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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振兴背景下信息服务投入效应对

创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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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在农村创业热潮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探索农业信息服务赋能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对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驱动农村创业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 过程]在全信息转化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农村返乡入乡创业创新试点监测工作

的相关调查数据，以新型高素质农民为研究对象，搭建以信息服务供给水平为主变量的门限模型，从服务转化能力的角度，

深入探索信息服务对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剖析信息服务与创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结果 / 结论]研究

结果显示，农业信息服务对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促进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单一门限”效应

的非线性关系，当农业信息服务供给水平超过一定的门限阀值时，信息服务对创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降低了 43.6%。这表

明，IT 生产率悖论也存在于农村创业发展过程中，因此，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农业信息服务供给策略，避免过度投入，同

时还应结合提升农民教育与信息化素质、加快农村创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实现农村创业质量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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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袁 多措并举驱动返乡创

业热潮袁 促进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袁 加速农业现代化进

程袁 已成为新时期农业农村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1]遥
农业信息服务作为当前新型高素质农民接受先进技术

和市场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袁 承担着将成熟的管理经

验和生产经营模式以及新型科学技术教授给新型高素

质农民的职能袁 其目标是通过示范尧 指导和咨询的形

式推动先进技术在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民创业质量提升

过程中的普及推广[2]遥 但目前在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实

践中依然存在着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供需不匹配的问题袁
具体表现在院 一方面创业主体接受的技术培训不充分袁
造成无法将新技术应用于创业实践中[3]曰 另一方面社会

机构所提供信息服务无法找到精确的 野着力点冶袁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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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挥的作用有限[4]遥 因此袁 探索信息服务对于农村创

业活动的作用机制袁 开展面向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需

求的有效信息服务袁 实现信息服务从 野供给推动型冶
向 野需求拉动型冶 的转变袁 已经成为现阶段农业信息

服务领域研究的一个重点[5]遥 目前袁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

角度对信息服务对农村创业作用进行了相关研究袁 主

要探索将信息服务作为一种环境营造手段和资源形式袁
在农村创业创新的特定情境下袁 实现多模式创业效能

最大化与持续性发展的实现方式袁 研究主题侧重于

信息服务在农业农村创新体系的效能认定尧 农村创业信

息服务运行机理尧 信息服务对农民创业实践的支持模

式尧 信息服务影响因素尧 信息服务成功案例及经验借鉴

等[6-10]袁 产生了很多可借鉴的研究成果遥
国内外已有研究的相关结论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

了较高的基点和可借鉴的经验袁 但目前信息服务与农

村创业作用机制的研究依然需要进一步提升袁 以解决

二者之间关系探索中相互 野割裂冶 的问题袁 即缺少在

同一理论框架内从受众的角度对信息服务与农村创业

关系的研究遥 事实上袁 在信息技术作用于社会生产效

率门限效应的理论背景下[11]袁 信息服务供给水平的差

异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和实施效能很可能不是一种

简单的线性关系袁 而是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机理 [12]遥 同

时袁 一些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袁 信息化资源和设

施以一种非线性和双门槛效应的方式影响农业产业绩

效[11,13]遥 出于上述分析袁 本文的研究在信息转化理论框

架下袁 利用农业农村部年度农村返乡入乡创业创新试

点监测工作 渊2019要2020 年度冤 的相关调查数据袁 以

新型高素质农民为研究对象袁 搭建以信息服务供给水

平为主变量的门限模型袁 从服务转化能力着手袁 深入

探索信息服务对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袁
以剖析信息服务与创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袁 从而为

