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统一如何促进企业吸纳就业？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准自然实验

齐鹰飞，管    鑫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市场统一有利于减少资源错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跨行政区划的城市间市场统一

对域内企业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仍有待检验。文章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扩容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综合运用 2007—2015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 2011—2015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数据考

察了市场统一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统一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吸纳水平，平均提高幅度

约为 4.22%；在使用 PSM—DID、渐进 DID 等方法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市场统

一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就业增加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市场统一通过缓解

融资约束、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进入壁垒等渠道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新企业进

入，增加劳动力需求；同时，市场统一帮助企业更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对劳动者的吸引

力。拓展分析表明，市场统一有效提高了青年就业概率，同时也有效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优化了收

入分配格局。文章为市场统一的相关研究补充了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新证据，并对在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进程中更充分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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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稳就业是民心所向、发展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抓紧抓实抓好”。当前中国就业形势仍严峻复

杂，青年群体的就业问题引发了持续关注。因此，在 2024年 5月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

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

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

就业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活力，而市场统一对于激发市场活力至关重要。

推进市场统一，通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促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市场扭曲，能够为劳动

力提供更加多样化和更加灵活的就业机会。同时，区域一体化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增强市场活力的同时，促进劳动力技能与市场需求的匹配，从而提升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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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质量（Kovak 和 Morrow，2023）。在该过程中，城镇青年群体面临的就业困境也将得到有

效缓解。

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重点区域的市场统一尤为关键。其中，长

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是“十四五”发展新机遇下践行以重大区域战略为引领，发挥中心城市和

城市群带动作用，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试点，仅 2022 年该地区就贡献了全国

GDP的 24%。长三角城市间在市场统一方面有许多切实举措，比如：通过推广银行汇票、商业承

兑汇票等金融工具创新推进了金融市场一体化；通过城市间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航运等

交通系统的规划与衔接推进了基础设施一体化；通过组建区域性行业协会和上海港与南通港

EDI平台等措施推进了信息一体化。区域市场的统一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和

提升产业链水平等，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也能通

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为劳动力市场创造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在此背景下，已有诸多研究探讨了市场统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鲜有研究给出其影响企

业就业的直接证据。本文在现有关注政府行为对就业影响文献的基础上，将视角聚焦于统一市

场建设对就业的影响，基于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扩容这一准自然实验，对市场统一与企业吸纳就

业能力间的关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在因果层面进行了验证，从而为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

中实现“稳就业”目标提供了实证证据，研究结论具有鲜明和直接的政策含义。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有两支：一是市场统一的相关文献，二是关于就业影响因素的文献。第

一支文献主要关注市场统一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市场统一是指两个或多个地理区域在

经济、政治、法律或者社会方面的融合过程，其旨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实现生产要素和产品的

自由流动。地方政府出于追求地方财政税收和政治晋升机会最大化的目的，往往会加剧市场分

割（周黎安，2004）、限制生产要素集聚，使得地区专业化水平低下（Bai等，2004）。统一的区域市

场能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毛其淋和盛斌，2012）。这种效应不仅局限

于区域内部，对于周边城市也存在空间溢出（李郇和徐现祥，2015），地区间产业的合理化分工对

市场统一中的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Tsubuku，2018）。与本文联系最紧密的是着眼于长三角地区

区域协作和市场统一的研究。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是地方政府为加强城市合作和打通要素流动壁

垒所作出的一次重要的跨区域尝试。徐现祥和李郇（2005）的研究表明，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成

立使得区域市场分割程度下降了 50%。加入长三角城市群，使得地区间创新合作增多（李建成

等，2022），且生产率显著提高（张学良等，2017），产业结构也实现了升级（郑军等，2021）。然而，

鲜有研究将视角进一步延伸到劳动力市场。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同时，也

可能对已有就业岗位造成冲击，因此，在市场统一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如何变化仍需要严谨的

实证分析来进行考察。第二支文献关注就业的影响因素。就业的影响因素包罗万象。有研究指

出，企业的禀赋会对就业产生影响，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表明，

ESG优势通过提高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的方式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技术进步也是影

响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既会对现有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又会被生产

力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抵消（许家云和毛其淋，2023）。在聚焦政府行为的研究中，部分研究关

