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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基础,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能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新的动能,有
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在测度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基础上,利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固

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

下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系数为0.0134且显著,说明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农业

科技创新,农业产业合理化与农业产业高级化在中介检验检验中系数分别为0.0332、0.0354、0.0182且显著为正;异
质性条件下,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为中部>东部>西部;农业发达省份影响较为显著,而
对农业不发达地区无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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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s the found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and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andruraldigitaleconomycanprovidenew momentum for
theagriculturalproductiveserviceindustry,whichisconducivetotherealizationof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Basedon
themeasurementofagriculturalandruraldigitaleconomy,theimpactmechanismofagriculturalandruraldigital
economyonagriculturalproductiveserviceindustryisempiricallystudiedthroughfixedeffectmodelandmediation
effectmodelusing paneldatafrom 31 provinces (autonomousregionsand municipalitiesdirectly underthe
centralgovernment)inChina.Theresultsshowthatthecoefficientofagriculturalandruraldigitaleconomyunderthe
fixed-effectmodelis0.0134andsignificant,indicatingthat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andruraldigital
econom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industry,and the coefficients of
agricultural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griculturalindustryrationalizationandagriculturalindustry
advancedare0.0332,0.0354and0.0182,respectively,andaresignificantlypositive.Underheterogeneous
conditions,theimpactofagriculturalandruraldigitaleconomyonagriculturalproductiveserviceindustryiscentral>
eastern>western.Theimpactofagriculturaldevelopedprovincesismoresignificant,butthereisnosignificantimpact
onagriculturalunderdevelopedareas.
Keywords:agriculturalandruraldigitaleconomy;agriculturalproductiveservices;mechanism research;mediation
effect;regional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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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加快发展各类农业服务,大力开展面向广大农户

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是实现农业产业兴旺、践行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点[1]。2010—2017年,我国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迅速增长,其增加值从1179亿增长到2560.5亿

元,年均增长11.8%[2],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逐年上

升表明农业生产对于农业专业服务需求在逐年上升,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越来越重

要。2017年《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

意见》以及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指出,推广农业

生产性服务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因此,大力

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

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建设。与此同时,大数据、互联

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极强的

渗透性对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模式产生极大的影

响,使农业生产与市场产生更深的联系,为农业现代化

转型提供更多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
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农村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转型已经密不可分,而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与数字经济紧密融合,
才能又好又快的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

农业农村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相结合

的产物。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助推乡村

振兴[37],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通过与农业发展结合,延
伸农业产业链条,优化农业生产模式,提升农业生产效

益,拓展农业生产可能性,促进乡村产业之间融合发

展,从而推动乡村产业兴旺[812],此外数字文化创新产

业发展通过拓宽乡村文化创意产业链体系与乡村文化

价值链的形成促进乡村文化振兴[13];并促进刺激农村

文化消费,创新农村产业新业态并实现价值共创,从而

实现文化创新[14]。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方面,例如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15,16]、优化农业

种植各环节的专业化服务[1720]、提高农业技术水平[21]

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也能通过

土地改革与促进劳动分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此外,
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还集中于政策效果分

析、发展困境分析与路劲探索[2224]等方面。而数字经

济所提供的信息化服务能够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精确

细致的农业生产服务[25],能够降低信息交易成本与信

息搜寻成本,增加小农户对于专业化农业生产性服务

的需求[26],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通过对文献梳理,结合目前研究情况与实际,本文

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包含以下几点:一、梳理农业农村

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的理论机制;二、针
对我国地域辽阔,农业发展不均衡,各地区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的需求程度不同而进行异质性分析;三、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是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步骤,本文结合

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出

政策建议,把握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合理应

用,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

1 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说

1.1 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

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要素资源,是带动地区经

济增长新的驱动力量。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

通过促进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市场联系紧密,与农村三

产融合三个方面来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第

一,从要素合理配置来看,首先是农村内部要素的合理

配置,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知识要素、技术要素等资源禀

赋的限制,对于自身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为低下,难
以发挥出有限资源的效用最大化,而数字经济不断向

农村普及使得农民能够从网络学习中接收到各种知

识,扩大农户的认知水平,提高其对于资源的合理利

用,其次是城乡要素流动,农村严重缺乏自身农业发展

所需的农业生产要素,其闭塞的条件也导致并不能从

外界获取充分的生产所需要素,而数字基础设施逐渐

向农村渗透、城市发展所需的生产性设施设备也需要

与农村进行流动,数字经济能够提升其流动效率。这

样的要素合理配置使得农业生产所需的效率更高,要
素合理配置条件下所产生的是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

