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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
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何大安,周法法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文章在数理模型分析基础上,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互联网

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制,力图说明互联网平台是一种能够驱动产业结构转型的新

型市场制度安排。文章概要分析了相关文献,构建了理论模型,通过对互联网平台应用影响产业

结构转型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互联网平台应用会显著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

理化水平,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2)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型存在地区和市场化程

度异质性影响;(3)互联网平台应用可以通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纠正资源错配促进产业结构

转型,但未能通过促进消费升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这些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互联网平

台应用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一条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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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Platform Applica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tern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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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thematical model and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19,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chanism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ries to explain that the Internet platform is a new type of marke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at can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est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1)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advanced and rationalized industri-

al structure, i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2)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 has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3)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rrecting the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ut it has not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consumption

upgrading. To a certain extent, these research conclusions reveal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plat-



form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may provide an analytical path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China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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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论

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相互融合正在改变工业化背景下生产、交换、消费、分配

的基本格局,并在投资和消费交易过程中孕育出互联网平台这一新型市场组织形式。作为一种嵌入经济系

统的新型市场制度安排,互联网平台可跨部门和跨区域进行贸易与分工的特征,颠覆性地改变了厂商生产

方式和人类消费行为,并对资源整合、供需匹配、产业分工和效率提升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据《中国电子

商务报告(2020)》显示,2020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7. 21万亿元,同比增长4. 5% ;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11. 76万亿元,同比增长10. 9% [1]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 GDP 增速总体呈

下降趋势,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产业低端化和同质化等现象。针对这一宏观层面景象,人们或多或少对以

互联网平台为主体的新经济是否能够摆脱产业结构不合理产生疑虑。其实,信息技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以产业结构变动而言,该过程在初中期和发展期是不同的。例如,一些大型成熟经济体的

发展历程表明,信息技术在初中期对产业结构转型的调整效应通常并不明显,只有进入发展期才会出现明

显的推动作用 [2-3] 。互联网平台应用是信息技术由初中期向发展期的拓展和加深过程,其能否推动以及怎

样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是一个涉及经济运行新旧信息技术系统转换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的问题,需要

学术界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展开讨论。
近年来,随着4G、5G 通信技术的进步,网络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和应用工具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然而,互联网平台作为一种新型市场组织形式,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还

相对较少。因此,目前关于互联网平台应用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相关文献,主要通过互联网技术进步推动产

业结构转型的关联研究来反映。概而言之,这方面的文献有以下两大类:一类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产

业结构转型的直接影响来探讨。诸如,Reza(2014) [4] 从宏观层面把互联网作为一种重要的数据生产要素,
探讨了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影响;Gallipoli 和 Makridis(2018) [5] 从中观层面把互联网作

为一种通用型技术,研究了互联网技术进步如何对产业结构转型产生作用;Matthess 和 Kunkel(2020) [6] 从

微观层面把互联网作为一种重要的连接载体,综合性地分析了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演

变。不过,针对互联网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转型的事实,国内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段军山和余点点

(2013) [7] 、郭朝晖和靳小越(2017) [8] 、叶初升和任兆柯(2018) [9] 大体上持有相近观点,认为互联网技术

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徐伟呈和范爱军(2018) [10] 对互联网技术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却持怀疑态度,认为互联网技术进步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彭继增等(2018) [11] 指出

在考虑金融发展因素条件下,互联网技术进步会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左鹏飞等(2020) [12] 则认为在考虑

城镇化因素的情况下,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存在非线性关系。很明显,国内外学者

的以上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涉及了互联网平台应用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直接关联问题。
另一类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作用路径来探讨。这类研究是基于互联网技术

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扩大市场需求、提升创新能力、改造传统产业、优化

资源配置以及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提出的。例如,互联网技术可通过渗透融合功能积极改造其他行业,
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 [13] ;互联网技术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刺激需求规模来改造传统产业,诱
发新兴产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14] ;互联网技术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改进生产组织方式来加速产

业结构转型 [15] ;互联网技术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16] ;互联网技术可通过影响制

造业的制造模式和组织方式,实现价值链增值,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17] 。国外学者则从智能化角度探讨

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诸如,Giudice(2016) [18] 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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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实现价值创造和技术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Schlogl 和 Sumner(2020) [19] 则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可以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从而引起产业结构转型。由此可见,上述文献从不同

侧面反映出互联网平台应用与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关联具有很强的宽泛性,它散布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

方方面面。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触及了互联网平台应用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联,对本文的

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已有研究大都只关注互联网技术本身对产

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忽略了互联网技术进步诱发的市场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其次,已有研究

大都从实证层面泛谈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很少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出互联网技术进步

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因应关系。最后,现有文献大都从生产端聚焦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

用效应,忽略了互联网技术进步如何在消费端对产业结构转型发挥作用。鉴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

于:第一,将互联网平台作为互联网技术进步诱发的一种新型市场制度安排引入产业结构转型分析框

架,深入探讨互联网平台应用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二,通过构建基于互联网平台应用的

多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系统考察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机制。第三,从生产端和消

费端这一对称视角出发,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深度挖掘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转型

的传导路径。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网络信息技术主要是通过技术融合、渗透和溢出效应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它是后工业化时代信息

技术革命引发产业变革的高级形态。相对而言,互联网平台作为技术层级更高的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它
对新兴经济业态的导引,以及由此引发产业结构形态的转变,要比传统网络信息技术具有更多的维度。具
体地说,互联网平台作为厂商与厂商、厂商与消费者的交易中介,本质上是一个基于数字技术将人与人、人
与物、物与物等连接的新型市场交易制度安排,其广泛应用不仅是厂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挖

