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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化 与 农止 生 卢 社会化服务 采 鈉
＆

——基于 中 国 乡 村振兴综合调 查数据

罗 千峰 苑 鹏

［摘要 ］ 利 用 ２０ ２ ０ 年 中 国 乡 村振兴综合调 查 （ ＣＲＲＳ ） 数据 ，
文章 系 统分析 了 信 息化对农 户 采 纳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的 影响及 内 在机理 。 研究 结果表明 ，
信 息化对农户 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采纳 具有显著的 正 向

作 用 。 异质性分析表 明
，
信 息化对受 高 中及以上教育水平农户 、 青年农户 和平原 与 丘陵地 区农 户 、 粮食主销

区农户 的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采纳影响 不 显著 。 机制 分析表 明 ，
信 息化主要通过强化信 息获取和提升组织化

程度的路径促进农户 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 为 此
， 应 强化农村地 区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 提升农户 信 息化应

用 能 力 ，
促进信 息技术和数字 经济的 包容性发展 ，

为促进 小农户 有机街接现代农业提供更 多 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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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 ， 中 国式现代化 ， 是 中 国

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 既有各 国现代化 的

共 同特征 ， 更有基于 自 己 国情 的 中 国特色 。

“

大 国

小农
”

是我 国 的基本 国情和基本农情 ， 小农户经营

长期存在是中 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
而现代

农业是具有市场化 、 工业化 、 科技化 、 产业化 、 组

织化及社会化等特征 的农业 因此 ， 如何实现小

农户 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 成为新时代 中 国特色农

业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与核心任务 。 针对这一 问

题 ， 除 了 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 的解决方案

外 ， 有学者还指 出 ， 基于服务带动型适度规模经营

可 以成为促进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 推动 中

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
“

第二条道路
”

， 并且应该成

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推进 中 国农业现代化的优选

策略 。

ｗ

经济服务化 已经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

选择 ， 作为农业服务化转型 的重要方式 ， 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具有保持农地物质生产能力 、 不改变农

＊ 本 文 系 国 家社会科 学基金青 年 项 目

“

数 字技术赋 能农村 中 低 收入群体增 收 的 机制 与 路径研 究
“

（ 编 号 ：
２ ３ＣＪＹ ０ ５ ５ ） 的 阶段性研 究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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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社会保障功能 以及方便农 民接受等显著优势 ， 在

提高农业生产率 、 促进农业转型 、 实现规模经济等

方面发挥 了显著作用 ， 其不仅为培育乡 村产业发展

新动能 、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 了新路

径 ， 而且可 以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 ， 使小农生产

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

［
５ ７

］

因此 ， 如何强化农户

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 对于探寻小农户 与

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路径 、 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具

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

从演进脉络来看 ， 我 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

给主要经历了公益性服务供给 、 公益性服务与社会化

服务并行供给 、 社会化服务供给为主三个阶段 ，

ｗ

服务 内容逐步从产前 、 产 中服务到贯穿于农业全产

业链 ， 服务供给能力显著增强 ， 但 同 时长期存在供

需失衡 的矛盾 。 首先 ， 从农业生产特征看 ， 农业生

产具有较强 的季节性和时效性特征 ， 农忙时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供给相对不足 ， 而小农户在 品种选择

及耕作安排上缺乏统一性 ， 导致小农户对服务的支

付意愿 、 支付能力 与规模化服务供给 内容不匹配 ，

小农户 难 以 获取足够 的服务支持 。

［ ９Ｈ １Ｗ
其次 ， 从

服务市场发展看 ， 由 于缺乏整体协 同性等原因 ， 服

务市场 出现容量饱和 、 过度竞争 、 物资质量难 以保

障等 问题 ， 导致农户服务选择难度增加和农业生产

风险增 大 。

［
１ １

）

再次 ， 从政策支持力 度看 ， 在农业

规模化 、 产业化发展偏好影响下 ， 专业大户 、 龙头

企业等主体获得 了大量资源投放 ， 小农户则成为被

改造 、 排挤的对象 ，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也逐

步形成 了 以大户 为 中心 的体系 ， 小农户 的发展需要

遭到忽视 。

ｕｍ ｉ ３
］

最后 ， 从服务效果看 ， 农户对服

务 的需求具有量小 、 分散 、 多样等特征 ，

［
１ ４

］

导致

服务 内容供给与农户需求难 以精准匹配 ， 服务效率

低下 、 带动能力不足等 问题突 出 。 因此 ， 如何化解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需失衡矛盾 、 强化小农户对

生产性服务的采纳 ， 成为 当前促进小农户 与现代农

业有机衔接亟待解决 的 问题 。

在互联网快速普及 的背景下 ， 以数字信息技术

应用为特征 的信息化为促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

需平衡提供 了 可靠路径 。 在传统农业经营活动 中 ，

农户经验积累及企业委派技术专家指导成为农户农

业生产技术 的 主要来源 ，

Ｕ ５
） 但有 限 的服务供给造

成农户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型受到约束 。 近年来 ， 借

助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手段 ， 整合集成更大范 围 的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应成为可能 ， 逐步形成 了 区域

性服务业体系 、 平 台或集成供应商等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业发展典型模式 ， 在创新服务供给 、 激发服

务需求等方面发挥 了 重要作用 。

［
１ ６

）

在信息化 的过

程 中 ， 农户可 以 突破要素禀赋的制约 ， 将分散的服

务需求 向服务主体传播 ， 进而形成规模化 、 组织化

的需求 ， 有效降低 了双方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 ， 促

进 了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 ， 使小农户能够获

取专业化 、 协 同化 、 高质量 、 低成本 的社会化服

务 ， 从而破除社会化服务供需矛盾 ， 有效拓展小农

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 的渠道 ， 进而改善农户综合福

利状况和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

然而 ， 学术界关于信息化影响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采纳 的研究却相对不足 。 大部分研究主要集 中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业现状总结 、 政策演变轨迹梳

理 、 发展 困境及路径优化等方面 基于信息

化视角研究其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采纳影响 的研

究较少 ； 部分相关文献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数字经

济 、

“

互联 网 ＋ 

”

等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业发展

的影 响 ， 但基于宏观视角 的研究可能 因缺少

大样本数据支持而削 弱 了其在微观层面 的解释力 ，

导致研究结论 的稳健性与借鉴意义不足 。 鉴于此 ，

本文聚焦在信息化是否 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农户

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 并进一步验证信息

化影响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 的具体路径 ，
以期为促

进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 推进 中 国特色农业

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 。

？

１ ３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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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在资金供给 、 种养技术 、 农资供应 、 仓

