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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专用性对苹果种植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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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在农业生产仍以小农经营为主导的基本国情下，农户规模经营意愿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

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专用性资产投资是影响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关键因素，本文结合苹果的生产经营特征，从资产

专用性视角分析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形成机理。【方法】利用山东和陕西两个苹果主产省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有

序Logit模型实证检验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风险偏好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以及气候变化感知的调节作用。【结果】①农户规模经营意愿较弱，仅有12.20%的样本农户愿意扩大经营规模；②资

产专用性能够显著促进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主要是土地资产专用性、地理位置专用性和实物资产专用性发挥了促

进作用，且前两者的作用更大；而人力资本专用性会抑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③风险偏好在资产专用性与农户规

模经营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④气候变化感知对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农户气候

变化感知水平的提升，资产专用性更容易通过提高农户的损失风险厌恶程度进而增强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结

论】需要激励高资产专用性的农户进行规模经营，完善正规的农业风险规避机制，强化作物优生区的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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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地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

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支持发展适合

中国国情的农地规模经营方式 [2]。如 1984 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

包土地的经营权”，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

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化建设试点”。但小

规模经营仍是中国农业最基本的经营方式，2020年

全国经营耕地 10 亩以下的农户比重依然高达

85.1%①。在此背景下，研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对促

进农地规模经营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已有大量文献从农户个体特征[1,3,4]、家庭特

征[5-8]、耕地条件[9,10]、社会化服务[11-13]、外部环境[4,14,15]

等视角分析了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如：

陈秧分等 [4]基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发

现，在技术和资本可得性有保障的情况下，以农业

为主要就业类型的户主倾向于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以获取农地规模经营效应。苏敏等[8]的研究表明，

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其规模经营意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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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著差异，其中，成长中核心家庭的农户规模经

营意愿最强，空巢夫妇家庭的农户规模经营意愿最

弱。周敏等[10]对黑龙江省401份农户样本数据分析

发现，包括土壤肥力、土地坡度、灌排设施、生产用

电条件、机械化程度在内的家庭耕地资源质量越好

的农户，越倾向于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刘洋等[13]基于

1152份棉农调研数据发现，技术指导服务对棉农土

地规模经营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凌莎[14]分析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约束因素发现，土地调整频

率、农户经营权益保护等外部环境对农户规模经营

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农户农

地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学

理性和方法论基础，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现有研

究主要关注农业宽泛概念上的农户规模经营意愿，

忽视了因作物属性而形成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对农

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相比粮食等一年生作物，

多年生作物生产经营具有以下特殊属性：①由于目

前多年生作物的绝大多数生产经营环节仍然依靠

人工操作，导致农户兼业化程度较低，多年生作物

种植户是典型的专业化农户。②多年生作物对生

长环境要求更高，需要更适宜的土质、地形和水利

条件。③多年生作物定植后通常在一定时期后才

能正式产出，在此之前的苗木栽培、建园材料、围栏

立架等投入均为专用性资产，同时，其生产经营过

程中使用的打药机、割草机、运输车等小型机械和

采摘周转筐等资本品也属于专用性资产。④由于

多年生作物的经济价值和市场化程度较高，部分地

区重视和支持发展多年生作物种植，并为此提供各

项政策优惠和技术支持，旨在提高农户农业经营收

入和实现产业振兴。由此可见，多年生作物的生产

经营在人力资本、土地资产、实物资产、地理位置等

方面具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16]，对农户的生产经营

决策意愿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忽视资产专

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将限制对农户规

模经营行为的理解和认识。

基于此，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本文结合多年

生作物生产经营的特殊属性，以苹果生产为例，从

资产专用性视角分析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形成机

理，并采用苹果主产区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

证检验，回答以下问题：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

营意愿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资产专用性对农

户规模经营意愿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本文尝试在研

究思路、变量测度及数据选择等方面有所创新：①
通过理论分析，提出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

愿影响的研究假设，并将风险偏好和气候变化感知

纳入分析，构建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作

用路径的理论框架。②考虑到资产专用性的多样

性，结合苹果种植户的生产经营特征，选择以人力

资本专用性、土地资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地

理位置专用性测度农户的专用性资产投入。③选

择苹果主产区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作为实证检验

的基础性数据。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理论层面，

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思路设计与创新具有一定的启

发意义，也丰富了现有相关理论成果；实践层面，从

农户实际投入视角分析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可能成

为农业规模经营支持政策新的关注点，能够为相关

政策的改进提供方向性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直接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在研究组织治理结

构与纵向一体化时提出了“资产专用性”概念，用来

描述资产的可调配性，即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造成

资产生产价值损害的条件下，特定资产被重新配置于

其他备择用途并由其他使用者重新配置的程度[17]。

针对苹果而言，其具有多年生的自然属性和生产经

营专业化的特征，在苹果生产过程中农户逐渐形成

了较强的人力资本专用性、土地资产专用性、实物

资产专用性与地理位置专用性[16]，使农户改种其他

作物或转行从事非农产业时会面临高额的沉没成

本，并且随着农户苹果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

种沉没成本会不断增加，导致其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或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预期净收益减少。具体

