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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能如何影响农户消费升级

———基于食物消费升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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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物消费升级是挖掘农村消费潜力、全面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

下,考察数字技能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对于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２０２０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技能对农户食物消费升

级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能的掌握可以显著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技

能对低受教育水平、老年及高收入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对肉类消费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能主要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增强信息获取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因此,大力提升农户

数字素养与技能,积极释放数字技能的收入增长效应和信息获取效应,可以提高农户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从而促

进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升级,进而助推农户消费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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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居民消费升级不仅关系到人民生活真实水平是否得到提升,而且关系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

济增长模式转换,是保障国家经济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１][２].然而,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处

于较低水平,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导致大量产能失去需求支撑,进一步导致企业的效益下降和金融风

险增加[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为直接的体现是居民消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消费升级[４][５].因此,如何拉动居民消费水平,尤其

是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促进农村消费升级,不仅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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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
在互联网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背景下,关于互联网及数字经济对消费的影响逐步

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已有文献主要探讨了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机理.在宏

观方面,总体来说,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等因素逐渐成为驱动消费扩张的动力,其通过提升产业发展

质量、优化消费方式和压缩交易成本等方式促进了消费升级[６],主要表现在线下线上形成融合消费,
新消费模式快速发展,中老年消费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及城乡消费市场发展差距逐步缩小等方

面[７].具体来说,数字经济在宏观上主要从国家、地区和产业三个层面对消费产生影响.首先,国家

层面,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缩小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尤其是显

著缩小了城乡居民享受型及发展型消费差距[８].其次,地区层面,数字经济不仅是促进本地居民消费

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缩小了居民消费升级的

空间差异[９].最后,产业层面,复杂性、多样性的增加在数字时代并不代表平均成本的增加,数字服务

具有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促进了全球产业链的延伸,使消费者能够享受成本低、种
类多、更新换代的产品和服务[３].

在微观层面,互联网技术影响消费升级的微观机理主要体现在改变消费偏好、提升消费体验和稳

定消费预期三个方面.第一,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商品信息及其精准推送,从而改变消费者的

选择偏好,促进消费升级[１０].第二,数字技术通过在金融、网购和社交等领域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极
大地促进了消费过程的便利化,使消费者能够获取无差别的优质产品及服务,从而促进消费扩容提

质[１１].第三,数字技术不仅能够为居民提供安全、便捷的储蓄方式,而且可以拓宽社会资源获取渠

道,有利于构建风险缓冲机制和稳定预期,从而平稳家庭消费[１２].
关于互联网及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升级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还存在一些可拓展的

空间.首先,消费升级不仅表现为消费水平的提升,而且体现在居民各类消费微观结构和消费层次上

的提升[１３].作为居民最为基础的消费,食物消费的商品化转变使得农户不再局限于自产粮食消费,

食物消费由原来的“吃得饱”转向“吃得好”,食物消费呈现多元化特征[１４].与此同时,我国居民仍面

临因不合理的膳食结构而导致的多种营养健康问题,不仅影响到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且带来较重

的医疗负担和高昂的经济成本,这在农村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因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客观上要求强化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研究.
其次,数字技能对于食物消费升级影响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入.一方面,数字技能为农户食物

消费升级提供了便利,尤其是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数字技能可以帮助农户解决食品在线搜索、
信息咨询、数字支付和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电商购物操作问题,促进农户购买营养价值更高的食品或者

跨地区的特色食品,从而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另一方面,数字技能在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技

术门槛,并不能为农户分享数字红利提供平等机会,掌握数字技能是农户能够分享数字红利的必要条

件,缺乏数字技能不利于农户把握发展机会[１５].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农户在消费过程

中面临技术使用壁垒,导致农户网络消费需求受到较大制约,尤其是农村地区大量中老年群体普遍面

临数字技术使用的交易障碍[１６],从而阻碍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升级.
基于上述分析,数字技能对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还没有被充分关注,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

的拓展空间.为此,本文试图在以下两方面做出边际贡献:第一,基于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和增强信息

获取的微观视角揭示数字技能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作用机理,丰富了关于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

级的机制研究;第二,采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数字技能是否以

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农户食物消费升级,从而拓展关于食物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也为提升农户

福利水平、构建大食物安全保障体系的政策目标提供有益参考.下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

