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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农地的集中使用和规模化经营$会降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化学
品和机械等生产性投入强度$并促进农作物种植结构"趋粮化#$进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采用
$%33!$%$3年!%个省份的数据检验农地流转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率
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地流转能够通过减少农业化学品和机械投入强度%

提高粮食种植面积占比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进一步分析发现$因流转对象和形式的不同$农地
流转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相比流入农户%企业的农地流转$流入合作社的农地流转具
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相比采用出租转包%互换转让形式的农地流转$采用股份合作形式的农
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 因此$应积极推动农地有序流转$不断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合
理引导农地流转方向$并鼓励农地流转与农业碳减排项目相结合$以有效减少农业碳排放*

关键词"农地流转'农业碳排放'农业化学品投入'农业机械投入'种植结构'农地流转对象'农
地流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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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减少碳排放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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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化转型%实现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碳排放在总碳排放中占据重要地位' 根据$%$$年极飞科技与波士顿咨
询公司!@(9Z(: M(:9-)Z8:.VQ(-[$@MV"联合发布的报告-通往农业碳中和之路.$农业碳排放占全球碳排
放比例达到3;a' 根据国家能源署!2C,"发布的-$%$$年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为33"*;;亿吨$其中农业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的;a' 尽管农业碳排放在数量上低于工业碳排放$由于
我国人口众多$农业碳排放的绝对量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 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影
响农业碳排放的各种因素及其机制$以有效促进农业碳减排和农业绿色发展'

关于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已有大量学者展开了丰富的研究' 在宏观经济层面$影响农业碳排放
的因素包括经济增长!高标等$$%3;#田云等$$%$$"

*3<$+

%城镇化水平!武春桃$$%3=#黄晓慧等$

$%$$"

*!<"+

%环境规制!张金鑫等$$%$%#展进涛等$$%$""

*=<5+

%数字经济!陈中伟等$$%$!#李俊杰等$

$%$""

*;<&+

%数字金融!程秋旺等$$%$"#苏培添等$$%$!#高国生等$$%$""

*4<33+等#在农业农村自身发展方
面$影响农业碳排放的因素包括农业经济发展水平!U- JZE)/$$%3&#田云等$$%$%"

*3$<3!+

%农业技术进步
!胡中应$$%3&#f8- JZE)/$$%$3"

*3"<3=+

%农业机械化!A- JZE)/$$%35#徐清华等$$%$$"

*35<3;+

%农村劳动力转
移!陈宇斌等$$%$$#田云等$$%$!"

*3&<34+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张永强等$$%34"

*$%+

%农业保险!张壮等$

$%$!#陈建学等$$%$!"

*$3<$$+等'

关于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也受到一些学者关注' 司瑞石等!$%3""

*$!+认为土地流转是导
致农业高碳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龙云和任力!$%35"

*$"+通过田野调查分析发现$农地流转与农业碳排放
呈正相关关系#OE:.和MYJ:!$%$!"

*$=+

%吉雪强等!$%$!"

*$5+也认为$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正向影
响#f8等!$%$!"

*$;+则认为$土地流转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虽然在短期内土地流转对农
业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 还有文献从碳排放强
度的角度来考察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 徐湘博等!$%$$"

*$&+分析发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能促进
作物种植的碳排放强度降低$但土地转入规模扩大会通过增加化肥投入和促进种植结构主粮化对土地
经营规模扩大的减碳效应产生抑制' 吉雪强等!$%$!"

*$4<!%+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可以通过技术发展机制%

示范效应机制%地区竞争机制等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效应#农地流转面积扩大主要通
过降低农业化学化水平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而农地流转导致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会弱化农地流
转面积扩大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作用!遮掩效应"'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还不够充分$而且相关文献多从微观层面考
察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但微观调研数据存在样本偏差%回应偏差和选择性偏差等缺陷$加上
对碳排放量的测度方法不一致$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差异'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33,$%$3年我国!%个
省份的宏观面板数据$对农地流转率与农业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
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基于农地流转率和农业碳排放强度考察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优化了相关
研究的分析方法' 不少研究基于农业碳排放量进行分析$但随着农业产出的增长$碳排放量也会相应增
长$而碳排放强度反映了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更能体现发展中的碳减排效应' 吉雪强等!$%$!"

*!%+采
用省域层面的数据分析农地流转面积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但各省份之间农地面积存在显著差异$

农地流转面积并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的农地流转水平' 二是从农业化学品投入%农业机械投入%农作物种
植结构等方面探讨了农地流转率影响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由于流转形式!出租转
包%互换转让%股份合作"和流转对象!农户%合作社%企业"不同而导致的异质性$丰富了农业碳减排领域
的研究内容$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农地流转的碳排放效应$为进一步优化农地流转政策%减少农业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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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提供了经验借鉴和路径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3/农地流转与农业碳排放强度
农业碳排放主要源自种植业和畜牧业!田云等$$%$$"

*!3+

' 由于农地流转主要是与种植业的发展相
关$本文分析的农业碳排放指的是狭义碳排放$即种植业在农地利用中产生的碳排放$包括使用化肥%农
药%机械%电力%燃料等中间投入以及进行翻耕%运输和农业废弃物处理等带来的碳排放' 农地流转是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会通过土地集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种植业经营规模' 根据规模
报酬理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出的成本会减少' 农地经营规模扩大$会促使经营者采用更先
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比如提高机械化水平%集约使用农业化学品等!魏梦升等$$%$!"