注政府政策的直接就业后果，如薪酬抵税、调整社保缴费率和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可以降低

企业税负、激发市场活力，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招工激励，增加了企业的就业水平（潘凌

云和董竹，2021；宋弘等，2021；崔小勇等，2023）。亦有不少研究关注在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实施

过程中，就业受到了何种间接影响。例如，碳中和目标要求增加环境规制强度，企业为了达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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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生产规模，并采用环保技术，从而可能对劳动力要素进行替代，最终减少企业的就业人数

（周亚虹等，2023）；对外开放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同时政府也会加快铁路网线建设，提

高沿线城市土地的边际回报，使得劳动力价格相对降低，促进企业增加雇佣规模（Fajgelbaum和

Redding，2022）。这些文献表明，政策制定者在推进一些重大战略时，需审慎评估对就业的直接

和间接影响。特别是在就业压力较大背景下，无论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是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都需要考虑劳动力市场所受到的影响。

为实现研究目的，本文从样本代表性及数据可得性出发，选择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扩容为一

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市场统一对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加入长

三角经济协调会能通过融资约束缓解、交易成本减少、进入壁垒降低以及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

责任等渠道增加企业雇佣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

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拓展分析发现，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显著提高

了青年就业概率、劳动者工资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已有关于市场统一的文献重点集中在城市经济发展维度，鲜有文献从企业

雇佣规模角度探讨市场统一对就业的影响，本文弥补了当前“双循环”发展格局与“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并进背景下微观分析视角的不足。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除了考察市场统一对企

业雇佣规模的影响，还探究了市场统一对青年群体就业、工资水平以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这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市场统一如何作用于劳动力市场，为关于市场统一的相关研究补充了

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新证据。第三，在实践应用上，本文的研究为借鉴和推广长三角一体化经验，

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程中更有效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学理依据。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基础

（一）制度背景

长三角地区城市间合作由来已久。1982年上海经济区诞生；1992年建立包含上海市、南京

市、杭州市等长三角 14个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议；1997年泰州市加入，组织升格为长三

角经济协调会；2003 年台州市加入，正式形成“15+1”概念，长三角城市间合作进一步加强；

2010年 3月在浙江嘉兴召开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次市长联席会议决定，将长三角经济

协调会成员城市从 16个增加到 22个，不仅吸收盐城、金华、淮安、衢州 4个苏浙城市，还吸收马

鞍山和合肥两个安徽省内泛长江三角洲城市，使长三角合作突破了自然地理的界限，逐步成为

一个经济区的概念；2013 年 4 月，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三次市长联席会议新增芜湖、连

云港、徐州、滁州、淮南、丽水、宿迁和温州为成员，至此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成员城市达 30

个；2016年 5月，《国务院关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发布，同意《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地区发展正式进入城市群阶段；2018年 11月，长三角市场统一上升为国家

战略；2019年 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长三角市场统一范围扩展至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规划期至 2025 年，规划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词，力争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合理分工和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通过建立区域间有效的合作协商机制，在推进市场统一过程中进行

了一系列专题合作，合作涉及经济、社会、交通和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

一，在推进金融一体化方面，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共同推动了长三角地区商业银行、相关企业开

展商业承兑汇票和授信支票等金融业务创新，积极推动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融资租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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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些举措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①第二，在交通一体化方

面，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在城市间交通系统上进行合作，交通的规划与衔接减少了企业的运输成

本。②第三，在信息交流方面，长三角经济协调会设立了上海港与南通港 EDI 信息系统，建立了

长三角“大通关”平台，促进了长三角物流信息一体化。③第四，在科技共享方面，长三角城市经

济协调会明确了长三角区域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1+8”框架，组织了区域内的大型研发仪器设

