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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电商对农户采纳农业创新技术的影响

程欣炜，黄一鸣
南京邮电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

　 　 摘　 要：以库尔勒市 １ ３０２ 个香梨种植户为调查对象，构建中介调节模型

考察农产品电商参与模式对农户采纳农业创新技术的直接影响、农户发展能

力的中介影响和电商参与水平对能力中介的调节机制。 研究结果证实，农户

采纳新技术存在稳定的低水平均衡，传统产销模式下，农户缺乏提升新技术应

用水平的动机；电商直销和电商供货 ２ 种电商模式对农户增加农技投入和采

纳节水灌溉、机械采收、液体授粉 ３ 种技术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并受经营融资

能力、服务运用能力和标准生产能力 ３ 类农户发展能力中介影响；农户发展能

力的中介效应随电商参与水平提升而增强。 基于上述结论，从区域农产品电

商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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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任务；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提出实施小

农户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小农户科技装备应用，改善小农户生产基础设施；２０２１ 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要发展壮大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投入品、技

术、装备导入小农户。 但当前我国农村农业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１］，整体发展水平低

且区域差异大［２］，农户较高的风险规避度易导致政府农技补贴作用失灵［３］，农户经营规

模与有意识的群体内技术传播意愿负相关［４］，因此，从产销结构角度推动先进技术的广



泛应用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核心目标。
开放网络环境下的农产品交易缩减了流通环节并降低了搜寻成本，使小农户有机

嵌入区域电商产销链条，获得与规模经营主体相同或相近的市场地位、价格优势和服务

便利，因此，基于品牌和品种的电商一体化将成为未来较长时期内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

要载体，有助于将产区内所有生产和加工部门纳入统一的产销标准方案，增强农户采纳

新技术、转变经营模式的内生动力。 本研究以新疆库尔勒市香梨种植户为调查对象，构
建农产品电商对农户采纳新技术的中介调节模型，尝试回答以下 ３ 个核心问题：第一，农
户参与农产品电商是否对采纳新技术的资金投入（流量意愿）和具体技术运用比例（存
量意愿）具有积极作用？ 第二，农产品电商对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的影响机制如何？
是否存在基于农户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 第三，农产品电商参与水平是否对农户采纳

新技术的能力中介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１．农产品电商对农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

农产品电商具有投入较低、参与方式便捷、对设备和场所要求低等特征，其低门槛

性提升了农户的参与积极性［５］，促进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使农户直面消费终

端［６］。 一方面，农产品电商通过扶贫路径激励农户主动参与产业升级，增收机制下的农

产品电商扶贫结构具有精准性［７－８］，在引导水果种植户通过信息、谈判、执行等交易成本

来选择销售渠道的同时［９］，增加了包括保险服务在内的生产性支出［１０］。 在单个生产周

期内积累升级所需的额外资金并承受技术创新转换带来的收益递延，是参与电商的农

户愿意对传统技术和模式进行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电商环境对农业产销

集聚的影响机制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王滢等指出，县域农产品电商对传统产业集群

升级存在促进作用［１１］。 彭小珈等研究发现，农村淘宝店的纯技术效率优于传统商铺，处
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１２］。 范轶琳等对县域 ＢＯＰ（低收入群体）农产品电商行为的调

查结果表明，农户接受电商的本质是通过生产集聚实现包容性创新［１３］。 魏晓蓓等认为，
农产品电商对农户实体存在聚集化效应，能够促进农产品全产业链运作模式的构建，在
提升农户收入的同时促进产业升级和融合［１４］。 周荣等指出，农产品电商对于新农业技

术与信息等显性知识传播有天然优势，能够实现较大范围、较多类型的生产要素整

合［１５］。 由此提出假说 １。

３６第 ５ 期 程欣炜等：农产品电商对农户采纳农业创新技术的影响



Ｈ１：农产品电商对农户农业创新技术的资金投入和采纳比例存在正向的直接影响。
２．以农户发展能力为中介的农产品电商效应

随着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确定、农村电商覆盖面的扩大，从增收和集聚这两个方面

解释农产品电商对农户主动升级传统农业技术和生产模式的直接影响仍存在一些问

题：其一，单纯的电商集聚并不能长期稳定地提升外部电商环境对农户升级生产模式的

主动性，较为突出的问题包括生产结构同质化［１６］、同行低价竞争［１７］、金融排斥［１８］等，导
致非规模农户在收入分配时处于劣势地位［１９］。 其二，赋能是比增收更为长效的农产品

