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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治愈服务业“成本病”的路径研究
———基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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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务业“成本病”的存在会影响整体经济的生产率，进而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基于此，本文

首先对“成本病”的形成机制进行梳理，然后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两个角度切入，分别构建局部均衡

模型与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数字技术治愈“成本病”的路径，并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中国３０个省份面板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１）就“效率提升”视角而言，数字技术能显著促进服务创新，从而推动服务业
生产效率提升，即数字技术能通过赋能服务创新质效治愈“成本病”；（２）高技能劳动力、人均资本能与数字技
术形成“数字化—高技能”和“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效应，强化数字技术的效率赋能作用；（３）从“结构优
化”视角来看，数字技术一方面能够调节“效率—价格—产出”———“成本病”存在的因果链条，另一方面也能

缩短行业间技术进步率差距，优化创新流动，从结构上治愈“成本病”。本研究为在服务业数“智”化转型过程

中破除“成本病”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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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１］。然而，经济理论

与国际经验表明，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容易产生“结

构性减速”现象［２－３］。２００９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出
缓慢而稳定的下行趋势，年均降幅达０３９％，经济增长率
与服务业比重呈现“喇叭口”形态（如图１所示）。尽管经
济下行的影响因素众多，但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所形成

的“成本病”①，是一个重要因素［１］。基于发展理论［３］和

国内实际状况［１］的综合考量，若没有新动能注入，我国经

济增长势必会进一步放缓，最终保持长期中低速增长。

图１　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和ＧＤＰ增速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ｏＧＤＰａｎｄｔｈｅ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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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病”形成的根源在于服务业的低效率属性［４］。相较

于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具有“结果无形”“生产消费同步”

和“不可存储”的性质［５］，这使得服务业生产率明显滞后

于制造业［６］。为扭转服务业低效率属性，必须聚焦于技

术革新、服务模式优化。２０２２年，党的二十大强调优化服
务改革，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加强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

发展水平。２０２４年７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发展服

务业体制机制，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

用，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建设。毋庸置疑，服务业数字化转

型是提升服务效率和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路

径［７］。数字技术应用一方面通过创造新的平行数据市

场，有效拓展了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跨越了服

务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的障碍，从而打破了服务远程贸易

壁垒，提升服务效率。数字技术也带来生产要素和创新方

式的变革，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还能推动产业

结构的转型与升级［８］。那么，数字技术能否打破“服务经

济时代是低增长时代”这一规律，治愈“成本病”，促使经

济增速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基于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

“成本病”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就本文研究所及，现有文献主要从两种角度考虑“成

本病”的影响因素。一类是考虑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治

疗“成本病”的潜在属性，另一类则是探究其他因素对于

“成本病”的影响。尽管“成本病”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

但相关研究提出的作用路径却近乎一致。在“服务业之

谜”成立的前提下，提升服务业效率是缓解乃至治愈“成

本病”的关键［４］。就信息技术而言，Ｐｅｔｅｒｓ等［９］发现 ＩＣＴ
能提高服务可交易性，进而提升服务效率，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成本病”。从数字技术的技术—经济特性来看，

网络技术赋予了服务业规模经济、贸易经济和长尾效应三

个特点，进一步促进了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升［１０］。实证

研究方面，李帅娜［１１］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省级面板数
据，发现数字技术能显著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并且在中西

部地区更加凸显。而就其他影响因素来看，服务业制造业

融合［１２］，贸易与移民［１３］均能对“成本病”产生影响，但相

关因素的作用渠道仍是赋能服务业技术效率提升。

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仍存在一些不

足。首先，多数研究侧重于从生产效率角度探讨数字技术

治愈“成本病”的作用路径，忽略了从结构上治愈“成本

病”的可能性，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实际上，“成本病”更

多是由结构因素导致，生产要素的逆向流动也是“成本

病”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从结构优化的角

度，探究数字技术治愈“成本病”的具体路径。其次，现有

的少量文献在分析数字技术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时，忽略

了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以及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估计

结果产生偏误。最后，现有关于数字技术对“成本病”的

影响研究多集中于文字讨论层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缺乏

严密且完整的理论推演与实证分析。基于此，本文尝试弥

补现有研究不足，从厘清“成本病”形成机制入手，基于

“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两个视角，分别构建数理模型

深入剖析数字技术治愈“成本病”的路径机制，并结合计

量模型从多个维度进行实证检验。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１１　“成本病”概述、形成机制与潜在治愈路径

“成本病”是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ａｕ
ｍｏｌ）［２］提出的理论概念，指在技术进步不均衡的经济体
系中，服务业因生产率增速长期滞后于制造业而引发其相

对成本持续攀升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与

整体经济增长效率受损。概括而言，即服务业相对较低的

生产率导致相对较高的价格水平，若服务品缺乏弹性，那

么服务业高价格水平就会导致其产出上升和劳动力流入，

从而使得服务业劳动成本过度增长。由于劳动力是由高

效率部门（制造业）流入低效率部门（服务业），就会导致

“经济结构性减速”。由此可以梳理出“成本病”成因的

“效率—价格—产出—速度”的传导机制（或因果链条，见

图２）。

图２　“成本病”的“效率—价格—产出—速度”因果传导机制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ｒｉｃｅｏｕｔｐｕｔｓｐｅｅｄ＂ｃａｕｓ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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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病”的形成需满足３个前提［２］：①服务品的需
求价格弹性小于１；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工资变动一致；
③制造业与服务业生产率增速存在差异。第一个前提已
被Ｂａｕｍｏｌ等［４］及后续的研究所证实。不同行业工资比值

