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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社区电商为主要模式的新型电商成为了助力农产品

销售的重要载体。参与意愿是影响农户参与新型电商平台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结合网络嵌入理论，运

用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探究农户的参与意愿向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的转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

(1) 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2) 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在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3) 政策激励正向调节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

建议：一是开展针对不同农户群体的电商能力提升策略，二是提升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意愿，三是

加强网络嵌入建设，四是加大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以此帮助农户更好地参与新型电商平台。研究结果

对提升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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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new e-commerce models mainly based on live 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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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merce, social e-commerce, and community e-commerce have become important carriers to 
support agricultural product sales.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new e-commerce platforms.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theory of 
network embedding and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new e-commerce platform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2) Structural embedding and relational embedding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 (3) Policy incentives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 Based on the above re-
search result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ly, carrying out e-commerce capa-
bility enhancement strategies targeting different farmer groups; secondly, strengthening network 
embedding construction; thirdly, increasing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fourthly, increasing gov-
ernment policy support to help farmers better participate in new e-commerce platforms. The re-
search results have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farm-
ers in new e-commerc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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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型电商作为助力农产品销售的重要载体，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力量。农户作为农村新型电商平台的主力军，其参与意愿直接关系到其参与新型电商的行为，对农村电

商的高质量发展和数字乡村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然而，农户参与新型电商仍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在实践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农

户对于新型电商的发展尚未形成普遍认识，导致参与意愿较低。其次，农村农户的决策受到由血缘、亲

缘、业缘相互交织的社会网络的影响，这种社会网络的嵌入性限制了农户参与电商的积极性，他们可能

更倾向于依赖传统的销售方式和人际关系网络。最后，政府政策支持的缺乏也是制约农户参与电商的一

个重要因素。 
在理论方面，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电商平台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挑战。郝新军，沈朝阳(2022)

全面分析了影响农村电商发展的因素，并识别了产业发展、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主

要因素[1]。肖国安等(2022)归纳农村电商的发展阶段和类型，进一步探讨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各领域的

贡献[2]。郭凯凯，高启杰(2022)深入探讨了农村电商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新动能角色，并分析了其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庞爱玲(2019)深入分析农村电商产业发展的困境与可行路径

[4]。Cassandra C. Wang 等(2021)研究了淘宝村电子商务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强调淘宝村模式对农村

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作用[5]。曹建平(2015)探讨了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会制约农村电商

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解决[6]。 
总结上述研究，农村电子商务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存在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低且城乡差距大，电商基

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新型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人才的缺乏，以及农村供应链与物流链不完善等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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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对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进行综合探究，将二者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本文引入政策激励为调节变量，构建新的理论模型，利用网络嵌入理论探讨农户参与意愿向新型电商平

台行为转化的路径，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推动农村新型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Figure 1. Conceptual framework 
图 1. 概念框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目前国内外学者基于农民参与角度研究新型电商发展的

比较少，本文自下而上反映新型电商发展情况，以农户作为调查对象，切实了解农民对于新型电商的直

观感受和评价。第二，结合网络嵌入理论，探索农户参与新型电商平台的实践路径和方法，为农村电商

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旨在推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参与意愿与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 

新型电商涵盖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模式，其特点在于以个体消费者为中心，借助数字化工具与

消费者互动，构建营销链与供应链，提高消费者留存率和转化率[7] [8]。吕丹和张俊飚(2020)指出农户电

商参与意愿是指农户主动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进行农产品在线销售的程度[9]。刘燕和李加斌(2022)分析

农民参与农村电商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民参与农村电商与其对农村电商的认知程度、认可度有较大关联

[10]。罗昊等(2019)提出在认知和态度方面，对电商政策的了解程度越高，参与电商营销的第一性目的以

经济因素为主的农民越倾向于参与电商营销[11]。周静等(2018)指出农户参与农产品电商意愿的形成主要

受到其对电商态度的影响[12]。 
Ajzen (1991)指出意愿是诱发行为的关键因素[13]。李晓静等(2019)提出农户行为意向是影响行为的主

要因素[14]。Krueger N F and Brazeal D V (1994)指出创业活动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之一是创业的意向，并

且指明意愿的强弱会对行为产生影响[15]。若农户改变对电商态度，提升参与新型电商的意愿，其实际参

与的可能性也会增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参与意愿对农户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结构嵌入的中介作用 

