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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使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竞争的新焦点，各国政府也

逐渐将眼光聚焦到服务贸易“质”的提升中，而提升服务贸易“质”的关键就在

于提升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张雨，2017）。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服务贸易在

复杂的全球经贸形势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提供机遇，也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提升带来新挑战。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可以为各国制定符合国情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提升服务贸易技术复杂度提供依

据，对全球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网络就绪度指数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同时基于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测算了 2008-2020年 62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

术复杂度，数据表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且高收入国家的数字

经济水平始终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的数字经济水平较高；

各国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良好，高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高于中低收

入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高于生活性服务业。在此基础上构建固

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

明：样本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相较于中低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

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生活性服务业，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生产率效应、

贸易成本效应、需求引致效应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促进作用。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加强数字经济与服务贸易的融合度，

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根据不同国家和服务行业的特

征，进行差异化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服务贸

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鼓励数字技术创新，提升服务业企业的生产率，确保

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 服务贸易 出口技术复杂度 网络就绪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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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makes service trade become a new focus of global trade competition, an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gradually focu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rade, and the ke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rade is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export (Zhang Yu, 2017).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service trade to find new growth

points in the complex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ituation, but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export. Therefore, study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export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countries to formulat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line with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mprove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lobal service trade.

This paper uses the network readiness index published by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Meanwhile, 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it calculates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exports of 62 countries from 2008 to 2020. The data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digital economy is rising.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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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is always higher than that of low -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Oceania,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have

strong digital economy level. The service trade of various countries has a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exports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low -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that of producer servic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sumer services. On this basis, a fixed effect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expor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export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Compared

with low -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exports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Compared

with domestic service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export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an promote the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export through productivity effect, trade cost

effect and demand-induced effe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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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ervice trade,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ervice

industries,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e

government vigorously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export; encoura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aise the productivity of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Service trad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service trade export; 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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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

在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加快发展的背景下，经济社会迎来数字化生

产的新阶段。数字化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应运而生，并在全球范围内

不断应用，逐渐发展成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引领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作为

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数字经济与多领域社会深度融合，全过程地贯穿于社会经济

生活中。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中提出，

全球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截至 2021年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经

达到 38.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5.6%，占 GDP的比重接近一半。其中，中国的

数字经济规模已达 7.1万亿美元，仅次于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约为 15.3万亿美元的

美国，位居世界第二。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经济势必迎来新一轮产业

升级的机遇，各国对发展数字经济愈发重视，想要搭乘数字技术发展的快车争夺

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如何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

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与此同时，伴随世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国际贸易结构由货物贸易为主向

服务贸易为主转变，全球服务贸易呈稳步发展趋势。服务贸易已然成为国际经贸

合作的重要领域和全球贸易发展的新引擎、新方向，在推动各国经济方式转变和

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报告可知，在全球

贸易中，服务贸易创造的价值已超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成为未来衡量

企业乃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往来中占据有利地位的重要指标。2021年，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5298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1%；其中服务贸

易出口额为 25435亿元人民币，增速为 31.4%；进口额 27547.7亿元人民币，增

速为 4.8%。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其发达程度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

国际贸易分工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各国政府也逐渐将眼光聚焦到服务

贸易“质”的提升中，想要凭借服务贸易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拥有一席之地。但

是，目前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出口的服务产品技术含量

高，而部分中低收入国家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被动锁定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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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价值链低端。为了打破这种现状，位于低端层次的国家就必须采取措施发展服

务贸易，提升本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竞争力。学术界普遍认为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是优化贸易结构和增强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因此选择用服务贸易出口技

术复杂度衡量一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戴翔，2012；尹忠明和龚静，2014）。如

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提升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或许数字经济给出了

一个研究角度。数字经济在数据处理、实现供需匹配、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具有

极大的优势，在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并与传统服务业加速融合，线上服务业新形态发展迅速，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重

要支撑。由此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为传统服务贸易活动提供便利，提

高服务贸易的交易效率，而且可以拓宽服务贸易的领域，催生新兴服务领域和方

式的出现，推动服务贸易出口广度和深度的双重增长。

面对当下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以及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本文尝试从数字

经济发展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进行探索，在全球范围内对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和服务贸易技术复杂度进行分析，并构建实证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数字经济的

发展能否提高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成为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助

推器”，以及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这对于国家提高

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引入数

字经济发展这一变量，阐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

制，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具体影

响，并基于实证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和查阅有关数据，测算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

出口技术复杂度；

2.通过回归结果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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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论，提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的政

策建议。

1.2.2 研究意义

数字经济不断加强与各行各业融合，全球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快，推动国际贸

易多样化发展，服务贸易也呈现出信息化特征。基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

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丰富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研究。通过已有的研

究可知，学界对服务贸易出口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分析其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上。

本文引入数字经济发展这一解释变量，研究其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

机制，是对现有国际贸易理论中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一种有力补

充；其次，本文对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进行系统

地梳理，从提高生产率、降低贸易成本、刺激消费需求三条路径探究，并以跨国

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国家制定适合国情的数字经济战略、推动服务贸易高

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及实证支撑。

从现实层面看，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它的发展为服务贸易

出口提供了技术支撑，为服务贸易的出口提质增效。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国

际贸易方式发生转变，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互联网为平台的线上交易方式已然成

为各国应对疫情冲击、刺激消费需求、恢复全球经济的着力点。基于此背景，将

数字经济赋能服务贸易，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对于激发市场活力、拓展服务贸易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优化服务贸易出口

结构、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具有现实意义。此外，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对于各国如何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提

高服务产品出口技术水平和出口竞争力，带动新兴服务贸易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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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1.3.1 研究内容

本文以数字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为研究主线，首先，分别对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及测度结果分析，并阐明

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路径；其次，构建计量模型检验

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果，进一步针对国家与行业差

异性进行异质性分析，同时采用不同测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对提出的作用

路径进行机制检验；最后，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对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

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否提升一国或地区的服务贸易

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服务贸

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是否相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

性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是否相同？其三，数字经济发展能否通过生产

率效应、贸易成本效应和需求引致效应影响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共有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引言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即新冠

疫情的爆发对各国经济和全球贸易造成严重冲击，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对服务贸

易的发展提出了考验，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服务贸易寻找发展突破点提供新机

遇，以此为背景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具体影响，对于

提高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具有一定的意义。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

法，以及文章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部分。通过梳理现有的关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文献，找到本文的切入点，并做出相关文献述评。本文首先梳理

现有文献中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测度方式和影响效应的研究，接着对服务贸易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最后对数字经济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

度相关的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并对整章内容做出总结。

第三部分是对核心变量进行测度及分析。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本

文借鉴徐清源等（2018）和范鑫（2020）等对数字经济的衡量方法，选取世界经

济论坛发布的网络就绪度指数进行衡量，并基于数据对样本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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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关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基于 Hausmann等（2007）和戴翔

（2012）等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进行计算。同时，依据测算结果对服

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现状进行分析。

第四部分为理论分析部分。本部分主要总结了数字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相关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

杂度的影响机制，最后得出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假说。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主

要通过生产率效应、贸易成本效应和需求引致效应三个路径推动本国服务贸易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第五部分是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

对模型的建立、数据的处理进行详细的介绍，其中解释变量采用世界经济论坛发

布的网络就绪度指数来衡量，被解释变量由 Hausmann等（2007）提出的出口技

术复杂度测算方法计算所得，同时控制其他可能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

变量如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人口规模、服务业发展规模和服务

贸易开放度；其次进行基准回归分析，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

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验证实证结果是否符合本文研究假说；接

着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其中，稳健性检验将数字经济指标替换为欧盟

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指标进行标准

化处理后重新估计；针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选取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

行处理。最后进行影响机制检验，验证理论层面的传导机制是否成立。

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依据测算结果分析、理论研究分析以及计量结

果分析，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性阐述，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确实能够提高服务贸

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提出如何更有效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各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1.3.2 研究思路

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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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路线图

提出问题

研究背景及意义

文献综述

现状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测度及

现状分析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

杂度测度及现状分析

理论分析

生产率效应

贸易成本效应

需求引致效应

实证分析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

基准回归、异质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

结论与建议

结论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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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本文在文献综述部分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系统

