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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订单农业会促进家庭农场绿色生产吗?
———基于山东省422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调研

张明月1 郑 军1* 赵晓颖2 安 康1

(1.山东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271018;

2.山东科技大学 财经学院,山东 泰安271019)

摘 要 基于山东省422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订单农

业参与行为对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1)参与订单农业的家庭农场采纳绿色生产的比例明显高于未

参与订单农业的农场,且与订单方联系紧密的农场采纳绿色生产的比例高于与订单方联系不紧密的农场。2)订单

农业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特别是能够促进家庭农场测土配方施肥和农药废弃物回收。3)农场经营年

限、质检追溯、“三品一标”、参与培训等其他控制变量也对其绿色生产具有显著影响。为此,应加快家庭农场采用

“农超对接”、“农企对接”等订单农业模式,同时鼓励家庭农场与订单方建立紧密的联系,加大农场绿色生产培训,

促进农场绿色生产意识到意愿、意愿到行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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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surveydataof422provincialdemonstrationfamilyfarmsinShandongProvince,thisstudy
empiricallyanalyzestheimpactoforderagricultureparticipationbehaviorongreenproductionoffamilyfarmsbyusing
statisticalanalysisand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model.Theresultsshowthat:1)Theproportionofgreen

productionadoptedbyfamilyfarmsparticipatinginorderagriculture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farmsnot

participatinginorderagriculture,andtheproportionofgreenproductionadoptedbyfarmscloselyconnectedwiththe

orderpartyishigherthanthatoffarmsnotcloselyconnectedwiththeorderparty.2)Contractfarmingcansignificantly

promotegreenproductioninfamilyfarms,especiallysoiltesting,formulafertilizationandpesticidewasterecycling.

3)Othercontrolvariablessuchasfarmoperationyears,qualityinspectiontraceability,“threeproductsan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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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participationintrainingalsohaveasignificantimpactonitsgreenproduction.Therefore,itisnecessaryto
speeduptheadoptionoforderfarming modessuchas “agriculturalsupermarketconnection”and “agricultural
enterpriseconnection”infamilyfarms,encouragefamilyfarmstoestablishclosetieswithorderparties,increase
trainingonfarmgreenproduction,andpromotethetransformationoffarmgreenproductionawareness,willingnessand
behavior.
Keywords contractfarming;greenproduction;familyfarms;seeminglyirrelevantregression;ShandongProvince

  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变

革,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既是农业自身发展问题倒逼

下的客观要求,也是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

必由之路[1],倡导、规范与推广绿色生产已上升为政

府行为。尽管如此,现实中不遵守农业绿色生产规

程和标准的现象依旧存在,农业生产绿色转型任重

道远[2],特别是农业生产依赖化学肥料、农药等外部

投入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3]。
围绕农业绿色发展,已有研究一直在探索有效

的解决途径[4-5]。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被认为是绿色生产的重要推动主体[6],而以订单农

业为主的农产品全过程管控又是解决农产品绿色生

产的重要方式[7]。与此同时,有研究发现,家庭农场

生产经营具有规模大、投入高、风险大的特性,为避

免出现盲目生产、供销不平衡等问题,家庭农场对订

单农业的需求日益增强[8]。由于拥有更强的信息、
资金和技术优势[9-10],能更好地理解并执行绿色生

产技术标准[11],订单企业与家庭农场联合,能够将

先进的绿色种养技术、经营理念等引入农产品生产,
以更低成本促成农业绿色生产[12-13]。但也有研究发

现,订单农户追求产量与效益,更多地使用了农药、
化肥等要素,在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对当地要

素资源和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8]。那么,订单农业

到底能否促进家庭农场绿色生产? 如果能,其促

进机制是什么,在不同特征家庭农场间是否具有

差异? 已有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略显不足。厘

清这些问题,对推动家庭农场绿色生产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研究较多,但鲜

见以订单农业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且已有研究多

运用Logit回归、OLS回归等传统单方程估计方法,
难以避免方程间的“同期相关”。为此,本研究旨在

从订单农业的角度,基于山东省422家省级示范家

庭农场的调研数据,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阐明订

单农业对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以
期为有序推进家庭农场绿色生产提供政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家庭农

