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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域2014~2022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2014~2022年期间，全国电

子商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全国经济韧性不断增强，东部地区经济韧性

始终高于中西部地区；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区域差异较大，部分省份耦合

协调状态未改变。为此，提出了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空间格局、提升经济韧性、完善耦合协调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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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utilizes panel data from 2014 to 2022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to establish a com-
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It employs the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for empir-
ical analysi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rom 2014 to 2022, the level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continued to improve, display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the eastern region has consistently surpassed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il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mmer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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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conomic resilience has increased annual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ies, with 
some provinces’ coupling coordination status remaining unchanged. Consequently, three recom-
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enhance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improv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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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韧性指一个经济体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保持稳定和迅速恢复的能力，已成为现代经济研究的

重要主题。提升经济韧性不仅关乎短期的经济稳定，更涉及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福祉。在全球化和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引擎。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中

国电子商务报告(2022 年)》显示，2022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43.8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全国网

上零售额达 13.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4.0%；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跨境电商进

出口总额达 2.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8%，占进出口总额的 5.0%。作为一种依托互联网技术的新型商业

模式，电子商务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还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市场结构的深刻变革。尤

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电子商务展示了其独特的优势，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解决方案，

帮助经济体在危机中保持活力和恢复力。 
目前已有学者研究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熊小林等[1]指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政策对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长期效应。张晓婉[2]探讨

了电子商务对乡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分析其影响与挑战。周健等[3]发现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长期依存关系，相互影响冲击具有持续性。赵慧等[4]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有助于促

进经济增长。王甜[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跨境电商发展可以帮助区域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提高

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李萍等[6]表明电子商务发展具有增强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

正向赋能作用，且这种赋能效应在农村消费市场韧性中表现得更强。明红等[7]的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显著地促进了农业经济韧性的增强。卢红等[8]发现电子商务发展在数字经济对消费

市场韧性的赋能中发挥重要的中介效应，具体表现为电子商务发展具有强化数字经济对消费市场韧性的

赋能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充分揭示了电子商务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强经济韧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具体而

言，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推动了县域农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

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长期效应。此外，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依存关系，

还增强了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支付数字化赋能方面。在城乡消费市场

中，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农村消费市场韧性的提升尤为显著，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对于现有研究的不

足存在两点：一是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讨论电子商务发展对经济发展和经济韧性的单向作

用，以及其作用机理的实现路径，缺乏讨论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的双向作用效果和协同发展趋势；

二是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整体或特定区域(如县域、跨境电商试验区)的分析，但对不同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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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区域之间的差异性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 30 个省域为研究对象，构建电

子商务发展和经济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电子商务发展和经济韧性的综合指数，并利用耦合协

调度模型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状态，为两者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体系构建 

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所示。 
在参考林孔团等[9]和王乐等[10]的研究基础上，选取 12 个指标划分为基础条件、交易规模以及发展

潜力三个维度来衡量电子商务发展。 
在构建经济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上，参考周文慧等[11]的研究，从抵抗与恢复力、适应与调节力和创

新与转型力 3 个维度选取 13 项指标来衡量。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表 1. 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权重 

电子商务发展 

基础条件 

网页数(万个) + 0.210 

互联网域名数(万个) + 0.113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 0.024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万户) + 0.046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 0.010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台) + 0.039 

交易规模 

电子商务采购额(亿元) + 0.133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 0.123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 + 0.021 

发展潜力 

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 0.10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人数(万人) + 0.06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万人) + 0.111 

经济韧性 

抵抗与恢复力 

人均 gdp (元) + 0.069 

城镇登记失业率(%) − 0.001 

进出口总值/gdp (−) − 0.01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063 

适应与调节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0.08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 0.08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 0.050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 + 0.103 

创新与转型力 

城镇化率(%) + 0.033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 0.117 

教育支出(亿元) + 0.060 

国内专利授权数(件) + 0.183 

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 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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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熵权 TOPSIS 法 

TOPSIS 法又称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是按评价对象的最优最劣解的距离来排序的，若评价对象靠近最

优解距离又远离最劣解距离，评价对象的得分就靠前，相反则得分低。 
熵权 TOPSIS 评价模型基本步骤如下： 
1) 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 max-min 标准化，将原始数据评价指标值转换为(0, 1)区间的指标

值。标准化具体公式为： 

正向指标：
{ }

{ } { }
min

max min
ij ij

ij
ij ij

B B
P

B B

−
=

−
 

 负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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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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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所有评价指标的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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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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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3) 其中， 0 1je≤ ≤ ， je 表示第 j 个物流指标的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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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4) 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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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X 为指标的权重，反应了指标的重要程度， jX 越大表示指标 j 越重要，反之就越小。 je 为信息熵。 
5) 构建加权规范化矩阵： 

 ( )j ij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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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计算正、负理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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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计算评价对象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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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评价对象相对贴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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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一种用于衡量不同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协调程度的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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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2

1 2 1 22C U U U U = ⋅ +   (9) 

 1 2T U Uα β= +  (10) 

 D C T= ⋅  (11) 

式中：C 代表两者耦合度；D 代表两者耦合协调度；U1 和 U2 分别为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综合指

数；本研究认为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同等重要，因此待定系数α 和 β 都取 0.5。依据耦合协调度 D
得分，确定(0.0, 0.2]、(0.2, 0.4]、(0.4, 0.6]、(0.6, 0.8]、(0.8, 1.0]分别为勉强耦合协调、低度耦合协调、中

度耦合协调、高度耦合协调、极度耦合协调。 

2.4.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 2014~2022 年 30 个省域(不含港澳台、西藏)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数据均来源于各省统

