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Economic Research 世界经济探索, 2024, 13(3), 314-323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er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3035   

文章引用: 周舟, 徐宁璟, 臧守芳.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 世界经济探索, 2024, 13(3): 314-323.  
DOI: 10.12677/wer.2024.133035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以盐城为例 

周  舟1，徐宁璟1，臧守芳1,2* 
1盐城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江苏 盐城 
2盐城数字经济研究院数字金融研究所，江苏 盐城 
 
收稿日期：2024年6月24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4日；发布日期：2024年9月9日 

 
 

 
摘  要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通过优化配置资源、提升生产效率和激发创新精神，对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阐释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基础上，基于

2014~2021年盐城市各区县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

这一推动作用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同时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

盐城不同区县在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为盐城发展数字经济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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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engine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promoting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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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facilitating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enhanc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stimulating innovation vitalit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athways of 
how the digital economy propel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using panel data from various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Yancheng city from 2014 to 2021.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dri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is driving effect is robust. Additionally, the digital economy indirectly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Moreover, there is re-
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cross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Yancheng. This study provides effectiv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a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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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新业态、新职业、新消费场景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球数字经济

呈现上升趋势，以数字平台和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16 年至 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增加 4.1 万亿

美元，年均复合增长 14.2%，与此同时，数字中国建设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也在不断推进。2023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

济形态，依托“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表现出绿色、创新、可持续的发展优势，这一新型生产方式必将

成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盐城地处中国东部沿海中部，位于长江三

角洲北翼。近年来，盐城致力于发展产业特色、培育优势产业，持续推进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

经济产业已经成为盐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柱[1]。因此，了解盐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探究数字经

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对提升盐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关于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展开。在理

论分析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传导机制、政策取向和行业实践展开。李春燕(2022) [2]探讨了创新、数字

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提出创新与数字经济之间的螺旋上升关系，以及这

两者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任保平(2022) [3]认为政策取向应立足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提高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投融资机制，

培育创新型数字经济人才机制，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张璐(2023) [4]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这一角

度展开研究，分析了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旅游业的面貌，重构旅游消费行为和产业链，提出数字经济能够

提高旅游业的效率和效益，促进旅游业的创新和升级。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文献主要通过建立计量模

型分析直接、间接传导机制以及区域异质性特征。杨丽娟等(2024) [5]利用 2014~2022 年中国 30 个省市的

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其重要机制。

张腾等(2021) [6]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

进作用，同时也指出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稳定性和持续性存在负面影响。姚树俊等(2024) [7]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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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1 年省级面板数据，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角度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增效发

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潜力。 
对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已有很多，但鲜有对县域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文章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选用 2014~2021 年盐城市各区县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的现状及新发展理念出

发，以熵值法综合测度盐城各区县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此外，在研究影响的传导机制方面，

引入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中介变量，利用回归模型，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并探讨

盐城不同区县在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区域异质性以及不同时间节点存在的异质性特征，

以期为盐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

源，为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借助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

经济加快了要素流动，优化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

影响。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数字经济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数字经济的核

心是科技创新，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确立了科技企业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使得高校、科研

院所、政府等创新主体充分协同，共同迸发出创新成效。数字经济为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数字经

济不受地理区域的限制，能够有效解决资源不平衡发展的矛盾，数字经济突破了时间的限制，让信息有

效传递到各个不同地区，实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协调。数字经济为绿色发展提供了发展动能。数字

经济影响着行业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电子化信息的传递减少了资源的过度浪费，使人与

自然更和谐的发展模式成为可能。数字经济为开放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互联网具有开放包容的特征，

数字背景下，外贸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不断涌现，国际环境倒逼着我们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数字经济为共享发展提供了重要契

机。“共享”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为准则，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平台的高协同性，使共享教育、共

享医疗等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成为可能，远程服务的便捷性解决了落后地区的资源信息匮乏问题，共享经

济迸发出的市场活力使得不少新经济模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断得以解决。基于

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H1：数字经济能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指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间的流动和转移，通过提高产业间的关联度

和协调度，使得生产要素得以优化合理配置。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常伴随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第

二、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由此带来结构红利[8]。第一，数字经济通过采用创新技术，对传统生产要素

进行革新和提升，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迈进。科技创新为产品和服务创造更高的附加值，从

而改变产业部门的要素投入，实现生产要素的替代。第二，数字经济通过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进

一步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的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以数据作为新型重要生产要素，其高协同、高渗透性使

得生产信息传递和生产要素流通速度得到大幅提升，生产中的不同环节和不同主体间信息共享、环节衔

接更加完善，提升了市场化资源配置效率。第三，数字经济通过激发生产要素的活力，释放其潜力，从

而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的增长。数字经济下各类线上平台的搭建为各创新主体间的资源共享提供了可能，

