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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时代,通过提高数字素养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优势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农业

新质生产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深入探究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环境与社会三重价值综合

实现的可持续创业决策作用,以中国小微企业调查(简称CMES)数据库数据为基础,通过OLS线性回归模

型、Probit模型以及Ordered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

创业决策会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尤其是会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效益的提升以及亲环境行为的实

施;且上述作用在不同经营类型、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注册资本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存在一定的异

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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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实力、经营活力和带动能力,

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伴随着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民就业状况和农业经营状态都有明显的变化,“谁来种地、如何种地”

的问题日渐突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创业是在发

展经济的同时减少贫穷和改善环境的重要手段,这与我国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

需求不谋而合,发展可持续创业可以成为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及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途径。农业农村部于2020年3月印发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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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年)》,提出“加快培育高质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挥其建设现代农业

的引领推动作用,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乡村振兴是一项集乡村经

济、产业、环境、文化等多元素于一体的系统性工程,数字经济的融入必将加速实现乡村振兴。

2018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提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建设数字乡村,尤其在2022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近年来,我国乡村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一代互联网数字技术与农业实现深度融

合[3]。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的影响现实急需,意

义重大。

自2009年 GreenerManagementInternationalJournal 和2010年 JournalofBusiness

Venturing 发表了关于可持续创业的特刊以来,国际上对可持续创业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对可

持续创业主体因素、环境因素、创业结果和创业机会进行了研究[4]。然而,国内学者更多还是分

别聚焦于“绿色创业”和“社会创业”这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对“可持续创业”这一复合领域的研

究则相对匮乏。尽管李华晶等在2012年就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维度对创业行为进行了分

析,从理论上梳理了可持续创业研究的基本脉络,并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创业研究的整合框架,为

可持续创业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5],但后期关于可持续创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不多,而

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可持续创业决策研究更是鲜见,主要聚焦于单方面的生产效率[6]、经营

绩效[7]、亲环境行为[8-9]、减贫效应[10]和非农就业带动[11]。因此,立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经济、

环境、社会三重价值综合考量的可持续创业培育,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综合实现。

数字化视域下,数字技术和平台赋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数字推广相比,传统的农技推广方

式存在着效率低、内容少、时效性差等弊端,不仅影响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效率,还会影响农户获

取农业信息的时效性,对农户生产有不利影响[12]。数字运用能缓解农业生产的信息约束,促进

农户优化资源配置[13],使农民能够便捷高效地谋求新市场的开拓和新用户的发掘[14]。与此同

时,我国相对滞后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居民数字素养的迫

切要求[15-16]。现阶段,数据资源的整合管理、开发利用不足,农民数字技能不足[17-18]。农民数字

素养直接关系着其参与数字技术和平台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其数字素养水平有助

于拓展个体线上社会网络空间[19]、提高数字技术采用行为的自我效能感[20]、增加线上行为的安

全性[21]。

相较之下,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的经验证据仍然很少。部分学者

已经关注到数字推广对农业生产率[22-23]和农户家庭收入[24]等方面的影响,也有少量关于数字推

广对化肥使用量影响的研究[12],但是鲜少有研究关注到数字素养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

和社会决策的影响。理论上,数字素养影响农业经营主体创业决策主要有以下方式:首先,经营

主体可以通过对信息和通信的认识和了解,结合当地土壤、气候条件等资源禀赋相关信息,优化

农业生产投入决策,有效配置资源[25];同时可通过网上销售平台销售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及消

费者范围。其次,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和公众号等渠道获得农业技术推广,强化绿色意

识[26],做出亲环境的生产经营决策。最后,随着社会网络空间的拓展[19],经营主体能够广泛分享

社情民意、开展民主监督[27],促使其增加社会责任感[28],做出回馈社会的举措。

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简称CMES)数据库数据,分析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和验证这些问题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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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为:首先,根据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综合

