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组织模式对海水鱼养殖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

杨正勇*，  徐    辉，  彭乐威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为规范养殖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促进中国水产养殖业的绿色发展，本文基于中国
沿海 11个省市的海水鱼养殖生产者调研数据，运用 logit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及中介效应
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组织模式对海水鱼养殖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
表明， (1)紧密型产业组织对生产者安全用药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加入紧密型产
业组织的生产者用药量显著降低； (3)不同类型的紧密型产业组织对生产者的药物使用行
为影响不同，“合作社 (协会)＋生产者”模式显著优于“企业主导的生产基地+生产者”模式；
(4)养殖培训在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能够
通过培训知识技能、提供解决问题措施等途径进一步减少生产者药物使用。基于此，文章
提出重视紧密型产业组织尤其是合作社 (协会)的作用、开展生产者绿色养殖培训、发展养
殖保险等建议，以期加快推进中国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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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以养为主”

渔业发展方针的推进，其水产养殖产量实现快速

增长。2018年中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已达到世界

平均水平的 2倍多。在水产品供给增加的同时，

随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于水

产品等优质食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达

到 13.9 kg，成为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动物性食品

来源。中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不仅为解决国人粮

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深刻影响着世界渔

业的发展格局。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在全球水产养殖总产量

中的占比达到 57.9%[1]。但在水产品需求、产量不

断增加的大背景下， 2020年中国水产制品抽检不

合格率仍达 1.67%，其药物的不合理使用是导致

水产品质量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 [2]。促进中国水

产养殖业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国内消费者对优

质食品的迫切需要，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引导世

界水产养殖发展方式转型的责任与担当。

为促进水产养殖业的绿色发展，2019年农业

农村部等十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

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2021年农业农村部

又印发《关于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
大行动”的通知》，决定在“十四五”期间组织实施

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要落实

上述绿色发展政策，需要深入了解养殖生产者的

生产行为，从而对其加以正确引导和调控。因此，

对水产养殖生产者绿色生产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在现有绿色生产行为相关研究中，有学者从

法规、政策、社会规范等正式制度对农户的绿色

生产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适当的宏观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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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农户进行绿色生产[3-5]。也有研究对农户绿

色生产技术采纳的个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

探讨，认为农户的个体特征、行为态度、主观规

范与知觉行为控制对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产生决

定性作用[6-11]。而在养殖生产者参与绿色生产的过

程中，其行为选择不仅与政策、个人特征、认知

水平相关，还与其所属的产业组织模式密切相

关[12]。因此，探究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生产者绿

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综观既有研究，关于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探究产业组织模式

的类型，如李英等 [13] 将产业组织模式划分为“市
场+农户”、“合作社+农户”和“公司+农户”三种模

式。李霖等[14] 将产业组织模式划分为完全市场交

易模式、部分横向合作模式、完全横向合作模式

和纵向协作模式。二是基于交易成本、政策激励、

交易特性、绿色生产行为等探究农户产业组织选

择的影响因素 [15-19]。三是探究产业组织模式对农

户生产的影响，包括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生产行

为、生态化经营生产技术效率等方面的影响[20-22]。

近年来，部分学者逐渐将研究聚焦于产业组织对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方面。其中，袁雪霈

等 [23]、张康洁等 [24]、牛文浩等 [25]、冯燕等 [26] 运用

不同计量方法对苹果、水稻、猕猴桃等种植户进

行了分析，形成了“产业组织培育有利于农户采纳

绿色生产行为”的共识。

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于茶叶、水稻、蔬果等

种植业及猪、牛等畜牧业领域，对于水产养殖业

的研究和报道相对匮乏。然而，海水鱼类养殖业

作为水产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养殖生产者

的绿色技术采纳行为因产业自然特性影响而与种

植业、畜牧业等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牛类养

殖中，如果一头牛生病，往往是针对这头牛进行

治疗。而在鱼类养殖中，鱼生病，往往是采用泼

洒法、口服法的方式来对一池鱼同时喂药，故在

水产养殖业中可能存在群体治疗的现象。鉴于此，

本文以海水鱼养殖生产者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

面考察产业组织模式对海水鱼养殖生产者药物使

用行为的影响，以期为促进水产养殖业尤其是海

水鱼类养殖业的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假设

产业组织是指产业内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市场

关系和组织形态。根据作者团队 2009年以来的跟

踪调查结果，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 [22，27-28]，本文

将中国海水鱼养殖产业组织模式主要分为传统生

产组织模式和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两大类。传统

生产组织模式是指养殖生产者与产品收购商处于

完全竞争市场，两者之间的交易不存在契约关系，

双方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养殖生产者自

行决定水产品的生产、经营和销售问题，而水产

品收购商不参与海水鱼养殖过程的一种组织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因不参与生产环节的活动，水产