来看：

人力资本专用性主要表现为农户在长期从事

苹果生产经营过程中，为提升苹果生产效率、提高

苹果产量和质量，专门通过技术培训或“干中学”积

累与苹果生产经营相关的知识和经验。较强的人

力资本专用性会使农户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或从

事其他产业的机会成本与困难程度增加[18]，一旦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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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苹果生产经营就会产生人力资本贬值[19]。

苹果生长受地形、土壤质量和墒情等条件的约

束，这种对土地条件的依赖是土地资产专用性的体

现，也反映了果园土地天然的专用性资产属性，具

体表现在果园地形条件、土壤肥力及灌溉条件等方

面[16]，这些因素直接影响苹果产量和经营收益，也会

间接影响农户的生产再投资。为提高苹果经营收

益，农户对地形条件好、土地肥沃及灌溉条件便利

的果园进行持久性投资，这些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在

短期内很难转作他用；随着果园面积扩大，农户将

苹果改种为其他作物的可能性越小，因为改种其他

作物将会丧失已形成的苹果生产优势，同时农户也

会面临较高的转换成本[20]。

实物资产专用性是指为提高生产效率，农户对

苹果生产持久投资而形成的实物资产，通常包括附

着于果园上的农业生产投资（例如滴灌或喷灌设

施、水窖或水池、储物屋及其他固定在土地上的设

备与建筑）和与苹果经营规模相匹配的生产工具或

装备投资（例如旋耕机、弥雾机、施肥开沟机和割草

机等），这些实物资产与果园经营之间不具有可分

性，只适用于苹果生产的某些环节，难以改作其他

用途，或转作其他用途时将会极大贬值[19,21]，这也降

低了农户根据市场变化调整苹果生产的灵活性。

地理位置专用性反映了一个地区在苹果生产

上的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国家或当地政府对苹果

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和农户获取苹果技术的便利

性，这些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支持政策和技术条件会

影响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19]。首先，由于苹果属于

高价值农产品，其市场化程度较高，部分农业经济

欠发达地区将苹果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和助力

产业振兴的主要抓手②，各级政府对苹果产业发展

越重视，当地的苹果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化服务体

系就越完善，同时农户能够获得的建园补贴、生产

资料补贴、政策性苹果保险、技术支撑和人才培养

等苹果支持政策就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励

农户进行苹果规模经营 [16,22]。其次，农户距苹果试

验站的距离可以反映农户获得现代苹果生产技术

的便利性，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农户，苹果试验站周

边区域的农户可以通过在试验站兼职务工或培训

参观等方式，及时地学习和掌握先进的苹果生产技

术[23]，使其苹果生产经营能力和效益得到提升，进而

增强其规模经营意愿。

综上所述，苹果生产的资产专用性和专业化特

征对农户苹果经营具有“锁定效应”。当沉没成本

高于调整收益时，基于理性动机的农户会选择继续

从事苹果生产经营，并为提高专用性资产的生产效

率和获取规模收益而倾向于规模经营。由此可见，

资产专用性能够直接促进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农户生产所形成的资产专用性越强，就越

倾向于规模经营。

2.2 风险偏好在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影

响中的中介作用

风险偏好与资产专用性具有直接联系，当苹果

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专用性资产被改作他用时所引

致的沉没成本是一种损失风险，农户对这种沉没成本

损失的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风险偏好[24]。

本文采用损失风险厌恶程度衡量农户对专用性资

产用途改变的风险偏好。一方面，由于苹果生产经

营过程中的大部分专用性资产无法转作他用或立

即变现，并且资产专用性越强，农户改变其用途引

致的沉没成本损失也越高，当这种损失风险高达一

定程度时，农户可能会因高额的沉没成本而放弃冒

险，从而变得厌恶损失风险，即农户的损失风险厌

恶程度增强。可见，资产专用性与损失风险厌恶程

度具有正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农地规模经营是一种风险投资行

为，因为农作物具有一定的生产周期，其生产规模

和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及时调整，农地规模经营也需

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及专用

性资产，可能会使农户面临更高的生产损失和经营

风险。同时，供求关系和气候条件变化引致的市场

风险和自然风险也会影响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

由此可见，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和决策行为与其对

② 例如位于陕北地区的榆林，依托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和当地政府根据地理位置条件，选择发展山地苹果来带动农户增收，并在米脂

县建立了全国首个山地苹果试验示范站，为榆林市山地苹果产业发展提供全产业链科研成果支撑、人才培养服务和示范样板引领，并以试验

站为平台，开展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新型农业人才、职业农民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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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风险的认知和偏好紧密相关[25]。为了避免

