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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危机背景下菜农的风险结构
及风险分配机制分析 

———基于鲁南S村的微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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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频频出现的蔬菜质量危机和菜贱伤农事件,反映出菜农面临的风险相比一般农户更加复杂。通过

对鲁南S村菜农微观风险世界的观察,结果发现:菜农完全嵌入市场体系,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共同构

成其风险结构,菜农对自然风险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市场风险更易造成实质性损失,技术风险尽管具有潜在性

却隐含巨大的社会爆炸力。菜农对以自然风险为代表的传统风险较敏感,对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等现代风险感

知滞后,且存在认知偏差;风险认知偏差、现代劳动分工、二元市场结构以及正规避险机制缺乏,将菜农锁入现代

风险并使其处于高风险的地位。基于此,提出降低菜农风险的建议:对菜农进行职业教育和能力培养;加强对农

村妇女和老人的服务;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健全国内农产品市场,支持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构建正规安全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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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社会不再只是个认知概念,而正成为一种

秩序和公共空间[1],这一预言在近几年的食品行业

已经应验。从2010年初海南毒豇豆事件到“蒜你

狠”“姜你军”,再到2013年的毒姜事件,屡屡发生的

蔬菜质量安全事件和菜价轮番上涨使蔬菜成为城里

人餐桌上的热门话题,与此同时餐桌另一端成千上

万菜农又时时被菜贱所伤,2011年以来的 “辛卯菜

农之殇”、菜农自杀、市长卖菜、免费送菜等热点事件

都折射出菜农之痛。一方面,尽管菜农面临的风险

相比一般农户更加复杂,现有的研究仍主要针对常

规农户或是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农户的风险[2-6],而对

菜农这样的商品化农户风险还研究较少。另一方

面,就食品危机而言,国内外理论上的共识是由末端

控制转向过程控制[7-8],国内目前的研究较多是从法

律、制度、市场机制、公众风险认知等角度出发的食

品安全和粮食安全等方面展开的宏观研究[9],或是

从生产环境、生产行为、组织方式、市场渠道、价格和

质量指标、消费者认知和购买行为等产业链方面来

探究蔬菜价格及质量安全问题[10-13]。尽管作为风险

源头和风险主要承担者的菜农已经深深卷入了风险

情境中,但目前对于菜农风险的微观研究还非常缺

乏,探索菜农的风险世界,对于理解菜农的风险境

遇、改善菜农生产决策、促进蔬菜产业健康发展具有

现实意义。

  一、菜农的风险及其特征

  1.菜农:“双脚都站在市场经济中”

S村是山东平原地区一个中等规模村庄,距离

T市10km,交通便捷。以小农户为生产经营单位,
以家庭劳动力和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是当地农民

普遍的经营方式;人均约有400m2耕地,土地分割

细碎、人口稠密、耕地稀缺是当地典型的农业资源特

征。在集体化时期曾创过全国小麦高产纪录的S村

村民在农村改革以后由粮农变为菜农,日益卷入国

内大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体系中。20世纪90年代起

村民逐渐不种粮、不存粮,日常饮食消费全部依赖市

场购买。蔬菜种植、务工和经商构成村民的主要收

入来源,村民相对富裕,2011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8884元,而同期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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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全国平均水平为6977元。蔬菜生产者以妇女

和老人为主,但蔬菜是具有季节性的劳动力密集型

产业,绝大部分农户在农忙季节会出现劳动力不足,
只能依靠在外季节性务工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回家

帮工、或亲友帮忙、或从劳务市场雇工,而在短暂农

闲时妇女和老年农业劳动力也到本地劳务市场或工

厂打零工。尽管仍是小农户经营,但与传统农民相

比,菜农呈现出商品化程度高、职业化程度高、商品

意识和时间观念强、生产要素投入密集度高等特征。
菜农的现金收入和购买力都依赖于市场价格体

系,已经不再是艾利思定义的“主要从农业中获得生

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劳动……部分

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和产出市

场”[14],也不再是陈传波等界定的“基本以家庭内劳

动力来从事生产,直接依赖于农业产出维持生存需

要,生产率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缺乏现代农业生产

机制,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

费单位的小农户”风险主体[5],反而像斯科特所描述

的“双脚都站在市场经济中”[15]。当代中国的社会

转型是“压缩饼干”[16],具有强烈的时空压缩性,传
统、现代与后现代以及本土与全球因素交织在一

起[17],这种压缩的冲突与碰撞在农村体现很分明。
农民被卷入了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洪流,其生产、消
费、生活方式都面临着巨大变革,与常规农户相比,
菜农面临传统与现代风险的双重冲击。

