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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仓廪实则天下安,生活富裕的实现需要多方政策协同发力。 本文基于 2005—2019 年 1562 个县域样本,设计三种情

景来评估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两类产业扶持政策能否对农户生活富裕产生协同作用。 结果表明:这两类政策各自均能促进

农民生活富裕,而且两者共同实施能够产生更大的效应,利用 PSM-DID 作为稳健性检验也同样证实存在政策协同效应。 更进

一步,在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机理检验后,发现西部地区的政策协同致富效应更为明显,且与单一政策相比,农村电商和乡村旅

游间的政策协同可以通过促进乡村创业、非农就业来发挥更大作用。 本文从协同视角考量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的政策效应,
为多部门政策决策提供借鉴意义,以期形成合力助推于农民生活富裕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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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活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迫

切要求,也是时代提出的重大任务和课题[1] 。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生活富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之一。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乡村振兴

的根本在于“生活富裕”,促进农民增收是其基本任务。 党的二十大也明确提出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

人民的生活品质。 可见,生活富裕日益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而生活富裕的实现并非一

朝一夕,需要各方形成合力、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农户生活在较为富裕状态中,故探究生活富裕的提升

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产业扶持政策便是促进农民生活富裕的有效途径。 通过各部门有的放矢地制定、实施有助于农村产业

兴旺的扶持政策,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农民生活富裕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以
针对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相关的扶持政策最具代表性与广泛性。 原因在于,在数字乡村发展的新背景下,农
村电商日益成为农村地区的经济潜力点[2] ,其突破了地域时空限制,扩大了市场可及性,对农村居民增收致

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 。 同样乡村旅游也以发展速度快、潜力大、辐射带动强、受益面广的特点,正成

为推动我国农村发展、农业转型、农民富裕的重要渠道[4] 。 乡村旅游能够有效拓宽农民的收入渠道[5] ,促使

其参与乡村旅游相关服务,多样化增加农民收入[6] ,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7] ,提高农民的获得感[8] 、幸
福感,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最终实现生活富裕。 那么在农村电商扶持政策的影响下,乡村旅游政

策对农民生活富裕的推动作用是否更为明显? 抑或者说,两者是否存在协同发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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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二者各自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上。 例如,休闲农业或乡村旅游政策不

仅对农业发展[9] 、农业社会化服务收益[10] 、农业劳动生产率[11]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农村可持续发

展[12] 、农村经济发展[13]以及农民增收[14-15]具有较大推动效应。 针对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的政策协同效应研

究多为理论探讨,鲜有实证分析。 Vieira 等[16] 通过葡萄牙旅游业中的 Z 世代个人购买决定的因素分析,阐
明了电子商务在旅游业营销方面的重要作用;崔宁[17] 、王立明等[18]则深入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产业与电子

商务的融合发展,探讨了电子商务对乡村旅游产业具有赋能效果,可以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促进产业融合

发展,从而提高农户收入。 综上所述,尽管诸多学者针对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做了

卓有成效的探讨。 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实证研究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扶持政策是否存在协同效应

的文章。
与现有多数文献做法一致,本文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政策作为农村电商的重要表征,以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作为乡村旅游的典型代表,探讨两者能否对农户生活富裕产生协同效应。 本文

基于 2005—2019 年 1562 个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等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政策协同效

应及其作用机理。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更细致的角度分析农村电商、乡村旅

游扶持政策对生活富裕的单一效应与协同效应,并探讨了政策协同致富的作用机理,可以印证与补充先前

的研究成果;第二,两种政策由不同的部门发布实施,本文首次从协同视角考量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之间的

政策效应,可以为跨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从而更好地促进多部门间的横向协同,优化政策设计;第三,
本文不仅丰富了政策协同的理论体系,而且研究主题同时涵盖了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两大维度,可以为如

何更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学术洞见和可供参考的路径。

二、政策背景和理论演绎

(一)政策背景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农业产业升级提供了新机遇,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新思

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而农村地区由于人口分散、市场较小等原因,电子商务在这里的应用场景和

发展潜力更具挑战。 在此背景之下,财政部、商务部于 2014 年 7 月首次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的通知》,截至 2019 年末,全国共有 1231 个区县(市)被评定为示范县,并针对每个示范县给予

约 2000 万元的财政支持。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的出台,旨在将电子商务和农村经济紧密结合,
发挥电子商务的优势,解决农村市场需求和供给方面的问题,促进农村地区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

