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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rowdfunding in China is not smooth. The size of participants 
in agricultural crowdfunding is small. In order to acquire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
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crowdfunder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this paper uses the Logit 
model to perform regression analysi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factors, 
external policy factors, crowdfunding return factors and crowdfunding risk factors, and finds 
that investment amount before, the actual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crowdfunding, the ac-
quisition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offline picking experienc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crowdfunding. Subsequently, the 
K-means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classify the interviewees according to the agricul-
tural crowdfunding cognition, and the cross-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research the investor’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levant sug-
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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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众筹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参与者数量较少。为了深入了解农业众筹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

利用Logit模型，从个人特征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众筹回报因素、众筹风险因素四个方面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投资者对农业众筹的认知程度、用于投资的金额、实际参与农业众筹状况、获得高品质的农产品、

获得线下采摘体验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随后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将受访者按农业众筹

认知程度进行分类，并使用交叉分析法探究投资者的参与意愿与投资行为。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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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筹是一种具有公开性和广泛性的融资方式，通过互联网筹集资金以完成特定项目，且能给投资者

带来实物或股权回报[1]。众筹单笔筹资金额小、筹资方式灵活，可高度利用社会闲散资金[2]，帮助企业

快速取得资金，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众筹覆盖范围较广，在多个领域皆有应用，其在农业中的应用

也越来越广泛。农业众筹是指在传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发起人通过众筹平台发布农业项目，向大众筹

集资金且给予投资者某种回报的新型融资方式[3]。农业众筹是农业与互联网金融结合的产物，是农业产

业链重铸的过程[4]。近年来，我国农业中小型企业由于贷款额度小、缺乏有效担保、经营风险大，使得

融资金额受限，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5]。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农业经营者试图通过众筹来筹集资金，

但农业众筹这一新型投融资渠道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参与人数虽然整体上有所增长，却远不能满足

筹资者的资金需求。 
现有文献从多个角度对农业众筹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王伟等(2016)基于 Kickstarter

平台的数据分析，认为项目发起人的语言风格会影响投资者对项目前景的感知，从而影响投资意愿[6]。
荣娅(2016)通过调研发现，社会公众对农业众筹缺乏基本认知；农产品的健康程度、项目的透明度和有保

障的回报率是影响公众信心的重要因素[7]。张语(2018)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分析了投资者对农业众筹的敏

感因素及参与意愿，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将农业众筹作为一项投资项目，其投资行为更加理性，且满意程

度影响后续投资行为[8]。史莹娟等(2017)认为，我国公众对农业众筹的了解少，消费行为受到传统观念

与习惯的约束；农产品生长周期长、不易储存、受气候灾害和抵抗虫灾的能力弱导致农业众筹的风险进

一步加大；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对农业众筹缺乏信任[9]。武雅敏等(2018)基于互动性视角，对互动感知、

信任和农业众筹的参与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产品互动对农业众筹意愿的影响作用突出，并且信任起

关键的中介作用[10]。刘思成等(2019)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对影响消费者参与产品型众筹的影响因素进行

研究，发现价格合适和质量高的农产品是吸引投资者的最重要因素，仅靠扶贫的宣传无法打动投资者[11]。
综上，已有文献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农业众筹的参与意愿进行研究，但多数文献研究时间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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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本文将聚焦我国农业众筹的需求端，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公众对农业众筹的认

知程度，深入探讨农业众筹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研究假设、数据和实证模型 

2.1. 研究假设 

2.1.1.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假设 
社会认知理论以三元交互决定论的人性假说为理论基础，并假设人具有主体性能力或意向能力，能

够进行自我反思与调节，并积极塑造环境。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人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存在连续不

断的交互行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投资者个人特征因素、外

部政策因素会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产生影响。 
首先，认知水平会影响公众的行为方式。在农业众筹中，不了解众筹的投资者往往不会轻易尝试，

而了解众筹流程的投资者更容易参与农业众筹项目。其次，年轻的投资者、投资金额较大的投资者更容

易接受新事物，并且更有能力参与农业众筹项目。曾经实际参与过农业众筹的投资者，对农业众筹项目

的运作流程、项目回报及项目风险更了解，因此更有可能再次参与。最后，由于投资活动存在信用风险，

完善的法律环境、有政府扶持的众筹平台会增加投资信心，增强投资者参与农业众筹的意愿。 
因此，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投资者年龄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负向影响。 
假设 2：农业众筹的认知程度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假设 3：用于投资的金额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假设 4：参加过农业众筹项目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假设 5：政府对众筹平台的扶持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假设 6：完善的法律监管政策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2.1.2. 基于社区收益理论的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的社会交往可看作是一个交换的过程，投资方希望付出的代价能够获得尽可能

