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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专家学者谈新冠肺炎
疫情对世界粮食安全和

中国农业影响
　程国强　朱信凯　樊胜根　叶兴庆　朱　晶　李春顶　邢自强　任泽平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粮食安全和国内农业发展的影响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近期,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联系多位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解读.从粮食安全、供应

链、农产品贸易、宏观经济等方面,专家们提出了抓好粮食和生猪生产、及早谋划紧

缺农产品采购、促进农产品出口、加强国际粮农治理、做好中长期政策储备、提高乡

村振兴基建投入等建议.现将专家观点摘录如下.

一、程国强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如果后

期世界疫情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引发全球粮

食危机是大概率事件.疫情导致许多国家对粮食市

场预期趋紧甚至恐慌,这源于各国对粮食安全强烈

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思维,更是对２００８年全球粮食危

机的恐惧记忆.除部分国家已采取粮食出口限制外,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加严和延续,可能导致物流中断、
交易停顿,加之部分国家干旱、蝗灾影响粮食生产,
会进一步强化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预期.有必要吸

取２００８年粮食危机的教训,警惕和防范来自国际投

机资本对粮食市场的炒作,推动全球农产品价格从

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上涨,最终酿成全球粮食危机.
必须高度重视后期大豆等大宗农产品可能面临的市

场风险,及早谋划应对策略.一要管理好输入性的

不稳定预期,谨防市场恐慌、抢粮囤粮.二要加强

和完善重要农产品储备体系,建立高效安全可控的

农产品应急供应保障网络.三要强化全球供应链管

理,进一步提高大豆等大宗进口农产品风险防控水

平.四要加强国际粮食安全与贸易政策协调,支持

和参与联合国机构开展的援助低收入贫困国家的国

际合作.
二、朱信凯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疫

情使全球粮食安全和中国农产品贸易形势更加复杂

严峻,２０２０年一季度中国农产品出口受冲击较大.
用四句话来概括当前形势.一是世界粮食安全面临

大考,平衡结构是关键.初步判断,世界粮食供应

总量没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如大米、小麦主要

生产国和出口国很集中,但进口国特别分散,正常

情况下没事,可一旦供应不畅、加上贸易限制,缺

粮国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对国内而

言,最重要的是抓好生产,真正做到 “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二是农产品进口新变化,有的欢喜有的

忧.疫情发生以来,不同农产品的进口形势出现分

化.１~３月,大豆进口增长６２％、猪肉进口增长

１７ 倍、小 麦 进 口 增 长 ２３１％;大 米 进 口 下 降

３９％、棉花进口下降７２％、食用植物油进口下降

１４％.有些产品的全球需求下降、价格下跌,进口

会更加实惠;有些可能会买不着或者涨价,要抓紧

时机采购,主动做好储备.三是出口形势太严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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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可能最受伤.１~３月,农产品出口出现较大幅

度下滑,总出口下降５６％,水产品、蔬菜、茶叶

出口分别下降１８％、３９％、９７％.按产业产值和

从业人数粗略匡算,仅水产品这３个月出口下降就

直接影响了５９亿元产值和９２万人就业,间接影响

更大.如果全年农产品出口下降１０％,约合５５０亿

元,若以农村人口承担损失计算,人均收入仅此就

减少约１００元.建议重点扶持和认定建设一批出口

规模大、质量安全水平高的出口示范企业和生产基

地,稳住农业外贸基本盘.四是农产品价格大波动,
涨涨跌跌要看清.２０２０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波

动加剧,部分产品波幅超过５０％.受总需求下降的

影响,小麦、大豆、棉花、食糖、食用植物油等价

格总体上是看跌的,但是大米等刚性需求产品看涨.
不管大涨还是大跌,对国内都会产生传导影响,主

要是价格和购买成本问题.最好要加强监测与国际

市场信息发布,稳定公众预期,合理引导生产和

消费.
三、樊胜根 (中国农业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食

物政策研究所原所长):疫情在全球快速发展,且蔓

延至许多本就因冲突、自然灾害或气候变化而深陷

食物不安全的国家 (地区).食物安全的风险明显增

大,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共

同回应的全球性问题.目前,疫情已经扩散到非洲

等经济不发达地区,使他们原本脆弱的食物系统雪

上加霜.２００８年粮食危机和２０１４年西非埃博拉病

毒暴发期间,非洲国家都最先受到影响,并且这种

影响 会 扩 散 到 全 球.最 近,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和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预 测,

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可能零增长或负增长,这意味着增

速至少减缓２５个百分点,按照国际食物政策研究

所 (IFPRI)的全球模型估计,将导致３０００万~
４０００万人落入贫困和食物短缺处境,其中大部分是

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人口.为降低全球粮

食危机风险,需要共同努力确保食物供应链的正常

运行,并对最弱势群体采取迅速保护和援助.一是

促进国际政策协同,在多双边场合积极推动出台不

限制粮食出口的原则倡议,避免恐慌性购买加大粮

食危机风险.二是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促进贸

易流通,减少非必要的人流、物流限制和对货物贸

易的限制措施.三是健全粮农治理体系,创建一个

包括主要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内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平台,加强对生产和市场信息的监测分享,提供国

际食品标准、抗灾粮食援助协调机制、贸易协调等

公共产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抗疫中,通

过 “绿色通道”等措施保障鲜活农产品供应的经验,
值得全世界借鉴.

四、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

究部部长):疫情防控导致的物流中断以及部分国家

出口禁运风险增大,威胁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中国

进口依存度较高的大豆、食用植物油、食糖等存在

保供风险.以大豆为例,中国４~１０月主要从南美

进口大豆,目前巴西疫情发展很快,对从产区到港

口的物流通道的影响明显加大.当务之急:一是防

止供应链中断,加大对巴西疫情防控的支持,帮助

巴西提高主要物流通道的防护条件;二是做好应对

供应链中断的预案,抓住目前巴西物流基本正常的

窗口期多进多储,暂停国内乙醇汽油推广计划、减

少玉米的工业消耗.建议:一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 G２０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精神,加大力度推

动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大宗农产品供应链稳定;二是

积极践行 G２０农业部长应对疫情特别会议声明,加

强多边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三是推动在

世贸组织第１２届部长级会议上就严格规范出口限制

形成决议.
五、朱晶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疫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农产品市场和贸

