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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了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吗+

饶育蕾!雷诗妮!陈地强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2%%;!#

摘$要"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
了其收入增长$ 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
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 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
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 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
前还缺乏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
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
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
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
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
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
的主要路径$ 采用"%24年和"%2;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
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
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
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
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
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
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
家庭的收入水平$ 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
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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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
裕$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要保证发展的公平性与普惠性#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

包容性$ "%"2年;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着力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可见#推动共同富裕#必
须建立在低收入群体实现更快收入增长的基础之上#从而有必要深入研究影响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
各种因素#进而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无疑有利于社会财富的更快积累和居民收入的普遍增长#但由于其
可能存在的偏向性并不一定会缩小收入差距$ 而以数字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基础的数字经济不
但具有普惠性%共享性等特征#而且会给弱势群体带来更大的边际收益#从而为实现低收入群体收入的
更快增长提供了可能$ 其中#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遍应用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数字金融的发
展借助互联网以低成本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使低收入群体得以获得更多更优质的金融资源#进而促
进其收入增长和福利改善!张勋等#"%23.牟天琦等#"%"2"

+2:",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及工具的普及拓展
了低收入群体的信息获取来源和能力#有利于其就业创业的实现!A9PD7F9F7E(#"%2".WFHGF)#"%2;#

"%"%.王剑程等#"%"%"

+!:4,

.互联网特有的信息交流%分享功能可以降低边缘人群的信息劣势#优化其社
会网络结构#进而弱化其社会资本劣势!WFHGF)#"%2;.Z(-G-DHHGF)#"%"2"

+#,+&,

$

然而#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存在'#微观经济主体必须对其进行&使用'#才能获得相应的便
利和收益#而低收入群体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可能相对不足$ 那么#低收入家庭成员
使用互联网是否有助于其家庭收入的增长3 使用互联网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机制是什么3

现有文献关于互联网使用与居民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方面-一是互联网使用的收入增
长效应!华昱#"%2;.蒋琪等#"%2;.李飚#"%23.吕祥伟等#"%"2.马述忠等#"%"""

+;:2",

#二是互联网使用
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李雅楠等#"%2&.刘任等#"%"%.文小洪等#"%"2"

+2!:2L,

#三是特定群体!农村居民%女
性%灵活就业者等"使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刘晓倩等#"%2;.刘生龙等#"%"2.曹景林等#"%"%.戚
聿东等#"%"""

+24:23,

$ 虽然相关研究对互联网使用的收入增长效应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但还缺
乏关于互联网使用影响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增长的经验证据$

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互联网使用对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
虑到低收入家庭成员对移动互联的使用更为普遍#主要探究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
应.同时#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ZI79F@F̂7)_>F9H)UG-P7H8#Z@>U"的"%24年和"%2;年数据为样本进行
实证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尝试从理论上探究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效
应及其若干影响路径!就业%创业和社会关系"#并为低收入家庭通过使用移动互联网实现更快的收入增
长提供了经验证据#进而为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有效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提供经验
借鉴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互联网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给人们的生活%经济等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江小涓#

"%2;"

+"%,

$ 在工业化社会后的信息化社会中#信息是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但信息的获取
是有一定成本的#因而各经济主体的信息禀赋及信息获取能力成为决定其经济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而
信息资源的不对称分布则可能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讲#由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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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对匮乏#无论是在信息资源的占有上#还是在信息资源的获取上#往往都存在明显的信息劣势#进而
导致其较少获得信息经济的红利$ 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则有利于减弱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JGFHG

F)#"%"%"

+"2,

#从而有助于其家庭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积累$

一方面#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并促使信息资源呈爆炸式增长#同时还有利于资源配置
效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持续增进和各经济主体收入的普遍增长$ 比如-互联网金融的发
展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为各居民提供更为便捷的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洪铮等#"%"2"

+"",

.

