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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城市电商化发展是促进城市转型与提高城市经济表现的重要推力。 本文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识别城市电商化发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本文发现城市电商化发

展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但对多样化集聚效果不明显。 这是由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特性所致。

在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领先城市、初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的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专

业化集聚影响更明显。 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提高地区产业协同度、降低制造业和内资私营企业交易成本促进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 城市电商化发展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也提高了城市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 本文为

城市电商化发展如何有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维度集聚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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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而电子商务作为推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电子商务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和发展。 自 200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

部批准深圳开展首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工作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改革加速推进,截至

2019 年年底全国累计 70 个城市被批准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电子商务是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引擎,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从 2011 年的 5. 88 万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43. 83 万亿元,有力推进了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并增强了经济发展活力[1] 。 在此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上游产业,为制造业的

生产活动提供必要投入,其集聚被认为是破解“鲍莫尔病”、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2] 。 202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 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
改产业〔2021〕372 号,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加强政策引导、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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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的代表,生产性服

务企业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投入大量的知识和人力资本[3] ,通过人才之间近距离面对面交流与互动,
能够促进隐性知识传播,产生较强的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 另一方面,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引起的竞争

和技术创新,使制造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优质的服务,且人力资本、新知识和新技术对生产力提升的影

响会传递到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升级[4-6] 。 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于结构化转型的关键时期,
电子商务作为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势必深刻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及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 作为政府推动电子商务规范发展的政策抓手,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有利于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完善,
通过城市互联网发挥网络连接效应,促使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7-8] ,进而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中,部分文献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视角,考察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

促进作用[6] 。 其机制主要是通过增加对中间投入品需求,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更大需求市场。 一方面,更
大的市场规模使企业获取市场信息更加便捷,有助于降低销售成本,影响产业的集聚程度[9] 。 另一方面,在
市场规模较大地区进行生产能够减少企业与客户之间的运输和交易费用,帮助企业实现规模经济[10] 。 也有

部分文献基于交易成本视角,发现运输成本对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金融、研发设计、商务服务、
物流仓储等对信息技术依赖程度较高的服务行业[11] 。 刘玉荣等(2023)研究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提高、数字

技术使用导致交易成本降低,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12] 。 但也有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是无

形产品,地理距离接近产生的成本节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原因[13] 。 生产性服务业提供

的无形产品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输,信息网络的建设使其拥有更大的服务半径,为其空间集聚提供了可能。
因此,陈建军等(2009)建议使用信息传输成本作为传统运输成本的替代[14] 。 还有部分文献基于要素流动

视角,考察要素区域间流动激发隐性知识传播共享,进而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的影响。 由于生产性服

务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高铁开通、空气污染、政府干预、信息化水平等通过影响知识资本的流动进而会对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影响[2,6,15] 。 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基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绿色转型、制造业与生产性

服务业协同、贸易等视角探讨了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因素,但是忽略了国内电子商务发展这一影响

因素。
本文选取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作为城市电商化发展的代理变量。 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建设分批次试点、逐步推行的实施方式,为本文有效识别城市电商化发展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效应

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 2003—2021 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研究发现,城市电商化发展有效促

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于多样化集聚没有影响。 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会受到城市地理区位、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和

初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影响。 影响机制方面,城市电商化发展会通过产业协同和交易成本两种渠道

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城市电商化发展有利于地区产业协同度提高和地区交易成本降低,从而推动地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1)从电子商务视角系统考察城市电商化发展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

影响,拓展和深化了已有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2)利用明朝时期驿站数量和城市到杭州

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识别策略,有效识别城市电商化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因果关系;(3)现有

文献关于城市交易成本测算多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6-17] ,受限于数据库的观测时间和样本类别不能有

效考察政策冲击对城市内部交易成本的影响,本文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城市平均交易成本,并根据

企业的所有权和行业类别,细化城市内部交易成本变动,更精准地识别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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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交易成本的降低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已有文献研究发现,电商发展对缓解信息不对称、推动范围经济实现有正向影响。 在信息不对称方面,
电商发展通过降低市场搜寻成本、提高需求方的搜寻次数,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弱化地理距离带来的

负面影响[18] 。 在范围经济实现方面,电商发展通过发挥物联网的网络连接效应,扩大企业可及市场边界[8] 。
“长尾效应”的存在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边际成本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帮助企业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
同时,跨境电商的发展还能够帮助企业克服贸易成本、拓宽贸易边界、降低企业成本和出口风险、提高企业

出口绩效,进而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影响。 作为影响城市电商化发展的重要政策,国家级电子商

务示范城市建设已被证明能够对城市的绿色高质量发展[7] 、市场一体化水平[19] 、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流动产

生正向影响[20] 。
 

因此本文认为,城市电商化发展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 据此,本文提出以

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城市电商化发展会促进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二)城市电商化发展提高产业协同度、降低地区交易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城市电商化发展会通过提高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协同度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一方面,
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引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整
合要素资源、提高要素市场配置效率[21] ,促进制造业专业化提升[22] 、信息化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加剧,进而