恒定也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８］（证实第二个前提）。因

此，“成本病”的形成最终落脚于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是否

低于制造业。

从生产效率角度看，“成本病”的形成可简单视为服

务业效率低下所致（服务业效率低—相对价格高—劳动

力大量流入，成本上升）。因而，提升效率就可以作为治

疗“成本病”的核心手段。对于提升服务业效率治愈“成

本病”的路径研究，称为“效率提升”视角。从结构调整角

度看，“成本病”的成因可以概括为生产要素的负向流动

（由进步部门流入停滞部门）。那么就存在两种可能的治

愈机制。第一，调节生产要素负向流动机制，减缓要素负

向流速。若存在一种经济力量，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

率产生异质性影响，就可以间接调节“效率—价格”这段

因果链条，抑制“成本病”的形成。第二，逆转生产要素的

负向流动机制。若能缩小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技术进

步率差距，要素流动就不再是简单的“负向流动”。对于

从结构上治愈“成本病”的路径研究，称为“结构优化”视

角。下文将基于“成本病”治愈的两个角度，分别构建理

论模型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具体的作用路径。

１１２　“效率提升”视角下的理论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部分基于数字技术的“渗透性”与“替代性”［７］，将

数字要素视为与一般劳动力相互替代（而与高技能劳动

力协作生产），且能在不同类型任务下协同分工的生产要

素。同时参考Ｍｅｌｉｔｚ［１４］，构建局部均衡模型刻画数字技术
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分析“效率提升”视角下，数

字技术对“成本病”的治愈路径。

（１）消费者效用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如式（１）所示：

Ｕ＝ ∫
ω∈Ω
ｑ( )ωρｄ[ ]ω

χ
ρＸ１－χ （１）

其中，０＜χ＜１，Ω表示一系列异质性服务品的集合。
ｑ( )ω为服务品的消费量，Ｘ为除服务品之外的其他产品。
服务品之间存在替代性（替代弹性 σ＝１／１－( )ρ＞１）。

消费者对服务品最优选择为ｑ( )ω ＝Ｑ ｐ( )ω[ ]／Ｐ －σ，Ｑ为
服务品的加总，Ｐ为对应的加总价格。

（２）厂商生产
服务品ω唯一对应厂商 ｉ，且具有的生产率 φｉ，φｉ表

现为生产模式和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参考 Ｐｒｅｔｔｎｅｒ和
Ｓｔｒｕｌｉｋ［１５］，企业通过完成一系列任务进行生产，并需要数
字要素（ＡＩｉ）、劳动力（Ｌｉ）、资本（Ｋｉ）和高技能劳动力
（Ｈｉ）共同配合。厂商的生产函数见式（２）：

ｑｉ＝φｉ
１
σ－１ｅ∫

１
０
ｌｎ ｚｉ( )υ( )γ

γ Ｋｉ( )α
α Ｈｉ( )β[ ]β ｄυ （２）

其中，ｑｉ表示产出，υ∈ ０，[ ]１表示测度为１的一系列
生产任务，ｚｉ( )υ表示在完成任务时选择的协同生产要素
（包括数字要素与劳动力）。要素产出弹性满足 γ＋α＋β
＝１。
流水线上的生产任务 υ依据复杂程度从低到高排

列［１５］。劳动力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能执行所有类型的

任务，而数字要素表现为取代简单重复性的劳动，因而对

复杂劳动的替代存在局限。简单任务（υ∈ ０，η[ ]ｉ）可以
用劳动力或数字要素进行生产，而复杂任务（υ∈ ηｉ，[ ]１）
只能指派给劳动力。参考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１６］，数字
要素对劳动力始终具有比较优势，即ｒＡＩｉ＜Ｗ。因此，协同
生产要素ｚｉ( )υ的具体形式如式（３）所示：

ｚｉ( )υ＝

ＡＩｉ
ηｉ
， υ∈ ０，η[ ]

ｉ

Ｌｉ
１－ηｉ

， υ∈ ηｉ，[ ]{ １

（３）

（３）创新研发
一般而言，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多，生产率提升幅度也

越大。假定研发使生产率由 φ
－

ｉ提升至 τｉηｉＩｉδφ
－

ｉ，即 φｉ＝

τｉηｉＩｉδφ
－

ｉ。Ｉｉ为研发投入，τｉ为研发效率，δ为研发投入的
产出弹性，ηｉ表示数字技术的直接赋能效应。设定δ＜１，
以适应Ｊｏｎｅｓ［１７］所发现的技术进步对研发投入呈规模报
酬递减的实证结论。

（４）厂商最优决策
厂商最优化问题由式（４）给出：

ｍａｘ
Ｌｉ，Ａｉ，Ｈｉ，Ｋｉ，Ｉｉ，ｐｉ

Πｉ＝ｐｉｑｉ－ＷＬｉ－ψＩｉ－ｒ
ＡＩｉＡＩｉ－ｒＫｉ－Ｗ

ＨＨｉ

ｓｔｑｉ＝φｉ
１
σ－１

ＡＩｉ
η( )
ｉ

ηｉ Ｌｉ
１－η( )

ｉ

１－ηｉ
／[ ]γγ Ｋｉ( )α

α Ｈｉ( )β
β

；φｉ＝τｉηｉＩｉδφ
－
ｉ；ｑｉ＝Ｑ

ｐｉ[ ]Ｐ
－σ （４）

　　其中，ＷＨ为高技能劳动力工资，ｒ为利率，并标准化Ｐ
为１。求解如上最优化问题可得均衡时的研发投入（５）：

Ｉｉ＝ η
１
１－δ{ｉ

直接数字化赋能

× ＰＸｉ
１－σ
１－{ δ

边际成本下降效应

× δ １－
１( )σ

σ
Ｑ
１
στｉφ

－
ｉ[ ]

