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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

随着我国信息化的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当前研

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 2010-2021 年数据构建相关指标体系测算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综合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并对今后发

展给出建议。

本文基于现有的文献，首先界定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义，剖析数

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其次，在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数字经济和

经济高质量构建综合指标体系，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两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

指标体系，基于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经济高质量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数字

经济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根据测算结果绘制时序分布图，分析数

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最后依次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

应检验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以及面板分位数模型的检验方法来研究数字经济对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分析，进而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本文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升经济高质

量发展，并呈现区域异质性，按照东中西部地区的顺序作用程度依次减弱。（2）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本水平、政府干预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

等指标的作用程度不容忽视，且均表现出正向的显著影响作用。（3）基于间接

效应视角，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并在各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区

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影响力最强，西部地区的影响力最弱。（4）数字经济水

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即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呈现非线性关系。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化

转型，各地区应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推动经济增长。（2）注重人才培

养体系，增加政府支持力度，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政府应大力支持引进人才，

并建设数字科技，提升各省数字经济水平。（3）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我国各地区之间的数字化水平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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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的不同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让数字经济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4）

加速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注重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产业升级的质量，进而不断增强产业的竞争力，确保产业的稳定发展，为优

化产业结构提供关键支持。

关键词：数字经济 经济高质量 产业结构升级 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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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China's economy has

already turned from the fast growing period to the phase of high quality

growth of the economy.With growths of China's informationization, the

diamond economy has become a new engine for China's industrial high

quality growth, and it is of import to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technological economy's impact on the quality growth of the indust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growth of the econom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10 to 2021,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levant index system to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numerical industry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industry, researches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numerical

industry on the level of quality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gives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documents,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meaning

of domestic technology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analyzes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domestic technology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secondly, it builds a integrated index system for domestic technology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The

domestic technology system is based on the Internet industry and

domestic financial industry; the domestic technology system is focused

on the five new ideas of growth and economic innovation; the composite

indicators of the domestic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innovation are

measured by entropy calculation; and the spatial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calculation, so as to analyze the trend of the c and the level of

qualit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level of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 level of quality of the

economy. Finally,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method,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model,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and the panel quartile model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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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ed to study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egional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domestic economy.This leads to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nd presentation of related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listed this document offers the below

proposals: (1)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boost

digital conversion, and region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to push forward economic growth.(2)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indicators such as human capital leve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level

and urbanization level cannot be ignored, and all of them show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mediary effect,

there is an intermediary effect in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there are certain regional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s,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eastern region being the strongest and the western

region being the weakest. (4) There is a doorstep function which exists

between the level of domestic economy and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promotion, the result is that the influenced of domestic

economy on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y show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document offers the below proposals:

(1) Accelerating the growth of the domestic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ll region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2) Pay

attention to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increase government support,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vigorously support the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and build digital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in all provinces. (3)

Formulate strategies suitabl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s econom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re is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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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in the level of digitalization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so design of relevant operational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under different regional developments, so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dri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4)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ocus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n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ensur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provide key support for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High quality econom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fluenc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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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的 G20峰会上提出如何加速推动

数字经济的发展建议，多次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必须完善数字建设，推动相关技术

的普及和加速信息发展。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经济的稳步增长，在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十四五”规划纲的目标是数字化核心产业占 GDP

的比重由 2020年的 7.8%要提高到 2025年的 10%，与此同时，并在第六届数字

中国建设大会中明确提出 2022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将达到 50.2万亿元，这一数

值将位列全球第二，在 GDP中的份额也将上升至 41.5%，使得数字经济变得更

加关键，它将是推动稳定增长和转型的主力。针对新形势下的发展格局，数字经

济已经是各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世界各国都已经制定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更要牢牢抓住数字经济这个关键动力。我国近年来

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

数字基础科技建设，推动企业向数字经济转型升级，建立数字经济治理与安全体

系，全面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等战略。

数字经济能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各个产业链相互融

合，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推动发展动力的变革，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

配置，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很有必要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机制。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数字经济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支撑，世界

各国已认识到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并且开展数字经济领域相关的研究，本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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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扩充了数字经济如何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具体包含产生的直接

效应理论、间接效应理论以及非线性溢出效应理论。数字经济在我国的多个领域

展现出独特优势，有助于全面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本文的理论意义基于两个方面探讨：一是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依据数字经

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分别构建更全面的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的指标体系，扩大指标体系的研究范畴，丰富了现存的指标体系，为之后的

指标体系构建、各级指标的确定以及数据来源奠定相关基础。二是根据数字经济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来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

响程度和方式。包括基准回归分析、区域异质性检验、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

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等实证分析方法。

（2）现实意义

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已转向高质量化发展，探索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已迫在眉睫，而数字经济在近年内发展迅猛，已成为我国发展的新动能，研究数

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两方面探讨本文研

究的现实意义：一是构建符合当下发展及合理的数字经济指标，根据测算的结果，

阐述各省域数字经济近年来的发展水平，基于各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探讨不同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并根据各地的水平程度的不同，提出因地

制宜的发展策略。二、近年来随着信息科技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表

现出较强的融合性，与我国各个领域的实体行业相结合，加速了我国各产业的变

革，有利于平衡目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差异性。目前，在整个世界加速变革的大

背景下，探讨数字经济作用与经济高质量的程度及影响机制，对我国的进一步发

展十分重要。

1.2 研究现状

1.2.1 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现状

（1）从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

研究数字经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995年，当时 Bo Carlsson（2004）提出

了数字经济的概念，指出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型技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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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新的组合可能性。Zimmerman（2015）从经济系统的角度论述了当下的变

革形势，指出了数字经济的普适性内涵，探讨了数字经济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和价

值。Karlik等（2017）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的新型互联网经济

产业，有助于加深企业间的合作。Ilić等（2022）认为技术的发展是数字经济发

展的原因，依靠互联网技术提供数字商品，带动产业的变革与融合发展等。

Chen等（2022）运用固定时间和个体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对金融科技的促进作

用。 国内学者洪永淼等（2021）认为信息是重要的载体，信息是构成数字经济

发展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带动了互联网与产业的发展，代表了现代经济学的变革。

张翱等（2021）认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数据，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

发展形式，涵盖了所有可以数字化的产业和领域。佟家栋等（2022）指出，数字

经济的本质包括虚拟性、高附加值、数据化和智能化等特征。许宪春等（2020）

认为数字经济已经是促进现代发展的主要形势，依靠相关技术的发展带动经济，

而信息又是数字经济的基石，通过持续产生新信息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陈晓

红等（2022）人认为数字经济产生了新的经济活动和规律。

（2）从数字经济的作用方式及测度等方面进行分析

基于数字经济的作用方式视角，Subramaniam等（2019）认为数字经济可以

广泛的作用于实体生活的各个领域，促使市场形成高度聚集的发展形式。国内学

者主要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创新驱动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影响

（焦勇，2020；钱海章等，2020）。肖旭等（2019）分析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

指出其推动产业转型、促进资源优化等。在数字经济的测度观点下，Sidorov等

（2020）提出了基于不同地区特征的综合评估数字经济体系的指标。陈维涛（2017）

认为构建的指标应该囊括基础的技术化层面，要求展现出新技术手段的发展形势

和应用。张伯超等（2018）从技术的发展、生活的普及程度、科技的安全性及可

操作性等方面刻画了“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现状。张雪玲等（2019）利

用熵值分析法对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剖析了目前我国数

字经济水平所处的现状。刘军等（2020）认为基础的技术发展和经济的具体表现

是衡量指标体系的重要方面，除此之外应考虑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信

息。肖远飞等（2021）指出应该以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基准的数字经济水平测算方

法。而王军等（2021）认为数字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发展现象，应该考虑空间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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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基于产业和数字的发展情况刻画相关指标，阐述的发展现状。刘成坤等

（2022）根据各省发展状况，利用空间溢出检验各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变化趋势。

巫景飞等（2022）根据数字经济的具体产业分类标准测算我国各地区的数字经济

指标体系。

1.2.2 关于经济高质量的研究现状

（1）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发展路径等方面研究

Feldman等（2016）指出衡量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化的过程，需考虑到影

