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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产目标下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偏好及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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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绿色生产目标下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需求,采用选择实验法(CE)和随机参数模型(RPL)分析了

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偏好及异质性来源。结果表明:1)5类服务均能增加家庭农场参与绿色生产方案的效用水

平,具体排序为:绿色技术指导>绿色产品收购>绿色信贷支持>绿色农资供应>绿色农机服务,在上述服务下,

家庭农场意向的绿色生产覆盖率分别为48.251%、33.885%、16.505%、13.354%和12.607%。2)家庭农场对绿色

农机服务具有偏好的异质性,且能一定程度解释其偏好不强的原因,老龄化、经营规模和作物特征3类因素是其异

质性来源;对绿色产品收购的偏好异质性则来源于农场区位和产业合作2类因素。3)在面临相同社会化服务组合

时,教育水平高、风险偏好强和环境认知程度高的家庭农场更倾向参与绿色生产。据此提出了优化服务结构、实施

分类服务和重点推广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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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studythedemandforsocialservicesoffamilyfarmsunderthegoalofgreenproduction,thisstudy
usesChoiceExperiment(CE)andRandomParametersLogit(RPL)toempiricallyanalyzethesocialservicepreferences
andthesourcesofheterogeneityoffamilyfarms.Theresultsshowthat:1)Allfivetypesofservicescanincreasethe
utilityleveloffamilyfarmsparticipatingingreenproduction,andthespecificpreferenceorderisGreentechnology

guidance>greenproductacquisition>greencreditsupport>greenagriculturalmaterialssupply>greenagricultural
machineryservices.Undertheaboveservices,thegreenproductioncoverageratesoffamilyfarmsare48.251%,

33.885%,16.505%,13.354% and12.607%,respectively.2)Theheterogeneityoffamilyfarms’preferencesfor

greenagriculturalmachineryservicescanbeexplainedtosomeextentbythefactorsofaging,operationscaleandcrop
characteristics.Theheterogeneityofpreferenceforthegreenproductacquisitioncomesfromfarmlocationand
industrialcooperation.3)Facedwiththesamesocialservicemix,familyfarmswithhighereducationlevel,stronger
riskpreferenceandhigherenvironmentalawarenessaremoreinclinedtoparticipateingreenproduction.Basedon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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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tooptimizeservicestructure,implementclassifiedserviceandplanimportant

promotionareputforward.
Keywords familyfarms;greenproduction;socializedservice;preference;choiceexperiment

  农业绿色发展是一场从“量”到“质”的深刻变

革,但在农户小规模、老龄化、兼业化的困境下,绿色

生产措施总体采纳水平较低[1-2],粗放型农业生产方

式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3]。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发展家庭农场以来,家庭农场逐渐承担起绿

色转型“先锋军”使命。理论上收入水平更高、管理

能力更优、生态意识更强的家庭农场是绿色生产“合
意主体”[4],但现实情况是,家庭农场的绿色生产水

平并未达到理论预期[5],随意施用农药现象仍在存

在[6],且在高经营风险条件下过量施用化肥行为更

为严重[7]。据此,有效引导家庭农场开展绿色生产

转型,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是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

突破口。
由于农业生产多环节、分散性和难监管特征,需

要家庭农场主动和自愿地参与绿色生产。目前国内

外学者围绕着绿色生产的技术措施、实施情况、应用

效果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4,8-9],并分别从成本收益、
风险感知、环境认知等角度对经营者采纳绿色生产

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探讨[10-12]。此外,有研究表明资

本禀赋的水平不足和结构不合理是制约经营者采纳

绿色生产方式的深层原因[13],且对新型经营主体约

束尤为明显[14],而利用社会化服务能够有效降低禀

赋约束,实现绿色生产“变道超车[3]。在绿色生产目

标下,社会化服务在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

等方面相较于传统服务发生了较大改变[15],可帮助

经营者打通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通道。因而经营者对

农药改良、化肥改良、技术推广、植保服务等社会化

服务均有普遍且紧迫需求[16-17],且各类社会化服务

对农药减量、配方施肥、秸秆还田、绿色防控等行为

也有显著促进效果[18-20]。但由于初始禀赋差异,不
同特征经营者对社会化服务类型和组织的选择存在

偏向性[21]。因此只有厘清经营者在绿色转型过程

中对社会化服务的偏好,才能充分发挥社会化服务

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作用。
从已有研究来看,涉及微观经营者绿色生产的

相关研究非常丰富,且已有学者从社会化服务层面

探讨如何激励经营者绿色转型,为本研究提供了很

好借鉴。但这些研究大多以农户为视角,以家庭农

场为样本的研究鲜见报道。此外,以往研究多围绕

某类社会化服务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评估或传统

生产模式下经营者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分析,尚未

有文献从绿色生产目标出发,探讨经营者对社会化

服务的偏好需求。而方法上也多涉及统计分析或二

元Logit回归,方法较为单一。据此,本研究拟利用

山东省152家蔬菜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尝试运用

选择实验方法(Choiceexpeirence)和随机参数模型

(Randomparameterslogit),实证分析绿色生产目

标下家庭农场对社会化服务的偏好及其异质性来

源,旨在为家庭农场绿色转型及完善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提供借鉴参考。

1 试验流程与试验设计

1.1 试验流程

选择实验法是一种以随机效用理论和特征价值

理论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技术,由Louviere等[22]于

1982年提出,近年来逐渐被应用于生态补偿、绿色

农业技术采纳等的研究中[23-24]。该方法的优势如

下:1)使设计更加灵活,可将社会化服务特征属性和

绿色生产目标属性同时加入设计中,符合研究目标

的设定;2)能尽量避免外部干预问题(如防止由村集

体强制参与导致信息偏差),从而提升结论准确性;

