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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研究 

国际经济研究院  李姣 

 

摘要：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已逐步融入到我国经济各

领域，在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以数字经济、经济增长为研究视角，采用文献综述的方式，着重

从数字经济相关研究、经济增长相关研究、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以及文献述评四方

面展开分析。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主要包括

理论层面的定性分析和国际与地区层面的实证检验两类；虽然分析方法不同，但研究结论基

本一致，即数字经济能促进经济增长。下一步，可选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

法，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有效结合起来。 

关键词：数字经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 

 

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背景下，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

济迅速发展起来。同时，数字经济也逐步融入到我国经济各领域，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等，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现阶段，发展数字经济是中国顺应全球经济

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更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

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将着重围绕数字经济、经

济增长这两个关键词，重点在数字经济、经济增长、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三方面的文献研究

进行论述。 

一、数字经济相关研究 

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通过梳理分析发现，此类文献研究在国外起步较早，

而国内多聚焦在近几年，其主要归结如下。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与外延 

数字经济最早由国外学者 Tapscott（1996）提出，后其概念又经 Margherio 等（1999）、

Mesenbourg（2001）、Miller P 等（2001）等多位国外学者进一步明确。大体可总结为，数字

经济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一场技术变革，电子商务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后，国内学者

也纷纷展开数字经济内涵的相关研究。张婧等（2017）、田丽（2017）指出信息是数字经济发

展的根本属性；李长江（2017）、钟春平等（2017）、宋洋（2019）认为数字经济是通过采用



信息、数据等相关数字技术，继而发展起来的经济活动；张鸿等（2019）认为产业融合、数

据、绿色可持续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牛文科（2020）、丁志帆（2020）、周蓉蓉（2020）

指出数字经济以信息通讯网络为主要载体，数据是其基本构成元素。 

以往学者对数字经济的定义研究可总结为四类。一是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是

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中，数据是核心要素，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二是以投入产

出为研究视角，指出数字经济主要由设备、技能等数字要素投入产生的产出，着重强调了数

字经济的运行过程。三是认为数字经济是在数字技术基础上搭建的全球化网络，突出体现数

字经济的组织结构。四是聚焦经济效率，指出数字经济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资源优化配置

为导向，能提升经济增长水平与效率。 

此外，国内外研究机构关于数字经济内涵比较权威的解释有以下几种。OECD（2014）

指出数字经济有狭义、广义两种，其中，狭义的数字经济主要指信息通讯技术群；广义的数

字经济是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上展开的一系列数字化转型活动。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2016）认为电子商务、数字基础设施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部分。此外，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2019）、国家统计局（2021）相继对数字经济做出了界定，认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

是数据，核心动力是数字技术，发展载体是通信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路径是数字技术

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 

综合来看，虽然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普遍认可的、标准化的数字经济内涵界定，但不同

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数字经济的差异化定义也表现出一定的共通性。第一，以“云+网+端”为

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二，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产业，其主要体现于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数字

融合与应用则是实现产业数字化的重要途径。第四，数据（即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是数字

经济发展关键的生产要素，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是数据价值化的重要体现，在数

字经济中主要表现于数字科研水平及创新能力的高低。 

（二）数字经济的价值与特征  

在价值研究方面，学者一致认为数字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能推动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带动经济增长。Michels（2012）、周蓉蓉（2020）认为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其能有效释放全球经济增长活力。杨佩卿（2020）认为数字经济发展符合新发展理念，其能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张景利（2020）、张理娟（2020）指出数字经济能通过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催生新业态，带动经济增长。 

特征研究方面，Hans-Dieter Zimmermann（2015）认为数字经济将对经济系统以及如何创

造经济价值产生基本影响，因此重点从结构、流程、产品以及基础架构和服务四方面讨论了



数字经济的特征。裴长洪等（2018）通过从全新视角分析数字产业，由此提出数字经济所具

备的独有特征。王伟玲和王晶（2019）指出规模性、创新性和革命性等是数字经济的突出特

点。王姝楠和陈江生（2019）提出数字经济在数据、数字基础设施、信息技术等方面具有鲜

明特征。 

（三）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问题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面临内外战略不一致、规则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未来

应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对接，深化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与交流。Andres Baez and Yariv Brauner

（2015）指出数字经济给国际税收制度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因此考虑在基础侵蚀原则的基础

上安装广泛扣缴机制的选项，这既是对这些挑战的主要回应，也是对基于 nexus 的新解决方

案的支持。李艺铭（2020）认为中国数字经济主要存在价值实现问题、发展规划未获得国际

认可以及严峻的国际形势等问题，未来需要基于以上几点重点击破。蓝庆新（2020）指出数

字鸿沟、数字经济普及率低以及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是当前中国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克服的突出

