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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崛起，其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

与调整能力和创新与转型能力三个方面选择了14个指标来构建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韧性水平的指标体

系。基于长三角地区2014~2022年的样本数据，运用熵值法对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韧性进行评价和分析，

并进一步讨论了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 长三角地区县域

经济韧性水平总体逐年上升，但省际差异显著，县域经济韧性较高县域大部分为县级市且均属于江苏、

浙江省，较低县域均属于安徽省。(2) 电子商务能通过扩大商品销售、提升创业活跃度和促进企业创新

等机制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基于此，从提升县域经济韧性水平、深化区域一体化政策、优化产业结构、

鼓励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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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rise of e-commerce, its impact on county-level econom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for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county-level econom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three aspects: resistance and recovery 
capability, adaptability and adjustment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y, se-
lecting 14 indicators in total. Based on data from 2014 to 2022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e paper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coun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f e-commerce on 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economic resilience in coun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been rising year by year,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ter-provin-
cial differences, with counties with higher economic resilience mostly being county-level cities, all be-
longing to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while those with lower resilience are all in Anhui province. 
(2) E-commerce can enhance 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expanding 
product sales, increas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promo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in terms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unty economic re-
silience, deepen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ies,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courag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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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和数字化的经济环境中，县域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韧性备受

关注。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崛起，其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电子商务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

还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县域经济韧性评价体系，对于准确

评估和提升县域经济的韧性具有重要意义。与地级市相比，县域经济在中国的渗透程度更深入。县域经

济在中国的渗透程度更深入。由于处于城乡交汇节点，县域经济承担着衔接城市辐射与带动农村发展的

双重使命，县域经济既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枢纽，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点。当前推动县域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将国家战略从宏观叙事转化为微观落地的过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壮大

县域富民产业需深度融合电子商务的赋能效应，通过搭建本地化电商平台、培育特色产品品牌、打通农

产品上行渠道，将县域资源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当今中国在诸多内外部冲击下，不仅未出现剧烈经济波动，而且化解了各类结构性问题，其所表现

出来的强大“韧性”，是过去 40 年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县域经济最

发达的区域之一，2023 年其 41 个城市下辖的 220 个县域贡献了区域内 38.7%的 GDP。1 县域经济承担了

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是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纽带，是促进提高县域经济韧性的重要载体。对于

长三角地区而言，探讨县域经济韧性的内涵、基本构成、制约因素及理论意蕴，构建适用于县域经济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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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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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科学评价体系，关于如何促进提高县域经济韧性仍需进一步讨论。 

2. 文献综述 

2.1. 县域经济韧性的起源与内涵 

“韧性”源于拉丁文“resilire”，英文是“resilience”，韧性本是物理学中的概念，用于描述材料承

受形变的能力，即工程韧性。Holling (1973)首次提出了生态系统韧性概念，区分了工程韧性与生态韧性，

探讨了生态系统稳定性与韧性的关系，强调生态韧性是干扰中维持功能稳定的能力[1]。Reggiani et al. 
(2002)从进化的视角探讨了区域经济系统的韧性，分析了区域经济系统在面对冲击时的适应性和进化过

程，为理解区域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2]。Martin (2012)结合“滞后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韧性应对重大衰退冲击时引发路径依赖的结构性变化，初步构建了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框架[3]。
他认为区域经济韧性是由四个维度组成，第一是区域面对衰退或危机所体现的敏感度。第二是区域经济

从衰退中恢复的速度和程度。第三是区域经济应对衰退或危机所表现出的再组织和适应能力。最后是区

域经济更新原有增长路径的能力。Martin R 和 Sunley P (2015)定义了区域经济韧性，提出了区域经济韧性

包含四个维度：脆弱性、抵抗力、稳定力和恢复力[4]。Martin et al. (2015)探讨了区域经济在经济衰退中

的恢复力和复苏过程[5]。本文对县域经济韧性的概念定义沿用 Martin 的定义[3]，并将县域经济韧性从抵

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整能力和创新与转型能力三个维度进行测算研究。 
国内对经济韧性的研究起步较晚，胡晓辉(2012)系统阐述了韧性的概念和内涵，梳理了区域经济韧性

的多维研究视角，指出未来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方向[6]。苏杭(2015)梳理了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与实证

进展，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如明确经济韧性的外延、引入 DSGE 和 CGE 模型、加强微观层面的研究等

[7]。并强调其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稳增长中的政策价值。曾冰等(2018)将区域经济韧性内涵概念界

