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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全球供应链配置：

集中化还是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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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各国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优化全球供应链配置，这不仅关乎自身的
产业链安全，也是维护全球供应链韧性和稳定的基础。通过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 ＥＯＲＡ全球供应链数据，研究了数字经
济发展对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全球供应链上游、下游集中度和整

体集中度，推动了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分散化，该推动作用可以通过提高物流效率和供求协同水平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

现：在高技术行业和高收入国家中，数字经济对全球供应链分散化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美经贸

摩擦的影响下，各国更多地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全球供应链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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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
遇逆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制造环节分散化

和回流化趋势加剧，“堵链”“卡链”“断链”现象

全球蔓延。在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严峻挑战的

背景下，如何布局和优化产业链供应链配置问题

成为各国的重要关注点。如美国通过《２０２２年芯
片与科学法案》将关键环节集中于国内生产；韩

国通过《材料、零部件和设备２．０战略》大幅扩充
相关供应链管理名录；欧盟通过《欧洲芯片法案》

加强成员国供应链间的合作。这些政策反映了不

同地区为应对风险而对本地区核心产业链全球配

置进行重大调整的战略举措。各国如何调整供应

链配置———是选择集中化还是分散化方式参与全

球产业链分工———已经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理论

与现实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数

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全球供应链的结构

和运作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并对全球供应链配

置产生重要影响。理论上，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

信息技术的普及，其通过提高流通效率和供应链管

理透明度，增强供应链各个环节之间的协同工作效

能①，提高供应链的多元化与灵活性，降低对单一

供应商过度依赖的风险。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突

破了地域空间的限制，直接影响供应链的地理布

局，其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构建分散化的生产

和物流网络，从而实现更灵活的市场进入策略，降

低供应链过度集中的风险，提升整体的供应链韧

性②。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全球供应链配置起

到重要作用。但数字经济的发展究竟有利于全球

供应链的集中化还是分散化？目前尚缺乏系统的

理论分析和详实的经验证据。尤其是在世界经济

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剖析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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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内在作用机制，探讨其在不同

行业和地区的差异，对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

全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于供应链配置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概括为

两大类：第一类研究聚焦企业内部因素，包含组织

结构、管理效率①、战略定位②、客户结构③及技术

创新活动④等企业特性对供应链配置决策的影

响。第二类研究则聚焦于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国

际形势突变⑤、政策不确定性⑥、市场需求不确定

性⑦、交通基础设施⑧及行业竞争⑨等因素对供应

链配置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

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智化技术的迅猛

发展，技术进步已成为影响供应链配置决策的重

要外部因素瑏瑠。

同时，对数字经济及其发展效应的研究也在

不断丰富。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的日益融合正逐渐成为推动全球资源配

置、重构全球经济格局及转变全球竞争动态的核

心动力瑏瑡，是当前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

的重要方式瑏瑢。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

通过网络连接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和价值创造效

应影响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空间布局与价值分

配瑏瑣。数字经济的兴起正在改变企业的供应链分

工和运作模式，并深刻影响供应链透明度瑏瑤、敏捷

性瑏瑥、效率瑏瑦、结构瑏瑧和韧性瑏瑨瑏瑩。

本文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为切入

点，在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对全球供应链配置影响

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球供应链配置

优化的内在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影响。与既有文献

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数字经

济与供应链关系的研究从企业层面拓展到国家层

面，从全球供应链角度研究数字经济对供应链集

中化与分散化趋势的影响；第二，提出数字经济引

致供应链配置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数字经

济影响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内在逻辑；第三，实证分

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供应链分散化的推动效应

及作用机制，为明确高度不确定经济环境中的政

策方向、加速数字化全球供应链建设、增强供应链

韧性与安全提供决策参考。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对供应链配置的影响

１．供应链配置及其两种方式
供应链配置是指在供应链管理中选择上游供

应商、下游客户，并确定与它们合作模式和程度的

策略。集中化和分散化是供应链配置的两大基本

战略选择，各有特点和适用场景。集中化供应链

配置是指将供应链环节集中于少数地区或国家，

倾向于与少数供应国或地区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或将主要销售集中在少数市场，以利用特定区域

