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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效应分析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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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我国３０个省市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面板数据，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数，使用动态面板ＧＭＭ模型
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产业升级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东部和中西部不同地区，中介效应机制的发挥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的技

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应增强数字经济技术创新能

力，建设区域数字技术创新平台；加快数字产业链的培育和升级，建设数字化工业互联网；提升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引导企业突破核心领域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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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投资拉动转向创新驱
动、经济高速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

键期。受人口老龄化、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资

源环境的制约，亟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以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信

息技术迅猛发展，与产业、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

加速融合，正在重构经济社会运行新模式。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２２年）》显示，２０２１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４５．５万亿元，占 ＧＤＰ
的３９．８％，数字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引
擎［１］。２０２１年１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数字经济
发展大会上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重视数

字经济在经济社会中的广泛应用。那么，数字

经济是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其

作用机制是什么？是否存在东部和中西部不同

区域的异质性？这些是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文献综述

　　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提出以来便受到学者们
的广泛关注，而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测度、数字经

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尚处在研究初

期。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分析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及其关联机制问题，归纳

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研

究。学者们从不同方面论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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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和路径，但由于研究地域不同，得出的

结论也不尽相同。赵儒煜等［２］认为，促进我国

东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为城市化水

平、经济规模、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等；高志刚

等［３］认为，影响沿边省区的因素主要为人力资

源、市场化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也有

学者从金融发展和服务视角探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路径。薛莹等［４］从资源配置、创新效应和

金融服务三个方面探讨金融科技推动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路径；赵玉龙［５］认为，金融发展和资本

配置效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影响因素。

还有学者从不同层面阐述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

因素。钞小静等［６］认为，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观层面优化产业结构，微

观层面提升企业效率。

其二，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测度评价方

面的研究。学者们从多个维度重新阐释了其概

念。Ｄ．Ｔａｐｓｃｏｔｔ［７］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型的

经济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丁志帆［８］认为，数字

经济最核心的推动力是数字技术，其可实现产

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对于数字经济的测度

评价，一方面，学者们从不同层次和方向构建了

评价体系。单志广［９］认为，数字经济包含数字

生产力、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融合转型、社会服

务、政府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张雪玲等［１０］

认为，应从基础设施、产业变革和应用三个方面

构建省域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另一方

面，国内一些机构和组织在数字经济测度方面

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数

字经济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

分，并完成了相应的核算［１１］；腾讯研究院将数

字中国总指数划分为数字产业分指数、数字文

化分指数、数字政务分指数和数字生活分指数

四个部分并进行测算，并公布了全国各地区数

字经济指数［１２］。

其三，关于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机制研究。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与企业融合促

进其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融合打造新业态，

形成经济增长效应［１３］。但目前已有研究尚未

探索出数字经济发展的成熟模式，对数字经济

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还未形成共

识。巫瑞等［１４］得出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和

经济结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结论。赵涛

等［１５］认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人力资本、产业

结构和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带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任保平［１３］从理论层面论述数字经济通过

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

升。荆文君等［１６］论述了数字经济在微观层面

通过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更好的供需匹

配，在宏观层面通过要素投入、资源配置效率和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学界就有关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中介作用机制尚未达成共识，不同区域

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还需进一步研究。本

文拟从微观企业、宏观产业两个层面分别构建

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数字经济促进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机理，为数字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

提供理论补充；采用动态面板 ＧＭＭ模型和中

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

发挥的中介效应在东部、中西部地区是否存在

异质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制

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供

参考。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从直接效应探讨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机制路径，主要是从有利于贯彻新发展

理念进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角度考虑。在对

创新发展的影响上，数字要素本身具备知识密

度大、科技含量高等特征，与产业链的各生产环

节融合，产生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企业技术创

新。在对协调发展的影响上，为相对落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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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技术提供供需匹配的条件，有利于促进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行业的发展，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在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上，数字产业的科

技含量高，污染排放量少，属于绿色的环境保护

型产业。在对开放发展的影响上，电子信息技

术的广泛应用和数据信息的频繁交换，有利于

进出口企业扩大对外贸易，扩大对外开放的范

围。在对共享发展的影响上，数字技术的应用

使得“在线问诊”“在线学习”和“网约车”成为

可能，居民更便捷地共享优质医疗、教育和交通

资源，可提高居民公共服务领域的共享水平。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数字经济能够提高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

