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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政策情境下农业市场化对畜禽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分析

王建华 钭露露 王 缘

摘要：本 ， 、文 养殖户行 的微观层面 约束型环 型环 制与激励型基于 为 通过构建 境规制 引导 境规 环

，规制的政 情境境 策 讨探 政策情境环境规制 下农业 对场化 畜禽 殖 处 为 影响市 养 废弃物资源化 理行 的 ，

在此 础 析 机 与政 规制之 的 互基 上分 市场 制 府 间 相 作用， 东并利用山 省 453户养殖户的 数据进微观调查

。 ： ， 力 对 ，行 果表 先 劳动 市场 禽养殖废 物资源 为有显著 响实证检验 结 明 首 化 畜 弃 化处理行 的负向影

对 ； ，生产服 市 废 资 化处理行 有 的 影 其次 束型环 规 政务 场化 畜禽养殖 弃物 源 为 显著 正向 响 约 境 制 策能

对 ，够扭转产 市场化 畜禽 物资源化 负向 引导型环境 政策在生 服务市出 养殖废弃 处理行为的 作用 规制 产

，禽养殖废 化处理行 的 向 作 激励型环 规 策 出 场场化与畜 弃物资源 为 关系中发挥正 调节 用 境 制政 在产 市

、 力 、化 动 市场 生 服 场化分别 畜禽养殖废 化处理行 均不 调节作劳 化 产 务市 与 弃物资源 为的关系中 存在

。 ，本 ， 、用 因 提出 要通 完善畜 通模式 发 业和提供 产 等此 文 过 禽产品流 展现代农 生 的社会化服务 措施

， 大 力 ，提 农业市场 水 时 境 制政 的实施 形 市 制与环境 制相互推进升 化 平 同 加 环 规 策 度 成 场机 规 的良性

， 。环 以便推 的高 发展循 动畜禽养殖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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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中国 殖是畜禽养 国，近 20 来 类年 肉 总产量 续居 界连 世 首位
①
。 长畜 产量 增 和 业随着 禽 的 行 规模

大的扩 ， 势， 了 染 ，对养 废 物总 趋 环境污 和 排放问题 生 境畜禽 殖 弃 量呈上升 造成 严重的 温室气体 态环

了 大 力。产生 巨 压 ，促进 废 理利用因此 畜禽养殖 弃物合 ，推 殖可持续动畜禽养 发展，不仅 村是 振兴乡

的重要产 命题业 ，也 推是 进碳 与 中和达峰 碳 的重要 措举 。

本文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跨界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ZD117）的资助。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钭露露。

①
资料来源：《我国肉类总产量位居世界首位，行业污染防治日益突出》，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66409400336747

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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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快 禽 殖 弃物 用 殖污 中国 年为加 推进畜 养 废 资源化利 防治畜禽养 政府近几 来 布相继出台与颁

了一 。系列 策环境规制政 2017 ， 办 《年 厅 于推进畜 弃物资源 意国务院 公 印发 关 禽养殖废 化利用的 见》

（ 办国 发〔2017〕48号），要求建 健全 禽 物 源化 用制立 畜 养殖废弃 资 利 度， 了并 相 障 施提出 应的保 措 。

2018年 3月，农业部与 境环 保护部 了制定共同 《 办畜禽 物资源化利 作考养殖废弃 用工 核 法（试行）》，

、 、 三 ，照自 地 方评估和 的程序按 查评分 实 检查 第 综合评价 对各地 2017年至 2020 畜 养殖废弃物年 禽

资 化利 工 行 度考源 用 作情况进 年 核。2020年 6月， 村业农 农 部、生 部 发态环境 印 《 一步明进 确畜禽粪

染 》污 求强化养 的通知还田利用要 殖污 监管 （ 办农 牧〔2020〕23号）； 年同 7月 2日及 7月 31 ，日

村业农 次 进畜禽粪 利用农 部更是两 部署推 污资源化 项目。2021年 1月， 布环 部发生态 境 《关于统筹和

对 》（加强 气 生 环境 护相 工 指应 候变化与 态 保 关 作的 导意见 环 合综 〔2021〕4号），提出 畜通过加强

染 ， 少 ，物污 治理 用等措施 减 气体 现减禽养殖废弃 和综合利 温室 排放 推动实 污降碳 。同 国政协 效应 中

布一府颁 养殖废弃 利 的政策法规系列畜禽 物资源化 用 ， 了 力为 现畜 业 量 展提 有 保实 牧 绿色高质 发 供 障。

改 放革开 40 来多年 ， 了 计划国 现 高度 济 经济体制中 实 由 集中的 经 体制向市场 的跨越， 得农业市使

。 了 计 （场 断加 化发 户 生 结构优化不 快 农业市场 展带动 农 增收和 化 Niehof，2004）， 也 了促进该过程

。一 ， ， 力，必 一农业 与 户行为的转变 面 在 时 提 农业 量效 和 须生产方式 农 方 新 代背景下 高 质 益 竞争 进

， 。 ，才挥 场 制的 场 配置资源 有以市场化 向深步发 市 机 作用 以市 需求为导向 畜牧业只 为导 化改革 能促

，才 （进产 的 动 能不断 户的经济 军品和要素 合理流 提高养殖 收入 刘拥 和 孝薛敬 ，2003）。 一 ，另 方面

必 势，农 市场 的 规 化养 成为 趋 此 畜 养 废弃 居业 化 发展使得 模 殖 然 但由 引发的 禽 殖 物排放量 高不下的问

也 。 ， ，题 亟待解 境问题的外 特征 市场 发 能会出现决 由于环 部性 如果仅仅凭借 机制的自 调节 可 市场失

， ， 染 力 。现象 换言 殖 的防治仍然需 依靠 府 市 化与 殖户 禽 废灵 之 畜禽养 污 要 政 的 量 农业 场 养 畜 养殖 弃

， ，源 处 行为 系 制在两者 挥作用 将直 响到 的绿物资 化 理 之间的关 以及环境规 间如何发 接影 畜禽养殖业

。本 大 东 ， 对展 养殖 省山 调查数据 规 政策情境下农 市场 畜色低碳发 文基于 省的实地 探究环境 制 业 化 禽

， ，弃 资源 处理 为 响 析 场 制与 之 相互作用养殖废 物 化 行 的影 机制 分 市 机 政府规制 间是否存在 的关系 以

。期为深入推 殖业 展与 提 支撑与政进养 的市场化发 转型升级 供理论 策支持

二、文献回顾

、 、 料、 料禽养殖废 在 殖生产过程中 禽排 的 残 养殖 舍的 饲畜 弃物是指 养 畜 放 粪污 食物 渣 圈 垫 剩余

、 落 羽 ， 。 较大物 水 散 毛 等 可 品产出 由 禽粪污产生养殖污 与 的 这些是不 避免的非产 于目前畜 量
①
，因

也 （ ，此 有 粪污 进 例如张晓学者将畜禽 单独列出 行研究 莉等 2021）。 ，着畜牧业 展 禽伴随 的快速发 畜

养殖废弃物也 了为成 染农 面 主 的排 源业 源污 最为 要 放 。 对 大 又面 量 无 的 禽 殖废数 庞 却 法避免 畜 养 弃物，

对 尤 。 ， 、 术行 显得 为重 殖废弃物资 处理 工程 与其进 合理利用就 要 畜禽养 源化 是通过生态 等技 方法 管

，施将畜禽 物转化为 种 业的投入品 从 实现 植 业 间的 性循理措 养殖废弃 能源品和 植 而 种 业与养殖 之 良 环

①
资料来源：《依法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畜牧执法检查（人民日报 7月 27日第 12版）》，

http://www.moa.gov.cn/ztzl/ymksn/rmrbbd/202107/t20210727_63728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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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若梅 2018）， 、 。有 值 济 值与具 环境价 经 价 社会价值

