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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
徐乾益,马颖莉

(南通理工学院商学院,江苏 南通226002)

摘要:在对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31个(因

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省份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构建普通面板模型、中介

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正向促进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下,普惠金融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经济

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体现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落后的地区体

现得更加明显;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不仅对本地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的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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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的发展在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和全球经

济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受到国际环境、国
内形势以及产业内部因素的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

崛起、投资的减少以及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抵制,
都对制造业企业的持续增长构成挑战[1];党的十九

大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已经有所

改善,并且正在步入一个更加优质的经济增长模

式。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

球制造业总价值的比例高达28.1%,这一数据已经

领先于美国、日本、德国等传统制造业强国[2]。然

而,尽管在制造业规模上已取得显著,但企业利润

率却无法与传统制造业强国相提并论。
从产业结构看,制造业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

实力亟待加强,其要素成本的优势已经大幅度降

低,“大而不强”和“低端锁定”的问题依旧显著[3]。
因此,急需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制造

行业企业在技术革新方面的积极性不足,盈利能力

相对较弱。为了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必
须探索新的驱动力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

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的关键驱动因

素。众多国家都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生产行业的

紧密结合,并且全力推进智能化与数字化的生产。
一方面,借助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的技术

革新、资金流动性以及行业变革,优化并解决我国

制造业企业的盈利状况、缺乏创新活力以及资源分

布的不公正等问题[4]。另一方面,鉴于制造企业成

本优势日益减少及环保限制持续加剧,有必要最大

限度地利用数字化经济在资源调度上的潜力,特别

是新型的数字基础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创新专

家、网络信息保护等领域,以此来提升制造企业的

竞争力[5]。利用数字经济,解决“大而不强”与“低端

锁定”的困境,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文献综述
对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一

些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探讨。焦勇和刘忠诚[6]指

出,数字经济通过六个方面赋予适度智能制造规模

定制能力,从而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李春发

等[7]从产业链的角度阐述数字经济借助产业链的数

字化,推动了制造业的转型和提升。韦庄禹等[8]在

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中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

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并且这种推动

作用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李英杰和韩

平[9]认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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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促进制造业的质量、效率和动力的变革。邝劲

松和彭文斌[10]发现产业数字化是推动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整合的关键手段,有助于制造业的高

质量发展。同时,这种高质量发展也为产业数字化

的快速变革提供了实际的支持。陈金丹和王晶

晶[11]认为加速产业的数字化改革和挖掘国内巨大

的市场潜力对于促进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具有

积极作用,但是过度的数字化投资和需求的扩大可

能会引发负面效应。
在近年来,数字经济显著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微观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数
字经济对其发展也带来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数
字经济对企业生产行为、企业融资行为以及企业投

资行为都产生积极影响。董驰等[12]指出,数字经济

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双轮驱

动模式,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高质量融合

发展。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数字经济对生产性

服务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肖安娜[13]

则关注了数字经济、要素配置与高技术产业高质量

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

业高质量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然而,不同地区和

行业之间可能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虽然现阶段对于产业数字化和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这些研究主

要运用了不同的手段,从多个视角对产业数字化和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影响因素、途径和关联

性进行了定性分析。但对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

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仍然相当有限。
因此,从六个方面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

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器指数,衡量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程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产

生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为:一是研究样本对象

的创新,以往文献对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的研究主要以上市公司研究对象,本文以31
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

象,从宏观方面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的发

展;二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从普惠金融视角,探讨数

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即阐述数字经

济如何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降低融资

成本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是研究内容的创

新,除了探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传导

机制,还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非

线性关系以及空间溢出效应。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来提升的经济

形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利用数据资源进行决策、指
导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相较

