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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eco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y
MA Yong-qiang1，2，XIE Jing-xin1，2，MEI Dong1，2，CHEN You-cheng1，2*

（1.Anxi College of Tea Scienc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Quanzhou 362400, China; 2.Fujian Tea Industr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With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various elements of industry have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n
unbalanced state of competition to a structure of interdependence and synerg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symbiosis，this
study took the Fujian characteristic tea indust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assessed the influence path of producers，consumers，and
decomposers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ea industry ecosyst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oducers ′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consumer demand level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ecosystem. Financial services，
platform services，and other service had no direct impact on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ecosystem. However, it indirectly
affects the co evolution level of tea industry ecosystem by affecting industrial symbiosis, and industrial symbiosis played a full intermediary
role. Based on the above，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 terms of improvement of producers ′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consumer demand orientation，improvement of service support，and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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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产业内各要素逐步由相互竞争的失衡状态向互相依存、协同共生的结构转变。本研究基于

协同共生视角，以福建省特色农业产业茶产业为研究对象，研究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关系结构对茶产业生态圈协同发展的

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生产者创新能力、消费者需求水平对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服务、平台服务等服

务支持对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无直接效应，但其通过影响产业共生性来影响茶产业生态圈的协同进化水平，产业共生性在其中

扮演完全中介角色。基于此，从提升生产者创新能力、树立消费需求导向、完善服务支持和构建资源利益共享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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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

循环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形态。生态经济体系构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

基础，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

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突破口。相较于传统产

业，产业生态化更注重生产结构之间的耦合与物质、

能量的多级利用，以构成更和谐的网络型产业。新一

轮经济革命的到来和产业结构调整“新常态”趋势成

为我国经济的主要特点，产业结构各个主体之间更加

复杂的互动方式，由相互竞争的失衡状态向互相依

存、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圈结构转变[1]。生态文明建

设理念提出改变传统大量消耗资源的求速求量发展

方式，转为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协同的平衡模式。

“生态圈”概念源于生物圈，1875年由奥地利地质学

家 Suess首次提出，认为生态系统是由有机体与其生

存环境所构成的共同体，相互之间是依存关系[2]。

Moore[3]首先将生态圈理念引入技术创新领域，认为其

是一种提供知识技能、产品服务的企业与实体共同组

成的松散耦合网络。传统产业群落与自然生态系统

在演化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外在环境作用下的多要素

相互影响而构成复合有机体[4]，具有类似于自然生态

系统的能量和物质循环结构特征[5]，因此生态圈理论

也逐渐拓展到产业结构领域。而茶产业作为特色农

业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在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茶文化还是跨

地区交流合作的重要媒介，茶产业乘数效应显著，其

对茶叶种植、加工、营销、茶周边产品和文化旅游等配

套产业的带动作用明显。 2018 年全国茶园面积

293.18万 hm2，干毛茶产量为 261.6万 t，其总产值首次

突破 2 000亿元大关。但茶叶单位产值低，茶产业主

要以初级产品为主，业态类型较为单一。基于生态文

明建设和产业生态化发展，构建基于产业需求的协同

共生的茶产业生态圈结构，对有效改善茶产业发展的

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是茶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中之重[6]。

