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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就业1

许家云
!

毛其淋"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及作

用机制&本文发现#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就业水平的提高&从影

响机制看#互联网发展通过规模效应和复原效应促进了制造业就业水平的提

高#但通过替代效应对就业水平产生抑制作用#尤其是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

就业&进一步的检验表明#与企业的解聘决策相比#互联网发展更多的是通过

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进而影响制造业就业&本文为理解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就业

的变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微观证据#也丰富了有关评估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

的研究&

$互联网'就业'劳动收入份额

!"#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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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

言

自
!$

世纪
;$

年代末以来#中国互联网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对我国生产率进步 !郭家堂和骆品亮#

!$:F

'黄群慧等#

!$:;

")出口贸易发展 !施

炳展#

!$:F

'

R31)*)J3P32*4Y

#

!$:;

")技术创新 !王可和李连燕#

!$:<

"以及企业绩效

提升 !杨德明和刘泳文#

!$:<

"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传统经济注入新动能#

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通过全面推

进 3互联网
W

4#运用新技术新模式来改造传统产业+'

!$!!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

步指出要 *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从某种

程度而言#互联网发展已经上升为了国家战略&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评估主要聚焦于生产率)技术创

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企业绩效等方面#鲜有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入研究互联网发展

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可能影响&考虑到就业不仅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更会影响一国

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因此#从就业的角

度系统地量化评估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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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探讨和回答如下关键问题$其一#互联网发展是否会影响中国制造业就业#影响程

度有多大1 其二#互联网发展影响制造业就业的可能作用机制是什么1 其三#除了就业

之外#互联网发展是否还会对劳动力市场的其他表现 !如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劳动收

入份额等"产生影响1 本文基于中国
:;;;

%

!$:"

年企业级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

就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进行系统的评估分析&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利用中国企业

级数据在微观层面系统地评估了互联网发展的就业效应#为理解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就业

的变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微观证据#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评估互联网发展的经

济效应的研究&第二#本文充分利用丰富的微观数据信息#从多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互联

网发展影响制造业就业的作用机制#发现互联网发展通过规模效应和复原效应提高了制

造业就业水平#但通过替代效应对就业水平产生抑制作用#尤其是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

的就业'进一步的检验表明#与企业的解聘决策相比#互联网发展更多的是通过影响企

业的雇佣决策进而影响制造业就业#这些发现无疑有助于深入地理解互联网发展与制造

业就业变化的内在联系&第三#本文还研究了互联网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其他表现的影

响#发现互联网发展不仅提高了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而且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

升#我们进一步从互联网发展的工资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与工

资变化的角度对其背后的机制进行了探讨&因此#本文对于中国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和

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亦有一定的贡献&

二!文 献 综 述

本文旨在考察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与两类文献

有关$一类是关于评估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另一类是考察企业就业的影响因

素的研究&在第一类文献中#大部分学者考察了互联网发展对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影响

!

Q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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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4431*)J]

5

-)P

#

!$:D

'郭家堂和骆品亮#

!$:F

'黄群慧等#

!$:;

"&

例如#

Q2(1-'

!

!$$!

"利用美国
:;<%

%

!$$$

年行业面板数据#从实证上考察了信息技术

!

[a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信息技术的使用显著提高了行业劳动生产率&

Z*4431*)J

]

5

-)P

!

!$:D

"基于爱尔兰
!$$!

%

!$$;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宽带互联网与企业生产率

以及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宽带互联网的使用并未带来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促进

企业生产率的增长&郭家堂和骆品亮 !

!$:F

"基于
!$$!

%

!$:#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

验了互联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了互联网发展可以显著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的证据&黄群慧等 !

!$:;

"采用工具变量法#从企业)行业和城市三个层面系统地研究

了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不论在哪个层面#互联网发展均显著促

进了生产率的提升&近年来#互联网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

!

R311-*)JR311-

#

!$::

'

R31)*)J3P32*4Y

#

!$:;

'施炳展#

!$:F

'李兵和李柔#

!$:%

"#

并且较为一致地认为互联网发展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此外#现有研究还发现互联网发

展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 !

C*0)-d*)JS-44-

#

!$:F

'王可和李连燕#

!$:<

")提高企业绩

效 !杨德明和刘泳文#

!$:<

"&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则是研究企业就业的影响因素&大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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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企业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 !

L02-132*4Y

#

!$:"

'

L,3.-

O

4032*4Y

#

!$:F

'邵敏和包

群#

!$::

'魏浩和李晓庆#

!$:<

"&贸易政策与企业就业的关系在近年来也得到了部分

学者的广泛关注 !

A1-(N*1J32*4Y

#

!$:D

'

C(31,3*)JQ,'-22

#

!$:F

'毛其淋和许家云#

!$:F

"#其中#

A1-(N*1J32*47

!

!$:D

"以及毛其淋和许家云 !

!$:F

"分别利用美国加州

和中国企业级微观数据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尤其是中

间品关税减免会通过提高就业创造与降低就业破坏渠道促进企业就业增长'与此不同的

是#

C(31,3*)JQ,'-22

!

!$:F

"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发现

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明显降低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此外#其他学者还认

为汇率冲击 !戴觅等#

!$:"

")对外直接投资 !李磊等#

!$:F

")最低工资 !马双等#

!$:!

"等因素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就业变化的重要原因&

与本文联系最为紧密的是
Z

>

-12*)JC-04P3)

!

!$:;

"#他们使用
:!

个非洲国家微观

数据考察了互联网提速对就业的影响#发现海底网络电缆的接入显著提高了互联网速

度#进而对就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与此不同的是#本文聚焦于中国制造业企业#通

过构造比较优势型的双重差分法 !

&LaGB[B

"模型来识别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就业的因果

效应'在影响机制方面#

Z

>

-12*)JC-04P3)

!

!$:;

"发现互联网提速主要通过影响企业

进入)生产效率与出口途径对就业产生影响#而本文认为除了以上途径之外#互联网发

展还会通过复原效应和替代效应对就业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进一步从就业结构变化

的视角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影响企业就业的机制#发现与企业的解聘决策相比#互联网发

展更多的是通过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进而影响制造业就业#这些新颖的机制无疑有助于

更深入地理解互联网与就业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为了有效地识别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我们借鉴
S*

>

*)*)JK()

O

*43P

!

:;;<

"的做法#将地区 年份层面互联网发展水平 !

P0I0*I

7+

"与行业互联网使用密

集度 !

P0I0*I#B+>

#

"形成交叉项#进而设定如下比较优势型的双重差分法 !