&宽带乡村'建设有助于农户实现创业和改善生产效率!王剑程等#"%"%"

+4,

.互联网的发展会显著促进
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贺达等#"%2;.向玉冰#"%2;"

+"!:"#,

.等等$ 另一方面#信息搜寻成本
的降低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信息获取#加上互联网上信息量的快速增长#使低收入群体的信息劣势减
弱#从而有助于其获得更多收益$ 比如#农村家庭使用智能手机通过互联网可以获得更多的外出就业信
息#进而提高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W79 HGF)#"%"%"

+"L,

.农民在经济作物种植以及农业生产中#可以
从互联网上得更多的技术指导#从而提高生产效率!]-JGFHGF)#"%"%"

+"2,

.使用移动互联网能显著促进
农村家庭消费#特别是对农村家庭的食物消费%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消费%交通通信消费和文化娱乐消费
产生显著影响!林欣等#"%"""

+"4,

$

本文将研究重点具体到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上$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智
能手机的使用和普及直接相关$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互联网接入功能逐渐完善#移动
互联网在低收入群体中的普及程度也不断上升$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年2"月#中国的互联网普及
率达&%*#S#如此高的互联网普及率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是分不开的$ 由于低收入家庭通常缺乏足够
的财富积累#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收入增长主要也是由就业或创业活动的增
加和质量提升带来的$ 因此#本文主要从能否有效促进就业和创业的角度来探讨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
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

借助于智能手机#低收入家庭的劳动力以低成本的方式接入移动互联网#并获得信息共享和知识传
播的溢出效应$ 首先#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和创业信息#减少待业时间!@(-9GF79#

"%%L"

+"&,

#提高就业和创业机会!AGF8(_#"%2!"

+";,

$ +FYF9和WF!"%%;"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分析发现#使用手机能明显提高农民的就业信息获取能力与就业机会+"3,

$ 其次#低收入家庭的劳动力通
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甚至免费"地学习和掌握一些就业技能和职业技术#进而提高就业和创业的
能力及质量$ 最后#移动互联网本身提供了众多的灵活就业和创业机会#可以大大增加低收入家庭劳动
力的就业和创业渠道以及兼职收入$ 移动互联网深刻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结构# &零工经济' !]7Y

\C(9(̂_"的快速发展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莫怡青等#"%"""

+!%,

$ 例如-疫情期间#许多无法正常
复工的群体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成为&外卖配送员'&滴滴司机'等#从而获得额外收入来源$ 同时#移动
互联网的信息收集和传播功能也催生了许多新的业态#如&电商'&直播带货'&短视频制作'等#这些新
业态的创业成本较低#为低收入家庭成员创业提供了较为适宜的机会和渠道#也提高了其创业成功的概
率!周广肃等#"%2;"

+!2,

$ 可见#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获取信息%提高能力%提供机会等路径促进低
收入家庭劳动力的就业和创业#从而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除了信息收集和传播功能外#移动互联网还具有强大的社交功能$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不但
可以使社交范围突破传统社交的时空约束!OD-8GHGF)#"%24"

+!",

#而且大大增强了社交便利性#从而扩大
和优化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 劳动者进入新的劳动力市场%获得相应的创业资源往往都需要借助社会
关系的&增信功能'!王春超等#"%2!.饶育蕾等#"%"2"

+!!:!#,

#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在内的社会资本则是缓
解劳动力就业和创业约束以及改善其效用函数的重要因素之一!WF98b7#"%%%"

+!L,

$ 低收入家庭不但物
质资本相对匮乏#在社会资本上也往往处于劣势#因而使用移动互联网的社会资本增加效应会更为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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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可以在短时间内低成本地扩大和优化其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改善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也
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是进一步增加家庭成员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并有效提高就业和创业质量$ 社会关系
更多的群体往往能更快找到工资更高的&好工作'#因为社会关系降低了其就业搜寻成本!ZIH9 HGF)#

"%2;"

+!4,

$ 二是增强家庭对外部资源的获取能力#并提高风险承担能力$ 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有
利于低收入家庭获得非正规信贷资源#而且可以通过&声誉机制'提高其获得正规信贷资源的机会和规
模#进而缓解其在生产生活中的流动性约束$ 此外#当遭遇紧急事件时#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有助于
低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进而降低家庭的经济脆弱性$ 借助于智能手机绑定的移动支付功能#

低收入群体获得转移支付的可能性提高#从而提高了其风险分散能力!M7)H9#"%2;"

+!&,

$ 可见#使用移动
互联网可以显著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提高其风险承担能力和借贷能力#促使其更可能参与
到风险投资和创业活动中![(9YHGF)#"%%#"

+!;,

#从而获得较高的风险回报$

综上所述#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和社交功能#加上可以无身份限制地%低成本地接
入#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显著降低其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从而在&就业创业信息获取
效应'&就业创业能力提升效应'&就业创业机会增加效应'&社会关系网络改善效应'等的作用下#就业
和创业的机会增加%质量提高#且风险承担和分散能力也得到增强#进而促使家庭收入水平得以显著提
高$ 由此可见#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家庭成员就业和创业%改善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
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低收入家庭原有的经济状况和人力资本水平#使用移动互联网主要是通过促进
家庭成员就业和创业的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因而其对低收入家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
长的促进作用较强#而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 比如#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