有效提升农村创业质量袁 增强信息服务效能袁 提供有

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遥

2 研究设定

农业信息服务其本质是一种增强农民综合能力和

产业管理与经营效率的一种手段[6]袁 在实践中袁 通过信

息服务的引导能够使人力尧 资金尧 知识等有形和无形

的资源要素聚焦于农村创业创新的各个环节袁 保持创

业过程与资源利用的协调发展[14]袁 从而使农业信息服

务真正成为农村创业创新活动的 野助推器冶遥 此外袁 新

型高素质农民作为当前农村创业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

一类主体袁 其也是当前农村地区对信息服务最为关注

和使用频度最高的群体 [15]遥 因此袁 开展面向新型高素

质农民的信息服务与创业绩效作用机制研究能够很好

地反映出信息服务与创业活动的相互作用机理和对绩

效影响程度遥
2.1 理论分析

国内外一些研究成果表明院 信息服务及其所依托

的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的

活动袁 进而对其生产和经营行为产生作用[13]遥 一般而

言袁 学术界通常从技术与知识应用生态的角度来探析

信息服务对用户决策的影响程度遥 其中袁 一些学者认

为院 信息技术与知识的使用能力可以深度影响用户信

息获取与信息交流的行为[16]袁 这就意味着袁 用户行为

所依托的知识是孕育于信息应用袁 而最终归宿到行为

决策遥 而对于新型高素质农民来说袁 信息服务一方面

能够按照信息转换的相关原理袁 将信息资源通过重组

与传递等方式袁 转化为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所依托的

智慧性要素袁 如创业知识尧 创业技能尧 经营意识尧 决

策能力等袁 进而能够提升理论知识应用效果袁 增加创

业经营水平[17]遥 同时袁 信息服务还能在计划行为框架

下袁 促进新型高素质农民创新意识的提升袁 进而作用

于主体的创业决策机制袁 最终可对创业经营活动的利

润产生影响遥 另一方面袁 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指出院
资源流通协调度决定资源使用效率遥 这意味着袁 信息

服务所提供的信息流通协调度越高袁 高价值的技能与

知识资源越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融入信息服务受众的

思维中袁 从而从较深层次影响其决策[18]遥 基于这些观

点袁 一些学者结合复杂网络理论认为院 信息服务的开

展能够通过信息与知识的转换影响新型高素质农民等

信息服务对象的决策能力袁 从而间接提升其的创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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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水平[19]遥
总之袁 在农村信息服务开展和广泛应用的前提下袁

创业主体经营决策能力可以成为一种 野纽带冶 来联通

信息服务与创业发展水平袁 由此可见袁 信息服务开展

水平和状态能够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袁 其影响作用力

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遥
2.2 研究假设

根据 IT 生产率悖论的相关框架理论[2]袁 农业信息

服务所提供的信息增长率与创业主体信息处理效率的

不匹配状态表明院 农业信息服务与农村创业绩效可能

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袁 它们之间的作用过程可能存在

若干 野阀值点冶袁 在 野阀值点冶 附近的影响作用强度和

方向会有较大变化[20]袁 在实践中袁 这种非线性的变化

状态就是 野门限效应冶遥 在本文的研究中袁 为了简化数

据分析工作袁 初步设定信息服务对新型高素质农民创

业绩效只存在一个 野门限冶袁 即随着农业信息服务在新

型高素质农民群体内的开展袁 不但提升了农业生产和

经营的各类信息的使用效率袁 降低了信息共享和利用

成本袁 而且增强了各类信息融入创业主体经营和决策

活动的能力袁 解决了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过程中 野不
敢创业尧 不会创业尧 不能创业冶 的困境曰 同时袁 按照

规模经济的相关理论袁 信息服务还能够在创业前期引

导各类实体要素大量投入袁 形成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袁
即信息服务所引发的资金尧 人力等资源投入效应的不

