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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数据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具有高效整合信息的优势,能够有效破解乡村振兴中的诸多

难题.本文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以政府数据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

证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释放了数字红利,可以有

效促进乡村振兴,多项稳健性检验支持了这一结论.机制分析显示,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增强民生性财政支出强

度和推动市场一体化,推动乡村振兴.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第一产业占比较高、数字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地区,

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持续推动政府数据平台的建设和优化、增加民生

性财政支出和推动市场一体化、因地制宜地打造乡村特色产业和配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思路,为推动乡

村振兴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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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０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

数据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并列为五大生产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已成为我

国数字经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乡村振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环节,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局进程,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一

环.有效利用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数据要素的开放和应用不仅

有助于提升乡村产业的发展水平和优化乡村治理体系,而且能通过信息化提升农业生产力和重塑生

产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信用服务、财税金融、环境与资源保护等多类数据要素的整合与供给,
可以大幅降低农民获取信息的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性,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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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业具有周期长、回报率低等特征,资本难以在农村依靠数据投入获得丰厚回报,进而影响数据

要素在农村的流动性.既有研究表明第一产业利用数据要素进行生产难以弥补其投入成本,且较长

的生产周期还会进一步压缩乡村产业的获利空间[１],所以仅依靠私有数据要素推动乡村振兴仍面临

较大挑战.具有公共资源属性的政府数据或许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其能够有效缓解数

据要素在乡村供给不足的问题.据此,本文关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目前学术界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方锦程等认为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破

除区域信息壁垒和弥合资源禀赋差距,进而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２].蔡运坤等的研究表明,公
共数据开放能够激发地级市创业活力[３];而沈艳等的研究表明,县级城市同样能够借助数据开放推动

数字创业,继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４].此外,王晓丹等指出,各地根据城市发展差异来优化政府公

共数据平台内容,可以提升政府数据开放的质量与效率,进而有效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５].
数字经济与农业经济的有效联动,可以为农业等传统产业注入数字动能[６].综上可知,政府公共数据

开放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研究尚不充分,但其所蕴含的潜力和红利不容忽视,对此,研究政府公共数

据开放如何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优势,推动乡村振兴极具现实意义.
本文将政府数据平台上线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振兴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理由是:一方面据统计,我国超过８０％的公共数据被政府掌握① ,这表明政府数

据开放在释放数据红利、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具有天然的主体优势;另一方面,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各
地级市政府陆续上线数据平台,这为本文识别公共数据开放的实际影响以及探索其推动乡村振兴的

具体路径提供了契机.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将数据要素与乡村振兴问题

相联系,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等传统

生产要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而对数据要素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的探讨相对不足,且缺乏实证研究.
实际上,公共数据要素因其独特的公共资源属性,理论上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应成为研究乡

村问题的重要关注点.第二,本文构建了公共数据开放影响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并揭示了其作用机

制,丰富了乡村振兴的研究内容.第三,本文进行了多种异质性检验,探讨了地区主要产业形态和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公共数据开放效果的影响,从而为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优化政策提供了直接

依据.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为推动数据要素的广泛应用并充分发挥其价值红利,２０２２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

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要求合理降低市场主体获取数据的门槛,增强数据要素的共享

性和普惠性.实际上,早在２０１５年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就已指明数据的重要性,并针

对我国数据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诸多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要求;２０１６年出台的«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对非涉密数据进行了界定,这加快了政府数据公开的步伐;２０１９年颁布的«国家

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要求公开区市级部门的政务信息,扩大了数据覆盖范围;２０２２年出台

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加强政府数据平台建设,为数据要素赋能数

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政策充分体现出我国对数据要素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国家推动

政府数据平台建设的决心.
政府数据平台是指将政府信息库以数据形态通过政府授权网站集中进行呈现的媒介.公共数据

开放则是指放开数据集合使用的权限,让社会个体和企业均能够根据需求无偿从政府数据平台获取

数据资源.政府数据平台开放的内容涉及面广,包括经济建设、信用服务、财税金融、交通服务、政府

机构与社会团队、环境与资源保护、农业农村等主题,逐步推进数据资源共享和政务信息化建设.最

早在２０１２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相继进行政府数据平台试点,长沙市、佛山市和深圳市等城市紧随其

