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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从绿色防控的概念辨析与社会影响尧绿色防控的实施情况和应用效果尧农户

对绿色防控的采纳意愿或行为尧绿色防控推广应用的影响因素以及绿色防控的政策与建

议五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袁研究发现袁国内外学者针对病虫害绿色防控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两个方面院一方面袁从宏观的角度来谈绿色防控的现状尧工作进展尧出现的问题尧制
约因素尧解决对策以及发展趋势曰另一方面袁从微观的角度袁具体到某个区域某类农作物

来分析绿色防控的效果评估以及上述各方面的研究遥 总体而言袁当前对于绿色防控的研

究多数侧重于自然科学的视角袁而基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绿色防控的文献较少袁特别是

从农户视角对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进行的研究与探讨较为缺乏遥 最后袁总结往后可供

探讨的研究视角院基于农户视角下绿色防控采纳行为研究曰农户尧政府管理部门尧技术推

广部门尧专业协会组织等参与主体的协同创新绩效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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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化肥尧农药等投入品的大量使用提高了农业的产出水平袁但同时也导致了农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的日益普遍和农药化肥污染事件的频频发生袁 不仅给人类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

胁袁也给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袁同时袁也阻碍了环境友好型农业的

发展建设进程[1]遥 可见袁农业污染防控成为了紧迫的现实问题遥 不少学者提出了通过推广实施农

业新技术作为缓解农业污染的重要措施[2-3]袁为此袁兼顾经济效益尧环境效益尧社会效益的绿色防

控应运而生遥 本文从绿色防控的概念辨析与社会影响尧绿色防控的实施情况和应用效果尧农户

对绿色防控的采纳意愿行为尧 绿色防控推广应用的影响因素以及绿色防控的政策与建议五方

82



面对相关文献予以梳理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要述评袁以期能够对相关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遥
一尧绿色防控的概念辨析与社会影响研究

关于绿色防控的概念袁不同的学者对其定义不一遥 Greathead 将绿色防控描述为野通过引

入尧扩增和释放捕食性尧寄生性天敌或病原菌以达到控制另一种害虫的手段冶[4]遥DeBach 则对绿

色防控的定义进行了拓展袁他指出袁绿色防控是指野捕食性尧寄生性天敌或病原菌使另一种害

虫的种群密度保持在较低水平上的应用冶[5]遥 国内方面袁农业部于 2006 年召开的全国植保植检

工作会议上袁首次提出了野公共植保尧绿色植保冶的植保理念遥 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是基于

野预防为主尧综合防治冶的植保方针和野公共植保尧绿色植保冶的植保理念袁以确保农业生产尧农产

品质量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袁以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为目的袁优先采取生态调控尧生物防

治尧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等资源节约型尧环境友好型技术来控制农作物病虫害的行为[6]遥 蔡书

凯则指出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较为复杂袁包括农业防治尧生物防治尧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7]遥
衡孝庆等认为袁绿色防控技术实质上是环境友好型技术或生态技术[8]遥 绿色防控模式主要包括

以基地为主线的绿色防控模式尧以作物为主线的绿色防控模式尧以靶标有害生物为主线的绿

色防控模式尧以设施农业为主线的绿色防控模式尧以生态调控为主线的绿色防控模式和以投

入产品为主线的绿色防控模式[9]遥
关于绿色防控社会影响袁学者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院一是降低施药对人体

健康的负面影响袁 保障农业生产安全遥 传统的农业防治措施已严重危害农业的生产安全袁为
此袁 当前农业发展需要由严重依赖化学防治的传统防治措施转变为提倡综合防治的绿色防

控遥 在病虫害防治实践中袁绿色防控的效果远高于长期使用化学农药来防治农作物病虫害袁研
究表明绿色防控示范区比农民自防区一般可减少农药使用量 30%要50%[10]遥 此外袁农户施用农

药来防治病虫害所带来的产量损失的同时袁也可能给农户和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11]遥
张云华认为农药所含的有机磷对消费者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袁我国癌症与怪病的发病率呈上

升的趋势与农产品被污染以及农药的环境污染有很大的关系[12]遥二是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袁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遥 当前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袁我国出口的农产品由于农药残留问