催生企业对内部生产服务过程外包的需求。 市场机制是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渠道[23] ,城市信息化水平

的提升能够使市场主体掌握更充分的市场需求信息,降低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面临的市场风险,进而提高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需求的感知能力。 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供需匹配效率,
促进双方协同程度提高,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实现规模经济,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另一方面,
城市电商化发展带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的消费需求、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有利于城市内部

制造业发展[24-25] 。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原本是从制造业中某些高端部分分离,较多的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性服

务业的产品形成较大的需求市场,能够通过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性服务业为单个制造业企业提供服务的成

本,从而激励制造业将企业内部服务生产过程的业务进行外包。 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提高制造业服务外包

化意愿,提高地区内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程度,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交易成本通过影响实物和人员流动对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26] 。 知识更有可能在距离更近的个人之间流动[27] 。 当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

过高时,企业倾向于异地分散生产;当交易成本降低时,企业倾向于集聚化生产,以获得学习交流、创新环境

等因素带来的外部性[14] 。 一方面,城市电商化发展过程中,数字技术的使用会降低企业面临的搜寻成本和

交流的信息损失、抑制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经营过程的不确定性、提高交易频率,进而降低企业的交

易成本[20] 。 另一方面,电商发展过程中,运输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城市的物流运输效率、降低物流运输成

本、提高企业的存货周转效率[28] ,最终能够减少企业的非生产性费用,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由于生产性服

务业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交易成本的降低为企业集中化生产提供了机会,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降低企业面

临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城市电商化发展会通过提高地区产业协同度、降低城市交易成本效应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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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以入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将电商示范城市视为处理组,非示范城市视

为控制组。 由于示范城市的创建时间存在差异,本文采用交叠 DID(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模型

评估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基准模型如下:

Yit = β0 + β1policyit + ∑γcontrolit + λ i + μt + εit (1)

其中, Yit 为城市 i第 t年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 policyit 为表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试点政策的虚

拟变量,城市 i 批复为试点城市的当年及以后年份,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 controlit 为本文的一系列控制

变量; λi 和 μt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结果在城市层面进行标准误聚类。

　 　 (二)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水平。 专业化集聚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

范围内,由相同产业内企业形成的一定规模产业集群;多样化集聚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多个

产业内企业组成的一定规模产业集群。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和刘玉荣

等(2023) [12]的研究,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界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六个行业。
(1)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 spec),参考韩峰和阳立高(2020) [29] 的研究,以区位熵表示行业 j 的专业

化集聚程度:

specijt =
lijt / ∑

N

i = 1
lijt

lit / ∑
N

i = 1
lit

(2)

其中, lijt 为 t 年 i 城市内 j 行业的就业人数, lit 为 t 年 i 城市的总就业人数, N 表示城市数。 specijt 越大表

明 j行业在 i城市的空间集聚程度越高,即专业化集聚程度越高。 用 J 来表示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数, t年
i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专业化集聚程度指标为所有细分行业专业化集聚程度的加总,计算公式为:

specit =
∑

J

j = 1
lijt / ∑

N

i = 1
∑

J

j = 1
lijt

lit / ∑
N

i = 1
lit

(3)

(2)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divst),参考已有研究[30]的方法测算 j 行业的多样化集聚程度:

divstijt =
1 / ∑

J

g = 1,g≠j
( ligt / ∑

J

q = 1,q≠j
liqt)

2

1 / ∑
J

g = 1,g≠j
(∑

N

i = 1
ligt / ∑

N

i = 1
∑

J

q = 1,q≠j
liqt)

2
(4)

其中, divstijt 表示 t 年 i 城市排除 j 行业后余下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分布。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i 城市

除 j 行业外余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布越均匀, j 行业的多样化集聚水平就越高。 通过对每个城市加权平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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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多样化集聚水平得到 i 城市整体的多样化集聚水平,计算公式为:

divstit =
∑

J

j = 1
divstijt lijt

∑
J

j = 1
lijt

(5)

2. 解释变量

使用国家电子商务综合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城市电商化发展 (policyit) 的代理变量,如果在 t 年 i 城
市入选为电商示范城市,则在该年及以后各年, policyit 赋值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

参考宣烨(2013) [31] 、林伯强和谭睿鹏(2019) [32]的研究,本文对以下可能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变量

进行控制,包括: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pergdp), 以城市人均生产总值衡量,单位为元;人力资本 (hum), 以城

市人均科教支出衡量,单位为元;外资存量 ( fdi), 以地区当年使用外资数衡量,用地区生产总值标准化处

理;产业结构 ( ind), 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城市生产总值比重衡量;基础设施水平 ( infra), 用每万人拥有医

