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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与科技革命推动下，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协同发展对中国东部地区经济转型及全

国引领至关重要。文章选取中国东部10省(市) 2014~2023年数据，构建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评价体

系，综合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局部莫兰指数及阻碍度模型，探究两者耦合

协调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从轻度失调提升至濒临失

调，但区域差距扩大，未连片协同，且部分省(市)受到共性阻碍因子二氧化硫排放量、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等影响。最后，文章从省域、区域与整体层面为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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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adjust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and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mmerce is crucial fo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China and its leadership nationwide. This article uses data from 10 prov-
inces (cities) in eastern China from 2014 to 2023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new produc-
tive forces and e-commerce. It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coupling coor-
dination degree model, Dagum Gini coefficient, local Moran’s index, and obstruction degree model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u-
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se two fac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eastern China has improved from mild imbalance to near imbalance, but regional disparities have 
widened, and there is no contiguous synergy. Some provinces (cities) are affected by common ob-
stacles such as sulfur dioxide emissions and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Finally, the article 
offers suggestion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mmerce in 
eastern China at the provincial, regional, and overal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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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科技革命浪潮奔涌的当下，新质生产力正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力量，而电子商务重塑着产业形态与经济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报告强调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新质生产力正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

支撑。电子商务则以数据和网络信息作为核心资源，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对传统商业

活动的全流程进行优化与革新，改变商业运营模式与价值创造体系。中国东部地区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和

先发优势，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起到了挑大梁作用[1]。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其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协

同发展不仅关乎自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更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因此，科学研判新质

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耦合协调发展在中国东部地区的时空演变，并探究其空间自相关性及差异成因，对

东部地区乃至中国的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理论综述与指标体系构建 

2.1 理论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均予以诸多关注，尤其是电子商务，近些年涌现出了颇为丰富

的研究成果。但关于二者间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则涉猎较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为经济和贸易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载体之一，为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理论支持、关键要素、平台支撑与核心技术等路径赋能新质生产力，促进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3]。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结合现代技术与经济新特征的创新成果，由“高素质”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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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介质”劳动资料和“新料质”劳动对象构成，核心特征为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并服务于战略性

新兴与未来产业[4]。数字新质生产力则可通过促进产业集聚等方式推动经济动能转换[5]，电子商务以数

据要素激活、产业协同创新和新旧动能衔接的路径，深度嵌入经济动能转换，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

能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机遇。 
现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6]，从要素流动、主体适配和系统演进三个层面探究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

务的相互作用机制：在要素流动层面，电子商务平台积累的用户行为数据为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研发提供

需求导向，典型表现为 AI 算法优化和柔性生产线设计；同时，新质生产力中的区块链技术通过增强交易

可信度反哺电商体系，工业互联网则提升供应链响应速度。在主体适配层面，企业通过电商数据精准匹

配产能与市场需求，并将生产数据反馈至平台优化库存调度；政府的角色从传统监管者转向生态构建者，

建立区域性数据交易中心促进要素跨域流通。最后，在系统演进层面，二者协同呈现阶段性特征：初期

以技术单点应用为主，中期通过平台生态整合实现工业互联网与电商软件即服务的对接，最终形成智能

制造与数字消费的协同网络。 

2.2. 指标体系构建 

参照现有研究[7]，遵循科学性和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并剔除统计口径模糊的指标，本研究以经济发

展水平、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绿色环保四个维度为基础，选取 18 项指标搭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在电子商务方面，借鉴已有研究成果[8] [9]，构建了包含数字化基础、数字产业发展与电子商务应用三个

维度、15 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两项指标评价体系如表 1 所示。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digital economy 
表 1. 新质生产力评价与电子商务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新质生产力 

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总计 元 +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成交数量 项 + 

人才培养 

规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人 + 

规上高技术企业 R&D 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人年 + 

科技创新 

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 

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 

R&D 经费投入强度 % + 

专利授权数 件 + 

高技术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 件 + 

绿色环保 

工业用水量 亿立方米 - 

二氧化硫排放量 万吨 - 

绿地面积 公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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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电子商务 