农产品结构调整和农业资产转移时资产专用性可

能导致的高额沉没成本，同时也为充分发挥不断投

入的家庭人力资本、专用性设备和专用场地等专用

性投资的使用效率，厌恶损失风险的农户更倾向于

通过扩大经营规模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对农

户规模经营产生较强的损失风险诱惑效应 [26]。可

见，农户对损失风险的厌恶程度越高，农户的规模

经营意愿越强。

基于上述分析，资产专用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通

过提高农户的损失风险厌恶程度来增强农户规模

经营意愿。资产专用性越强，越有利于激励农户规

模经营意愿，同时专用性资产的持续投入会提高其

改作他用的沉没成本损失，增强农户的损失风险厌

恶程度，进而间接影响农户规模经营意愿。据此提

出以下假设：

H2：风险偏好在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

愿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2.3 气候变化感知对风险偏好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1）气候变化感知在资产专用性对风险偏好影

响中的调节作用

气候变化感知是农户对苹果生长环境变化的

主观感知，适宜的光照、气温和降雨等气候条件是

种植苹果的先决条件，也是影响苹果产量、品质和

收益的重要因素。现有苹果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

丘陵沟壑区，苹果生产依然是以“靠天吃饭”为主，

虽然部分基础设施和生产投入（如防雹网、蓄水池、

黑地膜、防冻剂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极端天

气的不利影响，但难以改变的气候条件依然是影响

农户苹果种植决策的关键因素[19]。如果农户感知其

所在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气候条件变化有利于

种植苹果，则其气候变化感知水平越高。农户感知

到苹果种植气候条件优势会强化其对土地资产和

地理位置等专用性的重视程度，即一方面，气候变

化感知水平较高的农户更确信土壤较肥沃、地形状

况较好和水利条件较完善的土地能够获得更高的

苹果收益，进一步强化了土地的禀赋效应和资产专

用性；另一方面，农户作为苹果生产实践者，关于光

照、降雨量和气温等气候变化的评价能在一定程度

上真实反映其所在地苹果种植的适宜性。为更好

地发挥苹果优生区的区位优势，政府通过优惠政策

和技术服务等形式鼓励与支持地处苹果优生区的

农户进行苹果生产再投资，增强了农户区位优势的

优越感和关注度，进而强化了地理位置专用性。气

候变化感知水平提高所产生的土地资产和地理位

置等专用性的增强会使农户更不愿意放弃已形成

的区位优势和已产生的专用性投资，即增加了农户

损失风险的厌恶程度。因此，气候变化感知在资产

专用性对农户风险偏好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即资产专用性对农户风险偏好的作用在气候变化

感知高分组群体中比在气候变化感知低分组群体

中更为明显。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气候变化感知在资产专用性对风险偏好影

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2）气候变化感知在风险偏好对农户规模经营

意愿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随着农户气候变化感知水平的提升，农户对当

地的气候条件适宜种植苹果的信心会增强，这种对

区位优势的乐观心态会加深农户的损失风险厌恶

程度；为充分利用苹果生产的区位比较优势，地处

苹果优生区的农户更倾向于苹果规模经营。即使

农户对损失风险厌恶程度不高，但由于其感知到的

未来一段时期的气候条件变化有利于苹果生长，也

可能倾向于规模经营[24]。因此，气候变化感知在风

险偏好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

作用，即风险偏好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促进作用

在气候变化感知高分组群体中比在气候变化感知

低分组群体中更为明显。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气候变化感知在风险偏好对农户规模经营

意愿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 2019年 7—8月主持

完成的苹果种植户生产行为实地调查。样本抽样

过程为：首先，采用典型抽样方法确定样本区域为

渤海湾优生区的山东和黄土高原优生区的陕西；然

后，按照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根据

统计学大样本容量 n的确定原理 n =
■
■
|

■
■
|

uαv
1 - pc

2

，本文

令置信度 α = 0.05 ，则有 uα = u0.05 = 1.96 ，变异系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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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29，抽样估计精度 pc 为0.8，最终确定样本县数

量 n = 8 。根据2015—2018年两个样本省各县的苹

果种植面积变化情况，在两个样本省中各抽取苹果

种植面积变化最大的4个县；最后，在各样本县随机

抽取 2~5 个样本乡镇，在各样本乡镇随机抽取 6~8

个样本村，在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20个左右的苹果

种植户，并对农户家庭中的苹果生产决策者进行面

对面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收集了8个样本县29个

乡镇 51 个村的 1080 份问卷，剔除部分数据缺失的

问卷后，获得有效的农户问卷1069份（表1），问卷有

效率为98.98%。

3.2 变量描述

因变量——规模经营意愿。本文参考苏敏等[8]

