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号                                        密级       
U D C                               编号   10741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论文题目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研  究  生  姓  名：            李江浩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聂元贞、教授             

学 科、专 业 名 称：           世界经济               

研   究   方   向：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提   交   日    期：    2023 年 5 月 31 日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

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 ，论文中不包含其

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

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   2023 年 5 月 31 日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 2023 年 5 月 31 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  （选择“同

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

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

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

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2023 年 5 月 31 日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23 年 5 月 31 日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SEAN Digital Economy 

 

 

 

 

Candidate : Li Jianghao 

 

Supervisor: Nie Yuanzhen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摘  要 

当前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着传统产业的经营方式与商业模式，而且

创造了许多新的商业机会与就业岗位，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

题。近年来，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

经济的新兴力量。东盟国家不仅与我国同属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是我国第一个

FTA的成员伙伴与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其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不仅对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而且也将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 

论文以东盟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和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熵值法、TOPSIS

分析法对 2011-2020年间东盟十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计算测度及排名，采

用层次分析法对东盟十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采用极差、标准差、变

异系数、基尼系数等四个指标对东盟十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时序差异演化

分析，并据此进一步探讨了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但不同国家之间各

个维度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第二，东盟十国数字经济呈现集聚性发展，并可分为

发展水平依次递减的三个梯度，即以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为代表的第一梯

度，以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文莱为代表的第二梯度，以及以老挝、缅甸、

柬埔寨为代表的第三梯度；第三，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序差异演化的绝对

差异和相对差异都在逐步缩小；第四，东盟十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发展不平

衡，部分国家的发展基础薄弱、创新环节不好和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为此，论文

提出了加强合作、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研发环境等促进东盟国家数字经济更

好发展的对策建议；同时也指出，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当

前数字经济发展中也较为普遍的存在，因此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与政策制定

应充分吸取东盟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东盟十国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集聚性 差异性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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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not only 

changes the management mode and business model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but also creates many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jobs, 

which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 digital economy of ASEAN 

countries has also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becoming an emerging force 

in developing the digital econom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SEAN 

countries not only share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our country, but also 

are the first member partner and current largest trade partner of the FTA. 

Therefor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will not only be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but also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f 

ASEAN countr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f ASEAN countries, entropy method and TOPSIS 

analysis method are adopted respectively to calculate, measure and rank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f ten ASEAN countries 

during 2011-2020.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of ten ASEAN 

countries is classified b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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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difference evolution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y four indexes 

including range, standard devi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Gini 

coefficient. Based on thi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ASEAN digital economy are further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indicator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SEAN digital economy 

show a gradual upward trend, bu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is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Secondly, the digital 

economy of ten ASEAN countries presents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adients of decreasing development 

level successively, namely, the first gradient represented by Singapore,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second gradient represented by Vietnam, 

Indonesia, Thailand and Brunei, and the third gradient represented by 

Laos, Myanmar and Cambodia. Thirdly,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differences of the temporal differ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SEAN digital economy are gradually narrowing. Four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ten ASEAN countries is not 

balanced. Some countries have weak development foundation, weak 

innovation links and weak competitiveness. To this en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ASEAN countri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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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ed out th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of ASEAN countries are also relatively common in our current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policy making of Chinese digital economy should fully absorb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ASEAN. 

 

Keywords: ASEAN Ten Countries；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Aggregation ；Aggregation；Differenc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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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大幅改善，数字商品及数字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

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模式，推动全球经济不断增长。可见，

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经营方式和商业模式，而且还创造了许多新的商业机会

和就业岗位，因此，数字经济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的政策环境、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

的影响、数字经济的监管等，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是最基础、最关键的部分，

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整体实力，只有了解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才能分析一国或某一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

相应的对策。尽管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但是关于东盟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的研究则鲜有论述。 

东盟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体之一，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值得深入研

究，东盟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有许多优势。首先，东盟市场潜力巨大，东盟是世界上

最大的区域之一，包括 10个国家，人口超过 6亿，数字经济增长势头非常强劲。其次，

东盟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高速互联网、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平台等，使得

数字经济发展得非常迅速。东盟的电子商务交易额从 2015年的 880亿美元增长到了 2020

年的 3,6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 30％。再次，东盟国家的政府积极推动数字经济的

发展，印度尼西亚政府制定了《数字经济 2020-2024 战略路线图》，目标是将数字经济

的贡献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1％。最后，东盟国人力资源丰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电子商务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技术能力，

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则拥有众多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并且，发展数字经济能

够优化经济结构。东盟大多数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这种经济结构对

外部环境的刺激十分敏感，容易发生经济波动，数字可以优化东盟的经济结构。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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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发展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传统行业向数字化转型，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例如，工业

物联网技术可以帮助东盟企业实现智能化生产和管理，提高产能和质量，降低能耗和人

工成本。数字支付技术也可以促进传统商业的电子化，提高交易速度和安全性。其次，

东盟发展数字经济可以催生新的数字产业，如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

在印尼和越南，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已经得到快速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

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领域也具有一定的技术和人才优势。最后，在数字支

付和电子商务领域，东盟国家可以共同推进跨境支付、数字货币和区块链等技术的研究

和应用，形成数字支付的共同市场和标准。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领域，东盟国家也可

以共同开展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提高数字经济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性。通过上述措施可以增加东盟经济的稳定性，推动经济结构的多元化。 

因此，为弥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中关于特定区域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东盟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研究对象，明确数字经济的相关概念分析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并

以此为基础构建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分析东盟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同时，我国与东盟数字经发展具有诸多相似之处，

需要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优点及问题进行借鉴，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经

济发展的对策。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通过研究东盟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分析东盟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存

在发展不均、创新不足以及发展差异较大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进

一步提升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我国可以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过程的优点及不足

进行借鉴，明确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优势与不足，并提出政策建议。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研究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为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提供新

的思路和方法。我国可以借鉴东盟国家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成功经验，以及面临的挑

战和困难，帮助我国加快数字化转型。同时，东盟人口众多、经济增长迅速，研究东盟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从现实角度来看，研究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帮助东盟国家了解彼此的数字经

济发展情况，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有力支撑，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提升东盟的

经济实力。同时，东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研究可以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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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参考，推动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1.2.1 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东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首先明确数字经济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

东盟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其次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分析东盟数字经济的

发展水平，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采用熵值法、TOPSIS分析法对 2011至 2020 年东盟

十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得分及排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东盟各国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第二，采用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四个指标

分析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时序差异演化。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东盟数字经济发展

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同时，我国应当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借鉴，明确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存在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

议。 

1.2.2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是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基于此，将本文的内容划分为以下

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这个部分说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同时全面梳理了国内外

相关参考文献以及研究现状。 

第二部分是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从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数字经济发展规

模、产业结构、国别布局、经济外向型程度、国际竞争力以及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特征七

个方面进行展开。 

第三部分是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采用熵值法、TOPSIS 分析法对 2011 至

2020年东盟十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得分及排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

对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采用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四个

指标分析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时序差异演化。 

第四部分是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主要包括数字经济总体发展

水平极不均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差异较为突出、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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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发环境有待改善等方面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符合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对

策。 

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与启示。本部分对以上章节进行总结，并以此为借鉴分析我

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图 1.1 论文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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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本文对国内国外与数字经济相关文的献进行梳理，分析当前关

于数字经济研究的不足，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以及切入点，并对数字经济的内涵进行界

定。 

（2）熵值法。本文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确立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采

用熵值法来对 2011 至 2020年东盟十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得分及排名。 

（3）TOPSIS 分析法。本文根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以及创新

研发环境分类别对东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 

（4）层次分析法。本文根据熵值法得出的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据结合层次分

析法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国家进行分类。 

（5）分别计算极差、标准差、VAR 以及基尼系数，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时间趋势

进行分析。 

1.4 文献综述 

1.4.1 关于数字经济内涵的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的概念与定义在学术领域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Tapscott Don（1996）

首次提出“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主要分析了互联网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并未对数

字经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Brent R. Moulton（1999）和 R.Kling（1999）认为电子商

务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形式而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 

美国商务部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为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由计算机硬件和软件、通

信和数字交互服务等相关经济活动组成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业态。Geordiadis 等

（2013）认为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来实现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可以被界定为数字

经济。TUAC（2016）认为数字经济是由数字技术的运用、数字产品的销售与生产所带来

的生产生活方面的变化。 

根据数字经济的相关范畴来看，Mesenbourg(2001)将数字经济用电子商务进行替

代，并将电子商务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电子基础设施建设、电商流程和电商交易，从

理论上明确定义数字经济，但这种定义方式在数字经济测算过程当中存在问题，随着线

上经济的发展，很难将电子商务从其他经济活动中剥离出来。Bukht 和 Heeks(2017)认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6 

