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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农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影响对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互联网体系

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权法，分别测算了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
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Tobit模型揭示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数字经

济发展通过优化农机供需匹配算法、降低交易成本等路径，显著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且该效应在

控制内生性后仍稳健；(2) 地形坡度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中起负向调

节效应；(3)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西部与高耕地

资源禀赋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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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
omy on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s is of great value in build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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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rnet system.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super-efficient SBM model 
and entropy weight method,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in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a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and the mechanism of its action is revealed 
through the Tobit model. It is found that (1)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s through the paths of optimizing the 
algorithm for matching supply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effect remains robust after controlling for endogeneity; (2) terrain slope plays a neg-
ative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positiv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ef-
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s; and (3) the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ic de-
velopment on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s has a heterogeneity,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the eastern, western and high arable land resource endowment areas dig-
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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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机械化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支撑[1]。在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农机社

会化服务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连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纽带[2]。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为现代农业发展指明方向。然而，目前我

国农机社会化服务面临着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稳定和装备利用效率不高等多种效率约束。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大战略部署。随着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深入应用，数字经济与农业的融合不断深化，这一趋势不仅为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可能[3]，更为破解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困境提供了新思路。在此背景下，

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影响，对于完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术界对于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研究主要围绕效率评价方法和影响因素识别展开。在效率测度方

面，数据包络分析(DEA)及其衍生模型应用最为广泛。刘成和冯潇(2018)创新性地应用三阶段 DEA 模型，

通过剥离外部环境的影响，发现传统 DEA 方法可能高估实际效率，揭示了剥离环境噪声的重要性[4]。此

外，有学者进一步引入动态视角，采用 DEA-Malmquist 指数分析我国省域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5] [6]。随

着“双碳”目标提出，学者开始关注农机服务的环境成本，童彤等(2024)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

DEA 模型，测算绿色效率，强调了环境约束的重要性[7]。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可归纳为

组织特征、外部环境及政策三个层面。组织特征方面，农机服务主体规模结构和农机服务组织实力包括

拥有的农机物质资本、组织人员规模及素质是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关键[8]-[10]。环境层面，童彤

等(2024)指出城镇化和老龄化提升效率，而化肥、农药使用及劳动力成本则产生抑制效应[7]。政策方面，

张宗毅等(2019)证实农机购置补贴显著促进效率提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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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与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直接关联探讨较少，但已有研究间接揭示了数字

技术的潜在影响。崔敏等强调，信息平台能优化农机供需匹配，实现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提升，而数

字技术正是此类平台的基础[11]。基于此，本文基于 2011~2022 年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

利用 Super-DEA 模型和熵权法分别测算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构建 Tobit 模型深

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影响机制。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影响 

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低下的核心问题是高交易成本导致的资源错配，而数字经济可通过降低交易成

本和优化资源配置来破解这一难题。本文主要从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是如

何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 
交易成本理论强调数字经济通过标准化、自动化与平台化重构交易流程，降低农机服务市场中的摩

擦成本。在服务前，数字平台通过实时供需匹配算法，缩短农机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匹配时间，减少信息

不对称导致的资源闲置[12]。匹配成功后数字平台通过标准化服务协议固化交易规则，减少传统口头合约

的履约风险，例如江苏农服平台将耕深合格率、碎土率等指标数字化，自动生成电子合约。服务中引入

北斗定位、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构建耕种、管理、收获全环节溯源，服务面积和质量核定比人工测量更

加精准，实现服务过程透明化，减少供需方摩擦。数字平台还进行了监管创新，建立服务商信用评级和

农户支付信用档案，降低了逆向选择成本。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数字技术通过进化弱连接与强连接，实现空间资源再配置和组织内部协同升级，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数字平台汇聚分散的农机服务需求，使原本不经济的服务订单通过智能聚类形成规

模作业区。同时跨区域服务订单通过数字平台实现供需匹配，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实现弱连接扩展[13]；
合作社内部协作通过数字化管理工具提升协同效率，如使用智能自动派发订单代替人工调度农机，使用

区块链设备存证代替农机使用记录，实现强连接深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1：数字经济发展正向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 

2.2. 地形坡度的调节效应 

上述分析论证了节约交易成本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因素，但地形坡度使数字

经济的降本效应呈现边际递减。地形复杂度通过资产专用性与环境不确定性抬升交易成本，降低供需匹

配效率。一方面，在高坡度地区，传统轮式农机无法稳定作业，需定制履带式设备，导致智能农机的资

产专用性增加。另一方面，地形坡度增加农机作业的复杂性和风险，坡度越高的区域农机侧翻风险越大，

需要额外投入保险和检测设备，导致服务纠纷处理成本上升[14]。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2：地形坡度负向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提升作用。 

