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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金融整合数智化技术和传统金融,
 

持续推动农民创业,
 

是推动农村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选

择。
 

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具体影响,
 

剖析了在科技金融促进农民创业的机制中,
 

农

村创业活跃度所起到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
 

科技金融的普及显著推动了农民创业的积极性;
 

农村创业活跃

度在科技金融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关系中扮演了中介和调节的作用,
 

这种影响效应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多样性,
 

反映

了地域性差异对农民创业活动的复杂影响。
 

因此,
 

为了全面促进农民创业,
 

需要深化科技金融良性发展,
 

同时加强

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并努力实现普惠金融在各地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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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article
 

uses
 

a
 

fixed
 

effects
 

model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impact
 

of
 

technology
 

finance
 

development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nd
 

analyze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ru-

r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the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finance
 

promoting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opularization
 

of
 

technology
 

finance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Specifically,
 

the
 

activity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plays
 

a
 

mediating
 

and
 

mod-

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finance
 

and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this
 

effect
 

exhibits
 

divers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reflecting
 

the
 

complex
 

impact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on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enhance
 

the
 

activity
 

of
 

rural
 

entre-

preneurship,
 

and
 

strive
 

to
 

achiev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various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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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创业行为有利于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产品多样化等特色资源,
 

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

创造性,
 

是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能。
 

对于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提升农村人民生活质量、
 

推进共同

富裕都有积极意义。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数字普惠金融有望弥补制度和服务上的数字鸿沟,
 

达到低投入、
 

高回报的目的,
 

使得传统的金融产品更好地为更多的农村居民所使用,
 

进而减轻农村企业的融资压力,
 

降

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金融服务门槛,
 

促进农村消费和就业。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
 

“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增强金融普惠性”。
 

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随着科技金融的渗透,
 

普惠金融逐步实现了数字化转型,
 

有效缓解了农村创业面临的金融约束。
 

这种

转型促进了金融广化与深化,
 

降低了农村资金需求的交易成本[1],
 

成功打破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
 

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2011-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聚焦

于农村科技金融的发展实践,
 

剖析其对青年农民创业的影响机制及效果测度,
 

进一步探讨了农村科技金融

的发展是否实质上推动了青年农民创业的活跃度及其作用机制,
 

并深入分析了农村地区创业活跃度对科技

金融发展与青年农民创业产生的中介效应,
 

旨在全面理解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实际影响。

1 文献综述

1.1 科技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

科技金融是金融和科技的融合,
 

是通过创新金融产品、
 

改进金融服务模式、
 

搭建金融服务平台,
 

为初

创期到成熟期各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服务,
 

具有数据驱动、
 

创新性、
 

低成本、
 

高效率等特点[2]。
 

科技金融发展给传统经营模式带来了许多重大变革,
 

如发展普惠金融,
 

促进了金融服务深入大众创业、
 

投

资和消费[2]。
 

从实证角度,
 

现有文献大多采用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变量进行分析,
 

没有综合考虑数字普惠金

融和科技金融各系统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学者们通过构建科技金融测度指标体系,
 

运用计量分析的方

法,
 

深入探讨了科技金融发展的多重影响因素[3-4]。
 

其研究结果显示:
 

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地理区域特

征、
 

互联网的普及与使用情况,
 

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及深化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

义[5]。
 

本研究基于文献[4]构建的科技金融指数,
 

采用2011-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探

究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效应,
 

以及造成这种影响的中介因素。

1.2 农村创业的相关研究

农村创业行为不仅能够有效整合城乡资源,
 

提升农村就业机会[5],
 

对乡村经济的振兴起到积极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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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还能够显著改善农民的经济收入[6-7],
 

在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有重要作用。
 

农民创业受多方面

因素影响,
 

主要包括个体因素、
 

家庭因素以及环境因素[8]。
 

个体因素,
 

如年龄、
 

性别、
 

民族、
 

教育状况以及

个人能力等均在农民创业中具有重要作用[9-10]。
 

在考虑家庭因素时,
 

需要综合考虑诸如家庭收入、
 

个人重

大事件以及家庭人口数量等多个方面[11-12]。
 

从环境因素来看,
 

农民是否购买保险、
 

是否上网、
 

地区产业结

构、
 

地区创业氛围均影响农村创业状况[12]。

1.3 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村创业的关系研究

作为数字化技术与传统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
 

科技金融在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3],
 

能兼顾农村经济发展和阻断返贫等内生痛点,
 

缓解农民创业发展面临的金融排斥问题[2]。
 

科技金融发展为

农村创业者提供了更多元化和便捷化的金融服务,
 

帮助他们解决了资金、
 

信息、
 

风险管理等问题[7];
 