低收入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乃至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极低#其通过提高风险回报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
概率也很低$ 此外#从就业促进与创业促进的比较来看#由于受到自身条件的约束#低收入家庭成员的
创业能力有限$ 创业通常需要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而低收入家的自有资本积累不足#面临
的信贷约束较高#风险承担能力也较弱#通过创业提高家庭收入的可能性较低#因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增长主要依赖于家庭成员的就业改善$ 所以#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更多地是通过促进
就业的路径来实现增收效应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使用移动互联网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2"#其
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强于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使用移动互
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和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助益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就业
促进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促进的中介效应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改善的中介效应最弱![#"$

三&实证研究设计

2.模型构建
验证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效应#不仅要考虑不同家庭特征对目标变量的影响#还要考虑家庭收入

水平的时间趋势#因而本文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以缓解内生性问题$ 本文关注的目标变量!家庭收
入"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规模%年龄%教育水平等"#为考察移动互联网使用对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影
响#构建基准模型!2"-

)9 #(#&)'".(/$

'#

f

&

%

Q

&

2

2(A')$'"#$%"$#

'#

Q

&

"

P

'#

Q

+

#

Q

:

'

Q

(

'#

!2"

被解释变量!)9 #(#&)'".(/$

'#

"为&家庭收入水平'#采用样本家庭总收入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并进一步
将其分解为&经营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 个部分.核心解释变量
!2(A')$'"#$%"$#

'#

"&移动互联网使用'为虚拟变量#根据问卷中的&是否使用移动设备#比如手机%平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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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项进行赋值#选择&是'赋值为2#选择&否'赋值为%.P

'#

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
量#详见表2.+

#

代表时间!年份"固定效应#:

'

代表个体!家庭"固定效应.

(

'#

为随机扰动项#且
(

'#

h+!%#2"$

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选取!个中介变量-一是&就业'#采用
受访者从事其他工作的数量来衡量#数据来自受访者对&至今#您总共还从事了多少份其他工作3 !农业
工作%挣工资的工作%个体5私营经济活动都算作工作#但不包括家务劳动和义务的志愿劳动"'题项的回
答.二是&创业'#为虚拟变量#根据受访者对&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题项的回
答进行赋值#若&有'赋值为2#否则赋值为%!周广肃等#"%2&"

+!3,

.三是&社会关系网络'#借鉴杨汝岱等
!"%22"的方法+#%,

#采用礼金收支!取自然对数"来衡量!

#数据来自受访者对&过去2"个月#人情礼总支
出3'的回答!取自然对数"$ 进而在模型!2"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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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为中介变量$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24和"%2;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该数

据库包含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特征%就业%收入以及移动互联网使用等方面的信息#能够满足本文实证
分析的数据要求$ 由于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影响#对样本进行
如下筛选-第一#仅保留低收入家庭样本#即剔除家庭总收入超过!% %%%元的样本#

.第二#将"%24年已
经使用移动通信设备的样本剔除#仅保留"%24年以后使用移动通信以及到"%2;年一直未使用移动互联
网的样本#同时只保留其中的追踪样本.第三#删除收入小于%%年龄小于2;岁等不适用的样本.第四#进
一步删除关键变量异常的样本$ 最终得到覆盖全国"L个省区市的" L44个家庭追踪样本$

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户口'&智力评分'&健康评分'&学历'&家庭规模' &年龄' &性别' &婚姻
状况'&政治面貌'&健康状况'&职业'&是否有银行贷款'&家庭男性占比'&孩子抚养比'&老人抚养比'

&地区数字金融指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相关变量的计算方法见表2$ 表"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 在本文样本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样本仅为3*&S#与全部调查样本的均值!接近#%S"差
距较大#表明低收入家庭的移动互联网使用程度较低$ 此外#&%S的低收入家庭为农村家庭#因而本文在
模型中引入&移动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的交互项#以控制农村样本过大可能产生的估计误差$

表2$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测度
变$$量 计算!赋值"方法

被解释变量

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总收入!取自然对数"

经营性收入 家庭经营性收入!取自然对数"

工资性收入 家庭工资性收入!取自然对数"