储流通 、 产 品加工 、 商品 营销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等方面存在 明显 的劣势 ， 小规模 、 分散化的农业家

庭经营格局制约 了农户采纳现代生产要素 以及提升

农业生产效率 ， 这意味着促进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 的

有机衔接需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来突破传统

农地规模经营思路 。

［
２ １

］ 通过信息化转型强化农户

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 为解决小农户农业

生产 困境提供了有效路径 。 在传统农业社会 ， 农户

获取信息 的渠道极为有 限 ， 而随着信息化的发展 ，

农户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 了极大地提升 ， 这在很大

程度上放松了农户 的约束条件 ， 有利于农户通过购

买社会化服务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综合收益水平 ，

从而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 具体来说 ， 信息化

主要通过 以下两个路径影响农户对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的采纳 。

１ ． 信 息 化提升 了 农 户 信 息 获取 能 力
， 有 利 于

农 户 获取及时全 面 的社会化服务市 场信 息 ，
从而促

进农 户 增加对社会化服务的 采纳

信息对于农户决策至关重要 ， 农户需要借助不

同来源 、 不 同类型 的信息优化新技术的采纳 ， 从而

实现农产 品产量提升 和收人增长等 目 标 。

［
２ ２

］

随着

互联 网应用 的快速普及 ， 从互联 网获取信息 已成为

农户 降低信息搜寻成本 、 加速信息流通效率的重要

渠道 ， 这也有效减小 了信息不对称程度 ， 对于弥合

工农
“

数字鸿沟
”

具有积极影 响 。

［
２ ３

］

因此 ， 信息

化在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 、 拓展信息获取渠道等方

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 不仅帮助农户获取更加准确 的

信息 ， 而且有利于农户拓展信息搜寻边界 ， 扩大农

户信息获取量 。 此外 ， 信息化能够优化农户信息获

取方式 ， 使农户可 以在不同媒介 、 不同场景选择最

合适的信息获取方式和信息呈现方式 ， 极大地提升

了信息获取效率 、 获取质量和便利度 。 准确 、 全

农户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 从而确保农业

生产稳定运行 。

２ ． 信 息 化 能 够提升农 户 组 织 化程度 ， 提 高 农

户 服务 市 场谈判 地位和谈判 能 力 ，
从而促进农 户 对

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农 民组织是农户获取生产及市场信息 的重要来

源 ， 在强化信息获取 、 改善市场准人 、 增加产量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

［
２ ４

］ ［
２ ５ ］

信息化能够降低农户 社

会关系维系成本 ， 提升农户之间联系 的紧密度 ， 促

进农户 通过微信群等信息化渠道提升其组织化程

度 。 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在市场议价 、 信息传播 、 规

模经济 、 风 险管理等方面具备诸多优势 ，

［ ２ ６
］

可 以

帮助农户形成紧密的联合体 ， 降低农户 与市场主体

之间 的谈判成本 ， 促进农户通过物资和服务规模化

采购降低成本 ， 从而有利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

纳 。 此外 ， 信息化也方便了农户对组织及成员 的监

督 ， 降低 了组织在服务购买及服务供给过程 中 的监

督 成本 ， 从 而 有 利 于促进农 户 对社会化 服务 的

采纳 。

据此 ， 本文提出 以下两个研究假说 。

研究假说 １
： 信息化能够促进农户对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

研究假说 ２
： 信息化通过强化信息获取和提升

组织化程度两个机制促进农户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的采纳 。

三 、 研究设计

１ ． 数据介绍

本文数据来 自 于 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 于 ２ ０２０ 年 发 起 的 中 国 乡 村 振 兴 综 合 调 查

（ ＣＲＲＳ ） 数据 。 ＣＲＲＳ 数据采用 了 分层抽样 和 随

机抽样相结合 的方法 ， 具有 良好的代表性 。 首先 ，

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 、 农业农村发展 以及地理

区位分布情况下 ， 项 目组按照分区省份数量三分之

一

的 比例 ， 抽取广东 、 浙江 、 山 东 、 安徽 、 河南 、

面 、 海量 的信息能够帮助农户做出正确决策 ， 促进贵州 、 四川 、 陕西 、 宁夏 以及黑龙江 １０个样本省

？

１ ３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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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 其次 ， 项 目 组根据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样本省

所有县 （市 、 区 ） 分为 ５个组 ， 在考虑县域地理空

间 分 布 的 同 时 ， 从 每组 中 随机抽 取 １ 个县 （ 市 、

区 ） ， 每个样本省共抽取 ５个县 （ 市 、 区 ） 。 再次 ，

根据上述类似 的抽样方法 ， 随机从每个县抽取 ３个

乡 镇 ， 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将每个乡镇 内 的行政村

分为
“

较好
”

和
“

较差
”

两组 ， 每组随机抽取 １个

村 。 最后 ， 在实际调研过程 中 ， 根据等距取样法从

行政村农户 花名 册 中 随机抽取 １ ２ １ ４ 户农户 ， 并

按照 问卷 内容开展实地调研 。 本文根据研究 内容对

缺失及异常 的变量进行剔除 ， 最终得到 １ ５４５个农

户基准样本 。

２ ． 变量定义与 描 述

（
１

） 因变量 。 本文的 因变量是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采纳 。 ＣＲＲＳ数据对农户农业生产过程 中涉及

的耕地 、 播种 、 打药 、 施肥 、 排灌水 、 收获运输六

个环节社会化服务购买情况均有详细考察 ， 考虑到

农业生产经营 的 复杂性 以 及数据指标获取 的精确

性 ， 本文选择 了农户播种面积最大地块作物社会化

服务支 出 总额来表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采纳 ， 包

括农户购买农业机械服务及雇工服务支 出 ， 并对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采纳变量进行 自 然对数转换 ，
以

