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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是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本文基于2015~202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机制。研究通过熵值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

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技术市场发展在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

升级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综上所述，

本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市场发展“双路径”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为理解

数字经济的结构性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并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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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as a new economic paradigm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serves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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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pathway for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1 Chinese provinces between 2015 and 2023,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research constructs a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dex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employs a two-way fixed-effects model alongside a mediating effects model for valid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industrial struc-
ture upgrading; Bo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rket development play notable 
mediating roles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s more pronounce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ompared to the eastern region. In summary, this study uncover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drive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via the “dual pathway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rket development.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offers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
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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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发展状况，但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环境

污染加剧、生产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差距扩大等。今年 3 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指出，发展数字经济被列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这正是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深远

谋划。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必然，更是推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国际话语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综合解决方案，抓住这一机遇，才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强劲动能。 
由此可见，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了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其发展成果显著、潜力巨大，并与传统产

业形成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

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使得高消耗、低效益的传统产业经济运行模式转变为高效益、低消耗、信息化和智能

化的运行模式。各类产业的能耗和污染因此得到有效降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精细化发展模式转变。由

资源和发展不平衡引发的产业发展矛盾得以解决，现代化数字技术(如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工业物

联网、人工智能技术、5G 网络及云空间等)的应用促进了产业生产模式、投入结构和产出效率的优化。这

使得数字经济要素能够快速、深入地融入各产业，并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来

了挑战，各产业必须迫切进行适应性转型，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态。通过降本增效、节能减负，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得以有效保障。 
关于数字经济是否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这一问题在学术界也引发了广泛的探讨。对此，学术界采

用多种样本数据、使用不同测度方法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探究。有很多学者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杨

倜龙和郭克莎[1]指出数字经济在短期内对制造业比重稳定是有利的，但长期而言，数字经济依然无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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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传统产业结构演变所遵循“库兹涅茨”规律。徐伟呈和周田[2]研究发现，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基础

的数字技术是当前有效配置生产要素，重塑产业结构的中坚力量；而且 ICT 的扩散效应和替代效应都能

共同驱动产业结构优化。李治国和车帅[3]也表明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数字

经济通过激发区域创新创业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有一部分学者大多在探讨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将产业结构作为中介变量引入[4]。鲜少有人探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框架和传导机制，

并进行实证分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数字经济作为切入点，分析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并

考察技术创新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的流动与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工业互联网、

AI、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深度赋能传统产业，实现生产流程智能化、供应链精准化和商业模式

创新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还节约了成本和能耗；同时依托数据中台和云平

台重构企业运营体系，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从根本上重塑传统产业竞争力；即数字经济通过改变传统

产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来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5]。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核心技术突破直

接孵化新业态，如区块链技术催生 DeFi 全球市场规模已达千亿美元，Web3.0 带动数字身份认证等新兴

服务；同时数字平台重构产业生态，如直播电商衍生出直播基地、虚拟主播等配套产业。这些新兴产业

模式对其他产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其他产业增加高附加值和产业链高端产品的占比，客观上促

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6]。且基于数字技术特有的跨边界性和互联互通特征，以数字化手段为纽带，数

字经济可以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实现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这一过程显著改善了区域信息不对称状况，

大幅降低了产业链各环节的信息获取与交易成本[7]。通过这种深度融合机制，原先相对独立的产业得以

有机联结，形成更为完整和延展的价值链条，最终推动整个产业体系向更高级形态演进，这种转型提升

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催生新兴产业和促进资源整合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 
H1：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2.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更迭和升级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可以

通过降低创新成本与风险加速技术迭代创新。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使企业能以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方式

获取算力、数据和算法资源，显著降低了研发的固定成本投入。平台经济模式更通过创新生态的协同网

络，将传统封闭式创新转变为开放式创新。大数据分析还能精准预测市场需求，减少创新试错风险。这

种低成本试错加上快速迭代的创新范式，打破了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的线性模式，推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

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跃迁。此外，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流动性、可复制性和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催

生出全新的价值创造逻辑[8]。农业数字化转型中，遥感数据与物联网结合实现精准施肥，推动传统农业

向服务型农业转型。这种数据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迫使企业将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创新，

进而带动产业链整体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最后从更深层次看，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通用数字技术与垂

直行业深度融合，不仅改进了既有产业效率，更通过“技术–产业”共生演化创造出全新业态[9]。如元

宇宙技术推动文化产业从内容生产转向虚实交互体验，这种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打破了传统产业边

界，促使产业结构从价值链分工向价值网络协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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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创新成本、重构生产要素和优化产业生态来驱动技术创新，进而推动

