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

年
%

月

经 济 学 !季 刊"

&'()*+,-)-.(,/0*12314

5

6-47!"

#

8-7#

93

:

23.;31

#

!$!"

第三方数字平台能否帮助中小微企业提升经营收益)

***来自百万商户大数据的证据

熊巧琴
!

汤
!

珂
!

张丰羽"

$本文基于某大型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的百万商户大数据#利用倾

向性得分匹配方法#为服务行业中小微企业通过第三方数字平台开展流程数字

化的经营效益提供因果推断与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相比同等条件非数字化

商户#数字化商户年均销量和金额均增加%三'四线城市#企业主为中老年#

以及拥有一定数字经济资源禀赋的中等数字城市企业#营收提升更明显%本文

为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流程数字化与缩减数字鸿沟提供政策参考%

$流程数字化平台&中小微企业&倾向性得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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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 作为 +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

#中小微企业实现线上和实体经营的融合和重构#成为适应后

疫情时代'推动就业和经济形势的重要议题之一%虽然我国自古有 +行商坐贾,和 +持

筹握算,的流程优化文化#强调信息传播'口碑经营和精细管理的重要性&但受技术和

规模限制#商户获取的收益有限%如今#企业普遍使用信息'计算'沟通和连接等数字

技术来优化生产'管理和销售等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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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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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提高传统中小微商企

流程优化的效率#亦称 +流程数字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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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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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数字技术的迭

代#基于第三方数字平台和数据的流程创新与价值交互#成为流程数字化的新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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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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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加快形成 +供需互促'产销并进,良性循环的重要渠道%

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投入和研发较弱#普遍依赖低价'低技术和附加值发展

路径#难以独立数字化%第三方数字平台广泛触达中小微企业网络和大众口碑#能为中

小微企业提供更优的技术能力'客户流量'数据资源和规模优势#从而在发掘顾客需求

和细分市场'辅助决策和产品服务创新等方面产生重要价值%中小微企业借助第三方数

字平台整合多方数字技术和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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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帮助单个企业填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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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巧琴#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汤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张丰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通信作者及地址$汤珂#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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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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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结构性空缺和个人数字能力的相对不足#实现资源聚合'组织合作'生态改良和效

益改善 !

D(32*4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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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利用平台赋能流程数字化#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实现产品差异

化'生产智能化和产销目标化#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产品质量'扩大市场范围

和提高生产效率#即 +数字红利,!陈剑等#

!$!$

"%但另一方面#不同地区'行业和信

息化基础设施等的禀赋差别又影响企业数字化红利水平#甚至进一步扩大差距#即 +数

字鸿沟,!

J-̀̀ .*)32*4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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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基于数字平台参与流程数字化#究竟是扩

大鸿沟还是增进红利) 现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使用大数据和反事实 !

,-0)231O

*̀,20*4

"因果框架#准确评估第三方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对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影

响及其异质性研究也付之阙如%

本文的百万商户大数据源于某知名第三方数字化商贸平台#它主要提供营销数字化

!通过
AFF

'小程序或网页提供折扣广告'位置推送'优质产品推荐等"'生产和管理数

字化 !智能点餐'支付结算'售后点评'财务记账'数据分析等"等服务%本文在控制

企业主'企业和企业所在地基础上#运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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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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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使用该平台给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增加
<#7#"̂

的交易量和
<<7=#̂

的销售金额%同时#通过对平台效应在不同行业'区域'地形地势'

企业主年龄和数字经济水平的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发现处于数字化早中期阶段的

数字经济中等发达城市#经济发展三'四线城市#以及企业主为中老年的企业#参与流

程数字化平台获得的营收提升更明显&相对平原地区#山区零售业企业的数字化效益有

待提高%

本文的贡献包括$第一#首次基于百万级别大数据#通过
F9H

#辅助双重差分 !倾

向评分"匹配 !

F9HOR\R

"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构造近似随机对照实验#精确测度基于

平台开展流程数字化对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营收影响及其异质性%第二#本文的大数据

具有准确记录企业大部分经营活动的优势#有效避免小样本问卷调查'统计数据的主观

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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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表性不足等问题#为国民经济测算提供新思路%

第三#基于平台流程数字化的实证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化和区域经济'数字鸿沟关系

的理论研究#在引导第三方数字平台赋能中小微企业数字转型'促进就业'深化数字化

布局等实践层面也有较高的指导价值%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和研究方法&

第四部分为服务业各行业参与流程数字化平台与营收关系的实证研究&第五部分为稳健

性检验'异质性和潜在作用机制分析&最后为总结与政策建议%

二!文 献 综 述

关于数字化'信息化与企业营收关系的文献尚未得出统一结论%有学者认为数字化

及其投资可通过降本提效'促进创新和出口'降低融资约束'优化组织效率等#直接提

高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创新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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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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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优化内外

部交流'开放式创新等间接正向调节企业营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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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研究支持 +数字

化悖论,#认为信息化投资与企业利润'资本回报之间并无稳定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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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数字化是数字化的子类别#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支持或补充现有流程#包括生

产'管理和销售数字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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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

术迭代#基于第三方数字平台和数据进行流程数字化成为主流 !

W*1(.(*)B ]*4231

#

!$<#

"%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受规模和技术限制#独立开展流程数字化风险较高&依托规

模化和网络化的第三方数字平台#能更好连接'整合多方数据与资源共创价值 !

C0.O

.3KK-)*)BH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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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整合线上线下营销渠道#避免纯粹在线业务导致信任

缺失 !

a'32*4G

#

!$<!

"#帮助企业进行精准营销#完善动态定价 !

&-'3)32*4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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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生产和管理数字化#利用数据分析创造价值#改善企业的产品和供应链技术创新

!

D3332*4G

#

!$<=

"#实现差异化和人性化管理 !傅颖等#

!$!<

"等%

以上研究增进了对数字平台'流程数字化和企业发展关系的理解#但多为定性研

究#或使用访谈'上市公司'百强企业等小样本数据%不仅难以排除内生性影响#其普

适性和差异性也需实证补充%本文使用服务行业百万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大数据#提出

假设$

假设
$

!

企业通过第三方数字平台进行流程数字化#有利于提升服务业中小微企业

的营收%

数字技术给全人类带来福祉#也造成社会分化和数字鸿沟"

%腾讯发布的 -

!$!$

数

字中国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均衡%罗裕梅和凌鸿 !

