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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信任如何影响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基于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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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河南1994份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信任格局和服务外包对农户农业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的影响作用及其传递机制。结果表明:1)农户信任由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构成,其中加强农户与村集

体、乡县级政府间的信任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特殊信任水平,且表现出特殊信任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正

向促进特征,而农户普遍信任则没被验证有效;2)农户服务外包对其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产生了直接的正向效应,且

在服务外包的作用机制下,特殊信任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正向影响得到强化,而在农户普遍信任中未显示出服

务外包的中介效应;3)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多群组分析还显示,农户特殊信任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因其

是否兼业而产生差异,但一旦选择了服务外包,不论农户是否兼业,也不论其信任关系和水平如何,“迂回”采纳绿

色生产技术的作用效果显著提升。因此,为促进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应加快构建高度信任的社区环

境,提高农户社会信任水平,培育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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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aquestionnairesurveyof1994farmers’inHenanProvince,theimpactoftrustpatternandservice
outsourcingonfarmers’adoption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anditstransmissionmechanism are
investigatedbyusingastructuralequationmodel.Theresultsshowthat:1)Thetrustoffarmersiscomposedof
specialtrustandgeneraltrust,amongwhichstrengtheningthetrustbetweenfarmersandvillagecollectives,township
andcountygovernmentscansignificantlyimprovethelevelofspecialtrustoffarmers,anddisplaythepositive

promotingcharacteristicsofspecialtrusttotheadoption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whilethegeneral
trustoffarmersisnotvalidated;2)Theserviceoutsourcingoffarmershasadirectpositiveeffectontheadoptionof

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andunderthemechanismofserviceoutsourcing,thepositiveeffectofspecialtrustonthe
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isstrengthened.However,theintermediaryeffectofserviceoutsourcingisnot
showninthegeneraltrustoffarmers;3)Theresultsofmultigroupanalysisofdifferenttypesoffarmersalsoshowthat
theeffectoffarmers’specialtrustonthe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isdifferentduetowhetherthey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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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dinthepart-timeemploymentornot.Butoncetheychooseserviceoutsourcing,theeffectofadoptinggreen

productiontechnologyby“circuitous”increasessignificantly,regardlessofwhetherthefarmersareengagedinthepart-
timeemploymentornot,andregardlessoftheirtrustrelationshipandlevel.Therefore,inordertopromotetheadoption
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weshouldspeeduptheconstructionofcommunityenvironmentwithhigh
trust,improvethesocialtrustleveloffarmers,cultivatetheagriculturalproductiveservicemarket,andperfectthe
extensionmodelofagriculturaltechnology.
Keywords specialtrust;generaltrust;serviceoutsourcing;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inagriculture

  依靠农业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农业发展,是新时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践行“两山”理
论的必然选择。在“大国小农”基本国情下,面对

“小、众、弱、散”农户,如何科学、合理地引导与带动

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有效需求,事关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事关美丽乡村建设

的现实福祉和永续发展。
当前,农户依然是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核心主

体,也是影响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与否的重要决

策主体[1]。关于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问题,
已有文献对其诱因、意愿、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等

进行了大量研究[2-3]。同时,也从政府支持[4-6]、社会

网络[7-8]、合作组织[9-10]、规模经营[11-12]等角度探究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推广应用的可行路径。随着研究

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尝试从信任角度研究农户技术

采纳行为,如在感知有用性的作用机制下,信任对农

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有显著正向影响[13];信任在采

用动机、操作能力和抗风险的影响机制下间接对农

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产生影响[14]。
信任是影响农户决策的重要变量[15],信任关系

也是建立合作、达成交易、降低成本的保证[16-18]。农

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作为一种信任合作行为,为农户

单个或多个生产环节融入服务外包提供了可行选

择。而农户是否融入及融入方式,往往取决于其信

任关系基础。已有研究表明:随其社会资本的积累

与丰富,农户受信任关系的影响对农业生产环节服

务外包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19];农业生产性服务外

包能够有效促进农户采纳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如
测土配方施肥[20]、秸秆还田[21]以及病虫害统防统治

技术等[22]。但鲜有基于信任源发,触及农业生产性

服务外包中介作用,深层次考量农户农业绿色生产

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方面的研究。
综上,已有文献从多维视角探讨了农户农业绿

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本研究的开展

提供了思路与观点借鉴。其中,关于为数不多的从

农户信任和服务外包角度的研究,多是以信任某一

维度或单就服务外包来探究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技术

采纳行为,缺乏将信任和服务外包纳入统一分析框

架来对其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基于此,
本研究聚焦各类新型商品有机肥和低毒农药等农业