*!$+

$在提高劳动
生产率%增加单位面积产出的同时$也减少单位面积的化学品%机械%动力及劳动力等的投入$进而降低
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即农业碳排放强度"' 此外$农地流转还会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需求!夏蓓等$$%35#司瑞石等$$%3&"

*!!<!"+

' 农业社会化服务使得农业生产由农业经营主体内部分
工向产业内专业化分工转变$不同环节的经营主体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专业化优势$提高组织化程
度$使得农业生产经营流程更加科学高效$并通过专业%标准的作业方式有效降低单位面积的化肥%农药
等化学品施用量$进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朱建军等$$%$!"

*!=+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g3&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即农地流转率提高会降低
农业碳排放强度'

$/农地流转%农业生产性投入与农业碳排放强度
以化学品投入和机械投入为代表的生产性投入是农业碳排放的重要来源$通过影响种植业的生产

性投入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则是农地流转促进碳减排的主要机制' 从化学品投入来看$农药%化肥%

柴油%薄膜等农资是农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一方面$农地流转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种植规模扩
大$可以产生农药%化肥%农膜等化学品使用的规模效应$提高化学品投入的集约化程度$降低单位面积
化学药品的使用量$从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诸培新等$$%3;"

*!5+

' 另一方面$农地流转往往是从低效
率农户流转至高效率农户$而高效率的农户能够更好地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更为科学地把握
化学品的投入量和使用流程$避免化学品的过度投入!陈海磊等$$%3""

*!;+

' 此外$农地流转还会通过增
加劳动供给和社会化服务来减少农地转入户的化学品投入强度!郑纪刚等$$%$3"

*!&+

$并通过调整种植
结构来促进化学品投入的减量!方振等$$%$!"

*!4+

' 从机械投入来看$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能
源消耗的增加$增加农业碳排放$一定程度上提高碳排放强度' 农地流转促进了种植业的规模化经营$

虽然有利于农业机械的使用$但也缓解了土地细碎化等种植条件的限制!徐清华等$$%$$"

*3;+

$使得单位
面积的机械投入反而降低' 此外$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合作与共享$农户可以通过
租赁的方式获得农业机械的使用权$减少农业机械的重复购买和闲置$从而降低农业机械投入强度'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g$&农地流转能够通过减少农业化学品投入强度和农业机械投入强
度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农地流转%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农业碳排放强度
农地流转会对农作物种植结构产生影响'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约束下$农地流转要确保农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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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性质$并优先用于粮食生产!李卓等$$%$3"

*"%+

$这会促使农业生产经营者增加粮食作物的种植比
例' 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在农业保险的推动下$农户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陈建学等$

$%$!"

*$$+

' 农地流转不仅不会造成农作物种植结构的(非粮化)$反而有利于种植结构的(趋粮化)!罗必
良等$$%3&"

*"3+

' 因此$农地流转能够促进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 而农业种植结构也是影响农业碳
排放的主要因素$因为相比经济作物$粮食作物通常需要较少的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化学品!刘琼
等$$%$%"

*"$+

' 因此$农地流转能够通过改变农作物种植结构来影响农业碳排放强度'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g!&农地流转能够通过提高粮食作物种植比例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
度'

三&实证研究设计

3/基准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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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和)分别代表地区!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

&)

"为)年&地区的农业
碳排放强度$核心解释变量(农地流转率)!L0%@

&)

"为)年&地区的农地流转率$!

&)

表示控制变量$

-

&

%

.

)

和
/

&)

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3"被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测度方法&农业碳排放强度为单位农业产值的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
除以农业总产值"$反映了农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 本文基于种植业测算碳排放总
量$碳排放来源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的使用以及灌溉%翻耕等行为$计算公
式为=

$

"

%

&

$

3

P

&

$

"

%

&

$

3

%

&

Q

&

' 其中$=为农业碳排放总量$P

&

为各种形式的农业碳排量$Q

&

为各种形式的使
用量或面积$

%

&

为各种形式的碳排放系数' 借鉴丁宝根等!$%34"的研究*"!+

$柴油的碳排放系数设定为
%*=4!R.6R."%化肥的碳排放系数设定为%*&4!R.6R."%农药的碳排放系数设定为"*4!!R.6R."%农膜的
碳排放系数设定为=*3&!R.6R."%灌溉的碳排放系数设定为$55*"&!R.6YD

$

"%翻耕的碳排放系数设定为
!3$*5%!R.6YD

$

"'

!$"核心解释变量(农地流转率)测算方法&农地流转率e

!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6家庭承包耕地
总面积"

n

3%%a'

!!"控制变量选取&借鉴苏培添和王磊!$%$!"

*3%+

%吉雪强等!$%$!"

*!%+

%魏梦升等!$%$!"

*!$+

%童伟伟
等!$%$!"

*""+

%高国生等!$%$""

*33+的研究$从农业生产和地区发展两个方面选取3%个控制变量' 农业
生产方面$包括(单位面积产值)!农业总产值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人均农业产值)!农业总产值
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比值"%(人均耕地面积)!耕地面积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农业机械化水
平)!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农村人力资本)!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确权颁
证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率"5个变量$地区发展方面包括(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城镇化水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科研投入强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环保投入强度)!环保节能支出与财政预算总支出之比""个变量'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为检验农业化学品投入强度%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和农业种植结构在农地流转率影响农业碳排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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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的中介作用$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3""的研究*"=+

$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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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

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选取!个中介变量&一是(化
学品投入强度)$采用单位播种面积的化肥%农药%薄膜等化学用品使用量来衡量' 二是(机械投入强
度)$借鉴薛超等!$%$%"

*"5+的方法$采用农业机械化综合作业水平来衡量!

