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双月刊

总第２５６期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

No．１,２０２３
Bimonthly

SerialNo．２５６

电子商务与乡村经济韧性

———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经验证据

何珮珺１　谭　词２

(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在外部不利因素频发和内部新旧动能转换的双重冲击背景下,提升乡村经济韧性已成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利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县域数据,本文采用多期双重

差分法检验“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实施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示范县政策的实施可以

显著提升乡村经济韧性,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替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通过促进产业集聚和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的方式提升乡村经济韧性.异质性分

析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在贫困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的实施效果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电子商务与乡

村经济韧性的相关研究,为乡村经济韧性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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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

增收、农村稳定安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我国乡村依然面临着劳动力

缺失、城乡差距扩大、乡村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对乡村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造

成了严重冲击,导致乡村经济抵御外界风险与挑战的韧性明显不足[１][２].乡村经济韧性具备应对冲

击并稳定乡村发展的属性,对促进乡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提升乡村经济

韧性以应对外界冲击、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和增强乡村自我发展能力,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
自２０１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以来,国家

围绕重构农村经济产业链、建设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完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等目标,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全方位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打造农村经济新业态.２０２２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加大

对农村电商的部署,以“数商兴农”“快递进村”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三大工程为基础,扩大农

村电子商务覆盖面.由此可见,农村电商已成为促进乡村产业升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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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实现的新引擎.在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中,“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因其颁布

时间早,实施力度大,成为我国普及程度最大的数字乡村建设政策[３].２０１４年７月,财政部与商务部

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通知»,决定在５６个示范县开展首批电子商务建设工

作.根据政策的规定,每个示范县可获得２０００万元左右的中央财政和地方配套财政资金,重点支持

示范县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推动农村商贸流通企业转型

升级等,以提升农村电商综合应用水平,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
进乡村振兴.截至２０１８年,国家共支持１０１０个示范县,资金投入约２０２亿元,其中国家级贫困县

５１２个,投入资金约１０２．４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经济在推动产业发展、强化经济韧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４].数字乡村

将信息技术和乡村发展深度融合,能够实现乡村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从而提升乡村发展韧性,应对社

会风险挑战[５].农村电商作为数字赋能农业的平台,在重构农村产业链、缩短农业供应链、畅通供需

信息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乡村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而“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
策作为普及程度最广的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是否能通过促进农村电商发展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从而

提升乡村抵御不确定冲击的能力? 若是,那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一方

面有助于厘清农村电商与乡村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拓展电子商务促进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具有一

定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评估农村电商政策的实施效果、指导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以及促进乡

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尝试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

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各县域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考察农村电商

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韧性”这一概念来源于工程学、灾害学等自然学科,随着学者将其在经济领域推广,“韧性”又被

赋予新的含义,即经济系统遭受外部冲击时快速回归之前增长路径的能力[６].近年来,经济韧性被广

泛应用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如何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提出了一系列解决

办法:(１)丰富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城市产业结构能抵御风险,提高城市受冲击之后的调整能力[７][８];
(２)提升创新能力,创新因素有利于对经济波动进行适应性调整,对于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也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９];(３)完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越完善,越能化解外部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韧性[１０];(４)普及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创新创业活跃度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等途径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１１].相比之下,
关于中国乡村经济韧性的研究比较少.张冬玲等基于农村家庭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

究发现,农业保险可以显著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１２].一些学者以我国乡镇地区为样本对乡村经济

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例如李玉恒等利用河北省景县和阳原县的行政村问卷调查数据,将两县

的乡村经济韧性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乡村产业的投入有利于乡村经济韧性

提升[１].李晋等以四川省凉山州卢家营盘村为样本进行分析,指出完善基础设施、健全相关政策、壮
大集体经济和畅通市场渠道等途径可以帮助构建乡村经济韧性[１３].张明斗等采用较为宏观的全国

省级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力度、地区市场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是影响中国农村经济韧性

