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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农村居民就业与共同富裕

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城镇

居民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是新时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促进共同

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 1 ]。近年来，农

村电商发展成效有目共睹，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有望助力解决共同富裕中最艰巨最繁重的问题。

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电商发展。早在 2014年，中央

一号文件就正式提出要加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

建设。2014—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年对

农村电商进行全面部署。发展农村电商正在成为

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及助力农

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

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农村电商发展。比如，

2021年11月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局印发的《农业农村领

域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行动计划（2021—
2025年）》明确提出，要把加快建成电子商务专业

村作为实施数字促共富的重要举措。浙江是我国

田 野 ，夏 杰 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市 100006）

摘 要：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农村电商有望通过促进农村居民就业和增收助

力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2014—2020年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的县域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

村电商与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探究农村电商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农村电商在促进农村居

民增收方面作用显著，但因其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量小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量，其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方面的作用暂未显露。不过，由于农村电商能够促使农村居民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实现更快增速，其促进共同富

裕的潜力是明确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电商能够带动农村居民就业特别是其在非农产业的就业，使之增加

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助力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电商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农业占比和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显著，在山区不显著。为更好地发挥农村电商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应充分发挥政府

引领作用，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营造农村电商发展良好环境；加快发展农村电商，特别是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地区的农村电商，充分发挥农村电商促农增收作用；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鼓励农村发展多

元化特色产业，夯实农村电商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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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农村电商

发展最早、成效最显著的省份之一。根据《浙江省

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2022》，2022年，浙江农村网络

零售额为 11 681 亿元，占全省网络零售总额的

43.20%，占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2.17万亿元）的

53.80%，占全国网络零售总额的15.70%。淘宝村是

农村电子商务的典型代表，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

的淘宝村名单，2022年，浙江淘宝村数量为 2 426
个，占全国的比重为31.18%，浙江每万农村人口拥

有的淘宝村数量为1.380个，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159个）。根据历年浙江统计年鉴，在浙江农村电

商蓬勃发展的同时，其农村居民收入也迅速增加，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从 2012年的 2.61下降到

2022年的 1.90。那么农村电商与缩小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之间是否存在紧密联系？

一、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包含富裕和共享两个层面 [ 2 ]，现有

研究对电子商务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

为广泛的探讨，明确了电子商务在提升居民收入

方面的显著作用，但对其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

有研究认为，电子商务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

民收入增长。发展农村电商能够提升创业水平、

增加非农就业、提高土地流转率，进而显著提升农

户收入 [ 3 ]。电子商务能够促使中国家庭通过网销

增收途径缓解自身多维相对贫困 [ 4 ]。农村电商能

够通过增加低收入农户综合收入、扩大农村就业

和兼业数量显著缓解农户相对贫困 [ 5 ]。农村居民

高质量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电子商

务发展的深化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社会资本

拓展效应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

量 [ 6 ]。电商经营可以通过强化信息获取、降低经

营成本、增强金融支持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 7 ]。

有研究认为，电子商务能够促进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的缩小。跨境电商能够通过激发创业活

力、吸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 [ 8 ]。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显著促进

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且具有将

“蛋糕”做大做好、切好分好的双重功能 [ 9 ]。数字

经济有助于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通过推

动农村就业创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共同富

裕 [ 10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缩减农村居民与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差距来促进共同富

裕，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 [ 11 ]。电子商

务能够通过促进农村居民就业、扩大社会消费，缓

解县域经济不平衡状况 [ 12 ]。农村电商政策有助于

缩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缩小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这种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高

的地区更加显著 [ 13 ]。

有研究认为，电子商务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的作用不显著。电子商务可大幅提升社会个

体经济参与度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但并未带来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 14 ]。电子商务能够

通过推动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居民整体收入

水平和富裕程度提高，也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扩大 [ 15 ]。农村电商在促进农户整体收入水平提

