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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信息对淡水养殖户采纳两型生产技术的影响
——以社会网络为工具变量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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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为比较不同类别信息对淡水养殖户采纳两型生产技术的影响效应，在对农户采纳技术行为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

上，构建以社会网络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①获取技术信息对农户采纳两型农业技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不

考虑技术信息内生性的情况下，获取技术信息的影响会被低估；②不同类别信息对农户采纳两型农业技术的影响程度不同，获

取技术使用信息对农户采纳两型农业技术的影响程度大于获取技术市场信息。在使用信息中，操作信息比经验信息对农户采

纳技术的促进作用更大；在市场信息中，价格信息比质量信息对农户采纳技术的促进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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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世界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农业生产中要素投入导致的面源污染备受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农业

面源污染主要有五大来源，分别是农田化肥施用、农田固体废弃物、畜禽粪便、淡水养殖垃圾和农村生活垃圾

（闵继胜和孔祥智，2016），其中，淡水养殖垃圾已经成为水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饲料、肥水及养殖物的粪

便被直接排入河流湖泊，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一味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环境成本显然不利

于渔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为了破解渔业发展中面临的环境难题，国家大力研发兼顾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两型农业技术，而微生物调水技术便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该技术包括一系列不同品种的微生

物制剂，通过单独使用或搭配使用达到调节养殖水体，保持池塘生态平衡的目的，既有利于养殖物健康生长，

又降低了水体污染，属于同时有利于养殖效益和环境保护的两型技术（陆建珍等，2014）。然而微生物调水技

术推广至今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农民对技术的接受和采纳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因此，有必要

探讨淡水养殖户采纳两型农业技术的决策机制，从而为减少渔业污染提供对策建议。

有学者认为农民缺乏环保意识是制约两型技术推广的主要因素（黄炜虹等，2016），但是生产技术选择与

农民收入紧密挂钩。因此，农民选择技术必然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传统经济学研究认为资金匮乏、土地狭

小等因素制约了农业技术采纳，而农村信贷供给不足及土地市场不完善加剧了这些因素的制约作用。随着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信息作为无形生产要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价值被广泛认可，已有研究认为信息缺失是

制约农民采纳两型农业技术的关键因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储彩虹等（2012）的研究表明农户信

息渠道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施用有机化肥和采用测土配方技术；葛继红等（2010）认为农户通过参加技术培训

提高了认知水平，从而促使其采纳测土配方技术；周建华等（2012）将信息视为无形生产要素，从理论层面认

为信息是农户采纳两型农业技术的重要限定因素。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1）虽然从信息获取的视角分析农户采纳两型技术的决策机制，但是技术信息存在异质性，可以分为市

场信息和使用信息，以微生物调水技术为例，一方面，技术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上市公司到小作

坊，技术供给主体数量众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不同品牌的产品价格相去甚远；另一方面，生物菌种繁多，各

自作用原理存在差异，要求农户在使用过程中相机抉择，增加了技术使用的复杂程度（陆建珍，2015），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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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很少就不同类别信息的影响做深入分析和比较。

（2）获取信息是农民采纳技术的重要因素，但是农民也可能通过生产实践中的“干中学”积累信息。因

此，信息获取和采纳技术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内生相关性，已有研究罕见对此进行处理，从而导致模型结果

缺乏稳健性。

本文以淡水养殖微生物调水技术为研究对象试图检验获取异质性信息对农户采纳两型农业技术的影

响，首先通过农户行为理论分析农户采纳技术的决策机制，进而利用江苏、浙江、广西三省（自治区）343个淡

水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实证研究中充分考虑信息异质性，将技术信息分为以质量信息、

价格信息表征的市场信息和以操作信息、经验信息表征的使用信息，同时将农户社会网络作为获取信息的工

具变量加入实证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最后为促进淡水养殖两型技术的推广，

减少渔业污染提供对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本文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分析获取信息对农户采纳技术的影响，发现无论农户的生产动机是追求利润

最大化，追求风险最小化还是综合考量风险收益，获取信息都是农户采纳技术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考虑

信息的异质性并分析不同类别信息对农户采纳技术的影响。

（一）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

舒尔茨（2006）认为农户跟其他厂商一样都是追求利润极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其行为的唯一动机是盈利，

