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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 provinces spanning from 2010 to 2021,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cross-border labour service cooperation on China’s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found that: cross-border
labour service cooperation has boosted the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of labour export regions by the employment income effect and
the local customer attraction effect. Beside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onsolidated this enhancing effect by strengthening local
relationship and maximizing family happiness. On the contrar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lso weakened this enhancing effect by
extending local labor market and promoting service“online”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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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
2022）[1]。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是“富裕”，而高质量、
高水平和高速度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是实现更宽领
域、更全方位、更大范围和更加均衡“富裕”的现实基
础（洪晓文，2022；夏杰长等，2023）[2，3]。包容性经济增
长不仅要求充分利用全球经济资源、有效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
委员会，2008）[4]，也要求在区域内实现大部分劳动力
的机会平等和福利普惠，从而实现高速、可持续的经
济增长（Ali and Son，2007；杜志雄等，2010）[5，6]。
作为充分联动全球资源要素、开拓利用国际市

场需求潜能的有力手段，跨境劳务合作有利于统筹
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促进劳动力
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和劳动力要素的高效配置。因此，
跨境劳务合作是否为促进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提供
了契机？如果跨境劳务合作可以促进中国包容性经
济增长，是通过何种方式对包容性经济增长产生影
响？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阐释和验证。
本文基于 2010—202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对外工程承包视角出发，深入系统探究跨境劳务
合作对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边
际贡献：（1）探讨了跨境劳务合作促进中国包容性经
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丰富了开放型经济
体制和共同富裕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2）分析了数
字技术对现代跨境劳务合作形式、内容和途径的影
响，并检验了数字技术在跨境劳务合作与包容性经
济增长之间的调节效应。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劳动力要素安全、高效和自由流动既是经济增

长的动力源泉，也是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推进共同
富裕建设的突破口。畅通劳动力的社会性流动，切实
保障劳动者获得充分的就业空间，是防止社会阶层
固化、促进社会和谐安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
求（关娜、吕立志，2012；王华春，2022）[7，8]。
纵观已有文献，国内学者主要聚焦于国内劳动

力流动对地区收入差距收敛和共同富裕建设的影
响。大部分文献认为，国内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有助

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改进劳动力的思维观念，从而
提升劳动力的社会适应性、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可持
续减贫能力（樊士德、金童谣，2020；王璇、王卓，
2021）[9，10]，并对中国共同富裕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也
有文献指出，户籍门槛会导致劳动力流动的效益无
法充分释放，使得低人力资本群体被排除在城市福
利体系之外，从而抑制了这部分劳动力的流动意愿，
并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劳动力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屈
小博、胡植尧，2022；李连友等，2023）[11，12]。谭昶等
（2022）[13]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劳动力流动的复杂
性，指出“地理距离”和“就业形式”是影响劳动力流
动与共同富裕建设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即长距离
移动、非稳定就业类型的劳动力流动不利于共同富
裕建设。陈东和秦子洋（2022）[14]指出，人工智能促进
了劳动力跨产业、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劳动力收
入差距，但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存
在差异性，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外，王
卓和余骏舟[15]（2023）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自由
流动降低了收入、健康、幸福感等维度的相对贫困
率，但对社会保障、主观态度等维度的相对贫困存在
异质性影响。

近年来，国外部分学者和国际组织逐渐关注劳动
力跨境流动产生的潜在效益。Kahanec and Zimmerman
（2010）[16]、Parenti and Tealdi（2021）[17]侧重分析欧洲
范围内的劳动力跨境流动，认为劳动力跨境流动有
利于提高劳动力福祉、提升就业满足度，并且可以
促进良性的效率竞争，对各国经济发展会产生正向
作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等
（2016）[18]指出，国际劳动力迁移有利于深化经济体
间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在短期内可以开辟更易
实现的就业减贫渠道。
总体来看，鲜有文献研究跨境劳务合作对包容

