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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情境因素激活农户绿色生产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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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组态视角构建了个体与情境两个层面 6 个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陕西和山东樱桃种植区的 278 份农

户实地调查数据，结合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多重并发因素和作

用机制，识别出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和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前因要素并不构成高绿色生产行

为的必要条件，但提升农户能力在促进农户绿色生产上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个体和情境 6 个因素多重并发，

形成驱动农户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多样化条件组态，可以分为个体自我驱动型、政府规制干预下机会驱动型、市场

激励支持下能力驱动型、社会规范引导下机会和能力驱动型等 4 种类型，且与低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机制存在非

对称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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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to activating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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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278 survey data of farmers in cherry planting region in Shaanxi and Shandong Provinc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ix factors of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 has been constructed from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Through using 

NCA and QCA methods, the multiple concurrent factors that affect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and their mechanism have 

been explored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and driving paths of promoting green production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 

study shows that a single antecedent factor could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high green production, but 

improving the capacity of farmers plays a universal role. The six factors of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 could form diversified 

condition configuration to motivate farmers’ high green production, which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4 types: individual 

self-driven type, opportunity-driven type und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tervention, capacity-driven type under market 

incentive support, and opportunity-and-ability-driven typ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 norms. These types have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low gree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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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代背景下，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农业

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是破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矛

盾、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路径[1]。目前，农村面源污染日趋严重，生

产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粗放的石化农业发展模式已

经难以为继。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将传统

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注重实

践的新绿色发展理论[2]。绿色生产技术因兼具环境

保护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之效，已经成为实现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3]。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经营

主体，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直接关乎农业绿色化发

展进程，然而当前农户的响应并不积极，绿色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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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程度并不高[4]。因此，在质量兴农和乡村振兴

的战略背景下，厘清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微观决定

机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许多学者就农户绿色生产问题从理论和

实证层面做了大量研究。学者们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及其扩展理论探究绿色生产行为的形成机理[5,6]，研

究发现资源禀赋和农户认知是影响农户绿色生产

行为的重要原因。家庭农业经营的劳动、土地、生

产资料等实物资源和社会资本等非实物资源影响

着农户的生产行为选择[7,8]；价值感知、风险感知、

技术认知等认知能力发挥着关键作用[9,10]。学者们

发现，加大绿色生产基层技术服务体系建设[11]、制

定和完善相关的政府制度规范[12]、改善市场交易环

境以保证市场收益的激励作用[1]、发挥农户间的传

递内化和示范监督的邻里效应[13]等能有效促进农

户绿色生产。农户生产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和

情境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一方面，情境因素会调节

农户内在观念与绿色生产行为的关系 [14]；另一方

面，农户群体的生产行为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存在

个体差异[15]。除此之外，情境要素之间的作用也不

可忽视。例如政府规制可以在市场价值体系不完善

的情况下弥补市场激励的不足[16,17]；非正式制度和

正式制度有部分功能上的重叠，可以相互替代，也

弥补了正式制度的不足[13]。 

已有研究为探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提供了坚

实的文献支撑，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首先，已有研究虽然同时关注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

素，并探究了其交互作用，但鲜有研究考察不同的

个体与情境因素组合是否及如何影响农户绿色生

产行为。其次，已有研究在方法上多采用传统回归

方法，如 OLS、Logistics、结构方程模型等，分析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农户绿色生产

行为与个体因素及情境因素是相互依赖、多重条件

并发的非线性关系，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虽然具有

较强的普适性，但仅关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忽略

了多个变量之间的组态效应，无法解释因素之间的

复杂性，对因素的充分必要性及其影响路径的分析

也较少。由于不同因素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并不独立，它们之间会通过联动匹配产生不同组合

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因此需要深入分析驱动绿

色生产行为的组态，有效区分影响绿色生产行为的

核心与边缘条件，从而阐明不同要素条件对农户绿

色生产行为的复杂作用机理。另外，现有关于农户

绿色生产的研究多关注粮食作物，对果蔬高价值经

济作物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樱桃是典型的鲜食性农

产品，是高价值经济作物的代表[17]，逐渐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和关注，消费量正不断上升，针对这一鲜

