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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void the risks and prevent them in advance from the root, the paper first identifies the risk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crowdfunding from the project operation stage. Fuzzy ISM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and MICMAC was used to analyze their driving force and dependence, so as to determine the priority and 
focus on the key factors,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e key factors in each stage are 
fundraising team ability and platform selection, platform review, professional platform manager, and farm monitoring. 
Finally,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ree aspects: team construc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far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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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视角下农业众筹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模糊 ISM 和 MICMAC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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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有效规避农业众筹项目实施中的风险，根源上防患于未然，文章先从项目运营阶段出发对农业众筹风险影响

因素进行识别，将三角模糊数引入解释结构模型对风险影响因素进行了层级分析，进而运用交叉影响矩阵相乘

法对其进行驱动力和依赖性分析，从而确定优先及重点关注的关键因素，提出针对性建议。结果表明：ISM 模

型将风险影响因素划分为三层，驱动力-依赖性分析将影响因素归为四类；农业众筹项目运营的关键阶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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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发起、线上筹资，重点关注因素为筹资团队能力与平台选择、平台审核、平台管理者专业性，优先关注

因素为农场监控力度。最后从团队、平台、农场建设方面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关键词：农业众筹, 风险影响因素, 解释结构模型, 交叉影响矩阵相乘 

1.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众筹是新兴的

一种融资方式，是推动农业项目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我国农业发展的所需要的资源，

农业筹资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农业项目融资不

足严重阻碍其发展[1]。农业众筹在我国仍处于新兴发展

阶段，因为其信用、法律、运营操作等方面存在问题，

农业众筹项目在实施时面临风险较大。因此，对农业

众筹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建议，对

从根源上降低农业众筹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农业众筹风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现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角度：一是从定性分

析的角度，黄欣乐等[2]阐述了其发展现状及瓶颈，将农

业众筹风险分为两大类；崔煜雯等[3]分析了农业众筹运

作模式、风险来源，构建了农业众筹风险防范机制，

提出了风险防范措施。二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崔煜雯

等[4]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风险防控综合评估，

最后提出合理的风险防控建议；纪晓东等[5]基于投资人

视角，采用 AHP-DEMATEL 方法，对股权型农业众

筹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综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众筹发展现状的

分析、农业众筹风险的分类以及农业众筹风险防范机

制的构建，对农业众筹运营过程存在风险的影响因素

缺乏梳理。因此，本文首先从农业众筹的运营流程角

度，识别农业众筹风险的影响因素，建立模糊 ISM 方

法，再通过 MICMAC 方法量化各因素的影响和受影

响程度，从而得到农业众筹风险影响因素的层级结构

和所属类型。    

2.研究方法 

使用 ISM 模型和 MICMAC 方法分析影响因素，

可以清楚地了解因素的层级结构，并结合驱动力和依

赖性特征来制定管理策略
[6]
。因此，本文使用模糊 IS

M 和 MICMAC 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全面系统地研

究农业众筹风险的影响因素集内的相互关系

{ }NUUUU ,,, 21 = ，构建过程具体如下： 

（1）建立直接关系矩阵G  

本研究依据 Li[7]给出的语言算子和三角模糊数

取值表（见表 1），邀请专家对农业众筹项目风险

影响因素两两之间的影响关系作出评价，通过公式

（1）计算评价结果的平均值 avgF ，再利用式 （2）
去模糊化处理，得到因素 iU 对因素 jU 的影响程度

ijG ，便可获得因素间的直接关系矩阵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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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为专家人数， x 、 y 、 z 分别表示三角模糊

数的第一、二、三项。 
{ }4/)2(| ijijij avgavgavgijij zyxGGG ++==       （2） 

式中 ijavgx 、 ijavgy 、 ijavgz 分别为因素 iU 对因素 jU 影

响关系专家综合意见的三角模糊数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 
（2）计算邻接矩阵 A  

根据G ，确定 A中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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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α 为截系数，值的大小代表着风险管理

的精细化程度，本文中选取截系数α 为 0.5，既能

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控制的工作量，又能满足基本

的风险管理要求。 

（3）计算初始可达矩阵
)0(Q  

可达矩阵能够反映风险网络中的各种联系，它

表达两个因素之间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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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语言算子和三角模糊数取值 

语言算子 影响非常低 影响低 影响中等 影响高 影响非常高 
三角模糊数 (0,0,0.25) (0,0.25,0.5) (0.25,0.5,0.75) (0.5,0.75,1) (0.75,1,1) 

基于 A，由式（4）得到初始可达矩阵
)0(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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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为单位矩阵。 
（4）构建 ISM 层级模型 

