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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中国信息化进程的加速，电子商务作

为一种新兴的交易方式蓬勃发展，逐步改变着

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模式，重构产业发展格局。从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电子商务

发展的若干意见》开始，电子商务就已经作为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进入国家话语体系。县域电

子商务是电子商务体系的重要组成，从2003年

开始发展目前已经进入了规模化扩散阶段，每

年新增电商数量达到百万级①，县域已经成为近

年来电子商务产业扩张的主要阵地。县域电子

商务在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农村农业发展、城镇

化提升、增收扶贫等工作上的作用愈发凸显，是

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

中国县域电子商务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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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环节[1]，对于中国未来5—10年经济

持续、健康的发展具有战略价值[2-3]。

国内对于县域电子商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县域电子商务与城镇化的互动机制[4-7]、农村电

子商务的发展模式[7-8]、电子商务产业集群[9-10]等

方面，从空间视角探究县域电子商务发展的研

究较少，既有研究尚停留在省域和城市层面，主

要运用相关指数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中

国电子商务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11-18]。已有研

究对于网络销售水平和网络消费水平的差异关

注不足，并且在影响因素的分析过程中，缺乏系

统的空间分析方法。虽然县域层面电子商务发

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基础，但仍需进一步拓

展研究视角、改进研究数据、更新分析方法。基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流空间的城

镇发展战略分析方法与规划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51478216），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

①阿里研究院《县域电子商务发展微报告》。注释

通过挖掘阿里研究院的电子商务数据和县域经济数据，构建空间计量分析模型，从网络消费水平和网络销售水平两个方

面，对中国县域电子商务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县域网络消费水平和网络销售水平呈现差异的

空间分布特征和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县域网络消费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情况、信息化水平正相关；县域网

络销售水平与县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育情况、县域金融服务能力和信息化水平正相关，与产值规模较高的规模以上企业

发展状况负相关。

Mining the data of e-commerce and county economy from Ali research, this essay has built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model by 

which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county e-commerce in China are studi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of online 

sales level and online shopping level. It is found that the county online shopping level and online sales level in China both show 

differ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 strong spatial reliance. The county online shopping level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esidents’ income and the informatization level; the county online sales level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loca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financial service level and informatization level; 

while having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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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本次研究利用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县域电

子商务指数，从网络消费（网购）和网络销售

（网商）两个角度探究中国县域电子商务发展

水平的分布特征，并且试图通过空间自相关分

析和空间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探讨其形成的

影响因素与机制，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为

引导县域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1　数据来源

通过网络挖掘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全国1966

个县（市）2013年电子商务发展指数（aEDI）

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数据②。aEDI指数基于阿里

巴巴平台的海量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包

括网商指数、网购指数2个一级指标和4个二级

指标（表1），取值介乎0—100之间，数值越大，

表明当地电子商务服务水平越高。由于阿里巴

巴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③，根据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天猫在中国B2C网络零售

市场占比中排名第一，占总份额的57.7%，因此

其公布的数据能够相对客观地反映全国电子商

务的应用和发展情况。本研究运用网商指数来

测度县域电子商务销售水平，运用网购指数来

衡量县域居民网络消费的水平。在电子商务发

展指数以外，本研究涉及的数据还包括中国地

图数据库（全国县市层面、省级层面行政区划

图）和2013年全国各县主要经济指标，数据源

于《2014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在研究电子商务产业空间格局的过程中，

引入空间自相关研究方法，检验县域单元与其

相邻空间点上的电商指数是否显著相关联，空

间自相关包含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19]。在

研究县域电商影响因素与机制的过程中，引入

空间回归分析方法，探索县域电商发展的相关

影响因素。

1.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属性值（电商指

数）在整个区域空间特征的描述，用于分析区

域总体的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主要采用

Moran's I指数测度，这是最早应用于全局相关

分析的方法，计算公式如下[20]：

其中，Xi为县域单元i的电商指数；Wij为空
间权重矩阵；x 为̅属性的平均值；S2=∑i=1

n（xi-x ̅）

/n。Moran's I指数位于-1到1之间，若值接近于1

表明具有相似的属性聚集在一起（即高值与高

值相邻，低值与低值相邻）；若值接近于-1表示

具有相异的属性聚集在一起。如果值接近于0，

则表示属性是随机分布的，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性。本文采用一阶Queen原则即拥有公共边界