转移性收入 家庭转移性收入!取自然对数"

财产性收入 家庭财产性收入水平!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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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献对社会关系网络的测度指标有多种#主要有&社区互动' !章元等#"%%;"

+#2,

%&礼金收支' !杨汝岱等#

"%22.尹志超等# "%"%"

+#%,+#",

% &亲朋好友数量' !张爽等# "%%&"

+#!,

% &宗族网络' !饶育蕾等# "%"2"

+!#, 等$ 由于
Z@>U"%24("%2;年的问卷中没有涉及社区互动和亲朋好友数量的问题#本文采用礼金收支来反映样本的社会关系网络状况$

本文将年收入在!% %%%元以下的家庭视为低收入家庭#从"%24年的调查样本来看#年收入小于!% %%%元的家庭比
例约为"&*;%S$



续表
变$$量 计算!赋值"方法

解释变量 移动互联网使用 使用了移动设备!比如手机%平板"

f

2#否则f

%

中介变量
就业 受访者从事其他工作的数量
创业 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赋值为2#否则为赋值为%

社会关系网络 家庭人情礼金总支出!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户口 城镇f

2#农村f

%

智力评分 调查者对受访者智力水平的评分#很低??

2

??

"

??

!

??

#

??

L

??

4

??

&

??很高
健康评分 调查者对受访者的健康状况的评分#很差??

2

??

"

??

!

??

#

??

L

??

4

??

&

??很好

学历 受访者的学历#文盲5半文盲f

2#小学f

"#初中f

!#高中5中专5技校5职高f

##

大专f

L#大学本科f

4#硕士f

&#博士f

;

家庭规模 受访者的家庭人口数量
年龄 受访者的年龄
性别 受访者的性别#男性f

2#女性f

%

婚姻状况 受访者的婚姻状况#已婚f

2#未婚f

%

政治面貌 受访者的政治面貌#党员f

2#非党员f

%

健康状况 受访者自评#非常健康f

2#很健康f

"#比较健康f

!#一般f

##不健康f

L

职业 受访者的工作性质#自家农业生产经营f

2#私营企业5个体工商户5其它自雇f

"#农业打工f

!#非农受雇f

#

是否有银行贷款 有银行贷款f

2#没有银行贷款f

%

家庭男性占比 家庭中男性所占比例
老人抚养比 家庭中4%岁以上老人所占比例
孩子抚养比 家庭中2;岁以下小孩所占比例
地区数字金融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省级层面"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所在省份的]/>!取自然对数"

移动互联网使用g户口 &移动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的交互项

表"$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家庭收入水平 L 2!" 3*42% %*344 4*3%3 22*;3%

经营性收入水平 L %33 !*;"! #*%3; %*%%% 2%*!2%

工资性收入水平 L 2!" #*&%% #*;%# %*%%% 22*L2%

转移性收入水平 L %3% L*34% !*!#& %*%%% 2%*&!%

财产性收入水平 L 2"3 %*;#" "*!!3 %*%%% ;*;L#

解释变量 移动互联网使用 L 2!" %*%3& %*"3& %*%%% 2*%%%

中介变量
就业 # !%" %*2%" %*!%" %*%%% 2*%%%

创业 L 2!2 %*%!; %*232 %*%%% 2*%%%

社会关系网络 L %;L 4*24; "*3%4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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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户口 L 22L %*!%# %*#4% %*%%% 2*%%%

智力评分 L 2"2 #*322 2*#2L 2*%%% &*%%%

健康评分 # 3!4 L*2;# 2*!!4 "*%%% &*%%%

学历 L 2!" 2*3"2 %*3&" 2*%%% #*%%%

家庭规模 L 2!" !*2#; 2*&&% 2*%%% 3*%%%

年龄 L 2!" L;*%2% 2"*3%% "#*%%% ;!*%%%

性别 L 2!" %*LL2 %*#3& %*%%% 2*%%%

婚姻状况 L 2!" %*&44 %*#"! %*%%% 2*%%%

政治面貌 # 3"" %*%!& %*2;3 %*%%% 2*%%%

健康状况 L 2"2 !*#"4 2*"3; 2*%%% L*%%%

职业 # 2LL 2*L2& 2*%4! 2*%%% #*%%%

是否有银行贷款 L 2!% %*%L3 %*"!L %*%%% 2*%%%

家庭男性占比 L 2!" %*L%" %*"L3 %*%%% 2*%%%

老人抚养比 L 2!" %*%;3 %*242 %*%%% %*44&

孩子抚养比 L 2!" %*#!& %*#23 %*%%% 2*%%%

地区数字金融指数 L 2!" "#"*%%% "3*#!% 23!*!%% !2;*2%%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L 2!" 2%*2"# %*L!4 3*"L3 22*#%#

