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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家庭人力资本
投资:来自“宽带中国”试点的证据

杨鑫尚,高文书鸞

[摘 要]利用“宽带中国”政策实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本文使用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第二,机制检验表明,

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促进高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缓解流动

性约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缓解“数字鸿沟”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

资。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女性、乡村、就读于非重点学校

和非重点班级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降低不同禀赋家庭间的人力资本投资差距。

上述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在微观层面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提供

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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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相较于传统经济,数

字经济能够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利用知识、数据和其他生产要素在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过程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结构,进而

优化经济结构并驱动经济增长(田鸽和张勋,2023)。近年来,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工业互联网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中国

蓬勃发展,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规模为50.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1.5%,同比增速为10.2%,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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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11年超过同期名义GDP增速。数字经济在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关键

力量的同时,也对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积累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数字

经济发展降低了劳动力市场对从事常规体力工作劳动力的需求,引发了“机器

换人”现象。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大量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兴行业,

提高了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份额,这些变化都需要家庭做出反应。

教育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和结构差异对

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主要讨论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已经有部分研究从微观角度讨论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家庭教育选择,但结

论并不一致。一类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降低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成

本和参与校外教育的方式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刘湖等,2023;杨钋和

徐颖,2017;2020);另一类研究则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扩大收入差距、

增加社会弱势群体竞争焦虑(陈武元等,2021;2023),以及降低劳动者社会

地位和对未来的信心(李超和宁光杰,2023)等方式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关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异质性效果,

如韦韡等(2023)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影响的角度出发,研究发

现数字经济发展在短期会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挤出

了低技能劳动力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在长期则相反。

本文将“宽带中国”政策实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基于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双重差分估计方法讨论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人力资

本投资。第二,基于数字经济内涵,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增收效应、消费

效应和信息效应出发讨论了数字经济推动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机制,结

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促进高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

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缓解“数字鸿沟”

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第三,从子女性别、城乡、就读学校和班级类型以

及就读阶段四个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力资本

投资的影响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更明显,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女性、

乡村、就读于非重点学校和非重点班级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表明数字经济

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不同禀赋家庭间的人力资本投资差距。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二:其一,研究主题方面,已有讨论数字经济发展如

何影响家庭教育决策研究的结论并不明确,本文从数字经济的内涵出发检验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机制,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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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验结果,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效果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其二,

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利用“宽带中国”施行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外生代理变量,

相较讨论类似主题的工作能够有效缓解内生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本文后续内容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制度背景,讨论“宽带中国”政

策实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代理变量的合理性,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提出研

究假说;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和实证策略;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讨论

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进行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

第五部分基于数字经济内涵和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因素,讨论数字经济

发展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机制和异质性效果;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制度背景、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宽带中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

2013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中提出:为缓解网速慢、覆盖度低等信息技术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不足的问题,将通过地区试点的方式逐步完善宽带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随

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于2014年、2015年和

2016年分三批在120个城市(群)实施“宽带中国”战略。

从数字经济的内涵来看,数字经济是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利用知识、数

据和其他信息生产要素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过程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和优化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田鸽和张勋,2023)。良好的信息通讯基

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通知》中明确指出“宽带中国”战略

的发展目标为:第一,到2015年初步建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下一代国

家信息基础设施。第二,到2020年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之

间的差距大幅缩小,国民充分享受宽带带来的经济增长、服务便利和发展机

遇。可以看出,第一个目标侧重于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个目标则侧重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同经济发展相融合。根据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宽带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显著提高,具体指征有:第一,光纤网络实现城乡全面覆盖。截止

到2020年6月,城市固定宽带接入能力已经超过100Mps,有98%的行政村

接通了光纤宽带,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已经超过90%,超过预期目标20个

百分点。第二,移动宽带普及率跨越式提高。“宽带中国”实施3年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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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建成了全球覆盖范围最大、普及率最高的4G网络,实现了“宽带中国”战

