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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互联网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个体使用互联网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群体上
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普及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小效应# 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J>/K'$%2"年($%24年($%2;年三期的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社区&村庄'平均家庭收
入和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内使用互联网家庭的占比提高不仅能显著提升平均家庭
收入水平"而且会显著降低家庭收入基尼系数"验证了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当普及程度小于
%*"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具有随着互联网使用率提高由正转负的趋势'"

当普及程度大于%*"后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使用普及可以通
过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劳动力技能等群体改善效应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因此"应当加快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着重提高弱势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推
动互联网与农村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功效"有效促进农村居民
的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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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存在并受到广泛关注$总体来看$随着绝对贫

困的消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各类惠农政策的推广$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 然而$

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持续扩大$其中农村的基
尼系数大于城市的基尼系数!罗楚亮$$%$%"

(2)

$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整体上还没有出现趋势性缩小!谢
玲红等$$%$$"

($)

' 因此$在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应着力解决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问题'

而从已有文献来看$专门针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研究还比较匮乏$相关经验分析更是少见$仅有少量
文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张敬石等$$%22#苏静等$$%2$#李顺毅$$%2!"%政策及政府干预!张建等$

$%2&#陈思等$$%$$"%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陈跃等$$%2&"%教育及技术进步!张东辉等$$%%&#曲直等$

$%2"#邱玲玲等$$%2&"%要素流动及市场化改革!姚洪心等$$%%3#徐志刚等$$%2&"%农户生计多样化及
兼业!王晶等$$%$2#牛文浩等$$%$$"%三产融合!郭皓等$$%$!"%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网络!张博等$

$%$!"等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2&)

' 可见$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现阶段$应更加重视并处理好农
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全面细致深入地探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各种影响因素及
其影响机制'

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互联网的应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作为数字经济重
要的基础设施和运行载体$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革$并对居民收入和
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 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居民就业创业等产生的增收效应得到普遍认同$而数字
鸿沟的存在使得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数字技术应用门槛的存在$数字素
养和技能偏低的劳动者可能受到排斥而不能或较少享有数字红利$从而陷入多维相对贫困!?HDA(F)- DT

B)$$%2;"

(2;)

$而且这一数字鸿沟可能转化为家庭教育投资和代际发展的不平等!杨钋等$$%2&"

(23)

' 比
如$数字能力较强的劳动者会更多地使用互联网并更好地从互联网使用中获取利益$包括带来更多的收
入增长' 从相关文献对互联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互联网的使用和普及扩大了城
乡收入差距!贺娅萍等$$%23#徐圣翔等$$%$!"

($%:$2)

$或者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N+型趋势!程名望
等$$%23#罗超平等$$%$2"

($$:$!)

' 那么$互联网的使用和普及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又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 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

鉴于上述$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采用*中国
劳动力动态调查+!JQ79B>BY(E:W(EHD/C9BA7H8K-ESDC$J>/K"$%2"%$%24和$%2;年三期的调查数据$基于
村级层面从群体角度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的普及对村庄内部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从群体角度研究互联网使用的家庭收入效应$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
发展的经济效应和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二$已有相关研究大多采用农民个体调查数据和宏
观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本文以农村社区!村庄"为研究单位$从中观层面的群体视角探究家庭!农户"互联
网使用率提高对村庄内部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丰富了互联网发展影响农村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经
验证据#第三$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ZK["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发挥收入差距缩小作用的普及程
度门槛$有助于深入认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第四$提出并验证了互联网使用普及
通过群体改善效应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基于数字技术应用的数字经济发展会同时产生*数字红利+和*数字鸿沟+两种效果!华中昱等$

$

于乐荣!张亮华!廖阳欣"普及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



$%$$"

($")

' 一方面$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特质为经济系统中所有经济主体获取和享有*数字红
利+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数字素养%数字技能以及数据技术和设施可及性的显著不同又导致不同经济
主体获取和享有的*数字红利+差异巨大$从而形成*数字鸿沟+'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重要的技术和设施
支撑$互联网具有促进信息流通%降低交易成本等积极功效$所有经济主体都能从其发展中获益#同时$

受互联网技术学习应用能力及接纳使用意愿的影响$不同主体在互联网发展中的获益能力和水平也具
有明显差异' 因此$单从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来看$个体使用互联网会促进其收入增长$从而也会一
定程度促进其所在群体的平均收入增长#而从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来看$无法从互联网使用的
个体增收效应中得出明确的结论$需要基于群体的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所以$本文主要探讨农村
社区的互联网使用普及程度!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在群体中的占比"对其收入差距的影响'

2.互联网使用普及的群体增收效应
在国内外相关文献中$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已得到大部分经验分析的证实' 具体到互联网使用

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促进农民!农户"的生产经营成本降低%决策优化和
效率提升$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使用互联网有利于打破信息流通的壁垒%提高信息流通效率!陈一
明$$%$2"

($\)

$可以有效降低农户的信息搜寻成本$也有助于农户作出最优市场决策!?]DE$$%22"

($4)

$并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B]B8(9DDTB)$$%2"#陈昕等$$%$!"