， 一 ，目 将畜禽养 直接纳入农 弃物 环境 并 究前 多数研究 殖废弃物 业废 范畴或农户 行为领域 进行研

义。 ，具有重 意 经整理 养 废弃物资源化 理行 影 研 主要 焦于 下要的借鉴 关于畜禽 殖 处 为 响因素的 究 聚 以

方几个 面。 一其 ， 殖 生 经营 畜 物资源化养 户 产 特征影响 禽养殖废弃 处理行为。Colman（2010）的研究

， 、 对 染结果 畜禽 地经 特 户的畜禽 物处理与 生 著表明 养殖规模 土 营规模等 征会 农 养殖废弃 污 防治产 显

。 （影响 王建华等 2019） ， 、 、研究 现 种 积 养 规模 殖 人 会 著 响养发 农作物播 面 殖 养 劳动 口等均 显 影 殖

对 。 力 、 对 择养 处理 家庭 比例 经营模 禽养 理方 响户 畜禽 殖废弃物的 劳动 人口 式 畜 殖废弃物处 式选 的影

也 （学者证实被相关 Kassie et al.，2013）。 （舒畅等 2017） ，为 养殖户 消 方之间稳定和认 与废弃物 纳

大的纵 关 程 上影 畜禽 殖 物 化 理 果谐 向 系会在很 度 响 养 废弃 的资源 处 效 ，而养殖年限、养 数殖场户员工 、

距 择 。周边 等因素是畜 殖废 处理 选 影响因素农田距离 禽养 弃物资源化 纵向关系 的重要

二， 心 。理特征影 殖 弃物资源化处 行为 者 现 业废 物环 污其 养殖户 响畜禽养 废 理 学 们研究发 农 弃 境

染 （认知 Joyce et al.，2008）、 （资 用 益 知源化利 收 认 Catelo et al.，2001）等 对均认知因素 会 农业废弃

。 计划 对 （物资源化 产生正向影 外学 理论 色 用利用意愿 响 国 者利用 行为 农户的绿 农药使 Muhammad et

al.，2015）、 （参与环保活动 Dijk et al.，2016） 了 ， 计划行为进行 表 行为理论在农 行等 系列研究 明 户

较 。为 域 普 性 国 学者领 具有 强的 适 内 宾幕容等（2017） 对以 生 经 区为 户洞庭湖 态 济 例 湖区农 的畜禽养

了 ， 、 对废弃物资 意愿进行 探 现行 规范 为 农户的畜殖 源化利用 究 发 为态度 主观 与认知行 控制会 禽养殖

较 。 ， （弃物资源 愿 着 为显著的正 影响 外废 化利用意 有 向 此 何可等 2015） 为 际信 与制 信认 人 任 度 任会

对 择。显 农 在 业废 过 化处理方著促进 民 农 弃物处理 程中 于资源 式的选

三， 。外部环境因 响畜 物资 行 环境因素 物处理的其 素影 禽养殖废弃 源化处理 为 外部 包括废弃 便利

。 ， （以 政府的政策支 在便 条 晓 等条件 及 持 利 件方面 王 莉 2017）认 畜禽 殖 物 便 条为 养 废弃 处理的 利 件

对 术会显 殖 利用技 的著影响养 户 于资源化 使用态度。王建华等（2019） 一进 究表步研 明， 性物流便利 、

术技 便利性、 努力 对境 能够降低 行为 进而 户 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 利环 便利性 养殖户的 促进养殖 畜 的 化 用。

，支 方面在政策 持 李乾 （和 玉王 斌 2018） 弈 ， 对于 理 与 分析 究 入 于基 外部性 论 博 框架的研 发现 政府介

义。 一 ， 力 （畜禽 物资源化处 有重 地 政 度养殖废弃 理具 要意 更进 步 府的监管 Kim et al.，2010）、补偿

策政 （Colman，2010）、 权农地确 （高强和张琛，2020） 对都会 农 废 物资源化处理 为产户的农业 弃 行

。显生 著影响

见可 ， 多学 就众 者 畜 养 弃禽 殖废 物 了化 理 为的 进资源 处 行 影响因素 行 研究， 丰硕成果 。 对但通过

理不难发现文献的梳 ， 本 ， 、心外学 野是 主 产经营特 与外部国内 者的研究视 基 相似的 要从生 征 理特征

对 ， 少环 方 畜禽养殖废弃 资源 处 行 释 很境因素等 面 物 化 理行为进 解 学者 虑 市有 考 农业 场化对 禽 殖畜 养

弃物 理废 资源化处 行为的影响。农业 力市场 农业发展的化是推动 原动 ，也 必是实 化的现农业现代 然途

径。 ， （ ，而 农业市场 研究主要 业 产组织模式的 新 王 和然 当前与 化相关的 聚焦于农 生 创 彬彬 李晓燕等

2019）， 对 本 （以 农业 场化 业 资及 市 农 公司 结构 莉李 等，2018） （与 户种农 植效益 高珊等，2013）的

， 对 一 讨。方面 农业 展 养殖户行 影响 步探影响等 市场化发 为的 机制仍待进

， 对 染 。具 品属性 仅仅 调节机制 面 污 进行有效治 市场 制农业环境 有公共 依靠市场 难以 农业 源 理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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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染较制 有互 性 环 规 为 会 规 的重 分 污 为有效与环境规 具 补 境 制作 政府社 性 制 要组成部 是控制环境 的

， （够弥补市场 的缺手段 能 失灵 陷 杜雯 ，陈博翠和 2021）。 对 环 的研究主 宏学者们 于 境规制 要体现在

观与微 面观两个层 。 宏观层面在 ，环境 制能 促 转 升级规 够 进企业的 型 （Murty andKumar，2003），提

染升环 污 效境 治理 率（Tang et al.，2017） 长色 济 效率与绿 经 增 （ 龙廖文 等，2020）。 微在 观层面，环

村 （ ，规制是影 与 域环境治 愿的 林等境 响农户参 理意 重要因素 唐 2020）， 类 的 制措施但不同 型 环境规

对 。 ， 采 双于 的影响存 学 认为 政府在环 规制 程 惩 与补 项措 的农户行为 在差异 有 者 境 过 中同时 取 罚 贴 施

（效 于 独 施惩 措实施 果要优 单 实 罚或补贴 施的效果 傲李 ，群和李学婷 2019）。 ，政府要引入此外 环境

， 、 术 、 议 择自愿 宣传 发 愿协 等方 户选 有利 生 程序与型政策 通过 教育 技 研 创建自 式鼓励农 于环境的 产

， （ ，工具 从 引导 户 治 贾秀 和叶 蔚而 农 参与环境 理 飞 鸿 2016）。

市 直 体 是农 率 和生产要 市场化农业 场化的 接 现 产品商品 的不断提高 素配置的
①
， ，因此 市场农业

必 。本 讨 对在畜 层 体现 文尝 层面探 农 畜 养殖废弃物资化发展 然会 禽养殖户 面有所 试从微观 业市场化 禽

， 一化处 行 机 并基 外部 理 步 境 制 策在 化 废弃源 理 为的影响 制 于 性 论进 分析环 规 政 农业市场 与畜禽养殖

，物资 行为的关系 否能 作用 禽 弃物处理 整与完善源化处理 中是 够发挥调节 以期为畜 养殖废 政策的调 提

，对 义。支 于促进畜禽养 业转 升 要 现实供理论 撑 殖 型 级具有重 的 意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分析

， 择 一 。 ，根据 户 理 的 为 是 个 决 理性经济 以个人农 行为 论 农户 行 选 系统化的 策过程 作为 人 农户会

大 ， ， 择或家 益最 于自 观 评价生产 果 然后选 期 效庭收 化为目标 基 身的价值 与偏好 行为的结 最能实现 望

大 。 小 ， 村 村用最 化的行 商品 理 代 国农 家庭 产 农 展 的为 农 论认为 近 中 的 生 处于 经济发 中 “ 密化过 ”生

， ， 力 ，自 产方式已 维持家庭成 生活 和劳 入产阶段 给自足的生 经不足以 员的 需求 农产品 动 逐渐进 市场

力现农产品 劳动 兼业呈 商品化和 化的特征。因此，农户的行为会 到市 经 结 的共 制约受 场 济与劳动 构 同 ，

本 ， ，着 市 和 产 的波 约 同作用下 断修正经营 与生随 产品 场价格 生 成 动 在相关 束条件的共 农户会不 目标

， 大 。 ，经营 畜 废弃物资 作为农业 的 要环节 具有经产行为 实现 收益最 化 禽养殖 源化处理 绿色生产 重 济

， 也 一 本。 大 ，效益 生 需 养殖 投入 的 个 庭 益 化的 殖与 态效益 但 要 户 定 成 在 人或家 收 最 目标下 养 户会结

本禀 。身资 赋与 条件进行经 策合自 外部约束 营决

外 环境 理部性理论是 经济学的 论基础，主要 染解释 与治理过在环境污 程中 收 与社会收益个体 益 以

及 本 本个体 与 衡 现象成 社会成 失 的 。 ， 。境资 具 共 性 无 他性 竞环 源 有公 资源特 虽 排 但是存在 争性 这意

， 权 ， 对 对 一 。着 虽然环 有明确的产 但个 源的 人 的影响 畜味 境资源没 界定 体 于环境资 使用会 他 产生 定

染 染 ， 。弃物是农 的 要污 源 但畜禽 殖废 物 典 的环 外部 特禽养殖废 业面源污 主 养 弃 处理具有 型 境 性 征 养

， 。殖 行 禽 殖废 的 会面临个 益和社会边 益失户在进 畜 养 弃物处理 行为决策时 体边际收 际收 衡的情况 利

①
资料来源：《构建现代市场体系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市场化改革综述》，http://www.moa.

