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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正处在数字乡村与智慧农业发展的重要契机,为探寻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路径,本

文选取数字化成效明显但路径不同的欧盟、美国、日本为典型案例,重点阐述其数字乡村与智慧农

业发展模式、应用策略及其运行情况.研究发现,欧盟兼顾成员国差异性和数字市场统一性、实施

多元协同路径,美国整合技术研发、人才培育、电子商务构建精准导向的数字链条矩阵,日本则把

数字化建设重心放在应对老龄化和提升农业竞争力的智慧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同时,各国家和地

区在完善顶层政策设计、支持技术精准研发、鼓励部门参与合作等方面的经验积累值得借鉴.本文

基于经验分析和中国现状提出重点关注数据基础、数据分析和数据管理三个领域的建设.
关键词:数字乡村;智慧农业;欧盟;美国;日本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１

当前,全球数字技术应用空前活跃,世界各国正抢占新一轮信息革命机遇,争做信息时代的领军者.以数

字技术推动农业农村领域发展和变革,已成为多数国家的重要抉择.这不仅迎合了信息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的趋

势,也从根本上符合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农村发展变革的内在需要.２０１９年,国家制定出台了 «数字乡村发展

战略纲要»和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年)»,提出缩小城乡 “数字鸿沟”,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

力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要求全面建立农业农村数据采集体系和资源体系,大幅提升管理服务数字化水平和农

业数字经济比重.但放眼全球,中国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进程仍在一些方面滞后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

家和地区,数字基建、大数据平台、数字治理及数字化技术应用等仍存在短板弱项[１Ｇ３],亟待站在全球高度正视

中国发展进度,凝练吸收国际经验并结合农业农村实际探索出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

1　文献回顾

近年来,随着数字乡村与智慧农业战略深入推进,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机理与路径研究趋于丰富.由于国

外数字化起步较早,已有文献关注和讨论了典型发达国家的主要经验并期许为中国的数字化提供启示.现有

国际经验研究主要涵盖两种视角.一是立足农业现代化场域梳理国外在智慧农业方面的建设模式.例如,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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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华等总结分析了美国、西欧、日本、韩国等农业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农业信息服务

模式及智慧农业信息服务发展等方面的有益经验[４];钱静斐和陈秧分通过选取农业信息化领先的美国、农业

资源禀赋与中国相似的日本,深入探究两国在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发展阶段和模式选择,并对扶

持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政策措施进行系统剖析[５].此外,还有研究详细解读了欧盟、日本、美国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可持续的智慧农业政策规划,凝练总结了在全产业链农业数据协作平台、高效可持续的产学

研用协同创新网络及细化多元的金融支持体系等方面的建设经验[６Ｇ８].二是从乡村建设的视阈分析数字乡村

发展的主要策略.例如,常倩和李瑾通过对国外资料的梳理总结了欧盟 “智慧乡村行动”、韩国 “信息化村”
计划及印度 “数字印度”计划的主要内容和特征[９];梅燕等则总结并比较分析了美国多元共进矩阵型、日本

政策导向与信息技术支撑的联动型、英国双向协同的秩序化、法国 “互联网企业＋政府＋信息技术推动”的

多元组团四种数字乡村建设模式[１０].已有研究主要通过对国外政策措施和建设内容的梳理,重点归纳了在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激励低成本包容性技术创新、农业数据与平台企业的规制和监管等方面的经验[１１Ｇ１３],为从

国际视角加快中国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进程提供了有益借鉴.然而,现有文献对国外农业农村数字建设的路

径研究仍不清晰,尽管已经总结了已有模式的主要措施,但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国情差异视角的数字化路径分

析尚不充分.本文认为,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应当充分结合本国国情与农情因地制宜采取适宜策略.为此,
本文从数字化建设与发展情境相适应的原则出发,探析了欧盟、美国、日本的数字化发展经验,凝练总结出

三条路径模式,以期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为中国的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发展提供践行指向.

2　国外农业农村数字技术应用的典型模式

数字技术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抓手和路径,国外在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丰富经

验,对于中国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２１　欧盟:多元协同的数字化路径

欧盟地区不同区域的农业农村发展模式具有差异,因地制宜形成了相对多元化的数字乡村与智慧农业建

设模式,同时以欧盟为核心组成了多元协同的数字化路径.

２１１　关注市场协同, 打造一体化数字市场

区域间的数字壁垒往往是制约数字化深度发展的关键障碍,为此,欧盟高度重视建设一体化数字经济市

场,促进数字产品和服务在成员国间的高效流通.«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欧洲数

据战略»等文件陆续出台,加快了欧盟一体化数字经济市场建设[１４].欧盟数字市场主要表现为高度的地域一

体化、重视以制度和技术提升数据协同治理能力、关注风险监管与防控等特征,在欧盟境内形成了相对安全

开放的数据标准模式,并积极向外推动数字转型与数据流动.历经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推广和普及、
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等阶段[１５],欧盟数字经济为实现农业农村数字技术应用提供了完备的基础条件,尤其是人

工智能的发展为重构农业生产体系提供了重要保障[１６].总体来看,一体化是欧盟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建设的

重要表征,特别是其实施的SmartAgriHubs项目把各区域数字创新中心、能力中心、大学、农业研究机构、
试验站、农场、推广机构等组织密切联结,能够有效应对区域挑战并满足智慧农业建设需求[１７Ｇ１８].

２１２　共建共享基础设施, 推广适用技术

为进一步助力区域间数字化的协同发展,欧盟极力推动共建基础设施,促进资源共享、实现共同发展.
一方面,针对城乡基建差异特别是通信基站不足直接制约数字乡村发展的现实,推动大数据、物联网、物流

运输、数据分享应用等关键前沿技术应用于乡村,通过社区参与等形式推动乡村数字化[１９].早在２０１３年,
欧盟就已修改宽带行业援助规则,鼓励私人和公共部门投资农村快递和超高速网络建设.到２０２１年,欧盟

农村地区４G覆盖率为９９６％,光纤到户覆盖率扩大到３４％.另一方面,欧盟依托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农业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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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管控等数字技术的推广步伐,高度重视研发并推广掌上农业管理、土壤探测技术、农田遥感监测等智慧农

业管理系统,普及农业物联网数字技术,推动农业 “精确化”生产,广泛应用于智能灌溉、精准撒药、合理

施肥等精细化操作环节,对于优化农业生产布局、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均起到了积极作用[２０].
２１３　锚定区域差异, 因地实施多元举措

依据欧盟成员国农业农村差异化的特征,在统一数字市场和基础设施的前提下探寻适用不同农情的数字

方案.例如,法国注重加强和协调智慧农业创新行为者的互动网络,以促进智慧农业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交

流,实施的代表性项目为DigiＧPILOTE,通过移动端应用程序整合云端数据和来自物联网解决方案的信息,
为农户提供解决方案;德国把数字化工作列为农业农村发展的优先事项,在２０１９年召开 “农业部门数字技

术”能力网络成立大会,启动实施 “全国通信和云网络支持农业４０和农村地区” “基于数据驱动网络和农

业数字化的试验” “智能养牛支持系统”等数字化试验项目[２１Ｇ２２];意大利应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和物联网技术

精准养殖,通过执行操作程序控制水质以支持可持续水产养殖.地域适用性是数字技术推广必须考虑的前

提,欧盟成员国差异化的实践策略充分印证了灵活部署数字建设内容的重要意义.

２１４　健全政策体系, 扩大财政扶持

２０１７年,欧盟启动 “智慧乡村”行动,旨在通过数字化建设和社会创新促进欧盟农业农村发展.在此框

架下,２０１９年欧盟２４个成员国与英国签订 «欧洲农业和农村地区智能和可持续数字未来宣言»,进一步明确

数字技术创新、新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数据汇集与共享机制等智慧农业支持政策,并把数字技术作为应对

经济、社会、环境和气候挑战的重要抓手.同时,欧盟一直强化对数字研究和创新活动的政策扶持,从２０２０
年开始开展为期１０年的数字化建设,欧盟 “恢复基金”中有１/５用于支持数字化.此外,针对区域间及不

同主体间数字技术可及性差异的问题,欧盟实施多项政策促进共享数字发展机遇.一是基于 «欧盟共同农业

政策»规范智慧农业支持方式,促进中小规模生产主体通过获取质优价廉的智慧装备对接数字生产;二是通

过EIPＧAGRI的组织网络和 “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资助数字技术研发和智慧农业推广工作,助力中小规模生产

主体获取数字技术支持.此外,欧盟还为中小型农场提供专项财政扶持,并以法律形式明确扶持方式,极大

地促进了数字技术的有效普及.

２２　美国:精准导向的数字链条矩阵

美国是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发展的先驱,土地广袤、规模经营的地理特征决定了美国以替代人力和联通

产业及区域关系为发展指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工程,并在８０年代提

出 “精确农业”发展构想,逐渐形成大规模经营、高资本密度的智能化精准农业模式.在此过程中,美国强

化数字基础支撑和多维产业延伸,聚合为涵盖技术研发、人才培育、电子商务的数字链条矩阵.

２２１　重视数字技术研发, 服务规模农业生产

技术和资本密集投入是美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在数字技术领域美国更是抢抓战略机遇.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美国雨鸟公司与摩托罗拉公司联合开发智能中央计算机灌溉控制系统,智慧农业初露端倪[１２].９０年

代开始,美国政府每年拨款超１０亿美元建设农业信息网络,进行技术推广和在线应用,农村高速上网日益

普及[２３].同时,美国农业部设立国家农业图书馆,主要职能为收集、保存、共享数据,并建成庞大的农业数

据库,为与农业农村相关的研究免费提供资源[２４].适应规模化发展规律,美国以数字资源为基础、以先进科

技为支撑,成功打造出覆盖不同级别、涵盖不同部门的农业数字网络,建设了大量开放、共享的农业数据库

及农业模拟系统[２５].近年来,美国已形成涵盖数字测图、精准播种、无人机、变量技术 (VRT)施肥、产

量监测和卫星图像的智慧农业技术体系,且在农业生产中获得了广泛的实践应用,ARMS数据显示,GPS
技术应用使农场利润增长了近３％,VRT施肥的应用使农场利润提高了１１％,有效推动了规模农业生产的

提质增效.