 

为数字经济包含传统信息通讯产业以及数字化产业两个方面；数字产品与服务包含数字

通讯产业、数字商业模式以及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技术活动三个方面。 

逄健等（2013）认为数字经济是采用多种先进技术以信息通讯来实现的一种数字化

发展形式。李长江（2017）认为数字经济具备智能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特点。田丽（2017）

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将相关研究结果进行分类，美国与法国注重数字

经济测算方面的研究，英国侧重数字经济产出效果的研究，中国、韩国、俄罗斯将数字

经济定义为一种新的经济活动，澳大利亚将数字经济看作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张鹏

（2019）认为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相关的组织与制度相互融的动态发展的过

程。崔保国等（2020）认为数字经济包含数字传媒、网络平台以及 ICT产业三个方面。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内涵的研究，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可定义为：数字经济是

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础，运用数字化的技术及手段来构建数字化网络，并结合创新要素

优化以往的经济结构并不断加大对外竞争力与数字化水平。通过定义可以发现数字经济

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其

次，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的高度竞争以及较强的对外性。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

要结合创新要素来对原有经济的结构进行优化。 

1.4.2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朝着信息化、共享化和数字化的趋势发展。Vturcan（2014）认

为数字化发展需要数字信息推动社会价值转变，为社会发展提供应有的价值。

Richardson Lizzie（2015）认为共享经济能够推动经济向平台化转变，数字经济正是

通过数字化共享来实现。Kostakis Vasilis 等（2016）将数字经济的影响分为直接、间

接和结构性三种，并分析了三种形式之间的差异。Richter Chris 等（2017）认为数字

经济的发展使得共享经济产生，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共享经济创新模型。Cheng Ming 

ming（2018）从服务业角度探索传统产业对经济数字化的影响。Wahome等（2020）认为

企业家是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环。 

许旭（2017）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包含发展动向、价值创造和发展新路径三个

方面。张晓（2017）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包含产业、技术、投资、服务、市场和治理

六个方面。张晓（2018）认为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服务、市场、政策、技术和产业的交互

循环。张琳等（2019）认为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技术、市场、人才以及新兴产业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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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晗等（2020）认为数字经济需要与数字技术相互融合。 

1.4.3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数字经济影响因素的研究包含基础设施、通讯技术和政府服务三个方面。Ｍuhammad 

J 等（2011）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动力是信息通信技术。Vujica L 等（2014）认为数

字经济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的影响。Billon M 等（2016）认为知识

密集型服务、经济发展和教育程度共同决定了信息通信技术。Huang H（2019）认为信

息传输对用户数量和交易频率产生影响，并对数字经济活动规模和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王彬燕等（2018）认为对数字经济发展起到主导作用的是政府科研投入，而区域经

济、产业结构会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制约。焦月霞（2018）认为研发机构和研发资金

对 ICT产业具有间接正向影响效应。李永红等（2019）认为企业需求、信息技术供给、

市场竞争、技术进步和政府推进会对产业数字化产生影响。马述忠等（2020）认为发展

数字经济注重资本配置、信息防护、经济业态三个方面。 

1.4.4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 

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是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依据

相关概念构建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因此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测度的研究较为

多元。 

ZhaoFang等（2015）根据技术接受模型和喷泉设定理论对 64 个国家地区的相关数

据进行分析得出电子政务与数字经济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SweetDS 等（2015）通过

研究知识产权数据与国家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得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国家创新能力

呈现正相关，相反地，如果国家产权保护力度不足，会减少国家研发投入力度，对该国

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Itkoneil（2017）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加入 GDP核算当中。商务

部经济分析局(2018)测算 OECD 国家的数字经济体量、ICT 接入、使用等 11 个指标，并

测算了 OECD国家的 ICT的发展指数。  

从数字经济发展测度的对象来看，数字经济的测算包含不同国家、不同省域、特定

省份和特定区域等，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指标的多个视角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进行测算。张雪玲等（2017）建立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评价体系，采用指标法对企业数字

化进行相应分析得出企业的数字化发展需要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推动。张伯超、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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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2018）以一带一路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张伯超

等（2018）采用主成分分析对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绪度进行测算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发

展绪度存在差异，信息技术外向型竞争没有达到均衡。辛金国等（2019）从数字经济的

定义出发，从应用普及度、创新能力、效益产出三个维度对数字经济进行测算。陈芳

（2019）从经济、社会、结构和环境四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蓝国

姣（2020）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概况、融合应用和发展环境 4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发

展。刘军（2020）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三个维度中构建数字经济

测度指标。范合君等（2020）从生产、消费、流通、政府五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

标。张永恒等（2020）研究不同要素错配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杨路明，刘纪宏（2020），

采用熵值法从网络基础设施、ICT 的运用、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三个角度选取八个相关

指标，构建中东欧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基于对数字经济内涵的理解，根据相关性原则、代表性原则和

可获得性原则对上述指标逐一进行分析发现杨路明、刘纪宏的指标具备较高的可获得

性，并且相关指标选取具有代表性，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创新要素来对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进行测算。 

1.4.5 关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王勤（2022）对东盟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认为东盟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以国家转型的重点，以政府为主导，吸引私人投资和外资参与。但东盟数字基

础设施建发展设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于淼（2022）认为尽管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情景广阔，

但是对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与数字人才方面的问题应当加大重视，积极推动

这三个方面的发展。牛东芳等（2022）认为东盟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传统产业进行

数字化转型，但东盟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为

了实现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未来东盟各国要抓住新消费这个增长点，扩大投资提升

发展竞争力。综上所述，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是东盟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

当中存在较多的问题，解决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未来东盟数字经济不

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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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总体评价 

通过梳理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当前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数

字经济的含义、数字经济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等方面，这些研究可以为

进一步对探索数字经济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引导。首先，关于数字经济的含义方面，

国内外不同学者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信息技术成为数字经济的发展的基础成

为广泛的共识，并且数字经济呈现出多元、智能、人才驱动的发展方向；其次，关于数

字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通讯技术和政府服务等方面；最后，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中，不同学者是基于数字经济的定义来构建与之相对

应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对于本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相关研究还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由于数字经济更新快的特性，虽然有许多学者构建了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以往的指标体系不能很好地反应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

情况，因此，本文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加入创新要素指标，使整个体系更加完善。其次，

现有研究缺乏从特定区域的角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以东盟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推动东盟各国联动发展，这样有利于实现国家与区域

的整体平衡。 

1.5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本文的创新之处：首先，研究视角的创新，当前关于特定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研究较为匮乏，本文针对区域性研究不足的问题，将东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东盟的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其次，系统性的比较分析，本文不仅将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单独进行评估，还对东盟国家间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如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等，这有助于分析东盟各国之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和劣势，

为我们研究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视角。最后，研究视角更为全面，

本文考虑了多种因素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发展规模、

产业结构、国别布局、经济外向型程度以及国际竞争力等，这可以使本文的研究更加准

确和具有说服力。 

本文的不足之处: 首先，数字经济作为当前新的经济形态，相关统计数据只更新到

2020 年。其次，本文只分析了到 2020 年的数据，未能将 2021 至 2022 年的数字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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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考虑进来。最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还受到宗教、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未

被纳入研究中。所以，对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人将在以后

的研究中继续完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11 

 

2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数字经济可定义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础，

运用数字化的技术及手段来构建数字化网络，并结合创新要素优化以往的经济结构并不

断加大对外竞争力与数字化水平。通过定义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

面：首先，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

市场的高度竞争以及较强的对外性。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结合创新要素来对原有

经济的结构进行优化。因此，本文对数字经济的定义进行归纳总结得出数字经济的发展

基础、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国别布局、经济外向型程度以及国际竞争力是数字经济发

展现状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章从东盟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国别

布局、经济外向型程度以及国际竞争力六个方面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并

分析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 

2.1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完整的基础，包括人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安全互联网

服务器、固定电话普及率、固定宽带普及率等。东盟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第一，人口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东盟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截

至到 2022 年，该地区的人口超过 6 亿。印度尼西亚是东盟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超过

2.7 亿人口，其中 70%是年轻人。而移动设备在总人口当中的普及程度是数字经济发展

的关键因素之一。东盟地区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在不断增加，2020年东盟地区智能手机普

及率为 41%，而且在越南、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达

到了 50%以上，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来访问互联网，为数字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东盟国家正在加强

数字人才的培训和发展。菲律宾政府通过各种培训计划和倡议来提高数字技能，满足数

字经济的发展需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积极推广数字相关技能培训，推动数字经济进一