略中的预期目标。第三,上网速率大幅提升。根据中国宽带发展联盟发布的

《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2020年3月中国固定宽带平均下载速率相较

2015年同期提高5倍,4G网络下载速率提升2.5倍,浏览网页的首次呈现

时间降低到1秒左右。这些变化表明,随着“宽带中国”战略的不断推进,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不断完善,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

展的前提。因此,本文认为“宽带中国”能够代表中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

情况,在实证研究中使用“宽带中国”政策施行情况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

理变量。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数字经济发展使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发生变化(李梦娜和周云

波,2022)。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智能化降低了劳动力市场对从事常

规体力劳动和认知任务的劳动力需求,引发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替代效应,从

事重复 性 和 机 械 性 工 作 的 行 业 受 到 严 重 冲 击(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8)。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数字化产业要求劳动力具备一定的数

字技术使用能力,相较传统行业对人力资本的技能要求更高(高文书,2021),

部分经验研究也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在替代部分工作的同时,提高了知识和技

术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份额(孟祺,2021)。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人力资本需求

变化,家庭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帮助子女积累适应数字化时代的人力资

本,由此本文提出待检验的假说1。

假说1:数字经济发展将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那么,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大

量的经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新产业和新业态,提供了更多的就

业机会(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陈晓红等,2022),同时降低搜寻工

作的信息成本(丁述磊和刘翠花,2022),提高就业和创业概率,进而提高家

庭收入水平(Autor
 

et
 

al.,2015;张勋等,2019)。但并不是所有群体都能享

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增收效应。一方面,由于地区间存在数字鸿沟,数

字经济发展不一定会提高非常规任务中低技能、农村、西部和东北地区群

体的收入(陈梦根和周元任,2023)。部分经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将

加剧低技术依赖性岗位工作者之间的竞争,进而降低农民工群体的收入,

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尤济红和梁浚强,2023;樊轶侠等,2022)。同时,在

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成本较高,农村地区在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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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水平、渗透能力、应用领域等方面基础薄弱,此时数字经济的增收

效应并不明显(黄庆华等,2023)。另一方面,不同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对收

入增长的反应也不相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主要用于维持正常生活,即使

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其家庭收入,也会将大部分增量收入用于维持生计,

只会选择小部分用于子女教育(谢童伟和施雨婷,2019)。但高收入家庭的

情况则相反,在收入提高时愿意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

平(吴强等,2020),由此提出待检验的假说2。

假说2: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产生增收效应,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增加高收

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消费互联网形成,缓解

低收入家庭的预算约束,进而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低收入家庭在面临信

贷约束时,需要在保证生存和投资教育之间做出权衡,可能会因为无力承担

教育支出而影响子女人力资本投资(Cameron
 

and
 

Taber,2004;陈永伟等,

2014;宋弘等,2023)。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传统金融

机构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具有更强的地理穿透性和低成本优势,可以推动普

惠金融形成(张勋等,2021)。不同于传统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不排斥弱势和

低收入群体的金融需求,其包容性和普惠性的特点能够缓解低收入家庭面临

的流动性约束(易行健和周利,2018;闫思宇等,2023),进而提高低收入家

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由此提出待检验的假说3。

假说3: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促进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低收入家庭的流

动性约束,进而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高效的信息传递提高家庭获取教育资源的

机会和方式,进而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会催生在

线学习平台和数字化教育资源(如作业帮、Mooc课等),使家庭可以获得更

广泛的学习途径和知识获取方式(Schneider
 

and
 

Buckley,2002;杨钋和徐

颖,2020)。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了信息传递速度和质量,能够显著

拓宽家庭获取教育资源的信息渠道(丁述磊和刘翠花,2022),降低不同群体

之间的数字鸿沟,进而提高家庭教育支出(杨钋和徐颖,2017),由此提出待

检验的假说4。

假说4: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教育资源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不同群

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进而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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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策略、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一)实证策略与变量定义

本文参考田鸽和张勋(2022)的做法,以外生的“宽带中国”政策实施作为

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使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模型检验

