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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是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在推

动经济创新发展的同时，对低碳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以长江经济带9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研究样

本，探究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

响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且数字经济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作用于碳排放，在上中下游地区也存

在异质性。基于以上结论，长江经济带在发展数字经济时应加强在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合作

与协调，共同推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同时也应注重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引导，促进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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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as the most active area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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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 for fuell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What impact will the digital 
economy have on low carbon development while promoting economic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data of 9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a re-
search sampl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non-linear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have an indirect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the in-
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there is also heterogeneity in the upstream, midstream and down-
stream region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low-carbon development 
when developing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regional green low-carbon transfor-
mation, and also focu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iated policy guidance to promote the 
achievement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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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与气候变化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与紧迫任务。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区域，

其经济发展模式与碳排放状况不仅关乎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更直接影响到全球气候变化治

理的成效与未来。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正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着传统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为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与

挑战。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经济总量，但同时也面

临着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消费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能源消耗量持续增长，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给区域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如何在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效控制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成为长江经济带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数字经济以其独特的创新性和高效性，为长江经济带的碳排放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路径。一方面，

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从而降低碳排放

强度；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还通过促进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

污染。此外，数字经济还催生了一批低碳、环保的新兴产业，如智能制造、绿色能源、智能交通等，为长

江经济带的绿色低碳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 
然而，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并非单一线性的，而是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在数字经济发展的

不同阶段，其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初期阶段，由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

研发与应用等需要大量能源投入，可能会间接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但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其节

能减排效应逐渐显现，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也日益增强。因此，深入研究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碳排放

的影响效应，对于准确把握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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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分析框架，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探讨长

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相关理论基

础与文献综述，明确研究背景与当前的研究成果，然后基于长江经济带的数据资料，构建数字经济与碳

排放的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与方向。在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后，提出

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通过本研究，期望能够为长江经济带的绿色低碳转型及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贡献力量。 

2. 文献综述 

“双碳”目标下，如何有效减少碳排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寻找碳减排的突破口，学者

们致力于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从而探析减排的关键路径。当前关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可

归纳为以下四个角度：从能源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能源利用效率等能源因素角度；从经济发展

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贸易开放度等宏观因素角度；从产业结构、行业效率、减排政策等中观因

素角度；从劳动生产率、企业技术创新、互联网使用等微观因素角度。相关研究主要聚焦能源等角度对

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而从数字经济等视角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相关研究主要聚焦

能源等角度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而从数字经济等视角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在已有的研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多样复杂的。有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有

抑制作用。徐维祥等(2022) [1]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效应的空间效应时，认为数字产业发展、

数字创新能力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均有抑制作用。黎新伍等(2022) [2]认为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产业

优化升级，从而能够抑制碳排放量。郭丰等(2022) [3]在探究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时，认为

无论是通过绿色发明专利的申请数，还是通过绿色发明专利的授权数，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

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通过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可以对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杨昕，赵守国(2022) 
[4]认为数字经济不仅对本地区的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同时还能够降低邻近地区的碳排放量。Li Z, Wang 
J (2022) [5]认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方式来降低碳排放，而直接效应的作用相对

于间接效应会更加显著。还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Salahuddin M, Alam K (2015) [6]
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因为其对电力能源消耗量的快速增加而加剧碳排放。杨莉莎等(2019) [7]认为在技

术进步的同时，可能会带来额外的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此外，还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

不仅仅是单纯的促进或者抑制，二者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Han D 等(2022) [8]认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

展水平的提高，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会更加明显。此外，部分学者发现，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影

响效应存在异质性[9]-[12]。这种异质性体现在不同的地区、行业和不同数字经济增长阶段，这也反映出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出发，对数字经济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

究，但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主要可以分为“赋能论”及“回弹论”。“赋能论”认为数字经济通过结

构优化、技术创新和空间协同，对碳排放存在抑制作用。并且该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

而“回弹论”则认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回弹效应，即数字经济可能通过能源需求增长部分抵消减排效

果。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部，是中

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带。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模式等在全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能够较

好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和特点。且长江经济带内的多个省市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此外，长江经济带内部各省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

能源消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性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可以更加全面地探讨数字经济对

碳排放的影响路径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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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数字经济初期发展阶段，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等方式，能够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