1 茶产业生态圈构建

产业生态圈的构建是参照生物圈协同共生理念

理顺产业之间的关系。“共生”理念发源于生态学，包

含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三大要素，是指两种

及以上的生物基于生存需要，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

照某种共生模式建立关系[7-8]。随着共生理论不断发

展，共生理论延伸到社会学研究领域。袁纯清[9]最早

从经济学角度表述了共生理论，并将其应用到我国小

型经济研究中。在产业中，共生要素包括共生单元、

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共生单元主要包括产业上下游

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和消费者，其协

同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整个产业系统的竞争实力与

生存能力；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关系的表

现；共生环境为产业所处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发展背

景[10]。

将共生理论和生态圈构建理念应用到产业经济

中，构建产业生态圈。对于产业生态圈的构成要素研

究，有学者从圈层结构划分出产业生态圈核心圈、内部

圈与外部圈，也有在企业层面从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

链角度构建模型，或以各细分产业功能为依据，从不同

维度构建产业生态圈支撑体系[11-14]。模仿生态圈中生

态系统组成，将产业按照各类主体进行系统划分被广

泛认同。Cross[15]分析指出创新生态系统需要不同主

体参与，这些主体包括企业、大学、政府、投资机构以及

其他利益者等，共同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施晓清[16]通

过分析产业群体特征，认为产业生态系统是由产业群

体与其支撑环境组成的一个具有自组织和自调节功

能的复合体。何里文等[17]分析指出，消费者、文化企

业、政府以及文化产业研究机构是文化产业生态系统

的构成主体。马勇等[11]将旅游产业生态圈划分为物质

与能源、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以及产业环境，在产业

生态圈中，物质能量代表政策、资金、信息、人才与技术

等，生产者代表旅游企业等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制造者

和提供者，消费者代表旅游者，分解者代表监督与完善

旅游业发展的旅游行业机构，产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

社会和生态环境。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结合生物圈

的能量传递联系，建立茶产业生态圈要素构成模型。

1.1 茶产业生态圈要素及特点

模仿生态系统结构构建茶产业生态圈要素模型

（图1）。生态圈中物质能量代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茶

产品与服务、分解者制定的计划与决策等因素、满足生

产者生产过程需要的支持。共生单元主要包括生产

者、消费者、分解者三个要素。

1.1.1 生产者

生产者是茶产业生态圈持续运营的主体和实施

者，茶产业生态圈的生产者指以营利为目的，生产并

销售茶产品与茶服务的茶农、涉茶企业、茶叶合作社

等组织或个体。已有学者从商业平台、商务模式以及

企业创新等方面对产业生态圈中生产者要素进行研

究。其中，生产者创新能力被认为是关键的动力与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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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竞争优势的保障[18-20]。要实现茶产业转型进化升

级，必须要对茶产业链进行创新，技术创新能够创造

新的商业模式，将技术应用到茶产业中，对茶产业生

态系统的进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1]。

1.1.2 消费者

消费者分为两个层级：一级消费者作为中间商，

并没有直接生产产品，而是从生产者处购买茶产品与

服务；二级消费者则是直接购买涉茶产品与服务并使

用。消费者需求是茶产业发展的动力，消费需求是产

业生态系统形成的因素，能够推动产业发展进化。消

费者需求差异性促进了生态圈形成消费闭环，使得参

与主体共享收益[17]。产业生态系统中消费者对于新

产品的消费趋于理性，消费决策需在与企业群落充分

沟通并对产品有先期实际体验后作出。而认知需求

是消费者决策中的重要影响因素[22]，消费者对品牌的

态度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生产者要根据消费者需

求偏好进行生产。

1.1.3 分解者

以政府、金融机构、茶叶协会、交通运输机构、现

代物流服务机构、信息服务机构及高校科研机构为代

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组织或机构，是茶产业协同进

化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茶产业生态圈的运转具

有重要影响。其中，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对生

态圈的演化、进化有影响，金融资本的可获得性会影

响生态圈的形成和发展[23]。作为茶产业生态圈分解

者的生产性服务机构，是通过提供人才、技术等服务

并从产品或服务交易中获益的共享平台[24]。通过构

建茶业大数据平台，发现平台服务对茶产业发展进化

作用显著，平台服务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中，是生态

圈演进的重要基础，在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发展支

持、服务外包等方面作用显著[25]。

1.2 茶产业生态圈要素联系

1.2.1 共生为产业生态圈核心价值

茶产业生态圈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与经济、

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相互联系，以要素之间资金流、

信息流、人才流、技术流、产品流作为物质能源联系各

个要素主体。为使得产业生态圈中各要素能够有序

竞争，实现茶产业融合发展，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发

展，发挥茶产业生态圈共生价值是必经之路。共生价

值作为产业生态圈内敛价值中的基本价值，同样是其

存在的基础，实现产业生态圈共生价值意味着产业生

态系统有序合理的循环发展[11]。

1.2.2 协同进化是产业生态圈特征

物种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普遍现象，

图1 茶产业生态圈要素模型

Figure 1 Factor model of tea industry ec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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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进化论起源于生物系统的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