食性高价值经济作物研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无疑

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组态视角，将

个体与情境层面的因素进行整合，利用陕西和山东

樱桃集中种植区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定性比较分

析和必要条件分析探究个体-情境的前因条件影响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必要性和充分性，以期识别出

促进农户绿色生产的驱动路径，为绿色生产技术的

推广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框架 

1．情境因素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农业面源污染具有负外部性，需要通过外部性

内部化的手段来解决，最典型的两种途径是庇古的

政府规制和科斯的市场机制[18]。然而，由于农户的

分散性、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乡村社会关系结构

的复杂性，政府和市场的“顶层设计”未能达到预

期效果[19]。新制度经济学指出，正式制度发挥作用

需要辅以非正式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20]。在复杂的

熟人社会背景下，社会规范具有良好的示范性特

征，治理韧性较强，在解决农村治理问题中的积极

作用正被逐渐认可。根据农户绿色生产特性，本文

借鉴“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将情境因素划

分为政府规制、市场激励和社会规范。 

政府规制是指以政府为主体利用立法、行政、

经济等方式直接规制农户生产行为[13]，主要通过以

下两个途径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一是通过物质

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等合约机制降低农户绿色生产

成本，增加绿色生产的收益[12]，进而促进农户进行

绿色生产。二是通过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体系，强化监督和惩罚措施直接遏制负外部性

的影响，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有效约束[21]。 

市场激励一般表现为市场销售预期和收益预

期，具体而言有两条作用路径：第一，市场通过供

求关系来调整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若绿色农产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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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大于供给，市场上绿色农产品销售难度较小，具

有广阔的前景，农户对绿色农产品销路的风险担忧

降低，就会积极进行绿色生产。第二，市场通过价

格机制来调控农户生产行为。若市场上绿色农产品

价值认可度比较高，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价格提

高可以导致农户市场收益提高，较好的收益预期会

激励农户进行绿色生产[17]。 

社会规范是社会成员在长期交往过程中通过

无限次博弈互动形成的风俗习惯、情感归属和价值

导向。以彼此认同、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来指导自

己的绿色生产行为，体现了农户个体利益诉求与村

庄集体利益的结合[22]。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农业

生产过程中，农户会将接收到的外部信息予以内

化，如社会媒体报道、周边农户观念，形成良好的

社会互动效应。农户为了避免受到未进行绿色生产

会带来的道德谴责和舆论压力，会遵守绿色生产要

求[23]。另一方面，个体总会对自己所属群体身份进

行定义，认同自己所属的群体。多数农户会趋同从

众，不断模仿周边较好的做法，避免社会排斥和关

系带断裂，将价值观念内化为行为的标准[24]。 

2．个体因素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MOA 理论（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

是组织行为理论中探讨个体内部因素的经典理论，

最早在传播学和营销学领域用于信息接收行为的

研究，后来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并不断发展[25]。该

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决策受到动机、机会和能力

的显著影响。作为绿色生产的实行者，农户行为在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三者的共同作用。本文根据农户