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未雨绸缪以确保国

内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是当前亟须关注的问题.因

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慌情绪,部分地区民众纷

纷开始囤积粮食和食物.与此同时,出于自身粮食

安全考虑,已经有部分国家出台限制粮食出口的措

施.受 “以邻为壑”贸易保护政策和物流不畅等因

素的共同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供应稳定性有所

下降,如果美国等粮食主产国在２０２０年二季度因疫

情恶化而无法正常播种或收获,世界粮价上涨及市

场波动的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剧.对中国而言,短期

内疫情不会威胁主粮安全,但将从一定程度上影响

大豆等进口依存度较高产品的可获性和获得成本,
并有可能推高畜牧业生产成本.同时,中国农产品

的主要出口市场 (日韩美欧)先后成为疫情重灾区,
优势农产品出口受到很大影响,目前不少农产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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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企业已经感受到订单减少的压力.后期疫情蔓延

会给国外农业用工带来很大压力,蔬菜等劳动密集

型的园艺类产品可能供应不足,对中国出口也存在

一定机遇.建议:坚定不移夯实农业生产基础,加

大支持保障国内生产供应;加强供求信息发布和市

场监管,降低恐慌预期,确保国内粮食市场平稳运

行;实施多元化进口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期

货市场,应对世界市场价格波动;密切跟踪全球疫

情粮情,推动和引领国际合作与贸易政策协调;加

大对出 口 企 业 的 支 持 力 度,积 极 寻 求 新 的 市 场

机遇.
六、李春顶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经济贸易系主任):疫情在全球暴发和蔓延,对中国

农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预计将大于对制成品出口的

冲击.一是目前针对中国货物贸易的限制措施集中

在农产品上,已经有３０个国家对我出口农产品实施

限制,有的限制畜禽产品、水产品,有的限制果蔬

产品,有的限制所有农产品,还有的国家加严查验

和检疫措施.二是水产、果蔬等生鲜农产品,季节

性强、不耐储存,一旦出现延误滞港就会造成较大

损失.疫情下农产品出口物流、仓储、检验检疫和

清关等时间和费用成本都将上升,违约和延期付款

等不确定性风险也将增加.三是对需求弹性较高的

农产品消费会出现明显下降,比如我们具有出口优

势的水产、果蔬等产品,相对于粮食等基本农产品,
其海外消费需求会明显减少,出口很难恢复.四是

中国农产品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用工量大,
复工后防疫支出、人工成本相对较高.建议根据农

业外贸特点,将已出台的小微贷款额度等优惠信贷

政策向农产品出口企业倾斜,帮助企业解决短期流

动性困难;对农产品出口企业收储加工原料给予补

贴,适当延长免缴 “五险一金”的时限,降低运营

成本;参照美欧等设立农产品出口促进专项资金的

通行做法,加大出口促进支持;加强国际间的农业

贸易政策协调,防止限制措施扩大化.
七、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全球经济衰退已初步显现,外需放缓是对我经济的

最直接冲击,首先是出口,随后就是对就业和收入

的影响,不亚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预计２０２０年全

球经济 增 长 将 远 低 于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定 义 的

２５％经济衰退荣枯线.预计疫情在二季度造成的全

球总损失相当于２００８年整个经济下行期间的损失,
美国、欧洲 GDP至少萎缩３０％,随后即便疫情见

顶,经济也将呈 U 形缓慢恢复,预计欧美需要接近

两年才能回到２０１９年的经济总量.外需放缓是对中

国经济最直接的冲击,出口订单损失将使我 GDP下

降１~２个百分点,再加上对就业、收入的间接影

响,可能达３~４个百分点.因此,非常时期宁可把

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特别是针对出口做一些超常

规政策储备.农业上也要做好长期应对准备,政策

设计可能要考虑未来一到两年.
八、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

济研究院院长):疫情已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经济

深度衰退程度超过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除

中国、韩国等少数地区外,目前全球大部分地区形

势严峻,欧美亚主要经济体均遭受重创,日本疫情

二次暴发,印度、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医疗卫生条

件差,人口密集,情况混乱堪忧.预计欧美国家疫

情将在未来一至两个月后开始缓解,但面临 “长尾

效应”,彻底结束有赖于疫苗研发和接种.根据模

型测算,未来疫情发展有３种情景:乐观情景下,
全球感染率０３％、病死率２５％~４％,欧美感染

３２０万人以内,疫情于２０２０年夏天基本结束,上

半年对经济冲击较大,但下半年经济快速反弹,影

响基本可控.中性情景下,感染率０６％、病死率

３％~５％,欧美感染超过３２０万人,预计全球实际

感染数量３０００万人左右,且持续时间达３~５个

季度,经济中短期深度萧条,随后逐步恢复.悲观

情景下,感染率１％以上,且持续时间较长,导致

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大面积倒闭潮和失业潮.中国

面临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和扩大内需三大战役,随

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快速开展,当前中

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消费、生产

和出口企业订单大幅减少,短期应重点维持对外贸

易的稳定.同时,相比欧美目前实施的大规模量化

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应启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

设,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供给侧改革.在

农业上,可以结合各地发的乡村振兴债券,对高标

准农田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集中开展一

些基础建设.

(责任编辑　杜　婧　张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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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农业政策转型趋势与启示
　张云华　赵俊超　殷浩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北京 １００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Ｇ０４Ｇ０１.
作者简介:张云华 (１９７６—),山西吕梁人,研究员,研究方

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赵俊超 (１９７６—),河北邯郸人,研究

员,研究方向:新型城镇化;殷浩栋 (１９８８—),湖南邵阳人,博

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摘要:欧盟在其成员国实施统一的农业政策,即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这一政策 产

生近６０年来,已进行３轮大的改革和数次调整,呈现出５个显著趋势:市场支持

政策力度越来越小直至微弱水平、农业补贴从与产量挂钩转向与产量脱钩、政策

领域从扶持农业生产转向农业农村综合发展、逐步实现绿色生态转型、政策手段先

繁后简.这对中国农业农村政策制定有５点启示:一是农产品市场支持政策与农业

补贴政策不能总是 “慢半拍”,而应与国际节奏保持同步甚至引领;二是市场支持

政策应回归本意,着力发挥防范和托底作用;三是优化简化补贴门类,补贴目标由

农业生产转向农民收入;四是拓展政策视野,从注重农业产量转向农业综合发展,
从关注农 业 转 向 农 村 全 面 发 展;五 是 提 高 政 策 前 瞻 性,促 进 农 业 农 村 绿 色 生 态

转型.
关键词: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转型趋势;启示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１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CommonAgriculturePolＧ
icy,CAP)是欧盟在其成员国内统一实施的农业政

策.在过去近６０年间,欧盟 CAP根据内外部环境

的变化,实行持续、积极和主动的转型,实现了保

障农产品供给、与国际市场接轨、保护生态环境和

遵守国际贸易准则等多重目标.我们赴欧盟农业与

农村发展总司以及丹麦和比利时,对这一政策进行

了调研.