绿色生产技术,选取河南农户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

模型,采用SmartPLS3.0进行多层次测算,研究信

任格局和服务外包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

影响作用及其传递机制,旨在推进我国农业绿色生

产技术的推广应用,助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新思路。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农户信任及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应用生态友好型绿色技术是绿色农业媲美甚至

超越石油农业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23]。
当前,受制于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叠加劳动者

素质的瓶颈约束,使得农户层面的农业技术推广普

及往往不足,尤其是作为技术密集型的农业绿色生

产技术应用滞后。究其原因,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技

术采纳可能面临投入成本居高、过程不确定性风险

较大、最终成效难以预见等抉择难题。在此情形下,
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状况,可能通过作用于外部资

源的可获得性,成为影响其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的重要变量[24]。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16],
涵盖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种形式[25],前者反映的

是凭借血缘亲缘等关系建立起来的较为密切的个体

信任,存在于交往密切的同质群体之中,后者反映的

是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和对彼此行动的信

心,存在于交往次密切的异质性群体之间[26]。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在形式上表

现为“关系本位”取向,即依据人与人之间先天的血

缘联系与后天的归属关系而得以形成和建立信任关

系,而实质上起作用的则是关系中所包含的双方之

间心理情感上的亲密认同,它能够增强交往双方的

义务感和责任心,为双方的相互信任提供保证。基

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基础的特殊信任维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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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一般社会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普遍信任,均源

于在一定关系基础上亲密认同的形成与强化作用,
但二者存在“差序格局”。普遍信任较特殊信任而

言,缘源关系逐渐减弱,信任程度也在降低[27]。在

“差序信任”格局下,建立在特殊信任基础上的农户,
通过“亲缘”的可靠关系有效对接外部资源,降低决

策的交易成本,因而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倾向

性更大。建立在社会网络基础上的普遍信任,信息

和交流构成其重要资源[24],农户利用社会网络获取

大量相关信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也有效减少了搜

集技术信息的交易费用[28],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其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可见,信任关系能够

强化彼此间的信任链接,也有助于达成主体交往行

为。无论是特殊信任基础上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示

范效应,还是普遍信任基础上农业绿色生产技术信

息的交流和分享,均不同程度促进供给推动型农业

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29]。
基于以上,提出如下假设:

H1:特殊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绿色生产技术

采纳。

H2:普遍信任正向影响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1.2 农户信任、服务外包与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由于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高科技”特性,一定

程度上抬高了农户采纳的“技术门槛”。信任关系得

以维系或建构,是农户对接农业绿色生产技术资源

的必要条件。若缺乏基于适宜路径通道或组织形式

上的供给推动,农户层面的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仍会受到阻碍。而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是将一个或

多个环节的作业服务有偿交付给他人独立完成的行

为[30],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绿色兴农、质量兴

农的重要组织形式[31]。通过服务外包,信任关系对

农户层面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作用表现在

以下三方面:一是借助服务外包形式的交往对接,为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提供了可能条件与可行选

择,二是通过服务外包的交往深化,可稳定基于信任

关系的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服务的经济效果预

期,三是依托服务外包的规模经济优势,可扩展信任

关系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辐射传播效应。
相对于“小、众、弱、散”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组

织由于拥有专业技术人员、绿色生产资料和市场竞

争优势等,能降低单个农户采纳新技术的风险与成

本[32],提高技术采纳效率。同时,服务外包有助于

改变农户要素的投入组合,如服务商使用先进的机

械设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为农户提供更科学、
更专业的施肥服务[33],克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高意愿与低行为悖离”的难题。此外,外包服务商

对新型农药化肥的质量辨别能力与肥效信息收集能

力也都优于小农户,能够根据农地质量和作物类型,
合理选择农业绿色生产技术[34]。并且服务外包组

织通过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赊购、技术指导和农产

品销售等服务[35],降低了农户技术采纳过程中的各

种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的概率。
事实上,无论是生产环节的机械化作业外包还

是雇佣劳动力的作业外包,都是一种合作行为,高度

信任能够促进有效合作[16]。相对于劳动替代型作

业环节的服务外包,技术应用环节的服务外包更依

赖于高度信任基础上的交往合作。特殊信任水平较

高农户,通过亲缘内部“互助”或借助亲缘社会网络

对接优质技术服务外包的能力较高,更易于实施农

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建立在普遍信任基础上

的农户,在跨群体传递新信息和资源方面也具备一

定能力,达成低交易成本技术服务外包的优势显现,
也有助于推动其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基于以上,提出如下假设:

