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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作用

机制。结果证实：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

及样本缩尾处理、删除直辖市、核心变量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表明，创新能力在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政府合理干预发挥调节作用。

因此，提出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促进城乡数字资源均衡配置、完善数字经济政策支持体系和推动城乡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等建议，以期为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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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effect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results 
confirm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
ban and rural income,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the endogenous problem treat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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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reduction treatment, the robustness test of the deletion. The results of the action mecha-
nism test show that the innovation abilit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narrowing the urban and rural income gap, and the reasonabl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lays a regulatory role. Therefo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ig-
ital infrastructure, promote r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mprove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promote equilibrium allo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digital resources, im-
prove the digital economy policy support syste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digital economy integration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narrowing the in-
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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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兴发展方向，融合了 5G、区块链、数据中心、物联网等尖端通信技术，并构筑

了多样化的数字平台生态。这一体系不仅革新了信息流通的方式，还能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飞跃与经

济效率的提升。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把夯实“数

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两大基础，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型信息

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引擎，对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数字公共服务在传统公共服务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宽公共服务外延，借助数字技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无疑对农村居民的就业创业活

动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利用移动支付与电子交易等数字化渠道所生成的大数据资源，能够实施更为

精细化的农村居民信用评估，从而显著缓解其获取信贷服务的难度，这一变革对促进农民群体的就业创

业积极性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因此，有望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削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

的矛盾。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凸显。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存在及其背

后的复杂影响因素，成为了学术界广泛探讨与深入研究的重点议题。但当前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影响城

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经过梳理，与本研究紧密相关的文献，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数字建设能促进就业创业。数字平台在融入传统产业的过程中涌现大量新业态和新模式，从而创造出

大量新岗位[1]。数字经济能够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发展有

助于增加农村居民公平创业的机会进而推动农村创业[3]。也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

之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使传统企业与员工之间单一固定的雇佣关系转变为更加富有弹性、更

加灵活的劳务关系[4]。二是数字基础建设对收入差距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既有正面的改善作

用，也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5]。一方面数字经济能有效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6]，促进农户家庭增收，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7]，基于无线网发展的数字经济能够为贫困家庭提供减贫渠道，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

距，改善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3]，能够促进农村经济转型、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生

存能力[8]，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证明网络设施建设的覆盖差异会逐渐扩大城乡经济绩效差距[9]。数字鸿

沟在数字技术红利分享方面产生了“信息贫困者”进一步拓展数字鸿沟外延，数字生产资料的非对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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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系将进一步对数据收益形成约束，加深这种数字红利分享的不平等状态[10]。数字经济在形成新就业

岗位的同时，也会导致低技能者出现“结构性失业”，从而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11]。 
尽管大量文献探讨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但鲜有从就业角度研究数字经济带来的价值效

应。因此，本文以创新能力为切入点，实证探究平台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边际贡献体

现在：① 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聚焦于创新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的中

介效应，并探讨政府合理干预所发挥的调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数字建设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

导路径与机制框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贡献了新的视角与见解。② 本文充分考虑数字基础建设的内涵和

特征，构建了包含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进入发展 3 个维度 13 个指标的数字基础建设水平评价体系，丰

富了平台经济的测度及实证研究。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 

数字基础设施如互联网、宽带网络等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促进了信息的流通速度，有效地跨越了长

期以来城乡间存在的信息隔离。使得农村企业能够迅速且便捷地获取多元化的商业信息与市场动态，极

大地充实了其决策制定所依据的信息资源库，缩小了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数字基础设施为农村电商、

智慧农业等新型业态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农民可以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增加

收入。同时，智慧农业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平台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表现在其促进收入来源多元化、增强农村地区的市场接入能力以及促进知识、技术在农村地区的

溢出效应等方面。首先，平台经济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传统的农村经济结构较为单一，

主要依赖农业收入，而平台经济的兴起使农村居民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农产品，参与远程服务工

作，甚至从事旅游业等多种经济活动。这种收入结构的多元化趋势，为农村居民开辟了更广阔的增收渠

道，进而有助于提升其整体收入水平，逐步缓解并缩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推动社会经济的均

衡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理论分析假设： 
假设 1：数字经济能显著缩小城乡差距。 

2.2. 数字经济影响农村就业增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新业态、新模式，为农村创新创业提供人力储备和孵化土壤，一方面数字

平台为一些本地企业提供了便捷的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以及数字化的运营管理模式，显著降低各种成本，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创新转型过程中的成本高昂问题。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进而促进农村居民就业[12]。农村低技能劳动者利用数字平台自由获取非竞争性的信息和知识，通过自主

学习，熟练掌握就业技能并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从而获得更优质的就业岗位，提高收入水平。由此，

