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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要素的高效合理配置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据作为

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对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也产生深刻影

响。 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８２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算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错配指数，分析互联网发展水平

与资源错配的关系，验证互联网矫正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扭曲的成本机制以及异质性作用效果。 研究发现：
（１）互联网发展显著调节了城市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过度现象，对于要素配置不足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２）
互联网通过降低资本的机会成本、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成本等途径改善城市要素错配；（３）互联网矫正要素错配

具有网络规模特征，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对于要素错配的矫正效果更加显著；（４）互联网对于东部地区

城市要素错配的纠偏作用更为明显，对于中心城市、高收入城市的纠偏作用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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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要素市场扭曲所导致的要素错配是国家间生产率产生差异的重要来源［１］。 近年来，资源、环境形

势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消失殆尽，被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要素配置弊端也开始逐步显露［２］。 要素市

场扭曲阻碍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有效配置，导致经济无法达到最优生产状态。 长期以来形成的投入带

动发展的模式已经不适用经济新常态的要求，经济发展亟须优化要素配置向高质量发展转型［３ ４］。 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
优化要素在市场上的流动速率可以显著改善要素错配［５］，信息不对称是阻碍生产要素流向高效

地区的重要因素［６］。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兴起，政府相继提出了“互联网 ＋ ”“智慧城

市”“数字中国”等一系列信息化发展战略，极大地提升了互联网普及率和信息化程度。 根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２０２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网民规模达 １０. ３２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７３. ０％ 。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能够降低经济活动的信息成本，重塑经济社会的资源组合方式［７］，促
进资源要素依托于信息平台实现快捷高效的连接和重组，最终流入高效率生产部门，提高资源要素跨

区域整合效力［２］。 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中起什么作用？ 能否

矫正要素错配？ 其作用效果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８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理论上的“有效配置”，是指利用有限稀缺资源获得最大产出的配置效率。 而在现实中，“要素错

配”则体现在边际回报率高的企业的生产要素会流向边际回报率低的企业，要素分配偏离帕累托最优

的配置水平［８］。 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１］认为，最优配置下生产要素在各个企业的边际产出都是相等的，
要素错配表现为各要素的边际产出在截面上不相等，通过纠正“要素错配”可以提高总产出。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ａｎｄ Ｍｏｌｌ［９］进一步指出，如果经济社会中企业的生产技术是非凸的，或潜在进入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

效率，即使当前市场中企业要素边际产出相等，重新分配要素依然可以带来产量提升。
对于要素错配的纠偏，王文等［１０］认为，从制度安排上减少政府管制，制定促进行业竞争的产业政

策，可以提高要素市场化水平，促进资本劳动有序流动。 白俊红和刘宇英［１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

加速区域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从而改善要素错配。 季书涵等［１２］发现产业集聚对于要素扭曲总

体上具有正向的改进效果。 张天华等［１３］进一步指出专业化集聚有利于资源向高效企业转移，多样化

集聚有利于消除产业间信息不对称。 而协同集聚则可以通过提高地区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成本改善

资本和劳动力错配［１４］。 周海波等［１５］认为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减轻甚至消除要素错配。
高铁的开通［１６］、高速公路的建设［１７］降低了信息沟通成本，可以起到优化要素配置的作用。

互联网基础设施也是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匹配的重要方式，并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产业与数

字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的新动力［１８ １９］。 大多数研究关注互联网的经济效

应［２０ ２１］，也有学者注意到互联网与要素错配的关系。 韩长根和张力［２］ 发现互联网发展通过提升市场

化程度、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等途径改善了要素错配。 魏新月［２２］ 认为互联网发展

能够缓解要素市场扭曲、提升产品市场化，从而激发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李焕杰

和张远［２３］则指出互联网能够打破供需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弱化要素扭曲。 除此以外，张治栋和

赵必武［２４］认为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够提升长三角地区的要素流动质量，缓解要素错配。 张永恒和王家

庭［６］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改善资本错配，但对于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从成本调节视角，剖析互联网改善要素错配的内在理论机制，并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我国 ２８２

个地级市的资本与劳动力错配程度进行测算，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互联网发展改善要素错配的成

本调节路径。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建立的模型可以分别探寻互联网对于城市要素正负扭曲的

