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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加速创新，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

用以及重要性日益增强，快速成为了当今最为广泛、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经济形

态。本文通过界定、分离与合并 2007年、2012 年和 2017年中国 30 个省份投入

产出表各部门数字化和非数字化部分，编制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运用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量化分析中国省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产业关联

特征。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类为基础，研究中国省域数字产业化部门和

产业数字化部门在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与最终需求和最初投入多

维度关联的数量特征和数量规律。为把握数字经济产业融合特征提供新的理论体

系和研究思路，对构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发现：各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规模呈现明显递增发展趋势，从时间

维度上东部沿海地区数字产业率先发展，并且对中西部省份呈强烈的辐射扩散影

响。东部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对国民经济均有显著的拉动和推动作

用，中部地区产业数字化部门是国民经济的龙头产业，而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部

门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小；大多数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影响力

系数及感应度系数的时间趋势均呈交叉关系。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属于“投资依赖

型”产业；产业受出口需求影响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消费

对数字产业化部门的诱发效应及依赖程度整体上大于产业数字化部门，但产业数

字化部门受消费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大部分地区生产性服务

业有显著的就业拉动效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业税收贡献效应最为显著，产

业数字化部门对各产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和税收贡献效应大于数字产业化。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类为基础，构建省域

数字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系统量化了省域数字经济产业规模，从而揭

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数量特征和数量规律。 

 

关键词：数字产化业 产业数字化 投入产出分析 数字产业规模 产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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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ed innovation of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nd useful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is fast becoming the 

most widespread, dynamic and innovative economic form today. This 

paper compiles China's digital industry input-output tables by defining, 

separating and merging the digital and non-digital parts of each sector of 

the input-output tables of 30 Chinese provinces in 2007, 2012 and 2017, 

and uses input-output analysis to quantify the industrial correlation effects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ese province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we study the status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sectors 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sectors in China's provincial are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the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quantitative laws associated with the multi-

dimensionality of final demand and initial inputs. It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system and research ideas for gras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China's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value-added scale in each regio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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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gital industry in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has taken the lead in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ly showed strong radiation diffusion influence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digital industry sectors in the eastern region have significant pulling and 

driving effects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while the digital industry sector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the leading industr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sector in the western region has a smaller pulling 

effect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time trends of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s 

and inductance coefficients of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digital 

industry sectors in most provinces show a cross-correlation. The digital 

industry in China is an "investment-dependent" industry; the regions where 

the digital economy is influenced by export demand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developed coastal economic regions; the induced effect 

and dependence of consumption on th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sector is 

generally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sector, but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the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sector on consumption 

is increas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significant 

employment-pulling effect on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in most regions, 

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tax contribution effect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employment-pulling effect and tax 

contribution effect of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on each industry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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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sibl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o construct the 

input-output analysis framework of provinci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to measure the scale of provincial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es, and to reveal the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quantitative 

laws of the associated effects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a systematic and 

objective way. 

 

Keywords：Digital industry; Industry digitization; Input-output analysis; 

Digital Industry scale; Industry linkage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研究 

 

目  录 

1 绪  论 .................................................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 

1.1.1 研究背景 .................................................................................................... 1 

1.1.2 研究意义 .................................................................................................... 2 

1.2 研究内容与思路 ............................................................................................... 3 

1.2.1 研究内容 .................................................................................................... 3 

1.2.2 研究思路 .................................................................................................... 4 

1.3 本文创新点 ....................................................................................................... 4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6 

2.1 文献综述 ........................................................................................................... 6 

2.1.1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及数字产业分类 ........................................................ 6 

2.1.2 数字经济统计核算 .................................................................................... 8 

2.1.3 数字经济增长效应及产业关联 .............................................................. 10 

2.1.4 文献述评 .................................................................................................. 12 

2.2 理论基础 ......................................................................................................... 12 

2.2.1 投入产出理论 .......................................................................................... 12 

2.2.2 产业关联内涵 .......................................................................................... 13 

2.2.3 产业关联分析指标 .................................................................................. 13 

2.3 本章小结 ......................................................................................................... 16 

3 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编制与规模测算 ...................... 17 

3.1 数字经济产业的统计界定 ............................................................................. 17 

3.1.1 数字经济产业的界定与分类 .................................................................. 17 

3.1.2 数字经济产业的特征 .............................................................................. 18 

3.2 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 20 

3.2.1 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编制思路 ...................................................... 20 

3.2.2 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的具体编制 .................................................. 21 

3.3 数据来源 ......................................................................................................... 24 

3.4 数字经济产业规模测算 ................................................................................. 25 

3.5 本章小结 ......................................................................................................... 29 

4 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分析 ............................ 30 

4.1 数字经济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关联特征 ......................................................... 30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研究 

 

4.1.1 影响力系数分析 ...................................................................................... 30 

4.1.2 感应度系数分析 ...................................................................................... 32 

4.2 数字经济产业对最终需求的关联特征 ......................................................... 33 

4.2.1 消费诱发系数与依赖度系数分析 .......................................................... 34 

4.2.2 投资诱发系数与依赖度系数分析 .......................................................... 37 

4.2.3 出口诱发系数与依赖度系数分析 .......................................................... 40 

4.3 数字经济产业对最初投入的关联特征 ......................................................... 43 

4.3.1 就业拉动效应分析 .................................................................................. 43 

4.3.2 税收贡献效应分析 .................................................................................. 47 

4.4 本章小结 ......................................................................................................... 50 

5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 62 

5.1 主要结论 ......................................................................................................... 62 

5.2 对策建议 ......................................................................................................... 64 

参考文献 ............................................... 67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2 

致  谢 ................................................. 73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研究 

1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世界经

济逐步向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成为当前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先机，也是整合全球要素资源、重组世界经济版图和重塑全球竞争治理结构的重

要推动力。数字经济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 90 年代，被称为“数字经济之父”的

唐•泰普斯科特最早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在某一时间点，数字经济将

会成为现实。自此数字经济概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行开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加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进行战略布局，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先机。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率先把握住了数字革命的机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引领抢占数字

经济制高点，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欧洲、日本等地区通过发挥政府积极

引领作用，出台一系列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数字革命也产生了巨大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推广实行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大力加

快数字化变革的脚步，推进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和作用逐年提升，增加值规模由 2005 年的 2.6 万亿元扩张到 2021 年的 45.5 万

亿元，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逐年提升。产业数字化主导地位持续巩固，规模快

速扩大至 2021 年的 37.18 万亿元，相当于 GDP 的 32.5%；数字产业化的规模达

到 8.35 万亿元，相当于 GDP 的 18.3%。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加快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数字经济逐步转化为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强大驱动力，是构建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深刻影响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中国数字经济还存在产业规模庞大但质量有待提高等一系列问题。

由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指出，同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最高达 61.36%相比，中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尚不足 40%，对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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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拉动作用相对较小。其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情况不同，仍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均衡现象，数字鸿沟亟待弥合，数字产

业对各地区不同产业带来的消费和投资模式的影响也参差不齐。加之在某些关键

领域，中国的创新能力还不足，无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得数字产品进出口贸

易逆差巨大，严重依赖于进口。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总量

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冲击；也引起了对数字经济征税问题的探讨。因此，如何持续

有效推进中国数字产业化发展、促进产业融合，减少数字经济对地区经济发展差

距的影响，释放数字产业的巨大经济推动力，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双轮驱动，成为当前学术界、政府和产业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研究热点。 

1.1.2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数字经济作为当今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和关键驱动力，相较于传统的经济发

展方式，其在统筹发展的实现形式、生产要素资源、生产方式等方面有着根本性

的变化。因此，现有的宏观统计已不能充分反映数字化和高度数字化产品、活动

的附加值，亟需探讨如何从不同角度评估数字经济的现状。为此，本文从时间维

度、空间维度和产业维度等方面，考察数字经济与省域各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有

助于形成对数字经济产业更为系统全面的认识，更好地扩展数字经济评价的研究

框架和研究视角，完善了数字经济产业关联和波及效应的相关研究，为促进中国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国民经济的渗透与融合，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

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二）现实意义 

我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快速的发展时期，仍存在数字经济大而不强、数字产

业创新能力不强、产业数字化进程缓慢等问题，如何发挥数字经济的经济效益以

更大的优势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也是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以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分类为基础，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系统、客观地揭

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关联效应的数量特征和数量规律；

为把握数字经济产业与中国省域各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乘

数效应”，构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引擎。对进一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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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产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和新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研究内容与思路 

1.2.1 研究内容 

本文深入剖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内涵，以中国数字产业分类体系为

基础，确定中国数字产业投入产出基本表式，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对中国省域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准确测算。 

主要研究内容归纳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同步发展与目前中国数字经

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背景出发，探究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状况和经济效应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需要；确定了研究主题，并对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思路、研究框架和创新

点进行阐述。 

第二章，文献梳理与理论基础。本章对国内外数字经济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

梳理，归纳为相关概念及数字产业分类、统计核算、增长效应及产业关联3方面，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评述，发现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的领域，进而找到本文研究

的着眼点。其次介绍了投入产出、产业关联的相关理论基础，最后介绍了本文分

析过程中所使用到的技术经济系数，为后续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第三章，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编制与规模测算。本章为本文的研究难点，首

先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视角对数字经济产业进行了清晰的界定，总结

提炼出了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的3个基本特征。接下来，阐述编制中国数字经济产

业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程，在具体编制过程中，计算了分离系数，对投入产出表

各部门进行分离与合并后，最终编制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此外，根据

编制的投入产出表核算了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产业规模。 

第四章，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分析。本章在将数字经济产业细分为数字

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基础上，借助准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各省份2007、

2012和2017年数字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生

产诱发系数和依赖度系数及就业、税收诱发系数，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分析数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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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与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关联特征。 

第五章，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本章在对前文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及关联特征

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结合我国内外部环境，为促进中国数字经

济产业蓬勃发展提出可以参考的相应对策建议。 

1.2.2 研究思路 

本文从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出发，确定测算数字经济产业规模的方法，量化分

析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首先，提出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及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数字产业关联相关理论基础，选择将

投入产出法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其次，对数字产业具体分类进行界定，剖

析投入产出基本理论及产业关联的内涵，厘清了编表思路以及基本表式，最终编

制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以编制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为基准，

使用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投入产出表的准面板数据，测算了省

域数字经济产业规模；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类为基础，研究中国省域数

字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在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与最终需

求和最初投入多维度关联的数量特征和数量规律。最后，根据前文的实证测算及

分析结果，总结出本文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具体技术路线图如图1.1

所示。 

1.3 本文创新点 

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数据使用上，通过使用2007、

2012、2017年中国30个省份投入产出表的准面板数据，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

产业维度等方面全方位地展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关联特征。第二，在方法使用

上，通过编制中国数字产业投入产出表，基于第一象限数据测算省域数字产业化

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基于第二象限

数据测算省域数字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与消费、投资、出口等最终需求

的生产诱发系数和依赖度系数；基于第三象限数据测算省域数字产业化部门和产

业数字化部门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就业与税收等最初投入的诱发系数。第三，在

研究内容上，测算了省域数字经济产业规模，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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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中国省域数字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在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中

的地位、以及与最终需求和最初投入多维度关联的数量特征和数量规律。 

图1.1  技术路线图 

数字经济基本概念 投入产出法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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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本章梳理了国内外数字经济研究现状，从数字经济相关概念及产业分类、数