的低成本劳动力、特殊资源或高技术能力等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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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分散化供应链配置是指将供应链的上游采

购和下游销售环节分布于多个地区或国家，以降低

风险，提升供应链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整体来看，

分散化配置在降低风险、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

方面相较集中化更具优势，而集中化配置则有助于

减少信息不对称与契约不完备所带来的交易成本。

供应链配置决策中，不仅要关注供应链上下游的协

同与交易成本问题，还须重视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韧

性，因此需要在集中化与分散化两种配置模式之间

进行最佳的平衡与动态调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

展重构了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关系，分散化配置因其

韧性和灵活性，逐渐成为更优选择。

２．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供应链配置的一般机理
在传统经济中，供应链集中度通常由成本效

益、风险管理等因素决定。而在数字经济中，供应

链集中度则受数字技术应用、信息共享、市场动态

感知及供应链透明度与协同性等因素影响①②。

数字经济通过数据治理和核心技术的广泛应用，

使全球供应链更加透明化、去中心化、智能化和灵

活化，进而推动供应链配置从集中化向分散化方

向发展。

首先，在数字经济时代，物联网、区块链、云计

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不仅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

信息即时共享，提升了供应链透明度，还优化了供

应链的决策过程。通过信息共享，企业能够实现

对供应链状态的实时监控，及时识别潜在的供应

中断风险，并迅速调整其策略和库存管理，从而有

效降低供应链管理成本，减少对少数供应商的依

赖，同时能够发现更多潜在的合作伙伴。数字经

济驱动的创新，如３Ｄ打印和智能制造，使得生产
过程更加分散和个性化，降低了对特定生产节点

的依赖。其次，全球数字平台和数字市场的出现

不仅为小型供应商打开了通向全球市场的大门，

减少了中间环节，还帮助打破传统供应链模式，推

动供应链结构去中心化。去中心化增加了供应链

的节点和路径，从而提高了供应链的灵活性。数

字平台使企业更易管理跨国和跨地区的供应链，

增加了供应链的地理多样性，降低了对单一地区

的依赖。再次，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市

场准入门槛，极大地促进了创业公司起步和中小

企业扩展市场。这使更多企业能够进入全球市

场，增强供应链内部的竞争和多样性，降低了供应

链对少数大型供应商的依赖，进而降低供应链集

中度。最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在供应链

管理中的应用日益普及，能够分析大量数据，预测

市场趋势和消费者行为，从而使库存管理、需求预

测和运输优化更为精准。自动化和智能化不仅提

高了供应链效率，还使企业更加灵活地调整供应

链策略，减少了对特定节点的依赖。综上所述，随

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供应链配置正逐步从高风险

的集中化模式向低风险且高度灵活的分散化模式

转变，这一转变体现在供应链上下游的集中度逐

渐降低。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１：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有效降
低全球供应链上下游的集中度，促使供

应链配置向分散化方向演进。

（二）数字经济影响全球供应链集中度的作

用机制

１．物流效率机制
数字经济可以推动物流智能化，降低运输和

库存管理成本，并通过提升物流效率降低供应链

集中度。传统供应链决策倾向于集中化的原因在

于库存压力大、运输成本高、物流效率低等不可避

免的供应链管理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物流自

动化技术通过优化运输方式、仓储操作和库存管

理等大幅度提升了物流效率。例如，使用自动化

仓库系统、无人搬运车和自动分拣系统，能够极大

加快商品入库、存储和出库速度，同时减少人工错

误和人力成本。智能物流基于历史销售数据、季

节性变化、市场趋势等大数据预测分析，合理优化

库存和运输计划，降低不必要的存储和运输成本，

并快速有效地协调不同合作伙伴的配送需求，进

而增强供应链交易的物流效率。物流效率的提升

使供应链各个环节能实现高效的资源调配和多样

化合作。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提升供应链

物流效率，进一步促进了供应链配置去中心化。

２．供求协同机制

２３１

①

②

ＣｈｏｉＴＭ，ＷａｌｌａｃｅＳＷ，ＷａｎｇＹ．“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２７
（１０）：１８６８－１８８３．