农户行为的理性体现在传统农业中要素配置很少出现无效率的情况，传统农业贫穷的根源在于没有新的、先

进的要素被应用于农业生产。因此按照该理论，农户对技术的使用也必然是完全理性的，如果使用技术能够

提高利润，农户会采用技术，反之农户不会采用技术。农户是完全理性的意味着农户的行为是完全精准的，

而完全精准的行为往往建立在信息完全的基础上，技术在推向市场时大多存在比较严重的信息缺失，农户在

不完全掌握技术信息的情况下不一定能够对使用技术的前景做出理性判断。因此可能出现逆向选择。

（二）农户追求风险最小化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小农是风险规避的”，斯科特（2001）通过对经典案例的研究提出了“道义经济”理

论，认为小农以生存作为主要行为动机，“安全第一”是生产决策中遵循的核心原则，在生存取向的引导下，农

民不会冒哪怕一丁点儿风险去追求利润最大化，避免经济损失是他们首要考虑的。Lipton（1968）的《小农合

理理论》一书中将不确定性及风险存在条件下的“决策理论”运用到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中，指出风险厌恶

是贫穷小农出于生存考虑下不得不做的选择，在“生存法则”下。农户在面对是否采纳技术的决策时往往表

现出缺乏信心，其政策意义在于相关政策制定者需要顾及农户是风险厌恶者的条件，比如在推广一项技术之

前需要先充分普及技术信息知识，给农户采纳技术以充足的信心。

（三）农户综合考量风险收益

无论是理性小农理论，还是生计小农理论都有其形成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因此虽然能够解

释部分现象，但又存在各自的局限性，本文认为，现实中，农户在生产决策中会同时考虑利益和风险。例如，

已有研究发现，农户在选择玉米品种时会采取两种策略平衡收益和风险，分别是增加新品种播种面积谋取收

益增加的同时，通过品种多样化组合控制风险；增加老品种种植面积降低风险的同时，集中种植少数新品种

以提高新品种组合的产量潜力（张森等，2012）。农户平衡收益和风险的基本原则是使用技术的边际收益等

于边际风险，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风险时，农户会增加技术投入，反之农户会减少技术投入（黄季焜等，

2008）。使用技术的收益和风险与对技术信息的掌握程度密切相关，掌握技术信息越充分意味着使用技术能

够获得良好效果，同时有利于防范技术风险。因此农户采用技术的可能性越大。

（四）不同类别信息对农户采纳技术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农户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还是风险最小化目标，抑或是利益和风险的权

衡考虑，获取信息都是影响农户采纳技术决策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技术信息可以分为市场层面的信息和

使用层面的信息。农户从市场上购买技术需要面临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技术产品由不同厂商生产，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而由于农业技术产品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督和分级。因此农户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口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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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来区分不同技术产品的质量（Nonaka，1994）；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价格信号失去作用，农户无法

根据价格直接判断产品质量高低，给农户采纳技术造成现实障碍（Rustam，2010）。农户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

需要面临信息缺失，一方面，尽管技术产品会附赠使用说明书，但是说明书是统一编制的，无法顾及不同农户

面临的生产条件差异（Dimara和 Skuras，2003）；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中多种随机因素的影响，要求

农户在采纳技术过程中必须根据自然环境的改变相机抉择技术使用（Abdulai和 Huffman，2005）。不难发现，

农户在采纳技术的过程中面临不同类型的技术信息缺失，包括市场信息和使用信息，本文将市场信息区分为

质量信息和价格信息，将使用信息分为操作信息和经验信息，并用社会网络作为技术信息的工具变量展开实

证研究。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6年对江苏、浙江、广西三省（自治区）淡水养殖户的实地调研，其中，

江苏省选取南京市和无锡市作为调研点，分别获得 42个、79个有效农户样本；浙江省选取湖州市区作为调研

点，共获得 119个有效农户样本；广西省选取南宁市作为调研点，共获得 103个有效农户样本。全部调研共获

得三省、四市、十县（区），共 343个有效农户样本。

（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1. 农户采纳技术行为

本文选取微生物调水技术投入强度衡量农户采纳技术行为，采纳技术强度用亩均技术投入价值量表

示（tec）。

2. 获取技术信息

本文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是农户获取的技术信息，技术信息可以分为市场信息和使用信息，其中，市场

信息包括技术产品的质量信息（qua）和价格信息（pri）；使用信息包括正常情况下的规范操作信息（use）和特

殊情况下的应急经验信息（exp），具体由农户根据自我评价，按照掌握信息量的高低分为 5个量级。

3. 工具变量

选取的工具变量需要和可能存在内生性的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同时与模型的随机扰动项不相关

