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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组织与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研究综述

郑思宁，魏　 炜，郑逸芳∗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农药滥用、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等因素，我国农业病虫害逐年呈快速增长之势。 而以广大农户家庭、合
作组织、农业企业为单元的社会灾害管理系统是生物灾害管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却存在着规模分散、管理混乱等问题。
有害生物是公共品，具有外部性的特征，而我国分散化的管理组织形式，不利于对有害生物的统一治理。 现阶段我国关于农业

组织化对有害生物防控影响的文献较少，为此，本综述通过分别梳理农业组织风险管理和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研究进展，探讨

不同农业组织风险管理、有害生物风险管理、有害生物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方法与模式。 在未来的研究

中，应进一步加强不同农业组织对有害生物防控效果、有害生物造成经济损失的影响因素、不同农业组织对有害生物“统防统

治”参与行为的研究，通过农业组织化防控治理体系的改革，提升有害生物的防控效率，以更好的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必

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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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之农药滥用、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等因素，我国农业病虫害频发，逐年呈快速

增长之势。 近 １０ 年，我国农业有害生物总体处于严重发生状态，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各类病虫草害年均发生面积

在 ４．６０３５—５．０７５ 亿 ｈｍ２次，是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 １０ 年均值的 ２．８４ 倍，年均损失量高达 １．２ 亿 ｔ［１］，对我国粮食安

全构成巨大威胁。 另据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网监测调查和专家会商分析，２０１７ 年农作物病虫害呈重发趋势，
预计发生面积 ３．４７ 亿公顷次，比上年增加 ９．７％，如果不采取防治措施，有害生物造成的经济损失（后面有时

简称“有害生物经济损失”）将超过 ６ 千亿元［２⁃３］。 农业有害生物繁殖很快，随着种群的积累，爆发迅速，大部

分有害生物还有着很强的迁移能力。 不仅如此，随着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被政府、社会和消费者

关注，采用如释放天敌寄生蜂、释放不育性雄虫等绿色防治方法势在必行，这就使得对有害生物采取统一防控

显得尤为重要［４］。 基于此，各地政府、植保部门通常采取“统防统治”的方法。 然而，据基层工作者的反馈［５］，
在农业生产小规模、分散化的家庭经营形式的背景下，“统防统治”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小规模、分散化的家庭经营组织形式，１）不利于有效地推广病虫害防治技术、对有害生物采取统一行动；２）不
利于农业病虫害信息的传播；３）不利于在农作物的栽培品种和栽培方式上采取统一的行动，为有害生物爆发

成灾提供条件；４）不利于一些绿色防治方法的实施（如释放天敌等），从而不利于降低农药残留、提高农产品

品质、保护生态环境。
由此可见，改革现有的农业经营体制、构建新型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不仅是解决我国农业有害生物问

题的关键，还为源头上缓解食品安全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保障。 为此，非常有必要展开农业生产与经

营活动的微观基础（以下简称“农业组织”）在有害生物防控中发挥作用的研究，以找出最有利于有害生物防

控的农业组织形式。 虽然国际上关于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耦合关系的研究已逐步展开［６⁃７］，但关于农业组

织与农业有害生物的关系及其作用的文献相当有限。 因此，本综述将分别围绕农业组织风险管理和有害生物

风险管理两个领域梳理相关文献，为农业组织与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研究奠定基础。

１　 农业组织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关于农业组织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国外诸多学者认为合作组织和家庭农场是实现要素资源最

大化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为此，国外研究主要围绕这两方面展开［８⁃１４］。 经过实践的检验，合作组织被认为是

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学者们主要围绕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展开探讨［８⁃９］，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规模

经济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新制度经济学成为合作社发展研究的理论工具［９⁃１０］。 后来，随着合作组织的优势

不断凸显，学者们更多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对合作组织的生产效率、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１１］。 国外

在对家庭农场的研究，主要围绕农场规模与生产效率来进行探讨，研究结果大多表明，当农场规模发展到一定

程度的时候，经营规模与生产效率呈现反向增长关系，相较于大规模农户而言，小规模农户更具有较高的劳动

生产积极性［１２⁃１４］。 与发达国家不同，近 １０ 多年来，国内新型农业组织已逐步打破了过去小农经济的单一生

产组织形式，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异质性趋势［１５⁃１６］。 因此，国内的研究主要围绕这些新型农业组织展开，具体