的研究，采用农户家庭中苹果种植决策者的苹果经

营面积改变意愿（1=减少，2=不变，3=扩大）衡量其

规模经营意愿。

自变量——资产专用性。本文参考陈江华等[27]、

冯晓龙等[16]、谢先雄等[19]和Zhang等[28]的研究，将苹

果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产专用性划分为人力资本

专用性、土地资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地理位

置专用性 4个维度。其中，人力资本专用性包括农

户家庭中苹果种植决策者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

况、种植年限、技术水平、培训参与情况；土地资产

专用性包括果园肥力、果园地形、果园水利条件；实

物资产专用性采用苹果生产设施装备投入衡量。

地理位置专用性包括政府支持力度、（农户居住地）

与试验站距离。

调节变量——气候变化感知。本文参考宋臻

等[29]的研究，采用农户对光照、降雨量和气温的感知

测度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水平。

中介变量——风险偏好。本文参考西南财经

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CHFS）问卷③对风险偏好

的测度方式，采用农户的损失风险厌恶程度衡量其

风险偏好。

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将农户家庭中

苹果种植决策者的性别、年龄、务农程度[9,22]，家庭的

组织参与情况[14]、劳动力人数[30,31]作为控制变量。

上述各变量的含义及其统计特征如表 2所示，

可以看出，大多数苹果种植决策者倾向于维持现有

经营规模，样本农户中有 67.74%的选择“不变”，愿

意“减少”和“扩大”经营规模的农户分别占 20.06%

和12.20%。人力资本专用性方面，苹果种植决策者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83年，身体状况比较健康，

从事苹果经营年限平均在18年以上，苹果技术水平

差异不大，2018 年参加过苹果培训的样本占

43.53%。土地资产专用性方面，样本农户果园的地

形、土壤肥力、水利条件较好。实物资产专用性方

面，2018年样本农户果园设施装备投入原值平均为

3593.56元，且农户之间的投入差异较大。地理位置

专用性方面，样本农户获得政府支持力度较小，技

术获取不便利。气候变化感知方面，样本农户认为

其所在地的光照和气温比较适合苹果生长。风险

偏好方面，样本农户具有一定的损失风险厌恶心

理。此外，样本中有73.57%的苹果种植决策者为男

性，平均年龄为55.72岁，78.28%的苹果种植决策者

全职从事苹果经营，40.47%的样本农户加入合作

社，样本农户2018年的户均劳动力为2.58人。

为简化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对人力资本专用

性、土地资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地理位置专

用性、气候变化感知所对应的测量指标进行降维，

并在此基础上将人力资本、土地资产、实物资产和

地理位置专用性四者降维为资产专用性。需要说

明的是，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检验测量指标

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可靠，因子旋转采用的

是最大方差法，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KMO值大于

0.5，巴特利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均在 1%统计水

平上显著，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各维度所含题

项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5，收敛效度良好。潜在变量

的组合信度CR均满足大于0.7的标准，平均方差抽

取量 AVE均满足大于 0.5 的标准，测量指标内部具

有较好的一致性，可较好地解释对应的潜在变量。

③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网址为https://chfs.swufe.edu.cn/。

表1 样本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amples

县（区）

乡（镇）

村

样本量

山东

蓬莱

4

6

125

莱州

3

6

130

沂水

3

6

133

蒙阴

2

7

118

陕西

米脂

5

6

128

志丹

3

8

120

蒲城

4

6

140

礼泉

5

6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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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选择

3.3.1 多元有序Logit模型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1=减少，2=不变，3=扩大）

作为被解释变量，属于典型的有序多分类变量，因

此，本文采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估计资产专用性及

其分维度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多元有序

Logit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P( )SW = j|(AS, X ) = e
■
■
|

■
■
|κAS + αi∑

i = 1

5

xi

1 + e
■
■
|

■
■
|κAS + αi∑

i = 1

5

xi

（1）

式中：SW 表示农户规模经营意愿（Scale Willing-

ness），j = { }1,2,3 为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组成的有序

表2 变量含义及其统计特征

Table 2 Variables and thei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规模意愿（SW）