电商作用路径，但对“能”的范畴诠释并不清晰。 刘婧娇等认为，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来

自对参与者增能［８］，刘承昊则认为对农业资源及产品的重新配置、集成与关联是电商赋

能的创新源头［２０］。 人与技术的适应关系是“互联网＋现代农业”生产结构下“赋能”概念

的核心范畴，即以适宜的生产模式嵌入技术创新的运用和反馈。
周荣等亦指出，农产品电商模式本身不具备组织与约束力，不适于更具价值的隐性

知识传播［１５］。 第一，信息不对称是影响农村小额信贷的主要问题［２１］，而赵岳等的早期

研究证实，电商平台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以解决非规模市场参与者的融资困难，但这

一研究结论并未在微观农户层面得到证实［２２］。 第二，农产品消费升级将原先针对消费

者的服务扩展到整个产销链条，对服务场景和服务生态系统进行创新［２３］，模式研究也证

实，单纯将农户和电商市场结合并不能达到最优生产效率，需借助采购商、电商企业或

政府委托采购商等中介提供的社会服务增强小农户在契约关系中的谈判力［２４］。 第三，
农产品电商促进了小规模生产与产区化、品牌化建设的有机融合，激励农户主动增加多

元合作深度。 陈畴镛等认为，电商模式下劳动的积极性取决于激励的公平偏好，农户对

合约中固定激励占比、生产达标程度和价格获取公平性的认识均影响其劳动积极性［２５］。
因此，经营融资、服务运用和标准生产等 ３ 类农户发展能力（以下简称“３ 类能力”）是农

产品电商引导农户采纳新技术的能力中介。 农产品电商有助于促成与企业中介和技术

中介的功能合作，使农户获得更为具体的技术创新升级目标和外源性的服务支持。 由

此提出假说 ２。
Ｈ２：３ 类能力是农产品电商提升农户采纳农业创新技术意愿的能力中介。
３．农产品电商动态演进下的能力中介调节效应

随着农产品电商结构的多元化和参与机制的复杂化，农户可根据自己的生产定位

选择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模式。 从动态演进的角度分析，王胜等指出，农产品电商

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供应链优化和价值增值功能发挥并不充分［２６］。 吴士健等认为，
生鲜农产品电商企业的过度自信对契约结构具有双重作用，在增加农户收益水平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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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增加了代理成本，因此，并不能简单认为区域内农产品电商的整体持续发展能够线性

增强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２７］。 薛洲等指出，农村熟人社会下的社会网络结构决定了

农户对电商的尝试具有阶段性，以累积资本和技术为目的的农户倾向于从低壁垒和低

风险的销售环节开始尝试电商模式［２８］。 在当前参与水平下，农产品电商促进 ３ 类能力

提升的市场动力始终存在，基于农村社会网络的产销模式溢出将正向激励农户发展能

力中介。 由此提出假说 ３。
Ｈ３：随着农户的电商参与水平不断提升，３ 类能力对农产品电商增强农户采纳农业

创新技术意愿的中介效应趋于明显。
（二）研究设计

研究遵循“电商的直接效应—农户能力中介效应—电商的能力中介调节效应”的论

证思路，分 ３ 个步骤构建农产品电商对农户采纳农业创新技术的中介调节效应模型。
第一，以农户近 ３ 年亩均农技资金投入（流量意愿）和节水灌溉、机械采收、液体授

粉 ３ 种香梨种植中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以下简称“３ 种技术”）的采纳比例（存量意愿）
为因变量，在控制种植户人口统计特征、产销模式特征和社会网络特征的基础上，验证

电商直销和电商供货 ２ 种典型农产品电商参与模式（以下简称“２ 种电商模式”）对农户

采纳新技术的影响机制。 模型如式（１）、式（２）所示：
Ｙ０ ＝ α０ ＋ β０１ ＥＣＰｓａ ＋ β０２ ＥＣＰｓｕ ＋ β０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１）
Ｙｋ ＝ αｋ ＋ βｋ１ ＥＣＰｓａ ＋ βｋ２ ＥＣＰｓｕ ＋ βｋ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２）

其中， Ｙ０ 为用农技投入衡量的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流量意愿， Ｙｋ 为用 ３ 种技术采纳比

