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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重塑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重要议题。本文以我国大陆30个省市区2012~2022年的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探究数字经济影响城

乡融合发展的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产业

结构升级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区域特

征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从数字经济角度为促进城乡融合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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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our society, reshaping the new urban-rural relation-
ship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new 
era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uses the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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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ese mainland from 2012 to 2022 as an observation 
sampl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s impact on ur-
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
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effect. However,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ffected by regional character-
istics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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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特别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兴起，正引领着数字化变

革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正快速步入一个以这些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时代——数

字经济时代。为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以数字化为主的发展战略。从十九大提出

的构建“数字中国”愿景，到“十四五”规划强调的“加速数字化进程，塑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再到二

十大报告强调的“推进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我国数字经济的

发展已步入快速增长阶段。同时，城乡融合与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不期而遇。“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

要促进数字技术在城乡的融合应用，统筹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建设。由此可以预见，数字经

济将成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动力。 
伴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内外有关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也在不断增多。Mazya (2023)指出，数字经济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福祉得到了提升，公共服务的数字化

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1]。Kehinde Aruleba (2022)认为数字经济对改善

教育、社会福祉和健康具有潜在影响，可以充当减轻贫困的催化剂[2]。另有部分学者分析了数字经济推

动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认为数字经济利用大数据提升了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同时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优化了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推动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3]-[6]。 
随着学术界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研究的深入，相关理论成果日益充实，这为本文的探

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基于此，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测度 2012~2022 年中国

30 个省份数字经济及城乡融合发展状况，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并通

过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其影响机理。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这一概念的核心不仅仅是指城乡经济的

融合，更涵盖了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和生态等多个层面的融合与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城乡

融合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助于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在社会方面，数字经济通过信息技术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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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联网的广泛覆盖，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信息传播和知识普及，提高了农村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素质。

在空间方面，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的地理限制，推动了城乡之间的市场拓展和资源共享，使得城乡之间

的空间差距逐渐缩小。在经济方面，数字经济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更多的

就业和创业机会，促进了城乡经济的互动和融合。在人口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

吸引力，减少劳动力外流，促进城乡人口的均衡发展。在生态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推动绿色产业和可持

续发展，有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实现城乡生态共赢。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H1：数字经济能够正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作为互联网技术的产物，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一方面，技术进步与互联网的广

泛渗透激发了众多以技术为核心动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生产业，这些产业的成长助力了产业

结构向更加技术集中和环境友好的形态转变[7]。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传统产业正将数字技术融入各

自的生产与运营环节，目的是实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同时，这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不仅为城市带

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提高了居民收入，也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

异[8]；并且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对于鼓励外出人才返乡创办企业、引导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向农村转

移产生了正面影响。可见，数字经济发展为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技术导向，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

改造，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提升又助力了城乡融合发展。基于这一逻辑，本文构建了假设 H2。 
H2：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融合进程产生正面影响。 

3. 指标体系构建及测量方法 

为了有序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从多维度和全方位进行合理规划，以实现空间布局、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资源的整合。本研究借鉴周佳宁[9]等的研究成果，围绕城乡融合的内

在含义，遵循数据可获取性的标准，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以及生态五个维度挑选了 17 个代表性指

标，建立了评估城乡融合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1 所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经济如何

测量尚未达成一致共识，本文参考借鉴王军[10]、赵涛[11]对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构建的方法，聚焦数字经

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条件、数字技术在生产领域扩展延伸及数字技术渗透的应用场景，构建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维度的指标，具体(如表 2 所示)，并采用熵值法对城乡融合

发展及数字经济水平进行测度。 
 
Table 1.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表 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人口融合 经济融合 空间融合 社会融合 生态融合 

二级 
指标 

人

口

城

镇

化

水

平 

非

农

与

农

业

从

业

比

重 

城 
乡 
经 
济 
总 
量 

非

农

产

值

比

重 

城

乡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比 

城

乡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比 

城

乡

恩

格

尔

系

数

比 

城

乡

土

地

利

用

比 

交

通

网

密

度 

人

均

私

人

汽

车

拥

有

量 

人

均

邮

电

业

务

量 

城

乡

文

教

娱

乐

支

出

比 

城

乡

人

均

医

疗

保

健

支

出

比 

城

乡

失

业

保

险

覆

盖

率 

森

林

覆

盖

率 

城

乡

节

能

减

排 

城

乡

环

境

治

理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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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表 2. 数字经济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二级指标 

光

缆

线

路

长

度 

移

动

基

站

密

度 

移

动

电

话

普

及

率 

互

联

网

宽

带

接

入

用

户

数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收

入 

信

息

服

务

业

从

业

人

数 

电

信

业

务

总

量 

软

件

业

务

收

入 

电

子

商

务

销

售

额 

数

字

普

惠

金

融

指

数 

企

业

网

站

数 

企

业

电

子

商

务

水

平 

研

发

强

度 

研

发

人

员 

创

新

环

境 

交

易

状

况 

属性 + + + + + + + + + + + + + + + + 

4. 研究设计 

4.1. 模型构建 

1) 基准模型。为了探究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联系，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

了以下基准模型进行分析： 

 0 1 2Uri Digi Controlsit it it i t itα α α µ δ ε= + + + + +  (1) 