考虑经济、环境、社会与农业发展之间的统筹,本文系统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的决

策框架,并采用可量化的指标来表征可持续创业决策,拓展农业领域以及创业领域中关于农业可

持续创业的内涵及其测度方面的研究内容。其次,引入数字素养视角,从经济、环境、社会三重价

值综合实现维度,理论分析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的作用机制,并应用实

证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丰富数字时代背景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第三,进一步探

究数字素养对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影响的异质性,为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概念界定、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概念界定

1.数字素养

Gilster最早认为,数字素养是获取、理解、整理和评价数字信息等的综合能力[29]。Martin等

对数字素养的界定是,个人正确使用数字工具和设备、合理利用数字资源、构建新知识、创新媒体

表达以及与他人交流等的意识、态度和能力[30]。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包括设备操作、

信息处理、交流协作、内容创作、安全保护、问题解决和特定职业相关域七个方面的素养域[31]。

欧盟于2022年3月发布了数字素养框架2.2版本(DigComp2.2),对数字素养的知识、技能和态

度三大要素进行了全面升级,涵盖信息与数据素养、交流与合作、数字内容创造、安全、问题解决

五个领域。在国内,学者对农民数字素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常凌翀将农民数字素养定义为

农民对数字媒体的使用能力和对媒介信息的基本看法,主要从媒介认知和媒介行为两个方面进

行刻画[32]。易法敏认为数字素养是指一个人拥有获取信息工具、合理利用数字资源以及高效沟

通的能力[33]。苏岚岚等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

养四个维度对农民的数字素养水平进行定义[34]。基于以上数字素养相关概念,本文界定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数字素养为数字化情境下个体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具备或形成的有关数字知识、数

字技能和数字态度的综合体,并体现为信息与数据素养、交流与合作素养、数字内容创造素养、数

字安全伦理素养、数字问题解决素养五个维度。上述五个维度分别强调:设备操作、浏览、搜索和

过滤、评估与管理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等;利用数字技术交互、分享、参与公民活动、合作、网络

礼仪和管理数字身份等;数字内容开发、整合和重新阐释数字内容、版权和许可、编程等;设备保

护、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健康保护和幸福、环境保护等;解决技术问题、明确需求和技术应对、创

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等。

2.可持续创业

可持续创业将可持续观点与一般创业相结合[35-38],是创业者在兼顾经济、环境和社会三重底

线[39-40]的前提下,识别创业机会,动员资源来开发机会,并最终创造新价值的过程[41-42]。狭义上

的可持续创业是指开办一个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提供对环境和社会有益的产品或服务,并

有可能占领大部分市场[41]。广义上看,是通过创造对环境和社会有益的产品或服务获得巨大市

场成功的可持续创业过程,并不局限于初创企业,在已成立的公司(包括合资企业、子公司)中也

可以看到。

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

可持续创业决策不能仅仅从主体是否持续创业来衡量[43],更应该从经济、环境、社会三个维

度去平衡,实现其可持续生存与发展[44-46]。本文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可持续创业决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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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未来机会不确定的情况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管理者在综合考量经济、环境、社会三

重价值实现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要素投入配置和产品或服务运营决策,包括经济决策、环境决策

和社会决策三个方面。在经济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选择收益比较高的种养殖结构等方

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效益;在环境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选择亲环境的农业技

术等方式来提升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在社会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通过对特殊人群进行帮扶、公益捐赠等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创业过程理论认为,创业是由三个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过程,即个体特质、市场机会和外

部情境[47-49]。其中,个体特质是指创业者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市场机会是指创业者可以利用的商

业机会,而外部情境则是指政策、文化、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可持续创业

决策过程中,会根据自己的个体特质和资源禀赋,识别市场机会和把握外部情境以实现创业成

功。按照信息搜寻理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做决策而进行信息搜索是有成本的[50]。搜寻就是

决策者将样本空间中的选择对象转变成选择空间中的选择对象的活动。搜寻成本是指搜寻活动

本身所需要的费用,这种费用有时指搜寻活动所需要的开销,有时也指等待下一次机会所付出的

代价。数字视域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运用数字化技术和平台便捷地获取生产和运营管理

