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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采纳的影响
———基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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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互联网应用与农村居民服务采纳行为的关系,基于CFPS三期面板数据,运用面板Probit模型、

CMP估计法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考察其对农村居民服务采纳的影响。结果表明:1)互联网应

用对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的影响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应用能够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共同促进农村

居民服务采纳行为;2)互联网应用对中青年、较高教育水平以及非平原地区农村居民采纳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

务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中低收入农村居民采纳生产性服务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对中高收入农村居民采纳生活性服务

的促进作用更大;3)互联网应用能够通过拓展信息渠道和促进非农就业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服务采纳水平,前者对

生活性服务的中介效应更大,后者对生产性服务的中介效应更大。因此,建立数字乡村服务平台,因地制宜打造数

字乡村服务,实施“互联网+”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是推动乡村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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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internetapplicationandruralresidentserviceadoptionbehavior,

basedonthethree-phasepaneldataofCFPS,XT-Probitmodel,CMPestimationmethodandmediationeffectmodelare
usedtoexaminetheimpactofInternetapplicationonruralresidents’serviceadoptionfromtheaspectsofproduction
andlife.Theresultsshowthat:1)Theinfluencecoefficientsofinternetapplicationsonproductiveserviceandlife
servicearesignificantlypositive,indicatingthatinternetapplicationscanjointlypromoteruralresidentserviceadoption
behaviorfromproductionandlife;2)Internetapplicationhasagreaterroleinboostingtheadoptionofproductiveand
lifeservicesbyruralresidentsofyoungandmiddle-aged,highereducationlevel,ornon-plain-area.Thepromotion
effectontheadoptionofproductiveservicebythemiddle-andlow-incomeruralresidentsisgreater,andthepromotion
oftheadoptionoflifeservicebythemiddle-andhigh-incomeruralresidentsisgreater;3)Internetapplicationjointly
improvedtheruralresidents’levelofserviceadoptionbyexpandinginformationchannelsandpromoting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andtheformerhasagreatermediatingeffectonlifeservice,whilethelatterhasagreatermedi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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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nproductiveservice.Therefore,establishingadigitalruralserviceplatform,cultivatingdigitalvillageservices
withregionalcharacteristics,andimplementing“Internet+”rurallabortrainingareimportantmeanstosupportthe
developmentoftheruralserviceindustry.
Keywords ruralresidentservice;internetapplication;productiveservice;lifeservice

  近年来,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中国乡村服务业的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对推动农

村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和提高农民生

活水平的作用持续增强[1]。但长期以来,囿于城乡

二元结构的影响,中国乡村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
质量水平低、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设施有待完善等问

题仍然突出,迫切需要加快发展[2]。同时,随着现代

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乡村战略的大幅推进,
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高,从2014年

的29.22%升至2021年的57.6%[3]。互联网兴起

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极大改

变了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4-5],催生了乡村服务业

的新需求与新业态[6]。2020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7],明确

提出要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拓展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从而全面推动乡村新型服务业发展。
作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产物,乡村服务业发

展的关键在于微观主体对生产、生活等各项服务的

有效需求,即农村居民是否采纳服务。在此背景下,
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探究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

服务采纳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对于推动乡村服务业

提质增效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本研究重点围绕以下2个问题展开讨论:互联网

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采纳的影响如何? 通过何种机

制实现?
纵观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的影响研究,

大体上从互联网应用对服务市场的影响和对农村居

民服务采纳的影响两个视角展开。在互联网应用对

服务市场的影响方面,有学者研究认为互联网应用

提高了服务市场的供给效率,消除了空间分离对服

务交易的限制,让服务采纳变得更具便捷性[8]。还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应用能够消除农村居民服务市场

供需双方交易时点不一致对服务交易限制,因为互

联网对服务内容的存储功能使供需双方交易时不必

处于同一时间点,即互联网使服务交易在时间维度

上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9]。除了能够提高供给效率

外,互联网还能增加乡村服务供给数量。有研究表

明,互联网通过多元化服务信息承载和传递的方

式[10-11]、创新服务本身的内容和形态[12]而增加了农

村服务市场的供给数量,因为互联网的信息载体和

传递功能使服务本身的内容及服务信息的承载和传

递不再局限于人工载体,而实现了农村服务业的专

业化、信息化和多元化[11]。当然,也有个别学者提

出了不同观点,认为当前互联网应用与中国乡村服

务业的协同度较低,互联网对乡村服务发展的促进

效果尚不明显[6]。
不少学者从农村居民行为层面研究互联网应用

对农村居民服务采纳的影响。从影响机制的研究来

看,互联网应用会促进农地流转,使得农村居民的经

营规模扩大[13],在家庭劳动力约束下对生产性服务

需求增加[14]。互联网创造了大量网店、自媒体等新

型就业形态,加速促进农村居民向非农岗位就业,在
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以致农业劳动力供