农民

创业也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业务机会和利润增长点[14]。
 

数字金融与创业效率也有相关关系,
 

农村

的数字金融覆盖度、
 

服务深度与政策支持力度均对农村创业有重要影响[15],
 

并且,
 

数字金融广化能直接提

升区域创业活跃度,
 

激发地方创新创业动能[16]。

1.4 文献述评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创业的主题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但从宏观上分析两者影响机理的研究显得不

足,
 

分析两者之间作用机制的文献也相对较少。
 

本研究基于对农村科技金融发展和农民创业现状的分析,
 

探讨农村创业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民创业关系中的中介角色及其作用机制,
 

为促进农村科技金融发

展与农民创业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参考。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不同于现有的主要依赖微观调查数据来探究农民创业决策

行为的文献,
 

本研究创新性地选择农村创业活跃度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
 

从宏观视角出发,
 

更全面地揭示了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复杂关联,
 

这一视角的转换不仅丰富了研究内容,
 

也为后

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其二,
 

实证验证了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发现农村创业活跃度发挥着

重要的中介调节作用。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2.1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机制

科技金融发展降低了普惠金融服务门槛,
 

通过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
 

为农民创业降低融资成本[17]
 

。
 

在

健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下,
 

一个地区的创业活动水平与其金融发展水平成正比,
 

因此金融作为影响创业活

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发展水平与区域创业活动水平息息相关。
 

在数字化背景下,
 

数字化技术在普惠金融

发展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
 

区块链、
 

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能精准

发现客户的经济状况、
 

信用状况、
 

风险偏好和潜在的金融风险,
 

预测潜在的客户与金融需求[14],
 

帮助创业

者发现市场上的创业机会并取得金融支持。
 

数字金融以其效率高、
 

方便获得的特征为创业者提供了便利和

灵活的选择,
 

提高了创业行为的成功率,
 

缓解了农民创业的资金短缺问题。

因此,
 

提出研究假说:

H1: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2.2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

农村创业活跃度能够衡量该地区农民的创业积极程度,
 

科技金融能够通过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提高农

民创业积极度,
 

促进农民创业。
 

科技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普及提升了农村创业活跃度,
 

为农村创业注入了新

的活力和动力,
 

促进了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18]。
 

随着农村数字化水平提升,
 

数字化技术的深度使用使金融

信息在金融机构和客户之间更加透明,
 

数字金融的便利性和普惠性也在增强。
 

此外,
 

随着科技金融在农村

地区应用越来越普及,
 

针对农民创业的金融产品更加多元化,
 

能够为农村创业者提供更多选择,
 

激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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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活跃度,
 

有助于提升农村地区的创业效应。

综上所述,
 

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H2:
 

科技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H3:
 

农村创业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民创业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即科技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农村创

业活跃度影响农民创业活动。

2.3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
 

科技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健全,
 

农民对数字金融服务的接受度

和使用频率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
 

这些地区的农民能够更便捷地获取金融资源,
 

更容易接受和采用新技

术、
 

新模式,
 

利用科技金融工具进行创业和经营活动。
 

同时,
 

这些地区的政府和企业也更加注重创新和创

业营商环境的营造,
 

为农民创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
 

科技金融的普及和发展也显得较为迟缓。
 

农民对新技术、
 

新商业模

式的接受速度较慢,
 

对科技金融服务的了解和实际应用也相对有限。
 

因此,
 

他们可能更加依赖传统的融资

和资源获取方式。
 

在创业过程中,
 

这些地区的农民可能遭遇更为严峻的资金和资源限制,
 

难以全面享受到

科技金融发展的便利和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
 

进一步提出假说:

H4: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异质性特征。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3 数据来源、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3.1 数据的来源

为了探究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效

应,
 

以及以农村创业活跃度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

调节效应,
 

选取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除

港、
 

澳、
 

台外)农业创业相关数据以及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CFPS)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以科技

金融发展指数[4]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其他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 Wind数据库。
 

这些数据在目前均

为国内较为权威的数据来源。

3.2 变量的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农民创业水平(Start)。
 

根据定义[14],
 

农村居民的创业活动通常由其家庭成员共同决定,
 

而这些成员

通常都参与其中,
 

以决定是否参与经营或完全经营非农产业。
 

此外,
 

在CFPS数据中进一步明确了农村

创业的定义[14]。

3.2.2 解释变量

科技金融发展等指数。
 

数据来自2011-2021年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各维度细分指数

等指标[17]。

3.2.3 中介变量

农村创业活跃度(Ent)。
 

参考相关研究[17],
 

数据以2011-2020年中国农村自营、
 

个体、
 

私营企业总劳

动人口数与农村人口总人数之比,
 

取对数作为衡量创业活跃度的标准。

3.2.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3类:
 