定为抵御力、恢复力、再组织力和更新力四个维度，强调中国需结合区域实际探索韧性发展路径[8]。李

连刚(2019)主要探讨了韧性概念从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到演化韧性的转变，并重新界定区域经济韧性的概

念，认为区域经济韧性是系统在面对冲击时抵抗或通过适应恢复实现持续发展的能力，是一个不断演化

的过程[9]。 

2.2. 县域经济韧性的测度 

目前用于经济韧性测度大多数学者主要运用两种测度方法，一种是单一指标法。Martin (2012)通过衡

量英国三次衰退中各地区就业与产出的变化测算英国各地区的经济韧性[3]。徐圆等(2019)用就业变化测

算了我国 2008 至 2013 年 230 个城市的经济韧性，研究产业相关多样性与区域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10]。
冯苑等(2020)使用 shift-share 分解方法将 GDP 变化率单一指标分解为产业结构分量和城市竞争力分量，

测算我国 11 个城市群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抵抗期和恢复期的经济韧性[11]。谭俊涛等(2020)从经济维持

性和恢复性 2 个方面测算 GDP 变化率，定量化分析中国 31 省应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特征，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12]。另一种是指标体系评价方法。Briguglio 
(2005)最早构建出经济韧性指标体系，从宏观经济环境，微观市场效率，政府治理良好程度以及社会发展

水平四个维度测度 86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韧性[13]。朱金鹤等(2020)运用熵值法、ESDA 等方法从经济、

社会、生态和工程四个维度将三大城市群 55 个城市的城市经济韧性进行测算比较[14]。朱金鹤(2021)还
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从抵抗与恢复力、适应与调节力和创新与转型力三个方面测算

2011 至 2018 年我国 284 个地级市的经济韧性水平[15]。夏杰长(2024)研究了农旅融合与县域经济韧性之

间的关系，从抵抗释放能力、恢复重组能力、调节适应能力和创新变革能力四个维度使用熵权法测算我

国县域经济韧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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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韧性的测度 

3.1. 指标体系的建立 

国内外学者在测算经济韧性有单一指标测算和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两种方式。为了避免单一指标测算

不准确、不全面的缺陷，参考已有研究的思路，结合县域经济的特殊性，本文尝试从多维度构建起尽可

能全面的指标体系，从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整能力和创新与转型能力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本

指标体系共有 14 个三级指标，经济韧性体现为应对不同发展情境时经济体表现出的抵御恢复、适应调整

和创新能力，因此县域经济韧性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综合反映上述能力。具体指标体系构建如表 1 所示。 
抵抗与恢复能力。抵抗能力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遭受外部冲击或内部压力时，维持经济体本身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的能力。如果一个县域的抵抗能力较高，那么该县域在面对冲击时，就能够保持经济的稳

定。恢复能力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遭受外部冲击或内部压力以后，能够恢复到被冲击以前的经济活动水

平的能力。具有良好的恢复能力的经济体通常能够在面临冲击时快速适应并作出反应，尽可能地减少冲

击带来的经济损失。与抵抗能力相比，恢复能力更关注经济体在遭受冲击后的自我恢复能力，而抵抗能

力则更关注经济体在冲击时的抵御能力。但是，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具有较强抵抗能力的经

济体通常也能够更好地恢复。基于此，本文选取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人均粮食产量、金融机构

人均贷款额、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年末单位从业人员 6 个指标来衡量抵抗与

恢复能力。①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体现居民的基本储备，在风险来临时居民储蓄余额越高，抵抗经

济扰动的能力就越强，是正向指标；② 人均粮食产量。体现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资源利用效率、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一个正向指标；③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越多，杠杆越大，所承担的风

险越大，是负向指标；④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该地区一年的 GDP 除以该地区的总人口得到的均值。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常作为发展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人均 GDP
代表当地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即整个经济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正向指标；⑤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体现农村居民在扣除各项税和保险后个人最终可用于日常消费、储蓄、投资的余额。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越高，抗风险能力越强，是正向指标；⑥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反映一个地区的对人力资源的

需求以及就业情况，风险来临时从业人员越多，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是正向指标。 
适应与调整能力。适应与调整能力是指是指一个经济体在面对内外部变化时，能够快速适应并调整

其经济结构和策略以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能力。本文选取财政自给率、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人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人均财政支出 5 个指标来衡量适应与调整能力。

① 财政自给率是指一个地区依靠自身财政收入满足其财政支出需求的能力程度，是衡量财政健康与否的

重要指标，用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支出之比表示。该指标越高，说明地方财政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

