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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6800 万条在线招聘信息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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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有序开放公共数据、 激发数字红利是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关键举措。 本文利

用全国 6800 万条在线招聘岗位信息构建在线招聘需求指标, 将各地方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

放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 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当地就业机会的影响。 研究发现, 公共数据

开放显著增加了当地在线招聘需求, 且这一效果在开放数据量级较大的地区更明显。 作用

机制在于, 公共数据开放可通过激发创业活力、 推动数实融合发展、 促进人口集聚发挥就

业机会创造效应。 公共数据开放的效果充分体现了包容性和均等性, 即企业愿意提供更多

面向低学历、 无工作经验和低收入群体的岗位需求。 此外, 公共数据开放主要增加服务业、
数字行业、 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岗位需求。 在传统要素流通程度较低、 市场化程度较

低、 信息可达性较高的城市中, 公共数据开放的就业机会创造效果更佳。 本研究有助于深

化对公共数据开放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理解, 为发挥数据要素的就业机会创造效应提供有

益的政策启示。

关 键 词　 数据要素　 公共数据开放　 就业机会　 在线招聘

一　 引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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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就业领域出现了诸多新变化新趋势。 自 2019 年起,

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多年强调 “就业优先” 的政策导向, 凸显党和政府对就业问题的高

度重视。 如何稳住就业基本盘、 扩大就业容量, 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数据逐渐成为生产要素, 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

其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 通

过一系列政策举措和制度建设, 积极推动数据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 其对劳动

力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也被寄予厚望。 在此背景下, 数据要素如何影响就业机会是

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学者们围绕数字经济与就业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

这些研究按照就业数据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家庭或个人就业数据, 二是企业

员工数据。 这些数据在不同年份间的变化相对较小, 从而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蔡
卫星等, 2023)。 同时, 由于数据要素的识别存在困难, 且缺乏统一的测度方法, 目前

关于数据要素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 近年地方政府相继上线公共数据平台, 这为识别

数据要素对就业机会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使得本文能够借助事件冲击识别数据

要素的因果效应。 理论上讲, 公共数据开放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极具价值的数据和信息

资源, 对企业投资、 数实融合发展、 劳动力流动等一系列经济活动产生积极影响, 并

进一步影响当地就业机会。 公共数据开放是否能够稳就业和促就业? 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借助爬虫工具搜集 6800 万条在线招聘岗位信息构建在线招聘

需求指标, 并以各地方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 考察公共数据开

放对就业机会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拓展了关于数据

要素经济后果的文献边界。 现有关于数据要素的文献大多从理论上分析数据要素的经

济效应 (陈晓红等, 2022), 经验研究主要关注数据要素对宏观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

(方锦程等, 2023)、 城投债定价 (欧阳伊玲等, 2024), 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

(Ghasemaghaei & Calic, 2019)、 企业生产率 (彭远怀, 2023)、 企业市场价值 (张叶青

等, 2021) 等的影响。 不同的是, 本文从就业机会视角出发考察数据要素对在线招聘

需求的影响及机制。

其次, 本文通过搜集海量在线招聘信息, 构建了在线招聘需求指标。 随着大数据

方法的逐渐普及, 在线招聘数据在近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数据量和颗粒度上具

有明显优势 (蔡卫星等, 2023; Hershbein & Kahn, 2018)。 从现有文献看, 囿于数据

限制, 从需求侧出发测度就业机会的研究还比较少, 大多是基于家户或个人就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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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光杰等, 2023)、 微观企业员工人数 (李磊等, 2021) 等数据构建的就业状态指标。

相较而言, 在线招聘需求指标能够及时地反映劳动力市场新增就业机会, 并且可以进

一步细分为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 具有较好的拓展价值。
最后, 本文充实了就业领域的文献研究。 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 一直备受学术界

关注。 现有文献对就业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广泛讨论, 主要涵盖全球化 (Feenstra et al.,
2019)、 技术进步 (余玲铮等, 2021)、 绿色发展 (Liu et al., 2021)、 经济政策手段

(王贤彬、 陈春秀, 2023) 以及企业、 家庭和个体特征 (Ring, 2023) 等方面。 相比之

下, 本文基于各地方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准自然实验, 探究数据这种新型生

产要素如何影响就业机会。
本文余下内容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 简要回顾公共数据开放的发展

历程和基本现状; 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 介绍数据

来源、 计量模型、 变量设定和描述性统计; 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报告实证结果, 包括

基准回归结果、 稳健性检验、 机制检验和异质性讨论; 最后总结全文。

二　 制度背景

在全球范围内, 公共数据开放已成为推动政务透明化、 社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

要趋势。 美国在 2009 年通过推出 data. gov 网站, 引领了全球公共数据开放的潮流。
2011 年, 美国携手英国、 挪威、 巴西、 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南非等八国共

同签署了 “开放数据声明”, 并发起了开放政府合作伙伴计划 (OGP)。 截至 2023 年

底, 全球已有 75 个国家和地区加入该计划, 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已成为国际共识, 各国

正通过协作和标准化实践加速这一进程。
在此国际背景下, 中国积极顺应全球趋势, 近年来高度重视公共数据开放工作,

相继出台了相关行动纲领和政策措施。 2015 年 8 月, 国务院印发的 《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 明确指出, 要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 此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强调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