一类是体现个体特征的变量,
 

包括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网络使用熟练程度、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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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
 

另一类变量是以家庭的特征为基础所构建的控制变量,
 

其中包括家庭总收入

和家庭人口规模;
 

最后一类是区域特征(以经济发展水平分区)的控制变量。
 

以上变量都是文献中常用的影

响创业的因素。
 

各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及其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农民创业水平(Start) 正从事创业活动=1,
 

否则=0

解释变量 科技金融水平(DIF) 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指数,
 

衡量中国科技金融的发展

科技金融覆盖广度(COV) 各地区科技金融覆盖广度

科技金融使用深度(USA) 各地区科技金融使用深度

科技金融程度(DIG) 各地区科技金融数字化程度

控制变量 年龄(age) 周岁

性别(sex) 男性=1,
 

女性=0

婚姻状况(marry) 已婚或同居=1,
 

其他=0

网络使用熟练程度(internet) 移动上网或电脑上网=1,
 

不上网=0

受教育程度(edu) 从未上过学/文盲/半文盲=0,
 

小学=6,
 

初中=9,
 

高中/中专/

技校/职高=12,
 

大专/大学本科=16,
 

硕士=19,
 

博士=23
身体健康状况(health) 不健康=0,

 

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1

家庭总收入(ln
 

income) 家庭总收入的对数

家庭人口规模(familysize) 家庭总人口数

区域特征(region) 东部地区=1,
 

中部地区=2,
 

西部地区=3

中介变量 农村创业活跃度(ln
 

Ent)
农村自营、

 

个体、
 

私营企业总劳动人口数与农村总人口数比值

的对数

3.3 模型的构建

本研究通过应用固定效应模型,
 

深入分析了解释变量(科技金融水平DIF)对被解释变量(农民创业水

平Start)的直接影响。
 

此外,
 

探讨了农村创业活跃度(ln
 

Ent)在两者关系中的潜在作用。
 

具体来说,
 

方程

(1)旨在揭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直接作用效果。
 

方程(2)进一步考察了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作用。
 

方程(3)则为一个综合回归模型,
 

考察中介变量(农村创业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创业中的中介

调节效应。

Startit=α0+α1DIFit+α2∑CONTROLit+μit (1)

ln
 

Entit=β0+β1DIFit+β2∑CONTROLit+εit (2)

Startit=γ0+γ1DIFit+γ2ln
 

Entit+γ3∑CONTROLit+δit (3)

式中:
 

CONTROLit 为控制变量;
 

αi、
 

βi、
 

γi 为回归系数;
 

Startit 表示i省在t年的农民创业水平;
 

ln
 

Entit

表示i省在t年的农村创业活跃度;
 

DIFit 则代表i省在t年的科技金融水平。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做出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2所示。
 

样本期内,
 

农民创

业水平介于0至1,
 

均值为0.500;
 

科技金融水平介于263.122至377.731,
 

均值为3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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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民创业水平 24
 

857 0.500 0.500 0.000 1.000

科技金融水平 36
 

497 300.622 29.036 263.122 377.731

科技金融覆盖广度 36
 

497 282.032 25.117 249.821 353.872

科技金融使用深度 36
 

497 287.844 43.741 225.267 400.404

科技金融程度 36
 

497 0.351 0.571 0.031 2.592

年龄 36
 

495 44.932 19.374 9.000 95.000

性别 36
 

497 0.502 0.508 0.000 1.000

婚姻状况 30
 

289 0.791 0.418 0.000 1.000

网络使用熟练程度 36
 

497 0.587 0.496 0.000 1.000

身体健康状况 36
 

131 0.831 0.372 0.000 1.000

受教育程度 25
 

938 7.222 4.651 0.000 19.000

家庭人口规模 36
 

497 4.301 2.063 1.000 21.000

家庭总收入 36
 

448 10.981 1.000 2.713 16.036

区域特征 36
 

497 1.891 0.844 1.000 3.000

农村创业活跃度 36
 

497 1.352 0.573 0.033 2.591

4.2 基准回归

对被解释变量做基准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3中模型(1)所示。
 

R2 的值与1越接近,
 

则表示线性拟合度

越高。
 

从回归分析可得出模型(1)R2=0.804,
 

这说明该模型有着较好的拟合优度。
 

核心解释变量科技金融

水平的系数为正数,
 

表明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正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即科技金融水平每增加1单