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估计方程为:

Yict=α1Dict×Tt+βXict+Cityc+Timet+εict (1)

其中,Yict 表示地区c的家庭i在时期t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使用家庭

教育总支出的对数作为代理变量。Dict×T 是双重差分项(简称DID项),是

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Dict 表示家庭层面的变异性,表示家庭i在时间t所处

的城市c是否位于“宽带中国”政策的处理组,是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Tt 表示时间层面的变异性,若t时期开始施行“宽带中国”政策,则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Xict 表示一组控制变量,用于控制子女就学特征、家庭特征

和地区特征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其中,子女就学特征包括子女性别(男性=1,

女性=0)、子女年龄(周岁)、子女就读的是重点班(是=1,否则=0)、子女

就读的不是重点班(不是=1,否则=0)、子女就读学校没有重点班和非重点

班区分(是=1,否则=0)、子女上小学(是=1,否则=0)、子女上初中(是=

1,否则=0)、子女上高中(是=1,否则=0)、子女上大学(是=1,否则=

0)、子女就读学校是重点学校(是=1,否则=0);家庭特征包括父亲受教育

年限(年)、母亲受教育年限(年)、父亲年龄(周岁)、母亲年龄(周岁)、家庭

规模、城乡(城市=1,乡村=0);地区特征包括邮政业务收入对数和电信业

务收入对数。Cityc 表示区县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地区变化的不可观察

因素,Time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

εict 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采用聚类到城市的稳健标准误。

(二)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数据主要包括微观层面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以及对应年份反映城市相关情况

的宏观数据,数据具体情况为:

微观层面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的CFPS数据,

使用该数据的好处有两个:一是CFPS在全国25个省份600多个县市施行,

调查1.6万余户个体和家庭,具有权威性和全国代表性。二是调查涵盖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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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在消费、收入、健康、社交、家庭财产和负债等方面的信息,包括了本文

识别分析中需要的核心变量和主要控制变量。宏观层面的数据中,“宽带中

国”政策施行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其他宏观数据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公开统计资料。

本文主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情况,在实证研

究中保留了家中有25岁以下上学(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子

女的样本,然后根据家庭所在城市信息同滞后一期的宏观数据进行匹配并删

除无效样本和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得到20122个有效样本。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报告了实证分析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有

45.9%的样本在“宽带中国”政策施行地区,表明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

家庭教育总支出的均值为3546.27元,同相关研究相比结果接近,说明本文

使用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子女教育信息方面,有52.5%的家庭中上学

孩子是男孩,平均年龄为10.64岁。就学阶段方面,大部分家庭的孩子就读

于义务教育阶段,孩子就读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家庭占比

分别为20.2%、49.1%、19.9%、6%和4.9%。其中,就读于重点班、非重

点班、没有区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占比分别为7.3%、15.2%和77.5%,

就读于重点学校的样本有12.1%,这反映了我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化发展趋

势。在家庭特征方面,父亲和母亲的平均年龄为39岁和37.31岁,受教育年

限分别 为8.2年 和7.1年。家 庭 规 模 的 均 值 约 为5人,平 均 年 收 入 为

58323.96元,城市居民占比为41.4%。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nel
 

A
 

核心变量

教育总支出(元) 3546.277 5017.58 0 28600

是否施行“宽带中国”战略(是=1,否则=0) 0.459 0.498 0 1

Panel
 

B子女教育信息

子女性别(男性=1,女性=0) 0.525 0.499 0 1

子女年龄(周岁) 10.647 4.26 1 25

子女就读的是重点班(是=1,否则=0) 0.073 0.26 0 1

子女就 读 的 不 是 重 点 班(不 是=1,否

则=0)
0.152 0.35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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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nel
 