网络嵌入理论强调了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焦点关系嵌入到相互联系的网络中的重要性[16] [17]。网
络嵌入理论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在农户行为的分析方面，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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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维度。谭芬等(2021)基于网络嵌入视角，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关系、社会认知等网络嵌入因素对

农户减施化肥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18]。 
结构嵌入即组织在网络中的地位，着重体现行为者关系网络的配置情况。若农户具有较高的参与意

愿，则倾向于扩大所处的社会网络，接收超出社交圈的新知识，使结构嵌入得到重塑，即参与意愿可以

增强农户的结构嵌入程度。刘敏等(2022)指出，通过社交平台的结构嵌入，可以拓宽农户农产品的销售渠

道[19]。刘哲等(2021)指出，结构嵌入由网络结构和网络密度来衡量[20]。靠近网络中心位置的农户可以

增强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沟通效率也会提高，进而更可能接受新型电商。这种嵌入程度与农户在新型电

商平台的参与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着中介关系。靠近网络中心位置的农户能够更加有效地与其他主体互动，

获取到实用信息，会先产生认知、感知等一系列心理因素，进而产生某种意愿，从而提高了其参与新型

电商平台行为的可能性。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结构嵌入在参与意愿与农户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关系嵌入的中介作用 

关系嵌入反映的是企业嵌入所在的关系网络中并受该关系网络的影响。关系嵌入注重彼此的互动，

成员们通过与其他成员联结来分享更多的信息和知识量，实现信息和知识的共享[21]。从关系嵌入角度，

Moore G (1990)指出个人的决策会受到社会网络中其他人态度的影响[22]。农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更容

易促使农户增强与社会网络上其他成员的互动交流，进而使得农户的关系嵌入得到重塑。张玉琴(2021)
指出关系嵌入有助于提高农户生态行为发生的可能性[23]。农户倾向于重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的意见，

Aldrich H E and Cliff J E (2003)指出，在个人的行为活动中，家人朋友的意见影响着个人的活动[24]。因

此，农户对于电商技术的采纳会受到亲友邻居等人的影响。随着农户关系嵌入的增强，一方面强关系有

助于农户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农户之间的高质量关系有助于农户获得隐

性知识，如技术、成本经验等[25]。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关系嵌入在参与意愿与农户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2.4. 政策激励的调节作用 

社会认知理论由 Bandura (1986)提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个人的活动受个人认知、个人行为及环境

因素共同影响的[26]。沈昱雯等(202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户的行为不仅受内在因素影响，同时受外部

政策的激励的影响，政府的政策支持对于农户采纳新的技术起重要作用[27]。个人的行为不仅会受到情感、

认知等内驱因素的影响，还受外部情境因素的调节。崔民(202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农户维护退耕成果

的意愿与行为中，政策激励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28]。在政府政策激励下，农户的意愿向行为转化的概

率会提高，进而提升农户自身接纳新型电商技术，使农户参与到新型电商中，从而丰富农户的销售渠道。

韩璐等(2017)学者通过对失地农民的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的研究，证实了政府的政策环境对农民的参与意

愿向参与行为的转化有显著的影响[29]。政府的政策激励，使得农户掌握更多的信息与技术，从而提升农

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政策激励在参与意愿与农户新型电商参与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及数据来源 

江苏省委一号文件强调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为农业强省和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同时江苏省农

业发展潜力巨大，农村新型电商发展迅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来自江苏省。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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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主要采用电子问卷的形式，通过社交平台、身边亲友等渠道选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进行

问卷填写。问卷要求被调查人员按照 Likert 五级打分制进行回答，1 分至 5 分代表由非常不满意上升至非

常满意。本次问卷共收集到 301 份，在剔除部分数据缺失、存在异常值和回答前后矛盾的无效问卷后，

最终有效问卷为 282 份，问卷有效率为 94%。 

3.2. 变量选取与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在问卷的卷首语中介绍了本文编制问卷的目的，同时保证被调查的隐私受到保护。在问卷的第一部

分中，本文设置了 5 个关于农户的个人基本信息的题目。通过查找各变量相关的成熟量表，共设置了 16
个量表题。 

农户新型电商平台的参与行为：基于样本区域实际情况，并借鉴相关研究的做法。在本文中，因变

量指农户销售农产品，以及接受电商技术培训的行为。该理念参考了李春梅(2013) [30]的相关研究，采用

了共计 3 个题项的参与行为量表。根据农户对“我目前会参与新型电商”、“我未来仍会参与新型电商”

和“我会推荐亲友参与新型电商”三个题项的回答来刻度农户新型电商平台的参与行为。 
农户的参与意愿：个体参与新型电商的倾向性反映了其执行该行动的意愿和倾向。这种倾向性反映

