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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 

——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李林凤，谢帆，刘杨 

（湖南农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在双碳目标战略时代背景下，探究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的溢出效应，对于加快乡村生态振兴具有重

要意义。基于 2005—2020 年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低碳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

方法探究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采取倾向匹配得分、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了稳健

性检验。研究发现：低碳政策会对家庭农场新增创业数量造成冲击，该影响主要受到调整产业结构、制约经营规

模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政策的冲击效应对种植业区、东部地区、粮食主销区

以及非资源型城市尤为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低碳政策的环保规制压力有利于弱质家庭农场的有序退出，助力

“以量换质”目标；低碳政策若与电子商务试点共同实施，则会削弱其对家庭农场创业水平的影响，提升乡村创

业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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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low carbon policies on family farm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s 

LI Linfeng，XIE Fan，LIU Yang 

(Business School,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dual carbon strateg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low-carbon policy on family farm entrepreneurship for accelera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colog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6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from 2005 to 2020, taking the low-carbon policy as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gradual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ow-carbon policy on the 

entrepreneurial level of family farms and its mechanism, and uses the propensity matching scor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other methods to test the robustn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ow-carbon policy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number of 

new businesses in family farms, which is mainly achieved by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icting the operation 

scale, and enhance the role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impact effect of the low-

carbon policy wa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planting area, the eastern region, the main grain sales area and the non-

resource-based cities. Further discussion foun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sure of low-carbon policy is 

conducive to the orderly exit of weak family farms, and help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quantity for quality”. Furthermore, if 

the low-carbon policy is implemented together with the e-commerce pilot, it will weaken its impact on the overall 

entrepreneurial level of family farms and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Keywords: Low-carbon Cities Pilot Policies; family farm; entrepreneurship level; progressive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双碳”目标的提出，将农业低碳发展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自 2010 年 7 月起，我国

先后三批开展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以下简称“低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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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力求通过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完善低碳产业

体系，最终实现节能减排[1]。农业活动作为碳排放五

大模块之一，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24%，是低碳政策关注的重要领域。家庭农场作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农业资

