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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金　 环，魏佳丽，于立宏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摘要：将“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视为一项外生政策冲击，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

和地级市面板匹配数据，采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深入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转型升级的

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以研发创新和全要素生

产率为表征的转型升级，在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消除样本选择偏差以及选择城市坡度作为外生工具

变量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成立。 机制检验表明，提升高端人力资本和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是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的两条重要路径。 异质性分析发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在民营

企业、传统产业以及中西部地区更能发挥比较优势。 进一步地，基于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嵌入生

命周期理论的结果还显示，“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对制造业行业中成长期企业转型升级影响最大，
对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影响并不明显。 结论不仅拓宽了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理论的研究视角，也为中

国宏观经济的结构转型提供了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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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目前，国际竞争加剧，逆全球化浪潮不断涌现，受疫情冲击的世界经济发展低迷，全球正面临经

济、科技、政治、安全等多方面的深刻调整。 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同样面临高端回流、低端

外迁的“双重挤压”，如何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
“十四五”开局之年，数字中国建设的蓝图映入眼帘。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单列成

篇，明确提出培育新兴数字产业，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推动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进

程。 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要依托微观企业的组织架构变革，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渗
透正在对传统产业不断进行“创造性破坏” ［１］。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兴起要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

体。 数据作为一种新要素参与生产，其发挥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但如果将其接入网络并与生产实

践相对接，那它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就会显著提升［２］。 由此，我们不禁反问：作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的载体，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铺开能否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如果能，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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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从企业转型升级的经验研究中探索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特色之路？ “宽带中国”
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成为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随着中国宽带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传输速度和接入能力不断提高，宽带技术创新取得突破

性进展。 然而，宽带网络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公共基础设施定位不明确、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
应用服务不够丰富、发展环境不完善等问题。 为推动中国宽带基础设施快速健康发展，国务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发布《“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旨在加快宽带网络优化升级，助力中小企业利用宽

带技术的融合能力推动产业协同创新。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电信基础设施投资和宽带互联网的接

入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尤其对经济增长［３ ４］、国际贸易［５ ６］、生产效率［７ ８］等方面影响最

为突出，但鲜有研究从微观视角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企业转型升级。 一方面，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难以精准量化，仅利用宽带用户数、电缆光纤长度等单一指标衡量容易造成测量误差，导致

估计结果受到内生性干扰；另一方面，学界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定义仍缺少统一论断，目前多数学者选

择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转型升级［９ １０］。 本文将这两方面的不足综合考虑，在对企业转型升级的

概念和内涵界定后，利用“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试验，并选择渐进性双重差

分法考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ｚ［１１］在考察嵌入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产业集群升级时发现，随着发展中国

家的企业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抢占市场份额，企业必须转变生产方式和组织

模式，并将生产由价值含量低的产品瞄向价值含量高的产品，企业的这种行为被称为转型升级。 在

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微观企业的转型升级活动定义为横向上的转型与纵向上的升级两层含义。
其中，企业转型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发展战略、业务类型以及组织模式发生转变，这些均要求企业的创

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不断增强；企业升级主要表现为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由生产低附加值产

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 区别于现有文献仅选择全要素生产率考察企业纵向升级的一面，本文还

选择了企业研发支出强度考察企业在横向转型方面所作的投入。
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第一，研究主题上，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造准自然实验，考察宏

观层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不仅丰富了产业转型升级理论在微观领域的研

究视角，同时也避免了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第二，机制探索上，区别于以往研究纷纷从技术创

新角度考察企业转型升级的机制和路径，本文从影响技术创新的前端路径出发，考察人力资本和交易

成本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多重中介效应。 第三，异质性分析中，在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嵌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弥补了现有研究仅考虑企业截面差异而忽视

时间维度上的潜在异质性的不足。 第四，实证策略中，不仅选择了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还结合了匹配

法、熵平衡法以及工具变量法等多种统计方法，更“干净”地识别了因果处理效应。
二、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

“宽带中国”战略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发展战略，通过人力资本集聚、加速知识溢出等促

进企业转型升级。 人是创新的主体，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 一方面，“宽带中国”战略坚持网络

升级与产业创新相结合，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国

内外优势资源的整合利用。 网络基础设施改善了传统的知识获取和吸收的方式，让劳动者更加方便地

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和交流，提高了知识传播效率，节约了劳动者的学习成本，加速了人力资本的“干
中学” ［１２］，同时也加快了知识获取、传递和共享的主观能动性。 此外，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具有通用性和

强渗透性特点［１３］，不断改变传统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并衍生出新产品和新业态，如“互联

网 ＋ ”、网络办公、共享经济等。 这些新兴产业凭借较强的市场活力和利润创造能力，吸引大量高质量

人力资本的涌入。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高质量人力资本是企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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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源泉和动力［１４］，人力资本集聚带来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

