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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加快，数字经济已成为热点话题。聚焦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保险业升级，进而提

升保险韧性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2013~2022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保险韧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保险韧性表

现出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各地区应立足自身发展，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

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在保险业中的深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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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Digital China’s construc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hot topic. 
Focusing on whether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and 
thereby enhance insurance resilience holds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Using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from 2013 to 2022, this study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dig-
ital economy on regional insurance resilience through a two-way fixed-effects model and a spatial 
Durb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insurance resilience and exhibit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herefore,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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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ase themselves on their own development, formulate digit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better leverage the deepening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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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加速数字经济成长的重要性，旨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根植于传统经济基础之上，以数字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展现出显著

的普惠性特质。因此，全力推进数字化发展，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项核心战略

措施。2023 年中国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显示，在纵览全球保险机构数字化转型趋势基础之上，深

挖我国保险业数字化发展脉络及驱动因素，并总结归纳大数据融合背景下我国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路

径。具体而言，保险机构作为长期资本提供者，提供财务保障、增强市场信心和促进社会福利，为城市

经济发展注入了大量投资与资金扶持，从而在推动城市经济复苏与恢复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1]。结合我国保险行业的实际发展现况，保险业资产仅占金融业总资产的 7%，而国际平均水平在 20%
左右。尽管当前我国保险业相较于发达国家仍显滞后，但历经二十余年的持续发展，其行业基础已逐步

夯实。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正迈入深层次拓展阶段，为保险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当下科技飞速发展，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正深度融入保险行业的各条价值链，推动传统保险

业向数字化转型迈进。在风险评估阶段，大数据技术能精准剖析客户特征与潜在风险因子，有效缩减企

业承保过程中的潜在损失。进入产品销售阶段后，凭借对客户信息的量化细分与深度分析，保险公司能

够实现精准营销策略，既削减营销成本，又增强了客户忠诚度。至于理赔处理环节，人工智能技术的运

用则促进核保流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升级，这一进程不仅加快核保效率，还优化客户体验[2]。 
数字经济概念自 1992 年首次被阐释以来，该领域的界定随着技术革新不断演进。早期阶段，数字经

济定义聚焦互联网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驱动作用；而随后的发展进程，则广泛涵盖了云计算、区块链、

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与广泛应用[3]。近年来，韧性的议题引起广

泛关注，遍布到国家、地区乃至地方层面的经济政策讨论中，增强区域经济韧性的重要性被屡屡提及，

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焦点[4]。本文将参考区域经济韧性概念，结合保险行业的特点，提出并构造区域保

险韧性概念，并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保险韧性的内在机制和提升路径。 
根据现有文献可知，提出并构造区域保险韧性并具体探究数字经济对其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我

国的保险市场蕴含着巨大发展潜力，探寻数字经济对区域保险韧性的影响机制、特征及其作用规律显得

尤为重要。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如何作用于区域保险韧性？其背后的理论机制是怎样的？如何有效利用

数字经济力量以增强区域保险韧性，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亟待深入剖析的议题。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提出并构造“区域保险韧性”指标体系，丰富了关于保险业韧性的

相关文献。第二，探寻了数字经济对区域保险韧性的作用效果，并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展开定量研究。第

三，探索二者间影响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深入揭示了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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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区域保险韧性概念与指标测度 

韧性概念源自拉丁文“resilio”，生态学家 Holling 率先将物理学中的韧性理念引入生态学及工程学

范畴，用以刻画系统在面临自然或人为干扰时保持原状或受损后能迅速自我恢复的能力[5]。而后，韧性

概念受到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Reggiani 首次将韧性概念引入空间经济学，提出韧性是解释危机扰动

下各区域表现不同的关键因素[6]，后被美国应用在机械学和心理学，指材料在塑性变形过程中的抵抗与

恢复能力和个体受挫后的适应与调节能力[7]。有学者将韧性概念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之中，将其阐释为一

种能够预防、抵御或灵活适应危机的能力，以及有效应对负面冲击与不利环境挑战的能力[8]。关于

resilience 的中文译法，学者采纳了“韧性”这一表述。将经济韧性理解为经济体应对外部干扰的能力，

并延展到国内经济学中各个领域[9]。 
在区域经济韧性的定义方面，已有学者给出较为全面的定义[10]，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细化为