!$<L

"从网民'网

页和宽带接入等方面#指出网络信息消费在我国头部与后线城市等不同区域存在较大数

字鸿沟%第三产业是山区和后线城市除农业之外的重要经济抓手#产业数字化是它们实

现弯道超车的有效依托渠道 !杨旭和李竣#

!$<N

"&但山区和后线城市服务企业多呈现

小'散'乱的分布特征 !周滔等#

!$$"

"#在营销'生产和管理流程中能充分利用的数

字技术和手段有限%依托第三方数字平台的信息整合'规模宣传和线上口碑运维等优

势#商户可降低消费者搜索成本#减小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

I*?-K

#

<%%N

"%

经由先试点再推广#一'二线和平原城市比三'四线和山区城市更早使用该第三方数字

商贸平台#普及度更高%由于同类竞争对手尚未数字化转型#欠发达地区企业使用平台

的渠道整合'数字技术等资源#可能获得更多数字化红利和边际收益%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

假设
B

#

+

$

!

相对头部城市#后线城市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参与第三方流程数字化商贸

平台的效益更大%

假设
B

#

<

$

!

相对平原地区#山区城市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参与第三方流程数字化商贸

平台的效益更大%

由于对信息'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程度不同#老年人在互联网'新媒体和大数据

应用分析能力上存在劣势#即 +代际数字鸿沟,!

IU,'(32*4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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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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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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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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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
!$!$

年印发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要求贯彻落

实解决老年人 +数字鸿沟,问题%本文所研究的第三方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通过聚合

多方资源和数据来优化 +接入,企业的营销和管理流程#无需企业主熟练掌握复杂数字

技术%相对年轻企业主#中老年企业主对数字化经营方式的接受度更低#因此同年龄段

"

数字鸿沟分为数字接入鸿沟'数字能力鸿沟和数字产出鸿沟 !

]*1K,'*031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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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数企业主商户未开展数字化运营&同时平台能有效帮助中老年企业主减小其广告投

放'媒体推送等多方面劣势%因此#使用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的中老年企业主商户比未

数字化的同类型商户#可能获得更多数字化效益%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
B

#

'

$

!

相对年轻企业主#老年企业主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参与第三方流程数字

化商贸平台的效益更大%

数字鸿沟可能自我强化#数字资源禀赋越强的地区和社群数字化获益越高%不同社

群已有信息化基础'经济金融市场生态和数字技术教育的配套发展#是吸引数字经济投

资的前提条件&数字资源禀赋不同的社群间的 +数字鸿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例如东

西部不同省份的电商水平差异#进而扩大了数字金融'数字征信等方面的鸿沟 !星焱#

!$!<

"%由于移动支付已全国普及#相对电商'数字征信等行业#服务业如餐饮'婚庆

和旅行企业#利用第三方商贸平台提供的技术'资源和数据等开拓市场和改善经营决

策#无需该区域或企业本身拥有丰富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在具备基本的数字经济资

源禀赋后#例如移动支付'消费者养成线上消费习惯等#数字经济后线城市的服务业企

业使用第三方流程数字化平台#可能超越数字资源禀赋相对不足的限制#获得更高边际

效益%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
B

#

1

$

!

相对数字资源禀赋更丰富的数字经济头部城市#数字经济后线城市服务

业中小微企业数字化的效益更大%

三!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使用某大型第三方数字平台开展流程数字化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

该平台主要为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提供营销数字化'生产和管理数字化服务和功能#覆盖

餐饮'家政维修'美容美护'休闲娱乐'商超宅配'送洗旅行等众多生活消费领域%本

文随机选取该平台百万使用移动支付的商户"

!以下简称 +支付码商,"#通过倾向性得

分匹配方法#考察
!$<=

年
<

月前已入驻该平台#且截至
!$<%

年年末仍使用该平台的支

付码商 !实验组"#相对截至
!$<%

年年末都不曾签约该平台的支付码商 !控制组"在

!$<=

*

!$<%

年的营收表现%

若直接比较两组企业的营收差异#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自选择偏差#即一些影响企

业是否使用该平台的因素未被观测#以及过往营收和所处区域经济更发达的企业更倾向

加入该平台%随机分配的自然实验是最理想的因果推断方法#但现实中获取此数据几无

可能%因此本文采用平衡性良好的匹配 !

;*4*),3B.*2,'()

T

"#通过构造反事实因果框

架#实现准自然实验的因果推论效果 !

b-K3);*0.**)Bb0;()

#

<%="

"%但匹配若特征变

量数目太多#将造成 +维数灾难,%对此倾向性得分匹配法提出独立性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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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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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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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本文

"

为使交易笔数和金额尽可能代表企业全部营收#本文抽样标准为$

!$<N

年在某主流移动支付平台日均交易

大于
#

笔'

!$<=

*

!$<%

年日均有交易且存在某月交易量大于
"$

笔的商户 !若企业的交易频率低于
<

笔(日#很难判

断该企业是否仍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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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L

,

!

<

"和
L

,

!

$

"分别为实验组和控制组企业营收%

A

,

为是否使用该平台的哑变量%

M

为可能影响样本使用该平台的因素#

9

,

!

M

"为由所有协变量测算出的倾向性得分%通

过可观测的诸多协变量的共变项(
9

,

!

M

"可控制遗漏变量问题#基于倾向性得分的平衡

匹配将构造出参与 +流程数字化,的实验组企业的反事实结果 !许竹青等#

!$<"

"%

在
F9H

的截面数据性质上#本文进一步引入时间维度$确保所有控制变量和异质

性分析的分组变量由
!$<=

年以前数据构成#由此研究是否加入该平台所带来的企业

!$<=

*

!$<%

年营收影响#通过解决前瞻性问题来更好地识别因果关系%选取此时间节点

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该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在
!$<=

年年初基本完成线下商业布

局 !易观国际报告显示#

!$<N

年
<!

月该数字平台已拥有近
<#$$

万活跃用户和百万活

跃商家"%第二#

!$<=

年我国两家主流电子支付平台用户已分别超
%

亿%电子支付成为

消费首选方式#意味着移动支付为该平台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微小'难以统计的经营活

动提供大部分数据记录%第三#

!$!$

年年初新冠疫情使服务业业绩普遍下滑#不具备历

史可比性%

独立性假设需要控制所有可能会影响企业是否参与流程数字化的因素%企业家精

神'环境变化'企业资源'动态能力四方面因素对传统企业向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影响

!吉峰和牟宇鹏#

!$<M

"%在中小微企业中#企业主是关键人物#他们的创新性'风险偏

好'年龄'对
\Z

技术的知识和态度等可能直接影响企业是否数字化转型 !

