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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电商认知与家庭农场主

电子商务采纳行为

周勋章，路　剑

（河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０）

　　摘　要：基于河北、江西和云南３省８９３个家庭农场调研数据，研究了资源禀赋、电商认知、政府扶持对家庭农

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资源禀赋中的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电商培训和农产品特色明

显程度对其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注册品牌、绿色或有机认证、产品深加工对采纳

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化和电商认知对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扶持对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资源禀赋、电商认知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提

出培育农产品电商品牌，提升农场主电商运营能力，创新电商经营模式和提高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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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

引　言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

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有重要作用［１］。

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加工流通企业与电商企业全面对接融合，推动线

上线下互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成为农

村电商经营的生力军［２］。截止到２０１８年底，全国纳

入农业农村部门名录的家庭农场达到６０万家，经营

土地面积近１．６亿亩
［３］。家庭农场逐渐成长为最具

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促进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政府部门先后出台多项扶持政策。

例如，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布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

展指导意见，商务部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已连续６年开展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创建工作，但政府扶持

效果有待进一步检验。２０１８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

额达到１．３７万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４％，全国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达到２３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３．８％
［４］。

然而，当前电子商务对农产品的渗透率尚不足４％，

其在服装、计算机类、通信类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品

类已经达到２０％，农村电子商务前景广阔
［５］。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关键在于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对电子商务的采纳和运用。基于此，本文对家

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进行研究，同时考察政

府扶持效果，对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有一定现实

意义。

一、文献回顾

现阶段学术界对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影响因素进

行了大量研究。Ｄａｖｉｓ和Ｓｍｉｔｈ等指出农户的互联

网农业技术感知有用性对其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向影

响［６７］。Ｋｓｈｅｔｒｉ指出经济、政治、组织和个人认知等

因素对企业电子商务行为采纳有显著正向影响［８］。

谢伟等认为企业通常基于环境、企业和技术３个层

面考量决定是否采纳电子商务行为［９］，指出企业管

理模式、生产经营模式、管理者综合素质、人口因素



和政府政策等因素都会影响电子商务行为采纳［１０］。

林家宝等认为竞争压力、物流能力和相对优势对农

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和常规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１］。

吕映秀等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兼容性、可感知风险、行

业内竞争压力和法律政策支持程度对企业跨境电子

商务采纳行为有显著影响［１２］。林家宝等指出感知

收益对农产品企业电子商务采纳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对模仿性压力、强制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电子商

务采纳行为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５］。

当前学术界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研

究相对较少。Ｍｉｓｈｒａ等指出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农

场规模、农场经营类别、农场外收益、农场外投资以

及农场区域位置对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数量有显著

正向影响［１３］。陈劲松等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

现阶段电子商务农产品上行主要经营者［２］。姚志研

究指出，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的电商认知强于合作社

和农业企业，经营规模对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电商

认知行为有显著影响［１４］。戴倩通过构建二元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选择模型对农场主是否采纳电子商务行为进

行实证，结果表明，农场主文化程度、开车与否、是否

有欠款、农产品品牌、特色农产品等因素对电商行为

采纳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５］。倪浩等运用最小二乘法、

优势分析法和交互效应分析法研究了家庭农场主互

联网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预期收

益、网络规模和网络学习对农场主应用互联网技术

有显著促进作用，预期收益与网络学习在发挥作用

时有显著正向交互作用［１６］。

综上所述，学界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家庭农场主

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影响因素，但仍存在可拓展空间。

（１）从研究视角看，虽然现有研究关注到了资源禀

赋、电商认知和政府扶持某一方面对电子商务采纳

的影响，但尚未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尤其缺少

政府扶持对资源禀赋、电商认知电子商务采纳行为

关系的调节机制研究。（２）从研究内容看，农村电子

商务行为包括农资采购、农产品销售、融资贷款、培

训学习等多个方面，但现有研究却集中在“是否采

纳”问题上，缺乏对电子商务采纳程度研究。（３）从

研究方法看，学者大多采纳多元线性回归或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进行研究，但是这些方法不能解决电

子商务采纳与否和采纳程度的行为选择问题。鉴于

此，本文利用河北、江西和云南３省８９３个家庭农场

调研数据，运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样本选择模型，考察资源

禀赋和电商认知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行为“采纳

与否”和“采纳程度”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分析政府扶

持对资源禀赋和电商认知电子商务行为的调节作

用，以期为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推进农业升级、

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二、理论基础、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基础

有限理性理论认为，面对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

现代销售方式变革带来的经济和心理影响，家庭农

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是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的

