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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上海市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实地调研，建立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意愿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个体特征与资源禀赋、政策认知与收益风险预期、相关补贴与支

持。结果表明：年龄、政策了解、收益预期、风险预期、政府补贴与培训指导对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

业融合意愿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培养高素质青年人才、加大农村产业融合政策宣传力度、提高经营者参与

农村产业融合的收益、降低经营者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风险、提供税收优惠与资金补贴和加强产业融合技术

培训指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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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关键内容，已成为农村发展的新趋势。农民专业

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１２］。近年来，国内

学者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进农村产业融合

的利益机制［３］，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融合

型产业的影响因素［４］，挖掘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带

动农村产业融合动力、优势和模式［５］。农民专业

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于提升农业效

率、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和繁荣农村经济具有重要

意义和价值。

目前上海市正持续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全面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上海市渔业总产

值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９％，居于第２位［６］。上海地

区８８．９８％的养殖户愿意参与生态补偿［７］。作为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成部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意愿直接影响到农村产

业融合的发展水平。本文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分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意

愿的影响因素，为上海市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１　理论假说与变量设置

１．１　理论假说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和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假设合作社经营者是理性的，以利益最大

化为导向。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合作社经营者

的需求由低到高，不仅是满足生存需求，更多的

是追求实现自己经济效益最大化需求。理性的

合作社经营者通过分析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带给

自己的经济效益，从而决定参与或不参与农村产

业融合。

１．１．１　经营者资源禀赋对产业融合意愿的影响
有研究［４，８９］表明，农户年龄在 ４５岁以上对

参与产业融合影响较为显著，经营者受教育程度

越高或者学历越高对参与产业融合起到一定地

促进作用，示范社级别越高，合作社越愿意参与

产业融合，家庭农场产品品牌会对其从事融合型

产业产生一定影响。另外，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助

于合作社发展［１０］。因此，本研究将经营者年龄、

受教育程度、合作社养殖规模、示范级别与水产

品品牌等５个变量归纳为影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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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意愿的经营者资源禀赋因

素，并提出：假设 Ｈ１ａ为年龄负向影响水产养殖
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意愿；假设Ｈ１ｂ为
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合作社养殖规模、示范社级

别与水产品品牌正向影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意愿。

１．１．２　政策认知与收益风险预期对产业融合意
愿的影响

政策认知越高，农户越愿意参与农村产业融

合；收益预期越高，农户越愿意参与农村产业融

合；风险预期越高，农户越不愿意参与农村产业

融合［１１１３］。通常经营者会根据政策认知（即经营

者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了解）进行决策判断、价值

认知（即经营者认为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对收入提

高的影响）、风险认知（即经营者认为参与农村产

业融合存在的风险）进行决策判断。因此，本研

究将政策认知、收益与风险预期３个变量归纳为
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意愿的

认知与预期因素，并提出：假设 Ｈ２ａ为政策认知
与收益预期正向影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

农村产业融合意愿；假设Ｈ２ｂ为风险预期负向影
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意愿。

１．１．３　相关补贴与支持对产业融合意愿的影响
农业保险、农业信贷与财政补贴均可以促进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金融财政的支持是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农业保险的影响存在一定

的区域异质性［１４１５］。目前针对合作社拓展产业

链的资金需求，没有相应明确的金融支持政策，

合作社存在贷款难的问题［１６］。融资情况与培训

次数变量划分成有无技术支持２个级别，政策支
持划分成力度很小、力度一般与力度很大３个级
别，融资情况、培训次数和政策支持对经营者产

业链延伸的意愿有显著影响［１７］。因此，本研究将

农业保险、金融贷款、政府补贴与培训指导等 ４
个变量归纳为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

业融合意愿的相关补贴与支持因素，并提出如下

假设：假设 Ｈ３为相关补贴与支持因素正向影响
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意愿。

１．２　变量设置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假设，从经营者资源禀

赋、政策认知与收入风险预期和相关补贴与支持

方面研究，选取１２个变量作为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意愿的影响因素，其变量

定义见表１。

表１　影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主要因素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变量定义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可测变量

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变量类型 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取值

自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个体

特征

与

资源

禀赋

Ｘ１ 年龄 ４０岁及以下＝１；（４０，５５］＝２；（５５，６５］＝３；６５岁以上＝４
Ｘ２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３；大专＝４；本科及以上＝５

Ｘ３ 养殖规模
１３ｈｍ２及以下＝１；（１３ｈｍ２，３３ｈｍ２］＝２；
（３３ｈｍ２，６７ｈｍ２］＝３；６７ｈｍ２以上＝４

Ｘ４ 示范社级别 非示范＝１；区级示范＝２；市级示范＝３；国家级示范＝４
Ｘ５ 水产品品牌 有品牌＝１；没有品牌＝０

政策认知

与收益

风险预期

Ｘ６ 政策了解 了解＝１；不了解＝０
Ｘ７ 收益预期 有收益＝１；没有收益＝０
Ｘ８ 风险预期 有风险＝１；没有风险＝０

相关补贴

与支持

Ｘ９ 农业保险 参加＝１；没参加＝０
Ｘ１０ 金融贷款 有贷款＝１；没有贷款＝０
Ｘ１１ 政府补贴 有补贴＝１；没有补贴＝０
Ｘ１２ 培训指导 有培训指导＝１；没有培训指导＝０