83(B43.*)

#

<%N%

&

Z'-)

T

*)Be*

:

#

<%%#

"%此外企业规模'竞争环境'信息强度'组织准备程度和

可见利益等企业和环境层面因素也会影响其数字化决策 !

C*2(

T

)-)*)Bb-;312K-)

#

<%=%

&

D*,-E-032*4G

#

<%%#

"%基于此#本文从企业主'企业和企业所在地三个维度选

取影响企业选择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的协变量%

表
<

为上述协变量和决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省份变量 !

9$"B,%.+

"不含港澳

台#表中共列出
"$

个哑变量的统计比较 !例如最大值
$7<#

表示商户占比最大省拥有总

样本
<#̂

的商户"%男性企业主 !占比
##̂

"较女性多#企业主平均年龄约
L$

岁#农村

企业主占比约
!N̂

#约
M#̂

的企业主是本省人#企业平均使用移动支付约一年#

<$̂

的企

业使用过数字贷款%企业
!$<N

年营业水平方差较大#因而匹配时控制该变量很重要%超过

一半的企业位于一'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占比
"$̂

#四线及以下城市约
<%̂

#省份间参与

该平台的商户量不均衡#

<!̂

的中小微商户在
!$<=

年前参与该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即流

程数字化的总比例为
<!̂

%

表
$

!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标准差

企业主

I+%;+$

,

性别 !女性
g<

"

$7L# $7$$ <7$$ $7$$ $7#$

?

3

+

,

年龄
"%7== <%7$$ %!7$$ "%7$$ =7%M

Q#

G

,

,

户籍类型 !农业
g<

"

$7!N $7$$ $7$$ <7$$ $7L#

)

(

9

/,

3

$&%*

,

是否本省人 !是
g<

"

$7M# $7$$ <7$$ <7$$ $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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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标准差

企业

A,

(

9

B&',;/"%*8

,

首次签约码商距

!$<=

年
<

月的月份
<<7$= <7$$ <!"7$$ N7$$ <L7$"

)

(

9

;$&D%

,

是否使用该平台

的数字贷款
$7<$ $7$$ <7$$ $7$$ $7"$

企业

)%."#%*

9

!$<N

,

!$<N

年月均交易

笔数 !对数(万笔"

M7$# #7$! !!7== #7N% $7%N

)%&/"#%*

9

!$<N

,

!$<N

年月均交易

金额 !对数(万元"

<L7$% #7%= "<7$# <"7%$ <7#L

企业所

在地

)

(

.,*

6

;+

3

$++

"

是否三线城市
$7"$ $7$$ <7$$ $7$$ $7LM

)

(

.,*

6

;+

3

$++

L

是否四线及以下城市
$7<% $7$$ <7$$ $7$$ $7"%

9$"B,%.+

,

企业所在省
$7$" $7$$ $7<# $7$! $7$L

决策变量
A,

3

,*&',T&*,"%

,

是否参与该流程

数字化商贸平台
$7<! $7$$ $7$$ $7$$ $7"!

表
!

为总样本及其细分行业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比较%大多数
*

检验显著#说明实验

组和控制组差异大#原始样本不平衡%表
!

进一步印证匹配前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存在自

选择偏差#直接使用
aD9

回归会产生内生性问题%

表
B

!

不同行业数字化和非数字化商户的均值比较

变量

整体 餐饮业 零售业

非数

字化

商户

数字化

商户
*

检验

非数

字化

商户

数字化

商户
*

检验

非数

字化

商户

数字化

商户
*

检验

I+%;+$

,

$7LM $7"= i#M7L< $7LM $7"= i"%7!$ $7LM $7"N i"%7!M

?

3

+

,

L$7$$ "%7$! i"N7<" "%7=M "=7"" iLN7$! L$7<$ L$7"% M7"$

Q#

G

,

,

$7!= $7!L i""7!" $7!M $7!$ iL$7#$ $7!% $7"< %7##

)

(

9

/,

3

$&%*

,

$7M# $7ML i<<7=! $7M" $7M! iM7NL $7MN $7M= !7M=

A,

(

9

B&',;/"%*8

,

<$7!" <N7#< <N=7"$ N7=! <=7#% !N$7$% <!7$< <#7"! L!7<M

)

(

9

;$&D%

,

$7$% $7<L ##7<# $7$M $7<M %#7L" $7<! $7<! i$7<L

)

(

.,*

6

;+

3

$++

"

$7"$ $7"$ iL7$% $7"$ $7"$ iM7#% $7"$ $7"$ <7L<

)

(

.,*

6

;+

3

$++

L

$7!$ $7<L i#<7!< $7!$ $7<L i"%7## $7<% $7<" i""7!$

)%."#%*

9

!$<N

,

$7$N !LM7M< !"7L# $7$M "LL7=< <=7#M $7$N L%7<N M7!#

)%&/"#%*

9

!$<N

,

L7=< ="#!7M$ <%7$$ !7=# <!$$M7$= <L7NM M7!M <$$N7LM N7$#

)%."#%*

9

<=<%

,

<7M! MN%L7M# !!7"" <7"# <$L=M7"= <=7!N <7M! <NN<7!$ #7%"

)%&/"#%*

9

<=<%

,

<!<7$$!M#$M<7#N<N7M< M=7<$"N#N%=7N#<"7M< <M$7!M L!L<#7"M M7L"

!!

注$

)%."#%*

9

<=<%

,

和
)%&/"#%*

9

<=<%

,

表示
!$<=

年和
!$<%

年两年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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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倾向性得分匹配

<7D-

T

(2

回归

首先利用
D-

T

(2

回归#结合上述协变量估计企业参与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的倾向性$

!!

D-

T

(29 A,

3

,*&',T&*,"%

,

g<

)

M

! "% &

g

"

$

h

"

<

I+%;+$

,

h

"

!

?