问题，下一步中国需要加强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密切国际合作等。李艳艳等（2020）指出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仍需克服网络信息安全、传统理念冲击以及城乡差距大等挑战。 

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人才短缺、数据技术不安全等问题，

因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等。黎鹏和闫俊

（2020）认为我国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存在人才短缺、规则差异、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差距

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与合作。张风帆（2020）指出人才短缺、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落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充分、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等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突出短

板。吕欣和李阳（2020）重点剖析了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五大安全挑战，分别为工业互联网

加速推进、数据广泛应用、新技术、数字基础设施保护和关键核心技术。宋思源（2020）也

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在信息数据不安全、专业人才较少、法律政策不完善等方面存在不足，

需要进一步做好数据安全保护、优化教育、完善政策体系。张学颖（2020）指出传统产业数

字化转型受阻、数据隐私泄露防护困难、关键数据信息遭受网络攻击以及新技术安全风险不

断等问题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难点。 

还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法律监管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与政府治理混乱等挑

战，因此完善数据治理政策，加强数字方面的法律监管是重中之重。OECD（2015）指出数

字经济的全部潜力尚未实现，互联网治理将是未来几年的政策重点。Nicolas Colina et al.

（2015）在阐述了数字经济的相关特征之后，考察了法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条件、监管手段，

指出为了防止与数字经济有关的竞争问题，监测免费服务、独家协议和数据可移植性的转换

成本和战略使用至关重要，同时额外的权限将有助于竞争监管机构发挥作用。Naved Hamid 



and Faizan Khalid（2016）考察了巴基斯坦数字经济的政策环境，发现为传统企业设计的现行

税收政策可能是数字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并建议政府根据数字业务的不同性质审查其税收

政策，并做相应调整。钟春平等（2017）通过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对比研究中美数

字经济特征，提出数字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数字经济占比偏低、监管滞后、数字技术尚未充

分发挥等问题仍是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阻力。郑夕玉（2019）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受

资金与技术等因素制约，衍生出高危漏洞、网络攻击等数据安全问题，同时数据品质参差不

齐、法规监管滞后等问题仍较严重。张志乔（2019）、高太山和马源（2020）指出我国的数字

经济暴露出数据开放水平偏低、产业数字化水平待优化、政府治理有待进一步加强、监管体

系需要丰富完善等问题，因此市场与政府应加强合作，打造良好的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何波

（2020）主要聚焦在数字经济的制度体系上，认为我国的数字经济法律监管在系统性、及时

性、科学性以及层级性等方面均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数字经济的统计与评估 

国内外学者及研究机构普遍认为数字经济的统计核算存在诸多困难与挑战。Orlikowski 

W J and Iacono C S（2000）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复杂的新兴现象，无法精确预测或完全可

操作，但可以通过探索数字经济的性质、形式、特征和效果，以一种新的有效方式塑造这一

现象。ONS（2015）指出企业的数字化使数字经济的测度更加困难。HCUK（2016）、IMF（2017）

认为，传统的经济统计方法已不能适用于数字经济。Bukht R and Heeks R（2017）在回顾了

计量挑战之后，估计数字经济占全球 GDP 的占比，指出其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即全球北方在

数字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最大，但增长率在全球南方是最快的。Decker R A et al.（2017）指出

要想更好地衡量数字经济，很大一部分都应该包括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衡量数字经济中未计量

部门的企业活动，并提高计量（即商品生产）部门统计数据的质量，现有的官方统计数据没

有反映与之相关的产出、质量和成本节约的所有变化，低估了其影响。Marshall Reinsdorf and 

Paul Schreyer（2019）重点衡量数字经济中的消费者通胀，指出评估数字产品时可能产生的误

差源对家庭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部分取决于消费篮子中受影响产品的权重。为了计算可能的

误判来源对家庭消费价格指数影响的上限，假设每个受影响产品类别的微观指数存在“最坏

情况”偏差，并根据经合组织国家家庭消费的平均结构应用权重。宫春子和黄俭（2020）指

出因数字经济涵盖多个无法纳入统计核算的新型经济活动，故关于数字经济企业的界定难度

相对较大，其发展规模测算也存在一定困难，因此需要明晰其统计范畴、采用科学的核算方

法加以测度。刘啸宇（2020）以文献回顾的方式，着重研究了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核算范