要素资源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１５］，不仅有效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而
且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力，从而有利于促进企业转型和升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Ｈ１：“宽带中国”战略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发展战略，通过集聚高端人力资本促进企业

转型升级。
（二）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交易成本规模效应

“宽带中国”战略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发展战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

束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Ｃｏａｓｅ［１６］最早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将交易成本定义为获得准确市场信

息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所需要的费用。 根据交易的类型，可以简单将交易成本划分为搜寻成本、
信息成本、议价成本等；根据交易的对象，还可以将交易成本划分为市场性交易成本和管理性交易成

本［１７］。 从市场性交易成本的角度看，网络基础设施建成后，企业减少了线下的搜寻、交流和运输成

本，许多交易能够通过在网络上发布公告、通知进行线上交易来完成［１８］，极大程度上节约了企业的

交易成本。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发现互联网的长尾效应降低了搜寻成本，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尾部消费者的需求，让消费者以更低的搜寻成本来实现更多选择。 除了搜寻成本外，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减少代理成本与机会主义成本［２０］。 从管理性交易成

本的角度看，张五常［２１］将交易成本看成是源于分工的制度成本，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企业可以外

包不擅长的中间品生产环节，专注于具有核心优势的价值创造环节［２２］，从而降低企业内部管理性成

本。 此外，互联网平台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降低了企业生产和交易过程

的不确定性，避免了由企业过大、生产环节过多导致的 Ｘ 非效率问题［２０］。
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与企业参与市场交易的数量密切相关，而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与企业的管理

效率密不可分。 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看作销售环节产生的费用，将企业的

内部交易成本看作管理活动产生的费用［２３］。 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费用主要由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研发费用以及财务费用四部分组成，而财务费用发生在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的筹集环节，几
乎不受后续的生产活动影响，所以在企业转型升级的生产环节更多考虑销售、管理以及研发三种费

用。 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有效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即节约了企业的销售、管理费用，在资金有限

的前提下，企业有相对多的资金投入研发环节，促进企业研发支出的增加，从而加速企业的转型升

级。 此外，企业销售和管理费用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管理效率的提高［２４］，有利于更好地

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Ｈ２ａ：“宽带中国”战略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发展战略，通过降低管理性交易成本促进

企业转型升级。
Ｈ２ｂ：“宽带中国”战略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发展战略，通过降低市场性交易成本促进

企业转型升级。
（三）嵌入生命周期理论后的企业异质性分析

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不仅包括对企业截面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企业时间维度上的动态研

究———企业生命周期角度。 Ａｄｉｚｅｓ［２５］ 指出企业是具有生命状态的机体，其生存和发展具有三个阶

段，分别为成长阶段、再生与成熟阶段以及老化阶段。 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企业的盈利能力、投资策

略、研发能力和转型升级动力都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成长期阶段的企业而言，企业内部的生产方式、
组织形式较为灵活自由，各种业务模式和业务范围还处于探索和开发阶段。 因此，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更容易将互联网等新技术渗透、融合到成长期企业内部，并对企业内部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造

成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性创造” ［１］，这为企业变革生产方式、组织形式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推动成

长期企业不断创新模式并提高生产率水平，以寻求最优的生产方式迎合新技术的冲击。 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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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成长期阶段的企业规模一般不大，对于外部冲击或设施优化的响应和调整速度较快，决策路径

相对较短。 因此，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冲击更有可能对成长期企业转型升级的行为选择产生显著影

响。 从成熟期的企业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往往已经形成自有的生产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处于稳步

发展阶段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存在较高水平的销售收入和规模经济，可能表现出一定的惰性

和保守思想［２６］ ，主观上尝试转型升级的意愿不强烈，不倾向做出转型升级方面的决策，客观上公

司规模相对较大，仅仅通过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带来的网络宽带规模效应不足以让成熟期企业作出

大规模、高成本以及大幅度的转型升级。 但无论如何，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仍会为企业

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技术改进和生产率提升。 最后，针对衰退期企业而言，企业利润以及市场份额均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且企业内部制度结构往往比较僵化，管理者有风险厌恶偏好［２７］，企业

仅愿意在原有的生产和组织形式基础上选择“小修小补”。 想要实现转型升级需要多个方面的齐头

并进，风险成本很高，并非仅仅依靠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就能一蹴而就的。 因此，“宽带中国”战略带来

的网络技术冲击可能并不会促进衰退期阶段的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

究假说：

图 １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

Ｈ３：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会对不同生命周期

阶段的企业转型升级产生差异化影响，对成长

期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可能会更大。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为了精准识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转

型升级的因果效应，本文根据工信部和发改委

在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公布的“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名单，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

因果推断。 其中，将入选的 １１７ 个城市（群）中
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未入选的企业进入对照组，据此构建的基准模型如下：

