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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互联网用户数作为衡量互联网网络效应的指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网络效应对东、中、西部

地区及我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用户数的增加对东、中部地区及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布局、优势资源引进、基础设施建设

和人才保护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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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互联网＋”对人们

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从对人们

生活方式的影响来说,互联网技术开阔了人们的视

野,减少了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

性,方便了人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趋优流动,减少了就

业市场上的供需不匹配性,为人们追求更好的工资待

遇、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产品

市场上,借助于互联网,人们能够在极低的搜寻成本

和交易成本下满足自己日益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其次,就企业的发展方式来说,传统企业普遍遵循重

资产运营方式,其发展受到地域、资金、信息等多因素

的影响和制约.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企业通过充分

发挥互联网在技术和数据上的优势,有效突破了时

间、空间、信息等因素对自身发展的束缚,从而在产品

的生产和提供、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企业间的合作和

共享方面表现出更大的优势.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从

本质上说其实是生产力的进步,它对生产方式的转变

提出了要求.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我们能够

直观地感受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彩,企业的

组织和发展方式更加多元化,经济生活日新月异、风
云变幻.可以说,互联网既给经济主体带来了发展机

遇,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挑战.那么互联网技术的进

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用网络效应来衡

量,具体又分为正向网络效应、负向网络效应.为分

析互联网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
文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实证分析互联网

对东、中、西部地区及我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根

据“梅特卡夫规则”,互联网的价值与连接到该网络上

的人数的平方成正比.因此,互联网用户数这一指标

能够有效衡量互联网的价值,这一理论为本文实证模

型的构建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纷纷

提出“互联网＋”策略以谋求转型发展.在２０１５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制定“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进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等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

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

市场.
学者们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互联网对整体经济的

影响机制.黄志军、曹东坡等提出,互联网经济的发

展有效弥补了市场失灵,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质量

和效能,有助于我国在世界创新价值链中占据有利位

置[１].李晓华提出互联网技术推动了大数据在经济

发展中的资产化,培育了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为我

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动力[２].欧阳日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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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互联网经济激发了信息能源的高效利用,有助于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３].李海舰、田跃

新、李文杰提出互联网对经济体的影响是从思维到行

动的深层次渗透,它通过互联网精神改变了各个经济

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互联网理念打破了实体经济与

虚拟经济的隔阂,通过互联网经济改变了交易层面的

成本和费用[４].于莹提出,借助于互联网工具和大数

据,人们的日常资金等需求得到了有效的满足,社会

中的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５].施炳展提出互联

网通过发挥信息平台的作用,能够有效降低国际贸易

中的成本,进而推动国际贸易的增长,从而有助于提

高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６].
学者们还从微观层面探讨了互联网对经济主体

具体经营管理的影响.齐永智基于互联网所带来的

各种影响,指出互联网导致企业的商业模式发生了改

变[７].刘江鹏提出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企业传统的发

展方式,促使企业实行跨界经营发展[８].张耀铭、张
路曦从社会行为角度研究了互联网的影响,提出互联

网通过影响社会行为而带来了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

变革[９].李海舰等指出互联网通过转变经济主体之

间的关系而使得经济主体的运营模式发生了改变,为
“智慧型组织”的产生提供了基础[４].李文莲等提出

互联网工具的利用拓宽了企业的资产范畴,使得企业

能够借助大数据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１０].在这一背

景下,平台组织快速崛起,不仅互联网企业广泛采取

平台模式(如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商城等),而且传统

制造企业也开始实施平台化转型(如海尔集团).华

中生从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互联网对服务业发

展的影响,提出服务业应抓住互联网机遇进行转型升

级,树立在网络环境下提供服务的理念[１１].针对互

联网技术进步给传统企业带来的巨大挑战,赵振提出

互联网是新兴企业颠覆传统企业宝座的一个很好的

工具,对互联网的充分利用是传统企业和新兴企业持

续发展的重要支撑[１２].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为分析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互联