性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及作用机制。由于涉及服务
贸易总协定下的自然人流动，跨境劳务合作也应隶
属于中国服务业开放范畴（李琴，2007）[19]。针对中国
服务业扩大开放能否推动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共
同富裕建设，国内学者已经形成三方面的基本共识：
一是服务业开放的收入增长和分配效应，提高了劳
动者的相对工资水平；二是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优化
全球要素资源配置、减轻国际保护主义和跨境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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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的冲击，使不同地区间同质生产要素的相对收
益和绝对收益趋近相同；三是高度有效的要素市场
和畅通有序的国内循环系统，形成了服务业对外开
放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陈
明等，2022；李銮淏、李勇坚，2023）[20，21]。
（二）研究假设
跨境劳务合作是劳动力参与国际市场、运用全

球资源、实现要素报酬增长的有效路径。同时，作为
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模式，跨境劳务合作不
仅通过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打破制度壁垒、营造
公平高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也
会通过扩大居民就业创收空间，助力包容性经济增
长。沿循以往文献观点和上述分析思路，本文认为跨
境劳务合作通过就业创收效应和本地引流效应，促
进了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

1.就业创收效应。跨境劳务合作是组织劳务人
员赴其他国家或地区，为境外企业或机构提供劳务
服务的经营性活动。①在保障全体劳动者合法权益
和维护劳动关系稳定的前提下，跨境劳务合作通过
利用庞大的国际劳务需求，可以充分吸纳和合理配
置国内优质人力资源，具有扩大就业容量、缓解国
内就业压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作用（李金华，
2021）[22]。此外，劳动力就业流动意愿，取决于要素
报酬提升空间是否可以超越迁移成本，而工资水平
是反映报酬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杨杰等，2017）[23]。
跨境劳务合作通过挖掘潜在的国际市场资源，可以
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优势，增加国内居民的
创收增效机遇，从而赋能输出地收入差距收敛和包
容性经济增长。

2.本地引流效应。作为劳动力跨境流动的核
心内容，跨境劳务合作在深化对外开放、吸引优
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务派遣
在政务沟通、经济合作、旅游娱乐、体育休闲、学
术交流、汉语培训等领域，发挥了宣传、传播和推
广本土文化的媒介作用（王学成、郭金英，2007）[24]，
不仅有助于展示中国社会形象和主流价值观，促
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和交流，也有助于增强中
华文化的世界感召力和维护海外文化权益。同
时，跨境就业的劳动者通过学习、吸收、利用全
球文化资源，提高了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的国际认同度和吸引力（范玉刚，2023）[25]。
此外，跨境劳务合作不仅是中国服务业对外开
放的重要环节，也为输出地的旅游业、外商直接

投资和对外贸易提供了引流窗口和开放平台，并
依托旅游业的就业增长、产业优化、要素流动效
应（Balaguer and Cantavella，2002；张广海、王新
越，2014）[26，27]，以及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和业态
创新效应（孟祺、朱雅雯，2023）[28]，深度赋能包容
性经济增长。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假设 2和

假设 3。
假设 1：跨境劳务合作有利于促进劳务输出地

的包容性经济增长。
假设 2：跨境劳务合作通过扩大就业容量和提

高收入水平，促进劳务输出地的包容性经济增长。
假设 3：跨境劳务合作通过拉动输出地的旅游

业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劳务输出地的包容性
经济增长。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各省级行政区（以下简称为“省份”）的跨

境劳务合作规模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各省份包容
性经济增长水平设定为被解释变量，并加入一系列
对包容性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考虑到数
据可获得性和准确性，确定样本范围为 2010—2021
年的中国 29个省份。②因此，本文设定的基准回归模
型如式（1）所示：

lnIGit=α0+α1lnLABOURit+α2lnXit+τi+θt+εit （1）
式（1）中，lnIG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 i 省份第 t

年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水平；lnLABOURit 为核心解
释变量，表示 i省份第 t年的跨境劳务合作规模；
lnXit是 i省份第 t年的控制变量；α1为跨境劳务合
作规模的估计系数；α2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α0

是常数项；τi是省份层面的个体固定效应；θt 是时
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实证检验过程中涉
及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取自然
对数，旨在规避异方差的影响、统一量纲和减少数
据波动。
（二）变量识别和数据说明
1.包容性经济增长。本文借鉴于敏和王小林