题已频频受阻袁特别是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蔬菜尧水果等园艺产品所遭

受的损失较大遥 崔丽指出通过对各地农产品的抽检袁可发现绿色防控区农产品农药残留量均

低于农残检测标准袁且都符合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的标准[13]遥叶贞琴进一步提出绿色防控

不仅从源头上防止出现农药残留超标袁而且大为改善了野三品一标渊三品是指绿色食品尧有机

食品尧无公害农产品曰一标是指农产品地理标志冤冶产品的生产袁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竞争力袁保
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袁提高了农产品的知名度[10]遥三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袁保障农业生态安全遥
病虫害防控不仅关系到农产品的质量尧消费者和农民的身体健康尧农民的收益袁而且与农业面

源污染和农业生态环境息息相关遥 王华杰指出绿色防控中的生态防控尧物理诱控和生物防控

能有效降低化学农药尧化肥的施用袁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袁有助于保护农业有益生物的多样性袁
降低病虫害暴发几率袁改善农业的生态环境袁减轻农村土地尧水体以及大气环境的治理成本[14]遥
此外袁周阳指出绿色防控良好的促使植物保护与环境相协调袁最大可能地降低了农业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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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措施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污染袁保障了农产品质量的安全袁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袁
从而使人类的生态系统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15]遥

二尧绿色防控的实施情况与应用效果研究

从绿色防控的实施情况来看袁我国绿色防控推广工作从 2006 年开始袁至 2012 年袁我国绿

色防控示范面积达到 866.7 万 hm2袁为保障粮食生产尧提高农产品质量尧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做出

了突出贡献[16]遥 乔格侠等提出了在蚜虫基础生物学尧天敌资源普查等研究的基础上袁构建包括

隐蔽性施药尧人工饲养天敌在内的多种绿色防控系统[17]遥赵中华等探讨了物理诱控尧生物农药尧
生态控制尧天敌昆虫尧杀虫剂等绿色防控的应用情况[18]遥

绿色防控的大力实施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应用效果袁 实现了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

赢遥 李中东等通过调查发现袁农户较为关注以保护土壤尧水质为核心的生产地环境保护类技

术尧以绿色化肥尧绿色农药为核心的投入品技术[19]遥 王明新等则以聊城冬小麦为研究对象袁对
冬小麦施肥生命周期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进行了研究袁发现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显著减少了

污染物的排放袁具有非常明显的环境效益[20]遥 褚姝频等则指出袁绿色防控在橘小实蝇综合治理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1]遥 李丹等指出通过试验示范的方式对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的防效进行了

评估遥 结果表明袁综合配套使用绿色控害技术后水稻绿色控害区大田期主要病虫害总体防治

效果达 86.27%[22]遥国外学者同样普遍认为袁绿色防控在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尧提高生态环

境水平等方面颇有成效遥 例如袁Tompkin尧Schillhorn 等学者探讨了农药残留控制技术对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作用[23-24]曰Raspor 认为袁加强 GMP(良好操作规范)的作用是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关键[25]遥
尽管绿色防控的应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效袁但仍旧存在一些障碍因素遥 曹兴等运用案

例分析方法对制约野两型冶技术研发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剖析袁发现需求市场尧供给市场以及政

策支持三个因素是影响野两型冶技术研发的重要因素[26]遥 相里六续等则探讨了环境友好型技术

的路径依赖袁研究表明袁相较于一般性技术袁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发展更加受到制度的制约[27]遥张

群则探讨了社会资本在绿色技术扩散中的作用袁研究表明袁社会资本能够加速集群效应尧减少

机会主义袁进而有助于绿色技术的扩散[28]遥 国外学者方面袁Youssef 则指出在环境保护型技术的

扩散过程中袁税收尧许可证自由分配尧排放标准等政策需要妥善配置[29]遥 Torvanger 和Meadowcroft
的研究则表明袁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是政府部门在指定环境友好型技术支持政策中必须着重

考虑的重要方面[30]遥
三尧农户对绿色防控的采纳意愿尧行为研究

在有关农户对绿色防控采纳意愿及采纳行为的研究上袁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为丰富的

研究遥
国内学者方面袁蔡荣等基于安徽省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发现袁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

单季稻农户占比 91.5%袁对于双季稻农户袁早稻种植户占 3.1%袁晚稻种植户占 69.2%[31]遥 王金霞

等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研究发现袁农户对秸秆覆盖单项技术的采用率最高袁对于少耕技术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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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加秸秆覆盖技术的采用率则较低[32]遥 靳淑平在对北京郊区农民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情况的

