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TIMG 2024） 

Glob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dex Report 

(TIMG Index 2024) 

 

 

摘要 

 

 

 

 

张明  王喆  陈胤默 

2025 年 3 月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一、报告核心观点 

第一，2013 年以来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而近两年来整体增长速度有所

放缓。2023 年全球 TIMG 指数从 2019 年的 52.76 上升至 2023 年的 55.61，增长

幅度为 5.40%。TIMG 指数的全球平均水平增长有所放缓。近年来数字基础设施

持续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数字治理对全球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逐渐凸

显；而数字市场扩张的驱动力量出现一定的下滑，国家间数字技术发展存在较大

差异。从国别差距来看，不同国别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收敛有所放缓。 

第二，北美、东亚和太平洋、西欧仍然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三大地区，

东盟、中东欧、西亚、独联体、南亚、中亚等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

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落后。TIMG 指数的平均水平从高收入

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依次递减。在高收入国家组中，

美国、新加坡是发达国家中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则分别是中高

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的领先国家。 

第三，从总指数来看，2023 年美国、英国、新加坡是 TIMG 指数排名最高

的国家，中国排名全球第五。从细分指数来看，2023 年，数字技术指数中美国、

中国、英国是全球排名前三的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中美国、中国、新加坡是

全球排名前三的国家；数字市场指数中美国、中国、英国排名全球前三位；数字

治理指数中新加坡、芬兰、丹麦排名全球前三。中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市场和数

字基础设施领域优势较大，在数字治理方面与领先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四，数字经济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领域。金砖国家的 TIMG 指数水

平显著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金砖国家在

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市场领域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而在数字技术和数字治

理方面正在加速发力。从国别情况来看，2023 年中国、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是排

名前 3 位的国家。中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方面均处于领先地

位。不同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各有不同，金砖国家间存在开展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合作的巨大潜力。金砖扩容也将给数字经济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第五，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

率（TF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对 TF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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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一国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提升 TFP 可以从提

升本国数字治理水平、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扩大数字市

场着手。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中国相对美国 TIMG 指数的水平为 86%，但

中国相对美国 TFP 的水平仅为 40%。这与其他排名前 30 位国家的情况存在较大

差异。 

二、TIMG 指数介绍 

数字经济的测度与度量是分析比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数字战略、培育

数字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究竟在全球竞争中如

何定位？如何客观分析国内外排名所产生的巨大差异？为了解决现有全球数字

经济指数在时间跨度和覆盖范围上的无法兼顾，以及指数结果差异较大等问题，

本报告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TIMG 指数，旨在衡量近十

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动态。当前，构建一套系统而全面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

数有利于国别比较和进行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定位，助力一国为下一步数字经济的

发展寻找新的发力点。 

（一）TIMG 指数编制方法 

TIMG 指数从数字技术（Technology）、数字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数

字市场（Market）和数字治理（Governance）四个维度衡量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2023 年 5 月 30 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TIMG 2023）》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首次发布，该报告于 2023 年 9 月正式出版。《全球数字

经济发展指数报告（TIMG 2024）》是笔者团队根据最新趋势和专家意见，对 TIMG

指数做出的第二版更新。相比于 2023 版报告，此次报告进行了如下更新： 

（1）数字技术指数中加入高被引计算机科学家数量指标，并引入全球创新指数

度量一国创新活跃程度；（2）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参考原始数据变化将便捷性子

指标调整为移动资费负担能力和移动电话负担能力；（3）数字市场指数中加入

更加反映数字创新的独角兽企业数量指标，并将数字企业融资规模更新为数量指

标；（4）数字治理指数中由于原始数据更新状况变化，将经济商业环境维度变

更为商业自由度与产权保护程度两个指标。最终，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标

体系共由 4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以及 26 个三级指标构成（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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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IMG 指数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① 

数字技术 

Technology 
25% 

研发产出 1/3 
数字专利规模 

数学和计算机发表论文数量 

人力资本 1/3 

高等教育入学率 

高被引计算机科学家数量 

国民数字素养 

创新水平 1/3 
创新活跃程度 

产学研合作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25% 

普惠性 1/3 

活跃的固定宽带用户 

活跃的移动宽带用户 

移动电话订阅量 

便捷性 1/3 

人均国际互联网带宽 

移动资费负担能力 

移动电话负担能力 

安全性 1/3 网络安全指数 

数字市场 

Market 
25% 

需求侧 1/3 
数字消费者规模 

移动社交媒体渗透率 

供给侧 1/3 

数字企业数量 

独角兽企业数量 

数字企业获得融资规模 

国际市场 1/3 数字服务出口规模 

数字治理 

Governance 
25% 

数字政府 1/3 电子政务指数 

经济与社会环境 1/3 
商业自由度 

产权保护程度 

政治与法律环境 1/3 

数字相关法律规制建设 

ICT 监管跟踪指数 

政府支持程度 

注：笔者自行整理。 

 

