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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工业体系完备，拥有制造先进工业用品与生活用品的能力，制造规模排

名世界前列，但仍存在“大而不强”的现象，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业基

础相对薄弱，高端零件依赖进口，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实行高端制造回归政策与发

展中国家竞争中低端市场。因此寻找新动能，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的快速发展为制造业提供了新的生产要素

和创新环境，降低了各项制造成本，提高了要素流动效率，促进了我国制造业转

型升级。

首先，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技术进步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空

间集聚效应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新基建”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并

构建数理模型进行深入分析。接着，基于机制与现状分析，采用 2003-2019 年我

国省级样本数据深入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地区“新基建”的发展规模显著

促进该地制造业转型升级，而且，制造业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新基建”不

仅提高了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使制造业结构攀向新的高度，还推动了制造业资源

合理化配置，有利于制造业结构更加合理。（2）根据分区域样本数据回归结果，

对于东、中、西部地区而言，“新基建”同样可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贡献

系数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西部和中部，再次验证前文推断；东、中部地区制造

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西部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3）

分基建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和创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均

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其影响系数由高到低依次为融合基建、创新基建和信息基

建。融合基建侧重于智能化应用，可以催生新的消费模式；技术创新存在时间周

期，故创新基建的促进作用不如融合基建明显；信息基建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提

供新的生产要素，间接促进其技术进步，故其的影响力更弱。最后，基于前文研

究结论和对文章整体研究的把握和理解，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等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关键词：新基建 制造业转型升级 技术创新 资源配置 空间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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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the ability to manufacture

advanced industrial goods and daily necessities, and its manufacturing

scale ranks among the top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re is still the

phenomenon of "big but not strong", which is in the middle and low 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industrial base is relatively weak, and the

high-end parts depend on imports. At the same tim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faced with the high-end manufacturing regression policy to compete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the middle and low-end market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find new kinetic energy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eferred to as "new infrastructure") provides

new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nnovative environment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duces various manufacturing costs,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factor flow, and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irstly,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new infrastructure"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three aspec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ec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builds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in-depth analysis. The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echanism and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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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we use the provincial sample data from 2003 to 2019 to conduct

in-depth empirical research.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development scale of regional "new infrastructur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lo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re is obvious space overflow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ew infrastructure" not only improve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akes the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climb to a

new height, but also promotes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resourc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a more reasonable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2)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sub-regional sample

data, for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can als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contribution coefficient from high to low is the eastern,

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which verifies the above inference aga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whil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not obvious. (3)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sub-infrastructure samples show that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tegrated infrastructure and innovative infrastructur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ir influence coefficients are integrated infrastructure,

innovative infra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from high to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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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integration focuses on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which can

give birth to new consumption patterns;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a

time cycle, so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novative infrastructure is not as

obvious as that of integrated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rovides new production factors for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ndirectly promotes i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o its influence is weaker. Finally,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conclusion and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ic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enlightenment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Keywords:New infrastructure;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

ding;Technological innovation;Resource allocation;Spatial spil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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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面临投资结构调整、人口红利减弱、

技术改进受限等，另一方面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生产方式变革、经济转型的关

键期。要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与结构的持续优化，亟需转变驱动

方式，由原先要素、投资驱动转换为创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加快国内供给升

级与需求升级。

制造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其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我国经济平稳运行与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关键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

重视制造业多元投资与稳定发展，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快振兴基础制造，也

取得了发展成果，“十三五”期间，我国第二产业保持合理增长，2015-2019 年

间的年均增速为 5.9%。我国虽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具备先进工业用品与

生活用品的生产能力，但仍存在“大而不强”的现象，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产业基础薄弱，高端零件依赖进口；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实行高端制造回归政策与

发展中国家竞争中低端市场。故丞需定位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加快科技创新，

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

无论是切换增长动力,还是优化产业结构，均需要新引擎助力。那么，新引

擎的载体是什么？如何发挥新引擎作用，推动制造业转型？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

入思考。201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 5G 实体应用，加大 5G、智慧

能源、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投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概念

首次被提出，同时也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2020 年初，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会议明确提出，“出台融资政策支持信息基建吸纳社会资本，推动产业转

型，并鼓励发展新兴制造，推进智能化制造进程”。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方式

转变关键期，“新基建”符合经济转型的总体要求，在补齐短板的同时，支持制

造业创新、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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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一方面，有关“新基建”的前期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经

济效益，但这难以评价地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实体经济的产出效应，之后学者

将“新基建”的研究视角转向利用发展理论研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效

应，不仅未考虑空间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并未深入分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对具体行业的作用路径；另一方面，多数学者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制造业协同

发展以及制造业经济效益等方面研究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学者基于产业内因

素，如薪酬、投资等，探究其对产业转型的影响，缺乏“新基建”、新兴产业等

外源因素分析。因此，本文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纳入同一研究

框架，从微观上探究“新基建”如何影响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其理论意义主要表

现为：

第一，前期研究强调“新基建”在宏观层面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

忽略了基建类型的异质性作用，且未将区域的异质性考虑在内，这显然会对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发展效应评价不客观。本文将异质性分析纳入到“新基建”

对具体产业发展效应的研究框架中，拓展和完善了“新基建”促进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理论体系。第二，结合相关理论和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从技术进步

效应、要素流动效应、空间集聚效应等三方面分析“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影响机制，尝试打开“新基建”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部黑箱”，为全面

客观评价“新基建”提供参考文献。

1.2.2 现实意义

“新基建”投资量大且周期长，有利于促进就业、供给升级与经济转型；制

造业是经济转型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我国走上强国之路的基础。“新基建”有

利于实现制造业快速发展，而制造业升级是经济整体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因此，

研究“新基建”的经济效应，探索“新基建”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具体路径具有极

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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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过建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具体评级指标，深

入分析基建类型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及“新基建”对不同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异

质影响，从而为政府合理确定“新基建”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及投资地区提供参

考。第二，研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基于理论分

析和对文章整体研究的把握和理解，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等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对优化整体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实践意

义。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1.3.1 研究思路

本文总共包含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陈述我国整体经济及制造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现状，

引出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与框架，为后文系统研究该选题做铺垫。

第二部分，文献概述。明确“新基建”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回顾相关

理论，概括之前学者对于相关方面的研究，并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评析，为后文

详细论证做铺垫。

第三部分，影响机理。论证“新基建”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要素流动效应、

空间集聚效应影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假设进行数理推

导。

第四部分，指标测度与现状分析。详细介绍“新基建”的测度方法，深入分

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及总体趋势。

第五部分，实证分析。选取 2003-2019 年我国省级样本数据，利用 SAC、SAR、

SEM 模型进行基准回归；接着，基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基础不同及不同基建

类型对制造业发展影响效果不同，还将进行以上两方面的异质性分析。最后，通

过变换空间矩阵再次验证实证结果是否稳健。

第六部分，结论与政策启示。基于机理分析及模型检验，得出本文的主要结

论，从而总结有利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启示。

第七部分，不足与展望。基于全文整体内容，梳理本文的不足，展望未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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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研究方向。

1.3.2 论文框架

本文的探究框架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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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能的创新点

已有研究中，多数学者基于产业内因素，如内部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等，

分析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因素，对“新基建”、数字经济等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较少。因此，本文的贡献之处在于：将“新基建”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纳入同一研

究框架，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角度分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整体发展的影

响；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假设构建数理模型，并从技术进步效应、要素流动效应、

空间集聚效应三个层面探索“新基建”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机制，丰富了

“新基建”经济效应文献以及制造业转型升级文献；建立“新基建”综合评价体

系，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利用变换空间计量模型(SAR、SEM、SAC、)、变换

空间权重矩阵等多种实证方法检验，并深入分析区域异质性，且保证结果的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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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马克思将基础设施定义为整个人类生产方式中“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

并将共同性的设备看作经人类劳作改造后的一般生产资源的重要组成。凯恩斯认

为，政府对基础设施领域的财政支持会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社会就业机会，间

接带动经济增长。相较于传统基建，“新基建”扩大了连接范围，将虚拟空间也

纳入其中，同时，还扩展了传统基建的功能，通过传统基建智能化、系统化方式

推动传统基建的升级（李海舰，2019）。郭朝先（2020）等认为传统基建与“新

基建”是相辅相成、互相衔接和互相作用的，一方面，“新基建”为传统基建提

供模拟数据，传统基建为其提供实体场景；另一方面，新时代的传统基建必须凭

借“新基建”的融合应用和更新升级实现智能化、网络化。

“新基建”以新时代技术更新换代为导向，以共享为基础，以运算为核心，

支持数据的收集、共享、运算、解析、策划、应用等各节点运行，是提供融合应

用和数字服务的新型设施体系（盛磊，2020）。也有学者（郭凯明，2019；郭朝

先，2019）从“新基建”与经济发展的视角切入，认为“新基建”拥有新科技，

涉及新产业，可以刺激新消费，推动经济合理转型，促进产业成功升级。国家发

改委
①
指出，“新基建”是遵从新发展理念，以新兴技术为基础，符合高质量发

展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具体涵盖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创新基建三个方面，信

息基建包含 5G 基建、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中心等通信网络；融合基建指高新技

术的实体应用，如特高压、新能源、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等；创新基建为新型技

术的发展提供要素投入，包括重大科技、科教基础设施，如人工智能等。

综上所述，本文遵从国家发改委对于“新基建”的界定，按基建类型将其分

为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和创新基建等，从建设领域将其分为 5G 技术、特高压、

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城轨交通、新能源充电桩等发展领域。一

① 人民网-IT 频道：“新基建”怎么定义？

具体详见：http://it.people.com.cn/n1/2020/0420/c1009-31680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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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新基建”作为现代网络化设施的代表，不仅改善了各类要素的地理转移

及商品的区域流动，而且也为要素的网络空间集聚提供契机，因而“新基建”的

网络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脉络”，为资源配置提供物质基础，是不同经济

体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桥梁；另一方面，“新基建”具有外部性，其外部性源于

公共物品属性，“新基建”在原有基建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区域间的通达性、降

低要素流动成本以及不同经济主体间的交易成本，同时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在生

产中将网络、数据、运算与实体场景广泛融合，整合制造资源，搭建多维生产线

路，极大地优化了要素配置，提高了物质产品的生产效率。

2.1.2 制造业转型升级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基于微观层面，提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提升企

业的劳动生产率。之后，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马歇尔认为企业间也存在分工

协作，启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链的思考。20 世纪中期，学者们开始深入研究

产业链理论，Hirschman 从产业之间上下游关联、生产与消费的视角明确产业链

的内涵（《经济发展战略》，1958）。产业链指技术、经济相互存在联系的产业

部门遵循既定的空间分布和发展规律演化而成的链状关系，强调产业的价值属性

和结构动态，打破了要素流动空间约束，进行资源整合（程宏伟，2008）。我国

的产业转型升级就是产业链完成高级化转型，推动要素从低附加值产业流向高附

加值产业，并且其转型升级的方向要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因为产业间存在价

值交换和前后向对接，因此，只有产业形态高级化，各产业均衡发展，才能推动

国民经济稳健运行。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是在现有技术升级的基础之上，实现产

业形态高级化。其中技术进步是关键，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建立自己的

技术体系，这些途径包括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研究、改进和创新。产业形态高级

化则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刘志彪，2000；秦永良、张满银、

姜秀谦，2000；林毅夫、董先安，2003）。汤杰新等（2016）则认为制造业转型

升级又可分为转型与升级，前者指通过设备换代、改进生产方式等途径，最终提

高经济效益；后者指企业生产在微笑曲线中向两端移动，即实现制造业服务化。

因此，本文认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生产中具体表现为厂商的生产效率提

高，生产方式得以改进。首先，当企业注重研发投入，在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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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应用与革新会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附加值；其次，技术进步带来的产

