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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认知、制度环境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王金枝，龙方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粮食主产区湖南、山东两省 436 份种粮大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分类 Logit 模型实证分析价值认知、

制度环境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及代际差异，并检验制度环境在价值认知影响种粮大户行为中的调

节效应。结果表明：价值认知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有正向作用，其中社会价值认知对中生代种粮大户的

影响更为显著，生态价值认知对新生代种粮大户的影响更为显著；引导制度、激励制度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

行为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引导制度对新生代和中生代种粮大户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约束制度对老一代种粮大户质

量安全控制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制度环境是种粮大户价值认知与质量安全控制行为之间的重要调节变量，约

束制度和激励制度在价值认知对老一代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中有负向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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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value cognition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behavior of major producers of grain and it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WANG Jinzhi，LONG F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436 large grain growers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of Hunan and Shandong 

provinces, the impact of value cognition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behavior of large 

grain growers and it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have been analyzed by using the Binary Logit Model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behavior of large grain growers impacted by value cognition has been 

valid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lue cogni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behavior of large 

grain growers. Among them, the social value cogni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iddle generation of large grain 

growers, and the ecological value cogni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large grain growers. Guidance 

system and incentive system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behavior of large grain growers. 

Among them, the guidance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ew generation and old generation of large grain growers 

while the constraint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behavior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large grain grower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moderating variable between the value 

cognition and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behavior of large grain growers. The constraint system and the incentive system 

have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mpact of the value cognition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behavior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large grain growers. 

Keywords: value cogni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large grain growers;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behavior;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一、问题的提出 

粮食安全问题是涉及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稳

定的全局性、基础性的重大战略问题，是保障国家

安全的重要基石。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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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转变、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和需求层次不断转型

升级，新粮食安全观强调从数量型保障向质量型满

足和能力型提升转变[1]。为保障粮食质量安全，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坚持数量质量并重”有关要

求，财政部、原国家粮食局于 2017 年正式启动“优

质粮食工程”，不断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标准，推动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实施好优质粮食工程”

“鼓励发展粮食订单生产，实现优质优价”等。有

关部门先后出台《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关于深

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的意见》等，建立和完善

了由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粮食质检机构组成

的粮食质量安全监测体系。然而，优质粮食是生产

出来的，而不是监管出来的，种粮农户的认知与生

产行为是我国粮食质量能否真正在微观层面得以

有效提升的关键。随着粮食规模经营的不断发展，

种粮大户成为稳定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力量[2]。因

此，探索如何激励种粮大户实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增加优质粮食供给，对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保障国家粮食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是指农户实施的一切

与质量安全直接相关的农资使用、生产技术采纳等

活动，其中，肥料、农药的施用行为尤为关键[3]。针

对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取得

一定成就，主要关注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市场

机制、政府政策和认知水平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

就个人特征而言，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风险偏好、学习能力及耕作经验等是影响农户生产

行为的主要因素[4-9]。就家庭特征而言，家庭收入水

平、种植年限、口粮比例等会对农户的质量安全控制

行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10-12]。从市场方面来看，市

场激励、合作社组织对农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

响较大[13-16]。从政府角度来看，技术培训、政府监管

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农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11,17]。

从农户认知来看，价值认知、技术认知、风险认知

和政策认知等因素对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具有

较大的影响[18-22]。 

已有关于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研究对代际

差异的关注度较低，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农业

劳动力的代际分化已十分明显，不同代际群体在生

活预期、种植经验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方面存在明显

差异[23]，形成了不同的质量安全价值认知，这也会在

质量安全控制行为上有所体现。洞悉不同代际农户

的质量安全价值认知和控制行为，有助于政府在政

策制定、宣传教育和技术推广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

措施，从而有效提升农户价值认知，激发农户实施质

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内生动力。 

综上所述，现阶段关于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但仍有拓展空间。第一，

研究对象方面，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普通农户，鲜

有专门针对种粮大户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

分析，更未关注到代际差异。第二，研究内容方面，

已有研究在考察农户生产行为时大多集中于化肥

农药减量施用或绿色技术采纳中的某一具体行为，

缺乏对粮食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整体的研究。而在研

究视角方面，已有研究关注到价值认知、制度环境

是影响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主要因素，适合将

两者纳入统一框架进行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拟

以种粮大户为研究对象，探讨价值认知、制度环境

对其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以期

为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一）价值认知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的影响 