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以及模型选择;第四部分为计量结果分析,包括基准

模型估计、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与机制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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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嵌入,社会经济各领域进行着深刻的数字化变革.
数字技术不仅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要素,而且成为推动居民食物消费升级的重要动力.在农村居

民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数字技能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产生影响:
第一,数字技能可以提升农户收入水平,使农户“敢消费”,从而促进食物消费升级.数字技能的

增收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技能能够提升农户产品销售能力,增加经营性收入.信息通

信技术的使用促进了农作物种植专业化,对农村经济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显著提高了农户销售渠

道的选择效率,有利于扩大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范围和销售价格,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经营利润和非农经

营利润[１７][１８],从而发挥了数字技能的增收效应.二是数字技能可以增加农户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其

工资性收入.互联网具有学习培训成本低的优势,数字技术的使用和数字技能的掌握有利于拓宽农

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选择,并且增强了就业岗位匹配性,促进了农村低技能劳动力流向低技能偏向的

数字化非农行业、农村高技能劳动力流向高技能偏向的数字化非农行业,提高了其受雇就业率和正规

就业率,强化了就业稳定性[１９][２０],从而提升了农户工资性收入水平.三是数字技能能够促进资产要

素配置,增加财产性收入.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农地转出的概率,从而通过获取土地租金提高农户财产

性收入水平[２１];同时,使用互联网提升了农户家庭金融资产规模,有助于改善资产配置结构,促进了

农户财产性收入提升[２２],并且为农户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总而言之,数字技能

能够提高农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水平,从而增加家庭总收入.同时,收入水平增

长对食物消费升级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有研究指出,收入增长对农户家庭能量、脂肪及蛋白质消费有

显著正向影响,有利于居民减少低质量食物消费,增加高质量食物消费,进而促进食物结构升级,即食

物结构效应[２３][２４].因此,农户可以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在食物质量和数量上改善膳食结构,促进营养

素摄入量增长,尤其是增加乳制品等营养价值更高的食物消费,确保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和营养摄

入均衡[２５],从而实现食物消费升级.
第二,数字技能可以有效缓解农户信息约束,促进农户“想消费”“能消费”,从而促进食物消费升

级.一是数字技能能够帮助农户及时获取食物营养信息,有利于养成健康营养膳食观念,从“想消费”
的角度实现农户食物消费升级.首先,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显著改进了农户在获取信息方面的

劣势,拓展了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增强了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促进其生活真正地融入信息化时

代[２６],使农户获取膳食营养知识成为可能,有利于引导其增加对高营养食物的支出.其次,互联网具

有极强的渗透性,促进信息服务业向农业农村快速扩张,优化了农户信息获取模式,提升了信息共享

效率,有效缩小了信息鸿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约束[２７][２８],有利于农户养成健康的膳食

观念,从而引导农户提高对高营养食物的购买意愿.当前,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增加了未来的不

确定性,改变了农户的风险偏好,调整膳食结构、增加对健康食物的消费成为农户成本较低并且最便

捷的健康投资方式[２９].在数字技能影响下,农户获取健康膳食信息以及优化膳食结构的意识会进一

步强化,增强了农户对健康膳食的支出意愿.因此,数字技能能够拓展农户对健康膳食信息获取的渠

道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且强化农户对健康投资的意识,有利于农户形成健康饮食观念,提高农

户对高营养价值食物的消费意愿,从“想消费”的角度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
二是数字技能可以为农户食物消费提供便利的综合信息服务,提高农户对高质量食物的可得性,

从“能消费”的角度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首先,数字技能可以帮助农户获取市场综合信息,有效降

低消费者的商品搜索成本[３０],从而增加了农户对个性化、多元化及优质化食物的可得性.其次,数字

技能有助于农户在食物消费过程中享受到电商、金融和售后保障等优质综合服务,保障了农户在消费

过程中获取产品及服务的质量,尤其是冷链及快递服务满足了农户对安全、保鲜与及时性等食物消费

需求,有利于农户对肉蛋奶等高营养价值食物的可得性.最后,互联网发展通过降低商品价格和交易

成本等路径弱化了消费者预算约束[３１],并且互联网提供的综合信息服务能够增加食品价格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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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互联网的规模经济效应也可以增加消费者剩余,有利于农户提高对高质量食物的支出.总之,移
动互联网技术能够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加便捷和多元化的服务和产品,为其消费升级提供了可能和便