断增强能够推动创业活动的发展袁 进而正向影响创业

绩效遥 由此可以推论院 信息服务的开展能够有效引导

各类经济要素的有效投入和利用袁 从而间接提升了新

型高素质农民的创业绩效遥
另一方面袁 当信息服务供应水平到达并超过一定

门槛阀值时袁 信息服务对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

影响可能会发生转变袁 通常会表现出 3 种状态院 ①正

向促进作用逐步减弱遥 根据边际理论袁 在信息服务投

入水平达到一定强度后袁 其所引导融入的各类资源要

素难以完全融入创业活动中袁 从而产生投入资源要素的

冗余袁 这就形成了一种信息服务尽管能够正面促进创业

绩效的提升袁 但正向作用强度则可能发生弱化遥 ②维持

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遥 当信息服务投入水平到达一定

强度时袁 信息服务所提供的信息供给数量与新型高素

质农民的信息接受与处理能力达到动态平衡袁 信息服

务所引导的资源要素投入与创业绩效转化产出也形成

了一种基本均衡的态势 [21]袁 由此信息服务对创业绩效

的影响则维持一种基本稳定的状态遥 ③呈现反向弱化

作用遥 依照信息过载理论袁 当信息服务供给的信息资

源大大超过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时袁 创业主体可能会

由于 野信息轰炸冶 而导致忽略所有信息袁 进而使抑制

信息服务对各类资源要素的引导作用[6]袁 从而导致新型

高素质农民对信息服务所引导的资源的关注和投入力

度不断降低袁 进而制约了创业绩效的持续提升袁 由此

呈现出信息服务对创业绩效的反向抑制作用遥
综合上述分析袁 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院

农业信息服务对新型高素质农民的创业绩效的影响呈

现出门槛效应袁 这意味着当农业信息服务供给强度在

门槛阀值以内时袁 其会正向显著影响新型高素质农民

创业绩效的提升曰 当信息服务供给强度超过门槛阀值

时袁 其对新型高素质农民的创业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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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信息服务供给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the role for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supply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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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状态院 不断减弱的正向促进作用尧 相对稳定

的状态和反向弱化作用遥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选择新型高素质农民作为研究对象袁
主要是基于以下 3 个原因院 首先袁 从新型高素质农民

自身条件来看袁 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新型高素质农民

认定的相关办法[9]袁 现阶段新型高素质农民应具备市场

主体性尧 稳定性和现代化观念 3 个条件袁 这表明新型

高素质农民引领了当前农村创业创新活动袁 具有较强

的代表性曰 其次袁 从新型职业农业作用来看袁 新型高

素质农民作为当前农村地区的 野新乡贤冶 主体袁 是新

兴经营理念和生产技术的主要应用和示范者袁 也是农

业信息服务开展的重要对象袁 因此以其为对象开展信

息服务与创业绩效作用关系的研究袁 所得到的结果会

更加显著曰 最后袁 从新型高素质农民发展特点来看袁
按照 2018 年发布的 野新型高素质农民发展指数冶 的相

关内容袁 其的发展显现出 野五高冶 的特性袁 即高度多

元化尧 高度规模化尧 高收入化尧 高绿色发展化和高互

联网应用化[22]袁 这显示出新型高素质农民必然是未来

农村高水平创业的主体袁 因此以其为研究对象所得到

的成果具有较高的实践应用价值遥
综上袁 本文的研究将以 2019要2020 年度农业农村

部 野全国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监测调查试点工作冶 所收

集创业主体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袁 涉及黑龙江尧
吉林尧 山东尧 陕西尧 甘肃尧 江西尧 湖南尧 重庆尧 广东尧
云南尧 河南尧 四川尧 江苏尧 浙江 14 省的 140 个试点县

中的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经营状况数据和经营环境数

据袁 并结合 叶中国统计年鉴曳 叶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曳
的关于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尧 农业信息设备保有量尧 农

民平均教育水平等数据作为辅助信息来开展相关研究遥
3.2 门限模型方法理论

门限模型是一种衡量门限效应的模型框架体系袁
即用来解释在不同门限变量的取值状态下袁 自变量对

因变量所引发的影响状况袁 通常这种影响力的作用是

阶段性[11]遥 在本文的研究中袁 拟根据 HANSEN 等提出

的单门限模型框架[2]袁 运用调研和统计年鉴所获得的新

型高素质农民创业与信息服务的面板数据袁 以熵权法

所测算的农业信息服务供给水平为门限模型的门限变

量袁 通过对门限变量的显著性分析袁 获取其对新型高

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方式与作用强度袁 进而揭示

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遥 基于上述分析袁 本文研究所应

用的门限模型如公式 渊1冤 所示遥
Y t= a1Xt伊P (X t臆b) +a2X t 伊 P (X t> b) + a3伊 Zt+ c t+ e t

渊1冤
其中院 Y t 是应变量袁 即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曰

Xt 为自变量或解释变量袁 表示门槛水平袁 即农业信息

服务供给水平曰 Zt 为门槛阀值控制变量曰 a为自变量尧
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袁 当 a1屹a2 时袁 则表明