长。一方面，沿江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协同创新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产业链向高端

化、智能化升级；另一方面，区域内的产业融合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技

术突破–产业协同–集群发展”的路径，使得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而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

能源消费的增加，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能源需求激增，进而会导致碳排放量的

上升。数字经济作为新兴动力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在初期阶段可能更为显著，从而可能间接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基础

设施支撑，包括信息网络、数据中心、智能设备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需要大量的能源投入，

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迅速扩大，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也随之增加。

在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短期内可能会出现“新旧并存”的现象。传统产业尚未完

全实现绿色化、低碳化改造，而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尚处于推广应用阶段，因此会

使得整体碳排放水平可能仍呈上升趋势。在该阶段，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低于其促进作用，整

体而言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的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其强大的创新驱动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逐渐显现。通过大数据分析、

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能源生产、传输、分配和使用的智能化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减少能源浪费。同时，数字经济还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动能源结构向低碳、清洁方

向转变，从而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数字经济还可以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低碳产业的

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降低高能耗、高排放行业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

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强度。此外，政府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台一系列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的政策措施，如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激励企业和个人采用低碳技术和产品。同时，数字经济还促进

了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如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绿色建筑等，这些技术的应用可能会进一步降

低碳排放水平。在该阶段，数字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超过促进作用，最终

数字经济会抑制长江经济带的碳排放。 
综合而言，在数字经济初期发展阶段，由于其带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以及产业转型的过

渡期等因素，可能会间接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其能源结构优化、产

业结构升级以及政策引导与技术创新等效应逐渐显现，对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提出假设：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非线性关系。 
此外，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技术渗透和产业融合首先推动传统高耗能产业规模扩张，导致能源消

费和碳排放增加；但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其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提升以及新兴产

业的培育，逐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技术、低能耗方向转型。这一过程降低了单位 GDP 的能源强度，使经

济增长与碳排放逐步脱钩。由此可提出假设：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于碳排放。 

4. 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4.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在研究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时，在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地级市后，选取了长

江经济带 90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1 年至 2019 年，对于 90 个地级市中的几个缺失数

据，使用了线性插值的方法进行了补齐。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以及 CEADs
碳核算数据库。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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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碳排放 lncde 810 3.224 0.925 −0.528 5.466 

数字经济 dig 810 0.117 0.0686 0.0300 0.420 

数字经济平方项 dig2 810 0.0183 0.0256 0.000900 0.176 

产业结构 is 810 0.410 0.0922 0.207 0.727 

城镇化水平 ul 810 0.564 0.120 0.234 0.896 

经济发展水平 gdp 810 10.78 0.566 9.219 12.20 

政府干预程度 gov 810 0.181 0.0657 0.0760 0.675 

4.2. 模型设定 

为定量分析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借鉴缪陆军等(2022) [13]的做法，在线性模型的基础上，

加入了数字经济的平方项，由于碳排放的数据波动较大，因此对其采取对数的处理方式，回归模型如下： 
2

0 1 2ln cde dig dig eit it it n it i t itxβ β β β θ µ= + + + + + +                     (1) 

上式(1)中，ln cdeit 表示碳排放量的对数，是被解释变量；digit 为数字经济指数， 2digit 为数字经济指数的

平方项，二者作为自变量，xit 是模型中的控制变量；θi 是省份固定效应；μt 是年份固定效应；eit 为随机扰

动项。 

4.3. 变量测度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碳排放。碳排放的数据来源于 CEADs 碳核算数据库，由于该数据库中长江经济带

部分地级市的数据缺失较多，因此在收集过程中删除了该部分地区，最终选取了长江经济带 90 个地级市

的数据，针对该地级市中几个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了补齐。 
2)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借鉴赵涛等(2020) [14]的方法，在考量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时，以互联

网发展作为核心测度指标，并融入数字金融普惠的维度，同时，鉴于城市层面相关数据的可获取性，构

建了涵盖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金融普惠两个方面的评估体系，以此对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进行量化

评估。在对城市层面的互联网发展进行测度时，借鉴了黄慧群等(2019) [15]的做法，选用了互联网普及率、

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四个指标，上述四个指标对应的内容包括百人中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百

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在测度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时，采用了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

