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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宽带中国”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理论上，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

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从而赋能创业活跃度。实证上，文章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 276 个地级市数据，将“宽带

中国”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果

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创业活跃度。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发挥数字经济红利是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激发创业活跃度的重要机制。本文的研究深入说明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创业活跃度的效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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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创业活跃度作为衡量某地区创业活动积极程度的

基础标准，近年来成为创业相关问题的研究焦点。2021

年，我国互联网普及度超过70%，随着国家对网络强国

的大力推动，新型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得到了进

一步的提高，为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那么，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城市创业活

跃度是否会随之提高？具体影响机制中，数字经济是否

发挥了中介传导效应？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科学问题。

“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促使我国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速度加快。 不管是新技术的出现，还是已有

技术的传播，在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信息的传输与传播，

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1]
。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促

使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网络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

并提高了信息扩散的效率，扩大了自身知识的溢出效应，

与互联网相关的商业模式为城市带来更多创业机会。不

仅如此，互联网水平提高消除了消费市场的地理区位限

制，提高了市场需求和创业机会，提升了城市创新活跃

度。然而，尚未有文献基于“宽带中国”政策实施，对

创业活跃度发展的提升效应展开直接评估。

本文将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分三批遴选的 1

20 个“宽带中国”政策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政

策冲击，运用2011-2018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政策冲击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并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机制进行论证。本文的边际贡献

在于：首先，识别方法上，本文将“宽带中国”政策作

为外生冲击，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识别试点政策对创业

活跃度的影响，从而考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效应。

其次，理论探讨中，本文具体探讨了作用于数字经济的

中介传导路径，说明了试点政策效应对创业积极性发挥

效应的理论机制。

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1.1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数字金融发展创造就

业机会

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创业活跃度受金融系统对创

业的友好程度的影响。近几年，互联网金融在信息技术、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支持下，不断扩大着金融的触

达能力与服务半径。
[2]
。其一，对小微企业创业而言，

数字金融的发展增加了信息公开性和对称性，使得其拥

有更多的民间借贷渠道
[3]
，降低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减轻了创业者的资金流动限制从而促进创业。其二，货

币电子化降低了金融交易费用，催生了许多新的创业机

遇，如电子商务、线上线下相结合，将地域遥远的资本

供求双方联系起来。Grossman & Tarazi（2014）研究

发现，肯尼亚农民的创业积极性得益于数字金融发展提

供的储蓄和补贴渠道。说明数字金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

弥补传统金融机构在风险评估方面存在的高昂成本，从

而有利于支持创业发展。

1.2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创

业活跃度

“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推进了网络基础设施的

建设，从而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数字技术也带来

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在创业方面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
[4]
。具体而言，其一，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创业人员对

信息的获取均离不开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宽带网络的

提速和普及为创业人员把握商机或信息沟通提供了信

息交流平台，并为创业活动决策提供了信息基础和来源
[5]
。其二，网络平台打破了产品的地域限制，满足了客

户的产品多样化需求。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数字

经济的发展，使得产品由供给方单向流出转化为产品供

给和需求双方的双向流动
[6]
。这意味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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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消费者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促进了产品市场种

类和数量的增长，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更多机遇。其三，

网络平台建设为经济市场的匹配问题提供了优化路径
[7]
。

产品规模扩大和种类的多样化基于网络平台产生了更

丰富的信息，经济系统中充斥着冗余信息，带来新的匹

配问题。网络信息化推动的数字经济发展，社会互动性

更强，对创业形成的示范效应带动了周边创业。

由于已有研究中数字金融的衡量是数字经济发展

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提出唯一研究假设为：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城市

创业活跃度。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马青山的做法，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
[8]
。

Lowit为分组指示变量，当各地级市实施了“宽带中国”

政策时，即为试点城市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Afterit

为政策指示变量，当政策实施时将所在年份赋值为 1，

否则为 0。其中，实施政策的地级市名单来自中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网站。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的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为：

SYBit=α0+α1 Lowit×Afterit+Ψ γjXit� +μi+vt

+λit （1）

其中，SYBit 为因变量，表示第 i个城市第 t年的

创业活跃度；Lowit×Aftertt 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

用来代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其系数α1反映该政策的

实施效果。X为控制变量组，μi为个体固定效应，vt为

时间固定效应，λit为扰动项。

2.2 变量设定和数据说明

2.2.1创业活跃度

本文参考了叶文平（2018）的研究方法，采用劳动

力市场法进行测量
[9]
。具体地，从启信宝数据库中，得

到地级市层面新建的私营企业的数据，并以 15-64岁劳

动力人口作为标准化基数，得到创业活跃度，记为SYB。

2.2.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运用地级市数据，借鉴赵涛等（2020）[10]从