选择。由于获取和处理电子商务相关信息时面临认

知局限，再加上农场主个人特征、农场资源禀赋、政

府扶持等各方面存在差异，造成农场主在电子商务

认知和计算能力方面多有不同，从而很难做到完全

意义上的理性决策。因此，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

为受多种因素制约，是特定行为环境下基于有限理

性做出的主观决策。本文基于有限理性理论，以家

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为前提

假设，运用Ｈｅｃｋｍａｎ样本选择模型，考察家庭农场

主电子商务行为影响机理。

（二）研究假设

１．资源禀赋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影

响。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决策行为面临外部和自身

资源约束，资源禀赋是指家庭农场主以及整个农场

所拥有的包括先天自然和后天努力获得的资源和能

力，对农场主决策行为有显著影响。

第一，农场主个人禀赋。倪浩等指出农场主年

龄、学历、是否参加网络学习对其互联网农业技术应

用有显著影响［１６］。企业经营者年龄、学历、是否参

加电商培训、新事物接受能力等因素对其电子商务

行为采纳有显著影响［１７２１］。一般情况下，农场主年

龄越大，接受新鲜事物的难度越大，网络应用能力也

相对较低，因此，农场主年龄与电子商务行为负相

关。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学习能力越强，知识面

越广，领悟和接受新技术速度越快，对销售方式变革

认识越深刻，越能认识到电子商务的重要作用，所以

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与其电子商务行为正相关。另

外，农场主接受过电子商务经营培训，对其电子商务

行为采纳有一定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

假设：

Ｈ１：农场主个人禀赋与电子商务行为采纳正

２１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０卷



相关。

Ｈ１．１：农场主年龄与电子商务行为采纳负相关；

Ｈ１．２：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与电子商务行为采纳

正相关；

Ｈ１．３：农场主接受电子商务培训与电子商务行

为采纳正相关。

第二，农场主电商资源禀赋。戴倩等指出是否

有品牌和是否是特色农产品对家庭农场主电商行为

有显著正影响［２１］。从调研情况看，在没有特色资源

和产品支撑情况下，进行电子商务如同“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通常情况下，有品牌的农产品才能入驻

各类电商平台，消费者依据品牌能迅速定位产品；获

得绿色、有机认证的产品更容易得到消费者认可；农

场产品特色越明显，越能吸引消费者；对农场产品进

行深加工，即提升产品附加值，又利于运输和销售；

加入电商、网商协会，利于获取市场信息和销售经

验，抱团发展可以扩大市场影响力。基于此，提出如

下研究假设：

Ｈ２：农场主电商资源禀赋与电子商务行为采纳

正相关。

Ｈ２．１：农场产品特色优势与电子商务行为采纳

正相关；

Ｈ２．２：农场拥有品牌与电子商务行为采纳正

相关；

Ｈ２．３：农场拥有绿色、有机认证与电子商务行为

采纳正相关；

Ｈ２．４：进行农产品深加工与电子商务行为采纳

正相关；

Ｈ２．５：加入电商、网商协会与电子商务行为采纳

正相关。

２．电商认知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影

响。根据行为经济学基本理论可知，个体决策行为

有很强不确定性，为了科学有效地分析个体决策行

为，必须考虑个体心理因素［２２］。“可感知的易用性”

“有用性认知”“是否信任电子商务支付”“感知收益”