B子女教育信息

子女就读学校没有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区

分(是=1,否则=0)
0.775 0.418 0 1

子女上学前教育(是=1,否则=0) 0.202 0.401 0 1

子女上小学(是=1,否则=0) 0.491 0.5 0 1

子女上初中(是=1,否则=0) 0.199 0.399 0 1

子女上高中(是=1,否则=0) 0.06 0.237 0 1

子女上大学(是=1,否则=0) 0.049 0.216 0 1

子女就 读 学 校 是 重 点 学 校(是=1,否

则=0)
0.121 0.326 0 1

Panel
 

C
 

家庭特征

父亲受教育年限(年) 8.201 4.072 0 19

母亲受教育年限(年) 7.113 4.51 0 22

父亲年龄(周岁) 39.089 6.172 26 82

母亲年龄(周岁) 37.312 6.026 26 79

家庭规模(人) 5.102 1.815 1 17

城乡(城市=1,乡村=0) 0.414 0.492 0 1

Panel
 

D
 

地区特征

邮政业务收入(万元) 174801.24 884430.79 2797 13658685

电信业务收入(万元) 690846.55 1340845.3 18277 12684189

2013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从业人数(人)
12497.739 37405.616 700 526300

2013年人均电信业务收入(元) 791.076 731.263 45.441 3819.208

2013年人均邮政业务收入(元) 81.482 76.458 19.637 450.509

2013年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万户) 563.814 666.492 77.52 3168

2013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 93.357 135.359 8 627

Panel
 

E
 

机制变量

家庭年总收入(元) 58323.963 61495.105 0 370000

学杂费支出(元) 1977.354 3083.216 0 17000

辅导费支出(元) 561.012 1795.828 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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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nel
 

E
 

机制变量

其他教育费用支出(元) 717.501 1513.243 0 9400

是否上辅导班(是=1,否则=0) 0.131 0.338 0 1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127.429 81.576 10.88 408.8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基准估计结果。其

中,第(1)列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单变量回归结果,

第(2)-(4)列依次加入了就学子女教育、家庭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可以

发现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不变,这表明“宽带中国”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

著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城市层面推行的“宽带中国”政策使家庭人力资本

投资提高了9.7%。

表2 数字经济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基准估计结果

(1) (2) (3) (4)

被解释变量:家庭教育支出对数

是否试点*是否开始施行政策
0.067* 0.098* 0.095* 0.097*

(0.010) (0.050) (0.050) (0.050)

子女性别

(男性=1,女性=0)
0.060** 0.058** 0.058**

(0.026) (0.025) (0.025)
子女年龄 0.060*** 0.080*** 0.080***

(0.008) (0.008) (0.008)

子女就读的是重点班

(是=1,否则=0)
0.182*** 0.176*** 0.176***

(0.053) (0.052) (0.052)

子女就读的不是重点班

(不是=1,否则=0)
0.049 0.044 0.044

(0.036) (0.036) (0.036)

子女就读学校是重点学校

(是=1,否则=0)
0.180*** 0.131*** 0.131***

(0.041) (0.041)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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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被解释变量:家庭教育支出对数

子女上小学

(是=1,否则=0)
-1.143*** -1.139*** -1.140***

(0.048) (0.048) (0.048)

子女上初中

(是=1,否则=0)
-0.766*** -0.804*** -0.805***

(0.079) (0.078) (0.078)

子女上高中

(是=1,否则=0)
0.127 0.037 0.034

(0.111) (0.111) (0.111)

子女上大学

(是=1,否则=0)
0.322** 0.218* 0.216*

(0.127) (0.126) (0.126)

父亲受教育(年) 0.031*** 0.031***

(0.004) (0.004)

母亲受教育(年) 0.022*** 0.022***

(0.004) (0.004)

父亲年龄 -0.003 -0.003

(0.005) (0.005)

母亲年龄 -0.006 -0.006

(0.005) (0.005)

家庭规模 -0.015* -0.015*

(0.009) (0.009)

城乡

(城市=1,乡村=0)
0.161*** 0.161***

(0.032) (0.032)

邮政业务收入对数 0.034

(0.036)