掘、收集、储存、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大数据,进行投资经营的数据智能化的过程 [20-21] ,而且也是厂商与

厂商、厂商和消费者在海量双边交易场景下的网络协同化过程 [22] ;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在凸显互联

网平台作为新型市场制度安排克服信息不对称和消除产品服务交易中间化的同时,也为大量聚集在平

台上的交易各方提供互动服务 [23 -24] ,这种涉及平台各方的互动服务势必从产业间和产业内对产业结构

转型产生助推作用。从产业间看,互联网平台应用通过交叉外部性打破了产业间的边界,促进了产业跨

界融合,引发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从而使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趋势演进。从产业内看,互联网平台应用

通过整合买方、卖方、中间商和消费者等各利益方关系,改变了传统产业链直线式的运动轨迹,并将其

重塑为以平台为核心的网状发散式生态圈,从而有效整合内部资源,提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进而使产

业结构趋于合理化。
基于上述情形,本文通过参考和借鉴 Ngai 和 Pissarides(2007) [25] 的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出基于

互联网平台应用的产业结构变迁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的核心内涵是假定各部门存在技术进步水平差异,
且这种差异会导致不同部门的产出和要素配置非平衡发展,从而会形成非平衡的产业结构。互联网平台应

用作为一种新型市场制度安排的具体体现,其主要将通过降低市场摩擦成本来影响各部门技术进步水平,
从而引发各部门产出比例变动,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型。

(一) 理论模型推导

1 . 模型设定。假设一个地区的经济系统由 n 个行业组成,每个行业由一家只生产一种消费品的代表性

厂商构成,且各行业代表性厂商均面临垄断竞争的产品市场和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

况下各代表性厂商的产出函数为:
Y it = A itK

α
itL

1 - α
it ,i∈{1,…,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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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it表示行业 i 代表性厂商的产出;K it表示行业 i 代表性厂商的资本投入;L it表示行业 i 代表性厂

商的劳动投入;A it表示行业 i 代表性厂商的技术进步水平。
考虑到地方保护主义、贸易壁垒、不完全竞争和政策偏向等体制机制障碍有可能造成代表性厂商的要

素价格扭曲,参照 Hsieh 和 Klenow(2009) [26] 、Brandt 和 Rawski(2008) [27] 的做法,把各行业代表性厂商面

临的地区资本价格扭曲税设定为 τKt以及劳动价格扭曲税设定为 τLt。此时,各行业代表性厂商的利润函数

可表示为:
π it = p itY it - (1 + τKt) r tK it - (1 + τLt)w tL it (2)

其中,P it表示各行业代表性厂商产品的价格;r t 表示资本要素价格;w t 表示劳动要素价格。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互联网平台为

主体的新型市场组织形态业已形成。为此,我们可考虑将互联网平台应用作为降低市场摩擦成本或增加各

行业代表性厂商利润的因素,则各行业代表性厂商的利润函数可修改为:
π it = (1 + φ t) p itY it - (1 + τKt) r tK it - (1 + τLt)w tL it (3)

其中,φ t 表示互联网平台应用水平,且其对各行业代表性厂商的影响程度相同。
最后,假设地区经济系统中存在一个具有无限期寿命的代表性家庭,其消费的产品由 n 个行业代表性

厂商所提供,且该家庭每期提供一个无弹性的单位劳动力。
当市场均衡时,代表性家庭对所有产品消费获得的效用可参照 Comin 等(2021) [28] 的做法表示为:

U t = C t = ∑
n

i = 1
ω

1
σ
i C

ε i +σ
σ

t C
σ -1
σ

it (4)

其中,C it表示代表性家庭对行业 i 产出品的消费量;C t 表示代表性家庭的组合消费量,且满足 C t≥1;

ω i 表示代表性家庭对行业 i 产出品的偏好程度,且满足 ∑
n

i = 1
ω i = 1 ;ε i 表示代表性家庭对行业 i 产出品的

需求收入弹性,且满足 ε i > 0,即所有行业产出品为正常商品;σ 表示不同消费品的替代弹性,且满足 σ > 1。
2 . 模型求解。(1)家庭最优化行为。假定代表性家庭对所有消费品的总支出为 E t,则代表性家庭效用

最大化问题为:

maxU t = ∑
n

i = 1
ω

1
σ
i C

ε i +σ
σ

t C
σ -1
σ

it

s. t. 　 ∑
n

i = 1
p itC it = P tC t = E t (5)

进一步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解代表性家庭效应最大化条件,则拉格朗日函数可表示为:

l1 = P t∑
n

i = 1
ω

1
σ
i C

ε i +σ
σ

t C
σ -1
σ

it - λ
æ

è

çç∑
n

i = 1
p itC it - E t

ö

ø

÷÷ (6)

式(6) 分别对 C it 和 C jt 求一阶条件,可得:

P t =
æ

è

çç∑
n

i = 1
ω iC

ε i+σ -1
t p1 -σ

it

ö

ø

÷÷

1
1 -σ

(7)

p itC it

P tC t
=

p itC it

E t
=

p itC it

∑
n

i = 1
p itC it

= ω i
p it

P t

æ

è
ç

ö

ø
÷

1 -σ

C ε i+σ -1
t (8)

其中,P t 表示组合消费品加总价格。
(2)厂商最优化行为。当市场出清时,代表性家庭对行业 i 产出品的消费量 C it等于行业 i 产出量 Y it,

各部门代表性厂商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π it = (1 + φ t) p itY it - TC it

s. t. 　 Y it = A itK
α
itL

1 - α
it =

ω iE tP
- σ
it C ε i + σ - 1

t

P1 - σ
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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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分析,把行业 i 代表性厂商的总成本函数进一步表示为 TC it = MC itY it,对价格 P it求导,可求得

