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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轻孰重:市场经济下能力培育与环境建设?
———基于农户绿色技术采纳行为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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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湖北省１０９０份农户调研数据,以有机肥施用为例,构建 BinaryLogistic
模型探究市场能力、市场环境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及作用大小.结果表

明:市场能力中主动收集信息对有机肥施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而销售渠道建设却表现出负

向影响,市场环境中产品质量检测、要素获取便捷性与地方品牌建设均起到了正向促进作

用,且根据变量贡献率大小可知市场环境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根据市场环境的调节效应

检验得出,地方品牌建设在技术推广培训、销售渠道建设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之间

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这说明农户市场能力作用的有效发挥需基于一定的市场环境.基于

此,建议加强农户市场能力培育、发挥市场环境的规范性作用、正确认识市场能力和市场环

境的作用和定位,以便调动农户有机肥施用积极性,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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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强调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加快农业发展

绿色转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１].历史经验也表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长期

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增高度依赖于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大量投入,与此同时所带来的土壤酸化、水
体污染、产品品质下降等一系列环境经济问题[２],已成为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绿色转型的关键因素.已

有研究表明,以有机肥为代表的绿色生产技术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化肥用量、提升农产品品质,对于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增强我国农产品核心竞争力同样意义重大[３Ｇ４].然而,作为农业技术应用的关键主

体,农户施用有机肥的情况并不乐观,２０１５年仅有３１．９５％的农户存在有机肥施用行为[５].那么,究
竟什么原因阻碍了农户施用有机肥? 在优质农产品市场需求高涨的发展契机下,能否基于农户参与

市场能力的视角,通过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进而探寻促进农户积极施用有机肥的新出路? 不同市场

环境下市场能力的作用机理是否发生变化? 准确回答上述问题,对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衔接以

及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尽管能力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但并不影响其在农户行为决策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基于产权

理论框架,罗必良等将农户行为能力细分为农地经营能力和流转交易能力[６].由于农业部门具有一

定的弱质性[７],农户风险规避能力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例如,田素妍等认为,应积极发展农户

处理突发情况和发现利用机会的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８],同时需引导农户适当调整

农田管理方式、采用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可以有效减少自然环境风险[９Ｇ１０].围绕农户市场能力的研究

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中多是针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信息获取能力[１１]、资源利用能力[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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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影响市场正常运行的关键外部因素,市场环境的相关研究

日趋增多.例如,高珊等研究发现,市场价格水平将直接决定农户种植效益的高低[１３].无论是在产

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市场环境均会影响农户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对农户生产行为决策产生作用[１４].
此外,市场环境是否稳定、农产品标准是否完善将会影响农户参与市场经济的收益水平,进而影响到

其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１５Ｇ１６].

Goodwin等认为,个人能力作为一种内源性、持久性的特质,在农户新技术采纳中发挥积极作

用[１７].市场能力作为在市场经济下发展出的一种能力,会直接影响农户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和

收益水平,进而影响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积极性.如前所述,在农业经济市场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背景

下,学界对农户市场能力的关注明显不足,而市场能力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作用机理仍处

于“黑箱”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标准化体系尚未完善的市场环境中,市
场能力是否真能促进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命题.基于此,本文利用湖北省的

农户调研数据,并以有机肥施用为例,实证分析市场能力、市场环境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

影响机理.

　　一、理论分析框架

　　１．理论分析

农业经济市场化的快速推进,逐渐打破了传统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无论是在农产品生产环节

还是销售环节,农户参与市场化进程的步伐逐渐加快.这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实现

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结合的关键.基于理性小农学派的农户行为理论可知,在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当
农户意识到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可以带来更多农业产出时,便将会毫不犹豫地追求最大利润.在这

一过程中,能否利用市场经济实现农产品价值的增益,将最终影响到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决策.而市场

经济作用的发挥不仅取决于农户个人参与市场的能力,同样也取决于地方市场环境的建设.为此,从
市场能力、市场环境两个维度探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

从本质上说,能力是指为完成特定目标或任务所体现出的一种综合素质[１８],Giddens基于阶级结

构提出“市场能力”概念,其含义是个人可以带到市场上增加谈判资本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属性[１９].进