１　欧盟CAP转型的５个显著趋势

CAP 诞 生 于 １９６２ 年, 此 后 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３
和２０１３年 进 行 了 ３ 次 大 的 改 革,以 这 ３ 个 节 点

为划分,欧 盟 农 业 总 司 将 CAP 分 作 ４ 个 阶 段,
分别体现了食物安全、市场竞争力、内在可持续

和政策效率４种政策导向.除了这３次大的改革,

CAP一直 在 进 行 调 整,如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 代 石 油

危机期间、２０００年议 程 和 ２００８ 年 健 康 检 查,都

有相当 幅 度 的 政 策 调 整 (表 １).CAP预 算 按 每

７年为１个周期进行编制,目前已有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的 框 架 计 划.欧 盟 在 ２０１８ 年 已 经 明 确,将

对２０２０年后的CAP进行调整.通过对欧盟CAP的

转型情况,尤其是对其项目构成、资金预算、操作

方式的 具 体 变 化 进 行 考 察,我 们 发 现 ５ 个 显 著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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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欧盟CAP的改革与调整

政策导向

食物安全

市场竞争力

内在可持续

政策效率

时期
早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危机时期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 １９９２年改革 ２０００年议程 CAP２００３年改革 健康自查 (２００８) CAP２０１３年改革

政策内容

　价格支持

　生产力改进

　市场稳定

　过量生产

　支出剧增

　国际摩擦

　供应控制

　  降 价 和 补 偿

支付

　减少贸易顺差

　  收 入 和 预 算

稳定

　深化改革进程

　农村发展

　市场导向

　脱钩

　交叉遵从

　 消费者关心的

问题

　环境保护

　 扩大第二支柱

范围

　  加 强 ２００３ 年

改革

　牛奶配额

　绿色化

　精准

　再分配

　停止生产约束

　食物链

　研究和创新

　　资料来源:欧盟农业总司.

１１　市场支持政策力度越来越小直至微弱水平

早 期 的 CAP, 几 乎 完 全 是 市 场 支 持 政 策

(marketsupport).但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市场支持的

力度迅速降低,被其他政策所替代.从资金数来看,

１９９１年市场支持预算合计超过３００亿欧元,包括两

个组成部分:出口补贴和价格支持①.１９９２年后出

口补贴逐年减少,至２０１１年降低至０.价格支持几

乎同步减少,至２００７年降低至３０亿欧元以内,此

后基本稳定.从比重上来看,市场支持资金占 CAP
资金的比重从接近１００％收缩至５％以内,迄今一直

保持这一水平.
这一政策调整的背后是CAP所面临的内部环境

的逆转性变化.一是严重的农产品过剩.欧盟②设立

CAP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农产品自给[１],但到１９６８
年已出现农产品过剩,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现持续

大量过剩,被戏称为 “牛奶湖”“红酒湖”“牛肉山”
“黄油山”.二是巨大的财政压力.用于CAP的资金

占欧盟财政预算的比重一直在６０％以上,占欧盟

GDP的比例超过０６％,各国对此均不堪重负.三

是消费者和纳税人的不满越来越强烈.由于价格支

持政策,欧盟的食品价格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引

发了城市居民的不满[２].
市场支持政策在这一背景下逐渐退出.１９９２

年,欧盟对 CAP进行改革.一是引入直接支付,
依据产量对农民进行补贴;二是大幅降低价格支持

水平,使欧盟市场价格更接近世界市场价格;三是

每年休耕１５％的土地,控制生产和补贴的过度增

长;四是开展植树造林、农业环境等项目,增加环

境保护投入.此后市场支持政策力度逐渐减弱,目

前仅对普通小麦、硬麦、大麦、黄油、脱脂奶粉等

８种农产品保留有市场支持手段,且由于设定的保

护价格水平大幅度低于市场价格,保护机制很少被

触发.

１２　农业补贴从与产量挂钩转向与产量脱钩

产量挂钩支持政策 (coupledsupport)在高峰

期占到CAP资金的６０％,但从２００６年起挂钩支持

政策骤然减少,此后保持在１０％以内.在２０２１年以

后的建议预算中已经看不到挂钩支持政策.取代产

量挂钩支持政策的是产量脱钩支持政策 (decoupled
support),其在２００５年首次出现,并迅速取代前者

的地位,占 CAP资金的比重一直保持六成多到七

成,成为目前CAP中的主体内容.脱钩支持政策中

最主 要 的 部 分 是 对 农 民 的 直 接 支 付 (direct
payment),占据了 CAP资金的７１％和欧盟总预算

的２７％.其操作办法是对农业经营者按照其土地数

量直接进行收入补贴,不仅包括种植业,而且还包

括了畜牧业,对畜牧业按照其农场土地面积进行直

接补贴,而与其存栏牲畜数量无关.直接支付在农

民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每年平均每个农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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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价格支持类似于中国实行的保护价收购,但内容更为宽泛,
机制也更复杂,如其设定目标价格、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３个价格,
收储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

当时称为欧共体.



以获得３５００欧元,平均每亩 (１亩＝１/１５hm２)农

业用地可以获得１６欧元①.如果不计算这部分补贴,
农民人均收入只有其他行业平均水平的４０％,而加

上这部分补贴后,农民人均收入达到其他行业平均

水平的８５％.
这一 政 策 变 化 的 背 后 主 要 是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等国际贸易规则的压力[３].产量挂钩支持

政策是在１９９２年作为对市场支持政策的替代而引入

的,基本做法是根据农产品产量对农民进行补贴.
但在 WTO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中,要求各国实质

性减少刺激生产的农业补贴政策,产量挂钩支持政

策被视为黄箱政策,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取而代之

的是产量脱钩支持政策,不再依据产量,而是依据

补贴的历史记录和作物面积的历史记录确定对农民

的补贴金额.通过这一调整,欧盟的农业补贴从黄

箱政策转变为绿箱政策.