了个体从事某种特定行为的主观可能性，其核心表现为个体对于参与该行为的渴望和积极程度。参考尹

丽(2022) [31]、李明月(2020) [32]测量农户绿色生产意愿的量表，并依据本文内容做了语句修改，主要有

4 个测量题项。具体通过农户对“我会积极学习农村电商政策”、“如果有电商培训，我会主动参加学

习”和“我愿意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农产品”“未来一年内我会自主尝试电商销售农产品”四个题项的回

答进行度量。这样的表述旨在更精确地揭示个体在参与新型电商方面的主观态度和行为倾向。 
网络嵌入：通过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两个维度来表达。本文中的中介变量包括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

两个维度。结构嵌入指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受到网络位置和网络规模的影响，而关系嵌入则指

该行为受到关系强度和关系质量的影响。该构念参考了程琳琳(2018) [33]等的相关研究，每个维度各包含

3 个测量题项。在文中，用“您认为自身在村民中处于重要地位”、“您在当地认识很多人”、“您认

为新型电商平台可以促进生产”三个题项和“您认为自身与其他村民来往频繁”、“您认为通过新型电

商平台可以提升消费者对农产品信任”、“您认为亲朋好友会对我参与电商平台提高帮助”综合测度结

构嵌入和关系嵌入。 
政策激励：陈宏伟(2022) [34]将政策激励的衡量分为引导型政策激励、补贴型政策激励、约束型政策

激励。本文政策激励的测量参考陈宏伟(2022)的量表[34]，共包含三个题项，从农户所接受的“政府为农

户参与新型电商提供资金支持”、“政府开展新型电商相关技能培训”和“政府对新型电商开展宣传”

三方面衡量引导效果。 
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为避免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对检验结果的干扰，参考已有文献，进一步对受访

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占比、家庭收入等变量进行控制。各变量的设定和赋值(表 1)。 
在被试的有效样本信息中，就性别分布而言，在 282 份有效问卷中，男性数量为 139，占总数比例

为 49.3%，女性数量为 143，占总数比例为 50.7%，呈现较为均衡的性别比例；从年龄分布来看，20~30
岁的农户有 51 人，31~40 岁的农户有 41 人，41~50 岁的农户有 23 人，50 岁以上的农户有 167 人，占样

本比例最高。尽管有少部分年轻的新型农业主体投身到农业领域，但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年龄偏

高，与当前农村劳动力外流、留守农村的多为中老年人，农户目前较少参与新型电商平台的现状相符；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有 74 人的农户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样本比例为 26.2%；115 人的农户具有高中

或中专学历，占样本比例为 40.8%。尽管有一部分具有技术高学历的新农人出现，但总体而言，大多数

从事直接农业生产的农户文化水平并不高，与实际情况相符。在样本中，有 88 人为村干部，194 人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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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家庭劳动力人数方面，每个家庭平均有 2 位劳动力人员，占样本人数的 57.4%，表明从事农业生

产活动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类别 变量名 定义及赋值 编号 均值 标准差 

自变量 参与意愿 

我会积极学习农村电商政策 TIT1 3.691 1.081 

如果有电商培训，我会主动参加学习 TIT2 3.777 1.038 

我愿意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农产品 TIT3 3.755 1.057 

我未来一年内会自主尝试电商销售农产品 TIT4 3.766 1.013 

中介变量 结构嵌入 

您认为自身在村民中处于重要地位 TIT5 3.706 1.176 

您在当地认识很多人 TIT6 3.72 1.038 

您认为新型电商平台可以促进生产 TIT7 3.652 1.277 

中介变量 关系嵌入 

您认为自身与其他村民来往频繁 TIT8 3.723 1.203 

您认为通过新型电商平台可以提升消费者 

对农产品信任 TIT9 3.745 1.156 

您认为亲朋好友会对我参与电商平台提供帮助 TIT10 3.816 1.126 

调节变量 政策激励 

政府为农户参与新型电商提供资金支持 TIT11 3.550 1.166 

政府开展新型电商相关技能培训 TIT12 3.617 1.197 

政府对新型电商开展宣传 TIT13 3.748 1.171 

因变量 参与行为 

我目前会参与新型电商 TIT14 3.684 1.179 

我未来仍会参与新型电商 TIT15 3.638 1.102 

我会推荐亲友参与新型电商 TIT16 3.606 1.242 

3.3. 模型设定 

文中选取基于温忠麟(2022)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35]，采用层级回归方法，探讨农户参与意愿