后,政府数据平台上线数量逐年增长.«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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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推动政府数据平台上线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２０２３年底,我国共有２０４个城市推出了政府数

据平台② .由此可见,以政府数据平台为载体,公共数据开放可以向社会提供大量数据要素,对促进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方针,即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因此,研究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应结合产业、生态、治理等多维视角,全面探讨其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１．直接效应

第一,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推动乡村产业的科学发展.一方面,政府数据平台公布了自然资源、
环保、气象等方面的数据,这有利于农业生产者提前应对潜在风险,使乡村经济活动降低因自然因素

受到的破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条件和生物的生长特性,而龙卷风和洪涝灾

害等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具有不可忽视的冲击[７].公共数据要素共享不仅包括年度数据,而且

提供实时数据、发布检测报告,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全面的数据参考.例如,宿迁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同时整合了天气状况、地震和干旱等自然灾害的预警及应对措施等信息③ .另一方面,政府数据平台

通过整合土壤、水文和气象等数据,构建智慧农业体系,使农业生产更具科学性.例如,江苏省丰县采

集涉农数据信息,构建了智慧农村可视化联动管控、农产品价值检测预警等数据系统,收集本地涉农

数据３．４亿条.这种农业数据的共享互通,有利于帮助农民优化种植模式,实现农业生产的精细化

管理④ .
第二,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建设.政府数据平台将分散于不同政府工作

报告中的治理数据进行整合和公布,提升了地区生态环境信息的透明度.例如,成都市、茂名市

和深圳市等⑤ 多个官方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均对各区(县)绿化程度、农村公共厕所建设和改造情

况及生活污水处理进度等信息进行了公示.为避免公开数据披露的短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或

质疑,各级政府通常会加大对生态宜居工程的投入力度,主动提高绿化覆盖率、公共厕所建设数

量,并提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和效率,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生态基础.同时,当前政府数据

平台开放的海量公共数据,涵盖了乡村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包括生产智能化、灾害预警与风险

管理、供应链优化、农村治理与公共服务等,以更高定位、更高标准、更大数量级,将各类数据汇

集共享,把各种应用场景纳入,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乡村生态保护政策、规划和措施时提

供全面、准确、科学的依据,使决策更加符合乡村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提高决策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
第三,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促进乡村文明进步.当前,大数据平台下的“数商兴农”已成为推动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扩展满足农民需求的数字乡村应用场景.农民利用网络新业态,重塑

乡村文化自信与创造力,将乡村文化融入文化产业,通过推动乡村旅游、手工艺品销售等传统业务向

平台经济转化,既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实现了乡村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同时,政府数据开

放也会促进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吸引更多流入人口、社会资本和外来企业等其他主体参与乡村

文明建设,所营造的氛围也会进一步强化乡村农民的主动参与意识,激发他们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从而丰富乡村文明,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四,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率.乡村地区面临“信息孤岛”“数据壁垒”等问题,缺

乏有效的数据共享平台,数据流通不畅,难以实现互联互通,从而制约数据价值的充分发挥.政府数

据平台可以有效破解数字资源整合共享难题,通过整合各类公共服务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有利于

方便群众办事,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而提升服务效率和便捷度,进而增强乡村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例如,广东省“粤省事”平台建设了三农服务专区,以“便农惠农”为目标,涵盖三

农信息发布、业务办理、信息查询、金融服务等业务,提供惠农便农服务.同时,线上平台还能实现治

理任务的合理派发与跟踪管理,确保各项政策与措施得到有效执行.政府数据平台通过为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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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撑,推动治理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不断提升治理决策的科

学性和精确性,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第五,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提升乡村生活富裕水平.政府数据平台的上线,一方面接入农机补

贴、涉农政策等信息,帮助农民通过政策文件列表及时了解最新涉农政策和福利,改善农户生产条件.
另一方面通过实时记录全国农产品市场各时期不同品类的价格等信息,打破了地理因素造成的信息

壁垒,缓解了销售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武汉市不仅公布了各类水产品、蔬菜、生猪和鸡蛋

等的出厂价格,还对最大的“菜篮子”白沙洲市场中的农副产品价格进行了详细披露;无锡市对各个区

的最大市场中的农副产品价格也进行了详细披露⑥ .这类农产品价格信息的透明化,使农业生产者

能够更为科学地规划生产决策,从而提高收入.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１: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乡村振兴.