２２２　推动数字人才培育, 保障数字技术有效推广

从技术研发到技术推广,是美国数字农业链条矩阵的具体表现.为保障前沿数字技术有效在农村地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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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应用,美国从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两方面系统部署政策措施.围绕职业教育,２０１３年开始,美国政府划拨

专门的财政资金支持涉农学校开展公益性农民教学任务,旨在通过拟定教学计划来提升农户针对智慧农业的

生产或是经营管理的综合型能力.这一过程,为农民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学习机会,大幅提升了农民专业素

养,促使农民能够更好地接受并应用数字技术.同时,美国各级农业经销商在车队管理和远程监控技术、无

人机施药管理、土壤电导率监测等精准技术的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普渡大学的调查数据表明,

２０２２年应用精准技术的经销商占比高达７０％.围绕基础教育,美国高度重视提高乡村教育质量以促进乡村

高级人才的长效培养.２０１５年,美国教育部提出教育信息化发展理论框架———面向未来框架,具体部署美国

乡村教育数字化任务,通过衔接信息技术和教育体系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２２３　发展电子商务, 健全农业数字市场

美国建有完备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和发布体系,能够通过多种网络渠道发布农产品市场动态,并配有健全

的农业信息法规,有助于真实农产品信息的有效共享.美国依托数字技术发展出农户对接、平台销售、团购

销售等多样化的电子商务模式.例如,FreshNation公司基于全美农贸市场分布图构建网络交易服务平台,
把传统的农贸市场移植至网络平台促进农户与消费者对接.LocalHarvest公司搜集社区内的农场信息并以网

络形式呈现农产品资料,突出强调农产品产地等方面的真实性,搭建消费者与农场的互动平台,实现中小型

电子商务和消费者衔接.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及亚马逊、eＧBay等电子商务平台既为农产品销售提供可供消

费者身临其境挑选产品的线下场所,又为跨区域购买农产品提供了线上下单的购物平台,满足农产品消费者

的不同需求及消费的不同场景[２６].此外,卫星技术、遥感技术、GPS技术对物流科技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达的运输体系进一步保障并促进了农业数字市场有序发展.

２３　日本:兼顾老龄化与竞争力的数字战略

同欧盟和美国相比,日本土地稀少、资源匮乏,是典型的小规模农业国家.同时,日本老龄化和农村

“空心化”现象严峻,数字乡村建设是应对这些突出问题和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关键.

２３１　协同技术引进与本土研发,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以技术换劳动力、以技术换竞争力是日本农业发展的重要策略.在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领域,日本高度

重视技术引进、本土创新和人才培养.技术引进方面,日本一方面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数字技术,推

动国外前沿技术的本土化应用,另一方面还注重从本国工业领域移植信息通信、智能软件等数字技术,通过

其他产业部门同农业产业的融合促进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的实践应用.技术研发方面,日本以农民农业生产

的技术需求为导向大力推动实践特征明显的技术研发和推广,构建了系统严密的 “需求—研发—应用—反

馈”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数字技术的转化效率和应用革新效率.当前,日本数字乡村与智慧农业发展

的主要目标是规模化、精细化、品质化、轻松化、低门槛化、安心化,并已在无人机植保、病虫害监测、环

境监测控制、机器人管理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同时,为充分支持研发力量,日本制定了长期的人才培养

战略,并从２０２２财年起在高中学习指南中重点关注农业机械的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等创新智慧农业技术,
在农业大学讲授智慧农业相关课程,为农民提供数字技术应用的专业培训[２７].

２３２　构建农业数字协作平台, 促进小农衔接智慧农业

当前,日本仍属于以小规模经营为主体的东亚小农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和乡村 “空心化”的冲击下,这

种小农模式亟须通过新的技术支持延续可持续发展路径.为此,日本正在完善数字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同

时把小农户纳入智慧农业体系实现小农生产的数字化转型.数据建设方面,自２０１４年开始,日本农林水产

省就已探索建设农业大数据平台,至２０１９年 “农业数据协作平台”(WAGRI)正式上线运行.WAGRI是日

本全国性的农业共享数据平台,把各类农业数据和服务有机连接,能够为各类涉农主体提供数据支持并提供

全方位、多样化、一站式的信息服务,进而实现了数据互联、数据共享、数据服务职能.在连接小农户方

面,日本主要采取两点措施,一是注重研发和应用精细化生产导向的数字技术,如通过 GPS和遥感器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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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精准监管;二是注重技术对人力的替代作用,通过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进一步解放人的体力劳

动.同时,数字协作平台直接对接小农户,为小农户了解并掌握数字技术提供了先决条件.

２３３　强化政策支持, 优化市场环境

鉴于对本国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日本出台了大量政策法规和产业规划扶持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并逐渐

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的资本技术集约型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建设模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政府

制定出台了 “２１世纪农林水产领域信息化”发展计划,推动在农村地区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此后,颁发

EＧJapan、UＧJapan和IＧJapan信息化战略,接续推动乡村互联网建设,破解乡村网络通信、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物

流三大问题[１２].近年来,日本关于数字建设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２０１５年启动了 “基于 ‘智能机械＋智能IT’
的下一代农林水产业创造技术”项目;２０１６年组建 “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并将其作为国家层面的综合管理

机构;２０１７年实施 “未来投资战略”重点推动物联网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促进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

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２０１９年农林水产省实施小型无人机推广计划,在全国多地开展小型无人机和无人

拖拉机智慧农业实证试验.在市场环境方面,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市场资源配置作用,通过实施减税降费、专项

补贴等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和支持智慧农业,形成多元主体竞相发展的数字市场格局.

3　国外农业农村数字技术应用的经验总结与比较

３１　经验总结

３１１　重视顶层战略设计, 持续完善政策体系

从欧盟、美国及日本农业农村数字技术的发展经验来看,推动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

与长效保障.除上述国家和地区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制定或实施数字农业发展战略.例如,澳大利亚

实施了数字农业战略,巴西实施了数字治理策略,英国实施了农业技术战略.数字农业战略已经成为指导一国农

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除此之外,不断健全的政策体系也成为农业农村数字技术成功发展的重要保

障.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政府出台了大量专门政策支持发展数字技术,为农业农村数字化提供了利好环境.

３１２　大力推动精准研发, 健全应用服务体系

加快农业农村领域的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和智慧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从国外发展

经验来看,前沿的精准研发和完备的应用服务体系是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制胜法宝.近年来,美国、
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把区块链、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无人机等前沿科技成果应用于农业领域,并加

强适用于农业生产特征的数字技术精准研发,把农业卫星定位 (GNSS)数据、遥感和近端数据投入农场管

理和生产运营的全过程[２８].同时,国外还特别关注技术推广和应用,如日本充分依托农协加快数字技术应

用,并且关注农民的职业教育和素养提升.

３１３　强化部门联动参与, 构建制度保障体系

加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为数字乡村建设共同提供技术、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的支持.改变

以往只依靠政府部门建设的方式,科研机构、零售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等其他主体拥有政府部门所无

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往往能够比较灵敏地察觉乡村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资源配置是否得当等情况,从而迅速做

出一系列投资及研发活动.除激活不同主体参与优势之外,国外经验还体现为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保

障体系,通过出台专门的法案及政策法规对数字技术应用进行规范化.

３１４　积极推进人工智能研究, 建立研发与应用监管体系

人工智能是数字技术发展的新兴前沿领域,正逐渐成为支持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美国、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并出台了相关法案规制可能产生的风险.中国推进人工智能等

前沿数字技术赋能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建设,需要充分借鉴国际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监管经验.美国于２０１９
年出台 «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提出要应对来自战略竞争者和外国对手的挑战,并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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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先地位.欧盟等其他地区也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快研发进度,推动构建可靠、稳健、可信、安全、可跨平

台和可互操作的人工智能系统.同时,针对ChatGPT等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存在的信息泄露问题,美国正在

推动构建信度、合法性和道德准则相关的审查制度,并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监管立法工作.

３２　比较分析

上述经验的取得是各国家和地区数字技术革命进程同农业农村发展需要耦合作用的结果.数字技术推广

应用规律及农业农村发展特征和模式的差异决定了国外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建设进程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化政策也导向差异化的数字路径 (图１).欧盟、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既有诸多共性之

处,但同时三者也形成了三条不同的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建设路径.欧盟注重通过政府引导形成全欧盟统一

的数字经济市场,为农业农村数字化提供完善的政策框架和健全的基础设施,这种政府引导的全方位智慧乡

村建设模式集中表现为政策上的综合引领性和形式上的协同多元性,对于指导数字技术与乡村建设和农业生

产紧密衔接具有重要意义.相比欧盟以完善的政策框架系统部署数字全局,美国的数字化路径显现出更明显

的市场化导向特征,尽管美国政府同样在数字化工程建设、人才培育和财政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

关企业在数字建设和应用方面起到了更重要的主体作用,且美国的农业农村数字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动力来源

是支撑和服务大规模农业生产需要并保障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的有机对接.在人口老龄化严重和农业资源禀赋

较差的日本,依托政府的宏观干预推进农业自动化生产和提升农业竞争力是其数字化发展的主要目标.

图１　欧盟、美国、日本农业农村数字化的路径比较

4　中国农业农村数字化的重点关注领域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在资源禀赋相对较差、科技创新能力仍有不足的前提下

实现共同富裕面临诸多挑战,数字技术已成为深化农业生产、乡村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改革的重要抓手,但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下的区域数字化发展能力差距制约了数字赋能成效,有必要总结国外在数字基建及宏观政

策框架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规范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秩序,重点做好数据基础、数据分析和数据管理三项工作.

４１　数据基础:以系统化思维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基建

数字基建是实现农业农村数字技术应用的基本前提,应当充分借鉴国外在农业农村数字基建和信息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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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系统化部署农业农村数字基建工程.第一,加快布局乡村网络设施,
推动发展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支持构建既能够与城市网络相统一,又

符合乡村特色和发展需要的基础网络系统;第二,完善信息终端和服务,鼓励相关企业及科研主体参与研发智

能服务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及应用软件,全面落实信息进村入户,搭建智能化、一体化的农业信息综合服务平

台;第三,实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工程,依托数字技术对现有的农村交通、电力、供水、灌溉、物

流等设施和服务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民日常生活赋能数字化力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

数据基础支撑,通过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民的数字技术应用成本,推动数字技术适农化包容性发展.