一步衍生出农户层面的市场能力,则可理解成为适应市场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各环节中所产生的变

化,农户采取一定措施手段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和素质.一方面,农户参与市

场最主要的环节是农产品销售,能否通过一定的销售渠道获取超额经济利润是农户行为决策时必须

考虑的问题.当农户有更好的销售渠道,产品交易过程中的障碍将会越少,高品质的产品属性越易实

现货币价值化.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伴随着大量信息的产生、传播与扩散,包括生产要

素信息、产品市场信息、政策制度信息等.信息经济学指出,市场信息的获取至关重要[２０],尤其是在

有机肥品种多样、质量参差不齐的复杂环境下,普遍存在的信息垄断造成农户信息搜寻成本大幅增

加,严重阻碍了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不可忽视的是,绿色生产技术培训在不断提高农户生产效率、
生产出更高质量的农产品的同时,也发挥着一定的农业信息传播作用,而这也是市场能力的一种重要

表现.由此预测,农户的市场能力与有机肥施用行为呈正向关系.
市场环境对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的影响表现在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产品进入市场以及实现优

质优价的难易程度[１６].所谓的市场环境,是指农户参与市场化过程中所面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
法规制度等诸多内容[２１],良好的市场环境对农户生产投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最为直接的便是农业

生产要素的获取,完善的要素市场不仅可以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类物质资料、技术服务,更为重要

的是农户可以方便获得,从而真正发挥市场环境的促进作用.随着农业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地方

品牌建设不可或缺,其本质是利用各种名特优认证标签,展示出农产品高质量的品牌价值[２２Ｇ２３],同时

也是农产品标准化建设的重要体现,而标准不仅是对农户生产优质产品的一种引领,也是一种制度,
规范市场主体的生产行为[２４].标准、规范的市场环境有助于识别出优质产品与普通产品,避免因信

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行为.由此可见,市场环境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也呈正向关系,营造良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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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调动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

２．模型构建

目前,Logistic回归模型是最早的离散选择模型,以其概率表达式的显性化、应用操作简单的优

点,在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根据被解释变量的取值情况,Logistic回归模型可进

一步分为二元Logistic模型和多元Logistic模型.本文中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属于典型的二分类变

量,即定义已施用有机肥为Y＝１,未施用有机肥的为Y＝０,因此设置二元Logistic模型如下:

pi＝F(yi)＝F(β０＋∑
n

j＝１
βjxij

)＝
exp(β０＋∑

n

j＝１
βjxij

)

１＋exp(β０＋∑
n

j＝１
βjxij

)
(１)

式(１)中pi表示农户i有机肥施用行为发生的概率;F(yi)表示概率分布函数;β０表示截距项;βj

表示第j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xij表示第i个农户第j个变量的取值.
通过对式(１)两边取对数,并结合本文变量选取情况,如式(２)所示,其中MAij表示市场能力维度

的变量,MEik表示市场环境维度的变量,CVih表示相关控制变量.

yi＝ln(
pi

１－pi

)＝β０＋∑
３

j＝１
βjMAij＋∑

３

j＝１
βkMEik＋∑

８

h＝１
βhCVih (２)

３．变量选取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从市场能力、市场环境以及控制变量选取相应变量,具体变量描述及基本情

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及基本情况

变量名称 定义及取值 均值 标准差

市场能力

销售渠道建设 产品销售时是否有多种渠道? 是＝１;否＝０ ０．１３４ ０．３４１
主动收集信息 是否会主动利用各方式收集信息? 是＝１;否＝０ ０．５２９ ０．４９９
技术推广培训 是否参与绿色技术推广培训? 是＝１;否＝０ ０．０９８ ０．２９８
市场环境

产品质量检测 政府部门是否对农产品进行相关质量检测? 是＝１;否＝０ ０．０４４ ０．２０５
要素获取便捷性 有机肥料等生产要素是否可以方便购买到? 是＝１;否＝０ ０．４２５ ０．４９５
地方品牌建设 所在地是否进行地方品牌建设? 是＝１;否＝０ ０．１２２ ０．３２７
控制变量

