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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2015-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空间全局莫兰指数与局部莫兰散点图检验,

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就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

构优化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此外,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

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中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最为明显。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我

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空间杜宾模型；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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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1, based on the spatial 

global Moran index and local Moran scatter plot test, and adopts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optimiz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economy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direct eff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In 

addition, based 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ha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s the most 

obvious in the central region.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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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推

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

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

数字化”。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必然选择,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由之路。 

1 研究设计 

1.1模型设定 

1.1.1基准回归模型。根据对现有相关文献的借鉴参考,为

探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构建计

量模型如下： 

ittiititit XDEHISU εδξααα +++++= 10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itHISU 表示i省份在t时期

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itDE 则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itX 表示控制变量,而α和β表示模型回归系数, iξ

表示i省份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 tδ 表示t时期不可观测的

时间固定效应, itε 表示模型随机扰动项。 

1.1.2空间计量模型。本文运用莫兰指数检验数字经济与产

业结构优化的全局空间相关性,为准确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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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优化的影响,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为邻接矩阵和地理权重矩

阵,具体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观测期内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值,

且都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因此表明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

化存在明显空间相关性。 

表1.1 全局莫兰指数测算结果 

 

注：括号内容为z值,*p<0.1,**p<0.05,***p<0.01,下同 

依据空间面板模型一般形式,主要设定三类空间计量模型,

即SLM模型、SEM模型、SDM模型,具体如下： 

：SLM ,
itit DEHISUWHISU εβρ ++⋅= itit itε ~ 

( )IN 2,0 σ
 

：SEM ititDEHISU εβ +=it , itijit W ελμε +=it ,

itμ ~ ( )IN 2,0 σ  

：SDM itititit WDEDEHISUWHISU εθβρ +++⋅=it  

itε ~ ( )IN 2,0 σ  

其中, itHISU 为被解释变量,而 itDE 为核心解释变量, 

itε 和 itμ 则为误差项, λθβρ 、、、 为待估参数,W为空间

权重矩阵。 

具体运用哪类计量模型,需进一步对数据进行检验。表1.2

的LM检验结果表示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空间相关

性,表1.3的LR检验肯定了SDM模型效果优于SLM模型与SEM模型,

且结果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因此本文选用SDM模型。通过固

定效应类型检验与豪斯曼检验,验证了SDM模型应采用双向固定

效应。 

表1.2  空间效应诊断性检验 

检验 统计量 自由度 P值

空间误差 LM-Error test 11.424 1 0.001

Robust LM-Error test 10.009 1 0.002

空间滞后 LM-Lag 36.731 1 0.000

Robust LM-Lag test 35.316 1 0.000
 

表1.3  LR检验与Hausman检验 

LR 统计量 P值

H0：SDM 模型可简化为 SLM 模型 36.96 0.000

H0：SDM 模型可简化为 SEM 模型 40.22 0.000

H0：随机效应优于固定效应 57.94 0.000

H0：个体固定效应优于双向固定效应 39.48 0.093

H0：时间固定效应优于双向固定效应 600.36 0.000
 

1.2变量选取 

1.2.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作为被解释

变量。本文借鉴高岳林等(2023)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测度方法,

运用产业结构的层次系数测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体的测

算方法如下： 

31,3*32*21*1 ≤≤++= HISULLLHISU
 

其中,L1、L2、L3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 

1.2.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综合评

价指数(DE),从数字经济载体、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化应用三层面

构建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标准化熵权法对数字经

济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测算出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

体结果如表1.4所示。 

表1.4 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字经济

发展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互联网用户数占常住人口比重

光缆线路密度

移动电话基站密度

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用户数量

人均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资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密度

数字产业化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人均邮政业务总量

快递量

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

软件业务收入

信息传输、软件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

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个数

数字化应用

企业拥有网站数量

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比重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数

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
 

1.2.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人力资本(PM),采

用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万人)表示；对外开放水平

(OPEN),选取各个省份的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表征；城镇

化水平(CITY),以各省份城镇化率(%)表征；失业状况(Dis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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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省份城镇登记失业率(%)表示。 

1.3数据来源 

基于对数据可得性的考量,本文选取2015-2021年我国30个

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历年各个省份的统计年鉴。 

2 实证分析 

2.1整体回归结果 

对于基准回归模型,数字经济系数估计值为0.211,在1%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对于

空间杜宾模型,在邻接矩阵和地理权重矩阵的分别作用下,区域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的空间自回归系数都为正,而且均在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明显的空间正

向溢出效应,即本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可以促进相邻省市的产

业结构优化。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交

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本

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相邻

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2空间效应分解 

为直观探究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从而将总效应划分

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具体结果如表2.1所示。从直接效应来

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说明各省市

内数字经济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

正逐渐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大突破口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

要引擎。从间接效应来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表现出明显

的正向溢出效应,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相邻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从总效应角度来看,两类矩阵作用下,数字

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呈现明显促进作用。因此,需要以数字经

济发展为优势途径,从而全面推动各省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表2.1 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邻接矩阵 地理权重矩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DE 0.1748*** 0.2712*** 04460*** 0.1733*** 0.4092*** 0.5824***

(5.85) (6.29) (8.67) (5.60) (3.59) (4.89)

PM 2.7101** -2.6626 0.0475 4.2804*** 8.1648* 12.4452**

(2.58) (-1.12) (0.02) (3.71) (1.79) (2.48)

OPEN 0.1479*** 0.7415 0.2194*** 0.1501*** 0.0859 0.2360**

(4.92) (1.21) (3.24) (4.36) (0.89) (2.12)

CITY 0.0083*** 0.0019 0.0101*** 0.0051*** 0.0038 0.0089**

(6.03) (0.68) (3.55) (3.50) (0.90) (2.03)

Diswork 0.7342** -0.8387 -0.1045 0.5846** -3.5277** -2.9431**

(2.81) (-1.13) (-0.13) (2.11) (-2.78) (-2.17)

 

2.3异质性分析 

鉴于不同省份的发展速度不一致,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与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因此本文将总样本划分为

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检验三个区域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

的空间效应。 

在两类矩阵作用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溢出

效应大小均为中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的空间溢

出效应不显著。中部地区正处于经济快速崛起和产业结构转型

关键时期,其数字经济发展虽起步稍晚于东部地区,但由于政策

扶持,及与东部地区协作加强,中部地区能迅速吸收并应用先进

的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新兴产

业的培育,使中部地区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具有显著空间溢

出效应。相比而言,东部地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区,其产业

结构相对成熟。虽然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依然保持较快发展,

但由于其产业结构已处于较高水平,因此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较

小,空间溢出效应相对有限。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相对滞后,基础

设施建设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限制了西部地区数字经

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使其难以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较为明显

的空间溢出效应。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2015-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设立基本

回归模型,并基于邻接矩阵和地理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

就中国各省市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依据基准回归和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

效应,能证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表明数字

经济对相邻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有正向推动作用。第三,基于区

域视角,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大小为中部

大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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