的安全有序开放。 2020 年 3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

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特别强调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以及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为中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 在此基础上, 2021 年 12 月, 国务院印发的 《 “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 进一步明确, 要加快构建数据要素市场规则, 培育市场主体、 完善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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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到 2025 年初步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体系。 2022 年 12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数据二十条”, 即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从数据

产权、 流通交易、 收益分配、 安全治理等方面提出了二十条政策措施, 为加快培育发

展数据要素市场提供了明确指引。 总体而言, 中国在公共数据开放方面已经迈出了坚

实的步伐, 并且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推进和实施, 有望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进展。

从现实数据看, 自 2012 年以来, 上海市和北京市率先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引领

着各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发展。 根据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

《2023 年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报告 (城市)》, 各地方政府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量

从 2017 年的 20 个增长到 2023 年下半年的 226 个 (见图 1)。 在中国 337 个城市 (含直辖市、

副省级与地级行政区) 中, 有 60. 53%的城市已经上线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这一趋势表

明, 中国政府在推进公共数据开放方面成效卓越, 正逐步实现公共数据的全面开放。

图 1　 历年地级市及以上数据开放平台数量的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 《2023 年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报

告 (城市)》 计算得到。

与此同时, 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集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集

中, 社会民生、 社保就业和经贸工商三个领域的数据集数量位居前列, 分别有 5. 04

万、 4. 52 万和 2. 35 万个 (见图 2), 表明社会民生、 就业和经济领域是公共数据开放

的重点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这几个重点领域与企业投资、 数实融合和劳动力流动密

切相关。 此外, 信用服务领域的数据集相对较少, 这主要是由该领域的特殊性质决定

的。 信用服务数据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等敏感信息, 因此在开放过程中需要更加

谨慎和规范, 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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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集数量的主题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的 《2023 年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

放利用报告 (城市)》 计算得到。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共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具有边际成本为零、 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和规模报

酬递增等特性, 使其成为高效、 有价值且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资源 (陈晓红等,
2022)。 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认为, 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

性使得信息可以被广泛共享和使用, 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福利水平

(Stiglitz, 2000)。 公共数据作为信息的一种形式, 其开放和共享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

和市场失灵, 从而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 公共物品相关理论强调, 公共物品具有非排

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性, 其供给和消费不依赖于市场机制 (Samuelson, 1954)。 公共数

据作为一种公共品, 其边际成本为零, 意味着数据的提供和维护成本与数据使用者的

数量无关, 这使得政府成为公共数据的主要供给者。
(一) 创业活跃度机制

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活动增加。 一方面, 通过开放政府公共数据, 创业

者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 更容易获得更为丰富、 准确的信息和数据资源, 如公共交通数

据、 人口分布数据、 市场调查数据等。 这些数据资源能够帮助创业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市

场动态、 消费者需求、 行业趋势和竞争格局。 在此基础上, 创业者能够更准确地识别潜

在的市场需求, 把握商机, 从而制定出更为精准、 有效的商业策略 (Brynjolfs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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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lheran, 2016)。 另一方面, 公共数据开放也有效地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和成本。 公共数

据开放为创业者提供了更低成本、 便捷的数据获取渠道, 从而减少了数据收集的成本和

时间。 在传统的模式下, 创业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采集和处理数据。 而

公共数据开放可以为创业者提供更为便捷的数据获取渠道和更为高效的数据处理方式,
减少在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的投入, 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 (Farboodi et al., 2019)。
上述优势使得更多的个体能够参与到创业活动中, 从而增加了创业的活跃度。

创业是就业之源, 对在线招聘需求有深远影响。 一方面, 新企业创建对就业有直

接的推动作用, 即直接催生在线招聘需求岗位增加 (Bernal et al., 2024)。 另一方面,
新企业创建还会间接引发一系列的产业链活动, 即推动供应商和分销商等企业的发展,

从而进一步增加在线招聘需求。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H1: 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提升创业活跃度, 进而增加就业机会。
(二) 数实融合机制

数实融合, 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正深刻改变着经济结构与就业市

场, 显著影响就业机会 (夏杰长、 苏敏, 2024)。 首先, 数实融合过程催生了大量新兴

业态与岗位, 如数据分析师、 数字营销专员、 智能制造工程师等。 其次, 传统行业在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也需要吸纳更多具备数字化技能的人才, 以支撑其业务流程的智

能化改造与升级, 带动了相关就业机会的增长, 如信息技术支持、 数字化产品经理等。

此外, 数实融合还促进了产业链的延伸与跨界融合, 创造出更多跨领域的就业机会。
例如, 农业与电商的结合催生了农村电商专员,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则带动了服务

型制造等新兴岗位的出现。

公共数据开放作为数实融合的关键催化剂, 能够有效打破政府与市场的信息隔阂,
释放海量政府数据资源, 为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方锦程等, 2023)。 这些数据的广