人力资本专用性（HAS）

受教育年限（Edu）

健康状况（Heal）

种植年限（Expe）

技术水平（Tech）

培训参与情况（Trai）

土地资产专用性（LAS）

果园肥力（Fert）

果园地形（Terr）

果园水利条件（Irri）

实物资产专用性（PAS）

设施装备投入（Equi）

地理位置专用性（GLS）

政府支持力度（Supp）

与试验站距离（Dist）

气候变化感知（CCP）

光照感知（Sun）

降雨量感知（Rain）

气温感知（Temp）

风险偏好（RP）

控制变量

决策者性别（Gender）

决策者年龄（Age）

决策者务农程度（Part）

家庭组织参与情况（Orga）

家庭劳动力人数（Labor）

变量含义及赋值

苹果种植决策者的苹果经营面积改变意愿（1=减少，2=不变，3=扩大）

苹果种植决策者的上学年限

苹果种植决策者的健康状况（1=很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

好）

苹果种植决策者从事苹果经营年数

与其他果农相比，苹果种植决策者的技术水平（1=很低，2=较低，3=差

不多，4=较高，5=很高）

2018年苹果种植决策者有无参加苹果培训（0=无，1=有）

最大苹果园的土壤肥沃程度（1=很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

好）

最大苹果园的地形（1=平地，2=坡地，3=川台地，4=塬地）

最大苹果园的灌溉条件（1=很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好）

2018年农户拥有的果园设施装备的原值之和/元

国家或当地政府对本村苹果生产的支持力度（很小=1，较小=2，一般=

3，较大=4，很大=5）

农户居住地到最近的苹果试验站距离/km

未来5年内，本地的光照条件适合种苹果吗？（1=不适合，2=不太适

合，3=基本适合，4=比较适合，5=非常适合）

未来5年内，本地的降雨量适合种苹果吗？（1=不适合，2=不太适合，

3=基本适合，4=比较适合，5=非常适合）

未来5年内，本地的气温适合种苹果吗？（1=不适合，2=不太适合，3=

基本适合，4=比较适合，5=非常适合）

假设有一个游戏，您有50%机会损失100元，有50%机会赢得一些钱，

您需要最少赢得多少钱才会参与这个游戏？（1=150，2=200，3=250，4=

300，5>300）

苹果种植决策者性别（0=女，1=男）

苹果种植决策者年龄/岁

苹果种植决策者务农状况（1=务工，2=兼业，3=务农）

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0=否，1=是）

2018年家庭从事苹果经营的劳动力人数

均值

1.92

6.83

3.94

18.63

3.14

0.44

3.54

1.44

4.08

3593.56

2.11

14.66

3.97

2.43

3.70

2.05

0.74

55.72

2.70

0.41

2.58

标准误

0.56

3.28

1.10

10.31

0.83

0.50

0.98

0.73

0.89

7949.78

1.49

64.04

0.95

1.09

1.01

1.31

0.44

9.82

0.84

0.49

1.06

最小值

1

0

1

1

1

0

1

1

1

0

1

0

1

1

1

1

0

20

1

0

0

最大值

3

16

5

50

5

1

5

5

5

112000

5

250

5

5

5

5

1

85

3

1

10

注：各变量的样本量均为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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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集；AS 表示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X 和

表示可能影响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个体特征（苹果种植决策者的性别、年龄、务农

程度）和家庭特征（组织参与情况、劳动力人数）；xi

（i=1, 2,…, 5）是 X 中的元素；P 表示概率；κ 和 αi

表示各变量的待估系数。对式（1）建立累计Logit模

型如下：

Logit( )Pj = ln
■

■
||

■

■
||

P( )SW≤ j

P( )SW≥ j + 1
= κAS + αi∑

i = 1

5

xi （2）

3.3.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农户在进行规模经营决策时，风险偏好的中介

效应和气候变化感知的调节效应可能同时发挥作

用。因此，本文参考Edwards等[32]和李燕萍等[33]关于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流程，构建以下2个方程：

RP = aX5 AS + aZ5CCP + aXZ5(AS × CCP) +

αi∑
i = 1

5

xi + eM5

（3）

SW = bX10 AS + bM10 RP + bZ10CCP +

bMZ10( )RP × CCP + βi∑
i = 1

5

xi + eY10

（4）

式中：RP 和 CCP 分别表示风险偏好（Risk Prefer-

ence）和气候变化感知（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aX5 、aZ5 、aXZ5 、bX10 、bM10 、bZ10 、bMZ10 和 βi 表示各

变量的待估系数；eM5 和 eY10 表示残差项。式（3）表

示第一阶段影响（First Stage）、式（4）表示第二阶段

影响（Second Stage）和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因

为式（3）和式（4）中的被解释变量均为有序多分类

变量，所以本文在估计式（3）和式（4）时均采用多元

有序Logit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详细检验流程可以参考Edwards等[32]的操作方法。