根据
)0(Q ，确定各因素的层级 m，具体步骤：令

m=1，① 计算各因素的可达集 iuM 、先行集 juN 及交

集 iuI 。② 确定m层因素集。③ 对于所有的 mk LU ∈ ， 

在
)1( −mQ 中删除 kU 所对应的行与列，形成新的可达矩

阵
)(mQ 。④ 若 ULn

m

n
=

=1
 ，代表各因素已完成分级；

否则令 m = m+1，重复步骤①至③继续划分下一层因素。

⑤ 根据 L1，L2，…，Lm 得到 ISM 层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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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驱动力-依赖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因素，明确因素之间的影响与

被影响程度，区分因素的不同类别。基于
)0(Q ，利用

式（9）、（10）分别计算各因素的驱动力指数 iUD 与

依赖性指数 jUR ，其中，驱动力指数表示该因素对其他

因素的驱动程度，依赖性指数表示该因素受到其他因

素的依赖程度。为了直观象形表达，用象限图表示（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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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Ⅰ象限对应自治型因素，第Ⅱ象限属于依赖型因素，

第Ⅲ象限的因素属于联系型因素，第Ⅳ象限对应独立型因素

。

图 1  MICMAC 方法结果的象限表示 

3.农业众筹风险影响因素识别 

通过考察大家种、众筹网、淘宝众筹等众筹平

台上的农业众筹项目，发现其运营流程大致相同，

本文将其划分为项目策划、项目发起、线上筹资、

农产品生产、项目结算五个阶段。项目策划阶段主

要是项目发起者对项目进行规划，包括农产品类型

选择、项目目标设定、项目团队组建、众筹渠道的

选择、筹资成功后运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项目发

起阶段主要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对众筹项目进行推

广宣传，发起者宣传众筹信息可通过线上媒体，如

软文推广、微博推广、社区推广等渠道，或通过线

下宣传，如海报、发布会等形式；二是发起人在众

筹平台注册信息并提交项目申请，等待众筹平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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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业众筹风险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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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业众筹风险影响因素的 ISM 层级模型 

发起人资质以及项目可行度审核。项目审核通过后，

便进入线上筹资阶段，消费者可以对项目进行浏览、

关注，然后参与投资，消费者差异以及过程中平台运

营与监管力度等都会对农业众筹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融资成功后，众筹平台移交资金给农企、农户，转入

线下农产品生产，保证农产品优质安全是关键，让消

费者信任是重点。在项目结算阶段，无论筹资阶段和

种植阶段情况如何，发起者都需按照合同约定给予投

资者回报、违约赔偿或者退回资金，因为农产品的特

质，物流仓储、逾期问题等严重，必须要明确流通过

程中的权责，同时保障售后。 
综合以上分析，最终从运营视角选取 14 个农业

众筹风险影响因素，如图 2 所示。 

4.基于模糊 ISM 和 MICMAC 模型的影响因素

分析 

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 ISM 模型的基础，本研究邀

请 7 名农业众筹领域专家，评判风险影响因素两两

之间的影响关系大小，进行打分，然后通过公式（1）
-（4）分别得到风险影响因素的直接关系矩阵G 、

邻接矩阵 A、可达矩阵
)0(Q ，再据此进行 ISM 和

MICMAC 分析。 

4.1 风险影响因素的 ISM 层级模型 

根据层次划分过程，首先根据式（5）（6）（7），
列出每个因素的可达集 iUM 和先行集 iUN ，并计算

交集 iUI 。因 1010 uu IM = 、 1414 uu IM = ，依据式（8）
可知为最高层因素集 L1 中包括 U10 与 U14；然后从

矩阵
)0(Q 中删去 U10 与 U14 所在的行和列，组成新

的可达矩阵，依据步骤④重复，最后划分为 5 层：

},{ 14101 UUL = ， }{ 132 UL = ， }{ 123 UL = ，

},,,,,{ 11752194 UUUUUUL = ， },,,{ 86435 UUUU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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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得到 ISM 层级模型（图 3）。 
由图 3 可知，风险影响因素自上而下分为五个层

