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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

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格

局、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同时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国重要的新质生产力。数字技术创新作为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逐渐成为实现我国经济质量变革的新力量。科学评估数字技术创新水

平的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3年省

级面板数据，运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区域差距，旨在揭示不同地区数字技术创新

能力的差异性，并分析其演变趋势，为区域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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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the main economic form after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econom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2521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2521
https://www.hanspub.org/


黄冬兰 
 

 

DOI: 10.12677/ecl.2025.142521 276 电子商务评论 
 

with unprecedented speed of development, wide range of radiation and deep influence, which is 
promoting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lifestyle and governance, becoming a key 
force to reorganize the global factor resources, reshape the global economic pattern and change the 
pattern of global competi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China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force to realize the quality 
change of China’s economy.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charac-
teristic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v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erefor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to meas-
ure the regional gap in the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4~2023, aiming to reveal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digital technol-
ogy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analyze its evolutionary trend, so as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and deci-
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regional policy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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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这个时期的特

征是发展模式的转变、增长动力的转换以及生产力空间布局的优化。在此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和能力差异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性，这不仅是实施新发展理念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背景下，数

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创新和转换增长动力的核心力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对于缩小区域经济

差距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它通过打破技术流动的地理限制和降低跨区域科技资源流动成本，实现了技

术上的高度关联，促进了空间技术溢出，优化了优质资源的空间分布和配置，提升了区域间的经济合作

和协同创新能力[1]。 
尽管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降低了生产分工对地理位置的依赖，其高度渗透性和多元化融合特性增强

了空间上的创新资源关联，加强了区域间的技术合作，并产生了空间扩散效应。这促使经济欠发达地区

通过模仿学习效应，主动追赶经济发达地区，为这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内生动力。然而，

由于数字技术具有自我强化和规模经济递增的特性，数字技术发达地区的创新产出增长更为迅速，可能

导致经济的两极分化，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同时，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决定了数字技术的利

用和转化效率，技术应用不成熟的地区在经济增长上面临动力转换的障碍，进一步扩大了与发达地区的

经济差距[3]。因此，科学评估区域间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距，对于缩小区域间的数字技术创新差距，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数字技术创新与区域差距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多维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技术创新本身，还与区域创新

能力、技术溢出效应、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构建等多个因素相关[4]。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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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区域创新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5]。这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能通过提升区域创

新能力，进而影响区域间的经济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并孕育了大批高新技术产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实现全产业链互通互联，推动产业分工合作与协同发展。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

平的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东–西”地区差异，且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由创新质量逐步转

变为创新数量[6]。这种区域间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技术溢出效应和区域协同创新体系的构建，进而影响

共同富裕的实现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地，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表明，

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7]。这意味着数字

技术创新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起到了双重作用，既可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剧区域差异，也可能通过

技术创新缩小区域差距。 
聂长飞等[8]通过分析 2001~2021 年中国省份的数字专利数据，揭示了数字技术创新对推动共同富裕

的积极作用。周宏伟等[9]的研究则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探讨了数字技术创新如何影响国家的分工地位，

并指出了本土市场需求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钟坚和冯峥等[10]从微观企业层面出发，构建模型分析数

字技术创新对企业就业的正面影响。王欣亮等[11]深入探讨了数字技术创新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的作

用，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廖珍珍等[12]利用城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创新对能源偏向

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其在不同地区的效应存在差异。钟坚和冯峥[13]则研究了制度创新对数字技术创

新企业集聚的影响，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提升数字企业集聚程度有显著作用。 
尽管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数字技术创新的经济效应，但对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区域差异的定量

分析仍显不足。这种区域间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技术溢出效应和区域协同创新体系的构建，进而影响共

同富裕的实现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区域差距，旨在揭示其背

后的影响因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决策支持。 

3.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与传统的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泰尔系数相比，Dagum 基尼系数能考虑到子样本的分布状况和样本

之间交叉重叠等问题，在分析空间非均衡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可以体现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因此，本

文依据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的方法，对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地区差异水平进行分析。模

型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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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 8 中，G 是总体基尼系数，由区域内差距贡献 wG ，区域间贡献 nbG ，超变密度贡献 tG 组成，

计算公式分别为(4)、(6)、(7)。其中，n 是省个数，k 是地区个数，i、r 表示地区内省(自治区)个数， jn  
( hn )是 j(h)地区内省(市、自治区)的个数， ijy  ( hry )表示 j(h)地区内任意一个省(市、自治区)数字技术创新