移动互联网使用g户口 L 22L %*%!4 %*2;& %*%%% 2*%%%

$$注-本文对部分连续变量进行了首尾2S的缩尾#包括年龄%收入%家庭规模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2.单变量分析
为直观地描述劳动者个体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影响#本文首先进行单变量分析$

将"%24年没有使用移动互联网#但"%2;年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样本定义为&使用移动互联网'组#将"%24

年和"%2;年均未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样本定义为&未使用移动互联网'组#分别刻画其收入水平!如图2"

和收入增速!如图""#结果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组"%2;年家庭收入是"%24年的!*"4倍#而&未使
用移动互联网'组仅为"*"%倍#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家庭收入增速是未使用移动互联网家庭的2*#;倍$

可见#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显著促进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

".基准模型检验
表!报告了基准模型!2"的回归结果$ 在所有的回归中#&移动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表明其与&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 可见#对于样本低收入家庭来讲#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总体上
显著提高了家庭总收入#研究假说[2得到验证$ 进一步根据收入来源将样本家庭的总收入分解为&经
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分别进行基准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移
动互联网使用'对&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对&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
入'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主要是通过提高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来实现低收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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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收入增长效应的#研究假说["得到验证$

图2$移动互联网使用与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

图"$移动互联网使用与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速

表!$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2" !"" !!" !#" !L"

移动互联网使用
%*3"L

!!!

!"2*"%#" %*4;4

!!!

!2L*""4" %*4&"

!!!

!2#*3%2" %*"2&

!!!

!!*4&4" %*24%

!!

!"*"%3"

户口
%*22%

!!!

!!*LL#" %*#4%

!!!

!!*2L4"

智力评分 %*%%"!%*2&%" %*%%"!%*2%#"

健康评分
%*%"!

!

!2*&L""

?

%*%%2!

?

%*%#2"

家庭规模
%*2!%

!!!

!2!*&;2" %*24#

!!!

!L*&"%"

年龄 ?

%*%%"!

?

2*"4"" ?

%*%%&

!

!

?

2*;23"

性别 ?

%*%!%!

?

2*%4;"

?

%*%&&!

?

2*!33"

婚姻状况
%*!!"

!!!

!3*;2L" %*"2;

!!

!"*"3L"

政治面貌 %*%33!2*L"3"

?

%*2#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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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2" !"" !!" !#" !L"

健康状况 ?

%*%2#!

?

2*#2""

?

%*%%!!

?

%*"%;"

是否有银行贷款 %*%&"!2*!4!" %*2!#!2*4!%"

家庭男性占比 %*%4L!2*2L;" %*2L3!2*2&!"

孩子抚养比 ?

%*";&

!!!

!

?

!*!%#"

%*!L%!%*42%"

老人抚养比 ?

%*!34

!!!

!

?

;*&!3"

?

%*"3L

!!

!

?

"*#3!"

地区数字金融指数 ?

%*%%2!

?

%*2L4"

?

%*%%"!

?

%*"4%"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L

!!

!"*"2;" %*&"3

!!

!"*"&#"

移动互联网g户口 %*2%&!2*22!"

%*"!"

!

!2*;3!"

职业虚拟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学历虚拟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L 2!" L 2!" L 2!" ! ;#L ! ;#L

M

"

%*%;2 %*2"L %*2L% %*!## %*!!2

$$注-&学历'和&职业'以生成虚拟变量的形式进行模型回归#

!!!

%

!!和!分别表示在2S%LS和2%S的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数值为G统计量#下表同$

表#$收入来源分解回归结果
变$量 经营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移动互联网
2*23L

!!!

!!*%!4" %*4L%

!

!2*4;4"

%*#&4!2*4#2"

?

%*%3&!

?

%*L%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 ! ;#L ! ;2; ! ;##

M

"

%*%L% %*2L4 %*%L3 %*%"!