减小变量异方差对结果的干扰 。

（ ２ ） 核 心解释变量 。 农户信息化水平是本文

的核心 自 变量 。 鉴于单一指标测度农户 信息化水

平可能影 响准确性 ， 本文借鉴朱秋博等
Ｕ ７

） 研究成

果 ， 将农户 使用智 能手机 、 平板及 电脑等信息化

工具 的 种类作为农户 信息化水平 的代理变量 。 相

较于是否采用信息化工具等单一变量 ， 本文变量

选取充分考虑 到信息化硬件快速普及 以及多设备

协 同使用 的现实情况 ， 更能够准确刻 画 出 农户 综

合信息化水平 ， 有助 于减少变量衡量误差导致 的

估计偏误 。

（ ３ ） 控制变量 。 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 本文

引人了户主个体特征 、 家庭特征 、 村庄特征三个层面

的控制变量 ，
以降低变量遗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 户

主个体特征包括户主性别 （Ｍａ ／ｅ ） 、 年龄 （Ａ讲 ） 、 年

龄平方项 受教育程度 （
Ｅ ｃｆｅ ） 、 干部

身份 （Ｓｅｎ ；ａｒａＺ） ， 家庭特征包括家庭适龄劳动力人数

（Ｌａ６ ｏｒ ） 、 家庭成员 平均年龄 （Ａ ｗｅｒａｇｅＡｇｅ ） 、 耕

地 经 营 总 面 积 （Ｌａｎ ｔＭ ｒ似 ） 、 经 营 耕 地 地 块 数

、 最 大地块 作 物 播 种 面 积 （Ｍ ＜ｚｒ

■Ｐ／ｏ 《） ， 村庄特征包括村庄区位条件 （
Ｌ ｏ ｃａｆｔ

＇

ｏｒａ ） 、 村

庄地貌状况 村庄服务条件 （ Ｓｅｒｍ

＇

ｃｅＣｏｗ ｔｆｅｆｏｒａ ） 。 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 １ 。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称 符号 含义 均值 标注差

社会化服务支出 ＩｎＳｅｒｖ ｉｃｅ 最大地块社会化服务支 出 （元 ） （取对数 ） ５ ． ７ １ ９ ２ ． ６ ９ ７

信息化水平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 农户使用信息化工具数量 １ ． ２ １ ８ ０ ． ６ ３ １

户主性別 Ｍａ ｌｅ 男 ＝ １
， 女＝ ０ ０ ． ９ ５ ５ ０ ． ２ ０ ７

户主年龄 Ａｇｅ 年龄 ５ ５ ． ０８ ９ １ ０ ． ５ １ ３

年龄平方项 ＡｇｅＳ
ｑ
ｕａ ｒｅ 年龄平方除以 １ ００ ３ １ ． ４５ ２ １ １ ． ６ ７ ２

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
未上学＝ １

，小学＝ ２
，初 中＝ ３

， 高 中 ＝ ４
， 中专＝ ５

， 职高技校＝ ６
， 大学专科＝ ７

大学本科＝ ８
，研究生＝ ９

２ ． ７ １ ７ １ ． ００ ２

干部身份 Ｓ ｅｒｖａｎ ｔ 是村干部＝ １
，
不是村干部＝ ０ ０ ． １ ６ ４ ０ ． ３ ７ １

家庭适龄劳动力人数 Ｌａｂ ｏ ｒ １ ６ ６ ０ 岁 劳动力人数量 ２ ． ７ １ ８ １ ． ３ ５ １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ｇｅ 平均年龄 ４２ ． ３ １ ３ １ ２ ． ３ ６４

耕地经营总面积 Ｌ ａｎｄＡ ｒｅａ 农户 ２ ０ １ ９ 年未经营耕地总面积 （亩 ） （取对数 ） ２ ． ４９ １ １ ． １ ８ ７

经营耕地地块数 Ｐ ｌｏ ｔｓＮｕｍｂ ｅｒ 经营耕地地块数 ７ ． ７ ８８ ８ ． ９ ２ ３

最大地块作物播种 面积 ＭａｘＰｌｏ ｔ 最大地块作物播种面积 （亩 ） （取对数 ） ２ ． ０ ３ ３ １ ． ２ １ ６

村庄区位条件 Ｌ ｏ ｃａ ｔｉ ｏｎ 是城市郊 区＝ １
，不是＝ ０ ０ ． １ ９ ９ ０ ． ４００

村庄地貌状况 Ｇｅ ｏｍ ｏ ｒｐｈｙ 是平原＝ １
，
不是＝ ０ ０ ． ４２ ６ ０ ． ４ ９ ５

村庄服务条件 Ｓ ｅｒｖｉｃ ｅＣｏｎｄｉｔｉ ｏｎ 有生产服务类合作社＝ １
，没有＝ ０ ０ ． ７ １ ０ ０ ． ４ ５４

．

１ ３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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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模型 选择

为测度信息化对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 的影 响 ，

本文构建 了如下模型 ：

Ｙ
｛ 

＝
ａ ＼

ｐ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ｚａｔｉｏ ｒｉ
ｉ 
＋ ｋＸ

ｔ 
＋ｅ

ｆ （ １ ）

式 （ ｌ ） 中 ，
ｙ

，表示第 ／个农户社会化服务采

纳情况 ； 表示第 ｆ个农户 信息化情

况
； 足为农户个体特征 、 家庭特征及村庄特征变量

相关控制变量 ；
《为常数项 ；

￡为随机误差项 。

四 、 实证分析

１ ． 基准 回 归

为确保模型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 ， 本文在模 型

中依次纳入农户 个体 、 家庭 、 村庄不 同层面 的特

征 ， 信息化对农户 社会化服务采纳影 响 的基准 回

归结果如表 ２所示 。 由 表 ２结果显示 ， 在控制不 同

层面 的 变量特征情况下 ， 信息化对农户 社会化服

务采纳 的影 响 均在 １％ 的统计水平显著为正 ， 这

说 明 了信息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户 购买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 。 信息化能够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 ， 拓