3

+

,

h

"

"

Q#

G

,

,

h

"

L

)

(

9

/,

3

$&%*

,

h

"

#

A,

(

9

B&',;/"%*8

,

h

"

M

)

(

9

;$&D%

,

h

"

N

)%."#%*

9

!$<N

,

h

"

=

)%&/"#%*

9

!$<N

,

h

"

%

9$"B,%.+

,

h

"

<$

.,*

6

;+

3

$++

,

G

!

<

"

因变量为
D-

T

(29 A,

3

,*&',T&*,"%

,

g<

)

M

! "% &

#

9

是企业使用平台的倾向性%计算得

出实验组倾向性得分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7!$

和
$7<M

#控制组为
$7<!

和
$7<$

%图
<

显示实验组倾向性得分的高分段分布显著多于控制组#低分段则相反#这表明协变量确

实很好地区分了实验组和控制组%

图
$

!

匹配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倾向性得分分布

!7

边际效应分析

根据各省的数字化倾向性得分#江浙沪'海南省倾向性更高#表明企业流程数字化

倾向性和当地经济水平'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大致正相关%表
"

为其他特征的数字化倾向性

边际效应%性别'户籍类型和过往经营活跃度对数字化倾向的影响最大%商户越早成为码

商#企业主越年轻#企业所处城市级别越高#也更倾向于数字化%外省户籍企业主可能社

会联系和支持相对较弱#贷款则可能意味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因而数字化倾向性更低%

表
G

!

影响商户使用该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各因素的边际效应

特征 边际效应

I+%;+$

,

i$7$#

"""

?

3

+

,

i$7$<

"""

Q#

G

,

,

i$7$L

"""

)

(

9

/,

3

$&%*

,

$7$<

"""

A,

(

9

B&',;/"%*8

,

$7$"

"""

)

(

9

;$&D%

,

i$7$"

"""

)%."#%*

9

!$<N

,

$7$L

"""

)%&/"#%*

9

!$<N

,

i$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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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续表"

特征 边际效应

)

(

.,*

6

;+

3

$++

"

i$7$<

"""

)

(

.,*

6

;+

3

$++

L

i$7$!

"""

!!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
<$̂

'

#̂

和
<̂

水平上显著 !下同"%

"7

一对一匹配

得到倾向性得分后#可使用多种匹配方法&

&*4(3)B-*)BW-

:

3()(

T

!

!$$=

"指出不

同的匹配方法得到的结果相近%由于大数据基本可为所有实验组匹配良好的控制组#本

文着重汇报放回一对一匹配结果%

首先分别对总样本'餐饮和零售业#实验组'控制组企业#按倾向性得分约
$7$#i

$7!

的半径分成多组%接着检验共同支撑 !

,-..-)K0

::

-12

"条件"

%对实验组和控制

组企业数目差距较大的组#直接予以剔除修剪 !

21(..()

T

"以确保最优程度的重合

!

-E314*

:

"#且该方法的估计更精确 !

\.;3)K*)B]--4B1(B

T

3

#

!$$%

"%餐饮业倾向性得

分高于
$7%#

'零售业高于
$7N$

'总样本高于
$7=#

的样本均被剔除#这意味着线下零售

业 +十分倾向于数字化,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商户差异很大#不适合做匹配%继而对修剪

后各组别按无放回近邻匹配原则一对一匹配#同时对个别难以平衡的变量#进行广义精

确匹配 !

,-*1K3)3B3P*,2.*2,'()

T

#

&+H

"%一般使用
*

检验比较均值差异#但它易受样本

量影响#结果不稳定%本文运用
\.;3)K*)Bb0;()

!

!$<#

"提出的归一化差异 !

)-1.*4(X3B

B(̀̀313),3

"方法#若

R

."%*$"'

iR

*$+&*/+%*

0

!

."%*$"'

h0

!

*$+&*/+%*

!槡
'

$7!#

#

则每组里控制组和实验组各
M

变量的差异不显著%表
L

为零售业的倾向性得分和各协变

量 !不含省份"在组内的均值差和归一化差异#括号内为归一化差异检验值%匹配后每

组实验组和控制组差异均不显著#可通过平衡性检验%

# 因此#匹配后实验与控制组只

在 +是否参与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不同#其余特征均相似%

表
I

!

零售业平台与非数字化商户特征的均衡检验表

均值差与归一化差异

!

$7$$

#

$7$#

0

!

$7$#

#

$7<$

0

!

$7<$

#

$7<#

0

!

$7<#

#

$7!$

0

!

$7!$

#

$7"$

0

!

$7"$

#

$7L$

0

!

$7L$

#

$7#$

0

!

$7#$

#

$7M$

0

!

$7M$

#

$7N$

0

FOK,-13 i$7$$!

!

$7<#

"

i$7$$<

!

$7$%

"

i$7$$<

!

$7$=

"

i$7$$<

!

$7$N

"

i$7$$!

!

$7$N

"

i$7$$!

!

$7$=

"

i$7$$"

!

$7<$

"

i$7$$$

!

$7$<

"

$7$$!

!

$7$M

"

企业主

I+%;+$

,

$7$$$

!

$7$$

"

i$7$$$

!

$7$$

"

i$7$$L

!

$7$<

"

i$7$$<

!

$7$$

"

$7$$!

!

$7$<

"

i$7$$<

!

$7$$

"

i$7$$L

!

$7$<

"

$7$$=

!

$7$!

"

i$7$$#

!

$7$"

"

"

#

共同支撑假设是倾向得分匹配法另一重要假设$

$

'

F1-;*;(4(2

5

!

Ag<

+

M

"

'

<

#即拥有相同协变量特征

M

的样本成为实验组或控制组的概率为正%

除样本量缺失或不足的台湾等个别省和自治区#其他省均通过平衡性检验&总样本'餐饮业的平衡性检验

也均通过%详细结果见附录
\

%篇幅所限#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

'22

:

K

$((

,3

@

7,,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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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均值差与归一化差异

!

$7$$

#

$7$#

0

!

$7$#

#

$7<$

0

!

$7<$

#

$7<#

0

!

$7<#

#

$7!$

0

!

$7!$

#

$7"$

0

!

$7"$

#

$7L$

0

!

$7L$

#

$7#$

0

!

$7#$

#

$7M$

0

!

$7M$

#

$7N$

0

?

3

+

,

i$7$$M

!

$7$<

"

i$7$<$

!

$7$<

"

i$7$<N

!

$7$!

"

i$7$!<

!