步发展。 

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由个人使用互联网占比、安全互联网服务器、固定电话以及固定宽带普及率四个指

标来体现，东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规模不断增加，覆盖范围也逐步扩大。 

第三，从近十年的情况来看，东盟各国个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逐年增加，还有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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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趋势。如图 2.1所示，新加坡的个人互联网使用占比率最高，马来西亚、泰国以

及印度尼西亚个人使用互联网占比增速逐年上升，成为继新加坡之后的个人互联网占比

增速最快的国家。缅甸、老挝与这些国家相比，个人使用互联网占比增速较慢，与这些

国家相比差距较大。这些国家伴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迟缓，东盟内部应当改善偏远

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国家应当优先考虑宽带普及率，促进当地投资者对

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东盟的电信运行商应当加强投资力度，满足当前东盟关于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为落后地区用户提供高效、廉价的互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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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东盟个人使用互联网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整理 

 

第四，安全互联网服务器为数字经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从近十年情况来看，

东盟各国的安全互联网服务器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并且发展迅速。如图 2.2所示，

2011年东盟各国的每百万人安全服务器数量约为 1000台左右，截止 2020年东盟各国的

每百万人安全服务器数量超过了 15 万台。新加坡优势最为明显，从 2011年的 927 台到

2020 年的 128377 台，增速明显。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其中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表现突出。越南由 2011 年的 3 台增加至 2020 年的 3105 台，印度尼

西亚由 2011 年的 2 台增加到 2020 年的 1877 台。缅甸和老挝的百万人安全服务器增速

最为缓慢，其中，老挝由 2011年的 0.9 台增至 2020年的 52 台，缅甸由 2011年的 0.01

台增至 2020年的 14台。由此可见，东盟各国的每百万人安全服务器数量分布极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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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占整个东盟的八成，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

国尽管发展迅速，但是发展潜力仍旧巨大，缅甸和老挝的安全互联网服务器发展处于起

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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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东盟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每百万人）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整理 

 

第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固定电话的大范围普及。固定电话普及率方面，2011

年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固定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随着

个人移动电话的普及，近些年来，这些国家的固定电话普及率呈现使用率逐年下降的趋

势。老挝与东盟其他国外在固定电话普及率方面发展相反，2011 至 2020 年间，老挝的

固定电话普及率逐年上升由 2011年的 1.69%，上升至 2020 年的 20.49%。是东盟十国中

唯一一个固定电话普及率上升的国家，老挝个人移动电话普及方面仍较为落后水平。 

第六，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固定宽带的普及。固定宽带普及率方面，新加坡固定

宽带普及率最高，2011年新加坡固定宽带普及率达到 26.7%，2020年新加坡固定宽带普

及率仍然维持在 26%左右。其余国家固定宽带普及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其中越南

增速最为明显，固定宽带普及率由百 2011年的 4.3%增加至 2020年的 17.1%，其余各国

也呈现出不同态势的增长。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的固定宽带普及率增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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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规模 

随着数字经济基础的不断完善，东盟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快速增长。根据东盟数字经

济联盟（ASEAN Digital Economy）的报告，2019年东盟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1000

亿美元，预计到 2025年将达到 3000亿美元，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东盟数字经济

的发展规模将不断扩大，数字经济的增长是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能的提升和

数字化服务的广泛应用。在这些方面，东盟国家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根据谷歌发

布 2020 年东南亚电子商务报告显示，东盟地区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已经超过了 4 亿，

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 5.7 亿。此外，随着消费者对网上购物的需求不断增加，东盟地

区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根据谷歌和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报告，2019

年东盟地区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 380亿美元，预计到 2025年将达到 1500亿

美元。其中，印度尼西亚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最大，达到了 130亿美元。在数字化服务

领域，东盟国家也在迅速发展，2019 年东盟地区的数字支付交易总额已经达到了 620

亿美元，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 1400 亿美元。在线教育市场也在迅速发展，到 2025 年

预计将达到 110亿美元。 

2.3 东盟数字经济的产业结构 

东盟数字经济的产业结构逐渐多元化，形成了以电子商务、金融科技、云计算和大

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内容产业等为代表的多领域协同发展，不断推动东盟经济结构的

转型升级。电子商务已成为东盟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谷歌、BCG和 Temasek2020

年发布的 E-Conomy 联合报告，东盟电子商务市场规模预计在 2025 年将达到 1720 亿美

元，年增长率达到 29.3％。金融科技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模式，移动支付、数字货币、

智能投资、在线信贷、P2P等金融科技创新服务也成为东盟数字经济的热点，根据谷歌、

BCG和腾讯的联合报告，东盟的金融科技市场规模预计在 2025 年将达到 810亿美元，年

增长率高达 32.8%。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东盟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数据分析

和管理的工具，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来促进业务发展，根据 IDC的数据，东盟

地区的云计算市场规模预计在 2024 年将达到 400 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 28.3％。人工

智能已经成为了东盟数字经济中的一大亮点，在东盟地区，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包括自

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东盟地区的人工智能市场规模预计在 2024 年

将达到 90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 35.3%。随着消费者对数字娱乐的需求不断增长，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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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产业在东盟数字经济中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2.4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国别布局 

2020 年东盟数字经济总产值为 4193 亿美元。如图 2.3 所示，印度尼西亚数字经济

总产值为 1685亿美元，占比约为 40%。这主要得益于印尼人口规模大，网络普及率高，

数字技术应用广泛等因素；其次是菲律宾，数字经济总产值为 578亿美元，占比约为 14%，

菲律宾数字经济主要由商业流程外包和电子商务等领域推动；泰国数字经济总产值为

555 亿美元泰国数字经济总量占比约为 13%；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总产值为 480 亿美元，

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总量占比约为 11%；新加坡数字经济总产值为 428 亿美元，占比约为

10%，新加坡一直以来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尤其在金融科技领域颇具竞争力；

越南数字经济总产值为 301亿美元，越南数字经济总量占比约为 7%；缅甸、柬埔寨、老

挝和文莱数字经济总量占比都较小，不过这些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也逐渐走上轨道，政

府也在逐步推动数字化转型，鼓励和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 

 

表 2.1 东盟各国数字经济总量占比情况 

国家 数字经济总量（亿美元） 数字经济总量占比（%） 

印尼 1685 40 

菲律宾 578 14 

泰国 555 13 

马来西亚 480 11 

新加坡 428 10 

越南 301 7 

缅甸 86 2 

柬埔寨 38 1 

老挝 37 1 

文莱 32 1 

数据来源：根据《东盟数字经济报告 2020》整理 

 

2.5 东盟数字经济外向型程度 

东盟数字经济外向型程度主要由数字产业中的对外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其他经济合

作来体现。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东盟开始积极参与到全球数字产业的投资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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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领域。东盟国家在电子商务方面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

通过对外投资来扩大业务规模，印尼电商巨头 Gojek2018年向新加坡电商平台 ShopBack

投资 2.5亿美元，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电商市场份额。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东盟国

家的金融科技产业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新加坡的 Grab 公司向印尼的 OVO 支付平台投资

了 5亿美元，扩大了在东南亚地区的金融科技市场份额。此外，东盟在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领域的投资也逐渐增加，马来西亚的 Grab公司在 2019 年宣布投资 1亿美元用于开

发人工智能中心，致力于推动东南亚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东盟数字经济的

外向型程度不断增加，东盟企业数字经济领域的对外投资将变得更加活跃。 

东盟数字经济的对外贸易情况可以通过高科技出口占比、ICT 产品出口与服务占比

来体现。根据近十年的情况来看，东盟各国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百分比的情况呈现

出逐年递增态势。如图 2.3所示，2020 年，菲律宾高科技出口占制制成品出口占到制成

品出口的 63%，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分别为 55%、53%和 41%，均超过 40%。印度尼

西亚、缅甸和柬埔寨在高科技出口方面发展较为缓慢，其中，印度尼西亚高科技出口占

出成占制成品出口的 8%，而缅甸和柬埔寨只有 2.93%和 2.28%。越南在高科技出口占制

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增速当中最为明显，由 2011年的 18%增加至 2020年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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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东盟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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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1年至 2020年间，东盟各国的 ICT产品出口从总体而言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

势。如图 2.4所示，2020年菲律宾 ICT 产品出口占到产品出口总量的 49%。新加坡、马

来西亚、泰国 ICT 产品出口占比分别达到 33.7%、34.7%、38.7%。文莱、缅甸、柬埔寨

ICT 产品出口发展较为缓慢，缅甸仅占到 0.59%。近十年来，越南的 ICT 产品出口占比

发展最为迅速，由 2011年的 11.63%发展至 2020年的 38.7%，增长幅度达到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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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东盟 ICT产品出口（占产品出口总量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整理 

