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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石。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加剧,研究农业企业如何应对极端气

候、资源匮乏等挑战,对于提高农业适应力、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基于2013—2022年A股农业

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选择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气候风险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气候风险负向影

响农业企业经营绩效,且绿色创新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非国企在气候风险中遭受的冲击比国企要

显著。为农业企业在应对气候风险中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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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

备受关注,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农业企业相较

于其他行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较高。农业依赖自

然环境条件,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季节性作物的种植模

式变化、土地肥力变化及病虫害的增多等一系列不确

定因素,这将直接影响农业企业的产量、产品质量和

运营效率。因此,理解气候变化对农业企业经营绩效

的具体影响,有助于企业采取应对措施,优化生产管

理。农业生产不仅仅是农场内部的事情,还涉及原材

料供应、生产加工、物流配送等环节。气候变化对农

业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例如,极端气候条件

可能导致某些地区的生产中断,供应链的上下游可能

因此受到干扰,进而影响农业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市场

响应速度。因此,研究气候风险的影响有助于农业企

业提前预判和应对可能出现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减少

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
有关气候风险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已非常广泛,

在各个领域都有相关研究。有关于气候风险的研

究最早是研究暴雨冲击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有研究指出,极端气候事

件会造成企业运营中断、销售困难,此外,还可能

导致资产损失,削弱盈利能力,从而增加违约风险[1]。
还有研究指出,气候物理风险通过影响企业生产效率

和融资结构,直接作用于宏观经济[2]。研究表明企业

面临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增加了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记

录了企业对气候风险的易感性增加了破产风险的可

能性[3],气候风险通过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对金融市场

有着重要的影响[4]。还有研究表明,气候风险会影响

企业避税[5],以及通过气候变化风险,进而显著提高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适应多

变的气候环境,激发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促进其

向可持续发展迈进[6]。有学者研究了气候风险披露

对创新投入、效率和质量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潜在

的经济结果,这些见解强调了气候风险披露在促进企

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影响[7],并通过气候

风险,绿色技术研发和绿色成果转化两个阶段显著提

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效率[8]。
目前已有关于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中,大多数

学者采用单一指标,如资产收益率(ROA)、股本收

益率(ROE)或者TobinQ,虽然上述指标在评估企

业绩效时能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其计算的

简单性及其固有的局限性,它并不能全面、准确地

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采用

多维度指标来衡量农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并借鉴孙

奕驰[9]、胡星辉[10]的做法,采用熵权-TOPSIS法,综
合评定农业企业的经营绩效,更为全面地反映农业

企业的经营绩效。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气候风险与农业企业经营绩效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亟须应对的重大问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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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其影响将逐步加剧。由此带来的气候风险的

不确定性将上升,进而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10]。极端气候事件,如干旱、洪涝、高
温热浪和低温冷害等,虽发生概率较低,但其社会

影响巨大,对中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带来严重威

胁,形成一系列气候风险。农业是人类利用自然资

源,如生物、太阳能、土壤和气候等,进行生产活动

的过程[11]。极端气候通过改变光照、温度、降水和

土壤等因素,影响农作物的生长、结构和产业布局。
极端高温热浪会导致农药和化肥的挥发增加,从而

加剧病虫害并降低土壤肥力。持续的高温与干旱

叠加,尤其对中稻的抽穗、开花、灌浆及夏玉米的灌

浆过程产生不利影响。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

风险,农业企业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例如,
在干旱地区,企业可能需要建设灌溉设施,增加灌

溉用水量,这会显著提高生产成本;在多雨地区,为
防止洪涝灾害,企业可能需要修建排水系统,同样

会增加成本投入。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可能

会损坏企业设施和资产,导致生产中断和供应链停

滞,从而造成经济损失[12]。农业企业难以准确预测

产量和收益,增加了经营的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

的长期规划和发展。一旦遭遇不可抗拒的极端气

候灾害,设施农业与工厂化养殖等现代化农业模式

的损失甚至更加惨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

究假设。
H1:气候风险对农业企业经营绩效产生负向

影响。
1.2 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气候风险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产生负面影

响,进而可能对企业的经营绩效造成深远影响。气

候风险不仅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环境和运营条

件,还可能通过一系列间接渠道加剧企业的困难。
首先,绿色创新通常需要较高的初期投资和技术改

造成本,且气候风险加剧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

束[13-15],农业企业在应对气候风险时面临的资金压

力可能使得它们难以承担这些额外的创新成本。
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型或资源有限的农业企业来说,
绿色创新所需的资金投入可能成为其生存和发展

