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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的发展能够降低出口成本、扩大出口交易范围、优化跨境支付方式、提高出口竞争优势ꎮ “互联网＋出

口”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扩大出口规模的必然选择ꎮ 然而ꎬ借助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ꎬ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间互联网并未

有效促进我国中西部出口规模的扩大ꎮ 中西部网络基础设施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企业网站建设进程缓慢和人才匮乏等是造

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ꎮ 为了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积极利用互联网资源ꎬ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ꎬ必须从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网民网络素质、引导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着力ꎬ从而使我国真正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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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开放时代ꎬ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ꎬ
我国中西部地区开放步伐显著加快ꎬ出口贸易快速

发展ꎮ 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年间ꎬ中西部出口额

由 ２２３６.６ 亿美元增长到 ３１５９.２ 亿美元ꎬ年均增长率

达到 ７％①ꎮ 同时ꎬ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ꎬ“互联网
＋出口”能够有效打破渠道垄断ꎬ节约交易成本ꎬ缩
短交易时间ꎬ对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培育出口竞争优

势、实现出口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促进作用ꎮ 然而ꎬ我
国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相对滞后ꎮ 尽管中西

部地区互联网网民总人数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３３９２.５ 万人

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７４２５ 万人ꎬ年均增长率高达

７７％ꎬ但是直到 ２０１６ 年网络普及率仅为 ４８％ꎬ仍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５４％②ꎮ 这样的互联网变动态

势ꎬ是否能够有效促进我国中西部出口规模的扩大

呢? 本文将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ꎬ对比全国整体

和东部地区ꎬ实证分析互联网对我国中西部出口规

模的现实影响ꎬ探寻其中差异及其形成原因ꎬ提出有

针对性的对策建议ꎬ以期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积极

利用互联网资源ꎬ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ꎬ使我国真正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ꎮ

一　 相关文献综述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ꎬ关于互联网与国际贸易的

关系始终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ꎮ 从

Ｆｒｅｕｎｄ 和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２００２) 开始ꎬ大量学者讨论了

互联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ꎮ 多数学者是基于国家层

面的数据进行研究ꎬ如:Ｆｒｅｕｎｄ 和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２００４)
通过引力模型对 ５６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ꎬ发现互

联网的发展与外贸增长显著性相关ꎬ即一个国家的

网络主机数每增加十个百分点ꎬ可以带来 ０.２％的出

口增加[１]ꎮ Ｖｅｍｕｒｉ 和 Ｓｉｄｄｉｑｉ(２００９)选取了 ６４ 个国

家从 １９８５—２００５ 年互联网商业化前和商业化后的

数据ꎬ比较互联网商业化前后的国际贸易活动ꎬ用延

伸的引力模型研究互联网商业化对国际贸易的影

响ꎮ 结果显示 ＩＣＴ 基础设施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应用确实

可以作为刺激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ꎬ加
速信息建设对降低国际贸易的固有风险有重要作

用[２]ꎮ 降低贸易成本是互联网促进国际贸易发生、
提升 国 际 贸 易 规 模 的 重 要 原 因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４ )认为贸易成本广泛存在ꎬ搜寻成本

和交流成本是其中两种重要形式ꎬ互联网可以降低

国际贸易搜寻成本和交流成本ꎬ从而促进贸易发

展[３]ꎮ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０１ )认为互联网可以降低企业

生产成本ꎬ组织管理成本、企业与上下游供应商之

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搜寻匹配成本、物流运输成



本等[４]ꎮ Ｈｅｌｌｍａｚｉｋ 和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１５ )将双边互联

网发展水平直接纳入双边贸易成本ꎬ研究互联网主

要影响出口的集约边际ꎬ这类似于引力模型引入地

理距离的方式[５]ꎮ 但是ꎬ也有一些学者对互联网降

低国际贸易成本的观点提出了质疑ꎬ 如 Ｐａｒｅ (
２００３) 研究了服装和园艺部门的 １１７ 个 Ｂ２Ｂ 电子

商务中心ꎬ发现 Ｂ２Ｂ 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交易成本

的降低作用非常有限[６]ꎻＭｏｌｌａ 等( ２００７) 研究发现

电子商务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仅限于组织内部之间的

信息交流ꎬ并未发现市场壁垒、成本降低等战略

效益[７]ꎮ
国内学者更多着眼于互联网对我国对外贸易的

影响研究ꎮ 有学者从国家宏观层面讨论互联网发展

对贸易规模的影响ꎬ如:孟祺(２０１７)认为互联网可

以降低对外贸易的交易成本ꎬ但到底是通过何种途

径对贸易产生影响尚不得而知ꎮ 还认为当贸易双方

都有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时ꎬ互联网对出口流量、扩
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具有积极效应ꎬ而且互联网普