 

根据 ICT 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的百分比，2020 年菲律宾 ICT 服务出口占比达到

14.4%，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马来西亚的 ICT 服务出口占比增速最为明显，

由 2011 年的 6.2％增加至 2020 年的 14.4%。从整体来看，东盟各国的 ICT 服务出占到

期服务出口的比重不算太高，未来东盟各国在 ICT服务出口方面还有着较为广阔的发展

前景。 

除了数字经济对外贸易和投资合作外，东盟还在积极开展数字经济合作，包括数字

化人才培养、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治理等。首先是数字化人才培养，为了满足当前

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东盟各国不断培养数字化人才，提升东盟的数字技能水平，新加

坡推出了“SkillsFuture”计划，鼓励民众学习数字技术和科技知识；印度尼西亚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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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1000 Startup Digital”计划，培养数字化创业人才。其次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东盟各国积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马来西亚推出了“数

字马来西亚计划”，旨在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应用的领域不断发力，推动数字经济

的发展。最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数字治理带来挑战，东盟各国积极加强数字治理，

保障数字经济的安全和稳定发展。新加坡推出了“数字新加坡计划”，通过完善数字基

础设施并制定数字安全法规等措施，加强数字经济的安全管理和治理。总体来说，东盟

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不仅包括对外贸易和投资，还包括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数字治理等多个方面，这些合作有助于提高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竞争力和，

推动东盟经济的全面发展。 

2.6 东盟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 

东盟地区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逐渐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东盟已经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之一，根据谷歌、特拉顿和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报

告，东盟电商市场规模将在 2025年达到 1530亿美元，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同时，东盟跨境电商也在迅速发展，跨境电商平台如 Lazada、Shopee 等已成为东盟地

区跨境交易的重要平台。其次，东盟的数字支付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包括移动支付、电

子钱包、银行转账等多种形式，其中移动支付的发展最为迅速，根据东盟商会和澳新银

行的数据，东盟地区的移动支付市场规模预计将在 2025年达到 1400亿美元。再次，东

盟的云计算市场也在逐渐成熟，据 IDC 数据显示，2019年东盟地区的公有云市场规模已

达到 52亿美元，并预计在 2024年将增长至 108亿美元。最后，东盟地区也在逐渐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根据 IDC的数据，2019 年东盟地区的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了 5.5 亿美

元，预计到 2024 年将增长至 19.8亿美元。 

2.7 东盟发展数字经济的特征 

首先，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关注落后产业的转型。从整体而言，东盟大部分国家的产

业较为落后，其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针对落后产业升级，增强其产业的科技性。很多数

字经济的相关公司主要业务集中于产业升级。马来西亚部分企业将传统的木雕艺术与 3D

打印相结合；越南通过线上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利的灌溉服务，在增加单

位亩产量的同时，减少对水的使用；印度尼西亚搭建了从农场到餐厅的线上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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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的跟踪下，实现从农产品到农民再到消费者的三方直接匹配，满足不同群体的

需求。东盟将制造业、农业、运输业等多个行业与数字经济相互融合，搭建起相应的数

字平台畅通及融资发展渠道，整合产业链的上下游，通过项目的逐渐积累，不断增强企

业数字经济生产、运营以及销售的相关能力。在东盟的商业机构当中，中小企业占比高

达 90%以上，中小企业成为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中小企业解决了一半人口的就业

问题。东盟通过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降低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行业壁垒，促进低收入

群体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不断减小城乡差距，推动数字经济在居民生活当中的普及，

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推动整个东盟的数字化发展。 

其次，东盟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一体化相互联系，同区域化进程深度融合。一方面，

数字经济可以打破东盟国家之间的内部阻隔增强东盟的整体化水平，使东盟国家之间互

相连通，增加东盟的凝聚力使东盟更加开放、包容。另一方面东盟一体化可以为数字经

济提供便利化条件，根据东盟数字融合框架的具体要求，东盟未来将从五个维度推进其

数字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第一，廉价接入，通过价格低廉的互联网接入，普及更多的商

家和个体从而更加便捷的享受数字化服务，第二，打造数字化的金融生态系统，推行线

上融资、线上交易，保障金融稳定性，解决企业资金问题。第三，将数字贸易与传统的

零售相互整合，推动更多优质商品通过 BtoC 模式转移到线上来进行销售。第四，通过

数字经济进一步推动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使劳动力素质与时代相结合。第五，在传统的

商业生态上，通过线上线下整合，使上下游产业链无缝衔接，推动高素质人群进一步的

发展。这些举措仅凭一个国家很难完成对资源的整合，是东盟各国之间互相协作，共同

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连接才能完成的。通过上述五个维度，使数字经济在东盟国家

内基本覆盖不断蔓延，形成具有内生性、规模性的数字经济。 

再次，东盟数字经济差异性与共性共同存在。东盟组织成员国中存在着各不相同的

区域组织，各国在宗教、种族发展上均有明显差异。为了使不同国家求同存异的发展，

东盟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当中坚持在东盟范围内的协调一致，强调不同国家根据自身

的国情来对数字经济进行运作。因此，东盟将数字融合框架作为东盟的发展战略以此为

基础不断出台东盟信息通讯技术总体规划、东盟中小企业技术培训蓝图等相关规划纲

要，进一步在组织机构建设、电子商务等领域成立东盟电子商务委员会，定期举行部长

级会议，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地区之间的沟通交流制定相同的目标。尽管当前数东盟十国

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发展战略也不尽相同，但东盟数字经济的发展没有采取

捆绑式的发展策略，而是根据不同成员国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目标来统筹规划，以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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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异的方式保障国家多样性和区域的统一性，使东盟的数字经济能够更加开放、包容的

发展。 

最后，东盟在全球产业链重组前提下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数字经济成推动东盟进

行产业重组不可忽视的部分。当前东盟的产业主要集中于初级产业，比如原材料的出口

和手工业的加工，产业附加值较低，缺乏科技含量，受制于此，很难提升东盟在全球价

值链当中的位置。但是随着疫情的蔓延，使得全球产业布局发生了改变，国际性企业将

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东南亚使东盟能够通过数字经济的方式发挥其自身劳动力和原材料

成本的优势，吸引国际资本向东盟的流入，在与世界资本接触的过程当中形成自身独特

的高附加值产品，使东盟收益。新加坡和越南在本次疫情中强势引进外资，东盟国家也

凭借着数字经济实现弯道超车，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东盟数字经济在发展基础、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国别布局、外向型程

度、国际竞争力几个方面均不断进步，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关注产业转型、区域加速融合

的特点。但是，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关于东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

以及创新研发环境这三个衡量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关的键指标的研究仍然不充分，因

此，本文将进一步对这三个关键指标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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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3.1 数字经济指标设计  

3.1.1 构建理论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数字基础设施为前提，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将传统产

业不断数字化的新经济形态。本文基于对数字经济内涵的理解，根据相关性原则、代表

性原则和可获得性原则对数字经济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当前测算数字经济的部分指

标数据发布时间较短，仅能找到近三到四年的相关数据，不具备时间的连续性以及可获

得性，同时，部分数据存在大量缺失，不能作为代表性指标，而杨路明、刘纪宏的指标

时间上连续，很少存在指标缺失具备较高的可获得性，以及有代表性，本文在此基础上

加入创新要素来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 

对数字经济而言，数字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以及创新研发环境是数字经

济能否实现的关键。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本文采取固定电话普及率、固定宽带普及率

以及个人使用互联网占比作为测算指标。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东盟各国的数字经

济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分析数字产业的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对东盟

的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进行分析，这一指标主要与 ICT产品出口占比以及 ICT服务产品

出口相关。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当前数字经济与创新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了

让数字经济能好能更好的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一个良好的创新研发环境则显得尤为重

要，为了推动东盟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创新来促进东盟数字经济转型升级。

因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设计相关指标，分别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外向竞

争力以及创新研发环境。 

3.1.2 构建原则  

本文对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指标构建要做到系统和全面，在此基础上对东盟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构建原则如下：首先，客观性原则，东盟数字经济指标的选择应

当从客观条件出发，力求测算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其次，是科学性原则，东盟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应当同时具备可靠性和准确性的要求。然后，可比性原则，

选用的指标可以对东盟国家数字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比较，使得文章结果更贴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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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再次，系统性原则，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不仅要呈现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

展的特征，又要体现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最后，可操作性原则，东盟数字经

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应当具备可操作性，以便对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 

3.2 指标体系的设计及数据来源  

3.2.1 指标设计  

（1）数字基础设施指标的选取  

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经济必要条件，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综合指标法对数字基