给不足,对劳动节约型生产性服务产生更大的需

求[5]。农村居民对生产性服务需求增加,其采纳意

愿也会增强[15]。互联网应用通过创造非农就业机

会、减少农业劳动投入而对农村居民的服务需求产

生影响,农村居民在经营规模扩大、劳动力不足的情

形下不得已而采纳生产性服务[16]。有学者从交易

成本视角研究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服务需求的影响,
认为互联网应用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市场信息透明

度、扩展交易渠道机制降低农村居民购买生产性服

务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增加对生产性服务的

可变需求[17-18];从影响异质性来看,有研究发现农户

家庭禀赋特征、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互联

网应 用 对 农 村 居 民 生 产 性 服 务 采 纳 的 促 进 效

果[16,19]。
此外,少数研究开始关注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

民生活性服务消费的影响。在生活性服务消费数量

上,有学者发现互联网普及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

服务消费数量的增长,且对服务消费高的组群影响

更显著[20]。在生活性服务消费结构上,有研究表明

互联网发展使居民消费结构从商品型向服务型、从
生产型向发展型转型升级,通过改变消费行为决策、
重塑消费习惯而促进服务消费升级[8]。

综上,现有文献虽围绕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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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采纳的影响展开了研究,但主要聚焦于生产性

服务方面。农村居民服务采纳既有生产性服务又有

生活性服务,二者共同构成了乡村服务业的主要基

础,但目前较少对此兼顾研究,对影响的作用机制也

欠缺讨论。基于此,首先,本研究使用CFPS三期面

板数据,基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分析互联网应用对

农村居民服务采纳的影响,以期拓展已有研究边界;
其次,在户主特征、家庭收入以及所在地区等条件差

异下,研究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采纳影响的

异质性,以期丰富已有研究内容;最后,对信息拓展

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在互联网应用与农村居民服务

采纳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为揭示互联网应用与农

村居民服务采纳的关系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1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随着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普及和农村经济活动

的增多,农村居民开始采用互联网搜寻生产和生活

方面的信息,互联网应用也逐渐成为了影响农村居

民服务采纳的一项重要因素,理论上会通过调整农

村居民参与各项经济活动的成本效益[21]而对其生

产性服务采纳行为和生活性服务采纳行为产生影

响,因而本研究从两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

1.1 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生产性服务采纳行为

的影响

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一种劳动替代性生产要

素,当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发生变化导致自有要素

供给数量不足或供给成本增加,会引致农村居民对

替代性的生产服务需求增加[22]。互联网是一种技

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能够向农村劳动力传递非农就

业知识与技能,使其在劳动力市场更具竞争力,从而

获得更多非农就业机会[5]。互联网应用还降低了农

村居民工作搜寻成本,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

与兼业化[23]。作为市场信息载体,互联网与可视化

技术结合还创造出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等农村电

商的新业态,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
互联网应用通过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会造成

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和农业劳动成本上升,为保持农

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农村居民会增加对农业技术、
农业机械等生产性服务的替代性需求[24],这是互联

网应用对农村居民采纳生产性服务的非农就业效

应。同时,互联网作为高效的信息传播载体,能够拓

展农村居民的信息渠道[22],增加获取服务信息的来

源,增强服务信息供给主体之间的竞争性,降低农村

居民参与生产性服务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交易价

格[25],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农村居民会更积极

采纳农业生产性服务[26],这是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

民采纳生产性服务的信息拓展效应。

1.2 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生活性服务采纳行为

的影响

互联网应用会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而农

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就业配置会对其收入总量和收入

结构产生影响,进而改变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

构[27]。农村劳动力空间转移会对农村居民生活性

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本地非农就业会通过

收入增加和边际消费倾向增加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

性消费[28],但异地非农就业影响不显著[29]。在家庭

生活性消费总量和结构影响上,有研究指出当家庭

非农就业比例较高时,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增长会

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与享乐型

消费的占比[27]。互联网应用能够促进农村居民非

农就业,从而提高其家庭收入,为追求更高的消费效

用水平,农村居民会增加家庭生活性消费的实际需

求,进而提高对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保险、旅游等发

展与享乐型消费服务的采纳意愿,这是互联网应用

对农村居民采纳生活性服务的非农就业效应。由于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善,家庭消费品购买成本较