行为的特征，参考 MOA 分析框架，将个体因素划

分为动机、机会、能力。 

动机是指推动个体某种特定行为发生的驱动

力，通常会随着活动的持续而增加或减少[26]。农户

绿色生产行为动机主要包括生态动机、社会动机和

经济动机[27]：第一，生态环境宜居和身体健康是农

户重要的生态动机。农村生态环境恶化是威胁农户

这一目标的现实压力，当农户意识到石化农业会对

环境造成污染且会危害身体健康时，农户会优先考

虑进行绿色生产。第二，推动农村社会发展是绿色

生产技术的社会价值，也是农户重要的社会动机。

当农户认为绿色生产可以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农户

的社会动机将会推动其加快农业绿色化转型。第

三，绿色生产预期收益是经济动机的重要表现形

式，理性农户的决策总是追求增加收益。在农业生

产中若绿色生产会增加收益，农户倾向于进行绿色

生产。 

机会是指根据个体自身所面临的情形，行为发

生的可能性。机会的存在有利于具备动机和能力的

农户达成目标[26]。土地、技术培训是农户进行绿色

生产的前提条件。从利润最大化目标来看，在有限

的生产时间内，土地细碎化程度高会增加农业生产

的劳动投入，农户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放弃进行绿

色生产；从风险最小化目标来看，零散的土地降低

了农户绿色生产决策的独立性，增加了潜在的技术

风险，农户会认为机会成本过高，为了规避风险而

不进行绿色生产。大规模经营户的生产资金、生产

资料较好，更有条件采用一些较为先进的现代化生

产技术。但较高的土地细碎化程度降低了生产经营

规模化的质量，使土地规模扩大的作用效果大打折

扣[28]。 

能力是指决定个体决策潜力的自身禀赋，即实

现决策所需要的知识水平和自身资源[26]。农户不仅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风险最小化也是其奉行的准

则之一。由于农业绿色生产及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技

术采纳和收益的不确定性，农户会衡量自身的抗风

险能力，主要体现在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劳动

力人数等方面，只有认为具备足够的抵御风险的能

力，才会进行绿色生产。此外，生产认知能力也是

农户考虑的重要方面，绿色生产的门槛较高，若对

绿色生产的相关技术不够了解，缺乏相应的操作能

力，不仅不会促进生产和提高收益，反而会干扰生

产，入不敷出。 

3．组态视角下“个体-情境”因素与绿色生产

行为的必要与充分因果关系 

组态视角源自系统论思想，即组织被界定为复

杂系统[29]，并非独立单元或松散的集合而是相互关

联的集合与结构。组态分析采取系统和整体的视角

来探究问题，利用单个个体层面所构成的组态而非

独立单一的变量进行研究。个体和情境因素可能与

农户的绿色生产存在着动态交互关系：一方面，农

户个体因素，如个体动机、认知等均会影响绿色生

产行为决策，而绿色生产行为的反馈结果（农产品

产量提高与否、价值提高与否）又会影响农户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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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产行为的认知和判断，进而影响下一年的绿

色生产行为决策；另一方面，作为绿色生产行为的

应用背景，外部环境情境，如政策制度、市场制度、

周边农户的行为等均会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产生

影响，农户也会尝试调整绿色生产行为以适应外部

环境同时满足自身的需求。本文同时考虑个体与情

境因素的共存、相互关系和如何互补对于个体绿色

生产行为的影响。“人-环境”匹配理论也提供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个体和环境都是行为的直接影响因

素，二者的相互交织作用更会对行为产生强有力的

影响[30]。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同时存在并影响农户

绿色生产行为，但政府规制、市场激励、社会规范

（情境因素）和农户动机、机会、能力（个体因素）

如何互相组合、相互匹配，从而系统地影响农户绿

色生产行为，其中的内在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根据

组态视角理论[31]，可以采用溯因逻辑去探究哪些

条件组态可以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为“个体-

情境”因素匹配和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关系提供细粒

度分析。 

基于组态匹配视角，构建“个体-情境”因素影

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个体-情境因素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分析框架 
 

（二） 分析方法与变量设定 

综上，本文重点关注两类因果关系：1）必要

性。这些个体和情境因素是否及多大程度是产生高

绿色生产行为的必要条件？2）充分性。个体和情

境因素如何耦合以实现高绿色生产行为。必要性和

充分性是两种新因果关系的解释方法，其中必要条

件因果关系指某一前因条件不存在时不会产生结

果，本文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简称 NCA）；充分条件因果关系指前因

条件组合充分地产生结果，本文尝试采用在充分条

件 因果 分析 上优 势突 出的 定性 比较 分析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 QCA）。 

