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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行为视角下的耕地流转对 

耕地面源污染的影响分析 

——基于湖南省资兴市的田野调查 

龙云 陈立杰
1
 

【摘 要】：耕地流转后,规模经营的耕地产权拥有性质、生产组织方式和耕地使用的监督主体构成发生改变,规

模农户的农药、化肥等短期投资随之改变,最终引起耕地面源污染的变化,本文利用湖南省资兴市的田野调查数据对

这一影响机理进行了的验证。研究结果显示,调研地耕地流转之后规模经营农户的收入高于自家地种植农户,耕地流

转市场化程度较高;由于种植方式和种植作物的改变,转入耕地面源污染总体高于自家地,但随着转入地经营权稳定

性的增加,规模农户会更愿意主动保护耕地质量以保证长期经营。最后文章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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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

实现农村生态环境优化、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2014年的中国环境公报显示,我国的农药生产和使用

全世界第一,而年均地膜的使用量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工作形势严峻。耕地面源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6年 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

权分置”,并提出相关机制的建设以保障农地流转的有序发展。农地流转将带来土地产权性质的变化,经营主体的变更和监督主

体的多元化,这些变化也将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户行为产生影响并最终导致耕地质量和面源污染水平的变化。耕地流转会引起耕地

面源污染水平的增加吗?它的影响机理如何?如何从农户行为视角对耕地面源污染进行科学合理的防控?这些问题将是本文尝试

探讨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面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田中的泥沙、营养源、农药等其他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的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

壤中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而形成面源污染,
[1]
目前造成我国农地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为农药化肥过度施用、秸秆焚

烧、农膜等物品和家禽粪便的不当处理等。农户面源污染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可分为农户自身特征因素以及自然环境、经济环

境和产权制度等外部环境因素等。 

首先是农户自身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层次,参加面源污染防护项目的发生率就增加一定的比例,[2]中国

传统农耕文化注重循环利用,传统农耕文化对环境有积极的影响作用,[3]农户的环保意识等因素也对农业面源污染水平的变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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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影响。[4]其次是自然环境的影响效应,土壤质量和降水等因素会影响面源污染的扩散,[5]农地禀赋则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化肥

的投入强度,[6]另外各省的人口密度等结构因素会直接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量并有省际交叉影响效应。[7]第三是经济环境和

政策的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可能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
[8]
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等经济

结构因素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9]相关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表明农资补贴对化肥面源污染有正向激励效应。[10]最后是产权制度对

耕地面源污染的影响,农地产权是农户行为最根本的影响因素,[11]而土地的频繁调整将导致产权不稳定并加剧耕地生态环境的进

一步恶化。[12] 

以上文献表明,农户的生产投入行为受农户自身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农地的产权制度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但关

于“三权分置”产权制度背景下,耕地流转对农户行为产生影响,最终影响耕地面源污染的研究尚少。本文尝试厘清耕地流转对

农户行为和耕地面源污染的影响机制,并利用田野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当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机制和监督机制

的设计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耕地流转的耕地面源污染影响效应的作用机理及发生机制 

1.耕地流转的耕地面源污染影响效应的作用机理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向家庭承包联产制度转变,在此之间,耕地流转制度也在不断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禁止

流转时期,到流转制度初步建立时期、完善时期、2008 年的农地流转市场化初期阶段,到如今的“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地流转

迅速发展期,耕地流转的自由度在不断提升。耕地流转背景下,耕地产权制度、政府相关奖励制度和监督制度体系,将对耕地经营

者的生产目的、规模经营模式和产品技术的选择等方面产生影响,并通过农户的短期投资行为产生耕地面源污染效应,这一作用

机制如图 1所示。 

首先,耕地产权制度体系的耕地面源污染效应。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建设完善的方向为土地产权制度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具体包括 30年承包期内不允许土地调整、确权颁证、经营权抵押贷款和“三权分置”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完善稳定的耕地经

营权制度的实施会提升经营农户的产权安全感知,促使流转地农户耕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增加长期投资减少农药化肥等短期投资,

选择绿色低碳的生产经营模式和技术,从而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耕地面源污染水平。其次,政府奖惩制度的耕地面源污染效应。

2013 年以后我国的耕地流转发展迅速,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对农业经营和规模生产实施一定的奖励措施,但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经

营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效应:一方面,农业规模化经营可以提高农业化肥等短期投资的单位面积使用效率,从而减少这些面

源污染源的施用总量;另一方面,从成本节约的角度,规模化生产农户将弃用有机肥施用化肥,改种经济作物,导致农药化肥施用

量增加。最后,耕地利用监督制度体系的耕地面源污染效应。正式制度方面,事前的环保可行性评估制度可以有效的对农业企业

将来的生产运营模式和技术等的绿色环保方向进行有效的引导,事后的耕地面源污染监督机制尚不健全,但从 2016 年开始,我国

开始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政策,各级政府逐步重视污染的监管制度体系的构建、实施和完善。非正式制度方面则主要体现

为政府、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公众等耕地保护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和非正式约束,这些也能控制耕地面源污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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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耕地流转的耕地面源污染影响效应的作用机理 

