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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农业信息获取与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

桂 松 蔡海龙*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摘 要 针对农村互联网使用能否有效推动农户农业机械化发展这一现实问题,基于微观数据,采用OLS模型估

计农户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的影响,并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处理效应模型控制内生性,

同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与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为负

相关关系,使用2种不同方法控制内生性得出的系数分别为-2.3和-1.8;2)异质性检验显示,互联网信息获取与

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的反向关系在老年农户和经营规模极小农户的样本中并不成立;3)机制检验显示,互联网信

息获取对农户自购农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在现阶段抑制了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

但有助于推动农户自购农机;在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到有效利用网络信息获取收益之间还有更深层次的数字

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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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solvetheproblemofwhethertheuseofruralinternetcaneffectivelypromotethedevelopmentof
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basedonthemicrodata,anOLSmodelisusedtoestimatetheimpactoffarmers’access
toagriculturalinformationthroughtheinternetontheiradoptionofthesocializedserviceofagriculturalmachinery.The
instrumentalvariable methodandthetreatmenteffectmodelareusedtocontroltheendogenous.Avarietyof
robustnesstestsandheterogeneityanalysisarecarriedout.Theresultsshowthat:1)Therelationshipbetweenaccess
toagriculturalinformationthroughtheinternetandtheadoptionofsocializedserviceofagriculturalmachinerybyfarmers
isnegative.Thecoefficientsobtainedbyusingtwodifferentmethodstocontrolendogenousare-2.3and-1.8,

respectively;2)Heterogeneitytestshowsthatthecoefficientsbetweeninternetinformationaccessandagricultural
machineryserviceoutsourcingadoptionarenotsignificantinthesampleofelderlyfarmersandsmall-scalefarmers;

3)Themechanismtestshowsthatinternetinformationacquisitionhasasignificantpromotioneffectonfarmers’self-

purchaseofagriculturalmachinery.Internetinformationacquisitioninhibitsfarmers’adoptionofthesocializedserviceof
agriculturalmachineryg,butpromotesfarmerspurchaseagriculturalmachinerybythemselves.Thereisadeeperdigital

gapbetweenobtaininginformationthroughtheinternetandbenefitfrominternetinformation.
Keywords thesocializedserviceofagriculturalmachinery;internetinformation;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farmers’

ad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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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党和国家对三农问

题始终保持高度关注。我国已经进入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关键时期,继续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必须

引入新的生产要素,特别要重视农业机械化的发

展[1-2]。但在我国“大国小农”的前提下,农业机械的

使用受到小农户经营规模限制,很难模仿美国等大

农业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我国逐渐探索出一条以农

机社会化服务为核心的发展道路,较好地解决了农

业机械大规模作业与小规模农户生产的矛盾[3]。在

此背景下,研究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对于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影响因

素的讨论包含多个方面:首先是劳动力特征,农村劳

动力的老龄化、兼业化是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

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健康状况、培训情况也会影响其

社会化服务采纳行为。第二是土地特征,农户家庭

经营规模和土地细碎化程度是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

采纳重要的影响因素[4-7],同时,土地流转作为推进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另一种策略,也能够影响农户

社会化服务采纳的行为[8]。第三是从交易成本理论

出发的研究,包括信息获取成本、风险偏好,产权结

构等因素对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的影响[9-11]。年

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在已有研究中也普遍被

认为是影响农户社会化服务采纳的重要因素。随着

近年来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迅速普及,部分研究认

为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拉动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

务,这类研究多基于人口迁移理论和搜寻理论,部分

将非农就业作为关键机制或中介变量,逻辑分为2
段:首先,农户通过互联网获取了更多非农就业信

息,因此更愿意从事非农行业;其次,更多的非农就

业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促使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

服务[12]。除将非农就业作为中介的综合性研究以

外,也有分别探究2段逻辑的文章,即认为互联网信

息获取能够促进农户非农就业的文章[13-14],与认为

农业劳动力减少拉动了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

求的文章[15-16],这类研究可以概括为互联网的拉力

因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户通过使用互联网拓

宽了信息渠道,更加完善的信息改善了农机服务要

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可以概括

为互联网的推力因素。关于互联网对社会化服务采

纳拉力的研究基本得出了一致结论,即互联网使用

能够通过非农就业能够有效拉动农户采纳农机社会

化服务。但随着城乡工资率差距的缩小,非农就业

的拉力作用正在逐步减弱,亟需推力因素发挥作用。
而目前将推力因素单独分离出来讨论的文章较少,
大多将其作为整体研究的路径之一,数据精度不足

以支持其展开讨论。因此本研究拟从推力视角出

发,对互联网通过农业生产决策的路径影响农户社

会化服务采纳进行研究,以揭示农机社会化服务在

农村互联网快速普及情况下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决策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

