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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农民工就业：促进还是挤出？

——来自“宽带中国”政策试点的证据

齐秀琳 川江求

摘要： 了 ， 对 ，字经济不 推动 就 信息的充 且 原 工 位 成冲 正展现数 仅 业市场上 分流通 而 有 作岗 形 击

对出 工 愈发深刻农民 就业 的影响。本文 于基 2011－2018年 流动人 动 监 查数据和中国 口 态 测调 “ 带中宽

国” ， 双 了 。 ： 一，政策 多期 重差 字经 何影响农民 业 研究发 第 数字试点 利用 分法考察 数 济如 工就 现 经

了 ，促进 农民济显著 工就业 “ 带中宽 国”政 点策试 了农民 就业率提使 工 高 1.78%； 二， 对数 济第 字经

大； 三，新生代 能 民工 就业的 进 用 数字经济 进农民工就 包括和低技 农 群体 促 作 更 第 促 业的机制 增进就

； ， 了 ，取和 新的工作岗 四 数字经 提高 农 质量 但这 表现 收业信息获 催生 位 第 济 民工就业 种提高仅仅 为

， 。本 对 一平 提升 民工工作强 而 增加 文结 进 推进 工就业 发 数入水 的 农 度反 有所 论 政府 步 农民 和 展 字经

义。济具有参 意考

关键词：数字经济 业农民工就 “宽带中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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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计划 也 布在 经 代 有分虽然 济时 于社 业的队企 “务工 民农 ”（ 孝 ，费 通 1999）， 现符合后但真正出

来 对人们 “ 工农民 ” 一 ，这 念 认 的群 则始于改 放概 普遍 知 体 革开 初期（ 车 ，张 伟等 2022）。彼时，伴

东南 海地随 沿 区以“三来一补” 轫，大为主 模 的 型经济的 量内地农民要 式 外向 发 开始 择 农闲时期选 在

。 又 ，异于 农民 别于城 民的身份离乡打工 既 传统 市居 定决 了他们 择 ，和方式上 型的在就业选 的特性 典

徙。以 农 为周 的候鸟式 而如 年或 时 期 迁 然 ， 要的是更重 ，在 期 农民 人口红 的 式这段时 内 工以 利 方 满足

了发展所需，对 国经济起飞中 做出了 大 （ ，献 程名望巨 贡 等 2018； ，张晓山 2019）。 入进 21 ，世纪

了 ， 本 力 了民工问题有 发展 原 劳 供给充 陆续出现农 新的 动 足的地区 “民工荒” 。 对象 学 此 释现 界 的解

划为两可 种： 一其 是数量上的。沿 易斯关于循刘 “二元结构”的 典阐经 释（Lewis，1954）， 学者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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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力 对 少关 农 绝 数量的 以及伴随始 注 劳动 减 于 力劳动 价格此的城市 的上升， 了国究 否迈过而中 竟是 “刘

易 点斯拐 ” 一讨 （ 昉，则是另 的焦点论 蔡 2010）。 二 构上的其 是结 。“民工荒”之下并 ，非 分充 就业

大 。 ， 一而 仍有 农民工被 于 市场之外 工 与农 就业难 时 现 证关系被是 量 排斥 就业 企业招 难 民工 同 出 这 辩

。 ，一 对 ，二 （ ，于就业市场 更具体地 是岗 匹配 周先波归 中的摩擦 是信息不 称 位不 等 2016； 康平武 和

，田欣 2020）。

长 一。 （数字经 推动中国 主引 之 国 息通 研究院 下济已成为 经济增 的 擎 据中 信 信 称“ 通信 院”）发

布的《中国数 发 报告字经济 展 （2022年）》，2021 中国数 经 规 到年 字 济 模达 45.5万亿元，占GDP比

重为 39.8%。数字 要的两方经济最重 面是 业化数字产 和 业数字化产 ， ，其 字产业化中 数 信息的以 创造

心，动为核和流 产业数字化 术 。指传 产 数 化转 和以数字 基 新型产业 信 在统 业的 字 型 技 为 础的 的创生 息

， ，就 场中的 用 不 而产业数 化所催生出 岗位 正是 括农 在内的业市 作 自 待言 字 新的就业 当下吸纳包 民工

大 力量劳动 的重要 。所在 ，此因 ， 对 了可以 经济的发 当前 民 业 构性 题的认为 数字 展恰好 应 农 工就 结 问

，两个前因 从而 了 。刻改变 现 民 的就 况 再考 到 国 民工多为深 实中农 工 业状 虑 中 的农 技能低 力，劳动 而

数字经济 大 又 对 ，本在创造 量 同时 复性劳动不 行着替代 所考察工作岗位的 在 重 断进 文 的 对济 农数字经

义， 也民工 响不 极 实 在理 上就业的影 仅 具现 意 论 十 议是 分有 重 题趣和 要的 。

本 ： 一 。与 文相 献 要有 第 支文 涉 农 就业的影 因素 农民工 和城市关的文 主 两支 献 及 民工 响 兼具农民

双 ， 了 类 训务 他们 业行为除 受 其他群体 的如职 区基础设 的影工者 重身份 的就 到与 似 业培 和地 施等因素

外响 ， 一有 特殊还具 些 性（骆永民等，2020； 东等张卫 ，2021）。例如， 村考虑到中国农 “ 人 会熟 社 ”

， 本（ 、的 以及就 市 信 动的不充 社会资 特别 友或熟人特征 业 场 息流 分 是家人 朋 这种“强关系”）在农

了十 （就业中起到 要的作用民工 分重 明朱 宝和杨云彦，2017； ，睿邓 2020）。 二第 支文 字经献涉及数

力 ， 力 。 来 ，与 就 特别 数字经济 技 动 就业之 系 理论 看 早期 文 更济 劳动 业 是 与低 能劳 间的关 从 脉络 的 献

于数字经 背景下关注 济 “机器取代人” 一经典逻辑这 （Autor et al.，1998）， 对献则 出而之后的文 展现

数字经济 业关系的 深刻理与就 更 解（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 对 术被数字技如 易于 替代的“程

序性 种工 ” 易 替代和不 被 的“非程序性工种” （进 确区分行明 Autor et al.，2003）。

了本 ， 对 对上 构 文研 基础 但 解 字 农民工就 影响而言尚 和深化之述文献 成 究的 理 数 经济 业 有须拓展

： 一， 对 讨 未 ， 少 ，民工 影响因素的 考虑数字 济的影 所涉及的处 第 目前 农 就业 探 多 经 响 在 量有 文献中

也 了 （考察 数 融 某个 面的作用仅 如 字金 等 侧 泉曾湘 和 晴郭 ，2022）； 二，第 虽然 往往 有农民工 具 低受

（育程度 低 能 征 章元教 和 技 的特 和 ，铭陆 2009）， ，但他们在 和行为方 特殊户籍身份 式等方面的 性 使

力 一 。 ， 本得以往文献 数字经济 何影响 动 就业的 定可 推 群 另外 文关于 如 低技能劳 结论并不 外 至该 体 与

（最相关 献 鸽和张勋的文 是田 2022） ， 了 对 村 力他 系统 数字经 农 动 就业和社的研究 们 考察 济 劳 非农 会

， ， 也未 讨分工的影响 注的重点 群体 能结合农民 体的就业 点深入但他们关 并非农民工 因此 工群 特 探 数

。济影响的字经 内在逻辑

本文将“ 带宽 中国” ， （政 的施 作为准自 验 国家卫生 员 下称策 行 然实 利用 健康委 会 “ 委卫健 ”）

布 （发 的 国 动 动态监测 查数据中 流 人口 调 2011－2018），采 双 对用多 法考察数 工期 重差分 字经济 农民

。就 影响业的 “宽带中国” 了 ，也策除 推动 在优化 带应用的 础设 建 包政 旨 和拓展宽 互联网基 施 设外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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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习 ， ，提升 民网络使 培 字化消费 推 产业 化转型 诸 面 容 因此是居 用能 育数 惯 以及 动 数字 等 方 的内 数

