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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整合 TRA、TTF和 TOE框架等技术采纳理论模型,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调查问卷采集湖北省５８９家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检验,同时建立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不

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人

力资源、物流条件、资金充裕度以及政策扶持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

的最重要因素.其中,人力资源和政策扶持是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

关键影响因素,农民专业合作社受效果易察和资金充裕度的影响较大.提出应鼓励家庭农

场和专业大户更广泛地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则凸显引领作用,着重发展农

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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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电子商务将农村地区优质、特色的农产品通过互联网“卖的更远、更好、更多”,在增加农民

收入的同时也满足了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为此,党中央及各部委多次下文

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发展,以期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带动农产品市场化、倒逼标

准化、提升品牌化以及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据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

院发布的«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显示,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仅占全国实物商

品网络零售额的４．４％,“农产品进城”之路依然任重道远.目前约８％的农户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农产

品[１],不少农业生产经营者开展电子商务仅仅是“浅尝辄止”,甚至早已“有名无实”.在“电商扶贫”取
得显著成效以及电子商务利好政策不断推出的情形之下,缘何农产品电子商务未能得到广泛应用,是
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解题思路首先应甄选适合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且具有带动示范效应的农业生

产经营者[２].我国目前重点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４类主体)[３Ｇ５]相较于普通农户更具备开拓农业创新发展方式的条件和资源,具
有更高的组织化、规模化和社会化水平.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发挥其带

头示范作用,将有助于推动电子商务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其次,应深入挖掘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各因素,揭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决策形成机理,探索促

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广泛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有效路径.
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分析,学者们着重强调了开展农产品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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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的重要性[６Ｇ１０],充分认可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广阔发展前景[１１],论证了接受电子商务相关培训、先
前网络购物经验以及良好的物流运输条件,能够显著增强农户参与电子商务的意愿[１２Ｇ１３];还有学者基

于利益联结机制理论,证明农业生产经营者参与电子商务的行为是兼顾组织和个人的利益交集[１４].
学者们主要从单一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分析了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其中,针对家庭式农业

生产经营的电子商务采纳研究文献较多,主要围绕电子商务采纳的作用、优势、模式以及制约因素等

方面开展研究[１５Ｇ１８],研究成果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方面的文献大多是以某一地区农户或家庭农场为

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均表明,家庭农场的决策者们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意愿很强.针对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电子商务的研究也有不少,学者们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采纳电子商务的意愿,
主要受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因素的影响[１９];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对农产品进

行标准化和质量认证[２０Ｇ２１],加强信息化建设[２２],否则会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

意愿;而且,政府应重点扶持由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电子商务[２３].对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电子

商务采纳的研究相对较少,多数聚焦于涉农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潜在收益、信息获得便利程度、服务

便捷程度、行业竞争与交易安全性等因素会对农业企业电子商务采纳产生影响[２４Ｇ２５];还有学者采用扎

根理论方法,从安全与隐私、第三方电商服务等要素入手,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影响因素

模型[２６].
已有文献为研究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同时也留下了进

一步研究的空间.例如,已有研究存在一些差异性结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学者们测量不同群体的农

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指标不一致,另一方面表现为部分研究没有对其他可能产生影响的变量进行控

制,上述情况都可能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另外,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普通农户、种植大户、农业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者,鲜少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视角来进行探讨,也较为缺乏对

不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决策进行对比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我国重点培育

的乡村振兴重要力量,了解其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决策机理,有助于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
为此,本文从微观层面建立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决策的分析模型,聚焦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识别该

群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以及对比不同主体之间的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决策差异,以期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提供实践指导,为政府部门制定农产品电子商务扶持政策

提供理论支撑.

　　一、研究模型与假说

　　为避免语意歧义造成的理解偏差,先对“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概念进行界定.农产品电子商

务采纳,是指实际开展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行为.农产品电子商务,是指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农产品

网络营销,既包括在各类电子商务平台或互联网信息平台上开展农产品推广和销售的传统模式,也包

括通过新媒体、社交 APP对粉丝社群进行维护、发布信息及销售等社会化商务模式.
学术界对于“电子商务采纳”的研究,主要基于技术采纳相关理论,采用了理性行为理论模型、技

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创新扩散理论、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任务—技术匹配模型等多种理论

工具.例如,探讨个人行为意向时,常采用理性行为理论或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信息技术采纳时,会选

择技术接受模型;对某一创新或技术扩散进行分析时,常采用技术—组织—环境框架或者创新扩散理

论等.学者们将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技术采纳理论模型结合使用以提高理论解释力,本文借鉴这一

做法,将理性行为理论模型、任务—技术匹配模型和技术—组织—环境框架整合为一个分析框架,作
为本文理论模型的基础(如图１所示).