4 结果与分析
4.1 相关性分析

对本文核心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表 3），发现资

产专用性、风险偏好、气候变化感知均与农户规模

经营意愿在 1%的显著水平下正相关。其中，资产

专用性与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相关系数最大，为

0.186。资产专用性与风险偏好在1%的显著水平下

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30。资产专用性和风险偏好

均与气候变化感知在 1%的显著水平下正相关，相

关系数分别为0.227和0.154。上述相关关系初步验

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4.2 有序Logit模型回归

在进行有序Logit模型回归之前，本文对不相关

选择的独立性（IIA）假设进行统计检验，各模型的

Hausman-Mc-Fadde检验统计量在 10%显著性水平

下均未能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利用有序Logit模

型估计资产专用性及其分维度对农户规模经营意

愿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总体来看，各模型拟合

效果良好。由模型 1可知，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

经营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且在1%水平下显著，影响

系数为 0.381，说明资产专用性越强，农户的规模经

营意愿越强，H1得到验证。

从资产专用性各分维度来看，人力资本专用性

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具有负向影响（模型 2），且在

10%水平下显著，影响系数为-0.116，与H1a预期方

向相反。可能原因是，虽然苹果种植决策者在苹果

生产技术水平和种植经验方面具有较高的人力资

本积累，但其老龄化现象严重，本文调研发现，样本

农户家中决策者的平均年龄为 55.72岁，60岁及以

上的决策者占 36.23%[34]。老龄果农受身体机能下

降、家庭劳动力短缺、风险规避思想等因素影响，对

追求更高收入和更好物质条件的积极性下降，加上

家庭子女相继成家，老龄果农可能需要帮助子女照

看孩子，因此，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意愿较弱[9]。

土地资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和地理位置

专用性均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模型3-5），H1b、H1c、H1d得到验证。其中，土地资

产专用性的影响系数（b=0.320，p＜0.01）最大，其次

是地理位置专用性（b=0.250，p＜0.05），最小的是实

物资产专用性（b=0.042，p＜0.05），说明虽然土地资

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和地理位置专用性均能

增强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但土地资产专用性和地

理位置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影响更大。究

表3 变量相关性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SW

AS

RP

CCP

SW

1.000

0.186***

0.133***

0.101***

AS

1.000

0.130***

0.227***

RP

1.000

0.154***

CCP

1.000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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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一方面，果园地形、肥力、水利条件等土地

资产专用性是苹果生产的基础，也是影响苹果产出

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35]，因此土地资产专用性较

好的果园能为苹果生长提供必要的生长环境、营养

元素和水分供给，有利于提高苹果产量和质量，进

而增加苹果收益，增强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另一

方面，政府支持力度和与试验站距离分别反映了国

家或当地政府对农户所在村庄苹果产业发展的重

视程度和农户获取技术支持的便利性[16]，政府支持

力度越大、农户获取技术越便利，越有利于苹果生

产与果农增收，进而增强农户规模经营意愿。

此外，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变量在各模型中均

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且在 1%水平

下显著，说明随着苹果种植决策者年龄的增长，农

户的规模经营意愿逐渐减弱。究其原因，苹果属于

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机械化程度较低，其生产过

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体力劳动，苹果种植决策者作

为苹果生产经营的主要劳动力，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因身体机能下降而基本退出劳动，其规模经营意

愿逐渐减弱[36]。务农程度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具有

正向影响，且至少在 10%水平下显著，说明务农程

度越高，即苹果种植决策者从事苹果生产经营的专

业化程度越高，其生计和收入对苹果生产经营的依

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通过扩大苹果规模经营来提

高生活水平[7]。

4.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Edwards等[32]关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检验程序，首先，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估计公式

（3）和公式（4）的回归系数，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6

和模型7总体拟合优度良好，F统计量均通过1%显

著水平检验。具体来看，在模型6中，资产专用性在

1%水平下对风险偏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边际效

应为0.015，说明资产专用性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的损

失风险厌恶程度。由模型 7可知，即使在模型 1的

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风险偏好）、调节变量（气候

变化感知）及两者的交互项之后，资产专用性对农

户规模经营意愿的边际效应为 0.017，依然为正值，

且在1%水平下显著，H1得到验证，说明资产专用性

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然后，将表5中的相关参数代入公式（3）和公式

（4），采用受约束的非线性模型（Constrained Nonlin-

ear Regression）进行 1000 个样本的 Bootstrap 估计，

并将相关估计系数导入 Edwards 等 [32]开发的 Excel

文件中，计算气候变化感知低分组和高分组的第一

表4 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有序Logit模型回归

Table 4 Ordered logit model regression of asset specificity on farmers’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变量

AS

HAS

LAS

PAS

GLS

Gender

Age

Part

Labor

Orga

Cut1

Cut2

Log likehood

Pseudo R2

N

模型1

系数

0.381***

-0.023

-0.024***

0.155*

0.007

-0.269*

-2.650***

0.877*

-871.773***

0.034

1069

标准误

0.074

0.159

0.007

0.082

0.061

0.139

0.508

0.507

模型2

系数

-0.116*

0.099

-0.031***

0.156*

-0.016

-0.129

-2.918***

0.525

-896.468***

0.017

1069

标准误

0.069

0.160

0.007

0.082

0.062

0.136

0.499

0.490

模型3

系数

0.320***

-0.060

-0.031***

0.149*

-0.025

-0.212

-3.113***

0.382

-884.718***

0.028

1069

标准误

0.067

0.158

0.007

0.082

0.062

0.137

0.500

0.490

模型4

系数

0.042**

0.016

-0.025***

0.155*

-0.018

-0.187

-2.539***

0.916*

-894.482***

0.019

1069

标准误

0.017

0.156

0.007

0.082

0.062

0.136

0.527

0.524

模型5

系数

0.250**

-0.016

-0.025***

0.162**

0.002

-0.235*

-2.675***

0.800

-882.585***

0.023

1069

标准误

0.105

0.159

0.007

0.082

0.062

0.141

0.506

0.502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Cut1和Cut2表示切点；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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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AS→RP）、第二阶段（RP→SW）、直接效应、间