发展。 通过建立完善的县域农村商业体系,努力培育新型农村市场主体和农村电子商务供应链,健全县乡

村三级物流体系以及加强电商人才培训,农村电子商务正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

新引擎,促进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的新动能。 以陕西武功县为例①,截至 2019 年,武功县共引进和发

展电商企业 336 家,电商年销售额达 41 亿元,农产品电商稳居西部第一,除此之外,武功县共培训贫困青年

4150 人次,带动 3. 5 万名贫困群众就业脱贫,并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862 元。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又一重大举措。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

地区面临着农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人口流失等方面的挑战,而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寻求农

村发展新动能的有效途径受到了广泛关注。 为加快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推进农业功能拓展、农村经

济结构调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原农业部、国家旅游局决定开展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县和全国休闲农业示范点创建活动。 自 2010 年起,我国已连续 8 年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截至 2017 年末,全国共有 388 个区县被评定为示范县,旨在通过建立示范区域,引导和带动全国范围内

的乡村旅游发展,提高全民旅游消费水平,推动旅游业与农业、林业、渔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并为建设生

态宜居乡村和美丽中国作出贡献。 以广西百色市德保县城关镇那温村为例②,2016 年以来,那温村通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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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电子商务促进中国西部乡村振兴》。

 

资料来源于《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



乡村旅游,村容村貌、环境卫生、居住环境等均得到极大改善,年人均收入增加到 17000 多元;2016—2020
年,那温人家乡村旅游区共接待游客 10 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00 多万元。 截至 2018 年,那温村各项脱

贫指标高标准完成,实现了整村高质量脱贫。 2019 年,那温村获评为“广西十大最美乡村”和“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
(二)理论演绎

农村电商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在市场资源匹配、产业融合、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19] 。 农村电商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乡村产业的快速发展,也间接推动了生活富裕等领域的发展[20] 。 具体

而言,农村电商具有明显的直接减贫效应[21] ,农村电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销售效率和利润,显著增加农民的收入[22-24] 。 除此之外,农村电商也可以促进农村与城市市场的对接,扩
大农村商品的销售范围,减少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5] ,加快实现共

同富裕[26] 。 简言之,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作为农村电商的重要表征,是助农增收就业的重要途径渠

道,并最终促进生活富裕。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农村电商对农民生活富裕具有正向的政策效应(H1)。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农业和旅游业的结合体,是充分开发利用农旅资源禀赋的表现。 其不仅在推动农业

提档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农户增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7] ,而且能有效带动农业三产业融合,延伸农业

产业链,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提振乡村经济的重要突破口[28] 。 通过农业和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可以将传

统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此过程中,农民能为游客提供具有农业特色的旅游体验,并通过提供

住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服务提高家庭收入[29] 。 而旅游业可以发挥较大的乘数效应[30] ,反过来又能在一

定程度上带动周边商业的发展,进而吸引更多游客参与相关旅游业务,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鉴于此,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作为乡村旅游的典型代表,是提高农民生活富裕水平的有效方式和资源禀赋。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乡村旅游对农民生活富裕具有正向的政策效应(H2)。
政策协同效应是指不同政策领域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形成综合施策的效应[31] 。 通过不同政策的整

合和衔接,以达到提高政策实施效果、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32] 。 本文认为农村电商与乡村旅游之间存

在政策协同效应,具体原因可以归结为“走出去”与“引进来”:一方面,农村电商可以为乡村旅游提供更多的

销售渠道和机会,可以将乡村的农产品、旅游产品等特色资源推介出去,为其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与销售提

供可靠平台,从而提高农民自身收入,即“走出去”;另一方面,通过农村电商平台,能够有效提高农旅融合的

效率,农民可以更为便捷地购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附加商品,完善乡村旅游的配套服务体系,同时也可

以借助电商平台引进先进的营销经验与服务理念,由此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消费,即“引进来”。 简而言之,农
村电商与乡村旅游政策可以相得益彰,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 两种政策的共同实施不仅可以推动农村

文化、旅游和电商产业的协同发展,还能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33-34] ,以更好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可以对农民生活富裕产生政策协同致富效应(H3)。
既然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之间存在政策协同效应,那么两者通过何种路径来发挥作用呢? 本文结合既

有研究,从乡村创业、非农就业两个角度进行考量。 就乡村创业而言,农村地区创业活动不足是制约城乡协

同发展、抑制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35] ,通过创业有利于农民增收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6] ,而农村电商、乡村

旅游产业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户创业概率显著提高[37] 。 换言之,农村电子商务建设、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