理性行为理论模型(即 TRA模型)[２７]注重以人的行为态度和主观推测来推断采纳行为,可用于

解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决策者个人感知对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的影响;任务—技术匹配模型

(即 TTF模型)[２８]从任务与技术的匹配性为视角,探讨组织对技术的采纳行为,可用于分析电子商务

对农产品流通的作用;技术—组织—环境框架(即 TOE框架)[２９]不仅强调了信息技术,还包含组织因

素和外部环境对技术采纳的影响,提供了较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将 TOE框架中的技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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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TTF模型中的任务与技术匹配概念,形成技术因素模块;将TOE框架中的组织因素,融入TRA
模型中的态度与主观规范,整合为内部因素模块;将 TOE框架中的环境因素结合农产品电子商务实

施的外部条件,整合为外部因素模块.由此,提出相关研究假说.

图１　三理论整合的分析框架

　　１．技术因素

(１)复杂感知.个人或企业采纳一项新技术时,会考量该技术自身具备的属性因素,从而决定技

术是否被采纳.Rogers于１９６２年在TheDiffusionofInnovations一书中阐述了影响一项技术创新

被扩散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包括复杂性因素,即一项创新技术被使用者采纳时,使用者为了学会这

项创新技术而付出的努力代价和感知容易程度.技术越复杂,使用成本越高,则越不利于采纳和扩

散[２５Ｇ２６,３０Ｇ３１].在农业领域,新技术被釆用的重要阻碍因素之一,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对这一技术的理解

能力.尽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已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素养和经营管理水平,但对于“互联

网”“电子商务”等新技术还存在一定认知制约.因此,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复杂感知程度将是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１a:复杂感知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有消极影响.
(２)运营成本.当一项新技术被采用时,使用者付出的代价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人力成本、时间

成本等,这些成本因素会对是否采纳新技术具有显著性影响[３２Ｇ３３].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开展

农产品电子商务所需要的成本主要体现在:费用成本(包括购买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所需的硬件设备

及第三方服务等费用)、时间成本(包括决策时间以及相关学习培训所花费的时间)、人力成本(主要是

为了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而雇佣的相关技术人员、营销人员和客服人员等).对于上述运营成本,如
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为其成本可控、可接受,则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可能性将增加.基于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１b:运营成本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有消极影响.
(３)安全可靠.由于存在个体特征差异以及认知水平受限,互联网的不安全性也会影响技术采纳

倾向和技术扩散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决定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时,通常会考虑该

销售渠道的安全性,包括收付款的安全可靠、资金结算安全、信息隐私安全等因素.互联网平台越能

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感到可信,则采纳意愿越强.与此同时,如果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无论成效如

何,都不会对组织经营造成风险[３４],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会倾向于尝试.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说:

H１c:安全可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有积极影响.
(４)效果易察.Rogers在TheDiffusionofInnovations一书中还提出,一项技术创新如果能被

他人看见的程度是容易的,即具备“可视性”(或称“可察性”),则人们更倾向于采纳它.学者们通过对

新技术的“可察性”影响进行研究,表明无论是微博、微信还是各类手机 APP,只要具有显而易见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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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效果,均会促进使用者对电子商务进行采纳[３５].可察性会影响决策者的使用信心,从而对农产品

电子商务的采纳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１d:效果易察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有积极影响.