行业 i 代表性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为 p it =
σ

(1 + φ t)(σ - 1)MC it。

基于现实的厂商边际成本较难统计,为此,我们依据戴魁早和刘友金(2016) [29] 的处理,用较易统计的

要素价格对其进行替换,沿着既定产出(Y0)下成本最小化进行推导,可以把行业 i 代表性厂商利润最大化

问题转化为成本最小化问题,通过构建如下拉格朗日函数:
l2 = (1 + τKt) rK it + (1 + τLt)wL it - λ(A itK

α
itL

1 - α
it - Y0) (10)

通过求解可得,行业 i 代表性厂商在既定产出 Y0水平下成本最小化的资本和劳动投入量分别为:

K it =
α(1 + τKt)w

(1 - α)(1 + τLt) r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αY0

A it

L it =
(1 - α)(1 + τLt) r

α(1 + τKt)w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Y0

A it

(11)

将 K it和 L it代入行业 i 代表性厂商的总成本函数 TC it,可解得行业 i 代表性厂商的边际成本为:

MC it =
1
A it

(1 + τKt) r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1 + τLt)w
1 -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α

(12)

综合式(12)和代表性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可得出行业 i 代表性厂商利润最大化时的产品价格为:

p it =
σ

(σ - 1)A it(1 + φ t)
(1 + τKt) r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1 + τLt)w
1 -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α

(13)

3 . 模型结论。我们进一步借鉴 Ngai 和 Pissarides(2007) [25] 的研究思路,以各行业的产出值与所有行业

总产出值之比来刻画产业结构水平,具体如下式:

SR it =
p itY it

Y t
=
p itC it

Y t
=
p itC it

P tC t

E t

Y t
= ω i

p it

P t

æ

è
ç

ö

ø
÷

1 - σ

C ε i + σ - 1
t

E t

Y t
(14)

显然,在市场出清状态下,家庭的消费总支出(E t)等于总产出水平(Y t):

SR it = ω i

p it

P t

æ

è
ç

ö

ø
÷

1 - σ

C ε i + σ - 1
t (15)

为简化分析,将组合消费量定义为单位计价物,则 P t = 1。把式(13)代入式(15),可解得:

SR it = ω i
σ

(σ - 1)A it(1 + φ t)
(1 + τKt) r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1 + τLt)w
1 -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α

{ }
1 - σ

C ε i + σ - 1
t (16)

借鉴 Romer(1990) [30] 内生增长模型的设定,假定各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水平(A it)取决于地区技术创

新水平(A t),则 A it可进一步表示为:
A it = A i0A t ξ i (17)

其中,A i0表示生产部门 i 的技术进步;A t 表示地区技术创新水平;ξ i 表示地区技术创新对部门 i 产出

的外部溢出效应。
联立式(16)和式(17),可得出地区产业结构的函数式:

SR it = ω i
σ

(σ - 1)A i0A tξ i(1 + φ t)
(1 + τKt) r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1 + τLt)w
1 - α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α

{ }
1 - σ

C ε i + σ - 1
t (18)

分别对上式的互联网平台应用(φ t)、技术创新水平(A t)、要素错配程度(τKt、τLt)和需求收入弹性( ε i)
等求导,可得:

∂SR it

∂φ t
> 0,

∂SR it

∂A t
> 0,

∂SR it

∂τKt
< 0,

∂SR it

∂τLt
< 0,

∂SR it

∂ε i
> 0 (19)

进一步通过链式求导法则,可解出:
∂A t

∂φ t
> 0,

∂τKt

∂φ t
< 0,

∂τLt

∂φ t
< 0,

∂ε i

∂φ t
>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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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19)和式(20)可发现,互联网平台应用可以通过诱致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和影响需求收入

弹性等路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其中,第 i 种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ε i)刻画了代表性家庭收入水平变

动对第 i 种产品的消费需求量的变动,且产品越高端意味着需求收入弹性就越大。相应地,当代表性家庭

收入水平发生变动时,则高端产品部门的产出需求量变动就会更剧烈,消费需求结构变动就会更明显。综
上,我们可以把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型间接影响进一步概括为三条路径:诱致技术创新、优化资

源配置、促进消费升级。

(二) 作用路径分析

以上数理模型揭示,互联网平台之各利益方的频繁互动,将会不断降低包括搜索成本在内的市场摩擦

成本,并通过资源匹配效率、市场竞争、专业分工等加速产业结构转型。为此,将互联网平台应用影响产业

结构转型的具体路径(见图1)概括为:①技术创新效应;②资源配置效应;③消费升级效应。

图1　 互联网平台应用驱动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首先,就技术创新效应而言。互联网平台作为市场交易双方的新媒介,会涉及厂商研发、生产、供应及

销售各个环节,它能够集数据流、资金流、知识流和商贸流于一体,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会不断催生新技

术、新工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转型。这种作用路径可描述为:一是通过

平台的模块化分工机制,降低各板块厂商之间的分工协作成本,提高相互间的创新协作能力,促进各产业

实现工艺流程升级 [31] ,从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二是通过平台的开放式创新机制分散创新风险,降低产

品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提升厂商创新能力,促进产品升级 [32] ,从而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质量;三是通