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也相对提升;第
二,从城乡市场紧密程度来看,数字化信息能够改善过

去“单对单”(比如农民自行运输农产品进入城市销售、
摆摊等方式);或者被动的商业需求(比如店家下乡收

购与合作等方式)的市场模式,基于数字经济渗透性

强、流动性较快等特点,城乡市场之间联系方式更加便

利,其规模与速度能够显著提升,农产品市场流动的规

模与便利性程度也相对提高,从而对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的需求提升;第三,从促进农业三产融合来看,农业

三产融合是目前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新的趋势,数字经

济条件下,互联网将推动农业产业链的社会化服务有

效衔接,农业产业链条的衔接使得农业与二三产业的

融合产生新的农业业态,农业新业态将会催生更新的

农业生产性服务方式,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

发展。基于此提出假说1。
假说1: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280  中国农机化学报 2024年

1.2 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

间接影响

  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农业科技

创新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进步是带动一切产业发展的核

心驱动力,农业亦是如此,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助推

农业科技创新主要在于: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能

够为农业科技创新带来所需的资金,利用所获得的信

息降低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更有利于将获得的资金

聚集在农业科技部门,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物质保障,
缓解农村农业科技部门融资困难的现实约束[27,28]。
此外,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全国“大市场”
联系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增强,农业政策支持力度

发生改变,对于偏远地区农业科技能力改善积极有利,
保障国家基本的创新支持力度;创新所带来的是生产

方式的改变,生产效率的提升,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农业

生产相结合所需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质量要求也相

应提高。基于此提出假说2。
假说2: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

科技创新来带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农业农村数字经济不仅能够促进农业科技创新,

还能够通过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水平。对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以农业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两方面来衡

量,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来说,一方面,农业农村数

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改变单一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促
进农业产业商业化与多元化,在促进农业产值增加的

同时,也使得农业发展模式更为合理;另一方面,农业

农村数字经济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面对资本投

入的自主性使农业内部产业投资结构合理,并且数字

经济发展带来的创新创业现象也使得农业内部各产业

都能得到发展,驱使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而对于农业

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说,农业产业结构高极化是产业结

构质量调整提高的重要体现,反映的是农业生产能力

的提高程度[29],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促进农业

产业结构高极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农
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使冗余在农业产业链条中

的生产环节脱离出来,形成新的农业产业环节,完善农

业产业结构,使农业生产流动性更强,节约时间成本与

生产流程成本,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农业科

技的进步是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最好的体现,数字技术

与农业生产方式相结合诞生新的管理模式能够提升农

业分工化程度,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而在农业产业结

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过程中对于农业生产服务需求的

规模与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因此,本文在此提出

假说3。
假说3: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

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要求提高,从而推

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2 模型、变量与数据

2.1 模型设定

为验证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生产性服务

业影响,本文建立基准模型如式(1)所示。

Apsit=C+λdigitit+∑βiZit+ui+vt+εit

(1)
式中:Apsit ———被解释变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水平;

digitit ———核心解释变量,农业农村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Zit ———各控制变量;

λ———解释变量系数;

βi ———各控制变量的系数,i=1,2,…,n;

C ———函数的截距,C 为常数;

ui ———个体固定;

vt ———时间固定;

εit ———随机扰动项。
式(1)研究的是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于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的线性机制,而为了验证农业农村数字

经济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效应机制,则需要

另立中介模型,本文在此借鉴温忠麟等[30]的方法,采
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由于式(1)已经对农

业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进行分

析,因此只需研究中介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以

及被解释变量、中介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关系即可,具体

模型如式(2)、式(3)所示。

Apsit=cdigitit+λ1∑Zit+ui+vt+εit (2)

Metait=adigitit+λ2∑Zit+ui+vt+εit (3)

Apsit=bMetait+c1digitit+λ3∑Zit+ui+vt+

εit (4)
式中:Metait ———中介变量;

λ1、λ2、λ3、a、b、c、c1 ———回归系数。
当模型中待估系数a、b、c均显著时,则存在中介

效应。若待估系数c显著,而a、b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

时,则还需要进一步检验系数乘积的显著性(即是否拒

绝ab=0),显著时存在中介效应。当存在中介效应

时,若c1不显著则为完全的中介作用,否则为“部分的”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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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量设定

