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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

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最活跃的新经济主

体，创业企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力。

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以

来，我国的创业活动经历了蓬勃发展。当前，我国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个体与企业等多层次的高

质量创业活动来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然

而，具有高创新性、高成长性的高质量创业比例不

高，创业质量不尽如人意[1]。高质量的创业活动往

往肩负着区域经济繁荣的重任，那么，如何能推动

高质量创业的实现？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数

字经济通过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催生新

业态、新模式，为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

变革，也为高质量创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和渠道。《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指出，2021年，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2%，高于同期 GDP增速

3.4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达到 39.8%，作为国民

经济的“稳定器”和“加速器”，数字经济的作用更加

凸显。近十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对区

域创业活跃度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数字经

济的创新性、高效性、高集聚性和高渗透性特征，使

其成为高质量创业的重要动能。因此，探究数字经

济如何助力高质量创业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

题。

数字要素作为绿色生产要素，有利于经济的绿

色可持续发展，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进而为

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创业的实践注入新的动能。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白皮书（2022年）》指出，随

着我国“双碳”目标深度践行，数字产业发展中绿色

化要求和导向不断深化。因此，绿色发展视角成为

解析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创业作用机制的重要途

径。绿色创新兼顾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基于

绿色发展理念创造价值的创新模式，包括制度、技

术、产品等方面的环保、节能型创新 [2]。在绿色创

新的驱动下，产业绿色技术不断提升，传统产业能

够迅速实现优化升级 [3]，使得创业活动向高质量转

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则是将资源和环境作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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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的约束效力后拓展的一种全要素生产率，这

一指标的提升也可能会为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创

业提供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指出，数字化已成为绿色化发展的关键变量。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选择。在全面贯彻国家政策、深入推进低碳转型的

过程中，数字化对行业绿色发展的赋能作用逐渐强

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正逐步从“比翼齐飞”向“融

合共生”演进。而这也为探索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创

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探索绿色创

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赋能下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

量创业的驱动机理，对于实现高质量创业具有重要

意义。

先前学者对数字经济及创业质量的研究虽取

得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虽然我国

数字经济实践发展迅速，但是相较于实践界，理论

界对于数字经济功效的研究相对缓慢，仍处于探索

阶段。现有文献较多围绕产业结构[4]和经济增长[5]