存在门限效应曰 P()为指示函数袁 可当括号中条件为真

时取值为 1袁 反之取值为 0袁 其中的指示条件里的 b 表

示门限阀值曰 c t 和 e t 分别为个体固定属性值和环境随

机扰动值袁 作为整个模型的调节变量遥
3.3 指标体系设定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探索信息服务供给水平对新

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袁 结合已有调查数

据和各类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袁 本文的研究拟借鉴丁

瑶尧 王胜尧 樊振佳等[6,7,15]的研究成果袁 根据当前新型高

素质农民创业的实际情况与信息服务接受水平构建测

量指标体系袁 并运用门限模型进行分析遥 由此本文研

究所采用的测量变量指标体系如下遥
渊1冤 因变量遥 本文研究所设定的因变量是衡量新

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解释变量袁 从已有研究成果

和相关经验可知袁 创业绩效公认的衡量标准有两类院
物质和时间遥 其中物质表现为创业所能得到的经济效

益袁 即资金积累和获取的能力袁 投资规模尧 销售额和

利润是其中最为典型的表征变量曰 而时间要素则作为

一种无形资产袁 是衡量创业持久性的属性袁 一般来说袁
创业主体持续时间越长袁 则其无形资产也会相应增加袁
创业绩效也随之提升袁 而在这其中袁 创业年限则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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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要素最为直观的表征变量遥 由此本文研究将创业