１３　政策领域从扶持农业生产转向农业农村综合

发展

CAP在初期仅限于农业生产扶持,从１９８１年

起引入了农村发展政策 (ruraldevelopment),但预

算金额微乎其微.从１９９２年起,农村发展投入占比

明显增加,至２０００年议程中正式形成 “两个支柱”
(twopillars)格局,其第二支柱就是农村发展政策.
此后在２００３年改革中,第二支柱再次得到强化,比

重达到总预算的２５％左右,此后一直稳定在这一

水平.
欧盟农村发展政策的实行是由于其内部禀赋的

变化.欧盟在初期成员国只有６个,此后不断东扩,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期增长到１２个,２１世纪以后突增

为２５个,目前为２８个.由于东扩的多为不发达国

家,欧盟农村面积、人口占比不断增长,内部农村

差异化日益加大.特别是一些地区年轻人外出,人

口下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目前６０％的欧盟

农业劳动力年龄高于５０岁,预计１０年后农民数量

将减少一半.为了提高欧盟农业竞争力、促进区域

平衡发展、改善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欧盟对农村

发展越来越重视[４].
欧盟在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CAP中将农村发展政策

确定为６个优先发展方面:一是促进农业和农村地

区知识传播和创新;二是促进农场对先进技术的转

化能力,增强农场活力和竞争力;三是促进农业产

业链发展,包括农产品加工和营销、增进动物福利

和强化农业风险管理;四是恢复、保护和强化与农

业和林业相关的生态系统;五是提升资源效率,支

持低碳发展;六是促进社会包容,减少农村贫困和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１４　逐步实现绿色生态转型

CAP的绿色生态转型始于１９９２年,在以直接

支付替代价格支持的过程中,已经体现出环境保护

的倾向和间接投入,如对牲畜饲养密度、强制休耕

等制度安排[５].２００３年改革中又出台交叉遵从原则

(crosscompliance),农业生产者只有在切实遵守食

品安全、动物福利、农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后

才可以获得直接补贴.

CAP中直接的环境保护支出出现在２００６年,
在其第二支柱也就是农村发展政策中纳入了保护环

境和气候的内容.欧盟目前生态环境保护中投入最

大的一块为绿色直接支付 (greenpayment),是在

２０１３年改革中提出并在２０１６年开始实施的.所有

成员国必须将３０％的直接支付用于绿色直接支付.
这两部分内容相加,大体占到 CAP资金的２０％左

右.绿色直接支付主要包括保持永久性草地直接支

付、作物多样化支付、生态重点区直接支付[６].以

作物多样化支付为例,１０hm２ 以上的农场必须至少

种植２种作物,３０hm２ 以上的农场至少种植３种作

物.农民必须经过改造、申请和验收合格后才可以

获得此项补贴.各成员国也必须无条件遵循这一政

策,如有违反会受到削减该国直接支付资金最多

２５％的处罚.

CAP的绿色生态转型是农业自身发展和外部舆

论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７].在早期,欧盟一直实行

增产导向的农业政策,农业环境保护受到忽视.农

药化肥的广泛施用使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受到了污染,
连续耕种带来了水土流失问题.从外部环境看,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后人们的环保意识持续增强,各种环境

保护运动蓬勃兴起.尽管欧盟在农业政策上的生态

环保导向已经增强,农村生态获得改善,但总是难

以达到社会诉求,因此CAP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程度

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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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为欧盟平均数,各国标准不一,如比利时显著高于此标

准,此外不同年份、国内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



１５　政策手段先繁后简

过去几十年间,CAP经历了先变繁杂后趋简化

的过程.在早期,CAP只有出口补贴和价格支持两

大类,１９９２年改革后变为４大类,至２０１６年已多达

６大类.大类还可细分,如直接支付就包括了基础

直接支付计划、单一面积支付计划、再分配补贴、
自愿挂钩支持等６个部分.在已制定的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建议预算中,CAP已缩减为３大类.CAP一度变

得繁复是目标多元化的结果.在早期,政策目标仅

仅是保障农产品供给和食物安全,手段也比较单一.
此后政策目标越来越多,新项目的增设使CAP越来

越完善,但同时也使其越来越繁杂,摊子越铺越大.
政策体系的繁杂使 CAP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

甚至难以为继.一是政策执行成本过高.CAP内容

庞杂,基本法规６００多页,执行文本还有２０００多

页.层层审核与检查抽查不仅耗费了大量行政资源,
而且效率低下[８].二是面临资金缺口.即将脱欧的

英国是经费净贡献国,其脱欧后CAP的资金将出现

紧缩.三是农民的不满与日俱增.现行CAP操作过

于复杂,很多农民往往不知道政策如何运行,更不

知道自己如何才能获得相应补贴.在我们对比利时

５个农场的调研中,大多数农场主对现有政策表示

不满,如申领绿色直接支付要求苛刻、手续繁杂,
申领农机补贴不仅要支付评审费且结果还不确定,
他们甚至放弃申请.农民的不满通过欧盟农民联合

会和农业合作联盟 (COPA & COGECA)① 等农业

协会组织提出,对欧盟形成强大游说压力.

２０１８年 后,CAP 出 现 简 化 趋 势.从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７年的 CAP 计划来看,政策体系将得到简化,
资金总额、项目类别、操作方式都将发生显著变化.
主要体现在３个方面:一是合并相关项目.绿色直

接支付、额外环保激励、交叉遵从标准等会简化调

整和归并处理.二是简化申领程序.欧盟已提出通

过运用土地使用数据、公共管理数据、农场运营信

息等,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提高政策效率.三是给

予成员国一定的自主权.为了增加CAP的灵活性和

效率,在已有各成员国CAP资金总额可在第一支柱

和第二支柱之间调配１５％资金份额的基础上,各成

员国可以视各自情况从第一支柱向第二支柱调配额

外１５％的资金份额.

