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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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

2021 年 2 月，我国数字经济指数环比下降 15.6%，录得 525。2 月数字经济指数的下降主要由于产业指数

和溢出指数的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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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1%、-2.7%

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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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级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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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产业指数、溢出指数、融合指数和基础指数分别

录得 215、65、184、51，环比分别下降 27.4%、36.5%、30.5%和 39.3%。2月受春节因素影响，我国数

字经济产业投入明显下降，数字经济和其他产业的融合速度放缓，数字经济对其他产业的溢出作用及数字经济

基础设施投入均出现明显下降。

产业 溢出 融合 基础

图 2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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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产业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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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互联网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和大数据产业指数分别为 181、552 和 470，环比分别下降

29.5%、21.1%和 19.9%，2月互联网产业、大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投入环比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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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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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融合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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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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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136、172、109，均为环比下降，

降幅分别为 22.5%、53.4%、32.1%和 31.4%，其中智慧供应链领域降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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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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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溢出指数和制造业溢出指数变化

5. 总溢出指数和制造业溢出指数变化

2021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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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和 41，环比分别下降 36.5%和

61.0%。2月制造业溢出指数和全行业溢出指数均显著下降，制造业溢出指数由于制造业春节停工比例更高，

降幅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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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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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指数变化

6. 基础设施指数变化

2021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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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和

190，均环比下降，降幅分别为 11.2%、22.7%和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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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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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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数字经济指数前五名为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和山东，指数分别为 1335、1136、947、903、

840。2月排名上升最快的是吉林，从 1月第二十四名上升到 2月第十七名。2月排名下降最快的是福建，从

1月第五名下降到2月第十名。排名最低的五个省份为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和西藏，指数分别为252、

211、176、140、91。

2021 年 2 月各省数字经济指数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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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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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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全国各省数字经济产业指数前五名为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上海，产业指数分别为 4.00、3.46、3.36、

2.89、2.62。2 月产业指数排名上升最快的是甘肃，从 1 月第二十七名上升到 2 月第十九名。2 月产业指数

排名下降最快的是云南，从 1 月第十九名下降到 2 月第二十四名。2 月产业指数最后五名为内蒙古、新疆、

宁夏、青海和西藏，指数分别为 0.40、0.30、0.22、0.15、0.10。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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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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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全国各省融合指数排序，前五名为广东、吉林、山东、海南和四川，融合指数分

别为 55、50、48、48、48。2月融合指数排名上升最快的是吉林，从 1月第二十六名上升到 2月第二名，

排名下降最快的是重庆，从 1月第十五名下降到 2月第二十四名。2月后五名为贵州、青海、内蒙古、宁夏和

西藏，指数分别为 32、32、31、30、22。

各省融合指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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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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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各省融合指数图 9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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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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全国各省溢出指数排序，前五名为江苏、广东、湖南、陕西和湖北，

指数分别为8.5、8.2、7.9、7.6、7.4。2月溢出指数排名上升最快的是湖南，从1月第八名上升到2月第三名，

排名下降最快的是新疆，从 1月第十二名下降到 2月第二十五名。2月后五名分别为北京、山西、上海、西藏

和重庆，溢出指数分别为 4.8、4.8、3.9、3.9、3.7。

各省溢出指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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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各省溢出指数图 10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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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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基础指数前五名为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和天津，指数分别为0.98、0.95、0.95、0.91

和 0.89。2月基础指数排名上升最快的是上海，从 1月第十四名上升到 2月第七名，排名下降最快的是福建，

从1月第七名下降到2月第十一名。后五名为宁夏、甘肃、新疆、西藏和青海，指数分别为0.70、0.70、0.65、

0.65 和 0.64。

各省基础指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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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各省基础指数图 11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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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月，我们来看 2019 年至 2020 年各地区新增招聘中数字经济领域薪酬占比及变化情况。

数字经济产业分地区发展速度差异

数字经济产业分地区发展速度差异

2020 年各省市数字经济新增招聘薪酬占比及变化情况图 12

全国各省按数字经济新增招聘薪酬占比排序，前五名为北京、安徽、广东、浙江和福建，占比分别为 45%、

40%、38%、36%、35%。后五名为海南、甘肃、内蒙古、贵州和云南，占比分别为 27%、26%、25%、

25%和 22%。从各省数字经济薪酬占比来看，新增人才需求中数字经济相关薪酬已达到较高比例，占比最高

的北京市有近一半的薪酬投入到数字经济相关领域。

与2019年相比，2020年数字经济新增招聘薪酬占比提高幅度较大的是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苏、河南等地。

绝大部分省市数字经济薪酬占比在 2020 年都有所提高，仅西藏、甘肃和贵州等少数几个地区略有降低。整体

来看，大部分省份数字经济投入呈现出上升趋势。

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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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 数据（2021 年 2月）

省份 数字经济指数 产业指数 溢出指数 融合指数 基础设施指数

广东省 1335 4.0 8.2 54.7 1.0

江苏省 1136 3.4 8.5 47.5 0.9

浙江省 947 2.9 7.4 41.3 0.9

北京市 903 3.5 4.8 40.5 0.9

山东省 840 2.2 6.8 48.3 0.9

四川省 819 2.0 7.4 47.7 0.9

湖北省 807 2.2 7.4 41.5 0.9

陕西省 758 2.0 7.6 43.2 0.8

上海市 739 2.6 3.9 40.8 0.9

福建省 702 1.8 5.7 45.2 0.9

安徽省 684 1.9 6.5 38.7 0.9

湖南省 655 1.6 7.9 38.9 0.8

河南省 612 1.6 6.1 40.7 0.8

河北省 572 1.7 4.9 36.3 0.8

天津市 539 1.5 4.8 35.0 0.9

辽宁省 527 1.3 6.0 36.2 0.9

吉林省 482 0.9 5.8 49.5 0.8

江西省 465 1.0 6.1 37.6 0.8

重庆市 444 1.3 3.7 35.0 0.8

广西壮族自治区 425 0.8 5.8 39.9 0.8

黑龙江省 412 0.7 5.5 38.9 0.9

云南省 407 0.7 6.4 42.0 0.8

甘肃省 385 0.9 5.2 35.5 0.7

山西省 353 0.7 4.8 33.4 0.8

海南省 334 0.5 5.0 47.8 0.7

贵州省 299 0.5 5.4 32.4 0.8

内蒙古自治区 252 0.4 5.8 31.4 0.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11 0.3 4.9 35.2 0.7

宁夏回族自治区 176 0.2 5.5 29.7 0.7

青海省 140 0.1 5.1 31.8 0.6

西藏自治区 91 0.1 3.9 22.1 0.6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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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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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与专利转移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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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与专利转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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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与专利转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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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与专利转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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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与专利转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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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出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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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招标网、各大招聘网站、工商局、

风险投资数据

数字化生活应用普及程度

在线支付比例

滴滴出行共享经济比例

共享经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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