H3:特殊信任显著正向影响服务外包。

H4:普遍信任正向影响服务外包。

H5:服务外包显著正向影响农业绿色生产技术

采纳。

H6:服务外包在特殊信任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

采纳作用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

H7:服务外包在普遍信任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

采纳作用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

2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三重约束下黄淮海平原种

粮农户服务外包选择机理及效应研究(20BJY145)”
课题组2020年对河南省种粮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主要依据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结合区位条

件与人均纯收入等情况,分层抽样选取的6个县为:
驻马店市遂平县、泌阳县,周口市西华县、郸城县,平
顶山市鲁山县、舞钢市。在每个样本县,按照粮食作

物种植面积由大到小排序,随机起点等距选取5个

乡,每个乡随机选取5个村,在每个村的在家务农户

中随机选取20户农户,共计3000个样本农户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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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问卷调查。此次调查,获得有效问卷2850份,样
本的有效回收率为95%。由于户主对服务外包及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有较大的决策权,为确保研

究的合理性与可靠性,选取了受访者为户主的问卷

数据,同时剔除系列关键变量中存在缺失值的问卷,
最终获得1994份问卷。遵循分层随机抽样原则,
保证了样本指标较高的代表性。

2.2 变量设置

2.2.1 被解释变量

依据前述界定,本研究将新型化肥与农药的应

用倾向及应用比例作为代理变量,以表征农户的农

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其中,新型化肥施用以

有机肥以及采用测土配方技术施肥的应用倾向与应

用比例表示,新型农药施用以符合农业部颁布的《种
植业 生 产 使 用 低 毒 低 残 留 农 药 主 要 品 种 名 录

(2016)》推荐110种农药范围内的农药应用倾向与

应用比例表示。与此同时,以新型化肥费用与新型

农药费用的各自占比,表征农户层面的农业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情况,能够达成代理变量指标值在统计

上可加总与分析上可比性的目标。
问卷中设置了3个题项:①在您村里,您家在农

业生产中使用新型化肥与农药的范围,如果受访者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1 Variabledefinitions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名称   
Variables   

类别编号

Category
code

问卷指标

Questionnaire
indicator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AC1 新型化肥与农药的应用倾向 1.786 0.891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
technologyinagriculture

AC2 应用新型化肥的费用占比/% 65.208 17.540

AC3 应用新型农药的费用占比/% 83.099 28.048

ST1 亲人 9.561 1.062

ST2 村集体 7.069 2.385

ST3 乡县级政府 7.370 2.511

ST4 中央政府(国家) 9.065 1.711

ST5 政策法规 8.861 1.806
特殊信任

Specialtrust
ST6 合同 8.088 2.281

ST7 朋友 8.223 1.865

ST8 农民专业合作社 5.836 2.632

ST9 本地企业 5.498 2.418

ST10 外地企业 4.817 2.352

ST11 城镇居民(非企业老板) 4.996 2.377

普遍信任

Generaltrust

GT1 您觉得与您打交道的人,总体

上是很可信的?
3.791 0.805

GT2 与人打交道时,您一般会认为

对方是没有可能偷奸耍滑的?
2.511 0.932

服务外包

Serviceoutsourcing

SO1 在农业生产中您雇佣机械的费

用/(元/(季·0.067hm2))
112.894 70.665

SO2 在农业生产中您雇佣人工的费

用/(元/(季·0.067hm2))
17.760 25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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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先是小部分地块使用,然后扩大范围”赋值为

1、“一旦使用,往往会多数地块使用”赋值为2、“一
旦使用,就全部地块使用”赋值为3;②在农业生产

中您应用新型化肥的费用占比;③在农业生产中您

应用新型农药的费用占比。以上指标均值与标准差

值显示,新型化肥与新型农药应用在农户间存在差

异性。

2.2.2 解释变量

通常情况下,信任可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
本研究将2个维度的信任作为解释变量。测量特殊

