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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论文目录

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绿色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 程琳琳�.�  宋强西�.� 
何可*�.�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省循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托管
对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

张仁慧  马林燕
赵凯  张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绿色能否增效：
来自全国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经验证据

李杨涵冰�  刘强*�.�

唐利群�

�.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杭州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农业企业数字化如何促进绿色生产：
来自广东省种植业企业的证据

钟文晶   李丹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偏向性农业技术进步的耕地资源配置效应及
其机制研究：来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证据

张勇翔   穆月英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产出缺口还是规模效应：数字经济对粮食
安全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封立涛   邹文锦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
⸺基于千份农户调查数据

龚燕玲   张应良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交通基础设施能促进农产品统一市场建设吗？
刘福星  吴汉辉
贺娟  冯中朝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气候风险与粮食安全⸺基于耕地撂荒的视角 何欣�   钟雪仪� 
申宇�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膳食结构转变能有效实现大豆需求减量吗？
⸺基于成本收益视角的综合分析

李奕聪  赵启然
冯晓龙  司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我国蔬菜流通模式及其价格形成机制
⸺基于山东寿光到北京的追踪调查

李剑  王嘉澜
熊涛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耕地细碎化一定会削弱农村集体行动吗？
⸺基于中国农田灌溉的实证研究

苏毅清�  禤媛�

臧良震�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集中流转何以激活土地财产权属性？
许庆  刘进

饶清玲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农地经营权强度如何影响农业投资：
基于法律-事实-感知三维度的研究 徐俊丽�   米运生*�

�.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气候变化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基于农户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刘东�  陈景帅�  冯晓龙�.�

赵启然�.�  司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 

新一轮农地确权的规模经营含义
⸺来自地块离散流转与连片流转的证据

胡新艳  许金海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
与发展研究院

序号 作者论文题目 第一单位
“三块地”改革如何促进了农村三产融合？
⸺来自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彭长生   黄兴宇
钟钰

安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农地社会化经营与农户集体行动：理论构建与机制检验 苏毅清�.� 黄巧媛*�

王亚华�

�.广西大学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从“种养一体化”到“广域种养结合”：畜禽粪肥资源
配置差序格局与养殖户种养结合生产

江光辉�

胡浩�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技术培训、经济补贴与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
行为⸺源自农业环境政策的田野实验

蒋琳莉
黄好钦

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对养殖户疫病规范防治
行为的影响研究

虎亚观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三明治一代：新农保政策享受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 林玉婵   罗明忠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社会资本能缓解“担保支农”违约风险吗？ 胡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多维度贫困治理效应研究
⸺来自全国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彭凌志
赵敏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效应
⸺基于农村居民幸福感视角

方振�  李谷成�

刘鹏凌�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
⸺基于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缓解视角的分析

高源
李欣泽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
影响研究：广东案例

杨学儒  张晓欣
文皓薇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隐形杀手：能源贫困何以影响农村居民福利 吴俊臻   何可*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非农就业抑制了农户种植双季稻吗？ 陈江华*�

薛应如�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村学前教育服务对儿童人力资本发展的长期影响
⸺基于“山村幼儿园”项目的准实验研究

唐雅琳�  宋映泉*�

刘承芳*�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农地流转何以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距离？
⸺基于流转期限与产权安全视角

张荫泽
杨志海*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制造业转型是否挤出了农民工就业？ 张欢�

吴方卫�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

从草地视角再论社会养老对土地养老的替代作用
⸺来自五个牧区省份的微观证据

苏柳方�  翟越骁�

仇焕广*�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流动人口劳动供给与社会融入
马念斋  孙伟增*

涂玮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序号 作者论文题目 第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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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馅饼”还是“陷阱”？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
幸福感的双刃剑效应

刘子玉�  罗明忠*�

赵一凡�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邻里效应对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影响
⸺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经验证据

庄腾跃� 
罗剑朝�.�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省农村金融研究中心

数字不平等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
⸺基于CRRS的实证研究

李刚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金融科技能否弥合健康危机
时期的贫富差距？⸺中国城乡比较研究

陈楚娜  谭卓敏
柳松*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数字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数字鸿沟还是数字包容 洪娴娜�  陈秋华�.�

苘丹璐�  施陈勇�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福建省财政厅
�.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School of 
Business

数字素养对村民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赋权增能视角

陈冬悦  罗咏琦
朱燕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农村电商发展与县域就地城镇化 杜佳信  仝志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村集体还是农民个体：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反思
⸺基于C村农民集中居住及下楼开荒的案例分析

胡东淼  钟祥纬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吉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畜牧业面源污染 黄海泳  谭莹

省内对口协作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以浙江省山海协作为例

汪钰莹�  王建英�.�

陈志钢�.�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省“八八战略”研究院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乡村产业振兴的数字引擎：以电商进村助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乡村集体企业创立为例

潘嗣同  史清华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基于《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的准自然实验 张立莉�  蒋帅�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

共同富裕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移民参与乡村
治理何以可能？⸺基于嵌入理论视角的探索 董丽�  东梅�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何以实现“公地喜剧”：基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张岳�.�  张博�.�

周应恒�  易福金�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空间再造何以促进乡村善治：一个“空间嵌入-治理赋权”
的解释性框架⸺基于鄂东B村“共同缔造”的实践经验考察

王薇�  李祥�.�

张志娟�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内生性治理：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转向与路径重构
⸺基于Z省C县“文明码”实践的考察

胡占光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女性一肩挑的实践类型与形塑机制
⸺基于四个案例的实证分析 张津�  张聪丛�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农业技术推广为何遭遇乡土社会抵抗？
⸺一个新品种作物推广过程行动伦理的社会学分析

梁哲  崔彩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序号 作者论文题目 第一单位

�、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绿色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

程琳琳�.�   宋强西�.�   何可*�.�

分论坛一摘要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省循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华中农业大
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深化环保制度改革是解决各级行政环保工作激励相容问题、提升环保工作质效的关键抓手，是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中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在条块关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

中国����年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试点政策，通过双重差分、中介效应等模型探究了环保垂直管理

对省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环保机构垂直管理改革显著提升了省域绿色发展

水平。同时，这一改革的影响存在较强异质性：如在工业占比或地方干预程度较低的省份，政策效果更

为显著，而在其他省份的绿色效应则相对较弱。进一步，通过机制检验分析发现，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并

未明显提高地方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但通过排污费规制工具提高了环境规制强度，进而提升

了省域绿色发展水平。基于此提出：①继续深化推进环保垂直管理改革，以更高绩效激励推动制度探索

优化，充分发挥改革典型地区的绿色示范效应；②注重对工业及高能耗产业比重高省份改革的督导和

帮扶，强化对地方政府干预水平高省份改革成效的监督考核；③进一步优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充

分使用排污费等市场机制工具以强化环境规制，发挥环保垂直管理的制度优势，有效提升绿色发展水

平。文章为国家深化环保垂直管理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和参考，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环保垂直管理改革  绿色发展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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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数字化如何促进绿色生产：来自广东省种植业企业的证据
钟文晶  李丹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近年来，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农业领域，数字化转型

已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生产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阐明农业企业数字化

水平对其绿色生产行为决策的影响逻辑和机制，分析可能的异质性情景，并使用广东省农业企业微观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对促进数字技术赋能农业企业绿色生产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农业企业数字化水平对绿色生产程度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第二，通过倾向性匹配得分估计法进行