备共享平台，降低了相关高科技行业的进入壁垒。④第五，在产权交易方面，长三角经济协调会

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有助于新企业迅速获取所需的资金和资

源，也为企业提供了退出机制，降低了行业的进入壁垒。⑤第六，在生态保护方面，长三角经济协

调会建立完善了跨界水、大气、核与辐射等环境预警和应急机制，加强了跨界河流的综合整治，

在太湖流域开展了 COD排放指标有偿分配和交易试点，加强了对企业排放的监管力度，引导企

业向绿色发展转型。⑥

（二）理论基础

从理论角度来看，市场统一对企业就业

的影响机制涉及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吸引能

力两个层面。如图 1所示，首先，市场统一通

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进入

壁垒三个渠道的共同作用使得企业成本降

低，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激励新企业进

入，从而增加了劳动力需求。其次，市场统一

有助于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向劳动力市

场释放正面信号，提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引能力，增加就业数量。本文将围绕这些渠道展开理

论分析。

1. 缓解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雇佣劳动力的重要因素。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现金流不足会导致

企业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减少劳动力雇佣人数（余明桂和王空，2022）。在分割的市场

中，资金自由流动的倾向受到抑制，跨区域的金融服务面临多重约束，导致不少地区投融资工具

匮乏，难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持，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市场统一可以通过多种

途径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首先，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所推广的银行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等金融

工具有助于促进金融资源流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次，根据 Hollander和 Verriest（2016）的研

究，相比于企业财务数据等“硬信息”，企业与银行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流在银行信贷投放中发挥

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积极推动面向地方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减少

了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沟通成本，提高了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融资约束缓解带来了充裕的现金

流，可能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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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市场统一影响企业吸纳就业的机制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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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参见 https://www.gov.cn/ztzl/2005-10/24/content_82246.htm。

 ⑥ 参见 https://www.gov.cn/jrzg/2009-04/10/content_12823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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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减少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占用企业资源，导致企业利润减少，压缩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交易成本与区域市

场分割程度密切相关。市场分割越严重的地区，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越高（张婷婷等，2021）。由

于交易对象的局限性，上游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对下游企业“敲竹杠”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

（Du等，2012）。这阻碍了企业活力的释放与经济增长，减少了企业的劳动力雇佣。市场统一有

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一是消除区域间的行政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长三角经济协

调会通过逐步清理妨碍公平竞争的相关规定，有效改善了地区的营商环境，降低了生产要素的

空间错配程度。二是降低区域间的交通和物流成本。长三角经济协调会通过组建上海港与南通

港 EDI 平台，推动了长三角物流信息一体化。随着市场统一的推进，科技资源平台等基础设施

的共享机制将进一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促进产业集聚（李培鑫和张学良，2021），增加劳动力

需求。

3. 降低进入壁垒

在市场分割的环境下，为了维护在位企业的垄断利润，地方政府可能会设置严格的行业准

入门槛，以阻碍新企业进入并提高行业进入壁垒（Stigler，1971），使得行业内企业的平均规模减

小，同时也减少了新企业进入数量。市场分割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本地企业承担较高

的生产要素成本，增加了行业进入成本，减少了市场的总体劳动力需求。市场统一可以有效降

低行业的进入壁垒。长三角经济协调会通过设立区域性行业协会和推进区域产权市场建设等举

措，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帮助相关产业的新企业进入。这些举措有助于促使在位企

业增加生产规模；也有助于减少行业的信息差，降低各行业进入门槛，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从

而增加劳动力需求（刘志彪，2022）。

上述三个渠道均会降低企业的成本。成本降低又会激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以抢占市场份

额，同时提高潜在进入者的进入率，最终通过扩张劳动力市场需求而提高就业水平。因此本文

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市场统一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就业水平。

假说 2：市场统一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进入壁垒等渠道减少企业成

本，进而促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及新企业进入，提高劳动力需求。

4.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市场统一有助于各地方政府更好地规范市场秩序，特别是先进地区的政府治理经验及企业

的管理经验可以更快地向其他地区扩散，从而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长三角经济协调

会通过在太湖流域进行 COD排放指标有偿分配和交易试点等举措，强化企业排放监管，引导企

业绿色转型，规范了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众多文献研究已经发现，企业积极开展社会责任活

动有助于增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Bhattacharya等，2008）。一方面，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展现了

企业的价值观和责任感，有助于直接增强企业的形象和声誉（谢红军和吕雪，2022）；另一方面，

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也有助于创造更积极、更包容的工作环境，促进员工职业发展，从而提升

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声誉（Gjergji等，2021）。根据工作搜寻理论，劳动力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

