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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农业女性化的趋势下!农产品电商模式和布局优化有助于提升女性劳动的内生

动力和劳动参与绩效"文章基于!"个省份%"!<年至%"%"年!#"$5户农村女性的跟踪数据!构建倾

向得分匹配下的内生扩展双重差分和溢出双重差分模型!验证电商参与对女性劳动绩效的影响

和溢出机制"结果表明#农产品电商参与显著提升了农村女性的劳动收入和占比!对单位时间劳

动报酬影响不显著$农产品电商参与对女性劳动增收存在溢出效应!未参与家庭电商的女性能够

从社会距离适中的参与家庭处获得最大的区域电商模式红利"因此!应借助电商产销优势激励女

性劳动参与!鼓励各类企业针对女性技能优势开发通勤劳动岗位并提高时薪标准!推进农村电商

社会网络特色共享和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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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L言

在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变化过程中&农村男性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规模大于女性!彭代彦和文

乐&%"!$"

+!,

&农村人口结构的女性化趋势明显'但农村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水平不升反降&%"!$年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农村女性劳动力占比<9);_&较%""$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下降了!)9个百分点&兼顾

生产经营和家庭照料成为农村女性的现实需求'一方面&由于城乡发展差距持续存在&进城务工的比较优

势降低了农村家庭中女性成员的农业劳动意愿&促使农村女性将农业生产资料流转或租赁&转而在男性经

济支持下照料家庭或与男性成员共同外出务工%另一方面&当前农业现代化水平下的非规模产销对女性不

够友好&粗放的劳动强度仍制约着女性主持农业种养殖活动&女性决策地位-信贷责任-收入分配的市场性

歧视也较为明显'但得益于工商资本下沉和农产品上行协同发展&农产品电商模式对非规模农户的赋能增

收和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已被市场证明!程欣炜和林乐芬&%"%""

+%,

&促进了各地农业产销结构的迅速

调整&在县域形成三产融合-层次丰富-参与灵活的通勤式有薪劳动市场&将非规模生产下的人力资源和农

业资料有机纳入电商产销链条&有助于#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投入品-技术-装备导入小农户$'随着部分农

业生产区域!特别是农产品优势特色产区"的电商渠道不断优化-农货上行趋于旺盛&女性劳动力是否能

够突破传统的农业参与模式&在生产退出和外出务工的选择之外&更为积极地从事有薪农业劳动并获得收

入增长呢)这是在农业人口女性化的宏观趋势下协同提升要素配置和收入增长两个层面内生动力的重要

议题!%"%!年中央一号文件"'

从劳动参与角度看&ZD,1+-!!4$%"

+#,

将女性有薪劳动决策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孟加拉国和美

国数据均支持该结论!=+/QO., 和 Z18.-2M &̂!45%%GR.&%"!<"

+<3;,

&但我国数据表明配偶收入提升会激励

低收入女性参与有薪劳动!赵婷&%"!4"

+$,

&农村留守女性的个人经济感知与外出务工配偶收入状况无关

!ZR 和 ].//+&%""4"

+9,

'同时&家庭照料制约着女性通勤劳动 !?D.O(,QE:OD2M 等&%"!;%陈璐和范红丽&

%"!$"

+534,

&农村就业市场也对女性在就业机会-收入分配-信贷获取中的独立身份存在歧视!>Q.OS&!44!%袁

超和张东&%"%!"

+!"3!!,

&继而强化家庭内部的性别差异并形成消极的女性劳动支持环境!G.-+&!444%8MR.,N

和 +̀+&%""#"

+!%3!#,

'而从劳动收入角度看&ZD,1+-!!49<"

+!<,

提出著名的收入方程指出教育是影响劳动收入

的核心因素&但教育对农村女性劳动收入的影响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教育能够提升农村女性的市场

参与度!0/(J.和 >Q+(2D&%"!<"

+!;,

&在信贷获取和脱贫增收上具有正收益!陈秋月和董晓林&%"%"%吴洁和

何爱霞&%"%!"

+!$3!9,

%但也有学者指出教育的正收益仅针对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村女性!赵力涛&%""$% .̀SP/(&

%""5"

+!53!4,

&在主观上并不选择与受教育水平相适应的劳动!HS2RQD//(等&%"!#"

+%",

'因此&学界倾向于从能

力不足角度解释农村女性的收入约束!:+,&!444%鹿立&%""!%Z.2M+,N+和 \S1MD-/+̂&%"!;"

+%!3%#,

&农村女性在

贸易参与-信贷获取和社会资源等方面的性别弱势已被国内数据证实!冯其云和朱彤&%"!#%程玲&%"!4%何

军等&%"%""

+%<3%$,

'

农产品电商参与在劳动激励-扶贫增收和赋能效应等方面的影响已被广泛认同&多元电商模式在脱贫

攻坚实践中获得积极推广和检验&但学界也关注到该模式并未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张磊和韩雷&

%"!9"

+%9,

和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平等化!曾亿武等&%"!5"

+%5,

'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女性留守群体为主体的

小农户能否获得可持续的电商模式红利仍须进一步论证&即考察当农村家庭嵌入区域电商环境后&农村女

性是否有机会获得劳动收入提升或从家庭劳动向三产融合的通勤劳动市场释出'通过%"!<年至%"%"年对

!"个省份!#"$5户农村女性的跟踪调查&本文构建倾向得分匹配!Y:Z"下的扩展内生双重差分模型!H[ZE

?@?"和溢出双重差分模型!:[E?@?"解决劳动选择偏误和能力内生性问题&揭示了家庭电商参与能够有

效提升农村女性的整体收入-农业收入和收入占比&并从社会距离角度将模式红利向未直接参与农产品电

商的农村女性溢出&从而证实在有条件的区域推动农产品电商模式发展将提升区域内农村女性的整体劳

动福利'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在控制多元能力内生性的基础上&论证区域电商环境有助于改善农村女性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劳动参与水平和福利水平!特别是农业劳动部门的通勤收入"&改善效应并不局限于直接参与农产品电商

的家庭女性成员&而是通过打破传统规模竞争获得基于电商模式的区域性-集体性产销结构升级&对乡村

振兴背景下建立农产品电商的社会服务网络-优化农产品的上行电商布局提供理论依据'

二# 理论分析

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差距不断缩小&农村女性在家庭生产和劳动结构中的经济地

位日益明显&抵御贫困脆弱性风险的能力和责任增强'从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看&农村青壮年男性仍倾

向于脱离家庭农业劳动&转而流动至本地或外地城镇务工%然而&.农民工监测报告%"%"/指出全国农民工

总量下降!)5_&东部和东北地区降幅达%)5_和#)$_&流动半径进一步缩小&外出女性农民工占比下降

")$_&新冠肺炎疫情引致的城镇就业岗位缩减和流动限制将造成非农收入对农村家庭经济支持的比重下

降'因此&以女性为留守主体的农业生产部门对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农村女性从

家庭劳动中释出并进入有薪劳动市场是农村家庭突破资源禀赋约束-嵌入区域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