四方面内容：冲击来临前的抵抗力、冲击发生时的恢复力、冲击发生后的再组织力以及总结经验以增强

抵抗力的更新能力[11]。 
至于保险韧性，瑞再研究所提出并构造了省级保险韧性指数，综合评估保险业发展程度、保险业发

展潜力和风险韧性三方面状况，旨在体现各地区的整体保险市场发展韧性[12]。本文将参考韧性的经济学

概念，综合 Martin 的经济韧性理论和瑞再的省级保险韧性发展指数框架，从多维指标体系方面进行构建

区域保险韧性，并结合保险行业特性，构建区域保险韧性指标。 

2.2. 数字经济对区域保险韧性的直接影响 

学者指出，通过深入分析数据，保险公司能够更精确地辨识潜在的风险因素，通过降低道德风险，

预估潜在的损失规模并减少欺诈性索赔，并据此设计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13]。其次，数字经济发展不断

推动保险公司优化内部流程，提高运营效率。通过自动化和数字化工具，如区块链的应用机制可确保风

险评估的真实性，减少人工干预成本，避免客户伪造篡改信息，降低错误发生概率[14]。最后，数字经济

的广泛应用可以为保险公司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便捷的客户服务。在线平台和移动应用降低了客户随时随

地获取保险信息、进行投保和理赔的门槛。这种便利性不仅吸引了更多潜在客户群体，也增强了客户的

黏性和满意度[15]。在市场竞争的激烈环境中，良好的客户体验将为保险公司提供竞争优势，从而促进当

地的保险韧性。 
基于上文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1：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高区域保险韧性水平。 

2.3. 数字经济对保险韧性的机制传导效应 

一般来说，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兴科技成果，通过重新构建产业组织架构，打造出高效且成本优化的

服务模式，对传统第三产业构成深刻变革，进而夯实了相关产业的根基[16]。此外，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优

质企业的示范、竞争和人员流动等方式获得技术溢出效应，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产业优化和人

才集聚的良性循环，提升经济主体发展多样性和抗风险能力[17]。概括可知，数字经济能有效提升产业结

构层次系数，并缩减产业结构中的不合理性，进而加速各省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18]。 
另一方面，学者梳理经济韧性的内涵，深入考察了产业结构等非金融因素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实证

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将对经济韧性产生积极作用[19]。立足保险领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国

民收入水平等因素均会对整个保险行业的发展起到促进影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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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文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2：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保险韧性的发展。 

2.4. 数字经济对区域保险韧性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空间关联作为空间组织新形式，对加强区域内城际协作、优化要素资源布局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21]。其一大特点是其高度的渗透性，能显著缩短信息传递所需的时间与空间距离，进而拓宽城市

间经济活动的相互联系。其中，国内文献支持了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前者对区域经济韧性等方

面均存在空间溢出的影响[22]。 
基于上文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3：数字经济对区域保险韧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建构 

(一) 基准回归模型 
因各省份间存在某些不随时间变化且无法观测的个体特征，不同时间段的冲击对所有省份均会产生

影响，且豪斯曼检验和时间虚拟变量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均显著，故本文建立以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

证假说 H1，具体见式(1)。 

 0 1 2Resit Digit it it i t itC vα α α µ ε= + + + + +  (1) 

其中 Resit 为区域保险韧性综合评价指标；Digitit 为地区 i 在时间 t 时的数字化发展水平，Cit 表示控制变

量；i 代表个体(地级市)，t 代表时间(年份)；μi、vt为不可观测的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

扰动项。 
为检验数字经济赋能保险韧性内在机理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的间接促进作用，以验证假说 H2，本文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式(2)设定如下： 

 0 1 2Mechit Digit it it i t itC vβ β β µ ε= + + + + +  (2) 

其中，Mechit 为机制变量，采用产业结构相关指标，分别为产业升级指数，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以及两

者的综合熵值指数。 
(二) 空间计量模型 
数字经济水平和区域保险韧性均可能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遵循 Elhorst 的研究框架，本文按照相应