及率对双边贸易不同类型产品的影响存在差异[８]ꎻ
温珺(２０１５)在借鉴 Ｆｒｅｕｎｄ 和 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模型的基础

上ꎬ通过优化引力模型ꎬ对全世界多个地区的面板数

据进行分析ꎬ认为互联网能促进我国进出口额的整

体增长ꎬ对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外贸所起的积

极影响更大ꎬ并分析了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的影响力ꎬ
发现金融危机时期互联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作用会

被削弱[９]ꎻ何勇、陈新光(２０１５)以冰山成本为切入

点ꎬ分析得到互联网对对外贸易产生正向影响ꎬ且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ꎬ互联网对进口贸易额的影响逐

渐减弱ꎬ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逐渐增强[１０]ꎮ 有学者

从企业微观层面讨论互联网对出口的影响ꎬ如:李
兵ꎬ李柔(２０１７)考察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的影响ꎬ
发现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ꎬ且对企业出口的

影响大于国内销售ꎬ会提高企业出口密集度[１１]ꎮ 也

有学者结合具体产品特征讨论互联网的影响ꎬ如:陈
祖武ꎬ杨江帆(２０１７)分析了跨境电商平台在降低农

产品出口成本中的作用及农产品出口企业在应用跨

境电商平台中存在的问题ꎬ并提出以跨境电商平台

降低农产品出口成本的路径[１２]ꎮ 也有学者从区域

视角研究互联网对对外贸易的影响ꎬ如:邬关荣ꎬ金
群康(２０１７)专门研究了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发展战略[１３]ꎮ 除了探讨互联网对对外贸易规

模的影响外ꎬ还有学者研究了互联网对提升出口贸

易价值量方面的影响ꎮ 如:施炳展(２０１６)研究发现

互联网提升了我国企业出口价值量ꎬ且这一作用对

一般贸易、差异化产品、本土企业、高生产效率企业

更明显[１４]ꎮ 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互联网的发

展对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会产生一定影响ꎬ如:裴秋

蕊(２０１７)认为互联网经济改善了中小企业在价值

链中的地位ꎬ有助于出口型代工中小企业获取竞争

优势或者核心竞争力ꎬ实现价值链升级[１５]ꎻ张莉

(２０１５)从“互联网＋”角度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竞争

新优势的影响及对策[１６]ꎮ
现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和参考ꎮ 但是ꎬ上述文献大多关注互联网对国家整体

对外贸易的分析ꎬ仅有少量研究关注互联网对我国特

定区域对外贸易的影响ꎮ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ꎬ中西部

与东部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等差异

明显ꎮ 因此ꎬ具体研究互联网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出口

规模的影响ꎬ有利于提出发展我国中西部对外贸易针

对性、可操作的政策建议ꎮ 另外ꎬ在研究方法与数据

处理上ꎬ克服前人主要采用单区域数据测算的局限ꎬ
同时对中西部、东部、全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ꎮ 通

过对比分析ꎬ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ꎮ

二　 互联网扩大出口规模的理论逻辑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ꎬ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

务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全球贸易之中ꎮ 在这样的背景

下ꎬ互联网理应有效促进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ꎬ其理

论逻辑如下:
(一)互联网能够降低出口成本

互联网的应用和发展能够从多方面降低出口成

本ꎬ促进出口贸易发展ꎮ 首先ꎬ互联网能够降低出口

的搜寻成本ꎮ 互联网是一种跨越时空限制的沟通工

具ꎮ 通过互联网可以实现不出国门就能寻找潜在的

客户资源ꎬ并通过互联网发送产品信息ꎬ与客户进行

交流磋商ꎬ直至最终达成交易ꎬ大大减少了企业外出

寻找客户的人力、交通、住宿等方面的成本支出ꎮ 其

次ꎬ互联网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ꎮ 以互联网技

术为依托的智能化生产系统无需依靠大量人力操

作ꎬ能对产品参数精准把控ꎬ节约生产成本ꎮ 智能化

生产系统还能实时监控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

节ꎬ显著提升产品的合格率ꎬ大大提高产品的生产效

率ꎮ 另外ꎬ互联网能够降低出口的履约成本ꎮ 传统

出口报关需要在海关进行办理ꎬ而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应用ꎬ政府海关网上政务平台的使用ꎬ可以实现不