计划行为理论表明，个体认知是其参与意愿或

行为实施的前提，认知决定偏好，并进一步影响其

决策[24]，因此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价值认知势必会

对其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从效用或功能视角

出发，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具有促进粮农增收、产业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重价值，与此相对应，可

以将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价值认知划分为经济价

值认知、社会价值认知和生态价值认知。经济价值

认知反映了种粮大户对于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在增

加粮食经营收入方面作用的认识。作为理性经济人，

当种粮大户预计实施某种质量安全控制行为能带

来较高的经济收益时，会更倾向于实施相应行为。

社会价值认知反映了种粮大户对于质量安全控制

行为在提高粮食作物品质、促进粮食产业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作用的认识。当前高要素投入方式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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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粮食质量，当种粮大户意识到实施质量安全控制

行为能提升消费者健康水平和保障粮食生产可持

续发展时更有可能参与质量安全控制。生态价值认

知反映了种粮大户对于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在减少

污染、改善耕地质量、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的

认识。种粮大户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土壤地力保

持重要性了解越深，就越能认清当前农村环境污染

问题，感知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生态价值，更倾向

于实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25,26]。基于以上分析，本

文提出以下假说： 

H1：价值认知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存

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制度环境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的影响 

种粮大户决策虽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

也会受到政策和制度的约束[27]。种粮大户实施质量

安全控制行为表现出环境正外部性，可能会面临着

“经济人”理性行为与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正外部性

之间的对立，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失

衡的情形。根据外部性理论，此时需要政府通过补

贴、征税、指导等手段实现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正

外部性内部化[11]。目前促进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

行为实施的制度环境可以分为激励制度、约束制度

和引导制度三类。激励制度方面，政府为鼓励种粮

大户实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而对其予以一定的经

济补贴或税收优惠，降低其使用绿色农资或采纳绿

色生产技术的成本，增加种粮收益，从而促进其实

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主动性。约束制度方面，政

府通过出台有关法律、法规，以强制性手段约束种

粮大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引导制度方面，政府

通过粮食生产技术培训和生态环境保护宣传等手

段对种粮大户进行引导，在提升其生产经营水平的

基础上，增强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从而提高其实

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积极性。基于以上分析，本

文提出以下假说： 

H2：制度环境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存

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公共性、社会性和外部性

等特征，决定了政府需要通过补贴、监督、宣传等

方式激励、约束和引导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

为，进而实现农民增收、产业升级和生态环境保护

协调发展。根据“认知-情境-行为”理论，情境因素

可能对农户认知与行为的关系产生影响[28]。已有研

究表明，外部情境因素会正向调节农户认知与绿色

生产技术采纳之间的关系[29,30]。制度环境是种粮大

户实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重要外部情境因素，厘

清制度环境在种粮大户认知与行为关系中发挥的

作用，能更好地引导种粮大户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

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为保障粮食质量安全，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范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

为，采取强制性手段监管和约束滥用化肥农药等不

合理生产行为，并加强绿色农资、绿色生产技术的

宣传教育和补贴力度，这些举措作为重要的情境因

素，对价值认知与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实施

的调节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

提出以下假说： 

H3：制度环境在价值认知与种粮大户质量安全

控制行为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四）不同代际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

分析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规模经营的发展，粮农代

际分化十分明显，不同代际群体在农资选择、耕作

方式和技术采纳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由于出生和

成长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

代三个群体在价值观、学习能力和信息来源等方面

都存在明显差别，这些都会影响其价值认知和质量

安全控制行为实施。一方面，老一代粮农年龄较大

且文化水平和能力有限，价值取向更为保守，因此

选择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动机较弱；而中、新生代粮

农文化水平、新技术接受能力和风险偏好相对较高，

拥有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和环境保护意识，可能更愿

意尝试绿色农资和绿色生产技术。另一方面，老一

代粮农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且更加珍视土地

财产，对农资使用和土壤肥力的变化情况更加熟悉，

因此能较好地做出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决策；而中、

新生代粮农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可能会为了追求

短期的收益而增加化肥、农药等要素投入。因此，

有必要探究价值认知和制度环境在新、中、老三代

粮农之间的代际差异以及其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

代际差异。本文在代际群体划分方面，参考杨志海、

刘丹等的研究[31,32]，分别以 1965 年和 1980 年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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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界限，按照负责人的出生年份将种粮大户划分