检验步骤进行验证[23]。空间计量模型选取的相关检验结果见表 1 所示。 
 
Table 1. Results of spatial model recognition and fitting tests 
表 1. 空间模型识别和拟合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量 p 值 检验方法 统计量 p 值 

LM-Lag 10.516 0.001 Wald-Lag 12.32 0.030 

Robust LM-lag 7.378 0.007 LR-Lag 12.36 0.030 

LM-Error 28.178 0.000 Wald-Error 12.18 0.032 

Robust LM-Error 25.040 0.000 LR-Error 14.65 0.012 

LR-Time 476.06 0.000 Hausman 30.32 0.001 

LR-Ind 48.8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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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表明，故选择空间杜宾模型验证假说 H3，式(3)如下。 

 0 1 1Resit Resit Digit Digit Controlsij ij j jit j ij jit i t itW W W Cϕ ρ λ γ λ η µ δ ε= + + + + + + + +  (3) 

其中，i 代表城市，t 代表年份；Resi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区域保险韧性；Digit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数

字经济水平；Controls 代表控制变量， ijW 为空间权重矩阵； iµ 为个体固定效应； tδ 为时间固定效应； itε
为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选取与测度 

(一) 被解释变量 
区域保险韧性(Resit)：指当地保险机构、行业乃至整个保险市场在遭受外部风险冲击时，能够迅速识

别风险、有效应对、减轻损失，并在短时间内恢复运营和服务水平的能力。从四个维度：恢复抵御能力、

风险承担能力、适应调整能力以及科技创新能力搭建指标体系，从而构造区域保险韧性指标。为降低主

观因素对评价研究的影响，即采用熵值法来确定指标权重，详细的指标体系见表 2。 
 
Table 2. Regional insurance resilience indicator system 
表 2. 区域保险韧性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属性 

区域保险韧性 

恢复吸收能力 
保险密度 保费收入/人口数(元/人) + 

保险深度 保费收入/地区生产总值(%) + 

风险承担能力 
保费同比增长率 保费同比增长率(%) + 

赔付率 赔付支出/保费收入(%) + 

基本抵御能力 
财政支持力度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 

社会消费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科技创新能力 
R & D 支出 R & D 经费(万元) + 

有效专利数量 有效发明专利数(件) + 

 
(二) 解释变量 
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以及各省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借鉴学者对地级市层面指标的选取[24]，

即以现有成果的理论逻辑为基础，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创新禀赋、数字经济应用和数字普惠金融

4 个维度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能较好地反

映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人均电信业务量”“计算机信息服务业就业

人数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代表城市数字产业化水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数字经济在现实

生活场景中的应用活跃程度衡量，用来表征产业数字化水平。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 30 个省市的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记为 Digit。 
(三) 机制变量 
本文采取各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指标作为中介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

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计算公式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1 + 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2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3。此外，在两者的基础上，利用熵值法计算

出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指标。 
(四) 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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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加全面分析区域保险韧性提升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效应，设定可能影响区域保险韧性的控制变量，

具体如下：赋税水平(Tax)，用该地区税收收入比该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受教育程度(Edu)：按照现行学

制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为 16 年，高中学历为 12 年，初中为 9 年，小学为 6 年，

文盲的教育年限计为 0，统计 6 岁及 6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密度(Urban)，用人口规模占辖

区面积的比重表示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n)，以机构存贷款余额比地区生产总值表示。 

3.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

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官网，共选取中国 30 个省市(由于数据来源限制，样本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西藏) 
2013 年至 2022 年 10 年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部分数据通过各省域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

计年鉴补充完善，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等方法补全。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 

(一) 回归结果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保险韧性的回归结果详见表 3。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对区域保险韧

性的影响均显著。假说 H1 得以佐证。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test 
表 3. 基准回归检验 

 (1) (2) (3) 

Digit 
0.910*** 0.961*** 0.530*** 

(0.063) (0.110) (2.64) 

Tax 
 0.006*** 0.007*** 

 (0.002) (3.36) 

Fin 
 −0.051*** −0.000 

 (0.012) (−0.00) 

Urban 
 0.013 0.006 

 (0.010) (0.50) 

Edu 
 0.009 0.001 

 (0.007) (0.12) 

常数项 
−0.292*** −0.487*** −0.214 

(0.039) (0.095) (−1.13) 

