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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
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 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1=和#$#$年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
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
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
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
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
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p,O,<C(79LNX分解结果也
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 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
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关键词#数字经济&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多层线性模型
中图分类号#B#;;$B!$;""文献标志码#U""文章编号#13:;<=1!1&#$#!'$!<$$1%<1:

引用格式#杨德利!周琪6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
模型分析)A*6西部论坛!#$#!!!!#!$%1%<!16

@U*>.N<(7!VW/il76.7I7M,(NO'9'H-! 79L7Z7LJ,(,R7(7M7N8! ,9L MQNj,INL7\\NXN9ON'\H7IX,9Mj'X]NX8% ,9

,9,(-878R,8NL '9 WS+RNMjNN9 \'XH,(,9L 79\'XH,(NHY('-HN9M)A*6EN8MB'XJH! #$#!! !!#!$%1%<!16

一"引言
当前$经济运行方式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变化$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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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宪春等$#$#$"

)1*

& 数字经济推动了新的产业格局和商业模式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迅速崛起$

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消费和就业模式!刘皓琰等$#$1:"

)#*

$实现了对传统要素质量的升级改造$提升了
要素生产效率!丛屹等$#$#$"

)!*

&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数字红利逐渐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层面和领域$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带来了收入增长& 尽管从整体趋势上看$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
应显著存在$但是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却未形成一致结论&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所有
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但其对不同群体的影响程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在不同的地区$对于不同的
群体分类$可能缩小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张勋等$#$12"

);*

$也可能拉大收入差距!蔡跃洲等$#$12"

)%*

&

因此$在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群体收入增长差
异化影响及其机制$进而寻求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关于数字经济影响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国内文献集中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仅有个别文
献涉及区域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及性别收入差距等!文淑惠等$#$###贾甫$#$#!#乔小乐等$

#$#!"

)3<=*

$显然$相对于现实经济中劳动者复杂的群体结构$这是远远不够的& 同时$在关于收入差距的
研究中$近年来针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收入差距的探究较为欠缺& 当前$非正规就业形式极
大地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路径之一& 但是$传统观点认为非正规就业
是正规就业市场挤出的'效率低下的$在同等工作职能下正规就业者将获得更高的收入!B,XRNX$

1222"

)2*

& 在传统就业市场中$教育背景'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本等方面较差的劳动者易被市场挤出变为
非正规就业者#而数字经济创新了商业模式$带来了新岗位$尤其是创造了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岗位$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 那么$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劳动者和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工
资收入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会缩小还是扩大两者的收入差距(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助于深入认
识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红利产生机制与分配格局$进而更有效地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鉴于以上$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数字经济对正规就业群体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工资收入
及其工资差异的影响#同时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探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数字经济的工资
增长效应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多层线性模型!W7NX,XOQ7O,(S79N,X+'LN(79I$WS+"$以农民工为样本进行实
证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的增收红利在
不同就业群体中的作用偏差$不仅深化了对数字经济功效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入认识数字经济对收入差
距的影响#第二$针对农民工的实证研究为数字经济对该特殊群体工资收入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对
其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分类分析则丰富了对农民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研究视角#第三$探讨了认
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在数字经济影响农民工工资收入中的调节效应以及能力差异在数字经济影响工资
差异中的中介效应$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借鉴$也为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有效提高农民工工资收
入'缩小群体收入差距等提供了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6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劳动者工资增长
!1"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
从理论上讲$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劳动者工资由边际生产率决定$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及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的数字经济发展$可推动生产效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报酬!UJM'X

NM,($#$1%"

)1$*

& 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市场通常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不完全竞争状态$此时劳动者的工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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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劳企双方议价能力的影响!?,QJONM,($#$$3"

)11*

$而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其所处的经济环
境和自身特质!谢申祥等$#$12"

)1#*

$即当劳动者所处的就业市场机会较多且劳动者个人能力较强时$劳
动者会拥有较强的工资议价能力$并获得更高较高的劳动报酬& 数字经济的发展则扩大了劳动力市场
的就业岗位规模!韩鑫$#$#!"

)1!*

& 数字经济不仅可以通过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带来就业的增加
!CN88N9$#$12"

)1;*

$而且创造了如网约车'外卖和直播带货等新的商业模式!李晓华$#$12"

)1%*

$产生了新
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而且此类新增就业岗位对技能要求较低'进入门槛宽松!田鸽等$#$##"

)13*

& 同
时$数字技术进步会导致技能偏向$使高技能劳动者通过技能溢价获得更多劳动报酬$并形成一种正向
激励$带动低技能劳动者的学习和培训$从而实现更高的就业水平和就业回报!曹静等$#$1="

)1:*

& 因
此$发展数字经济将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提升劳动者的技术能力$从而增强劳动者的工资议
价能力$并产生普遍的工资增长效应&

!#"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
毋庸置疑$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其个体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个体能力的提高通常会带来劳动