多的回报。回报的类型是多样的，除了钱财的回报，还可以是服务、信息或精神上的回报。众筹本质上

是一种社会融资行为，目前，我国农业众筹项目的回报形式以农产品回报、现金回报和线下采摘体验回

报为主。不同的投资者对回报类型的偏好不同，多种回报方式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基于社区收益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7：可获得高品质的农产品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假设 8：可获得现金回报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假设 9：可获得线下采摘体验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2.1.3.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假设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各参与方掌握的信息量不同而导致不平等交易的一种现象。在农业众

筹中，参与方主要由项目发起人(筹资者)、投资者和众筹平台构成。近年来，众筹平台跑路事件频发，投

资者在选择众筹平台时对平台声誉尤为看重，口碑好的平台更能吸引投资者参与农业众筹。在投资活动

中，更公开透明的项目流程可以披露更多的信息，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增加投资者参与意愿。最后，

由于项目周期越长，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因此众筹项目周期会影响农业众筹的参与意愿。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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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0：众筹平台声誉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假设 11：项目流程公开透明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假设 12：众筹项目周期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负向影响。 

2.2. 实证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分类变量，因此，选用二值因变量模型 Logit 模型对参与农业众筹意愿的影

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i i iy Xβ µ= +  

其中，被解释变量 iy 为是否愿意参与农业众筹， iX 为参与农业众筹意愿的影响因素向量集， β 为

变量回归系数， iµ 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投资者参与农业众筹项目的意愿。该变量来自调查问卷中的单选题“您是否愿

意参与农业众筹项目”，愿意参与变量值为 1，不愿意参与变量值为 0。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的梳理，本文解释变量的分类、名称及含义如表 1 所示。 

 
Table 1.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their explanation 
表 1. 解释变量及含义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个人特征

因素 

年龄 age 20 岁以下为 1，20~35 岁为 2，36~50 岁为 3，51~65 岁为 4，66 岁及以上为 5。 

农业众筹认知情况 cognition 为受访者 8 项农业众筹认知指标的均值，均值不影响指标性质，非常不认

同、不认同、一般、认同、非常认同分别设置 1~5 分分数值。 

月投资额 investment 未投资为 1，500 以下为 2，500~2000 为 3，2000~5000 为 4，5000~10,000
为 5，1 万以上为 6。 

农业众筹参与情况 participation 实际参与农业众筹的次数，从未参与过为 0，参与过 1-2 次为 1，3-5 次为
2，6-8 次为 3，9 次以上为 4。 

外部政策

因素 

政府政策扶持 government 政府扶持众筹平台重要性从 1-5 分别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

非常重要。 

法律监管完善 regulation 认为法律监管重要为 1，否则为 0。 

众筹回报

因素 

高品质农产品 products 希望获得农产品为 1，否则为 0。 

现金收益 coupon 希望获得回购收益为 1，否则为 0。 

线下种养殖体验 experience 希望获得线下种养殖体验为 1，否则为 0。 

众筹风险

因素 

众筹平台声誉 popularity 众筹平台声誉重要性从 1~5 分别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

常重要。 

众筹项目周期 period 项目周期重要性从 1~5 分别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 

项目流程公开透明 transparency 项目流程公开透明重要性从 1~5 分别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

非常重要。 

 
其中，“农业众筹认知情况”的问卷结果显示，有 31.02%的人对农业众筹了解或非常了解，30.69%

的受访者表示只了解众筹的基本概念，有 11.22%的受访者从未听说过农业众筹。由于受访者对自身的认

知评价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为了进一步量化受访者对农业众筹的认知状况，本文选取了 8 个农业众筹的

特点，作为衡量受访者对农业众筹认知程度的指标，由受访者对 8 项指标的认知情况进行打分，用 8 项

指标的平均分来衡量受访者对农业众筹的认知水平，具体指标及内容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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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nterviewees’ cognition of various indicators of agricultural crowdfunding 
表 2. 受访者对农业众筹各项指标的认知 