务农年限 受访者实际回答的务农年限/年 ３７．５２７ １３．０８１
兼业情况 是否有兼业情况? 是＝１;否＝０ ０．７８７ ０．４１０
受教育水平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５．７９８ ３．４９９
农业收入占比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０．２６６ ０．３０６
化肥过量意识 是否会考虑化肥过量问题? 是＝１;否＝０ ０．４３９ ０．４９６
风险意识 是否有较强的技术风险承担能力? 是＝１;否＝０ ０．４４４ ０．４９７
耕地面积 实际经营的面积/亩 ９．０７５ １０．１０６
地区变量 黄冈＝１;天门＝２;武汉＝３;随州＝４;荆州＝５ ３．０８７ １．４６７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１．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数据均来自于课题组２０１７年７－８月展开的关于农业绿色化发展的随机问卷调查,
调研区域为湖北省黄冈、天门、武汉、随州以及荆州共５个地市,其中天门、武汉、荆州地处江汉平原,
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随州、黄冈地处鄂东北丘陵地带.综合考虑抽样原则、资金约束以及可操

作性等因素,课题组在每个地市随机选取１~２个县(区),每个县(区)随机选取１~３个乡镇,每个乡

镇随机选取２~４个村,最终共调查了１７个乡镇４５个村,共计１１１６份农户调查问卷.调研形式以

课题组集中调研为主,调查员均是在校研究生,在实际调查之前均经过系统性培训,并以一对一访谈

形式进行.经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前后结果矛盾等无效问卷,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１０９０份,有效率

为９７．６７％.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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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样本基本情况

基于１０９０份有效样本,调查结果显示(表２),样本农户以男性为主,占总样本的５６．５１％.年龄

方面,处于５１~６０岁区间的样本数最大,占总样本的３６．６１％,其次为６１~７０岁,占比为３１．４７％,而
５０岁及以下的样本仅占２１．９２％.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青壮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加剧.兼业方面,有７８．７２％的样本农户表示有过兼业行为,收入来源

的多样性促进了家庭收入的增加,尽管家庭年收入不足５万的仍有４７．４３％,但５~１５万的样本数占

比同样达到４７．２５％,样本家庭平均年收入达到６．５６万元.受教育年限方面,绝大多数样本农户受教

育年限不足９年(９２．３９％),受过高等教育的样本数不足１０％,这反映出当前农户的整体文化水平不

高,预期会通过影响农户市场能力进而影响到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同样,样本农户种植规模以小规

模为主,耕地面积低于１０亩的样本数占比为７４．６８％,而在２０亩及以上的样本数占比仅为６．６０％.
表２　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

变量 分类 频数 占比/％ 变量 分类 频数 占比/％

性别
男 ６１６ ５６．５１

兼业情况
是 ８５８ ７８．７２

女 ４７４ ４３．４９ 否 ２３２ ２１．２８

受教育年限/年

[０,６] ７１２ ６５．３２

家庭年收入/万元

[０,５] ５１７ ４７．４３
[７,９] ２９５ ２７．０７ (５,１０] ３９３ ３６．０６

[１０,１２] ７１ ６．５１ (１０,１５] １２２ １１．１９
１３年及以上 １２ １．１０ １５万以上 ５８ ５．３２

耕地面积/亩

５亩以下 ４５４ ４１．６５

年龄

４０岁及以下 ４７ ４．３１
[５,１０) ３６０ ３３．０３ [４１,５０] １９２ １７．６１
[１０,１５) １４２ １３．０３ [５１,６０] ３９９ ３６．６１
[１５,２０) ６２ ５．６９ [６１,７０] ３４３ ３１．４７

２０亩及以上 ７２ ６．６０ ７１岁及以上 １０９ １０．００

　　３．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统计分析

为全面了解不同地区农户有机肥施用情况,按地区进行了相关统计分析(表３).总的来看,样本

地区施用有机肥的农户比例较低,仅占总样本的３１．７４％,与张驰等的调查结果近似[５],进一步证实了

当前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不高,如何通过有机肥替代实现化肥减量仍存在诸多障碍.从各地区