２．间接效应

第一,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增强民生性财政支出强度,助力乡村振兴.成都市、武汉市和无锡市

等均在公共数据平台公布了市本级和其管辖区县的各项财政收入和支出.这类数据要素主要通过两

个途径发生作用:一是通过公众监督强化民生性财政支出;二是通过政府间行为模仿提高民生性财政

支出的效率和规模.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公众监督政府行为的信息成本,有助于优化民生性

财政支出.公众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这些数据,从而履行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利[８].民生性财政支出

直接关系到公众福利,所以公众对其规模、用途及占比尤为关注.政府数据平台提高了财政透明度、
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提升了公众行使监督权的效率,并对政府行为偏好产生了积极导向作用[９].面对

公众需求,政府将更加重视民生问题,着力于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开展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注重

财政支出的精准发力.另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还能推动政府间的行为模仿,进而优化民生性财政支

出.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注重实绩原则,这有助于鼓励官员积极履职,服务于民生.而民生性财政支

出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成效,是地方政府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晋升锦标赛带来

的压力,地方政府会学习其他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成功经验以优化自身财政支出结构[１０].政府数

据平台上线为这种政府间的模仿行为提供了良好契机,使地方政府能够迅速获取其他地区的财政支

出结构数据,尤其是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具体分配细节.这样地方政府便能及时调整支出策略,提高民

生性财政支出的占比.此外,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还会形成“攀比效应”[１１],有助于推动民生性财政支

出的进一步增长.
民生性财政支出是政府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福利经

济学理论强调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通过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能有效减少城乡之间的教育、医疗和

社会保障差异,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具体来看,教育支出是推动农村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主要资金来

源,不仅有助于优化乡村劳动力市场[１２],还通过培育高素质农民,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人才支持[１３];医疗支出聚焦于强化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和建设健康乡村,有效助力乡村实现生活

富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健康支持[１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则为乡村劳动力提供了后备支持,激发了

乡村劳动力的就业积极性,为实现乡村生活富裕提供重要基础,进而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１５].
第二,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加速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助力乡村振兴.市场一体化指包括城市与乡

村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实现统一流动与高效配置.政府数据平台将各类重要交易信息整合后公开,
有利于补齐乡村信息极度匮乏的短板,推动了城市和乡村市场的紧密联系,为构建市场一体化奠定了

基础.该平台不仅提供了农产品价格信息,还公布了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知识产权类案件和商事主体

基本信息等与企业信誉相关的重要数据.例如,深圳市公布了行政处罚信息、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法

人等基础信息;成都市公布了行政处罚信息、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等基本信息.一方面,透明化的农产

品价格信息有利于优化市场营商环境,进而有助于市场一体化.在传统交易中,农产品常因信息匮乏

而被城市企业压低价格,而城市企业也会因获取信息不畅可能遭遇不合理的抬价行为.而政府数据

平台提供了实时、透明的农产品价格信息,使双方能够基于公开的价格信息合理交易,避免了价格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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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中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不公平行为,进而激发城市和农村共同构筑市场一体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企业信誉信息的透明化能帮助农业经营主体规避交易风险,进一步提高了合作的稳定性.农产品期

货交易具有长周期的特性,在实际交割阶段才结算交易金额,因而收购方的信誉问题可能导致卖方承

受较大风险.政府数据平台通过整合并披露企业经营异常信息和信誉状况,有利于农业经营主体在

交易前准确评估对方的履约能力,降低了未知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这种信息透明既有利于增强农