团合作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五个指标的相关数据标准化，然

后进行降维处理，最终得到了数字经济的综合发展指数。 
3) 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is)。借鉴郭丰等(2023) [16]的做法，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的增

加值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 
4) 控制变量：① 城镇化水平(il)。使用城镇常住人口与总常住人口的比值来衡量。② 经济发展水平

(gdp)。利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③ 政府干预程度(gov)。采用政府财政一般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值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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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证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and non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回归与非线性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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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cde lncde lncde lncde 

dig 
1.247 3.034*** 3.262*** 3.100*** 

(0.924) (1.095) (1.101) (1.055) 

dig2 
 −5.828*** −6.561*** −6.130*** 

 (2.214) (2.155) (2.073) 

is 
−0.188 −1.114** −1.244** −1.044* 

(0.638) (0.557) (0.543) (0.529) 

ul 
−0.675  −0.861 −1.229** 

(0.659)  (0.589) (0.503) 

gov 
−0.742   −0.654* 

(1.013)   (0.367) 

gdp 
0.399   0.282** 

(0.277)   (0.120)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810.000 810.000 810.000 810.000 

r2_a 0.947 0.941 0.942 0.943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2，列(1)为加入控制变量，以及固定地区和时间效应后，只将数字经济的一次项

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发现数字经济的一次项对碳排放的回归结果为 1.247，但是该结果并不显

著，说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但是二者之间的线性关系并未得到模型上的证实。为

此，在模型中加入数字经济的平方项进行回归，列(2)~(4)为逐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加入所有控

制变量后，得到的回归结果如列(4)所示。回归结果显示一次项系数为 3.10，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会促进碳排放量增加 3.1%；二次项系数为−6.13，同样在 1%的水平下

显著，回归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 90 个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这也证实了

前文提出的假设，即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的需要，会促进碳排放；但随着技

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政策引导和监管的加强，数字经济将逐渐转向抑制碳排放的方向。 
在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抑

制碳排放，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推动低能耗产业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清洁能源和

低碳技术应用以及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多种途径，有效抑制了碳排放；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

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碳排放量就越低，城镇化水平能够通过促进资源集聚、技

术进步、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政策引导和居民意识提升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对碳排放产生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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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程度的回归系数为负，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干预程度对碳排放量起到抑制作用，政

府干预程度会抑制碳排放，可能时通过监管执法、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

这些措施共同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和碳排放的减少；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

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有促进作用，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工业化进程、能

源需求增长、消费模式变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碳排放量的增加。 

5.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的稳定性，通过对数据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替换解释变量以及缩短样本周期的方

法，对前文的研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缩尾处理 替换解释变量 缩短样本周期 

lncde lncde lncde 

dig 
3.097*** 21.450** 4.987*** 

(1.091) (10.155) (1.811) 

dig2 
−6.394*** −16.289** −9.854*** 

(2.376) (7.749) (3.230) 

is 
−0.943* −0.917 −0.369 

(0.540) (0.553) (0.607) 

ul 
−0.935* −0.937* −0.709 

(0.477) (0.488) (0.617) 

gdp 
0.211* 0.218* 0.465* 

(0.123) (0.123) (0.273) 

gov 
−0.717 −0.752 −0.546 

(0.697) (0.699) (1.029)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810.000 810.000 450.000 

r2_a 0.945 0.944 0.948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1) 缩尾处理。表 3 (1)列为对数据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将得到的数据作为新样本进行回归，得

到的结果中数字经济及其平方项依旧是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符号未变，系数大小也基本保持不

变，说明基准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2) 替换解释变量。表 3 (2)列为替换数字经济的度量方式重新进行回归的结果，通过替换解释变量，

可以排除由于度量方式差异而导致的偶然性结论，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适性。回归结果中数

字经济及其平方项的系数符号未变，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证明基准结论是稳健的。 
3) 缩短样本周期。为了验证在较短的时间内结论是否成立，表 3 中(3)列选择了各地级市近五年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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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为新样本，在缩短时间样本的同时，保持分析模型、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不变，从而确保了检验

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根据表中结果显示，缩短时间样本后，数字经济及其平方项的显著性水平未发生变