高[30],且农村市场远离质量监管部门,造成家庭消

费品质量较低[31],这些情况会制约农村居民采纳生

活性服务。互联网的信息载体功能降低了农村生活

性消费服务信息的搜寻与传递成本,减少了农村居

民与生活性服务供给主体对接的信息不对称,降低

了生活性服务购买成本,提高了生活性服务供给质

量。在一定的家庭收入约束下,为了提高整体效用

水平,农户会更积极的应用互联网采纳生活性服

务[20],这是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采纳生活性服务

的信息拓展效应。
综上,尽管农村居民生产和消费行为的目标机

理存在差异,但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生产性服务

采纳和生活性服务采纳的影响机制殊途同归,都存

在信息拓展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据此提出以下3
个研究假说:

H1:互 联 网 应 用 会 提 高 农 村 居 民 服 务 采 纳

水平。

H2:互联网应用会通过拓展信息渠道提高农村

居民服务采纳水平。

H3:互联网应用会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提高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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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服务采纳水平。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2016和2018年三期调查数据,覆盖了除青

海、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海南以及港、澳、台之

外的全国25个省份,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

中心(ISSS)开展。在个体层面采集了样本个体进

行农业生产、非农就业的信息;在家庭层面采集了样

本户实施农业活动、非农活动的信息;在村庄层面采

集了样本所在村委会或居委会的自然环境、交通状

况、人口结构等信息;本研究目的是从生产、生活两

个方面兼顾考察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的影

响,故将样本限定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家庭,对家

庭问卷、个体问卷、村庄问卷进行合并,剔除关键变

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形成CFPS三期面板数据,
共7842个样本观测值。

2.2 模型构建

2.2.1 基准模型设定

在研究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采纳的影响

时,其取值只有两种可能,即采纳和不采纳,属于二

元选择变量,适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本研

究使用的是三期面板数据,且前期进行的LR检验

也显著拒绝了Probit模型最优的原假设。因此,本
研究 采 用 面 板 Probit模 型 进 行 拟 合,模 型 设 定

如下:

Sit =α0+α1TNit+ρWit+εit (1)
式中:被解释变量Sit 为农村居民i第t年生产性服

务或生活性服务采纳的虚拟变量;核心变量 TNit

为农村居民互联网应用的虚拟变量;向量Wit 为控

制变量组合,包括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
村庄特征变量。α0 为截距项;α1、ρ为估计系数;εit

为随机扰动项。该式将作为本研究的基准模型,
用于 研 究 互 联 网 应 用 对 农 村 居 民 服 务 采 纳 的

影响。

2.2.2 内生性问题处理

互联网应用与农村居民服务采纳可能存在内生

性,如农村居民为采纳服务而选择互联网,因而需要

工具变量法处理可能内生性。鉴于互联网应用是二

值虚拟变量,而IV-Probit局限于处理内生变量是

连续型情形,故本研究采用CMP估计法[32],或称条

件混合估计过程法,其原理是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法

建立递推方程组,进行多级回归估算。具体过程分

两步:一是工具变量代入,求解与内生变量相关系

数。二 是 将 相 关 系 数 代 入 基 准 模 型 估 算,从

Atanhrho_12参数判断外生性,若显著,则说明比基

准模型更可靠。

2.2.3 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本研究理论分析,互联网应用可以通过拓

展信息渠道、促进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服务采纳。
为实证分析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影响的传导

机制,参考温忠麟等[33]的中介效应检验法,构建如

下两个模型:

Cit/Jit =θ0+θ1TNit+ρWit+εit (2)

Sit =λ0+λ1TNit+λ2Cit/Jit+ρWit+εit (3)
式中:Cit 为信息渠道;Jit 为非农就业。式(1)中的

α1为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的总效应;式(2)中
的θ1 为互联网应用对信息渠道或非农就业的影响

效应;式(3)中的λ1 为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

的直接效应;式(3)中的λ2 为在控制互联网应用后,
信息渠道或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服务采纳的影响效