（2012）[29]的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 4 个基本维度、7
个二级指标和 10个三级指标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指
标体系，具体内容见表 1。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
测算各省份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水平值。根据 KMO
检验和 Bartlett检验结果，指标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
高且因子分析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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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境劳务合作规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
商务部发布的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简明统计数据，中
国跨境劳务合作囊括对外工程承包项目和对外劳务
合作项目。目前，中国各省有关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
工程承包项目派遣人数的统计口径有较大差异，结合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现实特征，本文采用对外工程承
包新签合同金额衡量各省份的跨境劳务合作规模。

3.控制变量。根据马强文和任保平（2012）[30]、陈
阳等（2023）[31]、韩亮亮等（2023）[32]、徐敏和姜勇
（2015）[33]的研究成果，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1）人
均 GDP，使用 GDP和总人口数之比衡量；（2）平均受
教育年限，使用（小学学历人口数×6+高中学历人口
数×12+大学学历人口数）/当地 6岁以上总人口数衡
量；（3）民生性财政支出，使用人均财政性教育、医
疗、文化体育与传媒、交通运输和社会保障支出之
和衡量；（4）交通运输水平，使用货物周转量衡量；
（5）经济结构高级化，使用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乘以
1、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乘以 2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乘以 3之和衡量；（6）对外开放程度，使用对外贸易

总规模占 GDP的比重衡量；（7）平均工资，使用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衡量。

4.机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机制变量包括：（1）失
业率，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衡量；（2）个人所得税收
入，使用地方财政税收收入中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衡
量；③（3）旅游外汇规模，使用国际旅游外汇收入额
衡量；（4）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
金额衡量。

表 2为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单位根和多重
共线性检验结果。从表 2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被
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机制变量均保持平稳；除变量
lnWAGE的 VIF值为 6.960外，其余变量的 VIF值均
低于 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0—2022年的各省份统计年鉴、各省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
鉴》《全国 1：100 万公众版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2021）》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
通商口岸市场圈》（滨下武志，2006）[34]。

基本维度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就业机会 第二、三产业就业率

可持续经济增长
第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

人均 GDP增长率

降低贫困和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 基尼系数

贫困发生率 历年各省低保人口数占各地总人口数比重的年度平均值

参与经济机会的公平性

健康和营养
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的比重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教育
6岁及 6岁以上初中人口数占 6岁及 6岁以上人口数的比重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 GDP的比重

获得基础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 GDP的比重

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值 0.705

Bartlett球形检验值［p值］ 2296.261［0.000］

表 1 包容性经济增长指标体系

变量 变量符号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误 ADF-Fisher检验 VIF值 样本量

包容性经济增长 lnIG 1.597 1.798 1.284 0.074 -3.584*** 348

跨境劳务合作规模 lnLABOUR 11.153 14.754 2.304 2.987 -9.200*** 1.140 348

人均 GDP lnGDP 10.714 11.994 9.457 0.481 -5.511*** 7.734 348

平均受教育年限 lnEDU 2.205 2.548 1.932 0.096 -13.505*** 3.248 348

民生性财政支出 lnFISCAL 7.538 8.905 6.023 0.536 -25.447*** 1.652 348

交通运输水平 lnTRANS 7.982 10.252 3.565 1.209 -4.021*** 1.291 348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单位根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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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图 1 为基准回归中残差项的异方差性检验结

果。从图 1可以看出，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残差项未
呈现出显著的异方差性。为防范自相关性和异方
差性问题，本文在回归分析中使用怀特（White）稳
健性标准误。

表 3 为面板混合回归、加入双向固定效应和
随机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结果，但本
文主要采用加入双向固定效应的 OLS模型进行回
归分析，并延用于异质性检验、稳健性检验、机制
检验和拓展性分析之中。从表 3 列（2）可以看出，
lnLABOU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劳务合
作能够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假设 1得到验证。此
外，lnGDP、lnFISCAL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
lnOPEN和 lnTRANS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
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市场

一体化程度存在差异，导致传统交通运输和对外贸
易尚未实现“普惠增效”，从而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
衡，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夏杰长等，2023）[3]。

变量 变量符号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误 ADF-Fisher检验 VIF值 样本量

