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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稳定能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吗*

(((以广东省确权颁证与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证

郑沃林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1"3;$$

摘#要"土地产权趋于稳定将强化农户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进而激励农户改进农业
生产行为!但这种激励具有情景依赖性,由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和目的不同!并不是所
有的农户都会因此而改进农业生产行为# 采用$"1=年广东省$千村调研%数据!分析确权颁证对
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虽然赋予农户实现农地价值的剩余
权!但能否促进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还取决于农户自身的获益能力和收益本身的效用# 如
果农户缺乏实现农业生产超额利润的能力'低收入农户)!即使土地产权趋向稳定!也难以产生采
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动力&如果实现农地价值的最优方式是$他用%而非$自用%!即使采纳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会带来农业生产超额利润!农户也不会积极采纳&如果农户具有实现农业超额利润
的能力'高收入农户)和预期'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则确权颁证会促进其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有着情景依赖性!因而!在农地确权颁证的同时要
完善农地流转制度!通过土地产权稳定和流转稳定的双重激励更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积
极施行绿色生产行为#

关键词"产权稳定&剩余权&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确权颁证&测土配方施肥&农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C!$1)1#C!$!)!##文献标志码"D##文章编号"13:;<=1!1%$"$"&"!<""%1<11

一$引言
人均耕地面积少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为保障农业产出增长的稳定性#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会使用化肥和农药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曹大宇等#$"13"

*1+

& 然而#由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效率不高#大
量化肥%农药等浸入土壤#造成地表污染!李雪娇等#$"1="

*$+

& 为解决化肥和农药过量施用%盲目施用等带
来的成本增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1%年$月#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发布了,到$"$"年化肥使用量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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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行动方案-和,到$"$"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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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到$"$"年#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
长#化肥%农药利用率达到;"E(的目标&

要在保持农业产出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农业生产是人类利用有
生命的自然力为自身生存和发展提供基本保障的活动#因而环境成为其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农业生产是
具有连续性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2=;"

*!+

#进而其对环境的破坏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环境#而
且也直接影响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本文将农业绿色生产行为定义为.在保持农业产出不变甚至
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减少农业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污染并使农业生产长期持续发展的行为& 比如#采用测土
配方技术进行施肥就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绿色生产行为!

#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过量施用化肥产生的负外部性#

还能匹配不同作物生长的需肥量#在保障作物产量的同时保护环境&

农业绿色生产行为能够更好地保护环境并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但往往需要更多的投入#进而可能有
损农户的短期收益& 因此#如何激励和促进农户的农业绿色生产行为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影响农
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因素很多#其中土地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由于土地在农业生产中的特殊重要性#土
地产权及其稳定性对农户的生产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 多数文献认为#土地产权稳定能够激发农户进行农
业生产性投资的意愿#进而表现为农业生产行为的改进!罗必良等#$"12$>,LB7'IU,(#$"1=$>,9IJ5IIIU,(#

$"";$.IL8IUTL#12:;"

*;<:+

& 自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赋权增能(一直是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主线
!@79#122$$钟甫宁等#$""2$仇童伟等#$"1="

*=<1"+

#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断完善和稳定& 尤其是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以下简称农地确权颁证"的开展#使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稳定& 然
而现实中因此产生的农户投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 农业绿色生产行为实际上是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一种长
期投资!王世尧等#$"1:"

*11+

#那么土地产权稳定是否对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具有促进作用)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厘清土地产权稳定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关系& 产权是使得一个人或其他人受
益或受损的权利!杨瑞龙等#122:$德姆塞茨#1221"