泛流通, 不仅丰富了数字经济的数据生态, 还成为城市治理、 产业升级及创新创业的

重要支撑 (张晨等, 2023)。 企业借助开放数据, 加速产品创新与服务优化, 开辟市场

新蓝海。 而传统产业则通过数字化转型, 利用数据洞察市场需求, 提升竞争力。 因此,

公共数据开放不仅是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更是推动数实融合发展的关键

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H2: 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推动数实融合发展, 进而增加就业机会。
(三) 人口集聚机制

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供全面、 准确、 及时的信息, 帮助流动人口缓解信息不对称,
以更好地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地点, 从而进行更为合理流动和集聚 ( Hua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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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公共数据开放涵盖政府政策和服务信

息, 使流动人口能全面评估各地区的吸引力, 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其次, 通过公开的

交通数据和城市规划信息, 流动人口能更清晰地了解城市基础设施状况, 从而选择更

便利的工作和生活地点。 最后, 政府开放的全面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信息为流动人口

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了解当地医疗、 教育和社保等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覆盖范围,
可以增强流动人口安全感, 使其更加安心地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点。

人口集聚对就业机会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 集聚效应是推动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 随着人口和资源的集聚, 城市内各产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形成具有竞争力

的产业链 (蔡庆丰等, 2023), 不仅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 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

次, 人口集聚对服务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 人们对服务的

需求也随之增加。 在餐饮、 零售、 医疗、 教育等领域, 人口集聚为这些行业提供了更

多的消费者和市场机会, 因此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 最后, 人口集聚使得市场匹配效

率显著提升。 随着人口的流入, 技术市场、 风险投资市场、 劳动力市场变得更 “厚”,
这提高了市场匹配效率, 进而增加就业机会 (Di Addario, 2011)。 基于上述分析, 提

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
H3: 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促进人口集聚, 进而增加就业机会。

四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一是在线招聘需求数据。 本文运用大数据技

术搜集了 2018 年至 2021 年国内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

聘、 猎聘网、 拉勾网) 发布的所有招聘信息。 在搜集数据时, 以日度为单位进行持续

获取, 以尽可能地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对于在招聘网站上存在超过一天的同一条招聘

信息, 本文仅将其统计至发布当天, 以避免重复计算。 当同一条招聘信息在不同网站发

布时, 本文根据招聘单位名称、 发布时间、 岗位名称、 工作地点和职位描述进行甄别,
确保数据的唯一性。 同时, 本文仅保留已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单位招聘信息, 以排除可

能存在的虚假信息问题。 最终, 本文得到近 6800 万条有效的在线招聘需求数据。
二是各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据。 该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

实验室发布的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 (城市)》 (方锦程等, 2023; 欧阳伊玲

等, 2024; 彭远怀, 2023)。 本文进一步通过在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的方式核对平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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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是否存在, 并根据相关公开报道核对平台上线时间。

三是城市层面数据。 城市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多个权威数据库和资料。 人工

智能数据是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

参照关系表 (2021) (试行)》 中的智能制造专利分类一一比对得到的。 政府就业关

注度是基于全部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计算得到的。 余下指标来源

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对于年鉴中缺失的部分数据, 本文通过省统计局的数据进

行补充。

(二) 模型设定

为评估公共数据开放对就业机会的影响, 本文将整理的近 6800 万条在线招聘信息

统计到城市 -年份层面, 并构建城市 - 年份面板数据作为基准样本。 值得一提的是,

本文进一步剔除了样本期之前已经上线公共数据平台的城市样本。 参考方锦程等

(2023) 的做法, 使用交叠双重差分 (DID)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具体的设定如下:

Jobsc,t = α0 + α1 × Dataopenc,t + β′ × Z + νc + μt + εc,t (1)

其中, 被解释变量 Jobsc,t是城市 c 在 t 年对数化的在线招聘需求数量。 核心解释变

量 Dataopenc,t是公共数据平台上线虚拟变量: 若城市 c 在 t 年上线公共数据平台, 则该

城市在当年及之后取值为 1, 否则为 0。 Z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工资水平、 产业结

构、 人口规模、 人力资本、 金融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 人工智能和政府就业关注

度 (方锦程等, 2023)。 vc 和 μt 依次表示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εc,t是随机扰动项。 α1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估计系数, 表示公共数据开放对就业机会的影响。 表 1 是本文主要

变量的具体定义。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就业机会 Jobs 城市在线招聘岗位数量 (个) 的自然对数

公共数据开放 Dataopen 城市是否已经上线公共数据平台 (是 = 1)
地区生产总值 GDP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的自然对数

工资水平 Wage 城市职工平均工资 (元 / 人) 的自然对数

产业结构 Industry 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 )
人口规模 Population 城市人口规模 (万人) 的自然对数

人力资本 Edu 城市高校学生在校人数 (人) 的自然对数

金融发展水平 Loan 城市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 (% )
对外开放程度 FDI 城市对外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 (% )

人工智能 Robot 城市人工智能专利 (个) 的自然对数

政府就业关注度 JIE 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词频 (个) 的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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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根据原始数据, 就业机会变量的原值即

城市在线招聘岗位数量的均值为 41200, 表明在本文的样本内, 平均每个城市每年发布

了 4 万多个在线招聘需求, 反映了在线招聘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就业机会变量的标准差较大, 意味着样本期间不同城市之间的就业机会存在较大差异。

