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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

共同富裕开始进入扎实推进的实质性发展阶段的同时，数字经济也成为经济增长

的新动能，当前我国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数

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以及广覆盖性的特点，兼具创造财富和共享财富

属性，高度契合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成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利的技术

条件。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要将数字经济作为重要抓手。深入研究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并明确其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这对于中国进入“十

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定性分析了数字经济对

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并提出相应假设，基于共同富裕的内

涵运用熵权法对共同富裕子系统进行赋权，并通过 IHDI 构造思路，综合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Kernel 密度估计、全局和局部 Moran’I 的方法分析了

当前我国共同富裕发展现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273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

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计量模型对文章所提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①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城市共同富裕发展水

平好于中西部城市，但中西部城市的年均增长率高于东部城市，形成“良性追赶”

的态势，使得东中西间的差距不断缩小。②地区间的差异是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差

异的主要来源，在组间差异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最大，而中部和东

北部的差异最小；③共同富裕密度曲线不断右移，表明我国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

高，全国和东部地区出现侧峰，说明存在两极分化现象；④从莫兰指数可以看出

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⑤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的推动共

同富裕的发展；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提

高城市创新能力以及提升创业活跃度，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⑥数字经济赋

能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扶贫政策异质性及资源聚集异

质性，其中东部地区的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2018-2021 年间的效应高于 2013-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研究 

 

 

2017 年间效应，含贫困县城市的效应低于不含贫困县城市的效应，五大城市群

城市的效应高于非五大城市群的效应；⑦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存在“马太效应”，

即共同富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果越强。⑧数字经济

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关键词：数字经济 共同富裕 统计测度 时空演变 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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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oal of modernization, 

and strive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at common prosperity has entered a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stage 

of solid progress, digital economy has also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At present, the main challeng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is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t is 

highly in line with the goal and requirement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has become a favorable technical condition for solid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digital economy should be taken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In-depth research on how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and clarifying its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ente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brings digital economy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to the 

same analytical framework, qualitatively analyzes the direct effect,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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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d spatial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hypotheses.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uses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empower the 

common prosperity subsystem, and constructs ideas through IHDI.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its decomposition,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global and local Moran's 'i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73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1, this paper 

uses quantitative models such as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mediating 

effect model, panel quantile model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test the 

hypothese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①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China is on 

the rise as a whole. ②The difference among regions i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differe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China. In the difference 

among group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largest, wh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is the smallest; ③The common prosperity density 

curve keeps shifting to the right, indicating that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our country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there are side peaks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eastern region,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④It can be seen from Moran index that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has obvious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⑤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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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Moreover, digital econom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ities and enhancing the activity of 

entrepreneurship. ⑥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ime 

heterogeneity,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eterogeneity and resource 

aggregation heterogeneity in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digital economy. The utility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effect from 2018 to 2021 is higher than 

that from 2013 to 2017, and the utility of cities including poor counties is 

lower than that of cities without poor counties. The utility of the big F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big Five urban 

agglomerations.⑦The Matthew effect exists in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digital economy, that i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stronger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common prosperity is. ⑧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Keywords：The digital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 Statistical measur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An Empir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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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本节主要从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两个方面出发，研究背景主要介绍了共同富

裕的现实背景、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研究

意义从理论意义和应用意义两方面进行阐释。 

1.1.1 研究背景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并且我国收入的基尼系数仍处于 0.47，超过国际警戒线，反映出我国仍

存在较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其成为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绊脚石”，因而在实

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应当坚持富民优先和公平分配，着力缩小收入差距。自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在二十大报告中更是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包

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035 年远景目标包括“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采取多举措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下，共同富裕渐行渐近。 

面对如今国内外复杂的局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数字经济仍展现出

强劲的活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0.2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5%，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数字经济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

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成为经

济增长的新动能，与此同时共同富裕开始进入扎实推进的实质性发展阶段，在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指出数字化方式有效打破时空阻隔，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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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让广大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当前我国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挑战

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以及广覆盖性

的特点，兼具创造财富和共享财富属性，高度契合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成为新

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利的技术条件，且《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

中明确提出数字经济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因此数字经济是推进共同

富裕实现的重要引擎，厘清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对我

国“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1.1.2 研究意义 

数字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

富裕具有关键作用。故而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意义。在理论层面，

首先通过构建中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为量化研究共同富裕目标的实

现提供了新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知晓当前我国共同富裕的发展现状。其次，

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下，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内

在机理，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共同富裕发展的相关经济理论，

厘清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可以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

导。 

在应用价值方面，通过采用各城市面板数据，能够准确测算城市的共同富裕

发展水平，找到各城市发展的短板，为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政策提供依据。根据

不同地区和城市在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影响上的不同表现，提出有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城市发展差距的缩小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同时，从多方面

多渠道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民营经

济发展水平、城市创新能力及创业活跃度等角度，探究数字经济对它们的影响，

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从而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和改进方向，以最大程

度发挥数字经济在赋能共同富裕方面的效应。 

1.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界关于二者的研究呈现指数性增长，本文将从共同富裕的相关研

究、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及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并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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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进行述评。 

1.2.1 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重要表现，其核心思想起源于马克思，经过

中国共产党不断的思考与探索，在新时代下，共同富裕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和完善。当前，学界对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测度以及实现路径展开了广泛的研

究。 

（1）共同富裕的内涵研究 

共同富裕是富裕基础上的“共同”，共同目标下的“富裕”(李实，2021；周

文和施炫伶，2022；梁炳辉，2023)，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来看，“共同”体现过程和结果状态，“富裕”表示物质、精神、生态、政治等方

面良好（李金昌和余卫，2022），“富裕”体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共同”界定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性质（周文和何雨晴，2022）；从共同富裕的覆盖范围和性

质来看，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

一的平均主义（习近平，2021），更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富裕，而是建立在全体人

民富裕基础上有合理差别的普遍富裕(李军鹏，2021)；从共同富裕的发展来看，

共同富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李金昌和余卫，2021；陈伟宏，2022；徐鹏杰等，

2023)，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齐红倩和张佳馨，

2022；柳毅等，2023)；从共同富裕所包含的层面来看，新时代共同富裕是物质生

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裕以及生态文明富裕三者的有机统一(张占斌和毕照卿，2022；

刘培林等，2021；裴长盛，2023)；从共同富裕的建设来看，共同富裕是共建共享

的(杨文圣和李旭东，2022；周泽红和李雪艳，2023)，是通过全体人民辛勤劳动

创造的，不是“福利主义”的“懒汉”富裕(陈伟宏，2022)，是拒绝搭便车行为

的。总之，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由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最终达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这种富裕涵盖生活、精神、生态文明等方面，是建立在

合理差别上的富裕。 

（2）共同富裕的测度研究 

对于共同富裕的测度，学界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主要包含以下几种测算思路：

一是通过构建单一指标来对共同富裕进行衡量，如通过人均收入(苏红键，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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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GDP(万广华，2022)等，但这仅仅衡量了共同富裕中富裕这一视角，并没有

反映出共同这一水平且只体现出物质富裕；二是构建综合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

来衡量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有学者直接从共同和富裕两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刘

培林等，2021；金正连，2022；向云等，2022；彭刚等，2023；冯苑和聂长飞，

2022)，虽然学者们从共同和富裕两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但采用的二级指标均

有差异，也有学者在这两维度的基础上加入制度保障（王军等，2023）、弱势保

障（徐菁，2022）；同时，由于共同富裕具有丰富内涵，学者们多角度对共同富

裕进行了测算，如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陈丽君等，2021；韩亮亮等，

2022；杨筱明，2023)；基于生产效率、总体富裕、成果共享 (郭卫军和张衔春，

2023)；从经济质效并增、发展共建共享、社会民主、民生福祉、生态宜居（王青

等，2023）等来对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也有学者基于 CHFS 微观数据从

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及社会共享(张金林等，2022)等来构建指标体系衡量微观群

体的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 

（3）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研究 

就实现路径而言，学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主要观点有：一是由于社会主义

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故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来促进共同富裕(逄

锦聚，2021)；二是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的“三轮”驱动(唐

任伍等，2022)，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制度力量、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等(袁媛，

2022)，以此使地区平衡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李实，2022)；三是到了新时代，要

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高质量发展以及还权赋能三个角度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韩文龙和蒋枢泓，2022)，且共同富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将

共同富裕贯彻到高质量发展的每一个领域当中(李培林,2021)；五是以益贫式增长

实现共同富裕(范从来，2017)，需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巩固共同富裕的重要

基础(周文和施炫伶，2022)；最后，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多学者从理论与实证的

角度认为数字经济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有促进作用(夏杰长和刘诚，2021；向云

和陆倩，2022；柳毅等，2023)。 

1.2.2 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 

数字经济首先由Don Tapscott(1996)提出，最初被理解为新经济或知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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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信息时代后，数字经济被理解为以数字化信息为核心生产要素，以信息技术

和网络技术为支撑，实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方面融合的经济活动或新兴

经济形态（刘军等，2020）。关于数字经济的测度，目前学界学者对其的测度主

要分为两类：一是直接法，即通过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论，直接估计数字经济的规

模（胡甲滨等，2022）。学者们主要基于数字经济的产出效率，利用生产法（洪

兴建，2019）、增加值模型（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及投入产出法（李研，2021）

等直接测度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二是对比法，即采用多维度指标体系，得到数

字经济发展的相对情况（徐清源等，2018），学界普遍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构建

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综合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王军

等，2021），从数字经济的定义出发，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

业化这三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向云等，2022；李英杰和韩平，2022），随着数

字经济与生产生活的不断融合，在数字经济内涵定义的基础上，学者们对其指标

体系不断丰富，加入数字技术应用（汤渌洋等，2023）、数字化交易及数字化媒

体（易明等，2022）、数字服务能力（程筱敏和邹艳芬，2022）以及数字发展环

境（李健等，2022）等来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三是张勋等（2019）及刘维林

和王艺斌（2022）直接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1.2.3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研究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数字经济可以从

多维度、多方面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由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以数字

经济为核心，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模式（Hukal P，2020），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动力（张少华和陈治，2021；杨文溥，2022）；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就业，缩小

城乡差距，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在提高社会福利、促进社会

分配公平方面也有着积极作用（夏杰长和刘诚，2021；Zhou.,2021），可见数字经

济的发展不仅能够做大“蛋糕”，而且还能分好“蛋糕”。 

在做大“蛋糕”方面：数字经济能够缓解流动性约束与缓解融资约束（贺唯

唯和侯俊军，2023），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韩亮亮等，2022），为财富的创造奠

定基础；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向海凌等，2023）、提升制造业生产率（涂磊

等，2023）、提高外贸竞争力（姚战琪，2022）等有着积极作用，加速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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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同时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绿色发展（邹静等，2023），优化社会生态环境；

数字经济能够满足人们的多样化个性需求（林贤明和李建平，2022），促进物质

富裕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周文和施炫伶，2023）；数字技术能够增强国家治

理能力（崔开昌等，2023），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并且社会通过数字化治理，能

够优化公共服务质量（鲍鹏程和黄林秀，2023）。可见，数字经济在做好“蛋糕”