赖程度越低，表明财政收入相对较高，能更好地满足财政支出需求，财政状况越稳健，遭遇风险时的适

应与调整能力越强，增强地区经济的稳定性和发展活力，是正向指标；②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

一定时期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同期平均常住人口的比值。它反映了平均每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用于购

买消费品的金额，是衡量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市场活力的重要指标。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越高，表

明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优化，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越强，消费市场越活跃，说明居民对

风险来临时的适应能力较强，该地经济系统能有效适应调整，是正向指标；③ 人均医院卫生院床位反映

了该地区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是衡量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特别是面对疫情等重大冲击时，

医疗水平越高的地区能迅速响应作出相关措施，减少疫情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正向指标：④ 人均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反映了平均每个人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投入情况，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

投资强度的重要指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越高，表明该地区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投入越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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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和潜力越高，是正向指标；⑤ 人均财政支出反映了平均每个人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投入情况，是

衡量一个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和政府支出强度的重要指标。人均财政支出越高，表明该地区在公共服务方

面的投入越大，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质量越高，是正向指标。 
创新与转型能力。创新与转型力是指经济体通过推动创新，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而适应外界的

变化和挑战的能力。一个具备较强创新和转型能力的地区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

等趋势和挑战，从而更加稳定发展。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每万人固定电话用户数和每万人普通中

学在校学生数 3 个指标来衡量创新与转型能力。① 第三产业增加值。随着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持续上升，

经济结构逐渐从以工业为主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这种结构优化有助于提高经济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推

动了经济体的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②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越多，表明该地区创新型人才越多，从而反映出创新能力越强；③ 每万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每万人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对中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较高的在校学生数

可能表明该地区教育资源相对丰富，教育普及程度较高，这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奠定了基础。一个地区教

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加强其创新能力以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

济转型。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for county-level economic resilience indicators 
表 1. 县域经济韧性指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单位) 指标属性 

县域经济韧性 

抵抗与恢复能力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元) 正向 

人均粮食产量(吨) 正向 

金融机构人均贷款额(万元) 负向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正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向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人) 正向 

适应与调整能力 

财政自给率(%) 正向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正向 

人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万人) 正向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 正向 

人均财政支出(万元) 正向 

创新与转型能力 

第三产业增加值(万元)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人) 正向 

每万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人) 正向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和安徽三个省份 154 个县(县级市) 2014~2022 年共 9 年的数据测

度长三角地区的县域经济韧性。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5~2023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5~2023 年《江

苏省统计年鉴》、2015~2023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2015~2023 年《安徽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

公报，部分缺失数据依据使用插值法补齐。 

3.3. 经济韧性测度方法 

熵权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一般来说，若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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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价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越大，其权重也就越

大。相反，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大，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小，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少，在综合评价中

所起到的作用也越小，其权重也就越小。 
具体的熵权法做法分为 6 个步骤。对原始数据构建指标矩阵数据 

{ } ( )1 1,1 ,1ijX x h m n i m j nλ λ= ∗ ∗ ≤ ≤ ≤ ≤ ≤ ≤ ， ijxλ 为第 λ 年第 i 县的第 j 项指标的指标值。 
(1) 用极差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先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指标为 jY ，则当指标为正向

指标时，
( )

( ) ( )
min

max min
ij i

ij
i i

X X
Y

X X
−

=
−

，当指标为负向指标时，
( )

( ) ( )
max

max min
i ij

ij
i i

X X
Y

X X
−

=
−

。 

(2) 指标归一化处理：
1 1

h m

ij ij ij
i

P Z Zλ λ λ
λ= =

= ∑∑ 。 

(3) 计算各项指标的熵值：
1 1

ln
h m

j ij ij
i

E k P Pλ λ
λ= =

= − ∑∑ ，其中 ( )1 lnk h m= × 。 

(4) 计算熵值的冗余度： 1j jD E= − 。 

(5) 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1

n

j j j
j

W D D
=

= ∑ 。 

(6) 计算各指标的指数： i ij jC P Wλ λ= × 。 
计算得到的 iCλ 表示第 λ 年第 i 县的县域经济韧性的得分水平，综合得分越高表示该地区的经济韧性

水平越高。 

4. 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韧性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表 1构建的指标体系测算得出长三角地区 154个县域的经济韧性发展水平，为了便于数据比较，

统一将得分乘以 100，表 2 展示了以 2022 年长三角地区经济韧性水平排序下头部得分和得分后十县域

2014~2022 年具体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韧性总体上逐年上升，大部分的县域增幅平