调查中发现袁在秸秆的处理上袁87%的未接受过入户指导的农户采用的是野直接翻田冶的方式[33]遥
祝华军以南方水稻产地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袁 发现农户愿意采用的技术有测土配方施肥尧增
加晒田次数尧将前茬作物秸秆翻埋入地下等袁而对用人工代替除草剂尧拔除前茬作物残根等技

术的采用意愿不高[34]遥 马丽等以辽宁省阜新市为例袁发现约有 54.8%的农户采用了保护性耕作

技术[35]遥唐博文等基于 9 省渊区冤2110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袁发现农户采用绿色农药的比例为26%袁
采用新品种技术的比例为 68%[36]遥

国外学者方面袁对以环境友好为核心的绿色防控的研究也有不少遥 例如袁Arellanes and Lee
以洪都拉斯北部农民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袁探讨了农户采用 Labranza Minina 技术的意愿遥 研究

指出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而言袁低投入的绿色防控越来越受到农户的欢迎[37]遥 Moreno and
Sunding 以加利福尼亚州中心流域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袁分析了农户灌溉技术选择的问题遥 他

们的研究表明袁对农户而言袁土地分配与灌溉技术的选择是同时的袁且农业用水价格对灌溉技

术的影响较大[38]遥Payne et al.利用来自美国农业部 2001 年的农业资源管理调查数据袁研究了玉

米食根虫尧Bt 种子等技术在农户中的采纳意愿[39]遥Watthaka et.al 以对肯尼亚西部地区农户的调

查数据为基础袁探求了农户施用有机肥与化肥的问题遥 其研究结果发现袁农户在化肥施用与有

机肥施用之间相互影响[40]遥Williams尧Bacha et.al 的研究则表明袁农户施用农家肥的可能性较高袁
这一现象有助于解释绿色防控的扩散问题[41-42]遥

四尧绿色防控推广应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般地袁影响农户采用绿色防控的因素主要包括户主个人特征尧家庭经济特征尧技术特征

及生态环境认知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四大类[43-45]遥 具体而言院
在户主个人特征方面袁学者们普遍认为户主的特征异质性是构成户主对绿色防控应用情

况差异的原因遥 蔡鹭斌等认为由于农民知识和眼见的缺失袁在实际情况中袁农民多数是只看到

眼前的利益而未想到长久的生活方式[46]遥 一般而言袁男性户主可能比女性户主具有更高的眼

界袁其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可能更高遥 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能够影响其知识水平袁如对科学施药

方式和农业投入品残留危害的认识袁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可能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农

户具有更高的绿色防控技技术纳意愿[47]遥
在家庭经济特征方面袁Bonabana-Wabbi 提出种植规模大的农户比种植小规模的农户采纳

新技术的可能性更大[48]遥 土地来源分为野自己家的冶和野租入承包冶袁对于自己家的土地袁农户会

从长远考虑安排生产曰对于租入承包的土地袁农户考虑的是短期收益袁因而可能会采取施用过

量化肥尧农药等措施以增加产量袁因此其采纳绿色防控的意愿可能不高[49]遥
在技术特征及生态环境认知方面袁Davis et al.尧Sorebo and Eikebrokk尧何可等学者的经验研

究表明袁如果农户认为某项新技术较为易用时袁其采纳意愿就可能较高曰如果农户认为应用某

项技术的难度太大袁其采纳意愿则可能比较低[50-52]遥 一般而言袁农户对农业生态安全知识的了

解程度越深袁其采纳绿色防控的需求可能越强烈[53]遥
在社会环境特征方面袁孔祥智等指出在农业新技术推广时袁应该根据不同成本尧不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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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采用不用的方法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农户的教育会显著的促进农业的发展[54]遥 此外袁
Novotny et al 提出农业信息对于农户采用新的农业技术是十分关键的[55]遥

五尧绿色防控的政策与建议

在有关促进绿色防控推广应用的问题上袁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

建议院
一是基于农户视角的政策建议遥 蔡金阳等指出袁在大力推广绿色防控的同时袁可开设相应

的绿色防控培训班袁来提高农户对绿色防控的全面理解[56]遥 Chaves et al.尧Feder et al.认为接受

教育和培训较多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农业新技术[57-58]遥 喻永红等则指出袁在生产实践中袁借助

