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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实融合与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
王艳珍，张丽，牛消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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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数实融合，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可以起到推动作用。根据河南省政府关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章

基于数实融合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状，探索二者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

究，同时基于数实融合与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的耦合协调关系，对数实融合促进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路径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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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and reality can play a driving role in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s of the He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econom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and realit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econom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current situation. Relevant data is used for empirical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and realit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economy in Henan,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economy in Hena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an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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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体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实体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数

实融合的重要体现，一方面，数字经济形态是实体经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通过新技术的使用优化产业结构、助力产业转型升

级。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对数字技术的要求更高，因此，数实深度融合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2023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10.78%、25.03% 和45.63%，相较上一年度分别增长0.32、1.03和0.9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的增幅首次超过第三产业，

说明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持续拓展深化。同时，2023年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达到了81.3%，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

型能够助推产业数字化的实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在当前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如融合程度低、数字化转型不彻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较难等问题，尤其是

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数实融合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还存在一定空间。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发展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

腹地，是城乡连接、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体系，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截止到2023年底，河南共有县（市）

103个，县域经济是实现河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心。以河南的现实情况来看，县域面积占比较大，接近九成，根据《河南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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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当前相关的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数实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理论和现状。例如王定祥等（2023）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的内涵以及特征出发，分析其融合发展模式与机能，同时研

究了发展机制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1]。较多学者分析了数实融合发

展带来的现实价值，指出数实融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在数实融合发展同时，也存在着现实困境需要突破，如杨秀云

等（2023）等指出当前面临着数字鸿沟与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共存、

数字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动

力不强、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等一系列现实困境 [2]。

二是一些学者关注研究了数实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机理和实践路径等。如钞小静（2022）从数实融合的逻辑和特征

事实出发，分析了数实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和实

践路径 [3]。陈晓珊等（2023）在分析数实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理论之上，从加强研发、打造产业链、推进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深入挖掘数实融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4]。

三是有关数实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王喜莲

（2024）从基础融合、创新融合、应用融合、效益融合和生态融合

等五个方面构建中国数实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三十个省

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实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耦合协调水

平进行测算，得出不同区域的耦合协调水平有所差异 [5]。经过对这

类相关文献的梳理，当前有关数实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耦

合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或者省域范围宏，涉及到县域

的不算太多，并且也以定性研究为主。

四是有关数实融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困境。不

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以及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杨宝才（2024）指出

在河南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着产业结构落后、不同县域

间发展失衡、人才等关键要素的供给不足、县域城镇化建设水平

不高的问题，有必要利用数字化手段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谌璐等（2023）通过构建数字经济 -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复合系

统，在宝鸡市1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基础上，使用了熵值法和耦合

协调评价模型展开了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区县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较高的相关性，但是二者未形成互相影响的

螺旋上升趋势，部分地区存在着数字化发展滞后和经济滞后交替

呈现的情况，建议重视县域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人才的引进，

以及不断强化区域优势产业发展，实现数实融合发展与县域经济

2024》的相关资料显示，县域经济总量占全省经济总量的六成以上，实现河南省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数字经济这一新动能的

支持，以数字化转型为河南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活力，数实融合对实现河南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基于上述发展

背景，本文从分析数实融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出发，从不同的维度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数实融合

与河南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丰富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

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7]。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融合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了数实融合发展对经

济高质量起到的推动作用，也有一些学者对数实融合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包括数实融合与县域

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但是梳理了几方面的文献发现，针对数实融

合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虽然有，整体依然较

少。因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理论研究之上，参考了不同学者构建

指标体系的方法，对数实融合与河南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

合关系进行研究。

二、理论分析

（一）数实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

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达到42.8%，数字经济

同比名义增长7.39%，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45%，有效支

撑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活跃、增长

速度最快、也是创新最多的领域，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如图1

所示，在数实融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从微观和

宏观两个层面发挥作用。从微观层面来说，数实融合可以优化企

业资源配置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生产效

率的目的，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又可以增强企业的品牌影响

和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宏观层面来说，数实

融合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调节市场供需，实现市场供

需的精准匹配，帮助传统产业实现绿色发展，助推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二）数实融合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耦合关系指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数实

> 图1 数实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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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耦合关系。

1. 数实融合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本文在分析数实融

合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时，参考了王喜莲（2024）

对数实融合指标体系的构建，从基础融合、创新融合、应用融

合、效益融合和生态融合等五个方面构建数实融合指标体系 [5]。数

实融合的程度反应了传统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在县域经

济发展中，通过基础融合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数字化平台，创新

融合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促进研发新产品，应用融合提高县域企业

的生产效率，效益融合优化企业资源配置、降低成本等，生态融

合帮助县域实体经济实现绿色发展，通过数实在不同方面的深度

融合，驱动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数实融合的反馈调节。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通过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等方

