生

态补偿以后也对农业绿色生产政策态度表示为强烈

的支持,在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及时处理废弃农药瓶,采用更加环保的农药喷洒滴

灌技术,同时农民更加希望财政部门可以加大生态

补偿力度,提高绿色生产收益水平。另外,从对农民

的深度访谈中发现,当前约束性环境规制的监管与

惩罚力度对改善环境污染的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
现行的监管组织一般是村级行政组织,出于人情社

会的考虑,村级行政组织表现为“能不监管就不监

管”、“能不惩罚就不惩罚”的态度,因此也就弱化了

约束性环境规制的效果。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结合对外部性理论、农户行为理论、计划

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分析,基于对黑龙江省13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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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环境规制对农户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

Table4 Estimatedresultsofregulatoryeffe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
Farmers’cognition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willingness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激励性环境规制

Incentiveenvironmentalregulation

约束性环境规制

Bindingenvironmentalregulation

低于均值组

Belowmeangroup

高于均值组

Abovemeangroup

低于均值组

Belowmeangroup

高于均值组

Abovemeangroup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

Cognitionofagricultural

greenproductionpolicy

1.422* 0.845 1.207*** 0.396 1.985** 0.972 1.321*** 0.482

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

Cognitionofagricultural
nonpointsourcepollution
harm

1.957 1.355 2.228*** 0.697 4.741** 2.134 1.636** 0.690

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

Cognitionofagricultural

greendevelopmentprospect

2.994** 1.444 0.852** 0.417 0.888 0.640 2.111*** 0.696

年龄

Age
-2.596* 1.562 -1.735*** 0.459 -2.785** 1.164 -2.149*** 0.810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level
2.985* 1.604 1.539** 0.611 2.339* 1.292 2.152*** 0.832

风险偏好

Riskappetite
2.894 1.950 2.637*** 0.726 5.501** 2.182 1.768** 0.897

非农收入占比

Proportionofnon-
agriculturalincome

-4.174* 2.376 -2.343*** 0.657 -4.369** 1.875 -2.575*** 0.925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培训

Agriculturalgreen

productiontechnology
training

4.362 2.696 3.809*** 1.037 6.876*** 2.671 2.947** 1.237

常数项

Constantterm
-14.565* 8.108 -11.499*** 3.422 -22.896** 10.191 -10.941*** 4.061

样本量Samplesize 240 458 313 385

-2LogLikelihood 12.934 44.801 17.306 32.055

Cox&SnellR2 0.731 0.685 0.705 0.727

NagelkerkeR2 0.981 0.959 0.978 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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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村698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农户认知对农业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

机制,并将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环境规制对

农户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结

果表明:1)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意愿仅为59%,还有

很大提升空间,提高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意愿还

需多方主体协同努力;2)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农
业面源污染危害认知和农业绿色发展前景认知均对

提高农业绿色生产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另外农户

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培训对农

业绿色生产意愿有正向影响,年龄、非农收入占比对

农业绿色生产意愿有负向影响;3)激励性环境规制

对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农业面源污染危害认

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约束

性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生产政策认知、农业发展前景

认知—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政府、市场、服

务组织等多方主体的职能作用,引导农户参与农业

绿色生产,提高农业绿色生产意愿,本研究提出如下

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农户绿色生产技术培训,提高

农户绿色生产认知水平。实践表明,组织开展农业

绿色生产技术培训有助于拓宽农户绿色生产知识

面,培养农户绿色生产观念,为此,政府应充分发挥

其组织领导优势,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业培

训组织等向农村地区增加农业绿色生产知识的溢出

效应,分阶段、分层次、分内容向农户提供必要的绿

色生产技术讲座,不断提高农户绿色生产认知水平,
进而提高农业绿色生产意愿。第二,加大绿色生产

财政补贴力度,激发农户参与绿色生产积极性。通

过实证研究发现,激励性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农户

绿色生产认知能力,从而影响农业绿色生产意愿,因
此应加大对绿色生产的财政补贴力度,向积极参与

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社会组织提供便利的服务

条件和项目补贴,向主动参与环境保护的农户给予

适当的物质奖励,并加强对绿色生产典范的宣传力

度,提高正向引导效果。第三,制定并实施合理的惩

罚机制,约束农民不合绿色生产规定行为。有效的

约束性环境规制也是控制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必要手

段,适当合理的惩罚机制能够时刻警示农户应参与

农业绿色生产,因此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职能部门应制定并实施合理的惩罚机制,建立

以村级行政监督为主的基层组织,成立村民小组自

治组织,严格监管不符合绿色生产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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