业间相对不均衡状态加速资源重新配置，使产业结构从相对不合理调整到相对合

理的状态，生产资源的优化会提高产业的投入产出比，创新资源的优化会进一步

提升创新效率，改进生产方式，不断提升高端制造的占比，最终实现制造业转型

升级。

2.2 相关理论回顾

2.2.1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配弟—克拉克定理。威廉•配弟于 17 世纪指出产业收入差距引起劳动力在产

业间流动，并在《政治算数》中考察出:第一、二、三产业收入依次增多。在配

弟观点的基础上，约翰•贝茨•克拉克发现劳动力有规律地在产业间流动，总是依

次流向一、二、三产业。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较多，发达国

家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数量占比相对较高。

库兹涅茨产业结构理论。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41）认为在经济增长中，

劳动力数量、国民总产值与产业结构演进存在一定关联，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

农业发展地位与人均 GDP 成反比；二是工业部门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其中，农业

在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上占行业总体的比值持续降低，工业在生产总值和就业人

数上占行业总体的比值持续升高，且工业内各领域比重上升趋势显著不同。

霍夫曼定理。霍夫曼将工业生产分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以及其他生产，并

将生活与生产资料净值之比定义为霍夫曼比例，认为尽管不同国家工业发展的起

步时间不一样，但发展走势基本一致，霍夫曼比例持续下降。

工业化阶段理论。霍利斯•钱纳里指出，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与其相对应

的产业结构关系密切，产业结构不同，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制造业内部结构

也不同，前期产业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随着第二产业的壮大，工业结

构会取代之前的产业结构，则工业内结构依次从以劳动、资本密集型为主过渡到

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活方式变革，消费者追求个性化定制，

消费需求升级，导致供给需求随之升级，钱纳里以经济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产业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新基建”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9

间关联效应，解释了工业内部结构演化的原因。

2.2.2 技术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创新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基于知识与生产率增益源于投资和生产的理

论，Arrow 将技术引入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技术内生化作了初步探索

（《干中学的经济含义》，1962）。Arrow 指出，我们一般经过学习接收有用信

息，技术更新是学习的成果，是对原本经验的进一步评价与深化，经验的深化又

带来生产过程中的下一轮技术更新。因此，技术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具有边际

递增效应。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不断深化，更多学者开始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强调非凸性技术和外部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Grossman 与

Helpman(1991)创建了含有产品质量持续提升的内生技术增长模型。并且指出生

产能力的提升体现在改进同种类产品品质，改进品质的手段源于研发与创新，而

经济增长得益于各类研发部门中产品质量呈阶梯式提升。基于熊彼特的“创造性

破坏”假说，阿格奥和豪伊特（1992）从数理模型角度探究创造性破坏对经济增

长产生何种影响，提出了创造性破坏内生技术变化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经济增

长和经济周期均为技术进步的结果。

技术扩散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技术扩散指生产工艺中的先进技术在企业之

间以不付费的方式转移，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剩余、研究与开发的溢出作用

（Griliches，1991）。如果学习技术所付出的代价低于自主创新，则欠发达国

家凭借技术学习，可以逐渐收缩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发展差距，因此，国际技

术扩散有利于推动落后国家经济增长（Grossman,Helpman,1991）。巴罗和萨拉•

伊•马丁（1995）创建了国际技术扩散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首先

由技术先发国的创新发起，在学习代价较低时，技术落后国将通过模仿学习追赶

技术先发国家。Kieron Meagher 和 Mark Rogers 利用网络外部性建立扩散强度

与总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强调企业的异质性与局部技术扩散的有限性，更真

实地描述了知识的扩散过程。以上模型均未考虑信息传递中的真伪性，因此，在

2002 年，Shekhar Aiyar 和 Car-Johan Dalgaard 将信息传递中的失真考虑在内，

提出了知识不完全代际转移模型，认为信息在代际间传递并不完整，而且与人口

密度有关，这或许能够解释技术发展缓慢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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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结构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由于一些客观条件约束，先发地区对后发地

区的的知识扩散存在非对称性，这也是一些落后国家更加贫穷的原因。主流内生

增长理论虽然承认非对称性技术外溢，却未考虑技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即

模仿成本的内生性。要降低模仿成本，就要先理解技术结构、要素投入和禀赋之

间的关系。Atkinson 和 Stiglitz（1969）强调“适宜性技术”，认为各项投入

要素比例会影响模仿成果。Basu 和 Weil(1998)提出技术扩散成本，并将这种成

本归因于技术和资源结构间存在互相制约。Caselli 和 Colemen（2000）测度了

各国的前沿技术,发现由禀赋结构差异引起的技术结构不同会造成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间的 TFP 存在差异。

2.3 已有研究综述

2.3.1“新基建”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研究显示，基础设施、互联网、技术变革及创新等因素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魏后凯（2001）采用计量方法研究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发展，

结果显示二者呈现双向互动关系，基础设施、市场规模是影响区域内制造业发展

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20）发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快

速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与营销成本，同时，在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互联网也成为产业高级化的重要引擎。惠宁等（2016）利

用中国 30 个省市（区）11 年面板数据实证得出：互联网规模与产业升级两者成

正比变动，而且不同地区的互联网规模对产业升级的溢出效应也不同。立足于全

球价值链理论，杨鹏等（2020）认为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将显著提升产品

附加值，使得微笑曲线趋平。李月起等（2021）利用汽车产业数据，基于要素投

入、产业生态的视角论证科创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认为应加大科研投入，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新基建”一方面产生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另一方面数字化整合资本、劳

动、技术、知识等传统生产要素，这两种相互协调的力量可有效配置生产要素，

形成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工业生产与服务体验协同发展的模式，服务

于现代化产业体系（伍先福，钟鹏，黄骁，2020）。“新基建”作为一种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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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加快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实体技术协同融合，

催生一系列新技术及新业态，推动制造业跨产业融合（郭朝先，王嘉琪，刘浩荣，

2020）。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中心和基础的“新基建”，可以将数据中心、5G、

区块链、互联网、智慧能源等应用至传统制造生产中，因此，“新基建”能够发

挥产业创新、融合及关联效应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和高级化（丁志帆，2019）。

“新基建”发力于科技端，涉及特高压、轨道交通、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领域，

先进技术的应用将会引发制造业的重大变革，加快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变革，同时

通过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升级诞生新制造，奠基制造业全方位转型（刘海军，

李晴，2020）。“新基建”的“新”，重点表现为核心技术、投资结构、重点领

域等与传统基建不同，并且以吸纳社会资本、赋能传统产业、培育新兴行业等方

式驱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沈坤荣 孙占，2020）。郭凯明等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

研究，发现“新基建”投资可以在供给端分别促进产业内资本和劳动相互转换及

行业间商品与服务相互转换，在需求端拉动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相对需求，于

供给和需求两端推动制造业升级。郭朝先（2020）等认为“新基建”及其数字技

术应用，将为中国经济赋能，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动力、质量变革的同时，

进一步加快“中国智造”的步伐。

2.3.2 产业集聚与要素生产率

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各个地区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均有发展，

但空间分布差异较大。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地区流动，造成制造业在东部集聚的

现象，东部成为制造业的发展中心，而西部地区往往是生产要素流出地，导致西

部地区发展落后，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中心-外围”（C-P）空间集

聚模式（范剑勇 2004）。这种空间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的

研究范式。

基于新古典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以 Krugman（1990）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

学将“冰山成本”引入 D-S 模型，假设厂商生产经营过程中规模报酬是递增的，

并且市场环境属于不完全竞争，通过构建 C-P 模型，揭示了要素流动效率和产品

运输成本对经济地理布局的内生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国内众多学者（范剑勇，

2004；梁琦，2004；李新等，2010；刘修岩和何玉梅，2011；王必达和苏婧，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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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采用数据检验造成我国产业空间集聚的原因。如

国内学者范剑勇（2004），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背景出发，认为产业集聚和专业

化分工存在经济联系，并详细论证了二者的互动机理；梁琦（2004）认为引起我

国产业集聚原因有多种，除了产业内部的要素组合外，产业集聚还受贸易成本、

运输效率、外部性等因素影响；李新等（2010）通过研究我国工业生产中心移动，

发现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影响制造业的集聚分布；刘修岩和何玉梅（2011）用实

证研究证明产业专业化水平促进中国产业集聚。王必达等（2019）则通过理论推

演，认为运输成本的存在会造成两地商品价格存在差异，进而作用于经济空间布

局。相比其他行业，制造业的集聚特征比较显著，产业地理集中指数表明集聚是

未来的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罗勇和曹丽莉，2005）。

经济集聚会带来一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Baldwin and Martin,2004）。

同理，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同时也推动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已有研究证

明，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集聚区企业通过共享上游企业、要素市场以及吸收外

部有用信息等方式，进行学习和创新，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Rosenthal,Strange，

2004；Duranton&Puga,2004；Combes rt al,2010）。Ciccone and Hall（1996）

通过美国的非农业样本数据检验，发现地区非农业就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成正

比。范剑勇（2006）则利用中国大陆地区的数据，发现非农企业生产率对其就业

密度的弹性系数为 8.8%左右，证明二者存在同向变动关系。以上文献验证了中

国制造业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为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2.3.3 要素流动与产业发展

生产要素在任何发展时期都存在非均衡分布，生产要素分布不均衡与空间稀

缺性差异造成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这也是生产要素追求报酬最大化的过程。因

此，在经济学中，要素流动旨在花费最小的成本，选择最优的要素投入，实现目

标最大化。分类依据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首先，按照流动范围，分为区域内、

区际要素流动。在区域中，始终存在区域内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即区域内要素流

动贯穿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区域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若区域

间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便会推动要素区际间流动。其次，从产业划分的角度，

分为产业间要素流动与产业内要素流动。当某一产业的要素配置不合理时，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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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从这一产业流向另一产业以达到资源配置合理化；产业内要素流动指同

行业之间由于区位、报酬、福利等方面存在差别而使得要素在行业内不同企业间

流动。最后，从要素性质来看，可分为技术、资本、劳动力要素流动等。

基于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最优配置，产业区位必然在一定地理界线内呈现符

合经济学原理的规律性分布。在一个经济体中，产业如何布局，引起学者们的广

泛关注。马歇尔首次提出产业区概念，将产业区视为分工兼合作的统一有机体，

并且分析了产业区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三者的互动机制。（经济学原理，

1890）。随后，韦伯将运输费用引入工业区选择，提出工业区位理论模型（区位

原理，1909）。赖利（1929）利用牛顿模型揭示了区域间相互作用，并将这种相

互作用从最初的顾客人数扩展到信息流动、资金流动、要素流动等。研究表明，

要素流动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特有方式，往往会影响产业布局。20 世纪 90 年

代，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提出劳动力流动、市场规模效应和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产业

布局。Nikolaus Wolf（2002）分析了波兰 1925-1937 年间产业布局演化，发现

产业布局主要受劳动力流动影响。同时，一个地区持续的要素流入会带来集聚，

产业集聚行为能够发挥集聚、竞争和创新效应，显著提升集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国内学者指出产业转移可以推动产业合理布局和优化升级，产业集聚水平也

