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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

黄祖辉 文宋 豪 叶春辉 胡伟斌

摘要：引导“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 ， ，也转变 既是 路问 有效手段 是 县解决农民出 题的 拉动

长 。本 一 ，域经济 的重要 返乡创业 项准自然 验增 途径 文将 试点视为 实 基于 2011－2018 中年 国 27个省

份 1864 ， 双 了 对 长个 差分法 政 支 农民工 乡 业 经济增 的 响与县的面板数据 利用 重 研究 府 持 返 创 县域 影

。 ： 来 ， 对 长 ；机理 结 全国范围 试点 县域经济增 显著的促 作用 该果表明 从 看 返乡创业 政策 具有 进 效应

较 ， 未 。体现在外 多的中西 地 策 产 空间主要 出农民工 部 区 且政 尚 生 溢出效应 此外， 业试点返乡创 政策

、 长。本 一可 通 促进集 带 就 优化结构 渠道推动县 文的发现 进 步以 过 聚 动 业和 等 域经济增 不仅为政府 支

了 ，返乡创业提 要的现实 据 而且持 供 重 依 为“回流式” 了城镇化建 区域平衡 展 益设和城乡 发 提供 有 的

。政 启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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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来， 计改 开放以 以 的 离开家乡革 数 亿 农民 入涌 ， 长城市务工 国城市经 增 做就业 为中 济的持续高 出

了 大 。 ，贡献 相关研 示巨 究显 1978－2015 ， 村 力 对 长年间 农 动 转移 增 的贡献劳 中国经济 率为 7.93%，

且 来献率主要 于贡 源 “ 线胡焕庸 ” 东 村 力 （ ，地 和农以 区 劳动 转入地 程名望等 2018）。 ， 村然而 农 劳

力 对转 的 后是农 相 入 断下降动 移 背 业 收 的不 ， 也这 区域和城乡 展的体现是 不平衡发 （黄祖辉和 伟斌胡 ，

2019）。 来， ， 。 ，中国政府高 视发展不 衡问题 乡融合发 这样的背 下近年 度重 平 要求走城 展之路 在 景

落 大 。大 ，现 地 经济 待解决 课 量 究表明 业 以 产业结如何实 后 区 的跨越式发展成为亟 的重 题 研 创 可 引起

， 长（构 调整和变迁 区域经济的 从而促进 增 Praag and Stel，2013）。 大 工群 外出务工中庞 的农民 体在

了 、 长了 、 了 ， 一类十 （ 肃 ，财富 增 见 提升 技 要的潜在 广 等积累 识 能 是 分重 创业者 周 2017）。激发农

*本文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研究”（编号：21ZDA071）、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评估”（编号：71861147002）的阶段性

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宋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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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民 乡 业工的返 创 情，有利 设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 小缩 城 入 距乡收 差 和 长 力培育经 增 动济 新 。于是，

、国家发展 革委改 农业部 十等 部委在 2015年 11 了《月联合 合新 镇化开展支 民工印发 关于结 型城 持农

》， 择一 。 ，等人 返乡创 作的通知 县级城市 展 作 么员 业试点工 决定选 些 开 试点工 那 在返乡创业试点政

大力 ， 了 长？下 农民 乡 业 竟是否 进 域 增 不同试 地区的政策 存在策的 推动 工返 创 究 促 县 经济 点 效果是否

？ 一异质性 进 步地， 了 长， ？果返 业试点政策 县域经济 其具体 道与机理如 乡创 促进 增 的作用渠 是什么

对 长 ，对观准确地 价 业 点 策 县 进区域 乡 衡 调发展 有客 评 返乡创 试 政 域经济增 的作用 于促 和城 平 协 具 重

义。要 论与实践的理 意

村 ， ，也县域经济作 济与农 经 既是 农民的重要 是城乡要 融合的为城市经 济的结合点 服务 阵地 素 天

， 长 、 对 村 、 （其增 的方 效益 于助 乡 现 同 裕具然载体 式 速度和 推 振兴 实 共 富 有关键性作用 杨晓军和宁

，国良 2018）。 ， 长 一 术 热 。际 县 经济增 源 直 界关注的 问题 经济学 为物质实 上 域 的 泉 是学 点 家普遍认

本资 、 力 本 术 对 长新 县 济增 具有重 用人 资 和技 创 域经 要作 ， 了形成 基 市场经于 济体制的“市场作用论”