应。α1-λ1为间接效应,(α1-λ1)/α1×100% 为中介

效应占比。

2.3 变量选取

2.3.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用生产性服务与生活性服务的综合采纳

水平衡量农村居民服务水平。根据问卷中农村居民

是否有农机租赁费、雇工费等服务投入,若有,则将

生产性服务赋值为1,否则为0。根据问卷中农村居

民一年的“文化娱乐、旅游、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美
容、商业性保险”等7项生活性服务的综合采纳情

况,其中医疗和美容(包含理发)等2项为基础型服

务,全样本采纳均值分别为0.912和0.79,教育培

训、文化娱乐、旅游、保健、商业性保险等5项为非基

础型服务,全样本采纳均值分别为0.549、0.16、

0.088、0.067和0.202,故以2项为分界线,若农村

居民采纳生活性服务项目数量超过2,判断其对生

活性服务的采纳积极,将其赋值为1,否则为0。

2.3.2 核心变量

将CFPS的财务回答人设定为户主,以其互联

网应用情况作为本研究的核心变量。为统一口径,
无论户主是采用手机上网或采用电脑上网,只要二

者有其一,就赋值为1,否则为0。从表1来看,互联

网应用的全样本均值是0.199,说明有19.9%的农

村居民会上网。上网户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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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值都明显高于未上网户,初步表明互联网应用

与农村居民服务采纳具有正向关系。

2.3.3 工具变量

将区县上网率[17]作为本研究的工具变量,基于

两点考虑。一是区县上网率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互

联网发展水平,比率越高,农村居民上网的可能性越

大,满足了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假设;二是区县上网

率不对单个农村居民服务采纳行为产生直接的影

响,符合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从表1来看,上
网户的区县上网率为40.4%明显高于未上网户的

31.6%,初步满足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假设。

2.3.4 控制变量

将农村居民3个维度的特征变量作为本研究的

控制变量。一是户主维度,包含年龄、性别、教育和

健康,从表1来看,上网户的年龄较小、女性较多、教
育水平较高、健康水平较好;二是家庭维度,包括家

庭总收入、家庭总人口、土地转出、土地转入和社会

资本,从表1来看,上网户的家庭总收入更高、家庭

总人口更多、社会资本更大、土地流转更活跃;三是

村庄维度,包括村庄规模、村庄交通、自然灾害和地

形地貌。由于CFPS2016、CFPS2018没有村庄数

据,参考张景娜等[34]的处理方法,将2016、2018年

村庄数据从CFPS2014获取。本研究所选取的村

庄特征变量在短期内相对固定,这样处理具有一定

合理性。另需说明的是,问卷中对自然灾害的问题

是“您村是否遭受过以下自然灾害”的多选题,本研

究将选取的数量作为衡量村庄自然灾害水平的指

标。从表1来看,上网户所处的村庄规模较小,自然

灾害较少,交通更便利,平原地区较多。

3 实证结果

3.1 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采纳影响的基准

分析

面板Probit模型的 似然比检验(LR)结果显

示,模 型 在1% 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上 都 拒 绝 了 混 合

Probit模型更优的原假设,因此选择随机效应面板

Probit模型进行基准分析,结果见表2。从核心变

量来看,互联网应用无论是对农村居民生产性服务

还是对生活性服务,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互

联网应用能够从农村居民生产与生活两个方面共同

提升其服务采纳水平,验证了本研究的研究假说

H1,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宽带中国”“数字乡村”
等互联网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乡村服务业蓬勃发展的

原因。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大多数变量都显

著影响了农村居民服务采纳水平。首先,从户主特

征的回归结果来看,户主年龄对生产性服务采纳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生活性服务采纳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主要原因是老龄农户虽有务农意向,但
诸多农事活动无力承担,故催生出较多的生产性服

务需求,而与之相反的是老龄农户的消费能力和消

费倾向会下降,故年龄越大对生活性服务采纳水平

越低。户主性别对生产性服务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说明女性户主可能由于自身农业劳动的劣势,更
需要采纳生产性服务[35]。户主教育水平对农村居

民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可能原因是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村居民,外出打工

机会越多,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会导致对生产性

服务需求的增加,同时非农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对

生活性服务需求的增加。户主健康对生活性服务采

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原因是健康状况越差,
医疗保健保险等生活性服务需求越大。其次,从家