业经营主体的市场信心,又能进一步激发其参与市场合作的意愿,为城市和乡村产业合作发展注入

动力.
推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城乡市场一体化建设有助于乡村经济追赶

城市经济,进而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一方面,市场一体化扩大了农产品的有效需求,推
动农民增加农业经营规模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１６],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推动乡

村振兴.另一方面,市场一体化促进了农村消费增加,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创造了消费新

场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１７],从消费端实现生活富裕,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据此,本文提出以

下研究假设.
假设２: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增强民生性财政支出强度推动乡村振兴.
假设３: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促进市场一体化推动乡村振兴.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策略与模型设定

本文借助各个城市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研究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具体地,将各

个城市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时间和个体差异看作准自然实验,采用地级市层面的样本,基于双重差分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Ruralrevi,t＝α＋βPubdatai,t＋θControli,t＋γi＋δt＋εi,t (１)
式(１)中,Ruralrevi,t表示t年i地级市的乡村振兴指数;Pubdatai,t表示t年i地级市是否为公开

数据城市且政府数据平台已上线,其系数β衡量的是政府数据平台上线带来的净效应,为本文的核心

关注点;Controli,t表示地级市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γi为地区固定效应,δ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

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指数(Ruralrev)
本文参考徐雪和王永瑜的方法测算乡村振兴水平: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

生活富裕分别作为二级子标,再分别下设三级子标,采用熵值法将上述指标进行汇总计算得到乡村振

兴指数[１８]⑦ .

２．解释变量:公共数据开放(Pubdata)
公共数据开放地区和时间是构成公共数据开放变量的重点,为确保该解释变量具有可信度,本文

通过多个步骤对相关信息进行搜集.鉴于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和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分别发布了«２０２３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报告(城市)»和«中国政府开放数据利用研究报

告»,我们进行如下信息整理:首先,交叉参考已公布的两项资料对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地区和时间进

行整理和核对;其次,将整理结果逐一通过政府官网进行核实,保障被包含在内的每个地区政府数据

平台已上线以及上线时间的正确性;最后,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中采用城市名＋“数据开放”“数据资源”
“公共数据”,对排除在外的城市进行系统性搜索.截至２０２２年,最终获得共１８７个城市的政府数据

平台上线时间(包括地级市、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用treated区分某地区是否为处理组,若在样本年

限截止前政府数据平台上线则为处理组并设定为１,否则设定为０;用post的取值区分平台是否上

线,若在政府数据平台上线当年及之后则设定为１,否则设定为０.Pubdata变量为treated和post的

交乘项,若该地区是公开数据城市且政府数据平台已上线,Pubdata为１,否则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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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影响及提高回归模型的估计精度,本文参考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控
制了乡村振兴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包括:外商投资水平(Fdi),用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 GDP的

比值表示;信 息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Infrom),用 邮 政 业 务 总 量 的 自 然 对 数 表 示;金 融 业 发 展 水 平

(Finandev),用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与 GDP的比值表示;人力资本水平(Human),用在校大学

生数与年末人口总数的比值表示;财政支持强度(Govinter),用一般性财政支出与 GDP的比值表示;
产业结构(Instru),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

(三)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年份为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为使分析更具有可信度,剔除了数据缺失较多的地级

市,最终本文获得了２８７个城市的数据,样本量为３７３１.政府数据平台上线地区和时间相关数据来

自«(２０２３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报告(城市)»«中国政府开放数据利用研究报告»以及百度引擎

搜索,将得到的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其余经济变量均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

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历年各个地级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以及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等.表１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 Ruralrev ３７３１ ０．３３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９ ０．８４５
解释变量 公共数据开放 Pubdata ３７３１ ０．２３９ ０．４２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控制变量

外商投资水平 Fdi ３６２７ ０．１６１ ０．１６９ ０．０００ １．９７８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Infrom ３７２４ １０．８５３ １．３６９ ７．２０９ １６．７９５
金融业发展水平 Finandev ３７２５ ２．５５２ １．２８２ ０．５８８ ２１．３０１
人力资本水平 Human ３６４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５
财政支持强度 Govinter ３７１８ ０．２０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５ ０．８７２
产业结构 Instru ３８００ １．０７０ ０．６２０ ０．１０９ ５．９２９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Ruralrev