($&:$;)

' 第二$促进农民的非农就
业和创业$提高非农收入水平' 使用互联网能够减少农民工找工作的成本和待业时间!L(-9TB79$

$%%\"

($3)

$并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成功概率!何勤英等$$%$$"

(!%)

#同时$互联网基础条件的完善还可
以激发农民的创业意愿%提升农民的创业绩效!周洋等$$%2&"

(!2)

' 第三$催化农村新业态%新理念%新模
式的诞生$进而促进农村财富积累和农民收入增长' 比如$以农村电商为代表的新兴业态发展$能够显
著促进农户的农业收入增长!曾亿武等$$%2;"

(!$)

'

总体而言$农村群体中的个体使用互联网会产生个体增收效应$而群体中互联网使用的普及则会产
生群体增收效应$即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会随着互联网使用的普及而提高' 这是因为$个体收入的增加
会带动群体平均收入的增加$而且互联网使用的普及促进了更多个体的收入增长$从而可以进一步提高
平均收入水平'

$.互联网使用普及对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关于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针对城乡收入差距$而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

注较少' 一方面$互联网使用具有普惠性!19H)-87SD9D88"$农民!农户"个体使用互联网会促进其自身的
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也具有排斥性!/7F7TB)@RH)-87(9"$不使用或较少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从
互联网发展中的获益较少' 对于农村居民来讲$使用互联网所需的知识和技术门槛会在一定程度排斥
部分居民$部分居民也可能因互联网所带来的孤立感和心理分隔而对互联网产生排斥心理!ZBSD̂1DT

B)$$%2&"

(!!)

$这种双向排斥使得互联网使用难以从一开始就覆盖群体内的所有个体!尤其是农村低收入
个体"' 当一个农村社区中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很少时$由于较早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往往也是收入较高的
个体$此时互联网使用的个体增收效应可能导致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随着使用互联网个体的增
加$越来越多的个体通过使用互联网实现了收入增长$这会有效抑制此前少数个体使用互联网导致的收
入差距扩大$而互联网使用在群体中的进一步普及则可能产生促进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

然而$互联网使用的普及并非缩小收入差距的充分条件$互联网的亲贫性!ZE(:U(SDETC"才是互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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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 互联网使用普及影响群体收入差距的方向取决于不同个体使用互联网的获
益比较$若互联网使用对较低收入者具有更强的增收效应$则是互联网使用的普及有助于收入差距的缩
小$相反$若互联网使用对较高收入者具有更强的增收效应$则是互联网使用的普及将扩大收入差距'

从理论上讲$互联网的亲贫性决定了互联网使用的普及有助于群体内收入差距的缩小' 第一$互联网的
边际使用成本较低$有助于低收入者以普惠性的低成本方式从中获益$这在地理位置偏远%信息流通不
畅%交通基础设施薄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地区更为明显!胡伦等$$%23"

(!")

' 第二$互联网具有开
放性$有助于缓解低收入群体原有的信息约束!=-UTBDTB)$$%$$"

(!\)

$从而增加其就业信息获取能力$并
以低成本或者免费的方式提高其技术水平以及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 第三$互联网拓展社会关系网络
的作用对低收入者更为明显$更大幅度的社会资本增加则会为低收入者带来更显著的收入增长!饶育蕾
等$$%$$"

(!4)

' 可见$互联网使用的普及不仅仅是*数字鸿沟+缩小的表现$而且可以有效弱化低收入者
在收入增长方面原有的相对劣势$为低收入者带来比高收入者更快的收入增长$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
距'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使用普及对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不仅仅来自互联网使用的个体增
收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对低收入者的增收效应更显著"$而且还源自*普及+产生的群体改善效应$即互联
网使用的普及会改善群体特征及其发展环境$进而对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不仅改善了农村的劳动力市场$还促进了农村新业态的形成和发展$

尤其是一些准入门槛较低的新兴行业和岗位为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提供了全新的和多样化的选择$有
利于形成农民共同增收的乡村发展局面!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智库课题组$$%$$"

(!&)

' 农村产业发展
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互联网使用的普及会推动农村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曾世宏等$$%23"

(!;)

$

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扩大则有助于农民更多地从事非农就业或创业$并有效增强互联网使用对低技
术劳动力的增收效应!马述忠等$$%$$"

(!3)

' 同时$劳动者自身技能的提升是其收入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劳动技能提升是其实现就业转换和收入增长的重要路径!潘丹$$%2""

("%)

' 互联网使
用的普及拓展了农村劳动者的技能学习渠道$并大大降低了技能学习成本$从而提升农村劳动者的整体
人力资本水平$并对低收入劳动者具有更显著的技能提升作用' 此外$农村劳动者整体技能水平的提高
还可以改善农村发展环境$促进本地产业发展$从而带动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 因此$互联网使用的普
及可以通过促进农村服务业发展%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等群体改善效应来进一步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差
距的缩小'