所需信息,高效地对接生产要素市场和消费市场,通过可持续创业决策来创造经济、环境和社会

三重价值的综合实现。鉴于此,本文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维度分别阐释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的影响逻辑(见图1)。

图1 数字素养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逻辑关系图

第一,数字化渗入农村产业运行的过程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进行深

度融合,催生了电商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特色产品拓宽了销售渠道与销售形式,从而使得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范围更加多样化。数字素养的提高,能够使得经营主体更加熟练地运用

数字技术,一方面,打通生产和技术信息获取渠道,可以更加及时了解价格变化周期,同时也能够

为更为复杂的生产提供技术理论支持,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风险[51];另一方面,

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通过电商等新型销售方式,拓宽销售渠道与销售范围,一定程度上可降低

农产品销售风险[52]。总体而言,数字素养能够降低经营主体农业生产与销售的风险,使得其精

准地做出收益更高的经济决策,进而提升经济收入,据此提出假说1:

H1:数字素养越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倾向于选择经济收入更高的决策。

第二,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作物生产的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的农药和化

肥,没有科学合理地采用绿色化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和施肥技术,导致农业用地和生态环境受到污

染破坏,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数字素养的提升,一方面,通过农业服务 APP、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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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途径使经营主体及时获取政策新闻和科普知识,增加化肥农药过量施用等对生态环境的危

害认识,深化对亲环境技术的了解,增强其亲环境理念[53-54];另一方面,通过信息服务平台的线上

交流与学习,提高经营主体信息获取效率[55],减少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降低其实施亲环境行

为的成本和风险[56]。据此提出假说2:

H2:数字素养越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倾向于实施对环境友好的行为。

第三,数字经济时代下,人们进入了相对透明、完全的信息状态,信息传播以及影响力等都与

过去完全不同[57]。一方面,数字化时代使得企业创造价值越来越多地依托于其所处的生态系

统[58],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快速识别社会公共问题,了解社会利益方

的价值需求,帮助经营主体的管理层更清晰地选择相应的社会责任履行方式[59-60];另一方面,与

传统消费者相比,数字化时代下的消费者更具社会意识、更重社会参与,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

他们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取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事件的广泛信息[61]。消费者在交流互动过程中会

对经营主体的社会表现产生约束,加强经营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意向。因此,数字素养对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出有益于社会的决策有一定影响,据此提出假说3:

H3:数字素养越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容易做出对社会有益的决策。

综合来看,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会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工具使用能力,还会增强

其社会互动交流,在一定数字安全隐私保护的情况下,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新内容新形

式,可以促进其更方便地解决生产经营问题。因此,数字素养越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更高

效地衡量经济、环境、社会价值的综合实现,进而采取可持续创业决策,据此提出假说4:

H4:数字素养越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倾向于做出经济、环境、社会三重价值综合实现的

可持续创业决策。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组织收集的中国小微企业调查(简称CMES)

数据库。该数据库共包含289个种植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样本,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CMES数据包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特征、各生产要素投入、农业产出等方面的信息,为本研

究提供了数据便利。

(二)变量选择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

可持续创业决策。分别从经济、环境、社会三个层面进行衡量。经济决策,本文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农产品销售收入”来衡量。经济决策越有效,相对应的经济效益越高,即农产品销售

收入越高。环境决策,本文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环境污染支出”来衡量。通过将农药、生长

剂、除草剂、化肥的支出之和,除以种植面积,以此得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环

境污染支出。社会决策,本文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贡献值”来衡量。该变量由“是否对生

活困难员工进行帮扶、是否为内部员工中的孕妇或哺乳妇女提供特殊帮助、是否进行主动的公益

捐赠”三个因素共同衡量。对于这三个因素,若回答“是”则赋值为1,若回答“否”则赋值为0。最

后通过三因素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贡献值。可持续创业决策的衡量指

标,根据经济、环境、社会决策变量的样本均值,分别将其处理为1、0变量,具体为:销售收入大于

等于均值则取值为1,小于均值则取值为0;环境污染支出小于均值则取值为1,大于等于均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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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为0;社会贡献值大于等于均值则取值为1,小于均值则取值为0。进一步对经济、环境、社会