核心解释变量:农业农村数字经济(digit),学术

界对于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本文

结合目前研究状况,参考崔凯[31]、慕娟[32]等的研究,选

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环境,农业数字化,数字化

建设水平四个一级指标以及其下属的15个二级指标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表1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指标构建情况。

表1 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Tab.1 IndicatorsystemofChinasagriculturalandruraldigitaleconomy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属性

数字基础设施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农村用户数 +
广播电视普及率/% 农村有限广播电视用户数占家庭总用户的比重 +
农业物流建设水平/(km2·km-1) 农村投递路线密度 +
农业气象观测站/个 农业气象观测站 +

农村数字环境

农村通邮率/% 农村已通邮行政村比重 +
农村人均用电量/(kW·h) 农村总用电量/农村总人数 +
农业数字化素养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 +
数字化人才拥有量/万人 信息技术从业人员 +

农业数字化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亿元 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 +
农业生产投资/亿元 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 +
数字产品消费水平/% 农村恩格尔系数 -

数字化建设水平

农民数字服务消费水平/(元·人-1) 农村居民交通通信支出 +
农村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万人 农村邮政网点平均服务人数 -
农村数字建设基地/个 淘宝村数量 +
农村网络支付数量及规模/%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被解释变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aps),目前学术

界并未对其形成统一的观点,因此,本文参考李明

文[33]、张荐华等[34]的做法,选取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进行衡量。
中介变量:依据理论机制梳理,本文选取农业科

技创新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其中农

业科技创新(tec)参照焦青霞等[35]的研究,从投入产

出两个维度出发建立指标体系,投入指标选取农业

科技活动经费与农业科技活动人员作为衡量指标,
产出指标选取农业有效专利数与农业机械总动力来

衡量,运用熵值法进行综合分析;对于农业产业结构

升级,本文分别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业产业

结构高级化两个角度出发衡量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状

况,本文借鉴杨秀玉[36]、干春晖等[37]的做法,使用粮

经(产量)比、林牧渔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产值的比重、
水产品养殖产量占总产量的比值来衡量农业产业结

构合理化(ra);使用农、林、牧、渔产业增加值与各分

项产值的中间消耗的比值衡量农业产业结构高级

化(he),并运用熵值法对农业产业合理化与农业产

量高级化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控制变量:除主要的变量以外,现实中另外还存在

许多其他因素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影响。结合现

实因素 以 及 现 有 研 究 情 况,本 文 选 取 财 政 支 农 力

度(fa)、农业机械总动力(power)、农村居民收入水

平(wage)、农村人口老龄化率(age)、城镇化率(ur)、
地区交通设施水平(tra)以及受灾率(dis)七个控制变

量。其中财政支农力度采用政府农林水务支出占地区

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使用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率采用农

村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衡量;
城镇化率采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表示;地
区交通设施水平选取地区铁路与公路里程之和占地区

面积的比重来表示;受灾率使用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

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来表示。

2.3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是2014—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

农业农村数字经济衡量指标的数据,另一部分则是核

心解释变量、各控制变量与中介变量的数据。农业农

村数字经济的数据基本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

统计年鉴,其中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数据使用北京大

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标数据中不同县域指数均值来衡

量,淘宝村数量数据来自阿里研究院报告;各控制变量

与中介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

计年鉴》,为了避免数值过大所带来的异方差影响,本
文对农业机械总动力进行了对数处理,本文缺失数据

利用移动平均法与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表2所呈现

的是各统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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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statisticsofvariables

变量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aps 0.043 0.019 0.014 0.106
解释变量 digit 0.203 0.122 0.035 0.656

控制变量

fa 0.128 0.079 0.003 0.417
power 7.502 6.208 3.305 50.303
age 0.134 0.042 0.052 0.261
ur 0.434 0.368 0.288 4.463
tra 0.09 0.057 0.003 0.295
dis 0.127 0.108 0.006 0.695
wage 0.377 0.131 0.033 0.696

中介变量

tec 0.223 0.195 0.008 0.858
ra 0.387 0.181 0.005 0.768
he 0.22 0.171 0.082 0.943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基础回归分析

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通过对模型的 F 检验,

hausman检验之后,得出模型的 P 值与F 值均小于

0.05,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为最优的回归模型,考虑到模

型可能存在的时间效应,选取省份+年份的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可能最为合理。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Tab.3 Fixed-effectregressionresults