２　CAP转型的启示

CAP过去几十年间的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一

是有效保障了食物供给,农产品市场持续稳定,对

外贸易实现整体平衡甚至小幅顺差.二是提高了农

业发展质量,农业生产效率、农产品质量安全、生

态环保等指标持续提升.三是遵守了国际贸易准则,
改变了过去因市场保护、农业补贴在国际上备受责

难的局面,在 WTO 体系内也未因此受到诉讼.通

过对其转型趋势的考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２１　农产品市场支持政策与农业补贴政策不能总是

“慢半拍”,而应与国际节奏保持同步甚至引领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台农产品

市场支持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加大农业支持

力度.这些政策对促进农业生产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与国际相比在节奏上总是 “慢 半 拍”.欧 盟 在

１９９２年改革后迅速降低其市场支持水平,而中国在

１９９３年开始实施粮食保护价收购、２００４年再开始实

施最低收购价政策等市场支持政策.欧盟从２００６年

起与生产挂钩的补贴支持已骤然减少,而中国此后

至今仍在加强实施生产补贴政策.“慢半拍”的后果

是,我们总是实行别人已弃之不用或慎用的政策,
随着国际规则和贸易格局的变化,我们因与新规则

不符而屡受诉讼.今后,农业政策制定应紧盯美国、
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动向,加强规则制定中的

交流合作,发挥引领作用,实现政策节奏的同步性

甚至引领性,避免 “慢半拍”的被动局面.

２２　市场支持政策回归本意,着力发挥防范和托底

作用

中国以粮食最低收购价为核心的农产品市场支

持政策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承载目标过

多也暴露出一些副作用,尤其是支持价格长期高于

市场价格,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而且由于价格扭

曲作用,在 WTO 框架内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

力.欧盟农产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高支持、高成

本、高价格”的矛盾突出,但通过转型很快消除这

一问题,既遵守了国际贸易准则,也实现了农产品

生产稳定.应当借鉴欧盟经验,对中国市场支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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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组织在欧盟２６个国家拥有６０个会员,每个会员都是所在

国的全国性组织,对欧盟具有较强的政策影响能力.



策进行调整.一是理顺价格形成机制,农产品价格

原则上与国际接轨,避免因市场支持政策产生国内

外价格倒挂.二是减少市场支持政策的范围,明确

仅对关系国计民生和战略调整的少数品类进行适量、
有限度的支持.三是显著下调干预门槛价格,使市

场支持政策成为市场失衡等少数极端情况下的非常

措施,主要起托底和防范作用.

２３　优化简化补贴门类,补贴目标由农业生产转向

农民收入

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是在不同时期陆续出台的,
不仅呈现小而散、碎片化的特征,而且具有显著的

增产导向,被 WTO 视为黄箱政策约束范围.实际

上,这些政策中有不少在操作中已成为补贴农民收

入政策,仅是戴着一顶黄箱的 “帽子”而已.应当

借鉴欧盟经验,对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进行优化和简

化,将一般性的农业补贴明确为农民收入补贴,与

产量、品种等指标脱钩,使之成为符合 WTO 规则

的绿箱政策.此外,充分利用 WTO 允许的微量补

贴空间,将之用于少数特定品类农产品的支持,起

到国家调节农业生产、引导发展方向的作用.

２４　拓展政策视野,从注重农业产量转向农业综合

发展,从关注农业转向农村全面发展

中国与欧盟在农业农村领域面临类似的境遇,
虽都已摆脱了农产品供应短缺的危机局面,但农业

缺乏吸引力、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仍非常突出.
在此背景下,CAP形成两个支柱格局,促进农业农

村综合发展,从扶持农业生产转向重视农产品质量、
农业生态、农业效率和竞争力等综合发展,从关注

农业转向兼顾农村全面发展.CAP转向农业农村综

合发展与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高度耦合、
趋势一致.中国在乡村振兴中可以借鉴欧盟一些成

熟的政策与经验.比如,注重政策引导而非政府包

办,让农民作为主人翁深度参与而非旁观;支持农

村地区知识传播和创新,促进农业先进技术转化,
促进农业产业链发展,鼓励青年农民创业等.

２５　提高政策前瞻性,促进农业农村绿色生态转型

绿色生态转型同样是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长期以来,在增产导向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农业形

成了高度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的农业

发展方式,耕地面源污染、土壤肥力下降、生态结

构单一的矛盾非常突出.近年来,中国在控制农药

使用、治理土壤污染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大

众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应当从提高农产品质量、
增强出口竞争力和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角度出发,
进一步加强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重视作物

多样性、动物福利等农业环保动向,着力提升政策

的前瞻性,实现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
改善生态环境等目标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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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中小学生自我控制力
水平及其与教育产出的关系

　白　钰１　党瑞瑞２　郑丽娟２　刘国强２　王　蕾３

(１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２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３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摘要:自我控制力是构成个体非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对义务阶段学生的成长和

中国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使用中国５省１３区县１６６
所中小学１６３２０名农村四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数据,探究中国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

我控制力水平现状、相关因素及其与学校适应情况 (学校喜欢、学校回避、学习态

度)、主观幸福感、自信程度 (成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业表现的关

系.结果显示,在全部样本中,女性、父母受教育程度对自我控制力水平有正向预测

效应,单亲、住校、母亲是农业户口对自我控制力水平有负向效应;四年级样本结果

与全样本基本一致,而在七年级样本中,不同的学生特征对七年级学生的自我控制力

水平均没有显著的预测效应.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生学校适应情况、主观幸福感、自

信程度以及学业表现显著相关,四年级和七年级学生与全样本的结果一致.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非认知能力;自我控制力;学校适应;主观幸福感;自信;学

业表现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２

１　引言

非认知能力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个体的学业表现和未来收入水平的高低发挥着重要

作用.在 Heckman等提出的新人力资本框架中,
以能力为核心,将人力资本区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

知能力两部分,并专门强调了非认知能力在个体发

展和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１].研究表明,
非认知能力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表现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２].此外,非认知能力对个体的工资收

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关注的 “受教育年限”这一核

心变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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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力是构成个体非认知能力的一个重

要维度,其发展与成熟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培养健全人格发挥了重要作用[４].自

我控制力作为自我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个体社会化的必要心理条件,它是自我意识的

体现,也是组成意志行动的重要成分[５].自我控制

力的发展和成熟与儿童的社会适应性有着密切的联

系,对个体 的 长 期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６].此 外,
自我控制力低下或缺乏也会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埋

下众 多 隐 患.当 前 社 会 中 出 现 的 很 多 问 题,如

犯罪、艾滋病等性疾病蔓延以及青少年怀孕、吸

烟、酗酒、辍学等[７],都与自我控制力低下或者缺

乏有关.在这些问题中,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

原因是 重 要 的,但 自 我 控 制 力 的 缺 乏 也 是 原 因

之一[７].
研究表明,自我控制力对学生的教育产出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８Ｇ１２].教育产出是社会产出的一