电信业务收入对数 -0.008

(0.030)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122 20122 20122 20122

修正可决系数 0.190 0.284 0.294 0.294

注: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

下显著。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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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虽然本文基准估计部分已经控制了足够多的控制变量,但由于“宽带中

国”是在城市层面推行的政策,其实施可能受到包括遗漏变量在内的内生性问

题影响。城市层面的某些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在“宽带中国”政策实施城市和非

实施城市之间存在选择性,可能存在一些城市层面的变量同时影响“宽带中

国”政策选择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即使没有施行“宽带中

国”战略,不同地区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有系统差异。为了缓解其对估计结

果的影响,本文进行了以下几个工作:

第一,进行样本随机性讨论。参考张清源等(2018)的做法,在基准估计

中控制一系列地区固定特征与时间趋势的交叉项,通过允许事前地区特征对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存在不同趋势的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具体地,本文

在基准估计中进一步加入:(1)“宽带中国”政策实施第一年地区特征和时间趋

势的一阶、二阶和三阶趋势项,使事前地区特征对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服从

非线性时间趋势的假定。(2)年份同前定变量的交互项,允许地区事前特征变

量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动态变化。前定变量包括

2013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2013年人均电信业务收

入,2013年人均邮政业务收入,2013年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2013年互联

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随机性讨论的估计结果同基准估计相比并没有显著

变化。①

第二,进行样本可比性讨论。本文在这部分做了两个工作。其一,使用

倾向得分匹配(PSM)进行筛选,增强“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可比性。在

进行PSM时,第一步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前置指标,使用1∶

1kernal核密度匹配方法在0.02和0.01两类宽带下为每一个处理组匹配特征

最为相近的控制组样本。第二步根据共同支撑区域筛选出倾向得分相近的地

区,并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加权最小二乘估计。② 其二,参考田鸽和张

勋(2022)的做法,在基准估计中删除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等发展

较好的大城市样本、控制是否试点*是否开始施行政策同较大城市的交互项

①

②

篇幅所限,相关结果备索。

 

PSM的协变量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每万人在校大学

生数,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收入,人均邮政业务收入,人均GDP,互联

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人口密度和人均高等院校数,均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匹配之前每

一个协变量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均有显著差异,匹配后则没有明显差异,表明经过

PSM之后样本的可比性显著增强。篇幅所限,相关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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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基准估计的可靠性,可比性讨论结果同基准估计相比没有显著变化。①

第三,工具变量估计。虽然本文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缓解“宽带中国”政

策效果的内生性问题,但“宽带中国”政策仍不可避免受到城市层面不可观测

因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参考田鸽

和张勋(2022)的做法,使用“所在城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和“所在城市到杭州

的直线距离”作为是否开始实施“宽带中国”政策的工具变量。选择地理距离作

为工具变量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地理位置是脱离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

不会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另一方面,

杭州作为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较早也是较活跃的地区,距离杭州越近越可能

获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相关性要求。同时

由于“所在城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和“所在城市到杭州的直线距离”是不随时

间变化的数据,参考Nunn
 

和
 

Qian(2014)的做法,使用“所在城市到杭州的

球面距离”和“所在城市到杭州的直线距离”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DID
项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层面不可观测因素产生的内生性对本文估

计结果的影响较小,本文基准估计结果的系数可信。②

第四,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除以上三个工作以外,本文还进行了如下

三个稳健性检验:(1)考虑到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有大量的0值,使用Tobit模

型进行估计。(2)考虑到不同城市实施“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年份不一致,并

且政策效果随时间变化,使用普通DID估计方法可能产生估计偏差,因此,

使用两阶段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3)考虑到2020年发生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2020年的调查数据可能不具有代表性,本文将2020年数据删去后重

新进行估计。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同基准估计相比没有明显变化。③

(三)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DID估计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定,即未实施“宽带中国”政策的城

市在不实施该政策情况下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变化是试点城市假如不实施该

政策时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变化的反事实。本文参考Qian(2008)的研究,使

