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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从经济现代化、社会进程现代化、城乡协调现代化和生态文明现代化四个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评价体系并进行

测度，进而基于中国 2011-2019 年 206 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逻辑和现实证据双重角度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经济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具有异质

性。在城市地理区位方面，东部和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在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则有待进一步激发。另一方面，数字

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对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具有普惠作用；第三，提升金融发展效率是数字经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进程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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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d measur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 economic modernization, social process modernization, urban-rural coordinated 

modern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odernization. Then, based on the data of 206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9,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evide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 firstl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secondly, the driving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heterogeneous. In terms of urban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promotion effect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s more significant, while the promotion effect in the central region needs to 

be further stimula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an inclusive effect on cities of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 thir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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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现在

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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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为新时代下中国发展的新

方向和新征程，不仅关系到中国 14 亿人民福祉，更关

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因此如何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是我国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 1 月在《求是》杂志刊发表

的《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中指出数字经

济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着力点。数字经济作为重

塑现代化模式的重要手段得以快速发展[1]，其首先对

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变革，进而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产生溢出效应，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与数字

经济的发展与壮大密不可分，数字经济有利于中国式

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更高的

台阶。在顶层设计方面，数字经济作为我国创新发展

的重要动能，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推

动其发展，尤其是 2023 年出台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

布局规划》进一步将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作为未来数字

经济发展方向，这意味着未来数字经济将不拘泥于经

济领域，而对我国产生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影响，为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全面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要从理论和实际

两个方面出发。从理论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

个涉及到多个维度庞大而复杂的概念，要从其整体

性出发进行系统性的探究，但现有文献中鲜有从中

国式现代化整体性视域出发探讨数字经济与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研究。从实践经验看，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显著的

独特性。因此，从跨国比较意义上理解中国式现代

化要以我国独特的基本国情为基础 [2]，但基于我国

现有经验证据的从实证角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 则 是 存 在 缺 憾 的 。 本 文 潜 在 的 边 际 贡 献 是 ：第

一，从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布局出发，在对理论机理

进行剖析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试图更客

观 地 探 究 数 字 经 济 对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具 体 影 响 。

第二，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测度中从经济维度的现

代化出发，结合社会进程现代化、城乡协调现代化

和生态文明现代化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考察，意图

更为全面准确测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第三，

探究数字经济能够对中国式现代化产生影响的方

向与显著水平时，采用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考察结

果的科学可靠性，并从影响的异质性及具体路径进

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

代化的路径机制，从而丰富现有研究。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现代化，那么数字经济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过

程中承担着何种角色？这是本文在理论逻辑方面意

图首先尝试回答的问题。

（1）数字经济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做大蛋

糕与精准治理的考验

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既影响到我国现代化

建设道路如何迈出“首要一步”，也考验着我国在建成

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如何实现大规模的精准治理。走

好“首要一步”需要我国激发人口规模巨大的潜力，通

过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3]。

基于这一现实条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基础仍是“做

大蛋糕”。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承担的重要

角色已不言而喻，一方面，数字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间接工具。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持续深入

的融合活动就是数字技术不断改造传统经济，并由此

提升生产效率，优化经济结构的过程[4]。另一方面，数

据成为新生产要素，以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数

字产业化深入推进，进一步凸显出数字经济赋能经济

发展的直接效应。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如何在人

口规模巨大的我国实现精准治理提供了有效的解决

方案，在政府实现高效民主决策和人民快捷准确办理

公民政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和

数字技术支撑政府对社会活动产生的广泛数据进行

实时处理与计算从而进行决策。在数字经济提供的

多元主体参与平台中，社会公众也将融入数字治理体

系，社会公众在办理事务场景从线下到线上平台，通

过“数据多跑腿”实现“群众少跑路”，提升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激发数字经济在推进治理效率和

质量的积极作用。

（2）数字经济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

“富裕”到“共享富裕”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

影响的逻辑基点在于我国将普惠共享作为其发展阶

段的新方向。首先，就业是影响劳动力收入的基础，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技术发展与失业率问题也得到

