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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数字经济指数走势

1. 全国数字经济指数走势

全国数字经济指数变化趋势图 1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2021 年 10 月，我国数字经济指数环比下降 5.9%，录得 413。10 月数字经济指数的下降主要由于产业指数的

下降，产业指数、溢出指数、融合指数和基础指数分别对总指数贡献 -21.4%、10.8%、0.6%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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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数字经济一级指数变化趋势

2.全国一级指数变化

四个一级指数自 2016 年以来的变化见上图，2021 年 10 月，产业指数、溢出指数、融合指数和基础指数分别

录得260、30、246、82，环比分别变动-26.5%、18.2%、0.9%、5.7%。10月我国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下降，

数字经济对其他产业的溢出作用上升，数字经济和其他产业的融合速度保持平稳，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入略有

上升。

产业 溢出 融合 基础

图 2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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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国产业指数变化

我们对数字经济产业进行了细化，具体分为互联网产业、大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出每

个产业的具体发展情况。

2021 年 10 月，互联网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和大数据产业指数分别为 224、612 和 545，环比分别下降

30.8%、10.2%、6.1%，10 月互联网产业投入显著下降，大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投入也均小幅下滑。

互联网产业 人工智能产业 大数据产业

全国数字经济产业指数变化趋势图 3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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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国融合指数变化

工业、商贸业、服务业和金融等行业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体现为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共享经济

和金融科技，我们根据这四个领域的劳动、资本和科技投入情况来衡量融合的程度。

2021 年 10 月，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共享经济和金融科技指数分别为 519、152、238、136，环比变

动幅度分别为 6.2%、3.1%、-2.7%、4.2%，10 月共享经济领域投入下降，其他领域投入略有上升。

智慧供应链 金融科技工业互联网 共享经济

全国数字经济融合指数变化趋势图 4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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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溢出指数和制造业溢出指数变化

2021 年 10 月，我国全行业溢出指数和制造业数字经济溢出指数分别录得 30 和 14，环比分别变动 3.0%

和 -27.0%。10 月制造业溢出指数环比继续下降。

制造业溢出指数全国溢出指数

全国数字经济总溢出与制造业溢出指数变化趋势图 5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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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指数变化

6. 基础设施指数变化

2021 年 10 月，数据资源管理、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生活应用普及程度三个方面的指数分别为 65、103

和 192，环比变动幅度分别为 65.3%、-8.5%和 0.1%。数据资源管理基础设施投入显著回升，互联网基础

设施投入下降，数字化生活应用普及程度保持平稳。

互联网基础设施数据资源管理体系 数字化生活应用普及程度

全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指数变化趋势图 6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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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数字经济指数排序

7. 各省数字经济指数排序

2021 年 10 月，数字经济指数前五名为广东、北京、江苏、山东、浙江，指数分别为 1248、1065、1056、

1042、1031。10月排名上升最快的是内蒙古，从9月第二十八名上升到 10月第二十五名。10月排名下降最快

的是宁夏，从9月第十七名下降到 10月第三十名。排名最低的五个省份为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和西藏，指

数分别为369、314、190、183、110。

2021 年 10 月各省数字经济指数图 7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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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各省产业指数排序

各省产业指数排序

数字经济产业指数度量大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和互联网产业本身的发展情况。从图8可见，2021年10月，

全国各省数字经济产业指数前五名为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产业指数分别为 4.08、3.91、3.36、

3.00、2.98。10 月产业指数排名上升最快的是河北，从 9 月第十八名上升到 10 月第十五名。10 月排名下

降最快的是宁夏，从 9 月第六名下降到 10 月第三十名。10 月产业指数最后五名为甘肃、新疆、青海、宁夏

和西藏，指数分别为 0.58、0.49、0.22、0.22、0.09。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2021 年 10 月各省产业指数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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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各省融合指数排序

数字经济融合指数从当期工业、商贸业、服务业和金融等行业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具体体现为工业

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共享经济和金融科技等方面，度量了融合的程度。

从图 9可见，2021 年 10 月，全国各省融合指数排序，前五名为广东、山东、海南、江苏和福建，融合指数

分别为 59、56、52、51、51。10 月融合指数排名上升最快的是海南，从 9月第十七名上升到 10月第九名，

排名下降最快的是新疆，从 9月第十二名下降到 10 月第二十四名。10 月后五名为吉林、贵州、宁夏、西藏和

青海，指数分别为 38、37、32、30、29。

各省融合指数排序

2021 年 10 月各省融合指数图 9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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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各省溢出指数排序

数字经济溢出指数度量当期其他产业利用数字经济产品作为中间品的比例，可以理解为数字经济产业对其他产

业的推动作用。从图 10可见，2021 年 10 月，全国各省溢出指数排序，前五名为广西、青海、内蒙古、福建、

甘肃，指数分别为 6.5、6.4、6.3、6.1、6.0。10 月溢出指数排名上升最快的是青海，从 9月第二十九名上升

到10月第二名，排名下降最快的是北京，从9月第二名下降到10月第三十名。10月后五名分别为上海、浙江、

天津、北京、广东，溢出指数分别为 4.8、4.7、4.7、4.6、4.4。

各省溢出指数排序

2021 年 10 月各省溢出指数图 10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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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各省基础指数排序