ＷａｍｂａＳＦ，ＤｕｂｅｙＲ，Ｇｕｎａｓｅｋａｒａｎ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Ａｍｂｉ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ＴｈｅＭｏｄ
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０（２２２）：１０７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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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供应链伙伴之间的信息共

享与合作，提升供应链管理的供求协同水平，从而

促进供应链的分散化。数字经济意味着更高效、

更可靠的通信技术和基础设施的部署，可以显著

降低供应链上下游的通信成本，使数据传输、远程

协作和信息共享更加经济高效。数字化平台和工

具简化了交易流程，提高了交易的自动化和透明

度。传统供应链中，信息往往存在着滞后或壁垒，

导致合作伙伴难以实时掌握需求变化和库存情

况。数字化平台能够集成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

流，实现数据的即时更新和共享。例如，通过云计

算和物联网技术，实时捕捉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动

态，使所有供应链成员都能即时访问这些数据，优

化生产计划、库存水平和物流安排。这种透明化

的信息共享缩短了供应链对需求变化和市场动态

的反应时间，提高了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协同水平。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供应链伙伴之间的合作也不

再局限于简单的买卖关系。供应链成员通过共享

平台，能够协同规划和实施策略，从而提高供应链

的整体效率和灵活性。数字技术提升了全球不同

地区的连接度，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使不同供

应链环节之间的协同更加紧密，企业更容易寻找

并协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这种全球分布

的供应链结构有助于分散地理和政治风险，减少

对特定地区的依赖。

总之，数字经济发展的物流效率机制和供求

协同机制推动全球供应链从传统线性、集中模式

向更加动态、互联互通、分散的结构转变。基于

此，本文提出：

假设２：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物
流效率和供求协同水平来降低供应链集

中度。

二　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为探究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供应链的上下游集

中度，本研究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

Ｙｉｋｔ＝α＋βＤＥＩｉｔ＋Ｚ′ｉｋｔθ＋Ｘ′ｉｔγ＋δｉｋ ＋μｔ
＋εｉｋｔ
在此模型中，因变量 Ｙｉｋｔ表示供应链的集中

度，涵盖国家ｉ在年份 ｔ和行业 ｋ的上游集中度、

下游集中度及整体供应链集中度。解释变量为数

字经济指数（ＤＥＩ），Ｚ′和Ｘ′分别代表行业和国家
层面的控制变量集。此外，δｉｋ和μｔ分别指国家－
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而 εｉｋｔ为误差项。
本研究特别关注系数β，若验证假设，即数字经济
对降低供应链的集中度有显著效果，则 β应为
负值。

（二）变量选取和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供应链集中度
从国家层面来看，无论是集中化供应链还是

分散化供应链，其核心都在于一国的国外增加值

来源是否集中于少数国家或地区，以及一国的国

内增加值去向是否集中于少数国家或地区。增加

值来源反映了供应链上游的采购情况，若一个国

家的某个行业主要从少数几个国家进口增加值较

高的投入品，且这些国家的增加值总和占该行业

进口总额的比例较大，则表明该行业的上游供应

链集中度较高。反之，如果这一比例较低，说明该

行业较为均匀地从多个国家进口投入品，显示出

较低的供应链集中度，表明供应链更加分散化。

相应地，可以用类似方式衡量一国产业的国内增

加值去向。参考企业层面构建供应链集中度的做

法①，本文在国家层面构建了三个供应链集中度

变量：（１）供应链上游集中度（ＵＳＣＣ），用行业在
一年内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增加值中，排名前五的