' 三是(粮食种植面积占
比)$借鉴葛继红和周曙东!$%33"的方法*";+

$采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与耕地总面积的比值来衡量'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33,$%$3年我国!%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的面

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国农村政策
与改革统计年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
官网和各省份的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为使得数据平稳化和消除变量之间量
纲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加3后取自然对数处理' 表3为主要变量对数化处理后的描述性统计分
析结果'

表3#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强度 !!% %*$%$ %*%"& %*%4; %*!3=

核心解释变量 农地流转率 !!% %*$;3 %*3$3 %*%!! %*5"&

控制变量

单位面积产值 !!% %*!!; %*3"; %*3$$ %*4$4

人均农业产值 !!% 3*=$; 3*3%& %*%5" "*44&

人均耕地面积 !!% %*;3" %*;=; %*%3! !*=&=

农业机械化水平 !!% 3*=$4 %*5"; %*""" "*=3!

农村人力资本 !!% $*!$% %*%&= $*%44 $*535

确权颁证率 !!% %*55= %*3=; %*%5; $*!44

产业结构 !!% %*%4$ %*%"& %*%%$ %*$!%

城镇化水平 !!% %*"53 %*%;= %*$4= %*55!

科研投入强度 !!% %*4!= %*!=; %*!"" $*%34

环保投入强度 !!% %*%$4 %*%%4 %*%3$ %*%55

中介变量
化学品投入强度 !!% %*!3$ %*3%% %*%&3 %*=&;

机械投入强度 !!% %*3=$ %*3!! %*%34 %*;3=

粮食种植面积占比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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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业生产中机械作业的主要环节和数据的可得性$采用耕地%播栽%收获%植保%排灌=个环节的机械化程度$根
据机械生产方式对人工劳动替代的多少确定各环节的权重$再进行加权求和' 具体方法参见参考文献*"5+'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3/基准回归与内生性处理
基准模型检验结果见表$的̀E:J),' (农地流转率)对(碳排放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农

地流转率的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地流转产生了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本文提
出的假说g3得到验证'

尽管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能够通过控制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降低模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但
基准模型还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 对此$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来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
题' 借鉴周京奎等!$%$%"

*"&+

%吉雪强等!$%$!"

*$5+的方法$选取34&!年各省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户数比例与年份的交乘项作为(农地流转率)的工具变量' 历史数据对当前影响较弱$34&!年的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情况不会对以后的农业碳排放产生影响$但与以后的农地流转具有一定相关性$

因此$该变量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 采用工具变量的$cfc检验结果见表$的̀E:J)@'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农地流转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工具变量与农地流转率
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弱工具变量T统计量为=3*%5$大于3a的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外
生性检验0-Q]8:统计量结果[

e

%*%%%$表明工具变量具有较好的外生性'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
具变量拟合的(农地流转率)对(碳排放强度)的回归系数在3a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缓解模型内
生性问题后$农地流转率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负向影响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

表$#基准回归与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È:J),&基准模型 È:J)@&工具变量法!$cfc"

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强度 第一阶段
农地流转率

第二阶段
碳排放强度

农地流转率
k

%*$44

!!!

k

%*%54

!!!

k

%*%";

!!

k

%*!$&

!!!

!%*%"!" !%*%$!" !%*%3&" !%*%=!"

单位面积产值
k

%*3!=

!!!

k

%*%5$

!!!

k

%*$%$

!!

k

%*3%4

!!!

!%*%$$" !%*%$"" !%*%;;" !%*%$="

人均农业产值
k

%*%%!

k

%*%%$ k

%*%"$

!!!

k

%*%35

!!!

!%*%%"" !%*%%!" !%*%33" !%*%%="

人均耕地面积
%*%%% %*%%!

%*%""

!!!

%*%3=

!!

!%*%%5" !%*%%=" !%*%3=" !%*%%;"

农业机械化水平
%*%%$ %*%%$

%*%35

!!!

%*%%&

!!!

!%*%%$" !%*%%$" %*%%" !%*%%$"

农村人力资本
k

%*%&=

!!

%*%;"

k

%*3=!

k

%*%=4

!%*%!!" !%*%=%" !%*335" !%*%"$"

确权颁证率
k

%*%%5

k

%*%%5

k

%*%%&

k

%*%3%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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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È:J),&基准模型 È:J)@&工具变量法!$cfc"

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强度 第一阶段
农地流转率

第二阶段
碳排放强度

产业结构
k

%*3!$ k

%*$!$

!!

k

%*;4%

!!

k

%*"="

!!!

!%*33%" !%*33%" !%*!!$" !%*3!4"

城镇化水平
k

%*=""

!!!

k

%*!$%

!!!

k

%*$!5 k

%*!!!

!!!

!%*%&3" !%*%45" !%*$$"" !%*%;;"

科研投入强度
k

%*%$3

k

%*%%= %*%!% %*%3$

!%*%3"" !%*%3!" !%*%";" !%*%3&"

环保投入强度
k

%*%!4

k

%*%;&

3*3!%

!!

%*$%&

!%*3&"" !%*3=4" !%*"=&" !%*3;4"

工具变量 %*%$3

!!!

!%*%%!"

常数项 %*$&!

!!!

%*;=3

!!!

%*$""

!

k

!$*&;"

!!!

%*;=%

!!!

!%*%3$" !%*%;;" !%*3$;" !"*=!;" !%*3%%"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 !!% !!% !!%

N

$

%*;!= %*4!! %*4=% %*&;= %*&;%

##注&

!

%

!!

