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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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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
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
能力$因而可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将%&#<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U,数据进行匹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该结论在内生性处
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
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在
婚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和已接入互联网的农民工具有更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
作用% 因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并有效缩小城乡间和农村地区
内部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乡村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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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要实施就业

%!



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然而$

目前我国的劳动者就业不仅在整体上有待改善$而且就业质量还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需要加快完善重
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 数量巨大的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受到自身人力资本
和社会资本的制约以及地方就业政策的影响$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普遍低于城镇劳动者!赵建国等$

%&%!"

'#(

& 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M79C,CB7)G]C9-)UOND7-8$?,]U"的调查结果$%&#<年农民工的月均
收入为! 4"3 元$是同期城镇职工收入的<"[$且仅有!% [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杨志海等$

%&%!"

'%(

& 在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既要,提量-也要,增质-$实现农民工的高质量就业不仅关乎农民工
自身的高品质生活$而且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之一
!周丹等$%&%%"

'!(

& 因此$深入研究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各种因素$积极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相关文献从内因和外因两个层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从内因来看$劳动者的个人能力是影响其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例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工作
经验的丰富均能显著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张抗私等$%&%&#刘涛等$%&%#"

'";J(

& 此外$劳动者的
年龄)性别)家庭等因素也会对其就业质量产生影响!任义科等$%&#J#诸萍$%&%#"

'4;:(

& 从外因来看$经
济增长)技术进步)就业政策)对外贸易等众多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提升!刘婧等$

%&#4#王军等$%&#<#李磊等$%&#3#史恩义等$%&%#"

'<;##(

&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快速推进$以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人类
社会迈入数字经济时代& 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对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产生怎
样的影响也受到广泛关注& 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就业环境的持续改善和劳动者就业能力的不断增
强$有助于优化就业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增强劳动保护$为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新的契机!戚聿东
等$%&%&"

'#%(

& 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改变劳动力就业结构$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从而促进劳动者就业
质量的提升!毛宇飞等$%&#3#王文$%&%&#明娟等$%&%!"

'#!;#J(

& 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降低劳动强
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途径助力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郭晴等$%&%%#向秀莉等$%&%!"

'#4;#:(

&

部分学者针对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易莹莹和曹家诚!%&%!"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
工的影响更大'#<(

#彭丽娜等!%&%!"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社会保
障)单位福利及劳动合同签订$但对本地工作年限)职业预期稳定性具有消极影响'#3(

#赵建国等!%&%!"

分析表明$数字化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和客观就业质量$且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受雇农民工的
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王修梅和易法敏!%&%!"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发展通过深化效应)人力资
本提升效应和社会资本拓展效应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且对中西部地区)已婚)青壮年)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大'%#(

#马红梅等!%&%!"分析发现$互联网使
用能够通过提高职业匹配程度)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水平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就业质量较
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强'%%(

#杨志海等!%&%!"则认为$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
稳定性和工作保障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新一代)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及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就
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

得益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得到快速发展& 根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
告!%&%%年"+!MOOF%55LLL/ICI/T(W/I95%&%!;&!5&#5In#4:3!&3:#<"<44#J/MOB"$%&%%年我国农村互联
网普及率为J<*<[$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J*"[& 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推进了农村产业融合和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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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催生了大量新业态$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已成为新时代提高农民福利水平和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那么$数字乡村建设是否有效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2 目前$相关文献考察
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齐文浩等$%&%#")农村消费!赵佳佳等$%&%%")产业发展!陶涛等$%&%%#

斯丽娟等$%&%"")共同富裕!徐政等$%&%%#潘泽江等$%&%!#王邵军$%&%!"等多方面的影响'%";!&(

$但还
没有针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

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通
过匹配%&#<年的?,]U数据和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进行实证检验&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从农民工就业质量角度拓展了数字乡村建设的经济效应研究$并为通过数字
乡村建设来促进农民工就业改善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已有相关文献主要从省域和地级市层面展开实
证分析$本文从县域层面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宏观层面数据的局
限性& 第三$基于数字乡村建设的信息改善效应探讨了其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条路径!拓宽信
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并进一步从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互联网接入J个
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深化了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
的就业改善效应$也为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

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3年J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对
数字乡村有了进一步的阐释$即%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
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可见$数字乡村建设旨在通过应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经济高质量
发展$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农业农村变革$进而实现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能够助力传统产业升级$还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影响& 根据工资议价理论$

当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多的就业机会)劳动者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时$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会因就业选择的
增加而得到提升$从而使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得到提升!张广胜等$%&%!"