2.菜农的风险结构及特征

在菜农遭遇的风险中,自然风险是基础性风险,
菜农对其有较强的应对能力,市场风险更易造成实

质性损失,技术风险尽管具有潜在性却隐含巨大的

社会爆炸力。
(1)自然风险:适应和应对。自然风险是基础性

风险,包括气象灾害、病虫害、气候异常等,菜农适应

自然风险并有应对能力。
自然风险首先表现在气象灾害。大风、大雪、暴

风雨、冰雹、涝灾等气象灾害是S村菜农最常遇到的

风险。其次,气候因素还诱发病虫害。村民近年来

常遇到的玉米粗缩病、土豆疫病、姜瘟病病害的发生

都与气候有关。再次,自然风险还表现在因气候反

常而导致农民难以掌握“不违农时”的规律。老人们

认为现在气候比以前偏暖,“小时候那会儿比现在

冷,那会儿冬天冰冻20公分,现在只冻5公分”,附
近小麦种植区的农民按照往常节气播种,因秋季气

温偏高小麦拔节尺余只好毁了重新种,而对于菜农

来说,秋季气温偏高会导致土豆晚疫病多发,但秋季

多雨、气温偏凉又会导致土豆腐烂或者生长缓慢,到
霜降收获时长不大。

为了应对自然风险,菜农种植前通过收看天气

预报、多样化种植和增加投入来预防风险,种植后则

通过人力和田间管理技术来减轻灾害影响。菜农养

成每天看天气预报的习惯,既为防灾,也为安排打

药、灌溉等田间管理活动。尽管每户只有一两亩土

地,但每年种植超过5种作物,一个家庭通常同时采

取两种耕作制度:一是春季种植(大棚、地膜)土豆,
夏季种植玉米、毛豆或少量大豆,秋季种植土豆或绿

萝卜的一年三熟制;二是春季种植(大棚、地膜)土
豆,夏秋季节种植大葱或姜的一年两熟制。一些农

户在连续几年因玉米粗缩病减产后,减少玉米面积

改种或套种豆类,以实现风险分散。姜的经济效益

高,但栽培较精细,易生病,农户夏季种姜时还会种

植其他作物以避免风险。在风险应对能力上,菜农

遵循“高投入、高产出”的逻辑,由露地、地膜到温室

大棚,由小棚到竹架到金属架,水、肥、农药、种子等,
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密集化的投入是农民应对

自然风险、提高产量的普遍做法。种植后,菜农主要

依靠人力和田间管理技术来消除灾害影响,如风雨

过后去扶被刮歪的玉米秆、修补大棚,及时刮去大棚

上的积雪、排水、施药、补种等。总的来说,菜农呈现

出内向型的“自我保险”策略,主要依赖于家庭内部

资源来应对,难以获得正规风险应对机制的支持。
(2)市场风险:实质性影响。传统社会中市场风

险未被问题化,市场风险是现代市场的内在特征,是
在市场作为社会制度的现代性变迁中被问题化

的[18]。大市场的波动既为菜农带来机遇也带来风

险,市场风险难以预测,菜农应对自然风险虽然积攒

了一些经验,但对市场风险则几乎没有有效手段,因
而市场风险最可能对菜农生计造成实质性影响。

市场风险直接表现为价格波动,包括农产品价

格波动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生产资料价格上

涨给农民带来压力,抵消了税费减免带来的实惠,不
过对于菜农影响更显著的是农产品市场风险。农产

品市场价格波动既有长期的年际波动,也有短期的

即时波动。蔬菜收获季节,前期和后期收购有价差,
同一天之内也有价差,甚至一日几连跌。2009年黄

姜收获季节曾贵到10元多,但妇女B在3.50元的

时候就卖了,她说“农村就是逮不着,逮不着东西,也
逮不着价格,有可能上来贵、后来便宜,有可能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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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后来贵”。一位经纪人的2009年秋季土豆收