的理性选择'

$一% 农产品电商对女性劳动绩效的影响

农产品电商投入较低-参与简便-设备和场所要求少的低门槛性提升了小农户的参与积极性!雷兵和

刘蒙蒙&%"!9"

+%4,

&电商参与下的农户倾向于构建和嵌入农产品全产业链运作模式 !魏晓蓓和王淼&

%"!5"

+#",

&从而促进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和融合!王滢和张瑞东&%"!9"

+#!,

'同时&农产品电商降低了劳动

技能门槛并使小农户有效对接大市场!何宇鹏和武舜臣&%"!4"

+#%,

&有效地缓解了受教育机会和社会资源

获取等方面歧视导致的农村女性劳动参与深度与内生能力不适配问题 !张永丽等&%"!5%龙莹和袁?&

%"!4"

+##3#<,

&从而增加了农村女性在有薪劳动市场的通勤就业机会并提升了其劳动收入'

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结构看&农产品电商正处于农货上行-平台下沉的布局优化和市场扩张阶段'商

务部的.电商兴农报告%"!4/指出&数字化农货上行需求旺盛&大量电商平台机构!如淘宝-拼多多"和非电

商社媒机构!如微信-抖音"为特色农产品提供了创新产销模式&逐步形成了直销与供货!含代加工"结合

的有薪农业劳动部门并衍生出包括代种代采-机具租赁-物流仓储等一系列社会服务'而随着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电商社媒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参与搭建区域特色农产品的电商环境&通勤式有薪劳动岗位增加并

向区域内具有熟练度和忠诚度的女性劳动者倾斜&从而提高了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水平和劳动收入'

具体到家庭层面&电商参与行为在两个方面消除了女性劳动力的内生能力不足(其一&作为一种可传

递的产销模式&家庭农产品电商行为易于模仿和移植'当家庭农业部门缺少青壮-男性等优势劳动力时&留

守女性在贸易参与-信贷获取和社会资源等方面的性别弱势!冯其云和朱彤&%"!#%程玲&%"!4%何军等&

%"%""

+%<3%$,

能够被多元电商服务消除或部分消除&使女性具备主导家庭农业生产的完全能力&并通过电商

服务对农业产销技能门槛的降低!何宇鹏和武舜臣&%"!4"

+#%,

减少女性在家庭自雇劳动中的时间和精力消

耗&转而从家庭中释出并进入通勤式的有薪劳动市场'其二&电商模式为其微观参与者提供了技能学习和

显性认知渠道&参与家庭电商的农村女性易于满足现阶段电商岗位对泛化电商技能的一般性需求'在控制

家庭电商参与倾向和女性个人能力内生性的条件下&作为电商活动参与者-电商产品供给者和电商服务消

费者的农村女性更理解电商产销模式&掌握泛化电商技能&易于以电商服务的供给者身份嵌入区域电商产

业链条&实现劳动绩效的跃升'由此提出假说!(

G!#参与农产品电商显著提升了农村女性的有薪劳动收入"

$二% &参与'收入(模型下的绩效提升机制

在明确家庭电商参与提升了农村女性有薪劳动绩效的基础上&仍须进一步考察影响机制'通过构建女

性劳动的#参与*收入$两阶段模型&可知有薪劳动绩效的提升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电商模式下女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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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参与水平提升&即电商参与家庭女性倾向于从家庭劳动中释出并较非电商参与家庭女性获得更多

的劳动机会&在匹配家庭电商参与倾向的基础上&该结论可被劳动参与模型直接证实%二是农村女性的劳

动技能价值获得认可&使得单位劳动时间的绝对报酬较电商参与前存在明显提升'

已有文献指出网络技能的习得与运用能够降低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曹景林和姜甜&%"%""

+#;,

&

即家庭电商参与有助于推动农村女性向有薪劳动岗位流动'但岗位技能报酬存在双向认知不对称&即劳动

供给方和潜在供给方高估技能门槛和价值&误认为自己具备专业生产技能而应获得技能报酬或尚未达到

技能门槛而拒绝就业&同时劳动需求方不认可或刻意降低技能价值而并未给予相一致的技能报酬'郭凤鸣

和张世伟!%"!5"

+#$,

证实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加大低教育水平农村女性的过度有薪劳动概率&即企业倾向

于增加劳动强度而非提高技能门槛来抵消劳动成本'然而&双向认知不对称环境中的农产品电商企业无法

维持对低水平劳动力的吸收(在农货上行-平台下沉的布局优化和市场扩张阶段&电商企业对劳动者的技

能要求较低&家庭电商参与下的泛化电商能力足以支撑农村女性向有薪劳动岗位流动%但随着电商布局稳

定-模式红利趋弱&电商企业间将从规模竞争转向效率竞争&劳动岗位的细分技能需求凸显&早期从家庭劳

动中释出并进入电商链条的女性劳动者已充分获得岗位技能和经验&从而具备更多的就业和创业选择'由

此提出假说%(

G%#农产品电商参与的增收效应主要来自女性的劳动参与水平提升!而非单位时间劳动报酬提升"

$三% 劳动绩效在农村社会网络中的溢出机制

农村女性群体易于构建紧密而有效的社会网络&个体通过即时学习模仿嵌入群体并分享群体行为经

验和模式&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导致课堂教育对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影响较小的重要原因! .̀SP/(&%""5%0//+,E

VR-N+-等&!454"

+!4&#9,

'农产品电商并非提供显性知识而更倾向于赋能&引导农村女性异质性生产能力!何

可等&%"!<"

+#5,

与同质性电商技术!@8\"适配! +̀(,N等&%"!$"

+#4,

&但文献往往混淆难以改变的内生能力

和可以改变-传递-形成模式的劳动能力&电商赋能对象仅精确到行为人层面'作为产销模式的农产品电商

在降低劳动技能门槛的同时重构了农村社会网络下的劳动能力传递!王金杰等&%"!4"

+<",

&使劳动能力可

以被学习-模仿和标准化%同时电商模式改善了农村女性在家庭农业劳动中的异化&促进劳动能力的多渠

道有效供给!黄俊尧&%"!9%8-DS2(V./等&%"%""

+<!3<%,

'

因此&电商增收效应能够在农村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中有效溢出&形成女性群体间的认知传递和技能

共享机制(一方面&农村女性在熟人社会网络中的身份位置具有相对性&姓氏-位置-信仰-产品-合作-金融

和经历七类关联应被用于构建更为复杂的社会距离测度&以弥补传统研究的亲缘-地缘距离和量纲局限&

细化对个体内生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区分%而另一方面&农村女性的群体差序存在经济层面的绝对性&即先