改善机制，异质性分析也更具现实应用价值；第二，从成本角度剖析了互联网改善要素错配的内在理

论机制，并通过中介效应验证了互联网改善要素错配的成本调节路径，为要素错配矫正研究提供了新

的视角。
二、 理论分析

信息平台效应是互联网改善要素错配的主要途径。 要素错配的主要原因是要素市场的信息流转

不顺畅导致的高昂搜寻成本和匹配成本，而互联网的发展为要素流动上下游构建信息交流平台，将生

产要素的信息具体化、动态化，并置于云端共享，实现供求双方的实时交互和双向反馈，突破要素流动

过程中的时空界限，减少要素供求的信息成本，降低要素误置的潜在风险。 对于资本要素而言，网络

与金融结合能够提高资本的流动速率，扩展平台业务范围。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构建有助于促进金融

普惠，弥补落后地区和小微企业的金融资源供给，同时提高交易双方的信息透明度，降低资本市场的

交易成本和信息风险，缓解金融市场的资本错配现象［２５ ２６］。 对于劳动力要素而言，互联网扩大了就业

信息平台的效用，促进就业信息共享，有效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提高劳动力资源在企业间的流动速

率。 求职者借助平台可以便捷地寻找更适宜的工作岗位，企业也容易高效地获得专业人才。 平台提

高了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匹配效率，劳动力错配也得以缓解。
网络效应进一步增强了互联网对于要素错配的改善作用。 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互联网的网络

效应呈现几何级增长趋势。 网络效应的不断扩大使得互联网在商业化过程中不断衍生出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业态，削弱了要素资源垄断和信息垄断的势力，提高了要素配置的市场化

程度。 同时，互联网渗透率的攀升提高了产业链的信息化水平，促进了产业之间的信息传输和信息交

流效率提升，减少要素配置的时空约束，强化上下游企业的实时沟通，促进要素市场的信息流与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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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高度融合，有效协调要素边际产出，使得资本和劳动力可以按照最优配比流入各企业，优化人力、
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配置水平，改善要素配置效率。 并且，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互联

网 ＋制造业”深度融合，逐渐形成“智能制造”高效率模式，企业生产经营高度透明化迫使其优化组织

结构与管理模式，这有助于提高产业部门的组织效率，加快资源要素的流动速度，矫正产业资源要素

配比，缓解行业间的资源错配。

图 １　 成本调节路径

如图 １ 所示，互联网

通过降低资本机会成本

和提高劳动力使用成本

两种途径矫正资源错配。
第一，互联网能够通

过降低资本机会成本改

善资本错配。 互联网的

迅速发展促进了信息技

术与金融行业的融合，通
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对传统金融体系进行改进和优化，完善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提升金融中介的运行效率和资本的

流转速率，改善城市融资条件。 网络平台还能够有效整合社会上的闲散资本，催生具备普惠性质的互

联网金融机构，拓宽城市企业的融资渠道，由此降低资本的机会成本。 城市资本机会成本的降低可以

缓解资本错配：（１）从资本利用效率角度来看，机会成本的降低缓解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困境，其中潜

在的高效率企业得以吸收剩余资本用于生产，这有助于提升城市潜在的“资本消化”能力，提高资本利

用效率，缓解资本市场错配。 （２）从资本市场化角度来看，机会成本的降低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资

本市场竞争，在互联网信息平台的加持下，企业得以通过“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方式获取资本，资本

配置的市场化水平得到提高，资本错配得以缓解。
第二，互联网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使用成本改善劳动力错配。 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能促进就业

招聘信息共享，有效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体现为企业劳动力使用成本的降低。 但与此同时，互联网

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增强劳动者的信息处理能力，提高劳动力的基本素质与工作效率［２７］。 此

外，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信息对称会增强企业对优质劳动力资源的竞争，最终反映在劳动力工资的提

升，也即企业劳动力使用成本的增加。 事实上，从劳动力视角来看，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衍生网络求

职等新型求职方式，拓宽劳动者的就业渠道，增加其就业概率，带动工资水平上升［２８］。 所以，综合来

看，互联网的发展最终会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 但需要说明的是，互联网时代企业用工成本的提高往

往伴随着不必要搜寻成本的降低以及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因此，互联网作用下劳动力使用成本

的提高对劳动力错配具有显著改善作用：（１）劳动力使用成本的提高能够提升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其

拥有更多的机会接受专业技能培训，从而带动企业生产效率提高，改善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１４］。 （２）
劳动力使用成本的提高可以淘汰市场上依赖低廉劳动力要素生存的低效企业，并且迫使现存企业通

