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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能如何影响农民电商参与行为？

——基于信息获取的中介效应分析

蒋洁洁  青 平* 蔡炜炜  黄 帆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摘 要  为探究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

据，立足“手段-自由-成就”的可行信息能力理论，构建“数字技能-信息获取-电商参与”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

二元 Probit、Tobit 和中介效应等分析方法，从信息获取的中介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及程度

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2）信息获取在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

别为 11. 76% 和 11. 73%；3）数字技能对收入水平较高、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的正向影

响更为显著。政府应从有效提升农民数字技能水平，稳步实现信息获取自由，加强关注农民内部分化 3 方面提升农

民电商参与率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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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digital skills affect farmer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JIANG Jiejie， QING Ping*， CAI Weiwei， HUANG F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skills on farmer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20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rehensive Survey 

（CRRS） and the feasible information capability theory of ‘Means-Freedom-Achievemen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gital skills-Information acquisition-E-commerce participation’ was constructed.  The 

binary Probit， Tobit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analysis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digital skills on the decision-making and degree of farmer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mediation.  Robustness test a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igital skill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degree； 2） There were some intermediary effects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skills on 

farmer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degree， and the proportions of intermediary 

effects to the total effect were 11. 76% and 11. 73%， respectively； 3） Digital skills displayed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farmers with higher income level and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positive effect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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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merce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were more significant.  In 

conclu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and degree of farmers’ e-commerce in 

three aspects as follow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farmers’ digital skills， steadily realizing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cess， and strengthen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segmentation of farmers.

Keywords digital skill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the degree of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近年来，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作为

数字经济中最活跃部分的农村电商［1-2］倍受关注。为

促进农村电商发展，从 2012年起至今，中央一号文件

多次提出应深入推进电商进农村和农产品上行，推

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然而，现阶

段农村电商已进入转型期，电商体系的持续变动和

重组已导致小农户与互联网市场的关系趋于断裂［3］。

农民自身信息获取能力的不足［4-5］，导致农民正遭受

信息化失衡带来的“马太效应”，在电商经营中处于

“信息穷人”角色［6］，长期处于社会排斥及社会边缘化

的地位。农村电商的发展并非“如愿以偿”［7］，正面临

农民参与电商的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参与率低

下［8］的困境。而农民作为电商经营的主体，其参与行

为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经济的转型，因此，揭示影响

农民电商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及影响机理，对重塑

农户与互联网市场关系，激发农民参与电商活力进

而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关于农民电商参与行为的研究多关注农民

个体特征［9-14］、家庭特征［15-17］、外部环境［18-20］等因素的

影响，鲜有关注提升农民自身发展能力、增强其发展

主体地位的问题。而随着我国数字乡村战略的持续

推进，农民数字技能匮乏、内生发展能力不足正成为

制约农民信息获取和数字经济红利分享的核心因素，

农民个人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的提升倍受关注［21-24］。

一些研究已对数字技能在农民创业行为［25］、农户生活

垃圾分类行为［26］、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27］等的

积极作用进行了详细阐述，但关于数字技能对农民电

商参与行为的实证研究却较为罕见。

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可行信息能力的理论框

架，从信息获取视角，使用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

合调查（CRRS）数据，采用二元 Probit、Tobit、中介

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的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在替换解释变量、PSM 方法、

Heckman 两步法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基础上，

从农民不同受教育水平及不同收入水平 2 个方面分

析其影响的异质性，以期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

续稳定提升农民收入、增强农民主体地位，实现农

民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1　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