字经济统计核算、数字经济增长效应及产业关联等方面进行剖析，探究有待深入

解读的领域，从而确定本文研究的着眼点。其次，介绍涉及到的投入产出及产业

关联相关理论，为后续的量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伴随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高，相关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

化；从聚焦数字经济概念和产业分类到数字经济统计核算方法及数字产业关联问

题等。按照问题进行划分，主要包含以下三大类： 

2.1.1 数字经济相关概念及数字产业分类 

（一）数字经济相关概念 

随着数字经济相关内涵的研究不断丰富，人们对数字经济的认知逐渐深入。

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共性，认为它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经济形态，是由

信息通信技术所带来的新型经济形态，二者不可分割（乌家培[51]，2001；Kim et 

al. [5]，2002）。Lane（1999）[7]最初认为数字经济是数据算法与信息技术的集合。

何枭吟（2011）[30]指出数字经济以数字化方式呈现，以知识为基础，以数字技术

为中介进而在制造、管理和流通领域发挥作用。史丹和孙光林（2023）[44]认为数

字经济是一系列经济活动，其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现代信息网

络是其重要载体，而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则是其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

主要引擎。此外，探究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探讨其与传统经济

不同的显著特征。现有研究对于数字经济的特征分析往往因研究角度和目的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既有对数字经济宏观特征的研究，也有对其微观特性的研究。从

宏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包括

加速经济增长的速度型经济、推动产业不断创新的创新型经济、关注人类普遍福

祉的人本型经济、主要产生虚拟财富的虚拟经济以及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全球

化经济（刘建平[39]，2002）。从微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在微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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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上的差异关键是数字化产品和技术特性不同，其经济特征包括虚拟性、高附

加性、高渗透性、价值增值性、边际成本递减和外部经济性（康铁祥[33]，2008）。

吴先锋和白玉娇（2023）[52]认为数字经济的特征包含网络化、平台化和智慧化；

其中，网络化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类平台的建设、运营和维

护是在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较为突出的任务，而数字经济高级阶段的特征则表现

为智慧化。总的来说，尽管数字经济的基本内涵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标准，但随

着数字经济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学者以及组织机构的不断探索，数字经济理论研究

日益深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演进。 

（二）数字产业分类 

根据数字经济定义，学界展开了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问题的探讨，不同

学者对数字产业分类的研究经历了从不全面到全面、不准确到准确的发展过程。

Margherio et al.（1999）[10]最早界定数字经济的边界，将数字经济界定为通过网

络连接而进行货物与服务的交易。张嫚（2002）[62]认为数字产业是一种具有代表

符号或形式的产业，表现出系统效应显著、技术创新迅速、数字产品边际成本近

乎为零和网络效应显著的特点。李俊江和何袅吟（2005）[36]通过探析美国数字经

济的发展状况，研究其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启示，认为数字产业是以数字内容

和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康铁祥（2008）[34]则将数字产业界定为单一产出

数字产品或数字服务的国民经济产业部门的综合，将其归为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

服务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等 8 大类。随着信息通信技术不

断发展，学界对数字产业的分类有了更加清晰、更深层次的认识。裴长洪等（2018）

[43]提出数字信息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将其纳入第三产业

进行统计并不能反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认为随着数据信息产品的快速发展，

数字信息产业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第四产业。关会娟等（2020）[26]结合中国现有

相关统计分类标准，提出中国数字产业包括数字信息传输、数字技术服务、数字

设备制造、数字内容与媒体、互联网应用及相关服务 5 个大类。吴翌琳和王天琪

（2021）[53]在对数字经济重新进行广义界定的基础上，将数字产品贸易业、数字

设备制造业、数字技术服务业和数字驱动产业归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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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数字经济统计核算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规模测度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不少学者认为数字经

济的快速发展对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统计口径和核算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而无法准确核算数字经济规模（Bakhshi and Hasan[2]，2016；Groshen et al. [6]，

2017；续继和唐琦[59]，2019；金星晔等[32]，2020）。随着数字经济内涵的明确，

为了达到不同研究目的，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数字经济进行了测算和分析。部分

学者通过增加值测算的方法，运用不同的系数将数字经济增加值从传统经济部门

中分离进而得到数字经济增加值。为了更准确地衡量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部分学者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基础上，建立了数字经济卫星账户，该

账户能够有效反映各机构部门数字经济活动的情况，以更全面、准确地评估数字

经济的贡献。此外，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衡量数字经济指数来综合评估数字经济

的发展水平，也可以推断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 

在增加值核算研究方面，Machlup（1962）[9]和 Porat（1977）[14]最早开始核

算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增加值。Moulton（1999）[12]、McDonald et al.（2002）[11]

从数据收集、统计调查、资本存量估算、价格指数调整等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对

GDP 的贡献。近年来，世界各国机构及学者纷纷进行了数字经济规模核算，美国

经济分析局（BEA）从数字经济构成角度总结出数字经济的产业范围后，根据供

给使用表测算了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BEA[4]，2019）。澳大利亚统计局（ABS）

根据 BEA 的测算方法，测算了澳大利亚的数字经济增加值（ABS[1]，2019）。国

内不少学者也对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展开相应研究，康铁祥（2008）[34]则运用

Machlup-Porat 测算方法，对中国 2002~2005 年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徐清

源等（2018）[55]提出在对数字经济核算范围进行界定后能够测算出一定区域内数

字经济规模体量。蔡跃洲（2018）[18]基于“先增量后总量、先贡献度后规模”的

思路，将传统 GDP 核算方法与增长核算相结合，构建了操作性和准确性较高的

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框架。续继和唐琦（2019）[59]分别从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个

角度具体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名义产出水平核算带来的挑战，提出数字经济与相关

国民经济核算问题的发展方向。金星晔等（2020）[32]在界定数字经济产业核算范

围、识别数字经济产业活动后，初步核算了 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各个组成部

分。陈亮和孔晴（2021）[21]通过对数字经济进行分类研究，深入了解中国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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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经济效应，测算 2012 和 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

[58]则详细归纳了 GDP 核算中的生产法、基于增长核算框架的方法和计量经济学

方法三种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方法，基于国际比较视角对 2007~2017 年中国数字

经济增加值与总产出进行统计测度。朱发仓等（2021）[67]开发了计算数字技术应

用部门增加值的“两步法”，将数字技术视为资本投入要素，将其从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目录中分离，并采用生产法核算其增加值的方法。 

除此之外，构建卫星账户在间接核算数字经济规模的过程中发挥的至关重要

的作用。OECD 提出了数字经济卫星账户（DESA）的概念，成为构建数字经济

卫星账户的开创者，为之后构建 DESA 开启了新的篇章。其在构建 DESA 时，

不仅关注数字产品或产业，还特别关注数字交易的各种类型，以尽可能避免漏洞

和缺陷，确保统计信息的全面准确（OECD[13]，2017）。在此之后，不少国家也相

继制定了本国的数字经济卫星账户，例如美国和新西兰均利用供给使用表来测量

本国数字经济的运行情况。（Barefoot K. et.al[3]，2018；Stats NZ. [15]，2019）。我

国学者也在总结国际 OECD 等国际组织和美国、新西兰等国家对 DESA 研究的

现有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数字经济的现状，认为构建具有国际可比较性的中国

DESA 是一项较为可行的方案（杨仲山[61]，2019）。徐清源和张美慧（2022）[56]

认为，采用卫星账户直接统计或估算出数字经济的规模体量以及占 GDP 的比重

最为直观。向书坚和吴文君（2019）[54]对 2012~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主要产业部

门增加值进行核算，建议深化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核算体系及相应核算方法体

系、完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产品分类标准及相关统计规章制度。 

还有不少学者通过多维度指标的对比来把握不同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的差异。张雪玲和焦月霞（2017）[63]通过数字经济内涵的界定，从信息通信基础

设施的普及程度、ICT 技术初级应用的普及率、ICT 技术高级应用的使用率、企

业数字化发展程度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 5 个方面构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指标体系，测算 2007-2015 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范合君和吴婷（2020）

[24]通过构建数字化程度测度指标体系，对中国省级数字化水平及分项指标的变

化趋势进行比较评估，研究发现各区域和各分项指标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刘

军等（2020）[40]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从信息化程度、互联网普及率和

数字交易水平等方面考虑，对我国 30 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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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指标体系能够较为充分地考虑不同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以便更准确地评

估和比较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王军等（2021）[47]基于 2013~2018 年 30 个

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测算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王娟娟等（2021）[46]对我国数字经济区域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与

比较，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三大梯队，且数字经济与区域自我

发展能力和主导产业高度关联。范合君等（2022）[23]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

经济影响力和数字经济创新力 3 个维度出发，选取 15 个基础指标构建全球标杆

城市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对全球 33 个标杆城市数字经济水平进行评价。 

2.1.3 数字经济增长效应及产业关联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不断融合，对经济格局产生了

深远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便更好地了

解数字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蔡昌等（2020）

[16]基于 2008~2016 年中国 29 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 BCC-DEA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模型从静态和动态角度测算各省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对比发现各省份数字

经济产出效率有明显不同。徐翔和赵墨非（2020）[57]定义了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数

据资本，构建一个包含数据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数字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直

接影响和溢出效应。陈福中（2020）[20]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

贸易开放度，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李研（2021）[37]运用 DEA-

Malmquist 等相关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通过对比发现各

区域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存在差异，并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态势，

但各区域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韩兆安等（2021）[29]采用 Kernel 密度

估计和 Dagum 基尼系数对中国及三大区域数字经济的非均衡性和地区差异进行

分析，发现省际数字经济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王俊豪和周晟佳（2021）[48]利用 BP

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中国数字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产业具

有较强发展潜力，展现出了数字平台促使数字产业释放融合创新活力的特点。刘

钒和余明月（2021）[38]运用 2013~2018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

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

字产业化水平和产业数字化水平稳步提升，总体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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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学者将投入产出技术运用于研究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效应和数字

产业关联效应。贺铿（1989）[31]、王中华（1989）[50]最早采用波拉特的研究思路，

与中国情况紧密结合，改进和创新了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方法，将信息产业分为

信息劳动资料生产部门、直接信息部门和间接信息部门，采用分离法和典型调查

法两种不同的方法测算不同特点的信息部门。康铁祥（2008）[34]在借鉴有关数字

经济测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数字经济核算的理论框架，使用 2002 年

中国投入产出表，分别测算数字经济产业部门增加值和数字辅助活动所做的贡献，

从而得到数字经济增加值。牟锐和闵连星（2015）[42]通过合并相关部门得到信息

产业投入产出表，并计算了直接消耗系数等指标分析信息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在

产业关联结构及波及效应上的不同。冯居易和魏修建（2020）[25]利用 2012 年、

2015 年和 2017 年投入产出表，构建信息服务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入产出模

型，分析信息服务业的产业关联范围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和推动力。李洁和

张天顶（2021）[35]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并结合《中国投入产出表》以及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数字经济及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等基础数据针对中国 2012 年、

2017 年和 2018 年的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量。韩君和高瀛璐（2022）[28]编制了中

国数字产业投入产出表，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产业关联效

应进行测算和分析。田金方等（2022）[45]利用 2018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的样本数