面对数实融合产生反馈调节作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县域传统产业势必要转型升级，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在提

高数字产业化水平，数字产业和县域经济的适配，也会促进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持续增强县

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一系列数字技术会不断深入到实体经济领域，也促进了数

实深度融合。此外，随着各类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出

台，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引进，尤其是具备数字

技术的专业人才，人力资本的流入进一步增强了数实融合过程中

的内在动力。

三、数实融合与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的

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首先，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基础融合、创新融合、

应用融合、效益融合和生态融合等五个方面构建数实融合的指标

体系。其中，基础融合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数字化工

具；创新融合有效促进了产品和服务创新发展；应用融合在改善

消费者体验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效果显著；效益融合可以降低成

本并优化资源理，有助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发展；生态融

合通过合作共享，打开了资源共享新局面。

其次，构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内的5个一级指

标以及15个二级指标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15个二级指标包括专利申请数量、研发投入强度、技术市场成

交规模、产业高级化程度、城市化率、地区收入协调、森林覆盖

率、能耗弹性系数、单位 GDP 三废排放、进出口总额占比、外国

投资占比、市场化程度、城乡收入比值、医疗机构人均床位数、

民生支出比重等方面。以河南省103个县（市）作为研究样本，

利用2010—2023年相关指标数据，测算河南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水平。所有数据来自《河南省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局官网，

以及相关政府报告等。

（二）熵值法

在本文的研究中使用熵值法对2010—2023年河南103个县

（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这是一种客观赋值法，根据所选

指标的信息熵来确定权重大小，客观的对指标进行赋权，从而减

少了赋权的主观性。指标权重的计算经过数据标准化、计算各个

指标的信息熵、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等步骤。经过本文的计算，

河南省众多县域的平均指数数值都在0—1之间，同时大部分县

（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仅仅略大于0，反应了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水平不高。

（三）耦合协调分析

本文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用来测度数实融合与河南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两者之间耦合度数值越大，说

明数实融合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相互影响越紧密。经过测

算，并通过雷达分布图展示河南103个县（市）数实融合与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结合雷达图的分布，能够发现

县域耦合度值构成的图形呈扩散形态，说明在这些县（市），数

实融合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上呈现提升态

势。同时结合雷达图的形状来看，郑州市周边县域的耦合协调度

较其他县域略高，说明数实融合与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

耦合协调方面存在区域差异。

结合数实融合与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分

布动态特征，通过核密度函数中心点的移动趋势可以验证两者间

的耦合协调水平得到改进。对时空演进特征进行分析，核密度函

数的波峰高度在近些年整体上是缓慢上升，波峰高度的分布特征

反应了数实融合与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变化

趋势。而核密度函数分布的拖尾变化反应了河南各县域耦合协调

水平的差距的变化趋势。

四、数实融合促进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激发数实融合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潜力

数实融合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畅通的实践渠

道。首先结合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政府应先从硬件基础设施

建设入手，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推进云数据平台

和数据中心的落地，通过制定政策促进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协调数字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间的关系，鼓励县域企业引入

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其次，完善数字化治理框架，从源

头上确保数实融合的安全合理，对于县域数实融合企业的创新成

果予以保护，支持县域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提供与时俱进的数

字化金融服务。

（二）持续加强政策引领，促进县域数实深度融合

大部分县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认知不足，制约了河南省县

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河南省先后出台了《河南省

“十四五”数字经济和信息化发展规划》《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工

作方案》以及《河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政策文件，全面构

建起数实融合的四梁八柱。通过不断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做强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强化数实融合的多方面应用，足以看出河南省

对数实深度融合的重视程度。经过本文的分析，数实融合与河南

县域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区域差距。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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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结合本省县域经济发展情况，明确数实融合的目标和深度，制

定详细的县域经济数实融合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各县域政府

充分考虑本地的优势和目标，结合优势产业发展，积极对传统产

业进行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推动数实

融合和县域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

（三）加大经费和人才支持，提升县域创新活力

高层次人才是数实融合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河

南省及其各县区应加大对区域的经费支持以及人才引进，充分挖

掘教科研资源和潜力，尤其是加大对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县区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大科研经费投入，通过校

企合作，有效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校企合作的同时，企业提高

自身创新能力；二是积极引进银铃人才，高技能的老年人才具备

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熟练的技巧，合理利用这些社会财富，可以

通过返聘，以督导顾问的方式持续创造价值；三是培养和引进潜

在人才，在现有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善于发现潜在人才，各县区

政府关注高校新技术类专业的发展，合理制定人才引进计划，提

前做好部署，吸引紧缺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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