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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服务业结构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
“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政策冲击，基于 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评估“宽带中国”
战略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净影响，结果表明: “宽带中国”战略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具有
显著促进作用，能有效推动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组及人口规
模较大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但仅能显著促进“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边际促进效应较东部地区更大更显著。作用机
制显示: “宽带中国”战略能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显著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并且，
持续推进的要素市场化改革能在提升技术创新效应和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的同时，间接增强数字基础
设施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基于此，为进一步深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促
进作用，应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健全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持续推进要素市场化
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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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增速阶段性转换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都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1］全面升级服

务业结构、加快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近年来，我国服务业飞速发展，
日益拓宽的服务领域、日渐庞大的服务体量、日趋丰富的服务品种，以及日新月异的新业态、新模式，使
服务业发展进入全面跃升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
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2］随着服务业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中国服务
经济时代的特征将更加明显。［3］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四个 70%”的标准仍存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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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距。① 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4］、服务业生产率低于制造业［5］等问题依然存在。
当前，数字经济日益繁盛，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新兴通信技术

及其相关产业正在崛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形成。［6］新兴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
用将加速服务内容、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服务网络化、智慧化与平台化，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
重。［7］以数字化赋能服务业结构升级，压缩信息时空传递距离，增强区域间经济活动关联的广度与深
度，［8］不仅能有效扩大服务业的服务半径，［9］而且能提高服务业全行业生产率，［10］为新技术革命背景下
服务业结构升级提供重要历史机遇。这预示着以“数字+”为代表的新服务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
动能。［3］对此，系统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系统归纳数字基础设施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
制，丰富和拓展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献;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的政策冲击，结合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宽带中国”战略对服务业结构
升级的影响，对“宽带中国”战略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两条直接
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同时检验市场化改革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加速高端人力资本集聚，并助力服务业结
构升级的间接机制;结合服务业结构升级水平、不同行业、城市规模及城市区位等因素，探讨“宽带中
国”战略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

二、作用机制与理论假说
服务业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最具先导性的产业部门。依托于数字经济，以数字基础设施提高服务效

率，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及要素市场化改革等作用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
首先，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现代服务业是在较发达的工业化阶

段伴随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发展起来的，相较于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受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大，［11］以
高新技术为载体的现代服务业正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内容。［12］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持续
完善和推广普及能加速创新资源流动，特别是能加快由人力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隐性知识流动，有助于增
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效率，带动服务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持续强化的创新扩散与创新外
溢等技术创新“网络效应”会通过提升服务业发展效率，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尽管服务业对资源的依
赖程度普遍较低，但通常需要近距离面对多样化消费者，［13］而宽带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则能显著
增强区域间可达性，加强要素和产品在空间自由流动，促进要素集聚及企业间“学习交流”，改变传统知
识高度本地化特征，［14－16］刺激“创新迸发”，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外溢效应，［16］加快传统经济数字
化转型升级，［17］带动服务业结构升级。综合而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带动我国服
务业结构升级。

其次，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服务业结构升级是以知识密
集型、技术密集型等现代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发展为典型特征，［18］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服务业
结构升级提供了物质保障。一方面，宽带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压缩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距离，
降低创新要素的交易成本与集聚成本，特别是能增加高级人力资本的“网络集聚”与“云端合作”机会，
以此营造良好的集体学习和创新环境，促进知识流动与共享，加速知识外溢与扩散，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助力服务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得益于高级化人力资本禀赋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先导作用，人力资本结
构会影响服务业的要素供给结构，进而改变服务业结构。［19］伴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高端人力资本集聚
能有效匹配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进而向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转变所需的高级化人
力资本配置结构，［20］加速要素从配置效率较低的传统服务业向配置效率较高的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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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生产性服务业转移，带动服务业效率提升，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20－22］因此，宽带等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能在提高网络通达性的基础上促进人力资本高级化，并助力服务业结构升级。对此，本文提出有待验
证的两个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 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
理论假说 2a: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
理论假说 2b: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通过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能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间接作用于服务业结构升级。通常劳动力、资

本、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依托于发育完善的要素市场，不仅能真实地反映要素价格，又便于要素在企业
间或行业间流动，促进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转移至配置效率更高的服务业领域，推进服务业结构
升级。［20］同时，自由有序的要素市场能保证技术和人力资本充分流动，有助于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高级
人力资本集聚，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带动服务业结构升级。
对此，本文提出一个补充的机制假说:

理论假说 2c: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助于强化技术创新效应和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有利于增强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推动作用。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一) 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准自然实验，将实施“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城市视为“处理组”，将

其余地级市视为“控制组”，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 DID) 评估“宽带中国”战略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净
影响，并将回归方程设定为如下形式:

usisit =α0+α1broadbandit +∑δxit +μi +η t +εit ( 1)
在( 1) 式中，usisit(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usis) 表示 i地区 t时期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水

平，本文采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pro_serit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 high_endit两个指标进行测度;
broadbandit为“宽带中国”战略虚拟变量，α1 为核心估计参数; 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i 为个体固定效
应; η 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it为误差项。

( 二)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服务业结构升级，分别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高端服务

业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进行测度。具体而言，采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并以
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作为测度不同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水
平。［23，24，11］同时，将高端服务业界定为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在内的服务行业，采用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总
人数的比重表示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11］

2．解释变量。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时间先后和试点地区直接生成“宽带中国”战略虚拟
变量，即若某地区在当年被设立为“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则对“宽带中国”虚拟变量当年及以后赋
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为防止因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规模，以政
府公共财政支出与地区 GDP 之比测度;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 GDP 测度，为准确识别经济发展水平对
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的非线性影响，同时加入人均 GDP 的二次项;信息基础水平，以人均邮电业务总量
与人均 GDP 之比测度;交通基础设施，以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测度; 对外开放度，以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
地区 GDP 的比值测度。

本文使用的全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受同一统计口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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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服务业细分行业及其从业人员数据限制，本文将研究窗口确定为 2003—2018 年，并对所有以货
币表征的数据以 1990 年为基期，采用 GDP 价格指数和人均 GDP 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剔除价格因
素的影响。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pro_ser 4479 0．2193 0．0724 0．0724 0．9871
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 high－end 4479 0．1482 0．0543 0．0317 0．9864
“宽带中国”战略 broadband 4560 0．0919 0．2889 0 1
政府规模 gov 4546 0．1686 0．1245 0．0313 2．3379

经济发展水平 pergdp 4547 0．3818 0．2720 0．0014 4．3883
信息基础水平 inform 4546 0．2384 0．4430 0．0091 26．5602
交通基础设施 infrastr 4532 9．5019 11．5578 0 442．9500
对外开放度 open 4420 2．0005 2．2876 0．0002 37．5789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一) 基准模型检验
采用基准回归方程( 1) 评估“宽带中国”战略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果。从表 2 第( 1) 列和第

( 3) 列可知，当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宽带中国”战略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初
步说明实施“宽带中国”战略能显著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从表 2 第( 2) 列和第
( 4) 列可知，当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宽带中国”战略对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服务业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
为正，再次说明“宽带中国”战略能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并有效带动服务业结构
升级，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说 1。

表 2 基准模型估计

变量
pro_ser high－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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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adband 0．0122＊＊＊
( 2．76)

0．0111＊＊
( 2．41)

0．0089＊＊
( 2．42)

0．0076＊＊
( 2．06)

gov －0．0390＊＊
( －2．30)

－0．0309＊＊
( －2．28)

pergdp2 －0．0045
( －0．98)

－0．0032
( －0．69)

pergdp 0．0161
( 0．91)

0．0077
( 0．50)

inform 0．0002
( 0．44)

0．0004
( 0．69)

infrastr －0．0002*

( －1．79)
－0．0002＊＊＊
( －2．74)

open －0．0008
( －1．34)

－0．0007
( －1．53)

_cons 0．2135＊＊＊
( 112．57)

0．2179＊＊＊
( 39．16)

0．1290＊＊＊
( 81．87)

0．1347＊＊＊
( 29．97)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V

N 4479 4353 4479 4353
Ｒ2 0．1145 0．1244 0．1703 0．1832

注:括号内为 t统计值; *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所有回归均采用以地区为聚类变量的
聚类稳健标准误。(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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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 DID) 进行检验时需要“处理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