据，从投入产出视角测度数字经济产业在连接、平衡和带动传统产业发展的驱动

效应，发现数字经济产业前向关联大于后向关联，是促进内循环发展的重要着力

点。陈晓东和杨晓霞（2021）[22]基于 1987~201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面板数据分析

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强度的影响路径和内在机理。此外，部分学者在运用投入产出

法时使用了不同的计算分离系数的方法。周曙东（2019）[66]采用假定分配系数法

测算分离系数，基于中国 2017 年投入产出表编制了大数据产业投入产出表，并

测算该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王开科等（2020）[49]基于数字经济效率系

数，构建 5 部门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分析对数字经济对生产效率是否有所改善

展开研究。陈亮和孔晴（2021）[21]采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就业人数作为分离系数，

编制了中国 2017 年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并基于此表分析数字经济产业关联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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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文献述评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与归纳，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研究方

向。目前，诸多学者针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对象以省际或某一地区为主，研究数字

经济对省域各产业拉动作用的相对较少。关于数字经济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测

算数字经济规模或增加值问题，缺乏探究数字经济产业在宏观经济层面的效应研

究，缺少从投入产出视角核算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并分析产业关联的研究。此外，

大多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投入产出模

型进而数字产业进行系统性定量化测度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采用最新的产

业分类统计标准来定义数字产业的分类，从而能够更加科学地划分数字产业的范

畴，运用 2007、2012、2017 年中国 30 个省份投入产出表的准面板数据，构建中

国数字产业投入产出表，测算省域数字经济产业规模，探究省域数字经济产业的

关联特征，为数字经济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政策思考。 

2.2 理论基础 

2.2.1 投入产出理论 

投入产出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

夫（Vassily Leontief）最早开始研究美国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

及它们之间的资源流动情况。他发现，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是非常复杂的，

要想精确地了解这些流动，需要建立一个系统性的模型。于是，列昂惕夫开始提

出一种新的经济模型，即投入产出模型。这个模型基于一个假设，即整个经济系

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生产流程，其中每个部门都是相互依存的。在这个模

型中，每个部门的产出都依赖于其他部门的投入，同时也会向其他部门提供投入。

通过这个模型，能够精确地计算出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情况，并预测经济变

量的变化。投入产出模型的成功，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它不仅被广泛应用

于国民经济核算，还被用于评估政策的效果，预测经济趋势等，也标志着经济学

从传统的“单一方程模型”向“多方程模型”转变的重要里程碑。基于投入产出

表的经济分析能够揭示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的技术经济联系，测算各地区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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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和波及效应进而分析产业结构特征，即各产业之间的关系及其随时空变化的

特点。本文所采用的投入产出表均为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以统一的货币单位来表

示。 

2.2.2 产业关联内涵 

产业关联指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特别是在一个经济体系内，不同产

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同产业之间存在投入和

产出的关系，即一个产业需要从其他产业中获取投入资源，才能生产出自己的产

品或服务，同时它的产出也会被其他产业用作自身的投入资源。二是不同产业之

间变化产生的传导效应，即一个产业的变化会对其他产业产生影响，从而引起整

个经济体系的变化。此外，不同产业之间还存在价值链的关系。即不同产业之间

通过共同形成的价值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品的价值提升，从而提高整个

经济体系的效益和附加值。 

本文采用了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生产诱发系数和最终依赖度及就业诱

发系数、税收诱发系数这 6 个指标来量化分析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影响力

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分别表现为单个产业部门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影响以及国民经

济所有产业部门对单个产业部门的影响。这种变动可以包括技术水平、价格、产

量等。生产诱发系数和依赖度系数可以体现国民经济中各项最终需求分别对单个

产业生产的诱发作用，或者说具体某一产业的生产更依赖于哪类最终需求。就业

诱发系数和税收诱发系数则分析了数字产业增加 1 单位产值时，可以给其他各部

门带来多少单位的就业和税收。 

2.2.3 产业关联分析指标 

投入产出表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可用于研究其他产业部门与数字产业间的经

济联系。依据投入产出表构建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各项经济参数，能够综合分析

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之间数量依存关系，更好地分析和考察国民经济各部门在

产品生产与消耗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引入了如下技术经济系

数，多角度深入、准确、全面地对产业关联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具体地从数量

上揭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在复杂经济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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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全需求系数矩阵（ ptB ） 

完全需求系数表示 j 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 i 部门产品和服务的

完全需求量，记为 ),...,2,1,( njibij = 。 

    )()( 1−
 −== AIbB nnijpt  （1） 

ptB 为第 t 年 p 省份的列昂惕夫逆矩阵（完全需求系数矩阵），A 为直接消耗

系数矩阵。 

（2）影响力系数（ (j)pt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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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系数 (j)ptF 表示第 t 年 p 省份 j 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

经济各部门的拉动效应。当 (j)ptF 大于、等于或小于 1 时，表示第 j 部门对其他部

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等于或低于全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即各部门所产

生的波及影响的平均值）。显然，影响力系数 (j)ptF 越大，第 j 部门对其他部门的

拉动作用越大。 

（3）感应度系数（ )(ip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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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度系数 ( )pt iE 表示，当 p 省份第 t 年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

使用时，第 i 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需要第 i 部门为其他各部门

（包括本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而需提供的全部投入量，即第 i 部门对

各部门生产的供给推动程度。 

当 ( )pt iE 大于、等于或小于 1 时，表示第 i部门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等于

或低于全社会平均感应水平（即各部门所受到感应程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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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诱发系数（  f

iptW )(
）及依赖度系数（ f

iptZ )(
） 

投入产出表中最终需求包含最终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项。生产诱发系数体

现了各项最终需求的生产的诱导作用，等于某个产业部门的各种最终需求项目诱

发额除以相应的最终需求项目额总和。 

对于第 t 年 p 省份 i 部门由某项最终需求所诱发产值额，可由列昂惕夫逆矩

阵 ptB 中某一行数值分别乘以按项目分类的最终需求列向量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3,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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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

iptX )(
表示 i 部门由 f 项最终需求所诱发产值额； f

iY 表示 i 部门 f 项最

终需求额； f =1,2,3 分别代表消费、投资、出口最终需求。 

用 i 部门最终需求诱发产值额除以相应最终需求项目总和，可得 i 部门最终

需求生产诱发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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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

iptW )( 表示第 t 年 p 省份 fi 最终需求生产诱发系数；
=

n

i

f

iY
1

表示各产

业 f 项最终需求总和。 

用 i 部门 f 项最终需求生产诱发产值额除以各项最终需求对 i 部门生产诱发

总额，可得 fi 最终需求依赖度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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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

iptZ )( 表示第 t 年 p 省份 fi 最终需求依赖度系数；
=

n

f

f

iptX
1

)(
表示 i 部门

最终需求诱发总额。 

（5）就业诱发系数（ T

ptV ）及税收诱发系数（ T

ptS ） 

投入产出模型可用于预测和分析某部门产量变化对各部门劳动报酬、生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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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的影响。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变条件下，劳动报酬与产量呈正比例关系。因

此，可用劳动报酬变动来反映劳动就业的变动；同理，可用生产税净额变动来反

映税收的变动。 

由 YBX pt= ，得 YBX pt= ；  （7） 

式中， T
nXXXX )...( 21 = ； T

nYYYY )...( 21 = 。 

又因为 jvjj Xav = ，劳动报酬系数 ),...,2,1( nj
q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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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vi == ，得 

),...,2,1(  njXav jvjj == 

  （8） 

改写成矩阵形式：             XAV vd
T

pt =  （9） 

即就业诱发系数：      YBAV ptvd
T

pt =
 （10） 

式中， )...( 2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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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诱发系数 T

ptV 表示第 t 年 p 省份某部门增加 1 单位最终产品产值时，将

拉动各部门增加多少单位的就业。同理得税收诱发系数 T

ptS 表示为第 t 年 p 省份

某部门增加 1 单位最终产品产值时，将为各部门贡献多少单位的税收。 

2.3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对数字经济的研究缺乏探究数

字产业在宏观经济层面的效应研究，从投入产出视角核算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并分

析产业关联的研究相对较少，进而找出了本文的突破点。其次，阐述了投入产出

基本理论及产业关联内涵，并介绍了分析产业关联所应用到的影响力系数、感应

度系数、生产诱发系数和最终依赖度及就业诱发系数、税收诱发系数等指标，为

后续构建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产业关联特征奠定理论与应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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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编制与规模测算 

本章在梳理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统计标准提出本文的

产业统计分类和范围，并分析数字经济产业的特征。结合数字经济产业的特征和

结构，选择恰当的部门分离方法，介绍了具体编表思路与过程，最终构建数字经

济产业投入产出表，并核算其规模经济效益。  

3.1 数字经济产业的统计界定 

3.1.1 数字经济产业的界定与分类 

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及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日益加强，开创了

经济社会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新局面，数字化转型已经逐步在经济发展各个

层面开始实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所涵盖交织融合的两大基

础，展现出数字技术传播以及数据资源积累的新优势。数字产业化是指通过实现

产业数据互联互通，将计算机、信息通信提供的技术规模化、产业化，为数字经

济发展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产业数字化则是以传统产业和信息产业共

建融合为基础，以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运用作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机遇，催生产

业模式的创新，从而改变传统经济的运营模式。即国民经济中与数字经济融合的

部分，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字信息技术代替传统产业核心技术，对原先

落后生产力进行改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主要作用于第一、第

二产业；二是在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作用下衍生出新模式、新业

态，促进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的创新，主要作用于第三产业。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北美地区 3 个国家联合制定了《北美产业分类体系》，

为信息产业的统计、分析和比较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方法。OECD 也对“信息与

通信技术”做出了概念界定，即它是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产业活动，强调将信

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信息产业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范畴

和方向。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

作用不断提升，国家统计局在统计和分类信息产业时，考虑了中国自身的特点和

需求，在 2004 年发布了《统计上划分信息相关产业暂行规定》，统一和规范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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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关产业划分标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明确提出数字产业代表了大数据、5G、

集成电路、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发展方向和最新成果，

这一分类方法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

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

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基于数字经济的上述定义确定数字

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的基本界定范畴，认为数字产业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

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 个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含前述前 4 类，也就是数字产

业化部分，而第 5 类则是产业数字化部分，体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根据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内涵界定，结合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21）》分类标准，为更客观、更准确体现数字经济

发展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数字产业主要包括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与

服务业、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和数字内容产业等 5 个行业。 

3.1.2 数字经济产业的特征 

王俊豪和周晟佳（2021）[48]提出学者最早关注“信息经济”，随着经济形态

的不断演进衍生出了“数字经济”，之后再到“数字产业”，总结提出数字产业具

有先导性、战略性与不确定性，是高渗透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赵玉帛等（2022）

[64]认为数字经济产业具备数字赋能和创新扩散两大特征，数字经济产业本身具

有的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的特点使得其面对技术迭代加速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

性。本文总结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历程，结合现有研究对其特征的概况，认为数字

经济产业的特征包括：高新技术性、产业融合性和先导性 3 个方面。 

（一）高新技术性 

高新技术性指在数字经济产业领域，所涉及到的技术通常具备高度的科学性、

前沿性和一定的开发难度，并且能够在生产、管理、服务等领域中产生显著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即具有创新性和应用性。杨蕙馨和李春梅（2013）[60]指出信息通

