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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深入研究2013年至2022年四川省的相关数据后,运用熵值法科学地为各项指标变量赋予了

权重,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精准测算了四川省先进制造业与大数据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从而全面

评价了这两大产业的发展水平。研究结果显示,四川省先进制造业在这十年间平均贡献度达到了0.475,

大数据产业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平均贡献度达到了0.418。两者均呈现稳健的上升趋势,近年来对四

川省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发显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大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度在十年间的平均值为

0.5725,这反映出尽管两者均有所发展,但它们之间的协同和互动尚处于较低水平,即勉强协调的状态。这一

结果提示我们,尽管先进制造业和大数据产业各自有所进步,但两者之间的融合程度和协作效果还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为了促进四川省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深化先进制造业与大数据产业之间的合

作与协同,优化产业结构,挖掘两者的潜在协同效应,从而进一步提升四川省整体经济的效益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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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22, we 

scientifically assigned weights to various indicator variables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accurately calculate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big data industry in Sichuan 

Province through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hu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se two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contribu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ichuan Province has reached 0.475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the big data industry has also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ith an average contribution of 0.418. Both show a steady upward trend, and in recent 

years,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Sichuan Provi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averag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industries over 

the past decade is 0.5725, which reflects that although both have developed, their collaboration and interaction 

are still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that is, in a barely coordinated state.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althoug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big data industries have made progress respectively, there is still significant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Sichuan Province, we urgently need to deepen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big data industries,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synergistic effects of the two,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overall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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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四川省,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璀璨明星,以其迅猛的发

展速度、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正逐渐崭露头角,

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数字经济的创新高地。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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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也

为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地位注入了强大动力。近年

来,四川省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了令人瞩目的业绩。2023

年,这些企业共计实现营业收入高达54932.4亿元,相比上年增

长了3.6%。在盈利方面,经过盈亏相抵后,这些企业实现的利润

总额达到了4836.3亿元,同比增长了10%。这些数据的背后,反映

出四川省工业企业在数字经济浪潮中的强劲发展势头。值得一

提的是,四川省的多数企业已经开始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

在创新牵引和降本增效的内生动力驱动下,这些企业纷纷拥抱

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同时,政策引导和产业链协

同等外部因素也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

四川省制造业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并行的转型期,

数字化转型程度不一。大数据作为新信息技术的核心,正重塑

传统产业。大数据助力先进制造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

水平和改变商业模式,推动其转型升级[1]。全球范围内,各国竞

相利用技术与数据深度融合寻求制造新增长。我国出台多项

政策推动制造业数字化。四川省作为数字经济重要区域,应抓

住大数据与先进制造业融合机遇,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提升竞争力,巩固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

的领先地位。 

因此,本文将以大数据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为主题,深入探讨

二者之间的融合机制、融合水平以及可能面临的挑战。通过构

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对融合水平进行客观评价,并提出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大数据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

四川省乃至全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1 文献综述 

20世纪7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信息技术与传

统产业相互作用为代表的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

关注。张伯旭和李辉(2017)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国外“互联网+”

在改造制造业方面的应用方式,揭示了其与制造业的融合能够

深刻改变制造范式与运营模式[2]。徐颖和李莉(2018)从价值链

视角切入,详细剖析了大数据与制造业在研发设计、供应链、生

产、营销及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的融合实践[3]。霍媛媛(2019)

认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有效收集、统计、处理和分析制造业

的海量数据,进而分析产业结构关联、预测发展趋势,推动制造

业向信息化和智能化转型[4]。房建奇等人(2019)指出,大数据在

制造业业务流程中的应用能够实现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

网络化协同和精益化管理,从而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

级[5]。张洁等人(2019)全面分析了大数据如何驱动智能制造,

为大数据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路径参考[6]。焦勇

(2020)认为,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的过程中,正实现从要素驱

动到数据驱动、从产品导向到用户体验、从产业关联到企业

群落、从竞争合作到互利共生的转变,不断催生制造业的新业

态和新模式[7]。吕明元和苗效东(2020)基于中国25个省份13

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数据对制造业结构

的高级化与合理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8]。而李成刚(2020)以

中国30个省市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分析则显示,

提升大数据发展水平能够有效推动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且

随着大数据发展水平的提升,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更

为显著[9]。 

综上所述,先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大数据与先进制

造业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涉及制造过程和生产模式的革

新,更涵盖了各环节之间的深度整合。当前文献主要聚焦于大数

据与产业之间的融合实践,但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定性分析的

层面,对于融合机制的内在运作及融合水平的准确度量研究

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以大数据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为核心议

题,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度模型对融合水平进

行全面、客观评价,以期为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实际应用提

供有力支持。 

2 研究方法以及指标选取 

2.1研究方法 

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看作为耦合系统中的两个子系

统,首先使用熵权法分别计算两个子系统的贡献指数 

ej =− 1lnm i=1
m yijlnyij(i = 1⋯n, j = 1⋯m)             (1) 

dj = 1 − ej                                   (2) 