过平台的竞争效应促使厂商主动进行生产技术革新和新产品研发,满足了消费者差异化需求,从而为细分

市场的小规模厂商创造生存机会,进而不断完善产业链整合功能 [33] ,极大地推动产业结构朝合理化方向

转型;四是平台的合作机制改变了产业分工与互动模式,加速了产业链创新的网络构成,促进了创新知识

外溢,优化了创新资源配置,带动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型。
其次,就资源配置效应而言。互联网平台应用使得厂商和消费者在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效应下进

行在线平台交易并由此引发替代效应,最终倒逼线下高度扭曲的要素市场改善,减少产业结构不合理变动

的摩擦,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步伐。具体而言,一是互联网平台作为一种“虚拟产业集聚”的新形式,打破了

长期以来生产要素流动的时空约束,提升了资本和劳动等传统要素的市场匹配效率,推动了产业结构高级

化和合理化;二是互联网平台应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企业经营的地域界限,加剧企业间的跨区域竞

争,使得资本和劳动得以重新配置 [34] ,进而加速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型;三是互联网平台应用通过催生新兴

产业,缓解了资本和劳动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反向作用,从劳动力市场来看,互联网平台应用通过

催生新兴产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具有高薪和高影响力的工作岗位,为适配新岗位,劳动者往往会不断提

高自身技能和知识素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劳动市场错配,进而促进产业结构朝高级化发展;从资本

市场来看,互联网平台应用可以通过直接催生金融交易平台,优化金融服务体系,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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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合理转型。不仅如此,互联网平台应用也可以通过催生数字新兴产业 [35] ,加速社会闲置资本合理

流动,进而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基础。
最后,就消费升级效应而言。与传统经济只强调价格与数量不同的单边市场模式不同,互联网平台是

一个互动的具有网络效应特征的双边市场。互联网平台应用主要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满足多样化偏好和促

进产业融合等路径来带动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具体表现为:一是互联网平台应用通过

强大的数据优势缓解外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并引发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偏好和

需求,进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概而言之,互联网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匹配高端消费品供需,帮助消费

者及时获悉高端消费品的最新价格、质量和类别等信息,扩大了消费者对高端消费品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选

择 [36] ,从而不断提高消费者剩余,进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二是互联网平台应用通过提高生产、流通和

消费各环节效率,极大降低消费者搜寻成本和企业运营费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具体而言,就是互联网平

台应用使供求双方通过线上交易,降低了需求方交通成本 [37] 以及供给方的选址成本 [38] ,从而带来终端产

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进而增加居民购买力,提升高端消费品需求量,最终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三是互

联网平台应用通过细化专业分工推动产业跨界融合,使得网络平台衍生出大量的新模式、新业态,从而增

加居民收入来源渠道,并间接带动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朝高级化和合理化趋势演进。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设2:互联网平台应用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消费升级影响产业结构转型。

三、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的理论推演,为进一步验证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体构建如下计量

模型:
SR it = α0 + α1 platform it + α2 controls it + λ t + μ i + ε it (21)

其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年份;SR it表示产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趋势);platform it表

示互联网平台应用水平(经济主体参与互联网平台交易的活跃程度);controls 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λ t 表

示时间固定效应;μ i 表示地区 i 的个体固定效应,ε 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

1 .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TS it)和合理化( TL it)是产业结构转型的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之所

以能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反映地区各产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跃升水平,它包含各

产业 GDP 占比与劳动生产率在内的产业结构 [39] ;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地区不同产业的结构偏离程度,用
以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可以揭示这种偏离 [40] 。这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函数构成如下:

TS it = ∑
3

j = 1

Y ijt

Y it
×
Y ijt

L ijt
,j = 1,2,3 (22)

TL it = ∑
3

j = 1

Y ijt

Y it
× ln Y ijt

L ijt
/
Y it

L it

æ

è
ç

ö

ø
÷,j = 1,2,3 (23)

Y ijt表示在 t 时期 i 地区第 j 产业的产值,L it表示在 t 时期 i 地区第 j 产业的从业人数,Y it表示在 t 时期 i
地区的总产值,L it表示在 t 时期 i 地区的从业总人数。

2 . 解释变量。关于互联网平台应用水平的衡量标准,现有文献或以互联网发展综合指数衡量 [41] ,或以

参与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来衡量 [42] 。互联网平台作为一种新型市场制度安排,不仅是区域平台企

业的数量反映,更是区域消费者或厂商借助互联网平台参与经济活动内涵的反映。考虑到已有指标难以客

观全面地反映地区互联网平台应用成效,即本地区消费者或厂商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多少交易金额。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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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可采用各省人均电商贸易额 platform it来表征地区互联网平台应用水平 [35] 。
3 . 控制变量。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对以下变量加以控制:(1)外商投资水平( fdi it),采用地区

外商直接投资额与 GDP 的比值来表示 [43] ;(2)基础设施水平( infra it),采用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来衡

量 [44] ;(3)人力资本水平(human it),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45] ;(4)政府干预( gov it),采用地方政府

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来衡量 [46] ;(5)金融发展( fiance it ),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 GDP 的比值来

衡量 [47] 。
各变量的列表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定义及相关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 符号 定义及相关说明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 TS 采用构造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取对数衡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TL 采用泰尔指数衡量

解释变量 互联网平台应用水平 platform 采用地区人均电商贸易额取对数衡量

控制变量

外商投资水平 fdi 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地区 GDP 比值衡量

基础设施水平 infra 采用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来衡量

人力资本水平 human 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政府干预程度 gov 采用政府财政支出与地区 GDP 比值衡量

金融发展水平 fiance 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 GDP 比值衡量

(三) 数据来源

基于样本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13—2019年除港澳台外的全国31个省(区)市作为样本期间及研