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以应对生产成本上升，改善劳动错配现象。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进一步实证分析互联网发展能否矫正资源要素错配，本文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ＲＫ ｉｔ ＝ α０ ＋ α１ × θ１ × ｎｅｔｉｔ ＋ α２ × θ２ × ｎｅｔｉｔ ＋ α３Ｘ 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
ＲＬｉｔ ＝ α０ ＋ α１ × ω１ × ｎｅｔｉｔ ＋ α２ × ω２ × ｎｅｔｉｔ ＋ α３Ｘ 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２）
其中，ｉ 和 ｔ 分别代表了城市和年份，ＲＫ 和 ＲＬ 分别表示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指数，ｎｅｔ 表示

互联网发展水平，Ｘ表示控制变量，μ和 ν表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θ１、θ２、ω１、ω２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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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虚拟变量，当城市资本要素配置过度时，θ１ 取 １，否则 θ２ 取 １；当城市劳动力要素配置过度时，ω１

取 １，否则 ω２ 取 １。
依据前文的分析，互联网可以通过降低资本机会成本、提高劳动力使用成本改善要素错配。 为了检

验互联网发展改善要素错配的成本调节路径，本文分别构建了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的中介效应模型：
ｌｎＦＣ ｉｔ ＝ α０ ＋ α１ × θ１ × ｎｅｔｉｔ ＋ α２ × θ２ × ｎｅｔｉｔ ＋ α３Ｘ 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３）
ＲＫ ｉｔ ＝ α０ ＋ α１ × θ１ × ｎｅｔｉｔ ＋ α２ × θ２ × ｎｅｔｉｔ ＋ β × ｌｎＦＣ ｉｔ ＋ α３Ｘ 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４）
ｌｎＬＣ ｉｔ ＝ α０ ＋ α１ × θ１ × ｎｅｔｉｔ ＋ α２ × θ２ × ｎｅｔｉｔ ＋ α３Ｘ 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５）
ＲＬｉｔ ＝ α０ ＋ α１ × θ１ × ｎｅｔｉｔ ＋ α２ × θ２ × ｎｅｔｉｔ ＋ β × ｌｎＬＣ ｉｔ ＋ α３Ｘ 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６）
其中，ｌｎＦＣ 和 ｌｎＬＣ 分别代表资本机会成本和劳动力使用成本。
（二） 变量选择

１． 要素错配指数

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１１］的生产函数法来测算各样本城市的要素错配指数，分别用 ｒｋ 和 ｒｌ 表示资

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指数，其计算方式如下：

ｒｋｉｔ ＝ １
γＫｉ

－ １， ｒｌｉｔ ＝ １
γＬｉ

－ １ （７）

γＫｉ和 γＬｉ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系数，在实际测算中以价格相对扭曲系数来

代替：

γ^Ｋｉ ＝ Ｋ ｉ

Ｋ
■
■
|

■
■
|

ｓｉβＫｉ

βＫ

■
■
|

■
■
|， γ^Ｌｉ ＝ Ｌｉ

Ｌ
■
■
|

■
■
|

ｓｉβＬｉ

βＬ

■
■
|

■
■
| （８）

其中，ｓｉ 表示城市 ｉ 的产出占经济体总产出 Ｙ 的比重，βＫ 和 βＬ 表示以城市产出比例为权重加总的

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Ｋ ｉ ／ Ｋ 和 Ｌｉ ／ Ｌ 分别表示城市 ｉ 实际使用的资本占比和劳动占比，ｓｉβＫｉ ／ βＫ 和

ｓｉβＬｉ ／ βＬ 分别表示要素有效配置时城市 ｉ 使用资本和劳动的最佳占比。
上述公式计算还需计算各城市的要素产出弹性，将通过索罗余值法来测算，构建具有规模报酬不

变特征的 Ｃ⁃Ｄ 生产函数如下：
Ｙｉｔ ＝ ＡＫβＫｉ

ｉｔ Ｌ１－βＫｉ
ｉｔ （９）

两边取对数，并加入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得：
ｌｎ（Ｙｉｔ ／ Ｌｉｔ） ＝ ｌｎＡ ＋ βＫｉ ｌｎ（Ｋ ｉｔ ／ Ｌ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０）
其中，Ｙ 为地区产出，采取城市层面的生产总值平减后进行表征。Ｋ 为城市资本存量，利用永续盘