国家所贡献的增加值总和占这个行业从所有国家

进口的增加值总和的比重进行度量。简单而言，

即一个行业从最依赖的五个国家获得的增加值总

量占其所有国外增加值的比重。（２）供应链下游
集中度（ＤＳＣＣ），以行业在一年内对其他国家出
口的增加值中，进口排名前五的国家所进口增加

值总和占该行业对所有国家出口增加值总和的比

重进行度量。简单来说，即一个行业对其产品或

服务最依赖的五个国家的进口增加值占出口增加

值总和的比例。（３）供应链整体集中度（ＳＣＣ），
使用供应链上游集中度和供应链下游集中度的均

值进行度量。

２．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衡量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ＤＥＩ）已成为学

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核心话题。数字经济代表

着一种创新的经济活动模式，单一指标的测量手

３３１
①巫强，姚雨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配置：集中化还是多元化》，《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３年第８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６期

段往往难以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数字经济进步程

度。因此，建立一个系统且综合的指标体系对于

国际间的比较研究极为关键。尽管也有研究使用

社会指数、网络就绪指数、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等

衡量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但这些现存指标

仍存在时间跨度有限及国家覆盖面不全等问题。

基于对现有测量指标的优势与局限性的分析，王

?等从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数字

治理四个维度出发，创建了ＴＩＭ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
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ｒｋｅ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数字经济指
数①。该指数旨在综合评估 ２０１３至 ２０２１年间
１０８个经济体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水平，并深
入分析了各国在该领域内的发展态势与竞争力。

３．控制变量
为减少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分别选取了行

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１）行业层面控
制变量。ＧＶＣ前向参与率（ＧＶＣＦＰ），用于衡量作
为“上游供给者”的角色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

ＧＶＣ后向参与率（ＧＶＣＢＰ），用于衡量作为“下游
需求者”的角色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ＧＶＣ地位
指数（ＧＶＣＰＩ），用于衡量行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
位。行业占全球份额（ＩＧＳ），用于衡量行业发展
规模。（２）国家层面控制变量。政府诚信指数
（ＧＩ），用以衡量进口国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及稳定
性。商业自由指数（ＢＦ），用以衡量政府对商业活
动的管制程度和管理效率。贸易自由指数（ＴＦ），
用来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投资自由指数（ＩＦ），
用来衡量政府对投资领域的限制程度。

４．机制变量
（１）物流效率。物流效率是一个多维度的概

念，单一指标（如货运时间或成本）可能难以全面

反映物流效率。因此，本文选取物流绩效指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ＬＰＩ）来衡量物流效
率。ＬＰＩ覆盖了海关效率、基础设施质量、国际货
运安排的便利性、物流质量与能力、货运跟踪的跟

进情况以及货运到达时间的可预测性等物流的多

个关键方面，能够很好地反映物流效率的整体状

况。（２）供求协同水平。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之
间的供求协同主要体现在信息的跨境传递效率和

频率，商品、服务以及资本的跨境顺畅交换和流动，

跨国公司内部及供应链合作伙伴间的人才流动和

知识共享的能力，以及各经济主体间的宏观经济政

策沟通和国际合作水平。其中，信息的快速流动和

共享是供求协同不可或缺的部分，贸易和资本流动

是供求协同的直接表现，人才流动和知识共享对于

推动供需协同也至关重要，而政策沟通和国际合作

有利于降低协同成本，从而影响供应链的稳定性和

效率。本文选取全球连通性指数（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
ｅｄ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ＧＣＩ）衡量供求协同水平。ＧＣＩ基于
对近９００万个国与国流动数据点的细致分析，衡量
了１８１个国家的全球连通性，覆盖了全球经济的
９９．７％和世界人口的９８．７％，展示了商品和服务、资
本、信息和人员如何在世界各地流动，因此可以作