围和核算内容与方法。金星晔等（2020）在分析讨论了数字经济核算面临的挑战、当前学术

界的主要做法的基础上，提出核算与评估数字经济要经过几个步骤，分别为对数字经济定义、



剖析识别相关经济活动、核算方法、核算结果。陈梦根和张鑫（2020）分别从宏观视角与微

观视角出发，从数字经济核算范围、产品分类、统计指标、数据采集方式等方面讨论了如何

将数字经济融入到宏观经济核算框架中。张艳秋（2020）认为数字经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是

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统计与评估数字经济的一大难点。 

基于此，更多学者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来核算评估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其中，多数学者采用熵值法进行测度评估，如张海鹏等（2020）将数字经济分解为数字

技术发展、数字技术融合两方面，通过选取部分细化指标，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评估。杨路

明和刘纪宏（2020）同样采用熵值法，选取 ICT 应用、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竞争力等方面构

建了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张永恒和王家庭（2020）同样采用熵权法，并以基础设施、发

展潜力、生活应用、生产应用等作为一级指标，构建指标体系。沈运红和黄桁（2020）则重

点选取了数字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科研作为一级指标，运用熵值法测算评估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钱海燕和江煜（2020）用信息产业发展、社会创新能力、电信基础设施、企业电

子化水平四个指标构建数字经济水平测量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加以测算。张予川和秦珊

珊（2021）选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应用三方面指数，采用改进的熵值法来测算

评估长江经济带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顾志兰(2021) 运用熵权法，从经济增长、信息基础设

施、产业融合、创新竞争能力 4 个角度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部分学者还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比较典型的有张伯超和沈开艳（2018），其通过

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定量评估。范合君和吴婷（2020）运用主

成分分析法与专家打分法，选取 4 个一级指标、23 个二级指标，测度评估了数字指标体系。

齐俊妍和任奕达（2020）在界定数字经济发展内涵基础上，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竞争

力、制度环境为代表性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定量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杨慧梅和江璐（2021）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还有学者用其他方法测度评估，如王宇霞（2019）认为数字经济主要包含四大基础性指

数，分别为基础指数、环境指数、产业指数与融合指数。姜雯雯等（2019）充分整理总结了

有关测度数字经济规模的方法，最终选用接受程度较高的对比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

析。王庆喜等（2020）选取数字金融、数字应用、数字产业三个作为一级指标，测度数字经

济发展指数。单志广等（2020）以三元空间理论为基础，选取了多个三级指标，由此构建数

字经济指标体系。刘军等（2020）参考 NBI 指数权重确定方法，对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

的各指标进行赋权。余丽和冯瑶（2021）则在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数

法对其测度评估。 



（五）数字经济的影响 

有关数字经济的影响或效应研究，主要包括对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对高质量发

展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四类研究。其中，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主要基于实证层面，而对高质量发展研究多为理论分析。 

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明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肖国

安和张琳（2019）以技术创新为研究视角，选取中国 30 个省份在 2007-2016 年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确实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且其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显著。蔡昌等（2020）选用中国 29 个省份在 2008-2016 年的面板

数据，测算评估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产出效率；研究显示，其产出效率之间有较大的差异。

杨慧梅和江璐（2021）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且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等手段来实现。邱子迅和周

亚虹（2021）选取中国各省市在 2013-2017 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广义 DID 模型，实证检验了

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确实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且其影响

效果主要反映在欠发达地区。 

关于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沈运

红和黄桁（2020）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三种因素均能优化产业结构，且数字技术发挥的正向作用最大。李晓钟和吴

甲戌（2020）、李英杰和韩平（2021）首先测算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水平，然后

采用脉冲响应模型、PVAR 模型、系统 GMM、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研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其影响具有

区域异质性。 

关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通过理论分析一致认为数字经济能通过

多渠道多途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Carlsson（2004）认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创造新生事物，

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OECD（2014）研究指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生产效率、创新效率等方

面的效率提升，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丁志帆（2020）认为数字经济能通过规模经济、范

围经济等特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能通过产业关联、产业创新、产业融合，助推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数字经济能基于技术创新效应、技术扩散效应，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张

鸿等（2020）重点从数字基础、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人才等方面，研究了数字经济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唐要家（2020）指出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性，以及其产生的

消费者剩余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王佳欣（2020）认为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

有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未来应着重加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数字经济对就业、区域一体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地区差异等



因素的影响。Derrick L. Cogburn and Catherine Nyaki Adeya（2001）通过对全球数字经济对南

非的影响和前景的案例分析，探讨全球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研究认为，四个因素是理解数