存法将资本流量换算为资本存量，其中基期的资本存量以基期资本流量 ／ （资本折旧率 ＋ 经济增长

率） 计算而得，资本折旧率取 ９. ６０％ ，经济增长率取 １３. ８４％ ［１１］，当期资本存量 ＝ 前一期资本存量 ×
（１ － 资本折旧率） ＋ 当期投资总额。Ｌ 为城市劳动力要素投入，采用城市年末单位从业人数进行衡量。
由此，最终计算得出的 ｒｋ 和 ｒｌ分别代表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当要素实

际投入占比与理论投入占比相等时，ｒｋ 和 ｒｌ刚好为 ０，此时达到要素配置最优；当要素实际投入占比大

于理论占比时，ｒｋ 和 ｒｌ 小于 ０，则要素配置过度；当要素实际投入占比小于理论占比时，ｒｋ 和 ｒｌ 大于 ０，
则要素配置不足（回归过程中分别取绝对值形式 ＲＫ 和 ＲＬ）。

２． 互联网发展水平

采用各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占年末总人口的比例来反映互联网发展水平（ｎｅｔ），互联网的

普及率越高，则该城市的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
３． 控制变量

选取了以下五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政府支出水平（ ｌｎｇｏｖ）、产业结构（ ｓｔｒｕｃ）、外商投

资水平（ ｌｎｆｏｒｅ）、金融行业发展水平（ ｆｉｎ）、工业企业数量（ ｌｎｃｏｍ）。 其中，政府支出水平采用政府财

政预算内支出平减后取对数表示，适度的政府干预往往对经济发展有宏观调控作用，有利于改善资

本错配［２４］ ；产业结构利用各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剩余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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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改善劳动就业结构，缓解劳动错配；外商投资水平采用各城市当年实际利用

外资总额取对数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等路径改善要素错配［２９］ ；金融行

业发展水平采用各城市金融行业从业人员占单位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金融行业发展水平可

能会对城市的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影响［２］ ；工业企业数量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取对数表示，工
业企业的规模扩大有利于改善要素配置效率［３０］ ，因此城市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量可能会影

响要素配置效率。
４． 中介变量

资本机会成本（ｌｎＦＣ），反映企业获得资本要素的难度，采用各城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平减后取

对数表示，该数值越大，表明城市的资本机会成本越低；劳动力使用成本（ｌｎＬＣ），反映企业获取劳动力的

价格，利用各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平减后取对数表示，该数值越大，表明城市的劳动力使用成本越高。
表 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Ｋ ４ ５１２ ０． ４６３ ０． ５６０ ０． ０００ ２０． ５３４
ＲＬ ４ ５１２ ０． ３８９ ０． ３４９ ０． ０００ ３． ６１７
ｎｅｔ ４ ５１２ ０． １４２ ０． １７４ ０． ０００ ３． ６６３
ｌｎｇｏｖ ４ ５１２ １４． ０８９ １． １０９ １０． ４０６ １８． ２４１
ｓｔｒｕｃ ４ ５１２ ０． ３８８ ０． ６７６ ０． ０００ ４５． ３３０
ｌｎｆｏｒｅ ４ ５１２ ９． ４９６ ２． ０６１ １． ０９９ １４． ９４１
ｆｉｎ ４ ５１２ ０． ０４３ ０． ５６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８３
ｌｎｃｏｍ ４ ５１２ ６． ３３５ １． ０８０ ２． ７０８ ９． ３９７
ｌｎＦＣ ４ ５１２ １５． ３８７ １． ２３１ １２． ４４３ １９． ０１３
ｌｎＬＣ ４ ５１２ ９． ９８５ ０． ４７５ ２． ２８３ １１． ６８０

（三） 数据说明

选取的实证研究样本数据均来源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间

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从而构建了 １６ 年间 ２８２ 个城市

的面板数据，对原始数据进行进一步匹配和筛选，共得到

４ ５１２ 个观测样本。 表 １ 为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可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我国城市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配

指数的最大值分别为 ２０. ５３４ 和 ３. ６１７，最小值均小于

０. ００１，标准差分别为 ０. ５６０ 和 ０. ３４９，这说明各城市要素

错配水平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其他变量均表现出不

同程度的异质性。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检验

１． 资本错配改善效果研究

表 ２ 为互联网发展对于资本错配的逐步回归结果。 互联网的回归系数在资本配置过度时显著为

负，即互联网的发展能够缓解资本配置过度造成的要素错配现象。 这可能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伴随

着信息平台效应，能够将城市资本市场的供求信息有效匹配，提高城市资本的流动速率与匹配效率，
引导过剩资本回流高效企业，从而缓解资本错配。 资本配置不足时互联网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可