为供求协同水平的有效代理变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搜集整理了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２０年全球１５０
个经济体制造业的三维面板数据。选择该研究的

时间区间主要基于两个考虑：首先，制造业供应链

数据较易获取；其次，自２０１３年起，数字经济进入
快速发展的阶段，数字技术日趋成熟并广泛普及。

在此期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地

区）的数字经济规模实现了迅速增长。因此，本

研究以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２０年作为样本期，可更准确
地反映不同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制造业

行业层面数据来源于 Ｅｏｒａ全球供应链数据库
（ＴｈｅＥｏｒａ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该数据
库涵盖了１９９０年至 ２０２１年 １８９个国家和地区
的投入和产出的数据。制造业具体包括食品与

饮料制造、纺织品与服装、木材与造纸、石油化

工和非金属矿物产品、金属产品、电气机械、运

输设备制造、其他制造业 ８个行业。数字经济
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公布的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ＴＩＭＧ）数据库；国家层
面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网

站；物流效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布的物流

绩效指数；全球连通性数据来源于物流公司敦

豪（ＤＨＬ）发布的全球连通性指数。

三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１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在控制国家—行
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第（１）至（３）列分别报告了

４３１
①王?，陈胤默，张明：《测度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基于ＴＩＭＧ指数的特征事实》，《金融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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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指数（ＤＥＩ）对供应链上游集中度
（ＵＳＣＣ）、下游集中度（ＤＳＣＣ）以及整体集中度
（ＳＣＣ）的影响。结果显示，第（１）列中 ＤＥＩ对
ＵＳＣＣ的系数为－０．１１４，并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数字经济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国家的供应链上

游集中度。在第（２）列中，ＤＥＩ的系数为－０．１１０，且
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
于减少供应链下游集中度。第（３）列数据显示，
ＤＥＩ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将
降低国家的整体供应链集中度。从经济意义来

看，数字经济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供应链上游集中
度下降０．１１４百分点，下游集中度下降０．１１０百分
点，整体集中度降低 ０．１３５百分点。上述回归结
果验证了假设 １，即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
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配置。

表１　数字经济对全球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ＵＳＣＣ ＤＳＣＣ ＳＣＣ

ＤＥＩ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０ －０．１３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３９ ０．５８５ ０．７１１

观测值数量 ７４５６ ７４５６ ７４５６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相同。

（二）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增加控制变量
首先，采用前三大增加值贸易伙伴国的增加

值占比作为新的测度指标 （ＵＳＣＣ３、ＤＳＣＣ３、
ＳＣＣ３），替代基准回归中使用的前五大增加值来
源国和目的国占比来评估供应链集中度，回归结

果如表２第（１）至（３）列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
济指数的系数仍然为负，这一结果强化了基准回

归分析的稳健性。其次，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可

能对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因而在回归模型中

加入政治关系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该因素的干

扰。采用Ｂａｉｌｅｙ等人的方法，基于联合国大会投
票数据计算出的两国理想点距离，以此反映两国

的政治立场相似度及政治上的亲疏关系①。数值

越小，表明两国政治理念越相近，政治关系越密切；

数值越大，则表明两国政治理念越不相近，政治关

系越疏远。其理论逻辑是，各国外交政策相似度越

高，其利益越趋同，双边政治关系越同步，并且在国

际社会众多议题上采取相同或相似立场的可能性

越大，从而减少国家间争端的发生几率。为了衡量

一个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我们将该国

与每个其他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取均值，从而得到

整体的政治关系变量。表２第（４）至（６）列报告了
加入了政治关系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系数

依然显著为负，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２　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增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ＵＳＣＣ３ ＤＳＣＣ３ ＳＣＣ３ ＵＳＣＣ ＤＳＣＣ ＳＣＣ

ＤＥＩ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２ －０．１０８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４８ ０．９２５ ０．９４８ ０．９５３ ０．９２６ ０．９５２