信任的题项为:对“亲人、村集体、乡县级政府、中央

政府(国家)、政策法规、合同、朋友、农民专业合作

社、本地企业、外地企业、城镇居民(非企业老板)”的
信任程度由低到高打分,受访者打分的取值范围是

[1,10]的连续整数,以此表示主观维度的特殊信任。
普遍信任设置了2个题项,分别是“您觉得与您打交

道的人,总体上是很可信的”、“与人打交道时,您一

般会认为对方是没有可能偷奸耍滑的”。如果受访

者回答“不同意”赋值为1、“不太同意”赋值为2、“一
般”赋值为3、“比较同意”赋值为4、“非常同意”赋值

为5,不同赋值代表不同的信任程度。
由表1可知,特殊信任的各题项指标均值高于

普遍信任均值。特殊信任题项中,指标均值从亲人、
朋友、农民专业合作社、本地企业、外地企业、城镇居

民顺序递减,信任“差序格局”明显,均值变异度增

大。与此同时,对中央政府(国家)、政策法规、乡县

级政府、村集体、合同的信任均值介于7~9,由中央

到地方基层组织、正规政策法规向市场合同规制呈

递减格局,均值变异度也在增大。

2.2.3 中介变量

本研究把服务外包作为中介变量,设置了2个

题项,分别是“您在农业生产中雇佣机械的费用”、您
在农业生产中雇佣人工的费用”,只要发生费用,就
认为在农业生产环节中购买了外包服务。以上中介

变量均值分别为112.894元/(季·0.067hm2)、
17.760元/(季·0.067hm2),前者均值变异度低于

后者。

2.3 模型设置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验证性的技术,主要包括

因果关系模型(结构模型)和验证性因子模型(测量

模型),前者是描述各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模型,
后者是描述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根

据变量性质的不同,结构方程模型将变量分为潜变

量(结构变量)和显变量(观测变量)。潜变量表示的

是那些不可直接测量的变量,而显变量是用来描述

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故潜变量只有通过显变量来

对其进行间接的测量。按照潜变量在模型中的作用

不同,潜变量可以分为两类: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

量。外生潜变量在模型中只起到解释其他潜变量的

作用,而不会受到其他潜变量的影响;内生潜变量是

指由一个或多个变量决定的变量。
结构方程和测量方程可以表述为:

η=Bη+Γξ+ζ (1)

x=Λxξ+ε (2)

y=Λyη+δ (3)
式(1)为结构方程,反映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

间的关系,其中:η表示内生潜变量所组成的向量;

B 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矩阵,称之为路径系数

矩阵,可以反映出内生潜变量之间关系强弱;Γ为外

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关系矩阵,可以反映出外

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间关系强弱;ξ表示外生

潜变量构成的向量;ζ为内部方程残差项所构成的

向量,反映了潜变量在内部模型中不能够被其他潜

变量解释的部分。式(2)和(3)为测量方程,反映外

生潜变量、内生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其
中:Λx 表示观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

阵,反映外生观测变量与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Λy 表示观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
反映内生观测变量与内生潜变量的关系;ε和δ 为

误差项。
依据结构方程模型,根据前述研究假设,构建了

农户信任、服务外包与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路

径模型(如图1)。在模型图中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为

外生潜变量,服务外包、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为内

生潜变量,且每个潜变量对应的指标为其观测变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检验

3.1.1 区别效度检验

Henseler等[36] 于 2015 年 提 出 用 HTMT
(Heterotrait-MonotraitRatioofCorrelations)检验

区别效度。相比于其他标准,HTMT标准表现出了

更高的灵敏性。使用 HTMT标准检验区分效度

时,学者们普遍认为当 HTMT值小于0.85时,表
明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分效度[37-38]。HTMT可达

到的最高值为1,越接近1就表示区分效度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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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1:亲人;ST2:村集体;ST3:乡县级政府;ST4:中央政府(国家);ST5:政策法规;ST6:合同;ST7:朋友;ST8:农民专业合

作社;ST9:本地企业;ST10:外地企业;ST11:城镇居民(非企业老板);GT1:您觉得与您打交道的人,总体上是很可信的?;

GT2:与人打交道时,您一般会认为对方是没有可能偷奸耍滑的?;SO1:在农业生产中您雇佣机械的费用;SO2:在农业生产中

您雇佣人工的费用;AC1:新型化肥与农药的应用倾向;AC2:应用新型化肥的费用占比,%;AC3:应用新型农药的费用占

比,%。下同。

ST1:Relatives;ST2:Villagecollectives;ST3:Townshipandcountygovernments;ST4:Centralgovernment(state);

