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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测算省际数字经济规模，本文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和数字经济融合部门增加值进行测算，对于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以《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两种分类标

准，结合经济普查年鉴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江苏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划分部门，分部门分情况利用生

产法测算其规模；对于数字经济融合部门，将资本要素投入分为数字要素和非数字要素，考虑了数字要

素投入的直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属于数字要素投入的间接贡献，采用“两步法”从传统产业增加值

中剥离出数字经济融合部门增加值。测算得到江苏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2018年的29885.26亿增长

到2020年的44616.02亿，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1.99%增长至13.58%，数字经

济融合部门增加值占比由20.08%增长至29.85%。本文测算框架可以为其他省份测算提供方法参考，共

同促进各省份数字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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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complete inter-provincial data, a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scale of digi-
tal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which including basic part and inte-
grated part is proposed, 2019 is 2509.035 billion yuan. Consider the scale of basic part as direct 
sum of the added value of high-tech industry; use Capital Investment’s Value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ICT Capital Investment, that is, the scale of integration, and use Capital Investment’s Value Index 
to measure the change of ICT Capital Investment. When calculating Capital Rental Price, this ar-
ticle calculates Capital Return for different asset types in order to reduce measurement deviation.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o construct a growth accounting 
framework,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economic growth in 
2019 is 37.27%.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is 
relatively large, but as a large economic province, the propor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GDP is rel-
atively small. The growth of digital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is mainly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CT industry. The growth rate of digital economy in NICT industry is relatively slow. Therefore, 
while grasping the contribution of ICT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Digital Capital In-
vestment in NICT industry. While expanding the scale, mainta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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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贸易摩擦和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广泛的冲击，其影响

是深远的。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凭借着其强大的韧劲正逐步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新的增长动力。在此背景之下，大力推动数字经济技术应用革新，利用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的数字化

发展，有益于实现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2011 年左右美国、英国、日

本等国家先后在各重点数字领域发布战略纲要，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起步稍晚，但近年来受到党中央的

高度重视，一经提出便受到各地政府的积极响应。G20 杭州峰会发布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

作倡议》1，探讨了数字经济推动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和发展的路径，认为数字经济正在经历高速增长、

快速创新，并广泛应用到其他经济领域中。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2，而作为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工业互联网”正全方位地改造着传统制造模式。江苏省作为制造强省，

2020 年制造业增加值达 3.5 万亿元，规模约占全国 1/8，占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34.5%。为拓展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空间，推动我国工业经济结构转型，《江苏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3 指出，系

Open Access

 

 

1来源：http://www.g20chn.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20_3474.html。 
2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3/content_5606256.htm。 
3来源：http://www.js.gov.cn/art/2021/9/2/art_32648_9997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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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大力发展全省数字经济，致力打造制造业全面数字化转型江苏样板。

“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值加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这一指标，国内外学者

对数字经济规模测算进行了诸多探索，但其多聚焦于国家层面，为准确省际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

文以江苏省为例，基于现有文献研究成果，对江苏省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度，为江苏省数字经济规模测

算提供相关依据。 
为准确测算数字经济规模，首先要明确的是数字经济的定义。国外有关数字经济的理论开始于 20 世

纪 90 年代，以 Dale Jorgenson [1]、Kevin J. Stiroh [2]、Elena Ketteni [3]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始研究

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应

用对传统经济造成的影响被称为“新经济”，此阶段的数字经济被认为等同于新经济[4]。早期国外学者

对数字经济的描述基本聚焦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随着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应用正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经济社会的结构，甚至这种变化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发生。我们才刚刚开始理

解数字经济的广泛影响，在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效益(例如，增加经济增长)并将其负面影响(例如，

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降到最低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5]。孙德林和王晓玲[6]认为数字经济的

本质在于信息化，指出信息化是由互联网、计算机等生产工具的革命引发的经济结构的转型，主要包括

信息化的生产和应用两方面，分别称为信息产业化和产业信息化。该文献实现了数字经济的测算范围从

核心定义到狭义定义的转变，将数字经济划分为生产与应用两部分的思想沿用至今，为精确测算数字经

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 
由于国家统计部门尚未就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建立专门性的统计制度，业界关于其测算框架一直存