经济结构高级化水平 lnSTRUCTURE 0.867 1.042 0.772 0.050 -6.731*** 4.391 348

对外开放程度 lnOPEN 2.922 4.762 1.445 0.802 -4.716*** 2.002 348

平均工资 lnWAGE 10.871 12.025 10.093 0.366 -11.619*** 6.960 348

失业率 lnUNEMPLOY 1.150 1.459 0.182 0.244 -1.740** 348

个人所得税收入 lnTAX 4.225 6.820 1.241 1.085 -2.193** 348

旅游外汇规模 lnTOURISM 6.839 9.929 1.488 1.654 -8.773*** 290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lnIFDI 11.312 14.661 7.762 1.438 -1.706** 348

表 2（续）

注：本文采用 ADF-Fisher检验法、方差膨胀因子法分别进行单位根和多重共线性检验；仅显示基准回归中的变量 VIF值。

图 1 基准回归中残差项的异方差性检验

包容性经济增长水平

残
差
项
平
方

0.020

0.016

0.012

0.008

0.004

0.00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面板混合回归 双向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常数项 2.598***

（0.069）
2.887***

（0.394）
2.330***

（0.073）

lnLABOUR 0.005***

（0.001）
0.003**

（0.001）
0.004***

（0.001）

lnGDP -0.082***

（0.012）
0.151***

（0.020）
-0.153***

（0.028）

lnEDU -0.580***

（0.038）
0.012
（0.070）

-0.051
（0.051）

lnFISCAL -0.022***

（0.005）
0.084***

（0.019）
0.023*

（0.013）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lnTRANS 0.003
（0.002）

-0.044***

（0.004）
-0.010***

（0.003）

lnSTRUCTURE 0.055
（0.127）

0.034
（0.122）

-0.022
（0.161）

lnOPEN -0.025***

（0.004）
-0.026***

（0.005）
-0.020***

（0.005）

lnWAGE 0.118***

（0.017）
-0.020
（0.037）

0.090***

（0.028）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调整后的 R2 0.821 0.953 0.387

样本量 348 348 348

LR检验的 F统计量
［p值］

24.289
［0.000］

Hausman检验的
Chi2统计量［p值］

78.118
［0.00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圆括
号内为怀特（White）稳健性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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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基于工具变量和广义矩估计法的内生性检

验。本文参照李銮淏和李勇坚（2023）的做法[21]，采用
明末清初设立的“常关”数量和跨境劳务合作规模滞
后一期项，作为跨境劳务合作规模的工具变量，并利
用广义矩估计法开展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列（1）。本文选取明末清初设立的“常关”数量作为工
具变量的原因在于，19世纪以前建设的明清“常关”
承担了军事国防和征收贸易税款的任务，并且中国
近代以来的开埠选址和港口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承袭
了历史上“常关”的空间布局，但与“常关”所在地的
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无显著关联，满足工具变量的相
关性和外生性要求。
从表 4 列（1）可以看出：跨境劳务合作规模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劳务合作促进了中国
包容性经济增长；Hansen J统计量不显著，说明工
具变量具有较强的外生性；Cragg-Donald Wald F统
计量大于 Stock-Yogo 10%临界值，说明不存在弱工
具变量问题。

2.替换解释变量。本文使用对外工程承包的完
成营业额、对外工程承包新签订合同数和对外工程
承包年末在外人数，分别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重新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4 列（2）、列（3）和列
（4）。回归结果表明，跨境劳务合作仍然显著促进了
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

3.剔除特殊样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市作
为直辖市，在区划面积、政策支持和经济条件等方面
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并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本
质上不同于省级行政区。因此，本文在剔除了四大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估
计结果见表 4列（5）。回归结果表明，跨境劳务合作
规模依然显著促进了包容性经济增长。

4.重大事件的冲击效应。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并快速蔓延后，不同经济体的隔离措施、抗疫成效
和疫情冲击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本文将时间范
围调整为 2010—2019年后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
见表 4列（6）。结果表明，跨境劳务合作规模仍然显
著促进了包容性经济增长。

