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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都是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

第一个问题而言,农药等农业生产投入品过度和违规使用所造成的农药残留是农产品出现质量安全的重要

原因,也是当前农产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难点。周洁红等《合作社内部管理模式与质量安全实施绩效:基于

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执行视角》一文通过构建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和社会控制的管理模式,对农业生产经营

中的管理措施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至于第二个问题,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这项惠农政策已取得了显

著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较大困难和挑战,如农民对该项制度存疑和被动参合、基金使用效率低等问题。何

文盛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农民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其政策优化:一个基于 L 市的案例分析》一文从参合

农民视角出发,分析农民对新农合基金绩效满意度的关键影响因素,以期为新农合政策的改进提供依据和可

行路径。本期“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两篇文章实质上都是聚焦绩效问题,并且都在理论探讨基础上引入

实证数据,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相信对有关部门和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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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内部管理模式与质量安全实施
绩效: 基于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执行视角

周洁红　杨之颖　梁　巧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 1 005 8)

[摘　要]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与农药残留问题紧密相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生产环节的控制

通常被视为保障质量安全的有效管理措施,而合作社各管理措施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人力资源激励措施和

组织文化构建措施对农户质量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尚不明晰。基于结果控制、过程控制、社会控制的合

作社内部管理模式,利用 1 00 个合作社 3 1 2 个农户的实证数据分析发现,统一农资供应、生产标准、品牌

和组织技术培训对提高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效果显著。以过程控制为主,辅以人力资本培养和

组织文化构建的社会控制是最高效的管理措施组合。合作社应根据自身管理基础选择不同类型的管理

措施和高效的管理措施组合方式,从而提高合作社质量安全实施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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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由追求总量增长向结构性调整过渡,农业产业也面临着以质量为核



心竞争力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挑战。与此同时,人们的安全消费意识不断提高,对食品的营养、健康

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201 6 年全国用于食品安全监管事务的总支出达 3.4 亿元,较上一年

上涨 1 9.2％。然而,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依旧严峻,国务院 2017 年 2 月印发的《“十三五”国家食品安

全规划》中明确指出,农兽药残留与添加剂滥用会导致严重的源头污染,对食品供应链源头进行控制

管理是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重心。
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第二号),截至 20 1 6 年,我国规模农业经营户占总农业经

营户的比重仅为 1.9％,农产品生产仍以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为主。在市场监管体系和追溯体系尚

不健全的情况下,分散小农户与众多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并进一步导致农产

品质量安全隐患[2]。已有研究从理论角度分析认为,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有助于提高农户质量安

全生产水平,而合作社作为农户自发组织而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在组织农户、约束农户自律、实施质

量安全监督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3 4]。自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
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 1 1 年明确提出对合作社的鼓励、支持和引导,然而,现实中合作社组织因集体

行动困境而无法实现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目标,“搭便车”“公地悲剧”等问题普遍存在,其根本原

因在于合作社组织缺乏合理的运行规范和管理模式[5 7]。
刘刚等构建了合作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治理机制,认为合作社应从标准化生产、生产服务、质

量监督和激励的角度实施有效控制[8]。实证研究也发现,推行生产标准、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组织技

术指导与培训、加强产品认证和品牌销售服务等管理措施能有效引导农户质量安全生产行为[6,9 1 1]。
然而,已有文献仅分析了合作社各类管理措施的单一实施效果,未考虑到管理措施间的相互作用和组

合关系会进一步影响合作社整体的安全管理绩效。同时,国内研究重点关注与生产环节相关的管理

措施,相对而言忽略了人力资源激励措施、组织文化构建措施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12 1 3]。
农户的农药使用方式常被用作评估其生产行为安全与否的标准,如农药使用种类、使用次数、安

全间隔期等[14 1 5]。安全间隔期与最终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水平最为相关,而简单使用农户农药安全间

隔期来度量农户生产行为则受限于农产品和农药种类,因此,本文统计了不同果蔬类作物在夏季常见

的病虫害类型及其对应的常用农药种类,通过平均各类病虫害对应农药的安全使用间隔期来计算标

准农药安全间隔期,最终选择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作为农户执行农药使用标准的度量指标。
最终,本文构建了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内部管理模式,并基于此拓展了合作社质

