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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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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 基于 2012—2022 年我国

30 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创新性将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户共同富裕

纳入同一发展框架,以实证检验三者间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户共同富裕;数
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正向影响农户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效应存在受教

育程度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农户受教育程度较低地区以及与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农户共同富裕的

促进效应更强。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全面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因地制宜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方面,提出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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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将逐步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新征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随着一系列政策实施落地,探索实现共同富裕路径已然成

为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议题。 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且农村地

区资源要素不足与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依然存在[1] 。 可见,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
亟须补齐发展短板,降低农户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着眼于提高发展均衡性、协调性与包容性,筑牢实现农户

共同富裕的基石。
作为重塑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途径,数字乡村是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2] 。 根据《数字

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定义,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 2023 年 5 月,中央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2023 年数字乡村发展

工作要点》要求,“各地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建设与治理,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提供内源动力,实
现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 可以看出,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户共同富裕存在密切关系,已成为当前学术界重点

研究方向。 从产业维度看,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使农户通过数字化技术获取市场有效信息,提升市场对接

能力,进而促进农业规模化与数字化种植,这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赋能农户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3] 。 从治

理维度看,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实现乡村管理数字化、便民服务智能化与社会治理精细化,全面提升乡村治

理水平与效能,吸引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为农户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人才基础[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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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户共同富裕的关系密不可分,有必要将三者纳入同一框

架进行分析。 因此,本文采用 2012—2022 年我国 30 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
板数据,就数字乡村建设如何影响农户共同富裕,以及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机制展开探讨。
具体的创新性贡献在于:其一,将数字乡村建设这一全新视角纳入农户共同富裕研究领域,就二者关系进行

实证探讨,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共同富裕的学术研究;其二,通过区分农户受教育程度、农业劳动生

产率样本,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异质性影响,以深化二者间实证联系。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返乡创业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但有关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关系的研究相对

较少,仅戴志强等[5]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发展可强化农村交通设施对农民工归乡创业的促进作用。 其他学

者认为社会网络[6] 、务工城市双创环境[7] 、农村公共供给品[8] 、创业韧性[9] 与经济制度情境[10] 均可对农民

工返乡创业产生影响。 理论上而言,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拓宽创业路径、完善返乡创业体系等路径促进农

民工返乡创业。 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大力推动农村互联网创新,不断完善休闲

采摘农业与绿色观光农业,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注入新活力,极大程度上拓宽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路径[11] 。
同时,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助力衍生农村电商与民宿运营等创业领域,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多元化选择,满
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助力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体

系,为创业者提供融资支持与风险管理服务,帮助其更好开展创业活动,增强创新创业活力[12] 。 具体来说,
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优化数据流动机制,推动形成城乡间信息、技术与资本交易市场,减少前置审批流程,
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归属感。 同时,数字乡村建设助力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向村覆盖、向户延伸,打通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使创业者可共享数字红利,筑牢农民工返乡创业体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
(二)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户共同富裕

现有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共同富裕的研究相对丰富,多数学者认为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13-14] ,并且中西部地区享受的数字乡村建设红利强于东部地区[15] 。 还有学者认为数字乡村建设

能够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16] 。 进一步地,从如下三方面就数字

乡村建设如何影响农户共同富裕展开理论分析。 首先,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利用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逐渐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生产要素高效流动,加速城乡融合发展[17] 。 在此过程中,农户积极利用城市数

据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改善农村生产要素资源不足与配置扭曲状况,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村富裕

富足。 这能有效缩小居民贫富差距,助力全体农户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搭建农村智慧

学习平台培育智慧农民,使其能够跨越数字技术使用的成本门槛和能力门槛,增强信息搜寻技能和沟通技

能,进而利用电子商务、智慧物流等数字技术发展生产,提高自身收入水平,促进农户共同富裕[18] 。 与此同

时,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带动“信息进村入户”“宽带中国”“互联网+”等战略深入推进,催生抖音直播、线上电

商等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助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19] 。 最后,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

中,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能够促进农业产业链转型升级,增强农民主体意识,进而推动各乡镇建立创新创业

服务中心与就业信息平台,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与青年,真正实现就地就近高质量就业[20] 。 这能有效缓

解农村地区生产力不足问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动农户实现共同富裕。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
(三)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户共同富裕

现有文献将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户共同富裕纳入同一框架的研究比较匮乏。 事实上,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完善农业营商环境和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将信息化引入农业生产全过程,助力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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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批“数字田园”与“数字牧业”,进一步拓宽农业增收渠道,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从而对农户实现共同

