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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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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概述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

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新型经济形态，深刻改变着传统行业发展，深度影响着政府治

理模式，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数字中国的战略背景下，提高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水平，已成为大势所趋和当

务之急。

一、 研究背景

2

（二）政策环境

数字经济作为实现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日益受到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连续4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以来国家层面陆续出

台《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配置体制机制的

意见》等数字经济领域顶层设计，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发展

数字经济，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各领

域、多维度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数字产业链日益壮大、数字治理日臻完善、数字

红利不断惠及，但区域内、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在

数字经济的测度方面，各国、学界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统计口径，给衡量数字经济的发

展造成了困难。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了《数字经济及核心产业统计分

类（2021）》，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和测度标准。

为衡量各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团队参考了PEST模型、

钻石模型、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产业链理论，聚焦企业微观主体，基于自有数字经济

企业库和数字经济政策库，构建了三级指标体系，编制了《2021中国数字经济产业

发展指数报告》，致力于为各地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参考。

（三）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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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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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介绍

本报告编制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旨在衡量各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的综合发展

水平。指数目前共包含了5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

标分别为数字经济政策与环境、数字经济规模与质量、头部企业情况、产业创新能力

以及产业投资热度五个维度。

表 1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字经济政策与环境

政策环境
出台数字经济政策数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布局情况

支撑服务
数据管理机构设置情况

数字经济产业相关联盟、
协会及研究机构

数字经济规模与质量
产业规模 本地区数字经济企业数量

企业质量
总注册资本

网站建设情况

头部企业情况

上市企业

上市企业数量
总市值
净利润

企业所得税
平均技术人员占比情况

每年新增岗位情况

独角兽企业
独角兽企业数量

独角兽企业总估值
瞪羚企业 瞪羚企业数量

高新技术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产业创新能力

研发投入 R&D经费占GDP比重

知识产权

软件著作权数量
专利数量
商标数量

学术会议数量

产业投资热度 融资情况
总融资额

总融资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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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二）数据来源

本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数据研究院自建的数字经济企业库和数字经济政策数

据库。

1、数字经济企业库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数字经济企业库共收录了全国313万余家企业。录入标准以

2021年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基准，收录了行业代码下的所有企业。

需要说明的是，《数字经济及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数字经济分为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细化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

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5大类。并且明确指出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应的前4大类即为数字产业化部分。根据较为明确的划分，本数据

库中的企业目前仅收录数字产业化的相关企业，这些是国家认定的数字产业的核心、

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企业库涵盖了122个维度指标，包括企业工商注册、运营情况、研发情况、投融

资情况等，并依据数字经济产业的上市公司、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建立头部企业

库。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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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二）数据来源

2、数字经济政策库

研究院根据政府公开数据，共收录全国3704项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包括政策名

称、发布部门、发文文号、发布日期、实施日期、时效性（现行有效、失效、已被修

改等）、效力级别（行政许可批复、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规范性文件、

地方工作文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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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经济指数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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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经济指数评析

（一）数字经济指数总体评价

一线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化进程较快，省会城市领头上阵。

从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情况看，排名前5位的城市为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

圳，这5座城市作为第一梯队，在政策与环境、产业化规模、头部企业数量以及产业

创新能力等各个维度上都领先于其他城市，是数字经济产业化的领头羊。

图 1 数字经济指数城市排名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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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队：北京、上海、杭州、
深圳、广州

第二梯队：成都、重庆、武汉、天津、
厦门、南京、青岛、西安

第三梯队：济南、长沙、合肥、苏州、
无锡、福州、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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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经济指数评析

（一）数字经济指数总体评价

图 2  数字经济总指数排名（前15名）

除深圳、厦门、青岛市外，排名靠前的15座城市均为直辖市或省会城市，这些城

市数字经济政策与环境相对完备，数字产业规模大，领头企业数量多，发达的经济更

吸引了一众优秀人才与投资商，数字产业创新力得以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产业向中

心城市集聚的现象，揭示了数字产业化的时代性、趋势性、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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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城市内的产业政策与环境相对完善，广东省

内各城市优势明显。

从政策环境来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范围内的城市产业政策与环境相对完善，

更加重视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环境建设、组织体系建设、战略布局和支撑服务，政策与