展农户 信息获取渠道 ， 提高农户 组织化程度 和市

场谈判 能力 ，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 从而有利 于农

户 社会化服务采 纳 。 因 此 ， 本文研究假说 １ 得 到

初步印证 。

２ ． 稳健性检验

为 了强化模型 的稳健性 ， 本文利用三种方式进

行稳健性检验 。

（
１

） 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模型潜在的 内生性问

题 。 本文重点关注信息化对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 的

影响 ， 但基准模型可能存在反 向 因果 、 变量遗漏等

因素导致 内生性 问题 。 具体来说 ， 信息化通过强化

信息获取 、 提升组织化程度 的路径影响农户对社会

化服务采纳 的 同 时 ， 社会化服务采纳也会反过来影

响农户信息化转型情况 。 随着社会化服务的采纳对

农业生产及经营绩效 的改善 ， 农户对信息化的需求

也会不断变化升级 ， 此时信息化的过程不仅为农户

表 ２基准模型 回 归结果

变量 （ １ ） （ ２ ） （ ３ ）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 ｏｎ

０ ． ４ ５ ２

＊ ＊ ＊

（ ０ ． １ １ ６ ）

０ ． ４４２

＊ ＊ ＊

（ ０ ． １ １ ３ ）

０ ． ４ ２ ３

＊ ＊ ＊

（ ０ ． １ １ ３ ）

Ｍａ ｌｅ

０ ． ５８ ５

＊

（ ０ ． ３ ５ １ ）

０ ． ４７ ２

（ ０ ． ３４４ ）

０ ． ４２ ８

（ ０ ． ３ ４ １ ）

Ａｇｅ

０ ． ０４０

（ ０ ． ０４ ６ ）

０ ． ０ ３ １

（ ０ ． ０４ ９ ）

０ ． ０３ ５

（ ０ ． ０４８ ）

ＡｇｅＳ
ｑ
ｕａｒｅ

０ ． ０３ ７

（ ０ ． ０４２ ）

０ ． ０３ ３

（ ０ ． ０４４ ）

０ ． ０ ３４

（ ０ ． ０４４ ）

Ｅｄｕ
０ ． ０２ ８

（ ０ ． ０ ６ ９ ）

０ ． ０５０

（ ０ ． ０６ ６ ）

０ ． ００２

（ ０ ． ０ ６ ７ ）

Ｓ ｅｒｖａｎ ｔ

０ ． １ ３４

（ ０ ． １ ７ ８ ）

０ ． １ ５４

（ ０ ． １ ７ ０ ）

０ ． １ ７ ８

（ ０ ． １ ７ ０ ）

Ｌａｂ ｏｒ

０ ． ０ ２ ３

（ ０ ． ０ ６ ９ ）

０ ． ０２ ８

（ ０ ． ０ ６ ９ ）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ｇｅ

０ ． ００７

（ ０ ． ００８ ）

０ ． ００ ９

（ ０ ． ００８ ）

ＬａｎｄＡ ｒｅａ

０ ． ０ ５ ７

（ ０ ． １ １ ５ ）

０ ． １ ２８

（ ０ ． １ １ ４ ）

Ｐ ｌｏ ｔｓＮｕｍｂ ｅｒ

０ ． ０４３

…

（ ０ ． ０ １ ２ ）

０ ． ０４０

＂ ＊

（ ０ ． ０ １ ２ ）

ＭａｘＰｌｏ ｔ

０ ． ４９ ２

＊＂

（ ０ ． １ ０ ７ ）

０ ． ４ ２ １

＊ ＊ ＊

（ ０ ． １ ０８ ）

Ｌ ｏ ｃａ ｔｉ ｏｎ

０ ． ２ ５ ９

（ ０ ． １ ６ ７ ）

Ｇｅ ｏｍｏｒｐｈｙ

０ ． ３８４

咐

（ ０ ． １ ４４ ）

Ｓ ｅｒｖｉｃ 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 ｏｎ

０ ． ４ １ ２

＊ ＊

（ ０ ． １ ６ １ ）

常数项
５ ． ５ ３ ３

＊ ＊ ＊

（ １ ． ３ ３ ６ ）

４ ． １ ９ ３

＊ ＊ ＊

（ １ ． ３ ２ ５ ）

３ ． ９ ３ ５

＃

（ １ ． ３ １ ３ ）

Ｒ
２

０ ． ０ １ ４ ０ ． ０７８ ０ ． ０ ９ ０

样本数 １ ５４ ５ １ ５４ ５ １ ５４ ５

注 ：

＊
、

＊ ＊
、

＊ ＊ ＊分 别 表示在 １ ０％ 、 ５％ 和 １％ 的 水平 上

显著 ，
括 号 内 为 标 准误 ，

下 同 。 表 中 英 文 变 量 对应 的 中 文

名 称见表 １
，
下 同 。

综合性服务平台 ， 并逐渐形成不断完善的信息化生

态 。 因此 ，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的采纳程度越高 ，

农户信息化的程度也会越高 。 此外 ， 尽管本文在模

型设定 中控制 了可能影响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 的变

量 ， 但仍不可避免地缺乏对不可观测 因 素 的控制 。

为此 ， 本文尝试采用工具变量方法 ，
以缓解 内生性

提供通讯和信息服务 ， 而且为农户提供 了生产生活问题 。

？

１ ３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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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 了何安华等
？
类似 的做法 ， 选取 同

县 内部除被访农户所在行政村样本外其他村庄农户

信息化水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 个体信息化水平与

同县域其他村庄农户信息化水平有密切联系 ， 满足

相关性假设 ； 但其他村庄农户信息化水平并不直接

影响受访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情况 ， 进而确保 了本

文选择 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 本文依次控制农户个

体 、 家庭 、 村庄不 同层面 的特征 ， 采用 ２ＳＬＳ方法

进 行 估 计 。 根 据 表 ３ 结果 ，

一 阶段 Ｆ 值 分别 为

５ １ ． ２ ５ 、 ３ ８ ． ７ ２ 、 ３ ０ ． ６ １
， 表 明所选 的工具变量不是

弱工具变量 。 第二阶段 回归结果显示 ， 信息化的 回

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 ， 表 明信息化显著促进 了农户对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的采纳 ， 进一步验证 了 研究

假说 １ 。

表 ３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 １ ） （ ２ ） （ ３ ）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ｚａ ｔｉｏ ｎ ＩｎＳ ｅｒｖ ｉｃｅ 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Ｓ ｅｒｖｉｃ 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ｚａ ｔｉ ｏｎ ＩｎＳ ｅｒｖｉｃ ｅ

一 阶段 二阶段 一 阶段 二阶段 一 阶段 二 阶段

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

１ ． ９ １ ２

＊ ＊ ＊

（ ０ ． ６ １ ８ ）

１ ． ４７ ８

＊ ＊

（ ０ ． ６ １ ２ ）

１ ． １ ７ １

＊

（ ０ ． ６ ３ １ ）

ＩＶ

０ ． ４ ７ ２

＊ ＊ ＊

（ ０ ． ０ ６ ０ ）

０ ． ４ ５ ７

＊ ＊ ＊

（ ０ ． ０ ５ ９ ）

０ ． ４４３

＊ ＊ ＇

（ ０ ． ０ ６ ０ ）

户 主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村庄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０ ． ０７ ３