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创新能力增长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3. 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 

在数字时代，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数字基础设

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困难。如果没有政府的科技

投入来支持这些地区的数字经济，将导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这不仅会影响农村居民的生

活质量，还会限制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同时，科技创新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和时间投入，

而企业往往难以独立承担如此高昂的成本。缺乏政府的科技投入，将导致企业在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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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进而削弱其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这将导致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速度放缓，新

技术、新产品的推出周期延长，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政府在科技投入中往往扮演着政策引导和支

持的角色。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政府可以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税收优惠、资金补贴、人才引进等支

持，降低其科技创新的成本和风险。政府对科技及教育的投入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提升了城市产业的竞争力，也为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

了新的机遇。通过引入高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农村地区可以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政府合理干预能够强化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3.1.1. 基准模型 
为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基于 2012~2022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

具体如下： 

 0 1it it m it i t itmGAP DEI Controlsα α α µ λ ε= + + + + +∑  (1) 

其中： 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 GAP 表示反映城乡收入差距；DEI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ontrols 表示

控制变量； 0α 表示常数项； 1α 表示平数字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 mα 表示各控制变量

的系数。 

3.1.2. 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平台经济可能会通过促进创新能力增长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参考

江艇在因果推断研究中对中介效应分析的建议[13]，本文选取的中介变量农村创新能力增长与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较为清晰直观。因此，为重点检验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本文设定模型(2)： 

 0 1it it m it i t itmMid DEI Controlsβ β β µ λ ε= + + + + +∑  (2) 

其中： Mid 为中介变量，表示农村就业增长；其余变量含义同式(1)。 

3.1.3. 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将政府科技投入纳入考虑范围，考察其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构建

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0 1 2 3ov ovit it it it it m it i t itmGAP DEI DEI G mar G mar Controlsθ θ θ θ θ µ λ ε= + + × + + + + +∑  (3) 

其中： ovG mar 表示调节变量包含政府对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及政府对教育财政支出； ovDEI G mar× 表示

核心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若 1θ 与 2θ 同号，且 2θ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则表明政府科技投能对数

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使用符号 GAP 表示。文献常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泰尔

指数和基尼系数来测度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比可以较为直观展现不同年份、不同区域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因此本文借鉴孙皓等人的研究采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测度城乡收入差距[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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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水平，使用符号 DEI 表示。就本质而言，数字经济具有数据作为核

心生产要素的重要性、高度的数字化程度、创新与开放合作的驱动、对高素质人才的依赖等特征，难以

使用单一的指标进行衡量。因此，本文参考杨慧梅、刘军等的做法，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

济三个维度共 9 个指标，构建数据要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15] [16]。本文采用熵值法对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表 1. 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 

域名数(万个) 正向 

IPv4 网址个数(万个) 正向 

互联网接入端口数(万个) 正向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正向 

单位面积光缆长度(公里) 正向 

数字产业发展 

信息化企业个数(个) 正向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正向 

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比重(%) 正向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正向 

软件业务收入(亿元) 正向 

数字普惠金融 

覆盖广度指数 正向 

使用深度指数 正向 

数字化程度指数 正向 

3.2.3. 机制检验变量 
为验证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机制，本文引入创新能力增长(Inno)作为中介变量，参考《中

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的评价方法，从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及创新质效来衡

量创新能力，本文用创新能力取对数作为中介变量。为验证政府合理支持在平台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借

鉴任重等人做法[17]本文选取政府对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和政府对教育财政支出两个调节变量：一是政府

对科学技术财政支出(Sciex)，以各地区政府对科学技术的财政支出在该地区 GDP 中的占比衡量；二是政

府对教育财政支出(Eduex)，以各地区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支出在该地区 GDP 中的占比衡量。 

3.2.4.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受教育程度(Edu)，借鉴陈钊、陆铭[18]的研究，即受教育程度 = (小学人

数 × 6 + 初中人数 × 9 + 高中人数 × 12 + 大专以上人数 × 14)/6 岁以上总人口；城镇化水平(Urba)，用

城镇人口数与地区总人口数之比衡量；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衡量；产

业结构(Istr)，用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表示；财政收支压力(Fre)，用一般公共财政支出与一般公共财

政收入之比衡量；人口红利(Pop)，借鉴柏培文和张云[19]的做法，利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即人口红利 = 
(劳动力占比 − 老年人口抚养比 − 少年儿童抚养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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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12~2022 年我国 30 个省份(未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公报，个别缺失数据

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充。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icators 
表 2. 指标描述性统计 