升的同时，也会带来高收入农户与低收入农户之

间在非农创业、农业创业和种植结构等方面差异

的扩大，进而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 16 ]。

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居

民收入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少有研

究针对某一典型区域进行分析。本研究利用浙江

县域数据，实证检验农村电商在促农增收、推进共

同富裕中的作用。一方面，本研究能够丰富农村

电商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因浙江属

于共同富裕建设示范区，本研究以浙江各县级行

政区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提供参考，也可为全国层面共同富裕的稳步

推进提供借鉴。

二、农村电商基本内涵及其促进共同富

裕的理论机制

（一）农村电商基本内涵

农村电商的基本内涵决定着其在促进农村居

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从现有研究对农村电商的

定义看，农村电商的经营主体是农村居民，他们通

过电子商务从事网络销售活动。有研究认为，农

村电商是指涉农领域生产经营主体利用因特网、

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集约化管理、市

场化运作、成体系的跨区域跨行业联合，构筑紧凑

而有序的商业联合体，拓展农村信息服务业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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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在网上进行产品或服务的销售、购买以

及电子支付等活动的过程 [ 17 ]。有研究认为，农村

电商依托行业资源，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互联

网信息技术，为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提供可

以在网络交易平台上实现的包括产品销售、购买、

售后等环节的全过程服务 [ 18 ]。有研究认为，农村

电商主要是指以农户、新农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等为主体的电商从业者利用多样化电商平台和电

子支付工具，依托现代供应链体系，实现乡土特色

产品、城市工业消费品或专业化服务跨时空、跨城

乡双向电子交易和管理的过程 [ 19 ]。

产业政策规划和农村电商发展实践明确了农

村电商的主要发展目标。第一，政府产业政策规

划强调农村电商的基本发展目标是畅通农产品上

行和工业品下行。自电子商务诞生以来，农村电

商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自主发展过程。然而，

随着农村电商在农村经济社会中作用的不断凸

显，农村电商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自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强农产品电子商

务平台建设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农村电

商发展进行了政策指导，农村电商依靠产业政策

扶持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梳理历年中

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村电商的表述，可以较为明确

地理解农村电商的发展目标、作用方式、作用对

象，更为准确地理解农村电商促进共同富裕的机

制。2014—2023年（2017年除外）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的农村电商的发展目标依次是“加强农产品市

场体系建设”“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加强农产品

流通设施和市场建设”“重点解决农产品销售中的

突出问题”“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农产品进

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

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

效对接”“加快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

程”“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

村进城工程”。可以发现，农村电商的主要发展目

标是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打开市场，实现农产品

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第二，从农村电商发展

实践看，农村地区工业品上行成为其重要内容。

农村电商能带动当地传统产业发展，其带来的市

场容量扩张能为传统产业集聚发展提供动力，加

之生产成本上的优势，产业集群在当地逐渐形成，

如曹县的汉服、演出服饰产业集群即属于这种情

形 [ 20 ]。根据阿里巴巴的数据，2015年我国农村地

区有 80%以上的行政村主要在线销售工业品，仅

有 10%的行政村主要在线销售农产品。可见，农

村电商的主要发展目标不再局限于实现农产品价

值，其产品经营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农产品范畴 [ 3 ]。

根据农村电商的基本定义、产业政策规划及

发展实践，农村电商的基本内涵是：以农村居民为

经营主体，依托现代流通体系和电子商务平台所

从事的跨城乡、跨区域的网络销售活动，其主要内

容包括农产品上行、城镇地区工业品下行和农村

地区工业品上行。

（二）农村电商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收入。

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面临大部分农村地区产业

发展落后、大部分农村居民收入较低、大部分农村

居民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等现实难题 [ 21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也是农村电商促进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农

村电商能够促进农产品供需对接，助力农产品价

值实现。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兴起能够激发农村居

民创业，增加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农村电商形

成规模后，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吸纳农村居民

就业，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这些均有助于

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即使农村电商带来的农村居

民收入增量暂不足以抵消城镇居民收入增量，不

能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只要农村居民

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就有望弥合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因此，发展农村

电商能够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

第一，农村电商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创业，使之

实现自主灵活就业，增加经营性收入。一方面，农

村电商能够降低搜寻成本，促进农产品价值的实现，

扩大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数字技术能够降低搜寻

成本、重复成本、交通成本、追踪成本、验证成本

等 [ 22 ]，赋能农村电商，使农村居民低成本地获取商

品和市场信息 [ 23 ]。充分掌握商品和市场信息有助

于农产品供需对接，使农产品更接近市场、更有效

出村进城实现自身价值。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

民可以借助电商与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打通农产

品销售渠道，从而实现经营性收入的增加。另一方

面，农村电商能够为农村居民从事经营活动提供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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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使之不再局限于销售农产品，而是扩展到销售