进而高效的劳动技能或模式极易被认可-模仿和传递&并在区域内形成非中心化的广泛传播'引入电商环

境后&对电商岗位技能门槛和价值的双向认知不对称会造成未参与家庭电商的农村女性缺乏主动嵌入电

商产销链条-从事电商有薪劳动的意识&失去农产品电商扩张阶段的劳动跃升机会%而电商对参与女性的

赋能结果会体现在劳动性质和绩效上&被社会距离较近的未参与女性识别并认可'在控制双层内生能力的

基础上&参与家庭电商的农村女性能够将模式化的劳动能力传递给社会距离较近的未参与家庭女性并提

升其有薪劳动绩效%但考虑到农产品电商并不适合所有农业生产!特别是对具备精品农业-生态农业-休

闲农业设施条件的农户家庭而言"&社会距离对电商增收的溢出效应将呈现非线性特征'由此提出假说#(

G##参与家庭电商的农村女性存在向社会距离较近的未参与女性非线性溢出的电商增收效应"

三# 研究设计与变量描述

$一% 研究设计

根据上述理论框架&研究设计如图!所示(第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Y:Z"构建家庭电商能力反事实框

5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架%第二&基于匹配结果&采用内生扩展双重差分模型!H[ZE?@?"同时控制个体能力和劳动参与决策&考

察电商参与对女性劳动收入的处理效应%第三&构建农村女性社会距离得分量表&采用溢出双重差分模型

!:UD//(T+-E[(VRS2?@?"揭示电商处理效应从电商参与组!处理组"向非参与组!对照组"溢出'

图!&研究设计

G)倾向得分匹配)农产品电商参与行为是家庭共同决策&体现了家庭整体的能力禀赋和模式倾向&因

此控制家庭电商参与倾向有助于清晰地划分农产品电商对农村女性劳动绩效的处理效应&有效地弱化了

家庭差异对女性劳动选择的影响'以未参与过农产品电商的农户家庭为对照组&以当年参与农产品电商的

农户家庭为处理组&假定农户家庭的农产品电商参与决策受家庭特征-经营特征和转型特征三个方面5项

可测指标的影响&对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对<近邻匹配和 HU.,+1M,DC(T核匹配'匹配后&两组农村女性所

在家庭的农产品电商参与倾向接近但参与行为结果相反&即两组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差异来自电商参与

行为的差异'

M)扩展内生双重差分模型)以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控制家庭电商参与内生性后&仍须引入工具变量控制

个体能力&构建农村女性劳动的#参与*收入$两阶段估计&一阶段非线性极大似然概率模型如式!!"&二

阶双重差分段模型如式!%"'其中&?6

*4

为农村女性劳动参与指标&以农村女性总体劳动参与!] Ỳ"-农业

劳动参与!>̀ Y"和非农劳动参与!'̀ Y"#个变量表示&2"@

*4

为" a!二项的农产品电商参与行为&"$(43$%+

*4

为

经济-家庭结构-家庭环境和经历四个方面的控制变量%?A

*4

为参与有薪劳动的农村女性的收入&BCD

*

为一

阶段模型给出的样本农村女性逆米尔斯比率&7*7

*4

为电商参与处理组变量与处理期变量的交互项&

!

%

为模

型的核心待估参数'

6+?6

*4

b!c!2"@

*4

&"$(43$%+

*4

", b

"

!

#

*

d

$

4

d2"@

*4

!

!

d"$(43$%+

*4

%

d

&

*4

" !!"

?A

*4

b

#

*

d

$

4

dBCD

*

'

d7*7

*4

!

%

d"$(43$%+

*4

%

d

&

*4

!%"

N)溢出双重差分法)参考 8/.-C+!%"!9"

+<#,

提出的#处理组*近邻组*对照组$模型&从姓氏-位置-信

仰-产品-合作-金融和经历七类关联构建农村女性社会距离得分量表&对照组样本的得分越高则与处理组

社会距离越近&并按特定带宽划分为多个近邻组'如式!#"所示&将近邻组和处理组均引入双重差分模型%

其中&"%$+2

E

*4

为按最优带宽 # 划分的多个近邻组虚拟变量&E为分组序号&

(

E

为核心待估参数&

(

E

显著且与

!

#

方向一致则处理效应存在溢出'

?A

*4

F

#

*

G

$

4

GBCD

*

'

G7*7

*4

!

#

G

"

"%$+2

E

*4

(

E

G"$(43$%+

*4

%

G

&

*4

!#"

$二% 数据来源

调查数据来自南京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调查!'>?:"'该调查自%"!<年起定点观测全国!"个省份!的

农村家庭经济活动&已取得9个年度的跟踪调查数据'样本筛选标准包含四个方面(第一&仅保留采样周期

内年龄均在!5岁至$;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第二&仅保留从事种植业的农户样本%第三&参考 YD(2-C(JSCD

!!45!"

+<<,

从目标一致性和成员依赖度层面划分家庭的做法&将样本农村女性的丈夫-子女和存在实际抚

赡关系的!双方"父母-!外"祖父母-!外"孙子女等成员纳入家庭范畴&除在外务工的丈夫和子女外&其他

成员均要求与样本农村女性共同居住&同时不拆分统一经济决策的宗亲家庭并剔除单人家庭样本%第四&

4

&第 !" 期 &&程欣炜&岳中刚( 参与农产品电商能够提升农村女性有薪劳动绩效吗)

!

样本省份包括安徽省-广东省-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和浙江省'



将农村女性有薪劳动界定为由样本女性提供并获取来自家庭外部的收入的经济活动&不限定有薪劳动的

频率-场所和报酬形式'最终保留!#"$5户满足条件的农村女性进入实证模型'

$三% 变量选择与描述统计

G)劳动参与变量)以" a!二项的劳动参与虚拟变量!] Ỳ"衡量农村女性在各类有薪劳动中的参与水

平&家务和自雇劳动不从家庭外部获得收入而不计入该口径下的劳动参与%平均<%_的样本农村女性参与

有薪劳动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划分农业劳动! >̀ Y"和非农劳动 ! '̀ Y"可知参与水平分别为%$_和

!5_&以农业生产部门的有薪岗位为主%而近;年非农劳动参与水平增长!;)#_&同期农业劳动参与水平增

长比例为!!)$_&向非农就业领域转移趋势明显'同时&引入周均劳动小时数!] \̀"衡量农村女性的有薪

劳动参与水平并作为时薪变量!UM] @̀"的计算基础%近;年全样本的周均劳动时间从!!)#4小时增至!#)!4

小时&但逐年剔除未参与有薪劳动样本后并未出现类似增长'

M)劳动收入变量)以精确到;"元的劳动收入变量!] @̀"衡量农村女性各类有薪劳动绩效&女性决策下

的投资收益纳入个人收入范畴%全样本女性月均劳动收入仅;$")"$元&参与样本!%4!)59元&说明女性仍以

参与临时-零散劳动为主&劳动市场中的性别角色定位与农业女性化趋势存在结构性矛盾'由于参与有薪

劳动的样本女性均通过农业劳动获得一定比例收入&因此仅考察其农业劳动收入! >̀ @"%全样本月均农业

劳动收入为<9<)#4元&参与样本!"4<)%;元&即农业劳动部门是女性劳动收入的主要来源'对投资收入

!]@@"的考察显示&当前仅!%)5#_的农村女性存在个人决策的投资行为&全样本平均投资收入为#!)4;

元%但参与样本平均投资收入达%<4)!$元&女性将闲置资金用于投资的认知和行为对其收入增长具有积极

意义'作为稳健性检验&样本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被用于衡量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

全样本女性劳动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_&参与样本可达四分之一&但近;年女性收入占比从%9)5"_

持续下降到%#)"$_&家庭男性成员劳动收入和整体资产性收入占比的增长速度超过女性成员&农村女性

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不升反降'

N)家庭电商参与决策变量)为统一直接和间接电商增收效应的检验机制&家庭农产品电商决策以" a!