用样本的第一期作为基期,采用事件分析法(Event
 

Study)对比考察进行平行

趋势检验,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ict=∑
4

j= -3
αjDict×Tt+βXict+Cityc +Timet+εict (2)

①

②

③ 篇幅所限,相关结果备索。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通过了相关性、外生性和弱工具变量性检验。篇幅所限,相

关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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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施行“宽带中国”之前是否为试点城市对被解释

变量无差异性影响,而在试点政策发生之后,试点城市相比非试点城市家庭

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显著提高,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满足平行趋势假定。①

除平行趋势检验外,本文通过在基准估计中设置虚假的是否施行“宽带中

国”政策并重复
 

500
 

次进行安慰剂检验,以进一步缓解可能存在的某些难以

观测和控制的随时间、地点变化的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安慰剂检验结果

显示虚假处理变量同是否开始施行政策变量交互项系数的分布在
 

0
 

附近且服

从正态分布,符合预期。②

五、进一步讨论

(一)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内涵,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增收、缓解流动性约束和降

低“数字鸿沟”三个视角出发,讨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内

在机制。

1.数字经济发展的增收效应

如前文所述,数字经济发展能提高家庭收入水平,进而促进高收入家庭

的人力资本投资。为了检验该机制,本文首先估计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年收

入的影响,同时将样本按照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分成两类,将收入高于中位

数的家庭视为高收入家庭,低于中位数的家庭视为低收入家庭,并估计家庭

年收入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按照本文的预期,数字经济发

展应提高家庭年收入水平,同时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对高收入家庭人力资本投

资的促进效果大于低收入家庭。

表3中第(1)列结果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从估计结果

来看,以“宽带中国”实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收入,这同

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收入的相关文献发现一致。第(2)和(3)列报告了家

庭收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高收入家庭中,家庭收入

增加1个标准差,家庭教育支出将增加22.4%,在低收入家庭中则只提高

2.7%,表明由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家庭收入增长对高收入家庭教育支出的促

进作用更大,这同本文的预期一致。

①② 篇幅所限,相关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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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机制检验1:增收视角

(1) (2) (3)

家庭收入对数 家庭教育支出对数

高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

是否试点*是否开始施行政策
0.097***

(0.033)

家庭收入对数 0.224*** 0.027***

(0.045) (0.007)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122 7059 13061

修正的可决系数 0.140 0.251 0.289

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子女就学特征、家庭特征、地区特征、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

固定效应。后表同。

2.数字经济发展的流动性约束缓解效应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能否通过促进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低收入家庭的流

动性约束进而提高家庭教育支出,本文首先估计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普惠

金融的影响,其中数字普惠金融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郭峰等,2020)。然后进一步估计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流动性约束家庭人

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这里将低收入家庭视为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高收入

家庭视为流动性约束较弱的家庭。

表4中第(1)列结果报告了“宽带中国”战略对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从估

计结果来看,以“宽带中国”实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数字金融发

展。第(2)和(3)列中,本文将样本按照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分成了两组,高于

中位数的家庭视为高收入家庭,低于中位数的家庭视为低收入家庭。估计结

果显示:在高收入家庭中,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教育支出没有显著影响,但

在低收入家庭中,数字金融的系数正向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

进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以上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数字

金融发展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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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机制检验2:缓解流动性约束视角

(1) (2) (3)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家庭教育支出对数

高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

是否试点*是否开始施行政策
0.055***

(0.005)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215 0.465**

(0.362) (0.205)

子女就学特征 否 是 是

家庭特征 否 是 是

地区特征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404 4999 5405

修正的可决系数 0.952 0.239 0.171

注:考虑到2014年是互联网金融元年,本表中使用数据为2014—2020年;第(1)列
中估计“宽带中国”政策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时,加入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从业人数,人均电信业务收入,人均邮政业务收入,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数作为控制变量。

3.数字经济发展的信息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信息效应有效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交易成本。