互联网发展和普惠金融两个角度对数字经济综合发展

水平进行测度。在互联网发展方面，本文参考黄群慧（2

019）[11]的方法，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选取了

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

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在数字金融方面，本文运用由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

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衡量。最后本文采用了 R

AGA-PPC 模型进行了降维处理得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这一指标。

2.2.3控制变量

为了综合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创业活跃度的

影响效应，本文选取了对创业活跃度具有潜在影响的控

制变量，具体如下：经济发展水平（LnGDP）：人均 GD

P；对外发展水平（FDI）：当年实际使用外资/地区生

产总值；城市化水平（Urban）：人口密度的对数；金

融发展水平（Finance）：机构存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

值；市场化水平（Market）：城镇个体和私营就业人数

/城镇就业人数。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创业活跃度 SYB 1559 0.003 0.005
数字经济 Dige 2224 0.511 0.352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2224 10.635 0.921
对外发展水平 FDI 2224 0.003 0.004
城市化水平 Urban 2224 10.346 1.824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2224 1.243 1.797
市场化水平 Market 2224 1.114 0.784

3 计量分析和结果讨论

3.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影响

创业活跃度增长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表 2 Panel1 至 P

anel6 为逐一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

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创业活跃度。

表 2 “宽带中国”试点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基准回归

被解释
变量

Panel
1

Panel
2

Panel
3

Panel
4 Panel 5 Panel

6
（1） （2） （3） （4） （5） （6）

Lowit×
Afterit

0.002*
**

（0.00
02）

0.002*
**

（0.00
02）

0.002*
**

（0.00
02）

0.002*
**

（0.00
02）

-0.273*
*

（0.13
1）

-0.04
4***
（0.0
16）

LnGDP

0.0000
5

（0.00
01）

0.0000
4

（0.00
01）

0.0000
5

（0.00
01）

0.096*
（0.05
0）

0.031
***
（0.0
07）

FDI
0.0156
（0.02
2）

0.016
（0.02
2）

0.080
（0.20
5）

0.001
（0.0
06）

Urban

0.0001
*

（0.00
01）

-0.422
（0.31
7）

0.032
（0.0
25）

Finance

0.0000
3

（0.00
005）

0.000
（0.0
00）

Market

0.000
2*

0.000
1

Constan 0.003* 0.003* 0.003 0.004* 0.003*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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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
（0.00
01）

**
（0.00
1）

（0.00
1）

**
（0.00
1）

**
（0.00
1）

***
（0.0
01）

R2 0.881 0.881 0.881 0.881 0.881 0.881

注：***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3.2 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参考黄庆华的三步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当加入中介变量回归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不显著，或

小于主回归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时，中介效应成立
[12]
。

数字经济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3中 Panel

1-Panel3所示。Panel1回归系数为 0.0019，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创业活跃

度的增长。Panel2 回归系数为 0.043，且在 1%的水平

上加速了数字经济发展。Panel3将“宽带中国”试点政

策与数字经济同时纳入模型中，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回

归系数为 0.0017，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

的中介效应存在，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数字经济发

展促进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增长。至此，假设得以验证。

表 3 中介效应模型

被解释变量 SYB
Panel 1

M
Panel 2

SYB
Panel 3Lowit×Afterit 0.0019***

（0.0003）
0.043***
（0.012）

0.0017***
（0.0003）中介变量 0.0004*
（0.0002）Control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0068
（0.012）

0.006*
（0.003）

0.0018***
（0.0007）R2 0.842 0.845 0.866

注：***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4 结论

在 2014-2016年“宽带中国”政策推动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的支持下，我国就业、创业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本文以 2011-2018年中国 276 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将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

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宽带中国”为标志的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的影响。研究表明：（1）

“宽带中国”政策在 1%水平上显著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

（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这一路

径实现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给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1）

继续深入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

普及与发展。对于知识溢出性强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可以根据“宽带中国”试点的先进经验，对有条件的地

区进行先行示范，从而将有益经验推至全国，充分发挥

知识传播的空间扩散性，进而促进城市就业水平的提高。

（2）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相关创业市场的优势。确保

网络基础设施有效运行，协调资金物流以及配送服务。

（3）通过发挥互联网的开放、共享和去中介化的特点，

鼓励传统企业向“互联网+”转变，鼓励企业利用数字

经济、信息化红利重塑企业定位，创新市场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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