二项的电商参与虚拟变量!H8Y"确定并从三个方面进行界定(第一&该变量衡量女性所在家庭的农产品电

商参与水平&即以网络直销和电商机构供货!含代加工"为主要形式的数字化农货上行%第二&非农电商参

与-农业资料或工业品电商采购均不计入家庭电商参与行为%第三&非样本女性的家庭成员参与电商活动

计入家庭电商参与行为&同时问卷记录女性直接电商参与行为&但未纳入实证模型'根据上述界定和细化&

家庭电商平均参与比例为!#)<5_&并从%"!<年的")$%_增至%"%"年的%5)"%_&电子商务平台和技术向农

村下沉的行政推动效应明显%但女性成员直接参与电商活动的比重仍较低&从%"!<年的")!!_!占农产品

电商参与家庭的!9)9<_"缓慢上涨到%"%"年的;)!#_!占农产品电商参与家庭的!5)#"_"&男性成员仍

是家庭电商活动的主导者'调查显示&%"!9年后样本家庭的电商直销比例在#"_至4"_&平均直销比例从

%"!9年的;$)#"_增到%"%"年的$$)%9_&各类社媒软件的兴起为农户提供了直销推广渠道和支付便利&激

励农户通过加工包装实现初级农产品的增值销售'

O)控制变量#工具变量和匹配变量)模型引入经济因素-家庭结构-家庭环境和经历因素四个方面的控

制变量&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解决女性个体能力和家庭能力的双层内生性问题(一是参考

WR21M+-和 8.S+!!44<"

+<;,

- D̀和 R̀(!%""<"

+<$,

测算女性教育回报率的工具变量选取&认为农村女性代际

获取和运用家庭资源便利被男性挤出&因此兄弟姐妹数量 !W:'"-是否远嫁 !Z0e"和母亲教育水平

!ZH?"仅通过女性自身受教育水平影响劳动绩效&#项指标前定于生产决策和教育获取&与女性个体能力

无关%二是参考朱诗娥等!%"!5"

+<9,

-高晶晶等!%"!4"

+<5,

-程欣炜和林乐芬!%"%""

+%,

的指标界定&从家庭

特征-经营特征和转型特征三个层面确定影响农户家庭电商参与的可测变量'变量解释与描述统计如表!

所示&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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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变量解释与描述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劳动参与

女性劳动参与 ] Ỳ " b未参与有薪劳动%! b参与有薪劳动 ")<% ")<4 " !

农业劳动参与 >̀ Y " b未参与农业有薪劳动%! b参与农业有薪劳动 ")%$ ")<< " !

非农劳动参与 '̀ Y " b未参与非农有薪劳动%! b参与非农有薪劳动 ")!5 ")#4 " !

每周劳动时间 ] \̀ 周均劳动时间#小时$ !%)#! !;)55 " ;#

劳动收入

女性劳动收入 ] @̀ 月均劳动收入#元$ ;$")"$ 99$)"% " <$""

农业劳动收入 >̀ @ 月均农业劳动收入#元$ <9<)#4 $9$)#; " <#;"

女性投资收入 ]@@ 月均投资收入#元$ #!)4; !"#)!! " !;""

女性收入占比 =@[ 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 ")!; " ")5!

核心解释变量

农产品电商参与 H8Y " b当年未参与农产品电商%! b当年参与农产品电商 ")!# ")#< " !

控制变量

经济因素
其他成员收入 0Z@ 家庭其他成员总收入#元$ #45%)<%!499);< ;"" !5;""

饮食药品支出 =ZY 家庭饮食和药品消费支出#元$ %"<;)%#!"49)"9 %"" !""""

家庭结构
未成年数量 =8' 未成年家庭成员数量#个$ !)!< !)"< " ;

成年非劳动力 >'̀ 不参与生产劳动的家庭成年成员数量#个$ ")94 !)!$ " $

家庭环境
婚姻状况 Z>[ " b已婚#含丧偶$%! b未婚#含离异$ ")4$ ")%" " !

家庭支持水平 =:` ! b不支持女性劳动参与%% b一般%# b支持 !);" ")9" ! #

经历因素
受教育水平 H?K 接受课堂教育年限#年$ 5)%$ %)## " !#

非农工作经历 '̀ ] 参与非农工作年限#年$ %)"" %)#< " !!

工具变量

兄弟姐妹数量 W:' 直系兄弟姐妹数量#个$ !);4 ")9" " ;

远嫁 Z0e " b未出嫁或同村婚嫁%! b跨村婚嫁 ")"; ")%% " !

母亲教育水平 ZH? 母亲接受课堂教育年限#年$ <)"4 !);< " !"

匹配变量

家庭特征
农业劳动人数 >Y' 参与农业劳动的家庭成年成员数量#个$ #)#4 !)%9 ! 4

家庭社会资本 =:@ " b无家庭成员任村干部%! b有家庭成员任村干部 ")"; ")%# " !

经营特征

农地细碎程度 :̀? !""_减去农地面积平方和与总种植面积平方的比重 ")"; ")!! " ")9"

受灾补偿情况 Ỳ8 农业保险赔偿额占受灾损失额比重#_$ ")9$ ")## " !

生产投入水平 >@̀ 年均亩均生产经营投入金额#元$ !4<9)99 #"<);9 4"" %4""

转型特征

非农电商行为 '>H ! b无接触%% b偶尔接触%# b经常接触 !);" ")$9 ! #

订单农业比重 8=[ 订单收入占农业总收入比重#_$ ")!; ")!< " ")5;

初级加工深度 YYZ 初加工产品收入占农业总收入比重#_$ ")<" ")#% " !

&&数据说明&根据%"!<年至%"%"年!#"$5户农村女性调查数据整理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电商参与倾向匹配结果

从描述统计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农村电商参与水平和女性劳动收入均明显提升&但家庭电商参与和

女性劳动参与均受到家庭产销能力影响&共因造成的内生性决定了简单认为农产品电商参与行为提升了

农村女性的劳动绩效并不正确'因此&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并从家庭特征-经营特征和转型特征三个方面确

定影响家庭电商参与的可测变量可消除由家庭禀赋和选择造成的估计偏误'由于农户家庭参与农产品电

商的起始年份并不相同&少量出现电商参与中断现象&须逐年计算电商参与倾向得分并对比近邻匹配!!