究对象,同时文中所涉及的原始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金融统计年

鉴》《新中国60年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表2给出了相关数据的描述性

统计量,且部分变量已做过对数化处理。

表2　 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符合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结构高级化 TS 217 2 . 500 0 . 340 1 . 835 3 . 356

产业结构合理化 TL 217 0 . 115 0 . 075 0 . 001 0 . 307

平台经济发展水平 platform 217 7 . 834 1 . 394 3 . 656 10 . 860

外商投资水平 fdi 217 0 . 484 0 . 475 0 . 064 2 . 242

金融发展水平 fiance 217 2 . 859 1 . 626 1 . 687 8 . 131

人力资本水平 human 217 10 . 100 1 . 206 5 . 902 13 . 830

政府干预程度 gov 217 0 . 287 0 . 212 0 . 120 1 . 379

基础设施水平 infra 217 0. 942 0. 546 0. 057 2. 217

四、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在考察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基准效应之前,本文采用混合效应(OLS)、随机效应(RE)
与固定效应(FE)对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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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TS) 产业结构合理化(TL)

模型(1)OLS 模型(2)RE 模型(3)FE 模型(4)OLS 模型(5)RE 模型(6)FE

platform
0 . 085∗∗∗ 0 . 097∗∗∗ 0 . 094∗∗∗ - 0 . 022∗∗∗ - 0 . 018∗∗ - 0 . 016∗∗∗

(4 . 092) (4 . 921) (4 . 665) ( - 3 . 610) ( - 2 . 250) ( - 2 . 691)

fdi
0 . 306∗∗∗ 0 . 027 - 0 . 014 - 0 . 015 - 0 . 045∗ - 0 . 042∗∗∗

(4 . 961) (0 . 540) ( - 0 . 297) ( - 1 . 550) ( - 1 . 840) ( - 2 . 642)

fiance
0 . 008∗∗∗ 0 . 009∗∗ 0 . 007∗∗ - 0 . 003∗∗∗ - 0 . 008∗∗∗ - 0 . 010∗

(4 . 207) (2 . 313) (2 . 545) (3 . 321) ( - 2 . 970) ( - 1 . 650)

human
0 . 105∗∗ 0 . 088∗∗∗ 0 . 038∗∗∗ 0 . 019∗∗∗ 0 . 001∗∗∗ 0 . 002∗∗∗

(2 . 525) (3 . 157) (3 . 316) (2 . 689) (3 . 550) (4 . 730)

gov
1 . 046∗∗ 0 . 311∗∗∗ 0 . 164∗∗∗ - 0 . 022∗ - 0 . 193 - 0 . 217
(2 . 427) (3 . 061) (4 . 581) ( - 1 . 711) ( - 0 . 200) ( - 0 . 414)

infra
0 . 103∗ 0 . 190∗∗ 0 . 739∗∗∗ - 0 . 060∗∗ - 0 . 047∗∗ - 0 . 004∗∗

(1 . 892) (2 . 267) (5 . 526) ( - 2 . 242) ( - 2 . 140) ( - 2 . 270)

Constant
1 . 859∗∗∗ 1 . 626∗∗∗ 1 . 141∗∗∗ 0 . 214∗∗∗ 0 . 178∗∗ 0 . 245∗∗∗

(13 . 268) (10 . 607) (6 . 606) (4 . 421) (5 . 740) (5 . 200)

年份效应 — — 控制 — — 控制

个体效应 — — 控制 — — 控制

样本量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地区数 31 31 31 31 31 31

R2 0. 689 — 0. 821 0. 617 — 0. 712

LM 检验(P 值) χ2 (01) = [0. 0000]393. 75 χ2 (01) = [0. 0000]526. 98

Hausman 检验(P 值) Prob > χ2 = 0. 0013 Prob > χ2 = 0. 0017

　 　 注:∗、∗∗、∗∗∗分别表示在10% 、5%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小括号内为 t 值,方括号内为 p 值,下同

依据 LM 和 Hausman 检验结果可知,相较于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具有更优的估计效果。进
一步通过对固定效应的时间虚拟变量联合显著性检验显示,P 值为0. 0000。为此,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

对互联网平台应用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展开基准回归估计。由模型(3)和模型(6)的结果可发

现,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产生显著负向

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即互联网平台应用通过降低市场摩擦成本和实现供需有效匹配,一方面扩大了市场

规模,加快了要素合理流动,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型;另一方面则加速了产业融合,重塑了价值链体

系,推动了传统产业由生产制造型向现代服务型转变。进一步从相关控制变量的运行结果来看,人力资本、
金融发展、基础设施等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产生积极促进作用,这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离

不开外部“人、财、物”的支持;政府干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不显著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显著,这
表明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支持高端产业发展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外商投资水平对产业结构高

级化不显著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显著,这表明当前我国所引入的外商投资项目多为发达国家向外转

移的中低端产业,因而难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型。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处理方法 [48] ,选取各省市《统计年鉴》人均快递业务量

( pexp it)来替换互联网平台应用水平。之所以选取人均快递业务量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代变量,是基于互

联网平台应用与线下实体经济紧密联结,能够使线下实体交易逐步向线上虚拟交易过渡,而快递业具备联

结桥梁的作用。为此,将人均快递业务量作为互联网平台应用的替代变量,通过以之替换互联网平台应用

指标进行回归,其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中的模型(7)和模型(8)所示,替换解释变量后的互联网平台应用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回归系数值、显著性水平以及符号方向,与基准回归结果(表3第(3)列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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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列)基本一致,这在很多大程度上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TS) 产业结构合理化(TL)