的主要因素[１４].
关于农村电商的研究集中于其经济效应分析,主要从推动产业融合、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促进农村

经济增长等角度展开.首先,农村电商的发展使得同一个乡镇集聚了大量从事电商的个体或企业,这
些电商从业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通常集聚在相同或者较为相近的产业内[１５],这种产业集聚对提升当

地经济协作效率、调整产业结构[１６]、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其次,现有研究认为农村电商

可以通过增加信息供给、提高互联网资本化程度、促进创业等途径显著增加农户收入[１７][１８].最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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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指出发展农村电商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降低营运成本、增加就业机会等

方式促进乡村经济发展[１９],农村电商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具有积极作用[５][２０].此外,农村电商还

可以通过克服物流壁垒来提高农村地区消费多样性,进而改善偏远地区家庭福利[２１].
综上可知,已有文献在韧性影响因素和农村电商经济效应方面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尚未有

学者关注农村电商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在已有的乡村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研究中,学者们只关注

到农业保险的普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与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并没有将视角聚焦

到农村地区电子商务政策.而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低成本、便捷性、高效性的

优势,对农业升级、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农村电商在乡村经济韧性培育中

可能具有重要潜力.基于此,本文使用县域数据,利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来评估农村电

商发展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在研究数据上,以往有

关农村经济韧性的研究大多采用问卷数据或者省市级面板数据,样本量小,数据颗粒度大,无法准确

分析各县域具体情况.本文使用全国县级面板数据,样本量大,样本内容翔实,可以增强实证结果的

可靠性.二是在研究视角上,现有文献对农村电商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对乡村经济的影响效应,较少有

文献关注农村电商如何提升乡村经济韧性以应对外界冲击.本文以电子商务示范县政策作为准自然

实验,厘清农村电商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农村电商的经济效应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
(二)理论分析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发展目标是扩大电子商务在农村的覆盖面,健全农村商贸物

流体系,促进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乡有效畅通,最终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结合示范县政策的目标导

向,电商发展对乡村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可以分解为两个环节:一是农村电商的发展驱动乡村产业集

聚,促进一二三产业畅通融合,提升产业间的集聚效应;二是通过降低贸易、运输成本,打破地理区域

限制,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扩大产品市场需求,增加农村的投资和发展机会,进而在产销两端分别提

升乡村经济韧性.下面分别对这两个环节展开具体阐述:

１．提高产业集聚效应.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农业产业链延伸有限,农户收入模式主要源

于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单一的产业结构更容易受到自然因素、地理因素和生产率因素的影响,经
济主体抵御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会相对较差,经济韧性也会较弱[２２].在示范县政策的推进下,随着农

村电商网络覆盖面不断扩大,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逐渐完善.电商服务站基础设施

的形成不仅方便了农户生产生活,而且可以协助农户创业,形成以“电商企业＋基地＋农户”为链条的

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将特色优势产业与农村电商相结合,可以在提升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基础

上带动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促进多元化产业集聚的形成.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可以分散乡

村过于依赖第一产业带来的风险,降低乡村经济整体发展的不确定性[７].同时,在农村电子商务产业

集聚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力集聚、创新知识外溢以及资源共享等外部性经济特征[１３],这有利于创新效

率提高和信息成本降低,进而产生专业化集聚效应.这种专业化集聚不仅有利于农村电商主体之间

的信息交流和传递,形成技术溢出效应,而且同行之间会产生良性竞争以及资源的重新配置[２２].适

度的多元化和专业化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２３],有助于提升乡村经济韧性.