源丰富和进入门槛低等比较优势，成了农民农内创

业的重要组织形式和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然

而，由于大多家庭农场长期以来饱受人才技术匮乏、

融资困难和机械化水平低等问题制约，其创业韧性

不及其他新农主体，具有较突出的创业脆弱性，抵御

外部冲击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低碳政策对家庭

农场创业可能产生特有的双重冲击，一方面可能通

过激励环保实践促进创业机遇，另一方面又可能由

于环保标准导致技术和管理成本增加，使得创业者

重新权衡成本与创新、环保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对

农业生产的经济可行性构成独特挑战[2]。农业低碳

化发展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必经之路，同时，抓好家庭

农场的高质量发展，又是实现中国特色农业强国战

略的必然选择，因此，探究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

产生何种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将有助于更灵活地

调整政策，更好地支持家庭农场创业，加快实现农业

低碳化转型目标。 

然而，以上现实问题在学术界却没有得到应有

重视。首先，已有低碳政策效应相关文献主要围绕政

策内涵[3]、减排效果[4–8]、对经济发展的影响[9–13]和对

空气质量改善[14, 15]等方面展开，且既有文献多聚焦

于低碳政策对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影响，对低碳

政策社会效应的研究不够充分[16]。其次，关于家庭农

场创业，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家庭农场内部运营机理

方面[17–19]，涉及家庭农场创业水平外部作用机理的

研究较为匮乏。Rosa 等[20]明确指出政策支持对家庭

农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探究低碳政策对

家庭农场创业水平的影响机制与效应，能综合弥补

低碳政策效果评估轻社会效应分析和家庭农场创业

影响因素分析缺外部政策这两个研究领域的遗憾。 

基于此，本文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利用

2005—2020 年全国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

数据，实证探究低碳政策影响家庭农场创业的效应

及其传导机制，为低碳政策的优化制定和家庭农场

创业抗外部风险水平提升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

考。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从理论

与实证两个维度探讨低碳政策对家庭农业创业水

平的影响，既丰富了家庭农场创业的影响因素研

究，也是对低碳政策效应评估的重要补充。第二，

从低碳政策视角切入，识别环境规制对家庭农场创

业的溢出效应，厘清了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水

平影响的作用机制。第三，利用地级及以上城市微

观家庭农场创业面板数据，从定量视角补充了家庭

农场创业影响机制的实证证据。第四，低碳政策促

进创新早已证明 [21,22]，但对创业的影响却缺乏关

注，本文将对低碳政策的社会效应研究提供有益补

充。第五，考察低碳政策对不同区域家庭农场创业

的异质性影响，为各地区因地制宜落实低碳政策和

培育家庭农场提供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的影响效应 

低碳政策旨在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可再生

能源使用和提升能源效率实现低碳化发展，是国家

改善环境质量、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举措。我国家庭农场主要以种植业和畜禽养殖

业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在其生产过程中，碳源主要

来自种植中的化肥使用、秸秆焚烧和塑料膜使用等

活动，以及养殖中的畜禽粪便未达标排放、投饵和

药品使用不当等因素。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是降碳

减排的关注焦点，使得我国家庭农场面临着严峻的

环保压力[23]。随着低碳政策的推进，政府对环境规

制的力度必然加大，这将导致家庭农场农业生产的

成本和技术门槛提高[24]，从而影响了农户创立家庭

农场的意愿。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低碳政策会冲击家庭农场的创业水平。 

（二）低碳政策影响家庭农场创业的传导机制 

Grossman 和 Krueger 研究提出结构效应、规模

效应、技术效应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相互影

响的底层逻辑[25]。创业是经济发展由零到一的源动

力，家庭农场作为创业韧性较为有限的新农主体，

其对环境规制敏感度较高，借鉴 Grossman 和

Krueger 提出的经济环境分析框架，低碳政策在实

施过程中，将可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经营规模变

更和绿色技术创新三种途径对家庭农场创业水平

产生影响。 

1．调整产业结构 

根据“波特假说”理论，适当强度环境规制将

激励技术进步从而引发产业结构升级。低碳政策的

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发展绿色装备技术，优化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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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伴随低碳技术装备升级，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

构高级化与绿色化。现有文献表明，产业结构优化

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26]，是发展绿色经济的有

力抓手[27]。由此可见，低碳转型要求下，非农产业

势必会挤占农业产业的发展空间，从而倒逼农业内

部结构优化升级，即农业资源向绿色和现代化农业

转移，致使传统经营模式下的小农因环保规制压力

而降低入市意愿。 

综上理论逻辑推断，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2：低碳政策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冲击家庭

农场创业水平。 

2．降低农业经营规模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农业要素投入将随着农业

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进而可能导致化肥、农药

的滥用[28]，使得在环保约束压力下的生产成本显著

增加。根据“波特假说”，生产者的经营抉择受到

“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的影响，对

于生产效率和资金储备相对较低的生存型家庭农

场，环境规制引致的遵循成本效应要大于创新补偿

效应，因此，不宜扩张规模，从而可能抑制农户的

创业选择。吉雪强等[29]研究指出农业经营规模在农

地流转促进农业碳排放增加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

用，即随着规模扩大，农业碳排放将显著增加，可

推知环保压力也随之增大。由此可见，农业规模化

经营本身是把双刃剑，在低碳政策规制下，可能会

抑制部分家庭农场主扩大经营规模的创业意愿。由

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3：低碳政策通过制约规模化经营水平提

升冲击家庭农场创业水平。 

3．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根据上文“波特假说”与低碳政策内涵可知，

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蔡颖

萍和杜志雄[30]分析发现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更注

重低碳生产方式的应用，能够顺应低碳发展趋势，

壮大自身实力，而中小型家庭农场，在要素驱动转

化为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之下，受限于创新意识

与资金实力，创业活力在变革期将受到冲击，从而

影响到家庭农场整体创业活力。本文由此提出如下

研究假设： 

假设 4：低碳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冲击

家庭农场创业水平。 

理论分析结果表明：低碳政策的实施要求农业

向低碳化转型，农业减排降碳的重点主要聚焦在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两个方面，而

这势必会增加农业生产的资源投入，导致生产成本

增加；同时，低碳政策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使绿

色资源向二、三产业聚集，这可能挤占了农业发展

空间，倒逼农业产业进行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这

一过程可能导致家庭农场创业的门槛提高，从而对

农户投身家庭农场创业的意愿产生影响。低碳政策

影响家庭农场创业的理论机制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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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低碳政策影响家庭农场创业的理论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基于我国先后三批实行低碳政策，本文将采用

