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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之一，本论文以辽宁省农村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电子商务发展对农

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希望通过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改变的调查，论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是否能

够真正意义上的振兴乡村。本文重点分析了收入水平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链式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电子

商务发展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从而在物质层面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电子商务发展也可

以增强农民自我价值实现感，对农村居民精神生活质量也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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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countryside is one of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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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areas of Liaoni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hopes to demonstrate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can really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changes i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income level and self-worth realization of the chain intermediary effect. It is found that the de-
velopment of e-commerc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by improving the in-
come level of farm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can also enhance far-
mers’ sense of self-value realization,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spiritual life of ru-
r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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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辽宁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省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

对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本文拟以辽宁省为研究对象，探讨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并以收入水平和自我价值实现为中介变量，构建一个链式中

介效应模型。该研究将为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其他地区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提供借鉴。 

2. 辽宁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与生活质量的影响概述 

长久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处于小规模农户的分散生产之中，其生产效率相对低下，再加上传统物

流渠道的堵塞，使得大部分乡村农产品和手工艺品都存在销路不畅、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特别是对

季节性强、易变质、耐运输、抗市场风险能力差的农产品，往往会出现只增不增的窘境。再加上农户自

身的信息获取能力低下，这就使得处于弱势的农民更容易被市场所排斥，进而加大了他们的挫折感和不

快乐感[1]。而农村电商的发展则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契机。 
一方面，农村电子商务的兴起打破了地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可为信息存量较少的弱势人群提供

更大的生活质量改善。基于边际效应递减原理，互联网的信息属性及其所蕴含的信息福利，在已有大量

信息的人群中带来的增益有限。农民利用电商平台能够准确及时地获取市场信息和消费者需求，从而合

理组织生产，减少滞销带来的损失，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农民的福利。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还促进

了农业生产科学化、中间环节简约化、销售决策智能化等。这些发展有助于减少农业生产盲目性带来的

成本增加，提高交易效率，增加经营性收入，从而增强农民的信心和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农村电子商务作为一种网络化的经济交易方式，由于其成本较低、高渗透性和高带动性等

优势，为农产品销售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2]。新型数字平台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等方式，不仅促进了农民

创业和自主就业，提高了非农就业的机会，还增加了农民工资性收入。此外，农村电子商务有助于推动农

村土地流转，提高市场参与度，从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能够满足基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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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填补物质资料的匮乏，从而提高生活质量。综上所述，农村电子商务对农民的生活质量有积极的影响。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链式中介效应是指一个变量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对另一个变量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介变量是位于自

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一系列变量，它们可以帮助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机制[3]。链式中介效应在社

会科学研究中经常被用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应用链式中介效应的意义在于，该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

选定收入水平和自我价值实现两个中介变量。通过分析中介变量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了解自变量对因变

量的影响是如何通过一系列中间步骤实现的。这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为日后

提出提升方法和研究其影响机制提供依据。 
而本文研究的主要是辽宁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一般来说，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密切相关[4]。本文中的收入水平是指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总额，而生活质量是指个人或家庭在物质、精神

和社会等方面的生活状况。 
当前研究表明，收入水平对生活质量有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高，生活质量越好。收

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物质资料的匮乏(Gabriels & Hom, 2015)，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提

高农民的生活质量[5]。这是因为收入水平较高的人可以购买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享受更好的教育和

医疗条件，拥有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但由于辽宁省农村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且收入水平对生活质量的现有研究中，国内的大部分调研对

象都是城镇居民，而国外的农村发展又与我国农村有着较大的区别[6]。其他因素，如社会保障、环境质

量、文化氛围等，对我国农村的生活质量影响之前的研究有着可以完善的地方。例如，即使收入水平较

高，但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有着区别，而电子商务对相对保守的农村文化氛围的影响又是如

何的，这些都需要通过调查进行补充。 
因此，本文引入第二个中介变量自我价值实现的程度来进行其他因素的中介衡量。自我价值实现来

自于层次需求理论。自我价值实现会影响农民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认知和心理感受。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

论，一个在心理学中广泛应用的激励理论，提出了一个五级需求模型，这个模型常被形象地描述为一个

金字塔结构。按照这个层次结构从底层到顶层，人类的需求可以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个五阶段模型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足需求和增长需求两类。前四

个层次通常被称为缺陷需求(D 需求)，而最高层次则被称为成长需求(B 需求)。本文通过对辽宁省调研地

区农民自身对自我实现的评分，来衡量在物质条件由于收入水平的变化得到改善的同时，辽宁省农村的

精神文明世界是否也有着提升。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设 1：发展农村电商可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 
研究假设 2：农村电商可以促进农户增收，促进农户实现自身价值，从而改善其生活品质。 

4.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辽宁省红沿河镇，新台镇，安屯镇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样本农户共计个。其中，红沿河镇 121
个样本，占比 25%；新台镇 168 个样本，占比 40%；安屯镇 192 个样本，占比 35%。在调研的样本中，

包含农民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民族等)，同时也包含了住房和生活条件、财产与财务状况、支出、食

物来源和消费、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家庭决策和主观测评等内容。整体而言，该数据样本分布较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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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4.2.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是否显著影响农民生活质量，本研究采用 OLS 模型。设定的基准模型如下： 

i i iY a Z bX c= + + +                                   (1) 

其中： 
Yi表示农民 i 的生活质量； 
Zi表示个体 i 所在的家庭是否参加电子商务； 
Xi表示影响农民 i 生活质量提升的控制变量； 
c 表示随机误差项。 
通过对该方程式的验证，来测量假设 1 成立与否。 
表 1 展示了根据式 1 计算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计算中同时添加个体和家庭层面控制变量的全样本