gov.cn/ztzl/xy19d/fzcj/201710/t20171011_58374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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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益是 的 点经济行为 根 出发 强 了 对 对逐利 殖户 经济 注 遍高于 农业生 安全 生性造成 养 利益的关 普 产 和

。 长 ， 择护 关注 若养 户 短 收 而 期生 将 弃物进行态环境保 的 倘 殖 考虑 期经济 益 非 态效益 选 畜禽养殖废 随

染， ， 本造成环境污 个体 所增 养 承担的环 成为全社意处理 尽管 边际收益有 加 但应由 殖主体 境成 却会 会

本 ， 。 ，成 出 从而造成社 整体 利 部 的存 导致 场 效 如 仅仅的共同 支 会 福 的下降 外 性 在 市 配置 率低下 果 凭

， 。 ， ，借市 自 得资源配 累托最优状 此 根 论 依场机制的 发调节 会使 置偏离帕 态 因 据外部性理 靠政府的

， ， 本介 实施环境 将环境资 性 部化 使得养殖 的个 收 及 会收入 通过 规制政策 源的外部 内 户 体 益与成 以 社

本 。 染 。与成 渐 平 缓 畜 养殖 的益 逐 趋于 衡 这是 解 禽 废弃物污 重要途径

此可见由 ，外 为政府部性理论 实施 来 染 了规制 禽养 污 供 充分的环境 政策 解决畜 殖废弃物 问题提 理

论依据。 了 对 ，为 更有效 殖 畜禽养殖废弃 进行 理 畜 养殖地促进养 户 物 合 利用 实现 禽 业减污 碳 同降 的协

， 门 对 ， 对府 应 约束 禽 的不当处 导与激励养 畜禽效应 政 部 当 养殖户 畜 养殖废弃物 理行为 引 殖户 养殖废

。的资 行弃物 源化利用 为 ， ，在政府实 制政策的 何 现环境约束与 殖户 济然而 施环境规 情境下 如 实 养 经

大 ， 类 ，之 的平 以及 同 环 政 如 发挥收益最 化 间 衡 不 型的 境规制 策 何 作用 成为亟需研究 。题的问

（二）研究假说

，本 了 对基于上 顾与理论分 构建 策情 市 禽养殖废述文献回 析 文 环境规制政 境下农业 场化 畜 弃物资

，化处理行 制 理论模型 如图源 为影响机 的 1 。示所

图 1 环境规制政策情境下农业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机制

， 。 对首 农 会 响畜 养殖 弃 源 行 尽 目前 场 系先 业市场化 影 禽 废 物资 化处理 为 管 于经济市 化的衡量体

较 ， 大 （ ，为成熟 市场化指数 留在 铭等但现有的 多停 省级层面 陆 2010），对 体 化衡量于微观个 的市场

一 。 ， 、还 标准 有学 入 场化 产出市场 与生 经 是 量农 层面 场缺乏统 的 者认为 投 市 化 产 营市场化 衡 户 市 化

（ ，平 指 陈 胜和水 的重要 标 宗 陈胜 1999）。曹阳和王春超（2009） 为农户的 当考虑农产则认 市场化应

、 、 力 。 ，产的 家庭 市 业生产服 化以及农 场 其中品生 商品化 农户 消费支出 场化 农 务的社会 户劳动 市 化

农户家庭 费支 市 农 家庭 费的 金消 出 场化是指 户 消 现 支出占 。费 支 的比 的家庭消 总 出 例 在传统 自然经济

， 本 ， 一态下 农户 费支出中的 支出 低 现 消 的比例能状 家庭基 消 现金 所占比例极 金支出占 费支出 够在 定

产出市场化

劳动力市场化

生产服务市场化

资源化处理行为

激励型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 引导型环境规制

约束型环境规制

农
业
市
场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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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上反映 场 水平 但随着市 化经 的 支 已经 为当 农 费 基程 农户的市 化 场 济 发展 货币 出 成 前 户消 活动的