２．内部因素

(１)决策支持.对于组织的技术采纳决定,往往由组织中的决策层作出.Trang等在对林业电

子商务的采纳扩散研究中发现,电子商务采纳和电子商务常规化会受到相对优势的显著积极影

响[３６].如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为自身具备优势,则会增加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可带来更多收益的

期望值.决策者越是认同农产品电子商务,则越倾向于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基于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说:

H２a:决策支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有积极影响.
(２)人力资源.组织是否决定采用某一新技术常受资源禀赋的影响,包括组织所具备的相关经验

和人员储备等.组织的相关经验越多,具备能力越强,则采纳技术的意愿就越强烈[３７].例如,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技术人员越多,对电子商务模式开发的兴趣也就越大[３８].技术人才充足或者能为新技术

的采纳招聘合适员工,均会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可能性.基于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说:

H２b:人力资源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有积极影响.
(３)感知压力.当个体或组织看到新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其他个人或组织所使用时,会对自身采纳

新技术产生感知压力[３９].如果一个组织有强烈地想赢得竞争的心理感知,便会增加其采纳创新技术

的几率.当组织明显地感受到竞争压力增大时,采纳创新的意愿会愈发强烈.当然,决策者的感知压

力增大,产生效仿行为也可能出于非理性的采纳决策.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２c:感知压力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有积极影响.
(４)资金充裕度.已有研究表明,组织的资本充裕度对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可支配资金越多,其抵御风险、承受失败的能力越强,影响着其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意

愿强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２d:资金充裕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有积极影响.

３．外部因素

(１)物流条件.在农产品电子商务中,实现农产品“最后一公里”的物流配送是影响“农产品进城”
数量和质量的至关重要因素.如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在地的物流条件较好、网点较多、配送便捷,
则会极大地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不少学者证实了物流条件的重要作用,认
为物流条件越成熟,则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意愿越强烈[１１].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３a:物流条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有积极影响.
(２)政策扶持.对于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要业务范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其开展电子商务

无异于是“跨界经营”,加之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采纳初期需要投入成本,往往容易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不愿贸然尝试.如果能够受惠于相关扶持政策,会极大地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农产品电子商

务的意愿.从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开展较好地区的经验来看,政府组织的电子商务培训、电子商务扶

持资金、提供创业基地等各类支持方式,均为推动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３b:政策扶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有积极影响.

４．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的关系

在电子商务采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有的学者将采纳意愿作为结果变量;有的学者将采纳行

为作为结果变量,并不分析采纳意愿的作用;大部分学者通常是将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看作是结果

变量.采纳意愿是对某一新技术或创新是否采取行为的倾向,代表行为计划的可能性,越强的采纳意

愿越有利于产生实际的采纳行为.反之亦然.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对采纳行为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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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决策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非农工作经历等作为控制变量[９],
探讨其对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带来的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假说的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模型(如图２
所示).

图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模型

　　二、研究设计

　　１．量表设计

本文采用李克特５级量表对变量进行测度,包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基本

概况以及研究模型各变量的测度项.本研究共１６个变量,测量项建立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并根据本

研究背景做适当修改.通过量表前测及修改之后,得到最终量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测量题项及参考来源

变量 题项 测量题项描述 参考依据

复杂感知
CP１ 农产品电子商务是简单方便的.

CP２ 农产品电子商务是并不复杂的过程.

CP３ 农产品电子商务所需要的技能对我(员工)来讲不难.
Martins等[３５]

运营成本
OC１ 在网上卖农产品不需要花费成本.

OC２ 在网上卖农产品的资金投入不高.

OC３ 农产品在网上卖得好,并不需要对电子商务进行投入.

安全可靠
SR１ 农产品电子商务不会对组织运营带来风险.

SR２ 网上卖农产品的交易安全可靠.

SR３ 如果与需求不匹配,也不会影响我(组织)正常运营.
李怡文[３４]

效果易察
EV１ 我看到很多人在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EV２ 我看到竞争对手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良好效果.

EV３ 我在网上卖农产品,可以很快就看得见成效.
Trang等[３６]

决策支持
DS１ 我(决策者)支持通过电子商务销售农产品.

DS２ 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或尊敬的人支持我做电子商务. 李怡文[３４]

人力资源

HR１ 我(组织)拥有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人力资源.

HR２ 我(组织成员)具备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知识技能.

HR３ 我(组织成员)具备互联网营销的相关经验.

HR４
如果我(组织)没有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人力资源,我(组织)会请第三方服务开展农产
品电子商务.