能的原因在于，虽然资本配置不足城市中互联网信息平台可以为资本流入提供便利，但剩余资本无法

补充所有城市的资本缺口，受限于城市营商环境差异，资本只愿意流向更具吸引力的中心城市，因此

资本不足没有得到普遍改善。 而在控制变量中，政府支出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支出对要素

市场的扭曲具有调节作用，改善了城市资本错配现象；金融行业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城

市的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过高，可能会造成资本过度集聚，反而加剧城市资本错配现象；产业结构、外商

投资水平以及工业企业数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并没有对城市资本错配产生显著的影响。 可能的

原因在于，当前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资本流入没有明显提高城市的资本利用效率；部分城市可

能采用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扭曲资本市场，削弱外资对于资本要素错配的改善作用；工业企业数量

增加过程中可能存在寻租行为，削弱了其优化资本配置的作用。

表 ２　 资本错配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ＲＫ

（２）
ＲＫ

（３）
ＲＫ

（４）
ＲＫ

（５）
ＲＫ

（６）
ＲＫ

θ１ × ｎｅｔ
－ ０． ２８１∗ － ０． ３０４∗ － ０． ３０４∗ － ０． ３０５∗ － ０． ３０５∗ － ０． ３０１∗

（ － １． ６６） （ － １． ７７） （ － １． ７７） （ － １． ７７） （ － １． ７７） （ － １． ７２）

θ２ × ｎｅｔ
０． ３９１ ０． ３７７ ０． ３７７ ０． ３７１ ０． ３７２ ０． ３７３
（１． ４１） （１． ３８） （１． ３８） （１． ３７） （１． ３７） （１．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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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变量
（１）
ＲＫ

（２）
ＲＫ

（３）
ＲＫ

（４）
ＲＫ

（５）
ＲＫ

（６）
ＲＫ

ｌｎｇｏｖ
－ ０． １２３∗∗∗ － ０． １２２∗∗∗ － ０． １１３∗∗∗ － ０． １１３∗∗∗ － ０． １３３∗∗∗

（ － ２． ７８） （ － ２． ７８） （ － ２． ７２） （ － ２． ７１） （ － ３． ０３）

ｓｔｒｕｃ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１． ３２） （１． ３４） （１． ３４） （１． ２５）

ｌｎｆｏｒｅ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４

（ － １． ０６） （ － １． ０６） （ － １． １７）

ｆｉｎ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８． ８０） （９． ８１）

ｌｎｃｏｍ
０． ０４０
（０． ６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４８０∗∗∗ ２． ０３２∗∗∗ ２． ０２８∗∗∗ ２． ０１３∗∗∗ ２． ００８∗∗∗ ２． ０４８∗∗∗

（６． ７５） （３． ４９） （３． ４９） （３． ５２） （３． ５１） （３． ６２）
观测值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Ｒ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４
城市数量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２． 劳动力错配改善效果研究

表 ３ 为互联网发展对于劳动力错配的回归结果。 劳动力配置过度时互联网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负，表明互联网的发展矫正了城市劳动力配置过度现象。 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能够突破劳动

力市场的信息壁垒，为劳动者与企业提供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提高劳动力与企业的匹配流转效率，
使得过剩的劳动要素被市场消化，矫正城市劳动力配置过度。 劳动力配置不足时互联网的回归系数

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在众多劳动力配置不足的城市中，过剩的劳动力更愿意流向收入水平更高

的城市，因此互联网的发展并没有对劳动力配置不足的状况起到普遍改善作用。 在控制变量中，产业

结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缓解了劳动力错配现

象。 而政府支出水平、金融行业发展水平、外商投资水平以及工业企业数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并
没有对城市资本错配产生显著的影响。 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干预会对劳动力流动释放错误信号，削
弱其对劳动力错配的改善作用；金融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多地影响资本错配，而对劳动力错配改善

收效甚微；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对于全国整体城市劳动力错配的改善作用并不明

显；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可能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恶性竞争，削弱其对劳动力配置的调节作用。

表 ３　 劳动错配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ＲＬ

（２）
ＲＬ

（３）
ＲＬ

（４）
ＲＬ

（５）
ＲＬ

（６）
ＲＬ

ω１ × ｎｅｔ
－ ０． １９５∗∗ － ０． １９１∗∗ － ０． １９１∗∗ － ０． １９０∗∗ － ０． １９０∗∗ － ０． １８９∗∗

（ － ２． ５０） （ － ２． ５０） （ － ２． ５０） （ － ２． ４８） （ － ２． ４８） （ － ２． ４８）

ω２ × ｎｅｔ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３５

（ － ０． ４３） （ － ０． ３９） （ － ０． ３９） （ － ０． ３８） （ － ０． ３８） （ － ０． ３７）

ｌｎｇｏ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１
（０． ９１） （０． ９０） （０． ８６） （０． ８６） （０． ６４）