在时间区间选取方面，本报告将时间跨度定为 2013-2023 年。数据来源包括

国际电信联盟（ITU）、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GSMA）、联合国贸发会

（UNCTAD）、世界经济论坛（WEF）、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CrunchBase

等数据库。在无量纲化处理方面，本报告采用指数构建较为普遍使用的功效函数

 

①
 根据拇指法则，对于偏度大于 2 以及峰度大于 3.5，且离群值较多的规模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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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处理，即通过确定每个指标的上下阈值将指标实际值转换到统一范围内，

以 2013 年作为基准年选取子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①。关于权重设置，本报告对

于各级指标的权重确定采用等权重法。 

（二）指数特点和优势 

TIMG 指数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相关数字经济指数优点的基础上，对指标选取、

样本区间和国家范围进行综合权衡和改进，形成度量 2013 年以来全球主要国家

数字经济发展的指数，具有时间连续性和指标体系的一致性。与国内外国际数字

经济指数比较，TIMG 指数具有以下特点和优势： 

第一，TIMG 指数并非对数字经济整体规模的测算，而侧重于从支撑数字经

济发展的国家资源禀赋差异和制度环境视角，构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分析

框架，全方位地测度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具体包括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四大维度。 

第二，TIMG 指数兼顾了指标的全面性与样本覆盖的广度，该指标反映了

2013-2023 年全球 106 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相较于现有测度数字经济

的相关指标，TIMG 指数具有时间跨度长、国家范围广的特点。这有利于进行横

向和纵向的跨国比较，为未来开展跨国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特征事实和经

验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三，TIMG 指数充分借鉴现有测度数字经济的指标构建方法，对各类数字

经济指标的测度结果差异进行了权衡和折中。一方面，TIMG 指数与 NRI 指数、

IMD 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等现有数字经济指数具有较强相关性，评级结果具有

可靠性。另一方面，TIMG 指数能够较为客观、动态地评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数

字经济发展程度、竞争优势和不足。不同于西方评价体系中的指标选取方法，

TIMG 指数更多使用反映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的总量指标，以及与数字经济相关

性更强的技术和制度指标，在符合数字经济特性的同时，能够客观凸显中国等新

兴国家的竞争优势和不足。 

三、TIMG 指数总体结果 

本报告基于 TIMG 指数评估全球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对各国数字

 

① 注：考虑到全球独角兽在 2018 年之后出现量级变化，报告以 2018 年作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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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排名，其中包括总指数排名和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

市场和数字治理四个分项指数排名。 

1. 总指数结果 

表 2 报告了 TIMG 指数的国家排名情况，篇幅有限仅报告前 20 名国家。从

总指数得分来看，2023 年美国的数字经济指数得分为 94.63，相比于 2019 年排

名没有变化，始终位于世界第 1 位。2023 年英国、新加坡和德国分别位列第 2 至

4 位。2023 年中国的 TIMG 指数得分为 84.46，排名世界第 5 位。TIMG 指数排

第 6 至 10 位的国家分别为荷兰、日本、韩国、瑞典、加拿大，TIMG 指数均在

79 至 82 之间。TIMG 指数排第 11 至 20 位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芬兰、澳大利亚

等发达国家，以及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阿联酋（第 15 位）。相比之下，

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排名靠后，与数字经济领先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

异。从总指数排名变动来看，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分化。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靠后的国家 TIMG 指数排名的变化程度更大。 

表 2  TIMG 指数的主要国家排名 

排名 国家 
TIMG 指数
（2023） 

TIMG 指数 

（2019） 

相比 2019 年
排名变化 

1 美国 94.63  92.83  0 

2 英国 87.40  85.29  0 

3 新加坡 86.63  82.18  0 

4 德国 84.62  79.70  0 

5 中国 84.46  79.52  0 

6 荷兰 81.84  78.06  2 

7 日本 80.70  78.97  -1 

8 韩国 80.25  78.10  -1 

9 瑞典 80.17  77.65  2 

10 加拿大 79.79  75.91  2 

11 法国 79.51  77.98  -2 

12 芬兰 79.47  75.55  1 

13 瑞士 79.15  74.88  1 

14 澳大利亚 79.01  77.66  -4 

15 阿联酋 76.81  71.96  1 

16 丹麦 76.06  73.32  -1 

17 挪威 74.60  71.34  1 

18 以色列 74.39  70.93  1 

19 爱尔兰 74.19  71.73  -2 

20 奥地利 73.74  68.70  3 

注：笔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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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项指数结果 