方面展现出强大的潜力。 

在分好“蛋糕”方面，主要目标是让发展成果更好的惠及全体人民（蒋永穆

等，2023），而目前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协调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大阻力。但

数字经济发挥出的普惠效应和溢出效应（向云等，2022），能够加速社会资源在

城乡间、不同地区流动（严宇珺和龚晓莺，2023），从而优化城乡要素配置（彭

刚和高劲松，2023），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林松等，2023）及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叶堂林和王雪莹，2023）提供新机遇。 

同时学者们对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展开了广泛研究，提出数字

经济能优化产业结构（王军和罗茜，2023；向云等，2022）、提升创业活跃度（韩

亮亮等，2022；惠献波，2023）、优化资源配置（杜宏巍，2022；樊梦瑶和张亮，

2023）、提高就业质量（石薇等，2023）等来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最后，学者

们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提出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效应（韩亮

亮等，2022）及空间溢出效应（柳毅等，2023；杨水根和王吉，2023）。 

1.2.4 文献述评 

综上，学者们围绕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的内涵、测度等问题展开广泛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且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基本达成共识，但仍

存在以下研究空间：一是对于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尚未统一，且测度多以省

级数据为基础，对城市层面的研究较少；二是目前对于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

研究，多集中于理论研究和省级视角层面，定量研究仍有完善空间；三是数字经

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可以影响经济社会的各方面，故而目前关于数字经济

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路径研究仍存在较大研究空间。基于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研

究基础上，从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出发，构建了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并基于我

国城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各城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丰富了对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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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实现程度的量化研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定量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

的赋能效应，基于人力资本水平、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创新能力以及创业活

跃度的视角，探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丰富了数字经

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将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在定性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

同富裕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假设；基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构建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并进一步探究共同富裕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

的来源及空间相关关系；基于 2013 年至 2021 年全国 273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

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

探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

建议。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的提出，共同富裕

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及现状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以及政策

建议的提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研究假设的提出。（1）从定

性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共同富裕中“共同”和“富裕”两大维度的理论

基础，探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直接效应；（2）从人力资本水平、民营经

济发展水平、城市创新能力以及创业活跃度 4 个角度出发，探究数字经济影响共

同富裕的间接效应；（3）从资源禀赋论出发，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因

区域、时间、资源聚集等的不同而存在的异质性；（4）由于数字经济及共同富裕

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性与相关性，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 

第二部分是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及现状分析。（1）基于共同富裕

中“共同”和“富裕”两大维度，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2）在运

用熵权法对共同富裕各子系统赋权的基础上，运用 IHDI 构造的思路，测算出各

城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3）为了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发展现状，本文基于测度

的结果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探讨共同富裕区域差异及差异的来源，利用

Kernel 密度估计分析共同富裕全国及各区域的动态演进趋势，全局和局部 Moran’

s I 的方法解析共同富裕的空间相关性及聚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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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1）计量模型的设定及变量

的选取，并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2）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

直接影响作用，并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3）从

区域、时间段、资源聚集等不同角度进行异质性检验，检验数字经济赋能效果是

否具有异质性特点；（4）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

水平、民营经济发展、城市创新能力及创业活跃度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5）

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验证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 

第四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的提出。（1）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进一步

梳理文章的实证脉络、融汇全文，系统分析总结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共同富裕

的主要研究结论。（2）在通过总结归纳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厘清数字经济赋能共

同富裕的动力机制及各区域发展特性，进而提出适合各城市发展的科学合理有效

的政策建议。在上述主要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本文的思路框架图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思路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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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文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 

第一，共同富裕评价体系的拓展和补充。现有研究对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提

法各异，但内涵趋同，不同测度方法所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以共同富裕内

涵特征为基础，从共同富裕的共同度和富裕度出发，充分考虑物质富裕、精神文

化、生态文明、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及区域差异等重点问题，构建共同富裕发展

评价体系；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中国 273 个城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 

第二，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理论框架的深入和完善。现有研究对于数字经

济赋能共同富裕多从定性视角进行分析，且机理阐述不够全面。故本文从人力资

本水平、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创新能力及创业活跃度等视角出发，探索数字

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丰富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并通过

实证对机制路径进行检验。 

第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从多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

裕的赋能作用，通过异质性分析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区域、时间、

资源聚集以及扶贫政策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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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引擎，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生产

力、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数字

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本章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

的理论基础，定性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本章由数字经济赋能

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研究假设两大部分组成。 

2.1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

方面（薛启航等，2022）。就数字经济表现出强大的“做大蛋糕”动力机制方面

而言，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加速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首先，数

字经济本身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能够快速地实现财富

创造与积累，对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向云等，2022）；其次数

字经济能够发挥协同效应使得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并且利用以数字经济为

核心大数据对生态环境进行动态分析，构建生态环境服务型科技创新体系（段永

琴等，2021），同时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网络文学、网络视听等比工业经济更能

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欧阳日辉，2022）；最后数字经济能够作用于劳动力

市场与社会保障发展产生关联性，促进社会保障的发展（李文秀和柯晋，2022）。

由此数字经济能够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总体富裕水平。 

就数字经济表现出强大的“分好蛋糕”共享机制方面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具

有明显的普惠效应和溢出效应，有助于缩小不同维度发展差距。首先，随着数字

技术的不断推广，数字红利使大多数人受益，有助于实现均衡性增长（梁东亮和

赖雄麟，2022），尤其能够使农村以及偏远城市受益，因为得利于数字技术，使

得人才、技术、知识突破时空限制，便利了区域间的流动，使人人都有机会学习

新技能和新知识；其次，数字经济使得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服务得到合理分配，

在互联网时代，使得信息获取成本和行业准入门槛都处于较低水平，进一步便利

了农村居民参与经济活动，使得农村居民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还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收入差距。因而，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全面问题，进而推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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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富裕。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经济能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发展。 

2.2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间接影响 

2.2.1 数字经济、人力资本水平与共同富裕 

就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而言：第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业态、新模式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促使人们不断学习新技能和知识。在这

种情况下，通过“干中学”和“再教育”的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成为必然

趋势，以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陈南旭和李益，2022）；第二，数

字经济促进了教育的投资，数字化和网络化降低了教育投资的成本，提高了教育

投资的回报率，同时这也增强了学习的便利性，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得人力资

本的结构不断得到优化（王冬梅等，2023）。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便利了人们

对于技能和知识的学习，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使得人力资本水平不断得到提

升。就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而言：首先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为科技、医疗、教

育、文化等各行业提供了高素质人才，能够树立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且

人才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变量，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基本要素（陈

丽君和傅衍，2023）；其次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将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而生

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是衡量共同富裕的物质尺度（周泽

红和郭劲廷，2022），同时人力资本的提升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会产生积

极的影响，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据此提出以下

假设： 

H2a：数字经济能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2.2.2 数字经济、民营经济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 

就数字经济与民营经济而言：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帮助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

束的难题，由于民营经济大多是中小企业，抵押资产以及信用水平不足，难以获

得足够的金融支持，而数字经济借助于大数据、移动支付等技术有效的缓解了这

一难题（刘苹，2022），使得民营经济体扩大了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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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等，2023）；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提升民营经济体的运行效率（郑金辉等，2023），

数字技术搭建的平台有助于民营企业匹配供需信息，更快捷的找到所需的服务，

同时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电子商务、大数据及直播销售等模式，能够缓解信息不

对称、施行精准匹配以及减少流通环节，从而能够降低商品成本及价格（刘苹，

2022）。总之数字经济缓解了民营经济面临的融资困难以及管理低效的难题，更

好的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民营经济与共同富裕而言：首先民营经济是高质

量发展的推动力量，它不仅能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为财富的积累创造良好的

条件，同时从数据上看，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成分（周

文和司婧雯，2023）；其次民营经济有着社会主义较高的生产力，他们在追逐利

润最大化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技术，不断使自己的劳动生产力在劳动力价值、科学

技术等层面均有显著提升，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马艳等，2022）。最后，中国

的民营经济体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依据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其发

展能够缩小收入差距、稳定宏观经济（魏杰和施戍杰，2014）。民营经济已然成

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能提升经济社会的富裕度，提高城乡、区域的共

同度。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b：数字经济能通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2.2.3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能力与共同富裕 

就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而言：数字经济作为全新的经济形态，对城市的创新

系统有着全面的影响（马化腾等，2017）。首先数字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其

孕育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以数字技术为核心，这些技术能拓宽城市创

新的宽度，使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不断推动新型技术成果的产生和转换

（周霞等，2023），为城市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数字经济搭建的数字平台，

为各类创新提供了沟通的桥梁，使得创新不再是单个主体的 “独角戏”，政府、

个人也能加入到创新系统中，加大了创新产出的可能性、极大的提高了技术研发

的效率（葛立宇等，2022），同时数字经济具有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特点，能

打破创新活动的时空限制，使得创新场景变得丰富和多元（Constantinides P，

2018）。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能拓宽城市创新的宽度，还能扩展城市创新的深度。

就城市创新与共同富裕而言：首先城市创新是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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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能够将落后低糜的传统产业转换先进的数字产业，优

化城市的经济支柱，使得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杨卫丽等，2021），

其次创新不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同样也是发达国家经济体远超其它国家

的主要原因（杨水根和王吉，2023）；最后围绕创新布局城市产业链，才能壮大

发展新动能，创新成果的涌入才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之，创新为当前

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中，创新水平必将承担重

要的角色。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c：数字经济会通过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2.2.4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 

就数字经济与创业活跃度而言：第一数字经济能够丰富创业资源，一方面数

字技术使得竞争弱势以及发展前景差的产业退出市场，从而释放出大量的生产要

素，另一方面，借助于数字经济搭建的平台，能够为创业主体提供向优秀企业学

习的机会，使经济系统中的资源得到充分的融合，增大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惠献

波，2023）；第二由于创业初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对于创业初期的人们，

没有足额的抵押物，导致其难以得到传统金融的支持，而数字经济的出现，恰好

解决了这一难题，不仅能为创业者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还能通过大数据平台记录

创业者的信用水平，以便利创业者再次获取融资；第三数字经济能够优化城市的

营商环境（赵晓阳和衣长军，2022），一方面数字监管系统的出现，有效的杜绝

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为各创业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另一方面通

过数字技术能够缓解信息的不对称，帮助创业者甄别合作者及识别顾客的需求。

总之，数字经济能够丰富创业资源、缓解融资约束以及优化营商环境，从而推动

创业活跃度地提升。就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而言：首先创业在减贫方面具有强

大的动力（斯晓夫等，2020），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创业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收

入，还能缩小城乡差距（杨水根和王吉，2023）；其次，创业主体能够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创造大批工作岗位，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进而推进初次分配的公平

性（张金林等，2022），有助于缩小各群体间收入的差距；最后，创业是经济增

长的内生动力（赵涛等，2020），高质量的创业能够在较短时间创造较多财富，

同时高质量的创业会引致创新的出现，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夯实共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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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物质基础。创业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新价值，能够增强富裕度，提高共同度。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d：数字经济会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2.3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不仅会对本地区共同富裕产生影响，还会推动邻近及周边地区共同