一方面,家庭能通过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信息效应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信息,降低获取校外教育的难度,同时大量的教育信息能帮助家庭更好地了

解教育服务的质量,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

展带来的数字平台和在线教育方式有助于消除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为家庭参

与校外教育提供了可能。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能否通过信息效应提高家庭教育参与,本文首先估计

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参与课外辅导班行为的影响,然后讨论参与课外辅导班

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同时,本文还将家庭教育支出分为辅导班支出、学

杂费支出和其他教育支出三类,分别估计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类型教育支出

的影响。如果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信息效应能够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则

应能观察到数字经济发展在提高家庭参与辅导班概率的同时,应主要影响家

庭辅导班和其他教育支出这两类校外教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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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中第(1)列结果报告了“宽带中国”战略对是否上辅导班的影响。从估

计结果来看,以“宽带中国”实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提高家庭上辅导班的

概率约为1.3%,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家庭获取校外教育资源的概率,

第(2)列中估计了是否上辅导班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上辅导班对

家庭教育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第(1)和(2)列的结果可以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通过增加家庭接受辅导班的概率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第(3)-(5)列分别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辅导费支出、学杂费支出和其

他教育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辅导班支出和其他教

育支出,对学杂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提高了家庭

校外的教育支出。以上结果同本文预期保持一致,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

过信息效应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表5 机制检验3:信息视角

(1) (2) (3) (4) (5)

是否上

辅导班

家庭教育

支出对数

辅导班

支出对数

学杂费

支出对数

其他教育

支出对数

是否试点*是否开始

施行政策

0.013* 0.141** -0.019 0.462***

(0.002) (0.006) (0.142) (0.176)

是否 上 辅 导 班(是=
1,否则=0)

0.732***

(0.036)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122 20122 20122 20122 20122

修正的可决系数 0.141 0.309 0.188 0.237 0.219

(二)异质性分析

1.性别差异。大量经验研究发现,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性别差异,主

要体现为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性别观念更传统的家庭中男性相较于女性能

获得更多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刘雯等,2021)。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家

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性别差异,本文将样本按照性别分成两组进行估计,

表6中第(1)和(2)列报告了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将显著提高

对女孩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对男孩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上学

子女为女孩的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有助于降低人力资本投

资的性别不平等。

2.城乡差异。由于中国城乡之间家庭消费习惯、教育观念和信息技术基

础设施等都存在明显差异,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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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根据中心—外围理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扩大优势地区对欠发达地

区的辐射作用,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家庭的支持作用

更大(易行健和周利,2018),因此,本文预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家庭

教育支出影响更大。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城乡

差异,本文将样本按照家庭居住地分为城市和乡村两组进行分组估计,表

6第(3)和(4)列中报告了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村

地区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城市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则不显著,表明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经济发展能

够降低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

3.就读学校和班级类型差异。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学段都存在重

点学校和重点班级,已有研究发现重点学校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学

经费等很多方面优于非重点学校。一方面,更多的资金和资源被分配到重

点学校。另一方面,重点学校可以通过二次选拔以获得更优质的生源,进

入重点学校的学生不仅自身学习能力较强,其同伴也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重点学校长期以来积累的优势会提高学生成绩和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概率

并提高未来收入。而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帮助孩子就读于非重点学校和非重

点班的家庭通过互联网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故本文预期数字经济发展能够

一定程度上缓解重点学校和班级带来的教育优势。为了检验就读学校类型

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两类进行分别估计。同样,为

了检验就读班级类型差异,将样本分成重点班、非重点班、不区分重点班非

重点班三类进行分组估计。表6第(5)和(6)列中报告了区分就读学校类型的

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高子女就读于非重点学校的家庭

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对子女就读于重点学校的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影响不显

著,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子女就读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家庭之间的人

力资本投资差距。
表6 异质性检验(1)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家庭教育支出对数