内生性检验，并通过替换模型和变量调整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都表明基准模型结果是基本可靠的；第

三，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水平通过提高企业感知机会和威胁、抓住机会、变革重构的动态能力，进

而促进了其绿色生产；第四，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水平对绿色生产的促进作用在土地租期达 �� 年

以上、种植经济作物、有农业补贴和农业保险的农业企业当中更为显著。

关键词：农业企业  数字化  绿色生产

�、偏向性农业技术进步的耕地资源配置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来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证据

张勇翔  穆月英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农户耕地资源配置行为对保障粮食产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引入农户技术进步

水平、偏向性以及要素替代弹性与产出弹性的异质性，数理演绎技术进步偏向下的农户耕地资源配置

行为，在此基础上，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连续观测面板数据，采用离散时间模型实证检验偏向性

技术进步对农户耕地资源配置行为的影响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整体上

为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偏向于提高资本在粮食生产中的边际产出，且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之间表现

为显著的互补关系；当资本与劳动要素的互补关系较强时，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会促使农户对劳动要

素产生“超额需求”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单位土地、资本与劳动的产出水平，农户更倾向于减少单位土地

的资本投入，同时增加土地生产规模，以换取更高的产出总量水平。由此提出，应当加强劳动节约型生

产技术的研发、推广对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降低农户资本要素使用成本，平衡要素投入与

产出之间的关系，以期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政策设计提供操作思路。

关键词：农偏向性技术进步  生产规模决策  离散时间模型  生存分析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托管对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
张仁慧  马林燕 赵凯  张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绿色能否增效：来自全国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经验证据
李杨涵冰�   刘强*�.�     唐利群�

（�．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杭州市
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摘要：“绿色能否增效”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话题。家庭农场作为农业绿色生产的关键主体，探究绿色生产

对其生产效率的影响，对于推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全国�省���家家庭农场的

调研数据，采用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构建了绿色生产对家庭农场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采用DEA-To-

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的大小。研究发现：（�）家庭农场生产效率的平均值为�.��，还存在较大提升空

间；（�）绿色生产对家庭农场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影响在更换指标测算方法和更

换估计方法的情况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绿色生产可以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与调整经营规模

提升家庭农场生产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生产对中小规模、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生产效率的

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家庭农场生产效率，既需要注重绿色生产，又需注重

优化要素配置与适度规模经营。

关键词：家庭农场  绿色生产  生产效率  诱致性技术创新  DEA-Tobit

摘要：作为标准化、专业化和统一化的服务模式，农业生产托管在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推动农业绿色发

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研判生产托管的绿色发展效应，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山东、河南两省����份小麦种植户的调研数据，构建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

算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生产托管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粮食主产区小麦种植户的绿色生产效率均值为�.���，整体绿色发展水平不高。生产托管能够显著提

升农户的绿色生产效率，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及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生产托管的正向影响

依旧显著。生产托管对于绿色生产效率处于中等偏高群体的农户绿色发展效应更强；与山东相比，河南

农户生产托管对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与小规模户、低非农化程度的农户相比，生产托管对实

际经营规模偏大、非农化程度偏高的农户绿色发展效应更强。据此提出，要完善农业绿色生产的政策支

持体系、引导农业生产托管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多元化的托管服务方案、转变农户生产方式，助推中

国农业绿色发展转型。

关键词：农业生产托管；绿色生产效率；农业绿色发展；粮食主产区；SBM-Undesirable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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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缺口还是规模效应：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封立涛  邹文锦

分论坛二摘要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摘要：基于结构转型理论，本文利用 ����-���� 年中国 ���� 个县的面板数据，构造了县域层面的粮食

安全指数，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强化了非农部门

对农业生产要素的“虹吸效应”，从而不利于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其不利影响主要源于数字经济加剧

了农业与非农部门的“数字鸿沟”，从而导致生产要素向非粮部门的流动；此外，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农业

规模化生产，以缓解要素流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后，数字经济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农业资源禀

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更大。在农业资源禀赋优越

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的不利影响较小。为此，本文从推动产业融合、作物多样化以及土地政策

等方面为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粮食安全  数字经济  数字鸿沟  虹吸效应  农业生产规模化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千份农户调查数据
龚燕玲  张应良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利用全国��省����份农户的调查数据，探讨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和建设规模增加对农业种植结构均具有“趋粮化”影响，并

且在替换被解释变量、连续型DID估计和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显著。(�)异质

性分析发现，相比于非粮食主产区和山地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提升粮食主产区和平原丘陵地区

的粮食播种面积占比，以及相比小农户，对规模农户的“趋粮化”影响更加显著。(�)高标准农田建设显

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正是由于社会化服务对农村劳动力的有效替

代，激励农户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不同规模农户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行为响应具有差异性，规模

户通过转入农地以扩大经营规模，体现出“趋粮化”的行动逻辑，而高标准农田建设弱化小农户进行农

业生产的正向作用，表现为农地转出的挤出效应，但可以抑制农地撂荒。由此，本文认为在国家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之下，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和鼓励规模农户适度经营是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有

机结合和重要策略。

关键词：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业种植结构  替代效应  吸纳效应  挤出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能促进农产品统一市场建设吗？
刘福星  吴汉辉  贺 娟  冯中朝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打破地理性市场分割的有效手段。本文在使用黄金市场套利模型构建分析

框架的基础上，搜集����~����年间中国��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产品统

一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产品统一市场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使

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计量模型、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调整样本量后，研究结论依旧稳

健；其次，作用机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通过降低运输成本从而促进农产品统一市场发展。异质性分析

表明，相比之下，交通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地区和粮食非主产区农产品统一市场发展的促进

作用更明显；最后，农产品统一市场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邻近地区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区

农产品统一市场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将交通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作

为推进全国农产品统一市场的政策工具提供了合理性支撑。

关键词：交通基础设施  农产品  统一市场  相对价格法  工具变量

�、气候风险与粮食安全⸺基于耕地撂荒的视角
何欣�  钟雪仪�   申宇�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守住耕地红线并缓解耕地撂荒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和气候风险数据，基于期望效用和风险收益理论，实证研究了气候风险对耕地撂荒行为的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气候风险不断急剧上升的背景下，我国耕地出现不断扩大的撂荒现象，特

别地，粮食主产区的撂荒率增速尤为突出；而气候风险显著加剧了农户的耕地撂荒行为和程度。机制分

析显示，气候风险主要通过降低农业收入和增加农业投入成本的方式影响耕地撂荒，并改变了农户的

风险偏好，使得风险厌恶的农户更容易放弃耕种。进一步分析发现，气候风险对平原地区、相对富裕地

区和老龄化程度较低地区的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冲击。此外，本文还发现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措

施，如灾后救济、乡村建设、政策指导和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等，提高家庭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

力，减缓耕地撂荒的风险。本研究为加强耕地保护、农村建设以及建立健全的灾后救济体系提供了新思

路和依据。

关键词：气候风险  粮食安全  耕地撂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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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结构转变能有效实现大豆需求减量吗？
⸺基于成本收益视角的综合分析

李奕聪  赵启然  冯晓龙  司 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转变膳食结构以减少大豆需求是提升大豆自给率，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要明晰膳食结构的