网用户数这一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用net表示;各地

区的GDP为被解释变量,其中,为消除数量差距过大

造成的影响,对GDP取对数.此外,在控制变量的选

取上,本文选取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far〔(地区当

年/上年－１)∗１００〕、第二产业占GDP比重ind、总储

蓄率save、科学技术支出tech、教育水平edu(普通高

等学校在校人数/地区年末总人口∗１００００)、政府规

模gov(政府财政预算内支出/地区 GDP∗１００).本

文所需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分析时采用的是

stata软件.
在模型设计上,本文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间我国

３０个省(区、市)的经济表现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数据

缺失,西藏不纳入研究范围),具体又分为东、中、西部

三个地区,研究互联网用户数量对东、中、西部地区及

我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豪斯曼检验,本文采

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模型设计如下:

lg(GDPt ) ＝C ＋β１nett ＋β２fart ＋β３indt ＋

β４savet ＋β５techt＋β６edut＋β７govt＋εt,εt 表示的

是随机扰动项,βii＝１,２,７( ) 表示的是待估计参

数.
(二)实证结果

根据表１实证分析结果,在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互联网用户数对东、中部地区及我国总体经济增

长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正向影响,其中,
互联网用户数的增加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要大于东部地区.但是,互联网用户数对西部地区经

济增长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为负向影响.
下面从总体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正向经济增长效应

的区域差异及个别地区的弱负向经济增长效应三个

角度对实证分析结果进行分析.

１．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互联网用户数对东、中部地区及我国总体经济增

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以从资源配置的优化、
内需的拉动和经济的转型发展三方面予以解释说明.
首先,互联网的普及激发了信息能源力量的发挥,减
弱了时间、空间、信息等因素对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约

束,极大地节省了交易成本和搜寻成本,有助于资源

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高了经济的运行效率.
其次,互联网利用程度的提高促使大数据成为经济运

行中的重要资产,这为人们日益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的满足提供了技术基础,进而有利于拉动内需并促进

经济增长.比如在大数据的支持下,京东对消费者群

体进行了有效细分,并以此来指导商品和物流的安

排,从而使得人们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得到了及时

有效的满足,这与国家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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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是相符的.最后,互联网工具的有效利用为经济转

型发展提供了条件,能够起到活跃经济的作用.比

如,在互联网工具的推动下,企业调整了传统的发展

思路,从以供给为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有边界

运行到以用户需求确定企业的经营边界和发展规模,

从原来的重资产运营方式转向轻资产运营方式,从以

竞争为主的企业间关系转向以竞合为主的企业间关

系.另外,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互联网用户数还会

通过影响企业的用户基础进而关系到企业网络效应

的发挥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大小.
表１　面板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GDP lnGDP lnGDP lnGDP

解释变量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总体

net
－０．０００１５∗

(－１．７１)
０．０００２１∗∗∗

(５．７７)
０．００００８∗∗∗

(２．６３)
０．００００６∗∗∗

(２．６９)

far
－０．００３５８∗∗∗

(－３．４１)
－０．００１３９
(－１．３１)

－０．００７９９∗∗∗

(－４．６７)
－０．００６０２∗∗∗

(－６．９４)

ind
０．０１０７４∗∗∗

(２．６７)
０．００８００∗∗∗

(３．１)
－０．０１４２∗

(－１．９１)
０．００２８６∗

(１．１１)

save
－０．００７０６∗∗∗

(－２．７９)
－０．０１２５５∗∗∗

(－５．１５)
－０．００５２８∗

(－１．７１)
－０．００６６８∗∗∗

(－３．７５)

tech
０．０００００１∗∗∗

(３．８３)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１．３６)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２．６４)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

(７．２８)

edu
０．０１０３３∗∗∗

(１３．５１)
０．００４３６∗∗∗

(５．２７)
０．００４１３∗∗∗

(４．４７)
０．００６８８∗∗∗

(１３．７６)

gov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１４．１)
０．００００１∗∗∗

(７．９５)
０．００００１∗∗∗

(９．３１)
０．０００００５∗∗∗

(１８．４２)

_cons
６．２３０１３∗∗∗

(１９．０６)
７．６７５７２∗∗∗

(２７．０２)
８．７１６６２∗∗∗

(１８．４４)
７．３０２０５∗∗∗

(３５．２３)

　　注:∗∗∗ 代表在０．０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０．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２．正向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互联网用户数对中部地区和

东部地区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其对中部地区

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相对于东部地区要更强.这一

现象可以用经济学中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予以解释.
相较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更为发达,增长方