例衡量的存量意愿 （ｋ ＝ １，２，３）；ＥＣＰｓａ 为农户电商直销收入比例， ＥＣＰｓｕ 为农户电商供

货收入比例，两者的系数 βｋ１ 和 βｋ２（ｋ ＝ ０，１，２，３） 是模型的核心待估参数，揭示了农产品

电商对农户采纳新技术的直接作用；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为控制变量。
第二，能力中介效应的检验需要满足的条件：一是式（２）中 ＥＣＰｓａ 和 ＥＣＰｓｕ 变量系数

显著，该条件在直接效应中得到验证；二是以经营融资、服务运用和标准生产为因变量，
考察电商对农户发展能力的影响，模型如式（３）所示；三是在式（２）的基础上引入经营融

资、服务运用和标准生产为中介变量，中介变量系数显著且 ＥＣＰｓａ 和 ＥＣＰｓｕ 变量系数值

或显著性较式（２）下降，可证实中介效应存在，如式（４）所示。
ＦＤＣｊ ＝ αｊ ＋ β ｊ１ ＥＣＰｓａ ＋ β ｊ２ ＥＣＰｓｕ ＋ β ｊ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３）

Ｙｋ ＝ αｊｋ ＋ β ｊｋ１ ＥＣＰｓａ ＋ β ｊｋ２ ＥＣＰｓｕ ＋ β ｊｋ３ ＦＤＣｊ ＋ β ｊｋ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４）
ＦＤＣｊ 为 ３ 类能力中介变量（ ｊ＝ １，２，３），同时作为式（３）的因变量和式（４）的中介变

量。 当电商参与变量 （ＥＣＰｓａ 和ＥＣＰｓｕ） 在式（４）中系数 （β ｊｋ１ 和β ｊｋ２） 不显著或小于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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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系数 （βｋ１ 和βｋ２） 时，中介效应存在。

第三，根据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的做法［２９］，分别将 ２ 种电商模式的参与比例作为农户发展能力

中介效应的调节变量，采用 ５００ 次抽样的自助法确定中介调节效应的显著性和调节效

果。 调节模型如式（５）所示：
Ｙｋ ＝ αｊｋ ＋ γｉｊｋ１ ＥＣＰｉ ＋ γｉｊｋ２ ＦＤＣｊ ＋ γｉｊｋ３ ＥＣＰｉ ＦＤＣｊ ＋ γｉｊｋ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ε （５）

式（５）中， ＥＣＰｉ 和 ＦＤＣｊ 是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的交互项 （ ｉ ＝ ｓａ，ｓｕ）， 调节间接效

应可通过 β ｊ１（γ ｊｋ２ ＋ γ ｊｋ３ ＥＣＰｉ） 衡量，系数为正则说明农产品电商的参与水平正向调节 ３
类能力中介。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统计

（一）研究对象

研究以新疆库尔勒市香梨种植户为调查对象的原因如下：第一，香梨种植具有高度

的稳定性，农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回报周期长，农户采纳新技术、提升长期经营绩效的动

机超过其他农户。 第二，库尔勒香梨是库尔勒市的特色林果产品，连片性和统一性种植

适合机械化种采技术运用。 该品种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获批国家原产地域产品（后改为“地
理标志产品”），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第三，库尔勒市南临塔克拉玛干

沙漠，属暖温带大陆性干旱，农业水资源较为稀缺，农户具有节水灌溉的天然动机。 第

四，南京农业大学在库尔勒市进行了节水灌溉和液体授粉等多项种植技术试点，并且已

进入市场服务和全面推广阶段。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研究采用南京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调查（ＮＡＤＳ）数据，保留 ２０２０ 年期间采样的

１ ３０２户新疆库尔勒市香梨种植户数据，本文中 ５ 个表格的原始数据均源于此。 根据研

究设计，从 ４ 个方面选取变量：第 １ 部分为农技指标，衡量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总投入和细

分技术的运用规模，主要包括近 ３ 年年均农技投入金额（流量采纳意愿）、农户采纳 ３ 种

技术的面积占比（存量采纳意愿）。 第 ２ 部分为电商指标，衡量农户参与农产品电商的

分项水平，主要包括 ２ 种电商模式收入占家庭农业收入比例，电商指标为研究的核心变

量。 第 ３ 部分为农户发展能力指标，衡量农户嵌入电商产销模式的发展能力，主要包括

经营融资能力、服务运用能力和标准生产能力，并将其作为农产品电商对农户采纳新技

术的能力中介。 第 ４ 部分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种植户的人口统计特征、产销模式特征、
社会网络特征。 变量解释和描述统计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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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解释与描述统计