富裕的发展，数字技术一方面能够突破空间的限制，产生聚集资源要素的动态空

间效应（徐星等，2023），另一方面还会强化城市间的空间关联性，推动各城市

间的相互协作，利于形成“以强带弱”的模式（邓慧慧等，2022）。首先教育与

数字技术的结合，产生知识溢出效应（王玉洁等，2023），以在线教育为代表的

教育数字化，使得偏远地区的人们也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促进教育的公平性，

能显著增强偏远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马凤岐和谢爱磊，2022），进一步为本地

区及周边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电子商

务的蓬勃发展，不仅弱化了空间的限制，在推动区域间商品快速流动的同时，还

能降低购物成本及获取商品信息成本（杨水根和王吉，2023），为本地区及周边

城市物质财富的创造提供巨大的助力；最后数字经济弱化了各地区企业间由地理

距离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衰减规律，便利了市场各主体向优秀企业的学习、模仿，

以此降低各区域间发展差距，同时数字经济能够助力各市场主体形成产业大联盟，

实现各主体间资源优势互补（鲁玉秀等，2021），在技术合作方面产生溢出效应。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助推教育、商品零售以及技术等方面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进而

形成以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实现格局。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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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及现状分析 

本章基于已有研究，赋予共同富裕相应的统计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合

理有效的评价体系，基于测度结果对我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进行时空演变分析及

空间相关性分析。 

3.1 共同富裕水平测度 

3.1.1 共同富裕测度的内涵 

共同富裕是富裕基础上的“共同”，共同目标下的“富裕”(李实，2021；周

文和施炫伶，2022；梁炳辉，2023)，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因此理解共同富裕应当

从“共同”和“富裕”两大关键词出发。对于 “共同”的理解，共同强调的是

过程和结果的状态（李金昌和余卫，2022），它是由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由低到

高、循序渐进的过程（洪银兴，2022；刘培林等，2021），是由先富带动后富，

收入分配结构更加合理的过程，是动态向前、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过程（李

金昌和余卫，2022），共同不意味着同等富裕、平均主义（刘培林等，2021），而

是差别有序的富裕（张占斌和吴正海，2022）。对于“富裕”的理解，它是以物

质富裕为基础，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强，为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前提和保障。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富裕”被重新定义，不仅包含经济方面的富裕，还包

含精神文化丰富多样、生态文明宜居宜业、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普惠普及（李金

昌和余卫，2022；周文和施炫伶，2022；邵宜航和游杰，2023），能够充分满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综上，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演进、循序渐进的过程，由全体人民群众共建共

享，最终实现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种富裕涵盖生活、精神、生态文

明、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时这种富裕不是同步富裕、更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建立

在合理差别上的富裕。 

3.1.2 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基于共同富裕的内涵，本文从共同富裕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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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子系统和共同度子系统出发，构建评价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具体表

现为： 

（1）富裕度子系统，对于城市“富裕水平”的衡量不应当仅仅涵盖物质生

活富裕，而应当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城

市的生态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中来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在构建指标体系时，

应当充分考虑物质富裕、公共服务、精神文化、生态环境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向

云等，2022；李金昌和余卫，2022；刘培林等，2021）。其中物质富裕是衡量富

裕水平的基础，衡量一个城市物质富裕应当包含恩格尔系数、人均 GDP、GDP

增长率及工资水平（张旺，2023）。在物质富裕的基础上，应当保证生态文明、

精神文化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协同发展，均达到较好水平。在对于生态文明的

衡量，评价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良好程度，应当从其公园的建设面积以及为了经济

生产而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等方面进行衡量，故借鉴郝云平和张兵（2023）以及陈

丽君等（2021）的研究，从人均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率及单位 GDP

排放反映生态文明水平；当地的文化资源及教育投入越多，那该城市的精神文化

将越富足，在借鉴傅才武和高为（2022）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每百万人人均图书

量、人均教育支出及博物馆数对精神文化进行度量；在公共服务方面，人民群众

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出行是否便利，本文

在向云等（2022）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人均执业医师数、每百万人拥有医院数、

每千人实有公共汽车运营车辆数对公共服务进行评价；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对经

济社会发展起着 “安全网”的作用（崔开昌和吴建南，2023），借鉴郝云平和张

兵（2023）的研究，选取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各占人口数比重来对社会保

障体系进行衡量。 

（2）共同度子系统，评价一个城市共同度水平应当从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

两方面进行衡量（杨文圣和朱叶，2022），而在发展差异、收入差距及公共服务

差距中，最重要的是收入差距（李实，2022），故本文借鉴彭刚等（2023）的研

究，采用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泰尔 T 指数来衡量城乡差异，由于城市内各区县人

均可支配收入缺失严重，夜间灯光数据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及地区间发展差距等方

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郭峰等，2023；陈洪章等，2022），本文采用夜间灯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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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为各区县收入的代理变量，于是本文采用各县市区 DN 均值的泰尔 T 指数

来衡量区域差异。 

基于上述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具体表现，构建了由富裕度和共同度组成的 2 个

一级指标，包含物质富裕、生态文明、精神文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城乡差

距及区域差距等 7 个二级指标，以及由 21 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本文选

取全国 273 个地级以上城市①，时间跨度为 2013-2021 年，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Wind 数据库、CNRDS 数据库以及 CEIC 数据库等，部

分缺失值首先通过统计公报进行填补，如仍有缺失，运用均值法和线性插值法进

行填补。指标体系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方式 指标属性 

富裕度 

物质富裕 

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消费总支出 - 

人均 GDP GDP/人口数 + 

GDP 增长率 GDP 增长率 +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工资总额/在岗职工数 + 

生态文明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公园绿地面积/人口数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污水集中处理率 污水集中处理率 + 

单位 GDP 三废排放 三废排放总量/GDP - 

精神文化 

每百万人人均图书量 图书馆藏书量/人口数 + 

人均财政教育支出 财政教育支出/人口数 + 

博物馆数量 博物馆数 + 

公共服务 

人均执业医师数 执业医师数/人口数 + 

每百万人拥有医院数 医院数/人口数 + 

每千人实有公共汽车

运营车辆数 

年末实有公共汽车数/人口

数 
+ 

社会保障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占

生产总值的比重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GDP +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占人口数比重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

口数 
+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数占人口数比重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

口数 
+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

人口数比重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人口数 + 

共同度 城乡差异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

泰尔 T 指数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泰尔 T

指数 
- 

 
① 由于测算共同富裕共同度中区域差异，需用到各城市县市区的 DN 值，部分西部城市该数据缺失严重，

故而本文使用城市样本 27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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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方式 指标属性 

 区域差异 
各县市区 DN 均值的

泰尔 T 指数 

各县市区 DN 均值的泰尔 T

指数 
- 

3.1.3 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方法 

为了避免主观赋权的弊端，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

重。熵权法确定权重的计算过程如下： 

（1）数据的标准化与非负化处理。为了消除变量因量纲差异而不可比的问

题，采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同时为了避免标准化后，指标取值

为 0 的情况，在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加上 0.00001。计算公式为： 

   

min
0.00001

max min

max
0.00001

max min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X X
X

X X
Y

X X
X

X X

−
+

−
= 

− +
 −

（ 为正向指标）

（ 为负向指标）

        （3.1） 

式中， ijX 表示城市 i 的第 j 个指标的原始测度值， ijY 表示在标准化和非负化

后的测度值，min ijX 和max ijX 分别表示 ijX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2）计算信息熵确定权重。基于标准化后的测度值，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

以确定权重。计算公式为： 

对指标进行权重变换： 

                  

'

1 1

ijk

ijk m n

ijki k

Y
P

Y
= =

=

 
                          （3.2） 

计算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
jE ： 

          
1 1

1/ ln( ) ( ln )
m n

j ijk ijki k
E n P P

= =
= −                        （3.3） 

得到指标权重
jW ： 

                    
1

(1 ) (1 )
m

j j j

j

W E E
=

= − −                     （3.4） 

在确定各指标权重的基础上，计算共同富裕各子系统的得分，即富裕度水平

（ Enrich ）和共同度水平（Common ），设富裕度中各子系统得分为 ijS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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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j ijS W Y=  ，则富裕度水平
1

n

i ij

j

Enrich S
=

= ，设共同度中各子系统得分为 ijA ，

ij j ijA W Y=  ，则共同度水平
1

n

i ij

j

Common A
=

= 。参考 IHDI 构造与吕光明等（2022）

和彭刚等（2023）的做法，构建共同富裕指数CP Enrich Common=  。 

3.2 共同富裕的现状分析 

本节在测算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首先对测算结果进行排序分析，其次运

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探究共同富裕各区域的差异及差异的来源，利用

Kernel 密度估计分析共同富裕动态演进趋势，全局和局部 Moran’s I 的方法解析

共同富裕的空间相关性及聚集性。 

3.2.1 共同富裕测度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对中国 273 个地级以上城市 2013-2021 年共

同富裕水平进行测算，并对结果基于年平均水平进行排序，受限于篇幅，本文将

展示前 30 名和后 30 名的城市及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如表 3.2 所示： 

表 3.2 部分城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 

排名 城市 共同富裕水平 排名 城市 共同富裕水平 

1 深圳市 0.5032 244 白城市 0.1811 

2 上海市 0.4869 245 商丘市 0.1804 

3 北京市 0.4842 246 武威市 0.1800 

4 苏州市 0.4709 247 汉中市 0.1797 

5 广州市 0.4583 248 驻马店市 0.1795 

6 杭州市 0.4565 249 白银市 0.1684 

7 宁波市 0.4520 250 百色市 0.1682 

8 南京市 0.4474 251 中卫市 0.1652 

9 无锡市 0.4445 252 安康市 0.1648 

10 厦门市 0.4396 253 吕梁市 0.1644 

11 嘉兴市 0.4383 254 保山市 0.1638 

12 绍兴市 0.4340 255 安顺市 0.1623 

13 珠海市 0.4311 256 普洱市 0.1617 

14 湖州市 0.4151 257 周口市 0.1616 

15 温州市 0.4119 258 张家界市 0.1608 

16 常州市 0.4104 259 六盘水市 0.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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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部分城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 

排名 城市 共同富裕水平 排名 城市 共同富裕水平 

17 长沙市 0.4065 260 临沧市 0.1581 

18 乌海市 0.3993 261 怀化市 0.1576 

19 台州市 0.3880 262 忻州市 0.1517 

20 镇江市 0.3880 263 丽江市 0.1512 

21 武汉市 0.3871 264 商洛市 0.1489 

22 金华市 0.3851 265 河池市 0.1431 

23 青岛市 0.3727 266 毕节市 0.1423 

24 包头市 0.3701 267 铜仁市 0.1416 

25 南通市 0.3570 268 固原市 0.1389 

26 合肥市 0.3561 269 昭通市 0.1330 

27 鄂尔多斯市 0.3556 270 平凉市 0.1253 

28 马鞍山市 0.3527 271 庆阳市 0.1209 

29 济南市 0.3487 272 天水市 0.1156 

30 乌鲁木齐市 0.3472 273 陇南市 0.0785 

由表 3.2 的结果可以看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排名前 30 的城市主要集中于