响经济民生的各个方面，不能单一的进行数字运算。Khan（2022）认为经济的

发展应该回归于社会，考察社会给经济带来的影响，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可以提高

效率，促进高新技术部门的发展。根据现有的经济理论模型，认为经济的发展变

革应改主要集中在改变经济的内在供需结构，探寻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

展需要符合社会矛盾的变化，以人民为落脚点（迟福林，2017；田秋生 2018）。

刘志彪（2018）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与现代发展方向相匹配的发展理念，

旨在实现更大社会福利效益。魏敏等（2018）指出在经济发展方向变化的现下，

应该着重加大对创新的发展，由创新的方式带动我国各项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形

态的多样化发展，一方面注重对生态的保护，维持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改善经济

发展的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张军扩（2019）提出，随着

经济水平提升，必须建立相匹配的政策制度，构建高质量现代化体系。张震等

（2021）认为，经济增长问题目前正处于转变阶段。张侠（2022）指出经济朝向

高质量化是目前发展形势之下的必然选择。

（2）从经济高质量测度视角分析

由于学者们对理论内涵的不同界定，导致各学者提出的指标体系各有侧重。

Mei等（2016）人指出经济的发展需要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该指标是

经济发展的重要衡量因素。师博等（2019）认为经济的发展应该基于发展的现状、

已经取得的结果以及绿色发展三个方面展开，构建衡量经济的相关指标。马茹等

（2019）认为经济的发展需要注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结合社会发展的效能

与人民的需要等层次进行探讨，分析经济发展的水平，论述未来发展的方向。黄

顺春等（2020）根据绿色、社会、企业、经济、开放以及民生六个方面构建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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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系，分析了我国目前的发展形势。杨沫（2021）提出经济发展应从新五大理

念入手，根据各项的发展指标共同测算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钞小静等（2021）

认为经济增长涵盖多个方面，需要从发展的稳定性及增长程度等多面进行衡量。

张扬等（2022）指出我国经济目前的发展现状是不均衡的，经济的指标除了包含

常规的发展要素之外，还应该囊括均衡因素。石丹等（2022）基于新发展理念视

角构建经济增长的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新发展理念不同维度所表现

出的特征。

1.2.3 不同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影响的研究现状

基于不同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的研究中，Bakhshi（2016）强调数

字经济对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提出通过产业数字化转型、科技创新等

机制促进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Acemoglu等（2018）指出依据现存的经济理

论，探讨互联网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技术手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程

度以及效率大小。Ahmad 等（2018）认为可从交易性的视角出发，分析信息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信息，进

而带动经济增长。BEA（2018）指出研究数字经济发挥的影响程度，需要从实际

应用和效能两方面进行具体论证，探讨其对市场和经济的影响。Volkova等（2019）

提出，数字经济借助新型互联网技术和发展模式推动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

促成经济结构的高质量变革。另一类研究关注数字经济的作用途径。李清华（2022）

指出数字经济影响市场的手段多元化，其中可通过影响市场化水平和劳动资源配

置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昊炜等（2021）运用异质性视角研究了数字贸易经济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张蕴萍（2021）构建数字指数，分析

数字经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并提出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完善数

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议。钟文（2022）从空间关联的角度阐述了数字经济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力。巫瑞（2022）和张腾等（2023）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技术

创新等是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1.2.4 文献评述

根据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有部分国内外学者在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水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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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研究较为丰富。探讨了数字经济的起源、内涵、特征以及影响发展的作用方

式等，分析了经济高质量的内涵、发展路径以及测度方式等，但因为研究视角的

不同，研究目的不一致，大多数研究通常采用单一指标进行衡量。除此之外，目

前大多数文献根据数字经济的特点，探讨了数字经济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程

度，但并未全面论述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研究旨在克服目前的不足，着力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首先，利用省级面

板数据，从全国地区和区域异质性视角两个维度出发，论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直接影响的分析，并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作用程度。其次，本文不局限于研究数字经济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机理，而从间接效应视角引入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进行 Sobel中介效应

分析和面板门槛回归分析，探讨在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

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后，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水平在影响经济发展中

起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了本文撰写的选题背景，写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创新之处等。

第二部分，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本部分将阐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过程的影响，并梳理相关理论模型，为接下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同时总结现有的研究理论。

第三部分，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借助经济模型，

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的影响作用，从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以及非线性溢出影

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四部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测度。基于之前的分析和

广泛文献综述，本部分旨在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衡量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关联。

第五部分，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根据之前的理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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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指标构建以及指标测量结果，本部分将选择全面且具有代表性的控制变量，

并利用相应的计量模型，包含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以及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等实证方法。

第六部分，结论与建议。此部分将对前文论述的指标测度结果及水平发展现

状、各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进行总结和归纳，得出相关研究结论，并提出因地制宜

的政策建议。

本文绘制如下图 1.1所示的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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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查阅文献，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探讨经济增长的当前状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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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趋势。在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经

济高质量的影响程度。同时，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搜集相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统计年鉴资料，为接下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提

供了基础。

（2）理论分析法

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明确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概念，

基于理论视角，总结现存的相关的理论，论述数字经济在影响经济变动的过程中

存在的理论路径，为后文的数字经济以及经济高质量的指标测量和实证分析提供

理论支持。

（3）比较分析法

在研究区域差异性时最常用的方法是比较分析法，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用

比较分析法论述：首先，在构建并测算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

础上，比较我国整体区域、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各省域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状况，从时序变化以及空间特征两个维度分析近十年内的变动趋势。其次，

针对全国地区的东、中、西部划分，根据区域发展不协调性，比较各地区数字经

济路径的区域差异性影响程度。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1.4.1 研究重点

（1）根据发展的现状，查询相关文献，确定数字经济以及经济高质量的概

念界定，基于二者各自的概念及特征，构建与之相关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评

估 2011-2021年我国各省域数字经济水平和经济高质量的综合指标，分析中国各

省份和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特征。

（2）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一方面基于理论层面，

引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利用 Feder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因素存在影响的理论路

径，并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非线性效应三个视角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另

一方面，根据前文的指标测算结果以及具体的理论分析，利用相应的实证分析模

型，对数字经济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式进行检验和论证。

（3）探讨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区域异质性视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10

角，本研究旨在分析数字经济对不同区域经济水平差异的影响程度。根据实证结

果，提出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以缩小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并为数字经济带

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新思路。此研究旨在为未来制定区域协调发展规

划提供理论支持，并为数字经济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提供指导。

1.4.2 研究难点

（1）在发展迅猛的新时代下，数字化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方式和水平不断发

生变化，经济增长水平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在实时变动，因此对二者的概

念界定是本文研究的难点之一。一是要全面囊括影响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高质量

水平变动的因素，二是从实际的角度出发，要符合目前我国发展的趋势，基于前

沿性视角阐述，要覆盖各方面内容。

（2）构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是本文的难点之一。在

总结和归纳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时，一是要考虑指标体系的

全面性，分析各指标之间的合理性及相关性，确保指标体系的现实意义；二是要

考虑数据收集的难度，收集指标的各省域的数据，尤其是要考虑部分公开指标数

据在某年之后不再统计发布，对于缺少部分数据的变量该如何替换的同时考虑变

量选取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3）空间计量模型方法与实证分析方法是本文的难点之一。首先，需要考

虑所构建的空间计量模型是否符合研究的目的和问题；其次，需要选择适用的实

证方法，更为全面的体现检验论证的可靠性。

1.5 创新点与不足

1.5.1 创新点

（1）从研究内容出发。结合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目前大多数文献

根据数字经济的内涵及发展现状，基于实证分析的层面探讨了其作用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程度，但并未详细论述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缺乏相应的

理论支撑，基于此，本文引入经济理论模型，并从直接、间接、非线性溢出三个

维度进行理论分析。另一方面，有部分学者在分析论述的过程中虽采用了实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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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模型，但所用的方法较为单一，且大部分研究只聚焦于中国整体或各省份层面，

基于此，本文将全国各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从三个理论分析的视

角切入，从区域异质性视角开展实证分析。

（2）从研究视角出发。首先本文在查阅及梳理文献后，结合实际发展状况

对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进行概念界定，并根据二者的内涵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

为后续指标构建提供相应参考。其次本文不局限于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之间关

系的研究，引入产业结构升级等中间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数字经济通过

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等中间变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机理，利用面板门槛