N = 303 位次 均值 标准差 

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 1 3.98 1.05 

农产品回购获得现金回报 2 3.93 1.00 

项目筹资成功后开始种养殖 3 3.92 1.17 

自然因素会造成回报损失 4 3.90 1.16 

产品收获后可快速配送给投资者 5 3.89 1.03 

按比例得到项目收益 6 3.82 1.09 

获得优质的农产品 7 3.8 1.02 

投资门槛低 8 3.77 1.04 

注：1~5 代表公众对农业众筹各项指标的认知程度，1 表示完全不认同，2 表示不认同，3 表示一般，4 表示认同，5 表示非常认同。数值越

高，表示了解程度越高；数值越低，表示了解程度越低。 

2.3. 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为了解投资者对农业众筹的参与意愿，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相关信息。调查问卷通过“问

卷星”平台发放，共收回问卷 377 份，其中有效问卷 303 份。 
对有效问卷基本信息的初步统计显示，男性样本 163 份，女性样本 140 份；受访者年龄集中于 20~35

岁，共有 155 人，占比 51.16%；受访者的居住地区集中于一线城市市区和二线城市市区，三线城市市区、

县级市、县城、村镇等占比较小。样本受访者的收入情况基本服从正态分布。可以看出，样本受访者基

本代表了当前农业众筹的目标客户群体。 

3. 实证分析及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表 3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可以看出，样本整体对农业众筹的参与意愿较高，大多数受访者

选择了愿意参与农业众筹项目。个人特征方面，受访者年龄集中在 20 岁~50 岁之间，代表了经济中的活

跃群体；受访者平均月投资额在 2000 元以下，说明受访者平时有投资习惯，但个体之间投资金额差异较

大；受访者对农业众筹的认知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受访者之间差异相对较小；大多数受访者至少参与过

1~2 次农业众筹项目，对农业众筹有切身体验。外部政策因素方面，政府政策评分较高，说明受访者对

政府政策扶持众筹平台比较重视；而法律监管整体分值较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法律监管对农业众筹参

与意愿的影响程度并不高。从众筹回报方面来看，选择现金回报的受访者略多于选择农产品回报和线下

采摘体验的受访者，这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偏好现金回报。从众筹风险角度来看，受访者对众筹平台的声

誉、项目透明度以及项目投资周期都较为重视。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willingness 303 0.867 0.339 0 1 

age 303 2.561 1.037 1 5 

cognition 303 3.864 0.878 1.37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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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investment 303 2.772 1.304 1 6 

participation 303 0.997 0.982 0 4 

government 303 3.983 0.968 1 5 

regulation 303 0.455 0.499 0 1 

products 303 0.469 0.500 0 1 

coupon 303 0.554 0.498 0 1 

experience 303 0.360 0.481 0 1 

popularity 303 3.871 1.042 1 5 

transparency 303 3.980 1.110 1 5 

period 303 3.894 1.200 1 5 

3.2. 回归结果分析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出现的伪回归现象，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平均 VIF(方差

膨胀因子)为 1.47，各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3，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4 的 Logit 模型部分。 
 
Table 4. Logit and Probit regression results of agricultural crowdfunding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表 4. 农业众筹参与意愿 Logit 与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Logit 模型 Probit 模型 

发起意愿 边际效应 发起意愿 边际效应 

age 0.1545 0.0130 0.1027 0.0174 

 (0.1887) (0.0162) (0.1050) (0.0177) 

cognition 0.3804* 0.0319* 0.2212** 0.0374** 

 (0.2012) (0.0172) (0.1038) (0.0177) 

investment 0.2945* 0.0247* 0.1472* 0.0249* 

 (0.1627) (0.0127) (0.0831) (0.0140) 

participation 0.6749*** 0.0567*** 0.3636*** 0.0615*** 

 (0.2005) (0.0160) (0.1269) (0.0206) 

government 0.1303 0.0109 0.0513 0.0087 

 (0.2635) (0.0218) (0.1616) (0.0273) 

regulation −0.2321 −0.0195 −0.1438 −0.0243 

 (0.3719) (0.0314) (0.2038) (0.0342) 

products 0.9388** 0.0788** 0.4935** 0.0835** 

 (0.4265) (0.0338) (0.2174) (0.0363) 

coupon 0.5119 0.0430 0.2910 0.0492 

 (0.3803) (0.0320) (0.2038) (0.0341) 

experience 0.8477** 0.0711** 0.4823** 0.0816** 

 (0.4204) (0.0354) (0.2297) (0.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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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popularity 0.3533 0.0296 0.2174 0.0368 