!.研究假说的提出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不仅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平均收入的提高$而且

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在互联网使用普及程度很低时互联网使用可能会扩大农村内部收入差
距$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需要在达到一定普及程度后才能显现#互联网使用
普及可以通过促进农村服务业发展%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等群体改善效应来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
缩小' 下文将进一步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不同于已有相关文献的经验分析大多采用宏观统计数据或农
民个体层面数据$本文采用村庄层面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好处在于&村庄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空间单
元$村庄内的个体之间更具共性$这有助于在控制共同特征的影响$也能够更好地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

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决定了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能够以*可视化+方式为农民所感知$缩小村庄内部
收入差距有助于农村居民对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观感知' 同时$考虑到家庭收入水平比个人收入水平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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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决定居民的消费和福利水平以及主观幸福感$不同于现有文献在分析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时大多以农
民为个体单元$本文以农户!家庭"为个体单元$用村庄内的家庭收入分配状况来刻画农村内部收入差
距$相应的$用村庄内的家庭互联网使用情况来刻画农村互联网使用普及程度' 据此$提出以下待检验
的研究假说&

P2&互联网使用普及!村庄内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占比提高"会促进村庄的平均家庭收入增长'

P$&互联网使用普及有助于缩小村庄内的家庭收入差距'

P!&互联网使用普及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缩小村庄内的家庭收入差距'

P"&互联网使用普及会促进村庄的服务业发展和劳动力技能提升$服务业发展和劳动力技能提升对
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比高收入家庭更强$从而有助于家庭收入差距缩小'

三"实证分析设计

2.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年%$%24年和$%2;年开展的*中国

劳动力动态调查+!JQ79B>BY(E:W(EHD/C9BA7H8K-ESDC$J>/K"' 该调查运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
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在国内率先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开展问卷调查$通过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
建立反映劳动力动态的综合性数据库$包含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追踪和横截面数据'

J>/K调查的内容包括人力资本特征%家庭收入结构和村庄经济社会情况等$这为本文从村庄层面上考
察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基础数据'

对比以往混合截面数据处理方式$本文的研究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根据J>/K数据库中的个体%

家庭和村庄编码$将个人%家庭数据与村庄数据相匹配$通过加总或平均等处理方式获得村庄!社区"层
面较为完整的数据集#第二$根据城市识别码和村庄编码$将地级市数据与行政村数据相匹配$构造适合
工具变量法的数据样本' 在剔除缺失值后$获得涵盖全国$3个省区市!不包括海南%西藏和港澳台地
区"2&;个地级市的2 244个社区样本#根据社区问卷$将社区委员会为*村民委员会+的社区划归农村样
本$社区委员会为*居民委员会+的社区划归城市样本$最终得到43$个农村社区样本!$%2"年%$%24年%

$%2;年分别为$$\%$!\%$!$个"$为便于表述下文将农村社区样本称为*村庄+'

$.模型设定
!2"基准模型
为检验村庄的互联网使用普及情况对该村庄农户平均家庭收入的影响$设定基准模型!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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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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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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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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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

" *平均家庭收入+为村庄#被调查家庭的平均总收入$核心解释变量
!#"*'+"'*

#

"*互联网使用率+为村庄#中使用互联网的样本家庭数占被调查家庭总数的比例$,

#

为一系列
控制变量!具体指标和测算方法见表2"$

"

-

为地区固定效应$

#

*

为时间!年份"固定效应$

#

#*-

为随机扰
动项'

为检验互联网使用普及程度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构建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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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

#

"*家庭收入差距+为村庄#被调查家庭年收入的基尼系数$其余变量含义同
式!2"'

!$"广义ZK[分析
由于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率+是基于被调查家庭进行计算的$取值存在一定比例的%值和近

似%值$可能产生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即真实的互联网使用率可能大于%' 对此$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
配模型!=D9DEB)7̂DI ZE(UD987TCKH(ED[BTHQ79F$=ZK["来进行*反事实+分析' =ZK[方法假设在控制协
变量,的条件下$*互联网使用率+的取值与*家庭收入差距+相互独立$不仅能够较好地解决可能存在
的估计偏误问题$而且可以在每一个处理水平上评估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揭示在不
同的互联网使用普及程度下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

广义ZK[分析包含三个步骤' 第一步$根据协变量,估算出处理强度的广义倾向得分/$并得到处
理变量条件概率密度+&+!*$0"

`

1

2a,

!*a0"$/

`

+!2a," '

第二步$由于=ZK[匹配的效果取决于满足平衡条件的程度!