3)不局限于现有服务方式,可以通过非现行服务方

式的情境模拟,揭示农场对未来服务调整方向的偏

好;4)使结果分析更加多样,既可以探究农场效用如

何随着服务组合的改变而变化,还可对各类社会化

服务的偏好进行排序,亦可通过回归得到偏好差异

的异质性来源。
根据 Hensher的建议,本研究步骤如下:一是

确定实验目的;二是确定理论模型;三是确定实验方

案各属性及其水平值;四是形成最终问卷;五是组织

调研员培训并进行实地调研。具体流程如图1:

1.2 试验设计

1.2.1 理论模型

在绿色生产目标下,如果农场选择某个社会化

服务方案i,那么其获得的效用Ui 可表示为:

Ui =Vi(xi)+εi (1)
式中:Ui、Vi 和εi 分别表示方案i的潜在效用、可观

测效用和不可观测效用(随机扰动项)。根据效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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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选择实验方法的实验流程

Fig.1 Procedureofthechoiceexpeirence

大化理论,当存在另一方案j时,农场选择方案i的

概率为:

Pi =P[(Vi+εi)> (Vj+εj)] (2)
在εi 服从IID并满足IIA前提条件下,式(2)为多元

Logit模型(Multinomiallogit,MNL)。在放宽上述

假设及考虑属性参数随机性前提下,式(2)则成为随

机 参 数 Logit 模 型 (Random parameterslogit,

RPL)。式(1)和(2)中可观测效用Vi 通常以方案属

性的线性形式表示:

Vij = (αasc ±σi)ASCi+∑
K

k=1

(βk±δik)sijk (3)

式(3)为RPL基准方程,其中 ASCi 为特定备择常

数(Alternativespecificconstant),表示“不参与方

案”基准效用;σi、δik分别表示农场i选择ASCi 或第

k个社会化服务属性变量sijk的个体系数与总体均

值系数(αASC或βk)差异(标准差)。如果σi 或δik显

著,表示农场对特定方案或在选择方案时对第k个

社会化服务属性偏好具有异质性。此外,借鉴全世

文[25]的研究,将RPL模型中Vi 扩展为两种具体形

式,进一步考察农场参与方案意愿或服务偏好的异

质性来源:

Vij = (αasc ±σi)ASCi+∑
K

k=1

(βk±δik)sijk +

∑
M

m=1
λm(ASCi×Zim) (4)

Vij = (αasc ±σi)ASCi+∑
K

k=1

(βk±δik)sijk +

∑
M

m=1
γm(sijk ×Zim) (5)

式(4)中:ASCi×Zim 为 ASC与农场个体特征变量

Zim的交叉项,λm 为待估计参数,个体特征变量个数

为M;式(5)中:sijk×Zim 为第k 个社会化服务属性

变量sijk与个体特征变量Zim 的交叉项,γm 为待估参

数。另外,根据上述模型可计算农场对各类社会化

服务的偏好程度,可用边际价值表示:

Marginal=-βk

βp
(6)

式中:βk 为第k 个服务属性变量估计系数,βp 为支

付属性变量(本研究指“绿色生产覆盖率”属性)估计

系数。Marignal绝对值越大,表示家庭农场对该社

会化服务属性偏好越高。

1.2.2 方案属性及水平

借鉴喻永红等[22]的研究,将绿色生产界定为

“采用农药化肥减施、保护性耕作和耕地废弃物回收

的农业生产方式”。为确定方案属性和水平,课题组

组织了专家焦点访谈,通过邮件邀请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人、基层农技站人员和高校科研人员共10人,
对初拟的社会化服务方式进行排序,并经过3轮的

反复征询反馈最终选取方案属性如下:

1)“绿色农资供应”是指向家庭农场提供的绿色

投入品及使用指导服务,如良种、有机肥、低毒农药、
环保地膜等。由于经验购买、推销购买、从众购买等

主流农资选择方式,大多经营者欠缺对绿色投入品

的了解。而农资市场的差异化及农资信息的不对称

性,也使经营者难以正确辨别与使用绿色农资。绿

色农资供应一方面保证了农资品质,另一方面也有

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据此,将该服务属性水平设置

为“无绿色农资供应”和“有绿色农资供应”2类。

2)“绿色技术指导”是指向家庭农场提供的与绿

色生产相关的技术或技能服务,如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测土配方和精准施肥技术、
生态高效种养技术、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等。提供

具有针对性和实践对接性的绿色技术指导,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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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由于新技术的不确定性所引发成本和产量风