本 式形 。 此因 ，本文在借鉴 阳曹 和王春超（2009） 关研究的相 基础上， 合中国的现 济发结 代经 展实际，

采 、 力 三 来对 。出市 市 及生产服 个指标 养 的 场化进行衡量用产 场化 劳动 场化以 务市场化 殖户层面 市

对 （ ，产品 出 会 户行 产生 著 响 等农 产 的市场化 农 为 显 的影 肖芳文 2016）。 出 场化 户产 市 要求养殖

。 ， 对为导向进 着经济社会 展 消 品的 已以市场需求 行生产 随 的发 费者 于农产 市场需求 从“数量”上升

到“ 、质量 生态” ， 、 （ ，更高的层 全 农产品逐渐受 消费 的 巍等 面 绿色 安 的 到 者 青睐 文晓 等 2018）。

对 ，对但消 者 于 产 量 主 体 在生 节 的畜禽养 处理环节费 农 品质 的关注 要 现 产加工环 于产后环节 殖废弃物

。 ， 较 较 了 ， 、往往 重视 场化 养 于 关注与 求 在生猪缺乏 因此 产出市 程度 高的 殖户由 解市场需 的选种 饲

、 、 ， 对养 疫 屠宰等环节 重视 色 殖 式 但 殖户 否 畜 废 物 行资防 更 绿 环保的养 方 养 是 愿意 禽养殖 弃 进 源化

讨。 小 ， ， 择 大仍 理性 农理 作为理性经 会选 产经 化处理 有待探 依据 论 养殖户 济人 最能实现生 营收益最

。 ， 对尽管畜禽 物是养殖 非 品产出 但 畜禽 殖废 物 利 仍具的行为 养殖废弃 过程中的 产 养 弃 进行循环 用 有

一 。 ， ， 少对 、定的 济 此 者 出 业废 化 够减 化肥 业资源经 价值 外 有学 指 农 弃物资源 处理不仅能 农药等农

的消耗， 能增 用量还 加资源可利 ， 本于 业生产成从而有助 节约农 ， 农民收入进而提高 （ 飚俊何可和张 ，

2014）。 一 ， 较 ，进入市场获取 入为 殖 户 从事 模养 畜 殖 产 量以 收 养 目的的养殖 般 规 殖 禽养 废弃物 出 多

也 对 。这 意 分 养殖废弃 源化处理更 规模 收益 分味着这部 养殖户 畜禽 物进行资 具有 效应与经济 基于上述

，本 ：出如下假析 文提 说

H1： 对 。场化 养殖 养 废弃物资源化 理行 存 响产出市 户的畜禽 殖 处 为 在正向影

了业市 化助 农 产 市 化 置农 场 推 业生 要素的 场 配 （ ，董 健晓林和熊 2019），市场化 为改革 村农 劳动

力 了 来的就业岗位 取其 机会提供 更多 和获 他收入 源的 ， 也这 意味着 来市 平的提高 多的场化水 使得越 越

村 力农 劳 农 业动 进入非 产 （ ，乔俊果 2011）。作为 产要 的 部生 素 重要组成 分， 力 对劳动 场化 农市 会 业

营 生 接 负面经 活动产 直 的 影响。 （亮聂建 和钟涨宝 2017a；2017b） ， 村 力究发现 农 化会降研 劳动 市场

对 ， 村 力 。低农 地重 并且 农 愿会受到 场化的强 消民 农 要性的评价 农民经营 地的意 农 劳动 市 烈冲击而 减

对 力 较 ， 一 来 。 ，于劳动 市场化 平 高 养 农 生产 营活 并 其 济 入 因此水 的 殖户而言 业 经 动 不是 唯 的经 收 源

较 力 较 ， 力 较 染市 的养殖户 化水平 高的 户愿 殖废相 于劳动 场化水平 低 劳动 市场 养殖 意为畜禽养 弃物污

力 较少，对 也较 。治 时间与精 养殖废弃 源 处理的行为意 弱 基 上防 投入的 可能 畜禽 物进行资 化 愿 于 述分

，本 。提 如下 说析 文 出 假

H2： 力 对 。劳 市 养 畜 养 废弃 处 负向影响动 场化 殖户的 禽 殖 物资源化 理行为存在

小 ， 力 ，农业经营体 规模 营规 作 相匹配 导 乏投由于中国 系以 经营为主 经 模与机械 业能 不 致农户缺

力， 大 择（资购 动 买农业机械社 化服 便 农 的选买农机的 购 会 务 成为 多数 户 如郭 ，良等 2020）。随着农

户 发兼业化 展 村 力 ， 来 。与 劳动 在 节中使用 形越 越普遍 经营农 流失 农户 农业生产环 农机的情 农业 规模

较大 ， ，可能 买 仅可以将 自家的农 可 依赖市场化的 会服的农户 倾向于购 农机 不 农机用于 业生产 还 以 社

， （ ，网 机 会化 务的 式 他 成 场 换 李 健务 络 通过农 社 服 方 与其 农户形 市 交 忠旭和庄 2021）。 ，因此 农机

一 了 （有量在 定 现 养殖户的 服务拥 程度上体 生产 市场化特征 曹阳和王春超，2009）。 对养 禽养殖户 畜

择 、 术 （ ，殖废 方式的选 输 件 技 条件和设 条件 影 等弃物处理 会受到运 条 施 的 响 王建华 2019）， 农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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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一 术 。 ，有量 的 户 养 废 物处 具 设施基础 服务市场拥 多 养殖 在畜禽 殖 弃 理过程中 有 定的技 与 因此 生产

较 较 对化 高的 能 畜 弃 资源化处水平 养殖户 有可 禽养殖废 物进行 理。 述分析基于上 ，本文 假提出如下 说。

H3： 对 。生产服务市场 养殖 的 废 物资 化处 行 在 响化 户 畜禽养殖 弃 源 理 为存 正向影

， 对 。次 境规 农 禽养殖废 化处理行为 响中 应 由其 环 制政策在 业市场化 畜 弃物资源 的影 存在调节效

， ，制 全解决个 负外部性 的 入能够弥补市 失灵 缺 源于市场机 不能完 体行为的 问题 政府 介 场 的 陷 使得资

。 ， 势，置达 帕累 最 态 能 时 境规 渐 化的发展 于废配 到 托 优状 成为可 同 环 制工具逐 呈现出多元 趋 目前关

、 三类。 、弃物处 政策 为约 型 型 约束型 是指政府 罚理的 工具可概括 束型 引导 与激励 环境规制 通过监管

对 （等强制性手段 殖户 行 束 制度款 养 的 为产生约 的 于婷 ，和 法于 稳 2019）。 约 境 制 策情在 束型环 规 政

， 、 。 ，处 废弃物的 能会面临罚 留等 险 依 论境下 随意 理畜禽养殖 养殖户可 款 拘 行政处罚风 据前景理 行

对 对 。 ， 了 ，体 于损失 高于 于收 度 此 为 避免受到 政处 养 能 守为主 的敏感度 益的敏感 因 行 罚 殖户更可 遵

，对 。 门 、相 的条 规 禽 弃 进 资源 导 是指政府 展宣传关 例 定 畜 养殖废 物 行 化处理 引 型环境规制 部 通过开

训培 、指 农技 极引 参 养殖废弃 处理的制导等 推广活动积 导养殖户 与畜禽 物资源化 度（ 和 芳芳陈新忠 李 ，

2014）。 ， 对在引导型环 规制 策 策 传有 于提 养 补 惠 策 知晓境 政 情境下 政 宣 助 高 殖户 贴等优 政 的 度与接

， 训 对 染 ， 术度 于提升养 禽养殖废弃 的认 指导 殖受 教育培 有助 殖户 于畜 物污 知水平 而技 能够将养 户的

。 ，论技能转 实践 可见 境 制政策为养殖 进行 禽 物 源化 理提理 化为具体 引导型环 规 户 畜 养殖废弃 资 处 供

了 术 。 门重 信 与 保 激励 制 部 借助市 导微观主体 境行要的 息支持 技 障 型环境规 则是指政府 场信号引 的环

、 染 （ ，物污 可 化的制度为 促使废弃 问题趋向 控和优 许秀梅 2015）。 ，激励型环 策 境下在 境规制政 情

门 ， 本， ，政府部 向 殖户 供 废 物资 化处 补 够 源 处 成 分 失养 提 畜禽养殖 弃 源 理 贴 能 分担资 化 理 散经营损

， 。 ，本 。化产品收 进养殖户实 源化 于上 提 假说并增加资源 益 进而促 施资 处理行为 基 述分析 文 出如下

H4： 对环境 在农业市 户 禽养殖废弃物 源化 理 响 存在 向调规制政策 场化 养殖 畜 资 处 行为的影 中 正 节

。效应

四、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 来所 数 源 课题文 使用的 据 于 组 2018年 7～9 对 东省月 山 6市 30 （ 、 ） 展的养殖县 市 区 开 户调

。 东 本 ： 一， 东 大 ，取山 省作为 份的 山 省 禽 畜牧业规 多查 选 样 省 原因在于 第 是中国畜 养殖 省 模与产值

来 ， 小 ， 东 ， 大年 居于 虽 仍以中 养殖户 主体 山 化 殖水 在不 提 多全国首位 然 为 但 省的规模 养 平 断 升 与 数

较 ； 二， 东 大， ，的 殖 况 为 省 殖规模 产 度快 畜禽养 弃物地区 养 情 相符 第 山 由于畜禽养 业发展速 殖废 量

多面广， 也 染此 是 废 的高风险因 畜禽养殖 弃物污 地区， 较大 力着 的畜禽 物 理压面临 养殖废弃 处 ； 三第 ，

东山 省人 政府民 于 2017 了《 东 》， 大了年 加 推进 禽养 废 资 用 施 案 加印发 山 省 快 畜 殖 弃物 源化利 实 方

力 ， 了较养 理的政策 为显著的成关于畜禽 殖废弃物处 度 并取得 效
①
。 东题组 山 省课 在综合考虑 内各城

①
资料来源：《山东畜禽养殖废物处理利用率达 89.8% 高出全国 14个百分点》，http://news.iqilu.com/shandong/yaowen/

2020/0925/46587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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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 耕 ， 了较的 放量 畜禽 物排放量 地 积负荷的基础 最终 取市 污 物排 养殖废弃 以及单位 面 上 选 具代表性