数字化基础 

光缆线路长度 公里 +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万个 + 

移动电话基站 万个 +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万 GB + 

域名数 万个 + 

数字产业发展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亿元 +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 

电子商务采购额 亿元 + 

电子商务应用 

移动互联网用户 万户 +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 个 +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熵权法 
熵权法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来衡量提供的信息量，进而确定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由于指

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数值存在显著差异、单位和属性也各不相同，为消除不同指标数据的量纲差异[10]，
本文采取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及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综合指标得分。 

第一步，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 

( )
( ) ( )

min

max min
ij j

ij
j j

x x
y

x x

−
=

−
 

(正向指标)                         (1) 

( )
( ) ( )

j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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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ma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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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x min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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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指标)                         (2) 

ijx 表示第 i 个样本的第 j 项指标原始值， ( )max jx ， ( )min jx 分别表示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ijy 表示标准化之后的值。 0ijy = 时，均替换为 0.00001。 
第二步，计算指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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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计算信息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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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计算差异系数： 
1j jg e= −                                     (5) 

第五步，计算指标权重： 

1

j
j m

jj

g
w

g
=

=
∑                                    (6) 

第六步，计算综合得分： 

1

m

i j ij
j

U w y
=

= ⋅∑
                                   (7) 

3.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解释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基于王淑佳等(2021)对于耦合协调度模

型的修正[11]，本研究的耦合协调度公式如下： 

( ) ( )2 1 1
2 1 2 1

2 2

1 1U UC U U U U
U U

 = − − ⋅ = − − ⋅    
                   (8) 

( )1 1 2 2 1 2, 1T U Uα α α α= ⋅ + ⋅ + =                          (9) 

D C T= ⋅                                    (10) 

式中C 表示耦合度，T 为协调指数，D 为耦合协调度。 1α 和 2α 为待定系数，表示两个指标各自的贡献度，

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同等重要，故均赋值 0.5。假设 max iU 为 2U 。 
借鉴李昕昱等(2025)的研究，制定如表 2 所示的耦合协调度的判断标准[12]。 

 
Table 2.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 and development stage division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与发展阶段划分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发展阶段 

优质协调 (0.90, 1] 
高度协调阶段 

良好协调 (0.80, 90] 

中级协调 (0.70, 0.80] 
发展阶段 

初级协调 (0.60, 0.70] 

勉强协调 (0.50, 0.60] 
过渡阶段 

濒临协调 (0.40, 0.50] 

轻度失调 (0.30, 0.40] 
可接受的失调阶段 

中度失调 (0.20, 0.30] 

严重失调 (0.10, 0.20] 
衰退阶段 

极度失调 [0, 0.10] 

3.1.3.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核密度曲线可以直观地展示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分布形态，

并且核密度曲线的变化能够反映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动态演进[13]，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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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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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21 exp

22
uK u

π
 

= − 
 

                              (12) 

式中 ( )f x 为密度函数，n 为省份个数， ix 为各省的耦合协调度，x 为耦合协调度的均值，h 为宽带， ( )K u
为核函数。 

3.1.4. Dagum 基尼系数 
Dagum 基尼系数是一种研究不均衡问题的衡量指标，可以分析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在不同地区之

间的发展差异、评估协调发展的均衡性。结合我国七大地理分区，进一步将华东 10 省(市)划分为华北地

区：北京、天津、河北；华东地区：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南部地区：广东、海南。将重新划

分区域各省(市)数据用于 Dagum 基尼系数的研究。 

1 1 1 1
22

j hk k n n
ji hrj h i r

y y
G

n d
= = = =

−
=
∑ ∑ ∑ ∑

                             (13) 

w b tG G G G= + +                                     (14) 

式中G 、 bG 、 tG 分别表示总基尼系数、组内基尼系数、组间基尼系数以及超变密度基尼系数；n 为省份

个数； k 是区域数量； d 是耦合协调度均值； jiy  ( hry )是区域 j  ( h )中第 i  ( r )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 