!.内生转化模型检验
由于个体是否使用移动互联网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差#基准模型检验结果并不一定说明低收入家

庭的移动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对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内生转化模型进行检验$

解释变量为二值内生变量时#内生转换模型在调整二值变量的选择概率后估计出两类样本的平均处理
效应#并通过判断平均处理效应的显著性来识别二值变量的影响$ 首先#建立影响低收入家庭是否使用
移动互联网的选择函数#并以&社区平均移动互联网使用'!社区其他家庭&移动互联网使用'变量的平
均值"作为该选择函数的外生变量.然后#基于选择函数重新估计使用移动互联网样本和不使用移动互
联网样本的收入决定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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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报告了内生转化模型的估计结果#两个估计方程的逆米尔斯比率)982%)98"均在2S的水平上显
著不为零#表明本文未控制的其他因素对低收入家庭是否使用移动互联网和收入水平产生了影响#有必
要对选择性偏差进行修正$ D2符号为正#而D"显著为负#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收入较高#

而未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家庭收入较低$ 进一步分别计算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后的两组样本收入#进而测
算使用和未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在两种&反事实'情境下的收入$ 使用移动互联网和未使用移
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收入概率密度分布如图!所示-上图显示#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选择
不使用移动互联网#其收入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线明显左移#意味着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在不使
用移动互联网的&反事实'情境下#家庭收入水平会明显降低!AOO

f

%*L%4".而下图则显示#未使用移动
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在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反事实'情境下#家庭收入的概率密度分布曲线将明显右移#

说明未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若使用移动互联网#其收入水平会显著提高!AOj

f

%*#3!"$ 可见#

内生转化模型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基准模型得出的核心结论$

表L$内生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选择方程 使用移动互联网 未使用移动互联网

户口 ?

%*!%#

!!!

!

?

"*3;!" %*"4#

!!!

!"*;3#" %*2!%

!!!

!#*"%&"

智力评分 %*%!!!%*3%L"

?

%*%2!!

?

%*!L;"

?

%*%%L!

?

%*!#;"

健康评分 ?

%*%22!

?

%*"&4"

?

%*%2%!

?

%*"#&"

%*%!4

!!!

!"*4%&"

家庭规模 %*%22!%*!3&"

%*242

!!!

!4*222" %*223

!!!

!22*&3&"

年龄 ?

%*%L;

!!!

!

?

22*!#!"

?

%*%%#!

?

%*L%!" %*%%2!%*4"L"

性别 %*2!L!2*L%!" ?

%*2#&

!

!

?

2*4L""

?

%*%#;!

?

2*424"

婚姻状况 ?

%*%%"!

?

%*%2&" %*%!"!%*";2"

%*!4"

!!!

!2%*%3;"

政治面貌 ?

%*3;2!

?

2*L32" %*";&!%*#2!" %*%&"!2*%;3"

健康状况 %*%#;!2*#4%" ?

%*%4&

!

!

?

2*3L2"

?

%*%2%!

?

%*3L;"

是否有银行贷款 %*2%L!%*&&3" %*24"!2*!L;" %*%4#!2*2%""

家庭男性占比 ?

%*%;;!

?

%*#44"

?

%*%;#!

?

%*#"!"

%*2%"

!

!2*43;"

孩子抚养比 ?

%*!"4!

?

2*"4;" ?

%*4#4

!!!

!

?

"*&&2"

?

%*"&%

!!!

!

?

"*;L2"

老人抚养比 ?

%*!"3

!!

!

?

"*%!2"

?

%*232!

?

2*%!3" ?

%*#"&

!!!

!

?

;*&32"

地区数字金融指数
%*%!"

!!!

!2#*%;""

%*%%2!%*2%&"

%*%%;

!!!

!2#*&!!"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L#3

!!!

!

?

4*%!%" %*"%2

!

!2*&";"

?

%*%4%

!!

!

?

"*!2""

社区平均移动互联网使用
"*L"&

!!!

!;*4%""

)982 ?

%*#2%

!!!

!

?

3*#2%"

D2 %*222!%*L"2"

)98" ?

%*"&!

!!!

!

?

""*4";"

D" ?

%*2;3

!!

!

?

