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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山西省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理论，进一步促进该地区农业产业振兴。选取山西省陵川县 8（乡）镇 16村
225户实地调研农户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技术、产品和业务、政府和市场三个层次对影响山西省农业产业融

合内生动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内生于产业融合主体；产品和业务、政府和市场均对农业产业融合内生

动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和市场对产品和业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水平、农户劳动力素质、涉农企业技术转

移程度、信息媒体发展程度、对政府工作满意度、交易环节便利程度是影响山西省农业产业融合主体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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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Factors on the Endogenous Support Capability of Shanxi Agricul⁃
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Investig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Lingchu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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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d 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this region.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225
households in 16 villages of 8 town of Lingchua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three levels of technology,
product and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market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echnolo⁃
gy was born in the subject of industry integration; Products and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market all had significant⁃
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products and business; 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the quality of farmers′ la⁃
bor force,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degree of 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information
media,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work, and the degree of transaction convenience were the key fac⁃
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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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是市场主导、政府调

节，农户、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农

业产业相互渗透的发展能力。2018年中央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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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明确提出“要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体系，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为我

国农业产业融合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农业产业融

合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振兴的重点和难

点，激活农业产业融合的内生动力是实现农民生

活富裕的关键所在。山西省农业产业融合主体发

展动力不足，农业内部融合不均匀，阻碍其农业

现代化的发展。当前，产业融合理论在其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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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已较为成熟，可借鉴到农业产业融合的相关

