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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电子商务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
———来自中国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的证据

卢盛峰　 洪靖婷∗

　 　 摘要: 基于中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ꎬ本文运用渐进倍差法实

证检验了乡村电子商务建设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ꎬ电子商务进农村

试点进一步加剧了县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ꎮ 机制检验表明ꎬ乡村内部数字能

力差异使得经济基础更好地区更多从政策中受益ꎬ具体体现在:试点政策导致新创

企业更多落地中心城区、政策更高提振城市居民收入和社会消费ꎬ最终加剧县域内

发展不平衡ꎮ 与此同时ꎬ淘宝村建设能通过提高乡村居民从电子商务中的获利能

力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ꎮ 本研究政策启示在于:地方政府关注乡村电商发展带来

经济红利的同时ꎬ也要警惕数字能力鸿沟下可能诱发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风险ꎮ 因

此ꎬ数字赋能协调发展不仅要重视数字技术引进ꎬ更要重视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建

设ꎮ
关键词: 乡村电子商务建设ꎻ区域协调发展ꎻ夜间灯光遥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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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ꎬ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更是举世瞩

目ꎬ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愈发突出ꎬ并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

要制约因素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ꎬ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发展不平衡问题ꎬ并通过各种公

共政策推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ꎬ其中协调发展聚焦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ꎮ 与此同时ꎬ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２０２２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也将“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放在重要位置ꎬ强调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ꎮ 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高速发展背

景下ꎬ数字技术能否赋能区域协调发展? 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更深入厘清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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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ꎬ也对中国乡村振兴的政策实践具有现实意义ꎮ
事实上ꎬ电子商务等形式的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当前学者们关注

的话题ꎮ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电子商务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对居民收入、消费、个人创业

的促进作用ꎬ而电子商务相关政策在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尚

不清晰ꎮ 从理论上来说ꎬ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技术的影响效应是不确定的:一方

面ꎬ电子商务建设便利了沟通和联系ꎬ并通过降低信息成本促进区域内部资源优化配置ꎬ最
终促进区域整体发展ꎻ另一方面ꎬ由于数字技术应用鸿沟的存在ꎬ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电子

商务使用能力上存在差异ꎬ进而可能使得初始经济基础更好地区从电子商务发展中更多受

益ꎬ最终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ꎮ 因此ꎬ乡村电子商务建设究竟会如何影响和作用于区

域协调发展依然有待进一步实证研究ꎮ
在本文的研究中ꎬ我们基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构建渐进

倍差法模型ꎬ实证检验了乡村电子商务建设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ꎮ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试

点县域自身数字化基础存在先天弱势ꎬ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进一步加剧了县域内经济发展

不平衡程度ꎮ 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ꎬ由于乡村内部数字使用能力鸿沟存在ꎬ自身经济

基础更好的地区从政策中受益更多ꎬ具体体现在:试点政策导致新创企业更多落地中心地

带、差异化提振城乡收入和社会消费ꎬ最终加剧县域内发展不平衡ꎮ 此外ꎬ淘宝村建设计划

有利于提高乡村居民从电子商务中获利的能力ꎬ从而减少非均衡发展效应ꎮ 本研究的政策

启示在于ꎬ地方政府在关注乡村电子商务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的同时ꎬ也要警惕数字基础能

力差异下电子商务早期建设可能诱发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问题ꎻ数字赋能协调发展ꎬ不仅

要重视数字技术引进ꎬ更要重视数字技术使用的能力建设ꎮ
文章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ꎬ从区域协调发展这一新视角切入ꎬ系统

评估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的经济影响及其传导机制ꎮ 现有研究多关注数字

乡村建设或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城乡差距及农业生产率的影响ꎬ而本文聚焦于地

区内部经济协调发展状况ꎬ对激发乡村经济活力、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ꎮ
第二ꎬ本文基于城市内部夜间灯光影像信息在更细化的县域层面测度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ꎬ
突破了传统经济指标的空间局限性ꎬ从而拓宽了区域经济度量的广度和精度ꎮ 以往有关区

域协调发展文献受限于统计数据ꎬ更多使用省级或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ꎬ较少文献能够超越

空间尺度在更微观层面度量和分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ꎮ 第三ꎬ本研究在已有关于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的政策收益评估视角基础上ꎬ补充了一项潜在政策成本视角的新

证据ꎬ即:可能诱发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ꎮ 此外ꎬ我们还针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数字技术应用

能力以降低和防范这类潜在政策成本给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ꎮ
文章后续的结构框架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说ꎻ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ꎻ第

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结果ꎻ第五部分为进一步检验ꎻ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ꎮ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说

(一)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的政策背景

为建立现代乡村市场体系ꎬ自 ２０１４ 年«关于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通知»文件

发布起ꎬ我国就持续开展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以下称综合示范)的试点工作ꎮ 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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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由财政部、商务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部署ꎬ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五部分:物流体系建

设、电商服务站点建设、电子商务培训、农产品上行及供应链体系建设ꎮ 该综合示范工作旨

在为乡村数字化建设培养相应电商主体及相关人才ꎬ并逐步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及网络

建设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ꎬ全国共有 １ ２２５ 个县域地区享受了该项政策福利ꎮ 与此同时ꎬ自该综合

示范工作实施以来ꎬ我国农村网络消费出现显著增长ꎬ农村市场对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的

贡献度明显增强ꎮ 由此可见ꎬ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在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带
动农产品网络消费和农民增收等方面收效卓著ꎬ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的

重要抓手ꎮ
在试点县选择标准方面ꎬ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优先在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实

施ꎬ同时向连片特困地区倾斜ꎮ 因此从这方面上讲ꎬ经济发展基础条件是政策试点选择的重

要考虑因素ꎮ
(二)文献综述

事实上ꎬ学界对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有了

较为丰富的讨论ꎮ 彭澎和徐志刚(２０２１)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资金约束和信

息约束降低农户的脆弱性ꎮ 在作用路径方面ꎬ已有关于电子商务发展对区域经济影响的文

献主要侧重分析其对消费、创业、市场可及性及资源转移四个方面的影响ꎮ 在消费方面ꎬ现
有文献发现电子商务能够降低城乡的空间消费不平等程度ꎬ拉动偏远地区居民消费、促进农