险,从而实现绿色生产的节本增效。据此,将该服务

属性水平设置为“无绿色技术指导”和“有绿色技术

指导”2类。

3)“绿色农机服务”是指向家庭农场提供的与绿

色生产相关的农机化建设与服务,如无人机统防统

治、机械深耕施肥、秸秆机械化还田等。在农地集中

和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大量农业劳动力实现了非农

转移,劳动雇工日益困难,再加之农业市场的季节性

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时空不匹配,劳动力要素价格

持续上升。绿色农机服务能有效解放家庭农场劳动

力,缓解人工作业成本递增而导致的技术效率下降,
并防止自购农机引发的沉没成本风险[26]。而绿色

农机服务的专业化优势,也能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

时提高产品的质量安全。据此,将该服务属性水平设

置为“无绿色农机服务”和“有绿色农机服务”2类。

4)“绿色产品收购”是指向家庭农场提供的绿色

产品销售服务。Press等[27]发现,无法寻求合适买

家是农业经营者绿色转型中面临的结构性障碍。绿

色产品的稳定销售避免了经营者难以及时收回资金

而导致绿色生产行为中断,而目前不少订单制度安

排选择了分级收购模式,通过对产品溢价收购提升

了家庭农场绿色生产预期收益,并倒逼其采取合意

的生产方式。据此,本研究将该服务属性水平设置

为“无绿色产品收购”和“有绿色产品收购”2类。

5)“绿色信贷支持”是指向家庭农场提供的与购

买绿色农资、绿色高效设备、绿色生产服务等相关资

金借贷服务。Kerselaers等[28]发现,绿色生产初期

往往面临较高的转换成本,如投资增加、溢价不足和

产量减少。在日益上涨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下,家
庭农场的大量流动资金被占用,其向银行融资也面

临抵押品不足、利率较高、手续复杂等一系列问

题[16],因此有必要加强和创新对农业经营者绿色生

产的信贷担保,进一步降低绿色转型资金约束。据

此,将该服务属性水平设置为“无绿色信贷支持”和
“有绿色信贷支持”2类。

6)“绿色生产覆盖率”是家庭愿意参与绿色生产

的耕地覆盖比例。按照等距原则,将该属性水平设

置为20%、40%、60%、80%和100%。具体社会化

服务的属性及水平描述如表1所示。

表1 选择试验方案的属性及水平描述

Table1 Descriptionofattributesandlevelsofchoiceexperimentalscheme

属性    
Attribute    

属性水平

Attributelevel

水平数量

Quantity

绿色技术指导

Greentechnologyguidance

有/无 2

绿色农机服务

Greenagriculturalmachineryservice

有/无 2

绿色农资供应

Greenagriculturalmaterialssupply

有/无 2

绿色产品销售

Greenproductsales

有/无 2

绿色信贷支持

Greencreditsupport

有/无 2

绿色生产耕地覆盖率

Greenproductionfarmlandcoverage
20%、40%、60%、80%、100% 5

1.2.3 问卷生成及实地调研

根据上述方案属性及状态水平,共有160种

(2×2×2×2×2×5)备选方案,选择集多达25600种

(25×2×51×2)。为减缓选择疲劳,首先利用stata15.0
的正交设计表模块,采取最小正交设计原则(D-
efficiency为2.763)确定20个备选方案,并逐一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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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各选择集及实验组合的合理性,避免占优策略选

择集。之后将20个方案按照属性水平的平衡原则

匹配后随机分成4个一级选择集(4份问卷),每个

一级选择集中包含5个二级选择集(每份问卷含5
个实验卡),调查时由受访者随机抽取1份问卷。在

二级选择集中,每个选择集(实验卡)由3个不同参

与方案和1个放弃方案的选项构成(见表2)。
为确保实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实地调研形式

如下:1)问卷采用了简明的表述形式,令备选方案情

境更加容易被受访者理解;2)正式调研前,通过培训

使调研员完全理解研究目的和调研流程及方式,保
证实验规范性;3)调研过程中,调研员详细解释每个

方案的属性含义并要求受访者复述,同时针对受访

者调研态度进行评价;4)当受访者完成全部选择之

后,调研员通过询问“您是否对上述问题完全理解,
并按照自己真实意愿进行了准确选择”和“现实中,
您是否确保按照您的选择将方案付诸于实际行动”,
进一步保证实验有效性。

表2 选择集示例(第5组)

Table2 Sampleselectionset(group5)

属性   
Attribute   

方案1
Scheme1

方案2
Scheme2

方案3
Scheme3

不参与绿色生产

Notparticipatingingreenproduction

绿色农资供应

Greenagriculturalmaterialssupply

无 有 无

绿色技术指导

Greentechnologyguidance

有 无 无

绿色农机服务

Greenagriculturalmachineryservice

无 有 无

绿色产品收购

Greenproductsales

无 无 有

绿色信贷支持

Greencreditsupport

有 无 无

绿色生产覆盖率

Greenproductionfarmlandcoverage
20% 40% 60%

不选择任何绿色生产方案

您的选择(划“√”)

Yourchoice(tick)
□ □ □ □

  注:绿色生产方案(1、2、3)的目标要求为:采用农药化肥减施、保护性耕作和耕地废弃物回收的农业生产方式。

Note:Thegoalofgreenproductionplan(1,2,3)istoadoptagriculturalproductionmethodssuchaspesticideandfertilizerreduction,

conservationtillageandreclamationoffarmlandwaste.