较 。字经济发展的 好代表 “宽带中国” 采 （击在 数字经济影 文献中多 用 田鸽作为政策冲 评估 响的 被 和

，张勋 2022）。本 ： 一，本 了 对可能的边 下 第 系 察 字经 农民工就 影 机文 际贡献如 文 统考 数 济 业的 响与

， 了 ，制 不仅 往 关文 且考虑 数 经 蓬勃发展 在现实中与 业间的紧补充 以 相 献 而 到 字 济的 及 农民工就 密联

，本 ； 二， 较究有 把握农民工 字经济时 下的就 相 于以多 成的 标系 文研 助于 在数 代 业特征 第 维指标合 指

数 经济衡量 字 ，本 以文 “宽带中国” 为 冲击更容 出 字经 农民工 业 的 关系作 政策 易识别 数 济和 就 间 因果 ；

三， ，本 讨了 对 ， 一第 除 业率外 文还 济 农民工 影响 进 步改善数 济背景就 探 数字经 就业质量的 这为 字经

了 。下 民工就 供 理论依农 业状况提 据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济在 民 中 地位 发重要数字经 国 经济 的 愈 。 布据 院信通 发 的《中国数字 展 告经济发 报 （2022年）》，

2021 国有年中 16个 份 字 规模突破省 数 经济 1 亿元万 ，北京、上 的数字经海等城市 济规模占GDP 比的

重 过已超 50%。在 21 ， 对 势， 力世纪初 济运转日 数字化 各国都开 基础 施面 经 益 的趋 世界 始发 数字 设

， 了例 美国 立 以消除 盲 目标的建设 如 建 宽带 区为 “连 基接美国 金”， 本 对日 政 带运营 提 无府 宽 商 供 息

。 ， 、 、款等 中国 时的宽带建 成效 但还 施定 明确 区域和 发展不平贷 当 设虽初有 存在基础设 位不 城乡 衡

丰 、 术 力 ， 了对 来应用服 技 原创能 展环 不 等 题 这 成 经济发 言 严务不够 富 不足和发 境 完善 问 构 展而 越 越

掣肘。 （重的 据 下 机构 电信联联合国 属 国际 盟 ITU） 布发 的全 联网年度 告球互 报 ，2013 大年中国 陆信

平在世界息化水 上仅排第 78位，与GDP 二 十总 名世界第 的 地位 分不 称量排 经济 相 。在此背景下，国

家工信部提出“ 中国宽带 ” 略战 ， 八 了家 展改 委等 部委 起 施方案由国 发 革 联合 草 实 ， 布并 院由国务 发 。

来 ，从政 施的时 线策实 间 看 “宽 国带中 ”政策分为 3 ： 布个阶段 从政策发 至 2013 底为全面年 提

速阶段， 点加 纤网络和重 强光 3G网 设络建 ，提高宽 网络接带 入速率， 善和提升 体验改 用户上网 ；2014

－2015年为 普 阶段推广 及 ， 点重 在继续 宽 络提速的推进 带网 同时， 大快 宽带 覆盖范 和 模加 扩 网络 围 规 ，

应用普及深化 ；2016－2020 为优化升级年 阶段， 术推进宽带 技 演 级重点 网络优化和 进升 ，使宽带网络

、 力 。务质量 应 水平和 支撑能 达 进水服 用 宽带产业 到世界先 平 ，在 实 过程具体 施 中 “宽带中国”政策

， 采 了覆 点城市全盖试 域 且 取 “ 、试 先行 推进点 逐步 ” 。的 法做 2014年 10 ，月 工信部与 家发国家 国

布 一展改革 第 批委联合发 “宽带中国”试点 （ ） ，市 城 名单 确定城 市群 39个城市（ ）城市群 为“宽

带中国”示范 （ ），对 （ ）城市群 这 市群 数 础 施建城市 些城市 城 的 字基 设 设“ 大加 财政资 持金支 ”、

“ 扶税收优惠加强 持”和“ 善 融资完 投 政策”
①
。2015年 10月和 2016年 9 ， 二 三月 批 批试点第 和第

城 分别被确定市 。三 计市总批试点城 117个，约 市数占全部地级 量的 40%， 布均匀分 在拥 同经济有不

东、 、 三 （发 水平的 地区 见表展 中 西部 个 1）。

①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8/16/content_

50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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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宽带中国”政策试点城市分布情况 单位：个

获批时间 东部地区 中 区部地 部地西 区 计合

一第 批试 市点城 2014年 10月 21 11 7 39

二第 批试点城市 2015年 10月 11 14 14 39

三批试 市第 点城 2016年 9月 8 13 18 39

总计 40 38 39 117

“宽 中带 国” ， 布非仅是旨 强化网络基 政策 在公并 在 础设施的 的 5 ，务中个重点任 “ 宽带网提高

络应 平用水 ”、“促进宽 网络产 完善带 业链不断 ”和“ 力增 络安 保强宽带网 全 障能 ”都 眼于 升网着 提

。 划 ， 对 ，络设 经 展的融合 更 体的 既有针 业 字 数字产业 的举措 例如施与 济发 程度 在 具 规 中 产 数 化和 化

， 子 、 ，场新业态 现代 和网络金融 代服务业 展等 亦 升个体网培育新市 加快电 商务 物流 等现 发 有旨在提

力 ， 小 训 子 、 ，的措 例 向 企业 展宽带应 能 电 商务 网 等 导 鼓络应用能 施 如面 中 开 用技 培 及 上营销 指 励企

业利用 带 展 和商业模 创新等宽 开 业务 式 。2020年为“宽带中国”政策收官之年， 布发 的信通院 《中国

宽带发展白皮书（2020年）》对“宽带中国” 了的实施 评估效果进行 ， 来指出 施以该政策实 ， 国中 宽

， 长， 大 ，网 基础 施加快改 级 规模高速 普 水平 升 宽带 息 用 向经带 络 设 造升 用户 增 家庭 及 幅提 信 应 加速

， 三 。济社 各领域广泛 阶段目标会 渗透 前述 均已实现

（二）理论分析

一 丰字经 个在内涵上 富和在外 上不断 念数 济是 不断 延 延展的概 。最早提出此概念的Tapscott（1996）

一 术 ；强 数 济 个充 运用信息 技 济系统 国 基 组织 数字经 认 为调 字经 是 分 通信 的经 际货币 金 则将 济 定 运用

（数字化信 和知识的经 和息 济活动总 IMF，2018）。 ，但无论 字经 与就业之间 系如何界定数 济 它 的关

本 ：一 ，二都可归 两个基 字经济背 更加 分 息 缓解 业市场上 擦入 方面 是数 景下流动 充 的信 可 就 的摩 是数

术对字技 经济 工 岗位 击和重系统中 作 的冲 构。本 讨 对文 从 个方面探 字经济 农民 影响将 这两 数 工就业的 。

1. 对数字 就业 摩擦的影响经济 农民工 市场 。本 而言质上 ，就业 题可理 市场上的问 解为就业 “搜寻”