（ 振华和李例如王 旭，2015）。 ， 了除 相 研 还提此之外 关 究 出 诸如“制度作用论”“ 府作用政 论”和

“官 作 论员 用 ”等解释（贾 雪俊 等，2013； 永友李 ，2021；周黎安，2007）。20 来世纪以 ，随着熊彼

特“ 造性破坏创 ” ， 对 长和国 创业活动的 创业 县域 济增 的 受到理论理论的提出 内外 兴起 经 影响日益 界

。 大关注 绝 多 研的广泛 数 究认为， 一 ， 、创 作 种创 以通过 就 岗 优化业 为 造经济价值的活动 可 提供 业 位

、 长（产 结 加 场竞争和 进知识溢出 动县域经业 构 剧市 促 等渠道推 济增 例如 ，莉敏陈 2009）。 研究部分

了从实证 验证层面 长创业 县域经与 济增 系的关 ，例如，Chang（2007）基于美国 2300 县的数据个 ，利

用OLS 法 究 现回归方 研 发 ， 对 长创 著的正 响业 县域经济增 具有显 向影 。 而然 ，也 研究认 产 层有 为 业 面

， 对 ， 长在均衡的 优创业率 任 业率的偏 要素 扭曲 进而阻 济增存 最 何 均衡创 离都会导致 配置 碍经

（Audretsch et al.，2002）。同样，一 了 对 长文献通 验证实 创 济增 的负 应些 过实证检 业 地区经 效 （例如

Blanchflower，2000）。 以 现可 发 ， 对 长有研 增 的影 无 论现 究关于创业 地方经济 响尚 定 。本 认为文 ，除

了 本 ，究 不 外 上述实 研究研 样 同之 证 的 一结论 能是遗漏不 致很可 变量问题所导致的。 来 ，体 说具 类这

长 对 ， ， 也文献 直接将经 增 指标 数量进行 使排除创 因 驱 因 会使通常 济 新创企业 回归 但即 业 素 其他 动 素

， 对 长 。变化 因 种 法 法准确 别 业 地方经济 的净影响得地区经济绩效发生 此这 方 无 识 创 活动 增

一农 创业是中 过程 现的 种独特民工返乡 国经济发展 中出 现象。理论界普 认为遍 ，返 农民乡创业是

一 又 ， 、 ， 村、小经过 外出务工 返 利 打 积累 资源 在 镇段时间的 后 回家乡 用 工 的资金 技能和信息等 乡 城

办 、县 创 企业 展 务或 城 发 服 业 及以 （ ，投资商 性农业的行品 为 韩俊 2009）。 来， 一年 在 系列近 国家政

大力 ， ， 讨 长 也支持 导下 返乡创 发出勃勃生 直接探 乡创业影 的文献策的 和引 业焕 机 农民工返 响经济增

来 。 讨了 对 长 ，越 多 深 探 乡创 及影响 主 有 下几种 点越 理论界 入 返 业 县域经济增 的作用 机制 要 以 观 。第

一， 了 才 ， 了 村 力 ，对 长 义农 返乡创业 速 人 回流 有 劳动 素质 增 具 极意民工 加 效提升 农 于县域经济 有积

（ ，王西玉等 2003）。 二， 大 本，伴随着农 工回流 量经济资 输出地急 的第 民 的不仅有 还有劳务 需 市场

、 术 ， 了 长 （ ，息 进 和现 破 制约 经 增 要素瓶 张 林信 先 技 代化思想观念 从而打 地方 济 的 颈 茂 1996；林亦

平和 艾魏 ，2018）。 三第 ， 村乡创业可以 业结构的返 推动农 产 调整， 一促进 、二、三 业融 展产 合发 （赵

，联飞 2021）， 、 ， （ ，通 产业 新业 创造就 会 是农民 要途径 陈 文过新 态 近就业机 增收的重 锡 2018）。



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

- 3 -

， 一 ， ， 了乡 民 般都 业活动 使 源 素向城 流 集 带动 农第四 返 农 工 在集镇或县城开展创 这促 资 要 镇 动 聚 既

村人 的空间转移 转型口 和市民化 ，又 了增加 量地区经济总 ， 村有 加快乡 城镇利于 化（ 展祥王 ，2009）。

较 了 对 长 ， 对 讨以上 献 为全 返乡创业 增 的影响 制 文 机 的 论文 面地分析 县域经济 机 但这些 献 制 仅限于理

， 严谨的论推理 缺乏 计量 。析分

较于 有文献相 已 ，本 三的 际 体现在以 个方面文 边 贡献 下 。首先，本文采用 2011－2018 国年全 1864

， 来 对 长个县的 返乡 试点政策作 自然实验 察政府 创业 县域 影面板数据 以 创业 为准 考 支持返乡 经济增 的

， 本 大， 双 了 计 ， 了响 不仅 容 利 重 分法 的估 偏 强样 量 而且 用 差 克服 以往研究中存在 误 增 归回 果的可结

。 ，性 次靠 其 本文 了 长 ， 了 对仅详细分 返乡创业试 动经济增 性 还 政策 试不 析 点政策驱 的区域异质 检验

， 了对 长 。 ，点地 边邻近县 生的空 应 深化 该 生的经济 效 识 后 促区周 产 间溢出效 政策所产 增 应的认 最 从

、 、 、 ，进 新 优化 的 角集聚 带动就业 助推创 结构 视 本文 讨 了探 并检 返 创 点政策推 县域经济验 乡 业试 动

长 ， 一 、 对 议。增 理 为进 步 业政 现经济发展 提供行之 效的 策的作用机 完善返乡创 策 实 目标 有 建

本 ： 二 ； 三 计；余部分安 部分是政 背 论 析 部分文的其 排如下 第 策 景与理 分 第 介绍研究设 第四部分

是 计估 结果及 ， 、 、分 主 包括基 回 结 质性及溢 效应分析 稳析 要 准 归 果 异 出 健性检验；第五部分考察返

长 ； 。业试 策促进县域 增 的作用 理 最后 政策启示乡创 点政 经济 机 是结论与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20世纪 80 ， 村 ， 来 落 村中后期 随 农 放 不 深入 农 向沿年代 着 改革开 的 断 越 越多的农民从 后的 海发

， 了一 对达 区 移 掀起 中 经 响深远的地 转 股 国 济影 “ 工潮打 ”。 来了 、外出打 带 思想的工为农民 解放 资

积累 能的获得金的 和技 。自 20世纪 90年代，一 较部分 出 早且 家精神的 开始返回外 具备企业 打工能人

乡 业 动家 进行创 活 ， 是中这 国返乡创业的萌芽。 于处 “萌芽期” 门 较返 创 主要集 在 入的 乡 业 中 进 槛 低、

术 ， 、 。 一技 要求不 的劳动密集 有偶然性 散性 点 该时期虽 现出 批返高 型行业 具 无序性和分 等特 然涌 乡

创业的 ， 来 较 。但从全国 展 为缓慢成功案例 范围 看发 民 创 的 展历农 工返乡 业 发 程见图 1。

图1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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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0 ， 十六 三 全会首 出月 党的 届 中 次提 “ 个 筹五 统 ” ，的发 理 并展 念 将“ 筹城乡发统 展”

。 村 力放在首位 各 始注重多 剩余 并积极实施级政府开 渠道转移农 劳动 “ 工程回引 ”，农民 返乡创工 业

进入“ 长期成 ”（胡雯 ，等 2013）。 一 大 ，返乡创业 多 农 业 营模这 时期的 者 从事非 产 经 式以个体工商

， 了 东、 、 三大 。营企业 创 区 覆盖 中 的 西 区 虽然农 工返乡创业 呈户和私 为主 业 域 国 中 经济 民 在该阶段

势头， 未 义现出良 并 形 正意 上的好的发展 但 成真 “ 热返 业 潮乡创 ”。

2008年金 危机之融 后， 场需求日国外市 渐萎缩， 国劳动密 型 造 企 的发中 集 加工制 业 业 展受到冲击，

， 大 少，东增速开 行 业 资 幅度 部 达 呈现出国内经济 始下 企 投 减 发 地区 “腾 换鸟笼 ”和“机器换人”的

势， 少、 ， 村 力型发展态 农就 会减 农民工工 平下降 农 余劳动 业面临转 造成农民非 业机 资水 剩 的转移就

（ ，严 祖辉和胡 斌峻局面 黄 伟 2019）。 ， 小 未艾，城 的 业发 成为缓相反 中 镇 产 展方兴 返乡创业不仅 解

力 ， 。 ， 长 二业 的 要举措 且 为 经济转型 客观需要 此 存在的城 致就 压 重 而 成 顺应 的 外 中国 期 乡 元制度导

了 （进 民市民化的 黄祖辉和 彦城农 滞后 马 丽，2020）， 、 撂 、由 庭分离 土 缺失等诸此引发家 地 荒 教育

。 ， 村 ， 、 、社 因 支 和引 以加快 市 有 于惠民 增 业多 会问题 此 持 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可 农 城 化 利 生 就 促和

， 。 ， 、谐 有利于 开城乡融合 局面 于是 革委打 发展的新 国家发展改 部农业 十等 部委于 2016年 2 联月

布了《合发 关 同意河 等于 北省威县 90 （ 、 ）个县 市 型城镇化 展 民 等 员返区 结合新 开 支持农 工 人 乡创

》， 。 ， 大， 力也 来而开启 创 试 政策的 施 后 的范围逐 扩 影响 越 越业试点的通知 从 返乡 业 点 实 此 试点 步

，强 截至 2017 ，底 国家批 乡创 点地区已达年 复设立的返 业试 341个①
。 ，东中 部地区其 65 ，中部个

地区 126 ， 地区个 西部 150 。 布个 各 试点时间 区 况 表批次具体 和 域分 情 如 1 。示所

表 1 返乡创业试点获批时间及区域分布

批次 获批时间 东部地区 部地区中 地西部 区 计合

一批试点 区第 地 2016年 2月 20 32 38 90

二 试点地区第 批 2016年12月 21 42 53 116

三第 批试点地区 2017年10月 24 52 59 135

计合 65 126 150 341

可见， 大支 是国 出的重 决策持返乡创业 家做 部署。 来近年 ， 势中国 乡创业 勃发展的返 呈现出蓬 态 ，

大 。扩 就业的 果 现 至稳定和 效 逐步显 截 2020 ，底 全 创业人 量 过年 国试点地区返乡入乡 员总 超 280万

， 计 办人 累 创 场 体市 主 225 ，左右 带动 业近万个 就 980 ， 、 、 才万人 形 乡 产业下成要素聚 乡 人 入乡和

， 长 力能人 的良性互动 成为当地 济增 的留乡 局面 经 重要驱动
②
。 ，在各地实 南省和湖 省践中 以河 南 为

例， 至截 2020 底年 ， 南省河 21 乡创业个试点县已有返乡入 人员 57万人， 办创 场主体市 39 个万 ，带

①
返乡创业试点地区是国家着力培育和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创业环境持续优化、返乡创业就业特色鲜

明的县级城市。申报试点的县级城市需具备四个条件：试点地区高度重视；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

典型意义；具有明确的试点方向和工作重点。

②
资料来源：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http://gongyi.cctv.com/shuangchuang2020/fgw/fxcy/index.shtml。