因变量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Ｙ 是否愿意参加

农村产业融合
愿意＝１；不愿意＝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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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来源与建立方程

２．１　数据来源
２０２０年７月至１２月对上海市崇明区、浦东

新区、奉贤区和闵行区等９个水产养殖核心区进
行了实地走访和咨询，各区调研的合作社数量见

表２。此次调研共发放５２５份问卷，回收４９０份
问卷，问卷有效率达９３％。通过问卷了解到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意愿，分析

得出有２４６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不愿意参与
农村产业融合，有２４４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愿
意参与产业融合，约占总数的４９．８％。

表２　上海市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数量
Ｔａｂ．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崇明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ｇ
浦东

Ｐｕｄｏｎｇ
奉贤

Ｆｅｎｇｘｉａｎ
金山

Ｊｉｎｓｈａｎ
青浦

Ｑｉｎｇｐｕ
闵行

Ｍｉｎｈａｎｇ
嘉定

Ｊｉａｄｉｎｇ
宝山

Ｂａｏｓｈａｎ
松江

Ｓ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总计

Ｔｏｔａｌ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８８ ９４ ８３ ７８ ３０ １０ ４ ２ １ ４９０

２．２　建立方程
根据问卷结果统计情况与所要研究内容综

合来看，适合利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是否参与农村产业融合这一行

为进行实证分析。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
二分类特性，引导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者对

“是否愿意参与农村产业融合”作出“愿意”或者

“不愿意”的回答。建立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方程：

Ｐ＝ １

１＋ｅｘｐ［－（α０＋∑
ｍ

ｉ＝１
）αｉｘｉ］

（１）

式中：Ｐ为愿意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生的概率；α０
为截距项；α１，α２，α３，……，αｍ为回归系数。

３　方程检验与实证分析

３．１　方程检验
由表３可知，此模块建立的模型卡方观测值

为４６８．６１１，自由度为１２，Ｐ为０，小于０．０５的标
准，可以看出步骤１和其建立的模型较为显著。

表３　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ｅｓｔｏｆｍｏｄｅ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卡方观测值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ｌｕｅ

自由度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

步骤１Ｓｔｅｐ１ ４６８．６１１ １２ ０
块 Ｂｌｏｃｋ ４６８．６１１ １２ ０
模型 Ｍｏｄｅｌ ４６８．６１１ １２ ０

　　由表４可知，考克斯斯奈尔 Ｒ２和内戈尔科
Ｒ２的值分别为０．６１６、０．８２１，接近１，可以看出模
型拟合优度比较高。

表４　模型汇总
Ｔａｂ．４　Ｍｏｄｅｌｓｕｍｍａｒｙ

步骤

Ｓｔｅｐ

－２对数似然值
－２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ｖａｌｕｅｓ

考克斯
斯奈尔Ｒ方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

内戈尔科Ｒ方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

１ ２１０．６６５ａ ０．６１６ ０．８２１
注：ａ是因为参数估计的更改范围小于０．００１，所以估计在迭代次

数７处终止。

Ｎｏｔｅｓ：ａｉ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ｉｓ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０．００１，ｓｏ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ｓａｔ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７．

３．２　实证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元回

归分析，见表 ５。结果显示：年龄变量的系数为
－０．４４４＜０，说明年龄反向影响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这一行为，即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的经营者年龄越高，越不愿意进行农村

产业融合。可能是因为经营者年龄越高，身体健

康与精神活力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不愿意从事过

多创新性与复杂性的活动。Ｐ为０．０５７＜０．１，说
明在０．１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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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影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意愿因素的回归分析
Ｔａｂ．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ｏｆ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ｒ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变量名称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ｎａｍｅ
回归系数

Ｂ Ｐ 优势比

Ｅｘｐ（Ｂ）
Ｘ１ 年龄 －０．４４４ ０．０５７ ０．６４１
Ｘ２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３９ ０．８４７ １．０４０
Ｘ３ 养殖规模 ０．１１６ ０．５６６ １．１２３
Ｘ４ 示范社级别 ０．３２０ ０．２２９ １．３７７
Ｘ５ 水产品品牌 ０．４４２ ０．３４６ １．５５５
Ｘ６ 政策了解程度 ０．８９７ ０．０２６ ２．４５２
Ｘ７ 收益预期 ０．６７８ ０．０８２ １．９６９
Ｘ８ 风险预期 －５．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Ｘ９ 农业保险 ０．５３７ ０．１９３ １．７１１
Ｘ１０ 金融贷款 ０．２６６ ０．６００ １．３０５
Ｘ１１ 政府补贴 １．１５０ ０．０２４ ３．１５８
Ｘ１２ 培训指导 １．３８０ ０．００３ ３．９７４

注：表示在０．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Ｎｏｔｅ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０．１ｌｅｖｅｌ，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

　　政策了解程度变量的系数为０．８９７＞０，说明
政策了解程度正向影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