 N Mean SD Min Max 

gap 330 0.403 0.057 0.274 0.551 

dei 330 0.127 0.100 0.017 0.59 

edu 330 1.27 0.211 0.753 1.809 

urb 330 0.607 0.117 0.363 0.896 

lnPgdp 330 10.908 0.445 9.849 12.155 

Istr 330 0.503 0.087 0.345 0.838 

fre 330 2.39 1.037 1.074 6.603 

pop 330 11.821 4.012 2.371 21.725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经过豪斯曼检验，本文选取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下所示(见表 3)。表 3 第(1)列结

果表明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每提高一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相应缩小

0.0641 个单位，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

应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 1 得到初步验证。

分析原因可能在于：数字基础建设不断衍生出新的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进而提供多元化就业机会，同时

还能促进资源均衡配置、降低创业门槛、提升教育水平及推动农业现代化，有效缩小了城乡差距。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gap 

(2) 
gap 

(3) 
gap 

(4) 
gap 

dei −0.0641*** −0.0612*** −0.0589*** −0.0548*** 

 (−5.52) (−4.81) (−4.51) (−4.09) 

edu  −0.00674 −0.00450 −0.00710 

  (−0.75) (−0.49) (−0.77) 

urb  0.0258 0.0286 0.0193 

  (0.81) (0.82) (0.54) 

lnPgdp   −0.00224 −0.00188 

   (−0.21) (−0.17) 

Istr   −0.0368 −0.0345 

   (−1.48)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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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re    0.00227 

    (0.94) 

pop    0.000589 

    (1.46) 

 0.433*** 0.416*** 0.460*** 0.451*** 

 (119.49) (14.91) (3.94) (3.60)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330 330 330 330 

R2 0.98 0.98 0.98 0.99 

adj.R2 0.98 0.98 0.98 0.98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内数值为稳健性标准误，下表均同。 

4.2. 稳健性检验 

4.2.1. 样本缩尾处理 
为消除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数据进行了 1%的缩尾处理，并在这一基础上重新

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列(1)所示。可知，数字经济的影响系数为−0.0635，在 1%水平上显著，表

明在排除异常值后，研究结果依旧稳健。 

4.2.2. 剔除离群值 
由于直辖市具有更丰富的资源禀赋和较强的发展基础，地理位置和政策偏向性也比较特殊，因此，本文

将直辖市剔除后进行重新估计，本研究在样本回归中排除了北京、天津、重庆和上海这四个直辖市的数据，

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列(2)所示。影响系数为 0.187，所得结果仍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 

 (1) 
截尾前后 1% 

(2) 
剔除直辖市 

(3)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dei −0.0635*** −0.0639*** −0.0714*** 

 (0.0110) (0.0119) (0.0149) 

edu 0.0041 0.0108 −0.0080 

 (0.0113) (0.0105) (0.0152) 

urb −0.0051 −0.1889*** 0.0030 

 (0.0337) (0.0546) (0.0455) 

lnPgdp −0.0051 −0.0006 −0.0052 

 (0.0102) (0.0105) (0.0124) 

Istr −0.0433 −0.0445 −0.0462 

 (0.0295) (0.0297) (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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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re 0.0001 −0.0010 0.0013 

 (0.0033) (0.0032) (0.0035) 

pop 0.0003 0.0004 0.0006 

 (0.0004) (0.0005) (0.0005)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_cons 0.4831*** 0.5262*** 0.4939*** 

 (0.1197) (0.1169) (0.1439) 

N 323.0000 286.0000 300.0000 

r2_a 0.9837 0.9826 0.9827 

4.2.3. 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 
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将数字经济水平滞后一期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回

归，从回归结果来看，滞后一期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证实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由此 H1 假设得以

论证。 
综上所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原模型稳健，所得结果可靠。 

4.3. 内生性检验 

在本文的内生性检验中，采用了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表 5 中的第一阶段

F 统计量为 183.14，明显大于经验值 10，这一结果有力地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第一阶段的回归

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滞后项对当前数字经济的显著正向影响，证实了所选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合理性。在

第二阶段回归分析中，经内生性处理后，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仍展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这进一步

印证了本文工具变量选择的恰当性以及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Table 5. Endogeneity test 
表 5. 内生性检验 

 (1) 
x 

(2) 
gap 

x  −0.0997*** 

  (−3.8384) 

L.x 0.7163***  

 (7.09)  

控制变量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第一阶段 F 值 183.14  

N 300 300 

Adj.R2 0.9488 0.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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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异质性分析 

将样本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回归，从表 6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的系数

分别在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东部及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将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而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将扩大城乡收入差

距。且中部东区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东部及西部地区，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更大，可

能原因是：西部地区正处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分布不均，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城乡数字鸿沟，这会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6. 异质性分析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dei −0.0410*** −0.1451** 0.1072*** 