梳理出数字经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影响三个方面的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内容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发现

进一步拓展的可能切入点。此外，在变量和指标选取时，为了证实变量选取的可

行性和合理性，也采用了文献分析法。

2.对比分析法。本文在数字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现状分析

部分使用了对比分析法。在测度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时，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不

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在计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时，

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不同行业类型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差异进行比较

分析，为后文实证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3.实证分析法。本文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 2008-2020年 62个国家的面板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然后

通过分样本方法，从国家收入水平异质性和服务行业异质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

过对变量的再度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对实证分析中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

采用合适工具变量进行修正，以证实结论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最后通过逐步回归

法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1.5 创新点与不足

1.5.1 创新点

研究内容的创新。一方面，现有文献中关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

素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制度质量及知识产权等方面，将数字经

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结合的研究较少。现实中，数字经济发展必然

对服务贸易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切入点，研究其对服务贸

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一国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并且对高收入水平国家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是对现有的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领域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现有文献中关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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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主要通过贸易成本和研发投入两方面

展开，本文引入需求引致效应，从生产率、贸易成本、需求引致三种效应探究数

字经济发展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传导机制，捋清数字经济发展与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机制理论的不足。

1.5.2 不足之处

本文采用跨国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检验，测度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时选择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网络就绪度指数，官网相关数据只更新到 2016年，

因此对 2017-2020年的网络就绪度数据采用灰色预测方法预测，数据可能存在误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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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

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加快与各经济领域的融合，成为推动各产业模

式创新和结构升级重要引擎，但国际社会尚未对“数字经济”制定统一的概念界

定。数字经济概念最初由 Tinbergen（1962）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促进经济增长、

改善经济结构的一种经济活动，但在当时并未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网络产业的

兴起，国外学者将关注点聚焦于互联网上 （Tapscott，1996；Lane，1999），认

为互联网的存在催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Lane（1999）认为数字经济是网络与虚

拟技术应用的产物，其产生的信息流和技术流将对电子商务的运营模式产生一定

的冲击。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知，关于数字经济内涵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

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两个角度展开探讨。

从数字技术的研究角度，Miller和Wilsdon（2001）认为数字经济是技术革

命下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国内学者也基于数字技术层面对数字经济的内涵进行讨

论，李长江（2017）把数字经济看作是数字技术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进行生产

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他将数字经济与智慧经济、信息经济等进行区分，得出数

字经济是最适合描述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经济现象的概念。裴长洪等（2018）从生

产技术属性的角度定义数字经济，提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与工业经济之后出现的

一种可持续、高层次的新经济形态，他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数据信息及其传送作

为一种技术手段决定生产率，带来对经济的“质”和“量”产生影响。许宪春和

张美慧（2020）把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将数字化赋能基础设施的

数字化经济活动，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数字化媒体、数字化交易以及数字经济

交易产品是数字经济形成的四大要素。

从数据资源的研究角度，陈晓龙（2011）认为数字经济是一个系统性概念，

其实质包括产业信息化、生活方式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以及信息技术产业化

四个方面，他提出数字经济与其他经济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为

基石，具有可共享性。易宪容等（2019）也将研究视角置于数据上，把数据看作

是驱动经济运行的关键性生产要素，通过数据分析技术让数据转换为信息，从而

产生经济价值。随后不断有学者分别从规模核算（向书坚和吴文君，2018）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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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张鹏，2019）等方面对数字经济的内涵进行探索。

2.1.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近年来，全球主要的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学者都开始重视对数字经济发展

规模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纵观国内外对数字经济测度的研究，主要有指

数法、增加值测度法、国民经济核算法以及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等。

在指数法的相关研究中，张雪玲和焦月霞（2017）采用熵值法与指数法构建

包含信息通讯基础设施、ICT初级和高级应用、企业数字化、信息和通信技术产

业发展五大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在增加值测度法的相关研究中，美国商务部经

济分析局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及数字媒体三个部分进行增加值计算；向

书坚和吴文君（2019）在构建生产核算、收入分配核算和积累核算的框架基础上，

对数字促成产业和电子商务产业的增加值进行测算。在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

相关研究中，一些国际组织建立了 ICT卫星账户和数字经济卫星账户，如澳大利

亚统计局构建了 ICT卫星账户的测算体系，OECD 构建了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

测算体系等。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的选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业组织机构编制的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如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世界经济论坛发

布的网络就绪指数、国际电信联盟公布的 ICT发展指数以及上海社科院构建的数

字经济竞争力指数等。具体来看，欧盟的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满足数字经济 2.0

的现实需要，披露于 2014年，编制时间较新，时间跨度较短，覆盖样本国较少，

主要包括欧盟发达国家在内的 27个经济体，拓展的国际范围内的 I-DESI指数也

仅包括 46个经济体，构建的指标体系有 5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 31个

三级指标；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络就绪指数首次发行时间为 2002年，研究对象超

过 100个国家，所构建指标体系较为复杂，包含 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

和 53个三级指标；国际电信联盟的 ICT发展指数是国内外数字经济相关指标中

发布时间最早的指标，时间跨度长，涵盖的样本国多，但它更侧重于度量一国的

ICT产业即信息化发展情况，缺少对数字经济其他特征的考察；上海社科院的数

字经济竞争力指数是基于竞争力视角研究各经济体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始于

2017年，地理覆盖面积广，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中呈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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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都能够持续且全面地度量全球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既反映全球数

字经济发展的进展，也反映传统数字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另一种是通过选取数

字基础就绪度、数字技术创新力等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测算体系（赵涛等，

2020；王娟娟和佘干君，2021），体系的建立需要遵循全面、相关、可获得性原

则，其测算结果会受研究内容和研究纬度的影响，比较局限于数字经济的特定方

面，衡量不够全面。

2.1.2 数字经济影响效应

关于数字经济影响效应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影响国际贸易活动

和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两个方面。

1.数字经济影响国际贸易的相关研究

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国际贸易规模（施炳展，2016；

姚战琪，2022），这是因为数字经济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具有数据共享等优势，

可显著提高交易效率，增强国际贸易活力。具体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买

家和卖家的交流及搜寻成本，从而降低了进入市场的成本，带来出口贸易的增加

（Freund和Weinhold，2004）。Mattes等（2012）研究得出，信息通信技术的

使用将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产生网络效应促进贸易的发展。范鑫（2020）发现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会显著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效率，即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明显降

低贸易成本，扩大市场开放度。齐俊妍和任奕达（2020）研究发现东道国数字经

济发展会带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并在贸易成本效应的基础上引入制度质

量效应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投资的影响机制。姜峰和段云鹏（2021）基于进口依

存度、技术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视角，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发展水平与

中国贸易地位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数字“一带一路”发展能够显著降低

贸易的进口成本、提高贸易多样性和产品出口技术附加值，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

链地位的攀升。

2.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现有研究从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荆文君和孙宝

文，2019；杨虎涛，2020；陈小辉等，2020；李晓钟和吴甲戌，2020；沈运红和

黄桁，2020；郭斌和杜曙光，2021；韩文龙，2021；葛和平和吴福象，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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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层面上，梁小甜和文宗瑜（2022）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得出，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耦合度均有助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陆建栖

和任文龙（2022）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国家层面上，赵涛等（2020）从国家创业活跃度的角度

切入，实证了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并提出促进大众创

新创业是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机制。刘家旗和茹少峰（2022）

指出，数字经济通过改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其促进作

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在发达国家的促进效果优于发展中国家。现有文献还对数字

经济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相关的经验研究，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带来创新效

应，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温珺等（2020）测量中国内地 31个省份的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检验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进化

效应、扩散效应与规模效应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Yuan等（2021）通过 CMG

和 AMG的计量方法得出，技术创新水平会受到经济数字化影响的结论，即技术

创新水平在经济数字化以及研发支出数字化的作用下得到提升。

2.2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研究

梳理出口贸易指标方面的研究发现，最初学者们多关注出口的数量层面，以

促进出口数量的提升为研究重心。之后，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不少学者开

始转向研究贸易出口的结构层面，使用要素密集度不同的行业之间的出口额之比

来衡量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近年来，研究出口贸易的焦点已经从“量变”转向

“质变”，学术界将研究聚焦在出口贸易的质量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概念

和测算方法逐渐被推广和使用，它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产品

技术含量，它的提升对于本国经济结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概念最早来源于Michaely（1984）的贸易专业化指数