购记录显示:记录的38天中,有9天出现过2个价

格,1天出现过3个价格,3天出现过4个价格,波动

最严重的一天出现了5个价格。菜农早上问到的是

一个价,往往下午去卖菜时又是另外一个价。价格

风险具有乘数效应,使菜农收益打折或翻倍,对完全

嵌入在市场经济中的菜农生计造成实质性影响。
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和广泛。即使

在村庄层面,菜农也面临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市场

因素影响,诸如贸易壁垒、外界资本市场、行业间比

较利润率、食品安全事故、气候变化、气象灾害、特殊

事件等因素都嵌入到蔬菜价格的生成机制。S村的

脱水蔬菜厂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等地,2006年日本

出台的肯定列表制度、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

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都严重打击了该厂蔬菜加工品的

出口,只好由出口转为低价内销。此外,房地产及相

关产业链较高的行业利润率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并

推动人力价格上涨,该厂无力承担越来越高的人力

成本,目前只能缩短生产时间,季节性地招聘老年人

和妇女工人,长期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则难以引

进。即便是个体菜农,也逐渐感知到市场的链式反

应。2010年春季当地土豆主要销往上海,菜农明显

感觉到当年土豆收购价受上海世博会拉高。妇女R
平时通过看新闻来了解农产品行情,2010年秋季韩

国发生泡菜危机拉高潍坊的大白菜价格,她根据这

一事件推测到当年秋冬季菜价总体不会低。2011
年春季由于气温比往年同期偏低、季节优势消失导

致当地春季土豆收购价下跌将近1元,这一年春季

菜价普遍下跌,发生了济南菜农自杀事件。
(3)技术风险:社会爆炸力。技术风险表现在技

术采用失败和技术滥用两方面,后者尽管具有潜在

性却隐含巨大的社会爆炸力。
得益于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菜农收益得以提

高,但其采用新型农业技术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尤
其是农业女性化和老龄化的日趋普遍,采用技术失

败会造成损失,如农民购买了劣质毛豆种致减产、因
施肥施粪失误导致作物烧死减产。技术风险还表现

在技术滥用。技术滥用使农民自身成为潜在的公共

风险来源,并具有贝克所说的“飞来去器”效应[19],
最终可能打击到自身。菜农施药时往往加大剂量和

施用频次,直接用手搅拌药水,缺乏安全意识,随意

丢弃废弃物,在地埂和道路两旁丢弃的农药包装瓶、
袋随处可见。实地调研中就遇到一位农药中毒的妇

女仍照常劳动,村民言谈之间对农药中毒这样的事

情并不重视。农民生活的医学化,意味着现代风险

和对风险的防范意识、手段直接进入了农民的生

活[20],在生产方面同样存在这种医学化的倾向,但
当技术被滥用时,就变成了新的风险来源,这些行为

威胁农民自身的健康、经济利益和当地蔬菜产业的

发展。近年来毒豇豆、毒姜等事件的起因就是菜农

滥用农药,这样的事故最终引发食品安全危机、消费

者愤怒、市场封杀[21],巨大的社会爆炸力不仅使产

地菜农受到市场惩罚,还连累其他菜农,农药滥用则

污染本地地下水从而威胁到菜农自身的安全,但菜

农由于信息滞后、观念陈旧和侥幸心理,对于技术风

险极为不重视。

  二、菜农的风险认知

  尽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共同构成菜

农的客观风险世界,他们对于风险的主观认知仍主

要集中在生产风险尤其是自然风险,菜农的风险意

识相较于其风险实践偏于传统,对现代风险缺乏

敏感。

1.认知序列:自然风险为基础

关于“风险”,由于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取向的

差异并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定义。研究农户风险的

学者倾向于将风险与收入支出的增减挂钩,或者认

为“风险”一词对农民来说过于专业而在调研和分析

中使用一些替代性的表述,如“大的经济困难和开

支”“担心的事或问题”[5,22]。
菜农对于风险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以日常化的