４２　数据分析:推进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协调发展

依托数字基建完成数据传输任务后,对庞大数据信息的分析和应用是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最直接的实践

表现.为此,在数据应用分析领域需要破解两项问题.一方面,强化数据整合、分析和应用技术研发.瞄准

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大需求开展关键共性数字技术联合攻关,从根本上破解核心技术缺失的 “卡
脖子”难题,激发不同科研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创造力.制定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技术路线图,重点突破相关

领域的基础技术和通用技术难题,形成产学研协同攻关的农业农村数字技术学科体系和创新网络.另一方

面,建立健全数字技术应用推广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建立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平台,鼓励院士、专家等科

研力量通过建立线下服务站、线上远程服务平台等方式转化科研成果,通过行业协会及其他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加快研发与应用环节的实践对接.同时,形成技术应用与反馈机制,通过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等途径构建

数字技术联农带农发展模式,促进数字技术应用同乡村产业融合、农民收入增长紧密结合.

４３　数据管理:建设共建共享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

针对数字资源碎片化特征,通过系统严密的大数据平台建设做好数据资源保护与管控.第一,积极落实

建设国家农业农村云平台、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国家农业农村政务信息系统三大数据服务中心,推动

建成具有资源共享和智能预警功能的农业农村数据中心,保障全国数据平台建设协同高效;第二,实施重要

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项目,健全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消费、贸易等全产业链环节的信息采集和

智能化处理,推动开发专门的分析服务模型,健全市场监测预警机制;第三,开展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示范

项目,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等区域开展数字化试点工程,探索建立多元、包容、可持续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共享模式;第

四,配套做好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确保利用过程和存储过程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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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ExperienceandEnlightenmentofDigitalTechnologyApplicationinAgricultureandRuralAreas
LIUJingjing　XIONGXuezhen　WUTianlong　ZHANGJing

Abstract:ChinaisinanimportantopportunityforthedevelopmentofdigitalcountrysideandsmartagriculＧ
tureInordertoexplorethedevelopmentpathofdigitalizationinagricultureandruralareasinChina,thispaＧ
perselectstheEuropeanUnion,theUnitedStatesandJapan,whichhaveobviousdigitalizationresultsbut
differentpaths,astypicalcases,andfocusesonthedevelopmentmodel,applicationstrategyandoperationof
digitalcountrysideandsmartagricultureItisfoundthattheEUtakesintoaccountthedifferencesofmember
statesandtheunityofthedigitalmarkettoimplementadiversifiedcollaborativepath,theUnitedStatesinＧ
tegratestechnologyresearchanddevelopment,talentcultivation,eＧcommercetobuildaprecisionoriented
digitalchainmatrix,andJapanfocusesondigitalconstructiontodealwithagingandimprove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ofsmarttechnologyresearchand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Atthesametime,theexperienＧ
ceaccumulatedbycountriesandareasinimprovingtopＧlevelpolicydesign,supportingprecisetechnologyreＧ
searchanddevelopment,andencouragingdepartmentstoparticipateincooperationisworthlearningBased
ontheanalysisofexperienceandthecurrentsituationofChina,thispaperputsforwardthreeareasoffocus
ontheconstructionofdatafoundation,dataanalysisanddatamanagement
Keywords:DigitalVillage;SmartAgriculture;TheEuropeanUnion;UnitedStates;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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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发展为各国深化智慧型农业合作、推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发展显著提升了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渠道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发

展主要通过扩大规模化生产及提高劳动力素质来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与

中国双边贸易密切程度高的国家,其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的数字赋能效应更显著.调节效应分析表

明,政府治理能力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果.
关键词:数字化发展;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规模化生产;劳动力素质;政府治理能力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２

1　引言

粮食安全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保障农业安全是确保国家发展安全的首要前

提.“一带一路”倡议是连接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纽带,为实现地区粮食安全

稳定、促进就业和解决贫困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２０２１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将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列入八大重点合作领域.研

究如何让 “一带一路”国家进一步享受到数字化发展带来的红利,在互联互通中建设新时代数字丝绸之路,
对提高全球农业生产韧性、保障全球粮食生产安全、降低全球贫困人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２０２２年,中国农业农村部印发 «“十四五”农业农村国际合作规划»,指出要 “围绕服务国家总体

外交大局和农业农村发展事业,加快构建新型农业对外合作伙伴关系,高质量推进 ‘一带一路’农业农村合

作”,还要 “深化农业科技合作”.农业合作与民生息息相关,向来是 “一带一路”重点合作领域.根据中国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公布的数据,截至２０２１年,中国已向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２０００多名农业专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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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向多个国家推广示范１５００多项农业技术,带动项目平均增产４０％~７０％①.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贯穿亚非欧大陆,包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发展层次的多样性给中国与之农业合作提

供了多样化道路,使得合作呈现 “由点到面” “由浅入深”的阶梯形特征,从技术交流到贸易投资,再到政

策协同,“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为提高全球粮食安全水平提供了 “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然而,农业劳动力减少与气候环境问题交织,维护世界粮食安全遭遇挑战.究其原因,第一,城市化进

程加快推进,伴随着城市化建设不断挤占农业用地空间与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预测数据显示:２０２１—２０５０年世界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将持续降低,预计到２０５０年时将下降至

３１７６％.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口不断减少,对粮食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粮食增产压力和农业劳动力减少阻

力交织.第二,全球极端气候事件不断发生,全球气候变暖给世界敲响警钟.农业作为非常依赖自然气候的

行业,异常气候事件频发向农业安全足量生产提出严峻挑战.第三,从 «京都协议书»到 «巴黎协定»,以

国际约束的形式限制国家碳排放,旨在敦促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为国家经济增

长与碳排放脱钩、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要求,同时让各国加强合作与交流,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

的全球性挑战.根据Boulding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面对人口持续增多但资源不断减少的严峻现实,经济发

展应从 “消耗型”转为 “生态型”[１].因此,研究如何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一国发展方式由消

耗主导型转为生态主导型,农业发展方式从注重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应有之义,
具有充分的时代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数字化发展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战略性、倾向性支持.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国

家抵御风险的能力和韧性[２].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说,数字化转型系统性革新了全产业全链条发展动力:一是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能力来提高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３];二是通过提高金融普惠性、扩大金融服

务规模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４];三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农业,提高农作物生产智能化、精细化、规模化

水平来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５].除了重视本国数字化发展,数字化转型的国际合作也是寻求国与国之间

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对外和外商投资及社会和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早在１９８１年,Cohen就表达了面对

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分工层次的差异,发展中国家能够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移带来的发展红

利及借鉴其成功发展经验,来发掘本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观点[６].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业务扩展所带来的技

术转移和先进经营模式引进也具有引领效应和溢出效应[７],从而实现东道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相关生产要素天然具有流动性、共享性等特征.数字化对农业的赋

能,可以通过提高产品可追溯性和质量保证、拓展农产品的数字营销渠道和购买渠道等,提升农产品的附加

值[８];机器人取代劳动力的规模化生产倾向能够降低农业生产边际成本;大数据信息化管理模式可以提高农

作物从播种到采摘一系列农业全周期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５].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让各国进

入工业４０发展轨道,相对应的是,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遥感等数字技术为载体的农业

４０发展模式同样方兴未艾,有大量证据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农业活动的效率[９Ｇ１０].学者构建一国数

字化发展水平通常采用综合指数法,一是因为鉴于官方数据披露情况参差不齐,衡量数字化发展的指标存在

数据缺失和滞后问题;二是因为数字经济体系包含的框架太大,很难用单一指标衡量其发展现状,其外溢价

值更是难以通过数据来估计;三是因为对于国家主体而言,国家禀赋和地区特色让单一指标的可解释力受到

质疑.数字化发展是时代热点和学术界热议话题,却因为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存在指标偏倚和数据滞后问

题,使研究结论缺乏信服力[１１].而关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

分析 (DEA)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当中,其优点在于作为一种非参数方法,不用对投

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预先假设[１２],每个决策单元可以自由选择投入和产出的任何组合,以使其相对效率

最大化.然而,传统 DEA 的 Malmquist指数无法计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Chung等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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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http://wwwgjsmoagovcn/.



MalmquistＧLuenberger (ML)指数提供了解决方案[１３].进一步地,为了避免潜在的线性规划无解和 ML指数

在不同年份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一些学者采用全局 ML指数来测算包含碳排放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上述方

法均是径向DEA模型,当存在冗余值时可能会导致测算结果不准确.更进一步地,考虑了指标松弛变量的非径

向SBM模型被应用于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１４].但是以上模型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当部分决策单元完

全有效时,无法对其做出区分和排序.为了规避这个问题,Tone提出了基于修正松弛变量的SuperＧSBM 模

型[１５],并且已有学者用该模型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１６].已有文献构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主要

区别在于投入要素、期望和非期望产出要素指标选择的不同,以及模型设定上的区别,导致结果也有很大差异.
现有文献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但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国内,且数字化发展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

标构建方法存在很大差别.本文基于数字丝绸之路视角,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数字人才、数字金融

四个层面构造数字化发展水平指标,利用SuperＧSBM 模型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考虑到与中国双边贸

易密切程度差异,分析了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从扩大规模化生产和提高劳动力

素质两个方面探讨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揭开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 “面纱”;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研究了制度质量对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
为政府布局数字化发展来提高农业绿色生产提供了新的实证经验.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图１为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

图１　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

２１　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

第一,数字赋能效应.数字技术具有强渗透性特征,能够很好与农业生产过程相融合.例如,在生产阶

段动态监测播种、耕地、气候信息,实现智能播种、施肥、灌溉、收成,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农作物发生

病害的概率;在加工物流阶段将加工和物流信息线上化,可精确监测加工流程、控制物流成本,区块链、物

联网和无线射频识别 (RFID)等技术的使用还能做到每个环节可溯源、可监督,实现食品供应链每个环节

的透明监测和记录,满足消费者安全、绿色消费需求[１７].数字技术对农业生产过程的渗透和融入促进了智慧

农业的发展:一是数字化技术和服务降低了农产品碳足迹,二是数字化监管促进了农产品生产规范,三是数

字农业数据库的建立提高了作物生产调控能力和土地可持续利用价值[１８].进一步地,数字技术赋能形成规模

效应,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例如,农业机器人的使用能够提高农作物采摘率和合格率,同时提高环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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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的应用为农民播种和收成提供精细化管理方案,并利用互联网资源共享农业经营信