'!#(

& 从就业机会来看$数字乡村
建设能够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 一方面$传统农村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导致农村就业岗
位有限$且大多数岗位集中在低技能领域& 而数字乡村建设会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如数字农业)电子
商务)物流配送等!田鸽等$%&%%"

'!%(

$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扩大了就业市场规模$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
务工机会$而且降低了工作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就业的灵活性$有利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 另一方
面$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等途径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陶涛等$%&%%"

'%4(

$创造出更多高质
量)高收入的就业岗位$进而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江永红等$%&#4#齐乐等$%&%!"

'!!;!"(

& 从农民工自
身的人力资本来看$数字乡村建设拓展了农民工的学习渠道& 在线学习打破了传统学习的壁垒$提高了
知识的可获得性及获取便捷性$尤其是打破了仅能通过学历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制约$为农民工提供了
更为便利有效的人力资本提升途径& 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者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能够更好地胜任高
附加值工作$从而有更高的就业质量& 在线技术咨询)远程培训以及各种教育服务平台有助于提升农民
工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技术操作能力!王胜等$%&%#"

'!J(

$在提高农民工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增强了农民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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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进而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据此$本文提出待检验的假说Q#%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信息改善路径
前文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增加了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机会$拓展了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的渠

道$从而有利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改善& 但是$要将高质量就业机会转化为高质量就业实现$还需要农
民工自身的努力与信息条件的改善& 同时$信息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中之
重&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调查$%&#<.%&%&年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从!![提高到!:*3[&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信息化发展大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的信息条件$有效促进了农村居民的
信息获取和知识扩散!薛成等$%&%&"

'!4(

$为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有鉴于此$本文主
要从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信息改善角度来探讨其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具体路径&

信息渠道的相对狭窄导致农民工在就业选择中面临较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阻碍了其就业质
量的提升!齐秀琳等$%&%!"

'!:(

& 在传统社会中$求职者主要通过传统人际关系网络来搜寻职位信息$信
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不透明性$且相比城镇劳动者$农民工存在显著的信息劣势& 农民工在求职过程
中通常对社会关系!亲戚)朋友"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种求职方式虽然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具有低效
性的特征!朱明宝等$%&#:"

'!<(

& 数字乡村建设则有效拓宽了农民工的信息渠道& 随着乡村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互联网普及度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可以方便地使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搜寻& 相比
于其他信息搜寻渠道$互联网具有速度快)精准度高)成本低等优点$能够帮助农民工更快地找到合适的
工作岗位& 互联网的信息传递效应打破了传统信息传递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并大大降低了农民工
与雇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助于农民工迅速获取有效的就业信息$不仅降低了农民工就业的交
易成本)提高了农民工的求职效率!李晓钟等$%&%%"

'!3(

$而且增强了农民工的求职底气)提高了农民工
的议价能力& 因此$数字乡村建设拓宽了农民工的信息渠道$尤其是互联网的使用有效缓解了农民工的
信息劣势$促使农民工能够更好地把握高质量就业机会$从而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互联网的使用不仅方便了农民工的工作搜寻$而且有助于农民工快速提升自身人力资本$从而提高
人岗匹配度& 人岗匹配理论认为$当工作岗位所需与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相匹配时$劳动者会有较高
的工作满意度和就业质量! (̂EO-98-9$%&%#"