&LaG

B[B

"估计模型$

*S%

E

#7+

'"

$

("

:

6

P0I0*I

7+

[

P0I0*I#B+>

#

(

$

6

,

E

#7+

(8

E

(8

+

(*

E

#7+

# !

:

"

其中#

E

表示企业)

#

表示行业)

7

表示地区!

)

+

表示年份&因变量
*S%

E

#7+

表示企业
E

在
+

期的就业水平#采用企业就业人数的自然对数值衡量&

P0I0*I

7+

表示地区
7

在
+

年的互联网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地区互联网使用密度 !即地区互联网上网人数占该地区

人口总数 !万人"的比例"衡量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

&88[&

"和国家统计局&

P0I0*I#B+>

#

为行业
#

的互联网使用密集度#与
Q2(1-'

!

!$$!

"的做法类似#这里主要使用
:;;<

年美国各行业中信息与通信技术资本服务占行

业总资本的比重来衡量&这里之所以采用美国数据来衡量行业互联网使用密集度#主要

是基于如下考虑$美国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的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最为完

!

如没有特殊说明#本文研究中 *地区+指的是省份#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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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因此美国行业的互联网使用密集度能够在整体上较好地反映各行业潜在的技术特征

!

R31)*)J3P32*4Y

#

!$:;

"'另外#使用美国数据度量的行业互联网使用密集度不受中国

制造业就业变化的反向影响#进而可以避免因潜在的反向因果而带来的干扰&在式 !

:

"

中#交叉项
P0I0*I

7+

gP0I0*I#B+>

#

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其估计系数
"

:

刻画了高互

联网依赖度行业与低互联网依赖度行业中企业就业水平在地区互联网发展后的差异'如

果
"

5

:

$

$

#表明高互联网依赖度行业的企业就业水平较于低互联网依赖度行业有更大幅

度的提升#即互联网发展提高了企业就业水平&

,

E

#7+

为控制变量集合#主要包括$企业成立年限 !

3

C

@

"'资本密集度 !

.!7;+#=

"#

采用企业固定资产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取对数衡量'资产负债比 !

Z

E

7;+#=

"#采用企业

总资产占总负债的比重衡量'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

"=@>QD-

"和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

K=7@#QD-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Q%

"#采用人均实际
ABC

水平衡量'地区产业

结构 !

P0Q"+7D

"#采用地区第二产业占
ABC

的比来衡量'城市最低工资 !

S#B$;

C

@

"#

使用城市最低工资的对数值衡量'地区 行业层面的赫芬达尔指数 !

RRP

"'行业最终品

关税 !

WD+

2

D+I;7

"和中间品关税 !

PB

2

D+I;7

"#借鉴
a-

`

*4-d**)Jb'*)J34H*4

!

!$::

"

的方法进行度量'国有企业改革 !

"W*>?;7@

"和外资放松管制措施 !

KWH>?;7@

"#前者采

用非国有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衡量#后者采用行业层面外资企业数的对数值衡量&此

外#考虑到互联网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往往经济较为发达#而经济发达的地区的就业结构

可能更倾向于技能密集型的行业#而这些行业本身可能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为

排除这一干扰因素#我们进一步控制地区人均
ABC

与行业技能密集度!的交叉项

!

%\Q%gP0Q".#B+>

"&最后#我们还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8

E

和年份固

定效应
8

+

&

*

E

#7+

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

本文研究主要使用了如下三套数据$其一#

:;;;

%

!$:"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

国家统计局提供&本文借鉴
X1*)J232*47

!

!$:!

"的方法#对不同年度的企业样本进行匹

配#进而构建得到一个具有
:F

年时间跨度的非平衡企业面板数据&其二#各地区互联网上

网人数)

&8

域名数以及长途光缆线路长度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 !

&88[&

"#利用该数据我们可以构造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标&其三#

!$$#

年

中国经济普查数据#主要用于考察互联网发展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与既有文献的做法类似#本文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做了如下处理$第一#选取制

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即删除了采矿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样本'第

二#删除从业人员数小于
<

人的企业样本'第三#考虑到中国工业行业分类在
!$$!

年和

!$:!

年分别进行了修订#本文借鉴刘志阔等 !

!$:;

"的做法#对工业行业分类代码进行

了调整统一'第四#本文参照
R33)P21*32*47

!

!$:#

")

c0

!

!$:D

"的做法#对样本中的

异常点进行了剔除&第五#为了进一步降低极端值对本文研究带来的干扰#我们对所有

连续变量在
:=

水平上进行了缩尾 !

_[8Q\S

"处理&

!

行业技能密集度采用行业层面就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进行衡量#数据来自
:;;D

年第三次全国工业

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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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估计结果分析

!一"基准估计

表
:

报告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就业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 !

:

"列控制了企业

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交叉项
P0I0*IgP0I0*I#B+>

显著为正#初步表明互联

网发展提高了企业就业水平&第 !

!

"列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如企业成立年限)

资本密集度等"#第 !

"

"列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层面的影响因素 !包括地区实际人均
ABC

)

地区产业结构和城市最低工资"&为了排除市场结构因素对企业就业的潜在影响#第

!

#

"列加入了赫芬达尔指数 !

RRP

"&我们发现在控制了以上因素之后#交叉项

P0I0*IgP0I0*I#B+>

的估计系数大小与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考虑到中国在
!$$:

年年底加入
_a\

#随后进口关税率出现大幅度下降#而进口贸

易自由化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就业水平&为此#表
:

第 !

D

"列加入最终品关税 !

WD+

2

D+X

I;7

"与中间品关税 !

PB

2

D+I;7

"以对进口贸易自由化的潜在影响进行控制&从中可以

看到#交叉项的估计结果在控制了进口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之后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再次表明互联网发展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就业水平&除了中国加入
_a\

引致的贸易自由

化之外#在本文的样本期内还有两项重要的政策改革发生$国有企业改革和外资放松管

制&为了排除这两项政策改革对企业就业的可能影响#我们在表
:

第 !

F

"列对它们进行

了控制#交叉项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外资放松管制这两项额外

的政策改革之后#依然能得到互联网发展促进了企业就业水平的提升&表
:

第 !

%

"列进

一步控制了地区人均
ABC

与行业技能密集度的交叉项&从中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

P0I0*IgP0I0*I#B+>

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再次表明互联网发展促进了企业

就业水平的提升&根据表
:

第 !

%

"列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测算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就业的

影响程度#具体而言#地区互联网使用密度每提升
:

个标准差#企业就业人数将提高
%7;#

个百分点!

#这相当于促进企业就业岗位增加
!:7;

个$

#可见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就业的促

进作用相当可观&

表
$

!

基准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D

" !

F

" !

%

"

P0I0*Ig

$7F<F%

"""

$7%!$F

"""

$7%!#F

"""

$7%"$D

"""

$7%";:

"""

$7%":F

"""

$7%:"!