现有的回归分析方法只能通过定性手段对前

因条件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必要关系进行初步识别，

NCA 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效应量（d）定量地

判断某一水平的结果变量所需要的必要条件的程

度[31]，即可以通过必要性分析散点图以及根据两种

上限方法CR-FDH和CE-FDH生成的具体P值检验

某一水平上一个条件在多大程度是一个结果的必

要条件。同时，本文运用以集合论为基础的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索绿色生产行为背

后的复杂因果逻辑机制。它假定自变量之间是相互

依赖、相互影响、共同起作用的，并不存在最优的

均衡状态，与之相反，存在多个等效的路径或解共

同解释相同的结果，因此可能探索出变量间相互组

合的“化学反应”[32]。QCA 方法对于并发条件、

非对称关系、等效性路径等复杂管理问题能提供更

加精细的分析，且使用子集合关系来表达多因并发

和因果非对称性，通过提出必要和充分条件，从源

头避免遗漏变量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的内生性问

题[33]。 

本文参考联合国环境署的界定和农业农村部

的防治目标，将农户绿色生产视为农户对绿色生产

技术的采纳，而绿色生产技术主要指通过施用有机

肥、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覆盖作物耕作等提高土

壤肥力、减少病虫害的多样化现代生产技术[3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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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结合实地调研和樱桃的特性，借鉴现有学

者的研究[10,15]，选择有机肥替代技术代表绿色生

产。在问卷中设置“您家现在使用的肥料是？”问

题来获取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程度，并按照“全为

化肥=1，化肥为主=2，化肥和有机肥差不多=3，有

机肥为主=4，全为有机肥=5”进行赋值，数字越大

表示绿色生产行为程度越高。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的条件变量分为情

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两个方面。情境因素主要包括政

府规制、市场激励、社会规范三个维度。个体因素

包括动机、机会、能力三个维度。受限于不同地区

和不同农户的特征差异，等权重估计可能会导致结

果偏误，因此，本文采用效用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本文规定值域为[0，5]），并运用变异系数法

确定指标权重[4,33]，最后对测量指标进行加权计算

得到最终各维度值，实现降维目的。具体变量选择

与赋值见表 1。 

表 1 变量选择与赋值 

变量 测量维度 测量指标 

绿色生产 技术采纳程度 您家现在使用的肥料是？ 全为化肥=1，化肥为主=2，化肥和有机肥差不多=3，有机肥为主=4，全为有机肥=5 

政府规制 激励规制 政府提供的物质或金钱补贴影响您的农业生产?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约束规制 政府的生态环保政策影响您的农业生产?  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市场激励 市场销售难易度 市场上绿色农产品销售难度较小？ 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市场价值认可度 市场上绿色农产品价值认可度较高？ 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社会规范 社会风气 媒体关于环境污染的报道影响您的农业生产? 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社会网络 其他村民的生产行为影响您的农业生产?  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动机 生态动机 绿色生产技术对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完全无益=1，比较无益=2，一般=3，比较有益=4，非常有益=5 

 社会动机 绿色生产技术对农村社会发展？ 非常不利=1，不太有利=2，不好说=3，有些好处=4，非常有利=5 

 经济动机 绿色生产技术对农业生产增收？ 完全无益=1，比较无益=2，一般=3，比较有益=4，非常有益=5 

机会 土地细碎化 块均面积(亩/块) 

 经营规模 实际经营耕地(亩) 

能力 受教育程度 户主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农业劳动力人数 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人) 

 健康状况 家庭中成员身体状况如何？ 不能自理=1，有疾病影响农业生产=2，有疾病但不影响农业生产=3，健康=4 

 生产认知 您对绿色生产技术比较了解？ 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三、数据来源及计量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校准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 2019 年 8 月

—10 月在樱桃集中种植区开展的实地问卷调查。课

题组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选取了

陕西（宝鸡市眉县、铜川市耀州区）和山东（泰安

市、烟台市）两个省 4 个区域 8 个乡镇 20 个村庄，

通过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完成问卷调查。选择主要考

虑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樱桃的种植规模来看，

山东的樱桃种植面积位居全国之首，陕西紧随其

后，两省种植面积约占全国樱桃种植面积的六成，

将这两省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第

二，根据研究的目的，选取了绿色生产技术逐步推

广的地区。本次调查共收集问卷 325 份，剔除缺失

数据和存在异常值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278 份，

有效率为 85.5%。本研究共探讨了 6 个因素组合对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根据 QCA 方法对样本