（TSI），该指数将人均 GDP视作衡量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参数。随后，Hausmann

（2003）提出“复杂度”概念，他认为复杂度越高的产品其技术含量越高，产品

生产率也越高，这反映了一国产品的出口绩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复杂度”

这一概念开始被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Lall等（2006）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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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改善能够推动经济水平的提升。Hausmann（2007）基于

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出口复杂度的测度方法，他认为测度值与出口产品所包含的

技术水平成正相关性，指数值越高，越能出口高质量产品，越能在激烈的国际竞

争中占据上风。这一指标最初被应用于货物贸易领域，随着国际贸易结构的不断

调整，服务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学术界逐渐将其研究的重点转向服务贸易，论证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经济意义，并扩展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应用（张雨和

戴翔，2015；刘洪铎和陈和，2016；程大中等，2017；戴魁早，2018）。

2.2.1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

学术界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使用率最高的是 Hausmann等（2007）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提出的方法，首先计算出每种产品的技

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计算各个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为了避免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随时间而变化的影响，踪家峰（2013）提出标准化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对

各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重新计算国家整体的出口技术复杂

度。考虑到进口中间品的影响，程大中（2017）用贸易增加值代替贸易出口额进

行测算。

对于各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大多是借鉴传统的货物贸易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将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纳入计算体系中。戴翔（2012）提

出发展服务贸易不应单纯追求出口规模扩张，更要把焦点放到追求出口质量、提

升技术复杂度上，因此他测算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并实证探讨了其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马鹏和肖宇（2014）通过跨国面板数据对 G20国家的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并将其纳入产业转型升级的比较分析中，发现发

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比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更有优势，他还指出，产业转

型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成正比，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提升对该国产业转型升

级目标的实现具有正向显著影响。随着研究深入，有学者发现在贸易往来可能存

在重复计算的可能，因此选用出口增加值代替出口总值测算各国的服务贸易出口

技术复杂度。张雨（2017）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中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研究发现，从整体趋势上看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发达国家一样不断

上升，但是增长的速度较慢。程大中等（2017）根据中国服务行业的投入产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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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计算发现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仍有一定的差距，且在知识和

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

2.2.2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但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出

口技术复杂度上，大多从人力资本（Hausmann等，2007；Wang和Wei，2010）、

基础设施建设（盛丹等，2011；蒙英华和裴瑱，2013）、外商直接投资（丁一兵

和傅缨捷，2012；Eck等，2016）、制度质量（戴翔和金碚，2014）、知识产权

保护（代中强等，2015）、进口产品技术复杂度（Bas等，2015）、汇率变动（戴

翔等，2016；李宏等，2020）、技术市场发展（戴魁早，2018）、劳动力成本（赵

富森，2020）、投资变动（陈虹和曹毅，2020）和数字经济发展（刘志坚，2021）

等角度展开研究，为促进贸易出口升级提供了重要启示。

进入 21世纪后，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学术界开始将研究点聚焦于服务贸易

领域。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融资环境，降低经济活动的

支出费用，推动服务产业高级化发展，从而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张

雨和戴翔，2017）。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来服务贸易的技术外溢，从而使得服务

出口技术复杂度得到提高（陈俊聪，2015），而由于服务贸易的“共享性”特征，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更显著，更容易通过溢出效应和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促

进技术进步，提升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张慧颖和邢彦，2018）。从供应链

分工体系层面看，全球供应链分工地位的攀升意味着出口产品质量、出口竞争力

和技术创新能力有所提高，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刘洪铎和陈和，2016）。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知识产权对出口技术复

杂度的影响分别呈现出 U型和正相关线性关系，且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授权的方

式得到技术提升的效果更加明显（赖敏和韩守习，2018）。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

人口规模变量对服务出口复杂度并未表现出明显效果，但货物出口规模对服务出

口复杂度表现反向影响（张雨和戴翔，2015）。资本存量、自然资源禀赋、人力

资本、对外开放程度均能显著提升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

所表现出的效果不同，资本存量和自然资源禀赋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促进

效果更强，对外开放程度对中高收入、中低和低收入国家的促进作用更强（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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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5）。

2.3 数字经济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研究

目前所涉及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较少，大部分

从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和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展开。

2.3.1 数字经济影响服务贸易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探

讨。从微观层面，数字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提升企业在资源配置、渗透融合以及

协同发展等方面的能力（许唯聪和李俊久，2020），拓宽了企业发展服务贸易的

空间（钞小静等，2020）。数字经济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它的发展使得服

务业借助数字技术、信息技术获得“可存储、可贸易”特点，提高网络时代的服

务业生产率和全球化水平（江小涓和罗立彬，2019），促进服务业的创新升级、

融合发展、效率提升以及精准匹配，进而驱动服务业转型升级（曹小勇和李思儒，

2021），同时对服务贸易出口产生区域空间溢出效应和产业溢出效应（何菊香等，

2015），促进服务贸易的出口（杨巧，2018）。从宏观层面，Nath和 Liu（2017）

通过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信息技术发展对服务贸易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的影

响，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发展对服务贸易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姜珂等（2021）

选取中国出口至 33个国家的服务贸易数据实证分析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水平对

中国服务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的数字经济水平能够通过成本降

低效应和市场需求效应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其影响基于文化距离的单门槛效应发

挥作用，存在非线性关系。陶爱萍和张珍（2022）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

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证实了数字经

济发展通过供给侧的结构升级效应和业态创新效应、需求侧的需求引致效应和需

求创造效应对服务贸易产生正向影响。

2.3.2 数字经济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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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效应（石良平和王素云，2018；潘申彪和王剑斌，2018；潘家栋和肖文，2018）、

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李金城和周咪咪，2017；姚维瀚和姚战琪，2021）、研发投

入效应（姚维瀚和姚战琪，2021；任同莲，2021）和进口驱动效应（任同莲，2021）

等发挥作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国内企业和国际市场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国

内企业利用进口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影响机制不相同。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依托互联网

平台（余姗等，2021），而互联网的使用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于

中高收入国家，互联网可以直接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对于中低收入国

家则需要通过增加贸易额这一中介效应产生作用（卢福财和金环，2019）。任同

莲（2021）通过研究发现，数字化服务贸易对发达国家的促进作用强于发展中国

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强于非技术密集型产业。

2.4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学术界分别对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展开深入

研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上，学术界主

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这类指标综合立体但可能存在数据

获取受限等不足；另一种是通过熵值法等方式构建指标体系，该方式将研究聚焦

于数字经济的特定层面，其衡量缺乏全面。在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中，探讨数字

经济对国际贸易规模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扩大国际

贸易规模、促进各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结论；在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

上，学者们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使得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值更为精确，

并在跨国和省域层面得到广泛使用；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内外学者多从人力资本、制度环境、外商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攀升、知

识产权等角度展开，研究其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对于提高服务贸

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学者对数字经济及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广泛而

深刻的探讨，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文献中

主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

响，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探讨其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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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可能性。第二，已有文献中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服

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与政策层面的定性分析，相关的定量研究

仍相对缺乏，并且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作用机制的研究

还不够完善。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测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指

标的基础上，选用网络就绪度指数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并依据Hausmann等（2007）

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式测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回归模型中，构建

固定效应模型，将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纳入到模型中，探究

国家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丰富服务贸易

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18

3 数字经济发展及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现状分析

3.1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3.1.1 数字经济发展测算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际机构编制相关

指数，测度样本国数字经济的总体规模；另一种是通过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比较

各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考虑到使用单一性指标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

在片面性，以及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可能缺乏权威等局限，本文借鉴徐清源等

（2018）和范鑫（2020）等对数字经济的衡量方法，选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网

络就绪度指数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自 2002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

布《全球信息技术报告》，通过构建较为全面的网络就绪度指数对全球 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做出评估，是目前衡量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

为权威的指标评价体系。如图 3.1所示，该指数强调信息通讯技术在数字经济中

的突出地位，由环境、就绪度和应用三个子指标构成，分别描述了信息通信产业

发展的环境情况、使用倾向和实际应用情况，每个子指标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

二级指标，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成熟度或各国的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网络就绪度指数值采用区间形式表示，值区间为[0，7]，一国的