展能够为农户创业赋能[38] ,提高乡村地区的创业活跃度。 因此对于两者均实施的区县而言,其能创造更多

的创业机会,产生更大的乡村创业活力,更好促进农民生活富裕水平的提升。
从非农就业途径来看,在中国农村的产业结构中,农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39] ,但

二三产业往往具有更高的边际收益,与农业相比,非农产业往往更能促进农民增收[40] ,而电子商务、乡村旅

游等均属于产业关联性较强的新兴产业[41] ,加之这些产业的就业门槛低、包容性强,可以带来新的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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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政策协同致富理论框架图

会,吸引农民从传统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进行就业[42] ,帮助

农民实现“自我造血”,因而双重政策的激励可以使农村

人口转向非农部门就业,让农民获得更多收益,走向生活

富裕(图 1)。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相较于单一政策,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的政策协同

可以通过促进乡村创业、非农就业发挥更大的致富作用

(H4)。

三、研究设计

(一)识别策略

由于部分县区缺失值较多,本文经过筛选后最终得到 27 省 1562 个县域样本③,其中,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 882 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262 个,两者均实施的区县 137 个,以及作为对照组的 555
个两种政策均没有实施的区县。 由此本文构建如式(1) ~ 式(3)三种情景以考察两种示范政策是否存在协

同效应:情景一即以 882 个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实验组,单独探究农村电商对农民生活富裕的作

用;情景二即以 262 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实验组,单独探究乡村旅游对生活富裕的作用;情景三

即以 137 个两种政策均实施的区县为实验组④,探究农村电商与乡村旅游对生活富裕的协同作用。 鉴于两

类政策均实施了多期,借鉴朱思瑜和于冰[43] 、张帅等[44] 、梁志会等[45] 的实证研究策略,本文使用多期双重

差分法识别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及其政策协同作用,模型设定为

Yit =α1 +β1REC it +φ1X it +μy +σr +εit
             (1)

Yit =α2 +β2IATit +φ2X it +μy +σr +εit
              (2)

Yit =α3 +β3REC it ×IATit +φ3X it +μy +σr +εit
       (3)

其中:下标 i、t 分别为区县和年份;Yit 为的是农户生活富裕水平;REC it、IATit 分别为农村电商、乡村旅游政策

的虚拟变量,即区县 i 在 t 年确定为示范县则当年及其之后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X it 为一系列影响农民生

活富裕的控制变量; φ 则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α 为常数项; μy 为年份固定效应; σr 为区县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β 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政策实施后的净效应。

从式(1)来看,单独实施农村电商扶持政策的边际效应为
∂Y

∂XREC

=
 

β1,而从情景三即式(3)来看,其边际

效应为
∂Y

∂XREC

=
 

β3XIAT ,在两种政策均实施的情况下,则有
∂Y

∂XREC
(XIAT = 1) =

 

β3,同理,乡村旅游政策也是如

此。 因此,若 β3 显著且大于 β1、
 

β2,则说明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可以对农民生活富裕产生政策协同作用;反之

若均小于,则可能存在拮抗作用。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农民生活富裕涉及的范围较大,借鉴申云和李京蓉[46]的评价体系,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从以

下三个维度表征生活富裕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ln_Inc),以 2005 年为基期利用各省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平减后取对数⑤;城乡收入差距( Inc_gap),选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之

比衡量;农村人口就业率(Emp_rate),以县域乡村从业人数占年末总人口比重表示。
2.

 

核心解释变量

即农村电商(REC)和乡村旅游( IAT)的政策虚拟变量,以及二者的交乘项(Sy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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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广东、青海、西藏、上海、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不包含在内。

 

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 33 个,中部地区 65 个,西部地区 39 个,具有很好的地区代表性。

 

2013 年农村居民收入统计口径有所调整,但前后差异较小,因此 2013 年之后使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替。



3.
 

控制变量

鉴于其他因素会对农户生活富裕产生潜在的影响,因此本文也选取了一系列县域层面的控制变量。 参

考张国建等[47] 、唐跃桓等[3] 的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财政支出(Gov),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

GDP 的比值;人力资本(Hum),以在校中学生数量与年末人口数之比衡量;金融发展(Loan),用年末金融机

构各项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表示;产业结构( Ind),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信息设施水平

(ln_ICT),即固定电话用户数取自然对数;农业技术效率(Farm),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比

值取对数衡量。
4.