从中介效应的微观企业角度探讨数字经济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路径，主要从以下

三个方面考虑。首先，数字要素促使企业数字

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技术传播和

创新溢出。数字信息技术能够紧密联结供需双

方，减少供给和需求的信息不对称，提高研发的

精准度，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其次，数据要素

与产业链各环节深度融合，能够加速创新要素

的整合与利用，提高创新与研发效率。再次，数

字技术能够突破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时空限

制，增强技术的溢出效应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为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奠定基础。但由于我

国东、中西部幅员辽阔，数字基础设施不同，技

术创新发挥作用的基础也不相同，数字经济能

否通过技术创新对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产生影响需要验证。基于此，本文提

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２：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产生影响，但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可能

具有异质性。

从中介效应的宏观产业角度探讨数字经济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路径，主要从以下

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以大数据、云计算、区

块链为主的数字技术有助于改造和提升传统产

业。数字技术广泛渗透于农业、交通业、工业等

领域，使传统产业更加智能化和网络化，促使资

源集约化利用，优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快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催生出新

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能够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构建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使得产业的参

与主体更加多元化，产品形态更加多样化，产业

结构得以优化升级。但是，由于我国东、中西部

地区产业基础不同，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的作

用程度也不尽相同。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

究假设。

假设３：数字经济通过产业升级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产生影响，但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可能

具有异质性。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模型设定

（１）动态面板ＧＭＭ模型

考虑到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数字基

础设施，当期的数字经济可能会对下一期的经

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同时，为了避免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在模型中加入数字经济的滞后一

期。为了使模型具有动态解释能力，在模型的

自变量中加入了因变量的滞后一期。设定的计

量模型如下：

ｈｉｇｈｑｉｔ＝α０＋ｄ１×ｈｉｇｈｑｉｔ－１＋ｂ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１＋ｃ′×ｘｉｔ＋εｉｔ ①
式①中，ｉ表示省市，ｔ表示时间，ｈｉｇｈｑｉｔ表

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表示数字经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１表示数字经济的滞后一期，ｘｉｔ表示一

系列控制变量，α０、ｄ１、ｂ１表示回归系数，ｃ′表示

控制变量相应的系数，εｉｔ表示随机误差项。

动态面板 ＧＭＭ模型有差分 ＧＭＭ估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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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系统 ＧＭＭ估计方法。由于系统 ＧＭＭ估

计方法结合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优势，估

计结果更有效率，我们采用放宽假设的两步估

计法进行回归分析。此外，为了保证回归分析

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估计结果不存在自相关

性，需要进行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和ＡＲ（２）检验。

（２）中介效应模型

参考中介效应分析［１７］的做法，构建如下以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

型，以检验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

在机制。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ｔ＝α１＋α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ｔ－１＋

ｂ２×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ｃ′×Ｘｉｔ＋εｉｔ ②
ｈｉｇｈｑｉｔ＝α３×ｈｉｇｈｉｔ－１＋ｂ３×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ｂ４×ｍｅｄｉａｔｒｏｉｔ＋ｃ′×Ｘｉｔ＋εｉｔ ③
式②和式③中，ｍｅｄｉａｔｒｏｉｔ表示中介变量，即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α１、α２、α３、ｂ２、ｂ３、ｂ４表示

回归估计系数；其余变量与式①中含义相同。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流程，首先，对式①进

行回归分析。若系数在指定的水平上显著，则

可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若 ｂ１不显著，则判定

不存在中介效应。其次，对式②和式③进行回

归分析。若系数ｂ２和ｂ４均显著，那么就观察系

数ｂ３的显著性，若ｂ３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上也显

著，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ｂ３不显著，则

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最后，若系数ｂ２和ｂ４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就需要进行 Ｓｏｂｅｌ检验。

Ｓｏｂｅｌ检验时，若间接效应的９５％置信区间不包

含０，则表明中介效应存在；若包含０，则表明中

介效应不存在。

２．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我国 ３０个省市

（不含港、澳、台和西藏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其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数据使

用本文测度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数字经济指

标数据采用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数

据，其他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国

民经济发展与统计公报、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

国能源数据库和中国金融数据库等。

３．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参考宫汝娜等［１８］

的方法构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５个维

度，２０个指标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熵

权法测算得到不包含港、澳、台和西藏地区的我

国３０个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具体见表１。

２．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采用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的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指数，该指数涵盖数字基础、数字产