研究中来。

马健认为由于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产业融

合最终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甚至重划产业界

限 [1]；Curran等提出了识别产业融合的方法之一是

利用合作项目的分析或商业媒体对产业融合进行

评价 [2]；有关农业产业融合主体的研究大致分为

四个方面，一是涉农企业与农户，二是影响农户

接纳新技术的因素，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

户，四是产业融合对农户的影响。唐润芝认为利

益关系使菜农会倾向于向紧密性的或股份合作式

利益联结模式发展 [3]；陶群山等认为农户采纳新

技术的难易程度与农户对新技术采纳意愿呈反向

变化关系 [4]；李道合等认为企业家才能与内部管

理机制正向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 [5]；李云新

等认为与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相比，农村产业融合

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 [6]。总的来说，现有文献对

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本

文选取山西省陵川县农业发展规划调研数据对农

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理论进行探索，深入了解该

地区农业产业相互渗透发展能力，进一步促进山

西省农业产业振兴。

1 样本介绍及结构方程模型建立

1.1 数据来源及样本介绍

选取山西省陵川县 8（乡）镇 16个行政村 225
户有效调查问卷，样本构成见表 1。问卷内容主

要包括农户家庭状况、政策落实情况、认可度、村

集体资料、调查员对农户其他情况判断 5个方面

共 41项问题。依据李克特量表，将该地区样本所

得的农业产业融合主体内生动力评价指标分为 5
个等级，即“好”、“良”、“一般”、“较差”、“差”。

1.2 研究假设

假设一：产品和业务正向影响农业产业融合

内生动力。产品和业务是农业产业融合的结果，

直接影响农业产业融合主体的发展水平。信息媒

体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农业产业融合主体获取信

息的方便程度；农产品的质量和服务决定其市场

价格和业务扩展程度；农产品的生产和服务成本

影响其竞争能力。因此，对产品和业务这一潜变

量设置以下三个可观测变量：信息媒体发展程

度、产品质量水平、产品生产成本。

假设二：政府和市场正向影响农业产业融合

内生动力。政府对农业产业融合主体发展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上；市场对农业

产业融合主体发展所形成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直

接影响农业产业融合主体的收益和发展规模。因

此，对政府和市场这一潜变量设置以下五个可观

测变量：政策优惠力度、政策实施监管能力、对政

府工作满意度、交易环节便利程度、产品畅销程

度。

假设三：政府和市场正向影响产品和业务。

在该地区，公共资源、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主体的

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资金支持、金融政策的贷

款优惠和市场对项目的资金投入；农产品生产成

本的降低和农产品质量的提高主要靠政府对农民

的培训和各市场主体对农产品的科技投入，因此

假设政府和市场正向影响产品和业务。

该地区涉农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自身掌

握的技术通过合理方式转移给农户，农业产业融

合主体本身存在技术融合。农户收入水平影响农

民学习新技术的经济投入；农户劳动力素质影响

农民对新技术的掌握程度；农户贷款意愿程度影

响其经济实力；涉农企业服务水平影响农户对新

技术的接纳程度；涉农企业技术转移程度影响农

户对企业的认可度；合作社带动致富能力影响农

户对合作社的忠诚度；因此，对农业产业融合内

生动力这一潜变量选择以上 6个可观测变量。

1.3 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

结构方程模型中有两个基本模型：测量模型

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由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组

表 1 样本描述

项目

户属性

户主

性别

户主

年龄

户人均

可支配

收入水

平

户主文

化程度

样本描述

贫困

脱贫

普通

男

女

16周岁～60周岁

大于 60周岁

不超过 4000元
4000元～6000元
6000元～8000元
8000元～10000元
大于 10000元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学或大专

频数

90
90
45
127
98
153
72
35
71
48
27
44
41
67
49
40
28

比例（%）
40.00
40.00
20.00
56.44
43.56
68.00
32.00
15.56
31.56
21.33
12.00
19.56
18.22
29.78
21.78
17.78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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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检验与数据分析

2.1 信度、效度检验

研究样本数为 225，满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条

件。信度选用 Cronbach修改的一致性信度指标

Cronbach’s a系数检验，该方法能提高测量的可靠

性；效度是测量的正确性，测量的效度越高，表示测

量结果越能显现其所欲测量内容的真正特征[7]。如

表 2所示，量表的KMO值为 0.953（>0.9），巴特利球

体检验卡方统计值为 2332，显著性概率为 0.000（<
0.05），样本充足性得到检验，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2.2 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模型中 3个潜变量和 14个
可观测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3。
所选取的评价指标变量均在有效范围（变量标准因

素载荷有效值均在 0.5以上）。量表数据整体 Cron⁃
bach’s a值为0.945（>0.8），说明调研数据可靠性高。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可观测变

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大于 0.5，表明其对潜变量

影响显著；各变量的 C.R.值均符合标准（>2），而且

都在 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农业产

业融合内生动力评价模型拟合较理想。

2.3 结构方程模型评价

模型的拟合程度检验见表 5，对照结构方程

模型的模型适配度指数标准，通过对比，可以看

出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和简约适配

度指数都在比对的合理范围内，模型拟合较好。

成，一般表达形式为 X = Λxξ + δ，Y = Λyη + ε。
式中：ε与 η、ξ与 δ无相关；Λx、Λy分别为 X、Y
的因素负荷量；δ、ε 是外显变量的测量误差；

ξ、η分别为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结构模

型是潜在变量间因果关系模型的说明，一般表达

形式可写成 η = yξ1 + βξ2 + ζ，η为内生潜变量，

ξ1、ξ2为外生潜变量。根据以上研究假设和测量

模型、结构模型的一般表达式构建农业产业融合

内生动力评价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
Y1 = β22Y2 + y11X7 + y12X8 + y13X9 + ζ1……（1）

Y2 = y21X10 + y22X11 + y23X12 + y24X13 +
y25X14 + ζ2 ……（2）

Y3 = β11Y1 + β21Y2 + y31X1 + y32X2 + y33X3 +
y34X4 + y35X5 + y36X6 + ζ3

……………………………………………………（3）
式中 Y1、Y2、Y3 分别为产品和业务、政府和

市场、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 3个潜变量；X1～X14
代表 14个可观测变量；y为潜变量与可观测变量