ST5:Policiesandregulations;ST6:Contracts;ST7:Friends;ST8:Farmers’professionalcooperatives;ST9:Local
enterprises;ST10:Foreignenterprises;ST11:Urbanresidents(non-businessowners);GT1:Doyouthinkthepeopleyou
dealwitharegenerallycredible?;GT2:Whendealingwithpeople,doyougenerallythinkthattheotherpartyisunlikelyto
stealandslip?;SO1:Thecostofthemachineryyouemployinagriculturalproduction;SO2:Thecostofthelaboryouemploy
inagriculturalproduction;AC1:Thetendencytoapplynewfertilizersandpesticides;AC2:Thecostofapplyingnew
fertilizers,%;AC3:Thecostofapplyingnewpesticides,%.Thesamebelow.

图1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模型图

Fig.1 Modelmap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adoption

表2 区别效度检验(HTMT值)

Table2 Discriminantvaliditytest(HTMTvalue)

变量   
Variable   

特殊信任

Specialtrust

普遍信任

Generaltrust

服务外包

Service
outsourcing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
technologyinagriculture

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普遍信任 Generaltrust 0.314

服务外包Serviceoutsourcing 0.239 0.117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
technologyinagriculture

0.144 0.109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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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SmartPLS3.0对模型进行偏最小二乘法

(PLS)运算,获得的 HTMT值如表2所示,各潜变

量间的HTMT值均小于0.85,代表特殊信任、普遍

信任、服务外包、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之间的区别

效度较好。

3.1.2 测量模型路径检验

基于上述模型,运用SmartPLS3.0设置抽取

子样本5000个进行Bootstrapping测算,得出各观

测变量与潜变量的拟合结果(表3)。特殊信任的11
个观测变量ST1至ST11的标准化因子负荷介于

0.298~0.705(其中村集体、乡县级政府的因子负荷

分别为0.703、0.705),因子负荷系数均在1% 水平

上统计显著,这表明农户对亲人、村集体、乡县级政

府、中央政府(国家)、政策法规、合同、朋友、农民专

业合作社、本地企业、外地企业、城镇居民的信任,均
为农户特殊信任中的重要变量,其中,村集体和乡县

级政府的因子负荷较大,强化农户与其间的社会联

系与合作,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的特殊信任水平。内

在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乡

土根植性的农民交往圈层在扩张,行为理性化程度

逐渐提升,叠加诸多惠农政策对其“制度理性”的强

化,赋予了自上而下基层政府及组织在农户行为决

策中的作用“权重”。
对于普遍信任,其观测变量GT2的加强同样也

表3 测量方程拟合指标

Table3 Measurementequationfittingindicators

路径    
Path    

路径系数

Pathcoefficient
T 值

Tvalue
P 值

Pvalue

显著性

Significance

ST1←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0.298 3.953 0.000 显著

ST2←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0.703 12.221 0.000 显著

ST3←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0.705 13.518 0.000 显著

ST4←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0.563 7.731 0.000 显著

ST5←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0.626 9.338 0.000 显著

ST6←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0.680 12.931 0.000 显著

ST7←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0.359 3.871 0.000 显著

ST8←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0.586 6.566 0.000 显著

ST9←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0.673 6.745 0.000 显著

ST10←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0.592 5.345 0.000 显著

ST11←特殊信任Specialtrust 0.520 4.477 0.000 显著

GT1←普遍信任 Generaltrust 0.529 1.484 0.138 不显著

GT2←普遍信任 Generaltrust 0.823 2.349 0.019 显著

SO1←服务外包Serviceoutsourcing 0.990 17.682 0.000 显著

SO2←服务外包Serviceoutsourcing -0.143 0.892 0.372 不显著

AC1←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Adoptionof

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inagriculture
0.530 2.660 0.008 显著

AC2←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Adoptionof

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inagriculture
0.659 4.849 0.000 显著

AC3←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Adoptionof

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inagriculture
0.758 4.772 0.000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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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显著提升农户信任水平。与此同时也发现:服
务外包的观测变量SO1的加强可以促进农户选择