利,从“能消费”角度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３２],并且综合信息服务在消费过程中能够大幅提升农户满

意度,为持续性的食物消费升级提供稳定支撑.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１:数字技能的掌握能够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
研究假设２:数字技能的掌握通过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和增强信息获取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２０２０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全国调查数据.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是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全面、客观反映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状况的综合性调查,涵
盖农业生产、乡村发展、农民生活和社会福祉等多方面内容,具有充分的代表性.首先,调查组全面考

虑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农村发展以及地理区位分布等情况,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分别从东部、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随机抽取１０个省份,分别为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安徽省、河南省、贵州省、
四川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其次,调查组根据人均GDP水平将样本省所有县(市、
区)等分为５组,在考虑地理空间分布的同时,从每组中随机抽取１个县(市、区),即每个样本省抽取

５个县(市、区).再次,根据上述类似的抽样原则在每个样本县(市、区)随机抽取３个乡镇,每个样本

乡镇随机抽取经济发展较好和较差的行政村各１个.最后,根据等距离取样法从村委会提供的花名

册中随机抽取１２~１４户农户,并严格按照调查方案开展实地调查.本文对相关异常及缺失观测值进

行剔除,最后得到２５９７个农户样本.
(二)变量设置

１．因变量

关于食物消费升级的测度,现有学者主要采用“物质—服务”和“生存—发展—享受”两种分析框

架来界定和测度,认为消费升级的核心是以消费结构优化为代表的消费内容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消费

对象从一般商品转向高层次商品和不同消费项目比例此消彼长两方面.因此,只要在研究过程中突

显出高层次消费支出比例的变动,消费升级的度量问题就能较好地解决[３３][３４].改革开放以来,居民

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中国农业综合生产和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居民食物消费形态发生了深刻变

化,开始由“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安全”,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档次的提升,
居民对肉类、禽蛋、奶制品和水产品等食物的需求趋于增加[３５],并且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最为

突出的表现就是肉蛋奶产品消费的增加[３６].因此,食物消费升级的衡量需要着重刻画出以肉蛋奶等

高营养价值食物为消费内容的变化情况.
本文选取肉蛋奶总购买量占食物消费总量的比重来衡量农户食物消费升级.营养素是人体免疫

系统的物质基础,其中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组织的基本成分,具有输送营养物质、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

等重要功能,摄入优质蛋白质是保持人体营养供给的重要保障.肉类、蛋类和奶类等食物是优质蛋白

质的重要来源,摄入足量的肉蛋奶等食物不仅是满足人体对蛋白质需要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体现居民

食物消费升级的重要标准.CRRS数据采用３０日回溯法统计了农户碳水、肉类等多种食物消费数

据,能够反映出农户食物消费结构相关信息.为减少数据测量误差,项目组采取了较为完善的调研方

案.首先,项目组对调查问卷进行多次讨论、修订,注重问卷设置的逻辑性及关键指标的相互印证;其
次,调查问卷对相关概念做了明确界定,并在调研方案执行中明确了询问方式、折算方案等内容,完善

组员交叉检查、督导员核查和录入员核查等多环节的检查机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最后,本文综合考

虑了数据指标的全面性,通过多元化的指标构造方法,有效减少了测量误差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

CRRS问卷调查的食物范围涉及谷物、豆制品、肉类、蛋类、奶制品和蔬菜等多种食物,其中肉蛋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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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量占比是指肉类(主要包括猪肉、鸡肉、鱼肉、牛肉及羊肉)、蛋类(主要指鸡蛋)、奶类(主要包括液态

乳制品和奶粉)的购买总量(公斤)占食物总消费量(公斤)的比重.

２．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技能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减少变量衡量误差,本文在参考现有研究的基础上[３７],采
用多种维度指标衡量农户数字技能水平,一是单项数字技能指标,分别为农户是否掌握网络学习技

能、线上商务技能和生活社交技能.其中网络学习技能主要指农户是否利用手机进行学习教育等活

动,线上商务技能指农户是否利用手机进行产品交易等活动,生活社交技能指农户是否使用手机聊天

社交(微信、微博和QQ等)、娱乐(游戏、直播、视频和音乐等)等功能.上述指标取值主要根据农户对

手机终端设备功能日均使用时长排名而得出,如果农户某种手机功能日均使用时长排前三名,则表示

该农户具备对应的数字技能,农户不掌握任何数字技能以及掌握任何一项或多项数字技能的情况均

纳入考察范围.二是数字技能综合水平指标,是指农户掌握上述数字技能的数量之和.用此指标反

映农户数字技能掌握的整体情况,有助于降低变量衡量误差以及模型估计偏误.

