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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和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进行相应稳健性检验。

研究发现：1) 总体及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提高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

区影响不显著；2) 总体及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东、中

部地区影响不显著；3) 总体以及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共同促

进作用，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交互作用为负但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积极发

展数字经济，加强对环境规制的重视程度，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的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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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this paper us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construct a provincial comprehensive index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mprehensive index, studies the impact of 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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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hina’s export trade, and conducts 
corresponding robustness tes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overall and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x-
port trade, while the impact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not significant; 2) In the overal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xport trade, while the impac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is not significant; 3) In 
the overall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environ-
mental regul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joint role in promoting export trade, whil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xport trade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negative but not significant.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actively de-
veloping the digital economy, strengthening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n-
tinuously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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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口贸易处于持续上升阶段，但现阶段我国出口贸易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

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各国的边境管制及贸易保护政策都影响着我国出口贸易的

发展，导致我国出口贸易额出现了波动。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涉及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也对出口贸易

的发展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口贸易的企业在面临不确定的风险的同时，数字经济也为其带来了转

型升级的发展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1]。2022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坚持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发展数字

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

产业集群”[3]。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供应链的各环节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居于供应链

中端，以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价格上升趋势中的时间差为核心商业模式，通过价差和佣金实现盈利的

传统贸易企业的盈利空间遭受了严重挤压，甚至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

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4]以环境规制助推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

方面，在环境治理的压力下，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限制不断增多。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发

展与地区发展相协调，推动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环境污染问题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破坏生态环境,引
发健康风险。随着社会公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不断丰富，环境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而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信息收集渠道和交易渠道，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提

供了巨大的优势和便利。同时数字经济也可以和环境规制相结合，同各省份和各地区相协调，实现数字

经济、出口贸易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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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未知，因此本文将探究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

的影响，有助于我国摆脱出口贸易困境，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更好地开展出口贸易，从而推动我国出

口贸易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效率的发展，同时也为数字经济推动绿色贸易发展提供新型的发展空间。 

2. 文献综述 

学界普遍认为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推动了各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出口贸

易同样具有积极的正向效益，Freund 和 Weinhold (2004) [5]验证了互联网的发展对服务出口贸易有着显著

的促进作用，且在发展中国家的效果要明显与发达国家。向洪金等(2023) [6]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

表明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确实对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具有积极作用；马兆良和宛文莉(2022) [7]的研究表明数

字经济的出口驱动效应呈现出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动态；王威和苗璐(2022) [8]认为我国应积极推动

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与发展，提高创新竞争力，来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 
国内外对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的文献有很多，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竞争力具有

正面的影响。Porter 和 van der Linde (1995) [9]分析表明环境规制会促进有关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而推进

出口贸易；李小平等(2012) [10]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出口贸易起到促进作用；但 Cagatay 和 Mihci (2006) 
[11]通过对 31 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表明一国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本国的出口贸易有着负面影响；肖晓军等

(2020) [12]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贸易出口呈现出边际效用增强的非线性关系，且两者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

作用； 
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则更有利于减轻各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正如单双双

和戴昀弟(2022) [13]文章中所提到的数字经济所具有的许多绿色环保的特点正有利于绿色低碳的发展要

求，同时也为绿色标准带来了许多的技术标准与行动方案。 
现有的文献都对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讨论，但是，很少有研究将数字经济

与环境规制结合起来讨论在二者的共同影响下综合研究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且大多研究属于定性分

析。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出口贸易，是我国当前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本文选用了从

2011~2020 年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的测算数据，建立实证分析模型，以此量化分析数字经济和

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对可能的发展路径给出相应的建议。 

3. 理论分析 

3.1. 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相较于传统出口贸易，数字化贸易生产让企业依托互联网平台降低成本，扩展国际市场，获得高质

量的发展。 
在市场方面，数字技术使得企业以低廉的成本更加精准地掌握消费需求，获得市场信息，减少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并快速且实现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匹配。而且，数字技术打破交易的时空束缚，将面对面

交付转变为网络空间支付，让多样化的产品融入国际贸易，实现了商务、远程医疗等服务贸易的跨境交

易。企业以较低的边际成本拓展市场，打破区域限制，实现规模经济。 
在生产方面，生产要素线上市场实现线上化流通和配置，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从而大幅度降低生

产成本。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下，贸易生产组织呈现的更加智能化和科技化，企业分工更加细致，协调