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Ｙ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ꎻ杨碧云等ꎬ２０２３)ꎮ 在创业方面ꎬ由于农村地区相较城

市地区信用环境落后ꎬ农民可供抵押资产偏少ꎬ贷款风险较大ꎻ且因地理条件限制ꎬ传统金融

服务网点往往难以覆盖广阔的农村地区ꎬ因而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融资创业有诸多不便ꎮ
而乡村数字化建设能够通过降低门槛效应减少金融服务的成本ꎬ进而为农村居民的生产发

展创造条件(宋晓玲ꎬ２０１７)ꎮ 从更广泛的区域角度来看ꎬ研究发现地区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往

往与区域内创业存在正相关关系(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在市场可及性方面ꎬ相关研究发现

电子商务的外部环境能够推动市场与农村电商模式对接ꎬ实现在线化多边交易平台ꎬ进而降

低城乡贸易壁垒ꎬ提高市场可及性(张正荣、杨金东ꎬ２０１９)ꎮ
此外ꎬ由于城乡、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存在分布不均现象ꎬ以电子商务为代

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会对区域内协调发展产生影响ꎮ 近些年来ꎬ国内学者主要对数字经

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展开了较为细致的研究ꎬ这些文献根据结论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
是数字经济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ꎮ 周利等(２０２０)发现ꎬ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ꎬ且这一影响主要通过增加金融可得性、降低门槛效应这一机制发挥作用ꎮ
肖威(２０２１)也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既能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ꎬ也能缩

小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ꎮ 二是数字经济发展也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ꎮ 刘欢(２０２０)
从工业数字化角度切入ꎬ发现工业智能化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ꎮ 三是数字经济发展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ꎮ 程名望和张家平(２０１９)发现互联网普及对城乡收入

差距呈现“倒 Ｕ 形”影响ꎬ 而现阶段互联网普及的效应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ꎬ其直接原

因在于互联网技术对城镇居民的收入效应低于农村居民ꎮ 然而ꎬ陈文和吴赢(２０２１)则发现

了与前者相反的结论ꎬ即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为“正 Ｕ 形”ꎮ 此外ꎬ也有研究

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影响存在门槛效应ꎬ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ꎬ数字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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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能降低城乡收入差距ꎬ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则作用相反(赵丙奇ꎬ２０２０)ꎮ 值得一提

的是ꎬ上述研究更多侧重从居民收入方面切入研究数字化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ꎬ而在整个区域内协调发展角度的研究工作依然有待进一步推进ꎮ 本文通过渐进倍差

法评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对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ꎬ同时对比了影响区

域协调发展的不同政策因素ꎬ为此类乡村数字化建设政策提供新的经验证据ꎮ
(三)研究假说

事实上ꎬ经济发展并非在空间上具有同步性ꎻ而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主要受到扩散效应

与回波效应两方面的相互作用ꎮ 其中ꎬ扩散效应强调经济较发达地区能通过生产要素的外

溢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ꎻ而回波效应则指出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

虹吸周边地区的人才、生产要素等资源ꎬ从而减缓周边地区的发展速度ꎮ 在中国的数字经济

发展过程中ꎬ部分文献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尚未起到普惠金融的作用(曹
源芳ꎬ２０１７)ꎮ 因此ꎬ县域乡村电子商务建设也可能存在明显的回波效应ꎬ即数字基础设施和

数字经济水平具有相对优势的经济较发达地区凭借既有的规模优势虹吸农村电商发展红

利ꎬ从而扩大区域内部发展差异ꎮ
与此同时ꎬ电商经济也存在一定的应用门槛ꎮ 具体而言ꎬ一方面ꎬ电商经济存在用户依

赖现象ꎬ因而电商经济可能受用户资源丰富的大运营商垄断ꎮ 而且这种垄断具有自然垄断

特性ꎬ中小电商在短时间内往往难以破除ꎮ 因此ꎬ新晋的农村电商在分享红利时的参与度可

能有限ꎮ 另一方面ꎬ区域内部不同个体对电子商务的利用能力也不尽相同ꎮ 经济基础薄弱

地区的居民受限于匮乏的数字技术素养或不够健全的互联网市场环境ꎬ利用电子商务获利

的能力就会低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个体ꎬ从而导致区域内非均衡发展现象ꎮ 因此ꎬ本文提出

如下假说:
假说 １:乡村电子商务建设扩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差距ꎮ
新创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ꎬ也是改善民生、提振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ꎮ 而对于

新成立企业而言ꎬ集聚经济水平和区域内需求可达性是吸引新企业落地的重要因素(周浩

等ꎬ２０１５)ꎮ 尽管试点政策已经着力推动偏远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ꎬ但受限于仍然不够

齐全的工业配套基础设施和较低的区域内部需求ꎬ经济欠发达地区对新增企业的吸引力仍

略显不足ꎮ 而电子商务综合示范试点政策作为集数字技术建设与传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于

一体的全新试点方案ꎬ对县域发达地区内新增企业的预期物流运输成本具有重要的积极影

响ꎮ 具体而言ꎬ落地中心地带的企业也将能够以更低的物流成本和更高效的运输效率连通

位于郊区的广大乡村ꎮ 因此ꎬ受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计划激励而成立的新增企业仍

然可能选址在相对中心地带ꎬ从而带动中心城区的经济增长ꎮ 此外ꎬ县域内部发达地区新设

企业数量的增加也有可能通过吸引更多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地区务工ꎬ从而扩大区域内部发

展差距ꎮ 本文由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ａ:乡村电子商务建设通过吸引新增企业更多地落地中心城区ꎬ从而扩大区域内经

济发展差距ꎮ
国内针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研究证实了电子商务对于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增收作用(张磊、

韩雷ꎬ２０１７)ꎬ但这种增收作用却未必是同质的ꎮ 一方面ꎬ城乡居民从电商基础设施中获利的

能力存在差异ꎮ 电商网络的扩展根植于成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储备ꎬ因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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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进农村试点政策的短期效益可能集中于中心发达区域ꎮ 而且ꎬ受益于广泛覆盖的农