３．控制变量

在参考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三个层面的特征变量,
以降低遗漏变量引起的模型估计偏误.户主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项、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

和干部身份;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成员数量、老龄人口比例、少年人口比例和家庭人均纯收入;村庄

特征包括村庄交通条件和经济水平.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食物消费升级 FoodConsum 肉蛋奶购买量(公斤)占食物总消费量(公斤)的比重 ０．１７８ ０．１２８
网络学习技能 StudySkill 掌握＝１;不掌握＝０ ０．０８０ ０．２７２
线上商务技能 BusinessSkill 掌握＝１;不掌握＝０ ０．０３４ ０．１８０
生活社交技能 SocialSkill 掌握＝１;不掌握＝０ ０．６８８ ０．４６３
数字技能 DigitalSkill 数字技能综合水平,指掌握上述数字技能的数量 ０．８０２ ０．５７０
性别 Male 男＝１;女＝０ ０．９３６ ０．２４４
年龄 Age 年龄 ５５．７６６ １１．００４
年龄平方项 AgeSquare 年龄平方除以１００ ３２．３０９ １２．３３３
婚姻状况 Marriage 已婚＝１;其他＝０ ０．９２１ ０．２７０

受教育程度 Edu
未上学＝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４;中专＝５;职高技校＝６;大学
专科＝７;大学本科＝８;研究生＝９ ２．７８７ １．０５９

干部身份 Servant 是村干部＝１;不是村干部＝０ ０．１５９ ０．３６６
家庭人数 HouseholdSize 家庭成员数量 ４．０４３ １．５３４
老龄人口比例 OldRatio ６０岁以上人口数量占家庭人口数量的比重 ０．２３４ ０．３１９
少年人口比例 ChildRatio １５岁以下人口数量占家庭人口数量的比重 ０．１２１ ０．１６０
家庭人均纯收入 lnIncome ２０１９年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元),取对数 ９．３７７ １．０７６
村庄交通条件 Trans 村委会到县政府的距离(百公里) ０．２２８ ０．１６６
村庄经济条件 CountyEco 村２０１９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取对数 ９．４４０ ０．５４０
家庭收入 lnIncomeSum ２０１９年农户家庭纯收入(元),取对数 １０．６８９ １．１４８

信息获取 InforEnhance
是否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满足日常生产生活需求的信息,比较困难＝
１;有时可以＝２;完全可以＝３ ２．２６４ ０．８２２

　　(三)模型选择

为研究数字技能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Yi＝α＋βDigitalSkilli＋μXi＋γi (１)

式(１)中,Yi表示农户i的食物消费升级情况,DigitalSkilli表示农户i掌握的数字技能情况,Xi为

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村庄特征变量,γi为误差项,α、β和μ均为待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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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数字技能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影响的基准回归

数字技能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其中列(１)~(３)是数字技能综

合水平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列(４)~(６)分别为网络学习技能、线上商务技能和生活社交技能

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单一数字技能还是综合性数字技能,均能够显著提高

农户肉蛋奶消费比重,从而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印证了假设１.
　表２ 数字技能与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DigitalSkill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StudySkill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９)

BusinessSkill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４)

SocialSkill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５)

Male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Age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AgeSquare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Marriage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Edu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Servant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HouseholdSize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OldRatio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ChildRatio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lnIncome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Trans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CountyEco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１
观测值 ２５９７ ２５９７ ２５９７ ２５９７ ２５９７ ２５９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限于文章篇幅,常数项部分没有列出.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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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述基准回归可能因反向因果、变量遗漏等因素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需要工具变量法进行修

正.具体而言,首先,在数字技能通过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和增强信息获取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同

时,食物消费升级也会反过来影响农户对数字技能的掌握情况.随着农户食物消费逐步升级,农户食

物消费方式可能随之变化,尤其是农户关于肉蛋奶等多元化食物消费对保鲜、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要