分类 变量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技
指标

农技投入
近 ３ 年年均生产投入减去自然资源和
易耗农资投入的差值（百元 ／年 ／亩） １５．１１ ２１．７５ ０ ３０３

节水灌溉 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面积占比 ０．２０ ０．２３ ０ １

机械采收 采纳机械采收技术的面积占比 ０．１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０

液体授粉 采纳液体授粉技术的面积占比 ０．０９ ０．１０ ０ ０．４５

电商
指标

电商直销 电商直接销售收入占农业收入比例 ０．１６ ０．２５ ０ ０．９０

电商供货 向电商企业供货收入占农业收入比例 ０．２３ ０．２８ ０ ０．９０

农户发
展能力
指标

经营融资 负债收入比 ０．２７ ０．１４ ０ ０．７５

服务运用 购买社会化服务投入（百元 ／年 ／亩） ３．５７ ２．０３ ０ １０．５０

标准生产 订单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０．４１ ０．２８ ０ ０．９５

控制
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４４．９３ １１．６９ ２１ ６５

受教育水平 ０ 和受教育年数减 ９ 的较大值（年） １．９７ ２．１９ ０ ９

人均产值 家庭人均农业生产收入（百元 ／年 ／人） １４０．２１ ３４．３６ ８７ ２８１

农地流转 受让流转土地占农地总面积比例 ０．２２ ０．２７ ０ ０．９５

兼业水平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０．０９ ０．１２ ０ ０．７０

劳动力 从事香梨种植 ／加工的家庭成员数（人） ３．４４ １．５９ １ ７

农技员
１＝有专门对接的农业技术员；
０＝无专门对接的农业技术员

０．０３ ０．１６ ０ １

农技培训
１＝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
０＝未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

０．２３ ０．４２ ０ １

村干部
１＝家庭成员任村干部；
０＝无家庭成员任村干部

０．０４ ０．１９ ０ １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户近 ３ 年的年均农业技术投入为 １ ５１１ 元 ／亩，连续 ３ 年投入为 ０ 的占 １４．４４％。
在进行农技投入的样本户中，最小投入为 ３００ 元 ／年 ／亩，即农户对农业创新技术的采纳在

３００ 元 ／年 ／亩的投入门槛处存在稳定的低水平均衡，农户在掌握农技运用方式后不愿或无

法实现标准化应用［３０］。 近 ３ 年平均农技投入为 ０ 的农户群体采纳先进节水灌溉、机械采

收和液体授粉技术的面积占比分别为 １９．３１％，９．６３％和 ９．０４％，与农技投入不为 ０ 的农户

群体的采纳比例 １９．７７％，９．７８％和 ９．２８％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 库尔勒市香梨种植户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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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参与水平较高，仅 ２１．７４％的样本户完全未参与电商活动，但电商销售收入并不能完全覆

盖种植户的农业收入，２ 种电商模式销售收入总和最高占家庭农业收入的 ９０％。

三、基础回归结果

为考察农产品电商对农户农技投入的影响，以农户近 ３ 年的平均农技投入金额为因

变量，在控制农户人口统计特征、产销模式特征和社会网络特征的条件下，引入 ２ 种电商

模式为核心自变量，结果如表 ２ 模型 １ 至模型 ３ 所示。 单独引入电商供货变量时，对样

本户农技总投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说明电商供货模式发展

有效激励了农户增加农业创新技术投入意愿；单独引入电商直销变量时，对样本户农技

总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系数未通过 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同时引入 ２ 种电商模式

时，电商直销变量系数为正且在 ５％水平上显著，但影响作用弱于电商供货。 说明电商

参与能够有效增加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总投入，其直接作用受电商模式差异影响，原因在

于：其一，电商降低了小农户直面大市场的议价权，弱化了生产规模对销售渠道选择的制

约，从而引导小农户从提高单位产量和香梨质量等角度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其采纳新技

术的动力；其二，当前，库尔勒香梨等生鲜农产品的区域性专门平台存在推广困难，淘宝、
微店等通用社交网络商铺的销售渠道具有较高同质性，供货模式更易获得集聚和赋能效

用，对农户农技投入的影响较电商直销模式更大。 对比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中电商直销变量的

