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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会促进农村劳动力

本地就业吗

张 琛1 马 彪2 彭 超3

摘要：本文借助“ 子 村电 合示商务进农 综 范” 一 来 ，采策实施这 准 实验带 的 生冲击政 自然 外 用全

村 村固定观察 板数国农 点 级层面面 据，采用多 渐进时点 DID 村 子 对 村实证分 商务发展模型 析农 电 农 劳

力本 。动 地 的 响 研究结果表明就业 影 ： 村 子 村 力本 。电 务 有助于农 动 地就业农 商 发展 劳 “ 子电 商务进

村综合示范农 ”政策实施后， 村 力本 了农 劳 就业比例平 高动 地 均提 3个百分点。一系列稳 后健性检验 ，

研究结 立论依然成 。 一 ， 村 子 村 、进 的机 析显 电 商务 过优化乡 环境 创 带步 制分 示 农 主要通 就业 依托 业

动就业和推动 业 动企 带 就业 3 村 力本 。个途径促 农 劳动 地就进 业 本 为文结论 经济发展“新常态” 促下

村 力本进 动 地就业农 劳 了提供 验证据与 策经 政 。启示

关键词： 子电 商务 村 力劳动农 本地就业 实验准自然 时点多 渐进DID

中图分类号：F323.6；F724.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来， 长， 了开放 经济迅 举世 的改革 以 中国 猛增 创造 瞩目 “ 长增 迹奇 ”。 ， 力 灵其中 劳动 要素的 活

配置，尤 村 力其是 素 的优化配农 劳动 要 在城乡之间 置，对 长济增 的贡献 忽视中国经 不可 （伍山林，2016）。

，随着然而 中国经济发展向“ 常态新 ”转变， ， 来 村 力逐渐消减 多 劳动 在县人口红利 越 越 的农 开始 乡

返迁移间往 （ 姣姣康吴方卫和 ，2020）。 计国 局数 显家统 据 示，本 已地农民工占比 从2009年的36.75%①

增加到2021年的41.29%②
。 ， ， 村 力此 的外部环 断增加时 农 要素由 可见 当就业 境风险不 劳动 配置更符

， 村 力 择 小新迁 理 动 倾向于 化的合 移经济学 论 农 劳 选 风险最 。 ，就地 就 此期 字经就近 业 在 间 数 济的崛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机会不平等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编号：7220323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经济影响及政策研究”（编号：7214131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新入职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XRZ2023049）的支持。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阿里研究院“活水计划”项目

提供的数据支持，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马彪。

①
资料来源：《统计局：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978万人》，http://www.gov.cn/jrzg/2010-03/23/content_1563101.htm。

②
资料来源：《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9/content_5688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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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村 力 本 了 。 子 术， 势起 为农 地就 供 更 可 代 的 字技 能劳动 实现 业提 多 能性 以电 商务为 表 数 凭借其赋 优

大 了 。 、 村 村 心方面取得 的效果 阿里 院 淘 以及 研 合在扩 就业 意想不到 研究 宝 发展联盟 阿里新乡 究中 联

布发 《的 1%的改变——2020 村淘宝 研究中国 报告》 ， 村 了显 淘宝 宝镇 近示 仅 和淘 便创造 828万个就业

。 村 子 村 村 ，对 村农 电 作为 展 要 体 实施 略 场景 农机会 商务 发 农 数字经济的主 载 和 数字乡 战 的重要应用

力本 ？ 又 ？ ？劳 会产生何种 这种 作用 何 在异质性动 地就业 影响 影响的内在 机制 是如 是否存

了大力 村 子 ， 办 、 办地区电 商 展 部 公 务部为 推动农 务发 财政 厅 商 公厅在2014年印发了《关于开展

子 村 》（ 办 〔电 商 农 综 示务进 合 范的通知 财 建 2014〕41 ）。经 近号 过 10 ， 村 子的建 地年 设投入 农 区电

了 ，发展环境 配套设施得 显改商务的 和软硬件 到 明 善 为推动 业结产 构升级（ 法易 敏 ，等 2021）、 动带

农户增收（ 桓 ，唐跃 等 2020） 了 。注入 新的 动发展 能 本文密 关的 要与 切相 研究主 子涉及 业效电 商务创

、应 “ 子 村商务 农电 进 综合示范” 村 力本应 农 动 地政策效 和 劳 就业三 面个方 。

子 ， ， 子 来 （业效应研 文献发现 电 发展 业机在电 商务创 究中 已有 商务 将带 更多创 会 George et al.，

2016）， 子 （商 水平与创 间具有显 向地区电 务发展 业概率之 著正 关系 杰 ，王金 等 2019）。也 一部分有

了 村 子 对 村 。 ，注 农 电 农 居 业创 的研究关 商务发展 民就 业 影响 例如 子 （周 虹邱 迅和 亚 2021）将 大清华

学 布发 的 子国 指数中 电 商务发展 与中 踪调查数据 行匹国家庭追 库进 配， 子 了电 商 动研究表明 务发展带

村 就业农 家庭 ，对 大低收 就业促进 更入农户的 效应 。 栋和曹涂勤 增 （2022） 实证 果表明的 研究结 ，“电

子 村农 综 范商务进 合示 ” 了政 实 率 高策 施使农户创业概 提 1.4 百分个 点。 了 子有 商务虽然已 研究论证 电

， 大 子 讨， 未对 子 村与创 关系 但 多数 是从 效应 探 务影响农业就业的 研究 电 商务增收 视角进行 尚 电 商 劳

力 。的作用机 开 分析动 就业 制展 系统

在“ 子 村商务 合示范电 进农 综 ” ，大研究 学者 于政策效应 中 量 基 “ 子 村 示电 商务进农 综合 范”政

村 子 对 村 。 ， （实施 实 农 电 商务 农 发展的影 如 王策 的准自然 验特征探究 发展 农业 响 例 奇等 2021）基于

采 双级层 重 型证实县 面数据 用 差分模 “ 子 村电 综合示范商务进农 ” 了实 著促 域经政策 施显 进 县 济发展。

桓唐跃 等（2020）和Peng et al.（2021）均利用“ 子 村电 商 农 综 示务进 合 范” 讨了 村 子电政策实施探 农

。 （务 展的 王商 发 收入效应 奇等 2022）利用“ 子 村商务进农电 综合示范” 来政策实施带 自然的准 实验

， 了 村 子 。 村 子证 农 展 消费之间 电 商务作 兴 在特征 论 电 商务发 与农户 的关系 农 为新 业态 “三农”领域

一， ， 大 了 村的重 场景之 用不 现在 农 两 方 还极 就要应用 其引领作 仅表 促 增收和带动消费 个 面 地扩充 乡

， 力 了 。 ，动 实现灵 造 可能 然而 文献业容量 为劳 活就业创 目前 在评估“ 子 村务进 范电 商 农 综合示 ”项

， 未 村 子 对 村 力 。政策效应 论证农 电 发 劳动 的影目的 时 还 充分 商务 展 农 就业 响

村 力本劳动 地 中在农 就业研究 ， 力 本已 献从 资有文 人 （Chen andWang，2019）、非经济收益（李

华芳 和姬 阳晨 ，2022）、 （ ，产 欢业政策 张 和吴方卫 2022） （ ，制度体系和 张吉鹏等 2020）等方面进

。 ，行 例如分析 李芳华和 晨阳姬 （2022） ， 大 村 ，究 明 潜在非 越 的农 家的实证研 结果表 经济收益 庭 中

力 本 。 （青 性劳 地就 率越高年女 动 在 业的概 张吉鹏等 2020）采用2017年与2019 中国 庭年 家 金融调查数

据， 了 落 门 村 力 择 本 。实 市 槛是 动 就业的重 然学者们从 视角证 城 户 影响农 劳 是否选 在 地 要因素 虽 不同

对 村 力本 了较 丰 ， 一 。 ，业进 研 仍存在 些 的问题 例 有 在农 劳动 地就 行 为 富的 究 但是 值得关注 如 已 文献

村 力本 ， 村 力 讨。分 劳动 的影响 从农 流动 视 分 究 就业析农 地就业 因素时 多 劳动 的 角进行探 即便部 研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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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了角 考察机会的视 进行分析 仅仅 “存量” ， 了的影响 忽略就业机会 “增量”就业 的就机会所产生

