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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姜　琪，刘　欣

（山东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文章选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我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平台经

济与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均有促

进作用，但这一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交互效应，平台经济对技术创新的促 进 效 应 弱 于 技 术 创 新 对 平 台 经 济 的 促 进 效 应；平 台 经 济 与 技 术 创 新

的交互效应可以显著推动产业结构 升 级。为 进 一 步 发 挥 平 台 经 济 和 技 术 创 新 对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的 促 进 效

应，政府部门要以技术创新引领平台经济发展、完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加大平台经济和技术创新的融合

去缩小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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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但 当 前 产 业 结 构 不 合 理、供 需 矛 盾 突

出、区域经济 发 展 不 均 衡 等 结 构 性 问 题 严 重 制

约经济发展 的 质 量 与 速 度，对 中 国 经 济 高 质 量

发展构成了 挑 战。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强 调，高 质

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

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

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加

快建设现代 化 经 济 体 系，推 动 经 济 实 现 质 的 有

效提升和量 的 合 理 增 长。因 此，加 快 推 进 经 济

结构战略性 调 整、着 力 促 进 经 济 结 构 性 潜 能 释

放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平台经

济是在全球数字化和信息化大背景下迅速兴起

的新经济模 式，目 前 最 为 成 功 的 企 业 大 多 具 备

平台属性［１－２］。后疫情时代，传统模式下的产业

举步维艰，而平台模式下的教育、医疗、电商、交

通等产业却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在《平台经济与竞争政策观察（２０２１）》中发

布，截至２０２０年 末，医 疗 类 平 台 市 值 增 速 高 达

７１６％，教育 类 平 台 市 值 增 速 达１４６％，生 活 服

务类平台市值增速达９８．５％。平台经济作为一

种新经济模 式，通 过 云、网、端 等 新 型 基 础 设 施

促进传统产 业 与 互 联 网 的 深 度 融 合［３］，通 过 带

动业态发展 促 进 产 业 结 构 向 第 三 产 业 倾 斜，在

优化资源配置［４］、缓解市场扭曲问题［５］、推动产

业机构升级和促进新经济增长点形成等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 用。在 加 快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着 力

推动经济高 质 量 发 展 背 景 下，平 台 经 济 应 成 为

推动产业结 构 升 级 的 关 键 要 素 之 一，成 为 构 筑

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
自熊彼特提 出“创 造 性 破 坏”理 论 以 来，国

内外学 者 围 绕 技 术 创 新 对 传 统 产 业 的 改 造 升

级、对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对产业结构演进等

进行了研究。众 多 研 究 发 现，技 术 创 新 是 推 动

产业结构优 化 调 整 的 关 键 因 素，对 产 业 的 全 球

竞争力和地 位 提 升 具 有 重 大 影 响 力［６］，技 术 创

新对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具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促 进 作

用［７］，技术创新 通 过 推 动 行 业 效 率 变 革 从 而 实

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平台通过信息

技术投资，可 以 带 来 效 率、技 术、全 要 素 生 产 率

以及盈利能力的全面改善与优化提升［８］。作为

促进 行 业 持 续 增 长 与 技 术 进 步 的 内 在 驱 动

力［９］，平台经济 通 过 互 联 网 可 以 突 破 物 理 时 空

约束，延展 经 济 时 空［１０］，降 低 企 业 搜 寻 成 本 与

交易成本，提 升 企 业 之 间 的 分 工 水 平［１１］，新 技

术的不断开发以及现有技术的创新应用为平台

经济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并展现出强大发展潜

力［１２］，也 提 升 了 企 业 的 生 产 效 率 与 创 新 水

平［１３］。电子商务平台的 发 展 催 生 了 智 能 车 间、
智慧物流的 发 展 与 壮 大，为 提 升 资 源 配 置 效 率

提供了高效 的 数 字 化 环 境；数 字 化 平 台 增 强 了

研发人员的 交 流 频 率，为 技 术 创 新 构 建 了 人 才

交流平台；数 字 金 融 可 以 有 效 缓 解 中 小 企 业 的

资金约束，为突破研发瓶颈、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注入资金支持。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演进优化是

技术创新升 级 的 结 果，企 业 可 以 通 过 外 部 获 取

与内部开发的方式提升技术创新水平［１４］，借助

数字技术可 以 有 效 提 升 数 据 信 息 价 值，使 企 业

获得交易决策所需的关键信息，创造数字红利，
全面提升经济效率［１５］，实现行业的生产效率变

革和优 化 产 业 结 构［１６］。充 裕 的 资 金 是 实 现 技

术创新的基 础，金 融 领 域 的 技 术 创 新 在 促 进 第

一、二产业比重降低的同时，也促进了第三产业

比重的 提 升，从 而 促 进 了 产 业 结 构 转 型 升 级。
另外，技术创新活动可以吸引资本投资企业，为

企业转型升级注入动力［１７］。
平台经济与 技 术 创 新 的 融 合，本 质 上 是 新

经济模式与 新 生 产 要 素 的 融 合。那 么，平 台 经

济与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交互效应能否有效促

进我国产业 结 构 升 级？这 些 问 题 的 答 案，对 我

国进一步推 进 产 业 结 构 升 级，实 现 经 济 高 质 量

发展具有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基 于 此，本 文 基 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全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

据，通过熵值 法 计 算 各 省 级 行 政 单 位 的 平 台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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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水平，构 建 双 向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去 检 验 平

台经济、技术 创 新 以 及 二 者 的 交 互 效 应 对 产 业

结构升级的 影 响。区 别 于 既 有 文 献，本 文 可 能

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从省级行政单位层面测

度平台经济 发 展 和 产 业 结 构 升 级，有 助 于 更 深

入探究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

其区域异质 性；其 二，将 平 台 经 济、技 术 创 新 和

产业结构升 级 纳 入 同 一 研 究 框 架，为 利 用 平 台

经济和技术创新助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二、机制分析与假设提出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