（ＲＤ ／ ＴＦＰ） 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Ｄｉ，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νｉ ＋ μ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ｉ 表示企业，ｔ 表示年份。 ＲＤ 和 ＴＦＰ 分别为企业研发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应理论部分

中企业横向上的转型和纵向上的升级两个方面。 ＤＩＤｉ，ｔ表示“宽带中国”战略这一试点政策，β１ 是本

文感兴趣的系数，表示实验组企业与对照组企业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表示一系列可

能影响地区和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νｉ 是个体固定效应，μｔ 是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是随机误差项。
为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 Ｓｏｂｅｌ 检验的中介机制三步

法［２８］，在模型（１）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如下递归模型：

（Ｈｕｍａｎ ／ Ｃｏｓｔ） 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Ｄｉ，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νｉ ＋ μｔ ＋ εｉｔ （２）

（ＲＤ ／ ＴＦＰ） ｉ，ｔ ＝ γ０ ＋ γ１ＤＩＤｉ，ｔ ＋ γ２（Ｈｕｍａｎ ／ Ｃｏｓｔ） ｉ，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νｉ ＋ μｔ ＋ εｉｔ （３）

式（２）、式（３）与式（１）一起构成了中介效应三步法。 当式（１）中 β１ 显著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对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影响，进而观察式（２）中 α１ 以及式（３）中 γ２ 的显著性，如果 α１ 与 γ２

同时显著则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此中介效应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 此时，如果式（３）中 γ１

显著，该效应被称为部分中介；如果式（３）中 γ１ 不显著，该效应为完全中介。 如果模型中 α１ 与 γ２ 至

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通过 Ｓｏｂｅｌ 检验来分析其中介效应是否存在。
（二）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企业转型升级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一方面，采用企业研发创新来衡量。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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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借鉴鲁晓东和连玉君［２９］的做法，选择半参数法（包括“ＯＰ 法”和“ＬＰ 法”）测算企业 ＴＦＰ。 考

虑到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是上市公司数据，ＯＰ 法在第一阶段要求企业的真实投资必须大于零，这一限

制可能会导致估计过程中损失许多样本信息，因此选择 ＬＰ 法进行测算。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将工信部、发改委等推行的“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外生冲击进行准自然

实验。 如果被选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则上市公司注册地址位于该城市内的企业记为实验组，组
间虚拟变量取值为 １，反之记为对照组，取值为 ０；将被选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之后的时间虚拟变

量设置为 １，之前时间设为 ０；最后将组间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宽带中国”战略的

政策变量（ＤＩＤ）。 上市公司注册地址所在的地级市是作者通过手动搜集并整理获得的。
３． 中介变量。 Ｈｕｍａｎ 表示企业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水平整体提升，无形中就会促进企业由

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加工、组装产品向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产品转变，进一步降低劳动

密集型企业的占比，有助于企业转型和升级。 本文采用企业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企业员工总人

数的比重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 其中，公司学历结构数据是作者通过企业年报手动获取的。
Ｃｏｓｔ 表示企业的交易费用。 城市内部网络基础设施的连通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在交易过程中产生

的搜寻成本，使生产要素在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合理匹配［３０］，同时也能够让企业对内部的生产链和

供应链进行实时报备和管理，有助于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因此，本文将微观企业的交易成本细分为

内部交易成本（ Ｉｎｎｅｒｃｏｓｔ）和外部交易成本（Ｅｘｔｅｒｃｏｓｔ）。 其中，内部交易成本采用管理费用占总资产的

比重进行测度，表示企业的管理性交易成本；外部交易成本采用销售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衡

量，表示企业的市场性交易成本［２３］。
表 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计算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ＲＤ 研发费用 ／主营业务收入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 １２
ＴＦＰ 采用半参数 ＬＰ 法计算 １２． １８ ０． ３１ １０． ４７ １３． ７９

企业控制变量 Ｓｃａｌｅ 资产总额，取对数 ２１． ９９ １． ３１ １９． ３８ ２６． ０２
Ｌｅｖ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０． ４３ ０． ２１ ０． ０５ ０． ９４

Ｆｉｘａｓｓｅｔ 固定资产净额 ／资产总额 ０． ２２ ０． １７ ０ ０． ７２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１９． ０５ １． ６５ １４． ８３ ２３． ５５
Ｐｅｒｓｈａｒｅ 管理层持股数量 ／总股数 ０． １４ ０． ２１ ０ ０． ７０
Ｃａｐｉｎｔｅｎｓｅ 固定资产净额 ／员工人数 １２． ４６ １． １６ ９． ２９ １５． ７０
Ｃａｐｅｘｐｅｎｄ 资本支出 ／资产总额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 ２４
Ｉｎｎｅｒｆｉｎａｎｃｅ 净利润 ／固定资产净额 ０． ８３ ２． ４９ － ２． １１ １８． ９６