（1）数字技术指数 

表 3 报告了数字技术指数排名前 20 位的国家。美国和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

的领先优势较为明显。2023 年美国在数字技术指数排名中位列世界第 1 位，数

字技术指数得分为 87.16。中国跟随其后，位列世界第 2 位，数字技术指数得分

为 82.12。2023 年，数字技术指数排世界第 3 至 5 位的国家分别是英国、新加坡

和瑞典，数字技术指数得分在 76 至 78 之间。数字技术指数排名第 6 至 10 位的

国家分别为芬兰、德国、瑞士、韩国和荷兰，数字技术指数得分在 71 至 76 之间。

数字技术指数排第 11 至 20 位的国家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挪

威、爱尔兰等发达国家（表 3）。在数字技术指数排名世界前 20 位的国家中，除

中国之外均为发达国家。从排名动态变化来看，数字技术指数排名世界前 20 位

的国家小有浮动。韩国、挪威相比 2019 年的数字技术指数世界排名上升 2 位，

芬兰和爱尔兰则下降 2 位。 

表 3  数字技术指数排名前 20 的国家 

排名 国家 
数字技术指数

（2023） 

数字技术指数
（2019） 

与 2019 年相比
排名变化 

1 美国 87.16  87.75  0 

2 中国 82.12  80.14  0 

3 英国 77.34  74.72  0 

4 新加坡 76.10  73.75  1 

5 瑞典 76.05  73.66  1 

6 芬兰 75.96  73.79  -2 

7 德国 75.00  73.53  0 

8 瑞士 72.89  71.88  0 

9 韩国 71.47  70.88  2 

10 荷兰 71.43  71.36  -1 

11 日本 69.36  71.16  -1 

12 加拿大 68.36  69.53  0 

13 澳大利亚 67.07  67.67  0 

14 以色列 65.70  66.67  0 

15 法国 65.49  65.96  0 

16 丹麦 64.86  64.30  0 

17 奥地利 62.22  60.79  0 

18 挪威 62.11  60.26  2 

19 比利时 60.89  60.43  0 

20 爱尔兰 59.40  60.50  -2 

数据来源：笔者自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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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表 4 报告了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20 位国家。2023 年美国的数字基础设

施指数得分为 95.47，排世界第 1 位。中国排世界第 2 位，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得

分为 94.51。新加坡和英国分别排世界第 3 位和第 4 位，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得分

分为 93.69 和 93.24。印度、日本、俄罗斯和阿联酋的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得分较

为接近，均在 91 分左右，排名为第 5-8 位。德国和法国排分别排世界第 9 位和

第 10 位。此外，巴西、土耳其、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荷兰等

国家排世界第 11 至 20 位（表 4）。在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中有 8 个发展中国

家入围前 20 名，占较高的比重。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的国家排名动态变化较明显。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大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取得了显著进展。 

表 4  数字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 20 的国家 

排名 国家 
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2023） 

数字基础设施指数 

（2019） 

与 2019 年相比
排名变化 

1 美国 95.47  92.60  0 

2 中国 94.51  88.00  1 

3 新加坡 93.69  84.80  4 

4 英国 93.24  90.49  -2 

5 印度 91.43  82.96  6 

6 日本 91.27  85.31  0 

7 俄罗斯 91.06  84.31  1 

8 阿联酋 91.02  80.95  10 

9 德国 90.07  83.47  0 

10 法国 88.89  87.22  -6 

11 巴西 87.95  71.94  31 

12 土耳其 87.65  78.66  14 

13 澳大利亚 87.53  86.82  -8 

14 印度尼西亚 87.32  80.19  5 

15 加拿大 87.15  82.36  -2 

16 意大利 85.83  83.33  -6 

17 西班牙 85.70  82.16  -2 

18 波兰 84.96  79.52  4 

19 沙特阿拉伯 84.90  82.35  -5 

20 荷兰 84.72  82.43  -8 

数据来源：笔者自行编制。 

（3）数字市场指数 

表 5 报告了数字市场指数排名前 20 位的国家。2023 年美国和中国仍然是数

字市场指数排名世界前 2 位的国家，数字市场指数得分分别为 106.62 和 97.99。

英国和德国分别排世界第 3位和第 4位，数字市场指数得分分别为 94.71和 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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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韩国、印度、日本、加拿大和荷兰位列第 5-10 位，这些国家的数字市场指