和“ 配匹 ” ， 力 力 ，问 即 劳 买方 雇佣者与 劳 方的被雇 业 场上 合意的题 作为 动 的 作为 动 卖 者 在就 市 搜寻

对 。 ， ，并 成 若就业市 不存在摩擦 用不存在方 完 匹配 场 即交易费 则“最优” 。自然 完成 但现匹配 能够

对 ， 双 大 本（实 就业市场 存在着 等问题 导 的互 搜 花 量成中的 往往 信息不 称 致雇佣 方 相 寻需 费 Stigler，

1961）。 意味着就 场这 业市 的“ 优最 ”匹配将 于会让位 “ 优次 ” ， 双 对匹 者在雇 方 寻 边配 后 佣 搜 家的

本 。际成 等 边际收益处于 达到

大。 一 ，工所具有 们在 市场上遭遇 擦更 这 方 缘于他 身份 农民农民 的特征使他 就业 的摩 面 们的农民

本 ， 也务工 不 乏 居民 有的社交 户 份限制 使 他 的就 场更为工在城市 时 仅缺 地 拥 网络 籍身 可接纳 们 业市 狭

。 ， ，窄 然 各地户籍 度改革的推 在就业市 的地 经得到显著 但与虽 随着 制 进 农民工 场上被歧视 位已 改善

， 一 大 大 尤 。 一城市 民相比 这 点在农 集的 市 突 另 方 则缘于农 自居 仍有差距 民工 量聚 城 中 为 出 面 民工 身

较 的受教育 水低 和技能 平（章元和 ，铭陆 2009）， 一 了 。这进 限 农 的就业领 有限的工作步 制 民工 域 岗

匮 ， 找 十 。长 来， 找 大的就业信 到合 就业机会 分 期以 农民 工作在位与 乏 息 使农民工 意的 困难 工 很 程度

、 （依赖于亲 社会 系上 戚 朋友等 关 朱明宝和杨云彦，2017）。 村这种基于农 “ 人熟 社会”特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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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找 本， 也 了 。方 虽节 作中的 易 但 就业市场 信息传递的传递 式 省 工 交 成 决定 上 低效

大 了 找 ， 了 。 ，经济的兴 民工 的信息渠道 信息传递 效率 首 提数字 起极 拓展 农 工作 增进 的 先 互联网

了大 ， ， 一 了 双供 量可 参考 招 息 各种 业求职网 出 步降低 雇 匹 成供农民工 的 聘信 且 专 站的 现 进 佣 方的 配

本； ， 本 也 、 。其 线下的 息 通 可以在线 利用微信等 方便和快 行 另次 原 信 沟 现在 上 软件以更 捷的方式进

， ， ， ，得指出的是 当前数字 济的作 现在增加 性 但 以 随 数字外 值 虽然 经 用更多体 信息流动 可 预见 着 经

， 大 术 来 ，济的发展 数 各种算法 被 越多 用于农 工 业 景 从而在 深层次基于 据与 的技 将 越 地运 民 就 的场 更

对 ， （上消 场中的信 促进 工就业解就业市 息不 称问题 农民 武康平和 ，田欣 2020）。

2. 对 。数字 济 农民 位的影响经 工就业岗 大 ，发展 仅 出 就业 位 而且不 塑数字经济 不 催生 量 岗 断重 着

力 ， 、 。动 的就业 以 更集 标准化 劳 组 式变得更 散和更灵活 的高低劳 方式 使 往 中 更 的 动 织模 松 交易费用

了决 模式定 劳动组织 ， 心是新制度经 的核 观点这既 济学 （Coase，1937）， 对 本 义可见于 主亦 马克思 资

。 术 了发展史 析中 如 生 的技 破导致 生的经典分 正 工业 产 突 产由“社 工会分 ”向“工场 分手工业 工”的

， ，转 字经济 兴 令 业时代更 节省交易费 型劳动组 转变 适于信变 数 的 起 在工 能 用的集中 织模式 逐渐 为更

。本 ， 一息时 分散型劳 组织模 是 种具有代的 动 式 质上 这 “ 变颠覆性改 ” 术 来特 的 所 经济 式征 新技 带 模

（ ，的扩展 整式调 阿瑟 2018）。

术 ， 大 对 术数字经济 字 的进 基础 但 此 创 就业岗位 并不需要劳 技虽以数 技 步为 由 而 生的 多 动者 数字

本 ， 十 ， 力 本身有理 要求 会使用 分便 软件即可 此非常 纳自身人解和把握 仅 他们 捷的 因 适用于吸 资 积累

较 的农 工弱 民 。 来 也经 所带 劳动组织 改 促进农民 水 的提数字 济 的 模式 变 会 工就业 平 高：一 面方 ，以“零

经工 济” ， 对 力 一 。 较为 的灵活化 就业方式 其 动 技能要 化 相 作内容各代表 的 背后是 劳 求的进 步弱 于工

， 车不 的工厂流 线 送外 约 等工作 其实 加相同 水 卖和开网 在内容上 更 “ 化标准 ”。 一 ，方面另 “ 送外宁

，卖 不 厂去工 ” ， 也 较 对目前需要 就 倾向 映出灵 就 相 统就业方 农民工具虽是 调整的 业 但 反 活 业 于传 式

大 力。有更 吸引

也 。 ， 本 大字经济发 农民 业 根据马克 经典阐释 为获得 不断以机数 展 可能挤出 工就 思的 资 更 收益会

， 。 来 ，的方 提 机 成 结 是整个社 业 提高 但从 和 体的 说 机器器取代人 式 高有 构 果 会失 率的 更微观 具 角度

二 较。 一 ， 对 讨否 代 取决于 者 利润的比 延 当前关于 业影 论逐渐超是 取 人应 净 循这 逻辑 数字经济 就 响的

力 ， 力 ，脱 工作岗位 劳动 视 做法 开始 质性 作 和 动 之 的匹配关于将 和 为同质的 聚焦于异 工 岗位 劳 间 系 例

如 更具重复认为 性的“ 序 工种程 性 ” 术 ，易被数 技 代 具创造性更容 字 取 而更 的“非程序性工种”则不

易被取代容 （Autor et al.，2003）。 析农 就业问题以此思路分 民工 ，他 从事职业 是们所 往往 “程序性工

种”， 大 。 ，此随着数 发展 面 的 业风 以上分析 数 济既有促 工因 字经济的 会 临更 失 险 表明 字经 进农民 就

，也 。 ，业的 有挤出 民 就 效应 理论 虽然数字经 出从事效应 农 工 业的 上 济可能挤 “程序性工种” 农民的

， 也 。 对同时 会创造 多适于农 工就业 再考虑到 农民 就 场 擦的工 但 出许 民 的新岗位 数字经济 工 业市 摩 缓

， 对 大。 ，本解作用 数 济 工就业的 用 该更 此 文提 待 证 究假说字经 农民 促进作 应 鉴于 出 验 的研 H1。

H1： 了 。数 经济发展促 就业字 进 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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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将“宽带中国” 策的 作为准自然政 施行 实验， 布利用卫健 发 的委 2011－2018年 人口中国流动