彰显了一个地区的竞争力（马子红、于千千、胡洪斌，2010）。另有学者基于行

业 Hoover 系数，建立了产业集聚的动态和静态评价体系，测度了我国产业集聚

的发展状况（张春法、冯海华、王龙国，2006；石左，2011）。

要素流动效率较低的区域会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面临经济发展困境（林毅

夫，1999）。针对要素流动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多数学者基于空间优化视角

给予回答，即要素流动可以通过优化整体经济空间结构对区域经济产生正向溢

出。米德（1953）认为，在区域一体化形成过程中，要素的流动还会产生其他福

利效应，比如说，可以通过弥补资源短缺地的资源供给而给区域内其他成员带来

收益。同时，要素流动效应的发挥还和竞争、规模报酬、技术等因素相关，

Baldwin,R.E.（1991）重点研究资本积累与产业集聚的关联性，并构建资本创造

模型探究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Baldwin，R.P.Martin and G

Ottaviano（2001）发现内生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在拥有核心-边缘区位

特征的经济增长率要显著高于对称模式。国内学者也认为，充分考虑区位因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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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流动，可以使生产方式发生质的改变，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安虎森，2005；

梁琦，2006；邹漩，2008）。姚枝仲、周素芳（2003）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实

证研究发现劳动力要素的空间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朱汉清（2010）

分析了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分别对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发现产业转移对移出

地和移入地的经济发展利弊均有，但对于要素流动，更多的是对流入地有利，而

不利于流出地的发展。王必达等（2020）也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要素流动的确有

利于流入区域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对流出区域的要素生产率也具有提升作用。

2.3.4 文献述评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新基建”、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基础设施与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基于不同理论视角论证了“新基建”对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乏“新基建”指标的测度研

究，尚有文献采用单一指标或替代指标衡量“新基建”，未能切实反映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的新特征；二是现有文献大多从理论推演方面解释“新基建”与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关系，缺乏严谨的实证分析。相对既有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

从“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创新基建”三个维度构建“新基建”指标体

系，科学、全面地测度“新基建”的发展水平；第二，从技术进步效应、要素流

动效应、空间集聚效应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

制；第三，利用省级数据检验“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从基建类

型和不同区域两方面对其进行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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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

基于“新基建”本身的技术及网络性、外部性等经济属性，结合本文对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定义，分析得出“新基建”将从以下方面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正

向溢出。一是“新基建”降低了生产运作中的各项成本，为制造业的技术提升提

供了新的生产要素和创新环境；二是“新基建”加强了经济主体间的地理联系与

经济联系，提升了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动效率，提高了制造业配置资源的能力；

有利于人才、资本等要素集聚，最终促进经济集聚。因此，本章首先从技术进步

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空间集聚效应三个方面深入分析“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影响机制，接着结合 D-S 模型，采用数理分析进一步论证“新基建”的确

正向影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3.1“新基建”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效应分析

3.1.1 技术进步效应

“新基建”本身的技术和经济属性（网络性、外部性）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提供了新的生产要素和创新环境（习近平，2017）。一方面，随着信息基建和创

新基建的普及范围越来越广，数据运算和网络服务能力也持续增强，作为新的生

产要素，制造业创新部门以其为依托进行产品和技术改进；另一方面，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5G 等信息基建将供应、生产、销售、消费连成一个有机网络，使

各方的沟通和信息处理效率提升，极大地降低了生产运作中的管理成本、原料采

购成本以及合同签订前的交易成本，使更多的资金流向创新部门，为企业的创新

提供适宜环境，进而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会更新制造业的生产方式，

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

随着社会各界对“新基建”的认识不断深入，政府还会加大对 5G 基建、大

数据、区块链等信息基建的投资，进一步降低了制造业对管理、生产等信息系统

的投入成本，从而使制造业企业将更多的资金投向产品与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

技术进步。由于制造业产业间存在技术差异，对“新基建”扩散效应的吸收程度

也不同，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新技术依赖程度较高，其技术进步也较为显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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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在“新基建”的推动下，制造业各产业部门以业务流程重组及制度创新的方

式扩大知识溢出效应，提升生产效率。

由于技术进步，带动制造业的生产方式革新，智能设备逐渐代替劳动力从事

基础产品的生产，行业生产从劳动密集逐步过渡到技术密集。部门劳动生产率、

生产效益不断提升，同时中高端制造（如新材料、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占比

也不断上升，推动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实现位置攀升，最终成功促进制造

业转型升级。

3.1.2 资源配置效应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创新生产模式。大数据中心的创建，有助于制造业

整合资源，搭建柔性生产系统，实现生产实时监控、管理流程智能化，满足产品

需求者的个性化消费，并且对接未来更高效的绿色生产；同时也更改了商品的交

易场景和时间，激发了新的销售模式，比如，抖音直销，快手带货，粉丝经济等，

降低了消费者搜寻有用信息的成本，也为质优价廉的农产品拓宽了销路，通过产

需对接，创新生产模式。

推动资源跨界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高铁、城际轨道交通等融合基建改

变了区域间地理运输距离，降低了生产要素流动的成本，同时地区的新型基础设

施体系越完善、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吸引各类要素流入，要素的流入效率提高，

有利于流入地的资源整合，可以有效提升流入地的要素生产率（王必达、苏婧，

2020）。随着制造业中技术密集型企业知识、技术等的积累，率先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打破了制造业细分产业间的平衡，而制造业细分产业间生产率差异的扩大

是其资源重新配置的前提（蔡昉，2021）。高铁、城际轨道交通等融合基建在这

种资源配置中提升了各产业间要素流动效率，加快了制造业各细分产业的资源与

信息互换。

信息基建赋能于传统生产要素。大数据、物联网等将客户、网络、计算、物

理环境等传统要素深度融合，实现从产品设计到生产分配等各环节端对端的集

成，从质上提升了制造业的运作效率。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基建可以将购买方

的需求及时传达给厂商，消减了产品提供方和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传递时滞，让消

费者间接参与产品设计，使工业产品更具个性化、更具竞争性，从供需匹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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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工业生产的库存成本。因此，高效、精准的要素赋能推动了制造业生产配

置合理化。

在制造业日常经营中，各类生产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有利于企业提高投入产

出比，精准对接客户需求，降低企业生产库存，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各类创新

要素的高效配置，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成果转化率，实现技术进步，改进生产方式，

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效益的提高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因此，资源

配置效应的发挥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

3.1.3 空间集聚效应

基于新古典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以 Krugman（1990）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

学揭示了要素流动和运输成本对经济空间集聚的内生性作用及其传导机制。国内

众多学者（范剑勇，2004；梁琦，2004；李新等，2010；刘修岩、何玉梅 2011；

王必达、苏婧，2019）依托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采用数据实证研究影响中

国产业空间集聚的根源因素，证实外部性是引起经济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如上

述分析，“新基建”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并且提高了各

类要素流动效率，引起制造业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的地区集聚。

“新基建”深化产业集聚效应，革新生产方式。在制造业集聚的过程中，集

聚区企业通过共享原材料提供商、要素市场以及吸收外部有用信息等方式，进行

学习深化和成果转化，达到更高的要素收益率（Combes rt al.,2010）。产业集

聚会产生知识溢出，而“新基建”又加快了这种知识扩散，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有

利溢出进行技术模仿和技术深化，以此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产业集聚通常也会

带来高技术人才集聚，为企业研发提供智力支持，提高生产成果的转化率，促进

生产方式变革；制造业的集聚也促进了产业内分工与合作，位于集聚区内的企业

信息透明度高，能够迅速获取自身与其他企业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开展纵向与横

向的分工协作，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由于存在范围经济，

集聚还可以降低生产运作中的多项成本，比如拥有共同的采购市场和交易市场使

制造业降低了采购成本、交易成本，销售成本。此外，制造业的集聚还享有区域

和品牌优势，某一品牌或某几个品牌的高知名度会提升整个集聚区的制造业形

象，同时也会吸引更多的批发商和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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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集聚效应可以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两方面综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

级。随着新型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技术密集型企业率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打

破了之前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协调发展的局面，为了各行业重新协均衡展，企业开

始进行管理制度创新，完善生产流程，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

制造业转型升级。

3.2“新基建”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数理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新基建”可以通过全面降低生产中各方面成本助推制造业

转型升级，故以下分析以运输成本为例，利用新经济地理理论，将“新基建”引

入“冰山成本”，结合 D-S 模型分析“新基建”的规模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假设有 R个独立地区的经济体，每个地区均只存在农业和制造业，农业处于

完全竞争环境，且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制造业在收益递增和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生产差异化产品。假定存在大量潜在的工业产品，故可以将生产环境看成是连续

的。

每位消费者对这两类产品具有相同的偏好，效应由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表示：

U = A1−μMμ (1)

式(1)中，M代表产成品消费量综合指数，A代表农产品消费量；μ为常数，

代表制成品的支出份额。m(i)表示每种制成品的消费量，n表示制成品种类的范

围，ρ表示消费者对产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其中，0 < ρ < 1。

给定收入 Y和一组价格，PA表示农产品的价格，P(i)表示每种产成品的价格，

则消费者预算约束条件为：

PA ∙ A + 0
n p(i)m(i)di = Y� (2)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可得每种产成品的消费量为

m(j) = μY [P(j)]1/(ρ−1)

Gρ/(ρ−1) (3)

式(3)中，G为产成品的价格指数，G = [ 0
n p(i)1/(ρ−1)� di](ρ−1)/ρ

根据前文所述，假定存在 R个相互独立的经济体，且每个地区只生产一种产

成品，而且所有特定地区生产的产品都是对称的，有相同的技术和价格，用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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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地区 r 生产的产品的种类数，Pr
M表示各类产品的出厂价。制成品和农产品

可以在不同地区间运输，但可能会产生运输成本。其运输成本的计算采用冯∙杜

能和萨缪尔森引进的“冰山”形式。假设产成品从 r地区运输到 s地区所花费的

运输成本为Trs
M(φ)，其中φ表示 r 地区之间的“新基建”的规模，且Trs

M'(φ) < 0,

表示运输成本函数为“新基建”规模的减函数，则可得这种产成品运到消费地 s

的交货价为：

Prs
M = Pr

M∙ Trs
M(φ) (4)

结合(3)、(4)可得 s地区对 r地区的产成品的消费需求为:

μYs
[Pr

M∙Trs
M(φ)]1/(ρ−1)

GS
ρ/(ρ−1) (5)

(5)式中，Gs = [ r=1
R nr� [Pr

M ∙ Trs
M(φ)]ρ/(ρ−1)](ρ−1)/ρ

其中Ys是 s地区的收入，由于冰山成本的存在，在地区 r装运的产品必须是

(5)式的Trs
M(φ)倍，可得 s地区此种产品的总销售量：

qr
M = μ ∙ s=1

R Ys[Pr
M∙Trs

M(φ)1/(ρ−1)

Gs
ρ/(ρ−1) Trs

M(φ)� (6)

假定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农业部门以恒定的技术从事生产，而制造业生产

存在规模经济。假设规模经济只在产品种类水平上存在，不考虑协作经济和范围

经济。假设任何制造业产成品的生产技术均相同，固定投入为 F，边际投入为CM ，

且只投入劳动这一种生产要素，则给定制造业生产数量为qM 的任何产品需要的

劳动投入为:

lM = F + CMqM (7)

由于存在选择性偏好、规模经济以及无限种潜在差异产品等原因，任何一家

厂商均不会选择与其他厂商生产同种产品，这就意味着每种产品只在一个地区由

一个专业化厂商生产，即厂商数目与产品种类数相同。由此 r地区厂商生产一种

产品的利润为：

πr = Pr
Mqr

M − ωr
M(F + CMqr

M) (8)