（Chernozhukov和 Hansen，2008），社会网络是重要的信息媒介。因此社会网络和信息获取高度相关，同时，社

会网络是农户通过社交活动形成的关系，而社交活动与农户采纳农业技术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因此可以认

为社会网络与模型的随机扰动项不相关，适合作为工具变量，由于工具性社会网络是传播技术信息的重要媒

介（李博伟和徐翔，2017），本文的社会网络特指工具性社会网络，用农户结识的其他淡水养殖相关从业主体

的人数衡量社会网络（soc）。

4. 控制变量

根据储成兵（2015）的研究，将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外部环境作为主要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其

中，个人特征包括农户年龄（age）、健康状况（hea）、受教育程度（edu）、风险态度（att），农户健康状况设置 0=不
好、1=一般、2=好 3个量级，由农户自评得出；受教育程度设置 0=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高中以上 4
个量级；风险态度由农户对待新技术的态度反映，设置 0=完全不考虑、1=看他人采用效果好才考虑、2=主动

考虑但先小范围尝试、3=主动考虑全面采纳。农户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均收入（inc）、养殖规模（siz）、家庭人

口（peo）和家庭收入结构（unf），其中收入水平用家庭人均收入衡量；种植规模用养殖面积表示（单位：亩）；家

庭人口用家庭户籍人口数表示；家庭收入结构用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表示。外部环境变量衡量农户

受到的政策支持，包括农户接受技术培训频率（tra）；是否参与组织化经营（org），参与赋值为 1，不参与赋值

为 0。根据淡水养殖“养鱼先养水”的特点，本文将养殖水循环方式（wat）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以农户换

水频率衡量，设置 0=只进水不出水，1=少量多次加水放水，2=流水养殖 3个量级。

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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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维度

采纳技术行为

获取技术信息

工具变量

个性特征

家庭特征

外部环境

水循环

指标名称

亩均技术投入

技术产品的质量信息

技术产品的价格信息

正常情况下的规范操作信息

特殊情况下的应急经验信息

社会网络

年龄

健康

受教育年限

对新技术态度

人均收入

养殖规模

家庭人口

非农收入比重

产业组织

接受培训

换水频率

代码

tec
qua
pri

use
exp

soc
age

hea
edu

att

inc
siz
peo
unf
org

tra

wat

定义

单位：元/亩
0~4表示不掌握~完全掌握

0~4表示不掌握~完全掌握

0~4表示不掌握~完全掌握

0~4表示不掌握~完全掌握

农户结识的其他从业主体人数

0=不好；1=一般；2=好

0=完全不考虑；1=看他人采用效果好
才考虑；2=主动考虑但先小范围尝试；

3=主动考虑全面采纳

单位：万元/人
单位：亩

0=无组织；1=有组织

单位：次/年
0=只进水不出水；1=少量多次加水放

水；2=流水养殖

均值

140.65
1.83
1.77
1.65
1.64
101.3
53.62
1.27
6.95
1.12
3.93
41.23
4.53
0.31
0.15
1.25
1.06

标准差

367.91
1.61
1.73
1.63
1.69
159.02
10.75
0.7
3.13
0.91
8.9
85.22
1.57
0.32
0.36
2.5
0.72

最大值

5000
4
4
4
4

1150
80
2
15
3

112.5
1000
12
1
1
25
2

最小值

0
0
0
0
0
0
22
0
0
0
-7.5
1
1
0
0
0
0

①农户技术使用强度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性，亩均技术投入量在 0~5000元不等，并且数据标准差很

大；②农户对技术市场信息的掌握程度总体高于对技术使用信息的掌握程度；③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且表现出典型的风险规避特征；④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和养殖规模差异明显，并且具有典型的兼业化特征；

⑤农户生产组织化程度和接受培训频率偏低。

（三）工具变量回归模型
当被解释变量为采纳技术强度时，采用基于最小二乘估计的多元回归模型，模型形为

tec = β0 + β1 qua + β2 pri + β3use + β4 exp + β5age + β6hea + β7 edu + β8att + β9 inc +
β10 siz + β11 peo + β12unf + β13 org + β14 tra + β15wat + ε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微生物调水技术亩均投入价值量（tec）；关键解释变量为农户获取技术信息变量，包括质

量信息（qua）、价格信息（pri）、使用信息（use）和经验信息（exp），其他变量均是控制变量；β0~β15 表示待估参

数；ε表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获取信息能够促使农户采纳技术，同时农户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可能积累更多

信息，即获取信息和技术采纳之间可能存在内生相关性，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需要选择一个与获取技术信