ψ

１
１－δ

（５）

其中，ＰＸｉ＝Ｐ
γ
Ｚｉｒ

α Ｗ( )Ｈ β，ＰＺｉ＝ ｒＡＩ( )ｉ ηｉＷ１－ηｉ。将式
（５）对数字化水平ηｉ求偏导可得式（６）（与对数字技术水
平１／ｒＡＩｉ求偏导结果一致）：

Ｉｉ
ηｉ
＝ １
１－δηｉ

Ｉｉ＋
Ｉｉ
ＰＸｉ
·
ＰＸｉ
ＰＺｉ
ＰＺｉｌｎ

ｒＡＩｉ( )Ｗ ＞０ （６）

企业生产率是创新投入的增函数，即φｉ／Ｉｉ＞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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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的第一项捕捉了数字化的直接赋能效应，第二项刻画
了数字化的创新边际成本下降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作

用下，服务业数字化提升了企业创新边际收益，从而激励

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并提升生产率，达到了治愈“成本病”

的目的。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研究高技能劳动力与资本投入在

数字技术提升企业生产率过程中的边际效应。高技能劳

动力的增加意味着工资 ＷＨ下降，因而只需研究 ＷＨ在数
字技术提升企业生产率过程中边际影响。将式（６）对 ＷＨ

求偏导，可得２Ｉｉ／ηｉＷ
Ｈ＜０，即高技能劳动力越多，数字

技术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越强，表明存在“数字化—

高技能”协同效应。同样，将式（６）对 ｒ求偏导，可得资本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生产率过程中的边际影响２Ｉｉ／ηｉｒ＜
０，即服务业人均资本存量越多，数字技术对企业生产率的
赋能效应越强，表明存在“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效应。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数字技术能赋能服务业创新发展，提升服务业生
产率，从效率上治愈“成本病”。

Ｈ２：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人均资本呈现“数字
化—高技能”和“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特征。

１１３　“结构优化”视角下的理论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部分基于Ａｇｈｉｏｎ和 Ｈｏｗｉｔｔ［１８］“创造性毁灭”机制，

并结合数字技术“协同性”与“替代性”，参照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１９］定向技术变革模型的构建方法，构建多部门内生增

长模型深入剖析“结构优化”视角下，数字技术治愈“成本

病”的理论路径。

（１）通用产品
假设经济中只存在制造业（ｍ）与服务业（ｓ）。通用产

品的生产函数设定为（７）：
Ｙｔ＝（ζ

１／ε
ｓ Ｙ

（ε－１）／ε
ｓｔ ＋ζ１／εｍ Ｙ

（ε－１）／ε
ｍｔ ）ε／（ε－１） （７）

其中，Ｙｔ是通用产品。Ｙｊｔ是行业 ｊ∈ ｓ，{ }ｍ的最终产
品。ζｊ表示行业ｊ的份额，满足 ζｊ＞０，ζｓ＋ζｍ＝１。ε表示
行业间替代弹性，满足０＜ε＜１［８］。

（２）最终产品
最终产品由测度为１的机器（中间产品）以及协同生

产要素聚合成式（８）的形式：

Ｙｊｔ＝Ｚ
１－β
ｊｔ ∫

１

０
Ａｊｔ( )ｉ１－βｘｊｔ( )ｉβｄｉ （８）

其中，β∈ ０，( )１。ｘｊｔ( )ｉ表示机器使用的数量，Ａｊｔ
( )ｉ表示机器的质量（技术）。Ｚｊｔ表示协同生产要素组合，
由数字要素与劳动力共同组成①。最终产品和要素市场

均完全竞争，假设劳动供给恒定。数字要素相对劳动力的

边际成本只源自数字服务的变化，而数字服务与数字技术

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以劳动力与数字要素的价格比率

λｔ＝ωｔ／ｒ
ＡＩ
ｔ 指代数字技术水平。行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如

（９）所示：

注：①Ｚｉｔ＝ｅｘｐ∫１０ｌｎｚｉｔ（ｖ）[ ]ｄｖ＝ ＡＩｊｔ
η( )
ｊ

ηｊ Ｌｊｔ
１－η( )

ｊ

１－ηｊ
。其中，ｚｊｔ（ｖ）表示协同要素投入，与式（３）的设定一致。

ｍａｘ
ＡＩｊｔ，Ｌｊｔ，ｘｊｔ( )ｉ

ｐｊｔＺ
１－β
ｊｔ∫

１

０
Ａｊｔ( )ｉ１－βｘｊｔ( )ｉβｄｉ－∫

１

０
ｐｊｔ( )ｉｘｊｔ( )ｉｄｉ

－ωｔＬｊｔ－ｒ
ＡＩ
ｔ ＡＩｊｔ （９）

其中，ｐｊｔ( )ｉ为机器的价格。劳动力与数字要素市场

出清要求∑ｊＬｊｔ＝Ｌ
－
＝１；∑ｊＡＩｊｔ＝ＡＩｔ。Ｌ

－
为劳动力总供应，

ＡＩｔ为数字要素总供应（假定ＡＩｔ会适应λｔ的变化）。
（３）中间产品
作为垄断生产者的机器制造商既生产机器也对机器

进行研发。资本是机器生产的唯一投入，资本利率为 ｒＬｔ。
假定生产１单位机器需要ψ单位资本投入，即机器的资本
生产率为１／ψ。数字技术能提升生产分工和协作效率［１］，

从而也能提高机器生产的效率。因此，设定机器的生产函

数为ｘｊｔ( )ｉ＝ψ－１γη( )ｊＫｊｔ( )ｉ，ψ＝β２。这里，Ｋｊｔ( )ｉ表示资
本使用量，γ η( )ｊ衡量数字技术对机器生产效率的赋能，

γ′η( )ｊ ＞０。资本市场出清有∑ｊ∫
１
０Ｋｊｔ( )ｉｄｉ＝Ｋｔ，Ｋｔ为资

本总供应。

（４）研发创新
依据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的研究，技术进步由科学家主导，而

资本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有限。因此，设定科学家为唯一的

创新 要 素。科 学 家 通 过 Ｒ＆Ｄ 将 Ａｊｔ－１ ( )ｉ提 升 至
１＋γｊＳｊｔ( )ｉ( )ξ Ａｊｔ－１( )ｉ，即有 ｇｊｔ( )ｉ＝ Ａｊｔ( )ｉ－Ａｊｔ－１( )( )ｉ ／
Ａｊｔ－１( )ｉ＝γｊＳｊｔ( )ｉξ。这里，γｊ表示不同行业机器的研发效
率。Ｓｊｔ( )ｉ为机器升级所需分配的科学家数量，ξ
∈ ０，( )１［１７］。