求,催生了生鲜电商等产业发展,这不仅需要农户通过掌握数字技能来跟踪订单执行情况,而且需要

农户进一步提升技能去获取高营养食物的储存、制作及售后反馈等信息.此时,农户数字技能不仅是

提升农户膳食质量的重要保障,而且是农户高效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农户食

物消费升级的程度越高,需要其对数字技能掌握的程度也越高.其次,尽管本文在模型设定中控制了

可能影响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变量,但模型仍可能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利用工

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
本文参考Dhaliwal等(２０１６)[３８]和栾江等(２０２１)[３９]的处理方法,选取同县其他乡镇农户数字技

能水平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利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由于同一县域的互联网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和农户数字技能水平均相近,农户个体数字技能水平受到同县其他乡镇农户数字技能水

平的影响,但同县其他乡镇农户数字技能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受访个体的食物消费升级情况,因此符合

工具变量的选取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与误差项严格外生的理论要求.回归结果见表３,结果显示,
第一阶段F值证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结果表明,在解决内生性问题

情况下,数字技能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３)列结果显示,农户数字技能每提

升１个单位,将有利于肉蛋奶消费比重提高１０％,进一步验证了数字技能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促

进作用.
　表３ 采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DigitalSkill FoodConsum

一阶段 二阶段

(２)

DigitalSkill FoodConsum

一阶段 二阶段

(３)

DigitalSkill FoodConsum

一阶段 二阶段

DigitalSkill
０．１４０∗∗∗ ０．１２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IV
０．５３７∗∗∗ ０．４６５∗∗∗ ０．４５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３)

户主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F统计量 ７６．９１ ５７．６７ ４９．１１
观测值 ２５８６ ２５８６ ２５８６

　　第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自选择问题.农户对数字技能的掌握是其自选择的过程,可能受

到农户自身禀赋的影响,而农户食物消费又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此自选择问题会导致估计结果

发生偏误.倾向得分匹配法可以有效解决自选择问题,主要通过对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和未掌握数

字技能的农户进行匹配,使得二者趋于均衡可比的状态,然后再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情况进行比较.
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回归估计时,首先需要估计农户掌握数字技能的概率,本文选择基准模型中

的全部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鉴于不同的匹配方法可能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存在差异,本文采用k
近邻匹配等６种匹配方法进行验证,以确保验证结果的可靠性,结果如表４所示.ATT的系数为

０．０１８~０．０２８,均显著为正,表明与未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相比,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户肉蛋奶消费

比重会增加１．８％~２．８％.同时,ATE的系数也显著为正,与相应的 ATT结果相近.因此,在考

虑了自选择问题后,数字技能依然可以显著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并且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一

致性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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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ATT(农户掌握数字技能的平均处理效应) ATE(整体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

k近邻匹配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半径匹配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核匹配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样条匹配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马氏匹配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第三,替换变量.首先,将农户肉蛋奶消费支出占食物消费支出比重(ConsumExpen)替换被解

释变量进行回归.其次,本文生成农户是否掌握数字技能变量(DigitalMast),将农户未掌握任何数

字技能的情况赋值为０,掌握至少一种数字技能的情况赋值为１,用来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最后,本文

将ConsumExpen变量和DigitalMast变量分别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以上回归结果

见表５,结果均显示,数字技能对农户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述分析表明,本文

的估计结果稳健可靠.
　表５ 替换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ConsumExpen FoodConsum ConsumExpen

DigitalSkill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DigitalMast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户主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级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６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６５ ０．１７４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６ ０．１５２
观测值 ２５３９ ２５３９ ２５３９ ２５９７ ２５９７ ２５９７ ２５３９ ２５３９ ２５３９

　　(三)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农户群体的异质性分析

农户群体的异质性可能使得数字技能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别.首先,数字技术作为技能偏向性技

术进步,不同受教育水平农户掌握数字技能对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其次,户主年龄是

农户家庭生命周期的重要体现,不同生命周期农户掌握数字技能对其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可能存在

差异;最后,收入水平也反映了农户消费能力,可能使数字技能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
因此,下文将根据受教育水平、年龄及收入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分析.本文将户主受教育水平分为低受教育水平(小学及以

下)、中受教育水平(初中)和高受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上),同时将个体受教育水平变量从回归模型

中剔除.表６第(１)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技能对低受教育水平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拉动作用

最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数字技能的掌握显著提升了低受教育水平农户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
进而促进其食物消费升级;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学习能力和信息搜寻能力本身较强,掌握数字

技能对其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相对较小.

