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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了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利用2014~2022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总体效应、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产业

结构升级与非农就业的中介作用以及区域和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村电商发展能够显著促

进农民增收，对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净收入有正向影响，对经营性净收入有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与

非农就业在农村电商促进农民增收中起中介作用；农村电商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和高学历群体

中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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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farmers’ income. Using panel 
data from 27 provinces in China between 2014 and 2022, the study employs bidirectional fixed ef-
fects models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overall effect of rural e-com-
merce on farmers’ income, its impact on different sources of income,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s well as regional and educational hetero-
gene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can significantly boost 
farmers’ income, positively affecting wage income and net property income, while having a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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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net operating incom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farmers’ income by rural e-commerce; the effect of rural 
e-commerce on farmers’ income is more pronounced in eastern regions and among highly educate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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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

要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1]。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4~2023 年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出现小幅回升外，整体出现放缓趋势。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2023 年我国城乡居民

可支配收入比为 2.389，与发达国家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较大。因此，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对于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而言具有现实上的迫切性。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我国电商经济

取得高效发展，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比 2014 年增长近 13 倍[2]。
淘宝电商是较早进入农村电子商务项目的典型代表之一，阿里研究院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淘宝村数量

已经达到 7780 个，覆盖我国 28 个省和 180 个市。由此可见，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助力作用取

得明显成效，电商经济与农村深度融合仍然具有较大潜力。在此背景下，分析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

分配的影响效应，对进一步拓宽我国农民增收新渠道，加快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具有现实意义。 
农村电商与农民收入关系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目前大多数文献证实了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总

体上有直接的影响效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探究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关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村电商发

展与农民收入增长显著正相关。在电商进村综合示范政策下，电商示范项目能显著提高当地农民收入[3]，
降低地区贫困发生率，有助于贫困户脱贫[4]。与非电商村相比，农村电商的增收效应在电商发展水平和

经济聚集程度低的地区更明显[5]。李琪(2019) [6]认为农村电商发展不仅能够增加当地农民收入，且能通

过增加采购、技术扩散等方式带动周边其他地区农民增收；另外有学者对农村电商的增收效应有不同的

看法，认为农村电商发展虽然总体上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但会加剧农民收入不平等程度[7]，对社会资

本丰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提升作用更明显[8]。与城镇相比，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电

商经济利用程度较低，导致电商发展显著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9]；二是农村电商对农民增收效应的影

响机制研究。关于农村电商的作用渠道，已有研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一方面，有学者认为非农就业转

移是目前电商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路径[10]，电子商务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机制、宗族社会网络

调节机制显著促进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增长[11]。另一方面，农村电商通过提高土地流转的概率、强化信息

获取、降低经营成本、增强金融支持和促进返乡就业等途径显著提升农户收入[12]-[14]。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虽然对农村电商与农民收入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一定程度

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仍有不足。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总体效应，鲜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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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民不同收入来源进行分析，仅探讨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总体效应并不能为农民增收提供准

确且有借鉴意义的判断[15]。本文在实证检验农村电商与农民总收入的基础上，从收入来源视角进一步研

究农村电商对农民不同收入构成的影响效应，并关注非农就业在农村电商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的中介作

用，考察农村电商增收的异质性，开展农村电商与农民收入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研究。 

2. 理论分析与假设 

电子商务是一种新型商业运营模式，通过信息网络技术，以商品交换为中心，实现商户之间不谋面

的网上交易和在线支付。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16]，缩小信息生产鸿沟[17]，实现跨越

时间和空间约束的信息匹配，极大扩展市场空间[18]，形成电商导向的产业集聚[19]，并带动当地相关产

业发展[3]。传统的农产品销售主要通过线下实体销售渠道，且销售区域局限，随着各种电商平台的兴起，

电商经营能够帮助农民利用网络和电商平台优势，将农产品面向全国区域进行线上销售，更好衔接商品

市场，丰富农产品销售渠道，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提升农民收入。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 1：农村电商发展能够积极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和物流体系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完善，电商的发展使得数字技术红利逐渐在农村地