信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通信产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技术创新和进步。在

创新活力方面，数字经济产业为全球创新最活跃领域，强大的创新能力是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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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保证；同时，衍生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商业模式，如共享经济、平台经济、

电子商务等，这些模式的出现，使得数字经济产业的市场更加灵活、快速和全球

化。在实践与应用方面，数字经济产业具有多元化的创新实践，如开放创新和社

群创新等。这些实践形式为数字经济产业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方式，使其

更加具有活力和竞争力。数字经济产业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同时依赖于

信息技术的发展，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具有高度的信息化程度。这

些技术的应用，使数字经济产业获得了更高的效率、更精准的数据分析能力和更

好的决策支持。 

（二）产业融合性 

马健（2003）[41]较早提出信息产业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的产业，它的产品和

服务可以轻易地被复制和传播，这使得信息产业的渗透速度非常快。郭美晨和杜

传忠（2019）[27]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信息产业具有强大的渗透效应和倍增效应，

并且这个结论已广泛被学术界认可。信息技术的渗透性使得各产业部门都可以利

用信息技术进行生产和管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蔡跃洲和张钧南[17]，

2015；Lispey et al. [8]，2005；赵永平和朱威南[65]，2022）。而信息技术的渗透性

使得数字产业能够与传统产业进行融合，这种融合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通用性和

开放性，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从而推动数字经

济产业的发展和创新。数字经济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领域，与传统产业、新

兴产业以及服务业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深度融合和交叉创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

用，传统产业可以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和精细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竞

争力。传统产业也在加速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这些变革正在推动经济发展向着更加高效、智能和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三）先导性 

数字经济产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等支持，

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和先导力量。类似于历史上的交通运输产业和电力电气产

业，数字经济产业也是当前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支柱产业，体现出先导性、基础性

等特点，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驱动着人民生活和生产方式的

变革。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推动数字产业创新，也带动着传统产业的数

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这是数字经济产业技术先导性的体现。而数字化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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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出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是产业结构先导性的

体现。此外，数字产业具有社会变革先导性，可以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推动

社会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发展，同时也可以带动数字文化和数字社会

的发展。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新产业的涌现，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正逐步迎来新的动能。

数字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彻底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也促进了生

产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这些变革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

证关系，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2 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3.2.1 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编制思路 

编制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的核心是对投入产出表进行合理的分离与合

并。由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法完全反映数字经济相关的活动，因此这部

分活动对实物循环、部门运作以及资金流动等产生的重要影响无法得到充分的展

示。因此，需要对投入产出表的增加值、最终消费等数据进行系统调整，以便将

数字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国民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进而能够更好的探究数字经济

产业与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本文提出的构建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思路

为：  

1.数字经济产业核算范围的界定。投入产出表是基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

间的联系构建的表格，因此在编制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之前需对数字经济产

业的核算范围进行界定，并根据定义明确数字产业化部门及产业数字化部门。 

2.投入产出表部门的匹配与对应。由于不同年份及不同省份的投入产出表在

行业分类上有所差异，为确保各年份投入产出表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需基于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对各年份、各省份投入产出表进行部门的匹配与对应。 

3.产业融合部门的拆分。根据前人的研究经验，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的

编制是指将非纯粹数字经济部门中的数字经济部分进行分离，得到纯粹的数字经

济部门以及非数字经济部门，此过程的关键在于分离系数的测算。通过计算分离

系数进一步测算出非纯粹数字经济部门中数字经济部分在该部门中的占比，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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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来将非纯粹数字经济部门进行拆分。 

4.数字经济产业部门的合并。分离出产业融合部门即产业数字化部门中数字

化和非数字化增加值后，将数字化部分保留，非数字化部分从产业数字化部门中

剔除，归为传统产业部门，再按照不同产业分类对各部门进行合并，归并为 6 部

门投入产出表。 

3.2.2 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的具体编制 

编制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首先要将数字产业与投入产出表 42 部

门进行匹配与对应。由于本文界定的中国数字产业与现有投入产出表在行业分类

上有所差异，为确保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将中国数字产业与投入产出表 42 部门

进行匹配与对应，得到 2 个数字产业化部门、9 个产业数字化部门和 31 个传统

产业部门。由于匹配后的产业数字化部门既包含传统产业部分，又包含由于应用

数字技术而带来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需要对产业数字化部门进行

分离，分离出其数字化部分和非数字化部分。分离系数为某部门组成部分占整个

部门的比例，以非纯粹数字经济部门为例，通过某种测算方法，将该部门中数字

化部门分离出来，以此来分解非纯粹数字经济部门。贺铿（1989）[31]最先利用了

“全口径”投入产出表，通过分离其中的信息产业部门，进而编制信息产业投入

产出表。曾昭磐（2001）[19]在此基础上根据“全口径”投入产出表编制福建省与

厦门市信息投入产出表，认为该方法可大大简化编表过程，自此越来越多的学者

借鉴这一方法来构建信息经济投入产出表。本文参照贺铿（1989）[31]和曾昭磐

（2001）[19]运用“全口径”投入产出表编制信息产业投入产出表的方法，将其应

用到 2007、2012 和 2017 年中国 30 个省份投入产出表中；借鉴曾昭磐（2001）

[19]、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58]核算信息系数和数字经济调整系数的方法，对产

业数字化部门进行分离。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分离系数 ip 计算公式为： 

ip
GDP

=
产业数字化增加值

—数字产业化增加值
  

 

其中， 

=产业数字化增加值 数字经济增加值—数字产业化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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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ii p i部门数字化增加值 部门总增加值   

=i i i部门非数字化增加值 部门 部门数字化增加值总增加值—   

分离出产业数字化部门中数字化和非数字化增加值后，将数字化部分保留，

非数字化部分从产业数字化部门中剔除，归为传统产业部门。参考贺铿（1989）

[31]将信息投入产出表分解、归并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直接信息产

业、间接信息产业、信息劳动资料生产部门的方法，按照数字产业化部门、产业

数字化部门、农业、能源业、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对各部门进行合并，合并结

果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投入产出表部门合并结果 

合并

部门 

投入产出部门 

合并

部门 

投入产出部门 

数
字
产
业
化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
造
业 

仪器仪表*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化学产品* 

产
业
数
字
化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通用设备* 

化学产品 专用设备* 

通用设备 电气机械和器材* 

专用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 

电气机械和器械 非金属矿物制品 

仪器仪表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金融 金属制品 

文化、体育和娱乐 其他制造产品和废品废料 

农业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金属矿采选产品 

能
源
业 

煤炭采选产品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纺织品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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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投入产出表部门合并结果 

合并

部门 

投入产出部门 

合并

部门 

投入产出部门 

 燃气生产和供应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生
产
性
服
务
业 

批发和零售* 食品和烟草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金融* 

租赁和商务服务 

教育 

研究和试验发展 

注：*表示分配后的第 i 部门非数字化产值；本文主要对数字化部分占比较高的产业融合部门进行分离。 

 

根据对投入产出表 42 部门进行分配和合并后形成的结果，编制中国数字经

济产业投入产出表（表 3.2）。该表能够展现包括数字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

门在内的国民经济各部门投入与产出、投入的来源和产出的去向，以及部门与部

门之间相互提供、相互消耗产品的错综复杂的技术经济联系。其主要构成内容为： 

①第Ⅰ象限：中间流量矩阵。该象限是投入产出表最基本的核心部分，第Ⅰ

象限的数据能够展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复杂

数量关系。以本文研究对象数字产业化部门为例，水平方向上看，反映数字产业

化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用于满足其自身和其他部门作为生产消耗使用数量的情况；

从纵向上看，表明数字产业化部门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各个产业部门的数量。 

②第Ⅱ象限：最终使用矩阵。该象限是对第Ⅰ象限横向的延伸拓展，反映各

部门货物或服务的最终使用情况，即反映不再参加本期生产过程而为满足最终需

求所提供的、包括各部门各种货物或服务的使用。最终使用包括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等，第Ⅰ象限和第Ⅱ象限连续起来，反映了国民经济各部门

货物或服务的分配使用去向。以数字产业化部门为例，反映数字产业化部门为最

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所提供的各种货物或服务的使用。 

③第Ⅲ象限：增加值矩阵。该象限从纵向上对第Ⅰ象限进行拓展，主要包含

最初投入数据和各部门中间使用数据，该象限的横行标题为最初投入及其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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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纵栏标题为各产品部门，表明各部门的最初投入数量及其构成。总的来看，

投入产出表左半部分各列的平衡关系被称为“价值平衡方程”，即任何一个部门

的投入都等于该部门的各种中间投入之和再加上增加值。从数字产业化部门的水

平方向来看，为各项最初投入的数量关系，垂直方向内容则是该部门各项最初投

入的构成情况。 

④第Ⅳ象限：再分配矩阵，该象限内容能够反映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考

虑到该部分在投入产出核算中暂时空缺，现有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大多不予考虑，

本文在编制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时也不予列出。 

 

表 3.2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 

       

代

码 

产业部门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总产

出 

数字产业

化 

产业数字

化 
农业 

能源

业 

制造

业 

生产性服务

业 

消费 投资 出口 

总产

出 

中

间

投

入 

DI 数字产业化 11x  21x  31x  41x  51x  61x  
1

1f  
2

1f  
3

1f  1q  

ID 产业数字化 12x  22x  23x  24x  25x  26x  
1

2f  
2

2f  
3

2f  2q  

AG 农业 13x  32x  33x  34x  35x  36x  
1

3f  
2

3f  
3

3f  3q  

EI 能源业 14x  42x  43x  44x  45x  46x  
1

4f  
2

4f  
3

4f  4q  

MI 制造业 51x  52x  53x  54x  55x  56x  
1

5f  
2

5f  
3

5f  5q  

SI 

生产性服务

业 

61x  62x  63x  64x  65x  66x  
1

6f  
2

6f  
3

6f  6q  

  

增加值 1y  2y  3y  4y  5y  6y      

总投入 1q  2q  3q  4q  5q  6q      

3.3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研究的科学性，计算分离系数所涉及数据来源如下：

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和各部门总增加值数据取自 2007、2012、2017 年中国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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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表，所用投入产出表均为 30 个省份 42 部门（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

本研究不包括西藏、港澳台地区）。数字经济增加值使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 年）》。其中，2017 年广

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湖北、福建、河南、四川、河北、湖南、

天津、安徽和辽宁数字经济增加值数据可直接获得，其他省份数字经济增加值为

省份 GDP 乘以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贵州和云南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使用长

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为 27.5%；江西使用长江经济带中游

地区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为 27.1%；黑龙江和吉林使用东北老工业基地地区

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为 26%；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使用西北地区

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为 23.1%；重庆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为 31.7%，广西数

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为 25.5%；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山西、内蒙古和海南使

用中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为 25.4%。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

可得 2005、2008、2011、2014 年中国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和产业数字化增加值，

官方未公布 2007、2012 年中国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和产业数字化增加值及中国各

省份数字经济增加值。由于 2007、2012 年各省份相关数据严重缺失，无法满足

计算各省份分离系数的条件，因此 2007、2012 年中国各省份产业数字化部门分

离系数均使用中国总体分离系数；其中，2007 年产业数字化增加值、数字产业化

增加值取 2005 和 2008 年平均值，分别为 20323 亿元和 16804 亿元；2012 年产

业数字化增加值、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取 2011 和 2014 年平均值，分别为 92422 亿