工业品，增加经营性收入。本研究调研资料显示，

浙江缙云“北山”模式就是以销售户外用品（属于

典型的工业品）为主的。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农村电商能够促进农产品供需对接和农

村居民创业，使农村居民实现自主灵活就业，增加

经营性收入，实现收入提升。

第二，农村电商能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

农村居民实现更充分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一方

面，对于主打农产品销售的农村电商，为培育农产

品竞争力，会在产业政策引导下推动农业生产向

专业化规模化方向转型，实现“一乡一业”“一村一

品”，促使农村居民在农业部门就业增收。本研究

调研资料显示，浙江遂昌“赶街”模式致力于打造

“一村一品”区域产业，先后催生出“茶叶村”“青糕

村”“笋干村”“番薯干村”等 20余个网上销售产品

特色村，带动农村居民增收致富。另一方面，对于

主打工业品销售的农村电商，随着销路的打开，工

业品销量不断增加，会带动周边在位制造企业在

一定程度上扩大生产规模，并吸引其他相关企业

进入，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相比于农业，制造业

等非农产业在工资上更具竞争力，能够吸引农村

居民从事非农生产，增加工资性收入。据此，提出

以下假设：

H2：农村电商能够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使农

村居民实现更充分就业，扩大工资性收入，实现收

入提升。

第三，农村电商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提高，使之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有望带来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改革开放以来，与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作为一个技术上比较落后的国家，通

过引进技术和加强创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实现

后发优势 [ 24 ]。与之类似，由于数字经济发展禀赋

不同，我国农村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

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然而，随着电子商务在

农村逐渐兴起，农村电商为农村地区带来巨大红

利，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迅速拉近农村

地区与消费市场距离，助力农产品价值实现，创造

就业，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快速

提升。可以推测，即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

大，农村电商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量暂时不能

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农村电商也能通

过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村经济后发优势，使农村

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即农村电

商是有潜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

裕的。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农村电商能够促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

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方面具有潜力，从而助力促进共同富裕。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回归模型

根据前面的分析，农村电商可以促进农村居

民就业增收，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收入增速，有望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助

力共同富裕的实现。鉴于此，构建计量模型考察

农村电商与农村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

乡居民收入增速差距以及农村居民就业的关系，

探究农村电商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为缓解时间和遗漏变量的影响，采用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公式如下：

yit=αit+β1xit+Controlit+γt+μi+εit （1）
其中，i表示县级行政区，t表示年份，yit表示被

解释变量或机制变量，xit表示农村电商发展水平，

Controlit表示控制变量，γ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μi表

示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控制诸多不随个体变动的

遗漏变量，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设计三个被解释变量：一是农村居民

收入，用 t年县级行政区 i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对数衡量；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 t年县级行

政区 i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之差的对数衡量，这是从收入视角反映共同富

裕程度的重要指标；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差距，

用 t年县级行政区 i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之差衡量，其值越大，说明

农村电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潜力越大。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电商发展水平，用淘宝

村数量（各县级行政区所拥有的淘宝村数量）衡

量 [ 25 ]。在稳健性检验中，换用农村电商密度（每万

农村居民所拥有的淘宝村数量）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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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制变量

机制变量为农村居民就业，用农村居民就业

人数的对数衡量。进一步，将农村居民就业分为

农村居民农业就业、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两个变量，

分别用农村居民在农业、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对

数衡量。

4.控制变量

本研究设计四个控制变量：一是人均GDP，用
各县级行政区人均GDP的对数衡量，反映经济发

展水平；二是农业产值，用各县级行政区农业产值

的对数衡量，反映农业发展水平；三是工业化率，

用各县级行政区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衡量，反

映产业结构情况；四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用各县

级行政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对数衡量，反映政

府财政支持能力。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以 2014—2020年浙江县级行

政区为样本，相关数据主要根据阿里研究

院发布的中国淘宝村名单以及浙江各地

级市统计年鉴整理而得。考虑到 2014年
以前我国淘宝村数量很少，如2013年全国

仅有 20个，浙江仅有 6个，而 2014年浙江

淘宝村数量迅速增加到64个，因此将研究

期的起始年份定为 2014年。考虑到 2021
年以来更多城市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农村