5.调整时间窗口。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为中国劳务派遣高质量、高水平
发展注入强劲的政策推力。因此，以 2015 年为分
界点，将时间跨度调整为 2010—2014 年和 2015—
2021 年两个阶段后，分别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
果见表 4 列（7）和列（8）。结果表明，2010—2014
年，跨境劳务合作规模的促进效应不显著，而
2015—2021 年的促进效应显著，说明“一带一路”
倡议强化了跨境劳务合作规模对中国包容性经济
增长的促进效应。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内生性检验 调整时间窗口

（1） （7） （8）

常数项 2.443***

（0.088）
2.643**

（1.051）
2.626***

（0.584）

lnLABOUR 0.002**

（0.001）
0.003
（1.007）

0.003**

（0.002）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后的 R2 0.778 0.953 0.979

替换解释变量

（2）

3.098***

（0.402）

0.003***

（0.001）

控制

控制

0.954

（3）

3.018***

（0.415）

0.003**

（0.002）

控制

控制

0.953

（4）

3.186***

（0.401）

0.010*

（0.007）

控制

控制

0.953

剔除特殊样本 重大事件冲击

（5） （6）

2.657***

（0.302）
3.088***

（0.551）

0.002*

（0.001）
0.003**

（0.00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973 0.955

样本量 319 145 203348 348 348 288 290

Hansen J统计量
［p值］

1.592
［0.207］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784.864

Stock-Yogo 10%临界值 8.680

注：部分对外工程承包年末在外人数存在数据缺失的问题，本文使用线性插值方式对缺失数据进行插补；受篇幅所限，控制
变量回归系数和怀特稳健标准误不予陈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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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制分析
本文借鉴马述忠和房超（2021）[35]的调节效应检

验思路，分析跨境劳务合作对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
的作用机制。
本文以失业率为调节变量探究就业效应。构建

的调节效应模型如式（2）和式（3）所示：
lnIGit=β0+β1lnLABOURit+β2lnUNEMPLOYit+β3lnXit

+τi+θt+εit （2）

lnIGit=β
′

0 +β
′

1 lnLABOURit+β
′

2 lnUNEMPLOYit+

β
′

3 lnXit+β
′

4 LABOURit×lnUNEMPLOYit+τi+θt+εit （3）

从表 5的列（1）和列（2）可以看出：失业率显著
抑制了包容性经济增长；加入跨境劳务合作与失业
率的交乘项后，失业率的抑制效应不再显著，而交乘
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劳务合作能够缓
解本地就业压力，以更广阔的国际资源吸纳就业和
扩大劳动力市场空间。
本文以个人所得税收入为调节变量探究创收效

应。构建的调节效应模型如式（4）和式（5）所示：
lnIGit=γ0+γ1lnLABOURit+γ2lnTAXit+γ3lnXit+τi+θt

+εit （4）

lnIGit=γ
′

0 +γ
′

1 lnLABOURit+γ
′

2 lnTAXit+γ
′

3 lnXit+

γ
′

4 LABOURit×lnTAXit+τi+θt+εit （5）

从表 5的列（3）和列（4）可以发现：个人所得税
收入显著促进了包容性经济增长；在加入跨境劳务
合作与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交乘项后，个人所得税收
入和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个人所得
税缴纳规模强化了跨境劳务合作对包容性经济增长
的促进效应。

本文以旅游外汇规模为调节变量，探究旅游业
的引流效应。构建的调节效应模型如式（6）和式（7）
所示：

lnIGit=δ0+δ1lnLABOURit+δ2lnTOURISMit+δ3lnXit

+τi+θt+εit （6）

lnIGit=δ
′

0 +δ
′

1 lnLABOURit+δ
′

2 lnTOURISMit+δ
′

3 lnXit

+δ
′

4 LABOURit×lnTOURISMit+τi+θt+εit （7）

由于 2020—2021年的旅游外汇收入数据严重
缺失，本文仅保留 2010—2019 年的相关数据。从
表5的列（5）和列（6）可以看出：旅游外汇规模对包
容性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在加入跨境劳务合作
与旅游外汇规模的交乘项后，旅游外汇规模与交乘
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跨境劳务合作能够
为本地旅游业开源引流，进一步增强旅游产业发展
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调节变量，探究外