决策这三个1、0变量简单加权平均计算得到可持续创业决策指标,取值范围为[0,1],取值越高,

可持续创业决策越好。

2.核心解释变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参照欧盟数字素养框架(DigComp2.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数字素养框架》以及苏岚岚、李晓静与温涛等的研究[34,62-63],从信息与数据素养、交流与合

作素养、数字内容创造素养、数字安全伦理素养、数字问题解决素养五个维度,建构数字素养测量

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每一个维度中的测量题项,若回答“是”则赋值为1,若回答“否”则赋值

为0。最后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得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值,取值范围为[0,1]。
表1 数字素养测度指标体系

维度 测量题项 赋值 权重

DL1
信息与数据素养

DL2
交流与合作素养

DL3
数字内容创造素养

DL4
数字安全伦理素养

DL5
数字问题解决素养

DL1_1是否使用互联网搜索引擎? 是=1;否=0 1/10
DL1_2是否使用财务软件? 是=1;否=0 1/10
DL2_1是否通过微信、支付宝及网上银行等进行收款结算? 是=1;否=0 1/10
DL2_2是否使用手机银行缴纳话费、水电费等及其他电子支付? 是=1;否=0 1/10
DL3_1是否用网盟平台发布横幅、动画、视频等? 是=1;否=0 1/10
DL3_2是否用社区平台(论坛、微博、豆瓣)发布植入式广告? 是=1;否=0 1/10
DL4_1是否使用个人信用卡进行融资? 是=1;否=0 1/10
DL4_2网络交易安全性差是否会影响网上销售? 是=1;否=0 1/10
DL5_1是否通过电商平台进行互联网采购? 是=1;否=0 1/10
DL5_2是否进行网上销售农产品? 是=1;否=0 1/10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分为个体特征和企业特征。个体特征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主要所

有者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企业特征包括经营时长、注册资本、培训情况、创新情况以及贷

款情况。

各变量具体含义及特征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数字素养的总体均值仅为0.065,说明当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素养普遍不高。在经济决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平均农产品销售

收入为400万元左右,方差约1200万元,说明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收入差异较大。在环

境决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药、化肥、除草剂和生长剂支出平均约12916元/hm2,方差

较大,说明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该支出差异较大。在社会决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平均社会贡献度为0.225,总体偏低。在个人特征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负责人年龄平均

约为44岁,这可从侧面反映,40~50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黄金年龄段,这个时期的管理者

经营和精力都处于巅峰,具有较强的领导管理能力;其中男性占90.9%;受教育程度大多处于中

专/职高以下水平,占比约75%,相较于其他行业,还面临着人才缺乏的问题。在企业特征方面,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平均注册资本为237万元,平均经营时长约为6年,其中约66%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会定期给员工进行培训,约34%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产品或技术上的研发与创新活

动,平均最大贷款额度约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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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涵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经济决策 农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409.323 1193.380 0.002 12000
 环境决策 单位面积农药、生长剂、除草剂、化肥的支出(元/hm2)12916.500 45915.320 0.163 615000
 社会决策 “是否对生活困难员工进行帮扶、是否为内部员工中的

孕妇或哺乳妇女提供特殊帮助、是否进行主动的公益
捐赠”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0.225 0.268 0 1

 可持续创业决策 经济、环境、社会决策按均值划分的三个1、0变量加权
平均计算得到

0.491 0.261 0 1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素养 由五个维度素养赋值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0.065 0.090 0 0.5
控制变量

 性别 主要负责人性别(男=1;女=0) 0.909 0.288 0 1
 年龄 主要负责人年龄(岁) 44.339 8.558 22 71
 受教育程度 主要负责人受教育程度(没上过学=1;小学=2;初中