。 村 子 大 村 ， 村 力本 ，应 务具有扩 量的典型 在 农 劳 就业业促进效 农 电 商 乡 就业容 特征 研究 动 地 问题时

十 必 村 子 对 村 力 。分有 要 务发 劳动 业 机 纳 考察将农 电 商 展 农 就 的影响及其作用 制 入 范畴

所综上 述，本 子 村 力 三有关于电 劳动 就业的 在以 存在文认为现 商务与农 研究 下 个方面还 拓展空间：

一， 。 村 子 ，第 略有待完 于农 电 商 展 效应 究更 混合截 开实证策 善 已有关 务发 就业 的研 多基于 面数据展

。 二， 一 。难 捉不 时 测 量 影响 制 晰 现有研 单以捕 随 间变化的不可观 变 的 第 作用机 需要进 步明 究只是简

了 村 子 村 力 ， 未 村 子 村地分析 农 务发 就业 关关 开农 电 商 响农电 商 展与农 劳动 之间的相 系 并 打 务发展影

力劳动 的就业 机制“黑箱”。 三， 一 。 村 子究数 进 步挖 究在 农 电 务第 研 据需要 掘 已有研 测度 商 发展的

， 一 ， 对 本 。 ，本时 基 截面 数 析 缺乏 连 的深度考察就业效应 往往 于 数据或单 据库进行分 续追踪样 为此

村文利 定观用全国农 固 察点2010－2018 村 、层年 庄 面数据 阿里研究院提供的 子县域电 商 展务发 指数和

，县 增活 数据 借域新 跃商家 助“ 子 村进农 示范电 商务 综合 ” 一 来 ，准 策 击 过构这 自然实验带 的政 冲 通

建 渐多时点 进DID ， 村 子 对 村 力 ， 村 子分析农 电 农 劳动 就业 响 并 务模型 实证 商务发展 的影 揭示农 电 商

村 力本 ，发 劳 业的微观 为展影响农 动 地就 作用机制 未来配套出 关台相 力市场劳动 政策 。提供 据经验证

本文的边际 主要 在以贡献 体现 下两 ：个方面 一第 ，为评估“ 子 村电 务 农 综商 进 合示范” 策政 实施

了 。 长（ ，效果提供 现有文献主 县域 等的经济 新的视角 要从 经济增 王奇 2021）、 （ ，家 奇庭消费 王 等

2022）、 水平收入 （ 桓唐跃 等，2020；Peng et al.，2021）、 业农户创 （涂勤和 栋曹增 ，2022）等方面

评估“ 子 村务进 示范电 商 农 综合 ”政 经济策实施的 效果，但鲜 研有 究关注“ 子 村农 合 范电 商务进 综 示 ”

。 二， 了 村 力本 。 十八大 来，政 就 展 农 劳动 响因素的文 界 党策实施的 业效应 第 拓 地就业影 献边 的 以 中

， 。府高 字 展 已将数 展上升到 战 面 在 要素 经济的国政 度重视数 经济发 字经济发 国家 略层 数字 和数字 作

， （统就 式和 业用下 传 业模 就 理念正在被重塑 胡 军拥 和 ，关乐宁 2022）。 村 子 务 济农 电 商 作为数字经

， 势必 对 村 力本 择 （的重要 和表现形式 展 会 业选应用场景 其发 农 劳动 地就 产生影响 Bukht andHeeks，

2018）。本文基于“ 子 村商务进农电 综合示范” 一 ， 村 子政策实施 自 验 实 析农 发这 准 然实 证分 电 商务

对 村 力本 ，丰 了 村 力本展 农 业的 及内 作 地 业 响因 献劳动 地就 影响 在 用机制 富 农 劳动 就 影 素这支文 的研

。究内容

二、政策回顾和理论分析

（一）政策回顾

“ 子 村电 商务进 范农 综合示 ”政策始于 2014年， 实施 特征在 中呈现以下 ： 一第 ，“ 子 进电 商务 农

村 示范综合 ” ，政策 位开展试 有以县为单 点 具 “ 点再 推广先试 逐步 ” 然实验的准自 特征， 本文研这为

了 。供 准 然究提 自 实验的分析条件 2014年 国 有全 共 56 （ 、 ）个 选县 市 区 入 “ 子 村综合示电 商务进农

范” 名单首批试点 。2015年新增 县示范 （市、区）200个，2016 示范年新增 县（市、区）240个，2017

年和 2018 别新增示年分 范县（市、区）260个，2019年新增 县示范 （市、区）215 了个并实现 832个

，国 困县全家级贫 覆盖 2020 （ 、 ）增示 市 区年新 范县 225 ，个 2021 （ 、 ）年新增示范县 市 区 206个。

二，第 “ 子 村电 务进 范商 农 综合示 ” 村 子 、 大实施初期 电 商务支撑 体系政策目标在 是健全农 服务 扩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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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子 、 村 子 力 村 子 。 ，应用 农 应用能 和 商务发展 到 中期电 商务 领域 提高 电 商务 改善农 电 环境 实施 “电