*1$<1!+

#其对个体的激励可以被表达为'在竞争环境之中#

稀缺资源所有者寻求最大化收益的动机与结果(#在本质上体现为'谁来获取剩余(& 因而#真正激励农户农
业生产行为的是土地产权所隐含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其中#剩余控制权保障农户自由利用农地
!承包经营权"而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剩余索取权则激发农户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
收益"#进而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土地产权稳定能够为农户带来剩余权#但
是农户实现剩余权是有条件的#进而导致土地产权稳定的投资激励效果具有渐进性和内部不均衡性& 特别
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使中国农户产生了分化#不同的农户实现
剩余权的约束条件具有异质性& 比如#对于农业生产剩余价值较高的农户#土地产权稳定的剩余权激励更
可能使其增加农业生产投资#尤其是对新技术的投资$相反#对于农业生产剩余价值较低的农户#土地产权
稳定的剩余权激励更可能使其追求土地的财产性收益#进而抑制其对农业生产的投资以及新技术的采纳
!郑沃林等#$"12"

*1;+

&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通常基于土地产权稳定将激励农户改进农业生产行为的前提#忽视土地产权稳定
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具有情景依赖性& 对此#本文基于农户异质性从理论上探究土地产权稳定影响
农户生产行为!尤其是绿色生产行为"的不同情形#并以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
为例证进行实证检验#进而为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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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土配方施肥是指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确定氮%磷%钾及
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通过有针对性地补充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达到提
高肥料利用率%减少肥料用量的目的&



二$理论分析"土地产权稳定对不同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土地产权稳定通过将剩余索取权明确%长期地分配给某一特定经济主体#进而为该经济主体追求农业

生产的超额利润提供经济激励!冀县卿等#$""2"

*1%+

& 其中#剩余控制权是事前没有在契约之中界定如何使
用的权利!张维迎#1223"

*13+

#保证农户自由配置农地要素而不受第三方干预$剩余控制权是可以按任何不
与先前合同%习惯或法律相违背方式行使产权的权利!D̂Q7'9 IU,(6#122$"

*1:+

#保证农户对投资农业生产所
产生的净收益的绝对占有& 因此#土地产权稳定性与农户的改良土壤等农业投资行为之间存在着耦合关
系& 但是#即使在地权完整且不减弱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也不会自发地进行#而是取决于产权主
体的行为#而产权主体如何行使产权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衡量!罗必良#$"1!"

*1=+

& 一般来说#当行使产权
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则产权主体有行使该权利的激励$反之则会将其留在'公共领域(而不会行使这项产权&

从历史演变的维度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农户大多属于生存型农户#其农业生产的目标趋向于满足
家庭基本生活消费!沈红等#122$"

*12+

#并具有'风险规避(的价值取向#即使产权趋向稳定#'安全第一(的生
存伦理也使其倾向于维持低水平的农业投资& 而在现代化农业经济中#农户大多为商品型农户#追求农业
生产的超额利润#并具有一定的风险承担能力#当产权趋向稳定时#为了实现农业生产超额利润#其更愿意
将农业生产剩余用于农业投资& 因而#土地产权趋向于稳定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
是受到产权主体行使产权的动力和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在传统小农经济中#受生产力落后%市场容量不足和交易成本过高等的制约#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
成为农户最优的选择& 然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对土地产权稳定有较高的要求#一旦地权频繁变动#

将导致'上等地地块(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农户拥有'下等地地块(甚至是失去土地!于干千#

$"":"

*$"+

& 于是#农户对农业生产的安排必然是遵循'风险最小化(而非'利益最大化(的逻辑& 考虑到在投
资回收期间可能失去产权#只能享受部分投资收益#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趋向于保守#并表现为'安全第一(

的生存伦理规则& 不管家庭基本消费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农户都缺乏改进农业生产的行为倾向!斯科特#

$""1"

*$1+

$即使地权趋向稳定#农户也只是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要素#以期稳定和增加农业
产出!?IIJUT#123%"

*$$+

&

在现代化农业经济中#得益于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市场容量扩大#农业生产经营交易成本
显著降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活动也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的工业生产#对价格的反应是灵
敏的& 因此#农户能够作出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恰亚诺夫#1223"