为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三种类型。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4：价值认知与制度环境对不同代际种粮大户

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响的主效应与调节效应均存

在差异。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价值认知、制度

环境与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理论模型如

图 1 所示。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成员 2022 年 7—9 月在湖南、

山东两省的入户调查。湖南和山东都是我国重要的

粮食主产区，近年来，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十分迅速，可以为本研究提供良好的数据支

撑。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经营主体发展情

况，课题组最终选择湖南省长沙市、衡阳市和山东

省淄博市、滨州市的种粮大户展开一对一问卷调查。

调查内容涵盖种粮大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农

地经营特征、粮食质量安全认知及控制行为等。共

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36 份，问卷有效

率为 87.20%。根据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粮食耕

地面积等相关情况，本文将种粮大户定义为以种植

水稻、小麦或玉米为主，且种植面积不低于 30 亩的

经营主体。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粮食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但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是一个潜变量，无法直观判断，

因此借鉴牛文浩、陈卫强等[33,34]学者的研究，通过

“近三年每亩化肥施用量是否有所减少”和“近三

年每亩农药施用量是否有所减少”两个题项表征种

粮大户的农资施用行为，利用“是否采纳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和“是否采纳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两

个题项表征种粮大户的质量控制技术采纳行为。若

种粮大户选择其中任意一项“是”则视为实施了质

量安全控制行为，将其赋值为 1，否则为 0。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粮食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是否实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是=1；否=0） 0.810 0.393 

解释变量 经济价值认知 质量安全控制行为能够增加种粮收入（按李克特量表法赋值 1～5） 3.211 1.370 

 社会价值认知 质量安全控制行为能够促进粮食产业发展（按李克特量表法赋值 1～5） 3.878 1.378 

 生态价值认知 
质量安全控制行为能够减少污染、改善耕地及周边生态环境 

（按李克特量表法赋值 1～5） 
3.979 1.287 

 引导制度 政府的技术培训力度（由低至高赋值 1～5） 2.979 1.471 

 约束制度 政府的环保法规力度（由低至高赋值 1～5） 3.548 1.304 

 激励制度 政府提供的补贴及奖励力度（由低至高赋值 1～5） 3.411 1.362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女=0 0.821 0.384 

 年龄 实际年龄/岁 51.960 10.490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年 9.429 3.750 

 务农年限 实际务农年限/年 18.620 11.230 

 健康状况 健康=1；较差=0 0.716 0.452 

 村干部身份 是否担任村干部（是=1；否=0） 0.383 0.487 

 社会化服务 是否购买过农业社会化服务（是=1；否=0） 0.532 0.500 

 农业合作社 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社（是=1；否=0） 0.484 0.500 

 粮食收入占比 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56.650 29.470 

 经营规模 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亩 174.500 261.000 

 商品化程度 粮食出售比例/% 90.450 41.630 

 家庭成员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4.557 1.891 
 

价值认知 

制度环境 

经济价值认知 

生态价值认知 

社会价值认知 

引导制度 

约束制度 

激励制度 

种粮

大户

质量

安全

控制

行为

及其

代际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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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价值认知和制度环境。

根据前文解析，本文选取经济价值认知、社会价值

认知和生态价值认知 3个指标来表征种粮大户对质

量安全控制行为的价值认知。由于制度环境是难以

直接观测到的潜变量，已有研究尚未对其形成统一

的测度标准，本文结合现有研究，选择引导制度、

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三个指标考察制度环境对种

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同时将三个制度

环境指标作为调节变量，比较不同制度情境下价值

认知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响的差异。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种粮大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

和生产经营特征均可能影响其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结合研究对象的特点，本文在个体特征方面选择受