劳动者为了获得满意的工作必须进行工作搜寻，而企业良好的声誉相当于向潜在雇员发送正面

信号，有助于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搜寻成本，提升企业对劳动者的吸引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

究假说：

假说 3：市场统一通过帮助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向劳动力市场发送了正面信号，增强

了企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进而促进了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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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为 2007—2015年度国家税收统计调查数据库，这一数据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

按照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企业填报，每年全国大约有 70 万家企业接受抽样调查，包括重点企业、

大中型企业与中小企业，覆盖了所有的企业类型。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一系列处理：（1）删除

企业相关关键变量缺失值和负值；（2）为避免异方差的干扰，对主要变量取对数；（3）为避免极端

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关键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中美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定

为检验市场统一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本文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扩容作为一项准

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估计：第一层差异来自城市层面，第二层差异来自年份层

面。由于协调会选择扩容城市并非完全随机，除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外，

可能存在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影响。进一步考虑到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在 2010年和 2013年前后进

行了两次扩容，而选取加入协调会城市的标准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参考

郭峰等（2023）的做法，选择 2013年扩容城市作为 2010年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城市的对照组，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不可观测因素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影响，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在稳健

性检验部分，本文采用更常见的处理方式，将 2010 年和 2013 年两次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成

员的城市作为处理组，将截至 2015年未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其他城市作为对照组，使用渐

进时点 DID的方法重新进行回归。为此，本文建立如（1）式所示的 DID模型：

Employict = α+βTreatc×Postt +X′ictγ+σc+ϑi+µt +W ′
ct f (t)+εict （1）

i、c、t Employ Treatc×Postt

Treatc = 1 Treatc = 0

Postt

t ⩾ 2010 ϑi σc

µt

X′ ict

W ′
ct

εict

其中， 分别代表企业、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为企业就业人数。 为

DID交互项， 代表 2010年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城市， 代表 2013年加入长

三角经济协调会的城市。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加入原经济协调会中的城市进入处理组，来

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对于长三角原位城市是否稳健。 表示冲击发生前后时间的虚拟变量，

当 时，取值为 1；反之，则为 0。回归方程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和城市固定效应 ，以排

除企业和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干扰。此外还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 ，以排除不随企业

个体变化的时间趋势干扰。 为企业和行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生产

率、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现金流和赫芬达尔系数。为了进一步控制城市间原有的差异，方程进

一步加入初始年份（即 2007 年）城市层面的特征变量 ，包括城市人均 GDP、产业结构、人口

密度、对外开放程度、城市道路面积及城市投资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 为随机扰动项，使

用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①

（三）变量定义

Treat×Post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就业人数，用企业年全部从业人员平均数的对数衡量，并利

用企业“全年工资薪酬总额与职工人数比值的对数值”获得“平均工资”指标。 为本

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其含义如上文所解释。表 1列示了本文回归中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企业

行业及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变量符号和度量方式。

  2025 年第 1 期

 ① 由于本文处理组只有 6个城市，而对照组也仅有 8个城市，在城市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城市层面的聚类可能会大幅度增加标准误，降

低统计检验的可信性。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回归聚类到行业层面，结果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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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度量方式

被解释变量
企业就业人数 Employ 企业年全部从业人员平均数（对数）

平均工资 Wage 全年工资薪酬总额与职工人数比值（对数）

解释变量 冲击区分变量 Treat×Post 冲击虚拟变量和冲击发生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企业层面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Age 观测年份–企业成立年份+1

企业规模 S ize 企业资产总额（对数）

企业生产率 T f p OP方法计算（对数）

企业利润率 Pro f it_ratio 企业利润/企业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 Debt 企业总负债/企业资产总额

现金流 Oc f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企业资产总额

赫芬达尔系数 HHI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平方和（三分位码行业）

城市层面

控制变量

人均GDP Per_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城市产业结构 S ec_GDP_ratio 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城市人口密度 Pop_density 人口密度（对数）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地区生产总值

城市道路面积 City_road 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对数）

城市投资 City_invest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展示了基于模型（1）的回归估计结果。不难发现，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上促进了企业吸纳就业。列（3）的估计系数表明，企业雇佣规模提高了约 4.22%。至此，