动态监测调查（ChinaMigrants Dynamic Survey，CMDS） 对数据 察 经 农民 就业的影考 数字 济 工 响。“宽

带中国” 来 对政策数据 自于 2014－2016 布国 工信 的年 家 部公 “宽带 国中 ” 范 入选名单 整理示 城市 的 。

CMDS采用 PPS ， 对抽样 象为在方法 调查 流入地居住 1 、 本 （ 、 ）月以 区 县 市 户口个 上 非 的 15～59

， 本岁的流动 口 调查周 人 样 涵盖 31 （ 、 ）。 本 对 ， 了省 区 市 由 象为 民 只 留 拥个 于 文考察 农 工 故 保 有

、农业户口 工 商迁移且因务 或经 年龄在 16 本，周 及以 样 处理 的 观岁 上的 后 总 测值 673948 ，个 为混合

面数据截 。CMDS数据 关注的重 变化库虽每年 点城市会有 ， 了度调查覆盖 所有地级但年 几乎 市，再加

长 、 ， 本 一。本上 年度的特 于 文 究 据 之 文 用其他地 层 数据主要其 时段 跨 征 是最适 研 的数 库 所 级市 面的

来 《 计 》、 计 计 。中 城市 鉴 各省 统 鉴 城市国民 济和社会发自历年 国 统 年 市 年 和各 经 展统 公报

（二）计量模型设定

本 采 双 计。 ，文 用多期 行估 被调查者是 业为被解 变量 直 体层面的重差分法进 若以 否就 释 接进行个

计 ： 一， 二两个 题 常 于 值 量回归的估 会遇到 问 第 通 用 变 Logit 和模型 Probit 双 计在 重差分模型 估 中并

， 计 义； 二， 计，也不 用 基 归系数 的 际 更无意 第 使转用线性 进行估 无适 于回 算 边 效应 即 概率模型 法获

对 （经济 率影响的直 释得数字 就业 观解 Puhani，2012）。 ，本有鉴于 文参考此 Card（2001）和张丹丹

（等 2018） ，采 计。 ，本的做法 用 行估 体 首 在控 个体特征 础 个体就业两步法进 具 地 文 先 制 的基 上将 信

， 双 计。 较合 地级 面 然后 地 市 的数据进 重差分估 相 个体层面息整 到 市层 用 级 层面 行 于直接用 数据进行

计， 计 对 计 ，又 ，用地 层面数据进 既可获得 系数的 不会损失 的信 且估 级市 行估 估 直观解释 个体层面 息

一 计 了 ， 计 计 。在 步估 控制 个体 特 此据此估 市 面就 更具有 代 性由于 第 中 层面 征 因 出的城 层 业率 统 表 第

一 计 ：估 模型为步

it it jt ijt itjt
Y X city     （1）

（1） 中式 ：下标i代表个体，下标 j代表城市，下标t 份代表年 。 itY 代 体表个 i在t年是否就业，

若就业则 量赋值变 为 1， 值为否则赋 0； itX 为个 制变体层面控 量，包 别括性 、 龄年 、受 育程度教 、婚

、 类 长 ；况 型和在务 住 等姻状 迁移 工地居 时 ijtcity ；为 虚拟变 进 无 回归后得 的每个城城市 量 行 截距 到

市 的系数虚拟变量 jt 。即 差异 市层面的农 就业率为剔除个体 后城 民工

二 计 ，本 一 计 ，在 步估 中 估 出的城 民工 业 其 数据 行匹配 构 平第 文用第 步 市层面农 就 率与 他 进 成非

， 采 双 ， 计 ：板数据 并 重 分模 行回归 模 如衡面 用多期 差 型进 估 型 下

0 1 2jt jt jt j t jtdid Z            （2）

（2） 中式 ：下标 j代 城市表 ，下标t代表年份。 jt 一 计第 步估 出 农民 业率为 的城市层面 工就 ， jt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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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试点 交互项政策 ，具 而言体 ， jt j tdid treat post  。其中， jtreat 虚拟变量为组别 ，城市 j若入

选“宽 中带 国” 范 市则示 城 jtreat =1， 则否 jtreat =0； tpost 为时间 变虚拟 量， 市城 j在入选“宽带

国中 ” 范城 前示 市之 tpost =0，在入 当 及选 年 之后 tpost =1。 jtZ ，为控制变量 j 为城市固定效应，

t 份固定效为年 应。 型可 在的异方差为克服模 能存 问题，本 了文在回归 使用 稳中 健标准误。 1 本是 文

， 对 。关注 表数 经 民 就业 的影响的重点 代 字 济 农 工 率

（三）变量选择与描述

1. 。被 变解释 量 本 ，计模型的被 量 剔除 差异后 城 层 民工就业 算方法如文 解释变 为 个体 的 市 面农 率

。前文所述

2. 心 。解释变量核 本 心解释 为文模型的核 变量 “宽带中国” 。政策交互试点 项

3. 。控制变量 ， ， ， 对市发展水 仅意 着 的 字经 发展状况 农 的首先 城 平越高 不 味 更好 数 济 而且 民工

也 大（ 东 ，需求 会 等更 张卫 2021）， ，本 了 、 、此 文 地级市 人 地 产总值 公 预算支出因 控制 的 均 区生 共

。 ， 门对 力 （固 资和外商 指标 不同经济部 工的吸纳 不同 朱 云定资产投 直接投资等 其次 农民 能 明宝和杨

，彦 2017）， ，本 一 了 。 ， 力 本因此 制 城 的 结 再次 市的人 资 与 经济发展文进 步控 市 产业 构 城 水平 数字

关高度相 ， 一 了 对在 定 上决定 市 民 需求程度且 程度 城 农 工的 ， 此因 ，本 了 力 本文控制 城 水平市的人 资 。

， （ ，最后 与农 就业之间的 关系 张晓鉴于城市化 民工 深刻 山 2019），本 了 。文控制 城市化率

义 计变量定 与 如表描述性统 2 。本示所 文将“宽 中国带 ” 点政策交 被 为试 互项 赋值 1 本的样 归于

， 本 。 ， 了组 他样 控制组 理 的 工就业率 于控制组 初 字经济促处理 其 归于 处 组 农民 高 步支持 数 进农民工

判 。 ， 本 大 小， 一业的 外 样 期内 多 制变量的 值在处 制组之间 在 定 度就 断 另 数控 取 理组和控 的差异很 程

了明上说 “ 带中宽 国” 。政策的外生性

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类变量 型 变量名称 义变量定 本全样 控制组 理组处

被 释解 变

量

工就业率农民 ，计除个体差异 面的农民剔 后城市层 工就业率

方式 文算 见上

0.893 0.881 0.947

（0.078） （0.075） （0.072）

心核 解释

变量

点政策交试 互

项

组别 与时间虚 交乘虚拟变量 拟变量的 项 0.171 0 1

（0.376） （0.000） （0.000）

控 量制变

均地 生产人 区

总值

地 产总值人均 区生 （元）对数值 10.668 10.590 11.087

（0.638） （0.626） （0.532）

共 算支公 预 出 共预算 出 地 产总值之公 支 与 区生 比 0.111 0.106 0.133

（0.112） （0.116） （0.086）

固定资产投资 产投资固定资 （万元）对数值 16.309 16.240 16.828

（1.050） （1.054） （0.860）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 元万 ）对数值 10.316 10.192 11.023

（1.877） （1.833） （1.970）

产 结构业 三第 值占地区 的比产业增加 生产总值 重（%） 39.606 38.451 46.122

（9.630） （9.014） （1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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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力 本人 资 末通 等学 在校生数 地 人口总数普 高 校 量与 区年

之比

0.019 0.015 0.033

（0.024） （0.020） （0.032）

市 率城 化 城 住人口 地 常 口之比镇常 与 区 住人 0.539 0.511 0.631

（0.162） （0.150） （0.167）

注：① 中括号外数表 字为均值，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② 本全样 值观测 722个，其中：控 观测值制组 625个， 理处

组观测值97 。个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3 了 对报告 数字 工就 率 的 准回 结果经济 农民 业 影响 基 归 。回归 1 变 归为单 量回 ，回归 2 了控制