转变路径并评估其效果，还需要基于成本收益视角的综合探讨。本文基于����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城镇

住户调查数据，使用最小化大豆需求与饮食偏离的多目标优化模型规划出符合大豆减需目标的理想膳

食结构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膳食结构转变的基本路径为以豆类及制品、奶类及制品和水产

品等优质蛋白替代肉类等传统动物性蛋白，适当减少粮食、淀粉及薯类的消费量，更加强调饮食的多样

性与均衡性，平均能减少大豆需求���.��万吨，最多能减少����.��万吨。膳食结构转变会使饮食成本

平均增加�.��元/日，不同方案的比较表明，成本增长是实现大豆减需目标的必然结果，且增长幅度会

随着减需效果的增加趋于减小。综合来看，本文提出的优化路径不仅实现了大豆需求减量的目标，还兼

顾了饮食成本等重要方面，具有较大的推广潜力。因此，要充分认识到转变膳食结构这一方式在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性，拓宽大豆“需求侧”管理的有效途径，并以多种手段有计划地推进膳食结构

转型，循序渐进、分类施策

关键词：粮食安全  膳食结构  大豆需求

�、我国蔬菜流通模式及其价格形成机制
⸺基于山东寿光到北京的追踪调查

李 剑  王嘉澜  熊 涛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以山东寿光西红柿为对象，依据寿光至北京的追踪式调查，详细调查分析了不同流通模式下

的蔬菜价格形成与利润分配。本文将寿光蔬菜销往外地的流通模式归纳为四类：经纪人代办模式、产地

批发市场模式、农超对接模式以及电商零售模式，并逐笔核算了四种流通模式从“田间地头”到“终端零

售”的各环节成本利润构成。分析表明：第一，当前蔬菜流通仍以传统批发零售模式为主，流通环节多、

价格加成高仍是我国鲜活农产品流通的显著特征；第二，和 ���� 年历史调查数据对比，作为生产者的

农户在蔬菜流通全环节中利润占比出现了实质性提升，蔬菜全链条利润分配方式得到改善、趋向合理；

第三，近年来我国鲜活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双向发力，

整体流通效率提升显著。基于研究发现，提出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鲜活农产品流通质效的建议。

关键词：蔬菜  流通模式  价格形成  成本利润

�、耕地细碎化一定会削弱农村集体行动吗？
⸺基于中国农田灌溉的实证研究

苏毅清�   禤媛�   臧良震�

分论坛三摘要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摘要：全面认识耕地细碎化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的主流研

究认为耕地细碎化阻碍了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往针对耕地细碎化对集体行动影响的

研究多集中于社会、经济与文化层面，而鲜有研究将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纳入考量。因此以往关

于耕地细碎化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是单纯的负向影响的结论，可能存在片面之处。因此本文尝试在先前

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上，引入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从多学科角度来重新探讨耕地细碎化与农村集体

行动之间的关系。基于来自中国�省���个农户家庭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在考虑了人类行为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之后，耕地细碎化与农户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遵循倒U形曲线的规律，即耕地细碎化最初

适度增加时能够引起集体行动的改善，但若耕地细碎化程度继续增加并超过一定限度时，进一步提高

耕地细碎化的程度会导致农户集体行动下能力降。耕地细碎化与集体行动之间的这种非线性关系可能

是经由农业生产、土地利用方式和生态环境三种路径来实现的。本文的研究融合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现有研究对影响农户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的认识，也呈现了社会

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进行交叉融合的前景。

关键词：耕地细碎化  集体行动  灌溉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  可持续发展

�、集中流转何以激活土地财产权属性？
许 庆  刘进  饶清玲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摘要：以基层政府或集体为主导的集中流转模式的盛行，在推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也衍生了一

系列社会经济效应。本文利用����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FD）数据，基于转出与转入双重维度考察了

集中流转对耕地租金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集中流转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强契约稳定性

两条路径来推升耕地租金。这意味着集中流转所显化并推升的耕地租金既是对承包户土地财产权属性

的体现和保护，亦是对经营者收益权能的巩固与保障。对此，文章提出了积极推进集中流转模式、构建

农地流转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优化农地流转市场交易环境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集中流转  土地财产权  耕地租金  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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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农地确权的规模经营含义⸺来自地块离散流转与连片流转的证据
胡新艳  许金海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摘要：本文试图将地块空间位置的固定性纳入分析框架，并将农户的农地流转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农户

所转出的地块如果与转入主体已有土地不相邻，可视为离散流转，二是农户所转出的地块如果与转入

主体已有土地相邻，则视为连片流转，由此更细致地考察新一轮确权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其规模

经营效应。利用����~����年广东省阳山县一套记录地块信息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Tobit固定效应

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促使农户农地转出面积增加�.����亩。其中，连片转出面积提升为

�.����亩，但并不显著影响离散转出面积。（�）农地确权借助精准的测绘技术明晰土地“四至”边界，通

过减少土地边界破坏行为和农业生产矛盾的潜在隐患，降低相邻地块流转的交易成本，显著促进了农

地连片流转。（�）农地确权对连片流转的激励效应存在时间滞后性，且在确权过程如果存在干群矛盾

或农户冲突，则会显著削弱地块连片流转效应。（�）离散流转与连片流转的契约特征存在显著差异。连

片流转签订书面合同的概率更高，零租金交易更少，缔约期限更长。在处理了一系列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文章强调，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会促进地块连片流转而改善规模经营格局，有

助于缓解“细碎化地权”与“规模化利用”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农地确权  地块  离散流转  连片流转  规模经营

�、“三块地”改革如何促进了农村三产融合？
⸺来自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彭长生  黄兴宇  钟 钰
（安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依赖完善的土地等要素供给体系，“三块地”改革试点如何促进农村三产融合

值得关注。以“三块地”改革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采用����～����年中国县域面

板数据，对试点政策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相较于未试点县（区），试点县（区）的农村产业融

合水平显著提升，通过安慰剂以及倾向匹配法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

农业县、非粮食主产区域、县级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三块地”改革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

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政策效应有增长趋势。机制检验发现，“三块地”改革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发

展和电子商务平台搭建，同时提升非农就业以及非农收入。为此，应完善土地增值分配机制，让农村、农

民切实能享受到“三块地”改革的好处，提升农民土地流转和宅基地提出的积极性，保障失地农民保障

机制，鼓励农民在二、三产业再就业多渠道共同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关键词：“三块地”改革  农村产业融合  土地制度改革  双重差分法

�、农地经营权强度如何影响农业投资：基于法律-事实-感知三维度的研究
徐俊丽�   米运生*�

（�.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如何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其农业生产积极性，成为推动农业资本深化，转换

农业增长动能的关键。本文基于经营权受让方行为的微观层面，通过构建“法律—事实—感知”三维度

农地经营权强度分析框架，探讨不同维度农地经营权强度对受让方农业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

这一影响的地区差异、对不同类型农业投资的差异和作用机制，并利用����年CHFS-SCAU数据进行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法律和事实维度农地经营权强度的提高对受让方农业投资产生显著激励作用，并

且，这一激励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互相替代的关系。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经营权

强度对不同类型农业投资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与地块相连的农业投资受法律、事实和感知三个维度农