学者的广泛关注。David[5]基于日本职业矩阵数据预

74



2024年 傅宇涵 ，等 ：数字经济、金融发展效率与中国式现代化

测日本未来约有 55% 的工作岗位可能受到计算机技

术的“挤出”。数字经济对部分岗位的“创造性破坏”

一定程度上驱使劳动力由低技术部门转移到高技术

部门，优化就业结构，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此外，数

字经济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新兴就业机会，外卖

骑手、网络主播和网约车司机等岗位伴随数字经济的

兴起与发展不断涌现并壮大，为解决好就业问题提供

了新思路。另一方面，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所蕴含的普

惠性基因决定了其实现富裕的“共同性”使命，即数字

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6]、弥补城乡

发展鸿沟[7]等方式促进均衡充分的现代化发展。

（3） 数字经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重要目标，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处理好物质

发展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者

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数字经济带动更多群体参与文

化事业，提升教育知识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线上教育推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突破时空

限制在各区域间流动。社会大众加入文化产品生产

环节，日益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集合体[8]。另一方

面，数字技术为传承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载

体，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深入融合促进文化产业的

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文旅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商

业模式开启了中国文化“入云上线”时代[9]，促进我国

文化的保护与宣传。

（4）数字经济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

展与如何发展的选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理清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二者关系，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能够促进传统

产业绿色化转型，基于数据处理进行绿色治理，促进

绿色发展意识的培育。具体来看，第一，数字经济发

展以“创新”为核心，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

护。促进传统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10]、降低城市

各类环境污染物排放[11]、助力“30·60”双碳目标的实

现[12]。第二，数据要素贯穿经济实践全过程，通过建

立动态模型进行分析，有利于增强经济实践各环节的

绿色性。通过判定是否存在粗放发展提供信息支撑

实现绿色治理[13]。第三，以数字经济打造新型数字消

费业态，发展智慧旅游、智慧康养、智能交通出行，发

挥数字化思维对公民生态文明教育的促进作用，培育

绿色生活意识。

（5）数字经济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

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彰显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我国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

的重要举措，也是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中国智慧，提供

中国方案的机遇。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援助，从全世界范围这一更广

泛的视角体现出我国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基因。我

国积极促进世界各国平等参与数字经济发展，共享数

字经济发展成果[14]。通过各国数字合作、各群体参与

数字活动形成“数字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各国在数字

经济世界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格局，为畅通国际

经济循环，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综上，数字经济将有利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整体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据

此本文提出假说 H1。

H1：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2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异质性

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将产生异质性特征。中国幅员辽

阔的特点决定了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禀赋对地区发

展差异的影响[15]。即由于以地理位置为代表的不同

区域间资源禀赋差异性的存在使数字经济在发展的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同效果。另一方面，行政

等级的不同使各地区在设置数字经济配套资源与协

调数字产业发展的能力等方面存在不可回避的差异，

这些差异将进一步影响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进程的带动作用能否实现与实现程度。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求各地区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建设

者”，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受惠者”，因此如何识别数字

经济产生的异质性作用并因势利导弥补差异鸿沟是

不容忽视的问题。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H2。

H2：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因城市地理

区位、行政等级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

2.3 数字经济何以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金融服务数字化，使其

加速向各领域和各群体渗透，提升各产业融资效率和

普惠水平，特别是对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从而作用

于经济的增长[16]。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社会

大众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纾解融资约束并丰富融资

渠道发挥了重要的正向作用，促进大众共享经济总量

增长的成果。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向数字化的转型升

级将通过增强各领域的金融服务进而推动中国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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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发展。数字金融产生的正面影响具体可以表

现在促进绿色治理与增长推动地区绿色发展[17]，增加

文化消费推动消费升级[18]，推动构建世界范围内的金

融市场增进国际合作等方面。总之，数字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现代化进

程，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3。

H3：数字经济将通过提升金融发展效率从而促进

中国式现代化。

3 研究设计

3.1 计量模型设立

构建如公式（1）所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此

识别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因

果效应。

chimoit = β0 +β1 digeit + β2 Xit + αi + λt + εit （1）

其中，i和 t表示城市及年份。chimoit 表示被解释变

量，即城市 i在 t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程度。digeit 为核心

解释变量，代表城市 i在 t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β1 是数

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影响作用方向的反映，是本文着

重考察的对象。X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α i 为城市固定

效应，λ t 为年份固定效应，ε it 为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构造及说明

3.2.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

数字经济（dige）是核心解释变量，借鉴赵涛等[19]