模型，对数字经济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两个变量进行门槛检验，分析数字经

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非线性效应；最后可持续发展视角，利用分位数

回归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3）从实际应用的维度出发。本文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得出可靠的研究结论。这些结论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可以应用到实

际中，有助于分析我国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深入了解数字经济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5.2 研究不足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虽然根

据前人的研究提出了研究方法和论证内容，但是，由于作者自身学术水平有限，

可能无法深入研究部分问题的深度层面，仍需进一步讨论。二是数字经济水平本

身存在复杂关系，随数字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而变化，同时经济高质量水

平受多个因素影响，所以存在部分问题未深入研究。

（1）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程相对较短，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近年来新提出的

发展方向。由于经济水平和发展形势不断变化，目前还没有形成客观完整的指标

体系，现有的指标体系在某些方面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2）在数据选择和获取过程中可能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同时，由

于公布数据的滞后性和部分指标数据难以获取，导致所收集的面板数据跨度有限，

接下来的研究可以适当向下拓展，挖掘代表性更强，数据收集更精确的指标。与

此同时，本文的数据收集止步于省域层面，后续可精确到区县级，进行更为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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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探讨。

（3）数字经济作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杂因素之一，虽然已选定部分

影响因素作为其控制变量，但选取的因素依旧存在不够全面的现象。因此，在未

来的研究中，更应全面纳入影响经济变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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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2.1 概念界定

2.1.1 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

数字技术的发展依托于信息的发展，以互联网的发展为载体，数字经济的发

展兴起后，其本身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是基于数字经济一直在发展变化，

导致概念的界定比较困难，目前在现有的文献中已存在多种内涵定义。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最早由唐·泰普斯科特提出，自 1996年以来，围绕数字

经济的理论和研究逐渐兴起，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数字经济的本质。国际上认为

数字经济是一种数字化的产业，是一种产业化的经济形式，以数字化和信息化为

特征结合实体行业发展，逐渐成为生产中不可分离的重要元素，主要是以其信息

化的手段促进产品的科技化发展，自身虽然不涉及利润的直接变现，但主要起到

依附提升作用（许宪春等，2020）。在 G20杭州峰会上公布的《二十国集团数

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信息化的信息和知识作为生产要

素，利用信息化网络作为工具，通过 ICT 的应用来提高效率和优化宏观经济结构

的所有的商业活动”。国内学者（洪永淼等，2021、张翱等，2021、佟家栋等，

2022）认为数字经济综合来说是一种广泛性的经济活动。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对数字经济进行概念界定，即数字经济起源于信息化时

代，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以各项数字科技手段和信息，利用其普适性、高效性

以及融合性等特征，快速促进产业与科技融合，进而成为推动产业链升级、提高

生产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

2.1.2 经济高质量的概念界定

我国之前经济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段时期，对自然的过度汲取造成生态环境

的变化，因此提出我国应该着力改变经济发展的形势，经济高质量的概念应运而

生。我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处于朝向经济高质量转变的时代，应着重强调发展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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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优化绩效效应，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社会经济效益，推动经济运行朝向更为

平稳高效的新发展方向。

目前，学者们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展开理论分析，有多位学者就此问题展开

研究和探讨。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从三个层面界定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在宏观层面上，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于五大新发展理念和社会主要矛盾，

将创新视为首要推动力，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区域城乡协调绿色发展，确保经济

成果惠及民众。在中观层面上，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驱动，推动产业结构不

断合理化，实现产业升级和优化。在微观层面上，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实现产业

高级化，为传统产业创造增值空间，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效益。

2.2 理论分析

2.2.1 数字经济发展理论

数字经济的发展相对起步较晚，历程短暂。本文根据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

围绕信息、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三个方面展开理论讨论。

首先，在信息时代，数字经济最初是借助信息要素实现发展的。信息通讯技

术是其中被广泛采用的领域，该技术与信息和经济运作方式相融合，并在短时间

内迅速发展。许多学者主要关注 ICT产品和 ICT产业，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

引入信息化变革，改变了社会和产业经济发展的格局，促使信息经济时代的形成。

其次，在互联网时代，基于信息要素的完善发展，各种数字技术迅速蓬勃发

展。数字经济加速了与企业之间的融合，改变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加速了企业的

转型速度，数字经济利用其科技手段，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利用大数据

等技术提升了企业的办公速度。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引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

业的运行成本，可以及时的观察到市场的变化，进而调整运营策略，有助于企业

加大自身的竞争力，能够更好的提供市场需求的服务，进而促进供给侧商品的改

革。在此背景下，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数字技术被广泛的

使用在产业转型中，各行业利用互联网平台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方式，越来越多的

产业探索这种数字化的转型方式。

三是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数字技术已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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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数字手段正式促进产业的升级。数字产业的兴起促进了我国整体实体经济的

融合发展，加快了一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数字

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方式简便，极大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加快了经济发展进程。

2.2.2 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随着生活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持续演变，我国经济在日渐深远的发展进程中，

向着经济高质量化发展的方向不可避免。我们已经不应只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更

应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

第一，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中会呈现各阶段的独特特征，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处于和平与发展时期，经济基础建设和生活水平相对落后。提出计划经济与

市场经济结合发展，解放生产力，引入教育、人才、科技等加快经济发展，快速

的经济发展形式是与当下国情最匹配的发展模式。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我国

经济发展已取得初步成效，但国际市场不稳定，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受到不

利影响，我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弊端逐渐显现，例如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受

到破坏，效益与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匹配等。此时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从

发展速度朝向经济效益转变的理念，经济的发展需要速度，更需要效益。引入科

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明确创新和科技、教育和人才等手段对提升经济效益

发展的重要性。随着进入全面小康阶段，我国国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显著

提升，但存在着贫富差距扩大、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提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促

进效益和质量的提升。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主席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

论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基础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形势。强

调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构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推动经济质量、效

率和动能的提升，倡导加强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为实现现代化做好准备。

第二，我国经济面临高质量化发展是必然的，我国产品类型丰富，各条产业

链都具备生产活力，但生产的产品质量较弱，创新能力较为薄弱，需要加速推动

供给侧的升级，加大提升产品的供给水平，因此，必须提升我国的经济高质量化

发展。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产业结构逐渐发生变革，引入科技研发和创新发展

至社会发展中，利用技术手段推动产业转型，使经济发展逐步朝向高质量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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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越来越注重生活的环境与绿色生态的发展，我国

在多项会议中多次强调生态环境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绿色发展必然带动

经济朝向高质量化发展。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推动我国经济朝向高质量发展。我国随着主要矛

盾的变化积极调整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措施，目前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基础的物质

生活，更看重美好的生活需要，我国的发展是一切以人民为导向，社会矛盾的变

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路径。同时，我国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包括经济

结构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此，我国需要在发展中着

力提升供给侧的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人民需求，将发展重心转向相

对落后地区，解决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利用数字经济这一动力，加速推动

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注重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2.2.3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

随着经济朝向高质量化方向发展的理念提出，一直在积极寻求提升的优质路

径，数字技术与经济增长的结合势在必行（任保平等，2022）。本文根据现存的

发展理论做相应的理论分析。

一是微观视角。微观视角中更加关注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

网络效应。随着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市场需要更加多元化的生产机制来满足

需求，当前需要提升供给侧复杂化生产能力。从理论角度分析，首先，规模经济

有助于企业控制成本，在数字经济的今天，使企业成本朝向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

成本方向发展。高固定成本主要涉及企业的基础设施、设计研发等必要成本，而

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生产出的产品可以以较低成本模仿或研发，有助于企业扩大

生产规模，降低平均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目前，随着数字技术的介入，规模经济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均可以发挥效应，

可以降低企业发展成本。其次，基于产品的相关性理论的范围经济，市场和用户

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随着科技的不断改进，借助科技手段可以提高产品之间的关

联程度，拓展企业的经济范围。最后，网络效应有助于提升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

网络效应的出现使得网络价值快速增长，改变了传统的边际成本定价方式，节省

了大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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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观视角。中观视角中数字经济不仅在企业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展现出