语言来界定风险,在其眼中风险具有普遍性、客观性

和难以抗拒性。“风险就是没有计划,意料之外的

事”“干什么都有风险”“老天爷定的,不是哪个人能

定的”“农民就怕风险,人们抗不了”,这样的描述,反
映出农民的风险抵抗能力和手段都欠缺,有无奈感。
除上述抽象描述外,大多数人直接举例说明(见
表1)。

风险除其客观层面之外,还表现在主观层面,除
了物质上的损失外还造成心理困扰。菜农在解释风

险时使用大量心理词汇,如“担心“害怕”“意外”“无
所谓”“大马虎”。在风险事件描述时,妇女比男性反

映更强烈,使用了大量心理词汇,如“心理折磨”“害
怕”“七上八下”“对于未来很不确定”“心里像刀绞一

样难受”“把人累得在地里哭爹喊妈,刮大风了,妇女

心里害怕,担心,骂老天爷,想让庄稼长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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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菜农列举风险归类

序列1 序列2 序列3

出事、天灾
人祸(2)

农业风险(损害农作物、
收成减少或绝收;影响收
入、怕亏损)(6)

天灾(风雪雨雹洪涝病
害)(12)

投入大、农资贵(2)
价格风险(1)
种子质量(1)
农药残留(1)
虫灾(1)

缺乏创新、新技术采用
滞后(1)

投资风险(做生意、投资)(3)
务工风险(工资拖欠、工伤)(3)
健康风险(病情)(2)
贫困(吃不上喝不上、没钱)(2)
村庄治理(村干部)(2)
风暴雨房子倒塌(1)
子女教育(怕子女上不成学)(1)
丧失劳力(包括年老)(1)