的负担,从而削弱了其经营绩效。
其次,绿色创新的技术适应性可能不足以应对

特定的气候风险。虽然绿色技术在减少资源消耗、
降低环境污染等方面具有潜力,但并非所有绿色创

新都能直接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例如,某些

绿色技术可能无法有效应对气候风险带来的生产

不确定性,或者在特定地区的应用效果较差,这使

得绿色创新未能如预期般增强农业企业的适应能

力,反而可能因技术的不匹配或推广困难,加重了

企业的经营压力。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绿色创新加剧了气候风险对农业企业经营

绩效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3-2022年A股农业上市企业为样

本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按照中国证监会2012版行

业分类标准,选择“农、林、牧、渔业”企业,以及制造

业中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 制造业”“酒、饮料

和精制茶制造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

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 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

库,删除缺失值后得到1990个观测值。其中大部

分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2.2 模型构建和变量定义

为验证H1,构建模型:

BP=α0+α1CR+∑aicontrols+

∑Year+∑Industry+δ (1)

为验证H2,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16]的方法,建
立一个三步法模型来进行验证:

BP=a0+a1CR+∑aicontrols+

∑year+∑Industry+ε (2)

GI=b0+b1CR+∑bicontrols+

∑year+∑Industry+ε (3)

BP=c0+c1CR+c2GI+

∑cicontrols+∑year+∑Industry+ε(4)

式中:BP为企业经营绩效;CR为气候风险;GI为绿

色创新;b0、c0为截距项;bi、ci 为相关变量系数;ε为

随机扰动项。
(1)被解释变量(BP)。以熵权-TOPSIS法测算

农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从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偿
债能力和经营能力4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

来综合考虑农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如表1所示。
(2)解释变量(CR)。参考杜剑等[17]的做法,采

用“气候风险”总词频与年报总词频的比值来衡量

气候风险信息披露。
(3)中介变量(GI),ln(当年独立申请和获得的

绿色发明数量+当年独立申请和获得的绿色实用

新型数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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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变量。较大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市

场竞争力,流动性和现金流状况良好的企业能够更

稳定运营,成长性强的企业有更高的盈利潜力。两

职合一能提升决策效率,但可能带来治理问题,第
一大股东的控制力影响管理效果。企业年龄代表

稳定性,成熟企业通常更能应对市场变化。高质量

的审计增强财务透明度,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故

选取以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2
所示。

3 回归结果及其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农业企业的经营绩效

的最大值为0.095,最小值为0.065。平均值为

0.066,大部分农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将接近这个值,
说明在样本中,整体经营绩效表现较为一致,没有

大幅度的偏离。标准差为0.002,这表明波动非常

小,可能意味着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状况相似。但从

农业企业面临的气候风险可以看出,最大值为

1.471,最小值为0.000,两者之间差异较大,说明不

同农业企业面临的气候风险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

于可能有些企业没有遭受到气候风险的冲击。在

绿色创新这一变量中可以看出绿色创新在样本中

的整体表现比较低,虽然有一些观察值的绿色创新

度较高,但大多数数据点的创新度接近零,且绿色

创新度在样本中存在一定的波动,但大多数数据集

中在较小的值附近。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也基本合理。
3.2 回归结果

3.2.1 气候风险对农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如表4模型(1)的多元回归结果所示,气候风险

与农业企业经营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呈现负

相关关系。说明气候风险负向影响农业企业的经

营绩效,验证了H1。

表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p50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P 1990 0.066 0.065 0.002 0.065 0.095
CR 1990 0.129 0.108 0.110 0.000 1.471
GI 1990 0.082 0.000 0.319 0.000 3.332
Size 1990 22.050 21.970 1.056 19.340 26.270
Liquid 1990 2.667 1.826 3.047 0.174 48.170
Cashflow 1990 0.066 0.064 0.091 -0.657 0.920
Growth 1990 0.169 0.071 1.454 -0.90958.750
Dual 1990 0.277 0.000 0.448 0.000 1.000
Top1 1990 35.700 34.310 14.670 3.966 89.990
Firmage 1990 2.982 3.045 0.280 1.609 3.664
Big4 1990 0.053 0 0.224 0 1

表1 农业企业经营绩效测度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指标性质

盈利能力

营业利润率 净利润/营业收入 正向指标

每股收益 — 正向指标

资产报酬率 息税前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正向指标

发展能力

资本积累率 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所有者权益 正向指标

总资产增长率 (年末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 正向指标

净利润增长率 (当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 正向指标

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适度指标

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适度指标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适度指标