富裕产生影响[21] 。 有鉴于此,本文将三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

响,以及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吸引大批量农民工返乡创业。 数

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农村地区打造“平台+服务”创业环境,构建返乡创业“绿色通道”,并开通专门服务窗口为

返乡农民工提供全程指导,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22] 。 与此同时,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助力打造“政策+载
体”创业模式,确定以数字为载体的创业培训、创业补贴与税费减免等具体政策,有效解决部分人员创业启

动资金不足问题,促使越来越多农民工返乡创业。 此外,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逐渐衍生“电商+实体”运行模

式,为创业人员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创业服务,突破农村居民创业瓶颈,进而吸引一大批农民工返乡创

业[23] 。 另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利于推动农户共同富裕。 农民工返乡创业者不仅可以利用先进资本、
技术与资源要素创办农产品加工服务业,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还可打破单一农业生产模式,创新农户

增收路径,助力实现共同富裕[24] 。 另外,农民工返乡创业利用先进数字技术深化农产品深加工水平和产业

链价值链,推动农民由农业内部向农业外部流动,大幅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户共同富裕。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正向赋能农户共同富裕(H3)。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首先,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可知,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此设定 OLS 模

型检验两者间关系如式(1)所示。
probi = α1 + α2rurali + X it + εi

                                           (1)
其中: probi 为 i 省份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 rurali 为 i 省份的数字乡村建设情况; εi 为随机误差项;下标 i
为省份; X i 为控制变量合集; α1 为常数项; α2 为数字乡村建设系数。

其次,为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设定 Probit 模型如式(2)所示。
commoni = β1 + β2rurali + X it + εit

                                    (2)
其中: commonij 为 i 省份 t 年的农户共同富裕水平; β1 为常数项; β2 为数字乡村建设系数。

最后,实证检验农民工创业能否在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共同富裕中产生作用,设定的 Probit 模型如

式(3)所示。
commoni = θ1 + θ2rurali + θ3probi + θ4rurali × probi + X i + εi

            (3)
其中: rurali × probi 为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交互项,也是本文重点关注变量; θ1 为常数项, θ2 ~
θ4 分别为各变量系数。 若交互项系数在统计学意义上均显著不为零,说明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能直接影响农

户共同富裕,还能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共同富裕产生正向影响。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农户共同富裕(common)
共同富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长期目标,主要侧重于经济维度的富裕[25] 。 依据这一客观事实,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26] ,运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元)以及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衡量农户共同富裕,旨在全面测度农户共同富裕发展水平。 进一步,利用熵权法测度得到

农户共同富裕水平。
2.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rural)
数字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不仅应符合我国基本国情,还应立足数字化发展一般规律,结合数

字乡村建设内涵,从更高层次反映数字乡村建设情况。 因此,参考 2023 年 8 月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印发

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 1. 0》以及相关学者做法[27-28] ,从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乡村农业发展、数字乡

村治理现代化与数字乡村服务水平 4 个维度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进一步,利
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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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移动电话普及数 部 正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户 正

农村光缆线路长度 千米 正

农村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正

数字乡村农业发展

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 公顷 正

农业数字化规模 万元 / 人 正

农产品数字化交易额 亿元 正

农业生产信息传输从业人员薪资 元 正

数字乡村治理现代化

农村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 % 正

网格化管理行政村占比 % 正

“三务”网上公开行政村占比 % 正

数字乡村服务水平

农村数字服务消费水平 元 正

农村数字化金融普及水平 — 正

农村投递路线 千米 正

农村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 个 正

农民工返乡创业(prob)。 借鉴朱纪广[29]的做法,首先,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调查数据匹配出

研究所需变量,在剔除缺失以及无效值后共计得到 10030 个样本;其次,利用调查问卷中“选择私营企业 / 个
体 / 工商户 / 其他自雇表示从事创业活动,其他则表示未从事创业活动;再次,将农户性别、年龄、年龄平方

项、婚姻状况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变量;最后,构建 Logit 模型计算各省份农民工

的返乡创业情况,具体模型如式(4)所示。
prob = α0 + α1genderi + α2agei + α3ageqri + α4marryi + α5net + εi

            (4)
其中: prob 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概率;gender、age、ageqr、marry、net 分别为农民工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项、婚
姻状况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 α 为各变量回归系数; εi 为误差项。

3.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30-32] ,控制如下可能影响农户共同富裕的因素,以期提升回归结果精准性。 ①城