业、数字融合和数字治理四个维度。指标权重

由主观调整与客观赋权相结合，采用主成分分

析、层次分析和德尔菲法确定，指数计算以离差

标准化和加权平均法为主。

（３）中介变量：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①技术创新。一般技术创新的指标选取为

研发经费（Ｒ＆Ｄ）强度，但是由于经济高质量发

展指标体系的创新维度包含Ｒ＆Ｄ强度指标，为

了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人均Ｒ＆Ｄ人员全时当

量代替，即技术创新采用 Ｒ＆Ｄ人员全时当量／

当地总人口数表示。

②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可以使用产业结构

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衡量。由于产业结

构高级化能较好地表示产业技术的集约化，体

现产业由低级层次向高级层次的发展过程，本

文中的产业升级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代

替，即用各地区第三产业的产值／第二产业的产

值表示。

（４）控制变量：平均受教育程度、金融发

展、城镇化率、消费升级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除受数字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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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参考巫瑞等［１４］的

研究，引入平均受教育程度、金融发展、城镇化

率和消费升级四个控制变量。其中，平均受教

育程度代表人力资本，用各层次居民文化程度

的人口比重与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和表示。金融

发展用各省市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与

ＧＤＰ的比值表示。城镇化率用各省市城镇人

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表示。消费升级是指在

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八大种类中，医疗保健、交

通通信、文娱教育与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

务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各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见表２。

　　四、实证检验

　　１．基准回归分析

采用动态面板ＧＭＭ模型实证检验假设１，

基准回归方程的结果见表３。为了保证基准回

归分析的有效性，采用 ＡＲ（２）和 Ｓａｒｇａｎ统计量

进行检验。基准模型中，ＡＲ（２）和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对

应的ｐ值均大于０．１，表明回归结果是有效的。

表１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计算方法 指标正负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Ｒ＆Ｄ经费支出／ＧＤＰ 正

创新 科技投入强度 科技预算支出／财政预算总支出 正

人均专利申请数 专利申请数／总人口 正

收入不平等程度 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值／最低值 负

协调 第二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ＧＤＰ 正

二元对比系数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正

绿色

电能消耗强度 全社会用电量／ＧＤＰ 负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增加值 负

工业废气排放强度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增加值 负

污水处理强度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正

生活垃圾处理强度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

城市绿化覆盖率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城市总面积 正

空气质量优良率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年度总天数 正

开放
外贸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ＧＤＰ 正

外资依存度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ＧＤＰ 正

人均医院床位数 医院床位数／总人口 正

教育经费投入力度 教育预算支出／财政预算总支出 正

共享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正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城市道路面积／城市总人口 正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接入户数／总人口 正

表２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所有数据均做标准化处理）

变量 名称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 ｈｉｇｈｑ ０．３７８９ ０．１０９６ ０．２７１２ ０．１７０９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３２３４ ０．１９６７ ０．０１４５ １．０３６６

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 ｒｄｆｔ ０．１７００ ０．１５７５ ０．０１７９ ０．７４２９
产业升级 ｔｓ ０．９２４２ ０．３２８９ ０．００６９ １．８２０６

替代变量 人均ＧＤＰ ｌｎａｇｄｐ １０．０６２６ ０．３９３７ ９．２０９５ １１．１８４４
平均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 ９．２４５３ ０．９２４６ ７．４７３９ １２．７８２０

控制变量
金融发展 ｆｉｎａｄｅｐ ３．２２４４ １．１０３１ １．５６７８ ７．５７８３
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ｒａｔｅ ０．５９６８ ０．１２０８ ０．３６３０ ０．８９５８
消费升级 ｃｏｎｓｕｅｘｐｅｎ ０．２０５２ ０．１４００ ０．０１８８ ０．７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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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准回归方程的结果

变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ｉｇｈｑｔ－１
０．８７６

（０．００８）
０．８５１

（０．０２２）
０．８３７

（０．０３３）
０．８６８

（０．０１１）
０．８６９

（０．０２６）
０．８３４

（０．０４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１５７

（０．０５１）
０．１５９

（０．０３６）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１
０．１６９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４）
０．１４０

（０．０２５）

ｅｄｕ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８）

０．１７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５）

ｆｉｎａｄｅｐ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４）
０．１１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３）