其他系统中，处于不断发展阶段。产业生态系统的进

化发展是系统内不同成员之间的竞争或合作的一个

协同进化过程，产业生态系统具有协同进化的特

征[26]。

综上所述，为使得产业生态圈能够协调发展，各

个构成要素需充分发挥其作用。产业生态圈理论主

要探讨在特定地域内形成的产业多维网络体系，随着

产业生态圈的发展，产业生态圈理论逐步应用到物流、

互联网、旅游、文化、会展等不同行业中。国内产业生

态圈的研究多集中在不同角度的概念界定、要素构建、

模型特征分析，对于产业生态圈中构成要素对生态圈

协调发展影响因素以及路径机制研究较少。政策理

念支持以及互联网发展背景下，茶产业生产性服务（分

解者）是否促进了产业生态圈组织间资源支持与互补，

及其对于产业生态圈的必要性还需进一步探究。

2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2.1 构成要素与产业生态圈协调

通过对茶产业生态圈要素及其特点梳理，可得

出：创新能力作为茶产业生态圈生产者的特点，对茶

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技术发展推动茶产业升级，

因此提出假设 H1。消费者需求是茶产业发展的动

力，推动产业进化，因此提出假设H2。代表生产性服

务的分解者是产业生态圈演进的基础，金融服务与平

台服务的高可获得性显著影响产业进化，因此提出假

设H3与H4。
H1：生产者创新能力与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

显著正相关。

H2：消费者需求水平与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

显著正相关。

H3：金融服务与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显著正

相关。

H4：平台服务与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显著正

相关。

2.2 农业生产性服务与产业生态圈共生性

金融服务需要扩大覆盖面，且提升产品专业性，相

关者收益才能提升[27]。操作方便、便捷的金融服务影响

生态圈共生，在生态圈内部形成合作闭环网络[28]。金融

服务的提供以平台为载体，平台的作用在于能够使得

生态圈内的主体形成共生关系，通过交织、嵌套与耦合

促进其动态演进发展[29]。平台服务影响生态圈内部的

参与者及消费群体之间的协同共生，平台构建是产业

生态圈的核心要素，产品以及服务化信息数据在产业

链上下游的循环影响共同价值的实现，金融服务与平

台服务质量优良能够促进产业中各个要素的共生关

系。综上，提出假设H5与H6。
H5：金融服务与茶产业生态圈共生性显著正相关。

H6：平台服务与茶产业生态圈共生性显著正相关。

2.3 共生性与产业生态圈协调

产业生态圈具有开放、合作、有序、共生、共享、共

赢的特征，其中共生性被众多学者认为是产业生态

圈的重要特征[30]。茶产业生态圈的协同进化是一个

持续动态的过程，随着产业中共生单位在一定环境变

化下共生模式的升级，生态圈整体得到发展，呈现出

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有序进化的特点。基于此，提出假

设H7：
H7：生态圈内部的共生性与生态圈协同进化显

著正相关。

3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3.1 变量来源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与福建茶产业生态圈

实际情况，以上述分析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以及产

业生态圈的特点作为变量测度，得出变量测量指标见

表 1。在变量具体测度中，采用 Likert五级量表：1代

表最低级，5代表最高级。

3.2 研究区域选择与数据来源

茶产业作为福建省特色农业产业，其茶园面积位

居全国第五，毛茶产量、毛值和茶产业综合产值均位

列全国第一，2018年福建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达 1 035
亿元，是福建省重点打造的千亿产业。将福建茶产业

生态圈构建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研究

选取福建茶产业作为实证研究对象，问卷发放时间为

2020年 1月 5日—10日，发放形式以网络问卷和纸质

问卷相结合。发放对象为福建茶产业领域从业人员、

科研机构和相关支持行业人员，共计发放问卷 350
份，回收问卷 348份，剔除无效问卷后保留有效问卷

317份，问卷有效率为90.57%。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4.1.1 样本描述性统计