在不同的方法，不同数字经济的界定范围会导致输出的结果各不相同。早期，康铁祥[7]定义数字经济是

一种与传统经济紧密结合存在状态，认为数字经济规模应由数字产业部门增加值和数字辅助活动创造的

增加值两部分组成，他利用 2002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到 200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当年GDP的 8.85%。

此方法虽然可解释性不足，但操作简便，是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方法的重要组成，例如鲜祖德和王天

琪[8]在测算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时，借鉴该思路对部分数据未知的核心产业增加值进行划分。蔡

跃洲[9]基于增长测算框架，按照“先增量后总量、先贡献后规模”的思路构建测算框架，为后续研究奠

定了实践基础。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4 中定义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两大部分，由此测算到 2018 年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值为 34.8%，测算结果被 G20 杭州峰会、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等广泛引用。彭刚[10]借助增长测算框架对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进行测算，分析了数字经

济与经济增长动能的关系，测算得到 2018 年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为 13.16%，对 GDP 贡献率达 25.2%。 
综上所述，按照数字经济界定范围的不同，其定义范围从小到大依次为：核心定义、狭义定义、广

义定义。由于广义定义下的测算范围相对更为全面，故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广义定义进行测算(参见续继

[11])，即数字经济是数字化驱动产业升级产生的经济效应，该定义认为数字经济既包括 ICT 产业等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也包括 ICT 产业对传统行业的贡献。以往学者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认知的不一致容易带

来测算误差，而 2022 年 5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5 给出了我国数

字经济的统一规范定义，为后续学者对数字经济的精确测算提供了明确的产业目录，在最大程度上满足

了各研究学者对数字经济的统计需求。鲜祖德和王天琪[8]，李洁和张天顶[12]均基于此统计标准利用投

入产出表数据对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其测算结果相似，均显示 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

模占 GDP 比重为 7%左右。 
关于省际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研究，韩兆安等[13]基于政治经济学思想、Kernel 密度估计以及 Dagum

 

 

4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21: 67-73. 
5来源：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259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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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从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四个层面进行省际数字经济基础产业测算，并进行了地区非均衡

性研究，认为我国多数省份当前仍处于数字经济生产阶段且存在显著地区差异。朱发仓等[14]从数字经济

生产到数字技术应用两个方面测算了 2015 年到 2018 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总量，为省际数字经济规模的测

算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梳理以往文献发现，从定义出发对数字经济的测算大多聚焦于国家层面，少有文献直接测算省际数

字经济规模。考虑到省际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和数字

经济融合部门增加值进行测算。相比较已有文献研究方法，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1) 基于国

家统计局最新发布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两种分类标

准，利用最近两次的经济普查年鉴和多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对江苏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一一对应划分

部门，分部门分情况利用生产法测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2) 将资本要素分为数字要素和非数字要

素，使用资本服务流量代表资本要素投入水平，采用两步法测算，先计算通过构建增长核算账户框架计

算数字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总贡献，包括直接贡献与全要素生产率中属于数字要素投入的间接贡献，

再从传统产业增加值中剥离出数字经济融合部门增加值；3) 资本报酬分配更为合理，将生产税净额按照

一定的比例分配给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数字经济规模及贡献率的测算方法；第三节是江苏省数字

经济规模测算结果与贡献率分析；第四节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2. 部分划分与测算方法 

2021 年 5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5 首次明确将我国数字经济

分为 5 个大类，其中前四个大类(01-04)表示数字产业化，05 表示产业数字化。在这五个大类下，以《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基础，将数字经济产业细分为 32 个中类和 156 个小类，其中每一

个小类的名称均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存在对应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种：包含关系(即数字经济产业小

类对应多个国民经济类别)、相等关系(即二者一一对应)以及真包含于关系(即数字经济产业小类仅属于某

一国民经济类别的一部分，此类所属国民经济类别代码后附有“*”)，其中存在真包含关系的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小类(后简称“小类”)的统计特征无法通过现有数据直接获得，而所有产业数字化部分的小类均

属于第三种情况，即产业数字化部分的数字经济增加值无法直接核算。对于数字产业化部分即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中少数属于第三种情况的小类后文将基于合理假设做估算。 
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对应，即可得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数据，加总即

可得到相应年份的数字产业化规模。具体划分步骤为：首先，从《数字经济产业分类》中提取出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涉及的 126 个国民经济行业小类；其次，找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126 个小类归属的中