个部分,它的产出有别于物质部门,并非物质产品,
而是通过对人进行培养而形成劳动能力,是凝结在

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形成的人格[１３].在现阶段,
教育产出主要通过学生表现来衡量[１４].张佳佳通过

采用 «初中生学习自控力问卷»,对河南省开封地区

５７６名初中生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初中生自控力

水平与学习成绩呈显著正相关[１０];Tangney等对

６０６名本科生的实证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更高

的人会获得更好的成绩,人际交往能力更强,个人

情绪调整得更好[８];根据孙铃等的研究,儿童在早

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会对其之后积极的学校适应指

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１１];梅松丽等通过采用

«主观幸福感量表»和 «自我控制能力量表»,对长

春市１５５１名初高中学生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学

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而且自我控制能力对于学生的情绪控制也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１２].
尽管现有研究针对自我控制力与儿童教育产出

的关系有较多讨论,但仍存在不足.首先,现有研

究很少关注农村中小学生.目前,研究对象主要是

３岁以下儿童[１５],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城镇中小学生,
几乎没有研究涉及占比更大的农村中小学生.其次,
几乎没有研究将小学和初中学生进行比较,分析义

务教育两个不同阶段自我控制力水平、自我控制力

的相关因素以及其与教育产出的相关关系的差异.
从中国现实情况看,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水平差

距大,农村学生学业表现及其长期发展面临巨大的

风险挑战[１６].因此,探究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我

控制力水平、影响因素及其对教育产出的关系,对

于提升他们的在校学业表现以及中国未来人力资本

的积累都有着重大意义[１７].
本文利用中国５省份１３区县共计１６３２０名农村

中小学生调研数据,分析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我

控制力水平,探究农村中小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的

影响因素及其与教育产出的相关关系.结合现有研

究,本文用学生学业成绩和能够代表学生在校心理

状态的学校适应、主观幸福感和自信程度３项指标

来衡量教育产出.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委托中国科

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完成的 “梦想中心效果评估

追踪项目”数据库基线数据为依托.项目团队通过

随机分层抽样选取样本,于２０１４年在全国选取山

西、陕西、湖北、贵州、福建５省开展项目;选取

样本省后,项目团队在样本省随机抽取１３个县级行

政区 (以下简称县)作为样本县,并从样本县教育

局取得该县所有中小学学校名单,随机抽取１６６所

完全小学、初级中学与九年一贯制学校;最后,项

目团队从样本学校随机抽取四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
由于预算约束,每所学校的样本班级个数不多于３
个班.最终,项目团队共对１８１８１名学生开展问卷

调查.调查获得了所在学校的同意与积极配合,于

教室进行施测,问卷之前均获得了被测试学生的知

情同意.剔除遗漏信息数据后,本研究最终学生样

本量为１６３２０名,有效样本率为８９８％.其中,女

生８７２４名,男生７５９６名,四年级学生９７７９名,
七年级学生６５４１名.图１给出了本研究的班级抽样

规则.

２２　测量工具

２２１　自我控制力水平

儿童青少年自我控制力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

目团队修订,以杨丽珠和董光恒编制的自我管理量

表中的自我控制力维度为基础进行完善[１８].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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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班级抽样规则

主要适用于中国四年级至九年级儿童青少年,共５
题,是单维问卷.量表采用４点计分 (从 “１＝很不

符合”至 “４＝很符合”)来表示被测试者直接的、
短期的期望以及控制冲动的能力[５].该量表在本研

究中的信度为０５９,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

数较为理想,各项目的载荷在０３４~０５８,有较好

的结构效度.

２２２　学校适应情况

采用学校态度与学习态度量表来衡量学校适应

情况.该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团队进行修订,
以Ladd编制、屈智勇等修订的学校喜欢和回避问卷

为基础,增加学习态度维度,形成了包含学习态度、
学校喜欢和学校回避３个维度的量表[１９].该量表主

要适用于中国四年级至九年级儿童青少年,问卷共

包括１３道题目.该量表采用５点计分 (从 “１＝非

常不符合”至 “５＝非常符合”)[５,２０Ｇ２１],通过计算得

出各维度的均分来判断学生的学校态度与学习态度

每个 维 度 的 状 况.该 量 表 在 本 研 究 中 的 信 度 为

０７２~０８２,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较为

理想,各项目的载荷在０５８~０８４,表明该量表有

较好的结构效度.

２２３　主观幸福感

儿童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

目团队对幸福感指数量表 (IndexofWellＧBeing)进

行修订而形成[２２],该量表适用于中国四年级至九年

级儿童青少年[５,２３],问卷共包括９道题目,询问了

学生过去几周在两个维度的真实感受———学生总体

情感指数以及生活满意度[５,２４],并根据这两个维度

得分计算出幸福感量表总分 (总体情感指数×１＋生

活满意度×１１).该量表采用７点计分,幸福感量

表总分越高,表明个人幸福感越强.该量表在本研

究中的信度为０８７,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

数较为理想,各项目载荷在０５９~０７３,表明该量

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５,２５].

２２４　自信程度

儿童青少年自信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团队

修订,对王娥蕊和杨丽珠[２６]编制的３~９岁儿童自

信心教师评定问卷进行改编[５],形成了包含成就感、
自我表现和自我效能感３个维度的儿童青少年自信

量表.该量表共包括１７道题目,采用４点计分 (从
“１＝很不符合”至 “４＝很符合”)来表示青少年的

自信程度[５,２０Ｇ２１,２７].通过计算得出各维度的均分来判

断学生的成就感、自我表现和自我效能感高低.此

外,计算得出自信总均分 (各维度均分之和/３),均

分越高,表明被测试学生的自信程度越高[５].该量

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为０４８~０８８,其验证性因素

分析模型拟合指数比较理想,各项目载荷在０３９~
０７６,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２２５　学业表现

本研究采用标准化数学考试衡量学业表现.考

试题目由专家根据国际通用的数学测试和国家课程

标准以及学生的所在年级进行设计.学生在拿到试

卷之后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研员监督,对题目进行

作答,答题时间规定为３０分钟.在调研过程中,调

研员使用统一的现场交流语言,确保所有施测学生

听到一致的指导信息,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其他因素

的干扰.数学测试卷由项目团队预先打印出来后带

到调研地点,以确保来自不同省份的学生使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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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测试卷来检验数学水平,考试前任何样本地

区师生没有接触过试卷.