"""

P0I0*I#B+>

!

"#7<:

" !

"F7#%

" !

"F7<D

" !

"%7!$

" !

"F7"<

" !

"F7:F

" !

"#7F#

"

3

C

@

$7$$DF

"""

$7$$DF

"""

$7$$DF

"""

$7$$DF

"""

$7$$DF

"""

$7$$DF

"""

!

""7F!

" !

""7%;

" !

""7%D

" !

""7F$

" !

""7F:

" !

""7F<

"

.!7;+#=

V$7!<"<

"""

V$7!<##

"""

V$7!<#!

"""

V$7!<"!

"""

V$7!<":

"""

V$7!<":

"""

!

V:;F7"%

" !

V:;F7%:

" !

V:;F7<D

" !

V:;#7FD

" !

V:;#7<$

" !

V:;#7%F

"

!

$

计算方法为
$7F$D"g$7:<#g$7%:"!g:$$=

#其中
$7F$D"

为地区互联网使用密度的标准差#

$7:<#

为行业

的平均互联网使用密集度#

$7%:"!

为表
:

第 !

%

"列中交叉项
P0I0*IgP0I0*I#B+>

的估计系数&

计算方法为
!%%g%7;#=

#这里
!%%

为样本期内企业平均的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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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续表"

!

:

" !

!

" !

"

" !

#

" !

D

" !

F

" !

%

"

Z

E

7;+#=

$7$$:F

"""

$7$$:F

"""

$7$$:F

"""

$7$$:D

"""

$7$$:D

"""

$7$$:D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QD-

$7!:#"

"""

$7!:"<

"""

$7!:#"

"""

$7!:"#

"""

$7!:$;

"""

$7!::F

"""

!

!;7::

" !

!;7$%

" !

!;7:D

" !

!<7;#

" !

!<7F;

" !

!<7<$

"

K=7@#QD-

$7:!%<

"""

$7:!%!

"""

$7:!%D

"""

$7:!%!

"""

$7:!FD

"""

$7:!F%

"""

!

!:7!!

" !

!:7::

" !

!:7:#

" !

!:7$$

" !

!$7<;

" !

!$7;#

"

%\Q%

$7$#<;

"""

$7$#<%

"""

$7$#<$

"""

$7$#%!

"""

$7$##"

"""

!

F7#!

" !

F7#"

" !

F7":

" !

F7!%

" !

D7;$

"

P0Q"+7D $7:$## $7:::: $7:$$;

$7::%"

"

$7::":

"

!

:7DF

" !

:7F#

" !

:7#;

" !

:7%"

" !

:7F<

"

S#B$;

C

@ V$7$$%< V$7$$;" V$7$::: V$7$:$% V$7$:$D

!

V$7%$

" !

V$7<"

" !

V$7;<

" !

V$7;F

" !

V$7;#

"

RRP

V$7"::%

"""

V$7":;!

"""

V$7"!:%

"""

V$7"#"!

"""

!

V:!7"$

" !

V:!7!#

" !

V:!7""

" !

V:!7%$

"

WD+

2

D+I;7

V$7$$:$

"""

V$7$$:$

"""

V$7$$$D

!

V"7$:

" !

V"7$!

" !

V:7"D

"

PB

2

D+I;7

V$7$$#F

"""

V$7$$#!

"""

V$7$$!;

"""

!

VD7#$

" !

V#7<#

" !

V"7"%

"

"W*>?;7@

V$7$<<<

"""

V$7$%:<

"""

!

VF7F"

" !

VD7"$

"

KWH>?;7@

$7$:%D

"""

$7$:%;

"""

!

:!7"<

" !

:!7<"

"

%\Q%g

$7$D"D

"""

P0Q".#B+>

!

::7F<

"

常数项
#7%#D%

"""

D7D;$:

"""

#7F$;#

"""

#7FF$%

"""

#7F#F!

"""

#7F#::

"""

#7F"%D

"""

!

:$#D7$F

" !

<D$7;F

" !

"D7:%

" !

"D7<!

" !

"D7:"

" !

"D7!;

" !

"D7"%

"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F#: ""DD":F ""D:!D% ""D:!D% ""!%!"" ""!%!"" ""!%!""

H

!

$7<## $7<%F $7<%F $7<%F $7<%% $7<%% $7<%%

!!

注$括号内数值为在地区 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

值'

"""

)

""和"分别表示
:=

)

D=

和
:$=

的显著性

水平&以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稳健起见#我们还从如下
F

个方面检验稳健性$

!

分别采用各地区
&8

域名数)

各地区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与所在地区人口总数 !万人"的比值衡量地区互联网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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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采用企业就业增长率作为因变量'

&

进一步控制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资本投入

等其他维度的比较优势'

+

进一步控制 *地区
g

年份+固定效应)*行业
g

年份+固定效

应'

0

使用
:;;;

%

!$$%

年样本进行估计'

1

在地区 行业维度进行估计&通过以上检验

后发现#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

!三"互联网影响就业的机制

通常而言#新创企业能够带来较多的就业岗位 !

Z

>

-12*)JC-04P3)

#

!$:;

"#据此#

我们检验互联网发展是否会影响企业进入#进而为互联网与制造业就业的关系提供一个

可能的解释&首先#我们在地区 行业 年份层面构造企业进入率指标#表
!

第 !

:

"列报

告了以企业进入率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交叉项
P0I0*IgP0IX

0*I#B+>

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发展对企业进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

Z

>

-12*)JC-04P3)

!

!$:;

"对非洲
:!

个国家的研究发现是类似的&对此结论其实并不难

理解#一方面#互联网发展促进了制造业分工专业化#而制造业分工的细化有利于推动

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产生 !石喜爱等#

!$:<

"'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为潜在的进入企

业提供了充分的创业方面的信息#此外#互联网发展衍生的投融资平台还可以为新创企

业提供融资#降低了信贷成本#进而也有利于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对企业进入产

生积极的影响&

近年来#互联网与企业出口贸易的关系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

R31)*)J3P32*4Y

#

!$:;

'施炳展#

!$:F

'李兵和李柔#

!$:%

"#普遍认为互联网发展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

扩张'此外#也有大量文献论证了出口扩张对于拉动就业具有重要的作用 !

R33)P21*

*)JZ-)

O

#

!$:$

'李胜旗和毛其淋#

!$:<

"&一个合理的预期是#出口扩张可能是互联

网发展促进制造业就业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我们从三个角度对此机制进行检验$首

先#我们考察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从表
!

第 !

!

"列可以看到#交叉项显

著为正#表明互联网发展促进了企业出口参与'其次#我们检验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出口

规模$的影响#从表
!

第 !

