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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农村信息化背景构建我国农户信息技术接受模型，并利用 LISREL8.7软件对模型进行路径分

析与假设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户行为影响其对农村信息技术的接受和采纳。具体包括：①农户对技术

使用的自信度不仅影响农户对技术的有用感知和易用感知，还直接影响农户的技术使用意向；②农户获利

感知、耕作土地面积是影响农户技术使用意向的最主要因素；③有用感知通过获利感知间接地影响技术使

用意向，易用感知对技术使用意向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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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村信息化是通过利用计算机硬件、软件和通信技术

对农业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处理、分析研究，提供信息产

品的过程，包括农村行业信息化、农村行政管理信息化、

农村生活消费信息化和农村社会资源管理信息化等内容，

涉及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市场流通、农村资源环境

管理等领域。农村信息化建设对于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

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 

农村信息化的重点是为农户提供网络信息服务，因此

农户对农村信息技术的接受和采纳就成为关系到农村地区

最终能否真正应用信息技术的关键。国外早在上世纪 90年

代便开始了相关研究［1］，而我国学术界有关农村信息化的

研究则多集中于农村信息化技术实现途径、现状分析、发

展模式及水平的比较与评价等内容，几乎不涉及农户技术

接受行为［2］。本文以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为理论基础，借鉴相关领域农户行为研究的成

果，构建了我国农户行为与信息技术接受的关系模型并进

行实证研究，以期了解我国农户行为对农村信息化的影响。 

1 模型构建 

1.1 技术接受模型 

在信息技术领域广泛应用的模型是 Davis［3］从理性行为

理论中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见图 1)。模型中最为核心的是

有用感知(Perceived Usefulness)和易用感知(Perceived Ease of 

Use)两个概念，分别被定义为“个体对目标系统使用有助于工

作绩效提高程度的预期”和“个体对目标系统使用容易程度的

预期”。由于 TAM模型简洁、有效地描述了外部变量、有用

感知、易用感知与信息技术实际使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提供了一种能有效解释信息技术接受行为的方法，因此在技

术接受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不断被完善［4-5］。 

 
图 1 技术接受模型(TAM) 

1.2 农户分析模型构建 

研究有用感知、易用感知、获利感知(Perceived Net 

Benefit)和自信心(Attitude of Confidence)对农户技术使用意

向的影响，是目前农户技术接受模型研究的主要内容。在

University of Wales ，UK.，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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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行为研究中增加获利感知因素，是由于理性农户对技

术使用的获利性非常敏感(舒尔茨，1964)。农户的获利感知

包括农户对使用技术所能获得的产量增加、成本降低、利

润增加的预期［6］。 

虽然 Davis 的研究表明易用感知并不直接影响用户的

使用意向，有用感知和易用感知都可以通过影响用户对技

术的态度来间接影响用户的技术使用意愿，但 Anne的研究

结果却与 Davis的结论相反：农户的易用感知和有用感知受

农户自信心(农户技术态度之一)影响，且易用感知直接影响

农户的技术使用意向。 

现有文献还研究了农户本身的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如

农户耕作的土地面积、教育程度、已有的信息获取渠道及

经验等因素对农户技术使用意向的影响［7-8］。 

综合以上理论和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了我国农村信息

化背景下农户技术接受模型(Farmer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TA)，如图 2所示。 

 

图 2 农户技术接受模型(FTA) 

FTA模型包含 11个假说需要检验，其中用虚线代表的

两个假说 H3和 H4表示现有的文献研究结果恰好相反。我

国农户对技术的有用感知、易用感知与其自信心三者间的

因果关系如何，也是本文需要进行验证的内容。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问卷设计、发放及样本分布 

问卷结构包括社会经济因素、认知因素及行为因素 3类

变量：第一类包括受访者教育年限和耕作面积 2个观测变量；

第二类认知因素包括有用感知、易用感知、获利感知、自信

心 4个潜变量；第三类行为因素包括受访者对不同农村信息

技术的使用意向和实际行为 2 个观测变量(见表 1)。为保证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问卷在设计时尽量引用了文献中具备良

好信度和效度的量表，并进行了一定的整合。特别是问卷中

有关有用感知、易用感知、获利感知、自信心等题项，主要

参照 Davis和 Anne研究中的 Linkert式 5等量表。 

表 1 受访者对不同信息技术的使用意向与实际行为 

信息化技术 已使用(%) 打算使用(%) 不打算使用(%)