2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2.1 数据来源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

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

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于

调研区域为山东省,根据《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管理

办法》,样本符合:1)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或生产

经营者;2)以农业收入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3)土地

承包或流转合同期限在5年以上且土地经营规模达

到当地农业部门规定要求。
选择山东省为调研区域理由为:一方面,山东省

是蔬菜重要产区,2019年末登记在册的家庭农场共

7.3万家,2022年预计达8万家,以其为调研地区有

助于获取全面和充足的样本。另一方面,近年来山

东省陆续出台了《关于开展家庭农场培育行动的实

施意见》、《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

实施意见》等纲领性文件,提出强化针对家庭农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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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为推进其绿色转型提供了政

策保障。研究选择了鲁东的青岛和烟台、鲁中的潍

坊和济南、鲁西南的聊城和临沂6市作为调研区域

(具体县区如表3所示),并根据当地行政部门提供

的花名册及家庭农场发育情况,每个区县选取5~
25家蔬菜农场,共对163家农场进行了现场实验。
最终保留了有效问卷152份,有效率为93.25%。

统计显示,多数农场的蔬菜种植规模在3.33~
6.67hm2,占36.84%,其次为3.33公顷以下和

6.67~13.33hm2,分别占28.29%和19.74%,3.33
以下和13.33公 顷 以 上 农 场 数 量 较 少,分 别 占

9.21% 和5.92%。从农场主特征看,男性农场主占

比73.68%,44~55岁农场主最多,占50.51%,

53.95% 的农场主具有高中及以上的教育程度,上
述样本特征与目前农场经营者男性化、年轻化、高学

历现状相符。从地区分布看,鲁东、鲁中、鲁西南地

区的农场分别占42.76%、29.61%和27.63%。总

体来看,样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有代表性。

表3 蔬菜家庭农场调研地点

Table3 Researchsiteofvegetablefamilyfarms

区域  
Region  

调研地点   
Researchsite   

鲁中地区

ThecentralregionofShandong

潍坊:寿光市(25)、诸城市(8)、安丘市(10)

济南:历城区(10)、济阳县(7)、长清区(5)

鲁东地区

TheeasternregionofShandong

青岛:平度市(6)、胶州市(9)、青州市(7)、莱西市(5)

烟台:莱州市(6)、龙口市(7)、海阳市(5)

鲁西南地区

ThewesternregionofShandong

聊城:冠县(9)、阳谷县(5)、莘县(11)

临沂:沂水县(5)、费县(7)、平邑县(5)

  注:1:除济南长清区和临沂平邑县外,以上调研点均为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的重点县区。2:表内括

号内数值为调研点家庭农场数量。

Note1:ExceptChangqingandPingyi,theabovesurveypointsarethekeycountiesanddistrictsof

nationalvegetableindustrydevelopmentplanning.

2:Thevaluesinbracketsarethenumberoffamilyfarmsatthesurveypoint.

2.2 变量设置

模型被解释变量为组合方案,如果该方案被选

中,则取值为1,反之为0。特定常数ASC为家庭农

场是否放弃绿色生产方案,如果放弃则ASC赋值为

1,反之为0。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5项社会化服

务和绿色生产覆盖率,将“绿色农资供应”“绿色技术

指导”、“绿色农机服务”、“绿色产品收购”及“绿色信

贷支持”设置为分类变量,如果方案中有该项服务,
则该服务属性赋值为1,否则为0[24];将“绿色生产

覆盖率”设置为连续变量,分别赋值20、40、60、80和

100。
为了探究家庭农场参与绿色生产方案意愿及服

务偏好的异质性来源,借鉴农户行为理论和相关研

究成果[4-5,13-14,22,29],引入11项禀赋特征和认知特征

因素,具体释义及统计描述如表4。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家庭农场绿色生产方案选择及社会化服务偏好

首先对不带交叉项的基础模型进行回归。通过

计算,样本数量为3040个(152×5×4=3040)。
按照惯例做法,将具有支付属性的变量(绿色生产覆

盖率)设定为固定参数,其他各类变量设定为服从正

态分布的随机参数。

3.1.1 家庭农场参与绿色生产方案意愿

方程1结果显示,ASC系数显著且为负。即相

比“不参与”方案,家庭农场“参与”绿色生产能显著

提高自身效用水平。换句话说,农场在5类社会化

服务的组合方案下,能够克服一定的禀赋约束,并愿

意改变传统生产模式为农药化肥减施、保护性耕作

和耕地废弃物回收的绿色农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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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变量的定义及其统计性描述

Table4 Definitionofvariablesandtheirstatisticaldescription

变量   
Variable   

变量含义和赋值

Variablemeaningand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variable

 某方案是否被选中

 Isaschemeselected

方案被选中=1,方案未被选中=0 0.250 0.433

 替代常数项(ASC)