场参与订单农业对其绿色生产的影响机理可以从以

下2方面进行分解(图1)。
一方面,基于动力因素,订单农业能够促进家庭

农场绿色生产。首先,订单农业提高了家庭农场收

入。居民对于绿色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14],农业

经营者为获得更大经济利益会积极实施绿色生产以

满足消费者偏好[15],但绿色农产品“柠檬市场”往往

阻碍了农业绿色生产成功转型[16]。订单农业中的

龙头企业将绿色生产技术、信息和知识传递给小农

户,把农业绿色生产引向标准化[11],促进供需双方

信息对称,为绿色农产品“优质优价”提供了可能,提
高了家庭农场对绿色农产品的价格预期,提升了家

庭农场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其次,订单农业降低

了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成本。相比于普通农产品的

提供者,绿色农业的实践者往往投入更大、获利周期

更长、市场风险更高,其行为选择也更加谨慎[11],倘
若实现绿色生产无法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反而需

要承担高昂的投入成本,会导致绿色生产转型动力

不足[12]。订单农业能够提升家庭农场在销售市场

的议 价 能 力,减 少 交 易 不 确 定 性,降 低 交 易 成

本[10],进而增强家庭农场加大绿色生产性投资的

意愿[17]。订单农业还可以降低绿色生产的信息成

本,信息知识匮乏对农户采纳新技术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18],订单农业公司向订单生产者共享信息,
缓解了家庭农场信息约束,有利于促进其绿色生

产技术采纳。
另一方面,基于压力因素,订单农业会促进家庭

农场绿色生产。首先,订单农业增加了采购者对生

产者的监督约束。订单企业与农业生产者签订具有

法律效力的产销合同[19],对家庭农场的农产品数

量、价格、质量、交易时间等做出约束[11,13],这就意

味着订单农业增加了终端对前端的监督,在一定程

度上为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保障[20],倒逼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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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采纳绿色生产。订单农业中,对品级更好的农

产品,企业除支付更高的收购价格外,还会与生产者

达成更多的合作协议,而对于质量始终无法达到最

低标准的农户,则有可能与之解除合作关系[11]。企

业和政府监管能显著促进绿色生产,但企业对农户

生产行为的约束效果要优于政府。其次,订单生产

增加了供应链合作主体的违约成本,生产者将产品

出售给订单企业比出售给初级市场更容易获取高收

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对农户履行

协议有促进作用[21],违约会降低二次合作的可能,
增加了其风险成本,导致生产者收益降低[22],这也

迫使家庭农场绿色生产。

图1 订单农业与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betweenorderagricultureandgreenproductionoffamilyfarms

2 数据来源、模型选择与变量设置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9年07—08月对山东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问