区渗透。面对农村资源有限的局限，电商经济能够优化配置利用农村各产业间资源，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农村产业链及农村市场提质增效，促进产业之间生产要素的高效使用，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信息化带

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农村地区就业结构优化[20]，相关产业链的延伸带来大量非农就业机会[21]，推动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服务业、制造业以及知识密集技能型等非农工作岗位转移。同时非农部门数字化发展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明显虹吸效应，抑制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农业就业人口不断下降[22]，导致农民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时间和概率减少，对农业生产造成挤占效应[23]。在此过程中，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充分保障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来源和增长。由于农民经营性收入主要依赖于

农业，因此，来源于第一产业的经营性收入增长也会受到非农部门就业人数上升的影响[24]。由此，本文

提出： 
假设 2：农村电商发展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非农就业影响农民收入。 
研究表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为个体提供了均等的受益机会，但不同个体从中的受益程度却存

在差异[25]。基础教育作为影响农民收入的核心人力资本变量之一[26]，由于人力资本差异，使得农村电

商促进农民增收过程存在数字鸿沟，农民的知识技能是获取互联网资源的基础，而优势群体有足够的认

知能力，能从互联网资源筛选出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其有效利用后转化为回报[27]。因此，在高教育

水平的农民群体中，信息化的增收效应才会更明显[28]。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9]，相

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淘宝村大量集中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且东部地区数字技术、物流体系发展

更完善，资金投入以及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电商发展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30]，因此，从

短期来看，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电子商务发展的好处主要在东部发达地区[31]，导致中西部地区农民不能

公平共享电商发展带来的红利。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 3：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的增收作用具有区域和受教育年限异质性。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村电商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 0 1 , 2 , , Inc lntbi t i t i t i t i tZα α α µ λ ε=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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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nci 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lntbi t 为核心解释变量，用各省份淘宝村数量

的对数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金融发展水平( ,loani t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i t )、城镇化水平( ,cityi t )
和教育水平( ,edui t )； 0α 为常数项； 1α 、 2α 为相关系数；  iµ 表示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 iλ 表示时间固定

效应， ,i tε 表示误差项。i 表示省份，t 表示时期。 
为了探究农村电商与农民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的间接作用渠道，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grad)、非农就业

(fn)作为中介变量，采用逐步回归以检验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在此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0 1 2 ,grad lntbit it it i t i tXγ γ γ µ λ ε= + + + + +  (2) 

 0 1 2 ,fn lntbit it it i t i tCβ β β µ λ ε= + + + + +  (3) 

gradit 、 fn it 为中介变量； 0γ 、 0β 为常数项； 1γ 、 2γ 、 1β 、 2β 为相关系数； itX 、 itC 为一系列控制

变量；其他字母解释同上。 

3.2. 指标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收入水平视角下，本文选取各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收入结构视角下，本文

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3.2.2. 解释变量 
本文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淘宝村研究报告，将各省淘宝村数量取对数(lntb)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

此测度各省农村电商发展水平。 

3.2.3. 中介变量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代表，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技术创新效

应、要素配置效应，拉动经济增长，助力农村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

部门转移，且对雇佣型的非农就业效应大于创业型的就业效应[11]，从而赋能农户增收。本文参考李宏兵

的做法，计算产业结构系数(grad)衡量产业结构升级，grad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1 + 第二产业增加值

占比*2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3；借鉴王子凤的做法，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衡量非农

就业。 

3.2.4. 控制变量 
为更加全面分析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避免遗漏变量导致偏误问题，本文参照以往相关

文献的模型设定，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以各省金融机构年末各项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金融发展

水平(loan)。2) 采用各省人均 GDP 的对数(ln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3) 教育水平(edu)以各省初中生在