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实施过程中，网络嵌入的中介效应和政策激励的调节效应。具体原理如下： 

1i iY cX e= +                                       (1) 

2iM aX e= +                                      (2) 

3i i iY c X bM e′= + +                                    (3) 

式(1)到式(3)中，其中 Y 为第 i 个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X 为第 i 个农户参与意愿，M 为中

介变量网络嵌入，并用 i 区分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b 为回归系数，e 为回归残差。式(1)测度农户参与意

愿对农户参与新型电商行为的主效应，式(2)测度农户参与意愿对中介变量网络嵌入的影响，式(3)测度参

与意愿调节网络嵌入对农户参与新型电商平台行为的影响。 
本文还借鉴方杰(2022)等研究结果[36]，在检验调节效应时，本文选择构建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

项，并通过评估交互项的显著性来判断调节变量的作用，同时建立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公式如(4)所示： 

0 2 3Y b bX b M b XM e= + + + +                               (4) 

其中 X，Y，M 定义与前文一致，M 在此式中定义发生变化，为调节变量政策激励，bi 是回归系数，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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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交互项，本文中为参与意愿与政策激励的乘积，检验调节效应看 b3系数是否显著，b3显著则调节效应

存在。 

4. 结果分析及讨论 

4.1. 样本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由于文中除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变量外其余变量均借鉴以往学者成熟量表的基础上以潜变量的形式

测量。为此，在进行实证检验前需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以确保问卷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

定性。Cronbach’s α是衡量信度的其中一种指标，若此值小于 0.6 则表明问卷的信度不佳。由表 2 的数据

可见问卷的参与意愿、结构嵌入、关系嵌入、政策激励、参与行为的量表的各个题项的 Cronbach’s α均

大于 0.8，表明问卷的信度较高，符合论文的研究要求。从收敛效度来看，农户参与意愿、结构嵌入、关

系嵌入、政策激励、参与行为各题项的因子荷载均高于 0.6；平均变异数提取量 AVE 分别为 0.663、0.630、
0.640 和 0.704、0.697，均高于收敛效度要求的临界值 0.5；KMO 值分别为 0.834、0.718、0.719、0.720、
0.754，均在 0.70 以上，说明有本次编制的问卷有良好的效度。Bartlett 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为 0.000，
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性。 

 
Table 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the scale 
表 2. 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信度值 
(α) 

因子 
载荷 

平均变异数 
提取量 AVE 

取样适切 
性量数 KMO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显著性 

参与意愿 

TIT1 

0.889 

0.845 

0.663 0.834 640.342 0.000 
TIT2 0.824 

TIT3 0.807 

TIT4 0.780 

结构嵌入 

TIT5 

0.852 

0.803 

0.630 0.718 388.623 0.000 TIT6 0.736 

TIT7 0.838 

关系嵌入 

TIT8 

0.849 

0.782 

0.640 0.719 368.283 0.000 TIT9 0.813 

TIT10 0.805 

政策激励 

TIT11 

0.836 

0.900 

0.704 0.720 333.220 0.000 TIT12 0.829 

TIT13 0.785 

参与行为 

TIT14 

0.907 

0.835 

0.697 0.754 559.653 0.000 TIT15 0.866 

TIT16 0.802 

4.2. 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初步判断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由下表 3 可知，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

的相关系数 0.436，显著性水平 p < 0.05，说明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显著正相关。其中网络嵌入的两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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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同样与参与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政策激励与参与行为的相关系数为 0.421，显著

性水平 p < 0.05，说明政策激励与参与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以上的分析对本文的假设作出了初步的验证。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相关性分析 

 参与意愿 结构嵌入 关系嵌入 政策激励 参与行为 

参与意愿 1     

结构嵌入 0.518** 1    

关系嵌入 0.484** 0.552** 1   

政策激励 0.289** 0.246** 0.262** 1  

参与行为 0.436** 0.491** 0.527** 0.421** 1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4.3. 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模型 1 以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作为

因变量。在控制变量当中，受教育程度(β = 0.156, p < 0.01)和家庭劳动力人数(β = 0.140, p < 0.01)对参与行

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在接受新技术与学习能力较强，因而更倾向

于接受新型电商销售农产品。采用线上模式销售农产品需要花费一定的劳动成本，因而如果家庭劳动人

口多，同样会使得农户接纳新型电商技术。模型 2 又加入了自变量参与意愿，结果显示，参与意愿对参

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417, p < 0.001)，因此本文的假设 H1 得到验证。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表 4. 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的回归分析 