础设施进行了相应测度，当前国内外选取的主流指标主要包含固定宽带普及率、固定电

话普及率这两个重要指标，有的会加入安全服务器这一基本指标，综合国内和国外两方

面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本文选取固定宽带普及率、固定电话普及率、个人使

用互联网占比以及百万人安全服务器四个指标来测算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 

（2）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指标的选取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这一指标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衡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对于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的衡量指标主要为 ICT

产品出口占比以及 ICT产品服务占比，这两项指标能够反映一国在国际市场当中的地位，

因此，我们选取这两项基础指标作为衡量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的技术指标，并在此基础

之上添加高科技产品出口这一指标，更加全面的反应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 

（3）创新研发环境指标的选取  

数字经济的发展依托对传统经济进行不断的创新，因此，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

数字技术专业人员以及创新研发的市场环境。居民专利的申请书能够反映一国在创新研

发投入中实际的投入力度以及相应成果。商标申请书以及期刊文章能代表某一国或某一

地区的创新研发情况，因此创新研发环境选取居民专利申请数、商标申请数来衡量东盟

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研发环境。 

具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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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指标与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固定宽带普及率 

世界银行公开数据

库 

固定电话普及率 

个人使用互联网占比 

百万人安全服务器 

信息技术外向竞争

力 

高科技出口 

ICT产品出口占比 

ICT服务出口占比 

创新研发环境 
居民专利申请数 

商标申请书 

3.2.2 指标解释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解释  

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  

（1）固定宽带普及率：固定宽带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之一是数字化经济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定宽带普及率的提高，能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和保障。 

（2）固定电话普及率：固定电话在一些场景下，如偏远地区以及基础设施不完备

的地方，固定电话是唯一的通信工具，因此，固定电话普及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 

（3）个人使用互联网占比：个人使用互联网占比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着密

切的关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互联网进行各种

生活和工作活动，这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4）百万人安全服务器：在数字经济中，企业和组织所提供的各种业务和服务，

都需要通过网络服务器来实现，而服务器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对于业务和服务的正常运行

至关重要，同时，拥有百万人安全服务器，能够为数据的存储、处理和传输提供更加高

效的支持，从而提高数字经济的运行效率和竞争力。 

2.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指标 

（5）高科技出口：高科技出口也能够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更加

丰富和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数字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6）ICT产品出口占比：ICT产品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数字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先进的计算机、通信设备和软件等基础设施，ICT 产品出口的增加，意味着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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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区的 ICT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能够为数字经济提供更加先进、高效

和可靠的技术支持，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7）ICT服务出口占比：ICT服务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发展离

不开先进的软件开发、数据处理、信息技术咨询和云计算等服务支持。ICT 服务出口的

增加，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的 ICT服务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能够为数字

经济提供更加先进、高效和可靠的技术支持，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3.创新研发环境指标 

（8）居民专利申请数：居民专利申请数是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的重

要指标之一。它能够反映出数字经济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表现，并对数字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9）商标申请数：商标申请数反映了数字经济中企业品牌价值和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的变化。在数字经济时代，商标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商标申请数的增加也表明数字

经济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本数据库列举七千多项指标，本

文使用的包括固定宽带普及率、固定电话普及率、个人使用互联网占比等相关数据均可

以从该数据库目录进行检索得到。 

3.3 基于熵值法的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3.3.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基于信息熵原理的多指标决策方法，该方法可以分析各指标之间的相

对重要性，还能够处理指标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和相关性等问题，因此本文采用熵值法对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实现熵值法的基本步骤如下: 

1.指标选取。设有 t 个年份，i 个国家，j 个指标，Xijt 为第 t 年国家 i 的第 j 个

指标值。 

2.指标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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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指标权重： 

 

4.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5.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1 , 1, ,j jd e j m= − = 
 

6.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1

, 1, ,
j

j m

j

j

d
w j m

d
=

= = 


 

7.计算各年的综合得分，具体步骤如式： 

1

, 1, ,
m

i j ij

j

s w x i n
=

= =   

3.3.2 优劣解距离法（TOPSIS）分析法 

TOPSIS分析法是一种基于距离度量的多指标决策方法，该方法可以分析各指标之间

的相对重要性，还能够处理指标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和相关性等问题，该方法通过计算每

个方案与最优解的距离和最劣解的距离之比来确定其综合得分，最终得分越高的方案排

名越靠前，因此本文采用 TOPSIS法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进一步测算，假设有 n

个评价对象，m个指标，实现 TOPSIS 分析法的基本步骤如下:  

1.原始数据同趋势化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指标，构建 n 行 m 列的矩阵 Xij， 矩阵中 Xij 表示第 i 

个对象的第 j 个指标的值。 

2. 数据标准化 

( )
2

1

ij

ij
n

ij

k

X
Z

X
=

=


 

 

3.计算各指标与最优及最劣向量间的差距，其中 Wj 为第 j 个属性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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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实证分析——基于熵值法 

为了全面反映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利用上述方法与模型对东盟数字经济发

展整体水平进行综合测算。 

选取 9个评价指标，按照熵权法的步骤，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算出的数

字经济各级指标权重，以 2020年数据为例。 

 

表 3.2 2020 年东盟数字经济各级指标权重 

项 信息熵值 e 信息效用值 d 权重(%) 

固定宽带普及率 0.795 0.205 8.785 

固定电话普及率 0.784 0.216 9.219 

个人互联网占比 0.927 0.073 3.1 

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每百万人） 0.322 0.678 28.999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 0.769 0.231 9.859 

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产品出口 

（占产品出口总量的百分比） 
0.711 0.289 12.334 

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服务出口 

（占服务出口的百分比，BoP） 
0.806 0.194 8.273 

专利申请量，居民 0.75 0.25 10.701 

商标申请数 0.796 0.204 8.73 

 

熵值法的权重计算结果显示，固定宽带普及率的权重为 8.785%、固定电话普及率的

权重为 9.219%、个人互联网占比的权重为 3.1%、每百万人安全互联网服务器的权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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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99%、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的权重为 9.859%、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

口占产品出口总量的百分比的权重为 12.334%、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的

百分比的权重为 8.273%、专利申请量，居民的权重为 10.701%、商标申请数的权重为

8.73%，其中指标权重最大值为每百万人安全互联网服务器占比为 28.999%，最小值为个

人互联网占比 3.1%。 

根据选取的指标评价模型计算得到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如下表所示： 

 

表 3.3 2011-2020 年东盟数字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国家名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越南 0.24 0.28 0.29 0.29 0.31 0.28 0.30 0.31 0.30 0.38 

印尼 0.17 0.10 0.19 0.17 0.19 0.16 0.22 0.20 0.28 0.27 

新加坡 0.93 0.94 0.92 0.93 0.94 0.92 0.88 0.90 0.82 0.90 

马来西亚 0.52 0.54 0.47 0.50 0.49 0.41 0.44 0.45 0.40 0.49 

菲律宾 0.22 0.27 0.27 0.29 0.30 0.28 0.34 0.37 0.39 0.43 

泰国 0.31 0.34 0.32 0.29 0.29 0.26 0.27 0.28 0.25 0.31 

文莱 0.16 0.15 0.12 0.17 0.21 0.17 0.20 0.18 0.17 0.21 

老挝 0.07 0.07 0.09 0.13 0.15 0.14 0.12 0.14 0.12 0.12 

缅甸 0.01 0.04 0.02 0.04 0.06 0.04 0.02 0.02 0.03 0.02 

柬埔寨 0.04 0.03 0.04 0.03 0.03 0.04 0.04 0.01 0.03 0.03 

 

根据 2011至 2020年东盟数字经济的综合指数来看，东盟数字经济相关指标呈现不

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其中，菲律宾综合指标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由 2011 的 0.223 上升

至 0.434。 

表 3.4 2011-2020 年东盟数字经发展水平综合排名 

国家名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越南 4 4 4 5 3 4 4 4 4 4 

印尼 6 7 6 6 7 7 6 6 5 6 

新加坡 1 1 1 1 1 1 1 1 1 1 

马来西亚 2 2 2 2 2 2 2 2 2 2 

菲律宾 5 5 5 4 4 3 3 3 3 3 

泰国 3 3 3 3 5 5 5 5 6 5 

文莱 7 6 7 7 6 6 7 7 7 7 

老挝 8 8 8 8 8 8 8 8 8 8 

缅甸 10 9 10 9 9 10 10 9 9 10 

柬埔寨 9 10 9 10 10 9 9 10 10 9 

  

根据东盟十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排名来看，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三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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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发展位列前三，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文莱数字经济发展排名第四至第七，

老挝、缅甸、柬埔寨排名第八至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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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11-2020 年东盟数字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情况 

 