2.3.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异质性影响 

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导向以及历史人文等多重因素，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

均呈现空间异质性特征[15]，二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能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有必要在实证检

验中考虑中国不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影响是否不同。 
耕地禀赋优势地区农户更倾向于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16]，高耕地禀赋地区通过土地

流转、集中整理等能有效实现规模经营和集约利用[17]。耕地规模经营可以有效降低智能农机调度复杂度，

显著降低北斗导航路径规划误差，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因此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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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3：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4：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在高耕地禀赋地区更

显著。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评价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由于该年鉴最新数据

只能获取到 2022 年，故本文研究样本选取 2011~2022 年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评价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的数据和其他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统
计年鉴等资料。 

3.2. 变量选择 

3.2.1. 被解释变量 
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2013 年农业部出台《关于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意见》，

明确了农机社会化服务内涵。农机社会化服务指由农机服务组织及个体经营者向农业生产者提供的综合

性农业机械作业支持，涵盖耕种、播种、收获、灌溉、植保、烘干等机械化作业，并包含设备维护、物资

供应、中介协调及租赁等配套市场化服务。本文根据其内涵参考邱溆和杨丽(2021)的做法构建农机社会化

服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并使用 DEA 的方法测算其效率[10]。 
经典 DEA 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会出现大量决策单元(DMU)因效率评价值均处于前沿边界(效率值 = 1)

而难以实现有效排序。针对这一技术局限，Tone 构建了 Super-SBM 模型，该模型突破传统效率值上限约

束[18]，显著增强了模型对高效决策单元的梯度辨识能力与排序合理性。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ocialization service efficiency 
表 1. 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变量 变量说明 

投入 

劳动力 农机服务从业人员(单位：人) 

资金 农机化总投入(单位：万元) 

物力 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单位：万 kw) 

产出 
效益 农机化作业总收入(单位：万元) 

效益 农机化作业总面积(单位：khm2)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参考赵涛等(2020)的研究，构建包含互联网普及程度

和数字金融普惠两个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由于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故本文使用熵权法测算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19]。 
 

Table 2.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表 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度指标 权重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0.1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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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互联网从业人员数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员占比 0.3076381 

移动电话普及率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0.4300328 

互联网相关产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0.0795259 

数字金融普惠发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0617612 

3.2.3. 调节变量 
本文选取各省份平均地形坡度作为调节变量。地形起伏度是区域海拔高度和地表切割程度的综合表

征，数据来自中国地形起伏度公里网格数据集[20]。 

3.2.4. 控制变量 
本文从区域社会经济特征、政策支持、自然风险、农业经济结构和服务供给能力五大维度选取控制

变量，以排除潜在混杂因素的影响。故选取城镇化率、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规模、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

出、农作物受灾面积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作为控制变量。所有变量和变量描述见表 3。 
 

Table 3. Design of relevant variables and indicators 
表 3. 相关变量和指标设计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 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 Super-SBM 模型测算效率值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 熵值法测算值 

调节变量 地形坡度 中国地形起伏度公里网格数据集 

控制变量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所占比率 

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规模 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年末人数/机构数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对数 

农作物受灾面积 农作物受灾面积对数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对数 

3.3. 模型设定 

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属于受限被解释变量，其观测值分布存在截断特征。使用传统线性回归方法可

能导致参数估计量有偏和非一致性。因此本文使用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 Tobit 模型进行参数求解，具体模

型如下 

0 1it it j it ity x cβ β β ε= + + ∑ +                                     (1) 

式中：y 指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x 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 指控制变量； itε 指随机误差项；i、t 分别指

省(市、自治区)和年份。 
为了探究地形坡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构建如下模型。 

0 1 2 3 *it it t it t j it ity x z x z cβ β β β β ε= + + + + ∑ +                              (2) 

式中：y 指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x 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z 指各省份地形坡度； x z∗ 为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和地形坡度的交互项；c 指控制变量； ε 指随机误差项；i、t 分别指省(市、自治区)和年份。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52


杨尚巧 
 

 

DOI: 10.12677/ecl.2025.1472252 911 电子商务评论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 Stata16.1 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

示最大的 VIF 值为 4.33，平均 VIF 为 2.67，均小于 10，根据经验法则可知本文选取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

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 4 展示了计量方程(1)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是未控制其他变量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

务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系数在 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这与预期正向效应矛盾。表