类、大类或门类；最后，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包含或等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中类、大类或门类

与 2017 年投入产出表中的 153 个部门对应起来，即可得到所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或其所在部门的增加值

数据。 
综合上文所述，江苏省数字产业化部分增加值、产业数字化部分增加值及其贡献率测算方法如图 1。 

2.1. 数字产业化部分增加值 

投入产出表(后文简称“io 表”)相对统计年鉴对部门的划分更细，更便于获取细分行业的增加至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苏省 2002、2005、2007、2012、2017 的投入产出表，江苏省第三次、第四次经济普查

年鉴以及全国第三次、第四次经济普查年鉴，分情况计算江苏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本文考虑结

合数据的固有特征利用指数平滑法、年平均增长率方法进行缺失值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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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gital economy measurement technology roadmap 
图 1. 数字经济测算技术路线图 

数字产业化部分增加值的测算思想 
1) 对于 io 表中直接给出部分小类的增加值，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用直接加总的方法得到该类产业的增加值；2) io 表中未直接给出小类增

加值时，从第三次、第四次江苏省经济普查年鉴获取小类与所属中类营业收入数据，求出二者比值作为

调整系数从 io 表对应中类增加值中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剥离，如，记录媒介复制(2330)在 io 表

中被核算在“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部门内，该部门在经济普查年鉴中对应于“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这三个行业，计算记录媒介复制

业的营业收入与上述三个行业营业收入总和的比值即为该部门的调整系数；3) io 表中未直接给出小类增

加值且江苏省经济普查年鉴仅公布该小类所处中类以及大类的营业收入，从第三次、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年间获取小类与中类的营业收入数据并求出比值作为江苏省的近似替代，如，文化用信息化学品制造

(2664)和医学生产用信息化学品制造(2665)这两个小类在 io 表中被核算在“化学产品”部门内，该部门在

经济普查年鉴中对应于中类“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以及大类“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此时需借

助全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公布的文化用信息化学品制造、医学生产用信息化学品制造以及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行业的营业收入数据间接得到部门调整系数；4) io 表中未直接给出小类增加值且营业收入数据均处于

缺失状态时，计算小类所处部门对数字产品的需求系数，从而将小类增加值从部门增加值中剥离，如金

融信息服务(6940)、互联网广告服务(7251)的行业增加值分别从 io 表中金融业、商务服务业部门的增加值

中剥离。在此基础上得到《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 126 个核心产业小类的增加值，数

字产业化规模由上述 126 个小类的增加值汇总得到。考虑到行业划分的一致性，上述框架仅估算出 2013
年至 2018 年的江苏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2.2. 产业数字化部分增加值 

2.2.1. 产业数字化部分增加值的测算思想 
数字经济中的产业数字化部分为传统产业中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产出增加以及生产效率的提

升。对于传统产业中数字经济部分增加值的测算思路就是要把不同传统产业增加值中数字技术的贡献部

分剥离出来，对不同传统行业的此部分加总得到产业数字化部分增加值[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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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合部分增加值的具体测算上，采用先贡献率、后规模的两步法。第一步为计算数字要素投入对

产出增长的总贡献率，通过构建增长核算账户框架实现。其中产出增长率用传统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代入，

则数字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总贡献率即为数字经济产业对传统产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 

0

0

,
d d

d t

t

VA VACR
GDP GDP

−
=

−
                                  (1) 

其中， dCR 表示数字经济产业对传统产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 0
dVA 、 d

tVA 分别为基期、报告期的数字

经济产业增加值， 0GDP 、 tGDP 分别为基期、报告期的传统产业增加值。基于第一步，选择几乎不使用

数字技术的时期作为基期，此时有 0 0dVA = ，那么报告期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为： 

( )0 ,d d
t tVA CR GDP GDP= × −                                (2) 

其中， d
tVA 也就是从报告期传统产业增加值中剥离出来的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增加值。如此，我们便可以

计算得到任意年份的产业数字化部分增加值。 

2.2.2. 增长核算框架 
假定经济体存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总生产函数，其基本生产要素为劳动力投入和各资本要素投入。根

据测算需求，进一步将资本投入分解为数字资本 ICT
tK 和非数字资本 NICT

tK ，技术进步定义为西克斯中性，

社会产出模型形式如下：  

( ) ( ) ,ICT NICT
t t t t tY A L K K

β γα=                                (3) 

