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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ＩＣＴｓ支持下的电子商务，凭借其成本低廉、交易效率高等特点，快速推进了交易的全球化进程，成为当
前重要的商务形式。电子商务背景下的商业地理问题开拓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范畴，衍生出许多研究命题。通过构

建电子商务指标体系，对各省（市、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行测度和空间分析，并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模型，量化分析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结果表明，省域间电子商务指数的等级差异显著且随着

电子商务指数的增长而有所扩大；电子商务指数在省域上的分布呈明显的空间集聚；省域间电子商务指数的空间差异

格局变化不明显，呈现自东部沿海向内陆梯度降低、交错分布的发展态势；电子商务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区域

差异，其空间格局呈极化分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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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拉动内需、带动就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第３８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我国网
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４．４８亿，较２０１５年底增加３４４８万，增
长率为８．３％。我国网络购物市场依然保持快速、稳健增长
趋势。《２０１６年（上）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
示，２０１６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１０．５×１０１２元，
同比增长３７．６％。其中，Ｂ２Ｂ市场交易规模达７．９×１０１２元，
同比增长３６．２％。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２．３×１０１２元，同比
增长４３．４％。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
从业人员超过２８５万人，由电子商务间接带动就业人数已超
过２１００万人。国外电子商务发展较早，地理学介入研究的
时间也相对较早，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Ｄｕｎｔ等回顾了
澳大利亚电子商务发展及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认为互

联网和电子商务对澳大利亚的经济革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１］；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探讨了Ｂ２Ｃ电子商务影响下网络购物的时
空变化［２－４］；Ｒｅｎ等通过分析居民购物行为，探讨了区位条件
对电子商务的影响［５－６］；Ｙｅｕｎｇ等认为，基于人际网络关系所
形成的博客商店极大地突破了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距离，

并从虚拟空间延伸到实体空间，填补了新兴零售地理的研究

空白［７］。国内地理学关于电子商务的研究较晚，研究成果主

要集中在近几年中。俞金国等以淘宝网中 Ｃ２Ｃ网络店铺为

切入点展开研究，发现省域（市域）层面的Ｃ２Ｃ网络店铺在空
间分布中遵循自东部沿海至内陆地区呈现梯度降低的空间分

布规律，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这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信息

化程度、物流交通发展等因素无法分离［８－１３］。丁志伟等以

Ｃ２Ｃ店铺服务质量为研究视角，探寻了中国中部地区 Ｃ２Ｃ店
铺服务质量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１４］。朱邦耀等从不同空

间尺度对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与研

究［１５－１６］。浩飞龙等利用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城市、县域电子商

务发展指数分别对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和东北地区县

域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进行了空间特征分析和影响因素探

究［１７－１８］。现有地理学文献中关于电子商务的研究大多集中

于网络店铺、淘宝村的空间特征分析和影响因素的探究，在电

子商务发展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所产生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较

少。中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信息化程度等

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长期的不均衡性，这些因素影响下的

电子商务将会呈现何种区域差异与不均衡性？电子商务发展

是否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带动作用？如果产生带动作用，又

将呈现何种空间分异？本试验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指区域为中国大陆区域，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在保证数据准确性与可查性的

前提下，采用国家相关部门公开的数据。其中，电子商务指标

体系中互联网普及率来源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国信息年鉴》，
其他指标数据、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就

业人数（年末就业人数为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年末城镇

个体和私营就业人数之和）等数据均来源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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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主成分分析　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对电子商务指
标进行“降维”分析，将７个自变量转化为少数几个主成分，
旨在以少数几个主成分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且所含

信息互不重复，同时得到更加科学、有效的数据信息，最终通

过计算主成分得分，得到电子商务指数［１９－２１］。由于７个指标
数据的单位不一致，先采用对数化处理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

纲化处理，再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Ｅ＝Ｆ１×Ｉ１＋Ｆ２×Ｉ２＋…＋Ｆ７×Ｉ７。 （１）
式中：Ｅ表示主成分得分，即电子商务指数；Ｆ（Ｆ１、…、Ｆ７）表
示提取的主成分系数；Ｉ（Ｉ１、…、Ｉ７）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变量。
１．２．２　空间局部自相关模型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中空
间局部自相关分析模型，用以探讨电子商务指数的空间分布