元和 35847 亿元；最终计算得 2007、2012 年分离系数分别为 8.0%和 18.4%；根

据 2007、2012 年的分离系数测算 2007、2012 年中国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和产业数

字化增加值及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增加值，作为编制 2007、2012 年数字产业投

入产出表的数据来源。 

3.4 数字经济产业规模测算 

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反映数字经济相关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所创造

的价值，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使得数字产业的发展潜力和活

力不断显现，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同时也反映了数字经济产业对于经济增长

的积极贡献。数字经济产业的增加值与就业、税收等经济指标密切相关，对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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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税收收入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根据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 年）》数据显示，数字产业增加

值持续提升，2021 年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9.8%；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规模为 8.35 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 18.3%，占 GDP

比重达为 7.3%；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 37.18 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 81.7%，

占 GDP 比重达为 32.5%，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向纵深加速发展。此外，各地区

数字产业发展平稳推进，从总体规模看，2021 年有 16 个省市区数字经济规模突

破 1 万亿元，较去年增加 3 个，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福

建、湖北、四川、河南、河北、湖南、安徽、重庆、江西、辽宁等。此外，北京、

上海、天津等省市数字经济 GDP 所占比重超过一半，就经济贡献而言，起着不

可替代的引领作用。而浙江、福建、广东、江苏、山东、重庆、湖北等省市区数

字经济占比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发展速度看，贵州、重庆、江西、四川、浙

江、陕西、湖北、甘肃、广西、安徽、山西、内蒙古、新疆、天津、湖南等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处于领先地位，其中，贵州、重庆数字经济增长幅度同去年相

比，均提高近 20%，中国数字产业正处于稳中向好的提质阶段。 

通过编制的中国数字产业投入产出表，综合分析 2007 年、2012 年、2017 年

中国各省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得到中国省域数字产业增加值的时空演变特征，

如图 3-1 所示。从时间演变趋势上看，10 年来各个省份数字产业增加值总额显著

提升，在 2007—2012 年间，各地区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提升进程较为缓慢，而

在 2012—2017 年间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使得各地区数

字产业增加值规模发展趋势明显递增。其中，广东省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增长幅

度最大，共增长约 4.6 万亿元，其次为山东、江苏、浙江和河南。青海、宁夏、

海南、新疆和甘肃增长幅度较小，青海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增长最小，共提高约

23.6 亿元。从空间演变趋势上看，全国各省的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表现出清晰的

东中西地域差别，东部沿海省份数字产业率先发展，如江苏、上海、广东等省份，

增加值规模稳步提升，并不断向中西部省份呈强烈的辐射扩散影响，带动河南、

安徽、湖北、重庆、四川等地区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的提高，中部地区发展趋势

明显递增，大部分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对 2007 年、2012 年、2017 年各省份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分别排序，排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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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变动情况如表 3.3 所示。可以看出，2007 年、2012 年和 2017 年数字产业增

加值规模最高的地区为广东、江苏、山东和上海，均为东部省份，一直处于全国

遥遥领先的地位，成为引领数字产业发展的先锋省份，规模最小的省份为青海、

宁夏、海南和甘肃。2017 年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最大的 10 个省份中包括 7 个东

部省份、1 个中部省份和 2 个西部省份，且大部分省份在 2007 年、2012 年和 2017 

年的排名变动幅度不大。其中，河南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增长最为迅速，从 2007

年的排名 18 提高至 2017 年的排名第 7，成为中部地区数字产业增加值增长最快 

的省份；西部地区中，四川和重庆不同于西部地区其他省份，排名提升幅度最大，

四川由 2007 年的排名 14 提高至 2017 年的排名第 8，成为西部地区排名最高的

省份，重庆由 2007 年的排名 21 提高至 2017 年的排名第 10。2017 年数字产业增 

（a）2007 年                               （b）2012 年 

 

 

 

 

 

 

 

 

                   

（c）2017 年 

图 3.1  2007、2012、2017 年中国 30 个省份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研究 

28 
 

加值规模排名在第 11 至 27 的省份大半数均为中西部省份，这些省份在 2007 年、

2012 年和 2017 年增加值规模排名中变动幅度较小。排名最后的 3 个省份均为海

南、宁夏和青海省。通过以上结果可知，东部大多数省份的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

排名较为靠前，中西部地区各别省份排名较高，总体上西部地区各省份排名相对

较低。 

 

表 3.3  2007、2012、2017 年中国 30 个省份数字产业增加值排名情况 

排名 2007年 2012 年 2017 年 

1 广东 广东 广东 

2 江苏 江苏 山东 

3 上海 山东 江苏 

4 山东 上海 浙江 

5 浙江 浙江 上海 

6 北京 北京 北京 

7 福建 四川 河南 

8 天津 福建 四川 

9 河北 河南 福建 

10 湖南 辽宁 重庆 

11 安徽 天津 湖北 

12 辽宁 湖南 天津 

13 江西 湖北 安徽 

14 四川 安徽 河北 

15 陕西 河北 湖南 

16 黑龙江 重庆 辽宁 

17 广西 江西 江西 

18 河南 陕西 陕西 

19 吉林 广西 广西 

20 湖北 山西 吉林 

21 重庆 内蒙古 云南 

22 山西 吉林 山西 

23 内蒙古 黑龙江 贵州 

24 云南 云南 黑龙江 

25 贵州 贵州 内蒙古 

26 新疆 甘肃 新疆 

27 宁夏 新疆 甘肃 

28 海南 海南 海南 

29 甘肃 宁夏 宁夏 

30 青海 青海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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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中国数字经济产业进行界定与分类，根据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的内涵，结合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提出本文所界定的中国数字产业，主

要包括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与服务业、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和数

字内容产业等 5 个行业。通过总结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历程，结合现有研究对其特

征的概况，提出了数字经济产业具有高新技术性、产业融合性和先导性 3 个方面

的特征。其次，介绍了编制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的思路和过程，通过分

离与合并投入产出表各部门数字化和非数字化部分，最终编制出包含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农业、能源业、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部门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

投入产出表。最后，测算了 2007 年、2012 年和 2017 年省域数字经济产业的规

模，研究发现从时间上看，10 年来各个省份数字产业增加值总额显著提升，在

2007—2012 年各地区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提升进程较为缓慢，而在 2012—2017

年增加值规模发展趋势明显递增。从空间上看，各省份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表现

出较强的地域差别，东部沿海省份数字产业率先发展、增加值规模稳步提升，并

不断向中西部省份呈强烈的辐射扩散影响，中部地区发展趋势明显递增，大部分

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通过对 2007 年、2012 年、

2017 年各省份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排序结果可知，东部大多数省份的数字产业

增加值规模排名较为靠前，中西部地区各别省份排名较高，总体上西部地区各省

份排名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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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分析 

厘清数字经济产业与传统产业间的关联特征对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

融合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起着决定性作用。鉴于此，本章主要利用构建的

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测算各项技术经济系数，考察数字经济产业

结构关联特征，以及与传统产业部门间的关联效应。 

4.1 数字经济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关联特征 

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作为重要的技术经济系数，不仅可以反映产业关联

程度，而且能够体现出各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中系数较大的部门

可以代表国民经济行业中的“龙头产业”和“基础产业”。 

4.1.1 影响力系数分析 

在数字产业化部门中，2007、2012、2017 年影响力系数均大于 1 的省份主

要有：福建、广东、江苏、山东、陕西、上海、四川、天津，这 8 个省份的影响

力系数超过国民经济平均水平，数字产业化部门不仅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

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产生较强的辐射作用。从时间维度上，安徽、甘肃、广西、

贵州、海南、河南、湖南、青海、山西和云南的影响力系数呈持续增长态势；说

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产业化部门对这 10 个省份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凸

显，对社会生产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

其中，广东作为传统数字经济大省数字化基础雄厚，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成熟期，

数字产业化部门影响力系数稳居全国第一，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具有较大的辐

射力，已经成为能够借助数字产业发展的优势拉动其他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龙头

产业。相较而言，2007、2012 和 2017 年影响力系数最低的省份分别为甘肃、宁

夏和青海，说明数字产业化对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低于国民经济平均水

平，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的辐射作用还有待提高。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数字

化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拉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因此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跨越地

理区域特征的优势，通过数字核心技术促进数字经济直接相关产业，如信息通信

技术产业、大数据产业及软件服务产业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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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数字化部门中，2007、2012、2017 年影响力系数均大于 1 的省份主要

有：安徽、北京、福建、浙江等 16 个省份，这些省份产业数字化部门对经济的

拉动作用超过国民经济平均水平，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逐步由传统产业向

“传统产业+数字技术”的产业数字化转变。尤其是北京的产业数字化部门，2007、

2012 和 2017 年的影响力系数均位于全国第一，分别为 1.146、1.109 和 1.264，

产业数字化部门已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从时间维度上，大多数省份产

业数字化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变动幅度较小，对社会生产的影响程度较为稳定，与

国民经济平均水平基本相同。除了数字经济强省北京、广东、浙江之外，宁夏、

江西等省份的产业数字化部门已跃升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且拉动作

用高于国民经济平均水平；说明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发展充分利用了数字技术对传

统产业的替代和渗透作用，能够有效拉动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增长。对比 2007、

2012 和 2017 年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可以看出除了内蒙

古、吉林、天津、宁夏、山东、广东、贵州、陕西和青海这 9 个省份影响力系数

的时间趋势呈平行关系外，其他省份均呈交叉关系。在呈平行关系的省份中，内

蒙古、天津、山东、广东和陕西数字产业化部门的影响力系数持续高于产业数字 

图 4.1  2007、2012、2017 年中国 30 个省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影响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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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门，表示这些地区数字产业化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与其他行业

的经济关联日益密切。在呈现交叉关系的省份中，在初期无论是数字产业化或是

产业数字化处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大小趋于一致，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 

4.1.2 感应度系数分析 

在数字产业化部门中，2007、2012、2017 年感应度系数均大于 1 的省份主

要有北京、福建、广东和上海，这 4 个省份数字产业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

推动作用大于国民经济平均水平。这说明在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与数字技

术本身直接相关的产业日益兴起，数字产业化部门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产业。在产业数字化部门中，北京、上海和重庆的感应度系数均大于 1，高于国

民经济平均水平，表明北京、上海和重庆数字产业化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支撑作

用较为明显，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不断改变国民经济各部门要素投入结构，

产业数字化部门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相比之下，海南数字产业化部门

及甘肃、广东、辽宁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感应度系数较低；数字产业化对海南国民

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支撑作用较小，产业数字化部门并不是甘肃、广东和辽宁国民

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推动这些省份国

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产业。通过对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感应

度系数可以看出，除了四川、广东和福建感应度系数的时间趋势呈平行关系之外，

其余省份均呈交叉关系。其中，呈平行关系的 3 个省份均为数字产业化部门感应

度水平高于产业数字化；表明在这些省份中，数字产业化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支撑

和推动作用比产业数字化部门显著。 

从时间维度上看，大多数省份数字产业化部门的感应度系数呈上升趋势，产

业数字化部门的感应度系数波动幅度较小；表明数字产业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

支撑作用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而产业数字化部门受到

社会的需求程度较为稳定。从整体上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感应度

系数普遍偏低，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整体较弱，并不能够作为支撑

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这可能是由于数字经济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