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城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较落后，符合目前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现状。为了进一步探究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共同富裕水平的

发展趋势，本文在计算各区域共同富裕平均值的基础上，绘制各区域共同富裕变

化趋势图，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共同富裕发展趋势图 

从图 3.1 可以看出，共同富裕水平在 2017 年前东部>东北部>全国>中部>西

 
 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划分办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广东和海南 10 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6 省；西部地区包括内

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12 省（区、市）；东北地

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3 省（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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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而 2017 年后全国水平>东北部，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东北地区人

才外流、经济失速所造成的。而从年均增长率看西部（5.1%）>中部（3.9%）>全

国（3.7%） >东部（3.1%）>东北部（2.4%），得利于西部大开发、“东数西算”

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共同富裕的发展形成了“良性追赶”的态势。从折线图分布

的位置和增长趋势看基本符合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可以预见，中国各

区域间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距会不断缩小，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富裕。 

3.2.2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差异及来源 

为了探究各区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差异的来源，本文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分析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内部差异、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以及

总体差异及其分解，升入探究差异的来源。 

（1）Dagum 基尼系数分解 

Dagum 基尼系数是衡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平等的重要指标，通过基尼系

数及分解可以直观地分析地区差异及来源。其思路是按子群划分将总体基尼系数

分解为区域内、区域间以及超变三部分，能够较好的分析中国共同富裕的区域差

异及差异的来源。其计算公式如下： 

2
1 1 1 1

1
| |

2

ji
nnk k

ih jr

i j h r

G x x
n x = = = =

= −                         （3.5） 

其中，G 是总体基尼系数，本文中 n为样本量，本文为 273， k 为划分区域

数，本文为 4， ihx 表示 i区域内各城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x为区域共同富裕平均

水平， in 和 jn 代表相应区域内城市数量。下面对基尼系数进行划分，可划分为区

域内基尼系数 iiG 与区域间基尼系数 ijG ，下面为组间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当 i j=

时即为组内基尼系数。 

                  
1 1

1
| |

( )

ji
nn

ij ih jr
i j h ri j

G x x
n n x x = =

= −
+

                        （3.6） 

同时总体基尼系数G 可分解为区域内差异贡献 wG 、区域间差异贡献 nbG 和

超变密度贡献 tG 三部分，且 w nb tG G G G= + + 。其中 wG 表示四大区域内共同富裕

发展水平差异， nbG 表示四大区域间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异，超变密度 tG 表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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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交叉影响的一种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4

1

w ii i i

i

G G s
=

=                               （3.7） 

4 1

2 1

( )
i

nb ij i j j i ij

i j

G G s s D 
−

= =

= +                       （3.8） 

4 1

2 1

( )(1 )  
i

t ij i j j i ij

i j

G G s s D 
−

= =

= + −                     （3.9） 

式中， /i in n = 即 i 区域内城市数占例， /ii is n x nx=  ， ijD 是区域 i 与区域 j 的相对

影响。  

（2）各区域内部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异 

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计算出全国 273 个城市和各区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组

内差异程度，逐年测算的结果如图 3.2 所示： 

 

图 3.2 各区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组内差异变化 

从图 3.2可知，对于四大区域的基尼系数，其区域内差异最大的是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次之，随后是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差异最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西部

地区部分城市发展水平较高，而从全国层面看，共同富裕水平较低的城市也集中

于西部地区，故而其区域内差异最大。从各区域的变动趋势来看，各区域内基尼

系数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区域内共同富裕水平差

异不断缩小。从基尼系数的下降幅度看，在样本期内，西部地区从 0.21 下降至

0.128，东部地区从 0.171 下降至 0.136，中部地区从 0.146 下降至 0.099，东北地

区从 0.095 下降至 0.077，可见下降幅度西部地区最高，这可能是得利于近些年

“西部大开发”及“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让西部地区各城市得到较快发展的

机会，有助于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的缩小；而东北地区基尼系数的变动相对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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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东北地区的区域差异本身就较小，其次东北三省城市的经济结构较为

相似，经济发展水平也趋同，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其区域内差异变动较小。

综上，四大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内部差异呈现西部>全国>东部>中部>东北部，而

下降幅度西部>中部>东部>东北。 

（3）各区域之间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异 

使用 Dagum(1997)提出的组间基尼系数测算中国各区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

之间的差异程度，对各区域进行编号，其中东部（Ⅰ）、中部（Ⅱ）、西部（Ⅲ）、东

北部（Ⅳ），2013-2021 年测算结果如图 3.3 所示： 

       

（a）2013                 （b）2014               （c）2015 

 

         

（d）2016                 （e）2017                （f）2018 

          

（g）2019                 （h）2020                  （i）2021 

图 3.3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组间差异的变化情况 

从整体趋势上看，图 3.3 中图形面积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说明我国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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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分化趋势不断缩小，可能是因为在近些年来大多区域能够从优

化产业结构、发挥自身优势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

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以及历史性的消除了绝对贫困，使得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走

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因而缩小了区域间发展的差距。从区域间差异的数值水

平来看，中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的差异最小，样本均值仅为 0.112，而东部和西部

地区间的差异最大，样本均值为 0.181，究其原因可能因为东部地区地处平原，

教育发达，人才资源丰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条件，而西部地区大多是高

原山地，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交通等社会经济条

件方面差距较大。从区域间差异的时变趋势来看，各区域间共同富裕水平的差异

均出现缩小的趋势，但年均降幅不尽相同，呈现出西部-东北（5.92%）>中部-西

部（5.51%）>东部-西部（4.52%）>中部-东北（4.42%）>东部-中部（3.42%）>

东部-东北（2.04%），说明近些年国家实施的“东数西算”、“西部大开发”、“一带

一路”战略发挥了成效，助力各区域走向共同富裕，可以预见东部、中部、西部

及东北地区间的共同富裕水平将会进一步缩小，同时可以看出四大区域在推动共

同富裕发展过程中的步调较为一致。 

（4）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及分解 

为了探究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异的来源，继续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将样本

数据的整体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组间差异及组间超变密度三部分，并计算两者

的贡献率。各部分的绝对数值及所占份额如图 3.4 所示： 

 
（a）贡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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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贡献率 

图 3.4 共同富裕的差异及其来源 

从图 3.4（a）中可以看出，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差异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且

产生差异的来源主要是区域间的差距。同时可以看出，组内差异整体波动不大，

而组间净差异呈不断缩小的态势，说明组间净差异的缩小是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差

异下降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印证了产生差异的来源主要是区域间的差距。从图

3.4(b)中差异的贡献率来看，在样本年间，组内差异的贡献率基本维持在 24.68%，

而组间的贡献率达到 46.87%。同时区域间的贡献率在样本年间从 49.46%降至

44.35%，说明共同富裕区域间的差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缩小，和前

述结论相互印证。因此，解决共同富裕水平总体差异问题，重点应从缩小区域间

差异的角度出发，促进各省市自治区协调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早日

实现共同富裕。 

3.2.3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本节将进一步采用 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来刻画各区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

时空分布特征。通过该方法，我们可以描述和分析各区域的相对差异的变化轨迹，

并探讨其绝对差异变化的时变演进过程。 

（1）Kernel 核密度估计方法 

Kernel 密度估计法可以通过分析中国共同富裕的空间分布的位置、形状、延

展性等特征，比较不同时期全国及各个区域的分布动态及演进变化，把握其分布

的动态特征。Kernel 密度估计法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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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是观测值数量； ( )K • 为核密度函数，本文采用最常见的高斯核函数

展开讨论； h为带宽，带宽越小，估计量也越精确，但会造成估计量方差较大，

曲线光滑性也较差。于是本文采用 Silverman（1986）确定最后带宽的方法来确

定带宽。 

（2）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利用 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分析 2013-2021 年部分年份全国和东、中、西及

东北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结果如图 3.5 所示： 

 

（a）全国 

 

（b）东部                            （c）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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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西部                         （e）东北部 

图 3.5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从 Kernel 密度估计的曲线的分布位置来看，随着近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全

国层面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核密度曲线表现出整体向右移动的态势，表明我国

各城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整体向好，说明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所有区域的核密度曲线均出现了不同幅度的向右移动，说明在这些区域中经济取

得了较大的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核密度曲线均呈现出向右移动的趋势，

但是向右移动的幅度较小，各地区各城市应当防范共同富裕水平降低的风险。 

从主峰的分布形态看，全国层面、西部、中部地区的主峰高度上升且宽度变

小，意味着这些区域内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绝对差异正在逐渐缩小，可能是因为

在这些区域内部发展基础大致相同，经济发展路径与发展方针也趋同。而东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主峰形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无明显变化。从波峰数目来看，全国

层面和东部地区在样本期内存在过双峰现象，即区域内城市共同富裕水平存在两

极分化现象，而其余区域均没出现侧峰。 

从核密度曲线的分布延展性来看，核密度曲线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右拖尾现象，

存在区域内部分城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同一区域内其它城市的现象。

比如东部中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中部地区的武汉、长沙等，以及西部地区的

成都、重庆、西安等，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共同富裕发展水平都高于区域内

其余城市，因此这些城市应当发挥带头作用，通过溢出效应，使得区域内城市早

日缩小差距，实现经济发展均衡，最终实现全国各城市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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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分析 

从“地理学第一定律”可以得知，城市间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且距离越近的城市关系越密切。本文借鉴彭刚等（2023）的研究，对共同富裕水

平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检验和分析，本文首先通过全局 Moran’s I 指数检验是否

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1 1

2

( )( )
n n

ij i ji j

iji j

W x x x x
I

S W

= =
− −

=
 

 
                  （3.11） 

式中， ix 和 jx 表示城市 i 和城市 j 的共同富裕水平， x 为城市层面共同富裕

水平的均值， 2S 为表示各城市间共同富裕水平的方差， ijW 为空间权重矩阵元素，

本文对于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选择邻接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空间分析，即城市 i

和城市 j 相邻，则 1ijW = ，城市 i 和城市 j 不相邻或 i j= ，则 0ijW = 。Moran’s I 的

取值如果小于 0，则说明存在空间负相关，若大于 0，说明存在空间正相关，接

近 0 则说明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共同富裕水平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如表 3.3 所

示： 

表 3.3 共同富裕水平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Moran’s I 0.496 0.500 0.498 0.502 0.504 0.502 0.504 0.515 0.525 

z-value 12.268 12.360 12.316 12.427 12.483 12.436 12.466 12.754 12.994 

p- valu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由上表可知，共同富裕水平 Moran’s I 的 p 值均为 0，且值均为正，说明区域

间的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联系，且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性。 

由于局部莫兰可以很好反映空间聚集的特性，本文运用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对

2013，2016，2019，2021 四个年份通过 Arcgis 绘制局部莫兰指数的 LISA 图，如

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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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3                              （b）2016 

    

（c）2019                                 （d）2021 

注：本文地图由审图号为 GS(2019)1815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且底图无修改。 