Pubdata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Fdi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Infrom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Finandev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Human ０．０８６
(０．１３９)

Govinter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２)

Instru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７３１ ３６１３
R２ ０．９５６ ０．９５７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

　　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下表同.本文回归分析

　　中的稳健标准误均聚类到城市层面.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２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振兴的基准回归

结果,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Pubdata
的回归系数均在至少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

公共数据开放带来了信息红利,给乡村生产和生活注

入新动能,促进了乡村振兴,本文研究假设１成立.
(二)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通过是双重差分法有效识别因果效

应的重要前提条件.为此,借鉴 Chen等、高跃光等的

思路[１９][２０],设定如下模型:

Ruralrevi,t＝α＋βt∑６
t＝－５testi,t＋θControli,t

　　　　　　　＋γi＋δt＋εi,t (２)
式(２)中,testi,t为i地级市距离政府数据平台最

初上线时刻的相对时间,t＝０为上线当年.本文将距

离数据平台上线５期以前的变量累积到第５期,数据

平台上线６期以后的变量累积到第６期,且均以上线前一期作为基期.根据图１发现,与基准年份相

比,公共数据开放前几年的回归系数均在９０％的置信区间显著接近于０.这表明,在公共数据开放之

前,上线地区和非上线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同时,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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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还可以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从上线后的第１期(即第２年)
才开始显现.这可能是因为农业生产周期较长,数据要素发挥作用需要一定时间.此外,公共数据开

放的效果具有较长的持续性,在第６年依旧具有推动乡村振兴的效果.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

(三)内生性检验

实际上,政府数据平台上线不具有完全

随机性,可能与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有

关,所以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研究,仅能克服

部分内生性问题.对此,本文寻找工具变量

以克服这一问题.本文参考黄群慧等的研

究[２１],从历史角度选取１９８４年邮电业务总

量作为工具变量(IV)的基础性指标.这样

构造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是满足

相关性,地方历史邮电业务总量与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相关,同时也反映出当地政府

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地方政府对其的重视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搭建政府数据平台;二是满

足外生性,１９８４年的邮电业务数据不直接与近年乡村振兴相关,且不会受到乡村振兴的影响.此外,
各地级市的邮电业务总量数据不具有时变特征,因而本文将１９８４年邮电业务总量与年份变量交乘处

理后再进行回归分析.表３汇报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第(１)列为将１９８４年邮电业务总量与年份的

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对公共数据开放的影响显著为正,这符合本文预

期.同时,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远大于１０,CＧD WaldF统计量远大于１６．３９,表明工具变量与内

生变量具有密切的关系,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２)列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公共数据

开放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证明本文核心结论稳健有效.
(四)稳健性检验

　　表３ 内生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一阶段 二阶段

Pubdata Ruralrev

IV ０．０３３∗∗∗

(０．０８)

Pubdata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８９８ ２８９８
F统计量 １６．８４０ —

CＧD WaldF ３２．８０３ —

１．PSMＧDID方法

尽管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相对外生,
但考虑到公共数据开放的城市可能与未开放的城市存

在特征差异,从而造成反向因果,进而引发内生性偏误

问题.同时,现实中可能存在诸多因素会影响基准回

归结果而本文未能将其控制,从而造成遗漏变量问

题[２２].为避免上述问题影响结果的稳健性,以下基于

倾向得分匹配法,将外商投资水平、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金融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持强度和

产业结构作为匹配变量,以乡村振兴为结果变量,使用

核密度匹配法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 匹 配,得 到

２００９—２０２２年的倾向匹配得分数据.经过平衡性检验发现,匹配结果较为有效,然后进一步利用匹

配的数据进行双重差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４列(１)所示,可以发现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

平与基准回归几乎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结果较为稳健.