２．扩大市场需求.农村地区市场需求小,与外部市场联系少,农户搜寻销售渠道信息的成本较

高,这些因素导致农产品的本地市场需求有限,外部销售渠道受阻.分析其原因,一是农村市场规模

较小,本地市场需求有限.而且有些乡村地处偏远山区,地理因素壁垒导致其贸易、运输成本较高,限
制了农户与外部市场之间的交易往来,导致外地市场需求受阻;二是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搜
寻信息、网络交易成本较高,技术使用壁垒严重制约了农户的网络使用需求.示范县政策通过完善农

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产销对接＋电商培训＋综合服务”模式,协助农户克服电商技术难题,能
够提升农村电商主体的综合运营能力.此外,通过挖掘特色农产品、打造区域品牌、线上线下多渠道

推广等多种方式,能够打开销售市场,助力农产品上行.同时,为解决农产品运输难、运输慢等问题,
示范县对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加强建设,不仅可以打破空间壁垒,降低地理区域限制,有助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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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潜能较小的县域地区连接市场[２４];而且农产品上行成本和工业品下乡成本的降低可以带动周边地

区参与到市场中来,增强产业的关联性,激发周边地区经济活力.本地市场和外部市场需求的扩大有

助于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增强农民的议价能力、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而有助于提升乡村经济韧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推断:“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通过提高产业集聚和扩大

市场需求从而提升乡村经济韧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具有分期推进的特征,为识别其政策效果,本文使用多期双重差

分法来探究示范县政策的实施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设定的基准模型如式(１)所示:

Yrt＝α０＋α１ECrt＋α２Zrt＋λr＋λt＋εrt (１)
式(１)中,r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Yrt代表r地区t时期的经济韧性,核心解释变量为ECrt,表示

地区r在第t年是否入选电子商务示范县,如果是则为１,否则取值为０.具体来说,ECrt＝Treatr×
Postt,其中Treatr 是示范县虚拟变量,若是则为１,否则为０;Postt 为时间虚拟变量,入选之前年份赋

值为０,在入选当年及之后赋值为１.Zrt是控制变量,包括消费水平、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居民存款、
基础教育、产业结构高级化、常住人口、ICT网络基础设施水平.λr和λ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固定效

应,εrt表示随机扰动项.估计系数α１是本文主要关注的系数,反映了受到示范县政策冲击前后,示范

县与非示范县乡村经济韧性的平均差异,若α１显著大于０,说明示范性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乡村经

济韧性.
(二)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参考相关研究[７][２５][２６],本文采用客观赋权评价法中的熵值法测算经济韧性,将
被解释变量乡村经济韧性指标体系分为经济抵抗力和经济恢复力两个维度.基于样本选取的可操作

性和导向性原则,分别选取各县生产总值(GDP)、收入水平、金融风险、财政自给能力[２７]、就业人数、
消费规模、投资规模、创新投入和创新潜力作为影响乡村经济韧性的因子,并赋予权重,进而借助指标

模型对乡村经济韧性进行客观评价[２８],具体见表１.为了消除指标量纲与性质的干扰,对正、负指标

进行标准化,计算模型如式(２)、式(３)所示:

Dij＝(Xij minXj)/(maxXj minXj) (２)

Dij＝(maxXj Xij)/(maxXj minXj) (３)
式(２)(３)中,Xij为样本i的指标j的值,Dij为标准化的值,minXj和 maxXj分别为样本中j指标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对于正向指标,采用式(２)进行标准化,对于负向指标使用式(３)进行标准化.
　表１ 乡村经济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解释 指标含义 性质 权重

经济抵抗
力指数

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生产总值(万元) 衡量县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 ０．１２７
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万元) 衡量居民承担风险能力 ＋ ０．０２７
金融风险 金融机构贷存比(％) 衡量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 － ０．０２２
财政自给能力 县域地方财政收支比(％) 衡量政府财政支出自我调整能力 ＋ ０．０３８
就业人数 县域就业人员(万人) 衡量县域经济系统运转能力 ＋ ０．０８１

经济恢复
力指数

投资规模 县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衡量地区投资规模 ＋ ０．１６４
消费规模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万元) 衡量市场规模 ＋ ０．１９５
创新投入 科技财政投入(万元) 衡量创新投入规模 ＋ ０．２７７
创新潜力 中职及高中在校生数(万人) 衡量潜在创新能力 ＋ ０．０６９

　　２．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将政策虚拟变量ECrt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不同的地区存在各自的政策实

施年份,其系数可以度量示范县和非示范县乡村经济韧性的平均差异.