特征。空间自相关是指地理事物分布于不同空间位置的某一

属性值之间的统计相关性，Ｌｏｃ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是指衡量局部空间
中各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关联程度及类型［２２－２３］，它是对全

局ＭｏｒａｎｓＩ方法的分解，对第ｉ个区域而言，计算公式为：

Ｉｉ＝
ｙｉ－ｙ

∑ｉ（ｙｉ－ｙ）
２∑
ｎ

ｊ
ｗｉｊ（ｙｉ）－ｙ。 （２）

１．２．３　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由美国数学家柯
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共同探讨投入和产出关系时，将技术

资源因素引入到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中创造的，简称 Ｃ－Ｄ
生产函数。

Ｙ＝Ａ（ｔ）ＫαＬβμ。
　　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省（市、区）的地区生产总
值作为因变量；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就业人数分别

代表资本要素投入（Ｋ）、劳动要素投入（Ｌ），并对数据进行无

量纲化处理；之后将电子商务指数引入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模型，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得到模型的检验参

数和弹性系数［２４－２５］。含有电子商务指数的柯布 －道格拉斯
生产函数模型：

Ｙ＝ＡＥρＫαＬβｅμ。 （３）
　　显然，其给出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关系式是非线性的。
通过模型的对数变换，可获得其线性表达式为：

ｌｎＹ＝ｌｎＡ＋ρｌｎＥ＋αｌｎＫ＋βｌｎＬ＋μ。 （４）
式中：Ｙ表示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Ｅ表示电子商务发展指
数；Ｋ、Ｌ分别表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投入；ρ、α、β分别表
示其产出弹性；ｅμ表示随机扰动项。
１．３　电子商务指标体系的建立

最早关于电子商务测度的指标体系是国家统计局国际统

计信息中心同中国互联网研究与发展中心在２０００年发布的
“ＣＩＩ电子商务总指数指标体系”，而后许多学者基于该指标
体系，构建电子商务测度指标体系［２６－２９］；２０１３年阿里研究院
基于阿里巴巴平台的海量数据，构建了“阿里巴巴电子商务

发展指数（ａＥＤＩ）”指标体系［３０］。然而这些指标体系多是从

信息化、网络交易等角度出发，难以较全面地反映出区域电子

商务的发展程度。

在参考其他电子商务测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研究以

信息化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就业人员、交通快递等行业

的发展等４个方面为出发点，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省（市、
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公路里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

值、邮政业就业人员、快递量、快递营业网点、快递业收入等７
项指标构建电子商务指数体系，能够较客观、全面地反映各省

（市、区）电子商务的发展程度。

表１　电子商务指数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电子商务发展指数（Ｅ） 互联网普及率（Ｉ１） 是电子商务活动发生的基础条件，互联网普及率越高，电子商务承载的

产品需求量越高

公路里程（Ｉ２） 包括城间、城乡间、乡（村）间能行驶汽车的公共道路总长度，公路里程

的增加意味着交通通达性的提高，反映电子商务中运输承载能力的提高

快递营业网点（Ｉ３） 反映电子商务活动中快递行业的发展，营业网点分布越多，电子商务的

市场规模越庞大

邮政业就业人员数量（Ｉ４） 反映电子商务活动中从事物流活动的人员存量

快递量（Ｉ５） 反映电子商务活动中商品交易的数量规模，随着快递量的增长，电子商

务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

快递业收入（Ｉ６） 与电子商务活动相关的行业中，快递业收入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快递

业收入的增长可以直观地反映电子商务的发展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Ｉ７）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反映电子商务活动对于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等行业的带动作用，间接反映电子商务活动的发展状况

２　电子商务发展的时空分异

２．１　省域电子商务指数呈增长态势
借助ＳＰＳＳ２１软件，分别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省（市、区）