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

- 5 -

动就业 248万人
①
；湖南省 19个试点县返 业人员达乡入乡创 11 ， 办 类 场主万人 创 各 市 体 11 ，个 带万

动就业 30万人
②
。 ， 了 、 、此外 试点 区中还 徽金寨 湖 西德兴等 乡 典地 涌现出 安 北枝江 江 返 创业的 型。

（二）理论分析

， 对 长 ：在 乡创 农民工 创 县 经济增 影 可 解为两个 节 试返 业试点政策的作用下 返乡 业 域 的 响 以分 环

； 力 长。 来，本点政策 工等外出 乡创 出务工人员 创业助 县 经济增促进农民 务工人员返 业 外 返乡 域 接下

对 。这两个环 析文将 节展开分

1.试点政 实 返 创策 施促进 乡 业。 、 、 、 办场地 础设施 善 照 环节多短缺 融资难融资贵 基 不完 证 理 和

。 了 ，公 服 配套是农 工等人员返 临的突出 这些 瓶颈 政府在 创业共 务不 民 乡创业面 问题 为 突破 发展 返乡

了 。 一， ： 、试点 区开展 第 加强园 合 依托开 区 房 资 整合地 诸多工作 区资源整 发 闲置厂 等 源 发展返乡创

；落 、 、 ； 权完善用 持 金 费减免 资 补 政策 支持 鼓励有条件 展股业园区 实 地支 租 税 和 金 贴等 和 的地方发

、 小 。 一 了 ，众筹 集合 这些举措在 度上解决 乡创业 地和融资发行中 企业 债券 定程 返 面临的用 问题 降低

了 本， 了 。 二， ： ，创业成 吸 更 民 返 创业 改善交 础 施 高城引 多的农 工 乡 第 加强服务平台建设 通基 设 提

力； 村 ， ； ， 。镇 行 实 带乡 工程 建电商交易 物流仓储 流业 升级 这通 能 施宽 搭 平台 建设 设施 推动物 转型

， 。 三，些措 利于改善 点地区 施条件 推 返乡农民 投 网 业 加强施有 试 的基础设 动更多的 工 身互联 创 第 服

力 ： 大 、 训、 ； 一服务 厅 所 创 政策咨 创 培 孵化功能 立 体化就业务能 建设 拓展政务 等场 的 业 询 业 创业 建

心，中 为返乡 供创业服务 创业人员提 “一站式” ； ，务 围绕产业 发展链条 设返乡 孵服 聚集 建 创业服务

。 大大 了 办 ， 一 了 。化设施 不仅 简化 乡 证 理 节 而 水平这些措施 返 创业的 照 环 且进 步提升 创业服务

2. 长返 业 动 济增乡创 推 经 。 、 才匮 、 术落资 短 人 后是制约 务输出地经 主要瓶金 缺 乏 技 劳 济发展的

， 了 本、 力 本、 本 ， 力 长。颈 速 经 人 资 社会资 流 可以有 推动地 农民工返乡创业加 济资 的回 地 方经济增

对 长 。返 域经济增 促 主 表 在以乡创业 县 的 进作用 要 现 下方面

一， ， 。返乡创 以 进 聚 经济 动 空 聚是加快 域经济发展第 集聚效应 即 业可 促 集 活 的 间集 区 的前提条

一（件之 Marshall，1961）。 较 村 ， 小 较 、 较 、 较相 于 镇人 集中 交通 为 经济 为发农 地区 中 城 口 为 便利

达， 择 小因此返 往往选 中 城 业地点乡农民工 镇作为创 。 了城 新 的 加 生 餐镇 创企业 增 催 饮、建筑、物流、

， 了 村 小 ， 了 村 （ ，业 吸引 的 人 和生产 素 中 集聚 从而 快 农 城镇化通信等行 更多 农 口 要 向 城镇 加 程春庭

2001）。 ， ， 来 、 ， 了时 新兴市 镇为 借助集聚所 规模经济 围经济 的同 场主体以城 依托 带 的 范 实现 自身

。快速发展

二， ， 。 大 小效应 即返 创 带 就 农民 的中 企 个 经第 就业 乡 业可以 动 业 工返乡创业会形成 量 业和 体 营

， 必 大 ， 村 力 ，户 市场 体 增 创造出 批 业岗位 吸纳 动 就地就 有助 宽主 的 加 将 就 农 剩余劳 近转移就业 于拓

来 ， 村 。农民的收 渠道 增加 家庭的 入 正所谓入 源 农 工资性收 “ 一 ， 一 ， 一动 片 致富回乡 人 带 方”。更

， 本 夯 了 力， 对的 充 就业 农民的 能 部 消费需 恰 应 供为重要 是 分 和稳定增收从根 上 实 消费 这 分 求 好 国内

①
资料来源：《河南返乡创业试点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汝州经验有啥亮点？》，https://www.henan.gov.cn/2020/10-27/

1837373.html。
②
资料来源：《湖南：创新为返乡入乡创业增添活力》，http://www.ceh.com.cn/ep_m/ceh/html/2020/12/24/02/02_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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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村 、给层面 中低端产品 消化严重 产能 荣农 市场 推 给侧结构 改的 可以适度 过剩的低端 于繁 进供 性

义 大（ ，革意 重 曹宗平 2019）。

三， ， 。第 创新效 创业可以 推 乡 民应 即返乡 助 创新 返 农 工将 ，外 用于创出打工所积累的资源 业 以

、 村 、 、 来， 。 一自 知 技能及 验 农 财 物等生 要素有机地 行生产经身 识 经 将 的人 产 组合起 进 营活动 这 过

程不 新方法仅是 、新思路、 形式的应 过程新 用 ，也 术 长是 的模仿创 域经济增 过制度与技 新推动区 的 程。

， 术而 农 工在 过程中具体 言 民 运用先进技 与理念的 形成“ 势后 优发 ”， 了 村 、后带动 地 政而 农 区 治 经

、 ， 又 一 大了 ， 了 ，济 文化制 的变革与创 迁创造的 步扩 规模 提升 创 量度 新 制度变 良好环境 进 创业 业质

村 术 ， 术 （ ，同时激 农 新的 至出现技 李朝晖和 安发 技 模仿 甚 研发创新 李 2013）。

， ， 。 村构 应 返乡 民工返 业 以 破过去 农 为 农 经第四 结 效 即 创业可以优化结构 农 乡创 可 打 以 业 主的

， 长 力 。 ，济结 而产业结构 级是拉动 的重 据相关调查 显示 返乡 民工构 的优化升 区域经济增 要 量 数据 农

创 要集中在业领域主 非农产业，其中， 三从事 产 例 达第 业的比 高 81%（ 浩兴赵 和张巧文，2011）。随

村 ， 村 、 、 ， 一结构转 级 经 的专业 商 化 化程度将 速提高 社会 步着农 产业 型升 农 济 化 品 市场 迅 分工将进

深化， 村农 市场 高品质的农 和高质量 加工品不仅能够向 提供 产品 的 ， 供休闲旅还可以提 游、 老健康养 、

。民俗展 等 务 产览 现代服 业 品

， 大 长，此外 否以及 程 上 进县域 济 这 与试点县 处的地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 在多 度 促 经 增 不仅 所

位置有关（ 新春等李 ，2004），而 地产 展水平的影且还受到当 业发 响。 于此鉴 ，本 采研究 用将 2011－

2018 ， 大 计 来 。年中 板数据 通 统的 量分 回 问国县域面 过 量且系 析 答这些 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了 对 长 ，本 了为 察返 经济增 响 收 整理考 乡创业试点政策 县域 的影 文 集 2011－2018年 国中 27 省个

份 1864 县个
①

，的县域 板数据 其中面 281 立为返乡 区个县被设 创业试点地
②
。本 来文 的数据 源如使用

： 来乡创业试 地区名 家发展和 会网站下 返 点 单 源于国 改革委员
③④⑤

；2011－2018年 县 公 数各 的高速 路

①
本文中的“县”代指非市辖区的县级行政区，包括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

②2016年和2017年国家一共批复设立 341个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地区。考虑到直辖市的行政序列和内部管理具有