成本降低。 
在技术创新方面，数字经济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动力与更好的条件，一是金融科技飞速发展，

出口企业能以更宽的融资渠以更低的融资成本快速融资，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二是数字经济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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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创新的氛围，激发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力与潜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假说 1：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 

3.2. 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从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方面，环境规制加重了出口贸易的成本负担，对出口贸易额产生负面影响。这与中国过去粗放型

的外贸增长方式有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主要从事制成品出口，以自我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

为代价维系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再加上技术水平落后，环境治理相关制度欠缺，生产产生和排放的废

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环境成本和环境负担。因此，在中国经济

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以环境规制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增加了企业的污染治理支出，压

缩了利润空间，影响高资源和能源投入、低产品附加值的商品出口，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环境规制激励企业创新，倒闭企业优化生产提高效率，对出口贸易产生正面影响。环境

成本与环境负担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淘汰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方向转型。同时，地方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使企业实现治污

技术和生产技术的两重进步，提高企业生产率，获得竞争优势。 
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抑制效应被促进效应逐步抵消，总体上提高我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促进出

口贸易的发展。 
假说 2：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有正向的总效应。 

3.3.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共同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环境压力尤为突出，也给企业发展带来环境成本

压力，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在短期内，企业为适应环境规制标准需要提高环境内部化成本、支付污染

治理费用、支付技术研发成本等，这些导致产品生产运营成本提高，削弱了企业的价格优势；但从长远

来看，环境规制会倒逼受约束企业转型升级，而数字经济在很多环节具有绿色低碳的特点，使得传统贸

易由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型，减轻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压力，数字经济从资金成本，运营成本等方面

降低企业生产与贸易成本，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一部分成本。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相协调，通过技术创

新提高产品性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建立技术优势，在树立企业品牌口碑、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都能为

企业带来更好的收益及提升国际影响力，从而进一步推动出口贸易。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共同促进出口

贸易的发展。 
总的来说，严格的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竞争压力，促使企业主动进行技术革新从而弥补因环境成本

内化而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造成的损失，与数字经济相协调促进企业向绿色化转型升级，提高自身竞争

优势，共同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假说 3：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程度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共同作用。 

4.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4.1. 模型构建 

ln it it it it i i itEXP ER Dige X u uα β µ σ ε= + + + + + +                       (1) 

式中， ln EXP 表示出口贸易额，α表示截距，ER 表示环境规制强度，Dige 表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X 表

示其他控制变量，i 表示省份，t 表示时间，ɛ表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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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标选择 

4.2.1. 被解释变量 
出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在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占比高，为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作用。本文选取出口

贸易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说明我国各省对外出口贸易额，并根据每年的平均汇率将单位统一转化为万元。

对该变量取对数。 

4.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指标测算。当前，关于数字经济的具体测算并没有达到共识，为准确、全面地衡量数字经

济的发展水平，结合省级层面可获得的数据，本文借鉴赵涛等(2020) [14]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普惠两

方面对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其中，互联网发展采用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人均

电信业务总量、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和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来衡量各省份互联网发展水平。

对于数字金融普惠方面，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郭峰等，2020)的中国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得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该变量取对数。 
环境规制指标测算。环境规制的测算借助工业三废作为各省份的度量指标，采用熵值法计算。该指

标借助工业三废，即：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各省环境规制水

平的度量指标，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出。其具体步骤为：通过极差标准化将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

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等三种污染物进行标准化；求取每种污染物的权重；通过权重和标准化的乘

积得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对该变量取对数。 

4.2.3. 控制变量 
外商投资程度，定义为外商实际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并根据美元的汇率进行调整。一般情

况下，外商投资程度高，地区出口贸易越有竞争力，出口贸易额越高。对该变量取对数。 
地区开放程度，使用省级贸易进出口贸易总量之和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表示。通常来说，地区

开放程度越高，地区的出口竞争力越强。对该变量取对数。 
人均实际 GDP，用 GDP 除以各省份总人口得出。 
鉴于数据的连续性、可得性以及相关性，本文选取研究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2011~2020，以全国 30 个

省份(港澳地区和西藏除外)为研究对象。各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5. 实证分析 

5.1. 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本文在实证验证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

分析。见表 1，描述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系列指标。图 1 和图 2 分别展现了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从整体上来看，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分别

与我国出口贸易呈现正相关关系。 
 
Table 1.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表 1. 统计性描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00 0.023 0.966 0.239 0.166 