“感知阻碍”等认知因素对企业电子商务行为采纳有

显著影响［５，２１，２３２４］。家庭农场主对电商重要性判断，

对电商经营管理、各种电商平台运营、电商相关法律

法规、电商交易安全性等认知差异对其电子商务行

为采纳有一定影响。一般来说，农场主认为电子商

务越重要，对电子商务经营管理模式越重视，对电子

商务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各类电商平台运作方法越熟

悉，对电子商务支付安全越有信心，其电子商务行为

采纳越主动。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３：农场主电子商务认知与电子商务行为采纳

正相关。

Ｈ３．１：电子商务重要性认知程度与电子商务行

为采纳正相关；

Ｈ３．２：电子商务运营管理认知程度与电子商务

行为采纳正相关；

Ｈ３．３：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认知程度与电子商务

行为采纳正相关；

Ｈ３．４：电子商务安全性认知程度与电子商务行

为采纳正相关；

Ｈ３．５：电子商务平台认知程度与电子商务行为

采纳正相关。

３．政府扶持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影

响。国家政策对企业和区域电子商务发展有重要影

响［２５２８］。我国家庭农场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在金融、

网络设施硬件和软件、物流等环节给予扶持，对家庭

农场电子商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提出如

下研究假设：

Ｈ４：政府扶持与电子商务行为采纳正相关。

Ｈ４．１：硬件基础建设扶持力度与电子商务行为

采纳正相关；

Ｈ４．２：软件配套设施扶持力度与电子商务行为

采纳正相关；

Ｈ４．３：银行和金融部门扶持力度与电子商务行

为采纳正相关；

Ｈ４．４：政府建立电商产业园与电子商务行为采

纳正相关。

４．政府扶持对资源禀赋、电商认知与电子商务

采纳行为的调节效应。根据意识情境行为理论可

知，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行为受情境因素影响。政

府扶持政策对企业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有显著调节作

用［２９３１］。家庭农场主进行电子商务决策时，会依据

扶持政策变化进行调整，即政府扶持对电商行为有

调节作用。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在电子商务基础

设施建设、财政金融支持、网络交易安全等方面扶持

力度越大，家庭农场主开展电商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政府扶持作为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行为采纳

过程中最重要情境因素，对资源禀赋、电商认知电

子商务行为关系有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５：政府扶持对资源禀赋、电商认知电子商务

行为关系有调节作用。

综合研究假说１～５，得出本文理论研究模型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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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理论研究模型

　　 （三）模型构建

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行为主要包括农资采购、

农产品销售、融资贷款、培训学习等，农场主在采纳

过程中会面临是否采纳以及采纳几种的问题。以往

多是研究“是否采纳”，对“采纳程度”研究较少，本文

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家庭农场主决定采纳电子商

务，才会有采纳几种的情况，如果不采纳，也就没有

采纳几种的情况。鉴于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选

择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样本选择模型进行研究。实证分

析模型如下：

第一阶段模型：

犈１犻＝犡１犻α＋μ１犻

　　犈１犻＝
１ 犈１犻


＞０

０ 犈１犻

≤

烅
烄

烆 ０
（１）

第二阶段模型：

犈２犻＝犡２犻β＋μ２犻

　　犈２犻＝
犫 犈１犻＝１

０ 犈１犻
烅
烄

烆 ＝０
（２）

式（１）表示选择方程，式（２）表示结果方程。其

中，犻表示第犻个样本家庭农场。犈１犻表示家庭农场

是否采纳电子商务，犈２犻表示家庭农场电子商务采纳

程度，是本文因变量；犡１犻、犡２犻分别表示两个方程的

自变量；犈１犻
是指不可观测的潜变量，犫表示家庭农

场采纳几种电子商务行为，其选择机制为，当且仅当

犈１犻

＞０时，犈２犻才能被观测到。α、β表示待估参数：

μ１犻、μ２犻表示残差项，均服从正态分布。

家庭农场电子商务行为采纳纳程度的条件期

望为：

犈（犈２犻｜犈２犻＝犆）

＝犈（犈２犻｜犈１犻

＞０）

＝犈（犡２犻β＋μ２犻｜犡１犻α＋μ１犻＞０）

＝犈（犡２犻β＋μ２犻｜μ１犻＞－犡１犻α）

＝犡２犻β＋犈（μ２犻｜μ１犻＞－犡１犻α）

＝犡２犻β＋ρσμ２λ（－犡１犻α） （３）

（３）式中，λ（·）为反米尔斯比例函数。其中，犈１犻、

犈２犻的相关系数为ρ，当ρ＝０时，表明犈２犻不会受到犈１犻

影响，当ρ≠０时，表明犈２犻会受到犈１犻影响，存在样本

选择偏误，σ是标准差。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源于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

“新型经营主体电子商务发展瓶颈”调研组２０１９年

９月２－９日在河北、江西、云南３省的调研。在３

省农业农村厅家庭农场管理系统各随机抽取３００个

家庭农场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９００份，删除不合格

问卷７份，获有效问卷８９３份，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样本家庭农场的基本情况

类别　　 选项　　　 比例／％

性别

年龄／岁

经营面积／亩

受教育程度

经营类型

男

女

１８～４０

４１～５０

５１以上

２００以下

２０１～５００

５０１以上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技校）

大专及以上

种植类

养殖类

种养结合类

其他类型

８４．５５

１５．４５

３４．１０

４０．９６

２４．９４

５６．２３

２４．０３

１９．７４

４０．７７

３６．９１

２２．３２

５１．９３

６．８７

３３．０５

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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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１．因变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