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来识别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的影响。参照张兵

兵、Cheng、宋弘等[12–14]的研究，设定如下模型： 

effkt=α0+α1posttreatkt+α2xkt+ωk+ηt+εkt         (1) 

式（1）中：k、t 分别代表城市与年份，eff 表

示家庭农场新增数量，posttreat 表示低碳政策的虚

拟变量。xkt为控制变量；ωk与 ηt分别代表城市与年

份固定效应；εk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家庭农场创业水平（eff）。首先根据营业执照

签发的日期确定每个家庭农场的成立日期，然后统

计得到各地级市各年的新注册家庭农场数量，用于

衡量地级市的家庭农场创业活动水平。具体为新注

册家庭农场数量加 1 后取对数[31]。 

2．核心解释变量 

低碳政策（posttreat）。由于试点区域内包括省

份和地级市两个层级，不同批次的城市名单存在交

叉现象，现有研究将低碳省份所辖城市均认定为试

点城市，且将政策发生时间界定为最早的一批[21]。

由于部分城市统计年鉴数据缺失，剔除缺失样本

后，本文选取了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实验样

本，其中，124 个低碳试点城市为实验组，其余 162

个城市为对照组。此外，三期政策时间分别为 2010

年、2012 年和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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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参考已有研

究[10,32]，控制了一系列随时间变化可能影响家庭农

场创业的变量。xkt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经济发

展水平，选取各地级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值来表示（pgdp），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经济发展

环境，对创业有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水平，采用各

地级市的人口密度对数形式表示（pd），人口密度

会影响劳动力供给水平从而影响到家庭农场创业；

基础建筑水平，使用各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的对数值来表示（asset），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程

度会影响创业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文化发展水

平，选取各地级市的科教总数的对数形式来表示

（tech），区域内的科技发展水平与文化教育投入是

影响农业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水平

（urban），采取各地级市的非农就业人口与总人口

比值来衡量，非农就业人口占比体现了人口流动水

平，从而影响到家庭农场创业；农业机械化水平

（aml），采用各地级市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与耕地面

积之比来表示，农业机械化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从而对家庭农场创业产生影响；信息化水平（drc），

采用各地级市的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移动电

话拥有量表示，信息化水平为创业活动提供了便

利，影响创业选择；农业从业水平（primary peo），

采用各地级市的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地区总人数

的比重来表示，农业从业水平影响家庭农场劳动力

供给水平，是创业的关键要素；农业发展水平

（primary ind），采用各地级市的第一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区域内农业产业发

展水平是影响家庭农场主创业的重要环境因素。 

4．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优化（industry）。参考王晗[26]等的研

究，以“第二、三产业增加值除以第一产业增加值”

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代理变量，即表示产业向绿色

制造业与服务业集聚调整的程度。 

农业经营规模（scale）。参考文献[33]的做法，

以“农作物播种面积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值”

来表示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 

绿色技术创新（innovation）。参考文献[34]的

做法，以“绿色专利申请数与人口数的比值”来表

示绿色技术创新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家庭

农场的创业数据，使用来自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

农研究数据库（CCAD）的数据，构建完成了 2005—

2020 年新创家庭农场数量变化的地市级面板数据。

二是城市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变量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符号 
试点城市 非试点城市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家庭农场创业水平 eff 1982 1.544 2.019 2594 1.830 2.203 

核心解释变量 低碳政策 posttreat 1982 1.000 0.000 2594 0.000 0.000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1982 10.502 0.771 2594 10.273 0.738 