（ ０ ． ３ １ ５ ）

４ ． ９ １ １

＊＂

（ １ ． ５ ２ ５ ）

０ ． ０ ９ ２

（ ０ ． ３ １ ０ ）

３ ． ５４６

＂

（ １ ． ４７８ ）

０ ． １ ３ ６

（ ０ ． ３ １ ２ ）

３ ． ４ １ ２

＂

（ １ ． ４６ ６ ）

Ｆ统计量 ５ １ ． ２ ５ ３ ８ ． ７ ２ ３０ ． ６ １

Ｒ
２

０ ． １ ６ ７ ０ ． ２ １ ８ ０ ． ２ ２０

样本数 １ ５ ３８ １ ５ ３８ １ ５ ３ ８

（ ２ ） 采用倾 向得分匹配方法解决 自 选择 问题 。

本文基于一对一匹配等 ７ 种常用 的 匹配方法 ， 估计

信息化对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 的平均处理效应 ， 具

体结果如表 ４所示 。 从估计结果 中可 以发现 ， 信息

表 ４倾 向得分匹 配法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ＡＴＴ ＡＴＥ

（ １ ） 

一对一匹配
２ ． ４５ ５

＊ ＊ ＊

（ ０ ． ７８８ ）

２ ． ３ １ ７

＊ ＊ ＊

（ ０ ． ７ ３ １ ）

（ ２ ） ｋ近邻匹配
２ ． １ ８ ７

＊ ＊ ＊

（ ０ ． ７ ３ ６ ）

２ ． ０ ５ ５

＊ ＊ ＊

（ ０ ． ６ ８ ９ ）

（ ３ ）半径匹配
２ ． ２ ３ ６

＊ ＊ ＊

（ ０ ． ７０３ ）

２ ． １ ０６

＊ ＊ ＊

（ ０ ． ６ ５ ３ ）

（ ４ ）核匹配
１ ． ８ ３０

＊ ＊ ＊

（ ０ ． ６ ２ ０ ）

１ ． ７ ３ ７

＊ ＊ ＊

（ ０ ． ５ ８０ ）

（ ５ ）局部线性 回归匹配
２ ． ２ ０４

＊ ＊ ＊

（ ０ ． ５ ９ ７ ）

２ ． ０８３

＊ ＊ ＊

（ ０ ． ５ ５ ８ ）

（ ６ ）样条匹配
２ ． ０７ ７

＊ ＇ ＊

（ ０ ． ６ １ ６ ）

１ ． ９ ６ ７

＊ ＊ ＊

（ ０ ． ５ ７ ６ ）

（ ７ ）马 氏 匹配
１ ． ２ ６ ２

＊ ＇

（ ０ ． ５４ １ ）

１ ． ２ ２ ８

＊ ＊

（ ０ ． ５ １ １ ）

化显著促进 了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 并且基于

不同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 ， 表明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很强 的稳健性 。

（ ３ ） 利用替换变量的方法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

的稳健性 。 根据 ＣＲＲＳ数据 ， 农户社会化服务支 出

主要包括机械服务支 出及雇工支 出 ， 因此本文将机

械服务支 出 （ＭａＡａｎ ） 和 雇工支 出 （
Ｈｉｒｅ ） 分别

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 。 结果表 明 ， 关键变量的

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均和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 进一步

说明 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可信度 。

３ ． 异质性分析

上文 已经证实 ， 信息化对农户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采纳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 此部分将根据农户

受教育水平 、 年龄 、 地形 、 粮食功能区等情况进行

异质性分析 。 首先 ， 由 于信息化的过程也是信息技

．

１ ３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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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基于替换变量 的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 １ ） （ ２ ）

Ｍｅｅｈａｎ Ｈｉ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ｚａｔｉ ｏｎ

０ ． ３ ２ ７

＂ ＊

（ ０ ． １ １ ９ ）

０ ． ３ ５ ２

̄

（ ０ ． １ ２ ０ ）

０ ． ３ ３４

＊＂

（ ０ ． １ １ ９ ）

０ ． ３ ７ ３

＊＂

（ ０ ． １ ２ ０ ）

０ ． ３ ６ １

＂

（ ０ ． １ １ ７ ）

０ ． ３４ ５

＊ ＂

（ ０ ． １ １ ４ ）

户主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村庄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３ ． １ ７ ６

＂

２ ． ９ ２ ６

＂

２ ． ９ ６ ８

＊ ＊

２ ． ６ ２４

＊ ＊

１ ． ４２ ２ １ ． １ ６ ０

（ １ ． ４７ ８ ） （ １ ． ４８ ９ ） （ １ ． ４８ ５ ） （ １ ． ３ ２ １ ） （ １ ． ３ ５ ３ ） （
１ ． ３ ５３ ）

Ｒ
２

０ ． ０９ ２ ０ ． １ ０ ９ ０ ． １ １ ８ ０ ． ０ ５４ ０ ． ０８４ ０ ． １ ０ ３

样本数 １ ５４ ５ １ ５４５ １ ５４ ５ １ ５４５ １ ５４ ５ １ ５４５

术应用和技术进步的过程 ， 不 同受教育程度农户在

信息化 的影响下 ， 其行为决策可能存在差异 ， 因此

本文将农户受教育水平作为异质性分析的标准 。 其

次 ， 基于生命周期视角 ， 信息化对不同年龄农户社

会化服务采纳决策可能具有异质性影响 ， 因此将年

龄作为异质性分析的标准 。 再次 ， 选择将地形作为

异质性分析标准 ， 是 由 于地形对农业生产方式和投

人具有显著影响 ， 对社会化服务采纳也可能产生差

异化影响 。 最后 ， 不 同粮食功能分区拥有不 同 的资

源禀赋 ， 在信息化作用下 ， 农户购买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 的行为可能具有显著的差异 。

（ １ ） 受教育水平 。 根据农户受教育年限 ， 本文

将户 主受教育水平分为低受教育水平 、 中受教育水

平 、 高受教育水平三个类别 ， 其 中小学及 以下为低

受教育水平 ， 初 中为 中受教育水平 ， 高 中及 以上为

高受教育水平 ， 并且在 回归模型 中将个体受教育水

平控制变量剔除 ，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 由 表 ６ 结果显

示 ， 信息化对 中低受教育水平农户 的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采纳 的影响显著为正 ， 而对高受教育水平农

户影响则不显著 。 这可能是 由 于低受教育水平 的农

户信息获取能力 和获取渠道相对处于劣势 ， 信息化

能够显著拓展农户信息获取渠道 ， 大幅提升其信息

获取能力 ， 从而促进农户 采纳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 ； 而高受教育水平农户信息获取渠道相对较广 ，

表 ６异质性分析 回 归 结果

Ａ栏 ：基于受教育水平 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低受教育水平 中受教育水平 髙受教育水平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 ｏｎ