数得分较为接近，得分分布在 82 至 85 之间。此外，新加坡、西班牙、澳大利亚、

瑞士、巴西、以色列等国家排世界第 11 至 20 位。从排名动态变化来看，2023 年

爱沙尼亚的数字市场指数排名相比 2019 年上升 13 位，奥地利和格鲁吉亚也取得

较快增长，排名上升超过 10 位。 

表 5  数字市场指数排名前 20 的国家 

排名 国家 
数字市场指数
（2023） 

数字市场指数
（2019） 

与 2019 年相比
排名变化 

1 美国 106.62  103.85  0 

2 中国 97.99  96.15  0 

3 英国 94.71  89.11  0 

4 德国 90.57  78.26  4 

5 法国 84.30  78.85  2 

6 韩国 83.85  79.67  -1 

7 印度 83.15  79.36  -1 

8 日本 83.12  80.84  -4 

9 加拿大 83.02  73.86  2 

10 荷兰 82.78  73.83  2 

11 新加坡 82.16  76.46  -2 

12 西班牙 79.00  70.97  4 

13 阿联酋 77.43  73.66  0 

14 瑞典 76.07  73.14  0 

15 澳大利亚 75.20  71.89  0 

16 瑞士 74.77  67.47  4 

17 爱尔兰 74.56  69.19  1 

18 巴西 74.41  74.87  -8 

19 意大利 74.39  68.97  0 

20 以色列 73.15  69.44  -3 

数据来源：笔者自行编制。 

（4）数字治理指数 

表 6 报告了数字治理指数排名前 20 位的国家。新加坡在 2023 年数字治理指

数排名中位列世界第 1 位，数字治理指数得分为 94.59。芬兰和丹麦排世界第 2

位和第 3 位，数字治理指数得分分别为 92.23 和 90.14。数字治理指数排名世界

第 4 至 7 位的国家依次为卢森堡、美国、荷兰、新西兰，指数较为接近，数字治

理指数得分在 88-90 之间。挪威、澳大利亚、瑞典排世界第 8 至 10 位。数字治

理指数排名第 11 至 20 名的国家以瑞士、冰岛、英国、韩国、奥地利等发达国家

为主。从动态变化来看，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印度尼西亚的数字治理指数排名

上升较快，沙特阿拉伯、越南、瑞士的数字治理指数排名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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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数字治理水平处于世界中等水平，近年来取得飞速进步。中国的数字治理

指数从 2019 年的 53.78 上升到 2023 年的 63.21，排名上升 15 位，升至第 46 位。 

表 6  数字治理指数排名前 20 的国家 

排名 国家 
数字治理指数
（2023） 

数字治理指数
（2019） 

与 2019 年相比
排名变化 

1 新加坡 94.59  93.72  0 

2 芬兰 92.23  89.84  0 

3 丹麦 90.14  87.80  0 

4 卢森堡 89.45  83.33  8 

5 美国 89.28  87.14  -1 

6 荷兰 88.42  84.60  1 

7 新西兰 88.13  85.49  -1 

8 挪威 86.62  83.59  2 

9 澳大利亚 86.24  84.24  0 

10 瑞典 85.98  84.25  -2 

11 瑞士 85.88  82.52  2 

12 冰岛 85.83  81.75  2 

13 阿联酋 84.57  81.66  2 

14 英国 84.32  86.83  -9 

15 爱沙尼亚 83.89  78.15  5 

16 德国 82.86  83.53  -5 

17 沙特阿拉伯 81.65  74.83  8 

18 爱尔兰 81.59  79.20  0 

19 韩国 81.18  80.27  -3 

20 奥地利 81.07  77.72  2 

数据来源：笔者自行编制。 

四、金砖国家专题分析 

金砖合作机制自 2009 年形成以来成果丰硕，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

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与构建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力量。近年来，金砖国家把握新一

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采取一系列举措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也越来越

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议题。2020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发布《金

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 2025》，数字经济成为三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2022 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达成的《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开启

金砖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新进程。2024 年 1 月，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

俄比亚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金砖国家从五国扩容成十国。2024 年 5 月泰国