(8)式中，ωr
M 表示厂商支付给制造业工人的既定工资率，Pr

M 表示 r地区产

成品的出厂价格。

在价格指数Gs 给定的情况下，假定所有厂商选定各自的产品价格。根据利

润最大化原则可知对于所有地区 r生产的产品的均衡出厂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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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在厂商利润函数式(8)中，均衡生产数量qr
M∗

由需求函数式（6）确定，得均

衡生产数量为：

��
�∗ = � ∙ �=1

� ��(��
�∗)�/(�−1)� ∙ [ ���

�(�)
��

]�/(�−1) (10)

结合式(8)、(9)、(10)可知，地区 r 的制造业厂商的均衡利润为：

��
∗ = �(1 − �) ∙ �=1

� �� ∙ [ ��
�∗���

�(�)
��

� ]�/(�−1) − ��
�� (11)

由前文 0 < ρ < 1,Trs
M'(φ) < 0,并结合（11）式，可得：

���
∗

��
> 0 (12)

由式(12)可知，制造业厂商的预期利润是“新基建”的增函数，即“新基建”

的规模越大，制造企业的预期利润越大。如果一个地区制造业利润较高，说明该

地区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优于其他地区，高端制造占比较高，产品附加值也更高。

同时，制造业企业从事生产不仅要求获利，而且以利润最大化原则为导向，由于

运输成本较低，制造业企业会将生产区位建立在“新基建”比较完善的地区，从

而获取更高利润。即一个地区“新基建”的发展会吸引制造业向该地区集聚，通

过集聚效应，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优化制造业资源配置，最终实现制造业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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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标测度与现状分析

4.1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4.1.1 指标测度

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定量研究较少，国内学者的测度指标也各不相

同。伍先福（2020）等采用统计年鉴中的细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测度“新基

建”，潘雅茹（2020）等用“科学研究”和“信息传输、软件技术服务业”的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和表示“新基建”。

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基建”的范围，指出“新基建”按照领域分，可分为信

息基建、融合基建、创新基建等。因此，本文依据国家发改委的定义，参考伍先

福（2020）的研究，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以衡量。具体地，用与信息基建、

融合基建、创新基建相对应的细分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近似替代，信息基建

(infra1)指新一代信息技术投入，因此，采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融合基建(infra2)指传统基建的智能化应用，故采

用传统基建与融合系数的乘积来衡量；创新基建(infra3)指创新及社会公共事物

等方面的投入，因此采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卫生和医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之和来衡量，则“新基建”等于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创新基建三者加总求和。

之所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替代，是因为其来源于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预算、

社会资本、吸引外资等，代表了社会各界对“新基建”的重视与支持，在一定程

度上综合反映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结构以及发展速度，与后文的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测度指标形成投入产出的对应关系。

指标测度中融合系数的计算过程具体如下;

第一步，利用熵权法测度纯新基建
①
、传统基础设施

②
的发展水平，具体计算

过程如下：

① 纯新基建包括信息基建和创新基建。
②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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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式分别表示纯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水平，ai,bi分

别为纯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中各细分行业固定资产所占的权重，为无量纲化

值，即描述纯新基建和传统基础设施的指标特征的指标值。

接着计算纯“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耦合协调度作为融合系数，耦合协调度

的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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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6)中，D为耦合协调度，也就是本文所要求的融合系数，具体测度结果

详见附表 1 和附表 2，α和β分别为纯“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的权重(熵权法计

算发展水平时已算出)，C为耦合度，T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数。

4.1.2.现状分析

(1) 三类新型基建投入

如图 4.1 所示，自 2003 年以来，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和创新基建的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均持续上升，可以看出，自 2014 年以来，三类基建的投入大幅上

升，同时，信息领域的高投资强度也带来了显著成效，2018 年年底，全国范围

内接入网络已经基本实现光纤化；以高铁和轨道交通为代表的融合基建等投资强

度显著大于信息基建和创新基建，主要是由于融合基建的包含领域较广，随着其

投资大幅增加，公共设施领域服务水平也在显著提高。以上也充分说明 5G 基建、

工业网络平台、数据平台、特高压、城轨交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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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003-2019 年三类新型基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 七大领域建设现状

“新基建”以新兴技术为支撑，旨在构建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推动经济数

字化转型，具体地，又可分为 5G 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

特高压、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七大领域。

5G 技术是数字时代的发动机，具有效率高、覆盖全、连接广等优势。其中，

基站建设是 5G 的核心工程，基站是连接有线通信设备与无线终端的桥梁。据工

信部统计，我国 5G 发展前景广阔，至 2019 年末，已经完工的 5G 基站数量超 13

万个。

最近几年，基于“中国智造”的政策福利，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兴起，发展前

景广阔，其中，计算机视觉与语音识别两个研究方向成果颇丰，其技术与实体商

品融合催生了新的智能产品。自从 2015 年以来，得益于政府支持和社会资本，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迅速 ，数据显示
①
，2015 至 2018 年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复

合平均增长率为 54.6%，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2013 年，其市场规模为 112.4

亿元，2018 年，其市场规模已达到 415.5 亿元，可知与 2013 年相比年，截至 2018

年末，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翻了两翻。如今，数据可以充当新的生产要素，企

业也将增强获取数据的能力纳入未来发展规划，然而，数据库的运算与分析需要

载体，这就要求必须创建大数据中心来提高海量数据的运算效率。数据显示
②
，

2019 年，我国大数据中心总共吸纳全社会投资 3698.1 亿，预测至 2025 年末，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市场容量 https://www.fxbaogao.com/fxdata/tdata?code=RGZN
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大数据中心布局应该面向未来

https://www.ccidgroup.com/info/1105/241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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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吸纳的投资会达到 7070.9 亿元。

构建平台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工程，互联网平台作为技术载体，可以支

撑生产要素广泛连接、柔性生产、资源最优配置，据工信部数据，截至 2019 年

底，在重点平台中，平均每个平台连接工业设备 65 万台，显示了工业互联网平

台超强的广连接能力，平均注册用户数量达 50 万，这意味着企业弹性供给能力

增强，平均工业机理模型数量供给 830 个。

图 4.2 2010-2019 中国电网基本建设工程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特高压构建起能源运输大通道，有利于解决我国能源供需不均衡。如图 4.2

所示，自 2010 年来，中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均在 3400 亿元以上，且呈逐年

上升趋势，从建设过程来看，特高压发展可分以下四个阶段，2006 年至 2008 年，

是我国特高压的实验阶段，表示我国特高压发展步入正轨；2011 年至 2013 年，

其建设迎来首轮高峰，表示其发展迅速；2014 年到 2016 年，其建设再次迎来发

展高峰；2018 年至今，是我国特高压建设的第四阶段。

政府倡导绿色发展，环保出行，新能源汽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备受社会

各界关注。至 2019 年年底，全国充电桩数量总共有 121.9 万台，公共充电桩占

其总数的比重为 42.33%，私人充电桩占其总数的比重为 57.67%，说明新能源产

业能够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2020 年前 2 个月，全国新增

充电桩数量 2.6 万台；至 2020 年 2 月底，全国充电桩数量累积达 124.5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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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高速铁路营业里程（万公里）

自从京津城际铁路开通以来，铁路运营能力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效率显著提

升，也带动了经济全面发展。其中，运输密度、铁路旅客、货物周转量等主要运

输指标排名全球首位。如图 4.3 所示，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呈递增趋势，2018

年末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总计2.9万公里，2019年新建高速铁路投产里程5474

公里。统计报告显示
①
，2018 年年底，我国内地已有 35 个城市的轨道交通投入

使用，高效的出行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城轨交通共有 185 条线路，

其交通路线总长度达 5761.4 千米；2019 年，我国新增 5个城市开通城轨线路，

新增线路总长达 968.77 千米；至 2019 年年底，我国内地总计畅通城轨线路总长

达 6730.27 千米。

受益于新基建投资，我国新经济呈现出蓬勃生机。5G 网络建设、大数据中

心建设、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加快，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速增长，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也加快发展。

4.2 制造业发展现状

4.2.1.制造业发展总体状况

①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协会：城市轨道交通 2020 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

https://www.camet.org.cn/tjxx/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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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体系完备，拥有制造先进工业用品与生活用品的能力，制造规模排

名世界前列。但整体仍偏向价值链低端，产业结构形态与发达国家对比，相对低

级；从长期发展来说，远期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不高。在迈向制造业强国的道路

上任重而道远。

图 4.4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制造业增加值

具备先进制造能力，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如图 4.4 所示，由于我国制造业具

有雄厚的基础和低成本的劳动力，增加值保持逐年递增，说明我国制造业紧抓发

展机遇，不断开拓市场，为我国深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内生产总值也保

持逐年上升，就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值而言，除了 2012 仅占 22.53%之外，

其与年份均保持在 30%以上，即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时期，其比值也在 32%

上下浮动。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式转向集约式，经济整体增

长速度放缓，但其比值也仍旧在 30%上下浮动。除此之外，2019 年中国制造业固

定资产同比增长 3.1%，规模以上制造业 35.39 万个，资产合计 91.13 万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为 94.36 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 5.53 万亿元。2019 年，城镇非私

人单位制造业从业人员约 3832 万人，占其从业人员总数的 22.34%。充分说明我

国仍保持制造业大国的优势地位，且制造业与经济发展二者紧密相连，也与民众

生活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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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中国制造业主营业务利润及其增长率

图 4.6 中国制造业主营业务利润率

整体仍偏向价值链低端，发展质量效益不高。主要表现在制造业生产效率低

效和盈利能力弱。我国的制造业生产效率低于德国的 25%，小于美国的 20%，而

且与 OECD 国家平均值相比，所占比值位于 15%-30%之间。这些数据说明，我国

产品制造低效，且长期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生产，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业存在大

而不强的现象。由于我国制造业长期定位低端制造，低端锁定压缩了制造业的经

济效益，而经济效益可以用主营业务利润率及其增长率来表示。如图 4.5 所示，

自 2003 年以来，主营业务利润均呈现了上升趋势，但最近几年，上升趋势放缓，

说明我国制造业利润空间已压缩，处于不断维持平稳的现状。自 2010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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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出现回落，直至 2017 年趋于 0后继续下降，近两年

已出现负值，说明我国制造业获利能力减弱，为了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资

金流向创新部门，增长速度放缓。如图 4.6 所示，其主营业务利润率总体保持

7%左右。2008 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的进出口业务受到影响，造成制造

业发展受限，主营业务利润率持续下滑，但在 2014 年之后又出现上升的趋势。

总体来看，主营业务利润率与其增长率的波动情况大致一致。但 2016 年之后，

主营业务利润率持续增长，而其增长率却呈下降趋势，这与近年来制造行业的竞

争加剧及技术能力不断提升有关。

表 4.1 按照技术水平高低分类的制造业细分行业

低端制造业部门 中端制造业部门 高端制造业部门

农副产品加工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医药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烟草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纺织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

制鞋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

制造业

产业结构形态相对低级，但整体转型趋势向好。表 4.1 为我国低端、中端、

高端技术产业
①
。根据表 4.1 绘制图 4.7 和图 4.8，在制造业结构形态方面，资

源密集型占比较大，说明生产中存在对资源环境的不合理规划；技术密集型占整

体的比值较小，这也说明我国长期从事低端生产，缺乏技术探索与改进，需加快

转型升级的脚步，但总体上发展趋势向好。

① 本文结合我国最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7），并借鉴傅元海（2016）等制造业结