院床位数衡量,单位为张;资源丰裕度 ( res), 用城市采掘业从业人员比例衡量。 所有缺失值均使用插值法

补充。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 2003—2021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城市。 在样本期间先

后有 70 个城市被批复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电商示范城市信息主要通过国务院网站查询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公报获取。 交易成本指标的测算使用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 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lnspec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1)取自然对数 4
 

731 -0. 289 0. 404 -2. 537 1. 335

lndivst (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1)取自然对数 4
 

731 -0. 152 0. 127 -0. 801 0. 186

lnspec_l (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1)取自然对数 4
 

731 -0. 369 0. 486 -2. 962 1. 673

lnspec_h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1)取自然对数 4
 

731 -0. 223 0. 407 -2. 048 1. 524

lndivst_l (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1)取自然对数 4
 

731 -0. 106 0. 138 -0. 590 0. 184

lndivst_h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1)取自然对数 4
 

731 -0. 073 0. 071 -0. 485 0. 093

核心解释变量 policy 某城市入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当年及以后

取 1,否则取 0
4

 

731 0. 086 0. 280 0 1

控制变量 pergdp 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4
 

731 10. 210 0. 837 4. 595 13. 060

ind 产业结构 4
 

731 47. 600 11. 060 10. 680 90. 970

hum 人力资本 4
 

731 8. 332 0. 728 4. 901 10. 160

fdi 外资存量 4
 

638 0. 003 0. 003 0 0. 045

res 资源丰裕度 4
 

643 0. 033 0. 061 0 0. 433

infra 基础设施水平 4
 

731 206. 800 83. 620 25. 530 837.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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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1.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

表 2 报告了交叠 DID 的基准回归结果。 仅控制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

示,城市电商化发展 (policy) 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生产性服

务业多样化集聚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加入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控制变量后, policy对专业化集聚的估计系

数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多样化集聚的估计系数仍然不显著。 表 2 结果显示,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

示范城市会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平均提高 9. 7%。 其他条件不变时,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

务业专业化集聚产生了促进作用。 影响多样化集聚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受到中低端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影

响,由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实体性,其消费和生产要

求处于同一时空,因此无法享受城市电商化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表 2　 基准回归模型

变量
未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lnspec lndivst lnspec lndivst

policy 0. 095∗∗∗ 0. 007 0. 097∗∗∗ 0. 013

(2. 955) (0. 571) (2. 969) (0. 964)

hum 0. 256∗∗∗ 0. 033∗

(3. 552) (1. 772)

fdi -4. 760 2. 621∗∗

( -1. 463) (2. 578)

Ind -0. 004∗∗ -0. 001

( -2. 474) ( -0. 896)

pergdp -0. 091∗∗ 0. 011

( -2. 293) (0. 765)

res 1. 149∗∗∗ -0. 214

(2. 852) ( -1. 314)

infra 0. 001∗∗∗ -0. 000

(5. 353) ( -0. 274)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731 4
 

731 4
 

549 4
 

549

R2 0. 649 0. 620 0. 726 0. 634

　 　 注:∗代表 P
 

<
 

0. 1,
 ∗∗代表 P<

 

0. 05,
 ∗∗∗代表 P<

 

0. 01,括号内为 t 值,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 后表同。

2. 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使模型得到的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估计系数具有因果效应解释,潜在假设是实

验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两组对象结果变量的变化趋势在没有政策冲击时应该相同。 本文使

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验证平行趋势假设。 图 1 结果表明,电商示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

水平始终高于非示范城市,并且在政策试点前电商示范城市和非示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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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相同。 电商示范城市和非示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程度在政策试点前后变化趋势都

相同。 上述结果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符合平行趋势假设,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3. 交叠 DID 偏误诊断与稳健估计

在交叠 DID 估计中,处理效应可能随时间而变化,后处理组与先处理组相比,通常被认为是“坏对照

组” [33] 。 当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时,模型的假设条件平行趋势将无法

满足,并且坏对照组的权重较大时还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因果效应解释。 因此,本文采用培根(Bacon)分解的

方法,对交叠 DID 的偏误进行诊断。 诊断结果见表 3,坏对照组(后处理组与先处理组)所占的权重较小

(0. 022),不会对最终的估计结果造成太大影响。 为确保结果稳健,采用两阶段双重差分模型获得稳健且更

加合理的 DID 系数估计值。 表 4 结果显示,异质性处理效应在本文研究中影响较小,采用交叠 DID 模型的

估计结果是稳健且有效的。

表 3　 交叠双重差分回归估计

比较组别 权重 估计值

先处理组与后处理组 0. 045 0. 045

后处理组与先处理组 0. 022 -0. 018

处理组与从未处理组 0. 933 0. 100

　 　 注:双重差分系数估计为 0. 095。

表 4　 两阶段双重差分

变量 lnspec lndivst

policy 0. 117∗∗∗ 0. 018

(3. 372) (1. 337)