假说 1得到了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就业人数 工资水平

（1） （2） （3） （4） （5）

Treat×Post
0.0342*** 0.0339*** 0.0422*** 0.0613*** 0.0513***

（0.0110） （0.0113） （0.0103） （0.0223） （0.0121）

企业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Baselinecontrol× f (t)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9 258 79 258 79 258 40 742 77 646

Ad j−R2 0.8900 0.9061 0.9061 0.8993 0.4888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统同。
 

考虑到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后续扩容城市的选择可能并不随机，简单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可能

会存在偏误，因此，本文选择倾向得分匹配（PSM）来缓解样本选择偏差。本文将 2010年确定的

扩容城市中的企业作为处理组，2013 年之后扩容进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城市的企业作为对照

组。选取人均 GDP、城市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这 4个变量作为匹配变量，按照最

齐鹰飞、管    鑫：市场统一如何促进企业吸纳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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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邻 1∶2不放回匹配方法对样本进行逐年匹配，将匹配好的数据集进行跨年合并。并在稳健性

检验中使用半径匹配以及核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2列（4）报告了匹配后进行回归的结果，加

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提高了企业雇佣规模的 6.13%。不难发现，匹配前后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

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表明，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长三角经济协调

会显著增加了劳动雇佣，提高了就业水平，减少了区域间的劳动力错配，提高了经济效率。

表 2 列（5）的结果表明，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城市企业的员工平均工资显著提高。结合

企业雇佣人数增加的结果表明，在该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侧因素发挥了主导作

用。因此，本文的机制检验将主要集中于探讨劳动力市场需求侧的影响因素。

（二）稳健性检验

上述基准回归未排除诸如趋势差异和内生性等问题对实证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下文将

从平行趋势检验、变换样本范围、更改匹配方法、排除同时期政策影响和改变聚类层级等角度

进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使用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第十次会议

前一年（2009 年）作为基期，采用事件研究法

进行检验。图 2 报告了事件研究法的估计系

数及 90% 的置信区间。可以发现，冲击发生

前年份（2007—2009 年）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异

于 0（置信区间包含 0） ，冲击发生后年份

（2010—2012 年）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因此

平行趋势假设得到满足。此外，估计系数在

冲击发生后的第二年仍然显著，表明加入长

三角经济协调会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久性。

最新的 DID理论文献表明，传统的事前平行趋势检验在统计上并不十分有效，且可能会造

成估计的偏差（Roth等，2023）。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参考 Biasi和 Sarsons（2021）以及许文立和孙

磊（2023）的做法，设定与平行趋势的最大偏离程度为一个标准差，若在最大偏离度下，估计系数

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值，则表明平行趋势检验即使施加了偏离仍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图 3分别

展示了在相对偏离程度限制和平滑限制下政策实施年处理效应的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结果。从

图中可以看出，相对偏离程度限制下政策实施年的企业雇佣规模增长十分稳健；平滑限制下，处

理前趋势偏差一个标准差时，政策实施年的就业增加效应也是稳健的。
  

（a）相对偏离程度限制 （b）平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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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平行趋势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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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注：垂直于横轴的小虚线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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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如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1）排除同时期重要政策的影响。同时期实施的一项

重要政策是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自 2010 年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3 万元（含 3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税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2012 年扩大为应纳税所得额不高

于６万元的小微企业。参考王伟同等（2020）的研究，本文剔除了应纳税所得额与各期改革临界

值的差距在 5%以内的企业进行回归。（2）改变处理组样本范围。将 2010年前已是长三角经济

协调会成员的城市加入处理组中进行回归，并将对照组变为截至 2015 年未加入长三角经济协

调会的其他城市。（3） 更改匹配方法。本文基于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方法重新对样本进行匹配后

再进行回归。（4）更换聚类层面。本文在行业层面对标准误进行聚类处理后重新进行回归。上

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可能通过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吸引能

力影响企业的雇佣规模。由于企业雇佣人数在劳动者工资增加的同时仍显著增多，劳动力市场

由需求侧占据主导作用，因此本文将机制分析的重点放在需求侧。

1. 市场统一与企业成本降低

S A = −0.737size+0.043size2−0.040age size age

（1）缓解融资约束。2009 年 3 月 27 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第九次会议新设“长三角金融合