展开分析，对于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创业的研究较

为匮乏；第二，高质量创业这一概念方兴未艾，当前

学术界所采用的测量指标往往具有主观性，因而测

算结果容易产生偏差，不同区域高质量创业水平的

差异仍须评估；第三，在高质量创业驱动因素上，学

术界的研究主要涉及营商环境[6]、人工智能[7]等，鲜

少关注数字经济驱动下高质量创业的生成机制；第

四，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如何助力高质量创业的关

注匮乏，更鲜少有研究基于绿色发展视角探究其中

的作用机理。如何借“数字经济”之力实现高质量

创业？绿色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中发挥

何种作用？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探索。鉴于此，本

研究基于高质量发展理论和数字创业理论，构建数

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机制模型，将数字经

济、绿色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创业纳

入同一框架，基于绿色发展视角剖析数字经济与高

质量创业之间的作用机理及溢出效应，试图进一步

打开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创业之间的“黑箱”，为研究

借力“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创业提供新的视角，并

为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提供政策进路。

二、文献综述

（一）高质量创业

早期文献主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讨论

高质量创业的内涵，认为创业质量应体现在创业活

动所带来的社会生活质量的提升和社会福利水平

的提高上，因而，技术创业属于高质量创业的代表。

生存型创业属于低质量创业，因为这类创业对区域

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小；而价值型创业能够为社会

创造财富，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为地方政府提供

税收，属于高质量创业[8]。也有学者认为，高质量创

业应该是愿景驱动、以创新性和企业成长为导向的

创业[9]。后续的文献主要从企业成长的视角来讨论

高质量创业的内涵。如王轶等指出，高质量创业是

指创业者的创业精神和新创企业的绩效均取得高

效成长的创业活动[10]。在高质量创业的测量上，有

学者运用创业企业的人力资本属性、企业存活率、

企业存活期间的经营绩效等来衡量，也有学者从为

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多少新增价值来测量 [11]，彭伟

等从创新性、成长性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对创业企业

质量进行了评价[6]。基于先前学者的分析，本研究

认为高质量创业不仅能使新创企业实现企业效益、

可持续发展，更能够为社会带来经济效益，可采用

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对区域高质量创业水平进

行综合评价。

（二）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一种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新兴经济

形态。Tapscott首次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并将数

字经济界定为基于互联网发展的电子商务影响下

的经济[12]。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了数字经济

领域的研究，并不断扩展数字经济的研究领域，包

括数字商品服务 [13]等。虽然学者们对数字经济的

具体内涵并未统一，但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具有创新

性和成本低、节约资源、信息化、数字化等特征，因

此，数字经济这种新兴经济形态逐渐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热点。在数字经济的测度上，世界经济论坛

2001年便发布了网络就绪度指数，随后，欧盟委员

会发布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用以测量数字经济。

Aryanto和Chrismastuti在研究中构建了数字经济指

标体系，用以评价印度尼西亚的数字经济[14]。后续

学者对数字经济的测量指标的运用涉及数字基础

设施[15]、产业数字化[16]等。综合已有学者的研究，本

研究综合考量区域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

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数、互联网相关产出、普惠金

融指数等因素，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

测算。

（三）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兼顾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基于绿

色发展理念创造价值的创新模式，包括制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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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等方面的环保、节能型创新。学术界对绿色创

新内涵的理解并未形成统一意见，Chen等认为绿

色创新的范围不仅包括绿色产品和绿色流程，更包

括节约资源的新技术以及对环境有益的一系列管

理实践[17]。绿色创新是一种寻求经济、环境及运营

效应三重提升的知识密集性创新活动。在创新过

程视角下，绿色创新被看作是以创新性方式解决环

境问题并创新知识的过程[18]。相较于传统的创新

模式，绿色创新往往具有环保性、节能性、新颖性及

复杂性特征。绿色创新自身具有的创新性和环保

性，使其具有较强的影响效应 [19]。在绿色创新的测

量上，先前学者也基于不同视角各有各的见解。部

分学者用能源消费总量、环境污染排放指数等指标

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量 [20]，也有部分学者关注绿

色创新的核心内容，如基于创新的双元平衡性从利

用式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两个方面展开研究[21]，在研

究中采用绿色专利数量来测量绿色创新水平[22]，等
等。基于先前学者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区域绿色专

利申请数量和绿色实用新型申请数量来测量绿色

创新发展水平。

（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

量的比例，用于衡量总产出量在资本量、土地资源、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时仍然增加的部分。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被称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是

将资源和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效力后拓展的

一种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于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更能够契合绿色发展理念[23]。对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旨在实现经济的绿色与高

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处于转型的

关键时期，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24]。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上，

有学者采用距离函数法[25]，但由于该方法需要进行

参数估计，计算步骤相对复杂，因而当前大多数学

者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26]。根据童昀等测算的结

果，我国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中西部

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且我国各区域的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态势[27]。基于已有研究，本

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创业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它将大数

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于经济领域，

并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打造智

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为相关产业提供数字化

支撑。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带来信息产业的

变革、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电商的发展，为创

业活动的开展注入了动力[28]。数字经济能够激发

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促进产品产量及种

类的增长，催生出新的行业及新的商业模式，提供

更多的创业机会。同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扩大

了创业信息的来源，扩展了创业信息的渠道，能够

提高创业者信息获取的速度，为创业者开展创业决

策提供有力支撑。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市场上

产品匹配和交易的效率[29]，为创业企业在市场上交

易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依托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