商投资的引流效应。构建的调节效应模型如式（8）和
式（9）所示：

lnIGit=ρ0+ρ1lnLABOURit+ρ2lnIFDIit+ρ3lnXit+τi+θt+
εit （8）

lnIGit=ρ
′

0 +ρ
′

1 lnLABOURit+ρ
′

2 lnIFDIit+ρ
′

3 lnXit+

ρ
′

4 LABOURit×lnIFDIit+τi+θt+εit （9）

从表 5的列（7）和列（8）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
资金额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在加入跨
境劳务合作与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交乘项后，交乘
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劳务合作可以发
挥国际投资引流窗口的作用，实现外商直接投资对
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正向赋能。

表 5 机制分析结果

（1） （7） （8）

常数项 2.962***

（0.475）
2.945***

（0.516）
2.914***

（0.518）

lnLABOUR 0.003**

（0.002）
0.004**

（0.002）
0.001*

（0.000）

lnUNEMPLOY -0.011*

（0.006）

lnTAX

lnTOURISM

lnIFDI -0.001
（0.001）

-0.004
（0.003）

（2）

2.951***

（0.474）

0.005*

（0.003）

-0.001
（0.025）

（3）

2.949***

（0.518）

0.004**

（0.002）

0.002*

（0.001）

（4）

2.898***

（0.527）

0.002*

（0.001）

0.006*

（0.003）

（5） （6）

3.116***

（0.534）
3.140***

（0.536）

0.005***

（0.002）
0.001*

（0.000）

0.001
（0.004）

0.007*

（0.005）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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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质性分析
1.区域异质性。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

多样，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
标准，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
后，分别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6。④结果表
明：在东部和中部省份，lnLABOUR 的回归系数均
显著为正；在西部省份，lnLABOUR 的回归系数为
负，但不显著。

2.“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异质性。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与行动》，将 18个“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份列为重
点建设省份。⑤因此，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一带一路”
沿线和非“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后，分别重新进行回
归分析，结果见表 6。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否为“一
带一路”沿线省份，跨境劳务合作规模均显著促进了
包容性经济增长。

（1） （7） （8）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lnLABOUR×lnIFDI 0.001*

（0.000）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后的 R2 0.954 0.953 0.953

样本量 348 348 348

（2）

控制

控制

0.954

348

（3）

控制

控制

0.953

348

（4）

控制

控制

0.953

348

（5） （6）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957 0.957

290 290

变量

lnLABOUR×lnTOURISM 0.001**

（0.000）

lnLABOUR×lnUNEMPLOY 0.001*

（0.000）

lnLABOUR×lnTAX 0.001*

（0.000）

表 5（续）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1）

变量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

西部 沿线省份 非沿线省份

常数项 2.004***

（0.449）
2.268***

（0.145）
2.808***

（0.857）

lnLABOUR -0.001
（0.003）

0.002*
（0.001）

0.014***

（0.005）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后的 R2 0.718 0.967 0.934

样本量 132 192 156

区域异质性

东部

3.715**

（1.428）

0.003***

（0.001）

控制

控制

0.850

120

中部

1.887***

（0.157）

0.011**

（0.004）

控制

控制

0.639

96

3.跨境劳务合作程度的异质性。为进一步考察
跨境劳务合作规模和深度是否会影响包容性经济增
长，本文选取 0.10、0.30、0.50、0.70和 0.90分位点进
行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7。从表 7可以发现：
在 0.10、0.30分位点处，跨境劳务合作规模显著抑制
了包容性经济增长；在 0.50分位点处，跨境劳务合
作规模的抑制性效应虽然存在，但不显著；在 0.70

和 0.90分位点处，跨境劳务合作规模均显著促进了
包容性经济增长。这说明，当跨境劳务合作规模和层
次处于较低水平时，不仅无法发挥促进效应，也可能
由于劳务派遣培训不充分、相关法律落实不到位和
机制运行效率偏低，不利于提升外派劳务人员的收
入水平和职业获得感，从而对输出地的包容性经济
增长产生了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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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拓展性探讨：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
在针对数字技术调节效应的拓展性分析中，本

文采用移动电话普及率衡量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DIG），运用粗离婚率衡量居民幸福度（DIVORCE），
使用失业率衡量就业环境（UNEMPLOY）。

