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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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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3—2020 年省级数据，本文构建了系统的电子商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改进的熵值法

测算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并通过核密度估计图、Dagum 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实证研究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

时空演化格局。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在空间上呈现自东向西逐步递减的分布特征；

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较大；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特征，并在沪、苏、浙形成了明显的高-高集聚区。因此，应依据

电子商务发展格局，实施地区差异化的电子商务发展战略，并在强化地区间电子商务合作的过程中实现电商协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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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2年 4月 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加快

数字化建设，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形成更多商贸流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电子商务交

易额达到了 37.21万亿元，近 5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9.3%。同时，截至 2020年 12月，我国网购用户规模已达 7.82亿，连续

多年保持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网络零售市场。[2]近年来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内电商市场依旧保持稳定增长，在保

障就业、助力复工复产、促进消费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跨境电商的交易额也不降反升，成为稳外贸重要力量。可见，作为实体

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直接表现，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提升内外贸一体化程度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重要驱动力。电子商务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贡献日益凸显，准确地评估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对于政府

更好地掌握电子商务发展态势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如何科学评估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各地区电子商务发

展呈现出怎样的时空演变格局，成为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电子商务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指标体系研究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来展开。从指标体系研究来看，已有研究主要

从指标体系内容和赋权方法进行研究。1998年经合组织（OECD)[3]认为电子商务发展可从就绪程度、应用程度和影响力三个方面

加以刻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20)[4]发布的 B2C电子商务评价体系主要包含互联网使用率、用户普及率、服务器

安全、邮政可信度等指标。2000年互联网研究与发展中心（CII)[5]从交易指数、效益指数、基础设施指数、人力资本指数、网络

景气指数、用户满意度指数、政策环境指数、安全指数和发展潜力指数九个方面构建包含 32个具体指标的指标体系。2016年清

华大学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6]
从规模指数、成长指数、渗透指数、支撑指数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变异系

数法赋权测算了省级电子商务指数。刘跃和王文庆（2009)[7]从电子商务交易指数、信息化指数、电子商务人力资本指数三个方

面构建指标体系，借助层次分析法进行赋权，测算了重庆市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姚慧丽（2019)[8]从电子商务交易指数、信息

                                                        
1
作者简介：幸怡，九江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江西九江 332000）;邱志萍，上海财经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稀土产品全球贸易网络格局演化与中国战略地位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1BGL182） 



 

 2 

化指数、人力成本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赋权，对中原经济区 2012—2017年间的电子商务水平进行了测

量。黄健青等（2012)[9]从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市场条件、消费者和企业五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通过层次分析法赋权测算

了中国、美国、加拿大等七国电子商务就绪度的发展水平。杨坚争等（2014)
[10]
构建了包含电子商务法律指标、电子支付的工具

及信用、国际市场环境指标等八个方面的跨境电子商务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赋权测算了我国企业跨境电子商务水平。

陈云帆和曹玲（2018)[11]从发展环境、信息化程度、发展效果和社会绩效四个方面构建我国省域电子商务发展绩效的评价指标体

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进行赋权，测算了我国省域电子商务发展绩效。 

从实证分析来看，汤英汉（2015)[12]运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我国电子商务水平整体不高且极不

平衡，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两极化严重。王新宇等（2017)[13]运用 C-D生产函数模型等方法，发现电子商务指数在省域上存在明

显的空间集聚现象，省域间电子商务指数等级差异显著且随着电子商务指数的增长而有所扩大。此外，部分学者基于阿里研究院

的电子商务发展指数进行实证分析。浩飞龙等（2016)[14]采用空间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发现我国省域层面呈现自东部沿海向西

部内陆由高到低阶梯状分布，城市层面沿海三大经济区与内陆之间、各省区市主要与次要地级市之间两种分异并存。浩飞龙等

（2016)[15]发现东北地区县域电子商务整体发展水平偏低，地域差异显著。刘晓阳等（2018)[16]借助空间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偏低，地理差异显著且存在空间集聚现象，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为核心,