结构从 低 水 平 向 高 水 平 的 协 调 转 变，使 第 一、
二、三产业 间 的 比 例 更 加 合 理 化。产 业 结 构 升

级是衡量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关 键 指 标，是 生 产

力发展规律 的 客 观 体 现，包 括 产 业 结 构 合 理 化

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产业结构合理化

是指资源在 不 同 产 业 间 的 协 调 利 用 程 度，是 第

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最终追求目标。产业

结构高级化是指经济发展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

二、三产业转移并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状态，体现

第一、二、三产 业 结 构 的 演 变 过 程，是 产 业 结 构

合理 化 的 必 然 结 果。通 过 分 析 我 国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后发现，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

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

重持续上升且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占比均超过５０％，
说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成效渐显。

（一）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我国平台经济已由最初以电商平台为主的

单一经营主体向涵盖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产

业主体发展。平台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路

径主要有两 条：一 是 平 台 经 济 能 够 提 升 产 业 内

的资源配置水平，缓解产业间的资源错配，从而

优化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平台经济通过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可以实现传统服务业供

需快速匹配，提升传统服务业的专业化、个性化

和精准化服 务 能 力，提 升 产 业 内 的 资 源 配 置 水

平，不同产业 通 过 数 字 化 平 台 可 以 实 现 线 上 线

下融合发展，从而缓解产业间的资源错配，优化

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互联网为传统产业提供

了优质、便捷和高端的网络技术，平台企业借此

数字技术，可以优化生产方式、经营模式和管理

模式，实现数据共享与信息交互，加快创新技术

的溢出，提升产业整体运行效率，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平 台 经 济 能 有 效 降 低 企 业 搜 集 信 息 成

本、拓展交易 渠 道、缩 短 交 易 时 间、提 升 交 易 效

率，从而扩大企业边界，促进传统产业从较低附

加值向 较 高 附 加 值 转 变［１８］。二 是 平 台 经 济 通

过减少产业 之 间 的 信 息 不 对 称，实 现 产 业 之 间

融合发展，进 而 推 动 产 业 结 构 升 级。平 台 经 济

通过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优势，将原本孤

立、分散的产业融合在一起，打破时间与空间限

制，推动产业 间 形 成 更 高 质 量 的 关 联 协 作 和 跨

界融合的发展格局。平台经济引致的一系列新

业态和新模式，有利于激发消费需求，推动经济

由投资驱动 转 向 消 费 驱 动，推 动 经 济 向 第 三 产

业转移，从 而 优 化 产 业 结 构，实 现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平台经济作 为 一 种 新 经 济 形 态，对 促 进 产

业结构升级 和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影 响。
但中国国 土 辽 阔，区 域 之 间 经 济 水 平、要 素 禀

赋、政策制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东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

高级化有不同的影响［１９］，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更为显

著［２０］。平台经济的发展存在东西、南北发展不

平衡，产业 协 同 创 新 效 率 不 高 等 问 题［２０］，不 同

区域间的产业资源配置水平和产业融合发展水

平存在差异，因此，平台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

的效果也存在区域异质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１：平台经济 能 够

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存在区域异质性。
（二）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技术创 新 是 推 动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的 关 键 因

素，对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有重大影响。一方面，
技术创 新 通 过 赋 能 产 业 效 率 促 进 产 业 结 构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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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平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化数字技术的

创新。信息技 术 创 新 可 以 促 进 以“互 联 网＋流

通”为代 表 的 平 台 企 业 日 益 壮 大，效 率 不 断 提

升，影响力 逐 渐 扩 大。随 着 不 同 产 业 平 台 影 响

力的逐渐扩 大 和 平 台 模 式 的 创 新，技 术 创 新 范

围在不断扩大，技术创新水平在不断升级，产业

效率在不断提升。创新的产业平台模式与新一

代信息技术 的 有 机 融 合，促 使 平 台 经 济 与 技 术

创新成为一 个 动 态 互 补 的 系 统，可 以 协 同 促 进

产业效率提 升。另 一 方 面，技 术 创 新 通 过 助 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欠发

达地区，数字 普 惠 金 融 促 进 了 产 业 的 资 本 获 得

性，能缓 解 产 业 融 资 困 境，优 化 产 业 规 模 和 效

率，调整产业结构，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

构高级 化 注 入 动 能，从 而 推 动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例如，小微借 贷 平 台 降 低 了 借 贷 门 槛 和 信 息 不

对称，能够为 产 业 注 入 充 足 的 资 金 和 提 供 便 捷

的信息咨询，从 而 促 进 产 品 及 其 他 要 素 在 产 业

间和产业内合理流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２：技术创新 能 够

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三）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二者交互对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

平台经济的去中心化特征显著加深了不同

产业间的联接程度。信息技术创新提升了平台

企业的数据 优 势，平 台 企 业 可 以 利 用 数 据 优 势

开展有针对 性 的 技 术 创 新，平 台 经 济 与 技 术 创

新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平台企业通过平台经济

与技术创新的有效契合，可以获取最大生产率。
数字化应用要求平台企业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