317份问卷调研样本基本信息见表 2，在性别方

面，此次问卷中男性相对较多，共 189 位，占比

59.62%，这反映出从事茶产业的相关人员以男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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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为主，特别是生产和加工环节。从年龄分布来

看，20~29岁年龄段 146人，达到 46.06%，30~39岁受

访者 81人，占比 25.55%，40~49岁受访者 71人，占比

22.40%，意味着茶产业从业人员年龄逐步呈现低龄

化趋势。被调查者学历分布中，本科人数最多，共有

120人，占比达到 37.85%，其次是专科学历，占总人数

的 24.29%，硕士及以上学历有 51人，占比 16.09%，而

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受访者有 69人，占调查对象总人

表1 茶产业生态圈测量指标体系

Table 1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tea industry ecosphere
变量（测量指标）

Variate（Measurement index）
创新能力

消费者需求

金融服务

平台服务

共生性

协同进化

题项内容与变量编码
Content and coding

茶产品和茶工艺技术变化、技术的自主创新、技术整合能力和技术改进能力CX1
及时调整茶产品和茶服务及其创新价值CX2

提升运作能力、开发新市场、变革营销模式、加强风险管控、开拓利润来源CX3
创新组织方式和结构，创新结构、流程、产出，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CX4

消费者对茶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层次影响消费者需求XQ1
消费者对茶产品和服务的期望和体验影响消费者需求XQ2

消费者对茶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及其使用经历影响消费者需求XQ3
消费者对茶产品和服务及茶品牌的态度影响消费者需求XQ4

金融服务覆盖面广、门槛低 JR1
金融服务专业性、针对性强 JR2

金融服务交易平台选择多、方式灵活、环节少、操作方便 JR3
金融服务手续费低、利润低、占用时间和机会成本少 JR4
平台服务能够协调优化整合资源、总体利益最大化PT1

平台服务能够共建、共享、共用信息和数据PT2
平台服务能够提供战略规划、战术运营、服务外包等支持PT3

利益相关者间存在互利共生的现象GS1
利益相关者间存在寄生共生的现象GS2
利益相关者间存在偏利共生的现象GS3
利益相关者间存在附利共生的现象GS4
茶产业生态圈一直持续动态发展 JH1
茶产业生态圈一直不断自我完善 JH2

茶产业生态圈由低层向高层次有序进化 JH3

参考文献
Reference source

[18-19，21]

[17，22，31]

[23，28，32]

[25，29]

[3，23，33]

[26，34]

表2 样本基本信息表

Table 2 Sample basic information analysis table
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性别

年龄

学历

组别
Group
男

女

0~19 岁

20~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50 岁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专科

本科

硕士及以上

频数
Frequency

189
128
11
146
81
71
8
5
27
37
77
120
51

占比
Percentage/%

59.62
40.38
3.47
46.06
25.55
22.40
2.52
1.58
8.52
11.67
24.29
37.85
16.09

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职业

月收入

组别
Group
农民

企业职员

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学生

其他

0~1 500 元

1 500~3 500 元

3 500~5 500 元

5 500~7 500 元

7 500~9 500 元

9 500 元以上

频数
Frequency

39
106
36
45
70
21
62
45
96
70
18
26

占比
Percentage/%

12.30
33.44
11.36
14.20
22.08
6.62
19.56
14.20
30.28
22.08
5.68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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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21.77%，调查对象的学历层次不同，这也反映茶