位会使农民创业水平增加0.071个单位。
 

依次加入个人控制变量、
 

家庭控制变量和区域控制变量,
 

回归结

果如模型(2)、
 

模型(3)、
 

模型(4)。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科技金融水平 0.071*** 0.155*** 0.254*** 0.303***

(3.320) (3.351) (3.381) (3.441)

年龄 0.064** 0.063** 0.063**

(3.063) (3.073) (3.072)

性别 -0.321 -0.317 -0.318

(-0.025) (-0.025) (-0.025)

婚姻状况 1.501** 1.519** 1.519**

(2.462) (2.473) (2.482)

身体健康状况 -0.256 -0.265 -0.265

(-0.224) (-0.023) (-0.023)

受教育程度 0.065 0.060*** 0.060***

(-0.024) (-0.026) (-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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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3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网络使用熟练程度 0.180 0.153** 0.153**

(2.421) (2.462) (2.462)

家庭人口规模 -0.031 -0.032

(-0.006) (-0.006)

家庭总收入 0.059*** 0.059***

(-3.014) (-6.014)

区域特征 0.
 

044

(0.
 

181)

固定效应 -1.803*** -3.938*** -4.200*** -4.229***

(-0.163) (-0.141) (-0.172) (-0.204)

观察值 24
 

440 24
 

440 24
 

440 24
 

440

拟合优度R2 0.804 0.841 0.842 0.842

  注:
 

*、
 

**和***分别表示在p=0.1、
 

0.05、
 

0.01的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在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071,
 

且在p=0.01水平有统计学意

义,
 

该结果支持了农村地区创业活跃度与科技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正向关联。
 

具体而言,
 

科技金融指数上

升对促进农民创业的正向影响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从而验证了假说 H1。
 

模型(3)、
 

模型(4)、
 

模型(5)依次

加入控制变量中的3个特征,
 

逐步回归的结果表明,
 

创业成功与农民的年龄、
 

婚姻状况、
 

网络使用熟练程

度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这些因素均对农民创业的正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创业者性别和身

体健康状况是创业者个人特征中对创业影响无统计学意义的因素,
 

此外,
 

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民创业影响

无统计学意义。
 

由于我国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创业经济环境、
 

营商环境、
 

文化发展呈现出独特的特

征和氛围,
 

各地农民的金融需求也呈现多元化特征,
 

所以由模型(4)看不出区域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影

响并不明显。

4.3 中介效应检验

表4模型(5)回归结果显示,
 

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系数显示为0.103,
 

且在p=

0.05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这一结果表明,
 

随着科技金融水平的提升,
 

农村地区的创业活跃度也呈现出明显

的增加趋势,
 

进一步验证了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新创业活动的正向影响,
 

从而验证了假说 H2。
 

模型(6)

中,
 

农村创业活跃度对农民创业的回归系数为28.972,
 

其在p=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这表明,
 

在p=

0.1的显著性水平上,
 

随着农村创业活跃度的不断提高,
 

农民创业水平指数也随之增加,
 

这验证了假说

H3,
 

即科技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农村创业活跃程度,
 

进而显著促进农民的创新创业。
 

换言之,
 

农村创业

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民创业之间扮演着中介桥梁的角色,
 

发挥着重要的中介调节作用。

加入中介变量农村创业活跃度后,
 

模型(7)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25,
 

在p=0.1
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这表明,
 

在p=0.1的显著性水平上,
 

随着农村创业活跃度的不断提高,
 

农村创业水平

指数也随之增加,
 

且效果明显,
 

其回归系数高于模型(5)的0.103,
 

表明中介变量的引入使得科技金融发展

对于农民创业促进效应增大,
 

证明了农村创业活跃度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验证了假说H3,
 

即农

村创业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和农民创业之间起着中介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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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科技金融水平 0.
 

103** 0.
 

125*

(2.670) (2.221)

农村创业活跃度 28.972* 0.
 

137

(2.163) (0.028)

年龄 0.063*** 0.015 0.063***

(3.567) (3.867) (3.107)

性别 -0.318*** -0.454** -0.318***

(-3.346) (-2.414) (-3.246)

婚姻状况 1.519*** 2.283*** 1.519***

(4.340) (3.281) (4.434)

身体健康状况 0.265*** 1.429*** 0.265***

(3.226) (3.289) (3.226)

受教育程度 0.060** 0.228** 0.060**

(2.465) (2.810) (2.466)

网络使用熟练程度 0.153*** 0.310* 0.154***

(2.246) (0.286) (2.247)

家庭人口规模 -0.032** 0.377** -0.032**

(-2.601) (-2.561) (-2.606)

家庭总收入 0.
 