样本量 4
 

553 4
 

552

4. 基于不同层次服务业的视角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中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系数不显著的原因,本文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划分为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将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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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划分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根据式(3)和式(5),计算出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

业化集聚 ( spec - l) 和多样化集聚 (divst - l)、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 ( spec - h) 和多样化集聚 (divst -
h), 将上述变量代入式(1)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报告在表 5 中。 结果显示,城市电商化发展对中低端服务

业和高端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都有促进作用,并且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有正向影响,发现

城市整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系数不显著是受到中低端服务业的影响。 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提供

的产品要求生产和消费具有时空一致性。 因此,城市电商化发展虽然能够促进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

化集聚,但是城市资源、本地市场规模、与目标市场距离等因素导致的拥堵效应限制了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

在城市中的多样化集聚。 相比之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无形产品通过城市电商化发展拓宽了其市场

边界,因此能够不受与目标市场距离的限制,进行多样化集聚。

表 5　 基于高低端服务业分解视角

变量
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lnspec_l lndivst_l lnspec_h lndivst_h

policy 0. 114∗∗ 0. 002 0. 071∗∗∗ 0. 021∗∗∗

(2. 499) (0. 168) (2. 701) (2. 67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549 4
 

549 4
 

549 4
 

549

R2 0. 669　 　 0. 573　 　 0. 819　 　 0. 463　 　

进一步采用事件研究法绘制动态效应图①。 在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前,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

市的中低端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趋势没有差异。 在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当

年及以后,对中低端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的估计系数开始在统计上都显著为正。 这表明电

商示范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促进作用仅在试点后起作用,不存在时滞和预期效应;在入

选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两年后,影响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系数开始在统计上显著,表明城

市电商化发展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存在促进作用,并且该影响存在滞后性。 由此验证了本文

的研究假设 1。

　 　 (二)稳健性检验

1. 排除干扰性政策

考虑到在本文研究样本期内同时实施了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且已有研究表明综试区政策对生产性服务

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存在反向影响[12] ,可能会干扰本文的研究结论。 国务院从 2015 年开始,先后公布了

7 批 165 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涵盖了 31 个省份。 本文通过引入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的虚拟变量(Dit)控制该政

策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表 6 结果显示,在排除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干扰后, policy的系数仍然在 1%的水平显著

为正,且与基准回归结果的系数大小没有明显差异,表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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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未受到其他政策冲击的影响,前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2. 剔除部分样本

本文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的样本剔除后重新进行回归。 深圳成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的试点时间要先于《意见》的出台时间,城市得到更多政策优惠;超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相比,在城市规模、
经济发展水平、行政级别和政策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会导致在研究样本期内这四个城市样本与其他

城市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将这些样本剔除以排除异常干扰。 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6 中。 剔除部分样本稳健性

检验的结果表明,基准回归得到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3. 更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排除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还使用地区新建企业数构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程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具体而言,本文使用各城市 2003—2019 年各个行业

新建企业数,根据式(2)和式(3)重新构造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指标,再进行回归。 回归

结果报告在表 6 中。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结果表明,采用不同方法测度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城市电商

化发展 (policy) 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估计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多样化集聚的估计

系数仍然不显著。 上述结果进一步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表 6　 稳健性检验Ⅰ

变量
排除干扰性政策 剔除北、上、广、深 更换被解释变量

lnspec lndivst lnspec lndivst lnspec lndivst

policy 0. 083∗∗ 0. 006 0. 089∗∗∗ 0. 013 0. 097∗∗∗ 0. 013

(2. 585) (0. 421) (2. 627) (0. 944) (2. 969) (0. 961)

D 0. 099∗∗ 0. 049∗∗∗

(1. 977) (3. 8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549 4
 

549 4
 

483 4
 

483 4
 

549 4
 

549

R2 0. 727　 　 0. 636　 　 0. 706　 　 0. 629　 　 0. 722　 　 0. 634　 　

4. 内生性问题

(1)工具变量估计

鉴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试点并非完全外生的政策冲击。 除了城市内部资源、人力资本等可观测

因素的影响,一些不可观测因素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本身也可能会对是否成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产

生影响,进而导致基准回归模型面临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张勋等(2020) [34] 和刘乃全等(2021) [7] 的研究

方法,选取明朝时期驿站数量和各城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两个截面变量作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工具

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在工具变量相关性方面,明朝驿站承担古代社会远距离信息交流

和商品运送的枢纽,与现代通讯和物流基础设施存在相关性。 历史上驿站数量更多的地区更可能是当前基

础设施完善、信息技术水平较高、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地区,因此更有可能被选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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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聚集了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巨头,其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处于领先位置,可以预期与杭州的地理距离越

近,电子商务的发展程度应该越好,也更容易入选成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因此,明朝时期驿站数量

和城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与入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存在相关关系,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 其次,在工