居民就业数据，致使可用于本研究机制检

验的样本量进一步减少，不利于得到可靠

的估计结果，将研究期的截止年份定为

2020年。使用 2014—2020年数据能够满

足本研究需要。

由于各指标在不同县级行政区和不

同年份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本

研究得到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各年的样

本量是不一致的。在实证分析中，以实际

样本量为准，对缺失值进行删除处理。本

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可以发现，相比于其他省份，浙江农村电

商发展水平整体较高，但各县级行政区之

间差异较大。例如，从淘宝村数量看，各

县级行政区淘宝村数量的均值为 12.60
个，标准差为 25.48，说明各县级行政区之

间淘宝村数量差异较大。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显示了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即淘宝村数

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

民收入增速差距的基准回归结果。在列（1）至列

（3）中，均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由列（1）可以发现，淘宝村数量的系数为 0.002 0，
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电商对农村居民收

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由列（2）可以发现，淘宝

村数量的系数为 0.001 4，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

明农村电商不仅没有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

小，反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是因为，

农村电商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量小于同期城

变量

被解释
变量

解释
变量

机制
变量

控制
变量

农村居民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差距

农村电商
发展水平

农村居民就业

农村居民农业就业

农村居民非农就业

人均GDP
农业产值

工业化率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淘宝村数量

农村电商密度

样本量

454
454
455
455
262
257
263
226
455
455
455
455

均值

10.11
9.97
-0.01
12.60
0.10
12.42
11.02
11.94
11.18
3.02
0.38
4.06

标准差

0.32
0.21
0.08
25.48
0.15
0.64
0.51
0.86
0.43
0.67
0.12
0.32

最小值

9.37
9.39
-0.31
0.00
0.00
10.79
9.20
10.07
9.72
0.71
0.06
2.59

最大值

10.69
10.58
0.24

164.00
0.55
13.57
12.17
13.44
12.42
4.40
0.64
6.02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淘宝村数量

人均GDP
农业产值

工业化率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1）
农村居民

收入

0.002 0***

（0.000 3）
0.419 0***

（0.017 7）
0.051 5***

（0.010 8）
0.174 2***

（0.052 3）
0.071 5***

（0.015 4）
是

是

4.754 8***

（0.168 7）
454

（2）
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

0.001 4***

（0.000 3）
0.050 5***

（0.018 4）
-0.001 8

（0.011 2）
0.169 1***

（0.054 2）
0.111 4***

（0.015 9）
是

是

8.720 8***

（0.174 6）
454

（3）
城乡居民收入

增速差距

0.000 3*

（0.000 2）
0.010 6

（0.012 0）
0.004 2

（0.007 3）
0.035 4

（0.035 2）
0.000 3

（0.010 3）
是

是

-0.150 7
（0.113 5）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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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居民收入的增量，尚未起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的作用。由列（3）可以发现，淘宝村数量的系

数为0.000 3，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电商

能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农村电商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

裕方面是有潜力的，可通过电子商务进农村，为农

村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城乡共同富

裕。H3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结果的可靠性，采用两种方法进

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处理内生性问题。参考现有研究做法，

以滞后一阶的淘宝村数量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2SLS）进

行回归 [ 26 ]，结果见表3列（1）至列（3）。结果表明，

克莱伯根-帕普（Kleibergen-Paap）rk LM统计量和

克拉格-唐纳德-沃尔德（Cragg-Donld-Wald）F统

计量分别为 27.972和 3 749.039，显著拒绝工具变

量不可识别假设和弱工具变量假设，工具变量有

效。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二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衡量指标。换用农村

电商密度反映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并进行回归，结

果见表 3列（4）至列（6）。可以发现，农村电商密度

的系数均在 1%或 10%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电商

对农村居民收入促进作用明显，

能更好地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增

速，有潜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促进共同富裕，但因其带来

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量小于同期

城镇居民收入增量，其缩小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

效果暂未显露。该结果与基准回

归结果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

稳健。

（三）机制分析

电子商务进农村，既能助力

农产品对接和拓展市场，促进农

产品价值的实现，也能推动农业

生产专业化规模化以及服务农

村电商的上下游其他产业发展，

还能激发拥有相应人力资本的

农村居民创业。而无论是农村

居民创业，还是相关产业发展，都能为农村劳动力

提供更多就业增收机会，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

缩小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助力。鉴于此，分析

农村电商对农村居民就业的影响（结果见表4），探

究农村电商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的机制。

根据列（1），淘宝村数量的系数为正，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电商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