$同时样本中存在%值!不满足正态分
布假定"$本文采用LEBHT7(9B)>(F7T模型修正密度函数$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进而构建被解释变
量3的条件期望模型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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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将平均处理强度2替换为处理变量*$将倾向得分值/替换为得分值估计函数+!*$,"$可以
得到反应函数

%

#

和处理效应如式!""!\"所示!其中5为样本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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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改善效应缩小收入差距的机制检验
为检验假说P"$首先分析互联网使用普及对机制变量!村庄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技能水平"

的影响$构建计量模型如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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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6'$78"#9&

#

为机制变量$有两个&一是*服务业发展+$采用村庄的2"e4\岁劳动力中从事服务
业人员比重来衡量!数据来自村级问卷"#二是*劳动力技能+$采用获得资格证书的家庭数占被调查家庭
总数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自个人问卷"'

然后$分别分析机制变量对村庄内中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影
响$从而检验其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构建计量模型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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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

#

"有两个&一是*中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参照周应恒和杨宗之!$%$2"的
做法("2)

$采用村庄中所有家庭收入的$\分位点对应的收入水平来衡量#二是*中高收入家庭平均收
入+$采用村庄中所有家庭收入的&\分位点对应的收入水平来衡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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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衡条件即在控制+!2$,"一致时事件-2

`

*/与协变量,独立$满足平衡条件可以保证倾向得分值/一致时处理强
度与潜在结果独立$以此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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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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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有偏的处理强度'



!.变量选择
!2"被解释变量*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收入差距+' *平均家庭收入+为样本村庄被调查家庭总收

入的平均值$家庭总收入通过各项收入明细加总$$%2!年%$%2\年%$%2&年!农村样本家庭的平均总收入
分别为!; 4\;元%"2 !";元%"; \!"元' 为避免极端值影响$对家庭总收入进行上下2f的缩尾处理后再
取自然对数值' *家庭收入差距+采用样本村庄被调查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越大则村
庄的内部收入差距越大' 一般认为%*"是衡量收入差距的*警戒线+$若基尼系数低于%*$则表明村庄
内部的收入分配高度均匀' 在全部城市和农村样本中$基尼系数高于%*"的占\$*"2f#其中$基尼系数
高于%*"的村庄占农村样本总数的42*33f!"$3个村庄"$而在城市样本中这一比例为"!*;;f$可见农
村的内部收入差距问题相较于城市更为突出'

!$"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率+' 本文不单纯计算移动智能设备的覆盖率$而是以家庭是否使用
手机%电脑等设备浏览和使用互联网作为家庭是否使用互联网的依据$通过计算村庄内使用互联网的样
本家庭户数占被调查户数的比例$得到样本村庄的家庭互联网使用率$以此来反映农村的互联网使用普
及程度' $%2!年%$%2\年%$%2&年城市样本的平均*互联网使用率+为44*3"f%&$*!&f%;$*"\f$而农
村样本的平均*互联网使用率+为!%*%$f%\2*22f%4%*2"f$表明农村的互联网发展相对滞后但增速较
快'

!!"控制变量' 考虑到村级层面研究的特殊性$借鉴陈飞和刘宣宣!$%$2"的研究("$)

$从人力资本特
征%生产生活特征和地理特征!个维度选取控制变量!详见表2"$同时控制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 因被
解释变量!基尼系数"在%e2之间变化$数值较小$借鉴李琴等!$%23"的做法("!)

$对部分数值差异较大
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其中存在较多零值或近似零值的变量!村组统一经营收入%距离县城的距离等"

采取加2后取自然对数的方式进行处理'

主要变量的计算方法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43$个农村社区样本'

变量 变量名 测度方法 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平均家庭收入村庄样本家庭的平均总收入!元$取自然对数" 2%*\%& %*\"% ;*34$ 2$*!;&

家庭收入差距村庄样本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 %*"42 %*%32 %*2;4 %*&;4

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率使用互联网的样本家庭占被调查家庭的比例 %*"&! %*$4! %*%%% 2*%%%

人力资本特征

受教育水平被调查者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取自然对数" 2*34$ %*$2& 2*$;2 $*&\$

健康水平 被调查者自评健康水平的平均值!非常不健康`

%$

比较不健康`

2$一般`

$$健康`

!$非常健康`

""

$*\"2 %*!;; 2*"&4 !*;$3

干部水平 书记5主任的最高受教育年限!加2取自然对数" $*"!\ %*$44 %*%%% $*3""

村主任年龄村委会主任年龄!取自然对数" !*;&" %*2&& !*%32 "*$";

外出人口 村庄外出人口人数5实际居住总人数 %*2&2 %*$\% %*%%% $*%23

家庭人口规模村庄实际居住总人数5总户数 !*;;4 2*4!3 2*;%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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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变量 变量名 测度方法 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生产生活特征

医保参保率村庄被调查者的医保参保率 %*;;4 %*22$ %*$;4 2*%%%

居民熟悉度被调查者对身边的人熟悉度均值!非常不熟悉`

%$

比较不熟悉`

2$一般`

$$熟悉`

!$非常熟悉`

""