性别 城乡 学校类型

男孩 女孩 城市 乡村 重点学校 非重点学校

是否试点*是否

开始施行政策

-0.000 0.199* -0.077 0.236* 0.185 0.101*

(0.106) (0.110) (0.084) (0.133) (0.157)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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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家庭教育支出对数

性别 城乡 学校类型

男孩 女孩 城市 乡村 重点学校 非重点学校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564 9557 8322 11797 2438 17681

修正的可决系数 0.299 0.302 0.290 0.282 0.267 0.306

表7中第(1)-(3)列中报告了区分就读班级类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高子女就读于不区分重点班级和非重点班级的家庭的

人力资本投资,对子女就读于其他两类班级的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影响不显

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子女就读重点班级和非重点班级的家庭之间

的人力资本投资差距。

4.就学阶段差异。随着子女年龄和受教育阶段变化,家庭的人力资本投

资水平也会发生变化。如刘保中(2020)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在学前阶段高

于初中和小学阶段,校外教育支出体现出学前教育到小学教育再到初中教育

递增趋势。为了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就学阶段差异,

本文将样本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及以上教育三组进行估计,表

7第(4)-(6)列中报告了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高子女

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子女就读于高中及以上教育

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影响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

影响主要集中于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

表7 异质性检验(2)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家庭教育支出对数

班级类型 就学阶段

重点班
非重

点班

不区分

重点班

学前

教育

义务

教育

高中及

以上

是否试点*是否开

始施行政策

0.070 0.103 0.159*** 0.239** 0.184*** -0.166

(0.251) (0.137) (0.060) (0.117) (0.065) (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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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家庭教育支出对数

班级类型 就学阶段

重点班
非重

点班

不区分

重点班

学前

教育

义务

教育

高中及

以上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54 3060 15595 4056 13871 2191

修正的可决系数 0.337 0.394 0.297 0.265 0.280 0.204

六、主要发现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宽带中国”政策实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基于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双重差分估计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

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家庭人力资

本投资,通过样本随机性讨论、样本可比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平行趋势检

验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保持稳定。第二,基于数字经济内

涵,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家庭收入增加、缓解流动性约束和信息效应出发

讨论了数字经济推动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

展带来的收入增加能够提高高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数字经济发展通过

促进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并提高低收入家庭人

力资本投资;数字经济发展缓解了“数字鸿沟”,提高家庭获取教育资源的能

力,促进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

影响集中于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女性、乡村、就

读于非重点学校和非重点班级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同禀赋家庭间的人力资本投资差距。

本文的主要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首先,因地制宜,继续大力推动

数字经济发展。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

资水平,同时能够有效缓解城乡、性别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数字经

济发展是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促进教育公平的因素之一,进一步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整体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同时降低教育不公平。

其次,改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提高人力资本同数字经济时代岗位匹配度。

具体需要从政府和个人两个角度提高劳动力的数字技能水平。从政府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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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应进一步改善学历教育体系并加大数字技能培训力度,一方面通过学历

教育向劳动力市场输送适应数字时代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在职培训提

高劳动力的数字技能水平。从个人角度来看,劳动力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

来的红利,提升自身数字技能水平。最后,加强对特殊群体的针对性帮扶。

在看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由于地区间存在“数字鸿

沟”,应将更多教育资源配置于数字经济覆盖率不高的地区和群体,弥合因

“数字鸿沟”导致的“知识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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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til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roadband
 

China”
 

policy
 

as
 

a
 

proxy
 

variable
 

for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to
 

study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and
 

finds
 

that,firstly,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evel
 

of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econd,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high-income
 

households
 

by
 

increasing
 

household
 

income,increase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by
 

alleviating
 

liquidity
 

constraints,and
 

promote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households
 

by
 

alleviating
 

the
 

“digital
 

divide”.

Third,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e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female,rural,and
 

non-focused
 

school
 

and
 

non-focused
 

class
 

households,and
 

can
 

reduce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gap
 

between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endowments.The
 

findings
 

provide
 

the
 

empirical
 

evidence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how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ffects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t
 

the
 

micro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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