或公共顶点为相邻的原则建立各县域单元的空

间关系。

1.2.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会掩盖小范围内局部

不稳定性，局域空间自相关更能准确地揭示空

间要素的异质性特征[21]。局部Moran's I常用于表

征局域空间自相关，将Moran's I 分解到各区域

单元，亦称空间关联局域指标(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LISA 的计算公

式如下[22]：

其中，Zi是区域i观测值标准化；Wij是空间

权重，其中∑i
nWij =1，i≠j。若Ii为正，则表示一个

高值被高值所包围（Zi为正）（高—高），或者是

一个低值被低值所包围（Zi为负）（低—低）；若

Ii为负，则表示一个低值被高值所包围（Zi为负）

（低—高），或者是一个高值被低值所包围（Zi为

正）（高—低）。

1.2.3　空间回归分析

在研究影响因素时，如果研究的变量不存

在空间自相关，即变量在空间上相互独立，可以

使用最小二乘（OLS）线性回归；如果变量存

在着空间自相关，则需要使用空间回归模型。

最小二乘（OLS）线性回归方程为：

y=Xβ+ε
式中，y是因变量（电商指数）；X是自变

量参数构成的矩阵；β表示回归系数；ε表示残

差，要求残差相互独立且中值为0。

当变量存在空间自相关时，残差不再相互

独立，所以最小二乘（OLS）回归模型不再适

用，需要使用空间回归模型。空间回归模型考虑

了周边临近单元对模型本身的影响，包括空间

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23-24]。

空间滞后模型方程为：

y=Xβ+ρWy+ε
式中，ρ表示y的空间滞后值的回归系数，

其他变量与最小二乘（OLS）线性回归方程的

变量相同。

空间误差模型方程为：

y=Xβ+μ
其中，残差μ又可用它的空间滞后来表示，

也就是：

μ=λWμ+ε
式中，λ是空间误差自回归系数，剩余的

第二个残差项ε是相互独立的随机误差。

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对LogL(自然对数似

然函数值)、AIC(赤池信息准则)、SC(施瓦茨准

则)等指标进行判断或者通过空间依赖性检验的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计算方法

网商指数（0.5）

网商密度指数
（0.5）

B2B网商密度=B2B网商数量/人口数量
零售网商密度=零售网商数量/人口数量

网商交易水平指数
（0.5）

规模以上网上占比=全年成交额超过24万元的零
售网商数量/零售网商数量

网购指数（0.5）
网购密度指数（0.5） 网购密度=网购消费者数量/人口数量

网购消费水平指数（0.5） 规模以上网购消费者占比=全年网购额超过1万
元的消费者数量/网购消费者数量

表1  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指标构成[2]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②由于台湾、香港、澳门三地数据存在一定偏差，本研究不纳入计算。

③阿里巴巴集团2016财年电商交易额（GMV）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了世界第一零售平台沃尔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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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对不同模型进行选择，判断哪一种模型更