庭特征的回归结果来看:家庭总收入越多,农村居民

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水平都会越高,说明家庭

收入水平决定了服务支出水平。家庭总人口、社会

资本对生活性服务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家

庭总人口越多、社会资本越大,生活性服务消费水平

就越高。土地转入能够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显著

促进农村居民服务采纳水平。土地转出显著提高了

农村居民生活性服务采纳水平,但对生产性服务影

响不显著。最后,从村庄特征的回归结果来看:自然

灾害对生产性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村庄

自然灾害的发生率越高,越制约农村居民对生产性

服务的采纳行为,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村庄交

通对生产性服务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原因是

生产性服务的农机设备运输成本高、交易风险大,使
得交通条件越差越不利于农村居民采纳生产性服

务。地形地貌对农村居民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

服务采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平原地区农

村居民更可能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采纳服务。

3.2 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处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在基准模型

中加入工具变量,并采用CMP估计法进行估计。
从表3的结果来看,工具变量系数对互联网应用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了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假

设。Atanhrho_12参数在1%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

96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年 第28卷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1 Descriptivestatisticalresultsofvariables

变量类型 
Variabletype 

变量   
Variable   

含义及赋值

Meaningandassignment

全样本均值

Fullsample
mean

上网均值

Internet
sample
mean

未上网均值

Non-internet
samplemean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
variable

生产性服务

Productiveservice
有=1,无=0 0.579 0.654 0.560

生活性服务

Lifeservice

采纳七项生活性服务中的2项

以上=1,否=0
0.558 0.771 0.505

关键解释变量

Keyexplanatory
variable

互联网应用

Internetuse

上网户=1,未上网户=0 0.199 1.000 0.000

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

区县上网率

Internetaccessratein
districtsandcounties

区县上网数/区县人口数 0.334 0.404 0.316

户主年龄

Householdheadage

单位:岁 50.902 40.992 53.363

户主性别

Householdheadgender

男=1,女=0 0.578 0.562 0.582

户主教育

Householdheadeducate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
中=4、大专=5、本科=6、研究

生=7

2.159 2.761 2.010

户主健康

Householdheadhealthy

非常健康=1、很健康=2、比较

健康=3、一般=4、不健康=5
3.180 2.918 3.245

家庭总收入

Totalhouseholdincome

单位:万元 4.685 6.643 4.199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家庭总人口

Totalhouseholdpopulation

家庭人口数/人 4.362 4.638 4.294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家庭人情礼金支出/万元 0.337 0.442 0.311

土地转出Landtransferout 有=1,无=0 0.083 0.110 0.077

土地转入Landtransferin 有=1,无=0 0.205 0.229 0.199

村庄规模 Villagesize 所在行政村的户数/户 590.8 574.4 594.8

自然灾害

Naturaldisaster

所在村庄的灾害种类数/个 2.139 2.081 2.154

村庄交通

Villagetransportation

到最近集镇时间/min 15.152 14.495 15.315

地形地貌 Topography 平原地区=1,非平原地区=0 0.438 0.479 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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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2 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ofInternetuseonruralresidentservice

变量   
Variable   

生产性服务

Productiveservice

生活性服务

Lifeservice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error

互联网应用

Internetuse
0.178*** 0.062 0.387*** 0.063

户主年龄

Householdheadage
0.007*** 0.002 -0.020*** 0.002

户主性别

Householdheadgender
-0.109** 0.045 0.003 0.046

户主教育

Householdheadeducation
0.086*** 0.025 0.194*** 0.026

户主健康

Householdheadhealth
0.020 0.017 0.051*** 0.017

家庭总收入

Totalhouseholdincome
0.023*** 0.005 0.030*** 0.005

家庭总人口

Familypopulation
-0.001 0.014 0.267*** 0.014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0.056 0.043 0.126*** 0.043

土地转出

Landtransferout
0.028 0.076 0.141* 0.079

土地转入

Landtransferin
0.380*** 0.055 0.198*** 0.054

村庄规模

Villagesize
0.001 0.003 0.004 0.003

自然灾害

Naturaldisaster
-0.032** 0.016 0.025 0.016

村庄交通

Villagetraffic
-0.007*** 0.002 0.000 0.002

村庄地貌

Villagelandform
1.200*** 0.062 0.140** 0.057

常数项

Constantterm
-0.895*** 0.167 -1.013*** 0.169

年份虚拟变量

Yeardummy

控制 控制

LRtest 620.63*** 544.91***

Wald-chi2 593.36*** 844.71***

观测值 Observations 7842 7842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Note:***,**and*indicatethesignificancelevelsof1%,5%and10%,respectively.Thesame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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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的工具变量结果