$7$!

"

i$7$<=

!

$7$!

"

i$7$"L

!

$7$"

"

i$7$<N

!

$7$!

"

i$7$L=

!

$7$#

"

i$7$ML

!

$7$N

"

Q#

G

,

,

$7$$$

!

$7$$

"

i$7$$<

!

$7$$

"

i$7$$$

!

$7$$

"

i$7$$!

!

$7$$

"

$7$$$

!

$7$$

"

$7$$<

!

$7$$

"

$7$$%

!

$7$L

"

$7$$#

!

$7$!

"

i$7$!<

!

$7<!

"

)

(

/,

3

$&%*

,

$7$$$

!

$7$$

"

$7$$$

!

$7$$

"

$7$$!

!

$7$$

"

$7$$<

!

$7$$

"

i$7$$<

!

$7$$

"

$7$$!

!

$7$$

"

$7$$"

!

$7$<

"

$7$$$

!

$7$$

"

i$7$!<

!

$7$M

"

企业

A,

(

9

B&',;/"%*8

,

i$7$"N

!

$7$#

"

i$7$#%

!

$7$=

"

i$7$%<

!

$7<L

"

i$7$%M

!

$7<#

"

i$7<$#

!

$7<N

"

i$7<$M

!

$7<"

"

i$7<#"

!

$7<N

"

i$7$"=

!

$7$L

"

$7$L$

!

$7$#

"

)

(

9

;$&D%

,

$7$$$

!

$7$$

"

i$7$$<

!

$7$$

"

i$7$$!

!

$7$<

"

i$7$$!

!

$7$<

"

i$7$$$

!

$7$$

"

$7$$!

!

$7$<

"

$7$$#

!

$7$!

"

$7$$"

!

$7$<

"

$7$"!

!

$7!$

"

)%."#%*

9

!$<N

,

i$7$<<

!

$7$<

"

i$7$<"

!

$7$<

"

i$7$<"

!

$7$<

"

i$7$!$

!

$7$!

"

i$7$!#

!

$7$!

"

i$7$LN

!

$7$L

"

i$7$#L

!

$7$"

"

i$7<!M

!

$7$N

"

i$7<L#

!

$7<$

"

)%&/"#%*

9

!$<N

,

$7$$#

!

$7$<

"

$7$$<

!

$7$$

"

i$7$$"

!

$7$$

"

i$7$<=

!

$7$!

"

i$7$<=

!

$7$!

"

i$7$!$

!

$7$"

"

i$7$"L

!

$7$L

"

i$7$<M

!

$7$<

"

i$7$"<

!

$7$"

"

企业所在地

1,*

6

;+

3

$++

,

i$7$$<

!

$7$$

"

i$7$$M

!

$7$$

"

i$7$$N

!

$7$<

"

i$7$$%

!

$7$<

"

i$7$$!

!

$7$$

"

i$7$<$

!

$7$<

"

i$7$$N

!

$7$<

"

i$7$$"

!

$7$<

"

i$7$M%

!

$7<L

"

最终得到
!$$$$L

个有效样本#包含
<<N%$=

个餐饮企业和
=!$NM

个零售企业%由

于采取一对一匹配#匹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每组样本量相似%图
!

'图
A<

和图
A!

" 为

总样本'餐饮业和零售业匹配后
FOK,-13

频数图%餐饮业倾向性得分的各分段均有数千

样本分布&零售业样本则随倾向性得分增加而减少%

图
B

!

总样本匹配后的倾向性得分频数图

"

餐饮业和零售业匹配后的倾向性得分匹配图见附录
\\

图
A<

和图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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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L7

基准回归模型

匹配后可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 !

:

1-

:

3)K(2

5

.*2,'()

T

"'倾向性得分调整 !

:

1-

:

3)K(2

5

*B

>

0K2.3)2

"和倾向性得分加权 !

:

1-

:

3)K(2

5

O;*K3BS3(

T

'2()

T

"等分析%当实验组和控制组

倾向性得分完全相等时#匹配后两组均值差与真实效应一致%但由于两组倾向性得分不可

能完全相等#直接计算两组均值差仍可能有偏%本文结合倾向性得分匹配和调整 !

b0;()

*)BZ'-.*K

#

!$$$

&

W012'32*4G

#

!$$M

"#对匹配后样本进行以下回归以确保双重稳健$

L

,

g

!

h

'

A,

3

,*&',T&*,"%

,

h

"

2

M

,

! "

h#

,

# !

!

"

L

,

g

!

h

'

<

A,

3

,*&',T&*,"%

,

h

'

!

A,

3

,*&',T&*,"%

,

k

2

M

,

! "

h

"

2

M

,

! "

h#

,

# !

"

"

其中#

L

,

表示企业
!$<=

*

!$<%

年的交易金额或笔数 !取对数"

"

#

!

和
#

,

分别是截距项

和随机扰动项%对半对数回归的系数解读#

J*4E-1K3)*)BF*4.

@

0(K2

!

<%=$

"指出其真

实效应为
+

"

i<

#其中
"

为回归系数%

#

四!基准实证结果与经济解释

表
#

第 !

<

"'!

"

"列和第 !

!

"'!

L

"列分别为全样本基准回归模型 !

!

"和模型 !

"

"

的结果#第 !

<

"'!

!

"列和第 !

"

"'!

L

"列分别将交易笔数和金额作为因变量%相对非数

字化商户#服务业使用该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的商户
!$<=

*

!$<%

年年均销量和交易额

显著增加
<#7#"̂

和
<<7=#̂

%这表明服务业企业流程数字化对营收促进作用明显#接入

和运用第三方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是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途径之一%交互项系

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总体可能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收益越大#也意味着同等条件

下#适合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的企业若未及时线上化带来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 随着经

商环境和消费观念的发展#数字运维能力将构成商户的必需能力之一%

表
D

!

总样本加入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对
BC$S

"

BC$T

年营收的影响

交易笔数 交易金额

!

<

" !

!

" !

"

" !

L

"

是否加入平台
$7<L

"""

!

$7$$

"

$7$M

"""

!

$7$<

"

$7<<

"""

!

$7$$

"

$7$"

""

!

$7$$

"

倾向性得分
L7$M

"""

!

$7$$

"

"7=<

"""

!

$7$$

"

L7!L

"""

!

$7$$

"

L7$<

"""

!