与实体领域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通过数字化形式推动我国实体产业的快速发展。

首先，数字经济推动创新发展。科技技术的进步需要依靠创新实践，创新实践有

助于推动产品的更新换代，同时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也促进技术进步。其次，

产业之间产生关联性，传统的生产方式是由各个部门独立完成，数字化的发展改

变了这一现象，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已经与各部门之间产生

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在各部门中促进了要素之间的流通转化，大幅度的提升了生

产力，提升了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性。最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融合发展，

数字化下的技术发展倒闭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实现了动能倍增（杨秀云等，

2023）。数字化发展具有广泛性和深入性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在实体行业中发挥

作用。

三是宏观视角。宏观视角是促进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源要素的协同作用（斯丽

娟等，2023）。首先，数字化手段的发展依托信息的改革，信息在经济生产中具

有基础作用，与现有资源协同发展，探求更积极的发展路径，进而提升生产效率。

在经历数字化变革的当今时代，对产业和产品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新的数字设备

发展影响资源变动，影响资本投入的方向和力度。其次，加强技术手段，经济想

要朝向高质量化发展，离不开企业和社会的研发与创新，刚开始时技术层面建设

不完善，技术的进步跟不上经济发展，所以数字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不是很

明显，但后期技术水平和基础建设完备时，数字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才会逐

步凸显出来。最后，技术扩散发展，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不局限自身发展情况，

更多的是利用自身信息和技术的扩散效应推动经济增长，在于利用各种具有广泛

性、创新性等的技术手段融合实体领域，推动产业经济发展，扩散到生活的各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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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3.1 理论模型

� =

本文借鉴 Feder模型，假设经济体由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两部门构成，数字

经济的产出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假设实体部门和数字经济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

为：

� ��, ��, � (1)

� = �(��, ��) (2)

其中，�为实体部门生产函数，�为数字经济部门生产函数，��和��分别是

传统实体部门和数字经济部门的资本投入，��, ��分别是传统实体部门和数字经

济部门的劳动力投入。

对式(1)与式(2)分别求时间的导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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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
��

���
、

��
���

、
��
��
分别为实体经济对资本、劳动力及数字经济产出三类

投入要素的边际产量。式(4)中，
��

���
、

��
���

分别表示数字经济部门对资本和劳动力

投入要素的边际产量。

假设传统实体部门和数字经济部门的要素边际产量有以下关系：

��
���

/ ��
���

= 1 + � (5)

��
���

/ ��
���

= 1 + � (6)

假定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边际产出上具有如下关系：

�
1+�

= � �
1+�

(7)

其中�的取值范围是[1- 1
1+λ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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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数字经济以不变弹性θ影响实体经济部门的产出，即：

� = �(��, ��, �) = ���(��, ��) (8)

同时，经济体总产出 Y=T+D，对总产出 Y 关于时间 T 求导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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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5)、(6)、(7)代入式(9)中，并两边同时除 Y，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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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讨论φ=1 时，将φ=1 代入式(10)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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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1)中，
�

1+�
�
�

Ḋ
�
表示数字经济部门产出对经济总产出的变动Ẏ/�有直接影

响。

其次讨论φ∊[1- 1
1+λ

,1]时，将式(10)整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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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中，数字经济在产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下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最后讨论φ∊[1，1+1
�
]时，将式(10)整理可得：

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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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1+�
�
�

Ḋ
�

+ �( Ḋ
Ṫ

�
�

) ( Ṫ
�

�
�

) (13)

从式(11)、(12)与(13)中可以得出：数字经济的边际产出优势会大幅提升经济

发展水平。

3.2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实体经济生产要素和规模的转变。传统的廉价劳

动力被高技术人才所取代，包括新兴的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数字要素已成为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孙颖等，2021）。数字经

济从四个方面入手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企业、高校以及大众，由供给和需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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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产业链。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可以

加速科技、理论知识和实践方法的发展，完善现有的人才管理体制，并加速人力

资本的积累。除此之外，在数字经济的支撑下，实体经济朝向高技术、高效益、

低污染的方向发展，实现更高效的资源优化配置，减少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更

好的朝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杨文溥，2022）。

数字经济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影响。各行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也呈

现根本性变化（王星媛等，2022）。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推动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也是实现现代

化的基本途径,提升城市化水平可以更好地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提升实体

经济的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的兴起提升了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在传统实体经济发展阶段，由

于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实体经济的增长常受限于特定地区，导致地理空间分布的

不均衡局面。同时，在互联网发展尚不成熟之前，信息和运输成本对实体经济的

发展带来重大制约（周晓辉等，2021年）,如今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信息成本，

快递行业的发展提升了运输速率，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将各行各业融合在一起，打

破了原有实体经济局部发展的僵局，更大程度的提升了生产效率，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3.3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间接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的兴起推动了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强化了国内供给侧改革，促

进国内经济循环，优化了产业结构。近年来，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实体行业

不断突破传统模式，推动数字经济技术的发展并加深两者的融合，进一步提升经

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内，也在国际贸易中广泛应用。从国

际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使得国际的产业链加速发展，并且呈现出全面性以及区

域性等特征，并且与传统的运输企业融合，不仅加速了办理事务的效率与安全性、

降低了运输过程与仓储分拣过程的成本等，更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全国

以及世界各地的的区域性产业集群可以通过数字经济技术等的对接模拟实现快

速沟通发展（韩兆安等，2022）。在国内视角方面，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数

字技术在互联网平台中被引入，推动生产过程向更加开放和协作的方向发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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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追溯等技术手段打击盗版商品，数字经济的应用提高了产

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经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阶段，表明技术产业在数字

经济中的重要性。各项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我国各个实体领域的变革，带动了各行

各业朝向智能化的渠道转型，并演化出一系列新的赛道，在数字技术优化的同时，

促进产业链升级，进而提升经济发展的水平。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空间

化特征，先带动与互联网相关的产业链发展，后进入各实体领域，结合各行业共

同发展，利用其先进的技术性，降低各行业的运行成本，进而促进各产业的争相

变革。当产业与数字化技术结合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数字化产业的规模也正向增

加，此时各行各业已经利用数字技术完成基础变革，各产业的发展在技术手段的

加持下，已呈现出新的模式。数字技术发展到如今，已经在第一、二、三产业中

深度融合，促进了供给侧的变革，带动经济的正向发展。

3.4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溢出分析

Katz等（2016）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具有特殊的空间效应，呈现出一定的网

络效应，会产生快速传播，呈现裂变式增长的情况，同时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宽带

的支撑，因此在大众中宽带的普及率是很重要的影响指标，对该普及率调查研究

后发现，该比率的临界值为 10%，当等于或大于 10%时，互联网对经济由正向

的促进作用。郑嘉琳等（2016）认为影响经济发展变化的指标中，需要着重注意

环境变量和城市化水平的变量所存在的非线性增长的效应，会影响数字经济的发

展，进而影响经济的变化。余姗等（2021）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导致网络效应

的出现，利用数字技术中的出口技术研究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程度，发现随着数

字技术的不断使用，不仅表现出对经济呈现出正向的发展效应，更对企业和产业

本身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赵涛等（2020）引入创业活跃度研究数字经济水平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呈现出非线性递增的特性；宋跃刚等（2022）认为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生的网络效应并不明显，随着各项水平的不断发展，

继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累计成本较高并达到一定临界值时，会出

现较为明显的网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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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依靠的是互联网发展，各项技术的发展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提升得到优化，与我国各个产业融合，带动经济发展。产业和数字技术不

断融合，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参与者的利润逐渐增加，这种趋势将随着发展变得

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本身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提升数字经济的水平需要筑牢基础设施。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的初级阶段，效果可能并不明显，导致数字经济似乎制约了经济发展，当数字基

础建设完善后，数字经济的表现能力也体现出来，其效果将变得明显。因此有必

要考虑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因此，在研究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作用时，

不能忽略数字经济本身所在的网络效应，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呈

现出非递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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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4.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1）系统性原则

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时，应当遵循系统性的原则。在选择各级指标时，需要关

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确保指标之间相关性强，同时避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此外，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应具有逐级递进的层次性，从三级指标到一级指标，各

个层级能够全面反映指标的发展情况。

（2）代表性原则

在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时，应遵循代表性原则，即在选择指标时尽可能选择那

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指标。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可以更直观地反映指标