参考。

1 理论模型

1.1 互联网信息降低农户机械化成本

本研究基于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的信息

搜寻理论构建理论框架,参照了朱秋博等[17]的研

究,将成本最小化作为农户的决策目标,推导出农户

搜寻成本与机械化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搜寻理论

指出,不充分的信息可能导致资源错配,而信息搜寻

则可以使得人们拥有获得更高预期效用的选择,理
性经济人往往基于信息搜寻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同

样适用于农业经济中的生产者,小农由于信息成本

高昂成为市场交易中的弱势方,往往由于被动接受

价格而无法做出最优的决策,而当信息的搜寻成本

下降时,小农就能通过获得更多的信息,做出更加理

性的选择。从已有研究结果来看,农业农村信息化

发展至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农户搜寻信息的一条非

常重要且便利的渠道,极大地降低了农户的信息搜

寻成本。
本研究基于成本最小化,将农户机械化生产成

本函数Sn 设定为:

Sn =min(P1,P2,…,Pn)×xn +nc (1)
式中:Pn 为农户根据第n 次信息搜寻结果做出决策

所花费的成本;xn 为农户每次在信息搜寻后所做出

的决策,且决策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同时假设农户为

风险中性;c为农户搜寻每一种生产要素信息时要

支付的成本,且c为固定值。
农户在进行信息搜寻的过程中,既对决策本身

的成本有着心理预期,也对信息搜寻成本有着心理

预期。令ξ为期望成本,如果Sn 超过农户的预期成

本ξ,农户不会接受这次的决策xi,选择继续搜寻;
相反,如果Sn 小于农户的预期成本ξ,农户就会停

止信息搜寻,接受该决策,即:当Sn>ξ,继续信息搜

寻;当Sn<ξ,停止信息搜寻。
根据最优停止理论,预期成本ξ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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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E[min(ξ,Si)]+c (2)
在 期 望 成 本 E[min(ξ,Si)]中,若 Si <ξ,则

E[min(ξ,Si)]=E[S];若Si>ξ,则E[min(ξ,Si)]=
E[ξ]。因此,E[min(ξ,Si)]表示为积分形式如下:

E[min(ξ,Si)]=∫
ξ

0
SdF(S)+ξ∫

∞

ξ
dF(S)=

∫
ξ

0
SdF(S)+ξ∫

∞

ξ
dF(S)+ξ∫

ξ

0
dF(S)+∫

ξ

0
dF(S)

化简得:

E=∫
ξ

0
[S-ξ]dF(S)+ξ (3)

将式(3)代入式(2),得:

c=∫
ξ

0
(S-ξ)dF(S)+ξ-ξ=

∫
ξ

0
(S-ξ)dF(S)=H(ξ) (4)

式(4)转换成以下形式,得到信息搜寻成本c与机械

化总成本S 的关系:

c=H(S)=∫
s

0
(z-S)dF(S) (5)

则 H(S)函数具有如下性质:

lim
y→0

H(S)=0

dH(S)
dS >0

d2H(S)
dS2 ≤0












(6)

基于上述性质可以得出,信息搜寻成本与农户机械

化成本成正比,当信息搜寻成本下降时,农户的整体

机械化成本也将下降。

1.2 自购农机与服务外包对互联网信息反应不同

如果现实中所有与农业机械化相关的生产要素

都能够针对信息搜寻成本的下降做出反应,那么互

联网信息获取应带来整体机械化成本的下降,而不

应发生农户自购农机与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比价的

变化,同样,农户自购农机与购买社会化服务的行为

也应当出现整体性的上升,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在

农用机械购买市场,互联网带来的额外信息确实能

够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更多信息增强了农户

跨期跨市场套利的能力,同时增强了农户的谈判能

力,都能够有效降低购买农机的价格,降低了生产成

本,也能提高小农户在规模小、资金不足等诸多限制

条件下搜寻到适合自身生产条件的农机类型的可能

性。但在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情况则有所不同,多
数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倾向于进行“本地化”交易,
区域内的农机服务主体数量有限且服务范围固定,