式中： ej 为第j个指标的熵；m为样本数量； yij为第i年在

第j个指标下的比例； dj 为熵的冗余。 

在获得指数的熵和冗余度之后,可以进一步确定指数的

权重 

wj = djj=1m dj∑                                 (3) 

式中：wj为指标的权重。 

确定指标权重后,结合指标的具体数据即可得出两个子系

统的贡献指数(T值) 

Ti = j=1
m wjpij                                 (4) 

式中： Ti 为贡献值； pij 为综合得分。 

计算耦合协调度 

进一步计算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 

C = T1 × T2( T1 + T22 )2                              (5) 

式中：C为两个产业融合水平； T1为先进制造业子系统的

贡献度； T2为现代服务业子系统的贡献度。 

C = C × 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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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 aT1 +b T2 ,D值越高,表明两个产业融合的协调

程度水平越好。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在两个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影响程度等同,因此a和b的取值均为

0.5。 

将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划分为10个等级(见表1) 

表1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表 

 

2.2指标选取 

在评价先进制造业与大数据的耦合协调度时,首先需要获

取这两个产业的贡献指数(T值),这是评价其耦合协调度的基

础。在构建产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时,选择的指标需要真

实反映这两个产业的实际发展水平以及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程

度。综合现有研究,选取的具体指标涵盖了企业数量、就业数量、

生产总值以及营业利润。 

3 先进制造业与大数据融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为了对四川省先进制造业和大数据融合水平进行评价,本

文参考了2012—2022年四川省各产业部门数据,所有数据均来

自《四川省统计年鉴》。同时为了消除指标之间的差异,在评价

使用Min－Max方法前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3.1确定指标权重 

表2 权重指标表 

 

结果表明,四川省在先进制造业领域表现突出,营业利润权

重高达40.831%,显示出强大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然而,

生产总值权重较低,提示需提升生产效率与产业结构。在大数据

领域,企业数量权重达32%,资源丰富,但就业数量权重仅19.21%,

需加强人才培养与吸纳。四川省应继续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大数

据融合,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人才素质,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2计算两个产业的贡献指数(T值) 

表3 贡献值表 

 

在确定了两个产业各指标的权重后,结合各年度指标的标

准化数据,运用式(4)分别计算两个产业的贡献指数(T值),结果

如表3所示。 

综合分析显示,四川省先进制造业T值均值超越大数据产业,

展现强劲发展势头。早期,大数据产业贡献度领先,但近年来先

进制造业快速崛起,贡献度反超并持续上升。至2022年,两大产

业均达贡献度高峰,共同推动四川经济发展。先进制造业T值均

值0.475,稳步上扬；大数据产业T值均值0.418,虽略低但同样强

劲增长。政策引导有力,两大产业均呈现稳定增长趋势。未来,

四川省应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先进制造业与大数据产业融

合,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这一变化预示四川经济

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 

3.3计算产业协调度 

表4 耦合协调表 

 

四川省先进制造业与大数据产业耦合协调度10年均值为

0.5725,处于勉强协调水平,有待提升。2013-2017年,两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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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失调,受经济挑战影响,先进制造业增长乏力,大数据产业

支撑效应未显。但随着技术进步与政策引导,融合前景可期。

2018-2022年,两大产业耦合水平显著上升,先进制造业中的新

兴战略性产业成为经济增长引擎,对大数据需求激增,促进技术

融合。两大产业共同推动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展现良好态势与广

阔前景。未来,四川省应继续深化两大产业融合,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借助先进制造业与大数据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四川省

在2013至2022年间两大产业的耦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深度分析。

研究结果清晰表明,这十年间,四川省先进制造业的贡献度均值

达到0.475,展现出了稳定的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大数据产业在

同一时期的贡献度均值为0.418,亦呈现出整体上升的积极趋势,

近年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发显著。然而,值得关注的

是,四川省先进制造业与大数据的耦合协调度在这十年间的均

值为0.5725,这一数值表明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尚处于勉强协

调的阶段。这意味着尽管两大产业都取得了显著发展,但它们在

深度融合、协同作用及互动等方面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为此,

需要深化先进制造业与大数据的融合,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

经济整体效益,进一步推动四川省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

将有助于两大产业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协调发展,为四川省乃至

全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2建议 

第一,加速建设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集合多元主体力量,

为中小企业提供数据交换与资源共享平台,助力数据资源整合

与高效利用。 

第二,加强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加快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

建设,落实高质量发展规划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制定配套政策,

加大财政、金融扶持,确保数字化转型措施科学高效。同时,构

建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引领规范发展。 

第三,拓宽数字化转型投入渠道,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等产业培育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注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储备

项目,争取中省预算内资金支持。创新金融服务,开通融资服务

绿色通道,探索数字经济专项债等金融工具,引导更多资源投向

数字化转型,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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