加符合需要[25-26]。

2　县域电商空间格局分析

2.1　空间分布分析

从省域单元和县域单元两个尺度分别进行

县域电商的空间发展特征研究，县域层面的数

据直接来源于县域电子商务指数，省域单元层

面的数据通过将各省县域电商指数取均值的方

法获得。考虑到不同县域之间电商指数差异较

大，为了保证分类“类间差异最大、类内差异最

小”，因此采用Jenks（自然断裂点)分级方法进

行分类，将数据分为4类（图1-图4）。主要空间

特征如下。

2.1.1　网购水平：东南沿海地区水平最高，其他

               地区以极核发展为主

从省域单元看，中国县域电子商务网购水

平呈现东部沿海、沿边分布的特征（图1）。位于

第1层级的省级单元是浙江、江苏、福建、上海、

天津和北京，均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第2层

级的省级单元是山东、江西、广东、山西，以及东

北沿边的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第3层级的

省份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

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山西、重庆、贵州、四川、

云南，以及位于西北边陲的新疆。第4层级的省

份除了西部的西藏、青海、甘肃外，还包括中部

地区的河南。从县域单元看，东南沿海地区呈现

高水平扩散特征，其余地区主要表现为极核分

布的特征（图2）。中西部地区许多省会城市周

边的县域电商网购发展水平较高，并不逊色于

图1   省域单元网购格局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   省域单元网商格局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县域单元网购格局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4   县域单元网商格局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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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的县域。典型如成都周边的双流县、郫

县，长沙周边的长沙县，电子商务网购水平均位

于第1层级。

2.1.2　网商水平：以浙江省为中心，由沿海向内

              陆梯度扩散

从省域单元看，中国县域电子商务网商

水平呈现出显著的以浙江省为中心、从沿海向

内陆梯度扩散的特征（图3）。第1层次的省级

单元只有浙江，第2层级的省级单元为紧邻浙

江的江苏、福建和上海。第3层级的省级单元

为东部沿海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广东，以

及毗邻浙江的中部省份安徽和江西。第4层级

为剩余的所有中西部地区。从县域单元看，除

了东南沿海地区呈现出的高水平扩散特征外，

中西部地区基本呈现低水平离散分布的特征

（图4）。中西部地区县域网商水平整体较低，

除了成都周边、长沙周边等零星县城的网商水

平达到第2层级以上，大部分县域的网商水平

基本处于第3、第4层级。

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2.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显著空间正自相关

根据相关的公式，利用ArcGIS软件计算中

国县域电子商务网购与网商的全局空间自相关

系数（GMI），结果显示，网购与网商的全局空间

自相关系数均为正值，数值达到了0.5以上，并且

z得分大于2.58（呈现明显的聚类特征），显著性

水平p值小于0.001（99.9%的置信度)，具有统

计学上的显著性（表2）。表明中国县域电子商

务存在着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性，即存在着

显著的空间集聚状态，也即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较高的县域趋于相邻，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低

的县域也趋于相邻。因此在研究电子商务驱动

因素的时候，需要考虑空间集聚带来的影响。

2.2.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工具对县域网购、

网商情况进行分析。由于县域网商本身具有较

强的邻近扩散效应，因此对于网商的局部空

间自相关结果识别出了县域网商产业集聚区

（图5-图6）。

从结果可以清晰地看出，网购呈现高度集

聚特征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福建3省，

范围从浙江全境向南北沿海扩散（图5）。向北

扩散到江苏省北部的洪泽、宝应、射阳等县，向

南扩散到福建省的安溪县、南安市、晋江市一

带。内蒙古西部、珠三角地区，以及四川成都周

边也出现了网购指数“高—高”聚集的区域。

西藏、青海、甘肃、河南等省级单元存在一定数

量的“低—低”聚集区域，基本为县域网购水

平最不发达的区域，集聚性较弱。

高—高聚集区域主要为县域电子商务产业

发展状况较好，呈现出连片发展态势的产业集

聚区（图6，表3），范围涉及浙江、江苏、安徽、福

建、广东、山东、河北、西藏等多个省级单元。其

中面积最大、发育程度最高的高—高聚集区域

为浙江全境、江苏省的苏南、苏中大部分地区，

以及安徽、福建相邻县市的80个县市。此外江苏

省的徐州、宿迁部分县市，福建省莆田、泉州周

边县市，河北省衡水、邢台、保定周边县市，山东

省青岛周边县市，以及广东省珠三角地区部分

县市也呈现出电子商务产业区域化发展态势，

是县域电商尤其是农村电商发展十分活跃的地

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与此

图5   网购指数局部自相关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6   网商指数局部自相关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指数 Moran's Index z-score p-value
网购指数 0.546 38.60 0.00000 
网商指数 0.530 37.86 0.00000