包括：农户家庭（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１７⁃２０］、农民专业合作组织［２１⁃２８］、农业企业［２９⁃３０］等。 十八大以来，随着我

国供给侧改革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新型农业组织的培育与选择问题，将研究重点放在不同农业组织的

比较分析上［３３⁃３７］。 总的看，学者们认为，不同农业组织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是适合于我们当前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需要；不同地区因地理条件、生产方式以及产品种类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

组织的技术效率相对较高。
１．１　 农业组织风险管理的国外相关研究

风险管理起源于美国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的大危机。 随着风险管理与决策研究的发展，风险决策理论被引入

农业风险研究。 不同的学者对农业风险的界定不同，Ｈａｒｄａｋｅｒ 等［３８］认为，农业风险至少包括价格 ／市场风险、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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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风险、制度风险、法律风险、货币风险、融资风险、人身风险等七大类。 大部分学者认为农业自然风险和价

格 ／市场风险是农业风险的主要来源［３９⁃４０］。
农户风险偏好一直是国外农业组织管理研究的焦点。 但由于农户个体差异，农户的风险偏好也有很大的

差异。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农户因组织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的差异而导致风险偏好不同［４１⁃４４］。
农户对风险的态度还会因农场的规模、地理位置和产品种类的不同而不同［４５］。

在西方国家，农业主要以大农场为生产决策单元，农场主主要通过自我风险管理、风险转移（如订单农

业）以及购买农业保险等方式规避农业风险［４６⁃４８］。 另外，除了上述方式规避农业风险外，无论是西方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们认为农民采取成立合作组织的方式规避风险，以实现生产规模化、技术可获取性和

产品质量提高［４９⁃５１］。 但学者们更多从市场风险的角度去考察，认为农户通过集体行动来扩大市场交易的规

模效益、提高市场议价能力，形成与其他供应链主体的抗衡势力［５２⁃５３］ 和降低交易成本［５４⁃５５］。 而从自然风险角

度的研究不多，Ｚｅｕｌｉ（１９９９） ［５６］通过研究发现自然灾害不仅会对合作组织成员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也会带来因

合作组织补助性退款减少的间接经济损失，为此，应该提倡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利用资本市场衍生产品和农业

保险共同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表 １）。

表 １　 国外农业组织风险管理主要参考文献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文献题目
Ｔｉｔｌｅ

文献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Ｈａｒｄａｋｅｒ 等［３８］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ｉｓｋ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ＡＢ Ｉｎｔｅｒａｅ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 ＵＫ １９９７

Ｐａｔｒｉｃｋ 等［３９］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５

Ｂｏｇｇｅｓｓ 等［４０］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ｆａｒｍ
ｒｉｓｋ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ｌｏｒｉｄａ＆Ａｌｂａｍａ Ｊ． Ａｆｒｉｃ． Ｅｃｏｎ １９８５

Ｍｏｓｃａｒｄｉ 和 Ｊａｎｖｒｙ ［４１］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ｒｉｓｋ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７７

Ｙｏｕｎｇ ［４２］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Ｔｈｅｉｒ ｕｓｅ ｉ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７９

Ｂｉｎｓｗａｎｇｅ 和 Ｓｉｌｌｅｒｓ［４３］
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 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ｅ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８３

Ｃａｎｃｉａ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４４］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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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ｋ 和 Ｈｏｌｄｅｎ［４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ｒｉｓｋ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Ｚａｍｂｉ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Ｏｓｌ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ｗａ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８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４６］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ｍｅｓ： ｌｏｗ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Ｍｕｓｓｅｒ 等［４７］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６

Ｂａｒｒｙ 等［４８］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６

Ｈｅｌｍｂｅｒｇｅｒ 和 Ｈｏｏｓ［４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６２

Ｒｏｇｅｒｓ 和 Ｍａｒｉｏｎ［５０］
Ｆ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０

Ｋｉｎｇ［５１］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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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ｈｏｒ