数量的要求，样本数量应当能够区分随机数据和真

实数据，理论上农户数量至少为 27个[35]，因此本研

究的 278 个样本可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 

本文采用直接法进行变量校准。由于本文采用

李克特 5 点量表对相关变量进行测量，因此，参照

FISS[36]的做法，对于绿色生产行为程度进行校准

时，本文选择将 1 校准为完全隶属（0.95），3 为

交叉点（0.5），5 为完全不隶属（0.05）。而政府

规制、市场激励、社会规范、动机、机会、能力采

用变异系数法计算而得，因此参照前人的研究，将

6 个条件变量的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的

3 个校准点设置为案例样本数的下四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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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位数（50%）和上四分位数（75%），

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的校准则利用高绿色生产行为

的非集实现，将所有原始数据校准为 0～1。各条件

变量和结果变量校准锚点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2。 

表 2 集合校准和描述性统计 

集合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统计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绿色生产 1 3 5 3.058 0.833 5 1 

政府规制 1.069 1.969 2.586 2.020 1.009 4.987 0.024 

市场激励 2.147 2.659 2.853 2.591 0.717 4.391 0.513 

社会规范 2.353 2.647 3.198 2.699 0.733 4.448 0.552 

个体动机 1.943 2.589 2.944 2.504 0.756 4.412 0.352 

个体机会 1.145 1.570 2.130 1.684 0.715 4.223 0.078 

个体能力 2.700 3.098 3.357 2.967 0.575 4.234 0.431 

 

（二）计量结果分析 

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本文利用 NCA 方法对绿色生产行为程度的单

个因素进行了必要性分析。就 3 个情境因素和 3 个

个体因素对于绿色生产行为程度的单个因素的必

要性结果而言，6 个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必要性

散点图显示，除社会规范以外，其余 5 个条件变量

对于绿色生产行为程度这一结果变量的散点图均

在观测点左上方，不存在空白区域（图 2）。初步

判断，政府规制、市场激励、动机、机会、能力不

是绿色生产的必要条件。通过两种上限技术

（CR-FDH 和 CE-FDH）得到上限包络线，利用

NCA 方法计算得到相关精确度、效应量以及 P 值，

NCA 中的效应量也称瓶颈水平，代表产生特定结果

需要必要条件的最低水平。效应量处于 0～1，小于

0.1 表示效应量小。 

 

图 2 前因条件必要性散点图 
 

表 3 列示了 NCA 采用两种上限技术的相关计

算结果，在 NCA 方法中作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效应量不小于 0.1；2）

蒙特卡洛仿真置换检验的效应量应该是显著的，即

P 值应小于 0.05。综合来看，除社会规范以外 5 个

前因条件的效应量均小于 0.1，且 P 值均大于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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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规范的效应量为 0.130（>0.1），但并不显

著（P=0.125），显示社会规范不是绿色生产的必要

条件，由此也佐证了必要性分析散点图的结果。 

表 3 NCA 方法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 a 方法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d)b P 值 c 