村物流供应链体系ꎬ经济较发达地区存量较大的企业能够进一步扩展自身的业务范围、节约

物流运输成本ꎬ从而使得经济较发达地区整体更大程度地受益于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政策ꎮ
另一方面ꎬ在数字经济发展大背景下ꎬ广大电商平台间的产品和用户竞争还会通过降低生产

者剩余、扩大消费者剩余的方式间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ꎮ 而城市居民对电商产品的接

受度在整体上仍高于农村居民ꎮ 因此ꎬ相比之下经济较发达地区居民更容易享受更多由丰

富的电商产品种类带来的收入红利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ｂ:乡村电子商务建设更多地助力城镇地区居民增收ꎬ从而扩大区域内经济发展差

距ꎮ
一段时间以来ꎬ我国高度依赖投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ꎬ相对忽视了内需的拉动作用ꎮ

因此ꎬ早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ꎬ我国

就提出了扩大消费需求以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ꎬ“着力扩大

内需ꎬ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ꎮ 这标志着

内需提振将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ꎬ而电子商务建设会对区域内部消

费需求产生直接影响ꎮ 具体而言ꎬ电子商务带来的产品多样化能在极大程度上扩展居民

的消费选择和消费规模ꎮ 有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能够通过打破经济活动间存在的空间距离

约束、节省交易双方成本从而实现针对消费者的“点对点”个性化供给匹配(李海舰等ꎬ
２０１４)ꎮ 在这种效应作用下ꎬ电商市场能够将本区域消费拓展至该区域以外ꎬ从而提振区

域内消费规模ꎮ 而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政策可能进一步扩大县域城乡居民消费差距ꎬ原
因在于:首先ꎬ尽管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着力建设农村物流体系并培育相关

电商主体ꎬ但我国农村数字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ꎬ电商化程度相比城镇地区仍显不足ꎬ
县域内农村电子商务体系建设下释放的农村居民消费潜力仍不及城镇居民ꎮ 其次ꎬ城乡

消费结构差异决定了乡村电子商务建设更有利于提振城镇居民消费ꎮ 相对而言ꎬ城镇居

民相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强的生存型消费、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ꎬ而受限于以农业生产为主

的角色定位ꎬ农村居民往往更倾向于自给自足和刚需型消费ꎮ 而现有电商体系的主要产

品仍为食品、生活用品、服务等ꎬ因此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可能对城乡消费产

生非对称性效果ꎮ 最后ꎬ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流失问题可能进一步

制约农村地区消费潜力释放ꎮ 青年群体对网络消费的接受程度往往高于老幼群体ꎬ而相

比城镇而言ꎬ农村的老龄化、空巢化问题更为严峻ꎬ由此农村消费提振效果可能受到制约ꎬ
最终削弱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政策对农村消费的提振作用ꎮ 因此ꎬ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

政策带来的消费提振作用也可能更多为周边城镇发达地区所分享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

提出:
假说 ２ｃ:乡村电子商务建设更多拉动城镇社会消费增长ꎬ从而扩大区域内经济发展差

距ꎮ
由于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政策优先在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实施ꎬ而这部分地区受限于

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条件ꎬ数字基础设施往往并不完善ꎮ 而由于电商经济的门槛性ꎬ数字化

程度较低县域的落后地区在农村电商发展初期可能难以获得与县域内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等

量同质的经济红利ꎬ进而在农村电商发展早期出现县域内区域不均衡发展程度加剧的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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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２ｄ:受限于较弱的电商发展基础ꎬ县域农村从电子商务发展政策中获得的红利少于

城镇地区ꎬ从而拉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差距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和整理了历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的试点县名单ꎬ这部分信息

来自中国商务部官网ꎮ 在控制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部分ꎬ本文主要采用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县

级行政区数据ꎬ该数据由县级宏观经济统计指标和夜间灯光数据两部分匹配组成ꎮ 县级宏

观经济统计指标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ꎬ部分缺失统计指标通过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补齐ꎮ
在剔除缺失和异常数据后ꎬ我们得到了涵盖 １ ７３９ 个县级行政区划的 ２０ ２７５ 条数据ꎮ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区域夜间灯光遥感影像原始数据来自美国国防气象卫星搭载的业务型线

扫描传感器(ＤＭＳＰ / ＯＬＳ)ꎬ并针对原始数据中存在的连续性和饱和度等问题进行了相应校

正处理ꎮ 控制变量中国家级贫困县历年摘帽名单来自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２０１２ 年公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ꎬ革命老区县数据来源于 １９９７ 年中国老区

建设促进会发布的«中国革命老区»ꎬ连片特困地区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官网公布的名单ꎮ 此外ꎬ为了排除样本极端值的干扰ꎬ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前

后 １％进行了缩尾处理ꎮ
(二)变量设计

１.被解释变量

长期以来ꎬ泰尔指数被广泛用于衡量社会公平性和共同富裕推进状况等方面研究(韩立

岩、杜春越ꎬ２０１２)ꎮ 但由于县域内部人均收入统计数据及相关指标的不完善ꎬ使用泰尔指数

在估计县域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中受到限制ꎮ 而近些年国内外研究中被大量使用的夜间灯光

影像数据为衡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徐康宁

等ꎬ２０１５ꎻ张俊ꎬ２０１７)ꎮ 具体而言ꎬ本文运用中国区域夜间灯光遥感影像数据ꎬ以单位栅格内

灯光亮度计算整个县域内的泰尔指数ꎬ其计算公式如下:

Ｔｈｅｉｌｉ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ｉ

Ｙ
ｌｏｇ

ｙｉ

Ｙ
(１)

(１)式中:Ｔｈｅｉｌｉ表示县域区域内在某一特定年份的泰尔指数ꎬｎ 表示该县域区域内的栅格总

数ꎬｙｉ表示县域内每一栅格内的夜间灯光亮度ꎬＹ 则表示县域内所有栅格内的平均夜间灯光

亮度ꎮ 因此ꎬ泰尔指数数值越大代表该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距越大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ꎬ本
文绘制的栅格面积大小为 ５ｋｍ×５ｋｍꎮ