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智能化方向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 
H2：数字经济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3. 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技术交易面临信息不对称、谈判周期长和履约风险高等问题，而数字平台过区块链智能合约、

大数据匹配和在线协作工具，大幅减少了技术供需双方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等。这种高效率的技术要

素市场，使得企业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外部技术，推动产业从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转型，加速技术扩

散和产业升级[10]。另一方面，传统技术市场往往局限于特定行业或地域，而数字技术的通用性特征能打

破传统产业技术壁垒，使得技术可以在不同产业间交叉应用，催生出新型的交叉产业。Aghion 的新熊彼

特增长理论指出，技术组合创新比单一技术创新更能推动产业升级，而数字平台正是这种组合创新的催

化剂[11]。而且，数字经济对技术市场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存在网络效应：当数字技术渗透率超过一定阈值，

技术市场的规模效应和正外部性会显著增强。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12]，2023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技

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国比重达 65%，且技术交易活跃度与地区数字化水平呈强正相关。这表明，数字经济

不仅优化了技术市场的运行效率，还通过“市场规模扩大→创新收益增加→研发投入上升→产业升级加

速”的正反馈循环，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这一过程契合 Arrow 的信息经济学

理论[13]，即有效的技术市场能够将知识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从而提升全社会的创新效率，最终实现产

业结构的系统性升级。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通过优化技术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扩大市场边界显著提升

了技术市场的发展水平，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 
H3：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技术市场发展水平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4.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性 

由于中国各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产业基础、要素禀赋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对产

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异质性。从地区维度看，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有着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

且产业链生态成熟，数字经济对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变现为：培育新兴产业、推动数字金融、数

字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攀升。中部地区则是制造业基础扎实，依托中部崛起战略和政策支持，产业梯度转

移、数字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形成“数字 + 制造”融合模式。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相对滞后、高端人

才短缺、市场化程度较低，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资源型产业数字化和特色产业电商化，但依托着

国家政策倾斜、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等条件，数字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完善，极大地推动了该地区

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鉴于此，本此研究还将分析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性。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以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5~2023 年我国 31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为研究对象，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北京

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报告，个别地区缺失数据主要采用时间序列法和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预测。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Iadva)：参照张欣艳等[14]的研究，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值表示，这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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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好地揭示产业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 

3.2.2.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con)：借鉴邵莹莹等[15]、赵平等[16]和潘凯等[17]的研究方法，构建数字经济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应用熵值法对指标赋权，并通过加权的方式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构

建数字经济评价体系时，本文旨在从基础设施支撑、产业转型活力及技术应用深度三个维度综合反映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底层基石，其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和“接入率”

衡量基础网络覆盖能力，“移动电话设施规模”和“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体现硬件支撑强度，而“网页

数”与“域名数”则直接量化区域数字内容的丰富度和互联网服务活跃度——网页数反映信息资源的规

模，域名数体现企业和机构在线身份的注册意愿，二者结合可间接评估数字生态的成熟度(如创新创业活

跃性)。数字产业化指标聚焦技术供给端，通过电信业务、专利、就业等数据衡量核心产业的规模与创新

力；产业数字化指标则关注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效果，如电商、金融、物流等领域的渗透率。这

些指标兼顾静态存量与动态潜力，既覆盖“硬件”投入，也捕捉“软件”价值，形成对数字经济全链条、

多层次的科学评价。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表 1.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具体定义 

数字化基础设施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地区常住人口数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地区常住人口数 

移动电话设施规模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网页数 直接数据 

域名数 直接数据 

数字产业化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电信业务总量/地区常住人口数 

移动电话普及率 直接数据 

信息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直接数据 

信息软件业就业人员占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直接数据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 直接数据 

产业数字化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直接数据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 直接数据 

电子商务销售额 直接数据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直接数据 

二三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 第三产业增加值 

科技创新投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 

快递量 直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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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INN)：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可以通过降低创新成本与风

险加速技术迭代创新，而产业更迭和升级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因此本文选择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

考虑到专利授权需要较长的审核期限，专利申请数可以更有效地反映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本文借鉴范丹

雪等[18]的研究，选用专利申请数取对数度量技术创新。 
技术市场发展水平(DIC)：技术市场是各类技术交易场所、服务机构和技术商品生产、交换、流通关

系的总和。信息经济学理论表明有效的技术市场能够将知识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从而提升全社会的创

新效率，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系统性升级。因此本文参照赵平等[16]的研究选取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作为中

介变量，使用技术市场输出合同成交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3.2.4. 控制变量 
文中引入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财政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消费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货物进出口总额(先乘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环境规制