水平值， y 表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平均值。 jhD 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指标在 j、h 地区间的相对影响。 
本文中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用数字经济的发明专利申请数表示，该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

台(CNRDS)。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全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以及差异贡献率 

根据 Dagum 基尼系数模型以及子群分解的方法，计算出全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值及总体差异

贡献率，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fferential values and overall differential contribution of the national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表 1. 全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值及总体差异贡献率 

年份 全国差异 区域内贡献率 区域间贡献率 超变密度贡献率 

2014 0.67378 23.75% 66.81% 9.44% 

2015 0.66587 23.55% 66.94% 9.51% 

2016 0.66646 23.85% 66.67% 9.49% 

2017 0.66327 24.38% 64.89% 10.73% 

2018 0.66490 23.78% 66.73% 9.49% 

2019 0.67386 23.43% 69.07% 7.50% 

2020 0.66895 22.94% 69.72% 7.34% 

2021 0.66841 22.96% 69.85% 7.19% 

2022 0.64679 23.02% 68.68% 8.31% 

2023 0.62676 22.86% 68.36% 8.78% 
 
2014~2023 年全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及总体差异贡献率的变动趋势，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知，2014~2023 年间，全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距值在 0.62 至 0.68 之间变动(Dagum 基尼

系数的数值范围是 0~1 之间，数值越接近于 0 代表区域创新水平越均衡，越接近于 1 代表区域创新水平

差异越大)，表明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在空间上长期存在明显不均衡现象。进一步分析可知，数字技术

创新水平呈现非均衡发展格局是数字经济非均衡发展导致的结果。而创新作为推动数字经济的强力支撑，

创新水平的长期不均衡现象会导致数字产业结构失衡、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区

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因此，采取措施促进区域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均衡发展，是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同

发展，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距在平稳

了很长一段时期后，2021 年后下降趋势显著，这与《“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等宏观政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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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ends in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overall differences 
图 1. 2014~2023 年全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及总体差异贡献率的变动趋势 

 
同时，由图 1 可知，2014~2023 年期间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达到 67%以上，表明引起全国数字技

术创新水平不均衡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区域间差异。因此，想要促进区域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均衡发展，

首先需要关注和缩小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 4 大区域之间的差异。 

4.2. 区域间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 

根据 Dagum 基尼系数模型以及子群分解的方法，计算出各区域间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值，如表

2 所示： 
 

Table 2. Differential values of the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tween regions 
表 2. 各区域间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值 

年份 东–中 东–东北 东–西 中–东北 中–西 东北–西 

2014 0.71826 0.76628 0.82052 0.36639 0.55900 0.53220 

2015 0.69075 0.76884 0.81689 0.39095 0.57523 0.54131 

2016 0.65395 0.79124 0.81846 0.47746 0.59924 0.54727 

2017 0.57018 0.81379 0.80946 0.57018 0.61290 0.56763 

2018 0.61349 0.80182 0.82643 0.55379 0.63399 0.52393 

2019 0.66562 0.80246 0.83767 0.45311 0.58319 0.51889 

2020 0.65519 0.82296 0.83737 0.49875 0.57812 0.50496 

2021 0.66991 0.80833 0.83566 0.45573 0.56524 0.49018 

2022 0.64400 0.78074 0.81428 0.42914 0.55220 0.48424 

2023 0.61902 0.75718 0.79672 0.39599 0.54099 0.4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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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3 年各区域间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变动趋势，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rends in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
tion among regions 
图 2. 2014~2023 年各区域间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变动趋势 

 
由图 2 可知，东–西部、东–东北部、东–中部地区的区域间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距较大，位列前

三，表明 2014~2023 年期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明显不均衡现象。

其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拥有较为开放的政策环境和经济资源，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

数字产业在东部地区聚集发展。数字产业在东部地区的高度集中又会加强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从而促

进研发经费投入、专利数量和科研人员的增加，提升创新水平，技术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形成良性循环。与之相比，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一方面因基础设施和政策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由

于人才资源有限，产学研协作创新机制不健全，缺乏区域增长极，数字产业发展缓慢，与东部地区形成

很大的差距。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4~2017 年期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但是在 2018~2023 年

期间又继续呈现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距以及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差距呈现平缓上升的

趋势。对此可初步解释为对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扶持政策逐渐显现效果，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数字

技术创新水平有所提升。但是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好，接收能力较强，发展的速度较快，与东部