的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１的主成分，再
结合各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得到１个特征因子，并计算主成分
得分，即电子商务指数（表２）。
　　各省（市、区）电子商务指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电子
商务指数平均值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２．８２９９提高到 ２０１５年的

３１４４８，增长了１１．１３％。５年中省域间电子商务指数存在
一定的等级差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省（市）的电

子商务指数处于较高水平；而宁夏、海南、甘肃、青海、贵州、西

藏等省（区）电子商务指数与其他省（市、区）差距较大，处于

低水平；其他省（市、区）５年中的等级略有变化。
各省（市、区）电子商务指数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增长

速度（电子商务的增长速度为５年的平均增长率）的区域差
异明显，山东、江苏、北京、上海等电子商务指数较高的省

（市）电子商务指数的增长速度相对较低；而贵州、宁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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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省（市、区）电子商务指数

年份
电子商务指数

安徽省 北京市 福建省 甘肃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州省 海南省 河北省 河南省 黑龙江省

２０１１ ２．９５６１ ３．１５２３ ３．０６５０ ２．２８８１ ３．５２０２ ２．７９９６ １．９５３９ ２．３１７３ ３．０８４５ ３．０８６３ ２．８５１５
２０１２ ３．０３２４ ３．２０９９ ３．１４２４ ２．３４９６ ３．６３９９ ２．８５２４ ２．０１２６ ２．３６４２ ３．１６１２ ３．１４４２ ２．８９４７
２０１３ ３．１３０６ ３．２９４４ ３．２６３６ ２．４３３５ ３．７５５７ ２．９４３１ ２．１２９３ ２．４５７８ ３．２５０７ ３．２８４９ ２．９７５６
２０１４ ３．２１４７ ３．３５７１ ３．３１２３ ２．４９４２ ３．８１７７ ３．００２８ ２．２１３７ ２．５１６８ ３．３１９８ ３．３５８２ ３．０２７９
２０１５ ３．３２５１ ３．４１４０ ３．３９７８ ２．５８１２ ３．８９０９ ３．０８５４ ２．３０３１ ２．６１９９ ３．３８８９ ３．４４８７ ３．１３１５

年份
电子商务指数

湖北省 湖南省 吉林省 江苏省 江西省 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青海省 山东省 山西省

２０１１ ３．００３３ ２．９５３０ ２．７１４５ ３．３４４６ ２．７９９９ ２．９４８１ ２．８３５０ ２．３４２８ ２．０７８９ ３．２７８１ ２．８６６３
２０１２ ３．０９０１ ３．０４６７ ２．７７７１ ３．４２３７ ２．８７１０ ３．００１５ ２．９１５０ ２．５７６１ ２．１４１２ ３．３３１４ ２．９３７３
２０１３ ３．２４０６ ３．１３９１ ２．８５７０ ３．５３０２ ３．００８１ ３．０７９６ ２．９９８８ ２．５１５２ ２．２８６２ ３．４４３１ ３．０９０３
２０１４ ３．３１１７ ３．１９７７ ２．９１５４ ３．６０１０ ３．０６０５ ３．１４０４ ３．０８３０ ２．５７６０ ２．３０４２ ３．４９５８ ３．１４９５
２０１５ ３．３９８７ ３．２６０２ ２．９９１８ ３．６４９５ ３．１４９１ ３．２２２４ ３．１３４２ ２．６５９３ ２．３６１１ ３．５７８５ ３．２４１８

年份
电子商务指数

陕西省 上海市 四川省 天津市 西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云南省 浙江省 重庆市

２０１１ ２．８５２４ ３．２８８９ ３．０５７６ ２．６６５６ ２．０４２９ ２．６４７６ ２．７４７０ ３．３０７１ ２．８７８７
２０１２ ２．９１６３ ３．３２４２ ３．１３６５ ２．７５６６ ２．０４１４ ２．７３０１ ２．８０９８ ３．３９８１ ２．９７９５
２０１３ ３．０５０１ ３．４１９８ ３．２９２７ ２．８２３４ ２．０９１９ ２．８４９９ ２．９０４６ ３．５００５ ３．０８４１
２０１４ ３．１１４０ ３．４８３３ ３．３８２６ ２．８６１０ ２．１２９４ ２．８９７８ ２．９５９０ ３．５７４９ ３．１４９８
２０１５ ３．１９１９ ３．５６１７ ３．４４９０ ２．９８４９ ２．２２４５ ２．９４７０ ３．０２１４ ３．６６１８ ３．２１４８