ｓｔｒｕｃ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２∗∗∗

（ － ２． ７７） （ － ２． ７６） （ － ２． ７６） （ － ２． ７３）

ｌｎｆｏｒ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４５） （０． ４５） （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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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续）

变量
（１）
ＲＬ

（２）
ＲＬ

（３）
ＲＬ

（４）
ＲＬ

（５）
ＲＬ

（６）
ＲＬ

ｆｉｎ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１． ４７） （１． ５１）

ｌｎｃｏｍ
０． ０１１
（０． ５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４７０∗∗∗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９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２ ０． １２３
（２６． １３） （０． ２７） （０． ２７） （０． ２８） （０． ２８） （０． ３１）

观测值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Ｒ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城市数量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４　 内生性分析

变量
（１）
ＲＫ

（２）
ＲＫ

（３）
ＲＬ

（４）
ＲＬ

θ１ × ｎｅｔ
－ １． ０３５∗ － １． ０２６∗

（ － １． ８２） （ － １． ８６）

θ２ × ｎｅ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７
（０． ２３） （０． １８）

ω１ × ｎｅｔ
－ ０． ３５８∗∗ － ０． ３２３∗

（ － １． ９６） （ － １． ７６）

ω２ × ｎｅｔ
－ ０． １２９ － ０． １０９

（ － ０． ８８） （ － ０． ７４）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３ ６１６ ３ ６１６ ３ ６１６ ３ ６１６
Ｒ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８
城市数量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６ ２２６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４． １０７ ２４． ３９４ ５６． ３６５ ５５． ４６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１７． ４７０ ３１８． ６０２ ３２７． １６８ ３２１． １８８
（１９． ９３） （１９． ９３） （１９． ９３） （１９． ９３）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 ８１３ １． ２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８９

（０． １７８ １） （０． ２７３ １） （０． ９１９ ７） （０． ７６５ 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稳健标准误。

（二） 内生性分析

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反

向因果以及遗漏变量问题，
本文采用了工具变量法来分

析互联网发展对于要素配置

的净效应。 鉴于研究样本为

均衡面板数据，借鉴黄群慧

等［３１］的方法，构建了 １９８４ 年

各城市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

以及每百万人邮局数量（与
个体变化有关）分别与该城

市前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

（与时间相关）的交互项，作
为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工

具变量进行分析。 依据在

于：我国城市互联网发展中

的光纤宽带接入技术是依靠

电话线拨号接入（ ＰＳＴＮ） 实

现的，故历史上具有更高固

话普及率的城市将具有发展

互联网的先天优势；除此以外，邮局是固定电话普及之前人们进行信息沟通的重要媒介［３２］，作为铺设

固定电话的执行部门，邮局的覆盖率也将决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铺设，进而间接影响城市互联网的发

展水平。 而前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也会对城市当期互联网发展水平产生影响，因此以其作为时间

趋势变量通过交乘来构建面板工具变量，能够保证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与主回归结果相符。 并且，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在 １％的水平

下均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零假设；检验未被包括的 ＩＶ 是否与内生变量相关（ＩＶ“弱识别”检
验）的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检验在 １０％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 ＩＶ 弱识别的假

定，选取的 ＩＶ 不存在弱识别问题；同时，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检验结果也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

度识别的问题。 综上所述，识别不足、弱识别和过度识别检验均表明选取的 ＩＶ 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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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中介效应

变量
（１）
ｌｎＦＣ

（２）
ＲＫ

（３）
ｌｎＬＣ

（４）
ＲＬ

θ１ × ｎｅｔ
９． ７５６∗∗∗ － ０． ２１８
（３． ６３） （ － １． ５７）

ｌｎＦＣ
－ ０． ００８∗

（ － １． ７１）

ω１ × ｎｅｔ
９． ３２０∗∗∗ － ０． １３２∗∗

（２． ９１） （ － ２． ０５）

ｌｎＬＣ
－ ０． ００６∗∗∗

（ － ３． ０３）

θ２ × ｎｅｔ
－１２．０００∗∗∗ ０． ２７１
（ － ２． ７７） （１． ００）

ω２ × ｎｅｔ
－１０．１２４∗∗∗ － ０． ０９８
（ － ４． １０） （ － １． 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４ ５１２
Ｒ２ ０． ２９５ ０． ０６０ ０． ３１２ ０． ０４８
城市数量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８２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６　 网络规模效应分析