 注:“()”内数字为菜农提到的频次。

看天气预报有大风、大雪、沙尘暴“心惊肉跳”,冬天

晚上刮大风想着地里的大棚“不敢睡觉”,大棚被刮

坏了“失落,失望,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累坏了”。自

然风险尤其是气象灾害是菜农心理压力的主要来

源,而妇女作为主要农业劳动力,其心理压力更

显著。
如徐慧清等的判断,“生产风险意识尤其是其中

的自然风险是农民风险意识的基础组成部分”[23],
菜农对于风险的主观认知也主要集中在生产风险尤

其是自然风险。

2.市场风险:近因效应与乐观偏差

菜农对于市场风险的认知具有近因效应和乐观

偏差的特征。由于较强的自然风险应对能力,菜农

可以较准确预测和保障蔬菜产量,但对于蔬菜市场

价格却捉摸不定。菜农往往依据过去一两年的市场

行情来预测且存在乐观倾向,既往的失败经历很少

被拿来作为教训。20世纪90年代初S村曾大面积

种植大蒜,后由于大蒜价格从0.70元/kg暴跌至

0.02元/kg,损失惨重,于是大蒜绝迹,但这一事件

并没有使村民对价格风险敏感起来。近几年土豆价

格并不稳定,2007年徘徊在0.60元/kg到1.00元

多/kg,2010年由于上海世博会的契机达到最高价

2.4元/kg,在菜农因韩国泡菜危机而对菜价持乐观

态度半年之后的2011年春季,圆白菜价格大跌成为

压垮济南菜农韩进的最后一根稻草[24]之时,土豆价

格又跌回到了1.40元/kg。目前除农民企业家和合作

社社长、村干部等少数精英认为蔬菜存在价格风险

外,绝大多数菜农抱有乐观情绪,意识不到价格风险。
农产品价格的蛛网现象往往被归咎为农民的

“短视”“一哄而上”“跟风”,包括村干部、农民企业家

和经营业主等村庄内的精英也持类似态度,他们认

为农民没有什么市场风险意识。然而,农产品价格

预测需要长期的观测数据和专业的统计分析,个体

农民确实无法精确预测市场,乐观估计是菜农在信

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现实策略,偶尔有些

能人凭借自己聪明头脑“瞅准时机”反向生产获得较

大利润,但这类案例大多具有投机性,难以根本解决

问题。农产品价格风险的最终解决还应借助政府和

市场的力量来专门预测和统筹。

3.技术风险:知识体系的断裂

菜农的风险意识还处于由传统风险意识向反思

性现代风险意识过渡的阶段,依靠经验性知识可应

对传统的自然风险,而以技术、市场风险为代表的现

代风险往往超越了菜农的直观感知和经验,其对此

类风险的感知具有迟滞性和模糊性。科技成为现代

风险的制造者、诊断者和治疗者,菜农的经验性知识

体系与现代科技知识体系之间的断裂使他们面临较

高的风险。
(1)菜农的经验知识体系与专家知识体系之间

存在断裂。以玉米粗缩病为例,S村连续几年玉米

粗缩病致大面积减产乃至绝收,农民观其症状形象

地称该病为“小老头棵”,围绕致病原因相互讨论和

交流,归咎于假劣种子、假劣化肥、假劣农药、土壤等

可能的原因。随后当地媒体、政府和推广部门等不

同渠道传达了专家解释:玉米粗缩病是由害虫灰飞

虱在吸食玉米叶片的汁液时将病毒注入植株感染所

致,近几年因为气候的变化,灰飞虱有逐年加重的趋

势。农民对这一信息的接收和理解大打折扣,一些

村民依然将信将疑,坚持自己之前的猜测,不认同专

家话语。很少有人能记住这个病的名字,少数佼佼

者往往也只能记住几个关键词“粗缩病”“灰飞虱”,
几乎没有村民能准确说出其致病原理。一位种地经

验丰富的老农在解释致病机理时借助了自己的想象

力:玉米苗小的时候,灰飞虱把玉米苗嫩芽的汁水吸

走了,所以玉米长得畸形,结不了玉米。
现代风险有的只在微观层面使用专业工具才能

观察到,使用专业知识才能解释清楚。专家对于风

险的识别、检测、解释和规避有一套科学技术话语体

系。在风险沟通过程中,作为风险解码者,科学知识

代表的专家系统成为话语的权威掌控者,作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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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者,控制传播渠道的公共传媒,成为话语的媒介

代理人[25]。菜农的经验具有本土化的优势,但积累

速度赶不上现实变化速度,乡土知识和经验对于许

多现代风险缺乏解释力和认知能力,而两种知识体

系之间的断裂和有效传播渠道的缺乏又阻碍了菜农

对于科学话语体系知识的吸收,降低风险沟通的效

果。当菜农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时,依然是从传统

的经验之箱中提取应对现代风险的心理与现实策

略[26],当经验不足时只能依靠想象和猜测来嫁接两

套知识体系之间的鸿沟。
(2)菜农与“庄稼医生”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既依赖于“庄稼医生”又需要防范道德风险。在官方

农技推广体系悬浮于基层农民需求之外的现状下,
农资企业及其销售网点代理人承担着大部分农技推

广职能。在S村,菜农接受的培训和技术支持主要

来源于农资公司的促销式培训和农资销售人员。农

资销售人员在日常生产中承担了“庄稼医生”的职

能,提供“处方式治疗”服务。他们根据菜农对症状

的描述开农药和肥料,嘱咐用量、兑水比例、施用方

法,简单介绍其功能。菜农对农药、化肥的知识欠

缺,对农药名称、毒性、防治对象和正常使用剂量、施
药操作方法、中毒症状和急救常识、废弃物的处理和

相关政策法规都不是很了解,而是依赖“庄稼医生”
的处方和自己的感觉、经验。一位“庄稼医生”报道

自己的诊断经历时谈到 “一般我问他什么毛病,就
给他什么药,也有些人掌握什么病,用哪种药。买农

药的,女的占七成,一般都是结过婚的,中年妇女比

较多,也有五六十岁的;男的很少,男的都是老年人。
买肥料的,男的多,用车驮。”应对知识鸿沟和道德风

险,菜农有自己的“保险策略”,如与他人交流、试验、
加大用量或者同时从几家购买。老年妇女不识字怕

受骗,往往是老头子替老太太买或趁其他顾客也在

场时买,但加大用量会导致农药残留,老头子替老太

太买药,这样也会导致买药者、施药者错位,从而降

低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与沟通效果,甚至信息失真,
这些都有可能酿造新的风险。