图 3.6 部分年份共同富裕水平 LISA 图 

通过局部莫兰指数的 LISA 图可以看出，我国共同富裕水平高—高聚集区

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在浙江、江苏等省份，进一步印证了我国东部

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也应注意到，东部地区部分城市

的共同富裕水平较低，存在分化现象，因此共同富裕发展较好的城市应当发挥

带头作用，防止区域内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存在着较为明

显的低—低聚集区，说明两区域的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而中西部地区同

样也存在零星的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城市，说明区域间存在一定差异，但不可

忽略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低—低聚集区有缩小的趋势，说明我国共同

富裕的差异得到一定的缓解。综上，根据局部莫兰指数的 LISA 图可以看出共

同富裕水平相似的城市在空间上具有强烈的分布聚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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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为了验证前文所提出的假设，本章基于 2013-2021 年我国 273 个城市的面板

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

等计量模型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本章内容主要包括研究设计、数字经济赋能共

同富裕的直接效应分析、传导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和空间效应分析。 

4.1 研究设计 

4.1.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 ）。当前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的测

度的研究较为丰富，本文借鉴赵涛等（2020）和向云等（2022）测度各城市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的思路，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如表 4.1所示： 

表 4.1 数字经济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属性 

数字基础 

每百万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 + 

人均电信业务量 + 

数字投入 

科研投入占比 + 

科技研发人员占比 + 

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从业人数 + 

数字产出 

软件产品收入规模 + 

信息服务收入规模 +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电信业务收入 + 

2.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发展水平（CP）。基于前文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所测算得到。同时还包括共同富裕的子系统共同度（Common）和富裕度

（Enrich）。 

3.控制变量。产业结构（ Is），城镇化率（Ur ），人口自然增长率（ Pgr ），

人口密度的（Pd ），对外开放程度（Open），政府参与（Gi ），市场化水平（Ml ）。

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会受到产业结构、地区差异、人口等因素的影响（柳毅等，

2023），因此将产业结构（ Is），城镇化率（Ur ），人口自然增长率（ Pgr ），人

口密度的（Pd ）作为控制变量。通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与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研究 

31 

 

GDP 的比值进行衡量产业结构情况；通过城镇常住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衡量城

镇化率；通过人口增加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衡量人口自然增长率；通过总人口

与地区面积的比值衡量人口密度。同时为避免遗漏变量的可能，本文参照史明灿

（2023）和向云等（2022）的研究，继续选用如下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

通过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 GDP 的比值进行衡量；政府参与（Gi ），通过政府财

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进行衡量；市场化水平（Ml ），通过城市公共财政收入与

GDP 的比重进行测算。 

4.中介变量。人力资本水平（Hcl ），民营经济发展水平（Uil ），城市创新能

力的（Pdl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Ea）。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可以通过

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创新能力、创业活跃度进而推动共

同富裕的实现。借鉴刘和旺等（2023）的测算思路，通过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程

度的居民与总人口的比值衡量人力资本水平；借鉴于文超等（2022）的测算思路，

通过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衡量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创

新能力采用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进行衡量；借鉴杜运周等

（2020）的测算思路，采用每百万人口中初创企业数量来测量城市创业活跃度。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Wind 数据库、

CNRDS 数据库以及 CEIC 数据库等，部分缺失值首先通过统计公报进行填补，

如仍有缺失，运用均值法和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符号 Obs Mean Std.Dev. Max Min 

被解释变

量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 CP  2457 0.2588 0.0784 0.5321 0.0111 

富裕度 Enrich  2457 0.0932 0.0496 0.3255 0.0003 

共同度 Common  2457 0.7518 0.1156 0.9953 0.2872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Dig  2457 0.2093 0.0537 0.3597 0.0877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Is  2457 0.4386 0.0930 0.8387 0.1644 

城镇化率 Ur  2457 0.4749 0.1814 1.0000 0.1163 

人口自然增长率 Pgr  2457 5.7511 5.6917 38.8 -16.64 

人口密度 Pd  2457 5.7478 0.9165 7.8815 1.7917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2457 0.0157 0.0174 0.2066 0 

政府参与 Gi  2457 0.2098 0.1018 0.9155 0.0439 

市场化水平 Ml  2457 12.648 2.2134 20.225 6.7837 

中介变量 
人力资本水平 Hcl  2457 0.0198 0.0259 0.2074 0.0003 

民营经济发展水平 Uil  2457 0.1564 0.1511 1.9564 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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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符号 Obs Mean Std.Dev. Max Min 

 城市创新能力 Pdl  2457 4.0340 0.5371 4.6607 0.3791 

城市创业活跃度 Ea  2457 4.7193 0.5844 7.4396 2.7911 

4.1.2 模型构建 

为验证数字经济能否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构

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0 1 2it it it i t itCP Dig u    = + + + + +X              （4.1） 

其中，CP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 i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Dig 为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X为一组控制变量，u  、 、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

应和随机扰动项，  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了探究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创新

能力及创业活跃度进而赋能共同富裕，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做

法，采用依次检验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构建模型如下： 

0 1 2it it it i t itM Dig u    = + + + + +X             （4.2） 

0 1 2it it it it i t itCP Dig M u     = + + + + + +X         （4.3） 

其中M 为本文的中介变量，即人力资本水平、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创新能

力及创业活跃度，其余变量与参数的含义与前文一致。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下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

文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构建如下： 

0 1 2 i tit it it it
CP Dig u     

    = + + + + +X        （4.4） 

其中，下标 表示分位点，其他符号及变量设定与前文一致。 

为探究是否存在“先富带动后富”，即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水平是否存

在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借鉴柳毅等（2023）的研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如下： 

1 2

1 1

n n

it i ij jt it it ij jt i i

j j

CP W CP Dig X W CP Wu      
= =

= + + + + + +    （4.5） 

其中， ,i j 代表不同区域， t 表示时间， ijW 代表空间权重矩阵，  为被解释变量

空间回归系数，为解释变量空间回归系数，为空间误差回归系数，其他符

号及变量设定与前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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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分析 

为验证假设 1，数字经济会通过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以此来赋能共

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本文基于上述构建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为保证模型

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 

4.2.1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 2013 年至 2021 年全国 273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 Stata17.0 进

行实证检验。在通过使用 Hausman 检验和 LR 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将采用面板双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4.3。 

表 4.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CP  Enrich  Common  CP  Enrich  Common  

Dig   
0.4912*** 

（0.004） 

0.2631*** 

（0.0027） 

0.6423*** 

（0.0114） 

0.4017*** 

（0.0127） 

0.2420*** 

（0.0090） 

0.4442*** 

（0.0371） 

Is  
   0.0173*** 

（0.0060） 

-0.0004 

（0.0043） 

-0.0245 

（0.0175） 

Ur  
   0.0600*** 

（0.0060） 

-0.0015 

（0.0042） 

0.1843*** 

（0.0174） 

Pgr  
   0.0206*** 

（0.0060） 

0.0171*** 

（0.0043） 

0.0327* 

（0.0176） 

Pd  
   0.0575*** 

（0.0092） 

0.0094 

（0.0066） 

0.2041*** 

（0.0270） 

Open  
   0.0797*** 

（0.0211） 

0.0177 

（0.0150） 

0.1198* 

（0.0619） 

Gi  
   -0.5187*** 

（0.0573） 

-0.3321*** 

（0.0408） 

-0.1498 

（0.1679） 

Ml  
   0.0038*** 

（0.0004） 

0.0013*** 

（0.0003） 

0.0094*** 

（0.0013） 

Cons  
0.1560*** 

（0.001） 

0.0382*** 

（0.0006） 

0.6174*** 

（0.0025） 

-0.2328*** 

（0.0542） 

-0.0226 

（0.0386） 

-0.7081*** 

（0.1588）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457 2457 2457 2457 2457 2457 
2R  0.8746 0.8086 0.5911 0.8888 0.8186 0.6227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 0.01、0.05、0.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下同。 

根据表 4.3 的基准回归结果，数字经济在未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在 0.01

的显著水平下具有重要影响。这意味着数字经济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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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更公平的分配，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另外，在考虑了其他控制变量后，

数字经济的系数仍然在 0.01 的水平下显著，验证了假设 1。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加

速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得经济生态协调发展，优化

公共服务，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以此来做大“蛋糕”，同时数字经济能够很好的

缩小城乡差距、弥合区域差距，来分好“蛋糕”，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同

时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的系数较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有所减小，说

明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对共同富裕有影响作用。 

控制变量方面，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密度，对外开

放程度及市场化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0173，0.06，0.0206，0.0575，

0.0797，0.0038，这些变量的系数均在 0.01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这些因素的发展

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其中，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良好的产业

结构对于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在增加出口、

扩大就业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高质量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低，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环境友好型发展的必由之路，统筹协调二三产业发展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

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城镇化率的提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到城市，为企业的经营生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产生

了正外部性，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劳动力是企业生产发展重要的生产要素，

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增加能够保证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力，夯实共同富裕的的经济基础。市场化水平越高，说明区域经济环境外部

性越好，越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激

发市场活力，让更多企业参与到市场中来，以此创造更多的财富，因而应当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通常具备工商业发达、

交通便利的特点，从而让更多的人进入该城市，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在保证劳

动力更加充足的条件下，同时能够吸纳更多的产业与资金进入该城市，增强城市

的发展活力，以此推动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一方面本地企业越容易

学到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对

外开放程度高，能引进外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本地企业的资金水平用于技术

研究。这些举措都将加速社会财富的积累，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基础。 

政府参与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187，且在 0.01 的水平下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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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说明政府参与度高对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有抑制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

为：第一，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多集中于城市地区，而农村地区相对较少，故而会

进一步扩大城乡间的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第二，政府财政支出过多的

话，可能会抑制企业家的积极性，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企业的研发创新和交流

合作，降低财富创造和积累的速度；第三，政府的过度参与会阻碍市场自由运行，

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的问题，因此在资源配置中，应当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4.2.2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采用稳健性检验及工具变量法对其进行

内生性处理，对上述所得结论进行进一步验证。 

1.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采用以下三种思路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

性检验。在基准回归中采用 IHDI 构造测算共同富裕水平，而此时更换测算共同

富裕水平的思路，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共同富裕水平，将测算结果代入模型

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4 中列（1）。第二，考虑到部分样本的特殊性，剔除部分

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国家政策会偏向于省会城市及直辖市，从而可

能会扩大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水平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剔除省会城市及直辖市

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4 中列（2）；其次由于国务院将浙江作为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的示范区，可以预见不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政策倾向，相对于其余

城市，浙江省内城市都较好，这可能会扩大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因

此本文剔除浙江省城市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4 中列（3）；最后由于 2021 年

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因而本文剔除 2021 年的样本

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4 中列（4）。第三，模型选择不同，对计量结果也会造成

影响，因此本文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更换计量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系

统 GMM 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4.4 中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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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替换被解释