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由山东农业大学“三农省情

调研中心”(山东省唯一的“三农”领域重点新型智

库)发起,依托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省级家庭农场评估

项目,并依托当地农业部门协助,调查范围不仅覆盖

山东省16个地市,且覆盖了山东省所有县,保证了

样本的代表性(表1)。本次调查主要分为2个阶

段:第1阶段为网络预调查,提前联系农场主进行网

络问卷填写,回收各农场主的问卷;第2阶段为实地

调研,由专门培训的调查员对农场实地考察,修订完

善网络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共选取了422家省级示

范家庭农场,其中因数据质量问题剔除无效样本

1家,样本数量剩余421家。
此次调研的基本数据特征主要分为2个部分

(表2):第1部分是家庭农场主个人特征,主要包括

家庭农场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其中,农场

主以男性为主,占样本总量的79.10%;农场主年龄

为20~79岁,平均49岁,集中在40~60岁,占样本

总量的78.14%;农场主学历水平相对较高,以高中

或中专生为主,占样本总量的44.66%。第2部分

表1 数据来源地区及数量分布

Table1 Datasourceregionandquantitydistribution

地区 
Region 

数量/家

Quantily

地区 
Region 

数量/家

Quantily

地区 
Region 

数量/家

Quantily

地区 
Region 

数量/家

Quantily

济南市

Jinan
43 泰安市

Taian
21 东营市

Dongying

21 德州市

Dezhou
34

青岛市

Qingdao
52 威海市

Weihai
14 烟台市

Yantai
19 聊城市

Liaocheng

17

淄博市

Zibo
18 日照市

Rizhao
15 潍坊市

Weifang

44 滨州市

Binzhou
21

枣庄市

Zaozhuang

19 临沂市

Linyi
44 济宁市

Jining

23 菏泽市

Hez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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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样本基本特征

Table2 Basiccharacteristicsofsamples

农场主特征

Farmer
characteristics

分类

Type

数量

Quantily

比例/%
Ratio

农场基础特征

Farmbasefeatures

分类

Type

数量

Quantily

比例/%
Ratio

性别

Sex

年龄

Age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男 333 79.10

女 88 20.90

<30岁 6 1.43

≥30~40岁 52 12.35

≥40~50岁 144 34.20

≥50~60岁 185 43.94

≥60岁 34 8.08

小学及以下 7 1.66

初中 108 25.65

高中或中专 188 44.66

大专或高职 90 21.38

大学及以上 28 6.65

农场经营年限

Farmoperating
years

农场土地经营面积

Farmlandarea

农业劳动力数量

Agriculturallabor
force

<5年 21 4.99

≥5~7年 240 57.01

≥8~10年 156 37.05

>10年 4 1.00

≤6.67hm2 57 13.54

<6.67~13.33hm2 107 25.42

<13.33~33.33hm2 165 39.19

<33.33~66.7hm2 59 14.01

≥66.7hm2 33 7.84

≤5人 140 33.25

≥6~10人 153 36.34

≥11~20人 87 20.67

>20人 41 9.74

为家庭农场基础条件特征,主要包括家庭农场经营

年限、生产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其中,57.01%的家

庭农场经营年限在5~7年,最短3年,最长12年,
平均7年,表明示范家庭农场的经营年限相对较长;
农场土地经营面积以13.33~33.33hm2 居多,占样

本总量的39.19%,平均26.77hm2,比较符合家庭

农场的最优生产规模;接近70%的农场农业劳动力

数量大多集中在10人以下,表明除家庭劳动力之

外,多数家庭农场采用了雇工,且雇工数量规模小,
符合家庭农场“家庭式”经营特征。

2.2 变量设置

2.2.1 被解释变量

绿色生产行为是指在农业生产投入过程中自觉

地进行减量化、再利用、低污染的农业经营模式[23]。
家庭农场绿色生产行为包含多种,参考蔡荣等[6]、石
志恒等[24]和侯晶等[25]的研究,这里在选取被解释变

量时重点关注危害农产品绿色生产最为关键的化肥

和农药使用行为,同时充分考虑家庭农场产前、产
中、产后全过程,最终选取测土配方施肥(产前)、施
用有机肥(产中)、规范使用农药(产中)、回收农药废

弃物(产后)4类行为具体进行分析。在变量题项设

置时,采用二分类变量,采纳了绿色生产行为的为1,
未采纳的设置为0。可以发现,参与订单农业的家庭

农场4类绿色生产行为的均值明显高于未参与订单

农业的家庭农场,这表明订单农业有利于绿色生产。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农场是否参与订