绩效的衡量标准设定为创业主体的创业年限尧 投资规

模和销售利润遥 在测算中袁 将借鉴吴翌琳和赵舒羽[1]的

方法袁 从调查问卷中获取上述数据袁 并对这些数据进

行多项式回归和加权汇总袁 所得到自然对数值可用来

描述所抽取试点区域的新型高素质农民综合创业绩效

水平遥
渊2冤 解释变量遥 本文研究所设定的自变量是衡量

新型高素质农民接受信息服务水平的变量遥 就文献与

田野调研经验而言袁 信息服务供给水平的高低决定于

内尧 外两个维度遥 内部维度主要表现为信息服务对象

的属性袁 对象的需求则是最为重要的要素袁 而对于新

兴高素质农民群体来说袁 从业年限越长袁 对自身不足

了解越多袁 则需求也越大袁 因而从业年限是衡量需求

的主要变量曰 在外部维度方面袁 信息服务提供强度主

要由环境和渠道两个要素所决定袁 在农村区域内袁 环

境主要表现为政策环境袁 即政策扶持效果袁 而渠道则

表现为服务的渠道和信息的渠道袁 可用科技人员服务

次数与互联网途径数量来衡量遥 基于这一分析袁 本文

的研究将采用余汉英尧 樊振佳尧 王胜等[6,7,14]的量表袁 选

取政策扶持效果尧 主体从业年限尧 年均培训次数尧 科

技人员年均支持次数尧 互联网信息获取途径等 5 个变

量作为测量信息服务供给水平的指标遥 在实际应用中袁
通过熵值法对上述 5 个变量进行赋权和加总汇算袁 以

此得到衡量新型高素质农民接受信息服务的水平遥
渊3冤 控制变量遥 为了进一步增强测量的准确性袁

降低由于变量覆盖不全面所引发的回归偏差袁 在本文

的研究中袁 拟在解释变量之外引入控制变量来进行补

充解释与测量遥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袁 解释变量的选择

应可间接作用于创业绩效袁 并可影响信息服务功能的

发挥遥 一般来说袁 环境尧 工具与主体状况都可以实现

上述效果遥 具体而言袁 农村中政策是最大的环境要素袁
而财政政策虽不直接作用于信息服务与创业绩效袁 但

能决定信息服务的效果袁 这其中补贴数量是财政政策

最易衡量的变量曰 在主体状况方面袁 人员素质能够决

定信息服务效果袁 而教育是人员素质的重要表现要素

之一曰 影响信息服务效果的工具可能会很多袁 但物流尧

电商和设备是其中最为普遍和重要的袁 而物流设施尧
电商平台和信息设备拥有量则是最易衡量的变量遥 为

此本文研究通过借鉴王晓蓉等的研究成果[10]袁 从已有

的统计年鉴中选取农民平均教育水平尧 农村物流设施

配置水平尧 政府涉农补贴尧 电商平台建设状况尧 农户

家庭信息设备平均拥有量等 5 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袁
用以完善和补充自变量的测量结果遥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各变量的设置和描述

分析如表 1 所示遥

4 结果分析

4.1 变量与模型检验

为了降低变量迭代的异方差干扰袁 在进行门限效

应模型测算与分析之前袁 需要对变量与模型进行信度

与效度检验遥 在变量多重共线性检测方面袁 回归测试

结果表明袁 指标体系中的所有变量的信度范围在

0.87~0.93 之间袁 结构效度的拟合指数 X2 / df = 2.91袁
RMSA = 0.08袁 CFI = 0.93袁 已达到良好标准袁 表明测量

变量集合彼此间没有同构关联袁 因而具有较好的信度

与结构效度遥 同时袁 由于门限模型的迭代要求变量数

据具备一定的稳定性袁 因此袁 本文的研究借鉴贾铖等[2]

的方法袁 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渊应用 LLC 检验尧 ADF 检验和 Kao 检验的方法冤袁 检验

结果表明袁 指标体系中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袁 且协整检验也在 10%的显著性状态

通过了验证袁 这说明各变量之间能够维持较为均衡的

迭代关系袁 变量所依托的原始数据不存在单位根状态遥
在模型验证方面袁 需要应用 Bootstrap 模拟和 LR

检验来验证统计量的门限效应存在性与真实性遥 其中袁
门限效应存在性验证假设和统计量公式如 渊2冤 所示遥

Y 0 : X1 = X2曰 F1 = P0-P1(X*)
y2 渊2冤

上式中袁 X1 和 X2 为门限设定值袁 P0 为原始假设设

定下的参数估算后的残差平方和袁 P1 (X*)为回归测算后

得到的残差平方和袁 y2 为固定系数向量遥
利用 STATA 软件进行迭代检验的结果表明袁 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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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标准误下袁 单门限模型的统计量 F值为 18.56袁
检验 P值为 0.07袁 这表明单门限模型存在着个体固定

效应遥 同时袁 在门限效应显著性检测方面袁 在 10%的显

著性水平下袁 单门限通过了检验袁 而双门限则没有通过

检测 渊表 2冤袁 因此袁 单门限模型更适于本文的研究遥
另一方面袁 单门限模型所测算所得到的门限估值为

0.529袁 处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的置信区间 渊0.51袁 0.56冤
内袁 这表明门限模型的估算值与真实值相同的假设被

接受袁 即信息服务的供给水平与新型高素质农民的创

业绩效之间存在着门限效应袁 且测算的门限真实值系

数为 0.529遥
4.2 信息服务供给水平对新型高素质农民创

业绩效的门限效应分析

根据上述经过显著性检验的单门限模型和测算的

门限真实值系数袁 对前期基于调查问卷和年鉴的原始

数据进行自变量回归迭代与测算分析袁 应用 SPSS22.0

软件统计所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遥
上述单门限模型迭代回归结果显示袁 指标体系各

变量均呈现出一定的显著性水平袁 这表明本文研究所

选定的各变量均对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具有正向

影响作用袁 且解释变量 渊自变量冤 在门限值附近具有

显著的门限效应遥 相关变量的影响作用机制分析如下遥
4.2.1 自变量对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分析