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尧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业生产大户的示范带动作用袁对绿色防控进

行推广能够发挥出较大的作用[59]遥
二是基于技术视角的政策建议遥 目前袁绿色防控本身技术缺陷较多袁实际应用性较差袁特

别是适用性强的绿色防控关键技术还不太多遥 为此袁李晓红等提出应研究适用于生产实际的

成熟技术袁建立完善的绿色防控规程袁因地制宜袁有针对性地创建绿色防控集成技术体系[60]遥周

阳等则指出袁要建立健全明确的认证机制袁利用信息技术来追踪产品的来源袁有助于打响绿色

防控市场品牌[15]遥
三是基于市场推广视角的政策建议遥 沈宇丹等针对化肥替代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市

场袁探讨其形成的内在机理袁并提出了逐步取消化肥产业价格干预政策的建议[61]遥 Godtland et
al.尧Pontius et al.尧Hanson et al.提出世界银行等国际资助机构认为农民田间学校是成本收益率

最高的绿色防控推广方式[62-64]遥 赵丽丽等则提出袁充分利用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能够有效促进

以可持续为核心的绿色防控的扩散[65]遥杨普云等提出应该转变以农业部门的相关单位牵头袁着
重技术展示的推广形式袁应该考虑技术应用的规模性尧投融资渠道的多样性尧技术应用与市场

结合度尧农户应用该技术的积极性以及取得的经济效应[66]遥
四是基于政府视角的政策建议遥 绿色防控所需资金投入很大袁仅仅依靠政府来做这项工

作是远远不够的袁也很难做大其规模袁难以形成其规模效应[67]遥 为此袁向东梅提出袁政府应制定

针对绿色防控的相关补贴措施和与绿色防控紧密相关企业的优惠政策[68]遥刘纯彬等则指出袁政
府需要倡导绿色理念尧建立绿色财政尧实施绿色税制[69]遥

六尧主要结论与未来方向

截至目前袁有关病虫害绿色防控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袁已逐渐成为学术

界的理论前沿遥 综合已有研究不难发现袁国内外学者针对病虫害绿色防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两个方面院一方面袁从宏观的角度来谈绿色防控的现状尧工作进展尧出现的问题尧制约因素尧解决

对策以及发展趋势曰另一方面袁从微观的角度袁具体到某类区域某个农作物来分析绿色防控的

效果评估以及上述各方面的研究遥 总体而言袁当前对于绿色防控的研究多数侧重于自然科学

的视角袁而基于社会学视角专门研究野绿色防控冶的文献较少袁特别是从农户视角下来对绿色

防控技术采纳意愿进行的研究与探讨较为缺乏遥 为此袁笔者认为未来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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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防控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探讨院
一方面袁基于农户视角袁从整体上把握农户对绿色防控的认知与态度袁研究农户对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遥 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微观决策主体袁农户的采纳意愿

是绿色防控技术得以顺利推广应用的关键遥 从整体上把握农户对绿色防控的认知与态度袁研
究农户对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袁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农户需求的

绿色防控推广政策建议袁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尧农业生态安全的建设尧环境友

好型农业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另一方面袁基于技术推广视角袁探讨绿色防控的效率袁完善的绿色防控推广机制和技术体

系遥 绿色防控的推广应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涉及农户尧政府管理部门尧技术推广部门尧专
业协会组织等参与主体遥 各参与主体存在利益诉求差异与信息不对称问题袁势必对绿色防控

的顺利推广造成不利影响遥 因此袁在今后的研究中袁还可对农户尧政府管理部门尧技术推广部

门尧专业协会组织等参与主体的协同创新绩效进行研究袁进而提出构建与完善主体链接与协

调机制的政策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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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literature related to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summarized from five
aspects, the concept and social impacts,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effect, farmers爷 adoption willingness
or behavior, factors affecting its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related policies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exist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on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inly focus on two
aspects, i.e. macroscopic viewpoint on the status, progress, problems, constraints, trends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microcosmic viewpoint on its implement effect evaluation of some crop in a certain
region. Generally, current researches on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stly focus on natural science
perspective, while little 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specially study and discussion on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doption willing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Finally, possible research perspectives worth
exploring in the future are summarized as, the adoption behavior of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main participators such as farmers,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echnology promotion department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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