子 村务进 示范商 农 综合 ” ， 较 扶政 国家 困县 欠 施 现 为明策优先在 级贫 和 发达革命老区实 体 出 显的精准

贫功能。例如，2017 新增的年 260个示范县（市、区）中，国家级 县和 老区贫困 欠发达革命 县的数量

分别为 237 和个 23个；2018 了年新增 238 级贫困县个国家 和 22 欠 革命 县个 发达 老区 。 本这 过为 文通

择 势 了控制 选 标 而更 地 提 有 条件政策试点 准进 好 满足平行趋 假设 供 利 （Gentzkow，2006；Li et al.，2016；

，王奇等 2021）。 三，第 “ 子 村电 合示范商务进农 综 ” ， （ 、 ）政 范县 市 区 可策规定 示 获得 2000万

， 村三 、 子 心元 财政 主 县乡 级物 系建设 县 商 共服 和左右的中央 资金支持 要用于 流配送体 域电 务公 务中

村 子 。级 服务站 该政电 商务 点改造等 策的 对针 性较强， 力，旨 行在提升农产品上 能 村推 农动 子电 商务

驶发展 入“ 车快 道”。

（二）理论分析

村 力 ， 本 大小。 门，动 是否外 决于外出就 地就 比于 部农 劳 出就业 取 业和 业的效用 相 传统农业 现代

门 ， 大 村 力 村 。 ， 村 力业部 的劳 更高 推动 劳 农 转 城市 是 农 劳工 动生产率 量农 动 从 移到 就业 但 动 在城市

（孙婧 ，生产 中面 着生活 临 就业歧视 芳 2017）， 、 未共 务 会保 能 居民同在公 服 社 障等方面 享有与城镇

权 。 长 ， 二等 现为户籍人 镇化 住人 率 差值并没 明显的 利 这表 口城 率 期低于常 口城镇化 且 者的 有呈现出

小 势的缩 趋 。 此因 ， 村就业 增多当农 机会 时， 本到 地就 经济考虑 业潜在非 收益（ 子如照 家顾 庭和 女等）

（激的正向 励 李 华芳 和姬晨阳，2022）， 村 力 村 。劳 在农 工作农 动 更倾向于 为代表的数以互联网 字技

术 大 （ 小 ，已被 造 量 会证实能够创 的就业机 邢 强等 2021）。 ，实践层面 经济重要 形作为数字 表现 式的

村 子 ， 了大 村 力 本 。农 电 带动 动 在 地商务 批农 劳 就业 虽然“ 子 村电 商 农 综 示务进 合 范”政策的目标并

力 ， （没 直 指向 但 务 如完善有 接 劳动 就业 是其重点任 村 础设施农 流通基 、完善 村 商公农 电 共服务体系

） 村 力本 了 。 ，本 村 、等 为 动 提供 有利 文从乡 就 境 带动 和企促进农 劳 地就业 条件 为此 业环 创业 就业 业

三 对 村 子 。就业 个 商务 的就 效带动 维度 农 电 发展 业 应进行分析

， 村 子 村 ， 村 。农 商 发展 乡 升乡 就业首先 电 务 通过优化 就业环境 提 质量 ，研究表明 数 济已有 字经

通过 环境优化就业 、 技提升就业 能以及提高劳动报酬 了径实现 就 量 升等路 业质 的提 （ 聿东戚 等，2020）。

Li et al.（2019） 对 肃 陇 ， 了 子于 中 南市的 证实 电 商 发基 国甘 省 案例分析 县域 务 展通过提供 子 务电 商 服

、 村 子 ， 大 了 村 。务 点 改 务 方式 极 地 区的就业环站 善农 电 商 基础设施等 改善 农 地 境 ，实中现 “ 子电 商

村综合务进农 示范” 村 子 。村 子明 要加快农 务服务站 设 商务 站点政策 确提及 地区电 商 点建 级电 服务 是

子电 商务打通 服务“ 一公里最后 ” 。 《 村 子 （ ）》 ，键 按 商 务 范 行 的的关 照 务部 农 电 商务服 规 试 要求

村 子 、 、商 需要具备 供商品代购 物流 费以 方级电 务服务站点 为农民提 代销 配送 生活缴 及创业等 面的服

务。2019年 12月 31日起实施的《 村 子农 电 商务 站服务 （点） 务与 规范服 管理 》也指出，村 子电级 商

（ ）。村 子 ，务 可根 际需 拓 业 务 级电 站 反映服务站点 据实 求 宽服务内容 如就 服 等 商务服务 点从无到有

了村 ；村 子庄基 给水平的提 电 商础设施供 升 级 务服务站点“一站多业”， 大 了民 元化的为广 农 提供 多

。 ，公 难预见 在共服务 不 “ 子 村务 综合电 商 进农 示范” 力 ， 村 子 村政策 持下 农 展依的强 支 电 商务发 托

子 了 村 ， 了 村 。电 商 服 乡 业 境 提 质级 务 务站点建设优化 就 环 升 乡 就业 量

， 村 子 ， 大 村 。商务发展 带动就业 扩 业容其次 农 电 依托创业 乡 就 量 子普遍 务已有研究 认为电 商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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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概提升 率 George et al.，2016； 子 ，周亚虹邱 迅和 2021；涂勤和 栋曹增 ，2022）。“ 子商务电

村综合进农 示范” 村 子 ， 村 了策通过 商务 环境 农 集 的 展提政 优化农 电 发展 为 户创业与 庄产业 群 发 供 有

。件利条 以“ 村淘宝 ” ，不断涌现为例 的“ 村淘宝 ” 子是传统产业 电 商 业集正 结合 务形成的创 群模式

（ ，应 常瑜周 恒和刘 2018）。 子 本 （电 商 于整合原 的 品市务既有助 分散 农产 场 Jensen，2007），也有

助于降低 本寻成搜 、 本运输成 、 本成复制 、 本 本追 和验 成踪成 证 （Goldfarb andTucker，2019；马彪等，

2021）， 村 了 。 ： 子展 新 业提 件 电这为乡 开 创 创 供 便利条 具体表现为 商务 了 村拓 搜寻和获取宽 农 居民

的渠信息 道， 大了 了 本 （ 杰 ，源容 除 会资 的约扩 市场资 量以及破 传统社 束 王金 等 2019）。 子电 商务具

门 、 术 小 势，进 低技 以及 金投入有低 入 槛 难度 初始资 量 等优 方便农 电商 台 事民在 平 开设网店以及从 与

子电 务相商 关的活动。商 示务部数据显 ，截至 2021年底，中国 村网商农 、网店数 到量达 1632.5万家
①
。

布院发阿里研究 的《1%的改变——2020 村中 研究报告国淘宝 》 ，显示 每个网店 带 业接平均 直接 动就

近 3人。 布拼多多发 的《2021 长农人成新新 报告》也显示，平均每个“新新农人”带动就业岗位超过

50个。 ， 村 子 ， 大了 村 。此 见 农 展 动就业 扩 量由 可 电 商务发 通过创业带 乡 就业容

最后， 村 子 了 子 ， 了 村 。农 电 发展 务相 发 乡 就业岗商务 带动 与电 商 关的产业 展 增加 位 究证已有研

， 村 子 了实 农 务 促进 结构电 商 发展 产业 升级（ 法敏易 ，等 2021）。“ 子 村农 综 范电 商务进 合示 ”政策

， 了 子 （ 、 、 计、 、 训通 动 地 电 商 业 仓储 网店 装 培过产业链延伸 带 当 与 务相关产 如快递物流 设 产品包

等）的发展（Leong et al.，2016；Zhang et al.，2022）。 ，践层实 面 Zhang et al.（2022） 下营以湖北省

村 ， 子 村 了一 子 ， 了究 商务的引 构建 条以 务 向的 链 实 岗为例的研 表明 电 入为下营 电 商 为导 产业 现 就业

（ 料 、 、 、 术 ）。 一位的 材 加 客户 务 网 技 和销 结多元化 如 工工人 服 人员 物流配送员 络 员 售员等 这 论与

Li et al.（2019） 本一 。 了 力结论基 致 延伸激发 企 体的的研究 产业链的 业主 活 ，企 力 ，场活业的市 越强

， 力也 。 ， 村 子 了的 岗位就越 业的能 就 从 角度 电 商 带动 相创造 新就业 多 吸纳就 越强 这个 看 农 务发展 关

， 了 力， 了 村 。展 进 发 企 市 岗产业发 而激 业 场活 增加 乡 就业 位

，本综 所述 究上 文提出研 假说H1和假说H2。

H1： 村 子 村 力本 。农 电 商务 进农 劳动 地发展会促 就业

H2： 村 子 村农 电 要通 就商务发展主 过优化乡 业环境、 三依托创业 和推动企 动 条带动就业 业带 就业

路径 进促 村 力本 。农 就业劳动 地

三、数据、变量与识别框架

（一）研究数据

本 来 三 ： 一，文 据主 于以 个的研究数 要 源 下 方面 第 “ 子 村农 合 范电 商务进 综 示 ”政 名策的试点 单

以 对 来 ， 择 （ ） 来点年份数 部官方网站 选 标 困县 自 院及 应试 据 自商务 试点 准 是否是贫 相关数据 原国务

扶 办 布 扶 。 二， 村 力本 来 村贫 公 的 发工作重 名 反映 动 地 数据 自国家 贫开 点县 单 第 农 劳 就业的 全国农 固

①
资料来源：《商务部：2021年全国农村网商网店数量超过1632万家》，https://sannong.cctv.com/2022/03/02/ARTILyDGtU

uvM7hTOB4dQTNR2203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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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本定观 级层 数察点 面 据 样 时期为2010－2018 。 所 选年 之 以 取2010－2018 村 村年全 观国农 固定 察点