得分越高，排名越靠前，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市场环境

政治和管制环境

基础设施环境

网络就绪度指数

环境

就绪度

应用

个人就绪度

企业就绪度

政府就绪度

基础设施环境
个人应用

商业应用

政府应用

图 3.1 网络就绪指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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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数字经济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由于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网络就绪度指数最新数据为 2016年，本文采用灰

色预测方法对网络就绪度进行预测，选取时间跨度为 2008-2020年。通过整理发

现，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国家

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如表 3.1所示，2008-2020年高收入国家的网络就绪

度均值始终高于中低收入国家，整体来看，高收入国家的网络就绪度均值为 5.10，

中低收入国家的网络就绪度均值为 3.88。受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高收入国

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均遭到冲击，数值有所回落，但自 2012年开

始，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均呈上升趋势，表明各国逐渐意

识到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纷纷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推行各种国家扶持政策，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抢占高新技术前端领域。图 3.2描述了不同地区间的网络就

绪度均值，从图中看出，各大洲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符合各自的经济发展程度，

其中大洋洲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北美洲、欧洲、亚洲、南美洲的数字经济

发展程度处于中等水平，非洲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除非洲外，其余五

大洲的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整体呈上升趋势，而非洲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经

济发展缓慢。

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强动力，数字经济日益改变传统的经济方式，成为

推动各产业升级的着力点。迄今为止，各国受数字经济红利的影响，着力发展数

字经济，相继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如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盟人工智能战略》、

《欧盟数据战略》和《地平线欧洲》，美国提出的《数据科学战略计划》、《美

国国家网络战略》和《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英国制定的《产业战略：

人工智能领域行动》、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以及俄罗斯提出《2017-2030

年俄联邦信息社会发展战略》等，将本国的经济发展向数字经济靠拢，以期争夺

国际话语权。

表 3.1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网络就绪度均值

年份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2008 4.90 3.69

2009 4.9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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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网络就绪度均值

年份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2010 4.76 3.62

2011 4.74 3.72

2012 5.01 3.77

2013 5.04 3.79

2014 5.09 3.87

2015 5.15 3.92

2016 5.21 3.98

2017 5.26 4.01

2018 5.33 4.06

2019 5.39 4.12

2020 5.46 4.18

平均 5.10 3.88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数据测算得出。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测算得出。

图 3.2 不同地区的网络就绪度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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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现状分析

3.2.1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

Hausmann等（2007）构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最初应用于货物贸易出口

技术复杂度，随着学术界对服务贸易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开始将出口技术复杂度

运用到服务贸易层面，测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本文借鉴Hausmann

等（2007）和戴翔（2012）等提出的方法进行测算，所得数据作为本文的被解释

变量指标用于后续的研究。

该测算方法以各出口国某细分服务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占世界该服务

行业出口之和作为权重，对人均GDP水平进行加权，用于衡量一国服务贸易结构

和技术含量。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服务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例

越高，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也越高；该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越趋于高端，

在服务贸易的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也越高。具体的计算内容包括服务贸易各细

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家总体层面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首先，构建服

务业各个细分行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PRODY，再基于计算出的行业层

面复杂度指标，通过加权测算国家层面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EXPY，表达

式如下所示：

PRODYkt =
xikt Xit
ixikt Xit� yit� （1）

EXPYit = k xikt XitPRODYkt� （2）

其中，PRODYkt表示t时期k类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yit表示t时期i

国的人均GDP；xikt表示t时期i国k类服务行业的出口额；Xit表示t时期i国的服务

出口总额；xikt Xit代表t时期i国k类服务贸易出口额占i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

重；分母 ixikt Xit� 代表所有样本国家中k类服务贸易占该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的比重的加总。EXPYit表示t时期i国的总体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代表了该国

服务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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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结果分析

考虑到样本国的代表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对 62个经济体进行研究，

并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2020年国家收入水平划分标准，将所有样本划分为高收

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具体包括 34个高收入国家和 28个中低收入国家。其中，

高收入国家有：德国、美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瑞士、捷克

共和国、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

日本、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新加坡、斯洛文尼亚、斯

洛伐克共和国、韩国、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智利、沙特阿拉伯、新西兰；

中低收入国家有：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墨西哥、马来西亚、菲律宾、

阿根廷、俄罗斯联邦、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南非、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突

尼斯、摩洛哥、哈萨克斯坦、哥伦比亚、巴基斯坦、柬埔寨、肯尼亚、塞尔维亚、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厄尔多尔、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需要说明的是，

在服务贸易细分行业的统计数据中，主要包括十一类，即交通运输业、旅游业、

通信服务业、建筑服务业、保险服务业、金融服务业、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版税

和许可费、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及政府服务。由于本文研究的切

入点是数字经济，并且主要研究领域是商业服务，因此剔除了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和政府服务两类，仅采用剩余的九类细分行业，依此测度各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

口技术复杂度。其中对于个别变量数据存在缺失的情况，本文采用随机森林等方

法进行插补。

图 3.3是基于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数据对式（1）进行测算得到的 2008-2020

年各细分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情况，从图中看出，基本每个服务行业

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都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版税和许可费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居于首

位，金融服务行业紧随其后，之后依次为保险服务行业、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服

务和娱乐、建筑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和通信服务业。其中，除金融服务

业外，其余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 13年内波动幅度较小，可能是金融服

务业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大多数服务行

业均遭到冲击，出口技术复杂度呈下降趋势，随着经济的复苏，各服务业的出口

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呈波动上升趋势，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后，除个人服务和

娱乐行业外，其他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所回落。分不同行业类型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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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所示，2008-2020年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总是高于生活性服务

业，且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增长幅度大致相同，在 2009年和 2019年的

出现同等程度的下滑，其余年份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

性服务业的出口技术水平整体发展势头良好。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TAD数据测算得出。

图 3.3 各细分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TAD数据测算得出。

图 3.4 不同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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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ausmann等（2007）的计算公式，在行业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

上测算出 2008-2020年 62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分析不同

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情况。由表 3.2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

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除特殊年份外，

均呈现上升走势。受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

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值在 2009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随后表现为上升

趋势。直到 2019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遭受损失，2020年的服务贸

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值相较于 2018年表现下降趋势。除此之外，从表中可以看

出，相对于中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始终处于高水

平，这说明高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相反，受

限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中低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

相对滞后，对进口服务产品的技术依赖较严重，导致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技术复

杂度较低。因此，中低收入国家仍需大力推动科技的发展，提升服务贸易出口技

术复杂度水平。总之，各个国家间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性。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较高，出口的服务贸易拥有更高的技术

含量，而中低收入国家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表 3.2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值（单位：美元）

年份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2008 20493.20 18237.80

2009 19633.87 17347.58

2010 20053.27 18000.46

2011 20193.35 18427.32

2012 20250.24 18123.44

2013 20215.84 18297.26

2014 20367.20 18428.86

2015 20987.68 18776.44

2016 21361.07 19010.38

2017 22143.63 195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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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值（单位：美元）

年份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2018 22275.94 19828.67

2019 22159.57 19859.92

2020 20843.13 19401.3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CTAD数据测算得出。

3.3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根据网络就绪度指数分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接着对服务贸易

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并基于测度结果展开分析，最后得到以下结论：

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各国受数字经济红利的影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从 2012开始，全球数字经济指数持续上升。在国际上，

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和大洋洲地区，表现出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

猛等特征。

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现状来看，在细分行业中，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

杂度数值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版税和许可费和生产性服务业上，其余各服务行业

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波动发展；分区域看，高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变化趋势和中低收入国家基本一致，且始终高于中低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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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论机制及研究假设

在信息化时代，数字经济以计算机等信息网络为载体，将数字化信息作为关

键生产要素，使用数字技术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刺激消费需求，成

为各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社会各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从数字经济

的角度研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梳理和

归纳发现，数字经济可能会通过生产率效应、贸易成本效应、需求引致效应三个

渠道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4.1 数字经济通过生产率效应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协调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能力

（裴长洪等，2018），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Yuan

等，2021），进而带来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数字经济通过生产率效

应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主要表现在带来技术创新和优化服务产品结构

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带来技术的创新。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是