服务外 包;农 业 绿 色 生 产 技 术 采 纳 的 观 测 变 量

AC1、AC2、AC3的加强也能够促进农户对绿色生产

技术的采纳,其中“应用新型农药的费用占比”因子

负荷最大,作用效果最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应用

新型农药的费用占比”变量反映农户对于新型农药

使用频度与强度,相对于稳定性与连续性较高的新

型化肥使用而言,新型农药更新迭代较快,使用技术

难度及挑战性更大,对农户家庭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总体水平影响更强。

3.1.3 模型的估计与验证

信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一种心理契约,对
人 们 的 行 为 决 策 具 有 基 础 性 影 响[39],运 用

SmartPLS3.0,设置抽取子样本5000个,并运行

Bootstrapping得到农户不同信任的路径选择检验

结果,如图2和表4所示。特殊信任对农业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的路径系数为0.068,P 值为0.007,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特殊信任水平越高,越
容易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假设 H1成立。
其中,由农户与村集体、乡县级政府建立起来的特殊

信任发挥的作用在增强。这一结果表明:在农业高

质量发展转型阶段,各级政府部门推行的诸多惠农

政策,特别是在基层创新性开展的农业生产服务与

农技示范推广工作,显著提升了基层政府组织在农

民心目中的认可度与信任度;相对于亲朋好友关系

建立起来的交往圈层,政府在提高农户绿色生产技

术技能、降低其因技术应用不当和管理不善等引致

的额外损失更具减缓效应[40],能够更有效地加快农

业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普遍信任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P 值为

0.147,表明普遍信任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

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乡土“情结”偏好的存在,
农民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有一定信任偏差[41],囿于

“固化圈层”,使其获取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及信息渠

道主要建立在特殊信任关系基础上[42],一定程度上

导致普遍信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 H2不成立。
特殊信任对服务外包的路径系数为0.077,P 值为

0.002,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农户的特殊

信任水平越高,越容易促进农户服务外包,假设3成

立。普遍信任对服务外包的P 值为0.405,表明普

遍信任对服务外包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当

***、**分别表示在1%和5%水平上显著,图中的数值均是保留三位小数后的结果。

***and**aresignificantatthelevelsof1%and5%,respectively.Thevaluesinthechartaretheresultsofthreedecimalplaces.
图2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模型路径图

Fig.2 Pathmap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adopt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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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路径分析结果

Table4 Resultsofpathanalysisof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adopt

假设

Hypothesis

路径

Path

路径系数

Pathcoefficient
T 值

Tvalue
P 值

Pvalue

显著性

Significance

H1

特殊信任→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Specialtrust→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
technologyinagriculture

0.068 2.703 0.007 显著

H2

普遍信任→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Generaltrust→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
technologyinagriculture

-0.046 1.450 0.147 不显著

H3
特殊信任→服务外包

Specialtrust→Serviceoutsourcing

0.077 3.085 0.002 显著

H4
普遍信任→服务外包

Generaltrust→Serviceoutsourcing

0.021 0.832 0.405 不显著

H5

服务外包→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Serviceoutsourcing→Adoptionofgreen

productiontechnologyinagriculture

0.139 3.136 0.002 显著

前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市场发育不健全,基于村庄

熟人社会关系(特殊信任)建立的内生型小规模农业

生产性服务外包市场具有一定普遍性[43],导致跨越

“熟人关系”的普遍信任对服务外包的影响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假设4不成立。服务外包对农业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的路径系数为0.139,P 值为0.002,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选择

服务外包,能有效促进和带动其农业绿色生产技术

采纳,假设H5成立。

3.2 中介效应检验

在理论推理分析中,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环节的

服务外包具有中介作用。同样运用SmartPLS3.0
设置抽取子样本5000个并运行Bootstrapping,得
到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路径的检验结果。从表5
可以看出,特殊信任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路

径系数为0.010,P 值为0.047,其95%的偏差修正

置信区间为[0.002,0.021],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

情况下显著,说明服务外包这一传导机制的中介效

应成立,假设 H6得到验证。普遍信任对农业绿色

生产技术采纳的路径系数为0.003,P 值为0.404,
其95%的偏差修正的置信区间为[-0.003,0.012],
表明服务外包在普遍信任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的影响中并没有中介效应。可能的原因是:当前农

村地区社会信任大部分是以亲缘、地缘、情缘和学缘

关系为核心的“强网”[44],导致普遍信任水平一般低

于特殊信任水平,在此情形下会倾向于选择家庭经

营方式[19],使得服务外包在普遍信任对农业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的影响中未通过验证,假设H7不成立。