1.数字技术与人民幸福感。数字技术和新型通
信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了双边社交网络黏合的低代
价化和便捷化（Vertovec，2004）[36]，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缓和境外就业与家庭抚养、赡养之间的伦理矛盾，
实现就业收入和亲属关系的双向维持（Madianou，
2012）[37]。参考刘铠豪等（2022）[38]的研究思路，本文构
建的调节效应模型如式（10）所示：

lnIGit=σ0+σ1lnLABOURit+σ2Xit+σ3lnDIVORCEit

+σ4lnDIVORCEit×lnLABOURit×lnDIGit+τi+θt+εit （10）
从表 8 可以发现：在只加入 lnLABOUR 和

lnDIVORCE时，lnLABOU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
lnDIVORCE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lnDIVORCE ×
lnLABOUR 的 回 归 系 数 不 显 著 ；lnDIVORCE ×
lnLABOUR×lnDI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跨境
劳务合作本身具有提高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积极
作用，而数字技术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促进效应。

2.数字技术的本地就业效应。数字技术有利于
业态模式的创新发展和消费端的增量提质，从而促
使劳务输出地的劳动力市场扩容升级，为劳动力提
供更多元、充足的本地就业岗位。同时，随着远程技
术指导、线上客服咨询、异地网络办公、数字交易平
台、在线教育不断兴起，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
合作的部分领域也会出现“线上转移”趋势（李銮
淏、夏杰长，2023）[39]。因此，本文以失业率衡量劳动
力市场状况和就业环境，分析数字技术是否实现劳
务输出向国内就业的替代转移。构建的调节效应模
型如式（11）所示：

lnIGit=φ0+φ1lnLABOURit+φ2Xit+φ3lnUNEMPLOYit

+φ4lnUNEMPLOYit×lnLABOURit×lnDIGit+τi+θt+εit（11）
从表 9 可以发现：在只加入 lnLABOUR 和

lnUNEMPLOY时，lnLABOU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而 lnUNEMPLOY 的 回 归 系 数 显 著 为 负 ；
lnUNEMPLOY ×lnLABOUR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lnUNEMPLOY×lnLABOUR×lnDIG 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负，说明数字技术可以为本地业态创新和劳务提
供“线上化”服务，不仅扩充了当地就业岗位空间，也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跨境劳务合作对包容性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

变量
0.50 0.70 0.9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后的 R2 0.536 0.564 0.613

样本量 348 348 348

跨境劳务合作程度（分位点检验）

0.10

控制

控制

0.522

348

0.30

控制

控制

0.528

348

lnLABOUR -0.001
（-0.766）

0.001*

（0.000）
0.002**

（0.001）
-0.004***

（0.001）
-0.001*

（0.001）

常数项 2.500***

（0.106）
2.582***

（0.066）
2.610***

（0.091）
2.694***

（0.141）
2.732***

（0.223）

表 8 拓展性分析检验结果（1）

（1） （2） （3）

常数项 2.912***

（0.445）
2.958***

（0.453）
3.005***

（0.453）

lnLABOUR 0.003**

（0.001）
0.003**

（0.001）
0.002*

（0.001）

变量

lnDIVORCE -0.051***

（0.011）
-0.056***

（0.012）
-0.060***

（0.012）

lnDIVORCE×lnLABOUR 0.000
（0.001）

调整后的R2 0.959 0.957 0.957

样本量 348 348 348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lnDIVORCE×lnLABOUR×lnDIG 0.001*

（0.00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表 7 异质性检验结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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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不包括国外企业、机构或者个人在中国境

表 9 拓展性分析检验结果（2）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 2010—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探讨

了跨境劳务合作对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论表明：（1）跨境劳务合作规模的提升有利于
促进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2）跨境劳务合作通过提
供就业国际化渠道、提高劳动者整体收入水平、提升
劳务输出地的国际影响力、赋能旅游业繁荣发展和吸
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3）数
字技术通过提供维系社会关系、保障家庭幸福感，强
化了跨境劳务合作规模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促进效
应，并通过催生新岗位，推动当地劳动力市场扩容增
量，促使部分领域的劳动服务“线上化”转移，弱化了
跨境劳务合作规模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发展对外工程承包为代表的跨境劳