６２１



(２)基于年龄的异质性分析.借鉴现有文献分类标准,本文将农户样本分为青年(户主年龄为

１８~４０岁)、中年(户主年龄为４１~６５岁)、老年(户主年龄为６６岁及以上)三组,并将户主年龄变量

从模型中剔除.表６第(２)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技能对青年农户食物消费升级影响不显著,但对

中老年农户食物消费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对老年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年龄的影响,老年农户更加注重饮食的均衡性和营养性,数字技能可以为农户获取食物

营养信息提供保障,促进其增加高蛋白食物的摄入;青年农户由于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好,营养观念

还未普遍形成,数字技能对其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
(３)基于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本文根据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进行三等份分组,分别为低收

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并将家庭人均收入变量从模型中剔除.表６第(３)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数字技能对高收入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高收入农户具有显著的资金优势,数字

技能可以为农户提供更多营养信息,进一步增加其对营养价值更高的肉蛋奶等食物的消费;而中低收

入农户受收入水平制约,导致数字技能对其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６ 基于农户群体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１)

基于户主受教育程度分组

低教育水平 中教育水平 高教育水平

(２)

基于户主年龄分组

青年 中年 老年

(３)

基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分组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DigitalSkill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１６５ ０．１４６ ０．２１４ ０．３０３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３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６３
观测值 ９７１ １２３４ ３９２ ２２３ １８５０ ５２４ ８６５ ８５８ ８７４

　　２．基于食物消费种类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从食物消费种类的异质性角度出发,分别构造了肉类、蛋类和奶类购买量占食物总消费量的

比重指标,考察数字技能对农户不同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表７的结果显示,数字技能对农户肉类、
蛋类及奶类购买量的比重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肉类消费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肉类消费是

人体获取优质蛋白、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素的重要途径,是维持营养平衡、防止人体肌肉流失

的重要保障,并且在满足多元化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习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成为农户提升膳食质量的

优先选择.在数字技能作用下,农户不仅可以积累食物营养知识,而且可以借助电商等工具强化对高

营养价值食物的可获得性,从而增加对肉蛋奶类食物的消费,而肉类消费因其在功能性、饮食文化和

消费习惯等方面的优势,受到农户数字技能的影响更加明显.
　　　　　 　表７ 基于食物消费种类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肉类 蛋类 奶类

DigitalSkill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２１３ ０．１３７ ０．１０２
观测值 ２５９７ ２５９７ ２５９７

　　(四)机制分析

以上研究表明,数字技能促进了农户食物消费升级,下面进一步关注数字技能如何促进农户食物

消费升级.本文从提升收入水平和增强信息获取两方面,分析数字技能影响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路

径,进一步验证理论分析部分的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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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lnIncomeSum

(２)

InforEnhance

DigitalSkill
０．２５６∗∗∗ ０．４１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２４６ ０．２９０
观测值 ２５９７ ２３９５

　　１．提升收入水平

收入增长是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基础,因此,本文从收

入增长视角验证农户数字技能是否通过影响农户收入进而

促进其食物消费升级.本文选择农户家庭收入(lnIncomeＧ
Sum),用来实证检验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结
果如表８第(１)列所示.从验证结果看,数字技能能够显著

提升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数

字技能可以拓展农户增收渠道,帮助农户实现与大市场的

有效衔接,在扩大产品销售范围的同时,提升产品销售价格,从而获取更高的收益水平.此外,数字技

能为农户获取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和优化资产配置提供了可能,有利于提升收入水平,从而促进农户

增加对肉蛋奶的消费.