*$!+

& 农地资源不可
能自发地形成超额利润#它必须与生产经营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等相结合#进而土地产权稳定所固化的剩余
权将促使农户分化为生产经营型农户和资源贡献型农户#两者追求着农地不同功能维度的最大价值!见图
1".资源贡献型农户更看重农地的财产功能#其实现农地价值的最优方式在于'他用(#即将土地产权转让出
去以实现农地作为资产的货币价值$生产经营型农户更看重农地的生产功能#其实现农地价值的最优方式
在于'自用(#即通过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来实现超额利润& 因此#土地产权越趋向于稳定#资源贡献型农
户越倾向于放弃对农业生产超额利润的追求#从而其自身不会改进农业生产行为& 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

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户的土地产权就是承包经营权#农地确权颁证使农户的农地承包经营权趋于稳定#

加上'三权分置(改革的实施#资源贡献型农户会选择将全部或部分农地流转给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企业等"#从而不会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资& 因此#农地产权稳定并不能促进资
源贡献型农户的农业绿色生产行为& 而对于生产经营型农户#土地产权越趋向于稳定#则越有可能改进农
业生产行为#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和风险#并更看重农业生产的长期收益和可持续发展& 农地'三权分置(

和确权颁证通过正式制度严格界定了农户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为生产经营型农户长期稳定地获取农业生产
的超额利润提供了制度保障#因而生产经营型农户会增加农业生产投资#并更多地施行农业绿色生产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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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比如#在市场竞争机制中#生产经营型农户意识到过量施用化肥会造成土壤板结
并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则会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来保障其长期的产权收益最大化&

图1#土地产权稳定下的商品型农户分化及其农业生产行为选择

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生产经营型农户和资源贡献型农户的分化是基于其比较优势的理性选择#即具
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比较优势的农户会演变成为生产经营型农户& 然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比较优势是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具有动态性#既取决于农户自身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也受农户的非农就业能
力以及市民化倾向等的影响#这就给实证分析带来了难题& 如何对农户进行恰当的分类以验证土地产权稳
定对不同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本文选择从家庭收入维度进行划分&

土地产权稳定对低收入农户和高收入农户产生的改进农业生产行为激励是不同的& 目前#中国的低收
入农户进行农业生产通常以满足家庭生存需求为主要目的#农业生产剩余相对较少#且生产剩余优先转化
为消费资料而非生产资料#具有一定的生存型农户特征& 尽管土地产权稳定固化的剩余索取权为农户实现
农业生产超额利润提供了动力#但由于低收入农户缺乏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因而对低收入农户农业生产
行为的影响不大& 同时#土地产权稳定固化的剩余控制权保障了农户自由合法处置农地要素的权利#降低
了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失地风险#使得农户不再被锁定在农业生产之中!Z,9 #̂122:$A,9XJ-IU,(#$"1%"

*$;<$%+

&

相应的#低收入农户可能会分配更多的劳动力到非农部门#并将部分农地流转出去#进而实现收入来源多样
化& 因此#土地产权稳定还有可能减少低收入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投入#也就难以激励
其改进农业生产行为&

而对于高收入农户而言#在满足家庭消费的刚性需要之后#仍有用于扩大消费或再生产的净剩余#具有
商品型农户特征& 同时#高收入农户具备转移生产性资源的条件和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能根据市场变化
来合理配置生产要素& 土地产权稳定使高收入农户对追加投资形成的农业生产超额利润享有完整的占有
权#进而会激励其改进农业生产行为以充分获得农业生产净收益& 但是#如果高收入农户并不依赖农业提
供的就业和收入功能#而是倾向于非农就业和市民化#即使他们具有改进农业生产行为的动力#也很难转化
为实际行为& 相反#如果高收入农户主要通过农业生产来获得消费资料#那么为了最大化农业产出#其就会
如同企业家一样#通过整合农业生产要素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并不断改进其农业生产行为#比如施行农
业绿色生产行为!参见图$"&