定，以此保证政策评估效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分别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
为因变量，绘制平行趋势检验图。由图 1和图 2可以直观发现，在“宽带中国”战略实施( broadband0) 之
前，“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并无明显差异，大致在 0 值附近平稳波动。而当实施“宽带中国”战略之
后，两组之间的差异才逐步明显，充分说明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满足平行趋势假
定，因此，本文采用 DID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是有效的，肯定了前文基准模型所得结论的真实性。

图 1 生产性服务业平行趋势检验图 图 2 高端服务业平行趋势检验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反事实检验。“宽带中国”战略能否真实促进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还需结合反事实检验作进一步
验证。具体的做法是:将“宽带中国”战略的试点时间统一提前一年、两年和三年之后根据基准模型分
别进行回归。( 见表 3) 此时，“虚假”的“宽带中国”战略无论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还是高端服务业均无
显著影响，由此证实基准结论中“宽带中国”战略能显著促进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观点。

表 3 反事实检验

变量
( 1) ( 2) ( 3)

pro_ser high－end pro_ser high－end pro_ser high－end

advance1 0．0085
( 1．91)

0．0055
( 1．42)

advance2 0．0084*

( 1．98)
0．0066
( 1．75)

advance3 0．0049
( 1．21)

0．0036
( 1．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353 4353 4353 4353 4353 4353
Ｒ2 0．1226 0．1821 0．1228 0．1830 0．1204 0．1811

3．安慰剂检验。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来缓解遗漏变量给模型估计带来的影响，此处，根据“宽带中
国”战略试点，分别利用随机生成的 1000个假想的处理组重复进行 1000 次回归，并将每次回归所得系
数对应的 t统计值记录下来，绘制成图 3和图 4，以此考察 t统计值的分布情况。从图 3和图 4可以直观
发现，两幅图中的 t值均较小，充分说明基准模型中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受到的显著积极影响确
实来自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即基准模型所得“宽带中国”战略能显著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结论
是稳健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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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000次回归中“宽带中国”战略对 图 4 1000次回归中“宽带中国”战略对
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系数对应 t值分布 高端服务业影响系数对应 t值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三) 内生性问题讨论
本文在模型构建和指标选取方面已经通过引入时间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及一系列控制变量极

大地弱化了因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考虑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 城市群) 的确定有
其严格的评选标准，而非简单取决于服务业结构升级水平，故“宽带中国”战略与服务业结构升级之间
因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但为了进一步降低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地形起伏度”作为
“宽带中国”战略的工具变量。［25］一方面，天然形成的地形起伏度直接影响一个地区宽带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另一方面，由于地形起伏度是一个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地质环境，属
于前定变量，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之后，结合 2SLS方法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 见表 4) 此时，
“宽带中国”战略无论对生产性服务业还是对高端服务业的估计系数均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能显著
推动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再次证实了基准模型所得结论。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pro_ser high－end
broadband 0．1824＊＊( 2．08) 0．1662＊＊( 2．29)
控制变量 YES YES

N 4345 4345

( 四) 稳健性检验
1． PSM－DID方法再检验。本文采用 PSM－DID方法控制一系列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组间差

异，通过 PSM方法匹配使观测数据尽可能地接近随机实验数据，以此增大“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
随机性，减少观测数据的偏误。在采用 PSM－DID 方法之前，结合处理组与控制组变量，logit 回归以及
核匹配( Kernel Matching) 估计倾向得分，并由倾向得分的共同趋势范围可知，匹配后大多数变量的标准
化偏差小于 10%，而且大多数 t检验的结果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达到了“平衡
数据”的目的。

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 PSM－DID检验。当以生产性服务业为被解释变量时，根
据 PSM－DID方法估计的结果可知，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系数为 0．03，且在 1%
水平下显著，( 见表 5) 说明“宽带中国”战略能显著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利于带动服务业结
构升级，从而肯定了基准模型所得结论。

第二，“宽带中国”战略对高端服务业的 PSM－DID检验。当以高端服务业为被解释变量时，从表 6
可知，“宽带中国”战略对其估计系数为 0．03，且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实施“宽带中国”战略能有效提
升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助于带动服务业结构升级，再次肯定了基准模型所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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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PSM－DID检验 :生产性服务业