量安全管理措施的类型,将其囊括在一个定量分析中,在具体探究单一管理措施对农户行为作用效

果的基础上,使用客观的主成分分析法(PCA)进行各项措施的整合效果分析以优化合作社内部管

理模式,为合作社更好地引导农户进行安全生产提供可行的建议,进一步提高合作社的管理水平。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人际交往的规则和社会运行的机制,制度环境能够影响人的经济行

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合作社成员农户“惠顾者与所有者同一”的特征要求合作社基于

服务性质实施组织管理[1 1,1 6]。本文由此构建了图 1 所示的合作社组织行为逻辑,并重点探究合作

社组织如何通过调整内部管理模式来构建组织制度环境,引导农户进行安全生产以提高合作社质

量安全实施绩效,从而满足市场需求并实现收益目标[1 7 1 8]。

Vázquez 在特许经营组织管理的研究中提出了以结果、行为和社会为基础的控制机制[1 9],本
文在此基础上,结合果蔬合作社组织的实际运营特点和管理特征,将合作社内部管理模式分为结果

控制、过程控制和社会控制。结果控制围绕初级农产品展开,包括限定产品数量和品级等;过程控

制是指合作社对生产过程的严密把控;社会控制主要是通过组织内部信息交换以及组织文化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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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来影响农户社会特征[12]。本文根据果蔬合作社组织的实际运营特点,将常见的质量安全管控措

施按照以上三类控制进行细分:

图 1　合作社组织行为逻辑及内部管理模式

结果控制措施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紧密相关,具体包括:(1)安全检测:合作社对农户收获的

农产品进行统一的农药残留检测等;(2)产品分级:合作社对农户收获的农产品进行质量分级,实行

差价收购,评判标准包括产品外观、重量、口感等。
过程控制措施与整个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农户生产行为直接相关,具体包括:(1)农资供应:合

作社统一提供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农药化肥,或要求农户购买和使用指定的农资种类和品牌;(2)生
产标准:合作社为农户制定标准的生产历,规定种植品种、农药化肥使用量与使用时间、收获时间与

处理方式等;(3)统一加工:适用于可进行初加工的农产品,如腌菜、干果等,合作社统一对农产品进

行初加工;(4)统一品牌:合作社要求社员使用统一的商标、产品包装等;(5)统一销售:合作社统一

收购社员生产的农产品,并以合作社的名义统一销售农产品。
社会控制措施主要围绕组织内部信息交换和组织文化构建,与农户技能培养和价值观形成关

系密切,具体包括:(1)奖惩考核:合作社对农户进行生产监督,并定期评选生产行为较好的农户进

行表彰,对违反合作社相关要求的农户实施处罚;(2)技术培训:合作社针对种植技巧、农资使用、特
殊灾害防治等内容进行授课培训;(3)种植指导:合作社在关键农时点或特殊灾害期间给予农户统

一的应对指导;(4)档案记录:合作社对组织的整体运营情况进行档案记录;(5)互助协作:合作社将

社员分为若干个生产小组,由生产小组内部进行自我管理。
本文就合作社各类质量安全管理措施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结果控制正向作用显著。结果控制聚焦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特征、安全检测和产品分

级,具体根据农药残留量、甜度、含水量等指标判断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从而决定农户收益,因而

能有效规范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10,20]。
假设二:与农户产前和产中生产行为相关的过程控制正向作用显著。农资供应限定了农药的

品牌和种类,有助于控制农药质量安全;生产标准为农户提供了全面的农药使用方式,减少使用过

程中的风险[9,2 1]。
假设三:与农户产后生产行为相关的过程控制的作用方向尚不确定。统一销售、加工和品牌是

产品增值的重要手段,与合作社销售绩效和收益目标密切相关。陈新建等认为统一销售、品牌和加

工有助于构建合作社良好的市场声誉并提高收益水平,能有效降低农户违约风险,并在合作社销售

绩效和农户生产质量安全间形成良性循环[1 1]。但此良性循环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不存在农户“搭便

车”行为或道德风险,反之合作社很可能陷入集体行动困境[5,22]。因此,产后环节控制措施的作用

效果更多地受限于农户的集体意识、风险偏好程度和质量安全认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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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四:社会控制的正向作用显著。Wu 等认为,知识技能的匮乏和环境意识的薄弱是我国农