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实践#本文用'农地确权颁证(代表土地产权稳定#用'采
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代表农业绿色生产行为#采用暨南大学$"1=年进行的'广东千村调查(抽样数据#实
证检验产权稳定性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关系#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总体上#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采纳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不显著![1"$农地确权颁证对低收入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作用不显著
![$"$农地确权颁证对高收入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高收入农户中#农地确
权颁证会促进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但对以农业为副业的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的影响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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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土地产权稳定对不同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
16样本选择与变量设定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起%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与共青团暨南
大学委员会共同主持的'广东千村调查(& 该调查于$"1=年进行#随机选取广东省1""个行政村%$":个自
然村%$ 2::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

& 为对不同的农户群体进行比较#本文基于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和劳动
力就业状况进行分组.!1"根据广东省$"1: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平均值#将家庭总收入大于或等于$万元的
样本农户作为'高收入子样本(#低于$万元的作为'低收入子样本($!$"参考刘洪仁和杨学成!$""%"关于
农户经济分化的研究*$3+

#将农业生产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比重大于%"E的样本农户作为'以农业为主业
子样本(#小于%"E的作为'以农业为副业子样本(& 被解释变量为'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否l"#是l

1"(#核心解释变量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没有l1$正在办理l$$有l!"(#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家庭
特征和村庄特征!详见表1"&

表1#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l否$1l是 ")"$! ")1%1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没有l1$正在办理l$$有l! $)1=3 "):::

户主特征
#年龄 实际值4岁 %=)13" 1$)$"2

#文化程度 1l小学及以下$$l初中$!l高中$;l大专$%l本科及以上 1)33; "):3;

#风险偏好 1l风险规避$$l风险中性$!l风险偏好 1)3;" "):1!

#耕地干净度感知 很不干净l1$不干净l$$一般l!$干净l;$很干净l% !)%3$ ")2=3

#灌溉污水感知 无l"$有l1 ")!;= ");:3

#土壤污染感知 无l"$有l1 ")1=! ")!=:

#支农惠农政策感知 无l"$有l1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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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村的地域分布包括.珠三角地区的广州市%东莞市%惠州市%梅州市%江门市%河源市%肇庆市#粤东地区的汕头市%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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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O

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特征
#种植面积 实际值4公顷 ")!"! 32)!==

#农业生产人数 实际值4人 1)=;! 1)1!=

#农业生产收入 实际值4千元 %)$3" !!)=13

#非农自我经营收入 实际值4千元 %)$$= 12);%;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实际值4E ")1:= ")$22

#有无农家肥行为 无l"$有l1 ")3:2 ");3:

#化肥购置费用 实际值4千元 1)!2; ;)"%2

村庄特征
#水土流失程度 不严重l1$一般l$$严重l! 1)%;= "):""

#土壤荒漠化程度 不严重l1$一般l$$严重l! 1)!$! ")%=$

#土壤盐碱化程度 不严重l1$一般l$$严重l! 1)!1; ")3$=

#有专业机构评价生态环境 否l"$是l1 ")$%3 ");!: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否l"$是l1 ")$:2 ");;2

#修复污染土壤 否l"$是l1 ")";1 ")12:

#第一大姓有祠堂 否l"$是l1 "):"" ");%=

#自然灾害频发区 否l"$是l1 ")$%: ");!:

$6模型选取与分析结果
由于被解释变量'采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二元离散变量#适合采用二元离散@'̂7U模型或̀J'B7U模

型#综合相关研究的模型选取#本文采用@'̂7U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同时#由于样本中'6l"(的观察数据较
多#而'6l1(的观察数据较少#容易估计16l"的密度#较难估计16l1的密度#使用@'̂7U模型可能会出现
'稀有事件偏差(!O79 #̂$""1"

*$:+

#借鉴陈强!$"1;"的方法*$=+

#采用补对数0对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是全样本估计结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没有显著相关性& 表!是
将全样本分为'低收入子样本(和'高收入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在'低收入子样本(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书(与'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相关性不显著$而在'高收入子样本(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采纳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显著正相关& 表;是将'高收入子样本(再分为'以农业为主业子样本(和'以农业为副
业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在'以农业为主业子样本(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显著正相关$而在'以农业为副业子样本(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与'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相关性
不显著& 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表$#全样本分析结果
变#量 @'̂7U模型 补对数0对数模型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1"!")$%!" ")!1=!")$;3"

年龄 h")""!!")"13" h")""!!")"1%"

文化程度 ")11%!")$$=" ")11:!")$12"

风险偏好
h")313

!!