对<"和核匹配!矩形核"结果'采用%种方法对%"!<年至%"%"年样本进行匹配后&标准偏误绝对值在合理范

围内&匹配结果可用于建立反事实框架'限于篇幅&表%和图%仅展示%"!<年近邻匹配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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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农产品电商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年%

可测变量
匹配前均值 匹配后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偏差 4值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偏误 4值

>Y' 3");9" ")""<

3$!)!

###

3;)!; 3");;9 3");%4 3%)4 3")%%

=:@ #)#!! 3")"%$

%#<)4

###

#!)#5 #)%54 #)%54 ")" ")""

:̀? ")#4< 3")""4

<%)5

###

#)$< ")<"; ");% 3!%)# 3")5!

Ỳ8 ")#95 3")"%#

<<)!

###

#);9 ")#9" ")#;% %)" ")!<

>@̀ ")$%! 3")"!#

9#)4

###

;)9! ")$"< ");;9 ;)< ")<!

'>H ")<95 3")%%4

$$)$

###

9)#; ")<;% ");9! 3!!)! 3")$%

8=[ ")45# 3")""4

4")5

###

5)4; ")49; !)"$< 35)% 3")<5

YYZ 3")%!4 3")<;%

#<)%

###

#)<# 3")%!# 3")%!< ")! ")"!

&&数据说明&根据%"!<年!#"$5户农村女性调查数据整理'表中展示!对<近邻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限于篇幅"%"!;年至

%"%"年平衡性检验结果未在文中展示%

#

(

##

(

###分别表示系数在!"_(;_(!_水平显著

图%&农产品电商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图示$%"!<年%

为说明匹配的有效性&表#给出农村女性电商参与的处理效应'在消除农村女性所在的家庭能力和禀

赋内生性后&农产品电商对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而稳定的积极引导机制(第一&%"!;年后家庭电

商参与稳定提升女性成员的有薪劳动参与水平&处理效应均为正且在!_水平下显著&近邻匹配和核匹配

结果非常接近&说明处理效应具有稳健性&未出现区域内农产品电商环境的形成和完善导致直接参与的提

升作用下降%第二&在电商下沉早期&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电商参与具有较强的行为关联&家庭禀赋对两者

均具有积极影响%消除处理组和对照组家庭产销模式的选择差异后&%"!<年参与农产品电商的家庭女性劳

动参与水平并不显著高于未参加家庭'

表#&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的电商处理效应

匹配方式 结果变量 %"!< %"!; %"!$ %"!9 %"!5 %"!4 %"%"

近邻匹配

#'b<$

] Ỳ

>̀ Y

'̀ Y

")"9#

")!%5

###

")!!4

###

")!"9

###

")!%9

###

")!!4

###

")!%9

###

#")45$$ ##);;$$ #<)4;5$ #;)"4;$ #$)$5<$ #$)$!!$ #9)";$$

3")""$

")"54

###

")"$9

###

")"<9

###

")"55

###

")"$<

###

")"49

###

#")"59$ #%)$!5$ ##)!4"$ #%)<9<$ #;);""$ #<)"""$ #$)"$#$

")"4;

#

")"$"

###

")";%

###

")"$5

###

")"<9

###

")"9!

###

")"<%

###

#!)<#4$ #%)"$4$ #%)9#9$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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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匹配方式 结果变量 %"!< %"!; %"!$ %"!9 %"!5 %"!4 %"%"

核匹配

#HU.,+1M,DC(T$

] Ỳ

>̀ Y

'̀ Y

")"$4

")!%9

###

")!%4

###

")!!%

###

")!#!

###

")!!9

###

")!%$

###

#")45$$ ##)5<5$ #;)5$<$ #;)54;$ #9)9"$$ #9)#!#$ #5)<""$

")""$

")"54

###

")"$4

###

")"<9

###

")"49

###

")"$5

###

")"55

###

#")"4%$ #%)59!$ ##)<;"$ #%)9$;$ #$)<$9$ #<)5;9$ #$)%5$$

")"4"

#

")";4

###

")";$

###

")"9"

###

")"<#

###

")"$%

###

")";"

###

#!)<;%$ #%)!5;$ ##)!!!$ #<)$$9$ ##)#"5$ #;)!$9$ #<)!$9$

&&数据说明&根据%"!<年至%"%"年!#"$5户农村女性调查数据整理'表中展示!对<近邻匹配和基于 HU.,+1M,DC(T核的核匹

配结果"不同匹配方式下处理效应差异较小%

#

(

##

(

###分别表示系数在!"_(;_(!_水平显著

$二% 内生扩展模型结果

在可测变量上的倾向得分匹配消除了参与家庭!处理组"和未参与家庭!对照组"的电商参与倾向差

异&可视为对家庭能力的随机划分'进一步地&以女性劳动收入为因变量&采用内生扩展双重差分模型控制

个体能力内生性和劳动参与选择偏误&可得到电商参与行为对女性劳动收入的处理效应&详见表<'模型!

中电商处理效应!432-4f4"为")5"5且在;_水平下显著&说明消除电商参与前的个体平行差异后&电商行

为仍表现出对女性劳动收入的正向影响&农产品电商带来了新的产销模式和劳动机会&提供了更多的收入

渠道&增强了女性劳动力的产销技能适配水平&假说!成立'但在以劳动时薪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电商处理

效应并不显著&即农产品电商参与提升女性劳动收入的机制在于新的电商业态增加了女性的劳动参与和

劳动时长&并未提升该群体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说明电商创新业态促进女性从家务劳动和自雇劳动中释

出&并以#降低技能门槛$而非#增强技能价值$的方式吸引女性参与有薪劳动&当前女性电商增收以牺牲

其他形式的劳动和休闲时长为代价&假说%成立'由于照料子女和老人等家庭活动限制了留守女性对有薪

劳动形式的选择&该群体在区域劳动参与中较男性更加具备低门槛-低收入限制的熟练度和忠诚度&因此

农产品电商对参与者的技能剥削反而使女性在农业劳动市场上更具性别优势'

进一步划分收入来源&以农业收入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电商处理效应为")9%$且在!"_水平下显著'

农产品电商拓展了女性现有技能下的收益渠道&将原有分散型-非规模农业生产逐步过渡到以区域电商供

应链为核心的产销嵌入模式'由于非农就业弱化了村内人际交往的生产圈基础和刺激性活动 !冯川&

%"%!"