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特点。职业分布中，企业职员

106 人，占比 33.44%，个体/自由职业者 45 人，占比

14.20%，农民人数 39 人，反映茶产业逐步走向企业

化集中生产模式，农户参与茶产业程度逐步降低，以

毛茶生产为主。在月收入水平上，主要以 3 500~5 500
元为主，占比 30.28%，其次是 5 500~7 500 元，占比为

22.08%，月收入 0~1 500 元的受访者有 62 人，占比

19.56%，月收入 1 500~3 500 元的受访者有 45人，占

比 14.20%，月收入在 7 500 元以上的受访者有 44人，

占比 13.88%，月收入方面分布比较均匀，说明受访者

都具有一定经济基础。

4.1.2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次调查问卷各个变量的最小值均为 1，最大值

均为 5，这反映出受访者对题项内容的理解程度不

同，总体认同度较高；从标准差来看，除了GS3的标准

差为 1.022外，其他各个变量标准差均在 1以下，说明

不同的被调查对象对同一题项内容理解和认同程度

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偏度和峰度来看，22 个观察变量

的偏度系数最大绝对值都小于 3，峰度系数最大绝对

值都小于 5，说明问卷样本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具体

如表3所示。

对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3）表明，茶产业生态

圈协同进化得分意向均大于 4 分且标准差小于 1，表
明福建茶产业生态圈总体呈现较好的状态，其协同进

化能力较强。茶产业生态圈共生性得分表明对茶产

业生态圈各要素之间的共生关系评价较高，且互利共

生和附利共生被认为是茶产业生态圈各利益相关者

关系的表现；生产者创新能力、消费者需求水平、平台

服务能力得分均值均大于 4，标准差均小于 1，意味着

茶产业相关人士对生产者创新能力、消费者需求水平

和平台服务能力对茶产业生态圈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服务总体得分均超过 3分，且平台选择性、灵活

性和操作方便程度得分超过 4 分，表明金融服务平台

选择的多样化程度和金融平台的方便程度对茶产业

生态圈构建具有重要影响。

4.2 信度与效度分析

4.2.1 信度分析

问卷信度反映测量的一致性、稳定性，本研究用克

隆巴赫系数法（Cronbach′s alpha）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变量

Variate
创新能力

消费者需求

金融服务

平台服务

共生性

协同进化

变量编码
Coding
CX1
CX2
CX3
CX4
XQ1
XQ2
XQ3
XQ4
JR1
JR2
JR3
JR4
PT1
PT2
PT3
GS1
GS2
GS3
GS4
JH1
JH2
JH3

样本量
Sample capacity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最小值
Minimum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最大值
Maximum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均值
Mean
4.057
4.098
4.110
4.114
4.107
4.082
4.044
4.063
3.675
3.927
4.019
3.886
4.076
4.028
4.047
4.022
3.845
3.625
3.940
4.054
4.035
4.091

标准差
Std

0.877
0.917
0.891
0.896
0.846
0.893
0.878
0.901
0.967
0.950
0.928
0.921
0.893
0.894
0.868
0.936
0.910
1.022
0.921
0.846
0.905
0.850

偏度
Skewness
-1.018
-0.913
-1.055
-0.942
-1.089
-0.941
-0.765
-0.934
-0.430
-0.567
-0.780
-0.531
-1.114
-0.804
-0.850
-0.976
-0.857
-0.555
-0.787
-0.923
-0.946
-0.829

峰度
Kurtosis
1.293
0.542
1.343
0.863
1.744
1.057
0.526
0.871
-0.139
-0.206
0.466
-0.067
1.635
0.522
0.811
0.847
0.977
-0.19
0.477
1.336
1.014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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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Cronbach′ s alpha值介于0到1之间，取值越接近于