，和 份固 应 回归城市 年 定效 3 一 了 。 来 ，步 入 控制变量 效果 看进 加 其他 从 “宽带中国” 试点使农政策

了上升民工就业率 1.78%。 大， 大 ， 对系数虽不 但 到中国数 庞 的农 数字经济这个 考虑 量 民工群体 农民

。 一 一业的 升 是 常可 的 鉴于 线 线 无论在数 发 还是 引农民 就工就 提 作用 非 观 和新 城市 字经济 展 在吸 工 业

，方 可能存在 殊性 回归面都 特 4 了 本 一 一 本。 来 ，剔 被认定为 城市 结果 看 数除 样 期内 线和新 线的 样 从

对 。 ， ， 了字 农民工就 率的影 著 这些结 体而 数 济 进而 挤出 农民经济 业 响依然显 果表明 整 言 字经 促 非 工

，业就 假说H1 。得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名或指标 称

：被解 量释变 农民 就 率工 业

回归1： 本全样 回归2： 本样全 回归3： 本全样 回归4： 一线剔除

一和新 线 本城市样

系数 标准误 数系 标准误 系数 准误标 系数 准误标

试 互项点政策交 0.0666*** 0.0049 0.0272*** 0.0060 0.0178** 0.0072 0.0156* 0.0080

人均 总值地区生产 0.0201 0.0197 0.0385 0.0311

共 支公 预算 出 0.0011 0.0168 0.0029 0.0147

固定 产投资资 -0.0048 0.0102 -0.0054 0.0113

外 接商直 投资 -0.0010 0.0030 -0.0033 0.0030

产业结构 -0.0005 0.0012 -0.0003 0.0014

力 本人 资 0.0000 0.0000 0.0001 0.0001

市 率城 化 -0.2048** 0.1001 -0.1487 0.0977

城市 定效应固 未 制控 控已 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数项常 0.8812*** 0.0022 0.8885*** 0.0011 0.9631*** 0.2439 0.7250** 0.2996

值观测 1091 1080 722 625

R2 0.107 0.772 0.771 0.769

：注 ***、**和*分别表示1%、5%和 10% 。的显著 水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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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 计 一 势重 果满足 致 是控 组 理 满足 行趋 假设差分估 结 性的前提 制 和处 组 平 ， 没 策干预时即在 有政 ，

势 。 计 了量 控制 处理组 发 趋 上文描述 统 结果已经结果变 在 组和 的 展 相同 性 给出 关于“宽带中国”政策

一定证外生的 据，本 来 势在此运用更 的方法 证 平行趋文 严格 明 被满足。 体地具 ，本文参考 Jacobson et al.

（1993） 计 ：事件 究 以 模型提出的 研 法估 下

2

0
5

jt i i jt j t jt
i

did Z      


      （3）

（3） ，中式 i 代表“宽 国带中 ” 一 计 ， 义 （冲击前后 系 系数 其他变 定政策 年份的 列 估 值 量 与 2）

一 。 一 ，本 一 。 ，式 照事件研 法的 般做法 发生前 期 外 由致 按 究 文以政策 为基准组 另 于“ 带中国宽 ”政

一策 批的试点 生于最晚 产 2016 ， ，年 后两期之 组数 会 下 这导 在加入控政策发生 后的处理 量 迅速 降 致

计 ， 本 了 一 二 。量 的自由度 此 只报 策发生 第 和 的回归结制变 后估 不足 因 文 告 政 后 期 第 期 果

图 1 了展示 95%置信区间下 i 计 。估 结果的 i ，在 前都 著 说明控制 处理组政策发生之 不显 组和

势满 平行趋足 假设； i 十策发生后 分显在政 的两期均 著， 对说 字 济发 农民工就 有 作明数 经 展 业率 促进

用。由于“ 国宽带中 ” 策的 时间为 年政 实施 当 的 9月份或 10月份（见表 1）， 对以政策在实所 施当年

也 。民工就业农 率 没有影响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对为考 字经济 不同 工群体影 的异质察数 农民 响 性，本 计 义根据国家文首先 统 局的定 ，将 1980年之

， 。后 的 民工 为新生代 工 农民工归 生 农民出生 农 归 农民 其他 为非新 代 工 表 4 （的 1） （列和 2） 结列 果

，表明 “ 带中国宽 ” 了政 试点使新生 就业率提策 代农民工 高 2.51%，对 农民 没有显著影非新生代 工则

。 ： ， 较 ， 小，能的原因 首先 相 代农民工 民工 年 他 不仅 容易接受响 可 是 于非新生 新生代农 的 龄更 们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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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 物的数字作为 鲜事 技 ， 禀 也 力他 各方 赋 更符 数 经 景下的劳 市场需求而且 们 面的 合 字 济背 动 ；其次，

、 、 一 ，以低技能 求为 特征的老 代 工 新生代 民工的 会随着社有别于 低收入 低诉 主要 农民 农 就业需求 会

、 ， ， 也 。费结 和 的 化而 变 因此 他 就 为 更容易 字 济发 影响发展 消 构 层次 变 改 们的 业行 受到数 经 展的

一 ，本 大 （ 东 ，进 地 以 业为标准 分出高技能 农民工 张步 文 专毕 区 和低技能 卫 等 2021）①
。表 4的

（3） （和列 4） ，列 表明结果 “宽带中国” 了策试点令 技能农 率提高政 低 民工就业 1.05%，对高技能

。 计 术 一 术，工则 有 影 以 算 应用为基 数 在早期被 种 能偏 技 但后农民 没 显著 响 机 础的 字技 认为是 技 向型

来 门着 用 断降低随 应 槛不 ， 对 力 大该 能 低技能劳 更技 动 的影响 （Krueger，1993）。 较 本相 于雇佣成 更

， 也 了 ，低技 民工 高技能 工在数字 济发展 获得 更多 但他 的 成低的 能农 农民 经 过程中虽 工作机会 们 雇佣

本也 ， 了一 来 。 ， ，高 这 消 部分数 济 带 的效应 民 普遍 育水平 低 们更 抵 字经 发展 此外 农 工 受教 偏 他 中的

对 大 也 力， ， 术相 高技能 在整个社会 属于中等 此 原 作岗位更容 数字技者 范围内 多 技能劳动 因 有工 易被

（所 代替 Autor et al.，2006； ，方建 波国和尹丽 2012）。

表4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或指标名称

：被解 变释 量 民 就业农 工 率

（1） （2） （3） （4）

新生代 非 代新生 低 能技 高技能

策 互项试点政 交 0.0251*** 0.0615 0.0105** 0.0024

（0.0040） （0.0386） （0.0051） （0.0059）

变量控制 已 制控 控已 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 效应固定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制已

观测值 720 720 1266 1505

R2 0.611 0.347 0.239 0.194

：注 ①***和**分别表示1%和5% 。性水的显著 平 ② 。括 为 健标 误号内 稳 准

（四）机制分析

， ，本 一根据上 析 经济发展 用 就业 和工作 位 方 响农民工 业 文进文分 数字 通过作 于 信息 岗 的 式影 就

。步考 机制察这两个 CMDS 较少，数据 民工 信息获取的 涉及 仅在库中关于农 就业 问题 2011 和年 2016

了 。本 找 ，年询 者获取就 方式 根 调 者是 借助互联 作 利用两步问 被调查 业信息的 文 据被 查 否 网 工 同样 法

计 找 ， 对控 个体 后不同 市 民 助互联网 作的比例 然算在 制 特征 城 农 工借 工 后 “ 国宽带中 ”政策试点交互

。 ： ，行回 验逻辑是 在 已验证数 经济可 工就业的 试点 市 多项进 归 检 上文 字 促进农民 前提下 若 城 有更 的

找 ， 了 。农民 借助互联 工 意味着数 发 确实 农民工 取 业 的方式 表工 网 到 作 则 字经济 展 改变 获 就 信息 5报

告的回归结果表明， 本使数据原 下降即 因导致样 量 ， 对经济依然 农 信息获取 式有显数字 民工 方 著影响。

①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比非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但由于本文在估计城市层面不同群

体农民工就业率时已经控制了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因此，基于新生代和非新生代农民工的分析所捕捉到的数字经济影响

差异并非来自以受教育水平衡量的技能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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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具 “宽带中国” 找 了试点 农 借 互联 工作的比 加政策 使 民工 助 网 例增 16.34%。