稳，县域经济韧性较高县域大部分为县级市且均属于江苏、浙江省，较低县域均属于安徽省。具体来看，

义乌市(浙江)：得分从 35.90 (2014)增至 55.38 (2022)，年均增长率约 5.58%。尽管 2017 年因不明原因骤

降至 30.66，但后续恢复迅速，表明其具备较强的短期抗风险能力。岱山县(浙江)：从 18.96 (2014)跃升至

42.57 (2022)，年均增长率达 10.65%，为头部增长最快县域，可能与岱山县海洋经济政策支持相关。而昆

山市(江苏)、江阴市(江苏)、张家港市(江苏)、常熟市(江苏)、太仓市(江苏)在 2019 年前均保持稳定增长，

2020 年发生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属昆山市 2020 年骤降至 47.15，与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有关，后逐步

回升，显示其经济韧性修复能力。临泉县(安徽)从 4.61 (2014)增至 12.38 (2022)，年均增长率为 13.9%，

为尾部增速最快县域，2017 年后增速趋稳。尾部县域经济韧性得分起点低，但年均增长率能高于长三角

地区头部县域，表明安徽省通过政策倾斜有效推动了弱势县域发展。泗县、萧县、望江县(安徽)经济韧性

得分波动上升，因产业结构单一导致抗风险能力不足，后续逐步回升，显示经济韧性逐步修复，整体趋

势仍为上升。枞阳县(安徽)年均增长率为 6.35%，增速较慢但波动较小，体现基础薄弱县域的渐进式发展

特征。 
图 1 是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以及全长三角地区整体县域经济韧性的时间演进趋势。长三角地区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17 年后增速加快，与区域一体化政策深化相关。安徽省县域经济韧性远低于平均

水平，是由于安徽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基础较差，远低于江苏和浙江，说明了在长三角地区内县域间发

展的不平衡。安徽县域经济韧性水平年均增速达 6.6%，2015 年韧性水平出现降低，后面稳步回升。江苏

省县域经济韧性水平始终领先，年均增速 6.1%，2019 年增速小幅回落，反映其外向型经济受疫情冲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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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依托制造业基础快速恢复。浙江省县域经济韧性水平年均增速 6.0%，2021~2022 年增速达 7.9%，

受益于数字经济与民营经济活力释放。可以得出，外部冲击对高外向度省份(江苏、浙江)影响显著，但区

域一体化政策有效缓冲风险传导。 
 

Table 2.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head and tail coun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表 2. 长三角地区头部和尾部县域经济韧性发展水平评价 

县域 省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义乌市 浙江 35.90 36.99 38.29 30.66 41.71 47.12 48.18 51.90 55.38 

昆山市 江苏 53.22 54.85 56.11 58.63 61.60 64.48 47.15 50.74 53.73 

江阴市 江苏 38.82 40.05 41.78 44.91 47.95 49.76 44.44 47.68 49.67 

张家港市 江苏 37.94 39.49 40.76 43.58 45.91 47.15 39.73 43.32 46.46 

慈溪市 浙江 28.23 28.94 31.24 27.44 35.38 38.10 39.93 43.00 45.75 

岱山县 浙江 18.96 20.04 21.25 20.50 24.94 25.85 29.47 34.74 42.57 

常熟市 江苏 35.87 37.22 38.79 40.84 42.94 44.47 36.91 40.03 42.51 

嘉善县 浙江 25.30 26.41 27.87 23.35 31.28 33.21 34.74 37.76 40.41 

诸暨市 浙江 26.66 27.75 28.80 29.13 31.21 33.86 35.12 37.56 39.79 

太仓市 江苏 34.37 35.66 37.31 38.55 41.24 43.08 33.74 36.71 39.11 

临泉县 安徽 4.61 4.94 5.42 7.47 7.74 10.26 10.18 11.58 12.38 

泗县 安徽 12.75 6.78 6.70 7.60 8.58 9.81 10.18 10.98 12.14 

萧县 安徽 10.34 6.42 7.05 7.60 8.17 9.60 10.09 11.10 12.05 

望江县 安徽 7.96 11.86 6.86 8.16 8.16 10.03 9.65 10.96 11.95 

阜南县 安徽 4.74 5.13 5.27 7.20 7.99 9.65 9.90 10.79 11.88 

霍邱县 安徽 10.22 6.20 6.40 8.60 8.24 9.93 9.76 10.91 11.79 

寿县 安徽 5.78 6.08 6.80 8.81 8.75 10.17 10.17 11.03 11.66 

枞阳县 安徽 7.00 6.74 7.86 8.25 10.11 9.94 9.30 10.54 11.32 

太湖县 安徽 6.16 6.24 6.59 7.35 7.84 9.91 9.74 10.67 11.08 

砀山县 安徽 5.65 6.67 6.48 7.13 7.16 9.13 9.68 10.23 10.80 
 

 
Figure 1. Economic resilience of each province and average county from 2014 to 2022 
图 1. 2014~2022 年各省及平均县域经济韧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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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5.1. 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的直接影响 