收音机播放 41.73 13.39 44.88 

电视播放 94.49 2.36 3.15 

影像 14.17 21.26 64.57 

“12316”农业公益服务热线 37.01 39.37 23.62 

专业性网络(如江苏农业网) 24.41 33.07 42.52 

手机短信 70.08 24.41 5.51 

江苏省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手机短信指挥种

田，网络销售解决卖难，卫星遥感准确测产”已成为江苏农

村信息化的写真。本文以江苏省农村信息化为案例，调查

范围涉及溧阳、宜兴、江都、泰兴、响水和大丰 6 个县，

共发放问卷 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7 份，有效回收率

84.67%。 

目前，农村信息化技术仍处于推广阶段，农业专业化

合作组织、农业生产大户和专业户是主要的推广与合作对

象。因此，除一般农户外，本研究主要选择农业专业化合

作组织的管理者及成员、农业生产大户和专业户作为调查

对象。另外，为方便受访者对农村信息技术的理解，问卷

中罗列了农村主要普及或推广的 7种信息技术。 

2.2 问卷效度与信度检验 

(1)收敛效度检验。量表建构的收敛效度可利用因子分

析法进行检验。利用统计软件 SPSS12.0对量表中所有潜变

量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 2 所示。鉴于所有潜变量的

因子载荷值都远远超过 0.5，且每个题项在其所属的构面中

都只出现一个大于 0.5以上的因子载荷值，说明该量表的收

敛效度很高［9］。 

表 2 因子载荷矩阵表(旋转成分矩阵) 

题项 

因  子 

有用

感知 

易用

感知 

获利

感知

自信

心

使用信息化技术能提高农业生产管理水平 .864 .199 .163 .171

使用信息化技术能促进农产品销售 .822 .136 .041 .132

使用信息化技术有利于环境保护 .892 .139 .087 .197

学习使用信息化技术是容易的 .156 .906 .010 .149

对不同信息化技术的使用方式清晰、明了 .160 .823 -.023 .163

根据生产需要选择所需的信息化技术是

容易的 
.068 .849 .109 .148

我在信息化技术使用方面做得不好 .036 -.161 .201 .892

我不相信我能使用这些复杂的技术 .192 .019 .119 .805

我不属于那种能把这些信息化技术用得

好的人 
.165 .063 .188 .796

使用信息技术能增加盈利 .154 .020 .833 .217

使用信息技术能提高产出 .093 .183 .918 .131

使用信息技术能降低成本 .135 .096 .808 .107

使用信息技术能做更好的生产、销售决策 .209 .196 .726 .149

提取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 

(2)区分效度检验。对于总体量表各变量间是否存在足

够的区分效度，通常采用比较各变量间完全标准化相关系

数与所涉及各变量自身平均提炼方差(AVE)的平方根值大

小的方法来判定。该量表中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及 AVE的平

方根值的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显示：任何一个潜

变量的 AVE 均方根(对角线上的值)都大于其与其它潜变量

的相关系数(位于对角线左下方的数值)，说明量表中各变量

间存在足够的区分效度［10］。 

(3)信度测算。为进一步了解量表题项的内在一致性，

需要在因子分析后进行信度检验。Linkert 态度量表法中常

用的信度检验方法为 Cronbach a系数。在社会科学领域，

如果是一般的态度或心理知觉量表，总量表的信度系数最

好在 0.8 以上，分量表的信度系数最好在 0.7 以上［4］。对

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的结果如表 4 所示。表 4 显示：所有 4

个潜在变量的 Cronbach a系数都大于 0.7，表明问卷具有良

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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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间标准化相关系数及变量 AVE的平方根值 

 变量 平均值 标准误 1 2 3 4 5 6 7 8

1 有用感知 10.39 2.13 .638a        

2 易用感知 9.72 2.07 .391b .715 a       

3 获利感知 11.05 2.43 .397 b .301 b .607 a      

4 自信心 8.21 2.69 .487 b .362 b .311 b .572 a     

5 教育(年) 11.36 0.81 .219 .203 .271 .163 -    

6 耕作面积(亩) 47.92 67.08 .228 .284 .205 b .192 .097 -   

7 打算使用的技术数 1.58 1.03 .379 b .198 .401 b .356 b .218 .229 b -  

8 实际使用的技术数 2.75 1.94 .319 b .206 .337 b .290  .371 .405 b .632 b -

说明:①对角线上的数值表示各潜变量 AVE的平方根值；②变量间的标准化相关系数(p<.05)。

表 4 信度分析 

变量 题项数 Cronbach a 

有用感知 3 .847 

易用感知 3 .830 

获利感知 4 .813 

自信心 3 .798 

3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利用 LISREL8.7软件，首先对 FTA模型中各变量因果