文献题目
Ｔｉｔｌｅ

文献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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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Ｃｏｏｋ 和 Ｐｌｕｎｋｅｔｔ［５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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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ｕｌｉ［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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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农业组织风险管理的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农业组织风险管理的研究在农户家庭（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这几

种微观农业组织中均有涉猎（表 ２）。

表 ２　 国内农业组织风险管理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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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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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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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ｉｍｅ

农户家庭（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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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认知保险意识与农户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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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ｍｓ） ［５７⁃６６］
江激宇等［５８］ 种粮大户经营风险感知机理与

实证检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王宏州和黄季焜［５９］ 农民的风险和共担风险偏好
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６

周力和刘馨月［６０］
市场风险、契约关系与农户空间
溢出效应———基于人感染禽流
感 Ｈ７Ｎ９ 风险视角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１６

黄季焜等［６１］ 技术信息知识、风险偏好与农民
施用农药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８

马小勇和白永秀［６２］
中国农户的收入风险应对机制
与消费波动：来自陕西的经验
证据

经济学（季刊） ２００９

朱臻等［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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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偏好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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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和刘文勇［６５］ 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与风险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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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ｍ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６７⁃７４］ 张滢［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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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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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ｉｍｅ

高凌云等［７０］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结
构与融资风险研究

农业经济 ２０１２

黄胜忠和伏红勇［７１］ 成员异质性、风险分担与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１４

赵锦春和包宗顺［７２］
利率市场化、信贷配给与农民资
金合作社的风险控制现象描
述———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

农村经济 ２０１６

乔立娟［７３］ 蔬菜产业经营主体风险管理
研究

河北农业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

２０１４

陈金等［７４］ 农业保险合作社是防范农业灾
害风险的有效组织方式

河北联合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农业企业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７５⁃７９］ 栾敬东和程杰［７５］ 基于产业链的农业风险管理体
系建设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０７

刘圻［７６］ 农业企业风险的整合治理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０８

项桂娥和吴义［７７］
基于 ＳＥＭ 模型的农业企业风险
评价体系研究———以安徽省 ２２１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例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１２

黄祖辉和陈立辉［７８］ 涉外农业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
策略选择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１

黄祖辉和陈立辉［７９］
中国农业企业汇率风险应对行
为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竞
争力视角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１

１．２．１　 农户家庭（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农户家庭层面，学者们更多关注农户风险偏好和风险行为，主要包括：农户的风险感知行为［５７⁃５８］、农户的

共担风险偏好［５９⁃６０］、风险的应对偏好［６１⁃６３］、农地抵押风险与贷款偏好［６４］ 等。 关于家庭农场风险管理的研究

较少，张悦等（２０１６） ［６５］认为：家庭农场经营面临过度规模化、雇佣劳动力缺乏、生产成本上涨、经营结构单一、
社会化服务落后、议价能力低等诸多风险。 近几年，农户对农业自然风险管理的研究开始零星出现，如周振等

（２０１４） ［６６］研究了农业巨灾风险的农民满意度，认为自主积极型倾向越明显的农户其巨灾风险管理的满意度

越高。
１．２．２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鉴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国内关于合作组织风险管理的文献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呈

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合作组织的风险识别［６７］、风险的评估和预警［６８］、合作组织内部的财

务风险、契约风险、资金与融资风险和信贷风险等［６９⁃７２］，还有部分学者从细分产品的视角考察某类合作组织

的风险管理问题［７３］。 关于农业合作组织与农业自然风险的研究很少，陈金等（２０１３） ［７４］从博弈论的视角探讨

了农业保险合作组织在防范农业灾害风险的必要性。 总之，合作组织风险管理的研究主要从金融、财务风险

的角度进行探讨。
１．２．３　 农业企业

关于农业企业风险管理的研究，学者们更加关注市场风险和风险治理，如，农业企业的风险管理理论的构

建［７５］、农业企业的风险整合治理［７６］、农业企业风险评价［７７］、农业企业金融风险的应对策略［７８⁃７９］等。
总的看，国内外关于农业组织风险管理的研究主要从农户风险行为和市场风险的角度探讨，且对单一组