字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关键，分别是技术水平、政策和监管框架及举措、人力资源能力

和收入分配以及国家应对巨大的全球和国内进程的战略方针，并指出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不

足仍然是一个障碍。Junmo Kim（2006）将数字经济视为现有旧经济的连续体，将数字设备

制造业视为数字基础设施，采用韩国银行 1989 年至 2000 年期间的数据研究韩国数字经济基

础设施的供需侧发展模式，以呈现数字经济增长的动力。研究结果表明，韩国 IT 部门的发展

有着独特的机制，而政策措施与促进其他部门的发展大体相同。Andy Crabtree（2016）从社

会学角度探讨了数据保护法规及其与利用或“交易”个人数据的数字技术设计的相关性。从

这个角度看，欧洲和美国拟议的数据保护法规试图通过新的法律框架，将数据处理中的代理

权和控制权转移到个人身上，从而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参与者的这种新的经济行为能够实现。

唐杰英（2018）以以往数字经济测度研究为基础，从电子商务、信息通信技术、宽带普及率

等方面，研究数字化转型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宫瑜（2019）基于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

损失效应的理论分析，采用 VAR 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其具有

正向促进作用。李向阳（2019）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集中度特性，且对消费者福利产生一定

的负面效应。王庆喜等（2020）选取中国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在 2011-2018 年的面板数据，

通过计量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长三角

一体化的发展。丛屹和俞伯阳（2020）选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静态面板 OLS、动态面

板 GMM，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能提升劳动力市场

的配置效率，但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段博等（2020）选取中国 284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

具有直接的负向效应。 

（六）数字经济创新与治理 

1. 数字经济创新 

关于数字经济创新研究，国内学者多就其创新路径进行了探讨分析。金伟林和吴画斌

（2019）认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四条路径进行创新发展，其分别为形成数字经济发展核心优

势、强化创新人才建设、打造数字转型标杆企业、营造良好的数字发展环境。张森等（2020）

指出数字经济需要将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相结合，助推其创新发展。

任本燕（2020）认为数字产业化、政府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新生态、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 

国外学者关于数字经济创新研究重点放在了知识产权方面。如，Carmen Nadia CIOCOIU



（2011）探讨了罗马尼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演变，研究表

明，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影响非常重要，其能够在数字经济引起的变化中改变

相关法规。Penny Pritzker（2014）指出版权保护是创意服务和产品的基础，有助于推动美国

数字经济的大部分发展；数字发行和消费者友好型设备的激增，使美国消费者在如何访问和

享受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选择；但也存在一个新的问题，即如

何确保版权法继续在保护创造性作品和维护信息自由流动的利益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 

2. 数字经济治理 

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研究学者指出我国数字经济治理存在治理能力不足、监管体系滞

后、平台垄断现象突出等问题，因此应加快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如，Wolfgang Kerber 

and Severin Frank（2017）为“数据治理制度”制定了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认为“数据治

理制度”可以被视为一整套法律规则和权利，涉及在特定部门或环境中收集/生产、处理、存

储、使用/分析、保护、访问和交易数据等。马源和马骏（2019）认为我国的数字经济治理面

临多重挑战，未来需要从协同治理、体制变革、完善监管、强化数据立法、政府数字化转型

五方面加以改进。熊鸿儒（2019）指出我国数字经济治理问题突出，监管与执法体系有待进

一步完善，因此应加强数字经济的反垄断管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杜庆昊（2020）认为我

国数字经济治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治理能力欠缺，而协同治理则是治理新趋势，其主要通过

主体协同、关系协同、机制协同三方面实现。此外，杜庆昊（2020）还将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与治理理论相结合，以防范数字经济风险为目标，提出要打破传统监管模式，强化多元治理

与协同治理。欧阳日辉（2020）指出中国的数字经济治理主要存在六点问题，分别为数据确

权不明晰、数据治理问题待解决、制度体系滞后、数字鸿沟突出、传统治理模式落后、平台

治理混乱等。 

二、经济增长相关研究 

经济增长研究存在一条明显的变化趋势线，一开始注重从数量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即先

分析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后逐步侧重经济增长实证层面研究；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学术界

将经济增长研究视角由数量层面转向质量层面，更加强调经济增长的全面性。 

（一）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史 

多数学者就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轨迹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中，梁中堂和翟胜明（2004）、

虞晓红（2005）、张德生和傅国华（2005）、佘时飞（2009）、张志勇和王丽瑜（2009）、高薇

（2011）、郑予洪（2013）、马晓琨（2014）、袁正（2016）、连玥晗（2019）、刘伟和范欣（2019）、

严成樑（2020）从经济学演化的视角，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多元化发展进行了详细分析，