%

!!!分别表示3%a%=a%3a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性标准误$下表同'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模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

!3"替换被解释变量' 分别采用(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密度)替换(碳排放强度)$重新进行模型
检验' 其中$(碳排放总量)为前文计算的农业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密度)为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所产生
的农业碳排放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一是考虑到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对核心解释变
量(农地流转率)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后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二是考虑到农地流转总面积包含互换和转让
面积$而互换和转让行为会带来农户承包权的变化$采用扣除互换面积和转让面积后的农地流转面积计
算得到(农地流转率3)

!

$以其为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三是考虑到农地流转形式包括互
换%转让%出租%转包%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签订流转合同能够减少流转纠纷$采用签订合同的流转面积
与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之比计算得到(农地流转率$)$以其为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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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在$%$%和$%$3年里将互换面积和转让面积从农地流转总面积中剔除$本文按照
其方法对$%33,$%34年各省份农地流转总面积中的互换面积和转让面积进行扣除'



!!"更换回归模型' 分别采用面板O(]8Z模型%cWN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的检验结果
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更换回归模型
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密度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XZZ(]8Z模型 cWN模型

农地流转 k

%*$3&

!!

k

%*%$5

!!!

k

%*%";

!!!

k

%*%";

!!!

!%*33%" !%*%%&" !%*%3=" !%*%3="

T3/农地流转率 k

%*%;!

!!!

!%*%$%"

农地流转率3

k

%*%=$

!!!

!%*%34"

农地流转率$

k

%*%=4

!

!%*%!$"

常数项 =*;"4

!!!

k

%*%%$

%*$4;

!!

%*$"$

!

%*$;!

!!

%*!%3

!!!

%*!%3

!!!

!%*543" !%*%5%" !%*3$$" !%*3$5" !%*334" !%*33!" !%*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 !!% !!% !!% !!% !!%

N

$

%*44; %*4;% %*4=! %*4=% %*4"4 %*4=%

!/机制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基准检验结果略$见表$"'

从农业化学品投入的中介作用来看&(农地流转率)对(化学品投入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
农地流转降低了农业生产中单位面积的化学用品投入量'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化学品投入强度)后$(化
学品投入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业化学品投入强度的增加会加大农业碳排放强度' 因此$

农业化学品投入在农地流转率影响农业碳排放强度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农地流转能够通过减少农业
化学品投入强度的路径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从农业机械投入的中介作用来看&(农地流转率)对(机械投入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农地
流转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机械投入强度'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机械投入强度)后$(机械投入强度)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业机械投入强度的增加会加大农业碳排放强度' 因此$农业机械投入在农地流
转率影响农业碳排放强度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农地流转能够通过减少农业机械投入强度的路径来降
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从农作物种植结构的中介作用来看&(农地流转率)对(粮食种植面积占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农地流转会提高农业生产中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占比'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粮食种植面积占比)后$

(粮食种植面积占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占比的增加会降低农业碳排放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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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因此$农作物种植结构在农地流转率影响农业碳排放强度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农地流转能够促使
农业生产经营者将耕地更多地用于粮食种植$从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此外$为确保中介效应检验的稳健性$进行c(]J)检验和@((Z9ZQE[抽样法检验$结果均表明存在显著
的中介效应' 因此$农地流转能够通过降低农业化学品投入强度和农业机械投入强度%促进农作物种植
结构(趋粮化)来产生碳减排效应'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g$和g!得到验证'

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化学品投入的中介作用 机械投入的中介作用 种植结构的中介作用
化学品投入
强度 碳排放强度 机械投入

强度 碳排放强度 粮食种植
面积占比 碳排放强度

农地流转 k

%*%&3

!!!

k

%*%53

!!!

k

%*3!"

!!

k

%*%=%

!!

%*%;3

!!!

k

%*%"&

!!

!%*%$4" !%*%3&" !%*%="" !%*%$%" !%*%$$" !%*%34"

化学品投入强度 %*!=5

!!!

!%*%"$"

机械投入强度 %*$!5

!!!

!%*%!""

粮食种植面积占比 k

%*!3=

!!!

!%*%&%"

常数项 %*3%%

%*";"

!!!

%*%;!

%*5!3

!!!

%*5="

!!!

%*4$4

!!!

!%*3&$" !%*%54" !%*!!;" !%*%5$" !%*3"$"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 !!% !!% !!% !!%

N

$

%*4;= %*4=5 %*4=$ %*4=5 %*4&3 %*4"%

c(]J)检验 ?

ek

!*%!;$`

e

%*%%$ " ?

ek

$*4$$$`

e

%*%%! = ?

ek

!*"%3$`

e

%*%%% ;

@((Z9ZQE[检验
4=a置信区间!@M"

*

k

%*%=4 %=3$

k

%*%%5 5;; + *

k

%*%53 343$

k

%*%%! "5" + *

k

%*%=& 43=$

k

%*%%& 4"=+

"/进一步的讨论&流转形式与流转对象的异质性
在前文的分析中$从总体上考察了农地流转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而实际上$在我

国的农地流转实践中存在不同的流转形式$包括出租%转包%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同时$由于农业经
营主体的多样性$流转对象!转入农地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具有多样性$包括农户%合作社%企业%家
庭农场等' 那么$对于不同的流转形式和流转对象$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是否存在差异3 本文进一步
对此进行探讨' 在-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和-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中$农地流转形式
分为互换%转让%出租%转包%股份合作%入股合作社5种$流转对象分为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和
其他' 由于互换和转让%出租和转包%股份合作和入股合作社具有一定共性$本文将其分别归为一类$对
(互换转让)(出租转包)(股份合作)三类不同的流转形式进行分析#由于缺少$%33,$%34年流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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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的农地流转数据$本文仅对(农户)(合作社)(企业)三种流转对象进行分析' 以相应类型的农地流
转率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