 Substitutionconstantterm(ASC)
不参与任何方案=1,

参与绿色生产方案=0
0.249 0.432

社会化服务属性变量

Attributevariablesofsocialservices

 绿色农资供应

 Greenagriculturalmaterialssupply

有=1,没有或不参与任何方案=0 0.354 0.478

 绿色技术指导

 Greentechnologyguidance

有=1,没有或不参与任何方案=0 0.193 0.395

 绿色农机服务

 Greenagriculturalmachineryservice

有=1,没有或不参与任何方案=0 0.184 0.387

 绿色产品收购

 Greenproductacquisition

有=1,没有或不参与任何方案=0 0.376 0.484

 绿色信贷支持 Greencreditsupport 有=1,没有或不参与任何方案=0 0.383 0.486

 绿色生产覆盖率

 Greenproductioncoverage

20%=20,40%=40,60%=60,

80%=80,100%=100
不参与任何方案=0

226.875 226.668

家庭农场特征变量

Familyfarmcharacteristicvariables

 年龄 Age 农场主年龄/岁 47.237 10.292

 教育程度 Educationlevel

农场主的教育水平: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

高职,4=大专,5=本科及以上

2.988 1.057

 风险偏好 Riskpreference 5类投资问题:赋值0~5 2.776 1.344

 耕地规模Scaleofcultivatedland 家庭农场种植蔬菜总面积/hm2 8.472 5.578

 种植经验/年Plantingexperience 农场主种植蔬菜的经验 17.592 5.932

 农场区位Farmlocation

家庭农场离市中心距离:

>20km=1,>15~20km=2,

>10~15km=3,>5~10km=4,

≤5km=5

2.366 1.278

 农场收入Farmincome 2019年家庭农场净收入/万元 49.553 56.626

 作物类型Croptype 是否主要种植露地蔬菜:否=0是=1 0.368 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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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Variable   

变量含义和赋值

Variablemeaningand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

 收入比例Incomeratio

家庭农场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50%=1,>50%~70%=2,

>70%~80%=3,>80%~90%=4,

>90%=5

2.643 1.458

 产业合作Industrialcooperation
家庭农场是否加入合作社或与企业有

密切联系:否=0是=1
0.211 0.407

 环境认知 Environmentalcognition 5类环境问题:赋值0~5 3.603 1.153

  注:1.“风险偏好程度”通过5类题项赋分[29]。①是否有投资股票、基金或债券经历? 1=没有、2=少于3年、3=3~5年、4=大于

5年;②您对竞赛胜出希望的奖励方案为:1=1万现金、2=50%机会赢取5万、3=25%机会赢取10万、4=5%机会赢取100
万;③如果拥有25万意外财产:1=存到银行、2=投资稳定收益型理财、3=投资波动型理财、4=做生意或股权投资;④您会为

一个很好的种植品种借钱吗? 1=不会、2=一般不会、3=也许会、4=会。⑤假设您的蔬菜价格突然下降20%:1=全部卖掉、

2=卖大部分剩余等行情;3=卖掉小部分剩余等行情、4=不卖等价格回升。如果单个问题选择3和4,则赋值为1反之为0,最

终得分为5类问题求和加总。

2.“环境认知”为经营者关于传统生产方式对大气质量、水土流失、水体质量、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5方面危害的认知程度,

5=严重4=比较严重3=一般2=比较不严重1=不严重。如果单个问题选择4和5,则赋值为1反之为0,最终得分为5类问

题求和加总。

Note:1.“Degreeofriskappetite”isscoredbyfivecategoriesofquestions[29].① Haveyouinvestedinstocks,fundsorbonds?

1=none,2=lessthan3years,3=3-5years,4=>5years;② Yourrewardplanforwinningthecompetitionis:1=10

thousandyuan,2=50%chancetowin50thousandyuan,3=25%chancetowin100thousandyuan,4=5%chancetowin

1millionyuan;③Ifyouhave250,000unexpectedassets:1=depositinthebank,2=investmentinstableincometype,

3=investmentinfluctuatingtype,4=businessorequityinvestment;④Wouldyouborrowmoneyforagoodvarietytogrow?

1=no,2=generallynot,3=maybe,4=yes.⑤ Supposethepriceofyouragriculturalproductssuddenlydropsby20%:

1=sellall,2=sellmostofthesurplus,etc.3=sellasmallpartofthesurplus,4=donotselltherecovery.Iftheoperator

chooses3and4forasinglequestion,theassignmentis1;otherwise,theassignmentis0,andthefinalscoreisthe

summationof5kindsofquestions.

2.“Environmentalcognition”referstothecognitiondegreeofoperatorsontheharmoftraditionalproductionmodetoair

quality,soilerosion,waterquality,soilfertilityandbiodiversity,5=serious,4=relativelyserious,3=general,2=

relativelynotserious,1=notserious.Iftheoperatorchooses4and5forasinglequestion,theassignmentis1;otherwise,

theassignmentis0,andthefinalscoreisthesummationof5kindsofquestions.

3.1.2 绿色生产目标下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偏好

从各社会化服务属性变量均值来看(方程1),
“绿色农资供应”、“绿色技术指导”、“绿色农机服

务”、“绿色产品收购”和“绿色信贷支持”均在5%及

以上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选择实验方

案中引入农资、技术、农机、销售和信贷服务,提升了

农场参与绿色生产方案的效用水平。但“绿色生产

覆盖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由于绿色生产

的投入大、产出慢,技术不确定性等特征,家庭农场

参与绿色生产的耕地比例越高,其效用水平越低,符
合农场理性经济人特质,也同时说明实验方案具有

较好的效用权衡取舍特征。

此外,从各政策属性变量的标准差估计结果

看(方程1),“绿色产品收购”和“绿色农机服务”的
标准差系数分别在1%和10%统计水平上通过了

检验,而“绿色技术指导”、“绿色农资供应”、“绿色

信贷支持”3的标准差均未通过10%及以上的显

著性检验,可见不同家庭农场在获取绿色生产技

术、增加绿色产品销售稳定性和提升绿色信贷水

平3类服务方面,具有偏好一致性;但不同农场在

产品收购和农机服务的偏好上具有显著的差异;
此外,ASC的标准差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