 (0.2522) (0.0220) (0.1545) (0.0258) 

transparency −0.0429 −0.0036 −0.0214 −0.0036 

 (0.2375) (0.0199) (0.1275) (0.0215) 

period −0.2001 −0.0168 −0.1146 −0.0194 

 (0.2092) (0.0176) (0.1359) (0.0228) 

_cons −2.9284***  −1.5934**  

 (1.0677)  (0.6716)  

伪 R2 0.1441  0.1465  

Observations 303 303 303 30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个人特征方面，农业众筹的认知情况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 2 成立。一般情况下，理性的

投资者对投资的态度较为谨慎，在投资前会对投资项目进行充分的了解，因此对农业众筹认知程度越高

的投资者越有可能参与农业众筹项目。投资者用于投资的金额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 3 得到验

证。这意味着投资金额越高的投资者参与农业众筹的意愿越强。一方面，这些投资者有一定的投资经验

和投资习惯；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可支配资金用于投资。同时，农业众筹的实际参与情况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曾经参与过农业众筹项目的投资者有更强烈的参与意愿，假设 4 得到验证。而

年龄、政府政策支持、法律监管等变量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在众筹预期回报方面，获得高品质的农产品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获得线下采摘体验也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产品回报、线下采摘体验与投资者参与农业众筹项目的意愿显著正相关，假设

7 和 9 得到验证。获得现金回报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上文中的描述性统计显示选择现

金回报的受访者人数最多，这可能是因为想要获得现金回报的投资者有更多投资渠道，因此这些投资者

很少会选择农业众筹项目实现价值增值，所以他们对农业众筹的参与意愿并不高，与参与意愿没有明显

的相关关系。 
众筹风险因素方面，众筹平台知名度、众筹项目周期、众筹项目透明度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对参

与农业众筹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农业众筹的投资金额较少，投资者对众筹面临的风险因素

并不敏感。 
从边际效应的实证结果来看，对农业众筹的认知情况、投资者用于投资金额、农业众筹实际参与情

况、获得高品质农产品、获得线下采摘体验的边际效应分别为 0.0319、0.0247、0.0566、0.0788 和 0.0711，
边际影响程度相对不高。 

3.3. 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人的行为可通过观察和学习获得，观察和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认知水平的

过程，个人认知对行为具有自我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农业众筹的认知程度对其参与意愿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影响农业众筹参与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寻找农业众筹的潜在投资

者，分析公众的投资行为，本文采用 K 均值聚类分析法，根据 8 项农业众筹特征因素对受访者的农业众

筹认知程度进行分类。如表 5 所示，本文将受访者的打分结果按照认知程度由高到低分类为农业众筹积

极者、中立者与消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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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K-means clustering analysis of various indicators of agricultural crowdfunding cognition 
表 5. 农业众筹认知度各项指标的 K 均值聚类分析 

受访者 
分类 

获得更

优质农

产品 

按比例得

到项目收

益 

投资门槛

低 

帮助农民解

决农产品滞

销 

产品收获后

可快速配送

给投资者 

农产品回购

获得现金回

报 

项目筹资成

功后开始种

养殖 

自然因素会造

成回报损失 

积极者 
(N = 225) 4.17 4.26 4.14 4.38 4.34 4.35 4.43 4.34 

中立者 
(N = 41) 3.51 3.29 3.51 3.61 3.34 3.17 3.44 3.41 

消极者 
(N = 37) 1.81 1.68 1.81 1.95 1.81 2.22 1.41 1.76 

总计 3.8 3.82 3.77 3.98 3.89 3.93 3.92 3.90 

 
如表 6 所示，分类后的受访者将与高品质农产品购买意愿、网上购买农产品意愿、农业众筹投资金

额、农业众筹项目周期进行交叉分析。农业众筹项目中提供的农产品回报大多是绿色、无污染的高品质

农产品，价格相对较高，结果显示，农业众筹的积极者和中立者更愿意多花钱购买高品质的产品，因此

其参与意愿更高，而消极者大多数不愿意；关于网上购买生鲜产品行为，三类受访者大部分都选择了愿

意购买，说明线上购物方式在受访者中容易接受；农业众筹积极者想要投资农业众筹项目的金额最高，

不想参与农业众筹的比例最小，中立者次之，消极者不想参与的比重最大；积极者能够接受的项目周期

时间最长，中立者次之，消极者最短。综上所述，农业众筹积极者更可能投资农业众筹项目，是农业众

筹的潜在投资者；中立者有可能会参与农业众筹项目；消极者参加农业众筹的可能性较小。对农业众筹

了解程度越高，参与农业众筹项目的意愿越强，与回归分析结论一致。 
 
Table 6. Cross analysis table of interviewee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表 6. 受访者参与意愿交叉分析表 

 
受访者分类 

合计 
积极者 中立者 消极者 

是否愿意多花一些钱购买高质量(有机)的
农产品? 