０ ． ５０７

＂

（ ０ ． １ ９ ７ ）

０ ． ３ ２ ７

＂

（ ０ ． １ ５７ ）

０ ． ４２ ０

（ ０ ． ２ ５ ７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
２

０ ． １ １ ０ ０ ． ０ ７ ６ ０ ． ２００

样本数 ６ １ ０ ７ ２ ７ ２０８

Ｂ栏 ： 基于年龄 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青年 中年 老年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 ｏｎ

０ ． １ ８ ２

（ ０ ． ４ ９４ ）

０ ． ４４４

…

（ ０ ． １ ３ ３ ）

０ ． ５ ７ ４

＂

（ ０ ． ２４ ２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
２

０ ． １ ２ ６ ０ ． １ ００ ０ ． １ １ ０

样本数 １ ２ ３ １ １ ４ １ ２８ １

Ｃ栏 ：基于地形 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平原 丘陵 山 区或半 山 区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 ． １ ８ ９

（ ０ ． １ ６ ８ ）

０ ． ２ ７ ９

（ ０ ． ２ ６ ５ ）

０ ． ８０ ６

＊ ＊ ＊

（ ０ ． １ ９ ３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
２

０ ． ０ ９ ５ ０ ． １ ４ ７ ０ ． ０４ ６

样本数 ６ ５８ ２ ７４ ６ １ ３

Ｄ栏 ： 基于粮食功能 区 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粮食主产 区 粮食主销 区 产销平衡区

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 ｏｎ

０ ． ４８４

＊＂

（ ０ ． １ ５ １ ）

０ ． ７ １ ８

（ ０ ． ５ ７ ６ ）

０ ． ４ １ ８

＂

（ ０ ． １ ８ ６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
２

０ ． １ ８ ３ ０ ． ３ ８ ３ ０ ． ０３ ８

样本数 ７ ７ ８ ５ ７ ７ １ ０

采纳 的影响不显著 。

（ ２ ） 年龄 。 本文根据户 主年龄将样本分为青

年农户 、 中年农户 以及老年农户三个层次 ， 其中青

信息获取能力也较强 ， 因此信息化对其社会化服务年农户 为 １ ８
＿

４０ 岁 、 中年农户 为 ４ １
一

６ ５ 岁 、 老年

？

１ ３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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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 为 ６ ６ 岁 及 以上 。 结果表 明 ， 信息化对于农户

社会化服务采纳 的影 响在青年农户 分组 中并不显

著 ， 在 中年和老年农户分组 中显著为正 ， 并且对老

年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的影响最为 明显 。 农业生产

需要较强 的体力支撑 ， 中老年农户在体能 以及信息

资源条件上处于劣势 ， 因此信息化对其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采纳 的提升作用也最为 明显 。

（ ３ ） 地形 。 本文根据村庄地形将样本分为平

原 、 丘陵 、 山 区或半 山 区三组 ， 并在 回归模型 中将

有关地形 的控制变量剔除 。 结果表明 ， 信息化对山

区或半 山 区农户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采纳 的影响显

著为正 ， 对平原和丘陵地 区农户 的影 响则不显著 。

山 区信息相对闭塞 ， 并且信息流通成本较高 ， 信息

化对于 山 区或半 山 区农户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采纳

的影响较为显著 ；
而平原和丘陵地区信息资源较为

丰富 ， 信息传播效率十分高效 ， 信息化对这些地区

农户采纳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的影响则不显著 。

（
４

） 粮食功能区 。 本文根据粮食功能区将样本

分为粮食主产区 、 粮食主销 区 、 产销平衡区三个小

组 。 结果表明 ， 信息化对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

农户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采纳 的影响显著为正 ， 对

粮食主销 区农户 的影响则不显著 。 相较于粮食主销

区
， 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经济相对落后 ， 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 ， 信息传播效率相对较低 ，

并且土壤 、 气候等 自 然条件适合粮食等农业生产 ，

作物种植 比例较大 ， 因此信息化对其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购买的影响也更加显著 。

４ ． 机制 分析

以上研究表 明 ， 信息化对于农户社会化服务采

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此部分将从强化信息获取

和提升组织化程度两个视角 ， 对信息化促进农户社

会化服务采纳 的具体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

（
１

） 强化信息获取 。 信息可及性是农户社会化

服务采纳 的重要影响 因素 ， 本文选择是否能够借助

Ｍ ｆＺ ） 指标 ，
以此验证信息化对农户社会化服务购

买 的影响机理 。 研究结果显示 ， 信息化对农户获取

有价值信息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 从而为农户 购买社

会化服务提供有效的信息指导和保障 。 信息化有利

于强化农户信息搜索和信息应用能力 ， 信息获取能

力 的增强为农户 了解生产服务市场情况提供了便利

条件 。 同 时 ， 信息获取能力 的増强能够节约农户市

场搜寻成本 ， 这进
一步降低 了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

的 门槛 ， 进而促进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

表 ７基于信息获取强化 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ＩｎｆｏｒＡ ｖａ ｉ ｌ ＩｎＳ ｅｒｖ ｉｃｅ Ｉｎ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

０ ． ０ ７ ３

＊ ＊ ＊

（ ０ ． ０２ ２ ）

０ ． ４５ ３

＊ ＂ ＊

（ ０ ． １ ２ ４ ）

ＩｎｆｏｒＡ ｖａ ｉ ｌ

０ ． ２ ９ ２

＊ ＊

０ ． ２４２

＊

（ ０ ． １ ４ １ ） （ ０ ． １ ４ １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 １ ０３ ４ ． ２０ ９

̄

３ ． ８ ８８

^

（ ０ ． ８０６ ） （ １ ． ４４ １ ） （ １ ． ４４ ６ ）

Ｊ？
２

／Ｐ ｓ ｅｕｄ ｏ Ｒ
２

０ ． ０４ １ ０ ． ０８ １ ０ ． ０ ９ ０

样本数 １ ３ ３ ９ １ ３ ３ ９ １ ３ ３ ９

（ ２ ） 提升组织化程度 。 组织化能够为农户 社

会化服务采纳提供保障 ， 本文从组织化视角考察信

息化对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 的影响机理 。 购买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不仅需要 了解服务市场供给信息 ，