从流转对象来看$只有流入合作社的农地流转率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流
入农户和企业的农地流转率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也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 可见$当农地流转对象为
合作社时$农地流转对农业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我国的合作社大部分为村干部领导$在环保意
识和推进绿色发展等方面总体上要优于农户$因而会更加积极地通过规模经营%减少化学品和机械投入
强度等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而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环保意识相对较弱$在降低农业碳排
放方面的能力和主动性相对不足#企业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且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往往较高$制约了农
地转入的碳减排作用发挥'

从流转形式来看$只有以股份合作形式流转的农地流转率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流转形式为出租转包%互换转让的农地流转率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不显著' 可见$相
比通过出租转包和互换转让形式进行的农地流转$通过股份合作形式进行的农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
碳减排效应' 产权激励理论认为$不稳定或不明确的产权会增加经营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其
长期投资意愿$造成资源的过度利用或资源浪费#而明确和稳定的产权可以激励经营者进行长期投资和
创新$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J9)J\$344=#钱文荣$$%%3"

*"4<=%+

' 相对来讲$以股份合作形式流转的农
地产权更加明晰和稳定$明确稳定的农地经营权会促使农业生产经营者更多地采用绿色生产方式$如降
低化肥%农药的使用强度$以保持和提高农地的长期利用价值!邹伟等$$%$%"

*"%+

' 因此$股份合作形式
的农地流转对农业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表=#不同流转对象和流转形式的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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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农业碳排放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因而农业碳减排成为实现(双碳)目标和推动农业绿色发

展的重要内容' 作为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农地流转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且
可以通过土地集中的规模效应降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化学品和机械等生产性投入强度$并促进农
作物种植结构的(趋粮化)$进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33,$%$3年!%个省份的宏观数据$

分析发现&!3"农地流转率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农业化学品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以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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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植结构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农地流转能够通过减少农业化学品投入强度和农业机械投入
强度%提高粮食种植面积占比来产生农业碳减排效应' !$"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会因流转对象和形式
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流入合作社的农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而流入农户和企业的农地流
转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不显著#采用股份合作形式的农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而采用出租转包%互换转让形式的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农地有序流
转'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提供贷款和税收优惠等方式$促进多种形式的农地流转$从而促
进农地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减少农业碳排放' 二是不断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合理引导
农地流转方向' 一方面$要完善农地流转的产权制度$明晰相关主体的责权利$并提高流转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稳定性$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并激励农地更多地向集体经济组织流转' 三是以绿色项目的有效实施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并鼓励农地流转与农业碳减排项目相结合$从而进一步发挥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 此外$还应建立健
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更加全面%便捷%高效的服务$推动农业生产向集约化%

专业化%组织化方向发展$并有效减少农业化学品和机械投入强度$切实减少农业碳排放'

参考文献"

+3,#高标$房骄$卢晓玲$等/区域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演进关系及其减排潜力研究+A,/干旱区资源与环境$$%3;$!3

(3)3!<3&/

+$,#田云$林子娟/中国省域农业碳排放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A,/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3!<$$/

+!,#武春桃/城镇化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A,/经济经纬$$%3=$!$(3)&3$<3&/

+",#黄晓慧$杨飞$陆迁/城镇化%空间溢出效应与农业碳排放!!!基于$%%;!$%3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A,/华
东经济管理$$%$$$!5(")&3%;<33!/

+=,#张金鑫$王红玲/环境规制%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碳排放+A,/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3=5/

+5,#展进涛$杨雨$熊航/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农业碳生产率+A61f,/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3<$;($%$"<%"<$=)/

YZZ[&66R:9/K:R8/:JZ6RKD96IJZE8)63$*333;/V!*$%$"%"$=*3=!$*%%$/YZD)/

+;,#陈中伟$汤灿/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时空效应+A,/科技管理研究$$%$!$"!(3$)'3!;<3"5/

+&,#李俊杰$张引杰/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碳排放的机理与实证+A,/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

3!4<3"&

d

3&;/

+4,#程秋旺$许安心$陈钦/"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A,/西南民族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3=<3$5/

+3%, 苏培添$王磊/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效应与机制+A,/资源科学$$%$!$"=(!)&=4!<5%&/

+33, 高国生$王奇珍$支海兵/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分析+A,/经济问题$$%$"(3)&=;<5=/

+3$, UWB$X2X$O,+VX$JZE)/ (̀)8K\I89Z(QZ8(:9$GEQD 98̂J$E:I ZYJ(SJQ-9J(GE.Q8K-)Z-QE)KYJD8KE)98: MY8:E+A,/

Q̀(KJJI8:.9(GZYJ+EZ8(:E),KEIJD\(GcK8J:KJ9(GZYJW:8ZJI cZEZJ9(G,DJQ8KE$$%3&&$%3&%55"=/

+3!, 田云$王梦晨/湖北省农业碳排放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A,/中国农业科学$$%$%$=!($")&=%5!<=%;$/

+3", 胡中应/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中国农业碳排放+A,/华东经济管理$$%3&$!$(5)&3%%<3%=/