访种粮大户负责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

况和村干部身份等作为控制变量；家庭特征方面选

择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合作社和家庭成员等作为

控制变量；生产经营特征方面选择粮食收入占比、经

营规模和商品化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 

为分析价值认知和制度环境对种粮大户质量

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验证前述假说，本文构建计

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因变量为二元

离散变量，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该模型的表达式

如下： 

 （1） 

（1）式中， 表示第 个种粮大户实施质量安

全控制行为的概率； 表示第 个种粮大户未实

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概率。 为核心解释变量

价值认知，包括经济价值认知、社会价值认知和生

态价值认知； 为核心解释变量制度环境，包括引

导制度、约束制度和激励制度。 表示控制变

量，包括种粮大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经营

特征等。 为随机扰动项。 为截距项， 、 、

 为待估参数。 

进一步，为检验制度环境可能在价值认知对种

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响中存在的调节作用，

本文在（1）式的基础上，加入价值认知与制度环境

的交互项，即： 

（2） 

（2）式中， 为价值认知与制度环境（引

导制度、约束制度和激励制度）的交互项， 、 、

、 为待估参数， 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回归前的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方差膨胀因子

（VIF）列最大值为 2.75，远小于 10，故认为变量

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情况。 

（一）价值认知、制度环境对种粮大户质量安

全控制行为的影响 

1．价值认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价值认知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响

的全样本估计结果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经济价值认知在 1%的

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

为。作为“理性经济人”，种粮大户从事粮食生产经

营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所以预期经

济价值越高，种粮大户越有动力实施质量安全控制

行为。社会价值认知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

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

断增强，种粮大户对绿色农资和新兴技术的认可度

也不断提高，因此种粮大户更愿意实施质量安全控

制行为。生态价值认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

的原因是，种粮大户的生产行为不仅受到生态价值

认知的影响，还会受到学习能力、收入水平等因素

的限制，而采纳新兴产品或技术会增加生产成本和

经营风险，因此，生态价值认知对种粮大户质量安

全控制行为的促进作用没有表现出来。 

分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价值认知对中生代种

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

新、老两代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响不显

著。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新生代种粮大户，中生

代种粮大户拥有更加丰富的种植经验，面对新兴技

术和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问题更加游刃有余；而相较

于老一代种粮大户，中生代种粮大户拥有较高的文

化水平和学习能力，因此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尝试新

兴技术和绿色农资产品。生态价值认知对新生代种

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

中、老两代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响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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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新生代种粮大户会更加关

注可持续发展问题，改善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的动

力更强。综上所述，经济价值认知和社会价值认知

均会显著影响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且价值

认知对不同代际种粮大户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假

说 H1得到部分验证，假说 H4得到验证。 

表 2 价值认知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 

变量名称 
全样本 新生代种粮大户 中生代种粮大户 老一代种粮大户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经济价值认知 1.366*** 7.26 2.753*** 3.17 1.565*** 5.76 1.599** 2.42 

社会价值认知 0.252* 1.79 0.831 1.58 0.388** 2.03 0.097 0.16 

生态价值认知 0.169 1.38 0.673*** 2.79 0.138 0.73 -0.287 -0.79 

性别 -0.289 -0.72 -0.048 -0.06 -0.850* -1.90 -0.289 -0.25 

年龄 -0.005 -0.30 0.021 0.21 -0.056 -1.02 0.086 1.19 

文化程度 0.009 0.19 -0.153 -1.24 0.014 0.17 0.080 0.84 

务农年限 0.002 0.14 -0.066 -1.50 0.015 0.59 -0.009 -0.35 

健康状况 -0.097 -0.27 1.570 1.27 -0.162 -0.30 -0.734 -1.19 

村干部身份 0.227 0.78 -1.741 -1.54 0.570 1.28 0.685 1.03 

社会化服务 1.037*** 3.68 -1.192 -1.53 1.307*** 2.95 1.840*** 2.66 

农业合作社 -0.175 -0.62 0.107 0.17 0.262 0.58 -1.264* -1.83 

粮食收入占比 0.020*** 3.81 0.033*** 2.67 0.024*** 3.20 0.027*** 2.61 

经营规模 0.001 1.04 -0.001 -0.25 0.001 0.78 0.000 0.20 

商品化程度 -0.008 -1.24 0.049** 1.97 -0.036*** -2.81 0.007 0.34 

家庭成员 -0.023 -0.30 -0.208 -0.95 0.005 0.04 0.119 0.72 

常数项 -7.561*** -5.59 -20.091** -2.23 -4.570 -1.51 -14.568*** -2.85 

观测值 436 85 214 13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2．制度环境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制度环境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响