并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思路、模型核心设定、技术性分析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刘建

党（2006）以经济增长源泉为研究视角，通过历史分析，将经济增长理论分为资本决定论、

人力资本论、技术进步论等。蔡昉（2013）则认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刘易斯转折点、刘易

斯二元经济发展、新古典增长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阶段。谢丹阳和周泽茜（2019）以生产函

数演变为研究基础，重点分析了资本积累、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的异同。张璇（2020）

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分别为高速发展理论、生产资料优

先理论、增长方式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 

（二）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吴易风（2003，2007）主要就其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探究。杨继国（2010）认为资本有

机构成提高是引发经济周期与危机的直接原因，因此只有让宏观经济增长率与不变资本和可

变资本的增长率一致，才能保证可持续增长。唐国华和许成安（2011）认为收入增长率与工

资增长率维持不变，是经济均衡增长的重要实现条件。李海明和祝志勇（2012）采用动态最

优法构建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王成进（2018）通过回顾马克思需求理

论，将人的需求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并将即消费需求、货币需求、需求的

激励与约束劳动需求纳入其中。王智强（2020）指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在加入剩余价值国

际转移后，剩余价值国际转移率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 

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潘士远和史晋川（2002）重点介绍了内生经济增长的凸性、外部性，以及劳动分工等与

经济增长相关的模型。胡永远和杨胜刚（2003）认为加入技术的内生增长理论虽然构建了内

生增长的微观基础，但却引发了规模效应。殷德生（2004）以内生技术进步、要素积累等问

题为研究重点，综述了以往在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文献。王双和陈柳钦（2012）

在回顾总结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创新、收敛、半内生增长理论等。杨依山等（2013）

首先详细剖析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然后提出该理论中的增长率由其模型的内生

变量所决定。 

3. 其他经济增长理论 

温易明（2016）指出哈耶克经济模型研究，提升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度。刘骏民和

刘晓欣（2016）提出了以产业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能直接加快经济增长的关键

机制有金融创新、技术进步、制度因素等。蓝裕平（2020）则在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

通过剖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指出技术进步、农业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等是驱动经济



增长的关键。 

（三）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目前学者认为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丁志国等（2012）实证检验了要

素配置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何小钢和张

宁（2015）采用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研究显示，技术进步引发的效

应最大。封永刚等（2017）选取中国 1978-2015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要素增强型 CES 生产函

数，研究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结果表明，有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

大、最显著。史歌和郭俊华（2020）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的动力来源；研究显示，技术进步在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熊瑛

（2020）采用空间计量相关理论，实证检验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以及影

响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结果显示，技术进步不仅与经济增长空间自相关，而且其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最大。 

2. 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 

也有学者认为生产要素尤其资本要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刘瑞翔（2013）在

绿色增长核算模型基础上，测算评估了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显示，要素投入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李平等（2013）选取中国在 1979-2010 年

的省级、总体面板数据，采用索洛余值法、纯要素生产率法测算评估了中国省级、总体的生

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董敏杰和梁泳梅

（2013）、梁泳梅和董敏杰（2015）选取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框架，测算评估各生

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结果显示，资本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来源。杨新荣

等（2020）选取中国 1994-2017 年的相关数据，采用新经济增长模型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测度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结果显示，物质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 

此外，部分研究文献进一步指出，资本投入中的人力资本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其产出弹

性远大于物质资本。Belton Fleisher et al.（2009）研究了中国经济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结

果显示，人力资本能促进人均产出增加、推动 TFP 增长；其中，高人力资本的边际效应更突

出；最终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将是缩小中国地区差距的有效政策，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

手段。Mohaghegh M and Grler A（2020）考察了在跨国背景下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

展的相互依赖关系，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是促进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对中等



收入国家而言，金融发展相对更为重要。云喆等（2020）选取国家层面的相关数据，采用相

关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人力资本能加速经济增

长，但其影响呈递减态势。黄依梵等（2020）选取 143 个国家在 1990-2014 年的面板数据，

研究比较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产

出弹性高于物质资本。周海针（2020）选取湖北省在 2002-2018 年的面板数据，测算研究人

力资本、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明显高于

物质资本。Dimitar Eftimoski（2020）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

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经合组织国家增长更快。 

3.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当前的文献研究均指出，产业结构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关于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