于传统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更加注重数据的应用和

分析,具备高度的成长性、潜力性、广泛的覆盖范

围、强大的渗透程度,并且能够在不同领域和不同

行业之间实现跨界融合和智能共享。随着时间的

推移,数字化经济已经突破了地理、空间和行业的

束缚,跨越了传统公司的范围和增长模式,改变了

传统的商务策略和资源使用方法,迅速地深入到经

济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全面地影响着每一个

环节,逐步转变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推动数字经济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产业的智能

化,这需要对大数据进行识别、挑选、筛选、储存和

应用,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运用,推动效率的

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数字经济并不等同于虚

拟经济,它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高度符合高质

量发展的含义,充分展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下,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

争,适应和运用数字技术的企业更容易发展,创新

性不足且技术上未能突破的企业必将淘汰。若企

业想要生存或扩大规模,就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增
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并与数字经济相融合,加大

研发力度,以提升产品技术。通过数字经济推动企

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拓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水

平[14]。依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经济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从政策角度来讲,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是国家的

发展战略,在此战略下,各省级政府对相关发展数

字经济的实体性产业企业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等技

术手段,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拓展了金融服务范

围,使得原本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的群体得以享受到

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这有助于缩小城乡、贫
富差距,提高金融服务普惠性。同时在数字经济时

代,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和行为数据,精准

定制金融产品,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这有助于满足不同群体的金融需求,提高金融资源

配置效率。数字经济推动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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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有助于推动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更

多融资渠道。
同时,数字金融能够精准地推动制造业绿色发

展与转型。在“双碳”发展的背景下,数字金融能够

依托强大信息技术手段去筛选高效投资方式,促使

金融资本由高污染企业转向绿色发展企业,强化制

造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利于制造业进行产

业绿色化转型,解决“结构性污染”的问题使得制造

业企业发展高质量的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
低碳之路以及走向数字化转型道路[15]。从而有助

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依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

假设。

H2:普惠金融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具有中介效应。
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不同经济发展程

度的地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经济发达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基础建设较为完

备,制造业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制造型企业的

发展饱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可

能会放缓;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创新

能力相对较弱,数字经济的引入有助于推动技术创

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可以提高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从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因此,数
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会因地区不同

而发生不一致的情况,可能表现为非线性的关系。
依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门槛

效应。
数字经济打破时空界限,随着数字技术在制造

业中的广泛应用,正逐步改变着传统制造业的生产

方式、管理模式以及商业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制造

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还能推动制造业向高质

量发展转变,实现区域间制造业的协同发展,通过

数字化技术手段,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

共享、技术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推动制造业集群的

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制造业的区域附

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提高制造业整体产业链的生产

效率。同时,数字经济可以拓宽制造业的市场空

间。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等平台,制造业企业可

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客户、拓展市场、提高市场占有

率。依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

出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提出的假设,构建了如下

模型。
探讨数字经济推动制造高质量发展,构建模型

如下:

ZZGit =α0+α1SZit+α2ZJTZit+α3ZFGYit+
α4CYJGit+α5JYNXit+ε (1)

  探讨普惠金融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中介作用,构建模型如下:

PHJRit =β0+β1SZit+β2ZJTZit+β3ZFGYit+

β4CYJGit+β5JYNXit+ε (2)

ZZGit =γ0+γ1SZit+γ2PHJRit+γ3ZJTZit+
γ4ZFGYit+γ5CYJGit+γ6JYNXit+ε (3)

  探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

应,构建模型如下:

ZZGit =ϕ0+ϕ1SZit×I(GDP≤θ)+ϕ2SZit×

I(GDP≥θ)+∑
n

j=0
ϕjXit+εit (4)

  探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

出效应,构建模型如下:

ZZGit =γ0+ρWZZGit+δSZit+σWSZit+
δ1Xit+σ1WXit+ui+vt+εit (5)

  式中:i和t分别为个体和时间;ZZG为制造业

的高质量发展水平;SZ为数字经济;ZJTZ、ZFGY、

JYNX、CYJG、PHJR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干扰项;