!")$=2" h")3""

!!

!")$=$"

耕地干净度感知 h")1!3!")1=;" h")112!")1:="

灌溉污水感知
"):"%

!!

!")!31" ")3:"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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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P

变#量 @'̂7U模型 补对数0对数模型
土壤污染感知 ")%:1!");1:" ")%31!");"!"

支农惠农政策感知 h");%=!");32" h");$$!");%;"

种植面积 ")"""!")"";" ")"""!")"";"

农业生产人数 ")1$!!")1$$" ")112!")11%"

农业生产收入 ")"""!")"""" ")"""!")""""

非农自我经营收入
")"""

!!

!")"""" ")"""

!!

!")""""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1!")""$" ")""1!")""$"

有无农家肥行为 h")!;3!")!32" h")!;!!")!%%"

化肥购置费用 ")"""!")"""" ")"""!")""""

水土流失程度 ")"""!")!!!" h")""%!")!$!"

土壤荒漠化程度 h")312!")%1:" h")3$%!")%"$"

土壤盐碱化程度 h")1;%!");12" h")1"!!");"""

有专业机构评价生态环境 ")$23!");2:" ")$3%!");:="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12!");21" ")$!%!");:""

修复污染土壤 ")=;3!")3==" "):3%!")3!:"

第一大姓有祠堂 ")"11!");!;" ")"$$!");$""

自然灾害频发区 h")3%=!")%!=" h")3!$!")%12"

常数项 h$)"""!1)3=%" h$)1;3!1)3!1"

样本量 1"!" 1"!"

J̀'BnFQ7$ ")";2 ")"%$

伪]

$

")1"= h

##########注.

!

%

!!

%

!!!分别表示1"E%%E和1E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表!#+低收入子样本,和+高收入子样本,分析结果

变量 低收入子样本 高收入子样本
@'̂7U模型 补对数0对数模型 @'̂7U模型 补对数0对数模型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h!)!!;!$);;!" h!)1:1!$)!"""

")!1=

!!

!")$;3" ")3"=

!!

!")$2;"

年龄 ")!3:!")$$%"

")!%2

!

!")$1%"

h")""!!")"1%" h")"12!")"1:"

文化程度 h")%!;!1)%$3" h")$;1!1)!:%" ")11:!")$12" ")"2"!")$!="

风险偏好 h;)!%3!!)"2;" h;)$:3!$)2:="

h")3""

!!

!")$=$"

h")%1:!")!1="

耕地干净度感知 h!)$=;!$)"%3" h!)$1:!1)23!" h")112!")1:=" ")"!2!")$1:"

灌溉污水感知 $)23"!$)"32" $):"%!$)123" ")3:"!")!;2" ")%=:!");"1"

土壤污染感知 1");!3!:)"";" 2)=2%!3):%!" ")%31!");"!" ")"%%!")%1!"

支农惠农政策感知 %)12:!;)1!%" ;)2;$!!)2%!" h");$$!");%;" h")%3:!")%$!"

种植面积 h")$"3!");3!" h")$;"!");"=" ")"""!")"";" ")"1;!")"!$"

农业生产人数 h%)$$;!!);%=" h%)"%1!!)!";" ")112!")11%" ")$1%!")1!:"

农业生产收入 ")"""!")"""" ")"""!")"""" ")"""!")"""" ")"""!")""""

非农自我经营收入 h")""=!!)$;"" h")"":!1)3$3" ")"""!")""""

")"""

!