长的效应大小，学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向

影响。如，李翔和邓峰（2019）从地理空间角度出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产业结

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

效果，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为正向。 

也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如，赵今朝和龚唯平（2009）修正以往学者的

经济增长理论模型，通过产业结构系数来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

结构升级能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还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弱。于斌斌（2015）选取中国 285

个地级市在 2003-2012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产业结构、生产率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结构服务化调整致使经济结构性减速。孙叶飞等（2016）

通过相关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产业结构变

动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其促进作用却呈减弱趋势。 

4. 需求变动与经济增长 

关于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一致认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纪明（2010）在索

洛增长模型基础上，实证研究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

直接的促进作用。王俊杰（2014）选取中国各省市在 1979-2013 年的面板数据，着重研究需

求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需求变动能助推经济增长，且其在东部与中部地区表

现尤为显著。胡晓辉和马立行（2020）选取苏浙沪皖 41个地级市、长三角 26个城市在 1995-2017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固定效应与 Arellano-Bond 方法，研究需求变动的经济效应；研究显

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较为明显。 



5.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学术界认为，制度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Zelner B A and Henisz W J（2000）

从一个简单的政治互动空间模型中衍生出一种新的政治制约措施，包含了关于拥有否决权的

独立政府部门数量以及这些部门之间和内部偏好分布的信息，通过使用简单的普通最小二乘

法、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技术，发现衍生变量对增长率具有统计和经济上的显著

影响。王军等（2013）采用宏观生产函数，计算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显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何雄浪和杨盈盈（2016）选取中国各

省市在 2000-2012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混合、面板分位数等不同的计量回归方法，

实证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好的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能产生显著的正向促

进影响。 

其中，部分学者就制度中更细小的领域进行了研究，指出供给侧改革对推动经济增长起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海年（2014）认为供给侧层面的制度供给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则在生产函数基础上加入知识部门，分析研究新要素

供给在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要素供给能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江小国和刘

凤芸（2017）分别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在供给侧变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详尽剖析，并

采用稳态增长模型，测算评估了其影响效果；最终指出，供给侧变革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 

6.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方面，国内学者认为国际贸易能促进经济增长。王美昌和徐康宁

（2016）选取了 8 个实际经济变量，以“一带一路”相关的 51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

两者之间的贸易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一

定的均衡关系。陈继勇和陈大波（2017）以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为研究对象，实证

检验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双方的经济增长受贸易开放度大小、经

济自由度大小的影响，且经济自由度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贸易开放度。 

与国内研究结果不同，部分国外学者认为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无直接促进作用甚至有负

向作用。如，Eri M N and Bülent Ulaan（2013）实证研究了 1960-2000 年间各国贸易开放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与以往的许多跨国增长研究不同，其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开放性与长期经

济增长有直接的强劲关系这一观点；相反地，其认为与通货膨胀和政府消费相关的经济制度

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Ernest Kay Bakpa et al.（2021）采用加

纳 2000-2019 年经济年度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创新和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

果表明，创新、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联；进一步使用完全修



正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动态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长期协整参数，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创新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7. 对外投资与经济增长 

关于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的关系，多数学者指出对外投资能促进经济增长。Nair-Reichert 

U and Weinhold D（2010）重点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研究结果与传统方

法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在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率方面的效力虽然在各国之间存

在差异，但在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中更显著。马立军（2014）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GMM），

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经济增长，但由

此造成的技术外溢会影响其贡献度。潘雄锋等（2016）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科技创新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研究显示，对外直接投资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且其竞争效应、逆

向技术溢出效应也能间接促进经济增长。Najeeb Muhammad Nasir et al.（2017）通过采用向量

自回归（VAR）和修正的 Granger 模型，解释和建立 1970 年至 2015 年期间沙特阿拉伯境内

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Johansen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变量之间

不能建立长期协整关系，VAR 在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建立了联系；格兰

杰因果关系检验也证实，经济增长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这是从经济增长到对外直

接投资和金融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Suryani Magdalena and Rony Suhatman（2020）以 1990-2019

年的时间序列二次数据为基础，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图书馆方法收集变量数据，探

讨政府支出、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对中加里曼丹第一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支出、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同时对第一产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和积极作用。Nabyonga 

Barbra and Hina Nawaz（2021）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外直

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与 GDP 之间存在单边关系，且对外直接

投资导致 GDP 增长。 

但也有学者认为对外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直接或不明确的关系。如，Maria 

Carkovic and Ross Levine（2002）通过采用相关统计方法，重新评估了经济增长对对外直接投

资的影响，其在解决了困扰过去工作的偏见之后；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外生成分并没有

