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7)2024,5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科技创新与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高凯源

郑州科技学院，中国·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选取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基准回归模型检验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通过调节效应模

型验证数字金融在二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有助于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且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

问题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表现为“东部>中部>西

部”。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赋能作用越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

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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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地区经济发展作出明确指示，“我

们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协同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为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奠定

政策保障。但由于不同地区存在经济结构、地理环境、资

源禀赋的明显差异，地区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仍然显著[1]。

为有效化解这一问题，党和国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促使科技创新成为带动区域经济

转型升级、实现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动能。在此过程

中，数字金融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关键金融资源支持，

最大化提高科技创新潜能，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那么，科技创新是否真正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数

字金融在其中又会产生何种作用？对上述问题的回复，有

助于为发挥科技创新潜能、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

1　理论分析

1.1　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理论而言，科技创新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

就业范围与推动绿色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其一，科技创新有助于加速新工艺、新技术引入，为当地

企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丰富的金融资源与先进的技术[2]

，从而加快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

在此过程中，地区科技创新活动会淘汰高耗能产业，加

快优质资源向先进的新兴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推动区域经济稳定发展。其二，科技创新有助于促进新产

业、新模式与新市场产生，助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细言

之，科技创新衍生出新模式、新业态能够为地区经济发展

提供新动能，创造较多就业机会、扩大就业范围，进而加

快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其三，科技创新更有助于加快清洁

能源的高效利用，减少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加快绿色低

碳转型，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1：科技创新水平提高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1.2　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金融以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为支撑，融入传统金融领域，形成金融与科技相结合的新型

业态[3]，对于加快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调节作

用。一方面，数字金融可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地区科技

创新企业提供金融资源，并解决初创企业创新资金不足问

题，进而激励企业不断研发创新，提高科技创新成果，为推

动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可降低代

理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促进产业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助

力科技创新发展，进而缓解地区科技创新难题，加快区域经

济快速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在科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数字金融具

有较好的调节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为检验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程度，借鉴

现有研究成果[4]，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式中：下标 i 、 t 分别指代地区和年份； itEgdp 为被解

释变量，区域经济发展指数； itRD 为核心解释变量，科技

创新； itCtr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Year∑∑ 、 Erea∑∑ 分别为

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 itε 为随机误差项； 0α 为常

数项； β 为各参数系数。

0 1 2it it it itEgdp RD Ctr Year Ereaα β β ε= + + + + += +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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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为考察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构建如下调节

效应模型： 

                                               （4）

式中， itfin 指代数字金融， 0δ 为常数项， 1δ 、 2δ 、 3δ

、 4δ 均为各变量待估参数，其他变量含义同上。

2.2　变量选取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区域经济发展（ Egdp ），以地区生

产总值作为代理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科技创新（ RD ），

以研发投入作为衡量指标。调节变量为数字金融（ fin ），

使用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院发布的各省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除以100加以表征。此外，为避免外部因素对区域经济

发展产生影响而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偏差，本文还选取如下

控制变量：（1）人口规模（ hum ），使用各地区年末常住

人口数量代表；（2）对外开放水平（ fdi ），以外商直接

投资对数值测算；（3）政府干预（ fds ），以地方财政支

出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征。

2.3　数据来源

拟以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西藏、港澳台数据未列入），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2

》）、各省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中经

网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补齐。在此过程中，

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缩尾处理。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分析

通过公式（1），对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

系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见表1。其中，列（1）为

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且控制时间、地区固定效应，但未

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在列（1）基础

上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无论是否加入

控制变量，科技创新始终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

进效应，由此，H1得证。细究其因，科技创新活动的

开展，可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助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看，人口

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人口规模增

长会增加地区压力，不利于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

放水平与政府干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提高对

外开放水平与增加政府干预可以对区域经济带来积极的

促进作用。

表1 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RD 0.4693***（4.68） 0.5125***（6.03）

hum - -0.2152***（-7.03）

fdi - 0.0435***（6.02）

fds - 0.1428***（7.55）

双重固定效应 是 是

AR（2） 0.1865 0.2043

Sargan 0.0145 0.6055

常数项 6.0315***（5.44） 7.4312（0.54）

2R 0.7302 0.7088

样本量 390 390

注：***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数值为t。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科学、可靠，本文通过如下

方式展开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算方

法。借鉴现有研究成果[5]，利用授权专利数的对数（ ln pat

）衡量科技创新水平，并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具体结

果见表2列（1）。第二，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由于

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滞后性，前一期的科技创新可能对当期

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因此，对科技创新进行滞后一期

处理，据此展开回归检验，结果见表2列（2）。第三，剔

除部分研究样本。由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

市本身具有良好发展环境，科技创新能力较强，故这类样

本的数据可能对结果产生偏误。为此，剔除四大直辖市，

进一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列（3）。通过上述检验发

现，科技创新始终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表2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更换测算方法

（1）
核心解释变量滞
后一期（2）

（3）剔除部
分研究样本

ln pat 0.5067***（4.36）

1tRD −− 0.4929***（3.55）

RD 0.5179***

（4.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双重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R2 0.8674 0.7249 0.7943

样本量 390 390 390

0 1 2 3 4it it it it it it itEgdp RD fin RD fin Ctr Year Ereaδ δ δ δ δ ε=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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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导致

科技创新对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差异化影响。是以，参

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研究样本所属地区划分为东部、

中部与西部三大地区，据此探讨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影响。表3列（1）（2）（3）为此次实证结果。分析可知，

科技创新对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分别

为0.5502、0.2356与0.1053，且均至少通过5%水平检验，表

明科技创新对三大地区经济发展影响作用存在差异，呈现出

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的特征。

表3 异质性检验

变量 东部（1） 中部（2） 西部（3）

RD 0.5502***
（4.45）

0.2356***
（6.09）

0.1053**
（3.8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双重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6300 0.6792 0.6439

样本量 169 78 143

3.4　调节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依

据前文理论分析，将数字金融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科技创新

与数字金融的交互项，利用公式（2）展开进一步讨论，具

体结果见表4.观察检验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科技创新与数字金融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

著，说明数字金融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此时，H2得证。

表4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RD 0.4082***

（6.14）
0.3548***

（4.56）

fin 0.4096***

（5.02）
0.4688***

（5.43）

RD fin× 0.0642***

（3.08）
0.0496***

（3.15）

控制变量 否 是

双重固定效应 是 是

R2 0.6588 0.7366

样本量 390 390

4　结论与建议

使用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

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数字金融在其中的调节

效应。研究发现，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该结论通过稳健性检验；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性，对东部影响最强，中部次之，西

部最后。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

助于增强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有鉴于此，

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增加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政府与高校

应联合构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模式，增加财政支持，培养

高素养的人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第二，完善数字金融支持

体系。政府应打造以“普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开

发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工具，支持和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第三，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相关地区应

积极尝试打造科技成果跨区域转移合作模式，将东部先进科

技创新成果引入中西部，加快完善中西部科技创新环境，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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