 人力资本水平 pd 1982 5.817 0.840 2594 5.664 0.970 

 基础建筑水平 asset 1982 15.985 1.270 2594 15.790 1.126 

 文化发展水平 tech 1982 12.897 1.152 2594 12.614 0.927 

 城镇化水平 urban 1950 0.702 0.350 2562 0.627 0.368 

 农业机械化水平 aml 1966 8.645 27.511 2594 1.950 4.595 

 信息化水平 drc 1982 5.417 0.188 2594 5.380 0.160 

 农业从业水平 primary peo 1982 2.511 7.067 2594 3.528 7.649 

 农业发展水平 primary ind 1982 11.509 8.275 2594 15.090 8.717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优化 industry 1847 33.46 162.259 2418 10.475 17.074 

 农业经营规模 sacle 1606 5.671 1.004 2284 6.103 0.848 

 绿色技术创新 innovate 1982 0.574 1.446 2594 0.166 0.381 
 
 

四、实证分析 

（一）基础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 2005—2020 年我国 286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

归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列（1）显示，

家庭农场创业水平在 1%水平下呈负向显著。同时，

如表 2 列（2）所示，为排除城市特征和年份趋势对

https://webvpn.hunau.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cms2/author/detail?v=T-ziT3f7Rg_XRvd6rzvTtwyO4yXbwqpBuzOYge-X2DkIwbmjkEeSmLxC9hYLTE9UGblc0zQJrSBr1vixrvm9b88AfjCsk420gaT2sliDOJI=&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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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的干扰，本文固定了城市效应及年份效

应。结果显示，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水平的总

体提高有显著抑制作用。假设 1 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posttreat –0.439*** –0.322*** 

 (0.063) (0.062) 

pgdp  –0.142 

  (0.104) 

pd  –0.228** 

  (0.116) 

asset  0.187*** 

  (0.043) 

tech  –0.173** 

  (0.080) 

urban  –0.173* 

  (0.102) 

aml  –0.008 

  (0.008) 

drc  2.479*** 

  (0.232) 

primary peo  –0.007 

  (0.007) 

primary ind  –0.078*** 

  (0.008) 

_cons 1.813*** –8.361*** 

 (0.022) (1.742) 

控制变量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4576 4576 

R2 0.770 0.789 

注：***、**、*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衡趋势检验 

上述研究初步验证了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

业活动的抑制效应，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还需对

实施低碳政策前家庭农场的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变

化进行平衡趋势检验。本文运用平行趋势检验方

法，构造事件研究法的动态模型。图 2 为家庭农场

创业水平的平衡趋势检验图。本文以政策实施前的

第 1 期作为基期，如图 2 所示，政策实施前 1~4 年

对应的政策效应为–1~4，5 年及其前的政策效应对

应–5，政策实施后 1~5 年对应的政策效应为 1~5，

6 年及其后的政策效应对应 6。由图 2 可见，低碳

政策实施前各期系数估计值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即研究样本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图 2 平衡趋势检验效果图 
 

此外，在政策实施之后，从第三年开始，系数

值开始显著为负，表明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水

平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2．安慰剂检验 

为了准确判断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是否由低碳

政策引起，而非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

Li 、Cantoni 等 [35，36]的处理办法来进行安慰剂检

验。首先，从 286 个地级市中随机生成“伪政策虚

拟变量”进行回归。然后，重复进行 500 次回归，

绘制出 500 个安慰剂检验得到的估计系数分布图

（图 3）。 

 

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如图 3 所示，垂直的虚线是实际的估计值，500

次随机实验估计系数以零为均值，呈正态分布，可

以观察到实际的估计值与安慰剂检验结果存在明

显差异。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研究的低碳政策效应

未受到遗漏变量的干扰。 

3．PSM-DID 检验 

为避免因城市个体差异引起回归偏误，本文借

鉴 Heckman 等[37]的做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

差分法（PSM-DID）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检验。首

先选择控制变量作为匹配特征变量，基于截面样

本，运用 Logit 模型，采取卡尺匹配，将卡尺范围

定为 0.01。对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3 第（1）列所示：低碳政策对家庭农

场创业水平的影响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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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PSM-DID 检验的结果支持基准回归的结论。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PSM-DID 检验结果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排除“创业试点” 

政策影响 

排除“创新试点” 