校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表示。4) 城镇化水平(city)用各省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表示。具体的变量描

述性统计见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Inc 1.591 0.633 0.628 3.973 

淘宝村数量 lntb 2.479 2.213 0 7.794 

金融发展水平 loan 1.570 0.433 0.0018 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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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人均 GDP lnGDP 10.66 1.626 2.330 12.16 

城镇化水平 city 0.623 0.113 0.402 0.893 

教育水平 edu 0.0499 0.0129 0.0196 0.082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lngov 9.00 4.034 5.609 16.311 

非农就业 fn 0.718 0.141 0.387 0.984 

产业结构升级 grad 3.240 0.214 2.715 3.830 

工资性收入 Wi 0.719 0.503 0.176 2.497 

经营性净收入 Oi 0.522 0.179 0.137 1.106 

财产性净收入 Pi 0.045 0.047 0.007 0.356 

转移性净收入 Ti 0.304 0.146 0.110 1.150 

工具变量 it 0.0225 0.0195 0.00875 0.135 

3.3. 数据来源 

自 2014 年国家统计局开始使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确保

数据口径统一，本文选取 2014~2022 年我国 27 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剔除港澳台地区以及西藏、新疆、

青海和内蒙古四个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省份)，围绕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展开分析。原始数据来源

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2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部

分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通过 stata16.1 软件进行补齐。 

4. 实证结果 

4.1. 基准回归 

4.1.1. 收入水平视角 
农村电商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2 所示。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仅以农村电商对

农民收入进行简单回归的结果，列(2)为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表

明，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系数均始终保持正向，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电商的发展能够

正向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Inc 

(2) 
Inc 

lntb 0.075*** 0.041*** 

 (0.019) (0.013) 

city  −5.900*** 

  (0.658) 

lnGDP  0.523*** 

  (0.175) 

loan  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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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0.076) 

edu  0.899 

  (2.928) 

常数项 1.405*** −0.706 

 (0.047) (1.805)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N 243 243 

adj. R2 0.973 0.983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

下显著。下同。 

 
通过考察其余控制变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各省人均 GDP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能够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系数为正，在 5%水平上显著，说明较高的信贷水平能够

更好地满足地区金融服务需求，从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都有积极影响。较

高的人力资本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中学在校人数所代表的教育水平对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系数为

正但不显著，说明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有待提升。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存在负向关系，在孙祁祥(2013) [32]
等学者的研究中提到“弱质城镇化”，当城市中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薪资时，大量的农民进

城后反而转变为城市中的失业者，生存状况并不能得到改善。因此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系数为

负在一定程度上可由“弱质”城镇化来解释。 

4.1.2. 收入水平视角 
为深入检验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路径，本文继续考察农村电商对农民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

以验证假设 1。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on the different income sources of farmers 
表 3. 电商对农民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Wi Oi Pi Ti 

lntb 0.043*** −0.019*** 0.007** 0.010 

 (0.011) (0.005) (0.003) (0.0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348 0.910 0.415 −1.585* 

 (1.401) (0.793) (0.279) (0.880)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43 243 243 243 

adj. R2 0.983 0.981 0.958 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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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在收入结构视角下，农村电商发展水平(lntb)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系数为 0.043，
对经营性净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019，二者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电商发展显著促进农村居民

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抑制农村居民经营性净收入的增加。第(3)列显示农村电商发展对财产性净收入影响

系数为 0.007，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电商发展有利于财产性净收入的增加，财产性净收入包括

红利收入、租金净收入等，农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利用剩余的资金进行一些其他的投资

活动，从而增加了财产性收入。表 3 列(4)中农村电商未对转移性净收入带来显著影响，可能由于转移性

收入通常来自政府、机构或组织的补助、津贴或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主要受到地方财政状况和政策影

响，通常具有不稳定性[33]，其受农民本身的资源禀赋特征影响较小，且与电商发展并无直接联系。假设

1 得到验证。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本文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所得结论的有效性，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验。 