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相关内容，农村电

子商务主要指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上行，结合此次

调研情况，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行为主要包括农资

采购、农产品销售、融资贷款、培训学习等４个方面。

数据显示，利用电子商务采购农资 的 农 场 占

４６．７８％，销售产品的占３５．１９％，培训学习的占

３５．１９％，融资贷款的占８．１５％。因变量为家庭农场

主电子商务行为“采纳与否”和“采纳程度”。对于“采

纳与否”度量，采纳二元赋值法，家庭农场主只要采纳

了以上４种电子商务行为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就表

示采纳了电子商务行为，赋值为１；如果没有采纳任

何一种电子商务行为，赋值为０。对“采纳程度”度量，

根据农场主对以上４种电子商务行为采纳数量依次

赋值为１～４。家庭农场是否采纳代表农场主进行电

子商务采纳积极性，采纳程度代表电子商务采纳

效率。

２．核心自变量。根据文献回顾，资源禀赋从农

场主个人和农场两个方面选取指标。农场主个人禀

赋选取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受过电商培训；农场

禀赋选取是否拥有品牌、产品特色程度、是否拥有绿

色或有机产品认证、是否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是否加

入电商协会。关于电商认知，采用顺序尺度直接询

问农场主对电商重要性、电商运营管理、电商法律法

规、电商交易安全以及电商平台等认知相关感受。

３．调节变量。本文以电子商务政府扶持作为调

节变量。政府扶持是影响农场主电子商务行为采纳

的情境因素。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对政府扶持变量测

度，选取基础设施、软件设施、银行金融三方面扶持

力度评价以及是否建立电商产业园等指标进行描

述。变量具体定义、赋值以及描述统计见表２。

表２　变量定义以及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资源

禀赋

电商

认知

政府

扶持

是否采纳

采纳程度

年龄

受教育程度

电商培训

产品特色明显程度

注册品牌

绿色或有机认证

产品深加工

组织化

电商重要程度认知

电商运营管理认知

电商法律法规认知

电商安全性认知

电商平台认知

基础设施扶持

软件设施扶持

银行金融扶持

电商产业园

是＝１，否＝０

采纳种类／种

农场主年龄／岁

初中及以下＝１，高中及中专＝２，大专及以上＝３

是＝１，否＝０

特色非常不明显＝１，特色比较不明显＝２，特色一

般明显＝３，特色比较明显＝４，特色非常明显＝５

是＝１，否＝０

是＝１，否＝０

是＝１，否＝０

是＝１，否＝０

非常不重要＝１，比较不重要＝２，一般重要＝３，

比较重要＝４，非常重要＝５

非常不了解＝２，比较不了解＝２，一般了解＝３，

比较了解＝４，非常了解＝５

赋值方式同上

赋值方式同上

赋值方式同上

力度非常小＝１，力度比较小＝２，力度一般＝３，

力度比较大＝４，力度非常大＝５

赋值方式同上

赋值方式同上

是＝１，否＝０

０．７１

１．１７

４３．０９

１．８４

０．４８

３．３９

０．４９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１４

３．２３

２．７８

２．５５

３．５６

２．９５

２．８６

２．８４

２．６７

０．５１

０．４５

１．００

７．７７

０．７８

０．５０

０．９９

０．５０

０．４８

０．４７

０．３５

０．９３

０．８９

１．０１

０．７９

０．８７

０．９４

０．８７

１．１８

０．５０

０

０

２３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４

７８

３

１

５

１

１

１

１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１

四、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估计结果

为保证实证结果可靠性，在实证分析前，先对数

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运用ＩＢＭＳＰＳＳ２４．０对上

述研究潜变量的观测值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为０．８１，大于０．６，认为数据具有

较高可靠度，说明问卷有较高信度；ＫＭＯ 值为

０．７９，大于０．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值在１％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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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说明变量有较高效度。为确保回归结果有效，

利用ＩＢＭＳＰＳＳ２４．０对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

验，结果显示，所选解释变量的 ＶＩＦ＜２，远远小于

１０，满足独立性假设检验，即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

共线性问题。利用ＳＴＡＴＡ１５．０对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模型 Ｗａｌｄ卡方检验值达到了１％显著性

水平，说明整体看用该模型分析数据是合理可行的。

详细回归结果见表３。

表３　家庭农场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Ⅰ：采纳与否 模型Ⅱ：采纳程度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系数

资

源

禀

赋

电

商

认

知

政

府

扶

持

年龄

受教育程度

电商培训

产品特色明显程度

注册品牌

绿色或有机认证

产品深加工

组织化

电商重要程度认知

电商运营管理认知

电商法律法规认知

电商安全性认知

电商平台认知

基础设施扶持

软件设施扶持

银行金融扶持

电商产业园

常数项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Ｗａｌｄχ
２

－０．００２　

０．２１９

０．５５６

０．１６８

０．１９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９

１．５１１

０．２７４

０．５９５

０．１３２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３

０．３９７

０．２９２

０．１４１

０．１１７

－０．９５

－１０５５．８７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４

０．１１９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７

０．３２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８

０．４５

－０．０１５

０．２１８

０．１４９

０．０５５

０．１６６

０．１０９

０．１２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０

０．３３９

１．７３

１４８．１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５

０．２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４同此。

（二）估计结果分析

１．资源禀赋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与采纳

程度影响。农场主年龄在模型Ⅰ中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但系数符号为负符合研究预期；在模型Ⅱ中以