作”主题，提出“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提升金融管理水平”的方针。外部资金的增加放松了企业

的融资约束，企业有动力扩大产出进而增加其劳动需求。本文使用银行贷款融资、内部融资和

SA 指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情况。银行信贷参考刘晴等（2017）的做法，使用杠杆率（短期借款

比总资产）表示，其中短期借款=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该值越

低，银行融资约束就越明显。内部融资参考张杰等（2012）的做法，使用利润加折旧比总资产表

示，该值越高表示企业内部现金流状况越好。SA 指数则参考 Hadlock和 Pierce（2010）的做法，表

达式为： ，其中 代表企业规模， 代表企业年龄。SA 指
数越大，代表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大。表 3 的回归结果表明，扩容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

城市，获得银行贷款融资的能力提高，内部现金流充裕，面临的融资约束得到了缓解。
  

表 3    市场统一对企业成本影响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银行贷款融资 （2）内部融资 （3）SA指数 （4）交易成本 （5）进入壁垒

Treat×Post
0.0353***

（0.0115）
0.0107**

（0.0052）
−0.0187***

（0.0041）
−0.2011*

（0.0993）
−0.0797**

（0.0356）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Baselinecontrol× f (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9 065 78 023 79 258 63 879 9 249

Ad j−R2 0.3820 0.9953 0.8897 0.5668 0.2293

　　注：表3中所示回归皆对时间与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其中列（1）—列（4）在此基础上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列（5）则控

制了行业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未详细列示。
 

（2）减少交易成本。长三角经济协调会通过建立覆盖长三角的产权交易信息网络减少企业

信息搜索和谈判成本，通过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减少企业的寻租成本，并通过完善各项政策

齐鹰飞、管    鑫：市场统一如何促进企业吸纳就业？

 ① 限于篇幅本文省略稳健性检验结果，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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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减少企业合约执行的监督成本。为检验上述渠道，与夏杰长和刘诚（2017）的做法相似，本

文采用企业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表 3
列（4）为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对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相较于未加入城市的企业，加入长三

角经济协调会城市的企业交易成本显著降低。

（3）降低进入壁垒。长三角经济协调会通过联合推广商事制度改革、完善长三角的产权交

易市场和促进城市间的科技资源共享等举措降低了行业进入成本。本文参考孙浦阳等（2013）的
做法，给定行业进入成本为行业中位数规模企业的市场份额与行业平均固定资产净值占总资产

之比的乘积。指标的值越大，表明该行业的进入成本越高。表 3列（5）的结果表明，扩容加入长

三角经济协调会城市的进入成本显著下降。

2. 企业生产规模和新企业进入受到的影响

（1）企业规模扩张。与周亚虹等（2023）的做法相似，本文采用企业生产总值来衡量生产规

模，并对生产总值取对数处理。表 4列（1）为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可

以发现，相较于未加入城市的企业，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城市的企业生产规模显著提高。
 
 

表 4    市场统一对企业规模、新企业进入与社会责任影响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企业规模：总产值 （2）新企业进入 （3）社会责任

Treat×Post 0.0194**（0.0076） 0.0634**（0.0319） 0.0573***（0.0177）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Baselinecontrol× f (t)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9 258 4 950 65 827

Ad j−R2 0.9725 0.8311 0.8604

　　注：表4中所示回归皆对时间与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其中列（1）和列（3）在此基础上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列（2）则
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未详细列示。
 

（2）新企业进入。本文选取 2007—2015年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以二位码行业新进入企业数量

的对数为因变量，检验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是否会影响市场结构。表 4列（2）结果显示，长三角

扩容使行业平均新进入企业数量显著增加 6.34%，以 2009年为例，当年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扩容城

市二位码行业新进入企业 35 600家，据此可计算得到城市层面新企业数量多增加约 2 257.04家。
至此，假说 2得到了验证，市场统一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进入壁垒等渠

道减少了企业成本，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及新企业进入，提高了劳动力需求。

3.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检验

本文使用企业本年已交纳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对数值作为衡量企业社会

责任的代理指标。表 4列（3）的结果表明，加入长三角城市群显著提高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

度。首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向外界传递负责任的信号，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这会