表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系数

年份 Ｐ值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２０１１ ０ ０．８２４
２０１２ ０ ０．８２０
２０１３ ０ ０．８２０
２０１４ ０ ０．８１６
２０１５ ０ ０．８１０

海、海南、甘肃等电子商务指数较低的省（区）出现了较快的

增长速度。但这并未对省域间电子商务指数的发展等级产生

过多影响，且省域间的差异随电子商务指数的增长而有所

扩大。

　　运用ＳＰＳＳ２１软件中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法，对电子商
务发展指数和地区生产总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各省（市、区）

电子商务指数与其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分析均通过了 Ｐ值小
于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所得到的Ｐｅａｒｓｏｎ值均达到０．８以上。
可见，电子商务发展程度与区域经济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

相关，势必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与不均衡性。

２．２　电子商务指数省域间差异明显
为了更好地探寻电子商务指数的空间分异格局，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对电子商务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５年中
电子商务指数的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分别为０．１８４、０．１７８、０．１７１２、
０．１７１、０．１８４，且均通过了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电子商务
指数在省域上发生了显著的空间集聚。

　　２０１１年，东部省（市）电子商务指数较高，其中山东、江
苏、上海、浙江电子商务指数高于周边省（市），形成了“ＨＨ”
型的高值集聚区域；西部省（区）电子商务指数普遍偏低，而

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的电子商务指数相对周边省（市）

又偏低，形成了“ＬＬ”型的低值集聚区域。这种空间集聚特征
维持到２０１５年才有所改变，２０１５年河南省电子商务指数增
长较快，与山东省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小，形成了以山东省、河

南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为中心的高值集聚区域，以甘肃

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为中心的低值集聚区域。５年中各省
（市、区）电子商务指数的集聚格局变化较稳定。

２．３　空间差异格局变化不明显
运用ＡｃｒＧＩＳ１０．２中的自然断点分级法（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ｋ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将电子商务指数划分为５个梯队，结果发现，山
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５个沿海省（市）的电子商务指
数处于较高水平，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包括河北、北京、河

南、湖北、安徽、福建、四川等省（市），其中安徽省在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跌落至第三梯队，于２０１５年回升至第二梯队；第三梯
队包括黑龙江、内蒙古、辽宁、陕西、山西、重庆、湖南、江西等

省（市、区），其中辽宁省和湖南省分别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从
第二梯队跌落第三梯队至今；第四梯队省市包括吉林、天津、

广西、云南、新疆等省（市、区），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自２０１３
年从第三梯队跌入第四梯队至今；第五梯队包括宁夏、甘肃、

青海、西藏、贵州、海南等省（区），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在

２０１２年进入第四梯队，并于２０１３年回落至第五梯队。可见，
５年中电子商务指数的空间格局变化不明显，总体上呈现自
东部沿海向内陆梯度降低、交错分布的发展态势。

３　电子商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省域电子商务尽管均处于增长态势，但其空间格局及发

展趋势表明，电子商务发展需要与区域发展的各要素（如经

济，社会文化等）之间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才能科学解释

其时空特征及演变规律。因此，本试验通过量化研究电子商

务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期得出电商时空演变

规律的科学解释。

３．１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检验
综上分析，电子商务发展程度与区域经济水平之间存在

明显的正相关，因此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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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经济增长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量化研究，旨在更清晰刻

画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各省（市、区）的

数据分别代入公式（４）构建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并采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计量软件中的最小二乘估计法对模型进行
多元回归分析，得到模型的检验参数和弹性系数（表４）。