能力与大数 据 分 析 能 力，而 当 前 产 品 架 构 创 新

与系统平台创新正在成为决定企业技术竞争力

和产业链分工地位的关键［２０］，信息技术的完善

可以提升企 业 技 术 创 新 的 自 主 性，扩 大 企 业 的

经营边界。当 前，数 字 化 平 台 正 逐 步 从 以 信 息

共享和商品营销为主向研发、制造、运营管理等

多个产业链 渗 透 的 趋 势，这 种 趋 势 对 激 发 消 费

需求，助推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深刻意义。平台经济与技术

创新融合带 来 的 交 互 效 应，不 仅 促 进 产 业 结 构

合理化，而 且 促 进 产 业 结 构 高 级 化。知 识 积 累

是技术创新 的 基 石，商 业 化 应 用 是 技 术 创 新 的

实践，具有高 水 平 技 术 创 新 的 商 业 化 应 用 能 促

进产业效率的提升。平台经济是技术创新商业

化应用的典范，而以云计算、互联网为核心的新

型技术拓展了技术创新商业化应用的广度和深

度，可以与不同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从

而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因

此，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融合带来的交互效应，

能驱动产业 技 术 创 新 系 统 优 化，加 快 产 业 技 术

创新的商业化进程，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３：平台经济 与 技

术创新二者交互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及指标测度

１．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 量 为 产 业 结 构 升 级（ＩＳＵ），包 括

产业 结 构 合 理 化（ＩＳＲ）与 产 业 结 构 高 级 化

（ＩＳＨ）两个维度。参考于斌斌的研究思路［２１］，

省级行政单位的产业结构合理化（ＩＳＲ）用泰尔

指数的倒数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ＩＳＲ＝１／∑
ｎ＝３

ｊ＝１

Ｙｉｊｔ
Ｙｉｔ（ ）ＬｎＹｉｊｔＹｉｔ（ Ｌｉｊｔ

Ｌｉｔ） （１）

其中，ｔ表示年度，ｉ表示省级行政单位，ｊ＝
１，２，３，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Ｙｉｊｔ表示ｉ省级

行政单位第ｊ产业在ｔ年的国内生产总值，Ｙｉｔ表

示ｉ省级行政单位在第ｔ年的国内生产总值，Ｌｉｊｔ
表示ｉ省级行政单位第ｊ产业在ｔ年的就业人员

数，Ｌｉｔ表示ｉ省级行政单位在第ｔ年的就业人员

总数。

现阶段，我国 平 台 经 济 主 要 以 带 动 第 三 产

业发展为主，第 二 产 业 与 第 三 产 业 的 比 值 可 以

清晰反映经 济 结 构 的 服 务 化 倾 向。因 此，借 鉴

干春 晖 等 的 研 究 范 式［２２］，产 业 结 构 高 级 化

（ＩＳＨ）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

比测度，如果比值呈上升趋势，说明产业结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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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化进程在加速。

２．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平台经济发展（Ｐｌａ）和 技

术创新（Ｉｎｎ）。
（１）平台经济发展

参考郭吉涛、许宪春等的方法［２３－２４］，选取人

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电子商务交易水平、开

展电子商务 交 易 活 动 的 企 业 比 重、金 融 数 字 化

水平、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固定投资水平５项 基

础指标构建平 台 经 济 发 展 指 标 体 系（如 表１所

示），从 而 测 度 省 级 行 政 单 位 的 平 台 经 济 发 展

（Ｐｌａ）。互联网是平台经济运行的重要载体，互
联网接入流 量 是 互 联 网 宽 带 接 入 数 量 的 结 果，

人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可以有效反映区域移

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互联网使用活

跃程度。目前，我 国 平 台 经 济 发 展 仍 以 电 商 平

台为主体，电 子 商 务 交 易 额、电 子 商 务 采 购 额、

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占当地企业总数的比重

３项数据可 以 反 映 平 台 经 济 的 交 易 水 平［２５］，能

有效衡量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水平。电子商务

的发展离不开数字金融的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指

标体系中的数字化程度由移动支付笔数占比、移
动支付金额占比、用户使用二维码支付数量占比

等１０项指标构成，能够很好衡量当前我国平台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数字金融情况，因此，使用数

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的数字化程度衡量金融

数字化水平［２６］。①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

资水平反映了平台企业的技术研发水平，也可以

揭示平台经济的技术环境。

本文运用熵值法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指标体

系。熵值法测 算 结 果 显 示，电 子 商 务 交 易 水 平

与人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对平台经济发展的

影响最为强烈，分别占比２７．３５％与２６．５９％；其
次是开展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比重、金融数

字化水平与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固定投资水平，影
响程度分别为１８．２９％、１５．２９％、１２．４８％。

表１　平台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基础指标 测算方法 权重／％

平台经济

发展水平

人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年末常住人口数 ２６．５９

电子商务交易水平 （电子商务交易额＋电子商务采购额）／ＧＤＰ　 ２７．３５

开展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比重 有电商交易活动的企业／当地企业数量 １８．２９

金融数字化水平 见注释① １５．２９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固定投资水平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固定投资／全社会总投资 １２．４８

　　（２）技术创新

通常认为，专利申请授权数量越多，区域技

术 创 新 水 平 越 先 进。借 鉴 路 畅 等 的 研 究 成

果［２７］，采取专利申请授权数量来测度省级行政

单位的 技 术 创 新（Ｉｎｎ）。同 时，研 发 经 费 为 技

术创新提供了资金支 持，可 以 反 映 区 域 技 术 创

新投入水平。参考朱金生等的研究成果［２８］，在

稳健性检验中采用Ｒ＆Ｄ 投入经费的对数作为

测度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

３．控制变量

本文选 取 以 下 控 制 变 量（Ｃｏｎ）：一 是 政 府

控制（Ｇｏｖ）。政府控制反映政府对社会发展的

控制水平。政 府 可 以 通 过 构 建 公 共 数 据 平 台、

提供小微贷款、降低准 入 门 槛 等 方 式 激 发 平 台

企业的发展活力，用省 级 行 政 单 位 财 政 支 出 占

ＧＤＰ比重测 度。二 是 市 场 化 水 平（Ｍａｒ）。市

场化水平在互联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了

促进作用［２９］，用省级行政单位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中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占比测度。三是人力资

本（Ｈｕｍ）。人 力 资 本 是 实 现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的

关键因素，用省级行政 单 位 每 十 万 人 中 高 等 学

校学生人数的占比测度。四是固定资产投资水

平（Ｉｎｖ），用省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

该区域ＧＤＰ的 比 值 表 示。五 是 对 外 开 放 水 平

（Ｏｐｅ），用省级 行 政 单 位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进 出 口

总额占该区域ＧＤＰ的比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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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被解释变量的异方差，基准回归模