特殊性，本研究首先剔除隶属于直辖市的县级行政区，其次剔除市辖区，最终总共收集到 281个县的数据。其中，2016

年为167个，2017年为 114个；东部地区 54个，中部地区119个，西部地区108个。本文数据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③
参见《关于同意河北省威县等 90个县（市、区）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的通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706/t20170628_963593.html?code=&state=123。
④
参见《关于同意河北省阜城县等 116个县（市、区）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的通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701/t20170105_962855.html?code=&state=123。
⑤
参见《关于同意河北省大名县等 135个县（市、区）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的通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711/t20171102_962582.html?code=&state=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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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 份有限 提 的 年据 深圳市凯立德科技股 公司 供 历 GPS导航 图地
①
；2011－2018 各 居民消费年 省份

来 计格指数和固 资价格指 份的 鉴价 定资产投 数 源于各省 统 年 ；2011－2018 权 来年各县专 量数据 源利授

权 布国家知 国专利公于 识产 局中 公告
②
； 来 《指标数据 源其余 都 于 2012中国县（ ） 计社 经济市 会 统 年

》鉴 和 2013－2019 《 计 》。国县域 鉴年历年的 中 统 年

（二）模型设定

一 ， ，本 双 计于 乡创业 点 以 作是 项准 然实验 因此 差分法估 点由 返 试 可 被看 自 文使用 重 返乡创业试

对 长 ， ， 对 ，政 域经济增 的 将入选返 创业试 县作为处 县作为 照 设策 县 影响 乡 点地区的 理组 其他 组 定如

：形 的 准回下 式 基 归模型

0 1 +    it it it i t itY did X      （1）

（1） ，式中 itY ，变量 包为被解释 括第t年i 的 际县 实 GDP 对的 数 和 均值 人 实际GDP 对的 数值，

来 长 。用 量县域经济衡 增 水平 itdid ， ，返乡创业 互项 而言是 试点政策交 具体  it i tdid treat post 。
：其中 itreat 为 i ，否入选返 创业试 虚拟变量县是 乡 点地区的 若入选则 1itreat ，否则 itreat =0；

tpost 为时 虚间 拟变量，在 选 前入 之 0tpost ，而在入选当年及之后 1tpost 。 itX 示影响表 县域

长 。经 增 平的控 变 集济 水 制 量 合 i ， 来 ；示县固定 应 用 控制不 化的个体表 效 随时间变 因素 t 表示年

份固 应定效 ， 来用 控制不 体变化的 间因素随个 时 ； it 扰干 项表示随机 。 itdid 计的估 系数 1 返乡反映

长 ， 本 。创业 点 县 经 增 效试 政策的 域 济 应 是 文关注的重点

了 一 对进 步探 乡 业 点政策 实 是 试点地区 周边邻近县为 究返 创 试 的 施 否会 的
③

，溢出效应产生空间

本 计 ：形式 模型文构建如下 的 量

0 1 +    it it it i t itY didn X      （2）

（2）式中， itdidn 是 效应交互溢出 项，具体地，  it i tdidn near post 。其中： inear 区分用于

对处理组和 照组，若i县是返 创 地 的 边邻乡 业试点 区 周 近县，则 inear 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他变量

与（1）式 一持保 致。需要特 说 的别 明 是， 对 对处的 照组 原先的 照组 地区周边此 为 剔除试点 邻近县之后

。的县 若 itdidn 计估 系数的 1 ， 对 。显著 则说明该 策效果 邻近县的 效应为正 政 存在 周边 空间溢出

了 一 对 长为 进 检 创 试 政策 理步 验返乡 业 点 县域经济增 的影响机 ，本文借鉴Baron andKenny（1986）

， ：方 进 检验 具 模 设 下的 法 行 体 型 定如

0 1 +    it it it i t itM did X      （3）

0 1 2 +     it it it it i t itY did M X       （4）

①
数据来源：https://www.careland.com.cn/newHtml/webGuanwang/html/product/dataProduct.html?tab=2。

②
数据来源：http://epub.cnipa.gov.cn/gjcx.jsp。

③
本文中的“周边邻近县”代指“与试点县有共同边界的非试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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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式中， itM ， （是 介变量 其余中 变量与 1）式 一 ， 赘 。保持 致 此处不再 述 1 了映反

对 长 ，返 业试点政策 经济增 影 的总效乡创 县域 响 应 1 ， ：接效应 中 衡量方法表示直 介效应的 为

1 2 1 1     。根 效 检 程序据中介 应 验 ，如果系数 1 、 1 、 1 、 2 均显著为正，且 1 1  ，则

。表 在 介 应明存 中 效

（三）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 变释 量。借 有文献的 遍做法鉴既 普 （参见张学良，2012），本 选取各县文 实际GDP 对的 数

来 长 。 ， 了 ，本 也度量 经济增 水平 为 确保回 结果的 使用各县值 县域 同时 归 可靠性 文 人均实际GDP的

对 。数值作 参 实为 照 各县 际GDP 义由 县名各 GDP除以所属省份以 2010 基期的 消 价 指年为 居民 费 格

，数得 而 县 实际出 各 人均 GDP用各 实际县 GDP 末 。除以年 到总人口得

2. 心核 解释变量。本 心解释 为返乡创业 政策交互文的核 变量 试点 项 itdid ，  it i tdid treat post 。
3.控制变量。 长 十 杂， 了 对 长 ，本济增 的因 控制其他 素 济 的 响 文影响经 素 分复 为 因 县域经 增 影 还

了一设置 系列控制变量。（1） 本资 存量。 本 长累 经 增 的重 源资 积 是 济 要 泉，本文 现有文献 普遍参照 的

（ ，做法 参见张军等 2004），使用“永续盘存法”来计 本 。计 ：年各 资 存量 算公 下算各 县的 式如

1 it1（ ）  it itK K I （5）

（5）式中，i和t 别表示分 县和年份，K 本表示资 存量，I 社会固定 产表示全 资 投资额， 表示

。 ，本 对折 率 需 用省级 的 定 产投资 格 数旧 要说明的是 文首先利 层面 固 资 价 指 itI ，平减 将进行 itI 转化

为以 2010 ； ， （年为基 价格 其次期的可比 借鉴张学良 2012） 计 ，采的 算 用方法 2011年各县的 资固定

产投资 除以额 10%， 本作 初始资 存为各县的 量；最后， 杰考单豪参 （2008）的 法做 ， 率 定将折旧 设 为

10.96%， 本 对 本 对 。测算 数值以 均 存 的 数值出各年各县资 存量的 及人 资 量

（2） 动 入劳 投 。 力 长 力 长 力数量的增 劳动 质量的 拉动地区 要驱劳动 与 提升均是 经济增 的重 动 （蔡

昉，2018）。本 对 来 力 对 长文使用就业 数量的 数 衡量劳 济增 的影人员 值 动 数量 经 响
①
。 ， 于测另外 由

力 ， 本 （算县 劳 受 育 限的 善咨域 动 平均 教 年 数据缺失 故 文按照柯 2009） ，的 选 普 中学在 学做法 取 通 校

末 来 力 。数 总人口的 重 衡量县域生 占年 比 劳动 质量

（3）其他控制变量。 长 一构的 是影响地区 增 的重要 素之产业结 变动 经济 因 ， 本因 唐跃此 文借鉴 桓

（等 2020） ，采 二 义的 产业增加 占做法 用第 值 名 GDP 来 。重 捉 业结 蓄的比 捕 产 构变化的影响 国民储

， 长 较 （樊率会 全 会 消费和 资 平 济增 之间 相关性 强 纲影响 社 的 投 水 与经 的 和吕焱，2013）， 本文因此

采 义用居民 额与储蓄存款余 名 GDP 来 对 长 。 ，比值 度量储 济增 的作 在县域 中 地方的 蓄 经 用 经济发展

十 ， 本政 分重要的 色 参 张 建府扮演着 角 因而 文 考 国 等（2019） ， 一 预算支 名的做法 以地方财政 般 出与

义GDP 来 对比 刻画地 政 经 干预程度的 值 方 府 济的 。 此之外除 ， 一 本公共 作为 种社基础设施 会先行资 ，

①
由于国家在 2013年对县域就业人员数量相关指标的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为了减小数据偏差带来的影响，本文参考张