地经营权强度的正向显著影响；与地块不相连的农业投资，只受事实维度农地经营权强度的正向显著

影响。作用机制方面，法律维度和事实维度农地经营权强度的提升，有助于通过促进土地转入和稳定农

业盈利预期，激励经营者进行农业投资。因此，本文提出，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下，应持续推进农地经

营权改革，要明确改革的主要内容、注意改革的次序选择问题、走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以及相应的配套政

策，以更好地保护经营权受让方权益，促进农业投资。

关键词：中国  农地经营权  产权强度  农业投资  改革

�、气候变化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户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刘东�   陈景帅�   冯晓龙�.�   赵启然�.�   司伟*�.�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

摘要：气候变化深刻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然而尚未有研究提供气候变化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因果性证

据。本文使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年农户数据，系统考察了长期气候变化和短期天气冲击

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对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有显著影响，并且存在明显的

长短期差异，农地流转决策对短期天气冲击反应更加敏感，具体而言，短期天气冲击会促进农户转出土

地、减少农地转入。长期气候变化表现出对农地流转的抑制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面对短期天气冲击，

小规模农户倾向于转出农地，而大规模农户会通过转入土地以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气候变化明显加速

了高兼业化农户缩小农地规模或退出农业，但对低兼业化农户的影响不明显。据此，本文认为应该重视

气候变化对农户生产行为调整的影响，优化农业支持政策，进一步增强不同类型农户应对气候风险的

能力。

关键词：气候变化  农地流转  经营规模  兼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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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培训、经济补贴与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
⸺源自农业环境政策的田野实验 

蒋琳莉  黄好钦

（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如何有效地发挥农业环境政策的引导效应，促进农户绿色生产动机形成与行为转变，是当前面临

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激励理论和认知理论探究了不同类型农业环境政策（技术培训、经济

补贴）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试用行为、采用行为、推荐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在真实

情境下开展田野实验进行政策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试用行为方面，经济补贴与技术培训

均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前者的影响效应表现出即效性，而后者呈现出一定的时滞性，同时还通过环境

责任意识的中介影响农户试用行为；在采用行为方面，经济补贴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而技术培训则通

过环境责任意识的中介影响农户采用行为；在推荐行为方面，技术培训不仅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还能

够通过生态价值认同、自我效能感知的平行中介影响农户推荐行为，而经济补贴不存在显著影响。可见，

经济补贴仅对农户试用和采用行为的直接影响效果显著，但技术培训能够通过环境责任意识、生态价

值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知实现对农户试用、采用和推荐行为的正向影响，引发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本

文的结论对精准设计农业环境政策，有效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转变与技术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田野实验  农业环境政策  技术培训  经济补贴  农户认知  技术扩散行为

�、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对养殖户疫病规范防治行为的影响研究
虎亚观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养殖户行为的微观层面，通过构建“治理—认知—行为”的逻辑框架，探讨政府与市场协

同治理对养殖户疫病规范防治行为的影响，分析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下的养殖户疫病规范防治整体诱

导路径，找出制约养殖户疫病规范防治的主要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组合束，并利用黄河流域西北三省

����户养殖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验证。结果表明：首先，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均能显著促进养

殖户的规范化疫病防治行为，其中熟人市场的影响效应最大，宣传培训的影响效应最小；其次，知识认

知、安全风险认知和收入风险认知对影响养殖户规范化疫病防治行为具有中介效应。因此本文提出，要

继续加强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加强对规范化疫病防治知识和技术的宣传培训，提升养殖户认知能力，

要着重构建熟人市场，鼓励引导养殖户沟通交流，致力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引导消费者监督养殖户的疫

病防治行为。

关键词：疫病防治  协同治理  结构方程  政府与市场

�、农地社会化经营与农户集体行动：理论构建与机制检验
苏毅清�.�   黄巧媛*�    王亚华�

分论坛四摘要

（�.广西大学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如何在农地经营方式不断变迁的背景下增进农村集体行动与改善农村公共治理，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问题。本文构建了土地托管情境下的农村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并利用该框架分析了土地
托管影响农户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并提出土地托管实际上是农地使用的社会化、农地经营过程的社
会化，以及农地产出的社会化三大过程的集合，其从本质上体现为农地的社会化经营。基于对农地社会
化经营的理论构建，通过对我国山东省开展的土地托管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土地托
管对农户集体行动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农地社会化经营能够提升农户集体行动水平；（�
）土地托管比例的提高不会对农户集体行动形成限制，说明农地社会化经营可以成为土地可持续发展
所依赖的重要方式；（�）土地托管可以借由提升村庄领导力、促进合作组织发展、增加基础设施供给和
提高社会资本水平四种路径来促进农户集体行动能力，由此呈现了农地社会化经营影响集体行动的具
体机制。本文的发现为与农地经营方式相关的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了新的讨论视角，同时也从集体行动
理论的角度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表现的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运行机制提供了微观解释，这些都能为我国
农村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土地托管  农地经营方式  集体行动  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  社会化大生产

�、从“种养一体化”到“广域种养结合”：畜禽粪肥资源配置
差序格局与养殖户种养结合生产

江光辉�   胡浩�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中国乡土社会格局构筑了村庄资源配置所遵循的有序且非正式之规范，并内嵌于农户生产活动
当中。本文将畜禽粪肥还田利用视为农户的资源配置行为，引入资源配置“差序格局”概念区分了畜禽
粪肥还田对象，并结合江苏省生猪养殖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粪肥还田对象对养殖户种养结合生产
的影响，以及粪肥资源配置动机发挥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基于地缘关系的粪肥内圈还田有利于本地
种养结合程度提高，而商品化形式的粪肥外围利用会显著降低养殖户的本地种养结合程度。养殖户粪
肥还田形式所表达的资源配置动机是粪肥还田差序格局影响种养结合生产的重要机制。因此，粪肥还
田利用的差序格局可能诱发本地还田不足或过量还田现象，偏离了种养结合生产的初衷。进一步的研
究发现，粪肥还田差序格局中体现的非正式制度约束，正在被政府的正式制度规制所取代，这意味着种
养结合的实现方式将由农户个人的“种养一体化”逐渐转向市场化的“广域种养结合”形式，相关政府部
门应给予充分重视。
关键词：养殖户  粪肥还田  资源配置  种养结合  差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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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凌志  赵敏娟*

分论坛五摘要

方振�  李谷成�   刘鹏凌�

�、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多维度贫困治理效应研究
⸺来自全国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国家级贫困县政策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扶贫措施，对于缓解我国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有重要意义。本

文将����年新增国家级贫困县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年全国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

差分模型研究了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对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教育和医疗三个贫困维度的缓解作用和作用

机制。结果显示，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有效缓解了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同时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缓解

作用在时间上具有动态效应，在不同地形的地区上具有异质性。此外，国家级贫困县政策主要通常加大

金融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出来累积贫困地区的各项资本，从而实现对多维贫困的缓解。该

研究是关于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对多维贫困治理效应的探索，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帮扶政策、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以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一定启发。 

关键词：国家级贫困县  多维贫困  双重差分模型  动态效应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效应
⸺基于农村居民幸福感视角

（�.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有机构成，而农村居民幸福感直接检验着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的实现程度。因此，本文基于����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的农户数据，采用OLS模型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能够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从经济含义上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每增加�个单位，农村居

民幸福感将增进�.���个单位。第二，分类型分析发现，三种类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均能够增进