=3;高中=4;中专/职高=5;大专/高职=6;大学本科
=7;硕士研究生=8;博士研究生=9)

3.989 1.421 2 8

 经营时长 经营时长(年) 6.341 5.943 1 58
 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万元) 237.261 485.038 0.002 5500
 培训情况 是否对员工进行培训(是=1;否=0) 0.664 0.473 0 1
 创新情况 是否有产品或技术上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是=1;否=0) 0.336 0.473 0 1
 贷款情况 贷款金额最大的一笔是多少(万元) 23.911 110.534 0 1000

  (三)计量模型

1.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基准回归模

型表达式:

Yi=β0+β1DLi+∑
M

(m=1)β2mPmi+∑
K

k=1β3kBki+μi (1)

在可持续创业决策分析中,Yi 表示第i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情况;DLi 表示

第i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素养;Pmi表示个体特征,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主要负责人

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Bki表示企业特征,包括经营时长、注册资本、培训情况、创新情况、贷

款情况;μi 为误差项,β0 是常数项,β1、β2m、β3k为待估计系数。在经济决策、环境决策和社会决策

分析中,Yi 分别表示第i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产品销售收入、环境污染支出和社会贡献度,

其余变量定义与可持续创业决策分析模型中一致。可持续创业决策、经济决策、环境决策和社会

决策分析中模型的因变量都是连续变量,故本文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2.稳健性检验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王杰、苏岚岚、陈丽等的稳健性检验方法[16,64-65],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更换估计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经济决策变量,销售收入大于等于样本均值则取值为1,意味着该决策有

利于经济收入增加,小于样本均值则取值为0;环境决策变量,环境污染支出小于样本均值则取

值为1,意味着该决策更倾向于实施亲环境行为,大于等于样本均值则取值为0;社会决策变量,

社会贡献值大于等于样本均值则取值为1,意味着该决策更有益于社会效益提升,小于样本均值

则取值为0。可持续创业决策变量,对经济、环境、社会决策这三个1、0变量加总计算得分,得到

可持续创业决策指标,取值为3、2、1、0,得分值越高,可持续创业决策越有利于经济、社会、环境

三重价值的综合实现。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模型中变量一致。经济决策、环境决策、社会决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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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为1、0变量,故对应的估计方法采用probit模型分析;可持续创业决策因变量为3、2、1、0变

量,故采用orderedprobit模型进行分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1.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决策的影响

表3报告了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决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从列(1)(2)(3)

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单独引入数字素养,还是逐步将个体特征变量、企业特征变量引入模型,数

字素养分别在1%、1%和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产品销售收入,且边际效应分别为

3931.838、1720.082和1056.458。因此,假说 H1得到证实。一般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销

售途径为与企业签订购销合同或通过中间商进行农产品变现,渠道以及产品需求较为固定和单

一[66],而随着数字素养的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售卖农产品,顾客需求更加

多样化,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更能够综合考虑成本收益,制定经济效益高的多样化种植结

构,不断优化农产品分级销售策略。因此,数字素养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数字时代有效提升经

济价值的重要驱动因素。

控制变量方面,经营时长在10%的水平上显著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产品销售收入。

经营时长越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验积累越丰富,越能够精确选择出有利于增收的决策。培

训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在10%的水平上有显著正影响。通过培训,可以增加

其技术能力,更利于农作物的生产和经营。贷款在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农产品销售收入。贷

款越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有资本投入到农业生产经营当中,以此促进经济效益的增加。
表3 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决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农产品销售收入

(1)
系数 稳健标准误

(2)
系数 稳健标准误

(3)
系数 稳健标准误

主要自变量

 数字素养 3931.838*** 1039.318 1720.082*** 592.229 1056.458* 614.714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103.587 195.247 -83.181 200.579
 年龄 -2.582 6.855 -5.589 6.972
 受教育程度 99.738** 41.751 62.267 42.976
企业特征变量