政府规制 CR-FDH 100% 0.003 0.90 0.004 0.917 

 CE-FDH 100% 0.006 0.90 0.007 0.917 

市场激励 CR-FDH 100% 0.000 0.90 0.000 1.000 

 CE-FDH 100% 0.000 0.90 0.000 1.000 

社会规范 CR-FDH 100% 0.059 0.90 0.065 0.125 

 CE-FDH 100% 0.117 0.90 0.130 0.125 

动机 CR-FDH 100% 0.000 0.90 0.000 1.000 

 CE-FDH 100% 0.000 0.90 0.000 1.000 

机会 CR-FDH 100% 0.000 0.90 0.000 1.000 

 CE-FDH 100% 0.000 0.90 0.000 1.000 

能力 CR-FDH 100% 0.000 0.90 0.000 1.000 

 CE-FDH 100% 0.000 0.90 0.000 1.000 

注：a.校准为模糊集后隶属度值。b.0≤d＜0.1 属于“低水平”；0.1

≤d＜0.3 属于“中等水平”。c. NCA 分析中的置换检验（重抽次数

=10000）。 
 

瓶颈水平是指结果若达到最大观测范围内的某

一水平，前因条件需要在最大观测范围内达到的水平

值。表 4进一步列示了NCA 方法瓶颈水平的具体分

析结果。 

表 4 NCA 方法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a 

绿色生产 

水平/% 
政府规制 市场激励 社会规范 动机 机会 能力 

0 NN NN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NN NN 

20 NN NN NN NN NN NN 

30 NN NN NN NN NN NN 

40 NN NN NN NN NN NN 

50 NN NN NN NN NN NN 

60 NN NN NN NN NN NN 

70 NN NN NN NN NN NN 

80 NN NN NN NN NN NN 

90 1.5 NN 27.7 NN NN NN 

100 5.0 NN 90.0 NN NN NN 

注：a. CR 方法；NN=不必要。 
 

表 4 显示，要达到 90%的绿色生产水平，需要

1.5%水平的政府规制和 27.7%水平的社会规范，而其

他 4个前因条件变量均不存在瓶颈水平。 

本文进一步利用QCA方法再次验证必要条件，

结果如表 5 所示。参照已有研究[37]，单个前因条件

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 0.9。与 NCA 方法分析结果一

致，不存在产生高绿色生产行为和非高绿色生产行

为的必要情境因素和个人因素。 

表 5 必要性检验结果 

条件变量 
高绿色生产行为  非高绿色生产行为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政府规制 0.635 0.649  0.554 0.527 

~政府规制 0.537 0.564  0.631 0.617 

市场激励 0.586 0.596  0.609 0.577 

~市场激励 0.584 0.616  0.574 0.564 

社会规范 0.634 0.629  0.632 0.584 

~社会规范 0.581 0.629  0.598 0.604 

动机 0.602 0.577  0.634 0.566 

~动机 0.548 0.616  0.527 0.552 

机会 0.603 0.629  0.579 0.563 

~机会 0.581 0.597  0.618 0.592 

能力 0.637 0.668  0.558 0.544 

~能力 0.565 0.578  0.660 0.629 

注：~表示非。 
 

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在利用 fsQCA3.0 软件对高绿色生产行为和非

高绿色生产行为进行组态分析时，本文将原始一致

性阈值设定为 0.8，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 4，并将

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阈

值设置为 0.7[38]。一般 QCA 分析会提供三种解：复

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本文参照已有研究[32]通过

比较简约解和中间解的嵌套关系进行汇报，即只在

中间解出现的条件为边缘条件，既在中间解又在简

约解中出现的条件为核心条件。具体的 QCA 分析

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组态分析结果 

条件 
高绿色生产行为  

非高绿色生产

行为 

S1 S2 S3 S4  N1 N2 

政府规制 Ⓧ ● Ⓧ Ⓧ  Ⓧ Ⓧ 

市场激励 Ⓧ Ⓧ · Ⓧ  Ⓧ Ⓧ 

社会规范 Ⓧ Ⓧ Ⓧ ●  Ⓧ Ⓧ 

动机 · Ⓧ Ⓧ Ⓧ  ● ● 

机会 · · Ⓧ ●  ○ · 

能力 ● Ⓧ ● ●  Ⓧ Ⓧ 

一致性 0.8350 0.9129 0.9599 0.8927  0.8939 0.8900 

原始覆盖度 0.0633 0.0707 0.0516 0.0825  0.1081 0.1001 

唯一覆盖度 0.0354 0.0492 0.0345 0.0552  0.0809 0.0730 

总体一致性 0.8788  0.8804 

总体覆盖度 0.2076  0.1810 

注：●表示核心前因条件存在，Ⓧ 表示核心前因条件缺失；·表示

辅助前因条件存在，Ⓧ 表示辅助前因条件缺失；○表示前因条件可存在

可不存在。 

由表 6 的结果可知，引致高绿色生产行为的 4

条组态和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的 2条组态一致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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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最低标准 0.75，其中高绿色生产行为的总体