本 来 ， ， 对 大。样 回归结 先 字经 生代农 工 业 获取方式 影响更 以往从分 果 看 首 数 济 新 民 就 信息 的 研

， ，与非新生 比 新 农民工依赖究表明 代农民工相 生代 “ 系强关 ”（ 、 、关系密 交往频 悉的切 繁 相互熟

） ， 较 （ ，人际 工作 可 更 依赖 场信息获 作 例 高 朱明 云关系 获得 的 能性 低 市 得工 的比 宝和杨 彦 2017）。

术 一以互 为代表 数 技 在 定程度 可增进联网 的 字 虽然 上 “强关系”， 一的是提供 市场但更多 般性的就业

。 ， 了 找 ，对因此 数字经 著提高 新 代农民 联网 工作 新生 农 却 有信息 济显 生 工利用互 的比例 非 代 民工 没

。 ， 了 找 。 对影 其次 数字 同 高 低技能 能 民工 互联网 作 比 字经济 高响 经济 时提 和高技 农 借助 工 的 例 数 技

大 ： 较 ，能农民工影 能原因是 用互 的机会 多 他 有更强的 助互联响更 的可 高技能者使 联网 们具 借 网搜索

力（ 东 ，业信息的就 能 张卫 等 2021）。

表 5 数字经济影响农民工就业的机制：就业信息

变量 指 称或 标名
：解释 量被 变 借助互联网找工作 比例的

本全样 新生代 非 生代新 能低技 高技能

试 政 互项点 策交 0.1634** 0.1546* 0.0030 0.1521*** 0.1881***

（0.0699） （0.0780） （0.0174） （0.0527） （0.0527）

控制 量变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固定城市 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效应年份固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观 值测 120 120 118 78 120

R2 0.809 0.728 0.965 0.759 0.865

：注 ①***、**和*分 示别表 1%、5%和10% 。显著性水的 平 ② 。内 稳健 误括号 为 标准

， 布 、 、在数 经 催 的新工作 位中 与农民 相关的主 餐饮 销售和字 济 生出 岗 工最密切 要分 在住宿 运输

。 计 布 《 心 计 类（自媒 行业 结合 家统 局 经济及其 分体等 国 发 的 数字 核 产业统 2021）》，本文 这将 些行

， 对 。业 的工 岗位归于 经 关工作岗 此 察数 济 工作 位 影 照与上文中 作 数字 济相 位 并据 考 字经 岗 的 响 按 相

， 了 ，同的逻辑 若 在整体上 就业数字经济 促进 农民工 且“ 带中国宽 ”试点 中实现就 的农民城市 业 工有

大 ， 了 。比例从事 济相 的 则 味着 字经济通 供 岗位促进 就更 的 与数字经 关 职业 意 数 过提 就业 农民工 业 表

6 ，报 回归结 表告的 果 明 “宽 国带中 ” 了 。 ，政策推 农民工向上 济相关工 当然动 述数字经 作岗位转移

来 ， 来 ，辑上并不能 断定数字 济没有 岗位被替 上 说 字 通 提供在逻 据此 经 使原 工作 代 但整体 数 经济 过 新

对 了 大 。的工作岗 民 业产生 更 作位 农 工就 的促进 用

本 来 ， ， ， 对从分 果 看 首 数 经 展促使更 新生代农民 关工作岗样 结 先 字 济发 多 工投入相 位 但 非新生

。 ： 小，代农 没有影响 可 原因是 新 代农民 更容易掌 作技 从 应 字民工 能的 生 工年龄更 握新的工 能 而适 数

来经 发展所带 场 改变济 的市 需求 ， 也他们 的 体状 能胜任 字 济 出的新工 岗位更健康 身 况 更 数 经 催生 作 （何

樾 ，宗 和宋旭光 2020）。 ， 了 ， 对次 数字经 低技 民工投入相 位的比例 高技能其 济显著提高 能农 关岗 但

有影响农民工没 。以 明往文献表 ， 力数 经 造 中等 能劳动 就 比 的字 济会 成 技 业占 下降 “极化现象”（Autor

et al.，2006；Goos et al.，2009； 国 尹丽方建 和 波，2012）。 合中国 民 群 征和数字 济发展结 农 工 体特 经

来状况 看， 快递等数 工作 能够充分吸 技能农民外卖和 字经济相关 岗位 收低 工， 对但 高技 而言能农民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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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同时 挥 供 作岗 和替代原 作 种方向相 用经济可能 发 着提 工 位 有工 这两 反的作

表 6 数字经济影响农民工就业的机制：工作岗位

量变 或 名称指标
：被 释 量解 变 经济相关 作岗位就业数字 工 比例

本全样 新生代 非新生代 能低技 高技能

试点政策交互项 0.1619*** 0.1272*** -0.0058 0.1945*** 0.0837

（0.0475） （0.0424） （0.0189） （0.0426） （0.0509）

控制变量 控制已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市固 效城 定 应 控已 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已 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 制控 控已 制

测值观 720 717 708 716 511

R2 0.419 0.404 0.809 0.447 0.383

：注 ①***表示1% 。的显著性水平 ② 。为稳健标括号内 准误

（五）排除其他机制

本 本另有 政策的施行 会影响 文 论样 期内 两个 可能 结 ： 一其 是 改革户籍制度 。2014 布年国务院发 《关

一 》于进 推 籍 度改 的意见步 进户 制 革 ， 落 ，提 过 不同等级 条出通 确定 城市 户 件 建立 证制度居住 ， 一统

城 户 记制度乡 口登 。 布同 发 的年 《 划国家新 规型城镇化 （2014－2020年）》要求 籍制统筹推进户 度改

本 ， 小 、 、 本革和城市基 服务均等 以不断 和城市户 就业 疗 等 公共公共 化 缩 农民工 籍人口在 医 教育 基 服

务上的差距。 二是 工资制度其 最低 。2004出台的《最 工资低 规定》规定各 最 工 调整频率 每地 低 资的 为

少 一 。 ，本 大两年不 于 这两个政 将中 民 学国家发 战略研究次 为排除 策的影响 文 国人 展与 院 2019年 3

布 《 力 》（ 《 》） 。月发 动 市场化 下称 制 部 指标 入回归 表的 中国劳 指数编制 编 中的 分 纳 7 归的回 1和

归回 2 《 》 二分别为 制 的 级控制 编 中 指标“户籍开 度放 ”和“最 资低工 ” ，后的回 结果 回归归 3为控

制“ 力市场化指劳动 数” 。 ， 对 。结果 表明 数字经 民工就业 促进作 著后的回归 结果 济 农 的 用依然显

表 7 排除其他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或指标名称

：被解 变释 量 民 就业农 工 率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系数 准误标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点政策 互试 交 项 0.0305*** 0.0087 0.0343*** 0.0089 0.0315*** 0.0087

户 放度籍开 -0.0427*** 0.0152

最低 资工 0.0559 0.0433

力劳动 市场化指数 -0.0747** 0.0332

制变量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市固定效应城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制已

年 应份固定效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测观 值 570 570 570

R2 0.804 0.801 0.802

：注 ***和** 别表分 示1%和5% 。的显著 平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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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稳健性检验