公共数据开放变量的均值为 0. 319, 表明在样本中大约有 32%的样本上线了公共数据平

台。 这一比例相对较高, 说明公共数据开放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其他控制变量的

统计结果与相关研究相近, 不再赘述。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25 分位数 75 分位数

Jobs 8. 666 1. 848 8. 510 7. 501 9. 640

Dataopen 0. 319 0. 466 0 0 1

GDP 16. 700 0. 832 16. 654 16. 123 17. 243

Wage 11. 173 0. 191 11. 166 11. 045 11. 296

Industry 46. 750 7. 676 46. 255 41. 455 50. 915

Population 5. 859 0. 672 5. 920 5. 455 6. 346

Edu 10. 699 1. 178 10. 660 9. 945 11. 436

Loan 2. 764 1. 163 2. 451 1. 968 3. 238

FDI 1. 466 2. 708 0. 691 0. 007 2. 043

Robot 1. 158 1. 464 0. 693 0. 000 1. 946

JIE 2. 324 0. 404 2. 303 2. 079 2. 565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主要估计结果

1. 基准估计结果

表 3 报告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就业机会的估计结果。 本文在估计基准模型时, 采用

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 第 (1) 列为仅考虑公共数据开放单一变量和城市、 年

份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 从估计结果上看, 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为正, 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增加在线招聘需求。 第 (2) 列进一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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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影响在线招聘需求的经济社会因素。 估计结果显示, 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

仍然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在考虑一系列潜在的影响因素之后, 公共数据开放

对在线招聘需求仍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经济意义上看, 公共数据开放带来了 32%

的在线招聘需求增长, 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上看, 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 工资水平较高、 第三产业较发达、 外商投资较多、 政府对就业的关注度

越高的城市, 在线招聘需求越多。

表 3　 公共数据开放影响就业机会的基准估计

(1) (2)

Dataopen
0. 373∗∗∗

(0. 086)
0. 324∗∗∗

(0. 087)

GDP
0. 901∗∗

(0. 378)

Wage
0. 965∗∗∗

(0. 353)

Industry
0. 031∗∗∗

(0. 008)

Population
0. 143

(0. 180)

Edu
0. 225

(0. 145)

Loan
0. 149

(0. 134)

FDI
0. 044∗∗

(0. 020)

Robot
- 0. 028
(0. 028)

JIE
0. 082∗

(0. 049)

常数项
8. 547∗∗∗

(0. 028)
- 22. 601∗∗∗

(7. 619)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941 0. 945

观测值 978 978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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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开放数据量级与政策效果

公共数据开放的就业机会创造效应与开放数据量级密切相关。 从理论上讲, 政府

公开的数据量越大、 质量越高时, 公共数据开放的就业机会创造效应会更加显著。 复

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构建了数据层指数, 该指数包含数据数量、 开放范围、

关键数据集质量、 关键数据集规范五个一级指标, 能够较好地反映政府开放的数据数

量和质量。 本文按照数据层指数高低将基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重新估计, 估计结果见

表 4。 从表中的估计结果看, 在开放数据量级较大的组中, 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无

论大小和显著性均高于开放数据量级较小的组, 并且两组之间的估计系数差异通过了

组间估计系数差异性检验, p 值为 0. 020①。 这一结果表明, 公共数据开放增加就业机

会的效果在开放数据量级更高的组中更加显著, 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的基准结论。

表 4　 开放数据量级差异

开放数据量级较大 开放数据量级较小

(1) (2)

Dataopen
0. 520∗∗∗

(0. 146)
0. 173∗

(0. 1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940 0. 952

观测值 467 511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二) 稳健性检验

1. 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平行趋势检验

不少文献指出 (Goodman-Bacon, 2021), 交叠 DID 面临异质性处理效应的挑战。

在本文的情境下, 由于各城市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时点不同, 使用传统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得到的估计量可能会产生偏误。 针对这一问题, Callaway & SantAnna (2021)

建议使用交叠 DID 稳健估计方法 (CSDID) 进行动态趋势检验, 以获取更为可靠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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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趋势检验结果。 图 3 报告了 CSDID 动态趋势检验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在考虑一

系列影响因素之后, 在样本期内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城市, 在上线年份之前与未

上线城市的在线招聘需求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要求。 同时,

在上线年份之后, 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城市的在线招聘需求开始逐渐显著高于未

上线的城市, 验证了本文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图 3　 平行趋势检验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

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

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2. 安慰剂检验

在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就业机会的影响时, 除一系列可观测城市特征外, 还可能

存在一些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为缓解这一担忧, 本文采用随机化

的思路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操作如下: 本文重复 500 次实验, 每次实验随机抽取与

真实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城市等数量的城市作为处理组, 并且随机给出处理时间,

由此得到 500 个虚拟的核心解释变量 Dataopenrandom; 在此基础上, 采用基准模型对这些

虚拟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重新估计, 得到 500 个 Dataopenrandom的估计系数, 相应的核密

度曲线和 p 值分布见图 4。

理论上, 由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城市和上线时间都是随机赋予的, 核心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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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Dataopenrandom的估计系数应该和零没有差异。 图 4 的结果显示, 随机生成的核心解

释变量 Dataopenrandom的估计系数确实主要集中在 0 附近, 与真实的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