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劲的影响。Laura Alfaro et al.（2003）利用 1975-1995 年的跨国数据，对对

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经济增

长方面起着不明确的作用。 

8. 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 

Cristina Checherita-Westphal and Philipp Rother（2012）以欧元区国家为研究对象，实证分

析政府债务对人均 GDP 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影响，且存



在转折点；若超过该转折点，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对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Thomas Herndon 

et al.（2013）也研究了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公共债务负担超过 GDP

的 90%会持续降低 GDP 增长。 

9.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Brock K A and Doucette W R（2004）回顾了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开

发了四个简单的增长模型，以确定产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特征，分析了减排技术进步、强化

减排、国民产出构成变化和诱导创新的某种组合对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性，研究了采用任何一

种机制的增长模型如何产生其他可能反驳的减排成本预测、污染水平或排放强度。Ugur 

Soytasa et al.（2007）研究了土耳其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费之间的长期格兰杰因

果关系，并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量和劳动力进行了控制；研究结果显示，碳排放是导致能源消

耗的格兰杰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收入和排放之间缺乏长期因果关系可能意味着要减少碳

排放，土耳其不必放弃经济增长。 

10.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冯剑锋和陈卫民（2017）选取中国 31 个省市在 1990-2012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能加快推动经济增长。肖祎

平和杨艳琳（2017）利用中国 1987-2015 年期间的人口普查数据，实证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为 14.69%。陈彦斌等

（2019）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加入老龄化、人工智能等因素，分析人工智能在老龄

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中起着怎样的作用；结果发现，人工智能能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

经济负作用。 

11. 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 

Pak Hung Mo（2001）从新的角度探讨了腐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对腐败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以及传播渠道的重要性进行了定量估计；研究发现，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中，腐败水

平增加 1%会降低约 0.72%的增长率，即腐败指数增加 1 个单位会降低 0.545 个百分点的增长

率。Michael Bleaney and Akira Nishiyama（2002）在 1965-1990 年的跨国样本中调查收入不平

等是否会影响后续经济增长，结果为负；然后研究了同一时期收入不平等的演变及其与增长

的关系，结果显示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趋同，并且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趋同速度要快得多。

Pucher J et al.（2006）对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城市交通进行了比较概述，

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城市交通危机源于持续的人口增长、城市化、郊区扩张、收入增加以及汽

车拥有量和使用量飙升；同时，通过对每个国家的政府政策进行批判性评估，指出应减少大



规模道路投资，并将重点转向扩大和改善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设施；中国和印度应该限

制拥挤市中心的机动车使用，并增加税收、费用和收费，以反映机动车使用的巨大社会和环

境成本；应该对制造商实施更严格的法规，以生产更清洁、更节能、更安静、更安全的汽车、

摩托车、公共汽车和卡车。Eswar S. Prasad et al.（2007）记录了资本从非工业国家向工业国

家“上坡”流动的现象，并分析了这种资本流动模式是否损害了出口资本的非工业经济体的

增长；研究发现，非工业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减少对

外国资本的依赖与更高的增长相关。Nina Czernich et al.（2009）通过研究宽带基础设施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工具变量模型从逻辑扩散模型推导出其非线性第一阶段，其中用

已有的语音电话和有线电视网络预测最大宽带渗透率；结果显示，高水平的宽带普及率能提

高人均 GDP 增长率。Mankiw N G 和 Reis R（2010）检验了索洛增长模型是否与生活水平的

国际变化相一致，同时还考察了索洛模型对生活水平趋同的影响，即贫困国家的增长是否比

富裕国家快等问题。Obiamaka P. Egbo and Chinwe R. Okoyeuzu（2013）使用从 1971 年到 2008

年（38 年）按当前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自然对数和电力生产的年度时间序列变

量，研究了经济增长和电力基础设施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电力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单向关系。 

（四）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是对经济增长更全面的描述，其不仅关注数量层面的经济增长，而且更强

调增长质量。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多以实证为主，且主要聚焦在以下四方面。 

1. 经济增长质量测算评估 

叶初升和李慧（2014）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测算评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及

其东、中、西地区的发展差异。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评估了中

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范金等（2017）从理论层面指出要提高增加值率门槛上限，

同时实证检验了中国增加值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果。 

2. 经济增长质量与城镇化 

当前学者研究认为，城镇化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齐红倩等（2015）、彭宇文等（2017）

选取中国在 1996-2013 年的城镇化数据，实证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显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的是，齐红倩等（2015）认为其促进