品收购商很难掌握养殖过程中的相关信息，生产

者与市场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因此在生产和交

易中容易引发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逆向选择与道

德风险问题[29]。区别于传统生产组织模式，紧密

型产业组织模式是指以产业各部门及生产者的合

作为基础，将养殖生产者联结起来，形成集群效

应的一种组织模式[19]。该模式能够有效改善传统

的粗放型养殖经营方式，具有经济和管理的双重

作用[30]。其机制在于，一方面，紧密型产业组织

能将小规模的养殖生产者联结起来，通过产业组

织的规模效应，对农资进行批量购买和集中运输，

带动养殖生产者成本降低和收入增加。另一方面，

紧密型产业组织还能通过对养殖生产者进行组织

控制，规范其药物使用行为、保护水域资源环境、

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从而增强养殖生产者的市

场竞争力，进一步促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与传统生产组织模式相比，紧密型

产业组织模式对水产养殖生产者安全用药具有正

向影响。

在安全用药的基础上，水产养殖生产者能否

减少用药量暂不确定。这取决于其养殖用药和技

术水平等诸多因素。即便是养殖生产者加入产业

组织后，在紧密型产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安全

用药，但仍存在其用药量较大的之可能性。为揭

示紧密型产业组织对养殖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用

药量的影响，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2：与传统生产组织模式相比，紧密型

产业组织模式能促使水产养殖生产者在生产过程

中减少用药量。

中国海水鱼养殖的紧密型产业组织具有多种

类型，不同类型的紧密型产业组织，可能对养殖

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产生不同的约束效果。在紧

密型产业组织中，最主要的两种模式是 “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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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生产者”模式和“企业主导的生产基地＋生

产者”模式。

“合作社 (协会)＋生产者”模式本质上是一种

横向的合作模式，该模式是指养殖生产者加入水

产专业合作社 (协会)，将其作为平台，在互帮互

助的前提下，享受合作社 (协会)提供的相关生产、

信息和销售服务的模式。该模式能够在保证每一

单元的生产者自负盈亏的前提下，将生产者转变

为利益共同体，共同参与市场经济。在该模式下，

合作社 (协会)既可以通过注册绿色产品证明商标、

协助购买养殖保险等方式，来直接约束使用其名

义进行生产销售的生产者的药物使用行为，还可

以通过合作社 (协会)的名义，与药物的生产厂家

对接和沟通，通过厂家对养殖生产者进行公益培

训，间接约束生产者的药物使用行为，减少养殖

生产者的养殖风险。

“企业主导的生产基地＋生产者”模式主要是

指以农业企业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生产者与企业

就产品规格、价格、养殖方式、验收要求等签订

合同，生产者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由企业进

行指导，并按要求将符合企业质量安全标准的产

品出售给企业的模式。该模式是一种纵向的协作

模式[31]。该模式中的生产者有责任按照规定生产

符合要求的产品，而企业有责任按照约定的价格

收购水产品，养殖生产者与企业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企业能够通过自身处于市场的优势地位，

向生产者传授科学、规范的养殖技术，促进生产

者增效、增收  [32]。从管理角度看，企业能够通过

信息传播等渠道，将市场对产品的需求转化为企

业对养殖生产者的需求，直接约束生产者的药物

使用行为，保证水产品的安全性。在此模式中，

企业还可通过雇佣专业技术人员对生产者进行安

全生产培训，在饲料的投喂、渔药的使用剂量及

方法、养殖密度等进行指导，间接规范养殖生产

者安全生产行为。在实践中，福建 A实业集团就

采取“企业主导的生产基地+生产者”的经营模式，

在输出人工鱼苗的同时，向生产者输出养殖技术，

最后将成品回购，解决了生产者的后顾之忧，不

仅带动了 3 000多户养殖户增收致富，还确保了养

殖产品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根据上述两种不同的产业组织模式作用，本

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 3：不同类型的紧密型产业组织对海水

鱼养殖生产者用药量影响不同。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以发现，紧密型产业组

织模式对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主要有两种

作用方式，一种是紧密型产业组织直接对生产者

的药物使用行为进行约束，另一种是紧密型产业

组织通过对生产者培训，影响生产者获取信息和

资源的能力、控制信息渠道，从而对生产者施加

综合约束，进而影响行为和决策[33]。

考虑到水产养殖业的特殊性，是否仍然可以

认为，紧密型产业组织能够通过增加养殖培训间

接对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产生影响？据此，本文

拟进一步探究养殖培训在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与

海水鱼养殖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设：

假设 4：养殖培训在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与

生产者药物使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1.2    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构建产业组织模式对海