环境规制强度 300 0.013 0.769 0.249 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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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出口总额 300 11.718 19.889 16.596 1.591 

外商投资程度 300 7.388 14.668 9.848 0.897 

地区开放程度 300 6.265 11.457 9.342 0.965 

人均 GDP 300 1.602 16.26 5.38 2.67 
 

 
Figure 1. Scatter plot of total exports and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图 1. 出口总额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散点图 

 

 
Figure 2. Scatter plot of total export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图 2. 出口总额与环境规制强度散点图 

5.2. 基准回归结果 

结合表 1 和图 1、图 2 可知，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与我国出口总额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表 2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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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来看，发现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出口

贸易的发展。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的回归系数为 0.238，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1%，我国出口贸易额增加 0.00238 个单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正向作

用。因此，假说 1 成立。 
根据实证回归的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

提高可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的回归系数为 0.18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提高 1%，出口贸易额会增加 0.181%。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促进

作用，假说 2 成立。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与预期相符合，外商投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人均 GDP 对出口贸易

均具有正向的促进效应，但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地区开放程度和人均 GDP 都较为显著，地区开放程

度影响最为明显，外商投资程度影响不显著。地区开放程度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地区开放程

度越高，地区的出口竞争力越强。 
 
Table 2. Bidirectional fixed-effect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总体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0.238*** 
(3.721) 

0.424***  
(3.468) 

0.178 
(1.258) 

0.376***  
(2.806) 

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0.181*** 
(3.180) 

−0.021 
(−0.339) 

0.219* 
(1.818) 

0.391***  
(2.899) 

外商投资程度 0.025 
(0.730) 

0.003 
(4.471) 

−0.143* 
(−1.770) 

0.091  
(1.374) 

地区开放程度 1.084*** 
(25.316) 

0.490***  
(4.471) 

1.466*** 
(10.685) 

1.031***  
(18.364) 

人均 GDP 0.079*** 
(4.589) 

0.002  
(0.110) 

0.155***  
(2.979) 

0.289*** 
(4.037)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6.507*** 
(11.564) 

13.162*** 
(9.685) 

4.718*** 
(3.658) 

5.974***  
(7.270) 

R-squared 0.655 0.238 0.438 0.744 

N 300 120 90 90 

注：*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5.3. 分区域回归 

由于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呈现明显的区域性，所以将我国分为东中

西三个地区进行回归。从表 2 回归结果来看，东中西三地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均为正向作用，东部地区作

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不明显。东中西三地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影响各不相同，如欧阳强

等(2021)的研究类似，东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系数为正，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东部地区沿海，地理区位条件优越，且科技创新水平高，出口贸易较为便利，数字经济对其出口贸易发

展起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由于产业密集众多，当环境规制强度逐渐增强时，短期内会增加企业转型成

本，从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高新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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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但是远离沿海与一带一路，受地理区位条件的影响，技术水平发展仍有一定局

限性，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创新能力有限，创新倒逼机制难以实现，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出

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但由于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创新转型升级，环境规制对于

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西部地区位处内陆，交通不便，本身技术创新落后，出口贸易

较少，但受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出口贸易发展有所改善，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其产生正向影响，刺

激其技术发展，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其中环境规制的作用更为显著。 

5.4. 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对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阶用于基准回归和分区域回归

的稳健性分析。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环境规制水

平对出口贸易的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验证了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正向影

响，基本可以认为该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如表 3 所示，将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和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滞后

一阶处理，得到的回归结果仍显著，排除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再次验证了该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Table 3. Robustness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稳健性回归结果 

 总体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0.220*** 
(3.780) 

2.450*** 
(1.988) 

0.348 
(0.856) 

2.356* 
(1.918) 

环境规制强度 0.176*** 
(3.138) 

−0.043 
(−0.444) 

0.229* 
(4.040) 

−0.279 
(−0.947) 

外商投资程度 0.017 
(0.490) 

−0.114 
(−1.330) 

0.044 
(1.284) 

−0.101 
(−1.178) 

地区开放程度 1.071*** 
(24.313) 

1.558*** 
(12.579) 

0.646*** 
(6.582) 

1.555*** 
(12.916) 

人均 GDP 0.055*** 
(3.457) 

0.740 
(2.387) 

0.169 
(0.775) 

0.730** 
(2.366)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6.803***  
(11.767) 

−4.756*** 
(−1.453) 

9.014*** 
(3.353) 

2.131* 
(1.695) 

