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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对浙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朱晓杰 

【摘 要】通过对浙江电子商务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电子商务不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也对经济发展的结构、业态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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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综合性动力因素，对经济产生整体性、全面性的正面影响。它从生产者、销售者、

消费者等多个方面改进或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往来方式，使经济体之间的交流渠道更加顺畅、信息反馈更加快速。经过近 20 年的

发展，浙江电子商务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论是平台的建设、电子商务的创业环境还是信息化程度都位居全国前列。

据统计，2012 年浙江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有 1． 1 万家，电子商务应用率达到了 17． 7%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0． 4 个

百分点。其中 9297 家企业有电子商务销售行为，占全部企业的 15． 5%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0． 7 个百分点。电子商务的

迅猛发展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为了具体说明电子商务发展对浙江经济的影响，本文选取浙江电子商务的历史数据，

进行深入系统的实证分析，以期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借鉴。 

一、电子商务对浙江经济增长的影响 

1． 推动了浙江网络经济的发展 

( 1) 电子商务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商业对互联网的依赖和需求也越

来越深，浙江互联网覆盖面、带宽、无线接入点等指标一直高速增长，互联网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2012 年，浙江省互联网

普及率为 41． 5% ，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已达 100% ，实现了行政村宽带业务的全面覆盖。2012 年，浙江省互

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2250． 4 万个，位居全国各省市第三位，仅排在广东、江苏之后; 互联网上网人数 3221 万人，位居全国第

四位，排在广东、江苏和山东之后( 见图 1) ; 平均每 100 人中有 59 人上网，位居全国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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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浙江省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为 126 万户，发展至 2012 年已达到 1153 万户，居全国第四位，仅排在广东、山

东、江苏之后，9 年共增加 1027 万户，平均每年增加 114． 1 万户，平均每年增长 27． 9% ( 见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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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手机网络技术的成熟，手机上网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网络连通模式。2012 年浙江 3G 移动电话用户数达 1328． 8 万户，

位居全国第四，仅排在广东、江苏、山东之后，平均每 100 人中有 24 人拥有 3G 手机，排位居全国第四位，排在北京、上海

和广东之后。 

( 2) 电子商务丰富了网络内容。电子商务为互联网增添了新的内容，还为网络经营者提供了全新的盈利模式，从而极大地

促进了网站和网页的建设。浙江不仅仅在互联网物理介质方面加大建设、投资力度，在互联网软件，即网站建设和网页建设方

面也不断加强力度，网站数量和网页数量一直位居全国前列。2012 年，浙江省网站数量为 19． 6 万个，位居全国第四位，排

在广东、北京和上海之后;网页数量达 95． 9 亿个，位居全国第四位，仅排在北京、广东和上海之后( 见图 3) 。 

 

( 3) 推动物流产业的快速壮大。物流是电子商务中实物商品交易得以完成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电子商务产业的高速发展直

接推动了物流产业的快速壮大。近年来，浙江物流产业发展极为迅速，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业务收入快速增加，各项指标在全

国位居前列。2005 年浙江省快递业务量为 5835 万件，2012 年已达 8． 2 亿件，增加了 7． 6亿件，平均每年增加 1． 1 亿

件( 见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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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2012 年浙江快递业务量每年平均增加 45． 9% ，远远超过其他邮电业务量的增长;2012 年邮电业务总量为 1024 

亿元，同 比增长 14% ，而同期快递业务量较 2011 年增加 65． 1% ，增速是邮电业务总量增速的四倍多; 2005 ～ 2010年快

递业务量平均每年增长 33． 7% ，而同一时间段邮电业务总量平均每年增速为 18． 9% ，较前者低 14． 8 个百分点。 

2012 年浙江省快递业务量在各省市中位居第二位，仅在广东之后，远远超出江苏、上海等省市，是江苏的 1． 3 倍。快

递业务中国内同城快递 1． 7亿件，位居各省市第三，排在广东、上海之后; 国内异地快递 6． 3 亿件，位居各省市第二，排

在广东省之后; 国际及港澳台快递较少，共 1828． 5 万件，位居第三，排在广东和上海之后。2012 年浙江省快递业务收入为 

119． 7 亿元( 见图 5) ，在各省市中位居第三位，排在广东和上海之后，但与江苏、北京和山东等省市相比，领先优势仍较

明显。不考虑价格因素，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41． 7% ，增速在全国各省市中位居第六，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 5 个百分

点。 

 

2． 增强浙江产业竞争力，优化了产业结构 

现阶段，电子商务已经广泛应用于农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旅游业及文化产业等行业。电子商务所带来的融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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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贸易等方面的优势和变化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交易模式，促进其向现代化、数字化、信息化方向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

增强了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服务业业态，如网络零售、第三方支付平台、网店装修、网络模特、

网络营销、网络广告等。 

二、电子商务对浙江经济促进作用的测度 

电子商务是技术和知识的载体，是两者结合后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因而可以将电子商务视为一种技术因素在生产函

数中加以体现。考虑到电子商务对经济的作用更为直接地体现在服务业范围，因此本文只测度电子商务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 