且多采取统一的作业价格,具有局部垄断的特征。
以往研究中曾提出互联网信息能够通过扩大交易空

间、打破局部垄断来降低社会化服务成本[18],然而

这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有研究指出在农产品销售

市场,如果贸易商拥有垄断能力,额外信息获取不一

定能改变农民的讨价还价能力[19],而与农产品销售

市场类似,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主体的垄断能力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信息的失效。农业生产性社会

化服务与一般商品和服务不同,由于大型农机具转

运成本较高,即便通过互联网突破了信息传播的限

制,仍然会受到地理空间的限制,服务可达范围内社

会化服务主体数量存在上限。目前来看最现实的途

径是通过互联网引入外地服务组织跨区作业以加剧

本地市场竞争,然而有研究指出,现实中尚未观察到

成规模的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农机跨区作业交易市

场,跨区作业对较小规模农户的服务价格改善并不

明显,农机跨区作业目前仍面临供需匹配困难的局

面[20]。因此,目前很难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来改变

农户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价格。另外,现有关于

推力的研究中仅考虑了互联网信息对社会化服务采

纳的作用,却忽视了互联网信息对自购农机也有增

益作用[10,2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机械

化是在自购农机与采纳社会化服务之间进行选择,
理性农户的选择应取决于二者相对价格的变化,仅
使用后者变化证明的结果难免有所偏差。

因此,本研究认为随着互联网使用,农业信息搜

寻成本随之降低,农户自购农机的成本降低,而购买

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成本不变。此时,理性农户会选

择成本更低的耕作方式[22],自然更倾向于自购农机

而非社会化服务,即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能够

促进农户自购农机,而抑制了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

的采纳。
综上,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说:使用互联网获取农

业信息与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强度负相关。

2 研究设计

2.1 实证模型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研究构建实证模型为:

Ysocial=β0+β1Xinternet+β2Xi+εi (7)
式中:Ysocial为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程度;

Xinternet为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Xi 为

其他控制变量;εi 为扰动项;β1 为本研究的核心待估

参数,即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对农户社会化服

632



 第9期 桂松等:互联网农业信息获取与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

务采纳的影响。
考虑因果识别的问题,原模型可能存在较强的

内生性。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是其本

身根据个人和家庭情况做出的内生选择,因此有较

大可能性存在自选择偏误,但有限的可观测控制变

量难以很好地控制住农户本身的差异,为了最大程

度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问题,本研究参照已有研究

常用指标,选择村级互联网普及率(使用互联网户

数/总户数)作为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

的工具变量[23-24]。工具变量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和

排他性:相关性方面,村级互联网普及率与农户个人

是否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有很强的相关性,村
级互联网普及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级互联网基础