模型中，i 代表省份，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Uri 代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关键解释变量 Digi 代表

数字经济水平，β是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反映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大小，Controls 代表一

系列控制变量，γ是这些控制变量的系数，εit是随机误差项。 
2) 中介模型。为了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将产业结构升级纳入作

为中介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在初步构建的回归分析模型中，已证实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效

应。接下来，需要建立数字经济(Digi)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STR)的影响模型，以及包含 Digi 和
中介变量 STR 对被解释变量 Uri 的影响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0 1 2STR Digi Controlsit it it i t itβ β β µ δ ε= + + + + +  (2) 

 0 1 2 3Uri Digi STR Controlsit it it it i t itγ γ γ γ µ δ ε= + + + + + +  (3) 

4.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产业结构升级的测算方法借鉴王军的研究[10]，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此外，

考虑到现实中其他环境要素的影响，基于变量间的非共线性，本文的控制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外商

直接投资、能源结构、政府干预程度、人力资本水平。 
本项研究利用了 2012 年至 2022 年期间中国内地 30 个省份(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面板

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以及 Wind 数据库等，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本研究采

用插值方法进行了补充。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Hausman 检验和 Wald 检验均驳斥了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模型具有较大优越性，故本研究以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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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检验。(如表 3)展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列(1)和列(2)为纳入个体固定效应后，两者间促进作用的实证

分析结果。具体而言，列(1)展示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直接影响的分析，此时未考虑其他控制变量

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经济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值，这表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了

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列(2)中，纳入额外的控制变量后回归分析的显著性并未减弱，进一步巩固了假设

H1 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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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 
(1) (2) 

Uri Uri 

Digi 0.36778*** 0.44104*** 

 (13.88) (12.15) 

_cons 0.14555*** 0.28002*** 

 (17.87) (3.25) 

N 330 330 

R2 0.401 0.475 

Year Yes Yes 

FE Yes Yes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征在 1%、5%和 10%水平下显著。下同。 

5.2. 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探究数字经济是否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一途径间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本研究实施了中介

效应的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在列(2)的结果显示，在 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数字经济的

增长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当在列(3)中加入产业结构升级变量后，发现数字经

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并且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同样显示出显著的正值，这一结果意

味着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从而证实了假设 H2。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Uri STR Uri 

Digi 0.441*** 5.868*** 0.255*** 

 (10.67) (6.39) (6.67) 

STR   0.032*** 

   (8.15) 

_cons 0.280*** 4.381*** 0.141** 

 (4.88) (3.24) (2.30) 

N 330 33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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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R2 0.475 0.505 0.556 

Year Yes Yes Yes 

FE Yes Yes Yes 

5.3. 稳健性检验 

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具体

结果(如见表 5)。首先，通过工具变量法，重新评估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选择滞后一期的

核心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12]。其次，为了排除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本文剔除了 2020 年的数据。

最后，替换了核心解释变量，改用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作为新的指标。实证检验的结果与

基准回归分析保持一致，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发展具有正向推动效应。 
 

Table 5. Robustness analysis 
表 5. 稳健性分析 

 (1) (2) (3) 

 工具变量法 剔除个值 数字普惠金融 

 Uri Uri Uri 

Digi 0.46588*** 0.45186***  

 (10.90) (9.40)  

Dfi   0.38456*** 

   (8.00) 

_cons 0.31140*** 0.26563*** −1.80264*** 

 (4.76) (4.48) (−7.72) 

N 300 300 330 

R2 0.524 0.462 0.563 

Year Yes Yes Yes 

FE Yes Yes Yes 

5.4. 异质性分析 

根据地理区域的划分，本研究将收集的数据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的子样本，旨在探究两

者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在不同区域对城乡融

合的作用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然而，在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负值，意味着数字经济可能对该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产生

了阻碍作用。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较为广泛，同时

城乡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得到了较为均衡的分布，且城乡居民在信息的应用和处理方面差距较小，在此

情境下，数字经济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而西部地区互联网接入、数据处理和储存能

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的覆盖面不够广泛，导致

城乡之间在获得和使用数字资源上的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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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est 
表 6. 区域异质性检验 

 东部 中部 西部 

 Uri Uri Uri 

Digi 0.45282*** 0.16384*** −0.32674*** 

 (7.35) (3.02) (−4.18) 

_cons −0.09029 0.05899 0.16702*** 

 (−0.45) (0.83) (3.15) 

N 143 66 121 

R2 0.522 0.883 0.540 

Year Yes Yes Yes 

FE Yes Yes Yes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从探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着手，融合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提炼出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

合的主要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的增长对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了积极

影响，这一结论即使在纳入控制变量并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测试之后依然成立。其次，通过中介效应的检

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间接地提升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程度。再次，数字经济

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这些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促进农村数字化发展，缩小城乡间的数字差距。扩大

农村地区的数字服务覆盖，确保数字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推动数据共享，促进城乡数字经济的均

衡发展，助力城乡一体化进程。第二，加强顶层设计，弥补短板，畅通数字经济的服务路径。促进数字技

术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人才培养和技术积累，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支

持。第三，关注区域差异，实施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考虑到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配

置上的差异，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策略，以数字经济为驱动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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