构分类方法，按照技术水平高低将 28类制造业产业划分为低端、中端、高端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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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中国制造业结构

图 4.8 高端制造业分行业产值占比

观察图 4.7，自 2003 年以来，低端制造业产值占整体的比值不断下降，高

端制造业和中端制造业产值占整体的比值均持续增大，说明我国的制造业结构正

在持续优化，其结构不仅向更高程度攀升，还更加合理化。同时虽然从事低端制

造的企业数量多，但其总产值却明显低于中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说明高端产

业的产品附加值高，利润空间大，企业应更注重研发投入，谋求技术创新，从事

高端生产，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带领整个行业成功转型。2018 年末，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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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总计 3.4 万个，与 2013 年相比，其数量增长率为 24.8%，从

事高技术研发的职工规模也不断扩大。由图 4.8 可知，医药、交通运输和通信和

电子设备业产值占比近年来不断上升，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业产

值占我国高端制造业产值的比重保持在 25%以上，2019 年接近 30%。说明我高端

制造业占比不断上升的同时，高新技术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影响也不断扩大。

4.2.2 制造业发展总体趋势

制造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制造业转型带来红利，一

方面，数字技术与平台的推广应用，促使数字产业等高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另

一方面，大数据中心等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宽

领域、全链条、多角度的改造升级。数据显示
①
，2019 年中国数字产业化的增加

值为 7.1 万亿元，而产业数字化的增加值为 28.8 万亿元，其中，数字经济对工

业的渗透率为 19.5%，而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的渗透率为 37.8%。可以看出，制造

业的数字化升级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有望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协同发

展。同时，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也应被纳入发展规划，做好统筹设计。智能制造不

仅提升制造效益，还能降低生产环节中的能源消耗与资源浪费，实现绿色生产。

因此，需加快新兴技术成果转化，促进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重塑传统制造生

产流程，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为建设强国、数字中国奠基。

侧重补技术短板，实现核心的竞争性技术自主可控。完善国内供给链条，攻

克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确保出现极端情况时，国内经济循环畅通且运行良

好。“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确保国内产

业链条完整，在面临突发事件时，可以保障国内产品供给安全。同时，制造业在

未来的战略规划中应重点关注区块链、智能芯片、数字技术、智能设备、智慧能

源以及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

培育完整产业链，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相对而言，我国制造业拥有独特的

优势，首先拥有完备的体系，包括 31 个细分行业；其次，劳动力资源丰富，高

新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健全，科研成果转换率高；最后，还拥有强大的内需市场。

需发挥制造业的“长板”优势，一方面持续发挥城际轨道、信息技术、智能设备、

① 据中国信息研究院报告;数字产业化市场规模变化

https://www.fxbaogao.com/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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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畅通产业链的重要节

点，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效率,提升发展质量，增强我国对国际产业链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重点规划国际型产业集群，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引导下，培育以

区域为中心、开展战略合作、共享研发成果、细分行业间融合发展的制造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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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基建”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

5.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5.1.1 模型设定

从第三章的理论分析和数理推导可知，“新基建”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效应、

资源配置效应、空间集聚效应的发挥，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为了进一步实

证检验前文的理论机制，需先构建合适的计量模型。采用实证分析解释多变量间

的因果关系时，最常用的模型是普通最小二乘法。因此，结合本文的研究，初步

设定如下普通面板计量模型：

it5432it1infra   ititititit wageurbscaleindmut (17)

式(17)中，mut 表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infra 为新型基础设施规模，是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ind、scale、urb、wage 为控制变量，i 代表省份，t代

表年份；β1表示新型基础设施规模的回归系数，β2-β5分别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εit为随机误差项。

由前文的理论分析也可知，在“新基建”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

空间因素不可忽视，为了更加准确评估“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也

需设定空间模型，常用的模型主要有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

空间自相关模型（SAC）。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做法，设定如下空间计量面板模

型：

空间自回归模型（SAR）：

itit1infra   ititit XWmutmut
(18)

空间误差模型（SEM）：

itititit WXa   ititit1infrmut ，
(19)

空间自相关模型（SAC）：

itititit1 inf   WXraWmutmut itititit ，
(20)

其中，W 为空间权重矩阵，mut 表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infra 为新型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新基建”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33

础设施规模，Xit表示控制变量集合；ρ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滞后系数，λ

为空间误差相关系数，当λ=0 时，SAC 模型可退化为 SAR 模型，ρ=0，空间自相

SAC 模型可退化为 SEM 模型。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制造业转型升级(mtu)。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指通过技术进

步提升制造业的制造效率和经济效益，改进生产方式，提高中高端制造占比，故

根据本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理解，制造业转型升级最终在产出成果方面表现为

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参考王治、王耀中(2010)的研究，本文用工业增加值来衡量

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业增加值是企业在生产活动中新创造的价值，综合体现了产

业在发展中整合资源、投入要素、实现收益的能力。如果地区工业增加值越高，

说明该地区产品附加值越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占比高，制造业整体结构更

加合理与高级。

(2) 核心解释变量：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infra),信息基建(infra1),融

合基建(infra2)，创新基建(infra3)。关于“新基建”的测度，伍先福（2020）

和潘雅茹（2020）等采用具体行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以衡量。因此，本文

依据国家发改委的定义，参考伍先福（2020）的研究，采用对应行业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近似替代，关于“新基建”、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创新基建的数据选

取与计算方法详见章节 4.1.1。对应行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代表了社会各界对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与投入，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

模、结构以及发展速度。

2003 年 10 月，秦沈铁路作为我国首条客运专线铁路正式开通，在中国高速

铁路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006 年，我国特高压建设进入第一实验阶

段，高铁、特高压作为融合基建的代表，说明融合基建开始发展；2009 年，物

联网被正式列为国家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写入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政府报告，此后，以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基建发展起来，同时，2003 年也是国

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口径发生变化的时点。因此本文采用 2003-2019 年省级面

板数据进行后文实证研究。

(3) 控制变量：产业结构(ind)，产业结构的高度和合理决定了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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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奠定物质基础，本文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重表

示该地区产业结构；厂商规模(scale)，当一个经济体处于较小规模时，由于部

门内分工简单，越有利于实现转型，厂商规模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与 GDP 的比

值表示；城市化水平(urb)，代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良好的外部环境吸

引各类生产要素不断流入，降低企业运营的各项成本，越有利于制造业转型，本

文用非农人口所占比重表示；工资水平(wage)，用全省职工平均工资表示，一个

地区的平均工资越高，说明该地区的福利保障健全，越容易引进高端人才。

表 5.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mtu 527 8.145 1.380 2.62 10.58

infra 527 6.131 1.423 2.18 8.88

infra1 527 4.023 1.040 -0.87 6.15

infra2 527 5.814 1.599 0.97 8.76

infra3 527 3.582 1.364 0.05 6.92

ind 527 0.450 0.085 0.16 0.66

scale 527 1.173 0.456 0.06 2.35

urb 527 0.523 0.149 0.21 0.9

wage 527 10.484 0.673 8.9 12.02

表 5.1 为文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的样本数据为 2003-2019 年中国省

级数据。对固定资产投资以 2002 年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①
，除

了产业结构、工业化程度及城市化水平，其余变量均做对数处理
②
(因产业结构、

厂商规模及城市化水平均采用比值计算，已消除量纲影响，且数值较小，不宜取

对数)。少量缺失数据根据历年数据进行估计。

5.2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与模型选择

5.2.1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常用于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的空间矩阵主要有地理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

①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② 为了剔除量纲和异方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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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用 W1 表示地理邻接矩阵，用 W2 表示地理距离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的元素用

对应地区几何中心距离平方的倒数来表示，几何中心距离使用样本地区的经纬度

计算，其对角钱元素为“0”。因此，在之后的实证分析中，采用可反映空间溢

出效应的 W1 矩阵和 W2 矩阵检验“新基建”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莫兰

指数是检验样本数据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的常用指标，其检验原理是验证相邻地

区的变量是否有相近的取值。莫兰指数（Moran,1950）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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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矩阵中的元素，莫兰指数大于 0，代表样本数据存在正空间相关性，莫兰指

数小于 0，代表样本数据存在负相关性，莫兰指数接近于 0，代表样本数据无空

间相关性，变量的空间分布趋于随机。

想要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应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mtu）进行

空间相关性检验，制造业转型升级（mtu）的莫兰指数（MoranI）如表 5.2 所示。

表 5.2 制造业转型升级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年份
变

量

莫兰指数

I

莫兰指数期望值

E(I)
标准差SD(I) 正态性统计量 Z P 值

2003 mtu 0.275 -0.033 0.111 2.780 0.005

2004 mtu 0.268 -0.033 0.110 2.739 0.006

2005 mtu 0.264 -0.033 0.109 2.720 0.007

2006 mtu 0.254 -0.033 0.109 2.640 0.008

2007 mtu 0.257 -0.033 0.109 2.672 0.008

2008 mtu 0.242 -0.033 0.108 2.553 0.011

2009 mtu 0.252 -0.033 0.108 2.633 0.008

2010 mtu 0.235 -0.033 0.107 2.502 0.012

2011 mtu 0.227 -0.033 0.107 2.434 0.015

2012 mtu 0.224 -0.033 0.107 2.401 0.016

2013 mtu 0.223 -0.033 0.107 2.393 0.017

2014 mtu 0.220 -0.033 0.108 2.355 0.019

2015 mtu 0.240 -0.033 0.109 2.510 0.012

2016 mtu 0.257 -0.033 0.110 2.640 0.008

2017 mtu 0.283 -0.033 0.111 2.855 0.004

2018 mtu 0.275 -0.033 0.112 2.763 0.006

2019 mtu 0.274 -0.033 0.112 2.749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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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表 5.2，制造业转型升级（mtu）的莫兰指数均大于 0，且均通过了 5%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中国省级层面的制造业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

出，即制造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相邻，或者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相邻。对于局部地

区，如图 5.1 所示的局部 Moran 散点图，观察局部 Moran 散点图，发现被解释变

量大多数位于第一、三象限，说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变量“高-高”与“低-

低”的空间联系形式比较普遍，印证我国制造业发展存在空间集聚性，若不考虑

制造业发展的空间效应，估计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

图 5.1 2004-2019 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变量 Moran 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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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模型选择

初步经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可知，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明显

的空间效应。说明普通面板回归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不适合本文研究。

为了更加准确评估“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需采用空间模型进行实

证，为了确定本文所设空间模型是否适合，还需进行 LM、LR 检验。

表 5.3 LM、LR、Hausman 检验

W1 W2

检验统计量 统计值 P值 统计值 P值

LM检验

Spatial error：

Lagrange multiplier 502.369 0.000 963.407 0.000

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 174.107 0.000 606.837 0.000

Spatial lag:

Lagrange multiplier 388.999 0.000 458.57 0.000

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 60.738 0.000 102.001 0.000

LR 检验

LR_spatial_lag 4.54 0.0331 14.86 0.0213

LR_spatial_error 15.82 0.0001 29.68 0.0000

Hausman 检验

Prob>=chi2 64.41 0.0000 34.4 0.0000

本文分别使用矩阵 W1 和矩阵 W2 进行 LM、LR 检验。其结果如表 5.3 所示，

在 LM 检验中，空间自回归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接着通

过似然比检验（LR）判断空间模型是否稳健，检验结果显示，LR_spatial_lag

值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LR_spatial_error 值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