户未能实施安全生产的重要原因[23]。种植指导和技术培训两项措施均可通过提升农户的个人种

植技能、提高安全生产意识等来达到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目的[24 2 5]。人力资源激励理论认为,组
织可以通过设置合理的激励措施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对具有良好生产行为的农户进行表彰,对具有

违规行为的农户进行惩罚,以强化农户合理行为动机并削弱不合理行为动机,形成良好的组织风

气[1 3]。档案记录是信息采集的重要手段,有助于确保食品生产源头信息流的清晰透明,同时协助

农户明晰生产过程并培养农户自我管理和约束的行为习惯[26]。谭智心等认为我国合作社内部出

现“搭便车”行为的原因是缺乏监督,提高农户互助程度能显著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农户结成互

助小组、实施互助协作有助于及时传递生产信息并培养农户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感[27]。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果蔬类农产品是我国消费量仅次于粮食作物的第一大经济作物,主要以初级农产品和初级加

工品的形式在市场上流通,与人们日常饮食习惯极为相关。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夏季高温湿热,果
蔬作物(尤其是蔬菜)的生长周期短、收获次数多,且相关病虫害发生概率较高,农户极有可能提高

农药的使用频率并缩短农药安全间隔期。因此,本文从浙江省农业厅提供的全省果蔬产销合作社

名录中随机抽取了 1 00 个合作社,并于 20 1 7 年 6 月至 9 月按照每个合作社对应 3—4 个社员农户

(包含社长)的模式进行调查,充分考虑合作社和社员的异质性,最终筛选获得 1 00 个果蔬合作社

3 1 2 个农户的调研数据。

(一)合作社安全管理措施

本文 83％的样本合作社是县级及以上的合作社示范社①,有 1 4％的合作社实施了全部 1 2 项管

理措施,超过一半的合作社实施了 9 项以上管理措施,所有管理措施的平均实施率达 70.9％。其

中,结果控制两项措施(A—B)的平均实施率在 70.7％,过程控制五项措施(C—G)的平均实施率在

6 9.5％,社会控制五项措施(H—L)的平均实施率为 72.3％,基本可以认定样本合作社在运行规范

上符合基本要求,且具备一定的管理基础(参见表 1)。整体来看,合作社的安全管理实施率和农户

覆盖率十分接近,说明样本合作社和社员农户的对应比例关系保持较好,为组织内部和组织间的差

异分析奠定了基础。

表 1　合作社管理措施的实施情况

管理措施
合作社

数量(个)
农户覆

盖率(％)
管理措施

合作社

数量(个)
农户覆

盖率(％)
管理措施

合作社

数量(个)
农户覆

盖率(％)

A.安全检测 6 3 6 2.2 E.统一加工 47 45.5 I.奖惩考核 60 60.3

B.产品分级 80 7 9.2 F.统一品牌 83 83.3 J.技术培训 7 6 7 6.6

C.农资供应 5 9 6 1.2 G.统一销售 7 5 7 5 K.档案记录 6 2 6 3.5

D.生产标准 83 82.4 H.种植指导 1 00 1 00 L.互助协作 5 9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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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合作社示范社是指在民主管理、财务管理、经济实力、服务水平、质量安全水平、社会声誉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是政策重点扶持对象,采取名额分配、逐级申报的方式评定。详见《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行办

法》,201 7 年 1 2 月 3 日,www.moa.gov.cn/nybgb/20 14/dyq/20 1 7 1 2/t20 1 7 1 2 1 9_6 1 04 1 1 9.htm,201 8 年 7 月 28 日。



　　种植指导的实施率达到 1 00％,说明所有样本合作社均能在关键农时点或特殊灾害期进行生

产信息的及时传递,具备保证生产完整进行的能力。除此之外,统一品牌和统一生产标准是两项实

施率最高(83％)的管理措施,这与中央政策扶持有关,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承担着

带动小农户实施标准化生产的责任,同时,近年来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市场参与意识增强,愈发重

视以品牌建设为核心的营销手段[28]。产品分级体现了农产品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和市场运行效率,
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这一措施的实施率高达 80％,充分说明了样本合作社具备较高