测算结果显示袁 在本文所设定的单门限模型所识

别的门限值两侧袁 自变量均对因变量具有正向显著影

响作用袁 其中在自变量在小于门限值时袁 在 0.01 的统

计水平下呈现显著性袁 而在大于门限值时袁 则在 0.1 的

统计水平下呈现显著性袁 这意味着信息服务的供给水

平提升能够持续对新型高素质农民的创业绩效产生正

类别 变量及衡量指标 测量方法 预期取值 

投资规模 

销售金额 

因变量 创业绩效 

经营利润 

多项式回归 

自然对数 

+/- 

政策扶持效果 

主体从业年限 

年均培训次数 

科技人员年均支持次数 

自变量 信息服务供给水平 

互联网信息获取途径 

熵权法 +/- 

农民平均教育水平 自然对数 + 

农村物流设施配置水平 比值 + 

政府涉农补贴数量 自然对数 + 

电商平台建设状况 比值 + 

控制变量 

农户家庭信息设备平均拥有量 自然对数 + 

 

表 1 门限模型测量变量设置及描述分析

Table 1 Measurement variables setting and description analysis in threshold model

* 注院 + 表示显著袁 - 表示不显著

边际值 
类别 F 值 P 值 迭代次数 

1% 5% 10% 

单门限 18.56* 0.07 500 24.57 17.21 15.98 

双门限 5.42 0.51 500 20.31 15.23 12.45 

 

表 2 门限效应显著性检测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s for threshold effect significance

* 注院 表中所列 * 意义为变量在 0.1 下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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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影响遥 在作用强度方面袁 面向新型高素质农民的信

息服务供给水平对创业绩效正向影响显现出较为明显

的门限效应袁 即新型高素质农民的信息服务供给水平

在超出门限值后袁 信息服务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强度会

有明显的降低遥 据本文研究所设定的模型测算结果显

示袁 自变量 渊信息服务供给水平冤 在门限值前后袁 评

估系数由 1.632 降低到 0.921袁 这说明袁 在信息服务供

给水平跨过门限值后袁 信息服务对创业绩效的作用强

度下降了 43.6%袁 即信息服务供给水平在超过门限值

时袁 信息服务对创业绩效的正向促进能力会明显下降遥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信息服务通过改善新型高素质农

民的知识结构来影响创业绩效袁 其对创业绩效的作用

是一种间接性的影响方式袁 因而作用力存在着传导效

应遥 在实践中袁 因为作为创业主体的新型高素质农民

自身信息接受容量是有限度袁 因而信息服务的对创业

绩效的传导途径存在着传输最大量的上限袁 这就意味

着袁 信息服务对创业绩效的正向作用发挥并不是线性

提升的袁 而是受传导途径的容量影响袁 当信息服务供

给水平接近传导途径容量上限时袁 就会导致信息服务

的正向影响作用强度持续降低袁 从而呈现出显著的门

限效应遥
4.2.2 控制变量对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所设定的 5 个控制变量均在 0.1 的统计水

平下呈现出显著性袁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遥 同时袁 本文

的单门限模型中的控制变量通过稳定性检验袁 这表明

上述的单门限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遥 由此

可知袁 农民平均教育水平尧 农村物流设施配置水平尧
政府涉农补贴数量尧 电商平台建设状况和农户家庭信

息设备平均拥有量均对新兴高素质农民的创业绩效产

生正向影响遥 在作用强度方面袁 按照评估系数 渊Vc冤
的大小袁 各控制变量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力大小排列为院
农民平均教育水平 > 农户家庭信息设备平均拥有量 >

电商平台建设状况 > 农村物流设施配置水平 > 政府涉

农补贴数量遥 具体原因分析如下院 ①农民教育水平能

够正向显著影响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提升袁 这

是因为对于创业主体而言袁 其自身所受教育越多袁 所

拥有的技能和知识能力就有可能越高袁 从而正向改善

创业实体的经营能力袁 实现创业绩效的提升曰 同时袁 对

于特定的区域而言袁 由 MARSHALL 的产业集聚理论[2]袁
人口教育程度越高袁 越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尧 资本等经

营要素袁 从而极大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水平袁 带动创

业绩效的增加遥 ②信息设备作为信息获取的主要工具袁
其家庭拥有量的水平决定了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的丰