空间自相关模型不可退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故空间计量模型比

较稳健，其实证结果具有可参考性。最后，据 Hausman 检验，原统计值为 64.41，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检验结果证实上文所设空间计量模型适于本文研究，同时为使实证结果更加

全面、可靠，本文最终选择 SAR 模型、SEM 模型和 SAC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

采用矩阵 W1 进行实证检验，接着变换空间矩阵，使用矩阵 W2 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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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证分析

5.3.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5.4 列出了基于所选模型的实证结果。观察表 5.4 模型(1)和(2)，可知空

间自回归系数ρ分别为 0.2571 和 0.6125，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初步表

明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从表 5.4 中还可发现，

“新基建”(infra)的估计系数在 0.2024-0.2438 之间，且均通过了 1%显著性检

验，这初步表明，一个地区“新基建”的高水平发展促进了该地区制造业转型升

级，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说，“新基建”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效应、资源配置

效应、空间集聚效应的发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正向溢出。

表 5.4 “新基建”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指标
SAR SAC SEM SAR SAC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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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ra
0.2433

***
0.2024

***
0.2438

***
0.0528

***
0.0515

***
0.0476

***

(0.0212) (0.0217) (0.0222) (0.0130) (0.0131) (0.0135)

ind
3.6653

***
3.6788

***
3.6498

***

(0.0997) (0.0999) (0.1001)

scale
-0.0722

***
-0.0716

***
-0.0779

***

(0.0219) (0.0222) (0.0234)

urb
1.4100

***
1.4414

***
1.6515

***

(0.2045) (0.2085) (0.2055)

wage
0.1124

***
0.1109

***
0.1037

***

(0.0360) (0.0357) (0.0348)

ρ
0.2571

***
0.6125

***
0.1948

***
0.1707

***

(0.0509) (0.0643) (0.0323) (0.0427)

λ
-0.5913

***
0.2290

***
0.0777 0.2937

***

(0.1136) (0.0591) (0.0812) (0.0576)

R
2

0.6953 0.5432 0.7538 0.6212 0.6170 0.5922

r2_b 0.9009 0.8353 0.8869 0.6101 0.6061 0.5810

r2_w 0.8215 0.8295 0.8054 0.7449 0.7321 0.6753

Log-L 243.4944 249.8668 238.8049 610.2353 610.878 604.5966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省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N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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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中模型(4)-(6)在模型(1)-(3)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产业结构

(ind)、工业化程度(scale)、城市化水平(urb)、工资水平(wage)等变量。其估

计结果与模型(1)-(3)高度一致，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外溢效应仍存在，且“新

基建”(infra)的估计估计系数显著大于 0，这进一步印证了“新基建”对地区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提升作用。首先，新基建”本身的技术和特征属性为制造业的

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生产要素和创新环境，创新部门以其为依托进行产品和技术

改进；“新基建”还极大地降低了生产运作中的各项成本，便于制造业将更多的

资金投向产品与技术创新，由于技术进步效应，带来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生

产效益不断提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其次，“新基建”推动区域间各类生产

要素流动，加快内外部资源与信息交换，资源配置效应的发挥，使制造业实现供

需匹配，降低企业库存，提升经济效益；另外，“新基建”还可赋能于传统生产

要素，大数据、物联网等将客户、网络、计算、物理环境等传统要素深度融合，

实现从产品设计到生产分配等各环节端对端的集成，从质上提升了制造业的运作

效率，由此，高效、精准的要素配置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最后，“新基建”

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并且降低了各类要素和商品的运输

成本，引起制造业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的地区集聚。一方面，产业集聚

会产生知识溢出，而“新基建”又加快了这种知识扩散，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有利

溢出进行技术模仿和技术深化，同时还会带来高技术人才集聚，为企业研发提供

智力支持，提高生产成果的转化率；另一方面，在集聚效应下，企业不仅享有区

域和品牌优势，吸引更多的批发商和投资者，而且还利于开展纵向与横向的分工

协作，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推动制造业成功转型升级。

同时，从表 5.4 中还可发现，产业结构(ind)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即

第二产业占比的增加显著影响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第二产业的技术高度和合理占

比决定了我国整体的产业基础，合理的产业基础有助于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升级。

厂商规模(scale)也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且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厂商规模

越大，部门间的分工协作越复杂，部门间的沟通成本越高，信息传递存在滞后，

而且用于转型升级的各项支出就越多，越不利于该企业转型升级。城市化水平

(urb)的影响系数在 1.4100-1.6515 之间，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城市化水

平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该地的发展环境，发展环境越好，说明本地区的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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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等基础设施越完善，有利于吸引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入，也吸引与企业

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上下游企业扩建，产生集聚效应，进一步降低制造业的各项运

营成本，使资金流向创新部门，提升创新能力，推动其转型升级。工资水平(wage)

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为正且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一个地区的职工工资越

高，对人才的吸引力越大，人才是企业创新发明和改进生产方式的基础和保障，

同时人才的流动也有利于各类生产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有利于该地区制造业转

型升级。

表 5.5 各变量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分解

变量

SAR 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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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infra
0.0664

***
0.0538

***
0.0126

***
0.0631

***
0.0524

***
0.0107

***

(0.0166) (0.0134) (0.0039) (0.0169) (0.0136) (0.0044)

ind
4.5665

***
3.6963

***
0.8702

***
4.4577

***
3.7026

***
0.7551

***

(0.2092) (0.0971) (0.1717) (0.2488) (0.0970) (0.2191)

scale
-0.0869

***
-0.0705

***
-0.0164

***
-0.0839

*** -0.0698
**

* -0.0140
***

(0.0256) (0.0211) (0.0053) (0.0256) (0.0214) (0.0057)

urb
1.7429

***
1.4128

***
0.3301

***
1.7317

***
1.4415

***
0.2902

***

(0.2385) (0.1995) (0.0696) (0.2338) (0.2032) (0.0817)

wage
0.1402

***
0.1135

***
0.0267

***
0.1345

***
0.1117

***
0.0228

***

(0.0429) (0.0344) (0.0097) (0.0418) (0.0341) (0.0098)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当存在空间溢出时，某因素的变化不仅会引起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

也会对邻近区位产生影响，并通过循环累积作用引起制造业的深化升级。故可进

一步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表 5.5 列出

了基于表 5.4 模型(4)和模型(5)的各变量对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分解结

果。总体而言，两种模型下各个因素对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

水平比较接近。就“新基建”水平而言，本地“新基建”发展水平对本地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影响为正值(即直接效应分别为 0.0538、0.0524)，本地“新基建”

水平对相邻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也为正值(即间接效应分别为 0.0126、

0.0107)，间接效应为正则表明本地区“新基建”水平对相邻区域的制造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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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正向影响用，这是因为伴随着本地区“新基建”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周边地区

的“新基建”水平协同提升，一方面“新基建”具有网络性和外部性，在对本地

区产生正向溢出的同时也对相邻地区产生正向溢出，吸引周围创新人才及生产要

素流入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在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促进技术升级，另一

方面产业集聚会产生集聚效应，降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各类成

本，进而协同促进本区位与邻近区位制造业转型升级。从表 5.5 中还可知：产

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工资水平等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这表

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及人均工资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促

进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利于促进相邻区域的制造业转型升级。

5.3.2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各区域初始禀赋与经济发展存在差异，且不同类型的基建可能对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故本节从区域分布与基建类型两方面进行异质性

分析。首先将样本数据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
①
，依次使用表 5.4 拟合较好

的模型(4)和(5)对三大区域进行实证检验；接着将其划分为信息基建、融合基建

和创新基建三种类型
②
，同样依次使用表 5.4 拟合较好的模型(4)和(5)对三种基

建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对检验结果进行详细分析。

表 5.6 分别为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东部“新基建”的回归系数分

别为 0.1510、0.1466，中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176 和 0.0635，西部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 0.0623 和 0.0654，除了中部有一个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均通

过 1%的显著性检验，总体来说，“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系数由高

到低依次为东部、西部和中部。究其原因，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身较高，集

聚高技术人才与优质生产资源，一方面，东部地区“新基建”水平优于中、西部，

进一步加大“新基建”投入，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对东部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

正向溢出；另一方面，“新基建”加强了东部地区与其他区域的信息交换，先发

经济优势吸引了优质人才、资本流入，促进东部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于中部地区，

“新基建”加剧东部地区的先发优势所造成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加剧中部地

① 依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的区域划分， 具体划分见

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11/t20191119_1710340.html
② 依据国家发改委对“新基建”的划分，详见

http://it.people.com.cn/n1/2020/0420/c1009-31680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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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人才、资本流出，同时中部地区的技术水平、产业基础优于西部地区且低于

东部地区，所以“新基建”更多在于促进中部中端制造业的发展，导致对本地工

业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不如东、西部显著。西部地区具有低成本优势，“新基建”

的发展吸引了其他地区追求低成本的资本流入，同时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较

多，“新基建”对其技术溢出空间较大，导致“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

进作用高于中部地区，但不如东部地区。东、中部地区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

为正，且中部大于西部，说明中部制造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东部，这是因

为中部地区实际涉及双向溢出，对东部、西部的制造业发展均产生影响，这也解

释了中部“新基建”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不如西部，同时西部的空间溢出效应不

明显，这也说明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中、东部地区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

与自主创新相比，更多是接受其他地区的技术正向溢出，对相邻地区的溢出较少。

表 5.6 分地区“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指标 东部 中部 西部

SAR SAC SAR SAC SAR 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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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ra 0.1510
***

0.1466
***

0.0176 0.0635
***

0.0623
***

0.0654
***

(0.0219) (0.0220) (0.0232) (0.0226) (0.0198) (0.0193)

ind 2.9186
***

3.0137
***

4.3516
***

4.2049
***

3.6451
***

3.6689
***

(0.2675) (0.2745) (0.1717) (0.2184) (0.1466) (0.1478)

scale -0.1128
***

-0.1095
***

-0.1113
***

-0.1315
***

-0.0561 -0.0454

(0.0339) (0.0344) (0.0404) (0.0349) (0.0446) (0.0465)

urb 0.0591 0.0271 0.0012 -0.7700
**

3.4516
***

3.4500
***

(0.3388) (0.3365) (0.4330) (0.3349) (0.3797) (0.3644)

wage -0.1297
**

-0.1382
**

-0.0132 -0.0266 0.2404
***

0.2265
***

(0.0600) (0.0588) (0.0674) (0.0625) (0.0480) (0.0498)

ρ 0.1490
**

0.0801 0.2736
***

0.4203
***

-0.015 0.0338

(0.0602) (0.0860) (0.0421) (0.0552) (0.0607) (0.0648)

λ 0.1278 -0.4803
***

-0.2174
*

(0.1075) (0.1077) (0.1320)

R
2

0.5305 0.5065 0.0010 0.0016 0.5222 0.5251

r2_b 0.7513 0.7387 0.1108 0.3065 0.4143 0.4196

r2_w 0.0161 0.0401 0.0026 0.0194 0.9649 0.9669

Log-L 221.2220 221.9352 178.2409 186.0603 281.1600 282.5437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省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N 187 187 136 136 204 204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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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基于基建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指标
SAR SAC SAR SAC SAR SAC