变量名 FE FE FE

digit
0.017**

(0.006)
0.014*

(0.007)
0.0134*

(0.0072)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否 是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N 248 248 248
R2 0.879 0.933 0.892

 注:*表示p<0.05,模型在10%水平下结果显著;**表示p<0.01,
模型在5%水平下结果显著;***表示p<0.001,模型在1%水平下结果

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农业农村数字经济估计系

数为0.017,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业农

村数字经济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此外,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相比年份固定来

说,年份+省份双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下,解释变量系数

估计值变为0.0134,显著性程度变为10%,显著性程

度的降低说明各控制变量选择合理,此外,从双向固定

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为

0.0134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加入控

制变量进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之后农业农村数字

经济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正向促进作用仍然存

在,由此可以证明假说1成立。

3.2 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明显,不仅区域经济

差异显著,而且各地区农作物生长条件的区别导致农

业发展情况也不同,因此需要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与

农业发展水平区域异质性分析。

3.2.1 区域异质性

为进一步研究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内的表现,本文将全国划分为

东中西三个部分进行逐一回归分析。表4为区域异质

性估计结果,东中西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分

别为0.021、0.0317、0.0352,其显著性程度为5%、

5%、10%,说明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下存在差异,综合来看中部>东

部>西部。

表4 区域异质性估计结果

Tab.4 Regionalheterogeneityestimates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digit
0.021**

(0.012)
0.0317**

(0.0145)
0.0352*

(0.01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N 96 64 88
R2 0.873 0.955 0.943

  如表4所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的影响在中部与东部区域更为明显,对于西部区

域影响显著性程度较低,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
西部区域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并且西部

区域地形、气候、温度、降水等农业生产条件限制,农业

发展水平不高,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需求水平较低,
而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相比较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深远的东部与中部区域来说,其
促进作用明显,但其作用程度存在着差异,其中中部大

于东部,导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于东部来说,
中部区域尽管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东部区域,但其优

渥的农业生长条件决定其农业发展迅速,对于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相比较东部更为巨大,此外,东部区

域作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其土地价格昂贵,产业分

布密集,农业发展对于其经济贡献比例较低,所以其农

业发展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比例相对较低,因
此,中部地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影响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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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农业发展水平异质性

因为我国地域辽阔,南北跨度较大,地形差异明

显,决定了我国农业发展规模及水平存在不同,因此对

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程度存在不同。本文参考

华坚等[38]的做法,根据其对于粮食产量区域差异的划

分方法将全国粮食主产区(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
川)划分为农业发达省份,将其他区域划分为农业非发

达省份,进行异质性情况分析,表5为农业发展水平异

质性分析估计结果,估计结果显示,在农业发达地区农

业农村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为0.0267且在5%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而在农业不发达地区解释变量的系数

不显著,说明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的影响在农业发达地区有影响,在农业不发达地区无

太大影响。
表5 农业发展水平异质性估计结果

Tab.5 Estimationofheterogeneityi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level

变量 农业发达地区 农业不发达地区

digit
0.0267**

(0.0132)
-0.0016
(0.008)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省份控制 是 是

N 104 144
拟合优度 0.924 0.92

  根据两大区域的对比来看,农业非发达省份中农

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影

响并不明显,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由于农业发展

在经济贡献比例中占比较低,其二三产业发达,在其发

展贡献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虽然其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但其作用在农业发展方面有限,因此其对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二是由于自然条

件的限制,农业不发达地区的农业发展主要用于自给

自足的作用明显,农业发展规模与农业现代化转型还

不够完善,对大规模的生产服务支持其农业发展需求

较低,因此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高,并且

此地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也存在困难,
导致其应用仅仅限制在农村居民的生活中,对农业生

产作用不明显,所以导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缓

慢;相对来说,对于农业发展较好地区,其适宜的农业

发展自然条件,使得农业发展的规模,发展条件等优势

条件极大的促进农业发展。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

需求程度也极高,并且随着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在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业经营模式的升级有

着明显的优势,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增加。

3.3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农业科技创新在农

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中所

起的作用机制,本文通过建立中介模型进行分析,选取

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农业产业结构合

理化与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
依据温忠麟等的分步回归方法进行中介模型回归,
表6为中介效应检验估计结果,模型1~模型6中核心

解释变量系数都显著表明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结

构合理化与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农业农村数字经济

对农业生产服务业的影响中都存在中介效应。模型

1与模型2估计的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机制,
农业科技创新的估计系数为0.0332且在1%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由于模型2的中介检验估计结果中农业