民就业。H1、H2得到验证。根据列（2），淘宝村数

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农村电商对农村居

民在农业部门的就业具有积极影响，但作用不明

显。根据列（3），淘宝村数量的系数为 0.004 1，且
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电商对农村居民在非

农产业的就业促进作用明显。综上，农村电商对

农村居民就业促进作用显著，其中相比于其对农

业部门就业的作用，其对农村居民在非农产业就

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农村居民就业会向非农

产业转移。

（四）异质性分析

根据前述回归结果，农村电商在缩小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暂未显露，但其通过促进

农村居民收入更快增长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共同富裕的潜力是明确的。考虑到农村电商

在农产品和工业品销售方面的作用，从农业占比

滞后一阶的
淘宝村数量

农村电商密度

人均GDP
农业产值

工业化率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农村居民
收入

（1）
0.001 5***

（0.000 2）

0.421 5***

（0.019 3）
0.062 4***

（0.010 9）
0.224 1***

（0.053 0）
0.078 2***

（0.015 8）
是

是

4.699 3***

（0.196 6）
370

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

（2）
0.001 3***

（0.000 3）

0.009 4
（0.020 2）
0.017 5

（0.011 5）
0.212 1***

（0.057 7）
0.112 0***

（0.017 3）
是

是

9.140 0***

（0.194 3）
370

城乡居民收入
增速差距

（3）
0.000 4***

（0.000 1）

0.011 0
（0.010 1）
0.005 4

（0.008 2）
0.036 1

（0.034 7）
-0.003 8

（0.009 8）
是

是

-0.1447
（0.103 4）

370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衡量指标

农村居民
收入

（4）

0.211 0***

（0.050 1）
0.450 1***

（0.027 3）
0.102 0***

（0.014 2）
0.190 5***

（0.065 3）
0.036 5***

（0.007 5）
是

是

9.2556***

（0.068 3）
223

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

（5）

0.124 2***

（0.045 0）
0.203 4***

（0.027 0）
0.018 0

（0.013 0）
-0.063 0

（0.065 2）
0.005 6

（0.008 5）
是

是

9.5016***

（0.075 1）
223

城乡居民收入
增速差距

（6）

0.077 0*

（0.042 0）
0.017 4

（0.026 0）
0.002 2

（0.012 4）
0.054 1

（0.070 0）
0.000 9

（0.005 3）
是

是

-0.040 6
（0.074 0）

223
注：*、***分别表示在1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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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GDP、是否山区等

角度分析农村电商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差距影响

的异质性，结果见表5。
根据表5列（1）、列（2），对于农业占比在75百

分位及以上的样本，淘宝村数量的系数为正且显

著，对于农业占比在75百分位以下的样本，淘宝村

数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农村电商对共同

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农业占比高的县级行政区更

大。这是因为，农村电商在促进农产品供需对接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农业占比高的地区农产品

供给能力强，相比于城镇居民，农村电商的进入能

为农村居民带来更多的增收机会，使农村居民收

入增速更高。

根据表5列（3）、列（4），对于人均GDP在75百
分位及以上的样本，淘宝村数量的系数

为正且显著，对于人均GDP在 75百分位

以下的样本，淘宝村数量的系数为正但

不显著，说明农村电商对共同富裕的促

进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级行政区

更大。通常情况下，在经济发展水平高

的地区，农村电商发展水平也比较高。

例如，在本研究样本中，从淘宝村数量

看，对于人均GDP在 75百分位及以上的

县级行政区，其淘宝村数量的均值为 15
个，比人均GDP在 75百分位以下的县级

行政区多 3个；从农村电商密度看，对于人均GDP
在75百分位及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其均值为0.19，
比人均 GDP 在 75 百分位以下的县级行政区多

0.06。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电商发展水平高的

地区，农村电商经营范围更广，经营规模更大。这

意味着，相比于城镇居民，较高的电商发展水平更

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因为农村电商最

主要的经营群体是农村居民。

根据表5列（5）、列（6），对山区样本而言，淘宝

村数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对非山区样本而言，淘

宝村数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在山区农

村电商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并未显现。这可能

是因为，电子商务的发展通常率先发生于经济发

展水平和数字经济禀赋更高的地区，即农村电商

会更早惠及城镇而非乡村区域。山区作为浙江重

点扶持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电商发展

水平也较低且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城镇区域，乡村

区域电商发展严重滞后），很难带动农村居民增

收。对浙江县域农村电商发展水平进行统计发

现，山区样本淘宝村数量和农村电商密度的均值

分别为 5.4 和 0.09，远低于非山区样本的 16.6 和

0.17。山区样本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很低，难以在本

地实现兼顾城镇和乡村区域的均衡发展，集中分

布在城镇区域。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以浙江县域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农