设施完善程度和村民互联网接入能力,同时,同村人

使用互联网的行为也会影响到其个人使用互联网获

取信息的行为;排他性方面,村级互联网普及率只能

通过农户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

的行为,而与其他因素无关。因此,本研究认为村级

互联网普及率同时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排他性的

要求。
关于模型的具体形式,本研究设定为线性形式。

一般来说,对于被解释变量中含有大量0值的情况,
会采用Tobit形式的非线性模型进行回归。但一方

面Angrist指出 Tobit模型关于正态性的假定过

强,且在均值层面与线性模型回归结果差异不大,因
此在只关心均值层面的影响时,使用线性模型并无

太大问题[25]。另一方面,上述模型中含有二分类的

内生解释变量“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

息”,需要引入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而一般的

IV-Tobit不能处理二值内生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

线性模型假定以简化研究。

2.2 数据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

发展研究院2019年返乡调研。该调研提前设定调研

方案,选定调研省份并招募调研员,调研员根据自身

状况选择返乡调研县和村,每个村通过随机抽样选择

15~20户农户开展调研。调研分为2个阶段,村级

基本信息调查由调研员与村干部座谈的形式完成,农
户生产经营情况通过入户调查访谈的形式完成。数

据处理方面,剔除了变量缺失的样本和由于填写错误

导致的异常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588个,覆盖

14个省份,各省份样本数量和所占比例见表1。

表1 各省份样本数量及比例

Table1 Numberandproportionofsamplesineachprovince

省份

Province

样本数

Samplesize

比例/%
Proportion

省份

Province

样本数

Samplesize

比例/%
Proportion

山东Shandong 280 17.63 湖北 Hubei 90 5.67

四川Sichuan 193 12.15 湖南 Hunan 90 5.67

河南 Henan 187 11.78 内蒙古InnerMongolia 71 4.47

河北 Hebei 143 9.01 黑龙江 Heilongjiang 70 4.41

江苏Jiangsu 118 7.43 安徽 Anhui 52 3.27

吉林Jilin 106 6.68 甘肃 Gansu 52 3.27

江西Jiangxi 94 5.92 辽宁Liaoning 42 2.64

2.3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2.3.1 被解释变量及核心解释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定义[26],本
研究将农户在耕地、播种、植保、灌溉、收割环节是否

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分别设置为二值变量,即采用

赋值为1,不采用赋值为0,并将5个环节数值加总,
得出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强度,并将其作为被

解释变量。使用分环节加总方式的优势在于其经济

含义比较直观,数值直接表达一单位其他因素变化

导致的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强度变化。仅从组

间差异来看,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的农户采纳

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强度显著高于对照组,但这一结

论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检验。
本研究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

获取农业信息,使用则赋值为1,不使用赋值为0,全
样本中有21.1%的农户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

73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年 第28卷 

现有文献用于衡量农户互联网使用的变量多为“农
户是否使用手机或电脑上网”(如CFPS数据库)。
然而,一方面询问农户是否使用手机或电脑上网会导

致测量误差[25],另一方面本研究意图分离出推力路

径的独立影响,也就是要尽可能排除掉非农就业可能

带来的影响,因此采用更加具体的问题“是否使用互

联网获取农业信息”来测量解释变量能够得出更加可

信的推断。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指标精度有所提

升,但本研究采用的核心变量并未完全解决误差问

题,例如受访农户如果上网获取的是农产品价格或者

销售方面的信息,那么大概率就与用户机械化选择无

关,同样可能带来误差,后续研究中应注意尽量排除

使用互联网进行其它活动对被解释变量可能的影响。

2.3.2 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级环境特

征3组共15个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包括受访人年

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接受过农业培训;家
庭特征包括非农收入比例、非农劳动力比例、农业经

营规模、耕地块数、是否土地流转。为了更好地满足

村级互联网普及率这一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本
研究额外控制了一些村级环境特征,包括人均收入、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有水源、本村是否有农民专

业合作社、是否已建成集体经济组织、本村是否有农

地交易平台,并对收入和土地面积变量作对数化处

理。组间差异检验显示,其中10个控制变量存在显

著的组间差异,2组农户差异非常大,良好地控制住

所有相关变量地可能性较低,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

比较严重的自选择偏误,进一步说明有必要使用工

具变量排除内生性影响。所有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

计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2 Variabledefinition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名称

Variables

变量定义

Definition

样本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互联网组

均值

Meanof
treatment

group

非互联网组

均值

Meanof
nontreatment

group

组间差异

检验

Inter-group
difference
test

农机社会化服务使用强度

Agriculturalmachinery
serviceoutsourcing

农户在生产环节采纳农机社会

化服务:每个环节采纳=1,不
采纳=0,加总5个环节数值

1.38 1.60 1.60 1.32 ***

是否使用互联网获取农

业信息

Internetuse

是=1,否=0 0.21 0.41 1.00 0.00

年龄

Age

受访人年龄,岁 53.19 11.16 48.75 54.37 ***

文化程度

Education

受 访 人 文 化 程 度:初 中 及 以

下=0,初中以上=1
0.61 0.49 0.72 0.57 ***

健康状况

Health

受访 人 健 康 状 况:较 好 =1,

较差=0 
0.95 0.22 0.96 0.95

培训情况

Train

家人是否受过农业生产经营培

训:是=1,否=0
0.23 0.42 0.31 0.20 ***

非农收入比例

Proportionofnon-
agriculturalincome

务工和家庭非农经营收入/总

收入

0.52 0.38 0.51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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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名称