3.1.5. 局部莫兰指数 
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量较少，且研点中的局部聚集模式，因此使用局部莫兰指数[14]来分析新质生产

力与电子商务耦合协调度空间数据相关性，分析空间热点集聚现象。 

( ) ( )
( )21

j ij ij
i

jj

Z Z w Z Z
I

Z Z
n

 − − =
−

∑

∑
                             (15) 

式中 n 为空间单元个数， ijw 为空间权重矩阵， iZ  ( jZ )为第 i  ( j )个地区的观测值， Z 为所有空间观测

值的均值。 

3.1.6. 阻碍度模型 
阻碍度模型用于量化指标体系中的每个独立指标，以识别这些指标对障碍评估的具体影响。为了衡

量各项指标对于新质生产力和电子商务发展的阻碍程度，计算各项指标的阻碍度： 

( )
( )1

1

1
ij j

kij n
ij ji

y w
F

y w
=

−
=

−∑
                                 (16) 

式中 kijF 表示阻碍度，该指标对新质生产力和电子商务协调发展的阻碍程度越大， ijy 为式标准化后的指

标， jw 为(6)式的权重。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原则，本文选取了 2014~2023 年我国东部 10 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

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双碳研究数据库。对于少部分有缺失值的年份，本文利用插值法补全缺

失率低于 5%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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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分析 

4.1. 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与区域差异分析 

4.1.1. 整体与区域耦合协调度分析 
首先对中国东部地区 10 省(市)的耦合协调度取均值，从整体来看，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

的耦合协调度在 10 年间的协调等级向好，数值由 0.30 上升至 0.49，增长了 62.08%。2014~2017 年，耦

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水平，2018~2023 年，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水平，且 2023 年已经十分接近勉

强协调水平。进一步按照地理分区划分，结合表 3，发现在考察期内，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耦合协调

度在数值上总是存在南部地区 > 华东地区 > 华北地区的关系，即南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总是最高，华

北地区则垫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 2021 年南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相较于 2020 年有所降低外，10 年

间三个区域的耦合协调度几乎全都在逐年上升。导致 2021 年南部地区这一特殊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全

球公共卫生事件和贸易摩擦等因素使得广东外向型经济受到冲击、广东省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处于融合

调整期、海南省自贸港建设初期阶段存在人才短缺的情况等。 
 

Table 3. Region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表 3. 分区域耦合协调度 

年份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南部地区 

2014 0.2114 0.3042 0.3330 

2015 0.2362 0.3347 0.3641 

2016 0.2500 0.3568 0.3832 

2017 0.2609 0.3734 0.4114 

2018 0.2731 0.4040 0.4557 

2019 0.2888 0.4229 0.5026 

2020 0.3015 0.4438 0.5164 

2021 0.3141 0.4619 0.4964 

2022 0.3222 0.4809 0.5235 

2023 0.3323 0.4929 0.5610 

 
接下来将视角聚焦于东部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如图 1 所示，在耦合度方面，研究期内耦合度的

均值总体是上升的，2014 年为 0.79，2023 年为 0.87，表明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联

程度总体增强，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耦合关系，彼此的发展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与影响；

2021~2023 年耦合度的均值逐年略微下降，表明在这一时期电子商务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关系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松动或弱化，二者可能在资源共享、技术转化、产业协同等方面的合作效率在短期内有所降低。

在协调度方面，10 年间其均值不断上升，反映了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之间的协同发展状况持续改善，

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找到了更有效的协同发展路径。总的来说，协调度的均值远低于耦合度均值，但

它的增速远高于耦合度(协调度年均增速 9.0%，耦合度年均增速 0.92%)。可能由于电子商务本身就是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二者在发展的初期就存在天然的联系与相互作用，使得耦合度的初始值

与整体均值都相对更高；而在发展初期，双方可能更多地处于各自探索和发展阶段，协调机制尚未完善，

所以初始值与整体均值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协调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措施逐渐发挥作

用时，协调度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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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volution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in eastern China 
图 1. 东部地区耦合度与协调度演变情况 