具变量外生性方面,由于地区明朝时期驿站数量和到杭州的球面距离都是历史数据,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城市政策及生产性服务业概念之间便已经存在,不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外

生性假设。 最后,由于截面变量无法直接用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借鉴田鸽和张勋(2022) [35] 的

方法,本文使用政策虚拟变量与截面工具变量进行交互,作为政策的工具变量。

表 7 的回归结果显示,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均通过工具变量检验,验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并且,使

用工具变量时,policy 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性集聚估计结果的系数值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均没有明显

差异,policy 对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回归结果仍然不显著。 综上所述,排除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

证明了前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 7　 稳健性检验Ⅱ

变量
明朝时期驿站数 城市到杭州球面距离

lnspec lndivst lnspec lndivst

policy 0. 175∗∗∗ -0. 001 0. 107∗∗∗ 0. 012

(3. 741) ( -0. 050) (2. 679) (0. 75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LM 56. 319∗∗∗ 56. 319∗∗∗ 61. 984∗∗∗ 61. 984∗∗∗

Kleibergen-Paap
 

Wald
 

F 369. 074 369. 074 169. 490 169. 490

[16. 38]
 

[16. 38] [16. 38] [16. 38]

样本量 3
 

022 3
 

022 4
 

516 4
 

516

R2 0. 237　 　 0. 033　 　 0. 216　 　 0. 014　 　

　 　 注:中括号内的数值为 Klebergen-Paap
 

Wald
 

F 检验中 10%分数对应的 F 值。

(2)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并非偶然事件导致,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通过随机设定入选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城市的试点地区和随机生成入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试点时间两种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以确保政策处理效应真实有效。 由于安慰剂测试中的“入选”城市和“入选”时间是随机生成的,可以预测,
“入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应该不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影响,即安慰剂检验中处理效应的回归系

数应该在零点附近,否则,证明政策处理效应不是真实有效的。 本文将上述随机过程重复 500 次进行模型估

计,绘制出“入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变量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图。 图 2 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

和多样化集聚的系数均不显著。 同时,入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的实际

估计系数(0. 097)在上述核密度图中属于小概率事件,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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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

　 　 五、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 2,本文基于祝树金和汤超(2020) [36] 的方法,使用中介效应

模型从提高地区产业协同度和交易成本降低两个视角,检验城市电商化发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内在

机理。

　 　 (一)提高地区产业协同度的机制检验

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促进信息技术应用、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增加制造业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供需匹

配效率,提高制造业企业生产服务流程外包意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市场需求感知程度,促使地区制造业

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水平提高,进而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 为

了验证该作用机制,本文借鉴许丽萍等(2023) [6] 的方法,利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熵构造地区产

业协同度指数。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Mit =
liMt / lit

∑
N

i = 1
liMt / ∑

N

i = 1
lit

(6)

P it =
∑

J

j = 1
lijt / lit

∑
N

i = 1
∑

J

j = 1
lijt / ∑

N

i = 1
lit

(7)

Colit = ln 1 -
Mit - P it

Mit + P it

+ Mit + P it + 1( ) (8)

其中, Mit 和 P it 分别表示 i 城市 t 年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熵。 liMt 分别表示 i 城市 t 年制造业就

业人数。 Colit 为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度加 1 取对数,数值越大说明协同程度越高。 其余变量含

义与前文一致。 将地区产业协同度 (Colit) 代入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Nit = α0 + α1policyit + ∑γcontrolit + λ i + μt + ε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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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 = β0 + β1policyit + β2Nit + ∑γcontrolit + λ i + μt + εit (10)

表 8　 机制Ⅰ:提高地区产业协同度

变量 Col lnspec

policy 0. 075∗∗∗ 0. 139∗∗∗

(4. 953) (5. 201)

Col 1. 452∗∗∗

(26. 19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988 3
 

988

R2 0. 384 0. 689

　 　 其中, Yit 为被解释变量, Nit 为中介变量,其

他变量定义如前文所述。 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8

中,被解释变量分别是地区产业协同度和生产性

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程度。 结果显示,policy 的估

计系数在前一列中显著为正,表明城市电商化发

展提高了地区产业协同度;后一列中 Col 的估计

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城市电商化

发展会通过提高地区产业协同度影响城市生产

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

　 　 (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的机制检验

电子商务的应用能降低信息传输的成本、提

高传输效率,企业通过虚拟网络接触消费者。 一方面,降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搜寻成本,扩大了产品的需

求市场规模,有利于该地区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 另一方面,企业对市场信息反应更加灵敏,减

少了菜单成本和线下推广人员的支出,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同时,城市电商化发展会完善当地交通

基础设施,提高物流运输效率、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企业的存货周转效率,最终减少企业的非生产性费

用,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本文借鉴刘乃全等(2021) [7] 的方法,使用城市中企业的平均交易成本衡量城市

层面的交易成本 (City - cost)。 具体而言,本文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中企业的财务费用、业务招待费或