的全样本估计结果及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引导制度在 1%的水平

上显著正向影响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近

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绿色农资和绿色生产技术的

宣传与推广，种粮大户对绿色农资和绿色生产技术

越来越认可，因此其实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积极

性也更高。约束制度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没有显著影响。一般而言，政府对粮食生产的约束

越严格，种粮大户越倾向于实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但由于粮食生产行为的特殊性，政府难以构建完善

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因此，约束制度推动种粮

大户实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效果不明显。激励制

度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种粮大户的质量安

全控制行为。使用绿色农资和绿色生产技术的成本

相对偏高，而政府目前针对种粮大户的农资补贴、

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种粮大户

的成本压力，激发了其参与粮食质量安全控制的积

极性。 

分组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引导制度对新、中生

代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均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但对老一代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响不

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相较于新、中生代种粮大户，

老一代种粮大户的文化水平低、信息来源渠道少，

而现有宣传推广形式较为单一，导致老一代种粮大

户技术认知水平低，影响其质量安全控制意愿到行

为的转化。约束制度对老一代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

制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老一代

种粮大户在长期的粮食生产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

套固定的生产模式，当政府以强制性手段要求其转

变生产方式，增加其粮食生产风险甚至有可能影响

收益时，老一代种粮大户可能会产生逆反心理，从

而抑制其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实施。综上所述，引

导制度和激励制度均可以显著促进种粮大户实施

质量安全控制行为，且制度环境对不同代际种粮大

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假说 H2

得到部分验证，假说 H4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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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制度环境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 

变量名称 
全样本 新生代种粮大户 中生代种粮大户 老一代种粮大户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引导制度 0.606*** 3.68 0.750** 1.97 0.825*** 3.20 0.459 0.98 

约束制度 0.015 0.14 0.037 0.12 0.076 0.48 -0.424* -1.87 

激励制度 1.223*** 7.06 1.824*** 3.66 1.107*** 4.85 1.792*** 4.86 

性别 0.028 0.06 0.099 0.09 0.000 0.00 -0.712 -0.75 

年龄 -0.003 -0.20 -0.073 -0.51 -0.033 -0.48 0.051 0.80 

文化程度 0.088* 1.76 0.014 0.09 0.088 1.04 0.249** 2.37 

务农年限 -0.009 -0.56 -0.048 -0.93 -0.022 -0.89 0.008 0.31 

健康状况 0.038 0.11 1.782* 1.95 -0.026 -0.05 -1.433** -2.17 

村干部身份 0.233 0.70 -0.140 -0.17 0.308 0.61 0.432 0.51 

社会化服务 0.933*** 3.00 -0.264 -0.38 0.841* 1.68 1.908*** 2.88 

农业合作社 0.073 0.24 0.242 0.30 0.641 1.31 -1.323* -1.91 

粮食收入占比 0.019*** 3.29 0.007 0.48 0.027*** 3.18 0.041** 2.52 

经营规模 0.000 0.26 -0.000 -0.04 -0.000 -0.46 -0.001 -0.64 

商品化程度 -0.005** -2.03 0.050* 1.93 -0.016 -0.91 -0.002 -0.11 

家庭成员 0.085 0.98 -0.018 -0.07 0.198 1.32 0.210 1.18 

常数项 -8.616*** -5.87 -11.640 -1.24 -7.510* -1.93 -14.401*** -2.93 

观测值 436 85 214 137 

 