２.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关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试点县建设情况ꎬ因此主要解释变量表示县

域当年是否被纳入电子商务综合示范试点县ꎮ 由于该试点计划从 ２０１４ 年起每年公布一批

试点县名单ꎬ故本文将政策变量定义为:某个县被列入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的当年及之后的

每一个年度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ꎮ
３.控制变量

本文从影响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多个方面出发选择控制变量ꎬ具体控制变量如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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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ꎬ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表示ꎻ第一、第二产业结构ꎬ用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除

以地区生产总值表示ꎻ金融信贷水平ꎬ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除以地区生产总值表

示ꎻ地方财政支出ꎬ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ꎻ城镇化率ꎬ用城镇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ꎻ固定资产投资比例ꎬ用县域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

之比表示ꎻ互联网宽带普及率ꎬ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除以常住人口数表示ꎻ电话普及率ꎬ
用县域内每一百位居民中使用固定电话及移动电话数量表示ꎻ长途光缆线路长度ꎬ用当年该

地区长途光缆线路建成总长度(公里)来度量ꎮ 与此同时ꎬ本文还将国家级贫困县及革命老

区县、连片特困地区的虚拟变量纳入控制变量ꎮ 此外ꎬ为了避免引入这些当期经济特征变量

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ꎬ本文使用各县域在 ２００９ 年基期的经济特征乘以年份固定效应来控制

这些因素的影响ꎮ
表 １ 中汇报了变量的主要统计性特征ꎮ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县域泰尔指数 ２０ ２７５ ０.９７ ０.５６ ０.００３ ０.９５ ２.５２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２０ ２７５ １７６３５.２１ １４５７８.８８ ３７０７.００ １３１３０.００ ９１９０４.００
第一产业占比 ２０ ２７５ ０.２４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５７
第二产业占比 ２０ ２７５ ０.４２ ０.１６ ０.０９７ ０.４２ ０.７８
年末贷款余额占比 ２０ ２７５ ０.４５ ０.２６ ０.０８ ０.３９ １.５３
地方财政支出 ２０ ２７５ ０.２５ ０.２１ ０.０５ ０.１８０ １.３１
城镇化率 ２０ ２７５ ０.３３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３２ ０.７４
互联网宽带普及率 ２０ ２７５ ０.３３ 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４５
电话普及率 ２０ ２７５ １２１.５０ １１.５７ １０４.７１ １２０.４７ １５２.５５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２０ ２７５ ０.７２ ０.４１ ０.１７１ ０.６３ ２.６７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２０ ２７５ ４６１０１.３４ ２４８０５.８６ ６０６６.５０ ３９９６０.６８ １２５０４８.３０
国家级贫困县 ２０ ２７５ ０.３１ ０.４６ ０ ０ １
革命老区县 ２０ ２７５ ０.２９ ０.４６ ０ ０ １
连片特困地区 ２０ ２７５ ０.２７ ０.４４ ０ ０ １

(三)模型设定

考虑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建设试点开始于 ２０１４ 年ꎬ同时每年都有一批县市纳入

试点改革名单ꎬ因此改革县市受到政策冲击影响的时间存在差异ꎮ 基于这一政策推进特点ꎬ
在识别框架方面ꎬ本文利用渐进倍差法来估计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建设试点对县域经

济发展协调程度的影响ꎮ 通过试点虚拟变量的显著性检验ꎬ本文将能够讨论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对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影响ꎮ 为此ꎬ本文构建如下基础模型:
Ｔｈｅｉｌｉｔ ＝α０＋β１ＤＩＤ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２)

(２)式中:ｉ 表示县域ꎬｔ 表示年份ꎻＴｈｅｉｌｉｔ表示被解释变量ꎬ即第 ｔ 年第 ｉ 个县域内以区域内每

个栅格灯光强度为比重加权计算的泰尔指数ꎻＤＩＤｉｔ表示核心解释变量ꎬ即第 ｔ 年第 ｉ 个县域

是否受到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的影响ꎻ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ꎮ 关键

解释变量ＤＩＤｉｔ前的估计系数β１表示政策实施对试点县域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影响ꎻ
μｉ和γｔ分别为县域层面和年份上的固定效应ꎻ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ꎮ 此外ꎬ方程估计中标准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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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级市层级进行聚类处理ꎮ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表 ２ 报告了基准估计结果ꎮ 第(１)列中只加入了政策影响变量ꎬ第(２)列加入了县域固

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ꎬ第(３)列则进一步纳入了各种控制变量的影响ꎮ 估计结果都显著为

正ꎬ且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ꎮ 这表明ꎬ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显著加剧了县域内经济

发展不平衡ꎮ 以第(３)列为例ꎬ这里进一步讨论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区域平衡

发展影响的经济显著性状况ꎮ 结合统计性描述中县域泰尔指数变量的均值特征ꎬ不难算出ꎬ
这一政策使得县域内泰尔指数扩大了 １.４８％ꎮ 考虑到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一般是一个长

期渐进的演变过程ꎬ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的这一影响效应的经济显著性已经很强劲ꎮ 此外

考虑到泰尔指数的分布特征ꎬ第(４)列对县域泰尔指数取对数处理后对结论的可靠性进行再

检验ꎮ 估计结果表明ꎬ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标度量方式的差异并不影响结论的稳健性ꎮ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县域泰尔指数 ｌｎ(县域泰尔指数)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５７)
控制变量(基期×年份效应)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第一产业占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第二产业占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末贷款余额占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地方财政支出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城镇化率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互联网宽带普及率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电话普及率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是否国家级贫困县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是否革命老区县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是否连片特困地区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域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０ ２７５ ２０ ２７５ ２０ ２７５ ２０ ２７５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０４ ０.９３４ ０.９３８ ０.９３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和 ５％水平上显著ꎬ括号中的数值是聚类在地级市层级的标准误ꎮ 下同ꎮ

(二)平行趋势检验

ＤＩＤ 模型的有效性需要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的成立ꎬ即:在政策发生之前ꎬ县域泰尔指