交际应酬费、销售费用测算企业层面交易成本,并用企业营业收入进行标准化。 城市层面交易成本采用城

市中所有企业的平均交易成本衡量。 第一,由于企业规模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测算城市层面的交易成本可能会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偏差,导致测量误差。 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使用

抽样调查的方法、包含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企业,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城市交易成本的变化情况。 第二,相比于

已有研究,本文认为管理费用中的“为研究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发生的费用”是企业为研究新产品、新技

术而进行的投入,由企业自身创新意愿决定,且对企业有正向的影响。 因此,将该部分费用排除在企业交易

成本的计算之外。

为了验证交易成本降低效应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城市层面的交易成本 (City_cost) 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与

式(9)类似的中介效应模型。 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9 城市交易成本一列中,其被解释变量都是城市层面的交

易成本,policy 的系数估计都显著为负,表明城市电商化发展降低了城市层面的交易成本。 为了更准确地识

别城市电商化发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交易成本降低机制,本文从产业分类和企业所有权分类

两个角度考察城市内部交易成本变化。

1. 产业分类角度

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下游的需求方,大量的制造业企业会产生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产品的需

求。 制造业企业交易成本的降低,会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基于此,按

照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企业所在行业代码,将企业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分别计算各城市制造业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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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 (Mcost) 和非制造业平均交易成本 (NMcost), 并将其作为中介变量代入式(9)中介效应模型,回

归结果报告在表 9 中。 由结果可知,城市电商化发展 (policy) 对城市制造业的平均交易成本的影响系数显

著为负,对城市非制造业平均交易成本的影响系数不显著。

进一步地,将城市制造业平均交易成本 (Mcost) 作为中介变量代入式(10),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9 中,其

被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 由结果可知, Mcost 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而 policy

的系数不显著,意味着存在很强的中介效应,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使城市制造业平均交易成本降低促进了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城市制造业交易成本降低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可能解释是:当集聚的收益大于

运输费用和劳动力工资等成本时集聚就会发生[37] 。 当交易费用较高时,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在各个产品需求

市场进行分散化生产。 随着城市交易成本的降低,制造业企业在城市集中化生产,其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

需求方,较大的需求市场会吸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最后,按照前文的标准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中低端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考察交易成本降低对生产

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异质性影响。 将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 ( spec - l) 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

业化集聚 ( spec - h) 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式(10),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9 中。 由表 9 后三列结果可知,交易成

本降低效应对中低端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都有促进作用,但缺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说明。 可能的

原因是: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制造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支持,因此,当城市制造业交易成本降低

吸引更多制造业企业进入时,直接增加了对于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促进其集聚。

2. 企业所有权分类角度

首先,按照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企业的登记注册类型,将企业划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计算各

城市中外资企业平均交易成本 (FEcost) 和内资企业平均交易成本 (DEcost), 并将其作为中介变量代入式

(9)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10。 由回归结果可知,入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policy) 对城市内

资企业的平均交易成本的影响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对城市外资企业的平均交易成本没

有影响。

其次,将内资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内资私营企业,分别计算城市中国有企业平均交易成本 (SOEcost)

和内资私营企业平均交易成本 (NSOEcost), 并将其作为中介变量代入等式(9)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将回归

结果报告在表 10 中。 由结果可知, policy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城市电商化发展同时降低了城市内国

有企业和内资私营企业平均交易成本。

最后,分别将城市国有企业平均交易成本 (SOEcost) 和内资私营企业平均交易成本 (NSOEcost) 作为

中介变量,代入式(10)。 由于城市国有企业平均交易成本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回归结果不显著,仅

展示将内资私营企业平均交易成本 (NSOEcost) 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其结果报告在表 10 最后一列

中, policy 系数的显著性相对基准回归结果有所下降,而 NSOEcost 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存在较强的中介

效应,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降低城市内资私营私企交易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 可能的原因

是:民营经济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企业数量占比超过 90%、吸纳的就业人口超过 80%,交

易成本的降低有效激发出民营企业的活力,进而拉动就业人口的增加,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是城市电商化发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机

制,即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降低城市的交易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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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设 2。

表 9　 按三次产业分类的机制检验

变量 城市交易成本 非制造业交易成本 制造业交易成本 专业化集聚 中低端专业化集聚 高端专业化集聚

policy -0. 003∗∗ -0. 003 -0. 004∗∗ 0. 076∗∗ 0. 065 0. 090∗∗∗

( -2. 202) ( -1. 569) ( -2. 114) (2. 486) (1. 497) (3. 439)

Mcost -0. 820∗∗∗ -0. 873∗∗ -0. 595∗∗

( -2. 811) ( -2. 084) ( -2. 38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626 2
 