２．增强信息获取

信息可及性不仅关系到农户对食物营养的关注度,也对农户营养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本文引入信息获取指标,即农户是否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满足日常生产生活需求的信息(InforEnＧ
hance),进而分析数字技能是否通过强化农户信息获取从而影响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结果如表８第

(２)列所示.结果表明,数字技能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信息可及性,从而促进农户增加对肉蛋奶食物的

消费.数字技能可以拓展农户关于营养膳食与健康知识的信息获取渠道,通过网络搜索、关注相关微

信公众号等途径提升合理膳食信息获取能力,逐步形成健康的膳食营养观念,进而改变传统饮食结构

单一、碳水摄入过度的饮食习惯.随着获取营养膳食信息能力的增强,农户获取肉蛋奶等食物的搜寻

成本将大大降低,有利于农户对肉蛋奶消费的增长,从而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
以上分析表明,数字技能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增强信息获取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产生了正向影

响,验证了假设２.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及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

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和增强信息获取的视角揭示了数字技能促进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内在机理,并基

于２０２０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技能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这不仅拓展了关于食

物消费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的研究,而且为全面审视数字技能对提高农户福利水平以及更好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发现,数字技能显著促进了农户食物消费升级,在解决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得

到一致的结论,更换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仍旧稳健.异质性分析方面,数字技能对低受教育水平、老
年及高收入农户食物消费的影响更为明显,对农户肉类消费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
数字技能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及增强信息获取促进了农户食物消费升级.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伴随大食物观的形成以及食物综合供给能力快速提升,居民食物消费逐步

由“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升级成为全面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内容,尤
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需要更多关注数字技能对农户食物消费升级的影响.一是大力提升农户数字

素养与技能.政府要不断提升互联网覆盖范围和数字设施服务质量,拓展优质数字资源获取渠道,推
动数字教育培训、数字产品供给、数字信息服务等资源开放共享,弥合群体、区域及城乡之间的数字鸿

沟,营造良好的数字学习环境和数字培训体系,提升农户网络学习、电子商务和生活社交等数字技能.
二是积极发挥数字技能的收入增长效应,促进农户“敢消费”.应借助互联网平台提升农户数字技术

使用和数字资源利用效果,不断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农户非农就业能力和资产配置效率,确
保农户多渠道稳步增收,使农户“敢消费”,从而为农户食物消费升级提供支撑.三是积极释放数字技

能的信息获取效应,促进农户“想消费”“能消费”.一方面,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工具构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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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引导机制,重点向农村居民精准传播营养科学、膳食理念等信息,促进农户养成健康饮食理念,逐
步引导农户通过“想消费”促进食物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完善数字经济服务体系,提升农户食物消费

过程中的信息精准推送、移动支付等综合服务质量,确保农户获取安全、方便和人性化的服务支持和

体验,降低农户食品搜索成本、物流成本和食品价格,提高农户对高质量食物的可得性,从“能消费”角
度提升农户食物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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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igitalSkillsAffectFarmers＇ConsumptionUpgrading:
BasedonthePerspectiveofFoodConsumption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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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odconsumptionupgradingisoneoftheimportantwaystotapthepotentialofruralconＧ
sumption and promote consumption upgrading comprehensively．In the context of rapid
developmentofthedigitaleconomy,itisimportanttoexaminetheeffectofdigitalskillsontheupＧ
gradingoffoodconsumptionoffarmhouseholdstoimprovetheirwelfareandtobettermeetthe
growingneedsofpeopleforabetterlife．Thispapersystematicallyanalyzestheimpactofdigital
skillsontheupgradingoffoodconsumptionoffarmhouseholdsandmechanismsbasedonthedata
oftheChinaRuralRevitalizationSurvey(CRRS)in２０２０．Itisfoundthattheacquisitionofdigital
skillscansignificantlycontributetothefoodconsumptionupgradingoffarmhouseholds．TheheterＧ
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digitalskillshaveamoresignificantpullontheupgradingoffoodconＧ
sumptionamongloweducatedfarmers,olderfarmersandhigherincomefarmers,andthepositive
effectonmeatconsumptionismoresignificant．Themechanismanalysisshowsthatdigitalskills
mainlypromotetheupgradingoffarmers＇foodconsumptionthroughraisingincomelevelandenhanＧ
cinginformationaccess．Therefore,improvingfarmers＇digitalliteracyandskillsandreleasingthe
incomegrowth effectandinformation access effect of digitalskills canimprovefarmers＇
consumptionabilityandwillingness,whichwillencouragetheupgradingofruralresidents＇food
consumptionandcontributetotheoverallupgradingoffarmers＇consumption．
Keywords:DigitalSkills;FoodConsumption;ConsumptionUpgrading;Digital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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