Wang等[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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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１　测量题项及参考来源

变量 题项 测量题项描述 参考依据

感知压力
PP１ 别人都在网上卖农产品,如果我(组织)不参与就要落后了.
PP２ 我的竞争对手会通过农产品电子商务获得竞争优势.
PP３ 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是必要战略.

Wang等[３９]

资金充裕度
CA１ 我(组织)有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所需的资金.
CA２ 我(组织)具备获得贷款的渠道.
CA３ 我(组织)愿意为了农产品电子商务而给予财力、物资方面的支持.

Kim 等[４０]

物流条件

LC１ 所在地区寄收货物方便快捷.
LC２ 如果没有冷链物流,无法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LC３ 我(组织)具有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包装能力.
LC４ 我(组织)具有农产品仓储管理能力.

赵志田等[４１]

政策扶持
PS１ 政府要求我(组织)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PS２ 政府发布了鼓励我(组织)开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文件.
PS３ 政府对我(组织)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给予资金支持.

Trang等[３６]

采纳意愿
BI１ 我(组织)决定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BI２ 我(组织)会对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进行投入.
BI３ 我(组织)会向他人推荐农产品电子商务.

采纳行为
BA１ 我(组织)已经开展了农产品电子商务.
BA２ 我(组织)会持续对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进行投入.

Taylor等[４２]

　　２．数据采集
表２　调查样本的基本统计信息

项目 类别 频数 占比/％

年龄

２５岁以下 ３４ ５．７７
２５~３５岁 ２３７ ４０．２４
３６~４５岁 ２６０ ４４．１４
４６~５５岁 ４７ ７．９８
５６岁以上 １１ １．８７

性别
男 ４７３ ８０．３１
女 １１６ １９．６９

政治身份
中共党员 １１８ ２０．０３
无党派或其他党派 ４７１ ７９．９７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９ ４．９２
初中学历 ８７ １４．７７
高中/中专/中职学历 ２７９ ４７．３７
大专及高职学历 １５５ ２６．３２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３０ ５．０９

非农工作经历
(多项选择)

无 ４１ ６．９６
务工经历 ３０２ ５１．２７
个体经营户或开办企业经历 １７９ ３０．３９
担任过村及以上干部 １０５ １７．８３
服兵役 ３７ ６．２８

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类型

家庭农场 １９１ ３２．４３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２０３ ３４．４７
专业大户 １８４ ３１．２４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１１ １．８７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湖北省内开展了农产品电

子商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工作于２０１８年

１月开始,分为２个小组完成.首先,采用多阶段

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湖北省１７个地市州随机

抽取２５个县(区、市),由样本县(区、市)的相关政

府部门、电子商务协会等提供当地开展了农产品电

子商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单,在每个县(区、
市)按照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类型,分别以３∶３∶３∶１的比

例随机抽取１５~２５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随后进

行实地走访和发放调查问卷采集数据.与此同时,
借助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至２０日举办“２０１８武汉国际

电子商务暨‘互联网＋’产业博览会”的契机,对湖

北展区的参展商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筛除了非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展商.上述两种途径一共回

收调查问卷６３７份,删除无效问卷和重复被访谈对

象问卷之后,实际有效问卷为５８９份.样本的统计

特征如表２所示.

　　三、实证分析

　　１．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实证分析通过SPSS１９．０和 AMOS２０．０软件进行操作.采用Cronbach’sα系数与组合信

度(CR)进行信度检验,用平均提取方差(AVE)和标准因子载荷进行收敛效度检验.结果如表３所

示,各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和CR 值均大于０．７,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对研究模型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各测度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０．７且显著,各变量的AVE 值均大于临界值０．５,
说明量表的收敛效度较好.由表４可知,对角线上各变量的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的区分效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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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信度和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编码 因子载荷 AVE CR Cronbach’sα