数字技能主要包含网络学习技能、线上商务技

能、聊天社交技能、网络娱乐技能等 4 个方面［28］。农

民作为理性的决策主体，其对新技术的采纳多基于

成本、收益、风险及参与能力的综合评估和预期效

用的比较［29］。首先，具备网络学习技能的农民，可

借助各平台搜索信息、资源，参考相关电商经营成

功的案例并从中汲取教训，对数字化工具收益风

险、成本认知越清晰，参与电商的积极性越高，程度

越高。其次，具备线上商务技能的农民，能充分发

挥自身专业优势，激活自身创造性，主动利用自身

的信息编辑及视频制作能力进行线上产品的推广

与营销。再者，具备聊天社交技能的农民，可充分

利用社交软件对电商经营的问题进行探讨、交流，

增强参与数字化产业的弹性和灵活性［21］，提高其参

与电商的概率。最后，具备网络娱乐技能的农民，

可通过观看短视频、直播等“娱乐化”互动的方式，

提升用户体验，增强用户粘性，提升自身的幸福指

数，激发参与电商的意愿与积极性。基于以上分

析，本研究提出：

假设 1，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具有正

向显著影响。

假设 2，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程度具有正

向显著影响。

1. 2　信息获取对农民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

电商参与作为一项技术采纳活动，农民在参与

过程中会面临信息的制约［30］。信息经济学理论指

出信息约束直接影响参与主体的经济行为，只有获

取充足的信息才能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提升参与的

程度和绩效［31］。具体而言：一方面，信息获取渠道

的多样性可提升信息获取的效率。能够使农民在

充分了解电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高效寻找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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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相匹配的市场需求信息，促进其发现其中的商

机，加速利润的获得过程［32］，从而强化农民参与电商

的动机。另一方面，信息获取渠道的正式性可提高

信息获取的质量。政府颁布的电商政策信息是电商

经营的重要参考标准［33］，能够减轻信息传播的“长鞭

效应”和信息失真，降低农民获取信息获取的模糊

性，优化信息获取的质量，可降低其对电商经营难度

的估计［34］，增强参与可行性的感知，从而增强其参与

的意愿与可能性。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设 3，信息获取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具有正

向显著影响。

假设 4，信息获取对农民电商参与程度具有正

向显著影响。

1. 3　信息获取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阿玛蒂亚 . 森（A.  Sen）的可行信息能力理

论可知，信息主体在信息感知、信息获取、信息甄

别、信息利用等方面的功能性活动构成可行信息能

力的表现（即“自由”），主要通过结构、能动、情景因

素等（目标手段）来实现，并最终指向信息效用（实

现的目标成就）。基于此理论，本文将研究对象聚

焦于农民这一研究群体，深入剖析实现目标自由

（即信息获取）的内部驱动手段（数字技能）和目标

成就（参与电商）。

一方面，农民的信息获取会受到数字技能水平

的影响。首先，信息传递模型指出信息传递具有无

时距性，具备一定数字技能的农民可改进其自身在

信息获取方面的劣势，在拓宽其信息获取渠道的同

时，优化信息获取模式［35］，从而提升信息获取效率，

增强农户信息获取的能力［36］，其次，数字技能可帮

助农民获取市场综合信息 ，降低信息的搜寻成

本［37］，增加农民对个性化、多元化信息的可得性。

另一方面，农民获取信息的最终目的是参与电商。

因此，从因果关系来看，农民信息获取会受制于农

民的数字技能水平，从而又会影响农民参与电商。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

假设 5，信息获取在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

决策路径中具有中介效应。

假设 6，信息获取在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

程度路径中具有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研究将数字技能、信息

获取和农民电商参与行为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逻辑

关系框架见图 1。

2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2. 1　研究方法

农民电商参与行为包括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 2

个阶段。

第一阶段，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农民的电商

参与决策”为二元选择变量，故选择二元 Probit模型

较为合适，计量模型如下：

假设3  
H3 

假设4  
H4 

目标手段  

Target means  

目标自由  

 Target freedom  
目标成就  

 Achievement  

数字技能  

综合水平  
Comprehensive  
level of digital  

 skills   

网络学习技能  
E-learning skills  

线上商
务技能  
Online  

business  
skills  

网络娱乐  

技能  

Network  
entertainment  

skills  

聊天社交技能  
Conversational skills  

 
信息获取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电商参与行为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参与决策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参与程度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假设1、假设2  
H1、H2  