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马来西亚也已启动加入金砖国家的程序。金砖扩容进一

步扩大数字经济合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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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的数字经济整体水平保持稳步提升态势。金砖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

显著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2023 年，金砖五国和金砖十国的平均 TIMG 指数比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 43.42%和 38.2%。金砖国家的数字经济水平与发达

国家仍有一定距离，但近年来表现出差距缩小的明显趋势。 

表 7 报告了 2023 年金砖各国的 TIMG 指数得分和排名。在金砖国家中，中

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2023 年 TIMG 指数得分为 84.46，世界排名为第 5

位；其次为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TIMG 指数分别为 76.81 和 71.09，世界排名分

别为第 15 位和第 23 位。此外，印度、俄罗斯、巴西 TIMG 指数也较高。在 TIMG

指数的测度范围内，伊朗的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2023 年 TIMG 指数得分为

46.39，世界排名为第 72 位。总体来看，金砖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处于

全球中等偏上水平。然而，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差距依然存在，这也为金砖国家的

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空间。 

表 7  2023 年金砖国家 TIMG 指数 

区域排名 国家 TIMG 指数（2023） 全球排名 

1 中国 84.46  5 

2 阿联酋 76.81  15 

3 沙特阿拉伯 71.09  23 

4 印度 70.21  27 

5 俄罗斯 66.15  33 

6 巴西 65.09  34 

7 埃及 55.58  55 

8 南非 54.28  61 

9 伊朗 46.39  72 

数据来源：笔者自行编制。 

五、数字经济发展与新质生产力专题分析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从全球视野来看，世界各国均在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等先进技术与产业发

展，以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本部分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切入点，基于全

球视野，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

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31。这表明，在数字经济发展好的国家，TFP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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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TIMG 指数与 TFP 的相关关系中的离群点显示一些国家突破了路

径依赖。 

为了考察不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与TFP的相对水平，我们选取 2019年TIMG

指数排名全球前 30 位的国家进行分析。根据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最新数

据，2019 年 TIMG 指数排名前 30 位国家的 TFP 水平参差不齐。有 2 个国家（挪

威、卢森堡）的 TFP 水平超越美国。有 6 个国家相对美国的 TFP 水平超过 90%，

有 8 个国家的相对水平超过 80%，有 5 个国家的相对水平超过 70%（表 8）。整

体而言，这些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都较好。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中国相

对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为 86%，但中国相对美国 TFP 的水平仅为 40%。该

数据情况与其他排名靠前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表 8  TIMG 指数排名前 30 经济体相对美国的 TFP 水平 

国家 
TIMG 得分

（2019） 

TIMG 排名

（2019） 

其他国家相对

美国 TIMG 的

相对水平

（2019） 

其他国家相对

美国 TFP 的相

对水平

（2019） 

美国 92.83  1 100% 100% 

英国 85.29  2 92% 79% 

新加坡 82.18  3 89% 71% 

德国 79.70  4 86% 93% 

中国 79.52  5 86% 40% 

日本 78.97  6 85% 66% 

韩国 78.10  7 84% 61% 

荷兰 78.06  8 84% 94% 

法国 77.98  9 84% 91% 

澳大利亚 77.66  10 84% 84% 

瑞典 77.65  11 84% 85% 

加拿大 75.91  12 82% 85% 

芬兰 75.55  13 81% 81% 

瑞士 74.88  14 81% 97% 

丹麦 73.32  15 79% 94% 

阿联酋 71.96  16 78% - 

爱尔兰 71.73  17 77% 94% 

挪威 71.34  18 77% 105% 

以色列 70.93  19 76% 73% 

比利时 69.96  20 75% 86% 

西班牙 69.88  21 75% 85% 

卢森堡 69.30  22 7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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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 68.70  23 74% 83% 

马来西亚 68.42  24 74% 60% 

新西兰 67.71  25 73% 86% 

意大利 67.63  26 73% 73% 

沙特阿拉伯 67.42  27 73% 78% 

印度 65.92  28 71% 44% 

俄罗斯 64.79  29 70% 57% 

葡萄牙 64.44  30 69% 67% 

注：Penn World Table 最新数据未提供阿联酋的数据，故表中无阿联酋相对美国 TFP 水

平的数据。 

 

为了进一步探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 TFP 的关系，我们搜集整理了 2013-

2019 年 91 个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

TFP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对 TFP 的促进

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一国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提升 TFP 可以从提升本

国数字治理水平、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扩大数字市场四

方面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