与农村产业融合这一行为，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的经营者对农村产业融合政策了解程度越高，

越愿意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可能是因为经营者

了解熟悉产业融合政策的目的、意义、政策执行

的相关方向与操作流程，经营者更愿意尝试参与

农村产业融合。Ｐ＝０．０２６＜０．０５，说明政策了解
程度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参与意愿。
　　收益预期变量的系数为０．６７８＞０，说明收益
预期正向影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

业融合这一行为，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对参与

农村产业融合收益预期越高，越愿意参与农村产

业融合。可能是因为经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从

获利角度判断是否值得参与农村产业融合。Ｐ＝
０．０８２＜０．１，说明收益预期在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影响参与意愿。

风险预期变量的系数为 －５．００１＜０，说明风
险预期负向影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

产业融合这一行为，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对参

与农村产业融合风险预期越高，越不愿意参与农

村产业融合。可能是因为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经营者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对于有风险的活动参

与和共担难以达成内部统一意见。Ｐ＝０＜０．０１，
说明风险预期在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参与意
愿。

政府补贴变量的系数为１．１５０＞０，说明政府
补贴正向影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

业融合这一行为，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获得政

府补贴越多，越愿意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可能是

因为有了政府资金的帮助，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

融合有了经济支持。Ｐ＝０．０２４＜０．０５，说明政府
补贴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参与意愿。

培训指导变量的系数为１．３８０＞０，说明培训
指导正向影响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产

业融合这一行为。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得到的

培训指导越多，越愿意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可能

是因为得到了农技推广部门等人员的技术支持，

为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奠定了基础。Ｐ＝
０．００３＜０．０１，说明培训指导在０．０１的水平上显
著影响参与意愿。

４　结论与建议

　　基于本研究的调查，４９．７％的上海市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愿意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其参与意

愿主要受到政策了解程度、收入预期、政府补贴

和培训指导因素的正向影响，与文章提出的假设

相一致；其参与意愿受到年龄和预期风险因素的

负向影响，与文章提出的假设一致。上海市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者年龄在４０～５５岁占比最
高，经营者年龄偏大；部分合作社不了解农村产

业融合政策，对参与农村产业融合收益的预期较

小，对参与农村产业融合风险的预期较大，可能

是由于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合作社不了解参与农

村产业融合的途径以及水产养殖产业的风险防

范机制不健全；部分合作社参与农村产业融合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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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政府补贴与培训指导。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１）培养高素
质青年人才。青年人才加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既可以为水产养殖业提供人才支撑，还可以

较快实现合作社融合发展。努力培养一批精通

水产养殖技术的善于管理的综合型青年人才，参

与水产养殖交叉产业、融合产业以及跨产业等形

式的发展，实现水产养殖业现代化。（２）加大农
村产业融合政策宣传力度。政府要及时更新关

于农村产业融合政策动态信息。借助电视、报

纸、广播、电台、手机 Ａｐｐ等各类媒介平台，加大
对农村产业融合信息的宣传，使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经营者深入了解农村产业融合政策，为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高质量高效率参与农村产业融

合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３）提高经营者参与农
村产业融合的收益。政府鼓励合作社增加加工、

贸易和商业等环节，提高经营者的收益和利润。

政府鼓励合作社发展订单农业获取大量精准客

户，畅通销售渠道提升自身的收益。建议合作社

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稳定

购销关系，以促稳定收益。（４）降低经营者参与
农业产业融合的风险。有关部门可以帮助经营

者解决农业保险的问题，根源上降低经营者参与

农村产业融合的风险。水产技术部门在推广农

村产业融合政策的同时，介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

风险规避的经验和办法，指导经营者应对潜在风

险。政府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及规范风险共担机

制［１８］。通过完善土地流转和返租倒包的经营制

度，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担保体系以增强合作社

风险防范能力。（５）提供税收优惠与资金补贴。
政府应该明确补贴的对象，健全政府财政补贴金

额的评价体系，将税收优惠和资金扶持流向融合

主体所在合作社，确保政府补贴精准地投入到真

正需要帮扶的水产养殖专业社中。支持合作社

承接政府部门项目，鼓励符合条件的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积极参与并主动接受农业生产服务方

面等的项目建设。（６）加强产业融合技术培训指
导。政府应拓宽培训渠道，不仅通过线下组织融

合技术培训活动，还要利用网络进行培训，线上

答疑解惑。有关部门应组织一批专家亲临合作

社指导水产养殖产业融合，介绍产业融合途径与

模式，增强经营者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实践能

力。鼓励学校和科研机构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开展稻渔综合种养的综合养殖模式，这将成为

养殖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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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刘斐，夏显力．异质性预期、社会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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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顾志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链延伸问题研究———以

湖北省家庭农场为例［Ｄ］．荆州：长江大学，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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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ａ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ｐｏ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ｂｉｎａｒ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ｗｉｌｌ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ｗｉｌ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ｆｏ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ｐｏｌｉｃｙｒｉｓｋ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ａｇｅ，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ｈ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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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ｉ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ｏｍ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ｙｏ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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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ｉｎｒ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ｉｎｒ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ｔａｘ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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