Table3 InstrumentalvariableresultsofInternetuseonruralresidentservice

变量   
Variable   

生产性服务Productiveservice 生活性服务Lifeservice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error

互联网应用

Internetuse
1.054*** 0.250 1.521*** 0.208

户主年龄

Householdheadage
0.005*** 0.001 -0.014*** 0.002

户主性别

Householdheadgender
-0.107*** 0.030 0.000 0.028

户主教育

Householdheadeducation
0.075*** 0.015 0.133*** 0.016

户主健康

Householdheadhealth
0.021* 0.011 0.039*** 0.011

家庭总收入

Totalhouseholdincome
0.020*** 0.004 0.024*** 0.004

家庭总人口

Familypopulation
-0.002 0.008 0.181*** 0.013

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
0.027 0.028 0.035 0.027

土地转出

Landtransferout
0.012 0.051 0.119** 0.050

土地转入

Landtransferin
0.250*** 0.037 0.124*** 0.034

村庄规模

Villagesize
0.001 0.002 0.002 0.002

自然灾害

Naturaldisaster
-0.020** 0.008 0.015* 0.008

村庄交通

Villagetraffic
-0.005*** 0.001 0.000 0.001

村庄地貌

Villagelandform
0.783*** 0.046 0.071** 0.030

常数项

Constantterm
-0.816*** 0.101 -0.870*** 0.096

年份虚拟变量

Yeardummy

控制 控制

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variable
0.192*** 0.017 0.192*** 0.017

Atanhrho_12 -0.375*** 0.116 -0.520*** 0.114

观测值 Observations 7842 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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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验,拒绝了互联网应用的外生性假设,表明

CMP估计结果更可靠。与基准模型相比,互联网应

用对农村居民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的影响仍然

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影响方向保持一致,但
影响系数比基准模型出现了明显提高,说明CMP
估计结果能够有效验证本研究的研究假说H1。

3.3 异质性特征分析

前述的回归分析验证了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

服务采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接着从农村居民的

户主特征、家庭收入层级及地形地貌分析该影响效

应的组群间差异。

3.3.1 互联网应用、户主特征与农村居民服务

互联网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不同学习能力

个体的互联网应用效果具有差异[36],一般认为年龄

和教育水平是决定个体学习能力的重要因素。本研

究以60岁为界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中青年和老年两

种年龄群体,以初中学历为界将农村居民划分为较

高、较低两种教育水平群体。从表4可见,互联网

应用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对中青年农村居民服

务采纳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老年农村居民的

影响都不显著。互联网应用对较高教育水平农村

居民的生产性服务采纳影响显著为正而对较低教

育水平农村居民影响不显著,互联网应用对较高

教育水平农村居民生活性服务采纳的影响系数明

显大于对较低教育水平农村居民的影响系数。可

能原因是年龄较小、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拥

有更好的学习能力,对互联网的应用能力更强,更
可能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拓展信息渠道和获取非

农就业机会,进而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增加服务

采纳水平。

表4 户主特征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Table4 Resultsofestimationofheterogeneityofhouseholdheadcharacteristics

变量   
Variable   

生产性服务Productiveservice 生活性服务Lifeservice

户主年龄/岁

Household
headage

户主教育

Household
headeducation

户主年龄/岁

Household
headage

户主教育

Household
headeducation

≤60 >60
较低

Lowlevel

较高

Highlevel
≤60 >60

较低

Lowlevel

较高

Highlevel

互联网应用

Internetuse
0.149**

(0.060)
0.103
(0.294)

0.135
(0.083)

0.148*

(0.085)
0.562***

(0.063)
0.134
(0.252)

0.577***

(0.086)
0.752***

(0.087)

特征控制变量

Characteristic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Yeardumm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Constantterm
-0.495***

(0.131)
-0.555**

(0.276)
-0.280**

(0.131)
-0.667***

(0.204)
-2.144***

(0.143)
-3.182***

(0.293)
-1.679***

(0.141)
-1.244***

(0.201)

Wald-chi2 485.32 124.31 380.4 195.54 476.81 259.92 400.98 275.79

观测值 Observations 5905 1937 4880 2962 5905 1937 4880 296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Note:Standarderrorsareinparentheses.Thesamebelow.