Ｔｏｂｉｎ 市场价值 ／资产总额，取对数 ０． ９７ ０． ０４ ０． ８１ １
Ｒａｔｉｏｄｅｂｔ 所有者权益 ／负债总额 ２． ５５ ３． ３１ ０． ０６ ２０． ０８
Ｄｕａｌｉｔｙ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 １． ７４ ０． ４４ １ ２
Ｍｓｈａｒｅ 独立董事人数 ／董事人数 ０． ３７ ０． ０５ ０． ３３ ０． ５７

城市控制变量 ＧＤＰ 人均实际 ＧＤＰ，取对数 １１． ４９ ０． ８２ ８． ５１ １３． １９
ＦＤＩ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占比 ２． ９５ １． ７９ ０． ０９ ９． ０１

Ｇｏｖｓｕｐｐｏｒｔ 财政支出 ／地区生产总值 ０． １５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０． ３１

４． 控制变量。 参考杨仁发

和李胜胜［３１］、石大千等［２３］ 的研

究，本文同时控制了来自企业和

城市两个层面的外部干扰。 其

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

括企业规模、杠杆率、固定资产比

率、经营现金流、管理层持股比

例、资本密集度、资本性支出、企
业内源融资、企业成长能力、权益

负债率、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

同一人和独立董事比例，城市层

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干预

程度。 主要变量说明见表 １。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宽带中国” 示

范城市名单来自工信部官网，由于“宽带中国”战略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实施，因此选取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 其中，城市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企业层面的财务指

标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除此之外，本文还剔除了金融保险、ＳＴ、∗ＳＴ 类企业以及样本严重缺失和资

产负债率大于 １ 的异常值。 考虑到样本区间跨年份的价格波动影响，分别对资产总额、固定资产净

额以及地区生产总值进行了平减（消胀）处理。 在将地级市与上市公司注册地址匹配时，部分区县没

有对应的上市公司，因此还剔除了位于直辖市城区和县级市试点区的上市公司样本。 最后，对所有

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１％的缩尾处理。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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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 ＤＩＤ 进行政策评估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如果没有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实验组

城市与对照组城市内企业的研发支出强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应该是平行的。 由于我国

于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以及 ２０１６ 年分三批城市依次推进“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因此借鉴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３２］的做法，利用事件分析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ＲＤ ／ ＴＦＰ） ｉ，ｔ ＝ α ＋ ∑ ｋ ＝ ４

ｋ ＝ －７
βｋ × Ｄｃ，ｔ ＋ｋ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εｉｔ （４）

其中，Ｄｃ，ｔ ＋ ｋ是一系列虚拟变量，表示在第 ｋ 年 ｃ 城市是否实施“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 由于原

本区间是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因此覆盖了实施前的 ７ 年和实施后的 ４ 年。 模型中 βｋ 是本文关心的系数，
表示第 ｋ 年时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 如果 βｋ 在 ｋ ＜ ０ 期间均不显著，则证明实验组与对照组

满足事前平行的假定，反之则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政策执行之前就存在显著差异，不满足共同趋

势假定。 图 ２ 和图 ３ 分别展示了以全要素生产率和研发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 ２　 ＴＦＰ 为被解释变量的平行趋势　 　 　 　 　 　 　 图 ３　 ＲＤ 为被解释变量的平行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ｋ ＜ ０ 的区间，所有估计系数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内均不显著，且在零附近上

下波动，表明“宽带中国”战略在实施之前，实验组城市与对照组城市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在政策实

施当年，也即从 ｋ ＝ ０ 开始，系数 βｋ 出现了分叉。 使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被解释变量时，在政

策实施当年及滞后期 １ 年，βｋ 均未能通过 ５％的置信水平检验，说明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至少存在 １ 年的滞后期，而以研发支出强度为被解释变量时，回归系数在政策实施当期便通过

了检验。 另外，“宽带中国”战略的动态效应并不是一直持续增长的，在政策实施后第 ４ 年，无论是以

研发支出强度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系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说明网络基础设施

表 ２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转型升级：基准回归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ＤＩＤ ０． ００２ １∗∗ ０． ０５５ ０∗∗∗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４２ ７∗∗∗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４７ 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１８ １）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１４ 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１１ ２）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１５ １ ０． １４９ ０ ０． ２１７ １ ０． ２３７ ７ ０． ２０８ ３ ０． ２４８ ３
Ｎ １２ ５８５ １７ ６６１ １２ ５３３ １７ ５３３ １２ ７６９ １７ ７８８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使用修正异方差后的稳健标准误，所有模型均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

建设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随着

时间的推移会出现边际贡献递减

的特征。
（二） 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

估了“宽带中国”战略对企业转型

升级的净效应，表 ２ 给出了基准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第（１）列

和第（２）列考虑了个体和时间固

定效应以及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

变量后，发现无论是对研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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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还是全要素生产率，ＤＩＤ 的系数至少在 ５％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第（３）列和第（４）列在第