变量
（１）
高
ＲＫ

（２）
高
ＲＬ

（３）
低
ＲＫ

（４）
低
ＲＬ

θ１ × ｎｅｔ
－ ０． ３３０∗ － １． ４５７
（ － １． ９２） （ － ０． ２５）

θ２ × ｎｅｔ
０． ３３７ ４． ２３２∗

（１． ２４） （１． ８４）

ω１ × ｎｅｔ
－ ０． １５１∗∗ １． １３２
（ － ２． ２１） （１． １６）

ω２ × ｎｅｔ
－ ０． ０６０ ３． ２６９∗∗∗

（ － ０． ６４） （３． ０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 ３８４ ３ ３８４ １ １２８ １ １２８
Ｒ２ ０． １６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２
城市数量 ２８２ ２８２ ２０８ ２０８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三） 中介效应检验

为验证互联网发展矫正要素错配的成本调

节路径，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互联网作用

于要素错配的机制，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

示。 在资本错配方面，表 ５ 中列（１）显示，互联

网的发展有效降低了城市资本机会成本。 这验

证了前文的分析：互联网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传

统金融机构的效率，并且衍生的更多金融平台

拓宽了城市融资渠道，降低了城市融资机会成

本。 列（２）中，融资约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而互联网发展水平相较于主回归由显著变为不

显著，表明互联网的发展确实通过降低资本机

会成本缓解了资本错配。 资本机会成本的降低

促进了金融市场上企业的竞争，使得资本要素

更容易流入城市中潜在的高效率企业，从而提

高了资本利用效率与市场化水平，改善了资本

错配。
在劳动力错配方面，表 ５ 中列（３）显示，劳

动力配置过度时，互联网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即互联网的发展提高了城市劳动力的使用成

本。 可能的原因在于，互联网的发展有助于消

除劳动者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了劳

动力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风险，高效、高工资的

劳动者占据市场，促进了劳动力使用成本的上

升。 列（４）中，劳动力成本的回归系数在 １％ 的

水平下显著为负，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系数相较

于主回归由 － ０. １８９ 变为 － ０. １３２，故互联网的

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从而缓解了劳动力错

配。 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使用成本的上升，会
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淘汰城市中的低效率

企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改善了劳动力

错配。
（四） 网络规模效应分析

互联网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规模效应。 随着

网络节点的增加，网络效应会呈现出几何级增

长趋势，故互联网发展对于要素错配的改善效

果可能是非线性的，即不同互联网发展阶段的

城市，其发展水平对要素错配的矫正作用可能

存在差异。 为了验证这一结论，进一步将样本按互联网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取前 ７５ 分位样本为高互

联网发展水平城市，其余样本为低互联网发展水平城市，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列（１）和列（２）显示，
要素配置过度时，互联网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即互联网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要素配置过度改善效

果明显。 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突破了网络效应的临界门槛，网络效应能够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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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平台效应，故而改善要素错配的效果也更为明显。 列（３）和列（４）显示，要素配置不足时，互联网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互联网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反而加剧了要素不足的错配现象。 这可能是

由于样本城市多处于互联网发展初级阶段，并没有达到网络效应改善要素错配的临界规模，反而加剧

了城市要素市场的恶性竞争。
表 ７　 区域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东部
ＲＫ

（２）
中西部
ＲＫ

（３）
东部
ＲＬ

（４）
中西部
ＲＬ

θ１ × ｎｅｔ
－ ０． ６１４∗∗ ０． ０３９
（ － ２． ３７） （０． １５）

θ２ × ｎｅｔ
０． ３２８ ０． ３３５
（１． ０２） （０． ９５）

ω１ × ｎｅｔ
－ ０． １９３∗∗ － ０． １４９
（ － ２． ０８） （ － １． ０４）

ω２ × ｎｅｔ
－ ０． １６４∗ ０． ２１１
（ － １． ９０） （０． ９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６１６ ２ ８９６ １ ６１６ ２ ８９６
Ｒ２ ０． ２２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４４
城市数量 １０１ １８１ １０１ １８１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８　 中心、高收入城市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中心城市
ＲＫ