R-squared 0.587 0.861 0.395 0.845 
N 299 119 89 89 

5.5. 进一步回归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共同作用，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

加入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 

ln it it it it it it i i itEXP ER Dige ER Dige X u uα β µ ϕ σ ε= + + + + + +× +                 (2) 

由表 4 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共同作用。因此，假说 3 成立。从分区域的回

归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具有负向作用但东、中地区都不显著，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东部地区创新能力较强但产业密集众多、产业结构有待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规制短期内增加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3.123034


湛文婷 等 
 

 

DOI: 10.12677/wer.2023.123034 315 世界经济探索 
 

了企业运营成本和技术成本，共同对东部地区产生了负向影响但不显著。中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转移

的高新技术产业，但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受环境规制压力，对于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受一

带一路政策影响，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有一定发展，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

易产生积极影响。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每提升 1%，西部地区出口贸易额增加 0.09522 个单位。 
 
Table 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表 4.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 

 总体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1.614** 
(−2.177) 

1.384*** 
(2.080) 

2.476  
(1.312) 

−3.821** 
(−2.596) 

环境规制强度 −0.493 
(−1.507) 

−0.140** 
(−0.510) 

0.410 
(1.140) 

−2.698** 
(−2.620) 

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 环境规制强度 1.759** 
(2.011) 

−0.282 
(−0.539) 

2.175 
(1.134) 

9.522** 
(2.624) 

外商投资程度 0.000 
(1.133) 

−0.000 
(−0.529) 

−0.000 
(−0.269) 

−0.000** 
(−2.466) 

地区开放程度 0.000*** 
(7.058) 

0.000*** 
(4.610) 

0.000*** 
(12.279) 

0.000*** 
(7.467) 

人均 GDP 0.183*** 
(6.152) 

−0.035 
(−1.639) 

0.105*** 
(2.030) 

0.368*** 
(3.607)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15.489*** 
(63.676) 

17.120*** 
(73.843) 

13.835*** 
(32.417) 

14.441*** 
(26.470) 

R-squared 0.446 0.111 0.35 0.501 

N 300 120 90 90 

6. 结论与政策 

6.1. 研究结论 

通过对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共同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

结论： 
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弥补了一部分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成本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环境

的污染，对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东西部地区受数字经济、地理位置以及政策的影响，当地的

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发展；而中部地区由于远离沿海地区与一带一路，受地理位置的

限制，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 
第二，环境规制的出现对于出口贸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其创新促进作用大于成本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对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总效应。中西部地区在环境规制的刺激作用下对其出口贸易

产生正向效应，而环境规制对于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呈现出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上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的共同作用。东部沿海地区数字

经济和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呈现出的负向作用，但不显著；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高新技术

产业，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受自身地理环境的影响，远离沿海地区与

一带一路，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到限制，因此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则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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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环境规制以及一带一路的政策，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企业向绿色化转型

升级，拉动当地的出口贸易发展，其中环境规制的作用更为显著。 

6.2. 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及相关结论，通过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于出口贸易的作用提出一点对策建议： 
第一，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根据以上的研究可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

贸易的主流，在越来越重视环保的大形势下，发展数字经济，在无形中减少了很多线下的流通过程，也

减少了由此过程而产生的环境污染，最终将减少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增加利润。因此我国各省应该继

续加强数字经济的发展，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拉动当地的技术创新，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 
第二，加强对环境规制的重视程度，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进入了新常态阶段，由

高速增长转为了高质量增长，各省市也应该尽快调整商品出口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降低高污染、高

能耗商品的比重，促进其转型升级，同时重点发展和引进低污染和低能耗和高附加值产业，采用清洁方

法，发展绿色产业。同时出口产品也应该逐步由高污染高能耗的产品转向高新技术产品，增加知识密集

型的一般贸易的出口比重。 
第三，东中西针对性发展，同时促进三地协调发展。根据区域回归验证的研究结果可知，东中西三

地应针对当前发展情况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要在保持发展现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

通过技术的革新来打破环境规制的贸易壁垒，增加出口贸易，同时发展东部地区的龙头作用，带动中部

地区和西部地区共同发展。中部地区应该加强和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强对各领域的人才培

养，从而加强创新能力，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减少环境规制对其出口的负面影响，利用数字经

济减轻环境规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出口贸易。西部地区应该加强数字经济的发展，利用数字经济弥

补自身的交通不便的缺点，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对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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