２．交叠的异质性处理效应

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中,政策变量存在多个时间点,这使较早实施的处理组可能被当作较晚实施

处理组的控制组,造成个体和时间维度上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进而产生“负权重”问题.在“负权重”
问题下,采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会产生偏误[２３].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对估计

结果的有效性造成干扰,本部分拟采用两种方法解决:一是基于插补估计量的视角,Gardner提出通

过两阶段估计方法来规避将政策实施较早的处理组样本纳入控制组进行稳健性检验[２４];二是基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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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回归估计量的视角,Cengizet等提出使用堆叠回归估计量进行回归分析[２５],每个堆叠包括来自同

一时间段内实验组和从未接受处理的控制组的所有观察结果.回归结果见表４列(２)和列(３),结果

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旧显著为正.综合来看,可以认为异质性处理效应对本文核心结论

的影响较小.
　表４ PSMＧDID检验和交叠的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Ruralrev

Pubdata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５０７ － ８１６３
R２ ０．９５６ － ０．９６７

　　注:列(１)为PSMＧDID方法的回归结果;列(２)采用did２s命令进行回归分析,该命令得到的结果不报告除核心解释变量外的其他变量的
系数;列(３)为使用Cengizet等(２０１９)的方法进行的回归,该方法通过堆叠数据进行检验,其观测值应大于基准回归,包含８１６３个观测值.

３．安慰剂检验

由于现实经济运行存在诸多因素的干扰,实证回归结果可能存在误差[２６][２７].本文拟通过安慰剂

检验来确保得到的核心结论具有稳健性,其核心思想为随机分配公共数据开放的地区和时间.具体

而言,首先,确定公共数据开放的地区数量并从样本中随机抽取与该数量一致的地区数量,将剩余地

区作为对照组,同时随机赋予处理组地区公共数据开放的时间.其次,将该过程重复５００次,将得到

的“新政策变量”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图２为安慰剂检验结果,将“新政策变量”带入

双重差分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大部分位于０附近或不显著,且不与本文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重叠,验
证了公共数据开放的有效性,表明本文核心结论较为稳健.

图２　安慰剂检验

除了上述稳健性检验外,本文还考虑了合

成指标方法差异、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和城市行

政等级差异以及其他干扰政策可能带来的影

响,将这些因素分别加入回归模型中进行实证

分析,所得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⑦ ,这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核心结论的有效性.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增

强民生性财政支出强度和促进市场一体化两个途径推动乡村振兴,下面分别验证这两个途经的存在性.

１．增强民生性财政支出强度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公共数据开放能够使公众和政府以较低成本获得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

和结构等详细信息,继而通过监督与模仿行为推动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提高和结构优化,这表明公共

数据开放释放的数据要素红利,能推动政府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据此,本部分重点考察公共数据开放

影响民生性财政支出强度的具体过程:首先,考察公共数据开放能否推动民生性财政支出的绝对量增

加,从整体上提高财政对民生的支持力度;其次,考察公共数据开放能否推动民生性财政支出的相对

量增加,即提高民生性财政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最后,从细化的角度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教

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单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影响,这样有利于揭示公共数据开放在民生性

财政分项支出优化中的表现.具体变量选取如下: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Abspubfisex)采用教育、医
疗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等财政支出之和的自然对数度量;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Pubfisex)采用教育、
医疗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等财政支出之和与公共财政支出总额的比值度量;教育财政支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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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fisex)采用教育财政支出与公共财政支出总额的比值度量;医疗财政支出占比(Medfisex)采用

医疗财政支出与公共财政支出总额的比值度量;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占比(Insfisex)采用社会保

障和就业财政支出与公共财政支出总额的比值度量.回归结果如表５列(１)~(５)所示,在将民生性

财政支出规模、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教育财政支出占比、医疗财政支出占比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财

政支出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公共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督促政府增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强度,假设２得到验证.