系数和显著性可知，存在不可测的能力变量作为电商直销对农户农技投入影响的中介，且
参与电商供货模式的农户更具模型所遗漏的中介能力，研究将在下文进一步说明。

以流量形式表现的农技投入金额并不能完全体现具体技术的存量采纳比例，农户

对 ３ 种技术的采纳均存在稳定的低水平均衡。 表 ２ 中模型 ４ 至模型 ６ 以样本户当前分

别采纳 ３ 种技术的面积占比为因变量，考察 ２ 种电商模式对农户采纳新技术的存量影

响。 实证结果表明，２ 种电商模式均表现出对 ３ 种技术采纳比例的正向影响，系数通过

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电商供货模式的影响作用略大于电商直销模式。 一方面，采纳

新技术增加了农户短期生产成本，但短期收益提升并不明显，与传统香梨种植中赊购农

资、赊销农货造成的现金流递延存在明显矛盾。 另一方面，熟人社会下农村雇工成本的

计算方式较为多元，采纳新技术的自购和外包模式均将成本显化，增加了农户的短期现

金支出。 农村用现金支付雇工报酬的占比较低，更多采用劳动交换、产品交换、农机具

交换等复杂的、跨生产周期的人情形式，而以外包形式采纳新技术显化了农户的现金支

出。 因此，电商供货模式对农户采纳 ３ 种技术的直接影响比电商直销模式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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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 种电商模式对农户采纳农业创新技术的直接影响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总投入 总投入 总投入 节水灌溉 机械采收 液体授粉

电商直销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６∗∗∗

（０．６７２） （２．０１７） （８．２６２） （６．５９６） （８．４６７）

电商供货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０∗∗∗

（３．７５１） （４．２０９） （９．０３３） （７．２１７） （１０．０３４）

控制变量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回归系数的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四、中介效应和电商调节效应

（一）３ 类农户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

根据研究设计，模型 ７ 至模型 １８ 分 ３ 步验证了 ３ 类农户发展能力在农产品电商对

农户采纳农业创新技术意愿的正向影响下的中介机制。 第一，模型 ７ 至模型 ９ 以 ３ 类能

力为因变量，以 ２ 种电商模式为核心变量，以农户人口统计特征、产销模式特征和社会网

络特征为控制变量，验证农产品电商对 ３ 类能力的影响作用。 如表 ３ 所示，２ 种电商模

式对 ３ 类能力均具有正向影响，系数通过 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第二，模型 １０ 至模

型 １８ 分别以 ３ 种技术的采纳比例为因变量，逐一引入 ３ 类能力为自变量，以农户人口统

计特征、产销模式特征和社会网络特征为控制变量，验证 ３ 类能力对农户采纳新技术意

愿的影响。 结果表明，除了经营融资对农户采纳先进机械采收技术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３ 类能力对农户采纳 ３ 种技术意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其中，表 ４ 中模型 １０ 至模型 １２

显示 ３ 类能力均正向影响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意愿；模型 １６ 至模型 １８ 显示 ３ 类能

力均正向影响农户采纳液体授粉技术的意愿，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而模型 １３ 至模型

１５ 显示经营融资对农户采纳机械采收技术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系数未通过 １０％水平

上的显著性检验，标准生产对农户采纳机械采收技术意愿的影响较服务运用更为显著。

第三，对比 ２ 种电商模式变量在未引入 ３ 类能力的模型 ４ 至模型 ６ 和引入 ３ 类能力的模

型 １０ 至模型 １８ 中的系数差异，可以看出，引入 ３ 类能力均降低了电商对农户采纳先进

节水灌溉和液体授粉技术意愿的影响，引入标准生产降低了电商对农户采纳先进机械

采收技术意愿的影响，但经营融资和服务运用并未在机械采收模型中表现出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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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营融资和服务运用未表现出对农户采纳机械采收技术的意愿的中介效应，Ｓｏｂｅｌ

检验证实农户发展能力对采纳 ３ 种技术的意愿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中介效应。

表 ３　 ２ 种电商模式对 ３ 类农户发展能力的影响作用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经营融资 服务运用 标准生产

电商直销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２∗∗∗

（３７．２５３） （２４．０７９） （１３．１４７）

电商供货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２∗∗∗

（３９．８２４） （２５．２９３） （１３．２８９）

控制变量 包含 包含 包含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回归系数的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就经营融资能力而言，传统经营模式下的小农户融资较为困难［３１］，而农产品电商重