(3)相对于日益重视食品质量的消费者,菜农在

食品安全、自我防护和环境保护方面意识不强。近

年来诸如“三聚氰胺”“毒豇豆”“毒姜”等食品安全事

件的爆发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使得消费者对食品质量日益重视,而菜农的食品安

全意识却不足。大部分菜农确实在地头或路边有

“自留菜地”,但动机主要是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

源,访谈的57个案例中仅有两例是因为吃放心菜而

留下自留菜地并很少施药,一位是村庄的脱水蔬菜

厂经营者,另一位兼职村里的妇科医生,可见有食品

安全意识的还仅是少数精英。菜农食品安全意识欠

缺与消费者对蔬菜质量的日益重视这一组矛盾酝酿

了食品安全风险并具有社会爆炸力。

  三、菜农的风险地位

  贝克用“风险地位”这一概念来描述风险在人群

中的分配,在其理论中,一方面现代风险具有知识依

赖性,知识决定风险地位,风险的感知本身就产生风

险;另一方面尽管现代风险具有全球性和“飞去来器

效应”,也会依赖阶层、阶级和国际地位而分配[19],
可见,风险认知和社会结构都会影响风险地位。

1.风险认知偏差:产业链中的风险承担者

在现代社会,菜农的风险环境中纳入了更多新

的因素,包括气候变化、贸易壁垒、资本市场、食品安

全事件、特殊事件等因素都嵌入了个体农户的生产

实践和蔬菜价格的生成机制,影响因素跨区域甚至

跨国界。然而,菜农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生产风

险尤其是自然风险对现代风险缺乏敏感。相对应的

菜农在蔬菜产业链中成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是最

弱势的一环,当风险暴发,大部分风险只能由菜农个

体承担。菜农在产业链中低微的分利与其风险承担

程度不相匹配。

2.风险群体分配:女性化和老龄化

在一些地区,蔬菜生产决策都由男性户主掌握,
男性在安全蔬菜供给决策中起决定作用[27],而笔者

在S村调研发现截然相反。在这里,蔬菜生产主要

由妇女和老人承担,他们成为风险的直接承担者。
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在采用新技术过程中最吃

力,更可能遭受技术失败带来的损失。中年妇女往

往比老年人受教育多、体力好,相对容易掌握现代农

业技术,成为技术扩散的最先采用者。她们养成看

天气预报和农科节目的习惯,注重农业知识的学习,
对蔬菜的疾病诊断、农药化肥的使用比老年人懂得

多,老年女性往往需要向中年妇女学习和交流。如

前文所述,风险除物质上的损失外还造成心理困扰,
大量具体形象的心理描述反映了女性比男性反映更

强烈,既与性别特点有关,也与农业生产的女性化有

关,妇女承担了主要的农业负担。

3.风险放大器:二元市场结构

菜农“双脚都站在市场经济中”,国内城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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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存在的二元市场