富程度袁 从而间接影响创业主体经营水平袁 进而对创

业绩效产生作用力遥 ③电商平台和物流设施是当前面

向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活动的硬件环境基础袁 它们的

配置水平是推动创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袁 在实践之中袁
良好完善的物流与电商设施配置水平有利于农村产业

之间的深度融合发展袁 增强创业者尧 消费者与供应商

在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协调与互动交流袁 提升和改善新

型高素质农民等创业主体对信息服务的需求袁 实现各

类信息的实时流转与自由交换袁 进而推动创业绩效不

单门限模型回归结果 回归稳健性测试结果 
类别 变量 

Sig Sem Vc Sig Sem Vc 

信息服务供给水平 1（小于等于门限值时） 0.003*** 0.376 1.632 - - - 自变量 

信息服务供给水平 2（大于门限值时） 0.081* 0.412 0.921 - - - 

农民平均教育水平 0.043** 1.437 3.168 0.037** 1.341 3.423 

农村物流设施配置水平 0.072* 1.093 1.896 0.061* 0.762 1.547 

政府涉农补贴数量 0.083* 0.965 0.234 0.041** 1.024 0.133 

电商平台建设状况 0.065* 2.108 2.037 0.032** 3.611 1.983 

控制变量 

农户家庭信息设备平均拥有量 0.028** 1.624 2.891 0.012** 1.439 2.655 

 

表 3 单门限模型变量回归测算与稳定性检验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calculation and stability test results for variables of single-threshold model

* 注院 表中所列 *袁 **袁 *** 意义为单门限模型各变量在 0.1尧 0.05 与 0.01 的显著性水平遥 Vc 为评估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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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遥 ④涉农补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创业绩效

水平袁 但其作用强度在 5 个控制变量中是最弱的一个袁
其原因可能在于袁 政府补贴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可能表

现在正反两个方面院 正向的方面来说袁 政府补贴能够

改善创业环境袁 加速特定创业资源的集聚袁 进而对创

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曰 而在反向作用的方面袁 由于政

府的补贴实施方式更多偏向于政策管制与行政干预袁
而非市场机制调节袁 在实践中袁 如果管制过度袁 则会

造成市场机制扭曲袁 形成资金尧 销售渠道等各类资源

的不匹配袁 降低创业主体对自主获取信息服务的需求袁
形成 野经营依赖冶袁 进而对创业绩效的长期发展产生负

面影响遥 综上所述袁 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前期学者的成

果基本一致袁 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平均教育水平尧 农村

物流设施配置水平尧 政府涉农补贴数量尧 电商平台建

设状况和农户家庭信息设备平均拥有量对创业绩效的

正向作用袁 同时也说明指标体系中控制变量的合理性遥

5 结论与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袁 农业信息服务在农业农村生产经

营领域的重要性日益显著[5]袁 已成为新型高素质农民等

农业经营主体开拓农业产业蓝海市场尧 获取经营优势袁
提升创业效益的重要保障遥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袁 农

业信息服务对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是

简单的线性促进关系袁 而是呈现出一种 野单一门限冶
效应的非线性关系遥 相关分析所采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袁
尽管从整体上看袁 农业信息服务始终正向影响新型高

素质农民的创业绩效袁 但在作用强度方面袁 当农业信

息服务供给水平超过一定的门限阀值时袁 信息服务对

创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降低了 43.6%袁 这表明在面

向以新型高素质农民为代表的创业主体创业环境营造

过程中袁 由于受到 IT 生产率悖论的影响袁 高强度的信

息服务供给水平 渊包括信息服务设施的投入和服务内

容的投入冤 并不能带来所预期的创业绩效水平的快速

提升遥 这也说明袁 当前农业农村各级政府在信息服务

投入方面应充分考虑成本收益袁 避免过度投入遥 同时袁
随着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知识化尧 信息化融合程度的

不断提升袁 信息服务的供给已不是促进创业绩效增长

的唯一要素袁 在实践中袁 提高农民平均教育水平和农

户家庭信息设备平均拥有量袁 加快农村物流设施与电

商平台建设袁 优化政府涉农补贴结构和数量袁 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新型高素质农民的创业绩效遥 总之袁
本文的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前期相关学者对信息服务与