型中被解释 变 量 产 业 结 构 升 级（ＩＳＵ）、产 业 结

构合理化（ＩＳＲ）、产 业 结 构 高 级 化（ＩＳＨ）均 进

行对数处理。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及说明

为 保 证 数 据 的 真 实 性，本 文 选 取 了 我 国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除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 以

外的３０个省级行政单位面板数据，每个变量的

时间跨度为７年、有２１０个观测值。金融 数 字

化水平数据源于北京 大 学 数 字 金 融 研 究 中 心，

其余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 Ｈ１，设定模型（２）和模型（３）：

ＬｎＩＳＲｉｔ＝α０＋α１Ｐｌａｉｔ＋αｊ∑Ｃｏｎｉｔ＋ｕｉｔ＋
λｉｔ＋εｉｔ （２）

ＬｎＩＳＨｉｔ＝α０＋α１Ｐｌａｉｔ＋αｊ∑Ｃｏｎｉｔ＋ｕｉｔ＋
λｉｔ＋εｉｔ （３）

其中，下标ｉ、ｔ分别表示省级行政单位ｉ和

年度ｔ，ＩＳＲ、ＩＳＨ 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产业结

构合理化和 产 业 结 构 高 级 化，Ｐｌａ为 核 心 解 释

变量平台经 济 发 展，控 制 变 量（Ｃｏｎ）包 括 政 府

控制（Ｇｏｖ）、市 场 化 水 平（Ｍａｒ）、人 力 资 本

（Ｈｕｍ）、固定资产投资水平（Ｉｎｖ）、对外开放水

平（Ｏｐｅ），α为 待 估 计 系 数，ｕ表 示 非 观 测 的 个

体固定 效 应，λ表 示 非 观 测 的 时 间 固 定 效 应，ε
为随机误差项。

在模型（２）、模型（３）中，α１ 是核心解释变量

的估计系数，表示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

的影响。如果α１ 为正，说明平台经济发展对产

业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反之则起抑制作用。

为验证假设 Ｈ２、Ｈ３，设 定 模 型（４）和 模 型

（５）：

ＬｎＩＳＵｉｔ＝α０＋α１Ｉｎｎｉｔ＋αｊ∑Ｃｏｎｉｔ＋ｕｉｔ＋
λｉｔ＋εｉｔ （４）

ＬｎＩＳＵｉｔ＝α０＋α１Ｐｌａｉｔ＊Ｉｎｎｉｔ＋αｊ∑Ｃｏｎｉｔ＋
ｕｉｔ＋λｉｔ＋εｉｔ （５）

其中，ＩＳＵ是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包
括产业 结 构 合 理 化（ＩＳＲ）和 产 业 结 构 高 级 化

（ＩＳＨ）两 项 指 标，Ｉｎｎ为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技 术 创

新，Ｐｌａ＊Ｉｎｎ表示平台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二

者的交互效应，其他变量含义与前文相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显 示 了 主 要 变 量 的 描 述 性 统 计 结 果。

从统计结果看，平台经济发展最大值为０．９６５，最
小值为０．０５８，均值为０．２７５，标准差为０．１６３，表

明我国平台经济整体发展不充分，各省级行政单

位间平台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和明显不均衡

现象。省级行政单位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较

大差异，最大值为６２．５００，最小值为０．８３８，均值

为４．９０７；产业结构高级化最大值、最小值、均值

分别为５．２３４、０．６６５、１．３６５，意味着产业结构高级

化总体水平有待提升，省级行政单位间也存在较

大差异。由此推断，平台经济可能影响产业结构

升级，但影响效果有待进一步检验。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ＩＳＲ） ２１０　 ４.９０７　 ９.１１２　 ０.８３８　 ６２.５００

产业结构高级化（ＩＳＨ） ２１０　 １.３６５　 ０.７２９　 ０.６６５　 ５.２３４

核心解释变量
平台经济发展（Ｐｌａ） ２１０　 ０.２７５　 ０.１６３　 ０.０５８　 ０.９６５

技术创新（Ｉｎｎ） ２１０　 １０.１７０　 １.３６３　 ６.２１９　 １３.１７６

政府控制（Ｇｏｖ） ２１０　 ０.２６７　 ０.１１３　 ０.１２０　 ０.７５３

市场化水平（Ｍａｒ） ２１０　 ０.５２２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９　 ０.８０５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Ｈｕｍ） ２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９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Ｉｎｖ） ２１０　 ０.８８１　 ０.３０７　 ０.２１５　 １.５９７

对外开放水平（Ｏｐｅ） ２１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５０　 ０.００１　 ０.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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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豪斯曼检验后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更

有效率，引入时间虚拟 变 量 后 发 现 模 型 的 时 间

固定效应显著，故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１．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表３显示了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

的结果。具体来看，表３列（１）、列（２）检验了平

台经济对产 业 结 构 合 理 化 的 影 响。结 果 显 示：

无论是 否 加 入 控 制 变 量，平 台 经 济 发 展 均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加入控