模型(7) 模型(8)

pexp
0 . 082∗∗∗ - 0 . 021∗∗∗

(5 . 398) ( - 5 . 466)

fdi
0 . 325∗∗∗ - 0 . 035∗∗

(5 . 693) ( - 2 . 406)

fiance
0 . 051∗∗ - 0 . 007∗∗

(2 . 511) ( - 2 . 287)

human
0 . 487∗∗∗ - 0 . 019∗∗∗

(5 . 721) ( - 3 . 882)

gov
0 . 153∗∗∗ - 0 . 208
(3 . 710) ( - 0 . 953)

infra
0 . 069∗∗∗ - 0 . 007∗

(3 . 813) ( - 1 . 953)

constant
2 . 653∗∗∗ 0 . 238∗∗∗

(16 . 055) (5 . 611)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17 217

地区数 31 31

R2 0. 478 0. 593

(三)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以下几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1)产业结构转型可能产生更复杂的分工,分工细化将

引致更多的网络平台需求,这便要求我们关注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2)由于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

制,虽然能够控制一些相关变量,但仍可能会遗漏一些同时影响互联网平台应用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其他变

量;(3)由于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有限,模型中的所有变量都有可能存在测量误差。为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最

小二乘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由于工具变量必须具备完全的外生性,所以根据选取要求,本文采用

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变量(L. platform) [49] 和人均电信业务量对数作为工具变量( telecom) [14] ,这一方面是

由于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与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直接相关而与产业结构转型不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是人

均电信业务量可以反映各地区参与线上商务交流和人际交往等与平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情况,但不能

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转型。
通过表5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可发现,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的两个工具变量均对互联网平台应

用发展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为进一步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分别采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检验:(1)工具

变量过度识别检验表明,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了所选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2)弱工具变

量检验表明,Cragg-Donald Wald F 值均大于 Stock-Yogo 检验10% 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所选工具变量为弱

工具变量的原假设;(3)Hansen-Sargan 检验表明,检验 P 值均大于0. 1,接受所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工具变

量的假设。通过上述检验结果,说明本文所选的工具变量是合理和有效的。与此同时,通过第二阶段的回归

结果可发现,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

致,进一步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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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二阶段

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TS) 产业结构合理化(TL)

模型(9) 模型(10)

platform 0 . 120∗∗∗

(4 . 970)
- 0 . 021∗∗∗

( - 3 . 0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

platform platform

l. platform 0 . 738∗∗∗

(5 . 180)
0 . 738∗∗∗

(5 . 240)

telecom 0 . 302∗∗∗

(4 . 370)
0 . 302∗∗∗

(4 . 390)

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 48 . 080[0 . 000] 48 . 683[0 . 000]

Cragg-Donald Wald F 值 33 . 452 33 . 976

Hansen-Sargan 检验 2. 264[0. 132] 2. 315[0. 128]

(四) 异质性检验

1 . 地区异质性检验。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约束,根据我国的地理位置和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结合2011年国家统计局官方的地区划分,本文将研究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

大板块,对这四组数据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TS) 产业结构合理化(TL)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模型(17) 模型(18)

platform
0 . 244∗∗∗ 0 . 162 0 . 021 0 . 129 - 0 . 029∗∗∗ - 0 . 018∗∗ - 0 . 001 - 0 . 007
(4 . 932) (1 . 234) (1 . 083) (1 . 127) ( - 3 . 904) ( - 2 . 693) ( - 0 . 065) ( - 0 . 190)

Constant
0 . 624 0 . 714∗∗∗ 2 . 677∗∗∗ 1 . 771∗ 0 . 162 0 . 470∗∗∗ 0 . 255∗ 0 . 097

(1 . 343) (2 . 487) (13 . 469) (2 . 014) (1 . 606) (1 . 937) (1 . 899) (0 . 2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0 42 84 21 70 42 84 21

地区数 10 6 12 3 10 6 12 3

R2 0. 727 0. 668 0. 747 0. 851 0. 848 0. 612 0. 728 0. 610

从模型(11)至模型(18)的回归结果可发现,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平台应用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

理化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主要归功于东部地区产业基础好、商业模式成熟以及网络平台监管机制完

善,互联网平台应用更易解决资源供需矛盾、打破产业间边界促进产业融合和价值链重塑,从而推动产业

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中部地区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显著,但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的作用不显著。这一差异来源于中部地区的低廉劳动力成本和庞大的市场规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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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应用场景下,中部地区更易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使本区域内要素得以重新合理分配,进
而促进产业结构朝合理化趋势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应用也加速了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向东部经济发

达地区集聚,因而不利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现。西部和东北地区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高

级化和合理化转型的作用均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基础配套设施、营商环境、人力资源禀

赋等欠佳,无法为互联网平台应用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弱化了平台经济对资源整合和产业融合功能的发

挥,从而限制了产业结构转型。
2 . 市场化程度异质性检验。市场化程度是衡量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地区市场化程度水平越

高意味着该区域的市场发育程度、竞争程度、活跃程度和开放程度水平越高,这一方面会提高市场运行效

率,加速互联网平台应用对知识共享、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

朝高级化方向演进;另一方面会破除制度壁垒,提升互联网平台应用对劳动、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配

置效率,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型。因此,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水平下互联网平台应用将对产业结构

转型产生不同的强化作用。为验证市场化程度异质性影响,我们采用王小鲁等(2021) [50] 编制的《中国分

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中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marindext it)。根据市场化指数