假设6  

H6 

假设5  
H5 

图 1　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

Fig. 1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gital skills on farmer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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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Y i = 1|Xi)= Φ (X i)= α + βiTi + γi M i +
δi X i + μi （1）

式中：P (Y i = 1|Xi) 为第 i个农民选择参与电商的概

率； Φ (.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Ti 为数

字技能变量； M i 为信息获取变量； Xi 为控制变量； 
βi、γi、和δi 分别为数字技能、信息获取和控制变量的

估计系数； α 为常数项； μi 为随机误差项。

第二阶段，“电商参与程度”的衡量包含 0 的样

本居多，属于左侧受限点为 0 的截堵数据，故该部分

运用 Tobit模型进行回归，计量模型如下：

TobitEi = β0 + βk X k + βt M t + βj X j + ε （2）
式中：Ei 为农民电商参与程度； Xk 为数字技能变

量； M t 为信息获取变量； Xj 为控制变量； βk、βt 和 βj

分别为数字技能、信息获取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

数； β0 为模型截距项； ε为随机误差项。

参考温忠麟等［38］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别

建立自变量对因变量、自变量对中介变量、自变量和

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Y i = V 1 + αiTi + b1i X 1i + ε1i （3）
M i = V 2 + ciTi + b2i X 2i + ε2i （4）

Y i = V 3 + diTi + ei M i + b3i X 3i + ε3i （5）
式中：Y 为农民的电商参与行为； T 为数字技能； M
为信息获取； X 为控制变量； α 为数字技能对农民

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的总效应； c 为数字技能对信

息获取的效应； e 为在控制了数字技能的影响后，信

息获取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的影响效应； d
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影响后，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

参与决策和程度的直接效应；b1i、b2i 和 b3i 为各模型

控制变量的系数；V 1、V 2 和 V3 为各模型的常数项；

ε1、ε2、ε3 为各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2.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简称“中

国 乡 村 振 兴 综 合 调 查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全国调查数据，该数据涵盖农业生

产、乡村发展、农民生活和社会福祉等多方面内容，

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该调查主要根据经济发展水

平、空间布局以及农业农村发展等因素，采取等距随

机抽样方法推进调查，样本覆盖广东省、浙江省、山

东省、安徽省、河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陕西省、宁夏

回族自治区、黑龙江省的 10 个省份，共获得 300 份村

庄调查问卷和 3 800 余份农户调查问卷，剔除相关异

常及缺失的观测值后，最终得到 3 828个农户样本。

2. 3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1）被解释变量，农民电商参与行为。借鉴唐立

强等［30］、王攀等［39］的研究，分别采用 CRRS 数据库

中“您家经营的产品是否通过网络交易”、“您家经

营网店的数量”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农民电商

参与程度”进行界定。

2）核 心 解 释 变 量 ，数 字 技 能 。 借 鉴 已 有 研

究［40］，选取“数字技能综合水平”作为农户数字技能

的衡量指标。“数字技能综合水平”主要是指农户掌

握网络学习、线上商务、聊天社交及网络娱乐 4 种数

字技能的数量之和，网络学习技能指农户是否利用

智能手机设备进行学习教育等活动，线上商务指农

户是否利用手机进行产品交易等活动，聊天社交是

指农户是否使用手机进行微博、微信等社交活动，

网络娱乐指农户是否使用手机进行视频、音乐等娱

乐功能。上述数字技能指标的取值是根据农户日

均使用手机功能的排名计算而来，若被访农户某种

手机功能日均使用时长排前 3 位，则表示被访农户

掌握了该项数字技能。

3）中介变量，信息获取。采用 CRRS 数据库中，

“农户能否通过网络获取满足自身需求的信息？”对

其进行界定。

4）控制变量，本研究从户主个人、家庭及村庄

层面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上述变量的具体定义及

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1。

3　实证分析结果

3. 1　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的影响

分析

本研究构建了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

程度的二元 Probit 和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2。
数字技能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农民