 

其它变量

本文选用人口密度、人均 GDP 以及创业活跃度(以各区县每年企业注册数量与年末人口数之比表示)
作为 PSM-DID 的协变量。

(三)数据来源

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政策的试点名单分别来自商务部、农业农村部官网,其余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中
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和国泰安、CEIC(China

 

Economic
 

Information
 

Center)数据库,企业注册数量利用网络爬

虫从天眼查获取,部分区县存在的缺失值通过其所属地级市的数据或其增速进行填补,如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农村从业人员等,以及采用线性插值法将之补齐,同时对各连续变量进行 1%的缩尾处理以消除

极端值,并忽略撤县设区、设市的影响。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 人) ln_Inc 23430 8. 58 6. 439 10. 268
城乡收入差距(%) Inc_gap 21458 2. 793 0. 914 10. 562
农村人口就业率(%) Emp_rate 23360 0. 436 0. 009 0. 889
农村电商政策 REC 21555 0. 34 0 1
乡村旅游政策 IAT 12255 0. 1286 0 1
农村电商×乡村旅游 Syner 10380 0. 201 0 1
财政支出(%) Gov 23430 0. 244 0. 016 3. 064
人力资本(%) Hum 23430 0. 053 0. 003 0. 213
金融发展(%) Loan 23430 0. 587 0. 024 6. 099
产业结构(%) Ind 23430 0. 362 0. 041 0. 8996
ICT 设施水平(户) ln_ICT 23430 10. 565 7. 867 12. 889
农业技术效率(元 / 千瓦) Farm 23430 8. 475 5. 532 12. 053
人口密度(人 / 平方千米) Den 23430 306. 611 0. 198 3876. 405
人均 GDP(元 / 人) Pgdp 23430 28264. 244 1386. 327 459420
创业活跃度(个 / 万人) Ent 23430 72. 542 1. 022 1531. 365

四、单一作用检验

(一)农村电商与生活富裕

本文首先考察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政策对农户生活富裕的作用,如表 2 列(1) ~ 列(3)所示,在加入双

向固定效应的情形下,核心解释变量 REC 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村电商有助于农民增

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提高农村人口就业率。 考虑到县域个体特征具有较大差异,加之农村电商试点

优先在国家级贫困县和欠发达革命老区实施,便可能会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为尽量消除政策评估的

“噪音”,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从对照组里找到最为相似的实验组区县,再利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

回归。 具体来看,本文除选择上述控制变量外,参照黄祖辉等[15]的做法,将人口密度、人均 GDP、创业活跃度

也一并作为 PSM 的协变量,以匹配到更为相似的区县。 然后利用 Logit 模型计算倾向得分,并使用 1 ∶2 的卡

尺内最近邻匹配,卡尺选择为 0. 05。 此外,本文使用的是多期 DID 模型,借鉴吕越等[48] 的做法,采用逐期匹

配的方法来筛选对照组城市。 结果可见表 2 中的列(4) ~列(6),虽然 PSM-DID 的估计系数大小较之匹配前

97

王　 彧等:农村产业扶持政策协同致富的效应和机制
  



有所下降,但其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可见农村电商扶持政策的确可以提高农民富裕水平。
此外,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政策评估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文借鉴 Beck 等[49] 的做法,采用

事件研究法检验农村电商以及乡村旅游示范政策是否满足平行趋势。 构建模型如式(4)所示。

Yit =α1 + ∑
5

n = -4
βnDn = t-m

it + φX it +μy +σr +εit
       (4)

其中: Dn = t-m
it 为一系列虚拟变量的集合;上标 m 为试点年份;n 为相对于政策试点确立的前后期数。

图 2 为利用上式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的平行趋势检验,政策实施之前,其系数在 0 值上下波动且在 95%
的置信区间下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试点前的变化趋势并没有显著差异。 但农村电

商政策在实施后具有较为明显的时滞效应,即政策效应主要集中在三年的验收期内,不能产生一个较长期

的作用。 可能的解释在于该政策的主要对象是贫困县,其扶持资金多用于电商、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

造中[3] ,并没有形成独特的要素禀赋,同时非示范县多数经济较为发达,农村电商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便使

得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距愈小,在三年扶持验收后就难以产生显著优势,这也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一

部分区县多次被纳入政策试点名单。

表 2　 农村电商与生活富裕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ln_Inc Inc_gap Emp_rate ln_Inc Inc_gap Emp_rate