之间的路径系数，β为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ζ
为残差项 [7]。

表 2 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指标

KMO
巴特利球体检验卡方统计值

样本显著性概率

量表数据整体 Cronbach’s a值

值

0.953
2332
0.000
0.945

参照值

（>0.9）
/

（<0.05）
（>0.8）

是否符

合标准

是

是

是

是

农业产业融合内
生动力Y3

政府和市场Y2

产品和业务Y1

农户收入水平X1

农户劳动力素质X2

农户贷款意愿程度X3

涉农企业服务水平X4

涉农企业技术转移程度X5

合作社带动致富能力X6

信息媒体发展程度X7

产品质量水平X8

产品生产成本X9

政策优惠力度X10

政策实施监管能力X11

对政府工作满意度X12

产品畅销程度X13

交易环节便利程度X14

其中，模型公式η=γξ+βηζ

农业产业融合内
生动力Y3

政府和市场Y2

产品和业务Y1

农户收入水平X1

农户劳动力素质X2

农户贷款意愿程度X3

涉农企业服务水平X4

涉农企业技术转移程度X5

合作社带动致富能力X6

信息媒体发展程度X7

产品质量水平X8

产品生产成本X9

政策优惠力度X10

政策实施监管能力X11

对政府工作满意度X12

产品畅销程度X13

交易环节便利程度X14

其中，模型公式η=γξ+βηζ

图 1 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评价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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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潜变量

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 Y3

产品和业务 Y1

政府和市场 Y2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可观测变量

农户收入水平

农户劳动力素质

农户贷款意愿程度

涉农企业服务水平

涉农企业技术转移程度

合作社带动致富能力

信息媒体发展程度

产品质量水平

产品生产成本

政策优惠力度

政策实施监管能力

对政府工作满意度

产品畅销程度

交易环节便利程度

标准因素载荷

0.889
0.805
0.675
0.650
0.688
0.574
0.651
0.532
0.614
0.621
0.589
0.739
0.621
0.734

Cronbach’s a值

0.922

0.723

0.878

表 4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农业产业融合内

生动力 Y3
产品和业务 Y3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都在 0.001上通过检验，下同

路径

β11←
β21←
β22←
y31

y32

y33

y34

y35

y36

y11

y12

y13

y21

y22

y23

y24

y25

潜变量

产品和业务 Y1

政府和市场 Y2

政府和市场 Y2

农业产业融合内

生动力 Y3

产品和业务 Y1

政府和市场 Y2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0.711
1.269
1.108
1.000
0.888
0.723
0.641
0.696
0.617
1.000
0.524
0.462
1.000
0.966
1.408
1.080
1.323

标准化路径系数

0.417
0.567
0.844
0.949
0.887
0.780
0.772
0.807
0.713
0.874
0.559
0.541
0.717
0.698
0.863
0.734
0.836

C.R.值
3.852***
5.396***
10.764***

23.264***
16.700***
16.343***
18.056***
14.017***

8.554***
8.239***

10.195***
12.638***
10.616***
12.145***

表 5 模型拟合结果

指数名称

绝对适配度指数

具体指标

Χ2/df
GFI
RMR
NFI
TLI
CFI
IFI

模型拟合指数

2.802
0.859
0.042
0.914
0.929
0.943
0.914

参照值

<5
<0.9

<0.05(越小越好）

>0.9(越接近 1越好）

>0.9(越接近 1越好）

>0.9(越接近 1越好）

>0.9(越接近 1越好）

是否符合标准

是

尚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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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假设检验与分析

模型的假设验证见表 6，结构模型路径系数

见图 2。表 6看出产品和业务、政府和市场均与农

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明显正向相关，政府和市场

对产品和业务明显正向相关，证明假设成立。检

验结果说明产品和业务、政府和市场直接影响着

农业产业融合主体的发展能力。

（1）政府和市场对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的

标准化参数估计值为 0.567，影响在 2个潜变量中

最为显著，这不仅证明假设二成立，而且反映出

政府和市场在该地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占

据主导地位。从可观测变量分析，农户整体满意

度和交易环节便利程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863、0.836，相对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因素较高，这