，一数据 方面级层面 是因为“ 子 村商务进农 综 范电 合示 ” 一政 年为策实施的第 2014 ， 可年 考虑到 用数

仅到据 2018 ，本 ； 一 村年 文 试点前四 试 四年 况 另 因为全 观察重点关注 年至 点后 的情 方面是 国农 固定 点

村 了层面 据级 数 覆盖 31个省（区、市）的360 村多 庄个 ， 村据内 经数 容涵盖 庄 济发展水平、人口与劳动

力 、 ， 本 村 子 了地情况以及 发展 为 文 商 的就业效 实的情况 土 社会 情况等方面 分析农 电 务发展 应提供 翔

，数据基础 具有较 的强 全 表性国代 。 村 层面数基于 级 据分析“ 子 村商务 综合 范电 进农 示 ” 也政策效应

了 者 的 泛认得到 学 们 广 可（Peng et al.，2021）。 明需要说 的是，在“ 子 村务进农 综电 商 合示范” 策政

一 （实施第 年 2014 ）， 村 村国农 覆盖 有年 全 固定观察点 的行政 中 60 村 ；入试点名个 庄进 单 到2015 ，年

计有累 93 村个 庄进入；2016 计累年 有113 村庄进个 入；2017 计累 有年 158 村 入个 庄进 ；2018 计年累 有234

村 。 三， 来入 第 分析 反 情 的 据 自 院个 庄进 机制 中 映创业带动就业 况 数 阿里研究 提供的 新增活跃县域 商

家 。本 采 ， （ 、 ）息 文 用手工 的方 究院 县 增活跃商 国农数信 匹配 式 将阿里研 提供的各 市 区 新 家数与全

村 村 ， 村 子 力。 ，本固定 点 单进 配 用 农 电 商 过创 动就 的观察 庄名 行匹 于衡量 务发展通 业带 业 能 此外 文

也 子 村 村性 验 将阿 提 商务发展 国农 固定观 庄名在稳健 检 中 里研究院 供的县域电 指数与全 察点 单进行匹

， 村 子 。 ，本用于 商 水平 考虑 份通胀情 所 文以配 反映农 电 务发展 到不同省 况有 差异 2010 ，基期年为 通

应省份过相 的CPI 对 。 ， 本及数 相关 标 最 得 符合 究指数 涉 值的 指 进行平减 经整理 终 到 文实证研 要求的

值共观测 2726 。个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 解释变量被 。本 计 村 力 ， 村文在 量分析 到的 变量 劳 用 庄外出中用 主要被解释 为 庄外出 动 占比 劳

力 村 力 。 力 ，本 计 对占 庄劳动 的 表征 外出 界定 文 统 局 农民动 数量 总数 比重 关于 劳动 的 遵循国家 外出 工

义， 本 村 力。 ， 村 村的 事 农 业的 要 国农 固定 庄问卷定 即在 乡镇外从 非 产 农 劳动 需 说明的是 全 观察点的

未对 村 力本 计，本 村 力并 农 地就 独立 的 解释变量 动 占比实劳动 业情况进行 统 文选取 主要被 庄外出劳 际

村 力本 。是 动 地 的反上 农 劳 就业 向指标

2. 心 变量核 解释 。本 心解释 为文核 变量 “ 子 村电 务商 进农 综合示范” 。策 多政 在 期DID模型中，

本村样 在“ 子 村商 示范电 务进农 综合 ” ，政策 及以后年份 量取实施当年 该变 值为 1， 值为否则取 0。

3.控制变量。 （ ，参 文献 刘晓考已往 光等 2015； ，等刘彬彬 2017）， ，本并结合 的 得性数据 可获

村庄经文从 济特征、村庄基础设施、村 会发 方面 取庄社 展等 选 控制变量。 村括 经 发展具体包 庄 济 水平、

村 、 、村 、 训 。口 化比例 庄 户均土地面 技能庄人 规模 道路硬 治安水平 积和 培 比例

4. 。机制变量 本 村 、 三 对 村 子业 业带动就 带动就业 面 商务文从乡 就 环境 创 业和企业 个方 农 电 发展

村 力本 。 村 ，本 村 子促进 地就业 制进 析 在 就 取 是 建有农 劳动 的作用机 行分 乡 业环境方面 文选 庄 否 电 商

。 ，本 采务 制变量 在 就业方面 文 里研 县域 商务服 站点作为机 创业带动 用阿 究院提供的 新增活跃 家数作

。 ， 。为机制变 跃商家数 准 数越 明该 创业带 围越 企业 动量 新增活 的标 化指 高 说 区域的 动就业氛 好 在 带

，本 村 村 。村国 固 观察 中 比例作为 级私营企业就业方面 文以全 农 定 点 级问卷 的私营企业 机制变量 占比

， 村 力 本 大。越高 动农 地 可能性越说明企业带 劳动 实现 就业的

主要变量 义定 与描述性统计结 表果如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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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量变 名称 变量 义定 或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小值最 大最 值