２．促进市场一体化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公布的市场价格信息和企业

信誉信息,降低农业经营主体与城市企业的合作风险,促进城市与乡村形成产业链条,进而推动市场

一体化.对此,本部分从价格的视角计算市场整合指数作为市场一体化(Marinteg)的衡量指标,借鉴

吕冰洋和贺颖的研究采用价格法测算市场分割指标[２８],因市场整合程度与市场分割指数呈反向关

系,再按照毛其淋和盛斌的方法,进一步得到市场整合指数[２９].回归结果如表５列(６)所示,公共数

据开放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推动市场一体化发

展,假设３得到验证.
　表５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Abspubfisex Pubfisex Edufisex Medfisex Insfisex Marinteg

Pubdata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２９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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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值 ３３３０ ３３３０ ３６１３ ３３３６ ３４６５ ３３２７
R２ ０．９８６ ０．７８８ ０．５５０ ０．５８１ ０．５８１ ０．４５１

(二)异质性分析

１．产业形态

地方产业形态差异可能会对地方政府数据平台的服务方向产生重要影响,继而使公共数据开放

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果不同.具体而言,若地区第一产业占比相对较高,地方政府对第一产业的重视

程度通常也会相对较高,其搭建的数据平台也将更倾向于为第一产业提供针对性的数据信息服务,并
持续充实相关数据集从而为第一产业生产活动提供支持.同时,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还意味着

具备较为成熟的农业发展理念,更易于实现数据要素与生产环节的有机融合,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

置水平,进而推动第一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动力.对此,为进一步探讨地区主要

产业形态对公共数据开放促进乡村振兴效果的影响,本文按照地区第一产业占比的均值和中位数对

处理组样本进行分组,接着使用相同的控制组对分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其中,第一产业占比的衡量

方式为第一产业产值与 GDP的比值.表６表明无论是以中位数还是平均值为划分标准的分样本回

归,公共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但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地区的公共数

据开放对乡村振兴具有更大的促进效果.

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据要素的作用效果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因而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振兴的促进

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影响.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将乡村各

类产业信息全面纳入政府数据平台,推动数据要素与生产环节的有机融合,进而促进农村产业转型,
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提高数据要素与生产环节的融合

效率,加快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进程,以更高效的方式发挥数据要素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进而放大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红利.为进一步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会影响公共数据开放对乡

村振兴的促进效果,本文按照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均值和中位数对处理组样本进行分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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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采用相同的控制组对分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衡量方式借鉴潘为华等

的做法[３０],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和相关性,本文选取本地电话年末用户数(万户)、移动电话年末用户

数(万户)、互联网用户数以及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四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

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表７显示无论是以中位数还是平均值为划分标准的分组样本回归,公共

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大部分显著,但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地区公共数据开放对乡

村振兴具有更大的促进效果.
　表６ 异质性分析１:产业形态

划分标准　　
(１) (２)

中位数

(３) (４)
平均值

样本组别　　 第一产业占比较高 第一产业占比较低 第一产业占比较高 第一产业占比较低

Pubdata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２３５ ２２８８ ２２７４ ２２４９
R２ ０．９５６１ ０．９６２４ ０．９５５８ ０．９６２７

　表７ 异质性分析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划分标准　　
(１) (２)

中位数

(３) (４)
平均值

样本组别　　
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较高

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较低

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较高

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较低

Pubdata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２８７ ２２３６ １５６０ ２９６３
R２ ０．９６１ ０．９５７ ０．９６７ ０．９５３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从五个方面综合测度了乡村振兴指数,
并基于政府数据平台上线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振

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１)公共数据开放有效推动了乡村振兴,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工具

变量法、PSMＧDID方法、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２)公共数据开放主

要通过增强民生性财政支出强度和推动市场一体化两个途径促进乡村振兴;(３)公共数据开放对乡村

振兴的促进作用在第一产业占比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地区具有更大的效果.根据以上研究

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推动政府数据平台的建设和优化,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一方

面,对于还未上线政府数据平台的地区,应将其作为重要任务,通过上线公共数据平台提高政府透明

度、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对于已上线政府数据平台的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产业的信息

扶持力度,尤其是在自然资源、环保、气象等方面提供实时数据信息,便于农村生产安排.此外,应推

动政府数据平台向智慧化方向发展,既要降低农村用户获取数据的门槛,又要简化操作流程,为农民

提供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
第二,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和推动市场一体化,探索多维路径助力乡村振兴.各地政府要以提高