者就业水平和劳动报酬的提升& 本文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将劳动者的个体能力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
知能力$二者均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经济社会表现!WNO]H,9 NM,($#$$3"

)1=*

& 认知能力是个体的计算'读
写和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会显著地影响个体的工资收入& 非认知能力包括个体的生活工作态度'性格
和价值观等$会影响个体的受教育水平'职业选择偏好和技能形成等& 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提
高其教育回报率'经验回报率和生产效率!U(H(J9L NM,($#$11"

)12*

$实现劳动收入的增长#同时$非认知
能力强的劳动者更可能取得企业信任$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更大竞争优势$获得优质和高薪工作的可
能性也随之增加!乐君杰等$#$1:"

)#$*

& 因此$劳动者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提高都有利于其工资收
入的增长&

!!"个体能力对数字经济工资增长效应的调节作用
个体能力不仅对劳动者工资收入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影响其他因素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来

发挥作用& 从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来看$虽然数字经济的发展整体上具有普惠性$但由于数字经济
本质上是基于数字技术进步发展起来的$劳动者个体能力!尤其是数字素养及数字技术水平"的差异会
导致其获取和享受数字红利的差异$进而表现为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对于不同的劳动者存在差异&

具体来看$数字经济对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具有较高要求!陈南旭等$#$##"

)#1*$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劳动
者更容易掌握数字技术$更可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获得技能溢价$实现更多的工资增长& 同时$非认知
能力越强$越可能察觉到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社会经济变化$通过改变就业方向等方式跟上数字经济
发展的脚步!王国敏等$#$#$"

)##*

#具有较高非认知能力的劳动者可以发挥其应变能力强'外向开放等优
势$快速接受和适应数字化社会$接受新职业'新就业模式$寻求新创业机会$从而更容易在数字经济发
展中获得更多更高报酬的就业机会& 因此$相比而言$数字经济发展会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较强的
劳动者产生较大的工资增长效应&

综上所述$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会受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能力!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
力"的影响& 一方面$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体能力的提高均会促进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另一方面$

个体能力的提高可以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 上述主要是从劳动者个体角度进行的分析$而在
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形下$众多的劳动者会在经济实践中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 同一群体的劳动者具有
某些共同的特征$而不同群体的劳动者之间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因而个体差异决定了群体差异$群体
差异则反映了个体差异& 比如$农民工群体的工资收入整体上低于城镇居民$同时其个体能力在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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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低于城镇居民& 因此$针对群体差异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刻地揭示发展规律及影响机制$并具有更强的
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基于此$本文从正规就业群体与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差异角度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6正规就业群体与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工资差异
!1"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
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分类$通常是依据劳动关系的稳定程度$正规就业者的劳动关系稳定'

有劳动合同约束$而非正规就业是指没有劳动合同约束的就业形式!胡鞍钢等$#$$1"

)#!*

& 相关研究发
现$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存在明显的工资差异$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高于非正规就业者& 正规就业
者的小时工资收入约为非正规就业者的1)3%倍!薛进军等$#$1#"

)#;*

$并且该差异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王庆芳等$#$1:"

)#%*

& 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两
个方面%一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市场分割和就业歧视$企业更愿意付出更多成本来聘用有
正规就业经验的劳动者#二是由于正规就业者的人力本往往高于非正规就业者$人力资本配置的正规就
业偏向导致成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逐步扩大!屈小博$#$1#"

)#3*

& 常进雄和王丹枫!#$1$"的
研究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的工资差异有=1)$1c是由人力资本因素'有1=)22c是由市
场因素造成的)#:*

&

!#"数字经济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的影响
从劳动力市场因素来看$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成为劳动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就业信息获取及

企业招聘方式的变革使得劳动者的正规就业经历在招聘过程中更为显性$放大了正规就业市场对非正
规就业者的歧视$从而可能促使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扩大& 从人力资本因素来看$正规就
业者的人力资本要普遍优于非正规就业者$数字技术能力和数字素养也较强$更能适应数字经济带来的
各种变化$并获取更多的数字经济红利$实现更快的劳动报酬增长$从而导致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
工资差异扩大& 此外$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获取便利还可能会加速高人力资本劳动力向正规市场流动$

优质劳动力在正规就业市场的聚集则会进一步促使其工资收入上升& 因此$数字经济极大地改变了劳
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促进了整体就业及就业回报的增加$但该红利更多地被正规就业者获
取$并进一步扩大正规就业群体与非正规就业群体之间的工资差异&

!!"数字经济影响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的能力路径
前文分析表明$个体能力!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差异是劳动者工资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从群体

的角度看则表现为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之间的能力差异导致了其工资差异$因而数字经济发展
可以通过影响两者的能力差异来对其工资差异产生作用& 在传统经济形态下$正规就业者的认知能力
和非认知能力整体上强于非正规就业者$而且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具有职业筛选作用$高能力劳动者获取
正规就业岗位的概率更高!王春超等$#$12"

)#=*

&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信息便利使高能力劳动者更容易
与正规就业岗位相匹配$加速高能力人员向正规市场流动#同时$数字经济也会强化个体能力的自我增
强和持续积累作用$能力较强的正规就业者更容易获取更新'更高阶的能力!李阳等$#$#!"