的 6 本 ， 、潍 、 、 、 州 菏泽 。 计样 市 济南 坊 安 市 市 市 调 循个 即 市 市 泰 市 临沂 德 和 查过程遵 分层设 与随

， ，机抽样的 以原则 首先 6 本 ， 本 ， （ 、 ）个样 市为 抽样 样 市 市 区生初级 单位 在每个 中 根据县 区 的地

， 、较 、一 、较 、产总 序 分为很 很值进行排 高 高 般 低 低 5类， 类从每 中随机抽取 1 （ 、 ）个县 区市 ；

其次， 对 本畜 养殖 数量 县依据 禽 户 样 （市、区）内的乡（镇）进 排行 序，在畜 数禽养殖户 量排名前 50%

（ ） 择乡 镇 中随的 机选 1 本个样 乡（ ）； ， 本镇 最后 在 样每个 乡（ ） 择镇 中随机选 15～20户养殖户

。 了调 调查过程进行 查 整个 共抽取 540 本 ， 对 ， 本样 养殖户 的 效性检验 最终 于 文 究户 通过 问卷 有 用 研

量的问卷数 为 453 。份

本调 样 中查 ， 个 征在 体特 方面，62.3% 受 者 男性的 访 为 ，61.59% 的的受访者 年龄在 40～59 间岁之 ，

已婚的受访者占 92.72%， ，受访者文化 偏低 为初 的 占层次 受教育水平 中及以下 受访者 68.65%。在养

殖特征方面，75.83%的养殖户 殖为兼职养 户，养殖规模在 100头以 的养 户下 殖 占比为 53.42%。 认在 知

特征 面方 ，近 40% 对 染养 认 养 废 物会 与 不同程度的 殖户 为畜禽 殖 弃 空气环境 水环境造成 的污 ，但只有

24.28% 染。的养殖户 畜禽 会造认为 养殖废弃物 成土壤污

根据 村农 部农业 数据， 每年畜禽 量 为当前中国 粪污产生 约 38亿吨， 染畜禽粪 是造 农污 成 业面源污

一的 要原 之主 因
①
。 ，本 对 对 ，因 文 殖 禽 污 处理 点此 以养 户 于畜 粪 的 方式为重 研究 象 了 本样 养殖收集

，户 污处理情况 如表的畜禽粪 具体 1 。所示 、 、 酵污处 为 弃 直接还畜禽粪 理行为分 随意丢 田 堆肥发 、

沼 池建 气 、有机 及肥加工以 装鲜 六 类出售 种 型。表 1 示显 ， 本在 调次 查中，20.53% 殖 曾经 畜的养 户 将

，禽 污 丢粪 随意 弃 64.68% ，对 酵、沼殖 曾 将畜 接 污进行过 化的养 户 经 禽粪污直 还田 畜禽粪 堆肥发 气 、

有机肥加工与鲜装 户占出售的养殖 比分别为 30.68%、15.01%、6.62%、19.43%。可见， 还田仍然直接

。目前处理 的 主要方式是养殖户 畜禽粪污 最

表1 样本养殖户畜禽粪污处理行为选择分布（多选）

随意 弃丢 直 还接 田 酵堆肥发 沼 池建 气 有机 加工肥 装鲜 出售

本样 数 93 293 139 68 30 88

比百分 （%） 20.53 64.68 30.68 15.01 6.62 19.43

（二）模型设定

，本 了 ，借 已有 础 殖户畜禽 物资源化处 为的 型在 鉴 研究的基 上 文构建 养 养殖废弃 理行 影响因素模

：模 形型的具体 式如下

0 1 1 2 2 n ni x x xy          （1）

（1） ，式中 当 少 择 一 对 ，养 任何 种资 方 畜禽养殖废弃 进行 理殖户至 选 源化处理 式 物 处 时 y  1；

未 择 一 ，户 选 任 种资 化 方当养殖 从 何 源 处理 式时 y  0。 1x 、 2x …… nx 别 表 响分 代 影 养殖户 选行为

①
资料来源：《依法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畜牧执法检查（人民日报 7月 27日第 12版）》，

http://www.moa.gov.cn/ztzl/ymksn/rmrbbd/202107/t20210727_63728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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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因素， 差项为误 。 本在 文中， 对 择 一 二殖户 于畜禽 废弃 的选 量由于养 养殖 物处理方式 是 个 分变 ，

因此本 择二选 元文 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形式如下：

1

ln( )
1-

n
i

j j
ji

p x
p

  


   （2）

（2）式中， jx 表 第示 j个影响养殖户畜禽 殖 理 为的养 废弃物处 行 素因 ， ，表 常示 数项 j 表

，系示回归 数 �为 差项误 ， ln( )
1-

i

i

p
p

表示第i 对养 殖废弃物 化处理与没 行个 殖户 畜禽养 进行资源 有进

资源化处理的 对发生比的 数。

（三）变量说明

1.被 释变量解 。在畜禽粪 式中污处理方 ， 染随意 接 田会导致环境丢弃与直 还 污
①
， 酵而堆 发肥 、建

沼 池、 肥 工以气 有机 加 及鲜装 。 ，售 于 处 行 因此出 则属 资源化 理 为 若 少 择 一至 源化养殖户 选 其中 种资

， 义 对 了 ；处理 定 为 畜禽养 弃物 处理方式 则被 殖废 进行 资源化 若 未 择 一从 何 种资源养殖户 选 过任 化处

， 义 未对 。式 则被定 殖 弃物进行资源 处理理方 为 畜禽养 废 化

2. 心 。核 释变量解 业 场化 味着 业 方 传 的 给自 面 商品农 市 意 农 生产 式要由 统 自 足转变为 向市场实行

化、专业化生产，具体包括农 的市 生产 场产品 场化和农业 行为的市 化。本 鉴文借 曹阳和王春超（2009）

， 了 三 ： 、 力 。研究 选取 市 化特征的 个指 产出 场 场 以及 产服 市的 体现农业 场 标 市 化 劳动 市 化 生 务 场化

3. 。制变量控 （借 以 相关鉴 往 研究 于婷 ，和于法稳 2019； ，和江易华张郁 2016），本 择文选 如下

： 、 、 、 ； 类 、控制变量 受 性别 态 受 等 征 养殖户 模等养殖访者 年龄 婚姻状 教育程度 个体特 型 养殖规 特

； 大 染 、 染 、 染 。物 污 认知 废弃物 体污 知 壤 认知 认知 征征 废弃 气 水 认 废弃物土 污 等 特

4. 。调节 量变 本 择 、 三约 型 境规 导 政策与激 规制政策 个文选 束 环 制政策 引 型环境规制 励型环境 维

对 ： 对 门对 力环境 量 通 殖 保部 畜禽 物处理过 度 看法度 规制进行衡 过询问养 户 于环 养殖废弃 程的监管 的

来对 ； 对 对约束型环 规制 策 通 询问 殖户 当 府 殖 弃 无害 宣境 政 进行赋值 过 养 于 地政 畜禽养 废 物 化处理的

来对 ； 对法 引导型 政策进行赋 过询 获得 废 源化处传情况的看 环境规制 值 通 问养殖户 于 畜禽养殖 弃物资

来对 。理 的难易程 激 型环境规制政 进行 值生态补偿 度的看法 励 策 赋

义及 体赋 如表变量的含 具 值 2 。示所

表 2 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名变量 称 标赋值 准 均值 标准差

变被解释 量 资源化 理行为处
少至 择一 化选 项资源 处理方式=1； 择 一选 任没有 何 项

资源化处理方式=0
0.550 0.498

心 释核 解 变量
出市场化产

“ ？禽养殖的 是 么您进行畜 主要用途 什 ”满足家庭需

要=1；两者 有兼 =2； 获 收入进入市场 取 =3
2.318 0.711

力动 市 化劳 场 力劳非农 动 人数/ 力家 总 动 人庭 劳 数 0.524 0.201

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畜禽粪污还田利用要求强化养殖污染监管的通知》，http://