作用逐渐减弱，彭宇文等（2017）认为传统城镇化的促进影响是非线性的，新型城镇化的促

进影响是线性的。何兴邦（2019）选取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质

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城镇化能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 



3. 经济增长质量与环境规制 

黄清煌和高明（2016）选取中国 30 个省市在 2001-2013 年的相关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陶静和胡

雪萍（2019）采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

环境规制能通过改良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可持续问题，进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4. 经济增长质量其他研究 

刘燕妮等（2014）研究了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整体

结构呈失衡状态，且失衡水平逐步恶化。白俊红和王林东（2016）通过构造创新驱动指标体

系，实证研究了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质量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中国整体及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但在中部不显著，西部表

现为负向影响。魏婕等（2016）选取中国省际在 1998-2012 年的面板数据，在理论层面分析

基础上，实证检验地方官员行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关

联效应。 

三、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主要包括理论层面的定性分析

和国际与地区层面的实证检验两类。虽然分析方法不同，但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数字经济

能促进经济增长。 

（一）定性分析 

定性分析方面，Martin F M（2009）指出经济危机对经济和经济发展产生强烈了影响，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可以应对与商业相关的气候变化影响；其中，发展数字

经济的第一步是在商业中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目标是中小企业部门，因为中小企业是

GDP 的主要支持者；其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营业额、竞争、合作和扩大市场对中小企业

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Tai-Yoo Kim et al.（2011）研究了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

原因和模式，指出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主要有三点，分别是 ICT 与传统产业

融合提高了效率、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生产函数规模回报率不断增加、ICT 的发展通过刺

激需求和供给以及整个扩张的再生产系统加快了经济增长。Settapong Malisuwan et al.（2016）

认为新的数字生态系统主要围绕移动宽带数字内容展开，社交网络和在线商务是移动生态系

统中集成了大量服务的几个例子；移动生态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移动宽带网络、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和各种支持设备的可用性和可承受性，以确保广泛普及；其不仅为拥有高信通

技术技能的发达国家提供了巨大的优势，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和没有联系的人口更是如此；因



此通过利用以往的国际经验，研究指出为了刺激规模经济，促进兼容设备的可承受性，并确

保高质量的移动宽带，强烈建议为 4G 分配频谱，并为监管机构准备 700MHz 数字红利频带

分配。Ugli A M et al.（2020）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数字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的关键因素。唐要家（2020）从宏微观视角出发剖析数字经济，提出数字经济具有的规

模经济性等特征，加快了数字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方面，陈福中（2020）选取“一带一路”沿线的 53 个国家在 2007-2016 年的面

板数据，在数字经济理论分析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显

示，数字经济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在开放条件下尤为显著。张予川和秦珊珊（2021）选取长

江经济带周围 11 个城市在 2010-2019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有效推动区域的经济增长。 

（三）其他相关研究 

现阶段，在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实证研究，更多地聚焦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

长、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电子商务与经济增长等数字经济更细化的指标上。 

其中，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学者一致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

正向促进作用。张勋等（2019）、张春海（2019）、晏鸿萃和刘成杰（2020）等学者测算评估

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能推动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王

永仓和温涛（2020）、钱海章等（2020）通过采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模型、双重差分等计量

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

面影响。 

在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增长方面，研究表明其技术水平能明显提升经济增长水平。蔡跃

洲和张钧南（2015）指出 ICT 主要通过渗透效应、替代效应两种方式来影响经济增长。孙穗

和朱顺和（2020）通过运用相关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的信息通信技术水平（ICT）对东盟国

家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ICT 能显著促进东盟经济增长。 

此外，Anitesh Barua et al.（2001）关注电子商务的宏观经济效应，即数字商务如何影响

整个经济，研究了总体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及其与电子商务框架的关系，并提出了数字经济

中的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新兴的数字经济的增长为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经济基础。 

四、文献述评 

以往文献在数字经济、经济增长等单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全面，其既有理论层面的定性



分析，又有实践层面的实证检验，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效用，但仍有不足之处。

如，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尤其是从理论与实证双重层面研究数字经

济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偏少。虽然已有文献中有关于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的研究，

但多以理论层面为主，缺乏实证支撑；而实证层面的研究却以数字经济更细化的指标影响经

济增长居多，完全聚焦在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实证研究很少。 

为充分论证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下一步可选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的分析方法，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有效结合起来。即，首先集中在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的

理论层面研究，然后进一步构造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论证评估数字经济对中国经

济增长的影响水平与传导路径，由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这一方面能进一步丰富数字

经济理论体系，同时也可尝试从实践层面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决

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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