环境指数排名前15名城市中有11座位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内，引领示范作用发

挥较好。

特别要指出的是，广东省有深圳、广州、佛山、珠海4个城市入围前15强，在数

字经济政策与环境方面更加完备、优势明显。

三、 数字经济指数评析

（二）数字经济政策与环境

图 3  数字经济政策与环境排名（前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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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经济指数评析

（三）数字经济规模与质量

图 4  数字经济规模与质量排名（前15名）

省会城市数字经济规模与质量相对较高，各主要板块表现较为均衡。

在规模与质量排名前15名的城市中，有10个省会城市和3个直辖市，这些城市在

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及企业质量上具有明显优势。在排名前10名的城市中，长三角、成

渝、珠三角、中部地区等主要板块均有2城入围，表现较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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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经济指数评析

（三）数字经济规模与质量

图 5 全国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分布热力图

数字经济企业数量是衡量数字经济规模最显著的指标之一，在数字经济企业数量

排名前10名城市中，广州市、成都市作为第一梯队领跑全国，深圳市、杭州市、上海

市作为第二梯队紧随其后，其余城市与前5名城市的差距还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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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经济指数评析

（四）头部企业情况

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广州五市优势显著，其余城市还有差距。

从头部企业数量来看，头部企业指数排名前5名的城市为北京、上海、杭州、深

圳、广州，这些经济中心城市凭借着坚实的经济基础、浓郁的时代氛围吸引着人才创

业、企业落户，其他城市与之相比差距较大。

13

表 2 头部企业情况指数排名（前15名）

排名 省份 城市 得分

1 北京市 北京市 0.962

2 上海市 上海市 0.917

3 浙江省 杭州市 0.912

4 广东省 深圳市 0.838

5 广东省 广州市 0.799

6 湖北省 武汉市 0.705

7 四川省 成都市 0.662

8 重庆市 重庆市 0.626

9 安徽省 合肥市 0.619

10 山东省 济南市 0.612

11 广东省 珠海市 0.604

12 陕西省 西安市 0.599

13 江苏省 南京市 0.594

14 天津市 天津市 0.592

15 江苏省 无锡市 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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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无锡市

14 天津市

13 南京市

12 西安市

11 珠海市

10 济南市

09 合肥市

08 重庆市

07 成都市

06 武汉市

05 广州市

04 深圳市

03 杭州市

02 上海市

01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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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经济指数评析

（四）头部企业情况

下图显示了上市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四类企业总数排名

的top15城市，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广州、杭州4座城市在四类企业的数量排名中

均位居前列。说明这些城市头部企业数量庞大，有利于带动本区域的数字经济产业化

进程，在该转变过程中优势明显。尤其在瞪羚企业数量上，北京市以2331家的数量

远超其他城市。

图 6  各类头部企业数量to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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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企业 独角兽企业 瞪羚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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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经济指数评析

（五）产业创新能力

表 3  产业创新能力指数排名（前15名）

15

排名 省份 城市 得分

1 北京市 北京市 0.989

2 上海市 上海市 0.934

3 四川省 成都市 0.876

4 广东省 广州市 0.827

5 浙江省 杭州市 0.813

6 广东省 深圳市 0.781

7 重庆市 重庆市 0.756

8 天津市 天津市 0.754

9 福建省 厦门市 0.739

10 江苏省 南京市 0.735

11 山东省 青岛市 0.733

12 陕西省 西安市 0.677

13 湖南省 长沙市 0.672

14 江西省 南昌市 0.653

15 湖北省 武汉市 0.617

省会城市产业创新能力强劲，中西部城市表现领人欣喜。

在产业创新能力上，省会城市的优势较为明显。这与数字经济企业规模的分布具

有相关性，庞大的企业基数、雄厚的资金实力一定程度上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强大的创

新能力，高校的人才输送以及科研院所的加持更推动了数字经济产业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城市的表现令人欣喜，排名前15名城市中有成都、重庆、

西安、长沙、南昌、武汉5座城市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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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经济指数评析