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边际效应表明，数字技能水平

提升 1 单位，农民参与电商的概率提高 1. 2%，且参

与程度提高 3. 9%。可能的原因是，电商作为一种技

术采纳活动，参与电商经营需要一定的技术门槛，离

不开对互联网平台或自媒体软件的掌握，具备一定

的数字技能是决定其是否能参与电商经营的必需条

件。具备数字技能的农民得以获取更大程度的能力

支持赋能、对各类平台和软件的基本操作能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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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电商参与决策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电商参与程度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e-commerce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数字技能 Digital skills

中介变量 Mediating variable

信息获取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年龄  Age

性别  Sex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干部身份 Cadre status

党员身份 Party member

培训经历 Training experience

上网设备  Internet device

网络条件 Network condition

家庭收入 Household income

快递到户

Express delivery to the household

通过微信等建立全村信息发布和交流群

Establish a village sex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exchange group through wechat

电商服务站或产品代售点

E-commerce service station or product sales

宽带户数

Number of broadband households

硬化道路 Hardened road

电商氛围 E-commerce atmosphere

村委会到县政府的距离  
Distance from village committee to county 
government

变量定义与赋值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

是否参与电商：1=是；0=否

家庭经营网店的数量，户

数字技能综合水平

获取情况：1=比较困难，2=有时可以，

3=完全可以

受访者年龄，岁

1=男，0=女

1=未上学，2=小学，3=初中，4=高中，

5=中专，6=职高技校，7=大学专科，

8=大学本科，9=研究生

是否为村干部：1=是，0=否

是否为党员：1=是，0=否

是否参加培训：1=是，0=否

是否齐全：

1=不齐全，2=齐全，3=非常齐全

1=较差，偶尔断网，2=可以，偶尔断网，

3=非常好

家庭收入总额，取对数

1=是，0=否

1=是，0=否

本村是否有电商服务站或产品代售点：

1=是，0=否

全村已连宽带户数，户

村与组之间是否为硬化道路：1=是，0=否

本村经营网店农户数量，户

实际距离，km

均值

Mean

0. 061

1. 087

1. 160

2. 320

58. 908

0. 933

2. 766

0. 070

0. 239

0. 128

2. 902

2. 431

10. 662

0. 554

0. 960

0. 562

591. 403

0. 946

5. 637

23. 352

标准差

Standrad 
deviation

0. 240

0. 415

0. 809

0. 820

11. 372

0. 250

1. 102

0. 256

0. 427

0. 333

0. 686

0. 681

1. 208

0. 497

0. 195

0. 496

1 207. 375

0. 227

21. 728

17.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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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skills on decision-making and the degree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e-commerce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数字技能 Digital skills

信息获取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年龄 Age

性别 Sex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干部身份 Cadre status

党员身份 Party member

培训经历 Training experience

上网设备 Internet device

网络条件 Network condition

家庭收入 Household income

快递到户 Express delivery to the household

通过微信等建立全村信息发布和交流群 
Establish a village sex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exchange group through wechat

电商服务站或产品代售点 
E-commerce service station or product sales

宽带户数 Number of broadband households

硬化道路 Hardened road

电商氛围 E-commerce atmosphere

村委会到县政府的距离

Distance from village committee to county government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伪 R2 Pseudo R2