１％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且影响方向为负，表明

农场主年龄越大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越弱，经营行为

越保守，对电商采纳意愿越低。受教育程度在两个

模型中均以１％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说明农场

主教育程度越高，学习能力越强，知识面越广，领悟

和接受新技术速度越快，电商采纳意愿越高，电商行

为趋于多样化。电商培训指标在模型Ⅰ和模型Ⅱ以

１％和５％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表明对农场主进

行电商培训可以显著促进其电子商务行为采纳。调

研中了解到，各地政府部门出台的促进农村电子商

务发展规划中，无一例外地将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电子商务培训作为惯常措施。

产品特色明显程度在模型Ⅰ和模型Ⅱ中以１％

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表明独具特色的农

产品是开展电子商务的基础，培育特色农产品能促

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注册品牌、绿色或有机认证

和产品深加工在模型Ⅰ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模型Ⅱ中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

与目前拥有品牌、绿色或有机认证以及开展农产品

深加工的农场还比较少有关。而拥有品牌、绿色或

有机认证以及开展农产品深加工对家庭农场开展电

子商务，尤其在促进农产品上行方面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组织化在模型Ⅰ中以１％显著性水平通过检

验，在模型Ⅱ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加入电子商

务协会有利于获取市场信息，分享经营经验，促进农

场主开展电子商务活动。在模型Ⅱ中没通过显著性

检验，可能的原因是，与目前电子商务协会服务项目

少、水平低有一定关系。调研数据显示，超过５０％

的农场主认为电子商务协会提供的服务水平一般或

较低。

２．电商认知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与采纳

程度影响。电商重要程度认知、电商运营管理认知、

电商法律法规认知和电商安全性认知在模型Ⅰ中以

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而在模型

Ⅱ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家庭农场主越重视

电子商务，对电子商务运营管理、法律法规和安全性

认知程度越高，开展电子商务可能性就越大。电商

平台认知在模型Ⅱ中以５％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

验，在模型Ⅰ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家庭农

场对淘宝、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认知程度越高

其电子商务行为越丰富。调研显示，目前家庭农场

开展电子商务的模式主要有“家庭农场＋电商平台”

“家庭农场＋电商服务企业”和“家庭农场＋自建电

商渠道”，以上模式各有利弊。其中“家庭农场＋电

商平台”模式最为常见，该模式的优势是知名电子商

务平台公信力高、流量大，劣势是运营费用高，且存

在“店大欺客”现象。

３．政府扶持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与采纳

程度影响。基础设施扶持和软件设施扶持在模型Ⅰ

中全部以１％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在模型Ⅱ中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银行金融扶持在模型Ⅰ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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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Ⅱ中以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电商

产业园在模型Ⅱ中以１％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在

模型Ⅰ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部门在电

子商务基础设施和软件设施扶持对家庭农场开展电

子商务有显著影响，而持续地金融资金扶持既可以

促使家庭农场主开展电子商务，还可以提高其电子

商务采纳效率。政府通过建立电子商务产业园可以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电子商务发展。