的市场需求意识。技术培训的实施率为 7 6％,这是因为地方农业部门普遍将合作社作为农业技术

推广平台,间接促进了合作社组织内部的技术培训。另外,由于安全检测和统一农资供应要求合作

社具备一定的资金储备和管理资源,近 40％的合作社受限于这一实施门槛而未采取这两类管理措

施。档案记录和互助协作的实施门槛虽然较低,但仍有 40％左右的合作社因为缺少管理经验而忽

视了对组织生产信息的掌控和组织文化的构建。统一加工的实施率最低(47％),因为多数果蔬产

品无须进行再加工销售,或合作社尚没有纵向整合供应链的能力。

(二)农户个人、家庭及经营特征

如表 2 所示,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5 2 岁,平均教育水平为初中,目前的农业从业者以中等教育

水平的中老年人为主,其生产技术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弱。家庭成员人数、务农收入和经营

面积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会显著影响农户决策,从而改变农户生产行为[14,2 9 30]。本文 80％的样本农

户的家庭成员人数在 5 人及以下,6％的家庭成员人数在 1 0 人及以上,这是中国农村中典型的多子

未分家的情形。在经营面积方面,由于各类作物品种对土地种植密度的要求不同,如丘陵地区的果

树种植面积普遍较大,而平原地区的叶菜蔬菜种植面积则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很多合作社是种植

大户领办的,作为种植大户的社长与社员在经营规模上差异很大,因此,样本农户的平均种植面积为

43.8 亩,标准差高达 1 1 1 亩。农户间的异质性决定了农户在执行质量安全标准上的能力存在差异。

表 2　农户个人、家庭及经营情况

受访者情况 　均值 标准差

受访者年龄(岁) 52 10

受访者教育水平 3 1

家庭成员人数(人) 5 2

经营面积(亩) 43.8 1 1 1.0

　　注:受访者教育水平为序次变量,没有受过教育＝1,小学＝2,初中＝3,

高中/中专＝4,本科/大专＝5,研究生及以上＝6。

(三)农药安全间隔期

良好农业规范(GAP)明确要求生产人员需严格按照收获前的停用期使用农药,设定并推行农

药安全间隔期以有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已有文献认为,农户施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越长,农药

残留的可能性越低,生产安全程度越高[1 5],但这种处理方式仅适用于同一类作物使用同一类农药

的情况。为充分考虑不同作物的虫害和发病规律,以及多种农药安全间隔期的异质性,本文尝试构

建一个综合性指标来刻画不同作物的平均农药安全间隔期。首先,本文统计了样本合作社中农户

主要的种植作物类型,并按照农业生物学特征将蔬菜分为叶菜、茄果、豆科和薯类,而水果由于其更

易区分则直接按照品种归类。其次,本文以中国农业农村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农业信息网中有关

作物病虫害的信息为依据,统计夏季各作物常见病虫害(病害和虫害各项至多统计三类)。再次,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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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九》中涉及的农药类型,统计针对各类病虫害常用的农药类型(至多三类),并
记录其对应的农药安全间隔期。最终,通过简单平均的方式计算每一类病虫害对应的平均农药安

全间隔期,再计算每一类作物对应的平均农药安全间隔期。具体而言,假设作物 i 在夏季有K i 类病

虫害,其中第 k i ∈ {1,…,K i}类病虫害对应了 T ki 类常用的农药,令第 t ki ∈ {1,…,T ki}类农药对

应的农药安全间隔期为 I tki ,那么作物的平均农药安全间隔期 S i ＝ 1
K i∑

K i

k i＝ 1

1
T ki∑

Tki

t ki ＝ 1

I tki
æ

è
ç

ö

ø
÷。通过这样

的处理方式,本文得以充分考虑病虫害类型、农药毒性方面的差异,从平均水平上衡量各类作物在

成熟阶段的一般农药安全间隔期。
表 3 所示为样本合作社农户所涉作物的平均农药安全间隔期 S i,本文以此为中心值对农户

j(j＝1,2,…,312)的农药安全间隔期 X ij 进行中心化处理,记偏离程度为 Gapj ＝X ij －S i。若 Gapj
大于 0,则说明农户的农药安全间隔期在最低标准线外,农户良好地执行了农药使用标准;反之,则
农户并未实施安全生产行为。负向偏离程度越大,农户生产行为风险越大;正向偏离程度越大,农
户生产行为越安全。在 3 1 2 个样本农户中,负向偏离程度最大为 23 天,正向偏离程度最大为32.33
天,平均偏离程度为 1.6 1 天,平均偏离方差为 6.47 天,约 40％的农户未能严格执行农药使用标

准,存在农药残留问题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参见图 2、图 3)。与合作社平均 70.9％的管理措施