织风险管理的研究较多，缺乏对不同农业组织风险管理的比较；国外对农业组织自然风险管理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农户的灾害认知和农业保险上；国内对自然风险管理的研究开始零星出现，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农民的满

意度分析上。

５　 ２ 期 　 　 　 郑思宁　 等：农业组织与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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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对自然灾害与灾害管理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体系，学者们主要围绕灾害系统理论［８０⁃８４］、灾害经济

损失（易损性）评估［８３⁃８４］、灾害对经济的影响［８５⁃８７］、灾害的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８８⁃９４］ 以及减灾理论［８６，９５⁃９８］。
在生物灾害管理方面主要包括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有害生物经济损失评估以及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三个方面。
２．１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相关研究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Ａ），联合国粮农组织 １９９９ 年版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５
号：植物检疫术语表》对其的定义是“评价生物学、经济学或其他学科的证据，以确定某种有害生物是否予以

管制以及管制所采取的植物卫生措施力度的过程” ［９９］，主要包括有害生物风险评价（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和
有害生物风险管理（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两部分。

国内外对有害生物风险评价的研究较为丰富，形成了形式多样的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概率风险评价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Ａ） 法［１００⁃１０１］、专家系统 （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法［１０２⁃１０３］、生物气候相似距 （ Ｂｉｏ⁃
ｃｌｉｍ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方法［１０４⁃１０５］、地理信息系统（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ＩＳ）方法［１０６⁃１０７］、生态气候

模型评价 （ ＣＬＩＭＥＸ ｍｏｄｅｌ） 方法［１０８⁃１０９］、 ＧＡＲＰ 生态位模型［１１０⁃１１１］ （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Ｒｕｌｅ⁃ｓｅ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等（表 ３）。 这些方法各有侧重，学者们根据有害生物的特点，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

风险评价。

表 ３　 国内外有害生物风险评价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评价方法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文献题目
Ｔｉｔｌｅ

文献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ｉｍｅ

概 率 风 险 评 价 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Ａ） ［１００⁃ １０１］

商胜华等［１００］ 南美斑潜蝇在贵州烟区的适生性
及其危险性分析

中国烟草科学 ２００７

Ｒｏｂｉｎｅｔ 等［１０１］
Ａ ｓｕｉｔ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ｒｅａｄ ｉｎ
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２

专家系统法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１０２⁃１０３］ Ｒｏｙｅｒ 和 Ｍｉｌｌｅｒ［１０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ａ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０

宁昭玉［１０３］ 橘小实蝇对福建省危害的经济损
失评估与风险评价

福州：福建农林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８

生物气候相似距方法
Ｂｉｏ⁃ｃｌｉｍ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１０４⁃１０５］

魏淑秋等［１０４］
应用生物气候相似距对小麦矮化
腥黑穗病在我国定殖可能性的
研究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１９９５

沈文君等［１０５］ 应用相似离度法预测红火蚁在中
国适生区域及其入侵概率

中国农业科学 ２００８

地理信息系统法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ＧＩＳ） ［１０６⁃１０７］

Ｓｐｅｅ 和 Ｊｅｎｓｅｎ［１０６］ Ａ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ｐａｎｄｏｒａ ｍｏｔｈ ｒｉｓ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３

詹开睿［１０７］ 桔小实蝇的检疫技术与风险分析
福州：福建农林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６

生态气候模型评价法

ＣＬＩＭＥＸ ｍｏｄｅｌ［１０８⁃１０９］ 陈林［１０８］ 红火蚁在我国的潜在分布研究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
院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７

Ｂｙｅｏｎ 等［１０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ｔｃａｌｆａ
ｐｒｕｉｎｏｓａ （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Ｆｌａｔｉｄａｅ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ｕｓｉｎｇ
ＣＬＩＭＥＸ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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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价方法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文献题目
Ｔｉｔｌｅ

文献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ＧＡＲＰ 生态位模型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Ｒｕｌｅ⁃ｓｅ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
（ＧＡＲ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１１０⁃１１１］

Ｗａｎｇ 和 Ｗａｎｇ［１１０］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６

钟艮平等［１１１］ 用 ＧＡＲＰ 生态位模型预测刺萼龙
葵在中国的潜在分布区

生态学杂志 ２００９

国外对于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开始初步探索不同主体针对有害生物风险的

应对策略，如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等（２０１５） ［１１２］认为大部分农户在应对风险时往往出于自利，只有一部分人会自觉选择