伪对数似然值

Log pseudolikelihood

观测值 Observation

模型 1 Model 1

系数

Coefficient

0. 147***

0. 104**

-0. 004

0. 176

0. 058*

0. 079

-0. 006

0. 538***

0. 370***

0. 003

0. 125***

0. 124*

-0. 114

0. 176**

0. 000

0. 451*

0. 004***

0. 002

-5. 157***

0. 134 9

-761. 854 8

3 828

稳健

标准误

Robust SE

3. 066

2. 042

-1. 262

1. 280

1. 806

0. 625

-0. 070

6. 268

4. 153

0. 051

2. 577

1. 684

-0. 669

2. 457

0. 401

1. 818

3. 107

0. 841

-7. 858

边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

1. 200

0. 900

-0. 000

1. 300

0. 500

0. 700

-0. 100

6. 400

3. 100

0.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400

0. 000

2. 600

0. 000

0. 000

模型 2 Model 2

系数

Coefficient

0. 285***

0. 201**

-0. 008

0. 376

0. 123**

0. 134

-0. 033

1. 017***

0. 708***

0. 004

0. 247***

0. 239*

-0. 179

0. 368***

0. 000

0. 889*

0. 008***

0. 004

-10. 168***

0. 107 7

-995. 747 0

3 828

稳健

标准误

Robust SE

3. 143

2. 047

-1. 256

1. 440

1. 985

0. 569

-0. 191

6. 459

4. 268

0. 041

2. 650

1. 705

-0. 562

2. 682

0. 374

1. 825

3. 249

0. 908

-8. 135

边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

3. 900

2. 800

-0. 100

5. 200

1. 700

1. 900

-0. 500

14. 00

9. 800

0. 100

3. 400

3. 300

-2. 500

5. 100

0. 000

12. 300

0. 100

0. 100

注： 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采用 Probit和 Tobit分析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

显著性水平，表 5 和表 6 同。

Note： In Model 1 and Model 2， Probit and Tobit were used respectively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gital skills on farmer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e-commerce.  *， ** and ***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10%， 5%， 
and 1%，respectively.  Tables 5 and 6 are the same as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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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参与电商的优势，更易作出参与电商的决策，参

与程度更高。该结果验证了假设 1和假设 2。
信息获取变量均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正向显著

影响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及程度，农民信息获取能力

提升 1 单位，参与电商的概率会增加 0. 9%，参与程

度会提高 2. 8%。可能的原因是，信息制约已成为

影响农民电商参与的一个重要环节，农民实现信息

获取自由可以通过拓宽其信息获取的渠道，获取丰

富的生产及经营信息，对其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具

有重要的作用。该结果验证了假设 3 和假设 4。
同时，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还受到其他变

量的影响。控制变量中，在户主个人特征方面，户

主受教育程度、培训经历正向显著影响农民电商参

与决策和程度。可能原因是，农民受教育程度越

高，接受新技术、新事物的能力越强，能借助数字化

工具搜寻电商经营所需的信息，捕捉商业机会、汲

取相关经验，参与电商的可能性就越大，程度也会

越高；而参与手机、电脑、电商专业知识培训的农民

具备参与电商经营所需各类软件的操作能力，电商

认知能力较高，更易作出参与电商的决定，参与的

程度更高。在农民家庭特征方面，家庭上网设备、

家庭年收入总额正向显著影响农民电商参与决策

和程度，可能原因是，家庭上网设备代表家庭层面

的基础设施配置情况，满足发展电商的信息基础设

施条件越多的农民，参与电商的可能性越大；家庭

收入越高，参与电商的可能性越大、程度越高，这是

因为电商经营具备一定的风险，而收入较高的农民

具备试错的机会成本，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强，且收

入越高的农民更有能力利用数字化工具，学习电商

经营涉及到的包装、物流、线上操作等各个环节，具

备参与电商的优势，故电商参与程度更高；在村庄

特征方面，是否可以实现有快递到户、本村是否有

电商服务站或产品代售点、村与组之间是否为硬化

道路正向显著影响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可能

的原因是，以上 3 个变量代表村庄的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情况，基础设施越完善，参与电商的概率和程