地区的差距有了一个较明显地缩小。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弱，发展的速度相对较慢，

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并没有一个较明显的缩小。而且，随着东部地区继续加大数字技术创新的投入和政策

支持，其技术创新水平的增长速度可能再次加快，导致差距扩大。 

4.3. 区域内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 

根据 Dagum 基尼系数模型以及子群分解的方法，计算出各区域内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值，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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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ifferential values of the level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in regions 
表 3. 各区域内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值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2014 0.50818 0.38038 0.64209 0.25420 

2015 0.49710 0.38263 0.64704 0.24611 

2016 0.50860 0.39661 0.65047 0.29216 

2017 0.52476 0.36538 0.66435 0.24627 

2018 0.52077 0.39467 0.63386 0.23081 

2019 0.51706 0.34707 0.61967 0.18386 

2020 0.50316 0.33257 0.60520 0.17558 

2021 0.50272 0.33361 0.59702 0.14815 

2022 0.48864 0.32762 0.58466 0.10242 

2023 0.46776 0.30766 0.58799 0.07297 

 
2014~2023 年各区域内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变动趋势，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rends in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thin regions 
图 3. 2014~2023 年各区域内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异的变动趋势 

 
由图 3 可知，西部地区内部省份之间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存在十分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主要原因可能

是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较其他地区省份相对落后，但川渝地区具备雄厚的数字产业

基础，人才资源丰富，“985”“211”等高水平高校及科研机构较多，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故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另外，由于关于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的宏观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四川省

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推动了其数字产业的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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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2014~2023 年期间东部地区内部省份之间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也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

象，其主要原因是尽管东部地区内大部分省份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都排在全国前列，但广东省、江苏省

和北京市高于其他省份，而海南省和河北省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又低于其他省份。进一步分析可知，广

东、江苏和北京在产业基础、地理位置、人才质量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数字经济发展更为完善。同

时，东部地区持续高度重视数字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产业发展政策，进一步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创新环境。中部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在 2014~2017 年间有所上升，之后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中部地区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和自身努力，逐渐提升了创新能力。

中部地区可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政策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创新水平差距在短期内有所

波动。西部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在 2014~2017 年间略有上升，之后呈现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省份在

数字技术创新方面相对落后，但随着国家对数字经济的重视和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引进得到

了加强，推动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川渝等地区凭借其较好的产业基础和政策支持，逐渐成为西部地区的

创新高地，带动了整个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东北地区在 2014~2023 年间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呈现出显

著的下降趋势。东北地区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面临较大挑战，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缓慢

以及人才流失等问题。然而，近年来东北地区也在积极寻求转型，通过政策引导和产业调整，努力提升

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缩小了地区内部的创新水平差距。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中国 31 个省份 2014~2023 年间的数字经济发明专利的权威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 Dugum 基

尼系数比较测度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区域差距。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总体上，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空间差异性十分显著，区域间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从差距

的贡献率看，区域间差距贡献率最大，是全国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差距的主要来源。因此，想要促进区域

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均衡发展，首先需要关注和缩小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 4 大区域之间的差异。 
(2) 从区域间差距看，排在前三的地区分别是东–西部，东–东北部，东–中部。通过深入分析发现，

东部地区拥有较为开放的政策环境和经济资源，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而中西部和

东北部地区在基础设施、政策条件、人才资源方面相对薄弱，产学研协作创新机制不健全，缺乏区域增

长极，数字产业发展缓慢。 
(3) 从区域内差距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省份之间的差距明显。尽管东部地区内大部分省份的

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都排在全国的前列，但广东、江苏和北京远超于其他省份，而海南和河北的数字技术

创新水平又远落后于其他省份，以上 5 个省份是造成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大的主要原因。对西部地区而言，

尽管西部地区内大部分省份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尾部位置，但四川跻进了全国的前列。 
结合本文实证研究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应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带动中西

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整体提升，形成按需配置、自由流通、有效共享的高效算力市场。 
(2) 针对东部发达地区，明确数字化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制定具体的技术攻关路线图，以增

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能力。 
(3) 针对西部地区，考虑到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地理特点，政策应侧重于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能源和

旅游等领域的应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4) 针对东北地区，鉴于东北地区的工业基础和转型需求，政策应聚焦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支

持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的发展，同时鼓励创新驱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5) 优化政策环境。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需要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市场准入、运营和监管的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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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数字技术领域知识产权的法律维护力度，为数字技术发展打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与坚实的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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