+<4,

&不利于考察电商环境影响&因此调查仅针对存在实际农业生产活动的家庭%同时模型!和模型#

具有一致的样本量&说明女性劳动收入仍以农业部门收入为主&非农劳动以兼业形式存在'以女性投资收

入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电商的处理效应并不显著(虽然电商加速赊销回款并提升供应链金融便利&但家庭

农业生产投入尚未饱和&农户仍将资金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即农产品电商并未将小农户挤出农业生产领

域&反而为该群体提供了规模嵌入-持续生计的电商方案'将以投资为主的家庭决策权作为反映农村女性

家庭经济地位的代理变量!周易等&%"!;"

+;",

可以看出&农产品电商在增加女性收入的同时&并未显著提升

其家庭经济地位%女性缺乏对家庭生计模式转型升级和自身劳动参与的决定权&可能与电商市场中女性单

位劳动的低价值性有关'

以女性收入占比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电商处理效应为")%<%且在;_水平下显著&说明电商参与对消

除劳动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具有重要作用&使农村女性以独立的劳动主体身份!而非男性劳动力的附庸或

替代"获得有薪劳动机会&对推动农业女性化下的产销模式创新具有长远意义'但模型;中的家庭收入规

模!0Z@"系数在!_水平下显著&而对女性劳动收入和农业劳动收入均无显著影响&说明小农户家庭中女

性劳动力在区域电商环境中获得了与规模农户家庭中女性劳动力相近的劳动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规

模农户家庭中男性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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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农村女性劳动收入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 @̀ UM] @̀ >̀ @ ]@@ =@[

2-+.2f2

")5"5

##

3");5!

")9%$

#

35)"$4

")%<%

##

#%)!"<$ # 3!);!$$ #!)54%$ # 3")45;$ #%)!"<$

0Z@

3")##!

")<#%

#

3")%49 ;);#<

")955

###

# 3!)#$%$ #!)954$ # 3!)%%#$ #!)"!#$ #!")5$%$

=ZY

")#!%

3")#;"

#

")%5# 3<)<%$ ")"4#

#!);"$$ # 3!)9""$ #!)#$;$ # 3!)""#$ #!);"$$

=8'

3")%<$

")%$5

#

3")%%! #);#< 3")"9<

# 3!);";$ #!)$;"$ # 3!)#;<$ #!)"!$$ # 3!);";$

>'̀

")";!

3")"5<

##

")"<< 3")$9; ")"!;

#!)#5!$ # 3%)%45$ #!)!4<$ # 3")494$ #!)#5!$

Z>[

3")"5

")%%$

###

3")"9% %)"#% 3")"%<

# 3")4<%$ #%)$5!$ # 3")5;!$ #!)"#<$ # 3")4<%$

=:`

")<%5

##

3")";5

")#4"

##

3#)$$9

")!%5

##

#%)<4<$ # 3")#<%$ #%)%9%$ # 3")459$ #%)<4<$

H?K

");4< 3")$4; ");%4 35)9% ")!99

#!)#$"$ # 3!)$"%$ #!)%!%$ # 3!)"!9$ #!)#$"$

'̀ ]

")%<"

###

")";$

")%!4

###

3!)"4<

")"9%

###

##);!"$ #")5%%$ ##)%"$$ # 3")4"5$ ##);!"$

常数项
3%)"< %)";4 3!)5%# 9;)% 3")<;%

# 3!)<9"$ 3!)<4# # 3!)#!#$ #!)"!$$ # 3!)"4"$

样本量 !;<!5 !;<!5 !;<!5 <;$" !;<!5

&&数据说明&根据%"!<年至%"%"年!#"$5户农村女性调查数据整理'表中样本量为参与相应类别有薪劳动#二阶段模型$

的样本数量'农村女性劳动时薪 # UM] @̀$由女性月均劳动收入 #] @̀$除以 <倍的女性周均劳动时间 #] \̀$计算得

出%

#

(

##

(

###分别表示系数!"_(;_(!_水平显著

$三% 稳健性检验

G)安慰剂检验)以家庭首次参与农产品电商的年份作为处理期锚点年份&以锚点年份滞后或前移!期

的假想处理期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相乘作为处理效应项%假想的处理效应不存在则证实农产品电

商对女性劳动收入的正向处理效应较为稳健'表;中&模型$至模型!!中电商处理效应均未通过!"_水平下

的显著性检验&即滞后一期和前移一期的电商参与对女性劳动收入-农业劳动收入和劳动收入占比的假想

处理效应均不存在&表明农产品电商提升农村女性劳动收入的处理效应较为可信'

表;&安慰剂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模型9 模型5 模型4 模型!" 模型!!

] @̀ ] @̀ >̀ @ >̀ @ =@[ =@[

2-+.2f2

3")"%# ")""! 3")"55 ")#%% 3")"%$ ")!"%

# 3!)%;;$ #")";<$ # 3")9$<$ #!)#45$ # 3")9<5$ #!)<4%$

处理期调整方向 滞后一期 前移一期 滞后一期 前移一期 滞后一期 前移一期

包含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使用工具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数据说明&根据%"!<年至%"%"年!#"$5户农村女性调查数据整理

M)平行趋势检验)以锚点年份前!年为基准&验证锚点前<年-锚点当年和锚点后#年的相对年份虚拟变

量和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交互项系数和置信区间如图#所示'锚点当年的交互项系数在;_水平

下显著&此后#年的交互项系数在!_水平下显著&说明农产品电商对农村女性收入的处理效应具有长期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性%而锚点年份前的交互项系数均未通过!"_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女性收入模型中的处理效应

确实来自家庭电商参与行为'图#仅展示农村女性劳动收入模型的检验结果&农业劳动收入模型和收入占

比模型的检验结果类似'

图#&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图示

N)产品异质性分析)根据.农产品分类与代码/ !'6A\#!99 3%"!5"对种植业产品的细分&表$展示了

粮食及其副产品等4个产品类别下农产品电商对女性劳动收入的处理效应'模型!%至模型%"中的电商处理

效应均显著为正&说明电商增收效应在各种植业细分下均稳健存在%生产的季节性越强&产品的同质性越

高&非规模农户在该类产品市场中的议价权就越小&农产品电商对女性劳动力的收入提升效应就越明显'

表$&划分种植产品的农村女性劳动收入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9 模型!5 模型!4 模型%"

粮食及其

副产品

蔬菜及其

副产品

油料及其

副产品
果品

食用菌

及其制品

纺织用

植物原料

饲用和

绿肥植物

观赏

植物

饮料作

物产品

2-+.2f2

!)9%"

###

!);";

##

%)<<$

###

!)"%!

##

!);!;

#

!)!#%

##

!)<$4

#

%)##!

#

%)$5<

##

#%)49!$ #%)%#!$ #%)$$9$ #%)<%<$ #!)5<<$ #%)"<#$ #!)9$<$ #!)$$%$ #%)!<%$

控制变量 包含

样本量 45<" $;#% ;4<4 ;5%$ #$!# ###; %$;$ !9$! #"$

&&数据说明&根据%"!<年至%"%"年!#"$5户农村女性调查数据整理'表中样本量为参与生产相应农产品品种的有薪劳动

#二阶段模型$的样本数量"农产品品种划分参照 '6A\#!993%"!5

$四% 电商增收的溢出效应

社会距离最早被用于衡量阶级差异&后被泛化为社会关系主体间的相互接纳水平和情感亲密程度

!W(N.-QRS&!4%;%*(-Q(,&!445"

+;!3;%,

并据此构建社会交往量表!王桂新和武俊奎&%"!!"