"

"列可以看到#交叉项在
:=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互联网发

展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最后#表
!

第 !

#

"列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出口密集

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交叉项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发展也明显促进了企业出口密集度

的提升&很显然#上述检验从不同维度验证了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

张#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互联网发展为出口企业与国外客户之间的交流沟通提

供了便利性 !

R311-*)JR311-

#

!$::

"'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还会明显降低企业进入国

际市场信息相关的成本#国际贸易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也将随之下降 !施炳展#

!$:F

"#

进而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实际上#互联网发展除了会对企业出口产生影响之外#它还可能会影响企业在国内

市场的销售#这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兴起#会促进企业产品

供给与国内消费者产品需求的信息匹配#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 !李兵和

李柔#

!$:%

"&不论是出口规模扩大还是国内销售额增加#最终都将体现为企业生产规

!

$

受篇幅限制#这里没有报告相应的回归结果 !见附录
L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

'2G

2

`

P

$((

,3

@

7,,317

`

?073J07,)

"下载&

采用 *

:W

企业出口额+的对数值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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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模扩张#为了满足生产规模扩张的需要#企业可能会雇用和使用更多的劳动力&接下

来#我们从生产规模扩张的角度为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就业的关系提供一个可能的解

释&我们用企业销售额增长率来刻画企业规模扩张#从表
!

第 !

D

"列可以看到#交叉项

显著为正#可见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规模扩张#而伴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

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无疑会增加#这便在一定从程度上解释了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

就业的促进效应&

表
'

!

影响渠道#规模效应

企业进入率 出口决策 出口规模 出口密集度 生产规模扩张

!

:

" !

!

" !

"

" !

#

" !

D

"

P0I0*IgP0I0*I#B+> $7$D##

""

$7:":<

"""

:7FF%F

"""

$7$D:;

"""

$7$:D!

"

!

:7;<

" !

:F7!<

" !

:;7:"

" !

#7#:

" !

:7<<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 行业固定效应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DF ""!%!"" !;<;:;! !;<%FD# !#:"<""

H

!

$7<!< $7%<; $7<!: $7%"; $7":"

除了上述渠道之外#互联网发展还可能通过复原效应 !

13()P2*23.3)23II3,2

"对就

业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互联网发展引致的技术进步会创造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岗位

!

L,3.-

O

40*)JS3P213

`

-

#

!$:;

"#这些工作可能对互联网的依赖度较高#进而互联网发

展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为了检验复原效应渠道#我们利用
!$$#

年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构造企业层面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占比指标#并考察互联网发展对高技能劳

动力就业占比的影响&如前所述#如果存在复原效应#那么互联网发展会在更大程度上

影响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最终体现为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占比#因此通过考察互联

网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占比的影响#可以间接地验证复原效应&表
"

第 !

:

"列和第 !

!

"

列分别报告了以大专以上学历就业占比 !

R!>?:

"和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占比 !

R!>?!

"

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交叉项都在
:=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发展有

利于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占比#进而从侧面进一步验证了互联网发展的确可以通过

复原效应影响制造业就业水平&

上述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通过规模效应与复原效应均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高#然

而#互联网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并非完全是正面的#例如互联网发展引致的技术进步可能

接管之前由劳动力完成的工作任务#或者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提高单个工人的生产效

率#给定企业的规模#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可能反而减少&换言之#互联网发展可能通

过替代效应对就业产生负向影响&受数据可获得性方面的限制#我们采取的检验策略

是#在基准回归模型式 !

:

"中进一步控制企业出口规模 !

4)*J

2

=7+

")生产规模扩张

!

"N;:@*J

2

"这两个反映规模效应的渠道变量#在此基础上考察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就业的

影响'在排除了规模效应的作用之后#若此时交叉项显著为负#则表明存在 *替代效应+&

从表
"

第 !

"

"列可以看到#企业出口规模 !

4)*J

2

=7+

"和生产规模扩张 !

"N;:@*J

2

"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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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出口规模扩大和生产规模扩张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就业水平的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在控制了规模效应之后#交叉项显著为负#这表明确实存在替代效应#

即互联网发展通过 *替代效应+对企业就业产生了抑制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替代效

应#我们在表
"

第 !

:

"列和第 !

!

"列的基础上控制企业出口规模 !

4)*J

2

=7+

")生产规

模扩张 !

"N;:@*J

2

"#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

最后两列#可以看到#在剔除了规模效应的

作用之后#交叉项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互联网发展通过 *替代效应+主要是取代了之

前由低技能劳动力完成的工作任务#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负向影响较小&

表
+

!

影响渠道#复原效应和替代效应

大专及以上

学历就业

占比

中级以上

技术职称

人员占比

替代效应

大专及以上

学历就业

占比

中级以上

技术职称

人员占比

R!>?: R!>?! *S% R!>?: R!>?!

!

:

" !

!

" !

"

" !

#

" !

D

"

P0I0*IgP0I0*I#B+>

$7!;!D

"""

$7F:$D

"""

V$7$!:!

"

$7!$<%

"""

$7D:<!

"""

!

F7$#

" !

;7<$

" !

V:7;D

" !

#7$D

" !

D7;;

"

4)*J

2

=7+ $7$:%F

"""

$7$$$!

"

$7$$$<

"""

!

D$7<%

" !

:7<#

" !

<7:<

"

"N;:@*J

2

$7$"%F

"""

$7$$!!

"""

$7$$:<

"""

!

#F7:;

" !

%7""

" !

"7"F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 !"%$$! !:;;F%D :":$$$ :":$$$

H

!

$7!$< $7$;! $7<;# $7!$< $7:$"

最后#我们从就业结构变化的视角进一步考察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就业的渠道&具体

地#我们借鉴
A1-(N*1J32*47

!

!$:D

"的方法#将企业就业的变化分解为企业就业创造

与企业就业破坏两个部分#在此基础上考察互联网发展的就业提升效应究竟更多的是通

过影响企业就业创造还是通过影响企业就业破坏产生作用&表
#

第 !

:

"列报告了以企业

就业创造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交叉项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企

业就业创造&表
#

第 !

!

"列报告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就业破坏的影响#结果显示#交叉

项显著为负#表明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就业破坏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此外#通过进一

步比较还能看出#互联网发展的就业提升效应更多的是通过促进企业就业创造这一途径

产生作用的#这一结果意味着#与企业的解聘决策相比#互联网发展更多的是通过影响

企业的雇佣决策进而影响制造业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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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

!

影响渠道#就业结构变动

就业创造 就业破坏

!

:

" !

!

"

P0I0*IgP0I0*I#B+>

$7$!$:

"""

V$7$$;:

""

!

#7$!

" !

V!7$F

"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FF<;<F !FF<;<F

H

!