息,实现农业数据的数字化管理[１９].同时,效益的提高还能摊薄前期数字化投入成本,减少化肥、农药等污

染土壤和空气的化学品使用量,降低农业碳排放,进而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价值共创效应.数字化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信息价值,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原

始数据同样具有广泛利用价值.一是能为农业科研和创新提供宝贵一手资料.通过分析农业数据,可以发现

农业生产中的技术瓶颈.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可以利用数据来研发新的农业技术、品种改良和农业管理方

法,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朝着增强 “减碳增汇型农业技术”的方向发展,实现减碳增汇双效益,加快绿色科技

成果落地和转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农业数据可以用于评估农作物的风险暴

露程度、预测产量和估计损失,通过分析历史和实时的农业数据,保险公司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农业风险,并

提供相应的保险产品.农民以数据为依据选择适合的保险方案,减少因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损

失风险,还可以鼓励农民使用更环保的生物农药,更新绿色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达到减少化学品投入

以保护环境的目的,促进绿色农业的发展[２０Ｇ２１].
第三,市场激活效应.一是数字化发展盘活了市场要素,优化了资本要素配置.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信

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生产要素配置不均衡问题.二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互

联网农业数据共享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的搭建,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数字化发展

进程.卫星遥感、无人机成像系统、物联网传感系统和机器人等数字基础设施被应用在农业生产中,实现精

准施肥、精准灌溉,能够极大地降低农业生产的非必要投入;建立绿色农业生态循环系统还能降低农业碳排

放,提高农业可持续性.三是数字化转型改善了农业营商环境.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传统经营模式,电子商务

的蓬勃发展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降低中介和流通成本,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够创造更

多农业投资机会,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进而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激励农业发展从传统

生产模式转向绿色、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最终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说

H１:数字化发展能够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２２　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效应

２２１　数字化发展、 规模化生产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数据集成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帮助农业从业者收集、整合和分析如土壤、
气象、作物生长条件等的大量农业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制定更有效的生产计划,这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生产[２２].第二,数字技术创新带来了如无人机、智能农机、智能灌溉系统等大量

先进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的创造及新一代农业机械设备的改进,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作业质量和工作精度,
降低生产成本,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的需求[２３].第三,数字化发展提高了农业数据的共享和农业合作的可能

性,通过共享数据和经验,可以集中资源、技术和市场,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协同发展.第四,数字

化发展还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的普及,增加了农民非农就业比例,进而降低土地转让成本,促进土地流

转[２４],提高农业规模化生产水平.规模化生产一是提高了农业要素投入集约化程度,二是降低了农业机械设

备使用的边际成本,三是提高了农业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水平,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一方面,
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更具有绿色生产的动机.一是因为这些群体更加需

要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对国家绿色发展大政策背景具有更强的执行力度;二是因为采用绿色技术含量更高

的新技术、新设备尽管会在短期增加成本,但从长期来看,规模化生产会让绿色技术的边际成本更低,大企

业的资金实力相比小农生产更为雄厚,从而能够在绿色生产模式下,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

面,规模化生产提高了农业绿色生产的单位效益.绿色低碳投入品的使用、化肥利用效率的提升、绿色生态

循环系统的建立、绿色低碳种植技术的推广等都依赖于提高绿色技术的使用范围和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规模化生产水平越高,绿色生产的单位效益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说 H２a:数字化发展通过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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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生产来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２２２　数字化发展、 劳动力素质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发展提高了农业领域劳动力素质.数字技术的普及让传统劳动密集型农耕模式转变为机器和电力

密集型生产模式,传统小农生产模式的简单劳动转变为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复杂劳动,增加了农业领域高技

术人才需求,改善了农业人力资本结构.数字化发展一是为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教育与培训机会,以此掌握

农业新技能和新知识;二是提供了更多协作和沟通的工具,如在线协作平台、视频会议工具等,提高了跨地

域、跨团队合作能力,进而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三是吸引了高技术人才进入农业领域发挥才能,通过技术

创新解决农业问题,改善农业生产方式.三者共同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素质.已有文献表明,农民参加技术培

训、增加信息获取能够促进农民绿色生产行为[２５],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农业生产管理、农业技术和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进而采取绿色生产实践,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提高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劳动

力素质的改善还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决策和绿色技术应用的有效性,数据驱动的生产决策可以帮助农业工作者

更好地了解农田状况、气象变化、作物生长情况,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制定绿色生产策略,减少潜在二氧化

碳排放量[２６],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说 H２b:数字化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力

素质来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２２３　数字化发展、 政府治理能力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治理能力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更加高效地推动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政府通过更加有效地推进无人机、智能农机、智能灌溉系统等先进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在农业

中的使用,能够加强数字赋能效应、价值共创效应和市场激活效应,为农业绿色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第

二,更加有效地配置要素资源.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减少、市场环境的

优化、法律制度的完善及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阻碍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

制障碍,又可以更加有效地推动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建设,进而有利于优化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配

置,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说 H２c:政府治理能

力可以强化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3　研究设计

３１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原则,本文的研究范围为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５５个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①,共６６０个研究

样本.测算数字化发展水平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 (WB)数据库、国家货币基

金组织 (IMF)数据库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数据库,其余控制变量、渠道变量和调节变量数据来自国

泰安金融 (CSMAR)数据库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数据库.

３２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选择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投入指标包

括劳动投入、土地投入、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产出指标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具体指标定义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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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研究的５５个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如下.亚洲国家有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

坦、黎巴嫩、马来西亚、科威特、蒙古国、巴基斯坦、巴林、菲律宾、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欧洲国家有阿尔巴尼亚、奥地利、保加利

亚、白俄罗斯、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摩尔多瓦、波兰、葡萄牙、俄

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北马其顿;非洲国家有加纳、肯尼亚、津巴布韦、突尼斯、埃及、赞比亚;南美洲国家有玻利维亚、
智利、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北美洲国家有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表１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评价体系

指标类别 变量名称 指标名称 评价指标 单位 来源

投入指标

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

土地投入

能源投入

劳动力 　农、林、渔从业人数 千人 FAO

化肥使用量 　农业使用的氮、磷、钾化肥使用量 吨 FAO

农药使用量 　农业使用的农药总量 吨 FAO

土地投入 　农业用地面积 千米２ FAO

电力使用 　农村用电占农村人口的百分比 ％ WB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农业增加值

农业碳排放

农业氮排放

　农业增加值 百万美元 FAO

　农田上的二氧化碳排放 千吨 FAO

　农田上的甲烷排放 千吨 FAO

　农田上的一氧化二氮排放量 千吨 FAO

本文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ＧSBM 模型测算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SuperＧSBM 模型包括目标效率值ρ、投入x 、期望产出yg 、非期望产出yb 、投入松弛S－ 、期望

产出松弛Sg 和非期望产出松弛Sb .m 、s１ 和s２ 分别为投入指标数、期望产出指标数和非期望产出指标数,X
为投入矩阵,Yg 为期望产出矩阵,Yb 为非期望产出矩阵,λ为权重向量.具体形式见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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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参考前人研究[２７Ｇ２８],通过构建综合指标建立了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４个基

本要素为一级指标,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数字人才和数字金融.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互联网

普及率、数字设备和网络安全３个二级指标,数字贸易包括数字服务贸易和数字产品贸易２个二级指标,数

字人才包括创新人才、创新产出和知识产权３个二级指标,数字金融包括数字金融服务可获得性１个二级指

标,并且根据以往研究和数据可得性选取了１５个三级指标,以实现对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全面测度,具体指

标如表２所示.

表２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发展评价体系

变量名称 指标名称 评价指标 来源 权重

数字基础设施

互联网普及率

数字设备

网络安全

　使用互联网的个人占总人口百分比 WB ００１３

　每百人固定宽带订阅量 WB ００３２

　每百人移动蜂窝订阅量 WB ０００７

　每百人固定电话订阅量 WB ００２８

　每百万人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 WB ０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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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名称 指标名称 评价指标 来源 权重

数字贸易
数字服务贸易

数字产品贸易

　通信、计算机等占服务进口的百分比 WB ００１４

　通信、计算机等占服务出口的百分比 WB ００１４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 WB ０２２８

数字人才

创新人才

创新产出

知识产权

　教育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 WB ０００９

　科技期刊文章发文量 WB ０１００

　专利申请量 WB ０１０３

　知识产权使用费 WB ０２１５

数字金融 数字金融服务可获得性

　每十万人 ATM 机数量 WB ００３１

　每十万成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 WB ００２９

　每千名成人借记卡数量 IMF ００２４

　　注:本表第５列 “权重”是经作者利用熵值法计算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发展水平所得.

本文使用熵值法构建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以避免其他权重方法的主观性,并对部分缺失数据使

用插值法进行补充.根据上文所述指标体系对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５５个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水平

进行了测度 (表３).