0信度越低，取值越接近于1信度越高。

从表 4可知，生态圈生产者特征、消费者特征、分

解者特征以及生态圈协同进化行为的各变量 Cron⁃
bach′ s alpha 值均在 0.8 以上，全量表的整体信度

Cronbach′ s alpha值为 0.965，表明样本数据具有很好

的可信度，质量很高，通过对比Cronbach′s alpha值与

可信度标准，可得出数据符合信度检验的标准，通过

信度检验。

4.2.2 效度分析

本研究中问卷大部分变量测量题目借鉴国内外

学者的经典理论和成熟量表，根据研究对象与相关专

家学者进行讨论并修改完善，因此本研究的测量项目

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为进一步检验结构效度，使用

SPSS 24.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生态圈生产者特征

KMO（抽样适合性检验）值为 0.840，消费者特征KMO
值为 0.838，分解者特征KMO值为 0.907，协同进化行

为KMO值为 0.888，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均小

于 0.001，具有较好的收敛度，且旋转后的累计方差解

释率均大于 70%，除了共生性测度GS1因子载荷数为

0.267被剔除，其余各观察变量的因子载荷数均大于

0.5。在探索性因子分析基础上，对问卷的数据效度

进行检验，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建立的结构效度的

适切性和真实性，检验数据与结构模型的匹配程度。

对于测量的 6个因子，最终确定 22个题项。6个因子

对应的AVE值均大于 0.5，且CR值均高于 0.7，说明本

次分析数据具有良好的聚合（收敛）效度。

4.3 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使用

SPSS 24.0对创新能力、消费者需求、金融服务、平台

服务、共生性、协同进化进行单侧显著性检验。相关

性分析结果见表5。
创新能力、消费者需求、金融服务、平台服务、共

生性和协同进化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 0.6以上，且在

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具体来看，平台服务与消费者

需求极显著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为 0.810，具有

高等强度的相关性；其余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中等强

度的正相关性（P<0.01）。因此，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

关系，适合作进一步研究。

4.4 模型拟合度检验

利用AMOS 24.0分析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

验，初始整体模型拟合度指标的AGFI（调整拟合优度

指数）值为 0.872，低于临界值 0.9，RMSEA（近似误差

均方根）值为 0.057，高于临界值 0.05，而其他指标均

达到标准，说明模型有效，但是检验结果拟合优度指

数并未达到拟合优良的要求，还需要对模型作进一步

的修正。因此，根据模型修正指数（MI）对初始模型

进行修正，从MI最大值逐一进行修正，使模型更具理

论和现实意义，修正后模型拟合度指标如表6所示。

4.5 假设检验

基于修改后的模型，通过路径分析，得出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下，平台服务和金融服务与协同进化的影

响路径并不显著，如表7所示。

表4 变量克隆巴赫系数值检验

Table 4 Variable Cronbach′s alpha value test table
变量

Variate
创新能力

消费者需求

金融服务

平台服务

共生性

协同进化

测量题项
Measuring item

4
4
4
3
4
3

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

0.896
0.880
0.841
0.865
0.821
0.858

表5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变量

Variate
创新能力

消费者需求

金融服务

平台服务

共生性

协同进化

创新能力
Innovation ability

1
0.782**
0.754**
0.715**
0.613**
0.739**

消费者需求
Consumer demand

1
0.773**
0.810**
0.676**
0.784**

金融服务
Financial service

1
0.767**
0.683**
0.723**

平台服务
Platform services

1
0.705**
0.786**

共生性
Symbiosis

1
0.675**

协同进化
Coevolution

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Note：* means P<0.05，** means P<0.01，*** means P<0.001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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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Table 7 Path analysis results of structural analysis model
路径Path