!")""""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3==" 3)3:!!;)$%:" ")""1!")""$" ")""1!")""$"

有无农家肥行为 h1)2;$!1)%2:" h$)1%"!1)%:%" h")!;!!")!%%" h")!: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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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Q

变量 低收入子样本 高收入子样本
@'̂7U模型 补对数0对数模型 @'̂7U模型 补对数0对数模型

化肥购置费用 ")"""!")""1" ")"""!")""1" ")"""!")"""" ")"""!")""""

水土流失程度 1):=%!$)=:=" 1)%;$!$):1%" h")""%!")!$!" h")1$2!")!2""

土壤荒漠化程度 h3)1;$!%)"$=" h%)=1;!;)=1!" h")3$%!")%"$" h1)""3!")3!2"

土壤盐碱化程度 1):2=!$)$;!" 1):!=!$)"2$" h")1"!!");""" ")"$;!");%;"

有专业机构评价生态环境 h11):3;!=)%=2" h11)12%!=)":1" ")$3%!");:=" "):;!!")%;2"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h12)1$"!1!)231" h1=)%1:!1!)$%3" ")$!%!");:"" ")1%$!")%;1"

修复污染土壤 $1)"!!!1;)%21" 12)2;=!1!)=:!" "):3%!")3!:" ")=::!")=$1"

第一大姓有祠堂 ;)1$:!!):$!" !):$%!!);!2" ")"$$!");$"" h")%$3!");3;"

自然灾害频发区 h$)32=!;)1%"" h$)!;2!!)223" h")3!$!")%12" h")=2%!")3"3"

常数项 h3)::$!2)12!" h3)%;3!=)!12" h$)1;3!1)3!1" h1)%%3!1)=:;"

样本量 ;$; ;$; 3"3 3"3

J̀'BnFQ7$ ")""; ")""! ")"!; ")"!!

伪]

$

")3!1 h ")1%" h

表;#+以农业为主业子样本,和+以农业为副业子样本,分析结果

变量 以农业为主业子样本 以农业为副业子样本
@'̂7U模型 补对数0对数模型 @'̂7U模型 补对数0对数模型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2

!!

!1);"!" $);!=

!!

!1)$2!"

");!2!")!=%" ");;%!")!3="

年龄 h")"=:!")"3$" h")"3$!")"%!" h")"$;!")"$!" h")"$"!")"$1"

文化程度 ")$";!")3;"" ")"$2!")%$3" h")"31!")!!"" h")"3$!")!"3"

风险偏好 ")!"=!")=!"" ")"23!")33""

h")23;

!!

!");:%" h")2;$

!!

!");3""

耕地干净度感知 h")%%:!")3%:" h")!2"!")%:3" h")1$=!")$22" h")11"!")$=$"

灌溉污水感知
$)%1:

!!

!1);:!" $)!="

!!

!1)$2="

");%;!")%$=" ");$=!")%"1"

土壤污染感知 h$)1;"!1):!2" h1)%31!1);$%" ")11$!")321" ")13;!")331"

支农惠农政策感知 h1)122!$)$!%" h1)$:"!$)"%!" h"):"$!")3%"" h")3"3!")3"!"

种植面积 h")"%2!")$;1" h")":%!")$13" ")";;!")";$" ")"!=!")"!:"

农业生产人数
1)1="

!!

!");:!" 1)""%

!!

!")!2;"

")!""!");;$" ")!%$!");!""

农业生产收入 ")"""!")"""" ")"""!")"""" ")"""!")"""" ")"""!")""""

非农自我经营收入 ")"""!")"""" ")"""!")"""" ")"""!")"""" ")"""!")""""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h")"$"!")"2;" h")"13!")"2"" ")""1!")""$" ")""1!")""$"

有无农家肥行为
h$)=;1

!!

!1)%1!" h$)3=3

!!

!1);"2"

h")$!$!")%!3" h")1=%!")%"%"

化肥购置费用 ")"""!")"""" ")"""!")"""" ")"""!")"""" ")"""!")""""