假定同一行业内所有垄断机器制造商聚合成一个庞

大的垄断企业，就表明行业内创新要素将以整个行业平均

技术水平最大化原则进行分配，即可得式（１０）：
Ｓｊｔ( )ｉ＝

ａｒｇｍａｘ
Ｓｊｔ( )ｉ∈ Ｓｊｔ（ｉ） ∫１０Ｓｊｔ( )ｉｄｉ≤Ｓ{ }ｊｔ

∫
１

０
１＋γｊＳｊｔ( )ｉ( )ξＡｊｔ－１( )ｉ{ }ｄｉ

（１０）
其中，Ｓｊｔ为行业 ｊ的创新要素。根据技术创新的规

范，可得行业平均技术Ａｊｔ如式（１１）所示：

Ａｊｔ＝Ａｊｔ－１＋γｊＳξｊｔ ∫
１

０
Ａｊｔ－１ ( )ｉ

１
１－ξ( )ｄｉ１－ξ １＋γｊＳξ( )

ｊｔＡｊｔ－１

（１１）
借鉴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１９］，假定科学家是创造和升级各种

机器垄断技术的所有者，这表明同一行业内机器生产的垄

断利润将均等分配给每一位科学家（每位科学家得到πｊｔ／
Ｓｊｔ，πｊｔ为部门ｊ获得的垄断利润）。定义ｇｊｔ＝ Ａｊｔ－Ａｊｔ( )－１ ／

Ａｊｔ－１，并标准化创新要素总供应 Ｓ
－
＝１。

由于不同行业研发人员存在知识积累方式、研发创新活

动的异质性，所以行业间存在创新要素流动壁垒。但随着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数字技术对创新活动

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并引发创新要素流动机制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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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基于此，设定两种不同的情形对模型均衡展开讨论。

情形１（低数字化水平）：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低下，不
足以突破创新要素流动壁垒。

情形１下的不同行业间存在创新要素流动壁垒，所以
每个行业的创新要素数量恒定。假定服务业的创新要素

禀赋为珔Ｓ，制造业为 １－( ) 珔Ｓ，并满足ｇｓ＜ｇｍ。
情形２（高数字化水平）：数字技术发展足以突破创新

要素流动壁垒。

情形２表明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因而各行业创新要素
分配满足Ｓｓｔ＋Ｓｍｔ≤珔Ｓ，且创新的内部均衡满足 πｓｔ／Ｓｓｔ＝
πｍｔ／Ｓｍｔ。

（５）均衡分析
均衡由变量集 Ｙｊｔ，ｐｊｔ( )ｉ，ｘｊｔ，Ｌｊｔ，ωｔ，ｒ

ＡＩ
ｔ，ｐｊｔ，ｒ

Ｌ
ｔ，Ｓ( )ｊｔ组

成。在每个时期 ｔ，这些变量最大化通用产品和最终产品
生产商的利润，以及最大化机器制造商的垄断利润，并使

得劳动力、数字要素、最终产品市场和金融资源出清，同时

确保不同情形下的创新流动均衡。

求解模型可得式（１２）：
φｓｔ
φｍｔ
＝
ζｓ
ζｍ

ｐＺｓｔ
ｐＺ

( )
ｍｔ

φ

{

ε

数字技术效应

× χη( )
ｓ

χη( )( )
ｍ

－φ{ ε

异质性数字化效应

× Ａｓｔ
Ａ( )
ｍｔ

－φ

{ ε

生产率效应

（１２）

其中，φｊｔ＝ｐｊｔＹｊｔ／ｐｓｔＹｓｔ＋ｐｍｔＹ( )ｍｔ为行业 ｊ的产出份
额，φε ＝ １－( )β· １－( )ε ＞０，ｐＺｓｔ／ｐＺｍｔ＝λ

ηｍ－η( )ｓ
ｔ ，χ

η( )ｊ ＝γ η( )ｊ
β／ １－( )β。那么由式（１２）及模型均衡可得式

（１３）：
ｐｓｔ／ｐｍｔ
Ａｓｔ／Ａｍｔ

＜０，
φｓｔ／φｍｔ
Ａｓｔ／Ａｍｔ

＜０ （１３）

行业间技术差距会反向影响行业间的价格水平和产

出份额，符合“成本病”“效率—价格—产出”的传导机

制［２１］。将式（１３）对数字技术水平 λｔ以及服务业数字化
水平ηｓ求偏导得式（１４）：

２ｐｓｔ／ｐｍｔ
Ａｓｔ／Ａｍｔ·ｘｔ

＞０，
２φｓｔ／φｍｔ
Ａｓｔ／Ａｍｔ·ｘｔ

＞０，ｘｔ∈ λｔ，η{ }
ｔ

（１４）
可以发现，在ηｓ＞ηｍ，即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大于制造业

的前提下，数字技术和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均可以有效缓

解服务业生产率低所造成的相对价格以及产出攀升效应。

实际数据也给出了ηｓ＞ηｍ的事实依据（２０２３年我国服务业
数字化渗透率达４５６％，明显高于制造业（２５０％），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也有一致结论）。因此，本文提出：