)#2*

$从而扩
大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之间的能力差异& 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促使高能力劳动者聚集于正
规就业市场$并扩大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之间的能力差异$而数字红利偏向于高能力劳动者聚集
的正规就业市场$从而导致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之间工资差异的扩大$即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通
过扩大正规就业群体与非正规就业群体之间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差异来产生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
资差异的扩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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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假说的提出
根据前文分析$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会形成群体差异$从

正规就业群体与非正规就业群体来看$具体表现为以下态势%总体上看$正规就业群体比非正规就业群
体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等问题$导致正规就
业群体的工资收入高于非正规就业群体#无论是对于正规就业群体还是对于非正规就业群体$地区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个体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增强均能促进劳动者工资增长$且个体能力提高能够
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群体的工资增长促进作用更大$会导致正
规就业群体与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工资差异扩大$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
大,的传导路径&

为对上述理论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Q79,B,H7(-b,9N(TMJL7N8$?BbT"的数据
以农民工为样本进行经验分析& 选择?BbT是因为该数据库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
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能够较好地满足本文分析的数据要求#以农民工为
研究样本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无论是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还是正规就业的
农民工$都是数字经济背景下需要被关注的数字红利边缘群体$而目前对数字经济影响农民工工资收入
的研究十分欠缺$尤其缺乏经验证据#二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农民工的就业形态!正规就业与非
正规就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是农民工大多经历了就业形态的转变$在就业形态转变过程中个体
能力的作用往往会得到充分体现$而个体能力是本文分析的关键变量之一$因而采用农民工样本的实证
分析可能可能会得到相对显著的结果&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正规
就业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促进更大$从而会扩大两者之间的工资差异&

假说#%个体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促进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增长&

假说!%无论是对于正规就业农民工$还是对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数字经
济的工资增长效应都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越强$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工资增
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假说;%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差异在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农民工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中发挥
中介作用$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扩大正规就业农民工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之间的能力差异来
拉大两者之间的工资差异&

三"实证研究设计

16基于多层工资方程的模型构建
本文实证检验的核心内容是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地

区层面的宏观经济变量$而农民工工资收入为个体层面的微观变量$数据存在自然的嵌套结构$即个体
嵌套于各地区之中$这种分层数据结构不符合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所要求的方差齐次'独立分布等前提
假设& 多层模型则可综合分析宏观与微观因素的影响$其将个体因素的影响从群体因素中分离出来$从
而调节数据的聚类性质$使得研究的参数估计更为准确'更能反映数据的实际特征!郭凤鸣等$

#$1!"

)!$*

& 因此$多层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中$其中就包括地区宏观因素!如交易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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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经济环境'对外开放能力等"对个体收入的影响!b(,8H,9 NM,($#$$;#郭凤鸣等$#$1!#王君等$

#$1="

)!$<!#*

& 借鉴相关研究$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来分析地区!省份"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个体工资
收入的影响&

首先$建立截距模型+$$如式!1,"!1R"!1O"所示& 模型+$中不包括任何自变量$通过地区!省份"

层面的随机效应来判断地区因素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是否显著$以明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的必要性&

其中$%代表个体$7代表省份$因变量$%,3089

%7

为个体的工资收入$本文中具体为+农民工工资,$采用省
份7个体%的月工资收入!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式!1,"中的

"

$7

和
$

%7

分别表示截距和随机扰动项!年份
虚拟变量"#式!1R"中的

%

$$

为$%,3089

%7

的总均值$

&

$7

表示地区层面的随机扰动项#式!1O"为组合模型&

$%,3089

%7

^

"

$7

_

$

%7

"

$%

^

%

$$

_

&

$7

$%,3089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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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7

_

$

%7

{ !1,"

!1R"

!1O"

然后$建立加入地区层面宏观变量的主效应模型+1$如式!#,"!#R"!#O"所示& 模型+1的自变量
只包含地区层面的宏观变量$通过变量的估计系数以及地区层面误差项方差的变化方向来考察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 其中$)%:

7

代表地区层面的宏观变量$具体包括衡量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变量+数字经济水平,!)%:

17

"以及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7

"$其他符号的
意义同上& +数字经济水平,采用样本所在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来衡量$参考刘军等!#$#$"'杨慧梅
和江璐!#$#1"的研究)!!<!;*

$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数字用户情况和数字化应用四个维度
构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