$7#:# $7"#$

五!进一步研究与讨论

!一"互联网对就业的异质性影响

:7

企业所有制的差异

我们根据企业的 *登记注册类型+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三

类#从表
D

前三列可以看到#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就业水平的提

升#但对国有企业就业没有明显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就业决策受制于

*编制+#而这往往是行政化命令的结果 !戴觅等#

!$:"

"#互联网发展对这类企业就业

的影响较弱&

!7

区分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

我们根据员工的学历水平来区分不同技能劳动力#将学历水平在大专以上的劳动力

定义为高技能工人#进而采用 *

:W

高技能工人就业数+的对数来刻画高技能劳动力就

业 !

*S%

.

R":

"'类似地#采用 *

:W

低技能工人就业数+的对数来刻画低技能劳动力

就业 !

*S%

.

!":

"&从表
D

第 !

#

"列和第 !

D

"列可以看到#互联网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

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低技能劳动力&为了稳健起见#我们进一步从技术职称的角度来区

分不同技能劳动力#采用 *

:W

高技能工人就业数+与 *

:W

低技能工人就业数+的对数

来分别刻画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 !分别记为
*S%

.

R"!

)

*S%

.

!"!

"&从表
D

第 !

F

"

列和第 !

%

"列可以看出#互联网发展的确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相对更大&

"7

企业生产效率的异质性

我们采用
\C

法和
]C

法测算企业生产率#从表
D

第 !

<

"列和第 !

;

"列可以看出#

三重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对于初始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而言#互联网发

展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与低生产率企业相比#高生产

率企业通常更倾向于雇用受教育水平较高 !或技能水平更高"的员工 !戴觅等#

!$:"

"#

如前所述#互联网发展对这类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往往较大'另一方面#根据前文研

究#出口扩张是互联网发展影响企业就业的重要渠道#相对于低生产率企业而言#互联

网发展更有可能推动较高生产率企业克服出口固定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以及实现出口规模

扩张#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互联网发展会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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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上述检验结果意味着#互联网发展促进了就业份额更多地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

转移#这将有助于提高地区和行业的总体生产率水平 !

*

OO

13

O

*23

`

1-J0,2(d(2

5

"&

表
-

!

异质性影响

国有

企业

外资

企业

民营

企业

高技能

就业

低技能

就业

高技能

就业

低技能

就业

企业生产

效率!

\C

"

企业生产

效率!

]C

"

*S% *S% *S% *S%

.

R": *S%

.

!": *S%

.

R"! *S%

.

!"!

!

:

" !

!

" !

"

" !

#

" !

D

" !

F

" !

%

" !

<

" !

;

"

P0I0*IgP0I0*I#B+> $7:%<: $7<::"

"""

$7%##;

"""

$7;;$"

"""

$7!!!<

"

$7<D:%

"""

$7"D;$

""

$7D$!"

""

$7#:$D

"

!

:7!$

" !

!"7#;

" !

"%7";

" !

#7%!

" !

:7%#

" !

F7$F

" !

!7D"

" !

!7D$

" !

:7<#

"

P0I0*IgP0I0*I#B+> $7$""<

"

$7$#!#

""

gIK%

#B#+#;:

!

:7<<

" !

!7"D

"

IK%

#B#+#;:

$7$!F:

"""

$7$!#D

"""

!

:#7:"

" !

:"7D: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D:#;D F;F$F< !#%;F%$ !"%$$! !"F%;" !"%$$! !"F#D# !F!:F"" !F!:F""

H

!

$7;D: $7<<< $7<%$ $7!"D $7:<% $7::# $7:<$ $7<<# $7<<%

!二"互联网对劳动力市场其他表现的影响

考虑到劳动者工资议价与劳动收入份额也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维度#同时它们与就

业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本小节进一步从劳动者工资议价与劳动收入份额两个角度来考

察互联网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从理论上#互联网发展与劳动者工资议价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从劳动者

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发展为求职者提供了更加便利和充足的岗位信息#拓宽了求职者在

应聘中的选择范围#即劳动者可选择的工作机会增加#这将使得求职者和企业在有关工

资议价方面更加强势#从而具有较强的工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就企业自身而言#互

联网发展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而出口规模扩大会引致国内劳动力需求增加#进

而也倾向于提升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 !谢申祥等#

!$:;

"&据此可预期#互联网发展有

利于提高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为了对此进行检验#我们借鉴谢申祥等 !

!$:;

"的做法

测算企业层面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 !即
4)$U%

E

+

"#表
F

第 !

:

"列报告了以
4)$U%

作

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交叉项显著为正#初步表明互联网发展明显提高

了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表
F

第 !

!

"列报告了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的回归结

果#交叉项依然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互联网发展确实能够显著促进劳动者工资议价能

力的提升#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

接下来#我们考察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与贾糰和申广军

!

!$:F

"的做法类似#我们采用 *!工资
W

福利费"(企业增加值+取对数来衡量企业层

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记为
4)!"

"&表
F

第 !

"

"列和第 !

#

"列报告了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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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交叉项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发展明

显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意味着#互联网发展促进了收入分配更加偏向于劳动

要素#从而有利于改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局势&进一步地#我们对互联网影响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的机制进行检验&首先检验互联网的工资效应#与包群等 !

!$::

"类似#我

们使用 *!企业应付工资
W

企业应付福利费"(从业人员数+的对数来衡量企业平均工资

!

4)$;

C

@

"&从表
F

第 !

D

"列和第 !

F

"列可以看到#交叉项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发展有

利于提高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为了检验互联网的生产率效应#我们构造了企业劳动生

产率指标 !

4)%7=FDN

"#具体采用 *企业增加值(从业人员数+取对数衡量&从表
F

最后

两列可以看到#交叉项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通过比较表
F

第 !

F

"列与第 !

<

"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与劳动生产率相比#互联网发

展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平均工资&由此可见#互联网发展在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

同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平均工资的提升#即互联网的工资效应占据主导#导致

收入分配更加偏向劳动要素#进而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表
O

!

互联网对工资议价能力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工资议价

能力

工资议价

能力

劳动收入

份额

劳动收入

份额
工资效应 工资效应

生产率

效应

生产率

效应

4)$U% 4)$U% 4)!" 4)!" 4)$;

C

@ 4)$;

C

@ 4)%7=FDN4)%7=FDN

!

:

" !

!

" !

"

" !

#

" !

D

" !

F

" !

%

" !

<

"

P0I0*IgP0I0*I#B+>

$7:F<!

"""

$7:DDF

"""

$7!$!D

"""

$7:<$<

"""

$7";":

"""

$7"FDF

"""

$7:;$F

"""

$7:<#<

"""

!