关系进行分析；在得到路径分析结果后，接着对 11个假设

进行验证。具体做法是对路径的相关系数进行 T 检验，当

双侧检验|T|>1.96 时，可以认为在显著性水平 a=0.05 条件

下该假设成立。研究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路径分析结果与假设检验 

研究假设 路径的相关系数 T值 假设是否成立

H1：有用感知→使用意向 .207 1.75 否 

H2：易用感知→有用感知 .109 1.87 否 

H3：自信心→易用感知 .236 2.37 是 

H4：自信心→有用感知 .378 2.01 是 

H5：自信心→使用意向 .215 3.08 是 

H6：有用感知→获利感知 .384 2.26 是 

H7：获利感知→使用意向 .581 1.99 是 

H8：易用感知→使用意向 .057 1.53 否 

H9：教育→使用意向 .093 2.24 是 

H10：耕作面积→使用意向 .472 3.01 是 

H11：使用意向→实际行为 .371 2.37 是 

表 5显示：农户自信心变量在 FTA模型中非常重要。

农户自信的差异不仅导致其对同一技术的使用意向不同

(H5)，且还影响农户对技术的有用感知(H4)和易用感知(H3)，

即农户自信的差异影响其对技术有用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与一般组织的用户相比，技术使用的获利性对农户影

响更直接、更强烈，因此农户对技术的获利性也更为敏感，

获利性已成为农户是否选择或使用某项技术最为重要的标

准［11］。这体现在 FTA 模型中，即获利感知对我国农户的

信息技术使用意向的影响最大(H7)；表 5显示耕作面积对农

户的信息技术使用意向的影响也很大(H10)，仅次于获利感

知变量。这是由于信息技术使用存在规模效益，拥有较大

耕作面积的农户从信息技术使用中受益更多；其次，现实

中信息技术的提供者更乐意选择该类农户作为示范户；另

外，农户对技术的自信程度也直接影响农户技术使用意向。

我国国家发改委体改所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模式研究课题

组的研究结果［12］也表明，农户对信息技术的自信心越强，

其技术使用意向也越大；虽然教育是影响农户技术使用意

向的因素，但影响程度很小。 

有用感知和易用感知并不直接影响农户的技术使用意

向(H1，H8)。但前者通过影响农户的获利感知而间接地影响

技术使用意向(H6，H7)，而后者则对技术使用意向的影响不

显著(H2)。 

4 结论与讨论 

农户行为影响其对农村信息技术的接受和采纳。其中，

农户自信心是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它不仅直接影响农户

技术的使用意向，还通过农户技术有用感知和获利感知的

传导间接地影响技术使用意向。因此在实践中可利用培训、

示范等农户能力建设手段，增强农户自信心从而提高农户

的技术使用意向。 

耕作面积对农户的技术使用意向影响很大。农户耕作的

土地面积越大，其对农村信息化技术的采纳意向也越强，但

现实中农户的耕作面积普遍很小。促进土地流转是可能的提

高农户耕作面积的措施之一，但由于土地在我国承载着农民

的就业保障和福利保障，农户持有小面积的耕作农地将是一

个长期的现象。如何提高人数众多的小面积耕作农户的信息

技术使用意向，是农村信息化中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提高农户对技术的获利感知是增强他们技术使用意向

非常有用的手段。但实质上各种信息技术只是信息的载体，

是农户获得信息的渠道之一，信息技术所传输的信息服务

才是农户获利的真实来源。因此要提高农户对信息技术的

获利感知，就应该根据各类农户生产、生活所需精心、有

效地组织各种信息内容。 

相对于农村信息化领域的其它研究成果，本研究更多

地关注了农村信息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事实上，今后农

民收入提高将更依赖于非农收入的增加，农业收入在农民

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急剧下降。因此，在模型中如何更

多地考虑农村信息化对非农领域的影响将是今后研究的方

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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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ng China farmer’s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FTA)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information, and using 

LISREL8.7 to analyze the path and test the hypothesis, this paper reports that farmers’ behavior influence the acceptance and 

adoption of technology. The details are farmers’ attitude of confidence on the use of technology not only influences their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 the intention to adopt technology, farmers’ perceived 

net benefit and farm size influence technology adopt intentions positively, and through the path of perceived net benefit, farmers’ 

perceived usefulness influence the intention of technology adopt indirectly while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ease of use is 

in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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