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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我国2015~2022年28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利用基准回归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两者呈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驱

动技术创新和提升市场消费水平间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

影响存在差异，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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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2,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Using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
lyzes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F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attrac-
tivenes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digi-
tal economy can indirectly attract the inflo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dri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market consumption.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FDI var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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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regions,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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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数字经济已发展为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

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不仅重塑了传统产业格局，也为全球资本流动和跨国投资

创造了新的机遇。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连接全球经济的重要纽带，在数字经济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领头羊，中国凭借其庞大的市场规模、

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区域。近年来，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产

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些举措不仅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外资企业参与中国数字经

济创造了条件。 
那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究竟有何联系？如何使数字经济对我国利用外资发挥

更好地作用？都值得深入探析。因而本文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利用 EPS 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等相

关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建立计量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

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文献综述 

1996 年 Tapscott [1]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这一概念，认为数字经济是互联网技术出现后延伸出的经

济新形态，具备全球化、虚拟化等特点。进入 21 世纪，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

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起到了帮助

企业降本增效(荆文君，2019) [2]，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企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数字化融

合(余东华，2021) [3]，推动企业科技创新绩效提升的作用(Peter, 2018) [4]；(李雪，2021) [5]。在数字经济的

影响下，外商直接投资也愈发活跃。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作为一种经营性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受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水平、法律效率、投资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王琳(2022) [6]通过调

节效应分析发现税负地的地区更容易吸引外资，黄肖琦和柴敏(2006) [7]发现，贸易成本、技术溢出、市场

规模和历史投资经历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考虑因素。(Kayalvizhi, 2018) [8]则从宏观角度出发，通过研

究 22 个新兴经济体发现国家治理水平在技术和创新能力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中发挥显著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却相对较少，且大多研

究集中于两者的作用效果、作用渠道、异质性等方面。从作用效果角度看，大部分学者认同数字经济发

展会吸引外资，(Addison, 2003) [9]实证检验发现信息通信技术与外商投资呈正相关的关系，(何袅吟，2013) 
[10]通过利用企业面板数据证明数字化技术增加了外商投资的可能性，(崔日明，2024) [11]通过空间计量

模型发展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城市吸引外资能力。从作用渠道角度看，(李浩和黄繁华，2021) [12]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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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交易成本降低、扩大消费市场是互联网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方式，知识产

权保护的完善也会提升外资进入的意愿(王傲，2022) [13]。从异质性角度看，(王智新，2023) [14]利用地

市级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由东部依次向中部、西部递减。已有研究为后续

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但目前数字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两者的影响机制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拟对

此进行探索，以期为我国各省(区市)基于数字经济更好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启发与借鉴。 

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3.1. 模型设计 

基于 Hausman 检验，本文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0 1 2  it it it i t itfdi dig Xα α α ϕ µ ε= + + + + +                          (1) 

其中， itfdi 为第 i 个省(区市)第 t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itdig 为第 i 个省第 t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i
为省(区市)，t 为年份， 0α 、 1α 、 2α 为系数， itX 为控制变量，省份固定效应 iϕ 是为了吸收省份个体差异

对结果的影响。年份固定效应 tµ 是为了避免特定年份发生的特殊事件对结果产生影响， itε 为随机误差项。 
为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参照(江艇，2022) [15]建立的中介效应模型，进

行检验： 

0 1 2it it it i t itQ dig Xβ β β ϕ µ ε= + + + + +                           (2) 

其中，  itQ 为中介变量，分别为消费水平和创新水平。 0β 、 1β 、 2β 为系数，若 1β 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

存在，其他字母含义同上。 

3.2. 变量与数据 

3.2.1. 被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参考现有文献，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可靠性，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来

衡量。 

3.2.2. 解释变量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表 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单位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 

域名数 万个 

IPv4 地址数 万个 

光缆线路长度 公里 

数字用户规模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万 GB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万户 

宽带互联网用户数 万户 

数字产业化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产业数字化 

电子商务企业数 个 

电子商务企业占比 %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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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借鉴刘军(2020) [16]、陈博文(2024) [17]等的相关研究，从数字经济发展基