农村居民幸福感，其中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最为明显，其次为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最低的是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第三，机制分析发现，改善健康水平和增加收入水平是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两条重要机制，且改善健康水平带来的幸福感增进效应要

高于增加收入水平。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老年、常住和非平原地区的群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在青年、流动和平原地区的群体中更为明显。第五，拓展性分析发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能够有效治理相对贫困并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本文为认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明治一代：新农保政策享受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

林玉婵  罗明忠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在中国农村，��.��%育龄群体（��-�� 岁）在抚育未成年子女的同时，还需照料其老年父母，赡老

压力已成为制约农村子代的生育能力，抑制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为此，本文立足养老金的收入再分

配，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年和 ���� 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合成

控制双重差分法（合成 DID），实证检验父辈新农保政策享受对农村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

父辈新农保政策享受对农村子代的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父辈未享受新农保政策的群体相

比，父辈已享受新农保政策的农村子代的生育意愿显著提高 �.��� 个。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农保政策

享受对农村子代生育意愿的积极影响主要作用于低人力资本和有子女群体。机制分析表明，挤出子代

对父辈的经济支持概率和金额，挤入父辈对子代的经济支持金额，是父辈新农保政策享受激励农村子

代生育意愿的重要机制。因此，激励生育意愿，构建包容性生育政策不局限于生育本身，应加大新农保

政策的宣传和保障力度，夯实农村养老基础，切实缓解农村赡老压力。

关键词：新农保政策  生育意愿  收入再分配  代际支持

�、社会资本能缓解“担保支农”违约风险吗？

胡 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陕晋苏三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地调研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担

保支农”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差异，并从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两方面揭示社会资本影响“担保支农”违

约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担保支农”违约风险具有显著缓解效应，且该效应在金融

型、政治型和组织型社会资本中具有明显差异，其中政治型社会资本的缓解效应最大；社会资本可以

同时缓解新生代和老一代新型主体“担保支农”违约风险，但对老一代新型主体违约风险的缓解效应

更强；政治型和组织型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增强新型主体还贷意愿，提高其还贷能力两条路径缓解“担

保支农”违约风险，而金融型社会资本只能通过增强新型主体还贷意愿这一单一路径缓解其“担保支

农”违约风险。

关键词：社会资本  “担保支农”  农业担保  违约风险  代际差异  二值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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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杀手：能源贫困何以影响农村居民福利

吴俊臻  何 可*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中能源贫困既是相对贫困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是影响农村居民福利的“隐形杀手”。本文利用 

����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重新测算了我国现阶段的能源消费贫困线为 ���.��元/年，

并识别了农村能源贫困人口。本文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的能源贫困发生率为 ��.��%，虽然有所改善，

但仍然不容忽视。本文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能源贫困对农村居民福利的影响，并运用中介

效应模型检验了影响的传导机制。本文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能源贫困不仅会直接降低农村居

民的福利水平，还会通过损害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而间接降低他们的福利水平。而

且，这种负向影响在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更为显著，说明南北地区间存在着能源贫困的地区异质性。本

研究旨在为政府及相关部门解决农村能源贫困、提升农村居民福利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关键词：能源贫困  居民福利  能源贫困线  健康  不平等

基于广东省四会西岸村和梅县大黄村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归纳式分析，构建了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助推

农民共同富裕的“赋能—参与—认同”解释性框架，并进一步在广东省�市��村面对面收集了����份农

民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现代农业产业园政策、地方政府与牵头企业所带来的外部资源与农村

内部资源实现动态互动，赋能与参与协调构建利益联结、认同与参与互补实现自我发展、认同与赋能契

合形成长效机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显著提升了农民共同富裕水平。机制检验方面，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通过政策支持感知、基础设施发展与绿色技术采纳促进农民共同富裕。进一步分析表明，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对联结型的农民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强于辐射型。本文建议，应以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为契

机，培育农民参与产业园建设的内生力量，持续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扩容提质，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现代农业产业园  共同富裕  新内生发展理论  混合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
⸺基于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缓解视角的分析 

高 源  李欣泽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摘要：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本文将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年中国家庭收入

调查（CHIP）的农村样本在县域层面进行匹配，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发展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

研究发现：数字乡村的发展对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户增收效果更明显，缩小了农

户的内部收入差距，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讨论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带来的数字红利

通过推动家庭创业、释放信贷约束、加速农地转出和使用移动支付四方面缓解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不

平等，促进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对于农户的收入分配也呈现出明显的包容性

特征：对山地丘陵县、农业县、革命老区和国家级贫困县农户的相对剥夺程度的缓解效果更明显。

关键词：数字乡村  共同富裕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  包容性增长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广东案例

杨学儒  张晓欣  文皓薇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的重要抓手，其助推农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影响效应与优化路径尚不明确。本文采用混合研究设计，

提升的幸福感增进效应，并进一步设计与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提供必要的依据。

关键词：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农村居民  幸福感  相对贫困



�、农地流转何以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距离？
⸺基于流转期限与产权安全视角

张荫泽  杨志海*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流转期限与产权安全的视角，在理论分析农地流转对外出务工距离影响及其作用路径

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和条件混合过程（CMP

）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农地流转租期对外出务工距离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了其作用路径。研究发

现：第一，农地流转租期显著负向影响了转出户劳动力的外出务工距离，具体来说，约定转出租期及租

期年限的长期化将增加劳动力近距离务工的可能性、降低劳动力远距离务工的可能性。第二，农地产权

安全感知是农地流转租期影响外出务工距离的作用路径，农户约定转出租期和增加租期年限的行为将

加剧农户的产权不安全感，进而缩短家庭劳动力的外出务工距离。第三，农地流转租期和外出务工距离

可能是互为因果、同时决策的，忽视这一基本情况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误。第四，农地流转租期对外

出务工距离的影响因南北地区、是否转出全部农地产生差异。

关键词：外出务工距离  农地流转租期  产权安全感知  有序 Probit 模型  条件混合过程

�、制造业转型是否挤出了农民工就业？

张欢�   吴方卫�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

摘要：在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制造业正逐渐数字化，由劳动密集

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致使农民工的就业结构与流动方向发生变化。基于《中国工业统计年

鉴》（����-����）数据和构造的农民工机器人密度省级面板数据和行业面板数据（����-����），本文

从就业行业和流动空间两方面，系统考察制造业转型下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研究表明，无论从就业结构

还是从流动空间来看，制造业转型均显著减少了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且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影响更大，

但这种影响呈倒“U”型分布。此外，从就业结构来看，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是所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挤出农民工数量最多的三个行业；从流动空间来看，����—����年，东部地

区制造业转型挤出农民工数量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上述结果表明，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推进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应且需要充分重视新技术对农民工的就业挤出问题。

关键词：制造业转型  技术冲击  劳动力成本  农民工就业挤出

�、非农就业抑制了农户种植双季稻吗？
陈江华*�   薛应如�

分论坛六摘要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确保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恢复双季稻种植是保障粮食安
全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江西省���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和IV-Tobit模型实证分析非
农就业对农户双季稻种植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双季稻具有显
著抑制作用，非农就业不仅降低了农户种植双季稻的概率，还缩小其双季稻种植面积，该结论经过一系
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相比于劳动密集型农业社会化服务，技术密集型农业社会化服务在非
农就业对农户双季稻种植的影响中具有更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技术密集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会弱化
非农就业对农户双季稻种植行为的抑制作用。第三，非农就业还因农户拥有的资源条件不同而表现出
异质性影响，非农就业对土地细碎化程度高和未参与农业技能培训的农户种植双季稻具有更明显的抑
制作用。因此，要进一步畅通劳动力流动渠道，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积极探索农田连片整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关键词：非农就业  双季稻种植  粮食安全  社会化服务