 (0.0154) (0.0607) (0.0336) 

edu −0.0442** −0.0551* 0.0081 

 (0.0183) (0.0303) (0.0193) 

urb 0.1697*** 0.0249 −0.2065*** 

 (0.0506) (0.2737) (0.0678) 

lnPgdp 0.0594** −0.0367 0.0196 

 (0.0241) (0.0270) (0.0137) 

Istr 0.0441 0.0111 −0.0543** 

 (0.0690) (0.0817) (0.0231) 

fre 0.0353*** −0.0093* −0.0032 

 (0.0080) (0.0051) (0.0029) 

pop −0.0002 −0.0009 0.0023*** 

 (0.0005) (0.0011) (0.0006)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_cons −0.3714 0.9162*** 0.2425** 

 (0.3019) (0.2681) (0.1204) 

N 132.0000 99.0000 99.0000 

r2_a 0.9830 0.9617 0.9888 

4.5. 机制检验 

4.5.1. 中介效应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可能会通过促进创新能力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

本部分将尝试检验上述潜在影响机制，且重点检验数字经济对农村就业增长和农村创业增长的影响，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7 的列(1)、列(2)所列。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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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以验证。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创新能力的增长。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赋能农村，优化资

源配置，拓宽创业就业渠道，提升教育水平与技能，强化信息交流与市场拓展，并在政策引导下激发农

村创新活力，进而形成缩小城乡差距。 

 
Table 7. Mechanism of mediation effect 
表 7. 中介效应作用机制检验 

 (1) 
y2 

(2) 
zj1 

dei −0.0548*** 0.3379** 

 (0.0130) (0.1331) 

edu −0.0071 −0.1468* 

 (0.0127) (0.0870) 

urb 0.0193 1.0549*** 

 (0.0390) (0.3751) 

lnPgdp −0.0019 0.1931* 

 (0.0098) (0.1159) 

Istr −0.0345 −0.5851** 

 (0.0301) (0.2917) 

fre 0.0023 0.0002 

 (0.0033) (0.0288) 

pop 0.0006 0.0069**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0.0004) (0.0035) 

_cons 0.4332*** 0.9225 

 (0.1153) (1.2992) 

N 330.0000 330.0000 

r2_a 0.9826 0.9514 

4.5.2. 调节效应 
表 8 列(2)与列(3)分别为政府教育支出占比和政府科学技术支出占比作为调节变量进行估计的结果。

其中，各调节变量与数字经济项的交互项均在 10%的水平上显示为负，调节变量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系

数均为正，分别通过了 10%和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通过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提高了农

村居民文化水平，进而提升了农村居民就业竞争力，也为农村产业实现现代化、数字化输送了具有专业

素养的人才，降低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了农村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也有利于农村居民的就

业机会朝着非农方向迁移；而地方性财政支出还具有一定的导向性，科学技术支出的增加会对科研创新

活动产生鼓励、引导作用，当政府增加对科技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农村产业进行科研创新的积极性，加

快与数字化、信息化融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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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Mechanism of moderating effect 
表 8. 调节效应作用机制检验 

 (1) 
gap 

(2) 
gap 

(2) 
gap 

x −0.037**   

 (0.016)   

Sciex*DEI  −0.931*  

  (0.517)  

Eduex*DEI   −0.182** 

   (0.07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_cons −0.322*** −0.317*** −0.263*** 

 (0.065) (0.065) (0.069) 

N 330.000 330.000 330.000 

r2 0.785 0.788 0.790 

r2_a 0.759 0.761 0.763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内涵构建了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 2012~2022 年中国

30 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 数
字经济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 创新

能力增强在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机制传导作用，政府教育支出和政府科学技

术支出在数字经济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5.2. 建议 

5.2.1. 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经济的基础是完善的信息网络设施。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包括宽

带网络、移动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确保农村地区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同等水平的数字服务，缩小城乡

之间的“数字鸿沟”。 

5.2.2. 推动农村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 
鼓励和支持农村地区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新兴业态。

通过引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民

增收。 

5.2.3. 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加强农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市场信息、进行在线交易、参与电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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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等能力。通过举办培训班、提供在线学习资源等方式，普及数字经济基础知识，培养农民的互联网思

维和创新意识。 

5.2.4. 促进城乡数字资源均衡配置 
推动城乡数字资源均衡配置，确保农村居民能够平等地获取到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

资源。通过建设数字化服务平台，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信息的共享和互通，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

和效率。 

5.2.5. 完善数字经济政策支持体系 
制定和完善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特别是要加大

对农村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农村数字经济领域，促进农村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5.2.6. 推动城乡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加强城乡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与交流，推动城乡数字经济融合发展。通过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区、

搭建数字经济交易平台等方式，促进城乡之间的数字资源、技术和人才流动与共享，实现城乡经济的协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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