$使用熵值法得到各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经
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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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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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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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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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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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进一步加入个体层面的微观变量构建模型+#$如式!!,"!!R"!!O"所示& 模型+#的自变量
包括地区宏观变量和个体微观变量$可以识别个体特征对地区内个体工资水平的影响& 其中$;

%7

代表影
响工资收入的个体特征变量$除+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外$参照郭凤鸣和张世伟!#$1!"'王林辉等
!#$##"的做法)!$*)!%*

$还选取了+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具体测度
方法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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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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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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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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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调节效应检验的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构建模型+!和+;如式!;,"!;R"!;O"和!%,"!%R"!%O"所示$用以考察地区宏观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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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数字基础设施维度包括+光缆密度,+移动电话基站密度,#个指标$数字产业发展维度包括+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占城镇单位从业人数比例,+软件产业收入,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个指
标$数字用户情况维度包括+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密度,+移动互联网用户占比,+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占比,;个指标$数字化应用维度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刻画&



量与个体微观变量的跨层交互作用& 其中$调节变量;

1

和;

#

分别为个体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
力,& 参考杨虹和张柯!#$#1"的方法)!3*

$并根据?BbT的数据特征$从听说读写和记忆能力等角度选取
指标测度样本的+认知能力,$包括是否读书'总阅读量'记忆主要事情'使用普通话和智力水平等#借鉴
程虹和李唐!#$1:"'王春超和张承莎!#$12"的研究)!:*)#=*

$从严谨性!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顺从性!对
自己生活的满意度'急于结束调查的程度"'外向性!人缘有多好'有多幸福"'开放性!互联网作为信息渠
道的重要程度"'情绪稳定性!我感到悲伤难过'我觉得生活无法继续"等维度对样本的+非认知能力,进
行测量& 对上述指标进行方向调整和标准化处理后平均$得到个体的综合+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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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介效应检验的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基于地区层面的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式!3,"!3R"!3O"所

示& 其中$被解释变量! :%,3089" +工资差异,为样本省份两类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参考邓翔和黄志
!#$12"测算行业收入差距的方法)!=*

$采用样本省份+正规就业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
平均月工资之差除以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平均月工资,来衡量& 核心解释变量!)%:

17

"为+数字经济水
平,& 中介变量!:#4

#&7

"有两个$一是+认知能力差异,$二是+非认知能力差异,$具体计算方法为%将全部
样本按+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进行排序并分组$前#%c划为高认知能力!高非认知能力"人员#分
别计算样本省份正规就业样本中和非正规就业样本中的高认知能力!高非认知能力"人员占比$用正规
就业的高认知能力!高非认知能力"人员占比减去非正规就业的高认知能力!高非认知能力"人员占比$

得到各省份的+认知能力差异,!+非认知能力差异,"& 控制变量!;

7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
平差异,!各省份正规就业农民工平均学历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平均学历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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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地区!省份"层面的数据来自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二是农民工个体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BbT"

最新发布的两期!#$1=和#$#$年"

!

$选择其中农业户籍'1=d3$岁'从事非农工作的被调查者为研究样
本$删除有缺失值等无效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1 :#;份$其中#$1=年的样本3 #!!份$#$#$年的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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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选取了最新两期数据$一方面是由于调查问卷内容的调整导致本文所需一些变量在前几期的数据中缺失$另一方
面是考虑到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在#$1:年后更受重视&



本% ;21份& 对于农民工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分类$参考王庆芳和郭金兴!#$1:"'胡翠等!#$12"'

席艳乐等!#$#1"的研究)#%*)!2<;$*

$将在问题+你的这份工作单位或雇主的性质属于(,中选择+政府部门4

党政机关4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商4港澳台企业'民办非企业组织4协会4行会4基金会4村居
委会,或在私企工作且签订了就业合同的样本划分为正规就业$其他的划分为非正规就业!如个体工商
户'在私企工作且未签订就业合同等"$由此$得到正规就业样本3 %=#份$非正规就业样本% 1;#份& 表
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以及受教育水平
均高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

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个体特征变量

变"量 变量说明

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月工资的自然对数
认知能力 认知能力综合指数!$d1$"

非认知能力 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数!$d1$"

性别 男^

1$女^

$

年龄 1=

e

3$岁
健康状况 由不健康到非常健康赋值为1到%

婚姻状况 已婚^

1$未婚^

$

受教育水平 根据学历赋值$$d##

家庭规模 家庭人数

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
均值 最小 最大 均值 最小 最大
=)$%$ 3)3!1 11)1%3 :)=== 3)3;# 1$)2!=

;)2:3 $ 2);%= ;)#21 $ =)33:

:):!= #);:2 1$ :)%:= #)$=! 1$

$)3#1 $ 1 $)3;3 $ 1

!3)311 1= 3$ !=)%$= 1= 3$

!)!;3 1 % !)#2% 1 %

$):$! $ 1 $):=! $ 1

1$);12 1 12 =)1%= 1 12

!)2;2 1 1% ;)1%= 1 1%

地区特征变量
变"量 变量说明

数字经济水平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经济发展水平各省份人均>.b的自然对数

#$1=年 #$#$年
均值 最小 最小 均值 最小 最大
1)$$% $)!# !)!1 1)!# $)%% ;)#:

1)331 1)1; #)3; 1)::# 1)#3 #)==

""注%受教育水平根据学历赋值$文盲或半文盲赋值为1$小学赋值为3$初中赋值为2$高中4中专4技校4职高赋值为
1#$大专赋值为1%$大学本科赋值为13$硕士赋值为12$博士赋值为##&

表#展示了#$1=年部分省份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及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这也符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以正规
就业的农民工为例$上海的小时工资是山西的#)#1倍$地区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工资差异& 从地区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最高的上海$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均最
高$符合预期#但是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最低的甘肃$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处于中游水平$非正规
就业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最低$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可能
存在差异& 再从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来看$工资差异最大的是浙江$而浙江的数字
经济发展指数位于全国前列#甘肃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最低$而工资差异却位于中游& 因此$简单的统
计分析无法直观地判断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差异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做进
一步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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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年部分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小时工资

省份 小时工资4元
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

数字经济
发展指数 省份 小时工资4元

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
数字经济
发展指数

山西 1!)!: 1#)%2 $);3 湖南 12)#% 1:)$= $)%%

辽宁 1;):# 1!)22 $):3 广东 #1)31 1;)=: #)1;

上海 #2)3# #;)1% !)!1 四川 1%):; 1#)$$ $)==

浙江 #:)32 1=)3! 1)%3 贵州 1%)21 1!)=1 $);:

安徽 #$)3; 13)2! $)3% 云南 1!):% 1%)%! $);;

山东 1:):2 1#)22 1)#! 陕西 1:)2; 1#);$ $):%

河南 13)!% 1;)#$ $)3: 甘肃 1%)=1 11)1% $)!%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6多层模型估计
运用模型+$'+1和+1分别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 模型+$的估计

结果显示$农民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工资的总体组内相关系数!0??"分别为$)1$! :和$)$!% !$且
组间方差在1c水平下显著& 当0??q$)$%2时$需要考虑组间效应!?'QN9$12=="

);1*

$即农民工的工资收
入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具有明显的分层结构"& 就业地区的差异确实会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因而
建立多层模型是可行且必要的&

模型+1的分析结果显示$加入了地区层面的变量+数字经济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后$组间方差
大幅下降$表明这两个变量对地区间农民工工资差异有较强的解释作用$应加入模型中& 其中$无论是
在正规就业子样本中还是在非正规就业子样本中$+数字经济水平,对+农民工工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收入& 对比而言$+数字经济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正规就业子样本中是非正规就业子样本的两倍多$且组间系数差异显著!见表;"$这意味着$相比正规
就业农民工$数字经济发展对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
资水平本来就较高$因而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拉大了正规就业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之间的工资
差异& 由此$假说1得到验证

模型+#的回归中进一步加入了个体层面的变量$与+1模型相比$组内方差降低$说明个体特征对
地区内农民工个体的工资差异具有一定解释作用&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其中+认知能力,的系数较大"$表明农民工的能力提升有利于其工资增长$且认知能力提升的工资回报
大于非认知能力& +非认知能力,的组间系数差异显著$即非正规就业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提升的工资增
长效应大于正规就业农民工& 其原因可能在于$非认知能力决定了劳动者的社会融入'社会接触状态$

非正规就业者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使其更需要通过社会接触来拓展就业渠道$因而非认知能力提升对非
正规就业农民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对正规就业农民工的更大& 由此$假说#得到验证&

其他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大多显著且正向& +性别,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非
正规就业子样本中更大$表明劳动力市场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男性农民工有显著的工资优势$

且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群体中这一现象更为严重#从+年龄,和+年龄平方,的估计系数来看$年龄对农民
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呈现倒+i,型趋势$这与职业的生命周期理论相符#+婚姻状况,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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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表明已婚的农民工比未婚的农民工有更高的工资收入#+健康状况,的估计系数在非正规就业子样本
中显著为正$在正规就业子样本中为正但不显著$表明身体健康对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的增进作用更
大#+受教育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正规就业子样本中更大$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工资收
入的重要因素$由于正规就业的学历门槛相对明确且严格$正规就业农民工的教育回报也相对更高#+家
庭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家庭人口越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越低& 上述分析结论基本与
理论预期及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本文的模型分析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表!"多层模型回归及/ST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模型+1 模型+# /ST估计
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

常数项 =)$:1

!!!

:)21!

!!!

:):!!

!!!

:)32#

!!!

%)2#

!!!

3)!#=

!!!

%)=32

!!!

3)1;1

!!!