4 列(2)纳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未控制其他变量的

情况下，数字经济可能与未观测因素产生虚假关联，或存在反向因果，因此结果与预期不符。但在估计

模型纳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提升，则为假说 1 提供了初步的

经验证据。 
列(2)结果显示：城镇化率、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规模和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

率的负向影响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城镇化进程中，高技术人员持续外流，农机操作人员普遍利用

传统经验替代数字化决策，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因此低下；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规模扩张太大导致管理成

本增速高于收益增速，响应速度下降，不利于灵活提供高效的农机服务；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过量

投入可能会抑制市场自发创新或扭曲市场供需关系。农作物受灾面积的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

农作物受灾的程度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提高具有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农作物受灾面积扩大会使农

机作业环境恶化，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控制变量中只有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加对农机社会化服务

效率有积极的提升作用，并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通常反映出农业产出规

模的扩大，这直接增加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农机利用率和服务效率。 
 

Table 4. Tobit regression model benchmark regression 
表 4. Tobit 回归模型基准回归 

变量 
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 

(1) (2) (3) 

数字经济发展 −0.1242** 
(0.0498) 

0.1763** 
(0.0774) 

0.2805*** 
(0.0881) 

地形坡度   −0.0712* 
(0.0376) 

数字经济发展*地形坡度   −0.0786** 
(0.0358) 

城镇化率  −0.0088*** 
(0.0025) 

−0.0099*** 
(0.0024) 

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规模  −0.0079*** 
(0.0016) 

−0.0090*** 
(0.0017)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0.1499*** 
(0.0409) 

−0.1359*** 
(0.0405) 

农作物受灾面积  −0.0202** 
(0.0091) 

−0.0221** 
(0.0090)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0.1798*** 
(0.0360) 

0.1745*** 
(0.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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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stant 0.6940*** 
(0.0538) 

0.8908*** 
(0.2313) 

1.0114*** 
(0.2420) 

/sigma_u 0.2911*** 
(0.0375) 

0.2635*** 
(0.0353) 

0.2424*** 
(0.0322) 

/sigma_e 0.1228*** 
(0.0047) 

0.1145*** 
(0.00440) 

0.1135*** 
(0.0044) 

Observations 372 372 372 

注：*、**、***分别表示在 10%、5%及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下表同。 

4.2. 稳健性检验 

4.2.1. 更换估计模型 
本文通过 Hauaman 检验，更换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表 5 列(1)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的

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结论保持高度一致。 

4.2.2. 更改核心解释变量的测算方式 
在基准回归中，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采用熵权法，该方法基于信息熵理论，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来确定权重。为了增加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重新测度，

通过线性变换将多个相关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主成分，保留数据的主要变异信息。表 5 列(2)显
示更换测度方法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正，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4.2.3. 系统 GMM 模型 
本文进一步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模型诊断结果显示：Hansen 过度识别检

验的 P 值为 0.325，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AR (1)和 AR (2)检验 P 值分别为 0.028 和 0.608，表明随

机误差项仅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不合理的高阶自相关，因此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由表

5 列(3)可知，数字经济发展的系数方向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并且显著，进一步证实了假说 1 的稳健性。 
 

Table 5. Endogeneity analysis and robustness test regression results 
表 5. 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 

(1) (2) (3) 

数字经济发展 
(主成分分析法)  0.0201* 

(0.0117)  

数字经济发展 
(熵权法) 

0.1858** 
(0.0785)  0.2650** 

(0.1224) 

L.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   0.4077** 
(0.1772) 

城镇化率 −0.0171*** 
(0.0044) 

−0.0100*** 
(0.0028) 

−0.0012 
(0.0011) 

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规模 −0.0081*** 
(0.0017) 

−0.0083*** 
(0.0017) 

−0.0040* 
(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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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0.0964** 
(0.0451) 

−0.1569*** 
(0.0475) 

−0.1990** 
(0.0829) 

农作物受灾面积 −0.0221** 
(0.0094) 

−0.0184** 
(0.0093) 

0.0080 
(0.011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0.2660*** 
(0.0671) 

0.1763*** 
(0.0363) 

0.1447*** 
(0.0470) 

Constant 0.3899 
(0.3996) 

1.0622*** 
(0.3065) 

0.5136* 
(0.2836) 

AR (1) − − P (0.028) 

AR (2) − − P (0.608) 

Hansen Test − − P (0.325) 

Observations 372 372 372 
2R  0.1544 − − 

注：P ( )内为显著性概率值。 

4.3. 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引入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形坡度的交互项检验了地形条件对数字经济发展效应的调节作用，

如表 4 列(3)所示。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形坡度交互项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影响系数−0.0786 显著为负，