4.2.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通过引入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对数值的滞后一期，将其替换为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其他控制

变量保持相同，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列(1)至列(4)中，替换后的农村电商系数符号与前文一致且均显著，

列(5)农村电商对农民转移性净收入影响系数仍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可靠性。 
 
Table 4. The lagging-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表 4. 滞后核心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4) (5) 

Inc Wi Oi Pi Ti 

lntbt−1 0.039*** 0.049*** −0.016** 0.006* 0.0004 

 (0.014) (0.011) (0.006) (0.003) (0.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194 1.430 1.144 0.612** −0.849 

 (1.843) (1.358) (0.839) (0.242) (0.882)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16 216 216 216 216 

adj. R2 0.987 0.986 0.957 0.910 0.911 

4.2.2. 变量缩尾处理 
避免因数据存在较大波动而引起估计偏差，对变量进行 1%缩尾处理后重新进行回归。从表 5 的估计

结果可以看出，农村电商发展水平缩尾处理后，列(1)、列(2)和列(4)农村电商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农村电

商发展对列(3)农村居民经营性净收入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对列(5)转移性净收入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向

不显著，影响效应均与前文一致，表明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4.2.3. 工具变量法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本身具备完善的电商发展配套设施，因而会形成发达的农村电商经济；

农村电商发展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农民收入增加后农村电商市场需求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也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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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Variable tapering treatment 
表 5. 变量缩尾处理 

变量 
(1) (2) (3) (4) (5) 

Inc Wi Oi Pi Ti 

lntb_w 0.034** 0.041*** −0.018*** 0.006** 0.007 

 (0.014) (0.011) (0.005) (0.003) (0.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295 0.847 −0.721 0.968** −0.371 

 (1.594) (1.424) (0.930) (0.397) (0.802)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43 243 243 243 243 

adj. R2 0.983 0.981 0.959 0.909 0.905 

 
农村电商的发展水平，考虑到二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参考李琪(2019) [6]的做

法，将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选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模型

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为农村电商的发展建立在地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完善的基础之上，信

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比例反映了地区信息技术业的发达程度，与农村地区电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趋

势存在一定的关系，会影响农村电商的发展水平。其次，从理论上来说城镇就业人员中信息技术业从业

人员比例很难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与工具变量的选取规则相符。 
根据表 6 工具变量检验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农村电商发展仍然能够促进农民

增收。K-P rk LM 统计量 p 值为 0.000，表明在 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通过识别不足检验。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在 10%水平上的临界值为 16.38，K-P rk Wald F 统计量为 67.385，K-P rk Wald F 统计量

大于该临界值，拒绝选取的信息技术业从业人员比例是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在

通过相关检验的基础上，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本文的估计结

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Table 6. Tool variable test 
表 6. 工具变量检验 

变量 
(1)第一阶段 (2)第二阶段 

lntb Inc 
lntb  0.183*** 

  (0.30) 
it 66.676***  
 (8.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K-P rk LM统计量P值 0.000  

K-P rk Wald F统计量 67.385  

N 243 243 

R2 0.862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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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一步分析 

5.1. 机制检验 

上文验证了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不同收入来源影响作用不同，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分别

以产业结构升级、非农就业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检验二者在农村电商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中介效应。结

果如下所示。 
 

Table 7. Resul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ression 
表 7. 产业结构中介回归结果 

 (1) (2) (3) 

 Wi grad Wi 

lntb 0.043*** 0.017*** 0.038*** 

 (0.011) (0.007) (0.011) 

grad   0.314*** 

   (0.092) 

常数项 −0.348 3.320*** −1.389 

 (1.401) (0.698) (1.384)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43 243 243 

adj. R2 0.981 0.937 0.982 

 
表 7 估计结果显示，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为 0.017，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即农村电商发展能够推动农村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表明农村电商发展通过产业链延伸，创造更多新兴产