Variables

变量定义

Definition

样本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互联网组

均值

Meanof
treatment

group

非互联网组

均值

Meanof
nontreatment

group

组间差异

检验

Inter-group
difference
test

非农劳动力比例

Proportionofnon-
agriculturallabor

在 外 务 工 人 数 人/家 庭 人 口

数量

0.24 0.23 0.25 0.23

经营规模

Scale

对数化家庭土地经营面积 2.07 1.13 2.49 1.96 ***

土地块数

Landblocks

家庭经营土地块数:3块及以

上=1,3块以下=0
0.66 0.47 0.65 0.67

土地流转情况

Landtransfer

是否土地流转:是=1,否=0 0.02 0.15 0.05 0.02 ***

本村人均收入

Percapitaincome

对数化本村人均收入 8.98 0.74 9.10 8.95 ***

本村经济发展水平

Economy

目前本村经济发达程度居所在

县市水平:中等及以上=1,中
下=0

0.68 0.47 0.64 0.69 **

灌溉条件

Irrigation

本村 农 田 水 利 水 源 是 否 有 保

障:是=1,否=0
0.77 0.42 0.77 0.77

合作社情况

Cooperative

本村是否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1,否=0
0.57 0.50 0.71 0.53 ***

集体经济组织情况

Collectiveeconomic
organization

本村是否己经建立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是=1,否=0
0.41 0.49 0.35 0.43 ***

农地交易平台情况

Landtransferplatform

本村 是 否 有 农 地 交 易 平 台:

是=1,否=0
0.14 0.35 0.20 0.12 ***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样本量为1588。

Note:***,**and*aresignificantatthelevelof1%,5%and10%,respectively,thesameasinthefollowingtables.Thesamplesize

is1588.

3 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

是否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对农户农机社会

化服务采纳的OLS和Tobit回归结果见表3。在逐

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机

社会化服务采纳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系数差别

不大。Tobit回归的边际影响同样在5%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线性模型与非线性模

型的回归结果差异不大,因此本研究认为使用线性

模型是可以接受的,后续对内生性的处理也将基于

线性模型展开。从系数来看,在不控制内生性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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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互联网信息获取对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回归结果

Table3 Regressionresultsofadoptionofagriculturalmachineryserviceoutsourcingbyinternetinformationacquisition

变量名称

Variables
OLS系数1

OLScoefficient1
OLS系数2

OLScoefficient2
OLS系数3

OLScoefficient3
Tobit边际影响

Tobitmarginaleffect

是否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

Internetuse
0.299***

(0.103)
0.262**

(0.104)
0.232**

(0.106)
0.375**

(0.187)

年龄

Age
0.013***

(0.004)
0.013***

(0.004)
0.011***

(0.004)
0.024***

(0.007)

文化程度

Education
0.282***

(0.087)
0.237***

(0.088)
0.203**

(0.086)
0.483***

(0.163)

健康状况

Health
0.076
(0.180)

0.080
(0.186)

-0.041
(0.189)

-0.137
(0.339)

培训情况

Train
0.082
(0.101)

0.103
(0.101)

0.038
(0.103)

0.025
(0.179)

非农收入比例

Proportionofnon-agriculturalincome
-0.019
(0.141)

0.056
(0.137)

0.268
(0.250)

非农劳动力比例

Proportionofnon-agriculturallabor
-0.298
(0.187)

-0.275
(0.187)

-0.237
(0.361)

经营规模

Scale
0.025
(0.046)

-0.001
(0.045)

0.051
(0.079)

土地块数

Landblocks
-0.413***

(0.091)
-0.338***

(0.089)
-0.591***

(0.162)

土地流转情况

Landtransfer
0.662**

(0.275)
0.487*

(0.281)
0.958**

(0.462)

本村人均收入

Percapitaincome
0.324***

(0.057)
0.564***

(0.112)

本村经济发展水平

Economy

0.259***

(0.085)
0.407**

(0.171)

灌溉条件

Irrigation
-0.124
(0.093)

-0.203
(0.186)

合作社情况

Cooperative
0.262***

(0.082)
0.210
(0.160)

集体经济组织情况

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
-0.0462
(0.079)

-0.046
(0.157)

农地交易平台情况

Landtransferplatform
-0.319***

(0.121)
-0.210
(0.219)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样本量为1588。

Note:Robuststandarderrorisshowninbrackets.Thesameasthefollowingtables.Thesamplesizeis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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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对农户采纳农机社