'"&(

& 因此$提高人岗匹配度是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数字乡村建设使农民工能够通过互联网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丰富的教育和培训资源$农民工可以根据岗
位需求进行相关的学习和培训$在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同时提高个人能力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程度$

从而实现高质量就业!戚聿东等$%&%&"

'#%(

& 同时$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了社会分工和新业态发展$高质量
就业岗位不断涌现$信息条件的改善也会促使农民工适时根据自身能力的变化进行转岗就业$从而在提
高人岗匹配度的同时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此外$信息条件的改善还有助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增加&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在就业
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增加对其就业质量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邓睿$%&%&"

'"#(

& 相
比城镇劳动者$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较为薄弱$互联网的使用不仅扩展了农民工的知识和信息来源$而且
扩大了农民工的社交范围$可以显著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有效使用是建
立在社会信任的基础上的$社会信任是一种新型社会资本!胡伦等$%&#4"

'"%(

& 数字乡村建设致力于缩
小各种机会不平等$会增强民众对社会公平的感知$提高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进而提升民众的社
会信任水平!赵佳佳等$%&%!"

'"!(

& 因此$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信息条件改善为农民工积累更多的社会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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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提供了便利$同时数字乡村建设也会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促使农民工更加积极地加强社会
网络联系$从而积累丰富的社会资本$并在就业过程中有效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最终实现就业质
量的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拓宽了农民工的信息渠道$互联网的使用有助于农民工获得更
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有利于农民工通过快速提升人力资本来提高人岗匹配度$同时也促进了农民工社
会资本增长$并通过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更有效地发挥社会资
本在就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进而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据此$本文提出待检验的假说Q%%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拓宽农民工信息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岗匹
配)增强农民工社会信任!条路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三"实证检验方法设计

#/基准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为考察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系$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AB$%C

$D

_

!

`

"

#

9$8$%ABnE@EAB

D

`

"

(

$D

`

E;8$F:

`

&

$D

其中$下标$和D分别代表农民工个体和县域$被解释变量!?@AB$%C

$D

",就业质量-为%&#<年户籍在D

县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核心解释变量!9$8$%ABnE@EAB

D

",数字乡村指数-为%&#<年D县的数字乡村发展
水平$控制变量!(

$D

"包括个人)家庭和地区!个层面的3个指标$

&

$D

表示随机误差项& 同时$为了控制地
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带来的影响$借鉴秦芳等!%&%%"的方法'""(

$在模型中加入区域!东)中)西部地区"虚
拟变量!E;8$F:"& 此外$考虑到地区内个体相关性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在模型回归中将标准误聚类
到村级层面&

对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的度量$本文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进行综合评价& 一些学者采用工资收
入)工作时长)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等客观性指标来衡量就业质量!邓睿$%&%&#P9i-E-OC)/$%&&!"

'"#('"J(

#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劳动者对工作的主观感受也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苏丽锋等$%&#J#李中建
等$%&#:"

'"4;":(

& 本文参考丁述磊和刘翠花!%&%%"的研究方法'"<(

$从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构建就业质量
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测算就业质量综合指数& 由于选取指标的计量单位
有所不同$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将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此外$本文还采用熵权法重新计算就业质
量综合指数$用于稳健性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指数-的数据直接来自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研究报告+$该指数包括乡村基础设施)乡村经济)乡村生活)乡村治理"个维
度$可以较好地反映数字乡村发展水平&

借鉴毛宇飞等!%&#3")罗恩立和方丹丹!%&%&"的研究'#!('"3(

$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个人层面的控制变
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 !男性_

#$女性_

&"),婚姻状态- !在婚_

#$非在婚_

&"),健康程
度-!不健康_

#$一般_

%$比较健康_

!$很健康_

"$非常健康_

J"),学历-!文盲5半文盲5未上过学_

&$

小学_

4$初中_

3$高中5中专5技校5职高_

#%$大专_

#J$大学本科_

#4$硕士_

#3$博士_

%%"$家庭层面
的控制变量为,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口总数"$县域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县域\0]

的自然对数值"),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0]比重"),财政支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
\0]之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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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就业质量评价指标

维度指标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属性

客观指标

就业收益

工作环境

权益保障

劳动收入
晋升情况
工作场所
工作时长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住房公积金
加入工会情况
劳动合同签订

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
晋升_

#$未晋升_

&

户外工作_

#$运输工具内或车间工作_

%$办公室或家里工作_

!