经营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 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正向指标

流动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正向指标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总资产 正向指标

表2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经营绩效 BP 由熵权-TOPSIS法得出
解释变量 气候风险 CR 气候风险关键词词数/年报总词数×100

中介变量 绿色创新 GI
ln(当年独立申请和获得的绿色发明数量+当年独立申请和获得的绿色实用新

型数量+1)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流动比率 Liquid 流动资产/总资产

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总资产

企业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两职合一 Dual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为1人,赋值为1,否则为0
第一大股东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企业年龄 Firmage 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

审计质量 Big4 公司经由四大审计为1,否则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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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基准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

变量
(1) (2) (3)
BP GI BP

CR
-0.002*** 0.004*** -0.002***
(0.000) (0.001) (0.000)

Size
-0.054*** 0.013 -0.054***
(0.008) (0.017) (0.008)

Liquid
-0.004*** 0.002 -0.004***
(0.001) (0.003) (0.001)

Cashflow
0.018*** -0.015** 0.017***
(0.003) (0.007) (0.003)

Growth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Dual
-0.021** 0.021 -0.021**
(0.009) (0.019) (0.009)

Top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Firmage
0.061*** 0.020 0.062***
(0.022) (0.048) (0.022)

Big4
-0.012 0.030 -0.011
(0.030) (0.064) (0.030)

GI
-0.032***
(0.011)

常数项
7.625*** -0.333 7.615***
(0.160) (0.341) (0.159)

id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观测值 1990 1990 1990

调整后R2 -0.079 -0.138 -0.074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3.2.2 绿色创新对气候风险与农业企业经营绩效

的影响

如表4模型(3)回归所示,为进一步判断绿色是

否具有中介效应,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16]的检验方

法流程。
(1)CR对农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回归系数为负

且显著,标记为c,这支持了中介效应的假设。
(2)CR对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标

记为a。当CR与GI同时对农业企业经营绩效进

行回归时,CR与农业企业经营绩效的系数为负且

显著,标记为b。如果a和b都显著,则间接效应也

显著。
(3)当CR与GI同时对农业企业经营绩效进行

回归时,CR对农业企业经营绩效为负且显著,标记

为c',这表明直接效应显著。
(4)分析结果显示,a为正,b为负,c'为负,且ab

与c'同号,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通过上述分析,说明绿色创新存在中介效应。

绿色创新通常包括清洁技术、绿色产品的开发、资

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工艺等。虽然绿色创新

有助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但在短期内可能对企业

经营绩效产生负向影响,绿色创新往往需要较高的

研发和实施成本。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技

术研发、设备更新和生产流程的改造,这些成本可

能在短期内大大影响经营绩效。绿色创新往往需

要较长的时间周期才能看到成果。在转型过程中,
企业可能面临技术不成熟或市场需求不足等问题,
导致短期内的经营绩效并未得到提升。虽然绿色

创新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长期竞争力,但
市场对绿色创新的需求可能尚未完全形成,导致短

期内绿色产品的市场反应不如预期,影响企业的经

营绩效。尽管绿色创新本身可能是为了应对气候

风险或提升企业的可持续性,但在短期内它的成本

和实施障碍可能加剧企业的经营压力。
3.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且消除模型的内生

性,将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农业企业在面临

气候风险时,可能经历一段时间的适应、调整和反

馈过程。在短期内,气候风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

能并不显著,甚至可能受到短期天气变化的遮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可能会逐渐暴露于气

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如长期干旱、土壤退化、气候变

化导致的作物价格波动等)。因此,将气候风险滞

后一期引入回归模型,能够更好地捕捉到这些长远

的影响。气候风险和农业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可能

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双

向的(经营绩效较差的企业可能难以应对气候变

化)。通过引入气候风险的滞后期,可以减少即时

变化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更好地识别气候风险

对绩效的长期影响,增强模型的解释力。故将气候

风险滞后一期再进行回归,从表5的模型(1)中可以

看出,回归结果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

的稳健性较好。
由于2020—2022年期间,新型冠状病毒(COV-

ID-19)大流行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导致全国

范围内的企业经营绩效普遍受到影响。疫情期间,
许多行业遭遇供应链中断、需求萎缩、人员流动受

限等一系列困难,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了极大

的波动,因此这三年数据的异常波动可能会对分析

结果产生偏差。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稳

健性,剔除2020—2022年期间的数据,从而避免疫

情期间特殊因素对分析结论的影响。通过表5
列(2)可以看出结果依旧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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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BP BP BP BP