水鱼养殖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影响的计量模型，

以便对上述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模型构建

形式:
Y = ¯0+ ¯1X + ¯2M + "i

在生产者的养殖生产过程中，其药物使用行

为应当符合国家药物使用规范及标准，包括药物

种类、用量与残留等。调研过程中发现，由于近

些年国家对于水产养殖药品的严格管控，所以基

本不存在药物使用违规的问题，生产者药物使用

问题主要集中在药物使用量方面。据此，本文从

两个方面对被解释变量 Y 进行定义，即是否安全

用药和单位渔药投入。首先，对于养殖生产者而

言，其用药行为一般分为两种，即安全用药或不

安全用药，当生产者安全用药时，Y＝1，否则为

0。在具体判定生产者是否安全用药时，结合《海

水鱼类养殖用药处方手册》中指导的用药剂量和

此次调研得到的渔药单位价格、养殖周期药物使

用频率等实际情况，以用药剂量×频率×药物价格

计算出指导安全用药投入的边界值。其次，在生

产过程中，用药量越多，残留在产品中的有害物

质就会越多，对产品安全影响越大[34]。而在用药

行为影响研究中，以往研究大多是将用药次数作

为被解释变量[27,35]，没有考虑到一次用药的用药量

导致的偏误问题。本文将单位用药量作为衡量生

产者用药行为的标准，由于生产者使用的各种药

物品牌、种类不尽相同，难以在同一维度进行比

较，因此选取单位渔药投入金额 (渔药总投入金额/
海水鱼总产量)(单位：元/kg)作为被解释变量表征

用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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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表示产业组织类型，即传统生产组织模式

与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其中紧密型产业组织模

式包含“合作社 (协会)＋生产者”和“企业主导的生

产基地＋生产者”模式。M 表示其他的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根据农户行为理论、理性经济人等理论，

均证明生产者自身情况、生产情况、外部环境、

用药认知会对农业、畜牧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产

生影响，故本文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结果从以上

四个方面设置控制变量 [17,19,25,27]。β0 为截距项，εi

为误差项。如果产业组织模式的系数 β1 显著，则

表明产业组织模式对海水鱼养殖生产者用药行为

具有显著影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加入紧密型产业

组织模式的养殖生产者和未加入的养殖生产者初

始条件不完全相同，故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 [36]。

为此，本文采用逆概率加权法 (IPW)来有效解决

选择性偏误带来的影响。

本次调研严格遵守伦理规范，即受访者自愿

参与且知情同意，所收集数据完整、可靠，同时

确保参与者的权益和隐私得到充分尊重与保护。

 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

产业经济岗位 2021年 7月—2022年 7月调研数

据库。该数据库以东部沿海 11个省市作为调研区

域，共获得有效样本量 304份。海水鱼养殖生产

者地区分布详见表 1。

 2.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在被解释变量中，68%的受访者都采取了安

全用药行为 (表 2)。受访者单位渔药投入金额均值

为 0.37元/kg。核心解释变量中，57%的受访者选

择加入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其中，50%受访者

选择加入合作社 (协会)，23%受访者选择加入企

业主导的生产基地，17%的受访者同时加入合作

社 (协会)和企业主导的生产基地；控制变量中，

与一些学者对于种植业农户研究相比[19]，海水鱼

养殖受访生产者的年龄较小，且受教育程度略高。

受访者养殖年限均值为 14.4年，在 10年以上比

例达到 77%，表明新进入的生产者较少。受访者

家庭参与养殖人数均值为 2.72位，表明海水鱼养

殖以家庭为主；在养殖过程中，26%的受访者都

注册过商标，14%的受访者参与保险；受访生产

者大多会在产品起捕出塘前的一段时间停止药物

使用，对渔药污染和渔药效果的了解程度都较高。

 3    结果

 3.1    参与紧密型产业组织对生产者用药行为的

影响

为验证假设 1和假设 2，分别选取“是否安全

用药”、“单位渔药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加
入紧密型产业组织”这一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在二值选择的模型中，常用的模型有 Probit模型