其中， , , , ,ICT NICT
t t t t tY A L K K 分别为经济体在 t 期的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劳动投入、ICT 资本投入和

非 ICT 资本投入，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各要素产出弹性之和为 1，即 1α β γ+ + = 。为了实证计算的可行

性，将式(3)取对数，并作全微分处理，经济增长可分解为： 

,
ICT NICT

t t t t t
ICT NICT

t t t t t

Y A L K K
Y A L K K

α β γ∆ ∆ ∆ ∆ ∆
= + × + × + ×                        (4) 

式(4)即为构建的要素贡献率测算框架[15] [16] [17]。接着，对式(4)两边同除以产出增长率 tY Y∆ 可得到

各要素对产出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分别为 t t

t t

A Y
A Y
∆ ∆

、 t t

t t

L Y
L Y
∆ ∆

、
ICT
t t

ICT
tt

K Y
YK

∆ ∆
、

NICT
t t

NICT
tt

K Y
YK

∆ ∆
。已有文 

献证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18] [19] [20]，因此，本文在计算数字要素对产出增

长的贡献率时，不仅包括 ICT 资本要素直接贡献的部分，还包括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中属于数字要素投

入的部分，二者分别代表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值增加和效率提升。将上述两部分贡献率加总得

到数字经济产业对传统产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 dCR ，代入式(2)即可得到数字经济融合部分的增加值。 
关于总产出指标，本文时将传统产业增加值中由数字资本投入贡献的部分剥离，在测算得到部分年

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后，用相应年份的 GDP 与之做差即可得到非数字经济基础部门即传统产业的

名义增加值，将其转化为不变价增加值序列，即为总产出指标。对于劳动要素投入的衡量包含物量和价

格两个层面，使用年末就业人数和劳动者报酬分别作为劳动投入的物量和价格。 

2.2.3. 数字资本投入测量 
《生产率测算手册》[21]指出资本服务是进行生产或生产率分析的最佳资本投入指标。资本服务是一

个流量概念，无法直接观测得到。Jorgenson [22]提出用使用者成本来衡量资本促进生产的能力，生产性

资本存量的变化即代表资本服务的数量变化。永续盘存法自 1951 年提出以来，随着在资本存量测量方面

的广泛应用，逐渐发展形成两条测算路径。以历年不变价投资序列为起点，考虑资本品重置，通过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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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效率剖面加权来估算相异役龄资本品某一时期以效率为衡量单位的生产性存量水平，在此基础上

得到的资本服务流量常用于进行生产率、经济增长等相关研究，此即路径 1，即为本文使用的资本投入

测算路径[23] [24]；路径 2 考虑经济折旧，通过退役剖面、价格剖面加权得到资本存量净额，常用于反映

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点的财富性存量水平。 
简单总结数字资本要素的测算思路如下：1) 由于当期的资本是过去多个投资期的结果，在得到投资

序列之后，通过价格指数来计算不变价投资序列；2) 通过退役模式和年龄-效率模式进行校准，将给定资

本存量总额转化生产性资本存量；3) 计算资本服务的价格，将所求得的生产性资本存量转换为资本服务

价值。我们可以通过确定年度资产价值、价格变化、资本折旧率等因素来计算当前使用资本的成本，也

就是资本服务的价格。 
假定单一资本的资本服务在每一测算期内，均与当期的生产性资本存量成正比[9]，即：  

, , , ,k t k t k tK P Z= ⋅                                      (5) 

其中， ,k tK ， ,k tP ， ,k tZ 分别表示 t 期第 k 类资本的资本服务、使用者成本、当期的生产性资本存量。 ,k tZ
为 t 期与 1t − 期第 k 类资本生产性资本存量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给定任意两期的资本存量提供相同的资

本服务，即： ( ), , , 10.5k t k t k tZ A A −= + 。 
生产性资本存量通过效率剖面加权得到，利用永续盘存法算出第 k 类资本在 t 期的生产性资本存量为： 

,
, , ,

0 , ,0

,
T

k t
k t k k

k t

I
A d s

q
τ

τ τ
τ τ

−

= −

= ⋅∑                                  (6) 