!*%$2 %*!$3 2*\&2 !*;32

银行机构 村内是否设有银行机构的虚拟变量!有`

2$无`

%" %*243 %*!&\ % 2

低保户比例村庄的低保户占比 %*%3; %*2%2 %*%%% %*\;;

技术培训 村庄是否组织生产技术培训!是`

2$否`

%" %*4!$ %*";! % 2

统一经营收入村组统一经营的年收入!万元$加2取自然对数" %*4\\ 2*"4$ %*%%% &*;$"

合作社覆盖率村庄中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比例!f" %*%;2 %*$!" %*%%% 2*%%%

地理特征
自然灾害 去年是否发生自然灾害!是`

2$否`

%" %*!\" %*"&3 % 2

到县城距离距离县城的距离!千米$加2取自然对数" $*;3& %*3&; %*%2% \*&%2

地形条件 虚拟变量$平原`

2$丘陵`

$$山区`

! 2*3&\ %*;\2 2 !

机制变量 服务业发展村庄2"e4\岁劳动力中从事服务业的人员比重 %*2%4 %*24! % %*3%%

劳动力技能获得资格证书的样本家庭数占被调查家庭数的比重 %*%;& %*22\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2.基准模型分析
采用43$个农村社区样本$运用基准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 *互联网使用率+对*平均家庭

收入+的估计系数在2f的水平上为显著正$而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在2f的水平上为显著负'

上述结果表明$村庄互联网使用普及程度的提高不仅具有普惠性的群体增收效应!促进了村庄的平均家
庭收入水平提高"$而且有助于缩小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降低村庄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 由此$假说
P2和P$得到验证'

表$#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平均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差距

互联网使用率 2*%%"

!!!

%*4";

!!!

%*\"2

!!!

%*\"4

!!!

%*\4"

!!!

d

%*2%$

!!!

d

%*%3$

!!!

d

%*%;&

!!!

d

%*%3!

!!!

d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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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教育水平 %*4%\

!!!

%*"23

!!!

%*"%!

!!!

%*!";

!!!

d

%*%2$

d

%*%%3

d

%*%%\ %*%%\

!%*%3\" !%*2%%" !%*2%2" !%*2%2" !%*%23" !%*%$%" !%*%$2" !%*%$2"

健康水平 %*!2"

!!!

%*$"!

!!!

%*$!;

!!!

%*$%%

!!!

d

%*%2$

d

%*%2!

d

%*%22

d

%*%%\

!%*%""" !%*%"\" !%*%"\" !%*%"4" !%*%%3" !%*%%3" !%*%%3" !%*%%3"

干部水平 %*$%2

!!!

%*2&!

!!!

%*2&;

!!!

%*24\

!!

%*%%& %*%%\ %*%%2

d

%*%2;

!%*%4"" !%*%4"" !%*%4&" !%*%44" !%*%2$" !%*%2$" !%*%2!" !%*%2!"

村主任年龄 d

%*%!4

d

%*%!"

d

%*%!"

d

%*%\%

d

%*%$&

d

%*%!% d

%*%!2

!

d

%*%!\

!

!%*%34" !%*%3$" !%*%3$" !%*%32" !%*%23" !%*%23" !%*%23" !%*%23"

外出人口 d

%*%;"

d

%*%!"

d

%*%$; %*%%&

%*%!2

!!

%*%!!

!!

%*%!!

!!

%*%!4

!!!

!%*%&\" !%*%4&" !%*%43" !%*%43" !%*%2"" !%*%2""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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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平均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差距

家庭人口规模 d

%*%%! %*%%" %*%%! %*%%$

d

%*%%$

d

%*%%$

d

%*%%2 %*%%%

!%*%%3" !%*%%3" !%*%%3" !%*%%3" !%*%%$" !%*%%$" !%*%%$" !%*%%$"

医保参保率 d

%*$%2

d

%*23$

d

%*%4\

d

%*%2%

d

%*%23

d

%*%!;

!%*2\\" !%*2\4" !%*2\\" !%*%!2" !%*%!2" !%*%!2"

居民熟悉度 d

%*2%;

!

d

%*2%$

!

d

%*2$$

!!

%*%2\ %*%2\ %*%%4

!%*%\&" !%*%\&" !%*%\4" !%*%2$" !%*%2$" !%*%22"

银行机构 %*2$4

!!!

%*2$&

!!!

%*2$!

!!!

%*%%; %*%%4 %*%%"

!%*%"\" !%*%"\" !%*%"\" !%*%2%" !%*%2%" !%*%2%"

低保户比例 d

2*%;3

!!!

d

2*%44

!!!

d

%*;&%

!!!

%*%%$

d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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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培训 %*%%\ %*%2% %*%23 %*%2%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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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经营收入 %*%!4

!!!

%*%!4

!!!