政策影响 
替换被解释变量 

posttreat –0.186*** –3.962*** –0.324*** –0.333*** –0.340*** 

 (0.072) (1.027) (0.062) (0.062) (0.063) 

pgdp –0.128 0.203 –0.140 –0.130 0.084 

 (0.153) (0.163) (0.104) (0.104) (0.102) 

pd –0.066 –0.105 –0.228** –0.237** –0.319** 

 (0.122) (0.161) (0.116) (0.116) (0.128) 

asset 0.178*** –0.084 0.187*** 0.188*** 0.22*** 

 (0.050) (0.094) (0.043) (0.043) (0.045) 

tech –0.127 0.369** –0.175** –0.190** –0.313*** 

 (0.103) (0.179) (0.080) (0.081) (0.076) 

urban –0.218** –0.097 –0.171* –0.159 –0.307*** 

 (0.111) (0.130) (0.102) (0.101) (0.111) 

aml –0.041*** 0 –0.008 –0.007 –0.010 

 (0.006) (0.003) (0.008) (0.008) (0.010) 

drc 2.397*** 1.978*** 2.475*** 2.436*** 2.838*** 

 (0.301) (0.332) (0.232) (0.233) (0.238) 

primary peo –0.012 0.013 –0.007 –0.007 –0.0140 

 (0.011) (0.010) (0.008) (0.008) (0.009) 

primary ind –0.061*** –0.053*** –0.078*** –0.080*** –0.083*** 

 (0.010) (0.012) (0.008) (0.008) (0.008) 

did1   0.032   

   (0.074)   

did2    0.189**  

    (0.079)  

_cons –9.326***  –8.338*** –8.579*** –9.978*** 

 (2.169)  (1.740) (1.792) (1.75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识别不足检验 LM 统计量  24.133[0.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Wald 统计量  27.363{16.38}    

样本量 3882 4576 4576 4576 4576 

R2 0.800 0.522 0.789 0.789 0.870 

注：[]内为 Kleibergen-Paap rk LM 识别不足检验中的 P 值，{}内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4．内生性检验 

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

取城市绿地面积人均值的自然对数为低碳政策的

工具变量。绿地面积越大的城市对环保的重视程度

往往也越大，政府越可能加大环境规制力度[38]，该

城市入选低碳政策试点城市的概率就越大，满足相

关性假设。此外，城市绿地面积对家庭农场创业无

明显影响，满足外生性假设。在表 3 第（2）列可

见，工具变量对家庭农场创业水平的影响在 1%水

平上显著为负，即以城市人均绿地面积作为工具变

量的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支持基准回归结论。 

5．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在本文的考察期内，“创业型城市试点”以及“创

新型城市试点”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密切相关，可能

会对家庭农场创业产生政策效应，为排除其他政策可

能带来的影响，得到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水平影

响的净效应，在基准模型中进一步引进政策变量。在

基准回归模型中，依次加入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和创

新型城市试点这两项政策实施的年份虚拟变量，结果

如表 3第（3）和第（4）列所示，控制创业与创新试

点后，核心变量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支持基准回

归结论。 

6．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进一步验证以上回归模型的稳健性，并检验

模型结果是否依赖于特定的被解释变量，本文将家

庭农场创业水平的度量方式，即家庭农场的年创立

数量，更换为家庭农场的年存续数量，从家庭农场

存续角度体现家庭农场的创业水平。表 3 第（5）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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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仍然支

持基准回归结论。 

五、进一步分析 

（一）作用机制分析 

参考江艇 [39]的研究，本文以产业结构优化

（industry）、农业经营规模（scale）以及绿色技术

创新（innovation）为路径探究低碳政策影响家庭农

场创业水平的传导机制。为避免过度使用中介效应

逐步法检验传导机制的问题，取消第三步估计间接

效应的大小、检验统计显著性等操作，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以看出，低碳政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抑

制规模化经营水平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抑制

家庭农场创业水平提升，这与 Bu 和 Liao [40]的结论

一致。低碳政策会推高生产成本，从而抑制创业活

动，研究假设 2、假设 3 和假设 4 得到验证。 

表 4 作用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家庭农场创业水平 产业结构优化 家庭农场创业水平 农业经营规模 家庭农场创业水平 绿色技术创新 家庭农场创业水平 

低碳政策 –0.322*** 12.630***  –0.057***  0.382***  

 (0.062) (4.17)  (–7.470)  (9.53)  