本文将技术因素作为一个变量而不再视为常量对 C － D 函数进行改进，即将原有的 C － D 函数 Y = AKαLβ改进为 Y = 

AZγKαLβ。 

其中: Y 为 GDP; A 为除技术以外的不变因素; Z 为技术; K 为资本; L 为劳动; α 为资本产出弹性; β 为劳动产出弹

性; γ 为电子商务所代表的技术产出弹性。对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 

 

上式中，Y 使用可比价服务业增加值数据; 本文中使用信息服务业规模来代表电子商务技术水平，Z 为可比价信息服务业

增加值数据; K 使用服务业可比价固定资本存量数据
⑤
; L 使用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据( 见表 1) 。 

 

将数据代入上式，计算得出以下参数及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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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等于 0． 995，表明此方程的设定合理，样本回归线对样本值的拟合优度较高，服务业相关技术、资本和从业人员对服务

业增加值的解释力较强; F0． 05( 3，5) = 5． 41，F 值等于 486． 06，远远大于 5． 41，故此回归方程具有显著性意义; 

D． W0． 05( 3，9) 的 d L、d U 分别为 0． 455 和 2． 128，D． W 为 1． 711，在 d L、d U 范围内，故无自相关性。另

外，除参数 γ 在 0． 05 的置信水平能通过 t 检验和 P值检验外，其他参数的 t 检验和 P 值检验必须降低置信水平，这可

能是由于样本量过少，忽略了其他技术因素、数据质量等问题导致的，但不影响公式的整体说明力度。 

对模型进行分析，服务业增加值对技术的弹性为 0． 489，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弹性的 3． 02 和 1． 98 倍，电子商务为

代表的技术因素对服务业增加值的正向影响力要大于其他两个因素，电子商务对服务业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可

以发现，浙江服务业对与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大于对资本的依赖，也就是说服务业的发展质量仍有待于提高。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力而言，电子商务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要更大，电子商务对现阶段及未来服务

业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要紧紧抓住电子商务蓬勃向上的势头，大力推进电子商务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从而推动浙

江经济再上新台阶。 

三、进一步发展电子商务的建议 

1． 加大对电子商务发展的要素支持力度 

加大资金规模，重点支持电子商务产业园、电子商务平台及重点电子商务企业的建设。对一定规模的电子商务企业及知名

电商区域性运营中心和快递企业区域性物流中心，依据其缴纳税收、吸纳就业和产业水平等情况，给予一定的奖励; 对符合小

型微利企业条件的电子商务企业，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 对符合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认定条件的电子商务企业，享受高

新技术企业或软件企业优惠政策; 对电子商务企业引进高端电子商务人才而产生的有关费用，允许其列入成本核算。鼓励地方

政府、银行机构和电子商务服务商共同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网络银行，专注于服务现有银行贷款体系难以覆盖的中小企业

开展电子商务的需要; 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探索无形资产和动产质押融资方式，扩大电子商务企业贷款抵质押品范围。 

2． 加强电子商务外部环境的建设 

各级政府要努力营造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和环境，完善相关法规的建设并注重社会信用的培养，严厉打击各种违法

行为。政府可以组建由法律专家、信息化专家组成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制定小组，承担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制定工作，将各种新

情况、新问题及时反映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除了一些基本管理经营的法律规范外，还要抓紧完善各种有关电子商务统计、税

收及道德诚信方面的法律法规。要加快对社会信用的培养以及企业信用评估和发布系统的建设，以建立“信用浙江”为契机，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提高不同群体在合作中的信用程度，降低电子商务中的信用成本。只有多管齐下才能从制度层面上保护交

易各方的权益，维护商业的安全，防范各种欺诈和违规行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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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机制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和理念，对人才要求更高、更专业，做好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是浙江省电子商务进一

步发展的关键。政府、高校及企业都应该高度重视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共同建立浙江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机制和体系。要着

力改变当前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松散的现状，构建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既要着眼于现实需要，也要前瞻未来，努力培养出

技术型、商务型和研究型三种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人才。要根据未来企业“电子商务化岗位”对人才需求的特点，从人才的基

础素质、专业技能、发展潜力等方面入手，超前规划人才培养目标。此外，电子商务是一种开放性很强的商务模式，具有很强

的通用性和国际性，因此开展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有必要多方借鉴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学习发达国家人才培

养过程中的优点和长处。 

4． 企业要抓住时机大力开展电子商务 

对浙江企业而言，及时转变观念、提高对电子商务的认识，是把握电子商务发展主动权的前提，谁先抢占电子商务的商机，

谁就能占据主动，赢得新的竞争优势。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都应该认识到电子商务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

向和趋势，要早作准备，务实行动。企业必须把推进信息化建设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之一，要组织必要的技术攻关，购

置必要的软件和硬件，加大对信息投资的力度，逐步实现企业内部信息管理的电子化，为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打下基础。开展

电子商务要将已有资源和互联网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传统经营方式向互联网的简单移植。要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发展契机，提

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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