（２）
非中心城市

ＲＫ

（３）
高收入城市

ＲＬ

（４）
低收入城市

ＲＬ

θ１ × ｎｅｔ
－ ０． １８９∗ － ０． ０２４
（ － １． ８５） （ － ０． ２０）

θ２ × ｎｅｔ
－ ０． ９２５∗∗ ０． ９５７∗∗∗

（ － ２． ４２） （２． ９７）

ω１ × ｎｅｔ
－ ０． １８９∗ － ０． １６４
（ － １． ７９） （ － １． ３５）

ω２ × ｎｅｔ
－ ０． １９８∗∗ ０． １８５
（ － ２． ０２） （１． ２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４３２ ４ ０８０ １ １３６ ３ ３７６
Ｒ２ ０． ３１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６ ０． ０４３
城市数量 ２７ ２５５ ７１ ２１１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 异质性分析

（一） 区域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要

素市场制度体系完善程度存在着差异，互
联网发展对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作

用效果也可能不同，故本文将所得到的样

本城市按行政规划分类，分析互联网对于

要素错配的异质性效果，得出的回归结果

如表 ７ 所示。 对于东部地区城市，互联网

发展能够显著改善要素配置过度现象。 这

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

发展的先行区域，产品和要素市场发展相

较于中西部地区更为完善，市场机制与制

度体系更为健全，加之互联网发展水平更

高，更容易借助规模优势形成网络效应，从
而改善要素错配。 同时互联网还有助于改

善东部地区城市劳动力配置不足的错配现

象。 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收入水

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户籍制度放开以

后，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人员

向东部地区流动，缓解了东部地区城市劳

动配置不足的困境。 对于中西部地区城

市，互联网并没有对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产

生明显的改善作用。
（二） 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为了验证城市营商环境和收入水平会

影响互联网对于要素不足的改善作用，选
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各省会城市

作为营商环境优良的中心城市样本，并选

取人均 ＧＤＰ 前 ２５ 分位城市作为高收入水

平城市样本进行回归。 由表 ８ 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对于中心城市而言，互联网的发

展不仅能矫正城市资本配置过度的现象，还
显著缓解资本配置不足的问题。 可能的原

因在于，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平台和便捷渠道，中心城市可以凭借优越的营商环境吸引优质资本流

入，进而缓解资本市场供不应求造成的价格扭曲现象，优化资本配置。 对于高收入城市，互联网的发展同

时矫正了劳动力配置过度以及不足的现象。 这主要是由于互联网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对称，高
收入城市能够借此吸收剩余劳动力弥补缺口，矫正劳动力配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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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启示

改善要素价格扭曲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我国实施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

路。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的城市样本数据，研究了互联网发展对于要素配置扭曲的改善作用。 研

究发现：（１）互联网发展具备信息平台效应，能够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速率和匹配效率，进而改善

城市要素配置过度的错配现象。 （２）互联网主要通过调节成本改善城市要素错配。 互联网的发展能

够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本的机会成本，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矫正资本配置过度现象；
互联网还有助于消除劳动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劳动力使用成本，促进企业创新和劳动力生产

率提升，矫正劳动配置过度现象。 （３）互联网发展对于要素错配的改善效果具有明显的网络规模特

征。 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要素配置过度的改善效果明显；互联网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要素配

置不足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４）互联网对于要素错配的改善效果存在明显的城市差异。 对于经济发

展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城市来说，互联网对要素错配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而对于中心城市以及高收

入城市而言，互联网能同时矫正其要素配置过度与不足。
因此，我国应当：（１）坚持网络强国建设与“互联网 ＋ ”发展战略，推进我国由网络大国转变为网

络强国。 扩大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与产业信息化程度，为数字化社会建设与经济

高质量发展奠定网络基础。 （２）在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强化网络信息平台优势。 健全要素

市场监督管理体系，逐步放宽政府对于生产要素流动的干预和管制，借助网络平台形成由市场主导的

要素配置标准，促进要素供求双方信息互联互通与精准对接，弱化要素流动边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高效运转。 （３）地方政府需结合城市要素错配实际制定适宜的互联网发展战略。 要素

配置过度以及产能过剩地区尤其要重视城市网络建设，积极发挥互联网在要素市场中的信息平台效

应，优化资源配置。 中西部地区城市应致力于在互联网发展中“补齐短板”，夯实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引进东部地区城市互联网发展应用经验；东部地区城市则应深化互联网信息技术与相关行业融

合，稳步推进网络建设与要素市场化改革“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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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ｈ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ｏｖ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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