变量
Before After

Control Treated Diff( T－C) Control Treated Diff( T－C)
Diff－in－Diff

pro_ser 0．236 0．236 0．000 0．236 0．266 0．030 0．030
S．Err 0．002 0．004 0．004
| t | 0．07 8．54 8．51

p＞ | t | 0．946 0．000＊＊＊ 0．000＊＊＊

注:控制组样本 2737个，实验组样本 1623个，总样本 4360个，Ｒ2 为 0．02。

表 6 PSM－DID检验 :高端服务业

变量
Before After

Control Treated Diff( T－C) Control Treated Diff( T－C)
Diff－in－Diff

high－end 0．156 0．159 0．003 0．156 0．189 0．033 0．030
S．Err 0．002 0．003 0．003
| t | 1．48 12．78 11．76

p＞ | t | 0．139 0．000＊＊＊ 0．000＊＊＊

注:控制组样本 2737个，实验组样本 1624个，总样本 4361个，Ｒ2 为 0．04。

2． 替换被解释变量。现代服务业是伴随现代制造业的出现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展起来的，
具有技术含量高、规模经济显著、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等特点，其发展对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就业、促进产
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26］对此，本文以现代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代理变
量，采用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作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替代指标，［20，26］其中，
现代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此时，“宽带中
国”战略对现代服务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验证
了基准模型所得结论。①

3． 一般意义上的 DID估计。本文试图将基准模型中的多期 DID模型简化为一般意义上的 DID 模
型。具体的做法是:将三次试点视为一个“事件潮”，删除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的样本数据，将多
期 DID转换为一般意义上的 DID后，对基准方程进行重新回归。此时，“宽带中国”战略对生产性服务
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再次肯定了实施“宽带中国”战略能显著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
结论。

4． 引入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为排除省级层面可能存在的宏观因素系统性变
化给估计结果带来的偏误，本文尝试引入省份和时间交互项来控制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给估计结果带来
的干扰。此时，回归结果依然显示“宽带中国”战略能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可以
有效带动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再次有力佐证了基准模型所得结论。

( 五) 异质性检验
1．服务业结构升级异质性检验。文章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均值分别将总样本

划分为高低两组，然后对基准模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借此考察“宽带中国”战略对不同服务业结构升级
水平的差异化影响。从回归结果可知，“宽带中国”战略仅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
的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可见，“宽带中国”战略对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主要得益于其对发
展水平高组的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积极影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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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行业异质性检验。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包含的各行业就业人员占服务业就业总人
员比重测算不同行业发展水平，并结合基准方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战略对“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与此同时，“宽带中国”战略对金融业的影响在
数值上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本文是以行业就业人员总数占服务业就业总人数比重作为金融业发展
水平的度量指标，考虑到近年来新一代智能化信息技术的全面推广和应用，我国金融行业的改革步伐逐
渐加快，便捷金融、智慧金融及金融行业机器人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金融行业就业人员的增
长，此处回归系数为负正是对现实情况的回应。同时，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发布的《2019 年“招聘
大数据就业市场景气度”研究报告》显示，在我国整体就业市场回升的情况下，传统金融行业就业却逐
年下滑，［27］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3．城市规模异质性检验。一般而言，较大规模城市因拥有较多人口而存在较为密集的关系网络，人
与人之间的高频接触有助于产生新知识，加速知识外溢与知识扩散能在推动区域创新的同时带动服务
业结构升级。对此，本文以 100万人口为规模节点，将年末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确定为大城市，低于
100万的确定为中小城市，进行分样本回归。由回归结果可知，“宽带中国”战略对大城市服务业结构升
级的促进作用较中小城市更大且更显著。

4．城市区位异质性检验。本文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个分样本之后重新回归，
由回归结果可知，“宽带中国”战略对促进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更大更显著，这种明
显的具有差异化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效应有助于缩小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差距，对全面带
动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五、机制识别
“宽带中国”战略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是否直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人力资本高级化效

应传导实现，还需要结合统计数据进行深入检验。
( 一) 直接机制检验
首先，本文以《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中公布的城市创新指数作为创新的代理变量，考察“宽

带中国”战略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技术创新效应。由回归结果表 7中的第( 1) 列可知，“宽带中国”战
略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宽带中国”战略能够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水平带动我国服务业结构升
级，从而验证理论假说 2a。