逐步向西部递减。陈延斌等（2022)
[17]

运用空间分析、因子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研究发现山东省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整体较低，呈现由山东半岛向中西部递减的空间特征。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在指标体系构建和时空分析方法方面为本文提供研究支持。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研究

方法上，部分研究采用的赋权方法主观性较强，且数据获取局限于阿里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存在数据的单一性问题，对于衡量全

国范围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而言缺乏普适性；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大多选取某一地区或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对各省区市电子商务

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及动态演进特征的分析仍较为匮乏。鉴于此，基于 2013—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数据，本文从交易规模、网

络应用和服务环境三个方面构建系统的电子商务发展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进行赋权和测算，并通过核密度估计、Dagum

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测算 

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本文以 OCED提出的电子商务发展指标体系为基本框架，

参考 UNCTAD(2020）的 B2C指数、清华大学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发布的电商指数等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包含交易

规模、网络应用和服务环境三个维度 10项指标的电子商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1）。具体来看，交易规模指标，旨在衡量电商

发展当前状况与电子商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贡献，具体包括销售规模、采购规模、企业参与、快递规模四个二级指标。网络应

用指标，旨在衡量网络技术对电子商务的支撑作用，具体包括宽带普及、移动网络、信息技术三个二级指标。服务环境指标则主

要考量外部环境对电子商务的保障能力，主要从行业服务、邮递服务、电子支付三个二级指标加以反映。需要说明的是，表 1中

各二级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表 1电子商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测度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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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

务发展

评价指

标体系 

交易规模 

销售规模 电子商务销售额占全国电子商务销售额比重(％) 0.174 

采购规模 电子商务采购额占全国电子商务采购额比重(％) 0.152 

企业参与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 0.089 

快递规模 人均快递量(件/人) 0.073 

网络应用 

宽带普及 宽带互联网接入用户占总人数的比重(％) 0.127 

移动网络 移动互联网用户占总人数的比重(％) 0.049 

信息技术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比

(％) 
0.072 

服务环境 

行业服务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比(％) 0.116 

邮递服务 单位行政面积的邮路总长度(KM/平方 KM) 0.042 

电子支付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使用深度一级指标下的支付业务指数 0.108 

 

2.改进的熵值法 

为了尽量减少和避免权重确定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及某些客观局限，本文将借鉴刘斌等（2018)[18]的做法，采用改进的熵值法

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在此基础上运用加权求和的方式对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评价。具体的步骤如下： 

(1）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其中 xij为评价对象 i第 j项指标的原始指标值，n为评价对象个

数。Max(xij）和 Min(xij）分别代表评价对象 i 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避免负值和 0 在取对数时无意义，在对数据进

行标准化后统一加 1，进行非负化处理。（2）构建规范化矩阵 (3）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其中，

（4）计算信息熵冗余度：dj=1-ej。（5）计算指标权重： 其中，m为二级指标的个数，m=10。（6）分别计算

出相应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指数：  

（二）时空演化分析方法 

1.Dagum基尼系数 

Dagum基尼系数是研究地区差距的有效方法，不仅能够分析地区差距的来源，同时还能够对地区差距进行再分解，确保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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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可靠性。通常而言，Dagum将基尼系数可分解为以下三个部分：地区内（组内）差距贡献、地区间（组间）净值差距的贡

献和地区间（组间）超变密度的贡献[19,20]。鉴于此，基于四大板块分类方式，本文运用 Dagum基尼系数实证研究中国电子商务发

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动态演进状况。 

2.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在概率论中用来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属于非参数检验方法。本文通过核密度估计分析，用连续的密度曲线分

析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分布形态与位置信息。 

3.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用来考察变量在空间上的潜在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方法，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本文采用

全局 Moran'sI指标，考察各省区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依赖关系。为进一步刻画电子商务发展的个体分异特征，本文还采