3．控制变量的影响 

文化程度对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有

显著正向影响，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

均为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个体文化程度越高，

对上述技术的学习能力和接受程度就越强。社会化

服务对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有显著正向

影响，说明在施肥、施药等方面购买社会化服务能

够推动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粮食收入占比

显著正向影响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以粮

食生产为重心的农户会更加关注粮食生产的可持

续性，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新兴产品

和技术以提升粮食品质，保障长期稳定增长的粮食

收入。商品化程度显著负向影响种粮大户的质量安

全控制行为，可能的原因是，种粮大户生产的粮食

主要有两种用途，一是自用或送给亲朋好友，二是

销售赚取经济收益，考虑到前者与自己的切身利益

更相关，商品化程度越低的农户越倾向于使用绿色

农资或绿色技术以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二）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 

已有研究证实，外部环境因素会对农户认知与

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35,36]。因此，本文在基准

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调节效应求证制度环境

对价值认知与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关系的

作用机理。为方便分析，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价

值认知的 3 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结果显示，3 个

指标的 KMO 统计值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P 值分别

为 0.622 和 0.000，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得到 2 个公因子，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89.77%，通过各因子方差贡献率

占累积贡献率的比重进行赋权，加权求和得到价值

认知水平。基于此，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价值认

知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并对交互项进行

中心化处理，以克服纳入交互项带来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结果显示，价值认知和约束制度、引导制度的

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假说 H3 得到验证。其

中，价值认知和引导制度的交互项系数在 1%水平

上显著为正，说明引导制度在价值认知对种粮大户

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

府开展粮食质量安全宣传教育和绿色生产技术推

广培训，潜移默化地提升了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价

值认知，促使其选择绿色农资和绿色技术。价值认

知和约束制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约束制

度在价值认知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

响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究其原因，质量安全控制

行为可看作一项经济活动，而种粮大户作为理性经

济人，其行为受到预期收益和成本相互关系影响，

约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一种成本，因此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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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行为成本大于预期收益时，无论种粮大户价值认 知水平多高，均不会实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表 4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价值认知 1.294*** 8.00 0.407* 1.75 0.492** 2.00 

引导制度 — — 0.573*** 3.30 0.407** 2.52 

约束制度 — — -0.033 -0.30 0.132 1.12 

激励制度 — — 1.104*** 6.05 1.257*** 6.32 

价值认知×引导制度 — — — — 0.554*** 3.19 

价值认知×约束制度 — — — — -0.290* -1.73 

价值认知×激励制度 — — — — -0.335 -1.5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6.138*** -5.02 -8.934*** -5.98 -9.703*** -6.26 

观测值 436 436 436 

 

为进一步考察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是否受到

代际差异影响，本文对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 5 所示。价值认知和引导制度的交互项在

新、中、老三代分组中均显著为正，从估计系数可

以看出，制度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在新生代分组中

更明显，即在价值认知相同的情况下，引导制度对

新生代种粮大户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响最大。价

值认知和约束制度的交互项在新、老两代分组中均

显著为负，说明约束制度削弱了价值认知对新老两

代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究其原因，

当约束制度过于严格导致种粮大户面临的治理成

本超过其预期收益时，无论价值认知水平多高，种

粮大户均不会实施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由于新生代

种粮大户兼业水平较高，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

更高，而老一代种粮大户受到传统思想束缚，经济

预期收益较低，因此约束制度的负向调节作用在新、

老两代分组中差异明显。价值认知和激励制度的交

互项在老一代分组中显著为负，说明激励制度削弱

了价值认知对老一代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的影响。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价值认知所发挥

的积极作用比较明显，但是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

善，价值认知的积极作用逐渐降低，这表明价值认

知和激励制度在影响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

中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假说 H4得到验证。 

表 5 调节效应的代际差异检验 

变量名称 
模型 2 模型 3 

新生代 中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中生代 老一代 

价值认知 1.099 0.614* -0.219 1.809* 0.700* 0.190 

 (1.55) (1.89) (-0.44) (1.68) (1.81) (0.35) 

引导制度 0.782* 0.769*** 0.489 0.766 0.702*** -0.109 

 (1.85) (2.67) (1.07) (1.61) (2.87) (-0.26) 

约束制度 0.012 0.001 -0.399* 0.528 0.062 0.157 

 (0.03) (0.01) (-1.70) (1.28) (0.42) (0.54) 

激励制度 1.563*** 0.986*** 1.879*** 1.818*** 1.173*** 2.406*** 

 (3.15) (4.41) (4.19) (3.71) (4.24) (4.63) 