 经营时长 13.283* 6.918
 注册资本 0.150 0.140
 培训 124.391* 73.150
 创新 159.154 127.934
 贷款 1.417*** 0.516
Constant 159.504*** 48.383 9.735 338.095 46.201 316.156
Observations 285 265 252
R-squared 0.087 0.081 0.145

  注:***、**、*分别表示1%、5%及10%的水平上显著性;上表模型中估计对应的膨胀系数(VIF)均小于10,说明自变量

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下同

2.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环境决策的影响

表4报告了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环境决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从表4可以看

到,列(3)全模型中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环境污染支出的影响系数为-33852.970,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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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数字素养的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环境污染支出越少,即越会

做出有益环境的决策。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国家提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网络上有许

多相关的宣传,数字素养越高,接触此类宣传越多,因此也更加倾向于做出对环境有益的决策。

同时数字素养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更高效地使用数字技术,及时了解天气等相关影响农

用化学品使用的信息与技术,更加灵活地掌握使用量,达到减少损害环境的效果。此外,数字素

养的提升,意味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价值方面更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67],进而

更倾向表现出亲环境的行为。因此,假说 H2得到证实。

此外,控制变量方面,企业特征中,注册资本对环境污染支出具有显著负影响,这可能是由于

注册资本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综合实力,注册资本越多,经营主体综

合实力越强,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以及科学使用农药化肥等经验也相对充足,能够更合理降低农业

生产中的环境污染支出。而贷款对环境污染支出则具有显著正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贷款越多,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压力越大,越倾向于施用更多的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品来保证农产品

产量。
表4 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环境决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环境污染支出

(1)
系数 稳健标准误

(2)
系数 稳健标准误

(3)
系数 稳健标准误

主要自变量

 数字素养 -42475.260 29222.620 -40120.060 28584.430 -33852.970* 20063.070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6579.751 6848.781 8256.528 7614.751
 年龄 14.188 159.348 48.403 168.728
 受教育程度 -928.355 1680.436 -576.565 1274.547
企业特征变量

 经营时长 -27.491 361.579
 注册资本 -6.689** 3.225
 培训 -4911.499 9488.412
 创新 1281.803 3854.580
 贷款 7.847** 3.230
Constant 16102.610*** 5132.267 12803.970 11542.130 12666.170 13099.890
Observations 212 194 187
R-squared 0.007 0.008 0.014

  3.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决策的影响

表5报告了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决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从表5可以看

到,列(1)单独引入数字素养,其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在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社会贡献度。列(2)增加引入个体特征变量后,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社会贡献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素养越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容易做出对社会有益的决

策。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随着数字素养的提高,人们更易通过网络途径发现需要帮助的人并

且采取措施进行帮助;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可以通过在网络上发布信息,使得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看到,以主动寻求帮助。除此之外,数字素养高的经营主体会更加注重自己在网络上

的企业形象[68],因此会做出更多社会贡献。列(3)结果显示,继续增加引入企业特征变量后,数字

素养对社会贡献的影响系数为正(0.267),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由此,假设H3部分被证实。

控制变量的影响上,个体特征中,主要负责人的受教育程度对社会贡献在10%的水平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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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正向影响,这是由于人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会得到很多思想政治教育,更容易产生助人心

理。企业特征中,培训也对社会贡献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培训提高相关工作能力,能够让更多

的弱势群体胜任岗位的工作,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愿意让更多弱势群体进入。
表5 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决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社会贡献度

(1)
系数 稳健标准误

(2)
系数 稳健标准误

(3)
系数 稳健标准误

主要自变量

 数字素养 0.820*** 0.182 0.655*** 0.205 0.267 0.238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0.041 0.045 0.061 0.043
 年龄 -0.001 0.002 -0.001 0.002
 受教育程度 0.029** 0.012 0.020* 0.012
企业特征变量