观测值数量 ７１７３ ７１７３ ７１７３ ６２８９ ６２８９ ６２８９

　　２．内生性问题
内生性问题是指当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相

关时，导致无法识别解释变量因果关系的情形。

内生性主要有三大来源，分别是遗漏重要解释变

量、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和反向因果。为解决可

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

稳健性检验，具体如下：（１）本文将数字经济滞后
一期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缓解

因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为当期供

应链的决策不会影响前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引

５３１

①ＢａｉｌｅｙＭＡ，ＳｔｒｅｚｈｎｅｖＡ，Ｖｏｅｔｅｎ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６１（２）：４３０－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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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数字经济滞后一期变量（ＤＥＩＬ）后，表３的回归
结果显示所有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数字经济

的发展仍然有助于降低国家供应链的上下游集中

度。（２）工具变量法。虽然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
１期进行回归可以较好地规避由反向因果关系引
发的内生性问题，但可能无法克服遗漏变量或测

量误差等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可以克服遗漏变

量问题，尤其是不可观测且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

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分别构建了两

个工具变量。第一，借鉴黄群慧等①和赵涛等②的

做法，选取各国１９９１年的移动蜂窝订阅量为工具
变量，但由于该数值不随时间变化，不适用于面板

数据的工具变量，所以引入数字经济距离③与其

构成交乘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

第二，构建 Ｂａｒｔｉｋ工具变量（ＳｈｉｆｔＳｈａｒｅＩＶ）进行

内生性检验，构造的 Ｂａｒｔｉｋ工具变量为初始年份
各地区数字经济份额与世界层面数字经济增长率

的内积。表４的结果表明，所用的两个工具变量
均有效，不存在识别不足或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同时，数字经济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负。综上

所述，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依

然稳健。

表３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ＵＳＣＣ ＤＳＣＣ ＳＣＣ

ＤＥＩＬ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３９ ０．５８５ ０．７１１
观测值数量 ７４５６ ７４５６ ７４５６

表４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ＵＳＣＣ ＤＳＣＣ ＳＣＣ ＵＳＣＣ ＤＳＣＣ ＳＣＣ

工具变量１：

１９９１年移动蜂窝网络订阅数字经济距离

工具变量２：

数字经济份额世界数字经济增长率

ＤＥＩ
－０．１７８ －０．０８０ －０．１７８ －１．１６３ －２．０６９ －１．１６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５） （０．３６９） （１．０５１） （０．３６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ＬＭ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７．９９４ ７．９９４ ７．９９４ ７．６４７ ７．６４７ ７．６４７

Ｗａｌ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９．３ｅ＋０４ ９．３ｅ＋０４ ９．３ｅ＋０４ １４６．５８６ １４６．５８６ １４６．５８６

Ｒ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７ －０．２８６ －１．０８７ －０．２８６
观测值数量 ４２２７ ４２２７ ４２２７ ６３４２ ６３４２ ６３４２

　　注：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弱工具变量识别Ｆ检验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为１６．３８。

　　四　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

高物流效率和供求协同水平两个机制降低全球供

应链集中度。根据江艇对中介效应检验步骤的建

议④，本文首先考察中介变量对数字经济的回归，

以此检验数字经济是否能够对物流效率和供求协

同产生正向影响。接下来考察供应链集中度对中

介变量的回归，以便提供数字经济发展与物流效

率和供求协同相关性的证据。

物流效率机制的检验结果见表 ５。其中，第

（１）列是物流效率对数字经济的回归结果，数字
经济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物流效率越高，能够降低供应

链中的物流成本和库存成本。第（２）至（４）列是
供应链集中度对物流效率的回归结果，物流效率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供应链集中度与物流效

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以上结果表明，数字经

济可以通过提升物流效率从而降低供应链集中

度，从而推动供应链分散化。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数字经济距离为当年各国数字经济与最高水平国家差距的绝对值。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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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协同机制的检验结果见表 ６。其中，第
（１）列是供求协同对数字经济的回归结果，数字
经济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供求协同水平越高，能够降低