用出门就能够办理出口报关手续ꎻ在国际货物运输

方面ꎬ可以实现网络物流一体化ꎬ节省贸易双方运输

时间及投入的人力物力ꎮ
(二)互联网能够扩大出口交易范围

从交易对象来看ꎬ互联网造就了网络搜索时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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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所有产品ꎬ供求双方只需要通过

网络搜索就可以实现联系ꎮ 因而ꎬ只要具备一般网

络运用能力的人都可以在网上进行交易ꎮ 相比传统

国际贸易局限于公司、企业而言ꎬ互联网使交易对象

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所有个体ꎮ 从交易国别来看ꎬ
互联网跨越了地理空间局限ꎬ克服了传统国际贸易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贸易合作的国别限制ꎬ
使得国内企业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国家达成贸

易合作ꎮ 从交易产品来看ꎬ传统国际贸易一般是基

于商品贸易或者一般服务贸易ꎬ而在互联网时代ꎬ虚
拟产品、信息、文化等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达成交易ꎬ
参与出口的产品种类更加丰富ꎮ

(三)互联网能够优化跨境支付方式

在传统国际贸易流程中ꎬ支付方式主要是汇付、
信用证、托收等ꎮ 这些支付方式涉及到进出口双方、
进出口银行、第三方金融机构等较多机构主体ꎬ需要

办理的手续复杂、耗时较长ꎮ 随着互联网在出口中

的应用ꎬ跨境电子支付已经成为出口贸易的主流支

付方式ꎮ 这种支付方式使国际买卖变得更加快捷、
便利ꎬ降低商家运营成本ꎬ提高交易速度ꎮ 特别是第

三方支付模式的推出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跨境网上

银行支付方式不能对交易双方进行约束和监督的问

题ꎬ使得出口中的货物质量、交易诚信、退换要求等

方面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ꎬ从而促进出口贸易的

发展ꎮ
(四)互联网能够提高出口竞争优势

互联网能够带动企业创新ꎬ促进企业技术水平、
产品质量和附加值的提升ꎮ 互联网能够刺激需求ꎬ
带来新的市场、新的交易伙伴和新的交易内容ꎬ从而

创造更多的出口价值ꎮ 互联网使传统的国际贸易渠

道缩短为“生产商—网络零售商或网络直营店—境

外海量消费者”的新型流通渠道ꎬ实现交易主体的

扩大和销售产品的增加ꎮ 同时ꎬ“互联网＋出口”还

能够有效驱动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制造业向中高

端提升ꎮ 出口企业通过互联网了解海外消费者需

求ꎬ改变传统贸易模式ꎬ向海外直销个性化定制产

品ꎬ构建自身独有的外贸竞争优势ꎬ实现跨越式

发展[１６]ꎮ

三　 模型构建、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本文拟选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来直观展现互联

网对我国中西部出口规模的影响ꎮ 使用面板数据ꎬ
有利于观察个体差异性ꎬ增加多变性ꎬ减少共线性ꎬ
提高自由度和有效性ꎬ减少偏差ꎮ 回归模型可以清

晰地观察被解释变量关于另一个(些)解释变量的

具体依赖关系ꎮ
为了避免遗漏重要变量造成虚假回归ꎬ本文在

把互联网要素作为影响出口规模的主要解释变量之

外ꎬ还选取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ＧＤＰ、实际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 ＦＤＩ、衡量交通运输变量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年平均

汇率 ＥＸＲＡＴＥ 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对出口进行整

体分析ꎮ 将出口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ꎬ并设立一个

随机扰动项 μꎮ 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ꎬ克服

面板数据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ꎬ这里通过对回归

方程进行对数化处理来实现ꎮ 对数化之后设定的回

归方程如下: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 ＝ Ｆ(Ｌ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ꎬＬｎ ＧＤＰꎬＬｎ ＦＤＩꎬＬ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ꎬＬｎＥＸＲＡＴＥꎬμ) (１)
通过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ꎬ使得各变量