表2  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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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分布着一些

“高—低”聚集区，这些县市数量较少、分布零

散，未来有可能成为网商集聚区的核心。

3　县域电子商务影响因素分析

3.1　影响因素选择

一般认为，影响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空

间分布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规模、人口素质、

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信息化程度、

社会氛围、交通物流等方面[11-12, 14-15]。相关

研究指出，县域电子商务是县域实体经济与

虚拟经济高度融合形成的产业集群[9]，与城

市电子商务产业相比，县域电子商务产业与

实体产业的关联度更高，因此相关的产业发

展因素需要考虑在内。本次研究在选取影响

因素时，先后使用相关性分析、探索性回归

（Exploratory Regression）等方法对可获得

的县域经济数据进行筛选，并通过多次模拟

试验的方式选取显著性最高的因子。最终选

取的影响因素涵盖了经济发展水平、信息技

术水平、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

等多个方面。此外，由于电子商务指数本身是

个近似人均的数值，因此本次计算中各个因

素均采用每万人数值（规上企业平均产值除

外）。针对网商水平，选取的因素包括：万人第

二产业从业人员数（SEC）、万人固定电话用

户数（FTS）、万人地区生产总值（GDP）、万

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FIA)、万人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数（NOI）、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平均产值（GIO）；针对网购水平，选取

的因素包括：万人地区生产总值（GDP）、万

人固定电话用户数（FTS）、万人居民储蓄存

款余额（RSD）。各因素均通过了多重共线性

检验，不具有多重共线性（表4）。

3.2　空间依赖性检验

采用GeoDa软件，分别运用最小二乘

（OLS）回归模型、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

间误差模型（SEM）拟合中国县域电子商务

发展驱动因素。首先运用空间依赖性检验，找出

最适合本次研究的回归方程，检验结果如表5所

示。从表5中可以看出，对于网商指数，LM（lag）、

R-LM（lag）、LM（err）在0.01%的显著性水

平上通过了检验，R-LM（err）没有通过检验。

对于网购，LM（lag）、R-LM（lag）、LM（err）

和R-LM（err）均在0.0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

检验。此外，结合表中未列出的LogL（自然对数

似然函数值）、AIC（赤池信息准则）、SC（施

瓦茨准则）等检验标准，空间滞后模型（SLM）

适用网商指数，空间误差模型（SEM）更加适

类型 区域 县域 数量

高—高
聚集

浙江、苏南、
安徽、福建

浙江全境、宜兴、吴江、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江阴、靖江、泰兴、金坛、丹阳、扬中、海门、 
姜堰、江都、高邮、兴化、东台、崇明岛、宁国、福鼎、福安、寿宁、浦城、武夷山 80

苏北 洪泽、沭阳、东海、新沂、邳州 5
福建 长乐、闽侯、福清、仙游、惠安、德化、南安、石狮、晋江、永春、安溪、华安 12
广东 博罗、增城 2
广东 开平、恩平 2
山东 即墨、胶州、胶南 3
河北 清河、南宫、枣强、冀州、深州、辛集、安平、深泽 8
河北 高阳、任丘、雄县、容城、高碑店 5
河北 香河、大厂回族着自治县 2
西藏 治多 1

高—低
聚集

河北 广平 1
山西 永济 1
陕西 丹凤 1
四川 美姑 1
云南 大关 1
云南 马龙 1

表3  网商高—高与高—低类型县域

表4  回归模型中各变量与解释

变量 指标 解释

网
商

GDP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FTS 万人固定电话用户数 县域基础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FIA 万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县域金融发展水平
SEC 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 县域企业类型
NOI 万人规模以上工业单位数 县域企业类型
GIO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 县域企业类型

网
购 

GDP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FTS 万人固定电话用户数 县域基础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RSD 万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居民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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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网购指数。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将3个方程结果