REC 0. 0483∗∗∗

(0. 0057)
-0. 2111∗∗∗

(0. 0230)
0. 0115∗∗∗

(0. 0027)
0. 0233∗∗∗

(0. 0062)
-0. 1090∗∗∗

(0. 0258)
0. 0062∗∗

(0. 003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区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21555 20155 21500 12084 12084 12084
R2 0. 9393 0. 3996 0. 1124 0. 9454 0. 3732 0. 0984

　 注: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
 

1%显著性水平。

t= 0 为基准取值,表示政策实施当年

图 2　 农村电商平行趋势检验

(二)乡村旅游与生活富裕

表 3 的列(1) ~列(3)汇报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政策对农户生活富裕的基准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政

策变量 IAT 的估计系数方向与农村电商一致,且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乡村旅游同样可以促进农民生

活富裕,但是其作用小于农村电商政策。 此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也不可能完全随机选择,因此这里

同样采用上述的 PSM-DID 方法,以尽量消除区县个体特征差异的影响。 如表 3 的列(4) ~列(6)所示,匹配后的

样本估计系数方向并未发生改变,即乡村旅游仍有助于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乡村

旅游没有提高农村人口的就业率,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同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并不只有农村人口,相反乡村旅游区的一般不会太过偏僻,往往会吸引城

镇人口前来就业,便会对农村人口就业产生挤出,易导致当地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50] 。 另外,乡村旅游扶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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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平行趋势检验可见图 3,政策实施前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而在实施后则开始对农民生活富裕产生显著的

作用,表明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但与农村电商扶持政策不同的是,乡村旅游政策可以产生较为持续的效应,这
是可能是由于该政策更注重农业、乡村旅游业的资源开发,可以形成其他非示范县难以比拟的资源禀赋,是一

个“授人以渔”的过程,因而在政策实施后能够对农民的生活富裕水平产生持续的作用。

表 3　 乡村旅游与生活富裕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ln_Inc Inc_gap Emp_rate ln_Inc Inc_gap Emp_rate

IAT 0. 0235∗∗∗

(0. 0078)
-0. 0739∗∗

(0. 0332)
0. 0086∗∗

(0. 0039)
0. 0181∗∗

(0. 0076)
-0. 0850∗∗∗

(0. 0307)
0. 0049

(0. 004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区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2255 11527 12207 6508 6508 6508
R2 0. 9555 0. 3847 0. 0649 0. 9501 0. 4012 0. 0930

　 注: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性水平。

t= 0 为基准取值,表示政策实施当年

图 3　 乡村旅游平行趋势检验

五、协同效应检验

(一)政策协同效应

如前文所述,农村电商与乡村旅游均能对农户生活富裕产生显著为正的政策效应,那么两者协同起来

能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呢? 为此本文使用二者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乘项来检验是否存在协同效应,表 4 报

告了情景三的回归结果,列(1) ~列(3)为直接估计的结果,列(4) ~ 列(6)为 PSM-DID 的结果,可以发现,无
论进行 PSM 之前还是匹配后的样本,交乘项 Syner 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表 2 及表 3 中核心估计系数

的绝对值,这表明两种政策共同实施的效果大于其中一种政策单独作用的效果,换言之,农村电商和乡村旅

游之间的确存在政策协同效应,二者能够发挥出的作用较之单一政策更大。

表 4　 协同作用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ln_Inc Inc_gap Emp_rate ln_Inc Inc_gap Emp_rate
Syner 0. 0615∗∗∗(0. 0116) -0. 2193∗∗∗(0. 0502) 0. 0242∗∗∗(0. 0070) 0. 0309∗∗∗(0. 0115) -0. 1811∗∗∗(0. 0492) 0. 0119∗(0. 007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区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0380 10224 10347 4295 4295 4295
R2 0. 9539 0. 3889 0. 0816 0. 9498 0. 4077 0. 1460

　 注: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
 

1%显著性水平。

18

王　 彧等:农村产业扶持政策协同致富的效应和机制
  



(二)安慰剂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为保证两种政策共同实施对农户生活富裕的作用,借鉴魏志华等[51] 的做法,本文采取随机生成政策变

量和试点区县(伪实验组)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为随机选择 137 个区县生成伪实验组,再随机生成

一个伪政策变量,即虚拟多个政策时间来模拟现实的真实情况。 用新生成的伪政策变量按照式(3)重新进

行估计,由此便实现了 1 次安慰剂检验,最终重复进行 500 次抽样回归。 图 4 报告了回归系数核密度和 P 的

分布情况,其系数均值都非常接近于 0,远低于表 4 的列(1) ~ 列(3)的估计系数,且回归系数分布非常接近

均值为 0 的正态分布,500 个回归系数的 P 值绝大部分高于 0. 1。 综上可知,本文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即农村

电商和乡村旅游的协同作用并非偶然因素所导致。

图 4　 协同效应安慰剂检验

2.
 