３．控制变量.基于已有文献,本文选择如下影响乡村经济韧性的控制变量:(１)消费水平,采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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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消费支出来衡量;(２)财政收入,采用各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衡量;(３)财政支出,采用各县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来衡量;(４)居民存款,采用各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衡量;(５)基础教育,本文用在校中

小学生人数近似替代人力资本;(６)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

量[２９];(７)常住人口;(８)ICT网络基础设施水平,采用各县固定电话用户数来衡量[３].(９)由于“信息

进村入户工程”政策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在实施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为防止相关政策

对示范县政策效应的干扰,本文将“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政策进行控制.如果该地区在t年以后成为

信息进村入户试点,该变量为１,否则为０.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中国２７个省份１２７２个县域的面板数据① ,其中包含５９０个电子商

务示范县② ,此外,示范县样本中含有国家级贫困县３５５个,占示范县样本的６０．１６％.本文使用的数

据包括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来源于商务部网站;２０１２年«国家

扶贫开发重点县名单»,来源于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各县生产总值、各县户籍人口来源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各省份统计年鉴.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居民

可支配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额、消费支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校中小学生数量、固定电话用户数、居
民存款等均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人口结构和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中国２０１０
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为确保数据的平衡性和可靠性,本文对样本数据做了如下处理:(１)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以

２０１０年为基期,各县消费支出除以各年消费价格指数,得到其实际价值;(２)被解释变量、各控制变量

均取其对数;(３)对于研究期间(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更名的县、市、区,视为同一个研究对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乡村经济韧性指数的最大值为

１３．２４,最小值为４．８７,平均值为８．５１,说明不同县域之间乡村经济韧性指数存在较大差异.从解释变

量电子商务政策冲击效应来看,其平均数为０．１１,表明数据中１１％的样本为实验组.控制变量中,消
费水平、财政收入以及ICT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标准差均大于１,说明各县之间消费水平、财政收入水

平和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差异较大,这些变量也是影响电商政策评估的重要因素.因此,将其

放入控制变量中,从侧面佐证了本文选择控制变量的合理性.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乡村经济韧性指数 ６７９８ ８．５１ １．４８ ４．８７ １３．２４
解释变量 电子商务政策冲击 ６７９８ ０．１１ ０．３２ ０ １

控制变量

消费水平 ６７９８ １０．０３ ４．２５ １ １６．４５
财政收入 ６７９８ １１．１４ １．１０ ６．９９ １５．２２
财政支出 ６７９８ １２．４４ ０．６１ １０．３３ １５．０５
居民存款 ６７９８ １３．６３ ０．９２ １０．３６ １７．０２
ICT网络基础设施水平 ６７９８ １０．６１ １．０９ ２．５６ １３．７９
常住人口 ６７９８ ３．７８ ０．７５ ０．１０ ５．４２
产业结构高级化 ６７９８ １．０７ ０．６５ ２．２８ ４．００
基础教育 ６７９８ ９．９９ ０．８６ ５．５６ １１．９９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６７９８ ０．２９ ０．１７ ０ １

　　(二)基本回归分析

本文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法对示范县政策的影响进行分析.其中,表３第(１)列报告了仅控制时间

和地区固定效应的结果,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示范县政策的实施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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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该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乡村经济韧性.表３第(２)列和第(３)列依次加入控

制变量和其他政策相关变量之后,回归结果均仍然显著为正,表明示范县政策的实施能显著提升乡村

经济韧性.此外,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该政策侧重于农业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短期内收益不明显.阮荣平等(２０１７)[３０]、唐跃桓等(２０２０)[３]对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做了研究,结
论与本文相似.具体地,以表３第(３)列为例讨论基准回归结果.与非示范县相比,示范县政策的实