或 logit模型。本文在对 logit模型和 Probit模型结

果进行检验后发现，logit模型得出的结论更加稳

健。故本文参考已有学者研究使用 logit模型，结

合 stata17.0统计软件对生产者的安全用药行为进

行研究[23]。当研究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单位渔

药投入影响时，被解释变量为定量数据，采取线

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分析前为避免模型中出现

多重共线性与异方差问题，用 VIF和 white检验

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的 VIF值都处于 1
和 2之间，说明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white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BP检验验证了 white
检验结果，表明存在异方差。实验选择使用最小

二乘加稳健性标准误作为基准模型，并使用加权

最小二乘来检验结果稳健性 (表 3)。
结果显示，在模型 1中，是否加入紧密型产

业组织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加入紧密型产业

组织能够有效促使生产者进行安全用药，验证了

假设 1。在模型 2中，是否加入紧密型产业组织

表 1    调研的样本分布

Tab. 1    The sampl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

分布省市
distribution of
cities and
provinces

分布地区
distribution
region

样本量/份
sample
size

海南省 陵水市、文昌市、万宁市 23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 28

广东省 珠海市、江门市、湛江市 29

山东省 日照市、莱州市、蓬莱市、
荣成市、烟台市

52

福建省 福鼎市、宁德市 48

浙江省 宁波市、台州市 22

江苏省 南通市、连云港市、泰州市 15

辽宁省 东港市 38

河北省 秦皇岛、唐山市、黄骅市 28

天津市 汉沽区、滨海新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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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回归系数较大，

表明加入紧密型产业组织对养殖生产者的用药量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 3加权最小二乘法得

出的结果也验证了假设 2(表 3)。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四种类

型的控制变量的影响进行讨论。

(1)养殖生产者自身状况对用药行为的影响。

生产者年龄、养殖年限并未通过检验，表明这两

个变量对海水鱼养殖生产者安全用药行为和用药

量的影响不显著，反映出养殖生产者不一定年龄

越大、养殖年限越长就会减少其用药量。教育水

平在 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水产养殖

生产者的受教育水平对其在生产过程中的用药量

有显著影响。即教育水平越高，对于渔药的知识

了解越多，越能够精准用药，减缓渔药滥用行为

的发生。家庭参与养殖人数通过 1%显著性水平

检验，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家庭参与养

殖人数越多，养殖生产者越选择安全用药，其用

药量越少。这可能是由于家庭参与的劳动力增加，

生产者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养殖更加细致化，鱼

得病的概率降低导致。

(2)生产情况对用药行为的影响。养殖规模

对海水鱼养殖生产者的用药行为不产生显著影响。

这与经济学规模效应理论相左，也与一些学者对

于种植业、畜牧业研究中得出的规模越大，用药

行为越少的结论相悖[27]。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水产

养殖业的特性。在种植业生产者面临用药时，对

于作物的用药往往可以进行精准投放，生产者可

以通过规模效应，使其单位用药量降低。对于畜

牧业养殖来说，生产者往往可以通过隔离、消杀

的处理方式减少有问题的产品与健康产品的接触。

而水产养殖由于养殖生物体基本都在水下，发现

问题很难做到及时有效，即使发现问题，也很难

通过隔离、消杀的处理方式解决。故水产养殖业

面临着“集体用药”问题，往往是一尾鱼生病，全

塘鱼同时施药。出塘前的停药在 1%显著水平下

通过检验，表明生产者在出塘前有通过停药来降

低生产者的渔药使用行为。

(3)外部效用对用药行为的影响。注册商标

对生产者用药行为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

在于部分商标拥有者认为商标并不能提升收入，

从而导致虽注册商标，但商标处于未使用的状态。

参与保险在 5%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养殖生产

者的用药量且回归系数较大。原因可能是养殖生

产者在购买养殖保险后，其风险承受能力得到进

一步释放，养殖生产者通过减少用药行为来降低

表 2    变量含义及赋值

Tab. 2    Variable meaning and value assignment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s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变量定义
variable definitions