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方法，本文主要从互

联网发展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两方面对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进行测度，互联网发展水平四个维度的数据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采

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

编制的指数。具体评价体系如表 1 所示。

3.2.2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程度（chimo）的测度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程度是被解释变量，但在现有

文献中鲜有对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发展程度的度量。

本文在对其进行测度时，参考任保平和张倩[20]的做

法，从经济现代化、社会进程现代化、城乡协调现代化

和生态文明现代化四个维度进行考察，试图较为全面

地量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程度。具体评价体系如表 2

所示。

（1）经济现代化  现代化作为一个丰富的概念涵

盖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必

然是其现代化最关键的特征之一[21]。经济增长是带

图1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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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器，在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社 会 进 程 现 代 化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强 调 物 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也就要求我国在发展的

过程当中要坚持以增强人民福祉，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而社会环境与基础设施条件正与人

民幸福感、获得感、满意感息息相关，因此，社会进

程 现 代 化 程 度 是 影 响 整 个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因素。

（3）城乡协调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应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

标要求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统筹发展问题不仅影响着

共同富裕的实现，更对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起

到了重要作用。

（4）生态文明现代化  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核

心在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

国将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彰显

了我国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我

国与西方国家发展所面临的自然条件不同，建成由工

业文明时代转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时选择绿色

低碳发展方式更显重要且必要[22]。这就要求我国在

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加大绿色创新，提高政府绿色治理

能力，增强社会绿化水平，以新发展理念促进环境友

好型的经济发展。

表2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程度

二级指标

经济现代化

社会进程现代化

城乡协调现代化

生态文明现代化

三级指标

经济发展程度

经济整体水平

经济结构

金融发展水平

信息发展水平

卫生医疗保障

社会基本保障

文化服务设施

公共交通设施

收入水平

城乡收入差距

绿化水平

绿色创新水平

政府治理

指标说明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数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

人均道路面积

公路客运量

职工平均工资

城乡居民收入泰尔指数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万人绿色专利申请数

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频占比

指标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3.2.3 控制变量

为排除数字经济外其他可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程度的因素，对如下变量进行控制：（1）经济增长

（econ）， 用地区 GDP 的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有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二级指标

互联网
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三级指标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

互联网相关产出

移动电话普及率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指标说明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指标属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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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培育更多生产要素与资源，为促进地区现代化建

设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2）对外开放（fdi），以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的对

数值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较高时有利于吸纳更多

外资提升地区资本要素密集度，通过对外开放用好两

种资源推进地区现代化发展。

（3）创新产出（inno），以每万人拥有专利数量来

衡量。创新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区创新产出的增

加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增强地

区竞争力。

（4）教育水平（educ），以教育支出占总财政支出

的比重来衡量。教育水平对地区人力资本与智力支

撑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新时代下教育水平的提高

对地区未来高质量发展更具长期性和基础性作用。

选用数据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

据库。

3.2.4 中介变量

金融发展效应（fina）是中介变量，在对其进行测

度时借鉴崔艳娟和孙刚[23]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测

量方法，即利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居民储

蓄年末余额之比进行衡量。所选用数据源于国家统

计局数据库。

3.3 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用 2011-2019 年中国 206 个城市的面板数