２２６　学生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问卷由学生的个人情况、家庭背景和学校背景

３部分组成.包括学生的性别、年级、民族、是否

住校、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工作类型、父母户口

类型、是否为单亲家庭、是否为独生子女等信息,
由学生在问卷上填写完成.

２３　统计方法

本文使用Stata１４２进行数据分析.使用最小

二乘法分析自我控制力的相关因素及其与上述教

育产出的关系.由于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水

平和各项生理指标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对全样本

进行自我控制力影响因素分析的同时,也按年级

将学生分开进行年级组别内的影响因素分析.模

型如下:

Yedui＝α＋βXselfi＋θXi＋ε
其中,Yedui代表学生教育产出各项指标,包括学

校适应情况 (学校喜欢、学校回避、学习态度)、主

观幸福感、自信程度 (成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

感)和数学成绩.α代表回归方程的常数项,Xselfi代

表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β值代表自我控制力水平

对学生教育产出的相关性系数,Xi代表控制变量,包

括学生特征变量,如性别、民族、是否住校、是否为

单亲家庭、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各项家庭情况如父

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父母

的户口类型,ε代表随机误差.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样本学生特征及家庭特征

样本基本特征如表１所示.总体来看,样本学

生中女性占４７％,９２％为汉族,单亲家庭占比７％,

２１％为独生子女,住校生占比３４％.父亲具有初中

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７１％,母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

历的 比 例 为 ６１％,样 本 学 生 父 亲 务 农 的 比 例 为

２１％,母亲务农的比例为２５％,父亲户口类型为农

业户口①的比例为８１％,母亲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

的比例为８０％.
表２描述样本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以及学校

适应情况 (学校喜欢、学校回避、学习态度)、主观

幸福感、自信程度 (成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

感)和数学成绩.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我控制力水平,
还是教育产出指标,四年级和七年级学生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
表１　样本学生特征及家庭特征

特征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１)性别 (１＝女;０＝男) ０４７ ０５０ ０４６ ０５０ ０４７ ０５０

(２)民族 (１＝汉族;０＝非汉族) ０９２ ０２７ ０９０ ０３１ ０９６ ０２０

(３)是否为单亲家庭 (１＝是;０＝否) ００７ ０２６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０６ ０２４

(４)是否为独生子女 (１＝是;０＝否)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２３ ０４２ ０１９ ０３９

(５)平时主要住校 (１＝是;０＝否) ０３４ ０４７ ０１７ ０３７ ０５９ ０４９

(６)父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１＝是;０＝否) ０７１ ０４５ ０７２ ０４５ ０６８ ０４７

(７)母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１＝是;０＝否) ０６１ ０４９ ０６３ ０４８ ０５８ ０４９

(８)父亲工作类型 (１＝务农;０＝非农业)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１６ ０３７ ０２８ ０４５

(９)母亲工作类型 (１＝务农;０＝非农业) ０２５ ０４３ ０１９ ０４０ ０３３ ０４７

(１０)父亲户口类型 (１＝农业;０＝非农业) ０８１ ０３９ ０７５ ０４３ ０９０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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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特征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１１)母亲户口类型 (１＝农业;０＝非农业) ０８０ ０４０ ０７４ ０４４ ０９０ ０３０

样本量 １６３２０ ９７７９ ６５４１

表２　学生自我控制力与教育产出现状

指标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两个年级差异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p 值

(１)自我控制力 (１~４分) ３０４ ０６２ ３１４ ０６１ ２９０ ０６０ ＜０００１

(２)学校喜欢 (１~５分) ３９４ ０９４ ４２１ ０８１ ３５４ ０９９ ＜０００１

(３)学校回避 (１~５分) １９５ ０９４ １７７ ０８８ ２２１ ０９７ ＜０００１

(４)学习态度 (１~５分) ３９０ ０８０ ４０８ ０７３ ３６４ ０８３ ＜０００１

(５)学生幸福感指数 (２１~１４７分) １０６２ ３０６ １０８８ ３１３ １０２４ ２９２ ＜０００１

(６)自信总分 (１~４分) ２７９ ０４７ ２８５ ０４６ ２６９ ０４７ ＜０００１

(７)成就感 (１~４分) ２８１ ０６７ ２７６ ０６９ ２８８ ０６３ ＜０００１

(８)自我表现 (１~４分) ２４８ ０６９ ２６２ ０６８ ２２５ ０６５ ＜０００１

(９)自我效能感 (１~４分) ３０７ ０５４ ３１６ ０５２ ２９５ ０５４ ＜０００１

(１０)数学成绩 (１~２９分) １９１３ ５９８ ２２２９ ４６４ １４４０ ４４５ ＜０００１

样本量 １６３２０ ９７７９ ６５４１

　　注:四年级数学成绩为１~２９分,七年级数学成绩为１~２３分,在使用总样本的回归中,对数学成绩分年级进行标准化处理.

３２　农村中小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的相关因素

从表３可以看出,性别、是否住校、是否为

单亲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母亲户口类型等变量

均显著影响自我控制力水平.其中,女生、父母具

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对自我控制力水平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用,单亲家庭、住校、母亲是农业户口对自

我控制力水平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民族、是否

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工作类型等因素对样本学生的

自我控制力水平无显著影响.四年级样本结果与全

部样本结果基本一致,而在七年级样本中,父亲是

农 业 户 口 对 自 我 控 制 力 水 平 有 显 著 的 负 向 预 测

作用.

表３　自我控制力相关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特征
自我控制力均分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１)性别 (１＝女;０＝男)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２)民族 (１＝汉族;０＝非汉族)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３)是否为单亲家庭 (１＝是;０＝否)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４)是否为独生子女 (１＝是;０＝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５)平时主要住校 (１＝是;０＝否)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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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特征
自我控制力均分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６)父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１＝是;０＝否)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７)母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１＝是;０＝否)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８)父亲工作类型 (１＝务农;０＝非农业)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９)母亲工作类型 (１＝务农;０＝非农业)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０)父亲户口类型 (１＝农业;０＝非农业)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１１)母亲户口类型 (１＝农业;０＝非农业)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常数项 ２９９∗∗∗ ２９０∗∗∗ ２９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５)

调整R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１６３２０ ９７７９ ６５４１

　　注:∗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

３３　农村中小学生教育产出与自我控制力的相关

关系

由表４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全样本中,还是在

四年级样本,或者七年级样本中,教育产出各项指

标与自我控制力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１)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学生学校适应越好.