础条件和应用两个维度出发，构建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用户规模、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四个二级指

标，下设 11 个具体指标，详见表 1。并采用熵值法估算中国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层面，选取域名数、IPv4 地址数及光缆线路长度三个具体指标来衡量。数字用户规模

层面，选用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移动互联网及宽带互联网用户数来衡量各省数字用户规模。数字产业

化层面，选取软件业务收入和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两个指标来衡量当前中国各省数字产业化发展规模。

产业数字化层面，选取电子商务企业数、电子商务企业占比和电子商务销售额三个指标衡量。 

3.2.3. 中介变量 
消费水平(ls)。采用各省(区市)的社会零售消费总额作为消费水平的替代变量。 
创新水平(inno)。采用各省(区市)的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创新水平的替代变量。 

3.2.4.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状况(pgdp)：用各省(区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劳动力成本(wage)：用各省(区市)职

工的平均工资来衡量。交通便利度情况(tran)：用各省(区市)的货运总量来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ind)：
用各省(区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 

3.2.5. 数据来源与说明 
鉴于数据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 2015~2022 年除西藏、新疆、甘肃外 28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 EPS 数据库，

经过整理、计算最终得到相关面板数据，部分数据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完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jor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fdi 224 84.71 57.01 77.99 0.0320 305.0 

解释变量 dig 224 0.166 0.127 0.139 0.0169 0.791 

控制变量 

lnpgdp 224 11.07 10.99 0.403 10.27 12.16 

lnwage 224 11.30 11.28 0.287 10.72 12.27 

lntran 224 11.72 12.01 0.858 9.580 12.94 

lnind 224 0.268 0.210 0.377 −0.280 1.667 

中介变量 
ls 224 13.37 10.45 10.09 0.691 44.88 

inno 224 1.409 0.665 1.937 0.0033 11.51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见表 3，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呈

现正相关的关系，陆续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系数由 176.4 增加至 185.5，在 1%水平下正

相关，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字技术不断成熟，信息化、智能化程度的提升进

一步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市场透明度，为跨国企业投资中国市场创造了便利环境，中国在外商直接投

资中的吸引力得到提升，达到“引外资”的效果。 

https://doi.org/10.12677/bglo.2025.132007


盖艳青 
 

 

DOI: 10.12677/bglo.2025.132007 51 商业全球化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1) fdi (2) fdi (3) fdi (4) fdi (5) fdi 

dig 176.4** 
(2.60) 

194.8*** 
(2.87) 

190.4*** 
(2.73) 

178.9*** 
(2.61) 

185.5*** 
(2.69) 

lnpgdp  −61.64** 
(−2.02) 

−63.63** 
(−2.04) 

−46.37 
(−1.48) 

−56.30* 
(−1.71) 

lnwage   33.11 
(0.30) 

86.40 
(0.79) 

74.41 
(0.68) 

lntran    −92.72*** 
(−2.82) 

−88.86*** 
(−2.68) 

lnind     −27.25 
(−0.98) 

常数项 62.97** 
(2.16) 

775.4** 
(2.19) 

414.9 
(0.33) 

509.6 
(0.42) 

761.0 
(0.61)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224 224 224 224 224 

adj. R2 0.780 0.784 0.783 0.791 0.791 

F 23.65 23.48 22.74 23.18 22.60 

注：括号内的结果为 t 值，其中***、**、*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4.2. 稳健性检验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代理变量法 缩尾处理 

(1) fdi (2) fdi 

L.dig 153.4** 
(2.01)  

dig  123.0* 
(1.66) 

lnpgdp −140.3*** 
(−4.22)  

lnwage 164.6 
(1.52) 

−38.25 
(0.35) 

lntran −82.71** 
(−2.58) 

−88.70** 
(−2.60) 

lnind −53.76** 
(−1.98) 

−26.00 
(−0.91) 

常数项 709.2 
(0.57) 

1096.5 
(0.8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N 196 224 

adj. R2 0.837 0.784 

F 27.40 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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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取代理变量法即选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代理