+;#,

'社会距离得分

量表包含9类%<项指标!总分%$分"&得分越高说明社会距离越近'具体步骤和指标如下(第一&处理组与自

身社会距离得分为正无穷&对照组与处理组社会距离为对照组样本与处理组中所有样本社会距离得分的

最大值'第二&当不存在处理组样本与某对照组样本同村时&该组样本与处理组社会距离得分为"'第三&从

姓氏-位置-信仰-产品-合作-金融和经历七类关联构建社会距离得分量表&其中&姓氏关联包含与对方夫

妻一方为直系亲属-本人与对方夫妻一方同姓-丈夫与对方夫妻一方同姓-村内大姓-同组;项%位置关联包

含农地接壤-相距!公里内-相距;公里内-居住地相距!公里内<项%信仰关联包含同为中共党员-同民主党

派-同宗教信仰#项%产品关联包含生产相同产品-生产相同品种-生产相同初级加工品#项%合作关联包含

进入同一合作社!不限合作社类型"-使用同一品牌-接受同一农技培训!不限同期"#项%金融关联包含借

贷关系-担保关系-互保借款关系#项%经历关联包含本人或丈夫与对方夫妻一方为相隔不超过!届的同学-

子女与对方子女为相隔不超过!届的同学-同年外出同地务工!精确到城市且不含本镇"#项'直系亲属-中

共党员和同合作社#项计%分&其余项计!分'

;!

&第 !" 期 &&程欣炜&岳中刚( 参与农产品电商能够提升农村女性有薪劳动绩效吗)



表9&农产品电商增收溢出效应模型结果

社会距离

得分区间

模型%! 模型%% 模型%#

] @̀ >̀ @ =@[

#!9"%")

!)#%9

###

!)<9#

###

")9$%

###

#5)$"#$ #5)9%<$ #!$)#%"$

#!<"!9)

!)<$4

###

!)#4;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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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 !;<!5 !;<!5 #;;$<

&&数据说明&根据%"!<年至%"%"年!#"$5户农村女性调查

数据整理

&&溢出稳健双重差分! :UD//(T+-E[(VRS2?@?"结

果如表9所示'模型%!基于 [Z:H确定以<分为最

优带宽将社会距离得分划分为;个区间&每个区间

的近邻样本处理效应均为正且在!_水平下显著'

电商增收的溢出效应与模型!中电商处理效应方

向一致&说明电商增收效应向社会距离较近的对

照组女性溢出&假说#成立'一方面&农产品电商在

区域性-集体性-规模性调整的基础上影响电商环

境中的所有生产者&社会距离越近则获得电商红

利溢出的效应越大&即电商参与行为具有引导性

和辐射性&区域内不具备电商参与条件或未达到

产销标准的小农户也能从电商业态创新中获得收

入提升'因此&农产品电商对农业产销的影响不局

限于结构调整&而是打破了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机

制下农户零和博弈的规模竞争局面&使农业生产

成为小农户!特别是女性劳动力"重要的有薪劳

动领域&丰富了农村家庭在非农劳动外的其他就

业选择&从而切实地提升了农户嵌入区域电商环

境的收入能力和增收空间'另一方面&电商参与对

女性的增收效应并不随社会距离缩短而线性溢

出&模型%!各得分段系数显示&社会距离得分在!!

分至!<分!含"时溢出效应最为明显'当社会距离得分低于!<分时&电商增收的溢出效应随社会距离递减'

处理组对近邻组存在明显的示范效应&区域电商环境中的农村女性仍须通过显性的电商认知传递增强劳

动嵌入和收入提升能力%而当两个家庭的社会距离较近却形成不同的电商参与决策&即近邻组农户的电商

认知不支持其做出参与电商决策时&显性的渠道认知差异将引致家庭中女性劳动力嵌入电商劳动环境的

意愿和模式差异&溢出效应的随机性增加'对农业收入! >̀ @"和女性收入占比!=@["的溢出稳健双重差分

存在类似结果'

$五% 对实证结果的讨论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除大豆外的主要粮食和经济作物广泛出现低水平过剩&农户在承担滞销损失的同

时&也缺乏加工增值的集约条件&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农产品电商等模式创新并不能带来产业收益规模的扩

大&只是特定规模下的内部分配结构变化'这一观点忽略了当前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趋势和女性化趋

势&跟踪调查证实了家庭电商参与有助于提升农村女性的劳动绩效'

第一&农产品电商激发了农村女性劳动的内生动力&其本质是扩大了留守群体的劳动范畴&从而提升

了区域整体产业的收益规模'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农村男性劳动力进城务工&增加了农村女性的家庭照料需

求并制约其劳动选择!王弘钰等&%"!#"

+;<,

%但电商机构和社媒平台向产地下沉使女性劳动力得以从家庭

照料和自雇劳动中释出&转而在本地通勤劳动岗位从事技能服务工作&兼顾家庭和岗位需求&与周春芳

!%"!%"

+;;,

针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行为的调查结论相一致'经过电商模式的布局优化&#人*地*技$三位

一体的农业资料被整合进入电商产业链&家庭电商参与是该群体了解-信任和嵌入电商链条的微观路径&

农村女性需要先成为电商产品的供给者和电商服务的消费者&才能激发其区域电商劳动的内生动力并最

终成为脱离家庭生产的电商服务供给者'

第二&在何宇鹏和武舜臣!%"!4"

+#%,

提出农产品电商降低劳动技能门槛的基础上&农村女性电商增收

的阶段性技能认知不对称被进一步证实'当前农产品电商下沉仍处于布局和扩张阶段&对低水平劳动力的

需求旺盛&电商劳动岗位的大量出现吸引了缺乏劳动技能的留守女性就业&该结论被淘宝村产业聚集现象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所证实!张宸和周耿&%"!4"

+;$,

%但实证结果表明家庭电商参与并不能提升女性劳动的单位时间价值'从技

能双向认知的角度看&家庭电商参与提升了农村女性对电商劳动技能门槛的显性认知&即该群体在劳动选

择时普遍认可电商岗位存在技能门槛&从而影响其劳动参与水平%而在农村女性能够接受以技能报酬损失

作为留守劳动代价的现阶段&电商企业并未形成与农村女性一致的岗位技能需求预期&但随着电商下沉布

局稳定-低水平岗位饱和&女性劳动者的技能报酬将与家庭生产和电商经验关联'

第三&农产品电商环境不仅增加了电商参与者的劳动绩效&也借助农村社会网络向区域内的其他劳动

者辐射&从而扩大了区域内全体农村女性的劳动福利'康晨等!%"%!"