%*%$;

!!

d

%*%%2

d

%*%%2 %*%%%

!%*%22" !%*%22" !%*%22" !%*%%$" !%*%%$" !%*%%$"

合作社覆盖率 %*%$3 %*%!! %*2%%

d

%*%2$

d

%*%2"

d

%*%2"

!%*%4$" !%*%42" !%*%4"" !%*%2"" !%*%2"" !%*%2""

自然灾害 %*%$4

d

%*%%$

d

%*%2!

!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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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县城距离 d

%*%2;

d

%*%2! %*%%2 %*%%$

!%*%24" !%*%24" !%*%%"" !%*%%""

地形条件 未控制未控制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未控制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5年份固定
效应 未控制未控制未控制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未控制未控制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

!!!

&*;34

!!!

3*%&!

!!!

3*22%

!!!

3*"\"

!!!

%*\%3

!!!

%*4"4

!!!

%*42\

!!!

%*4$4

!!!

%*432

!!!

!%*%!&" !%*"\"" !%*";\" !%*"3$" !%*\%;" !%*%%4" !%*%;&" !%*%33" !%*2%$" !%*2%%"

g

$

%*$!3 %*!&4 %*""! %*""" %*"4! %*%;& %*2%\ %*22! %*2$! %*2;%

观测值 43$ 43$ 43$ 432 432 43$ 43$ 43$ 432 432

##注&

!

%

!!

%

!!!分别表示在2%f%\f%2f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聚焦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

靠性$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2"替换被解释变量' 基尼系数是测度收入差距的常用方法$但其
对中等收入的数据较为敏感$因此采用泰尔指数和广义熵指数重新计算*家庭收入差距+变量$并分别进
行模型检验'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的成本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互联网发展水平$采用村
庄被调查家庭年度网费金额的平均值!元$取自然对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平均上网费用+"$替代*互
联网使用率+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调整样本范围' 在基准模型分析中$通过社区委员会为*村民委员
会+来确定农村样本$考虑到城郊村等特殊村庄类型$根据社区问卷的*社区类型+为*农村+和*乡镇+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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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农村样本!调整后的样本量略有减少"$用新的农村样本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上述稳健性分析结果
见表!$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率+和*平均上网费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的核心结
论*互联网使用普及有利于缩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调整样本范围

家庭收入差距
!泰尔指数"

家庭收入差距
!广义熵指数"

家庭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

家庭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

互联网使用率 d

%*$%;

!!!

!%*%!3"

d

%*%32

!!!

!%*%!""

d

%*2!;

!!!

!%*%$%"

平均上网费用 d

%*%%!

!!

!%*%%$"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

!%*$%3" 2*24"

!!!

!%*$$"" %*"&!

!!!

!%*%4%" %*4&%

!!!

!%*2$%"

g

$

%*2%; %*2!" %*%;4 %*$&"

观测值 432 432 4&; 4"$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均来源于家庭匹配数据$为缓解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导致
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 工具变量应是外生的%影响内生变量!*互联网使用
率+"$同时又与被解释变量!*家庭收入差距+"和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变量$由于村庄的指标数据难以
避免内生性问题$故寻求县级以上层面的变量$而J>/K匹配县级编码存在偏差和较多的样本遗漏$故选
用地级市层面的变量指标!每个地级市涵盖的样本村庄平均个数仅为!*;3"' 考虑到移动智能设备对农
民的可及性较强$农民更可能通过移动智能设备上网$因而选用样本村庄所在地级市的户均移动电话数
!本地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5年末总户数"作为*互联网使用率+的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的检
验结果见表"'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工具变量!1'"通过了2f的显著性检验$且L值大于经验值2%$

表明工具变量有效#第二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拟合的*互联网使用率+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负$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互联网使用普及有利于缩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变量
$%2"年和$%24年的样本 全样本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互联网使用率 家庭收入差距 互联网使用率 家庭收入差距

互联网使用率!拟合" d

%*24%

!!

!%*%&4"

d

%*$%$

!!

!%*%;""

工具变量!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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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

!%*!!&" %*&24

!!!

!%*2!!" %*"\!

!

!%*$&"" %*&!;

!!!

!%*22$"

g

$

%*"24 %*2;3 %*"!" %*24"

第一阶段L值 2;*&\& $\*&$%

观测值 "\4 "\4 4!4 4!4

##注&由于$%2;年的部分样本村庄无法匹配到对应的地级市$进行分样本检验以验证结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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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ZK[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互联网使用率变动影响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趋势和特征$结合变量的数据取值特点$

使用广义ZK[进一步分析' 在多次反复验证的基础上$最终选择控制变量中的*受教育水平+*健康水
平+*家庭人口规模+*干部水平+*村主任年龄+*居民熟悉度+*统一经营收入+*合作社覆盖率+;个变
量作为协变量进行样本匹配' 根据LEBHT7(9B)>(F7T模型所估计的广义倾向得分调整匹配样本$再进行平
衡性检验$结果见表\' 根据*互联网使用率+的分位点分布$并借鉴彭继权!$%$2"的做法("")