五、调节效应检验

温忠麟等指出当调节变量为类别变量，自变量

为连续型变量时，可以将调节变量按取值进行分组，

做犢 对犡 的回归，如果回归系数有显著差异，则说

明调节效应显著［３１］。基于此，本文检验政府扶持对

资源禀赋、电商认知电子商务采纳行为调节效应的

方法为：首先借鉴张郁等［３２３３］和黄晓慧等［３４］研究方

法，将政府扶持中的基础设施扶持、软件设施扶持、

银行金融扶持和电商产业园进行算数平均，算出政

府扶持均值。以政府扶持均值作为分组标准，低于

平均值的作为一组，高于平均值的作为另一组。两

组分别将资源禀赋和电商认知对电子商务行为采纳

及采纳程度进行 Ｈｅｃｋｍａｎ样本回归，通过考察政

府扶持高低组中不同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变化来考察

政府扶持的调节作用，具体估计结果见表４。

表４　政府扶持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变量

政府扶持高组 政府扶持低组

采纳程度 采纳与否 采纳程度采纳与否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资源

禀赋

电商

认知

年龄

受教育程度

电商培训

产品特色明显程度

注册品牌

绿色或有机认证

产品深加工

组织化

电商重要程度认知

电商运营管理认知

电商法律法规认知

电商安全性认知

电商平台认知

常数项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Ｗａｌｄχ
２

－０．０２８

０．４８３

０．３７７

０．１７１

０．４２９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７

０．１２６

０．０１３

０．３８６

０．１９５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０

１．４７０

－８１６．２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５

０．９４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４

０．３８２

－０．０２８

０．２５７

０．７６４

０．３９５

０．０３３

０．１５５

０．３８８

１．１６４

０．０３２

０．４３７

０．１０７

０．５０７

０．２４１

－０．１３８

１６７．０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９

０．２２４

０．０７９

０．１６８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０

０．３０４

０．１０５

０．１６６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４

０．７３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３６９

０．５３９

０．０７９

０．５８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９

０．７５９

－８２０．４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８

０．１３３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９

０．５０３

－０．０１８０．０１３

０．３５３

０．５１７

０．２０４

１．３９４

０．８５８

０．３９４

６．５９８

０．０９８

０．８５８

０．１１９

０．１８９

０．７３６

－３．５０７

１６８．３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４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０５

０．３１３

０．２８４

０．２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４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２

０．１５１

０．７７８

　　（一）政府扶持对资源禀赋与采纳行为的调节效

应分析

对比政府扶持高组和低组结果，资源禀赋中年

龄、受教育程度、电商培训、产品特色明显程度、注册

品牌等因素对家庭农场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

度的影响系数高组都大于低组，说明政府扶持具有

显著调节效应。政府扶持对电商培训、产品特色明

显程度、注册品牌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关

系中均以１％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正向调节检验。原

因有：一是目前政府部门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鼓

励其开展电子商务，同时加强电子商务人才培训等

措施，取得显著成效；二是通过“一县一品”“一村一

品”等创建活动，培育区域特色产业和主导产品，推

进了农业标准化、市场化发展；三是对注册品牌给予

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农场主注册品牌积极性。

（二）政府扶持对电商认知与采纳行为的调节效

应分析

对比政府扶持高组和低组数据表明，电商运营

管理认知、电商法律法规认知、电商平台认知等因素

对家庭农场电子商务行为采纳程度的影响系数高组

都大于低组；电商安全性认知对家庭农场电子商务

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的影响系数高组都大于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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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政府扶持具有显著调节效应。电商运营管理认

知、电商法律法规认知、电商平台认知、电商安全性

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关系中以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正向调节检验。原因是：近

几年政府通过电子商务示范县创建，组织农产品电

子商务展销会，引导知名电商平台开展类似“淘宝

村”“淘宝县”创建、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等活动，使农

场主对电子商务了解和认知程度加深，其开展电子

商务意愿和效率双提升。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河北、江西和云南３省８９３个家庭农