说明地形坡度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提升过程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当坡度为 0 时，

数字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为 0.2805，随着坡度每增加 1 单位，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降低约 7.86%，验证

了假设 2。坡度 > 8˚时北斗卫星信号接收失锁率提升，定位误差因此提高，同时坡度导致智能农机液压

系统压力失衡，自动调平装置失效侧翻风险增加。为应对以上问题，需要采取改装智能农机、加大网络

基站密度等措施，成本增加导致数字经济规模效应被削弱。另外，地形坡度越高，耕地越细碎化，导致

数字平台订单整合难度倍增，数字经济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赋能效果减弱。 

4.4. 异质性分析 

4.4.1. 区域异质性分析 
本文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禀赋存在区域性差异，因此各区域数

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本文参考沈小波等学者的研究方法[21]，将所选取

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

影响如表 6 (1)~(3)所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影响的回归系数为 0.2875，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可能是因为东

部地区实现了数字基建与智能装备协同，技术深化实现了效率跃迁。例如，上海松江区通过对现有农机

加装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操作系统、5G 通信等技术，实现了水稻种植耕、种、管、收全流程的无人化作

业，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还提高了生产效率。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中部地区的

一些农业大省(如河南、湖南)面临“中等数字化陷阱”，虽然中部省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但数字农

机占比并不高，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强度也落后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不足可能削弱数字经济的赋能效果。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0.2129，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原

因首先是西部地区算力基础设施快速完善，为数字农机应用提供了底层支撑。其次，西部大力发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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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数字化，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如云南普洱茶叶区块链溯

源提升农机服务溢价，广西糖业云平台实现甘蔗收割机跨县调度。最后，国家政策补贴向西部倾斜，推

动数字农业试点项目落地，极大提高了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 

4.4.2. 耕地禀赋异质性分析 
本文使用人均耕地面积来衡量耕地资源禀赋，并根据人均耕地面积平均值将样本分成耕地禀赋高水

平和低水平，具体来说，本文将每年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平均水平的省(市、自治区)定义为耕地资源禀赋高

水平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6 (5)、(6)列，两组样本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但只有耕地资源禀赋

高水平组在 1%的水平下显著。高耕地禀赋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更大，大规模土地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

理想的价值实现载体，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作业标准化和智能化水平，实现了农机社会化服务

的跃迁。而低耕地禀赋地区土地细碎化、经营分散化导致数字技术的关键优势无法发挥，技术、服务、

商业模式与小农现实需求存在错配，故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gression results 
表 6.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经济分区 耕地资源禀赋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4) 
高水平 

(5) 
低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 0.2875** 
(0.1442) 

0.0380 
(0.1866) 

0.2129** 
(0.0890) 

0.2220*** 
(0.0913) 

0.1565 
(0.0958) 

常数项 1.4449*** 
(0.5580) 

0.4589 
(0.6947) 

1.2849*** 
(0.4012) 

1.5461*** 
(0.4176) 

0.6978*** 
(0.260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N 132 96 144 84 288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11~2022 年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两套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测算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运用 Tobit 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机社会

化服务效率的影响、调节效应以及异质性影响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

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效应在经历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模型等稳健性检

验与系统 GMM 内生性处理后仍保持统计显著性。第二，地形坡度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机社会化服务

效率提升过程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揭示了地形复杂度对数字经济渗透的阻滞作用。第三，数字经济对

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次之，而中部地区

未达到显著性水平；高耕地资源禀赋地区数字经济对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低耕地

资源禀赋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5.2. 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研究结论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牵头推行国家标准，强化平台效

能与数据贯通。由农业农村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推行农机社会化服务数据采集、交换与接口的国家标

准。整合现有分散的农机调度平台，构建国家级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大数据中心，实现跨区域、跨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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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互通。加强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开发智能化匹配算法，提升农机供需匹配效率和响应速度。其次，

加快农村地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机社会化数字服务有效运营提供基础保障。为破解复杂地形

对于数字技术渗透的阻碍，应实施地形适应性数字基建工程，在丘陵、山地等坡度较高地区加大财政投

入，优先部署 5G 基站和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推广抗干扰能力强的物联网传感设备。最后，实施区域精准

赋能计划，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东部地区引导农机社会化服务数字平台向全程化、智能化、高附加值服

务发展，集成物联网检测、精准作业、产后加工对接等功能。西部地区应优先保障基础服务覆盖，重点

解决有机难找问题，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寻找自我造血的经营方式，减少对政策倾斜的依赖。中部地

区深入调研分析数字经济赋能作用不显著的原因，进行针对性试点，待模式成熟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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