$7$$

"

是否加入平台
k

倾向性得分
$7#$

"""

!

$7$$

"

$7LN

"""

!

$7$$

"

样本量
!$$$$L !$$$$L !$$$$L !$$$$L

!!

注$括号内是汇报
2

值%系数为回归系数#但正文系数解读为
J*4E-1K3)*)BF*4.

@

0(K2

!

<%=$

"方法的结果%

总样本倾向性得分均值为
$7<N!"

%后表相同部分不再赘述%

"

#

&

由于交易金额是交易笔数和单笔订单金额的乘积#单笔订单金额受其他随机因素影响#文章主要解读交易

笔数#交易金额作为辅助参考指标%

若自变量是连续变量#系数
'

和
'

<

h

'

!2

M

,

! "

乘
<$$

表示测算出的企业由于参与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的营

收的百分比效应#其中
2

M

,

! "

为样本倾向性得分均值%

是否适合数字化经营#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判别%如#早期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接入标准是否一致#将影响

该行业后期数字化发展的建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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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M

为餐饮和零售业分别匹配'检验和回归的结果%餐饮业数字化商户比非数字化

商户的年均销量增加
<!7$"̂

#年均销售额增加
<$7<!̂

&零售业年均销量增加

!N7LM̂

#年均销售额增加
!"7M#̂

%同时#相对零售业#餐饮业商户数字化收益稍低#

反映出零售业企业流程数字化的红利可观%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第 !

!

"列餐饮业

商户交易笔数包含交互项的回归# +是否加入平台,的系数为
i$7$L

#考虑到餐饮业倾

向性得分均值为
$7!M$#

#因此加入平台平均收益较高&但若某企业的倾向性得分很低

!低于
$7$N$

"#该企业加入平台反而会使其交易笔数减少%这反映出餐饮业商户间的竞

争较激烈#商户只能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才能从流程数字化中获得营收增益%

二是第 !

M

"列零售业包含交互项的交易笔数回归#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即零售业加

入平台对交易笔数的影响在商户间的分化不大#此阶段只要 +接入,和使用流程数字化

商贸平台都会产生较显著的营收提升%总样本和分行业样本的基准回归结果皆印证了本

文假设
<

%

表
E

!

餐饮和零售业加入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对商家
BC$S

"

BC$T

年营收的影响

餐饮业 零售业

交易笔数 交易金额 交易笔数 交易金额

!

<

" !

!

" !

"

" !

L

" !

#

" !

M

" !

N

" !

=

"

是否加入平台
$7<<

"""

!

$7$$

"

i$7$L

"""

!

$7$$

"

$7<$

"""

!

$7$$

"

$7$<

!

$7L$

"

$7!L

"""

!

$7$$

"

$7!<

"""

!

$7$$

"

$7!L

"""

!

$7$$

"

$7<M

"""

!

$7$$

"

倾向性得分
!7<N

"""

!

$7$$

"

"7%N

"""

!

$7$$

"

"7=$

"""

!

$7$$

"

<7==

"""

!

$7$$

"

"7$N

"""

!

$7$$

"

"7$M

"""

!

$7$$

"

!7#<

"""

!

$7$$

"

!7"<

"""

!

$7$$

"

是否加入平台
k

倾向性得分

$7M$

"""

!

$7$$

"

$7""

"""

!

$7$$

"

$7$"

!

$7M"

"

$7"%

"""

!

$7$$

"

样本量
<<N%$= <<N%$= <<N%$= <<N%$= =!$NM =!$NM =!$NM =!$NM

!!

注$餐饮业和零售业的倾向性得分均值为
$7!M$#

和
$7<"#!

%

五!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研究稳健性#本文补充多种匹配方法'

F9HOR\R

'安慰剂 !

:

4*,3;-

"检验和

子样本匹配回归等反驳 !

13̀023

"分析%以上检验的结果与假设
<

的结论一致#本文核

心结论依然成立%

"

!一"异质性分析

将总体和分行业的匹配后样本#按企业所在城市级别'平原山地'企业主年龄和数

字经济级别分组#再将分组子样本以实证模型 !

!

"为基础分别回归#测算企业参与流

程数字化商贸平台的效应异质性%

"

受篇幅限制#不同匹配方法'

F9HOR\R

和安慰剂检验的回归结果汇报于附录
+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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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7

不同区域的数字鸿沟演化

结合假设
!

!

*

"对不同城市级别行政区划的服务业企业流程数字化的经营效益设定#

将商户按注册地所在城市分成$一'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表
N

城市经济级别异质性

结果显示#使用流程数字化商贸平台的营收影响随城市级别降低而增高#且零售业数字

化效应更大%总样本在一'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数字化商户的年均交易金额分别比非

数字化商户高
<<7#!̂

'

<$7M%̂

和
<#7LM̂

&年销量分别高
<!7=!̂

'

<N7<N̂

和
!!7<M̂

%

餐饮业一'二线城市企业年均销量比非数字化商户高
<$7L<̂

#三线和四线城市这一比

例分别为
<!7""̂

和
<N7$"̂

&零售业则分别为
!!7M<̂

#

!%7=N̂

#

L"7!N̂

%年均销售

额结果类似%相对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流程数字化获得更

高收益#其下沉潜力更大#验证了假设
!

!

*

"%

表
U

!

城市经济级别异质性

交易笔数 交易金额

是否加入平台

!

<

"

倾向性得分

!

!

"

是否加入平台

!

"

"

倾向性得分

!

L

"

样本量

!

#

"

总样本

一'二线
$7<!

"""

!

$7$$

"

"7#$

"""

!

$7$$

"

$7<<

"""

!

$7$$

"

"7ML

"""

!

$7$$

"

<!<<MN

三线
$7<M

"""

!

$7$$

"

M7$=

"""

!

$7$$

"

$7<$

"""

!

$7$$

"

#7%"

"""

!

$7$$

"

MN#=%

四线及以下
$7!$

"""

!

$7$$

"

M7L#

"""

!

$7$$

"

$7<L

"""

!

$7$$

"

#7%"

"""

!

$7$$

"

"!N!!

餐饮业

一'二线
$7<$

"""

!

$7$$

"

<7%N

"""

!

$7$$

"

$7<$

"""

!

$7$$

"

"7MM

"""

!

$7$$

"

M"=%$

三线
$7<!

"""

!