一起列出，作为参照。

3.3　网购水平回归结果与分析

网购指数的3个回归方程拟合结果如表6所

示。结果显示：（1）空间模型的R2提升显著，说

明在考虑空间依赖特征后，模型拟合效果更好；

（2）空间误差模型（SEM）的R2达到了0.73，

可以解释73%的县域网购发展状况；（3）最终

回归结果为，万人地区生产总值(GDP)、万人固

定电话用户数（FTS）、万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RSD）呈现显著正相关的结果。

网购指数回归方程中的因子较为简单，拟

合结果较好，影响居民网购的因素相对单一，主

要是经济因素与信息化水平因素。其中，万人地

区生产总值（GDP）反映的是县域经济发展状

况，万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RSD）反映的是

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这两个因素显著正相关

说明县域经济较好、居民收入状况佳的县域网

购行为比较活跃。万人固定电话用户数（FTS）

显著正相关，说明网购对于信息化水平的依赖

性较大。

3.4　网商水平回归结果与分析

3个模型对网商指数的最终拟合结果如表

7所示。结果显示：（1）空间滞后模型（SLM）

的拟合度R2最高，达到了0.54，可以解释54%

县域网商的发展状况；（2）大多数因子通过

了0.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除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平均产值（GIO）之外，所有因子均通

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因变量

与各解释变量的关系密切；（3）3个回归方

程产生了较为类似结果，这提高了回归模型

的可信赖程度；（4）回归模拟的计算结果表

明，呈现显著正相关的因子包括了万人第二

产业从业人员数（SEC）、万人固定电话用户

数（FTS）、万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FIA）、万人规模以上工业单位数（NOI），而

呈现显著负相关的因子包括万人地区生产总

值（GDP）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

（GIO）。

在空间滞后模型的模拟结果中，显著

性较高的因子为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

（SEC）、万人地区生产总值（GDP）、万人年

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FIA）、万人规模

以上工业单位数（NOI）。其中，万人第二产业

从业人员数（SEC）和万人规模以上工业单

位数（NOI）与网商水平正相关性最为突出。

两者数据相对较大的地区往往是劳动密集型

产业发育较好的地区，说明劳动密集型的产

业基础对于县域电子商务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方面为电子商务

发展提供主要的销售产品（县域淘宝村销售

额最高的3种货物是服装、家具和鞋），另一方

面企业本身也存在着通过电商扩大自身销售

表5  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

表6  网购水平各模型模拟结果

表7  网商水平各模型模拟结果

自变量 OLS回归 空间滞后模型（SLM） 空间误差模型（SEM）
Constant 5.98606（44.78）*** 1.978005 （11.75）*** 7.200123（34.1）***

FTS 0.00126（10.22）*** 0.000574（5.69）*** 0.00054（4.94）***
GDP 0.0000085（3.13）** 0.000005193（2.38）** 0.000013（5.31）***
RSD 0.000189（21.19）*** 0.000146（19.71）*** 0.00016（33.61）***

空间滞后 — 0.515628 （29.58）*** —
空间误差 — — 0.66679（33.61）***

R2 0.55 0.71 0.73
样本数量 1 966 1 966 1 966

指数 检验指标 MI/DF Value PROB

网商
指数

Moran's I (error)     0.24 16.9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1.00 443.4 0.00000 

Robust LM (lag) 1.00 166.6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1.00 280.1 0.00000 

Robust LM (error) 1.00 3.4 0.13760 
LagrangeMultiplier (SARMA) 2.00 446.8 0.00000 

网购
指数

Moran's I (error)     0.47 32.2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1.00 890.7 0.00000 

Robust LM (lag) 1.00 89.3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1.00 1028.3 0.00000 