ｕｒｂａｎｒａｔｅ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５）
０．１４１

（０．０６７）

ｃｏｎｓｕｅｘｐｅｎ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３）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７）
ＡＲ（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５
ＡＲ（２） ０．９１５ ０．９８０ ０．９６０ ０．９５２ ０．９９２ ０．９７２
Ｓａｒｇａｎ ０．６５９ ０．９２２ ０．９５３ ０．６１６ ０．８９０ ０．９５０
样本量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从表３的方程①可以得出，数字经济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０．１５７，在１％的水

平上显著。考虑到经济高质量发展除受数字经

济的影响外，还会受到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方程②和方程③中分别添加了居民受教育程

度、金融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和消费升级的部分

和全部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１５９和０．１４８，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为了避免模

型的内生性问题，在方程④—⑥中将数字经济

的当期值替换为数字经济的滞后一期值，回归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系数分别为０．１６９、０．１３２和０．１４０，均在１％的

水平上显著。可见，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新的增长点，假设１得到验证。

表３的方程③和方程⑥均能说明控制变量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方程③为例，金

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

著，表明金融发展程度的深化能够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平均受教育程度、城镇化率和消费升

级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镇化率的提高

和消费升级均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２．中介效应结果分析

（１）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中介效应方法分区域检验技术创新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实证检验

假设２，检验结果见表４。由表４的方程②可

知，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由方程③可知，技术创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

向影响，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技术

创新存在完全的中介效应。同理，由表４的方

程⑤、方程⑥和表５可知，对于东部地区来说，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成立。由表４的方程⑧、

方程⑨和表５可知，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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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① ② ③
东部

④ ⑤ ⑥
中西部

⑦ ⑧ ⑨

ｈｉｇｈｑｔ－１
０．９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９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９５５

（０．０３３）
０．９５１

（０．０３５）
０．９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９１９

（０．０１３）

ｒｄｆｔｔ－１
１．０３４

（０．０１６）
１．０２８

（０．０３３）
１．０９６

（０．０２９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

ｒｄｆｔｔ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５１）

＿ｃｏｎｓ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５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９６ ９６ ９６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Ｗａｌｄ（ｐ）／Ｆ（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５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ｓｏｂｅｌ检验

地区 效应模型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ｏｔＳＥ ９５％置信区间

东部

地区

间接效应 ０．５１１８ －０．０１４７ ０．３２２１ ０．６６１５
直接效应 ０．１１９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６２９ ０．１８２１

中西部

地区

间接效应 ０．６４０２ ０．０４３７ －０．５５４６０．７２５９
直接效应 －０．００７６０．０１２８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１５０

间接效应的９５％置信区间包含０，所以中介效

应的Ｓｏｂｅｌ检验不成立，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

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

发展。

（２）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中介效应方法分区域检验产业升级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实证检验

假设３，检验结果见表６。由表６中的方程③可

以得出产业升级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均有正向影响，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但方

程②中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的回归系数不显

著。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流程，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

见表７，间接效应的９５％置信区间不包含０，表

明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成立。同理，由表６中

的方程⑧、方程⑨和表７得知，在中西部地区，

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成立。由表 ６中的方程

⑤、方程⑥和表７可知，对于东部地区，方程⑤
中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同时

Ｓｏｂｅｌ检验的间接效应的９５％的置信区间包含

０，表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不成立。

３．稳健性检验

为了降低回归结果的不确定性并检验稳健

性，本文采用如下两种方法。

（１）替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到一个地区人

均生产总值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呈现正相关，

本文用人均生产总值替换高质量发展指数，代

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８。由表８中的方程①和方程③可知，数字经济

和数字经济的滞后一期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正向影响，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同时，

ＡＲ（２）和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 ｐ值均大于０．１，表明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是有效的。

（２）改变计量估计方法。采用差分 ＧＭＭ

两步估计方法替换基准回归中的系统 ＧＭＭ估

计方法。由表６中的方程②和方程④可知，数

字经济及其滞后一期的系数值均在５％的水平

上显著，ＡＲ（２）和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 Ｐ值均大于

０．１，保证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因此，不管是

替换被解释变量还是改变计量估计方法，数字

经济及其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

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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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① ② ③
东部

④ ⑤ ⑥
中西部

⑦ ⑧ ⑨

ｈｉｇｈｑｔ－１
０．９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８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９３３

（０．０１３）
０．９３８

（０．０１３）
０．９１８

（０．１２９）
０．９２２

（０．０１３）

ｔｓｔ－１
０．８４６

（０．０２４）
０．９７４

（０．０４６）
０．７９３

（０．０２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９）

ｔｓ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ｃｏｎｓ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５）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９６ ９６ ９６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Ｗａｌｄ（ｐ）／Ｆ（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７　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