3.3 进一步讨论:多群组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农户是否兼业会对其农业绿色

生产技术采纳行为产生重要影响[45-46]。据此,本研

究把农户兼业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以此

来检验模型在不同群组间的差异。
通过对农户兼业行为分组,并运用SmartPLS

3.0设置抽取子样本5000个,运行Bootstrapping
进行多群组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特殊

信任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因农户是否兼

业而产生差异,非兼业农户的正向作用显著,而兼业

农户则不显著,但特殊信任对服务外包均表现出明

显的正向影响,且兼业农户较非兼业农户影响作用

更强。对于农户的普通信任,无论是兼业农户还是

非兼业农户,其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都

与前述分析一致,均未通过显著检验。进一步分析

服务外包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显示,无
论农户是否兼业,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兼业

农户选择服务外包更有助于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扩

散与采纳。可见,尽管兼业农户特殊信任水平提高

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路径没有通过检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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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中介效应检验

Table5 Mediatingeffecttest

假设

Hypothesis

路径

Path

路径系数

Path
coefficient

T 值

Tvalue
P 值

Pvalue

偏差修正置信区间

Bias-Corrected
Confidenceinterval

显著性

Significance

H6

特殊信任→服务外包→农业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

Specialtrust→Serviceoutsourcing→
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
inagriculture

0.010 1.991 0.047 [0.002,0.021] 显著

H7

普遍信任→服务外包→农业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

Generaltrust→Serviceoutsourcing→
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technology
inagriculture

0.003 0.835 0.404 [-0.003,0.012] 不显著

表6 多群组分析

Table6 Multigroupanalysis

路径    
Path    

兼业Part-time 非兼业 Notpart-time

路径系数

Pathcoefficient
P 值

Pvalue

路径系数

Pathcoefficient
P 值

Pvalue

特殊信任→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Specialtrust→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
technologyinagriculture

0.037 0.487 0.097 0.004

特殊信任→服务外包

Specialtrust→Serviceoutsourcing

0.153 0.011 0.089 0.052

普遍信任→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Generaltrust→Adoptionofgreenproduction
technologyinagriculture

0.054 0.701 -0.040 0.206

普遍信任→服务外包

General→Serviceoutsourcing

-0.002 0.971 0.024 0.428

服务外包→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Serviceoutsourcing→Adoptionofgreen

productiontechnologyinagriculture

0.350 0.000 0.075 0.074

一旦选择了农业生产环节的外包服务,不论信任和

水平如何,都会促进专业农业服务组织引导和带动

其采纳绿色生产技术。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户信任、服
务外包与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之间的路径关系,

结果表明:第一,农户信任由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构

成,其中加强农户与村集体、乡县级政府间的信任能

够显著提高农户特殊信任水平,且表现出特殊信任

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正向作用显著,而
农户普遍信任则没被验证有效。第二,农户服务外

包对其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产生了直接的正向效应,
且在服务外包的作用机制下,特殊信任对农业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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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技术采纳的正向影响得到强化,而在农户普遍

信任中未显示出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第三,对不

同类型农户的多群组分析还显示,农户特殊信任对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因其是否兼业而产生

差异,但一旦选择了服务外包,不论农户是否兼业,
也不论其信任关系和水平如何,“迂回”采纳绿色生

产技术的作用效果显著提升。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构

建高度信任的农村社区环境。通过和谐农村社区建

设,促进农户参与社区事务以拓展其社会交往圈与

信任圈。同时,以高素质农民培育为契机,组织开展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等技能培训,
增进农户在沟通协调与交往交流方面的能力,有效

提升农户的总体信任水平。第二,重视信任传递中

的“头羊”作用。乡土精英是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要群体,往往思想观念领先,热心家乡事业,在
经营能力、创新精神以及群众威望上均出众于一般

农户,接受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倾向性更高,重视其在

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中示范和引领作用,有助于

放大其在信任传递与技术扩散中的“跟随效应”。第

三,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农业生产性服务是

处理好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户关系的引擎,通
过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促进农业分工分业分流,
缓解“老人农业”“妇女农业”“兼业农业”对农业绿色

生产技术需求不足的窘境,加强服务外包对农户绿

色生产技术采纳的促进和带动作用。第四,完善农

业技术推广模式。农户常常面临的问题是对绿色生

产技术应用知识的缺乏,因而要积极发挥农业技术

推广部门的作用,做好传授与引导者的工作,通过培

训、现场指导等方式减少农户使用农业绿色生产技

术的盲区和技术障碍,加快技术推广速度,助推农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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