接效应与总效应的系数、差异值及显著性，结果如

表6所示。

由表 6可以看出，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

意愿的直接效应在两组中均为正向影响，但资产专

用性的直接效应仅在气候变化感知水平高分组中

显著（直接效应为0.015，p<0.01）。资产专用性对农

户规模经营意愿的总效应在两组中均在1%水平下

显著为正，该总效应在低气候变化感知水平组和高

气候变化感知水平组分别为0.019和0.016。由此可

见，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具有正向的直

接效应，H1得到进一步验证。

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在不同气候变化感知水

平下不同。具体来看，在气候变化感知低分组（图

1a），资产专用性对风险偏好的影响（第一阶段）和风

险偏好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第二阶段）至

少在10%水平下显著，但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

营意愿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表明风险偏好在资产专

用性与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

用。在气候变化感知水平高分组（图 1b），第一阶

段、第二阶段和直接效应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风险偏好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见，在不

同气候变化感知水平下，风险偏好在资产专用性对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影响中均发挥中介作用，H2得到

验证。

比较气候变化感知调节下第一阶段和第二阶

表5 参数估计

Table 5 Parameter estimates

被解释变量

AS

CCP

AS×CCP

RP

RP×CCP

控制变量

Cut1

Cut2

Cut3

Cut4

Log likehood

Pseudo R2

N

RP

模型6

系数代码

aX5

aZ5

aXZ5

已控制

-1395.397***

0.014

1069

系数

0.015***

0.017***

0.015***

0.001

0.879***

1.893***

2.248***

标准误

0.005

0.005

0.005

0.063

0.069

0.090

0.102

P值

0.006

0.001

0.004

SW

模型7

系数代码

bX10

bZ10

—

bM10

bMZ10

已控制

-874.415***

0.030

1069

系数

0.017***

-0.003

—

0.008**

0.004

-1.132***

2.378***

标准误

0.005

0.006

—

0.003

0.003

0.127

0.148

P值

0.001

0.614

—

0.011

0.123

注：系数为各变量在均值处的边际效应；Cut1-Cut4表示切点；为防止交互项与变量之间产生多重共线性，本文对资产专用性（AS）、风险偏

好（RP）与气候变化感知（CCP）3个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表6 简单效应分析

Table 6 Simple effects analysis

调节变量

CCP 低分组

高分组

差异值

阶段

第一阶段

0.001*

0.029***

0.028***

第二阶段

0.004***

0.012***

0.008**

直接效应

0.019

0.015***

-0.004

效应

间接效应

0.000

0.000***

0.000

总效应

0.019***

0.016***

-0.003

注：差异值等于气候变化感知高分组（平均值+1个标准差=

0.970）系数减去气候变化感知低分组（平均值-1个标准差=-0.939）

系数。

图1 不同气候变化感知水平下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s of risk preferenc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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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系数差异发现，在第一阶段，气候变化感知水

平高分组的系数（系数为0.029）比低分组的系数（系

数为0.001）明显高0.028，表明随着气候变化感知水

平的提升，资产专用性对农户风险偏好的影响逐渐

增大，H3得到验证。在第二阶段，气候变化感知水

平高分组的系数（系数为0.012）比低分组的系数（系

数为0.004）明显高0.008，表明气候变化感知在风险

偏好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直接影响中发挥正向

调节作用，H4得到验证。同时，如前所述，风险偏好

在气候变化感知低分组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但在

气候变化感知水平高分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由此可见，气候变化感知对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具

有调节作用。

4.4 异质性检验

山东和陕西分别是渤海湾优生区和黄土高原

优生区的最大苹果主产省。其中，山东是传统的苹

果生产大省，其苹果种植历史最早，在果园技术、机

械和设施等方面的专用性投入较多；而陕西作为新

兴的苹果生产大省，为了大力发展苹果产业，投入

了大量的财政补贴、技术支撑和专业人才等专用性

资产，苹果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现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苹果生产省。为了对比资产专用性及其分维度

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是否在两个省份存在

区域差异，本文进一步对分省份样本进行有序Logit

模型回归（表7）。结果发现，在分样本回归中，资产

专用性及分维度的土地资产专用性、地理位置专用

性均对两省样本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且土地资产专用性和地理位置专用性的影

响更大；人力资本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具有

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实物资产专用性仅对陕西样

本农户的规模经营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省

回归的实证结果与模型 1-5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

资产专用性及其不同维度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

影响在两省之间不存在地区异质性。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利用山东和陕西 2 个苹果主产省的 8 县