其中， ,kd τ ， ,kS τ 分别表示役龄为τ 的第 k 类资本的年龄–效率模式和退役模式， ,k tI τ− 为 t τ− 期第 k 类资

本的不变价投资序列， , ,0k tq τ− 为 t τ− 期第 k 类资本的价格指数，T 为资本期望服务年限，即 , 0k TS = 。为

了实证结果的可比性，本文使用单一资本不同役龄下的年龄–效率采用双曲线衰减模式，其表达式为： 

n
Tg

T b
τ
τ

−
=

− ⋅
, 

其中，τ 为资本已服务年限，b 决定了双曲线效率剖面的形状( 1b ≤ )如图 2。参考已有文献，对于参数 b，
ICT 行业均取 0.75，建筑安装工程取 0.75，设备工器具购置取 0.5，其他固定资本取 0.6。ICT 行业的期

望服务年限设定为 6 年，建筑安装工程的期望服务年限设 
 

 
Figure 2. Truncated tail normal decommissioning profile 
图 2. 截尾正态退役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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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38 年，设备工器具购置的期望服务年限设定为 10 年，其他固定资本的期望服务年限设定为 8
年。退役模式的设置需要建立关于不同资产的使用寿命与其分布的假设，本文选择对数正态分布形式的

钟形退役模式，设 m 为资本服务的平均年限，有： 

( ){ }2 21 1 exp ln 2 ,
2πTF T

T
µ σ

σ
= ⋅ ⋅ − −  

其中

1
2

ln 1 m
s

σ
 

  = +    
 

， 2ln 0.5mµ σ= − ，
2
ms = 。 

若已知初始资本存量 ,0kA ，便可求出第 k 类资本的资本存量序列。本文使用增长率法测算初始资本

存量，假设第 k 类资本历年不变价投资序列是按相同增速 ,k Ig 发生变化，基年资本存量[15] [25]为： 

( ),0 ,
,0

,

1
,k k I

k
k I k

I g
A

g δ
+

=
+

                                   (7) 

式中 ,k Ig 利用 2002~2018 年不变价投资序列的年均增长率估算。根据残值率 s 计算折旧率δ ，即 ( ) T1 ss δ= − ，

设定 s = 5%。参照已有研究[15] [25]，给出各类资本服务价值，即使用者成本估算方程如下： 

( ) ( ), , , , , , ,k t t k t k t k k t k t k k tP i q q r qπ δ δ= − + = +                           (8) 

其中， ,k tP ， ,k tq ， ,k tr 分别表示 t 期第 k 类资本的使用者成本、购买价格、资本报酬率， ti 表示第 t 期的

名义回报率，资本收益项 ( ), , , 1 , 1k t k t k t k tq q qπ − −= − 。 
在式(8)中，资本购买价格可由资本价格指数代替。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江苏省投入产出

表，与国民经济账户紧密相关，故采用内生法来计算资本报酬率[10]。内生法的基本思想是将收入法核算

的 GDP 分解为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并假定各行业的资本服务价值等于资本报酬。收入法核算 GDP 的

公式为GDP LD TA RE Depr= + + + ，其中 LD、TA、RE、Depr 分别表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

盈余以及固定资产折旧。由于资本报酬在各类型资本投入的归属划分上存在困难，对 GDP 的分解没有一

致的划分结果，本文综合已有文献和 OECD 手册的做法，将劳动者报酬完全分配至劳动报酬，营业盈余

完全分配至资本报酬，在混合收入的分配上，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其分配给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在此基

础上，得到内生法下关于资本服务等于资本报酬的假设等式关系，即： 

, ,k k t
k

LD RE Depr K+ + =∑                                (9) 

其中， kLD 表示生产税净额中分配给资本报酬的部分。在全部资本报酬率相等的假设下，各类资本的资

本报酬率为： 

, ,

,
, ,

.
k k t k k t

k
k t

k t k t
k

LD RE Depr q Z
r

q Z

δ+ + −
=

∑
∑

                          (10) 

在生产性资本存量、资本价格指数及其折旧率确定的情况下，根据式(10)可计算得到资本报酬率，进

而根据式(8)可以得到各类资本的使用者成本[23]。在得到各类资本的生产性资本存量和使用者成本后，

可计算得到各类资本的资本服务价值。 

3. 测算结果分析 

3.1. 数据预处理 

1) 资本投资序列数据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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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测算手册》[21]建议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各类资本投资序列的数据，本文选择 2002
作为测算起始年份，从 2002、2005、2007、2012、2017 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中获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