化，符号未改变，即前述基准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5.3. 异质性检验 

Table 4.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4. 异质性分析结果 

 
上游 中游 下游 

lncde lncde lncde 

dig 
4.052* 5.320 1.773* 

(2.209) (3.228) (0.956) 

dig2 
−7.443 −11.902 −4.313** 

(6.504) (9.736) (1.724) 

is 
−1.760** −0.910 −0.559 

(0.805) (1.012) (0.367) 

ul 
−3.964*** −0.979 0.287 

(0.910) (0.762) (0.403) 

gdp 
−0.023 0.736** 0.118 

(0.236) (0.304) (0.097) 

gov 
−0.793** −2.589** −0.822* 

(0.393) (1.310) (0.440) 

N 153.000 288.000 369.000 

r2_a 0.949 0.866 0.978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通过前述分析，总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趋势。

进一步分析上中下游的异质性，由表 4 可得，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弱，一次项

系数为 4.052，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但二次项不显著，表明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尚处于发展初期，其减排

效应尚未充分显现。这可能与上游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有关，未来需加

强政策引导与投入，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技术的深度融合。中游地区则表现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

响的模糊性，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不显著，可能反映了该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复杂

性，既受到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也需考虑数字经济在该区域的渗透程度与实际应用

效果。因此，中游地区需进一步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数字经济与低碳发展路径。下游地区则呈现出显著

的“倒 U 型”关系，与总效应一致，且二次项系数在更高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已步入成熟阶段，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明显。这得益于下游地区强大的经济基础、完善的数字经济

基础设施以及先进的绿色低碳技术，为数字经济推动碳排放减少提供了有力支撑。下游地区的成功经验

可为其他区域提供宝贵借鉴。 

6. 机制检验 

如表 5 所示，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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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升级，间接减少碳排放，但并非唯一路径，数字经济还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影响碳排放。数字经济对产

业结构的影响呈倒 U 型，意味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间接影响也呈现类似趋势。初期，数字经济通过优

化产业结构显著减少碳排放，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其对碳排放的间接影响减弱。 
 
Table 5.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Is lncde 

 产业结构 

is 
 −0.357* 

 (0.198) 

dig 
1.479** 0.076*** 

(0.676) (0.024) 

dig2 
−4.356*** −0.010* 

(1.395) (0.006)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N 810.000 810.000 

adj. R2 0.920 0.945 

注：*p < 0.1，**p < 0.05，***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通过收集长江经济带 9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前文的实证检验

结果，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

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非线性关系，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数字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大量的能源消耗，因此其发挥的抑制作用低于促进作用，整体来看数字经济会对长

江经济带的碳排放起到促进作用，而当数字经济经过深入的发展，其会促进能源结构向低碳、清洁的方

向转变，同时会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得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加强，最终降低碳排放量。上述

结论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可以证明模型及结论的可靠性。第二，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的上中下游地

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上游地区由于数字

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呈现促进作用；中游地区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则

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下游地区回归结果与总效应相同，二者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7.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检验结果，针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可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针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征，应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引导。

上游地区应加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注重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与

应用，以减少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的碳排放增长。中游地区则需深入探索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复杂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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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通过政策调控和市场机制引导，实现数字经济与低碳环保的协调发展。下游地区则应充分利用其数

字经济先发优势，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加速实现碳排放的拐点，发挥其在长江经济带

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引领作用。 
第二，建立健全碳排放监管体系，加强对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工作，确保

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绿色金融体系，通过市场机制激励企业减少碳

排放，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此外，还应加大对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向绿色低碳领域

倾斜。 
第三，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应加强在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共同推动区域绿色

低碳转型。上游地区可以重点发展绿色数据中心、数字生态监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游地区着

力推动数字农业、智慧长江航运，加强工业数字化转型与减污降碳协同；下游地区则聚焦数字金融、国

际碳市场链接，引领高端绿色技术创新。此外，还可以整合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资源，重点突破碳捕

集、智慧能源存储等关键技术。 
第四，鼓励和支持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产业的深度融合，依托数字经济优势，培育和发展新能源、

节能环保、绿色制造等新兴绿色低碳产业。形成数字经济引领下的绿色低碳产业体系。通过政策激励和

资金支持，引导企业加大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此外，

也要支持建设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产业融合的创新平台，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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