产业结构优化   –0.002***     

   (–4.23)     

农业经营规模     0.607***   

     (4.940)   

绿色技术创新       –0.186*** 

       (–8.5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576 4265 4265 3892 3892 4512 4512 

R2 0.857 0.826 0.785 0.984 0.817 0.663 0.791 

注：地级市人均耕地面积统计数据披露不全，导致规模化经营数据缺失较多。 
 

（二）异质性分析 

1．农业生产对象异质性 

已有研究表明，稻田碳排放比牲畜养殖业占比

更高，农地利用的碳排放增长快[29]。鉴于种植业和

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与碳排放存在差异，本文以“400 

mm 等降水量线”为界，划分种植业区和畜牧业区

进行异质性分析[41]。表 5 第（1）和第（2）列显示：

在种植业区，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的创业活动产生

了抑制作用，而在畜牧业区却呈现相反的趋势。这

是由于“400 mm 等降水量线”是人口分布的分界

线，在东南部人口密集区，种植业面积占比更大，

因此控制碳排放的任务更为繁重，所面临的管制压

力也更大，从而对家庭农场创业产生了负向影响。

相对而言，在西北部地广人稀的畜牧区，人均耕地

面积较大，减排压力较小。此外，由低碳政策引发

的绿色创新和资源流动，对技术相对落后的畜牧区

创新驱动效果更为显著，从而提升了创业水平。 

2．地理区位异质性 

整体上低碳政策实施显著抑制了家庭农场创

业水平，但由于区域间农业自然资源基础、农业经

济发展和农业生产特征不同，可能会使政策影响存

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本文参考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

准，按东、中、西三大地区分组考察政策的差异化

影响，表 5 第（3）~（5）列显示东部地区的估计系

数值显著为负，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估计系数不

具备统计显著性，表明低碳政策对东部地区家庭农

场创业活动的抑制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明显。这是由

于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家庭农场主要为政

府引导型与市场主导型模式[42]，政策支持与市场波

动在家庭农场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东部

地区多山坡丘陵，农业生产形式主要为精耕细作的

小农经济，抗风险能力较低。随着低碳政策的深入

推动，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东部地区家庭农场的

创业活动更容易受到冲击。 

3．农业生产功能异质性 

基于农业生产功能定位的差异，根据《国家粮

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 年）》划分出

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三类样本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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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回归。表 5 第（6）~（8）列显示，低碳政策对家

庭农场创业活动的影响在粮食主产区不显著，但在

平衡区显著为正，在主销区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

于粮食主产区肩负耕地保护红线和保障粮食安全

的任务，不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而在粮食安全时

代背景下，平衡区鼓励粮食作物耕地种植，政策优

惠倾斜力度加大，显著增强了家庭农场主创业信

心。粮食主销区则可能由于二、三产业较为发达，

市场经济比较活跃，家庭农场主要为政策导向型与

市场主导型，受政策影响较大。 

4．自然禀赋异质性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

展规划（2013—2020 年）》公布的资源型城市名单，

将样本城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表

5 第（9）和第（10）列显示，在资源型城市，低碳

政策并未对家庭农场创业产生显著影响，而在非资

源城市，低碳政策则对家庭农场创业水平有显著负

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资源型城市是以矿产、森林

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地区，生态环

境往往破坏严重，低碳政策的实施势必会聚焦于高

耗能、高排放的第二产业，因此，低碳政策规制效

应辐射到第一产业的深度和广度将被摊薄，而在非

资源型城市，第一产业较资源型城市发展水平更

高，家庭农场的数目也更多，所以低碳政策对家庭

农场创业活动更易产生冲击。 

表 5 异质性检验结果 

划分方式 

农业生产对象 地理区位 农业生产功能 自然禀赋 

(1) 

种植业区 

(2) 

畜牧业区 

(3) 

东部 

(4) 

中部 

(5) 

西部 

(6) 

粮食主产区 

(7) 

粮食平衡区 

(8) 

粮食主销区 

(9) 

资源型城市 

(10) 

非资源型城市 

低碳政策 
–0.429*** 

(0.063) 

0.792*** 

(0.214) 