（１）列和第（２）列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入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发现 ＤＩＤ 对研发支出强度的系数

有所下降，ＤＩＤ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也明显下降但仍在 １％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一方

面说明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本文同时控制地级市层面的变量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水平以及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企业的转型和升级。 第（５）列和第（６）列进一步控制了

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结果依然显著为正，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表 ３　 稳健性检验：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一对一近邻匹配 熵平衡法匹配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ＤＩＤ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４２ ７∗∗∗ ０． ００４ ２∗∗ ０． ０３０ ２∗∗∗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１０ ２）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０８ ７）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１７ １ ０． ２３７ ７ ０． ２２０ １ ０． ２４３ ９
Ｎ １２ ５３３ １７ ５３３ １２ ５３３ １７ ５３３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括号内为使用修正异方差后的稳健标准误，所有模
型均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作者还分别选择半径匹配与
核匹配，结果并无显著差异，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为了消除试点政策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

偏差，本文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

验。 首先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值，将
得分最接近的城市作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的匹配对照组。 其次选择合适的匹配方法，由
于本文的样本量足够多，本文选择了一对一近

邻匹配。 表 ３ 第（１）列和第（２）列估计结果显

示，无论是以研发支出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作为

被解释变量，政策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至少

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然而，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时，第一阶段匹配过程高度依赖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设定形

式。 为此，借鉴 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３３］提出的熵平衡法选择那些可能导致政策评估有偏的特征变量，通过高

阶匹配获得一组权重，使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所有特征变量的均值和方差均相同，然后从对照组中

寻找与实验组更接近的样本赋予更高的权重，并采用加权回归估计回归模型，最后利用匹配后的样

本重新进行双重差分估计。 表 ３ 中第（３）列和第（４）列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依然能够显著促进

企业横向上的转型以及纵向上的升级。
２．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政策实施期间其他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干扰，本文参照任胜钢等［３４］的做法，通过

随机设定实验组进行间接性的安慰剂检验。 具体而言，本文从 ２４１ 个城市中随机抽取 １１７ 个城市作为

实验组，并假设这 １１７ 个城市实施了“宽带中国”战略，其他城市为对照组，由此就构建出来一个安慰剂

检验的“伪政策虚拟变量”，从而也会随之出现一个错误的估计系数。 由于“伪实验组”随机生成，因此

模拟的政策虚拟变量并不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其错误的估计系数应该接近于 ０。 本文进行了 ５００
次随机抽样，图 ４ 和图 ５ 汇报了 ５００ 次随机抽样后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及其分布。 可以看出，“伪政策虚

拟变量”的分布集中在零点附近，且相应的 Ｐ 值大于 ０． １，符合安慰剂检验的预期。 这一估计结果间接

证明了实验组企业的转型升级确实是由“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造成的，本文的结论稳健可靠。
３．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获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并非完全外生事件，示范城市的选择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可能是

同时决定的，这会使估计结果产生内生性偏误。 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

予以矫正。 根据挑选工具变量“相关性”及“外生性”的两大基本原则，本文选择每个城市海拔的标准差

（简称“城市坡度”）作为“宽带中国”战略的工具变量。 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城市坡度会影响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坡度大不仅会增加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还会影响宽带网络的信号质量，进而对网络

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假定。 第二，城市坡度是典型的自然地理变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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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ＴＦＰ 为被解释变量的安慰剂检验　 　 　 　 　 　 图 ５　 ＲＤ 为被解释变量的安慰剂检验

企业的转型升级很难与该城市的地形地质联系到一起，如果真的存在关联，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

影响“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实施进而影响到企业转型升级，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假定。
另外，由于城市坡度是截面数据，无法直接作为工具变量应用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本文

构造了截面工具变量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宽带中国”战略的工具变量［３５］。 表 ４ 中第（１）列和

第（２）列报告了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第二阶段 ＤＩＤ 的回归

系数仍至少在 ５％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即“宽带中国”战略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 此外，在加入所有

控制变量后，第一阶段的 Ｆ 值明显大于 １０，且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大于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Ｙｏｇｏ［３６］审定的 １０％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假设。 综上所述，网络基础设施对示

范城市内企业的转型升级确实产生了助推作用，再次证明了前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 ４　 其他稳健性检验

工具变量法检验 更换因变量 排除产业政策干扰 剔除直辖市样本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ＤＩＤ ０． ００８ ０∗∗∗ ０． ２２９ ２∗∗ ０． ０１５ ７∗∗ ０． ０６２ ６∗∗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４０ ２∗∗∗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４１ ９∗∗∗