一致性为 0.879，总体覆盖度为 0.208，非高绿色生

产行为的总体一致性为 0.880，总体覆盖度为 0.181，

且由于 N1 和 N2 的核心条件一致，形成二阶等价

组态[36]。由于任何一种组态都无法构成高绿色生产

行为和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总

是存在多种组态共同解释“什么因素影响农户绿色

生产行为”这一问题。 

（1）高绿色生产行为的组态。本文检验了产

生高绿色生产行为的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组合，结

果显示共计有 4个产生高绿色生产行为的组态路径

模式 S1、S2、S3、S4，本文将其分别概括为个体

自我驱动型、政府规制干预下机会驱动型、市场激

励支持下能力驱动型、社会规范引导下机会和能力

驱动型 4 种类型。 

个体自我驱动型：组态 S1 显示非高政府规制、

非高市场激励和高能力为核心条件，非高社会规

范、高动机、高机会为边缘条件的前因条件组合可

以产生高绿色生产行为。该组态路径模式表明，当

个体因素动机、机会、能力均完善时，即使缺乏政

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也能激发农户绿色生产。

农户在进行绿色生产之前，会根据自身所拥有的知

识和技能来判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阻碍，进而衡

量自身的能力。而优质完善的个体能力增强了农户

应对潜在风险的信心，使农户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农

业生产环境中能够迅速感知变化并采取行动，因此

个体能力较强的农户倾向于进行绿色生产。 

政府规制干预下机会驱动型：组态 S2 显示高

政府规制、非高市场激励为核心条件，非高社会规

范、非高动机、高机会、非高能力为边缘条件的前

因条件组合可以产生高绿色生产行为。该组态路径

模式表明，当农户具备一定的机会时，政府可以通

过制定适当的政策引导农户进行绿色生产。这一结

果印证了外部性理论。外部性往往会导致市场低效

率，一般需要通过外部制度内部化实现资源的最优

配置。当市场和社会的效率较低时，激励、约束等

适当的政府规制手段能使拥有机会的农户的采纳

意愿不断强化，从而促进其进行绿色生产。 

市场激励支持下能力驱动型：组态 S3 显示非

高政府规制、非高动机、高能力为核心条件，高市

场激励、非高社会规范、非高机会为边缘条件的前

因条件组合可以产生高绿色生产行为。该组态路径

模式表明，当农户具备一定的能力时，市场可以通

过适当的激励支持农户进行绿色生产。市场机制较

为完善，意味着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可以实现

“优质优价”的预期。完善的市场激励制度能优化

农户对生产资源的投入与分配，为绿色农业生产带

来活力。 

社会规范引导下机会和能力驱动型：组态 S4

显示非高政府规制、非高市场激励、高机会、高能

力为核心条件，高社会规范、非高动机为边缘条件

的前因条件组合可以产生高绿色生产行为。该组态

路径模式表明，当农户的机会和能力都具备时，即

使没有动机，但外部情境因素可以通过社会规范的

力量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该结果印证了新制度经济

学理论，社会规范作为“第三种力量”，是一种针

对农村社会和农户心理的软约束机制。当农户捕捉

到较好的机会并且相信自身有足够的能力，尽管缺

乏行动动机，社会规范将会不断强化其内在的道德

责任感，使农户认为自身有义务进行绿色生产。 

（2）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的组态。本文同样检

验了产生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的个体因素和情境因

素组合，产生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程度的组态共计有

2 个（N1、N2），N1 与 N2 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

组态 N1 中，在个体因素中的能力和情境因素匮乏

的情况下，即使农户拥有绿色生产的高动机也不会

引致高绿色生产行为，表明仅有动机无法促进农户

绿色生产。组态 N2 显示，当缺乏外界的支持和农

户能力又不足时，即缺乏政府规制、市场激励、社

会规范、能力的情况下，即使农户拥有较高的个人

素质，即动机、机会较高，进行绿色生产的可能性

仍较低。 

（3）高绿色生产行为与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的

组态对比。从高绿色生产行为的 4条组态路径来看，

个体因素较多作为核心或辅助前因条件，仅有部分

路径缺失，且个体因素作为核心或辅助前因条件的

数量比情境因素更多，表明个体因素对高绿色生产

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比情境因素更为重要。对

比高绿色生产行为和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的组态路

径可知，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的组态中只有个体因素

且并不完整，缺乏外部情境因素的协助；高绿色生

产行为的组态中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均存在，或个

体因素均具备。由此可知，对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而言，单一通过个体素质的传递内化难以实现自觉