会对创业的全过程产生影响，从创业者、创业资源、

创业模式等多方面促进创业质量提升[30]。数字经

济的发展使信息变得透明化、流动化，打破原有资

源及信息的区域壁垒，实现知识和技术的跨越式共

享，降低区域内部的技术研发及知识获取成本，以

数字化方式完善产业链条，实现产业协同创新[31]，
有助于构建和完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此外，数字

经济的社会互动性会加速创业成功的示范效应，从

而带动创业活动的开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H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驱动高质量创业。

（二）绿色创新在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创业间的

作用

绿色创新是追求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协同发

展的一种创新模式，包括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等一系

列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活动。由于数字资源和技

术在本质上是绿色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推

动区域内技术进步、降低环境成本并减少资源消

耗[32]，并在夯实绿色创新基础设施中以低资源消耗

方式创造新价值。这使得数字经济成为提升城市

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22]。数字经济促使

区域环境监测能力和资源整合效率大幅提升，优化

绿色生产流程和绿色环境，从而可推动新创企业绿

色创新效率的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直接影响产品

的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品工艺流程，促使创业企业能

够在保障环境绩效的同时维持可持续竞争优势，提

升其创业质量[33]。区域绿色创新效率为创业企业

供给绿色新产品提供支撑，使其通过绿色新产品获

得市场青睐，从而获得环境溢价，进而在获利的同

时带来社会效益，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

35



徐雪娇，马力：数字经济何以助力高质量创业？

现高质量创业[34]。由此可见，绿色创新可能成为数

字经济和高质量创业之间的媒介，即数字经济对高

质量创业的助力可以通过绿色创新来实现。基于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来推动高

质量创业。

数字经济的发展代表着信息流动速度的提升，

如果绿色创新信息监管层面出现漏洞，反而会对区

域高质量创业带来威胁。在先前学者对于数字经

济的研究中提到，数字经济存在一定的边际效

应[35]。因此，数字经济在影响区域高质量创业的过

程中，很可能存在门槛效应。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

快，新兴领域的研发投入逐步增加，数字经济的红

利也只有在绿色创新的加持下才能进一步得到释

放。然而，绿色创新水平发展较低的区域由于存在

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往往无法充分享受数字经济为

高质量创业带来的红利。一些地区绿色创新投入

有限、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字经济的推动作

用进展缓慢，产业创新成果无法得到高效串联，理

论上其对高质量创业的驱动动能匮乏，影响程度相

对较弱。但是，在绿色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

经济所带来的科技成果转化速度较快，有助于区域

突破绿色创新瓶颈，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提升区域

的创新水平，加快高质量创业发展的速度。基于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在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驱动过程中存

在绿色创新的门槛效应。

（三）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经济与高质量

创业间的作用

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加速绿色技术的投入与开

发，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36]。
数字经济为绿色技术投入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提升了企业开展绿色技术投入的积极性，激发了企

业绿色技术的研发强度，提高了企业的绿色技术水

平，进而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支

撑[37]。同时，数字经济促进了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

由流动，促进产业联动，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动力，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使绿色生产要素得到进一

步优化和配置，提升了产业环境绩效，大幅度提升

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38]。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为区域创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绿色发展环境，

促使创业者积极开展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创

业活动，为创业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提供支撑，进

而催生出更多高质量创业活动，有助于构建高质量

的创业生态系统，在规模效应和示范效应的引领

下，提升区域整体的创新创业质量。由此可见，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也可能成为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创

业之间的媒介，即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助力可

以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基于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来推动高质量创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以质量为中心、以绿色发

展为增长模式的重要体现[39]。由于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可能会受到政府干预[40]、产业结构调整[41]及环

境规制[42]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在数字经济的推动

下，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仍然会存在差异。原本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区域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

得到增长，但是其增长后可能仍然低于原本绿色全

要素增长率较高的区域，因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同样可能会成为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创业过程中