"7$%

" !

!7%D

" !

D7:;

" !

#7;%

" !

%7$%

" !

F7FF

" !

F7FD

" !

%7"D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 :%$DF#% :%!$!D: :%$%%;F :%:F%:; :%$##$: :%!$!<$:%$%%;F

H

!

$7<F: $7<FD $7DF< $7DF; $7<%" $7<%F $7%D; $7%%$

考虑到现有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地区或产业

等宏观层面#为了使本文的研究能够与这些文献进行更好的比较#我们接下来在地区 产

业层面进一步考察互联网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表
%

第 !

:

"列报告了以地区 产业层

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

!"

"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交叉项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发展有利

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与前文基于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是一致的&根据前文研

究#互联网发展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对高技能劳动力

就业的促进效应相对更大&受此启发#我们从要素结构变化的视角来进一步探析互联网

发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与周茂等 !

!$:<

"类似#我们将地区 产业劳动收

入份额 !

!"

"分解为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 !

!"

.

!

"和高低技能劳动收入比 !

!P

.

R+!

"两个部分!

&表
%

第 !

!

"列报告了以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份额 !

!"

.

!

"为因变量的

回归结果#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互联网发展显著降低了

!

具体分解方法见附录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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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从表
%

第 !

"

"列可以看到#互联网发展倾向于提升高低技能

劳动收入比&结合表
%

第 !

!

"列和第 !

"

"列可知#互联网发展主要是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

力报酬的方式提高了劳动者报酬在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进而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我们更为感兴趣的问题是#互联网发展究竟是通过就业渠道抑或是工资渠道提升了高

技能劳动力报酬1 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挖掘无疑有助于深入地揭示互联网发展影响劳动收入

份额的内在机制&为此#我们将高低技能劳动收入比 !

!P

.

R+!

"进一步分解如下$

!P

.

R+!

#7

'

6

R

6

!

[

:

R

#7

!

:

R

#7

(

:

!

#7

"

)

:

R

#7

'

6

R

6

!

'

!

[

%

R

#7

:

)%

R

#7

/0 1

$

# !

!

"

其中#

%

R

#7

U:

R

#7

( !

:

R

#7

W:

!

#7

"表示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我们根据式 !

!

"将高低技

能劳动收入比分解为两部分$第
!

项为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之比#也

即工资的技能溢价 !记为
$;

C

@

.

R+!

"'第
$

项为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比 !记为

*S%

.

R+!

"&表
%

第 !

#

"列报告了互联网对工资的技能溢价的影响#交叉项显著为正#

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互联网发展显著提升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

的工资比例#即产生了明显的工资技能溢价&对此实际上并不难理解#互联网等数字技

术通常是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随着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会倾向于提升高技能劳

动相对低技能劳动的需求#从而导致技能溢价的上升 !

L,3.-

O

40*)JL02-1

#

!$::

'

L02-1

#

!$:;

"&具体而言#一方面#高技能劳动力从事的生产活动具有较高的复杂性#

选择就业时对岗位信息的依赖性更强#而互联网发展的就业供需匹配效率对这类劳动力

就业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互联网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非日常性工作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能够明显提升该类型劳动力的工作效率#而互联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较弱甚

至存在一定的替代性 !

L?31.*)32*4Y

#

!$:D

"&因此#与低技能劳动力相比#互联网发

展会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互联网发展会产生

明显的工资技能溢价&最后#我们进一步检验互联网对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比

!

*S%

.

R+!

"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

第 !

D

"列所示&从中可以看到#交叉项显著为

正#表明互联网发展显著提升了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比#这呼应了前文基于区分高

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异质性分析结论%%%互联网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效应大

于低技能劳动力&

表
)

!

互联网对地区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劳动收入

份额

低技能劳动

收入份额

高低技能劳动

收入占比

工资的技能

溢价

高低技能劳动力

就业人数比

!" !"

.

! !P

.

R+! $;

C

@

.

R+! *S%

.

R+!

!

:

" !

!

" !

"

" !

#

" !

D

"

P0I0*IgP0I0*I#B+> $7F"<%

"""

V$7";<%

"

:7D!%F

"

:7!""%

""

$7DD$D

""

!

!7F;

" !

V:7<<

" !

:7<!

" !

!7DD

" !

!7#$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 <:D <:" <:" <:"

H

!

$7D:" $7FF% $7F:! $7#FD $7#;$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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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且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度

在不断加深&本文在此背景下系统地研究了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及作用

机制&本文发现#互联网发展总体上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就业水平的提高&作用机制

检验发现#互联网发展通过规模效应和复原效应提高了制造业就业水平#但通过替代效

应抑制就业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进一步从就业结构变化的

视角来看#互联网发展的就业提升效应更多的是通过提升企业就业创造这一途径产生作

用#这意味着与企业的解聘决策相比#互联网发展更多的是通过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进

而影响企业就业&本文还研究了互联网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其他表现的影响#发现互联网

发展不仅提高了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而且还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本文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首先#互联网发展对于提高制造业就业水平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不断提高互

联网普及率#这对于扩大企业对就业需求以及增强企业与员工间的就业信息匹配进而推

动就业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我国应当加大对西部落后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

设#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在这类地区实施 *提速降费+政策#借此挖掘潜在用

户#逐步提升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以缩小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最后#我国相关

部门应推出针对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有关网络技术应用方面的培训项目#提升这类群体

的互联网知识与技能水平#缩小不同群体间的 *数字鸿沟+#这对于在 *互联网
W

+时

代增强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以及提高工资议价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

:

0

L,3.-

O

40

#

BY

#

*)JB7L02-1

#*

Q?(44P

#

a*P?P*)Ja3,')-4-

O

(3P

$

[.

`

4(,*2(-)PI-1+.

`

4-

5

.3)2*)J+*1)()

O

P

+#

[)

$

LP'3)I34231

#

\Y

#

*)JBY+Y&*1J

!

3JPY

"#

R;BF<==4=

E

!;<=7*N=B=-#N>

#

!$::

#

#

#

:$#"G::%:Y

/

!

0

L,3.-

O

40

#

BY

#

*)JC7S3P213

`

-

#*

L02-.*2(-)*)J83Ha*P?P

$

Z-Ha3,')-4-

O5

B(P

`

4*,3P*)JS3()P2*23P]*G

E-1

+#

8X+S _-1?()

O

C*

`

318-7!DF<#

#

!$:;Y

/

"

0

L,3.-

O

40

#

BY

#

B7L02-1

#

B7B-1)

#

A7 Z7Z*)P-)

#

*)JX7C1(,3

#*

[.

`

-12&-.