系数 0. 324 相比有明显差距。 这一结果表明, 在考虑一些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之

后, 公共数据开放增加就业机会的效果仍然保持不变。

图 4　 安慰剂检验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

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

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3. 工具变量回归

公共数据开放与就业机会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一方面, 一些城市基

于特定发展需求或政策导向可能会更早或更多地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而这些因素

可能同时对城市就业机会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 就业机会更多的城市对公共数据开放

的需求也可能更大。 前述因素均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为了更准确地评估公共数据开放对就业机会的影响,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

验。 具体来说, 本文借鉴赵涛等 (2020) 的研究思路, 引入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

通常而言, 地形起伏度越小, 网络基础设施铺设成本越低, 进而公共数据开放程度越

高, 从而满足相关性要求。 同时, 地形起伏度完全由经济系统外部因素决定, 从而满

足外生性要求。 考虑到地形起伏度属于截面数据, 在双向固定效应设定下无法作为公

共数据开放的工具变量, 本文引入了人均光缆长度变量。 一般来说, 人均光缆长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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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网络基础设施质量越高, 从而公共数据开放程度越高。 由此, 本文以地形起伏度

倒数与人均光缆长度的交乘项作为公共数据开放的工具变量。

表 5 报告了两阶段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第 (1) 列是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 从

估计结果看, 地形起伏度倒数与人均光缆长度交乘项 IV 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

著为正, 表明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确实与公共数据开放正相关。 第 (2) 列第二阶段的

估计结果显示, DataopenIV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在工具变量法下公共数据开放仍

然显著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加。 工具变量的 Cragg-Donald Wald F 值大于经验法则 10, 通

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并且 Kleibergen-Paap rk LM 值也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 说明本文

构建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表 6 的结果表明, 在进一步考量内生性问题之后, 公共数

据开放增加就业机会的基准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表 5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IV
59. 688∗∗

(26. 637)

DataopenIV
1. 641∗

(0. 9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289 0. 568
观测值 978 978

Cragg-Donald Wald F 12. 233
Kleibergen-Paap rk LM 10. 628∗∗∗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4. 排除相关政策的影响

在本文研究覆盖的样本期间附近, 国家相继推出了若干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密切相

关的政策, 具体包括电子政务、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智慧城市以及宽带中国等试点项

目。 为了更准确地识别公共数据开放对就业机会的影响, 本文逐一排除了上述政策的影响。

首先, 排除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政策的影响。 公共数据开放与电子政务在数字

化技术运用、 提升政府工作效率与服务质量, 以及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等多个方面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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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一定的共同点, 均强调信息公开和透明的重要性, 均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政府工作

的认知与监督。 因此, 本文在样本中剔除了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城市, 以得到更为

“干净” 的公共数据开放就业机会创造效应。

其次, 公共数据开放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虽然都致力于推动大数据的发展

并贯彻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但二者的具体目标并不完全相同。 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更注重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而公共数据开放则聚焦于政府数据的开放与应

用。 为更准确地评估公共数据开放对就业机会的影响, 本文剔除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试点的城市样本。

此外, 公共数据开放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都致力于提供新型城市数字公共服务,

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两者都强调信息共享和互操作的重要性, 以实现更高效的城市

管理和公共服务, 但智慧城市更侧重于城市整体数字化建设。 为了排除智慧城市可能

对公共数据开放的就业机会创造效应的影响, 本文剔除智慧城市试点的城市样本。

最后, 公共数据开放与宽带中国试点都是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环节,

对于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考虑到宽带中国试点可

能对公共数据开放产生的影响, 本文剔除宽带中国试点的城市样本。

尽管这些政策并没有发生在本文的样本期内, 但政策的长期效应可能对本文的研

究结论产生影响。 为排除这些政策的干扰, 本文参考 Cao & Chen (2022) 的做法, 剔

除受到这些政策影响的样本。 表 6 第 (1) 列至第 (4) 列依次是剔除电子政务试点城

市、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 智慧城市试点和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估计结

果①。 从估计结果上看, 在排除这些相关政策的影响之后, 公共数据开放增加就业机会

的效应仍然保持不变, 再次说明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表 6　 排除相关政策的影响

剔除电子政务

试点城市样本

剔除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试点城市样本

剔除智慧城市

试点样本

剔除宽带中国试点

城市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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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open
0. 338∗∗∗

(0. 099)
0. 300∗∗∗

(0. 104)
0. 244∗∗

(0. 100)
0. 300∗∗

(0. 13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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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同时剔除所有四种政策试点的城市, 将损失约 3 / 4 的样本。 因此, 本文未采用这一

做法。



续表

剔除电子政务

试点城市样本

剔除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试点城市样本

剔除智慧城市

试点样本

剔除宽带中国试点

城市样本

(1) (2) (3) (4)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929 0. 945 0. 954 0. 926
观测值 778 728 623 632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还进行了以下检验: 表 7 第 (1) 列排除了在线

招聘岗位数低于 1000 的样本, 以提高在线招聘需求对全部就业机会的代表性。 经此处

理后, 公共数据开放显著增加就业机会的结论仍然保持不变。 第 (2) 列进一步考虑同

省观测值之间潜在的关联性问题, 通过聚类到更高层级的省份层面减少可能存在的估

计误差。 从估计结果看, 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仍然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进一