提升了市场创新活动，促进了跨专业、跨学科的融合式发展。网络空间的充分利用，使得原本的人力资

本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推动了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9]。 
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粗放式经济模式向技术密集型经济模式发展，也能提高资源利用率，与经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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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形成更好契合，进而促进经济向更高质量的发展目标迈进。因此，本文提出研究

假设 2： 
H2：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数字经济”，是我国把数字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战略重点的重要标

志。虽然中国数字经济起步较晚，但凭借着强大的科技力量、良好的产业支持政策、推动创新的市场环

境及巨大的消费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规模上的飞跃。 
盐城各区县间由于资源禀赋、发展条件和企业项目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

大差异。总体而言，市区和县域由于其地理因素的不同，在实施“智改数转”三年行动计划方面的工作

重点和成效是存在差异的。同时各区县依托自身发展优势，以不同的发展路径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

面发挥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区域和时间两个方面存在异质性特征的假

设，即假设 3： 
H3：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区域和时间异质性特征。 

3.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3.1.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Hqed)。本文从新发展理念的五个维度出发，选取盐城市各区县创

新、协调、绿化、开放和共享方面的相关数据，对盐城市的高质量经济增长水平进行综合评估。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表 1.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创新 人均专利授权量(+) 每万人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 

协调 城乡收入比(−) 城镇与农村可支配收入比 

绿色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开放 利用外资水平(+) 利用外商投资总额/GDP 

共享 医疗设施共享(+)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表 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产业数字化 

第一产业数字化水平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万元 

第二产业数字化水平 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万元 

第三产业数字化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计 万元 

数字产业化 

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网接入户数 户 

移动电话用户 户 

信息传输服务业发展 电信业务总量/邮电业务总量 万元 

数字创新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数字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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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e)。本文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三个方面建立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测度盐城各区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 
3) 控制变量：为准确反映盐城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本文还选取了如下控制变

量：经济发展水平(Edl)，以人均 GDP 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Gov)，选用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

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该指标；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外商投资额来衡量。 
4) 中介变量：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探究其是否存在间接影响，本文

设定产业结构合理化(Ris)为中介变量，运用泰尔指数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计算公式为： 

1
= ln

n
i i

i i

Y Y YRis
L LY=

  
  

   
∑  

其中，Y 表示各区县 GDP，L 表示各区县就业人数，Yi 表示各区县三大产业增加值，Li 表示各区县三大产

业就业人数。 

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数字经济对盐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基于数据可得性，以盐城 2014~2021 年亭湖

区、盐都区、大丰区、响水县、滨海县、阜宁县、射阳县、建湖县、东台市 9 个县区为研究对象，数据

来源为盐城市统计年鉴，实证分析采用 Stata 软件加以处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名称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 Hqed 72 0.287 0.12 0.642 0.089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Dige 72 0.264 0.133 0.647 0.029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Edl 72 7.083 1.939 11.754 3.481 

政府干预 Gov 72 0.148 0.03 0.204 0.073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72 7011 3710 20602 700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Ris 72 0.046 0.031 0.147 0.003 

3.3. 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盐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0 1 2 3 4it it it it it i t itHped Dige Edl Gov Openα α α α α λ µ ε= + + + + + + +                (1) 

其中，i 表示盐城市各区县，t 表示年份， 0α 为模型截距项， 1α 为数字经济系数， ( )2,3,4i iα = 为控制变

量系数，λ为区县固定效应，μ为年份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模型(1)可以检验盐城市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同时本文还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以

检验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间接效应，其计量模型如下： 

 0 1 2 3 4 2 2 2it it it it it i t itRis Dige Edl Gov Openβ β β β β λ µ ε= + + + + + + +                  (2) 

 0 1 2 3 4 3 3 3it it it it it it i t itHped Ris Dige Edl Gov Openγ γ γ γ γ γ λ µ ε= + + + + + + + +              (3) 

其中，Ris 表示中介变量，若式(2)中的 1β 和式(3)中的 γ 同时显著，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若式(3)中的

1γ 显著，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不显著，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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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发展概况 

本文以盐城市 9 个区县为基本单位，采用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如下。 
1) 盐城市各区县 2014~2021 年数字经济发展概况 
根据熵值法测度得到盐城市各区县 2014~2021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图 1 为盐城市各区县 2014~2021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趋势图。可以看出，九个区县 2014~2021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均呈现上升趋

势，东台市、亭湖区等个别区县 2019 年数字经济水平有明显下降，随后又呈现逐步回升态势。 
 

 
Figure 1. Development level map of digital economy in various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Yancheng City from 2014 to 2021 
图 1. 盐城市各区县 2014~2021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图 