级，本文将风险影响因素进一步划分为表层因素、中

间层因素、深层因素。 
在 ISM 模型中，有两个强关联的因素集，分别是

位于 L4 的产品类别、项目规模、项目推广、消费者选

择、消费者参与度和位于 L5 的平台选择、平台审核、

平台管理者专业性。这两个因素集分别是以项目和消

费者、平台为主体产生的影响因素集。这类因素集内

部因素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会放大

对风险的影响。对具有强关联特性的因素进行整体规

划，可以快速降低项目风险，使风险管理效率更高。 
表层因素包括农场监控力度和售后权责问题，分

别发生在产品生产阶段和项目结算阶段，是项目运作

的最终节点。因农业众筹模式信用问题严重，农场监

控力度不足直接增加了农业众筹项目风险。在整个项

目过程中权责不明晰、售后服务出现问题，就无法保

障消费者权益，并且售后权责问题受下层因素影响。 
中间层因素包括位于 L2、L3、L4 层级的因素，它

们基本覆盖了项目运营的全过程。物流与仓储环节出

现问题，产品极可能损坏或延期，可能会导致逾期问

题；生态环境、产品类别、项目规模、项目推广、消

费者选择、消费者参与度等因素的不同程度决定着不

同的物流与仓储状况；以项目和消费者产生的强关联

因素集受到深层因素的影响。 
深层因素是控制农业众筹风险的基础，他们直接

或间接影响着项目运营过程中其他风险影响因素。筹

资方团队具有很强的策划能力和管理能力是一个众筹

项目成功的根本；众筹平台是筹资方和投资方之间联

系的桥梁，以平台为主体产生的强关联因素集也是控

制农业众筹项目风险的根本因素。 

4.2 风险影响因素的驱动力-依赖性分析 

根据式（9）、（10）计算出每个风险影响因素的

驱动力数值与依赖性的数值，绘制象限图。由图 4 可

知，农业众筹风险影响因素可归为自治型因素、依赖

型因素、联系型因素、独立型因素四个类型。 

自治型因素有生态环境和农场监控力度，这两个

因素驱动力和依赖性都比较低，是比较容易把控的因

素。在 ISM 中，农场监控力度属于表层因素，且不

受到下层因素的影响，是应该首先考虑管控的因素；

生态环境是中间层因素，对上层因素有一定程度的

影响。 

 

 

图 4 农业众筹风险影响因素驱动力-依赖性分析 

依赖型因素有农产品仓储物流、逾期问题、售

后权责问题，这些因素驱动力低、依赖性高，受系

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这三个因素位于 ISM 模

型中的表层和中间层的上层，它们依赖其他因素的

解决而解决。因此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可以通过

控制其驱动因素，降低这类风险影响因素对系统产

生的负面影响。 

联系型因素有产品类别、项目规模、项目推广、

消费者选择、消费者参与度，这些因素的驱动力和

依赖性均较高，在风险因素系统中容易受到其他因

素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因素。它们在 ISM 模型

中位于中间层的下层，在系统中起到很强的传递作

用，具有强不稳定性，应予以重视。在项目风险控

制时，可以通过控制其诱发因素来降低发生的概率，

同时应尽可能阻断这类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的联

系，降低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达到风险控制的目

的。 

独立型因素有筹资团队能力、平台选择、平台

审核、平台管理者专业性，这些因素的驱动力高、

依赖性低，对其他因素影响较大。这类风险因素虽

然不会直接引发农业众筹项目风险，但在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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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较多，会间接加剧风险。因此，筹资团队能力、

平台选择、平台审核、平台管理者专业性这四个因素

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重点管控可以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综上所述，项目策划、项目发起、线上筹资阶段

是保证项目运营的基本阶段，前三阶段的筹资团队能

力、平台选择、平台审核、平台管理者专业性是控制

风险的源头因素，最需重点关注；其次，应该优先关

注农场监控力度因素，把控好该因素可以增加消费者

信任，直接降低风险。 

5.结论与建议 

文章从项目运营视角下确定 14 个农业众筹风险影

响因素，结合模糊 ISM 模型和 MICMAC 方法，明晰

各影响因素的性质以及相互影响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ISM 模型将风险影响因素划分为表层因素、中

间层因素、深层因素三个层级，驱动力-依赖性分析将

影响因素归为自治型因素、依赖型因素、联系型因素、

独立型因素四个类型；其次，项目策划、项目发起、

线上筹资阶段是保证项目运营的关键阶段，筹资团队

能力、平台选择、平台审核、平台管理者专业性为重

点关注的因素，农场监控力度为优先关注的因素。为

了降低农业众筹风险，针对重点关注因素和优先关注

因素，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增强筹资团队能力，

形成结构合理团队。招收擅长项目策划、运营管理、

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保证每个阶段

有序运行；同时吸收营销能力者作为团队成员，进行

项目的推广与宣传。提高农村科技投入，加大创新力

度，以吸引各方面人才积极参与农业众筹项目。 

（2）建立各项制度及法律法规，规范平台建设，

打造可靠优质平台。首先，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与众

筹平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众筹平台的职责和义务；

其次，众筹平台自身可以设立多层资格审查制度，提

高准入门槛，建立信用评价系统；最后，众筹平台需

引进专业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培训教育，

不断适应工作需要。 
（3）引入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监控实时动态，

实现信息数字农场。农业众筹项目中可引入物联网技

术和区块链技术，应用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准确获取

农产品生长情况，同时利用区块链真实记录物联网

采集的数据，保障了数据存储安全，还提供了更顺

畅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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