$7$$

"

!7"=

"""

!

$7$$

"

$7$=

"""

!

$7$$

"

L7L$

"""

!

$7$$

"

"LN=M

四线及以下
$7<M

"""

!

$7$$

"

!7=#

"""

!

$7$$

"

$7<<

"""

!

$7$$

"

L7M=

"""

!

$7$$

"

<%!"!

零售业

一'二线
$7!$

"""

!

$7$$

"

!7N<

"""

!

$7$$

"

$7!$

"""

!

$7$$

"

!7!#

"""

!

$7$$

"

L#=N"

三线
$7!M

"""

!

$7$$

"

L7$L

"""

!

$7$$

"

$7!!

"""

!

$7$$

"

!7=M

"""

!

$7$$

"

!#"M$

四线及以下
$7"M

"""

!

$7$$

"

L7L=

"""

!

$7$$

"

$7!N

"""

!

$7$$

"

!7N#

"""

!

$7$$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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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各企业所在
""=

个城市的平均海拔高度#将样本分为平原 !海拔
!$$.

以下#

总计
M"

个城市"和山地 !包括山地'丘陵和高原#

!N#

个城市"两组#以检验假设

!

!

;

"#结果展示于表
=

%在餐饮业和总样本中#平原和山地使用平台的企业#相对同等

条件下未数字化企业#显著提升约
<$̂

的交易规模&山地企业交易笔数提升比平原高

!̂

#交易金额提升比平原低
!̂

*

L̂

#这可能与山区单笔交易金额较低有关%在零售

业#平原地区企业通过流程数字化获得的交易笔数和金额提升分别为
!#̂

和
!$̂

#山区

企业则为
!$̂

和
<N̂

%因此假设
!

!

;

"对餐饮业企业总体成立#对零售业企业不成立#

因而应重视山区零售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营发展%

表
S

!

平原山地异质性

交易笔数 交易金额

是否加入平台 倾向性得分 是否加入平台 倾向性得分
样本量

!

#

"

!

!

<

" !

!

" !

"

" !

L

"

总样本

山地
$7<L

"""

!

$7$$

"

L7M<

"""

!

$7$$

"

$7<$

"""

!

$7$$

"

L7$#

"""

!

$7$$

"

<$N$<"

平原
$7<!

"""

!

$7$$

"

!7=#

"""

!

$7$$

"

$7<!

"""

!

$7$$

"

!7M"

"""

!

$7$$

"

%%$<<

餐饮业

山地
$7<L

"""

!

$7$$

"

!7LN

"""

!

$7$$

"

$7$=

"""

!

$7$$

"

"7#$

"""

!

$7$$

"

#=L$$

平原
$7<!

"""

!

$7$$

"

<7%!

"""

!

$7$$

"

$7<!

"""

!

$7$$

"

!7%#

"""

!

$7$$

"

M!%L<

零售业

山地
$7!$

"""

!

$7$$

"

"7#<

"""

!

$7$$

"

$7<N

"""

!

$7$$

"

!7N!

"""

!

$7$$

"

L=<"L

平原
$7!#

"""

!

$7$$

"

!7<N

"""

!

$7$$

"

$7!$

"""

!

$7$$

"

<7M!

"""

!

$7$$

"

"L$N!

!!

表
N

和表
=

的平台赋能中小微企业缩减区域数字鸿沟现象#作用机制可能源于山区

和欠发达地区本身地形崎岖#人流量分散#规模化不足#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更易面临

+好酒也怕巷子深,的瓶颈%借助第三方平台流程数字化#能更充分享受资源整合'规

模化和在线信任机制的数字红利#帮助商家超越实体店的辐射空间#实现更广触达%

!7

代际数字鸿沟的演化

结合假设
!

!

,

"#将商户按注册业主年龄分成三组$小于
"$

岁'

"$

*

#$

岁和
#$

岁及

以上%表
%

显示中高年龄企业主的企业流程数字化经营收益更高%以总样本使用平台的

交易笔数影响为例#

"$

岁以下为
M7=L̂

#其余两组则分别提升
<M7=M̂

和
!$7!L̂

&餐

饮和线下零售业的交易金额效益分别为$

i<7<"̂

'

<!7L#̂

和
<M7M<̂

&

<#7="̂

'

!"7=#̂

和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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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

表
T

!

企业主年龄异质性

交易笔数 交易金额

是否加入平台 倾向性得分 是否加入平台 倾向性得分
样本量

!

<

" !

!

" !

"

" !

L

" !

#

"

总样本

<=

*

!%

岁
$7$N

"""

!

$7$$

"

L7!"

"""

!

$7$$

"

i$7$!

!

$7<"

"

L7$%

"""

!

$7$$

"

"M$$!

"$

*

L%

岁
$7<M

"""

!

$7$$

"

"7%M

"""

!

$7$$

"

$7<"

"""

!

$7$$

"

L7!L

"""

!

$7$$

"

<ML=#!

#$

岁及以上
$7<=

"""

!

$7$$

"

L7==

"""

!

$7$$

"

$7!<

"""

!

$7$$

"

L7=%

"""

!

$7$$

"

!$M!L

餐饮业

<=

*

!%

岁
$7$N

"""

!

$7$$

"

!7LN

"""

!

$7$$

"

i$7$<

!

$7L!

"

L7$!

"""

!

$7$$

"

!!!$N

"$

*

L%

岁
$7<!

"""

!

$7$$

"

!7$N

"""

!

$7$$

"

$7<!

"""

!

$7$$

"

"7%<

"""

!

$7$$

"

=N!$"

#$

岁及以上
$7<M

"""

!

$7$$

"

"7$L

"""

!

$7$$

"

$7<#

"""

!

$7$$

"

#7$=

"""

!

$7$$

"

=L%=

零售业

<=

*

!%

岁
$7<%

"""

!

$7$$

"

"7<N

"""

!

$7$$

"

$7<#

"""

!

$7$$

"

!7"$

"""

!

$7$$

"

<$NM%

"$

*

L%

岁
$7!%

"""

!

$7$$

"

"7$N

"""

!

$7$$

"

$7!<

"""

!

$7$$

"

!7M!

"""

!

$7$$

"

M$M!L

#$

岁及以上
$7!=

"""

!

$7$$

"

"7<M

"""

!

$7$$

"

$7!N

"""

!

$7$$

"

!7<%

"""

!