4.1.2. 省域耦合协调度分析 

 
Figure 2. Evolution of provinc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图 2. 省级耦合协调度演变情况 

 
从省级层面来看(如图 2)，2014 年，80%的省(市)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耦合协调水平在轻度失调及

以下的水平，海南、天津则是严重失调；截至 2018 年，已有 4 省份进入濒临失调及以上的阶段，无省份

处于中度失调阶段；2023 年，6 省份达到勉强协调水平，其中江苏、浙江、山东达到初级协调水平。表

明这些省份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孵化优质平台，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从而推动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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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发展，进而提升了电子商务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2023 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耦合

协调度为 0.88，已至高度协调阶段。广东省创新能力领先，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政策持续引领与支

持新质生产力和电子商务的发展，2023 年研发经费支出约 4600 亿元、数字经济规模达 6.9 万亿元。其耦

合协调度在 2014~2023 年始终高于其他省(市)，且增长率高达 76.28%，说明广东省在 10 年间新质生产力

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协同发展。此外，天津、海南省 2023 年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处于可接受的失

调阶段，仍需采取行动促进二者共同发展。观察图 2 不难发现，2019 年山东省的耦合协调度数值有所降

低。从指标体系的角度究其原因，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在科技创新指标(主要是高技术产业主营业

务收入、高技术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以及人才培养指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数值

的降低，说明 2019 年山东省新质人才缺乏、高技术创新水平下降。 

4.1.3. 基于核密度估计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  
如图 3 所示，研究期内核密度估计曲线整体向右移动，说明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有所提高；

2014~2017 年，曲线呈现右偏态分布特征(左侧相对更陡峭)，意味着处于较低水平耦合协调的省(市)相对

较多；从 2018 年起，曲线形态相对更对称，说明东部发展过程中受到较低水平耦合协调的省(市)影响变

小；随着时间发展，2022~2023 年，曲线的右侧拖尾变长，表明出现了广东省这样耦合协调度极高的省

份，且与其他省份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也折射出省份之间技术鸿沟的扩大：以广东和海南为例，珠三角

地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红利，在人工智能与跨境数据流通领域形成代际优势，同期海南因处于自

贸港基建投入期，数字基建投资却只占 GDP 的 1.2%；除 2016 年、2021 年曲线的峰值较上一年有所增加

外(表明该年份各省在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上，发展水平有所趋同、差距减小)，各年份曲线

呈现主峰高度逐渐变低、宽度逐渐变大的趋势，这意味着数据的离散程度增加，即各省(市)间协调发展的

差异化特征愈发显著，进一步印证了政策红利与技术扩散的非均衡性。 
 

 
Figure 3.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图 3. 核密度分布动态演进 

4.1.4. 基于 Dagum 基尼系数的区域差异分析 
2014~2023 年，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耦合协调

度差距在扩大；在考察期内，超变密度贡献率均大于 41.5%，从 2014 年的 42.47%波动上升至 2023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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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且十年间均存在超变密度贡献率 > 组间贡献率 > 组内贡献率的关系，表明耦合协调度的总体

差异主要是由区域之间交叉重叠因素引起的，区域之间的差距次之，区域内部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

最小。2019 年，超变密度贡献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达 3.68%，组间贡献率下降了 3.23%。2019
年华东地区的上海、江苏等地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产业，而华北地区的北京、天津也在积极推进金融科技

的应用宝，但发展模式和重点方向上有所不同。同时，南部地区的广东在数字创意产业中也涉及金融科

技领域的创新。另外，东部 10 省(市)间的人才流动频繁，不同的技术和理念也随之流通。以上可能的原

因引起了不同区域内的部分省份在产业发展上存在交叉与差异，使得超变密度贡献率增长较多。而 2019
年国家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面向全国的普惠性政策，华北、华东与南部地区在政策的

引导下都积极投入电子商务、智能制造等板块的建设，导致区域间在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耦合协调