3.4.1.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指数分析 

根据 2011至 2020年东盟数字经济的综合指数来看，东盟数字经济相关指标呈现不

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其中，菲律宾综合指标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由 2011 的 0.223 上升

至 0.434。 

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尽管这几个国家数字经济发

展的综合指数排名并不高，但在 2011 至 2020年间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都取得了较为

明显的成长，达到中游水平，对这些国家而言，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不断提升

带动了这几个国家在 ICT方面的运用，不断促进高科技出口 ICT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进

而推动了其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老挝、缅甸、柬埔寨综合指标垫底，增长速度缓慢，甚至有的国家出现发展停滞的

现象，比较这三个国家的各项指标发现，这三个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发展不足，在

ICT运用和信息技术的外向竞争力方面发展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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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东盟国家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排名分析 

综合东盟十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排名来看，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三国数

字经济发展位列前三，发展水平较高，多项指标表明这三国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保

持较高水平，并且在 ICT出口服务的对外竞争力方面也保持着较为稳定的走向，是东盟

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军者。 

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文莱数字经济发展排名属于第二梯队，这四国数字经济

发展处于水平中游。数字基础建设方面这四国综合得分与排名相对靠前，但在 ICT 出口

与服务方面与领军国家存在部分差异，但就整体而言这些国家具有较强的数字经济发展

潜力，是东盟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中坚力量。 

老挝、缅甸、柬埔寨在东盟国家中的数字经济排名处于第三梯队，说明这些国家的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东盟内部发展迟缓。首先，这三国由于其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差，

安全服务使用率并不高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 ICT应用情况较差。 

3.5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各维度实证分析——基于 TOPSIS 分析法 

上一节在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排名和综合得分的分析未能体现东盟各国关于

数字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以及创新研发环境三项指标方面的差异，因此，本

节基于熵值法的计算结果采用TOPSIS分析法来比较东盟不同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创新研发环境的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进一步分析东盟各国在这

三个方面的优势与不足。 

3.5.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在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并确定各指标权重后，测算东盟各国

2011-2020 年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根据得分情况进行排序，评价结果如下表所

示。 

近十年间东盟各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上升且上升趋势趋于平稳，各国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异不断缩小，排名较为稳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得益

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使得这三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处于领先地位；泰国和

越南排名相互交替，始终保持在第四和第五的位置，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数字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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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国数字基础建设处于中等水平；老挝、缅甸、柬埔寨因资金、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导

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处于末位。 

 

表 3.5 2011-2020年东盟数字基础设施得分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越南 0.19 0.20 0.18 0.19 0.21 0.21 0.24 0.25 0.26 0.28 

印尼 0.15 0.14 0.13 0.10 0.07 0.06 0.07 0.12 0.13 0.14 

新加坡 1.00 1.00 1.00 1.00 1.00 0.98 0.95 0.98 0.98 0.99 

马来西亚 0.32 0.33 0.29 0.31 0.33 0.31 0.35 0.33 0.33 0.35 

菲律宾 0.13 0.14 0.13 0.13 0.13 0.11 0.10 0.13 0.13 0.16 

泰国 0.17 0.18 0.18 0.19 0.20 0.20 0.26 0.24 0.26 0.29 

文莱 0.30 0.29 0.25 0.32 0.36 0.33 0.36 0.32 0.35 0.41 

老挝 0.04 0.07 0.11 0.13 0.14 0.18 0.16 0.22 0.23 0.24 

缅甸 0.00 0.00 0.01 0.01 0.00 0.00 0.00 0.07 0.09 0.09 

柬埔寨 0.03 0.03 0.03 0.03 0.04 0.07 0.05 0.01 0.00 0.00 

 

    表 3.6 2011-2020 年东盟数字基础设施排名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越南 4 4 5 5 4 4 5 4 5 5 

印尼 6 6 6 8 8 9 8 8 8 8 

新加坡 1 1 1 1 1 1 1 1 1 1 

马来西亚 2 2 2 3 3 3 3 2 3 3 

菲律宾 7 7 7 6 7 7 7 7 7 7 

泰国 5 5 4 4 5 5 4 5 4 4 

文莱 3 3 3 2 2 2 2 3 2 2 

老挝 8 8 8 7 6 6 6 6 6 6 

缅甸 10 10 10 10 10 10 10 9 9 9 

柬埔寨 9 9 9 9 9 8 9 10 10 10 

 

3.5.2 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 

在对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并确定各指标权重后，测算东盟各国

2011-2020 年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根据得分情况进行排序，评价结果如下表所示。 

近十年间，马来西亚、新加坡与菲律宾在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先优势，

三个国家交替第一、第二和第三位，这三个国家具有技术和外贸上的优势，奠定了其信

息技术外向竞争力的优势；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排名相互交替，始终保持在第四至

第六的位置，这三国国息技术外向竞争力处于中等水平；文莱、缅甸、老挝、柬埔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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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属于下游水平，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在东盟当中最低。 

 

表 3.7 2011-2020 年东盟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得分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越南 0.30 0.44 0.52 0.48 0.48 0.47 0.50 0.49 0.46 0.52 

印尼 0.31 0.24 0.22 0.22 0.22 0.16 0.17 0.17 0.18 0.24 

新加坡 0.67 0.71 0.71 0.70 0.71 0.67 0.68 0.65 0.59 0.66 

马来西亚 0.72 0.76 0.74 0.73 0.74 0.63 0.66 0.67 0.64 0.77 

菲律宾 0.57 0.59 0.58 0.58 0.59 0.62 1.00 1.00 1.00 1.00 

泰国 0.39 0.40 0.38 0.36 0.33 0.30 0.30 0.29 0.25 0.31 

文莱 0.21 0.15 0.17 0.10 0.19 0.13 0.19 0.01 0.06 0.06 

老挝 0.22 0.20 0.21 0.36 0.42 0.35 0.31 0.33 0.21 0.25 

缅甸 0.00 0.20 0.11 0.21 0.34 0.20 0.12 0.06 0.09 0.03 

 

表 3.8 2011-2020 年东盟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排名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越南 6 4 4 4 4 4 4 4 4 4 

印尼 5 6 6 7 8 8 8 7 7 7 

新加坡 2 2 2 2 2 1 2 3 3 3 

马来西亚 1 1 1 1 1 2 3 2 2 2 

菲律宾 3 3 3 3 3 3 1 1 1 1 

泰国 4 5 5 6 7 6 6 6 5 5 

文莱 8 9 8 9 9 9 7 10 10 9 

老挝 7 7 7 5 5 5 5 5 6 6 

缅甸 10 8 9 8 6 7 9 8 8 10 

柬埔寨 9 10 10 10 10 10 10 9 9 8 

 

3.5.3 创新研发环境 

在对创新研发环境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并确定各指标权重后，测算东盟各国

2011-2020 年东盟各国的创新研发环境，根据得分情况进行排序，评价结果如下表所示。 

近十年间，相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的波动情况，各国在创新

研发环境方面基本没有大幅的变化。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创新研发环境处于上游水

平，说明这些国家在政务服务与经济环境方面比较完善；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

第四、第五和第六位之间交替，创新研发环境的发展水平较为稳定；文莱、老挝、缅甸

与柬埔寨的创新研发环境存在相应的问题，这从侧面反映出现有的这四国在创新研发环

境方面存在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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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2011-2020 年东盟创新研发环境得分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越南 0.48 0.47 0.44 0.49 0.52 0.50 0.44 0.52 0.46 0.64 

印尼 0.31 0.45 0.53 0.46 0.55 0.59 0.73 0.78 1.00 0.82 

新加坡 0.99 0.98 0.95 0.97 1.00 1.00 0.97 0.95 0.96 0.94 

马来西亚 0.72 0.78 0.68 0.76 0.72 0.65 0.53 0.64 0.42 0.59 

菲律宾 0.12 0.29 0.37 0.43 0.44 0.41 0.34 0.43 0.36 0.42 

泰国 0.68 0.76 0.78 0.66 0.64 0.64 0.48 0.69 0.45 0.58 

文莱 0.01 0.01 0.01 0.01 0.02 0.03 0.05 0.05 0.05 0.06 

老挝 0.06 0.05 0.05 0.05 0.05 0.05 0.06 0.06 0.06 0.07 

缅甸 0.06 0.08 0.04 0.05 0.06 0.04 0.05 0.07 0.06 0.05 

柬埔寨 0.09 0.08 0.09 0.07 0.08 0.12 0.12 0.12 0.13 0.13 

 

表 3.10 2011-2020 年东盟创新研发环境排名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越南 4 4 5 4 5 5 5 5 3 3 