$7$$

"

<$M="

表
%

反映出老年人企业主利用平台参与服务业数字化#可帮助克服其数字经营能力

短板#提高店铺营收%由于第三方平台聚合多方资源'数据和技术来产生价值#无需企

业主掌握复杂数字技术#数字运营普及度较低的中老年企业主#现阶段开展流程数字化

能获得更高边际收益#证实了假设
!

!

,

"%未来可进一步面向数字能力相对弱势的老年企

业主#降低其使用数字技术和资源的门槛#通过第三方 +打包,供给数字技术和服务等

方式#帮助跨越个体数字能力的限制#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并促进全体公民共享数字

红利%

"7

不同数字经济禀赋社群的数字鸿沟演化

结合假设
!

!

B

"#根据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 !

!$!<

".对全国
!L!

个城市

的数字经济指数排名"

#分为数字经济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 !简称 +数字经济一'二线

城市,"#数字经济三线和四线城市 !+数字经济三'四线城市,"和未进入该数字化分级评估

城市 !+无数字化等级城市,"%表
<$

展示这三组分类的基准回归式 !

!

"结果%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新华三集团依据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城市治理和产业融合等综合因素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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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

不同数字经济禀赋的社群异质性

交易笔数 交易金额

是否加入平台 倾向性得分 是否加入平台 倾向性得分
样本量

!

<

" !

!

" !

"

" !

L

" !

#

"

总样本

数字一'二线
$7<M

"""

!

$7$$

"

!7#%

"""

!

$7$$

"

$7$M

"""

!

$7$$

"

!7#!

"""

!

$7$$

"

N!!$!

数字三'四线
$7<=

"""

!

$7$$

"

#7M=

"""

!

$7$$

"

$7<"

"""

!

$7$$

"

L7"!

"""

!

$7$$

"

<%!M%

无等级
$7<$

"""

!

$7$$

"

#7!L

"""

!

$7$$

"

$7<"

"""

!

$7$$

"

L7!!

"""

!

$7$$

"

<<!$N#

餐饮业

数字一'二线
$7<N

"""

!

$7$$

"

<7=M

"""

!

$7$$

"

$7$=

"""

!

$7$$

"

!7=$

"""

!

$7$$

"

LL$<"

数字三'四线
$7<=

"""

!

$7$$

"

!7N#

"""

!

$7$$

"

$7<!

"""

!

$7$$

"

"7#M

"""

!

$7$$

"

<!!"N

无等级
$7$=

"""

!

$7$$

"

!7""

"""

!

$7$$

"

$7<$

"""

!

$7$$

"

"7LL

"""

!

$7$$

"

M"!=$

零售业

数字一'二线
$7!L

"""

!

$7$$

"

!7L!

"""

!

$7$$

"

$7<N

"""

!

$7$$

"

<7==

"""

!

$7$$

"

!=<M%

数字三'四线
$7"L

"""

!

$7#"

"

"7=$

"""

!

$7$$

"

$7"$

"""

!

$7$$

"

!7N%

"""

!

$7$$

"

N#"=

无等级
$7<%

"""

!

$7$$

"

"7<N

"""

!

$7$$

"

$7<%

"""

!

$7$$

"

!7L#

"""

!

$7$$

"

L#M$!

表
<$

数字经济禀赋的社群异质性显示#子样本数字化效益系数在
M̂

*

"#̂

之间#

零售业效应相对更大%未进入数字经济城市排名的城市企业使用该平台也能促进交易笔

数和金额提升#侧面印证假设
<

和假设
!

!

*

"%从交易笔数增益来看#有一定数字经济资

源禀赋'但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三'四线数字经济城市#比数字经济一'二线和无等级

城市的企业收益更大%这与假设
!

!

B

"的线性关系不完全一致#虽然流程数字化能给企业

带来正收益#同时相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数字经济三'四线城市增益更大#这表明当

具备一定的数字经济资源禀赋 !如基础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产业融合条件等"时#

企业流程数字化可减弱数字鸿沟的自我强化效应&但数字经济三'四线城市的企业数字

化效益显著高于数字禀赋资源最低地区#启示政府和大型企业平台需提供基础的信息化

设施'数字产业融合条件#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二"异质性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

以上异质性在子样本组内显著#为进一步检验组间差异的显著性#本文补充
&'-S

检验 !连玉君和廖俊平#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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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L

,

g

!

h

'

<

A,

3

,*&',T&*,"%

,

h

"

2

M

,

! "

h

'

=

,

(

9

3

$"#

2=

h

$

=

A,

3

,*&',T&*,"%

,

k,

(

9

3

$"#

2=

h#

,

# !

L

"

其中
,

(

9

3

$"#

2=

为不同分组的哑变量%若交乘项系数
$

=

显著#则表明该异质性组间差异

显著%回归发现#总样本'餐饮业和零售业的
&'-S

检验结果的交互项的系数大小变化

和前文异质性回归趋势一致#且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进一步印证了前文异质性分析结果

的稳健性%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次利用百万大数据'

F9H

'

F9HOR\R

等方法#研究发现服务业使用流程数

字化商贸平台的中小微商户年均销量和交易额总体年均增幅分别为
<#7#"̂

和
<<7=#̂

#

且数字化增益与区域异质性'数字化发展程度和个体异质性有关%总体上#当具备基础

数字资源条件时#经济发展和数字技术相对落后区域和在传统竞争渠道不占优的企业#

通过第三方数字平台进行流程数字化的获益更大&处于一'二线城市#数字经济头部城

市#以及企业主为年轻人的商家收益趋向稳定#但依然可观&但山区零售业企业流程数

字化的收益能力仍有待提升%本文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继续推进企业数字化进

程#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第二#注重数字经济在缓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

数字鸿沟等问题的角色和功能#开展动态化'差异化数字化战略#一方面对相对成熟数

字化行业不断作细分业态和场景渗透#另一方面挖掘具有数字化深耕潜力但仍处早期或

盲区的地域'行业和企业%

本文受采集的大数据变量限制#未能从实证角度为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利用第三方平

台开展流程数字化获益的作用机制提供证据#例如进一步辨析成本节约路径'效率提升

路径等%同时未来研究还可从数据上拓展除数字商贸平台以外的数字生活'金融等平

台#并综合其他大数据支付平台数据#全面测算消费和产业数字化效益#为产业数字

化'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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