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数字成为除劳动力、资本等

生产要素外的一种新兴生产要素，对培育新动能、推动技术创新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更倾向于向知

识密集型服务业投入使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拥有较强的数字资源

禀赋，为本国在创新生产方式和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助力。同时，技术经

济范式理论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产物，可以突破时

间和地域的限制，创新和升级现有技术，提高各国整合与使用信息的效率。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可以通过相互连接形成了新的技术系统，这些新的技术系统通过

分工协调，带动了全社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推动各

国加快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改善本国生产方式和出口规模，促进生产活动智

能化发展，从而产生规模效益，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优化服务产品出口结构。数字经济渗透于各个行业和

领域，信息数字化增强其他各类生产要素的协作能力，从而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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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优化。顺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各国政府将着力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增加对 5G、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的投资。随着高速、强穿透

力的网络设备的普及，跨国公司内部交流更加便利，能够精准把握生产制造规律，

推动跨国公司内部生产流程简化、优化，同时筛选、整合各种市场数据，充分发

挥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最大化满足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

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拓宽劳动力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渠道，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熟练程

度和技能水平，实现人力资本质量和规模双重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引导各生产

要素向新兴服务业流动，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本国的服务贸

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由此提出假说 1。

假说 1：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生产率效应带来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

提升。

4.2 数字经济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生产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中，全球分工更加专业化，国际内生产方式也更

加复杂，各国在生产到贸易的各个环节都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而这些因

素也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提高，降低企业可获得利润。数字经济

以互联网为基础，它的快速发展能够推动服务行业整合资源，有效降低贸易成本，

有利于从事服务贸易的企业将更多精力和资金投入到产品研发和国际市场开拓

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贸易成本效应主要是通

过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发挥作用的。

贸易成本效应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发挥作用。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数据

成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服务业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和消费者需求，实现资源

有效利用，避免不必要损失，降低了生产成本；其次，传统贸易条件下，企业内

部各经营环节的协调成本较高，数字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内部联系愈加密切，内部

协调成本大大降低；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快速流通，产品

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有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贸易成本效应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发挥作用。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企业

提供交易平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现代网络的发展使得服务业企业获取信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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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提高，企业充分了解消费者需求，有针对性地提高服务产品的技术含量，

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成本。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消费者获取

信息提供便利，解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信息搜寻成本较高的

问题。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各国的服务贸易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跨国支

付、跨国物流、跨境电商应运而生，通过强大的搜索引擎使卖家和买家得以快速

进行有效的匹配，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Freunda和Weinhold，2004），同时第

三方支付平台的出现降低卖家和买家的支付成本，消除空间限制，使跨国贸易更

加便利，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由此提出假说 2。

假说 2：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带来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提升。

4.3 数字经济通过需求引致效应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催生高技术含量的新行业及技术溢出。数字经济

与市场经济融合时，不仅会带来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新产业的产生，还将对传统产

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产业还将从整体上增强一国产品的技

术含量。服务贸易同样得益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新产业并对传统服务贸易产

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升服务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刺激消费者产生追求更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数字技

术的推广应用打破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消息壁垒，双方获取信息更加便利，

消费者获取产品的渠道也更加多元，消费者更倾向在国际市场中进行比较，想要

追求更高质量和高水平的产品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升级。消费者追求更高质量产

品，能够推动服务业加快创新速度，激发服务业研发创新能力，带动传统服务贸

易出口结构的升级，进而提高服务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由此提出假说 3。

假说 3：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需求引致效应带来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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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证分析

5.1 模型构建

5.1.1 计量模型构建

针对研究假设，本文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服务贸易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行回归，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EXPYit = α1DEit +α2Zit + vt + vi + εit （1）

其中，下标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EXPYit表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DEit表示i国t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Zit表示控制变

量；v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vi表示国家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残差项。为消除异

常值与异方差的影响，对以上各变量做对数处理。

5.1.2 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前文的机制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通过生产率效应、贸易成本

效应和需求引致效应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间接的影响。为验证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能否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贸易成本以及刺激消费者需求这三种渠道

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本文引入中介变量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影响机制。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

娟（2014）对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法来检验本文可能存在的影响渠道。

故此，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EXPYit = α1DEit +α2Zit + vt + vi + εit （2）

Mit = β1DEit + β2Zit + vt + vi + εit （3）

EXPYit = γ1DEit + γ2Mit + γ3Zit + vt + vi + εit （4）

其中，Mit表示中介效应，分别为生产率效应、贸易成本效应和需求引致效

应，其余变量与（1）式相同。为消除异常值与异方差的影响，对中介效应的相

关指标亦做对数处理。

关于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具体为：第一步，对式（2）进行回归，检验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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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否有影响。若系数α1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对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影响；若α1显著，则继续检验。第二步，对式（3）

进行回归，检验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β1。第三步，对式（4）进行回

归，检验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数γ1和中介变量对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数γ2。其中，γ1为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

直接效应，γ2和β1为中介效应。如果γ2和β1都显著，说明中介变量发挥中介作

用。

5.2 变量说明、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本文借鉴Hausmann等（2007）和戴翔

（2012）等提出的方法进行计算，具体的计算内容包括服务贸易各行业出口技术

复杂度和国家总体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本文参照徐清源等（2018）和范鑫（2020）等

采用的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网络就绪指数度量一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控制变量

（1）人力资本（HU）：一方面，人力资本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

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深化能够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高服务产品出口技

术含量。另一方面，对服务贸易出口“质”的提升主要集中在提升知识密集型服

务出口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人力资本充裕的国家在提升服务贸易“质”上更

具优势，更容易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冯晓玲和赵放，2009）。本文选取教

育公共开支总额占GDP的比重代表人力资本，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2）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会对服务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姚

战琪，2009）。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学术界出

现两种态度：一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加速服务要素的流动，为东道国市场带

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产业

升级，提高东道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另一种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通

过竞争效应抑制东道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当一国吸引外商直接投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E.XPD.TOTL.GD.ZS?view=chart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E.XPD.TOTL.GD.ZS?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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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时，对国内企业产生替代性冲击，国内企业可能会失去原有的市场份额，不利

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陈虹和曹毅，2020）。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代

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3）基础设施 ( INFR) ：基础设施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与服务贸易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息息相关。完备的基础设施能够有效降低贸易的交易成本，

为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提供便利的沟通和运输便利，促使服务贸易企业通过示范

效应获得先进的数字技术，从而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本文选取

每百人中互联网使用人数代表基础设施，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4）人口规模（POP）：人口规模反映了一国的规模经济和市场潜力（戴

翔和金碚，2014），一方面人口规模的扩大能够带动需求量的增加，倒逼服务贸

易企业不断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进一步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为服务贸易活动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产生规模经济，推动产

业升级，从而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本文选取一国人口数来代表

人口规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5）服务业发展规模（SERV）：一般而言，服务业发展规模与服务出口能

力相关，一国的服务业规模越大，越容易产生规模效应，越容易提供多样化、高

质量的产品，服务出口能力越高，越倾向于发展高技术复杂度的服务业，越能提

升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选取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总量之比代表服务业

发展规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6）服务贸易开放度（OPEN）：一般认为，服务贸易开放度对服务贸易出

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毛艳华，2015）。一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

该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越强，越有利于该国参与到国际贸易活动中学习他国先进

技术，技术溢出效应越明显，越有可能通过示范效应提升本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

术含量，或通过竞争效应倒逼本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本文选取贸易渗

透率即服务进出口总额与服务业增加值之比代表服务贸易开放度，服务贸易进出

口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服务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

发会议统计数据库。

4.中介变量

由于生产率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提升，进而使服务贸易出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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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复杂度得到提高；两国间的贸易成本也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有效

降低，从而使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得以增强；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高会刺激消费者追求更高层次需求，激发生产者生产更高质量产品，从而提高

服务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因此，本文选取如下中介变量：

（1）生产率（TFP）：借鉴王文治和路优（2022）对生产率的衡量，选用

佩恩表的rtfpna指标表示一国生产率。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格佩恩世界表涵盖