Ｈ３：数字技术能调节“效率—价格—产出”之间的关
系，即数字技术发展会抑制服务业生产率相对低导致的服

务业价格以及产出攀升效应，以此缓解“成本病”。

下面考虑情形１下的模型均衡，此时经济增长率如式
（１５）所示：

ｇｔ＋１ ＝ φｓｔ １＋γｓＳξ( )
ｓ
－φε＋φｍｔ １＋γｍＳξ( )

ｍ
－φ( )ε －１φε－１

（１５）
为体现制造业为进步部门，设定１＋γｓＳξｓ＜１＋γｍＳξｍ

（ｇｓ＜ｇｍ）。依据式（１２），技术进步率的差距将不断放大
落后部门的产出份额（φｓｔ＋１＞φｓｔ），也就意味着 ｇｔ＋１≤ｇｔ。
因此产生“生产要素结构负利”，“成本病”现象凸显，经济

增速下行。若数字技术表现为推动创新要素加速流动和

精准匹配，满足情形２的设定，则行业间创新要素分配的
动态方程（１６）为：

ｆＳｓｔ＋( )
１

ｆＳ( )
ｓｔ

＝ １＋γｓＳξｓｔ
１＋γｍ １－Ｓ( )

ｓｔ
( )ξ

－φε
，ｆ( )ｘ＝

ｘ
１－ｘ×

１＋γｓｘξ

１＋γｍ １( )－ｘ( )ξ
φε

（１６）

图３　行业间创新要素流动的稳态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ｆｌｏｗｓ

由图３可知，创新流动最终处于均衡点 Ｅ２。依据前
文的情景设置，最初的服务业技术进步率应低于制造业

（ｇｓ０＜ｇｍ０），即初始的创新要素分配满足 Ｓｓ１＜Ｓｓ。之后，
随着创新要素流动，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技术进步率差距

逐渐缩小，并趋于０。情形２稳态时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
于情形１（ｇｓｔ２＝γｓＳｓ ξ＞γｓＳｓ１ξ＝ｇｓｔ１，Ｓｓ ＞Ｓｓ１）。

若弱化情形２创新要素高度自由流动的属性，设定创新
要素流动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上升，即Ｓｓｔ≤( )λ≤
Ｓｓ；：１，[ )∞ → Ｓｓ１，[ ]１，′( )λ ＞０。那么，稳态时的行业
间技术进步率差距Δｇ＝ｇｍ－ｇｓ＝γｍ １－Ｓ( )ｍｉｎ

ξ－γｓＳξｍｉｎ（Ｓｍｉｎ
＝ｍｉｎＳｓ，( ){ }λ ）会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逐渐减小，稳态

时的经济增长率ｇ ＝γｓ ｍｉｎＳｓ，( ){ }( )λ ξ会随着数字技

术水平的提高逐渐上升。综上，数字技术通过破除行业间创

新要素流动壁垒，产生“创新要素流动红利”，引导经济增速

上行。基于此，本文提出：

Ｈ４：数字技术能通过释放创新要素流动性，缩小制造
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差距，从结构根源上治愈

“成本病”。

１２　计量模型设定
为检验“效率提升”视角下，数字技术能推动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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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促进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进而治愈“成本病”的路

径（假设１），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如式（１７）所示：
ＳＰｉｔ＝α０＋α１ＤＴＩｉｔ＋Ｘｉｔ＋ζｉ＋μｔ＋εｉｔ （１７）
其中，ＳＰｉｔ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ＤＴＩｉｔ为数字技术发

展指数，控制变量Ｘｉｔ控制其他可能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
因素，ζｉ和 μｔ分别表征省份与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
机项。

在此基础上，为检验“数字化—高技能”和“数字化—

资本深化”协同特征（假设２），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式
（１８）所示：

ＳＰｉｔ＝α０＋α１ＤＴＩｉｔ＋α２ＤＴＩｉｔ×Ｍｉｔ＋α３Ｍｉｔ＋Ｘｉｔ＋ζｉ＋μｔ
＋εｉｔ （１８）
其中，Ｍ表示调节变量，分别为高技能劳动力与人均

资本。

“结构优化”视角的理论分析表明，数字技术能抑制

服务业低生产率导致的价格和产出攀升效应，弱化“成本

病”现象。为检验这一结构调节效应（假设３），构建模型
（１９）－（２１）：

ＲＰｉｔ＝α０＋α１ＲＴＦＰｉｔ＋α２ＲＴＦＰｉｔ×ＤＴＩｉｔ＋α３ＤＴＩｉｔ＋Ｘｉｔ
＋ζｉ＋μｔ＋εｉｔ （１９）
ＰＯＥｉｔ ＰＯＹ( )ｉｔ ＝α０＋α１ＲＰｉｔ＋α２ＲＰｉｔ×ＤＴＩｉｔ＋α３ＤＴＩｉｔ

＋Ｘｉｔ＋ζｉ＋μｔ＋εｉｔ （２０）
ＰＯＥｉｔ ＰＯＹ( )ｉｔ ＝α０ ＋α１ＲＴＦＰｉｔ＋α２ＲＴＦＰｉｔ×ＤＴＩｉｔ＋

α３ＤＴＩｉｔ＋Ｘｉｔ＋ζｉ＋μｔ＋εｉｔ （２１）
其中，ＲＰｉｔ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价格指数比值（简称

相对价格），ＲＴＦＰｉｔ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率比值（简称
相对生产率），ＰＯＥｉｔ为服务业就业比重（简称就业比重），
ＰＯＹｉｔ为服务业产出比重（简称产出比重）。在模型（１９），
（２１）中 α２＞０，以及在模型（２０）中 α２＜０，则说明数字技
术具有结构调节效应。