而且需要专业组织提升服务购买谈判能力 ， 最大程

度上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 并且 以合作社为载体 ，

促进小农户组织创新 ， 进而促进农户生产方式现代

化转型 ， 是推动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

路径 。

［
２ ９

］

为 此 ， 本 文选 择农 户 是 否 加 入合 作 社

（ Ｃｏ吵 ，
以此衡量信息化通过提升组织化程

度这一路径对社会化服务采纳产生影响 。 验证结果

表 明 ， 信息化显著提高 了农户参与合作社 的概率 ，

从而促进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 信息化拓展 了

农户社会资源 ， 降低 了农户加人合作组织 的 门槛和

成本 ， 并且强化了社员之间 的联系 ， 促进合作社更

好地发挥沟通 、 联系 的作用 。 组织化程度 的提升能

够有效降低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的交易成本和交易

风险 ， 并且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 ， 从而促进农户对

网 络获取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 的信息 （ｈ／ｏｒＡ 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

？

１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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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基于组织化程度提升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Ｃｏ ｏｐ ｅｒａ ｔｉｖ ｅ ＩｎＳ ｅｒｖ ｉｃ ｅ ＩｎＳ ｅｒｖｉｃ 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

０ ． ０３ ９

＂

（ ０ ． ０ １ ９ ）

０ ． ４Ｗ

（ ０ ． １ １ ２ ）

Ｃｏ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 ｅ

０ ． ４３ ７

＊料

（ ０ ． １４ １ ）

０ ． ４０ ７

＊料

（ ０ ． １ ４０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 ． ３ ３ ５

＊

（ ０ ． ７４９ ）

４ ． １ ８ １

＂

（ １ ， ３ ０ ９ ）

３ ． ９ ５ ３

＊ ＊ ＊

（ １ ． ３ １ ３ ）

ｉ？

２

／Ｐ ｓ ｅｕｄ ｏ Ｒ
２

０ ． ０３０ ０ ． ０８８ ０ ． ０ ９ ６

样本数 １ ５ ３８ １ ５ ３ ８ １ ５ ３ ８

上述分析验证了信息化通过强化信息获取和提

升组织化程度 的路径促进农户 对社会化服务 的采

纳 ， 印证了研究假说 ２ 。

五 、 结论与启 示

以
“

土地规模化
”

转 向
“

服务规模化
”

逐步成

为 中 国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导 向 ， 发展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是推动 中 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 在

信息化时代 ， 系统考察信息化对农户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采纳 的影响及其 内在机理 ， 对于促进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 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重

要意义 。

本 文 利 用 ２ ０２０ 年 中 国 乡 村 振 兴 综 合 调 查

（ ＣＲＲＳ ） 数据 ， 对信息化与农户 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采纳之间 的关系进行 了实证分析 。 研究结果表

明 ， 信息化对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 ， 通过工具变量法 、 倾 向得分匹配法及更换变

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 ， 仍可得到一致性结论 。

异质性分析表明 ， 信息化对高受教育水平农户 、 青

年农户 和平原及丘陵地区农户 、 粮食主销 区农户社

会化服务采纳 的影响并不显著 。 机制分析表明 ， 信

息化主要通过强化信息获取 、 提升组织化程度 的机

制促进农户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采纳 。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 出几点政策启 示 。 首先 ，

不断强化农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 拓展网络

覆盖范 围 ， 提升互联 网接人速率 ， 充分释放信息化

的扩散效应和普惠效应 ， 促进农户对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的采纳 。 其次 ， 逐步提升农户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 ， 积极释放信息获取效应 、 组织强化效应 ， 满

足农户购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的信息资源及合作

联合等需求 ， 进一步促进农户 与现代农业 的有机衔

接 。 再次 ， 促进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 的包容性发

展 ， 引导市场主体发展面 向广大小农户 的农业信息

社会化服务 ， 逐步提升农户信息化素养 ， 重点提升

受教育水平低农户 、 中老年农户 和 山 区 、 粮食主产

区等地区农户 的信息化素养 ， 为促进农户有机衔接

现代农业提供更多 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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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于

山 东 临 沂 １ ２ 个村 的 案例 分析 ［
Ｊ

］ ． 中 国 农村经 济 ，

２ ０ ２０
，（ １ ０ ） ．

〔
５

〕 姜 长 云 ． 科 学把握农业 生 产 性服务业发展

的 历 史 方 位 ［
Ｊ

］ ． 南 京农 业 大 学 学报 （ 社会科 学

版 ） ，
２ ０ ２０

， （ ０ ３ ） ．

〔 ６ 〕 张露 ， 罗 必 良 ． 小农生 产 如何融入现代农

业发展轨道 ？
—— 来 自 中 国 小 麦 主 产 区 的 经验证

据 ［
Ｊ

］ ． 经济研究 ，
２ ０ １ ８

， （ １ ２ ） ．

〔 ７ 〕 栾健 ， 韩
一

军 ， 高 颖 ． 农业 生产 性服务 能

否 保 障 农 民 种 稂 收 益
［ Ｊ ］

． 农 业 技 术 经 济 ，

２ ０２ ２
，（ ０ ５ ） ．

〔
８

〕 刘 威 ，
程 国 平 ． 面 向 小 农 户 的 农业 生产 性

服务 演 进脉络及供 需 复衡路径 ［
Ｊ

］
． 中 州 学 刊 ，

？

１ ４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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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２ １
， （