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后ꎬ再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ꎬ ＧＬＳ )ꎮ 本 文 运 用

Ｅｖｉｅｗｓ８.０ 对面板数据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ꎬ得到的结

果显示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ꎮ 可

见ꎬ本文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选择ꎬ不适用于随机效

用模型ꎬ而应该采用固定效用模型ꎮ 因此ꎬ在对面板

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后ꎬ最终设定

回归模型如下:
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α ｉｔ ＋ β１Ｌ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ｔ ＋ β２ＬｎＧＤＰ ｉｔ ＋

β３ＬｎＦＤＩｉｔ＋β４Ｌ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ｔ＋β５ＬｎＥＸＲＡＴＥ ｉｔ＋μｉｔ (２)
考虑到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时ꎬ可能存在的横截

面的异方差与序列的自相关性问题ꎬ本文在进行面

板数据回归分析过程中ꎬ对东部地区将采用不相关

回归方法(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ＳＵＲ)进
行回归分析ꎮ 对于中西部、全国的面板数据ꎬ由于横

截面个数大于时间序列个数ꎬ将采用截面加权估计

方法(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ｓꎬ ＣＳＷ)进行回归分析ꎮ
(二)变量解释

１.被解释变量:出口规模ꎬＬｎ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ꎬ用取对数

后的各省区出口总额(万美元)表示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ꎬＬ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ｔꎬ用取对数

后的各省区网民总人数(万人)表示ꎮ 网络的发展会

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应用ꎬ从而增加出口ꎮ 同

时ꎬ中国企业利用互联网进行生产、销售以及服务ꎬ会
缩小生产、时间成本ꎬ进而扩大企业出口ꎮ 因此本文

预计互联网变量将对出口规模产生正向影响ꎮ
３.其它解释变量

(１)经济发展水平ꎬＬｎＧＤＰｉｔꎬ 用取对数后的各

省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人)表示ꎮ 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经济体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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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ꎬ出口基础更好ꎬ出口能力更强ꎮ 因此本文预

计人均 ＧＤＰ 将对出口规模产生正向影响ꎮ
(２)外商直接投资水平ꎬＬｎＦＤＩｉｔꎬ用取对数后的

各省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万美元)表示ꎮ
各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ꎬ加快企业自身生产技术

的转型升级及产品的更新ꎬ提高自身产品在国内外

市场上的竞争力ꎬ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ꎮ 因此

本文预计 ＦＤＩ 将对出口规模产生正向影响ꎮ
(３)交通运输水平ꎬＬ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ｔꎬ用取对数后的

各省区公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铁路营业里程总和

(万公里)表示ꎮ 交通运输是出口中一个重要的环

节ꎬ各省区运输能力的增强会刺激出口ꎮ 因此本文

预计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也将对出口规模产生正向影响ꎮ
(４)汇率ꎬＬＮ ＥＸＲＡＴＥｉｔꎬ用取对数后的人民币

对美元年平均汇率(元)表示ꎮ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一般受国际市场的影响ꎬ而汇率变动会对出口规模

产生直接影响ꎮ 一般来说ꎬ本币汇率降低ꎬ促进出

口ꎻ汇率上升ꎬ抑制出口ꎮ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２８ 省区的面板数

据ꎬ其中中西部 １７ 省区③ꎬ东部 １１ 省区④ꎮ 各省区

出口总额数据、人均 ＧＤＰ、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等指标数据来

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ꎻＥＸＲＡＴＥ 数据

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ꎻＦＤＩ 数据均来自

各省区历年的统计年鉴ꎮ 互联网发展指标来自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ꎬ由于统计报告无法找到

２０１２ 年相关的网民人数数据ꎬ因此ꎬ本文对 ２０１２ 年

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数据取的是中间估计值ꎮ 本文面板数据

分析过程通过 Ｅｖｉｅｗｓ８.０ 软件实现ꎮ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中西部、东部以及全国的面板数据运用

Ｅｖｉｅｗｓ８.０ 进行面板回归分析ꎬ得到相关数据结果ꎬ
见表 １ꎮ

表 １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中西部出口 东部出口 全国出口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１３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４
ＧＤＰ ０.７４６∗∗∗ ０.７１５∗∗∗ ０.７７６∗∗∗

ＦＤＩ ０.３７１∗∗∗ ０.０４６∗∗∗ ０.２０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０.３４６∗∗∗ ０.３７４∗∗∗ ０.３８６∗∗∗