(Eviron)采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财政支持力度(Financ)：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Econom)采用人均 GDP 表示；社会消费水平(Consum)采用社

会消费品零告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 

3.3. 模型设计 

本次研究的核心是分析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构建如下双固定效应模型： 

0 1 2it it it i t itIadva Decon Controlα α α µ σ ε= + + + + +                        (1) 

在式(1)中， itIadva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产业结构升级； itDecon 是解释变量，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itControl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iµ 和 tσ 分别表示省份个体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itε 表示随机误差项；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为了厘清技术创新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是否在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产生中介作用，本研究

参考江艇[19]提出的中介效应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0 1 2it it it i t itM Decon Controlβ β β β β ε= + + + + +                         (2) 

其中 itM 为中介变量，代表技术创新(INN)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DIC)。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Variable)均值 0.165，标准差

0.123，这表明各省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异显著，可能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

展(Decno)均值 1.499，标准差 0.777，表明部分省份数字经济明显领先，可能形成数字经济发展梯队。中

介变量技术市场发展水平(DIC)均值 0.025，标准差 0.039；技术创新(INN)均值为 9.822，标准差 1.479。
其他控制变量对外开放(Open)均值 0.24，标准差 0.234；环境规制(Eviron)均值为 0.002，标准差为 0.003；
财政支持(Financ)均值 0.286，标准差 0.203，经济发展水平(Econom)均值为 12,847 元，标准差为 8547 元；

社会消费(Consum)均值为 0.383，标准差 0.075。所有变量均存在显著离散特征(标准差与均值比值多大于

0.5)，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个体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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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Decon 279 0.165 0.123 0.039 0.747 

Iadva 279 1.499 0.777 0.756 5.69 

DIC 279 0.025 0.039 0 0.217 

INN 279 9.822 1.479 4.852 12.399 

Open 279 0.24 0.234 0.008 1.041 

Eviron 279 0.002 0.003 0 0.026 

Financ 279 0.286 0.203 0.107 1.379 

Econom 279 12847.432 8547.353 5768.09 49352.137 

Consum 279 0.383 0.075 0.183 0.538 

4.2. 基准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机构升级的影响。考虑到不同的

控制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依次加入对外开放程度(Open)、环境规制(Eviron)、财政支持力度(Financ)、经济

发展水平(Econom)、社会消费水平(Consum)。由表 3 的结果可知，在未加入控制变量前，数字经济对产

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 0.983，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逐步

加入控制变量后，第(2)~(4)列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样也在 1%的水平下显

著，系数与之前的结果相比较差异不大，且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显著

为正的。因此，本文假设 H1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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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Variables Iadva Iadva Iadva Iadva Iadva Iadva 

Decon 0.983*** 1.171*** 1.050*** 0.959*** 0.786*** 0.774*** 

 (3.83) (4.67) (4.19) (3.86) (3.07) (3.10) 

Open  1.119*** 1.053*** 0.938*** 0.830*** 0.669*** 

  (4.43) (4.21) (3.77) (3.32) (2.70) 

Eviron   12.380*** 11.953*** 12.118*** 12.531*** 

   (2.84) (2.79) (2.86) (3.03) 

Financ    0.780*** 1.074*** 0.604** 

    (3.01) (3.79) (1.99) 

Econom     0.000** 0.000*** 

     (2.43)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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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sum      1.686*** 

      (3.70) 

常数项 1.216*** 0.913*** 0.891*** 0.695*** 0.421*** −0.361 

 (35.13) (12.00) (11.81) (7.05) (2.82) (−1.41)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79 279 279 279 279 279 

R-squared 0.384 0.431 0.449 0.470 0.483 0.511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统计量，下同。 

4.3. 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第一，增加控制变量。在原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选用增加控制变量的方式开展稳健性分析，

本文增加能源结构(Energy)和外商投资水平(Foren)2 个控制变量。其中，地方能源结构用地区用电量与地

区总用电量的比值表示；外商投资水平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如表 4 列(1)所示，

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依然显著为正，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第二，剔除直辖市。为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本研究在回归分析中剔除了 4 个直辖市的

数据。如表 3 列(2)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第三，缩尾法。在 1%的水平上对各变量做双边缩尾处理，以降低极端值的影响。缩尾后的回归结果

如表 4 列(3)所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仍在 5%显著水平上显著，表明基准回归具有稳健性。 
第四，内生性问题。为缓解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了工具变量法来进行检验。本