的发展状况，并更准确地衡量指标的发展水平。

（3）综合性原则

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应遵循综合性原则，即在构建指标时应考虑多个维度。由

于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各种影响因素的影响，衡量和评估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在选择二级和三级指标时，应综合考虑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各个方面，以便全面反映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4）动态性原则

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时应遵循动态性原则，因为指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

断变化。因此，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应采用动态视角。在选择指标体系时，应优先

考虑那些具有长期时间跨度且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5）科学性原则

在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时，应遵循科学性原则，从而确保构建出的指标体系更

具权威性。在构建各级指标体系时，首先应能够直观地展示指标体系的特点以及

各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其次，要确保指标之间的合理性，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

以及确保经过数据处理后的指标具有现实意义。

（6）可比可量化性原则

在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时，需要遵循可比性和可量化性原则，以确保所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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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指标在数量上具有可比性和可计量性。选择指标时，应注意确保各指标之间

的协调性，以保证其可以相互比较和衡量。选取单个指标的目的是为了构建整体

指标体系，因此在计算时需特别关注计算方法和计算标准，以确保测算后的数据

的可靠性。

4.2 数字经济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

4.2.1 指标体系构建

在明确数字经济概念并进行相关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可获取的数据，

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参考了曾艺等（2019）、赵涛等（2020）的研

究，以及基于互联网发展现状的黄群慧等（2019）和数字金融普惠的研究（郭

峰等，2020），构建了数字经济水平的指标体系，具体内容详见表 4.1。

表 4.1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数字经济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正向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正向

互联网相关产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正向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正向

数字金融普惠发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正向

4.2.2 测度方法选择

在测算综合评价指标的具体值时，熵值法是最常用的测度方法。因而本文

在测度数字经济水平时选用熵值法测算。熵值法旨在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然后通过计算为各指标分配适当的权重值，最终计算整个指标体系的综合得分。

本文借鉴朱熹安等（2015）对熵值法的测定方法对指标进行测算，具体测算方

法如下：

一是对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正向指标：

���' = ���−���(�1� ,..,���)
���(�1� ,...,���)−���(�1� ,..,���)

(14)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25

负向指标：

���' = ���(�1� ,..,���)−���
���(�1� ,..,���)−���(�1� ,..,���)

(15)

上述公式 (14)、 (15)中���(�1� , . . , ���)表示第 1 个指标在全部年份的观测值

中的最大值，���(�1� , . . , ���)表示第 1 个指标在全部年份的观测值中的最小值。

二是计算第 k 个指标占第 l 个指标的比重：

��� = ���

�=1
� ����

(16)

三是计算第 2 个评价指标的熵值

�� =− 1
�� � �=1

� ��� ��(���)� (17)

其中，0 ≤��≤1

四是计算评价指标��的差异性系数，由式 (17) 可以得到，对于给定的 l，当

���的值越小，则��值越大。当xkl中的值相等时，��=����=1，此时指标��对被评

价指标没有作用；当���的值异越大，则el的值越小，指标��对被评价对象的影响

越大。因此对于差异性系数�1=1- �1, �1的值越大时，该对应指标的占比越重。

五是确定权重系数：

�� = ��

�=1
� ���

= 1−��

�=1
� (1−��)�

, � = 1,2, . . . , �

��代表的是各指标最终的权重的系数，（0≤wl≤1，

(18)

l=1
m wk� =1）

六是计算第 k年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数：

�� = �=1
� �����

∗�

4.2.3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

   (19)

价

基于 2011年至 2021年数据，通过熵值法测算全国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水平，

从表中可以看出数字经济水平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同时，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水

平在各年份内优于中西部地区，这与实际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公布的数字经济

发展指数报告相一致。因此，可以认为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相对稳健，可用于实

证研究。具体如下表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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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数字经济测度指数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北京 0.314 0.399 0.479 0.521 0.586 0.565 0.639 0.773 0.895 0.982 0.991

天津 0.171 0.238 0.291 0.318 0.364 0.368 0.428 0.533 0.628 0.711 0.721

河北 0.109 0.171 0.237 0.258 0.299 0.314 0.375 0.452 0.533 0.588 0.590

辽宁 0.149 0.215 0.283 0.315 0.362 0.359 0.418 0.486 0.554 0.605 0.620

上海 0.231 0.306 0.407 0.433 0.486 0.472 0.549 0.665 0.770 0.855 0.880

江苏 0.163 0.229 0.302 0.328 0.378 0.375 0.441 0.551 0.647 0.702 0.740

浙江 0.202 0.277 0.345 0.373 0.429 0.416 0.491 0.605 0.719 0.781 0.870

福建 0.177 0.246 0.316 0.338 0.392 0.384 0.448 0.541 0.625 0.674 0.710

山东 0.116 0.180 0.252 0.280 0.324 0.333 0.389 0.466 0.538 0.592 0.630

广东 0.205 0.268 0.343 0.367 0.417 0.408 0.486 0.602 0.699 0.760 0.810

广西 0.098 0.160 0.216 0.246 0.294 0.304 0.361 0.453 0.536 0.607 0.640

海南 0.134 0.199 0.263 0.291 0.350 0.344 0.418 0.523 0.603 0.668 0.710

山西 0.116 0.182 0.242 0.270 0.314 0.324 0.377 0.450 0.533 0.596 0.600

内蒙古 0.125 0.195 0.260 0.284 0.329 0.336 0.393 0.478 0.567 0.631 0.640

吉林 0.116 0.179 0.238 0.273 0.319 0.326 0.388 0.463 0.539 0.591 0.610

黑龙江 0.106 0.164 0.228 0.265 0.311 0.320 0.379 0.436 0.504 0.556 0.600

安徽 0.091 0.159 0.222 0.257 0.294 0.310 0.370 0.457 0.546 0.608 0.650

河南 0.083 0.151 0.214 0.249 0.290 0.301 0.365 0.445 0.529 0.591 0.630

江西 0.083 0.143 0.213 0.243 0.287 0.302 0.366 0.453 0.531 0.599 0.640

湖北 0.115 0.181 0.250 0.283 0.326 0.334 0.399 0.486 0.570 0.622 0.670

湖南 0.097 0.163 0.221 0.247 0.288 0.298 0.357 0.436 0.520 0.591 0.640

重庆 0.118 0.181 0.250 0.280 0.327 0.333 0.399 0.490 0.581 0.639 0.611

贵州 0.103 0.167 0.238 0.267 0.319 0.324 0.385 0.469 0.542 0.621 0.670

四川 0.077 0.139 0.196 0.233 0.280 0.295 0.371 0.476 0.587 0.669 0.690

云南 0.085 0.148 0.216 0.247 0.295 0.301 0.370 0.460 0.557 0.637 0.690

西藏 0.085 0.152 0.212 0.246 0.291 0.299 0.347 0.413 0.552 0.647 0.681

陕西 0.136 0.198 0.255 0.292 0.339 0.346 0.409 0.518 0.606 0.667 0.690

甘肃 0.081 0.143 0.206 0.240 0.287 0.287 0.352 0.442 0.532 0.601 0.640

青海 0.109 0.162 0.226 0.257 0.312 0.308 0.343 0.500 0.590 0.670 0.710

宁夏 0.111 0.177 0.235 0.271 0.327 0.322 0.400 0.496 0.589 0.656 0.660

新疆 0.108 0.178 0.247 0.268 0.314 0.307 0.353 0.428 0.543 0.644 0.680

均值 0.129 0.195 0.261 0.292 0.340 0.342 0.405 0.498 0.589 0.657 0.688

根据表 4.2测算出的各个省份数字经济水平指数，分析各省份 2011-2021 年

内数字经济水平变化的情况：

2011 年至 2021 年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的平均发展水平如图 4.1 所示。具体

情况如下：1.排名靠前的七个省份分别为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福建

以及天津，近五年中，北京的数字经济水平达到 0.86，上海为 0.75，浙江为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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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为 0.68 等，并且上述这几个省份均属于东部地区。2.其余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的平均水平差不多，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水平在东部地区内有较好的发展趋势。

图 4.1 2011-2021 年我国各省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

从下图 4.2 中可以观察得到：1.以东、中、西部地区为划分标准，对我国数

字经济水平进行观察发现，从 2011 年至 2021 年，东、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

水平均呈现出大幅度提升。2.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从 2011 年的 0.18 增长至