表明农户更为关注的是对政府的整体满意度和产

品交易环节的便利程度。

（2）产品和业务对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的

标准化参数估计值为 0.417，影响较为显著，证明

假设一成立。从可观测变量看，信息媒体发展程

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874，影响因素最高，这

表明在该地区农业产业发展中，信息媒体发展程

度直接关系到农业产业融合主体的切身利益，农

户十分关注信息媒体发展水平。

（3）在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这一潜变量中，

农户收入水平、农户劳动力素质两个影响因素较

其他因素影响显著，这说明增强该地区农业产业

融合内生动力需要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和农户自身

文化素质。涉农企业技术转移程度、合作社带动

致富能力两个影响因素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807、0.713，证明技术在农业产业融合各主体之

间得到转移，也说明农户希望学习更多的生产技

术，提高自身发展的能力。

（4）政府和市场对产品和业务的标准化参数

估计值是 0.844，影响显著，这不仅证明了假设三

成立，而且反映出该地区公共设施的主要提供者

是政府，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市场对社会资

源的配置。从资源稀缺性的角度分析，资本所有

者偏向于投资基础设施良好、具有发展潜力的地

区，这说明政府和市场是该地区的产品和业务良

性发展的基础。

3 结论与启示

（1）政府和市场对该地区农业产业融合内生

动力影响的显著性最高。该地区的政府所面临的

主要问题不是宏观政策和配套措施的设计，而是

提高整体满意度，拓展市场，促进农产品交易环

节更加便利。一是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扶贫资金

的公正合理制度，拓宽农业产业融合主体资金来

源和资金筹集渠道，扩大资金使用规模和保障资

金的可持续性，从而提高整体满意度；二是提高

资金利用率，加强对资金利用的监管能力，防止

各级政府因为相互博弈、兼顾自身利益而影响农

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的发展进程；三是充分利用

市场机制，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服务销售渠道。引

入市场竞争机制，把竞争能力差、发展潜力不可

观的产业淘汰掉，扶持竞争能力强、可吸纳性好

的产业进一步发展。这样既利于降低该地区农业

产业融合内生主体的发展成本，又能提高农业产

业的竞争实力，保障农业产业稳步发展。

（2）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是农业产业融合

表 6 研究假设验证

研究假设

H1: 产品和业务正向影响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

H2: 政府和市场正向影响农业产业融合内生动力

H3: 政府和市场正向影响产品和业务

标准化参数估计值

0.417***
0.567***
0.844***

验证结果

支持

支持

支持

续表 5

指数名称

简约适配度指数

具体指标

AIC
CAIC

模型拟合指数

268.547
409.863

参照值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是否符合标准

是

是

0.567***

0.417*** 0.844***

农业产业融合内
生动力Y3

政府和市场Y2

产品和业务Y1

农业产业融合内
生动力Y3

政府和市场Y2

产品和业务Y1

图 2 结构模型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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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推动力。一方面政府和教育机构应该大力为

农民提供知识教育，以合理的知识传播方式提高

农户的劳动力素质水平，同时社会各界应将资金

投入到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中，促进农民劳动

力收入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涉农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尽可能将实用的生产技术简单化并转移到

农户的日常生产中，促进技术在农业产业融合各

主体之间的流通融合，以提高农户的综合实力。

（3）产品和业务是现阶段影响该地区农业产

业融合内生动力的较高因素。该地区相对发达地

区而言，各项设施设备欠佳，通讯手段落后，整体

硬实力发展迟缓等弊端影响着农业产业融合主体

的发展进程。由于农业产业融合主体对产品和业

务的依赖程度较大，政府机构应该着手增强农业

产业融合发展主体的硬实力，多角度、全方位满

足该地区农业产业融合主体的发展要求，提升该

地区信息媒体发展水平，促进该地区农业产业的

进一步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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