为检验“结构优化”视角下，数字技术另一种通过缩

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率差距，从结构源头上治愈

“成本病”的作用路径（假设 ４），构建计量模型如（２２）
所示：

ΔｌｎＴＦＰｉｔ＝α０＋α１ＤＴＩｉｔ＋Ｘｉｔ＋ζｉ＋μｔ＋εｉｔ （２２）
其中，ΔｌｎＴＦＰｉｔ表示制造业和服务业技术进步率

之差。

１３　变量定义
１３１　核心变量

（１）数字技术发展指数
基于对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刻画的全面性，借鉴现有文

献［２２］，分别从数字产品创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

用、数字要素驱动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五个维度，共１６个子
指标对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进行测度①。采用定基极差熵

权法［２３］来测算指数，相较于熵权法，定基极差熵权法同时

具备横向比较性和纵向可比性，测度更加客观。计算步骤

注：① 篇幅原因，表格暂未展示，备索。

如下：

　　步骤１：计算指标比重Ｐｊｉｔ如式（２３）所示：

Ｐｊｉｔ＝Ｘ
ｊ
ｉｔ／∑ｎ

ｉ＝１
Ｘｊｉｔ （２３）

若Ｐｊｉｔ＝０，则定义ｌｉｍ
Ｐｊｉｔ→０
Ｐｊｉｔ×ｌｎＰ

ｊ
ｉ( )ｔ ＝０；Ｘ

ｊ
ｉｔ是经极差标

准化处理后的指标。

步骤２：计算单项数字技术指标 ｊ的信息熵如式（２４）
所示：

Ｅｊｔ＝－ｌｎ
－１( )ｎ×∑ｎ

ｉ＝１
Ｐｊｉｔ×ｌｎＰｊｉ( )[ ]

ｔ
（２４）

步骤３：计算指标权重Ｗｔ
ｊ如式（２５）所示：

Ｗｊｔ＝ １－Ｅ( )ｊ
ｔ ／∑

ｍ

ｊ＝１ １－Ｅ( )ｊ
ｔ （２５）

步骤４：以２０１０年为基期，用定基极差法处理原始数
据，处理方法见式（２６）：

Ｘｊｉｔ ＝

ｘｊｉｔ－ｘ
ｊ
ｉ，２０１０ｍｉｎ

ｘｊｉ，２０１０ｍａｘ－ｘ
ｊ
ｉ，２０１０ｍｉｎ

，如果指标ｊ为正向指标

ｘｊｉ，２０１０ｍａｘ－ｘ
ｊ
ｉｔ

ｘｊｉ，２０１０ｍａｘ－ｘ
ｊ
ｉ，２０１０ｍｉｎ

，如果指标ｊ{ 为负向指标

（２６）
其中，ｘｊｉｔ为指标ｊ的原始数据。
步骤５：计算指数如式（２７）所示：

ＤＴＩｉｔ＝∑ｍ

ｊ＝１
Ｗｊｔ×Ｘ

ｊ
ｉｔ （２７）

（２）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采用ＤＥＡ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ＤＥＡ

模型主要包括ＤＥＡ－ＣＣＲ（规模报酬不变）和 ＤＥＡ－ＢＣＣ
模型（规模报酬可变），但 ＤＥＡ－ＣＣＲ和 ＤＥＡ－ＢＣＣ模型
只能分析ＤＭＵ（决策单元）相对于其他ＤＭＵ的静态效率，
无法分析生产率变动的情况。Ｆｒｅ等［２４］提出的 ＤＥＡ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能够很好地解决效率动态不可比的问
题。因此，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来测算。
（３）其余核心变量
行业技术进步率差距表示为服务业与制造业技术进

步率之间的差距。相对生产率表示为服务业与制造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比值。相对价格由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

ＧＤＰ平减指数的比值表示。就业比重由第三产业就业人
数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表示。产出比重由

第三产业名义产出占第二、第三产业名义总产出的比重

表示。

１３２　控制变量
参考庞瑞芝和郭慧芳［２５］，控制如下变量：①产业结构

高级化水平（ＩＳ），以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产业增加
值表示；②政府干预程度（Ｇｏｖ），表示为地方公共财政支
出占ＧＤＰ的比重；③城市化水平（Ｕｒｂ），以城镇人口与该
地区总人口的比值表示；④市场化水平（ＭＩ），由熵权法构
建的市场化指数表示［２６］；⑤工业化水平（ＩＮＤ），由工业增
加值与ＧＤＰ的比值表示；⑥创新水平（ＩＮＮ），由区域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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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受理量对数值衡量。

１４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３０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样

本，由于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的数据严重缺失，故不纳

入考虑。文中采用线性差值法补充缺失值。数据主要来

自ＥＰＳ数据平台、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和各地区以及国家统计
年鉴，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

国金融统计年鉴》等。

２　实证分析

２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显示行业技术进步率差距的平均

值为－００２６，间接印证了服务业是落后部门的前提假设。
相对生产率的平均值小于１也加强了这一前提①。

注：① 篇幅原因，表格暂未展示，备索。

２２　“效率提升”视角下的路径分析
２２１　基准分析

表１　数字技术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ＦＥ ＦＥ

ＤＴＩ
０５６７

（００４７）
０５４１

（００７３）
０３７８

（００７８）
０４３３

（００８７）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Ｎ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组内Ｒ２ ０２６４ ０４４６ ００６４ ０１４５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
００１，下同。

表１列（１）－（４）分别汇报了使用ＯＬＳ模型和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

量，ＤＴＩ的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技
术能通过赋能服务业生产率这一路径，治愈“成本病”，初

步验证了假设１。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可分为直接赋能
与间接赋能。直接数字化赋能通过推动服务的产品化、标