镇化水平(urban) ,新型城镇化发展能够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推进城乡深度融合,促使高质量

人才回流农村,提高农户共同富裕水平。 采用年末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之比表示。 ②人力资本积累

( labour) ,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农村地区引进先进管理理念与科技人才,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提升

农民科学素养与精神素养,提升其财产性收入,进而实现农户共同富裕。 采用各省份农村实际人均资本

存量表征。 ③地区产业结构( indus) ,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能够转变农村居民就业方式,促使其向兼业或非

农就业岗位转移,提高收入水平,促进农户共同富裕。 利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

量。 ④财政支持水平( lninfs) ,财政支持能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改善与金融发展注入大量资金,提高农民

生活质量与创收能力,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以地方财政人均公共预算支出衡量,并进行取对数处理。 ⑤
农村道路治理水平( roa) ,随着农村道路逐渐完善,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生产要素与各类资源实现高效流

转,可显著促进农户共同富裕实现,用[ (省域公路总里程-高速公路里程-一级公路里程) / 省域面积] ×
100%表示。

(三)数据来源

选取 2012—2022 年我国 30 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

本,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与各控制变量相关数据主要来自 Wind 数据库、国泰安县域数据库、各地级

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户有关数据

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个体数据库。 针对 2021 年和 2022 年未查询到数据的县域,利用插值法补

齐。 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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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4)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rural 0. 514∗∗∗

(4. 15)
0. 702∗∗∗

(6. 55)
0. 587∗∗∗

(3. 31)
0. 405∗∗∗

(5. 12)

urban 0. 310∗∗

(2. 20)
0. 411∗∗

(2. 43)
0. 320∗∗

(2. 10)
0. 274∗∗∗

(3. 35)

labour 0. 020
(1. 20)

0. 125∗

(1. 77)
0. 205∗∗

(2. 10)
0. 135∗∗

(2. 43)

indus 0. 039∗

(1. 79)
0. 174

(1. 12)
0. 103∗

(1. 74)
0. 150∗∗

(2. 01)

lninfs 0. 043∗∗

(2. 42)
0. 174∗∗

(2. 06)
0. 188∗∗

(2. 17)
0. 196∗∗

(2. 40)

roa 0. 081
(0. 02)

0. 051
(1. 50)

0. 152
(0. 40)

0. 071
(0. 45)

Constant 12. 172∗∗∗

(4. 47)
11. 466∗

(4. 21)
11. 609∗∗∗

(4. 26)
10. 169∗∗∗

(3. 74)
N 330 114 96 120
R2 0. 210 0. 245 0. 295 0. 207

　 注:∗∗∗ 、∗∗和∗分别表示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通过 1%、5%和 10%
检验;括号内为 T 值。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字乡村建设 rural 330 0. 177 0. 210 0. 031 0. 462
农民工返乡创业 prob 330 0. 034 0. 012 0. 010 0. 062
农户共同富裕 common 330 0. 412 0. 055 0. 219 0. 566
城镇化水平 urban 330 5. 119 1. 026 2. 180 8. 625

人力资本积累 labour 330 0. 117 0. 149 0. 012 3. 169
地区产业结构 indus 330 3. 166 0. 173 1. 771 6. 255
财政支持水平 lninfs 330 5. 96 0. 310 5. 22 7. 17

农村道路治理水平 roa 330 0. 885 0. 412 0. 050 2. 216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综合考虑时间与个体固定效应,这意味着不同时间点和不同个体之间的关联也被考

虑在内,更适用于针对动态数据的分析。 聚焦本文,经过 Hausman 检验发现 P<0. 1,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实证检验较为有效。
1.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

依据式(1)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效应,结果如表 3 所示。 可以发现,在全国

以及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可能原因在于,数字乡村建设能将

数字技术延伸至乡村产业与乡村治理等领域,为农民工回流提供更多创业商机和就业机会,推动农民工实现返

乡创业。 加之,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凭借先进数字技术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良

好政策环境与物质环境,吸引更多人才回流农村,加速农民工返乡创业进程。 这一结论也验证了假设 1 成立。
进一步地,通过对比三大区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最大,说
明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推动作用最强。 究其原因,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相对

超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较强,促使数字乡村建设取得良好发展成效,进而吸引更多

农民工展开返乡创业活动。 相较而言,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促进作用偏弱。 可能蕴

含的原理在于,中西部地区地处偏远,对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接受速度缓慢,加之当地对于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