印尼 5 5 4 5 4 4 2 2 1 2 

新加坡 1 1 1 1 1 1 1 1 2 1 

马来西亚 2 2 3 2 2 2 3 4 5 4 

菲律宾 6 5 6 6 6 6 6 6 6 6 

泰国 3 3 2 3 3 3 4 3 4 5 

文莱 10 10 10 9 10 10 10 10 10 9 

老挝 8 9 8 8 7 8 9 9 9 8 

缅甸 9 8 9 10 9 9 8 8 8 10 

柬埔寨 7 7 7 7 8 7 7 7 7 8 

 

3.6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基于层次分析法 

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得分及排名之后，未能就东盟各国数

字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差异化程度进行分类，因此，本节基于前两节分析的结果采用 SPSS

系统聚类方法进行聚类。 

3.6.1 研究方法  

预先指定初始聚类数目 k 以及 k 个初始聚类中心，更新聚类中心位置，不断降低

类簇误差平方和，当 SSE 不再变化时，得到最终结果。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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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为数据对象，Ci 为第 i 个聚类中心，m 为数据对象的维度。SSE 计算公式为： 

( )
2

1

,
i

k

i

i x C

SSE d x C
= 

=
 

3.6.2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聚类结果 

 

表 3.11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聚类结果 

聚类种类 国家名称 

1 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 

2 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文莱 

3 老挝、缅甸、柬埔寨 

 

第一类为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三国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可以为数字经

济的发展提供支撑，并且政府对发展数字经济的支持力大，能够更好的运用数字关技术

不断加强其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第二类为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文莱，这四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相对第一类

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文莱的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并且这些国家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距离较近，根据空间影响效应来说，新加坡、

马来西亚、菲律宾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带动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文莱的数字经济进

一步发展。  

第三类为老挝、缅甸、柬埔寨。与第二类国家以及第一类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的差距较大，并且老挝、缅甸、柬埔寨收到资金、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三国数字

经济发展乏力。 

3.7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间演变分析 

上三节分析了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没有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时间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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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进行分析，本节将分析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间演变。 

3.7.1 研究方法  

1.极差。极差反映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情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max minR x x= −  

其中 R 为极差，Xmax与 Xmin分别代表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最高与最低值。  

2.标准差。标准差反映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平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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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代表东盟某 i 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值，X 表示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的平均值。  

3.变异系数。变异系数表示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偏离其平均发展水平的相对

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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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i 代表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差,X 为东盟十国数字经济发展的

平均水平。  

4.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表示东盟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均衡情况，其计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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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 为基尼系数值，|Xi - Xj|为东盟任意两个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值，n 为

东盟国家个数,X 为东盟十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 

3.7.2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演化  

本文采用绝对差异指标和相对差异两个指标来分析比较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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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绝对差异  

绝对差异用于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差异，如极差、标准差，因此本文将用极差和标

准差两个指标来分析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其结果如下： 

 

表 3.12  2011-2020年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极差与标准差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极差 0.9219 0.9135 0.8996 0.9020 0.9069 0.8807 0.8586 0.8864 0.7949 0.8759 

标准差 0.4902 0.4980 0.4952 0.5055 0.5158 0.4950 0.5040 0.5055 0.5025 0.5327 

 

从表和图中可以看到，2011-2020 年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差以较小的差异

逐年递增， 2011-2013 年的增幅均匀且波动很小，2019-2020 年的降幅最大；东盟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差在下降与上升之间来回波动，2011-2017 年下降、2015-2018 年

上升，、2018-2019 年下降、2019-2020 上升，但整体趋势下降。根据对东盟数字经济的

极差与标准差分析发现绝对差异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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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1-2020年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异 

 

（二）相对差异  

相对差异能够剔除时间变化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的影响从而弥补绝对

差异的不足，因此本文采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来衡量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

异程度，其结果如下所示。  

 

表 3.13 2011-2020 年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变异系数 1.8358 1.8071 1.8173 1.7805 1.7448 1.8181 1.7859 1.7803 1.7912 1.6897 

基尼系数 0.4904 0.4842 0.4678 0.4354 0.398 0.4142 0.4076 0.429 0.3792 0.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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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和图可得，东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趋势变化同步，呈

下降趋势，具体来看，变异系数近十年间下降 7.96%，基尼系数近十年间下降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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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11-2020年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异 

 

综上所述，首先，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但不同国

家之间各个维度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其次，东盟十国数字经济呈现集聚性发展，可以分

为三个梯度，第一梯度为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第二梯度为越南、印度尼西亚、

泰国和文莱，第三梯度为老挝、缅甸、柬埔寨，并且三个梯度发展水平依次递减；最后，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序差异演化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逐渐减小。除此之外，对

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优势各个国家应当继续保持，但我们应当进一步分析东

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进一步推动东盟数字经济的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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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4.1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4.1.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 

根据近十年东盟国家数字经济的综合得分以及综合排名情况，尽管东盟十国在数字

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呈现两极分化。除去

新加坡这类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数字数字

经济总体发展处于中等水平，而老挝、缅甸、柬埔寨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缓慢，甚至

有的国家出现发展倒退的情况。 

4.1.2 部分国家数字经济综合得分下降 

根据东盟各国的数字经济综合得分表我们发现，尽管新加坡的综合排名在东盟国家

当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其数字经济综合得分在某些年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综

合排名第二的马来西亚也面临这种情况。而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第一，

国际竞争加剧，随着东盟各国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积极投

资数字经济，加大了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的竞争力度，导致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放缓。

第二，政策制定未能及时调整，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政策制定不能及时调整跟上数字经

济发展的需要，就会限制数字经济的发展，导致数字综合得分的下降。 

4.1.3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异突出 

根据 TOPSIS 分析法的结果显示分国家来看，东盟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性

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已经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

金，积极推进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新加坡作为东盟地区数字经济的领跑者，已经在

宽带网络、5G网络和云计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泰国、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数

字而在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快速推进，正在逐步缩小和其他国

家之间的差距。但是老挝、缅甸、柬埔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化

程度较低，这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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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发展不平衡 

根据 TOPSIS 分析法的结果显示分国家来看，马来西亚、新加坡与菲律宾在信息技

术外向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先优势，这三个国家在 ICT 产品出口、ICT 服务出口以及高科

技产品出口方面具有技术和外贸上的优势；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处于中游水平，ICT 产品出口、ICT 服务出口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与前三个国家相比，

存在技术和外贸上的不足，但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不断增强；而文莱、缅甸老挝和柬埔

寨的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不足，从整体来看，这三国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在东盟各国中

最低，ICT 产品出口、ICT 服务出口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乏力，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短

期难以改变。 

4.1.5 创新研发环境有待改善 

根据 TOPSIS 分析法的结果显示，尽管东盟各国在创新研发环境方面变化不大，但

是部分国家的创新研发环境有待改善。首先，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创新研发环境较

高，说明这些国家在政务服务与经济环境方面比较完善；其次，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

律宾创新研发环境次之，在部分方面如政策支持与创新生态方面有待提升；文莱、老挝、

缅甸与柬埔寨的创新研发环境问题较大，如技术平台落后、未能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

政府支持力度不大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势必对这些国家的创新研发环境产生影响。 

4.1.6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异性较大 

根据层次分析法的结果我们发现，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水平梯度存在较大的差

异，不同梯队国家之间数字经济发展各不相同。一些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另一些国家如老挝、柬埔寨和缅甸，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仍处在初步发展的水平。首先，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是东盟数字

经济领域的第一梯队。在这些国家，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并且

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深入到了各个产业和领域。这些国家具有更加先进的数字基础设

施，包括广泛覆盖的网络和高速稳定的互联网连接，同时也有更加开放和创新的数字经

济生态系统。其次，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文莱的数字经济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

这些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在部分领域存在短板，例如人才缺失和创新能力方面。最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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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柬埔寨和缅甸的数字经济刚刚起步，与第一梯队国家相比这些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落后、数字人才匮乏、数字创新乏力。综述所述，不同梯度国家之间，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 

4.2 东盟发展数字经济的对策 

4.2.1 加强数字产业合作发展 

针对东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极不均衡的问题，我们需要加强政府间合作，推进

数字产业合作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需要东盟各国政府间积极支持和参与，东盟国家之间

需要加强合作，形成共同发展的格局。东盟政府间合作可以通过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

多边合作机制来实现，例如东盟十国共同制定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计划、加强技术合作等，

同时，制定相应政策，建立数字经济法规制度，提供政策和法规的支持，包括知识产权

保护、数据安全等，统一东盟数字经济市场的规则，提高数字经济的安全性和可信度，

为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由于东盟国家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数字经济

产业之间的合作发展仍然存在一定困难，因此，需要加强东盟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产业