供应链中的供求协同成本。第（２）至（４）列是供
应链集中度对供求协同的回归结果，供求协同的

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供应链集中度与供求协同

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以上结果表明，数字

经济可能通过提升供求协同水平来降低供应链集

中度，从而推动供应链分散化。总体来看，这些结

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升物流效率和供

求协同水平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验证了假

设２。
表５　作用机制：物流效率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ＰＩ ＵＳＣＣ ＤＳＣＣ ＳＣＣ

ＤＥＩ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ＬＰＩ
－１．０７５ －１．０２５ －０．２８１

（０．１７８） （０．２５０） （０．１６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０５ ０．９４８ ０．９３２５ ０．９４４

观测值数量 ７１７３ ７１７３ ７１７３ ７１７３

表６　作用机制：供求协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ＧＣＩ ＵＳＣＣ ＤＳＣＣ ＳＣＣ

ＤＥＩ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５）

ＧＣＩ
－０．１１６ －０．２０５ －０．１６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９４ ０．９６６ ０．９４３ ０．９６２

观测值数量 ３３９８ ３３９８ ３３９８ ３３９８

五　进一步分析
（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美经贸摩擦的

影响

在供应链治理中，除了关注上下游合作伙伴

之间的协调，还必须应对各种外部事件的冲击，这

对于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至关重要。供应

链外部冲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机遇性冲击，

这类冲击为供应链分散化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在

这种情况下，各供应链主体主动采取分散化策略。

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属于机遇冲击，该倡议旨在

通过加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合作，推动沿

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为供应

链的分散化配置创造有利条件。这不仅有助于打

开新的市场、促进贸易和投资，还可能创造新的供

应链路径，从而增加供应链的多样性和弹性。因

此，“一带一路”在推动全球供应链分散化方面可

能带来积极影响。另一类是风险冲击，这类冲击

给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国家带来了风险。为了应

对风险，这些国家被迫采取分散化的策略。例如，

中美经贸摩擦属于风险冲击。在此风险冲击下，

关税和贸易壁垒等成本上升，供应链重新配置变

得不确定，市场准入可能受到限制，全球经济和贸

易环境趋于不稳定。因此，各国不得不采取更分

散化的供应链策略以应对潜在风险。

本文以各国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的时点为依据构建机遇冲击虚拟变量 ＢＲ，若 ｉ
国ｔ年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则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０。在回归模型中加入机遇冲击虚拟
变量（ＢＲ）与数字经济（ＤＥＩ）的交互项，考察数字
经济对全球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是否受到“一带

一路”倡议冲击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７第（１）
至（３）列，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在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后，数字经济对供应链集中度的

降低效果更强。同时，本文以２０１８年中美经贸摩
擦起始时点为依据构建风险冲击虚拟变量 ＴＷ，
２０１８年及之后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在回归
模型中加入风险冲击虚拟变量（ＴＷ）与数字经济
（ＤＥＩ）的交互项，考察数字经济对全球供应链集
中度的影响是否受到中美经贸摩擦冲击的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７第（４）至（６）列，交互项系数均显
著为负，表明中美经贸摩擦事件之后，数字经济对

供应链集中度的降低效果更强。

（二）行业和国家异质性

技术水平不同的行业在数字经济的实际应用

方式和供应链配置的反应上可能存在差异。一般

而言，与低技术行业相比，高技术行业的数字化转

型更早、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因此，数字经济对高

技术行业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可能会更显著。参考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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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友金等①的做法，将制造业分为低技术行业和