文最终选用数字经济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运用 2SLS 回归，仅展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 4
列(4)所示，在克服内生性后，模型回归结果仍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and endogenou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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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ables 增加控制变量 剔除直辖市 替换解释变量 IV (第二阶段) 

Decon 0.878*** 0.793*** 0.625** 0.042** 

 (3.35) (3.58) (2.35) (2.32) 

常数项 0.281 0.225 1.406*** 0.016** 

 (0.91) (0.71) (3.00) (2.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N 279 243 279 279 

R-squared 0.542 0.565 0.529 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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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机制检验 

下表 5 的结果分别显示了技术创新(INN)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DIC)的机制回归结果。如表 5 列(1)的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于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0.005，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介效应存在，

因此本研究的假设 2 成立。这是因为数字经济可以降低创新成本、重构生产要素和优化产业生态来驱动

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如表 5 列(2)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于技术

市场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1.070，也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因此本研究的假设

3 成立。这是因为数字经济降低了技术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了技术要素的流动性；而且还拓展了技术市

场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跨行业技术融合，这些都能显著提升技术市场的发展水平。有效的技术市场能

够将知识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从而提升全社会的创新效率，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系统性升级。 
 

Table 5. Mechanism inspection 
表 5. 机制检验 

 (1) (2) 

Variables DIC INN 

Decon 0.005** 1.070** 

 (2.12) (1.98) 

常数项 0.030*** 9.498*** 

 (12.42) (17.51) 

控制变量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N 279 279 

R-squared 0.185 0.415 

 
Table 6.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6. 地区异质性分析 

 (1) (2) (3) 

Variables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Decon −0.493 5.209*** 6.759*** 

 (−1.42) (5.49) (6.22) 

常数项 0.390 0.170 0.957** 

 (0.56) (0.28) (2.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99 72 108 

R-squared 0.662 0.826 0.682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671


张姗姗，杨少华 
 

 

DOI: 10.12677/ecl.2025.1451671 3545 电子商务评论 
 

4.5. 异质性分析 

本文依据中国地理位置将 31 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省份。表 6 第(1)~(3)列分别为东部、中部、

西部省份回归结果。由结果可知，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这

一影响关系在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这说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

源于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基础和政策导向等的差异。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传统

产业占比较高，数字经济的引入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快速弥补其技术短板，而且在

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的重视与政策扶持，因此能明显推动产业结构跨越式升

级。反观东部地区，其产业体系已较为成熟，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占比本就较高，数字经济的边际提升

作用相对有限，因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果不显著。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 2015~2023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计算数字发展水平指数，参考张欣

艳[14]的做法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测量，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本次研究发

现：一是数字经济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即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二是技术创新和技术

市场发展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

技术市场发展水平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三是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

中东部地区不显著，中西部地区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并结合实际情况，本文分别从企业自身和政府角度出发，提出以下建议： 
在企业层面，企业应以数据驱动为核心，分层推进数字化转型。首先，企业应该注重数据整合与场

景落地，应积极组织财力、物力建立数据中台，整合生产、供应链、客户数据等系列数据，推动精准营销

和柔性生产。中西部企业可结合本地特色(如农业、能源)，申请政府补贴试点数字化改造项目(如智能灌

溉、矿山安全监测)，降低试错成本。同时，企业还可以积极推动技术合作与成果转化，加大与高校、科

研机构等组织合作，联合攻关工业软件、AI 模型等行业共性技术问题，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

积极参与技术市场交易，通过专利授权、技术入股等方式盘活创新成果，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在政府层面，各地政府应强化基建与制度供给，构建梯度化支持体系。首先，政府应优先数字经济

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重点布局 5G 基站、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按“需求密度”分阶段覆盖(如先省会

再县域)；东部推进高端算力(如智算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避免低端重复投资。同时，政府还应

该制定相关政策精准激励数字经济发展。各地政府可以设立省级数字化转型基金，对中西部传统企业改

造据投资额进行补贴；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至数字化软硬件采购等，中小企业可叠加享受地方税收返

还。此外，政府还应该对产业进行引导，东部通过“飞地园区”将数字配套产业(如电子元件加工)转移至

中西部，输出管理标准并承诺订单保底；中西部政府提供土地、用工培训等配套，吸引东部企业落户。

最后，政府应完善监管政策，需平衡创新激励与风险防范，一方面可出台数字经济反垄断指南等条款，

严控算法歧视与数据滥用，要求头部企业(如华为、阿里)开源基础技术模块；另一方面鼓励企业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建立“数字包容性”评价体系，将中小企业数字化帮扶纳入国企考核，通过“数字结对”实现

技术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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