构了农户生产性贷款的关系型审贷模式，提升了农户获得贷款的便利性，有效降低了融

资价格和搜寻成本，使销售资金回笼滞后的小农户获得了跨期转型升级的能力，并通过

提升农户在正规金融市场中信贷可获性的示范效应提升了农户在农资赊购、小额贷款

等非正规市场中的经营融资能力。 结合标准生产，种植户根据电商企业或平台的标准

化订单进行生产，可进一步对冲销售数量和价格风险，增强经营融资的中介效应。 就服

务运用能力而言，农技外包有效降低了农户在通用农机具购置上的投入，调查显示，外

包服务能够降低约 ３０％的节水灌溉成本，提升 １．５～２ 倍的授粉效率。 “互联网＋流量”模

式解决了农户更新易耗配件动机较弱的问题，参与电商的种植户更易通过产销组织合

作获取社会服务相关信息，建立以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为主导的农技运用决策，从而弱

化传统农业服务渠道下的政府引导和行政补贴。 但模型 １３ 中经营融资对农户采纳先进

机械采收技术意愿的影响系数未通过 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１４ 中服务运用变

量系数显著为负，２ 个模型中电商直销和电商供货变量系数并未较表 ２ 中对应系数降

低，说明经营融资和服务运用并非电商提升农户采纳先进机械采收技术意愿的能力中

介，原因在于：其一，农户购置农机具并不单纯以提升家庭农业机械使用率为目的，更多

是为了通过出租获取收益，且农机具可以作为正规和非正规贷款的抵质押品，提高农业

家庭非生产性贷款额度。 其二，农户可以通过让渡采收机械的使用权参与社会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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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获得部分社会服务，因此，购置先进的采收机械并非电商升级效应的中介。 就标准

生产能力而言，引入农户参与订单生产比例变量后，以农户采纳 ３ 种技术比例为因变量

的模型 １２、模型 １５ 和模型 １８ 中，电商直销和电商供货变量系数均下降且电商直销变量

系数的显著性降低，说明标准生产对电商的农技升级具有非常明显的中介效应。 与电

商企业或平台签订标准化订单的种植户存在更加强烈的产品质量提升意愿，长期稳定

的电商模式、品牌建设和产区保护使农户认识到采纳新技术具有正的外部性，从而增愿

意承担多元长期目标下的风险和成本。 值得关注的是，标准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农村熟人社会中的利益交换关系，将生产工艺的成本支出显化为产品质量凭据，增加了

机械采收等特殊生产机具的运用比例，模型 １５ 证实标准生产是农产品电商提升农户采

纳先进机械采收技术意愿的有效中介。

表 ４　 ３ 类农户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

变量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模型 １６： 模型 １７： 模型 １８：

节水灌溉 节水灌溉 节水灌溉 机械采收 机械采收 机械采收 液体授粉 液体授粉 液体授粉

电商
直销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０

（２．２９６） （４．０８８） （１．８７６） （５．１０９） （６．６３８） （２．０３６） （－０．０３２） （２．５２０） （１．２９４）

电商
供货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４∗∗∗

（２．５０５） （４．５２０） （２．６３０） （５．３８１） （７．０９９） （２．６０５） （０．６４４） （３．５６４） （２．９７３）

经营
融资

０．４６８∗∗∗ －０．０８２ ０．７９０∗∗∗

（４．８４５） （－０．７３９） （８．４２５）

服务
运用

０．３１７∗∗∗ －０．１４８∗∗ ０．５１０∗∗∗

（５．１０１） （－２．０６８） （８．４４２）

标准
生产

０．６４７∗∗∗ ０．５１７∗∗∗ ０．７１７∗∗∗

（２０．５３４） （１３．２８５） （２４．０７２）

控制
变量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回归系数的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二）农产品电商对 ３ 类农户发展能力的调节效应

基于 ３ 类能力的中介效应，研究进一步以 ２ 种电商模式为调节变量，在电商模式变

量的均值－１ 倍标准差（Ｍ－ＳＤ）、均值（Ｍ）、均值＋１ 倍标准差（Ｍ＋ＳＤ）３ 处计算条件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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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采用自助法（５００ 次抽样）确定条件间接效应及其置信区间，考察 ３ 类能力的中介效