L.CR
-0.001***
(0.000)

CR
-0.002*** -0.001** -0.003***
(-5.830) (0.000) (0.00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7.562*** 7.890*** 6.713*** 8.126***
(0.182) (44.54) (0.199) (0.231)

id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713 1308 694 1296

调整后R2 -0.105 -0.0296 -0.100 -0.072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3.4 异质性检验

表5列(3)和列(4)是关于产权的异质性检验,
列(3)为国有企业,列(4)为非国有企业。在回归结

果中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中气候风险对农业企业

经营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气
候风险对农业企业经营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
国有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资本实力和政府支持,能
够通过政府提供的补贴、贷款或优惠政策有效应对

气候风险所带来的挑战。而非国有企业在财务上

可能更加紧张,面临气候风险时更易受到影响。国

有企业的资源调配能力较强,能够灵活调整生产策

略,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冲击;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

可能受限于资金和资源,适应气候风险的能力较

弱。此外,国有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如
灾后恢复资金和税收减免等,这些帮助它们在遭遇

气候变化时能迅速恢复生产并减少损失。非国有

企业在这方面获得的支持较少,面临更大的脆弱

性。国有企业的运营目标往往侧重于长期稳定性

和社会责任,能够采取较为长远的战略来应对气候

变化,而非国有企业通常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需
更快速地应对气候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国有企

业更注重建立健全的气候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通过

技术创新和保险手段来降低气候风险的影响。非

国有企业则可能在气候风险管理上面临技术和资

金的不足,从而影响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国有

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资较为充足,能够采用先

进的农业技术,减轻气候风险的影响,例如采用耐

旱、耐涝的作物品种,或者现代化灌溉系统等,而非

国有企业可能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因此在气候变

化的适应性上较为薄弱。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首先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农业企业的

经营绩效进行了测算,并讨论了气候风险对农业企

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绿色创新在其

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如下:①基准回归显

示,气候风险对于农业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②机制结果表明,绿色发展在其中起中介作

用;③异质性结果表明,不同产权的农业企业在气

候风险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同,在非国企中更为

显著。
4.2 启示

为了有效防范气候风险对农业企业经营绩效

的影响,企业应采取综合性的应对策略。首先,进
行气候风险评估,识别可能对生产造成的风险,如
干旱、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并制定应急预案。其

次,加强气象数据的监控与分析,利用科技手段精

准预测气候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生产计划。此外,
企业可通过多元化种植、发展抗气候变化的农作物

品种,减少单一气候风险对产量的影响。同时,加
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防灾抗灾设施,提高企

业的韧性。最后,推动绿色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减
少农业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适应长期的气候

变化。通过这些措施,农业企业可以有效减少气候

变化带来的风险,保障经营稳定和长期发展。
合理利用绿色创新能够在应对气候风险与提

升农业企业经营绩效之间架起桥梁。通过采用绿

色创新技术,如节能减排、精准农业技术和可持续

种植方法,企业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自

然资源的依赖,还能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例如,智能灌溉系统和土壤修复技术可以有效应对

极端气候,保障农作物稳定产量,同时减少能源和

水资源的浪费。此外,绿色创新有助于提升企业的

环境责任感和社会形象,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关

注,推动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绿色创新

在提升农业企业的气候适应性和经济效益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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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ClimateRiskontheOperationalPerformanceofAgriculturalEnterprises

OUYANGPeng,BIANRu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ForestryUniversity,Kunming650224,China)

Abstract:Agricultureisthecornerstoneofbuildingamoderncountry.Astheimpactofglobalclimatechangeonagriculturalproduction
intensifies,studyinghowagriculturalenterprisescanrespondtochallengessuchasextremeweatherandresourcescarcityiscrucialfor
improvingagriculturaladaptabilityandmitigatingthenegativeeffectsofclimatechange.BasedonempiricaldataofA-shareagriculturallisted
companiesfrom2013to2022,fixedeffectandmediationeffectmodelswereselectedtotesttheimpactofclimateriskonbusinessperformance.
Theresearchresultsindicatethatclimateriskhasanegativeimpactontheoperationalperformanceofagriculturalenterprises,andgreen
innovationplaysamediatingroleinit.Heterogeneityresultsshowthatnon-state-ownedenterprisesaremoresignificantlyimpactedbyclimate
riskthanstate-ownedenterprises.Importanttheoreticalbasisandpracticalguidanceareprovidedforagriculturalenterprisesinaddressing
climaterisks.
Keywords:climaterisk;agriculturalenterpriseoperationalperformance;green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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