!1=2)2#" !!##):%" !:=)%=" !1$:)%1" !;$)$#" !;1);%" );3):2* );3);3*

数字经济水平 $)13;

!!!

$)$2#

!!

$)1;;

!!!

$)1$;

!!

$)13#

!!!

$)1$;

!!!

!%)=:" !;)#:" !%)2=" !;)$:" )1=)=%* )2)2;*

经济发展水平 $)$31 $)$%3 $)$%= $)$$%

$)$:2

!!!

$)1#

!!!

!1)$%" !1)!#" !1)13" !$)1$" )!)2%* )%);=*

认知能力 $)$#=

!!!

$)$!3

!!!

$)$!1

!!!

$)$!=

!!!

!3)#1" !:)#$" )3)2$* ):)32*

非认知能力 $)$13

!!

$)$!!

!!!

$)$1#

!

$)$!1

!!!

!#)13" !;)%%" )1):1* );)#3*

性别 $)!!%

!!!

$);$!

!!!

$)!!#

!!!

$)!22

!!!

!#!)!1" !#%)=#" )##)2=* )#%);#*

年龄 $)$3!

!!!

$)$!:

!!!

$)$3#

!!!

$)$!3

!!!

!1$)=2" !3)$=" )1$):3* )3)$$*

年龄平方 e

$)$$1

!!!

e

$)$$1

!!!

e

$)$$1

!!!

e

$)$$1

!!!

!

e

1#):1" !

e

:);%" )

e

1#)%!* )

e

:)!1*

婚姻状况 $)$3;

!!!

$)$3:

!!!

$)$3%

!!!

$)$3=

!!!

!!)$%" !#)=1" )!)$:* )#)=%*

健康状况 $)$$=

$)$#3

!!!

$)$$=

$)$#;

!!!

!1)#;" !!)::" )1)13* )!);%*

受教育水平 $)$!3

!!!

$)$1=

!!!

$)$!3

!!!

$)$1=

!!!

!1:)$#" !:);;" )1:)$;* ):)$3*

家庭规模 e

$)$1;

!!!

e

$)$$3

!

e

$)$13

!!!

e

$)$$3

!

!

e

!)2#" !

e

1)33" )

e

;)%!* )

e

1)33*

年份虚拟变量
!#$#$年^

1"

$)$:$

!!!

$)$!;

!

$)$3;

!!!

$)$#%

$)$%;

!!!

$)$$=

!!)=:" !1)=2" !2!)2=" !1);:" )!)=%* )$)%#*

组间方差
$)$;;

!!!

$)$1#

!!!

$)$1#

!!

$)$$;

!!

$)$$=

!!!

$)$$=

!!

标准误 $)$1! $)$$; $)$$; $)$$# $)$$! $)$$!

组内方差
$)!=#

!!!

$)!;1

!!!

$)!:=

!!!

$)!;$

!!!

$)!$;

!!!

$)#:=

!!!

标准误 $)$$3 $)$$: $)$$: $)$$: $)$$% $)$$3

似然比!Sf" %%3)$% =%)=1 :=)12 2):; 3;)11 ;$);!

b值 $)$$$ $)$$$ $)$$$ $)$$3 $)$$$ $)$$$

样本量 3 %=# % 1;# 3 %=# % 1;# 3 %=# % 1;# 3 %=# % 1;#

f

#

$)#33 $)12;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1$c'%c和1c的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数值为V值$下表同#中括号内数值为M值&

;#

杨德利!周"琪"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也采用/ST估计方法进行了模型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的+/ST估计,部分& 可以发现$+数字经济水平,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且在正规就业子样本中较大$

+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非正规就业子样本中的显著
性和绝对值更大& 总的来说$/ST估计结果与模型+#的分析结果一致$但是系数有所差异$/ST估计中
地区层面变量的回归系数普遍偏大$而个体层面变量的回归系数普遍偏小&

此外$本文还通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计算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前文中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是采用熵值法计算的$参考刘军等!#$#$"的研究)!!*

$采用线性加权法!对一级指标赋予均等权重再分配
给二级指标"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结见表%$与前述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进一步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表;"关键变量的组间系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

变"量 系数差异!+1" 系数差异!+#" 系数差异!+!" 系数差异!+;"

数字经济水平
$)$:#

!!!

)$)$$$* $)$!2

!!

)$)$#1*

$)$;=)$)11;* $)1!$

!

)$)$:3*

认知能力 e

$)$$=)$)1!%*

e

$)$$%)$)!;%*

e

$)$$:)$)1%:*

非认知能力 e

$)$1:

!!

)$)$;;*

e

$)$1:

!!

)$)$;#*

e

$)$$3)$)!3$*

数字经济水平h认知能力 e

$)$$!)$)!##*

数字经济水平h非认知能力 e

$)$1!)$)1;2*

""注%中括号内数值为b值&

表%"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

常数项
%)::2

!!!

!!2);:" 3)#1#

!!!

