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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的影响效应研究
周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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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2014-2023 年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回归模型来实证检验两者的关系；构

建调节效应和中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支持在数字经济背景这一背景下影响现代产业体系中的调节作用机

制及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金

融支持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起到了调节作用；数字经济下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对现代产业体系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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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数

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

传统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数字经济通过数据、互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融合，改变了

生产模式、经营方式和市场结构，促使社会各领域发生

深刻变化。然而，当前关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现代产业体

系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特别是如何通过科学的测度

工具来评估产业体系的构建水平，以及如何设计合适的

发展指标体系，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标准。

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的测度与

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1.1.2研究意义

通过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水

平测度，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重

构作用，还可以丰富产业发展理论，推动数字经济与传

统产业融合的相关理论研究。现代产业体系的科学测度

和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能够为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

行业协会等提供决策支持。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测度指

标体系，可以为地方和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制定提供数

据支持和科学依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1.2 研究综述

黄子凌
[2]
指出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方式、

产业结构及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产业逐步向

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陈梁，宋德勇
[3]
通过研究得

出数字赋能有效提升了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

的结论。史歌，任保平
[1]
提出我国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

融合程度持续深化，显著提升了产业链韧性。谢国根，

蒋诗泉等
[5]
基于 2013—2022 年中国 30个省份的面板数

据，在测度数字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基础上，

得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结论。

司聪，任保平
[6]
指出以数实深度融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具有重大战略意蕴。陈梁，宋德勇
[3]
从实体经济、科

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维度，综合测度了城

市层面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进而考察数字赋能

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华汉阳，朱启贵
[4]
基于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结构、特征和支撑三大维度，构建了

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

用熵值法测度了长三角27个城市2013—2022年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

2 研究假设

2.1 数字经济影响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它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还催生了全新的

产业形态。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的不断深入，数

字经济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数字技术，尤其是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正在快速渗透到传统产

业中。数字化提升了产业的生产效率并且促进了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和协同，推动了产业链的延

伸和多元化。

基于此，提出假设 1：数字经济正向影响现代产业

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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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假设

数字经济和产业转型往往伴随较高的不确定性和

风险。金融支持特别是风险投资和创新基金可以缓解这

些风险，同时激励更多企业进行创新，从而推动现代产

业体系的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金融支持还可以促进不

同领域和行业之间的协同效应。金融机构能够为跨行业

的数字平台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现代产

业体系的整体优化与升级。

基于此，提出假设 2：金融支持在现代产业体系的

构建中发挥调节效应。

2.3 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中介作

用假设

产业结构升级指的是经济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

的转变，包括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过渡。

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不断出

现，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则是指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各类

产业的高效协同，以形成一个高度创新、智能化和绿色

化的经济结构。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技术和

理论上的支持，持续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智能制造和服

务业创新等新兴领域优化和转型。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

济影响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发挥中介作用。

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推动了产业创新，改变了生产方

式、运营模式、营销方式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创造方式。

技术创新能加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

型。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以及数字化营销等技

术创新使得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的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得到提升，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此，提出假设 4：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影响现

代产业体系构建中发挥中介作用。

人力资本的质量直接影响技术创新的速度与效果。

数字经济要求劳动力具备较高的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

而这些能力又主要依赖于教育与培训的提升。人力资本

不仅影响劳动生产率，还决定了国家或地区能否在数字

经济中占据竞争优势。高素质的劳动力能更好地适应技

术变革，参与到新兴产业的创新过程中，从而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升是支撑技术创新与产

业升级的重要基础。

基于此，提出假设 5：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影响现

代产业体系构建中发挥中介作用。

3 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数据来源

通过前文的理论归纳，本文选择中国 2014-2023年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未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纳入样本范围。样

本数据主要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国家统计局分省年

度数据。利用线性差值法补齐个别缺失的样本数据，以

保证数据完整性。

3.2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现代产业体系水平指标

选择与构建

基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内涵，本文从整体、侧面两

个维度测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如表 1所示。为避

免主观赋权与多指标数据重叠问题，本文借助主成分分

析法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评价指标赋权，得到各省（区、

市）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指数。
表 1 现代产业体系水平指标体系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指标

属性

整体
指标

第一产业增加值
农业等初级产业
创造的价值

亿元 +

第二产业增加值
工业、建筑业创造

的价值
亿元 +

第三产业增加值
服务业创造的价

值
亿元 +

侧面

指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业各领域生产

总价值
亿元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

较大企业研发投
入资金

万元 +

技术市场成交额 技术交易金额 亿元 +
地方财政商业服务

业等事务支出

地方财政支持商

业服务支出
亿元 +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的各参数权重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现代产业体系水平指标参数权重表

指标 权重

第一产业增加值 0.762
第二产业增加值 0.964
第三产业增加值 0.96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0.75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 0.935
技术市场成交额 0.51

地方财政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 0.675

注：提取方差平方和 65.59%.