步证明公共数据开放对就业机会的积极影响。 第 (3) 列删除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

前一年的样本, 以排除预期效应的影响。 可以发现, 公共数据开放促进就业机会增加

的效果仍然存在。 综合来看, 本文通过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公共数据开放

对就业机会的促进效果。

表 7　 其他稳健性检验

剔除岗位数低于 1000 样本 聚类到省份层面 删除平台上线前一年样本

(1) (2) (3)

Dataopen
0. 244∗∗∗

(0. 080)
0. 324∗∗∗

(0. 094)
0. 291∗∗∗

(0. 0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938 0. 945 0. 947
观测值 810 978 884

　 　 注: 除第 (2) 列外, 其他列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10%、 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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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进一步研究

(一) 机制检验

在理论分析部分, 本文认为公共数据开放可能通过促进创业活跃度、 数实融合发

展和人口集聚三大机制促进就业机会增长。 本部分基于全量工商登记注册信息、 全量

专利信息和人口吸引力指数对这三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1. 创业活跃度机制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公共数据开放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 为创业者提供更多创

业机会, 并降低创业门槛。 随着创业活动的增多, 企业的在线招聘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为检验这一机制, 本文搜集了全量的工商登记注册信息, 并基于此构建城市 - 年份层

面的净新注册企业数量指标, 用 Firm 表示。 这一指标的具体定义为: 对数化的新注册

企业数量减去当期注销企业数量。 估计结果见表 8 第 (1) 列。 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发

现, 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为正, 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提

升创业活跃度, 验证了创业活跃度机制。

2. 数实融合机制

前文理论分析部分认为, 数实融合通过催生新兴业态与岗位、 促进传统行业数字化

转型及产业链延伸显著增加在线招聘需求, 而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打破信息隔阂, 为数实

融合提供数据支撑与动力。 为检验这一机制, 本文参考周密等 (2024) 的思路, 通过计算

传统产业包含数字产业技术的专利数量构建数实融合指标, 用 DigPhyint 表示。 表 8 第 (2)

列检验了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实融合的影响, 可以发现, 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公共数据开放确实显著推动数实融合发展, 数实融合机制得以验证。

3. 人口集聚机制

根据理论分析部分, 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流动人口更高效地选择居住和工作地,

促进合理流动和集聚, 进而对在线招聘需求产生影响。 为衡量这一机制变量, 本文采

用人口吸引力指数 (城市新流入常住人口 (驻留超过 2 个月的人口) /全国所有城市新

流入常住人口均值) 作为代理指标, 用 Laboragg 表示。 这一指数是通过对百度开放平

台海量位置数据、 百度地图海量交通出行数据进行挖掘计算得到①。 表 8 第 (3) 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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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百度地图慧眼、 自然资源部陆表系统与人地关系重点实验室发布的 《中国城市活力报

告》。 需要说明的是, 表 8 的观测值少于表 3, 原因在于部分年份和城市的数据缺失。



告了人口集聚机制的估计结果。 从估计结果上看, 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公共数据开放确实显著促进了人口集聚, 从而验证了人口集聚机制。

表 8　 机制检验

Firm DigPhyint Laboragg

(1) (2) (3)

Dataopen
0. 088∗∗

(0. 037)
0. 174∗∗∗

(0. 064)
0. 043∗∗

(0. 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951 0. 925 0. 990

观测值 978 978 651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各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

站和 《中国城市活力报告》 数据计算得到。

(二) 不同类型就业机会的差异性影响

接下来, 本文进一步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不同类型在线招聘需求的差异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不同于已有的家户微观调查数据, 本文的在线招聘数据具有较高的颗

粒度, 在分城市统计不同类型在线招聘需求时仍然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1. 不同岗位就业机会的差异性影响

本文分别统计了不同学历、 有无经验要求和不同岗位工资的在线招聘需求数量,

以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不同岗位就业机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具体来说, 本文将高

中及以上记为高学历在线招聘需求 (Jobs_ hedu), 将高中以下记为低学历在线招聘需

求 (Jobs_ ledu); 将有经验要求的记为有经验在线招聘需求 (Jobs_ exp), 将无经验要

求的记为无经验在线招聘需求 (Jobs_ nonexp); 将岗位平均工资及以上的记为高岗位工

资在线招聘需求 (Jobs_ hwage), 将低于岗位平均工资的记为低岗位工资在线招聘需

求(Jobs_ lwage)。

从表 9 的结果看, 公共数据开放对不同学历、 有无经验要求、 不同岗位工资的就

业机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增加就业机会的核心结论具有稳健

性。 更为重要的是, 比较第 (1) 列和第 (2) 列的估计结果, 公共数据开放对低学历

在线招聘需求的影响高于对高学历在线招聘需求的影响。 第 (3) 列和第 (4) 列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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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 相比有经验要求的在线招聘需求, 公共数据开放对无经验要求在线招聘需求

