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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以此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数字基础设

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数字经济的核心维度进行探究，选取了30个省市区2014~2022年的

省级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除外)进行实证检验，通过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均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基于地域视角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异质性分析，进

一步明确不同地理位置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差异性，最后提出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

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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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emerged as the most dynamic sector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China’s economy transitions from a high-speed growth phase to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hase, 
the pressing issue lies in achieving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o drive eco-
nomic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ore dimension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namely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Using empirical 
tests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sp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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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2 (excluding Tibet,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due to data unavailabil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all 
contribute to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Furthermore, a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in-
dustrial structural upgrading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clarifies the varying impac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industrial structural upgrading across different locations. Finally, the paper of-
fers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leveraging the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al up-
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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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增

长的稳定器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先后印发了《“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显示，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 50.2 万亿元，其占 GDP 比重相当

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支持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高质量发展题中

之义是促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

径。数字经济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催化剂，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在全球新形势下

迎接产业革命的战略需求，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它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新的

机遇。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如何实现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并以此推动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选取 2014~2022 年中

国 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除外)，探讨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

升级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我国在数字经济相关的研究方面也不断推陈出新，在数字

经济的统计核算方面，不同的学者在观察角度、核算方法及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发展

的两大经典特征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此，部分学者从这两个角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由于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也

成为学者们研究重点。一些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驱动实体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在

全球竞争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韩健、李江宇(2022)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

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呈正相关，且能抑制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2]。陈永强，张昕钰(2022)运用门槛效应

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非线性特征及空间溢出特点[3]。黄鑫

昊，李迪(2024)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4]。 
综上所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内容，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新基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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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实施[5]，杨伟涛，汪慧(2024)认为数字基础设施是支撑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动脉”，能够加速产

业结构升级[5]，因此本文将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考虑进来，围绕数字经济的三个核心维度数字基础设施、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通过实证分析探究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维度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情况。 

3. 研究假设 

3.1.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它是以

数据创新为驱动、以通信网络为基础、以数据算力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

在突破产业界限、知识界限、空间界限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能够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当前数字基础设施已深度融入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已全面融入

45 个国民经济大类领域，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我国建成统一的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平台，标识解析服务

企业超过 26 万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240 家；在数字政府基础设施领域，国家从政

策层面加强引导，目前正在推进资源整合，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政务云平台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区域

云资源互通共享，通过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搭建共享式的的信息云平台来提升

资源利用效率，助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1：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各产业间协调发展，进而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2.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核心是将数据转化为生产要素，通过新技术催生出新产业，

不断壮大发展最后形成新兴产业集群。数字产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信息通信产业及其衍生出的新产

业[6]，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由传统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智力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伴随数字技术不断创新，加速衍生出新型数字产业体系，形成产业生态，带动全域数字产业发展。以人

工智能为例，它在医疗、金融、教育、物流等领域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效率和质量，也创造了新的商业模

式和产业链。例如，智能医疗可以为医生提供更准确的医疗诊断和治疗方案，同时也为患者提供了更优

质的医疗服务体验；智能物流可以提高物流速度和准确性，大幅度降低了物流成本。综上所述，数字产

业化利用最前沿的信息技术，驱动着新型数字产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并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

积极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数字产业化能够催生新产业新业态，进而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3. 产业数字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赋能产业链上下游整体升级转型，

产业数字化往往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紧密相关，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将传统产业转

变为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新兴产业，从而实现产出的增长和效率的提升。传统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资

金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于加工制造业领域，其长期存在着集约度差、产能过剩、生产管理方式落后、

行业协同机制差等问题，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提供核心动能，进而提高传统

产业的生产效率，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从生产的角度，应用高精尖的生产设备实现高精度加工和

自动化组装，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运用智能物流仓储和供应链系统能够准确预测

需求和库存数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从销售的角度，电子商务的兴起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商

业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购物体验，同时也为商家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商业机会，

它打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为传统产业提供更便捷和高效的销售渠道和服务，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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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加快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7]，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产业数字化通过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4. 研究设计 

4.1. 变量选取与说明 

4.1.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

构升级路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进一步发展为数据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变动的

趋势表现为第二、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逐步增加，最终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会超过第二

产业。基于此本文借鉴谢婷婷(2017)的研究方法[8]，用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来度量各省产业结构的发展态

势。其计算公式为： 

 3

1
update ii

y i
=

= ×∑  (1) 

在(1)式中， iy 为第 i 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 

4.1.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stru)：大量实证文献表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是依托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的发展，而移动电话的普及率是衡量一个地区电信通信水平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该地区的科技发展水