愿意 65.3% 82.9% 45.9% 65.3% 

不愿意 34.7% 17.1% 54.1% 34.7% 

是否愿意在网上购买生鲜产品 
(水果、肉禽蛋、海产、蔬菜、乳饮)? 

愿意 66.7% 78.0% 56.8% 67.0% 

不愿意 33.3% 22.0% 43.2% 33.0% 

愿意拿出多少资金投资农业众筹项目？ 

不愿参加 12.0% 17.1% 18.9% 13.5% 

200 元以下 22.2% 34.1% 32.4% 25.1% 

201~500 元 33.3% 41.5% 27.0% 33.7% 

501~1000 元 23.6% 2.4% 13.5% 19.5% 

1001 元以上 8.9% 4.9% 8.1% 8.3% 

能接受的最长项目周期？ 

1 个月以内 14.2% 22.0% 24.3% 16.5% 

1~3 个月 28.4% 31.7% 27.0% 28.7% 

4~6 个月 27.6% 29.3% 16.2% 26.4% 

7~12 个月 19.6% 9.8% 24.3% 18.8% 

12 个月以上 10.2% 7.3% 8.1%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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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稳健性检验 

Logit 和 Probit 模型都可以用来处理二元分类数据，主要区别在于 Logit 模型假设随机误差项服从逻

辑概率分布，而 Probit 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本文选用 Probit 模型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

验，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4 的 Probit 模型部分，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在统计显著性与影响方向上均未发生

改变，且边际效应基本一致，说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者对农业众筹的认知程度、用于投资的金额、实际参与农业众筹状

况、获得高品质的农产品、获得线下采摘体验对农业众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通过 K 均值聚类分析法

研究发现，对农业众筹了解程度高的投资者更愿意购买价格高的优质农产品、愿意接受网上购买生鲜产

品、愿意投资农业众筹项目的金额更高、能够接受的项目周期更长。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4.1. 加大农业众筹推广力度 

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投资者的认知程度会影响农业众筹的参与意愿。农业众筹项目应加大推广

力度，众筹平台和项目发起人需相互配合，扩大项目投资者群体，提升农业众筹的知名度和接受度。

首先，农业众筹平台可采取“广告 + 合作 + 科普”的推广模式，即在微博、微信、电视广告、搜索

引擎上进行广告宣传，同时加强与社交平台、购物平台的合作，向潜在投资者推送众筹项目链接，并

撰写农业众筹科普类文章，以提高公众对农业众筹的认知程度和影响力。其次，平台可设置奖项鼓励

众筹项目投资者将众筹平台推荐给他人，由于投资者存在从众心理，当农业众筹参与人数较多时会吸

引更多的投资者前来参与。 

4.2. 加强农业众筹项目创新 

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回报与线下采摘体验更能吸引投资者参与农业众筹。农产品采摘式回报的创

新吸引了不少潜在的投资者参与，在此过程中，不仅能够使投资者切身体验农产品的生长环境和田园风

光，同时也能够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点筹网作为我国农业众筹垂直类平台的典范，近年来一直不断创

新众筹模式，自去年土地流转众筹大获成功之后，今年推出的“幼崽竞猜”项目同样吸引了不少投资者。

众筹项目的创新，不只体现在众筹平台中，项目发起人同样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设置更合理、更丰富

的回报方式，吸引投资者投资。 

4.3. 实现农业众筹精准营销 

曾经参与过农业众筹项目、有投资习惯的投资者参与农业众筹的意愿更加强烈。因此，众筹平台应

该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识别出农业众筹的潜在投资群体。例如，对已在众筹平台投资过项

目的投资者，平台可根据投资者回报偏好推荐其他投资项目；寻找经常在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优质农产品

的消费者，向其推荐农产品众筹项目；对于在搜索引擎中搜索农家乐采摘的投资者，推荐提供线下采摘

回报的众筹项目等。通过精准营销手段，让更多的消费者与投资者认识、了解农业众筹，迎合其投资偏

好和消费行为，让潜在项目投资者真正参与到农业众筹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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