方面的差异缩小，组间贡献率下降。2019 年之后，经过发展和探索，各区域内的省份逐渐形成了较为明

确的电子商务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差异变得稳定，于是超变密度贡献率下降，组间贡献率

回升。以上信息见图 4。 
 

 
Figure 4. Dagum Gini coefficient contribution rate 
图 4. Dagum 基尼系数贡献率 

 
Table 4. Dagum Gini coefficient difference decomposition 
表 4. Dagum 基尼系数差异分解 

年份 
组内基尼系数 组间基尼系数 

华东地区 华北地区 南部地区 华东地区&华北地区 南部地区&华东地区 华北地区&南部地区 

2014 0.068 0.16 0.248 0.167 0.237 0.269 

2015 0.067 0.157 0.249 0.162 0.237 0.268 

2016 0.062 0.151 0.255 0.153 0.241 0.273 

2017 0.066 0.149 0.249 0.153 0.23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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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18 0.075 0.139 0.26 0.165 0.252 0.289 

2019 0.076 0.127 0.268 0.157 0.266 0.303 

2020 0.077 0.114 0.271 0.154 0.266 0.304 

2021 0.057 0.124 0.27 0.155 0.255 0.293 

2022 0.065 0.114 0.281 0.159 0.267 0.308 

2023 0.077 0.108 0.283 0.158 0.275 0.316 

 
将基尼系数差异分解，在考察期内(如表 4 所示)，南部地区的组内基尼系数始终最大并波动上升；华

北地区次之，且呈下降趋势；华东地区最小，数值较为稳定；这说明广东省和海南省的新质生产力与电

子商务耦合协调度差距在拉大，2023 年海南省耦合协调度为 0.24，仅为广东省的 27.74%；其他两个地区

内部省(市)的差异则相对更小，其中华北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耦合协调度的差距有所缩小。南部与华

北地区之间的基尼系数大于其他的组间基尼系数，即相应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最大；华北与华东地区间的

基尼系数则是最小，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耦合协调度差异不大。 

4.2. 基于局部莫兰指数的空间相关分析 

对 2014~2023 年的局部莫兰指数进行计算，并绘制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考虑到篇幅限制和结果的

特殊性，本文只展示 2014~2022 年(图 5)和 2023 年(图 6)的图像。在研究期内，高–高聚集区为基本上都

分布在上海(2023 年除外)、江苏、浙江，说明这些省(市)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

都较高，并且其周边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也较高，形成了高发展水平聚集区域；低–低聚集区为河北，其

自身耦合协调度较低，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不明显，也缺乏周边高值区域的有效带动，在

区域中发展相对滞后；高–低聚集区为北京、山东和广东，这些省(市)自身的耦合协调度较高，但对周边

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未能形成连片的高发展水平区域；低–高聚集区为海南、天津、福建，这三

个省份被耦合协调度较高的省(市)包围或与之相邻，不过有潜力被周边的城市带动，从而形成连片的高–

高聚集区。 
 

 
Figure 5. Scatter plot of local Moran index from 2014 to 2022 
图 5. 2014~2022 年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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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海在散点图的象限发生了变化，由前 9 年的高–高聚集区转向高–低聚集区，可能由于

周边的江苏和浙江两省通过多年的高水平发展，在 2023 年与上海拉开了较大的差距，在其周边形成了高

值区域。总的来说，2014~2023 年，莫兰指数都为负值，表明中国东部地区 10 省(市)在新质生产力与电

子商务的耦合协调度方面的空间分布相互穿插，并非连片集中分布，且部分区域内的省(市)存在着虹吸效

应，未能实现协同高质量发展。 
 

 
Figure 6. Scatter plot of partial Moran index in 2023 
图 6. 2023 年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4.3. 阻碍耦合协调的因子分析 

Table 5. Major obstacles in provinces (cities) 
表 5. 各省(市)主要阻碍因子 

省份 第一阻碍因子 第二阻碍因子 第三阻碍因子 

北京 第一产业增加值 光缆线路长度 第二产业增加值 

天津 第一产业增加值 光缆线路长度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河北 二氧化硫排放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上海 第一产业增加值 光缆线路长度 第二产业增加值 