"*#2;"

职业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学历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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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两种情况下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概率密度

#.稳健性检验
!2"控制互联网使用的影响$ 考虑到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可能受到是否使用互联网的影响#在模

型中加入&互联网使用'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的!2"列$ &移动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
依然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
著#表明使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其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使用电脑等传统互联网
工具的比例较低!本文样本中仅为"*""S"#且使用者大多学历较高%年龄较小#存在较大的选择性偏差$

而智能手机的成本较低#使用的技术门槛也小于电脑#因而在低收入家庭中的使用更为广泛$

!""扩大样本量$ 目前#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划分标准并不统一#本文将年收入!% %%%元以下的家庭
作为低收入家庭样本具有合理性#但为进一步验证分析结论的稳健性#也以年收入;% %%%元以下为标准
扩大样本量进行了重新检验#估计结果见表4的!""列$ &移动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再次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逆概率加权回归模型!1>TMA"检验$ 由于低收入家庭是否使用移动互联网并非是一个随机选
择的过程#具有某些特征的低收入家庭往往更有可能使用移动互联网#而这些特征也可能影响其收入水
平$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杨丹和冷利!"%"2"的研究+##,

#采用1>TMA进行检验$ 1>TMA由
逆概率加权估计器!19EHD8H:JD(BFB7)7G_VH7YIG79Y#1>T"和回归调整估计量!MHYDH887(9 FP6-8ĜH9G#MA"两
部分构成$ MA估计量对结果进行建模#1>T估算器对过程进行建模#1>TMA估算器对两者同时进行建
模$ 在干预模型中#以低收入家庭是否使用移动互联网作为被解释变量#一系列会影响低收入家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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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的变量为协变量#进而利用全部低收入家庭样本数据估计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概
率#得到低收入家庭处于不同特征变量时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概率R

'

#分别以25R

'

和25!2

?

R

'

"为结果方
程中处理组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和对照组家庭!未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的权
重#再进行事实行为和样本特征的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的!!"列$ 相关控制变量在经概率模型处
理后#&移动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确实比未使用移
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有更高的收入水平$

!#"控制交互固定效应$ 本文还使用交互固定效应的方法进一步控制学历层面%省份层面%职业层
面随时间变动的共同趋势因素#重新进行模型回归#以降低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4的!#"

列$ &移动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本文&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低收入
家庭的收入水平'的核心结论是可信的$

表4$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控制互联网影响 扩大样本量 1>TMA 控制交互固定效应
!2" !"" !!" !#"

移动互联网使用
%*2L&

!!

!"*24&" %*%;4

!

!2*&32" %*!;%

!!

!"*%"#" %*2#"

!

!2*3#4"

互联网使用 %*"!!!%*2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学历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学历%职业%省份交互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L ; "3" ! ;#L ! ;#L

M

"

%*!!" %*2L; %*!!!

L.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分别以&就业'&创业'&社会关系网络'为中介变量#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

!2"&就业'和&创业'的中介效应$ 表&的!2"!!"列显示#&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就业'和&创业'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显著促进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和创业.!""!#"列显示#

基准模型加入&就业'和&创业'变量后#&移动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绝对值变小#同时
&就业'和&创业'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就业'和&创业'在&移动互联网使用'促进&家庭收入水
平'提升中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部分中介效应#即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和创业的
路径提高其家庭收入$ 进一步的K((GUGDFJ检验结果显示#&就业'的中介效应!2%*;;S"远大于&创业'

的中介效应!!*"!S"$

!""&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效应$ 表&的!L"列显示#&移动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估计
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并未显著改善其社会关系网络.!4"列的回归结果
显示#加入&社会关系网络'变量后#&移动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略微变小#&社会关系网络'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进一步的K((GUGDFJ检验结果显示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S"$ 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是可
以通过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来促进其收入增长的#但在本文样本中#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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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

上述分析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和[#$

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2" !"" !!" !#" !L" !4"

就业 收入 创业 收入 社会关系网络 收入

就业 %*"2L

!!!

!!*4L4"

创业 %*#"4

!!!

!#*2#3"

社会关系网络 %*%#;

!!!

!4*2;4"

移动互联网使用 %*%;#

!!!

%*2##

!!

%*%#"

!!

%*2#"

!!

%*"""

%*2L#

!!