ρ为邻域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溢出的估计

系数,象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弱

和方向;σ为周边地区数字经济对本地区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强度和方向;σ1为周边地区其他控

制变量对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影响强度和方向;δ为

本地区数字经济对本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强度和方向;δ1为本地区其他控制变量对本地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强度和方向;W 为地理距

离的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反距离权重矩阵;ui和νt分

别为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2)和模型

(3)是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普惠金融作为中介变

量,验证数字经济是否通过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产生影响。模型(4)中,当指数函数的值为1
或0时,用I(·)来标记,而预设的阈值则用θ来

表示。

3.2 指标说明

(1)被解释变量: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ZZG),从高端程度、创新发展、绿色发展、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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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共享发展和对外发展六个方面16个指标构建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通过熵权

法计算其综合指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SZ)。从数

字基础建设水平、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和数字普惠金

融三个维度10个指标构建数字经济水平指标体系,
并采用熵值法计算其指数,如表2所示。

(3)中介变量:普惠金融(PHJR)。采用北京大

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金融指数数据。
(4)控制变量。鉴于其他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相关因素,选择以下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程度

(ZFGY),通过政府一般公共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

表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性质

高端程度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地区生产

总值
% 正向性

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 亿元 正向性

创新发展

研发 经 费 投 入 强 度:R&D 经

费/GDP
% 正向性

技术交易活跃度:技术交易成交

额/GDP
% 正向性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授

权数/R&D经费支出
% 正向性

绿色发展

一般工业单位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t/亿元 负向性

一般工业单位废水排放量 万t/亿元 负向性

pm2.5排放平均量 万t/亿元 负向性

工业 废 气 中 单 位 二 氧 化 硫 排

放量
万t/亿元 负向性

质量发展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单位平均

利润:利润/企业数
亿元 正向性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利润

总额/营业收入
% 正向性

共享发展

失业率 % 负向性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元 正向性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元 正向性

对外发展

外商 投 资 占 比:外 商 投 资 总

额/GDP
亿元 正向性

对外开 放 程 度: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正向性

表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性质

数字基础

建设水平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正向性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万户 正向性

光缆长度 km 负向性

互联网域名数 万个 负向性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万个 负向性

数字技术

应用水平

软件业收入 万元 正向性

电信业务量 亿元 正向性

数字普惠

金融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 正向性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 正向性

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 — 正向性

总值的比值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ZJTZ),通过外

商投资金额与 GDP的比值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JYNX),通过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产业结构高级

化(CYJG),通过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第二产业增

加值来得出。
(5)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

来衡量。

3.3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

鉴》和各省份、直辖市的统计年鉴。普惠金融的数

据则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提供。缺失的

数据通过插值法补齐,同时也借助Excel软件来完

成数据的初步处理,最后运用Stata17软件进行实

证分析。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运用Stata17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到表3,可
以看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ZZG)的得分区间

在[0.077,0.641],标 准 差 为 0.131,平 均 值 为

0.225,说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性较大,平均

水平 较 低。数 字 经 济 (SZ)的 区 间 为 [0.013,

0.903],标准差为0.206,平均值为0.201,差异性偏

大,说明各省份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
发展 不 均 匀。普 惠 金 融 指 数 (PHJR)得 分 在

[2.786,6.129],标准差为0.673,平均值为5.337,
表明不同省份的普惠金融指数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其他的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质量(ZJTZ)、政府干

预程度(ZFGY)、人力资本水平(JYNX)、产业结构

高级化(CYJG)等差异性均较为明显,其中教育年

限差异性较之其他最高。

4.2 基础回归分析

表4展示了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

分析结果。模型(1)的回归分析揭示了数字经济对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在1%的水平