结果显示,自我控制力与学校适应３个维度均有显

著相关关系.在全部样本、四年级学生群体和七年

级学生群体中均达到１％的显著性水平.其中,学

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校喜欢呈显著正向相关关

系,与学校回避呈显著负向相关关系,与学习态度

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这表明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

越高,学生就会表现出越积极的学习态度,就更加

愿意去认真学习.
(２)对于学生的幸福感指数,自我控制力水平

与之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并在全部样本、四年级

学生群体和七年级学生群体中均达到１％的显著性

水平.
(３)自我控制力对于自信总均分以及自信量表

３个维度均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表明自我控制力

水平越高,学生表现得越自信.具体来讲,自我控

制力越高的学生,个人成就感水平越高,获得成就

时的自我体验感越良好;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的学

生,也越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同时,学生的自

我控制力水平越高,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评价就越高,
也更倾向于积极正面地评价自身能力.

(４)自我控制力与学生的标准化数学成绩也呈

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即自我控制力越高的学生,
数学成绩也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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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自我控制力与教育产出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样本 指标

学校适应情况
主观幸

福感
自信程度 学业表现

学校喜欢

均分

(１~
５分)

学校回避

均分

(１~
５分)

学习态度

均分

(１~
５分)

学生幸福

感指数

(２１~
１４７分)

自信总

均分

(１~
４分)

成就感

均分

(１~
４分)

自我表现

均分

(１~
４分)

自我效能

感均分

(１~
４分)

数学成绩

标准分数

(标准差)

样本量

自我

控制力

均分

全部样本

０５５∗∗∗ －０３８∗∗∗ ０４９∗∗∗ １０８∗∗∗ ０３１∗∗∗ ０１１∗∗∗ ０４３∗∗∗ ０３８∗∗∗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调整的R２ ０１８６ ０１０７ ０１８４ ００７５ ０１９０ ００２０ ０１７８ ０２１５ ０１０２

四年级

０４６∗∗∗ －０３０∗∗∗ ０４２∗∗∗ １０９∗∗∗ ０３０∗∗∗ ０１２∗∗∗ ０４２∗∗∗ ０３５∗∗∗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调整的R２ ０１４０ ００７４ ０１５８ ００７３ ０１７８ ００１８ ０１６６ ０２０１ ０１２５

七年级

０５５∗∗∗ －０４２∗∗∗ ０４９∗∗∗ ０９７∗∗∗ ０３０∗∗∗ ０１５∗∗∗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调整的R２ ０１３０ ００８７ ０１６５ ００５７ ０１７０ ００４３ ０１２９ ０１９０ ００８９

１６３２０

９７７９

６５４１

　　注:∗∗∗p＜００１;a回归模型控制了学生性别、民族、是否为单亲家庭、是否住校、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的工作类型

和父母的户口类型.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

平.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特征

会影响他们的自我控制力水平.除此之外,自我控

制力水平与学校适应情况 (学校喜欢、学校回避、
学习态度)、主观幸福感、自信程度 (成就感、自我

表现、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业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

相关性.
学生的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特征会影响学生的自

我控制力水平.总体上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

下,样本是女生、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对农村

中小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有正向预测效应,单亲家庭、
住校、母亲是农业户口有负向预测效应.张佳佳发

现女生和低年级学生倾向于拥有更高的自我控制力

水平,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１０].在四年级学生

中,样本是女生、汉族、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对自我控制力有正向预测效应,而住校也对小学生

的自我控制力有正向预测效应,究其原因可能是住

校的小学生相对于非住校生,有更高的独立性,而

高晶和马艳萍的研究显示,独立性较高的小学生倾

向于拥有更高的自我控制力水平[２８].从家庭层面来

看,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对学生的自我控制力

有正向预测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

父母倾向于采取更合理的养育方式,同时,他们能

够与子女保持更亲密友好的互动,这有利于儿童青

少年自我控制力水平的发展[２９Ｇ３０].在七年级学生群

体中,性别、民族、是否住校、是否为单亲家庭、
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均无法预测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

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农村七年级学生的自我控制

力水平相比于四年级而言下降许多,以至于不同特

征样本群体之间自我控制力水平差异极小,因此在

四年级不同特征样本群体中存在的显著性差异,随

着自我控制力水平下降,在七年级样本群体中逐渐

消失,这 一 研 究 结 论 与 王 红 姣 和 卢 家 楣 的 结 论

一致[３１].
在学校态度上,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校喜

欢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其中原因可能是学校能够

帮助学生学习知识,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越

容易适应学校生活,内化学校规则,对学校表现出

更加积极的态度.同时,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
学习态度也通常更加积极和稳定.可能的原因是学

生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越有能力融入学校生活,
因此更加可能形成积极的学习观念,并对学习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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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积极的态度.该结论与孙玲等的结论一致[１１].
在主观幸福感上,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

生的主观幸福感指数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自我控

制力水平越高的学生倾向于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指数.该结论与梅松丽等[１２]、郭金花和梅松丽[３２]的

研究一致,不同的是他们的研究更多地把自我控制

力作为中介变量使用,而本研究则更多地关注自我

控制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在自信程度上,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生的

自信程度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学生的自我控制力

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在学校生活中取得成就并适应

规则,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越高,更倾向于积

极正面地自我评价,从而具有更高的自信分数.本

研究和王娥蕊和杨丽珠使用了同样的维度[２６],从成

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感３个维度来观测学生

的自信程度,目前尚未有研究来探究学生的自信程

度和自我控制力之间的相关性.
在标准化数学成绩上,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与

学生的标准化数学成绩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这表

明具有较高自我控制力的学生往往有着比自己同龄

学生更高的数学成绩,无论是在四年级还是七年级

学生样本群体中.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数学成

绩通常与其他科目成绩显著相关,因此也可以预测

农村中小学生在学校的学业表现.该结论与张佳佳

的结论一致[１０].
自我控制力水平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

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育产出及以后的长期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我控制力缺乏不仅会影响个

体长远的发展,也会对社会和国家发展埋下众多隐

患.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加强对自我控制力的关注,
尤其重视男生、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高年级、住

校、单亲家庭学生的自我控制力培养.通过对自我

控制力的加强和提升来促进农村学生学校适应性、
主观幸福感、自信和学业表现,进而为人生发展打

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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