单农业,参与订单农业具体是指家庭农场与下游的

农产品收购主体(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企业、大型超

市、直接对接学校、机关等)签订了密切的订单合作

协议,且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界定与约束的

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调查发现,在421家示范家

庭农场中有173家参与了订单农业,占样本总量的

41.10%,另外248家未参与订单农业,占样本总量

的58.91%。

2.2.3 控制变量

已有的诸多研究成果表明,家庭农场主的个体

特征、农场的基本特征、经营特征、认知特征对其绿

色生产具有显著影响。基于现有研究,本研究选取

家庭农场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为个体特征

变量;农场经营年限、土地面积、劳动力数量等为农

场基本特征变量;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有质检、是
否有产品追溯、是否“三品一标”为农场经营特征变

量;是否参加过培训、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意愿、绿
色农产品销售难易程度为农场认知变量。具体变量

定义及数据特征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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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变量定义及数据特征

Table3 Variabledefinitionanddatacharacteristics

变量  
Type  

变量名

Variablename

定义及赋值

Definitionandassignment

平均值 Mean

参与①

Participate

未参与②

Not

participating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测土配方施肥Y1 0.624 0.491 0.498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
variable

绿色

生产

Y

施用有机肥Y2
否=0,是=1

0.786 0.713 0.437

规范使用农药Y3 0.803 0.698 0.439

回收农药包装废弃Y4 0.543 0.331 0.494

核心解释变量

Coreexplanatory
variables

订单农业(X1) 是否参与订单农业:

否=0,是=1
1.000 0 0.493

性别(X2) 女=0,男=1 0.769 0.806 0.407

年龄(X3) 负责人实际年龄,岁 48.902 49.435 8.894

受教育程度(X4) 小学及以下=1,初中=2,

高中或中专=3,大专或高职=4,

大学及以上=5

3 3.097 0.895

农场经营年限(X5) 实际注册年限 6.740 6.980 1.323

农场经营土地面积(X6) 实际面积(单位hm2)的对数 1.304 1.193 0.433

农场劳动力数量(X7) 实际人数 10.734 10.665 11.593

农场组织化程度(X8) 农场是否加入了合作社:否=0,

是=1
0.382 0.238 0.457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产品销售质检(X9) 农产品销售过程是否有质检:

否=0,是=1
0.821 0.794 0.396

产品原产地追溯(X10) 农场产品是否能实现原产地可

追溯:否=0,是=1
0.780 0.661 0.454

产品质量认证(X11) 农场产品是否“三品一标”:

否=0,是=1
0.561 0.520 0.499

绿色生产认知(X12) 是否参加过绿色生产方面的培

训:否=0,是=1
0.572 0.456 0.501

绿色生产意愿(X13) 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意愿: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

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5

4.387 4.407 0.699

绿色产品认可度(X14) 您认为目前绿色农产品销售难

易程 度 如 何:非 常 难=1,比 较

难=2,一般=3,比较容易=4,

非常容易=5

3.202 3.250 0.952

  注:①指参与订单农业;②未参与订单农业。

Note:①Participateincontractfarming;② Notparticipatingincontract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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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型选择

考虑到家庭农场化肥绿色使用行为和农药绿色

使用行为的随机扰动项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也
即家庭农场绿色生产行为方程的扰动项彼此之间可

能存在相互影响的情况,使用传统的OLS回归方法

将不能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本研究运用似

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
estimation,SUR)进行系统估计,分别构造以家庭农

场测土配方施肥、施用有机肥、规范使用农药、回收

农药包装废弃为因变量的多方程系统,分析参与订

单农业对家庭农场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异方差、内生性和自相关等问题,提高

参数估计的效率和精准性。
参考陈强[26]的研究,对似不相关回归模型的具

体设定如下:假设共有n个方程(n个被解释变量),
每个方程共有M 个观测值,M >n。在第i个方程

中,共有Ki个解释变量。第i个方程为:

YiM =αi+βiMXiM +εiM

(i=1,2…,n;M =1,2,…,m) (1)
式中:YiM 为被解释变量;αi 为截距项;βiM 表示待估

参数;XiM 为各个自变量,包括解释变量和控制变

量;εiM 为随机扰动项。将式(1)中的所有方程整合

成矩阵可得:

Y =

y1
y2
︙

yn





















=

X1 0 … 0
0 X2 … 0
︙ ︙ ︙ ︙

0 0 …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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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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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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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设同一方程不同期的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

且方差也相同,记第i个方程的方差为θii,则式(2)
协方差 阵Y 中 主 对 角 线 上 的 第(i,i)个 矩 阵 为

E(εiε'i)=θiiIM,若不同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存在同期

相关,即

E(εitεjs)=
θij,t=s
0, t≠s (3)

则式(2)协方差阵Y 中的第(i,j)个矩阵(i≠j)为

E(εiε'j)=θijIM

3 结果分析

3.1 适用性检验

由于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基本假定要求各个方程

扰动项之间存在同期相关,因此在进行模型估计之

前需要进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的适用性检验,如果

检验结果拒绝各方程的扰动项无同期相关,则可判

定选择似不相关回归模型是合理的[27]。检验结果

(表4)表明,似不相关回归模型的无同期相关检验

的P 值为0,拒绝了似不相关回归模型“无同期相

关”的假设,即家庭农场绿色生产各方程之间存在同

期相关性,表明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将比单一方程的

参数估计更有效率。

3.2 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按照家庭农场参与订单的情况,将其分

为参与订单农业和未参与订单农业2类,并对2类

情况下家庭农场参与绿色生产的比例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表5)表明:参与订单农业的家庭农场实施

各类绿色生产的比例均明显高于未参与订单农业的

家庭农场,其中,测土配方施肥比例高13.24%,施
用有机肥比例高7.24%,规范使用农 药 比 例 高

10.59%,回收农药包装废弃比例高21.28%。总体

来看,参与订单农业后,在选取的4类绿色生产行为

中,施用有机肥和规范使用农药的采纳比例相对较

高,分别为78.61%和80.35%,回收农药包装废弃

采纳比例最低,为54.34%。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

订单农业的家庭农场中,和订单方联系紧密的家庭

农场参与绿色生产的比例又高于和订单方联系不紧

密的 农 场。其 中,参 与 测 土 配 方 施 肥 的 比 例 高

12.39%,施用有机肥的比例高15.6%,规范使用农

药的比例高10.11%,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的比例要

高15.45%。尽管如此,参与了订单农业但联系不

紧密的家庭农场在绿色生产行为选择时仍然要好于

未参与订单农业的家庭农场。由此,调研数据充分

显示参与订单农业有利于家庭农场绿色生产。

3.3 回归结果分析

为深入分析订单农业对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影

响,利用stata14.0软件分步对所有样本进行似不

相关回归估计,估计结果见表6。在控制其他因素

的条件下,对订单农业与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进行

单独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参与订单农业能

够显著增加其绿色生产的可能。其中,使用测土配

方施肥和回收农药包装废弃在1%的水平上显著,
影响系数分别为0.132和0.213,施用有机肥在

10%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家庭农场绿色生产,影响系

数为0.072,规范使用农药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

影响家庭农场绿色生产,影响系数为0.105。这表

明,家庭农场参与订单农业可以显著提升其绿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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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似不相关回归模型的适用性检验结果

Table4 Applicabilitytestresultsof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model

绿色生产行为

Greenproductionbehavior

测土配方

施肥(Y1)

Soiltesting
andformula
fertilization

施用有机肥

(Y2)

Applyorganic
fertilizer

规范使用

农药(Y3)

Standardize
theuseof

pesticides

回收农药包装

废弃(Y4)

Recycling
pesticide

packagingwaste

测土配方施肥(Y1)

Soiltestingandformulafertilization(Y1)
1.0000

施用有机肥(Y2)

Applyorganicfertilizer(Y2)
0.1799 1.0000

规范使用农药(Y3)

Standardizetheuseofpesticides(Y3)
0.1116 0.0421 1.0000

回收农药包装废弃(Y4)