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回归系数达到0.378。这

表3 描述性分析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化 最小值 最大值

ZZG 341 0.225 0.131 0.077 0.641

SZ 341 0.201 0.206 0.013 0.903

ZJTZ 341 0.018 0.015 0.000 0.080

ZFGY 341 0.098 0.045 0.023 0.202

JYNX 341 9.136 1.122 4.222 12.782

CYJG 341 1.251 0.694 0.518 5.297

PHJR 341 5.337 0.673 2.786 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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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H1
得到验证。根据模型(2)的回归分析,数字经济与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之间存在着1%的显著正相关

性,回归系数达到4.073,这说明了数字经济的积极

效应是非常突出的。同时在模型(3)中可以看出,
数字经济(SZ)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ZZG)在

1%的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378;普惠

金融发展指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1%的水平

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333;普惠金融的系数

为0.011,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普惠金

融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中呈现部分

中介作用,即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

数字技术手段,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和金融服务风

险,满足多元化群体的融资需求,提高金融资源配

置效率,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结论支持

了H2。

表4 基础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ZZG PHJR ZZG

SZ
0.378***

(5.97)
4.073***

(3.45)
0.333***

(5.26)

PHJR
0.011***

(3.67)

ZJTZ
0.175
(0.93)

-5.332
(-1.52)

0.234
(1.26)

ZFGY
0.006
(-0.20)

0.693
(0.239)

-0.01
(-0.04)

CYJG
-0.005
(-0.82)

0.864***

(7.78)
-0.014
(-2.26)

JYNX
0.039***

(6.85)
0.690***

(6.43)
0.032***

(5.29)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

4.3 门槛效应分析

综上可以发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探讨这两个领域的相互

影响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评估标准,对数字

化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做了差异化检

验,同时也执行了300次的反复抽样试验。从结

果来看,单门槛P 表现得较好,然而双门槛检验和

三门槛检验的P 超过0.1,没有达到显著性检验的

标准,因此使用单门槛来计算回归分析的结果。
如表5所示,在11.6354的单一阈值下,经济

发展水平≤11.6354,回归系数达到0.312,且在

表5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门槛变量AS

INNO(AS≤10.6772)
0.312***

5.260

INNO(AS≥10.6772)
0.197***

3.100
F 31.31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企业创新能力相对较弱,数字经济的引入有助于推

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通过互联

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可以提高企业的研发创

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随着数字经济的推进,政府将积极引导企业优

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以提高生产效率。经

济发展水平>11.6354,数字经济依旧对制造业的

优质发展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但是,回归系数

却降低到0.197。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地区,尽管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力

和效果依旧存在,但其影响程度大幅度减少。这可

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相对完善,制造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应逐渐降

低。因此,H3得到验证。

4.4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运用了空间自相关性检验,计算全国31个省份

的全域莫兰指数(globalMoran’sI),以此来评估其

空间自相关性(表6)。另外,采用地理权重矩阵,并
借助最优的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如表7所示。

表6 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Moran’sI
年份 SZ ZZG 年份 SZ ZZG

2011
0.104***

(4.311)
0.019**

(1.672)
2017

0.050***

(2.685)
0.043***

(2.444)

2012
0.085***

(3.736)
0.017*

(1.605)
2018

0.042***

(2.457)
0.023**

(1.824)

2013
0.068***

(3.210)
0.009*

(1.374)
2019

0.053***

(2.791)
0.037**

(2.261)

2014
0.062***

(3.027)
0.026**

(1.907)
2020

0.055***

(2.886)
0.032**

(2.103)

2015
0.054***

(2.780)
0.035**

(2.172)
2021

0.052***

(2.789)
0.021**

(1.745)

2016
0.063***

(3.063)
0.044***

(2.46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 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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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SZ
0.378***

(6.28)
0.770***

(2.82)
1.148***

(4.0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Rho
-0.625**

(-2.44)

R2
0.000***

(12.9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 为

t值。

  由表6可知,被解释变量(ZZG)与主要解释变

量数字经济(SZ)的Morans’sI指数均超越零,通过

显著性检验,证明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积极的空间自相关性。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更