式更为多元化,人才、技术等要素在经济中的利用程

度也更高.鉴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技术、人才密集

型特点,尽管互联网用户数的增加能够带动当地经济

的增长,但是这对于已经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来说只

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与

之相比,中部地区的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传统的一、二
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经济增长方

式比较粗放,而且限于地理位置和运输条件等各方面

的限制,中部地区的资源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比

如由于受技术、运输等内外部条件的限制,中部地区

的农副产品每年都会面临相对过剩的问题.但是随

着互联网的普及,有更多的农户和企业开始借助互联

网将产品销往各地,有效突破了时间、空间和信息等

因素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束缚,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

的增长.因此,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相对于东部

地区来说,互联网用户数的增加对于欠发达的中部地

区的经济拉动作用更强.

３．个别地区的弱负向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不同于其他地区,互联网用户数对西部地区经济

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其系数为负,这一现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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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资源的趋优流动特征中得到说明.互联网利用

程度的提高消除了以往信息不对称对资源流动的限

制.不同于东、中部地区资源主要在区域内流动的特

点,西部地区的经济相对比较落后,教育、文化、卫生

等基础设施很不完善,导致西部地区吸引和保护资源

的能力较差,大量优质资源如新生代劳动力,尤其是

高素质劳动力大量向东、中部地区转移,这对当地的

经济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因此,尽管互联网利用程

度的提高能够起到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但
是这一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才的流失所抵消.这

与实证分析结果中互联网用户数对西部地区经济增

长的影响不显著且系数为负是一致的.
四、结论

互联网利用程度的提高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从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影响上,互联网

技术的利用有助于减轻市场失灵现象,减少市场主体

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互联网的

深入使用有助于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

求.对于生产者来说,互联网的深入利用有助于企业

商业模式的创新转型,生产者借助线上和线下两种经

营方式的密切协调使得其生产经营突破了时间、空间

的限制.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上,“互联网＋”理
念的深化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通过拉动内需、
转变发展方式、利用大数据资产等方式突破发展中国

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
为分析互联网利用程度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以

互联网用户数为解释变量,GDP为被解释变量,利用

面板模型对互联网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分析表明,互联网用户数的增加对东、中部地区及我

国总体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具体的影响程

度存在着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另外,互联网用户数的

增加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且系数为负.基于

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应重视并充分发挥互联网促进经济增长的

作用,贯彻执行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策略.
我国应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契机,把握互联网技术

革命给我国带来的发展机遇,为我国实现经济转型、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积聚力量.其次,在区域布局

上,应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为保持我国经济的

持续增长势头,应注意发挥好互联网工具对东、中部

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充分发挥东

部地区的经济龙头效应,重点挖掘中部地区的强大经

济增长潜力,激发互联网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正向网络

效应.最后,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实现我国区

域协调发展,应注重在西部地区实行优势资源引进、
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保护政策,一方面应积极调动互

联网活跃经济的力量,转变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增长

路径;另一方面尽量减轻优质资源尤其是人才趋优流

动对西部地区产生的不良影响,避免人才的过度流失

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危害,这便对西部地区优化经济运

行环境尤其是改善基础设施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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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thenumberofInternetusersasindicatorsformeasuringInternetnetworkeffects,the
paperconstructsthepanelmodeltoempiricallyanalyzetheimpactofInternetnetworkeffectsontheoverall
economicgrowthinChina,especiallyintheeastern,centralandwesternregions．Theresultsshowthatthe
increaseinthenumberofInternetusers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China’soveralleconomicgrowth
aswellastheeasternandcentralregions,whiletheimpactonthewesternregionisnotsignificant．Onthis
basis,the paperputsforwardsome policysuggestionsintermsofregionallayout,introduction of
advantageousresources,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andtalentprotection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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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velopingopeneconomyisconductiveto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local
economies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papermeasurestheopeneconomylevelofZhejiangZhoushan
islandsnewdistrictintermsofforeigntradedependence,foreigncapitaldependences,foreigneconomicand
technicalcooperation,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ddition,thepaperalsoanalyzesthemainreasons
whytheopeneconomyinthisregionisstillatalowlevel,andthenputsforwardssomemeasuressuchas
accelerating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foreigntrade,raisingthelevelofforeigncapitalutilization,

speedingupthepaceof “goingout”andstrengtheningthecapacity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
environment,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theregiontoincreasethelevelofopeneconom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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