$选取
%*2\%%*";和%*;\作为临界点$将样本分为"组$然后检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在"个子区间的
各匹配变量条件均值差异&*受教育水平+在!%*2\$%*";)和!%*;\$2)区间内显著$*健康水平+在!%*2\$

%*";)区间内显著$*居民熟悉度+在!%*2\$%*";)和!%*;\$2)区间内显著$其他变量在各区间的平均偏
差双尾T检验均不显著$表明各匹配变量在经过匹配后不与处理变量*互联网使用率+相关$总体匹配结
果也显示不存在系统偏差!2f水平上显著"$匹配结果满足平衡性假定'

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及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LEBHT7(9B)>(F7T

系数
平均偏差

(%$ %*2\) !%*2\$ %*";) !%*";$ %*;\) !%*;\$ 2)

受教育水平
%*3\%

!!!

!%*2$$"

d

%*%23!%*2%;"

%*%""

!!!

!%*%22"

d

%*%2%!%*%22" d

%*%!$

!

!%*%2;"

健康水平
%*22&

!

!%*%&"

%*%%;!%*%!3"

%*%!&

!

!%*%$%"

d

%*%2;!%*%$2"

d

%*%"!!%*%!\"

家庭人口规模
%*%";

!!!

!%*%2""

d

%*%"\!%*2;%" %*%&&!%*%;;" %*%$4!%*;&3"

d

%*244!%*2$;"

干部水平 d

%*2&\

!

!%*%3&"

d

%*%%2!%*%$4" %*%$$!%*%2"

d

%*%%\!%*%2%"

d

%*%"4!%*%$\"

村主任年龄 d

%*$\4

!

!%*2!4"

%*%$\!%*%2;" %*%%%!%*%%3"

d

%*%%\!%*%2%"

d

%*%%&!%*%24"

居民熟悉度 d

%*$2&

!!!

!%*%&""

%*%$;!%*%!"" d

%*%"%

!!

!%*%2&"

d

%*%$\!%*%2;"

%*2$$

!!!

!%*%$;"

统一经营收入
%*%"\

!!!

!%*%2&"

%*$"$!%*244" %*%!$!%*%&;"

d

%*%$"!%*%&""

d

%*2"!!%*2%\"

合作社覆盖率 %*2\2!%*2%!"

d

%*%%"!%*%$4"

d

%*%24!%*%2$" %*%%$!%*%2$"

d

%*%%\!%*%23"

##注&似然函数采用̂值$平衡检验采用T值'

根据细分的处理变量!*互联网使用率+"水平以及对应的广义倾向得分值$计算结果变量!*家庭收
入差距+"在不同处理水平上的期望值及边际变化$估计结果见表4' 可以发现$处理效应随着*互联网
使用率+的提高而呈现负向上升趋势' 当处理水平!*互联网使用率+"低于%*"时$处理效应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但呈现由正!逐渐减小"转负!绝对值逐渐增大"的变化趋势#当处理水平在%*"时$处理效应
在\f水平上显著为负$此后处理效应一直在2f水平上显著为负' 进一步根据式!!"!""!\"的计算结
果绘制剂量响应函数图和处理效应函数图!如图2所示"' 图2中实线表示的是*互联网使用率+与*家
庭收入差距+的函数关系$通过自举法!<((T8TEBU"重复\%%次得到' 从处理效应函数图来看$实线一直向
右下方倾斜$其纵轴跨越了%值!纵轴%值所对应的*互联网使用率+在%*$%e%*$\之间"$即互联网使
用率提高对村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由正向转负向$呈现出先扩大家庭收入差距而后缩小家庭收
入差距的趋势' 可见$互联网使用率的提高对村庄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抑制作用$即互联网使用普及有助
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但只有当互联网使用率较高时!处理水平高于%*""才会呈现出较明显的负向
抑制作用$假说P!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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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广义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处理水平 处理效应 标准误 处理水平 处理效应 标准误
%*%\ %*%%2 4\ %*%%\ ;3 %*\\ d

%*%%& ;\

!!!

%*%%2 \&

%*2% %*%%2 !% %*%%" 4" %*4% d

%*%%3 \"

!!!

%*%%2 \\

%*2\ %*%%% ;$ %*%%! \; %*4\ d

%*%22 !\

!!!

%*%%2 4$

%*$% %*%%% $% %*%%$ &$ %*&% d

%*%2! !%

!!!

%*%%2 3%

%*$\

d

%*%%% \\ %*%%$ %4 %*&\ d

%*%2\ !3

!!!

%*%%$ "2

%*!%

d

%*%%2 "! %*%%2 44 %*;% d

%*%2& 42

!!!

%*%%! 24

%*!\

d

%*%%$ "\ %*%%2 "3 %*;\ d

%*%23 3\

!!!