（1） （2） （3） （4） （5） （6）

infra1 0.0157
**

0.0137
*

（0.0078） （0.008）

infra2 0.0320
***

0.0314
***

(0.0109) (0.011)

infra3 0.0262
**

0.0242
**

(0.0116) (0.0118)

ind 3.7439
***

3.7552
***

3.6640
***

3.6817
***

3.7538
***

3.7656
***

(0.0994) (0.0991) (0.1019) (0.1017) (0.0995) (0.0991)

scale -0.0664
***

-0.0657
***

-0.0667
***

-0.0660
*** -0.0754

**

*

-0.0734
**

*

(0.022) (0.0224) (0.0219) (0.0223) (0.0225) (0.023)

urb 1.6918
***

1.7370
***

1.5707
***

1.6084
***

1.6293
***

1.6735
***

(0.1911) (0.1959) (0.1977) (0.2014) (0.1962) (0.2013)

wage 0.1225
***

0.1199
***

0.1253
***

0.1222
***

0.1296
***

0.1267
***

(0.0363) (0.036) (0.036) (0.0357) (0.0361) (0.0359)

ρ
0.2205

***
0.1877

***
0.1925

***
0.1589

***
0.2123

***
0.1786

***

(0.0325) (0.0472) (0.0329) (0.0444) (0.0322) (0.0459)

λ
0.091 0.1012 0.0966

(0.0867) (0.0814) (0.0860)

R
2

0.5281 0.5217 0.5851 0.581 0.5571 0.5508

r
2
_b 0.5003 0.4954 0.5598 0.5571 0.523 0.5185

r2_w 0.6668 0.6507 0.7441 0.727 0.7352 0.7156

时间固定

效应
Y Y Y Y Y Y

省份固定

效应
Y Y Y Y Y Y

Log-L 603.9204 604.6909 606.3452 607.3612 604.4773 605.3355

N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 5.7 分别为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和创新基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信息

基建基建的估计系数为 0.015 和 0.0137，融合基建的估计系数为 0.0320 和

0.0314，创新基建的估计系数为 0.0262 和 0.0242，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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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建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系数由高到低依次为融合基建、创新基建和信息基

建。融合基建更侧重于新型技术的场景应用，智能产品的出现，更改了商品的交

易场景和时间，同时也激发了新的销售模式，比如，抖音直销，快手带货，粉丝

经济等，为质优价廉的产品拓宽了销路，从需求端降低了企业的库存，高效、精

准的供需匹配推动了制造业资源合理化配置。随着创新基建的市场化推广，运算

和网络能力得以拓展，制造业创新部门以其为基础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投

入产出需要时间周期，故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没有融合基建那么明显。信

息基建将供应、生产、销售、消费连成一个有机网络，使各方的沟通和信息处理

效率提升，极大地降低了生产运作中的管理成本、原料采购成本以及合同签订前

的交易成本，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生产要素和创新环境，信息基建只

是间接地影响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故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弱于直接促进制

造业技术进步的创新基建。

5.3.3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的方法不一，如更换空间权重矩阵，更换估计方法及解释变量等，

最终是为了确保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般性和稳健性。本文选择变换空间权重矩

阵，即将基准回归中的空间相邻矩阵 W1 变换为空间距离矩阵 W2，空间距离矩阵

在相邻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距离因素，其结果更为准确。表 5.8 和表 5.9 分

别为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数据的稳健性检验，表 5.10 为基建类型的

样本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由表 5.8 可知，“新基建”(infra)的估计系数在 0.0612-0.0634 之间，且

均通过了 1%显著性检验，空间自回归系数ρ分别为 0.3652 和 0.3714，且均通过

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制造业

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这与表 5.4 的结果高度一致。

由表 5.9 可知，东、西部地区“新基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1603 和 0.1609、

0.0575 和 0.0558，且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中部的影响系数为正，但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即“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系数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

西部和中部，这与表 5.6 的回归结果一致。尤其对于东、西部地区，要继续优化

投资结构，重视“新基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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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稳健性检验（一）

指标
SAR SAC SEM SAR SAC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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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ra
0.2575*** 0.2580*** 0.2552*** 0.0632*** 0.0634*** 0.0612***

(0.0208) (0.0212) (0.0217) (0.0130) (0.0131) (0.0133)

ind
3.6799

***
3.6792

***
3.6937

***

(0.1010) (0.1011) (0.1026)

scale
-0.0780

***
-0.0781

***
-0.0989

***

(0.0223) (0.0223) (0.0224)

urb
1.4259*** 1.4210*** 1.7286***

(0.2122) (0.2138) (0.2052)

wage
0.1084*** 0.1089*** 0.1056***

(0.0364) (0.0366) (0.0366)

ρ
0.4663

***
0.4756

***
0.3652

***
0.3714

***

(0.0997) (0.1243) (0.0826) (0.0893)

λ
-0.0244 0.3536*** -0.0353 0.2373*

(0.2002) (0.1226) (0.1698) (0.1364)

R
2

0.5699 0.5642 0.7538 0.6349 0.6348 0.6149

r2_b 0.8954 0.8955 0.8869 0.6314 0.6321 0.6005

r2_w 0.8281 0.8282 0.8054 0.8238 0.8268 0.7168

Log-L 240.2835 240.2897 235.2991 601.8561 601.8757 594.448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省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N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 5.9 稳健性检验（二）

指标

东部 中部 西部

SAR SAC SAR SAC SAR 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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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ra 0.1603
***

0.1609
***

0.0139 0.0325 0.0575
***

0.0558
***

(0.0220) (0.0222) (0.0238) (0.0237) (0.0199) (0.0202)

ind 3.0157
***

3.0258
***

4.4079
***

4.5019
***

3.5970
***

3.6895
***

(0.2690) (0.2721) (0.1782) (0.1792) (0.1481) (0.1493)

scale -0.1238
***

-0.1286
***

-0.1430
***

-0.1612
***

-0.0508 -0.0439

(0.0342) (0.0346) (0.0406) (0.0381) (0.0444) (0.0456)

urb -0.0688 -0.0317 0.3226 0.1272 3.4977
***

3.4596
***

(0.3406) (0.3451) (0.4150) (0.3818) (0.3662) (0.3606)

wage -0.1323
**

-0.1351
**

-0.0221 -0.0454 0.2389
***

0.2366
***

(0.0614) (0.0629) (0.0688) (0.0694) (0.0475) (0.0503)

ρ 0.0938 0.1694 0.4515
***

0.5169
***

-0.2106 -0.0253

(0.1133) (0.1517) (0.0745) (0.0728) (0.1361) (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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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9 稳健性检验（二）

λ -0.1577 -0.3400
**

-0.6722
***

(0.2154) (0.1601) (0.2543)

R
2

0.5256 0.5181 0.0018 0.0079 0.5174 0.5145

r2_b 0.7389 0.7461 0.0355 0.0909 0.4023 0.4012

r2_w 0.0189 0.0283 0.0081 0.0272 0.9504 0.9639

Log-L 218.6757 218.9397 173.7413 175.6648 282.3173 286.1714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省份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N 187 187 136 136 204 204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 5.10 稳健性检验（三）

注：扩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指标
SAR SAC SAR SAC SAR 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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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ra1 0.0142
*

0.0140
*

(0.0079) (0.0080)

infra2 0.0413*** 0.0413***

(0.0109) (0.0109)

infra3 0.0322*** 0.0326***

(0.0118) (0.0120)

ind 3.7791
***

3.7788
***

3.6728
***

3.6728
***

3.7909
***

3.7906
***

(0.1011) (0.1010) (0.1034) (0.1034) (0.1008) (0.1009)

scale -0.0733*** -0.0733*** -0.0729*** -0.0730*** -0.0838*** -0.0841***

(0.0227) (0.0227) (0.0225) (0.0225) (0.0230) (0.0230)

urb 1.8222
***

1.8278
***

1.6158
***

1.6187
***

1.7057
***

1.7017
***

(0.1965) (0.1985) (0.2047) (0.2062) (0.2034) (0.2053)

wage 0.1220*** 0.1215*** 0.1236*** 0.1234*** 0.1288*** 0.1294***

(0.0370) (0.0371) (0.0366) (0.0367) (0.0368) (0.0369)

ρ 0.3888*** 0.3814*** 0.3376*** 0.3337*** 0.3912*** 0.3972***

(0.0834) (0.0926) (0.0845) (0.0921) (0.0827) (0.0921)

λ 0.0257 0.0104 -0.0307

(0.1671) (0.1662) (0.1751)

R2 0.5272 0.5268 0.6018 0.6018 0.5655 0.5659

r
2
_b 0.4890 0.4885 0.5789 0.5787 0.5286 0.5293

r
2
_w 0.7387 0.7358 0.8204 0.8192 0.8182 0.8216

时间固定

效应
Y Y Y Y Y Y

省份固定

效应
Y Y Y Y Y Y

Log-L 591.9033 591.9163 597.4856 597.4885 593.9975 594.0108

N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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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10 可知，信息基建基建的估计系数为 0.0142 和 0.0140，融合基建

的估计系数为 0.0413 和 0.0413，创新基建的估计系数为 0.0322 和 0.0326，且

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三种基建均能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且基建对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由高到低依次为融合基建、创新基建和信息基建，这与

表 5.7 的回归结果也高度一致，在“新基建”的组合投资中，应加大对“融合基

建”的投入，推广智能融合产品。

综上，对比矩阵 W1 和矩阵 W2 的估计结果，发现二者的检验结果高度一致，

证明估计结果具有准确性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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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要转换增长动能、完成制造业转型，需要新引

擎助力，本文认为“新基建”可以充当新引擎，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基

于前文理论分析，选取样本数据，检验“新基建”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及其异质性。研究表明：

（1）“新基建”的发展规模对该地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且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一方面，新基建”本身的技术和特征属

性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生产要素和创新环境，并且极大地降低了生产

运作中的各项成本，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由于技术进步效应，使生产方式发生

革新，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新基建”在资源配置中提升了制造业

各细分产业间、不同区域间的信息流动效率，高效、精准的资源整合推动了制造

业资源合理化配置，资源配置效应的发挥，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

（2）分区域样本数据回归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新基建”对制造

业转型升级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贡献系数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西部和中部，

再次验证前文推断；东、中部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且中部大于

西部，同时西部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故东部地区应进一步利用“新基建”优

势，加大投入，突破技术瓶颈，带动当地制造业转型升级，并对其他地区产生正

向溢出；中部地区要不断优化整体产业结构，在发展本地“新基建”规模的同时，

有效利用东部地区的正向溢出，提升中高端制造业占比；西部地区应进一步发挥

成本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对接中部地区正向溢出，完成当地制造业转型升级。

（3）分基建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和创新基建对制造业

转型升级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其影响系数由高到低依次为融合基建、创新基

建和信息基建。融合基建侧重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强对融合基建的建设

可以催生新的消费模式，精准的供需匹配有利于制造业资源整合；技术创新存在

时间周期，故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不如创新基建明显；信息基建为制造业

的创新提供新的生产要素和创新环境，间接促进其技术进步，故其的影响力更弱。

（4）利用转换空间矩阵的方法对前文实证结果进行再次验证，对比空间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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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 W2 和矩阵 W1 的估计结果，发现二者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从而验证本文所得

结论具有可靠性。

6.2 政策启示

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证实，“新基建”的确有助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

面临发达国家实行高端制造回归政策，发展中国家竞争中低端市场时，要实现我

国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新基建”优势。故基于前文研究结论

和对文章整体研究的把握和理解，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6.2.1 紧抓“新基建”机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应结合本地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及资源禀赋，从融资、