复杂感知
CP１ ０．７８０
CP２ ０．７０１ ０．５４２ ０．７４３ ０．７８７
CP３ ０．７３０

运营成本
OC１ ０．８８２
OC２ ０．７６３ ０．６６３ ０．８３０ ０．８４３
OC３ ０．８２１

安全可靠
SR１ ０．７０７
SR２ ０．８４０ ０．５７６ ０．７８２ ０．８６５
SR３ ０．７０１

效果易察
EV１ ０．８５２
EV２ ０．７０３ ０．５８３ ０．８０１ ０．７５２
EV３ ０．７４０

决策支持
DS１ ０．７２５
DS２ ０．８８１

０．５７０ ０．８２１ ０．８４７

人力资源

HR１ ０．７７９
HR２ ０．７９４
HR３ ０．８９２
HR４ ０．７０６

０．６２１ ０．８４７ ０．８３０

感知压力
PP１ ０．８９９
PP２ ０．９１２ ０．７４４ ０．８９９ ０．８５２
PP３ ０．８３９

资金充裕度
CA１ ０．８２１
CA２ ０．９３０ ０．７１３ ０．８６８ ０．８１７
CA３ ０．７４９

物流条件

LC１ ０．７３３
LC２ ０．７６９
LC３ ０．７０７
LC４ ０．８５２

０．６２０ ０．８７３ ０．８４５

政策扶持
PS１ ０．８５３
PS２ ０．７１９ ０．６３９ ０．７９８ ０．７９７
PS３ ０．８７９

采纳意愿
BI１ ０．７９７
BI２ ０．８６０ ０．６８８ ０．８５９ ０．７１６
BI３ ０．８３４

采纳行为
BA１ ０．７８２
BA２ ０．７９４

０．６９０ ０．８６１ ０．７５５

表４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CP OC SR EV DS HR PP CA LC PS BI BA
CP ０．７３６
OC －０．３１２ ０．８１４
SR －０．１６７ －０．２８９ ０．７５９
EV －０．１８１ －０．２１６ ０．１７７ ０．７６４
DS －０．４６１ －０．３９７ ０．１４４ ０．３１４ ０．７５５
HR －０．４２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０．２７７ ０．３６８ ０．７８８
PP －０．１４６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８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８６３
CA －０．２９７ －０．２０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９ ０．２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７ ０．８４４
LC －０．４２７ －０．２９６ ０．１３５ ０．２８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５ ０．７８７
PS －０．１８１ －０．０４３ ０．２７９ ０．１６７ ０．３４６ ０．２７２ ０．１１９ ０．０７０ ０．３３４ ０．７９９
BI －０．１７７ －０．４８８ ０．０３０ ０．２７４ ０．２７６ ０．４６６ ０．１４０ ０．３５９ ０．４７５ ０．４４８ ０．８２９
BA －０．１４１ －０．３９３ ０．０２２ ０．３０３ ０．２１０ ０．４２０ ０．２１０ ０．３５５ ０．３８６ ０．４０４ ０．４９１ ０．８３０

　注:对角线上的值为AVE 均方根值,其余值表示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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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假说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安全可靠对采纳意愿的影响没有得到通过,将安全可靠与采纳意愿之间的路径去

除,对模型进行修正.对修正后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最大似然法分析,得出该模型拟合优度情况,X２/

df＝４．２２０,RMSEA＝０．０４５,NFI＝０．９１５,IFI＝０．９２８,CFI＝０．９１３,AGFI＝０．９０７,GFI＝０．９１２,均
大于０．９.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修正后的拟合指标得到了相应改善.具体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注:虚线代表未能通过检验的假说.

图３　模型检验结果

表５　假说检验结果

路径关系 路径系数 T 值 假说检验
复杂感知 → 采纳意愿 －０．２２０∗∗∗ ４．１６７ 接受
运营成本 → 采纳意愿 －０．２６６∗∗∗ ４．２６７ 接受
安全可靠 → 采纳意愿 / / 拒绝
效果易察 → 采纳意愿 ０．２８１∗∗∗ ３．９５７ 接受
决策支持 → 采纳意愿 ０．２０１∗∗∗ ３．３５０ 接受
人力资源 → 采纳意愿 ０．３１５∗∗∗ ５．６００ 接受
感知压力 → 采纳意愿 ０．２０２∗∗∗ ３．３８３ 接受
资金充裕度 → 采纳意愿 ０．２９４∗∗∗ ４．６６７ 接受
物流条件 → 采纳意愿 ０．２９７∗∗∗ ３．９１７ 接受
政策扶持 → 采纳意愿 ０．２８３∗∗∗ ３．９４３ 接受
采纳意愿 → 采纳行为 ０．６７９∗∗∗ ９．７００ 接受

