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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兴起的热潮为受困于“资源诅咒”的资源型城市提供了转型的新契机。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地区

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和改善区域资源配置等路径来破解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更高的生产效率和

新兴产业的出现加快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升级。本文介绍当前数字经济及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现状，总结了

现有学者的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机制路径，为破除资源枯

竭型城市困境乃至数字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 

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资源配置，资源型城市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Digital Econom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Zhenghui Hu 
Business Schoo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Sep. 23rd, 2024; accepted: Oct. 18th, 2024; published: Nov. 12th, 2024   

 
 

 
Abstract 
The upsurge of the rise of digital economy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trapped in the “resource curse”. Digital economy breaks the path dependence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by improving regional technology level,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reg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ccelera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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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based cities with higher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emerging industri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source-based cities,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existing scholars,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mecha-
nism and path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on this basis, 
so as to provid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breaking the dilemma of resource-exhausted cities and even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ource Allocation,  
Resource-Based Cit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资源型城市指的是那些依靠自然资源开采和粗加工兴起、相关资源型行业产业在城市地区经济发展

中占有关键性比重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和工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倚重自然资源、尤其是矿

产资源的开发，因此催生了一系列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在能源供给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奠定我国工业化的根基。然而，长期过度甚至是无序的资源开采使得该类城市经济面临严峻困境，资源

“告急”、生态破坏现象频发，更为严峻的是城市普遍存在着落后的产业结构使得当地经济增长乏力、

群众收入普遍降低，数字经济的出现为亟待转型的资源型城市提供了新契机。 
伴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日益深化，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业态和发展动能实现了对传统产业的渗

透和新兴产业的建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成为新时代下驱动经济发展新的方向和经济增长点。数

字经济具备提升生产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等多方面优势，能克服传统生产要素时空限制等方面的固有缺

陷，通过高效的信息畅通渠道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同步催生新型商业模式和新业态，为城市转型和长

期可持续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本文在探讨当前数字经济和资源型城市基本概念、特征及发展现状的基

础上，深入研究分析了如何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等优势，推动资源型

城市转型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背景下减少资源依赖、推动城市转型提供新的研究

视角和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有关数字经济的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在讨论的热潮之中。所谓数字经济，主要指的是以现代

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系列经

济活动。数字经济具有数据要素化、生产方式个性化模块化和生产力大幅提升等三大主要特点。数字经

济以其独特的渗透力、强大的规模效应和广泛的网络效应，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1]。一

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拉动的大范围投资可以显著增加研发经费，进而加速地区科技创新进程，同时数字

化规制改造有效改进企业、产业链和宏观经济系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程度[2]。数字经济行为还具有

明显的正外部性，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区域创新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大数据技术有效降低信息搜

寻成本和时间，提高生产效率。此外，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的“坚实底座”为城市企业的知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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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外溢、信息的共享开通平台，如高速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便利了企业技术资源共享的渠道，为

企业提供稳定可靠的技术和数据支持，加快新技术应用和推广[3]，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和升级。 

2.2. 有关于资源型城市的研究 

有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是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相关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有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资源经济的问题，拉开了资源型城市问题研讨的序幕，

后不断有学者开始探讨资源城市生命周期理论。随着技术和创新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资源型城市逐渐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生态危机，加拿大、法国洛林等城市政府纷纷开始探究资源型城

市转型的路径。我国随着资源储量的枯竭和资源型产能供给过剩延缓城市经济发展，“资源诅咒”效应

也开始出现在我国中国典型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产能落后、生态破坏等困境使得资源型城市转型

成为区域发展的头等大事。有学者将地区经济“高质量绿色”增长的三个维度即附加值增长、节约能源

和降低污染排放纳入衡量资源型城市生产效率的框架之中，最终发现衰退型城市应选择多向转型的策

略[4]。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政府政策等[6]和低碳城市试点[7]都会对资源城市转型产生显著影

响。 

2.3. 数字经济与资源型城市转型 

数字经济毫无疑问会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学术界开始讨论数字经济对资源型城市转

型的推动作用。在研究数字经济对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的作用时，有学者提出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高级化产业结构和创新要素配置三种途径降低城市碳排放、助力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8]。还有

学者以黑龙江省“四煤城”为例，实证检验得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结

论[9]。资源型城市同样也存在环境恶化的问题，考虑到数字经济的“绿色属性”，有学者以资源错配和

劳动生产率为中介研究发现了数字经济对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10]。 
综上，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的效应及资源型城市的讨论屡见不鲜，但较少有学者将直接讨论数字