的“护城河效应”，即数字经济对其产业本身的核心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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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要求较高，产业发展主要靠自身日新月异的模式创新、庞大的市场容量和核

心技术的研发。因此，数字经济各产业受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感应程度相对较小；

同时，若其他产业部门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数字经济各产业也很难受到其负面

影响。综合分析 2007、2012、2017 年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影响力及

感应度系数可以看出，广东、上海和福建的数字产业化部门和上海的产业数字化

部门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均大于 1，说明在这些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部门具有强辐射性和强支撑性的双重性质，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推动作用均较

为显著。因此，在持续提高数字经济为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之外，还应加速将

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以便形成新兴产业，加强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

推动作用。 

图 4.2  2007、2012、2017 年中国 30 个省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感应度系数 

4.2 数字经济产业对最终需求的关联特征 

数字经济时代下，消费呈现出多样化的新业态新模式，投资政策逐渐纳入数

字发展战略，出口贸易发展模式和结构呈现出新变化；数字经济与消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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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等最终需求的高度融合发展正在成为新发展格局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特征。 

4.2.1 消费诱发系数与依赖度系数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与消费市场各行业的快速融合，形成了许多全新消费场景，数

字经济一方面通过提高居民支付便利程度等渠道促进消费升级释放“数字红利”，

另一方面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捕获消费者真实需求进而打破信息壁垒提供

精准营销。从时间维度上，福建、广西、山东和天津数字产业化部门消费诱发系

数均连续增长，消费需求对这些地区数字产业化部门总产出的拉动效应不断提升。

其中，增加 1 单位消费需求能够诱发福建数字产业化部门的产值由 2007 年的

0.187 增加到 2017 年的 0.302 个单位，涨幅高达 61.5%。产业数字化部门消费诱

发系数均增长的省份有重庆、福建、甘肃等 18 个省份；其中，山东、天津和浙

江增长率最高，涨幅分别为 512.5%、354.3%和 268.3%。这说明单位消费需求的

增加对这些地区产业数字化部门产出诱发效应明显提高，增加消费需求有益于产

业数字化部门发展。可以看出，消费需求增长对产业数字化部门的产出诱发效应

增长幅度较大，大多数省份产业数字化部门对消费的扩张效应愈加敏感，越来越

关注消费对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影响；通过数字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渗透作用，促进

共享经济、智慧服务等不断创新，在满足消费需求和消费方式多元化的同时，优

化数字要素和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此外，福建、广西和天津数字产业化部门的

依赖度系数不断增加，这 3 个省份数字产业化部门生产对消费依赖程度逐渐提

高；而大多数省份产业数字化部门的依赖度系数随时间波动较大，对消费依赖程

度较不稳定。 

整体上看，数字产业化部门的消费诱发系数及依赖度系数大于产业数字化部

门，这表明数字产业化部门受消费的影响程度及其对消费扩张的依赖程度大于产

业数字化部门，鼓励和刺激消费对数字产业化部门发展有较好的带动作用。然而，

浙江和黑龙江 2012、2017 年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消费诱发系数及依赖度系数一反

常规高于数字产业化部门。2017 年浙江产业数字化部门诱发系数高达 0.232，依

赖度系数高达 0.088。这得益于浙江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在 2017 年率先启动

并全面实施了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作为发展主线的产业数字化亦随之快速推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研究 

35 
 

甘
肃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1
  

0
.0
54
  

河
北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0
  

0
.0
57
  

吉
林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5
  

0
.0
49
  

诱
发

系
数

 

0
.0
90
  

0
.1
19
  

诱
发

系
数

 

0
.0
97
  

0
.1
42
  

诱
发

系
数

 

0
.0
96
  

0
.1
05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8
  

0
.0
44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7
  

0
.0
47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6
  

0
.0
55
  

诱
发

系
数

 

0
.0
92
  

0
.1
06
  

诱
发

系
数

 

0
.0
92
  

0
.1
16
  

诱
发

系
数

 

0
.0
94
  

0
.1
12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4
  

0
.0
14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1
  

0
.0
16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5
  

0
.0
22
  

诱
发

系
数

 

0
.0
75
  

0
.0
31
  

诱
发

系
数

 

0
.1
02
  

0
.0
40
  

诱
发

系
数

 

0
.0
94
  

0
.0
46
  

福
建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1
15
  

0
.0
50
  

海
南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6
  

0
.0
61
  

湖
南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6
  

0
.0
42
  

诱
发

系
数

 

0
.3
02
  

0
.1
30
  

诱
发

系
数

 

0
.0
83
  

0
.1
41
  

诱
发

系
数

 

0
.1
26
  

0
.0
95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95
  

0
.0
45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5
  

0
.0
46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5
  

0
.0
47
  

诱
发

系
数

 

0
.2
34
  

0
.1
10
  

诱
发

系
数

 

0
.1
42
  

0
.1
19
  

诱
发

系
数

 

0
.1
00
  

0
.1
05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82
  

0
.0
18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7
  

0
.0
14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4
  

0
.0
19
  

诱
发

系
数

 

0
.1
87
  

0
.0
41
  

诱
发

系
数

 

0
.0
82
  

0
.0
32
  

诱
发

系
数

 

0
.1
15
  

0
.0
41
  

重
庆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9
  

0
.0
70
  

贵
州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8
  

0
.0
60
  

湖
北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4
  

0
.0
62
  

诱
发

系
数

 

0
.1
64
  

0
.1
68
  

诱
发

系
数

 

0
.0
97
  

0
.1
21
  

诱
发

系
数

 

0
.1
22
  

0
.1
41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84
  

0
.0
46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5
  

0
.0
47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9
  

0
.0
37
  

诱
发

系
数

 

0
.1
79
  

0
.0
97
  

诱
发

系
数

 

0
.0
92
  

0
.0
95
  

诱
发

系
数

 

0
.1
38
  

0
.0
86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8
  

0
.0
19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3
  

0
.0
23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7
  

0
.0
18
  

诱
发

系
数

 

0
.1
14
  

0
.0
46
  

诱
发

系
数

 

0
.1
06
  

0
.0
47
  

诱
发

系
数

 

0
.0
77
  

0
.0
36
  

北
京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2
  

0
.0
47
  

广
西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81
  

0
.0
37
  

黑
龙
江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2
  

0
.0
61
  

诱
发

系
数

 

0
.1
43
  

0
.1
28
  

诱
发

系
数

 

0
.1
78
  

0
.0
81
  

诱
发

系
数

 

0
.0
83
  

0
.1
22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3
  

0
.0
56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4
  

0
.0
45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9
  

0
.0
46
  

诱
发

系
数

 

0
.1
79
  

0
.1
60
  

诱
发

系
数

 

0
.1
44
  

0
.1
00
  

诱
发

系
数

 

0
.0
78
  

0
.0
92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90
  

0
.0
23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3
  

0
.0
17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5
  

0
.0
20
  

诱
发

系
数

 

0
.2
33
  

0
.0
61
  

诱
发

系
数

 

0
.1
11
  

0
.0
35
  

诱
发

系
数

 

0
.1
13
  

0
.0
40
  

安
徽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7
  

0
.0
27
  

广
东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1
04
  

0
.0
79
  

河
南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1
  

0
.0
36
  

诱
发

系
数

 

0
.1
81
  

0
.0
73
  

诱
发

系
数

 

0
.2
73
  

0
.2
08
  

诱
发

系
数

 

0
.1
43
  

0
.0
99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8
  

0
.0
60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1
57
  

0
.0
52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1
  

0
.0
46
  

诱
发

系
数

 

0
.0
91
  

0
.1
43
  

诱
发

系
数

 

0
.4
60
  

0
.1
51
  

诱
发

系
数

 

0
.1
02
  

0
.1
15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2
  

0
.0
22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1
47
  

0
.0
24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5
  

0
.0
14
  

诱
发

系
数

 

0
.1
21
  

0
.0
51
  

诱
发

系
数

 

0
.4
20
  

0
.0
68
  

诱
发

系
数

 

0
.1
02
  

0
.0
31
  

省
份
 

年
份
 

部
门

 

D
I 

ID
 

省
份
 

年
份
 

部
门

 

D
I 

ID
 

省
份
 

年
份
 

部
门

 

D
I 

ID
 

表
4
.1

 
 
2
0
0
7
、

2
0

1
2
、

2
0
1
7
年
中
国

3
0
个
省
份
数
字
产
业
化
、
产
业
数
字
化
消
费
生
产
诱
发
系
数
及
依
赖
度
系
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研究 

36 
 

宁
夏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9
  

0
.0
48
  

上
海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71
  

0
.0
65
  

浙
江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3
  

0
.0
88
  

诱
发

系
数

 

0
.1
63
  

0
.1
12
  

诱
发

系
数

 

0
.1
82
  

0
.1
67
  

诱
发

系
数

 

0
.0
86
  

0
.2
32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23
  

0
.0
70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83
  

0
.0
42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0
  

0
.0
57
  

诱
发

系
数

 

0
.0
50
  

0
.1
51
  

诱
发

系
数

 

0
.2
85
  

0
.1
43
  

诱
发

系
数

 

0
.1
50
  

0
.1
73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2
  

0
.0
19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1
26
  

0
.0
21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0
  

0
.0
21
  

诱
发

系
数

 

0
.1
14
  

0
.0
41
  

诱
发

系
数

 

0
.4
06
  

0
.0
67
  

诱
发

系
数

 

0
.1
77
  

0
.0
63
  

内
蒙
古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4
  

0
.0
60
  

陕
西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4
  

0
.0
46
  

云
南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6
  

0
.0
61
  

诱
发

系
数

 

0
.0
75
  

0
.1
33
  

诱
发

系
数

 

0
.0
75
  

0
.1
01
  

诱
发

系
数

 

0
.1
32
  

0
.1
23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6
  

0
.0
30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3
  

0
.0
49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7
  

0
.0
46
  

诱
发

系
数

 

0
.1
55
  

0
.0
70
  

诱
发

系
数

 

0
.1
11
  

0
.1
02
  

诱
发

系
数

 

0
.0
95
  

0
.0
93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1
  

0
.0
21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2
  

0
.0
20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9
  

0
.0
18
  

诱
发

系
数

 

0
.1
19
  

0
.0
41
  

诱
发

系
数

 

0
.1
36
  

0
.0
43
  

诱
发

系
数

 

0
.1
01
  

0
.0
36
  

辽
宁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5
  

0
.0
77
  

山
西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0
  

0
.0
46
  

新
疆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5
  

0
.0
52
  

诱
发

系
数

 

0
.1
06
  

0
.1
84
  

诱
发

系
数

 

0
.1
23
  

0
.0
94
  

诱
发

系
数

 

0
.0
78
  

0
.1
15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5
  

0
.0
47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7
  

0
.0
53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3
  

0
.0
42
  

诱
发

系
数

 

0
.1
74
  

0
.1
26
  

诱
发

系
数

 

0
.1
35
  

0
.1
26
  

诱
发

系
数

 

0
.0
68
  

0
.0
88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6
  

0
.0
20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8
  

0
.0
20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3
  

0
.0
18
  

诱
发

系
数

 

0
.1
36
  

0
.0
50
  

诱
发

系
数

 