其次，本文以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与地区年末人口的比值作为人力资本高级化的代理变量，考察“宽
带中国”战略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由表 7中第( 2) 列可知，“宽带中国”战略对
人力资本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助于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从而验证理论假说 2b。

表 7 直接机制检验

变量 innovation( 1) human( 2)
broadband 20．5822＊＊＊( 2．99) 0．3619＊＊＊( 3．61)
时间固定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N 3976 4455
Ｒ2 0．1304 0．2952

( 二) 间接机制检验
伴随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要素市场的逐步完善和开放能否助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两条直接作用机制，还需作进一步检验。本文根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6》中提供的“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分维度指标测度要素市场化发展水平，［28］并对技术创新效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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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两条直接作用机制进行回归。( 见表 8) 结果显示，要素市场化改革对技术创新和
人力资本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充分证明完善的要素市场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和
人力资本高级化水平，并有助于间接推动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从而验证理论假说 2c。

表 8 间接机制检验

变量 innovation human
要素市场化改革 2．9431＊＊＊( 4．64) 0．0848＊＊＊( 5．87)
时间固定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N 1988 1962
Ｒ2 0．0646 0．0489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前，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是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议题。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项政策冲击，基于 2003—2018 年我国 285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评估了“宽带中国”战略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果，研究得出: “宽带中国”战略
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能有效推动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异质性检验
显示: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
“宽带中国”战略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对金融业的影响
在数值上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新一代智能化信息技术的全面推广和应用加速了我国金融业改革
步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金融业就业人员的增长。第三，“宽带中国”战略对年末人口超过 100 万
人的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且更显著。第四，“宽带中国”战略促进中西部
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较东部地区更大更显著，有助于缩小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
展的差距，对全面带动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起到很好的平衡作用。作用机制显示: “宽带中国”战略能
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直接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同时，持续推进的要素市场化改革
在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高级化的同时，能间接增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积
极影响。

未来我国仍要持续增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并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第一，深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立足于新发展格局，未来需进一步推
进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优先发展战略，加强面向服务业应用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完善物联网、
云计算及大数据平台建设，全面统筹布局建设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深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挥
数字经济助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乘数作用。同时，要充分考虑服务业内各行业差异、城市规模差异，以
及地区间发展差异，增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及“金融业”的促进作用，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小城市及东部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
用，因地制宜，保障服务业结构全面升级。

第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技术创新传导路径。技术
创新是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伴随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数字
化服务供给质量大幅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得到明显增强，新兴服务业的持续涌现、广泛普及，为服务业
结构升级带来持久动力。未来要全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
业结构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第三，增强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进一步畅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人力资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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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路径。强化人才队伍支撑，在加强数字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加大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和创新
型人才引进力度，以更加高效灵活的人才引进、培养、评价和激励政策集聚一批适应服务业创新发展要
求、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数字技术技能型人才，通过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吸引环境，打破传统
僵化的体制机制束缚，促进高端人才有序自由流动，做大我国数字型人力资本蓄水池。

第四，健全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持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构建要素市场规则，完善要素
市场各项体制机制，破除传统束缚要素流动的制度设计，培育市场主体，完善治理体系，充分保证各项资
源，尤其是技术、人力资本等高端创新资源充分自由流动，提升要素交易效率。同时，营造安全有序的要
素市场环境，整合优质资源，推动数字技术在资源流通中的应用，积极运用各类数字技术促进服务业向
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带动我国服务业结构持续快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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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Yuan Hang，Xia Jie－chang
( School of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

(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 )

Abstract: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with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an im-
portant topic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This article uses the“Broad-
band China”strategy as a policy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8，it evaluates the net impact of the“Broadband China”
strategy on the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Broadband China”strateg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high－end service indus-
try，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the“Broadband China”
strategy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gh level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high－end serv-
ice industry，as well as cities with larger populations; but it can only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information
transmission，computer services and software industries”and“lease and business service industries”; and the
marginal effect on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larger and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region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shows that，the“Broadband China”strat-
eg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through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and human capital advancement． Simultaneously，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factor market reforms
can indirectly enhanc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the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through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s and human capital advancement effects．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deepening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
struc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al，enh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dvanced，improving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the factor market，
and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factor marketization reform．

Keyword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roadband China”Strategy;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59—

经济纵横·2022年第 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