结构,放大了菜农的风险。
城乡二元市场结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

秩序规范程度的差异,强化了菜农的高风险地位。
一些商贩利用城乡之间的信息差和农民知识的不

足,流窜乡村设骗局,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农

村,欺骗性市场行为比较猖獗。S村曾发生过几起

这样的骗局,加剧了农民与外界的芥蒂和隔阂,也破

坏村庄社会的基本信任感。一些农资推销团队,请
“教授”“大学生”,借着技术指导和培训的名义推销

产品,农民难以辨别真假。农村市场还存在不正当

竞争甚至以武力欺行霸市的行为,也制约了菜农利

益的实现,例如S村所在乡镇范围内生姜收购都被

一人垄断,外来商贩来收购生姜会遭受暴力威胁。
加入 WTO和贸易全球化后菜农面对来自国际

上的竞争者。如前文提到的韩国泡菜危机、国际金

融危机、汇率、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等国际因素也成

为村庄个体菜农风险的影响因素。与发达国家相

比,一方面,我国菜农组织化程度低,信息缺乏,种子

和农药技术越来越依赖进口,另一方面,我国农业正

规风险规避机制缺乏、产品质量缺乏监管、食品安全

机制不健全。农业市场在国家间的二元机制,削弱

菜农的竞争力。

4.风险责任个体化:正规避险机制缺失

正规避险机制缺乏导致菜农风险责任被个体

化,恶化了我国菜农的不利地位。发达国家的农业

补贴、农业合约、保险及衍生品市场发育较充分,提
供了各种农业风险管理工具[28]。在我国,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瘫痪、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停滞、政策性农业

保险长期缺位、商业农业保险羸弱、金融借贷存在障

碍,正规风险规避机制总体上缺失。菜农的风险损

失和责任都被“个体化”,被认为是农民个体的事情

由他们自己承担,主要依靠家庭及其社会网络来抵

御风险,采用所谓的内向型“自我保险”策略[29],技
术服务主要从市场获取,如农资公司和农业企业。
这与农业具有的公共属性不相匹配。近两年订单农

业有小规模发展,但整体而言,农业保险,农业合约、
小额金融、商业保险还未发育,没有发挥到应有作

用,更没有可依靠的衍生品市场。

  四、结 语

  尽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共同构成菜

农的客观风险世界,但他们对于风险的主观认知集

中在生产风险尤其是自然风险,菜农的风险意识偏

重于传统风险,对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等现代风险

缺乏敏感意识。风险认知偏差、现代劳动分工、二元

市场结构以及正规避险机制缺乏,将菜农锁入现代

风险并使其处于高风险的地位。随着农村人口老龄

化、女性化以及离村居民城市化,我国农业劳动力持

续减少,培育有知识、懂技术、抗风险的新型农民既

是发展所需,也是改善农民生计的内在要求。要改

善菜农的风险地位,应致力于弥合知识体系之间的

断裂,对菜农进行职业教育和能力建设;加强对农村

妇女和老人的支持和服务;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健全

国内农产品市场,支持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构建正

规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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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iskStructureandRiskDistributionMechanism
forVegetablePeasantsunderFoodCrisis

———ACaseStudyfromShandong

YANGRui-ling,ZUOTing
(CollegeofHumanitiesandDevelopmentStudies,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193)

Abstract Thefrequently-seencrisisontheunqualifiedvegetablesandunacceptablelowpriceof
vegetablesshowthatvegetablepeasantsarechallengedbymuchmorecomplexrisksthanotherkindsof
peasants.BasedonthefieldstudyfromavillageinShandongProvince,thispaperfoundthatvegetable
peasantshavebeentotallyinvolvedintherunningofmarketmechanism.Themainriskspeasantssuffer
fromconsistofnaturalrisksthatcanbedealtwithflexibly,marketrisksthatcanbringsignificantloss
andtechnicalrisksthatareunperceivablebutdetrimentaltosociety.Peasantstendtobesensitivetothe
naturalrisk,ariskclassifiedintothetraditionalrisk,yethystereticandbiasedtothemodernrisk,suchas
themarketriskandtechnicalrisk.Moreover,riskperceptiongaps,modernlabordivision,dualisticmar-
ketstructuresandthelackofformalriskcopingmechanismbringhighriskstovegetablepeasants.To
improvevegetablegrowers’capacityforcopingwithrisks,effortsshouldfocusonthebuildingofpeas-
ants’knowledgesystem,supportstofemalesandtheold,theregulationofordersofruralmarkets,im-
provingtheagriculturalproductsmarketsdomestically,fosteringagriculturalinsurancemarketsandthe
constructionofformalsafetynet.

Keywords vegetablepeasants;risk;riskposition;market;food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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