降低环境风险的耕作方法；而政府可以通过公共干预手段，引导和激励大部分农户改用生态防治的方法，以降

低农药使用量、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我国对有害生物风险评价的研究较多，对风险管理的研

究较少。 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周曙东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１１３⁃１１５］ 和万方浩（２００８） ［１１６］ 的研究。 前者的研

究主要从外来生物入侵的路径入手，基于关键点管理体系对外来生物入侵进行预警管理；而后者主要站在国

家战略的层面，探讨外来生物入侵的管理问题，包括国外的行动规划以及我国的战略行动计划等。 从农业组

织的视角探讨农业有害生物的管理问题仅仅局限于现象描述、总结性描述等［５，１１７］。
２．２　 有害生物经济损失的相关研究

曾士迈（１９９４） ［１１８］结合系统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提出了有害生物为害作物的损失估计模型、损失预测及

防治效果预测的计算方法。 该研究认为，有害生物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产量、品质、防治费用等方面的直接损失

和对加工、商贸、环保等方面的间接损失，还包括对农业生产者的原生损失和对消费者、社会、国家的次生

损失。
国外对有害生物经济损失评价的研究较为丰富，比较早期的有 ＯＴＡ（１９９３） ［１１９］和 Ｓｔｏｎｅｈｏｕｓｅ 等（１９９８）的

研究［１２０］。 前者对 ７９ 种外来生物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做了评估，结果表明，１９０６ 年至 １９９１ 年由于外来生

物入侵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９６９４．４ 亿美元；而后者则结合巴基斯坦的水果产量、果蔬进出口、农药使用

情况等方面，对不同地区的各种果蔬在受果蝇为害后的损失比率进行了评估。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经

济损失的研究也不断细化，如，Ｐｉｍｅｎｔｅｌ 等（２０００） ［１２１］等人将美国外来生物入侵的经济损失分为农林牧直接损

失和管理成本两个大方面，并得出美国每年因外来入侵生物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１３８０ 亿美元；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等

（２０１４） ［１２２］从生态环境角度，对巴西虫害所造成的农作物经济损失进行了量化，并预估了因杀虫剂的滥用促

使生态环境破坏，进而导致人类中毒所消耗的医疗费用；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 等（２０１７） ［１２３］等通过田间试验数据和专家

意见相结合，从人力投入与农药使用两大管理成本的角度对果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所造成的树莓经济损失进

行评估，认为引入生物控制剂替代传统化学制剂，可以减少产量损失和果蝇侵扰。 随着灾害风险评估软件的

不断发展，一些新的评价方法开始呈现，如，Ｃｏｏｋ 等（２０１１） ［１２４］ 应用＠ ｒｉｓｋ 软件评估了梨火疫病（Ｅｒｗｉｎｉａ
ａｍｙｌｏｖｏｒａ）对澳大利亚进口新西兰苹果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我国对有害生物经济损失研究起步较晚，杨昌举和韩蔡峰（２００５） ［１２５］介绍了外来入侵物种经济损失评价

的原理、步骤，并对经济损失的一般评估方法及其应用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随着外来生物入侵研究的逐步深

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某具体有害生物作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经济损失。 如，闫峻

（２００８） ［１２６］对林业生物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赵铁珍等（２００７） ［１２７］ 和饶玉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２８⁃１２９］ 分

别对美国白蛾和棉花曲叶病毒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评价；吴志刚等（２０１５） ［１３０］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
用＠ ｒｉｓｋ 软件和蒙特卡洛随机模拟方法评估了刺萼龙葵（Ｓｏｌａｎ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Ｄｕｎａｌ）对中国玉米产业造成的潜

在经济损失。 周桢（２０１２） ［１３１］和马兴莉等（２０１３） ［１３２］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分别对实蝇类害虫在福建和广东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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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经济损失做了评估。
２．３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ＩＰＭ）的研究进展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是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对此，国内外学者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具体研究成果如下（表 ４）：