　注:∗∗∗ 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控制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后的R２ 为０．２３０,控制变量对采纳意

愿具有一定解释力.ANOVA分析结果如表６和表７所示,显示模型拟合良好.控制变量的方差膨

胀因子低于１０的标准,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决策者的年龄、教育程度和

非农工作经历３个控制变量对采纳意愿影响显著,而性别在统计上对采纳意愿影响不显著.
表６　控制变量方差分析

模型 df SS MS F P

１

回归 ４ １３８２９．７６０ ３４５７．４４０ １７４．４４２ ０．０００
残差 ５８４ ４６２９９．６３１ ７９．２８０
总计 ５８８ ６０１２９．３９１

表７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名称 B S．E． Beta t P
(常量) ０．７４６ ０．２６８ ２．７８４ ０．０３０
年龄 ０．１４６ ０．０６０ ０．１２５∗ ２．４４０ ０．０３５
性别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９ ０．５７６ ０．０６９
教育程度 ０．１２１ ０．０４４ ０．１１４∗ ２．７５１ ０．０３１
非农工作经历 ０．１５５ ０．０７１ ０．１３２∗ ２．１８４ ０．０３７

　　注:∗ 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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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了探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同类型是否存在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本文

进一步通过多群组结构方程检验研究模型的组间恒等性以及不同群组的路径系数估计.在进行多群

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时,将家庭农场(N＝１９１)和专业大户(N＝１８４)分为一组,合并原因是基于这两

类主体均属于家庭经营的范畴[４],可以认为是普通农户的升级版,二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３];将农

民专业合作社(N＝２０３)独立为一组;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由于样本量只有１１个,不符合题项与样

本数量至少满足１∶５的要求,因此不纳入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通过 AMOS２０．０对总样本

和两个子样本的分析,由表８可知,模型界定与因子结构完全相等.在多群组模型适配度指标中,各
模型的RMSEA 值均小于０．０８的适配临界值,CFI、GFI 以及NFI 均大于０．９的标准值,说明模型

的适配度较好,可以被接受.
表８　各样本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样本 X２/df P GFI CFI NFI RMSEA

总样本 ３．２８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２８ ０．９３３ ０．９７２ ０．０５３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２．１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７ ０．９２１ ０．９０３ ０．０６６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３．０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９０９ ０．９１５ ０．９０２ ０．０６０

　　本研究中选用预设模型(未设参数限制模型)作为多群组分析模型.测量模型多群组分析结果如

表９所示:
表９　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群组SEM估计结果

研究假说的内容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路径系数 假说

农民专业合作社

路径系数 假说

复杂感知→采纳意愿 －０．０２８ 拒绝 －０．１３１∗ 接受

运营成本→采纳意愿 －０．３４１∗∗∗ 接受 －０．０６１ 拒绝

安全可靠→采纳意愿 ０．２４３∗∗ 接受 ０．１００ 拒绝

效果易察→采纳意愿 ０．２０６∗∗ 接受 ０．３７３∗∗∗ 接受

决策支持→采纳意愿 ０．１８２∗ 接受 ０．１７９∗ 接受

人力资源→采纳意愿 ０．４１７∗∗∗ 接受 ０．３４２∗∗∗ 接受

感知压力→采纳意愿 ０．０４７ 拒绝 ０．２２４∗∗ 接受

资金充裕度→采纳意愿 ０．２６１∗∗∗ 接受 ０．３５７∗∗∗ 接受

物流条件→采纳意愿 ０．２９４∗∗∗ 接受 ０．３４３∗∗∗ 接受

政策扶持→采纳意愿 ０．３８９∗∗∗ 接受 ０．３１２∗∗∗ 接受

采纳意愿→采纳行为 ０．６８３∗∗∗ 接受 ０．６７６∗∗∗ 接受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四、结果分析

　　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分析

(１)客观条件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最重要因素.根据路径系数大小

关系,客观条件依次表现为人力资源、物流条件、资金充裕度和政策扶持等４个影响因素.说明具有

电子商务运营能力的人才,地区良好的物流运输条件,满足可开展电子商务的资金以及可获得政策上

的扶持等条件因素,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选择电子商务作为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首要考量,这也是农业