平，GSMA Intelligence 研究发现，移动电话普及率每平均增长 10%可带动 GDP 增长 1%，当移动网络技

术持续升级时，效益提升约为 15%。因此本文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代表性指标。 
数字产业化水平(di)：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产业变革，软件业作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之一对衡量数字产业化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软件业务收入作为数字产业化

水平的代表性指标。 
产业数字化水平(ind)：本文参考李英杰对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度量研究[9]，选取电子商务销售额/各地

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产业数字化的代表性指标。 

4.1.3.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pgdp)：选择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作对数处理。 
政府支出(govern)：选择各地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对外贸易(trade)：选择各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并作对数处理。 

4.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 2014~2022 年我国 30 个省份(不含西藏与港澳台)的省级面板数据作为

研究样本。研究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 1 描述性分析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 update 的最小值为 2.1575，最大值为 2.8349，表明各省

份间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存在差异。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小值为 64.69，最大值为 189.46，
标准差为 23.0089，均值为 108.7862，说明各省市之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数字

产业化的最小值为 9.0761，最大值为 19.2315；产业数字化的标准差为 0.1864 与数字基础设施的 23.0089
和数字产业化的 2.2049 相比较小，说明各省市间的差异较小，发展较为均衡。以上结果均表明不同省份

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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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分析  

VarName Obs Mean Median Min Max SD 
update 270 2.4209 2.4009 2.1575 2.8349 0.1163 

stru 270 108.7862 107.3950 64.6900 189.4600 23.0089 
di 270 15.3210 15.4305 9.0761 19.2315 2.2049 

ind 270 0.2737 0.2224 0.0458 1.1891 0.1864 
pgdp 270 10.1848 10.1529 9.4080 11.2849 0.3729 

govern 270 0.2601 0.2304 0.1050 0.7534 0.1091 
trade 270 17.8182 17.8384 12.7153 20.9698 1.6017 

5. 实证分析 

5.1. 模型构建 

 0 0 1 2update stru di indit i it itXα β β β β ε= + + + + +   (2) 

在(2)式中，下标 i、t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 0α 为模型常数项， 0β 、 1β 、 2β 分别表示各核心解释变量

的回归系数，如果其显著大于零，反映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正向的推动作用，如果该数

值小于 0 则说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阻碍作用。 iβ 为各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itX 为控制变量，

itε 为误差项。 

5.2. 基准回归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回归结果  

 (1) (2) (3) (4) 
 update update update update 

stru 0.0022*** 0.0013*** 0.0008*** 0.0008*** 
 (9.6935) (4.9388) (2.8978) (2.7016) 

di 0.0066*** 0.0002 0.0110*** 0.0149*** 
 (3.6090) (0.0775) (3.6664) (4.3453) 

ind 0.3056*** 0.2334*** 0.2146*** 0.2185*** 
 (11.5097) (8.1237) (7.7201) (7.9109) 

pgdp  0.1286*** 0.1594*** 0.1791*** 
  (5.2890) (6.6049) (7.0415) 

govern   0.2740*** 0.1989*** 
   (4.8877) (3.0826) 

trade    −0.0134** 
    (−2.2899) 

_cons 1.9896*** 0.9147*** 0.4333** 0.4436** 
 (66.7138) (4.4573) (1.9701) (2.0334) 

year Yes Yes Yes Yes 
N 270 270 270 270 
R2 0.761 0.784 0.801 0.805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 t 统计值，***、**、*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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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 chi2(6) = 40.15，p 值远小于 5%，表 2 为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后核心

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列(1)~列(4)中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这表明遗

漏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回归结果有所影响，而控制变量的加入能有效缓解这一情况，且拟合优度从

0.761 上升至 0.805，说明本文的控制变量选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表 2 为本文的基础回归结果。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来看，三个核心解释变量都在 1%以下显著，验证

了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重要假设。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产业开始运用

云计算、人工智能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通过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打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来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9]。关于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社会需求端的增长能够

带动产业结构供给侧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政府支出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尤其明显，说明政府

支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中关键在于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充分利用政府公

共财政支出为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不足和短板提供定向扶持；对外贸易的系数为负说明其会降低产业结构的

升级水平，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全球多数经济体迎来滞涨乃至走向衰退，进出口贸易受到影响，以前美国是

我国第一大贸易对象，欧盟第二，而现在东盟成为了我国第一大贸易对象，这可能导致中国机电产品、高

新技术产品等主要出口增长点的增速超预期下行，不利于长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转型升级。 