%*%%" 2%

%*"% d

%*%%! 4%

!!

%*%%2 \% %*3% d

%*%$$ ""

!!!

%*%%\ $$

%*"\ d

%*%%" ;;

!!!

%*%%2 \% %*3\ d

%*%2; ;\

!!!

%*%%\ %%

%*\% d

%*%%$ 4\

!!!

%*%%2 %2 2*%% d

%*%$& ;2

!!!

%*%%& 3\

##注&本表仅列出部分步长值时的处理水平和处理效应'

#

图2#剂量响应函数和处理效应函数示意图

".群体改善效应缩小收入差距的机制检验
表&的!2"!$"列为模型!4"的回归结果$*互联网使用率+对*服务业发展+和*劳动力技能+的估计

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使用的普及能够显著促进村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技能的提升' !!"

!""!\"!4"列为模型!&"的回归结果&*服务业发展+对*中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平均
收入+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对*中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绝对值均更大$表明
村庄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同时促进中低收入家庭和中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但对中低收入家
庭的增收效应更为显著#*劳动力技能+对*中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对*中高收
入家庭平均收入+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村庄劳动力技能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中低收入家庭的
收入增长$而对中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可见$村庄的服务业发展和劳动力技能提升对
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高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因而互联网使用普及可以通
过促进村庄服务业发展和劳动力技能提升来缩小村庄内部的家庭收入差距' 至此$假说P"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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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2" !$" !!" !"" !\" !4"

服务业发展 劳动力技能中低收入家庭
平均收入

中高收入家庭
平均收入

中低收入家庭
平均收入

中高收入家庭
平均收入

互联网使用率 %*%\\

!!

%*%\3

!!!

%*32&

!!!

%*4$3

!!!

%*&$2

!!!

%*424

!!!

!%*%$;" !%*%23" !%*22\" !%*%;\" !%*%3&" !%*%&\"

服务业发展 %*!;$

!!!

%*$\!

!!

!%*2"$" !%*22%"

劳动力技能 %*!4!

!!

%*$!2

!%*2;\" !%*2"$"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2! %*%4$

;*23$

!!!

2%*%!&

!!!

;*$4"

!!!

3*;\&

!!!

!%*2%$" !%*%4&" !%*!3%" !%*!!$" !%*!3%" !%*!!%"

g

$

%*24\ %*%32 %*"!; %*"$; %*"%; %*!3&

观测值 432 432 432 432 432 432

五"结论与启示
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重点解决好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为农村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在有效提升农村居民平均收入
水平的同时$也为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动能' 个体使用互联网能够有效促进其收
入增长$互联网的普惠性使互联网使用的普及具有显著的群体增收效应$互联网的亲贫性使互联网使用
的普及具有显著的收入差距缩小效应$而互联网的排斥性则导致互联网使用的收入差距缩小效应存在
互联网普及程度的门槛' 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J>/K"$%2"年%$%24年%$%2;年三期数据的实证
分析发现&!2"农村社区!村庄"中互联网使用的普及!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占比提高"不仅具有显著的群
体增收效应!促进村庄内平均家庭收入的提高"$而且具有显著的收入差距减小效应!促进村庄内家庭收
入基尼系数的降低"$表明互联网既具有普惠性$又具有亲贫性' !$"当互联网使用率小于%*"时$互联
网使用对村庄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但具有随着互联网使用率的提高由正转负的趋势#当互联网
使用率大于%*"后$互联网使用对村庄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互联网使用需要普及到
一定程度后才能发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 !!"互联网使用的普及能够显著促进村庄的服务
业发展和劳动力技能提升$而服务业发展和劳动力技能提升对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
互联网使用普及可以通过群体改善效应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小'

互联网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目前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数字红利+仍处在扩散阶段$应进一
步加强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推动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深度
发展$进而更有效地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 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
出以下启示&第一$积极推进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提高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充分发挥互联网
的普惠性功效' 重点面向地理位置偏远%信息基础条件相对薄弱的村庄$深入推进*互联网c农村+行动$

提升发展滞后地区农村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水平$弱化互联网排斥性的负面影响' 第二$着重提升弱
势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亲贫性功效' 在普及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同时$积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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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和互联网使用能力$尤其要让低收入%低技能%弱发展能力的劳动者和家庭有条
件并有意愿使用互联网' 第三$大力推动互联网与农村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充分利用互联网使用普及
带来的各种积极效应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加快农村电商%农文旅融合等新业态发展$以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和壮大农村的数字化发展能力'

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数字技术发展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有助于
进一步通过促进农村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来有效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局
限$比如&仅考察了互联网*接入+农村家庭的影响$未深入探究互联网使用深度和应用场景差异对收入
差距的影响#囿于数据限制$未能在更长的时间区间探究互联网使用普及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未进行异
质性分析$影响机制分析也有待深化#等等' 未来仍需要利用更多更有效的相关数据开展更为深入细致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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