来看,随州市样本农户有机肥施用的比例最高,达到５８．０５％,这可能与当地食用菌产业较为发达、有
机肥原料丰沛有关,排名处于二、三位的分别是天门(２９．１７％)和武汉(２９．０３％),排名后两位的则是

黄冈(２４．６５％)和荆州(２１．２７％).由于各地区资源条件、种植习惯不同,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农户有机

肥施用行为有所差异.
表３　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统计分析结果

问项
黄冈

频数 占比/％

天门

频数 占比/％

武汉

频数 占比/％

随州

频数 占比/％

荆州

频数 占比/％

合计

频数 占比/％
是否施用
了有机肥

是 ５３ ２４．６５ ６３ ２９．１７ ５４ ２９．０３ １１９ ５８．０５ ５７ ２１．２７ ３４６ ３１．７４
否 １６２ ７５．３５ １５３ ７０．８３ １３２ ７０．９７ ８６ ４１．９５ ２１１ ７８．７３ ７４４ ６８．２６

　　三、实证结果分析

　　１．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影响因素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表４),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２,处于合理范围内.为检

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利用Probit模型进行相关回归(模型Ⅱ),各变量的显著性、方向与Logit模型

结果(模型Ⅰ)基本一致,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模型卡方值为１１９．１６５,并进一步通过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吻合程度判断模型准确性[２５],

预测准确率为７１．２％,表明回归方程具有一定代表性.从回归结果来看,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共８
个,对被解释变量的贡献率排序依次为:务农年限＜主动收集信息＜地方品牌建设＜风险意识＜农业

收入占比＜要素获取便捷性＜销售渠道建设＜产品质量检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环境的建设

对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有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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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共线性诊断及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共线性诊断

(VIF)
模型Ⅰ(Logit模型)
系数值 标准误

模型Ⅱ(Probit模型)
系数值 标准误

市场能力

销售渠道建设 １．１９５ －０．５３６∗∗ ０．２４９ －０．３２３∗∗ ０．１４７
主动收集信息 １．１２４ ０．３９９∗∗∗ ０．１４９ ０．２２７∗∗∗ ０．０８９
技术推广培训 １．１１３ －０．２１６ ０．２５４ －０．１２５ ０．１５０

市场环境

产品质量检测 １．０８１ ０．６３７∗∗∗ ０．３３８ ０．３８５∗ ０．２０６
要素获取便捷性 １．２３６ ０．５２４∗ ０．１６４ ０．３０５∗∗∗ ０．０９６
地方品牌建设 １．０７４ ０．４４７∗∗ ０．２１２ ０．２６９∗∗ ０．１２９

控制变量

务农年限 １．１９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兼业情况 １．３６６ ０．２２５ ０．２０３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９

受教育水平 １．１８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农业收入占比 １．５５２ ０．５０５∗ ０．２８６ ０．２８８∗ ０．１７２
化肥过量意识 １．０６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４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８６

风险意识 １．０３３ ０．４８３∗∗∗ ０．１４２ ０．２９８∗∗∗ ０．０８５
耕地面积 １．２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地区变量(以荆州为参照组)
黄冈 － ０．３１３ ０．２４３ ０．１８１ ０．１４３

天门 － ０．５４４∗∗ ０．２４３ ０．３２１∗∗０．１４３
武汉 － ０．１２１ ０．２５１ ０．０７９０．１４４
随州 － １．７６２∗∗∗ ０．２３１ １．０６３∗∗∗０．１３７

常数项 － －２．８０５∗∗∗ ０．４３９ －１．６６９∗∗∗ ０．２５５
观测值 － １０９０ １０９０
卡方值 － １１９．１６５∗∗∗ １１８．６８０∗∗∗

模型预测准确性 － ７１．２％ ７１．２％

　注:∗ 、∗∗ 和∗∗∗ 分别表示通过１０％、５％和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１)市场能力维度.销售渠道建设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换言之,有更多、更好产品销