息高度相关，同时与模型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本文选择农户的工具性社会网络作为工具

变量，加入工具变量的回归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四、实证分析

以农户技术投入强度为被解释变量，将质量信息、价格信息、操作信息和经验信息分别代入基准模型

（OLS），并以农户社会网络为工具变量代入工具变量模型（IV-2sls）检验基准模型的稳健性，结果汇报见表 2。
四组基准模型（OLS）均在 1%的水平上通过 F检验，模型的 R2均比较高，模型拟合优度总体较好。4个关

键变量，技术质量信息（qua）、价格信息（pri）、操作信息（use）、经验信息（exp）对农户采纳新技术强度均有 1%
水平上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工具变量模型中（IV-2sls），豪斯曼检验的伴随概率显示 4组模型均拒绝不存在内

生性的原假设，即获取技术信息变量存在内生性，弱识别 F检验的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在 1%的水平上拒绝原

假设，即工具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内生变量，4组工具变量模型均在 1%的水平上通过 F检验和 wald检验，回

归结果显示，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4个关键变量，技术质量信息、价格信息、操作信息、经验信息依然分别

在 10%、10%、1%、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采纳微生物调水技术的强度，而在采用 IV-2sls估计消除内

生性后，技术质量信息、价格信息、操作信息、经验信息的估计系数相比 OLS估计均获得显著提高，结果表明，

获取技术信息是促使农户采纳技术的关键因素，而不考虑内生性会使得其影响被低估。

相比之下，获取操作信息和经验信息的影响系数明显高于获取质量信息和价格信息，说明与市场信息相

比，获取技术使用信息对农户采纳技术起到更加决定性的作用，原因是，随着农村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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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得到缓解，并且技术市场信息更容易通过农民的口耳相传被扩散，相应的，质量优良、性

价比高的技术产品容易形成口碑效应，降低了农民辨别产品优劣的难度，从而有效避免了由于市场信息不对

称造成的逆向选择，然而，农业技术的使用信息通常具有比较强的“隐性”特征，技术操作上的细节和隐含的

经验信息通常需要找到一个精通技术使用方法的学习对象，通过现场观摩、示范才能获得，增加了农民获取

技术使用信息的难度。

更深入的比较发现，在表征市场信息的两个变量中，价格信息的影响系数高于质量信息，而在表征使用

信息的两个变量中，操作信息的影响系数高于经验信息。分析原因认为，淡水养殖属于资本密集型农业产

业，综合成本投入高使得农户面临较强的信贷约束，必须精打细算的进行生产决策。因此，相比技术产品质

量，农户对技术产品价格更为敏感。技术操作信息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技术使用准则，而经验信息是特殊情

况下的应激方案，会因为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变化而有所差异。因此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相比之下，掌握

规范的操作信息对于农户选择采用技术更加重要。

在控制变量中，农户受教育年限（edu）对农民采纳技术有显著负向的影响，原因可能是技术投入量存在

最优值，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更懂得精准掌控用量；养殖面积（siz）对农户采纳技术有显著负向影响，原因是