生产经营者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基本配备条件.
(２)主观认识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次要因素,具体表现为效果易察、

运营成本、复杂感知、感知压力、决策支持等５个影响因素.其中,效果易察、感知压力和决策支持等

３个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产生积极影响,这表明如果感受到电子商务边际

收益增加以及对开展电子商务的自我能力认可,将有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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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和复杂感知则对采纳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说明运营成本高企和认知制约是农产品电子商

务采纳的重要阻碍[４３].实地调研走访过程中发现,基层政府部门努力开展一系列电子商务宣传和培

训活动,以消除农村地区对电子商务的复杂认知.正是因为这些基础性工作,加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对电子商务的主观认识,使其产生意愿去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这也是政策扶持因素在农产品电子

商务采纳中具有显著影响的现实观照.
(３)安全可靠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并未产生影响.安全可靠因素的影

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非完全的理性风险规避者,其愿意去尝试创新机会,不
一定是完全周密思考的理性选择.例如,样本地区某F合作社的理事长采用深圳“云集品”平台进行

大米销售时,即便开始意识到该平台存在结算安全等风险,但基于平台推广效果的吸引力以及合作社

的“先行者”示范形象,理事长依然怀着侥幸心理选择该平台继续销售,直至该平台被监管机构查封.
这一现象在实地调研访谈中屡见不鲜.

(４)除了性别因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决策者的个人特征对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表现为决策者的年龄、教育程度以及非农工作经历都会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电子

商务.这反映出决策者的社会资源越丰富、个人能力越强,则越有助于其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

２．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对比

(１)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的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影响因素分析.人力资源和政策扶持是家庭农

场和专业大户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最重要的２个影响因素,而感知压力与复杂感知因素对其农产品

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其他类型群体相比,在获得外部资金支持、专业电子商务人才以及政策扶持力度等方面都相对有

限,因而对运营成本和承受风险较为敏感,开展电子商务往往需要政策有力推动下方肯实施,较缺乏

主动出击意识.
(２)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影响因素分析.效果易察和资金充裕度因素对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最大,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运营成本的敏感度以及安全防

范意识不及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这可能是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比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拥有更丰

富的社会资源,具备多资金渠道和较容易获得政策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决定开展电子商务往往是

出于抢占市场的先机意识,因而其更看重的是电子商务能达成的经营目标,即农产品有效推广以及农

产品价格发现.只要在平台上能够获得收益,农民专业合作社也会选择非知名、非政府背景的互联网

平台.而且,当理事长理解并认可了农产品电子商务,才会带领社员或农户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TRA模型、TTF模型、TOE框架为理论基础,提出三理论整合研究分析框架,并以此构

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基于调研采集的湖北省５８９家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微观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技术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比了不同类型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得出如下结论:
(１)样本群体的决策者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具有较丰富的非农工作经历和一定的教育程度,这

些正值青壮年的“职业农民”有利于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
(２)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明显差异.家庭农

场和专业大户对于是否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更强调基本条件的满足;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更看重农

产品电子商务的实质性收效.无论任何一类主体,人力资源、物流条件、资金充裕度和政策扶持等完

备的客观条件,均是其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关键要素.
(３)在农产品电子商务开展过程中,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主要起着基础支撑作用,是农产品电子

商务采纳广度的主要承载者;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具备主观能动性与开拓能力,应强化其带头引领作

用,是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深度的主要承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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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１)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至少应具备电子商务运营能力的人才、区域良

好的物流运输条件、满足开展电子商务所需资金以及可获得政策上的扶持等基本条件,地方政府要补

齐短板,通过制定人才培养与引进政策、引入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机构、整合农村地区的运力资源与

第三方物流对接、优化和创新政府服务模式等方面共同发力,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广泛开展.
(２)在政策上,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子商务的扶持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可加大

对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的资金方面支持力度,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能力

的提升培育.与此同时,针对目前农村地区电子商务人才不足的问题,短期之内可能较难改变.因

此,必须开展能解决当务之急的实用性农产品电子商务技能培训.对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进行电子

商务普及性与基础专业技能培训,拓展这一群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广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
展加强电子商务采纳深度的培训,包括品牌打造、线上线下双渠道融合以及新兴互联网营销模式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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