3.3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选择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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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

化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同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我国各省（区、市）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
表 3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指标属性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互联网接入端口数 用于互联网接入的端口数量 万个 +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使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的用户数量 万户 +

域名数 注册的域名数量 万个 +

移动基站密度 单位面积内的移动基站数量 个/平方公里 +

数字产业化

软件业务收入占 GDP比重 软件业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 +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 GDP比重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 +
信息服务业从业人数 从事信息服务业的人数 万人 +

产业数字化

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比例 开展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占总企业的比例 % +
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企业中每 100人使用的计算机数量 台/百人 +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每 100家企业中拥有网站的数量 个/百家企业 +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 --- +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的各参数权重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参数权重表

指标 权重

互联网接入端口数 0.447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0.384

域名数 0.702
移动基站密度 0.737

软件业务收入占 GDP比重 0.832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 GDP比重 0.757

信息服务业从业人数 0.846
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比例 0.628
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0.672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0.393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511

注：提取方差平方和 42.06%.

3.4 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选择与构建

将金融支持作为调节变量，选择各省（区、市）金

融业增加值的对数代表金融支持水平。

将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

量。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利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方生产

总值的比重进行测度；而技术创新，将发明专利授权数

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来解

决差异过大等问题；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年末

总人口数的比值测度人力资本水平。具体情况如表 5所

示。
表 5 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总览图

效应 指标 度量
单
位

指标
属性

指标
简称

调节
效应

金融支
持

金融业增加值的对数 --- + Fin

中介
效应

产业结
构升级

第三产业增加值/地方生
产总值

% + IS

技术创

新
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对数 --- + TI

人力资

本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数/年末总人口数
% + HC

3.5 控制变量的选择与构建

为避免核心解释变量以外的因素对现代产业体系

构建产生影响，选取如下控制变量：技术进步，采取各

省（区、市）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对数测算；经济发展水

平，以各省（区、市）人均GDP 的对数衡量；政府干预，

通过地方政府消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针

对数值较大的变量，在测算中均作取对数处理，以缩小

数据差异。

4 基准回归分析

4.1 回归模型的设定

对于拥有较强聚类效应的时间-地区面板数据，不

能选择混合回归模型。

在对数据做基准回归分析之前，通过 STATA软件对

数据进行 Hausman检验选取实证检验模型。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Hausman 检验结果

Χ2(6) prob

36.23 <0.001

应当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建立固定效应模

型。

it 0 1 2it it i itCMIS Dig X        
(1)

其中： itCMIS 代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 itDig
为数字经济建设水平， itX 代表控制变量集。i和 t分

别代表地区与年份， i 为个体固定效应， it 为随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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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项， 0 为常数项，  i 1,2, ,i n   为变量回归系

数。

4.2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7所示
表 7 描述性统计表

参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MIS 0 1 -1.259 3.909
Dig 0 1 -1.371 5.255
Tech 5.205 2.1808 -3.219 9.052
Edl 11.006 0.4286 10.131 12.207

Gov 0.289 0.2025 0.105 1.354

其中 CMIS、Dig 都是经过主成分分析归一化处理的

数据的线性组合，因此其平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4.3 逐步回归分析

基于前文实证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可以对现代产业

体系的构建产生正向的作用。为验证这一假设，依照固

定效应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8所示。第一

列是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的回

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二列到第四列为逐步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

系数依然显著，由于未因控制变量的加入而导致显著性

发生变化，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的

构建。

通过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所加入的控制变量

均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产生正向的作用且结果显著。

同时，加入控制变量的同时，R2也在逐步提高，说明控

制变量的加入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由此可知，假设

1得到验证。
表 8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

变量 (1) (2) (3) (4)