平均值
average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 variable

是否安全用药 是=1，否=0 0.68

单位渔药投入/(元/kg) 渔药总投入金额/总产量 0.37

加入产业组织情况
accession to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加入紧密型产业组织 是=1，否=0 0.57

加入合作社(协会) 是=1，否=0 0.50

加入企业主导的生产基地 是=1，否=0 0.23

中介变量
intervening variable

养殖培训 不参加=0，偶尔参加=1，
经常参加=2

0.87

个体特征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年龄 连续型变量 46.64

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大专；5=大学；6=研究生 2.93

养殖年限 连续型变量 14.41

家庭参与养殖人数 连续型变量 2.72

生产情况
production situation

养殖规模 养殖数量/万尾的对数 3.25

出塘前停药时间 1= 1~7 d；2= 8~14
d；3= 15~21 d；4=21 d以上

3.76

外部效用
external utility

注册商标 是=1，否=0 0.26

参与保险 是=1，否=0 0.14

用药认知
drug use cognitive

渔药污染了解程度 非常不了解=1，比较不了解=2，一般=3，比较了解=4非常了解=5 3.63

渔药效果了解程度 非常不了解=1，比较不了解=2，一般=3，比较了解=4非常了解=5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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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药残留超标导致的风险。

(4)个人认知对用药行为的影响。养殖生产

者对渔药污染的了解程度对其渔药投入没有显著

的影响。其原因可能：一是部分生产者只注重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对用药行为对于环境的影响方

面关注不足 (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部分生产者即便认

识到用药会对水体造成污染，但并未因此减少其

用药行为)；二是受水产养殖“一尾鱼生病而一池

鱼用药”等特性的影响。对于渔药效果的了解程度

在 5%、1%水平上显著影响养殖生产者的安全用

药行为和用药量。表明养殖生产者对于渔药效果

了解的越深，越能够减少用药行为。

 3.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养殖培训在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促

进生产者用药减量行为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对

假说 4进行检验。本文借鉴温忠麟等 [37] 检验中介

效应的步骤，依次构建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用

药量的回归模型、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养殖培

训的回归模型，以及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养殖

培训共同对用药量的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

(表 4)。

从表 4可以看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

在 1%和 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养殖培

训在紧密型产业组织与生产者的用药行为中存在

中介作用，假设 4得到了验证。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的效应值为−0.191、−0.056，表明紧密型产业

组织能够直接减少生产者 0.191 元/kg的用药费用，

能够通过培训间接减少生产者 0.056 元/kg的用药

费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占到总效应的 77.33%、

22.67%。这表明，在影响生产者的药物使用行为

过程中，紧密型产业组织的直接效应发挥主导作

用。生产者通过加入紧密型产业组织，能够增强

其培训知识技能、提供解决问题措施等途径，进

而有效减缓养殖生产者的渔药使用。

 3.3    不同类型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用药行为

影响分析

为验证不同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对生产者用

药行为的影响，将 “合作社 (协会)+生产者”、“企
业主导的生产基地+生产者”两个变量纳入模型，

使用最小二乘加稳健性标准误进行回归，检验结

果见表 5。
由模型 5的实证结果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类

型的紧密型产业组织对海水鱼养殖生产者的影响

效果不同，验证了假设 3。

表 3    紧密型产业组织对生产者用药行为影响

Tab. 3    Effect of compac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n drug
use behavior of producers

模型1(logit)
model 1(logit)

模型2 (ols)
model 2(ols)

模型3 (wls)
model 3(wls)

加入紧密型产业组织
joining a compac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0.760*** −0.247*** −0.159***

(0.285) (0.066) (0.055)

年龄
age

0.002 0.000 0.001

(0.016) (0.004) (0.002)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0.115 −0.038* −0.385***

(0.129) (0.021) (0.013)

养殖年限
breeding year

−0.000 0.002 −0.003

(0.019) (0.004) (0.002)

家庭参与养殖人数
families involved in
farming

0.276*** −0.011** −0.007*

(0.098) (0.005) (0.004)

养殖规模对数
logarithm of breeding
scale

0.018 0.012 −0.013

(0.097) (0.019) (0.013)

出塘前停药时间
withdrawal time

0.629** −0.185*** −0.147**

(0.252) (0.063) (0.064)

注册商标
registered trademark

0.368 −0.243 0.045

(0.414) (0.062) (0.046)

参与保险
participate in insurance

1.494** −0.163** −0.090**

(0.635) (0.070) (0.040)