!;1)$1"

数字经济水平
$)1!2

!!!

!3)!!" $)1$1

!!!

!;)!!"

认知能力
$)$#=

!!!

!3)1!" $)$!%

!!!

!:)1%"

非认知能力
$)$13

!!

!#)13" $)$!!

!!!

!;)%:"

其他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组间方差

$)$$=

!!!

$)$$:

!!

标准误 $)$$! $)$$!

组内方差
$)!$;

!!!

$)#:=

!!!

标准误 $)$$% $)$$3

似然比!Sf" %#)3; !!)1%

b值 $)$$$ $)$$$

样本量 3 %=# % 1;#

#6工资差异的/,p,O,<C(79LNX分解
上文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具有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组间差异$即可能

会拉大正规就业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 进一步使用/,p,O,<C(79LNX分解法来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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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及个体能力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工资差异产生中起到的作用&

/,p,O,<C(79LNX分解可得到工资差异中的可解释部分和不可解释部分%可解释部分是能被变量的数量差
异所解释的部分$为特征差异#不可解释部分为是由就业特征'市场歧视等所导致的工资差异$为系数差
异& 表3的分解结果显示$农民工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总差异显著为正!$)#1!"$说明正规就
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总体上显著高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大约高#!):c"$其中$特征差异!$)1!!$Y

^

$)$$$"占3#);c$系数差异!$)$%!$Y

^

$)$$$"占!:)3c& 可见$特征差异是导致工资差异的主要因素$

但系数差异同样不可忽视& 系数差异是个人特征和地区特征无法解释的部分$反映出可能存在劳动力
市场分割和歧视等问题!比如+同工不同酬,现象"$使得各种因素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两类农民工
工资的影响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两类农民工的工资差异扩大&

根据表3各变量的具体分解项$可以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是造成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
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数字经济水平,的特征差异为$)$#%$说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工资增长
效应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两类农民工之间存在差异$即对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增长有更强的促
进作用$从而会加剧两类农民的工资差异#系数差异为$)$=#$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还可能通过加剧劳动力
市场对非正规就业的歧视来加大两类农民工的工资差异$这是由于数字经济下企业招工方式变化!如互
联网招聘兴起"使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较难获取高薪资的工作$从而扩大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工资
差异& !#"从农民工的个体能力来看$+认知能力,的特征差异显著为正$而系数差异则不显著$说明个体
认知能力是造成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其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影响不大#+非认知能力,的系数
差异显著为负$表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带来的工资差异&

表3"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差异的分解结果
变"量 特征差异 占比 系数差异 占比

数字经济水平
$)$#%

!!!

1=)=$c

$)$=#

!!!

1$#)%$c

经济发展水平
$)$$#

!!!

1)%$c

e

$)$33

e

=#)%$c

认知能力
$)$#;

!!!

1=)$%c

e

$)$##

e

#:)%$c

非认知能力 $)$$# 1)%$c e

$)1;1

!

e

1:3)#%c

性别 e

$)$$=

!!!

e

3)$#c e

$)$;;

!!!

e

%%)$$c

年龄
$)$1=

!!!

1!)%!c

e

$)$32

e

=3)#%c

婚姻状况 e

$)$1;

!!!

e

1$)%!c $)$#; !$)$$c

健康状况 $)$$$# $)1%c

e

$)$%#

e

3%)$$c

受教育水平
$)$=1

!!!

3$)2$c

$)#$#

!!!

#%#)%$c

家庭规模
$)$$!

!!!

#)#3c e

$)$!3

!

e

;%)$$c

总计
$)1!!

!!!

$)$=$

!!!

常数项
$)#$#

!

合计
$)#1!

!!!

!6个体能力对数字经济工资增长效应的调节效应
模型+!和+;的回归结果见表:& +认知能力h数字经济,和+非认知能力h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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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为正$表明个体能力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
农民工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越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工资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强& 由此$假
说!得到验证& 同时$交互项组间系数的差异均不显著!见表;"$说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调节作
用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两类农民工群体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表:"个体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模型+;

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 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
常数项

%)2::

!!!

!!2)%%" 3);$#

!!!

!;$)=;" 3)$:

!!!

!!3)33" 3)%3#

!!!

!!=)!1"

数字经济水平
$)$2=

!!!

!#)=%"

$)$%!1)!%" $)$##!$)!;"

e

$)1$2!

e

1);;"

认知能力
$)$1=

!!

!#);2" $)$##

!!!

!#):=" $)$#=

!!!

!3)#!" $)$!%

!!!

!:)1;"

非认知能力
$)$13

!!

!#)1=" $)$!!

!!!

!;)%1"

e

$)$$!!

e

$)#:" $)$$!!$)#%"

数字经济水平h认知能力
$)$$2

!

!1)=:" $)$1#

!!

!#)$2"

数字经济水平h非认知能力
$)$13

!!