大多数国家的国民账户经济时间序列，其支出分录以共同货币的一套共同价格计

价，以便在国家之间和不同时期进行实际数量比较，并提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

的相对价格信息，以及人口数据和资本存量估计。数据来源于Penn world table数

据库。

（2）贸易成本（COST）：借鉴钱学锋和熊平（2010）、范爱军和刘馨遥（2012）

和曲如晓等（2015）对固定贸易成本的衡量，选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

由度指数数据表示贸易成本。该指标采用百分制的评分标准，对所包含的银行业

和金融业状况、资本流动和外国投资、工资和物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等

10个大类指标进行评定汇总，一般而言，该自由度数值越高，表明该国的经济

自由度越高，固定贸易成本就越低，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越密切；反之，经济自

由度越低，固定贸易成本越高。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库。

（3）消费水平（DEMAND）：借鉴白雪洁和孙献贞（2021）、姚战琪（2022）

等对消费水平的衡量，选用人均消费支出表示各国消费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

行统计数据库。

表 5.1 各变量与衡量标准、数据来源

变量 衡量标准 数据来源

数字经济发展 选用网络就绪度指数表示 世界经济论坛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

复杂度
Hausmann等（2007）提出的方法测算 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人力资本 选用教育公共开支总额占 GDP的比重表示 世界银行数据库

外商直接投资 选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表示 世界银行数据库

基础设施 选用每百人中互联网使用人数表示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9C%AC%E6%B5%81%E5%8A%A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api1.fg77.club/download.php?filename=WlVYkRmaqh1dEtGR4cUNSJ0ZGVWRKh1RoxmdHJmWi90LRJjZXFXWxNXOW5Eb0Ikd3BjUQhVUXdWcCxUWNR3VyQWOv1WUHBVTp1UeThlYiBnbSdDMh5GTRV1TzVUbhN1N5dkUEhXOPdkRy4WN1JXdrxENi10KmVWZ&tablename=CJFDLAST2021&ddata1=ZGRZ202110011|CJFDLAST2021|%0A      %0A      %E4%BA%92%E8%81%94%E7%BD%91%E5%8F%91%E5%B1%95%E5%BD%B1%E5%93%8D%E5%85%A8%E8%A6%81%E7%B4%A0%E7%A2%B3%E7%94%9F%E4%BA%A7%E7%8E%87%EF%BC%9A%E6%88%90%E6%9C%AC%E3%80%81%E5%88%9B%E6%96%B0%E8%BF%98%E6%98%AF%E9%9C%80%E6%B1%82%E5%BC%95%E8%87%B4%0A %0A          %0A                 %0A        %0A            %0A               %0A            %0A          %0A      |%E7%99%BD%E9%9B%AA%E6%B4%81; %E5%AD%99%E7%8C%AE%E8%B4%9E|%E4%B8%AD%E5%9B%BD%E4%BA%BA%E5%8F%A3%C2%B7%E8%B5%84%E6%BA%90%E4%B8%8E%E7%8E%AF%E5%A2%83|%0A2021-10-15%0A|%E6%9C%9F%E5%88%8A
http://api1.fg77.club/download.php?filename=WlVYkRmaqh1dEtGR4cUNSJ0ZGVWRKh1RoxmdHJmWi90LRJjZXFXWxNXOW5Eb0Ikd3BjUQhVUXdWcCxUWNR3VyQWOv1WUHBVTp1UeThlYiBnbSdDMh5GTRV1TzVUbhN1N5dkUEhXOPdkRy4WN1JXdrxENi10KmVWZ&tablename=CJFDLAST2021&ddata1=ZGRZ202110011|CJFDLAST2021|%0A      %0A      %E4%BA%92%E8%81%94%E7%BD%91%E5%8F%91%E5%B1%95%E5%BD%B1%E5%93%8D%E5%85%A8%E8%A6%81%E7%B4%A0%E7%A2%B3%E7%94%9F%E4%BA%A7%E7%8E%87%EF%BC%9A%E6%88%90%E6%9C%AC%E3%80%81%E5%88%9B%E6%96%B0%E8%BF%98%E6%98%AF%E9%9C%80%E6%B1%82%E5%BC%95%E8%87%B4%0A %0A          %0A                 %0A        %0A            %0A               %0A            %0A          %0A      |%E7%99%BD%E9%9B%AA%E6%B4%81; %E5%AD%99%E7%8C%AE%E8%B4%9E|%E4%B8%AD%E5%9B%BD%E4%BA%BA%E5%8F%A3%C2%B7%E8%B5%84%E6%BA%90%E4%B8%8E%E7%8E%AF%E5%A2%83|%0A2021-10-15%0A|%E6%9C%9F%E5%88%8A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E.XPD.TOTL.GD.ZS?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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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 各变量与衡量标准、数据来源

变量 衡量标准 数据来源

人口规模 选用一国人口数表示 世界银行数据库

服务业发展规模 选用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总量之比表示 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服务贸易开放度 选用贸易渗透率指标 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生产率 选用佩恩表的 rtfpna指标表示 Penn world table数据库

贸易成本 选用经济自由度指数表示 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库

消费水平 选用人均消费支出表示 世界银行数据库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Penn world table

数据库、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库。

5.3 相关检验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 5.2描述性统计表可以看出，各变量数据较为平稳。其中，服务贸易出

口技术复杂度标准差为 0.182，波动较小，但其均值为 9.880，对比最大值和最小

值可以看出，大部分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仍处于较高水平，这表明国

家间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同理，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也呈现一定的差异。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人口规模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最大

值与最小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且标准差较大，表明波动范围较大，说明选取变

量在样本国之间存在差异。

表 5.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XPY 806 9.880 0.182 9.055 11.42

DE 806 1.519 0.204 0.855 1.962

HU 806 1.529 0.288 0.415 2.276

FDI 806 11.78 1.497 7.877 15.72

INFR 806 3.921 0.724 -0.660 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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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OP 806 17.05 1.498 14.07 21.30

SERV 806 0.630 0.125 0.236 1.044

OPEN 806 0.425 0.424 0.063 4.380

TFP 806 0.027 0.068 0.000 0.691

COST 806 0.522 0.709 0.000 4.341

DEMAND 806 1.198 1.667 0.000 9.96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stata16.0软件计算所得。

5.3.2 共线性诊断

在基准回归前，需要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目的是避免变量间存在严重

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若变量间存在共线性问题，将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差。本文

将结合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做出分析。检验结果如下表 5.3，各变量 VIF

值均小于 5，由此判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 5.3 方差膨胀因子结果

变量 VIF 1/VIF

DE 3.090 0.323

HU 1.410 0.707

FDI 4.570 0.219

INFR 2.930 0.341

POP 4.000 0.250

SERV 1.500 0.667

OPEN 1.780 0.562

Mean VIF 2.75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stata16.0软件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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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数字经济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性分析

本部分基于 62个国家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测算结果，绘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散点图和拟合

线，如图 5.1所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呈现

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

度越高。下文将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

正向影响。

图 5.1 数字经济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

5.4 回归结果分析

5.4.1 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模型进行 Hausman检验，根据实证结果发

现在 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故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了更清晰直

观地分析各控制变量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本文依次加入各控制变

量进行基准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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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5.4中（1）-（7）列所示。第（1）列加入了核心解释变

量、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一国服务贸易出口

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影响，且在 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第（2）至第（7）

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依然显著

为正，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并不随控制变量的加入而发生变化，表明本文的研究

结论是稳健的。由回归结果可知，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

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发生一定的变化，估计系数由 0.443降为 0.419，

这说明控制变量会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其中，人力资本资对服

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呈负向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国家的服务贸易仍然集

中在传统的服务贸易行业或者劳动密集型环节，导致人力资本对服务贸易出口技

术复杂度的结果与理论预期出现偏差。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具有负向影响，且在 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抢占

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产生反向挤出效应，抑制服务产品的出口技术含量，降

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基础设施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估计系数为

0.046，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一国或地区的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有

利于获取充足的信息和知识技术，从而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人

口规模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为正，且在 1%水平上通过显著检验，

这表明代表一国或一地区规模经济因素的人口规模能显著提升一国或一地区的

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人口规模越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也越高。