+;9,

证实父辈经济和时间支持对农村

女性劳动参与和工资收入的提升作用均较弱&但实证研究表明女性劳动者善于在更为广泛的农村熟人社

会网络中进行信息传递和技能学习&从而在有限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外拓展产销合作和劳动经历等联结&以

弥补张永丽等!%"!5"

+##,

-6R 和 8RD!%"!4"

+#<,

所提出因教育机会和社会资源缺乏而导致的能力不足'因

此&在区域电商环境下&参与家庭电商活动的农村女性能够有效地带动未参与家庭电商的其他女性&激发

其从家庭照料和自雇劳动中释出&通过对劳动岗位技能需求的甄别&提炼出女性劳动者在销售-加工-质检

和货运等电商部门的技能优势&反向引导农村女性所在家庭嵌入区域电商合作&从劳动质效跃升角度推动

电商产业示范和区域共同富裕'

五# 结论与启示

基于!"个省份%"!<年至%"%"年!#"$5户农村女性跟踪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内生扩展模型控制女性个体

能力-家庭电商倾向和劳动参与选择&验证农产品电商对农村女性劳动绩效的影响和溢出机制'结果表明(

第一&农村女性劳动参与水平逐年递增&向非农部门转移趋势明显&但仍以参与临时-零散劳动为主%第二&

家庭电商参与比重上涨较快&但女性直接参与比重增长缓慢&男性仍主导家庭电商活动%第三&家庭电商参

与显著提升了农村女性劳动收入-农业收入和收入占比&但对劳动时薪和投资收入的影响未获验证&结论

通过安慰剂检验和平行趋势检验并在各类种植业农户样本中均有效%第四&农产品电商对女性劳动增收存

在溢出效应&未参与家庭电商的女性能够从社会距离适中的参与家庭处获得最大的区域电商模式红利'

因此&优化农产品电商布局&协同提升农村女性劳动绩效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深化电商引导下

的三产融合发展&鼓励女性所在家庭嵌入区域电商产销链条&通过组织化合作-标准化订单和流量化服务

降低女性自雇劳动强度&促进女性从家庭中释出并参与有薪劳动%第二&充分利用电商模式的低门槛性和

多层次性&鼓励电商机构-社媒平台-园区和合作社开发针对女性的通勤式劳动岗位&提供基于合同约定的

长期-稳定的就业机会&建立和完善多样化-多主体-跨规模的农产品电商合作模式%第三&优化农产品电商

上行人才布局&突出女性在销售-加工-质检和货运等生产服务领域的技能优势&消除相关岗位用工和付薪

上的性别歧视&实现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同工同酬&提高专业技能岗位上的女性时薪标准%第四&在尊重区域

内农户产销模式选择的基础上&推进农村熟人社会网络良性化发展&鼓励#一村一品$#出村进城$#特色农

产品$跨模式合作&形成一批区域公用品牌-特色产品和共享服务&赋能农村女性劳动力有机衔接现代农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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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UQ.2++7,)[R-./:(1D(/(N̂&!454&;<!<"(!93%5)

5!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5,何可&张俊飚&丰军辉)自我雇佣型农村妇女的农业技术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农业废弃物基质产业技术

为例+7,)中国农村观察&%"!<!<"(5<34<)

+#4, H̀0'*8&Y>':&'H]H̀`:&+2./)\M++O+-N+,1+(FS+/FE(-N.,DPD,N+E1(OO+-1++1(ŜS2+OSD, -+O(2+TD//.N+S(F8MD,.(.

2./+(FQDND2./+OU(J+-O+,2F(--R-./Q+T+/(UO+,2+7,)Z@: hR.-2+-/̂&%"!$&<"!%"(<9;3<5<)

+<",王金杰&牟韶红&盛玉雪)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村居民创业吗) ***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7,)经济与管理研究&%"!4!%"(

4;3!!")

+<!,黄俊尧)电商介入与农村服务供给***基于合作治理视角的模式创新+7,)北京行政学院学报&%"!9!$"(%53#<)

+<%,8[@:\0W>̀ H&Z0'\H*K\E:>̀ >̀6&=H[[H[E[0:H̀`W&+2./)[R-./1((U+-.2DT+SD, 2M+QDND2./.N+(., .,./̂SDS(F2M+

@,2+-,+2U-+S+,1+.,Q Q+N-++(FO.2R-D2̂(F.N-DEF((Q 1((U+-.2DT+SX+E1(OO+-1++7,)7(R-,./(F[R-./:2RQD+S&%"%"&9<!%"(;;3$$)

+<#,8̀ >[jH?)HS2DO.2D,NQDFF+-+,1+ED,EQDFF+-+,1+SD, 2M+U-+S+,1+(FSUD//(T+-S+7,)ZR,D1M Y+-S(,./[+YH1>1MD+T+Y.U+-S&

%"!9(!3;!)

+<<,Y@0\[j0]:j@8)](O+,XSB(VS.,Q F.OD/̂.QBRS2O+,2+7,)7(R-,./(F=.OD/̂@SSR+S&!45!&%!%"(!%$3!<9)

+<;,WK\8GH[j&8>:H>)\M++FF+12(FSDV/D,NS+i1(OU(SD2D(, (, J(O+,XS+QR1.2D(, .,Q +.-,D,NS+7,)\M+hR.-2+-/̂7(R-,./(F

H1(,(OD1S&!44<&!"4!#"(;#!3;$#)

+<$, @̀G& K̀06)[+U(-2D,N+--(-S&.VD/D2̂M+2+-(N+,+D2̂&.,Q -+2R-,S2(S1M((/D,ND, 8MD,.+7,)Y.1DFD1H1(,(OD1[+TD+J&%""<&4

!#"(!4!3%"9)

+<9,朱诗娥&杨汝岱&吴比)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45$*%"!9 年+7,)管理世界&%"!5!!""($#39%)

+<5,高晶晶&彭超&史清华)中国化肥高用量与小农户的施肥行为研究***基于 !44;*%"!$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

发现+7,)管理世界&%"!4!!""(!%"3!#%)

+<4,冯川)非农就业模式与中国农村社会交往#负担$的区域差异***基于湖南省常德市 *村与 \村的比较分析+7,)南京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周易&李建军&杨丹)女性劳动者家庭地位研究***基于有机农业的考察+7,)北京社会科学&%"!;!!!"(!53%#)

+;!,W0*>[?K: H)Z+.SR-D,NS(1D./QDS2.,1++7,)7(R-,./(F>UU/D+Q :(1D(/(N̂&!4%;&4!%"(%443#"5)

+;%,*0[?0'Z)>QD12D(,.-̂(FS(1D(/(N̂+Z,)'+J6(-C(0iF(-Q Y-+SS&!445(!%43!#")

+;#,王桂新&武俊奎)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7,)社会学研究&%"!!!%"(%53<9&

%<#)

+;<,王弘钰&崔宏静&周宏)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7,)人口学刊&%"!#!$"(9"395)

+;;,周春芳)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性别差异分析+7,)农业经济问题&%"!%!#"(<#

3<4&!!!)

+;$,张宸&周耿)淘宝村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机制研究+7,)农业经济问题&%"!4!<"(!"53!!9)

+;9,康晨&张宗利&徐志刚)代际支持-女性劳动供给与中国性别工资差异收敛***基于性别分工的视

角+7,)财经研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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