协同进化<--创新能力

协同进化<--消费者需求

协同进化<--金融服务

协同进化<--平台服务

共生性<--金融服务

共生性<--平台服务

协同进化<--共生性

估计值
Estimate
0.339
0.414
-0.163
0.122
0.337
0.577
0.216

标准误差
SE

0.085
0.147
0.149
0.160
0.153
0.149
0.097

临界比值
CR

3.963
2.822
-1.092
0.761
2.198
3.878
2.234

标准化路径系数
Normalized path coefficient

0.361
0.429
-0.166
0.129
0.322
0.573
0.231

显著性P

<0.001***
0.005**
0.275
0.447
0.028*

<0.001***
0.025*

表6 修正后整体模型拟合度指标

Table 6 Fitting index of the overall model after correction

统计测量
Statistical
measure

适配标准

适配结果

是否达标

绝对拟合指标
Absolute fitting index

卡方/自
由度比值

DOF
<3

1.568
是

拟合优度
指数GFI

>0.9
0.929
是

残差均方
根RMR
<0.05
0.024
是

近似误差
均方根
RMSEA
<0.05
0.042
是

调整拟合
优度指数

AGFI
>0.9
0.902
是

增值拟合指标
Value added fitting index

规范拟合
指数NFI

>0.9
0.949
是

塔克·刘
易斯指数

TLI
>0.9
0.976
是

增量拟
合指数

IFI
>0.9
0.981
是

比较拟合
指数CFI

>0.9
0.981
是

简约拟合指标
Contracted fitting index
简约拟合
指数PGFI

>0.5
0.672
是

简约基准
拟合指数

PNFI
>0.5
0.755
是

假设
Hypothesis

H1
H2
H3
H4
H5
H6
H7

研究假设
Research hypothesis

创新能力与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显著正相关

消费者需求与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显著正相关

金融服务与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显著正相关

平台服务与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显著正相关

金融服务与茶产业生态圈共生性显著正相关

平台服务与茶产业生态圈共生性显著正相关

生态圈共生性与协同进化显著正相关

检验结果
Result
通过

通过

不通过

不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表8 假设验证的结果

Table 8 Results of hypothesis verification

标准化路径系数能够有效地对假设路径进行验

证，对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则采用临界比值

（CR）大于 1.96以及P值进行分析。当P<0.001时，表

示该路径系数极显著，假设完全通过检验；当P<0.05
时，表示该路径系数显著，假设基本通过检验；P>
0.05，表示该路径系数不显著，假设不能通过检验。

根据这个判断标准，用AMOS 24.0软件来验证结果，

判断是否支持此假设，结果如表8所示。

综上，除了假设H3、H4没有得到支持之外，其余

研究假设均成立，其中在 0.001水平下显著的有假设

H1、H6，在 0.01水平下显著的为假设H2，在 0.05水平

下显著的有假设 H5、H7，经过调整后的茶产业生态

圈协同进化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如图 2所示，基于表 8

验证结果，具体假设检验分析如下。

假设H1检验的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能力与茶产

业生态圈协同进化的CR值为3.963，大于1.96，P值小

生产者创新能力

消费者需求水平

分解者金融服务

分解者平台服务

共生性

协同进化

图2 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Figure 2 Theoretical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oevolu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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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001，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61，假设 H1 通过检

验，即生态圈生产者的创新能力与茶产业生态圈协同

进化显著正相关，与理论假设相符合。生产者具备较

强的创新能力，能够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提供新的

茶产品以及茶服务，推动茶产业生态圈内的组织和个

体发展，促进协同进化。

假设H2检验的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需求与茶

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的CR值为2.822，大于1.96，P值

小于 0.05，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429，假设 H2通过检

验，即生态圈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与茶产业生态圈协同

进化显著正相关，与理论假设相符合。不同的消费需

求导致差异性的特点，促进了茶产业生态圈形成消费

闭环，使得生态圈内的参与主体共享收益，促进协同

进化。

假设H3检验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与茶产业

生态圈协同进化的CR值为-1.092，小于 1.96，P值为

0.275，大于 0.05，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66，假设 H3
不能通过检验。分解者的金融服务与协同进化无直

接显著关系，可能因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组织，其金

融业务呈现多元化发展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茶产

业生态圈内部的企业和用户对金融业务产生混淆，难

以有效影响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

假设H4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平台服务与茶产业

生态圈协同进化的 CR 值为 0.761，小于 1.96，P值为

0.447，大于 0.05，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29，假设H4不

能通过检验。分解者的平台服务与协调进化无直接

显著关系，其可能原因在于：在茶产业生态圈中，平台

作为一种载体，通过提供资源、价格信息、多元化产品

以及其他服务，达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互利共赢的目

的，其对生态圈内部虽有影响，但不会直接影响生态圈

整体的协同进化发展。

假设H5检验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与茶产业生态

圈共生性的 CR值为 2.198，大于 1.96，P值小于 0.05，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22，假设H5通过检验，即生态

圈分解者的金融服务与茶产业生态圈共生性显著正

相关，与理论假设相符合。茶产业生态圈内的金融机

构为涉茶企业、涉茶行业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通过

在茶产业生态圈内部形成合作闭环网络影响生态圈

共生。

假设H6检验结果表明，平台服务与茶产业生态

圈共生性的CR值为 3.878，大于 1.96，P值小于 0.001，
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573，假设H6通过检验。生态圈