时间效应 No No Yes 

省份效应 No No Yes 

N 300 300 300 

R2 0.409 0.474 0.468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置信区间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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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解释变量 
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郭峰等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5]，将该指数除以 100 后作为衡

量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 
2) 替换控制变量 
引入各省市对外开放程度和交通发展程度两个新的控制变量：对外贸易水平(Exopen)，用进出口贸易

额与 GDP 的比值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ans)，即公路里程公里取对数，同时保留原控制变量中的税

收水平与金融业发展程度。 
3)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引入核心解释变量滞后项。考虑到数字经济水平对保险韧性的影响并不完全同步，可能存在滞后效

应，故采取数字经济水平滞后项进行回归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假说 H1 仍成立。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控制变量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D 
0.040*** 0.244***  

(0.008) (0.076)  

Exopen 
 −0.299***  

 (0.072)  

Trans 
 −0.004  

 (0.055)  

L. Digit 
  0.470** 

  (0.2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省份效应 Yes Yes Yes 

N 300 300 270 

R2 0.374 0.443 0.410 

 
(三) 异质性检验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程度对保险韧性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为进一步检验区域异质性检验，将我国 30 个省市按照地域位置划分

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 5 所示。各区域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只有

东部地区的系数显著，为 0.451。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很大程度上推动东部地区的保险韧性水平，反之，

我国整体保险韧性的提升主要依赖的也是东部地区。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可能由于存在数字基础设施

落后、数字人才稀缺等劣势，其中数字经济难以发挥作用。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470


张雨欣 
 

 

DOI: 10.12677/ecl.2025.1472470 2603 电子商务评论 
 

Table 5. Heterogeneity test 
表 5. 异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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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Digit 
0.451*** 0.073 0.062 0.310 

(0.116) (0.143) (0.079) (0.69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省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00 60 110 30 

R2 0.460 0.390 0.278 0.283 

4.2. 中介效应检验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指标，及熵值法计算出新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三者均通过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数字经济创新催生出新商业模式、新商品或新服务，如新兴产业，如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数字金

融等，推动产业结构日益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演进。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市场竞

争者，保险公司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以赢得市场份额。研究采取江艇的中介两步法作

为机制检验的理论基础[26]，得出：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于保险韧性，

由此充分验证假说 H2。具体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Mechanism effect test 
表 6. 机制效应检验 

 
(1) (2) (3) 

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产业结构高级化 综合指标 

Digit 
0.729*** 6.013*** 1.193*** 

(3.62) (5.90) (5.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省份效应 Yes Yes Yes 

N 300 300 300 

R2 0.768 0.756 0.806 

4.3. 空间溢出效应 

(一) 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首要步骤是验证研究对象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即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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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区域保险韧性指数展开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研究运用了Moran’s I指数法，以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为基础，

逐年计算并评估了空间效应的存在情况。 
由表 7 得，2013~2022 年区域保险韧性指数与数字经济指数显著为正，在经济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

下的 Moran’ I 指数基本都达到 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 30 个省市的保险韧性与数字经济水平在空间分布

上出现集聚现象，普遍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保险韧性指数越高的省市，其周围邻近省市的保险韧性也越

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周围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十年间，数字经济水平指

数整体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即数字经济在空间集聚上有明显的变化。处于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背景下，

数字经济将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随着各省市数字化发展水平稳定上升，延续至周边区域，省市间数

字经济的集聚水平也越来越高。 
 
Table 7. Moran index test 
表 7. 莫兰指数检验 

年份 
Resit Digit 

Moran’s I z 值 Moran’s I z 值 

2013 0.199*** 3.677 0.155*** 3.428 

2014 0.129*** 2.608 0.140*** 3.356 

2015 0.140*** 2.744 0.140*** 3.349 

2016 0.147*** 2.874 0.152*** 3.523 

2017 0.061* 1.501 0.159*** 3.584 

2018 0.081** 1.873 0.157*** 3.536 

2019 0.126*** 2.577 0.171*** 3.809 

2020 0.140*** 2.794 0.168*** 3.835 

2021 0.137*** 2.748 0.180*** 4.055 

2022 0.137*** 2.749 0.188*** 4.137 

 
(二) 空间杜宾模型分解效应 
本文综合采取经济地理嵌套矩阵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空间自回归系数为 0.161，显著为正，即各省市