实施率相比,样本农户在执行农药使用标准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说明合作社管理存在效率损失。

表 3　作物平均农药安全间隔期

作物类型 间隔期(天) 作物类型 间隔期(天) 作物类型 间隔期(天) 作物类型 间隔期(天)

叶菜 6.3 雪藕 8 枇杷 1 0.67 蓝莓 8.25

茄果 5.8 葡萄 1 2.67 杨梅 9 胡柚 1 3

豆科 5 蜜梨 1 2 柑橘 1 3

薯类 8.5 黄桃 1 3 草莓 1 0.25

　　注:以上数据由作者根据《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九》《201 7 年国家禁用和限用的农药名录》以及中国农业信息网中的相关内

容整理计算得出。

图 2　偏离程度散点图

　　

图 3　偏离程度直方图

四、合作社内部管理模式与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执行的相关分析

(一)变量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的偏离程度,用于测度农户对农药使用标准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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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主要的解释变量为合作社 1 1 项质量安全管理措施,其中,种植指导因其在样本中不存在异质

性而被剔除;农户个人、家庭及经营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度(参见表 4)。

表 4　变量选择、变量含义与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被解释变量 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的偏离程度 连续变量,近正态分布

解释变量:

合作社质量安全管理措施

结果控制
A.安全检测 二元变量,是＝1,否＝0

B.产品分级 二元变量,是＝1,否＝0

过程控制

C.农资供应 二元变量,是＝1,否＝0

D.生产标准 二元变量,是＝1,否＝0

E.统一加工 二元变量,是＝1,否＝0

F.统一品牌 二元变量,是＝1,否＝0

G.统一销售 二元变量,是＝1,否＝0

社会控制

I.奖惩考核 二元变量,是＝1,否＝0

J.技术培训 二元变量,是＝1,否＝0

K.档案记录 二元变量,是＝1,否＝0

L.互助协作 二元变量,是＝1,否＝0

控制变量:

农户个人、家庭及经营特征

家庭务农人数 连续整数变量(个)

受访者年龄 连续变量(年)

受访者教育水平
序次变量,没有受过教育＝1,小学＝2,初中＝3,

高中/中专＝4,本科/大专＝5,研究生及以上＝6

家庭种植面积 连续变量(亩)

种植户类型 分类变量,水果种植户＝1,蔬菜种植户＝0

(二)实证分析

1.单一质量安全管理措施对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执行的影响

合作社单一质量安全管理措施对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的边际影响如表 5 所示,模型

1 的方差膨胀因子最高为 5.37,可认定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系数是无偏的。但经怀特异方

差检验发现模型 1 存在显著异方差性,因此,本文进一步估计了稳健标准差(模型 2)以改善估计系

数的有效性。家庭成员数量对增加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是因为小规

模家庭经营中的农业生产绝非个人行为,很大程度上受整个家庭特征的影响,如家庭成员数量越

多,家庭中年龄层越多样,年轻成员对农药安全间隔期的理解和掌握会更加充分,因而在质量安全

标准执行效果上表现更好。另外,家庭决策人的年龄越小、教育水平越高,其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

期越长,更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这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14,3 1]。相较于蔬菜种植户,水果

种植户普遍表现出更小的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这是因为多数水果在种植过程中存在套袋行

为。套袋能直接降低果实接触农药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药残留水平,因而弱化了农户对

农药安全间隔期的执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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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合作社单一质量安全管理措施的边际影响

变量
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

模型 1:一般估计系数

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

模型 2:稳健估计系数

控制变量

　家庭成员数量 0.327(0.137)∗∗ 0.327(0.102)∗∗∗

　受访人年龄 －0.079 7(0.034 4)∗∗ －0.079 7(0.037 8)∗∗

　受访人教育水平 0.685(0.39 1)∗ 0.685(0.394)∗

　家庭种植面积 －0.002 3 7(0.003 44) －0.002 3 7(0.003 00)

　水果种植户 －2.763(0.684)∗∗∗ －2.763(0.640)∗∗∗

解释变量

　安全检测 0.922(0.777) 0.922(0.75 7)

　产品分级 －2.61 9(1.744) －2.61 9(1.746)