场调研数据，运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样本选择模型，研究了

资源禀赋、电商认知对农场主电子商务行为采纳与

采纳程度的影响，并分析了政府扶持对两者的调节

效应，结果表明：（１）家庭农场经营管理中电子商务

行为采纳程度不高，占比由大到小依次是采购农资、

销售产品、培训学习、融资贷款。（２）家庭农场主受

教育程度、电商培训和农产品特色明显程度对电子

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注

册品牌、绿色或有机认证、产品深加工对采纳程度有

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化对是否采纳有显著正向影响。

（３）电商重要程度认知、运营管理认知、法律法规认

知和安全性认知对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有显著影响，

电商平台认知对采纳程度有显著影响。（４）基础设

施扶持、软件设施扶持对是否采纳有显著影响；银行

金融扶持对是否采纳和采纳程度都有显著影响；电

商产业园对采纳程度有显著影响。（５）政府扶持对

年龄、受教育程度、电商培训、产品特色明显程度、注

册品牌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有正向调节

效应；对农场主电商运营管理认知、电商法律法规认

知、电商平台认知和电商安全性认知电子商务行为

采纳及采纳程度有正向调节效应。

（二）政策建议

１．挖掘资源优势，培育农产品电商品牌。统筹

区域特色农产品，打造区域性特色农产品品牌。将

“一县一品”“一乡一品”“一村一品”或“多村一品”建

设落到实处，确定区域性特色产业和主导产品，整合

资源，开展产品开发、品牌策划、工艺提升、包装设

计、营销推广等品牌建设工作，挖潜区域资源优势，

培养区域特色家庭农场电商品牌。

２．积极开展培训活动，提升农场主电子商务运

营能力。制定电子商务人才培训计划，整合工信、人

社、教育、扶贫、妇联、团委等相关资源，引入专业机

构和师资力量制订培训内容，加强农场主电商运营

技能培训力度，提升电商运营能力。

３．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创新电商经营模式。引

导有实力、有意愿的银行或其他融资主体，参照惠农

通政策，在风险可控情况下，创新担保方式，支持电

子商务发展，在利息上参照小额担保方式进行贷款

贴息扶持。创新经营模式，抓住“新零售”“社区电

商”等新发展趋势，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

４．提升区域电商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家庭农场

组织化程度。整合区域社会资源，建设公共冷链仓

库；整合区域物流快递资源，提供仓储、检测、分拣、

包装、分拨、配送、转运等服务；完善农村物流运输体

系，建设乡镇物流中转站、村级服务站点，整合配送

车辆开辟或延伸物流运输线路。建立电子商务协

会、网商协会，提升现有协会服务能力和水平，鼓励

引导家庭农场加入协会，创新协会成员利益连接机

制，采取“抱团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

导意见［Ｚ］．国办发〔２０１５〕７８号．

［２］　陈劲松，刘芳梅．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贵州农产品

电子商务发展研究［Ｊ］．贵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７，１２（４）：５０５２．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

介第一批全国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的通知［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１０１１）［２０１９１１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

ｇｏｖｐｕｂｌｉｃ／ｚｃｇｇｓ／２０１９１０／ｔ２０１９１０１４＿６３２９９１３．ｈｔｍ．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我国农村网络

零售额１．３７万亿元［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２１）［２０１９１１

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ｓｈｕｊｕ／２０１９０２／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

８１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０卷



５３６７５０８．ｈｔｍ．

［５］　林家宝，罗志梅，李婷．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

响机制研究———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Ｊ］．农业技术经

济，２０１９（９）：１２９１４２．

［６］　ＤａｖｉｓＦＤ．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ＥａｓｅｏｆＵｓｅ，ａｎｄ

Ｕｓｅｒ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Ｍｉｓ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１９８９，１３（３）：３１９３４０．

［７］　ＳｍｉｔｈＡ，ＧｏｅＷＲ，ＫｅｎｎｅｙＭ，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ＵｓｅｂｙＧｒｅａｔＰｌａｉｎｓＦａｒｍ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２９（３）：４８１５００．

［８］　ＫｓｈｅｔｒｉＮ．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ｏ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Ｊ］．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６）：

４４３４５２．

［９］　谢伟，李培馨．影响企业电子商务采纳的关键因素［Ｊ］．

经济管理，２０１２，３４（２）：１５０１５８．

［１０］　成功．浅谈影响企业电子商务采纳的关键因素研究

［Ｊ］．商场现代化，２０１６（２５）：５２５３．

［１１］　林家宝，胡倩．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与常规化的

形成机制［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５）：９８１１２．

［１２］　吕映秀，郭丽芳，马家齐，等．农业跨境电子商务采纳

影响因素研究［Ｊ］．北方园艺，２０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３．

［１３］　Ｍｉｓｈｒａ，ＡｓｈｏｋＫ，Ｐａｒｋ，ｅｔａｌ．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ｅｂｙＵ．Ｓ．Ｆａｒｍｅｒ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３４（２）：２５３２６４．