+3=, f2W0$?gWX$U,+VB/MY8:E/9E.Q8K-)Z-QE).QJJ: Z(ZE)GEKZ(Q[Q(I-KZ8S8Z\]E9JI (: KEQ](: JD8998(:&E: E:E)\989(G

JS()-Z8(: ZQJ:I E:I 8:G)-J:K8:.GEKZ(Q9+A,/A(-Q:E)(GM)JE:JQ̀ Q(I-KZ8(:$$%$%(3)&3$!54$/

+35, AWX$VW@$UWB$JZE)/NJI-K8:.MY8:E/9GJQZ8)8̂JQ-9J]\8:KQJE98:.GEQD98̂J+A,/V)(]E)C:S8Q(:DJ:ZE)MYE:.J$

3$3

张应良!崔超"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35$"3&$5<!$/

+3;, 徐清华$张广胜/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A,/中
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3&, 陈宇斌$王森/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碳排放+A,/经济与管理$$%$$$!5(5)&"!<"4/

+34, 田云$贺宜畅/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业碳减排吗!!!基于!%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A,/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53<;!/

+$%, 张永强$田媛$王珧$等/农村人力资本%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碳排放+A,/科技管理研究$$%34$!4(3")&$55<$;"/

+$3, 张壮$田云$陈池波/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引导农业碳减排吗. +A,/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 陈建学$陈盛伟$牛浩/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行为改变视角的中介效应分析+A,/世
界农业$$%$!(=)&43<3%!/

+$!, 司瑞石$王有强$李博$等/低碳农业视角下土地流转对农业碳量影响分析!!!以甘肃庆阳地区为例+A,/中国农机
化学报$$%3"$!=(3)&!%=<!%4/

+$", 龙云$任力/农地流转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田野的实证调查+A,/东南学术$$%35(=)&3"%<3";/

+$=, O,+VB$MgC+P/2D[EKZDJKYE:89DE:I JGGJKZ(GE.Q8K-)Z-QE))E:I ZQE:9GJQ(: E.Q8K-)Z-QE)KEQ](: JD8998(:98: MY8:E&

JS8IJ:KJGQ(D:JI8EZ8:.JGGJKZZJ9ZE:I [E:J)ZYQJ9Y()I QJ.QJ998(: D(IJ)+A,/c-9ZE8:E]8)8Z\$$%$$$3"($%)&3!%3"/

+$5, 吉雪强$李卓群$张跃松/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特性+A,/资源科学$$%$!$"=(3)&;;<4%/

+$;, f2A$gW,+VX$B,+VO$JZE)/NJI-K8:.ZYJKEQ](: JD8998(: GQ(DE.Q8K-)Z-QE)[Q(I-KZ8(: 8: MY8:E& I()E:I ZQE:9GJQE:I

-Q]E:8̂EZ8(: DEZZJQ. +A,/C:S8Q(:DJ:ZE)cK8J:KJE:I (̀))-Z8(: NJ9JEQKY 2:ZJQ:EZ8(:E)$$%$!$!%($5)& 5&!!4<5&!==/

+$&, 徐湘博$李畅$郭建兵$等/土地转入规模%土地经营规模与全生命周期作物种植碳排放!!!基于中国农村发展调查
的证据+A,/中国农村经济$$%$$(33)&"%<=&/

+$4, 吉雪强$刘慧敏$张跃松/中国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A,/中国土地科学$$%$!$!;($)&

=3<53/

+!%, 吉雪强$崔益邻$张思阳$等/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制+A,/中国环境科学$$%$!$"!

(3$)&5533<55$"/

+!3, 田云$尹?昊/中国农业碳排放再测算&基本现状%动态演进及空间溢出效应+A,/中国农村经济$$%$$(!)&3%"<3$;/

+!$, 魏梦升$颜廷武$罗斯炫/规模经营与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设立粮食主产区的准自然实验
+A,/中国农村经济$$%$!($)&"3<5=/

+!!, 夏蓓$蒋乃华/种粮大户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吗!!!基于江苏省扬州地区$5"个样本农户的调查+A,/农业技术经
济$$%35(&)&3=<$"/

+!", 司瑞石$陆迁$张强强$等/土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基于̀cP模型的实证分析+A,/资源科
学$$%3&$"%(4)&3;5$<3;;$/

+!=, 朱建军$徐宣国$郑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化肥减量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基于MNg̀ c数据+A,/农业技术经济$

$%$!(")&5"<;5/

+!5, 诸培新$苏敏$颜杰/转入农地经营规模及稳定性对农户化肥投入的影响!!!以江苏四县(市)水稻生产为例+A,/南
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3;(")&&=<4"

d

3=&/

+!;, 陈海磊$史清华$顾海英/农户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吗. !!!以山西为例+A,/中国农村经济$$%3"(;)&53<;3

d

45/

+!&, 郑纪刚$张日新$曾窻/农地流转对化肥投入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A,/资源科学$$%$3$"!(=)&4$3<4!3/

+!4, 方振$李谷成$李晓慧$等/农地流转与化肥减量!!!来自农地流转政策的准自然实验+A61f,/中国农业资源与区
划$$%$!$""(3%)&3$!<3!"/

+"%, 李卓$王峰伟$封立涛/土地流转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A,/财经科学$$%$3(!)&4"<3%=/

$$3

张应良!崔超"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3, 罗必良$仇童伟/中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非粮化#抑或"趋粮化#+A,/社会科学战线$$%3&($)&!4<=3

d

$/

+"$, 刘琼$肖海峰/农地经营规模与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A,/资源科学$$%$%$"$(5)&3%5!<3%;!/

+"!, 丁宝根$杨树旺$赵玉$等/中国耕地资源利用的碳排放时空特征及脱钩效应研究+A,/中国土地科学$$%34$!!(3$)&

"=<="/

+"", 童伟伟$李玉霖$张董敏/农业服务化能降低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吗. +A61f,/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3<3!($%$!<%&<