１ １
） ．

〔
９

〕 陈 义媛 ． 土地托 管 的 实 践 与 组织 困 境 ： 对

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 构 建 的 思 考 ［
Ｊ

］ ． 南 京农业

大 学 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２ ０ １ ７

， （ ０ ６ ） ．

〔
１ ０

〕 李 宁 ，
汪 险 生

，
陆 华 良 ． 新 型 农业 经 营

主 体 农 机 作 业 服 务 的 双 重 角 色 及 其 动 态 转 变 ：

一 个 初 步 的 分 析 框 架 ［ Ｊ ］
． 农 业 经 济 问 题

，

２ ０２ １
， （ ０ ２ ） ．

〔
１ １

〕 韩 庆龄 ． 小 农 户 经 营 与 农业社会化服务

的 衔 接 困 境 以 山 东 省 Ｍ 县 土 地 托 管 为

例 ［
Ｊ

］ ．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

２ ０ １ ９
， （ ０２ ） ．

〔
１ ２

〕 陈航英 ． 小 农 户 与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街

接——基于组 织化 的 小 农户 与 具有社会基础 的现代

农 业 ［
Ｊ

］
． 南 京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会科 学 版 ） ，

２ ０ １ ９
， （ ０２ ） ．

〔
１ ３

〕 李虹 韦 ， 钟 涨 宝 ． 熟人服务 ： 小 农 户 农

业 生 产 性服务 的 优 先 选择 ［
Ｊ

］ ． 西 北 农林科技 大

学 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 ２０

，（ ０ １
） ．

〔
１４

〕 仝 志辉 ，
侯宏伟 ．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 ：

对象选择与 构建策略 ［
Ｊ

］ ． 改革 ，
２０ １ ５

，（ ０ １ ） ．

〔
１ ５ 〕 马 述 忠 ， 贺歌 ， 郭 继 文 ． 数 字农业 的 福

利 效 应——基 于 价 值 再 创 造 与 再 分 配 视 角 的 解

构 ［ Ｊ ］ ． 农北 经 济 问题
，

２０ ２ ２
，（ ０ ５ ） ．

〔
１ ６ 〕 姜 长 云 ． 中 国 农业 生 产 性服务业 的 形 成

发 展 及 其 趋 势 、 模 式 ［
Ｊ

］ ． 宏 观 经 济 研 究
，

２ ０２０
，（ ０ ７ ） ．

〔
１ ７ 〕 芦 千 文 ， 高 鸣 ． 中 国 农业 生 产 性服务业

支持政策 的 演 变轨迹 、 框 架 与 调 整 思路 ［
Ｊ

］
． 南

京农业 大 学 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 ２０

， （ ０ ５ ） ．

〔
１８

〕 许佳 彬 ，
王 洋 ， 李 翠 霞 ． 农业 生 产 性服

务 业 发展 困 境 与 路径 创 新 ： 基 于农 户 视 角 ［ Ｊ ］
．

中 州 学刊 ，
２０２ ０

，（ ０ ９ ） ．

〔
１ ９

〕 楚 明 钦 ． 数 字 经 济 下 农业 生 产 性服务 业

高 质 量发展 的 问 题 与 对 策研 究 ［ Ｊ ］
． 理 论 月 刊 ，

２ ０２０
， （ ０８ ） ．

〔
２ ０

〕 郭 海 红 ． 互 联 网 驱 动 农 血 生 产 性 服

务 创 新 ： 基 于 价 值 链 视 角 ［
Ｊ

］
． 农 村 经 济 ，

２ ０ １ ９
，（ ０ １

） ．

〔
２ １

〕 罗 必 良 ． 基要性 变 革 ： 理解农业 现代化

的 中 国 道路 ［
Ｊ

］ ．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报 （ 社会科 学

版 ） ，

２０ ２ ２
， （ ０４ ） ．

［
２ ２

］Ｎ ｉｋａｍＶ
，Ａ ｓｈｏｋＡ

，Ｐａ ｌＳ ．Ｆ ａｒｍ ｅｒｓ
？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ｎｎｅｅｄ ｓ
，ａｃ ｃｅ ｓ ｓ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

ｐ ａｃ ｔ  ：Ｅｖ ｉｄ 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ｔｔ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 ｉｎｇｒｅｇ ｉｏｎｓ ｉｎｔｈｅＭ ａｈａ

？

ｒａｓｈｔｒａｓ ｔａｔｅｏ ｆＩｎｄ ｉａ ［
Ｊ

］ ．Ａ
ｇｒ

ｉｃｕ ｌｔｕｒａ ｌＳｙｓ ｔｅｍ ｓ
，

２ ０２ ２
，（

１ ９ ６ ） ．

〔
２ ３ 〕 刘 子 涵 ， 辛 贤 ，

吕 之望 ． 互 联 网 农业信

息 获取促进 了 农 户 土 地 流 转 吗 ［
Ｊ

］
． 农 业技 术 经

济 ，
２ ０ ２ １

，（ ０２ ） ．

〔
２４

〕
Ｂ ａｃｈｋｅＭＥ ．Ｄ ｏｆａｒｍ ｅｒｓ

’

ｏｒｇａ
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

ｅｎｈａｎｃ ｅｔｈｅｗ ｅ ｌｆａｒｅｏ ｆｓｍ ａ ｌ ｌｈｏ ｌｄ ｅｒｓ ？Ｆ ｉｎｄ ｉｎ
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Ｍ ｏ ｚａｍｂ ｉｃａｎ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ｇｒ ｉｃｕ ｌｔｕｒａ ｌｓｕｒｖｅｙ ［
Ｊ

］
．

ＦｏｏｄＰ ｏ ｌ ｉｃｙ ，２０ １ ９
，（ ８ ９ ） ．

〔
２ ５ 〕 万 凌 霄 ， 蔡海龙 ． 合作社参 与 对农 户 测

土 配方施肥技术采纳 影 响研 究——基于标 准化 生产

视 角 ［ Ｊ ］ ． 农业技术经济 ，
２０ ２ １

， （ ０３ ） ．

〔
２ ６

〕
Ｊ ｉｔｍｕｎＴ

，ＫｕｗｏｍｕＪＫ
，Ｄ ａｔｔａＡ

，

Ａｎａ ｌＡＫ ．Ｆ ａｃ 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 ｉｎ
ｇ
ｍ ｅｍｂｅｒｓｈ ｉ

ｐｏ
ｆｄ ａ ｉｒ

ｙ

ｃｏｏ
ｐ
ｅｒａｔ ｉｖｅ ｓ  ：Ｅｖ ｉｄ 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ｄ ａ ｉｒｙ

ｆａｒｍ ｅｒｓ ｉｎＴｈａ ｉ

？

ｌａｎｄ ［ Ｊ ］ ．Ｊｏｕｒｎ ａ ｌｏ ｆＣｏ ｏｐ ｅｒａｔ ｉｖｅＯ 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Ｍ ａｎａｇｅｍ ｅｎｔ
，２ ０ ２０

， （ ０ １
） ．

〔
２ ７ 〕 朱秋博 ， 朱晨 ， 彭 超 ， 等 ． 信 息化 能促

进农 户 增 收 、 缩 小 收入差 距 吗 ？ ［
Ｊ

］ ． 经 济 学 （ 季

刊 ） ，
２０ ２ ２

， （ ０ １ ） ．

〔
２ ８

〕 何安 华 ，
孔祥 智 ． 农 户 土 地租赁 与 农业

投 资 负 债 率 的 关 系 基 于 三 省 （ 区 ） 农 户 调

查 数 据 的 经 验 分 析 ［
Ｊ

］ ． 中 国 农 村 经 济 ，

２ ０ １４
，（ ０ １ ） ．

〔
２ ９

〕 苑 鹏 ， 罗 千峰 ． 生 态 畜 牧业合作社 能 否

成 为促进牧 民从
“

自 然人
”

到
“

职 业人
”

转型 的 有

效组织 ？
——

青海拉格 日 生 态 畜牧业合作社案例 解

析 ［
Ｊ

］ ？ 中 国 农村经 济 ，
２０２ ２

， （ ０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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