财政、产业等方面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与引导。加快创新“新基建”投资模式及

融资机制，进一步扩大“新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

商环境，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健全财政激励机制，引导

企业搭建技术共建共享平台，为技术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激励和税收优惠，优化企

业创新环境；鼓励传统制造业攻克卡脖子核心技术，主动应用 5G、物联网等新

型技术，提升创新能力，推动制造模式及生产方式变革，进而带动制造业转型升

级。

轨道交通、智慧能源等融合基建主要通过提高产品转移和要素流动效率对制

造业产生正向溢出，进而提升要素生产率，而信息基建的融合与应用生产及匹配

环节发挥积极影响，这种溢出效应不仅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而且有助于

提升创新效率。因此，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要健全技术溢出机制，紧抓“新基

建”所带来的机遇，开展跨部门、跨领域交流与合作，积极学习先进技术，加快

“新基建”与传统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交叉融合，进而引发技术突破，提升

自身创新水平；另一方面培养企业创新文化，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健全员工激励

制度及管理制度，以此汇聚创新要素，提升科学创新的转化能力，促进制造业转

型升级。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离不开不同层次技术人才的支持，改革人才培养机制，多

渠道增加人才供给尤为重要。坚持共享的人才培养理念，深化跨领域人才交流合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新基建”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50

作，例如加强产学研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以合作研发、项目开展、共同办

学等途径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培养符合需求的高科技人才；深化教育，

动态调整高校学科专业，推行面向前沿高新技术领域新工科建设，完善区块链、

数字技术等高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企业员工技能培训，创新技能培训方式，

可以依托信息基础设施和数字教育资源开展数字职业培训，落实人才资格认证工

作，以此提升企业员工创造力。

6.2.2 合理布局“新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新基建”给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赋能的方式全面优化产业结

构。如何抓住“新基建”发展机遇，统筹资本带动创新发展，则需进一步完善和

科学布局“新基建”。对于西部地区，一方面政府应完善要素市场体系，推进市

场化改革，改革户籍、土地等制度，放宽户籍约束，促进人才、资金等要素合理

化流动；另一方面，应重点加大 5G、物联网等信息基建和高铁、城际轨道交通

等融合基建的投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资本流入。对于东中部地区，应充分运

用发展优势，重点加大重大科技、科教等创新基建的投入，为制造业的创新部门

进行技术创新提供基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人才、信息等高端要素不断流向大都市，对城际铁路、

轨道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更大，对此我们应因城施策，提升“新基

建”投资效率,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对于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利用创新手段推

进大规模新型基建；针对传统基建严重饱和及常年人口净流出区域，应适当控制

建设规模，以防投资效率低。同时优化“新基建”投资结构，进一步加大公共卫

生服务领域投入，鼓励新型技术与医疗服务、城市管理等融合式发展，如利用通

信技术及人工智能搭建远程医疗平台，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大力发展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以此补齐“新基建”的技术短板。

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要在竞争中实现要素的合理配置，需汇聚创新要素、

掌握市场供求信息，为此应抓住“新基建”发展机遇，在创新发展、统筹资金等

方面主动发力。一方面企业应加大在智能设备、数据平台、5G 等高科技产业的

布局范围，不断培育发展优势，培育新的增长点；另外，主动对接符合未来发展

方向的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以合作出资、共享等方式加强人才、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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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等要素整合，并以企业实际出发，明确短期及中长期发展目标，吸取传统基

建投资经验，提前做好统筹规划，谨防造成产能过剩。

6.2.3 利用“新基建”溢出效应，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即基于共同的市场规范，联合行政力量，以扫除行政壁

垒的方式促进要素流动，最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中，政府

承担重要角色，要规范经济主体行为和市场秩序，保持经济主体创新活力，弥补

市场失灵和制度失效，为各类经济主体创造一个对话和交流的渠道，营造良好的

政策环境。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跨区域公共问题已成为事实，加强区域统筹规划指

导是实现区域经济合作、解决跨区域公共问题的有效途径。而“新基建”浓缩了

各类经济主体的时空距离，加速了多方信息互换，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为此，各地区应充分利用“新基建”的溢出效应，深入分

析本地区地理条件、要素禀赋、发展潜力及发展环境，制定各城市间互惠互利的

合作发展规划，解决经济活动的空间优化问题。同时，各地要因地制宜，选择重

点开发项目，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获取更大经济效益。对于中西部而言，

可发挥地理位置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推

动重点“新基建”项目建设，在合作发展中解决民生问题，进而推进中西部健康

有序发展。

推进企业主导型区域合作，积极发展集群经济。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增强市场

竞争、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发展、降低成本等方式有效增强区域经济的综合

实力。为此，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利用“新基建”提高当地协同管理能力，营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首先，推进产业集群政策的制度创新，强化经济主体知识产

权保护，规范集群内企业生产行为及市场秩序以防止恶性竞争，为产业集群提供

政策保障；第二，创新产业集群内在机制，政府应发挥引导与协调作用，增强集

群整体效应，强化企业间分工与合作，完善集群产业链；第三，完善公共物品供

给，推进产业发展中的通信技术、轨道交通、产业园区等新型基建，建立专门的

技术创新机构及区域技术交流市场，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门槛，为集群内部结构

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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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足与展望

本文就“新基建”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和实证研

究，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新基建”的度量问题，有关“新基建”的研究在

学术界多以理论分析和构建单一指标为主，不可否认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今后“新

基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就“新基建”的内涵来讲，其已是复杂

且深奥的研究命题，本文仅依据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并不能综合全面地衡量。二是

囿于数据制约，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详细实证分析，未具体考虑地市级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其他方面的欠缺，也为未来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提供

了方向，希望可以通过后续研究继续完善。目前学术界用细分行业的全社会固定

资产近似替代“新基建”，认为与新型基础设施所对应的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但该指标比较单一，如果采用多

维度的综合指标（5G 基建数量、人工智能市场规模、特高压路线存量）评价“新

基建”，有助于更进一步深入研究“新基建”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另外，将地

市级的数据纳入研究范围，对比分析地市间“新基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将对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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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表 1 2003-2010 年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融合系数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北京 0.18 0.18 0.20 0.21 0.23 0.25 0.28 0.29

天津 0.12 0.12 0.13 0.14 0.17 0.21 0.22 0.23

河北 0.18 0.21 0.24 0.26 0.27 0.29 0.34 0.36

山西 0.13 0.14 0.15 0.16 0.18 0.21 0.26 0.27

内蒙古 0.13 0.16 0.19 0.19 0.24 0.25 0.30 0.33

辽宁 0.15 0.18 0.19 0.25 0.27 0.31 0.36 0.40

吉林 0.09 0.11 0.14 0.18 0.19 0.23 0.26 0.28

黑龙江 0.15 0.16 0.17 0.20 0.23 0.27 0.30 0.28

上海 0.18 0.18 0.20 0.25 0.25 0.26 0.28 0.27

江苏 0.25 0.26 0.27 0.29 0.28 0.31 0.39 0.42

浙江 0.24 0.27 0.28 0.29 0.30 0.31 0.35 0.35

安徽 0.12 0.14 0.17 0.19 0.22 0.25 0.29 0.32

福建 0.15 0.17 0.19 0.20 0.23 0.27 0.30 0.32

江西 0.16 0.17 0.19 0.19 0.20 0.18 0.24 0.28

山东 0.22 0.23 0.24 0.26 0.26 0.32 0.39 0.41

河南 0.18 0.20 0.23 0.27 0.26 0.28 0.33 0.35

湖北 0.17 0.19 0.19 0.23 0.23 0.26 0.31 0.33

湖南 0.15 0.17 0.19 0.21 0.22 0.26 0.32 0.34

广东 0.30 0.32 0.33 0.34 0.34 0.38 0.45 0.48

广西 0.14 0.15 0.16 0.17 0.19 0.20 0.27 0.30

海南 0.04 0.06 0.06 0.07 0.08 0.09 0.12 0.13

重庆 0.13 0.15 0.16 0.18 0.19 0.21 0.23 0.26

四川 0.19 0.22 0.24 0.25 0.26 0.29 0.39 0.40

贵州 0.13 0.13 0.14 0.15 0.16 0.17 0.20 0.20

云南 0.15 0.16 0.18 0.19 0.21 0.23 0.27 0.28

西藏 0.05 0.05 0.06 0.06 0.06 0.06 0.07 0.08

陕西 0.14 0.16 0.19 0.21 0.23 0.25 0.29 0.32

甘肃 0.10 0.11 0.11 0.12 0.13 0.14 0.18 0.21

青海 0.05 0.05 0.05 0.06 0.06 0.07 0.09 0.09

宁夏 0.05 0.06 0.07 0.08 0.08 0.09 0.11 0.13

新疆 0.14 0.13 0.15 0.15 0.15 0.17 0.2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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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1-2019 年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融合系数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北京 0.28 0.32 0.33 0.34 0.34 0.34 0.38 0.40 0.39

天津 0.24 0.29 0.31 0.36 0.37 0.43 0.45 0.36 0.37

河北 0.36 0.39 0.45 0.50 0.53 0.62 0.67 0.72 0.77

山西 0.26 0.28 0.31 0.33 0.41 0.43 0.28 0.29 0.31

内蒙古 0.33 0.35 0.38 0.49 0.43 0.46 0.48 0.40 0.40

辽宁 0.38 0.44 0.47 0.51 0.47 0.27 0.28 0.26 0.27

吉林 0.23 0.29 0.31 0.35 0.39 0.43 0.47 0.47 0.40

黑龙江 0.27 0.33 0.37 0.38 0.38 0.43 0.45 0.47 0.50

上海 0.26 0.26 0.26 0.26 0.28 0.30 0.31 0.33 0.33

江苏 0.46 0.52 0.58 0.69 0.75 0.77 0.81 0.78 0.77

浙江 0.36 0.38 0.42 0.47 0.53 0.59 0.61 0.63 0.68

安徽 0.30 0.36 0.40 0.46 0.52 0.57 0.58 0.58 0.59

福建 0.32 0.35 0.38 0.41 0.50 0.55 0.60 0.66 0.65

江西 0.26 0.27 0.29 0.34 0.40 0.45 0.47 0.49 0.53

山东 0.45 0.50 0.60 0.65 0.76 0.81 0.85 0.84 0.88

河南 0.34 0.37 0.41 0.47 0.57 0.66 0.72 0.78 0.82

湖北 0.34 0.37 0.40 0.43 0.48 0.55 0.61 0.67 0.72

湖南 0.37 0.37 0.42 0.49 0.58 0.65 0.71 0.79 0.84

广东 0.46 0.49 0.51 0.57 0.61 0.62 0.69 0.71 0.78

广西 0.30 0.32 0.36 0.40 0.44 0.50 0.52 0.54 0.57

海南 0.15 0.15 0.15 0.17 0.21 0.25 0.27 0.24 0.25

重庆 0.25 0.28 0.31 0.32 0.36 0.40 0.43 0.44 0.46

四川 0.39 0.42 0.45 0.50 0.60 0.63 0.67 0.75 0.81

贵州 0.19 0.20 0.24 0.27 0.34 0.41 0.49 0.54 0.51

云南 0.29 0.31 0.34 0.36 0.39 0.48 0.51 0.54 0.51

西藏 0.08 0.10 0.11 0.14 0.14 0.16 0.18 0.21 0.20

陕西 0.32 0.36 0.42 0.51 0.52 0.58 0.62 0.65 0.62

甘肃 0.22 0.24 0.27 0.32 0.33 0.39 0.31 0.29 0.29

青海 0.12 0.12 0.13 0.17 0.23 0.25 0.26 0.28 0.30

宁夏 0.13 0.12 0.14 0.19 0.22 0.25 0.27 0.24 0.22

新疆 0.22 0.24 0.28 0.33 0.39 0.39 0.45 0.37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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