据，部分空缺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补齐。部分存在数

据严重欠缺问题的城市，为保障实证分析的准确科

学，对此类城市予以剔除，最终得到 206 个城市的平衡

面板数据。

根据前文所构建的评价体系，基于 2011-2019 年

中国 20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得出表 3 所示的主要变量

描述性统计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 206 个城市在中国

式 现 代 化 发 展 程 度 方 面 最 小 值 为 0.02，最 大 值 为

0.809，标准差为 0.105，说明我国各城市在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程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

chimo

dige

econ

fdi

inno

educ

样本量

1854
1854
1854
1854
1854
1854

均值

0.098
0.097
9.079

16.532
1.031
0.185

标准差

0.105
0.061
3.766
1.172
2.228
0.036

最小值

0.02
0.01

-15.95
14.177
0.003
0.036

最大值

0.809
0.82
109

20.42
23.989
0.356

4 实证分析与检验

本文实证旨在从实际经验证据层面分析数字经

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因果效应及其异质性与路径机

制。首先，本文采用双边固定效应进行基准回归分

析；其次，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缓解潜在的内生

性问题对实证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检验本文所得

出的结论的可靠性与科学性；再次，通过 206 个城市

在所属地理区位、城市行政等级的差异进行异质性

分析，以此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异质性

影响。最后，考察数字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效率与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间互动机制，理清其具体传导

路径。

4.1基准回归分析

首先对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产生影响的方

向与显著性水平进行直接考察，得到表 4 列（1）所示结

论后，依次加入个体和时间效应以及控制变量，并分

别得到列（2）和列（3）所示结果，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向促进关系。以列（3）为基准列，dige 的系数估计值

为 0.0723 且通过了 1% 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说明数

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

说 1 得以验证。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dige

econ

fdi

inno

educ

_cons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N

R2

adj. R2

(1)
1.0536***

(0.0315)

-0.0049
(0.0036)
未控制

未控制

1854
0.376

0.3758

(2)
0.1148***

(0.0116)

0.0866***

(0.0012)
控制

控制

1854
0.987

0.9854

(3)
0.0723***

(0.0123)
0.0002*

(0.0001)
0.0116***

(0.0020)
0.0033***

(0.0004)
0.0028

(0.0189)
-0.1066***

(0.0340)
控制

控制

1854
0.988

0.9864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本文中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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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前文所得出的回归结果可靠性，

本文接着进行了稳健性讨论，以此规避模型内生性问

题所带来的误差。

1. 替换解释变量    前文所选用的数字经济评价

体系主要包括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方面，韦

琳和马梦茹[24]认为数字经济下还包括物联网、大数据

等新兴数字技术，而智慧城市作为新型技术的综合性

应用的代表涵盖了城市大数据平台和共享技术赋能

等方面。因此，将智慧城市的试点政策视作一项准自

然实验，通过构造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对解释变量进

行替换，从而完成稳健性检验。对模型变换如公式

（2）所示，其中，如果某一城市 i 在 t 年参与智慧城市建

设试点，那么设定城市 i 在 t 年及之后的年份中 didit 为

1，反之则为 0。didit 为此处核心解释变量，其余变量

含义与上文相同。

chimoit = β0 + β1 didit + β2 Xit + αi + λt + εit （1）

替换解释变量后的结果如表 5 列（1）所示，dige 的

估计系数值为 0.029，说明智慧城市建设在 1% 的置信

水平下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对解释变量进

行 替 换 后 结 果 仍 显 著 为 正 ，证 明 前 文 所 得 出 结 论

可靠。

2. 剔除异常值的影响 为避免异常值对结果产生

的干扰，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主要是将数据排序后

的前 1% 和后 99% 进行缩尾再进行回归。由此得出表

5 第（2）列所示结果，dige 的估计系数值仍显著为正，

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正

向促进作用。

3. 解释变量滞后一阶 由于研究因果关系时，考

虑到现实中存在解释变量的前一年行为会对后一

年的结果产生影响的现象，因此，将解释变量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阶，以缓解内生性问题。由表