数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中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化变动趋势ꎮ 为此ꎬ这里进一步检验预处理期平

行趋势条件是否满足ꎬ具体模型设定如下ꎻ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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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ｌｉｔ ＝ α０ ＋ βｋ × ∑
１＋

ｋ≥－５
Ｄｔｉ０＋ｋ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γｔ ＋ μｉ ＋ εｉｔ (３)

(３)式中:Ｄｔｉ０＋ｋ是一组代表试点县政策是否执行及执行时间的虚拟变量ꎬ下标ｔｉ０代表该县实

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的初始年份ꎬｋ 代表距离试点初始年份的期数ꎮ 当 ｔ－ｔｉ０ ＝
ｋ(ｋ＝ －５ꎬ－４ꎬ－３ꎬ－２ꎬ－１ꎬ０ꎬ０＋)时ꎬＤｔｉ０＋ｋ

＝ １ꎬ否则Ｄｔｉ０＋ｋ
＝ ０ꎮ 参数βｋ表示相对试点开始年份ꎬ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在实施前 ５ 年至当年及之后年份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ꎮ 本文

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颁布当年作为分界线ꎬ由图 １ 可见ꎬ政策试点前估计系数置

信区间均与横轴相交ꎬ且不存在明显变动趋势ꎬ这表明在政策试点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满

足平行趋势假设ꎮ 而在试点开始后首年及后续多数年份ꎬ处理组的县域泰尔指数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ꎬ与基准回归得出结论相符ꎮ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图

(三)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异质性稳健估计量

由于本文中电子商务综合示范试点逐年在不同县域开展工作ꎬ因此本文回归模型为渐

进 ＤＩＤ 形式ꎬ并采用多数文献常用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ꎮ 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未

能将处理效应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考虑在内ꎬ而这种差异性会导致双向固定效应估计产生潜

在的估计偏误(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ꎬ２０２１)ꎮ 针对这类偏误ꎬＳｕｎ 和 Ａｂｒａｈａｍ(２０２１)提出可以通

过计算组别－时期平均处理效应ꎬ再进行加权求和得到 ＩＷ 估计量ꎬ进而解决双向固定效应

模型的潜在估计偏误ꎮ 因此ꎬ本文拟采用这一方法检验和重新估计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ꎮ
图 ２ 绘制了 ＩＷ 估计量的动态估计效应ꎬ图中圆点表示估计量ꎬ阴影部分表示 ９５％置信区间ꎮ
由图可见ꎬ事前 ４ 期ꎬ政策效应估计系数的置信区间均与 ０ 相交ꎬ而在政策冲击发生当期及

之后的期数中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系数均向上偏离 ｘ 轴ꎬ且系数均高于基准回归中估计得到

的 ０.０１４４ꎮ 这表明倘若将多时点的处理效应异质性考虑在内ꎬ本文的基准双向固定效应估

计也只可能低估电子商务综合示范试点的政策效应ꎬ回归结果是相对稳健的ꎮ
２.安慰剂检验

此外ꎬ本文估计的效果还有可能是由偶然因素带来的虚假相关性的结果ꎮ 并且ꎬ部分无

法观测到的县域观测特征也有可能带来遗漏变量问题ꎬ影响渐进倍差法识别结果ꎮ 为了排

除这种潜在可能ꎬ本文在随机化生成的虚假政策冲击基础上进行安慰剂检验ꎮ 为使安慰剂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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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生成的虚假处理组数量与真实处理组数量在不同试点年份上具有一致性ꎬ本文参照每

年实际推行的试点县数量随机抽取伪处理组ꎬ从而获得一个剔除真实政策效应后的伪处理

估计ꎬ并将这个随机过程重复 ５００ 次ꎮ 图 ３ 描述了虚假政策冲击的政策效应概率密度分布

结果ꎮ 与没有影响的零假设一致ꎬ虚假政策冲击产生的估计系数分布集中在 ０ 附近ꎬ整体呈

正态分布ꎮ 而本文基准结果 ０.０１４４ 落在安慰剂测试分布的最末端ꎬ明显属于极小概率事件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回归结果排除了由遗漏变量偏误带来的可能偏差ꎮ

图 ２　 异质性－稳健估计量动态效应

图 ３　 估计系数分布

３.排除其他同时期干扰政策影响

除偶然因素外ꎬ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工作在推行期间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同

期类似数字经济建设政策的影响ꎬ而这种影响可能会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ꎮ 为此ꎬ本文梳理

了相关的政策文件ꎬ发现同时期实施的类似政策还有信息进村入户试点政策与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ꎮ 其中ꎬ信息进村入户试点政策开始于 ２０１４ 年ꎬ首批试点覆盖了全国

１０ 个省份的 ２２ 个区县ꎬ２０１６ 年新增 ９４ 个试点区县ꎮ 该试点政策旨在完善农业信息服务体

系ꎬ加大涉农部门信息资源和服务资源整合力度ꎬ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目标颇

为相似ꎮ 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则将促进试点地区电子商务发展作为首要目

标ꎬ先后于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７ 年陆续公布了 ７０ 个试点城市名单ꎮ 为进一步将这两个类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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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试点政策的可能影响考虑在内ꎬ本文控制了代表这两个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ＤＩＤ＿ｉｎｆｏｒ、
ＤＩＤ＿ｄｅｍｏｎꎮ 表 ３ 中(１)—(３)列汇报了控制相关政策变量后的回归结果ꎬ主要解释变量

ＤＩＤ 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ꎬ这说明本文所估计的效应未受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

与信息进村入户试点政策的影响ꎬ结果相对稳健ꎮ

　 　 表 ３ 　 　 控制其他政策效应
县域泰尔指数

(１) (２) (３)

ＤＩＤ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８)

ＤＩＤ＿ｉｎｆｏ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０３)

ＤＩＤ＿ｄｅｍｏｎ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９４)

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县域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０ ２７５ ２０ ２７５ ２０ ２７５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３３ ０.９３３ ０.９３８