施促使试点地区的经济韧性水平提高了１５．２％,表明该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乡村经济韧性,支持了

本文的推断.电子商务示范县政策推动了电商服务站和产业园发展,促进乡村产业集聚,形成了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与特色产业相结合的供给模式,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以增进经济韧性.与此同时,示
范县商贸物流体系的健全有助于打破地理区域限制,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扩大市场需求,降低农产

品销售的不确定性.因此,示范县政策对乡村经济韧性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核心解释变量 ０．１６９∗∗∗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消费水平 ０．５５１∗∗∗ ０．５５０∗∗∗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３)
财政收入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财政支出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６)
居民存款 ０．４０４∗∗∗ ０．４０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８)

ICT网络基础设施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常住人口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４

(０．２６２) (０．２６１)
产业结构高级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基础教育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７)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０．０８５

(０．１１７)
常数项 ８．４８７∗∗∗ ０．７８７ ０．８０３

(０．００５) (２．０８２) (２．０７５)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７８０ ６７８０ ６７８０
调整 R２ ０．８８７ ０．８８９ ０．８８９

　　 注:∗∗∗、∗∗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三)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处理组(示范县)和对照组(非示范县)在政策实

施之前的经济韧性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基于此,本文采用系数回归法来检验平行

趋势条件,估计模型如式(４)所示:

Yrt＝α０＋α１ ∑
２

j＝ ４
ECrj＋α２Zrt＋λr＋λt＋εrt (４)

模型(４)中,Yrt代表乡村经济韧性,控制变量Zrt与模型(１)相同.结果如图１所示,在政策发生

的前３期,该政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变化趋势一致,并不存在

明显差异.然而,在示范县政策实施的当期及后两期,政策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显著为正,且政策

效果愈来愈强,因此样本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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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乡村经济韧性平行趋势检验

　　２．安慰剂检验.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排除遗漏变量对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伪双重差

分估计量替代式(１)中的政策虚拟变量对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的做法是设置伪处理组、伪
对照组以及伪冲击时间,在２４１０个县域中随机抽取５９０个作为“伪”实验组,剩余县域则作为控制

组.关于伪冲击时间的设定,则是在样本期间,随机选取一年作为虚拟政策发生年份.如果伪核

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分布趋向于０,则证明该样本通过了安慰剂检验.本文重复进行了２０００次随机

抽样,图２报告了系数随机分布情况.回归系数为 ０．００２７(虚线),接近于０,且明显远离 EC的真

实核心解释变量系数０．１５２(实线).因此,该结果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即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并没

有产生显著影响.

图２　安慰剂检验的βfalse的分布

　　３．样本自选择问题.上文对双重差分模型的识别条件进行了一系列检验,但是仍不能排除样本

自选择问题,即政府部门更偏好于选择基础设施较好,更易于发展电商的地区作为实验点,由此会导

致估计结果有偏.因此,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PSMＧDID方法重新进行估计,Logit估计

模型如式(５)所示.

LogitTreatr＝１( ) ＝αr＋βZrt＋rMrt＋εrt (５)

Treatr为样本是否为处理组的虚拟变量;Zrt是模型(１)中的控制变量;Mrt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额、
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用来反映当地各县的经济发展情况,这些指标的

选取参照多个省份电子商务进农村申报表,申报材料要求填写的内容与本文的控制变量Zrt和Mrt大

致相似.采用上述变量进行logit回归得出倾向得分后,再根据近邻４项(NeighborＧ４)匹配法和核匹

配法进行匹配.对匹配结果进行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检验,相关结果满足平衡性和共同支撑假设.
剔除拒绝共同支撑假设的匹配结果后,本文重新估计示范县政策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见表４
第(１)(２)列.电子商务示范县政策的实施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故本文的基准结果

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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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稳健性检验

(１)核匹配 (２)近邻匹配 (３)剔除县级市 (４)改变衡量方法

核心解释变量 ０．１４５∗∗∗ ０．０５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７１３ ４８７５ ６１３９ ６１６９
调整 R２ ０．８８８ ０．９０７ ０．８９０ ０．４７５

　　４．剔除县级市的干扰.考虑到各县乡村信息基础设施以及人们对电商的接受程度有较大差异,
从而无法真实反映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对政策的敏感程度.因此,本文在样本中剔除了发展相对较快

的县级市地区后再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４第(３)列所示,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

然成立.