服务业发展规模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负向影响，且在 5%水平上通过

了显著检验，这可能是因为研究的服务业多为不可贸易性的服务业或是从事服务

贸易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此时服务业规模扩大会抑制服务贸易出口技

术复杂度。服务贸易开放度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为负，且通过 1%

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国多处于服务贸易发展前期，此时扩大服务贸易

开放度会对东道国原有市场结构造成冲击，国内市场更依赖于服务产品的进口，

从而降低东道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37

表 5.4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DE 0.443*** 0.426*** 0.433*** 0.443*** 0.429*** 0.427*** 0.419***

(5.44) (5.23) (5.47) (5.71) (6.95) (6.92) (6.82)

HU -0.097*** -0.071** -0.111*** -0.159*** -0.153*** -0.184***

(-2.68) (-2.01) (-3.14) (-5.63) (-5.31) (-6.12)

FDI -0.119*** -0.149*** -0.134*** -0.127*** -0.100***

(-6.53) (-8.03) (-9.05) (-7.98) (-5.67)

INFR 0.081*** 0.055*** 0.055*** 0.046***

(5.78) (4.87) (4.89) (3.93)

POP 1.090*** 1.092*** 1.101***

(20.46) (20.49) (20.77)

SERV -0.068 -0.130**

(-1.26) (-2.29)

OPEN -0.070***

(-3.32)

_cons 9.217*** 9.385*** 10.681*** 10.787*** -7.781*** -7.859*** -8.156***

(76.48) (69.33) (44.85) (46.15) (-8.40) (-8.47) (-8.81)

Yeart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untry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806 806 806 806 806 806 806

R2 0.155 0.163 0.210 0.244 0.520 0.521 0.529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 t值，

下同。

5.4.2 异质性分析

1.基于国家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在全球范围内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

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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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本文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2020年

国家收入水平划分标准进行分组，将所有样本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

家，同时进行回归分析，以此验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

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5.5所示。无论是高收入国家

还是中低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在 1%上显著，即数字

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

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对高收入国家的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系数为 0.627，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

技术复杂度影响系数为 0.261，由此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应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国家因科研能

力高等先天优势更容易通过数字技术进口高质量和高水平的服务产品，吸收消化

能力更强，更容易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对于中低

收入国家而言，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对进口的服务产品依赖性强，获得进口技

术溢出效应相对较弱，提高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能力相对缓慢。

表 5.5 区分国家发展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DE 0.627*** 0.261***

(5.35) (3.22)

HU -0.277*** -0.113**

(-7.02) (-2.54)

FDI -0.138*** -0.052*

(-6.57) (-1.88)

INFR 0.260*** 0.025

(6.33) (1.42)

POP 1.429*** 0.815***

(20.63) (9.24)

SERV -0.202*** -0.187**

(-2.65)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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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 区分国家发展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OPEN -0.057*** -0.145

(-2.68) (-1.58)

_cons -13.663*** -4.070**

(-11.48) (-2.57)

Yeart 是 是

Countryi 是 是

N 442 364

R2 0.720 0.374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 t值，

下同。

2.基于服务业行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为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对不同行业的服务贸易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同的影

响，本文将服务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两大类。国家统计局依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两者进行概念界定，即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中间服务部

门，可以通过提供中间品投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而生活性服务业是指满足居民

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主要用于解决非生产经济活动中的各种需求。本文通

过把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关于服务业的SITC分类标准与国家统计局印发的

《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标准

进行对比合并，划分交通运输、通信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

为生产性服务业，旅游业、建筑服务业、版税和许可费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为

生活性服务业。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服务行业类型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5.6所示。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而言，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果明显高于

生活性服务业。这可能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以知识密集型要素为主要投入品，专

业化程度相对更高，更能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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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区分行业属性的异质性检验

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

DE 0.471*** 0.388***

(3.68) (3.84)

HU -0.113* -0.269***

(-1.80) (-5.43)

FDI 0.019 -0.150***

(0.53) (-5.17)

INFR 0.024 0.062***

(1.01) (3.24)

POP 0.550*** 1.766***

(4.98) (20.25)

SERV -0.128 -0.233**

(-1.08) (-2.50)

OPEN -0.028 -0.055

(-0.65) (-1.60)

_cons -1.362 -19.260***

(-0.71) (-12.63)

Yeart 是 是

Countryi 是 是

N 806 806

R2 0.298 0.455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 t值，

下同。

5.5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5.5.1 稳健性检验

1.替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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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网络就绪度指数进行灰色预测，可能存在一些误

差，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另选取衡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即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表 5.7中第

（1）列是以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的实证检验结果，研究结

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基准回

归结果一致，这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有效的。

2.替换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衡量方法

由于随着时间的演变，人均GDP也可能表现出上升趋势，进而使得测算出的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表现出较大的变化（齐俊研等，2011）。因此，采用服

务贸易标准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替换原有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表

5.7中第（2）列是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服务贸易标准化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实证检

验结果，可以看出，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

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这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有效的。

表 5.7 稳健性检验

（1） （2）

DE 0.288***

(4.18)

DESI 0.205**

(2.35)

HU -0.296*** -0.148***

(-2.92) (-4.38)

FDI -0.546*** -0.152***

(-7.63) (-7.68)

INFR 0.966*** -0.068***

(6.98) (-5.25)

POP 0.436 2.567***

(0.67) (43.17)

SERV 0.256 0.055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42

续表 5.7 稳健性检验

（1） （2）

(1.59) (0.87)

OPEN -0.169** 0.074***

(-2.26) (3.12)

_cons 4.633 -39.058***

(0.42) (-37.57)

Yeart 是 是

Countryi 是 是

N 160 806

R2 0.744 0.869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 t值，

下同。

5.5.2 内生性处理

本文采用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世界银行等统计报告数

据，确保统计数据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尽可能降低测量误差，同时加入人力资本、

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人口规模、服务贸易开放度等控制变量以解决遗漏变

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也可能会加强该国数字经济建设以

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因此双方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了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

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目前解决双向因果关

系引致的内生性问题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寻找与数字经济相关、但不受服务贸易出

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工具变量，然后通过二阶段回归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考虑

到国家从数字经济发展到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存在一定的时滞，已有研究

采取将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基于此，本文参照以往文献的惯例（吕越等，

2018），引入数字经济的滞后一期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对回归方程进行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5.8第（1）列所示，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的值为 8957.7，大于 10，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问题，这表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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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根据回归结果得到，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

杂度的影响为正，且在 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检验，表明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

于提高一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此外，人力资本、

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开放度仍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抑制效应，基

础设施和人口规模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些与基准

回归模型一致，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梳理以往研究发现由于异方差的存在，GMM比 2SLS更有效率。基于此，本

部分选择采用一步GMM来处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引入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

度滞后一期进行重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5.8第（2）列所示，发现服务贸易出

口技术复杂度的滞后一期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的影响为正，且在 1%水平上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会受到上期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证实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的影

响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

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 5.8 内生性检验

（1） （2）

L.EXPY 0.616***

(15.33)

DE 0.374*** 0.178***

(7.25) (2.62)

HU -0.072*** 0.030

(-3.05) (0.46)

FDI -0.013 0.021

(-1.54) (1.30)

INFR 0.071*** 0.006

(4.89) (0.29)

POP 0.021*** 0.013

(2.70)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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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 内生性检验

（1） （2）

SERV 0.005 -0.258**

(0.09) (-2.42)

OPEN -0.054*** -0.034

(-3.03) (-0.71)

_cons 8.953*** 3.156***

(68.88) (7.47)

Cragg-Donald Wald F 8957.7

N 744 744

R2 0.286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 t值，

下同。

5.6 机制检验

由基准回归结果得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

升，但是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传导机制仍需要进一步

验证。前文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理论层面的传导机制，即数字经济发展

会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贸易成本以及刺激消费者需求三种渠道影响服务贸易出

口技术复杂度。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传导机

制，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进行检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三种渠道进

行检验，估计结果见表5.9。表中第（1）列为中介效应逐步法的第一步，即检验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效应，总效应已在基准回归部

分进行了检验。第（2）列与第（3）列为生产率效应的机制检验。其中，第（2）

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生产率影响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第（3）列中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与生产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影响生产率

来作用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且生产率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结合具

体的数据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效应为0.419，通

过生产率发挥的中介效应为0.045，在总效应中占比约11%。这是因为一方面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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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对各国服务贸易出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各国服务业企业引进先