水域面积的增加会增强水体的自我净化能力，相应的，农户对调水剂的需求会减少；养殖水体交换频率（wat）

表 2 不同类别信息对微生物调水技术采纳强度的影响

变量

qua

pri

use

exp

age

hea

edu

att

inc

siz

peo

unf

org

tra

wat

cons

F/IV‑F
R2

wald‑χ2
Hausman

（p）
弱识别
（F）

模型Ⅰ
OLS

59.3222***
（14.0157）

—

—

—

-0.3769
（2.2886）
5.4663

（29.0012）
-13.2504*
（6.7506）
-1.3447

（22.7386）
1.5817

（2.2895）
-0.4436*

（0.2512）
-13.6331

（13.5196）
-21.2311

（71.8397）
-24.5418

（54.8192）
-0.6897

（8.5449）
-60.0853*

（33.2295）
287.6604

（179.1237）
4.27***
0.1345

—

—

—

IV-2sls
98.369*

（54.5325）
—

—

—

-0.5628
（2.2846）
-8.6361

（34.5035）
-13.4669**
（6.7043）
-16.2208

（30.2005）
1.1622

（2.3411）
-0.4535*

（0.2496）
-10.5898

（14.0284）
-48.3681

（80.1423）
-10.3657

（57.6587）
-0.9601

（8.4858）
-30.0838
（52.22）
225.1768

（196.7046）
29.6104***
0.1144
37.37***
0.023
49.47***

模型Ⅱ
OLS
—

46.8268***
（12.9756）

—

—

-0.279
（2.3037）
15.9508

（28.903）
-11.4387*
（6.8083）
2.7972

（22.8246）
1.8158

（2.3026）
-0.4146

（0.2529）
-19.3354

（13.5695）
11.098

（71.6921）
-35.0886

（55.0335）
-2.8587

（8.6318）
-63.5545*

（33.7091）
299.4374*

（180.3769）
3.85***
0.1227

—

—

—

IV-2sls
—

108.0535*
（61.5972）

—

—

-0.5203
（2.3466）
1.6425

（32.493）
-9.5013

（7.1573）
-21.3352

（33.1285）
1.2885

（2.3904）
-0.3963

（0.2569）
-20.7472

（13.8215）
-0.5417

（73.5497）
-20.7187

（57.5323）
-6.2305

（9.3538）
-8.4945

（63.9963）
190.746

（211.7095）
19.7883***
0.0635
35.34***
0.008
37.76***

模型Ⅲ
OLS
—

—

92.1763***
（13.5344）

—

-0.3195
（2.1989）
-17.0086

（28.1872）
-11.5137*
（6.491）
-25.1437

（22.3017）
1.6169

（2.1974）
-0.5029**
（0.2416）
-13.2288
（12.972）
-18.5323

（68.6344）
-36.0416

（52.4783）
0.0263

（8.2122）
-36.7228
（31.843）
260.1709

（171.7313）
6.9***
0.2005

—

—

—

IV-2sls
—

—

162.8845***
（43.1692）

—

-0.2942
（2.1611）
-12.1033

（33.8892）
-11.6695*
（6.4031）
-19.9661

（30.1125）
1.6841

（2.1739）
-0.4945**
（0.2395）
-13.7885

（12.9304）
-14.226

（69.5338）
-37.1619

（51.7131）
-0.0092

（8.0633）
-44.42

（43.8291）
273.8047

（177.1919）
41.8758***
0.1991
41.32***
0.045
64.9***

模型Ⅳ
OLS
—

—

—

84.2277***
（12.9834）
-0.6916

（2.2132）
-24.6441

（28.7189）
-11.978*

（6.5267）
-14.6322

（22.0627）
1.456

（2.2114）
-0.4973**
（0.243）
-16.9784

（13.0271）
-10.7779

（68.9581）
-51.7523

（52.7669）
0.7626

（8.261）
-39.8184

（32.0165）
314.8494*

（172.0889）
6.5***
0.1912

—

—

—

IV-2sls
—

—

—

140.2207***
（37.2663）
-0.5921

（2.1889）
-16.07

（35.4313）
-12.1335*
（6.4251）
-8.6675

（26.3155）
1.5827

（2.196）
-0.4857**
（0.2405）
-17.1893

（12.8114）
-5.6549

（68.9556）
-50.8084

（51.9022）
0.5877

（8.1287）
-50.768

（41.701）
326.0766*

（171.4191）
52.9527***
0.1884
40.78***
0.003
78.6***

注：括号内为估计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F为最小二乘估计的 F统计量，IV‑F为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 F统计量；
R2为模型拟合优度；wald‑χ2为卡方统计量；Hausman（p）为豪斯曼检验的伴随概率。“—”表示变量未被放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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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户新技术投入强度有显著负向的影响，原因在于水体交换和使用调水剂属于相互替代的技术，目的都在

于维护水体质量。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①获取技术信息对农户采纳两型农业技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不考虑内生性的情

况下，获取技术信息的影响会被低估；②获取不同类别信息对农户采纳两型农业技术的影响程度不同，获取

技术使用信息对农户采纳两型农业技术的影响程度大于获取技术市场信息，而在市场信息中，农户对技术产

品的价格信息比对质量信息更为敏感，在使用信息中，技术操作信息比经验信息对农户采纳技术的促进作用

更大。

根据所得结论，本文为在淡水养殖中推广两型农业技术，减少渔业环境污染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技术产品信息应当更加透明，市场信息透明需要质检部门加大规制力度，将劣质技术产品清除出市

场，而使用信息透明需要技术生产厂商完善使用说明书，并增加深入农村的产品推广活动。

（2）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加强工作力度，重视向农民普及两型农业技术相关的信息知识，尤其应当重视深

入生产一线的技术推广，鼓励技术推广员通过现场示范向农民传递更多“隐性”的技术使用信息。

（3）农户分散会造成技术推广成本上升，同时增加了信息传递的难度。因此是造成信息缺失的重要因

素，为此应当大力培育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通过将农户难以掌握的技术环节外包到专业服务主体，实现将