　　从检验参数上看，各省（市、区）函数模型的 Ｒ２值和 Ｒ２

值较高，模型构建的拟合度良好；除内蒙古自治区（０．２０）和
黑龙江省（０．１８）的Ｐ值较大外，其余省（市、区）的 Ｐ值均小
于０．１，置信水平较高。虽然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的 Ｐ

值较大，但其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因此对２个模型进行Ｆ值检
验，发现这２个模型的 Ｆ值均大于其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Ｆ（０．２，３，１３）＝２．８５＞１．７８、Ｆ（０．１８，３，１３）＝１６．０８＞１．８９］。可见，参
数结果对函数模型有一个良好的、可信的解释，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模型可以对电子商务在经济增长中所产生的影响

进行量化研究，电子商务弹性系数可以衡量电子商务发展对

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３．２　省域电子商务弹性系数
电子商务发展并非对所有省（市、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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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检验参数

地区　　　 Ｒ２ Ｒ２ Ｐ Ｆ
安徽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０２ １０３５．９３
北京市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４ ０．０５ ２３３．８８
福建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０２ １６３０．７１
甘肃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８ ０．０２ ８５９．５０
广东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０１ ２９０６．３１
贵州省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９ ０．０１ １１９７７．７５
海南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６ ０．０４ ３３８．２９
河北省 ０．９９７ ０．９８７ ０．０７ １０９．６９
河南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８ ０．０３ ８００．４７
湖北省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７４８８．０２
湖南省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５ ０．０４ ２６５．１０
吉林省 ０．９９６ ０．９８４ ０．０８ ８７．６７
江苏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７ ０．０３ ４７１．３３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９７４ ０．８９７ ０．２０ １２．６２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５ ０．０４ ２７３．５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９９６ ０．９８５ ０．０８ ９１．２１
辽宁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７ ０．０３ ５５５．５７
青海省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７９１．９２
山东省 ０．９９６ ０．９８５ ０．０７ ９４．２６
山西省 ０．９９５ ０．９８３ ０．０８ ８０．５８
陕西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０２ １５８３．１１
上海市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０１ ２３７２．４１
四川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８ ０．０３ ７２２．１８
天津市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７ ０．０３ ４９３．６４
云南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０１ ４４５４．９１
浙江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０２ １３２５．１２
重庆市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８ ０．０２ １１１２．６４
江西省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６ ０．０４ ３７７．０５
黑龙江省 ０．９７９ ０．９１８ ０．１８ １６．０８
西藏自治区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５１６８．６０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０１ ４９１１．５９

推动作用。广西、湖南、辽宁、浙江、黑龙江、北京、山东、内蒙

古、青海、广东、海南、新疆、上海、西藏、安徽、贵州、山西等省

（市、区）的电子商务弹性系数为正，表明在这 １９个省（市、
区）的电子商务发展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而

福建、江西、河南、陕西、湖北、四川、云南、重庆、河北、天津、吉

林、甘肃等１２省（市）的电子商务弹性系数为负数，意味这些
省（市）的电子商务发展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显然不符合经

济运行规律。经过对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分析后发现，福建、

江西、河南、陕西、湖北、四川、云南、河北、甘肃等省的资本投

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尤为显著；重庆市、天津市、吉

林省的劳动投入的带动作用则相对明显。因此，在这些省

（市）的电子商务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并未产生带动作用。

３．３　电子商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省域差异显著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的自然断点法对电子商务弹性系数

进行分级，结果显示，将无带动作用的省（市、区）赋为空值，

将具有带动作用省（市、区）的弹性系数划分为５个等级，广
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为第一等级，辽宁省、浙江省、黑龙江