 
参与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性别 −0.006 −0.037 

年龄 0.113 0.038 

受教育程度 0.156* 0.079 

是否为村干 0.079 0.036 

家庭劳动力人数 0.140* 0.122* 

参与意愿  0.417*** 

R2 0.051 0.216 

ΔR2 0.051 0.165 

F 2.96* 12.598***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4.4. 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部分将检验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分别和参与意愿、参与行为之间的影响路径，本文用 Bootstrap 法

进一步探讨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在农户的参与意愿与实际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所发挥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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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结构嵌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进行结构嵌入的中介效应检验，得到回归系数的汇总表，如表 5 所示。模型 3 以控制变量为自变量，

中介变量结构嵌入为因变量，其中控制变量对结构嵌入均无显著正向影响。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纳

入参与意愿为自变量，结果表明，参与意愿对结构嵌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512, p < 0.001)。模型 5
中在前面模型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参与意愿作为自变量，由输出的数据可以看出，结构嵌入对参与行为

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351, p < 0.001)，在纳入中介变量以后，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仍然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β = 0.237, p < 0.001)，假设 H2 得到验证。 
 

Table 5.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ructural embeddings between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 
表 5. 结构嵌入在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参与行为 结构嵌入 参与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1 控制变量      

性别 −0.006 −0.037 0.042 0.004 -0.038 

年龄 0.113 0.038 0.092 −0.001 0.038 

受教育程度 0.156* 0.079 0.113 0.02 0.073 

是否为村干 0.079 0.036 0.058 0.005 0.035 

家庭劳动力人数 0.140* 0.122* 0.083 0.061 0.101 

2 自变量      

参与意愿  0.417***  0.512*** 0.237*** 

3 中介变量      

结构嵌入     0.351*** 

R2 0.051 0.216 0.025 0.273 0.305 

ΔR2 0.051 0.165 0.025 0.248 0.089 

F 2.96* 12.598*** 1.395 17.208*** 17.176*** 

中介作用检验 总效应 中介效应 Boot SE, 95% BootCI 效应占比 

 0.417 0.180 0.044, 0.141~0.311 43%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用 Bootstrap 法对结构嵌入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总效应的值为 0.417，
结构嵌入的中介效应值为 0.180，占总效应的 43%，可见结构嵌入在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 

4.4.2. 关系嵌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进行关系嵌入的中介效应检验，得到回归系数的汇总表，如表 7 所示。模型 3 中以控制变量为自变

量，中介变量关系嵌入为因变量，其中年龄对关系嵌的 p 值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

的增长，阅历和经验增多，农户与其他主体或是亲人家属的关系质量也会提升。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

上纳入参与意愿为自变量，结果表明参与意愿对关系嵌入的回归系数为 0.472，p 值在 0.001 的水平显著。

模型 5 中以控制变量、参与意愿和关系嵌入为自变量，参与行为为因变量，可以得到关系嵌入对参与行

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416, p < 0.001)。在纳入了中介变量关系嵌入以后，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仍然具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1111


张畅 
 

 

DOI: 10.12677/ecl.2024.1331111 9117 电子商务评论 
 

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220, p < 0.001)，假设 H3 得到验证。 
 

Table 6. Summary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structural embedding 
表 6. 结构嵌入的中介效应汇总 

项目 效应值 
BootCI 95% 

BootSE 效应占比 
LLCL ULCL 

总效应 0.417 0.393 0.645 0.064 - 

直接效应 0.237 0.158 0.435 0.070 57% 

结构嵌入的中介效应 0.180 0.141 0.311 0.044 43% 

 
Table 7.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lationship embedding between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 
表 7. 关系嵌入在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参与行为 关系嵌入 参与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1 控制变量      

性别 −0.006 −0.037 0.069 0.034 -0.051 

年龄 0.113 0.038 0.171* 0.085 0.003 

受教育程度 0.156* 0.079 0.071 −0.015 0.086 

是否为村干 0.079 0.036 0.06 0.012 0.032 

家庭劳动力人数 0.140* 0.122* 0.064 0.044 0.104* 

2 自变量      

参与意愿  0.417***  0.472*** 0.220*** 

3 中介变量      

关系嵌入     0.416*** 

R2 0.051 0.216 0.033 0.245 0.346 

ΔR2 0.051 0.165 0.033 0.212 0.131 

F 2.96* 12.598*** 1.904 14.88*** 20.72*** 

中介作用检验 总效应 中介效应 Boot SE, 95% Boot CI 效应占比 

 0.417 0.196 0.047, 0.149~0.334 47%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用 Bootstrap 法对关系嵌入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总效应的值为 0.417，