的门槛。一些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完善的

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形成，因而数字经济的助力

作用缓慢，进而对高质量创业的助推作用往往会较

弱，但是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数字经

济的推动会使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进而为该区域的高质量创业活动提供更为坚实的

保障。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在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驱动过程中存

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四）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对本区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也能够借助数字技术突

破地理空间限制，对周边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产生辐

射作用[43]。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容易打造创新创业

氛围，因而高质量创业的区域性溢出也更可能实

现[44]。数字经济促使信息实现跨区域传递，增加了

区域的经济关联，减少了区域壁垒，扩展了区域产

业结构的广度，助力区域间的产业空间集聚，进而

带动了创业活力。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幅度降

低了经济活动的边际成本，使得市场参与主体实现

跨区域联动，进而实现收益的几何级增加，可助推

创业生态系统的完善。因此，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

业的影响在地理位置上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知识溢出是空间集聚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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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数字经济具有数字化、信息化特征，因而具

有传播和扩散的功能，数字经济带来的知识扩散和

传播，促使不同区域之间的知识外溢。因此，这种

空间溢出效应可能会有效推动周边区域的高质量

创业。由于数据具有低成本性和可复制性，数字经

济能够促使区域之间以较低成本进行交易，同时有

效压缩信息的时空距离，大幅增强区域之间互动的

广度和深度。通过数字要素的流动，数字经济能够

促使区域之间的技术、知识和资本融合，汇集研发

机构和高技术人才，促进产业集聚，带动区域协同，

进而扩大自身对高质量创业的空间外溢效果。基

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数字经济对周边区域的高质量创业存在空

间溢出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影响区域高质量创业的

模型，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地区统计

年鉴，最终获取了除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外的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模型如下：

1.基准回归模型

为验证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创业的关系，本

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模型如下：

Yit=α0+α1Xit+α2Zit+εit （1）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即区域高质量创业，i表

示区域，t表示时间，α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

项，X为核心解释变量，即数字经济，Z为控制变量，

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

2.面板门槛模型

为验证绿色创新的门槛效应，本研究构建了面

板门槛模型，具体如下：

lnYit=β0+β1lnXit×I（lnMit≤ γ1）+β3lnMit×I（γ1＜lnMit

≤ γ2）+β3lnMit×I（lnMit＞γ2）+θXit+μi+εit （2）
其中，lnMit表示门槛变量绿色创新，lnXit为区制

因变量，即受到门槛变量（绿色创新或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影响的解释变量（数字经济）。X为核心解

释变量，即数字经济，Y为被解释变量，即高质量创

业，γ为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括号内的表达式

若为真，则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
3.空间杜宾模型

为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对周边区域高质量创

业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这

是一种通过加入空间滞后变量而增强的空间滞后

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Yit=α0+ρWYit+β1WXit+α1Xit+β2WZit+α2Zit+εit （3）
其中，WYit是高质量创业的空间滞后项，WXit是

数字经济的空间滞后项，WZit是控制变量的时间滞

后项，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β1是控制区域固定效

应，β2是外生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系数，Z为控制变

量，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

距。εit是随机扰动项。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样本为 2010—2020年中国 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数字经济

和高质量创业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绿色创新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创新

专利研究数据库。（1）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指数涉

及各区域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

相关从业人数、互联网相关产出，采用熵值法测算

得出。（2）高质量创业。高质量创业的测量参考北

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发中心公布的《中国区域创新

创业指数》，该指标体系涉及新建企业数、外来投资

额、外来风险投资额、发明专利数、实用专利数、外

观设计专利数、商标注册数等，兼顾了新创企业投

入要素和产出要素，能够准确测量高质量创业水

平。（3）绿色创新。绿色创新包括当年申请的绿色

发明数量和当年申请的绿色实用新型数量两个方

面，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4）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涉及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

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期望产出（GDP）、

年末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费总量等，采

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测算得出。（5）控制变量。

参考先前学者的研究，本研究选择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人均GDP取对数）、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