表 ４　 国内与国外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相关研究进展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ＰＭ）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语言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文献题目
Ｔｉｔｌｅ

文献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发表时间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ｉｍｅ

英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１３２⁃１３９］ Ｓｔｅｒｎ 等［１３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ｉｌｇａｒｄｉａ １９５９

Ｋｏｇａｎ［１３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Ｅｎｔｏｍｏｌ １９９８

Ｆｒａｎｋ 和 Ｚａｌｏｍ［１３５］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ｕ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００１

Ｌｅｓｔｅｒｒ［１３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ＩＰＭ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ＰＭ．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

Ｂａｒｆｉｅｌｄ 和 Ｓｗｉｓｈｅｒ［１３７］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ｏｏ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９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３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ｅｗ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

Ｅｈｌｅｒ 和 Ｂｏｔｔｒｅｌｌ［１３９］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２０００

Ｓｗｉｎｔｏｎ 和 Ｄａｙ［１４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ＰＭ． Ｓｔａｆｆ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００

中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０⁃１４５］ 梁文斌等［１４１］ 浅议我国 ＩＰＭ 的实施途径 湖北植保 ２０００

王子迎等［１４２］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ＩＰＭ）的几点探讨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０１

梁军和张星耀［１４３］ 森林有害生物生态控制 林业科学 ２００５

张克诚［１４４］ 有害生物持续治理理论、模式和方法
２００６ 中国科协年会
论文集（下册） ２００６

赵紫华［１４５］ 从害虫“综合治理”到“生态调控” 科学通报 ２０１６

葛晶和陈连军［１４６］ 关于农业有害生物防控的经济学分析与思考 农业科技管理 ２００９

国外在有害生物防控与管理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是由 ｓｔｅｒｎ 等（１９５９） ［１３３］ 首次提出“害虫综合防治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ＰＣ）”概念，而后在 １９６５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Ｏ）与生物防治国际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Ｎｏｘｉｏｕｓ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ＯＢＣ）在罗马召开的“有害生物防治”会议上确定了害虫综合防治（ ＩＰＣ）的专业术语，从
此掀起了害虫综合防治的研究热潮［１３４］，直到 １９７２ 年， ＩＰＣ 更名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ＰＭ），并且沿用至今。 Ｚａｌｏｍ （２００１） ［１３５］ 认为 ＩＰＭ 的总体目标是在社会和经济约束下，降低农

药对环境和健康的风险，但是在实际治理过程中许多地方依旧是化学使用的密集区。 Ｅｈｌｅｒ（２００６） ［１３６］ 与

Ｚａｌｏｍ（２００１）的观点类似，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化学制剂并未得到有效管控，滥用杀虫剂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明

显，包括害虫抗性、目标害虫复苏、二次害虫暴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加剧。 关于 ＩＰＭ 应用领域，有机构和

学者（Ｂａｒｆｉｅｌｄ 等，１９９４［１３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９６［１３８］；Ｅｈｌｅｒ 等，２０００［１３９］ ）分析了 ＩＰＭ 推广几十年来

化学制剂不能有效得到控制的原因：首先， ＩＰＭ 复杂、耗时，以实现对多种害虫防治策略的整合实施，而化学

农药成为农民最廉价的保险手段。 其次，农民请来的专家顾问，没有仔细观察害虫及其天敌的活动规律，并且

这些人多数是农药公司的成员，存在内部利益问题。 再次，科研院校等机构缺乏虫害管理的分类研究，对管理

过程各组成部分没有进行深入探索。 基于现状，Ｓｗｉｎｔｏｎ 和 Ｄａｙ（２０００） ［１４０］进一步发现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虫

害和控制方法，而在于农民的自身行为和社会对于 ＩＰＭ 产品服务的价值衡量这两方面。 然而，从生产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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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或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ＩＰＭ 体系的发展受到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较深，单纯的依靠成本效益进行分析，过
度关注经济损害水平与单一的防治指标，而没有将社会学和生态学的理论融入其中形成系统的防控治理体

系，使得个人行为决策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未能得到重视。 现阶段政府开始尝试通过公共干预手段来改变