五、进一步检验

(一)机制检验

１.乡村电子商务建设与新增企业的区位分布

本文选择从新增企业点位切入分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

的作用机制ꎬ即研究假说 ２ａꎮ 由于县域政府的所在地往往是本区域的行政中心ꎬ因而本文选

择以县域内本级政府驻地位置作为县域中心点ꎬ通过建立距离该中心点不同半径的缓冲区ꎬ
统计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距离中心点不同距离区域内新增企业数量的变化ꎮ 与此同

时ꎬ这里还加入政策虚拟变量与新增企业驻地距离三重差分项的方式ꎬ进一步探讨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县域中心区域和郊区新增企业数量的差异化影响ꎮ
本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收集整理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国内

新注册工商企业信息数据ꎬ并进一步基于地址信息计算得到新增企业办公地址到本级政府

驻地位置的距离ꎮ 随后本文以 ３ｋｍ 为级距ꎬ建立了半径从 ３ｋｍ 到 ２４ｋｍ 等距分布的环形缓

冲带(２４ｋｍ 以内恰好是 ９０％新增工商企业距离县域中心的距离)ꎮ 为了排除环形区域面积

对新增企业绝对数量的影响ꎬ这里以不同平均距离下县域单位面积内新增企业数量为该机

制检验的被解释变量ꎬ并基于此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ＡｖｅＮｅｗＣｏｍｉｔ ＝α０＋ β１ＤＩＤｉｔ＋ β２ＤＩＤｉｔ×ａｖｅ＿ｄｉｓ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４)

(４)式中:ＡｖｅＮｅｗＣｏｍｉｔ表示 ｉ 县在 ｔ 期单位面积内新增注册登记工商企业数量ꎬａｖｅ＿ｄｉｓｉｔ代表

某个企业 ｉ 所在环形带距离该县域中心点的平均距离ꎮ 其他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ꎬ不再赘

述ꎮ 参数β２是我们关注的重点ꎮ 如果系数β２显著为负ꎬ即表示距离县域中心点越近ꎬ示范政

策提高新入驻工商企业数量效应越显著ꎮ 同时ꎬ本文还以县域政府驻地地理位置为圆心ꎬ分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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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 １０ｋｍ、１５ｋｍ 为半径绘制中心城区缓冲带ꎬ距离中心点一定距离以内即认定为中心地

区ꎬ一定距离以外认定为非中心地区ꎮ 本文通过建立新增工商企业数目和试点虚拟变量与

代表中心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ꎬ并构建估计模型如下:
ＮｅｗＣｏｍｉｊｔ ＝α０＋ β１ＤＩＤｉｔ＋ β２ＤＩＤｉｔ×ｗｉｔｈｉｎｉｊ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５)

(５)式中:ＮｅｗＣｏｍｉｊｔ代表中心或非中心地区内新增工商企业数量ꎬｗｉｔｈｉｎｉｊｔ代表企业 ｉ 是否处

于划定的中心城区地带以内ꎬｊ ＝ ０ 表示划定的边界为 １０ｋｍꎬｊ ＝ １ 表示划定的边界为 １５ｋｍꎮ
表 ４ 呈现了方程(４)和(５)的回归结果ꎮ 结果显示ꎬ交互项 ＤＩＤ×ａｖｅ＿ｄｉｓｉｔ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负ꎬ而交互项 ＤＩＤ×ｗｉｔｈｉｎｉｊｔ的系数则在 １０ｋｍ、１５ｋｍ 的划分区间内均以 １％的水平显

著为正ꎮ 这表明表示距离县域中心点越近ꎬ示范政策提高新入驻工商企业数量效应越显著ꎮ
由此可见ꎬ在电子商务综合示范试点政策下ꎬ相对于城市外围地带ꎬ新增企业更多地落地县

域内部的中心地区ꎮ 因而ꎬ政策试点对中心与非中心区域新入驻工商企业数量的差异化影

响是一条重要的中介机制ꎮ

　 　 表 ４ 　 　 乡村电子商务建设与新增企业区位选择的回归结果
单位面积内新增企业数量 新增企业数量

(１)距离交互项 (２)以 １０ｋｍ 为界 (３)以 １５ｋｍ 为界

ＤＩＤ×ａｖｅ＿ｄｉｓ
－０.０９８１∗∗∗

(０.００８０)

ＤＩＤ×ｗｉｔｈｉｎ １４.６２４８∗∗∗ ３０.８０３８∗∗∗

(３.０６５１) (３.０２１１)

ＤＩＤ １.２７６２∗∗∗ －４.７３１７ －１６.５４１３∗∗∗

(０.１１７３) (４.００００) (３.７９１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域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４１ １２０ ７９ ２５９ ７５ ２２２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６７ ０.４９７ ０.４６４

２.乡村电子商务建设与城乡居民增收效应

乡村电子商务建设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可能机制之一是试点政策让城镇居民

相比农村居民获得更大的增收效应ꎬ从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ꎮ 为验证假说 ２ｂꎬ本文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获取了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县域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数据ꎬ构
建如下回归模型:

Ｉｎｃｏｍｅｉｔ ＝α０＋β１ＤＩＤｉｔ＋β２ＤＩＤｉｔ×Ｉｆ＿ｕｒｂａｎ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６)
(６)式中:Ｉｎｃｏｍｅｉｔ表示 ｉ 县在 ｔ 期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城镇、农村两组)ꎬＩｆ＿ｕｒｂａｎｉｔ代表

是否为城镇居民ꎮ 其他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ꎬ不再赘述ꎮ 如果交互项系数β２显著为正ꎬ则表

明相比农村地区ꎬ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对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振作

用更为明显ꎮ
表 ５ 中第(１)—(３)列报告了方程(６)在不同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下的估计结果ꎮ 结果

显示ꎬ无论是否控制县域、年份固定效应及相应控制变量ꎬ估计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

正ꎬ这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对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振作用要强

于农村居民ꎬ因而扩大区域内经济发展差距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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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电子商务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回归结果
人均可支配收入(千元)

(１) (２) (３)

ＤＩＤ ３.０３９１∗∗∗ －６.３４４５∗∗∗ －４.５２２５∗∗∗

(０.１６８０) (０.２６５２) (０.１７７２)