珩等（2021）的做法，使用“乡村从业人员数+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表示2011－2012年的就业

人员数量，使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表示 2013－2018年的就业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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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长 十济增 动作用 分明经 的带 显（Rostow，1959）， 本 末此 文选取 定电话 年 总人口因 固 用户数与 的比

来 ， 来 。现通信基 设 使 该 是否 量 衡量 基 设 水平值 体 础 施水平 用 县 通高速公路的虚拟变 交通 础 施

4.中介变量。前 理论分析 明文的 表 ， 对 长返乡创业 县域经济 能存 聚效应试点政策 增 的影响可 在集 、

就业效应、创新效应 结构效和 应 4 机制种传导 。据此， 理检验中在作用机 ，本 了引 集 水文 入 经济 聚 平、

、 术非农 和服务 展 平就业水平 技 创新水平 业发 水 4 （中介变 详 的 度量方法 表个 量 细 变量 见 2）。

5.稳健性检验变量。 ， 了 料 ， 料稳健性检 阅 返 业试点地区 材 的提纲 报材在 验中 笔者查 乡创 申报 申

、 、 、 、 。 ， ，本 又要 区介绍经 源 就业 产 等 此 控 变量求申报地 济 人口 资 业 情况 因 在 制 的基础上 文 选取

了 、 、 来 、 、 （人口规 政 域 积 产业 模 程 映县域人 地理 产业特 变量度地区 模 行 区 面 规 化 度 反 口 征 详细的

量方法见表 2）。

计要变 描述性统 结 表主 量的 果如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的度量方法及描述性统计

义变 含量 度量方法 均值 标准差 小最 值 大最 值

际实 GDP 县域实际GDP（ ），万元 对取 数 13.609 0.990 11.554 15.264

人 实均 际GDP 县域人均实际GDP（元/ ），人 对取 数 10.050 0.586 9.107 11.162

点政策 项试 交互 别组 拟变量虚 × 间 拟时 虚 变量 0.049 0.216 0.000 1.000

本资 存量 本资 量存 （ ），万元 对取 数 15.326 1.035 12.238 17.383

本 量人均资 存 本人均资 存量（元/ ），人 对数取 11.786 0.738 9.932 13.787

力劳 量动 数 就业人员数量（ ），人 对取 数 11.253 1.127 8.890 12.938

力劳 质量动 普 校学生数通中学在 与 末 口年 总人 之比 0.046 0.013 0.017 0.088

产 结业 构 二 业 加第 产 增 值与 义名 GDP之比 0.430 0.152 0.098 0.788

居民储蓄水平 民储蓄 余居 存款 额与 义名 GDP之比 0.730 0.347 0.144 1.928

政 规府 模 一地 政 般预算 出方财 支 与 义名 GDP之比 0.324 0.300 0.065 1.727

设施水平通信基础 户数固定电话用 与 末总人口年 之比 0.107 0.082 0.010 0.450

基础设施 平交通 水 是否 路通高速公 ：是=1；否=0 0.760 0.427 0.000 1.000

经 平济集聚水
二第 、三产业 加增 值与 政 域 积行 区 面 之比（亿

元/ ）平方公里
0.090 0.145 0.000 0.884

就业水非农 平 村非 从 人员数乡 农 业 与 村乡 业 数从 人员 之比 0.440 0.211 0.031 0.894

术技 新水平创 权专利授 量与 末总人口年 （之比 件/ ）人 0.000 0.001 0.000 0.005

业发 平服务 展水 三第 产业增加值与 义名 GDP之比 0.366 0.108 0.129 0.668

区人口地 规模 末 人口年 总 （ ），万人 对取 数 3.520 0.931 0.693 5.122

区域面积行政 政 积行 区域面 （ ），方 里平 公 对取 数 7.771 0.924 5.784 10.720

产业规模化程度 模以上 企 单 数规 工业 业 位 （ ），个 对取 数 3.851 1.358 0.000 6.727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对 长返 创 点政策 县 经济增 的综 回归结果乡 业试 域 合效应的 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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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际实 GDP 人 际均实 GDP

（1） （2） （3） （4）

试点政策 项交互
0.041*** 0.023*** 0.028** 0.014**

（0.013） （0.009） （0.012） （0.007）

本资 存量
0.140***

（0.018）

本均资 存人 量
0.173***

（0.018）

力 量劳动 数
0.007* -0.000

（0.004） （0.003）

力劳动 质量
0.542** 0.608***

（0.226） （0.202）

构产业结
0.975*** 0.868***

（0.066） （0.048）

居民储 水蓄 平
-0.453*** -0.440***

（0.030） （0.025）

规政府 模
-0.309*** -0.248***

（0.042） （0.028）

通 基础信 设施水平
0.099** 0.216***

（0.045） （0.043）

施水平交通基础设
0.033*** 0.033***

（0.012） （0.010）

项常数 13.389*** 11.057*** 9.851*** 7.713***

（0.004） （0.276） （0.004） （0.212）

县固 效应定 是 是 是 是

年 定效应份固 是 是 是 是

within_R2 0.399 0.718 0.416 0.747

观测值 14660 13909 14660 13909

：注 ①***、**、* 示分别表 1%、5%、10%的显著性 ；水平 ② 类 。内的 是以县为聚 的稳健标 误括号 数值 变量 准

表 3 ，（中 1）列 （和 3）列 了告 在控制报 县 ，应和年份 定 条 下 将返固定效 固 效应的 件 仅 乡创业试

。 ， 对 长项作为 变 的 归结果 果 明 创业试点 策 县域经济 的正向点政策交互 解释 量 回 结 表 返乡 政 增 有显著

。 了 ，本 （影 关系响 为 验证该 文在 2）列 （和 4）列 一 了 。 ，中进 入 控制变 可以发 业试步加 量 现 返乡创

， ， 了点政 仍然有显 的 响 与 试点 点政策 地 进 点地策交互项 著 正向影 即 非 地区相比 返乡创业试 显著 促 试

区GDP 人和 均GDP 长的增 。 大小来作用 看从 ， 对返 创业试点政 实际乡 策 试点县 GDP和人均实际GDP

升作 别为的提 用分 2.3%和 1.4%。2011－2018 ， 本年 全 县的实际部样 GDP 值和人均 均实际GDP 值均

分别为 139.17亿元和 30603.97元，因此，该政 可 地 际策 以为当 实 GDP 人均和 实际GDP分别贡献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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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和 428.46 。元