0
.1
25
  

0
.0
44
  

诱
发

系
数

 

0
.0
90
  

0
.0
38
  

江
西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5
  

0
.0
34
  

山
东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3
  

0
.1
00
  

天
津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0
  

0
.1
08
  

诱
发

系
数

 

0
.1
24
  

0
.0
94
  

诱
发

系
数

 

0
.1
48
  

0
.3
43
  

诱
发

系
数

 

0
.1
77
  

0
.3
18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5
  

0
.0
49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7
  

0
.0
40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9
  

0
.0
49
  

诱
发

系
数

 

0
.1
74
  

0
.1
32
  

诱
发

系
数

 

0
.1
47
  

0
.1
27
  

诱
发

系
数

 

0
.1
65
  

0
.1
37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4
  

0
.0
19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8
  

0
.0
19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5
  

0
.0
27
  

诱
发

系
数

 

0
.1
01
  

0
.0
44
  

诱
发

系
数

 

0
.1
12
  

0
.0
56
  

诱
发

系
数

 

0
.0
90
  

0
.0
70
  

江
苏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59
  

0
.0
31
  

青
海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71
  

0
.0
56
  

四
川
 

2
01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6
  

0
.0
30
  

诱
发

系
数

 

0
.1
47
  

0
.0
78
  

诱
发

系
数

 

0
.1
51
  

0
.1
20
  

诱
发

系
数

 

0
.1
53
  

0
.0
69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46
  

0
.0
59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20
  

0
.0
34
  

2
01
2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71
  

0
.0
45
  

诱
发

系
数

 

0
.1
26
  

0
.1
60
  

诱
发

系
数

 

0
.0
39
  

0
.0
68
  

诱
发

系
数

 

0
.1
68
  

0
.1
06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4
  

0
.0
22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34
  

0
.0
21
  

2
00
7 依
赖

度
系

数
 

0
.0
65
  

0
.0
17
  

诱
发

系
数

 

0
.1
66
  

0
.0
58
  

诱
发

系
数

 

0
.0
67
  

0
.0
42
  

诱
发

系
数

 

0
.1
40
  

0
.0
37
  

省
份
 

年
份
 

部
门

 

D
I 

ID
 

省
份
 

年
份
 

部
门

 

D
I 

ID
 

省
份
 

年
份
 

部
门

 

D
I 

ID
 

续
表

4
.1

 
 
2
0
0
7
、

2
0
1
2
、

2
0
1
7
年
中
国

3
0
个
省
份
数
字
产
业
化
、
产
业
数
字
化
消
费
生
产
诱
发
系
数
及
依
赖
度
系
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特征研究 

37 
 

进；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有效供给能力不断增强，打破信息壁

垒从而促进消费和生产过程协同效率的提升。同时，浙江近年来出台了消费礼券

等激励措施，涵盖食品、文化、旅游、汽车、住房等消费服务的不同方面，有力

激活了居民日常消费。黑龙江产业数字化部门的诱发系数及依赖度系数均高于数

字产业化部门，一方面是因为黑龙江是传统工业大省，数字产业化部门发展较慢，

受消费的影响程度以及对消费的依赖度较低；另一方面，黑龙江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实现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额的突破，将数字技术

与生产过程结合不断扩大消费互联网平台、丰富消费内容，促进消费结构变迁和

升级。 

4.2.2 投资诱发系数与依赖度系数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改变了以往投资模式并正在改变

全球价值链去向，与数字经济相关活动的投资对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扩大生产规

模、促进产业升级改造等具有重要意义。整体上看，投资需求变动对数字产业化

部门生产活动带来的影响比产业数字化部门大，数字产业化部门对投资的扩张效

应更加敏感，而投资需求对产业数字化部门的生产诱发效应并不显著。其中，北

京数字产业化部门 2007、2012 和 2017 年的诱发系数均位于全国之首，分别为

0.963、1.077 和 1.011；广东和上海仅次于北京，位列全国第二、第三。北上广数

字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更加倾向于对固定资产或金融业投融资；其对

数字产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硬件和基础架构，如电子类公司、云计算、物联网、

信息安全等以及互联网平台的投资需求更多。同时，北上广在数字产业化发展过

程中，能够更好控制风险保护信息安全，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相比之下，

安徽、甘肃、内蒙古、宁夏和新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投资诱发系数

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生产活动诱发效应并不显著。 

从时间维度上，2007、2012 和 2017 年数字产业化部门投资诱发系数增长的

省份有重庆、广东、广西等 12 个省份；依赖度系数增长的省份有北京、重庆、

广东等 12 个省份。这表明投资需求对这些地区数字产业化部门的生产诱发效应

在逐渐增强，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在不断提高。其中，海南投资诱发系数的

增长最为瞩目，增加 1 单位投资需求能够诱发海南数字产业化部门的产值由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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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028 个单位增长至 2012 年 0.202 个单位再到 2017 年 0.573 个单位。究其原

因，是因为海南不断开拓互联网产业市场空间，培育发展信息技术新业态，加大

对发展数字经济的投资规模；投资的增加加速了“信息智能岛”的建设，以软件

业、信息服务业为重点的信息产业逐步成为海南经济支柱产业。产业数字化部门

投资诱发系数和依赖度系数均增长的省份有重庆、福建、甘肃等 16 个省份，这

表示通过加大数字技术投资而带来的技术创新扩散对产业数字化部门总产出的

拉动效应逐渐提升。综合数字产业化部门以及产业数字化部门的系数结果可得，

重庆、广东、河北和天津 4 个省份投资诱发系数及依赖度系数均呈增长态势，投

资需求对数字经济总产出的拉动效应明显提高，数字经济对投资扩张的依赖程度

不断提升。广东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大省，其增长速度处于领先地位毋庸置疑。天

津和河北是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两地区面临京津冀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等重大机遇，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投资机

会。近年来重庆打造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加大对数字基础型、数字应用型和

数字服务型三大类产业的投资力度，为重庆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 

4.2.3 出口诱发系数与依赖度系数分析 

与出口贸易机制对传统产业的影响不同，数字经济发展给传统出口贸易机制

带了改变，信息成本降低、第三方交易平台的应用节约了出口贸易成本；同时，

出口贸易市场拓宽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从数字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

的出口生产诱发系数来看（表 4.3），不同于消费和投资对数字产业化部门的诱发

效应普遍高于产业数字化部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出口诱发系数呈

现出显著差异。出口需求对北京、福建、广西等 11 个省份数字产业化部门生产

的诱发效应大于产业数字化部门，而对河北、黑龙江、吉林等 6 个省份产业数字

化部门生产的诱发效应更大。其中，出口需求对上海、广东、江苏和天津数字产

业化部门的生产诱发效应最为显著，2017 年增加 1 单位出口需求能够诱发这 4

个省份数字产业化部门的产值分别为 0.792、0.777、0.621 和 0.519 个单位。出口

需求对浙江产业数字化部门的诱发效应最为显著，2017 年浙江出口诱发系数高

达 0.336，位于全国首位。由此可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生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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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诱发效应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口需求对该地区的生

产诱发效应较大，这意味着数字化技术调整和改进原有产业结构、推进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升取得了相对竞争优势。2007、2012 和 2017 年北京、福建、广东、广

西、湖北、湖南、陕西、上海、四川和天津数字产业化部门的出口依赖度系数均

大于产业数字化部门，反映出这些地区的数字产业化部门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度

较大，与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直接相关产业产值的增加主要依赖于出口扩张。 

从时间维度上，安徽、重庆和甘肃等 12 个省份数字产业化部门的诱发系数

和依赖度系数均呈增长态势，对出口的扩张效应越来越敏感。其中，增加 1 单位

出口需求诱发河南数字产业化部门的产值从 2007 年 0.025 个单位增加到 2017 年

1.268 个单位，是增长幅度最大的省份。产业数字化部门诱发系数和依赖度系数

均增长的省份有重庆、福建、广东等 19 个省份；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 3 个省

份为山东、天津和广东，涨幅分别为 41%、26%和 18%。这说明出口需求对数字

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诱发效应在不断提升；同时，数字产业化部门和

产业数字化部门对出口需求的依赖程度也逐渐提高，增加出口需求有助于数字经

济的发展。综合分析数字经济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系数，可以看出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投资诱发系数整体上大于消费和出口，其产值增加主要通过满

足投资需求实现，保持适当投资对数字经济发展有明显刺激作用。此外，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投资依赖度系数整体上也大于消费和出口，说明我国数

字产业属于“投资依赖型”产业，其生产主要依靠投资需求的支持，应挖掘更多

投资潜力，通过增加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投资规模促进新产业形成及传统产业升级

改造。 

4.3 数字经济产业对最初投入的关联特征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极大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对就业总量和结构

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对各项税收制度带来了新的冲击。 

4.3.1 就业拉动效应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不仅关乎劳动生产率而且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

标，也是提高居民收入、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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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就业政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就业的积极作

用。从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就业效应来看，数据作为一种基础生产要素，可以提高

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企业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此外，数字经济还可以

减少在经济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和透明度，降

低市场交易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劳动力需

求的增加，进而对就业产生拉动效应。整体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各产

业均有显著的就业拉动效应，已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传统部门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

主要渠道。数字经济除了对其自身产业拉动效应较强之外，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

拉动效应最大，其次是制造业。其中，数字产业化部门对 2017 年山东生产性服

务业就业拉动效应最为明显，其万元产值吸纳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员为 0.097

人；而产业数字化部门对 2017 年宁夏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拉动效应为全国第一，

其万元产值吸纳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员为 1.141 人。从时间维度上，相较于

2007 和 2017 年，2012 年数字产业化部门对省域各产业的就业拉动效应最为显

著；产业数字化对省域各产业就业拉动效应呈上升态势。 

按照数字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对不同产业的就业诱发系数大小，可

将 2017 年就业诱发系数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对农业就业拉动效应明显的地区，

主要包括安徽、甘肃、广西、河南、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和四川。第二类

是对能源业就业拉动效应显著的地区，主要有重庆、甘肃、广西、贵州、河北、

河南、辽宁、内蒙古、山西和新疆。第三类是对制造业就业拉动效应显著的地区，

主要包括重庆、广东、河南、江苏、江西、山东、陕西、天津、浙江。第四类是

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拉动效应显著的地区，主要包括安徽、北京、甘肃、广东、

广西、海南、河北、河南、宁夏、山东、上海、新疆和云南。分类结果表明，数

字经济对河南、山东和甘肃各产业的就业拉动效应最为显著。河南和山东作为人

口大省，其就业需求量基数较大，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岗位提供了更多就业

机会；甘肃近年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也带动了不少就业机会。数字经济对农业就

业拉动作用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农业大省，如山东、河南、黑龙江等。对

能源业就业拉动效应整体较低，对制造业就业拉动效果的明显地区主要集中在沿

海或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等。此外，数字经济除了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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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拉动效应显著之外对大部分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都有

明显就业的拉动效应。总而言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已成为带动就业的新

动能，对就业具有创造效应；就业形态从传统工业领域逐步转移至服务领域，加

速就业结构性变革。数字产业化发展赋予数字经济新动能，催生新业态的生成，

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创造出许多新兴就业岗位，而产业数字化通过新技术深度渗透

传统产业之中，派生出新模式、新业态，全方位拉动就业的增长。 

4.3.2 税收贡献效应分析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通过其

自身发展和带动能力为国家创造了更多财政收入。一方面，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带来更多税收增