2021 年的 0.74，中部地区从 2011 年的 0.1 增长至 2021 年的 0.6，西部地区从

2011 年的 0.1 增长至 2021 年的 0.6，这表明，最近几年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相

关政策有效果，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和升级，也有助于缩小

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有必要进一步推动政策的实施和推进，以确保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持续性和平衡性。3.数字经济在东部地区的发展程度一直超过中西部

地区，且年均增长率要大于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地

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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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011-2021 年我国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4.3 经济高质量水平测度

4.3.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结合新发展理念的视角和相关的文献构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分别构建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

发展以及共享发展为 5个维度的二级指标，构建以创新发展维度下的 4个三级指

标、协调发展维度下的 4个三级指标、绿色发展维度下的 4个三级指标、开放发

展维度下的 3个三级指标、共享发展维度下的 5个三级指标的综合指标体系。具

体指标选取如表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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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经济高质量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经济高质

量发展

创新发展

GDP 增长率 地区 GDP 增长率 正向

研发投入强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地区 正向

投资效率
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率/地

区 GDP 增长率
负向

技术交易活跃度 技术交易成交额/地区 GDP 正向

协调发展

需求结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 GDP 正向

城乡结构 城镇化率 正向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地区 GDP 比重的提高 正向

政府债务负担 政府债务余额/地区 GDP 负向

绿色发展

单位 GDP 能耗 标准煤/地区 GDP 负向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能源消费增长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率
负向

单位产出的废水 废水排放总量/地区 GDP 负向

单位产出的废气 二氧化硫排放量/地区 GDP 负向

开放发展

对外贸易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地区 GDP 正向

外商投资比重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地区 GDP 正向

市场化程度 地区市场化指数 正向

共享发展

金融发展程度 各项贷款增长额/地区 GDP 正向

劳动者报酬比重 劳动者报酬/地区 GDP 正向

居民收入增长弹性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地区 GDP

增长率
正向

城乡消费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负向

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占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

正向

4.3.2 指标说明与权重计算

在本文中，通过界定经济高质量的概念并参考相关文献，结合可获得的数据，

构建了经济高质量的指标体系。在构建指标体系时，作者参考了孙豪（2020）和

闵路路（2022）等人的研究方法，综合选择与各维度相匹配的指标，构建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数。该方法结合了新发展理念和相关研究成果，根据指标的可

获得性和适用性，精选出一组全面且代表性的指标，涵盖了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通过这一指标体系，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评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为决

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意识到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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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不断优化和更新指标体系，以确保其与实际情况的一

致性和可靠性。

（1）创新发展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数字科技创新和理论

创新等形式的创新能够推动经济朝向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创新的基础性、创新

投入力度以及创新产出效能这三个维度，构建了四个指标来衡量创新发展。这些

指标能综合反映创新的多个方面，为全面评估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指标体系。

（2）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的发展形势存在着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在不同的省域内具体值

不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较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较大。为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必须重视促进协调发展，并解决存在的地区间不平衡

问题。只有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发展和整体提升，推动经

济向着更高水平、更均衡的方向发展。

（3）绿色发展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人们日益重视绿色发展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最近几

年，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越来越关注倡导绿色发展。这意味着要在保护自然

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只有这样，经济才能朝着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更

好地发展，从而巩固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选择了四个指标来构建绿色发展

指标体系，通过这些指标，可以综合评估绿色发展的程度，进而推动经济的可持

续增长。

（4）开放发展

当前，开放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选择了三个指标来构建开

放发展指标体系。通过构建的这些指标，能够全面评估开放发展水平，为促进经

济增长和国际合作提供科学依据。开放发展将进一步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

合作，推动经济走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并加速实现经济全球化的目标。

（5）共享发展

经济发展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共享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从

五个维度构建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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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测算选用熵值法。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各指标权重

详见表 4.4。

表 4.4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北京 0.786 0.780 0.764 0.768 0.754 0.597 0.716 0.763 0.753 0.707 0.661

天津 0.454 0.467 0.474 0.508 0.505 0.417 0.590 0.612 0.534 0.498 0.508

河北 0.246 0.237 0.232 0.247 0.215 0.166 0.246 0.270 0.270 0.255 0.280

辽宁 0.312 0.311 0.297 0.342 0.374 0.507 0.382 0.409 0.378 0.366 0.386

上海 0.639 0.648 0.628 0.614 0.587 0.485 0.581 0.664 0.621 0.607 0.604

江苏 0.366 0.375 0.369 0.385 0.361 0.291 0.391 0.427 0.399 0.365 0.389

浙江 0.326 0.330 0.334 0.361 0.338 0.272 0.354 0.407 0.390 0.352 0.375

福建 0.327 0.341 0.332 0.304 0.316 0.254 0.323 0.319 0.304 0.274 0.295

山东 0.295 0.297 0.299 0.290 0.274 0.233 0.323 0.350 0.352 0.336 0.360

广东 0.415 0.429 0.431 0.428 0.410 0.312 0.452 0.536 0.501 0.456 0.463

广西 0.207 0.205 0.198 0.226 0.217 0.166 0.230 0.241 0.254 0.266 0.305

海南 0.280 0.276 0.275 0.284 0.256 0.243 0.304 0.378 0.334 0.323 0.335

山西 0.229 0.225 0.229 0.243 0.276 0.182 0.226 0.268 0.263 0.243 0.262

内蒙古 0.219 0.227 0.201 0.189 0.184 0.155 0.284 0.207 0.175 0.255 0.296

吉林 0.192 0.184 0.190 0.220 0.195 0.166 0.215 0.270 0.313 0.242 0.256

黑龙江 0.238 0.229 0.214 0.283 0.224 0.178 0.222 0.278 0.273 0.265 0.282

安徽 0.216 0.210 0.218 0.245 0.258 0.202 0.274 0.297 0.300 0.279 0.312

河南 0.236 0.247 0.228 0.222 0.218 0.175 0.242 0.246 0.258 0.244 0.270

江西 0.213 0.212 0.208 0.214 0.209 0.151 0.223 0.243 0.243 0.235 0.273

湖北 0.273 0.268 0.279 0.293 0.294 0.240 0.313 0.308 0.318 0.282 0.308

湖南 0.227 0.233 0.222 0.233 0.224 0.177 0.262 0.287 0.283 0.263 0.280

重庆 0.290 0.302 0.315 0.312 0.285 0.221 0.274 0.344 0.311 0.293 0.313

贵州 0.236 0.236 0.228 0.242 0.242 0.189 0.255 0.285 0.313 0.305 0.338

四川 0.199 0.198 0.208 0.199 0.206 0.170 0.219 0.229 0.227 0.221 0.242

云南 0.242 0.252 0.256 0.209 0.219 0.162 0.210 0.227 0.226 0.205 0.211

西藏 0.221 0.249 0.249 0.190 0.180 0.156 0.212 0.166 0.166 0.135 0.119

陕西 0.234 0.234 0.261 0.261 0.275 0.214 0.279 0.295 0.301 0.268 0.295

甘肃 0.225 0.220 0.227 0.227 0.230 0.190 0.348 0.275 0.273 0.246 0.251

青海 0.240 0.215 0.214 0.193 0.198 0.147 0.200 0.203 0.182 0.185 0.195

宁夏 0.192 0.192 0.189 0.184 0.168 0.128 0.224 0.235 0.233 0.229 0.257

新疆 0.167 0.161 0.172 0.165 0.176 0.130 0.170 0.181 0.166 0.162 0.173

均值 0.288 0.290 0.288 0.293 0.286 0.235 0.308 0.330 0.320 0.302 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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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4测算出的各个省份经济高质量水平指数，分析各省份 2017-2021

年内经济高质量水平变化的情况：

2017-2021年我国各省经济高质量平均发展水平如图 4.5所示，可以看出:1.

排名前四的地区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广东，近五年北京的数字经济水平

可以达到 0.71，上海的数字经济水平可以达到 0.61，天津的数字经济水平可以达

到 0.55，广东的数字经济水平可以达到 0.49；这四个省份均属于东部地区。2.