渔药污染了解程度
understanding of
drugs' pollution

−0.354* 0.038 0.048 0**

(0.190) (0.036) (0.024)

渔药效果了解程度
understanding of
drugs' effect

0.419** −0.150*** −0.043

(0.185) (0.048) (0.029)

截距项
intercept

−3.586 1.743 1.098

(1.535) (0.367) (0.293)

N 304 304 304

注: 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10% 、5% 、1%
显著性水平；下同。
Notes: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 and *** denote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10%, 5% and 1%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表 4    中介效应

Tab. 4    The mediation effect

模型4
model 4

总效应　total effect −0.247*** (0.065)

直接效应　direct effect −0.191*** (0.068)

间接效应　indirect effect −0.056** (0.022)

中介效应占比　proportion of mediating effect 22.67%

N 304

拟合优度　goodness of fit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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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合作社 (协会)＋生产者”模式更能减

少海水鱼养殖生产者的用药量，“企业主导的生产

基地＋生产者”模式对养殖生产者用药量影响并不

显著。结合具体调研情况可以发现，合作社 (协
会)是养殖生产者自发建立的产业组织，合作社

(协会)的利益关乎到每一养殖生产者的利益，许

多合作社 (协会)的养殖生产者都是共用同一个品

牌，生产者之间基本都是邻里关系，彼此联系较

为紧密，一旦发现生产者违规用药，会禁止其使

用合作社 (协会)的名义进行售卖 (甚至迫使其脱

离合作社)，这种处罚机制导致养殖生产者的违约

成本较高。

而“企业主导的生产基地＋生产者”这一组织

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原因可

能在于如下三方面：第一，企业与养殖生产者合

作大多是订单合同制。企业和生产者的联系较“合
作社 (协会)＋生产者”模式相对松散，未能充分发

挥企业在养殖过程中的监督作用。加之订单合同

模式的不稳定性，养殖生产者对企业缺乏信任，

导致养殖生产者进行生产方式与传统生产组织模

式无异；第二，由于养殖地区的偏远和水产品的

高度易腐性，导致部分企业注重水产品的鲜活度，

较少重视药物残留；第三，不同于合作社“责任到

人”机制与集中售卖，“企业主导的生产基地＋养

殖生产者”模式中，和企业收购的体量相比，养殖

生产者由于自身养殖规模较小、产量较低，部分

企业在进行产品收购时缺乏细致检查，对收购过

程缺乏有效监督，在发生问题后缺少责任主体。

 3.4    自选择问题的讨论

当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加入紧密型产业组织

时，核心解释变量是一个二值选择问题。针对于

这种可能受到选择性偏误的情形，学界提出了使

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逆概率加权 (IPW)等方

法进行解决。与倾向得分匹配相比，逆概率加权

法一方面能够实现控制变量的均衡，另一方面能

够提高估计的效率 [38]。故本文采用逆概率加权法

(IPW)对加入紧密型产业组织生产者进行检验，

具体结果见表 6。在解决选择性偏误并控制其他

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加入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依

然对生产者用药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加

入紧密型产业组织能够显著降低水产养殖生产者

用药水平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表中 POmean表示如果所有人都不参与紧密

型产业组织时的平均用药投入，ATE表示个体参

与紧密型产业组织与未参与紧密型产业组织的渔

药投入之间的平均差异。从表 6可以看出，如果

所有人都不参与紧密型产业组织，平均用药投入

将达 0.377 元/kg，而若这些个体参与紧密型产业

组织，则会导致其平均渔药投入减少 0.131 元/kg。

 4    结论及建议

结合中国沿海地区 304户海水鱼养殖生产者

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 logit模型、线性回归模型、

表 5    不同紧密型产业组织对用药行为影响 (模型 5)

Tab. 5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pac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on drug use behavior (model 5)

项目
items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t值
t value

加入合作社(协会)　joining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0.208*** 0.060 −3.45