Dig 0.313*** 0.2*** 0.151*** 0.142***
(8.04) (6.67) (5.34) (5.20)

Tech 0.226*** 0.1*** 0.084***
(14.95) (4.50) (3.91)

Eco 7.26*** 0.97***
(7.26) (9.02)

Gov 2.37***
(5.02)

_cons 0 -1.17*** -8.59*** -11.86***
(0.00) (-14.72) (-8.39) (-10.07)

N 310 310 310 310
R2 0.1886 0.5509 0.623 0.6547

注：*、**、***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

号内数据表示 t 值。

5 金融支持的调节作用分析

5.1 调节效应模型

为验证金融支持的调节作用，将金融支持引入模型，

具体公式如下：

0 1 2 3 4it it it it it it i itCMIS Dig Fin Dig Fin X             
(2)

其中， itFin 为调节变量金融支持， it itDig Fin 为

数字经济水平与金融支持交叉项，若 3 显著，则表示

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在统计意义上存在。X为解释变量，

本文中为 itDig ，也即数字经济水平；W为调节变量，

在本文中为 itFin ，也即金融支持；Y为被解释变量，本

文中为 itCMIS ，也即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

5.2 调节效应模型的建立

调节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9所示。
表 9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表

变量类型 变量 B t p
解释变量 Dig 0.268 3.82 0.0002
调节变量 Fin 1.307 15.81 <0.0001
交叉项 Dig×Fin 0.1516 3.634 0.0003

控制变量

Tech 0.057 2.114 0.0353
Eco 0.367 3.238 0.0013
Gov 0.9793 3.606 0.0004

常量 _cons -5.624 -4.725 <0.0001

结果显示金融支持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 Dig×Fin

的回归结果显著，说明金融支持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

体系构建中产生了正向的作用。通过分析可得假设 2得

到验证。

6 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中介

作用分析

6.1 中介效应模型

为验证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在数字

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将其引入

模型进行回归，具体公式如下：

0 1 3it it it i itM Dig X         (3)

0 1 2 3it it it it i itCMIS Dig M X           (4)

其中，M表示中介变量，包括产业结构升级、技术

创新与人力资本。

其中 X为解释变量，本文中为 itDig ，也即数字经

济水平； iM 为中介变量，在本文中为 itIS 、 itTI 、 itHC ，

也即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Y为被解释

变量，本文中为 itCMIS ，也即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

6.2 中介效应模型的建立

调节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10所示。

表 10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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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MIS TI CMIS HC CMIS
变量 (1) (2) (3) (4) (5) (6)
Dig 0.041*** 0.506*** 0.369*** 0.0624 0.0023*** 0.0514

(9.06) (8.62) (7.43) (1.34) (6.05) (0.90)
IS 7.031***

(10.57)
TI 0.4956***

(9.02)
HC 72.037***

(8.99)
_cons -0.2045 -3.752*** -9.341*** -4.842*** -0.436*** -5.4577***

(-1.77) (-2.78) (-7.27) (-15.79) (-4.37) (-3.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5144 0.6159 0.8415 0.6071 0.4295 0.585
直接效应 0.5061 0.0624 0.0514
间接效应 0.2859 0.4698 0.1688

注：*、**、***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表示 t 值。

第（1）列和第（2）列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从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结果显著，表明数字经济能

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现代化且具有较大的影响。产业结

构升级和数字经济对现代体系建设具有积极影响，指出

产业结构现代化在数字经济和产业体系建设中具有中

介效应，假设 3得到了验证。第（3）列和第（4）列为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可知回归的结果并不显

著，而技术创新的系数值为正，说明技术创新存在间接

的中介作用，假设 4得到验证。第（1）列和第（2）列

为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可知回归结果不显著，

而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值为正，说明通过提高人力资本

水平可以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水平，即人力资本存

在间接的中介效应，从而假设 5得到验证。

7 结论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数字经

济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催生了大量新兴

产业，改变了生产和消费模式，提升了全球产业的创新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金融支持在数字经济这一大背景下

对现代产业体系有着非常关键的调节作用效果。较高的

金融支持水平促进了资本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为产业

升级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金融支持通过资本的引导

作用，有助于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并有效支持传统产

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创新驱动，

数字经济为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

产业结构逐步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为构建

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为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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