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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电商经济对中国GDP增长的驱动效应，通过理论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

讨电商经济影响GDP增长的内在逻辑与实际效果。研究发现，电商经济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

源配置、促进产业融合、创造新消费需求等机制推动GDP增长。基于2011~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分析表明，电商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能够显著推动GDP增长2.18%。本研究为进一步推动电商经济

高质量发展，释放其对GDP增长的更大潜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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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riving effect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on China’s GDP growth.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ing, it deeply explor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effect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on GDP growth.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 e-commerce economy mainly promotes GDP growth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re-
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promo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cre-
ating new consumer demand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23 
shows that for every 1% increase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it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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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promote GDP growth by 2.18%.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olicy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and re-
leasing its greater potential for GDP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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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全球电商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态势[1]。据 Statista 数据显

示，2024 年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已突破 7 万亿美元大关，预计到 2028 年将超过 11 万亿美元，年均复合

增长率保持在 10%以上。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中国在这场数字经济变革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2]。从 2003 年淘宝成立开启中国电商发展新纪元，到如今直播电商、社区团购、跨境电商等新业态

层出不穷，中国电商经济实现了从萌芽到爆发式增长的华丽蜕变。2023 年，中国网络零售额突破 15 万亿

元，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 30%；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 2.38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5.6%，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新引擎。与此同时，中国 GDP 总量也从 2010 年的 41.21 万

亿元攀升至 2022 年的 121.02 万亿元，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持续增强。 
电商经济的繁荣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愈发重要

的角色[3]。以“双十一”购物节为例，2023 年天猫“双十一”总成交额达 5403 亿元，京东“双十一”下

单金额超 4915 亿元，这些庞大的数字背后，是电商经济对消费市场的强大拉动作用。此外，电商经济还

通过带动物流、支付、大数据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为实体经济注入新的活力[4]。
在乡村振兴领域，农村电商蓬勃发展，使得农产品上行渠道更加畅通，许多偏远地区的特色农产品通过

电商平台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5]；在跨境贸易方面，跨境电商

打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的时空限制，让众多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推动中国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6]。 
然而，尽管电商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学术研究层面，关于电商经

济如何具体驱动 GDP 增长的研究仍存在诸多有待深入挖掘之处。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电商经济与经济增长

的相关性分析，对其内在驱动机制的系统性研究相对不足；在实证检验方面，样本数据的时效性和研究

方法的创新性也存在一定局限。深入探究电商经济对中国 GDP 增长的驱动效应，不仅有助于从理论层面

丰富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更能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电商经济发展政策、推动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基于此，本文将通过系统的理论机制分

析与严谨的实证检验，深入剖析电商经济对中国 GDP 增长的驱动效应，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贡献新的视

角和成果。 

2. 电商经济对中国 GDP 增长的驱动机制分析 

2.1. 降低交易成本机制分析 

电商经济通过信息革命、效率革命和模式革命，系统性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消费扩容–投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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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效率提升”的增长闭环。2024 年电商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28%，预计 2025 年将突破 30%。其本质

是通过数字技术重构资源配置方式，推动中国经济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跃迁。未来需

进一步优化政策协同、深化技术赋能、拓展全球布局，持续释放电商经济的增长潜力。而电商平台凭借

互联网技术，构建起庞大的商品信息数据库。消费者只需在搜索框输入关键词，便能瞬间获取海量商品

信息，不仅能快速对比同一商品在不同商家的价格差异，还能通过用户评价、销量数据等多维度参考，

全面了解商品质量和使用体验。电商激活了县域及农村消费潜力。2024 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71 亿单，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较城镇快 2.3 个百分点。消费升级带动 GDP 增长约 1.2 个百分点，其中电商贡

献占比超 40%。据相关研究测算，电商模式使消费者信息搜寻成本降低[7]，这种成本的大幅下降，有效

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效率和满意度，进而刺激消费需求，拉动 GDP 增长。在谈判成本方面，传统交易中，