经济影响资源型城市的路径，本文尝试将这两个话题，探讨数字经济如何为解决资源型城市难题、全面

分析潜在的路径并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3. 有关资源型城市与数字经济的现状描述 

3.1. 资源“枯竭”，城市发展面临危机 

我国资源型城市经过多年的大规模开采，许多地区都面临着可开发资源不断减少、资源枯竭的现状、

进而引发资源型城市衰败的趋势愈加明显。首先，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导致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一个

有限的生命周期，在迈入衰退期前必须寻求产业转型，而资源型城市的自我强化机制使得路径依赖效应

不断增强，阻碍替代主导产业形成，城市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同时，现有的资源开发成本也不断上升，

粗放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工业产品不再具有竞争力，行业企业经济效益直线下降。以鞍山市为例，该市

建有我国重要钢铁工业基地，然而由于矿产资源的减少和钢铁产业下降，经济增长乏力，近十年来鞍山

市的人口呈现大规模流出的趋势、经济水平持续下降，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相较于 2012 年减少近 400 亿

元，城市收缩现象明显[11]。此外，资源型城市的职工下岗和失业现象频发，以往围绕资源产业建立起来

的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规划不科学等问题明显，当资源类产业不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时，城

市建设必然走向衰败。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统计，当前我国共有 262 资

源型城市，在全部城市中占比高达 38.2%，该类城市经济产业转型迫在眉睫，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对城市

工业化转型和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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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

数字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2023 年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做强做优做大数

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在我国展开宏伟蓝图，最直接的影响即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具体

表现为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在工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助力企业业务创新的阿里云云原生一

体化数仓：使用 MaxCompute、Hologres、DataWorks 相交互的大数据产品，构建兼具时效性与准确性的

大数据平台，提升企业数据分析和利用能力，驱动平台业务的创新和变革。此外，我国还不断加快 5G 网

络建设，全面推进物联网、北斗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教育等多方面也有数

字技术的身影，数字化手段也不断便利居民生活，同时也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和政府服务水平，政

府利用数字技术强化政务监管和治理等治理体系，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确保数字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发

展。 
依托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变革和广泛辐射范围，资源型城市迎来转型新契机：数字经济搭建大数据

平台，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时空限制的打破进一步优化配置资源，最终实现城市新兴产业的不断兴起，

破解“资源诅咒”问题从而推动城市转型。 

4. 数字经济成为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新动力 

4.1.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升级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 

事实上，数字经济本身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模式，其催生出来一系列新技术、新业态，直接或者

间接为城市企业的技术升级提供新路径。数字技术的出现能够打破原有生产过程中的时空限制，降低企

业研发、经营、管理及产出等全过程的时间成本，新兴技术平台使得行业间技术交流更加开放和动态化，

直接提高技术进步的效率。其次，数字经济既催生了新产业和新商业模式，创造更多创新主体和创新空

间，各创新主体可以通过数字经济的技术支持和平台支持，抓住机遇更广泛地投入到创新创业的热潮中，

还弱化了传统技术研究之间潜在的企业边界，打破了技术壁垒促进知识、技术的跨界流动，发挥知识溢

出的乘数效应，交叉学科的融合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开放创新能力，使得区域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呈现指

数级增长。此外，遵循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未来发展趋势，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数字经济的

技术升级和创新提供研发支出，大力推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升级。数字经济不仅

密切了区域行业间的联系，更加剧了市场竞争程度，倒逼区域行业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增强。技术进

步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和转型最重要的因素，新兴技术应用到行业生产中必将促进相关产品的转化，提

升生产效率和生产力，推动城市转型。 

4.2. 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转

型升级，有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延长原有生产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其

次，发展新兴产业成为促进城市发展新的着力点，数字经济为其提供了发展新兴产业的新路径。大部分

资源型城市都以资源的开采和粗加工发展重化工业，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资源的枯竭意味者原有

的生产方式和产业不再适应城市的长期发展，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大数据技术等城市可以大力发展服务

业、高科技产业，产业附加值高、产业链长，实现经济增长和吸纳劳动力双重效应。此外，数字经济还有

效促进产业协同集聚，依托开放共享的数字平台实现跨区域与跨时空能力的强化和关联，跨界融合、信

息融合及虚拟融合能成为解决企业协同集聚地理阻碍的直接突破口，推动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和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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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深[12]。产业融合后相互之间的技术、知识、人才等资本的外溢，直接或间接促进城市产业朝着更加

高级化、合理化的角度发展。产业升级不仅意味着更高水平和更高级生产技术的经济发展程度，同时更

具有吸纳城市劳动力的社会效应。随着数字经济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企业产出增加、生产规模扩大，企