059** 0.303*** 0.060**

(3.143) (2.531) (3.143)

区域特征 0.
 

044 -0.810*** 0.059

(0.181) (-3.156) (0.
 

182)

固定效应 -4.229* 2.774* -4.297*

(-2.204) (-2.124) (-2.262)

观察值 24
 

440 24
 

440 24
 

440

拟合优度R2 0.742 0.690 0.752

中介效应占比/% 32.403

  注:
 

*、
 

**、
 

***分别表示在p=0.1、
 

0.05、
 

0.01的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4.4 区域异质性检验

在我国,
 

不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营商环境、
 

创业文化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状态。
 

因此,
 

科技金融发

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具有地域差异性,
 

值得深入研究。
 

以往学者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结论,
 

但从整体来看,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基于上述分析的前提,
 

为深入探讨地区差异性,
 

将总体样本按经济发展水平细分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3个子样本,
 

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5的回

归结果来看,
 

科技金融发展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农民创业的正向影响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
 

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
 

具体而言,
 

根据回归结果分析,
 

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在创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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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能从科技金融的发展中受益,
 

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迅猛发展,
 

科技金融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西

部地区受益于国家的东数西算国家战略,
 

农民创业也能从科技金融发展中获得一定的受益;
 

对于中部地区

来说,
 

科技金融发展指数的各因变量的差异在p=0.05水平无统计学意义。
 

这一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说 H4
的合理性,

 

即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表5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科技金融发展指数 0.024** 0.009 0.
 

363**

(2.540) (0.910) (2.600)

户主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4.176*** -1.216 -5.116***

(-2.241) (-0.644) (-2.617)

观察值 10
 

365 7
 

133 6
 

942

  注:
 

*、
 

**、
 

***分别表示在p=0.1、
 

0.05、
 

0.01的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通过研究,
 

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
 

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先进数字技术,
 

结合科技金

融手段如区块链、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
 

农村科技金融得以覆盖更广泛的农民群体,
 

打破了传统金融服

务的地理限制。
 

这不仅能够满足农民创业中的个性化、
 

小额资金需求,
 

还能提供低成本、
 

高效且便捷的金

融服务支持,
 

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村创业活跃度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科技金融能够快速响应农村创业者的融资需

求,
 

使原本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农村群体也能够便捷地获取到所需的金融服务,
 

为农村创业者提供了更多

的融资机会和渠道,
 

使得农村创业者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
 

加速了创业进程,
 

提升了农村创业活跃度。
 

根

据中介效应分析,
 

农村创业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积极影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
 

具体而言,
 

在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
 

科技

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产生了积极且显著的影响,
 

其中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更为突出。
 

然而,
 

在中部地区,
 

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民创业之间的正向关系无统计学意义,
 

表明该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尚未对农民创业产生

显著影响。

5.2 政策建议

1)
 

加强科技金融的宣传推广,
 

提升农户在金融领域的专业素养。
 

加强科技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宣传,
 

切

实提高农民群众对科技金融的理解度和接受度,
 

提升科技金融的可获得性。
 

有效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乱象

问题,
 

确保农村地区科技金融的良性发展,
 

营造有利于地区创业的浓厚氛围。
 

金融机构应当把强化农户金

融教育普及放在重要位置,
 

相关业务人员要积极主动开展科技金融教育和培训工作,
 

使农民群众能够深入

了解科技金融的业务产品和特色服务,
 

从而提升自身的普惠金融认知水平和素养。
 

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短

视频、
 

直播等方式推送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内容,
 

让农民群众获得更多的科技金融知识以及掌握

各种金融产品的使用方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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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行差异化的普惠金融政策,
 

提升科技金融有效供给力。
 

根据区域差异性,
 

一方面,
 

在普惠金融体

系相对成熟的农村地区,
 

科技金融发展策略需更加注重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和产品创新[19];
 

另一方面,
 

对

于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的农村地区,
 

大多数金融机构应深入农村地区开展业务,
 

引导和鼓励各类商业银行

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入驻,
 

培育现代农村新型金融机构,
 

提高金融产品服务农村的综合覆盖率,
 

拓宽农民创

业资金融通的渠道。

3)
 

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
 

在政府主导下,
 

为农村创业者提供相关技术、
 

资金、
 

管理经验的支持。
 

技能

培训、
 

创业知识讲座、
 

市场分析等可以帮助创业农民了解市场动态,
 

掌握创业技巧。
 

通过组织农村创业培

训和指导活动,
 

帮助农民掌握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知识,
 

提高他们的创业能力和竞争力。
 

对于符合条件的

农村创业项目,
 

可以给予税收优惠或税费减免政策,
 

进一步激发农民的创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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