５．改变乡村经济韧性衡量方法.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变换被解释变量的构建方法.
经济韧性既与总量有关,也与结构相关,故参照已有研究[３１],采用各县生产总值增长率绝对变化量与

相邻年份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乘积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新的经济韧性计算方法如式(６)
所示:

Resit＝GDPit×ΔGDPVit×１００ (６)
式(６)中,Resit表示经济韧性,GDPit表示地区生产总值标准化后的值,标准化公式参照公式(２);

ΔGDPVit表示相邻年份标准化 GDP的增长率,考虑相乘乘积过小,为方便下文回归系数讨论,故乘以

１００.将被解释变量重新代入式(１)中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４)列所示,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证
明本文的核心结果稳健.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上文验证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实施对乡村经济韧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接下来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影响机制进行讨论:一是通过提升产业集聚效应影响乡村经济韧性;二是通过

扩大市场需求影响乡村经济韧性.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以上机制进行检验,模型如式(７)所示:

Channelrt＝α０＋α１ECrt＋α２Zrt＋λr＋λt＋εrt (７)
在式(７)中,Channelrt为中介变量;ECr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示范县政策的冲击;Zrt为控制变量,

与公式(１)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１．提高产业集聚.示范县政策促进地区经济韧性提升的机制之一是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示范性

政策的外部性既可能来自不同行业间企业的多样化集聚,也可能来自同一产业内企业的专业化集聚.
(１)多样化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多样化程度越高,抵抗冲击能力越强.本文采用 HHI指数衡量

产业集聚的多样化程度[３１].具体计算方法如式(８)所示:

HHIrt＝∑
N

i＝１

Xirt

Xrt

æ

è
ç

ö

ø
÷

２

(８)

式(８)中,N＝３,Xirt表示r地区i行业的产值,Xrt为r地区生产总值.HHI指数用于评价市场集

中度,该数值越小,表明该地区融合的差异化产业越多,该地区面临的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越高,抵抗

冲击能力越强.回归结果如表５第(１)列所示,示范县政策对 HHI指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表明示范

县政策的实施降低了该地区的市场集中度,即提升了该地区产业的多样性.多样化产业集聚的提升

能够带动产业联动发展,分散乡村经济过于依赖第一产业带来的风险,并且可以帮助该地区在受到冲

击后更快地实现适应性产业结构调整[７],从而增强乡村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提升乡村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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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机制检验

(１)
HHI指数

(２)
农业LQ

(３)
非农LQ

(４)
市场需求

核心解释变量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９８∗∗∗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７８０ ６７８０ ６７８０ ３８６３
调整 R２ ０．８９０ ０．９８１ ０．９３２ ０．８０７

　　(２)专业化产业集聚.为进一步探讨示范县政策协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乡村经济韧性的机制,本
文在上述识别策略框架下利用区域熵指数衡量一二三产业的专业化程度[３２],LQ代表区位熵,具体如

式(９)所示:

LQij＝

gij

∑
i
gij

Gi

∑
i
Gi

(９)

式(９)中,gij表示j地区i行业的产值,∑
i
gij表示j地区总产值;Gi表示全国i行业的产值,∑

i
Gi表

示全国总产值.某地区产业区位熵LQ越大,表明该区域产业专业化程度越高.回归结果如表５第

(２)(３)列所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对农业专业化集聚的影响不显著,对非农专业化集聚

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经济韧性发展主要取决于农户生产、农户收入以及农户消费[３３].一个县域地

区农业规模占比越大,该县农户生产与收入越容易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该县抵抗冲击的能力越弱;
相反,非农产业规模占比越高,专业化程度越强,则该地区农户生产率越高,农户收入来源越稳定,对
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越显著.