3.3.2 互联网应用、家庭总收入与农村居民服务

家庭总收入决定了农村居民服务支出能力。理

论上,拥有较高家庭收入同时掌握互联网应用的农

村居民更可能拓宽服务交易空间,成为驱动乡村服

务发展的主力。以样本户的家庭纯收入中位数的值

为分界点,将农村居民分为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

组进行异质性对比。从表5可见,互联网应用对中

低收入组的生产性服务影响系数为0.242高于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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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家庭收入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Table5 Estimationresultsofheterogeneityofdifferenthouseholdincome

变量   
Variable   

生产性服务Productiveservice 生活性服务Lifeservice

低收入组

Lower-incomegroup

中高收入组

Higher-incomegroup

低收入组

Lower-incomegroup

中高收入组

Higher-incomegroup

互联网应用

Internetuse
0.242**

(0.103)
0.183**

(0.080)
0.289***

(0.107)
0.495***

(0.081)

特征控制变量

Characteristic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Yeardumm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Constantterm
-1.076***

(0.245)
-0.792***

(0.223)
-1.205***

(0.256)
-0.938***

(0.224)

Wald-chi2 330.69 265.97 410.41 287.91

观测值 Observations 3924 3918 3924 3918

高收入组的0.183,表明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改善

小农户对接生产性服务的边际贡献更大,可以带动

更多传统小农户转向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互联网

应用对中高收入组的生活性服务影响系数为0.495
明显高于对中低收入组的0.289,可能原因是互联

网应用能够促进中高收入组对生活性服务的多样化

与高端化需求。

3.3.3 互联网应用、地形地貌与农村居民服务

从地形地貌的异质性结果来看(表6),互联网

应用对平原地区、非平原地区的农村居民服务采纳

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无论是生产方面还

是生活方面,对非平原地区农村居民的影响都明显

更大,这似乎与基准模型的结果即平原地区农村居

民更倾向于采纳服务相悖,实则不然,这充分体现了

互联网应用对推动非平原地区乡村服务业发展的重

要贡献,也与曾世宏等的观点一致[37],即互联网应

用对乡村服务业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对经济

落后地区的边际贡献更大。一直以来,平原地区由

于区域人口较为密集,生活性服务业相对成熟,加之

其地形地貌开阔,利于大型农机连片作业服务,因而

生产性服务业也较完善。与之不同的是非平原地区

多位于丘陵、高山、高原等偏远地带,所处区域人口

居住分散、信息渠道闭塞,乡村服务业发展整体滞

后,而互联网普及缩小了非平原地区与平原地区的

信息鸿沟,消除了生活性服务的交易障碍,使非平原

地区农村居民可以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得宜机化、特
色化的生产性服务,以及多元化、新形态的生活性

服务。

3.4 传导机制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互联网应用对农村居民服务采

纳影响的内在机理,本研究采用Sobel-Goodman检

验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3.4.1 拓展信息渠道

将问卷中农村居民对互联网信息渠道重要性的

评分值作为衡量互联网拓展信息渠道水平的指标。
由表7可见,互联网信息渠道对于互联网应用与生

产性服务之间的传递效果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
中介效应只有0.08%。互联网信息渠道对于互联

网应用与生活性服务之间的传递效果在1%统计水

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中介效应为20.24%。理

论上,互联网应用所带来的信息拓展效应会从生产、
生活两个方面促进农村居民服务采纳行为,但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仅对农村居民生活性服务采纳的影响

显著,即本研究仅从生活性服务方面验证了研究假

说H2,但未能从生产性服务方面得到验证。可能原

因是我国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广泛、市场相对成熟,
尤其是城镇地区的“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迅

速,随着农村居民逐渐掌握互联网应用技术,城乡信

息鸿沟得到弥补,极大提高了其参与现有生活性服

务市场的能力。而相比生活性服务业,当前我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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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地形地貌特征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Table6 Estimationresultsofheterogeneityoftopographicfeatures

变量   
Variable   

生产性服务Productiveservice 生活性服务Lifeservice

平原地区

Plainarea

非平原地区

Non-plainareas

平原地区

Plainarea

非平原地区

Non-plainareas

互联网应用

Internetuse
0.076
(0.099)

0.240***

(0.080)
0.350***

(0.095)
0.406***

(0.085)

特征控制变量

Characteristic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Yeardumm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Constantterm
0.822***

(0.275)
-1.242***

(0.211)
-0.608**

(0.263)
-1.210***

(0.220)