的影响更大。 对比第 (5) 列和第 (6) 列的结果发现, 公共数据开放主要增加低岗位

工资在线招聘需求。 整体上看, 公共数据开放体现出良好的包容性和均等性, 更多地

为弱势就业群体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表 9　 不同岗位就业机会的差异性影响

Jobs_ hedu Jobs_ ledu Jobs_ exp Jobs_ nonexp Jobs_ hwage Jobs_ lwage

(1) (2) (3) (4) (5) (6)

Dataopen
0. 335∗∗∗

(0. 070)
0. 342∗∗∗

(0. 095)
0. 264∗∗

(0. 114)
0. 353∗∗∗

(0. 065)
0. 224∗∗

(0. 095)
0. 353∗∗∗

(0. 064)

控制变量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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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958 0. 937 0. 924 0. 963 0. 926 0. 959

观测值 978 978 978 978 978 978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2. 不同行业就业机会的差异性影响

本文分别统计了不同行业的在线招聘需求数量, 以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不同行业

就业机会的影响。 具体来说, 本文将制造业记为制造业在线招聘需求 ( Jobs_ manu),
将服务业记为服务业在线招聘需求 (Jobs_ service); 将数字行业记为数字行业在线招聘

需求 (Jobs_ dig), 将余下行业记为传统行业在线招聘需求 (Jobs_ trad); 将劳动力密

集行业记为劳动力密集行业在线招聘需求 (Jobs_ labor), 将资本密集型行业记为资本

密集型行业在线招聘需求 (Jobs_ capital), 将技术密集型行业记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在线

招聘需求 (Jobs_ tech)。
从表 10 和表 11 的结果来看, 公共数据开放对不同行业的就业机会均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增加就业机会的核心结论具有稳健性。 比较表 10 第

(1) 列和第 (2) 列的估计结果, 公共数据开放对服务业在线招聘需求的影响高于

对制造业在线招聘需求的影响。 其原因在于, 不同行业对数据的需求因其特性而异,
服务业更注重个性化、 定制化, 对数据的多元性需求相对较高, 而制造业则更注重

生产流程和成本控制, 对数据的需求相对较少。 比较表 10 第 (3) 列和第 (4) 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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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结果发现, 相比传统行业在线招聘需求, 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行业在线招聘需

求的影响更大。 这是因为数字行业对数据的依赖程度较高, 公共数据开放为其提供

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这些数据资源有助于数字行业进行更深入的数据挖掘、 分析和

应用, 从而增加对数据科学家、 数据分析师等数字行业从业者的需求。 对比表 11 第

(1) 列至第 (3) 列的估计结果, 公共数据开放的就业机会创造效应在劳动力密集

型行业中最大, 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最后是技术密集型行业。 这是因为劳动力

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最强, 资本密集型行业次之, 技术密集型行业最弱。

综合来看, 公共数据开放主要增加与数据要素密切相关的数字行业、 就业吸纳能力

较强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的在线招聘需求, 进一步强化了公共数据开放的

就业机会创造效应的核心结论。

表 10　 不同行业就业机会的差异性影响 (一)

Jobs_manu Jobs_ service Jobs_ dig Jobs_ t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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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open
0. 240∗∗∗

(0. 074)
0. 354∗∗∗

(0. 093)
0. 382∗∗∗

(0. 118)
0. 357∗∗∗

(0. 08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942 0. 938 0. 926 0. 942

观测值 978 978 978 978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表 11　 不同行业就业机会的差异性影响 (二)

Jobs_ labor Jobs_ capital Jobs_ tech

(1) (2) (3)

Dataopen
0. 375∗∗∗

(0. 091)
0. 357∗∗∗

(0. 097)
0. 275∗∗∗

(0. 0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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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Jobs_ labor Jobs_ capital Jobs_ tech

(1) (2) (3)

R2 0. 926 0. 937 0. 950

观测值 978 978 978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三) 异质性分析

1. 传统要素流通异质性

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提升传统要素的流动性, 打破信息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进而释放更大的生产力。 因此, 本文预期, 公共数据开放促进就业机会增加的效果在传

统要素流动性较低的地区更加显著。 为验证这一观点, 本文参考方锦程等 (2023) 的测

度方法, 使用历年公路客运量和公路货运量作为人口流动和商品流动的代理变量。 本文

以这两个变量的中位数为标准, 将基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 重新估计公共数据开放对就

业机会的影响, 结果见表 12。 可以看出, 在公路客运量和公路货运量较少的地区, 公共数

据开放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而在公路客运量和公路货运量较多的地区,

这一估计系数则均不显著, 并且组间估计系数差异显著, 即第 (1) 列和第 (2) 列之间、

第 (3) 列和第 (4) 列之间估计系数差异的 p 值均为 0. 000。 这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在线招

聘需求的促进作用确实在传统要素流动性较低的地区更明显, 符合本文的预期。

表 12　 传统要素流通异质性

公路客运量较多 公路客运量较少 公路货运量较多 公路货运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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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open
- 0. 017
(0. 105)

0. 682∗∗∗

(0. 155)
- 0. 020
(0. 108)

0. 606∗∗∗

(0. 1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956 0. 927 0. 955 0. 903

观测值 464 395 462 430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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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市场化程度异质性