1069 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有序 Logit 模型考

表7 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的分样本回归

Table 7 Sub-sample regressions of asset specificity on farmers’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AS

HAS

LAS

PAS

GLS

控制变量

Cut1

Cut2

Log likehood

Pseudo R2

N

山东

模型8

0.413***

（0.112）

已控制

-2.840***

（0.723）

0.675

（0.709）

-409.851***

0.043

506

模型9

-0.079

（0.108）

已控制

-2.974***

（0.721）

0.470

（0.701）

-415.611***

0.030

506

模型10

0.232**

（0.096）

已控制

-3.197***

（0.730）

0.280

（0.709）

-412.890***

0.036

506

模型11

0.031

（0.024）

已控制

-2.720***

（0.745）

0.733

（0.731）

-414.915***

0.031

506

模型12

0.288**

（0.121）

已控制

-2.908***

（0.720）

0.565

（0.705）

-413.232***

0.035

506

陕西

模型13

0.337***

（0.100）

已控制

-2.574***

（0.780）

0.999

（0.782）

-458.459***

0.027

563

模型14

-0.082

（0.099）

已控制

-3.004***

（0.731）

0.490

（0.718）

-475.543***

0.012

563

模型15

0.380***

（0.098）

已控制

-3.076***

（0.724）

0.489

（0.711）

-466.677***

0.028

563

模型16

0.045**

（0.023）

已控制

-2.686***

（0.781）

0.826

（0.776）

-473.950***

0.015

563

模型17

0.201*

（0.121）

已控制

-2.660***

（0.778）

0.869

（0.771）

-464.359***

0.017

563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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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了资产专用性及其分维度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

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模型检验了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及气候变化感知

的调节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1）样本农户中，有 67.74%的选择维持现有经

营规模，而愿意扩大经营规模的仅占 12.20%，农户

规模经营意愿较弱。

（2）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除人力资本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

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外，土地资产专用性、地理位

置专用性和实物资产专用性对农户规模经营意愿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前两者作用更大。

（3）资产专用性通过风险偏好间接影响农户规

模经营意愿。

（4）随着农户气候变化感知水平的提升，风险

偏好在资产专用性与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之间的中

介效应逐渐增大。

5.2 政策建议

在以小农经营为主导的基本国情下，推进农业

规模经营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户规模经

营意愿，并结合不同作物的生产属性和投入特征，

有序引导农户规模经营。为完善农业规模经营政

策，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需要考虑以

下三方面对策建议：

（1）促进资产专用性高的农户规模经营。激励

高资产专用性的农户进行规模经营，特别是要通过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技术

服务支撑等方式支持土地资产专用性和地理位置

专用性高的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同时，培育年轻

型、专业化农户成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

（2）完善正规的农业风险规避机制。通过建立

和完善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市场及其相关配套政

策，探索适合规模经营的避险产品，为各类规模经

营主体提供个性化的风险管理服务，降低农户对规

模经营风险的厌恶程度，引导其规模经营。

（3）强化作物优生区的区位优势。通过促进作

物优生区农户的农业专用性资产的积累，保障和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突出作物优生区的生产主导地

位，从而进一步引导作物优生区的农户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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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sset specificity on apple growers’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WU Xixi1, ZHANG Qiangqiang1, 2, HUO Xuexi1, MA Hongyu1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2. China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Policy, School of Advanced Agricultur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on a large scal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Under the national condition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dominated by small- scale farmers, their 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prerequisit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arge- 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pple

growers’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set specificity, considering the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erennial apple crops. [Methods]

Based on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1069 apple growers in Shandong and Shaanxi Provinces, an

ordered logit model an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ere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asset specificity on farmers’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and the mediation role of risk

preferenc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in the mediation role of risk

preference. [Results] (1) Farmers’willingness to manage apple production on a large scale was

weak, and only 12.20% of the sample farmers were willing to expand their scale of operation. (2)

High asset specificity significantly promoted farmers’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mainly

through land asset specificity, geographic location specificity, and 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former two played a greater role, while human capital specificity inhibited farmers’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3) Risk preference played a positive mediation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set specificity and farmers’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that is, high asset specificity

enhanced farmers’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by increasing their aversion to the risk of loss.

(4)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mediation role of risk preference,

that i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level, high asset specificity

was easier to induce farmers’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by enhancing farmers’loss risk

aversion.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farmers with high asset specificity to scaled

operation. By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 futures

market, and related supporting policies, the formal risk avoidance mechanism in agriculture can be

improved. The location advantages of crop eugenic areas can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promo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farmers’agricultural specific assets in such areas.

Key words: asset specificity; willingness to scaled operation; risk preference; climate change per-

ception; apple growers;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