（０． ００２ ７） （０． １０６ ６） （０． ００７ １） （０． ０２６ ８）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１０ ３）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１１ ３）
ＭａｎｕＩ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５７ 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１０ ９）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第一阶段 Ｆ 值 ４１４． ９５ ５７８． １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４８９． ３８５ ６２４． ０３１
Ｒ２ ０． ０２１ ８ ０． ９００ １ ０． ３７３ ２ ０． ９２０ ０ ０． ２１８ ３ ０． ２３９ ５ ０． １９９ ９ ０． ２２８ ５
Ｎ １２ ５３１ １７ ６８６ ４ ５０２ １７ ６８７ １２ ５３３ １７ ５３３ １０ ０４４ １４ ０４６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使用修正异方差后的稳健标准误，所有模型
均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

４． 其他稳健性检验

除了采用上述方法尽可能降低内生性外，本文还作了如下稳健性检验：（１）更换被解释变量度量

方式。 本文选择专利授权数替代企业的研发支出强度变量，由于专利授权可能存在时间滞后效应，
一项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往往可能需要 １ ～ ２ 年，因此在回归时将被解释变量作滞后 ２ 年处理。 另外，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３７］在对生产函数进行识别的研究中发现，ＬＰ 法在第一阶段估计中会出现严重的多

重共线性问题，为了避免第一阶段估计过程中产生的多重共线性，他们放弃了在第一阶段将劳动力

系数估计出来的思想，同时利用两个矩条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重新估计。 基于此，本文的回归结

果如表 ４ 中第（３）列和第（４）列所示。 （２）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逯东和池毅［１０］ 在研究《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时发现，中国政府于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这一涉及支持创

新的产业政策（ＭａｎｕＩ）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而且该政策的实施区间恰好在本文的样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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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为了避免受《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产业政策的干扰，表 ４ 第（５）列和第（６）列进一步控制了该政策对

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３）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入选“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城市大多数为一

般城市，而直辖市属于省级单位，为了避免直辖市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与普通地级市存在明显地区差

异的影响，表 ４ 中第（７）列和第（８）列进一步删除了上市公司注册地址位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的样本企业，以使得实验组和对照组更具可比性。 从表 ４ 显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更换被

解释变量、排除具体的产业政策干扰，抑或是剔除直辖市样本，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转型升级的

影响均稳健保持显著为正。
表 ５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转型升级：人力资本机制 　

ＲＤ Ｈｕｍａｎ ＴＦ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ＤＩＤ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２４ ６∗∗∗ ０． ０３７ ６∗∗∗ ０． ０３６ ９∗∗∗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４ ５） （０． ０１１ ２） （０． ０１１ ２）
Ｈｕｍａｎ ０． ００９ ７∗∗∗ ０． ０３１ ８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２９ ６）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１５ ２ ０． ２１９ ９ ０． ５０２ １ ０． ２４２ ２ ０． ２４２ ３
Ｎ ９ ６５７ ９ ６５７ １４ ２２４ １３ ７８７ １３ ７８７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使用修正异方差后的稳健标准误，所有模型均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

五、 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通过基准回归和一系列的

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宽带中国”战略

的实施对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

正向促进作用。 那么，“宽带中国”战
略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对企业转型升

级产生影响？ 表 ５ 和表 ６ 检验了理

论部分提出的中介机制假定。
表 ５ 为“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

通过集聚高端人力资本影响企业转

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１）至模型（３）的回归结果表明，网
　 　 　 　 表 ６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转型升级：交易成本中介 　

ＲＤ Ｉｎｎｅｒｃｏｓｔ ＴＦ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ＤＩＤ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１ ６∗∗ －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０３７ ６∗∗∗ ０． ０４２ ４∗∗∗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１１ ２） （０． ０１０ ２）
Ｉｎｎｅｒｃｏｓｔ －０． ０２０ ８∗∗∗ － ０． １１９ ９∗

（０． ００５ ３） （０． ０６８ １）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１５ ２ ０． ２２０ ０ ０． ３９７ ０ ０． ２４２ ２ ０． ２３８ １
Ｎ ９ ６５７ １２ ５３３ １８ ０７１ １３ ７８７ １７ ５３３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使用修正异方差后的稳健标准误，所有模型均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

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提高人力

资本质量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提

升，人力资本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

企业研发创新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

效应，其中介效应大小约为 １１． １％ 。
模型（３）至模型（５）检验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

应，虽然模型（５）中 ＤＩＤ 的系数显著

为正，但 Ｈｕｍａｎ 的系数不显著，需要

进行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Ｓｏｂｅｌ 检验的 Ｚ 值为

２． ４３７，大于 ５％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１． ９６，再次证明了人力资本中介效应

确实存在。 因此，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人力资本中介机制显著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理论部分的

假说 Ｈ１ 得到验证。
表 ６ 列示了“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内部（管理性）交易成本，而内部交易成本的节约能