应在不同电商参与水平下的调节机制。 如表 ５ 所示，除了经营融资和服务运用对农户采

纳机械采收技术的比例不存在中介效应，以农户采纳 ３ 种技术比例为因变量，电商对 ３ 类

能力中介指标均表现出正向的调节效应，且调节水平随电商参与比例的上升而增强。
库尔勒市香梨种植户在 ３ 种技术的采纳上均存在稳定的低水平均衡，当家庭生产的

农技运用水平达到区域平均水平时，农户进一步增加农技投入的动机明显下降。 但农

产品电商通过 ３ 类能力为农户提供了农业技术的采纳红利：其一，就经营融资能力而言，
参与电商缩短了农户销售香梨和资金回笼的周期，扩大了产销合作范围并嵌入电商产

品和服务链条，使参与时间越长、参与链接越强的种植户越具备基于电商合作数据的信

贷可获性，而电商对经营融资中介的正向调节也提高了农户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使农

户更具备与电商长期合作的产销能力和资金能力。 其二，就服务运用能力而言，当前，
库尔勒市的双向电商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纯电商销售无法完全覆盖种植户生产规模，
在区域电商环境尚未形成时，种植户家庭直接参与农产品电商可获得电商部门提供和

整合的产区、品种、品牌附加值，倾向于在必要的电商合作规模下采纳新技术，即随着农

户参与农产品电商深度的增加，农户自购先进农机具的成本和风险增加，倾向于在动态

的电商合作规模调整下采用更加灵活的社会服务形式。 其三，就标准生产能力而言，当
前，库尔勒市的香梨产量远远超过电商直销和电商供货的实际规模，农产品电商模式将

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竞争性和排他性，提升电商渠道下的销售占比可提高金融市场、服务

市场和电商企业对种植户综合产销能力的评价，即基于电商渠道的标准生产行为本身

具有示范效应，有助于农户与电商供应链上各部门的协同发展，从而进一步增强农户采

纳新技术以降低标准生产成本、扩大标准生产规模的动机。

表 ５　 ２ 种电商模式对中介效应的调节机制

因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电商直销 调节变量：电商供货

Ｍ－ＳＤ Ｍ Ｍ＋ＳＤ Ｍ－ＳＤ Ｍ Ｍ＋ＳＤ

节水灌溉

经营融资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７）

服务运用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８）

标准生产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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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５

因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电商直销 调节变量：电商供货

Ｍ－ＳＤ Ｍ Ｍ＋ＳＤ Ｍ－ＳＤ Ｍ Ｍ＋ＳＤ

机械采收 标准生产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８）

液体授粉

经营融资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８）

服务运用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７）

标准生产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９）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回归系数的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系数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农户采纳新技术存在稳定的低水平均衡，传统产销模式下农

户缺乏进一步采纳新技术的动机。 第二，电商直销和电商供货模式对农户采纳节水灌

溉、机械采收和液体授粉技术具有促进作用，电商直销的作用受不可测的农户产销能力

影响。 第三，农产品电商对农户采纳新技术意愿的提升作用受经营融资、服务运用和标

准生产能力的影响，但经营融资和服务运用对农户采纳先进机械采收技术比例的影响

并不明显。 第四，农产品电商对 ３ 类能力中介存在正向的调节机制，即农户发展能力的

中介效应随电商参与水平提升而增强。
基于上述结论，研究给出以下 ４ 点建议：第一，推动区域农产品电商和农业现代化协

同发展，引导小农户嵌入规模生产并采纳电商企业和平台提供的先进农业技术，以服务

外包、流量支付的方式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构建适应当地农产品产销过程的农技集

聚和成本分摊机制。 第二，增强农产品电商平台、企业和传统产销服务部门的深度合

作，鼓励金融机构将电商订单和交易信息大数据纳入农户信贷资质审核指标，引导产销

规模较小的农户家庭生产以“地流转、物托管”的形式嵌入区域规模电商标准化产销链

条，在农业技术集中培训基础上转型成为以提供服务为生产模式的新型职业农民，增加

农村农业技术员与农户的直接对接频率，提升农技辅导效率。 第三，鼓励地方政府、电
商机构和社会服务部门对农户的新技术需求结构进行细分，构建多元化、流量化的农技

服务市场，减少农户对大型非必要农机具的购置或以集体购置、融资租赁等形式推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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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的更新换代。 第四，重视优化农产品上行布局过程中的多部门协调发展，树立区

域典型农产品电商模式，鼓励具备一定电商产销规模的参与主体共享电商品牌、渠道和

技术，共同提升产区内电商组织合作的农业创新技术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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