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著上升，同时数字化新兴产业的建立也创造就业岗位，缓解资源城市大批人员下岗

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4.3. 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 

资源型城市面临的困境之一在于能源的过度开采利用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土地退化、水土流

失以及废气废物的大量排放导致空气等污染问题突出。数字经济除了能直接推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外，

还能通过合理配置资源要素等的方式减少城市碳排放以及污染气体的排放量，实现城市绿色转型。一方

面，通过使用大数据等数字要素实现从生产到消费的数字化监控，有利于政府或者企业主体合理分配生

产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0]，数字经济消除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信息发布搜索、宣传等中介渠道，

降低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不同主体之间信息的对称性，数字经济平台还有利于生产要

素等资源信息共享，利于不同要素在生产各领域之间的合理调配，最终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生产效率。政

府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推进智慧城市等的建设，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有利于打造

宜居城市，吸引人口流入，缓解城市人口大量外流现象，为城市转型储备劳动力。此外，数字经济还为

企业生产价值链提供智能化建议，通过供需双方的信息匹配，为企业生产提供精确的需求及方案，同时

数字技术特有的高质量和高速率分析能力有利于政府清晰认知绿色项目，便于生产资源精准流向绿色生

产项目，实现城市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的双重结合。 

5. 政策建议 

5.1. 发挥数字经济的技术升级效应 

首先，在推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针对性出台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应充分重视数字

经济的引擎作用，发挥带头作用，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助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促进数字技术在产

业中的运用。技术进步是数字经济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各级政府应该在考虑数字化推

广的基础上，强化创新技术优化产业发展策略，畅通产业融合的技术路径进而促进技术的升级和转化。

其次，政府作为城市政策的直接制定者，为数字经济的技术效应的高效发挥，应该因地制宜制定合理政

策，同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创新专利的申请等提供良好的政策背景和制度环境，

为技术研发人员提供法律保障的同时也激发技术研发主体的积极性。此外，国家针对已被确立为资源枯

竭型城市存在政策倾斜，各级政府直接进行专项财政拨款，政府应该合理评估当地行业企业潜能，为技

术升级能力强、潜力大的行业企业加大投资，以期最大化发挥专项资金的作用。最后，政府应主动加强

与周边城市的沟通，利用技术的比较优势推动区域技术和数据市场的平台建设，使技术和创新的源泉充

分涌流，破除区域技术壁垒，推动城市转型。 

5.2. 推动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 

立足数字经济特征，加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数字技术对行业的渗透度，提高行业数字化、

信息化水平。各地区应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要素禀赋，引导技术朝着具有丰裕要素偏向的方向发展，

同时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技术的发展托底。具体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一方面，重视数

字技术与传统资源支柱性产业的融合进一步推动产业数字化。作为资源型城市的老牌产业，资源型产业

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不再具备优势但仍占据城市经济的重要地位，完全摒弃其发展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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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尝试将数据、信息要素引入产业生产中，直接对接需求方生产高品质的定制化产品，提升产业附

加值减少产能浪费，同时借助数字技术改善生产过程中繁杂的生产流程，刺激企业创新加强传统产业与

数字经济的融合，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另一方面，利用国家政策导向培育新产业，激发经济增长新

的增长点。因地制宜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鼓励区域发展机器人产业，对于实施难度较大、

投资资本较高的新兴产业，政府应该主动牵头，引导相应的企业融入最终实现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促进

新兴数字产业的兴起。此外，合理的人才培养规划必不可少，随着数字技术与产业的日益融合，匹配数

字设施使用的劳动力不足，合理的人才引进计划，为技术进步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促进数字技术的不

断创新，推动城市产业转型。 

5.3. 借助数字技术优化资源配置 

合理布局城市数据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消除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壁垒，畅通信息渠道，促

进区域间要素高效配置。政府统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各要素，引导创新要素即创新人才、资本和资金等

朝着高回报率和高生产力的方向移动聚集，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准确度。具体到行业生产方面，引入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设备等先进生产技术，对城市行业企业生产线进行合理彻底改造，实现生产能

源设备的远程监控和全程控制，同步记录并计算最优投入产出比例，设定数字化程序优化能源使用过程，

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浪费，同时更减少能源错配带来的环境污染。扩大到生产和消费的双重领域，使用大

数据合理分析预测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匹配供需，减少供过于求带来的产能过剩和浪费，提高资源型城

市绿色发展水平。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引导数字技术在清洁能源生产优化、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利用，加

强该部分的资源投入和配置，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绿色化水平，降低城市污染程度，促进低碳绿色发展，

直接改善资源型城市的环保困境，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的双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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