买卖双方需面对面进行价格协商、交易条款确定等谈判过程，期间可能因沟通不畅、利益诉求差异等问

题，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导致交易失败。电商平台则通过标准化的交易规则和流程，简化了谈判

环节[8]。商品价格、规格、售后政策等信息在商品详情页清晰呈现，消费者只需确认下单即可完成交易，

无需与商家进行复杂的谈判。电商基础设施投资形成显著乘数效应。2024 年快递业务量突破 1.1 亿件，

通过电商带动物流园区投资超 50 亿元，撬动制造业投资 200 亿元。全国电商相关产业吸纳就业近 7000
万人，较 2019 年增长 40%，劳动力要素投入对 GDP 增长贡献率提升至 28%，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

促进了市场交易的顺利开展，为电商经济的繁荣和 GDP 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2.2. 促进产业融合机制分析 

电商经济打破了传统产业间的壁垒，推动零售业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

零售业主要依赖线下实体店铺进行商品销售，受地域、营业时间等因素限制明显。随着电商的兴起，传

统零售企业纷纷“触网”，开展线上业务。电商经济带动了物流[9]、金融[10]、信息技术[11]等相关产业

的协同发展。在物流领域，电商的爆发式增长为快递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电商平台通过数据

驱动实现供需精准匹配，重塑传统产业链条。这种数字化协同使制造业从“推式生产”转向“拉式生产”，

2024 年制造业 B2B 电商市场规模突破万亿美元，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电商催生新型经营主体，重

塑产业组织模式。“平台 + 农户”模式打破传统产销分离，使农业生产端直接对接消费端需求，推动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2024 年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农村网商数量突破 1853 万

家。在金融方面，电商平台催生了互联网金融新业态。蚂蚁集团推出的支付宝，最初为解决电商交易中

的信任问题而生，如今已发展成为集支付、理财、信贷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电商金融

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便捷的融资服务，如京东金融推出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基于电商平台的交易数

据，为供应商提供快速贷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促进产业供应链的稳定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更是与电

商经济紧密相连，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电商平台的运营提供强大支撑。阿里云为众多电

商企业提供云计算服务，保障平台在购物节等流量高峰时期的稳定运行；电商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消费

者行为，实现精准推荐和个性化营销，推动信息技术产业不断创新发展。产业融合不仅优化了制造业的

生产模式，还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为 GDP 增长提供新动能。 

2.3. 创造新消费需求机制分析 

电商平台创新的促销模式，打造出一个个消费狂欢节点，持续刺激消费市场。“双十一”“618”等

购物节已成为全民消费盛宴，电商平台通过提前预热、满减优惠、限时抢购、消费补贴等多样化的促销

策略，营造出紧张刺激的购物氛围，激发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在“双十一”期间，消费者不仅能享受到大

幅的价格优惠，还会因限时折扣、限量商品等营销手段，产生“不买就亏”的心理，从而增加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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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电商平台还不断拓展促销场景，如推出“超级品牌日”“品类专场活动”等，针对不同品牌和商品

品类进行精准营销，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购物需求。如天猫的“超级品牌日”与众多知名品牌合作，通

过专属优惠、限量新品首发等活动，吸引消费者关注，助力品牌提升销量和市场影响力。同时，越来越

多的电商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12]，从服装的个性化定制，到家居产品的尺寸、款式定制，消费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打造专属商品，这种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模式进一步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拓展了消费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为 GDP 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选取各省份 GDP 取对数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反映电商经济对 GDP 增长的总体

影响。 
核心解释变量：采用电子商务交易额取对数表示电商经济发展状况。 
控制变量：人口密度：当地人口与城市面积之比、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业增加值取对数、科技发展

水平：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取对数、就业保障：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取对数。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电子商务报告》及各省份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 2011~2023 年，