据。为了测算需求，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为 ICT 硬件投入、ICT 软件投入以及非 ICT 投入三大资本类

型，其中 ICT 硬件对应“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ICT 软件对应“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并按照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构成比例划分非 ICT 资本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

购置和其他固定资本三类[24]。 
缺失年份投入产出表中的 ICT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按照现有年份的 ICT 产值增长率数据推算得到[15]。

在进行资本投入价值测算过程中，由于投入产出表不是连续的，通过平滑的几何增长方法得到连续年份

的投资额数据。 
2) 各类资本价格指数的确定 
本文选择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交通和通信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 ICT 硬件、ICT 软件价格

指数进行价格缩减[10]。相应地，选择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的替代指数，即

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和其他固定资本的价格指数均可从江苏省统计年鉴获得。 

3.2. 江苏省数字经济规模 

以前文测算方法为基础对江苏省数字经济总规模进行估计，其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total siz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2004~2018 (constant 2002 prices, 
RMB billion) 
表 1. 2004~2018 年江苏省数字经济总规模测算结果(2002 年不变价，亿元) 

年份 “数字产业化”增加值 “产业数字化”增加值 数字经济总规模 

2004 1467.58 3212.18 4679.76 

2005 1947.58 4792.46 6740.04 

2006 2402.14 3582.07 5984.21 

2007 2967.41 3628.90 6596.32 

2008 3434.66 1639.11 5073.77 

2009 3980.68 4103.66 8084.34 

2010 4615.89 4395.31 9011.20 

2011 5357.01 4792.51 10149.52 

2012 6217.58 8019.07 14236.65 

2013 6698.79 8496.56 15195.35 

2014 7357.13 10426.87 17784.00 

2015 8113.93 12830.93 20944.86 

2016 8987.08 14217.81 23204.89 

2017 9998.02 15130.59 25128.61 

2018 11172.54 18712.72 298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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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江苏省数字经济总规模从 2004 年到 2018 年增加了 25205.5 亿元，2018 年江苏省数字经济总

规模达 29885.26 亿元。在 2007~2008 年间产业数字化部分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其原因在于 2008 年金融

危机的影响，数字产品的过剩滞销使得数字资本投入增速放缓。在 2008 年后，随着社会对数字产品的需

求增加，江苏省数字经济行业发展稳定，整体数字经济规模稳步上升。到 2018 年时，江苏省产业数字化

部分增加值已达到 18712.72 亿元，约为 2008 年的六倍，可见作为一个制造业大省，数字技术在江苏省

的推广应用对于江苏省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江苏省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观察江苏

省数字产业化部分规模发现，自 2004 年以来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状态，随着云储存、云计算、物联网等新

兴数字技术的问世，数字技术开始反促进数字产业的诞生发展，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到

2018 年，江苏省数字产业化部分增加值已达到 11172.54 亿元。为了更加清晰地观察数字经济变化趋势，

将测算结果绘制在图 3 中，从图 3 可以看到，测算期内江苏省数字经济总规模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其

中数字产业化部分规模增速稳定，产业数字化部分由于缺失连续年份的投资额数据，在 2008、2011、2017
这三个节点年份的产业数字化规模出现波动，但整体呈现增大趋势。 

 

 
Figure 3. Results of measuring the siz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图 3. 江苏省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结果 

3.3. 数字经济规模预测 

本文使用 2017~2018 年江苏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增长率 11.75%进行外推，利用指数平滑法

预测 2019、2020 年江苏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其预测规模如表 2 所示。 
表 2 结果显示，2018 年江苏省数字经济规模为 2.9 万亿，数字经济增速为 18.93%，占 GDP 比重为

32.06%，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测算的数据相比稍稍偏低，出现差距的原因可能在于笔者所使用投

资额数据来自投入产出表，使用年均增长率对缺失数据进行插补，且对找不到的数据进行替代，进而导

致测算过程出现误差。此外，预测结果显示，2020 年江苏省“数字产业化”规模约 1.4 万亿，“数字产

业化”规模约 3.1 万亿，数字经济总规模约 4.5 万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江苏省 GDP 的比重增