表３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样本量

核心被解释变量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０６０３ ０２６０ ０２３５ ０５１２ １１１０ ６６０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发展水平 ００９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７２ ０５４０ ６６０

控制变量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１０６００ １２４５ ４７９０ １０７７０ １２８１０ ６６０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９６０４ ０７８４ ７４９５ ９７８３ １０９３０ ６６０

市场开放水平 １５９５ １６９３ ０１３９ １２５８ ３４４００ ６６０

粮食自主性 ０００７ ０９５８ －１１０１ －０２６６ ５１８５ ６６０

城市化水平 ２２７４０ １０３５０ ４４７６ １９７００ ５１３７０ ６６０

政府农业支持程度 ２４４１ ２０６５ ０１９０ １７１５ １３０６０ ６６０

渠道变量
规模化水平 ６５２７ ７９５４ ０２９７ ３０３６ ３９４８０ ６６０

劳动力素质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２ ０１４０ ６６０

调节变量 制度质量 －０００９　 ０７０６ －１５５５　 －０１４２　 １５４１ ６６０

控制变量.参考魏梦升等[２９]和 Liu等[１６]的研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农业发展条件和国

内国际市场环境下具有明显异质性,因此本文考虑农业发展条件、市场环境、政府农业支出等对农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选择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市场开放水平、粮食自

主性、城市化水平、政府农业支持程度６个可能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第一,农业

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农业生产总值与农业从业人员的比值取对数来表示.第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采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折算到２０１７年不变价并取对数.第三,市场开放

水平.采用农业原料进口占商品进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第四,粮食自主性.采用谷物进口依存度的３
年平均值作为代理变量,谷物进口依存度表示国内谷物粮食供应中有多少来自进口,有多少来自本国

生产.计算公式为 (谷物进口－谷物出口)/ (谷物产量＋谷物进口－谷物出口)×１００.负值表示该

国是谷物净出口国.因此,对该数据取负值,值越大,表示粮食自主性越高.第五,城市化水平.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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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口超过１００万的城市群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第六,政府农业支持程度.采用农业占政府支

出的百分比来表示.
渠道变量.规模化生产的代理变量为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 (公顷/人),农村总人口和耕地面积数据均

来源于联合国粮及农组织 (FAO)数据库.劳动力素质的代理变量为教育入学率,即中等教育入学人数占该

国总人口的比率,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数据库.
调节变量.本文使用全球治理指数 (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WGI)来衡量制度质量,包括

政治稳定、政府效率、腐败控制、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话语权和问责６个指标,对这６个指标进行平均加

权求和,数值越大表明制度质量越好.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B)数据库.

３３　模型构建

为检验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发展对该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构建了考虑年份和

国家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本文理论分析中的假说 H１:

AGTFPit＝α０＋α１DDit＋∑αXit＋μi＋νt＋εit (２)

AGTFPit 为t年i国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DDit 为t年i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水平;Xit 为一系列国家

层面的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本文还加入国家固定效应μi和年份固定效应νt来降低不可观

测因素的影响,α是控制变量的系数,α０ 是常数项,εit 是随机扰动项.标准误均聚类到国家层面.本文主要

关注系数α１,表示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净效应.
前述理论分析认为扩大规模化生产和提高劳动力素质是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渠

道,因此本文参考裴建锁等[２９]的研究,通过以下计量模型进行渠道检验来验证假说 H２a和 H２b:

channelit＝η０＋η１DDit＋∑ηXit＋μi＋νt＋εit (３)

其中,channelit 为渠道变量,分别表示规模化生产和劳动力素质,η０ 是常数项,η１ 是机制检验关注的系

数 (数字化发展对渠道变量的影响),η是控制变量的系数.其他变量定义同式 (２).
在分析调节效应时,本文讨论了政府治理能力对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为

此构建包含数字化发展与调节变量交乘项的模型来验证假说 H２c:

AGTFPit＝β０＋β１DDit＋β２DDit×Mit＋β３Mit＋∑βXit＋μi＋νt＋εit (４)

其中,Mit 为调节变量,表示政府治理能力.本文主要关注交乘项系数β２,即政府治理能力是否对数字

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调节作用.β０ 是常数项,β是控制变量的系数,β１ 和β３ 分别表示在

政府治理能力调节下,数字化发展和政府治理能力分别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他变量定义同式

(２).

4　结果分析

４１　基准回归分析

　　表４汇报了本文的核心结论,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４的列

(１)~列 (４)分别报告了不加入控制变量、加入控制变量但不控制固定效应、只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只控

制国家固定效应情况下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列 (５)报告了同时控制国家

和年份固定效应的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及是否控制固定

效应,数字化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且在１％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支持了假说H１.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１％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创造的农业生产总值越高,越有利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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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可能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

产资源从农业领域转移至其他部门,导致农业被边缘化,从而降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该结果与Jiang
等[３０]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表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

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

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

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

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发展水平
１３２８∗∗∗ １０５８∗∗∗ １０６１∗∗∗ １２４２∗∗∗ １２０９∗∗∗

(０４４３) (０１４８) (０３１２) (０３４６) (０４０２)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０１９１∗∗∗ －０１８８∗∗ －０２４３∗∗∗ －０１８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１)

市场开放水平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粮食自主性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城市化水平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政府农业支持程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常数项
０４８２∗∗∗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３∗∗ １７８９∗∗ １２５９
(００４０) (０１４８) (０３９４) (０７４２) (１００２)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N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调整R２ ０７９９ ０３０４ ０３１０ ０８１２ ０８１７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国家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表５至表９同.

４２　内生性处理

工具变量法.在实证检验中可能出现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对于前者的解决办法是尽可能

寻找控制变量来剥离数字化发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净效应,并引入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对于后

者的解决办法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解决.参考杨仁发和郑媛媛[３１]的研究,本文

的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各国１９９０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各国互联网普及率的乘积.数字化发展依托现代通

信技术的发展,而通信技术的发展由固定电话普及开始,历史上固定电话数高的国家,数字化发展水平也较

高,但历史上的固定电话数量难以对现在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排他

性.本文的第二个工具变量借鉴董艳等[３２]构造工具变量的思路,构造了按不同收入层次划分的,除本国以外

的其他国家数字化发展水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①.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如表５列 (１)、列 (３)所示.２个工具变量与数字化发展水平均具有高度正相关性,

其F 值均大于１０,满足工具变量法的基本前提假设.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如表５列 (２)、列 (４)所示.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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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２３年７月１日公布的２０２４财年数据,将世界各国按照收入水平划分了４个层次,分别是高收入经济体 (人均国民总

收入在１３８４６美元或以上)、中高收入经济体 (人均国民总收入在４４６６~１３８４５美元)、中低收入经济体 (人均国民总收入在１１３６~４４６５美

元)、低收入经济体 (人均国民总收入在１１３５美元或以下).



可识别检验中,KleibergenＧPaaprk的LM 统计量P 值均为００００,显著拒绝原假设;在工具变量弱识别检

验中,KleibergenＧPaaprk的 WaldF统计量大于StockＧYogo弱识别检验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总体而言,
以上检验说明了选取前述两个指标作为数字化发展水平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两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都表明

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促进作用,与基准回归一致,本文核心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考

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
组内差分法.为避免一部分不随时间变动的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造成估计结果的不准确,采用差

分变换能够有效剔除这类遗漏变量.表５列 (５)汇报了组内差分法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对农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本文的核心结论在借助组内差分法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表５　内生性处理回归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法 组内差分法

(１) (２) (３) (４) (５)

数字化发展
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
数字化发展

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

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

工具变量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工具变量２
０８７２∗∗∗

(００８５)

数字化发展
３５３５∗∗∗ ３４２０∗∗∗ １２０９∗∗∗

(１１１３) (０６１５) (０４０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调整R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９ ０１６２

第一阶段F 值 ２６９７ １０５１１

４３　稳健性检验

替换数字经济测算方法.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构建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发展水平指

标.该方法作为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利用降维的思想,根据数据自身特征确定权重,将多个变量转

化为少数几个综合变量,不仅可以避免主观随机因素的干扰,还可以消除各变量在量纲化和数量级上

的差别,克服单一变量信息缺失的问题,简化复杂的统计数据[３３].表６列 (１)汇报了用主成分分析法

测算数字化发展水平后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数字化发展水平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
替换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Zhou 等[３４]正 式 提 出 的 非 径 向 方 向 距 离 函 数 (NonＧradial

DirectionalDistanceFunction,NDDF)可以解决冗余变量存在情况下的效率测算偏误问题.该方法放松了

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必须同等比例增加和减少的限制.表６列 (２)汇报了采用 NDDF测算农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后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水平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Tobit模型.由于 NDDF计算的效率值为不大于１的受限因变量,可能在１处存在右侧归并现象,本文

进一步构建 Tobit模型解决这一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３５].表６列 (３)、列 (４)汇报了将采用 NDDF测算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后使用 Tobit模型回归的结果.其中,列 (３)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列 (４)加入控制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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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水平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使用 Tobit模型的LR检验及 Wald检验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拟合效果很好,Tobit回归模型的使用是合理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替换解

释变量还是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式,或是更换回归模型的结果都显著表明数字化发展促进了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提高,说明本文核心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表６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主成分分析法 NDDF Tobit Tobit

数字化发展
０１１０∗∗ ０４８０∗∗ ０４８０∗∗∗ ０４９６∗∗∗

(００４３) (０１８７)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６６０

调整R２ ０８１４ ０８１７

４４　渠道检验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直接提高了本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本节将探索揭开数字化赋能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黑箱”,进一步从外部成本和内生动力两个角度来探讨数字化发展究竟是如何赋

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前文分析了数字化发展可能会通过扩大规模化生产水平和提高劳动力素质

两种途径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验证这种影响渠道是否存在,本文通过式 (３)中的计量模型来检

验以上两种影响渠道.表７列 (１)汇报了数字化发展对规模化生产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对规

模化生产的系数为正,且在５％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说 H２a.数字化发展提高了数据集成和分析

能力、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加强了农业合作机会,以此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业要素集约化程度、降低

农机设备边际成本、改进绿色生产模式,进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表７列 (２)汇报了数字化

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系数为正,且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这一

结果验证了 H２b的假设.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更多教育和培训机会、充分利用了线上协作工具、吸引了农业高

技术人才,以此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掌握更多绿色生产知识和技能,来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表７　渠道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规模化生产 劳动力素质

数字化发展
１４５１８∗∗ ００４０∗

(６９８０) (００２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６６０ ６６０

调整R２ ０９８５ ０８９５

４５　异质性分析

与中国贸易往来.中国处于数字化发展的前沿地位.中国自建设 “一带一路”以来,一直致力于农业国

际合作,旨在消除贫困,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 “一带一路五通”角度来看,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存在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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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发展溢出效应.交通、能源等设施互通为农业数字设施建设、技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基础.随之,干中

学效应表明生产和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会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外溢,即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共享、农业

绿色生产率的提高会由中国向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扩散.第二,农业对外投资也为东道国产业链供应链升

级、农业对外合作试验区建设提供有力资金支持.国家间的贸易往来通常能够体现两国双边关系,为经济文

化交流提供多样渠道.与中国贸易往来更加密切,就能为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更多渠道,其中就包括农

业技术、人才、专利等的交流.因此,本文进一步研究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程度是否

会对该国数字化赋能效应的发挥产生差异化影响.以每年样本国家贸易额的平均数为标准,超过平均数为贸

易额较高组,表明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赋值为１;未超过平均数为贸易额较低组,赋值为０.表８展示了回

归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进出口总额、从中国进口或是对中国出口,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国家的数字化发

展对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均更高,且费舍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P 值分别为００３９、００２７、

００４０,即各组系数间的差异性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中国贸易往来更加密切的国家数字化发展的数字

赋能效应更大.