 经营时长 -0.004 0.003
 注册资本 0.00002 0.00004
 培训 0.150*** 0.032
 创新 0.063 0.039
 贷款 0.0001 0.0003
Constant 0.171*** 0.018 0.067 0.104 -0.002 0.105
Observations 283 263 251
R-squared 0.078 0.097 0.187

  4.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的影响

表6报告了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2)

(3)结果显示,无论是单独引入数字素养,还是逐步增加引入个体特征变量和企业特征变量,数字

素养均可以显著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可持续创业决策。这说明数字素养越高,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越倾向于做出经济、环境、社会三重价值综合实现的可持续创业决策。由此,假设 H4
被证实。

表6 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可持续创业决策

(1)
系数 稳健标准误

(2)
系数 稳健标准误

(3)
系数 稳健标准误

主要自变量

 数字素养 0.959*** 0.198 0.805*** 0.211 0.503** 0.219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0.073 0.048 -0.068 0.046
 年龄 -0.002 0.002 -0.003 0.002
 受教育程度 0.027* 0.015 0.011 0.016
企业特征变量

 经营时长 0.001 0.004
 注册资本 0.00007 0.00004
 培训 0.158*** 0.045
 创新 0.004 0.044
 贷款 0.0001 0.0001
Constant 0.422*** 0.024 0.451*** 0.119 0.475*** 0.124
Observations 176 163 157
R-squared 0.119 0.137 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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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借鉴王杰、苏岚岚、陈丽等的稳健性检验方法[16,64-65],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更换估计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经济决策、环境决策、社会决策根据样本均值,处理为1、0变量,故采用

probit模型分析;可持续创业决策因变量为3、2、1、0变量,采用orderedprobit模型进行分析。

表7展示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列(4)显示,数字素养在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列(1)和列(2)显示,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

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列(3)中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决策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

些结果证实前述主要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表7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经济决策 环境决策 社会决策 可持续创业决策

probit probit probit orderedprobit
(1) (2) (3) (4)

主要自变量

 数字素养 2.800**
(1.180)

2.404*
(1.390)

0.922
(1.008)

3.262***
(0.791)

个体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ut1 -0.270
(0.471)

Cut2 0.946
(0.472)

Cut3 2.342
(0.506)

Observations 252 187 251 252
Logpseudolikelihood -90.306 -90.264 -145.839 -279.150
WaldX2(9) 36.03*** 17.81** 48.65*** 92.6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三)异质性分析

鉴于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源禀赋和条件存在差异,本文分别以经营类型、主要责

任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注册资本作为分组变量,对数字素养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

创业决策的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8。

经营类型异质性层面,列(1)显示数字素养对农业企业的经济决策促进作用更大,可能的原

因在于,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定位不同[69],农业企业采用现代企业经营方式,从事

商业性农业生产及其相关活动[70],其逐利性更强,因此数字素养的影响也更大。进一步,列(4)

显示数字素养对两类经营主体的可持续创业决策均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且对农业企业的

可持续创业决策影响相对更大。

年龄异质性层面,列(1)(2)显示数字素养对年龄在46~77岁群体的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影

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当前中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偏低,同时也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该群

体数字素养的提升会更明显地影响其生产和生活。进一步从列(4)可以看出,数字素养对46~77岁

群体的可持续创业决策促进作用更大。

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层面,由列(1)(2)可知,数字素养对大专/高职及以上群体的经济决策影

响更大,而对中专/职高及以下群体的环境决策作用更强。进一步从列(4)可知,数字素养对受教

育程度在中专/职高及以下群体的可持续创业决策影响更大。这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越容易将数字素养提升应用到有利于经济效益提升的行动当中,而受教育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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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倾向于将数字素养应用到对环境友好的决策中。

注册资本异质性层面,列(1)显示,数字素养对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上群体的经济决策影响

更大,这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决策对其注册资本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列(2)显示,数字

素养对注册资本在50万元及以下群体的环境决策影响更强,表明数字素养更容易激发注册资本

相对较低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环境友好行为的积极性。进一步从列(4)可知,数字素养的提