制变量后 平 台 经 济 发 展 的 估 计 系 数 为２．７８６，

说明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

的正向效应。

表３　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１）

ＬｎＩＳＲ

（２）

ＬｎＩＳＲ

（３）

ＬｎＩＳＨ

（４）

ＬｎＩＳＨ

Ｐｌａ
３.３９２＊＊＊

（１６.２２）

２.７８６＊＊＊

（１３.３１）

１.０５６＊＊＊

（１７.８０）

０.９１６＊＊＊

（１３.５７）

Ｇｏｖ
０.０８０

（０.２３）

０.４４９＊＊＊

（４.０５）

Ｍａｒ
１.４９７＊＊＊

（６.４６）

－０.２９８＊＊＊

（－３.９８）

Ｈｕｍ
２０.５６０＊＊＊

（３.５３）

４.９２５＊＊

（２.６２）

Ｉｎｖ
－０.５１９＊＊＊

（－３.９３）

－０.１８１＊＊＊

（－４.２４）

Ｏｐｅ
０.９７４＊＊＊

（４.１２）

－０.２６７＊＊＊

（－３.５０）

＿Ｃｏｎｓ
－２.９３７＊＊＊

（－１０.７６）

－２５.６４０＊＊＊

（－４.１９）

－４.８９９＊

（－２.４８）

－０.５７６＊＊＊

（－７.４５）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５７　 ０．７６　 ０．７５　 ０．９５

Ｎ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 著 性 水 平，括 号

内为ｔ值。下同。

　　表３列（３）、列（４）检验了平台经济发展对

产业结构高 级 化 的 影 响。结 果 显 示：无 论 是 否

加入控制变量，平台经 济 对 产 业 结 构 高 级 化 具

有正向促进 作 用。由 此 可 见，发 展 平 台 经 济 是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路径。平台经济显著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 可 能 原 因 是，平 台 经 济 带

动了物流、电商、旅游、教育等服务业的发展，促
进以服务业为主体的 第 三 产 业 发 展，扩 大 第 三

产业在第一、二、三 产 业 中 的 占 比，从 而 提 升 产

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分析表３列（２）、列（４）中 控 制 变 量 结 果 后

发现，市场化水 平、人 力 资 本、对 外 开 放 水 平 是

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因素，政府控制、人
力资本是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因素。可

见，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人力资本发挥了关

键作用。这是因为平台经济是建立在新一代信

息科技之上，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的支撑。

２．平台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

性

表２结果显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

不均衡问题明显，区域 间 平 台 经 济 发 展 和 产 业

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均有明显差异，故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平台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的区域异质 性。为 此，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 对

我国东部、中部、西 部 省 级 行 政 单 位 的 分 类，将

３０个 省 级 行 政 单 位 划 分 为 东 部（Ｅａｓ）、中 部

（Ｍｉｄ）、西 部（Ｗｅｓ）三 大 地 区，② 进 一 步 检 验 平

台经济影响产业结构 升 级 的 区 域 异 质 性，具 体

结果如表４所示。

通过分析表４结果后发现，平台经济对 产

业结构升级 的 影 响 存 在 区 域 异 质 性。其 中，平

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

促进作用在我国东部 地 区 最 为 显 著，其 次 是 西

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 平 台 经 济 对 产 业 结 构 合

理化与产业 结 构 高 级 化 具 有 阻 滞 作 用。东 部、

西部地区的平台经济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可能原因如下：其一，我国

东部地区的平台经济较为发达，例如阿里巴巴、

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头 部 企 业 的 总 部 均 位 于 东

部地区，在全国 起 着 领 率 作 用；其 二，西 部 地 区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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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战略与地 方 助 农 惠 农 政 策 引 领 下，

电商平台、在线直播等 新 零 售 促 进 了 西 部 地 区

服务业发展，有效带动 西 部 地 区 第 三 产 业 的 发

展。中部地区的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

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明 显 阻 滞 作 用，可 能 原 因 是

中部地区的平台经济 发 展 相 对 较 慢，平 台 基 础

设施建设不完善，政府 与 企 业 对 平 台 的 投 入 尚

未发挥作用，加之中部地区偏重发展第二产业，

产业经济整体外向度 不 高，产 业 集 聚 能 力 有 待

提高，故中部地区的平 台 经 济 未 能 对 产 业 结 构

升级发挥促进作用。通过分析控制变量结果后

发现，政府控制 对 促 进 东 部、中 部、西 部 地 区 的

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 均 显 著，市 场 化 水 平 对 促

进东部与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 水 平 有 助 于 促 进 中 部 与

西部地区的 产 业 结 构 高 级 化，可 能 原 因 是 “一

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地区 产 业 发 展 与 产 业

结构优化。

表４　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１）

ＬｎＩＳＲ

（２）

ＬｎＩＳＨ

（３）

ＬｎＩＳＲ

（４）

ＬｎＩＳＨ

（５）

ＬｎＩＳＲ

（６）

ＬｎＩＳＨ

Ｅａｓ＊Ｐｌａ
３.６６７＊＊＊

（９.４７）

１.０８６＊＊＊

（１１.０２）

Ｍｉｄ＊Ｐｌａ
－０.７１４

（－１.６８）

－０.３３５＊＊

（－３.４４）

Ｗｅｓ＊Ｐｌａ
０.１５９＊

（２.３９）

０.０６０　７

（０.７８）

Ｇｏｖ
１.３０３　 ２.１４２＊＊＊ －１.７３８＊＊＊ １.６８４＊＊＊ ０.２０９　 １.４４９＊＊＊

（０.９６） （６.１９） （－３.７４） （５.７５） （１.３４） （４.５３）

Ｍａｒ
２.９５０＊＊＊ －０.０６１　５ －０.５６７ －０.０８１　９　 ０.３３１＊＊ ０.２５２

（５.９１） （－０.４８） （－１.７２） （－０.６３） （２.９３） （０.９５）

Ｈｕｍ
２３.９４＊ ０.８１４　 ３.８５７　 ７.５４０　 ２８.９１＊＊＊ ２８.４３＊＊＊

（２.３４） （０.３１） （０.３３） （１.２７） （７.８８） （６.８１）

Ｉｎｖ
－０.５１９ －０.２１４＊＊ ０.２０３　 ０.０８１　４＊ ０.００７　５８ －０.１０８

（－１.７０） （－２.７５） （１.４１） （２.６３） （０.３８） （－２.００）

Ｏｐｅ
０.６３５ －０.３８６＊＊＊ －２.８６１＊ ３.５９６＊＊＊ －０.１２４　 １.６４９＊＊

（１.８５） （－４.４２） （－２.６０） （４.５１） （－０.３９） （３.０４）

＿Ｃｏｎｓ
－３３.５４＊＊＊ －３.０７６　 ７.４００＊＊＊ －１２.６６＊ －２９.４６＊＊＊ －０.２１８

（－３．４６） （－１．２５） （４．１６） （－２．０３） （－７．７３） （－１．４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８１　 ０．９１　 ０．３９　 ０．９７　 ０．９８　 ０．８４