`

32(2(-)*)J2'3A13*2eQ+.G

`

4-

5

.3)2Q*

O

-I2'3!$$$P

+#

M=D7B;:=

E

!;<=7*N=B=-#N>

#

!$:F

#

"#

!

Q:

"#

Q:#:GQ:;<Y

/

#

0

L?31.*)

#

LY

#

[7 A**1J31

#

*)JM7 M-

O

P2*J

#*

a'3Q?(44&-.

`

43.3)2*1(2

5

-IX1-*JE*)J[)231)32

+#

LD;7+@7:

1

M=D7B;:=

E

*N=B=-#N>

#

!$:D

#

:"$

!

#

"#

:%<:G:<!#Y

/

D

0

L02-1

#

B7 ZY

#

B7 B-1)

#

*)JA7 Z7 Z*)P-)

#*

a'3&'()*Q

5

)J1-.3

$

]-,*4]*E-1M*1?32+II3,2P-I[.

`

-12

&-.

`

32(2(-)()2'3e)(23JQ2*23P

+#

3-@7#N;B*N=B=-#NH@O#@6

#

!$:"

#

:$"

!

F

"#

!:!:G!:F<Y

/

F

0

L02-1

#

BY

#*

_-1?-I2'3C*P2

#

_-1?-I2'3R02013

+#

8X+S _-1?()

O

C*

`

318-7!DD<<

#

!$:;7

/

%

0 包群)邵敏)侯维忠#*出口改善了员工收入吗1+#,经济研究-#

!$::

年第
;

期#第
#:

%

D#

页&

/

<

0

X1*)J2

#

]Y

#

976*)X(3P3E-13,?

#

*)Jc7K'*)

O

#*

&13*2(d3L,,-0)2()

O

-1&13*2(d3B3P210,2(-)

1

R(1.G]3d34C1-G

J0,2(d(2

5

A1-H2'()&'()3P3M*)0I*,201()

O

+#

M=D7B;:=

E

Q@O@:=

2

-@B+*N=B=-#N>

#

!$:!

#

;%

!

!

"#

"";G"D:Y

/

;

0 戴觅)徐建炜)施炳展#*人民币汇率冲击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

!$:"

年第
::

期#第
:#

%

!%

页&

/

:$

0

R33)P21*

#

S7&Y

#

K7](

#

*)JM7c0

#*

+̂

`

-12P*)J&13J(2&-)P21*()2P0)J31[),-.

`

4323[)I-1.*2(-)

$

a'3-1

5

*)J

+d(J3),3I1-.&'()*

+#

H@O#@6=

E

*N=B=-#N>;BF"+;+#>+#N>

#

!$:#

#

;F

!

#

"#

%!;G%##Y



:#!!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

::

0

R33)P21*

#

S7&Y

#

*)J&7Z-)

O

#*

&'()*hP+̂

`

-12P*)J+.

`

4-

5

.3)2

+#

[)

$

R33)P21*

#

S7&7*)JQ797 _3(

!

3JPY

"#

5?#B;]>\7=6#B

C

H=:@#B$=7:FI7;F@7&'(,*

O

-

$

e)(d31P(2

5

-I&'(,*

O

-C13PP

#

!$:$Y

/

:!

0

R31)*)J3P

#

L7 MY

#

L7 M*22--

#

Z78

O

0

5

3)

#

*)JM7Q,'(IIE*031

#*

a'3[)231)32*)J&'()3P3+̂

`

-12P()2'3C13G

L4(X*E*+1*

+#

M=D7B;:=

E

Q@O@:=

2

-@B+*N=B=-#N>

#

!$:;

#

:"<

#

D%G%FY

/

:"

0

R311-

#

+Y

#

*)J+7R311-

#*

Q(

O

)*4()

O

*)Ja3,')-4-

O

(,*4M*1?32()

O

a--4PI-1+̂

`

-1231P

+#

_-14JX*)?

#

C-4(,

5

S3G

P3*1,'_-1?()

O

C*

`

31Q31(3P

#

8-7DD#%

#

!$::Y

/

:#

0

A1-(N*1J

#

97]Y

#

C7S*)

>

*)

#

*)JL7 S-J1(

O

03NG]-

`

3N

#*

a1*J3&-P2P*)J9-ER4-HP

$

+d(J3),3I1-.+P2*E4(P'G

.3)2G]3d34B*2*

+#

*N=B=-#NPB

G

D#7

1

#

!$:D

#

D"

!

:

"#

:%"G!$#Y

/

:D

0郭家堂)骆品亮#*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1+#,管理世界-#

!$:F

年第
:$

期#第
"#

%

#;

页&

/

:F

0

Z*4431

#

Q7LY

#

*)JQ7]

5

-)P

#*

X1-*JE*)JLJ-

`

2(-)*)JR(1.C1-J0,2(d(2

5

$

+d(J3),3I1-.[1(P'M*)0I*,201()

O

R(1.P

+#

I@:@N=--DB#N;+#=B>%=:#N

1

#

!$:D

#

";

!

:

"#

:G:"Y

/

:%

0

Z

>

-12

#

9Y

#

*)J97C-04P3)

#*

a'3L11(d*4-IR*P2[)231)32*)J+.

`

4-

5

.3)2()LI1(,*

+#

3-@7#N;B*N=B=-#NH@X

O#@6

#

!$:;

#

:$;

!

"

"#

:$"!G:$%;Y

/

:<

0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中国工业经济-#

!$:;

年第
<

期#第
D

%

!"

页&

/

:;

0贾糰)申广军#*企业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 ,经济研究-#

!$:F

年第
D

期#第

::F

%

:!;

页&

/

!$

0李兵)李柔#*互联网与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经验证据+# ,世界经济-#

!$:%

年第
%

期#第

:$!

%

:!D

页&

/

!:

0李磊)白道欢)冼国明#*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1 %%%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经济研

究-#

!$:F

年第
<

期#第
:##

%

:D<

页&

/

!!

0李胜旗)毛其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就业与工资+#,世界经济-#

!$:<

年第
F

期#第
!<

%

D!

页&

/

!"

0刘志阔)陈钊)吴辉航)张瑶#*中国企业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国际税收治理体系重构下的中国经验+#

,经济研究-#

!$:;

年第
!

期#第
!:

%

"D

页&

/

!#

0马双)张稢)朱喜#*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经济研究-#

!$:!

年第
D

期#第
:"!

%

:#F

页&

/

!D

0毛其淋)许家云#*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
_a\

的微观证据+# ,经济研究-#

!$:F

年第
:

期#第
F;

%

<"

页&

/

!F

0

C*0)-d

#

&Y

#

*)J67S-44-

#*

Z*P2'3[)231)32R-P2313J[),40P(d3[))-d*2(-)()2'3B3d34-

`

()

O

_-14J

1+#

$=7:F

Q@O@:=

2

-@B+

#

!$:F

#

%<

#

D<%GF$;Y

/

!%

0

C(31,3

#

97SY

#

*)JC7b7Q,'-22

#*

a'3Q01

`

1(P()

O

4

5

QH(I2B3,4()3-IeQM*)0I*,201()

O

+.