更换检验方式

虽然 PSM-DID 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体差异所带来的估计偏差,但仍有必要采用其他方式来检验农村

电商与乡村旅游的协同效应,参考许艺煊等[52] 、陈晨等[53]的研究,本文在情景三的样本上构建如式(5)计量

模型作为情景四,以得到二者单独作用的净效应。
Yit =α4 +β4REC it +β5IATit +φ4X it +μy +σr +εit

      (5)
式(5)的估计结果可见表 5 列(1) ~列(3),将之与表 4 中列(1) ~ 列(3)进行对比,可见 Syner 的系数绝

对值仍大于 REC、IAT 的估计系数,即农村电商、乡村旅游能对生活富裕产生政策协同效应,进一步佐证了上

述结论的稳健。

表 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ln_Inc Inc_gap Emp_rate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情景四

REC 0. 0331∗∗∗

(0. 0106)
-0. 1568∗∗∗

(0. 0403)
0. 0146∗∗

(0. 0057)
0. 0169∗∗∗

(0. 0016)
0. 0137∗∗∗

(0. 0034)

IAT 0. 0354∗∗∗

(0. 0104)
-0. 0754∗

(0. 0447)
0. 0121∗∗

(0. 0049)
0. 0095∗∗∗

(0. 0025)
0. 0118∗∗∗

(0. 0030)

Syner 0. 0228∗∗∗

(0. 004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区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0380 10224 10347 18761 10803 9511 9511
R2 0. 9540 0. 3891 0. 0830 0. 7132 0. 7834 0. 8292 0. 8299

　 注: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
 

1%显著性水平。

3.
 

熵值法

鉴于各指标的权重大小不一,参考孙继国和侯非凡[54] 的做法,本文在这三个被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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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一并作为衡量指标,并进一步运用熵值法构建生活富裕指数来衡量各区县的农

民生活富裕水平。 结果如表 5 的列(4) ~列(7)所示,列(6)中 Syner 的估计系数仍大于其余三列中单一作用

的估计系数,表明两者协同致富效应存在,再次证实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4.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加之政策实施后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见效,不可能立

即对农民产生增收效果,中间存在着“过渡期”,因此这里将政策变量及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再进行回归。
表 6 列(1) ~列(3)为将式(3)中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的估计结果,列(4) ~ 列(6)是将式(5)滞后一期的结

果,可见,前者两种政策共同实施的估计系数均大于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单独的政策效应,表明政策在实施

过程中存在协同滞后效应。

表 6　 滞后一期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ln_Inc Inc_gap Emp_rate ln_Inc Inc_gap Emp_rate

L. Syner 0. 0566∗∗∗

(0. 0116)
-0. 2085∗∗∗

(0. 0485)
0. 0231∗∗∗

(0. 0072)

L. REC 0. 0229∗∗

(0. 0112)
-0. 1120∗∗∗

(0. 0400)
0. 0099

(0. 0066)

L. IAT 0. 0412∗∗∗

(0. 0112)
-0. 1175∗∗∗

(0. 0437)
0. 0170∗∗∗

(0. 005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区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0380 10224 10347 9795 9653 9762
R2 0. 9540 0. 3891 0. 0830 0. 9529 0. 3864 0. 0892

　 注: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性水平;
 

L. 表示滞后一期( lag)。

(三)异质性分析

鉴于我国各地区在区位优势、经济水平、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的政策协

同作用对于不同的地区也会存在异质性。 因此本文根据西部大开发的 12 个省市,将样本分为东中部、西部,
并分别对政策的单一效应和协同效应进行估计。 可以发现,表 8 的 Syner 估计系数绝对值均大于表 7 中单一

政策的估计系数,表明不管是东中部还是西部,双政策试点的致富效应均更大。 同时从表 8 中不难看出,核
心系数的绝对值在西部略大一点,即与东中部相比,双重政策对农民生活富裕的协同作用在西部地区更大。
这是由于两种政策的出发点是期望通过试点示范达到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的目标,而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