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

数）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名称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
绿色创新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创业

样本量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最小值
9.464
0.527
0.008
0.006
0.000
0.710
1.249

最大值
12.009
5.244
0.271
8.192
9.280
7.826
10.000

平均值
10.743
1.296
0.115
1.660
0.985
1.787
7.902

标准差
0.465
0.719
0.058
1.595
1.411
0.842
1.566

中位数
10.712
1.153
0.107
1.246
0.450
1.587
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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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

（一）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假设检验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经济

对区域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均显著，在加入控制变量

之前，回归系数为 0.141（P＜0.01），在加入控制变

量之后，回归系数为 0.151（P＜0.01），这说明，数字

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带来信息产业的变革、数字基

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数字创业的发展，能为区域高质

量创业发展注入动力，本研究假设H1成立。从结

果中也不难发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β=0.232，P＜
0.01）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均为正向，因此，在实现

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升。城乡收入差距（β=-0.466，P＜0.01）对高质量创

业的影响为负，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可能

会导致区域经济不健康运行，进而阻碍该区域的高

质量创业进程，因此，在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

应注重防止出现空心化问题，避免盲目追求高城镇

化率，以免阻碍高质量创业的实现。

表 2 直接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数字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

常数项

R-squared
Adj R-squared

F

模型1
0.141**

（0.473）
—

—

—

0.645**
（0.025）
0.289
0.264
11.73***

模型2
0.151**

（0.045）0.232***
（0.021）-0.062***
（0.011）-0.154
（0.134）-1.165***
（0.222）
0.594
0.576
32.93***

注：*表示 0.05 的显著水平，**表示 0.01 的显著水平，***表示

0.00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二）绿色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

应检验

绿色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各自的中介效

应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结果显示，在模型中加入

绿色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

的影响仍然显著（β=0.135，P＜0.01），其回归系数由

原来的 0.151下降到 0.135，本研究假设 H2成立。

在模型中加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中介变量后，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仍然显著（β=0.124，
P＜0.01），其 回 归 系 数 由 原 来 的 0.151 下 降 到

0.124，本研究假设H4成立。这说明，绿色创新水

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红利的释放，数字经

济可以通过驱动绿色创新、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来助推高质量创业。因此，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区

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应注重绿色发明和绿色实用

新型产品的申请，积极鼓励绿色创新，提升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

表 3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数字经济

绿色创新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

常数项

R-squared
Adj R-squared

F值

模型3
0.135**

（0.044）0.274**
（0.051）

—

0.214**
（0.020）-0.053**
（0.011）-0.067
（0.120）-1.148**
（0.210）
0.593
0.587
94.43**

模型4
0.124**

（0.045）
—

-0.024**
（0.008）0.295**
（0.019）-0.053**
（0.011）-0.002
（0.125）-2.290**
（0.203）
0.569
0.562
85.53**

（三）绿色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

应假设检验

为分析绿色创新的门槛效应是否成立，将绿色

创新设置为门槛变量，并通过自助检验，运用 sta⁃
ta16依次进行单一、双重及三重门槛检验，重复抽

样 300次。绿色创新双重门槛检验结果如表 4所
示，绿色创新的单门槛和双重门槛通过，但三重门

槛未通过。因此，选择双门槛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绿色创新的第一重门槛为 0.009，置信区间为

[0.005，0.009 ]，第二重门槛为 0.043，为置信区间

[0.013，0.097]，F值为 8.458（P=0.000）。绿色创新在

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创业关系中存在双重门槛

效应，因此，要通过数字经济更好地助力高质量创

业就必须突破绿色创新门槛，本研究假设H3成立。

表 4 绿色创新双重门槛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经济0
数字经济1
数字经济2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

常数项

回归系数
-0.421***
（0.100）0.048**
（0.050）0.223***
（0.050）0.232***
（0.020）-0.052**
（0.010）-0.053**
（0.120）-1.648***
（0.190）