吸引更多的员工加入企业（Bhattacharya等，2008）。其次，虽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会增加

额外的成本，但同时也会向外传递积极信号，提升企业的声誉价值，增加消费者对企业商品和服

务的需求，降低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正向

影响大于成本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增加雇佣劳动力（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上述研究表明，承

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向外界传递正面信号，降低劳动力市场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摩擦，

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搜寻成本，并增强企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从而增加劳动力就业。本文研究

也验证了该结果，至此假说 3得到了验证，即市场统一通过帮助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向劳

动力市场发送了正面信号，增强了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从而提高了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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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质性分析

1. 企业要素密集度

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于生产设备的依赖较小，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较

大。借鉴 Fan等（2018）的做法，本文使用劳动报酬占企业固定资产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劳动密

集度。根据该比例的中位数将企业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表 5列（1）和列（2）
回归结果显示，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雇佣规模扩大了 3.11%，而资本密集

型企业雇佣规模未发生明显变化，且两组回归结果差异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即加入长三角经

济协调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规模影响更大。
 
 

表 5    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

变量 （1）劳动密集型 （2）资本密集型 （3）重污染企业 （4）非重污染企业

Treat×Post
0.0311** −0.0027 0.0109 0.0541***

（0.0139） （0.0150） （0.0178） （0.0123）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Baselinecontrol× f (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3 977 33 229 17 507 59 130

Ad j−R2 0.9171 0.9322 0.9305 0.9070

组间差异P值 0.0010*** 0.0080***

　　注：表5中的回归结果皆对企业、城市与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限于篇幅未详细列示，下表统同。
 

2. 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

前文分析肯定了长三角一体化对于就业的促进作用，那么这种促进是否会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呢？鉴于污染转移问题引发的浓厚的研究兴趣（沈坤荣等，2017），本文在此尝试对该问题进行

回答。参考苏丹妮和盛斌（2021）的研究，本文将企业分为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①表 5列（3）
和列（4）的结果显示，非重污染企业样本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重污染企业中就业人数的估计系

数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显著提高了非重污染企业的就业水平，但对

重污染企业的就业水平没有明显的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重污染企业受到了更严格的环境规

制，导致高污染行业规模萎缩（王锋和葛星，2022），进而减少劳动力雇佣。事实上，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一直是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发展目标。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内的城市携手制定了各流域、

海域的环保合作规划与相关法规，建立了环保监测防范网络及生态补偿机制，因此，加入长三角

经济协调会城市的重污染企业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就业人数没有明显变化。

六、进一步分析

（一）青年群体就业

鉴于青年群体就业在“稳就业”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本文进一步选取 2011—2015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数据，分析市场统一对青年群体就业的影响。本文将 16至 24
岁的劳动者作为青年群体，这一口径与国内外统计青年失业率的年龄区间一致。本文构建如下

回归方程：

齐鹰飞、管    鑫：市场统一如何促进企业吸纳就业？

 ① 依据国务院在 2006年发布的《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将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归为重污染行业；将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归为非重污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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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ict = α+βTreatc×Postt +X’
ictγ+ϕc+ϑs+ωt +W ’

ct f (t)+εict （2）

i、c、t

Treatc×Postt Treatc = 1

Postt t ⩾ 2013

Xict

Wct

ϕc ϑs ωt

其中， 分别代表个体、城市和年份。劳动力就业状况为被解释变量，当前处于就业状态则

取值为 1，其余为 0。 为核心解释变量， 代表 2013 年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

会的城市； 表示冲击发生前后时间的虚拟变量，当 时，取值为 1，反之，则为 0。控制

变量集 包括性别、民族、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为城镇户口和来本地居住年份等。与式（1）

相同，回归进一步加入初始年份（即 2011年）城市层面的特征变量 ，包括城市人均 GDP、产业

结构、人口密度、对外开放程度、城市道路面积及固定资产投资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模型还控

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和时间固定效应 。

表 6 列（1）的估计结果表明，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使得常住人口中 16 至 24 岁青年的就

业概率明显增加。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长三角经济协调会促进了扩容地区的经济增长，企业

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同时，扩容城市在进入经济协调会后营商环境改善，企业通过承担更多社