变量 

剔除省会、

直辖市样本 

剔除浙江省

样本 

剔除 2021 年

样本 

变换计量模

型 

.LCP  
    0.8655*** 

（0.0372） 

Dig   
0.3853*** 

（0.0149） 

0.3984*** 

（0.0128） 

0.3917*** 

（0.0132） 

0.3697*** 

（0.0133） 

0.0251*** 

（0.0021） 

Is  
0.0380*** 

（0.0071） 

0.0155*** 

（0.0060） 

0.0199*** 

（0.0061） 

0.0221*** 

（0.0064） 

0.0079*** 

（0.0027） 

Ur  
0.0832*** 

（0.0070） 

0.0608*** 

（0.0060） 

0.0602*** 

（0.0060） 

0.0655*** 

（0.0059） 

0.0054*** 

（0.0012） 

Pgr  
0.0118* 

（0.0071） 

0.0187*** 

（0.0060） 

0.0188*** 

（0.0061） 

0.0193*** 

（0.0055） 

0.0289*** 

（0.0087） 

Pd  
0.0765*** 

（0.0109） 

0.0661*** 

（0.0097） 

0.0581*** 

（0.0093） 

0.0552*** 

（0.0091） 

0.0014 

（0.0017） 

Open  
0.1154*** 

（0.0249） 

0.0901*** 

（0.0221） 

0.0759*** 

（0.0216） 

0.0774*** 

（0.0200） 

0.0222 

（0.1037） 

Gi  
-0.5513*** 

（0.0677） 

-0.5122*** 

（0.0565） 

-0.5485*** 

（0.0584） 

-0.5228*** 

（0.0591） 

0.0471 

（0.0997） 

Ml  
0.0041*** 

（0.0005） 

0.0038*** 

（0.0005） 

0.0039*** 

（0.0004） 

0.0050*** 

（0.0005） 

0.0008** 

（0.0003） 

Cons  
-0.1174* 

（0.0639） 

-0.2833*** 

（0.0562） 

-0.2400*** 

（0.0547） 

-0.2343*** 

（0.0532） 

0.0154*** 

（0.0045）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N  2457 2214 2367 2184 2184 
2R  0.8577 0.8929 0.8854 0.8840 - 

由表中回归结果可知，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数字经济的系数仍然在 0.01 水

平下显著为正；列（2）、（3）、（4）的结果在剔除部分样本后仍然显著为正，且

系数较基准回归有所缩小，说明省会城市及直辖市、浙江省内城市会扩大数字经

济对共同富裕水平发展的影响；列（5）采用系统 GMM 进行回归，其系数在 0.01

水平下仍显著为正，假设 1 得到进一步验证。通过上表进一步说明了数字经济能

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 

2.内生性处理 

在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时，很难避免出现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寻找工具变

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造成本文出现内生性问题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模型中的

各变量可能存在测量误差；二是即使本文已选取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人口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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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人口密度、政府参与等控制变量，但仍然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三是数

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即共同富裕可能会反过来影响数字经济的

发展。基于此，本文借鉴陈贵富等（2022）构建工具变量的思路，采用各地市地

形起伏度与上一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IV1）作为本文的第一个工具变

量；借鉴姚常成和沈凯玙（2023）的研究，采用各地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与上一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IV2）作为本文的第二个工具变量。在选取工具

变量的基础上，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5所示。 

表 4.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ig  CP  

IV1 
0.0729*** 

（0.0086） 

 

IV2 
0.1241*** 

（0.0025） 

 

Dig  
 

 

0.4520*** 

（0.0264） 

Is  
0.0194** 

（0.0082） 

0.0170* 

（0.0101） 

Ur  
0.0096* 

（0.0055） 

0.0464** 

（0.0225） 

Pgr  
0.0495*** 

（0.0058） 

0.0301*** 

（0.0053） 

Pd  
0.0021 

（0.0116） 

0.0601*** 

（0.0222） 

Open  
0.0171 

（0.0223） 

0.0573 

（0.0384） 

Gi  
-0.8057*** 

（0.0839） 

-0.4172*** 

（0.0982） 

Ml  
0.0074*** 

（0.0006） 

0.0023*** 

（0.0008） 

时间固定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2R  0.9602 0.8824 

N  2176 2176 

弱工具变量检验  {1387.20} 

不可识别检验  [0.000] 

过度识别检验  [0.563] 

注：{ }中的数字为 F 值，[ ]中的数字为 p 值。 

从表 4.5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两个工具变量的系数均在 0.01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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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显著为正，且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F 值为 1387.20，远大于 10，通过了弱工具变

量检验，不可识别检验的 p 值远小于 0.1，过度识别检验的 p 值为 0.563，远大于

0.1，说明本文所选取的两种工具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性，满足相

关性和外生性，保证了工具变量选取的有效性。从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数字经济的系数在 0.01 水平下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共同

富裕的发展。 

4.3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民营经济发展水

平、城市创新能力以及创业活跃度，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本文将构建

中介效应模型对其进行检验，由于传统的三步法有许多挑战与弊端，本文在三步

法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 Sobel 检验与 Bootstrap 检验来探究是否存在中介

效应。 

4.3.1 人力资本水平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

首先采用三步回归法对其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6 中列（1）、（2）。列（1）

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1582，在 0.01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显著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列（2）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3791，且在 0.01 水平下显

著为正，在基准回归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4017，减少了 0.0226，说明存在部分

中介效应，且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为 0.3791，而间接效应为

0.0226（=0.15820.1429）。同时 Sobel 检验的 p 值为 0，远小于 0.1，且 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区间为[0.5581,0.6359]，显然不包含 0，说明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存

在中介效应且中介变量为人力资本。验证了数字经济会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对

共同富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的假设。 

表 4.6 人力资本水平与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中介效应 

变量 
（1） （2） （3） （4） 

Hcl  CP  Uil  CP  

Dig   
0.1582*** 

（0.0257） 

0.3791*** 

（0.0126） 

0.6953*** 

（0.0732） 

0.3892*** 

（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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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6 人力资本水平与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中介效应 

变量 
（1） （2） （3） （4） 

Hcl  CP  Uil  CP  

Hcl  
 0.1429*** 

（0.0365） 

  

Uil  
   0.0180*** 

（0.0036） 

Is  
0.0009 

（0.0035） 

0.0172*** 

（0.0059） 

-0.1496*** 

（0.0346） 

0.0199*** 

（0.0059） 

Ur  
0.0399*** 

（0.0035） 

0.0535*** 

（0.0061） 

0.1846*** 

（0.0343） 

0.0631*** 

（0.0060） 

Pgr  
-0.0006 

（0.0035） 

0.0207*** 

（0.0059） 

0.0352 

（0.0346） 

0.0199*** 

（0.0060） 

Pd  
0.0132** 

（0.0054） 

0.0554*** 

（0.0092） 

0.0383* 

（0.0217） 

0.0582*** 

（0.0092） 

Open  
0.0278** 

（0.0123） 

0.0752*** 

（0.0211） 

0.0030 

（0.1221） 

0.0796*** 

（0.0210） 

Gi  
-0.1010*** 

（0.0335） 

-0.5026*** 

（0.0572） 

0.4874*** 

（0.1237） 

-0.5274*** 

（0.0571） 

Ml  
0.0007*** 

（0.0002） 

0.0036*** 

（0.0004） 

0.0042*** 

（0.0006） 

0.0038*** 

（0.0004） 

Cons  
-0.0858*** 

（0.0316） 

-0.2191*** 

（0.0541） 

0.4298 

（0.3132） 

-0.2404*** 

（0.0540）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2457 2457 2457 2457 
2R  0.5311 0.8897 0.6048 0.8734 

Sobel 检

验 

 11.51 

{0.0000} 

 10.71 

{0.0000} 

Bootstrap 

检验 

 
[0.5581,0.6359] 

 
[0.4680,0.5488] 

注：Sobel 检验报告 z 值及 p 值，Bootstrap 检验报告 95%置信度下置信区间。{ }中为 p 值，

[ ]中为置信区间，下同。 

4.3.2 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发

展，同上文先采用三步法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4.6 中列（3）、（4）。从结果中

可以看出，列（3）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6953 且在 0.01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列（4）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3892，较

基准回归的系数减少了 0.0125，因此可以得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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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92，间接效应为 0.0125（=0.69530.0180）。同时 Sobel 检验的 p 值为 0，远

小于 0.1，且 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区间为[0.4680,0.5488]，显然不包含 0，说明数

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存在中介效应且中介变量为民营经济发展水平。验证了数字

经济会通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的假设。 

4.3.3 城市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城市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

同上文先采用三步法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4.7 中列（1）、（2）。从结果中可以

看出，列（1）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3.5016 且在 0.01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

经济能够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列（2）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3607，较基准回归

的系数减少了 0.041，因此可以得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为 0.3607，

间接效应为 0.041（=3.50160.0117）。同时 Sobel 检验的 p 值为 0，远小于 0.1，

且 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区间为[0.5542,0.6404]，显然不包含 0，说明数字经济赋

能共同富裕存在中介效应且中介变量为城市创新能力。验证了数字经济会通过提

高城市创新能力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的假设。 

表 4.7 城市创新能力与创业活跃度提高的中介效应 

变量 
（1） （2） （3） （4） 

Pdl  CP  Ea  CP  

Dig   
3.5016*** 

（0.3545） 

0.3607*** 

（0.0129） 

1.2846*** 

（0.1996） 

0.3856*** 

（0.0132） 

Pdl  
 0.0117*** 

（0.0036） 

  

Ea  
   0.0125*** 

（0.0043） 

Is  
0.7055*** 

（0.1674） 

0.0191*** 

（0.0060） 

0.6285*** 

（0.1421） 

0.0181*** 

（0.0059） 

Ur  
1.2895*** 

（0.1665） 

0.0631*** 

（0.0060） 

1.0324*** 

（0.1395） 

0.0596*** 

（0.0058） 

Pgr  
-0.0420 

（0.1678） 

0.0205*** 

（0.0060） 

0.1040 

（0.1413） 

0.0202*** 

（0.0058） 

Pd  
0.1378 

（0.2583） 

0.0579*** 

（0.0092） 

0.7053*** 

（0.2170） 

0.0559*** 

（0.0090） 

Open  
1.3381** 

（0.5913） 

0.0830*** 

（0.0211） 

1.1289** 

（0.4998） 

0.0615*** 

（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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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7 城市创新能力与创业活跃度提高的中介效应 

变量 
（1） （2） （3） （4） 

Pdl  CP  Ea  CP  

Gi  
12.1047*** 

（1.6046） 

-0.4883*** 

（0.0579） 

0.3477 

（1.3777） 

-0.5399*** 

（0.0568） 

Ml  
0.0181 

（0.0128） 

0.0038*** 

（0.0004） 

0.0117 

（0.0109） 

0.0040*** 

（0.0004） 

Cons  
1.1438 

（1.5166） 

-0.2299*** 

（0.0541） 

-1.1372 

（1.2788） 

-0.2238*** 

（0.0527）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2457 2457 2457 2457 
2R  0.7937 0.8893 0.6414 0.8952 

Sobel 检

验 

 12.05 

{0.0000} 

 9.336 

{0.0000} 

Bootstrap 

检验 

 
[0.5542,0.6404] 

 
[0.4268,0.5300] 

4.3.4 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同

上文先采用三步法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4.7 中列（3）、（4）。从结果中可以看

出，列（3）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1.2846 且在 0.01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

济能够提高创业活跃度，列（4）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3856，较基准回归的系

数减少了 0.0161，因此可以得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为 0.3856，间接