（二）异质性及溢出效应分析

1.区域 性异质 。 大国 济是典 的 经中 经 型 国 济， 禀 较大同区域的 素 赋和产业 存在 差异不 要 发展水平 。

了 一 长 ，本 计 划返乡 试点政策影 济增 的区 异质性 家统 局的 中为 进 步分析 创业 响经 域 文按照国 分标准将

划 东国 分为 、中、 三大西 域经济区
①
， 对三大后 别 区然 分 域进行回归， 如表回归结果 4（1）～（3）列

。 ， 计 ， 东从 可 看出 返 创 试 策在中部 区和西部地 估 系数为 区所示 中 以 乡 业 点政 地 区显著且 正 但在 部地

。 ： ， 对 长 ，不 这说明 总体 乡创业试 政策 县 具有促进 该效应主 体显著 上 返 点 域经济增 作用 但是 要 现在

较 。 长 、出 民 多的 因在于 创 的 济增 效 受 当 乡农民工 量外 农 工 中西部地区 其主要原 返乡 业 经 应 到 地返 数

。一 ， ， 东产业发展 种因素的 面 随 西部发展进 加快 农民 流动呈水平等多 共同影响 方 着中 程的 工 现出从

地区部 “回流” 势， 来 本 长 。 一 ，区的趋 近 在 业 地 民工 国中西部地 年 乡内就 的 农 数量增 明显 另 方面 据

心 ， 二、三 ， ，务院 研 中 调查数 显 农 返乡创业 域主要集中 中 从事农发展 究 的 据 示 民工 领 在 产业 其 业产

业者业的创 占 业者总数的 仅为创 比重 28.3%（ ，韩俊 2009）。 东 ， 较 ，部地区 发展 为饱在 非农产业 和

来 长 较返乡创业 的 效 弱农民工 带 经济增 应 ； 在中而 西部地区， 才发展急非农产业的 需人 、 术资 和金 技 ，

来了 。农民工 乡 业 地带 宝贵 经济发展契返 创 为当 的 机

2. 应分析溢出效 。政 的检 果如表策溢出效应 验结 4（4）～（6）列所示， 难看出不 ，东部 中部地和

应交互项区溢出效 不显著， 部地区溢 效 项西 出 应交互 在 10%的 平上水 显著且系数为负。 明这说 ，返乡

未 。 ，试 政 尚 产生 显 空 出效应 换 之 返乡创业 并没有推 周边创业 点 策 明 的 间溢 言 试点政策 动试点地区 邻

长。 ： 较 ， 大 长县的经济增 的原因是 点政策 短 当前返 业 都处于 创近 可能 试 实施时间 乡创业企 初 期和成

， 大， 较少， 一 ， 对期 营 模不 度上解 地 民 就业问 但 边 的人经 规 雇用人员 可以在 定程 决当 农 的 题 周 县市

、 力 。口 资 等要素的吸金 引 不强

表 4 区域异质性及溢出效应

际实 GDP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部地西 区 东 地区部 中部地区 部地区西

（1） （2） （3） （4） （5） （6）

试 政策交点 互项
-0.005 0.016** 0.034**

（0.017） （0.006） （0.016）

效应交互溢出 项
0.018 -0.005 -0.014*

（0.011） （0.009） （0.008）

量控制变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 定 应固 效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within_R2 0.704 0.794 0.709 0.705 0.778 0.729

测观 值 3517 4432 5960 3110 3537 5136

①
在本文的试点样本中，东、中、西部地区返乡创业试点县的样本比例分别为19.22%、42.35%、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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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分别 示表 1%、5%、10%的显著性 ；水平 ② 类括号 的数值是以 量的稳健内 县为聚 变 标准误。

（三）稳健性检验

1. 势趋 检平行 验。 双文使用 重差 研究发现前 分法 ， 长乡创业 可以有效 经济增返 试点政策 推动县域 。

， 一 尤 对 必 势 ，但 使 法 为 要的 照组在 发 前 满足平 趋 设是 用该方 个 重 假设条件是处理组和 政策 生 须 行 假

了 双证 重差分 识别策略的为 验 法 可靠性，本 借鉴现有文 的研究框架（参见Boler et al.，2015；Ferrara et

al.，2012）， 势 。 ：事件分析法 事前的平 趋 以及 态效应 回 定如下使用 考察 行 政策的动 归方程设

1

0
5

it s s it i t it
s

Y DID X     


      （6）

（6）式中， s 计是估 系数， 了它 捉捕 “ 点县试 ”与“非试点县” 势上的差在时间趋 异。当 s 取
0 ，表 返乡创 试 政 施当年 当时 示 业 点 策实 s 负数时表示 试点政策取 返乡创业 实施前 s ， 正数年 取 时表

示政策实施后 s 。年 0 ， （是截距项 余变量其 与 1）式 一 。致保持

图 2 了（汇报 6） 计 。果 从图式的估 结 2 ， ， 一 计中 以 政 实 前 每可 看出 在 策 施 个时间窗口的估 系

。 ， ， 计 。 计 ：一 ，均不显 外 政 实施后 数 值 且通过显 性检验 估 结 面 在数 著 此 在 策 系 估 为正 著 果表明 方

对 势； 一 ， 对政策 组和 具有共同的 趋 另 方面 乡创业 的实施 县实施前处理 照组 变化 返 试点政策 域经济增

长 了 ， 。产生 促进 用 策 果 时间作 而且政 效 在 上具有时滞性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注 图 2 了（示展 6）式中 sDID 计 ，系 虚 表示的估 数 线 95% 。的 信 间置 区

2. 剂检验安慰 。对 一 心于 究结论的另 于研 外 种担 在 ，县域实际GDP在 计统 上 著很 源于某些显 可能

随 素机因 。为此，本文 考现有 法进行间参 的处理方 接检验（ 见参 Cantoni et al.，2017），来判断返乡创

长业 策 经 增 效 测遗漏 引 的试点政 的 济 应是否是由其他非观 变量 起 。 照返乡 业 点 的实施情按 创 试 政策 况，

本文每次从 1864 本个 选取样 中随机 281 ，个县 将其设定为“伪处理组”
①
， 本 对其余样 则作 组为 照 。

本文重复 500次该随机 行过程并进 500 ，次回归 将 500 中返乡创 试 的次回归 业 点政策 t 计量 基准统 与

①
本文同时保证各年份入选试点县分布与真实情况保持一致，即从 2016年开始进入“伪处理组”的县为 167个，从2017

年开始进入“伪处理组”的县为 11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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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回归中返乡创业试点 t 计 对 。进 比 图统 量 行 从 3 ，中可 看 在 的以 出 生成 500 ，次回归 果中 只结

少有极 返乡创业数回归的 试点政策 t 计 大量 于 回归中统 基准 的返 业试点政乡创 策 t 计统 量（2.65）。具

体地，在 500 随机生成 击下次 的政策冲 ，仅 0.60% 对的 机 地 实随 政策会 方 际GDP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 本文犯“取 误伪错 ” 。 一概 非常低 进 表的 率 这 步 明， 对 长乡创业试 政策 县域经 用返 点 济增 的作

较 ， 了 长。比 稳健 地经 增的确推动 当 济的

图3 安慰剂检验

：注 图 3 对中的 所 应的横 数值为竖线 轴 2.65， 回归中的 试点政策表示基准 返乡创业 t 计量统 。

3. 本 择 题样 选 问 。 对管 文尽 上 DID 计 了方 果进行 检法的假设条件和估 结 相关 验，但 然可能 在仍 存

本 择 ， 择 较理 的自选 问 例如上级政 更偏好于 化建 务 重的地区 试处 组样 题 策制定者 选 新型城镇 设任 作为

点地区
①
， 本 择 。 ， 了 本 择对 ，本 一此导致 因此 为 降 回归结果 成 文 步由 样 选 偏误 低样 自选 造 的影响 进

（用倾使 向得分匹配倍差法 PSM-DID） 。验返乡 试 政 的效果检 创业 点 策

本 首 利文 先 用Logit 计 ，型 算每个 入选返乡创 区的倾向 的协 包含地模 县 业试点地 得分 模型中 变量

、 、 ，区人 量 地区面 变量 产 程度变量 的控制变 然 倾 得 为入口变 积 业规模化 以及前文 量 后根据 向 分 选返

本 对 ， 本 ，的样 匹 组 两 样 的解 变 在 冲击前没 显著差异 以乡创业试点地区 配 照 使 组 释 量 政策 有 此降低样

本 择 。本 、选 偏误 研 最近 配法究分别使用 邻匹 核 ， 了 ，匹配 半径匹配 进行匹 匹配质量法和 法 配 为 保证

本 了 ，行 平衡性 验 支 检 相关文同时进 检 和共同 撑 验 检验结果如图 4和图 5 示所
②
。 ，可以 在 配发现 匹

前大 较大， 大 小， 小多数变 的 准 差 而在匹 后所有变量 偏差 幅度量 标 化偏 配 的标准化 缩 且均 于 5%。这

对说明 组和 照组之 无系统性 异处理 间已 差 ，满足 的要求随机实验 。另外， 本 本 足共同支 假样 基 满 撑 设。

基 上在此 础 ，本 了 本剔除文 共同支撑域之外的样 ，利用DID 计 对方 返 创 试点政 县 经法估 乡 业 策 域 济增

长 。的净影响 于由 PSM方法可以 大最 程度地 本 择 ，解决样 选 偏误问题 而DID方法 消除遗漏变能够 量

①
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申报流程是：各县自主申报，各省份发展改革委同有关部门研究确定试点推荐名单，最后由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并公布试点名单。