业，带动快递、仓储、包装等行业发展，从而有利于优化劳动力配置，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假设 2
得到验证。 
 

Table 8. Non-farm employment intermediary regression results 
表 8. 非农就业中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Oi fn Oi 

lntb −0.019*** 0.012*** −0.016*** 

 (0.005) (0.004) (0.005) 

fn   −0.298*** 

   (0.084) 

常数项 0.910 −0.204 0.849 

 (0.793) (0.585) (0.775)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43 243 243 

adj. R2 0.958 0.962 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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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估计结果显示，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系数为 0.012，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

农村电商发展对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有正向影响。随着非农就业渠道的丰富，劳动力向非农就业岗位转

移，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相对减少，导致经营性收入降低。假设 2 得到验证。 

5.2. 异质性检验 

5.2.1. 收入水平异质性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电商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探究在不同收入水平的

农民群体中，农村电商的增收效应是否存在差异。通过对收入设定三个分位点，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

农村电商发展对不同收入层面农民的影响作用。三个分位点依次为 0.1 (低收入群体)、0.5 (中收入群体)、
0.9 (高收入群体)。 
 

Table 9. Income-quantile regression 
表 9. 收入分位数回归 

 (1) (2) (3) 

 Inc Inc Inc 

变量 0.1 0.5 0.9 

lntb 0.015*** 0.043*** 0.029*** 

 (0.003) (0.012) (0.005) 

city −3.927*** −3.863*** −3.539*** 

 (0.116) (0.535) (0.230) 

edu 7.307*** 3.298 3.785*** 

 (0.485) (2.231) (0.957) 

lnGDP 0.337*** 0.312* 0.326*** 

 (0.035) (0.160) (0.069) 

loan −0.011 0.049 0.053** 

 (0.011) (0.049) (0.021) 

常数项 1.248*** 1.549 1.283* 

 (0.389) (1.790) (0.768)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43 243 243 

 
如表 9 所示，在全样本条件中，农村电商对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效应均为正向且显

著，0.1、0.5、0.9 分位点影响系数依次为 0.015、0.043、0.029，说明农村电商的发展能够促进农民增收，

且对中等收入的农民群体影响效应更大。 

5.2.2. 区域异质性 
由于各省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为深刻认

识电商发展为农民带来的收入红利，将研究样本分别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

以及根据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的不同进行分组回归，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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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表 10. 区域异质性分析 

变量 
区域异质性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高 低 

lntb 0.077*** 0.012* 0.017 0.043** 0.032** 

 (0.020) (0.007) (0.011) (0.017) (0.012) 

city −4.152*** −0.225 2.259** −6.040*** −3.394*** 

 (1.008) (0.468) (1.098) (0.724) (0.769) 

edu −7.636 8.996*** 13.722*** 1.141 5.240* 

 (5.250) (1.071) (2.630) (3.552) (3.027) 

lnGDP 2.046*** 0.201*** 0.166 0.474** 0.521*** 

 (0.357) (0.071) (0.164) (0.230) (0.156) 

loan 0.455*** 0.024 0.003 0.178* 0.036 

 (0.130) (0.023) (0.063) (0.101) (0.042) 

常数项 −17.395*** −1.344* −2.673 0.123 −2.771* 

 (3.788) (0.760) (1.878) (2.404) (1.440)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17 54 72 171 71 

adj. R2 0.984 0.993 0.989 0.981 0.991 

 
基于表 10 的估计结果可知，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电商系数为正，分别在 1%和 10%水平上显著，而

农村电商系数在西部地区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的增收效应强于其他地区，不同地区电商

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假设 3 得到验证。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淘宝村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东部，且东部地区物流体系、网络覆盖率等基础设施完善，地理

位置、制度环境相比中西部地区有较大优势，电商发展更加成熟，使得农村电商发展带来的红利也主要

集中在东部地区，处于劣势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无法公平享受电商发展带来的红利。其次，中部和西部