　农资供应 2.750(0.83 6)∗∗∗ 2.750(0.905)∗∗∗

　生产标准 3.222(1.03 6)∗∗∗ 3.222(1.030)∗∗∗

　统一加工 －1.424(0.73 6)∗ －1.424(0.71 7)∗∗

　统一品牌 2.623(1.133)∗∗ 2.623(1.292)∗∗

　统一销售 1.285(1.442) 1.285(1.076)

　奖惩考核 －0.280(0.783) －0.280(0.838)

　技术培训 2.975(1.05 7)∗∗∗ 2.975(1.029)∗∗∗

　档案记录 －0.027 7(0.778) －0.027 7(0.763)

　互助协作 －0.31 5(0.79 5) －0.31 5(0.824)

样本总量 3 1 2 3 1 2

Adj.R 2 0.304 0.304

F 9.503 2 7.14

　　注:括号内参数为标准差;∗表示 p＜0.10,∗∗表示 p＜0.05,∗∗∗表示 p＜0.01,下同。

合作社各项管理措施中,产前、产中和部分产后环节的过程控制对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

度的作用效果积极且显著。生产标准和统一品牌作为两项实施率最高的管理措施,均能有效提高

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说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管理方式能有效激发农户的集体行动意

识,印证了本文分析框架中对合作社组织行为逻辑的分析。因此,对还未实施任何管理措施的合作

社而言,生产标准和品牌建设的实施门槛较低且作用效果显著,是合作社首当考虑实施的管理措

施。统一农资供应对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的边际正向影响仅次于统一生产标准,但受限

于流动资金和管理资源匮乏,多数合作社尚无能力采取农资统一供应的措施。组织农户技术培训

也能显著提高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这验证了 Wu 等[23]和 Henson 等[32]的研究结论。然

而,产后的统一加工环节显著不利于提高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这可能是因为合作社为保

证供应链环节的连续性,出于节约时间成本的考虑,弱化了对初级农产品的质量评定,反而掩盖了

部分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风险。因此,合作社在实施统一加工之余应配合其他措施以保障初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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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安全管理措施组合方式及其对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执行的影响

在假设合作社各项管理措施独立的基础上,表 5 中的模型 2 估计了合作社结果控制、过程控制

和社会控制对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的边际影响。其中,结果控制中的安全检测、产品分

级,过程控制中的统一销售,社会控制中的奖惩考核、档案记录和互助协作均未表现出显著作用,可
能的原因是各项管理措施间并非完全独立,一定程度上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因此,本文使用偏相

关系数和主成分分析法对管理措施进行提炼整合,并比较不同组合方式对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的

作用效果。
表 6 所示的 5 5 组偏相关系数中,产品分级与统一销售的偏相关系数最高(0.745),其次为产品

分级与统一品牌(0.458)、生产标准与技术培训(0.442)。在品牌建设过程中,合作社为提高市场议

价能力一般要求社员农户统一通过合作社销售产品,这需要对农产品进行分等分级,从中筛选出质

量上乘且安全可靠的农产品,以提高合作社品牌声誉,进而提高市场竞争力。实际生产管理过程

中,合作社一般通过组织技术培训向农户传达生产标准和技术要求,地方政府部门也经常以合作社

为媒介向农户推广现代农业经营方法等。除此之外,安全检测与档案记录是负相关程度最高的一

组措施(－0.178),可能的原因是档案记录和安全检测分别侧重于生产投入记录和产出结果检验,
而根据投入可以预测产出,根据产出可以推断投入,合作社出于管理成本考虑可能会择其一而行。
本文进而对管理措施变量进行了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认为变量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表 6　偏相关系数