深入的空间溢出检验。
由表7可知,引入空间滞后项并使用空间杜宾

模型进行检验时,发现空间滞后项(W×SZ)的系数

ρ达到-0.625,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同

时,随机误差项的标准差的平方系数也达到0.000,
这两个系数都已经达到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数
字经 济 对 于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直 接 效 应 为

0.378,间接效应为0.770,总效应为1.148,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①,说明数字经济不仅对本地区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对邻域地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因此,H4得

到验证。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采用2011—2021年31个省份的数据作为

样本,并依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

论,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

证研究表明,①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水平;②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关系中,普惠金融起中介作用;③数字经济对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表现为在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程度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④数

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
表现为数字经济对本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

促进作用,同时,对于邻域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也具有促进作用。

5.2 建议

(1)加强数字化基础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建

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因此,当前我国制造

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制造业领域的互联网、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普及率,完善

制造业领域的网络覆盖,提升网络速度和稳定性,
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同时,
加强数据中心建设,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充足的计

算资源和存储能力,支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

应用。
(2)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力度。我国对数字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给予高度重视,积极推进数字经

济战略,加速数字化进程。在这一背景下,强化数

字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显得尤为关键。推动我国数

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便是培养卓越的数字技术

人才。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迅

猛发展,相关人才的需求持续扩大。这些领域的高

品质人才能为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坚实支

持,助力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占领优势地位。
教育部门需加大投入,优化数字技术相关专业设

置,培育更多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数字技术

人才;企业应发挥主体作用,积极参与数字技术人

才培育。企业可与高校、科研院所携手合作,共同

打造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数字技术人才队伍。政

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支持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加大

对数字技术教育的投入力度,鼓励学校与企业开展

合作,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3)提高金融普惠水平,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进一步通过数字经济的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
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金融风险,拓宽金融发展范

围,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提高金融服务普惠性。
为确保数字经济推动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产业融

合,制定相关扶持性和保护性政策,有利于推动金

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融资渠道。数字金融

也能利用数字技术的手段筛选高效的投资方式,促
进制造业向绿色发展方向转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4)引导数字技术产业的合理布局。经济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对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会产

生不同的效果。针对欠发达地区,采用扶持性政

策,大力推动数字基础建设,完善网络通用设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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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打通制造业企业内部

信息障碍。而在较发达地区,则提高制造业的技术

研发投入,更有效地提升制造业生产发展水平,通
过针对性的引导性政策,提高数字技术研发水平,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5)加强区域经济交流合作,实现制造业协同

发展。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对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日益显著,加强政策

引导和支持,鼓励本地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转型升

级,提高自身竞争力。同时,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

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鼓励

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共同开发,开展技术研发、
市场拓展等活动,提高整体竞争力,促进区域间协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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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School,NantongInstituteofTechnology,Nantong226002,Jiangsu,China)

Abstract:Basedontheliteraturereviewondigitaleconomy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nufacturingindustry,theimpactofdigital
economyon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nufacturingindustrywasresearchedbasedonthedataof31provincesfrom2011to2021,the
commonpanelmodel,intermediaryeffectmodel,panelthresholdeffectmodelandSpatialDubinmodelwereconstructed.Theresultsareas
follows.Thedigitaleconomypromotes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manufacturingindustry.Pratt& Whitneyplaysakeyintermediary
roleasthedigitaleconomybooststhehighqualityofmanufacturing.Therearedifferentlevelsofeconomicdevelopmentbetweenthedigital
economyand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manufacturingindustryinthedevelopedregions,thisdifferenceisreflectedinthepromotion
effectofthedigitaleconomyon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 manufacturingindustry,whichis moreevidentin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areas.Thedigitaleconomyhasspatialspillovereffectson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nufacturingindustry,whichnot
onlypromotesthelocalareabutalsopromotes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nufacturingindustryinneighboring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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