�、农村学前教育服务对儿童人力资本发展的长期影响
⸺基于“山村幼儿园”项目的准实验研究

唐雅琳�   宋映泉*�   刘承芳*�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
政科学研究所）

摘要：学前教育是个体接受教育的奠基阶段，也是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地区迫切需求的公共服务，有效
实施学前教育投资离不开对其人力资本影响的科学评估。本文基于青海省某县自����年起建设“山村
幼儿园”的准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实证考察农村学前教育服务扩张对高中阶段儿童人
力资本发展的影响。认知能力以就读普通高中、重点高中和留级经历测度，非认知能力以教师汇报的大
五人格测度。研究发现：第一，暴露于山村园的时间每增加�年，儿童就读于山村园的概率增加�.�个百
分点，上重点高中的概率增加�.�个百分点，留级概率下降�.�个百分点；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未受到
显著影响。第二，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山村园建设对弱势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有更大且显著的积极
影响。第三，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山村园项目能促进儿童在幼小衔接阶段的运动和社会情感发展，但对
小升初和中考成绩无显著影响；与此同时，有资质的教师队伍可能是山村园项目产生积极影响的潜在
机制。最后，成本收益分析显示山村园投资的成本收益率为�.�：�，对弱势儿童而言成本收益率相对更
高（�.�：�）。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重点面向市场化机构触及不到的贫困脆弱地区提供农村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注重和加强农村幼教师资队伍的建设。
关键词：学前教育  长期影响  认知能力  大五  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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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馅饼”还是“陷阱”？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双刃剑效应
刘子玉�   罗明忠*�   赵一凡�

分论坛七摘要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摘要：农村居民的互联网可及性大幅提升，互联网使用时间成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然

而，以往关于互联网使用的幸福效应存在不一致发现。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互联网使用时间对农村居民

幸福感的影响，基于 ����~����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

拓展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时间对其幸福感的“双刃剑”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

用时间与农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 U 型”关系。在非工作时间里，增加用于互联网使用的时长，能在

一定范围内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但互联网使用时间并不能持续转化为更高的幸福感。互联网使用时

间对幸福感影响的“拐点”值为 �.�� 小时/天。基于宏观数据表征的典型事实分析可知，现阶段中国人

使用互联网的平均时间低于本研究测算的拐点，可以推测当前互联网使用时间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

响仍处于曲线左侧的“馅饼”阶段。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更换样本界定依据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

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时间对互联网原住民、社会资本匮乏与低人力资本

组的农民幸福感“拐点”高于普通农民。因此，应以恰当的互联网使用时长发挥其所带来的正向“馅饼”

效应，有效规避与化解过度使用互联网对幸福感的负向“陷阱”效应。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  时间分配  农民幸福感  倒 U 型

�、邻里效应对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影响
⸺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经验证据

庄腾跃�   罗剑朝�.�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 陕西省农村金融研究中心）

摘要：数字金融已经在我国农村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风险较大、农户接受度低等问题尚未得到根

本解决，仍然是制约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如何进一步促进农户科学使用数字

金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基于社会经济学视角，理论分析了农户数字金融使用决策邻里效应的存

在性及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并利用����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中介效

应模型和分组回归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数字金融使用决策存在邻里效应，且这

一效应在控制内生性后依旧存在。（�）机制分析表明，邻里效应通过缓解农户的心理负担和提高农户

的风险容忍度促使其使用数字金融。（�）邻里效应与政策宣传作为不同的信息传递渠道，在促进农户

使用数字金融的过程中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邻里效应会受到榜样群体的调节，党员、村干部和专

业技术人员等榜样群体的示范强化了数字金融使用决策的邻里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数字

�、从草地视角再论社会养老对土地养老的替代作用
⸺来自五个牧区省份的微观证据

苏柳方�   翟越骁�   仇焕广*�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摘要：已有研究关于社会养老对土地养老的替代作用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且以土地转出来表征土地养

老功能弱化存在争议。从草地视角探讨这一问题既是提供了新的证据，草地放牧强度指标也更能刻画

土地养老功能变化。基于此，本文在构建数理模型进行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内蒙古、甘肃、新疆

、西藏和青海�个主要牧区省份（自治区）���� 户牧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 OLS 回归和断点回归方法实

证检验了新农保养老金领取对牧户放牧强度的影响，以此从草地视角揭示社会养老对土地养老的替代

作用。同时，本文通过缩小样本年龄区间、假定精确断点、断点安慰剂检验、样本选择敏感性检验、带宽

敏感性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获得新农保养老金能显著降低牧户放牧强度，

即社会养老对土地养老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不同土地要素禀赋是否

会影响社会养老对土地养老的替代作用。结果表明，社会养老对土地养老的替代作用只发生在草地面

积小、草地位置交通便利性差的牧户中。

关键词：新农保  社会养老  土地养老  草地  放牧强度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流动人口劳动供给与社会融入
马念斋  孙伟增*  涂 玮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保障是实现个体机会均等化的内在要求和践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以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必要举措。本文利用 ����-����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

考察了最低工资提升对流动人口劳动时间和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与最低

工资标准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概

率表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其中，年轻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以及城-城流动人员的劳动供给对

最低工资调整更为敏感，其工作时间会在更低的最低工资水平上转折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低工资

与劳动时间的非线性关系会深入影响流动人口的健康和社会融入，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升，流

动人口受伤患病的风险先增后减，在城市社会参与的频率先减后增。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最低工资

制度对流动人口劳动的监督和保护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同时也从城市管理视角为促进流动人口城市

融合提供了决策支撑。

关键词：最低工资  流动人口  劳动供给  超时劳动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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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数字鸿沟还是数字包容

洪娴娜�  陈秋华�.�   苘丹璐�  施陈勇�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福建省财政厅；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School of Business）

摘要：随着数字化的蔓延和产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区域经济不平衡，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加

剧，贫富差距应加以重视。本文利用中国����-����年的县级面板数据，首先通过直接作用角度分析数

字化发展对贫富差距的总体影响和针对不同分位点样本的影响；接着从间接作用角度，围绕产业结构

和消费需求，探讨数字化发展缓解贫富差距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水平与贫富差距呈

负相关关系；当数字化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数字化发展会抑制贫富差距，且抑制作用逐渐增强；数字

化不仅直接影响贫富差距，而且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消费需求间接影响贫富差距；以市场和政府主导

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对缓解贫富差距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政府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化对缩小

贫富差距方面具有更完整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数字化  产业结构  贫富差距  消费需求

�、数字素养对村民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研究⸺基于赋权增能视角

陈冬悦  罗咏琦  朱燕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要：当下村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严重制约了村民主体性的激发，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嵌入乡村，数字素

养为提升村民内生发展动力带来了新机遇。本研究完善内生发展动力测度体系，创新引入赋权增能理

论分析数字素养提升村民内生发展动力的内在机理，并基于广东省调研一手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素养与