水土流失程度 h$)13=!$)"%1" h1)=$%!1)=2$" ");"!!");=;" ")!==!");3""

土壤荒漠化程度 h"):!!!$)"$=" h")::!!1)=%:" h1)$:!!")=1$" h1)$:=!"):=2"

土壤盐碱化程度 h1)"11!1)="=" h")3;$!1)3!:" h")11=!")%2%" h")":;!")%3%"

有专业机构评价生态环境 1)3;%!$)1":" 1)$"!!1)=3:" ");:=!"):$2" ");3"!")32%"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1"!$)=:$" !)$31!$)::=" h")!:1!"):3$" h")$2;!"):11"

修复污染土壤
;)%13

!

!$)%":" !)3"2

!

!$)11="

1)!"1!1)1$=" 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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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R

变量 以农业为主业子样本 以农业为副业子样本
@'̂7U模型 补对数0对数模型 @'̂7U模型 补对数0对数模型

第一大姓有祠堂
h!)"!:

!!

!1);:"" h$);%%

!!

!1)$;""

")$%;!"):;1" ")!";!"):12"

自然灾害频发区 h1)"=2!1)3%=" h")=!%!1);1%" h1)"::!")="3" h1)":!!"):=""

常数项 h$)3$"!3)1!3" h!);"!!%)$""" h")""2!$)%%;" h")31$!$)!=2"

样本量 $"" $"" ;"3 ;"3

J̀'BnFQ7$ ")"1$ ")"1! ")$32 ")$%!

伪]

$

")%13 < ")13$

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存在情景依赖性#进而表现为不同农户
的异质性& 农地确权颁证赋予了农户追求农业生产超额利润的剩余权#但农户是否扩大再生产取决于其自
身的获益能力和收益本身的效用& 如果农户缺乏实现农业生产超额利润的能力#则难以将确权颁证赋予的
剩余权转化为农业生产行为的改进#也就缺乏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动力& 同时#如果农户实现农地价
值的最优选择是'他用(#而非'自用(#则会转让农地的生产经营权以实现农地的财产性收益#其自身的农业
生产行为也就难以改进& 尽管高收入农户具有实现农业生产超额利润的能力#但是如果其不再依赖农业生
产来获得生产和消费资料#那么农地确权颁证所带来的稳定的农业生产收益将变得不再重要#难以有效激
励其改进农业生产行为& 当高收入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剩余价值时#农地确权颁证为其
长期获取农业超额利润提供了更充分的保障#进而会促进其改进农业生产行为#并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等农业绿色生产行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启示
普遍认为#土地产权稳定能够激励农户对农业生产进行长期性投资& 农地确权颁证是稳定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重要手段#因而社会各界对农地确权颁证赋予极高的期望#也十分关注农地确权颁证的实施效
果& 农地确权颁证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土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会导致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投资和行
为& 土地产权稳定之所以能够促使农户改进农业生产行为#是由于其固化了农地剩余权#而剩余权的实现
是有条件的#因而农地确权颁证是农户改进农业生产行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本文基于农户异
质性的理论分析认为#尽管土地产权稳定强化了农户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进而可以激发农户追求
农业生产超额利润#但由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和目的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农户都会因此而改进
农业生产行为.生存型农户趋向于满足家庭基本生活消费而维持低水平农业投资和生产$商品型农户中的
资源贡献型农户更看重农地的财产功能而通过'他用(实现农地的货币价值#生产经营型农户更看重农地的
生产功能而追求农业生产超额利润进而改进农业生产行为& 针对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能否显著促进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往往取决于农户自身的
获益能力和收益本身的效用.低收入农户由于缺乏实现农业生产超额利润的能力而维持现有生产水平#或
更倾向于实现农地的资产价值而流转%闲置农地$高收入农户具有实现农业生产超额利润的能力而更多地
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尤其是以农业为主业的高收入农户会更积极地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基于上述结论#可得到如下启示.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改进农业生产行为#尤其是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
激励作用具有情景依赖性#最有效的激励发生在追求农业生产超额利润的经营主体身上& 因而#农地确权
颁证本身是重要的#但农地确权颁证只是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的始点#如何通过稳定农地承包经营权来促进
农业生产行为的现代化%绿色化#进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更值得关注& 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针对实践中
具体的确权方式!如确权确地%确权确股%确权确份#乃至局部地区的'整合确权("有意识地出台农地确权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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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配套性政策& 一方面#要搭建供需互通的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平台#鼓励农业生产经营能力不足的农户
将土地流转给注重农业长期收益的种粮大户%龙头企业$另一方面#要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尤其应增强农地
流转的稳定性#鼓励长期稳定的农地流转#以土地产权稳定和流转稳定共同促进农业经营主体改进生产行
为& 同时#要积极开发和推广低成本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降低农户施行绿色生产行为的成本$积极发展农业
绿色生产性服务业#鼓励缺乏改进农业生产行为能力和动力的农户在整地%播种%育苗%施肥施药等环节进
行服务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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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H'J(R .IXI('WLI9U!$"1=!111 ,1!"<1;:6