周工作时长的自然对数值

参与5加入5签订_

#$否则_

&

`

`

`

a

`

`

`

`

`

`

`

`

主观指标就业感受
工作满意度
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

根据满意程度由低到高取值#oJ

根据自评得分由低到高取值#oJ

`

`

`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个体和家庭特征数据来自?,]U %&#<数据库& ?,]U是由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的大型社会调研项目$样本涉及%J个省份)#4%个县!区)市"$问卷
内容涵盖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包括就业)教育)健康)社会参与)家庭经济等方面具体信息$能够
为本文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来自*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年"研究报告+$该报
告包含# <<&个县或县级市的数字乡村指数& !!"县域特征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
%&#3"+& 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将样本年龄限制为#<o4"岁$只保留户籍为农村户口
且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并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匹配得到# 4#"个样本观测值& 表%为主要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样本的整体就业质量来看$,就业质量-的平均值为&*"!3)中位数为&*!::$说明
大多数样本就业质量低于平均水平#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来看$,数字乡村指数-最大值为&*<!&)最小值
为&*%%4$表明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乡村建设存在较大差异&

表%$主要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就业质量 # 4#" &*"!3 &*%#& & &*!:: #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指数 # 4#" &*J4# &*#%# &*%%4 &*J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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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控制变量

年龄 # 4#" !3*%#3 ##*#%! #< !< 4"

年龄平方 # 4#" # 44#*:J3 3&"*#:% !%" # """ " &34

性别 # 4#" &*JJJ &*"3: & # #

婚姻状态 # 4#" &*<!J &*!:# & # #

健康程度 # 4#" !*#3# #*&4# # ! J

学历 # 4#" ##*3%# "*&&3 & #% #3

家庭人口规模 # 4#" "*#:% #*3&< # " #"

经济发展水平 # 4#" #"*!:4 #*#!< ##*!:! #"*J"# #:*"JJ

产业结构 # 4#" &*#:3 &*##! &*&#& &*#4# &*J%%

财政支出 # 4#" &*%43 &*%"" &*&!" &*#3J #*:%3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基准模型回归与内生性处理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数字乡村指数-对,就业质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乡村发

展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
质量$假说Q#得到支持& 然而$基准模型的回归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一方
面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也可能会促进
数字乡村建设$从而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对此$本文借鉴张勋等!%&%#"的做法'J&(

$采用县域距离杭
州市的球面距离作为,数字乡村指数-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UZU"回归以缓解内生性问
题$第二阶段的检验结果见表"的]C9-)P&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数字乡村指数-的
估计系数在#[水平上显著为负!

a

&*&:<"$表明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显著相关$满足相关性条件#第
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指数-的估计系数在#[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ECTT;0(9C)D @C)D ,

统计值为"%*43"$远远超过#&[的临界值$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弱识别问题& 可见$在缓解内生性问题
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验证了假说Q#&

表!$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

数字乡村指数
&*#%%

!!!

!&*&"!" &*#4&

!!

!&*&:%" &*#4J

!!

!&*&:&"

年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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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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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平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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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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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J!&*&&3" &*&&J!&*&&<"

婚姻状态
&*&"<

!!!

!&*&#J" &*&J&

!!!

!&*&#J"

健康程度
&*&##

!!

!&*&&"" &*&#&

!!

!&*&&""

学历
&*&#J

!!!

!&*&&#" &*&#J

!!!

!&*&&#"

家庭人口规模 a

&*&&3

!!!

!&*&&!"

a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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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

!!!

!&*&#&" &*&"<

!!!