准化与数智化，将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技术密

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数据密集型产业，从而实现了服务产

业价值链全过程的效率提升。间接数字化赋能创新了服

务供给过程的外部载体与传递机制，并赋予了服务业规模

效率、贸易效率和分工效率，从根源上创新了服务业产业

组织形态，从而实现服务生产全过程的效率提升。通过数

字技术的直接和间接赋能，服务业低效率的技术经济特征

得到改变，“成本病”也因此得到缓解乃至治愈。

２２２　内生性与稳健性分析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基准分析的内生性偏误。

参考现有研究［２２］，构建省份１９８８年每万人固定电话用户
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宽带用户量的交互项，作为数字

技术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表２第（１）－（２）列汇报了工
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ＤＴＩ的系数在５％水平
上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一致。

表２　内生性与稳健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ＩＶ
第一阶段

ＩＶ
第二阶段

ＧＮＳ
模型

外生

冲击检验

ＤＴＩ
０４７１

（０１７５）
０４１７

（００４３）

Ｗ×ＳＰ
０６４２

（０１７４）

Ｗ×ＤＴＩ
０３４８

（０１６５）


０４６４

（００７６）

ｉｖ
１２２４

（００３４）

ＤＩＤ
０２３９

（００４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００
组内Ｒ２ ０８４９ ０１４５ ０１６６
ＬＭ统计量 １１３１３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Ｆ

１４２８５６６

　注：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弱识别检验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为１６３８。

数字技术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非排他性，容易产生空

间依赖，即某一地区的数字技术发展会使得其他地区受

益。基于此，本文采用广义嵌套空间（ＧＮＳ）模型来准确把
握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分析数字技术

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设定如式（２８）所示：
ＳＰｉｔ＝α０＋ρＷ×ＳＰｉｔ＋α１ＤＴＩｉｔ＋Ｘｉｔ＋α２Ｗ×ＤＴＩｉｔ＋Ｗ

×Ｘｉｔ＋υｉｔ
υｉｔ＝φＷ×υｉｔ＋εｉｔ （２８）
其中，Ｗ表示空间地理权重矩阵，Ｗ×ＳＰｉｔ，Ｗ×ＤＴＩｉｔ

和Ｗ×Ｘｉｔ分别表示ＳＰｉｔ，ＤＴＩｉｔ和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表２列（３）汇报了ＧＮＳ模型的回归结果。Ｗ×ＳＰｉｔ的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典型的空间依赖特

征。ＤＴＩ的估计结果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佐证了前文
数字技术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升的特征。Ｗ×ＤＴＩｉｔ的系
数也在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技术的发展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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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区域的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即数字技术存在明显空

间溢出效应。

２２３　外生冲击检验
为更加稳健地评估数字技术通过赋能服务业效率，治

愈“成本病”的路径，借鉴 Ｆｕｃｈｓ－Ｓｃｈｕｎｄｅｌｎ和 Ｈａｓｓａｎ［２７］

处理内生性的思路，使用外生政策冲击对基准结果进行检

验。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试点政策（简称试

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模型设定见式（２９）：
ＳＰｉｔ＝α０＋α１ＤＩＤｉｔ＋Ｘｉｔ＋ζｉ＋μｔ＋εｉｔ （２９）
其中，ＤＩＤｉｔ为试点政策实施与否的虚拟变量。试点

政策始于２０１９年，至２０２２年底，共有福建、浙江、广东、四
川、重庆和河北（雄安新区），６个省份（或地区）纳入试点
地区。为避免其他政策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选取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试点政策的滚动部署
年度改革试验任务的模式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

验研究策略。

处理前后动态效应分析的结果如图４所示。在政策
推行前，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的服务业生产率无明显差

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试点政策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

如表２列（４）所示。结果显示，试点政策能有效促进服务
业生产效率提升，证实了通过“效率提升”这一路径治愈

“成本病”的可行性。

图４　处理前后动态效应分析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２４　协同效应检验
（１）“数字化—高技能”协同效应
借鉴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８］的做法，将高技能劳动力（Ｈｉｇｈ）认

定为大学学历及以上的就业人员。“数字化—高技能”协

同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３列（１）所示。ＤＴＩ×Ｈｉｇｈ的系数
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数字技术促进服务业生产
率提升的过程中，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在

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由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模式，

转化为更为先进的数字化生产模式。服务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同时也对数字化人才产生了巨大需求，而具有人力

资本结构特征的高技能劳动力更能适应这一转变，其所具

备的快速学习、技术运用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能够加速企

业数字化技术应用，实现对企业数字化生产能力的赋效。

表３　协同效应检验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ｙ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ｅｃ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ＳＰ ＳＰ

ＤＴＩ
１０７７

（０１６０）
－０２０２
（０３１９）

ＤＴＩ×Ｈｉｇｈ
２１６０

（０４７４）

Ｈｉｇｈ
１８６３

（０８９６）

ＤＴＩ×Ｋ／Ｌ
０３２２

（０１４９）

Ｋ／Ｌ
０２４０
（０４０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是 是

Ｎ ３９０ ３９０
组内Ｒ２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３

（２）“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效应
“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３列

（２）所示。可以发现，服务业人均资本（Ｋ／Ｌ）与 ＤＴＩ的交
互项在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资本深化增强了数字
技术对服务业的效率赋能作用，具有明显的“数字化—资

本深化”特征。服务业内的资本深化一方面能促使服务

业人均资本装配率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也

有助于新型信息技术通信设备的引进，从而改进原有生产

模式，深化服务生产要素配置结构，推动服务业由“劳动

密集”属性向“资本密集”属性转变，从而更为有效地发挥

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

２３　“结构优化”视角下的路径分析
２３１　数字技术的结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模型（１９）－（２１），本文通过检验数字技术的结
构调节效应，探究数字技术能否通过“结构优化”这一路

径治疗“成本病”，结果如表４所示。就回归结果而言，数
字技术发展能明显抑制生产要素的负向流动。列（２）和
列（４）交互项（ＤＴＩ×ＲＰ）的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
负，表明数字技术能负向调节服务业相对价格与产出（就