政府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水平为目的,注重公共数据资源的共享与配置,从而充分发挥数据要素推动乡

村振兴的积极效果.一方面,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民生性支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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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果,完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将财政资金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和居住环境,
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市场一体化建设,扩大公共数据的供给,提高公共数据资源

的使用效率,深化数据要素在农村产业中应用的潜力,推动数字红利的充分释放.
第三,因地制宜地打造乡村特色产业和配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振兴创造更为有利的条

件.一方面,借助政府数据平台的共享数据,精准定位各地产业发展规划,注重特色农产品、乡村旅游

等品牌塑造,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和业态模式,积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打造乡村特色产业,从而推

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要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质量,提升数据传输速度和容量,
确保数据流通更高效、更准确,避免数据开放因基础设施不足而流通受阻,从而深化数据要素与农村

产业的有机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注释:

①数据来源:https://www．guancha．cn/economy/２０１６_０５_１５_３６０３１６．shtml.
②参考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２０２１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城市)».以此为借鉴,笔者进一步手工整理

计算.
③宿迁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https://data．suqian．gov．cn/oportal/catalog/index? domainId＝domain－１９&page＝１.
④徐州 市 政 府 数 据 平 台:http://data．gxj．xz．gov．cn/＃/DataDirectory;丰 县 政 府 快 报:https://www．ourjiangsu．com/a/

２０２２０１０２/１６４１１１０４１２６７１．shtml.
⑤成都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https://data．chengdu．gov．cn/oportal/catalog/;茂名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https://gddata．gd．gov．

cn/opdata/base/collect? chooseValue＝collectForm&deptCode＝３１&t＝１７３７６１９６４３４９８t;深 圳 市 公 共 数 据 开 放 平 台:https://
opendata．sz．gov．cn/data/dataSet/toDataSet.

⑥武汉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http://data．wuhan．gov．cn/page/search/data_search．html;无锡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https://data．
wuxi．gov．cn/data/search/index．htm.上述数据平台为本文随机抽取并列举,其余数据平台公布数据情况基本一致.

⑦篇幅所限,相关指标体系和指数不再详细披露,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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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DataOpeningandRuralRevitalization:

QuasiＧnaturalExperimentontheGovernmentDataPlatform
XINChongchong１　YUANYijie２　HANYunge３

(１．EditorialDepartmentofBeijingSocialSciences,Beijing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１０１,China;

２．SchoolofAppliedEconomics,China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１０２４８８,China;

３．CollegeofEconomics& ManagementofHubei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Xiangyang４４１０５３,China)

Abstract:Asanimportantpublicresource,governmentdataelementshavetheadvantageofeffiＧ
cientlyintegratinginformationandcaneffectivelysolvemanyproblemsinruralrevitalization．Based
onthepaneldataofChina＇sprefectureＧlevelcitiesfrom２０１０to２０２２,thispaperempiricallytests
theinfluenceofpublicdataopeningonruralrevitalizationanditsrealizationpathbyusing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method．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theopeningofpublicdatareleases
digitaldividendsandcaneffectivelypromoteruralrevitalization,andanumberofrobustnesstests
supportthisconclusion．The mechanism analysisshowsthattheopennessofpublicdatacan
promoteruralrevitalizationbyenhancingtheintensityofpeople＇slivelihoodfinancialexpenditure
andpromotingmarketintegration．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theopeningofpublicdata
playsagreaterroleinpromotingruralrevitalizationinareaswithrelativelyhighprimaryindustry
andrelativelyperfectdigitalinfrastructure．Basedonthis,thispaperputsforwardsomedevelopＧ
mentideas,suchascontinuouslypromotingtheconstructionandoptimizationofgovernmentdata
platform,continuouslyincreasingpeople＇slivelihoodfiscalexpenditureandpromotingmarketinteＧ
gration,and building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support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soastoprovidepolicyreferenceforpromotingruralreviＧ
talization．
Keywords:OpenPublicData;RuralRevitalization;People＇sLivelihoodFiscalExpenditure;Market
Integration;Data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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