村民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村民数字素养的提高能够提升其内生发展动力，且对不同学

历的村民存在异质性影响；数字素养通过赋予村民参与权、表达权和获知权从而提高内生发展动力水

平；基层党组织参与度对数字素养提高内生发展动力水平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需注重培育村

民的数字素养，为提升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奠定赋权基础。基层党组织也应引导村民利用数字技术进

行自我赋权，助力内生发展动力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内生发展动力  数字素养  赋权增能

�、数字不平等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CRRS的实证研究
李 刚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本随着信息基础设施进步和数字素养提升，发展水平相对差异成为影响数字福利的关键因素。本

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在合理定义和测度数字

不平等基础上，分析数字不平等对居民主观福利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不平等对于居民主观福

利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对经济地位低、生计渠道单一的家庭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

数字不平等主要通过抑制增收机会、强化相对剥夺发挥作用。研究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

讨论后依旧稳健。为此，本文建议应关注数字技术变革过程的不平等问题，通过数字技术创造发展机

会，拓展家庭的增收机会，增进经济地位弱势家庭的获得感，构建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数字未来。

关键词：数字技术  数字不平等  主观福利  生活满意度

�、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金融科技能否弥合健康危机时期的贫富差距？
⸺中国城乡比较研究

陈楚娜  谭卓敏  柳 松*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如何帮助中国城乡家庭渡过财务困境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重要问题，而快速革

新的金融科技作为推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在大流行中发挥的作用效应值得进行细致探讨。本文

基于中国家庭����年与����年的CHFS调查数据，构建双重差分及三重差分模型检验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金融科技使用行为对城乡家庭财富遭受负面冲击的缓解效应。研究发现：（�）大流行扩大了中国

城乡家庭之间固有的财富不平等；（�）在疫情爆发后，金融科技缓解了城镇家庭财富受到的负向冲击，但

未对农村家庭财富产生显著影响，数字鸿沟引致的数字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了疫情冲击的不平等；（�）驱

动数字鸿沟的因素在于城乡家庭使用金融科技的需求目的不同、金融素养与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基于

中国微观家户数据的检验有利于评估疫情对新兴经济体家庭部门的影响，对如何借助金融科技改善家

庭财务状况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COVID-��  金融科技  财富增长  数字不平等  数字鸿沟  金融素养  准自然实验

理财和数字信贷，邻里效应对于农户数字支付使用的影响更大。此外，邻里效应对于除东部地区以外、中

年组和中等教育程度及以下的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促进作用更强。

关键词：邻里效应  数字金融  金融知识  风险容忍度  榜样群体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畜牧业面源污染

黄海泳  谭 莹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使用清单分析法测算对����-����年全国��个省市自治区畜禽养殖产生的面源污染排放量

，由于产业发展存在空间关联，因此使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畜牧业产业集聚对畜禽养殖污染

排放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得出，环境规制显著抑制各省市畜禽养殖污染排放量的增长，并且能够显著抑

制地区畜牧业的产业集聚。加入畜牧业产业集聚后的环境规制系数均减小，由此得出环境规制会通过

影响畜牧业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进一步影响畜禽养殖污染排放量。而其空间溢出效应显示，临近省

份的环境规制变化对本省的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但经济水平相近的省份随环境规制的增强，其污染

排放量都表现出减少污染排放量。进行环境规制滞后一期和重新构建环境规制指标得出的结论相同，

因此研究具有稳健性。

关键词：环境规制  面源污染  畜牧业产业  产业集聚

�、省内对口协作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以浙江省山海协作为例

汪钰莹�   王建英�.�    陈志钢�.�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省“八八战略”研究院；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
研究院；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摘要：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是省内对口协作模式的突出代表，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

展重要论述的萌芽，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新型探索。对口协作不是传统对口支援模式中要素资

源单方向流动，更注重以联合协作的方式、以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为主线，实现要素互换、优势互补。本文

聚焦浙江省山海协作实践，运用县域面板数据和 P SM-DID 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山海协作对地区间区

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显著缩小了地区间区域协调发展差距，且这种影

响效应来源于地区产业发展，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两个角度出发，发现山海协作工程通过地方财力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即山海协作

显著提升了当地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并通过提高农业劳动力相对规模、农业及非农劳动生产率促进欠

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本研究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对口协作模式、解决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对口协作  山海协作  区域协调发展  产业发展  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

�、农村电商发展与县域就地城镇化
杜佳信  仝志辉

分论坛八摘要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摘要：在县域范围内就地就近实现城镇化，是应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所提出的大城市小城镇协

调发展要求的有效路径。本文使用县域范围内人口集聚区域面积的增加对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发展进行

界定，借助“淘宝村”这一涉及地域范围足够小且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较具代表性的现象构建了准自

然实验，采用县域遥感人口密度数据和乡镇级别常住人口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电商发展对县域就地城

镇化的推动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农村电商的发展显著增加了县域内人口核心集聚区面积，以及淘宝村

所在乡镇的人口增长率，表明农村电商带来了县域内人口集聚趋势，并且这一集聚趋势与淘宝村所在

乡镇有密切关系，从县、乡两级验证了农村电商发展对县域就地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本文进一步验证了

县域资本的提升和本地非农就业的增加是农村电商推动县域就地城镇化的重要机制，且农村电商发展

与县域就地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基础不同的县域之间存在一定异质性。

关键词：农村电商  就地城镇化  县域发展

�、村集体还是农民个体：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反思
⸺基于C村农民集中居住及下楼开荒的案例分析

胡东淼  钟祥纬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概念成为学界的讨论热点。基于主体性哲学起源及农民主体性的

理论脉络，厘清农民主体性的真正意涵。结合C村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集中居住与下楼开荒的案例，

分析其过程中农民个体与村集体的主体性逻辑。政策指导下以村集体为资源承接单元的乡村发展模式

及精英治村的实际逻辑，使农民在乡村发展中适应了政策的配合者角色，其主体性转而体现在区别于

乡村整体发展的个人生活期待，这种农民个体生活与乡村整体发展的差异化逻辑则正需要村集体的协

调和统合。因此城乡差距背景下乡村振兴应以村集体的主体性带动乡村发展并切实保障个体农民的主

体性需求。

关键词：农民主体性  村集体主体性  农村现代化  农民集中居住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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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移民参与乡村治理何以可能？
⸺基于嵌入理论视角的探索

董丽�  东梅�

分论坛九摘要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宁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乡村治理是一个包含经济、环境、社会关系、政治等的多维度系统性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乡
村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经济脱嵌社会的反向运动，通过乡村治理使得追求经济的原子化安置区
回嵌社会。本文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移民参与乡村治理主体缺失问题，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Y
村为例，在嵌入理论指导下，构建了安置区移民嵌入乡村治理的理论解释框架，从制度嵌入、关系嵌入、
文化嵌入、认知嵌入等方面对其嵌入路径进行探索。研究表明：制度嵌入方面需要发挥正式制度和非正
式制度的双重约束作用、关系嵌入方面需要重塑安置区移民与政府及村干部之间的社会关系、文化嵌
入方面需要创新文化形式，培育乡土社会公共性、认知嵌入方面需要培育乡村治理概念的相似性认知，
共筑乡村治理共同体。同时，得出安置区移民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时间与空间分离的现代生活特征、老年
人在场治理优势与中青年人跨时空在场治理优势互补、安置区移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关键还在于赋权等
研究启示。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  乡村治理  嵌入理论  共同富裕