进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服务业企业能够利用数字技术等优化服务

产品的生产流程，推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升服务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提升

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第（4）列与第（5）列为贸易成本效应检验结果。由于贸

易成本的衡量指标为经济自由度指数，经济自由度越高，贸易成本就越低，第（4）

列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自由度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数

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经济自由度，降低贸易成本。模型（5）中经济自由

度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高

经济自由度间接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向影响，即数字经济通过成本

节约效应提高一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贸

易成本效应发挥的中介效应为0.086，在总效应中占比约21%。数字经济的发展是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便于服务贸易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通过数字技术获取信息、沟

通交流，从而有效降低贸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第（6）列与第（7）列为需

求引致效应的检验结果，第（6）列中，数字经济发展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一国消费需求的增长。在第（7）列中，消费者需求对

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需求引致效应通过了中

介效应逐步法检验，表明该渠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数字经济发展通过

需求引致效应发挥的中介效应为0.078，在总效应中占比约19%。数字经济的发展

使消费者能够获得多样化产品，引致消费者更高层次需求，刺激消费者追求更高

质量的产品，进而会提高服务贸易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表 5.9 机制检验

(1) (2) (3) (4) (5) (6) (7)

DE 0.419*** 0.157*** 0.374*** 1.865*** 0.333*** 4.103*** 0.341***

(6.82) (5.36) (6.03) (11.26) (5.03) (10.60) (5.20)

TFP 0.284***

(3.67)

COST 0.046***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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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9 机制检验

(1) (2) (3) (4) (5) (6) (7)

DEMAND 0.019***

(3.23)

HU -0.184*** -0.003 -0.183*** 0.052 -0.186*** 0.120 -0.186***

(-6.12) (-0.19) (-6.15) (0.64) (-6.24) (0.63) (-6.23)

FDI -0.100*** -0.006 -0.098*** -0.028 -0.099*** -0.071 -0.099***

(-5.67) (-0.72) (-5.61) (-0.59) (-5.63) (-0.63) (-5.62)

INFR 0.046*** -0.039*** 0.057*** -0.322*** 0.060*** -0.763*** 0.060***

(3.93) (-7.00) (4.76) (-10.27) (4.90) (-10.43) (4.85)

POP 1.101*** 0.236*** 1.034*** 1.499*** 1.032*** 3.577*** 1.033***

(20.77) (9.34) (18.59) (10.49) (18.27) (10.71) (18.23)

SERV -0.130** 0.005 -0.131** 0.017 -0.130** 0.067 -0.131**

(-2.29) (0.17) (-2.33) (0.11) (-2.32) (0.19) (-2.32)

OPEN -0.070*** 0.020** -0.076*** 0.115** -0.075*** 0.269** -0.075***

(-3.32) (1.97) (-3.61) (2.02) (-3.59) (2.02) (-3.58)

_cons -8.156*** -4.039*** -7.011*** -26.652*** -6.930*** -63.104*** -6.962***

(-8.81) (-9.16) (-7.23) (-10.67) (-7.00) (-10.81) (-7.02)

Yeart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untry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806 806 806 806 806 806 806

R2 0.529 0.328 0.537 0.562 0.536 0.555 0.535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 t值，

下同。

5.7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

杂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根据收入水平和行业类型异质性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具体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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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在不同国家收入水

平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高于

中低收入国家。（3）在不同服务行业类型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生产性服务

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高于生活性服务业。（4）数字经济发展能通过生

产率效应、贸易成本效应以及需求引致效应提升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在稳

健性检验上，本文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进行再度

量，结果表明，原结果仍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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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归纳了数字经济发展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现有研究成果，

接着基于网络就绪度指数分析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并参照Hausmann等

（2007）构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对2008-2020年的62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

技术复杂度测算，随后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

制，最终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具体影响。

本文通过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分析得出：

（1）在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高收入

国家和大洋洲等地区，整体来看，样本国的数字经济呈上升发展趋势，这得益于

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让各国意识到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影响力提升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上，高收入国家的服务贸

易发展基础牢固，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始终高于中低收入国家，总体看，各国服务

贸易发展势头良好。

本文在理论机制中分析认为，数字经济可能带来技术创新、优化服务产品结

构，从而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字经济发展也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

交易成本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字经济发展还会催生高技术含量的新

行业及技术溢出，进而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

相应的研究假说：数字经济会通过生产率效应、贸易成本效应、需求引致效应三

个渠道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在实证分析方面，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

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结果主要如下：（1）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

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仍在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增加人口规模将有助于推动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提高人力资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扩大服务业

规模和增加服务贸易开放度则抑制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2）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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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发展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和不同服务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

影响效果不同，具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对高收入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提升作用高于对中低收入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均

显著为正，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高于对生活性服务业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3）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替换

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

果是稳健的。为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即对在检验工具

变量有效性的基础上运用2SLS方法和GMM法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

本文基准回归检验结果是稳健的。（4）通过逐步回归法进行影响机制检验，检

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通过生产率效应、贸易成本效应以及需求引致效应对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

6.2 政策建议

在数字经济时代，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各国积极探索数

字化背景下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路径，想要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规模，提高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以提升本国在国际市场中话语权和竞争力。本文基于上述

研究结论，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6.2.1 加强数字经济与服务贸易的融合度

发挥数字经济的先天优势，推动数字经济与服务贸易的深度融合。首先要挖

掘数字经济的内在潜力，借助数字经济平台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新兴服务领域的

发展，提高服务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新活力。其次，由

于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经济活动，因此要将数字技术贯穿于服务贸易

出口的全过程，扩大数字技术的使用范围，加大数字技术的使用力度，推动服务

贸易形成规模经济，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最后，要重视数字技术创新能力

的提升，政府对从事服务贸易的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鼓励企业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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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激发企业的发展潜力，提升服务出口的核心竞争力。

6.2.2 促进服务业差异化发展

针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不同服务行业类型特征，进行差异化发展。由于数

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果有所差

异，因此要对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采取不同的发展措施。高收入国家的数

字经济起步较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数字技术水平较为先进，可优先发展

新兴服务领域，不断创新技术水平，提高服务产品的出口技术含量，增加出口竞

争力；而中低收入国家受经济水平的限制数字经济起步较晚，部分中低收入国家

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低于高收入国家，因此要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吸引外资，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培养高素质人才，

提高消化吸收能力，同时减少服务产品进口，避免产生反向的竞争效应。针对数

字经济对不同服务行业类型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果不同，各国应

以数字经济为依托，大力发展服务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贸

易出口的便捷性，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质量和竞争力。

6.2.3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技术应用

的重要载体，也是数字经济发展、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保障。“新

基建”建设对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研发应

用，能够提高新兴服务贸易领域技术水平。因此，各国政府鼓励各地加快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 5G基站数、互联网、区块链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部署，对偏

远地区或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提供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消除数字鸿沟，培育发展

新动能，确保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率。其次，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技术，不断

提高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培养数字技术专业人才，打造高素质劳动力队伍，巩

固发展数据的存储和使用功能，打造便利高效的线上服务传输渠道。最后，要依

托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打通国际国内数字通道，发展知识密集型服

务贸易，加大对相关领域专业化人才的教育，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提

供支持。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51

6.2.4 鼓励数字技术创新

鼓励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提高国际分工地位。首先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等

通信技术的作用，确保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数字技术的

进步，要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的融合，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一方面，国家要鼓励数字技术创新，对数字技术的创新行为提供政策支持、资金

投入和研发补贴，打破各种服务贸易壁垒，扩大中国服务贸易规模。例如对进行

研发创新的企业提供补贴与减税等政策支持，提供完善的创新环境，降低企业研

发风险。另一方面，本土服务业企业应提升自身技术创新水平，加大科技投入，

提升关键领域核心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生产率，或是通过建立人才开发培训体系

提升企业整体专业化水平，持续推出高质量高水准的服务产品，优化服务产业整

体布局，提升本国服务产品的出口技术含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6%8A%80%E6%8A%95%E5%85%A5/455646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9%E8%AE%AD%E4%BD%93%E7%B3%BB/6426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9%E8%AE%AD%E4%BD%93%E7%B3%BB/6426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5%B8%83%E5%B1%80/7415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5%B8%83%E5%B1%80/7415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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