落后以及人口密度较小,市场规模上的瓶颈也会较为突出,因此两种政策的合力可以为其打开更为广阔的

市场空间,更能促进农户生活富裕。

表 7　 单一政策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中部 西部 东中部 西部 东中部 西部

ln_Inc ln_Inc Inc_gap Inc_gap Emp_rate Emp_rate

REC 0. 0302∗∗

(0. 0135)
0. 0198

(0. 0180)
-0. 1468∗∗∗

(0. 0525)
-0. 1206∗

(0. 0620)
0. 0078

(0. 0067)
0. 0167∗

(0. 0094)

IAT 0. 0264∗∗

(0. 0119)
0. 0404∗∗

(0. 0190)
-0. 0265

(0. 0476)
-0. 1593∗

(0. 0881)
0. 0139∗∗

(0. 0063)
0. 0057

(0. 008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区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7905 2475 7905 2319 7876 2471
R2 0. 9554 0. 9553 0. 3847 0. 4498 0. 0749 0. 1763

　 注: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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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双重政策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中部 西部 东中部 西部 东中部 西部

ln_Inc ln_Inc Inc_gap Inc_gap Emp_rate Emp_rate

Syner 0. 0505∗∗∗

(0. 0157)
0. 0535∗∗∗

(0. 0174)
-0. 1746∗∗∗

(0. 0641)
-0. 2406∗∗∗

(0. 0771)
0. 0190∗∗

(0. 0089)
0. 0210∗∗

(0. 01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区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7905 2475 7905 2319 7876 2471
R2 0. 9553 0. 9552 0. 3849 0. 4474 0. 0730 0. 1762

　 注: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性水平。

六、机制分析

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言,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可以通过乡村创业、非农就业对农民生活富裕产生协同

作用,与现有研究一致,在情景三中使用如式(6) ~ 式(8)模型对政策协同致富效应产生的机理进行实证

检验。
Mit =α6 +β6Synerit +φ6X it +μy +σr +εit

           (6)
Yit =α7 +β7Synerit + γ

 

Mit +φ7X it +μy +σr +εit
     (7)

Mit =α8 +β8REC it +β8IATit +φ8X it +μy +σr +εit
    (8)

其中: Mit 为本文的机制变量,即乡村创业与非农就业,其余符号的释义同基准回归,借助上述模型能够较好

检验政策协同致富的两种作用渠道。
(一)乡村创业机制

本文首先考虑将县域创业活跃度取对数作为中介变量,结果如表 9 的列(1)所示,Syner 的估计系数并

不显著,显然,由于这里使用的是全县全行业的企业注册数量有些过于放大。 为此笔者再次搜集注册地址

在村的企业数量,除以年末总人口后取对数以衡量乡村创业活力(R_Ent),同时将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

业政策⑥一并作为控制变量,从而控制相关政策对乡村创业的影响。 结果可见列(2) ~列(5),两者政策均实

施的区县显著促进了乡村创业,而乡村创业有助于生活富裕水平的提高,且与列(6)单一政策作用相比,双
重产业扶持政策激励的效果明显更大。

(二)非农就业机制

如前所述,两者政策间的协同效应也会使得农村人口转向非农部门就业的比例更大,进而更好地提高

自身生活富裕水平。 表 10 汇报了非农就业(N_Emp)的中介作用,可以发现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均可以促进

农户转向非农就业,且单一政策作用相对较小,也即政策共同实施在通过非农就业促进农户生活富裕时所

发挥的作用更大。

表 9　 乡村创业机制

变量
(1) (2) (3) (4) (5) (6)

ln_Ent R_Ent ln_Inc Inc_gap Emp_rat R_Ent

Syner 0. 0026
(0. 0340)

0. 0947∗∗

(0. 0480)
0. 0574∗∗∗

(0. 0116)
-0. 2137∗∗∗

(0. 0503)
0. 0229∗∗∗

(0. 0067)

R_Ent 0. 0179∗∗∗

(0. 0031)
-0. 0526∗∗∗

(0. 0136)
0. 0091∗∗∗

(0. 0018)

REC 0. 0329
(0. 0485)

IAT 0. 0841∗

(0. 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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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 (2) (3) (4) (5) (6)

ln_Ent R_Ent ln_Inc Inc_gap Emp_rat R_Ent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区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0380 10335 10335 10179 10302 10335
R2 0. 6786 0. 6688 0. 9544 0. 3904 0. 0925 0. 6690

　 注: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性水平。

表 10　 非农就业机制

变量
(1) (2) (3) (4) (5)