变量 A B C D E 　F 　G 　I J K L

A

B －0.041　　

C 0.1 5 5∗∗∗　0.179∗∗∗

D 0.01 1 －0.046 　0.234∗∗∗

E 0.062 －0.05 1 0.070 －0.009　

F 0.081 0.458∗∗∗－0.107∗ 0.06 6 0.042

G 0.050 0.745∗∗∗ 0.01 1 －0.042 0.1 64∗∗∗－0.107∗

I 0.288∗∗∗－0.062 0.048 0.05 5 0.23 9∗∗∗ 0.214∗∗∗－0.018

J 0.078 0.1 6 9∗∗∗ 0.082 0.442∗∗∗ 0.109∗ －0.007 －0.075 －0.093　

K －0.178∗∗∗－0.002 0.29 9∗∗∗－0.052 －0.094 0.068 0.01 7 0.1 68∗∗∗ 0.038　

L 0.243∗∗∗－0.06 9 －0.09 9∗∗∗ 0.043 0.1 30∗∗ 0.004 0.024 －0.032 0.293∗∗∗ 0.29 6∗∗∗

　　注:A.安全检测,B.产品分级,C.农资供应,D.生产标准,E.统一加工,F.统一品牌,G.统一销售,I.奖惩考核,J.技术培训,

K.档案记录,L.互助协作。

在 Greiner等提出的分析方法[33]的基础上,本文对合作社质量安全管理措施变量进行主成分分

析,并保留特征值大于 1 的三项主成分,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 7 所示,这解释了原始数据中

60.7％的方差。主成分 1 是结合产前过程控制和社会控制的管理措施组合,具体以生产标准和技术

培训为主,辅以互助协作、农资供应和档案记录;主成分 2 是结果控制和产后过程控制并重的管理措

施组合,具体以产品分级和统一销售为主,辅以统一品牌;主成分 3 是综合结果控制、产后过程控制

和社会控制的管理措施组合,具体以奖惩考核为主,辅以安全检测和统一加工。根据因子载荷矩阵

计算样本农户的三项主成分得分,以替代原有各项管理措施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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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原始变量 主成分 1　 主成分 2 主成分 3　

安全检测 0.088 1 －0.049 2 0.544 5

产品分级 0.01 7 7 0.6 1 8 9 －0.05 9 5

农资供应 0.35 9 0 0.1 70 5 －0.01 9 7

生产标准 0.53 9 6 －0.092 1 －0.032 6

统一加工 0.01 7 8 0.088 8 0.45 9 2

统一销售 －0.023 0 0.5 9 5 1 －0.026 9

统一品牌 －0.050 4 0.449 0 0.1 6 6 3

奖惩考核 －0.072 2 －0.024 9 0.65 1 4

技术培训 0.527 3 0.027 7 －0.029 6

档案记录 0.349 0 0.082 9 －0.078 7

互助协作 0.404 3 －0.07 1 1 0.1 6 7 0

方差解释率 0.222 1 0.222 0 0.1 62 9

表 8 所示为控制农户个人家庭经营特征后,三项主成分(管理措施组合)对农户农药安全间隔

期偏离程度的边际效应。考虑到同一合作社的社员农户在生产行为上可能存在相关性而导致系数

标准差被低估,本文同时采用一般估计、稳健估计和聚类估计来比较系数显著的变化情况。主成分

1 代表的管理措施组合对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的边际影响最高且最为显著。农资供应和

生产标准是产前生产过程控制中的管理措施,直接影响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技术培训、档案记录

与互助协作分别是社会控制中的人力资本培养措施和组织文化构建措施,能提高农户生产技术水

平和质量安全管理意识,增强农户间的互助协作以进一步推进标准化生产,在组合内部形成良性循

环。然而,主成分 2 和 3 均未对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可能是主成分分析损失

了部分原始数据信息,另一方面可能是具有显著正向边际效应的管理措施与具有显著负向边际效

应的管理措施在组合使用后抵消了彼此的作用效果。

表 8　合作社质量安全管理措施组合的边际影响

变量
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

模型 3:一般估计系数

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

模型 4:稳健估计系数

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

模型 5:聚类估计系数

控制变量

　家庭成员数量 0.322(0.138)∗∗ 0.322(0.09 9 1)∗∗∗ 0.322(0.128)∗∗

　受访人年龄 －0.084 1(0.034 9)∗∗ －0.084 1(0.038 4)∗∗ －0.084 1(0.03 9 3)∗∗

　受访人教育水平 0.888(0.390)∗∗ 0.888(0.41 5)∗∗ 0.888(0.5 1 5)∗

　家庭种植面积 －0.001 48(0.003 0 1) －0.001 48(0.002 28) －0.001 48(0.002 9 5)

　水果种植户 －2.785(0.660)∗∗∗ －2.785(0.643)∗∗∗ －2.785(1.01 6)∗∗∗

解释变量

　主成分 1 1.680(0.241)∗∗∗ 1.680(0.1 9 1)∗∗∗ 1.680(0.281)∗∗∗

　主成分 2 0.184(0.232) 0.184(0.187) 0.184(0.273)