省、北京市为第二等级，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广东

省为第三等级，海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上海市、西藏自治

区、安徽省、贵州省为第四等级，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江

苏省为第五等级。无带动作用的省域（除吉林省外）分布在

表５　省际电子商务弹性系数

地区　　　 ρ α β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７７３ １．５５８ －０．１０６
湖南省 ０．６０１ －０．１５９ ０．２７１
辽宁省 ０．４６７ ０．３２５ －０．３８８
浙江省 ０．４１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９
黑龙江省 ０．４０７ －０．０２３ ０．３８９
北京市 ０．３２６ ０．３７１ ０．１２１
山东省 ０．１４２ ０．７８２ －０．６６４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１４１ ０．０４５ ０．２５７
青海省 ０．１２６ ０．３２７ ０．３８１
广东省 ０．１２５ ０．４０５ －０．０４８
海南省 ０．１１０ ０．５４２ －０．２２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１０３ ０．８７８ －１．５５８
上海市 ０．１０２ ０．１３３ ０．４３８
西藏自治区 ０．０９７ ０．６７６ －０．３２５
安徽省 ０．０７３ １．３６５ －１．３０９
贵州省 ０．０７１ ０．４６１ ０．１９８
山西省 ０．０４６ －０．２３２ ０．９６７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０２１ ０．３９６ ０．０２５
江苏省 ０．００１ ０．６７４ －０．０４９
福建省 －０．０５５ ０．５６９ ０．００３
江西省 －０．０６６ ０．９０９ －０．５４２
河南省 －０．１００ ０．５９２ －０．０３４
陕西省 －０．１２５ ０．６３３ ０．１４１
湖北省 －０．１２６ ０．６８４ ０．０２４
四川省 －０．１６０ ０．８５１ ０．０１１
云南省 －０．２１４ ０．６２４ ０．３２６
重庆市 －０．３４２ －１．０５４ ２．５６９
河北省 －０．４０６ ０．８８６ －０．２１５
天津市 －０．４７６ ０．６５９ ２．６５２
吉林省 －０．４９７ ０．４９０ １．００９
甘肃省 －０．５０８ ０．６４３ ０．３０４

　　注：ρ、α、β分别表示电子商务、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

中西部地区，其余集中连片分布；具有带动作用的省（市、区）

被划分为４个区域，在东部、中部、西部３个地区均有分布，呈
现分散化、区域化分布。其中，４个区域内各省（市、区）电子
商务弹性系数不一，等级差异显著。东部 ６省（市）中浙江
省、北京市属于第二等级，山东省属于第三等级，安徽省、上海

市属于第四等级，江苏省属于第五等级；南部５省（区）中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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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属于第一等级，广东省属于第三等级，

贵州省、海南省属于第四等级；西部３省（区）中青海省为第
三等级，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第四等级；北部５
省（区）中辽宁省、黑龙江省为第二等级，内蒙古自治区属于

第三等级，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为第五等级。

４　结论

电子商务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省域间的等级差异

显著且随着电子商务指数的增长有所扩大。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各省（市、区）的电子商务指数不断增长，电子商务的发展程

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且与区域经济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

相关，区域差异与不均衡性显著；各省（市、区）电子商务指数

的增长速度不一，电子商务指数较低的省（市、区）呈现较快

的增长速度，但并未影响到省域间的等级差异，且其等级差异

有所扩大。电子商务指数在省域上的分布呈明显的空间集

聚。东部地区省（市）的电子商务指数较高，形成了以山东

省、河南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为中心的高值集聚区域，

西部地区省（区）电子商务指数偏低，形成以甘肃省、青海省、

西藏自治区为中心的低值集聚区域。省域间电子商务指数的

空间差异格局变化不明显，呈现自东部沿海向内陆降低、交错

分布的发展态势。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各省（市、区）电子

商务指数有所增长，电子商务指数被划分为５个梯队，呈现自
东部沿海至内陆降低、交错分布的发展态势；各省（市、区）间

电子商务指数的等级差异变化较小，所以５年间电子商务指
数的省域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小。电子商务发展对区域经济

增长存在明显的省域差异，其空间格局呈极化分布的特点。

电子商务并非对所有省（市、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带动作

用，电子商务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呈极化分布，一

是无带动作用的省域（除吉林省外）呈集中连片分布；二是具

有带动作用的省（市、区）被划分为４个区域，呈分散化、区域
化分布；４个区域内部各省（市、区）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带
动作用强弱不一，等级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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