Wald-chi2 71.56 124.26 415.71 451.95

观测值 Observations 3435 4407 3435 4407

表7 互联网信息渠道的传导机制分析

Table7 Analysisofthetransmissionmechanismof
Internetinformationchannels

传递效果   
Transfereffect   

生产性服务

Productiveservice

生活性服务

Lifeservice

间接效应Indirecteffect 0.000 0.024***

直接效应 Directeffect 0.060*** 0.093***

总效应 Totaleffect 0.060*** 0.117***

中介效应/% Mediationeffect 0.08 20.24

性服务业发育还不够成熟,服务供给主体和互联网

的协同能力仍然薄弱,尽管互联网应用拓宽了农村

居民信息渠道,但限于供给市场的约束,对农村居民

生产性服务采纳的影响尚不显著。

3.4.2 促进非农就业

表8显示非农就业收入在互联网应用与农村居

民综合服务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其中间接效应在

1%统计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中介效应为7.74%,表
明农村居民通过互联网应用可以显著增加非农就业

收入,从而间接提升农村居民综合服务的采纳水平。
具体来看,非农就业收入对于互联网应用与生产性

服务、生活性服务的间接效应均在1%统计水平下

显著为 正,但 对 生 产 性 服 务 的 中 介 效 应 占 比 为

10.90%远高于对生活性服务的5.16%,表明互联

网应用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对生产性服务的影响比对

生活性服务的影响大,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说H3。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采用2014—2018年CFPS三期面板数

据,探究互联网应用对中国农村居民服务采纳的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互联网应用对农

村居民生产性服务采纳和生活性服务采纳都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互联网应用能够从生产、生活两

个方面促进农村居民服务采纳行为,这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了“宽带中国”“数字乡村”等互联网战略实施

以来中国乡村服务业蓬勃发展的原因;第二,互联网

应用对年龄较小、教育水平较高以及非平原地区农

村居民采纳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的促进作用都

57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年 第28卷 

表8 非农就业收入的传导机制分析

Table8 Analysisofthetransmissionmechanismof
non-agriculturalemploymentincome

传递效果   
Transfereffect   

生产性服务

Productiveservice

生活性服务

Lifeservice

间接效应Indirecteffect 0.008*** 0.007***

直接效应 Directeffect 0.066*** 0.125***

总效应Totaleffect 0.074*** 0.132***

中介效应/% Mediationeffect 10.90 5.16

更大,对家庭收入较低农村居民采纳生产性服务的

促进作用更大而对家庭收入较高农村居民采纳生活

性服务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互联网应用可以通过

拓展信息渠道、促进非农就业提高农村居民服务采

纳水平,前者对生活性服务采纳的中介效应更大,而
后者对生产性服务的中介效应更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
建立数字乡村服务平台。要引导农业生产性服务组

织参与信息化建设,搭建依托于互联网的农业生产

性服务信息平台,不仅要详细发布生产性服务供给

信息,还要根据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个性化需求优化

服务质量,让农村居民能够有效借助互联网获得精

准农业服务,打破当前互联网信息拓展效应对生产

性服务影响尚不显著的发展瓶颈。要鼓励生活性服

务主体利用互联网向农村居民提供商超零售、餐饮

住宿、交通旅游、医疗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信息,通过

信息化实现城乡生活性服务一体化发展。要建立面

向农村居民的创业就业信息服务中心,通过智能匹

配和精准推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提高

农村居民对服务的实际需求;第二,因地制宜打造数

字乡村服务。互联网应用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服务

采纳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故要因地制宜打造出更具

有地方特色的数字乡村服务。互联网应用对非平原

地区农村居民服务采纳的边际贡献较大,是因为非

平原地区的互联网普及水平整体偏低,因此需要对

非平原地区加大农村宽带网络的建设与改造力度,
增加网络信息工程进村入户的惠农补贴,通过互联

网发展推动该地区乡村服务业发展。对平原地区要

着重推动传统乡村服务业向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尤
其是提高互联网信息技术与该地区生产性服务的融

合发展水平;第三,实施“互联网+”的农村劳动力技

能培训。互联网属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年龄

较大、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服务采纳的促进作

用有限,因而政府要积极实施“互联网+”的农村劳

动力技能培训,根据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设计出

因材施教的培训内容,帮助传统农户应用互联网接

受农业知识及技能的学习,倡导农村青壮劳动力借

助互联网提升职业技能水平,从而获取更多非农就

业机会,进而提升其服务采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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