够同时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 因此，理论部分的假说 Ｈ２ａ 得到检验，即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降低企业内部（管理性）交易成本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同理，结合中介效应三步

法检验了外部（市场性）交易成本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企业外部（市场性）交易成本中介效应并不

存在①。 本文给出的解释是，“宽带中国”战略带来的网络技术冲击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模式，内部交

易成本的节约一方面体现了企业可变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内部组织形式、管理模式

的更替，这为企业变革生产方式、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相反，市场性交易成本的节约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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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但这部分成本节约只是企业选择转型升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因

此，尽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同时降低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但只有内部交易成本的节约在

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了真正的中介作用，理论部分的假说 Ｈ２ｂ 并未得到证实。
六、 异质性分析

（一） 企业特征异质性

前文实证部分已经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推动示范城市的企业转型升级，且固定资产占

比越高的企业越不利于转型升级②。 那么，同一示范城市内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在响应“宽带中国”
战略时是否会存在差异？ 为此，表 ７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性质文件，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分

别回归检验。 可以看出，只有在民营企业样本中，ＤＩＤ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

明相较于国企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大。 这也比较符合现实预期，因
为民营企业的重置成本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更低，所以有足够的动机去尝试转型，而国有企业不仅充

当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同时也缺乏像民营企业那样的创新活力，因此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会比较保守。

表 ７　 基于企业特征异质性的分样本回归

企业所有制性质差异 企业技术禀赋特征差异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战略性新兴企业 传统企业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ＤＩＤ －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１４ ８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０６８ ０∗∗∗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５６ ７∗∗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３９ ５∗∗∗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１７ 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１３ ６） （０． ００３ ７） （０． ０２８ ５）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１１ １）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１４０ ６ ０． ３２９ ９ ０． ２５０ ３ ０． ２０４ ６ ０． １８９ ７ ０． ３０５ ５ ０． ２１９ ６ ０． ２３３ ９
Ｎ ５ ２５８ ６ ８８９ ６ ３６６ ９ ２８６ １ ８０３ ２ ４５６ １０ ７３０ １５ ０７７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使用修正异方差后的稳健标准误，所有模型
均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

转型升级大背景下，任何企业都有转型的动机，尤其是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传统企业，其转型升

级的意愿更为强烈。 那么，相较于传统产业，技术水平更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实现更高质量的

升级活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由于上市公司名录中严格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划分的企业极

少，为此，本文借鉴现有文献常见做法，采用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替代样本③。 从表

７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以研发支出还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都显

著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尤其加快了传统产业的研发创新。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虽未能完全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但也部分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进步。
（二） 区位异质性

早在 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发布的《“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就明确规定“宽带中国”战略的重点

任务之一是推进区域宽带网络协调发展。 一方面，要支持东部地区先行先试开展网络升级和应用创

新，鼓励东部地区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育和发展新业态。 另一方面，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政

策倾斜，支持中西部地区宽带网络建设，增加光缆路由，提升骨干网络容量，扩大接入网络覆盖范围。
那么，“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否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样本按照区域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检验“宽带中国”
战略的区位异质性效果。 由表 ８ 所示的结果可知，在四组模型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只对中西部地

区的企业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虽然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

当前“宽带中国”战略仅对中西部地区企业转型升级产生了明显的促进效果。 本文给出的解释是，东
部地区由于先天地理位置等优势，本身就拥有良好的发展条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只是为东部地区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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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基于区位异质性的分样本回归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ＤＩＤ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２０ ３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７５ ４∗∗∗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１５ 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１６ ９）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１３ ７ ０． １９３ ４ ０． ２３０ ０ ０． ３８３ ４
Ｎ ６ ４２３ ９ ２３５ ３ ６１８ ４ ８０７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
号内为使用修正异方差后的稳健标准误，所有模型均聚类到城
市－行业层面。

的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锦上添花的优势，
因此对东部地区的企业促进效果并不强

烈。 然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生产技术水平

落后，基础设施条件不完善，其转型升级急

需新的助推器，网络基础设施的出现相当

于为中西部地区注入了生产和发展的新动

能。 Ｋｏｌｋｏ［３８］也发现电信基础设施对人口

密度低的地区具有一定的好处，原因在于

信息技术可能会减少对特定任务工作区的

需求，增加了远程办公的普及率，这进一步

佐证了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
　 　 　 　 表 ９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转型升级：生命周期视角 　

成长期阶段 成熟期阶段 衰退期阶段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ＤＩＤ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５３ 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３１ 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３２ 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１２ 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２２ ７）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０８ ５ ０． ２４７ ３ ０． ２４４ ３ ０． ２５７ ６ ０． ２７７ ３ ０． ２１６ ６
Ｎ ５ ６４９ ７ ８９０ ５ ４４４ ７ ４９５ １ ４２７ ２ １３５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使
用修正异方差后的稳健标准误，所有模型均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