Recyclingpesticidepackagingwaste(Y4)
0.1901 0.1949 0.0643 1.0000

Breusch-Pagan检验统计量

Breuschpaganchisquareteststatistics
52.575

无同期相关检验的P 值

Pvaluefornocontemporaneous
correlationtest

0.0000

表5 订单农业不同情况下家庭农场绿色生产行为的参与比例 
Table5 Participationproportionofgreenproductionbehavioroffamilyfarmsunder

differentconditionsofcontractagriculture %

订单农业参与情况 
Participationincontractfarming 

测土配方施肥(Y1)

Soiltesting
andformula
fertilization

施用有机肥(Y2)

Applyorganic
fertilizer

规范使用农药(Y3)

Standardize
theuseof

pesticides

回收农药包装

废弃(Y4)

Recyclingpesticide

packagingwaste

未参与订单农业

Notparticipatingincontractfarming

49.19 71.37 69.76 33.06

参与订单农业

Participateincontractfarming

62.43 78.61 80.35 54.34

参与订单农业联系紧密

Participateincontractfarmingand
havestrongconnections

69.23 87.18 85.90 62.82

参与订单农业联系不紧密

Participatedincontractfarmingbut
notcloselylinked

56.84 71.58 75.79 47.37

  注:未参与订单农业的家庭农场数量与参与订单农业的家庭农场数量之和为全样本数量;参与订单农业联系紧密家庭农场的数量与联系

不紧密家庭农场的数量之和为参与订单农业的家庭农场数量。

Note:Thesumofthenumberoffamilyfarmsparticipatingintheorderagricultureandthenumberoffamilyfarmsnotparticipatinginthe

orderagricultureisthetotalsamplenumber;Thesumofthenumberofcloselyconnectedfamilyfarmsandthenumberofloosely
connectedfamilyfarmsparticipatinginorderagricultureisthenumberoffamilyfarmsparticipatinginorder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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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家庭农场参与绿色生产的似不相关回归结果

Table6 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resultsoffamilyfarmsparticipatingingreenproduction

变量

Variable

SUR回归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 Logit回归Logitregression

Y1 Y2 Y3 Y4 Y1 Y2 Y3 Y4

X1
0.088*

(0.049)
0.041
(0.043)

0.051
(0.040)

0.176***

(0.047)
0.382*

(0.219)
0.258
(0.265)

0.443
(0.284)

0.794***

(0.229)

X2
0.031
(0.058)

0.023
(0.051)

-0.023
(0.048)

0.088
(0.055)

0.124
(0.260)

0.112
(0.292)

-0.205
(0.335)

0.455
(0.274)

X3
0.000
(0.003)

0.001
(0.002)

0.002
(0.003)

0.002
(0.003)

0.001
(0.012)

0.004
(0.014)

0.014
(0.015)

0.011
(0.013)

X4
-0.044
(0.028)

0.012
(0.025)

-0.023
(0.023)

-0.015
(0.027)

-0.192
(0.129)

0.062
(0.133)

-0.185
(0.143)

-0.076
(0.133)

X5
0.009
(0.018)

-0.032**

(0.016)
0.005
(0.015)

-0.010
(0.017)

0.044
(0.080)

-0.183*

(0.194)
0.057
(0.096)

-0.052
(0.083)

X6
0.063
(0.057)

-0.016
(0.050)

0.033
(0.047)

0.038
(0.054)

0.278
(0.245)

-0.123
(0.378)

0.237
(0.288)

0.216
(0.274)

X7
0.001
(0.002)

0.001
(0.002)

0.002
(0.002)

0.000
(0.002)

0.007
(0.009)

0.010
(0.013)

0.021
(0.016)

0.001
(0.009)

X8
0.106**

(0.052)
0.104**

(0.045)
0.073*

(0.042)
0.048
(0.049)

0.470**

(0.232)
0.623**

(0.281)
0.498
(0.312)

0.231
(0.238)

X9
0.028
(0.063)

0.058
(0.055)

0.268***
(0.051)

0.066
(0.060)

0.128
(0.277)

0.279
(0.295)