分散的农户统一起来，集中使用技术，从而使得技术使用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避免信息缺失对农户采

纳技术的制约。

（4）对于价格比较昂贵的两型技术应给予适当的补贴，补贴应采取挂钩补贴，而非直接补贴的形式发放。

（5）加大环境规制力度，短期内对于污染严重的养殖户或养殖企业限期整改，长远来看需要从国家层面

完善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在基层农村通过乡规民约等形式增加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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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on the Adoption of Resource‐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y by Freshwater Farmer：Empirical Analysis by Taking

Social Network a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Li Bowei1，2
（1. Zhejiang A&F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angzhou 311300，China；

2. Zhejiang A&F University Research Academ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Hangzhou 3113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compare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information on the adoption of resource‑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echnology by freshwater farmers，a regression model with social network a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farmers’adoption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Obtaining technical inform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adoption of resource‑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echnology，the impact is to be underestimated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of technical information. Different information has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adoption of resource‑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echnology. Obtaining using information has greater impact on farmers’adoption of resource‑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echnology than obtaining market information. In the using information，operation informatio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adopting
technology than experience information. In the market information，price informatio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adopting technology than
quality information.
Keywords：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resource‑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echnology； social network； instrumental
variable；freshwater aquaculture

任嵘嵘等：

敏捷治理：一个新的管理变革
——研究述评与展望

任嵘嵘 1，2，3，齐佳丽 1，2，3，苏露阳 1，2，3

（1.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沈阳 110000；2.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0；
3.河北省科普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 要：为应对持续挑战，各组织尝试将大规模敏捷方法应用到自身业务中，以灵活、持续、快速地协调自身业务组件和资源。

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在组织绩效、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方面，为企业战略变革、企业竞争优势和企

业绩效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对敏捷治理的概念和内涵进行梳理，同时围绕敏捷治理的能力要素、内外部影

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等方面进行分析，构建敏捷治理研究框架，以期对当前的研究有系统的思考。

关键词：敏捷治理；快速感知；灵活响应；持续协调；管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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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使得新兴技术产业和新兴商业模式在社会中快速发展，企业需要采取新的

灵活的知识和方法来适应新兴环境，并且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机制协调自身的所有业务组件和单元。各组

织越来越多地尝试将大规模敏捷方法应用到自身业务中，采取敏捷的治理来适应外部动态环境的变化，从而

获取高额绩效和竞争力（Luna et al，2020）。早在 1973年的石油危机，就是由于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汽车

生产所具有的弱点日趋明显，日本丰田公司采用了一套适合日本国情的精益生产方式，使得丰田公司的业绩

大幅度上升，为世人所瞩目。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data）
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的价值供给变的空前强大，新兴产业和新兴商业模式开始不断出现，但随之而

来的负面权衡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程跃和周泽康，2019）。一方面，新兴技术在广泛开发和广泛应用之前，

很难预测技术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技术已经在社会上根深蒂固时，通过监管来控制或修改技术会变得更加

困难（Mavcello和 Effy，2018）。上海的摩拜共享单车，在 2016年共享商业模式初期发展较为顺利，到 2017年
开始出现城市公共空间滥用和平台垄断，破坏了城市的长期环境，政府监管开始收紧，共享单车模式即将失

败。摩拜迅速感知和响应到新兴商业模式的弊端，敏捷的推出智能摩拜首选位置和智能停车设备等新技术，

以加强与街道和区政府的合作，避免因自行车泛滥、空间竞争和反共享行为而出现的公共空间问题，使得共

享单车商业模式得以健康持续的发展（Ma et al，2018）。可见，灵活感知环境变化并采取相应行动可以使企

业获得生存和持续发展（Golgeci et al，2019）。如果组织能具有一定的感知和响应能力，即使是新兴技术向着

负面发展也能敏捷的进行变革，也能使企业和新兴产业向着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

本 文 从 Academic Search Premier、Business Source Premier 和 Web of Science 数 据 库 上 以（TI =‘Agile
governance’）进行文献检索，分别收集到 60篇和 168篇文献，再进行人工筛选，最后得到管理学文献分别是

11篇和 43篇，可见敏捷治理尚处于研究初期，只受到少数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敏捷治理已有研究成果

进行梳理，将相关文献按照敏捷治理的内涵与原则、形成背景、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进行总结归类，并进行相

应的述评。本文首先对敏捷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变革出现进行了解释，其次梳理了敏捷治理概念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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