1. 。抽样重复 本 采文 用Bootstrap 复 样方法重 抽 500 。次 行回归并进 表 8（1）列 告 果表明报 的结 ，

了 ， 本 。数 经济显著促 就业 说明 稳健字 进 农民工 文的结论是 的

2. 具变量回归工 。 表虽然 1、表 2和图 1 为已 “宽带中国” 了一的外生性 据政策 提供 定证 ，本文仍

采 对 一 。用 变 法 结 做进 步验 考工具 量 论 证 参 Kolko（2012） 法的做 ，本文以海 作 构造 变拔高度 为 工具

。一 ， ，量的 础 面 高度会提 网络基础设 难度 因而 到当 否能够入围基 方 海拔 高 施建设的 可能会影响 地是

“ 中国宽带 ” ； 一 ， 也 ，政策 点 另 方 度 可能会 于经 发 平 影响 民工就业试 面 海拔高 通过作用 济 展水 等 农

本 了 。 了 ，在 中已经控 指 为 使 变量在 制 市 效应的回 中不会被差而 文 回归 制 这些 标 工具 控 城 固定 归 分掉

本文 考参 Qian（2008）的做法，构建 度海拔高 和 政策交互项 乘项作为 具变量试点 的交 工 。 回工具变量

一归第 阶段的 F 大值 于 10， ； 二说明 存 工 变量 题 第 阶段 结 表不 在弱 具 问 回归 果见 8（2） ，列 结果再

， 了 。明 字经 著促进 民 就次表 数 济显 农 工 业

3. 。制政策外 性控 溢 采 双 ， 了在 用 重差 政策效果 求处 和控制组满 行分法进行 评估时 除 要 理组 足平

势 ， 。 本 讨 ， 本 少了趋 之外 须假定 不存在外 所 论 问 若 数字 济发展减还 政策效果 溢性 在 文 的 题中 地 经 其

（ 力 本 ），城 民工的就 数 经济 令更有 的 地 工流入 地 上文回归可他 市农 业 例如 字 发展 能 外 农民 则 能会高

政策效果估 。鉴于此，本 了 本保留 流动的样文仅 市内 ，表 8（3） 本告的结果 明 文结 的列报 表 论是稳健 。

4.PSM-DID回归。 双 计在 之前 进 配 可得 更干净的 关重差分估 先 行匹 往往 到 因果 系。本 以逐期匹文

对 本 ， 本 ，式 样 进 配 匹配 的 中 制变量都 再显著 意味 果良好配的方 原 行匹 后 样 各控 不 着匹配效
①
。表 8

（4） 了采列报告 用 PSM-DID 法的 结果方 回归 ，结果再 明次表 ， 对数字经 农民工 促进作用济 就业具有 。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标名或指 称

：被 变解释 量 农民 就业率工

（1） （2） （3） （4）

Bootstrap方法 具 法工 变量 市内流动 本样 PSM-DID

点 策交试 政 互项 0.0178** 0.0197*** 0.0130** 0.0168***

（0.0072） （0.0070） （0.0054） （0.0051）

控制变量 已 制控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制已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固定效应年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数量观测值 722 747 639 239

R2 0.771 0.781 0.737 0.104

：注 ①***和**分别表示1%和5% 。的 著 平显 性水 ② 。号内 稳健标准括 为 误

5. 。慰 验安 剂检 本文通过 选随机筛 “ 带中宽 国” ，点城市 随 产 策实施时 构造政策试试 和 机 生政 间

。本 了实施时间 随机 文重复点城市和 两个层面的 实验 500 ， 了次该 过程 并进随机 行 500 ，次回归 图 2

（a） 了 用展示 利 500 布。 布次虚假 的回 系 这 系数 中分 于实验得到 归 数分 些 集 0 ，附 真 数近 且 实系

①
限于篇幅，文中未给出匹配结果，感兴趣者可通过编辑部联系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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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8） 较 ， ；距离这 远 明显 常值 图些系数 为 的异 2（b） 一 了步 示进 展 p 布， 大可见 量值分 p值处

于 0.1 。 ，本 心 。之上 这些 明 文的核 的结果都表 结论是稳健

（a） 布系数分 （b）p 布值分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五、进一步分析

了 ， 讨 一 ，上文证 字经济能 著提高 业率 这里 问题 数 济 展如 影明 数 显 农民工就 论进 步的 即 字经 发 何

。 了 车、 大 门 ，一响农民 业 数字经济 生 如开 送外卖 量 能 低的工作 位工就 质量 发展催 出 网约 等 技 槛很 岗

， 了 大 力； 一 ， 对方面 这吸 民工在内 劳动 面 以数字方 动过程进 控制的纳 包括农 的 量低技能 另 方 式 劳 行

。 ，此引发的 社会 遍 注 典型 送餐时间 法 压缩导致 手 作特点及由 问题受到 普 的关 最 的 被算 不断 外卖骑 工

， 一强 剧上升 状 被 形象地称 外卖骑手被度急 这 况 媒体 为 “ 里困在系统 ”
①
。 了 对除 受制 进于 劳动过程

， ， 了行 控制的算法 字经济发 还使得 变得更为 为企 逃 种 任提精确 外 数 展 劳动组织 松散 从而 业 避各 责 供

（更多机会 Lehdonvirta，2016）。本 ， ，而 仅仅提高就 不 提高 工的就 质 则质上 言 若 业率而 能 农民 业 量

义也 。经济之于 民工就业的 的数字 农 意 是模糊

（ ，借鉴以 法 李 和袁璐璐往文献的做 中建 2017； ，邓睿 2020； ，和沈笑笑周闯 2021），本 择文选

了 、 、收入 工 业稳定性 障作强度 就 和社会保 4 来 。 ， 来个 度 就 质量 中 收入维 月 度维 衡量 业 其 度用 收入

； 小 来 ； 类 来 ，量 工作 度 周工 数 衡量 业 定 度用农民 签订的劳动 量 若强度维 用 作 时 就 稳 性维 工 合同 型 度

， （ 一签订 期限 固定期限的 则界定为 定就业 稳定就业 次性的是无固定 或有 合同 稳 否则为非 包括完成 工

， 未 ）； 来 。作 或 用期 及 签订劳 同 保障维度 工 否具 老或医 保 衡任务 试 以 动合 社会 用农民 是 有养 疗 险 量

计 ，本算就业质 总指标时 文在 量 将上述 4 ：维度的指 化处个 标进行标准 理

,min

,max ,min

, 1,2,3,4ij jnorm
ij

j j

x x
x j

x x


 


（4）

①
资料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7231323622016633&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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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式 ：下标i代表个体，下标 j代表 业质量就 的维度。
norm
ijx 表经标准 就业 量代 化处理后 质