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3. 实证分析 

3.1. 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分析 

由图 1 可知，全国电子商务综合指数从 2014 年的 0.081 稳步增长至 2022 年的 0.160。这表明在过去

9 年间，我国电子商务整体发展迅速，市场规模、技术应用和产业成熟度都有显著提升，但受疫情影响，

全国电子商务发展综合指数在 2020 年后先下降后上升。东部地区的电子商务综合指数一直领先于全国平

均水平，从 2014 年的 0.145 增长到 2022 年的 0.283，增长幅度最大，显示出东部地区在电子商务发展方

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中部地区的电子商务综合指数增长较为平稳，从 2014 年的 0.049 增长到 2022 年的

0.096，虽然增长幅度不如东部，但显示出中部地区电子商务的持续发展态势。西部地区的电子商务综合

指数从 2014 年的 0.040 增长到 2022 年的 0.084，增长幅度较小，但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在 2019 年

之后增长速度有所加快，表明电子商务在西部地区逐渐得到重视和发展。 
 

 
Figure 1.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图 1. 电子商务发展综合指数 

3.2. 经济韧性水平分析 

全国的经济韧性综合指数从 2014 年的 0.134 增长到 2022 年的 0.253，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6.9%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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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表明在这段时间内，我国整体经济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得到了提升。东部的经济韧性综合指数

从 2014 年的 0.209 增长到 2022 年的 0.386，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8.6%。这表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产

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部的经济韧性综合指数从

2014 年的 0.110 增长到 2022 年的 0.217，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7.5%。这表明中部地区正在逐步崛起，成

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西部的经济韧性综合指数从 2014 年的 0.075 增长到 2022 年的 0.147，年均复

合增长率约为 7.5%。这表明西部地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潜力巨大。 
 

 
Figure 2. Composite index of economic resilience 
图 2. 经济韧性综合指数 

 

 
Figure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图 3. 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 

3.3. 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分析 

根据图 3 的结果显示，从 2014 年到 2022 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耦合协调度都呈现出逐年

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各地区在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步。具

体来说，全国的耦合协调度从 2014 年的 0.302 上升到 2022 年的 0.419，全国层面的耦合协调度从低度耦

合协调提升到中度耦合协调，显示出电子商务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协调发展态势。东部的耦合协调度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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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0.399 上升到 2022 年的 0.544，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提升最为显著，从低度耦合协调跃升至中度

耦合协调，说明东部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程度较高；中部的耦合协调

度从 2014 年的 0.269 上升到 2022 年的 0.373，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也有所提升，但仍然处于低度耦合

协调阶段，表明中部地区在电子商务与经济韧性协调发展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西部的耦合协调

度从 2014 年的 0.230 上升到 2022 年的 0.327，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虽然有所提升，但提升速度较慢，

仍然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说明西部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程度相对

较低，需要进一步加强。到 2022 年时，东部地区达到中度耦合协调状态，中西部地区处于低度耦合协调

状态，东部地区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

丰富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以及政府的有力政策支持。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政策支持

不足、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水平落后以及人才和技术资源匮乏，导致其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

度相对较低。尽管各区域的耦合协调水平都有所提升，但耦合协调水平仍不高，需要加大对电子商务发

展和经济韧性的投入。 
 

Table 2. Typ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each province 
表 2. 各省份耦合协调水平所属类型 

年份 勉强耦合协调 
0 < D ≤ 0.2 

低度耦合协调 
0.2 < D ≤ 0.4 

中度耦合协调 
0.4 < D ≤ 0.6 

高度耦合协调 
0.6 < D ≤ 0.8 

极度耦合协调 
0.8 < D ≤ 1 

2014 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 

天津、河北、辽宁、福建、海南、

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湖北、

湖南、安徽、江西、内蒙古、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广西 

北京、上海、 
江苏、浙江、 
广东、山东 

  

2022  

天津、辽宁、海南、吉林、黑龙江、

山西、江西、内蒙古、重庆、贵州、

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广西 

河北、福建、山东、 
河南、湖北、湖南、 

安徽、四川 

北京、上海、 
江苏、浙江 广东 

 
表 2 显示，在 2014 年，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处于勉强耦合协调水平，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广东以及山东为中度协调状态，其余省份均是低度耦合协调。到 2022 年时，多数省份耦合协调状态

均有提升，其中广东跃升至极度耦合协调状态，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上升至高度耦合协调状态，这

得益于这几个省域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善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强大的创新能力、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以

及完善的耦合协调机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增强了经济的韧性，实现了

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而天津、辽宁、海南、吉林、黑龙江、山西、江西、内蒙古、重庆、贵州、

云南、陕西、广西以及山东这些省域的耦合协调状态并未改变。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中国 30 个省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

TOPSIS 法测算了 30 个省域 2014~2022 年电子商务发展和经济韧性综合指数，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

算了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研究期间，全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受疫情影响，2020~2022 年电子商务发展水

平有所下降，从空间格局来看，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第二，在研究期间，全

国经济韧性不断增强，经济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都呈现出良好的状态，东部地区经济韧性始终高于中西

部地区。第三，在 2014~2022 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耦合协调度都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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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差异较大，其中多数省份的耦合协调类型均有提升，部分省份耦合协调类型未改变。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空间格局，促进区域均衡发展。通过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支持中西部

地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培养电子商务人才，降低电子商务运营成本，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电子商务

发展；建立区域电子商务合作机制，推动东部地区电子商务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电

子商务发展；鼓励中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农产品、文化旅游等电子商务，提升区域竞争力。 
第二，提升经济韧性，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构建多元化的

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增强经

济发展动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建

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及时识别和化解潜在风险，保障经济安全。 
第三，完善耦合协调机制，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韧性协同进步。政府要制定电子商务发展与经

济韧性提升的总体规划，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企业要积极探索电子商务发展

新模式，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为经济韧性提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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