地区淘宝村数量少，电商区域发展不平衡，相对于东部地区缺少良好的市场环境，造成农村地区劳动力

和资金外流，使得人力、资本、技术等政策向其他地区倾斜。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基础设施发

展不完善，造成信息闭塞、物流运输不便，导致产品销路单一，难以大量外销，因此西部地区农村电商

发展很难给农民带来较大增收。 
在不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下，回归结果显示在政府支持力度较高的地区，农村电商影响系数更大，

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强。由于政府支援农业基础建设和农村生产支出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利因

素，政府的公共预算支出越多，农民能够享受财政红利越多。因此，政府可以进一步合理财政支出结构

和管理水平，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5.2.3. 教育水平异质性 
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中促进作用更强[34]。为检验受教

育年限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探究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中，电商发展带来的增收效应是否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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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白雪梅(2004) [35]的做法，根据全国各省乡村地区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得到的相关数据计算各省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nx)，平均受教育年限用年表示，计算公式为：(文盲、半文盲人数*1 年 + 小学人数*6 年 
+ 初中人数*9 年 + 高中和中专人数*12 年 + 大学及以上人数*16 年)/乡村总人口。并参考秦芳(2023) [12]
的做法，将全部样本按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分为低教育年限组和高教育年限组。对农村电商数

据进行中心化处理(clntb)，引入分组虚拟变量(高教育年限组 nx = 1，低教育年限组 nx = 0)与中心化后的

农村电商发展水平(clntb*nx)的交互项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11。 
 

Table 11. Analysis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education level 
表 11. 教育水平异质性分析 

变量 Inc 

clntb 0.024* 

 (0.014) 

clntb*nx 0.027** 

 (0.010) 

nx −0.014 

 (0.018) 

控制变量 控制 

常数项 −0.373 

 (2.002) 

个体效应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N 243 

adj. R2 0.985 

 
由于不同的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在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时会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

越高，从互联网使用中获取的收入回报越高[27]。从表 7 中可以看出，高教育年限组与农村电商发展交互

项的系数为正，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村电商发展对高教育年限组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低教育年

限组，对于不同受教育年限的农民，农村电商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异质性。假设 3 得到验证。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基于 2014~2022 年我国 27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和作用

机理。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 农村电商能够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从收入构成来看，农村电商发展对

农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净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经营性净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转移性净收入的

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 产业结构升级和非农就业在农村

电商助推农民收入增加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农村电商发展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非农就业促

进农民增收；3) 异质性分析中，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农村电商发展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均有增收作用，

该增收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受教育年限的群体中存在差异；从分区域角度看，东部地区农村电商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优于中西部地区；从受教育年限角度看，相对于低受教育年限的农民而言，高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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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年限的农民群体受益程度更高。 

6.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农村电商的积极影响，助力推进乡村振兴，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以供参考。 
第一，加大电商扶持力度。电子商务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增收方式，各地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农村电商

发展，结合农村电商发展趋势和农村居民的认知特点，尽快建立政府指导、平台参与、专业部门支撑的

发展模式，使更多农民了解和使用电商平台，减少信息不对称，发挥电子商务可跨时空交易的优势，拓

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第二，提升农村地区劳动力质量。电商发展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拓展，提供更多非农工作岗位。

但由于存在数字鸿沟，部分农民对新技术应用能力不高，需要为农民提供相关专业的技能培训，加强劳

动力禀赋结构与电商的适配性。 
第三，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政府要加强中西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农村物流体系，为

农村电商发展持续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建立一批农村电商创业示范基地，

深入开展农村地区电商示范项目，充分释放农村地区发展潜力，切实解决农村地区电商发展不充分、不

平衡的突出问题。 
第四，完善农村地区教育制度和政策。为了减小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民群体中的电商发展红利差距，

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教育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通过加强公共教育水平提升农民的人力资

本，充分发挥电商经济在实现农民增收新方式中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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