度越高；电商氛围正向影响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

度，这与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相符，中国农村是典

型的熟人社会，内部认同感较强［41］，而电商氛围，代

表一个地区参与电商的积极性，农民决策具有羊群

效应，同时农民又是“理性人”，一方面，农民决策会

受到其他农民的影响，另一方面，农民决策多基于

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当其他农民参与电商获利后，

会增强农民对参与电商可行性的感知，以作出参与

电商的决策，从而电商参与程度也会越高。

3. 2　内生性检验

农民在参与电商过程中会掌握相应的数字应

用技术，促进自身数字技能的提高。同时，数字技

能越高的农户，参与电商的概率越大、程度越高。

为克服逆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参考已有研

究［28］，选取“除自身外，同村其他农户的数字技能综

合水平的均值”作为数字技能的工具变量。由于同

一县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农户数字技

能水平均相近，农户个体数字技能水平受到同县其

他乡镇农户数字技能水平的影响，但同县其他乡镇

农户数字技能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受访个体的电商

参与决策和程度情况，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与内生

解释变量相关、与误差项严格外生的理论要求。数

字技能对电商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影响的工具变

量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3 和表 4。
一阶段回归结果（表 3，模型 3）显示，工具变量在

1%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农民的数字技能，表明工

具变量与数字技能的相关性很强；在模型 1 的基础

上，加入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后，数字技能的系数仍在

1% 水平上显著，数字技能工具变量的系数则不显

著，说明该工具变量为外生；在弱工具变量检验中，

F=40. 89，大于 16. 38 （临界值），同时 P=0. 000，表
明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二阶段回归结

果显示，Wald 检验值为 0. 01，P=0. 908 1，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即：不能拒绝“所有变量都为外生”的原假

设。Hausman 检验值为 0. 02，P=0. 884 4（表 3，模
型 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不能拒绝“所有解释变

量都为外生”的原假设，因此，假定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不足以构成偏误，模型 1的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表 4，模型 5），回归系数

在 1% 水平上显著，且 F=40. 89，大于 16. 38（临界

值），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

P=0. 000，表明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Wald 检验值为 0. 01，P=
0. 929 0，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不能拒绝“所有变

量都为外生”的原假设。Hausman 检验值为 1. 66，
P=0. 198 1（表 4，模型 6），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不

能拒绝“解释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因此，假定存

在的内生性问题不足以构成偏误，模型 2 的回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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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可靠的。

3. 3　信息获取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信息获取是否在数字技能影响农民电

商参与决策和程度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基于逐

步回归法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分别见表 5 和表 6。
模型 7为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回归，是对系数

α 的检验，即以电商参与决策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数

字技能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加上农户个人、家庭、村

庄等控制变量，而信息获取不进入解释变量，结果显

示数字技能对电商参与决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显

著性水平为 1%（表 5），可以继续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8 和模型 9 是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二步回

归：模型 8 是对系数 c 的检验，以信息获取作为被解

释变量，以数字技能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加上农户

个人、家庭、村庄等特征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数

字技能对信息获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

表 3　数字技能对电商参与决策影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skills on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making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数字技能的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digital skill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一阶段 F 统计量

One stage F statistic

沃尔德检验  Wald test

豪斯曼检验  Hausman test

观测数 Observation

模型 3
Model 3

0. 199
（0. 586）

已控制

40. 89
（P=0. 000 0）

0. 01 （P=0. 908 1）

382 8

模型 4
Model 4

0. 018
（0. 505）

已控制

40. 18
（P=0. 000 0）

0. 02 （P=0. 884 4）

382 8

注：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采用 IV-Probit和 2SLS 进行回归。

Note： IV-Probit and 2SLS ware used for regression of model 3 and Model 4， respectively.