其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sd min max 

GDP 403 9.811 1.011 6.416 11.818 

ECO 403 16.648 1.666 9.126 20.091 

人口密度 403 2904.640 1134.585 515 5821 

就业保障 403 6.410 0.728 4.055 7.813 

金融发展水平 403 7.126 1.080 3.431 9.453 

科技发展水平 403 4.345 1.171 1.218 7.064 

3.2. 模型构建 

为检验电商经济对中国 GDP 增长的驱动效应，构建如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0 1 2GDP ECOit it it i ita a a K µ ε= + + + +  

其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GDPit为 i 省份在 t 年份的 GDP，ECOit为 i 省份在 t 年份的电商经济发展

水平，Kit分别为相应的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α1为回归系数，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回归结果分析 

表 2 回归结果显示，电商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0218，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电商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 1%，能够显著推动 GDP 增长 2.18%，验证了电商经济对中国 GDP 增长具有显

著的驱动效应。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控制变量也对 GDP 增长具有

显著影响，符合理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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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GDP GDP 

ECO 
0.0173** 0.0218*** 

(0.00816) (0.0069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9.040*** 7.118*** 

(0.123) (0.292) 

观测值 403 403 

R2 0.947 0.96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4.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为消除数据异常值对估计结

果的干扰，对被解释变量实施 1%水平的双边缩尾处理，见表 3 中第一列与第二列；第二，调整估计窗宽，

通过删除首尾年份数据以排除特殊年份影响，见表 3 中第三列与第四列；第三，考虑到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 4 个直辖市与其他地级市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剔除上述样本

后重新进行回归估计，见表 3 中第五列与第六列。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5) (6) (7) 

GDP GDP GDP GDP GDP GDP 

ECO 
0.0293*** 0.0321*** 0.0195* 0.0203** 0.0143 0.0182** 

(0.00918) (0.00783) (0.0105) (0.00880) (0.00890) (0.00744)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873*** 7.357*** 9.108*** 7.237*** 9.025*** 6.958*** 

(0.139) (0.299) (0.162) (0.308) (0.133) (0.307) 

观测值 403 403 341 341 351 351 

R2 0.949 0.964 0.943 0.961 0.944 0.96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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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理论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深入探讨了电商经济对中国 GDP 增长的驱动效应。研究表明，

电商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业融合和创造新消费需求等机制，对中国 GDP 增长具有显著的驱动

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电商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 1%，能够推动 GDP 增长 2.18%。 

5.2. 政策建议 

5.2.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网络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在网络通信方面，加快 5G 网络、千兆

光纤宽带的全覆盖进程，提升网络速率和稳定性，降低网络使用成本，为电商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网络

基础。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上，合理规划建设区域性物流枢纽、智能仓储中心，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

配送体系，推广共同配送、集中配送等模式，提高农村地区物流配送效率，缩小区域间电商经济发展差

距，充分发挥电商经济对中西部地区 GDP 增长的驱动作用。同时，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交通网

络布局，提升货物运输的时效性和便捷性，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5.2.2. 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 
设立电商经济技术创新专项基金，鼓励电商企业加大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关键

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和创新孵化平台，

加速科研成果向电商应用场景的转化。例如，在智能仓储、精准营销、供应链优化等方面，推动新技术

的落地应用，提升电商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加强对电商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进一步释放电商经济对 GDP 增长的潜能。 

5.2.3.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制定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引导电商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提

供数字化转型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利用电商平台实现柔性生产、个性化定制，推动制造业向智能

化、高端化升级。支持电商平台与农业企业、合作社合作，发展农村电商，打造农产品品牌，完善农产品

上行供应链体系。加强电商与金融、物流、教育等产业的协同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电商企业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物流企业建设智慧物流园区，推动电商职业教育发展，培养适应产业融合需求的

复合型人才，形成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推动 GDP 高质量增长。 

5.2.4. 优化政策支持体系 
完善电商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针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制定专门的监管办法，规范市

场秩序，加强对虚假宣传、假冒伪劣商品、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的打击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建立电商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加强信用监管，对诚信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和奖励，对失信企业进行联

合惩戒。同时，出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中小微电商企业发展，如对初创期电商企业给予

税收减免，对电商企业的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活动提供财政补贴，激发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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