地区 效应模型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ｏｔＳＥ ９５％置信区间

３０个
省市

间接效应 ０．４５７０ ０．０４１９ ０．３７４８ ０．５３９２
直接效应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６２１

东部

地区

间接效应 ０．４２６７ ０．００３１ －０．３３７９０．５３８７
直接效应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４５４

中西部

地区

间接效应 ０．５７６２ ０．０４３５ ０．４９０３ ０．６６５４
直接效应 ０．０５６４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１９０ ０．１１５７

表８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① ② ③ ④

ａｇｄｐｔ－１
０．９３９２

（０．０５９１）
０．９８７９

（０．０９６１）

ｈｉｇｈｑｔ－１
０．９２０９

（０．０４５２）
０．９３７２

（０．０４０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１０６９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７７３

（０．０３８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１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９５６

（０．０４１９）

＿ｃｏｎｓ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３９５

（０．０２０８）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ＡＲ（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９６６ ０．９１５ ０．９４９ ０．９５８

Ｓａｒｇａｎ ０．９５８ ０．９５７ ０．８９９ ０．７７５

样本量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正面临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资

源环境约束的挑战，亟待调整转变经济结构，培

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新一代数字技术迅猛发

展，与产业和经济的各方面融合加深，正在重构

经济社会运行新模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

引擎。本文使用我国３０个省市（不含港、澳、台

和西藏地区）的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面板数据，构建

高质量发展指数体系，采用动态系统 ＧＭＭ模

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不同区域的中介效应作用机

制，有助于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战

略，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１．研究结论

其一，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

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

促进产业升级可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作用机制的发挥

具有异质性。数字信息的高渗透性使得产业跨

界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与服务型制造业、传统农

业、交通等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倒逼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提高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带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同时，数字技术的加速迭代，催生

出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数字信息的快速传播

和扩散效应也带来技术的外溢，增强了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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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活跃度，拓展了生产可能性边界，成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其二，东部地区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

“数字经济→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适用于东部地区，但对

于中西部地区来说，这一传导机制尚存在阻力。

数据要素的高复制性和共享特征突破了东部企

业的地理空间和时空限制，其高技术性和平台

经济特征提高了供需匹配的精准度，有助于提

升研发的成功率和成果转化率，促进技术创新，

成为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泉。但是中

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相对滞后，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高，数据

要素的溢出效应尚未完全体现。因此，目前中

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还未能通过提升技术创新

水平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三，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显

著。“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改善经

济发展质量”的传导机制适用于中西部地区，

但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并不成立。中西部地区目

前仍处于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发展进程

中，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这些产业快速融

合，能带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促

进产业生产的组织模式和发展路径发生根本性

转变，通过提高生产率进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但是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已达到相应的程度，数

字要素的进一步集聚和数字技术的进一步提

升，可能难以再显著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因此

东部地区数字经济通过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发展

质量是困难的。

２．政策建议

其一，增强数字经济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区

域数字技术创新平台。应加快数字经济关键核

心技术的研发和突破，建成一批区域数字技术

创新平台和数字技术中心，采取多种财政税收

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政府部门应多

举措优化服务，营造支持创新发展的营商环境。

由于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这些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数据要素的

溢出效应尚未能完全体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率

较低，因此未来仍应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人才、

物资设备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集聚，促进中西

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提升相

对落后地区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能力。

其二，加快数字产业链的培育和升级，建设

数字化工业互联网。应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

设，引导企业积极将生产数据、业务信息向平台

转移；鼓励制造企业内外部全业务流程的数字

化转型，实现资源共享、工作协同、业务流程一

体化；支持制造企业以关键联网设备为基础，连

接车间生产信息，实现网络监控和可视管理；从

资金上提供支持，降低数字化门槛，加大数字化

服务扶持力度，奖励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改造标

杆项目。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其产业升

级的中介效应显著，应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承接

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增加研发收入和产业附

加值，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数字产业链向中高端

迈进，增强产业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

其三，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引导企业突

破核心领域技术难题。一方面，全面加快建设

工业互联网，倒逼产业链和价值链重组，催生新

业态，促使产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应全力推

进技术创新，构建企业主体、市场引导、产学研

融合的创新体系；支持和引导企业突破关键核

心领域技术难题，从根本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应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企业数字化

管理，政府应营造公平、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

促进企业增强市场反应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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