家庭农场在参与绿色生产方案意愿方面同样存在

偏好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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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稳健性,剔除了总是选择“不
参与”绿色生产的家庭农场,以消除选择实验中的

“现状效应”(“Statusquoeffect”)[30]。结果表明,方
程2与方程1的回归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说明方

程1估计结果稳健性良好,模型设置合理。

表5 随机参数Logit模型的基础模型估计结果

Table5 EstimationresultsofbasicmodelforrandomparameterLogitmodel

变量    
Variable    

方程1(全样本)

Equation1(Fullsample)

方程2(剔除均选择“不参与”样本)

Equation2(Excluding
“notinvolved”samples)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

替代常数项(ASC)

Substitutionconstantterm(ASC)
-6.437*** 1.370 -5.096*** 0.891

社会化服务属性变量

Attributevariablesofsocialservices

 绿色农资供应

 Greenagriculturalmaterialssupply

0.297** 0.126
0.305**

0.127

 绿色技术指导 Greentechnologyguidance 1.075*** 0.145 1.083*** 0.152

 绿色农机服务

 Greenagriculturalmachineryservice
0.281** 0.115 0.296** 0.117

 绿色产品收购 Greenproductacquisition 0.755*** 0.127 0.782*** 0.131

 绿色信贷支持 Greencreditsupport 0.368*** 0.139 0.380*** 0.139

 绿色生产覆盖率 Greenproductioncoverage -0.022*** 0.002 -0.023*** 0.002

 随机参数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ofrandomparameters

 ASC标准差 ASCstandarddeviation 6.278*** 1.509 4.028*** 0.806

 绿色农资供应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ofgreenagricultural
 materialssupply

-0.021 0.291 0.062 0.259

 绿色技术指导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ofgreentechnology
 guidance

0.634 0.395 0.656 0.405

 绿色农机服务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ofgreenagricultural
 machineryservice

-0.383* 0.217 -0.389* 0.217

 绿色产品收购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ofgreenproductacquisition
0.557*** 0.201 0.579*** 0.196

 绿色信贷支持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ofgreencreditsupport
0.517 0.341 0.524 0.343

观测值 Observations 3040 2840

对数似然值LogLikelihood -734.487 -706.325

LRchi2 309.58 146.37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7同。

Note:***,**,and*aresignificantatthestatisticallevelof1%,5%,and10%,respectively.Thesameintable7.

98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2年 第27卷 

3.1.4 绿色生产目标下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的偏

好程度

基于方程1的估计参数,利用式(6)计算家庭农

场对各类社会化服务的偏好程度,即实验方案加入

某类社会化服务后,农场愿意参与绿色生产的耕地

覆盖比例。
表6显示,虽然5类社会化服务均能够显著提

高家庭农场参与方案的效用水平,但农场对不同社

会化服务偏好存在程度差异。首先,“绿色技术指

导”偏好程度最高,如果获得该项服务,农场愿意参

与绿 色 生 产 耕 地 覆 盖 率 为 48.251%,范 围 在

34.027%~62.474%。其次,“绿色产品收购”偏好

排名第二,如果获得该项服务,农场愿意参与绿色生

产的耕地覆盖率平均为33.885%,范围在21.819%
~45.951%。再次,“绿色信贷支持”偏好别排名第

三,如果获得该项服务,农场愿意参与绿色生产耕地

覆盖率为16.505%,范围在3.895%~29.116%。
最后,“绿色农资供应”和“绿色农机服分别排名第四

和第五,如果获得该项服务,农场愿意参与绿色生产

的耕地覆盖率平均为13.354%和12.607%。可以

看出,在绿色生产目标下,农场对技术、销售和信贷

3类服务有更强烈的诉求,主要源于其增加经济效

益、规避技术风险和应对转换成本的动机[31-33];而对

农资和农机2类服务诉求偏弱,可能源于农场对绿

色农资的识别能力较强及购买渠道较多,且目前农

场倾向于“大而全”的自有农机购置模式,据此抑制

了对农资和农机服务的需求[34]。进一步来看,方程

1中“绿色农机服务”的标准差系数显著,即不同农

场对农机服务需求差异程度较大,其“反向性”也能

一定程度上解释其总体偏好不强的原因。

表6 家庭农场对不同社会化服务的偏好程度:参与绿色生产的耕地比例

Table6 Preferenceoffamilyfarmsfordifferentsocialservices:Proportionof
cultivatedlandparticipatingingreenproduction %