表 4　数字技能对电商参与程度影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skills on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e-commerce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数字技能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digital skill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一阶段 F 统计量

One stage F statistic

沃尔德检验  Wald test

豪斯曼检验  Hausman test

观测数 Observation

模型 5
Model 5

0. 334
（0. 567）

已控制

40. 89
（P=0. 000 0）

0. 01 （P=0. 929 0）

382 8

模型 6
Model 6

0. 034
（0. 862）

已控制

40. 18
（P=0. 000 0）

1. 66 （P=0. 198 1）

382 8

注：模型 5 和模型 6 分别采用 IV-Tobit和 2SLS 进行回归。

Note： IV-Tobit and 2SLS ware used for regression of Model 5 and Model 6，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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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模型 9 是对系数 e 的检验，以电商参与决策

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技能和信息获取为解释变

量，以农民个人、家庭、村庄等为控制变量，结果显

示，数字技能对电商参与决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显著性水平为 1%。由模型 7 和模型 9 数字技能的

系数可知，在加入信息获取变量后，数字技能的系

数由 0. 161 下降为 0. 147，由此可得信息获取在数字

技能和电商参与决策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

效应比重为 11. 76%，验证了假设 5。
模型 10 是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回归，是对系

数 α 的检验，即以电商参与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

数字技能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加上农户个人、家庭、

村庄等控制变量，而信息获取不进入解释变量，结果

显示数字技能对电商参与程度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显著性水平为 10%，可以继续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11 和模型 12 是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二步回

归：模型 11 是对系数 c的检验，以信息获取作为被解

释变量，以数字技能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加上农户

个人、家庭、村庄等特征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数

字技能对信息获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

表 5　信息获取在数字技能和农民电商参与决策间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formation access between digital skills and farmers’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数字技能 Digital skills

信息获取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伪判定系数  Pseudo R2

判定系数  R2

观测值 Observation

模型 7
Model 7

0. 161***（3. 359）

—

已控制

-4. 990***（-7. 469）

0. 132 8

0. 158 2

382 8

模型 8
Model 8

0. 182***（10. 672）

—

已控制

1. 206***（6. 380）

382 8

模型 9
Model 9

0. 147***（3. 066）

0. 104*（2. 042）

已控制

-5. 157***（-7. 858）

0. 134 9

382 8

注：模型 7、模型 8 和模型 9 分别采用  Probit、Ols和 Probit进行回归。

Note： Probit， OLS and Probit ware used for regression in Model 7， Model 8 and Model 9， respectively.

表 6　信息获取在数字技能和农民电商参与程度间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skills and 
the degree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e-commerce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数字技能 Digital skills

信息获取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伪判定系数  Pseudo R2

判定系数  R2

观测数 Observation

模型 10
Model 10

0. 312***（3. 437）

—

已控制

-9. 854***（-7. 744）

0. 105 9

382 8

模型 11
Model 11

0. 182***（10. 672）

—

已控制

1. 206***（6. 380）

0. 158 2

382 8

模型 12
Model 12

0. 285***（3. 143）

0. 201**（2. 047）

已控制

-10. 168***（-8. 135）

0. 107 7

382 8

注：模型 10、模型 11 和模型 12 分别采用 Tobit、Ols和 Tobit进行回归。

Note： Tobit， OLS and Tobit ware used for regression of Model 10， Model 11 and Model 12，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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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模型 12 是对系数 e 的检验，以电商参与程度

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技能和信息获取为核心解释

变量，以农民个人、家庭、村庄等为控制变量，结果

显示，数字技能对电商参与决策具有正向显著影

响，显著性水平为 1%。由模型 10 和模型 12 数字技

能的系数可知，在加入信息获取变量后，数字技能

的系数由 0. 312 下降为 0. 285，由此可得信息获取在

数字技能和电商参与程度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比重为 11. 73%，验证了假设 6。
3. 4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论稳健性，本研究分别采用替换解释