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促进经济增长：电子商务通过扩大销

售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等方式，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增长。例如，黄雨婷和潘建伟(2022)
通过研究 2013 至 2018 年的县域数据，发现电商下乡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17]。(2) 优化产业结构：

电子商务推动了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例如，浙江义乌通

过发展电子商务，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小商品市场向全球电商中心的转型，显著提升了县域经济的竞争力。

(3) 提升创新能力：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了县域企业的竞争力。例如，吴前

乐(2024)指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显著提高了当地电商发展水平，促进了技术创新[18]。(4) 
增强市场可及性：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平台，突破了地理限制，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市场可及性。例如，

顾若鸿和周正祥(2025)指出，电子商务显著提高了县域经济的市场可及性，降低了地理位置和人口规模对

地区发展的限制[19]。(5) 缓解资源错配：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缓解了资源错配问题。

例如，吴前乐(2024)指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了资源

利用效率[17]。 

5.2. 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 

电子商务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影响县域经济韧性：(1) 扩大商品销售：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平台，使县

域企业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市场，扩大了商品销售范围，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市场多元化降

低了县域经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分散了外部需求波动的风险，形成多市场支撑的缓冲结构。(2) 提高创

业活跃度：电子商务降低了创业门槛，激发了县域居民的创业热情，提高了创业活跃度，为县域经济注

入了新的活力。创业群体增加催生新业态，增强经济系统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使其在冲击中更快找到替

代增长点。(3) 促进企业创新：电子商务的发展促使县域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适应市场

的变化和竞争的需求。数据驱动的敏捷创新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避免因技术滞后或需求错配

导致的系统性风险。(4) 完善产业链：电子商务的发展促进了县域产业链的完善，形成了上下游产业的集

聚效应，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电商需求拉动县域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整合。产业链完

善降低了单一环节中断的影响，形成多点支撑的韧性网络。(5) 提升抗风险能力：电子商务通过提高企业

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了风险缓冲机制，增强了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抗风险能力。数字化

赋能的风险管理能力，使企业在面对突发事件(如供应链中断)时，能够通过弹性调整迅速恢复运营。 

6. 结论与建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在改善生产方式、促进产品流通和提升居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从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整能力和创新与转型能力三个维度，选取

14 个指标构建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韧性指标体系。然后使用熵权法对长三角地区 2014~2022 年县域经济

韧性进行评价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 
2014~2022 年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韧性水平总体逐年上升；(2) 长三角地区经济韧性水平省际差异显著，

县域经济韧性较高县域大部分为县级市且均属于江苏、浙江省，较低县域均属于安徽省；(3) 电子商务能

通过扩大商品销售、提升创业活跃度和促进企业创新等机制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 提升县域经济韧性水平，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县域经济

韧性的目的是将大的冲击进行分解以更加微观单元应对各类冲击扰动，打破原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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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实现长三角地区各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 深化区域一体化政策，构建跨县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减少县域经济韧性水平省际差异。完善跨省域政策协同框架，针对安徽低经济韧性水平的县域(如萧县、

泗县等)，优先支持这类后发地区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动态监测机制，针对韧性短板区域实施

精准化财政转移支付与政策工具。(3) 针对低经济韧性水平县域，应大力发展其优势产业，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通过制定专项规划明确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路径，重点支持农业、制造业等县域支柱产业

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生产流程并延伸价值链，推动产业向智能化、服务化转型。利用电

商平台了解市场需求，推广地理标志产品。如砀山县可通过电商大数据精准触达目标市场，推动砀山梨

从传统产地走向全国餐桌。提升县域产业链水平和附加值使经济系统和经济发展区域能够更好的应对外

部冲击和内部扰动，更快更好的化解危机。(4) 长三角地区高经济韧性县域应依托现有产业优势强化创新

驱动。通过联合高校与科研机构共建区域性科创中心，攻关半导体、生物医药等关键技术，推动协同创

新模式加速成果转化；同时引导传统制造业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深化全域数字

化转型，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现代服务业。例如昆山通过沪昆联动提升芯片产业能级，最终以创新

化、国际化、可持续化路径巩固优势，引领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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