　主成分 3 －0.058 7(0.277) －0.058 7(0.335) －0.058 7(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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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变量　　
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

模型 3:一般估计系数

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

模型 4:稳健估计系数

农户农药安全间隔期偏离程度

模型 5:聚类估计系数

样本总量 3 1 2 3 1 2 3 1 2

Adj.R 2 0.26 9 0.26 9 0.26 9

F 1 5.34 3 6.06 1 9.54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基于结果控制、过程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合作社内部管理模式,并使用农户农药安全

间隔期的偏离程度来度量农户对农药使用标准的执行情况,最终利用实证调研数据探究合作社三

类质量安全管理措施及其组合方式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在合作社各项质量安全管理措施中,过程控制对规范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边际效果显著优于

结果控制和社会控制,其中,统一生产标准和农资供应是最直接有效的产前、产中过程控制措施,统
一品牌是最为有效的产后过程控制措施。社会控制中的技术培训有助于农户人力资本积累,能够

及时传达生产标准以及种植相关技术,是提高农户质量安全认知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有效途径。除

此之外,以产前、产中过程控制为主,辅以人力资本培养和组织文化构建的社会控制是最高效的管

理措施组合。
统一加工在本研究中显示出不利于农户实施安全生产措施的原因在于合作社农户在生产过程

中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合作社应致力于提高农户质量安全意识和生产技术。具备初级农产品再加

工能力的合作社在实施统一加工前同样应该注意对农产品进行质量安全检测,以减少农户投机行

为的发生。在实施类似于奖惩考核的人力资源激励措施和档案记录、互助协作等组织文化构建措

施时,合作社应充分考虑农户的接受程度和执行能力,同时应公正透明地执行。
因此,对还未实施任何控制管理措施的合作社而言,应选择难度较低且单一实施效果较优的管

理措施,如组织技术培训、推广生产标准或注册合作社统一品牌。在积累一定流动资金和管理资源

后,合作社可考虑实施难度较高但效果显著的管理措施,如统一农资供应以规范农户生产投入和产

出行为。在完善过程控制的基础上,合作社可进一步实施人力资本开发措施和组织文化构建措施,
培养农户质量安全生产意识和技能,采用合理激励的方式引导农户进行自我管理,充分发挥过程控

制和社会控制的组合效应。同样,政府也应充分意识到,目前制约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水平提

高的关键在于流动资金匮乏、管理人员和经验缺失,需考虑加强合作社或小农融资渠道的建设,重
视对合作社社长和管理人员的指导和培训,以助力合作社突破当前的发展瓶颈,进一步深化农业生

产标准化,从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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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maj or producer and exporter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China has a significant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its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and improve worldwide nutrition and health of
human beings.The residue of pesticides i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serious sourcing pollution,

indicating the necessity to control risks in farm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upply chain.
Theoretically,cooperatives have advantages in organizing farmers' production,enforcing

internal supervision,and relieving regulatory pressures of the government.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standardization,process management and other direct control measures
in qualitative or quantitative ways,but none of them have noticed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different control measures.Besides,the effects of indirect control measures related to human
resource incentives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onstruction remain unknown.To fill in this gap,

an internal management framework,consisting 1 1 management measures of outcome-,process-and
social-control aspects,i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In this way,not only the single effect of each
measure is estimated,but also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management measures can be identified
through PCA analysis.Furthermore,by simply using the real value of farmers'Pre-Harvest
Interval (PHI)subj ects to various crop species and pesticide brands,we use farmers' PHI
deviation distance to a standard PHI value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farmers' behaviors
regarding quality safety.By averaging the PHI value of pesticides for each disease of corps,

farmers producing different cultivated crops can be compared.
Based on a survey database of 1 00 cooperatives with 3 1 2 households,process-control is

proved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measure.In specific,pre-prod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 like
unified input, on-prod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 like unified production standard, and
post-prod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 like unified bran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farmers' PHI
deviation.Technical training is the only effective measure in social-control,while outcome-control show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armers' behaviors due to immatur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cooperatives and limited management skills. With regard to combinations of management
measures,the optimal combination is made up of unified input,unified production standard,

technical training,recording and collaboration.Therefore,cooperatives should adopt proper
management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ir developing stages,and Chinese government need to
attach more attention to providing cooperatives with financial supports and training
opportunities for both managers and members.
Key words:cooperatives;internal management;quality safety;pre-harvest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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