力外出劳动 占比 力劳外出 动 数量 村 力占 庄 的劳动 总数 比重 0.35 0.21 0 1

子 村进农 综合电 商务

示范

进入是否 “ 子 村电 商务 综合进农 示范”政策实

：施名单 实施 年 各年当 及以后 =1，其他=0

0.08 0.27 0 1

村 展水平庄经济发 村庄 纯人均 收入（元/ ）年 9923.38 5929.38 840 33000

村庄 口规人 模 村 住人口庄常 数（ ）人 2199.25 1720.45 0 23473

硬化道路 比例 长 村 长硬化 路 的 重道 度占 庄道路总 度 比 0.94 0.16 0 1

村 社会庄 治安 村 类 、民庄各 事纠纷 社会治安违反 、 类事件 各

（事犯罪案件 的总刑 数量 和 起/ ）万人

24.73 81.89 0 2666.04

户均土地面积 村 耕 村 （地 除以 庄总庄 总面积 户数 亩/户） 22.47 38.85 0.28 252.22

训技能培 比例 村 训 力接 职业 培 的 量占比庄 受过 技能 劳动 数 0.25 0.23 0 1

子电 商是否建有 务服

务站点

村庄是否建 子有电 商务服 站务 ：建立点 当年及

后以 各年=1，其他=0

0.03 0.17 0 1

域新增县 活跃商家数 新增活跃商 的标家数 准化指数 1.74 6.48 0 100

营企私 业比例 村 村私 数量占 庄 的比重庄 营企业 企业总数 0.27 0.41 0 1

（三）识别策略与模型设定

本文 多构建 时点双重差 型分模 来考察 村农 子商务电 发展对 村 力本地就农 劳动 业 。影响 自的 在 然实

验的情形下，双 较 一 对重 分 型可 某差 模 以通过比 事件 处理 来和控制组 决潜在的内 问题组 的影响 解 生性 ，

别出从而准确识 因果关系。“ 子 村电 农 综合示商务进 范”政 施策实 在不同时间、不 点同试 县对 村农 劳

力本动 地就业 成的外造 生冲击， 好为恰 本 究文研 了一创 个 良 条造 近似自然实验的 好 件。需要说明的是，

现 的选取并 随实中试点县 不是完全 机的，“ 子 村电 商 农 综务进 合示范” 明政策 确 家 县要求向国 级贫困

倾斜，因此， 采 双 计重差分模 能 致估直接 用 型可 会导 偏误。鉴于此，本文在构建多时点渐进DID模型

础上的基 ， 一 了步进 控制 处理 择 ， 计标 以 得到 估组的选 准 期 更准确的 结果。 ：体设定如模型具 下

 '0 1 ( )ijt jt ijt i t ijtL Ecommerce X S f t              （1）

（1）式中： ijtL 被解释变量为 ，表示 j县的村庄i在t年 力出劳的外 动 占比。 jtEcommerce 核为

心 ，量解释变 用于反映“ 子 村进农 综合电 商务 示范” 。 本村政 施的 冲击 所在县策实 外生 如果样 在t年
了进入 “ 子 村电 商 农 综 示务进 合 范”政策实施名单，则在t年 以后及 的年份， jtEcommerce 值取 为1；

本村 在县始终如果样 所 没有进入“ 子 村电 商务进农 示范综合 ”政策实施 单名 ，则 jtEcommerce 取值

为0。 ijtX  可为 能影响村 村 力 一 ， 村 、村庄层面农 就业的 系 制 包括 济发劳动 外出 列控 变量 庄经 展水平

庄人口规模、 硬化道路 比例、村庄社会治安、 训和 能 比例户均土地面积 技 培 。 i 为村庄 效固定 应，控

了制 村庄 面所有不 化的特征层 随时间变 。 t 为年份 ， 了固定 有效应 控制 所 村庄 度 素共同的年 变化因 。

考虑到政策实施并非完全 的随机 问题，本文借鉴Gentzkow（2006）和Li et al.（2016）的实证策略，引

择入试 与不 间函 的点选 变量 同时 数 交乘项 ( )S f t 。其中， 择 本 本村选 量 文中 样试点 变 在 具体是指 庄

。否为国家所在县是 级贫困县 择试点选 变量 间函 包含 形与时 数的交互项 两种具体 式：一 村庄种是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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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家级贫困 时是否为国 县与 间 势趋 一次项（T ）、二次项（
2T ） 三和 次项（

3T ） 互的交 ； 一另 种则

， 村的时 定效 即 国 级 困县 定是传统 间固 应 庄所在县是否为 家 贫 与年份固 效应的交互。

双重差分 计 一 势模 满足 致性的 是处 组符 假型估 结果 前提 理组与控制 合平行趋 设。 到考虑 “ 子电 商

村务 示范进农 综合 ” 一 ，本 一政策 年 致 文 各试 策实施 为该 县的 准实施 份不 选取 点县政 的前 年作 试点 基

，年份 参考 Jacobson et al.（1993） 对事 分 法提出的 件 析 “ 子 村电 综商务进农 合示范” 态效应进的动 行

， ：体模型如下检验 具

 
0

4
'

0
4

( )
jijt k t k ijt i t ijt

k

L Ecommerce X S f t      


       
≥

（2）

（2）式中：
0jt kEcommerce  为虚拟变量，表示 j县是否入选“ 子 村商 综合示范电 务进农 ”政策

名单实施 。对本 ，文而言 0jt 为村庄所在县入选“ 子 村商务 合示范电 进农 综 ” 名单政策实施 份的年 。

当 0jt t k  时，
0jt kEcommerce  =1；反之，

0jt kEcommerce  =0。 义与其余变量的定 （1）式一致。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 了汇报 进多时点渐 DID 。 ，果 其中 回模型回归结 归1 了 村控制 庄固定 和年报告 只 效应 份固定效

，的回 归应 归结果 回 2和回归3 双 择在控制 向 后分别加 点固定效应 入试 选 量变 与 固定 交互项年份 效应的

择选 变以及试点 量与不同 间时 函数形式 。 ， 村 子 了 村项 归 果表 务 进 农的交互 回 结 明 农 电 商 发展显著促

力本 。 类 、 择 ， 一 。劳动 控制各 固定 试点 间函 项 论仍然稳地就业 在 效应 选 变量与时 数的交互 后 这 结 健

以回归3 ， 本 ， 村 子 村 力本 了的结果为 样 期间 商务 农 劳动 例平 高例 在 观测 农 电 发展使 地就业比 均提 2.9

。个 分百 点 假说H1 。得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力被 释 量 外 比解 变 出劳动 占

回归1 回归2 归回 3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子电 商务 村 合进农 综 示范 -0.028* 0.015 -0.029* 0.015 -0.029* 0.015

村 经济发展庄 水平 0.008 0.010 0.009 0.010 0.008 0.010

村庄 口规模人 -0.055** 0.026 -0.054** 0.026 -0.054** 0.026

道 化路硬 比例 -0.004 0.023 -0.004 0.023 -0.003 0.023

村庄社会 安治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户 面积均土地 0.003 0.008 0.003 0.008 0.003 0.008

训技能培 比例 0.055* 0.033 0.056* 0.034 0.056* 0.033

常数项 0.615*** 0.216 0.600*** 0.218 0.614*** 0.218

村 固定 应庄 效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已 制

年 固定份 效应 制已控 已控制 制已控

择试点选 变量× 固定年份 效应 未控制 控制已 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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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择试点选 变量× 势一 项时间趋 次 未控制 未 制控 已控制

择试点选 量变 × 势二时间趋 次项 未控制 未 制控 已控制

择试点选 变量× 势三时间趋 次项 未控制 未控制 制已控

观 值测 2651 2651 2651

调整后的R2 0.026 0.030 0.027

：注 ***、**和* 别 示分 表 1%、5%和10% 。的显著性水平

（二）平行趋势检验

图 1 了报告 95% 间下置信区 k 计 。的具 横坐标表示体估 结果 “ 子 村务进电 商 农 综合示范”政策

实施 ，后的前 时期 -3 表代 政策实施前的第 3 ，年 0表示政 施策实 ，当年 3代表 实施政策 后的第 3 。年

对于政 间超策实施时 过 3 本 一的样 归 的年 统 并到政策实施后 第 3 ，年 为记 “3+”；对于 前政策实施 4

本 一份的样 统 策实施前的年及更早年 归并到政 第 4年，记为“-4+”， 义 类的含其他坐标点 依此 推。为

，本 一 。避 共线性 文 施前 年作 准免多重 将政策实 为基 年份 ，根据 分析 果事件 法的结 “ 子 村电 商务进农

合示综 范” 策实政 施 ，前 村 力占庄层面外出劳动 比在 点县 县 显差异试 与非试点 之间并无明 。“ 子电 商

村综合示范务进农 ”政 施当 的第策实 年以及之后 1年和第 2年，村 力庄 出劳动 占层面外 比 县和在试点

非试 之 呈现 著差点县 间均 出显 异。 ，可见由此 本 势文 理组 制组 合所选的处 与控 符 平行趋 假设。 ，但是

政 实 的第策 施 3 ，年及以后 村 力庄 动 占比层面外出劳 在 非试点县之试点县和 间 再具不 有显著差异。这

意味着，“ 子 村务 合示范电 商 进农 综 ”政 就业效应 点 实施策实施的 在试 政策 的第 3年后 渐消失可能逐 。

，因在可能的原 于 “ 子 村商务 农电 进 综合示范” 村 子 ，施 初 是改 务 非政策实 的 衷 善农 电 商 发展环境 并

大 村 。 村 子 对 力 较以扩 乡 为政策出发 电 商 期 低 的 进效应 为就业容量 点 农 务在发展初 技能劳动 就业促 明

， 一 ， 门发展到 定 时 数字 槛效显 但当 阶段 产业 化的 应逐渐显 ， 一 村 子现 这 商务 的就 带时期农 电 发展 业

力 。能 动 支持动效应需要高技 劳 的 方可发挥

图1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的就业效应动态分析及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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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1. 计事实估反 。本文 照参 Chetty et al.（2009）和Li et al.（2016）的做法，构建“ 子 村商务进农 综电