２．扩大市场需求.示范县政策促进乡村经济韧性提升的另一个机制是扩大市场需求,根据

Krugman市场潜能理论,当一个地区发展较快时,其对周边地区产品的需求就较大,从而该地区经济发

展对周边地区有着较强的带动作用[３４].示范县政策的实施通过促进农村电商发展,在拉动本地市场经

济的同时,激发了其他地区的消费潜力,帮助市场潜能小的地区连接外部市场,扩大了销售渠道,降低了

销售渠道单一的风险,进而提升经济韧性.本文采用市场潜力指标度量市场需求[３５].具体测算方法如

式(１０)所示:

MPrt＝∑
s≠r

Yst

d２
rs

＋
Yrt

d２
rr

(１０)

式(１０)中,MPrt代表市场潜力,Y代表各县生产总值,d代表距离,县域内部距离drr用县域半径

的２/３来测算,drr＝
arear

π ×(２/３),其中area代表县域国土面积,drs代表该县到其他县域的距离.

表５第(４)列汇报了将市场需求作为中介变量的机制检验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在１％水平上显

著为正,说明示范县政策的实施提高了该地区的市场需求.其原因主要是农村电商的普及有利于激

发本地市场及外部市场潜在的消费需求,从而引致市场需求扩大.其中,内部需求扩大,在一定程度

上消化了外部冲击,外部需求扩大则有助于加强产业间的关联性[２８],拓宽了外部销售渠道,使乡村抵

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强,经济更具韧性.
(二)异质性分析

１．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的异质性.考虑到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发展条件、地理区位以及资源

禀赋有一定的差异,贫困县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尤其是电子商务等信息产业.因此,相对非贫困县,贫
困县对电子商务政策的冲击更为敏感,受政策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为了区别和比较示范县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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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不同作用效果,同时验证示范县政策是否有扶贫倾向,本文进一步考察示范县政

策的异质性影响.表６第(１)列汇报了贫困县地区与示范县政策的交互效应.可以看出,与非贫困县

相比,贫困县乡村经济韧性受政策的正向冲击作用更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贫困地区多分布于偏远、交
通闭塞和资源匮乏的地区,农产品上行成本高、困难多,电子商务示范县政策对低收入地区农产品上

行及城乡信息传递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３６].同时,电子商务示范县政策有助于市场潜能较小的地区

连接市场,对市场较小且地理位置偏远的地区影响更大[２４].因此,贫困县的经济韧性更易受益于示

范县政策.

２．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人力资本是影响地区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提升地区

经济韧性的可能性越大[３７].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其入行门槛较高,排他性也较强,因而,在
人力资本水平较弱的地区,农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和意愿也较低,可能会限制该政策的实施效

果.因此,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对示范县政策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以

年龄结构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地区人力资本.表６列第(２)和(３)列分别报告了地区劳动力占比、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示范县政策的交互效应.从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占比的交互项、教育年限的交互

项以及示范县政策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劳动力占比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示范县

政策的影响越显著.该结果证实了人力资本在电商示范县政策实施效果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表６ 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３)

核心解释变量 ０．０７８∗∗ ０．８８８∗∗∗ ０．４１３∗∗∗

(０．０３５) (０．３３８) (０．０９０)
核心解释变量×贫困县 ０．１６４∗∗∗

(０．０３９)
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占比 ０．２８４∗∗

(０．１３３)
核心解释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２８８∗∗∗

(０．１０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７８０ ６３７４ ２６３６
调整 R２ ０．８８９ ０．８８９ ０．９９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的县域数

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示范县政策的实施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电子商务