5 列（3）所示结果可知，dige 的估计系数值仍显著为

正，且通过了 0.0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结果

稳健可靠。

4.3 异质性分析

4.3.1 地理区位的异质性

如理论分析所述，考虑到各城市地理区位的差

异性，首先根据其所属地理区位分为东、中、西部地

区三种类型再进行回归分析，为准确识别组间差异

情 况 ，借 助 费 舍 尔 组 合 检 验（Permutation test）方 法

并抽取 500 次，最终得到表 6 所示结果。由结果可

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中部地区则不显著。

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基

础设施较好，社会公共服务较为完善，人力资源较

为丰富，因此数字经济在东部地区更有利于发挥促

进作用。中部地区，由于其相较于东部地区则数字

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相对欠缺，因此数字经济的发

展存在一定的“发展困境”，目前其促进作用有待进

一步激发。西部地区与中部与东部地区相比，经济

发展进程较为落后，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中数字经济

的兴起与发展，对助推其现代化建设的起飞带来的

边际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呈现出“久旱逢甘霖”式的

显著促进作用。

表6 地理区位异质性

dige

_cons

Permutation test
抽取次数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控制变量

N
R2

adj. R2

(1)
东部

0.1572***

(0.0496)
-0.6395
(1.2839)

东部-中部
P=0.006

500 次

控制

控制

控制

675
0.977

0.9580

(2)
中部

0.0674
(0.0673)
0.3257

(0.5705)
中部-西部

P=0.056

控制

控制

控制

702
0.929

0.9127

(3)
西部

0.0513***

(0.0143)
-0.1385***

(0.0241)
东部-西部

P=0.306

控制

控制

控制

477
0.944

0.9365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dige

_cons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控制变量

N

R2

adj. R2

(1)
替换解释变量

0.029***

(0.0054)
0.089***

(0.0028)
控制

控制

控制

1854
0.562
0.591

(2)
剔除异常值

0.069***

(0.012)
-0.117***

(0.034)
控制

控制

控制

1854
0.987
0.985

(3)
解释变量滞后一阶

0.068***

(0.014)
-0.055
(0.039)
控制

控制

控制

1854
0.958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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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行政等级的异质性

在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在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中的作用时，将直辖市、省会

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纳为重点城市，其余城市则纳为

非重点城市，得到表 7 所示结果。其中，重点城市

的系数估计值为 0.1068，非重点城市系数估计值为

0.0504，无论何种行政等级的城市系数估计值均为

正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1% 的检验，且组间差

异检验的经验 P 值为 0.216，结果说明数字经济对重

点 城 市 和 非 重 点 城 市 能 够 产 生“ 普 惠 性 ”的 正 向

作用。

表7 行政等级异质性

dige

_cons
Permutation test

抽取次数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控制变量

N
R2

adj. R2

(1)
重点城市

0.1068***

(0.0370)
0.2390

(0.4368)
P=0.216
500 次

控制

控制

控制

225
0.984

0.9814

(2)
非重点城市

0.0504***

(0.0140)
-0.1270***

(0.0248)

控制

控制

控制

1629
0.967

0.9627

4.4 路径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和平台搭建，有利于促

进金融信息的获取、传递和处理，信息流动性的高

效率进而推动金融机构提高决策效率，减少信息不

对称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同时数字经济推动了电

子支付和结算系统的普及，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和

区块链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有利于减少交易环节和

中间商，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下“去

中心化”的交易模式有助于降低传统金融中介机构

垄断门槛，从而以金融市场的竞争效率的提高助推

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促进金

融 发 展 效 率 的 提 升 能 够 产 生 正 向 影 响 ，由 表 8 列

（1）所示结论也印证了数字经济对金融发展效率的

促进作用。

在表 8 列（2）中，fina 的系数估计值在 5% 的显著

性水平下为正，说明金融发展效率对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进程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

有利于进一步将资本以更高效的方式配置到经济中

的各领域，活跃创新、投资和生产活动，尤其是资本要

素向科技创新领域的聚集，将缓解创新活动融资难的

问题，从而推进技术升级。此外，金融发展效率的提

高也表现在融资渠道的丰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

金参与，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推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

的发展。
表8 路径机制检验结果

dige

fina

_cons

个体效应

时间效应

控制变量

N

R2

adj. R2

(1)
fina

1.1546***

(2.7256)

31.4162***

(7.0106)
控制

控制

控制

1,854
0.5969
0.5932

(2)
chimo

0.0753**

(2.3191)
0.0027**

(2.0296)
0.1844***

(2.9968)
控制

控制

控制

1,854
0.1904
0.1902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在对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所产生的