范合示 ” 双 计 ，政 和实 随 实估 框架策实施时间 施地区的 机反事 利用表2 回归中 3 计 ，的估 检 机方法 验随

产生的“ 子 村电 商 综合示务进农 范” 。本否具 实效 文 重政策是 有真 果 将上述随机过程 复1000 ，次 到得

了 布（虚 归 度分 见图拟政策回 系数的核密 2）。图2 ， 布示 随机生成 拟政 集中结果显 的虚 策回归系数 分

在0 近值附 ， 着这意味 “ 子 村电 商务 示范进农 综合 ” 村 力本政策 促 劳动 业的 是因为实施 进农 地就 作用不

，本 。变量 的 文 研 性遗漏重要 产生 的 究结论具有稳健

图 2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效果的反事实估计结果

2.双向 定 框架下多 点固 效应 时 渐进DID 计的估 偏误问题。 进多时点渐 DID 双模型在 向 效应固定 框架

心 计估 系下的核 数是4类子 本样 “2×2”DID 计 权量 均估 的加 平 ，当处理 组别和时 质效应存在 间异 性时，

多时 进点渐 DID 计 （估 存在异量可能 质性偏误 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2020；

Goodman-Bacon，2021； ，刘冲等 2022）。 ，双 计际上 固 估 误 要由实 向 定效应框架下的 偏 主 第四类子

本 双 计 ， 较重 即后处理 理组比 得到样 的 差分估 引起 组与先处 的DID 计 ， 未量 而 组与估 基于先处理 从 受

、 未 、 较组 组与从 受 处理组与 理 得到处理 后处理 处理组 先 后处 组比 的DID 计 势量在 行趋 的估 满足平 条

计 （不会 估 偏件下并 导致 误 Goodman-Bacon，2021）。 ，换 第句话说 如果基于 四类子 本样 到的得 DID

计 双 计 权 小， 双固 下的估 量 很 那么 向固 应框估 量在 向 定效应框架 中所占 重 定效 架下多时点DID 计的估

。 ，本可 文基于结果仍然 信 为此 Bacon ，对分解法 “ 子 村务进农 综 范电 商 合示 ” 村实施 劳动政策 的农

力本 了 ，效果进 检验 见表地就业 行 稳健性 结果 3。

据根 表3结果可知，“ 理后处 组vs先 理组处 ”的DID 计 对 权应估 量所 的 重仅为3.1%。 本文的具体就

计 ， 双 ，言 使用经典 固定 不会 效 性的严重 回归的估估 结果而 的 向 效应框架并 受到处理 应异质 影响 基准

计 一 。具 的稳结果 有 定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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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效果的Bacon分解结果

“2×2”DID 类的分组 型 DID 计量估 权重

先处理组vs 处理后 组 0.026 0.100

处理后 组vs先处理组 0.038 0.031

处理组vs 未处 组从 理 -0.016 0.869

注：①在2010－2018年观测期内， 本 一样 受到政策并非 开始就 冲击，因而Bacon分解没有显示“ 理组处 vs一直处理组”

计估 结的 果。② 于目前基 Stata软件的Bacon分解命令只能稳健处理平衡面板数据， 本 对 本 了具体 时 文在 分解 样 进行

xtbalance 。处理

3. 除剔 “宽带中国” 计。策影 的政 响后 估 一 ，展 另 要标作为数字经济发 的 重 志 “ 国宽带中 ”政策

对 非农就业 为具有显著农户的 和创业行 影响（王剑程等，2020）。“宽带 国中 ”政策的开 时始 间是2014

年，首批试 了点选取 北京、上海、 州广 等39 市个城 （ 群城市 ）。2015年和2016 了各选年 取 39 市个城 （城

市群） 二 三批和 试点作为第 第 批 。 时同 ，“宽带中国” 含政策包 “ 村带宽 乡 ”工程，主要 是目标 解决

村村 问题宽带 通 ， 大 村提升 网络基础设 平广 农 地区 施水 。因此， 计准确估 “ 子 村商务 示电 进农 综合 范”

实施的就 要剔除同 城 面试政策 业效应需 时期 市层 点的“宽带中国” 扰。 ，本策干 鉴 合政 于此 文结 “宽

国带中 ”政 实策 施名单，剔除“ 中宽带 国” 本政 涵盖策 的样 ， 计新并重 估 “ 子 村农 综合示电 商务进 范”

。施的就业效政策实 应 表4 （中 1） ，列结果证明 “ 子 村商务 示电 进农 综合 范” 较实施的就政策 业效应

， 村 较 。对稳健 并不 别 农 网 础设 高导致为 是个 地区 络基 施水平 的 比表4 （中 1）列和表2 回归中 3 结的 果

，可以发现 剔除“宽 中带 国”政策涵盖的 本 ，后样 “ 子 村综合示范电 商务进农 ” 的就业促进政策实施

。更为 是因效应 明显 这可能 为“ 国宽带中 ” 村盖的 庄政策覆 较 ， 对互 水平 高 导 们 冲联网发展 致它 政策

击 感程 低于的敏 度要略 “宽带中国” 村 。策非 地区 庄政 试点 的

4. 子 较 本剔除电 商务发展 平 的水 高 样 。考虑到“ 子 村务 范电 商 进农 综合示 ”政策实 效应施的就业

子 较 ， 子 较可能是 地区 水平 在 发展水平 这种就业 可某些 电 商务发展 高引致的 电 商务 低的地区 效应 能并

。 ， 子 较 本 ， 本 村不显 体而 将县域 展水 的样 除 能 测 农著 具 言 如果 电 商务发 平 高 剔 在余下样 中依然 观 到

子 ， ， 村 子 对 村 力本电 的 么就可以 商务发展 农 地就 不集商务发展 就业效应 那 推断 农 电 劳动 业的影响并

一 ， 。 ，本定 是整体效 将阿里研 提中在某 特 区域 而 果 为此 文 究院 供的2013－2018 子年县 商务域电 发展

数指 村 村 ，与全 观察 数据 行国农 固定 点 庄 进 匹配 分别剔除 子域 商 发展县 电 务 指数75 、点分位 以上 80分

以上和位点 90 本，分 的样 重新分位点以上 析“ 子 村商务 范电 进农 综合示 ” 。政 就策实施的 业效应 根据

表4中（2）～（4） 结果可知列的回归 ， 子 较 本县 商务 水平 后剔除 域电 发展 高的样 ，“ 子 村电 商务进农

合示综 范” 村 力本 大小 本 。 ，策实 促 的 应 保持 可政 施 进农 劳动 地就业 效 基 稳定 由此 见 “ 子 农电 商务进

村综合示范” 较 。施的就业效 稳健政策实 应 为

5. 村 力 。放宽农 劳动 就业的概外出 念 ， 来 村 力 本融合发展 越多农 劳 开 在在城乡 进程中 越 动 离 乡镇

。 ，本 了 村 力本 ， 村 力 本县 就业 文放宽 就业 量标 以 就 作域内 基于此 农 劳动 地 的衡 准 农 劳动 在 县域外 业

力 ， 力 一 。外出 量 建外出劳 被解释变量为 劳动 的衡 标准 重新构 动 占比这 表4 （中 5） 了列报告 以县域外

就业 业 准的回归为外出就 衡量标 结果。 结果显示回归 ， 县 就业 出就 的情况在以 域外 为外 业标准 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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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村进农 示范商务 综合 ” 对 村 力本 。 ，策 业 然 有显 影 无论政 实施 农 劳动 地就 仍 具 著的正向 响 由此可见