中位数,我们将样本划分为高市场化程度地区和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中模

型(19)—(22)列可知,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在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产生了显著推动作用,但
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这种影响不显著。其中的可能原因是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互联网平台企业集聚程度较

高、外部营商环境较好、产业体系较为完善以及人力资本较为丰富,互联网平台应用使得供求双方更易借

助数据智能化、网络协同化等新模式开展生产投资和消费交易活动,从而不断加速新旧产业融合,并催生

出大量新模式、新产品和新业态,进而显著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反之,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则不利于

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互联网平台应用对高、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均产生了显著推

动作用,且对低市场化程度地区推动作用更大。其中的可能解释是相对高市场化程度地区而言,信息不对

称和不完全仍是阻碍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型的主要问题。因此,
互联网平台应用作为打破信息壁垒,促进要素跨时空自由流动的新型市场制度安排,将对低市场化程度地

区产业结构合理化转型产生更明显的推动作用。

表7　 市场化程度异质性分析

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TS) 产业结构合理化(TL)

高市场地区 低市场地区 高市场地区 低市场地区

模型(19) 模型(20) 模型(21) 模型(22)

platform
0 . 128∗∗∗ 0 . 037 - 0 . 012∗∗ - 0 . 015∗∗

(5 . 241) (1 . 371) ( - 4 . 405) ( - 2 . 503)

Constant
1 . 365∗∗∗ 1 . 365∗∗∗ 0 . 237∗∗∗ 0 . 280∗∗∗

(9 . 544) (9 . 544) (4 . 776) (9 . 6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8 119 98 119

地区数 14 17 14 17

R2 0. 955 0. 926 0. 967 0.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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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作用机制检验

(一)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4) [51] 采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处理方法,按照以下步骤来展开中介效应检验:
(1)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作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平台应用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2)分别以

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消费升级三个中介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以互联网平台应用发展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3)将互联网平台应用与中介变量(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升级)同时纳入实证模型中进行回归

分析,据此构建以下回归方程:
SR it = α0 + α1 platform it + α2 controls it + λ i + μ t + ε it (24)
M it = β0 + β1 platform it + β2 controls it + η i + ν t + ε it (25)

SR it = φ0 + φ1 platform it + φ2M it + φ3 controls it + η i + ν t + ε it (26)
若模型(26)—(28)中系数 α1、β1均显著,且系数 φ1 较 α1 变小或显著性水平下降,则表明中介效应存

在。同时,以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与从业人员数量之比来表征地区技术创新水平( innov it)
[52] ;以人均非生

存型消费支出与人均总消费支出之比来衡量地区消费升级水平( con it)
[53] 。参考季书涵等(2016) [54] 的要

素错配计算方法,测算各地区的资本错配指数绝对值(misk it)和劳动力错配指数绝对值(misl it),以表征地

区资源配置水平:

misk it =
1
γK

it

- 1 和 misl it =
1
γL

it

- 1 (27)

其中,γK
it表示资本的相对扭曲系数,γL

it表示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系数,要素错配指数的绝对值越大,表示

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要素错配指数的绝对值越小,表示资源错配程度在缓解,与此相对应的要素相对扭

曲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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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it / K t 和 L it / L t 分别表示地区 i 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占比,s i = p itY it / Y t

表示地区 i 的总产值在所有地区总产值中的占比,βKi和 βLi分别表示 i 地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βK 和

βL 分别表示整个经济系统中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而 s iβKi / βK 和 s iβLi / βL 分别表示要素有效配置时,地
区 i 所使用资本和劳动要素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占比,各中介变量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二) 中介效应分析

表8的模型(23)、(26)、(29)、(32)检验结果说明,互联网平台应用对技术创新、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

的回归系数均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消费升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表明互联网平台应用能提升技术创新能

力和纠正资源错配,但未促进消费升级。模型(24)、(27)、(30)、(33)的估计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消费升

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显著为正,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同时,
模型(25)、(28)、(31)、(34)的估计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和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均显著为

负,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上述结论表明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在互联

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转型中起到中介作用,而消费升级在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

高级化和合理化转型中未产生中介效应。
为进一步验证各中介变量的显著性,通过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1000次可发现,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

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转型上均通过中介显著性检验,但消费升级未通过中介显著性检验。也就是

说,互联网平台应用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纠正资源错配间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但不能通过消费

升级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该结果可能的解释是:互联网平台应用虽大幅增加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规模,但
也加速了消费结构向低端化演进,这不利于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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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技术创新效应 消费升级效应

innov TS TL con TS TL
模型(23) 模型(24) 模型(25) 模型(26) 模型(27) 模型(28)

platform
0. 471∗∗∗ 0. 075∗∗ - 0. 015∗∗∗ 0. 005 0. 091∗∗∗ - 0. 015
(9. 410) (2. 000) ( - 3. 070) (1. 069) (5. 890) ( - 0. 452)

innov
0. 038∗∗∗ - 0. 002∗∗∗

(3. 690) ( - 6. 040)

con
0. 583∗∗∗ - 0. 242∗∗∗

(3. 330) (5. 810)
misk
misl

constant
5. 765∗∗∗ 0. 776∗∗∗ 0. 119∗∗∗ 0. 343∗∗∗ 1. 484∗∗∗ 1. 647∗∗∗

(10. 076) (2. 880) (2. 980) (7. 101) (6. 850) (6. 9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地区数 31 31 31 31 31 31