2.耕地流转的耕地面源污染效应的发生机制 

由于耕地资源的公共产品性质,流转后经营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将产生耕地面源污染的外部效应,这一效应的发生机制可以

借助农民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来解释,详见图 2。 

 

图 2耕地流转面源污染效应的发生机制 

如图 2所示,横轴为农产品的产量 Q和耕地面源污染程度 W,纵轴为价格、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PMCT和 PMC0则分别表示各个

阶段的转入地农户和自家地农户的边际成本,PMR 表示边际收益曲线。假设初始阶段两种农户种植同一种农作物且短期投资差异

不大,则他们的边际收益曲线为 PMR1,边际成本曲线分别为 PMRT和 PMC0,由于转入地经营主体需要支付流转所需的费用,转入地农

户的边际成本曲线在自家地农户的左上方。两者初始的均衡点分别为均衡点为 E11和 E0,对应的农业面源污染程度为 WT和 W0,对于

同一农作物而言,规模化的生产能够降低单位面积农药、化肥等污染源的施用量,因此转入地的面源污染程度要低一些。对于耕

地流转而言,政府会有一些促进流转的奖励措施,对于一定规模的农户实施奖励,并对一些农作物的种植有补贴,这些措施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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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鼓励耕地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经营,另外也将促使其作长期经营的打算,他们会趋向于种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这意味着更高

的投入和更高的回报,边际成本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至PMC’T处,边际收益曲线则向右上方移动至PMR2处,由于政府的规模经营奖励

或补贴,边际成本曲线上升的幅度要小于边际收益曲线上升的幅度,新的均衡点 E12产生,此时转入地的面源污染程度为 W’T,比自

家地污染更严重,WTW’T 的直线距离为耕地流转后产权和规模流转激励补贴制度的面源污染效应。此时政府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政策,并不断完善耕地利用的环境监督制度,不断深入对农户耕地环境保护的监督、治理和生态补偿的试点和改革,农户将转变

粗放式的耕地生产经营方式,转为绿色环保的生态种植模式,边际生产成本将上升,但绿色农产品的价格上升,边际收益也相应增

加,在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初期,成本上升的幅度会超过收益增加的幅度,由此,转入地农户的边际成本曲线左上方移至 PMC"T 处,

边际收益曲线右上方移至 PMR3处,新的均衡点为 E13,耕地面源污染水平降低至 W"T,可见政府的污染治理和主体的监督能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污染程度,具有正面的影响效应,W’TW"T则为面源污染治理和耕地利用监督制度的影响效应。对于自家地而言,这些治理

或监督制度同样能起作用,自家地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至 MP-CA’0,耕地面源污染水平下降。 

三、湖南省资兴市田野调查经验分析 

1.调研地概况 

资兴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郴州市东部,耒水上游,罗霄山脉南端,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全市 300万亩山、30万亩水面、30

万亩耕地,素有“粮仓”的美誉。近年该市农地流转发展迅速,2014 年被确定为湖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的试点市,

耕地流转面积 6.98万亩,流转耕地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比重为 31.1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全市共有郴

州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21家,其中国家级及省级龙头企业 6家,郴州市级龙头企业 15家,专业大户 735户,家庭农场 240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 481 个,合作组织成员 1.58 万户。选择资兴市进行耕地流转面源污染效应分析的调研地,原因有二:一是资兴市地

处中部农业大省,近年来农地流转带动的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试点等农地产权改革政策的生态环

境效应尚待验证,对其进行相关的研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二是因为资兴市处于生态环境较优的郴州地区,研究该地耕地流转

对面源污染的影响能够为当地的农田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对策,这也是当前我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 

2.调研设计 

为收集研究相关的数据,我们设计了涵盖农户基本信息、耕地地块性质、耕地流转方式、耕地单位面积面源污染源(农药、

化肥、机械等)施用量或成本(1)和农户耕地生态环境保护主观意识等五个大类信息的调查问卷,其中农户基本信息为农户年龄、性

别、教育水平、家庭总人数和务农人数、务农收入及食物占支出比例等指标;耕地地块性质差异表现为耕地地块数、肥沃度等;

耕地流转方式主要有自发、集体组织和中介三种;耕地面源污染则通过农药、化肥、地膜、机械使用和秸秆处理等五项来衡量,

依此得出农户在转入地和自家地两种不同的农地上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面源污染效应,最后本问卷还设计了农户是否愿意接受

绿色种植方式等耕地生态环境保护主观意愿等指标,取值以实际值为准,选择意愿指标中 0 代表没有,1 代表选择。问卷以资兴市

农户为调查对象,并按照各县乡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发放和回收。首先抽中资兴市的东江镇、高码乡和香花乡的三个乡镇,然后

随机选取这三个乡镇中任意一个中的两个村,每个村访谈 10位具有代表性的农户并协助其填写问卷,随后回收。本次调研共发放

问卷 60余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为 49份,有效率约为 82%。 

3.耕地流转的面源污染影响效应分析 

(1)转入地和自家地种植农户家庭特征与转入地特征比较。根据所取得的问卷数据,我们选取了自家地和转入地两种不同性

质产权耕地的种植农户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以比较产权差异的耕地面源污染效应。结论如下:(1)转入地种植农户和自家地种植