Ｎ　 ７７　 ７７　 ５６　 ５６　 ７７　 ７７

　　３．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如表

５所示。具体来说，表５列（１）、列（２）检验了技术

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无论是否加入控

制变量，技术创新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促进

作用；表５列（３）、列（４）检验了技术创新对产业

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在１％的

水平上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是

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驱动力，加强技术创新

可以提升产业效率，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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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调整的支撑作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表５　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１）

ＬｎＩＳＲ

（２）

ＬｎＩＳＲ

（３）

ＬｎＩＳＨ

（４）

ＬｎＩＳＨ

Ｉｎｎ
０.１６２＊＊＊ ０.２６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９　３＊＊＊

（４.７９） （４.７７） （１３.７９） （５.９４）

Ｇｏｖ
２.７９０＊＊＊ １.２９４＊＊＊

（４.７４） （７.５２）

Ｍａｒ
０.３３２ －０.０５８

（１.０６） （－０.５９）

Ｈｕｍ
２９.２７０＊＊＊ １９.５５０＊＊＊

（３.８７） （５.２８）

Ｉｎｖ
－０.７９４＊＊＊ －０.０６１＊＊

（－４.６１） （－２.６９）

Ｏｐｅ
１.６２８＊＊＊ －０.２３９＊

（５.３８） （－２.０７）

＿Ｃｏｎｓ
－４．８１０＊＊＊ －３５．７６０＊＊＊ －０．１９２ －２０．６２０＊＊＊

（－１７．０４） （－４．４５） （－１．３６） （－５．６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Ｒ２　 ０．９５　 ０．６０　 ０．９５　 ０．９７

　　４．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对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

表６列（１）、列（２）检验 了 平 台 经 济 与 技 术

创新二者间的交互效 应，结 果 显 示 平 台 经 济 与

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技术创新能促进

平台经济发展，技术创 新 对 平 台 经 济 的 促 进 作

用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平台经济亦能显

著提升技术创新，平台 经 济 对 技 术 创 新 的 提 升

作用在１０％的 水 平 上 显 著 为 正。与 平 台 经 济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相 比，技 术 创 新 对 平 台 经 济

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说 明 技 术 创 新 是 推 动 平 台

经济发展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除 技 术 创 新 外，固

定资产投 资 水 平 对 平 台 经 济 具 有 显 著 促 进 效

应。另外，除平台经济外，技术创新还受人力资

本和政府控制的影响。

表６列（３）、列（４）检验 了 平 台 经 济 与 技 术

创新的 交 互 效 应 对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的 影 响。列

（３）、列（４）结果显示，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的交

互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效应在１％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对产业 结 构 高 级 化 的 促 进 效 应

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积极推进

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 二 者 的 融 合，对 推 动 产 业

结构升 级 具 有 显 著 的 促 进 效 应。上 述 结 果 表

明，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在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的同时，要注重与技术创新的融合，要

特别重视与高技能劳 动 力 之 间 的 匹 配，发 挥 平

台经济与技术创新的 交 互 效 应，促 进 产 业 结 构

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

表６　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对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１）

Ｐｌａ

（２）

Ｉｎｎ

（３）

ＬｎＩＳＲ

（４）

ＬｎＩＳＨ

Ｉｎｎ
０.０５５＊＊

（２.９２）

Ｐｌａ
０.０５０＊

（２.０７）

Ｐｌａ＊Ｉｎｎ
０.１９７＊＊＊ ０.０１６＊＊

（１４.３４） （３.２３）

Ｇｏｖ
０.０１２ －０.２０６＊＊ １.９６２＊＊＊ １.２９９＊＊＊

（０.０６） （－２.８９） （５.８８） （７.０８）

Ｍａｒ
－０.２６６＊ ０.０１７　 ０.８６７＊＊＊ ０.０２５

（－２.１５） （０.４１） （３.９７） （０.２４）

Ｈｕｍ
３.３５０　 ３.２５４＊ ２２.１２０＊＊＊ ２９.０４０＊＊＊

（０.７２） （２.０１） （３.９４） （８.６７）

Ｉｎｖ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６ －０.３１９＊ －０.０９２＊＊＊

（３.０４） （－０.６０） （－２.４２） （－３.８３）

Ｏｐｅ
０.１４０　 ０.０１０　 ０.８０３＊＊＊ －０.４３１＊＊＊

（０.９７） （０.２２） （３.４８） （－３.７３）

＿Ｃｏｎｓ
０.２００ －０.７２８ －２８.０１０＊＊＊－２９.４９０＊＊＊

（１.１５） （－０.４４） （－４.７６） （－８.７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Ｒ２　 ０．８９　 ０．９８　 ０．７８　 ０．９６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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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

检验。

首先，采用互联网平台交易额的对数作为

平台经济发展的替代 变 量，互 联 网 平 台 交 易 额

是电子商务销售额与采购额之和［３０］，稳健性检

验结果如表７所 示。结 果 显 示，更 换 平 台 经 济

发展测度指标后，平台 经 济 对 产 业 结 构 合 理 化

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

基本保持一致，即平台 经 济 对 产 业 结 构 合 理 化

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仍在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说明通过 发 展 平 台 经 济 实 现 我 国