村电商对农村居民就业增收以及共同富裕的影响

和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表4 机制分析结果

淘宝村数量

人均GDP
农业产值

工业化率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农村居民
就业

（1）
0.003 2***

（0.001 0）
-0.280 0***

（0.093 9）
0.303 6***

（0.042 3）
1.882 2***

（0.221 7）
0.750 6***

（0.068 3）
是

是

11.029 4***

（0.823 8）
257

农村居民
农业就业

（2）
0.000 9

（0.001 2）
-1.084 7***

（0.114 1）
0.588 7***

（0.052 2）
0.337 1

（0.261 7）
0.232 2***

（0.089 0）
是

是

20.327 7***

（0.902 4）
263

农村居民
非农就业

（3）
0.004 1***

（0.001 3）
-0.029 1

（0.131 1）
0.208 6***

（0.057 3）
2.762 3***

（0.284 7）
0.957 3***

（0.090 5）
是

是

7.000 2
（1.161 4）

226

淘宝村数量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农业占比
≥75

百分位
（1）

0.029 8***

（0.006 1）
是
是
是
是
113

<75
百分位
（2）
0.000 2

（0.000 2）
是
是
是
是
342

人均GDP
≥75

百分位
（3）

0.000 3*

（0.000 2）
是
是
是
是
113

<75
百分位
（4）
0.000 2

（0.000 2）
是
是
是
是
342

是否山区

山区

（5）
-0.001 6**

（0.000 8）
是
是
是
是
164

非山区

（6）
0.000 3**

（0.000 1）
是
是
是
是
290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表5 异质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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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村电商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作

用显著，但因其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量小于同

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量，其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暂未显露。不过，由

于农村电商能够促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

镇居民收入增速，其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潜力是明确的。该结论在处

理内生性问题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衡量指标后

依然稳健。

第二，根据机制分析结果，农村电商能够促进

农产品价值的实现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

居民就业特别是其在非农产业的就业，使之增加

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助力共同富裕。

第三，根据异质性分析结果，农村电商对农村

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农业占比和经济发展水平

高的地区更显著，在山区不明显。

（二）建议

在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把农村电

商作为一个重要手段，积极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

发展，扩大农村电商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引领作用，促进有为政府

与有效市场的结合，营造农村电商发展良好环

境。政府关于农村电商的产业政策规划对农村电

商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实施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依托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电子商务示范

村、农村电商示范服务站建设，带动全域农村电商

高质量发展。农村电商是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中

的典型形式，政府应注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数

字人才培育，夯实广大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

底座：要加快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地区

加快布局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组织农村居民

进行数字技术和电商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农村居

民借助数字技术从事电商经营的能力。

二是加快发展农村电商，特别是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地区的农村电商，充分发挥农村电商促农

增收作用。例如，浙江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农

村电商发展依然不足，其山区部分县级行政区尽

管有成功案例，但整体而言差距还很大。浙江应

在这些地区加快建设电商专业村、“网上农博”地

方馆等，多元打造农产品供需对接平台，扩大特色

农产品线上销售。推广“互联网+农业”销售模式，

鼓励各类电商平台开设山区特色频道，搭建山区

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平台。持续深化“浙里市场”

“山区共同富裕特色农产品浙里展”专区建设，大

力推动全省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与山区合作，搭

建“山区—市场—终端”扁平化供货渠道。支持经

济发达地区建设消费帮扶综合体和特色街区，打

造山区农特产品展示展销窗口，拓宽山区农产品

销售渠道。

三是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鼓

励农村发展多元化特色产业，夯实农村电商发展

基础。产业发展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基础。数字化

可赋能农业强国建设 [ 27 ]。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推动农

业生产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延伸，提高

供给和配送效率，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率。发

展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多业态融合，助力现代农业

体系构建。应借助数字经济，着力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推动农业实现供应链价值链升级以及跨产

业链升级，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农业与多产

业融合的农业新业态，拓展农业发展的广度，围绕

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供应链优化，推动“农

业+文化”“农业+旅游”“农业+电商”“农业+康养”

“农业+科普”等产业融合新模式，实现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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