排名后四的地区分别为西藏、新疆、青海以及云南，其中经济高质量水平值最高

的云南省为 0.21，这四个省份均属于西部地区，由此可见，东部地区整体的数字

经济水平要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整体的数字经济水平要优于西部地区。

图 4.3 2017-2021 年我国各省经济高质量平均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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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5.1 实证模型构建

5.1.1 基准回归模型

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本文参考周清香等

（2022）的研究，建立了以下计量模型：

��������,� = �0 + �1����,� + ��� + ��,� (20)

式(20)中，quality表示经济高质量发展；dig代表数字经济水平；i 和 j 分别

代表省份和年份；X为控制变量；ε代表随机误差扰动项。

5.1.2 中介效应模型

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等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中介效应，需展

开进一步探讨，本文在杨红燕等（2022）人的研究基础上设定中介效应模型，具

体如下：

��������,� = �0 + �1����,� + ��� + ��,� (21)

����,� = �0 + �1����,� + ��� + ��,� (22)

��������,� = �0 + �1����,� + ��� + ��,� (23)

上式(21)、式(22)、式(23)中， ����,�为 j 年份中的 i 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产

业结构升级等中介变量。其它变量的含义同基准模型。

5.1.3 面板门槛模型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存在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机制，可能会造成非线性递增的

影响，针对这种考虑，运用 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设计思路，借鉴刘鑫鑫等（2021）

的研究方法,构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面板门槛模型：

��������� = � + �1����� × �(� ≤ �1) + �2����� × �(�1 < � ≤ �2) + � +
������� × �(��−1 < � ≤ ��) + ��+1����� × �(� > ��) + ���� + ��� (24)

上式(24)中，I(·)为示性函数，M表示门槛变量，θ为待估门槛值，��表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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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系数，其余各项的含义与基准模型相同。

5.1.4 面板分位数模型

鉴于数字经济在不同分位数处对经济高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将分位数

回归与面板数据相结合，有助于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

数点上的变化，设定如下：

����
(�)(�|���) = �� + ���

���, � = 1,2, . . . , � (25)

其中，���与���分别为个体 i在时期 t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为不可观

测的时间不变效应。除此之外，依据惩罚最小二乘中的相关思想，引入权重和惩

罚因子，可得：

{ ∧
�

(��, �), {��(� �
�=1

} = ��� ��� �=1
�

�=1
�

�=1
� ����� ���(��� − �� − ���

����) +

� �=1
� |��|� (26)

其中，��为第 k个分位数对固定效应产生的贡献，��为��处的权重。

��� � = �(��) − �(� < 0)为损失函数，涉及到的�(� < 0)为示性函数。

5.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5.2.1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发展质量（quality），本篇文章借鉴孙豪等（2020）的研

究方法，选取 5个二级指标和 20 个三级指标为代理指标，构成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指标体系，并计算全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借鉴赵涛等（2020）学者的研究，选取数字经济（dig）作为本文

的核心解释变量，选取了 5个三级指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运

用熵值法计算全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UIS），代表各个产业向更完善、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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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转型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有多种，参考吴振华（2021）研究的

方法，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评估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4）控制变量

为了使控制变量更加精确，参考徐晓慧（2022）、王珏（2022）、何寿奎等

（2022）的研究，本文选取人力资本（hum）、政府干预（gov）、城镇化水平

（urb）、经济发展（LnGDP）等 4个控制变量进一步衡量。所选取的变量如表

5.1所示：

表 5.1 变量说明及预期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预期符号

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quality) 综合指数值 正向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dig) 综合指数值 正向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hum) 平均受教育年限 正向

政府干预(gov) 地方财政支出/GDP 正向

城镇化水平(urb) 城镇人口/总人口 正向

经济发展(Ln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 正向

中介变量与门槛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UIS)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正向

5.2.2 数据来源

本文基础数据为中国各个省份的 2011-2021年相关数据。数字经济方面的原

始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他数据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统计年鉴》以及中经数据网等数据库。在处理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干预

等变量中部分省份在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时，本研究采用插值法进行处理。

5.2.3 描述性统计

对文中构建的指标体系以及各项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的描述

可由表 5.2所示：各项变量的发展水平在东部地区最强，但平均值还有待提升，

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较弱；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较大，表明各省份之间有较大

的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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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全国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N=342 N=132 N=100 N=110

经济高质量(quality) 0.296 0.397 0.241 0.225 0.786 0.119 0.129

数字经济(dig) 0.401 0.403 0.319 0.324 0.991 0.077 0.192

人力资本(hum) 8.839 9.777 9.293 7.124 13.200 5.023 1.503

政府干预(gov) 0.298 0.194 0.243 0.389 1.354 0.119 0.211

城镇化(urb) 0.587 0.667 0.559 0.485 0.912 0.228 0.131

经济发展(LnGDP) 4.449 3.679 3.952 5.421 9.453 2.369 1.399

产业结构升级(UIS) 1.365 1.435 1.064 1.226 8.479 6.848 0.996

注：结果由作者计算得到（N表示变量个数）

5.3 实证分析

根据理论模型分析，为下一步实证分析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在实证模型

分析中，本研究先利用基准回归分析，探究数字经济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

接影响程度；其次，基于产业结构视角，运用中介回归分析方法剖析数字经济对

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机理；除此之外，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效应研究数字经济与产

业结构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影响的非线性递增效应；同时，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

验数字经济水平门槛效应的稳健性，并比较不同数字经济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

5.3.1 基准回归效应实证分析

基于前文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本文选用逐步回归的

方法逐步引入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实证分析。表 5.3各列分别代表全国样本、东部

地区、中部地区、西部的地区的基准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得出：

（1）在全国样本中，所有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人力资本水平、

城镇化水平等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同时也

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助推经济高质量水平的增长。（2）区域异质性检验中，

数字经济水平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区内存在区域差异性。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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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的原因是，相比较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初步发

展阶段，西部地区的各项新技术主要应用于生活服务领域、生产领域等方面，而

东中部地区的数字技术应用领域更为广泛和深入。（3）人力资本水平在中西部

地区表现不显著，这主要源于该地区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平和严重的人才流失，导

致中西部地区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4）经济发展水平在中西部地区不

显著，最可能的原因是生产水平与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产业不集聚，城乡差距较

大，还未落实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发展，导致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为

落后。

表 5.3 基准回归分析

全国样本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dig
0.025*** 0.025*** 0.077** 0.208**

(0.766) (-0.129) (-0.262) (-0.435)

hum
0.003*** 0.009*** 0.022 0.015
(-0.027) (-0.087) (-0.015) (-0.017)

gov
0.018*** 0.102*** 0.159*** 0.097
(-0.092) (-0.751) (-0.338) (-0.009)

urb
0.044*** 0.073*** 0.279** 0.385***

(-0.404) (-0.526) (-0.446) (-0.599)

LnGDP
0.002** 0.007*** 0.011 0.006
(-0.006) (-0.044) (-0.006) (-0.003)

cons.
0.043*** 0.046*** 0.239** 0.261**

(-0.449) (-0.768) (-0.611) (-0.649)
adj.R2 0.7155 0.9071 0.5004 0.753
N 342 132 100 11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5% 及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5.3.2 中介效应回归实证分析

为了确认数字经济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间接影响程度，本文采用 Sobel

法分析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是否具有中介效应。

具体的检验结果详见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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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全国样本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dig
0.021*** 0.025*** 0.036* 0.035
(-0.083) (-0.146) (-0.064) (-0.047)

hum
0.005** 0.017*** 0.014 0.006
(-0.001) (-0.047) (-0.001) (-0.003)

gov
0.024*** 0.113*** 0.101*** 0.031**

(-0.024) (-0.068) (-0.493) (-0.074)

urb
0.041*** 0.092*** 0.134** 0.069*

(-0.631) (-0.678) (-0.331) (-0.121)

LnGDP
0.003*** 0.009*** 0.006 0.003*

(-0.011) (-0.228) (-0.007) (-0.123)

cons.
0.048** 0.113*** 0.117 0.073**

(-0.074) (-0.497) (-0.089) (-0.191)

sobel
0.014*** 0.009** 0.031** 0.019**

(-3.237) (-1.983) (-2.139) (-2.264)

Goodman-1(Aroian)
0.014*** 0.009* 0.032** 0.019**

(-3.226) (-1.924) (-2.125) (-2.232)