会责任、树立良好的商誉吸引了更多的就业，并带来劳动力迁移。但需要说明的是，青年就业概

率仅增加 0.07%，在经济意义上似乎并不算可观。其原因可能在于：本文在政策冲击后选择的样

本期较短，从而可能未能完全捕捉青年就业的增加；从政策的长期效果来看，整个区域的市场活

力会逐步释放，就业岗位的创造会逐步扩大，但我们目前的研究未能捕捉到这种长期效应。
 
 

表 6    进一步分析的检验结果

变量
就业概率 劳动收入份额

（1） （2） （3）

Treat×Post 0.0007*（0.0004） 0.2365***（0.0312） 0.2542***（0.03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Baselinecontrol× f (t)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5 680 61 006 26 831

Ad j−R2 0.0250 0.3903 0.6603
 

（二）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参考崔小勇等（2023）的研究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定义为全年计提工资和奖金与本年

企业增加值比值的对数，并构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总收入比值的对数衡

量劳动收入份额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6列（2）和列（3）的估计结果显示，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

使得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扩容进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扩大了企业规模，增加了企业的劳

动要素需求，在劳动力市场供给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推动了雇佣人数和平均工资的提高，劳动收

入份额也随之增加。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具有代表性的 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市

场统一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市场统一对企业吸纳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发现，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显著增加了企业雇佣规模，并且该影响在劳动密集型企业、非重

污染行业企业中更大；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缓解、交易成本减少、进入壁垒降低以及企业更

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劳动力吸引效应是市场统一政策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拓展性分析发

现，加入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显著提高了青年就业概率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对国民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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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具有优化作用。总体而言，市场统一不仅对于稳就业具有显著效果，还能有效提升资源配

置效率，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有助于实现让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目标。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推广长三角一体化经验，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程中更充分地

促进高质量就业具有启发意义。最核心的经验启示为，在市场统一过程中若能有效降低企业的

运营成本，则有助于激励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具体来看，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

第一，在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打破区域行政界限，促进区域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通过地区间的金融合作，给予了企业更加宽松的融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企业融资难问题。这一经验的启发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应着眼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可以通过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作用、建立企业贷款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实施贷款贴息等

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实现稳就业的角度来看，可以着重增加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

金融扶持力度。

第二，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中，逐步清理妨碍公平竞争的相关规定，减少地区的制度性交易

成本。长三角一体化通过完善产权交易网络和市场监管体系，减少了城市间的无序竞争和地方

保护，切实降低了限制要素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应将政策

着力点放在减少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上。一方面，敦促地方政府加强营商环境建设，简化行

政审批流程，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应推动建立有效的政府间沟通合作机制，建设

跨区域的行业信息共享平台，使各地区企业能够方便地获取和分享行业信息。

第三，在市场统一进程中有效降低行业的进入壁垒。长三角一体化通过联合推广商事制度

改革、建立行业协会等举措，切实降低了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应该

着力推广该项经验，清除地方政府各自制定的影响市场统一的行业限制性规定，放开地方保护

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努力打破市场中的显性或隐性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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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Market Integration Facilitate Employment
Absorption by Enterprise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Qi Yingfei,  Guan Xin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  The resolution of employment predicaments significantly hinges on market dynamism,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s paramount for stimulating such dynamism. Hence,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deficiency in

microanalytical perspectiv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and

the concurrent goal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expans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Economic Coordination Council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finds that market integr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enterprises’ employment ab-

sorption capac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non-heavy-polluting en-

terprises exhibit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in increasing employment. Mechanism testing reveals that market

integration reduces enterprise costs through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lowering entry barriers, thus promoting enterprises to expand production scale and new entrants, thereby in-

creasing labor demand. Meanwhile, market integration facilitates better CSR practice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o the labor force. Expan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market integration effect-

ivel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youth employment while also enhancing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it ad-

dresses the deficiency in microanalytical perspectiv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and the concurrent goal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Second,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 besides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market integration on enterprise employment scale, it also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n youth employment, wage levels, and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supplementing new

evidence from the labor market for relevant studies on market integration. Third, in terms of practical applica-

tions,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more ef-

fectively promoting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by drawing on and disseminat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

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Key words:  market integration； employment； youth employment；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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