公共数据开放对就业机会的影响与市场化程度相关。 本文参考方福前等 (2023)
的做法, 根据樊纲的市场化指数构建方法测算城市层面的市场化程度, 并按照市场化

程度高低将基准样本划分为两组进行重新评估, 估计结果见表 13。 从表中的估计结果

来看, 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组中显著为正, 而在市场化程度

较高的组中则不显著, 并且两组之间的估计系数差异通过了组间估计系数差异性检验,
p 值为 0. 015。 这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公共数据开放对在线招聘需求的增加

作用更明显。 这是因为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激活市场、 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 推动产

品市场发展、 提高要素市场透明度和效率, 以及促进市场中介发展, 从而对市场化程

度较低地区的就业机会产生更加显著的积极影响。

表 13　 市场化程度异质性

市场化程度较高 市场化程度较低

(1) (2)

Dataopen
0. 108

(0. 098)
0. 453∗∗∗

(0. 1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964 0. 932

观测值 475 455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3. 信息可达性异质性

信息的可获取性和利用程度在决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直接影响决策的

质量和效果, 进而影响公共数据开放对就业机会创造的程度。 因此, 本文预测在信息

可达性较高的地区, 公共数据开放的就业机会创造效应更加显著。 互联网宽带接入作

为信息传递的关键要素, 其用户规模的大小直接反映信息可达性的高低。 用户规模越

大, 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接入互联网获取信息, 从而具有更高的信息可获取性和利用

程度。 因此, 本文利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衡量信息可达性, 并按照用户规模高

低将基准样本划分为两组进行重新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14。 从表中的估计结果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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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较大的组中显著为正, 而在互联

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较小的组中则不显著, 并且两组之间的估计系数差异通过了组间

估计系数差异性检验, p 值为 0. 090。 这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促进就业机会增加的效果确

实在信息可达性更高的组中更加显著, 符合本文的预期。

表 14　 信息可达性异质性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较大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较小

(1) (2)

Dataopen
0. 383∗∗

(0. 146)
0. 136

(0. 1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964 0. 929

观测值 387 343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 、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前程无忧、 BOSS 直聘、 智联招聘、 猎聘网、 拉勾网五大在线招聘网站、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

治理实验室、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和政策建议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时代的关键动力, 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

远影响。 在稳定和促进就业方面, 数据要素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利用

6800 万在线招聘岗位数据构建在线招聘需求指标, 将地方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作为准自然实验, 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就业机会的影响。 研究发现, 公共数据开放显

著增加就业机会, 且这一效果在开放数据量级较大的地区更加明显。 机制分析表明,
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激发创业活力、 推动数实融合发展以及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作用。 异

质性结果显示, 公共数据开放具有较好的普惠性, 给弱势就业群体创造了更多就业机

会, 体现在主要增加低学历、 没有工作经验、 低工资岗位的在线招聘需求。 同时, 公

共数据开放主要增加服务业、 数字行业以及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在线招聘需求。
此外, 公共数据开放的就业机会创造效应在传统要素流通程度较低、 市场化程度较低、
信息可达性较高的城市更加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和评估政府公共数据

开放的就业机会创造效应, 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和促进就业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74·

韦庆芳等: 公共数据开放与就业机会



基于这些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积极推动公共数据开放,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在推动创业、 促进数实融合、

促进人口聚集和创造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除了基础公共数据, 各级政府还应逐步开

放更多高价值的数据, 如经济、 教育、 医疗等领域的数据。 与此同时, 应鼓励不同政

府部门之间加强数据整合和共享, 消除信息孤岛, 形成统一的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
最大化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 此外, 对于传统要素流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应

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和战略机遇, 积极推动公共数据开放, 从而缩小与其他

地区的就业机会差距。
第二, 充分发挥公共数据开放在促进社会公平就业中的重要作用。 公共数据开放

对低学历、 无经验和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就业具有显著的积极效果。 首先, 政府应提供

针对弱势就业群体的开放数据使用培训, 帮助其掌握相关技能, 提升就业竞争力。 其

次, 政府应利用开放数据为弱势群体提供职业指导服务, 分享市场需求、 就业趋势和

行业动态信息, 帮助其做出更符合个人能力和市场需求的职业选择。
第三, 信息基础设施对于公共数据开放所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至关重要, 因此

政府应加大对关键设施的投资力度, 如宽带网络、 数据中心和云计算, 提升数据传

输和处理效率。 特别是对于偏远和欠发达地区, 政府应重点关注其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 确保所有地区均能公平享有数据开放带来的红利, 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信息可

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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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derly opening of public data and harnessing digital dividends are key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market. This article uses 68 million online job postings

nationwide to develop an online recruitment demand index. It uses local governments launch of

public data platform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examine their impact on loc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opening public data increases local online recruitment demand

significantly, with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in regions with larger volumes of open data. The

mechanism is that public data openness can invigorate entrepreneurship,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and traditional economies, and foster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thereby 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Moreover, the effects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fully demonstrate inclusivity and

equality, as companies are more willing to offer positions to groups with lower education, no work

experience, and lower income. Additionally, public data openness primarily boosts job demand in

the service sector, digital industry, and labor- and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In cities with less

traditional factor mobility, lower levels of marketization, and greater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the

job creation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is more pronounced.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data openness and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providing valuable policy insights for leveraging data elements to creat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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