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估计、Heckman 两步法 3 种方式

进行回归，限于篇幅，相应结果未进行展示。

首先，在替换解释变量方面，借鉴罗千峰等［42］

的研究，用农户平均每天使用智能手机时长替换数

字技能进行回归，并构造农户手机使用时长与其数

字技能水平的交乘项替换数字技能变量。其次，为

纠正样本选择偏差，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选用

近邻、卡尺和半径匹配 3 种方法，对控制变量进行匹

配分析，最终得到的处理效应和模型 1 和模型 2 的

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最后，借鉴晋荣荣等［43］的研

究，选取对电商参与决策有影响，但对其参与程度

没有影响的“邻里效应”作为识别变量，选择“本村

除自身外其他农户的电商参与率均值”作为衡量指

标，采取 Heckman 两步法，进一步缓解自选择偏误

对模型估计的影响。结果显示，IMR 系数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存在，且第一步选择

方程结果表明，识别变量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的影

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第二步回归结果表明，数字

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程度的系数仍然显著，数字技

能对农民电商采纳与决策和参与程度的促进作用

得到进一步地验证。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 3 种方法，核心变量符号与

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表明数字技能对农

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

1 和模型 2 的结果是稳健的。

3. 5　异质性分析

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及程度均具有

促进作用，但数字技能的影响效应可能因农民群体

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因此，根据收入水平、受教

育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限于篇幅，相应结果未进

行展示。

3. 5. 1　基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将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分为低收入

和高收入 2 组，其中将家庭人均收入总额低于或等

于均值组的划分为低收入水平，将家庭人均收入总

额高于均值组的划分为高收入水平，并且，在回归

模型中将家庭人均收入总额控制变量剔除。结果

显示，数字技能对收入水平较低和收入水平较高农

民的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的系

数更大，更容易参与电商且参与程度更高。可能的

原因是，电商参与作为一项新技术采纳活动，在参

与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收入水

平较高的农民具备参与电商的资金优势，抵御风险

的能力较强，参与电商的概率更大，程度更高。收

入水平较低的农民虽然可通过提升数字技能促进

其参与电商，但受制于自身经济基础，导致数字技

能对其电商参与概率及参与程度的影响更小。

3. 5. 2　基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将户主受教育水平分为低受教育水平和

高受教育水平 2 组：受教育水平较低表示农户接受

初中及以下教育，受教育水平较高表示农户接受高

中及以上教育，并且，在回归模型中将户主受教育水

平控制变量剔除。结果显示，数字技能对受教育水

平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农民的电商参与决策和程

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受教育水平较高农民

参与决策和程度的系数更大，更容易参与电商且参

与程度更高。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水平较低农民

的信息获取渠道及资产配置知识储备相对狭窄，数

字技能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信息获取能力和

增加投资知识储备，但自身禀赋及个人吸收能力有

限，在短时间其电商经营状况的改善程度较小。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CRRS）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

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 数字技能

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参与程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2） 信息获取在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参

与程度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比重分别为 11. 76% 和 11. 73%；3） 异质性分析

表明，数字技能在不同类型农民之间的作用效果存在

差异。相较于收入水平较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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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字技能对收入水平较高、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

民，电商参与决策、参与程度的影响更大。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 有效提

升农民数字技能水平，激活农民参与电商的内在动

力。持续提升互联网覆盖率和数字基础设施服务

的质量，推动数字教育培训、信息服务资源开放共

享，营造良好的数字学习环境。同时，结合农民自身

客观实际和发展差异，有针对性地为农民进行数字

技能指导和培训，精准科学地提升农民的数字技能

水平。2） 稳步实现农民信息获取自由，提升农民参

与电商的内在感知。创新宣传手段，构建面向不同

农户群体的电商宣传模式，拓宽农民信息获取渠道，

缓解参与电商进程中的基础约束。例如，定期组织

交流会，加强数字能人与农民间的交流与帮扶活动，

以帮扶活动的形式强化数字能人的引领和带动作

用。3） 加强关注农民内部分化问题，破解农民参与

电商的“门槛”效应。针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给

予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提供税收减免和低息贷款

等政策优惠，支持其参与电商。针对受教育程度较

低的农民，政府及技术人员开发更易操作的软件，同

时做好前端服务，有效降低农民电商参与门槛，弥合

农民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助力电商高质量发展，从而

为提振乡村振兴发展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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