表８　异质性分析———与中国贸易往来是否密切

变量
进出口总额 从中国进口 对中国出口

进出口额较高组 进出口额较低组 进口额较高组 进口额较低组 出口额较高组 出口额较低组

数字化发展
３１６５∗∗ ０９１２∗∗ ３０２７∗∗ ０８０７∗ ３５８１∗∗ ０９３１∗∗

(１２９５) (０４２３) (１０５５) (０４２７) (１４８３) (０４０２)

组间系数差异性
－２２５３
[００３９]

－２２２０
[００２７]

－２６５０
[００４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１３９ ５２０ １７７ ４８１ １２７ ５３３

调整R２ ０８９０ ０８０７ ０９１１ ０７８１ ０８８４ ０８１３

４６　调节效应检验

制度质量反映了本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较优的制度环境能够保证社会稳定发展,进而影响数字化发展对

农业赋能效应的发挥.用数字化发展与制度质量交乘项的系数估计值来反映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如果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制度质量强化了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如果系数显著为负,说明

制度质量抑制了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结果如表９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制度质

量对数字化发展的调节效应在５％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数字化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农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制度质量高的国家能够更好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资源配置,还可以为企

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带来普惠性政策,为数字化发展赋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有效支持.

表９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３)

制度质量

数字化发展
１００５∗∗∗

(０３７６)

数字化发展×制度质量
０６１７∗∗

(０２９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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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３)

制度质量

国家固定效应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N ６６０

调整R２ ０８２３

5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５５个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

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提高作用,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替

换核心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渠道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主要通过扩大规模化生产和提高劳动力

素质来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中国双边贸易密切程度较高的共建 “一带一

路”国家,相比与中国双边贸易密切程度较低的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其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的数字赋能效

应更显著;第四,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政府治理能力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促进作用.
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第一,中国应基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资源禀赋和发展差异来开展差异化、

动态化数字农业交流和合作,对于数字化发展水平较低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帮助其建设数

字基础设施,加强农业技术人才合作与交流,提高农业生产率,减少贫困人口.第二,积极改善农村地区的

数字基础设施,确保稳定的互联网接入,以便农民能够使用数字技术进行信息获取、电子商务及销售农产品

等活动.支持农业科技创新,鼓励农民和农业企业采用如远程监测、智能传感器、精准化农业管理系统等数

字技术,提高耕作技术、农作物种植效率.第三,加强农民和农业从业人员的数字化技能培训,提高其在数

字农业管理和技术应用方面的能力.积极推广数字化教育资源,为农民提供在线农业知识和培训课程,帮助

其适应数字化农业发展的需求.第四,推进政府数据管理和开放,加强对数字化发展和绿色农业生产的监管

和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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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普惠金融为破除城乡金融体系二元对立、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助推城乡融合开辟了新路

径.本文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产业和城乡协同发展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

赋能城乡融合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从各维度来看,覆

盖广度与使用深度是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信贷和保险业务发挥了显著的协同效应,数字普惠金融

的城乡融合效应在空间和社会维度上显著;在东部、中部地区和农村资金外流程度较轻的地区,数

字普惠金融赋能城乡融合的作用更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和城乡间流动,发挥

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间接赋能城乡融合.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城乡融合;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升级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３

1　引言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 “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推进城乡融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

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５G技术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改革浪潮方兴未艾,
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具有数字化和普惠性的双重特点,有效提高了数字技术匹配农村

金融需求的效率,在优化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和助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杠杆和引导作用.２０２２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 “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表明党中央对金融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有

着更高的期待.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有效服务 “三农”,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

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思路.
当前,学术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学者们针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关系的研究主

要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在改善农民生活水平[１]、缩小城乡发展差距[２]和促进乡村振兴[３]等方面的作用.数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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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为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农村居民提供可持续性的信贷资金,扩大农业生产经

营方式,成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４].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了传统金融的间接融资方式,引导社会

资金精准流向乡村[５],有效提升城乡居民的资金可得性,凭借其低成本、数字化和便捷性的优点服务农民、
农业和农村[６].学术界总结发达国家经验,基于省域[７]、县域[８]及家庭层面[９]等数据的研究都发现社会金融

化与数字技术相结合能有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农业现代化,为城乡间要素流动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有助

于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１０].
另有学者还关注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排斥问题,认为城乡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较大,数字金融的 “益农作

用”会受到一定限制.在开放经济视角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城乡融合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三方面内

容.第一,传统金融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客观存在[１１],对内体现在对贫困人群严格的信贷拒绝,对外

表现的特征是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在金融工具数字化的过程中,金融机构会以资本逐利原则将资本贷给高收

益的非农部门,也会引起农业部门资金向非农部门和城市地区流入[１２],导致金融机构成为抽离部分农村资金

的重要渠道[１３].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呈 “先城后村”的趋势[６],其益农作用是有限的.黄维康指出

中国目前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范围是由城市向周围地区扩散,由于农村地区数字金融业务发展缓慢,数字金

融对农村地区的普惠作用受到一定限制[１４].第三,金融模式创新与金融市场波动并存,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给

不同部门带来的福利损失具有非均衡性.Akhter等发现经济危机和金融波动对农业部门的负向影响强于非农

部门[１５].由于金融资本具有天然逐利性,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活跃度不及城市地区[６].Hudson认为

中国当前数字化水平尚处于探索阶段,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对 “三农”的经济效应有限[１６],城乡之间会出现

新的资本分化[１７].
梳理文献不难发现,当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减贫和乡村

振兴等单一尺度视角,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鲜有文献从城乡全局视角考虑城乡关系的相互作

用.少数文献以全国省域层面出发,仅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其实现机制

未得到充分说明.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否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和区域间流动,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的问题尚未得到检验.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产业和城乡协同发展的研究视角,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助力城乡融合这

一问题展开研究.同已有研究相比,本文拟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一些新的尝试.第一,从整体范围出发,根

据城乡融合理论内涵,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四大维度构建综合的城乡融合指标体系.突破以往省域尺

度过大的问题,从全国地级市层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融合的非均衡效应,并首次引入金融信贷与保

险业务的协同作用,拓展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的相关研究.第二,本文从劳动力转移引致的产业和城乡

协同发展视角出发,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融合的作用渠道,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促进生产要

素在产业和城乡间流动、发挥工业化和产业化带动效应中的作用,以期为实现产业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机

制和经验.第三,现有文献在研究数字金融与城乡关系时较少考虑地区经济差异及金融系统存在抽离农村资

金的现实问题,本文尝试引入区域因素和农村资金外流规模,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异质性作用.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２１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是在经济、社会、空间、生态各系统下的良性互动中寻求城市和乡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

佳组合过程[１８].相比于传统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有效弥补了当前中国传统风控系统的缺失,充分发挥数字化

技术优势,使长期被现代金融服务业排斥的人群能够享受正规的金融服务,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均等化的发

展机会[１９],对于缓解城乡发展不均衡具有积极作用,成为助推城乡融合的新路径.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多元的数字化服务,放宽了对城乡居民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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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融资约束,提高农户生产性资金贷款的可得性[２０],刺激农业生产和企业投资活力,有效拓宽乡村振兴

的融资渠道,助力农村产业发展和城乡经济高水平融合.城乡要素流动密切有利于促使政府加大对城乡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数字信息化发展增强了城乡空间要素的集聚与分散,助力城乡空间融合[２１].数字金融

利用开发性项目和民生金融渠道为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融资渠道和资金支持,有利于城乡社

会融合.数字普惠金融引导企业借助数字金融的惠农渠道来获得低成本的融通资金,完成绿色产业升级,既

有利于农业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升级,又减少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有效破除城乡生态二

元结构,推动城乡生态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面对农业弱质性和信贷市场不完善导致的金融排斥问题,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是缓解农村金

融制约和平衡农业风险的有效制度安排[２２],二者协同发展有助于优化城乡金融资源配置.２０１０年,中国银

监会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涉农信贷和涉农保险合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为农村信贷和保险业务构建多元化、精细化的合作机制,信贷和保险业务能够发挥 “协同效应”,分散农村

金融机构贷款风险,提高其放贷支农积极性,有效缓解农村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为实现数字金融 “普惠”
农民、农业和农村,助力城乡融合创造条件.相关逻辑机制如图１所示.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１: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图１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

２２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的作用渠道

２２１　数字普惠金融可能通过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串联城乡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非农部门对农业转移劳动力

的吸纳能力.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据挖掘、信息评估和精准匹配的特点,以数字技术匹配企业和个人信息,
极大降低其融资借贷成本,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和个体创业提供金融支持.企业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

位,为农民非农就业提供更多机会[２３],引致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劳动力转移会通过技术升级扩散效应对城乡

融合产生影响.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影子价格.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

论[２４],诱使农户偏向技术选择的动机来源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刺激农户提高农业机械化等技术水平,
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生产环节的介入强化了农业资本的投放和使用效

率,能够更好地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有利于城市资本向乡村地区转移,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助推城乡融合

发展.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２: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引起农业劳动力转移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２２２　数字普惠金融可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城乡融合发展.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集中社会

闲散资金,拓宽金融产品和信贷服务的覆盖范围,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可得性,提高资本

与投融资匹配的效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资金来源和服务保障[２５].随着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优化升级,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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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要素价格不断被抬高,促使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城市外围、农村地区转移,这种产业扩散效应有利于

畅通城乡产业循环,吸引资本、技术向农村地区流入,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农村生产条件与产业链循环,促进

农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深化城乡经济融合.
据此,提出假说 H３: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城乡融合的理论机制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作用渠道

3　研究设计

３１　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i,t＝β０＋β１DIFi,t＋β２controli,t＋μi＋ωt＋εi,t (１)