业）份额之间的关系，抑制服务业高价格带来产出攀升效

应。除列（１）外，交互项（ＤＴＩ×ＲＴＦＰ）系数均在５％水平
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技术也能抑制服务业低效率带来

的产出攀升效应。从列（１）交互项系数显著性角度来看，
数字技术调节服务业价格攀升的效应略有不足，这可能归

因于不同区域数字化水平的异质性影响。数字技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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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效应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服务业的高数字化应用程

度，相较于制造业，数字技术赋予服务业的创新边际成本

下降效应更为明显，从而削弱了“效率—价格”以及“效

率—产出”的传导机制，并因此弱化了“成本病”现象。

表４　“结构优化”路径检验 Ⅰ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１）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ＲＰ ＰＯＥ ＰＯＥ ＰＯＹ ＰＯＹ

ＲＴＦＰ
－０２８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５３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９

（００４７）

ＲＰ
０３０８

（００２６）
０３４０

（００３３）

ＤＴＩ×ＲＴＦＰ
０１３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２）

ＤＴＩ×ＲＰ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５）

ＤＴＩ
０２１２

（００５６）
０２０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１）

０２２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３９０
组内Ｒ２ ０３６０ ０４１８ ０１８５ ０４２４ ０１９０

２３２　数字技术对行业技术进步率差距的调节效应分析
表５列（１）－（２）展示了数字技术发展对行业间技术

进步率差距的影响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
技术能有效缩小制造业与服务业技术进步率之间的差距，

从结构源头上破除“成本病”问题。原因可能是数字技术

的发展能够突破各行业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流动壁垒，并

进一步释放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数创融合也打破

了创新界限与技术壁垒，加强了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之间

的信息流动，降低创新要素供求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提高创新流速，形成“创新要素流动红利”，从而有效缩短

行业间技术进步差距。

表５　“结构优化”路径检验 Ⅱ
Ｔａｂｌｅ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２）

变量
（１） （２）

ΔｌｎＴＦＰｉｔ ΔｌｎＴＦＰｉｔ

ＤＴＩ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是 是

Ｎ ３９０ ３９０
组内Ｒ２ ０１１３ ０３４７

３　主要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３１　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数字中国”背景下构建优质高效的服

务业新体系的现实需要，通过对“成本病”的形成机制进

行梳理，提炼出治愈“成本病”的两种潜在视角。以此为

前提分别构建数理模型，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数字技术治

愈“成本病”的实现路径，并加以实证检验，得到如下

结论：

第一，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存在直接和间接赋能，其能

通过改变服务业低效率的技术经济特征治愈“成本病”。

数字经济时代下，服务被赋予了“技术”特征，数字技术创

新了服务业原有的生产模式和产业组织形态，从而实现服

务产业价值链和生产全过程的效率提升。在此过程中数

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和人均资本形成“数字化—高技

能”和“数字化—资本深化”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数理模

型和实证分析揭示了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效率的传导路

径和空间特征，弥补了“效率提升”视角下，数字技术与

“成本病”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作用路径的缺失，

为分析数字化背景下“成本病”的有效破除和服务业提质

增效问题提供了研究范式。

第二，数字技术能有效调节“效率—价格—产出”———

“成本病”因果传导链条，弱化“成本病”现象。服务业相

对于制造业的高数字化渗透率使得其更有效地利用数字

技术产业发展所带来创新边际成本下降效应，从而抑制自

身生产率低造成的价格以及产出（就业）攀升效应，最终

缓解“成本病”。研究基于一个经济理论框架揭示了数字

技术结构调节效应发挥的具体作用路径，并通过经验证据

证实了这一路径，为从“结构优化”视角上破除“成本病”

问题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与经验指引。

第三，数字技术发展能缩小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技

术进步率差距，从结构源头上治愈“成本病”。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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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引发的创新人才、创新资本等创新要素流动机制变革

能有效提高整体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并进一步释放“创新

要素流动红利”优化产业结构，直接作用于“成本病”的形

成根源。研究从“成本病”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出发，明晰

“成本病”理论所蕴含的创新流动、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

增长的内在逻辑，发现数字化释放创新要素流动性是治愈

“成本病”的关键突破口，为未来相关政策的建立提供了

思路框架和理论支撑。

３２　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得出如下启示：

（１）加快数字化发展，推动创新要素流动机制变革。
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不仅能提升服务业效率，更能释放

创新要素流动性，从“效率”和“结构”两方面治愈“成本

病”。因此，在宏观政策制定中，应统筹政策环境优化、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化储备人才培养协同推进。同时

强化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既要建立市场导向的创新资

源配置体系，引导资金、技术等创新资源高效流向更有潜

力的领域，也要优化人才激励政策和简化人才流动程序，

促进跨区域、跨领域的人才流动，实现对传统服务业企业

的有效赋能，强化数字技术的结构优化作用。

（２）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水平，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鉴于数字技术结构调节效应发挥的重要前提在于服务业的

高数字化水平，因此亟需加快推进服务业数智化转型。一

方面，前瞻性部署以算力为核心的服务业数字化底座，进一

步深化服务业与前沿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通过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服务业中小企业采用边缘计算、生成

式ＡＩ、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扩宽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前沿；
另一方面，分类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应用，聚焦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需要，优先扶持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等关键生产

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

（３）深化“数字化—高技能”和“数字化—资本深化”
的协同效应，发挥高技能人才和资本深化的正外部性。考

虑到高技能人才和资本深化能够放大数字技术对服务业

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因此，在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过

程中要以高技能人才导入为重要目标，建立服务业技能人

才培养的校企产学研合作模式，强化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

培训，促成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对接，形成服务业高质量

韧性人才供给体系。与此同时，也要优化资本市场环境，

简化服务业融资程序，推动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进入

服务行业，或是推出定制化融资工具，利用数字金融等创

新方式拓展融资渠道，提升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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