–1.144*** 

(0.094) 

–0.003 

(0.105) 

–0.064 

(0.109) 

0.078 

(0.074) 

0.465*** 

(0.113) 

–0.898*** 

(0.146) 

0.011 

(0.109) 

–0.471*** 

(0.07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144 368 1600 1600 1232 2720 816 736 1664 2848 

R2 0.803 0.717 0.779 0.852 0.781 0.853 0.777 0.700 0.787 0.795 

 

（三）补充讨论 

1．低碳政策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引导弱质家庭农场有序退出，充分发挥市场淘

汰机制，让农技扎实、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户兼

并经营不善的家庭农场，是维持家庭农场良性运

转，保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为进一步探

究低碳政策在农业的溢出效应，运用熵值法构建地

级市乡村振兴指数[43]，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表 6 第

1 列），低碳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提升乡 

表 6 补充讨论结果 

 
(1)乡村 

振兴指数 

(2)家庭农场 

创业水平 

(3)家庭农场 

创业水平 

低碳政策 
0.007*** 

(0.002) 
  

电子商务试点  
0.190** 

(0.077) 
 

低碳政策与 

电子商务双试点 
  

0.086 

(0.09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4448 4576 4576 

R2 0.957 0.787 0.785 

村振兴水平的过程，实质上代表了我国农业向更高

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由此可见，低碳政策实质上

可能是抑制了弱质家庭农场的创立，加速实现“以

量换质”目标，助推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 

2．低碳政策与电子商务双试点对家庭农场创

业的协同效应 

普及农村电商是帮助农业生产者直接参与农

产品交易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地缓解农村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减少农户参与经济活动信息搜寻成

本，降低创业准入门槛。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表

6 第 2 列），农村电商的发展有利于家庭农场创业

水平提高，这一结论在林伟芬、何珮珺等[44, 45]的研

究中得到佐证，即农村电商的推广能够帮助农户打

开农产品销路，前向延伸产业链。由表 6 第（3）列

可见，农村电商试点与低碳政策的叠加效应虽不显

著，但能够有效缓解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的规

制压力。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05—2020 年我国 286 个地级市的

https://webvpn.hunau.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cms2/author/detail?v=AnKLoVmldNTWhSkxWZt-SvUxIFEMCwMijUB09tghnJNeq4pv33d3bSCUcethiAAOxSOASPxU5iFR5rwUn9irR0KTXk_nshPOkL3hbnPIXyM=&uniplatform=NZKPT


   

   

第 25 卷第 1 期 李林凤等 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 89  

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使用渐进双重

差分的方法，分析了低碳政策对家庭农场创业活动

的影响，结论如下：低碳政策实施显著抑制了家庭

农场创业水平提高；低碳政策通过调整产业结构、

经营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中介作用，对家庭

农场创业造成冲击；低碳政策的冲击效应对不同农

业生产对象、不同区域、不同农业生产功能以及不

同自然禀赋影响不同；进一步分析表明，低碳政策

的冲击实质针对的主要是弱质家庭农场，有助于小

农有序退出，优化产业结构；低碳政策若与电商试

点政策配套实施，其协同效应能有效缓解环境规制

压力。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努力提升中小型家庭农场的组织化程度，

促进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增强家庭农场承担碳减排

责任的适应力，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政策效应的异

质性，根据各地地形条件及发展定位，因地制宜地

制定切合当地发展需求的配套措施和环境规制要

求，以充分发挥家庭农场在碳减排中的重要作用。 

（2）各地政府加快促进家庭农场提质保量发

展，加大创新投入和技术帮扶力度，增加绿色农业

技术补贴，激励优质家庭农场创新创业，引导弱质

家庭农场有序退出，或对其进行优势互补型的合并

与联盟，以缓解环境规制压力。 

（3）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平台，规

范土地流转程序，帮助优质家庭农场整合资源，形

成规模效应，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生态低碳家

庭农场经营模式，实现家庭农场绿色高效经营。 

（4）出台相应的电商建设配套政策，通过完善

农村地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家庭农场主

电商培训力度，增强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的创业韧性

和创业活力，提高家庭农场的收入水平，为乡村生

态振兴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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