服务内容

Servicecontent

平均耕地比例

Averageproportion
ofcultivatedland

最低耕地比例

Minimumproportion
ofcultivatedland

最高耕地比例

Thehighest

proportion
ofcultivatedland

偏好顺序

Preference
order

绿色农资供应

Greenagriculturalmaterialssupply

13.354 2.115 24.593 4

绿色技术指导

Greentechnologyguidance
48.251 34.027 62.474 1

绿色农机服务

Greenagriculturalmachineryservice
12.607 2.148 21.819 5

绿色产品收购

Greenproductacquisition
33.885 21.819 45.951 2

绿色信贷支持

Greencreditsupport
16.505 3.895 29.116 3

3.2 绿色生产目标下家庭农场参与意愿及其对社

会化服务偏好的异质性来源

最后,对带交叉项的随机参数Logit模型进行

仿真似然估计,考察家庭农场参与绿色生产意愿及

对社 会 化 服 务 偏 好 的 异 质 性 来 源。分 别 生 成

“ASC”、“绿色产品收购”和“绿色农机服务”与农场

特征变量的交叉项,同时将该3类变量设定为随机

参数,将其交叉项以及其他政策属性变量设置为固

定参数。

3.2.1 家庭农场参与绿色生产方案的异质性来源

方程3结果显示,ASC标准差仍在1%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但相比方程1,方程3的 ASC标准差

系数由6.278下降为5.504,说明家庭农场自身特

征差异能部分解释其参与愿意的差异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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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与 ASC的交叉项在1%的水平上

显著为负,说明农场主教育水平越高,越能从“参与”
方案中获得更大的效用。随着教育水平高,经营者

的创新意愿、学习能力和生态意识更强,因此更倾向

于采用绿色的生产方式。其次,“环境认知”与ASC
的交叉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环境风险

感知越强的家庭农场,越能够从“参与”方案中获得

更大的效用。根据环境行为理论,对传统生产方式

危害的后果意识会诱发经营者的环境责任感知,从
而驱动其从事绿色生产的意愿和行为。最后,“风险

偏好”与ASC的交叉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风险偏好越强的家庭农场,越能从“参与”方案

中获取更大的效用。可以看出,风险规避心理促使

家庭农场对传统耕作模式的“路径依赖”,据此限制

了自身参与绿色生产方案的意愿和行为。

3.2.2 绿色生产目标下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偏好

的异质性来源

方程4和5为分别引入“绿色产品收购”和“绿
色农机服务”服务属性与家庭农场各类特征变量的

交叉项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绿色产品收购”和
“绿色农机服务”的标准差均不再显著,说明禀赋及

认知特征差异能完全解释经营者对上述两类服务的

偏好异质性来源。
“农场区位”与“绿色产品收购”的交叉项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收购服务更能促进城市远

郊家庭农场参与方案的效用水平。由于信息渠道和

运输成本因素,城市远距郊的家庭农场较难发展农

超对接、社区支持农业等先进的销售形式,而收购服

务有助于节省其销售绿色产品的交易成本,因此其

对其有更强烈的诉求。“产业合作”与“绿色产品收

购”的交叉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产品

收购服务更能促进未参与产业合作的农场参与方案

的效用水平。较合理的解释为,“单打独斗”的家庭

农场获取市场信息和拓展销售途径的能力弱于“团
结协作”家庭农场,因此前者也更希望依托该服务满

足绿色产品的稳定销售。
方程5显示,“耕地规模”与“绿色农机服务”的

交叉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农机服务更

能增加小规模农场参与方案的效用水平。随着规模

扩大,购买自有农机的边际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都

逐渐降低,据此农场会倾向于增加农机的自置使用,
如果绿色农机的资产专用性较强,家庭农场甚至成

为农机服务的供给主体[35],据此减弱了对农机服务

的需求。其次,“作物类型”与“绿色农机服务”的交

叉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机服务更能

提高种植露地蔬菜的家庭农场参与绿色生产的效用

水平。相比设施蔬菜,露地蔬菜种植面积大、细碎化

程度低,且适合其绿色生产的深耕深施、秸秆还田等

机械化服务种类较多,因此露地蔬菜在绿色转型过

程中对农机服务有更高诉求。最后,“年龄”与“绿色

农机服务”的交叉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农场主老龄化程度越高,农机服务越能增加其参与

绿色生产方案的效用水平。可能原因为,尽管年龄

较大的经营者经验丰富,但其知识体系往往较陈旧,
自行购置和学习使用农机的意愿较弱。此外,在相

同的学习成本下,年龄大的经营者其受益时间通常

远短于年轻人,因此在绿色生产目标下经营者老龄

化程度越高,依托专业化农机服务降低学习成本的

动机也就越强。

4 结论及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1)5类社会化服务均能

显著提升家庭农场参与绿色生产方案的效用;2)家
庭农场对服务属性的偏好顺序为:绿色技术指导>
绿色产品收购>绿色信贷支持>绿色农资供应>绿

色农机服务,在上述服务下,家庭农场愿意实施绿色

生产 的 覆 盖 率 分 别 为 48.251%、33.885%、16.
505%、13.354%和12.607%;3)家庭农场对绿色产

品收购和绿色农机服务具有偏好的异质性,前者与

农场区位和产业合作2类因素相关,后者则与老龄

化、经营规模和作物特征3类因素相关;4)在面临相

同社会化服务组合时,教育水平高、风险偏好强和环

境认知程度高的家庭农场更倾向参与绿色生产。
研究发现,家庭农场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类型

与普通农户呈现出一定差异[36-37]。首先,基于成本

和效率考虑,自行购买农机是部分农场更理性的选

择,但在老龄化和兼业化背景下,农机服务却能弥补

大多普通农户劳动力短缺及管理能力不足带来的绿

色转型约束,因此普通农户相比家庭农场更偏好农

机服务;其次,家庭农场更能符合银行授信条件,也
期望利用正规信贷以购买农资或改良技术,而信息

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却加剧了普通农户的贷款困境,
使其对信贷服务的满意度和需求偏低;最后,由于难