本 本 村 力 ，是以 县作为农 劳 出就 准乡镇还是 动 外 业的界定标 “ 子 村电 综商务进农 合示范”政策实施的

。对应都存在就业效 比表4 （中 5） 表列和 2中回归3 ， 本的结 发现 当 出就 界定 准果可以 以 县为外 业的 标

，时 “ 子 村 合 范电 商务进农 综 示 ” 本 本策实 业 于以 乡镇 业界定标准政 施的 地就 促进效应低 为外出就 的

。果 这结 可能是因为“ 子 村电 商 合务进农 综 示范” 了 长（ ，策实施促 济增 王奇政 进 县域经 等 2021），

来 村 力 择 。越 农 劳 在县 行非农越 多的 动 选 域内进 就业

表 4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 力被解 量 外 劳释变 出 动 占比

（1） （2） （3） （4） （5）

剔除“ 中宽带

国” 本试 样点

剔除75分位点

本以上样

剔除80 位点分

本以上样

剔除90 位点分

本以上样

村 力农 劳放宽 动

的概外出就业 念

子电 商务 村进 示范农 综合 -0.041** -0.029* -0.032** -0.030** -0.016**

（0.018） （0.015） （0.015） （0.015） （0.007）

控制变量 制已控 已控制 制已控 制已控 已控制

村庄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制已控 已 制控

年份固定效应 控已 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择选试点 变量× 势一时间趋 次项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制已控

择试点选 变量× 势二时 项间趋 次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控已 制

择点选试 变量× 势三时间趋 次项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制已控 已 制控

观测值 2315 2341 2398 2503 2726

调整后的R2 0.045 0.039 0.040 0.034 0.015

：注 ①**和*分 表示别 5%和 10% 。性的显著 水平 ② 。为稳健标括号内 准误

（四）异质性分析

表 5 了告报 “ 子 村电 商务进 合示农 综 范” 村 力本 。促进 就 质性分析政策实施 农 劳动 地 业的异 结果

，（其中 1）～（3） 力 本 。 来 ，本 村 力列报告的 资 性分 果 具 首先按 受教是人 异质 析结 体 说 文 照 庄劳动

村 村 力度的 成 农 动 均受育程 构 情况生成 庄层面 劳 平 教育程度
①
， 三 ，并 分 最终得据此进行 等 到以受教

划 力 本 、 、 三 。 ，育程度 分的 水平 果表人 资 低 中 高 组 结 明 “ 子 村进 示范电 商务 农 综合 ”政策实施促进

力 本 力本 ，对 力 本 较 力 本 较中等水平 组 地就 效果 资 水平 资 水 组劳人 资 劳动 业的 显著 人 低组和人 平 高 动

力本地就业 。 ， 较 力著 能 原因 程 动 外出就 易留在城市的效果不显 可 的 是 受教育 度 高组的劳 业后更容 就

业， 村 子 一且从 相关 定 水平事农 电 商务 工作需要 的技能 ， 力 本 较人 资 群体容易水平 低的 因“ 字数 鸿沟”

子 。（而难 享电 生的就以分 商务产 业红利 4） （和列 5） 。列 的是 域报告 区 异质性分析结果 “ 子电 务商

村农 综进 合示范” 东 村 力本 ，策 区促进农 业的效果突 中西 果并政 实施在 部地 劳动 地就 出 在 部地区的效

不显著。（4） 中列 ， 心 计变量的估核 解释 系数为-0.075， 明表 “ 子 村电 商务 综 范进农 合示 ”政 施策实

①
对受教育程度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的农村劳动力分别赋值 0年、6年、9年、12年和 15年，加权平均生

成村庄层面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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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村 力本 了使 农 劳动 例平 升部地区 地就业比 均提 7.5 。 ，东 村个 分 部 区 字乡百 点 可能的原因是 地 数 发

较 ， 较 。 ， 布普 动效应 为 阿里研究院展程度 遍 高 就业带 明显 例如 发 的《1%的改变——2020中国淘宝

村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 村淘宝 ” 东 九部地区的 成在 占比超过 。“ 村淘宝 ”普 有 网店遍具 家庭 数

、 子 大 ，对 村 力 力 较 。多 电 易总额 劳动 吸纳 比量 商务交 的特征 农 就业 能 强

表 5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 力量 出 动 占被解释变 外 劳 比

力 本人 资 质异 性 性区域异质

（1） （2） （3） （4） （5）

低 中 高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中

子 村电 进农商务 综合示范 -0.027 -0.034* -0.031 -0.075** -0.020

（0.024） （0.019） （0.035） （0.032） （0.014）

制变控 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固定效应 控已 制 控制已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制已

年 应份固定效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择点试 选 变量× 势一 项时间趋 次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择试点选 变量× 势二时间趋 次项 制已控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择试点选 变量× 势三时间趋 次项 控已 制 控制已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制已

观测值 843 901 907 921 1730

后的调整 R2 0.076 0.030 0.037 0.042 0.040

：注 **和*分别 示表 5%和10% 。的显著性水平 ② 。括 内 稳健号 为 标准误

五、机制分析

（一）就业环境

，如 析所述正 前文理论分 “ 子 村电 综合示范商务进农 ” 村 子政 托 级 站点策依 电 商务服务 建设优化

了 村 。村 子 、 、 、乡 境 级电 商 点普遍具 农 供代 销 物 生活缴就业环 务服务站 备为 民提 购代 流配送 费 创业

， 村 力本 了 。 ，方面 的功 这 就 环 提供 中等 服务 能 为完善农 劳动 地 业 境 条件 实践 倘若“ 子 村进农电 商务

综合示范” 村 子 了 村 ， ， 村 子实施通过建 电 商 改善 境 级电 商务政策 设 级 务服务站点 乡 就业环 那么 有 服

村 本 力 。 一 ，本的 庄应该 更 地劳 业比 这 检验务站点 具有 高的 动 就 例 按照 思路 文以村庄在t年 否是 建有

子电 商务服务站 标点为 准， 了一构 个与建 “ 子 村农电 商务进 综合示范” 类 二 ，策 似的 值 验政 变量 以检

上述机制， 结果回归 见表6。 明结果表 ， 子 对 村 力本电 站 农 劳动 地 显著的促商务服务 点建设 就业具有 进

。 ， 村 子 村 了 村 力本 。应 可以 农 电 展确实 乡 就 境促 农效 由此 证明 商务发 通过改善 业环 进 劳动 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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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就业环境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 力被 释 量 外 比解 变 出劳动 占