效应为 0.0161（=1.28460.0125）。同时 Sobel 检验的 p 值为 0，远小于 0.1，且

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区间为[0.4268,0.5300]，显然不包含 0，说明数字经济赋能

共同富裕存在中介效应且中介变量为创业活跃度。验证了数字经济会通过提高创

业活跃度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的假设。 

4.4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在区域、时间、扶贫政策、资源聚集以及共同

富裕水平上存在的异质性，本章将使用分区域、分时间、分扶贫政策及分资源聚

集的面板双固定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其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检验。

在分组回归基础上，直接比较其系数的大小以此来判断是否存在差异并不严谨，

因此本文借鉴连玉君等（2015）的研究，进一步使用经验 p 值来检验组间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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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 

4.4.1 区域异质性分析 

分区域看，一方面，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态势，展

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可能造成东部地区在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的同时而

中西部地区仍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

东中西存在较大差异，当前我国东部地区主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

则主要依赖于资源型及资源加工业，这就造成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基础均

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果可能因地区的差异而存在差

别。基于此，本文将按各城市所属省份的区域位置进行划分，将样本划分为东部

和中西部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4.8 中列（1）、（2）。列（1）和列（2）中数字

经济的系数在 0.01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

但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系数大于中西部地区，初步可以得到两区域间数字经济的

赋能效应存在差异，从经验 p 值可以看出，其在 0.05 水平下显著，进一步验证

了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且数字经济在东部地区的赋能效应更强。究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一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较早，在交通便利性、科技创新、人

才储备等方面均优于中西部地区，使得东部地区资源禀赋高于中西部地区，导致

数字经济在东部地区的赋能效应更强；二是数字经济在发展初期属于“投资依赖

型”产业，而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入，数字经济体现出边际报酬递增的效应，

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东中西呈现出依次递减的态势，因此当前数字经济对共同

富裕的影响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强，但是可以预见数字经济在中西部地区的潜力更

大。 

表 4.8 区域与时间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东部 中西部 2013-2017 2018-2021 

Dig   
0.4432*** 

（0.0177） 

0.3766*** 

（0.0169） 

0.3753*** 

（0.0180） 

0.4382*** 

（0.0241） 

Is  
-0.0032 

（0.0118） 

0.0209*** 

（0.0074） 

0.0024 

（0.0108） 

0.0200** 

（0.0091） 

Ur  
0.0061 

（0.0081） 

0.0846*** 

（0.0085） 

0.0820*** 

（0.0076） 

0.0123 

（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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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8 区域与时间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东部 中西部 2013-2017 2018-2021 

Pgr  
0.0151* 

（0.0083） 

0.0195** 

（0.0079） 

0.0110** 

（0.0054） 

-0.0202 

（0.0179） 

Pd  
-0.0308** 

（0.0140） 

0.0843*** 

（0.0119） 

0.0428*** 

（0.0102） 

0.0380 

（0.0388） 

Open  
0.1632*** 

（0.0279） 

0.0275 

（0.0295） 

0.0838*** 

（0.0247） 

-0.0394 

（0.0344） 

Gi  
0.1221 

（0.1350） 

-0.6176*** 

（0.0664） 

-0.3212*** 

（0.0900） 

0.2051** 

（0.0950） 

Ml  
0.0023*** 

（0.0006） 

0.0046*** 

（0.0006） 

0.0009 

（0.0007） 

0.0036*** 

（0.0007） 

Cons  
0.3648*** 

（0.0889） 

-0.3970*** 

（0.0671） 

-0.1156* 

（0.0601） 

-0.1166 

（0.2271）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837 1620 1365 1092 
2R  0.9236 0.8782 0.8004 0.7599 

经验 p 值 0.042** 0.037** 

注：“经验 p 值”用于检验组间Dig 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抽样(Boot-strap) 1000 次

得到，下同。 

4.4.2 时间异质性分析 

分时间段看，一方面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是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到的，2016 年

G20 峰会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 G20 创新增长蓝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数字经济

的概念应运而生，2017 年政府报告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战略，因此 2017 年对于中

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数字经济迎来了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在党

的十九大上，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划以及各阶段应完成的目标，为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勾勒了宏伟蓝图。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果可能因时间段的

差异而存在差别。基于此，本文将样本分维 2013-2017 年和 2018-2021 年分别进

行回归，回归结果间表 4.8 列（3）、（4）。列（3）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3753，而

列（4）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4382，且均在 0.01 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在

这两时间段均能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且初步验证了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在

2018-2021 年更强，经验 p 值等于 0.037，在 0.05 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赋

能共同富裕的效应的确在时间上存在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 2018 年后，

从国家层面规划了数字经济及共同富裕发展蓝图，数字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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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字经济更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在 2018 年后，我国历史性的

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

使共同富裕在前后两时间段内的赋能效应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经济

在样本期内都能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 

4.4.3 扶贫政策异质性分析 

分扶贫政策看，本文主要基于是否包含贫困县。一方面含贫困县的城市通常

缺乏资金或者没有良好的产业支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且诸如数字经济等

新兴经济形态，可能仍处于发展的初期，同时含贫困县的城市，还会面临人才紧

缺和创新创业氛围不高的窘境；另一方面在含贫困县的城市中，贫困县与非贫困

县间居民收入差距或许较大，这导致区域内差距较大，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即使中国施行的精准扶贫战略帮助中国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主要政策有产业扶

贫、教育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从根本上帮助他们摆脱了贫困的 “陷阱”。特

别是在引入数字技术后，这些县被广大人民所熟知，这不仅让当地的旅游资源得

到最大的挖掘，还使得当地的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各地，但是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

裕的效应在含贫困县城市和不含贫困县城市间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根据国务

院 2012 年公布的贫困县名单，将样本分为含贫困县城市和不含贫困县城市，回

归结果如表 4.9 列（1）、（2），其中数字经济的系数分别为 0.4023 和 0.4268，且

在 0.01 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但含贫困县的赋

能效应弱于不含贫困县效应，从经验 p 值中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 

表 4.9 扶贫政策与资源聚集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含贫困县 不含贫困县 五大城市群 非五大城市群 

Dig   
0.4023*** 

（0.0143） 

0.4268*** 

（0.0248） 

0.4543*** 

（0.0197） 

0.3679*** 

（0.0160） 

Is  
0.0471*** 

（0.0119） 

0.0030 

（0.0067） 

0.0292*** 

（0.0105） 

0.0101 

（0.0073） 

Ur  
0.0014 

（0.0432） 

0.0559*** 

（0.0059） 

0.0847*** 

（0.0072） 

0.0318*** 

（0.0110） 

Pgr  
0.0263** 

（0.0105） 

0.0190*** 

（0.0071） 

0.0250** 

（0.0101） 

0.0185** 

（0.0073） 

Pd  
0.0323 

（0.0215） 

0.0556*** 

（0.0102） 

0.0771*** 

（0.0152） 

0.0515*** 

（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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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9 扶贫政策与资源聚集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含贫困县 不含贫困县 五大城市群 非五大城市群 

Open  
-0.0783* 

（0.0437） 

0.0997*** 

（0.0236） 

0.0719* 

（0.0421） 

0.0540** 

（0.0243） 

Gi  
-0.3699*** 

（0.0966） 

-0.5101*** 

（0.0694） 

-0.0754 

（0.1133） 

-0.5566*** 

（0.0684） 

Ml  
0.0037*** 

（0.0008） 

0.0035*** 

（0.0005） 

0.0028*** 

（0.0007） 

0.0045*** 

（0.0005） 

Cons  
-0.1180 

（0.1264） 

-0.2006*** 

（0.0613） 

-0.3748 

（0.0964） 

-0.1849*** 

（0.0644）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729 1728 801 1656 
2R  0.9144 0.8830 0.9177 0.8781 

经验 p 值 0.057* 0.022** 

4.4.4 资源聚集异质性分析 

分资源聚集看，主要分为五大城市群所包含城市及非五大城市群城市，近年

来政府对于五大城市群城市的资金及政策扶持力度优于其他城市，使得五大城市

群的城市迎来了强势发展的机会。同时，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五大城市群的中

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城市群的建立，中心城市必将发挥其经济辐射作

用，带动周边城市的强势崛起。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果因资源聚集的

差异可能存在差别，且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对五大城市群的效应更强。

基于此，本文将样本分为五大城市群城市和非五大城市群城市，回归结果如表 4.9

中列（3）、（4）所示，五大城市群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4543，而非五大城市群

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3679，均在 0.01 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共

同富裕的发展，且初步验证了数字经济赋能效应的不同，经验 p 值等于 0.022，

在 0.05 水平下显著，充分说明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对于五大城市群城

市更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城市群作为城市空间上的联合体，数字经济能够助

力核心城市发挥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同时城市群的设立，能够帮助城

市群的城市吸纳更多的人才、投资等经济要素资源，并且能更有利培育科技创新、

转化科技成果，创业氛围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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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共同富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看，地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不一致，可能导致数字经济

赋能共同富裕的效果也不相同。数字经济发挥势能是以信息技术为媒介，以数字

基础设施为前提，而这两方面在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区域发展均好于其它区域，

这可能导致在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区域，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较强。因此数字经

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果可能因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存在差别。因此本文构

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其进行验证，借鉴已有研究，选取 0.1、0.25、0.5、

0.75、0.9 分位点，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0.1 分位点 0.25 分位点 0.5 分位点 0.75 分位点 0.9 分位点 

Dig   
0.3873*** 

（0.0228） 

0.4012*** 

（0.0175） 

0.4235*** 

（0.0139） 

0.4468*** 

（0.0204） 

0.4705*** 

（0.0298） 

Is  
0.0229** 

（0.0112） 

0.0208** 

（0.0086） 

0.0178*** 

（0.0068） 

0.0138 

（0.0101） 

0.0107 

（0.0147） 

Ur  
0.0368* 

（0.0208） 

0.0453*** 

（0.0159） 

0.0577*** 

（0.0128） 

0.0744*** 

（0.0187） 

0.0874*** 

（0.0272） 

Pgr  
0.0140 

（0.0094） 

0.0164** 

（0.0072） 

0.0200*** 

（0.0057） 

0.0248*** 

（0.0084） 

0.0285** 

（0.0123） 

Pd  
0.0556*** 

（0.0198） 

0.0563*** 

（0.0152） 

0.0574*** 

（0.0121） 

0.0587*** 

（0.0178） 

0.0598** 

（0.0259） 

Open  
0.0087 

（0.0528） 

0.0349 

（0.0405） 

0.0730** 

（0.0324） 

0.1243*** 

（0.0474） 

0.1644** 

（0.0691） 

Gi  
-0.1170 

（0.1163） 

-0.2653*** 

（0.0893） 

-0.4812*** 

（0.0725） 

-0.7715*** 

（0.1052） 

-0.9985*** 

（0.1521） 

Ml  
0.0029 

（0.0008） 

0.0032*** 

（0.0006） 

0.0037*** 

（0.0005） 

0.0043*** 

（0.0007） 

0.0048*** 

（0.0010）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N  2457 2457 2457 2457 2457 

由表 4.10 中结果可知，在不同分位点上，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发展具有

正向赋能效应，且均在 0.01 水平下显著。但随着分位点的不断增加，数字经济的

系数不断增加，说明在共同富裕水平越高时，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也越

强，表明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存在“马太效应”。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第一，