以识别优质农资,普通农户更需依托农资供应服务

来节省交易成本,家庭农场却更渴望需依托绿色技

术用以提高要素利用率和提升产品质量从而取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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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带交叉项的随机参数Logit模型估计结果

Table7 EstimatedresultsofLogitmodelwithrandomparameterswithcrossterms

变量   
Variable   

方程3
Equation3

方程4
Equation4

方程5
Equation5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替代常数项(ASC)

Substitutionconstantterm(ASC)
14.308*** 5.282 -4.135*** 1.225 -6.376*** 1.432

政策方案属性变量

Policyschemeattributevariables

  绿色农资供应

  Greenagriculturalmaterialssupply

0.284** 0.118 0.996*** 0.109 0.243** 0.119

  绿色技术指导

  Greentechnologyguidance
0.992*** 0.105 1.036*** 0.108 0.964*** 0.105

  绿色农机服务

  Greenagriculturalmachineryservice
0.237** 0.102 0.298*** 0.104 -0.505 0.800

  绿色产品收购

  Greenproductacquisition
0.673** 0.121 2.861*** 0.838 0.676*** 0.113

  绿色信贷支持

  Greencreditsupport
0.310*** 0.119 0.356*** 0.123 0.327*** 0.119

  绿色生产覆盖率

  Greenproductioncoverage
-0.020*** 0.002 -0.019 0.002 -0.020*** 0.002

随机参数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ofrandomparameters

  ASC标准差

  ASCstandarddeviation
5.504*** 1.159 6.622*** 1.338 6.652*** 0.269

  绿色农机服务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ofgreen
  agriculturalmachineryservice

-0.477** 0.237 -0.461 0.355 -0.015 0.269

  绿色产品收购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ofgreen
  productacquisition

0.744*** 0.169 0.019 0.137 0.606*** 0.187

交叉项(随机参数×农场特征变量)

Crossterm(randomparameter×Farm
characteristicvariables)

ASC× 绿色产品收购× 绿色农机服务×

  年龄 Age -0.060 0.070 0.007 0.012 0.029**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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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   
Variable   

方程3
Equation3

方程4
Equation4

方程5
Equation5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教育程度 Educationlevel -4.400*** 1.314 -0.173 0.136 -0.054 0.133

  风险偏好 Riskpreference -0.924* 1.553 0.071 0.080 0.051 0.079

  耕地规模Scaleofcultivatedland -0.013 0.009 0.003 0.002 -0.003** 0.001

  种植经验Plantingexperience 0.141 0.128 0.006 0.022 -0.018 0.021

  农场区位Farmlocation 0.064 0.346 -0.557*** 0.093 -0.173 0.091

  农场收入Farmincome 0.008 0.010 -0.002 0.002 0.001 0.002

  作物类型Croptype -2.213 1.375 -0.050 0.246 0.472* 0.247

  收入比例Incomeratio -0.321 0.518 -0.038 0.088 0.143 0.089

  产业合作IndustrialCooperation 4.151 3.344 -0.581* 0.340 -0.194 0.343

  环境认知 Environmentalcognition -1.342* 0.766 0.027 0.113 -0.168 0.113

样本数量 Numberofsamples 3040 3040 3040

对数似然值Loglikelihood -719.702 -678.277 -732.483

LRchi2 237.27*** 289.44*** 276.42***

济效益。进一步而言,在规模农场与普通农户长期

并存的前提下,识别并适应两类主体的服务偏好差

异,使其不断适应经营者异质性诉求,是提高经营者

绿色转型意愿及提升服务供给效率的关键。另有研

究表明,老龄化、产业合作、经营类型等因素亦影响

到普通农户对社会化服务需求的优先次序[38],据
此,无论是农户群体还是农场群体内部,实施精准化

分类服务亦是达成绿色生产目标下服务供需平衡的

重要内容。依据上述分析建议如下:

1)优化服务结构。着重为家庭农场提供绿色转

型的技术、销售和信贷方面的社会化服务。鼓励科

研人员、推广人员、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开展针对家

庭农场绿色转型的技术帮扶,提高绿色技术的推广

频次和实效;发挥产业组织的信息优势,助力家庭农

场拓宽绿色产品销售渠道,或采取降低入场费和促

销费等方式,支持农场入驻电子商务平台;鼓励商业

银行、民间资本参与和支持农业绿色信贷,积极引导

产业资本、互联网金融开展农场绿色转型的金融服

务工作。

2)实施分类服务和重点推广。应提高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供给效率,使社会化服务内容不断适应

家庭农场绿色转型的异质性诉求。如在农机服务方

面,应以中小规模、种植露地蔬菜和老龄化特征的农

场为重点服务对象;在产品收购服务方面,以城市远

郊农场和无产业合作的农场为重点服务对象。通过

不断调整和完善适应家庭农场绿色转型的服务体

系,使资源得以最优化的配置和利用。另外,应优先

引导受教育水平高、风险偏好程度强、环境意识程度

高的家庭农场优先开展绿色生产,有重点、分层次的

推进色转型,从而促进更多家庭农场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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