 
2) 盐城市各区县 2014~2021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况 
根据熵值法测度得到盐城市各区县 2014~2021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图 2 为盐城市各区县

2014~2021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趋势图。图形趋势表明，除盐都区之外，绝大多数区县 2015~2018 年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平稳，2018 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从盐城市的区县看，响水县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偏低。 
 

 
Figure 2. Economic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map of each District and County in Yancheng City from 2014 to 2021 
图 2. 盐城市各区县 2014~2021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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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准回归 

表 4 为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准回归模型结果，其中列(1)为控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

干预、对外开放程度，不固定年份和区县效应的回归结果，列(2)为纳入控制变量且固定年份和区县效

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考虑区县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e)的回归系

数为 0.245 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 0.245 个单位，说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提升作用较为明显，验证

了假设 1。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Hqed Hqed 

Dige 
0.118 0.245* 

(0.141) (0.142) 

Edl 
0.027*** −0.004 

(0.008) (0.018) 

Gov 
0.446 0.22 

(0.565) (0.687) 

Open 
0.000*** 0.000*** 

(0.000) (0.000) 

截距项 
−0.104 −0.095 

(0.108) 0.155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区县固定效应 否 是 

观测值数 72 72 

R²  0.759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参数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4.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认该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如下方面对该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10]：在主回归中，采用

加入控制变量和不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都显著则证明稳健性。表 5 列(3)为解决数字经济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用上年数字经济回归，结果显示 Lag_Dige 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列(4)
为部分解决遗漏变量的问题，添加进出口总额作为控制变量，Dige 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且相较于主回归

的数值接近。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即数字

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4.4. 中介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粗放式经济模式向技术密集型经济模式发展，也能提高资源利用率，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形成更好契合，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向前进。为进一步验证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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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作用路径，文章引入产业结构合理化(Ris)采用三步回归法检验模型的中介

效应[11]。结果如表 6 所示，列(5)Dige 的系数 0.245 在 10%的水平下显著，列(6)Ris 的系数在 5%的水平

下显著，列(7)Dige 和 Ris 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 Ris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Table 5. Robust test 
表 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3) (4) 

Hqed Hqed 

Dige 
 0.270* 

 (0.146) 

Lag_Dige 
0.370*  

(0.198)  

截距项 
0.035 0.163 

(0.220) (0.165)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数 63 72 

R² 0.778 0.762 
 
Table 6. Mesomeric effect 
表 6. 中介效应 

变量 
(5) (6) (7) 

Hqed Ris Hqed 

Dige 
0.245* −0.053** 0.511*** 

(0.142) (0.027) (0.199) 

Ris 
  1.438*** 

  (0.374) 

截距项 
−0.104 0.060*** 0.086 

(0.108) (0.013) (0.056) 

观测值数 72 72 72 

4.5. 异质性分析 

本文从区域和时间这两个维度开展异质性分析[12]。分区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 7 列(8)。dis1 为

区级行政区虚拟变量，亭湖区、盐都区和大丰区取 1，否则取 0，在回归中加入 Dige 与 dis1 的交互项

Dige_dis1 以及 dis1，三个区级行政区的效果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区

上，这可能是因为市区的资源禀赋和政策扶持更有利。 
分时间段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 7 列(9)。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

发展”，于是本文把数字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Hqed 2017 为时间段虚拟变量，2017 年及以后取 1，
否则取 0，在回归中加入 Dige 与 Hqed 2017 的交互项 Dige_Hqed 2017 以及 Hqed 2017，结果显示 Dige 本

身即 2017 年以前系数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发展之初对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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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8) (9) 

Hqed Hqed 

Dige 
−0.015 0.248* 

(0.202) (0.142) 

Dige_dis1 
0.274*  

(0.154)  

Dige_Hqed 2017 
 −0.095 

 (0.142) 

截距项 
0.162 0.262 

(0.161) (0.249) 

观测值数 72 72 

R² 0.773 0.761 

区县数 9 9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利用 2014~2021 年盐城

9 个区县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数字经济的兴起显著增强了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水平，并且这种推动作用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第二，数字经济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了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第三，数字经济对盐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在 2017 年前后呈现出显著变

化，并且区与县之间也展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基于以上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夯实数字基础，通过挖掘算

力资源，开展论坛等，营造全社会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氛围，依托“黄海明珠人才计划 2.0”加强数字人

才储备；第二，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提升效率和质量，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培育壮大车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四大数字技术应用产业集群；第三，推动区

域协同发展，在市区和先驱分别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针对各区域发展优势，确定相应的数字经

济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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