分解者的平台服务与茶产业生态圈共生性显著正相

关，与理论假设相符合，在生态圈内生产性服务组织

能够通过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循环影响共生性，促进共

生发展。

假设H7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共生性与茶产业生

态圈协同进化的 CR 值为 2.234，大于 1.96，P值小于

0.05，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31，假设H7通过检验。生

态圈内部的共生性与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显著正

相关，与理论假设相符合。茶产业生态圈内，相互依存

的企业、茶农、中介机构、科研机构等组成共生单元，以

共生模式相联结，在共生环境的作用下形成了共生关

系，共同促进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化。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通过模仿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三者协同共生

的生物圈关系来构建茶产业生态圈结构，并着重探究

金融服务、平台服务对茶产业生态圈协同共生性的影

响，得出以下结论：

（1）茶产业生态圈中生产者创新能力、消费者需

求水平对生态圈协同进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生态圈共生性对其协同进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2）金融服务、平台服务对茶产业生态圈协同进

化不产生直接影响，但是通过影响茶产业生态圈共

生性对其协同进化发展产生影响，生态圈共生性在

金融服务、平台服务与协同进化之间起到完全中介

的作用。

5.2 建议

5.2.1 创新全产业链，构建多元产品体系

从茶产业生态圈生产者创新能力角度看，茶产品

与服务提供者作为茶产业生态圈的基础，应努力提高

创新能力，推动茶产业供给侧改革，提升涉茶产品生

产研发能力，加速茶产品和工艺技术改革。通过跨界

合作和技术交流提升技术整合能力，形成优势互补、

竞争合作的有序格局，全方位提高茶产业的技术化程

度和机械化程度。同时，通过创新管理水平、提升茶

产业市场开发、营销模式创新和组织化程度，延伸茶

产业链，提高全产业链创新水平，从而实现茶产业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

5.2.2 共享数据资源，树立消费需求导向

从茶产业生态圈消费者需求角度看，生产者应当

树立消费需求导向意识，根据不同消费需求层次和偏

好进行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与服务体系构建，强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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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品牌形象特征，针对不同消费者类型特征开展针对

性营销和体验。构建基于消费者需求的数据资源共

享平台，充分挖掘和发挥大数据作用来降低在茶产业

生产消费方面的试错成本，加大对消费者消费偏好、

消费满意度、消费趋势和环境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打

破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的界限，加快信息和

物质在茶产业生态圈中的流动。

5.2.3 完善金融服务，推进产业协同进化

金融服务是茶产业生态圈构建的重要润滑剂，各

级政府需协调好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发挥好财政资

金撬动金融资源的杠杆作用，稳步推进财政投融资与

金融支农助农双体系的协同。地方金融主管部门协

同整合多方资源，逐步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和针对

性，优化金融渠道和金融平台，提高金融服务专业化

水平。同时金融服务需进一步简化服务流程，发挥金

融在产业圈构建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外部广泛吸收产

业投资者和消费者，内部促进资金在茶产业生态圈各

要素之间流动，有效发挥金融政策导向作用，激发市

场活力，实现资源充分配置，从而有效提升茶产业相

关企业金融服务支持水平。

5.2.4 共享平台资源，增进产业合作交流

平台服务通过产业共生性影响茶产业生态圈构

建，充分发挥平台服务在产业生态圈构建、产业要素

协同共生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完善产业配套设

施与服务支持，推动茶产业生态圈健康稳定和可持续

发展。围绕茶产业核心产业和特色配套产业重点培

育，充分挖掘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互联网平台和产业

协会的优势力量，助推茶产业新业态开发，为茶叶产

品和服务的开发、体验营销等提供技术支持，形成具

有竞争优势的多维网络产业体系。同时积极推动产

业间交流、协作，促进茶产业和其他相关产业之间的

有机联系。通过地域性的产业转移或升级改造提升

产业水平，使人才、知识、技术在重组中得以再生，充

分挖掘并整合各种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打造互利共

生的茶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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