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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名称：

陕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路径研究

二、完成单位：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简称“陕铁院”）

三、完成人：

张威（陕铁院），姜岚（西安航空学院），姜文（西安文理学院），李光（长安大学），

张立保（陕铁院），宋勇（陕铁院），刘江平（陕铁院）

四、成果简介：

1.本成果研究的目的意义

为保障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的形成，就是要用数字化去改革实体经济体系，

同时确定数据的核心要素地位，扩大现代信息技术在实体经济体系中的广泛运用，然后以已

经深入现代生产系统各个环节和角落的数字应用场景与政府治理体系相结合，在发展实体经

营体系数字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最终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既是数字化

实体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陕西的重要内容。

（1）理论意义

“数字陕西”建设正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其中，对我省经济的影响力也越来

越大。但是当前对数字经济研究还不够深入和丰富，多数研究聚焦于策略和环节研究，实证

和系统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报告聚焦与陕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状况和实体经济发展现

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陕西利用数字经济嵌入实体经济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对于丰富

数字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2）现实意义

近些年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而且

是政府部门为实现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要务之一。然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

融合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是

“十四五”期间我国实现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当前陕西省正处在数字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促使陕西省数字经济高效健康发展成为

各部门工作的重点。因此，提炼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规律，对加速陕西数字化进

程拥有关键的现实价值。

2.篇章结构、基本观点

本报告研究共分为 6部分，各部分的研究内容分别为：

第 1 部分为导论部分，基于课题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归纳和总结了国内外的相关研

究文献，进而确定了本报告的研究框架、方法和路线。

第 2 部分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

对数字经济、实体经济、产业融合理论、创新理论等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理论梳理。

第 3 部分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因素的深入分析。分别从政策、数字技

术、市场方面分析了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系统融合的因素。

第 4 部分是调查实证部分。在陕西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基础上，结合已经公布的

2020-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的相关技术数据，横向对比分析了陕西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及其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状况。

第 5 部分是计量实证部分。以陕西为例，设计基于空间自相关的陕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融合度及融合协调性模型，检验陕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度及融合协调性，分析了

其在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可持续性。

第 6 部分是结论部分。根据第 5章的分析结果，分别从现代实体经济的体系构成以及治

理层面，设计陕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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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理论创新与学术价值

（1）研究视角的创新

数字实体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一方面通过数据库的检索，我们发现以陕西为研

究主体的文献还很少；另一方面，由于数字实体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对其研究与时俱进尤为

必要。

（2）研究方法的创新

当前有关产业融合定量研究的方法大多采用投入产出法，但该方法由于数据收集的难度

以及无法探究产业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程度，有相当的局限性。因此，本报告另辟蹊径，

应用物理学中的系统耦合概念及模型，可以更深层次的探索陕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两个系

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为辨识我省实体数字经济发展的不足和制约瓶颈，进而制定其数

字化改进策略提供科学支撑。

4.研究方法

（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法：定性研究主要是采取细致的分析从国家到企业、农户

的不同层次获得数字经济—实体经济系统深度融合的背景、动力和主要内容。定量研究包括

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和模型计算两方面，其目的是保障课题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致性。

（2）数学建模法：本报告借助协同学等相关信息分析方法，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的融合模型，根据模型去分析数字经济—实体经济系统及其动态演化过程，找出优化其行为

的方法。并再次返回到实际中去，探寻适合陕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实现路

径。

（3）时间比较和区域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地域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发展水平不一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报告将大量采用同一地域不同时间或同一时间不同区域

对比研究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提升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度。

5.产生的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

本报告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借鉴物理学中的熵值概念与耦合理论，建立陕西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熵值－融合协调度系统模型。最大优势是基于其

评价的客观性，可以较好地消除人为主观因素对指标权重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从融合协

调度模型观察，反映出陕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速度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由此可

以说明，数字陕西建设等一系列国家战略、政策的背景下，陕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速度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

基于报告所述及的数字经济的产生背景、研究现状，分别就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同时从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入手，有

助于从新的角度来认识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与本质，并以此奠定本报告后

续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学术探讨。

本报告通过分析陕西数字经济现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现状，以及对比近三年

陕西同全国其他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为后续找出陕西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路径选择布局提供扎实的现实基础。

测度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与农业农村融合状况的主要指标，对比陕西同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及纵向评价分析，以期更加精确、全

面地反映当前陕西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水平与潜力。

在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指数方面，相较 2020、2021 年，陕西等 6 个西部地区在前两年发

展不利的情况下 2022 年指数排名有所提升，说明西部地区正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影响，

努力实现突破。数字经济具有跨越地理特征的优势，未来，随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普及，数字经济将会进一步突破地理条件限制，为缩小东西部差距注入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