计尚显不足,致使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陷入瓶颈,
无法有效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

就控制变量而言,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5%水

平上显著性为正,说明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农民工能

够在城乡之间合理高效流动,并将先进技术与资金积

累带入乡村地区,为其返乡创业提供便利条件。 人力

资本积累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促进作用较

强,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数字技术处于

较低水平,亟须以丰富人力资本积累作为支撑吸引农

民工返乡创业。 地区产业结构对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

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能够

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多元化渠道。 财政支持水平对

全国乃至三大区域农民工返乡创业均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说明财政支持水平越高,地区数字新基建建设水平

越高,相应的产业经营方式与业态越多元化,促进农民

工返乡创业。 农村道路治理水平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没

有显著影响。

62

技术经济 第 43 卷　 第 5 期



表 4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共同富裕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4)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rural 0. 104∗∗∗

(3. 17)
0. 217∗∗∗

(3. 06)
0. 124∗∗∗

(3. 38)
0. 101∗∗

(0. 05)

urban 0. 421∗∗

(2. 17)
0. 709∗∗∗

(4. 10)
0. 494∗∗

(2. 14)
0. 366∗∗

(2. 18)

labour 0. 214
(1. 05)

0. 241∗∗

(2. 40)
0. 226∗∗

(2. 43)
0. 147∗

(1. 72)

indus 0. 216∗∗∗

(4. 14)
0. 301

(1. 15)
0. 335∗∗

(2. 16)
0. 350∗∗∗

(4. 61)

lninfs 0. 062∗∗

(2. 10)
0. 051

(1. 30)
0. 069∗∗

(2. 26)
0. 091∗∗∗

(3. 02)

roa 0. 069∗∗

(2. 10)
0. 102∗∗∗

(4. 15)
0. 075∗∗

(2. 22)
0. 066∗∗

(2. 20)

Constant 13. 625∗∗∗

(6. 12)
15. 717∗∗

(2. 16)
18. 510∗∗∗

(6. 25)
16. 366∗∗∗

(6. 01)
N 330 114 96 120
R2 0. 079 0. 096 0. 102 0. 117

　 注:∗∗∗ 、∗∗和∗分别表示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通过 1%、5%和 10%
检验;括号内为 T 值。

表 5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

农户共同富裕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1) (2) (3) (4)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rural 0. 214∗∗∗

(4. 16)
0. 335∗∗∗

(5. 31)
0. 197∗∗

(2. 41)
0. 188∗∗

(2. 20)

prob 0. 337∗∗∗

(5. 62)
0. 582∗∗∗

(4. 36)
0. 419∗∗

(2. 25)
0. 301∗∗

(2. 35)

rural×prob 0. 034∗∗∗

(4. 12)
0. 081∗∗

(2. 14)
0. 075∗∗

(2. 09)
0. 016∗∗

(2. 20)

urban 0. 315∗∗

(2. 16)
0. 599∗∗∗

(3. 34)
0. 416∗∗

(2. 20)
0. 306∗∗

(2. 25)

labour 0. 210
(1. 02)

0. 232∗∗∗

(3. 50)
0. 211∗∗

(2. 49)
0. 106∗∗

(2. 44)

indus 0. 210∗∗∗

(3. 17)
0. 335∗∗∗

(5. 61)
0. 303∗∗

(2. 21)
0. 296

(1. 05)

lninfs 0. 060∗∗

(2. 34)
0. 074∗∗∗

(3. 12)
0. 040∗∗

(2. 35)
0. 031

(1. 45)

roa 0. 066∗∗

(2. 17)
0. 098∗∗∗

(3. 17)
0. 062∗∗

(2. 25)
0. 037

(1. 55)

Constant 15. 106∗∗∗

(5. 16)
13. 355∗∗∗

(4. 90)
11. 310∗∗∗

(4. 15)
12. 594∗∗∗

(4. 63)
N 330 114 96 120
R2 0. 099 0. 101 0. 108 0. 115

　 注:∗∗∗ 、∗∗和∗分别表示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通过 1%、5%和 10%
检验;括号内为 T 值。

2.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

依据式(2)得到表 4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共同富裕的估计结果。 在全国以及东部、中部与西部样本

中,数字乡村建设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至少通过 5%水平检验,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户共同