1.346***

(0.296)
0.296
(0.289)

X10
0.064
(0.055)

0.088*

(0.048)
0.144***

(0.045)
0.025
(0.052)

0.277
(0.240)

0.449*

(0.268)
0.805***
(0.272)

0.137
(0.262)

X11
-0.034
(0.052)

0.075*

(0.046)
0.084**

(0.043)
0.022
(0.049)

-0.153
(0.229)

0.433
(0.270)

0.568**

(0.278)
0.103
(0.238)

X12
0.153***

(0.050)
0.004
(0.044)

0.103**

(0.041)
0.202***

(0.048)
0.663***

(0.220)
0.033
(0.256)

0.718***

(0.274)
0.926***

(0.229)

X13
0.080**

(0.035)
0.078**

(0.031)
0.044
(0.029)

0.128***

(0.033)
0.357**

(0.148)
0.406**

(0.165)
0.282*
(0.167)

0.699***

(0.183)

X14
-0.043*

(0.025)
-0.024
(0.022)

0.019
(0.021)

-0.023
(0.024)

-0.194*

(0.113)
-0.137
(0.126)

0.152
(0.140)

-0.122
(0.117)

  注:各变量符号定义见表3。*、**和***分别表示在10%、5% 和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Note:ThedefinitionofeachvariablesymbolisshowninTable3.*,**and***indicatesignificantatthe10%,5%and1%

statisticallevels,respectively.Thenumbersinparenthesesarestandarddeviations.

产行为,但对不同绿色生产行为的提升作用有差异,
对测土配方施肥和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的提升作用更

明显。
将其他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回归发现,部分变量

也会影响家庭农场绿色生产。其中,家庭农场主的

个体特征对其是否参与绿色生产影响不显著,这可

能与样本均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有关,省级示范家

庭农场主尽管有个体特征的差异,但往往都拥有相

对较高的管理经营水平,由此对绿色生产的影响不

明显。从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看,农场经营年限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家庭农场施用有机肥,
影响系数为-0.032,对农场其他绿色生产行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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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则不显著。这表明,家庭农场经营年限越长,施用

有机肥的可能越小,可能的解释有2种:一种可能是

经营年限越长,土地利用复垦度高,集约化利用带来

的土壤板结、污染等因素使得地力下降明显,对化肥

等化学品投入的依赖程度越强;另一种可能家庭农

场一般是采用土地流转的形式进行经营,而土地流

转往往有一定年限,经营年限越长意味着距离流转

到期日越近,土地是否能够继续承租变数增多,农场

主保护地力的积极性下降,越不愿意使用有机肥。
从家庭农场的经营特征看,家庭农场组织化程

度除对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影响不显著外,对家庭

农场测土配方施肥、施用有机肥、规范使用农药的影

响分别在5%、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影响系数

分别为0.106、0.104、0.073,表明家庭农场参与合

作社会明显促进其绿色生产行为,可能的解释是,合
作社会对社员的行为进行约束监督,从而倒逼家庭

农场绿色生产,研究也发现,125家加入了合作社的

农场有124家(99%)都参与了至少一项绿色生产行

为。农场产品销售质检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

影响家庭农场规范使用农药,影响系数为0.268,这
表明销售过程中质检会增加产品质量的管控程度,
进而会传递给前端的家庭农场,而农药超标、残留等

是最容易被检测出来的不合格现象,因而质检会影

响其农药使用行为,研究也发现,339家销售会质检

的农场中275家(81.12%)规范使用了农药。农场

产品原产地追溯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

正向影响家庭农场施用有机肥和规范使用农药行

为,影响系数分别为0.088和0.144,这表明原产地

追溯增加了农场产品的监管时间范围,在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农场严格监管生产过程,研究也发现,299
家可实现产品原产地可追溯的农场中有283家