ＥＸＲＡＴＥ ０.０００７ ０.３９８∗∗∗ ０.２５０∗∗∗

Ｃ １.５４２ ３.７１０∗∗∗ １.５９８∗∗∗

Ｒ２ ０.９４４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１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３８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１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５９ ３２０４０ １１９８
　 　 注:∗∗∗、∗∗、∗分别代表回归结果通过 １％、５％、１０％的显

著性检验ꎮ

(一)互联网对中西部出口规模的影响

从表 １ 可知ꎬ对比东部ꎬ互联网对我国中西部出

口规模的扩大并未发生积极影响ꎮ 但是ꎬ互联网对

东部出口贸易的影响系数为 ０.０４６ꎬ即互联网发展每

增加 １％ꎬ东部出口贸易额增长 ０.０４６％ꎮ 由于受到

中西部的牵制ꎬ互联网对全国整体出口规模的影响

也不显著ꎮ
互联网的发展为什么没有有效促进我国中西部

地区出口规模的扩大? 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原因ꎮ
１.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相比东部ꎬ中西部互联网基础建设还不完善ꎬ中
西部仍然存在很大一部分没有被互联网覆盖到的偏

远地区ꎮ 中西部企业由于网络基础设施的限制ꎬ依
靠互联网进行网上电子商务交易的积极性较之东部

不足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６ 年中西部 １７ 个省区

互联网宽带接口数量的平均值仅为 １９２７ 万个ꎬ较
２０１５ 年显著增加ꎬ但仍然远低于东部 １１ 个省区的

平均值 ３２５３ 万个ꎻ中西部 １７ 个省区光缆线路长度

的平均值仅为 ８９４８８６ 公里ꎬ低于东部 １１ 个省区的

平均值 １２３２７２４ 公里ꎻ域名数更是只有东部平均值

的五分之一ꎮ

表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中西部与东部网络基础设施

每个省区平均值对比

地区 年份
互联网宽带接入
端口数量(万个)

光缆线路长
度(公里)

域名数
(万个)

东部 １１ 个
省区平均值

２０１５ ２７４０ １０２７５０３ １９０.５

２０１６ ３２５３ １２３２７２４ ２５８

中西部 １７ 个
省区平均值

２０１５ １５３９ ７３５２３２ ４３.８

２０１６ １９２７ ８９４８８６ ５２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ꎻ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 /

２.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较低

由表 ３ 可知ꎬ相比东部地区 ２０１６ 年各省区平均

６４％的互联网普及率ꎬ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互联网平

均普及率仅为 ４８％ꎮ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

统计数据ꎬ贵州省的互联网普及率最低ꎬ仅为 ４３.
２％ꎮ 从互联网上网人数来看ꎬ２０１６ 年中西部 １７ 个

省区的平均人数为 ２０１７ 万人ꎬ远低于东部 １１ 省区

的平均人数(３２４６ 万人)ꎮ 在中西部现有的网民人

数中ꎬ还有很大一部分仅把互联网作为沟通工具ꎬ缺
乏对互联网的正确认知与使用ꎮ 另外ꎬ也有部分网

民怀疑互联网的安全性ꎬ对虚拟网络交易以及电子

支付等都处于犹豫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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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中西部与东部互联网普及情况

地区 年份
普及率
(％)

互联网上网人数
(万人)

东部 １１ 个省区
平均值

２０１５ ６２.６ ３１３８
２０１６ ６４ ３２４６

中西部 １７ 个
省区平均值

２０１５ ４４.８９ １８８７
２０１６ ４８ ２０１７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ꎻ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 /

３.中西部地区企业网站建设进程缓慢

中西部大部分企业仍然停留在只发展实体经济

的阶段ꎬ还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去开发利用

或者销售产品以及服务ꎬ互联网思维有待加强ꎮ 根

据«２０１７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６ 年我国

中西部省区每 １００ 家企业的平均网站个数为 ４８ 个ꎬ
而同期东部省区 １００ 家企业的平均网站个数为 ６０
个ꎬ见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中西部与东部企业网站建设情况