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农村电子商务对生活质量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农村电子商务

对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假说 1 得到验证。 
 
Table 1. Regression results of rural e-commerce on farmers’ quality of life 
表 1. 农村电子商务对农民生活质量回归结果 

变量 电子商务 户主性别 民族 年龄 债务 耕地离积 土地蔬转 植物种植 常数项 

生活

质量 
0.33 0.11 0.001 −0.014 −10 0.004 −0.031 −0.035 4.22 

(0.097) (0.039) (0.054) (0.007) (0.038) (0.001) (0.039) (0.037) (0.190) 
 
具体而言，通过表格发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每增加 1 个单位，农民的生活质量将提升 0．324 个单位。 
本研究设定的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i i iM a bZ cX d= + + +                                   (2) 

1 2i i iY Z X d Mα β α θ= + + + +                               (3) 

其中：M 表示中介变量，即收入水平和自我价值实现。 
因此，本研究对中介效应的具体检验思路为：对式 2 和式 3 进行估计，若 Z 和 M 的系数均显著，则

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在此基础之上，若直接效应显著，则表明中介因素发挥全部中介效应。 
本研究选取农户个体所在县区电子商务参与率作为测量值。这一选择主要基于群体效应的考量[7]。

随着这些年国家鼓励数字农业以来，农村个体和家庭所在县区的电子商务参与率逐渐提高，周围参与电

子商务的总人数也相应增多，这会对农民决定参与电子商务的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8]。因此，该测量值

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实证检验的结果详见表 2。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endogenous test on the impact of rural e-commerce on farmers’ quality of life 
表 2. 农村电子商务对农民生活质量影响的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农村电子商务 常数项 P 值 F 值 

0.45 4.21 0.05 203.33 

(0.11) (0.19)   
 
数据显示，该测量值的第一阶段 F 值为 203.332，远大于临界值 10，这表明我们选取的测量值合理，

不存在弱测量值的问题。这一结果再次证实了农村电子商务在提升农户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1016


张晓昱 
 

 

DOI: 10.12677/ecl.2024.131016 131 电子商务评论 
 

最后，本研究进行了收入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基于中介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ntermediary model of the impact of rural e-commerce on farmers’ quality of life 
表 3. 农村电子商务对农民生活质量影响中介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生活质量 收入水平 

农村电子商务 
0.45 3.17 

(0.093) (1.322) 

R2 0.022 0.056 

 
根据表 3 不难看出，农村电子商务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得出结论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

水平。农村电子商务和中介变量收入水平显著，由此得出结论中介效应：收入水平效应显著，也就是能

够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 
中介效应检验体现在表 4。 

 
Table 4. Test of the intermediary model of the impact of rural e-commerce on farmers’ quality of life 
表 4. 农村电子商务对农民生活质量影响中介模型检验 

变量 生活质量 自我价值实现 

农村电子商务 
0.98 0.22 

(0.12) (0.92) 

R2 0.045 0.17 

 
检验方法是以自我实现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通过表 4 可以看出，农村电子商务在 1%的水平下显

著为正，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自我实现，并且自我实现发挥了中介效应。综上所述，假说 2 得到验证。 
到此为止，研究假设 1“发展农村电商可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和研究假设 2“农村电商可以促进农

户增收，促进农户实现自身价值，从而改善其生活品质”都得到了验证，由此可以证明对于现阶段辽宁

省而言，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生活质量影响是有较为明显的正向效果，即发展农村电商可以提高当地农

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这个改善是从物质和精神世界都得到印证的提升。 

5. 结论与建议 

在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本文经过深入的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并非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收

入水平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链式中介效应来体现。在当前的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内在机制，更为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首先，从收入水平角度来看，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电子商务平台为农

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销售市场，减少了中间环节，增加了农民的利润空间。此外，电子商务还为农民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既增加了收入，又兼顾了家庭。 
其次，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农民自我价值的实现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许多农民实

现了从传统农业生产者向现代商业经营者的转变，他们的个人能力得到了更好的发挥，自我价值得到了更

充分的体现。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也为他们的个人成长提供了更多机会。 
在当前的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针对辽宁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率和网速，为农村电子商务

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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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对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提高农民的电子商务技能，使农民能够熟练地使用电子商务平

台，以便更好地参与到电子商务活动中来。 
3) 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村电子商务的扶持力度，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

展，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4) 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引入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推动辽

宁省农村电子商务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综上所述，辽宁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和自我价值实现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要

加大对数字乡村建设关键性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提高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要提高科技成

果的转化能力，提高数字产品的适应性，增加有效技术供给。例如，应加强对数字乡村建设关键性技术

研发的投入力度，包括但不限于：5G 网络建设，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与农

村电商发展的结合。同时，还应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 
与此同时，也应该鼓励农民发挥自身的优势，充分思考创新，提高数字产品与辽宁省农作物的适应

性，其方法包括： 
第一，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发出适合当地需求的数字产品。例如，辽宁作为一个物产丰富

的地区，在沿海乡村可以鼓励开发海洋相关的数字化产品。 
第二，提供定制化服务，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例如实证分析中的某村子，就鼓励农民进行

苹果包装的个性化定制，由村政府统一购买了相关设备，从而在苹果市场较为饱和且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提高了销量。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助力乡村振兴。在加快推进数字

乡村建设的背景下应充分认识到农村电子商务的重要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其健康发展，为全面推进

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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