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20/content_5520767.htm。



环境规制政策情境下农业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分析

- 10 -

务生产服 市场化 拥有的农家中 机台数 0.821 1.010

制变量控

性别 男=1；女=0 0.623 0.485

年龄
30岁以下=1；30～39岁=2；40～49岁=3；50～59岁

=4；60岁及以上=5
3.119 1.101

姻婚 已婚=1；未婚=0 0.927 0.260

受教育程度
以下初中及 =1；高中或中专=2；大专=3；本科=4；研

究生及以上=5
1.459 0.813

类养 户 型殖 职兼 养殖户=1； 职 殖户全 养 =0 0.748 0.434

殖规养 模

100头以下=1；100～500头=2；500～1000头=3；1000～
3000头=4；3000～5000头=5；5000～10000头=6；10000

头 上以 =7

2.249 1.760

大 染气 认废弃物 污 知

“ 染 染（您觉 殖 造成空气得畜禽养 废弃物污 会 污 如臭

） ？吗气 ”完全不同意=1； 太不 同意=2；中立=3；比

较 意同 =4；非常同意=5

3.102 1.152

染弃 污 认知废 物水体

“ 染 染（您 养殖废弃 成 污 如水体觉得畜禽 物污 会造 水

营养化）吗？”完 不全 同意=1；不太同意=2；中立=3；

较同意比 =4； 常非 同意=5

3.117 1.126

染废 壤 认弃物土 污 知

“ 染 染（您觉 殖 造成土壤得畜禽养 废弃物污 会 污 影响

作物农 ） ？吗 ”完全 意不同 =1；不太同意=2；中立=3；

较比 同意=4； 意非常同 =5

2.594 1.197

量调节变

约束型 政策环境规制

“ 门您在 废 物处理过程中 到环 部畜禽养殖 弃 受 保 的监

力 ？如管压 何 ” 力毫无压 =1； 力较小压 =2；一般=3；

力较大压 =4； 力 大压 很 =5

2.664 0.981

导 规 政引 型环境 制 策

“ 对 染当地 养 及畜禽养政府 畜禽 殖污 状况以 殖废弃物

力 ？无害化处理 传 度的宣 如何 ” 传没有宣 =1；力 较度

小=2；一般=3；力 较大度 =4；力 大度很 =5

2.660 0.864

激 境规制政励型环 策

“ 政府关于 废 物资源化处理 态补您获得 畜禽养殖 弃 生

？的 如偿 难易程度 何 ”非常 容易不 =1； 太不 容易=2；

一般=3； 较比 容易=4；非常容易=5

2.671 0.836

五、实证分析

（一）农业市场化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

1. 计 果估 结 。 一 ，本各 能存在多 进而影响回 果的 性 文考虑到 变量之间可 重共线性 归结 致性与无偏

对 量 关性检验首先 自变 进行相 。 显示检验结果 ， 小各自 的 关系数 于变量之间 相 0.8，表明 变量 存自 间 在

小线 的可 性很多重共 性 能 。表 3 了二汇报 元Logistic的 果回归结 ， 归回 （1） 所有 模将 变量纳入 型进行

分析。此外，本文借鉴于婷 于法稳和 （2019）的做法， 回归在 （1） 用反的基础上利 向筛选法，逐步剔

，不显著的 所有变量除 变量 直到 均通过 10% ， （显 性检验 由此得 回归的 著 到 2）。 表由 3 ，可知 回归

（1）与 归回 （2） 未的 数与 著 生 化系 显 性 发 明显变 。 也 一 了在 程度 型 稳健性这 定 上验证 模 回归结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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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

（回归 1） （回归 2）

数系 标准误 系数 准误标

产出市场化 0.082 0.156

力劳动 市场化 -0.897* 0.538 -0.927* 0.530

产 场化生 服务市 0.306*** 0.101 0.311*** 0.099

性别 0.267 0.222

年龄 -0.352*** 0.117 -0.382*** 0.100

婚姻 0.163 0.494

受教育程度 0.219 0.157

类型养殖户 -0.631** 0.275 -0.665** 0.266

殖规模养 0.246*** 0.073 0.257*** 0.072

大 染废弃物 污 认气 知 0.038 0.109

染废 污 知弃物水体 认 -0.062 0.117

染废 物土 污弃 壤 认知 0.200* 0.104 0.201** 0.601

-2对数似然值 540.733 544.471

NagelkerkeR2 0.223 0.214

本样 量 453 453

：注 ***、**、* 别表分 示 1%、5%、10% 。性的显著 水平

2. 计估 结果分析。（1） 对农业 禽养殖废弃 源化 影响市场化 畜 物资 处理行为的 。表 3显示， 出产 市

对 未 ，畜禽养殖 源化处理 响 过显著性检验场化 废弃物资 行为的影 通 H1 。有得 验 是 为没 到 证 这可能 因 ：

对 较 来尽 于产 市 水 养 户管 品 场化 平 高的 殖 说，对 一畜禽 物 处理具有 效益养殖废弃 进行资源化 定的经济 ，

了但畜禽 废弃 理需 解 求养殖 物资源化处 要养殖户 相关要 ， 术 力并具备 与技 处理环境知识 能 （司瑞石等，

2020）； ， 对 未 ， 对是 目前中国 于 禽养 废 化 理的 关政 尚 养 乏 关但 畜 殖 弃物资源 处 相 策 普及 殖户缺 相 政

术 ， 。 也策信 技 养殖户难 化处理意愿 为处 味着息与处理 的掌握 因而 以将资源 转化 理行为 这 意 环境规制

对 。 力政 是解释产 畜禽养殖 源 处理行为的影 不显 的 因 劳动策可能 出市场化 废弃物资 化 响 著 重要情境 素

对场化 禽 废 源 处 行为 著市 畜 养殖 弃物资 化 理 的影响显 且系数为负， 了验证 H2。该结果表明， 农劳动非

力 力 大 对 较小。人数 庭总 重越 畜 废弃物进 处理的可占家 劳动 人数比 的养殖户 禽养殖 行资源化 能性 其可

： 来 村 力 村 力 少，能 原因在于 市场 改革 的 流 接导 农 劳 数 这 易 畜的 化 带 农 劳动 外 直 致 动 量减 不仅容 使 禽

染养殖 整废弃物污 治处于“ 参与无人 ” ，也 大 了 。的尴 很 程度上降 境治 产服尬境地 在 低 环 理的效率 生

对 ， 了畜 废弃物资 行为的影 系 为正 验证务市场化 禽养殖 源化处理 响显著且 数 H3。其可 的原 在能 因 于：

较 较 术 ，务 场化 平 高 养 往往 的 与 施基 禽 资源化处生产服 市 水 的 殖户 具备 好 技 设 础 拥有畜 养殖废弃物 理

条件的便利 ， 较少 努力从而能 出 的够付 行为 ， 对 也较大禽养 进 化处理的因而 畜 殖废弃物 行资源 可能性 。

（2） 对殖户个体 殖 征 畜禽养殖废 物资 化 的 响养 特征与养 特 弃 源 处理行为 影 。表 3 示显 ，受 者访 年

对 ， 、 、畜 废 物 源化 有 影响 但性 态 受教育程 个体龄 禽养殖 弃 资 处理行为 显著的负向 别 婚姻状 度等 特征

对 未 。对 类殖废 化 为的影响 著性检验 型 养殖规模等养 特畜禽养 弃物资源 处理行 均 通过显 于养殖户 与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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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对 。 ，征 言 畜 养殖 弃物 源 理 显 的 向影 表 殖而 养殖户 型 禽 废 资 化处 行为有 著 负 响 该结果 明 与兼职养