式 (１)中,下标i代表地级市,t代表年份.Yi,t 代表i市在t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指数;DIFi,t 代表i市

在t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controli,t 为各控制变量的总称.此外,模型还控制了个体虚拟变量μi 和时间虚

拟变量ωt .β０ 为常数项,β１、β２ 为待估参数.εi,t 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为验证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渠道机制,在式 (１)基础上构建包含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设定

如下:

Mi,t＝a０＋a１DIFi,t＋a２controli,t＋μi＋ωt＋εi,t (２)

Yi,t＝b０＋b１ Mi,t＋b２DIFi,t＋b３controli,t＋μi＋ωt＋εi,t (３)

式 (２)、式 (３)中,Mi,t 代表i市在t年的中介变量;a０、b０ 为常项,a１、a２、b１、b２、b３ 为待估参

数;其余设定与模型 (１)一致.若系数β１、a１ 、b１ 、b２ 均显著,且b２ ＜β１ 时,说明中介变量 Mi,t 具有部

分中介效应;若系数β１、a１ 、b１ 均显著,且b２ 不显著时,表明中介变量Mi,t 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３２　指标选取

３２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Y).城乡融合是一个城乡社会空间重构和转型的过程,是基于城

乡差异的互补融合,其特征是实现城乡间经济共生发展、居民福祉均等、发展耦合联动.城乡融合强调城乡

空间、经济、社会、生态各维度综合效益的最优化,以实现 “城乡差距缩小、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目前学术界界定城乡融合概念的基本框架主要包含四大内容:空间融合是城乡信息流通传递的重要载体[１８],

经济融合是破除要素流动障碍、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２６],社会融合是城乡生活服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主要表现[２７],生态融合是城乡建设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重要保障.
本文结合现有研究,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四大维度构建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城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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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方面,选取城乡空间集聚、公路网密度和城乡交流联系等指标进行考察;城乡经济融合方面,从城乡消

费结构、城乡收入结构、城乡产业结构、二元反差系数、作物多元化①等指标进行衡量;城乡社会融合反映

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活质量等值化程度,选取公共服务、医疗卫生、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和教

育投入等指标进行衡量;城乡生态融合方面,选取生态环保和节能减排等指标进行考察.本文构建出包含

４个一级指标和１５个二级指标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将其划分为反映城乡差距的对比型指标

和反映城乡共同发展的状态型指标,使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并测度各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２８] (表

１).

表１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整体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涵 指标属性 权重

城乡

融合

发展

水平

空间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城乡空间集聚

公路网密度

城乡交流联系

城乡消费结构

城乡收入结构

二元反差系数

城乡产业结构

作物多元化

城乡养老保障

城乡失业保障

城乡教育投入

城乡医疗卫生

城乡公共服务

城乡生态环保

城乡节能减排

城镇人口/总人口 状态型/正 ００１２

建成区面积/地区总面积 状态型/正 ０１５４

公路总里程数/地区总面积 状态型/正 ００２３

邮电业务总量/总人口 状态型/正 ００９５

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总人口 状态型/正 ００４９

城镇恩格尔系数/农村恩格尔系数 对比型/正 ０００６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对比型/负 ０００１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对比型/负 ０００５

|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对比型/负 ０００７

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 对比型/正 ０２８７

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对比型/正 ００２３

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总人口 状态型/正 ００４６

城乡失业参保人数/总人口 状态型/正 ００６４

教育支出/财政支出 对比型/正 ０００７

城乡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总人口 状态型/正 ００２２

城镇人均用电量/农村人均用电量 对比型/负 ０１８９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状态型/正 ０００２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状态型/正 ０００９

能源消费总量/GDP 状态型/负 ０００１

３２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该指数由郭峰等基于蚂蚁金服交易库数据进行测算,
涵盖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三个分维度,并且使用保险指数和信贷指数分别表示地区保险业务

与信贷业务的活跃程度,并对数据除以１００进行量化处理[１９].

３２３　中介变量

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渠道机制,本文选取的中介变量如下.①劳动力转

移率.参考钱力和张珂的研究[２９],采用非农就业即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来表征劳动

力流动以体现城镇就业机会的增加.②产业结构升级.参照谢杰的研究[３０],选择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代理.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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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物多元化作为一种多样化种植策略,可以通过收入多样化、恢复生物多样性和提高土壤质量来提高农业生产可持续性,有利于农业

产业兴旺和城乡融合发展.



３２４　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增强实证结果的严谨性,减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相关文献[３１Ｇ３２],加入其他可能影响

城乡融合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具体计算见表１ ００８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８ 　　０６８１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一级指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得分 １８５０ ０７３０ ０１７０ ３５９７

覆盖广度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得分 １７７１ ０７４３ ００１９ ３７１８

使用深度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得分 １８０５ ０７２５ ００４３ ３５４３

数字化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得分 ２１９０ ０８３１ ００２７ ５８１２

保险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保险指数得分 ３３９６ １４８４ ０００１ ７７４５

信贷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得分 １２９６ ０４６６ －０１２９ ２１５１

劳动力转移率 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就业人员 ０８７５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３ ０９９６

产业结构 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０８８１ ００７６ ０５０１ １０００

传统金融发展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总人口 ４２５６ ３５２０ ０５０１ ３０１００

政府干预程度 公共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０１９８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７ ０３９２

信息化水平 移动电话用户数/总人口 １０７９ ０７８７ ０２８１ １０１７０

产业发展 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４２１５０ ９８３５ １４３６０ ８３５２０

３３　数据来源

本文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１年)».文中其他统计数据来源于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
地方政府公报等.本文剔除了行政区划调整的海东、毕节、三沙、巢湖、铜仁和数据缺失较多的西藏自治区

部分城市,最终选定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国２８０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明显的异常值和部分缺失数

据利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剔除和补充[３３].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４１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式 (１)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的均衡效应,回归结果见表３.
第一,模型 (１)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作用,其估计系数为００２１,且通过１％的显著性水

平,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长１％,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

高约００２１％,验证了假说 H１.
第二,模型 (２)至模型 (４)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对城乡融合的作用.其中,覆盖广度和使

用深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１７和００１２,分别通过了１％和５％的显著性水平,数字化水平的估计系数不显

著.这表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且覆盖广度的作用强于使用深度.可能的解释是,
数字金融发展拓宽了农业金融业务的覆盖范围,引导金融信贷资金流向有关农业和农村的经济活动,促进了

城乡融合的金融流通性.拓展数字金融产品使用深度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和个人的融资约束,相较于传统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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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数字化的货币基金使得农村居民更容易接触到正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丰富农民收入多样化渠道,有

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３４].然而,由于城乡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居民金融素养等方面差距较大,金融产品

的数字化水平带动城乡经济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因此,未来应进一步扩大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加速乡村地

区数字技术的普及,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搭建数字技术的 “快车”.
第三,前文理论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形成多元合作机制,拓宽

农业贷款和农村保险业务的覆盖深度,发挥二者的协同效应,优化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模型 (５)加入信贷

指数和保险指数及其交互项,来验证金融信贷和保险业务的协同效应.其中,二者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０４,通过１％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信贷和保险业务的融合,为发挥贷款和保

险业务对城乡融合的协同作用创造了条件.
第四,考虑到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融合效应,模型 (６)加入传统金融发

展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交互项.该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８９,通过１％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在市域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相同的情况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城乡融合水平越高.对比模型 (１)和模型

(６)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发现,加入交互项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变小,说明在探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影响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当地传统金融发展状况,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

将被高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建立在传统金融基础上的延续创新,具有良好的传统金融基础有助于促进

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发挥城乡融合效应.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城乡融合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覆盖广度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使用深度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数字化水平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信贷指数 _ 保险指数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信贷指数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保险指数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数字普惠金融 _ 传统金融发展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３)

政府干预程度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信息化水平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传统金融发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产业发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常数项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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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城乡融合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R２ ０５０９ ０５０６ ０５０６ ０４９７ ０５２１ ０５１３

F ８０７０ ７６１５ ７８２９ ６９４３ ７８１２ １０６５９

　　注:∗∗∗、∗∗和∗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其中系数和稳健标准误显示数值相同但变量显著性却不

同等看似异常的情况是由小数保留位数显示导致的,并非数值或显著性标识错误.表４至表８同.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不同维度下的非均衡效应,回归结果见表４.从表４中可以看出,数字普

惠金融对城乡融合不同维度的作用均为正.其中,模型 (１)和模型 (３)中的回归系数分别通过了１％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模型 (２)和模型 (４)中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生态融合的作用并不显著,说明当前数字

普惠金融在推动城乡空间融合和城乡社会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生态融合的影

响并未凸显.可能的解释是: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了供求双方交易的地理限制,依靠线上交易的方式提高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较低的成本引导城市中各种生产要素流向乡村地区,增强城乡间联系,有助于城乡要

素的空间再配置;二是数字普惠金融支农业务发展能够缓解部分农村建设前期的资金短缺问题,激发多主体

投入农业发展的积极性,为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融资渠道和资金支持,有助于城乡社会

融合;三是当前数字金融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化水平的区域差异较大,个人与企业对数字金融这一新

型金融模式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金融在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生态融合方面的作用尚

未显现.这说明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还很广阔,应进一步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金融数字化对

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生态融合的积极作用.

表４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分维度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空间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政府干预程度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信息化水平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传统金融发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产业发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常数项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７)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R２ ０７５４ ０１３８ ０２１８ ００１５

F １３２３５ １５８６ ３５５４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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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４２１　工具变量检验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的反向因果问题和遗漏其他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

题.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可能会使互联网与金融服务朝着更便利和更低成本的

方向发展,促进数字金融升级,二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双向互动关系.另一方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

合的作用时,遗漏其他变量是不可避免的.
为较好避免计量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Bartik的做法[３５],构建一个 “Bartikinstrument” (解

释变量的滞后一阶与其在时间上的一阶差分的乘积)作为第一个工具变量.原因在于: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来自中国２００多个地级市,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变化对于某个地级市而言相对外生,其数值不会明显

地受到某个地级市城乡融合的影响;二是地级市层面除数字普惠金融外的需求冲击也可能导致估计偏误,但

是只要单个地级市没有重要到其内部冲击同整个国家的普惠金融显著相关,Bartikinstrument就是有效的.
此外,参考张碧琼和吴琬婷的研究[３６],本文将互联网普及率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另一个工具变量,

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总人口比重代理.原因在于: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建立在互联网覆盖的基础

上,二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二是互联网普及并非取决于当地城乡经济发展状态,而是在国家政策安排的推

动下实现的,具有较明确的政策导向,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基于此,本文选择两个工具变量分别进

行面板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５.