行动，需要外部情境因素的引导。从相似组态间的

关系来看，组态 S1 和组态 N1、组态 S1 和组态 N2

具有相似的核心条件，但在个体因素中的能力维度

上表现不同。明显可见，能力对促进农户绿色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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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至关重要，只有动机、机会、能力三者皆具备

的农户才会自觉落实行动。 

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之间存在交互替代作用。

对比组态 S2 和 S3，政府规制和机会的组合与市场

激励和能力的组合对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

等效作用。对比组态 S2 和 S4，对于动机较低的农

户，社会规范和能力的组合与政府规制在激发农户

绿色生产行为上呈现替代关系。 

高绿色生产行为和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的组态

路径模式存在非对称性。比较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

为的 6 个组态发现，影响绿色生产行为的原因具有

非对称性，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的 2 条路径并不是高

绿色生产行为的对立面。同时，能力具有非对称性，

即具备相应的动机并拥有较好的机会时，能力较强

的农户倾向于提高绿色生产行为程度（S1），而能

力不足的农户就会降低行为程度（N1）。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对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前因组态进

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三种方法，即将一致性阈

值由 0.8 提升至 0.85、改变校准阈值（调整为 95%、

50%和 5%）、将样本分成陕西省和山东省。结果发

现，除总体一致性水平与总体覆盖度有所变化外，

产生的组态与原先的组态基本一致，进一步说明了

前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由于跟前文路径基本一

致未展示）。 

四、主要结论及其启示 

基于组态视角，本文构建了“动机-机会-能力”

个体因素和“政府规制-市场激励-社会规范”情境

因素的研究框架，采用 NCA 方法和 QCA 方法相结

合探究个体-情境的因素匹配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的必要性和充分性两类因果关系，揭示促进农户绿

色生产行为的条件组态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

1）单个前因要素并不构成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必要

条件，但提升农户能力在促进农户绿色生产上发挥

着较为普适的作用。2）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相互

交织、相互作用、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农户绿色生

产的多样化条件组态，其中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二者相互匹配、协同作用。个体因素比情境因素的

影响作用更大，但单一的个体因素难以发挥作用，

需要与情境因素协同联动。仅存在一种例外情况，

如果农户个体素质非常完善，会自觉进行绿色生

产。3）农户高绿色生产行为的路径可以分为个体

自我驱动型、政府规制干预下机会驱动型、市场激

励支持下能力驱动型、社会规范引导下机会和能力

驱动型 4 种类型，呈现殊途同归的特征，还发现两

条导致非高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路径，呈现非对称

关系。 

上述结论对于促进农户绿色生产具有以下启

示：一是应提升农户内在素养。通过广播、电视、

微信、公开栏、宣讲会等方式宣传化肥农药危害与

绿色生产意义，提高农户对绿色生产的认知，增强

农户进行绿色生产的自觉性。另外，重视提升乡村

中小学生的教育质量，对于自身素养水平不高的农

户，应当加强对其进行技术培训，提升个体素养和

能力。2）推进“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治理体系。

要配以灵活与合适的激励手段，克服以往单一惩戒

处罚规制手段的不足。打造绿色农产品特色品牌，

完善市场监管体系，解决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

题，重构市场信任机制。积极培育非正式制度，充

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在农户绿色生产中的导向作用。

通过设立绿色生产带头人体系，发挥好带头人的权

威和榜样效应，以群体规范促进农户绿色生产。3）

在制定政策时，要摒弃简单线性思维，把握“个体-

情境”因素匹配与农户生产行为之间的联系。将农

业绿色化转型视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激发农户

绿色生产的内生动力，进而促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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