， 较 。 了户相比 户 愿意实施 养殖 化处 殖 过 显著性全职养殖 畜禽 废弃物资源 理行为 养 规模通 检验且 归回

， 大 对 。系数为 殖 模越 的养殖户 有可 畜 弃 进行 源化 用 养 的正 表明养 规 越 能 禽养殖废 物 资 利 随着 殖规模

大， 也 。 ，对 较大 ，对畜 养殖 产 增加 这说 规模 的养殖 言 畜扩 禽 废弃物的 生量 会随之 明 于养殖 户而 禽养

较 。物进 处 规模效益殖废弃 行资源化 理 具有

（3） 染 对禽养殖废 知 禽废弃物资源 处理 为养殖户畜 弃物污 认 畜 化 行 的影响。 表由 3 知可 ，废 物弃

染 对 。 ，土 污 养 畜 养 废弃 处 著的正向 果表明 认为壤 认知 殖户的 禽 殖 物资源化 理行为有显 影响 该结 畜禽

对 染 对 较大。养殖 壤造 殖 养殖废弃 源化处理 这 能是因废弃物会 土 成污 的养 户 畜禽 物进行资 的可能性 可

： ， 较 染 大 染， 对 染为 土地 源是 业 重 的物 基础 于 污 养 户 壤污资 农 生产最为 要 质 相 水体 与 气污 殖 土 的认

，也 了 染 。为 能为 避免 进行畜禽养 弃物知更 强烈 更有可 土壤污 而 殖废 资源化处理

（二）环境规制政策对农业市场化与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调节效应

借鉴张 （易郁和江 华 2016） ，本 、法 文分别 环境规制 型 境规制政策与的做 以约束型 政策 引导 环 激

三 ， 本 。励型 境 个 量的 值作 分 准 户 区 为低 与 接环 规制政策 变 均 为 组标 将养殖 样 分 于均值组 高于均值组

来，本 ， ， 二下 文以 废弃物资源 理行 农业 自 助 元畜禽养殖 化处 为为因变量 以 市场化为 变量 借 Logistic

对 本 ， 较 大小 ， 类模型 样 进行回 同 别的系数 与显 性水 以 型 环境分别 两组 归 并比 不 组 著 平 检验不同 的 规

。制政 在 市 畜 养 废弃 处 的正向调 归结果如表策 农业 场化与 禽 殖 物资源化 理行为之间 节效应 回 4所示。

表 4 环境规制政策对农业市场化与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的调节效应

约束 政策型环境规制 境 策引导型环 规制政 激励型 政策环境规制

低于均值组

（1）

于 值高 均 组

（2）

低于均值组

（3）

高于 值均 组

（4）

值低于均 组

（5）

高于 值均 组

（6）

出 化产 市场 -0.466**

（0.225）

0.799***

（0.277）

0.141

（0.244）

0.048

（0.214）

0.050

（0.191）

0.098

（0.307）

力劳动 场市 化 -0.644*

（0.831）

-0.412*

（0.835）

-0.447*

（0.892）

-0.364**

（0.723）

-0.858*

（0.649）

-0.644*

（0.967）

生产服务市场化 0.423***

（0.147）

0.137*

（0.166）

0.125

（0.161）

0.431***

（0.140）

0.273**

（0.123）

0.499**

（0.207）

别性 -0.192

（0.315）

0.396

（0.380）

0.666*

（0.370）

0.051

（0.294）

0.627**

（0.286）

-0.086

（0.420）

年龄 -0.439***

（0.165）

-0.137

（0.198）

-0.647***

（0.219）

-0.220

（0.147）

-0.460***

（0.153）

-0.242

（0.208）

婚姻 -0.239

（0.782）

-0.069

（0.774）

0.634

（0.905）

-0.059

（0.621）

-0.709

（0.674）

0.443

（0.793）

教育程度受 -0.170

（0.218）

0.624**

（0.273）

-0.098

（0.296）

0.346*

（0.199）

0.002

（0.212）

0.485*

（0.254）

类养殖户 型 -0.882**

（0.354）

-0.029

（0.557）

-0.579

（0.462）

-0.735*

（0.362）

-0.183

（0.370）

-0.254***

（0.473）

养 模殖规 0.147* 0.391** 0.208* 0.236** 0.201* 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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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0.170） （0.119） （0.097） （0.099） （0.123）

大 染废弃物 气污

知认

-0.242

（0.159）

0.284

（0.182）

0.162

（0.166）

-0.099

（0.159）

0.191

（0.139）

-0.253

（0.207）

染废 污弃物水体

认知

-0.050

（0.165）

0.026

（0.210）

-0.052

（0.183）

-0.053

（0.169）

-0.215

（0.149）

0.149

（0.219）

染弃物土壤废 污

认知

0.278*

（0.143）

0.091

（0.177）

0.148

（0.169）

0.208

（0.141）

0.128

（0.127）

0.312*

（0.194）

-2对 似然值数 305.488 186.095 205.054 321.895 344.582 177.193

NagelkerkeR2 0.201 0.330 0.285 0.223 0.207 0.335

本样 量 274 179 179 274 283 170

：注 ①***、**、* 表分别 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② 。号内 标括 为 准误

由表 4 ， 对可 约束 环境 制 在 场 畜 养殖 源 的影响中知 型 规 政策 产出市 化 禽 废弃物资 化处理行为 存在

， 力 、 对调节作用 在 市场 市场 殖 资源化处 影响中不正向 劳动 化 生产服务 化 畜禽养 废弃物 理行为的 存在

。 力 较小 ， 较 对作 在约束型环境 制政 度 产 市场 程度 的 户 殖 弃调节 用 规 策 的情境下 出 化 高 养殖 畜禽养 废

较小， 力 较大 ， 较进行 理 在约束型 政策 度 的情 产出 高物 资源化处 的可能性 但 环境规制 境下 市场化程度

较 ， 了 对的 易 禽养殖废 化处理行 型 境规制政策扭 产出 场养殖户 容 实施畜 弃物资源 为 即约束 环 转 市 化 畜

。殖 弃物 源化 理 的 用禽养 废 资 处 行为 负向作

、 力 对导 环境 在 劳动 市场 殖废弃物资 处理 中不引 型 规制政策 产出市场化 化 畜禽养 源化 行为的影响

， 对 。作 产服务市 养殖废弃 处 行为的影响中 在正 调存在调节 用 在生 场化 畜禽 物资源化 理 存 向 节作用 这

： 对 、 酵可 是因 畜禽 殖 物 处 需 养殖 用 殖废弃物 发能 为 养 废弃 资源化 理 要 户利用农 机械 畜禽养 进行堆肥

术 ， 术 力 。 门 训、等相关技 技 能 施资 行 要约束条 通过培 指处理 是养殖户实 源化处理 为的重 件 政府部 导

， 禀 术 训，推 活动 根据养殖 模和 域 性 素向 殖户 供 的 够 助等农技 广 规 地 赋等异质 因 养 提 匹配 技 培 能 帮 养

术 ， ， 。殖户 颈 械的使用 促进养殖户 资源突破技 瓶 提升农用机 水平 进而 实施 化处理行为

、 力 、 对激励 制 产出市场 场化 生产 化 禽养殖废弃物 源化型环境规 政策在 化 劳动 市 服务市场 畜 资 处

。 ：理 响 均不 在调 作 可 因 于 管政 过 补贴的形行为的影 中 存 节 用 其 能的原 在 尽 府希望通 给予养殖户 式激

， 对 力 ，殖户进行畜 殖废 处理 贴 宣传 度不 准没有达励养 禽养 弃物资源化 但政府 补 政策的 足 补贴标 到受

偿 ， 对 较 ， ， 较 ，平 殖户 补贴政策 满意 与 因 激励 环境 制 的 果 难水 养 的 度 接受度 低 此 型 规 政策 实施效 弱

对 。激励 禽 进行资源以 养殖户 畜 养殖废弃物 化处理

计 了上估 结果部 证以 分验 H4。农 影响 禽 弃物资源 为的重要业市场化是 养殖户畜 养殖废 化处理行 因

， ， 。于 业环境的外部 特征 凭 难 使得 源配 达 优 境 制 策是素 但由 农 性 仅 市场机制 以 资 置 到最 状态 环 规 政

门 ， 类 ， 对行 重要手段 的环境规制 情境 化 养 养政府部 进 环境治理的 在不同 型 政策 下 农业市场 殖户畜禽

。物资源化 的影响存殖废弃 处理行为 在差异

（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的讨论

1. 。稳 性健 检验 ， 村 力大 （ 小 ，随着农业 市场 发 量 流导 人口 利 消的 化 展 农 劳动 外 致 红 逐渐 失 罗 锋

2020）， 村 力 势。 ，农 动 现老 常劳 呈 龄化趋 通 已处于“ 之年花甲 ” ，的老 身体原因 不 多年人由于 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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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经营 等事农业生产 活动 何可 2015）。 ， 来 ，对政府角度 养殖废弃 处并且 从 看 于畜禽 物资源化 理