会化服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陈昕等[18]的理论

一致。但通过前文分析可知,由于农户是否使用互

联网是内生的选择,基于可观测控制变量难以将农

户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控制在同一水平,基准回归

中可能存在较强的选择性偏误。因此基准回归结果

不能推翻本研究研究假说,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控制

内生性问题后进行进一步检验。
从控制变量看,个人特征中,年龄和文化程度对

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有显著正向影响,符合曾

雅婷等[4]的观点,年龄越大的农户从事农业体力劳

动的能力越差,因而更需要农机社会化服务;文化程

度较高的农户对采纳社会化服务的风险认知可能与

低学历农户不同,因而更愿意采纳。家庭特征中,表
示土地细碎化程度的变量土地块数对采纳农机社会

化服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纪月清等[5]的结论一

致;土地流转则对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正向影响,
这与钟真等[8]提出的土地流转与社会化服务“相得

益彰”的观点相符。村级变量中,本村人均收入和本

村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有显著正

向影响,原因可能是本村经济条件越好,农户潜在的

劳动力报酬就越高,也就越愿意采纳农机社会化服

务替代劳动。合作社和村级土地交易平台仅在

OLS回归中显著,但在 Tobit回归中不显著,其影

响并不稳健。其余控制变量(健康状况、培训情况、
非农收入比例、非农劳动力比例、经营规模、灌溉条

件、集体经济组织情况)在2组回归中均不显著。

3.2 内生性处理

表4示出使用2种方法进行内生性处理的结

果。使用村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

最小二乘法回归中,第一阶段工具变量对农户是否

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为正,且一阶段F 值为16.88,根据经验

规则,如果F>10,则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

题[27]。Kleibergen-PaapLM 统计量是在异方差条

件下对模型不可识别的检验,结果显示强烈拒绝不

可识别的原假设。DWH检验是对变量内生性的检

验,结果显示强烈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全部外生的原

假设,即模型存在明显的内生性。在控制了内生性

后,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

纳强度的影响为负值,并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说。

表4 使用村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Table4 Regressionresultsof2SLSandtreatmenteffectmodelusingvillage
internetpenetrationrateasinstrumentalvariable

变量名称

Variables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处理效应模型

Treatmenteffectmodel

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强度

Regressioncoefficientofusinginternettoagricultural
machineryserviceoutsourcing

-2.308**

(1.113)
-1.813***

(0.625)

工具变量对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

Regressioncoefficientofinstrumentalvariableson
internetuse

0.145***

(0.035)
0.596***

(0.140)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s 是 是

Kleibergen-PaapLM统计量

Kleibergen-PaapLMstatistics
17.025*** —

一阶段F值Fvalueinthefirststage 16.880*** —

DWH检验 DWHtest 7.525*** —

逆米尔斯比例Lambda — 1.198***

  注:样本量为1588。

Note:Thesamplesizeis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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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内生变量是二值选择变量,使用处理效应

模型可能更为合适,即将村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第

一阶段对农户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概率的

Probit回归中额外添加的外生解释变量。处理效应

模型第一阶段Probit估计系数显示工具变量对农

户是否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第二阶段回归中逆米尔斯比例显著,说明工具变

量与内生变量有较强的相关性,且内生性确实存在。
处理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与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类似,
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强

度的影响同样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给出了更加稳健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说。

3.3 异质性分析

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对不同人群采纳农机社会

化服务强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本研究采用分

样本回归的方式验证不同年龄、不同经营规模、不同

收入水平以及处于不同地形的农户之间是否存在差

异,分样本回归将继续采用处理效应模型控制内生

性。表5示出年龄、经营规模和地形条件的异质性

检验结果。

表5 年龄、经营规模和地形条件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5 Testresultsofage,businessscaleandlandformheterogeneity

变量名称

Variables

年龄

Age

经营规模1
Scale1

经营规模2
Scale2

地形条件

Landform

中青年

Youngand
middle

老年

Old

小规模

Small

大规模

Big

极小规模

Tiny

中小规模

Middle

山区

Mountain
area

非山区

Nonmoun-
tainousarea

是否使用互联网

获取农业信息

Internetuse

-3.601**

(1.458)
0.338
(0.739)

-2.297***

(0.662)
2.408
(1.679)

1.393
(0.867)

-2.180***

(0.733)
1.121**

(0.471)
-2.246***

(0.645)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是 是

逆米尔斯比例

Lambda
2.310*** 0.004 1.410*** -1.199 -0.623 1.336*** -0.577** 1.375***

样本量

Samplesize
786 802 1452 136 423 1029 346 1242

  注:经营规模1包括小规模(<50hm2)农户和大规模(≥50hm2)农户;经营规模2包括极小规模(≤3hm2)农户和中小规模(3hm2≤经营

规模<50hm2)农户。

Note:Scale1includessmallscale(<50hm2)farmersandlargescale(≥50hm2)farmers;Scale2includesverysmallscale(≤3hm2)

farmersandmiddlescale(3hm2≤Businessscale<50hm2)farmers.