务合作，逐步增强高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强
与传统优势区域市场的劳务合作关系，并推动与更
多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劳务和工程项目合作，实现中
国劳务外派输出模式和区域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同
时，关注对外工程承包的新模式和新内容，加强出
口信用保险、进出口信贷和对外劳务合作信贷支持
力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品牌”的国际
化、高端化劳务合作，逐步提高运营维护、规划设
计、高端技术咨询等领域的竞争力。

第二，完善更新劳务派遣人员培训体系，充分

发挥外派员工的文化宣传和沟通媒介作用。政府要
加强对外派劳务人员的监督和培训管理，采取定期
考核、统计分析和运行监测等方式，保障劳务派遣
人员接受系统培训，维护劳务派遣人员的法律权
益。同时，还要积极改进优化培训模式，适时调整和
创新文化适应性培训的内容、形式和参考教材，提
高劳务派遣人员的文化适应能力和语言技能，有效
增强劳务外派人员的自我保护、沟通交流和社群融
入能力（马慧洁等，2023）[40]。此外，需要加强劳务派
遣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培育他们的荣辱观、文化
自信和民族认同感，使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亮丽的
文化名片和重要的宣传媒介。

第三，加快发展数字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助推全社会就业高质量、高水平发展。重视数字技术
的自主研发和应用落地，积极参与制定网络空间和
跨境数据的国际规范标准，提高同全球不同劳务输
出东道国（地区）的信息互联水平，帮助劳务派遣人
员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缓解境外工作和亲人照料间
的冲突，逐步提升其职业获得感和综合幸福度。同
时，要挖掘国际劳动力市场潜能，尤其要依托数字技
术对新行业、新产业的赋智催化作用，增强国内就业
韧性和岗位多元性，释放国内市场需求对就业的拉
动效应，夯实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内在基础。
（三）不足与展望
第一，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城市和少数省份缺乏

对外工程承包派遣人数、年末在外人数、签订合同金
额等官方统计数据，导致本文无法形成更完整的地
级市样本，难以更系统地反映中国跨境劳务合作现
状及其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赋能效应。

第二，细分行业的对外劳务合作数据较难获得，
无法根据医疗、餐饮、科技、培训教育等不同细分行
业的跨境劳务合作数据，更全面地开展其赋能效应
的异质性检验。

第三，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资产是数据要素，作
为技术、资金、人力资本、服务的传统媒介，劳动力跨
境流动是否会被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所取代？数字
技术对提升创新能力、增加创新产出和加速知识生
产的促进效应，是否会替代部分跨境劳务合作内容？
这些问题对中国劳务派遣的高质量发展也具有较大
的研究价值。

（1） （2） （3）

lnDIVORCE×lnLABOUR×lnDIG -0.001*
（0.00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后的R2 0.954 0.953 0.955

样本量 348 348 348

变量

lnDIVORCE×lnLABOUR 0.000
（0.002）

常数项 2.962***

（0.475）
2.952***

（0.484）
2.822
（0.467）

lnLABOUR 0.003**

（0.002）
0.004**

（0.002）
0.008**

（0.004）

lnDIVORCE -0.011**

（0.006）
-0.012
（0.023）

-0.030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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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招收劳动者赴国外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商务、旅游、留学等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并且必须由我国境内企业

法人与境外允许招收或雇用外籍劳务人员的公司、中介机构或私人雇主签订合同之后，按照合同约定条件合规开展招聘、选拔

和派遣我国公民到境外，并向境外雇主提供劳务服务和组织管理。

② 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暂无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企业，海南省内唯一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企业（海南

江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2019年。因此，本文涉及的中国大陆29个省级行政区为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

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

肃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单列的省部级特殊区划，拥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企业，本文将其视为省级行政区样本进

行实证检验。

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和第七条规定，本文使用个人所得税财政收入规模间接反映居民总体

收入水平。

④ 参照国家统计局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标准，本文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

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划归为东部地区，将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划归为中部

地区，将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

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划归为西部地区，同时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划归为西部地区。

⑤ 18个“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份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陕西省、青海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

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海南省、重庆市和上海市。数据样本不包括

西藏自治区、海南省，并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替换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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