江苏 工业用水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浙江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域名数 

福建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R&D 经费投入强度 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山东 二氧化硫排放量 移动电话普及率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广东 工业用水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成交数量 

海南 R&D 经费投入强度 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从表 5 来看，二氧化硫排放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第一产业增加值都成为了 3 个及(或)以上省份

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耦合协调发展的阻碍因子，这些可以视作共性阻碍。体现了河北、山东、江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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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工业生产与能源利用等方面的环保措施不到位，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压力；河北、江苏、

山东、广东在金融数字化普及程度和服务水平相对其他产业有待提高；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第一产业数

字化、现代化水平未能使其充分发挥在经济中的作用。另外在差异化方面，浙江和福建的每十万人口高

等学校平均在校人数为阻碍因子，反映了当地可能存在某些专业人才短缺或过剩，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

发展的问题；浙江省的域名数也成为了阻碍其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可能存在互

联网业务资源运营维护成本高，易出现同质化竞争与管理漏洞的问题。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 2013~2024 年东部地区 10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建立了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指标

体系，通过熵权法测度二者的运用耦合协调度，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 基尼系数、莫兰指数以及阻碍

度模型对目标区域的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与时空演化分析，并指出阻碍各省(市)
耦合协调水平提高的因子。得出如下结论： 

2014~2023 年间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向好，整体由轻度失调发展为接

近勉强协调的阶段。但不同区域间的差距也同样在不断拉大，具体来说，研究主体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差

异主要是由地区之间交叉重叠因素引起的，地区之间的差距次之；南部地区(广东、海南)与华北地区(北
京、天津、河北)之间的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耦合协调度差距最大；另外，东部地区 10 个省级行政区的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相互穿插，没有形成连片集中分布，未实现协同高质量发展。最后，二氧化硫排

放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第一产业增加值成为了阻碍部分省份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耦合协调发展

的共同因素，相应的省份应当采取措施减少这些因子对其高质量发展的干扰。 

5.2. 建议 

其一，各省(市)实施差异化战略，依据各自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市场规模以及阻碍耦合协调的相

关指标等，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广东、江苏、天津、山东等工业基础较好、制造业发达的省(市)，应

当继续强化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智能制造发展，从而推动供应端高速质量相应电商需求；

北京、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市场规模大、科研人才多，应分别注重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

地和利用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创新能力，同时还要注重借助数字技术提升第一产业现代化水平、

实现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跃居全国第一，应当以张家口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建设为引

领，加快完善算力协同网络体系，也要大力推进环保举措，严控二氧化硫排放量；海南拥有独特的热带

农业、旅游业资源和自贸港政策优势，要围绕旅游资源发展智慧农业和数字文旅产业，并吸引国内电商

企业入驻、培育壮大电商产业规模；浙江应深入调研产业需求，精准调整高校专业设置与招生规模，可

以设立电商与制造的产学联盟，定向培养复合型工程师，使得高校学生能够更好地适配产业发展。 
其二，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要打破区域内行政壁垒，可设立东部地区的数字政

策协调委员会，建立统一的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完善人才流动政策，鼓励高端人才在区域内

合理流动；搭建技术交易平台，加速科技成果在区域内转化；推动数据跨省开放共享，建立安全可靠的

数据流通机制。此外，鼓励各省(市)依据地缘亲疏或战略互补与合作等关系进行产业转移与合作，例如海

南省可以设立产业承接园区，引入广东省的成熟企业和技术，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天津可为京津的制造

业提供智能化零件配套，发展面向京津居民的数字文旅服务。 
其三，对于东部地区整体而言，应当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物流运输、能源供应的效率；优化营

商环境，吸引各类企业投资兴业；建立健全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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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当下，东部地区应该牢牢把握这一时代机遇。政府应加大对于科研领域的支

持力度，设立专项科研基金，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利用较为密集的高校与科研资源，

突破人工智能基础算法、芯片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抢占技术高地，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实

现新质生产力与电子商务相互促进、协同共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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