Robust LM (error) 1.00 226.9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SARMA) 2.00 1117.7 0.00000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0.001的显著度，**表示0.01的显著度，*表示0.05的显著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0.001的显著度，**表示0.01的显著度，*表示0.05的显著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自变量 OLS回归 空间滞后模型（SLM） 空间误差模型（SEM）
Constant 0.512418（6.17）*** 0.18768（2.48）* 0.8781（7.96）***

SEC 0.0006818（11.82）*** 0.000444（8.53）*** 0.00053（8.67）***
FTS 0.000233（3.66）** 0.000156（2.77）** 0.00019（3.01）**

GDP -0.0000205（-11.31）*** -0.000011（-7.09）*** -0.00000119（-6.40）***
FIA 0.0000331（10.87）*** 0.0000226（8.37）*** 0.000021（2.195）***
NOI 0.2556983（8.82）*** 0.1010265（3.86）*** 0.133022（4.40）*** 
GIO -0.00000457（-2.19）* -0.0000041（-2.24）* -0.00000473（-2.44）***

空间滞后 — 0.47122（20.77）*** —
空间误差 — — 0.5132(20.77)***

R2 0.41 0.54 0.52
样本数量 1 966 1 966 1 966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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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的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

展。万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FIA）

呈现正相关。这一指标较高的地区往往创业氛

围较为活跃，且金融服务水平相对较高。万人地

区生产总值（GDP）负相关，说明电子商务的

发展不依赖于居民收入状态，而对县域金融服

务能力有较高的依赖性。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当

前的县域电子商务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基本

属于一种门槛较低的创业行为，那些生活水平

较低的县域居民往往有着更高的意愿参与电商

创业。在其他显著性因子中，与网购情况一样，

万人固定电话用户数（FTS）正相关，再次说明

信息化水平对电子商务具有重要作用。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GIO）负相关，说明高产

值的规上企业往往不利于县域网商的发展。可

能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大多数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货物销售渠道，且容易形成产业

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电子商务在这些地区的

发展空间容易受到挤压，发展机会相对较少。

4　结论与讨论

研究挖掘了阿里研究院公布的阿里巴巴县

域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

自相关分析、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从网络消

费水平和网络销售水平两个方面，对中国县

域电子商务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

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中国县域电子商务网购、网商水平

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网购水平方

面，东南沿海地区呈现高水平扩散特征，其他

地区以极核发展为主，部分偏远县域电商网

购水平较高，达到中国县域网购水平的第1层

级；网商水平则呈现出以浙江省为中心，由沿

海向内陆梯度扩散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网商

发展整体水平较差，并且分布较为零散。

第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县

域电子商务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两极化趋势

明显。高水平县域电子商务主要集聚在以浙

江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地区，浙江、江苏、福建、

山东、河北、广东等省份已经呈现出县域电子

商务产业的区域化发展态势。中西部的一些

省级单元则存在着“低—低”聚集区域，这

些地区县域电子商务发展较差，集聚性较弱。

第三，空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网购水平

受万人地区生产总值、万人居民储蓄存款余

额、万人固定电话用户数等因素影响，其中万

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影响最为显著，这说明

经济与居民收入状况是影响县域网购的最主

要因素；影响网商水平的因素较多，包括县域

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金

融服务能力和信息化程度，其中劳动密集型

产业发展水平的作用最为突出，说明县域电

子商务产业与实体产业的关联度较高，这也

是县域网商区别于城市网商的最主要特点。

基于阿里研究院公布的电子商务发展

指数所进行的县域电子商务空间格局与影响

因素研究，虽然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一定的

创新性，但依然受到较多主观、客观条件的影

响，使得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和改进之处。一方

面，影响电商发展的要素太多，县域数据获取

难度较高，只能选取其中的部分因素作为研

究对象，典型如由于缺乏县域宽带的数据，信

息化水平只能通过电话用户数进行衡量，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的解释力度；另一方面，

电子商务是一个复杂的产业发展现象，很难

通过单一的数理模型完全解释清楚，因此在

进一步的研究中，需要针对特定区域和类型

的电子商务产业，展开更有针对性的实证研

究，以验证、矫正当前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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