613 2
 

455 2
 

455 2
 

455 2
 

455

R2 0. 625　 　 0. 593　 　 0. 686　 　 0. 816　 　 0. 767　 　 0. 864　 　

表 10　 按所有权分类的机制检验

变量 城市交易成本
外资企业

交易成本

内资企业

交易成本

国有企业

交易成本

内资私营企业

交易成本
专业化集聚

policy -0. 003∗∗ -0. 002 -0. 004∗∗ -0. 005∗∗ -0. 003∗ 0. 072∗∗

( -2. 202) ( -1. 179) ( -2. 227) ( -2. 107) ( -1. 828) (2. 298)

NSOEcost -0. 594∗

( -1. 8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626 2
 

370 2
 

622 2
 

473 2
 

612 2
 

612

R2 0. 625　 　 0. 490　 　 0. 616　 　 0. 464　 　 0. 632　 　 0. 792　 　

　 　 六、异质性分析与城市技术创新效应

　 　 (一)异质性分析

1. 地理区位异质性

为了考察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不同地理区位的城市中是否有差异,本文将城

市划分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和非长江经济带城市。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 11 个省份,人
口和生产总值在全国占比超过 40%,是维系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最大的区域之一。 已有文献

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会影响城市的创新水平、经济效率以及全要素

生产率[38-40] 。 因此,本文根据城市是否属于长江经济带地区对样本进行划分,将分组后的样本使用式(1)进

行回归,将得到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11PanelA 中。 结果显示,城市电商化发展对于长江经济带城市和非长

江经济带城市的专业化集聚都有正向影响,但长江经济带城市受到的影响效果更大。 可能是因为,入选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能够吸引大量劳动力流入和引入先进的技术,而长江经济带城市和非长江经济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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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拥有更大的城市规模,因此,长江经济带城市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进而更有利于中低端生产性服务

业专业化集聚。 同时,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更高、技术更加先进,更有利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

业化集聚。
 

2. 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已经渗透到经济各个领域,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

作用必然会受到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影响。 考虑到不同城市的电子商务制度、网络设施水平和电

商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初始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会通过影响电商示范城市建设效果,进而影响城市电商

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 因此,本文选取“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完善

程度的代理变量,将城市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领先城市和数字基础设施落后城市。 考察不同数字基础设施

完善程度城市的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效果,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11PanelA 中。 结果显示,
数字基础设施领先城市的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有影响,但数字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电商

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未产生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城市,电子商务发

展越有利,从而更有利于电子商务发挥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促进作用。
3. 初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异质性

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并非集中于某一个地理区域,试点城市广泛分布在几乎所有的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 然而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在试点之前存在差异,初始阶段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

不同,可能使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产生异质性。 因此,根据基准年份中各城市生产

性服务业专业化聚集水平的高低将城市划分为四组,考察初始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水平对城市电商化

发展的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11PanelB 中。 回归结果显示,初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位于样本后

50%的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没有影响。 对于初始集聚程度位于样本前 50%的城市,
城市电商化发展促进了其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并且初始集聚程度越高,政策效果越明显。 可能

的原因是:初始年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程度高的城市通常有更大的城市规模、更完善的市场机制和

城市基础设施,形成独特的集聚优势,因此在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后能够更有效地将配套实施政

策落实,能够更有效地吸纳人才和资源。

表 11　 异质性检验

变量

Panel
 

A

长江经济带 非长江经济带
数字基础设施

领先城市

数字基础设施

落后城市

policy 0. 164∗∗ 0. 069∗∗ 0. 111∗∗ 0. 054

(2. 538) (2. 369) (2. 355) (1. 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805 2
 

778 1
 

679 2
 

870

R2 0. 637　 　 0. 800　 　 0. 746　 　 0. 713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022∗∗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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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变量
Panel

 

B

25% 50% 75% 100%

policy -0. 043 0. 103 0. 176∗∗∗ 0. 184∗∗∗

( -0. 795) (1. 064) (3. 216) (3. 6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138 1
 

107 1
 

148 1
 

123

R2 0. 597　 　 0. 550　 　 0. 765　 　 0. 712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030∗∗

　 　 (二)城市技术创新

城市电商化发展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吸引人才流入、促进区域内人才的交流。 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过程中会产生共享、匹配和学习效应,为地区内企业提供更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为人才提供正式或非正式

网络进行高频的知识交流和学习。 这种“集体学习过程”最终会促进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 本文拟探索城

市电商化发展对城市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使用城市每万人

新增专利数量作为城市技术创新 ( invent) 的代理变量。 分别使用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每万人发明专利

公布数、每万人外观设计专利数和每万人实用新型专利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其结果汇报于表 12。 结果显示,
policy 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仅发明专利授权数中的交乘项 lnspec × policy 的估计系数

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城市电商化发展能够提高城市整体创新水平,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

聚促进了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的增加,有效增强了城市高水平创新能力。
进一步,考虑到不同类型专利的创新难度和质量存在差异,本文采用专利知识宽度法,考察城市电商化