!&*&##"

县域产业结构
&*#4&

!!

!&*&<&" &*#<3

!!

!&*&<#"

县域财政支出
&*#!J

!!!

!&*&"#" &*##4

!!

!&*&"J"

地区!中部地区" &*&&!!&*&#""

地区!西部地区"

&*&"&

!!

!&*&#:"

常数项
&*!:&

!!!

!&*&%J"

a

&*J!J

!!!

!&*#:%"

a

&*4&:

!!!

!&*#::"

样本量 # 4#" # 4#" # 4#"

d

%

&*&&J &*%J< &*%3&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J[和#[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级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
误$下表同&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模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

!#"更换被解释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得到$采用熵
值法重新测算,就业质量-后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的]C9-)Y&

!%"剔除特殊城市样本& 一是考虑到阿里集团参与了数字乡村指数的编制$剔除杭州市的样本后重
新进行模型检验#二是考虑到直辖市与其他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较大差异$剔除直辖市的样本后
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剔除特殊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的]C9-)?&

!!"更换估计模型& 本文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的取值在&o#之间$可能在左右两侧存在截尾现
象$因而采用f(.7O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的]C9-)0&

!""截尾回归& 考虑到,数字乡村指数-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异过大$为避免极端值的干扰$对,数字
乡村指数-进行J[分位和3J[分位的截尾处理后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的]C9-)A&

!J"样本优化& 劳动者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其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只保留青壮年
样本!%JoJJ岁")删除极端学历样本!文盲和硕士)博士"两种方式来提升样本质量$样本优化后的回归
结果见表"的]C9-),&

表"$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C9-)P%工具变量法 ]C9-)Y%更换被解释变量 ]C9-)?%删除特殊城市样本
第二阶段 就业质量!熵值法" 剔除杭州市样本 剔除直辖市样本

数字乡村指数
&*"3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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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4:

!!

!&*&:&" &*#J<

!!

!&*&:#"

常数项 a

&*J%%

!!!

!&*#3&"

a

#*&"#

!!!

!&*%J%"

a

&*4&J

!!!

!&*#:<"

a

&*J<J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4#" # 4#" # 4&< # J34

,统计值 "%*43"

d

%

&*%:J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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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C9-)0%更换估计模型 ]C9-)A%截尾回归 ]C9-),%样本优化
f(.7O模型 核心解释变量J[截尾 限制样本年龄 限制样本学历

数字乡村指数
&*#4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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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J"

常数项 a

&*4&:

!!!

!&*#:4"

a

&*""<

!!!

!&*#:%"

a

&*JJ:

!!!

!&*%##"

a

&*4#J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4#" # J"! # !:% # J%%

d

%

&*%3! &*!&: &*%:"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数字乡村指数-对,就业质量-的估计系数至少在J[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此外$本文还通过安慰剂检验来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借
鉴吴育辉等!%&%#"的做法'J#(

$随机生成虚拟的,伪数字乡村指数-$将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
归$重复J&&次的检验结果如图#所示& ,伪数字乡村指数-的估计系数在&值附近呈正态分布$且偏离
本文基准模型的估计值!竖虚线"$这说明基准模型得到的样本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是由其他偶然
因素导致的可能性极小$再次支持了本文,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核心结论&

图#$安慰剂检验结果

!/影响路径检验
本文通过考察,数字乡村指数-对机制变量的影响和机制变量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来检验数字乡村

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信息改善路径$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

$D

_

!

`

#

#

9$8$%ABnE@EAB

D

`

#

(

$D

`

E;8$F:

`

&

$D

?@AB$%C

$D

_

!