图 7 创新能力指标数量图

知识产权是衡量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下图显示了各地级市的软件著作权、

专利、商标数量情况。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座城市在几类指标

的数量排名中均比较靠前，尤其是北京市在各项指标排名中均以第一位的排名遥遥领

先于其他城市。表明发达的经济、林立的高校、众多的人才为数字经济产业化创新能

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五）产业创新能力

16

专利数量分布

商标数量分布

软著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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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经济指数评析

（六）产业投资热度

图 8  全国数字经济企业融资额分布热力图

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领跑全国，沿海、沿江城市优势明显。

在产业投资热度方面，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领跑全国，优良的发展环境在

吸引内部及外来投资上更具优势，无论在总融资额还是在总融资轮数上都遥遥领先

于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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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指数计算方法

（一）提取数据和无量纲化

对数字经济企业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汇总，使用极差正规化处理提取到的数据。

对于正向指标标准化：𝑥𝑖
′ =

𝑥𝑖−min 𝑥𝑖

max 𝑥𝑖−min 𝑥𝑖
；

对于负向指标标准化： 𝑥𝑖
′ =

max 𝑥𝑖−𝑥𝑖

max 𝑥𝑖−min 𝑥𝑖

其中，𝑥𝑖
代表第 i 个指标对应数据， max 𝑥𝑖

代表第 i 个指标所有样本中的最大值， m𝑖𝑛 𝑥𝑖
代

表第 i 个指标所有样本中的最小值。经过上述极差正规化变换，所有的指标均变为正向指标，同时指

标对应数值规范在0和1之间。

（二）基于数据确定权重

此处采用向量法，样本特征向量和“最优向量”的相似程度可由向量间的夹角、

曼哈顿距离、欧式距离等进行度量。本文中使用欧氏距离，如:在含样本三个特征

（x,y,z）情况下,点A(𝑥𝑎, 𝑦𝑎, 𝑧𝑎)
和点B(𝑥𝑏, 𝑦𝑏 , 𝑧𝑏)

之间的欧式距离为：

点AB间欧氏距离= (𝑥𝑎 − 𝑥𝑏)2+(𝑦𝑎 − 𝑦𝑏)2+(𝑧𝑎 − 𝑧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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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总指标得分和排名

具体向量法定权流程为：

步骤一：得到指标变量的“最优向量”。

步骤二：计算各样本特征向量与“最优向量”之间的欧氏距离。

步骤三：计算拟分数。将步骤二中得到的欧氏距离与其最大欧式距离之间的差作

为拟分数。

步骤四：将拟分数作为标签,涉及的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指标权重。

（四）计算总指标得分和排名

以上得到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和各指标权重，基于收集得到的各指标

数据可计算各城市的总指标得分。具体公式如下：

𝑖𝑛𝑑𝑒𝑥𝑘 =

𝑖=1

𝑛𝑘

𝑤𝑘𝑖 ∗ 𝑥𝑘𝑖
′

其中，𝑖𝑛𝑑𝑒𝑥𝑘
代表数据产业化指标体系中某级某个指标得分，𝑛𝑘

为这个指标下

所涉及得到的变量个数，𝑤𝑘𝑖
是指涉及的变量对应的权重，而𝑥𝑘𝑖

′ 是指涉及的变量规范

后的指标值。最终可通过以上方式计算得到城市的总得分、一级指标得分以及排名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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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介绍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是在北京市委市政府指导下，由中关村管委

会、海淀区政府、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四方共同支持建立的，是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领域第一个集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产业转化以及智库咨询为一体的产学研综合性

平台。

大数据分析技术创新中心是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和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联合共建的产业化合作与服务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中心以城市治理与决策的数

字化与智能化转型赋能为目标，致力于打造大数据、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应用创新方

案与产品的重要策源地与示范推广平台。

中心建立了数字经济企业库和政策库，已发布《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地图》《大数

据产业发展指数》《典型城市大数据发展报告》《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指数报告》等多

项系列成果，为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大数据顶层设计、大数据平台建设、大数据

标准规范制定、数据资源管理、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大数据产业园区规划、智慧城市

建设等咨询服务；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机器学习等大数据分析技术和方

法，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基于数据的决策和应用落地服务，支撑政府决策和企业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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