农户年龄和教育水平基本相当,转入地农户中位数更加趋向年轻化。一般来说,转入地经营主体的年龄相对来说较轻,受教育水平

会偏高,但由于发放问卷的随机性和发放时间的限制(采访时间农场经营主体外出,难采访到),两种地的结果差别不大。(2)转入

地的家庭人数和务农人数均小于自家地农户,但转入地经营农户家庭中的务农人数均值要大于自家地种植者。这是因为新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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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一般全家务农作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而自家地农户则是自给自足,呈现出老年人负责务农而年轻人外出挣钱的生活模

式。(3)转入地农户家庭的食物支出占比低于自家地农户,务农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则高于自家地农户。调研结果显示转入地农户

开展规模化种植,务农收入为收入的主要来源,且食物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较低,总收入较高,转入地农户多为自给自足,多有兼

职,务农收入非收入的主要来源,且收入支出中食物占比较大,总收入也较转入地农户偏低。(4)耕地流转形成规模且耕地流转市

场化进程加快。绝大部分被调研农户的自家地农户均有耕地转出,而转入地农户转入的耕地数量也比较大,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

模化经营的特征,且利用中介进行流转已经是农村耕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了。 

(2)耕地流转的面源污染效应分析。为了测量耕地流转对面源污染的实际影响效应,我们比较了转入地和自家地中农药、化

肥和机械的使用情况,如图 3所示,分析结果如下:(1)农药投入的比较。农药的投入方面二者相差不大,转入地为 214元/亩,自家

地为 216 元/亩。调查区域的结果证实种植同一农作物的转入地农户农药的单位面积施用量低于自家地,原因在于规模效益和农

药施用效率的提升,规模种植农户一次性大面积喷洒农药,可以提高自家地农户前后不同时间施用农药的杀虫效率,从而减少施

用次数。但如果转入地转种经济作物,比如葡萄等,农药的使用量则会大大增加。(2)化肥投入的比较。转入耕地亩均化肥投入 179

元,自家耕地亩均化肥投入 157元,转入耕地上施用的化肥更多,这是因为大多数转入地农户都改种经济作物,需要更多的化肥,同

时转入地农户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会适度的增加化肥的施用量从而提高种植的经济效益。(3)机械投入的比较。由于规模经营和

生产效率提升的需要,转入地农户机械的投入远高于自家地农户,但机械运转中柴油燃烧等活动将增加耕地面源污染的水平,而

调研地自家地农户的多为地块分割,规模小且不成片,机械使用率较低。 

 

图 3不同产权性质耕地的面源污染源投入量比较 

值的一提的是,我们还对农户的耕地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耕地经营权稳定性的提高将有利于耕地质

量保护和面源污染的降低。被调研的 38户转入地经营农户中,有 30位农户认为,当耕地经营时间不稳定时,他们更多的是考虑短

期效益,而经营年限越长越有保障时则会更愿意选择绿色环保的生产技术、施用农家肥等,以保护耕地质量和维持长期经营的需

要。(2)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也将对耕地面源污染控制起正面影响效应。调研的 38 位转入地种植农户均表明只要有补

偿都会选择绿色环保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在有补偿的情况下,农户的长期投资行为将得到激励,农药化肥等短期投资会受到

抑制,从而减少面源污染的总体水平。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表明,“三权分置”实施初期,耕地流转市场化尚不完善,农户经营耕地的产权制度体系、耕地经营的奖励制度体系

和耕地利用相关的监督制度体系发生转变,农户耕地利用方式和短期投资行为随之改变,最终转入耕地面源污染水平增加,但随

着耕地经营权稳定程度的增加和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转入地农户接受和实施绿色环保的生产技术的意愿会增加。这一研究结论

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视角的农地流转制度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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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落实“三权分置”制度的具体改革制度,为耕地经营权的稳定提供基本保障。耕地流转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农

业规模化产业化的重要的前提,耕地经营权稳定程度的提升将激励农户的长期投资使耕地生态环境得到优化。其次,建立健全耕

地生态补偿和面源污染管控机制,为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提供正确导向。“三权分置”背景下,对农户绿色环保行为进行必要的

补偿,并建立耕地面源污染协同管控机制,能促使农户将农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成本纳入到其生产决策中去,达到从源头上控制耕

地面源污染的目的。第三,加快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和防控机制建设步伐,从根本上减少耕地面源污染。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工作,转入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更容易接受绿色环保的种植技术和生产方式,

随着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机制的建设完善,农户的生产经营方式将受到约束和引导,耕地面源污染水平有望降低。 

最后,本文研究也说明,耕地流转制度特征能够通过影响农户行为而影响耕地面源污染水平,这也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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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各种原因农户很难给出精确的农药、化肥和地膜的施用量,调研发现同一个市这些农资的价格差异不大,因此本问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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