长至 13.58%，数字经济规模占比达 43.44%。《2020 江苏省信息通信业发展蓝皮书》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 年江苏数字经济规模超过 4.4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 43%，与本文测算结果相近，随着数字技术与

江苏省各行业的渗透与融合，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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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ca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2015~2020 (constant 2002 prices, RMB billion) 
表 2. 2015~2020 年江苏省数字经济规模(2002 年不变价，亿元)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数字产业化”规模 8113.929 8987.076 9998.02 11172.54 12485.03 13951.71 

增长率 — 10.76% 11.25% 11.75% 11.75% 11.75% 

“数字产业化”规模/GDP 11.39% 11.62% 11.64% 11.99% 12.66% 13.58% 

“产业数字化”规模 12830.93 14217.81 15130.59 18712.72 24710.07 30664.31 

增长率 — 10.81% 6.42% 23.67% 32.05% 24.10% 

“产业数字化”规模/GDP 18.01% 18.38% 17.62% 20.08% 25.05% 29.85% 

数字经济总规模 20944.86 23204.89 25128.61 29885.26 37195.1 44616.02 

增长率 — 10.79% 8.29% 18.93% 24.46% 19.95% 

数字经济规模/GDP 29.39% 30.00% 29.26% 32.06% 37.70% 43.44%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将数字经济增加值分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与数字经济融合部门增加值，从省际角度对江

苏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进行测算，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的测算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实施

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进行，将该分类标准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涉及的 126 个小类

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一一对应进行部门划分，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中分离出数字核心产业部门，分

部门分情况计算部门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再将各部门增加值加总即可得到“数字产业化”规模。

关于“产业数字化”规模的测算，本文将资本要素投入分为数字要素和非数字要素，采用两步法计算数

字经济融合部门增加值，先计算通过构建增长核算账户框架计算数字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总贡献率，

再从传统产业增加值中剥离出数字经济融合部门增加值。 
测算结果显示，在测算期内江苏省数字经济规模逐年稳步增加，到 2018 年江苏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规

模为 2.99 万亿，占 GDP 比重为 32%，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为 11.99%，数字经济融合部门

增加值占比为 20.08%，与江苏省官方发布数据相近。再 2004~2018 年的测算周期内，江苏省数字经济规

模增加了 25205.5 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 9.9%增长到了 11.99%。此外，

本文利用江苏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增长率外推预测 2019 及 2020 年江苏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

模，预测得到 2020 年江苏省“数字产业化”规模约 1.4 万亿，“数字产业化”规模约 3.1 万亿，数字经

济总规模约 4.5 万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江苏省 GDP 的比重增长至 13.58%，数字经济规模占比

达 43.44%，与官方发布数据接近，本文的测算方法对省际数字经济规模的测算具有可借鉴性。 

4.2. 政策建议 

发展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力量，要全方位、全领域地推进江苏省数字经济的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数字技术的充分利用也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1) 优化产业发展升级，全面铺开高质量数字技术供给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先导力量，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充分利用，奠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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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基础。江苏省内部产业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发展极化现象，在全面铺开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同时，要注

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等方面寻求突破，致力于各行各业、各部门各生产环节同步

完善发展，避免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带来新的不平衡。换言之，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着力提升信

息基础设施，重点给出优惠弱势行业的政策，缩小行业差距，减小极化现象的后期影响。 
2) 加强产业融合研究，提升数字融合产业效率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引擎，应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和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应用。

我国传统产业正处于结构转型升级的初步阶段，通过产业融合方式激活传统产业活力，提升社会生产各

环节的创新效率，促进社会优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促进作用，加速

社会经济体的优化重构。地区加强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研究，做到切实适应本土经济结构，真正提

升产业融合效率。 
3) 引进高质量人才发展，完善数字驱动支持政策 
数字经济以信息为生产要素，应保持开放融合的心态，进一步加大高质量人才引进力度，提升社会

经济核心竞争力，落实传统经济转型方向，形成数字经济主要技术人才圈层。政府应该全面考虑市场经

济政策规划，融汇区域经济优势，重点关注传统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新成果，利用数字化助推产业升级，

激发江苏经济的潜在动力。全省规划推进数字经济教育，全面提升人民的数字素养，联合高校优势力量，

率先发展江苏省数字人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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