在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较低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此时数字经济可能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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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展阶段，其发展红利并未完全释放，因此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也较

低。第二，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区域位置看，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高于中

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科技创新、创业活跃度等方面均优

于中西部地区，这更有利于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发展；与此同时共同富裕发展

水平较落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城市，无论从基础设施还是发展时间来看，

其都处于相对落后位置，并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融合发展也落后于东部

地区，故而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红利未能充分释放。 

4.5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在

前文对共同富裕空间特征进行分析时，发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

本文进一步全局莫兰指数对数字经济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数字经济的全局莫

兰指数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数字经济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Moran’s I 0.438 0.390 0.415 0.396 0.437 0.511 0.519 0.540 0.562 

z-value 10.831 9.663 10.270 9.798 10.825 12.636 12.834 13.341 13.870 

p- valu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由上表可知，数字经济 Moran’s I 均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

说明区域间的数字经济存在明显的空间联系。因此本文所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共同

富裕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均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因此本文借鉴杨水根和

王吉（2023）的研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来验证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

效应这一假设，本文使用的是邻接空间权重矩阵（W1），使用城市距离矩阵（W2）

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空间杜宾回归结果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空间杜宾回归结果 

变量 
（1） （2） 

W1 W2 

Dig  
0.4478*** 

（0.0303） 

0.1937*** 

（0.0337） 

Is  
0.0040 

（0.0053） 

0.0147*** 

（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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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2 空间杜宾回归结果 

变量 
（1） （2） 

W1 W2 

Ur  
0.0656*** 

（0.0045） 

0.0616*** 

（0.0049） 

Pgr  
0.0035 

（0.0054） 

0.0015 

（0.0054） 

Pd  
0.0418*** 

（0.0069） 

0.0527*** 

（0.0077） 

Open  
0.0437*** 

（0.0164） 

0.0575*** 

（0.0179） 

Gi  
-0.2395*** 

（0.0529） 

-0.3586*** 

（0.0542） 

Ml  
0.0010*** 

（0.0004） 

0.0012*** 

（0.0004） 

W Dig  
0.3693*** 

（0.0329） 

0.3391*** 

（0.0639） 

W Is  
0.0028 

（0.0075） 

-0.0038 

（0.0339） 

W Ur  
0.0855*** 

（0.0129） 

0.1180 

（0.1438） 

W Pgr  
0.00001 

（0.0075） 

-0.449** 

（0.0191） 

W Pd  
-0.0110 

（0.0136） 

0.2502 

（0.2394） 

W Open  
0.0011 

（0.0263） 

-0.9948*** 

（0.3084） 

W Gi  
-0.0669 

（0.0704） 

-0.0552 

（0.3331） 

W Ml  
0.0034*** 

（0.0006） 

0.0669*** 

（0.0062） 

直接效应 

Dig  
0.4301*** 

（0.0292） 

0.1782*** 

（0.0315） 

Is  
0.0047 

（0.0051） 

-0.0151*** 

（0.0051） 

Ur  
0.0572*** 

（0.0054） 

0.0622*** 

（0.0047） 

Pgr  
0.0040 

（0.0053） 

-0.0013 

（0.0053） 

Pd  
0.0447*** 

（0.0077） 

0.0524*** 

（0.0075） 

Open  
0.0501*** 

（0.0171） 

0.0639*** 

（0.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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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2 空间杜宾回归结果 

变量 
（1） （2） 

W1 W2 

Gi  
-0.2805*** 

（0.0545） 

-0.3617*** 

（0.0563） 

Ml  
0.0018*** 

（0.0004） 

-0.0015*** 

（0.0004） 

间接效应 

Dig  
0.2263*** 

（0.0429） 

0.0976*** 

（0.0387） 

Is  
0.0126 

（0.0148） 

0.0088 

（0.0123） 

Ur  
-0.1066*** 

（0.0297） 

0.0013 

（0.0489） 

Pgr  
0.0065 

（0.0155） 

-0.0135* 

（0.0079） 

Pd  
0.0319 

（0.0315） 

0.0508 

（0.0792） 

Open  
0.0674 

（0.0601） 

-0.3812*** 

（0.1151） 

Gi  
-0.4985*** 

（0.1295） 

0.2258** 

（0.1112） 

Ml  
0.0093*** 

（0.0013） 

0.0235*** 

（0.0009） 

总效应 

Dig  
0.6564*** 

（0.0385） 

0.2758*** 

（0.0146） 

Is  
0.0173 

（0.0164） 

-0.0063 

（0.0121） 

Ur  
-0.0494 

（0.0336） 

0.0635 

（0.0492） 

Pgr  
0.0106 

（0.0168） 

-0.0148** 

（0.0059） 

Pd  
0.0767** 

（0.0361） 

0.1031 

（0.0794） 

Open  
0.1175* 

（0.0679） 

-0.3172*** 

（0.1157） 

Gi  
-0.7790*** 

（0.1443） 

-0.1358 

（0.1128） 

Ml  
0.0111*** 

（0.0015） 

0.2193*** 

（0.0008） 

时间固定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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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2 空间杜宾回归结果 

变量 
（1） （2） 

W1 W2 

 

rho  

0.6049*** 

（0.0188） 

1.9891*** 

（0.2352） 

Sigma  
0.00005*** 

（0.0000） 

0.00005*** 

（0.0000） 
2R  0.9037 0.9100 

N  2457 2457 

表 4.12 中列（1）结果显示， 值为 0.6049，且在 0.01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

明本文所选样本 273 个城市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同时在主效应

结果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4478，在 0.01 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对共同

富裕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能

够赋能共同富裕的假设。在回归结果中，数字经济的空间滞后项为 0.3693，且在

0.01 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邻近城市的共同富裕发展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验证了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存在溢出效应的假设。为更好地考察本地区

数字经济对本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以及邻近地区数字经济对本地区共同富

裕的影响，本文使用偏微分进行分解，即将其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

应。从直接效应的结果来看，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4301 且在 0.01 水平下显著，

说明本地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共同富裕的发展；从间接效应的

结果来看，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2263 且在 0.01 水平下显著，表明临近城市数字

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本地共同富裕的发展，这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数字经济具有溢

出效应、协同效应、渗透效应等特性，能够带动邻近城市的部分产业及部分数据

要素进入本地城市，同时数字经济的出现也便利了本地城市向邻近城市学习成功

经验，从而提高本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推动本地共同富裕的发展；从总效

应的结果来看，数字经济的系数为 0.6564 且在 0.01 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

的发展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共同富裕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

文的假设 1 和假设 3。最后为了确保此空间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城市距离矩

阵对模型重新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结果系数的显著性及正负无明显变化，说明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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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在能够推动共同富裕

的发展，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保证了结果的可靠性；其次通过中介

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城

市创新能力及创业活跃度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再次探究并验证了数字经济

在推动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存在区域、时间、扶贫政策、资源聚集及共同富裕发

展水平的异质性；最用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存在空间

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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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之一，而数字经济

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内涵，从“富裕度”和“共同

度”出发，构建了衡量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共同富

裕子系统进行赋权，并通过 IHDI 构造思路，测算了中国 273 个城市 2013-2021

年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在测算出各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 Dagum 基尼

系数、Kernel 密度估计分析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采用 Moran’s I 的方法解

析共同富裕的空间相关性及聚集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

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①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城市共同富裕发展水

平好于中西部城市，但中西部城市的年均增长率高于东部城市，形成“良性追赶”

的态势，使得东中西间的差距不断缩小。②从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可以看出，

地区间的差异是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四大区域内部差异在不断

缩小，在组间差异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最大，而中部和东北部的差

异最小。③Kernel 密度估计结果显示，共同富裕密度曲线不断右移，表明我国共

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全国和东部地区出现侧峰，说明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同时

各区域核密度曲线均存在右拖尾现象，说明区域内存在发展较好的城市。④从莫

兰指数可以看出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⑤数字经济的发展能

够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并且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两个子系统“富裕度”和“共

同度”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见数字经济不仅能做大“蛋糕”还能分好“蛋糕”。

⑥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创新能力

以及提升创业活跃度，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⑦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存在

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扶贫政策异质性及资源聚集异质性，其中东部

地区的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2018-2021 年间的效应高于 2013-2017 年间效应，

含贫困县城市的效应低于不含贫困县城市的效应，五大城市群城市的效应高于非

五大城市群的效应。⑧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存在“马太效应”，即共同富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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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越强。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水

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经济能够协助“先富带动后富”这一

过程。 

5.2 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的分析和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共同

富裕的作用，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由于数字经济是

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动力，因此应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首先应当继续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快以 5G、算力网

络、千兆网络等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提高算力的同时，还应加大

对网络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此来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以促

进区域间数据要素的协同发展，弥合当前出现的“数字鸿沟”问题，充分发挥数

字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引领作用。其次，应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继续扩

大数字产业化规模，以此催生互联网经济领域的创业新模式、衍生出众多就业新

形态、创造大量新增就业，加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并且应当加大数字经济

向三次产业的渗透，数字技术促进传统产业，不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能提高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最后，应当加大对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打造优秀的数字经

济应用人才队伍。数字经济作为新兴经济形态，相关应用型人才较为缺乏，故应

当支持高校设立数字经济专业，重点培养数字经济专业人才，为数字经济的快速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2）因地制宜构建发展数字经济与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由于各地区数字

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及发展基础均存在差异，且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

应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区应当正视发展存在的差异，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

第一，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首先应当继续加大数字经济的投资力度，加快

数字经济的发展，尽快释放数字经济的红利，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强劲动力；

其次，应当继续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防止返贫或新贫困的出现，积极探索当地

的特色产业、旅游资源，鼓励年轻人回到家乡创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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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再次，应当重视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性，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来人才并留住人才，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技术指

导；最后，应当向发展较好的地区学习成功经验，在学习借鉴的同时，还应该向

发达地区引进适合当地发展的数据要素、产业等，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二，

对于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首先应当继续探索新产业、新模式，将部分传统产业

外移，在保证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发挥数字经济的辐射作用，积极带领发展落

后的城市共同发展；其次，发挥示范作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高质

量发展，将在这一过程中所总结的经验进行推广，推动各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最

后，发达城市应当给予相对落后城市以技术指导，派出相关专业人才到各地进行

农业指导、优秀教师到当地支教等，让各地能够享受公平发展的机会。 

（3）积极探索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多维路径，多举措实现共同富裕。

由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出，数字经济可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优化民营

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提高创业活跃度，进而对共同富裕产生促进作用。

第一，通过数字技术，降低教育成本，而且便利人们通过“干中学”，不断丰富

自己的技能储备，培养高技能人才，以此为社会各行业提供人才及提高劳动生产

率，加速社会财富创造；第二，利用数字经济来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营商环境，

以此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这不仅能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还能推动现有技术的

更新换代；第三，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各地应当出台相关政策，对创

新成果给予相应的奖励，并推动创新成果落地；第四，应当鼓励人们创业，颁布

相关保护机制，让创业失败者无后顾之忧，创业不仅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

能推动创新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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