用局部 Moran'sI指标进行研究，并主要展示 Moran'sI值为正的省份。此时，当指标值为正，说明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被较高发展水平地区所围绕，进而形成高-高型集聚区。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以 2013—2020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样本为 248 个。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

研究的可行性，本文所需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付业务指数数据来自北京大

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郭峰等，2020)
[21]

。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讨论 

（一）整体格局分析 

由图 1 可知，我国整体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在样本期内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 2015-2016 年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增长

幅度相对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自 2015年以来国家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关于

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从各大板块发展水平上来

看，样本期内东部地区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始终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东北、西部地区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我

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呈现出东部远远领先，中部、东北、西部仍较为落后的不均衡发展格局。 

结合 2020年各省市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及相对 2013年的增速情况，可将整体 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划分为三级梯队

（如表 2所示）。第一梯队为先导型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 8个省市，电子商务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

先水平，相对 2013年增速较为平稳，具备良好的环境基础，发展优势明显。第二梯队为中坚型省份，包括天津、海南等 10个省

区市，电子商务水平相对稳健，且增长速度较快，有较强的增长潜力。第三梯队为潜力型省份，包括青海、贵州、西藏等 13个

省区市，电子商务水平相对滞后，但增长速度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西藏、青海、甘肃 3省增速最高，相对 2013年翻了数倍，发

展潜力巨大、空间广阔。由此可见，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整体从东向西依次降低，大致表现出阶梯状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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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及四大板块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演变趋势 

表 2 2020年各省区市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及发展类型 

省区 2020年 排名 增速 类别 省区 2020年 排名 增速 类别 

北京 0.78 1 47.32% 先导型 湖北 0.336 13 106.62% 中坚型 

天津 0.366 9 134.14% 中坚型 湖南 0.302 18 146.40% 中坚型 

河北 0.31 17 156.24% 中坚型 广东 0.63 3 32.18% 先导型 

山西 0.292 20 164.59% 潜力型 广西 0.287 24 124.58% 潜力型 

内蒙古 0.319 16 117.62% 中坚型 海南 0.358 10 161.19% 中坚型 

辽宁 0.326 15 92.68% 中坚型 重庆 0.37 8 112.06% 先导型 

吉林 0.266 26 138.53% 潜力型 四川 0.344 11 157.41% 中坚型 

黑龙江 0.291 23 113.48% 潜力型 贵州 0.236 30 172.38% 潜力型 

上海 0.664 2 66.27% 先导型 云南 0.265 27 153.80% 潜力型 

江苏 0.441 5 41.36% 先导型 西藏 0.249 29 663.16% 潜力型 

浙江 0.496 4 80.24% 先导型 陕西 0.338 12 171.12% 中坚型 

安徽 0.332 14 165.81% 中坚型 甘肃 0.282 25 207.16% 潜力型 

福建 0.373 7 101.81% 先导型 青海 0.235 31 290.75% 潜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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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0.291 22 158.34% 潜力型 宁夏 0.292 21 184.44% 潜力型 

山东 0.405 6 69.90% 先导型 新疆 0.264 28 131.04% 潜力型 

河南 0.3 19 149.74% 潜力型 / / / / / 

 

注：未包括港澳台。本表的增速是 2020年相对于 2013年各省区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计算得来。 

（二）时空差异分析 

从图 2 可看出，2013 年中国电子商务水平核密度曲线呈现出典型的单峰偏态分布特征，左侧峰值较高，峰值宽度较窄，右

尾部呈现数个小峰值。这说明我国电子商务水平发展不均衡，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且多数地区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低。2020年

与之相比，仍具有单峰偏态分布特征，但曲线左右两端端点位置显著右移，曲线中心位置显著右移，中心峰值降低，峰值宽度增

大，同时右尾部小峰值数量减少。由此可知，样本期内我国电子商务水平整体在提高，但整体上发展仍不均衡，存在明显的地区

差异。同时，处于较低电子商务水平的地区数量明显减少，处于较高电子商务水平的地区数量逐渐增多。 

为了进一步揭示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及其演变，本文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进行实证考察（表 3）。据此可知，