长；另一方面，科学合理的税赋在满足国家财政收入需求的同时也对消费、投资

和出口产生刺激作用。整体来看，产业数字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带来的税收贡献

效应大于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税收贡献效应最大，其次是生产性服务

业；对农业的税收影响最小几乎全部为零。这是因为我国于 2006 年取消了对农

业税的征收，因此数字经济对农业的贡献无法从税收上体现出来。其中，数字产

业化对 2017 年安徽生产性服务业每万元产值的税收贡献为 380 元；产业数字化

对 2017 年江苏制造业每万元产值的税收贡献为 420 元。从时间维度上，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各产业税收贡献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动趋势。对能源业税收贡

献均不断提升的省份有：海南、江西、内蒙古、天津、新疆、浙江；对生产性服

务业税收贡献不断提升的省份有：安徽、贵州、吉林、云南、浙江。2012 年大多

数省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税收诱发系数相较于 2007 年均有明显提升，在

2017 年又出现了回落，但总体上仍高于 2007 年。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传统

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较差、互联网普及度不高，2007~2012 年间迎来了高速增

长期。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使得数字经济发展步入了新阶段，生产能力和生产总值

的提高进而提高了税收贡献。2017 年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税收诱发系数相

较于 2012 年有所降低，这可能是因为 2017 年财政部和国家税收总局实施了一系

列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以自主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的

企业扣除各种研发费用，支持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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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不同产业的税收诱发系数大小，可将 2017

年中国省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税收诱发系数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能源

业税收贡献效应显著的地区，主要包括贵州、海南、河北、江西、辽宁、内蒙古、

陕西、天津和新疆。第二类是对制造业税收贡献效应显著的地区，主要包括安徽、

广东、湖南、江苏、江西、陕西、天津、云南和浙江。第三类是对生产性服务业

税收贡献效应显著的地区，主要有安徽、北京、重庆、江西、内蒙古、宁夏、上

海、天津和云南。分类结果表明，陕西、内蒙古和新疆作为中国能源生产大省，

数字经济发展对其能源业税收贡献效应较为显著；对制造业税收贡献效应显著的

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此外，数字经济除了对北京和上海生产性服务

业税收贡献效应较为显著之外，主要对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有显著的税收贡献

效应。综合分析最初投入诱发系数可得，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均有

显著的就业拉动和税收贡献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紧密，二者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虽然在短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进行了重新分

配，使得发展路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劳动力需求有所下降；

但是从长期来看，数据驱动与各环节深度融合，在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同时不断

优化产业链条、派生新产业拉动就业的增长。 

4.4 本章小结 

本章旨在考察我国数字经济产业与传统产业间的关联特征。首先依托编制的

中国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基于第一象限数据测算了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数字化部门逐渐跃升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部地区产业数字化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基

于第二象限数据测算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系数与依赖度系数，分析消费、投资、

出口对数字经济产业多维度关联的数量特征和数量规律，提出中国数字经济属于

“投资依赖型”产业的观点，各项最终需求对数字经济产业的影响各有差异，其

中，投资需求对数字经济产业生产诱发效应最为显著。基于第三象限数据，测算

就业、税收诱发系数，分析得到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制造业税收

贡献效应最为显著，产业数字化部门对各产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和税收贡献效应大

于数字产业化部门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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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加强数字经济统计和数字经济与其他产业关联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

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当前，数字经济产业迅猛发展，已成为社会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数字经济统计相对滞后，且鲜有数字经济与其他产业间关联关系的量化研究。

本章在前文对数字经济产业关联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主要结论，并围绕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科学评价中国数字

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思考。 

5.1 主要结论 

随着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国内探讨数字经济概念、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规模

测算和评价的研究逐渐深入，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在推动

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国内学

者愈加关注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经济效应，但鲜有文献关注数字

经济产业关联特征。鉴于此，本文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类为基础，结合

2007、2012 和 2017 年中国 30 个省份投入产出表准面板数据，编制中国数字经

济产业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模，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

产业维度研究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关联效应及其对最终需求和最初投入的诱发

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第一，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依据，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行准

确的界定和划分，认为中国数字产业包括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与服务

业、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和数字内容产业，此分类标准具有较强的国际可比

性和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分离、合并投入产出表各部门的数字化和非数字化

部分，为定性观测数字经济提供参考依据；基于数字产业分类，构建中国数字经

济产业投入产出模型，为定量测算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关联特征提供技术支撑。综

合运用投入产出表第一、二、三象限数据，系统、全面地测算数字产业化部门、

产业数字化部门与各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及对最终需求和最初投入的诱发

效应；从时间、空间和产业维度研究省域数字经济产业关联效应的数量规律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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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特征。 

第二，各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规模发展趋势明显递增，东部沿海省份数

字产业率先发展，增加值规模稳步提升，并不断向中西部省份呈强烈的辐射扩散

影响，大部分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其中，广东

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增长幅度最大，2017 年广东数字产业增加值总额达到约 6.6

万亿元。东部省份成为引领数字产业发展的先锋省份，增加值规模排名较为稳定；

中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增加值规模排名位置居中，其中，河南数字产业增加值规模

增长最为迅速；四川和重庆不同于西部地区其他省份，排名提升幅度最大，四川

由 2007 年的排名 14 提高至 2017 年的排名第 8，成为西部地区排名最高的省份。

总体上西部地区各省份排名相对较低。 

第三，数字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推动作用存在

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对国民经济均有显著的拉动和

推动作用，中部地区产业数字化部门是国民经济的龙头产业，西部地区数字产业

化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小；大多数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影

响力系数及感应度系数的时间趋势均呈交叉关系。根据影响力系数结果，东部和

中部地区产业数字化部门逐渐跃升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中部地区产业数字化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根据感应度系

数结果，由于数字产业本身的“护城河效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

感应度系数普遍偏低；从时间维度上，大多数省份数字产业化部门的感应度系数

呈上升趋势，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感应度系数波动幅度较小。总体而言，传统产

业与数字技术融合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

推动作用整体较小。 

第四，各项最终需求对数字经济产业的影响各有差异，投资需求对数字经济

产业生产诱发效应最为显著；数字产业化部门受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以及对消费

需求的依赖程度整体上大于产业数字化部门；数字经济产业受出口需求影响较大

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除浙江、黑龙江两省之外其他地区数字产

业化部门受消费的影响程度及其对消费的依赖程度均大于产业数字化；从时间维

度上，消费对数字经济产业的生产诱发效应呈现出上升趋势。中国数字经济属于

“投资依赖型”产业，增加投资是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突破口。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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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变动对数字产业化部门生产活动带来的影响比产业数字化部门大；从时间维

度上，重庆、广东、河北和天津 4 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投资诱发系数及依赖度系数

均呈增长态势。出口对上海、广东、江苏和天津数字产业化部门诱发效应最为显

著，对浙江产业数字化部门的诱发效应最为显著，且对数字经济的生产诱发效应

在不断提升。 

第五，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对大部分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都有显著的就业拉动效

应，对中部和东部地区制造业税收贡献效应最为显著，产业数字化部门对各产业

的就业拉动效应和税收贡献效应大于数字产业化部门；从时间维度上，相较于

2007 和 2017 年，2012 年数字经济对各产业就业拉动效应和税收贡献效应最为明

显。整体而言，数字经济对河南、山东和甘肃各产业的就业拉动效应最为显著；

对农业就业拉动作用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农业大省，如山东、河南和黑龙

江等；对能源业就业拉动效应整体偏低；对制造业就业拉动效果明显地区主要集

中在沿海或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如广东、江苏和浙江等。数字经济对能源业税收

贡献效应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国能源强省，如陕西、内蒙古和新疆；对制造

业税收贡献效应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安徽、广东、湖南等东部和中部地区；此

外，数字产业主要对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有较为显著的税收贡献效应。 

5.2 对策建议 

基于前文的测算结果和主要结论，为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

展格局下更加健康与可持续的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硬件基础。数字基

础设施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统筹推进

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的提高，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在保持东部地区

数字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区域平衡发展，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扶持。在“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

略背景下，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给予西部地区更多优惠政策，如实施

财政补贴、贷款优惠等加大对西部地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不断强化中

西部地区之间的数字要素流动和信息资源的互惠共享，优化区域数字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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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 

第二，加快出台支持数字产业发展相关政策，打造数字经济发展坚强后盾。

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路径中起指导性作用，应逐步制定多层次数字产业发展格局，

根据产业差异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发挥好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同时，政

府应提供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相应的土地政策和人才政策，进一步优化市场资源配

置、培育有序公平的市场环境。在加大政策扶持的基础上，重点向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领域数字服务倾斜，完善数字产业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相关配套保

障措施，更新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使之与数字产业融合发展的导向相匹配。

此外，在监管方面要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实行有效的监管措施、打造全方位的监

管领域做到监管无漏洞，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第三，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优化区域数字产业集群。数字产业集群是实

体经济持续创新的重要动力，随着数字需求市场的扩大、只有不断加快数字技术

的融合创新，实现数字产业内有互联互通、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样才能优势

互补，有效推动数字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各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发展优势，

根据发展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打造数字经济新格局。西部地区和海南省数字产业

发展起步较晚，增加值规模提升幅度相对较小，应继续重点加强对数据中心项目

的吸引力，提高招商引资的效果。同时，政府还需要加大对数据中心产业链的扶

持力度，吸引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项目在西部地区投资兴业，积极推动产业协同

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鼓励企业在海

南生态软件园和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投资兴业，积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释放数字经济潜力，构建数字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坚持发展以终端

消费者为主要群体的消费互联网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是实现消费

需求与产业生产互联互通的重要一环。经济发达地区应继续发挥数字经济先发优

势，以传统数字消费领域为基础，探索数字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创新性发展。同时，

将数字化发展纳入投资政策，将投资政策纳入数字发展战略；加大对数字产业化

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硬件和基础架构的投融资，加强对风险的控制、保护信息安全。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应以信息技术企业融合数字贸易新动能为发展方向，积极开拓

国际市场扩大数字内容产品出口规模。坚持开放发展和对外交流，为数字服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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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企业打造技术和人才等服务共享平台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第五，加强数字经济与民生的融合，精准发挥数字经济的就业拉动效应和税

收贡献效应。要发挥好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拉动的优势，结合

产业发展特点不断改善就业状况。一方面通过加快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和

渗透，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产业和智能服务业，如智慧旅游服务业、智慧健康服务

业、智慧物流产业等；开拓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不断扩大数字经济规模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传统就业岗位

转型。目前中国数字经济的税收优惠主要针对与之直接相关的领域，比如互联网

行业、软件行业以及高新技术行业；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进步，应逐步向能源

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拓展和延伸。此外，进一步完善国内税收相关法律，

注重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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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2020 年金秋，终于 2023 年盛夏。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流去，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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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爱的校园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和美好，说它可爱，是因为在校园里有一

群可爱的人。忘不了和我敬爱的老师在树荫下探讨学术问题，交流心得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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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的态度，让我保持对科学的敬畏和向往，意识到读书应该是越读越谦卑，要认

识到自己的无知与渺小，不偏离读书的初衷。是您平日对我的教诲和引领，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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