3.3.1 年龄

对年龄异质性的检验中,本研究将样本分为中

青年组(年龄<60岁)和老年组(年龄≥60岁)。使

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仅对青年组农机社会化服务

采纳有显著影响,而对老年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5)。原因可能是年轻人能够更有效地利用通过

互联网获取的农业信息降低自购农机的成本,而老

年人由于认知、心态等方面的限制,尽管获取了更多

的信息,也难以将其转化为额外的收益,因此其对自

购农机与购买社会化服务的选择并无明显变化。本

研究以及多数现有文献的讨论多集中于第二级数字

鸿沟,即 不 同 人 通 过 互 联 网 获 取 信 息 的 能 力 差

异[28],然而年龄异质性的存在说明存在更深层次的

数字鸿沟:即使获取数字信息的能力相同,但不同人

将数字信息转化为实际收益能力的差异也会导致收

入差距的扩大①。如果农村地区数量庞大的老龄人

① 由于目前对第三级数字鸿沟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因此本研究不使用第三级数字鸿沟的说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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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能从农业信息化、数字化发展中真正获益,那么

无论是对其个人和家庭,还是整个农业现代化进程

而言,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3.3.2 经营规模

对经营规模异质性的检验中,参考已有研究[29]

对小农户的定义,本研究将样本分为小规模农户(经
营规 模<50hm2)和 大 规 模 农 户(经 营 规 模 ≥
50hm2)。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对小规模农户

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显著,但对大规模农户

影响不显著(表5)。这一结果与现实情况比较吻

合,农机社会化服务本身就是为小农户解决机械化

难题而建立的模式,而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自然也分

走了一部分小农户机械化的收益。规模经营农户自

购农机即可达到最优配置,本就无需被社会化服务

组织分走利润,自然也就谈不上额外信息对其的

影响。
上述分析中假定农户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自主选

择,自购农机或者采用农机社会化服务都是农户根

据二者相对价格变化自行做出的有效率的决策,但
现实中极小规模农户的禀赋限制同样不容忽视。本

研究认为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强度变化真正有贡

献的只有处于有能力自购农机的中小规模农户,规
模过小的农户即便通过互联网获取了更多信息,潜
在的自购农机价格下降幅度也无法突破规模、资本

存量等因素的限制,从而无法选择自购农机,只能继

续采用相对价格较高的农机社会化服务。这也是更

深层数字鸿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部分群体由于自

身禀赋的限制,无法将信息有效地转化为收益。而

我国开创农机社会化服务这条道路的本意就是帮助

这部分为数不少的极小规模农户突破限制,走上机

械化道路。如果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价格不能对互联

网信息做出反应,这部分农户将很难从农业农村信

息化中获益,导致农村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本研究认为,如果家庭经营规模<3hm2,其购买农

机的可能性就非常低。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将小规

模农户分为极小规模农户(经营规模<3hm2)和中

小规模农户(3hm2≤经营规模<50hm2)进行检

验。从样本量看,极小规模农户为423,占总体样本

量的26.64%;从系数看,极小规模农户系数并不显

著,而中小规模农户则显著为负(表5),与前述分析

一致。

3.3.3 地形条件

非山区农户与总体回归基本一致,互联网信息

获取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强度影响系数均显著为

负,山区农户分样本则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其系数

显著为正(表5)。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山区

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部分有需求的

农户由于信息不畅而未获取到足够的社会化服务,
而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畅

带来的限制。

3.3.4 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中假设农户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

对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价格无影响,而对自购农机

可能有促进作用,本研究继续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对

2个假设进行验证。表6示出互联网使用对自购农

机数量和各环节社会化服务价格的影响。

表6 互联网使用对机械化价格回归结果

Table6 Regressionresultsofinternetuseonmechanizationprice

变量名称

Variables

自购农机

Purchase

耕地价格

Priceof
land

cultivating

播种价格

Priceof
seed
sowing

植保价格

Priceofcrop
protection

灌溉价格

Priceof
irrigating

收割价格

Priceof
harvesting

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

Internetuse
1.10***

(0.34)
7.58
(24.92)