加入企业主导的生产基地　joining the production base led by the enterprise −0.029 0.067 −0.43

年龄　age 0.000 0.003 −0.20

教育水平　educational level −0.041* 0.021 −1.91

养殖年限　breeding year 0.001 0.004 0.34

家庭参与养殖人数　families involved in farming −0.010** 0.005 −1.98

养殖规模的对数　logarithm of breeding scale 0.011 0.019 0.61

出塘前停药时间　withdrawal time −0.180*** 0.062 −2.90

注册商标　registered trademark −0.031 0.066 −0.48

参与保险　participate in insurance −0.156** 0.071 −2.19

渔药污染了解程度　understanding of drugs' pollution 0.039 0.037 1.07

渔药效果了解程度　understanding of drugs' effect −0.151*** 0.049 −3.07

截距项　intercept 1.738 0.368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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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产业组织模式对海水鱼养殖

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

加入紧密型产业组织对生产者安全用药行为有显

著正向影响。第二，加入紧密型产业组织的生产

者用药量显著降低。第三，加入不同类型紧密型

产业组织对海水鱼养殖生产者用药影响不同，“合
作社 (协会)＋生产者”模式显著优于“企业主导的

生产基地+生产者”模式。第四，养殖培训在紧密

型产业组织模式对用药行为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提高市场上流通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不仅

要考虑生产环节，还要考虑流通、消费等产业链

上各环节带来的影响。受数据获取等因素限制，

本文仅从生产者视角对海水鱼养殖生产的药物使

用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未能涵盖市场

和消费者需求等方面对生产者药物使用的影响情

况。解决上述局限性将会更加科学地揭示产业组

织模式和海水鱼养殖生产者药物使用行为之间的

关系，亦是本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地方。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海水鱼养殖业生

产者的合理用药，进一步推动中国海水鱼类养殖

业的绿色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继续鼓励紧密型产业组织尤其是“合作社

(协会)＋生产者”模式的充分发展，引导养殖生产

者采用绿色生产行为。20世纪 90年代以来，农

(渔)业专业合作社建设逐步得到国家重视。尤其

是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颁布以来，此类组织更是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其

技术推广与示范引领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团

队的调研表明，部分海水鱼养殖合作社“合”而不

“作”，作用还停留在联合申报项目等方面，功能

发挥不全面。建议继续积极鼓励、引导养殖生产

者加入合作社，扩大紧密型产业组织规模，将社

会监督转变为生产者内部监督，深化产业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不断提升协作质量和水平。

(2)重视紧密型产业组织内部管理制度建设。

一方面，合作社 (协会)需要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

将具体责任落实到每一位养殖生产者，尽量避免

少部分养殖生产者“搭便车”现象；另一方面，对

于采用“企业主导的生产基地+生产者”模式而言，

企业应加强产品监督检查力度，并增加和养殖户

之间的联系，指导养殖户生产合格产品，并把控

产品流向，重视收购时渔药残留监测行为，从生

产端遏制过量用药行为的发生，增强海水鱼养殖

生产过程中的绿色生产行为。

(3)重视水产养殖保险，完善生产者教育培

训机制。通过调研海水鱼类养殖生产者了解到，

当前产业发展面临养殖保险、教育培训等需求强

烈但供给不足的情况，而本研究的实证结果验证

了渔业保险与教育培训会对生产者的药物使用行

为产生显著影响，故水产养殖保险、教育培训值

得相关各方高度关注。具体而言，一方面，渔业

管理、水产技术推广、金融保险等相关部门应当

在完善基层渔业技术推广建设的基础上，推进政

策性水产养殖保险相关工作的开展，着力构建稳

定的水产养殖保险制度，减缓养殖企业面临的各

种风险压力，提升养殖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

就产业组织自身而言，建议加强对合作社内部养

殖生产者的培训力度，跟踪其培训后的实际运用

情况，完善分成及股权制度等激励制度，使生产

者学以致用，选择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

色生产行为。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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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 on drug use behavior of
mariculture producers

YANG Zhengyong *,     XU Hui ,     PENG Lewe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drug use behavior of aquaculture producers and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quaculture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mariculture  producers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this  paper  used  logit  mode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on the drug use behavior of mariculture produ-
cers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compac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afe drug use behavior of producers; (2) The drug consumption of the producers who joined the com-
pact industry organizat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3) Different types of compac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had dif-
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drug use behavior of producers. The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 producer" mode is signi-
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enterprise-led production base + producer" mode. (4) Breeding training had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compac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 on drug use behavior of producers,  which could
further reduce drug use by train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providing problem-solving measur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compac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espe-
cially  cooperatives  (associations),  carrying  out  training  on  green  aquaculture  for  producers,  and  developing
aquaculture insurance,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quaculture industry.

Key word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 drug use behavior; logit mode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mediating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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