［１４］　姚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差异及影响因

素实证［Ｊ］．中国流通经济，２０１７，３１（９）：４６５２．

［１５］　戴倩．湖北省家庭农场电子商务发展研究［Ｄ］．武汉：

长江大学，２０１８：２４．

［１６］　倪浩，刘志民．家庭农场互联网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及

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９市２７０户家庭农场为

例［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２）：３４４０．

［１７］　马金海．探究影响企业电子商务采纳的关键因素［Ｊ］．

中国管理信息化，２０１５，１８（１０）：１８７．

［１８］　丁仲芳．浙江省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技术采纳的影响因

素研究［Ｄ］．杭州：浙江工业大学，２０１５：４３．

［１９］　许驰，张春霞．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社员电商培训需

求及问题研究———基于福建省１３４个样本的调查

［Ｊ］．林业经济，２０１７，３９（８）：８９９２．

［２０］　刘刚．影响企业电子商务采纳的关键因素研究解析

［Ｊ］．现代经济信息，２０１８（５）：３４０．

［２１］　戴倩，谢云，陈钧．农产品电商行为选择与影响因素实

证研究———以湖北省家庭农场主为例［Ｊ］．商业经济

研究，２０１８（１０）：１２９１３１．

［２２］　潘丹，孔凡斌．养殖户环境友好型畜禽粪便处理方式

选择行为分析———以生猪养殖为例［Ｊ］．中国农村经

济，２０１５（９）：１７２９．

［２３］　冯缨．中小企业电子商务采纳实施评价影响因素及

方法研究［Ｄ］．镇江：江苏大学，２０１０：９３．

［２４］　李清．新疆外贸企业跨境电子商务采纳意愿影响因素

研究［Ｄ］．乌鲁木齐：新疆大学，２０１８：３８．

［２５］　张薇．关于影响企业电子商务采纳的关键因素分析

［Ｊ］．信息技术与信息化，２０１５（１１）：２２６２２７．

［２６］　尹胜燕．试论影响企业电子商务采纳的关键因素［Ｊ］．

科技展望，２０１５，２５（３６）：２４８．

［２７］　穆燕鸿，王杜春，迟凤敏．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村电

子商务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１５个农村电子

商务示范 县 为 例 ［Ｊ］．农 业 技 术 经 济，２０１６（８）：

１０６１１８．

［２８］　刘国防，王璐．中小企业跨境电子商务采纳影响因素

研究［Ｊ］．商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７（２）：１１０１１２．

［２９］　江宇源．政策轨迹、运营模式与网络经济走向［Ｊ］．改

革，２０１５（１）：５５６５．

［３０］　陈佑成．我国零售企业 Ｏ２Ｏ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实证

研究［Ｄ］．集美：华侨大学，２０１６：２３．

［３１］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

应用［Ｊ］．心理学报，２００５（２）：２６８２７４．

［３２］　张郁，齐振宏，孟祥海，等．生态补偿政策情境下家庭

资源禀赋对养猪户环境行为影响———基于湖北省

２４８个专业养殖户（场）的调查研究［Ｊ］．农业经济问

题，２０１５，３６（６）：８２９１．

［３３］　张郁，江易华．环境规制政策情境下环境风险感知对

养猪户环境行为影响———基于湖北省２８０户规模养

殖户的调查［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６（１１）：７６８６．

［３４］　黄晓慧，陆迁，王礼力．资本禀赋、生态认知与农户水

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基于生态补偿政策的

调节效应［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２０（１）：１１５．

９１１　第４期　　　　　　　　　　　周勋章，等：资源禀赋、电商认知与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



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犈狀犱狅狑犿犲狀狋，犈犮狅犿犿犲狉犮犲犆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犉犪犿犻犾狔犉犪狉犿狊’

犈犮狅犿犿犲狉犮犲犃犱狅狆狋犻狅狀犅犲犺犪狏犻狅狉

ＺＨＯＵＸｕｎｚｈａｎｇ，ＬＵＪｉａｎ

（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犪狀犱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犎犲犫犲犻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犅犪狅犱犻狀犵，犎犲犫犲犻　０７１０００，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８９３ｆａｍｉｌｙｆａｒｍｓｉｎＨｅｂｅｉ，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ｄ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ｎ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ｆａｒｍｓ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ｅ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ｉｒ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ｇ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ｂｒａｎｄｓ，ｇｒｅｅｎ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ｅｅ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ｉｒ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ｉｒ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ｈｉｌ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ｈａ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ｉｒ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ｕｔａｌｓｏ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

ｄｏｗｍｅｎｔ，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ｄｅｇｒｅｅ．Ｏｎ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ｓ，ｆｏｕｒ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ｕｃｈａ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ｂｒａｎｄ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ａ

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ｆａｒｍ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ｍｐｌｅｓ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责任编辑：张洁

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

（上接第１１０页）

犕犪狉犽犲狋犐狀犮犲狀狋犻狏犲狊，犉犪狉犿犾犪狀犱犆狅狀犳犻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犉犪狉犿犾犪狀犱

犙狌犪犾犻狋狔犆狅狀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犅犲犺犪狏犻狅狉

Ｚ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ｈｕａ１
，２，ＹＯＵＬｉａｎｇ

３，ＨＵＯＸｕｅｘｉ１
，２

（１．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犪狀犱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犃牔犉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２．犆犲狀狋犲狉犳狅狉犠犲狊狋犚狌狉犪犾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犃牔犉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犢犪狀犵犾犻狀犵，犛犺犪犪狀狓犻　７１２１００；

３．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犜狉犪犱犲，犛犺犪狀狓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犉犻狀犪狀犮犲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犜犪犻狔狌犪狀　０３０００６，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ｏｆ７７１ａｐｐｌｅｇｒｏｗ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ｒｏｂｉｔａｎｄＴｏｂｉｔｍｏｄｅｌｓａｒｅ

ｕｓ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ａｒｍ

ｅｒ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ａｖｅ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ａｒｍｅｒ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ｒｅ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ａｒｅ

ｍｏ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ｏｔｈ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ｒｅｍｏ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ｈａｓｎｏ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ｐａｙ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ｘｅｒ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

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ａｒｍｅｒｓ’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责任编辑：董应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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