数字经济基础指数度量从数据的获取、传输、存储和使用四个角度来度量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增长。从图 11

可见，2021 年 10 月，基础指数前五名为山东、浙江、上海、广东、	 福建，指数分别为1.15、1.15、1.08、

1.04、1.04。10 月基础指数排名上升最快的是福建，从 9月第十一名上升到 10 月第五名，排名下降最快的是

四川，从9月第五名下降到10月第十六名。后五名为广西、新疆、青海、宁夏和西藏，指数分别为0.83、0.76、

0.76、0.73、0.69。

各省基础指数排序

2021 年 10 月各省基础指数图 11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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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字经济发展的赶超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的赶超效应

各省 2016 年平均产业指数及近五年产业和融合指数增速图 12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10

本月，我们从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两方面来看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我们计算 2016 年至 2021

年间各省市产业指数和融合指数的增速，并按照 2016 年平均产业指数从高到低排序。

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赶超效应。产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产业发展和融合速度更快，与数字经济发达地区

的增速差距逐渐缩小。近五年，处于中间部分的省市融合指数增速则比较接近，发展平稳。

此外，部分排名靠前的省份产业指数和融合指数也保持较高的增速。在前几期报告中，我们发现疫情后数字经

济的集中度有所增加，即发达地区吸引数字经济资源的能力超过数字经济扩散的效应，这可能是其维持高增速

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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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数字经济指数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大数据产业的劳动投入 数据来源

数字经济产业
指数

大数据产业

大数据产业的劳动投入

智联、51job、前程、猎聘、拉勾、

58同城、赶集等互联网招聘网站，

国家知识产权局，各地工商局，私

募通、投资中国等风险投资网站，

各类招标网站

大数据产业的资本投入

大数据产业的创新投入

互联网产业

互联网产业的劳动投入

互联网产业的资本投入

互联网产业的创新投入

人工智能产业

人工智能产业的劳动投入

人工智能产业的资本投入

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投入

数字经济融合
指数

工业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劳动投入

工业互联网领域的资本投入

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创新投入

智慧供应链

智慧供应链领域的劳动投入

智慧供应链领域的资本投入

智慧供应链领域的创新投入

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领域的劳动投入

共享经济领域的资本投入

共享经济领域的创新投入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领域的劳动投入

金融科技领域的资本投入

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投入

数字经济溢出
指数

制造业对数字经济的利用率

制造业中信息产业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比例 国家统计局

制造业的劳动投入中信息技术相关劳动力
占比

各大招聘网站

制造业的创新投入中信息技术相关专利占
比

国家知识产权局

制造业占比

制造业的劳动投入分布 各大招聘网站

制造业的资本投入分布 工商局、风险投资数据

制造业的创新投入分布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其他行业对数字经济的利用率（共 8类）

其他行业中信息产业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比
例

国家统计局

其他行业的劳动投入中信息技术相关劳动
力占比

各大招聘网站

其他行业的创新投入中信息技术相关专利
占比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其他行业分别占比（共 8类）

各个行业的劳动投入分布 各大招聘网站

各个行业的资本投入分布 工商局、风险投资数据

各个行业的创新投入分布 国家知识产权局

数字经济基础
设施指数

数据资源管理体系 数据采集的基础设施

各类招标网、各大招聘网站、
风险投资数据、CNNIC、

国家统计局

互联网基础设施 数据存储和传输的基础设施投入

数字化生活应用普及程度

在线支付比例

共享经济比例

共享经济规模

附录



查询详细数据，敬请联络：

财新智库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

电话：+86-10-85905019

电邮：zhewang@caixin.com

BBD（数联铭品）

BBD（数联铭品）首席经济学家陈沁

电话：+86-28-65290823

电邮：chenqin@bbdservice.com

版权声明 :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是由财新数联研发，按月度发布。该指数作为新经济系列指数（NEI）的子指数，利用网络大数据

挖掘手段，度量了由信息技术革新驱动的数字经济的增长。力图通过对各类数字经济指数的计算，有效真实的展现数字经

济对社会效率的推动作用，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提供重要参考依据。详细信息敬请浏览

http://index.caixin.com/nei

关于财新智库：

财新智库成立于 2015 年 8月，以“成为新经济时代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建造商”为愿景，打造集研究、数据、指数为一体

的高端金融服务平台。作为财新的重要一翼，财新智库致力于对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资本市场国际化、中国产业走出

去和金融科技健康发展的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合作方案，提升企业价值，实现

突破性发展。

关于 BBD:

BBD（数联铭品）是行业领先的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紧密围绕新经济，通过动态尽调、信用评级、风险定价和经济指

数四个步骤，BBD提供从微观到宏观的大数据服务。详细信息，敬请浏览：http://www.bbd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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