②
由于篇幅限制，正文中未汇报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核匹配和半径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及共同支撑检验结果（均通过

检验）也没有在正文中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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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影响 因此 两种方 可以有效 的经济增 应的 这 法的结合 识别政策 效

图 4 平衡性检验图 图 5 共同支撑检验图

PSM-DID 回 结 如表方法的 归 果 5所示。其中，（1）～（3） 变量为列的被解释 实际GDP，（4）～

（6）列 被 释变量 人 实的 解 为 均 际GDP。 ， 采 ， 心果显示 无 用何种匹配 释变量均结 论 方法 核 解 显著且

计 。 本 计 对 长 。数为 文估 的返乡 试点政策 域经济 影响是稳估 系 正 故 创业 县 增 的正向 健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I

实际GDP 人均实际GDP

近最 邻匹配 核 配匹 径匹半 配 最近邻匹配 核匹配 半径匹配

（1） （2） （3） （4） （5） （6）

点 策 互项试 政 交
0.012** 0.012** 0.010** 0.010** 0.011** 0.011***

（0.005） （0.005） （0.005） （0.005） （0.004） （0.004）

控 变制 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 定效应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within_R2 0.788 0.754 0.760 0.797 0.763 0.764

测值观 6529 13319 13121 6529 13319 13121

：注 ① 采最近 配 用邻匹 1∶3的匹 方法配 ，半 匹配半径径匹配的 为 0.001；②***、**、* 示分别表 1%、5%、10%的

；显著 水性 平 ③ 类内 数 是以 准误括号 的 值 县为聚 变量的稳健标 。

4.其 健 检他稳 性 验。 一，本 本 了第 文的 中 盖样 涵 588 ，困县 由于 困县的经济 与非个贫 贫 发展状况

， 对 本 一 ， 本贫困 显著 家针 贫困县 有 些政策 斜 因此 可能会影县相比差异 且国 原 就 倾 这部分样 响回归结

。 了 ，本 本 ，果的有效 为 论 可 性 文 后进行 回 结性 确保结 的 靠 将样 中的贫困县剔除 回归 归 果如表 6（1）

列 示所 。 ，以 返乡创业 点政策交互 著可 看出 试 项依然显 且 计 ， 。估 系 明研 论是稳健的数为正 这说 究结

二第 ， 于返乡创 试点地 设立的由 业 区是分批 ，而在本文 本中的样 2017年设立 返 试 地的 乡创业 点 区

， 长较 计 。 了只有 能存在 实 时 造成的 偏 为两年的观测值 因此可 政策 施 短 估 误 保证回归 ，结果 可靠性的

本 了文剔除 2017 的返乡创 再进 归年入选 业试点县后 行回 。表 6（2）列的回归 ，果显示 与 准回归结 基

， 计项的估 系相比 交互 数值 ， ， 一 了本 。下降 但仍 是 正 这 步加有所 然 显著为 的 进 强 文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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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本 本文样 的 跨 为时间 度 2011－2018年，但返乡 业 点 发生在创 试 政策 2016年和 2017年，政

长。 了 ，本 本策冲击 可能过 为 重新 区间设定为前的时期 稳健起见 文 将样 2013－2018 ， 政策实施年 即

三 三年和后前 年， 验结果具体检 如表 6（3）列所示。从中可以 出看 ， 对乡 业 点政设立返 创 试 策 县域经

长 了 ， 了 。著的提 用 次 证 研究 论 稳济增 产生 显 升作 再 验 结 的 健性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II

实际GDP

剔除 困县贫 剔除 2017年试点县 本改样 时期更

（1） （2） （3）

互项试点政策交
0.025** 0.019*** 0.017**

（0.010） （0.006） （0.007）

变量控制 是 是 是

县 定效应固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within_R2 0.705 0.713 0.660

观测值 9412 13046 10525

：注 ①***、**、* 别表示分 1%、5%、10%的 著显 性 ；水平 ② 类括 内 数值 健标准号 的 是以县为聚 变量的稳 误。

五、作用机理检验

了 长，述 归 果已验 返 创 点政策会 著促进县域 是返乡创 促进上 回 结 证 乡 业试 显 经济增 但 业试点政策

长 ？ ，本 ， 、经济增 的中 制是怎样 呢 为此 文的理论 引入经济 聚县域 间机 的 文结合前 分析 通过 集 水平 非

、 术 来 ，农 业 平 技 展水平 中 变 构建中 效 模 探究返乡 业试就 水 创新水平和服务业发 四个 介 量 介 应 型 以 创

长 。点政策 经济增 的影响县域 作用机理

文已 于前 经基 （1） 了式进行 回归， 果发现结 1 在 1% 计统 水平 正的 上显著为 ， 来本 对接下 文 （3）

验式进行检 ，检验结 如果 表 7所示。表 7（1）列 来代 返乡 聚效应表 创业试点政策带 的集 ， 显 试结果 示

了 。 、 才 、 术 ，政策显 提 当 经济集聚 平 这是因为 会带动资 流 促点 著 高 地的 水 返乡创业 金流 人 流 技 进农

村 小人口和生产 向中 城镇 聚要素 集 。表 7（2） 计列 表明的估 结果 ， 了返乡 政策促进 农创业试点 非 就业

， 大 小 ， 村 力 大平 提 这意 量的 微 和 体 营户 能 为 剩 动 提供水 的 高 味着返乡创业会形成 企业 个 经 够 农 余劳

量 地就近就业就 岗位。表 7（3） 对 术为试点政 平的列 策 技 创新水 影响，结果显示返 业试点政 并乡创 策

未 术 。 ： 术显著 的技 创新 要原因是 民 后 能 利用提升当地 水平 其主 农 工返乡 往往 够 学到的先进技 和管理

经验进 业 动行创 活 ， 对较由于该 体 文 次相 低但 群 的 化层 ， 术因 不容易出现 新而 技 研发创 。表 7（4）列

了 对 ， 了 三 。报 试点 服务业发展 的影响 结 表明试 高 第 产业 比告 返乡创业 政策 水平 果 点政策提 增加值占

一 也 ， ， 三这 结果 现 相 返 农民 中于非 业 事 产业者 创 者与 实情况 符 乡 工的创业领域主要集 农产 从 第 占 业

， 力 。的比重很 返乡创业已 产业结构 重要总数 高 成为推动 优化升级的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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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作用机理检验结果 I

（1） （2） （3） （4）

济集聚水平经 就业水平非农 术创新水技 平 发展水平服务业

交互项试点政策
0.004** 0.010*** 0.000 0.004**

（0.002） （0.004） （0.000） （0.002）

控 变制 量 是 是 是 是

县 定效固 应 是 是 是 是

效应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within_R2 0.393 0.157 0.159 0.805

测观 值 13909 13422 10251 13909

：注 ①***、**、*分别 示表 1%、5%、10%的显著性 ；水平 ② 类括号 的数值是以 量的稳健内 县为聚 变 标准误。

基础在此 上，本 一进 步检验中 量是否会 响县域文 介变 影 经济绩效，（4） 计式的估 结果如表 8 示所 ，

可以发 经 水现 济集聚 平、非 就业 平都显 系 为农 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 著且 数 正， 术但技 创 水 不新 平 显著。