地区 年份
每 １００ 企业平均网站

个数(个)
东部 １１ 个省区

平均值
２０１５ ６０
２０１６ ６０

中西部 １７ 个省区
平均值

２０１５ ５１
２０１６ ４８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 /

４.中西部地区高素质人才匮乏

与东部相比ꎬ中西部高等教育学校数量以及毕

业生人数数量都偏少(参见表 ５)ꎮ 由此可见ꎬ中西

部人才较为匮乏ꎬ技术过硬的专业电子商务人才尤

其短缺ꎮ 由于地理区域限制和经济发达程度等的限

制ꎬ大部分高素质网络人才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

区ꎬ中西部地区在引进、留住、培养高水平互联网人

才方面存在很大的难度ꎬ进一步限制了互联网对中

西部出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表 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中西部与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情况

地区 年份
平均普通高等
学校数量(所)

平均毕业生
人数(万人)

东部 １１ 个省区
平均值

２０１５ １００.４ ２６.７
２０１６ １０１ ２８

中西部 １７ 个省区
平均值

２０１５ ７２.８ １９.３
２０１６ ７９ ２２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ꎻ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 /

(二)其他解释变量对中西部出口的影响

对中西部而言ꎬ除互联网和汇率指标外ꎬ其他解

释变量与预计影响效果一致ꎬ对出口贸易规模的影

响均为正向ꎬ且影响出口贸易规模的因素依次是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交通运

输ꎮ 与东部地区相比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出口的影响更大ꎬ汇率、交通

运输对中西部的影响更小ꎮ

五　 相关对策建议

(一)加快完善中西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ꎬ应该加大对我国中西部信息基础建设资

金投入ꎬ加快建设中西部电信基站ꎬ加大互联网覆盖

率ꎬ使用更加优质的电信设备ꎬ提高网络传输速度ꎬ
降低互联网的使用成本ꎻ其次ꎬ三大网络运营商应该

在中西部地区加快普及 ４Ｇꎬ布局 ５Ｇ 等移动宽带的

运用ꎬ提供全方位“网络＋云资源＋平台”的综合服

务ꎻ另外ꎬ应该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
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的网络建设ꎬ建立电

子信息化的物流系统ꎮ
(二)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网民网络素质

中西部地区要在不断增加网民人数、提高互联

网普及率的基础上ꎬ还要通过多种途径提升网民的

网络素质ꎮ 首先ꎬ开展相关的网络知识普及教育ꎬ让
人们意识互联网将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

利ꎬ提高使用网络的积极性ꎻ其次ꎬ要构建面向不同

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人群的网络素养教育体

系ꎬ不断扩展网络素养教育覆盖面ꎻ再次ꎬ要不断丰

富网络素养教育内涵ꎬ引导当地网民积极有效应对

互联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ꎮ
(三)积极引导中西部企业开展电子商务

第一ꎬ要加大网络安全保障、投融资支持、基础

设施和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服务力度ꎬ鼓励企业

建立自己独立的门户网站ꎬ并通过企业网站介绍、宣
传、推广产品ꎬ增强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主动性ꎻ第
二ꎬ要放宽企业从事电子商务的准入门槛ꎬ减轻电子

商务出口企业的税费负担ꎬ鼓励企业积极引进先进

的电子信息采购、生产、管理、销售系统ꎻ第三ꎬ要营

造公平竞争的创业发展环境ꎬ进一步增强社会“走
出去”意识ꎬ拓宽出口企业电子商务创新发展领域ꎮ

(四)切实加强中西部人才队伍建设

首先ꎬ要制定多样化的优惠政策ꎬ加大对紧缺急

需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ꎬ为优秀的互联网人才做

好职业发展规划以及提供优越的待遇福利ꎻ其次ꎬ要
加大投入ꎬ为人才队伍建设提供资金支持ꎮ 增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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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财政投入ꎬ财政拨付方式逐步从“人头预算”方式

向“项目预算”方式转变ꎬ广泛吸纳社会资金ꎻ另外ꎬ
加快教育培训机构建设ꎬ加强社会工作人员的在职

培训ꎬ实施人才培训“走出去、请进来”策略等ꎮ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ꎮ
②数据来源:通过各省互联网普及率计算得到ꎬ各省份

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ꎮ
③本文中的中西部省区具体包括山西、内蒙古自治区、

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ꎬ共 １７ 个省区ꎮ 由于云南、
西藏、青海三省部分数据缺失ꎬ本文未予考虑ꎮ

④本文中的东部省区具体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海南ꎬ共 １１ 个省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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