`

'

#

*

$D

`

'

(

$D

`

E;8$F:

`

&

$D

其中$*

$D

为机制变量!中介变量"&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选取以下!个机制变量%一是
,互联网渠道-$借鉴陈瑛等!%&%#"的研究思路'J%(

$采用?,]U问卷中,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
度-这一题项的回答作为反映农民工信息渠道拓宽的代理变量$农民工认为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
程度越高$说明其越愿意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搜寻$即其信息渠道得以拓宽& 二是,人岗匹配程度-$根
据?,]U问卷中,胜任工作的教育程度-与样本的学历是否匹配进行赋值$若回答与样本自身学历一致
赋值为#$否则赋值为&& 三是,社会信任水平-$借鉴胡伦等!%&#4"的做法'"%(

$采用?,]U问卷中,您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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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表征样本的社会信任水平&

影响路径检验结果见表J& ,数字乡村指数-对,互联网渠道-,人岗匹配程度-,社会信任水平-的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拓宽了农民工的信息渠道$并提高了农民工的人岗匹配程度和
社会信任水平#,互联网渠道-,人岗匹配程度- ,社会信任水平-对,就业质量-的估计系数也均显著为
正$表明农民工信息渠道的拓宽)人岗匹配程度和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 因
此$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
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本文提出的假说Q%得到验证&

表J$影响路径检验结果

变$量 拓宽信息渠道 促进人岗匹配 增强社会信任
互联网渠道 就业质量 人岗匹配程度 就业质量 社会信任水平 就业质量

数字乡村指数 &*""4

!

!&*#%&"

&*#33

!

!&*&J&"

#*"&4

!!

!&*4<<"

信息渠道 &*&!&

!!!

!&*&&%"

人岗匹配程度 &*&:!

!!

!&*&##"

社会信任 &*&&<

!!!

!&*&&%"

常数项 %*<<"

!#*#"""

a

&*:!%

!&*!"3"

&*4<4

!&*!%#"

&*#<!

!&*&4<"

a

%*%&!

!#*:#3"

a

&*4%3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4#" # 4#" # "4& # "4& # 4#" # 4#"

d

%

&*%<! &*!#4 &*&": &*%<! &*&4! &*%3%

五"进一步的研究#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的农民工在自身素质)家庭条件以及信息环境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数字乡村建设对其产

生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会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对此$本文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是性别异质性& 在传统家庭分工中$女性往往要更多承担家务劳动$因此在社会资本以及就业方
面处于弱势地位& 数字乡村建设会缩小这种就业性别差异$例如$电商等线上平台能够突破就业的时间
和空间限制$有助于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务$从而提高女性的就业意愿和就业质量& 将样本划分为
,男性-和,女性-两组$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4的]C9-)P& ,数字乡村指数-的估计系数在,男性-

组为正但不显著$而在,女性-组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二是年龄异质性& 一般来讲$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对新兴事物的接受及掌握程度更高$因此更有
可能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受益$可以更好地利用数字乡村建设的信息改善效应来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将样本划分为,中青年-!#4o"J岁"和,老年-!"J岁及以上"两组$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4的]C9-)

Y& ,数字乡村指数-的估计系数在,中青年-组显著为正$而在,老年-组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数字乡村建
设对中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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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婚姻状态异质性& 相比于未婚农民工$已婚农民工面临更大的家庭压力$更会努力提升自身能
力并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因而会更有效地利用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各种契机提高自己的就业质量&

将样本划分为,在婚-和,非在婚-两组$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4的]C9-)?& ,数字乡村指数-的估计
系数在,在婚-组显著为正$而在,非在婚-组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在婚农民工就业质量的
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四是受教育程度异质性&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可以更快地掌握新兴的数字技术$在就业市场
上也更有竞争力$因而数字乡村建设更有利于其找到合适的工作并提高其就业质量& 将样本分为,学历
较高-!本科及以上"和,学历较低-两组$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4的]C9-)0& ,数字乡村指数-的估
计系数在,学历较高-组显著为正$而在,学历较低-组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受教育程度较
高的农民工具有更为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

五是互联网接入异质性&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数字鸿沟现象不容忽视& 不同的人群因自身
或环境的原因而具有不同的,数字化-程度$因而能够获取和享受的数字红利也有所不同& 数字乡村建
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也会因数字鸿沟的存在而表现出异质性& 对此$本文从互联网接入的角度
进行分析& 借鉴粟勤和韩庆媛!%&%#"的方法'J!(