!"*&2;" !2*3;L" !"*!32" !2*34;" !%*3#L" !"*2L&"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 ! ;!" ! ;#L ! ;#L ! ;23 ! ;23

M

"

%*%## %*!!& %*%;" %*!!; %*%"; %*!L%

中介效应!K((GUGDFJ" 2%*;;S !*"!S "*%3S

五&结论与启示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题中之义和本质要求#其核心是在实现社会财富高质量

增长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必须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进而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低收入家庭固有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劣势及其
衍生出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等#严重制约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 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大大
降低了就业创业信息%职业技能%金融服务等的获取成本#并打破了传统社交的时空界限#因而使用移动
互联网能够显著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促进低收入家庭成员就业和创业的实现
及其质量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强其外部资源获取能力和风险承担
水平#从而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 在现实生活中#受制于自身条件#低收入家庭主要通过家
庭成员从事经济生产活动的数量增加及质量提升来实现收入增长#而使用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获取
和技能学习便利%就业创业机会增加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优化等积极效应会显著改善低收入家庭成员的
就业和创业状态#进而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同时#由于创业门槛的限制#低
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来源于家庭成员的就业改善#因而通过就业促进效应实现收入增长成为使
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

本文采用Z@>U"%24年和"%2;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效应#

结果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显著促进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转换模型检验以
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效应显
著#但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增长效应不显著#表明在样本期间#使用移动互联网主要是通过促进就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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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性收入增长"和创业!经营性收入增长"来实现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的.就业%创业和社会关系网络
在使用移动互联网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中均具有部分正向中介效应#其中就业促进的中介作用最
强#创业促进的中介作用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改善的中介作用最弱$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就如何更好地发挥移动互联网的正外部性#进而更有效地促进低收入家庭实现
更快的收入增长提出如下启示-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移动互联网使用
成本#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 本文分析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能显著促进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增长#因而需要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发展对低收入群体的正外部性#让更多的低收入家庭有条件使用移动
互联网$ 另一方面#要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提高低收入家
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目前#低收入家庭不但互联网使用率相对较低#在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上的差距更为明显$ 移动互联网为低收入家庭接入互联网提供了便利#但通过移动互联网工具接入互
联网在信息获取的深度%广度及便利性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因此#应进一步改进和丰富移动互联网的信
息传播方式和内容#并强化信息删选和组合功能#使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得更具针对性的
有效的就业创业信息$ 同时#要强化移动互联网的学习功能#使低收入群体能够更为便利地通过移动互
联网学习所需的职业技能和知识#有效降低低收入家庭成员的职业培训成本$ 此外#还应改善移动互联
网的社交功能#强化不同群体间的社交开放性#为低收入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优化提供更多渠道和
平台$

本文探究了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机制#并提供了经验证据#但由
于数据来源等的限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未来至少还应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一是进一步分析移动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的收入增长效应$ 本文只基于&是否使用'层面进行了使用
移动互联网的增收效应检验#但事实上移动互联网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对低收入家庭经济行为和收入状
况的影响可能更大$ 二是进行不同群体的比较分析$ 移动互联网具有共享性和普惠性#而本文只分析
了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影响#不能说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让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
比其他家庭更快#因而还需要进行不同类型家庭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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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9(̂7CFCG7E7G7H8B_I(-8HI()P Ĥ̂ BHD8.OIHDHN(DH# GIH79C(̂HYD(VGI HNNHCG(NGIH-8H(N̂ (B7)H19GHD9HG79

)(V:79C(̂HNF̂7)7H878 F̂79)_DHN)HCGHP 79 GIH79CDHF8H79 VFYH8F9P (JHDFG79Y79C(̂HBD(-YIGFB(-GB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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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GV(Db

?@?$/:6,)-A2"4*".A%4"*#$$$B(3/:,$'3(+,-<$$$<)'#35,9B-24&#1;2!2!"%"""%#1%2%;12&

'编辑"黄依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敬$告$作$者

在广大作者的大力支持下!本刊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 由于来稿
量快速增长!为使稿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特敬告广大作者'

一%敬请广大作者通过本刊采编系统投稿!若遇网络故障!可通过电子邮件投稿$

投稿网址'IGGJ'55̀B)Gcc.CBJG.C9b7.9HG

投稿邮箱'VH8GN(D- d̂E7J.24!.C(̂

二%敬请广大作者严守学术道德及规范!坚决杜绝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和不必要的损失$

三%本刊不向作者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并于"%2&年起向在本刊发表论文的作者奉送相
应的稿酬和样刊$

四%本刊从未以任何名义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理稿件采编事宜(包括征稿%代发稿
件%收取费用等)!郑重提醒广大作者切勿轻信相关网站信息!以免上当受骗$ 广大作者如发现
有单位或个人盗用0西部论坛1名义从事征稿%收费等不法行为!敬请注意并向本编辑部或执法
机关举报$

本刊举报电话'%"!:4"&43#&3

西部论坛编辑部

#"2

饶育蕾!雷诗妮!陈地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了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