首先，从全国层面的差异来看，2013—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总体地区差异从 2013年 0.31下降至 0.165有明显减弱，

但整体上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一点与核密度估计的验证结果一致。从地区内差异来看，4个地区中，东部地区的差异最大，

但其下降趋势明显，表明东部地区电子商务水平的差距在显著缩小，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从演变过程看，

2020年 4个地区的区域内差异相对 2013年均呈下降趋势，说明 4个地区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从地区间差异来看，东部-西部、

东部-东北、东部-中部的区域间差异较大，而西部-东北、中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间差异相对较小。这说明东部与西部、东

北、中部的差距是构成整体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从演变过程看，2020年相对 2013年均呈下降趋势，说明地区间差异正在逐渐缩

小。从差异贡献率来看，区域内差异来源与差异贡献率都是最高，这表明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

来源。 

 

图 2核密度估计曲线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从时间差异来看，样本期内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整体上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

地区差异有所下降；从空间差异来看，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高，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不仅内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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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明显较大，而且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也较大。 

（三）空间自相关分析 

借鉴黄赜琳和邱志萍（2019)[22]的做法，本文构建以下空间权重矩阵：地理临近矩阵 W1 表示地理接壤的两个省份取值为 1，

反之则记为 0；地理距离矩阵 W2 表示 2个省会城市最短行车距离的倒数，其中最短行车距离整理自高德地图。由表 4 可知，全

局 Moran’sI值均在 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具有典型的空间正相关性，即本地区电子商

务发展水平与空间临近地区电商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空间依赖性特征。为了进一步分

析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局部分异特征，还需要进行局域空间相关性分析。从局部 Moran’sI结果来看，2013年和 2020年电子商

务发展水平在上海、江苏、浙江形成了明显的高-高集聚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长三角地区优越的经济发展环境与产业基础、

密切的产业交流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 2013-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数据，本文借助熵值法测算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图、Dagum基尼系数

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实证研究了电子商务时空演变特征。主要研究结论有：（1）从整体格局来看，样本期内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并在空间上呈现自东向西逐步递减的阶梯状分布特征；（2）从时间差异来看，样本期内我国电子商务发展

水平整体上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地区差异有所下降，处于较低电子商务水平的地区数量明显减少，处于

较高电子商务水平的地区数量逐渐增多；（3）从空间差异来看，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高，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

源，东部地区不仅内部差异明显较大，而且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也较大；（4）从空间关联性特征来看，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在空

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存在显著的“马太效应”，并在上海、江苏、浙江形成了明显的高-高集聚区。 

（二）政策启示 

1.根据电子商务发展格局与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制定电子商务发展战略 

对于先导型省份来说，应发挥好已有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与环境优势，积极探索电商新模式新业态，以创新促发展。对于中

坚型省份来说，应扩大电子商务应用领域与规模，结合自身条件与特色发展本地化的电商路径，如农产品电商等。对于潜力型省

份来说，应优化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完善电子商务公共体系，部分地区可通过优惠政策与资金扶持保障电子商务稳定发展。 

2.持续强化区域经济协作，缩小电子商务发展地区差异 

研究发现：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与空间溢出效应，即各区域电子商务水平会受到相邻区域的影

响。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区域协作机制，增进区域间信息交流与产业互补，优化相邻区域间电子商务发展相关的要素资源配置，

有效发挥电子商务领先区域的示范带头作用与正向溢出作用，在强化地区间电子商务合作的过程中缩小地区差异，实现电子商

务均衡协调发展。 

3.加强电子商务市场规范管理，营造电子商务发展良好环境 

网络服务环境对电子商务的支撑与保障作用是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坚强后盾。应进一步健全网络市场监管服务体系，加

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构建高效产品溯源体系，规范电子商务交易行为，保障网络订单信息安全。营造公平交易、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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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放心消费的网络营商环境，确保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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