　 　 （三） 进一步分析：嵌入企业生

命周期理论

１． 全样本企业生命周期

现有研究在考察企业转型升级

时，通常会忽略时间维度上的潜在

差异性，即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

转型升级的异质性效果。 参照刘诗

源等［２６］利用现金流模式法对企业

生命周期的划分，本文首先采用全

样本进行生命周期理论检验，结果

如表 ９ 所示。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

够显著促进成长期的企业实现转型和升级，对成熟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在 ５％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为正，但却未能促进衰退期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２． 分样本企业生命周期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 “宽带中国”战略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吗？
如果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应用数字技术，那么哪类行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概率会更大？ 为了回答上述

问题，本文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 年修订），将上市公司样本划分为制造业行业

和服务业行业，并分别讨论嵌入不同行业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转型升级情况。

表 １０　 按制造业内部划分的企业生命周期 　
成长期阶段 成熟期阶段 衰退期阶段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ＲＤ ＴＦＰ
ＤＩＤ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０６２ 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２８ １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４２ ９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１５ ４）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１７ 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２７ ５）

企业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２１１ ４ ０． ２２１ ２ ０． ２０３ １ ０． ２３２ ４ ０． ２０２ １ ０． ２１０ ６

Ｎ ３ ８２５ ５ ２９４ ３ ６５３ ４ ９７９ ８１９ １ ２４３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使
用修正异方差后的稳健标准误，所有模型均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

以制造业行业为例，表 １０ 给

出的估计结果显示，对于制造业生

命周期而言，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更

有利于实现转型升级，无论是以研

发支出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

解释变量，“宽带中国”战略的回

归系数均通过 １％ 的置信水平测

试，然而对于成熟期和衰退期阶段

的企业却未能发挥显著效果。 同

理，以服务业样本为例④，结果同

样显示该政策仅能促进成长期企

业的研发创新，对成熟期和衰退期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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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型升级并无显著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全样本还是按照行业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对成长期的企业转型升级都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并不能显著推动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实

现转型升级。 理论部分的假说 Ｈ３ 得到验证。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要想富，先修路”，数字经济发展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已经由原来的公共基础

设施道路变成网络基础设施的“网路”。 本文在制度背景梳理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国家“宽带

中国”战略实施产生的外生政策冲击，利用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与地级市面板匹配数据，分别采用多期

双重差分法、熵平衡法以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论如下：首先，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以研发支出和全要素生产率

为表征的企业横向转型与纵向升级，这一结论在各类稳健性检验以及选取每个城市的坡度作为工具

变量进行检验后依然成立。 其次，机制分析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升高端人力资本和

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的双重渠道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最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民营企业、传统产业

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转型升级效果更加明显；对制造业中成长期企业的转型升级影响最大，
对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影响并不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继续加大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尤其加快对中西部地区的宽带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 “宽带中国”战略的成功实施为后续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指明了方向，国家需要复制“宽带中

国”战略的成功经验，实施与“十四五”规划期配套的网络强国战略，聚焦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需

求，在可预测的环境中，进一步探索高速互联网的接入和连接方式，提高网络服务的能力与质量，为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与此同时，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特殊存在的问题制定动态

化、差异化的网络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缩小“数字鸿沟”。
其次，加大对于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引进力度，破解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瓶颈。 第一，

针对不同企业性质、企业类别建立灵活多样的人才引进机制，在完善现有的高科技人才引进机制的

基础上，引导高质量人力资本向高科技产业流入，同时兼顾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发展。 第二，注重对于

人才的“二次培养”，完善人才的培养和奖励机制，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国内外优势资源的整合

利用，营造更规范、便捷的知识传递和交流环境，让人力资本在劳动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自身知识技

能水平，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
最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提高宽带激励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度。 政府应在实施网络设施发

展战略时将企业生命周期作为考量因素，适当灵活地对网络设施发展战略进行差异化安排。 针对处

于成长期和成熟期阶段的企业实施宽带激励政策，先一批实现转型升级；由于网络基础设施对于衰

退期的企业转型升级无显著影响，因此，针对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重点

关注企业的转型和生命周期的转换，而非一味地进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注释：
①限于篇幅，外部（市场性）交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三步法检验结果暂不汇报，留存备索。
②固定资产比例越高，意味着企业的沉没成本越多，企业短期内想要实现转型升级的困难和条件也越多，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系数留存备索。
③本文根据 ２０１６ 年科技部、财政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将样本划分为高新

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 其中，参照现有文献的一般做法，以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
④限于篇幅，服务业内部嵌入企业生命周期的回归结果暂不汇报，回归结果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仅对成长期企业

以研发支出强度为表征的转型升级显著为正，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４８—

　 金　 环，魏佳丽，于立宏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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