高技术行业，分组检验结果显示②，数字经济对下

游集中度的影响在低技术行业中不显著外，其余

均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在低技术行业，数字

经济通过增加市场信息和交易透明度，帮助更多

小型供应商参与供应链，减少对单一或少数大型

供应商的依赖，降低了上游集中度。然而，低技术

行业的产品往往是商品化程度更高的标准产品，

市场竞争格局和分销渠道可能已相对成熟和固

定，因此，数字经济对低技术行业供应链下游集中

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７　机遇和风险：“一带一路”倡议和中美经贸摩擦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ＵＳＣＣ ＤＳＣＣ ＳＣＣ ＵＳＣＣ ＤＳＣＣ ＳＣＣ

“一带一路”倡议 中美经贸摩擦

ＤＥＩＢＲ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５）

ＤＥＩＴＷ
－１．１６３ －２．０６９ －１．１６３

（０．３６９） （１．０５１） （０．３６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０７ ０．９０９ ０．８９５ ０．９０７ ０．９０９ ０．８９４

观测值数量 ７２３５ ７２３５ ７２３５ ７２３５ ７２３５ ７２３５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将样本国家分为
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两组，分组检验结果显

示③，数字经济对整体集中度的影响为负，在高低

收入国家间并无显著差异，但对高收入国家供应

链上游集中度的降低作用更大。这可能是因为高

收入国家的企业具备技术优势、市场多样化需求、

全球化管理能力和较高的风险管理要求，更倾向

于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供应链的分散化配置。数字

经济对下游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虽为负，但不显

著，主要原因在于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的普及统

一了下游市场的管理方式，使高收入和低收入国

家在下游集中度上趋于一致。跨国数字平台的扩

展、全球化的需求模式的形成和数字经济的广泛

应用，使企业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中面临相似

的下游管理条件，削弱了国家收入水平对供应链

下游集中度的差异性影响。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全球供应

链配置的基础上，使用Ｅｏｒａ全球供应链数据库实
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

显著降低了供应链的总体集中度及其上游和下游

的集中度，推动了供应链配置的分散化。机制检

验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提高物流效率

和供求协同水平来推动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分散

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技术行业及高收入国

家中，数字经济对全球供应链分散化的推动作用

尤为明显；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美经贸摩擦冲

击影响下，数字经济对全球供应链分散化的推动

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为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增

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政

策启示。

第一，加快多层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

要扩大跨境光纤网络和高速互联网接入，还应在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重点推动沿线国家的数

据中心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更加

紧密的数据交换网络。这将为供应链的数字化转

型提供多层次支持，有效提升物流效率和供求协

同水平，促进供应链分散化配置，进而增强对外部

冲击的抵御能力。第二，支持高技术行业的智能

化供应链管理。建议增加智能化供应链管理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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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助，特别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方面，支持

高技术企业实现供应链的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

管理，帮助其在应对全球风险时拥有更强的自主

调节能力。此外，鼓励高技术企业相互借鉴数字

化管理经验，形成行业间的数字供应链协同效应，

提升整体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深化“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化协作。在共建“一带一

路”过程中，不仅要推动数字贸易走廊建设，还应

提供技术和培训支持，帮助沿线低收入国家提高

数字接入和应用能力，增强其参与全球供应链的

能力。同时，探索共建区域性电子商务和数据服

务平台，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新型国际贸易模式的

发展，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在全球供应链

中的韧性与合作潜力。第四，推进数据治理和标

准化。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在推动供应链分

散化方面的作用，建议制定并推广适应国际市场

的数字标准和数据治理框架，以促进不同地区供

应链环节的有效协同。特别在“一带一路”倡议

合作框架内，加强数据标准化和信息共享的协调，

以进一步推动供应链配置的分散化和全球供应链

的稳定发展。第五，强化供应链弹性管理。在推

动供应链分散化的同时，应推广弹性管理模式，以

适应多元化和分散化的供应链需求。建议引入供

应链风险管理和冗余配置的政策支持，帮助企业

在分散化的布局中建立备用供应商与物流网络，

确保供应链在多节点条件下仍能高效运转，形成

多元化供应链中的稳定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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