N_Emp ln_Inc Inc_gap Emp_rate N_Emp

Syner 0. 0504∗∗∗

(0. 0117)
0. 0651∗∗∗

(0. 0147)
-0. 2032∗∗∗

(0. 0771)
0. 0181∗∗

(0. 0088)

N_Emp 0. 2055∗∗∗

(0. 0371)
-0. 3552∗∗

(0. 1717)
0. 1395∗∗∗

(0. 0204)

REC 0. 0324∗∗∗

(0. 0098)

IAT 0. 0243∗∗∗

(0. 008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区县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7993 7993 7837 7993 7993
R2 0. 3278 0. 9498 0. 3531 0. 0937 0. 3302

　 注: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1%显著性水平。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2005—2019 年中国 1562 个区县的面板数据,从协同视角考察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政策以

及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对农户生活富裕的影响。 研究发现:首先,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均对

生活富裕存在正向的政策效应,同时两者协同起来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经过 PSM-DID、安慰剂检验、滞
后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其次,异质性分析表明两者在西部地区协同致富的作

用比东中部更大,且机理检验发现,乡村创业、非农就业是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发挥政策协同效应的重要渠

道和路径。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第一,继续推进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建设。 农村电商可以让农产销售不再局限于当地市场,通过互联

网拓展销售的范围,增加销售额和利润。 而乡村旅游可以将当地的旅游资源融入农产品的营销中,提高产

品的附加值。 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借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将特色农产品、旅游资源等推

介出去,并积极引导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智能、高效的乡村旅游模式,提高农民生活富裕水平。
第二,引导支持农户自主创业和非农就业。 从农村电商、乡村旅游来看,这两种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之中

可以创造许多的创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农户应该抓住机遇进行创业或者转向非农部门从业,同时政府、社会

组织可以通过开展培训和教育活动等方式,提高农民技能水平,增强农户的竞争力和适应性,并积极引导、
支持农户自主创业和非农就业,为农民增收致富以及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第三,注重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制定协调性。 政策协同可以提高政策的综合效果,避免资源浪费,提高政

策效率。 而除了农村电商、乡村旅游之间存在政策协同,其他很多领域同样可以协同发展。 因此各部门在

制定政策时应了解政策之间的协同关系,注意政策间的协调互补,避免政策之间的冲突和重叠,在农村经济

包容增长、农业现代化转型以及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之下,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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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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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ies
 

in
 

Promoting
 

Prosper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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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merce
 

and
 

Tourism
 

Wang
 

Yu,
 

Dai
 

Yikun,
 

Sun
 

Xiaoyang,
 

Yan
 

Jiajing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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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Zho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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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With
 

adequate
 

food
 

storage,
  

the
 

world
 

is
 

at
 

peace,
  

and
 

achieving
 

well-being
 

for
 

the
 

rural
 

population
 

requires
 

the
 

concerted
 

action
 

of
 

multiple
 

policies.
  

Drawing
 

on
 

a
 

sample
 

of
 

1562
 

counties
 

from
 

2005
 

to
 

2019,
  

three
 

scenarios
 

was
 

exqmined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for
 

synergy
 

between
 

rural
 

e-commerce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enhancing
 

rural
 

household
 

well-be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oth
 

individual
 

polici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contribute
 

to
 

rural
 

household
 

well-being,
  

and
 

their
 

combined
 

implementation
 

can
 

lead
 

to
 

a
 

greater
 

impact.
  

This
 

conclusion
 

is
 

supported
 

by
 

the
 

use
 

of
 

PSM-DID
 

as
 

a
 

robustness
 

check,
  

confirming
 

the
 

presence
 

of
 

policy
 

synergy.
  

Furthermore,
  

upon
 

conducting
 

heterogeneity
 

analysis
 

and
 

explor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policy
 

synergy
 

effect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western
 

regions.
  

Specifically,
  

compared
 

to
 

standalone
 

policies,
  

the
 

synergy
 

between
 

rural
 

e-commerce
 

and
 

rural
 

tourism
 

policies
 

is
 

mor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hereby
 

enhancing
 

rural
 

household
 

well-being.
  

It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rural
 

e-commerce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a
 

synergy
 

perspective,
  

providing
 

valuable
 

lessons
 

for
 

multi-sectoral
 

policymaking
 

aimed
 

at
 

enhancing
 

rural
 

well-being
 

and
 

fost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prosperity;
  

rural
 

e-commerce;
  

rural
 

tourism;
  

policy
 

synergies;
  

PSM-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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