创业活动关系的研究成果袁 并把信息服务作用的相关

结论扩展到新型高素质农民的创业绩效领域遥
总之袁 以农业信息服务的供给提升创业绩效水平

是当前信息服务推动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转型发展的

关键环节遥 基于本文的分析结论袁 针对有效利用信息

服务等关键性要素促进新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绩效的提

升的现实问题袁 提出以下建议遥
5.1 积极拓宽新型高素质农民的信息服务供

给渠道

基于本文的分析结果袁 面向新型高素质农民的信

息服务供给能够全方位地影响其的创业绩效水平遥 为

此袁 建议各级农村信息服务部门重视各类创业创新主

体的信息服务工作袁 在深入调研分析创业主体的信息

需求的基础上袁 积极应用先进成熟的信息技术开展多

类型的信息服务活动袁 充分尊重信息供需理论在信息

服务中的作用袁 提升信息服务的供需匹配度袁 进一步

拓宽信息服务供给渠道袁 适度增强服务供给水平袁 构

建连接创业主体与服务供给者的信息交流桥梁袁 充分

满足以新型高素质农民为代表的农村创业主体的信息

需求遥
5.2 合理配置农业信息服务供给水平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袁 信息服务供给对新型高素

质农民创业绩效影响存在着 野单一门限冶 效应袁 这意

味着一味增加信息服务供给量并不能快速提升创业绩

效袁 会造成投入与产出不匹配的现象遥 为此袁 建议各

级农村信息服务部门应根据自身实际状况制定本区域

信息服务发展策略袁 正确识别农业信息服务作用于创

业绩效的成本收益均衡点袁 采用差异性服务供给模式袁
即当信息服务供给水平低于门限阀值时袁 应持续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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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袁 加强信息服务供给力

度袁 扩展信息服务范围袁 以此进一步提升信息服务对

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曰 当信息服务供给水平高于门限

阀值时袁 则应迅速转变信息服务发展策略袁 由要素驱

动模式向综合集成模式转变袁 充分尊重市场对于信息

资源配置的指导作用袁 强化信息服务质量袁 优化服务

结构袁 提升信息服务成本收益匹配度遥
5.3 进一步优化农村创业创新生态要素

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院 农民平均教育水平尧 农村

物流设施配置水平尧 政府涉农补贴数量尧 电商平台建

设状况和农户家庭信息设备平均拥有量等要素也对新

型高素质农民的创业绩效产出正向促进作用袁 但作用

强度有所差异遥 为此袁 建议各级农业农村管理部门袁
在重视农业信息服务的同时袁 持续提升农村创业创新

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袁 根据不同要素的作用强度袁 合

理安排生态要素配置袁 重点加强面向新型高素质农民

教育培训力度袁 提升农民信息化技能和信息设备的使

用能力袁 保障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接收和加工处理水

平袁 提高创业主体知识素养遥 同时袁 加快推进农村电

商平台尧 物流设施等创业创新基础环境建设遥 另一方

面袁 尽管农业补贴对创业绩效影响程度较小袁 但依然

存在一些正向作用袁 因而需要建立适当的涉农补贴运

行机制袁 通过信息资源在创业各环节的协调传递袁 合

理引导各类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袁 实现全区域的规模

经济效应袁 促进农村创业创新活动的高质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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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As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dvances continually,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s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driving rural entrepreneurship.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and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via

"pilot work on the monitoring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rural", this paper takes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structs a panel threshold model with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supply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With the model,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supply level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s explored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Results/Conclusions]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s not a simple linear relationship, but a non-linear one with a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When service supply crossed the "threshold level", the promotion effect was weakened by 43.6% . It confirms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ivity paradox also ex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Therefore, strategies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supply can be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actual conditions to avoid excessive investment. At the same

time,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armer educ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frastructure can be combined to achieve an effective improvement on the quality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service; supply level; threshold model;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form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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