售渠道的农户施用有机肥的概率反而更低.可能的原因是,当前农产品市场标准化建设仍处于初级

阶段,尚无法对施用有机肥后造成的产品品质差异进行有效区分,导致部分有足够销售渠道的农户形

成“搭便车”行为、以劣充好,在实际生产中则表现为施用快速有效、成本更低的化肥.
主动收集信息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有较强信息收集能力的农户,越有可能存在

有机肥施用行为.无论是生产方式、种植理念等内部因素,还是技术创新、产品需求等外部因素,农业

生产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农户通过主动学习了解最新的国家农业政策变化、市场产品需求,将
有助于其理解绿色农业的发展趋势.同时,更强的信息收集能力将会为农户在有机肥市场中寻得物

美价廉的产品,更有利于满足其节本增效的生产需求,最终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主动作出调整、施用

有机肥以提高产品品质.
(２)市场环境维度.产品质量检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在有相关质量检测环节

的市场环境下,农户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会有所提高.对农产品进行质量检测,本质上作为一种监管

手段,对农户“非绿色”生产行为可以起到一定约束和限制作用,通过加大因产品质量问题而面临的经

济风险,降低了农户滥施滥用、过量施用化肥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可以将市

场上农产品品质做出鉴别,有利于实现农产品的优质优价,对农户施用有机肥行为起到激励促进

作用.
要素获取便捷性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即有机肥等生产要素获取越便捷,农户施用有

机肥的概率越高.农业经济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构成就是要素市场化,农业生产离不开要素投入,农户

能否有效、方便地从市场上获得绿色生产所需的物质资料,例如有机肥料、腐熟剂,直接决定了农户是

否施用有机肥的行为意向.实际调研过程中也发现,不少农户反映由于旋耕地等现代农业机械代替

了原先的耕牛,传统有机肥料来源缺乏,同时又难以购买到商品有机肥,最终导致即使知道有机肥效

果好,但也面临现实条件的约束,无法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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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品牌建设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在生产所在地重视相关品牌建设的市场环境

下,农户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会更高.这不难理解,地方品牌建设意味着当地农产品在市场上有较好

知名度和更高的产品售价,一方面当农户通过施用有机肥生产出高品质产品,其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也

就越高;另一方面,作为理性人,农户出于长远利益考虑,为维护地方品牌的声誉,更为愿意通过施用

有机肥以保证农产品的质量.
(３)控制变量.务农年限、农业收入占比和风险意识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０．０１０、

０．５０５和０．４８３,即务农年限、农业收入占比、风险意识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一

般来说,务农年限越长,农户种植经验会越丰富,对施用有机肥的方式方法更为熟悉,有效减少因操作

不当所造成的损失.而农业收入占比反映的是农业在家庭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农业收入占比越高,
农户越重视农业产出,会以长远角度考虑,将有机肥视为长期投资,培肥地力.当然,无论是在技术因

素层面,还是农产品销售层面,可以说施用有机肥均存在一定风险,因此对于有较强风险承担能力农

户而言,能忍受一定风险损失并愿意施用有机肥以此获利.

２．市场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５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自变量 F 值 P 值

修正模型 ４．１１４∗∗∗ ０．０００
截距 ４８．６８８∗∗∗ ０．０００
销售渠道建设 ０．６０３ ０．４３８
主动收集信息 ０．８２２ ０．３６５
技术推广培训 １．０７５ ０．３００
产品质量检测 １．５７６ ０．２１０
要素获取便捷性 ０．１０８ ０．７４３
地方品牌建设 ２１．４８８∗∗∗ ０．０００
地方品牌建设×技术推广培训 ４．５９０∗∗ ０．０３２
地方品牌建设×销售渠道建设 ２８．１３１∗∗∗ ０．０００

　注:∗∗ 和∗∗∗ 分别表示通过５％和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

验;市场环境与市场能力均进行了交互项估计,由于篇

幅限制只报告了显著项..