在 j 度 的分 标维 上 指 ， ijx 代表农民工i在 j 上的取值维度 ， ,minjx 和 ,maxjx 代 农民分别 表 工在 j维度

小 大 。 对 ，上 最 和 由于工作 度维度 就业 响是负向的 值 最 值 强 质量的影 的 故前者用 1减去 化后的数标准

。 来值 替换 就业 量的总进行 质 指标 自 4 权 ：维度标准 等 重 总个 化指标的 加

4

1

100
4

norm
i ij

j
quality x



  （5）

本 ，本 采 双 。 ，分 文依 用多期 重 模 与上文不 这 直接 体层面 数在 部 中 然 差分 型 但 同的是 里 以个 的 据

计。 ，进 具体地 被 释变量为衡 就业质量行估 解 量农民工 的总指标和 4 ，个分 解释变量仍指标 为“ 带宽

中国” ， 、 、 、本 长、 类 、试 政策交 变量包括 受教 程 居 时 流 型 婚姻状点 互项 控制 性别 年龄 育 度 地 留 动

、 类 。 了 ， 一 类。业 所属行业 中 制 城 年份固 效 且 市 级进行况 职 型和 等 回归 控 市和 定 应 在城 聚

才 ， 本 计 本 择由于只有处 态的农民 业质 息 基于原样 结果会受 选 偏于就业状 工 会报告就 量信 的估 样

差 响问题的影 。鉴于此，本文以Heckman 对 本法 样 行两步 进 调整。具 地体 ， 一第 步， 未用是否育有 成

子年 依据构建 变女为 排他性 量“未 子成年 女”（ 未 子成年 女 赋 为有 则 值 1， 赋值为否则 0），用 否有是

计 米 ； 二 ， 米工作为 量估 出逆 步 在 业质量为被 变量的回 中加入被解释变 尔斯指数 第 以就 解释 归 逆 尔斯

未 本。数并删去指 就业样 表 9（1） 了列报告 OLS 计 ，（估 结果 2） 了列 告报 Heckman 一检 第 步的验

，（结果 3） 了 二 。 ， 了 。报 步的结果 明 字经 展显著 进 民 就业质量列 告 第 结果表 数 济发 促 农 工的

一步地进 ，本文分别 标准构建按照上文 “ 工新生代农民 ”（是 值为则赋 1，否则赋值为 0）和“高

技能 民工农 ”变量（ 值为是则赋 1，否则赋值为 0）， 将它 与 政 交互 进行交乘并 们 试点 策 项 。表 9（4）

， 对 大。报 结果表明 济 生代 工就业 量 促 用更列 告的 数字经 新 农民 质 的 进作 ：可能 原因是 新生的 代农民

与数字经 联系工 济有更深的 ， 了较是数字经济 岗位给他 提供 高 平特别 相关 们 的工资水 。（5）列的结果

，对 来 ， 对 。有不 技 平 农民 说 数字经 业 的影响并表明 拥 同 能水 的 工 济 就 质量 无差异

表 9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总指标

变量或指 称标名

就业 量质 否是 就业 就业质量 业就 质量 就业质量

OLS Probit Heckman Heckman Heckman

（1） （2） （3） （4） （5）

政策交互试点 项 3.7888** 2.5560*** 2.3850** -0.4687 2.3892**

（1.7520） （0.1591） （0.9499） （0.7910） （0.9427）

交互试点政策 项× 生代新 农民工 6.6836***

（0.7293）

代新生 农民工 0.9362**

（0.4019）

点政策试 交互项× 技能高 农民工 1.3118

（1.1477）

农民高技能 工 3.9751***

（0.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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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米逆 指尔斯 数 -26.3250*** -29.4551*** -25.9074***

（6.1818） （6.3020） （6.1360）

未 子成年 女 -0.4861***

（0.0150）

控制变量 制已控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城 定效应市固 控已 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年 应份固定效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40783 673948 329573 329573 329573

R2 0.246 0.169 0.182 0.171

：注 ①***和**分别表示1%和5% 。的显著性水平 ② 。括号内为 误稳健标准

表 10 了对告 质 分维 指标的回 果报 就业 量 度 归结 。（1）列和（2）列结果表明， 经 在提数字 济 高农

了 。 本 本计 ，民工收 的 时 农民工的 作强度 根据 算可知 受 响的 组样入 同 增加 工 文所用样 数字经济影 处理

本 小的 时工资为 57.72 ，元 略高于 制组的控 56.93元①
；（3） （列和 4） ， 对结果表明 农民列 数字经济

的 稳 性和 会保障没 响工 就业 定 社 有影 ， 数字经济 位 具有 散合约 征 关这与 相关岗 所 的松 特 有 。 言之概而 ，

了 ， 。数字 济虽然提高 整体就业 作用 是依靠增加 实现的 这 以往研经 农民工的 质量 但这种 更多 收入 与 究

一 （结论 致 杨伟国和王琦，2018）。

表 10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维度指标

变量或指 名标 称
入收 作强工 度 就业稳定性 会社 保障

（1） （2） （3） （4）

试点政策交互项 0.0476** 3.6188*** -0.0029 0.0052

（0.0242） （0.1167） （0.0171） （0.0205）

米逆 斯指尔 数 -0.4694*** -5.1532*** -0.6495*** -0.6846***

（0.1338） （1.1618） （0.1123） （0.1528）

制变量控 控已 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 制控

城市固定效应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年 定效应份固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量观测值数 408189 613794 425742 657513

R2 0.157 0.438 0.158 0.125

：注 ①***和**分别表示1%和5% 。的显 性著 水平 ② 。括 内为 健标准误号 稳

①
本文进一步以小时工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交互项进行回归，所得回归系数为 11.06，在 5%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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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 于文基 2011－2018 国流动人 监年中 口动态 测调查 和数据 “宽带 国中 ” 策政 试点，利用多期双重

了差分法考察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究发研 现 ，先首 了 ，数字经济 促进 农民 就业显著 工 该

； ，对 ， 对行各种稳 后依 成 次 同的 民工群体 数 济 新生代结论在进 健性检验 然 立 其 不 农 而言 字经 农民工

大； ，和 技能 工就业 促 作 再次低 农民 的 进 用更 数字 济经 可通过增 息进就业信 流通和催生新的 作岗工 位

方式的 提高农 就业民工 ； ， 了 ，率 最 数字经 民工就业 种提 仅仅 在 入的后 济提高 农 质量 但这 高 体现 收 增

， 。加 农民工 作 反而有所的工 强度 提升

本 议 ： 一， 。 本 计，政 建 如 以推动 字 济 的方式促 农民工就业文 策 下 第 数 经 发展 进 根据 文估 “宽带

中国” 了市的 工就业率提政策试点城 农民 高 1.78%。 来较小，数值虽看 但若考 农民工数该 起 虑到中国

大量之庞 ， 小数字 济 进 用不 视则 经 的促 作 可 。本 本文样 期内（2011－2018年）中 民工的平国农 均数量

为 2.74 人亿 ，根 算可知据推 ， 是仅 “ 带宽 中国”政策就可 加农民工就增 业约 488万人， 一这是 个非常

。 二， 训。本 ， 对 ，字 第 农民工数字 培 文研究 现 无论 还是就业可观的数 加强 技能 发 是 就业率 质量而言

对 大， ， 本数字 济 代 民工 促进作用 这 着数字经 分 挥作 需要农 工经 新生 农 的 都更 意味 济要充 发 用 就 民 身

对 一 。 三， 。相 识技能具 定认知和掌 数字经济 字经 提高农民工 的关知 有 握 第 优化 雇佣模式 数 济在 收入

也 了 ， ， ， 对同时 增 他们的 且没有提 就业 定 福 保障 平 因此 政 针加 工作强度 高他们的 稳 性和 利 水 府须 数

， ，经济的雇 尽 完善 行相关 策 规 农民工被字 佣特点 快 和推 政 法 避免 “ 在系统里困 ”。

对 。 ，本数 民工就业 上包 业率和就业 两个方面 受数据 以字经济 农 的影响实际 括就 数量 但 所限 文仅

对 ， 了农民工 为研 象 略就业率作 究 而忽 “ 带中宽 国” 对 。 本 一政策 农民 业 的影响 这 个工就 数量 是 文的

。 ， ， 术足 另 字经济 在 断 与演化的 程中 各种依 技 的新经 不穷不 外 数 还 不 发展 过 托于数字 济形式层出 并

力 。 ， 长 ，刻地改变着 市场 在此 景下 农 在 期内将 形塑 及 形 的数深 劳动 背 民工就业 会被如何 以 不同 式 字

， 未来 。经济影响 工 的微观机 么 是 探 方向农民 就业 制是什 均 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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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gital Economy andEmployment ofMigrantWorkers: Facilitation or
CrowdingOut? Evidence from the “BroadbandChina” Policy Pilot

QIXiulin JIANGQiuchuan

Abstract:The digital economy not only promotes the full flow of information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but also has an impact on

the original jobs, which is showing an increasingly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the digital economy affects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Broadband China” policy pilot from 2011 to 2018, using a multi-period double-difference method.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l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employment

rate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ilot cities of the “Broadband China” policy has increased by 1.78%. Secondl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low-skilled migrant workers. Thirdly,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include enhancing employment information and

generating new jobs. Fourthl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improved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but this improvement

is only reflec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income level.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migrantworkers and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Digital Economy; Employment ofMigrantWorker; “BroadbandChina” PolicyPil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