ＤＩＤ×Ｉｆ＿ｕｒｂａｎ １４.８７２６∗∗∗ １３.１８８４∗∗∗ １３.５６９１∗∗∗

(０.２６９８) (０.２６２８) (０.２６９４)
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县域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４ ２９３ ４４ ２８３ ４３ １８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３２ ０.７００ ０.７１８

３.乡村电子商务建设与社会消费

为验证假说 ２ｃꎬ本文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获取了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县域城镇及农村居民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ꎬ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 ＝α０＋β１ＤＩＤｉｔ＋β２ＤＩＤｉｔ×Ｉｆ＿ｕｒｂａｎ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７)

(７)式中: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表示 ｉ 县在 ｔ 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城镇、农村两组)ꎬＩｆ＿ｕｒｂａｎｉｔ

代表是否为城镇地区ꎮ 其他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不再赘述ꎮ 如果 β２显著为正ꎬ则表明相比

农村地区ꎬ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城镇居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振作用更为

明显ꎮ
表 ６ 中第(１)—(３)列报告了方程(７)在不同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下的估计结果ꎮ 由表

可见ꎬ无论是否控制县域、年份固定效应及相应控制变量ꎬ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交互

项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这表明相比农村地区ꎬ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

策对城镇居民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振作用更强ꎬ因而可能扩大区域内经济发展差距ꎮ

　 　 表 ６ 　 　 乡村电子商务建设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回归结果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１) (２) (３)

ＤＩＤ
－９.５８５８∗∗∗ －７.７４０２∗∗∗ －８.２７０２∗∗∗

(１.８８９４) (１.４３９５) (１.４７１８)

ＤＩＤ×Ｉｆ＿ｕｒｂａｎ １７.８１６３∗∗∗ １７.８１６３∗∗∗ １７.１９８７∗∗∗

(２.５７４３) (３.００７０) (３.０７３３)
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县域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 ８０２ ４ ８０２ ４ ８０２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０５ ０.６２３ ０.６２７

４.数字化基础条件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中的作用

为验证假说 ２ｄꎬ我们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

乡村指数(２０１８)»中获取了 ２０１８ 年我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及其细分指数数据ꎬ通过增加三

重差分项探究差异化数字化基础条件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影响区域发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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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效应中的作用ꎬ具体公式如下:
Ｔｈｅｉｌｉｔ ＝α０＋β１ＤＩＤｉｔ＋β２ＤＩＤｉｔ×ｈｉｇｈ＿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８)

(８)式中:ｈｉｇｈ＿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表示 ｉ 县在 ｔ 期的数字乡村指数是否为高水平组ꎬ其中是否高水平组

取决于该地区当期数字乡村指数是否高于整体均值ꎮ 如果β２显著为负ꎬ则表明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对数字化水平较低县域产生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效应更为显著ꎮ
此外ꎬ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乡村指数还分别从乡村

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具体界定了数

字乡村内涵和外延ꎬ为本文深入分析乡村各方面数字基础差异提供了数据支撑ꎮ 因此ꎬ本文

进一步用各项细分指数替代数字乡村指数加入回归ꎬ处理方式同上述(８)式ꎮ
表 ７ 中的第(１)列报告了添加数字乡村指数三重差分项的估计结果ꎮ 由回归结果可见ꎬ

数字乡村指数三重差分项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ꎮ 这表明ꎬ乡村数字化程度较

低的县域更可能受到政策区域非均衡发展效应的显著影响ꎬ相比之下ꎬ乡村数字化基础较好

的县域则不易在政策下展现非均衡发展效应ꎮ 表 ７ 中的第(２)—(５)列进一步报告了添加

不同乡村数字化指数三重差分项的估计结果ꎮ 可以发现ꎬ分项数字化基础条件指数与政策

冲击交互项的影响效应依然为负ꎻ同时高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的三重差分项估计系数绝对

值明显大于其他分类指数差分项系数ꎮ 结合描述性统计部分试点县域与控制组在数字基础

条件方面的差异ꎬ本部分实证结果很可能表明ꎬ试点县域乡村相对较弱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很可能是导致政策区域非均衡效应的主要原因ꎬ即滞后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制约了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电商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ꎬ从而更多发展红利为乡村所在县域城

镇地区所受益ꎮ 此外ꎬ电商对乡村居民生活的低渗透度及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也是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效应的重要制约因素ꎮ

　 　 表 ７ 　 　 数字化基础条件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调节作用
县域泰尔指数

(１)数字乡村
指数

(２)乡村生活
数字化指数

(３)乡村经济
数字化指数

(４)乡村治理
数字化指数

(５)乡村数字
基础设施指数

ＤＩＤ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６９)

ＤＩＤ×ｈｉｇｈ＿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８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域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０ ２７５ ２０ ２７５ ２０ ２７５ ２０ ２７５ ２０ ２７５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３８ ０.９３８ ０.９３８ ０.９３８ ０.９３８

(二)异质性检验

１.市场化与信息化水平视角

通常而言ꎬ地区不同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水平越高、相关信息化基础设施越完善ꎬ地区内

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就越高ꎮ 那么ꎬ区域内部市场化与信息化水平会影响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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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示范试点政策的非均衡发展效应吗? 对此ꎬ本文基于王小鲁等(２０１９)的«中国分省份市场

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８)»ꎬ根据所有省份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将县域按照市场化水平和互联网普

及程度分为高低两个组别ꎮ
表 ８ 中的第(１)—(２)列汇报了基于市场化水平的分组回归结果ꎮ 不难发现ꎬ高市场化

水平组的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而低市场化水平组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ꎻ高互联

网普及程度组的回归系数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而低组别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ꎮ 结果表

明:市场化程度和互联网技术普及程度是影响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的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效应的重要因素ꎮ 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在于ꎬ在高信息技术普及度的环境和健全

的要素市场下ꎬ富有流动性的资源配置可能使得电商经济带来的经济红利更多地向经济较

发达地区流动ꎻ而经济较落后地区由于存在先天禀赋不足ꎬ由此承受一部分生产资源流失ꎬ
难以与发达地区享受等量同质的经济红利ꎮ 因此ꎬ政府需要格外警惕高度市场化条件下由