为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是否成

立，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设置为门槛变量，并通过

自助检验，运用 stata16依次进行单一、双重及三重

38



2023年第 8期

门槛检验，重复抽样 300次。结果显示，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单门槛、双重门槛及三重门槛均通过。

因此，选择三门槛模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三重门

槛的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绿色创新的第一重门槛

为 1.396，置信区间为[0.984，3.541]，第二重门槛为

1.571，置信区间为 [0.984，3.532]，第三重门槛为

2.555，置信区间为 [0.984，3.532]，F值为 4.999（P<
0.0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

量创业关系中存在三重门槛效应，因此，要通过数

字经济更好地助力高质量创业就必须突破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门槛，本研究假设H5成立。

表 5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三重门槛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经济0
数字经济1
数字经济2
数字经济3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

常数项

回归系数
0.172***
（0.060）0.415***
（0.110）0.089**
（0.050）-0.075***
（0.050）0.286***
（0.020）-0.048**
（0.010）-0.057**
（0.120）-2.239***
（0.200）

（四）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空间溢出效应

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驱动区域高质量创业

的过程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根据各省域

的经度和纬度构建了地理空间邻近矩阵，并在此基

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如

表 6所示。由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

空间溢出效应显著（WX=0.173，P<0.05），置信区间

为 [0.024，0.321]，其中不包括 0，同时，间接效应显

著（β=1.704，P<0.01），也就是说，某一地区的数字经

济发展能够促进周边地区高质量创业的发展，本研

究假设H6成立。因此，周边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

也能够带动本地区的高质量创业水平提升，应积极

利用好周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为本区域高

质量创业水平的提升寻求多元路径。

表 6 空间杜宾回归模型结果

WX（数字经济）
Spatial rho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回归系数
0.173*
0.893***
0.062*
1.704**
1.766**

标准误
0.076
0.023
0.028
0.619
0.640

z值
2.280
38.670
2.200
2.750
2.760

P值
0.022
0.000
0.028
0.006
0.006

置信区间
[0.024，0.321]
[0.848，0.939]
[0.007，0.117]
[0.491，2.917]
[0.512，3.019]

（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采取如下策略：第一，替

换核心解释变量。将数字惠普金融纳入指标体系

进行测算，并对原有的数字经济指数进行替换，其

中，数字惠普金融数据选取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

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测量。第二，替

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将高质量创业的测量指数替

换为“朗润—龙信创新创业指数”，该指数由北京大

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联合龙信数据研究院联合

编制而成。第三，检验时间滞后效应。考虑到高质

量创业的长周期性特征，为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

创业的动态效应，进一步对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滞后

1和 2期处理后再次进行检验，上述回归结果显示，

相关变量回归结果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我国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10—2020年的数据，对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创业

的过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经济能

够有效驱动高质量创业。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信

息变得透明化，打破了资源及信息的区域壁垒，实

现了知识和技术的跨越式共享，能够降低区域内部

的技术研发及知识获取成本，以数字化方式完善产

业链条，从而助力高质量创业。第二，数字经济可

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来助力高质量创业，但是在其

驱动高质量创业过程中，需要突破绿色创新的双重

门槛。在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下，数字经济的红利

进一步得到释放，可以有效驱动高质量创业发展。

从门槛效应来看，在数字经济越过绿色创新门槛之

后，对区域高质量创业的影响更显著。第三，数字

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助力高质

量创业，但是在其驱动高质量创业过程中，存在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三重门槛。数字经济促进了区

域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促使创业者积极开展绿色创业活动，为区域创

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绿色发展环境，从门槛效应来

看，要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区域高质量创业，需要越

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第四，数字经济对周

边区域高质量创业水平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会促进当地高质量创业的发

展，也会提高周围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创业水平。

（二）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带来信息产业的变

革、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电商领域的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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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创业注入了动力。基于前文分析，本研究提