-73.75
(73.12)

-50.94
(39.44)

53.57
(45.45)

-42.62
(78.77)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逆米尔斯比例

Lambda
-0.49** -6.89 35.84 33.01 16.46 6.38

样本量

Samplesize
1207 681 519 236 171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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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对5个环节社会化服

务价格均无显著影响,与互联网农业信息无法影响

社会化服务获取价格的假设一致,理论分析中的假

设得到验证,可以认为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中确实

存在垄断力量,导致价格不能有效对信息做出反应。
由于调研数据中未包含购买农机具单价的信息,

故使用农机购买数量代替,在假设短期内不会出现由

技术进步带来的机械需求变化的前提下,可以近似地

认为购买数量的变化是由价格变化直接导致的。是否

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农

户自购农机数量有正向影响,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

息的农户相比不适用的平均约多购买1.1台农机,与
互联网信息获取可以促进农户自购农机的假设一致。

3.3.5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将农机社

会化服务的5个环节分别进行回归,即对于每个环

节,如果 农 户 采 纳 为1,反 之 为0。由 回 归 结 果

(表7)可以看出,分环节回归中,使用互联网获取农

业信息只对植保环节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对其他环节的影响均显著为负,与整体结

论基本一致。植保环节的特殊性可能是由于植保设

备的跨区调配更方便,信息与植保社会化服务购买

价格关联性较强,相对于耕种收等环节更不容易出

现局部垄断现象。同时,农作物植保环节相比耕种

收等其他环节技术更新换代速度更快,植保无人机、
测土配方施肥等新技术的出现,一方面提高了农户

的学习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服务需求出现了新的

变化,使得农户对植保环节外包服务的价格弹性更

高,对于服务价格的微小变化也会较明显的反映到

需求上。

表7 互联网使用对各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采纳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7 Regressionresultsoftheadoptionofinternetuseonserviceoutsourcinginvariousproductionlinks

变量名称

Variables

耕地

Landcultivating

播种

Seedsowing

植保

Cropprotecting

灌溉

Irrigating

收割

Harvesting

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

Internetuse
-0.461**

(0.187)
-0.718***

(0.191)
0.524***

(0.122)
-0.218*

(0.126)
-0.936***

(0.211)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s

是 是 是 是 是

逆米尔斯比例

Lambda
0.304*** 0.448*** -0.263*** 0.134* 0.573***

  注:样本量为1588。

Note:Thesamplesizeis1588.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

究院2019年返乡调研微观数据,论证了通过互联网

获取农业信息对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的影响,
主要结论如下:1)克服了内生性后,通过互联网获取

农业信息抑制了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互联网

使用促进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的推力作用在现

阶段并不明显,但能够推动农户自购农机;2)互联网

信息获取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的反向关系在老年

农户和经营规模极小农户的样本中并不成立,在通

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到有效利用网络信息获取收益之

间还有更深层次的数字鸿沟。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2点政策建议:1)应
探索通过农业信息化打破农机社会化服务局部垄断

现状的方式,使农机社会化服务价格能够对信息搜

寻成本变化做出反应,使农机社会化服务更好地促

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目前来看最现实的途径

是通过互联网做好农机跨区作业的供求信息匹配工

作,让跨区流动作业的社会化服务主体冲击当地市

场,打破由于服务供给主体少造成的局部垄断格局,
降低农户获取社会化服务的价格。2)应关注二级数

字鸿沟之下更深层次的数字鸿沟,即便由于信息基

础设施和获取能力的一、二级数字鸿沟被逐渐填平,
但这种基于农户自身禀赋的,表现在网络信息获取

后的实际行动中的数字鸿沟仍然可能会导致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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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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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改革评估等多个项目和调研,参与撰写的分析文章在经济日报理论版、光明网等媒体发表,参与筹

办第十三、十四届CAER-IFPRI国际学术年会。

通讯作者简介:蔡海龙,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产

品市场与贸易、农业产业组织、农业政策分析。主持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粮农组织(FAO)、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农业部软科学以及各部委委托课题30余项。在 American
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ChinaAgriculturalEconomicReview 等国际学术期刊和《中国农

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经济》等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撰写的多份政策建议

和调研报告获得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并被相关部门采纳。被聘为中国农学会中国农业产业化专家智

库成员、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理事、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农业行业大数据应用研究顾问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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