变量和缩尾处理法等两种方法，进一步分析。实证结果见表 4。第(1)列为滞后一期的实证结果，此时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 153.4，5%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列是缩尾后的结果，系数仍旧显著，均与上

文结果相一致，说明具有稳健性。 

4.3. 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将消费水平和创新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结果见表

5。由表 5 第(2)列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 21.97，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中介效应，即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带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张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而消费市场作为外商企业投资的重

要影响因素，它的发展将显著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表 5 第(3)列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驱动业态、模式的创新扩大外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这是因为

数字经济催生出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也创造了大量高

收益的投资机会，增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表 5.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1) fdi (2) ls (2) inno 

dig 185.5*** 
(2.69) 

21.97*** 
(7.91) 

15.05*** 
(21.00) 

lnpgdp −56.30* 
(−1.71) 

113.72*** 
(10.36) 

−1.363*** 
(−3.98) 

lnwage 74.41 
(0.68) 

−1.210 
(−0.27) 

5.180*** 
(4.55) 

lntran −88.86*** 
(−2.68) 

7.644*** 
(5.72) 

−0.184 
(−0.53) 

lnind −27.25 
(−0.98) 

3.749*** 
(3.36) 

−0.306 
(−1.06) 

常数项 761.0 
(0.61) 

−224.5*** 
(−4.48) 

−42.64*** 
(−3.2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224 224 224 

adj. R2 0.791 0.980 0.963 

F 22.60 276.6 150.9 

4.4. 异质性检验结果 

为验证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性，将我国 28 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西

三大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 6，其中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区域外商投资在 5%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系数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起步早、数字基础设施和应用发展水平高、程度深，同时政府服务水平高，市场消费能力强，在这一

区域的外资企业和外商往往能快速抓住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机遇，获取更多资源和利益，此时吸引 FDI 的
能力自然得到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尚未形成规模体系，缺少释放数字经济红利的相关配套机

制，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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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东部 中部 西部 

(1) fdi (2) fdi (3) fdi 

dig 261.2** 
(2.49) 

329.8 
(0.81) 

−39.26 
(−0.19) 

lnpgdp −108.2 
(−1.46) 

−51.86 
(−0.80) 

33.57 
(0.55) 

lnwage −31.70 
(−0.12) 

191.3 
(0.90) 

−131.2 
(−1.10) 

lntran −106.5** 
(−2.02) 

−104.0 
(−1.38) 

143.0** 
(2.66) 

lnind −89.58 
(−1.03) 

−50.74 
(−1.36) 

80.58 
(1.52) 

常数项 2869.6 
(1.07) 

−318.3 
(−0.13) 

−522.2 
(−0.4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88 80 56 

adj. R2 0.778 0.770 0.824 

F 14.88 13.57 15.33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对数字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和作用机制研究，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利

用基准回归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后得出以下结论：(1) 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

(2) 消费水平和创新水平在数字经济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3) 区域异质性表明，东

部地区数字经济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显著，而中西部则不显著。 

5.2. 对策建议 

(1) 加强数字基础和数字应用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 
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各省市 5G 网络、移动光纤、物联网

等通信网络建设为着力点，进一步提升全国的网络覆盖率，同时支持企业使用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

发展边缘计算，支持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进一步满足企业的应用

需求。建立统一的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和共享平台，开放公共数据，打破信息不对称。 
(2) 完善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深度融合 
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产业、实体经济融合，利用智慧农业、数字金融等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提升传统产业效率，降低成本。鼓励培育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优越的外商投资

环境，提升竞争力。同时支持跨境电商、数字服务贸易等新业态拓展外商投资空间。 
(3) 发挥政府引导扶持作用，助力区域协同化发展 
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区域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发达地区以吸引高端数字产业外资为主，

欠发达地区可利用自身成本和资源禀赋优势发展数字农业、数字物流等。此外，可通过建设数字经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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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吸引外资企业聚集，进一步发挥示范区辐射带动作用。不同区域可开展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合作，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同时鼓励外资企业参与区域协同项目，并为其提供定制化的数字金融服务，提

升外资进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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