发展对于城市整体创新质量的影响。 本文参考张杰和郑文平(2018) [41] 的方法,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与专利数据库匹配数据,计算专利层面的知识宽度,汇总到城市层面作为城市创新质量 ( invent - quality) 的

代理变量,结果见表 12。 表 12 中最后一列结果显示, policy 的估计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城市

电商化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
综上所述,城市电商化发展有效提高了城市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并且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通

过增强城市高水平创新能力,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表 12　 拓展性分析

变量 发明专利授权数 发明专利公布数 外观设计专利数 实用新型专利数 城市创新质量

policy 3. 672∗∗∗ 9. 229∗∗∗ 2. 262∗∗ 8. 696∗∗∗ 0. 011∗∗

(4. 270) (4. 753) (2. 189) (4. 870) (2. 214)

lnspec×policy 3. 081∗∗ 4. 886 -1. 208 -1. 032

(2. 188) (1. 438) ( -0. 569) ( -0. 2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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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续)

变量 发明专利授权数 发明专利公布数 外观设计专利数 实用新型专利数 城市创新质量

样本量 4
 

412 4
 

462 4
 

411 4
 

476 2
 

662

R2 0. 760　 　 0. 663　 　 0. 642　 　 0. 624　 　 0. 113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市电商化发展在完善城市电商基础设施、促进信息技术应用的同时,也会引领和带动城市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 本文在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基础上,借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以 2003—
2021 年全国 284 个地级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熵值法构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

指标,运用交叠 DID 模型考察了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

示,城市电商化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而对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没有影响。 将

生产性服务业区分为高端和中低端后发现,城市电商化发展对中低端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都有

促进作用,但只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有正向影响,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异质性

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领先城市、初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城市的电商化发展对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更明显。 在作用机制检验中发现,城市电商化发展提高地区产业协同度、降
低城市内部制造业和内资私营企业的交易成本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 进一步分析证实,城市电

商化发展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也提高了城市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电商发展落后地区,政策支持重点应落实在有潜力发展成为地区特色的专业化服务业中。
第二,考虑到电商化发展仅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有正向影响,对于发展落后地区,重点应该

放在引进优质企业、人才,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着重促进当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可以通过扶持城市内部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提高城市内部产业协同度,进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
第四,城市应有效落实“减税降费”等政策,改善制造业和内资私营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地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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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e-commerce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vitality
 

to
 

the
 

economy,
 

driving
 

progress
 

in
 

the
 

field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and
 

financial
 

payment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disparities
 

in
 

investments
 

in
 

e-commerce
 

infrastructure
 

among
 

cities
 

over
 

30
 

years
 

and
 

the
 

resulting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related
 

industries
 

du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leveraging
 

the
 

shock
 

of
 

the
 

e-
commerce

 

demonstration
 

city
 

construction
 

policy
 

implemented
 

in
 

2009,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urban
 

e-
commerce

 

development
 

on
 

the
 

agglomeration
 

of
 

related
 

industries
 

and
 

impact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from
 

2003
 

to
 

2021,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of
 

urban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and
 

uses
 

the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
 

e-commerce
 

development
 

promotes
 

specialized
 

agglomeration
 

rather
 

than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d-
 

and
 

low-end
 

service
 

industry
 

products
 

are
 

not
 

conducive
 

to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However,
 

urban
 

e-commerce
 

development
 

can
 

still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agglomeration
 

of
 

high-end
 

services.
 

In
 

identifying
 

the
 

impact
 

mechanism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urban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hrough
 

regional
 

industrial
 

synergy
 

and
 

intra-
city

 

transaction
 

costs.
 

It
 

is
 

found
 

that
 

urban
 

e-commerce
 

development
 

can
 

enhance
 

the
 

synergy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pulling
 

up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within
 

cities
 

from
 

the
 

demand
 

side.
 

Urban
 

e-commerce
 

development
 

can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s
 

required
 

for
 

business
 

operations
 

within
 

cities,
 

and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s
 

achieved
 

mainly
 

through
 

reduc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faced
 

by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domestically
 

funded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in
 

cities.
 

Therefor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ose
 

with
 

advance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those
 

with
 

a
 

high
 

initial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possess
 

mor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e-commerce
 

development,
 

which
 

in
 

turn
 

facilitates
 

the
 

specialized
 

agglomeration
 

of
 

services
 

within
 

citi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urban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the
 

agglomeration
 

of
 

region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Secondly,
 

it
 

effectively
 

identifi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aking
 

the
 

number
 

of
 

postal
 

stati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spherical
 

distance
 

from
 

cities
 

to
 

Hangzhou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hirdly,
 

it
 

uses
 

the
 

China
 

Tax
 

Survey
 

Database
 

to
 

measure
 

transaction
 

costs
 

at
 

the
 

city
 

level
 

and
 

refines
 

changes
 

in
 

intra-city
 

transaction
 

costs,
 

effectively
 

identify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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