对方式的推广应 劳动 龄 要以 适 人口为主 象。在中国， 划根据 年 年 准老 人的 龄 分标 ，60 岁 上的周 以 男性

与 55 。 ，本 择 村 力 本，岁 被称为老 文选 剔除农 劳动 殖户周 以上的女性 年人 因此 老年 样 在控制养 个体

特征、 染养 与畜禽养 污 认知特殖特征 殖废弃物 征之后， 二新 行 元重 进 Logistic回归，结果 表如 5所示。

对通过 比表 3 表与 5 ， 、 力 对结果 知 产 市 劳 化 生 服务 殖的 可 出 场化 动 市场 与 产 市场化 养 户畜禽养

废弃物资 行为的回归 与表殖 源化处理 结果 3 （回归 1） 本一 。 ， 力基 致 动 与生的结果 这表明 劳 市场化

对 。 ，产服 畜禽养殖 源 处理行为存在 著影 此 著 检验 控制 量务市场化 废弃物资 化 显 响 外 通过显 性 的 变 依

、 类 、 染 。是 殖 型 殖规 弃 知 这旧 年龄 养 户 养 模以及废 物土壤污 认 4个变 亦与表量的影响 3 一保持 致。

表 5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剔除老年人样本）

数系 标准误

场化产出市 -0.010 0.166

力劳动 化市场 -0.681*** 0.643

务市场化生产服 0.297*** 0.111

性别 0.381 0.239

年龄 -0.368** 0.150

婚姻 0.227 0.517

受教育程度 0.209 0.161

类殖 型养 户 -0.570** 0.286

养殖规模 0.227*** 0.074

大 染废 物 气 认弃 污 知 0.031 0.118

染水 污 认废弃物 体 知 -0.138 0.123

染废弃 土 认物 壤污 知 0.230** 0.111

-2对 然数似 值 478.135

NagelkerkeR2 0.189

本样 量 396

：注 ***、**、*分别表示 1%、5%、10% 。显的 著性水平

2. 讨 。关 的 论于内生性 对 ， 本 未特征可能会 户行 但由 述 控制地区 养殖 为产生影响 于 文在上 回归中

， ，地区 可能会遗 而 致内生性 进而 得实 结特征 因此 漏变量从 导 使 证 果有偏。一 ，地 定效 方法般 固 应 是

一 择， ， 本解 问 效 但 定效 面 使用的数 时间变化的 面决这 题的有 选 固 应适用于 板数据 而 文 据是没有 横截

， 采 。 ，数 用固 法 情况下 张据 因此无法 定效应方 在这种 爽 （等 2007） 去除地区 以 效地认为 的均值可 有

。 本控制地区 定效 而 释 量固 应 文的被解 变 “畜 养殖 弃 源 行禽 废 物资 化处理 为”属于 0-1 ，离散变量 去

一 ， 也 了的 地区养殖 参与率 这 意 被解 均值 散 成除 均值是每 个 户的平均 味着 释变量去除 后就从离 变量变

， 。 ，本连续变 证模型变 型 此 文借鉴张量 使得实 为线性模 因 爽 （等 2007） ， 择的研 选 归究 哑变量回 的

，方式 回归 型 入在 模 中加 包括第 1 （ 、 ）个 市 到第县 区 29 （ 、 ）在个县 市 区 内的 29 （ 、区个县 市 ）

的哑变 归量进行回 ，将第 30个县（市、区）作为基准组， 来控制 效以此 地区固定 应。 计 果如表估 结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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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表 3 表与 6 ， 力 、 、 、 类 、的回归 发 劳动 市场化 生 服务 场 殖 型 养结果可以 现 产 市 化 年龄 养 户

染 对规模 及 养 物 壤 认知 废 处理行为 然通过显著殖 以 畜禽 殖废弃 土 污 畜禽养殖 弃物资源化 的影响仍 性检

。 ， 未 ， 也 本验 这 地区 后 回归结果 著变化 这 区 征在 文表明 在控制 固定效应 模型的 并 发生显 意味着地 特

较 力。中不具 强的 释备 解

表 6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行为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控制地区固定效应）

系数 误标准

出市 化产 场 0.034 0.193

力劳动 市场化 -0.621** 0.629

生产服务市 化场 0.329* 0.117

别性 0.173 0.270

年龄 -0.452*** 0.140

婚姻 0.140 0.565

教受 育程度 0.021 0.190

类户 型养殖 -0.633*** 0.355

养殖规模 0.238*** 0.089

大 染物 气污 认知废弃 0.098 0.134

染物水废弃 体污 认知 0.004 0.144

染弃物 知废 土壤污 认 0.168* 0.130

-2对 值数似然 439.856

NagelkerkeR2 0.446

本样 量 453

：注 ①***、**、*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② ， 。篇 地区哑变量的 归结 省限于 幅 回 果 略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 ，对 大 东 ，微 视角 殖 省 省 禽 进 实 调查 行 部性文基于 观 养 山 的畜 养殖户 行 地 借助农户 为理论与外

， 对 ，理论 市场化 畜禽 废弃 理行 机 入环境规 为调节探究农业 养殖 物资源化处 为的影响 制 并引 制政策作

， 一 。 ： ， 对变 析 场机制与政府 制间 相 果 明 首 产出 场 会 的量 进 步分 市 规 的 互作用 结 表 先 市 化不 养殖户

， ，禽 殖废 化 生显著影 束型环境规 策的 市场畜 养 弃物资源 处理行为产 响 但在约 制政 调节下 产出 化能够

对 ； ， 力 力著 殖户 畜禽 物进行资 其 劳动 市场化导 从事 业 渐显 促进养 养殖废弃 源化处理 次 致 农 的劳动 逐

少，对 ， 也 力畜禽 殖废 物 化 为 在 极影 境 以扭转劳减 养 弃 资源 处理行 存 消 响 并且环 规制政策 难 动 市场化

对 ；畜禽养殖废 资源 的负弃物 化处理行为 向影响 后最 ， 务市场化 正向影响 畜生产服 能够显著 养殖户的

， ， ， 对养殖废弃物资 化处 行 引 型环 规制 调 生 市 化 殖户禽 源 理 为 此外 在 导 境 的 节下 产服务 场 养 畜禽养

。废 处理行为 够显著增强殖 弃物资源化 的影响能

本 ， 。结论 禽养 处 畜禽养殖 级提供以 示文的 可为推进畜 殖废弃物 理 促进 业转型升 下几点启

一， 对 ，尽管产出市场 畜禽 殖 源 处理 为的 响 著 束 环 规制第 化 养 废弃物资 化 行 影 不显 但在约 型 境 政

力 较大 ， 。 ，一情 场化能够 养殖户的畜 殖废 处理策 度 的 境下 产出市 正向影响 禽养 弃物资源化 行为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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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方 善畜禽产 式 鼓励养 流 领域 通过农贸 场超 化 销 组面 要完 品流通模 殖户进入 通 市 市 成立农民 售

、 ，织 辟线 销 道 降 养 户进开 上 售渠 等形式 低 殖 入市场的“门槛”。 一 ， 门 一部 需要进另 方面 政府 步完

， 大 力 ， ， 必 。禽养殖废弃 理的 监管 到 可依 有制善畜 物处 相关规定 加 度 切实做 有制度 度 依

二， 力 ， 力 少动 市场化 现 乡之间资源配 的重 途 劳 数量 减 会 很第 劳 虽然是实 城 置 要 径 但农业 动 的 在

大 村 染 。 ， 必 力 ， 村上 的 弃 污 治 府 劳动 红利 注重农业农程度 抑制农 废 物 理 为此 政 有 要在挖掘 的基础上

，大力 ， 三 ， 才 ， 村 染的发 农业 合 秀人 学农 为农 污 防农民 展 发展现代 促进 产融 吸引优 务农 从而 治提供

力。 ， 力 ， 染动 时 政府需要关 不同 境 的 施 度 畜禽 殖 物 内 为 殖劳 同 注 环 规制政策 实 将 养 废弃 污 处理 化 养

， 。户 愿 的积极性的自主意 激发养殖户

三第 ， 较务市场化程 的养生产服 度 高 殖户较 与有条件 来基础 实施 禽 弃物资源 为畜 养殖废 化处理行 ，

较 对并且生 场 程度 高的养殖 在引 型 政 的调 下 畜 养 弃 资 化产服务市 化 户 导 环境规制 策 节 禽 殖废 物进行 源

较大。 ， 力 ， 对理的 此 重视宣传 导手段效 的 提高 养殖处 可能性 为 政府应高度 教育等引 发挥 养殖户 畜禽

染 ， 术 。防 知水平与 为养殖户 支 与技 保障废弃物污 治的认 实践水平 提供信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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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Marketization onLivestock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WANG Jianhua TOULulu WANGYu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level of farmers’ behavior,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marketization on livestock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estric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uid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market mechanism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453 farmers in Shandong Province are used for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marketization of labor for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farmers’ livestock and poultry waste resource treatment behavior,

while the marketization of production servic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livestock and poultry waste resource

treatment behavior. Secondly, the restric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can revers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output marketization

on farmers’ livestock and poultry waste resource treatment behavior. The guid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service marketization and farmers’ livestock and poultry waste resource

treatment behavior. And the 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has no regulatory role in the output marketization, labor

marketization, production service marketization and farmers’ livestock and poultry waste resource treatment behavior. Therefore,

the study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circulation mode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 develop modern agriculture, provide

socialized service for production,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arket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need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and form a virtuous circle of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market

mechanism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Keywords:EnvironmentalRegulation Policy;AgriculturalMarketization; LivestockWaste;ResourceUti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