Goodman-2
0.014*** 0.008** 0.031** 0.018**

(-3.248) (-2.048) (-2.154) (-2.291)
adj.R2 0.7967 0.9113 0.7380 0.6811
N 341 132 99 11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5% 及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由模型（1）结果可知：在全国地区范围内，通过了 Sobel中介效应检验，

同时在 Goodman-1(Aroian)与 Goodman-2的检验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产

业结构确实存在中介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产业水平发生变化，产业结

构的发展对经济高质量也表现出正向的影响作用，即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间接的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将全国按东、中、西部地区划分进行检验，结果见于模型（2）、模型（3）

和模型（4），具体表现为：1.产业结构水平的存在中介效应最明显的地区是东

部地区，接下来是中部地区，而在西部地区则最为不明显。2.东部地区的R2超越

全国水平，最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较高、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

链，产业结构相对完善，自身经济水平较高，因而更有利于促进数字经济对经济

高质量的正向影响。3.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更多地受到数字经济的直接影

响，这可能是因为该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和整体经济发展略逊于东部，产业结构

升级程度尚未完全到位。4.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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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产业结构水平的中介作用尚未起到明显效果。这可以归因于西部地区的产业

结构仍处于低级向高级转变阶段，产业结构转型仍需持续关注，同时也因为西部

地区数字经济起步较晚，整体经济水平较为低下。

5.3.3 面板门槛回归实证分析

（1）门槛值检验

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在影响经济

高质量发展中的非线性递增效应。利用 Stata软件对门槛变量逐一进行门槛效应

检验。如表 5.5所示：1.产业结构水平单一门槛的 LR统计量（F值）为 15.26，

并且在 10%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在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下，数字经济表现

出具有非递增效应，即门槛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有明显的单一门槛效应。2.

由表可以观察到双重门槛检验结果，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根据估计结果表明门槛检验值为 1.11。

表 5.5 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数量 F值 P 值 门槛值 置信区间下限 置信区间上限

产业结构

单一门槛 15.26 0.046 1.11 1.1015 1.1140
双重门槛 7.82 0.352 — — —

数字经济
单一门槛 13.27 0.006 0.35 0.3403 0.3523
双重门槛 7.99 0.948 — — —

注：—表示不存在结果值

图 5.1展示了门槛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在单一门槛条件下的 LR图，由表

可以看出存在单一的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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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产业结构单一门槛估计

除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门槛变量的检验外，还需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对高质量

发展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可以观察到检验结果如图 5.5所示：1.检验结果在 1%

显著水平下显著，数字经济水平的单一门槛的 LR统计量（F值）为 13.27，即数

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关系，即门槛变量数字经济有明显的单一门

槛效应。2.双重门槛检验不显著，证明数字经济水平没有双重门槛效应，即数字

经济水平门槛检验值为 0.35。

下图 5.2为门槛变量数字经济水平在单一门槛下的 LR图，由表可以看出存

在单一的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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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数字经济单一门槛估计

（2）门槛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 5.6呈现了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变量的门槛回归结果，在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单一门槛条件下，表现出的影响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 阶段 1 为稳定发展期

（UIS≤1.1100），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趋同效

应较为显著；2.阶段 2为快速发展期（UIS>1.1100），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的系数由 0.0077 增至 0.0748，说明数字经济更有效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

发展。

表 5.6 产业结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非线性单一门槛面板门槛

系数 t值 [95% Conf. Interval]

cons. 0.4525 3.91 0.2247 0.6803
dig(UIS≤1.1100) 0.0077 0.22 -0.6259 0.0781
dig (UIS>1.1100) 0.0748 2.46 0.0149 0.1347

dig — — — —
hum -0.1811 -1.46 -0.0426 0.0064
gov -0.1517 -1.67 -0.3303 0.2681
urb 0.0142 0.13 -0.1988 0.2271

LnGDP 0.0041 0.71 -0.0071 0.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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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为数字经济水平变量的门槛回归结果，由表可得当数字经济水平小于

或等于 0.35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可能会带来减缓效应，当数字经济水平

大于 0.35时，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呈现正面影响，即数字经济水平超过门槛值时，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非线性递增的。

表 5.7 数字经济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非线性单一门槛面板门槛

系数 t值 [95% Conf. Interval]
cons. 0.411 3.670 0.1905 0.6312

dig(dig≤0.35) -0.069 -1.750 -0.149 0.009
dig (dig>0.35) 0.035 1.150 -0.025 0.096

dig — — — —
hum -0.141 -1.170 -0.038 0.010
gov -0.090 -1.010 -0.265 0.085
urb 0.005 0.040 -0.203 0.212

LnGDP 0.007 1.340 -0.003 0.018

5.3.4 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

在经济水平较高的省份，数字科技通常会优先发展，从而在数字经济的发展

和应用方面相对于其他省份更具先进性。本文选取 0.1、0.25、0.5、0.75、0.9这

5个分位点进行进一步探究，利用 Stata 16.0 软件进行面板分位数回归分析。具

体结果见表 5.7：1.在面板分位数回归中，当数字经济水平从小到大排列时，处

于 0.1和 0.25分位点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明显。这可能

是因为数字经济概念在前些年才刚刚提出，各地区正处于完善数字经济的过程中。

2.在 0.5、0.75、0.9这三个分位点上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经济水平随着

近年来不断地发展，对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影响越来越有利。3.政府干预、城镇化

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在近年来也呈现出对经济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

政府干预与城镇化水平系数逐年提高，即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显著的成效。

4.实证研究部分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检验了数字经济的面板门槛效应的稳健性。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 0.25-0.5分位数点处，数字经济跨越某一门槛后，呈现稳定

发展的迹象，符合单一门槛效应。面板分位数的检验结果验证了数字经济门槛效

应的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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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分位数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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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4 0.019 0.027*** 0.031*** 0.036***

0.052 -0.013 -0.079 -0.119 -0.192

hum
0.007 0.006 0.005*** 0.008*** 0.007***

0.007 0.011 0.028 0.034 0.052

gov
0.189 0.248 0.034** 0.039*** 0.048***

-0.151 -0.059 0.086 0.171 0.287

urb
0.359 0.292 0.059*** 0.053*** 0.094***

0.383 0.446 0.644 0.797 0.878

lnGDP
0.021 0.021 0.004 0.004 0.005***

0.004 -0.003 0.001 0.006 0.015

cons.
0.266 0.166 0.071*** 0.065*** 0.044***

-0.066 -0.067 -0.323 -0.461 -0.671
样本数 341 341 341 341 341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5% 及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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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与经济高质量指标体系，并测度其发展趋势，运用检

验方法探索数字经济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程度，得出如下结论：

（1）在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不同地区的

经济水平差异导致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数字经

济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程度较为有限。

（2）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水平、政府干预水平和城市

化水平等指标的影响至关重要，并且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另外，这些因素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地区表现出区域差异性。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干

预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疲弱，而城市化水平在中部

地区则影响较弱。

（3）从中介效应维度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存在中介效应。数字经济不

仅能够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而且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并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的影响力最强，西部

地区的影响力最弱。

（4）数字经济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存在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关系，前期表现为快速增长阶段，后期表现为稳定发展状态，

即随着产业结构水平的不断升级与优化，数字经济更能稳定的正向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6.2 建议

针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1）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积极促进

作用，带动经济发展。建立国家直接监管的数据库，保护数据的安全性、有效性、

可靠性和实时性等方面。同时，着力发展以 5G 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化领域的

科技技术，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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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人才培养体系，增加政府支持力度，推动城镇化进程。技术性的

创新可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更需要人才支持。政府应大力支持人才引进，加

强数字科技建设，提升各省数字经济水平。同时，推进城镇化发展，特别是加大

对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水平较低城市的支持。

（3）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我国各地的数字

化水平存在着区域差异，因此需要根据各区域的发展情况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

利用数字经济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于西部地区，需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基础

设施的建设；而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则应提升数字核心技术，推动实体经济与数

字经济更深度的融合发展。同时，应将已掌握的技术和信息资源引入西部地区，

以实现经济的协调和稳定发展。

（4）加速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点发展数字化基础设施，包括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质量，增强产业的竞争力，确保产业的

稳定发展，并为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关键支持。同时，政府应加强各领域的融合

发展，推动各行业与数字化的深度融合，提高新型产业的效率，实现新旧动能转

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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