交流和合作，鼓励跨国企业在东盟国家开展数字经济业务，共同推动数字经济产业的发

展，消除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4.2.2 加强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可以强化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优化政策环境来维持数字

经济综合得分处在较高水平。通过提高数字技能水平培养高素质的数字人才，包括技术

人员、数据分析师、数字化营销专家等。加强教育培训、鼓励企业投资培训等措施，提

高数字技能水平，增强数字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进一步

推动企业和政府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化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和创新，例如，推广智

能制造、数字金融、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可以出台更加开

放、灵活的政策，鼓励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例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市场准

入门槛、促进数字化跨境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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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首先，东盟各国应当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鼓励私人投资者、国际组

织和政府间贷款为数字基础设施提供更加多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收

入以及开展公共私人合作项目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其次，东盟各

国应该积极推广数字技术，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区块链等，这些技术可以提

高数字基础设施的效率和质量，降低数字经济运行成本，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机遇。

再次，东盟国家应该建立数字政策和法规，包括数字隐私、网络安全、数据保护和数字

知识产权，这些政策可以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和指导，确保数字化转型的合规

性和合法性。然后，东盟国家应当建立良好的数字治理体系，确保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

透明度和公正性，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保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最

后，东盟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分享经验和资源，建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机制，通

过共同合作，有效地解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异性，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4.2.4 强化数字产品出口 

首先，东盟国家应当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尤其是文莱、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家，

应当强化质量控制和认证，提高数字产品的竞争力。其次，东盟国家通过加强研发和创

新，推出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增强东盟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

通过开展市场开拓活动，推广东盟的产品和服务，拓展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再

次，东盟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服

务，提高东盟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最后，东盟通过加强品牌宣传和

推广，提高东盟国家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增强消费者对东盟国家产品和服务的信任和

认可。 

4.2.5 改善创新研发环境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研发环境支撑，研发环境则需要技术平台服务、数字人

才培养、创新生态、政策支持、产业生态以及资本市场的全面配合。新加坡、马来西亚

和泰国注重关键要素的提升，如技术平台的推广结合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利用这些技术为数字经济提供技术支持，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培养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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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满足数字经济的人才需求，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高等教

育、职业培训、企业内部培训等。打造创新生态，政府、企业、高校等各方面共同营造

一个创新氛围，鼓励创新创业，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政府出台税收、财政等政策，促

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政府、企业、高校等各方应该共同构建数字经济的产业链，

加强合作，促进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

与数字经济的发展。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需要借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创

新优势，弥补自身创新方面的短板。文莱、老挝、缅甸与柬埔寨则需要积极构建研发环

境，彻底改变创新领域的不足。 

4.2.6 加强东盟间合作，协同发展 

东盟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合作，改善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异性问题，

推动东盟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东盟各国可以通过加强电子支付系统建设投资建设高速

互联网基础设施；加强协调，形成一致的数字经济政策；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培养；

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经济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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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与对启示 

5.1 结论 

本文以东盟为研究对象，围绕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讨论，这是对特定区域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研究的补充，弥补了当前研究中的不足，同时为我国以及东盟发展数字经

济提供了相应的参考。本文借助前人研究对数字经济的内涵进行界定，并以此为基础对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东盟数字经济在发展基础、发展规模、产业结

构、国别布局、外向型程度、国际竞争力几个方面均不断进步，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区域

加速融合的特点，但是，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关于东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

外向竞争力以及创新研发环境这三个衡量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关键指标的研究仍然

不充分，因此，本文建立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对这三个关键指

标进行研究，采用熵值法、TOPSIS分析法对 2011至 2020年东盟十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进行综合得分及排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

分类，采用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四个指标分析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时序

差异演化。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根据 2011至 2020年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来看，东盟十国在数字

经济各相关指标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其中，菲律宾综合指标上升趋势最为明

显，由 2011的 0.223 上升至 0.434。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数字经济发展不

俗。尽管这几个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数排名并不高，但在 2011至 2020年间数字

经济综合发展指数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长，达到中游水平。老挝、缅甸、柬埔寨在东

盟十国当中历年数字经济综合指标都处垫底水平，增长速度缓慢，甚至有的国家出现发

展倒退的情况。其次，通过聚类分析结果初步可得，东盟十国数字经济呈现集聚性发展，

自东向西大致分为三大类，且发展水平依次递减，第一类为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

第二类囊括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文莱，第三类包括老挝、缅甸、柬埔寨。最后，

通过时序差异得出，2011 至 2020 年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差以较小的差异呈现

逐年递增变动；而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差呈现整体下降的曲折趋势态势。东盟数

字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趋势变化同步，与绝对差距相比，相对差距同

样呈现下降趋势。整体上各年份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正逐步减少。从

具体来看，变异系数 10年间降幅达到 7.96%，基尼系数 10 年间降幅达到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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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结论可以得出东盟数字经济发展面临以下问题：第一，东盟数字经济总体

发展水平极不均衡；第二，东盟部分国家数字经济综合得分呈现下降的趋势；第三，东

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差异性突出；第四，东盟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发展不平衡；第

五，东盟创新研发环境有待改善；第六，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异性较大。通过

以下措施可以解决东盟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问题：第一，加强政府间合作、推

进数字产业合作发展；第二，加强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优化政策环境；第三，加大数

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引导；第四，强化数字产品出口，加强信息技术

外向竞争力；第五，积极改善创新研发环境；第六，东盟各国应当加强合作，协同发展。 

与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与现有研究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从相同点来看，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性较大、发展极不平衡。从不同点来看，首先，本文解释了东盟

部分国家数字经济综合得分下降这一现象，其次，本文对东盟数字经济的研究进行细化，

从数字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创新研发环境的角度来分析东盟数字经济发展

的差异性，最后，对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梯度差异进行了分析。当然，本研究也存

在相应的欠缺，由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数据仅更新到 2020 年，我们未能对

2021 和 2022 年的情况进行研究，今后本人需要对数据库的最新数据进行分析，确保本

文的结果更加客观合理。 

5.2 对我国的启示 

东盟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全球范围内备受关

注的热点话题。中国作为东盟的重要合作伙伴，也应该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吸取有益的经验，加快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数字经济的质量和水平。本文借鉴东

盟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东盟类

似，包括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基础设施地区差异大、信息技术外向竞争力不强、

创新研发环境有待提升。 

首先，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第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过

程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较为成熟，而中西部地区和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地区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导致数字经济资源的不合

理配置，进而制约中国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第二，产业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涉及到

多个领域，包括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在这些领域中，电子商务、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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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比较快速，而一些产业则比较滞后，导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不平衡；第

三，数字人才分布不平衡，当前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高端人才相对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和

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和一些偏远地区则缺乏高素质人才，这种人才分布的不平衡会

制约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第四，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较

为成熟，而农村和贫困地区则相对落后，导致数字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其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一，城乡差距较大，城市数字经济设

施建设相对较好，而农村地区数字经济设施建设滞后，基础设施不足，网络覆盖不全面，

导致数字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第二，产业支撑不足，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数字经济产业

的支撑体系不够完善，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三，技术标准不统一，我国目前数字经

济相关的技术标准尚不完善，不同地区和企业采用的技术标准存在差异，阻碍了数字经

济设施的互通互联。 

再次，信息技术产业的外向竞争力发展存在的问题。第一，产品结构单一，我国信

息技术产品出口结构比较单一，缺乏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数字产品的出口。第二，国

际市场营销能力不足，我国在国际市场营销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市

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最后，数字经济创新研发环境存在的问题。第一，创新投入不足，虽然我国在数字

经济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国数字经济的创新投入仍然偏低，导致数字经济发展

的速度和质量受到限制。第二，人才短缺，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高端人才短缺，限制

了数字经济的创新能力。第三，创新机制不够灵活，我国数字经济的创新机制相对来说

还不够灵活，创新速度偏慢，创新成果转化率也不高。第四，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我

国数字经济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仍有待提高，知识产权纠纷不断，阻碍了数字经济创新

的发展。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国应当促进数字经济全面发展、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加

强数字产品的创新研发、加大数字经济的创新投入。首先，加强政策引导，通过优化数

字经济发展环境和产业结构，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促进数字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其

次，加大数字经济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强政策引导，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立

数字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数字经济设施的全面升级和发展，同时，加强技术标准

的研究和制定，推动数字经济设施的互通互联，提高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覆盖面。再次，

加强数字产品的创新研发，拓展产品结构，推动数字产业向高端、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

量的方向发展，同时加强国际市场营销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促进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在国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45 

 

际市场的竞争力。最后，加大数字经济创新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加大数字经济创新投入，

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建立和完善数字经济创新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数

字经济创新成果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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