$根据?,]U问卷中,您是否使用移动设备$比如手机)平
板上网2-和,您是否使用电脑上网2-两个题项进行分组$两个问题只要有一个回答为,是-的样本归为
,接入互联网-组$两个问题都回答为,否-的样本归为,未接入互联网-组$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4

的]C9-)A& ,数字乡村指数-的估计系数在,接入互联网-组显著为正$而在,未接入互联网-组为正但
不显著$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接入互联网的农民工具有更为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

表4$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C9-)P%性别异质性 ]C9-)Y%年龄异质性 ]C9-)?%婚姻状态异质性
男性 女性 中青年 老年 在婚 非在婚

数字乡村指数 &*&4#

!&*&3<"

&*%3:

!!!

!&*&:!"

&*#:3

!!

!&*&<%"

&*&:!

!&*##%"

&*#J:

!!

!&*&:4"

&*#<#

!&*#!4"

常数项 a

&*":3

!!

!&*%!""

a

&*:::

!!!

!&*#<<"

a

&*J!<

!!!

!&*#33"

a

#*##"

!!!

!&*%<!"

a

&*J3<

!!!

!&*%&%"

a

&*!!:

!&*!J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4 :#< # &:< J!4 # !"< %44

d

%

&*%:< &*!!" &*%3" &*!%& &*!&J &*%4&

变$量 ]C9-)0%受教育程度异质性 ]C9-)A%互联网接入异质性
学历较高 学历较低 接入互联网 未使用互联网

数字乡村指数 &*!#3

!!!

!&*#&%"

&*&:J

!&*&<:"

&*#"J

!

!&*&<&"

&*##J

!&*#&#"

常数项 a

&*&<!

!&*%3%"

a

&*J3#

!!!

!&*%&:"

a

&*44#

!!!

!&*%#&"

a

&*JJ4

!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 # #3& # %%: %<:

d

%

&*!:: &*#4J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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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快速推进$以新兴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为加快农村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实施了数字乡村战略& 数字
乡村建设不仅可以通过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为农民工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而且能够通过
信息化发展拓宽农民工的信息来源和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
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进而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本文将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

年?,]U数据相匹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
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信息改善路径$结果发现%!#"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进了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提高通过互
联网建设拓宽了农民工的信息渠道$并提高了农民工的人岗匹配程度和社会信任水平$表明数字乡村建
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径来提高农民
工的就业质量& !!"相比男性农民工)非在婚农民工)老年农民工)学历较低的农民工和未接入互联网的
农民工$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在婚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和已接入互联网的
农民工具有更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启示%第一$进一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并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
应$尤其应加快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网络普及率和信息化水平& 相比城市$农村地
区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努力缩小和消除城乡数字鸿
沟& 要通过高质量的信息化建设保障农村居民能及时获取所需的就业信息$消除农民工就业的信息壁
垒$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第二$加大就业培训力度$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岗匹配程度&

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工参加相关培训$进而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产业发
展$从而增加其高质量就业机会& 例如$积极推广普及技术教育和培训$包括建设学习中心)提供线上和
线下课程等$有效促进现代技术在农业生产)农村企业管理和服务业中的应用& 第三$充分利用互联网
平台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 数字乡村建设将不同居民通过网络连接起来$不仅强化了以血缘为
基础的,强关系-$同时也建立起了以友缘为基础的,弱关系-& 利用由互联网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民
工可以更充分地获取就业信息$从而提高就业质量& 第四$精准因地施策$缩小农村地区内部的数字鸿
沟$实现数字乡村协调发展& 由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一些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较为滞后$同
一地区的不同人群之间也存在数字鸿沟& 因此$政府在推动乡村建设时$应充分挖掘各地区的优势$提
供相应的激励和支持$促使各地区)各群体都能够共享数字化红利$进而通过数字乡村的平衡发展推动
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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