根据前文Logistic回归结果,证实了市场能力的部

分维度确实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产生影响,但销售渠

道建设和技术推广培训所表现出的负向影响(虽然后者

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符号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其作用方向),与传统认识存在偏差.那么,是否可以

认为市场能力并不一定会促进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

并非如此,不同市场环境下,市场能力的作用机理可能

存在不同,需要进一步检验市场环境在市场能力与有机

肥施用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调节效应,即市场能力促进作

用的发挥是否需要规范、完善的市场环境.由于市场环

境、市场能力各指标均属于二分类变量,采用多因素方

差分析法(MultivariateANOVA)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并通过绘制调节效应示意图(见图１),

确定调节效应的方向.

由表５可知,地方品牌建设在技术推广培训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存在调节效应,进一步由

图１(a)可知其调节作用方向为正.换言之,在地方品牌建设良好的市场环境下,参与技术推广培训

可有效提高农户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而缺乏地方品牌建设的市场环境中,技术推广培训对农户有机

肥施用行为产生了负向影响.这一结论说明,技术推广培训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积极作用的有效

发挥,离不开当地品牌建设过程所营造的良好市场环境.单纯的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农户信息获取能

力,并不一定能产生显著效果,在市场经济中应结合地方特色,发展地方特色品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保障农户生产收益,同时对农业技术推广效率的提升大有裨益.

地方品牌建设在销售渠道建设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存在调节效应,由图１(b)可知其调节

作用方向为正.具体而言,在地方品牌建设良好的市场环境下,农户有一定的销售渠道可以有效提升

其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相反,在缺乏地方品牌建设的市场环境中,销售渠道建设对农户有机肥施用

行为产生了负向影响.正如前文所述,拥有一定销售渠道的农户,具有较强的产品交易能力,在实际

销售中容易出现“搭便车”行为,但一旦地方开始重视品牌建设,营造规范的市场交易环境,不仅对“搭

便车”行为有较强震慑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向农户传递了农产品优质优价易于实现的信号,即可有效

提升农户有机肥施用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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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市场环境调节效应

　　四、结论与启示

　　１．结　论

从农户能力视角出发,在农业经济市场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农户市场能力概念,并
纳入市场环境因素,构建市场能力、市场环境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２０１７年湖

北省１０９０份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１)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受到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且贡献率大小依次为:务农年限＜主动收集信

息＜地方品牌建设＜风险意识＜农业收入占比＜要素获取便捷性＜销售渠道建设＜产品质量检测.
在市场能力方面,主动收集信息能力越强,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越大;而销售渠道建设却表现出显著

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在市场环境方面,产品质量检测、要素获取便捷性和

地方品牌建设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良好的市场环境将显著促进农户施用有机肥;在控制变量方

面,务农年限、农业收入占比和风险意识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
(２)市场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地方品牌建设对于技术推广培训和销售渠道建设对农户有机

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均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相较于无地方品牌建设,有地方品牌建设将增强技术推

广培训和销售渠道建设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正向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农户市场能力作用的有

效发挥需基于一定的市场环境建设,只有在规范、健全的市场环境下,市场能力才能对农户绿色生产

技术采纳起到真正的正向促进作用.

２．启　示

基于上述相关结论,为积极引导农户施用有机肥,有效落实化肥减量与有机肥替代行动,加快实

现农业发展绿色转型,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１)应加强农户市场能力的培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依托农技下乡工程,进行农业技术推

广的同时重视农户自身能力的培养,在信息化时代尤其要注重发展农户在农业生产相关信息的筛选、
甄别能力,同时结合“农资下乡”等行动提升农户要素获取能力.

(２)应充分发挥市场环境的规范性作用.尽管农户产品销售能力对有机肥施用行为起到负向作

用,但也告诉我们,缺乏健康的农产品市场环境、完善的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将无法保障农产品形成优

质优价的良好氛围.地方政府应加快农产品质量标准化体系建设和完善,积极引导收购商、经销商等

市场主体形成绿色营销理念,以市场需求带动农户生产方式转变.
(３)应正确认识市场能力和市场环境的作用和定位.在促进农户施用有机肥、推进农业绿色生产

过程中,市场环境建设是必需的,但也不是唯一方式.在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等方面处于劣势的地区,
短期内可通过提升农户要素获取能力、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长期内逐渐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有效发

挥农户市场能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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