�、何以实现“公地喜剧”：基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张岳�.�  张博�.�   周应恒�  易福金�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摘要：提升集体行动能力是破解公共治理困境，实现“公地喜剧”的关键。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乡村治理注
入新动能，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是乡村治理数字化转
型的起点，研究发现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民参与集体行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治理平台建
设通过促进农民参与合作社、增强农民信任程度、扩展农民社会网络进而提升集体行动能力。乡村治理
数字化转型不能只局限于平台搭建，还要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民对其利用程度。数字接入能力、数字应用
能力是影响农民利用数字治理平台的重要因素，也因此成为数字治理平台赋能农民集体行动的边界条
件，当农民具有较高的数字接入能力与数字应用能力时，数字治理平台建设对集体行动能力的影响更
显著。本文不仅探寻了实现“公地喜剧”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基于集体行动能力视角对乡村治理数字
化转型必要性的验证。基于此，未来应立足于“加快平台建设、促进农民利用”的双重维度全面推动乡村
治理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集体行动  公地喜剧  数字治理平台建设  数字接入能力  数字应用能力

�、乡村产业振兴的数字引擎：以电商进村助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乡村集体企业创立为例

潘嗣同  史清华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发展路径。引导农村电商赋
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于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及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 ����~���� 年中国县级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电子商务进农村（简称“电商进村”）综合示范
政策衡量政府支持的电商发展，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电商进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乡村集体
企业创立的影响。研究发现：电商进村显著提高了约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 �.�%乡村集体企业的
注册数量，且促进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欠发达、乡村数字化程度高及非东部地区较为突出。机制分析表
明，电商进村有利于加速农产品上行销售，促进县域平台经济发展，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为培育和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乡村集体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本文以农村电商发展的先导省份浙江
为例，利用 ����~����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村庄流通设施、新型职业农民、现代通讯技术
和交通情况切入进一步探究了电商进村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集体企业创立的特征事实与内
在机理。本文的发现为电商支持乡村创业增收共富提供了证据，也为全面推进中国式农村农业现代化
贡献了参考。
关键词：农村电商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乡村集体企业  乡村产业振兴

�、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
⸺基于《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的准自然实验

张立莉�  蒋帅�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

摘要：乡村振兴是当前我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近年来，如何有效提升乡村振兴水平发展成为社会各
界 关 注 的 焦 点。本 文 以 我 国 � � � � 年《特 色 农 产 品 优 势 区 建 设 规 划 纲 要》出 台 为 准 自 然 实 验，利 用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乡村产业政策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表明，与对照组相比，《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这一冲击显著促进实验组省份的乡村振兴水
平发展。机制分析表明，《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民收入
水平对乡村振兴水平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和地区发展定位不同产
生的政策效果也不同，与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省份相比，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省份在政策的影响
下更为敏感；与第一产业占比较低的省份相比，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的省份受乡村产业政策的影响相对
更大。本文不仅识别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出台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助于厘
清政策导致实际乡村振兴发展的作用机理，而且对进一步理顺政府如何制定政策以促进乡村振兴水平
的提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村产业政策  农民增收  双重差分模型



�、农业技术推广为何遭遇乡土社会抵抗？
⸺一个新品种作物推广过程行动伦理的社会学分析

梁 哲  崔彩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摘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土社会性质息息相关。文章通过对一个新品种苹果推广的行动过程展

开分析，试图呈现农民拒绝接纳种植新品种苹果背后的社会基础及生成机制。聚焦农业技术推广“最后

一公里”难题，透视一个典型西部农业县苹果新品种推广的行动过程，发现乡土社会拒绝接纳新技术的

三重伦理机制：“将心比心”的“己-己关系”“推己及人”的“己-人关系”和“休戚与共”的“己-群关系”，并

指出造成农业技术推广受阻中“家”文化及其形成的伦理结构的四种生成机制：“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

、“新旧继替”的家庭生命周期、“高度集成”的农业技术、“风险累积”的生产前景。厘清农业技术推广的

社会基础及生成机制在理论维度是对既有研究进一步的补充、拓展和深化，在实践层面亦能够为农业

技术推广进入小农户行动策略提供智识基础。

关键词：农业技术推广  新品种推广  行动伦理  社会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下女性一肩挑的实践类型与形塑机制
⸺基于四个案例的实证分析

张津�  张聪丛�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已有研究从个体视角对女性村干部的治理实践进行一般性描述，但忽视村庄情境性因素的影响

作用，也未注意到越来越多农村妇女成为“一肩挑”的社会事实。本文构建“场域-惯习”框架，将女性一

肩挑置于村庄整体结构中讨论。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四个女性一肩挑村庄治理过程进行追踪。比较案例

分析发现，村庄场域与个人惯习的有机结合，塑造了四种典型的女性一肩挑实践类型：村庄发展的创新

者、村庄项目的推动者、村庄自治的行政人和村内群众的服务者。政社关系结构、村内治理结构以及乡

土社会语境是影响女性一肩挑行动的客观变量，其中政社关系结构和乡土社会语境构建了其任务框

架，村内治理结构架构了其行动结构，这些对女性一肩挑行为具有约束性。惯习作为主观的性情系统对

个体行为具有方向性引导，与村庄场域的融合塑造了女性一肩挑的最终行动方式。本研究突破了既有

女性村干部研究的个体视角，强调了村庄场域的结构性影响作用，有助于全面理解女性一肩挑的行动

及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  女性一肩挑  村庄治理  实践类型

�、空间再造何以促进乡村善治：一个“空间嵌入-治理赋权”的解释性框架
⸺基于鄂东B村“共同缔造”的实践经验考察

王薇�  李祥�.�   张志娟�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乡村公共空间是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基本单元，而在后乡土社会，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流失严

重，难以实现对未来乡村的良好治理。选取鄂东B村“共同缔造”实践为考察样本，借鉴自主治理理论、

嵌入性理论和赋权理论，以认知理念与话语行动的统合、资源配置与组织迭代的统合、关系主体与技术

要素的统合来破解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同时，梳理出社会动员、激励约束、信任协调的

自主运行机制，构建一个“空间嵌入-治理赋权”的解释性框架，以更好地指导空间再造实践，促进乡村

善治，谱写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

关键词：乡村空间  公共性  空间再造  自主治理  善治

�、内生性治理：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转向与路径重构
⸺基于Z省C县“文明码”实践的考察

胡占光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数字技术加速对乡村社会的外生性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乡村治理中农民

“主体性缺场”和乡村资源活化不足的新困境，乡村数字治理亟需从“国家主导”的外生性治理向“农民

本位”的内生性治理转变。基于此，以个案考察为研究方法，考察Z省C县“文明码”数字治理实践，探究

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转向过程及重构之路。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转向是借助国家外生力量

的催化，来推动治理主体、治理策略和治理资源的整体性转向，从而形成“以外促内、以内为主、内外结

合”的内生性治理模式。同时，在国家数字力量与乡村内生力量的调适和互动中，构建出“主体激活—策

略重塑—资源赋能”的乡村数字治理内生性路径。

关键词：乡村数字治理  内生性治理  外生性治理  文明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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