*3+#>D*M]AMMD&!?[DPDO+6MX7FU7'9 UQJI,U8,9R 79XI8ULI9U79FI9U7XI8*A+6A'VJ9,('S.IXI('WLI9UMF'9'L7F8!$"";!:;

'$),;3<;==6

*:+#.M+dMPK[6P'Y,JR ,UQI'J-'SWJ'WIJU-J7̂QU8*A+6DLIJ7F,9 MF'9'L7F]IX7IY!12:;!%:'$),!;:<!%26

*=+#@0*AZ6]VJ,(JIS'JL8,9R ,̂J7FV(UVJ,(̂J'YUQ 79 NQ79,*A+6DLIJ7F,9 MF'9'L7F]IX7IY!122$!=$'1),!;<%16

*2+#钟甫宁!纪月清6土地产权"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农业生产投资*A+6经济研究!$""2'1$),;;<%$6

*1"+ 仇童伟!罗必良6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动因何在1 (((基于农地产权与要素配置的作用机理及实证研究*A+6中国农村
经济!$"1='$),3%<="6

*11+ 王世尧!金媛!韩会平6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用决策的经济分析(((基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再考察*A+6农业技术经济!

$"1:'=),1%<$36

*1$+ 杨瑞龙!周业安6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兼评张维迎"周其仁及崔之元的一些观
点*A+6经济研究!122:'1),1$<$$6

*1!+ 德姆塞茨6所有权"控制与企业*++6北京,科学出版社!12226

*1;+ 郑沃林!罗必良6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抛荒的影响(((基于产权激励的视角*A+6上海财经大学学报!$"12';),2"<226

*1%+ 冀县卿!钱忠好6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与中国农业阶段性增长*A+6江海学刊!$""2'1),1"3<111b$!=<$!26

*13+ 张维迎6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A+6经济研究!1223'2),!<1%b%!6

*1:+ D?[0/* !̀>/@P/* 6̀D9 79F'LW(IUIF'9UJ,FU8,WWJ',FQ U'S79,9F7,(F'9UJ,FU79 *̂A+6PQI]IX7IY'SMF'9'L7FdUVR7I8!122$!

%2'!),;:!<;2;6

*1=+ 罗必良6产权强度"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6

*12+ 沈红!周黎安!陈胜利6边缘地带的小农(((中国贫困的微观解理*++6北京,人民出版社!122$6

*$"+ 于干千6基于博弈论的$不抑兼并%土地制度分析(((以唐宋农地制度的演进为视角*A+6中国经济史研究!$"":'1),

1%2<13=6

*$1+ 斯科特6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6南京,译林出版社!$""16

*$$+ ?MM]PKN6D̂J7FV(UVJ,(79X'(VU7'9,PQIWJ'FI88'SIF'('̂7F,(FQ,9 Î79 09R'9I87,*A+6 '̀WV(,U7'9 dUVR7I8!123%!1= '!),

%22<3""6

*$!+ 恰亚诺夫6农民经济组织*++6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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