农村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显著,因此表明农业科技创

新所起的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因此进行sobel
检验部分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并在检验结果后得出的

部分中介效用为6.3,某种程度上说明农业农村数字

经济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作用有6.3%是通过农业

科技创 新 推 动 的,在 此 验 证 假 说2成 立。根 据 模

型3~模型6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农业农村数字

经济的系数是不显著的,因此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与

农业结构合理化通过完全中介效应检验,其存在完全

中介效应,农业产业合理化与农业产业高级化的估计

系数分别为0.0354、0.0182且显著,表明农业产业结

构升级在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

响中起着促进的作用。从而验证了假说3成立。
表6 中介机制检验估计结果

Tab.6 Intermediarymechanismtestestimate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digit
0.849***

(-9.45)
-0.0237*

(-2.02)
0.183*

(-2.1)
0.0109
(-1.09)

-0.203*

(-2.04)
0.00075
(-0.07)

控制
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tec
0.0332***

(-4.61)

ra
0.0354***

(-4.79)

he
0.0182**

(-2.73)

年份
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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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以下

3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1)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指

标,本文利用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的对数来对被解释

变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进行重新衡量,以保障被解释

变量的稳健性。(2)本文对控制变量中其系数比较异

常的 控 制 变 量 城 镇 化 率 (ur)、农 业 机 械 总 动 力

(power)进行控制,主要进行以下操作:控制城镇化率

与农业机械总动力进行回归分析;分步骤加入城镇化

率与农业机械总动力,分析其在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

农业生 产 性 服 务 业 的 影 响 中 所 起 作 用 有 何 不 同。
(3)使用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

值重新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进行衡量,并对估计结果

进行再回归。表7为固定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7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Tab.7 Robustnesstestestimates

变量

去除控制
变量

加入ur 加入power
更换被解释

变量衡量方法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digit
0.0152**

(0.007)
0.0148**

(0.0072)
0.0135*

(0.0072)
0.271**

(0.123)

age
-0.005
(0.041)

-0.0079
(0.042)

-0.0289
(0.0435)

-1.494**

(0.743)

fa
-0.0043
(0.0177)

-0.0028
(0.018)

0.0027
(0.018)

-1.422***

(0.31)

wage
-0.0186
(0.0157)

-0.0096
(0.0236)

-0.0247
(0.0159)

-0.0876
(0.416)

tra
-0.0834*

(0.0462)
-0.0784*

(0.047)
-0.083
(0.046)

2.229**

(0.801)

dis
0.0075
(0.0059)

0.0081
(0.006)

0.0087
(0.0059)

0.209**

(0.102)

ur
0.0011
(0.002)

-0.007
(0.0372)

power
-0.0004
(0.0003)

0.0024
(0.0047)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N 248 248 248 248

  在表7的估计结果中,模型7,模型8,模型9中解

释变量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152、

0.0148、0.0135且分别在5%、5%、10%统计水平上

显著,与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中的估计系数相比并无

多大的变化,说明控制变量选取合理,模型估计结果无

偏误;而在更换被解释变量之后,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依

然显著,估计系数为0.271,虽然系数有所变化,但基

本影响趋势并无变化,证明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无偏误,
说明模型估计结果合理。

4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对于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于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的机制研究,利用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

证分析了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

影响,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农村数字经济

能够成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新的动能,在固定

效应模型验证下,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为

0.0134且显著,说明了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促

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2)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且其系数分别为

0.0332、0.0354、0.0182,显著为正,说明农业科技创新

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在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的影响中起着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3)区域

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对于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区域异质性前提

下,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在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

影响为中部>东部>西部,在农业发展水平差异下,农
业发达地区影响显著,农业不发达地区影响不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1)积
极促进农业农村数字基础建设,提高农业农村数字能

力。数字设施对于环节农业农村信息差距有着积极作

用,并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帮助,因此,积
极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设备与农业生产

服务相结合,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转型升级。(2)加快

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建设,促进农业生产服务转型升级。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水

平,结合研究结论,积极引进资源要素,加大科技投入,
促进技术革新,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提供新动能。
(3)加快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努力实现农业现代

化。现代农业是与数字农业相结合的产物,农业转型

升级在于提高内部结构与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与产

业结构升级则需要更新农业生产服务,因此,加快发展

农业技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有利于提高效

率,对于新的农业生产服务要求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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