： ， 来 本 ，这说明 首 经济活动的 会带 生产 生产 的提高 进而 县域经济先 空间集聚 成 的节约和 效率 拉动 增

长； ， 长； ，其次 非 平的提高 于县域经 增 区 业 构的农就业水 同样有助 济 最后 地 产 结 优化升级则为县域

了 力济的高 发 注 新活经 质量 展 入 。除 之此 外， 术 未 长 力县 创新活动 成为促进地 的驱动域技 尚 方经济增 ，

这 研发 不足可能是企业 投入 、 才高素质 人 短缺等 种因素科技 多 导致的。 得注意的值 是，表 8（1）～（4）

列 试点政策 互 著中 交 项均显 ， 计 小 计估 数为 估 系数其 系 正且 于基准回归中的 0.023；同时，（1）、（2）

和（4）列 Sobel检 的验 z值在 5% 计统 平 是显著为 的的 水 上都 正 ，但（3）列 Sobel检验的 z 著值不显 。

， 、 长这表明 平 非 业水平和服 发展水平 返乡创 策促进县 过程经济集聚水 农就 务业 在 业试点政 域经济增

， 术 。 来 ， 、中存 中 而 创 水平 看 经济 水 非 就业水 和 务在 介效应 技 新 不存在中介效应 具体 集聚 平 农 平 服

了 对 长展水平分 解释 返乡创 策 县域经 响的业发 别 业试点政 济增 综合影 18.77%、5.16%和 18.54%。 此因 ，

本 三 ， 了 长，文的理论 中有 条中 机制得 返乡创业 不仅直接 进 济 还分析 介 到验证 即 试点政策 促 县域经 增

、 了 。过促 就业和 产 结 这些渠 间 改 方经济绩通 进经济集聚 增加非农 优化 业 构 道 接 善 地 效

表 8 作用机理检验结果 II

实际GDP

（1） （2） （3） （4）

试点政策交互项
0.018** 0.021** 0.016** 0.018**

（0.009） （0.009） （0.007） （0.008）

经济集聚水平
1.210***

（0.162）

业水非农就 平
0.119***

（0.024）

术创新水平技
2.836

（7.423）

服 发展水平务业 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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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制变量控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 效定 应 是 是 是 是

within_R2 0.731 0.724 0.661 0.734

观 值测 13909 13422 10251 13909

Sobel z值 3.905*** 2.555** 0.184 3.486***

：注 ①***、**、*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 ；水平 ② 类括 的 值 以县为 变 的 标准误号内 数 是 聚 量 稳健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了 长 ， ，为 察农民工返 县域经济 时准 估返乡创业 政策的实 效果考 乡创业与 增 的关系 同 确评 试点 际

本 采文 用 2011－2018年全国 1864 ， 双 了大 。个县的面 用 重差分 进 系 的 析 研板数据 利 法 行 量且 统 分 究

发现， 了政策显 高 域返乡创业试点 著提 县 GDP 量和人总 均GDP水平；不过， 长策的经济 效应存政 增

， 较 。 ，本 ， 未对在区 该效应主 出农 多的中西部 另外 文还 现 该政域异质性 要体现在外 民工 地区 发 策尚

。 ， 、地区的周 产生空间 出 后 乡 业试 集聚 带 业试点 边邻近县 溢 效应 最 返 创 点政策主要通过促进 动就 和

长。优 结构等 道 动 经济增化 渠 推 县域

2021年 3月，国家在“十四五” 划规 《纲要》 明确提出中 ，“ 为重 体的城镇化推进以县城 要载 建

设”。 ，也 对 村 力 ，大这既是加 城乡融 重要手段 劳动 今后 要 慎 考 城快 合发展的 是 农 外出 主 去向的 重 虑

未必 ， 小 ，市 路问题 政 引 农民工 流 户 在的中 城 并实现就地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出 通过 策 导 回 到 籍所 镇 就

， 。 ，本成为农民 新路 目前的返乡 现状和县 经济发 的研究发近就业 工市民化的 径 就 创业 域 展而言 文 现

。重政策启具有多 示

第一，本 一 了文 结 为 府进 业提供 的 实 据的研究 论 政 步支持农民工返乡创 重要 现 依 。本文的 究研 结

， ， 村 力 ， 大果 政府支持 引导农民工 不仅有助 余劳 就业问题 而 极显示 和 返乡创业 于解决农 剩 动 的 且会

长。 ， 必 大 ，地推动 方经济 要在更 范 返乡创业 点 试 成 惠及地 增 因此 有 围内推广 试 经验 使 点 果 更多的农

。民和地区

二，本文的研 论第 究结 为“回 式流 ” 了 。城镇 建 提 益的参考 借鉴 从中国 镇化化 设 供 有 与 目前的城

来 ，未来 大 。 来，水平 农民 入城镇化 近看 还会有 量 要融 年 “ 流式回 ”城镇 成为破化 解“ 镇化异地城 ”

。本 ， 才、瓶颈 质量城镇 的 径 的 究表 乡创业 加 人和实现高 化 重要路 文 研 明 政府支持农民工返 可以 快 资

术 ， 、 ， 对金和技 回 同 生集聚效 就业效应和 这 于推进的 流 时产 应 结构效应 “回流式” 化建 有城镇 设具

义。借鉴意

三， ，本 。第 到中国区 和城乡 衡 文的研 有助于平 发 的 台 西考虑 域 发展不平 究结论还 衡 展政策 出 中

大 村 禀 ， 、部 的经济 赋 由 受到历 经 政 自然条件 多种因素的地区和广 农 具有独特 资源 但 于 史 济 策和 等 制

，长 来 势 未 。本 ， ，这些地区 充分 文的研究表 过支持农 工返乡约 期以 的优 并 得到 发挥 明 通 民 创业 激发

落 禀 势， 村 ， 。后地区的 不仅可以 现 兴 而 能够 展资源 赋优 实 农 产业 旺 且 促进区域平衡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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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力 ， ， 。为 深 挥 民 返乡创 量 动 经济高质 发展 政府应 化政策保入发 农 工 业 推 县域 量 多方位强 障 第

一， 长 ，一 ，乡创 点政策推动 经济增 的 用机理 加快培育 特色的优鉴于返 业试 县域 作 方面 应当 具有地方

势 ， 龙头 ； 一 ， 对 、业 导 多 返乡 集群创 方 要 失地农 低产 集群 引 更 的 创业者围绕当地 产业 业 另 面 为 民 保

、 、 ， 、 。 一边 体 下岗失 人员就业 再 贡献的企 优惠 贴息等政策 提缘群 业 就业作出 业 给予税收 贷款 值得

， 未 ， ， 必的是 目 试点政 明显的创 县域经济 高 展 不 创新前 策尚 产生 新效应 而 的 质量发 离 开 因此 须加强

对 训， ， 、 术、 ，创业技 不 提 创业农 工 综 质 鼓励其 展新产品 新农民工的 能培 断 升 民 的 合素 发 技 新业态

力， 对 长 。 二，激发农民 活 提 民工返乡创 域经济增 创新贡 返乡创业工创新创业 升农 业 县 的 献 第 鉴于 试

长 十 ，一 ， 大对落 扶的经济增 应 部 区 显著 返乡农 创 的点政策 效 在中西 地 分 方面 应继续加 后地区 民工 业

力 ， 、 ； 一 ，也 势 ，度 充分 动 积 主动性和 造性 另 方面 当地的生 资源持 调 其 极性 创 要利用好 态优 和人文

村、 、返乡农民工 乡 乡土 乡鼓励 开发 的韵 ， 村三 。潜在 农 产融合价值 促进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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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ty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Government Support for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Home forEntrepreneurship

HUANGZuhui SONGWenhao YEChunhui HUWeibin

Abstract: Guid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working economy” to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mea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armers’ outlets,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stimulate county economic growth. This article regards the return

home entrepreneurship pilot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864 counties in 27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8, the study uses the DIDmethod to examin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pport for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on county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pilot policy of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ounty economic growth. The effec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entral andwestern regionswithmoremigrantworkers, and the policy has not yet produced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addition,

the pilot policy can promote county economic growth by promoting agglomeration, stimulating employment, optimizing structure

and other channel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 an important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support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but also provide usefu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backflo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Government Support;MigrantWorker;ReturningHome forEntrepreneurship;CountyEconomic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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