`

4-

5

.3)2

+#

3-@7#N;B

*N=B=-#NH@O#@6

#

!$:F

#

:$F

!

%

"#

:F"!G:FF!Y

/

!<

0

S*

>

*)

#

SY

#

*)J]7K()

O

*43P

#*

R()*),(*4B3

`

3)J3),3*)JA1-H2'

+#

3-@7#N;B*N=B=-#NH@O#@6

#

:;;<

#

<<

!

"

"#

DD;GD<FY

/

!;

0邵敏)包群#*出口企业转型对中国劳动力就业与工资的影响$基于倾向评分匹配估计的经验分析+#,世界经

济-#

!$::

年第
F

期#第
#<

%

%$

页&

/

"$

0施炳展#*互联网与国际贸易%%%基于双边双向网址链接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济研究-#

!$:F

年第
D

期#第

:%!

%

:<%

页&

/

":

0石喜爱)李廉水)刘军#*3互联网
W

4对制造业就业的转移效应+# ,统计与信息论坛-#

!$:<

年第
;

期#第

FF

%

%"

页&

/

"!

0

Q2(1-'

#

b79Y

#*

[)I-1.*2(-)a3,')-4-

O5

*)J2'3e7Q7C1-J0,2(d(2

5

S3d(d*4

$

_'*2B-2'3[)J0P21

5

B*2*Q*

5

1+#

3-@7#N;B*N=B=-#NH@O#@6

#

!$$!

#

;!

!

D

"#

:DD;G:D%FY

/

""

0

a-

`

*4-d*

#

CY

#

*)JL7b'*)J34H*4

#*

a1*J3](E31*4(N*2(-)*)JR(1.C1-J0,2(d(2

5

$

a'3&*P3-I[)J(*

+#

H@O#@6=

E

*N=B=-#N>;BF"+;+#>+#N>

#

!$::

#

;"

!

"

"#

;;DG:$$;Y

/

"#

0王可)李连燕#*3互联网
W

4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年第
F

期#

第
"

%

!$

页&

/

"D

0魏浩)李晓庆#*进口投入品与中国企业的就业变动+#,统计研究-#

!$:<

年第
:

期#第
#"

%

D!

页&



第
#

期 许家云)毛其淋$互联网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就业1

:#!"

!

/

"F

0谢申祥)陆毅)蔡熙乾# *开放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

!$:;

年第
D

期#第

#$

%

D;

页&

/

"%

0杨德明)刘泳文#*3互联网
W

4为什么加出了业绩+#,中国工业经济-#

!$:<

年第
D

期#第
<$

%

;<

页&

/

"<

0

c0

#

MY

#*

C1-,3PP()

O

a1*J3

#

a*1(IIS3J0,2(-)P*)JR(1.C1-J0,2(d(2

5

$

+d(J3),3I1-.&'()3P3R(1.P

+#

*N=B=-#N

M=D7B;:

#

!$:D

#

:!D

!

D<D

"#

;#"G;<<Y

/

";

0周茂)陆毅)李雨浓#*地区产业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合成工具变量的估计+# ,经济研究-#

!$:<

年第

::

期#第
:"!

%

:#%

页&

S4L!4@7#1;@<1@;B55@:;./31@7@801950:;9<31

2

N?

D

J4

G

?@1;

+

ke9(*

5

0)

!

ML\/(4()

"

!

8*)?*(e)(d31P(2

5

"

B>7;<0:;

#

_3()d3P2(

O

*232'3(.

`

*,2P*)J.3,'*)(P.P-I()231)32J3d34-

`

.3)2-).*)0I*,201()

O

3.G

`

4-

5

.3)2E

5

*J-

`

2()

O

2'3J(II313),3G()GJ(II313),3.32'-J*)JI()J2'*2()231)32J3d34-

`

.3)2'*PP(

O

)(I(G

,*)24

5`

1-.-23J&'()3P3.*)0I*,201()

O

3.

`

4-

5

.3)2YR1-.2'3

`

31P

`

3,2(d3-I.3,'*)(P.P

#

H3I()J2'*2

()231)32J3d34-

`

.3)2

`

1-.-23P.*)0I*,201()

O

3.

`

4-

5

.3)22'1-0

O

'P,*433II3,2*)J13()P2*23.3)23II3,2Y

Z-H3d31

#

(2H(4413J0,3 .*)0I*,201()

O

3.

`

4-

5

.3)2

#

3P

`

3,(*44

5

2'33.

`

4-

5

.3)2-I4-HP?(443J4*E-1

2'1-0

O

'J(P

`

4*,3.3)23II3,2YR012'3123P2P'-HP2'*2,-.

`

*13JH(2'J(P.(PP*4J3,(P(-)

#

I(1.Ph'(1()

O

J3,(G

P(-)(P .-13(.

`

-12*)2I-1()231)32J3d34-

`

.3)2*II3,2()

O

.*)0I*,201()

O

3.

`

4-

5

.3)2Y\01I()J()

O

P

`

1-d(J3*)3H

`

31P

`

3,2(d3*)J.(,1-3d(J3),3I-10)J31P2*)J()

O

2'3,'*)

O

3P-I.*)0I*,201()

O

3.

`

4-

5

.3)2

()&'()*()13,3)2

5

3*1P

#

*)J*4P-3)1(,'3P2'313P3*1,'-)3d*40*2()

O

2'33,-)-.(,3II3,2-I()231)32J3d34G

-

`

.3)22-*,312*()3̂23)2Y

K@

G

L4<H7

#

()231)32

'

3.

`

4-

5

.3)2

'

4*E-1(),-.3P'*13

MN=.J077353:0;341

#

9!:

#

9":

#

M:D

" &-113P

`

-)J()

O

L02'-1

$

M*-/(4()

#

&3)231I-1a1*)P)*2(-)*4PhQ20J(3P-I8*)?*(e)(d31P(2

5

#

+,-)-.(,X3'*d(-1*)J

C-4(,

5

Q(.04*2(-)]*E-1*2-1

5

#

Q,'--4-I+,-)-.(,P

#

8*)?*(e)(d31P(2

5

#

8-7;# _3(

>

()S-*J

#

a(*)

>

()"$$$%:

#

&'()*

'

a34

$

<FG:"<!$$$F!$#

'

+G.*(4

$

.*-

@

(4()

"

)*)?*(73J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