富裕。 这是由于数字乡村建设蕴含先进的数字技术、生产经营方式与管理制度,可助力完善地区产业结

构,促进城乡间资源与资本充分流动,拓展农民增收致

富道路,促进农户快速实现共同富裕,由此验证假设 2 成

立。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

裕的促进作用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出现

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能够将更

多资金投入至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数字化发展水平

与治理能力,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环境,助力实现共同

富裕。
就控制变量而言,城镇化水平对全国以及三大区

域的农户共同富裕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随着城

镇化进程逐渐加快,城镇产生的大量资源要素与人才

源源不断进入农村地区,带动农村地区产业发展与农

民收入水平提升,助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 人力资本

积累在中部与东部地区对农户共同富裕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说明人力资本积累可促使农村居民做出合理经

济决策,提高农民种植养殖效率和农产品产量,吸引更

多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而扎实推进农户共同富裕。 在

全国以及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农村道路治理

水平提升均能够助推农户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这可能

是由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鼓励农村居民发展节

能产业与清洁能源,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乡村绿色低碳

发展,持续促进农户增收,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农村道

路治理水平提升可激活农村地区与外界的内在联系,
打通乡村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助力打造乡村现代化

发展体系,促进农户增收,实现共同富裕。
3.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共同

富裕的影响

运用式(3)检验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否在数字乡村建

设影响农户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作用,具体检验结果见

表 5。 从表 5 中可知,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返乡创业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至少通过 5%水平检验。 同

时,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交乘项系数也至

少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能直

接促进农户共同富裕,还能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间接驱

动农户共同富裕实现进程,即假设 3 成立。 就三大区域

而言,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依次为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返乡创业

交乘项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也遵循这一规律,说明数

字乡村建设能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正向作用于农户共同富裕。 可能原因在于,东部地区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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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

共同富裕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异质性

变量名称

(1) (2) (3)

全样本
农户受教育

程度较低地区
农户受教育

程度较高地区

rural 0. 205∗∗∗

(4. 31)
0. 172∗∗

(2. 74)
0. 071

(1. 22)

prob 0. 402∗∗∗

(4. 85)
0. 206∗∗

(2. 14)
0. 113

(1. 02)

rural×prob 0. 018∗∗∗

(3. 55)
0. 322∗∗

(2. 15)
0. 040

(1. 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N 330 175 155
R2 0. 075 0. 175 0. 196

　 注:∗∗∗ 、∗∗和∗分别表示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通过 1%、5%和 10%
检验;括号内为 T 值。

表 7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

共同富裕的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异质性

变量名称

(1) (2) (3)

全样本
高农业劳动
生产率地区

低农业劳动
生产率地区

rural 0. 309∗∗∗

(5. 52)
0. 125∗∗

(2. 25)
0. 306∗∗∗

(4. 17)

prob 0. 443∗∗∗

(4. 15)
0. 270∗∗

(2. 24)
0. 413∗∗∗

(4. 47)

rural×prob 0. 052∗∗∗

(3. 35)
0. 049∗∗

(2. 03)
0. 068∗∗

(2. 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N 330 165 165
R2 0. 818 0. 774 0. 835

　 注:∗∗∗ 、∗∗和∗分别表示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通过 1%、5%和 10%
检验;括号内为 T 值。

设,加快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数字应用与服务场景,优化乡村生态环境与治理环境,进而吸引大量农民

工返乡创业,促使农户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就控制变量而言,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农户共同富裕水平越高;在三大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对农

户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较显著,说明农村地区应大力发展融合产业,促进高素质人才聚集于此,为实现农户

共同富裕奠定深厚基础。 在东部及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户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至少通过 5%水平

检验,说明农村地区发展第三产业能够拓宽农民增收路径,促使其实现共同富裕。 财政支持水平与农村治

理道路水平均对农户共同富裕产生促进作用。
(二)异质性检验结果

根据前文估计结果可知,数字乡村建设能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显著促进农户共同富裕。 但我国幅员辽

阔、地大物博,各地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导致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

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
1. 基于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检验

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户共同富裕在更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于农民自身技能。 因此,通过计算平均受教育

年限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地区,以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异质

性影响,结果如表 6 所示。 由结果可知,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农户受教育程度较低地

区更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农户受教育程度较低地区更

加注重给予农民工与退伍军人等受教育机会,使其获

得生存和发展技能,进而在建设数字乡村、推动农户共

同富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2. 基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检验

按照周洲等[33]的研究,以粮食平均单产为基础,将
上下浮动低于 20%的界定为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
反之均为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 表 7 为不同农业劳

动生产率条件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

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析。 可以发现,低农业劳动

生产率地区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

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更大,影响系数为 0. 306 且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可能是由于,低农业劳动生产