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可 行 性，平 台 经 济 可 以 成 为

未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路径之一。

表７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１）

（１）

ＬｎＩＳＲ

（２）

ＬｎＩＳＲ

（３）

ＬｎＩＳＨ

（４）

ＬｎＩＳＨ

Ｐｌａ
３.２７６＊＊＊ ２.５７１＊＊＊ ０.６２１＊＊＊ ０.９１４＊＊＊

（１８.４１） （１１.１９） （８.１４） （１３.０４）

Ｇｏｖ
－０.１７２　 ０.３３７＊＊

（－０.４６） （２.９３）

Ｍａｒ
０.９６５＊＊＊ －０.４６９＊＊＊

（３.９５） （－６.３０）

Ｈｕｍ
１６.１８０＊ ３.１４８

（２.５５） （１.６３）

Ｉｎｖ
－０.２６９ －０.０７８

（－１.７６） （－１.６８）

Ｏｐｅ
０.９０４＊＊＊ －０.３２０＊＊＊

（３.４７） （－４.０３）

＿Ｃｏｎｓ
－２.４２３＊＊＊ －１９.８８０＊＊ ０.５９６＊＊＊ －２.７１３

（－１１．２３） （－２．９９） （４．２０） （－１．３４）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Ｒ２　 ０．６３　 ０．７３　 ０．９２　 ０．７４

　　其次，采用Ｒ＆Ｄ 投入经费的对数作 为 技

术创新的替代变量，稳 健 性 检 验 结 果 如 表８所

示。表８列（１）、列（２）结果显示，更换技术创新

测度指标后，技术创新 对 产 业 结 构 合 理 化 与 产

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依 旧 显 著 为 正，与 基 准 回

归结果保持基本一致。分析表８列（３）、列（４）

结果后发现，平台经济 与 技 术 创 新 的 交 互 效 应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依

旧显著为正，稳健性检 验 结 果 与 基 准 回 归 结 果

保持基本一致，进一步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表８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２）

（１）

ＬｎＩＳＲ

（２）

ＬｎＩＳＨ

（３）

ＬｎＩＳＲ

（４）

ＬｎＩＳＨ

Ｉｎｎ
０.２３０＊＊＊ ０.１８０＊＊＊

（４.１０） （８.０１）

Ｐｌａ＊Ｉｎｎ
０.１４０＊＊＊ ０.０２１＊＊＊

（１０.３３） （５.５４）

Ｇｏｖ
１.２３５＊＊ １.１７０＊＊＊

（３.２９） （６.６７）

Ｍａｒ
０.４９６ －０.０５９

（１.９６） （－０.５８）

Ｈｕｍ
１８.７４０＊＊ ３０.４７０＊＊＊

（２.８８） （１０.６３）

Ｉｎｖ
－０.３１６＊ －０.０６８＊＊

（－２.０２） （－２.９５）

Ｏｐｅ
０.６８０＊ －０.１７４

（２.４３） （－１.４１）

＿Ｃｏｎｓ
０.０４４ －１.１０６＊＊ －２２.７２０＊＊ －３１.２５０＊＊＊

（０．０５） （－３．１１） （－３．３３） （－１０．７８）

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Ｒ２　 ０．９５　 ０．９２　 ０．７１　 ０．９６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文章选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我国３０个省级行

政单位面板数据，利用 双 向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实 证

分析了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研究发现，平 台 经 济 对 产 业 结 构 合 理 化

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均 有 促 进 作 用，但 这 一 促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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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 部 地 区 的 促 进 效 果 更

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平台经济与技术创新之

间存在交互效应，平台 经 济 对 技 术 创 新 的 促 进

效应弱于技术创新对 平 台 经 济 的 促 进 效 应；平

台经济与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可以显著推动产

业结构升级。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优化建议：
第一，以技 术 创 新 引 领 平 台 经 济 发 展。平

台企业可以通过加大 数 字 技 术 的 投 入 力 度，增

强数据资源、数字技术 与 传 统 实 体 产 业 的 适 配

程度，构建产业数据共享平台，保持产业链信息

渠道畅通，提升产业间流通效率，降低平台企业

运营成本，努力发挥平 台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的 最 大

效能；政府应加强对平 台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的 培 育

力度，增加平台企业数字技术标准化供给，优化

管理水平，为数字化、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创造良好的环境，激 励 平 台 企 业 开 展 技 术

创新。
第二，完善 平 台 经 济 治 理 体 系。积 极 利 用

平台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 之 所 在。因 此，立 足 平 台 经 济 发 展

特征，加强政策 统 筹，强 化 手 段 创 新，积 极 引 导

平台经济遵循价值基 本 原 则，严 格 监 管 平 台 经

济，防止 恶 意 垄 断，降 低 产 业 结 构 不 合 理 的 波

动，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强化共性规则建设，保

障平台经营者和广大 用 户 的 合 法 权 益；完 善 市

场准入规则，降低平台企业经营成本，加快平台

经济新业态向更多领域发展。
第三，加大平台经济和技术创新的融合，缩

小产业发展 的 区 域 差 异。完 善 产 业 供 给 体 系，
推动更多要素资源向中部、西部地区流动，缩小

区域发展差异。政府主管部门要着眼于顶层设

计，在全国范围内明确平台经济监管标准，保障

监管的公平性，统筹推进平台经济区域发展；继
续完善互 联 网 欠 发 达 地 区 的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建

设，推动更多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形成互联网技术与平 台 经 济 深 度 融 合 机 制；加

大对大数据的投资力 度，发 挥 技 术 创 新 的 促 进

效应，持续释放平台经济的红利；继续加大教育

投入与创新扶持力度，提 升 数 字 化 专 业 人 才 培

育力度，优化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注释］
①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 中 心 发 布 的《北 京 大 学 数 字 普 惠