影 响 进 行 理 论 分 析 的 基 础 上 ，采 用 中 国 2011-2019

年 20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此从理

论与实际两个维度出发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

式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影 响 。 首 先 ，从 定 量 分 析 的 视 角

对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进 行 测 度 ，并 从 多 个 维 度 提

出 了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评 价 体 系 ，从 而 建 立 起 对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发 展 进 程 的 衡 量 方 法 。 进 而 ，对 数 字

经 济 对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因 果 关 系 进 行 识 别 ，在 进

行 基 准 回 归 的 基 础 上 ，将 智 慧 城 市 试 点 政 策 视 作

一项准自然实验，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替换，

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还选用了解释变量滞后一

阶 和 缩 尾 处 理 的 方 式 来 缓 解 潜 在 的 内 生 性 问 题 。

接下来，对前文所提出的假说二进行验证，通过城

市地理区位、行政等级的不同进行分组回归，以此

对数字经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用的异质性做出

检验。最后，采用金融发展效率作为中介变量，考

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所产生推进作用的路

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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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理 论 与 实 证 分 析 所 得 出 的 结 论 如 下 ：第

一，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且通过

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二，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促进作用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存在

显著的异质性。第三，数字经济有利于提升金融发

展效率，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显著的

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本文提出以下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对策建议：

第一，理解和把握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

紧密联系，推动数字经济更好地发挥在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中的赋能作用。在实体经济的发展方面，整

合高校科研院校及企业的创新成果，鼓励企业将前

沿数字技术与新兴工业技术应用于工业全流程，推

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在社会建设方面，加

快 发 展 数 字 教 育 、数 字 医 疗 、数 字 社 保 、数 字 就 业

等，以信息惠民，以数字化技术指导社会服务模式

创新，推动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通过数字技术

的发展积极发挥其对文化事业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着力提升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能力。在政府

治理方面，坚持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政府治理现代化

的主要载体，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各级各地

政府机构中的应用，运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思维改

进政务服务模式、拓展政务服务功能，打破地区信

息壁垒，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在生态建设方面，加

强对数字经济、数字生态测算和评估的理论体系和

方法学研究，运用“互联网+遥感”进行环境监测，对

于环境问题提前预警，提高生态治理水平。在对外

交流与合作方面，将我国数字经济蕴含的“普惠性”

基因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推动构建“数字命运

共同体”，以数字经济为桥梁促进各国友好平等合

作，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增进全人类福祉。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根据区域地理

区位和行政等级的异质性选择相应的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路径，放大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东部地区

可以利用好已经拥有的完备基础设施、精密数字仪

器和大量创新人才优势，放大发挥在数字创新领域

的赋能作用，不断攻破高精尖技术，发挥“领头羊”

作用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西部地区要利

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广博的土地面积优势，持续

推进“东数西算”工程的前进，借此东风，吸引资本

投入，带动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逐步实现区域现

代化跨越式发展。中部地区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水平，增加对高层

次数字人才的培养，逐步完善区域数字建设水平，

增强承接东部地区数字产业转移能力，发挥数字经

济赋能区域现代化进程作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在推进数字经济建设时可以考虑将数字经济

尤其是高技术水平产业建设重心放在重点城市，利

用重点城市已培育出优渥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资源

条件，提升当地数字经济水平。同时应当注重发挥

重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推

动周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以点带面，高效稳步地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第三，发挥数字经济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

作用，通过提升金融发展效率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

供动力。在国家层面，政府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制定

合理完备的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明确其发展目标、路

径、准入与退出机制，出台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政策，为

数字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并发挥数字金融

的“普惠性”基因，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由各地

区和各群体共享。在金融机构层面，应加大数字技术

在金融产品设计、信贷审批、风险管控等环节的应用，

提高产品研发效益和金融服务水平。加快金融基础

设施的建设，提升智能金融网点的数量和规模，以“互

联网+金融”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增强金融服务供给

水平，满足各行业现代化建设需求，更好的发挥金融

服务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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