“市场失灵”带来的马太效应ꎬ应主动针对偏远落后地区给予相关优惠政策和帮扶活动ꎬ防范

既有禀赋差异下电商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ꎮ

　 　 表 ８ 　 　 基于地区市场化和信息化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市场化水平 互联网普及程度

(１)低组别 (２)高组别 (３)低组别 (４)高组别

ＤＩＤ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７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域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０ ３７３ ９ ８００ ９ ５２１ １０ ６６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３５ ０.９３３ ０.９１１ ０.９５０

２.电子商务发展获益能力视角

此外ꎬ电子商务对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内部居民在

利用电子商务获益能力上的差异ꎮ 而随着电商在我国乡村的迅猛发展ꎬ淘宝村在 ２０１３ 年后

迅猛增长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淘宝村可以促进农村本地电商集群发展(Ｄａ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ꎬ２０１５)ꎬ
助力农民更好从电子商务中增收获益(Ｌｕｏ ａｎｄ Ｎｉｕꎬ２０１９)ꎮ 因此ꎬ拥有较多淘宝村的县域内

部的偏远地区很有可能具备较强从电子商务发展中获利的能力ꎬ从而弱化经济内部差距的

扩大效应ꎮ 由此ꎬ本文将淘宝村状况作为乡村电商渗透率的代理变量ꎬ探讨淘宝村计划在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中的作用效应ꎮ 为此ꎬ本文构建如下

回归模型进行探究:
Ｔｈｅｉｌｉｔ ＝α１＋β２ＤＩＤｉｔ＋β３ＤＩＤｉｔ×ｆ(ＴＢ 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９)

这里采用两种方式来度量县域的淘宝村特征 ｆ(ＴＢ ｉｔ):首先ꎬ使用ｎｕｍＴＢ ｉｔ度量县域 ｉ 在
年份 ｔ 拥有的淘宝村数量ꎻ其次ꎬ使用 ＴＢ ｉｔ代表县域 ｉ 在报告期内是否有淘宝村ꎬ有则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ꎮ
表 ９ 汇报了这一部分的估计结果ꎮ 其中第(１)列基于县域淘宝村实际数量进行分析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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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剔除部分县域淘宝村数量分布畸高的影响ꎬ第(２)列则将县域淘宝村数量在 １％水平缩尾

处理后再重新估计ꎻ第(３)列则以县域报告期内是否有淘宝村虚拟变量纳入分析ꎮ 由表可

见ꎬ第(１)—(３)列回归所得交互项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ꎮ 这表明ꎬ较高的乡村电商

渗透率有助于提升偏远地区居民在电子商务建设中的获利能力ꎬ进而缓解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试点政策对区域内部发展差距的消极作用ꎮ

　 　 表 ９ 　 　 基于“淘宝村”建设状况的异质性检验
县域泰尔指数

(１) (２) (３)

ＤＩＤ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５０)

ＤＩＤ×ｎｕｍＴＢ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１)

ＤＩＤ×ＴＢ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１１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县域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１ ８８８ １１ ８８８ ２０ ２７５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７２ ０.９７２ ０.９３７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更新迭代ꎬ电商经济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

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ꎮ 本文将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我国县域统计数据与夜光遥感影像数据相匹

配ꎬ检验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ꎬ得到主要结论如

下:其一ꎬ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进一步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ꎮ 其二ꎬ试
点县域数字化基础先天弱势是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政策在初期扩大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的

原因ꎻ从具体影响机制来看ꎬ试点政策增加了中心城区新增工商企业数量进而加剧了区域内

经济发展不平衡ꎻ与此同时ꎬ试点政策使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社会消费总额增长更加迅

猛也是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原因ꎮ 其三ꎬ进一步分析发现ꎬ该政策作用效应存在明

显的地区异质性ꎬ市场化水平较高、信息化水平较高的试点县域受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政策的影响较为显著ꎮ 此外ꎬ乡村电商渗透率较高的试点县域受到负向政策冲击更小ꎮ
本文考察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政策对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ꎬ并指出该

政策可能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的风险ꎮ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ꎬ尽管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工作能够带来诸如农民增收、城乡物流体系成本降低、农业生产率提高等诸多积极效

应ꎬ但由区域内个体数字技术使用鸿沟所诱发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问题同样值得重

视ꎮ 因此ꎬ为了进一步缓解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ꎬ政府在大力推进电商下乡时还应着

手增强乡村和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等“硬条件”建设并改善这些地区的数字发展“软环

境”ꎬ同时出台相应配套措施予以帮扶ꎮ 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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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大力推广电子商务行业技能培训、消除电商技术壁垒ꎬ在为乡村电商发展创造经

济环境的同时让区域内部全体居民都有能力充分享受电商经济带来的红利ꎮ 第二ꎬ额外给

予农村企业相应技术和资金支持ꎬ全面落实落细增值税优惠、所得税优惠等惠企政策ꎬ通过

吸引更多企业落地偏远地区发挥中小企业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ꎬ政企合力促进区域

共享发展ꎮ 第三ꎬ通过出台帮扶支持政策进一步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大学生回流ꎬ采取

积极人才补助政策广泛吸纳电子商务人才、发挥能人带动效应ꎬ从而为乡村电商经济普及提

供人力支持ꎮ 第四ꎬ提高农村居民在本地电商市场中的消费能力ꎬ积极助力农民增收ꎬ让农

民“敢消费”“愿消费”ꎬ从而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ꎮ 第五ꎬ加大对阿里巴巴、拼多多等龙

头电商企业下沉农村提供相应的政策优惠导向ꎬ在普及电商服务流程的同时培养农村居民

的网购意愿ꎬ通过提高县域乡村电商渗透率来提升乡村数字生活化程度ꎮ 最后ꎬ鉴于数字化

基础较弱地区在电商发展中的后进地位ꎬ政府应充分发挥经济较发达地区在电商经济中的

先导作用ꎬ积极带动后发地区发展ꎻ在弥补经济较落后地区电子商务短板的同时ꎬ共享经济

较发达地区获得的电商溢出效应ꎬ推进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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