回归1 回归2 归回 3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子是否 务 点建有电 商 服务站 -0.032* 0.018 -0.034* 0.018 -0.034* 0.01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 效应固定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制已

年 应份固定效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择试点选 变量×年 固 效应份 定 未控制 制已控 未控制

择试点选 变量× 势一时间趋 次项 未 制控 未控制 已控制

择点选试 变量× 势二次项时间趋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择点选试 变量× 势三 项时间趋 次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已 制

测值观 2542 2542 2542

后的调整 R2 0.025 0.030 0.027

：注 *表示10% 。的显著性水平

（二）创业带动就业

子 门 、 术 小 势， 门商务 低进 槛 始 金 入量 农 托电电 具有 入 低技 难度以及初 资 投 等优 方便 民在家 口依

， 。 ，本商平 店 通过创业 就业 阿里 供 新增活跃 为创台开设网 带动 基于此 文以 研究院提 的县域 商家数作

，对 。 ，业的 变 业带 业的 行验证 的是代理 量 创 动就 机制进 需要说明 “ 子 村务进 综电 商 农 合示范”政策

始 间的开 时 是2014 ， ，本年 所 检 数据的可 用的阿里研 县域以在机制 验时为保证 比性 文选 究院 新增活跃

也家数 度商 的时间跨 为2014－2018年。表7 了汇报 具体 果的检验结 。表7报告的3 回 果中个 归结 ， 心核 解

计释变 系数分量的估 别为0.165、0.173和0.174， 了 。 ，通过 性检 这均 显著 验 表明 “ 子 村综电 商务进农

示合 范” 了 。 ， 村 子政策 提 活跃商家 见 农 电 商务 确实 业实施显著 升 县域新增 数 由此可 发展 能够通过创

村 力本 。带 方 农 劳动 地动就业的 式促进 就业

表 7 创业带动就业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域 活跃 数县 新增 商家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系数 准误稳健标 系数 稳健 准标 误 系数 误稳健标准

子商电 务 村进农 综合示范 0.165* 0.087 0.173** 0.088 0.174** 0.088

控制变量 制已控 已控制 已控制

村 固定效应庄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份固年 定效应 控已 制 制已控 已控制

择试点选 量变 ×年份固 应定效 未控制 已控制 未 制控

择试点选 量变 × 势一时间趋 次项 未 制控 未控制 控制已

择点试 选 变量× 势二 项时间趋 次 未 制控 未 制控 已控制

择选试点 变量× 势三次项时间趋 未控制 未控制 制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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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续）

观测值 1058 1058 1058

调 的整后 R2 0.059 0.062 0.062

：注 **和*分别表示 5%和10% 。的 平显著性水

（三）企业带动就业

“ 子 村进农 综合电 商务 示范” 了 子 ， 了 村实施带动 务 产业 深刻 创新创政策 电 商 相关 发展 改变 乡 业

。 村 力，环境 新创 氛 激 企 主体 业 出更多的的外部 乡 创 业 围的增强可能会 发 业 的创新创 活 从而创造 就业

。本 采 村 村 力，文 用 庄私营 比例 企业 场 证岗位 企业 反映 庄层面 主体的市 活 以验 “ 子 村电 商务进农 综合

示范” 了 村 力本政策 是 过企 动就 农 劳动实施 否通 业带 业促进 地就业。 果如 “ 子 村电 进农 合商务 综 示范”

了村著 升 私营政策实施显 提 庄 企业比例， 一那 存在企业 这 作用机制就说明确实 带动就业 。在表8报告的

3 ， 心 计 ， 了果中 量 数均为正个回归结 核 解释变 的估 系 且通过 5% 。 ，平的显著 验 明水 性检 这表 “ 子电

村进农 范商务 综合示 ” 了 村 力本 。 ，政策 带动 促进 劳 说依托企业 就业 农 动 地就业 至此 假 H2 。证得

表 8 企业带动就业的机制检验结果

量变

：被 私解释变量 营企业比例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子商电 务 村综合示范进农 0.057** 0.023 0.049** 0.023 0.050** 0.02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固 应定效 已控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固定年份 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择选试点 量变 × 份固年 定效应 未 制控 已控制 未控制

择试点选 变量× 势一次项时间趋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已

择试点选 变量× 势二时间趋 次项 未 制控 未控制 控制已

择试点选 变量× 势三间趋 次项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已

值观测 2726 2726 2726

调整后的R2 0.073 0.076 0.074

：注 **表示5% 。水平的显著性

六、结论与启示

就业 大 、 心 、 。是最 民 基 程的 生工程 民 工程 根 工 本文借助“ 子 村农电 商务进 综合示范” 策实施政

一 来 ，采 村 村 ，这 验带 的外生 用全 察点 数 构建多时准自然实 冲击 国农 固定观 级层面面板 据 通过 点渐进

DID 了 村 子 对 村 力本型实证分 电 发展 动 地 影响模 析 农 商务 农 劳 就业的 。实 明证结果表 ，“ 子电 进商务

村农 合综 示范” 了 村 力本 ， 村 力本著 进 劳动 始 动 地就业政策实施显 促 农 地就业 开 试点后农 劳 比例整体

了提高 近 3个百分点。 一 ， 。 ， 村 子经过 检验 然 外 农 电 商 效应还系列稳健性 后 结论依 成立 此 务的就业

一 ， 村 子 对 村 力本 力 本 东表 定 质性 商务 劳动 地 响在 人 资 平现出 的异 农 电 发展 农 就业的影 中等 水 群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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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村 子为 显 步的 表 发展主要部地区更 明 进 机制分析 明 农 电 商务 通过 村 、乡 就业环境 创业优化 依托

、 动企 业带动就业 推 业带动就 三 ， 、 大 、 ，提升就业 业容量 完 关 进而 农个途径 质量 扩 就 善相 产业 带动

村 力本 。劳 业动 地就

本文的 为研究结论 “新常态” 村 力 了 。 村下如 实 近 业 供 新 乡何 现农 劳动 就地就 就 提 思路 推进 振兴

、 村 子 ，一挥农 电 商 效应 方面要战略 发 务的就业 术 村一二三发挥 进农充分 数字技 在推 产业融合、优化

村 业和创业 面的积极乡 就 环境等方 作用， 村加 施乡 创业 动快实 就业 促进行 ， 布超前 局“数字新岗位”，

子商务使电 为成 村 力 就 的农 劳动 就地就近 业 “ 速器加 ”、 长增收入持续 的“稳定器”； 一方面要全另

方位打造 村 力农 劳动 数字 培育技能 体系， 村 力对劳动 的 度提升农 数字经济 认知程 。以充分就业 向为导 ，

遵循“因 教需施 ” 则的原 ，制定 异化差 、精准化、多元化的 能数字技 训培 方案，打造 产分 业、分专业、

类分 别的数 技字 能 ，课程体系 村 力 ， 弭位 数字技能全方 提升农 劳动 消 力鸿沟数字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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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Rural E-commerce Promote Local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ZHANGChen MABiao PENGChao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si-experiment of “National Rural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Policy”, this paper uses

the village-level survey data from rural China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rural e-commerce on the local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through the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local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the local employment ratio of rural labor force

has increased by 3 percentage points on average.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rural e-commerce mainly promotes the local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through optimizing the rural

employment environment, creating jobs by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moting enterprises to drive employmen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local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E-commerce;Rural Labor Force; Local Employment;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Staggered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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