价值认知×引导制度 — — — 1.271* 0.637** 0.842** 

 — — — (1.96) (2.16) (2.08) 

价值认知×约束制度 — — — -0.950* -0.125 -0.738** 

 — — — (-1.65) (-0.43) (-2.37) 

价值认知×激励制度 — — — -0.002 -0.308 -0.728* 

 — — — (-0.00) (-1.11) (-1.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6.563*** -7.616* -14.671*** -21.968*** -8.942** -14.470*** 

 (-2.86) (-1.92) (-2.93) (-2.61) (-2.28) (-2.77) 

观测值 85 214 137 85 214 137 

注：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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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第一，价值认知对种粮大户质

量安全控制行为有正向作用，其中社会价值认知对

中生代种粮大户的影响更为显著，生态价值认知对

新生代种粮大户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种粮大户

的文化程度、社会化服务、粮食收入占比和商品化

程度也会影响其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第二，引导制

度、激励制度对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有正向

作用，其中引导制度对新、中生代种粮大户的影响

更为显著，而约束制度对老一代种粮大户质量安全

控制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三，制度环境是种

粮大户价值认知与质量安全控制行为之间重要的

调节变量，值得注意的是，约束制度和激励制度在

价值认知对老一代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

影响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 

以上结论对于推动种粮大户实施质量安全控

制行为、保障粮食质量安全具有如下启示： 

一是应提升种粮大户价值认知，激发其质量安

全控制内生动力。首先，宣传教育是提升种粮大户

价值认知水平的重要途径，应充分利用政府部门、

村委会、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主体，通过线上

（电视、网络、广播）、线下（讲座、培训、职业教

育）相结合的方式向种粮大户宣传与推广粮食质量

安全控制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其次，要定期组织种

粮大户就绿色农资和绿色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使用

心得和困难展开交流讨论，鼓励优秀的种粮大户分

享绿色农资或新兴技术的使用效果，提升其他种粮

大户价值认知。最后，作为理性经济人，种粮大户

最关注的还是粮食作物的经济价值，因此要坚持完

善“优质优价”的市场价格体系，充分发挥绿色农

产品的溢价激励作用[37]，激发种粮大户实施质量安

全控制行为的内生动力。 

二是应全面优化粮食质量安全政策环境，放松

约束制度，强化引导、激励制度[38]。一方面，政府

要加强对种粮大户的扶持力度，充分考虑其实际需

求，对使用绿色农资或绿色生产技术的种粮大户给

予经济奖励或物质补贴；另一方面，政府应调整现

行补贴方式或制定补贴政策的后续追踪方案，以确

保补贴资金真正用于粮食质量安全控制。此外，一

味地增强约束制度反而会抑制种粮大户质量安全

控制行为实施的积极性，因此，应努力扶持一批经

济效益好、社会效益强、生态效益优的农业合作社，

使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并对种粮大户的生产活动

进行适度的指导和监督。 

三是应提供更加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

发挥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加大“健康中

国”战略和粮食质量安全保障政策的宣传与推广力

度，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与激励作用，增强种粮大

户对粮食质量安全的认知与了解，强化价值认知对

种粮大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

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和粮食质量安全控制

行为实施效果正外部性的宣传，引导种粮大户形成

可持续发展观念，增强种粮大户生态价值认知在质

量安全控制行为转化中的关键作用。 

四是应设计差异化的制度方案，满足不同代际

种粮大户的异质性需求。政府在宣传培训过程中应

当注意粮食生产者的代际差异，从新、中、老三代

粮农资本禀赋差异、信息获取渠道和实际需求偏好

出发，制定灵活、有效的推广策略，提高教育培训

的针对性。例如，老一代种粮大户对新知识的学习

能力和接受能力较弱，因此要改进知识宣传与技术

培训的方式方法，使用方便他们接触的方式普及政

策信息和绿色知识技术，定期安排农技站工作人员

下乡指导，以“干中学”的方式实现绿色生产技术

的“记忆式”下沉。此外，要充分发挥村干部、邻

里之间的带动作用，改善老一代种粮大户对约束制

度的排斥心理，调动其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实施的主

动性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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