表５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２SLS ２SLS Heckman两阶段

模型 (１)

First

模型 (２)

Second

模型 (３)

First

模型 (４)

Second

模型 (５)

First

模型 (６)

Second

数字普惠金融 城乡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 城乡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 城乡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５)
０３２１∗∗∗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工具变量１

(LDFI×DFDI)
０５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１４５∗∗∗

(００１２)
工具变量２

互联网普及率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４)

常数项
１８６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０)
０８４８∗∗∗

(００４７)
－０１８０∗∗

(００８５)
－２６１４３∗∗∗

(２６９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２４８４ ２７６０ ３０３６ ３０３６ ２７６０ ２７６０

λ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LRchi２ ８３５∗∗∗

R２ ０９９３ ０３７５ ０９９５

F ２３０９３８２ ３２９８７２４

　　注:限于篇幅,此后未报告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５中,模型 (１)和模型 (２)是以Bartikinstrument (LDFI×DFDI)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

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的估计系数表示工具变量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正相关,F 统计量＞１０可以排除弱工具变

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估计系数为００３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在考虑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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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后,数字普惠金融依然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说明上文结论基本稳健.模型 (３)和模型 (４)是为以

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结果,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和第二阶段中数字普惠

金融的估计系数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异于０,与上面结论基本一致.

４２２　样本选择问题

受制于研究范围和样本容量的有限性,为确保小样本数据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 Heckman两阶

段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减少由于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第一阶段参考 Bartik[３５]的研究选择

“Bartikinstrument”作为工具变量代入模型中进行回归,求得逆米尔比率;第二阶段将其带入回归模型中再

次进行估计,结果如表５中模型 (５)和模型 (６)所示.其中,模型 (６)中λ值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通过LRchi２ 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估计结果与上文结论基本一致.

４２３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增加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①、控制省份和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剔

除４个直辖市 (北京、重庆、上海、天津)样本后再次进行回归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具体见表６中模型 (１)
至模型 (３),均证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

表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加入对外开放 省份 时间交互固定效应 剔除直辖市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常数项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４)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 时间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样本量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３６

R２ ０５０９ ０６０６ ０４８６

F ７９２３ ７６９９

5　影响机制

本文使用Soble法检验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渠道机制,结果见表７.表７中模型 (１)和模型

(２)为劳动力转移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模型 (１)表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动劳动力转移,模

型 (２)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劳动力转移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劳

动力转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存在.表７中模型 (３)和模型 (４)为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其中,模型 (３)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通过了１％显著性水平,模型 (４)中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均在１％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效应得到

有效验证.
本文使用Soble、Goodman１、Goodman２三种显著性检验检验上述中介机制的显著性,其统计结果均通

过了５％及以上的统计水平.进一步使用Bootstrap检验 (抽样５００次),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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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升级的间接效应分别在１％和５％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证实上述机制的存在.综上,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

过促进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假说 H２ 和假说 H３ 成立.

表７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劳动力转移 城乡融合 产业结构升级 城乡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４８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劳动力转移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产业结构升级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常数项
０５５０∗∗

(０２６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２)

Soble检验
０００１∗∗∗

[３２８３]
０００１∗∗

[２４８１]

Goodman１检验
０００１∗∗∗

[３２４６]
０００１∗∗

[２４５１]

Goodman２检验
０００１∗∗∗

[３３２２]
０００１∗∗

[２５１２]

中介效应系数
０００１∗∗∗

[３２８３]
０００１∗∗

[２４８１]

直接效应系数
００２０∗∗∗

[７７７０]
００１０∗∗∗

[３７８１]

总效应系数
００２１∗∗∗

[８１８２]
００１０∗∗∗

[４０９８]

Bootstrap检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３０８０

R２ ０２６８ ０５１２ ０３２５ ０５４５

F ６３６６ １７２０５ ８９１９ ２０８６５

　　注:方括号内为Z值.

6　异质性检验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受数字化水平、金融网点覆盖范围、高技术人才储备等众多

因素影响[６].这些因素的区域差异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也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３７].此外,贫困地区

信贷限制与金融机构的利润导向使得大批信贷资金由农村流向城市[１２],农村金融的稀缺性和低效率进一步抑

制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３８],弱化了农村地区资本积累的能力,不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因此,分析数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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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的影响时需考虑区域因素和农村资金外流情况.本文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划分三个区域样本①,按

照农村资金外流程度②的三等分点划分样本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资金外流地区,分别进行分组回归以检验数

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异质性影响,估计结果见表８.
表８中模型 (１)至模型 (３)为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组回归的结果.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的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０４２和００２５,且均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西部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进一步地,组间似无相关检验 (SUEST)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差异是显著的.这表明与西部地区相比,
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可能的原因是,数字金融的普惠作用与地区数字基

建水平、传统金融网点分布等因素密不可分,数字金融实力较强的地区大多集中在东部和中部等发达城市,
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压低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成本,拓宽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的触及深

度,城乡融合效应更显著;相比之下,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范围较小和覆盖程度较弱,数

字支付应用场景有待开发,致使数字金融对城乡融合的作用尚未凸显.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东部和

中部地区的城乡融合.
表８中模型 (４)至模型 (６)为按照农村资金外流程度分组回归的结果.其中,只有资金轻度外

流地区的估计系数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资金中度外流和严重外流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融

合效应并未凸显.对该分组回归进行组间似无相关检验 (SUEST)发现,资金严重外流地区与中度外

流和轻度外流地区的差异是显著的.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正向效应主要集中在农村资金外

流程度较轻的地区.可能的解释是,受农村地区信贷限制与资本要素趋利导向的影响,在农村资金外

流严重的地区,金融系统成为抽离农村资金的一大渠道,该地区会率先将数字普惠金融所引致的资金

流向非农部门和发达地区,农业部门对金融资源的吸收能力受到限制,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资金外流

较严重地区的城乡融合作用不明显;而资金外流程度较轻的地区对于资本的需求量较大,居民对金融

普惠产品的可得性较强,数字技术作用于城乡产业发展的金融资源较充分,进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

融合的作用较强.
综上,在东部、中部和农村资金外流程度较轻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融合效应更强.

表８　区域发展与农村资金外流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区域发展差异 农村资金外流程度差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东部 中部 西部 轻度外流 中度外流 严重外流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常数项
０１０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１１００ １０７８ ９０２ １０２３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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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１１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安徽、山西、吉

林、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南、湖北８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宁夏、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广西、贵州、
新疆１２个省份 (西藏数据缺失).

用农村信用社年度存贷款余额的差额在年度上的变动情况代理.



(续)

变量

区域发展差异 农村资金外流程度差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东部 中部 西部 轻度外流 中度外流 严重外流

R２ ０４７０ ０６３３ ０６８４ ０５６７ ０６４４ ０３２０

F ４８９０ ３９７８ ３８７５ １８５９ ６８３２ ２７７９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 “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２０２４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 “发展农村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业态,数字普惠金融为破除城乡金融体

系的二元对立、优化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提供新思路,成为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２８０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城乡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

城乡融合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渠道,得到以下结论.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数字普惠金融

每提高１％,城乡融合增长约００２１％.具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所发挥的城乡融合

效应最为突出;数字普惠金融的信贷和保险业务对促进城乡融合具有协同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融合效

应在空间融合和社会融合维度上较显著;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融合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②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引起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③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融合

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东部、中部地区和农村资金外流程度较轻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城乡融

合的作用更强.
根据以上理论与计量模型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城乡融合.一是进一步鼓励农

村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有针对性地提高数字金融产品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及使用深度,推出更加精准和多元

化的农业信贷及农村保险业务,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有效激发农村市场活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二是建立

普惠性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多元合作机制,强化农村信贷资金流

向监测,积极推动信贷资金向农村的主动回流.三是加强对西部地区数字金融扶持力度.加大对西部地区数字

普惠金融投资建设与政策扶持,同时也要倡导西部地区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领先的东部、中部地区学习先进经

验,提高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数字金融素养,缩小城乡和区域间 “数字鸿沟”,推进城乡的深度融合与共荣发

展.四是应进一步加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保障.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能够强化工农与城乡间的良好关系,
释放劳动力再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效应,通过产业联动和城乡协同发展的方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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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InclusiveFinanceEnables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BasedonthePerspectiveofIndustryandUrbanＧruralSynergisticDevelopment

LIU Weiqi　WU Mingyue　ZHANGJinlong
Abstract:DigitalinclusivefinanceopensupanewpathtobreakthedichotomybetweenurbanandruralfinanＧ
cialsystems,optimizetheallocationofresources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andpromoteurbanＧruralinＧ
tegrationBasedonthepaneldataofprefectureＧlevelcitiesinChinafrom２０１１to２０２１,thisarticleanalyses
therolechannelsofdigitalinclusivefinanceempoweringurbanＧruralintegrationfromtheperspectivesofinＧ
dustryand urbanＧruralsynergistic developmentStudies havefound that digitalinclusivefinance can
effectivelypromoteurbanＧruralintegrationAmongthedimensions,thebreadthofcoverageanddepthofuse
arethekeystopromotingurbanＧruralintegration,thedevelopmentofdigitalinclusivecreditandinsurance
servicesexertasignificantsynergisticeffect,andtheurbanＧruralintegrationeffectofdigitalinclusivefinance
issignificantinthespatialandsocialdimensions;intheeastＧcentralregionandtheregionwithalesserdegree
ofruralcapitaloutflows,digitalinclusivefinanceempowersurbanＧruralintegrationtoagreaterextentDigital
inclusivefinancecanpromotetheflowoffactorsofproductionbetweenindustriesandruralandurbanareas,

playaleadingroleinlabortransferringand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andthusindirectlyempower
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Keywords:DigitalInclusiveFinance;UrbanＧruralIntegration;LaborMigration;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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