金融指数（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中，数 字 化 程 度 涵 盖 了 影 响

用户使用数字 金 融 服 务 的 便 利 性、低 成 本、实 惠 化 和 信

用化四项主要 因 素，共 包 括 移 动 支 付 笔 数 占 比、移 动 支

付金额占比、小 微 经 营 者 平 均 贷 款 利 率、个 人 平 均 贷 款

利率、花呗支付笔数占比、花呗支付金额占比、芝麻信 用

免押笔数占比（较全部 需 要 押 金 情 形）、芝 麻 信 用 免 押 金

额占比（较全部需要押 金 情 形）、用 户 二 维 码 支 付 的 笔 数

占比、用户二维码支付的金额占比１０项数据。

② 东部地区为北京、天 津、河 北、辽 宁、上 海、江 苏、浙 江、福

建、山东、广东和海南１１个省级行政单位；中部地区为山

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 西、河 南、湖 北、湖 南８个 省 级

行政单位；西部地区为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

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１１个省级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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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ｙ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ｔ　ｔｏ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ｏｒ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ｔｒｅｎｄｓ？［Ｊ］．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５，５（０３）：１８１－

１９９．
［４］姜琪，王璐．平台经济市场结构决定因素、最优形式与规

制启示［Ｊ］．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１１）：１８－２９．
［５］余文涛，邹敏．电商平台经济对线下实体经济的影响：来

自全国经济普查的经验证据［Ｊ］．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

科版），２０２０（５）：６０－６８，８９．
［６］易信，刘凤良．金 融 发 展、技 术 创 新 与 产 业 结 构 转 型：多

部门内生增长 理 论 分 析 框 架［Ｊ］．管 理 世 界，２０１５（１０）：

２４－３９，９０．
［７］Ｏｎｄｒｅｊ　Ｍ，Ｊｉｒｉ　Ｈ．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Ｊ］．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５７（５９）：２２３－２３０．
［８］杨卓凡．数 字 经 济 平 台 的 规 模 效 应、技 术 创 新 与“ＩＴ生

３０１

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姜　琪，等：平台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率悖论”解析［Ｊ］．互联网天地，２０１８（１０）：２４－２７．
［９］苏治，徐淑丹．中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收敛性测度：基

于创新与效率的视角［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７）：４－２５，

２０５．
［１０］冯华，陈亚琦．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基于互联网环境

下的时空契合分析［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６（３）：９９－１１３．
［１１］施炳展，李建桐．互 联 网 是 否 促 进 了 分 工：来 自 中 国 制

造业企业的证据［Ｊ］．管理世界，２０２０（４）：１３０－１４９．
［１２］史健勇．优化产业结构的新经济形态：平台经济的微观

运营机制研究［Ｊ］．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３（８）：８５－８９．
［１３］郑腾飞．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经济

增长质量［Ｊ］．长 沙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２２
（５）：６７－７９．

［１４］Ｈｕｎｇ　Ｋ　Ｐ，Ｃｈｏｕ　Ｃ．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Ｊ］．Ｔｅｃｈ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３３（１０－１１）：３６８－３８０．
［１５］韩峰，黄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研究［Ｊ］．长 沙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２２（４）：

９８－１１０．
［１６］余文涛，吴 士 炜．互 联 网 平 台 经 济 与 行 业 生 产 效 率 变

革：基于第三次 经 济 普 查 数 据 的 实 证 研 究［Ｊ］．财 经 科

学，２０１９（８）：５５－６８．
［１７］柳志娣，张骁．互 联 网 发 展、市 场 化 水 平 与 中 国 产 业 结

构升级［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１（１２）：２２－３４．
［１８］童有好．“互联网＋制造业服务化”融合发展研究［Ｊ］．经

济纵横，２０１５（１０）：６２－６７．
［１９］刘洋，陈晓东．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１（０８）：１５－２９．
［２０］昌忠泽，孟倩．信息技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

效应分析：来自 中 国 省 级 层 面 的 经 验 证 据［Ｊ］．经 济 理

论与经济管理，２０１８（６）：３９－５０．
［２１］于斌斌．产业结构调整与生产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Ｊ］．中国 工 业

经济，２０１５（１２）：８３－９８．
［２２］干春晖，郑若谷，余 典 范．中 国 产 业 结 构 变 迁 对 经 济 增

长和波动的影响［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５）：４－１６，３１．
［２３］郭吉涛，梁爽．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

理：提 升 效 应 还 是 抑 制 效 果？［Ｊ］．南 方 经 济，２０２１
（１０）：９－２７．

［２４］许宪春，张美慧．中 国 数 字 经 济 规 模 测 算 研 究：基 于 国

际比较的视角［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０（５）：２３－４１．
［２５］纪园园，张美星，冯 树 辉．平 台 经 济 对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的

影响研究：基于 消 费 平 台 的 视 角［Ｊ］．系 统 工 程 理 论 与

实践，２０２２（６）：１５７９－１５９０．
［２６］郭峰，王靖一，王 芳，等．测 度 中 国 数 字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指数编制 与 空 间 特 征［Ｊ］．经 济 学（季 刊），２０２０（４）：

１４０１－１４１８．
［２７］路畅，王媛媛，于 渤，等．制 度 环 境、技 术 创 新 与 传 统 产

业升级：基于中 国 省 际 面 板 数 据 的 门 槛 回 归 分 析［Ｊ］．

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９（１４）：６２－６８．
［２８］朱金生，李 蝶．技 术 创 新 是 实 现 环 境 保 护 与 就 业 增 长

“双重红利”的有 效 途 径 吗？：基 于 中 国３４个 工 业 细 分

行业中介效应 模 型 的 实 证 检 验［Ｊ］．中 国 软 科 学，２０１９
（８）：１－１３．

［２９］甘行琼，李玉姣，蒋炳蔚．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Ｊ］．改革，２０２０（１０）：８６－１０３．
［３０］李敏，吴丽兰，吴 晓 霜．平 台 经 济 发 展 对 就 业 质 量 的 影

响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Ｊ］．工业 技 术 经 济，

２０２１（１０）：６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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