(94.6%)施用了有机肥或规范使用了农药。农场产

品质量认证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

影响家庭农场施用有机肥和规范使用农药行为,影
响系数分别为0.075和0.084,这表明“三品一标”
产品的品质要求相对严格,会间接传导给农场主,规
范其生产行为,调查也发现,在226家拥有“三品一

标”的农场中,有182家(80.53%)施用了有机肥,

190家(84.07%)规范使用了农药行为,可见“三品

一标”促进了农场绿色生产。
从家庭农场的认知特征看,绿色生产认知分别

在1%、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家庭农

场的测土配方施肥、规范农药使用、回收农药包装废

弃行为,作用系数分别为0.153、0.103、0.202,这表

明绿色生产培训会促使家庭农场绿色生产。可能的

解释是,绿色生产培训会改变农场主的认知,进而改

变农场主的行为,研究也发现,212家接受过绿色生

产培训的农场中有207家(97.6%)参与了至少1项

绿色生产行为。绿色生产意愿除对其规范使用农药

不显著外,对家庭农场的其余绿色生产行为均显著,
显著性水平分别达到5%、5%和1%,作用系数为

0.08、0.078和0.128,可见,意愿是农场主行为改变

的关键变量,调查也发现,在421家示范家庭农场

中,愿意绿色生产的家庭农场有394家,表明家庭农

场的绿色生产意愿较强烈。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在
394家愿意绿色生产的家庭农场中,仅有219家参

与了测土配方施肥,占样本总量的55.58%,297家

参与了施用有机肥和规范使用农药,占样本总量的

75.38%,172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占样本总量的

43.65%,这表明有绿色生产意愿会促进家庭农场绿

色生产,但从意愿转化为行动还有一定距离。绿色

农产品认可度在10%的水平上对家庭农场使用测

土配方施肥显著,影响系数为0.043,这表明绿色农

产品销售越困难,农场越愿意测土配方施肥。
另外,本研究还按照传统二元Logit模型进行

回归发现,各变量显著性均不如似不相关回归,这也

表明了本研究选择SUR回归的稳健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依托山东省“三农省情调研中心”422家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数据,运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
实证分析订单农业与家庭农场绿色生产(以化肥、农
药为例)的关系,并就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异质性进

行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订单农业有利于家庭农场绿色生产,从定量

分析发现,参与订单农业的家庭农场采纳绿色生产

行为比例明显高于未参与订单农业的农场,而且与

订单方联系紧密的家庭农场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比

例又明显高于联系不紧密的农场。

2)家庭农场参与订单农业后,在选取的4类绿

色生产行为中,施用有机肥和规范使用农药的采纳

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78.61%和80.35%,回收农

药包装废弃采纳比例最低,为54.34%。

3)从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看,在控制其他因素

的条件下,家庭农场参与订单农业能够显著增加其

绿色生产的可能。其中,使用测土配方施肥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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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包装废弃在1%的水平上显著,施用有机肥和

规范使用农药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影
响系数分别为0.132、0.072、0.105、0.213。

4)将其他控制变量纳入后,家庭农场经营年限、
农场组织化程度、绿色生产意识、绿色生产意愿、绿
色产品认可度、产品销售质检、原产地可追溯、“三品

一标”均对家庭农场的绿色生产行为产生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

鼓励家庭农场参与订单农业。加大家庭农场与加工

企业、超市、社区、合作社等主体的合作,鼓励“农超

对接”、基地建设等连接形式,从而严格农场农产品

生产过程、销售过程监督及售后追溯体系。第二,促
进家庭农场与订单方建立紧密的联系,完善订单双

方信息分享、利益分成、履约奖励等内部协调机制,
促进订单双方建立紧密的、长期的订单契约,增加绿

色生产的监督约束,提升订单双方的履约力。第三,
重视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异质性。优先推广家庭农

场愿意接受的施用有机肥和规范使用农药行为,然
后推广农药废弃等其他绿色生产行为。第四,加大

农场主绿色生产方面的培训,促进农场绿色生产意

识的形成,进而由意识转化成意愿,并最终促成绿色

生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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