率地区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的概率较低,
因此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大幅改善当地生产环境,吸引

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促使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三)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验证前文回归结果是否具备稳健性,通过更换

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考虑到数字乡村建

设可能在时间周期上存在一定滞后性,因此将数字乡

村建设滞后一期(L. rural)作为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

验,估计结果如表 8 所示。 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滞

后一期的回归系数至少通过 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估计结果

具备稳健性。 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滞后一

期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

字乡村建设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而促进农户共同富

裕的研究结论存在合理性与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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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农户共同富裕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1) (2) (3) (4)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L. rural 1. 210∗∗∗(3. 06) 1. 722∗∗∗(6. 61) 1. 554∗∗(2. 17) 1. 108∗∗(2. 01)
L. rural×prob 0. 015∗∗(2. 26) 0. 155∗∗∗(5. 17) 0. 092∗∗(2. 25) 0. 074∗∗(2. 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N 330 114 96 120
R2 0. 188 0. 140 0. 205 0. 233

　 注:∗∗∗ 、∗∗和∗分别表示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通过 1%、5%和 10%检验;括号内为 T 值。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以 30 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将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工

返乡创业与农户共同富裕纳入同一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并实证考察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

户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且对农户共同

富裕也产生正向影响;数字乡村建设能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农户实现共同富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呈现异质性,具体表

现为对农户受教育程度较低地区以及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的促进效应更强。
基于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首先,全面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研究结论显示,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促进农户共同富裕。 对此,应

全面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户实现共同富裕。 其一,相关财政部门应加大资金投入,重点支持 5G
网络和移动通信基站的数字化改造,补齐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短板,使乡村地区发展拥有方便快捷的数字

通讯网络。 同时,相关部门还应积极开发乡村数字化服务 APP 或微信小程序,吸引城镇就业者回流乡村,为
数字乡村建设奠定人才基础,从而促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 其二,村级干部应与大学生干部展开积极交流,
加强数字化技能教育培训,切实增强农民数字素养,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户共同富

裕。 其三,各地应积极探索以党建为引领、以移动互联网为载体的村民互动交流平台,激发广大村民参与数

字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以此促进乡村稳定发展,推动农户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根据研究结论,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户

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故应多措并举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为实现农户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其一,乡村地区应全面落实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社保、补助与补贴等政策,重点将财政支持放于农民工就

业集中的制造业、服务业与建筑业等领域,保障劳动者权益,以吸引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进而促进农

户共同富裕。 其二,农村地区与周边县域地区应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就业创业承载力,尽可能增

加劳务报酬发放规模,提高返乡农民工收入水平,促进其实现共同富裕。 其三,农村地区还应加大治安管理

力度,注重提升本地文化水平,如建立乡村图书馆与文化活动室等,为返乡农民工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同

时,相关部门应在农民工聚集地设立服务站,为其就业创业、子女上学、生病就业等问题提供维权服务,以打

造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优良环境,增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
最后,因地制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异

质性,因此需因地制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使农户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其一,针对农户受教育水平较低的

地区,相关部门应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利用乡土资源导向与后发优势向东部地区学习经验,引进农民教育技

术与人才,提升农户受教育水平,进而推动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助力实现农户共同富裕。 其

二,针对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相关部门应推出数字包容政策,实现信息技术的流动与跃升,进而以高信

息水平赋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最终促进农户共同富裕。 与此同时,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应将分散的

小农户进行整合,利用数字化技术将小农户代入现代化农业体系,以享受更多产业红利,夯实农户共同富裕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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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lies
 

i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farmer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 Due
 

to
 

the
 

lack
 

of
 

data,
  

the
 

statistical
 

data
 

mentioned
 

here
 

do
 

not
 

include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aiwan
 

Province. )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it
 

innovatively
 

incorporates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farmers
 

into
 

the
 

same
 

development
 

framework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ral
 

areas
 

helps
 

to
 

promote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ral
 

area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through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this
 

conclusion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robustnes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has
 

heterogeneity
 

in
 

education
 

level
 

and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as
 

a
 

stronger
 

promotion
 

effect
 

on
 

lower
 

and
 

middle
 

education
 

levels,
  

as
 

well
 

as
 

common
 

prosperity
 

with
 

farmers
 

in
 

areas
 

with
 

low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t
 

proposes
 

key
 

directions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farmers
 

by
 

comprehensivel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ral
 

areas,
  

taking
 

multipl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and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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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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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sperit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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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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