%")/YZZ[&66R:9/K:R8/:JZ6RKD96IJZE8)633*!=3!/c/$%$!%&%!*3!!4*%%$/YZD)/

+"=,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A,/心理科学进展$$%3"$$$(=)&;!3<;"=/

+"5, 薛超$史雪阳$周宏/农业机械化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路径研究+A,/农业技术经济$$%$%(3%)&&;<3%$/

+";, 葛继红$周曙东/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4;&!$%%4年的江苏省数据+A,/中国农村经济$$%33

(=)&;$<&3/

+"&, 周京奎$王文波$龚明远$等/农地流转%职业分层与减贫效应+A,/经济研究$$%$%$==(5)&3==<3;3/

+"4, @CcfCBO/̀ Q([JQZ\Q8.YZ9E:I 8:SJ9ZDJ:Z8:KJ:Z8SJ9&ZYJ(Q\E:I JS8IJ:KJGQ(DVYE:E+A,/A(-Q:E)(G̀()8Z8KE)CK(:(D\$

344=$3%!(=)&4%!<4!;/

+=%, 钱文荣/中国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政府缺陷与用地规模过度扩张+A,/经济地理$$%%3(")&"=5<"5%/

+=3, 邹伟$崔益邻$周佳宁/农地流转的化肥减量效应!!!基于地权流动性与稳定性的分析+A,/中国土地科学$$%$%$!"

(4)&"&<=;/

?,2C%(+'.55.%(A"/-;).%(+66";)%6

3G2.;-$)-2,$*,(/=2,(56"2

?g,+VB8:.<)8E:.

E$]

$ MW2MYE(

E

!,!:%&&6*6%'-#%.%/)#8,.3 =,.,*6/6.+# G!:6.+67'%7K27,&-#%.%/0,.3 =,.,*6/6.+"+23)68$

"%2+$L68+4.)5678)+0$ :$%.*@).* "%%;3=$ :$).,"

3C5)2,;)& OYJ( I-E)<KEQ](:) .(E)$ E98.:8G8KE:Z9ZQEZJ.8KIJK898(: G(QMY8:E8: QJ9[(:9JZ(.)(]E)K)8DEZJ

KYE:.J$ 89KQ-K8E)8: [Q(D(Z8:.K(D[QJYJ:98SJ.QJJ: ZQE:9G(QDEZ8(: E:I EKY8JS8:.9-9ZE8:E])JIJSJ)([DJ:Z8:

ZYJJK(:(D\E:I 9(K8JZ\/,.Q8K-)Z-QE)KEQ](: JD8998(:9$ E9EDE7(Q9(-QKJ(G.QJJ:Y(-9J.E9J9$ (KK-[\E

[8S(ZE)[(98Z8(: 8: KEQ](: JD8998(:9/V8SJ: MY8:E299ZEZ-9E9E: E.Q8K-)Z-QE)[(FJQY(-9J$ E.Q8K-)Z-QE)KEQ](:

JD8998(:9KE::(Z]J8.:(QJI/OYJQJG(QJ$ Y(FZ(QJI-KJE.Q8K-)Z-QE)KEQ](: JD8998(:9F8))]J(:J(GZYJ

8D[(QZE:ZK(:ZJ:Z9(GMY8:E29G-Z-QJ.QJJ: E:I 9-9ZE8:E])JIJSJ)([DJ:Z(GE.Q8K-)Z-QJ/Ch89Z8:.)8ZJQEZ-QJYE9

8:9-GG8K8J:Z)\E:E)\̂JI E.Q8K-)Z-QE)KEQ](: QJI-KZ8(: GQ(DZYJ[JQ9[JKZ8SJ(G)E:I ZQE:9GJQE:I )EKR9K(:9J:9-9/

,II8Z8(:E))\$ 9Z-I8J9YESJ:(ZJh[)(QJI ZYJJGGJKZ9(GI8GGJQJ:ZZQE:9GJQ(]7JKZ9E:I G(QD9(: E.Q8K-)Z-QE)KEQ](:

JD8998(:9$ FY8KY EQJJ99J:Z8E)E9[JKZ9(G)E:I ZQE:9GJQ/

OY89[E[JQ-Z8)8̂J9ZYJ[E:J)IEZE(G!% [Q(S8:KJ98: MY8:EGQ(D$%33 Z($%$3 E:I JD[8Q8KE))\E:E)\̂J9ZYJ

QJ)EZ8(:9Y8[ ]JZFJJ: ZYJZQE:9GJQ(GE.Q8K-)Z-QE))E:I E:I E.Q8K-)Z-QE)KEQ](: JD8998(:9EZZYJDEKQ()JSJ)]\

-98:.EZF(<FE\G8hJI<JGGJKZ9D(IJ)/2Z89G(-:I ZYEZZYJZQE:9GJQ(GE.Q8K-)Z-QE))E:I K(:ZQ8]-ZJ9Z(E.Q8K-)Z-QE)

KEQ](: JD8998(: QJI-KZ8(:# ZYJZQE:9GJQ(GE.Q8K-)Z-QE))E:I KE: QJI-KJE.Q8K-)Z-QE)KEQ](: JD8998(:9]\

QJI-K8:.ZYJ8:ZJ:98Z\(GE.Q8K-)Z-QE)KYJD8KE)8:[-Z9E:I ZYJ8:ZJ:98Z\(GE.Q8K-)Z-QE)DEKY8:JQ\8:[-Z9$ E9FJ))