出以下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优化数字创业环境。

地方政府应积极落实相关政策，优化区域内的数字

营商环境。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积极鼓

励数字信息技术的研发与使用，注重关键数字技术

瓶颈的突破与攻坚，促进云计算、大数据、云储存等

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加大对数字产业的支持力

度，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数字经济带动高质量

创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各区域也应注重

数字经济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凝聚数字资源储备，

借助资源虹吸效应激发数字经济的辐射功能。此

外，数字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应注

重创业者数字素养的提升，加大数字技术、数字产

品设计以及数字服务等方面的数字人才培训力度，

健全信息技术产业与高等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积极

造就数字人才，积极培训人才的数字化素养、技能

和知识结构，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区域高

质量创业提供驱动力量。

第二，构建绿色创新引领机制，提升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促进绿色格局下高质量创业的实现。地

方政府应加大对绿色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绿

色政策体制建设，制定绿色技术标准，实现绿色信

息、绿色专利共享，鼓励产业园区、科研院所开展绿

色创新方面的合作，促进绿色创新成果转化，培育

高水平绿色创新人才，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

良好的绿色创业环境提供支持，助力创新创业提质

增效。同时，应注重培育企业的环保、绿色、低碳、

循环意识，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竞争力，鼓励企业

非核心绿色创新技术的共享与交流，创建开放式绿

色创新协同平台，带动产业乃至区域整体的绿色创

新水平提升。此外，要聚焦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绿

色研发、绿色制造等方面的创新，大规模应用绿色

技术，促进绿色创新与数字经济的协同，促进数字

经济快速突破绿色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门槛，

进而更高效地推动区域高质量创业水平的提升。

第三，采取差异化数字经济战略，探索区域高

质量创业的多元发展路径。我国各区域在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别，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的特

点和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战略。在数字经济发展

领先的区域，应注重自身的数字资源优势，充分发

挥数字经济对本地区高质量创业的直接影响效应。

这些地区应注重数字技术成果的创新和转化效率，

并加快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融合的效率，带动数字

与实体结合的新业态迅速增长，进而驱动区域高质

量创业。在数字经济发展落后的区域，应注重利用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标数字

技术水平先进区域，积极寻求与周边发达区域的数

字技术合作，实现数字资源跨区域互补，加大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研发力度，借助周边区

域为本区域高质量创业提供新动能。这些区域也

应积极借鉴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区域的经验，加大数

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动数字与产业融合，实现

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协同与区域协同。同时，在

数字技术与不同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实现数字与产

业的差异化有机结合，推动产的业数字化转型，以

促进高质量创业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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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ilot Policy

ZHANG Jing，SHEN Jun，XU Me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 Based Economy，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policy to control carbon emissions，

but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 to achie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0，this paper uses DID metho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results
show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heterogeneity，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n⁃
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non-mining cities，but the effect on mining cities is not obvio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market mechanism，improving the industry coverage of car⁃
bon emissions trading，expanding the proportion of carbon quota auctions，and strengthening market default penal⁃
ti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Industry coverage，quota allo⁃
cation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
ture.However，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ay have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
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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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he Digital Economy Drives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XU Xue-jiao，MA 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hua University，Jilin 132013，China）
Abstract:Using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20，this paper explores and verifies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
cate that，firstly，the digit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drive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The digital economy has
expanded the channels of entrepreneurial information，improved the speed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for entrepre⁃
neurs，and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Secondly，the digital economy can assist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by promoting green innovation，but in the process of driving high-quality entrepre⁃
neurship，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rough the dual barriers of green innovation; Once again，the digital economy
can assist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by improving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but in its process of driving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rough the triple threshold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
ty; Finally，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level of sur⁃
rounding regions.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local area，but also improve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in surrounding ar⁃
eas.Based on this，we need to vigorously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optimize the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envi⁃
ronment，build a green innovation leading mechanism，improv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promote the realiza⁃
tion of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under the green pattern，and explor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paths for re⁃
gional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green innovati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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