R2 0. 977 0. 933 0. 829 0. 746 0. 814 0. 624

Bootstrap 检验

indeff = 0 . 018∗∗∗

(3 . 130)
indeff = - 0 . 001∗∗∗

( - 4 . 980)
indeff = 0 . 003

(1 . 271)
indeff = - 0 . 001

( - 0 . 747)

direff = 0 . 075∗∗

(2 . 000)
direff = - 0 . 015∗∗∗

( - 3 . 070)
direff = 0 . 091∗∗∗

(3 . 392)
direff = - 0 . 015

( - 1 . 461)
中介效应值 Cmedi = 19 . 15% Cmedi = 6. 25% — —

变量

资本错配效应 劳动错配效应

misk TS TL misl TS TL
模型(29) 模型(30) 模型(31) 模型(32) 模型(33) 模型(34)

platform
- 0 . 142∗ 0 . 090∗∗∗ - 0 . 010∗∗∗ - 0 . 036∗ 0 . 083∗∗∗ - 0 . 013∗∗

( - 1 . 736) (3 . 737) ( - 2 . 620) ( - 1 . 920) (4 . 890) ( - 2 . 290)
innov
con

misk
- 0 . 024∗∗ 0 . 045∗∗∗

( - 2 . 410) (3 . 620)

misl
- 0 . 305∗∗∗ 0 . 075∗∗∗

( - 5 . 140) (3 . 920)

constant
- 0 . 839∗∗∗ 0 . 129∗∗∗ 0 . 225∗∗∗ - 0 . 430∗∗ 0 . 232∗∗∗ 0 . 278∗∗∗

( - 4 . 830) (2 . 970) (4 . 520) ( - 2 . 560) (3 . 831) (6 . 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地区数 31 31 31 31 31 31

R2 0 . 760 0 . 775 0 . 756 0 . 791 0 . 537 0 . 685

Bootstrap 检验

indeff = 0 . 003∗∗∗

(5 . 408)
indeff = - 0 . 006∗

( - 1 . 683)
indeff = 0 . 011∗∗

(2 . 017)
indeff = -0. 003∗∗

( - 2 . 294)

direff = 0 . 091∗∗∗

(4 . 664)
direff = - 0 . 010∗∗∗

(2 . 690)
direff = 0 . 083∗∗∗

(4 . 897)
direff = -0. 013∗∗∗

( - 2 . 691)
中介效应值 Cmedi = 3 . 19% Cmedi = 37 . 50% Cmedi = 11 . 70% Cmedi = 18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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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互联网平台作为一种新型市场制度安排,是平衡供需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形式,为产业结构转

型提供了新动力。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系统考察了互联网平台应用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并
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消费升级三条路径重点探讨了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果表明:(1)互联网平台应用显著提升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水平,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2)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和市场化程度异质性。从区域异质角度

看,相对于中、西和东北地区,我国东部地区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推动十分显著、相对于西部

和东北地区,我国东、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而易见;从市场化程度异质角度看,相对低市场化地区,
我国高市场化地区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作用显著;相对高市场化地区,我国低市场化地

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更为凸出。(3)进一步中介效应显示,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在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

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转型中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但消费升级未能在互联网平台应用对产业结构转

型中产生中介作用。
互联网平台应用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经济向高质量转变的重要载体。基于上述

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1)积极营造互联网平台应用的良好外部环境。一是强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宽带中国”战

略和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平台建设,全力提升网络覆盖范围和数据信息服务水平,着力改善地区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的不平衡,有效规避区域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二是建立平台数据共享机制。依托国家公信力,
构建不同互联网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引导互联网平台向惠普化和大众化方向发展,打破现有“信息

壁垒”模式,促进信息和知识的自由流动。三是完善互联网平台的外部服务体系。通过加大财税政策引导

支持力度、改善平台企业融资环境、加强平台经济人才队伍建设、规范平台经济市场竞争行为、建立适应平

台经济发展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配套等措施,全面推动互联网平台规范、健康和持续

发展。
(2)因地制宜探索互联网平台应用驱动产业结构转型的可行方案。各级地方政府应立足本区域产业

发展特色和平台发展基础上,围绕商品交易和服务供给,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探索形成地区产业转型的可

行路径。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应充分依托高端优质产业集聚优势,重点开展互联网平台集聚区建设;中部地

区应充分抓住产业梯级转移历史机遇,围绕产业链布局来大力推进网络交易服务平台建设;西部和东北地

区应在培育壮大地方特色产业基础上主动参与互联网平台建设,进而实现对中、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

追赶。
(3)充分发挥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消费升级在互联网平台应用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中介桥梁作

用。一是借助共享机制,促进技术创新。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共享机制来整合各类创新

要素,通过强化创新主体、创新成果转化、提高创新效率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二是构建平台载体,改善资

源配置。各级政府要根据互联网平台发展趋势,不断建立健全市场化运作体系,本着资源合理流动的原则

建构劳动力和金融等要素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平台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进而通过要素配置效率提升

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三是细化服务平台,促进消费升级。各级政府应立足本地及放眼全国和世界,聚焦新

兴消费领域,积极培育面向有效需求的细化服务平台,不断消除生产与消费的壁垒,充分激发消费潜能,有
效拓展消费需求的广度和深度,进而通过消费升级来引领产业结构转型。

互联网平台应用之于产业结构转型的研究,基础在于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过程,要点是解析政策

体系或制度安排对两者的推动和制约作用。具体地说,就是厂商如何以互联网为交易平台,以大数据为基

本分析要素,以人工智能为操作手段来决定投资什么、生产什么、投资多少、生产多少等;政府如何运用大

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进行宏观调控,让政策及执行政策的手段能够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很明显,互联网平台应用之于产业结构转型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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