间保险行业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性。因此，进一步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数字经济对区域保险韧性的直接效应估计参数为 0.539，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本文

理论预期一致，说明了数字经济建设能推动本地保险韧性的发展，再次验证假说 H1。 
间接效应的回归系数为 3.717，相当于直接效应的 6.8 倍，即邻近省市数字经济水平提高会增强本省

市的保险韧性。数据直观表明数字经济对保险业形成外溢效应大于直接效应的现象，同时展现了显著的

空间溢出效应，假设 H3 得到证实。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Table 8. Spatial effect decomposition 
表 8. 空间效应分解 

 
(1) (2) (3)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Digit 0.539*** (0.189) 3.717*** (0.768) 6.397***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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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ρ   0.161*** (0.093) 

N 300 300 300 

R2 0.187 0.187 0.187 
 

(三)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空间计量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具体来说，

以地理平方倒数的空间矩阵替换乘法形式的地理经济嵌套空间权重矩阵，如下见表 9。 
 
Table 9. Spatial robustness test 1 
表 9. 空间稳健性检验 1 

 
(1) (2) (3)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Digit 0.375** (0.184) 2.387*** (0.489) 2.762*** (0.51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ρ   0.161* (0.093) 

N 300 300 300 

r2 0.173 0.173 0.173 
 

二是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度量方式，同前文一致，定义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除以 100 为数字经济发展程

度，即代替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如下见表 10。 
 
Table 10. Spatial robustness test 2 
表 10. 空间稳健性检验 2 

 
(1) (2) (3)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Digit 0.107*** (0.026) 0.239** (0.121) 0.346*** (0.11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ρ   0.294** (0.129) 

N 300 300 300 

R2 0.170 0.170 0.170 
 

三是剔除固定年份，考虑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对初步发展的第三产业造成了

极为强烈的冲击，并深刻影响了我国金融行业的整体格局，于是在分析中剔除了该特定年份的样本数据，

以进行再次的回归检验。具体见表 11。 
 
Table 11. Spatial robustness test 3 
表 11. 空间稳健性检验 3 

 
(1) (2) (3)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Digit 0.522*** (0.192) 5.348*** (1.406) 5.870***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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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ρ   0.282** (0.134) 

N 270 270 270 

R2 0.214 0.214 0.214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区域保险韧性的显著提升，得益于数字经济的高水平推动，且这一影响展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保险领域内，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吸引了众多技术人才的加盟，还通过智能合约与区块链技术的

广泛应用，大幅增强了保险交易的透明度及安全性。这些先进技术的运用不仅局限于特定区域，而是具

有在更广泛领域内推广的潜力。 
再者，数字经济对我国各地区的保险韧性具有明显的异质效益。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区域保险韧性，

其中东部地区贡献了绝大部分力量。而对于其他地区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原因可能涉及

多个方面，包括数智融合程度不高、生产要素流通和集聚不足、基础设施薄弱、财政投入有限、产业带

动不足以及人才短缺等。 
机制检验的深入剖析揭示了数字经济通过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为地区保险韧性提供了有力支撑。

数字经济的浪潮不仅激发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的革新活力，还推动了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与工业互

联网的转型升级，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进而促进了向高端制造领域的跨越。 

5.2. 建议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各地区保险业发展的新趋势，基于可能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赋予各地保险公司的创新机遇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紧密贴合市场需求与客户反

馈，顺应数字时代潮流，借助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开发更多针对特定群体的保险产品，以满足多元化的市

场需求，进而提升保险领域的整体韧性。 
其次，鉴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保险韧性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

现象。中、西部地区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应充分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情况，同时应加强与东部发达地区

的交流合作，深化数字技术在保险领域的应用，拓宽数字化应用场景，打破数据壁垒，促进信息共享。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应不断注重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包括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业务效

率、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以此促进产业融合与协同发展，同时注重人才培养与引进、优化产业结构提

升竞争力以及强化监管与风险防范等。这些措施均有助于提升保险产业的韧性和竞争力，为经济社会的

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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