5.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 2019 年新冠疫情后的年份剔除[10]，再重复上文实证部分，检验结

果表明，表 3 三个核心解释变量仍然能够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且都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其余控

制变量均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与上文回归结果一致，由此进一步验证了前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Table 3. A robustness test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update 

stru 0.0010*** 

 (3.0067) 

di 0.0117*** 

 (2.6866) 

ind 0.2702*** 

 (6.7628) 

pgdp 0.1813*** 

 (5.9688) 

govern 0.1437* 

 (1.8161) 

trade −0.0201** 

 (−2.4563) 

_cons 0.5735** 

 (2.1687) 

year Yes 

N 180 

R2 0.810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 t 统计值，***、**、*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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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异质性分析 

由于资源要素禀赋、经济政策等原因，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数字经济发展对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可能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差

较大，以及东部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和地理优势，将 30 个省份按传统

地理位置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组回归[11]。 
表 4 说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中西部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效果都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中

部地区回归结果不太显著，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东部 > 西部 > 中部”的特征。

传统经济业态下具有相对优势的东部地区，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也均快于其

他地区；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在“东数西算”工程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将东部地区算力

需求引导到西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带动相关产业有效转移，延展东部发展空间，推进西部大开

发格局的形成，因此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也有显著影响[12]。这也说明数字经济在发

展进程中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Table 4.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4. 异质性分析  

 (1) (2) (3) 

 East Mid Western 

stru 0.0009*** 0.0001 0.0006 

 (2.6512) (0.0707) (0.8148) 

di 0.0202** 0.0050 0.0113*** 

 (2.2126) (0.5791) (3.1013) 

ind 0.1650*** −0.0243 0.1244*** 

 (3.9862) (−0.2425) (3.7207) 

pgdp 0.2462*** 0.0647 0.0306 

 (7.1405) (0.4146) (0.6155) 

govern 0.5039*** −1.0475*** 0.2207*** 

 (3.1871) (−5.6930) (3.1261) 

trade −0.0143 −0.0893*** −0.0013 

 (−1.1420) (−4.0481) (−0.1912) 

_cons −0.3733 3.3863** 1.7530*** 

 (−1.2013) (2.0052) (4.0482) 

year Yes Yes Yes 

N 99 72 99 

R2 0.915 0.611 0.493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 t 统计值，***、**、*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及其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提出数字经济驱动我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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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三个假设，基于 2014~2022 年 30 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通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其中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正向推动要比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更

明显。进一步基于地域视角进行异质性分析可知，我国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更为显著，其中产业数字化是西部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力量，这也说明数字经济在发展进程中

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的方向也有所不同。 

6.2. 建议 

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推动通信和广电等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

协同发展夯实基础。推进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促进产业间、区域间、企业间数据要素自由流通，以基础

设施方式面向行业提供数字服务，推广普及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企事业单位使用数字技术的难度

和成本，加快数字化进程，促进产业间协调发展。借助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传统

交通设施、能源设施和工业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智能化革新升级，不断提升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

改造，加深数字化技术在经济中的深化应用，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基础支撑

[13]。 
要聚焦数字产业化战略前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推动网信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基础前沿技术加快突破。突出自主安全可控，优化核心技术产

业布局，培育互利共生、融合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14]。培育发展具有较强

的技术竞争力、市场主导力、产业生态控制力的数字产业领航企业，掌握关键技术话语权，发展先进管

理模式，发挥主导产业领航企业作为“群主”的生态主导优势，推动基于平台的创新网络化协作、产业

链数字化协同和数字贸易全球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产业数字化是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才能在全

球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链上下游进行优化、改造，立足于不同产业的差异化

需求，优先在其关键点位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例如制造业的生产自动化和去人工化；农业种

植的规模化；服务业端口的智能化服务，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降低人工成本，降本增效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尤其要充分发挥领军企业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企业协作，切实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成本。支持中小企业从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的环节入手，驱动企业实现生产设备、生产环节和业务流程

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15]，加快推进线上营销、远程协作、数字化办公、智能生产线等应用场景开

发，实现全业务全流程数字化转型。 
由于我国国土面积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前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存在较

大差距，不同区域的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也有所区别。因此在推动数字经济

和产业结构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各区域要密切联系本地区实际情况，切实地提供助力。中西部地区的数

字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有关部门可以加大对西部和中部落后地区的扶持和支持力度[16]，提高其产业

结构升级水平。同时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最大程度发挥各地区的优势，推动东中西部地

区产业协同发展，促进整体产业结构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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