结构嵌入的中介效应值为 0.196，占总效应的 47%，可见结构嵌入在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 

4.5. 调节效应检验 

对政策激励进行调节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其中自变量参与意愿和调节变量政策激励均进行中心

化处理。在模型 1 中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作为因变量，本文的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为自变量，

纳入自变量参与意愿得到模型 2，进一步纳入调节变量政策激励得到模型 3，最后纳入交互项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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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激励得到模型 4。检验调节效应的重要步骤是看交互项是否显著，在模型 4 中交互项参与意愿*政策

激励的回归系数为 0.189，且 p 值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策激励在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之间起正

向调节作用，本文的假设 H4 得到了验证。 
 

Table 8. Summary of mediation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embedding 
表 8. 关系嵌入的中介效应汇总 

项目 效应值 
Boot CI 95% 

BootSE 效应占比 
LLCL ULCL 

总效应 0.417 0.393 0.6645 0.413 - 

直接效应 0.220 0.145 0.413 0.071 53% 

关系嵌入的中介效应 0.196 0.149 0.334 0.047 47% 

 
Table 9.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new e-commerce platforms: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policy 
incentives (N = 282) 
表 9. 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政策激励的调节效应检验(N = 282) 

变量 
参与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1 控制变量     

性别 −0.006 −0.037 −0.044 −0.044 

年龄 0.113 0.038 0.047 0.051 

受教育程度 0.156* 0.079 0.076 0.041 

是否为村干 0.079 0.036 0.026 0.025 

家庭劳动力人数 0.140* 0.122* 0.116* 0.089 

2 自变量     

参与意愿  0.417*** 0.326*** 0.326*** 

3 调节变量     

政策激励   0.318*** 0.346*** 

4 交互项     

参与意愿 * 政策激励    0.189*** 

R2 0.051 0.216 0.308 0.341 

ΔR2 0.051 0.165 0.092 0.033 

F 2.96* 12.598*** 17.427*** 17.642***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5. 结论与启示 

5.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江苏省 301 份农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参与意愿、网络嵌入理论对其农户新型电商平台参

与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政策激励的调节中介效应。得到以下结论： 
(1)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可能参与新型电商平台，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增加也会促使农户更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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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型电商技术。 
(2) 采用回归分析的方式表明，参与意愿对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提

升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的参与意愿可以提高农户的实际电商平台的参与行为。 
(3) 网络嵌入的两个维度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均在参与意愿与农户新型电商平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这表明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会使得农户的网络嵌入程度提高，进而提升农户的实际新型电商平台

参与行为。 
(4) 政策激励正向调节参与意愿与农户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5.2. 政策启示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1) 开展针对不同农户群体的电商能力提升策略。针对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可以强化电商培训，进

一步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技术接受度，以便更好地利用电商平台进行农产品的销售和推广。针对家庭

劳动力人数较多的农户，可以组织集体培训和优化协作模式，可以共享电商平台资源，实现规模化经营，

进一步降低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 
(2) 提升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意愿。由于提升农户的参与意愿将提升农户的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

为，且多数农户表示，如果政府组织新型电商技术的培训，自身愿意加入到培训中去。因此，政府应联

合农技员和村干部广泛开展对农户的新型电商技术培训，加强农户对于新型电商技术的认知，减少农户

进入新型电商平台的顾虑。 
(3) 加强社会网络的嵌入结构建设。一方面，农户需要增强自身的结构嵌入，主动加强与直播电商能

手以及当地农产品龙头企业等主体的交流互动，扩宽接受新型电商平台技术与经验的渠道，提升自身利

用新型平台销售农产品的营销能力与市场议价能力，使自身向所在社会网络结构的中心靠拢。另一方面，

农户需要在维护已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上，扩展社会关系网络，提升自身的关系嵌入，鼓励农户通过

微信、朋友圈以及抖音等社交平台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4) 加大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研究发现，政府进行新型电商技术的宣传有助于促进农户的参与意愿

向新型电商平台参与行为的转化。因而，政府应利用多种社交媒介进行新型电商的推广。可以在地方政

务平台或是微信平台建立新型电商助农专栏，及时更新技术信息与消费者需求，帮助农户有效参与新型

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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