升对注册资本较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作用更大。
表8 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分类水平

经济决策 环境决策 社会决策 可持续创业决策

probit probit probit orderedprobit
(1) (2) (3) (4)

经营类型
 

农业企业
 

9.134***
(2.867)

1.521
(2.475)

-0.267
(2.341)

5.549***
(1.822)

农民专业合作社
 

1.346
(1.360)

2.543
(1.901)

1.073
(1.148)

2.445***
(0.870)

年龄
 

[22~45]
 

2.162
(1.634)

1.290
(1.841)

1.208
(1.357)

2.992***
(1.076)

[46~77]
 

4.476**
(2.072)

5.764***
(2.183)

-0.297
(1.727)

3.878**
(1.562)

受教育程度
 

中专/职高及以下
 

1.194
(1.860)

4.458***
(1.683)

1.461
(1.396)

4.110***
(1.158)

大专/高职及以上
 

3.924*
(2.071)

-1.353
(2.416)

-0.963
(1.713)

0.952
(1.194)

注册资本
 

50万元及以下
 

1.697
(3.572)

5.498**
(2.622)

0.048
(2.200)

3.616**
(1.749)

50万元以上
 

2.987**
(1.430)

0.963
(1.608)

1.937
(1.212)

3.413***
(0.928)

  综上,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均显示假说 H1、H2、H4得到了证实,而假

说H3部分被证实,即数字素养会显著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可持续创业决策,尤其是经济决

策和环境决策,而数字素养对其社会决策促进作用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样本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社会决策数值不高,且其数值本身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另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上述

作用在不同经营类型、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注册资本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存在明显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农业可持续创业是推动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视域下,数字技术在助力乡村振

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打破资源约束、能

力约束、市场约束、机会约束以及时空约束,有利于推动乡村创业的发展。本文以CMES调查数

据为基础,系统评估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层面的可持续创业决策

影响,并深入探讨这一作用在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差异。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会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尤其是会促进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经济效益的提升以及亲环境行为的实施。上述作用在不同经营类型、年龄、受教育程度

以及注册资本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具体为:数字素养对农业企业的可持

续创业决策影响相对更大,尤其表现在经济决策上;数字素养对中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注

册资本较少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策作用更大,尤其体现在环境决策方面。

上述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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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应注意到数字素养提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

经济决策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农业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政府应通过数字化应用专业讲

座以及农业数字化基地示范,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数字技术的兴趣和学习动力,鼓励其参与

农业电商平台运营等实际操作,体验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管理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应用,特别

是农业企业,以此充分发挥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方面的增益效应。第二,数字素养

有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环境决策,尤其是促进中老年、受教育程度较低、注册资本

较少的群体实施亲环境行为。一方面,政府不仅应增加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做好网络信息宣

传工作,还要加强数字素养相关课程培训,尤其是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如智能手机、电脑的基本操

作,互联网的使用方法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受教育程度较低、注册资本较少的群体,以此来提

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综合数字素养;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亲环境技术的线上培训与指导,在提

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环保意识的同时,提升其亲环境行为举措,进一步发挥数字素养对农业绿

色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数字素养提升有助于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综合决策。

一方面,政府可建立农业数字技术交流平台,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相互交流学习经验,分享

数字技术应用的成功案例,共同提高数字素养;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手机短视频 APP、微信公

众号等日常社交渠道扩大宣传经济、环境、社会三重价值综合实现的可持续创业发展理念、模式

及方法,同时引导其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对农业生产、销售等数据进行分析,挖掘潜在的市场机会

和客户需求,为可持续创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在数据收集方面,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仅能获取到CMES样本,这可能无法代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及时特征,尤其是关于可持续创业社会决策方面的内容。在研究对象中仅

涉及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缺乏对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等其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探讨。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数据,调研搜集

更多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随着可持续创业

的研究发展,未来还可以深入探讨数字素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创业赋能路径,这将有助

于更深入地理解数字素养的功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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