E9]\EI7-9Z8:.ZYJ[)E:Z8:.9ZQ-KZ-QJ# 8: EII8Z8(:$ G-QZYJQE:E)\989QJSJE)9ZYEZZYJI8GGJQJ:ZZQE:9GJQ(]7JKZ9E:I

!$3

张应良!崔超"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ZQE:9GJQG(QD9F8))YESJI8GGJQJ:Z8D[EKZ9(: E.Q8K-)Z-QE)KEQ](: JD8998(:9/UYJ: ZQE:9GJQ(]7JKZ9EQJ

K(([JQEZ8SJ9$ ZYJZQE:9GJQYE9E98.:8G8KE:Z:J.EZ8SJ8D[EKZ(: E.Q8K-)Z-QE)KEQ](: JD8998(:9$ E:I FYJ: ZQE:9GJQ

(]7JKZ9EQJGEQDJQ9E:I J:ZJQ[Q89J9$ ZYJZQE:9GJQYE9:(98.:8G8KE:Z8D[EKZ(: E.Q8K-)Z-QE)KEQ](: JD8998(:9/

PJE:FY8)J$ ZYJZQE:9GJQ8: ZYJG(QD(G7(8:Z<9Z(KR K(([JQEZ8(: YE9E98.:8G8KE:Z:J.EZ8SJ8D[EKZ(: E.Q8K-)Z-QE)

KEQ](: JD8998(:9$ FY8)JZYJZQE:9GJQ8: ZYJG(QD(G)JE98:.E:I 9-]K(:ZQEKZ8:.$ 9FE[ E:I ZQE:9GJQI(J9:(ZYESJ

E98.:8G8KE:Z8D[EKZ(: E.Q8K-)Z-QE)KEQ](: JD8998(:9/

M(D[EQJI F8ZY ZYJJh89Z8:.)8ZJQEZ-QJ$ ZY89[E[JQJh[E:I98: ZF(E9[JKZ9& G8Q9Z$ 8ZJh[)(QJ9E:I E:E)\̂J9ZYJ

DJKYE:89D(GE.Q8K-)Z-QE))E:I ZQE:9GJQ(: E.Q8K-)Z-QE)KEQ](: JD8998(:9# 9JK(:I$ 8ZJh[)(QJ9ZYJI8GGJQJ:Z

8D[EKZ9(GZYQJJR8:I9(GZQE:9GJQQ8:.(]7JKZ9E:I G(-QR8:I9(GZQE:9GJQQ8:.G(QD9(: E.Q8K-)Z-QE)KEQ](:

JD8998(:9GQ(DZYJZF(:JF[JQ9[JKZ8SJ9(G(]7JKZ9E:I G(QD9(GZQE:9GJQQ8:.E.Q8K-)Z-QE))E:I$ FY8KY G-QZYJQ

J:Q8KYJ9ZYJK(:ZJ:Z(GZYJZQE:9GJQ(GE.Q8K-)Z-QE))E:I E:I E.Q8K-)Z-QE)KEQ](: JD8998(:9/

OYJQJ9JEQKY 8: ZY89[E[JQ$ Z(EKJQZE8: JhZJ:Z$ K)EQ8G8J9ZYJ)(.8KE))8:RE.J]JZFJJ: )E:I ZQE:9GJQE:I

E.Q8K-)Z-QE)KEQ](: JD8998(:9E:I F8))YJ)[ Z(IJSJ)([ ED(QJ9K8J:Z8G8KE.Q8K-)Z-QE))E:I ZQE:9GJQ[()8K\$

([Z8D8̂JZYJ9ZQ-KZ-QJ(GE.Q8K-)Z-QE)[)E:Z8:.$ QJI-KJE.Q8K-)Z-QE)KEQ](: JD8998(:9$ E:I [Q(D(ZJZYJ

9-9ZE8:E])JIJSJ)([DJ:Z(GE.Q8K-)Z-QJ/,II8Z8(:E))\$ 8Z[Q(S8IJ9JD[8Q8KE)JS8IJ:KJG(QEKY8JS8:.ZYJ( I-E)

KEQ](:) .(E)9E:I (GGJQ99K8J:Z8G8KZYJ(QJZ8KE)9-[[(QZG(QZYJ.QJJ: E:I )(F<KEQ](: IJSJ)([DJ:Z(GMY8:E29

E.Q8K-)Z-QJ/

D"4 8%2/5& E.Q8K-)Z-QE))E:I ZQE:9GJQ# E.Q8K-)Z-QE)KEQ](: JD8998(:# E.Q8K-)Z-QE)KYJD8KE)8:[-Z# E.Q8K-)Z-QE)

DEKY8:JQ\8:[-Z# [)E:Z8:.9ZQ-KZ-QJ# E.Q8K-)Z-QE))E:I ZQE:9GJQ(]7JKZ# E.Q8K-)Z-QE))E:I ZQE:9GJQG(QD

?*?(-'C"2&<!%3*33# <!$5*3###!%;-'"();%/"&3###32).;$"E!&35;"1&3!3!$%$""%"1%33313"

$编辑"刘仁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

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同时$本刊为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
据库10万方!!!数字化期刊群10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1 0科技论文在线1 0超星数字图书馆1

0龙源期刊网10教育阅读网10博看网1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论文在本刊发表后将通过上述
数据库传播*

文章凡经本刊选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刊代理该作品电子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且本刊
有权授权其他机构进行该作品电子版信息的网络传播*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上述声明* 若作者不同意其作品收录入
上述或其他数据库$请在来稿时说明$我们可做相应处理*

西部论坛编辑部

"$3

张应良!崔超"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