!#)$#" $)$#=

!!!

!!)$1"

其他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组间方差

$)$$=

!!

$)$$=

!!

$)$$=

!!!

$)$$=

!!

标准误 $)$$! $)$$! $)$$! $)$$!

组内方差
$)!$;

!!!

$)#:=

!!!

$)!$;

!!!

$)#:=

!!!

标准误 $)$$% $)$$3 $)$$% $)$$3

似然比!Sf" 3!)2: ;$)2= 3!)=2 ;$)%=

b值 $)$$$ $)$$$ $)$$$ $)$$$

样本量 3 %=# % 1;# 3 %=# % 1;#

;6地区层面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ST估计"见表=$可以发现%!1"+数字经济水平,对+工资差异,的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扩大正规就业农民工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之
间的工资差异$进一步验证了假说1& !#"+数字经济水平,对+认知能力差异,和+认知能力差异,对+工
资差异,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数字经济对两类
农民工的认知能力差异存在双向作用%一方面数字经济的技能偏向将帮助拥有较高认知能力的非正规
就业者进入正规就业市场$进而拉大两群体间的认知能力差异#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以远程教育'在线教
育等多元化学习方式弥补了农村地区的教育基础资源弱势!赵云$#$#!"

);#*

$从而可以缩小两类农民工
的整体认知能力差异#在此情形下$认知能力差异也不再是工资差异产生的原因& !!"+数字经济水平,

对+非认知能力差异,和+非认知能力差异,对+工资差异,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非认知能力差异
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加大正规就业农民工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非认知
能力差异来扩大两者之间的工资差异$假说;得到部分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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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工资差异 认知能力差异 工资差异 非认知能力差异 工资差异

数字经济水平
:)3:%

!!!

)!)1;*

e

$)$1;)

e

$)=$*

:);;;

!!!

)#)23* $)$#;

!!

)#)12* 3);!1

!!

)#)!=*

认知能力差异 e

13)1#2)

e

$)%$*

非认知能力差异
%#)=#!

!

)1)=:*

经济发展水平 ;)1;%)$)3!* $)$13)$);%* ;);1;)$)33* $)$1=)$)=%* !)12)$)%2*

受教育水平差异 #)=%=)$)2=*

$)$3;

!!!

);)$3*

!)=23)1)1;*

e

$)$$1)

e

$)1$* #)211)1)!#*

年份虚拟变量 3)!$$)1)!1*

e

$)$!1)

e

1)1=* %)=13)1)1=*

e

$)$$=)

e

$)%1* 3):!#) 1)%#*

常数项 e

!)#2#)

e

$)!2*

e

$)$31)

e

$)$2*

e

!)!21)

e

$);$* $)$#$)

e

$);%*

e

#)#;3)

e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 %# %# %#

f

#

$)#:= $)#=3 $)#=; $)1=! $)!$$

""注%中括号内数值为M值&

五"结论与启示
数字经济对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经济发展$也改变着劳动者的就业形态和

劳动报酬& 当前$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显著存在$在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仅要
重视数字经济普惠性的收入增长效应$也不能忽视不同群体获取和享受数字红利的差异$以避免收入差
距的持续扩大&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非正规就业形式的蓬勃发展$非正规就业市场的扩大吸纳了大
量劳动力$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有效路径& 然而$在现阶段$由于非正规就业者的人力资本水
平及个体能力!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整体上还低于正规就业者$加上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歧视的
存在$导致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存在工资差异$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个体能力又使正规就业者可
以获取较多的数字红利$这可能进一步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 本文以?BbT#$1=和
?BbT#$#$中的农民工为样本$综合地区!省份"层面的宏观变量和个体层面的微观变量$进行多层线性
模型分析以及/,p,O,<C(79LNX分解$结果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整体上明显高于非正规就业
农民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工工资增长$但该工资增长效应在正规就业农民工群
体中更强#无论是正规就业农民工$还是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个体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提高都显著
正向影响其工资收入$且会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非认知能力差异在数字经济影响正规就业与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差异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扩大正规就业与非
正规就业农民工之间的非认知能力差异来拉大两者的工资差异&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启示%第一$要逐步完善各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
提供良好条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尤其要加快落后地区的数字经济建设$缩小地区
间的数字鸿沟& 第二$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如非正规就业群
体'农民工群体等& 要深化改革劳动收入分配制度$完善非正规就业岗位的福利保障制度#要加快构建
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第三$要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
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差异以及数字经济带来的差异扩大效
应$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两者在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上存在差异$因此要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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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普适化'数字化的培训体系以不断提高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者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尤其应重
视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 地方政府应该担起大任$通过积极的职业教育'政企合作和公益性学习平
台建设等$帮助农民工群体和非正规就业群体快速适应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促进其数字技能
获取和更新$提高其工作获取机会和劳动报酬$进而不断缩小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之间的收入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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