农户滥用农药的传统行为模式，并且在市场要素驱动下，促进从零售商到终端消费者各环节对于 ＩＰＭ 产品的

认可，通过多方的融合降低生态环境和健康的潜在风险［１１２］。
我国于 １９７５ 年提出并实施“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工作方针，此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有害生

物防治已由最初的依靠化学的单一防治向综合治理（ＩＰＭ）方向发展，经历了以一种有害生物、某种作物、生态

系统为管理对象的 ３ 个发展阶段［１４１］。 在发展过程中相关学者就针对 ＩＰＭ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同的分析理

论以完善综合治理体系，诸如：有害生物生态管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ＰＭ）、强化生物因子的综合

治理 （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ＩＩＰＭ）、 以生态学为基础的有害生物学治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ＢＰＭ）等［１４２］。 虽然综合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但是由于有害生物种群呈

现多样化发展态势，给传统的生物防控与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一些学者 （梁军等，２００５［１４３］；张克诚，
２００６［１４４］）认为虽然我国在诸多基础理论与防治技术方面有着巨大突破，但是实际过程中依旧存在着重“治”
轻“防”，而且通常只是从单一的种群角度出发，很少考虑到整个生态系统中产生的连锁效应，加重了对于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破坏。 基于此，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有害生物生态系统调控治理模式，通过绿色防

控体系的建立，能够有效防止化学制剂对环境资源的破坏［１４５］。 学者们分别围绕有害生物的决策管理与生态

调控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例如，葛晶、陈连军（２００９） ［１４６］ 认为将成本投入和消耗纳入有害生物决策系统，通过

最大限度降低防控成本，来避免农业环境破坏以及生态资源消耗。 赵紫华（２０１６） ［１４５］论证了通过调控食物网

拓扑学结构和能量流动，以及通过天敌的下行控制（ｔｏｐ ｔｏ ｄｏｗｎ）和土壤的上行效应（ｂｏｔｔｏｍ ｔｏ ｕｐ），可以实现

对害虫种群的可持续控制。

３　 文献评述

３．１　 主要结论

通过对农业组织与农业有害生物防控的研究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西方国家，农业主要以大农场为生产决策单元，农场主主要通过自我风险管理、风险转移（如订单

农业）以及购买农业保险等方式规避农业风险。 为此，国外对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的灾害认

知和农业保险上。
（２）国内对农业组织自然风险管理的研究开始零星出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民的满意度分析上，而关

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应对自然风险的研究较少。
（３）对有害生物风险评价的研究较为丰富，评价方法也多种多样。 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研究较少，主要

从关键控制点和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进行分析。
（４）有害生物经济损失的研究较为丰富，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针对不同种类的有害生物，评价其造成

的经济损失。
（５）有害生物的防控和管理体系在基于现有综合治理（ＩＰＭ）模式的基础之上，为避免农药滥用对环境和

健康造成持续性破坏，已经开始尝试探索生态调控的治理模式。
３．２　 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通过梳理以往研究资料，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进一步研究：
（１）不同农业组织对有害生物防控效果的研究。
从文献回顾可知，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深入，国内学者们开始关注各新型农业组织的培育和比较，但关

于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到微观农业组织层面。 而国外发达国家大多为大农场或农协（日本）
的组织形态，微观农业组织的多样化程度远不如我国。 为此，国外对农业自然灾害管理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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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灾害认知和农业保险上，鲜有关注到农业组织层面，更未见到不同农业组织对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比较

研究。 为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不同农业组织对有害生物的防控效果，找出最有效的农业组织形式，为我国农业

经营组织化改革提供参考。
（２）有害生物经济损失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内外对有害生物经济损失的研究较为丰富，已经呈现形式多样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没有深入到影响因

素层面进行分析、没有形成完整的有害生物经济损失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更没有充分考虑微观农业组

织对整个灾害系统产生的影响。
（３）不同组织中农户对有害生物“统防统治”的参与行为研究。
有害生物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的特点，为此，对有害生物的“统防统治”成为有害生物防控的关

键。 虽然一些文献深入到农户层面探讨农户对农业灾害风险的参与意愿，但针对不同农业组织中农户对有害

生物“统防统治”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的研究还未见到。 为此，围绕不同农业组织中农户对有害生物防控

的参与行为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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