示范县政策影响乡村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

实施可以显著提升乡村经济韧性,该结论经过PSMＧDID、替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从影响机制来看,示范县政策对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主要通过促进产业集聚和扩大市场需求两个途

径来实现.从异质性来看,在贫困地区、教育水平较高和劳动力规模占比较大的地区,示范县政策对

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加大农村电商政策的普惠性.农村电商政策有

助于提高乡村经济韧性,因此,需要进一步释放电商政策红利,加大农村电商扶持力度,加强电商网点

建设和品牌培育,优化电商发展环境,使农户在数字改革的浪潮中享受政策福利.第二,引导农村电

商产业集群发展,加强产业之间的互通融合.电子商务示范县政策提升乡村经济韧性的重要渠道是

提高产业集聚效应和扩大市场需求.因此,政府部门需要积极引导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的发展,对
内要加强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建设,鼓励农户积极从事农村电商产业.对外要大力宣传本

地特色产业,引入优质企业入驻产业园区,发挥典型示范和创业带动效应.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扩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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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打造全面的电商产业体系,形成以电商发展为引擎的长效机制,强化其对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作

用.第三,优化乡村劳动力结构.人力资本发展对乡村经济韧性的提升起着重要作用.政府要注重

乡村人才的梯队培养,加强电商培训力度,扩大受益人群范围,通过人才引进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回流,
优化乡村劳动力结构.第四,加强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电商政策的扶持力度.用数字技术带动经济

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推动农产品线上销售,带动农户就业,鼓励农户创业,在“政策引导,产业带动,
农民参与”三者联动中促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注释:

①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本文共整理了２７个省(市、区)的县级数据,具体包括云南、内蒙古、北京、吉林、四川、天津、宁夏、安徽、山
东、山西、广东、广西、江苏、江西、河北、河南、浙江、海南、湖北、湖南、甘肃、福建、贵州、辽宁、重庆、陕西和黑龙江.

②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国家共批复１０１０个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由于部分数据在收集整理时有缺失,本文仅收集到

５９０个县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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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ＧCommerceandRuralEconomicResilience:EmpiricalEvidenceBasedonthe
＂ComprehensiveDemonstrationEＧcommerceintoRuralAreas＂Policy

HEPeijun１　TANCi２

(１．SchoolofFinanceandTaxation,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４３００７３,China;
２．SchoolofInternationalTradeandEconomics,UniversityofInternationalBusinessandEconomics,Beijing１０００２９,China)

Abstract:AgainstthebackgroundofthedoubleimpactoffrequentexternaladversefactorsandinＧ
ternaltransformationofoldandnewdynamics,enhancingtheeconomicresilienceofruralareashas
becomeanimportantfocusforimplementing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Basedonthe＂comprehenＧ
sivedemonstrationofeＧcommerceintoruralareas＂policy,thispaperusescountydatafrom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totesttheimpactofthe＂comprehensivedemonstrationofeＧcommerceintoruralareas＂policy
onruraleconomicresilienceusingamultiＧperioddoubleＧdifferencemethod．ItisfoundthatthedemＧ
onstrationcountypolicycansignificantlyimproveruraleconomicresilience,andthisfindingholds
afteraseriesofrobustnesstestssuchasparalleltrendtest,placebotestandreplacementvariables．
TheresultsoffurthermechanismtestsindicatethatdemonstrationcountypolicyenhanceruralecoＧ
nomicresiliencebyincreasingindustrialagglomerationandexpandingmarketdemandforagriculＧ
turalproducts．Theresultsoftheheterogeneityanalysisindicatethattheimplementationofthe
demonstrationcountypolicyismoreeffectiveinpoorerregionsandregionswithhigherlevelsofhuＧ
mancapital．ThispaperenrichestheresearchrelatedtoeＧcommerceandruraleconomicresilience,
andprovidestheoreticalsupportfortheconstructionofruraleconomicresilience．
Keywords:RuralEＧcommerce;RuralEconomicResilience;Rural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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